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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当前斯里兰卡正在经历深刻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

所谓因中国而起的 “债务陷阱论”再度甚嚣尘上。为了从斯里兰卡内生视

角更为准确地呈现斯里兰卡媒体对 “债务陷阱论”的叙事，避免恶意螺旋

上升，本文对斯里兰卡两家知名媒体——— 《每日新闻》和 《每日镜报》进

行数据挖掘，发现在斯里兰卡国内以批判中国为终极目标的 “债务陷阱

论”更多地转变为斯里兰卡自省式的大讨论，也就是将 “债务陷阱论”的

外因导向叙事蜕变为内因驱动反思。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层次分析法，

从决策者个人、行政总统制、民族构成及族群关系、早产民主下的国家经

济、外交理念与地区权力结构变化五个层面阐释斯里兰卡 “债务陷阱论”

出现 “衰变”的深层次动因及其不确定性。
【关 键 词】 “一带一路” “债务陷阱论” 斯里兰卡 媒体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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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位于印度洋战略航道上的南

亚关键小国斯里兰卡正经历着剧烈的 “衰变”①。斯里兰卡曾是南亚第一个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斯里兰卡债务合作研究”（项目

批准号：19CGJ029）的阶段性成果。
∗∗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中国 （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

印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 云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僧伽罗语专业助教,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亚非语言文学 （僧伽

罗语）专业硕士研究生

① “衰变”一词在物理学中的含义是放射性元素放射出粒子转变为另一种元素的过程,也就是从一

种物质转化为另一种物质的进程。本文将借用 “衰变”的实质属性,喻指事物的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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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经济自由化改革的国家,而如今却遭遇了自斯里兰卡独立后最为严重

的经济危机。斯里兰卡也曾是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最高的南亚国家,可是

当前斯里兰卡的中产阶级却苦恼于日常生活物资的匮乏。在公共卫生危机

叠加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背景下,一些印度和西方政客及鹰派人士再度

叫嚣所谓的中国 “债务陷阱论”,歪曲中国与斯里兰卡互为友好邻邦、发展

伙伴以及是休戚与共命运共同体的事实,进而企图抹黑 “一带一路”倡议,

试图制造负面舆论影响中国周边外交环境。那么,斯里兰卡对所谓的 “债
务陷阱论”的认知是否与那些印度和西方政客及鹰派人士存在差异? 来自

中国的贷款与援助是否确实成为斯里兰卡国内舆论的众矢之的? 本文将通

过数据抓取和层次分析法展开客观与系统的论证,挖掘斯里兰卡媒体叙事

变化背后所折射出的深层次动因。

一、对既有研究的评述及分析框架的重构

“债务陷阱论”从本质上而言是以 “一带一路”倡议为重要合作平台,

对中国与相关国家协作收益的一种认识论。这种认识论的主体应当包括实

践者与独立评估者,也就是包括中国、合作对象国及第三方行为体。可是,

在当前由西方所把控的国际舆论环境里,第三方主导了 “债务陷阱论”的

发展,中国处于被动回应局面,而人们对债务方斯里兰卡内部声音的关注

度却严重不足。
（一）“债务陷阱论”的由来与实质

随着 “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由中国贷款所注资的海外基础设施项

目迅速增加。在南亚地区,中国与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尼泊

尔等合作不断加深,这似乎触及了印度的 “敏感神经”。2017年1月,印度

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的布拉马·切拉尼 （BrahmaChellaney）写的评论———
《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① 打开了 “潘多拉的魔盒”,“债务陷阱论”在较短

的时间内迅速传播。2017年7月,中国根据斯里兰卡政府提议,由中国招

商局控股港口有限公司出资11.2亿美元购得斯里兰卡汉班托特港99年的

特许经营权和70%的股份后,切拉尼进一步批评斯里兰卡移交汉班托特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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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了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效果。① 其实,切拉尼已经不是第一次以学者身

份造谣攻击中国。2010年,切拉尼曾发文诽谤中国政府将囚犯输送至海外

从事劳工建设,诋毁中国无视人权并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引发社会问题。② 切

拉尼的文章在当时造成了大规模级联效应,包括斯里兰卡在内的许多南亚

国家以及非洲国家均出现了相关报道,甚至中国在非洲的一些海外工程项

目一度被认定为是囚犯所建。尽管中国在非洲援建的客观事实推翻了这一

谬论,但只要有某些势力试图维持它,人们总可以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继

续相信政治谣言的真实性。③ “债务陷阱论”的多次涌现也印证了这一观点。

自2020以来,斯里兰卡外汇储备告急,债务高筑,政坛震荡,高通胀持续侵

蚀民生并诱发民怨,中国债务再度被推向舆论的中心。在2022年斯里兰卡出

现 “衰变”之际,切拉尼再次指责中国利用他国弱点获得战略立足点。④

在一些印度评论家蓄意炒作所谓的 “债务陷阱论”的同时,部分来自

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国的分析人士也相继对中国的放贷行为进

行批判,“债务陷阱论”成为攻击 “一带一路”倡议的舆论工具。美国 《华
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媒体对此话题进行了报道,美国智库机构如新

美国安全中心、美国全球发展中心等集中分析了 “一带一路”的债务影响,

谴责中国不仅在斯里兰卡,还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设下所谓的 “债务陷阱”,

助长了有关国家的腐败和专制行为。⑤ 美国部分政客将近期以来斯里兰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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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动荡与中国债务相联系,并意图将中斯债务议题多边化,如美国财长

在2022年二十国集团 （G20）财长会议期间要求G20其他主要经济体向中

国施压以重组与斯里兰卡债务。日本最具影响力的英文报刊 《日本时报》

以及英国广播公司等也刊发了一批声讨中国贷款的文章。起初 “债务陷阱

论”的核心在于批判中国通过债务获取债务国战略资产,侵犯别国主权,

认为这是一种现代殖民主义；当前 “债务陷阱论”意在将斯里兰卡经济危

机的诱因完全推至中国一方。这些鼓吹 “债务陷阱论”的人试图从道义上

替小国 “伸张正义”,控诉大国 “霸凌”。与 “债务陷阱论”意图相反的是,

斯里兰卡领导人屡次断然否决这一论调。例如,2018年斯里兰卡总理拉尼

尔·维克勒马辛哈表示不相信斯里兰卡会因为中国贷款而陷入债务陷阱。①

2022年拉尼尔·维克勒马辛哈当选新任总统后强调,在其他国家不愿意或

无法向斯里兰卡这个南亚岛国提供资助时,是中国援助斯里兰卡开展多项

基础设施建设并推动经济复苏。②

事实上,针对中国给斯里兰卡造成债务 “困扰”的批判,并不是 “利

他”地出于维护斯里兰卡国家利益的目的———既没有为斯里兰卡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提供实质性的资金、技术及发展建议,也未能促进国家间的良

性竞争与合作———其只是 “利己”地忌惮 “中国模式”所带来的突破性改

变,并且从第三方利益揣测由此可能导致的影响。一方面,美日印澳四国

的鹰派认定,中国通过 “债转股”方式获得了印度洋关键节点港口的使用

权,特别是猜测中国将建设军事基地等,将导致印度洋地区的安全结构发

生根本变化；另一方面,中国无附加条款且强调 “共赢”的贷款及债务处

理方式与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规则截然不同,故而将中国行为视作对 “主

流”国际秩序的挑战。

（二）国内学界对 “债务陷阱论”的驳斥

中国学界对 “债务陷阱论”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驳斥,用事实力证 “中

国在 ‘一带一路’的投资和建设为沿线国家带去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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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所谓的 ‘债务陷阱’”,① 并指出 “该论调的兴起从根本上是缘于美国与印

度等国家面对中国迅速崛起而产生的战略焦虑”。② 大体上,已有研究从四

个维度进行了非常有价值的论证：
一是斯里兰卡债务问题长期积弊说。这类研究指出 “斯里兰卡外债问

题绝非因中国而起”,③ 主要是由于 “斯里兰卡生产、外贸、财政支出以及

债务管理等内部结构失衡所致”。④ 这些学者⑤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通过

考察斯里兰卡负债率、偿债率、债务率、债务构成、经济脆弱性等,从而

阐释斯里兰卡缘何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
二是国际政治斗争说。这类研究将 “债务陷阱论”放在中美贸易战和

