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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分裂主义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李  捷

内容提要  分裂主义对国家安全特别是国家核心安全的威胁巨大,

它不仅危害到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对国家认同造成严重冲击, 而且在

分裂主义采用暴力方式和外部干涉的情况下, 直接威胁到国家的军事安

全。分裂主义不是非传统安全的问题, 而属于传统安全威胁。中国所面

临的分裂主义威胁非常严重,在反分裂及安全研究方面,简单套用西方的

理论体系来解释我国的核心安全利益问题是危险的。

关键词  国际政治理论 分裂主义 国家安全 非传统安全

虽然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面临分裂主义的挑战,国际学术界对其研究成果也颇

为丰富,但是目前对分裂主义的概念仍缺乏统一的界定。本文将分裂主义定义为:

现存国家的一部分人口在所属国家的反对下, 将其居住的领土从现属国家脱离, 建

立一个新的独立实体或并入其他国家的系统思想和行为。
¹

分裂主义的内涵包括:分裂主义的前提,是某一地域领土、人口和历史文化认

同的统一,集中于该地域内的主体民族、宗教、政治、文化群体常常成为分裂主义的

主体;分裂主义的目的,是脱离现属主权国家, 谋取新的政治身份。包括建立新的

独立国家、并入其他国家或与其他国家分裂出来的部分组建成新的国家;分裂主义

的手段包括政治诉求、暴力恐怖甚至武装对抗等; 分裂主义的性质, 是针对所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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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国家提出的单方面脱离行为,并不为所在国同意。总而言之,分裂主义是对主权

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完整的严重威胁。在不存在外国侵略的情况下, 分裂主义是对

领土主权的最大威胁,是对国家安全的严重挑战。

一、国家安全的核心内涵
¹

在研究安全时,总是可以问这样一些问题:谁的安全或哪方面的安全, 即安全

的主体是什么? 什么样的价值观和利益受到了威胁,即安全的目标是什么? 哪些

因素导致了不安全,即安全的威胁是什么? 如何才能实现和维护安全, 即安全的手

段是什么?º对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一直是政治学、国际政治学等学科的热点问题

之一。许多学者分别从传统安全、综合安全、非传统安全等角度对国家安全进行了

研究分析,特别是随着所谓新安全观的提出和推广,国家安全的领域和内容也在不

断扩大,甚至有泛化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 必须弄清楚国家安全的核心是什么?

哪些利益和价值对国家而言是根本性的? 只有在清晰界定和认识国家核心安全的

基础上,才能正确判断和评估威胁的程度和性质,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手段实现和维

护安全。

由于安全的概念本身就存在相当的争议, 这使目前学术界对国家安全仍没有

统一的界定。英国学者巴里#布赞认为安全是 /对免于威胁的追求0,显示 /保卫
国家和领土完整,反对敌对势力的能力0, /安全的底线是生存 0。»这种定义方式未

免有一些笼统,缺少理论方面的严整和实用方面的清晰,因而有必要对国家安全的

核心内涵做进一步的分析。

有学者从国家构成要素的角度来界定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即保护领土、人

口、政权、主权等要素免受威胁。例如,约翰#柯林斯认为, /最重要的国家安全利

益是生存,即国家的生存。要保证一定程度的独立、领土完整、传统的生活方式、基

本制度、社会准则和荣誉等不受损害 0。¼李少军认为, 国家维护自己的安全, 就要

维护构成自身的主要要素的安全,这就是确定的领土 (还应包括领空及可能的领

海 )、定居的居民、政权组织和主权。国家的独立地位、领土完整、民族团结、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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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现实主义学者都倾向于把安全同国家的生存联系起来, 而生存又是国家的根本利益 ) ) ) 通
常被称为 /至关重要的利益 0或 /核心利益 0,是 /一国愿意作出很大的牺牲 ) ) ) 甚至是战争 ) ) ) 以保卫的利
益 0。本文使用 /国家安全的核心内涵 0这一说法,一方面是认同以上观点,另一方面也是为突出与当前安全

研究泛化的区别。

M uth iah A lagappa, / In troduction, 0 inM u th iah A lagappa, ed. , A sian S ecurity P ra ctice: Ma teria l and Id e2
a tional Inf luences, Stan ford Un iversity Press, 1998, p. 17.

Burry Bu zan, / N ew Patterns ofG lobal Security in th e 21 st Cen tu ry, 0 inW il liam O lson, ed. , the Theory

and P rac tice of Interna tiona l Re la tion, E nglewood C l if fs, NJ: Prent ice2H al,l 1994, p. 207.

