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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津巴布韦民盟政权在 ２０００ 年实施 “快车道” 土地改革

之后, 在多方因素影响下与西方国家关系逐渐恶化, 遭到来自美西方的

严厉经济制裁。 随着经济制裁延续, 津巴布韦经济和民生受到严重影

响, 民盟执政合法性受到挑战。 然而, 虽然经济制裁造成严重的政治经

济社会危机, 迫使民盟不得不在政治制度改革方面做出重大调整并分享

权力, 但是危机并未从根本上动摇民盟的执政根基。 民盟政权能够在危

机中保持政治稳定与其权力合法性的基础密切相关: 从解放战争起至实

现独立后塑造的 “反帝反殖” 意识形态合法性是其政治稳定的保障,
并在制裁危机中不断被强化; 庇护政治下的社会资源分配制度与 “向东

看” 政策下的国际合作成为其绩效合法性的来源; 选举制度保障了其执

政的程序合法性。 三种权力合法性基础构成民盟执政合法性的来源, 缓

解了制裁对政权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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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０ 年独立之后, 在穆加贝政权领导下, 津巴布韦在政治、 经济、 军事、
外交、 文教各领域取得很大成就, 一跃成为 “非洲的榜样”。 经历十年快速发

展, 在苏东剧变及民主化改革浪潮的影响下, 津巴布韦展开了系列政治经济变

革, 建立多党制, 实施经济结构调整, 推行经济自由化, 但由于改革措施严重脱

离实际且过于激进, 国家经济陷入泥潭, 社会矛盾激化, 工人运动、 学生运动不

断, 复员老兵和争取民主变革运动 (简称 “民革运”) 作为新的政治势力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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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 “经济制裁与反制的网络化分析———以津巴布韦
为例” (编号 ＳＫ２０２２００９)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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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 (简称 “民盟”) 面临巨大的执政危机。 为

突破内政外交困局, 穆加贝政权于 ２０００ 年开启 “快车道” 土地改革, 对自 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以来实施的土地重新安置计划进行激进化改革, 将解决土地问题作为

巩固执政地位的关键方案。 但由于改革触动了白人农场主利益, 加之穆加贝政府

实施的停止经济结构调整、 打击反对派、 谋求连任等系列变革措施引发西方国家

不满, 津巴布韦与西方国家关系逐渐恶化。 自 ２００２ 年起, 美国①、 英国②、 欧

盟③、 澳大利亚④、 加拿大⑤等国相继以 “民主” “人权” 为名, 对津巴布韦实

施经济制裁, 包括实行个人制裁、 贸易制裁、 金融制裁、 武器禁运、 资产冻结和

旅行限制等。 虽然西方国家强调只是定向制裁, 不针对津巴布韦民众, 但由于受

到次级制裁和其他国家过度追随的影响, 西方制裁已具有全面制裁的重要特征,
给津巴布韦带来巨大负面冲击。⑥ 制裁导致津巴布韦国际发展环境恶化, 国内通

货膨胀加剧, 民盟执政合法性受到挑战。 迫于内外压力, 津巴布韦在 ２００９ 年组

成联合政府, 并于 ２０１３ 年制定和通过新宪法, 依照宪法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
民盟再次开启一党执政局势。 ２０１７ 年, 在长期积累的政治、 经济、 社会危机叠

加下, 穆加贝被迫辞职, 姆南加古瓦继任总统, 领导民盟继续执政。 美国将民盟

执政视为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威胁, 因此继续对津巴布韦实行经济制裁。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拜登政府针对津巴布韦制裁方案作出重大调整, 终止自 ２００３ 年以来实施的

针对津巴布韦局势的紧急状态, 但仍保留 ２００１ 年出台的 «津巴布韦民主与经济

恢复法案» 的有效性, 并将包括姆南加古瓦总统在内的 １１ 名个人和 ３ 家实体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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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制裁名单, 旨在重新确定制裁目标并使用新的法律政策工具以提升制裁效

果。①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美西方国家对津巴布韦实施了长达 ２０ 多年的经济制

裁, 企图削弱民盟执政领导力,② 但是至今民盟依然在国内保持执政党地位及政

治稳定。 那么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反制裁与保持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如何?
在西方制裁压力下, 民盟为何能够维系执政党地位和政治稳定, 学界对此有

多种观点: 一是持制裁方视角, 从制裁的强度、 方式、 影响范围等方面探讨制裁

有效性。 有学者认为, 制裁产生的经济压力不一定能传导为政治压力, 制裁措施

未得到有效实施是重要原因。③ 二是持目标国视角, 讨论目标国的政体形式、 国

家自主性、 社会政治心理学视域下国家与社会的关联等因素对制裁效能的影响。
例如有学者认为民盟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使其具有凝聚国内认同的意识形态优

势, 西方制裁反而成为民盟团结民众一致对外的因素。④ 三是持第三方视角, 认

为第三方与目标国的经济合作是导致制裁失败的关键原因, 例如津巴布韦得到南

部非洲国家尤其是地区大国南非的支持, 以及积极与其他非西方国家开展国际合

作, 有助于其缓解制裁压力。⑤ 既有研究鲜有从权力合法性角度讨论制裁压力与

政治稳定的关联, 而事实上在津巴布韦案例中, 经济制裁的根本逻辑在于通过制

造经济困难和发出舆论信号, 试图使执政党在国内及国际社会失去政治认同从而

丧失权力合法性。 因此, 确保权力合法性, 保障政权稳定是民盟对内对外政策的

根本出发点, 也是理解其在极端压力下维持政治稳定的切入点。 为更好探讨这一

问题, 本文试图以学者赵鼎新提出的权力合法性来源的三种分类为分析视角,⑥

探讨民盟政权维系其意识形态合法性、 绩效合法性及程序合法性的表现、 方式及

特征, 以期对民盟在西方制裁压力下的应对策略与逻辑有更加深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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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制裁背景下津巴布韦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

政治稳定与民主化是政治发展的核心主题, 这与二战后世界政治发展的实践

密切相关。 随着建立在自由主义基础上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确立, 西方国家自身

民主化实践的成功以及相关政治思想的发展, 为把民主化推广至第三世界国家提

供了理论与现实依据。 然而, 民主化浪潮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水土不服, 带来深层