中印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明确指出 “域外势力在当前阶

段大肆炒作所谓的 ‘中国债务陷阱论’,阻碍中国正常的海外投资进程”⑥。
并且, “债务陷阱论”也反映出中印两国间根深蒂固的 “互信困境”,是

“印度利用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策略 ‘债务陷阱论’欺骗及离间中国与其他南

亚国家关系”⑦。
三是 “以小搏大”对冲说。该类研究关注到斯里兰卡外交战略中的对

冲形态,认为 “债务陷阱论”使斯里兰卡外交战略的脆弱性增强,其正在

“利用大国间博弈应对国家风险的同时,追求利益最大化”⑧,并且由于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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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的焦虑上升,因此对冲战略中制衡的意味将会增多”①。

四是权力更迭说。这类研究弥补了经验意义上对 “债务陷阱论”的单

一经济学分析和西方恶意传播先验设定的不足,发现 “债务陷阱论”的出

现 “与东道国所处地区和本身既有权力结构的运行逻辑有关”②。

既有研究均立足于中国立场,通过多角度驳斥力图割裂中国国家行为

与 “债务陷阱论”的因果关联,这对维护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并确保

“一带一路”倡议有序推进是十分必要的。不过,如前文所述, “债务陷阱

论”的认知主体还应包括合作对象国,但现有研究尚未深入地从斯里兰卡

视角探讨债务国对 “债务陷阱论”的认知建构过程、变化及影响因素。特

别是在斯里兰卡政治经济出现动荡的背景下,只有准确把握斯里兰卡对

“债务陷阱论”的认知变化,才能避免误判所导致的敌意螺旋上升,并为下

一步继续推进中斯关系稳步发展提供必要的判断依据。

（三）分析框架的重构

债务合作主要涉及债权人和债务人两方,对债务合作实际效果最具切

实体会的本应是债务方,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 “债务陷阱论”却是一个

由未参与债务合作方首先挑起的话题,作为出资者的中国成为 “被指责

方”,而斯里兰卡成为大国博弈中的 “被代言方”。为了还原斯里兰卡国内

对 “债务陷阱论”的真实认知与立场,本文将回归斯里兰卡国内视野,选

择斯里兰卡 《每日新闻》 （DailyNews）和 《每日镜报》 （DailyMirror）

这两家主流英文媒体为分析样本,梳理并分析所谓的 “债务陷阱论”在斯

里兰卡的叙事变化。

选择文字媒体作为研究样本主要是考虑到斯里兰卡民众的识字率高达

92% （2020年数据）③,这十分有利于斯里兰卡文字媒介传播效能的发挥,

并且英语作为僧伽罗语和泰米尔语的 “联系语言”,在斯里兰卡高等教育、

新闻传播、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选择英文

媒体作为分析客体,能较为广泛地覆盖斯里兰卡的各类族群,也能避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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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务陷阱论”的 “衰变”：斯里兰卡媒体叙事及层次分析

地方语言为媒介的极端民族主义言论对研究客观性的影响。此外,相较于

具有 “负面偏好”的网络舆论和视频,大众文字媒体相对理性。 《每日新

闻》是斯里兰卡最具影响力的英文报刊,创办于1918年,其创始人维杰瓦

德纳 （D.R.Wijewardena）曾在锡兰①独立运动中发挥过杰出作用,维杰瓦

德纳的个人威望对 《每日新闻》的发展带来极大促进作用。目前,《每日新

闻》由斯里兰卡政府管控,是斯里兰卡官方 “喉舌”,代表了大部分斯里兰

卡政界和学界精英的声音,纸版 《每日新闻》免费配送给各大学校和研究

机构。为了确保研究的客观性和全面性,本文还选择斯里兰卡著名的民营

新闻媒体 《每日镜报》作为另一分析对象。 《每日镜报》隶属于1979年成

立的维杰耶报业有限公司 （WijeyaNewspapersLimited）,公司致力于成为

斯里兰卡最具独立性和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集团,主张言论自由。从公开

信息看,《每日镜报》无外国资金支持,经常转载来自印度和美国的新闻,

信息源和价值理念更为多元化。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将采用国际关系学研究中的层次分析法,以更为全

面、系统地辨析斯里兰卡对 “债务陷阱论”叙事的流变过程,并确定影响

斯里兰卡媒体叙事的关键变量。层次分析法起源于国际关系理论史上的

“行为主义革命”,倡导通过科学研究范式,突出国际关系学的实证性。② 最

经典的层次分析法便是新现实主义大师肯尼斯·沃尔兹 （KennethWaltz）

在其代表作 《人、国家与战争》中提出的三个著名 “意向”———决策者个

人因素、国家内部因素和国际系统因素。③ 沃尔兹突破了现实主义的国家中

心倾向,发现了个人这一微观层面的作用。罗伯特·杰维斯 （Robert
Jervis）则借鉴了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从决策者的心理认知入手,在

《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一书中建立了完整的国际政治微观层次研

究。④ 詹姆斯·N.罗西瑙 （JamesN.Rosenau）将沃尔兹的三层次法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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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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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今天的斯里兰卡于1948年2月获得独立并定名锡兰,1972年5月22日改称斯里兰卡共和

国,1978年8月16日改国名为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

WilliamC.OlsonandNicholasOnuf, “TheGrowthofaDiscipline,”inSteveSmithed.,

InternationalRelations：BritishandAmericanPerspectives （Oxford：BasilBlackwellLtd.,1985）,

pp.1-28.

Kenneth Waltz,Man,theStateand War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pp.159-186.
[美]罗伯特·杰维斯著：《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 （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

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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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五个层次———个人、角色、政府、社会和国际系统。① 布鲁斯·拉西特

（BruceRussett）和哈维·斯塔尔 （HarveyStarr）继续将国际系统细化为

世界系统和国际关系两个层次,② 从而出现了六个层次的分析方法。不过,

无论是五层次分析法,还是六层次分析法,其实质仍然是沃尔兹对国际问

题的微观、中观和宏观分析手法。

结合斯里兰卡独特的历史进程、政治脉络、社会文化、经济基础和外

交理念,本文将从决策者个人、行政总统制、民族构成及族群关系、早产

民主下的国家经济、外交理念与地区权力结构变化五个层次进行分析。其

中决策者即个人微观层面,行政总统制、民族构成及族群关系、早产民主

下的国家经济为中观层面的国家内部因素,外交理念与地区权力结构变化

为斯里兰卡所处的宏观国际系统的最重要外部变量。

图1 分析框架

二、对斯里兰卡媒体叙事的数据抓取分析

为了从斯里兰卡内生视角更为准确地呈现斯里兰卡精英及大众对 “债务

陷阱论”的认知,本文借助Python软件以 “DebtTrap”为关键词分别对这两

家媒体的官方网站进行数据挖掘,对样本进行海量筛选后再通过精读文本聚

焦分析范围。鉴于2017年印度媒体开始大肆渲染 “债务陷阱论”,本文以

2017年1月1日为数据抓取时间起点。为增进研究时效性并反映出斯里兰卡

政府内阁出现的剧烈变化,本文将检索时间延长至2022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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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y,1980）,pp.115-169.