约翰# 柯林斯: 5大战略 6,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北京:战士出版社 1978年版,第 12页。



稳定、经济发展、军事强盛和科学技术领先等, 都可能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内容和目

标。¹布朗在5思考国家安全 6一书中认为:国家安全是一种能力,保持国家的统一

和领土完整,基于合理的条件维持它与世界其他部分的经济联系, 防止外来力量打

垮它的特性、制度和统治, 并且控制它的边界。º

同时,一些学者从内外威胁等角度来探讨国家基本安全的定义和内容。俞晓

秋认为,国家安全是指一个国家有效应对内外各种损害性、破坏性因素的影响和威

胁,维护和保障国家利益的状态和能力。»对国家安全政策决策者来说,国家主权、

领土完整、国家政治独立就是需要加以保护的基本价值,对这些基本价值的威胁就

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但是,某些威胁也许来自社会内部。例如, 对政府权威合法

性的公开挑战、社会冲突、内战和其他威胁社会的事态和问题,也是对国家安全的

威胁。¼刘跃进认为,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既没有外部的威胁和侵害,又没有内部的

混乱和疾患的客观状态。国家的外部威胁和侵害主要是指处于一国之外的其他社

会存在对本国造成对威胁和侵害,具体包括: ( 1) 其他国家的威胁; ( 2) 非国家的

其他外部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威胁; ( 3) 国内力量在外部所形成的威胁和侵害,如国

内反叛组织在国外从事的威胁和侵害本国的活动。内部的混乱和疾患是指国内的

混乱、动乱、骚乱、暴乱,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疾患。½

综合以上界定可以看到,相对于国家安全概念的抽象性,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

是较为明确的,它就是国家构成要素的安全。在传统的国家安全理念中,无论大国

还是小国,政治、军事、领土等安全一直被视为国家安全的核心。此外, 需要强调的

是,许多学者倾向于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出发,仅仅相对于外部威胁来定义国家安

全。这种界定方式最大的问题是忽视了内部因素对国家安全构成的挑战。¾赫德

利 #布尔早在 20世纪 60年代就指出, 过分注重和分析内部稳定并拥有最先进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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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军: 5论安全理论的基本概念 6, 5欧洲 61997年第 1期,第 29页。

王逸舟主编: 5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 6,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40页。

俞晓秋: 5非传统安全理论概述 6,载陆忠伟主编: 5非传统安全论 6,时事出版社 2003年版,第 15页。

T suneo Akaha, N on trad itional S ecuri ty Issu es inNorth ea stA sia and P rospects for Interna tional Coop eration,

Prepared for Presen tat ion at / Th ink ing Ou tsid e th e S ecu rity Box: N ontrad it ion alS ecu rity in As ia: C overn ance, G lo2
balizat ion, and th e Environm en t0, UN Un iversity Sem inar, 2002, p. 1. 转引自陆忠伟主编: 5非传统安全论 6,第
13页。

刘跃进: 5国家安全学 6,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 50) 53页。

关于这一问题,布赞将国家区分为弱国家和强国家两种类型来分析。他认为当国家较为强大时,国

家安全的首要目标就是要确保国家的各个组成要素免受外部的威胁与干涉。但是,对于弱国家 (社会 ) 政治
凝聚力并不稳固的国家 ) ,内部的安全挑战是否属于国家安全,布赞的观点却是含糊的:从定义上看,弱国家

的政府将会面临源自国内的挑战其权威的严重威胁。这些威胁的形式多样,包括军事政变、游击队运动、分

离主义运动、民众暴乱及政治派别之争。假如国内威胁被认为是国家安全问题的话,那么, 政府就被赋予了

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即它有可能以合法的手段对付其政治对手。但是不将国内威胁视为国家安全问题的一

部分,另外一些棘手的问题也会涌现出来。即便是在一个弱国家中,政府的命运也无法同国家安全问题完全

分离开来。整体而言,作者是赞同国家安全的内部视角的。1英2巴里# 布赞: 5人、国家与恐惧: 后冷战时代

第国际安全研究议程 6,闫健、李剑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101) 112页。



器的国家之间的经典性冲突,却还没有习惯研究那些不稳定国家内部及相互之间

的冲突,,这些冲突现在更普遍、更有代表性。¹ /传统的国际关系学将国家视为
一个具备政治和领土特征的 -弹球 . , 这种观点也太多狭隘: 尽管在体系层次上抓

住了现实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它却忽视了对国家内部结构的探究。在国际无政府

状态下,安全问题不仅受体系结构与国家间互动的影响,它也同国家的内部特征息

息相关。0º国家安全虽然必然包括没有外部威胁这样的属性, 但没有外部威胁只

是国家安全的必要条件或必备属性, 而不是国家安全的充分条件和特有属性,仅仅

是没有外部威胁并不等于国家安全, 在没有外部威胁而仅有内部混乱及其他内部

疾患的条件下,同样没有国家安全。»

因此,国家安全的内容是丰富的,既可以从国家构成要素的角度进行界定, 也

可以从内外两个向度进行扩展。综合以上分析, 可以对国家安全的核心内涵进行

归纳, 即包括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¼ 在国家安全领域,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一直

是国家安全的重心所在,这与近代民族国家产生和国际关系体系形成的基础直接

相关。½

在国家核心安全中, 政治安全主要包括领土完整 (主要从国家统一的角度来

界定 )、主权独立、国家基本制度和政权安全、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和社会秩序

的稳定。对政治安全的威胁也主要来自于内外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政治和社会动

乱、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对政治安全的冲击;另一方面是来自于外部的政治

干涉、压力和颠覆等对政治安全的影响。军事安全更侧重于强调应对来自于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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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d ley Bu l,l / Strateg ic S tud ies and Its C ritics, 0 W orld P olitics , V o.l 20, No. 4, Ju ly 1968, p. 605.