次政治危机, 致使政治稳定成为诸多发展中国家在民主化道路上遇到的重要难

题, 也因此成为政治发展研究中的重要命题。 政治稳定与政权稳定在现象层面具

有高度一致性, 政权稳定通常是政治稳定的表征, 而政权不稳定并非意味着丧失

政治稳定性。 依据亨廷顿对政治稳定的定义, 政治稳定具有秩序性和连续性的特

点, 是否存在一个合法公共性秩序非常关键, 相较之下, 政权稳定则更加强调执

政者的稳定, 即不存在执政领导人非正常更迭。① 在津巴布韦案例中, 民盟在严

厉的制裁压力下维持了政权稳定, 执政权在民盟内部交接, 同时政治体系内并未

出现强有力的政治反对力量, 政治体系未发生根本改变, 体现了政治稳定性。

(一) 经济制裁、 政治稳定与权力合法性

依据亨廷顿的观点, 影响政治稳定的主要因素在于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
其中, 影响政治参与的主要因素包括经济发展、 国家治理绩效、 政治认同等, 而

政治制度化水平则包括政府权威、 政治吸纳能力、 政党制度和政治改革策略等方

面。 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民众政治参与的需求, 而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相互

作用关系, 即政治制度化水平是否能够与政治参与需求相适应, 决定了政治是否

稳定。 从权力合法性的角度来说, 政治稳定的内在力量是政治认同, 而政治认同

的核心与本质问题是政治合法性问题。② 权力合法性构建如果能够满足政治参与

和政治制度化需要, 政治认同就能增强, 政治稳定性得到巩固。 韦伯从社会心理

学的角度对权力合法性进行了分类, 即传统合法性、 魅力合法性和法理合法性,
为分析合法性的不同面向提供了可能性。 赵鼎新在韦伯的基础上对权力合法性的

分类进一步完善, 根据其来源分为意识形态合法性、 绩效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
意识形态合法性对应的是价值观体系, 包括世俗与宗教的意识形态; 绩效合法性

·０３·

①

②

赵付科: « “政权稳定” 概念探讨»,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 第 １７ 页。
杨绘荣、 张静: «动态性与实践性: 政治认同与政治稳定、 政治参与的逻辑联系———兼论
政治认同的功能»,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第 １３１—１４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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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是国家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 程序合法性强调合法性来源于一套被有能力

影响政治过程的群体所广泛接受的政治程序。① 三种合法性是权力合法性的三个

最本质面向, 并且互相影响关联, 共同构成一个国家合法性的来源。 这一分类方

法为研究权力合法性提供了细致的分析框架。
经济制裁是西方国家在二战后频繁使用的、 被视作介于外交谈判和军事手段

之间的、 成本收益最大化的对外政策工具。 从发展演变轨迹来说, 经济制裁经历

了从全面制裁走向定向制裁, 并且呈现高频次、 多领域、 多方参与及未经联合国

授权的单边主义等特征。 经济制裁的逻辑在于, 通过施加经济压力迫使目标国改

变其政策行为, 甚至动摇颠覆目标国政权, 其中的关键在于动摇政府权力合法性

的根基。 从这一逻辑出发, 经济制裁发挥有效性的传导机制如下:
一是制造绩效合法性困境。 制裁国通过经济制裁手段切断目标国政府重要的

对外经济联系, 增加国内经济压力, 造成民众的剥夺感上升, 民众要求更多的政

治参与机会改变现状, 从而对执政党治理能力形成更高要求。 执政党如果不能处

理好社会资源分配问题, 缺乏足够的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 那么经济压力可传导

为更大的政治压力。 尤其在达不到相应的政治制度化水平以及缺乏有效治理措施

的情况下, 经济恶化会引发社会运动及反对力量崛起, 从而动摇政治体系, 影响

目标政权的执政地位。
二是破坏意识形态合法性。 制裁国通过经济制裁发送威慑信号以及舆论信

号, 破坏目标政权的政治认同。 一方面通过制裁对目标政权及第三方国家发出威

慑信号, 达到以最小成本迫使目标政权改变政治行为及维护霸权政治经济秩序的

目的; 另一方面通过将 “民主” “自由” 等制裁借口写入对外政策文件, 并尽可

能发起制裁联盟形成多边制裁压力的方式, 争取目标国民众和反对力量以及国际

社会的舆论支持, 动摇目标政权的政治认同基础。
三是在绩效合法性与意识形态合法性来源缺失的情况下, 民众可以通过选举

机制推翻目标政权, 从而实现目标国政权更迭。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世界各国

相互依赖不断加深, 给霸权国家提供了破坏某一特定国家经济网络的物理基础。
对于对外依赖程度较高、 经济结构脆弱的发展中国家而言, 经济制裁破坏了国家

经济发展的正常环境, 加大了政府经济治理的难度, 使得政府难以为公众提供足

够的公共产品及合理的资源分配, 由此面临绩效合法性挑战。 同时, 制裁方通常

将目标政权作为 “民主化” 的反面并实施域外长臂管辖, 制造国际社会舆论,
合理化制裁动机, 破坏目标政权意识形态合法性。 最后, 在民主化框架下质疑目

标政权获取权力的程序合法性, 并赋予目标国可能发生的社会运动以 “道义”

·１３·

① 赵鼎新: «国家合法性和国家社会关系», 第 １６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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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名, 通过广泛的政治参与需求效应推动政权更迭。

(二) 经济制裁与民盟的权力合法性挑战

２０００ 年 “快车道” 土地改革之后, 津巴布韦遭到来自美、 英、 欧盟、 加拿

大等多方经济制裁。 从表面上看, 穆加贝政府针对白人农场主的激进改革措施侵

犯了私有产权, 严重侵犯人权, 是引发制裁的诱因。① 但从深层原因来说, 殖民

遗产下的经济结构和种族主义问题在津巴布韦国家建构中导致日益尖锐的矛盾,
迫使穆加贝政府进行改革而引发针对白人的种族主义问题, 意味着对西方构建的

“自由民主” 秩序形成挑战, 加之穆加贝政府此后对内外开展日益激进的改革,
触动西方利益而引起西方警惕。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 美国参议院通过 «津巴布韦民主

和经济恢复法案», 并于 ２００２ 年起对津巴布韦实施制裁, ２００３ 年美国总统发布

ＥＯ 第 １３２８８ 号行政命令启动定向制裁。② 制裁措施除针对穆加贝总统等政治精

英和企业实体的旅行限制、 资产冻结外, 还包括多边金融制裁手段, 限制津巴布

韦从国际社会融资。 ２００２ 年欧盟以践踏人权和选举舞弊为由开启对津巴布韦制

裁,③ 后于 ２０１４ 年取消, 但仍维持武器禁运措施。 加拿大于 ２００８ 年通过 «特别经济

措施法 (津巴布韦) 条例»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ｃｔ (Ｚｉｍｂａｂｗ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对津巴布韦相关个人及实体展开制裁。 ２００２ 年津巴布韦被中止英联邦成员国资