BruceRussettand HarveyStarr,World Politics：A MenuforChoice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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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务陷阱论”的 “衰变”：斯里兰卡媒体叙事及层次分析

（一）斯里兰卡媒体报道数量分析

本文首先对 《每日新闻》进行数据挖掘,共提取出187篇报道,其中

165篇与 “DebtTrap”这一词组具有直接关联。不过这当中的115篇与中

国相关度不显著,这些文章或是从大选或财政预算的角度提及债务问题,①

或是对拉贾帕克萨政府的政策进行批评,② 再或者是对斯里兰卡国内经济及

个人信贷情况进行讨论。③ 其中有50篇报道直接提及中国 （见图2）。这些

报道按年度进行分类依次为：2017年共3篇,2018年为13篇,2019年共

9篇,2020年达到15篇,2021年0篇,2022年1至4月有10篇。

图2 《每日新闻》相关新闻报道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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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SeeManelPushpakumariandIsharaMudugamuwa,“2019BudgetIsOnlyaBudgetTargeting
theElection,”DailyNews,March6,2019,https：//www.dailynews.lk/2019/03/06/local/179

501/2019-budget-only-budget-targeting-election；“Citizens’Mail,”DailyNews,March7,2019.

https：//www.dailynews.lk/2019/03/07/letters/179528/citizens-mail

See“RajapaksaDebtTrap,MajorCauseforRupeeFall-Mangala,”DailyNews,September

21,2018,https：//www.dailynews.lk/2018/09/21/local/163292/rajapaksa-debt-trap-major-cause-

rupee-fall-mangala；Editorial, “BoostforForeignInvestment,”DailyNews,January14,2017,

https：//www.dailynews.lk/2017/01/14/editorial/104639/boost-foreign-investment；RajaWaidyasekera,

“CertainLeadersInstigateRacismtoRegainPower,”DailyNews,February2,2019.https：//

www.dailynews.lk/2019/02/02/local/176369/%E2%80%98certain-leaders-instigate-racism-regain-

power%E2%80%99

See“ADarkErainSriLankanHistory,”DailyNews,December5,2017,https：//www.

dailynews.lk/2017/12/05/features/136397/dark-era-sri-lankan-history；DisnaMudalige,“Budget2019

BenefitsforAllSectors,”DailyNews,March6,2019,https：//www.dailynews.lk/2019/03/06/

political/179435/budget-2019-benefits-all-sectors；IrangikaRange,“JVPtoVoteagainstBudget2019-

ParliamentarianVijithaHerath,”DailyNews,March7,2019.https：//www.dailynews.lk/2019/

03/07/political/179580/jvp-vote-against-budget-2019-parliamentarian-vijitha-her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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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每日镜报》进行初步筛选后得到的样本高达3496份,但直接出现

“DebtTrap”词组的报道仅有326篇,且其中259篇并未直接点名中国,

这些报道或是指出斯里兰卡国内经济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① 或是政客相互

指责竞争对手对债务问题处理不当,② 还有的是就金融问题的专门讨论。③

经过文本读取,发现有67篇明确提及中国 （见图3）,按年份统计分别为

2017年8篇、2018年29篇、2019年15篇、2020年14篇、2021年0篇和

2022年1至4月1篇。

图3 《每日镜报》相关新闻报道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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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YohanPereraandAthulaBandara：“10-YearPlanVitaltoStabiliseEconomyPrimeMinister,”

DailyMirror,August3,2019,https：//www.dailymirror.lk/front_page/10-year-plan-vital-to-

stabilise-economy-prime-minister/238-172264；“ACandidate’sVisionCannotBeWinningPollsAlone,”

DailyMirror,August7,2019,https：//www.dailymirror.lk/opinion/A-candidate%E2%80%

99s-vision-cannot-be-winning-polls-alone/172-172429；“EasingoftheLockdown：DippingaToein

Risky Waters,”Daily Mirror,May13,2020.https：//www.dailymirror.lk/opinion/Easing-of-

the-Lockdown：-Dipping-a-toe-in-risky-waters/172-188172

See“900 DeadJournalistsbehindthe Headlines,”Daily Mirror,February2,2017,

https：//www.dailymirror.lk/opinion/-dead-journalists-behind-the-headlines/172-139650；Malinda

Seneviratne,“A‘Cannot’and‘WillNot’Government,”DailyMirror,February16,2017,https：//www.

dailymirror.lk/opinion/A-cannot-and-will-not-Government/172-123920；AjithSiriwardana,“ItIsEssential

toDefeatGota：JVP,”Daily Mirror,August17,2019.https：//www.dailymirror.lk/front_

page/It-is-essential-to-defeat-Gota：-JVP/238-173001

See“AmãnaBank CEO Panelistat WorldIslamicEconomy Forum,”Daily Mirror,

November23,2018,https：//www.dailymirror.lk/press-releases/Am% C3% A3na-Bank-CEO-

Panelist-at-World-Islamic-Economy-Forum/335-158800；AhilanKadirgamar,“FightingIndebtedness

andCo-OperativeAlternatives,”DailyMirror,June17,2019.https：//www.dailymirror.lk/opini

on/Fighting-indebtedness-and-co-operative-alternatives/231-169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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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2和图3可发现,2017年至2018年,斯里兰卡对 “债务陷阱论”

的报道数量呈快速增长态势,于2018年出现第一次峰值。这与一些印度和

西方媒体大肆渲染中国蓄意设置 “债务陷阱”的时间点相吻合。此外本文

观察到,2020年至2021年有关 “债务陷阱论”的报道快速降温。这一方面

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斯里兰卡媒体的关注点转向了疫情；另

一方面是斯里兰卡国内各层面逐渐回归理性,是冷静分析自身情况后的调

整。但是2022年伴随着斯里兰卡经济和政局动荡,“债务陷阱论”又出现

了抬头趋势。
（二）斯里兰卡媒体叙事立场分析

斯里兰卡媒体对 “债务陷阱论”的叙事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断然否

定所谓的中国 “债务陷阱论”,认为中国帮助斯里兰卡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斯中双方合作是在平等公正的基础上进行的；① 第二类认为中国确实加重了

斯里兰卡外债负担,许多大型基建工程成为 “白象”项目,认为中国以巨

额债务为要挟试图控制斯里兰卡；② 第三类型叙事较为中立,对 “一带一

路”框架下的项目进行全面陈述,但未明确表明自身观点和立场。③ 本文发

现,大部分否定 “债务陷阱论”的发声者是斯里兰卡高层领导,如时任总

理拉尼尔·维克勒马辛哈、时任总统戈塔巴雅·拉贾帕克萨和时任总理马

欣达·拉贾帕克萨。时任总统戈塔巴雅·拉贾帕克萨在提到 “债务陷阱论”

指控时说到,斯里兰卡在偿还贷款上的确存在困难,但是中国向斯里兰卡

资助的大型项目将有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一些地缘政治分析将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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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DivyaHundlaniandPabasaraKannangara,“TheBeltandRoad：BeyondtheDebtTrapDiscussion,”

DailyNews,May9,2020,https：//www.dailynews.lk/2020/05/09/features/218184/belt-and-

road-beyond-debt-trap-discussion；“ChinaDidn’tPutSLintoaDebtTrap：Envoy,”DailyMirror,

October5,2018.https：//www.dailymirror.lk/breaking_news/China-didn-t-put-SL-into-a-debt-tr

ap-Envoy/108-156477

IrangikaRange, “MRShouldRevealAgreementwithChinaHarbour-MP,”DailyNews,

July7,2018,https：//www.dailynews.lk/2018/07/07/local/156157/mr-should-reveal-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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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d-secure-indo-pacific；“TheDebtTrap,”DailyMirror,July11,2018.https：//www.daily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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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过度政治化,以 “债务陷阱”来解释中国的资助与事实相去甚远。① 拉

尼尔·维克勒马辛哈声明：他的国家没有因为中国的贷款而陷入债务陷阱,

斯里兰卡也没有将重要港口的控制权移交给中国。② 马欣达不认为斯里兰卡

参与中国发起的 “一带一路”倡议是西方媒体所描述的 “债务陷阱”。③ 并

且,这两家媒体也及时刊出了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及中国领导人的相关声

明。而谴责中国推行 “债务陷阱外交”让斯里兰卡陷入 “债务陷阱”的报

道来源通常是印度和美国的一些政客和学者,有少量转自菲律宾、柬埔寨

和马尔代夫的相关报道也较为负面。第三国对中国的负面报道主要由私营

媒体 《每日镜报》转载。此外,斯里兰卡学者和分析人士大多站在斯里兰

卡国家利益角度,较为客观地分析债务问题,对 “债务陷阱论”没有明确

地支持或者否定,而是提醒斯里兰卡政府予以高度重视。本文将斯里兰卡

媒体叙事立场进行了分类统计。其中,“否定”表示否认中国蓄意谋划 “债
务陷阱”；“肯定”表示赞同 “债务陷阱论”；“中立”表示没有明确态度倾

向。（见图4和图5）

图4 《每日新闻》叙事立场统计

从图4可以看出, 《每日新闻》的叙事立场出现了较大变化。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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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votalBoostforChina-LankaTies,”DailyNews,October16,2020.https：//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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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WelcomesPM’sStatementonChineseon‘DebtTrap’,”DailyMirror,September

13,2018.https：//www.dailymirror.lk/breaking_news/China-welcomes-PM-s-statement-on-Chinese-

on-debt-trap-/108-155456
“MahindaPutsLidonRe-negotiatingH’totaPortDeal,”DailyMirror,December10,

