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视点

苏丹“巴希尔时代”终结耐人寻味
2011年开始的中东国家转型“长周期”还未结束

在经历了 4 个多月的抗议和总

统巴希尔与反对派的复杂博弈后，苏

丹形势终于在 4 月 11 日发生质变。当

天下午，苏丹国防部长穆罕默德·艾哈

迈德·伊本·奥夫发表电视讲话， 宣布

革除巴希尔的一切职务， 由军事委员

会在两年的过渡期内接管权力， 同时

宣布解散立法和行政机构， 暂停实施

宪法，进入紧急状态，实施宵禁等。

在苏丹军队最终倒向示威民众

后，长达 30 年之久的“巴希尔时代”宣

告终结，更为耐人寻味的是，巴希尔政

权建立和终结的方式都是军人政变。

“巴希尔时代 ”的终结已确定无

疑，但积重难返的苏丹所存在的积弊

并不会就此而消散。 联想到不久前黯

然下台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

以及 8 年前下台的突尼斯总统本·阿

里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 、利比亚领导

人卡扎菲 、也门总统萨利赫 ，相似的

历史在阿拉伯国家一幕幕重演。

阿尔及利亚、苏丹躲过了 8 年前

的中东政局动荡，但布特弗利卡和巴

希尔 8 年后失败的原因依然与 8 年

前相似，2011 年开始的中东政局动荡

之漫长或许远超人们的判断。

无论是布特弗利卡 ， 还是巴希

尔，在 8 年的时间里为应对政局动荡

的冲击不可谓不努力， 但毫无疑问，

他们并未 （或许也无能力 ）革除其国

家治理存在的沉重积弊。 从这种意义

上说，苏丹“变天”依旧折射出了许多

阿拉伯国家的痼疾。

独立后历次政权更迭
都通过政变完成

自苏丹于 1956 年 1 月 1 日摆脱

英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后的 63 年

里，历次政权更迭都是通过政变完成

的。 1969 年 5 月 25 日，尼迈里通过军

事政变上台，改国名为苏丹民主共和

国；1985 年 4 月 6 日， 达哈卜军事政

变上台， 改国名为苏丹共和国；1989

年 6 月 30 日，巴希尔军事政变上台，

成立 “救国革命指挥委员会 ”（简称

“革指会”）。 由此算来，此次苏丹国防

部长奥夫领导的政变，已经是这个国

家 60 余年历史中的第四次政变 ，当

然还不包括不计其数的未遂政变。

在历次政变后， 苏丹都建立了以个

人集权、长期执政为特征的威权统治，始

终未能形成事实上的权力交接的民主程

序。以巴希尔为例，他在 1989 年上台后，

随即采取解散议会、内阁及地方政府，取

缔一切政党， 停止一切非官方新闻机构

活动等举措。 他本人担任救国革命指挥

委员会主席， 并同时担任国家元首、总

理、武装部队总司令和国防部长。在其后

30 年的时间里， 巴希尔于 1993 年改任

苏丹共和国总统并兼任政府总理， 后又

于 2000 年、2005 年、2010 年、2015 年连

任总统，并谋求参加 2020 年大选。

从整个阿拉伯世界来看，埃及、利比

亚、也门、叙利亚、伊拉克、阿尔及利亚等

国家政权都是在民族独立革命的过程中

或革命后，由军官发动政变建立。这些政

权多采取强人政治和军人政治等模式，

并形成事实上的国家领导人终身任职。

阿拉伯军人政权的权力交接或在军

人集团之间和平交接（如埃及），或通过

军人政变的方式非正常更迭， 其执政者

也大多成为“革命”对象。 这是 8 年前中

东政局动荡中的典型现象， 但这种怪相

并未彻底终结， 埃及塞西政权的建立仍

具有军人政变的色彩， 而终结巴希尔政

权的依然是军人政变。

评价阿拉伯世界的军人政权和军人

政变是一个复杂的政治学问题， 它自然

有维持社会秩序等正面作用， 但遗憾的

是， 它在权力稳固后并未寻求建立正常

的权力秩序。 因此，“巴希尔时代” 结束