格, ２００３ 年津巴布韦直接宣布退出英联邦。 虽然姆南加古瓦总统表示有重返英

联邦的意愿, 但是英国脱欧后在制裁问题上并没有让步, 而是继续扩大对津巴布

韦制裁, 包括经济贸易制裁、 停止部分技术援助、 移民制裁、 武器禁运等。④ 另

外还有其他国家如瑞士、 新西兰、 澳大利亚等, 均对津巴布韦实施制裁。 持续的

多方制裁对津巴布韦政治经济社会造成强烈冲击。

·２３·

①

②

③

④

关于西方为何对津实施经济制裁, 学界有多种论述, 分为制裁方视角与被制裁方视角,
后者总体认为 “快车道” 土地改革是引发制裁的一个重要事件, 代表性观点参见 Ｈｅａｔｈｅｒ
Ｃｈｉｎｇｏｎｏ,“ Ｚｉｍｂａｂｗｅ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 Ｌｉｎｇｏ’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ｅｅｓ,” ｐ. ６７; Ｔａｐｆｕｉｗａ Ｊａｍｅｓ Ｋａｔｓｉｎｄｅ, “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Ｚｉｍｂａｂｗｅ (２０００ － ２０２０),”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 ６,Ｎｏ. ７,２０２２,ｐｐ. ２５３ － ２５９.
“Ｅ. Ｏ. １３２８８ Ｚｉｍｂａｂｗ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ｓｓｅｔ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ａｒｃｈ １０, ２００３, ｈｔｔｐｓ: / / ｏｆａｃ.
ｔｒｅａｓｕｒｙ. ｇｏｖ / ｒｅｃｅｎｔ － ａｃｔｉｏｎｓ / ２００３０３１０,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１５,２０２４.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２００２ / １４５ / ＣＦＳＰ,”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 / ｒｅｇｉｏｎ / ｚｉｍｂａｂｗｅ /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１５,２０２４.
“ Ｚｉｍｂａｂｗｅ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Ｋ,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ｕｋ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ｚｉｍｂａｂｗｅ －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 ｚｉｍｂａｂｗｅ －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１５,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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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经济发展受阻, 人道主义危机加剧

２００１ 年美国出台的 «津巴布韦民主和经济恢复法案» 所列出的制裁工具中,
金融制裁是对津巴布韦经济影响最大且最为严厉的手段。 美国通过冻结资产、 切

断津巴布韦与国际金融机构的业务往来, 把津巴布韦排除在世界金融体系外, 致

使其经济发展受阻, 进一步加剧国内民生困境。
首先, 制裁打击了津巴布韦宏观经济。 津巴布韦无法向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如

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非洲开发银行等融资或贷款, 外部资金来源被截

断, 国际收支情况恶化, 债务居高不下, 对外支付拖欠从 １９９９ 年的 １. ０９ 亿美元

上升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５４ 亿美元, 超过公共担保外债的 ７０％ 。 长期资本流入下降, 国

内企业预算赤字增加, 就业机会减少, 通胀高涨, 大量熟练劳动力流失, 阻碍经

济可持续发展, 民生公共产品供给受到巨大影响。 同时, 由于无法使用国际支付

系统, 国内民众难以获得侨民汇款, 企业发展受限。 而缺乏直接投资和市场, 导

致农业、 矿业等关键部门无法发展基础设施, 工业产能利用率大幅下降。① 据不

完全统计, 自 ２００２ 年起美国等少数国家的非法制裁给津巴布韦带来至少 ４２０ 亿

美元的经济损失, 并使津巴布韦经济萎缩了 ４０％ 。②

其次, 制裁阻碍了津巴布韦支柱产业的良性发展。 由于美国对津巴布韦农

业、 制造业、 大型矿业公司、 商业银行、 对外贸易公司等关键产业部门和相关机

构实施制裁, 津巴布韦产业发展难以获得外部资金支持, 进一步加剧了经济脆弱

性。 农业发展受到资金短缺、 农业物资缺乏的影响, 生产大幅下滑, 从南部非洲

的 “面包篮子” 变为每年需要大量进口粮食维持民众基本生计的国家。③ 制造业

长期处于负增长或低速增长状态, 工业化指数在非洲国家中排名从 ２０１０ 年的第

２６ 位下滑至 ２０２１ 年第 ３２ 位。④ 采矿业面临海外市场收缩、 融资困难、 被迫以低

价向国际市场出口矿产品等困境。
再次, 制裁对津巴布韦社会民生造成严重影响。 由于难以获取融资支持, 民

生水平大幅度下降。 虽然西方国家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 但援助并不能直接促进

长期经济发展, 援助数量和领域也很有限。 此外, 在制裁影响下国际发展援助机

构往往迁移至他国, 与津巴布韦民生相关的粮食、 清洁水资源、 教育、 医疗卫生

·３３·

①

②

③
④

“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Ｚｉｍ,Ｒｅｇｉｏｎ,” Ｔｈｅ Ｈｅｒａｌｄ,１１ 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ｈｅｒａｌｄ.
ｃｏ. ｚｗ / ｉｍｐａｃｔ － ｏｆ －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 ｏｎ － ｚｉｍ － ｒｅｇｉｏｎ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１７,２０２４.
ＺＡＮＵ － ＰＦ,Ｔａｋｉｎｇ Ｂａｃｋ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ｄｉｇｅｎｉｓｅ,Ｅｍｐｏｗ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ｒｅａｔ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２０１３,ｐｐ. ４９ － ５１.
李新烽: «津巴布韦: “面包篮子” 逐渐变空», «人民论坛» 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 第 １１１ 页。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２２,”ｐ. ３０,ａｆｒｉｃａ＿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２０２２＿ｅｎ － ｗｅｂ. ｐｄｆ (ａｆｄｂ. ｏｒｇ),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０２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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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领域受到巨大冲击。①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联合国专员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的记

者会上表示, ２０ 多年来美英等西方国家对津巴布韦实施的单方面制裁对该国经

济造成毁灭性影响, 侵犯了津巴布韦人民的人权, 包括生命权、 食物权、 健康

权、 发展权、 受教育权以及经济和文化权利。 此外, 相关制裁措施使津巴布韦政

府无法获得足够资金用于维护基础设施、 投入社会福利事业, 从而对该国民众特

别是弱势群体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影响, 加剧了津巴布韦本已存在的经济危机和

人道主义危机。②

２. 国际舆论环境恶化, 国内政治认同受到考验

除胁迫、 约束等功能外, 经济制裁还具有信号功能,③ 即制裁方通过制裁措

施向国内外传递一个或多个信号, 以达到改变受制裁方行为的目的。 这些信号包

括宣告不满、 向联盟国家明确政策意图、 向国内选民传递维护国家利益和价值观

的信息, 同时制裁行为还可能激化受制裁国国内政治不满和异议,④ 壮大政治反

对派力量等。⑤

美西方国家通过将经济制裁合法化、 合理化对津巴布韦施压, 其中一个重要

方面涉及意识形态的 “污名化”, 使经济制裁充分发挥其信号功能。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美国国务卿赖斯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上把津巴布韦与古巴、 缅甸、 朝

