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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苏丹武装部队和苏

丹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围绕

苏丹首都喀土穆和其他多个大城

市的武装冲突引起国际社会的广

泛关注。冲突已经造成巨大的财

产和人员损失，引发人道主义灾

难。在中东地区走向和解的大背

景下，苏丹的武装冲突引发外界

对该地区局势更多的思考。5月11

日，在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斡旋

下，苏丹冲突双方在沙特西部城

市吉达签署协议，就一些基本原

则性问题达成共识。双方表示应

尊重苏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避

免冲突对平民造成伤害。但是，

对于该协议能否达到预期效果，

外界仍持保留态度。

萨赫勒地区动荡和冲突的缩影

事实上，如果从更大的地

理范围和更长的历史维度观察，

苏丹本次武装冲突不过是多年来

萨赫勒地区动荡和冲突的缩影。

萨赫勒地区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

和北非马格里布地区之间，横跨

整个非洲大陆，涉及的国家包括

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马里、

布基纳法索、尼日尔、乍得、苏

丹和厄立特里亚等国。自2010年

中东北非局势出现动荡以来，该

地区多数国家的安全问题逐渐外

溢，冲突频生，导致经济发展受

到很大制约。

自2012年马里北部部族发生

武装冲突、军人发动政变之后，

马里局势一直处于动荡之中。虽

然在法国介入后国家整体形势有

所好转，但国内的问题并未得到

根本性解决。围绕其国内政治安

排，2022年马里受到西非共同体

的制裁；又由于“瓦格纳”集团

的介入，马里与法国分道扬镳，

法国退出了在马里十多年的维

和。布基纳法索在2022年发生两

次政变，且恐怖袭击频繁，目前

已经成为萨赫勒地区恐怖活动高

度活跃地区。乍得则因为国家正

处于权力交接期——原国家领导

人代比身故，其子小代比执掌大

权，局势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尼

日尔政局虽然稍显稳定，但2021

年以来也经历了两次（不成功

的）政变，并面临恐怖袭击的威

胁。而苏丹在近十来年里先是上

演南北分家、而后又陷入内战的

局面。萨赫勒地区局势长期动荡

不安，导致经济十分落后，以上

几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都不足1000美元，位列世界最不

发达国家行列，而南苏丹的人均

GDP只有300多美元左右。

更令人悲观的是，东萨赫勒

地区的动荡已经和传统上“非洲

之角”地区的安全问题和外交冲

突合流，与埃塞俄比亚内战、苏

丹-埃塞俄比亚-埃及三国之间的

尼罗河水资源争端以及红海海事

安全等问题交织，造成“东萨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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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武装冲突爆发后，大批

苏丹难民逃往南苏丹。图为

南苏丹温塔乌（Wuntha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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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非洲之角地区”的安全形势进

一步恶化，危害了非洲和中东地

区的安全和发展。

殖民历史造成经济分隔

萨赫勒地区频发动荡和冲

突，与其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北非

地区动荡的政治环境不无关系。

萨赫勒地区即使在非洲也属于自

然环境比较糟糕的地区。降水偏

少且不均衡，过度的放牧和砍伐

森林造成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气

候变化则让该地区本已不堪忍受

的自然环境更加雪上加霜。与此

同时，萨赫勒地区的人口增长迅

速，使得该地区对外部政治和经

济环境的变化极为敏感。十多年

前的重大地缘政治动荡、最近几

年新冠疫情导致的经

济停滞和乌克兰危机

引起的国际能源粮食

价格上涨，更加加剧

了该地区的不稳定。

实际上，作为

一个整体，萨赫勒地

区的发展条件并非

一无是处。非洲三大

水系中有两条河流途

经该地区，尼日尔河

及支流流经马里、尼

日尔和布基纳法索，

尼罗河流经苏丹和南

苏丹，为这些国家带

来丰富的水利资源。

萨赫勒地区不少国家

还拥有矿物资源，如

金、铁、铀和其他有色金属，以

及石油、天然气等。萨赫勒地区

的政局动荡和经济落后，与该地

区的长期割裂有着重要关系。

众所周知，非洲大陆在历史

上曾长期遭受西方的殖民统治。

在非洲被殖民统治时期，西方殖

民者为了争夺势力范围和“地

盘”，在划分非洲国家边界时并

没有依据当地的历史人文传统和

经济联系，相反对其进行了割

裂。萨赫勒地区又是语言、文化

和宗教的交汇地带，二战之后的

民族解放运动使得该地区的“殖

民边界”获得“民族国家”边境

的法律地位，这又反过来刺激了

内部语言、部族和宗教差异的

“政治化”。今天萨赫勒地区的

种种政治纷争，包括马里内战、

苏丹分家、厄立特里亚独立等，

实际上都有语言和部族上的根

源。在民族意识分裂的国家中，

建设统一市场缺乏基本的政治基

础，而这是造成该地区经济发展

停滞的重要因素之一。

殖民历史对今天萨赫勒地区

的经济分隔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萨赫勒地区历史上大致形成法属

殖民地（乍得以西国家）和英

属殖民地（苏丹和南苏丹），厄

立特里亚曾是意大利殖民地。如

今，尼日尔以西的国家从属西非

经济共同体，乍得从属中非经济

共同体，而苏丹、南苏丹和厄立

特里亚在传统意义上属于东非国

家。从以上看，萨赫勒地区的殖

民历史造成了当今该地区的经济

整合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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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萨赫勒地区内陆国

