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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同时与统一国民党的分歧日渐拉

大的现实，作为斯里兰卡自由党现任

主席的西里塞纳认识到，要守住这个

党，就不可能再向其执政伙伴做出更

多的让步。但宪法改革的停滞又引起

了其他党派的不满，包括主张更大地

方自治权力的泰米尔全国联盟和反对

总统集中过多权力的人民解放阵线。

统一国民党推行的经济改革

引起政治反弹

2017年，斯里兰卡遭受了严重

的洪灾，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

降至3.3%。之后的经济复苏也不如

预期，2018年第三季度GDP增长率仅

为2.9%，是2016年以来单季增速最

低的。在这种情况下，联合政府依然

推出燃油改革和税收改革。根据新政

2018年12月16日，在历经51天的

政治危机之后，斯里兰卡政局又回到

了原点：被总统西里塞纳解职的总理

维克勒马辛哈官复原职，镜头前两人

再度握手。在议会里，统一国民党和

斯里兰卡自由党不久前还刀光剑影、

相互攻讦，现在竟相互礼貌有加，坐

下来重新订立盟约，联合政府也再度

拥有了稳定多数。这起政治波动究竟

因何而起，是个人恩怨、意识形态还

是经济政策？其实这种状况恰好也说

明了斯里兰卡国内政治的复杂性。

修宪黯然收场

2015年，维克勒马辛哈领导的统

一国民党与西里塞纳领导的斯里兰卡

自由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上台，随即就

开启了修宪进程，其中三个最为重要

的方向包括：削减总统的行政权力，

赋予议会更多的权力；政体改革，赋

予地方更多的自治权；强调宗教、文

化的平等。2015年4月，议会通过了宪

法第19修正案，削减了总统的权力，

特别是不允许总统在议会任期完成四

年半之前就解散议会，解散议会必须

获得议会三分之二多数的支持，总统

任期也从六年降至五年，并且恢复了

前总统拉贾帕克萨执政时期取消的

总统两届任期限制。西里塞纳作为总

统，同时也作为斯里兰卡自由党的主

席，力劝他的党员支持修宪。这并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当初也正是在

这些人的支持下，拉贾帕克萨才能修

改宪法从而取消任期限制。

第19次修正案的顺利通过本应

是总统和总理以及他们身后各自引领

的政党开展合作的良好开端，但最终

证明它成为了两党合作唯一的亮点，

此后两党关系因各种矛盾急转直下。

2017年9月斯里兰卡宪法委员会公布了

宪法改革的中期报告，仅提到向地方

分权、建立某种程度的两院制以增加

地方代表的声音。但出于避免激化矛

盾的目的，在进一步削弱总统权力、

完全向议会民主制转变以及取消佛教

在宪法中的独特地位等问题方面，报

告竟不再涉及。斯里兰卡独立以来的

政治发展过程表明，越是弱势的政党

越容易倒向僧伽罗民族主义，以收获

相关国民的选票。在联合政府中，统

一国民党领导的良治联合阵线在议会

中拥有106席，而斯里兰卡自由党只有

35席，其中一些议员还不时与他们的

“老领导”拉贾帕克萨领导的反对党

人民阵线暗通款曲。面对党内日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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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16日，维克勒马辛哈再次就职斯里兰卡总理。图为

就职当天，维克勒马辛哈在科伦坡向其支持者发表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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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每两个月国家就要对石油零售价