鲜、 伊朗、 白俄罗斯共同列为 “暴政前哨” 六国。 有学者评论指出, 这一举措

将恐怖与 “暴政” 挂钩, 试图通过打击 “暴政”、 推进 “自由” 等美国传统价值

观, 为美国占领意识形态高地作准备, 凸显其制裁、 打击他国的正义性。⑥ 与此

同时, 美国的盟友英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及欧盟等纷纷将制裁的动机与 “民
主” “自由” “人权” 等价值观捆绑起来, 为制裁津巴布韦动机的合理化制造广

泛的国际社会舆论。
美西方制裁也成为津巴布韦国内政治反对派借以反对执政党民盟的明确政治

信号。 反对派民革运崛起, 成为改变津巴布韦政治格局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 民

革运自 １９９９ 年成立后, 打着 “民主” “自由” “人权” “变革” 等旗号, 抨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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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政权, 并不断发展壮大, 成为民盟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对手, 与其展开意识形态

的认同竞争。 ２００８ 年津巴布韦举行总统、 议会和地方政府联合选举, 在两轮选

举后穆加贝才宣布获胜, 但是反对党民革运拒绝承认选举结果, 两派支持者爆发

冲突, 引发国内政治危机, 民盟政治认同受到极大考验。 美西方试图推动联合国

安理会通过制裁决议草案, 进一步加深执政党与反对派之间的对立, 津巴布韦政

治危机持续加剧。
３. 民盟执政受到挑战, 与反对党分享政治权力

随着制裁压力增加, 国内反对派势力不断壮大, 民盟同时面临国际舆论的讨

伐与围攻, 不得不与反对派展开对话谈判并分享权力。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民盟与民

革运签署谅解备忘录,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达成权力分享协议,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双方组成联

合政府, 开始了联合执政的任期。 但是到 ２０１３ 年, 津巴布韦公民投票通过新宪

法, 举行新一届大选, 最终民盟赢得选举, 重回一党执政的局面。 新宪法对总统

任期做出明确限制, 规定总统任期为 ５ 年, 连任不超过两届, 同时对继任、 罢免

总统及总统豁免权做出规定。 此外, 宪法强化了议会权力, 设立了宪法法院, 要

求警方与军方在选举中必须保持中立, 并加强对妇女政治、 社会权利的保障。 这

些措施可被视为民盟政权在内外压力下权力合法性受到直接挑战后各方斗争与妥

协的结果。

制裁压力下民盟政权实现政治稳定的核心维度

在制裁压力下, 外部经济政治环境恶化, 津巴布韦原本存在的政治经济矛盾

更加突出, 反对势力崛起, 经济民生水平大幅滑坡, 人民对改善民生的要求增

强。 在几次总统选举中, 反对派不接受选举结果, 选举暴力事件层出不穷, 对民

盟政权稳定造成破坏。 然而, 从长时段来看民盟政权仍然保持了政治稳定性, 具

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统治集团内部稳定。 津巴布韦通过武装斗争获得国家解放独立, 民盟是

领导军队赢得抗争胜利的关键力量。 从穆加贝到姆南加古瓦, 对军队的掌控以及

得到老兵力量的支持构成民盟掌握核心政治权力的重要基础与手段。 为反抗白人

种族主义政权, 民盟与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 (简称 “人盟”) 联合起来组成

“爱国阵线”, 并促成兰开斯特大厦制宪会议召开, 最终实现民族独立。 津巴布

韦独立后, 穆加贝政权实行民族团结政策, 推动民盟与人盟两党合并, 缓解绍纳

族与恩德贝莱族之间的矛盾, 并完成军队整编, 确保国家稳定。 在遭受制裁环境

下, 民盟被迫与反对派分享权力并组建联合政府。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穆加贝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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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姆南加古瓦领导民盟继续执政, 掌握党政军大权, 并在意识形态上与穆加贝

时期保持一致。
二是反对势力无法对民盟政权构成威胁。 从社会环境来看, 跟大多数非洲国

家一样, 津巴布韦现代化进程缓慢, 经济社会结构呈二元状态, 城乡差异明显,
民盟争取的政治力量主要为农民、 老兵等社会阶层。 土地改革强化了农民、 老兵

等重要社会力量对民盟政权的支持。 同时, 经济制裁截断了外部资金来源, 阻碍

了企业发展, 现代化对社会领域的冲击有限。 此外, 民族主义叙事贯穿于国家独

立到建构过程中, 政治两极分化现象严重, 反对党必须站在民盟的对立价值立场

争取权力, 自由主义立场成为反对党的必然选择。① 然而在两党联合执政期间,
反对党并没有体现出务实的执政倾向和更佳的执政绩效, 加之自由民主价值观未

能胜出民族主义价值观, 成为其在选举中败北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是民盟得到非西方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 虽然制裁使得津巴布韦被美西方

孤立, 但是积极的对外政策让其能够在国际环境中寻求战略平衡与支持。 有学者

认为, 民盟采取 “向东看” 战略, 积极与亚洲国家友好往来, 有利于抵消制裁

的不利影响, 同时在制裁的话语权上, 民盟强调单边制裁干涉了国家自主选择发

展道路, 这为津巴布韦争取到广大南方国家的同情与支持。② 在制裁立场上, 包

括中国在内的许多非西方国家、 非洲区域组织明确表示, 美西方对津巴布韦的制

裁是非法的单边制裁。 中国在多个外交场合表示坚决反对任何单边制裁, 坚定支

持津巴布韦人民反对外部干涉、 走自主发展道路, 郑重呼吁美西方国家尽早解除

对津巴布韦的非法制裁。 在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中国政府发布的 «新时代的中非合作»
白皮书中, 积极推动解除针对非洲国家不合理的单边制裁是一项重要内容。 与此

同时, 非盟、 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等组织也对津巴布

韦表示支持。 例如, ２０１０ 年南非总统祖马在欧盟—南非峰会期间呼吁西方国家

解除对津制裁, 这是因为 “制裁不仅破坏了哈拉雷通往政治和解的道路, 也伤害

了南非”③。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轮值主席宣布 １０ 月 ２５ 日为反对津巴布韦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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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团结日。① 非盟委员会主席马哈马特强调非盟的立场为: “长期以来要求立即