了，但结束“巴希尔时代”的军人政变在

阿拉伯国家可能还远未结束。

多种复杂矛盾纠结，政经
积弊积重难返

苏丹剧变与 8 年前中东政局动荡的

一大共性是经济持续恶化。 8 年前，腐败

肆虐、两极分化严重、青年人口比例较大

与高失业率、高通胀率、高贫困率等经济

与社会问题的交互作用， 构成了导致阿

拉伯国家群体性动荡的直接诱因。

这些因素在苏丹几乎无一例外都存

在。 在南苏丹于 2011 年独立后，由于石

油收入锐减， 以及苏丹内部及其与南苏

丹旷日持久的冲突， 苏丹经济可谓雪上

加霜。 近年来，苏丹始终面临食品、燃料

短缺，通胀严重等经济困难，其通胀率在

2018 年高达 80%，面包等生活必需品价

格上涨达 3 倍。因此，人们也把苏丹的抗

议称为“面包革命”。

但是， 经济和民生的困境还仅仅是

苏丹危机的表象。如果说经济发展长期困

难， 始终无法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

是导致巴希尔政权垮台的重要原因，那么

其更深刻的根源则在于统一与分裂、宗教

与世俗、独立与依附等多种复杂矛盾的

存在，使苏丹始终不具备发展的内外环

境。 而矛盾的本质是发展与安全、改革

与稳定的矛盾。

从统一与分裂的矛盾看， 南北苏

丹的数次内战直至南苏丹独立后依旧

冲突不断， 地方武装反叛力量多如牛

毛，使苏丹鲜有片刻安宁。南苏丹独立

不仅导致苏丹分裂，更重创苏丹经济。

从宗教与世俗的矛盾看， 尼迈里

政权和巴希尔政权都曾利用伊斯兰力

量推行伊斯兰化， 而在双方矛盾激化

后又强力打压， 导致苏丹一度成为伊

斯兰极端势力的大本营之一。 苏丹因

与“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有染，长期

遭美国制裁，使其国际环境严重恶化。

从对外关系中独立与依附的矛盾

看，苏丹曾一度追随苏联，后又在处理

与西方关系上多有摇摆， 或因长期遭

西方制裁而难以融入国际社会， 或在

转向西方后成为美国操控的对象。

阿尔及利亚和苏丹的事态表明，

阿拉伯国家固有的政治和经济积弊在

中东政局动荡 8 年后仍未得到足够缓

解，更谈不上根治。 因此，2011 年的中

东政局动荡作为阿拉伯历史转型中的

一个“长周期”还远未结束，类似的动

荡也还会重演。 （作者系上海外国
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所长）

”见文在寅时强调谈判解决朝核问题

美国总统特朗普 4 月 11 日在白宫

与到访的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会谈，再

次强调通过谈判解决朝核问题的重要

性， 并表示 “不排除举行第三次美朝峰

会”。但美韩在是否部分取消对朝制裁等

问题上仍有分歧。

不同意部分解除对朝制裁

特朗普在与文在寅共同会见记者时

表示， 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于 2 月底

在越南河内举行的第二次“金特会”谈得

很好，“很有建设性”。他表示在朝核问题

上不会急于求成，若有条件，他愿意再次

与金正恩举行第三次峰会，“这取决于金

正恩委员长”。

但特朗普同时表示， 不同意韩方提

出的部分解除对朝制裁的看法， 并表示

美方还有扩大制裁的选项， 但因为考虑

到他与金正恩委员长的关系而没有这样

做。 特朗普还暗示， 一旦实现半岛无核

化，“我会大力支持朝鲜， 而且韩国、日

本、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也会提供帮助”。

此前， 韩国方面一直建议由韩朝重新开

启开城工业园区，开放金刚山旅游。

3 月 22 日， 特朗普在推特上表示，

他决定取消美国新一轮涉朝制裁。 而在

解释特朗普撤销制裁原因时， 白宫发言

人桑德斯说：“特朗普总统喜欢朝鲜领导

人金正恩，他认为这些制裁没有必要。 ”