1英2巴里#布赞: 5人、国家与恐惧:后冷战时代第国际安全研究议程 6,第 61页。

刘跃进: 5国家安全学 6,第 50) 53页。

学界对于政治安全的界定主要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从狭义的角度来看,政治安全就是要确保政府体

系的稳定,防止政治动乱,保证政治运行的秩序性、规范性和连续性。从其内在逻辑上来讲,政治安全是政治

稳定和政治发展的动态平衡和良性互动;从其外在形式上看,政治安全是国家的国体、政体、国家结构形式以

及意识形态、政党制度等诸种因素的协调统一。例如,王逸舟提出:政治安全即保持政治领导层的团结一致,

提出令社会信任的政府工作日程和战略目标,不断实行制度性的自我革新和各种 /微调 0, 避免公开的权力
争斗和大政方针的非连续性,有条不紊地面对和处置各类社会矛盾,避免出现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动乱等等。

参见王逸舟: 5全球化时代的安全新观念 6, 5世界知识 61999年第 2期,第 27页。从广义上看,政治安全既是

主权安全又是国家基本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安全。例如,李忠杰对政治安全做了如下界定: 政治安全, 主要指

国家主权的安全、国家基本制度的安全、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等等,当然也包括政府体系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在内。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参见李忠杰: 5怎样认识和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 /怎样认识和把握当
今的国际战略形势 0之二 6, 5瞭望 62002年第 22期,第 5页。陆俊元提出,中国政治安全利益的内容比较广

泛,主要包括:政治稳定、主权独立、国家统一和民族关系稳定。参见陆俊元: 5界定中国国家安全利益 6, 5江
南社会学院学报 62001年第 2期,第 22) 23页。邓卫永等学者提出,政治安全的内涵是指确保国家政治制度

的安全、稳定和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维护国家主权,增强国际地位。参见邓卫永、李屏南: 5全球化浪潮与国
家政治安全 6, 5湖南师范大学学报 62002年第 1期,第 46页。刘跃进认为,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包

括主权安全、领土安全、政权和政治制度安全以及意识形态安全。本文所指的政治安全应属于广义的概念。

俞晓秋: 5非传统安全理论概述 6,载陆忠伟主编: 5非传统安全论 6,时事出版社 2003年版,第 15页。



的武装威胁。但是,来自于内部的暴力威胁 (如大规模的武装暴乱或内战 )到底属

于政治安全问题还是军事安全问题, 至今学界仍未有定论。为了便于分析, 笔者将

其划入军事安全问题的范畴。

二、分裂主义对国家核心安全的威胁

(一 ) 分裂主义对国家政治安全的威胁

分裂主义对一国政治安全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威胁领土安全、主权安全与国家

认同等方面。此外,国际势力常常对他国的分裂主义进行介入与干涉, 也直接影响

了事发国的政治安全。

1. 分裂主义对领土安全的挑战

分裂主义对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 就是直接破坏国家的领土完整。按照国际

法,国家领土是指一国在主权支配下的地球的确定部分,是国家行使最高权力的空

间。¹领土安全是指领土与领土主权不受侵犯和威胁, 领土不被侵占、不被分裂、不

被分割或兼并; º领土安全是国家生存与安全的必要前提。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

一个国家的存在必须具备领土、居民、政权组织和主权四个要素。其中领土是国家

存在的首要条件,其他三个要素的存在均以领土范围为前提。研究表明,当代世界

所面临的国家间冲突造成的威胁远远不如国家内部失序产生的危害。在后冷战时

代,对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威胁,更多的是来自于内部,而不是外部。»

一国的领土既有可能遭到他国占领的威胁, 也有可能遭到国内分裂主义运动

的威胁。分裂主义者或是希望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比如尼日利亚的伊博人;或者

是希望与另一个国家合并,比如北爱尔兰共和军。分裂主义运动为外国干预提供

了绝佳的机会,它一般都会在国家内部引发国家安全问题。¼我国是世界上面临分

裂主义挑战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仅从领土安全这一项来看,虽然我国陆地领土

面积为 960万平方公里,但是 /疆独0、/藏独 0、/台独0分裂主义的领土诉求达 284

万平方公里,占领土总面积的 30%。

对领土的分离诉求是分裂主义区别于一般民族冲突或民族、宗教群体大规模

海外移居行为的重要特征。 /分裂主义是把国家权威排除在自身区域之外的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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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行为。宣称移居的权利仅仅是挑战了国家把人们控制在领土内部的权力, 而要