无条件解除对津巴布韦共和国机构和个人的制裁。”②

民盟能够维系政权稳定, 说明其权力合法性仍然具有较为坚实的基础。 制裁

压力是权力合法性来源可能发生变化的重要变量, 民盟在制裁压力下更是需要巩

固其权力合法性。 就权力合法性来源的构成而言, 绩效合法性、 意识形态合法性

和程序合法性是权力合法性来源的主要组成部分, 分别对应不同的民众政治认知

模式。 绩效合法性指国家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 当绩效合法性成为最重要的权力

来源时, 工具理性在民众政治思维和行为模式中占据上风。 意识形态合法性指对

某种价值观和信仰的尊崇, 是对韦伯的传统合法性及魅力合法性概念的合并。 当

意识形态成为最重要的权力来源时, 价值理性占据上风。 程序合法性是对韦伯法

理合法性的补充, 指法律和行政原则之外的一些被广泛认可的政治程序, 比如民

主选举和各种在政治过程中被广为遵循的潜规则等。③ 当程序理性成为最重要的

权力来源时, 形式理性占据上风。 三种合法性来源在不同时期的重要性有所

不同。
基于上述分析框架, 本文认为在经济制裁压力下, 国家提供公共物品及调动

资源的能力下降, 绩效合法性无法作为重要的合法性来源, 因而在社会资源分配

上有倾向性。 与此同时, 国家转向寻求强化意识形态合法性, 创造主流价值观,
以团聚民众并达成共识, 高度的意识形态合法性能够弥补绩效合法性不足的缺

陷。 此外, 业已形成的民主选举程序成为执政合法性的依据。 形式上的正当性保

证了执政者统治的合法性, 满足了大众政治参与的需求, 同时降低了绩效压力。
基于上述, 民盟维系权力合法性的维度如下。

(一) 强化意识形态合法性以塑造政治认同

民盟从民族解放斗争中获得建立在革命基础上的历史合法性, 在独立之后穆

加贝不断强化国家建构的民族主义叙事, 加强民族团结与政治认同。 反帝反殖的

民族主义话语一直贯穿于国家建构过程, 并在遭受制裁背景下不断强化, 突出西

·７３·

①

②

③

Ｍｏｓｅｓ Ｍｉｃｈａｅｌ － Ｐｈｉｒｉ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Ｃａｓｓｉｍ,“ＳＡＤＣ Ｃａｌｌｓ ｆｏｒ Ｌｉｆｔｉｎｇ ｏｆ ａｌｌ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Ｚｉｍｂａｂｗｅ:
１６ － ｍｅｍｂ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Ｂｌｏｃ Ｓａｙｓ Ｍｏｖｅ ｗｏｕｌｄ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Ｓｏｃｉｏ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Ａｎａｄｏｌｕ
Ａｊａｎｓｉ,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６,２０２１,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ａ. ｃｏｍ. ｔｒ / ｅｎ / ａｆｒｉｃａ / ｓａｄｃ － ｃａｌｌｓ － ｆｏｒ － ｌｉｆｔｉｎｇ － ｏｆ － ａｌｌ －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 ｏｎ － ｚｉｍｂａｂｗｅ / ２４０２７９７,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２７,２０２４.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ｓ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ｆ Ｌｉｆｔｉｎｇ ｏｆ ａｌｌ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Ｚｉｍｂａｂｗｅ,”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５,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ａｕ. ｉｎｔ / ｅｎ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２０２３１０２５ / ａｕｃ － 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ｓ － ｃａｌｌ － ｌｉｆｔ － ａｌｌ －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 ｚｉｍｂａｂｗｅ,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２７,２０２４.
赵鼎新: «国家合法性和国家社会关系», 第 １６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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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与津巴布韦对立的价值观, 进而将反对派塑造为民族主义阵营的敌人, 争夺意

识形态阵地。
首先, 革命斗争历史为执政党提供了历史合法性。 通过革命历史, 穆加贝在

党政军内部塑造了极高的个人权威, 对军队的领导权赋予他实质性权力和政权支

持。 穆加贝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老兵资质, 不仅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起就为其赢得

广泛民意, 独立之后革命历史叙事更加赋予穆加贝政权以政治权威, 并不断塑造

强化政权的合法性。 穆加贝与解放斗争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 成为政治认同的

纽带与符号。① 例如, 津巴布韦独立后城市中的街道、 机构、 城镇中心系统地、
大规模地重新命名, 以穆加贝和解放战争英雄的名字代替殖民者的命名, 将政治

意识形态融入社会建构。② 同时, 革命斗争也成为民盟推进民族融合的工具。
２０１７ 年姆南加古瓦执政后, 其参与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背景使得执政合法性得

到继承。
其次, 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是民盟构建政治认同的基础。 在与南罗德西亚白人

政权斗争过程中, 津巴布韦的民族认同整体觉醒, “黑人解放” “种族平等” 等

民族主义话语成为津巴布韦官方意识形态和政治动员的重要旗帜。 独立初期, 民

盟政权实行以公平增长为目标的过渡性国家发展规划, 带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 为避免莫桑比克的悲剧重现, 津巴布韦的社会主义发展规划在保留白人特

权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并提供教育、 卫生等公共产品, 国家发展迈上良性轨道。 独

立后十年, 津巴布韦种族矛盾凸显, 在英国未能兑现承诺提供土地资金支持的情

况下, 民盟加速了土地重新安置计划, 开启 “快车道” 土地改革, 赢得广大农

民和复员老兵的支持。 在西方制裁背景下, 穆加贝将制裁描述为帝国主义行径,
强调土地问题是殖民者遗留下的社会不公正问题, 以及突出新殖民主义对非洲的

经济剥削, 通过民族主义叙事话语, 穆加贝将自身塑造为第三世界争取解放的领

导者之一, 并将国内危机的矛盾焦点转移至国际体系层次。③ 同时, 在对待反对

党的态度上, 穆加贝多次指责民革运是西方殖民主义的代理人, 将反对党塑造为

破坏国家主权的卖国者。 例如在 ２００２ 年选举前后, 穆加贝政府声称民革运得到

·８３·

①

②

③

Ｓａｂｅｌｏ Ｊ. Ｎｄｌｏｖｕ － Ｇａｔｓｈｅｎｉ,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ｕｇａｂｅ’ ｓ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ａｒ Ｃｒｅｄｅｎｔｉａｌｓ: ＺＡＮＵ － ＰＦ’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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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ａ. ｂｏｅｌｌ. ｏｒｇ / ｅｎ / ２０１４ / ０２ / ０３ / ｒｏｂｅｒｔ － ｍｕｇａｂｅｓ －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ｗａｒ － ｃｒｅｄｅｎｔｉａｌｓ － ｚａｎｕ － ｐｆｓ －
ｗｉｎｎｉｎｇ － ｃａｒｄ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３０,２０２４.
Ｚｖｉｎａｓｈｅ Ｍａｍｖｕｒａ,“‘Ｌｅｔ Ｕｓ Ｍａｋｅ Ｚｉｍｂａｂｗｅ ｉｎ Ｍｙ Ｏｗｎ Ｎａｍｅ’:Ｐｌａｃｅ Ｎａ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ｕｇａｂｅｉｓｍ
ｉｎ Ｚｉｍｂａｂｗｅ,”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Ｖｏｌ ４０,Ｎｏ. １,２０２０,ｐｐ. ３２ － ３９.
Ｐａｒｉｃｋ Ｂｏｎｄ ａｎｄ Ｍａｓｉｍｂａ Ｍａｎｙａｎｙａ,Ｚｉｍｂａｂｗｅ’ ｓ Ｐｌｕｎｇｅ:Ｅｘｈａｕｓ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Ｈａｒａｒｅ:Ｗｅａｖｅｒ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ｐ. １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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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的支持, 旨在阻挠土地改革, 建立一个傀儡政府以维护白人利益。① 民