格进行调整，以实现与国际市场价格

的联动，从而减少国家石油公司的亏

损。而本次汽油价格就一次性上调了

20卢比，柴油价格上调14卢比，引发

消费者的不满。税收改革的方向则是

提高直接税比例，加强税收征管，消

除任意的税收减免。这些举措自然会

引起一些利益群体的不满。联合政府

还打算重组国有企业。在斯里兰卡，

国有企业提供了30%的正规就业，因而

国企的重组势必会影响到一个数量庞

大的且比一般消费者更具政治影响力

的人群。

维克勒马辛哈政府之所以如此积

极推进改革，一方面与统一国民党自

身一贯秉承的自由市场理念相吻合，

另一方面也是迫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的要求。2016年斯里兰卡陷入

了国际收支危机，因而不得不请求IMF

的救援。IMF为此提供了一项为期三年

总额为15亿美元的纾困资金，分五次

拨付给斯里兰卡，但每次都要进行审

核，总体目标是要让斯里兰卡实现宏

观经济稳定。IMF要求斯采取的措施包

括削减预算赤字、重构外汇储备、引

入更简化更公平的税收体系等。随着

IMF纾困方案的继续实施，斯国的债务

压力虽得到缓解，但经常账户赤字和

财政赤字依然处在较高的水平，这也

是造成国际收支不稳定的根源。要解

决双赤字问题，一方面要坚持现有的

改革方向，并在此基础上完善投资环

境，使私人投资能够在经济增长中发

挥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要按照斯里

兰卡2025年愿景规划，加大经济开放

力度，使斯里兰卡能够成为南亚地区

贸易、金融、服务的中心。为此，维

克勒马辛哈政府积极筹划与印度、中

国以及欧盟签订自贸协定。而这些举

措无不与斯里兰卡自由党长期奉行的

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进口替代型发展

战略相左。更何况改革短期内让很多

利益团体受到冲击，而成效又无法立

即显现。有鉴于此，与统一国民党保

持距离、并刻意凸显政策的分歧，也

就成为了斯里兰卡自由党政治斗争策

略的一部分。这最终引向了西里塞纳

总统对维克勒马辛哈总理的解职。

12月13日，最高法院7名法官一

致判决，认定西里塞纳发出的解散议

会、提前大选的总统令违宪，判决所

依据的正是2015年通过的宪法第19次

修正案的一部分内容。这还是斯里兰

卡司法史上最高法第一回对总统做出

违宪判决。可是，虽认定总统违宪，

司法体系却无法强制西里塞纳恢复对

维克勒马辛哈的任命。而且此前西里

塞纳就公开表示，即使议会以225票全

票支持维克勒马辛哈复职，他也不会

再任命维为总理。总统之所以能够如

此毫不隐讳地把个人的意志凌驾于法

律之上，就是因为他知道他不会因此

受到任何来自司法层面的惩罚。但由

于他所任命的总理拉贾帕克萨新组内

阁始终在议会里无法赢得多数，各项

政策无法落地，连迫在眉睫的2019年

预算案都不能获得通过，造成从中央

到地方的政府停摆、支出停发，严重

影响了百姓的生活。同时，印度、美

国、欧盟以及IMF等国际组织也都要求

斯政府能够“遵从民主原则”。西里

塞纳和拉贾帕克萨很快意识到一味的

坚持只会让他们失去更多，甚至影响

到其在下一届大选中的表现。

由于维克勒马辛哈和他领导的良

治联合阵线即使拥有人民解放阵线的

外围支持，也无法在议会形成三分之

二的多数，从而发起对西里塞纳违

宪之举的弹劾。因此，维的归来对西

里塞纳的总统地位并不构成实质性威

胁。于拉贾帕克萨而言，暂时偃旗息

鼓也未必是坏事：斯的改革已经难以

推进，2018～2019年间经济景气因

素又难为继，让统一国民党政府独自

面对残局，到2020年他所领导的人

民联合阵线还可能会比现在有更多的

响应者。

中斯两国的合作水平主要

由经济环境决定

国外媒体在评述拉贾帕克萨此番

入主内阁时，总会提到他“亲中国”

的外交路线。然而，应该清楚地认识

到，作为一个有着僧伽罗民族主义情

绪的铁腕领导人，拉贾帕克萨的亲华

不过是他从对华关系上看到了更多合

作的可能。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直接

投资萎缩、国际资本开始向发达国家

回流，而斯里兰卡恰在那个时候开始

了内战后的大规模重建。中国的企业

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大举走向海外，

两国的经贸合作也由此走向深入。

2015年拉贾帕克萨下台，中国投资的

港口城项目曾因斯国内政治因素暂时

被搁置，但很快就恢复建设了。因为

这个以金融、科技、现代物流企业为

标志的号称“科伦坡未来CBD”的土

地开发项目，对于斯里兰卡实现成为

印度洋上“贸易、金融和信息技术中

心”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是任何一届

政府都不会忽视的。

本届政府由于是联合政府，组

成政府的两大党政策分歧过大难以统

一，导致行政效率低下，中国的企业

亦受其苦。当前，一些西方媒体和斯

里兰卡当地媒体炒作斯陷入了中国的

“债务陷阱”，本届政府已多次在不

同场合予以批驳。总之，中斯两国政

府一直致力于推动双边经贸合作。不

同时期合作水平的高低差异，主要由

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所决定，而非两

国的政治关系。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

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