2019.https：//www.dailymirror.lk/opinion/Mahinda-puts-lid-on-re-negotiating-H% E2% 80% 99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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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新闻》比较倾向于认同 “债务陷阱论”,2018年至2019年间 “债务陷

阱论”成为一个较具争议的话题,而2020年 《每日新闻》的立场大幅偏向

了有利于中国的一边,2021年这一话题不再是 《每日新闻》关注的重点,

2022年 “债务陷阱论”再次出现少量的报道但叙事立场整体较为理性。

图5 《每日镜报》叙事立场统计

《每日镜报》对 “债务陷阱论”的叙事立场也出现明显变化。如图5所

示,以2018年为节点,在此之前 《每日镜报》的立场较为偏向印度和西

方,但自2019年开始对中斯债务合作的负面报道开始减少,至2022年4
月表现出较为积极地维护中斯债务合作的倾向。

图6 《每日新闻》和 《每日镜报》相关报道对比

综合图4、图5和图6可直观地看到公办新闻媒体 《每日新闻》和民营

新闻媒体 《每日镜报》的态度倾向有细微差异。首先,关于 “债务陷阱论”

的报道,《每日镜报》比 《每日新闻》的数量多；其次,在2017年 《每日

新闻》对 “债务陷阱论”的立场曾短暂出现过认可度较高的局面,但之后

321



  2022年第3期

就以否认 “债务陷阱论”为主要叙事立场；然而 《每日镜报》在2018年以

前的叙事立场对中国较为不利,至2019年后出现了根本性转变。再者,相

比斯里兰卡官方媒体 《每日新闻》,《每日镜报》的中立导向更为明显。这

些不同反映出斯里兰卡政府对大众舆论具有一定的引领性和控制力,并且

斯里兰卡民众对 “债务陷阱论”的认知持一种多元但不过分偏激的立场。

尤为重要的是,本文发现 《每日新闻》和 《每日镜报》的总报道量和

立场变化总趋势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两者对 “债务陷阱论”的总体认知

出现了量变和质变同时发生的走势。从数量上,两家媒体对 “债务陷阱论”

的报道出现了明显减少,并且尽力避免将 “债务陷阱论”直接与中国刻意

捆绑；从质量上,澄清和否认 “债务陷阱论”的声音越来越多,并理性地

认识到仅占斯里兰卡外债10%左右的中国债务并不是驱动斯里兰卡经济下

滑的根本诱因。①

由此,在斯里兰卡国内,以批判中国为终极目标的 “债务陷阱论”更

多地转变为引发斯里兰卡自省式的、关于债务政策、相关政治经济议题以

及外交方略的大讨论,也就是将 “债务陷阱论”的外因导向叙事蜕变为内

因驱动反思。这样,与印度及西方版本的 “债务陷阱论”相比,斯里兰卡

对 “债务陷阱论”的内生叙事出现了 “衰变”。

三、“债务陷阱论”出现 “衰变”的层次分析

通常人们认为当一个国家内部出现政治经济危机时,政府会利用与外

部世界的矛盾例如挑起战争、激化边界争端、制造贸易纠纷等转移国内民

众对本国政府的不满情绪,但斯里兰卡是反例。在近期的危机中,斯里兰

卡政府高层依然强调了与中国合作的重要性,上街游行的斯里兰卡群众喊

出的是 “Gotagohome”（戈塔巴雅下台回家）的口号,矛盾焦点直指斯里

兰卡总统。事实上,“债务陷阱论”在斯里兰卡的演化及反常规的 “衰变”,

其背后具有深层次原因。
（一）决策者个人

斯里兰卡内战结束后,中国成为斯里兰卡接受官方发展援助 （O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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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Rumoursbehind ‘China Debt Trap’,”Daily News,February 8,2022.https：//

dailynews.lk/2022/02/08/features/272038/rumours-behind-% E2% 80% 98china-debt-trap% E2%

8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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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外国直接投资 （FDI）最多的国家之一。“债务陷阱论”集中批评了马欣

达·拉贾帕克萨总统执政期间 （2005年至2015年）中国与斯里兰卡达成的

大型合作项目,2017年迈特里帕拉·西里塞纳总统将汉班托特港租借给中

国后 “债务陷阱论”被推至顶点。2019年斯里兰卡政权重回拉贾帕克萨家

族,马欣达前总统的胞弟戈塔巴雅·拉贾帕克萨入住总统府。这三位总统

的成长背景、执政理念和策略深刻影响了斯里兰卡国内 “债务陷阱论”的

发展导向。

2005年来自斯里兰卡南部汉班托特的马欣达·拉贾帕克萨作为斯里兰

卡自由党 （SLFP）领袖以微弱优势击败了出生于科伦坡世家的统一国民党

（UNP）候选人拉尼尔·维克勒马辛哈,成为继库马拉通加夫人后的新一任

斯里兰卡总统。马欣达一度被视为民粹主义的 “反精英”典型,他依靠南

方政治势力和家族力量,代表了农村及中型城镇者的利益,能说流利的英

语,但更钟情于僧伽罗语所代表的僧伽罗文化,是虔诚的佛教信徒,具有

反世界主义倾向。正是这种置身于科伦坡传统权力圈外的形象为马欣达赢

得了广大的僧伽罗人基本盘。马欣达上任后通过 “以战争求和平”的雷霆

手腕结束了长达26年的内战。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激发了战后斯里兰卡人

重塑国家辉煌历史的责任感,马欣达总统的决断力和执行力契合了大多数

斯里兰卡人的发展诉求。一份雄心勃勃的、规划了未来十年的、致力于建

设新斯里兰卡的 《马欣达愿景》出台,① 从农业、工业、经济基础设施、旅

游业、城市发展等十余个方面拉开了斯里兰卡战后重建的大幕。然而,此

时的西方国家专注于对斯里兰卡内战最后阶段的人权问题进行追责,不仅

大幅削减对斯里兰卡的经济援助,而且对斯里兰卡大规模基建也缺乏热情。

在此背景下,中国成为斯里兰卡战后最重要和最可靠的合作伙伴,包括斯

里兰卡首都机场高速公路、科伦坡莲花电视塔、科伦坡港口城和汉班托特

港等项目得以启动。马欣达总统执政时期,尽管有人对中国债务提出质疑,

但不足以成为焦点。然而,家族、政党和政府的高度捆绑以及家长式作风

的执政做派,让反对党及一些斯里兰卡民众愈发质疑发展的红利流入少数

既得利益者的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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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ee“MahindaChintana：VisionforaNewSriLanka,”DepartmentofNationalPlanning,

MinistryofFinanceandPlanningofSriLanka,2005.https：//www.thegef.org/sites/default/files/

ncsa-documents/MahindaChintanaTenYearDevelopmentPla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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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在马欣达谋求第三次连任时,他的得力助手、曾任卫生部长和

斯里兰卡自由党总书记的西里塞纳倒戈,同意在统一国民党和泰米尔民族

联盟的支持下作为共同的反对派候选人参加大选。斯里兰卡政坛长期由两

大政党———斯里兰卡自由党和统一国民党所把控。西里塞纳转投自己所属

的斯里兰卡自由党的竞争对手统一国民党选举阵营,导致斯里兰卡自由党

出现分裂。西里塞纳提出了 “以慈悲之心治理稳定的国家”的竞选宣言,

高举反腐大旗,告诉他的支持者们 “斯里兰卡在过去几年的腐败程度前所

未有,……斯里兰卡正迅速地被国际社会所孤立”①。最终西里塞纳赢得大

选,成为斯里兰卡独立后第一位来自北中省的总统,并兑现承诺任命统一

国民党领袖拉尼尔·维克勒马辛哈为总理。早在2015年1月总统选举和

2015年8月议会选举前,西里塞纳阵营就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批评并嘲笑中

国在斯里兰卡的投资。② 西里塞纳上任不久,就以项目合同违反当地法律以

及不符合环境要求为由暂停了科伦坡港口城项目,但仍宣称此项目是西方

省发展计划的一部分。③ 西里塞纳政府暂停科伦坡港口城项目,这一举措让

中国承建方遭受重大损失。同时,西里塞纳的政治抱负施展空间也受多方

掣肘,包括斯里兰卡自由党内的马欣达支持派的反对、与统一国民党政治

理念的不合、来自强硬派佛教民族主义及泰米尔民族主义的不满等。为获

得在议会中的多数支持,西里塞纳撤销了维克勒马辛哈的总理职位,让马

欣达取而代之,并违反了其一手推动的宪法第十九修正案。与此同时,西

里塞纳也重新调整了与中国的关系,斯里兰卡于2016年12月决定通过公

私合营方式以11亿美元将汉班托特港80%的股份出售给中国公司。④ 西里

塞纳总统执政理念和策略的反复为 “债务陷阱论”在斯里兰卡国内传播提

供了土壤。因此,正如上文统计所示,在西里塞纳总统任期内 （2017年和

2018年）出现了大量负面的 “债务陷阱论”报道。然而,西里塞纳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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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MaithripalaSirisena, “Maithri：ACompassionateGovernance,aStableCountry,”2014,

p.8.https：//groundviews.org/wp-content/uploads/2014/12/MS-2015.pdf
“China,SriLankaandPoliticsofIndianOcean,”SriLankaGuardian,May5,2016.