盟政权还非常注重发动群众力量塑造公共舆论与共识, 调动民众反对制裁的民族

主义情感。 ２０１１ 年, 民盟发起第一次全国性反制裁请愿运动, 超过 ２００ 多万人

签名, 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 １ / ６。 ２０１９ 年, 民盟发起第二次反制裁请愿, 姆南加

古瓦总统主持此次请愿活动。 虽然上述请愿活动未产生实际效应, 但在一定程度

上强化了津巴布韦民众对于外部 “敌人” 存在及威胁的感知, 起到调动民众

“团结在旗帜下” (ｒａｌｌｙｉｎｇ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ｆｌａｇ) 的民族主义效应。
再次, 民盟积极开展民族主义外交争取国际支持。 独立之初, 穆加贝阐述了

津巴布韦对外政策原则, 强调 “国家主权平等” “实现社会主义、 民主和平等社

会” “所有民族拥有自决和独立权” “非种族主义” “不结盟和国家间和平共处”
五项基本原则。② 这几项原则被视作集民族主义、 泛非主义、 爱国主义、 反帝国

主义、 多边主义、 不干涉主义等特征为一体的复合型政策立场。③ 本着这一外交

立场, 民盟十分注重捍卫国家主权独立完整, 并在周边外交中维护自身利益和泛

非主义原则。 例如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津巴布韦派国防军保护莫桑比克贝拉走廊

免受南非白人政权袭击, 坚定反对南非种族隔离政策。 在英国拒绝承担土地历史

责任以及西方开启针对津巴布韦的定向制裁后, 民盟一方面对外强调要坚定捍卫

主权, 把不屈服的斗争比作 “第三次解放战争”, 是民族独立斗争的延续; 另一

方面秉持反帝反殖主义、 泛非主义原则与第三世界国家拓展经济政治往来, 并得

到许多国家和区域组织在反制裁立场上的支持。 ２００８ 年美英试图强制推动联合

国安理会通过针对津巴布韦制裁的决议草案, 遭到中国、 俄罗斯否决, 致使美国

未能通过联合国使其单方面制裁合法化。 同样, 津巴布韦也在联合国等多边国际

场合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反对美西方干涉他国内政的霸权行为, 例如津巴布韦坚

定支持中国政府在新疆、 西藏、 台湾等问题上的立场, 反对美西方的霸权主义

行径。

(二) 通过庇护政治下的社会资源分配及扩展国际合作获取绩效合法性

除意识形态合法性, 制裁环境下如何利用有限资源改善经济环境和民生则更

·９３·

①

②

③

Ｍａｒｋ Ｄａｎｉｅｌ Ｊａｅｇｅｒ, “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Ｒａｌｌｙｉｎｇ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ｉｎ Ｚｉｍｂａｂｗ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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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ｌ. ９５,Ｎｏ. ３８４,２００６,ｐｐ. １７５ － １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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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关键, 这涉及民盟长久执政的政治根基。
其一, 土地分配是民盟巩固绩效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实现独立后, 民盟一直

致力于开展土地重新安置计划以解决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白人农场主与黑人农民

之间不平等的二元土地所有制问题。 独立初期, 穆加贝政府将占全国人口 ８０％
的农村列为发展优先地区, 重视农业生产, 大力改善农民生活。① 但多方因素影

响下土地重新安置进展缓慢, 仅有 １１％ 的白人农场主土地被分配, 黑人民众对

土地的需求远得不到满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 土地问题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
黑人农民、 复员老兵对白人特权日益不满, 对土地诉求日益强烈, 加之民革运与

白人农场主及英国形成统一战线开展修宪斗争, 津巴布韦政治格局出现重大转

变, 民盟政权面临生存考验。② 通过赋予黑人农民以及复员老兵以土地, 实现以

土地资源换取政治忠诚, 既能够使民盟获得政治合法性, 也是其绩效合法性的体

现。 至 ２００９ 年, 津巴布韦农业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共有 ６２１４ 个农场总面积为

１０８１. ６ 万公顷的土地被政府征收。③ 有学者评论, “快车道” 土地改革之后, 白

人的大型农场被黑人小农场替代, 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的社会政治关系。④ 通过

这些举措, 土地资源分配的受益者成为拥护穆加贝政权的重要力量。
其二, 向支持者和关键产业部门倾斜资源以巩固权力。 民盟利用执政党地

位, 将资源分配作为政治工具倾向民盟政权的支持者。 研究表明, 虽然土地分配

纠正了长期以来殖民历史遗留的种族不平等问题, 但是也具有明显倾向性, 即倾

向那些与执政党有密切关联的政治精英和军队成员, 而一旦这些成员被逐出阵营

将失去农场和财产。⑤ 除土地分配外, 矿产、 粮食、 农业基础设施等资源分配也

存在同样的庇护政治现象。 例如, 矿产部门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 ２００８
年的 ３. ２％上升至 ２０１２ 年的 １３％ ,⑥ 成为津巴布韦的主导产业, 民盟给大型矿业