特朗普还指出， 美国不介意韩国对

特定人道主义援助与朝鲜进行商讨，“坦

白说， 我觉得韩国可以向朝鲜提供粮食

和其他支援”。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4 月

10 日曾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上表示 ，

“关于解除对朝制裁，我们想留点余地。”

特朗普还坚持其此前提出的半岛无

核化“大交易”的主张，不过表示可以分

阶段逐步进行，“可能先达成许多小规模

协议”。

文在寅近期将推进韩朝峰会

文在寅表示， 河内峰会并不是一次

令人失望的峰会，而是一次“为实现更大

协议的过程”。他强调必须保持朝核问题

的对话节奏， 向外界释放第三轮美朝首

脑会谈的信号。 文在寅还强调韩国与美

国在半岛无核化的最终状态和目标上的

看法“完全一致”，并承诺继续紧密合作。

韩联社报道称， 韩国青瓦台国家安

保室室长郑义溶会后发布新闻公报介绍

会谈结果。公报称，两国领导人就实现半

岛完全无核化和构建永久和平机制的共

同目标交换意见。文在寅强调，特朗普两

次与金正恩举行会谈， 积极参与解决半

岛问题， 为朝鲜停止核导试验等推动半

岛局势取得进展发挥了“核心作用”。 特

朗普则高度评价文在寅缓解半岛军事紧

张气氛和改善韩朝关系，为实现最终、完

全、可验证的无核化营造环境发挥“主导

作用”。

文在寅表示近期将推进举行韩朝首

脑会谈，特朗普表示，希望韩方通过举行

韩朝首脑会谈或是进行韩朝接触掌握朝

方立场并尽快将其通知美方。 特朗普强

调，他与金正恩的对话之门始终敞开。文

在寅还表示，将与特朗普紧密合作，使下

次朝美首脑会谈成为无核化谈判过程的

又一个里程碑。 文在寅还邀请特朗普早

日访问韩国，特朗普对此表示感谢。

尽管美韩领导人对朝核问题表示乐

观， 但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朝鲜问

题专家车维德表示， 在河内峰会未取得

预期成绩的情况下，特朗普为确保 2020

年总统大选取得成功， 不会轻易冒险与

金正恩再度举行峰会。 蓬佩奥 10 日表

示， 特朗普政府正致力于通过谈判解决

核僵局，“我们会坚持下去”。

（本报华盛顿 4 月 12 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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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中民

■本报驻华盛顿记者 张 松

4 月 11 日 ，

在苏丹喀土穆， 士

兵们聚集在街上。

新华社发

曾高呼我爱“维基揭秘”的特朗普称对此“一无所知”

随着厄瓜多尔总统莫雷诺宣布终止

向 “维基揭秘” 创始人阿桑奇提供外交

庇护， 英国警方 11 日将其逮捕， 阿桑

奇在厄瓜多尔驻英国大使馆近 7 年的庇

护戛然而止。

对于阿桑奇被捕一事， 俄美反应不

同。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对此进行

严厉的谴责。 她表示， 阿桑奇被捕的方

式是对其人格尊严公开和粗暴的漠视。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呼吁， 希

望阿桑奇的全部权利都可以得到尊重。

曾在 2016 年竞选期间高呼我爱

“维基揭秘 ” 的特朗普则保持 “无知 ”

的态度 ， “我对 ‘维基揭秘 ’ 一无所

知， 这不是我的事。” 他还强调， 阿桑

奇是否被引渡回美国取决于司法部长。

■本报记者 吴雨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