http：//www.slguardian.org/2016/05/china-sri-lanka-and-politics-of-indian-ocean/

AkhileshPillalamarri,“SriLankatoGoaheadwithChinesePortProject,”TheDiplomat,

February7,2015.https：//thediplomat.com/2015/02/sri-lanka-to-go-ahead-with-chinese-port-project/

GordonFairclough,“SriLankatoSell80%StakeinStrategicallyPlacedHarbortoChinese,”

TheWallStreetJournal,December8,2016.https：//www.wsj.com/articles/sri-lanka-to-sell-80-

stake-in-strategically-placed-harbor-to-chinese-1481226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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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治 （Yahapalanaya）理念并未取得预期收益,随着税收增加、斯里兰卡

卢比贬值以及通货膨胀上升,斯里兰卡人又开始怀念拉贾帕克萨的黄金统

治时期。

2019年大选前的复活节爆炸案加剧了民众对西里塞纳政府的不满,戈

塔巴雅作为斯里兰卡人民阵线 （SLPP）① 候选人赢得大选,前总统马欣达

被任命为总理,拉贾帕克萨家族重掌政权。戈塔巴雅曾在马欣达政府时期

担任国防部常务秘书,参与并领导了对泰米尔猛虎组织的后期阶段作战,

许多僧伽罗人把他视为英雄。在戈塔巴雅总统时期,军方被委以重任,文

职警察和非政府组织的登记工作由国防部负责,戈塔巴雅的长兄查马尔·

拉贾帕克萨 （ChamalRajapaksa）被任命为国家安全、内政和灾害管理部

国务部长,其弟弟巴西尔·拉贾帕克萨 （BasilRajapaksa）出任财政部长,

戈塔巴雅的侄子们 （包括马欣达二子和查马尔之子）相继担任政府要职,

军队和拉贾帕克萨家族成为国家权力核心。2020年3月,戈塔巴雅提前解

散议会,政府通过行政命令和总统工作组 （PresidentialTaskForce）对医

疗、社会、教育和文化等事务进行管理。在2020年8月的议会选举中,斯

里兰卡人民阵线获得压倒性胜利,戈塔巴雅总统的权力进一步巩固并亲自

掌管国防部,并且延续了马欣达政府时期与中国密切合作的政策。随着

《科伦坡港口城经济委员法案》（2021年第11号）的出台,科伦坡港口城成

为斯里兰卡的一个经济特区,该区域的众多事务由总统任命的委员会负责。

这也印证了前文的统计趋势,戈塔巴雅任职后的2020年,对 “债务陷阱

论”的反驳性报道大幅增多。

可以看出,斯里兰卡总统个人对 “债务陷阱论”的发展趋势具有决定

性作用。当斯里兰卡总统坚定与中国合作的立场时,“债务陷阱论”得以被

压制,而当总统表现出矛盾或含糊的立场时,对 “债务陷阱论”肯定的声

音随之增强。
（二）行政总统制

斯里兰卡总统之所以对 “债务陷阱论”具有决定性影响,还与斯里兰

卡一项特殊并颇受争议的政治制度———行政总统 （ExecutivePresidency）

制度有关。1948年斯里兰卡宣布独立时,受前殖民者英国的影响,推行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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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斯里兰卡人民阵线党的前身是斯里兰卡国家阵线党,2015年更名为 “我们斯里兰卡自由

阵线党”,2016年再次更名为 “斯里兰卡人民阵线”,大量斯里兰卡自由党内的马欣达支持者分化

至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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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敏斯特议会制,1972年由锡兰自治领改国名为斯里兰卡共和国后仍沿用

旧制。1978年改国名为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后,贾亚瓦德纳总统

根据1978年宪法开始实行行政总统制,总统为政府首脑,同时兼任内阁成

员。贾亚瓦德纳总统认为一种强大的行政总统制对于实现经济繁荣是十分

必要的,亚洲的韩国和新加坡均如此。① 此后,行政总统制成为斯里兰卡最

具争议的政治话题,各方就废除、强化和改革此项制度进行了激烈斗争。
从2010年至2020年,斯里兰卡围绕行政总统制进行了三次备受瞩目的

修宪。
在取得对泰米尔猛虎组织的彻底胜利后,马欣达总统获得了民众的高

度认可,斯里兰卡议会于2010年8月通过宪法第十八修正案,将总统的权

力推到了顶峰：总统可寻求多次连任；总统有权任命选举委员会、公共服

务委员会、国家警察委员会、财政委员会等独立委员会的主席及成员,有

权任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等司法要职；总统可每三个月参加一次议会,并

赋予总统除投票以外的议员所享有的所有权力,包括豁免权等。② 对于战后

亟须整合各方力量、加速经济社会建设、修复族群关系的斯里兰卡来说,
第十八次修宪具有必然性。当时除美国外,无任何其他大国公开对此表示

反对。宪法赋予总统强大实权,马欣达总统得以放手大举进行建设,短短

几年间科伦坡成为南亚闻名的现代化都市。
高度集权的行政总统制被视为威权主义的象征,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

腐败丑闻接连不断爆出,反对行政总统制的呼声开始高涨。2015年大选

前,西里塞纳的竞选承诺之一就是修改宪法来废除行政总统制,这意味着

斯里兰卡将可能从行政总统制过渡为议会制。2015年5月,宪法第十九修

正案正式通过,限制了第十八修正案赋予总统的诸多权力：将总统和议会

的任期由六年缩短为五年,恢复了总统两届任期的限制；禁止总统以任意

821

①

②

J.R.Jayewardene,“KeynoteAddresstotheCeylonAssociationfortheAdvancementof

Science,”inAsangaWelikalaed., “ReformingSriLankanPresidentialism：Provenance,Problems

and Prospects,”February 2015,pp.3-4.http：//constitutionalreforms.org/wp-content/uploads/

2020/03/Volume-11.pdf

ParliamentoftheDemocraticSocialistRepublicofSriLanka, “EighteenthAmendmentto

theConstitution,”September7,2010.https：//www.parliament.lk/files/pdf/constitution/18th_

amendment_bil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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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罢免总理,并规定总统的官方行为必须服从最高法院的基本权力管

辖。① 西里塞纳总统的修宪是对马欣达总统扩大权力的抑制,并打压斯里兰

卡自由党内的马欣达派。中国对斯里兰卡的战后投资兴起于马欣达总统时

期,这位实权总统热衷于以自己的名字和家族的姓氏命名各类由中国援建

的大型基建项目,如马欣达·拉贾帕克萨国际板球场、马特拉·拉贾帕克

萨国际机场、汉班托特·马欣达·拉贾帕克萨港等。在削弱行政总统制派

占上风的情形下,前总统名字与中国参建项目的关联被认为是中国资本助

长了马欣达总统权力的无限扩大,尽管 “拉贾帕克萨及其支持者处心积虑

利用中国资金,目的在于实现他们的政治抱负”②。斯里兰卡国内的宪政改

革斗争波及了中国在斯里兰卡的项目建设,对中国项目的负面评价由此

增多。

由于治理不善以及西里塞纳总统和维克勒马辛哈总理之间的裂痕所导

致的宪政危机为强势行政总统回归创造了条件,斯里兰卡民众越来越质疑

总统—总理分权的混合总统制度的实际效果。2020年10月,第二十宪法修

正案以议会三分之二以上多数支持率获得通过,规定总理和内阁从属于总

统,削弱议会权力,删除对行政总统制衡的条款,使独立监督和问责框架

无效。③ 简单而言,该法案推翻了第十九修正案的关键内容,再次确认了集

权行政总统制。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戈塔巴雅总统加强了对斯里兰卡

社会的全面管控,在此背景下斯里兰卡媒体对 “债务陷阱论”的报道开始

大幅减少。

从历史上看,斯里兰卡加强行政总统制的目的在于结束社会动乱,清

理改革道路上的障碍并修复早产民主制度所带来的政治纷争。斯里兰卡历

次宪法修订是精英与大众的权力再分配以及总理和总统权责的确认,这本

与中国投资无关,可是长期以来 “一带一路”合作被视为是中央政府间合

作,被打上了深刻的政治或某届政府的 “烙印”。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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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ParliamentoftheDemocraticSocialistRepublicofSriLanka, “NineteenthAmendment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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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债务陷阱论”的立场变化与斯里兰卡宪法改革密切相关：当行政总统