公司优惠条件, 允许其直接获得外汇并有权在国外开展金融交易, 取缔非法采矿

等, 这使得矿业部门成为支持民盟的重要社会基础。⑦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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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传华: «津巴布韦独立与发展道路»,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 第 １４６ 页。
沈晓雷: « “快车道” 土地改革与津巴布韦政治发展», «国际政治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
第 ６９—７５ 页。
沈晓雷: « “快车道” 土地改革与津巴布韦政治发展», 第 ７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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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ｕｇｌａｓ Ｍｐｏｎｄｉ,“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ｎｅ Ｍａｎ Ｒｕ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ｔｒｏｎａｇｅ ｉｎ Ｚｉｍｂａｂｗ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Ｖｏｌ. ３,Ｎｏ. ８,２０１５,ｐ. ５１４.
Ｓｈｏｗｅｒｓ Ｍａｗｏｗａ, “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Ｃｒｉｓｉｓ,Ｍ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Ｚｉｍｂａｂｗ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ｈｅｇｕｔｕ Ｍｈｏｎｄｏｒｏ Ａｒｅａ,”ＰｈＤ Ｔｈｅｓｉ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ＫｗａＺｕｌｕ － Ｎａｔａｌ,２０１３,
ｐ. ７６.
Ｂｒｉａｎ Ｒａｆｔｏｐｏｕｌｏｓ,“Ｔｈｅ ２０１３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Ｚｉｍｂａｂｗｅ: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ａｎ Ｅｒａ,”ｐ. ９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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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 对外实施 “向东看” 政策, 积极发展外部合作拓展市场和贸易。 在

长期受到制裁环境下, 津巴布韦经济形势不断恶化, 穆加贝提出 “向东看” 政

策, 积极发展与亚洲国家如中国、 印度、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合作, 有

利于津巴布韦拓宽国际市场, 扩大贸易合作渠道, 尤其是与中国友好合作关系全

面发展为其减小制裁压力起到了积极效应。 中津合作自 ２００３ 年以来进入快速发

展期, 目前中国已成为津巴布韦第一大投资国和第二大贸易合作伙伴, 中津贸易

额从 ２００３ 年的 １. ９７ 亿美元上涨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１３. １ 亿美元。① 中国向津巴布韦出

口产品主要为机电、 化工、 高新技术产品, 合作领域涉及经贸、 旅游、 农业、 基

建、 矿产等。 ２０１９ 年, 中国在津巴布韦投资存量近 １９. ３４ 亿美元, 涉及农业、
矿业、 制造业、 建筑业和服务业等。 中国还通过提供援助、 赠款、 出口信贷和优

惠贷款以及经济技术支持, 促进津巴布韦经济社会发展, 这为津巴布韦应对美国

制裁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 民主选举程序保障执政合法性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政治民主化浪潮在非洲大陆逐步推进, 一些非洲国家政治

体制也开始向民主化转型, 受西式民主体制和价值观影响, 建立竞争性多党选举

制度和实现程序性民主成为非洲国家执政党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美国出台的 «津
巴布韦民主和经济恢复法案» 明确将选举符合民主化标准作为实施制裁的政治目

标之一。 在此意义上, 民盟执政合法性与民主选举程序密切相关, 即执政党是否

由民主选举产生决定其执政地位是否合法。 从津巴布韦选举历史来看, 程序性民

主选举结果保障了民盟的执政党地位, 这成为其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总体来看, 津巴布韦政治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 １９８０—

１９９２ 年, 民盟谋求建立一党制时期; 第二阶段为 １９９２—２０００ 年, 民盟主导下的

多党民主化时期; 第三阶段为 ２０００ 年以后, 民盟与民革运两党并立时期。②

第一阶段, 民盟通过选举成为执政党, 不断强化政治主导地位, 最终确立了

一党制统治。 独立之初, 根据兰开斯特大厦制宪会议达成的共识, 津巴布韦实施

议会共和制。 １９８０ 年 ２ 月, 津巴布韦举行独立大选, 民盟获得 ６２. ９％的选票和

５７ 个议席, 以压倒性胜利战胜人盟成为执政党。 选举结束后, 为推动民族和解

和政治稳定, 穆加贝政府最初推行民族团结政策, 将人盟成员纳入内阁。 然而,
随着两党矛盾加剧, 穆加贝政府逐步放弃了这一政策, 试图通过对人盟施加军事

压力使其并入民盟。 １９８７ 年, 经过多轮谈判, 民盟与人盟达成合并协议, 并明

·１４·

①
②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津巴布韦», 中国商务部, ２０１９ 年, 第 ２６ 页。
沈晓雷: «中国与津巴布韦友好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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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以建立一党制政府为目标。 两党合并后, 民盟进一步巩固了其在议会中的绝对

优势, 最终建立了事实上的一党制统治。
第二阶段, 尽管面临反对派的挑战, 民盟执政合法性在多党制和民主化浪潮

中依然得到巩固。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 受多党民主化浪潮影响, 民盟宣布从一党

制转变为多党制, 允许反对党合法存在, 这一时期共有 １４ 个反对党活跃在津巴

布韦政治舞台上。 然而, 这一转变并未动摇民盟的执政地位, 在 １９９６ 年的总统

选举中, 民盟仍以 ９２. ７６％的高票率胜出, 凸显其在选举中的主导地位。 虽然这

次选举的投票率仅为 ３１. ８％ , 体现出公众政治参与热情并不高, 但形式上选举

机制仍然保障了民盟的执政党地位以及对政治权力的控制, 反对党难以与民盟形

成分庭抗礼之势。
第三阶段, 民盟的执政合法性在多次选举中反复受到挑战, 但民盟仍然通过

选举机制和政治调整维持了执政党地位。 ２０００ 年, 穆加贝主持的宪法草案公投

遭到民革运反对而失败, 标志着民盟与反对派之间政治斗争加剧, 津巴布韦政治

格局进入两党并立时代。 在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０８ 年总统选举中, 民革运与民盟的选票

差距较小。 尤其是 ２００８ 年大选, 穆加贝首轮仅获 ４３. ２％的选票, 被迫进行第二

轮选举, 民革运领导人茨万吉拉伊以受到暴力威胁为由退出选举, 最终穆加贝胜

出。 然而, 选举后津巴布韦与西方国家关系全面恶化, 国内政治局势动荡, 多重

压力下民盟不得不与民革运分享权力, 组建联合政府。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 民盟面

临的政治挑战更多为内部权力之争, 随着穆加贝年事渐高, 接班人问题成为民盟

内部纷争的焦点, 最终导致穆加贝辞职。 在 ２０１８ 年大选中, 姆南加古瓦以

５０. ８％的得票率当选总统, 继续保持民盟的执政地位。 通过调整执政策略, 姆南

加古瓦成功稳定政局, 进一步巩固了民盟的执政合法性和主导地位。 尽管民盟被

指控通过操控选举委员会、 控制选民名单、 复杂化城市选民投票机制并加大有利

于自身的舆论宣传等方式影响选举结果, 但从形式上看民盟执政合法性仍然通过

选举机制得以确立。

津巴布韦政治稳定面临的挑战

１９８０ 年至今, 民盟执政长达 ４０ 多年, 成为非洲国家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政

党之一。 即便面临严厉的制裁, 民盟仍然通过各种策略维系了政权稳定, 巩固了

执政合法性基础。 然而, 随着经济制裁长期持续, 民盟的经济治理空间被压缩,
意味着如果绩效合法性不能兼顾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 那么意识形态合法性在