求分离的权利则是直接挑战了国家的边界。领土要求是分裂主义的必然内容。0¹

同时,与分裂主义相关的民族统一主义 ( irredentism )则从外部威胁到国家的

领土安全。民族统一主义是现存国家吞并其他国家跨界民族领土的企图。º当然,

分裂主义与民族统一主义有明显区别: 第一,在某种程度上,虽然两者都是某一部

分领土从一国退出,但是 /分裂主义是一定组织领导的运动 0,而 /民族统一主义则

是由国家发动的 0。»第二,民族统一主义并不导致新国家的创建, 而分裂主义的目

标常常是建立新的独立国家。当前许多地区中泛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与民族统一

主义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显然,一个民族的主要居住国如果主张民族统一主义,

则会在该民族居住的其他国家 (主要是邻国 )形成民族分裂主义,这种情况下的民

族分裂主义是次生的。

人口、政权和主权都是依附在领土之上的,没有了领土,这三者也就失去了存

在的基础。因此可以说,分裂主义是除外部侵略之外,对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

2. 分裂主义对主权安全的威胁

国家主权主要包括管辖权、独立权、平等权和自卫权。主权作为一个国家的固

有属性,具有两重性, 即主权的对内属性和对外属性, 也称对内主权和对外主权。

分裂主义所排斥的就是主权中的对内管辖权。

从现代国家主权的产生来看, 它从一开始就强调了主权的内部不可分裂性。

15世纪末,在反对罗马教会干涉的过程中,西欧逐渐形成民族国家,然而当时各种

分裂因素和国外的干涉势力依然存在。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加强王权,近代国家

主权理论应运而生。法国政治思想家让#布丹首先提出了国家主权理论, 他认为

国家主权是 /不受法律约束的、对公民和臣民进行统治的最高权力0, ¼国家主权是

绝对的、永久的、不可分割的和不可让与的,除了受制于自然法则之外, 主权的行使

不受限制。½随着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主权原则成为维系这一体系的根本性

原则之一。冷战后,维护国家的主权独立与完整,仍然是国家乃至国际安全与稳定

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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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内部来看,分裂主义的核心威胁是主权。¹分裂主义不仅包括国家内的

一部分人对领土的诉求和对法律的拒绝, 还包括对国家在该领土管辖权的排斥。º

分裂主义一般并不否认现属国家的政治权威, 而是希望将这种权威限制在本民族、

宗教、文化或政治集团的成因及其所占据的区域之外。分裂主义的目标在于限制

国家权力的管辖范围,而不是试图全盘否定现存的国家权力、宪法、经济或社会政

治。»这也表明,分裂主义与颠覆、夺取国家政权是不同的。当然,也不排除分裂主

义直接对国家主权造成致命伤害的可能,如一国内部多起分裂主义致使国家分崩

离析, 最典型的就是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分裂和消亡。

3. 分裂主义对国家认同的冲击

国家认同虽然并不是构成国家的物质要素, 但是它却是维系国家存在的基本

因素。布赞认为,国家包括三大组成部分: 国家的物质基础、国家的制度表现和国

家观念。国家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 即人口和领土;它们必须具备一定形式的

制度, 以统治其物质基础; 必须存在特定的国家观念,以在其公民中间赢得合法性。

正是国家观念为领土、政府和社会提供了黏合剂, 使后者紧紧联结在一起, 同时也

决定了国家作为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特征与力量。如果国家的本质存在于大众的

观念之中,那么这种观念本身就会成为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目标。¼

在国家视角下,使国民聚合在一起的观念主要是民族意识 (此为广义的民族,

亦称国族½ )和政治意识形态。仅具备 /领土、居民、享有主权的政府 0这三大要素

的国家实体,并不能充分保障国家安全,尤其是对内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根本原因

在于,没有大多数人的认同,国家也同样难以存在,或者说这样的国家也难以长治

久安; 而这种认同感又与合法的意识形态紧密相连。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国家观念

塑造了国家这个实体。对国家的认同,也意味着对本国政权的合法性的认同。¾

国民对国家的认同实质上也即国家观念。人们通过质疑这些观念,就能够进

而威胁到政治秩序的稳定性。这样的威胁可能是针对政府的现存结构,也可能是

针对国家的领土完整性,或者针对国家自身的存在。而正是在否认、排斥对现属国

家的认同基础上,分裂主义试图实现新国家认同与身份的政治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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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主义产生的离心力削弱了现代国家统一的政治文化整合和国族的构建努

力。从认同的角度看,分裂主义是子系统的政治行为者从中央管辖的区域内撤回

它的忠诚、期望和政治活动, 而以自己为中心。 /分裂主义不仅削弱了国家的政

治、经济能力,而且重新定义了国家认同的内容。0¹在分裂主义的挑战中, 次国家

集团、民族或宗教组织可能诉诸 /承认政治 0或 /差异政治 0,鼓励民众另觅替代认

同,导致国家不再是认同的最终落脚点, 不再具有最高的合法性, 即哈贝马斯所说

的 /合法性危机0:当对准国家单位的认同与对国家的认同发生冲突时, 政治共同

体的问题就可能成为首要的问题,并造成重大的政治危机。º遭受分裂后的国家必

须面临着人口和领土分裂后重新定义国家认同的问题, 虽然对其国家名义认同仍

然存在,但是它的人口、边界和主权发生了改变, 所以必须对国家认同进行调整以

适应这些变动。»这种对国家认同的威胁不仅持久而深远,而且还可能引发 /示范 0

效应。前南地区的分裂和破碎化,正是国家认同不断崩溃的结果。

分裂主义对领土、主权和国家认同的威胁,也必然对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文

化、经济等领域造成深重的危害。

4. 外部势力利用分裂主义对一国政治安全的威胁

首先,分裂主义国际化的必然性拉拢国际势力进行介入。实力对比上的差距

是分裂主义组织向外寻求援助和支持的直接原因。由于谋取分裂的民族、集团在

所在国中一般都属于所谓 /弱势群体 0 (即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文化影响、人口规