权力受限时,多元且负面的立场增多；而当行政总统权力得以巩固强化时,

对 “债务陷阱论”的单一立场则更为常见。
（三）民族构成及族群关系

斯里兰卡对 “债务陷阱论”的立场变化与斯里兰卡族内和族际关系和

谐及各类族群发展诉求也有联系。印度洋十字路口的战略位置使得斯里兰

卡成为各类文化和族群的交融地。据斯里兰卡人口普查和统计局公布的最

近一次调查数据显示,斯里兰卡总人口为2236万,其中主体民族僧伽罗人

占74.9%,斯里兰卡原住民斯里兰卡泰米尔人占11.15%,从印度移民的

印度泰米尔人占4.12%,信仰伊斯兰教的斯里兰卡摩尔人占9.3%,欧洲

殖民者后裔博格人占0.27%,此外还有印度摩尔人、斯里兰卡马来人等少

数族裔。① 如果按宗教信仰分类,可将斯里兰卡的民族构成划分为四类,即

信仰佛教的僧伽罗人、信仰印度教的泰米尔人、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从历

史上看,斯里兰卡的族内和族际关系演化较为频繁,僧泰冲突持续不断。

从斯里兰卡独立至今,斯里兰卡主要经历了三次大规模动乱———1971年、

1987年至1989年叛乱以及1983年至2009年的内战。前两次叛乱主要发生

在僧伽罗人聚集的南部和西部,后一次内战发生在泰米尔人聚集的北部和

东部。僧泰内战时间长、影响大,而两次僧伽罗人族内动乱则直接动摇了

斯里兰卡政权。尽管中国历来秉持不干涉内政原则,较好地处理了与斯里

兰卡各类族群的关系,但斯里兰卡族群问题的演变无疑也影响到中国在斯

里兰卡的海外利益。

长期以来,斯里兰卡南部经济较为落后。20世纪60年代,斯里兰卡曾

遭受严重的经济危机,外汇收入下降,政府大量举债,补贴和福利被大幅

削减,失业率暴增,斯里兰卡南部与西部和中部的发展鸿沟被进一步拉大。

为反对班达拉纳克夫人所领导的斯里兰卡政府以及印度 “帝国主义”（或扩

张主义）,1971年主要由青年人构成的人民解放阵线 （JVP）发起了武装斗

争。尽管动乱最终受到镇压,人民解放阵线回归政治主流,但僧伽罗人内

部发展不均衡问题仍未得到解决。1987年,人民解放阵线据点地区 （南方

省、北中省和乌瓦省）失业情况再度恶化,汉班托特港区75%的人口得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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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ensusofPopulationand Housing-2012,”DepartmentofCensusandStatisticsofSri

Lanka.http：//www.statistics.gov.lk/PopHouSat/CPH2012Visualization/htdocs/index.php?usecase=

indicator&action=Map&indId=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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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食品券生活,① 工业和农业持续萎缩,人民解放阵线再次发起武装斗争。

1987年至1989年的僧伽罗族内部的动乱客观上为印度出兵直接干涉斯里兰

卡内战提供了机会。这些教训也警示斯里兰卡政府,如果不能改善南部社

会经济发展将导致严重的政治危机,并为外国势力介入斯里兰卡提供条件。

2004年印度洋海啸严重摧毁了汉班托特地区,造成重大人身及财产损失,

南部发展再度陷入困境。2005年马欣达总统及其代表的南部势力上台,为

斯里兰卡南部发展带来契机。在向印度和西方国家寻求资金无果后,中国

为汉班托特地区提供了大量发展援助,经过多年酝酿的汉班托特港计划也

终于提上日程。汉班托特港的建设受到了斯里兰卡民众的广泛欢迎,“在多

数僧伽罗人中,中国占据了 ‘最受欢迎的位置’,被誉为 ‘真正的超级大

国’”。② 西里塞纳总统时期,中国企业再度大额注资汉班托特港,斯里兰卡

政府获得了大笔现金,而港口建设和经营的风险转至中方。在一些境外势

力的推波助澜下,“‘99年租期’作为一种话语,从早期中立的法律含义转

换为近代殖民主义的历史符号”③。近代斯里兰卡经历了长达400多年的西

方殖民统治,特别是英殖民时期英帝国惯用的 “分而治之”手段让僧伽罗

人认为泰米尔人获得了过多的特权并埋下日后族群冲突的种子。 “99年租

期”的殖民主义式解读,促使一些僧伽罗民族主义者和佛教激进主义者成

为 “债务陷阱论”的支持者。

中国对斯里兰卡的投资主要集中在西部和南部,而在泰米尔人聚集的

北方省和东方省则相对较少。斯里兰卡内战结束后,斯里兰卡政府军严格

管控泰米尔人聚集区。相对于中国与斯里兰卡的债务合作问题,泰米尔人

更关心中央权力下放和人权问题,因而对 “债务陷阱论”的评价相对较少。

不过,在斯里兰卡内战期间,中国支持斯里兰卡政府打击恐怖主义,在战

后的人权追责问题上,中国政府不将经济援助与内政问题挂钩的做法以及

在国际社会上对斯里兰卡政府的支持,让泰米尔人对中国的情感较为复杂。

一方面,他们中的一些人期待中国援助帮助其经济发展,甚至有人认为

“西方国家不会帮助泰米尔人,因为他们只听印度的。唯一能真正改变泰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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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KennethD.Bush,TheIntra-GroupDimensionsofEthnicConflictinSriLanka：Learning
toReadbetweentheLines （London：PalgraveMacmillan,2003）,p.105.

“Bringsback Memories...,”AdaDerana,January25,2010.http：//www.adaderana.

lk/news.php?mode=head&nid=118
卢光盛、马天放：《“一带一路”建设中的 “99年租期”风险：由来、影响及应对》,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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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人的力量是中国,泰米尔人应该开始与中国高层接触”①。另一方面,一

部分泰米尔人对中国资本进入斯里兰卡北部和东部地区十分排斥。还有部

分散居海外的泰米尔人,他们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如一个叫作 “支持拜

登的泰米尔人”（TamilsforBiden）的组织持明显的反华立场。

许多生活在斯里兰卡的穆斯林和他们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祖先一样,

延续了崇商、善商的传统,活跃在斯里兰卡的纺织业、零售业、珠宝业和

餐饮业等,但近年来随着极端僧伽罗佛教主义和极端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影响,

特别是受2019年复活节爆炸案的牵连,斯里兰卡穆斯林群体的生存发展空间

受到挤压,他们对斯里兰卡政府的不满情绪增多。不过总体上,斯里兰卡穆

斯林群体较为温和,对中国人比较友善,乐于与中国开展商贸往来。

综上不难看出,多元的民族结构以及复杂的族群关系营造了斯里兰卡

人对 “债务陷阱论”的多元且总体友华立场。

（四）早产民主下的国家经济

和南亚许多受过英国殖民统治的国家一样,斯里兰卡在未进行过彻底

的思想启蒙、工业发展和民族资本积累的基础上直接移植了西方的民主制

度。甚至在斯里兰卡还是英国殖民地时即于1931年进行了普选,这比印度

早了20年。形式上的民主未能有效转化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动能,家族政

治套上了民主化外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相对应,政府缺乏长远经济发

展战略,内部 “造血”能力匮乏,不得不依赖外部援助。与此同时,早产民

主所催生的民粹主义又牵制了政府改革,并对外部经济合作产生影响。

斯里兰卡依靠自然资源禀赋,发展种植园经济、农产品 （主要是茶叶、

橡胶和椰子）以及成衣出口,曾让斯里兰卡经济在南亚国家中一时风光无

限。但在全球化浪潮中,斯里兰卡的优势产业受到冲击,肯尼亚红茶、印

度红茶、东南亚国家的橡胶、椰子以及孟加拉国成衣业的兴起带来了强烈

竞争,斯里兰卡落后的产业基础更加脆弱。内战后,一系列大型基建的上

马和投资者的乐观情绪拉动了斯里兰卡GDP增长,2012年斯里兰卡GDP
增长高达9.1%。② 2015年西里塞纳总统上台后,决定改变之前马欣达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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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Gopi,“Commenton：SriLankanTamilsDisillusionedwithIndiaMustForgetthe‘North’