林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

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殖民时代的

随意分隔在萨赫勒地区制造了过

多的内陆国，冷战后厄立特里亚

独立和原苏丹分裂又造成新的内

陆国。在全球化时代，内陆国在

经济发展方面受到的制约显而易

见。目前，除一些地处欧洲的内

陆国以外，还没有其他地区的内

陆国人均GDP达到一万美元。

而同属萨赫勒地区的塞内加尔和

毛里塔尼亚，因其在大西洋拥有

出海口，政治经济情况则明显优

于该地区其他国家。相较沿海国

家，内陆国的资源开发和商品运

输成本更高，吸引国际资本和参

与国际贸易的难度更大。如果缺

乏有效的经济整合，内陆国则无

法进入国际产业链。尤其在萨赫

勒地区，内陆国众多还使得沿海

国失去了能够提供资源和人口的

腹地，可谓双输。

殖民历史与经济格局的分隔

导致并加剧了萨赫勒地区经济结

构单一的问题。这些国家的经济

往往以落后的农牧业为主，辅以

矿业，经济效率低下，容易受到

自然环境的影响。地缘政治的割

裂造成大型经济规划无法进行，

产业链难以延伸，本地劳动力不

能参与全球分工，农产品和资源

型产品难以得到深加工和增加附

加值。而资源在发展上的低效将

导致该地区国家对有限自然资源

的激烈争夺，而这种争夺又会和

语言、部族、宗教的差异形成

“共振”，使得安全局势进一步

恶化。

与中国合作促进了萨赫勒地区经

济整合

对于萨赫勒地区面临的安全

和发展问题，西方世界却不能提

供有效的解决方案。长期以来，

美国的对非政策以发展双边关

系为主，议题上更多关注援助、

反恐等。而欧洲国家虽然对整合

非洲地区经济发展有一定兴趣，

但无一例外地受到殖民时代形成

的语言和政治联系的影响。如英

国的非洲政策优先发展同非洲英

联邦国家的关系，而法国也因其

“法语非洲”的概念在政策上给

予法语国家以更多倾斜（法国推

动的“萨赫勒五国集团”只包括

法语国家），德国由于在萨赫勒

地区没有殖民地，则对在欧洲框

架下向地中海南岸投入资源持谨

慎态度。

我国与萨赫勒地区国家的

合作对促进当地经济的整合和发

展可圈可点。从上世纪90年代

中期开始，受原苏丹总统巴希尔

邀请，中国石油进军苏丹。中国

石油推翻了西方石油公司认为该

国缺乏具有商业开采价值原油的

结论，开发出了具有商业价值的

原油。同时，区别于西方石油公

司仅仅开发和出口上游资源的方

式，中国石油协助原苏丹在其首

都喀土穆建立了炼油厂和化工

厂，使得原苏丹不仅实现了石油

出口，还可以向周边国家出口成

品油和石化产品。中国石油通过

“上下游一体化”模式使原苏丹

建立了完整的石油工业体系，成

为非洲后发国家工业化的标杆。

在此之后，中国石油将在原苏丹

“上下游一体化”的开发经验复

制到乍得和尼日尔，也取得了成

功。中国和萨赫勒地区国家的能

源合作很好地解决了这些国家经

济整合和资源产品出口单一的问

题，使得原苏丹南部的原油可以

通过北部港口出口，同时带动北

部的石油中下游产业链的发展。

我国对萨赫勒地区经济发展所起

的作用给当地人民留下深刻印

象。在我国2013年“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后，萨赫勒地区国家积

极响应，目前该地区大部分国家

都已成为“一带一路”签约国。

此外，俄罗斯、印度和海

湾国家也逐渐加强了在萨赫勒地

区的政治经济存在。乌克兰危机

和中东地区“和解潮”的外溢效

应，必然会影响未来萨赫勒地区

的政治经济格局和发展走向，而

以能源转型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

新一轮工业革命也为后发地区制

造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无论外部

因素和初始条件如何，“发展中

的问题只能通过发展来解决”。

萨赫勒地区的经济能否实现长足

发展，关键还是取决于该地区能

否形成实现工业现代化所必须的

经济整合。

（作者为中国海油集团能源

经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