模、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等方面处于社会非主流的状况 ), 所以寻求外部支持改变

自身的弱势地位是分裂主义国际化的外向性动力。¼此外,分裂主义与一般性的国

内民族、宗教冲突的根本不同在于,分裂主义目标的最终实现需要获取足够的国际

承认。可以说,分裂主义所宣称的 /国家0在国际社会中的有效存在取决于其他国

家的承认,国际承认是分裂主义国际道义及国际合法性的基础。

其次,外部势力特别是霸权主义国家的插手和干预对分裂主义的产生、发展均

起着重要作用。 /只有在那些有一个地区性强国或超级大国支持分离主义事业的

地方, 族裔运动才能成功地对现存国家进行挑战,并在分离出来的族裔基础上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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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民族同家。0¹即使是在和平实现分离的新加坡案例中, 印尼也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º现实表明, 最终决定孟加拉国和东帝汶分离和独立成功的主要因素, 并不

是分离主义和民族自决的力量, 而是外界的干涉。近两年关于分裂主义的热

点 ) ) ) 科索沃、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处于决定性地位的因素是外部力量的干涉和

支持。外部势力对一国分裂主义活动的介入基于不同的利益和动机。具体包括:

( 1) 国际政治原因,如战略考虑、与事发国的关系等; ( 2) 经济利益; » ( 3) 国内原

因或国内政治因素; ( 4) 军事、安全考虑等。¼此外还包括情感因素,如从民族的角

度考虑,包括民族认同、宗教、民族意识、民族历史和民族统一主义思想等。½

外部势力 (主要是国家 )对他国内部分裂主义问题的干涉严重冲击了事发国

的政治安全。外部国家给予分裂主义的物质、政治支持甚至是国际承认,严重地损

害了事发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如果外部国家的这种干涉是基于削弱、遏制事发

国的战略考虑的话, 还将危及到事发国的国家制度、意识形态等政治安全。以一

些西方国家对 /藏独 0的支持为例, 其主要目的就是要遏制社会主义中国的

崛起。¾

在内部安全方面,分裂主义的国际化直接破坏了事发国国内原有的民族、区域

力量对比结构,对原有的国内政策及法律法规的实施造成了破坏性影响,也势必影

响事发地区发展目标的实现。在外交层面上, 为了防止由分裂主义所引发的国际

纷争, 事发国往往不得不耗费更多的外交资源进行国际公关和协调,甚至不得不与

介入国爆发正面冲突,以维护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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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分裂主义与国内暴力及军事安全

1. 分裂主义与国内暴力

从理论上看,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分离的目标无疑是成本最低的最佳战略选择。

但是, 通过公开合法的政治途径和政治运动 (比如全民公决、政治斗争 )谋求独立,

需要相关国家具有成熟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和特殊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的支持。

现代的分裂主义案例众多,但是真正实现和平分离的案例却寥寥无几, 仅有 1905

年挪威从瑞典分离、1965年新加坡从马来西亚分离、1993年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分

离没有导致暴力冲突。在如今的分裂主义案例中,也仅有加拿大的魁北克分裂主

义等个别案例是以非暴力手段开展的,在绝大多数案例中,分裂势力均诉求于暴力

手段。可以说,分裂主义一直是和平的重大威胁, 对于任何国家而言, 分裂主义都

是一种最为危险的现象。在 20世纪 90年代爆发的战争和冲突中, 有近 40% )

50%是由分裂主义特别是民族分裂主义引发的。¹

从暴力使用的策略来看,分裂势力通常使用以下几种方式: ( 1) 军事对抗。在

分裂势力拥有较强的军事势力,具有稳定的控制区域的情况下,分裂势力将试图以

常规战争或游击战的方式,以军事手段谋求分裂。最为典型的案例是斯里兰卡泰

米尔猛虎组织。在鼎盛时期, 猛虎组织曾拥有海陆空 /三军 0, 有上万名成员, 从

1983年至 2009年与政府军进行了 20多年的军事对抗。此外,车臣分裂势力也曾

与俄罗斯军队展开过军事对抗。当然, 分裂武装与政府采取军事对抗的手段并非

是要夺取政权,它们实施暴力的目的是扩大冲突的成本而使得政府屈服或实现有

利的政治解决。对他们来说,受害者、财政成本、对制度和政策的破坏、国际的批评

和压力均是一种手段。 ( 2) 恐怖主义。一般情况下,分裂势力与国家在实力对比

上的差距,迫使其选择恐怖主义的手段。在武装和人数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如果

与政府进行常规战争无异于军事上的自杀。º通过恐怖主义手段以吸引国际社会

的关注是分裂势力惯常的行为策略。»但是, 分裂主义与恐怖主义并不是一回事,

一般来说,在两者并存的地方分裂主义是政治目的,恐怖主义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

段之一。 ( 3) 民族清洗和仇杀。曾有学者指出,分裂主义在最坏的情况下, 将导致

种族清洗政策。¼对特定民族最大数量的仇杀和清除以宣泄民族仇恨、使本民族绝

对占据某一区域,是民族分裂主义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进行民族清洗和仇杀的主要

23

论分裂主义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¹

º

»