andTurn ‘East’towardsChina,”quotedfromMalathiDeAlwis,“The‘ChinaFactor’inPost-War

SriLanka,”Inter-AsiaCulturalStudies,Vol.11,No.3,2010,p.436.
“GDPGrowth（Annual%）-SriLanka,”TheWorldBank.https：//data.worldbank.org/

indicator/NY.GDP.MKTP.KD.ZG?locations=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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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以广泛使用外国贷款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增长的策略,转向强调经

济改革并加大对教育和卫生等领域的投入,① 斯里兰卡GDP增长急剧放缓。

2017年斯里兰卡GDP增长率为3.6%,2018年继续下降到3.3%,甚至低

于2009年内战结束时的3.5%,② 也就是在这一年斯里兰卡国内对 “债务

陷阱论”的讨论达到第一个高峰 （见图2和图3）。受2019年爆炸案和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作为斯里兰卡重要外汇来源的侨汇和旅游收入迅速

下滑,世界银行将斯里兰卡从中高收入国家降级为中低收入国家,斯里兰

卡GDP增长仅为-3.6%,创历史新低。③ 这与 《每日新闻》出现的第二个

有关 “债务陷阱论”报道量峰值相对应。由此,斯里兰卡 GDP增长率与

“债务陷阱论”关注度呈现一定的负相关。

内战结束后斯里兰卡的战略地位和相对高素质人力资源吸引了外国直接

投资 （FDI）流入,特别是在2015～2018年间FDI增速显著,然而2015～

2018年间斯里兰卡GDP增速呈现下降态势。这说明,大量外国资本的涌

入并不必然对斯里兰卡短期经济发展带来显著效应,这主要是由于前期大

量FDI流向了长周期回报的大型基建领域,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投资者信

心,也让斯里兰卡民众难以切实受惠。2019年和2020年,受斯里兰卡国内

局势影响,FDI流入持续下降,这让外汇储备告急的斯里兰卡经济雪上加

霜。民众对短期收益的渴望与投资长周期回报的差异,导致斯里兰卡部分

民众开始相信 “债务陷阱论”。

图7 斯里兰卡GDP增长率 （2009～2020）

资料来源：“GDPGrowth（Annual%）-SriLan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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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ChandraR.DeSilva,“SriLankain2015：A YearofChange,”AsianSurvey,Vol.56,

No.1,2015,p.203.
“GDPGrowth（Annual%）-SriLanka”.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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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斯里兰卡FDI流入 （2009～2020）

资料来源：“SriLankaForeignDirectInvestment1970～2022,”Macrotrends.

https：//www.macrotrends.net/countries/LKA/sri-lanka/foreign-direct-investment

早产民主带来的又一后果是为了赢得选票并保证支持率,政府会制定

短视政策,如不合时宜的减税、扩大政府支出、提高贷款规模、过度的社

会福利等。这些短视政策进而带来政府收支赤字扩大,民众对政府行为产

生不信任,并波及本国政府与外国政府合作。在街头政治盛行的斯里兰卡,
民怨一旦被挑起或被利用,将成为打击某一政策或活动的利器。

（五）外交理念与地区权力结构变化

作为南亚地区小国,斯里兰卡强调其奉行 “友及天下,不树一敌”
（FriendshipwithAll,EnmitywithNone）的外交原则以及不结盟政策。

从斯里兰卡的外交史发展脉络上,本文更倾向于把斯里兰卡外交总结为一

种趋利避害式的平衡外交。趋利在于通过对外交往特别是与大国的往来以

维护并发展斯里兰卡的安全和经济利益,避害旨在不以任何意识形态画线

以及不与任何大国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平衡外交有利于小国免于在大国

间选边站队,避免成为某一大国或某一集团的报复对象,但这也导致斯里

兰卡外交表现出一定的摇摆性。
斯里兰卡的平衡外交理念可以追溯到独立之初。相较于印度通过长期

抗争获得独立,斯里兰卡的独立过程相对平静。独立后,斯里兰卡国父森

纳那亚克就意识到,印度将会继承英国在南亚的角色对其邻国带来影响,

而刚独立的锡兰自治领尚无属于自身的保卫力量,并且 “如果印度直接或

间接影响斯里兰卡外交政策制定,英国海军将是一支威慑力量”①。为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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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hakthiDeSilva,“‘FriendshipwithAll,EnmitywithNone’：AnAssessmentofSri

Lanka’sForeignPolicyintheTimesofDSSenanayakeandMaithripalaSirisena,”DBSJeyaraj,

August4,2016.https：//dbsjeyaraj.com/dbsj/archives/47643



 “债务陷阱论”的 “衰变”：斯里兰卡媒体叙事及层次分析

印度,斯里兰卡在独立之初采取了偏向西方的立场。冷战铁幕降下后,斯

里兰卡第四任总理班达拉奈克将斯里兰卡外交原则转变为不结盟,不参与

任何势力集团,并试图赢得更多的伙伴。1977年斯里兰卡开始自由化改

革,时任总统贾亚瓦德纳推行了较为亲西方的外交政策,以加速斯里兰卡

经济快速融入国际社会。库马拉通加夫人时期,斯里兰卡深陷内战,为获

得国际社会对斯里兰卡的反恐支持,斯里兰卡加强了与美国、印度、中国、

俄罗斯和巴基斯坦等国的安全合作。进入21世纪以来,无论是马欣达总

统、西里塞纳总统还是戈塔巴雅总统都强调斯里兰卡是一个不结盟国家。

然而随着南亚地区权力结构的变化,斯里兰卡在奉行不结盟政策或策略时

也出现了一定变化,表现出摇摆特性。

马欣达总统第一届任期时,美国将人权问题置于对斯优先选项。尽管

奥巴马政府推出了 “亚太再平衡”战略,然而斯里兰卡的地缘战略重要性

未被美国足够重视。在美国的支持下,联合国2011年呼吁国际社会对斯里

兰卡内战交战双方进行战争罪调查。2014年3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

决议要求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成立斯里兰卡调查组,全面调查2002年

至2011年期间斯里兰卡内战双方所犯的严重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以及相关

罪行的指控。斯里兰卡政府认为美国对斯里兰卡发起的战争罪调查有损斯

里兰卡主权,并否认了有关指控。美斯关系的持续僵持让一部分美国政治

家开始反思对斯政策,他们认为美国仅仅关注斯里兰卡人权问题和公民社

会发展而忽略经济和安全合作,这导致这一时期斯里兰卡与非西方国家

（如中国）迅速走近。马欣达被认为是一位亲华的总统,中国因此大幅度提

升对斯里兰卡的经济援助,但不容忽略的是马欣达总统在与中国展开经济

合作的同时继续保持了与印度的防务合作。2012年斯印双方建立了双边防

务对话,印度造船厂继续为斯里兰卡海军提供巡逻舰。对斯里兰卡而言,

印度仍然是南亚地区最具主导力的国家。

西里塞纳政府时期,美国 “印太”战略逐渐成形,美印关系不断深化,

而中印关系因2017年洞朗对峙事件降至冰点,中美关系的竞争性也愈发明

显。西里塞纳任职后的首次出访目的地选择了印度,重申斯印关系的重要

性,安抚了印度对中国在斯里兰卡影响力不断提升而产生的战略焦虑。

2015年5月,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 （JohnKerry）到访斯里兰卡,成为

十年来首位到访斯里兰卡的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将开启美斯双边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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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派出专家帮助斯里兰卡发展经济,提升贸易和投资。① 2016年2月,