¼

M etta Spencer, S epa ra tism: Dem ocra cy and D isinteg ra tion, Rowm an L ittlefleld Publ ishers, 1998, p. 18.

An thony Ob erschal,l Conf lict and P eace Bu ild ing in Divided S ocieties, Rou tledge, 2007, pp. 41242.
John R. Wood, / Secess ion: A Comparat ive AnalyticalFram ew ork, 0 C anad ian Jou rnal of Polit ical S cien ce

/ R evu e canad ienne de science poli tiqu e, Vo.l 14, No. 1, M ar 1981, pp. 1072134.
P. Thornberry, / the Dem ocratic or InternalAspects of S elf2Determ inat ion w ith Som e Rem ark s on Federa l2

ism, 0 in C. Tom uchat, ed. , M odern law of S elf2De term ina tion, M art inus N ijhof,f 1993, pp. 1012138.



目的。 /根据逻辑推演,如果要想创造一个国界与民族的语言疆界完全契合的国

家,似乎就必须把境内的少数民族加以驱逐或根绝。0¹

分裂主义的暴力行径对国内安全的危害是相当严重的。首先, 暴力将造成国

内民众的伤亡。 1983) 2009年, 斯里兰卡泰米尔分裂主义引发的内战造成了近 10

万人死亡,上百万难民无家可归或是流亡海外。北爱尔兰分裂主义在历史上曾制

造了 1万多起爆炸事件,造成数千人死亡。我国新疆分裂势力的暴力活动也造成

了巨大的灾害, 2009年乌鲁木齐 / 7# 50事件就导致 156名无辜群众死亡, 1700多

人受伤。º其次, 严重破坏民族团结。民族分裂主义制造的严重创伤, 导致了不同

民族群体之间的隔阂与紧张,这种环境导致了互信的缺失、恐慌和不安全感。而这

些因素必然导致民族群体间的怨恨乃至侵略性的行为。结果,民族分裂地区其他

的少数民族不是从其他大民族中寻求保护,就是谋求发动新的分裂主义。»

2. 分裂主义与外部军事威胁

如前所述,在国际政治现实中,外部势力基于特定的目的而对他国内部的分裂

主义问题进行介入和干涉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曾有西方学者将国际势力对分

裂主义问题的介入进行了分层: ( 1) 低级介入,即初步涉入分裂主义问题, 或是进

行纯人道主义介入; ( 2) 中级介入, 即扩大非军事性质介入,包括为分裂主义组织

提供避难所、活动基地、资金支持或情报帮助等; ( 3) 高级介入或称干涉,开始是为

分裂主义组织提供武装 (或许还包括军事顾问 ), 然后是为其提供作战人员, 再就

是升级为与东道国有限的直接武装冲突 (如边界摩擦、越境炮击等 ), 最后是与东

道国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甚至是战争。¼

外部势力的武装支持虽然并非分裂主义成功的必要条件,但在某些情况下, 它

已成为分裂主义能否成功的关键。½在历史上, 有一系列通过武装干涉事发国以实

现或支持分裂的案例。例如, 1898年美国干涉古巴支持其独立, 1903年美国支持

巴拿马从哥伦比亚分裂, 1971年印度干涉东巴的分裂等。冷战后,外部势力武装

干涉事发国政府反分裂斗争的案例时有发生。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北约支持的科

索沃独立。

一般而言,在分裂主义冲突演变成大规模的暴力冲突,特别是在分裂主义势力

壮大到有能力与所在国政府进行军事对抗的情况下,事发国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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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要对分裂主义实施打击 (在和平手段无效的情况下 ), 这是分裂主义得以国际

化的基础。一方面是分裂势力向外求援, 另一方面是外部敌对势力趁机介入,甚至

是进行军事干涉以谋取自身利益。

对于事发国来说,分裂地区的战略地位越重要,分裂主义与外部国家的联系越

紧密, 它在展开武力反分裂斗争中所面临的外部军事威胁也就越大。例如, 由于前

南地区特殊的地缘政治价值,美国、欧盟、俄罗斯等国际势力均介入了科索沃问题,

而阿尔巴尼亚由于民族联系等因素一直支持科索沃的阿族分裂势力。正是科索沃

问题的高度国际化,本属于南联盟内部的科索沃危机,导致了北约对南联盟的大规

模空袭。

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现实中,外国对事发国分裂主义冲突直接的军事干涉并不

频繁, 其常见的情况是外部势力对分裂主义冲突的中级介入,即向分裂主义提供支

持,以间接破坏事发国的军事安全。

三、坚持安全研究的国家中心本位

1. 分裂主义不是非传统安全

分裂主义属于传统安全还是非传统安全问题,目前国内学界对此存在一些争

议。有些学者将其界定为非传统安全问题,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

有学者将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 /三股势力 0同等对待, 一并划入非

传统安全问题。这与 /三股势力 0对中国西部边疆造成的重大安全威胁有关, 也与

中国政府推进上海合作组织联合对其打击的安全合作也有关系。但是,分裂主义

与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是不同的。在很多情况下,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仅是分裂主

义的手段 (当然, 在有些情况下极端主义同为分裂主义的思想根源或手段 )。以新

疆分裂主义为例,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仅仅是其手段, 实现新疆的分裂 (无论是新

疆独立还是成立更大范围的哈里发国家 ) ,才是其最终的目标。如前文所述, 分裂

主义对国家传统安全的威胁是极其严重的,它对国家的领土、主权的完整、内外部

的安全与稳定均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一些学者将分裂主义简单等同于民族、宗教问题而将其界定为非传统安全。

虽然分裂主义的产生在某种程度上与民族、宗教认同的极端化有关,但其行为目标

却是政治性的。它所造成的对国家安全的根本性危害也与一般的民族、宗教冲突

不同。虽然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与分裂主义存在一定的关联,但是两者存在着重

要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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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冷战后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理论的分水岭的话, ¹分裂主义也是

自国家出现以来就是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之一,特别是在多民族国家中,民族分裂

主义的产生还是相当频繁的。如今, 世界上至少有 30多个国家面临着分裂主义的

挑战, 其中大部分产生于冷战结束前并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有学者认为, 非传统

安全主要是由非国家行为体带来的安全挑战。笔者认为, 虽然分裂主义也是由非

国家行为体所发动的,但是它却对国家的核心安全构成了威胁,而且它必然寻求外

部支持与承认的外向性特征吸引了国际势力的介入乃至干涉,所以它的危害是传

统性的。此外,国家安全应是国家进行主动定位的,实施威胁的主体是谁与造成何

种程度的安全威胁不是一回事。尽管相对于外部军事威胁而言, 分裂主义意味着

安全威胁主体的改变,但是对领土、主权的威胁未变。

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最大特征是, 它们多为跨国、跨地区的问题, 对各国的稳定

造成普遍危害。º但是, 从内部特性来看, 分裂主义所具有的国际化趋向与非传统

安全的跨国性并不是一回事。一方面, 分裂组织为逃避政府打击而在国外藏匿及

进行暴力恐怖活动;另一方面, 外部势力介入和干涉他国的分裂主义。非传统安全

的跨国性要求必须进行国际合作以进行治理, 但反对分裂主义的国际化更多的是

反对国际干涉的挑战。非传统安全强调超越国家差异之上的社会和人的安全, 以

人类维持日常生活、价值和免于匮乏、天灾以及专制的迫害为最基本的内容和目

的,传统安全则致力于保障主权、领土和利益差异基础上的国家安全。»此外, 在分

裂主义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治理上, 国家的应对措施和级别是不同的。在反分裂

问题上,是国家的最高决策层进行统领,涉及国家制度、法律的安排和调整, 甚至动

用武装力量以打击暴力分裂主义。

2. 将分裂主义视为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危害

将分裂主义视为非传统安全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具有较大的危害性。首

先,不利于对分裂主义及其威胁的研究分析。从我国学术界的争论来看,非传统安

全是一个内涵与外延比较模糊,发展并不成熟的概念。例如,非传统安全的主体到

底是国家还是人? 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以一个并不成熟的理论范式来解读

分裂主义的挑战是有问题的。把分裂主义视为非传统安全威胁, 将其等同于一般

性的公共安全问题或发展问题是非常危险的。这不仅忽视了它对国家核心安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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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威胁,而且降低了这种安全威胁的等级。

其次,随着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兴起, 在安全主体上, 以国家为指向的传统安全

研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挑战, 主张以人的安全、全球的安全等作为分析的单

元。这种以个人安全解构国家安全的方式, 直接忽视了分裂主义对国家安全的巨

大冲击,它把聚焦点落在谋求分裂的亚国家群体上,却导致了对分裂暴力受害者安

全的漠视。非传统安全理论所宣扬的全球安全与国际治理,与基于保障主权利益

下的反分裂国际合作是不同的,必须防范其主张的通过 /超国家治理 0的方式, 把

主权的消解作为实现世界安全和人的安全的主要途径和必要手段。

再次,将分裂主义视为非传统安全威胁所导致的治理理论困境。如上所述, 分

裂主义不仅可能导致严重的国内暴力 ) 恐怖事件,而且在吸引外部军事干涉的情

况下, 直接危及到国家的军事安全。所以, 分裂主义的威胁是传统性的,对它的治

理手段也具有传统的性质。将分裂主义视为非传统安全威胁,将对我国的反分裂

斗争造成消极的影响。一方面,在法理上与我国 5反分裂国家法 6、¹5人民武装警

察法6冲突, 削弱了国家以武力打击分裂主义的法理基础; 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可