首次美国—斯里兰卡伙伴关系对话在华盛顿特区举行。该对话讨论了斯里

兰卡在印度洋地区的关键战略地位,以及提升两国在经济、政府治理、社

会发展等领域的合作,并且强调加强两国人员往来和联系。② 在此期间,中

国在斯里兰卡的援建项目经历了被叫停到复工的波折,所谓的中国的 “债
务陷阱论”成为热点话题。当然,与中国关系的刻意疏远并不利于斯里兰

卡经济建设,中国已成为斯里兰卡最大FDI来源国,西里塞纳总统继续寻

求中国提供贷款。在中国继续注资汉班托特的同时,印度和日本还着眼共

同开发斯里兰卡东部亭可马里港。在中印洞朗对峙期间,有报道指出印度

政府将接管距汉班托特港约18公里的国际机场。③

2019年戈塔巴雅总统发表就职演讲,在提及新一届政府外交政策时特

意使用英语表示,“我们希望在外交关系中保持中立,不参与任何世界大国

间的冲突。”④ 戈塔巴雅总统继续保持了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但新闻媒体曝

出了斯里兰卡要求与中国重新谈判汉班托特港协议的消息,不过遭到了斯

里兰卡政府的否认。2020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斯里兰卡,对斯里兰卡

加强与中国关系提出警告。⑤ 由于 “第三方安全因素”,斯里兰卡于2021年

暂停了中国在北部三个岛屿的能源项目,但与印度开展了类似的合作。

可以看出,斯里兰卡在与大国交往中看重的是经济和商业利益,而大

国更加关心战略利益。经济发展需求驱使斯里兰卡愿意与所有国家开展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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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务陷阱论”的 “衰变”：斯里兰卡媒体叙事及层次分析

作,当与某一大国的合作触碰到另一大国的战略关切时,斯里兰卡会迅速

地回摆和补偿,并避免激怒任何一方。因此,斯里兰卡既有迎合 “债务陷

阱论”的声音,也有保持中立及驳斥的话语,并确保 “债务陷阱论”不会

对斯中关系造成实质性危害。

结 语

“债务陷阱论”起初并不是斯里兰卡的内生叙事,而是第三方势力试图

通过外部引导来激发中斯双方矛盾并制造斯里兰卡内部分歧,引起小国安

全忧虑,以此改变中斯双方行为体意向。由于斯里兰卡独特的历史、政治、

社会、经济及外部条件因素,“债务陷阱论”在斯里兰卡并没有达到预期效

果。因而在斯里兰卡,政府从未公开认可过 “债务陷阱论”,学者及民众对

“债务陷阱论”的关注也主要是从斯里兰卡政府治理的角度出发,而不是将

中国作为直接批判对象。这与印度及西方版的 “债务陷阱论”显著不同,

已成为经过 “衰变”后更为客观和理性的评价。

斯里兰卡目前正经历着独立后最为深刻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动荡,尽

管斯里兰卡对 “债务陷阱论”的认知总体有利于中国,但巨变所带来的不

确定性,可能会导致斯里兰卡政策出现更大的摇摆。目前,斯里兰卡已事

实上主权债务违约,如果斯里兰卡经济社会无法尽快步入正轨,“债务陷阱

论”可能再次气焰嚣张。对 “债务陷阱论”的最好回击是中斯合作的实际

成效,但这需要以斯里兰卡重回政局稳定和社会安宁为前提。

不容忽视的是,这种由印度及西方国家所炮制的、具有冷战思维且与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时代潮流相悖的言论仍在发酵。不仅在斯里兰卡,许多

参与 “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中国家都被灌输了所谓的 “债务陷阱论”。这

股势力意在引导舆论聚焦于出资国中国进行所谓的 “处心积虑”的战略谋

划,而不是关注违约风险和合作效益。客观而言,“债务陷阱论”对中国周

边外交和中国资本 “走出去”的确带来了重大考验,然而中国对相关国家

的投资和援助,始终秉持互利共赢原则,始终坚守正确义利观,始终致力

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债务陷阱论”在斯里兰卡 “衰变”本身就是中国

对外交往理念、目标与实践符合时代潮流和相关国家需要的例证。
（编 辑 吴兆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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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摘要

securitygovernanceandmaritimesecuritypressurefromtheU.S.andIndia
throughtheIndo-PacificStrategyalsorepresentlatentsecurityrisks.Inthe
future,Pakistancanbetterleveragethecapacitiesofexternalstatesby
buildingstrategic cooperation with China.And enhancethe maritime
securityawarenessbyitsofficialsandthebroaderpopulation.Pakistancan
alsodevelopitsstatusasaleadingmaritimeeconomy,whichcanfurther
strengthenitsoffshoresecurity.By“balancinggreatpowers,”Pakistancan
actasanintermediarybetweentheU.S.andChinawithrespecttomaritime
securityintheIndianOceanregion.Lastbutnotleast,Pakistancanchange
itsstatusfrom a participantin maritimesecurity governanceintoa
facilitatingrole.In conclusion,these measures willultimately aidin
improving Pakistan’s maritimesecurity outlook,while enhancingits
maritimegovernancecapacities.
KEYWORDS：MaritimeSecurity；RegionalGovernance；SecurityMechanisms；

MaritimeAwareness；India-PakistanRelations

TheDecayofthe“DebtTrapTheory”：

AMulti-DimensionalAnalysisofSriLankanMediaNarrative
ByXuJuan&TuShuan

ABSTRACT：SriLankaisinthemidstofaprofoundeconomicandpolitical
crisis,andthetheorythatthecountryfacesaso-called “debttrap”

promptedbyChina’sinvolvementhasoncebubbledtothesurface.Towards
developinganaccurateunderstandingofthenarrativespresentedinSri
Lankanmediawithrespecttothe“debttraptheory”,andwithaneye
towardspreventingthesenarrativesfromspiralingoutofcontrol,this
articleanalyzesdatatakenfromtwopopularSriLankanmediaoutlets：

DailyNewsandDailyMirror.Itfindsthatthe“debttraptheory”,which
isultimatelyusedtocriticizeChina,tendstobetransformedintoan
introspectivediscussioninSriLanka.Inotherwords,narrativesofa“debt
trap”generatedbyforeignelementsarereplacedwithconsiderationsofthe
internaldriversofdebt.Througha multi-layeredanalysis,thearticle
identifiesfiveexplanatoryfactorsthat have driven thecollaps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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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asinguncertaintyofthe“debttraptheory”inSriLanka：factorsatthe
levelofindividualdecision makers；theexecutivepresidentialsystem；

ethniccompositionandinter-ethnicrelations； “premature”democracyand
economy；diplomaticconceptsandchangeinregionalpowerstructures.
KEYWORDS：BeltandRoadInitiative；“DebtTrapTheory”；SriLanka；

MediaNarrative；Multi-DimensionalAnalysis

TheRohingyaIssue：Roots,DevelopmentandRegionalImplications
ByYanFei&ShenXuhan

ABSTRACT：TheRohingyaissuehasalwaysrepresentedamajorproblem
fortheMyanmargovernmentandhasfurtherengulfedtheSoutheastAsia
regionin acrisis,generatingtremendouschallenges withrespectto
refugees.Thisarticledeconstructsthedrivers,processesandimpactsofthe
Rohingyaconflictfrom the vantage pointof historicalnarratives of
Myanmarnationalism,colonialismandanti-colonialism.Thearticleshows
howethnicconflictinMyanmarhasshiftedfrominitialriftsbetweenethnic

groupstoovertethnicconflict,whichultimatelyescalatedintoextreme
violence.Ononehand,MuslimscholarsinRakhineStateemphasizethat
theRohingyaareanationalitiesgroupwithalonghistory；ontheother,

Burman scholars emphasize the status of “Rohingya”as foreign
migrants.Thesetwo contradicting discourses resulted in the already
complexissueofdisputednationalitiesinMyanmarbecomingintractable.At
thesametime,theregionalproblemscausedforSouthandSoutheastAsia,

andthegeo-politicalconsiderationsofregionalorganizationssuchasthe
India-ledSAARC,aswellasthenon-interferencebased,weakresponseof
ASEANareimportanttoconsider.
KEY WORDS：RohingyaPeople；Myanmar；EthnicConflict；Nationality；

Regional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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