能使我国陷入类似于美国反恐战争中 /以传统安全手段打击非传统安全威胁而谋

求霸权利益 0的道义困境, 不利于我国寻求国际的理解和支持。

3. 坚持安全研究的国家本位

在当代国际体系中, 最标准的安全单元仍是主权领土国家。º 虽然世界各国

都在不同领域、不同程度上面临着安全威胁, 但要判断具体安全问题是 /传统 0的,

还是 /非传统 0的,必须慎重考虑具体安全问题的时空背景。»在安全威胁方面, 我

们必须对不同安全威胁进行排序,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威胁究竟孰轻孰重, 哪

些威胁更直接更紧迫,要抓住主要矛盾。对于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不仅影响国家

安全目标的主次区分和资源分配,而且直接决定国家安全政策和国家安全战略的

优先取舍。¼任何安全概念如果忽视了 /国家 0层次上的安全认同, 排斥在安全建

设中的国家利益主导,客观上只能导致 /虚无主义 0。没有强大的国家, 就没有安

全,无论是国家的还是其他的。½

综上所述,分裂主义对国家安全特别是国家核心安全的威胁是巨大的, 也是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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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性的,它不仅危害到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和独立,而且在分裂主义采用暴力方

式和外部干涉的情况下,直接威胁到国家的军事安全。如果非要在理论上对分裂

主义是传统安全威胁还是非传统安全威胁进行一个精确界定的话, 从以上分裂主

义对国家核心安全威胁的分析中,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结论,分裂主义属于传统安全

威胁。

正是因为分裂主义直接挑战了国家安全的核心内涵,所以从实践上看, 世界上

面临分裂主义严重威胁的国家应对分裂主义挑战的级别和措施均为最高等级的,

不仅将其视为核心的政治与安全议题, 而且不惜以武力手段严厉打击暴力分裂主

义。以俄罗斯为例,车臣等分裂主义问题多年来一直困扰着俄罗斯的国家安全, 为

了治理分裂主义问题,俄罗斯不仅对中央 ) 地方间的政治结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

改革, 还发动了三次车臣战争。 2009年 1月 29日,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仍强调, 打

击分裂主义、种族及宗教极端主义是俄国家安全工作的首要任务。¹其他如英国、

斯里兰卡、菲律宾、西班牙等国也都在严厉打击国内的暴力分裂主义, 维护国家的

领土与主权完整。

与西方相比,我国的安全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 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理论是

我国安全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但必须指出, 简单套用西方的理论体系来解释我

国的核心安全利益问题是危险的。就分裂主义的问题而言,我国是世界上受分裂

主义威胁最为严重的大国,大多数西方主要国家如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内均无严

格意义上的分裂主义的问题,近年来英国的北爱问题、法国的科西嘉问题、加拿大

的魁北克问题大都呈缓和态势。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地以西方所倡导的弱化主权、

全球治理和人的安全等理论来解读分裂主义问题, 只会弱化我国的反分裂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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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AL TOPIC:

The H istory and Theories of Secessionism

Defining Secess ionism Yang Shu ( 1)…………………………………………

Secession ism refers to the systemat ic thoughts and actions o f a part of the

populat ion o f a country that are aimed at separating the territory in w h ich

they live from that country, w ith the objection from the country they

presently be long to, and atmerg ing w ith another coun try or estab lish ing

a new one. Request for territo ry, exclusive identity, and secessionist or2
gan izat ions are the three core elements o f secession ism. The emergence

o f secessionism often comes from a comb ination o f c lose ly linked po lit i2
ca,l econom ic and security factors. H ow ever, the cultura l factor is the

fundam enta l one.

An Analys is o f the Threat o f Secession ism to

Nationa l Security L i J ie ( 14)………………………………………………

As a serious threat to nat iona l security, espec ially the core security o f

one country, secession ism no t only endangers the integr ity o f a countryps
territory, sovereignty, and nationa l iden tity, but also d irectly threatens

nationa lm ilitary security w hen v io lent methods are applied by the sepa2
ratists and when outside interferences ex is.t Secession ism is a trad itional

security problems instead o f a non2traditiona l secur ity one. China is fa2
c ing a serious threa t of secession ism. It would be dangerous to exp lain

Ch inaps core security interests by simply applying wW estern theo ries.

On Nationa lism and Secess ionism Wang L ian ( 29)…………………………

The founda tion of the separat istmovem ents orig inates from the prolifera2
tion o f ethno2nat ionalism, whose theoretica l and practica l dynam ics de2
pend on the support o f the concept o f the cu ltural nation. Th is concept

a llow s separatists and secession istmovements to f ind a theoret ical and i2
deolog ical basis for nationalism. A s a result of manipulat ion by po litical

organ izat ions, as w ell as the intervent ion by ex terna l forces, the iden tity

o f a cu ltural nation often becom es them ain basis of the establishmen t o f

a new po lit ica l nat ion. Th is is a lso the key facto r in the frequent ethn ic

conflicts and w idespread secession ism in thew orld tod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