长时段将经受考验, 继而通过选举实现政权更迭是有可能发生的。 民盟面临的考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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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包括民族主义政治的矛盾性、 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的挑战以及政治民主化浪潮

的影响等方面。

(一) 民族主义二元性问题

民族主义二元性体现在它既是通过统治阶层自上而下创建形成, 也需要民众

自下而上接受与认同。 民族主义是津巴布韦实现独立和国家建构的意识形态和政

治动员工具。 在革命中, 民族主义的作用在于将 “帝国” 与 “被压迫者”、 “白
人” 与 “黑人”、 “殖民者” 与 “被殖民者” 二元对立起来, 国家、 民族的概

念, 黑人性等身份政治在西方这一 “他者” 的镜像中产生, 形成自上而下的津

巴布韦国家—民族政治认同, 广泛调动革命力量。 然而在国家建构中, 民族主义

又遭遇二元性困境。 排他性的民族主义是造成国家分裂的重要因素, 民盟虽然在

独立之初采取了积极的民族和解政策, 促进绍纳族与恩德贝莱族和解, 但是主要

代表绍纳族利益的民盟无法从根本上兼顾主要代表恩德贝莱族利益的人盟, 恩德

贝莱人的政治不满与日俱增。 在穆加贝政权实施民族高压政策之后, 尤其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古库拉洪迪事件” 之后, 津巴布韦党派—民族纷争与矛盾并没有

消失, 社会整合并没有彻底完成。 虽然姆南加古瓦上台后采取了一些民族和解措

施, 但解决民族矛盾十分考验政治智慧和治理能力, 短期内难以见效。 此外, 在

经济制裁导致外部环境恶化的条件下, 民盟以社会资源分配换取政治支持的做法

可能进一步加剧民族矛盾, 威胁国家认同与政治稳定。

(二) 经济治理困境

津巴布韦经济在结构调整期间已经开始显露危机, 土地改革及本地化政策体

现了给黑人经济赋权的特征, 对社会资源进行重置, 改变了殖民主义遗留的经济

结构, 但在制裁压力下, 经济关系上的庇护主义现象更为突出。 通过有限资源笼

络政治支持短期来看使得民盟能够稳定政治局面, 原因在于制裁压力下城市化进

程不足, 工会力量萎缩和城市人口数量较少, 非正规就业增多, 城市力量缺乏足

够的社会资源通过社会运动推动政权更迭, 农村依然是民盟的重要阵地。 然而,
长期来看, 制裁带来的外部环境变化, 加上内部经济结构脆弱化与经济治理水平

不足, 将使民盟执政能力受到严峻考验。
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 津巴布韦经济一直处于下滑态势, 这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

家实现广泛的经济增长情况形成对比。 从表现来看, 津巴布韦经济结构单一, 产

业化水平较低, 导致其严重依赖矿产资源, 如钻石和黄金等初级商品出口, 容易

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 同时, 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较低, 从 １９９２
年的 ２６. ９％下降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１. ７％ , 而非正规就业在总就业中占比较高, 大量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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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依赖非正规经济谋生, 贫困率上升成为普遍现象。① 由于土地改革和本土化

政策过于激进, 津巴布韦经济还面临储蓄负增长和投资低迷问题。 此外, 财政和

债务管理不善、 腐败、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退化等问题均比较突出。 民盟的经济

治理效能既受到殖民历史遗产的制约, 也与其治理方式、 自身管理及制裁环境密

切相关。
首先, 殖民统治遗留的种族不平等经济结构加剧了社会矛盾, 也为民盟开展

有效的经济治理制造了二元困境。 独立初期, 民盟推行 “增长与公平” 政策取

得了一些成果, 但为实现经济增长, 民盟不得不保留白人经济活动, 难以有效缩

小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经济差距, 这引发黑人的强烈不满。 为解决突出的种族矛

盾, 民盟开展土地重新安置计划, 但其进程缓慢最终未能有效解决经济与社会不

平等问题。
其次, 民盟激进的经济治理方式打击了本土经济。 无论是 “快车道” 土地

改革, 还是本土化政策, 均因实施方式过于激进而产生负面影响。 “快车道” 土

地改革大量征收白人农场主土地, 而获得土地的黑人又缺乏足够的技术与经验,
再加上农业基础设施落后和农业投入不足, 津巴布韦农业生产大幅度下滑。 而本

土化政策要求外资股权过度让渡, 严重影响了津巴布韦吸引外资的能力, 导致制

造业和采矿业低迷。 民盟庇护政治下的资源换忠诚等腐败问题也成为制约其治理

能力的重要因素。
再者, 美西方制裁严重恶化了津巴布韦发展所需的金融经贸环境。 美国冻结

民盟政权 “破坏民主机制” “侵犯人权” “参与腐败” 的相关机构、 个人及其直

系亲属的财产及财产性权利, 禁止向制裁对象提供实质性的协助、 赞助或财务、
物资、 后勤、 技术支持, 对违反制裁规定者处以高额罚款,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 世界银行、 非洲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行使投票权和否决权, 否决津巴布

韦提出的任何有关信贷、 融资、 减免债务等申请, 使得津巴布韦与国际金融市场

隔绝, 对其商业金融部门造成严重打击。 津巴布韦商业银行在其他地区几乎没有

代理银行, 而其他国际银行因担心制裁而不得不谨慎处理与津巴布韦的金融往

来。 同时, 金融制裁对津巴布韦的国际合作也造成负面影响, 例如对在津巴布韦

的中资企业来说, 使用美元进行结算可能面临受到美国金融系统监控并扣留资金

的风险, 中资企业可能时常面临津巴布韦企业无法通过金融系统履约、 偿还贷款

等问题。 目前民盟政府正积极出台政策减少金融制裁对其经济合作的干扰, 比如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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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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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多种货币结算, 改革创新贸易、 支付、 清算系统, 加强对加密货币、 区块

链、 金融科技之类的创新研究等。

(三) 政治民主化挑战

有一种很普遍的观点认为, 制裁下的津巴布韦政治民主化发生了严重倒退,
选举暴力、 人权侵犯、 公民政治参与空间被压缩等行为屡见不鲜, 体现了国家专

制主义。① 但是, 在笔者看来, 西方制裁依然推动了津巴布韦政治民主化进程,
政治民主价值的诉求在未来将成为民盟政权稳定的挑战。

制裁对津巴布韦政治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首先, 推动

了 ２００９ 年两党联合政府形成和权力分享。 在制裁压力下, 津巴布韦经济社会矛

盾日益突出, 反对势力迅速崛起, 反对党民革运的力量在西方支持下不断壮大,
以 “民主” “自由” “人权” “变革” 等旗号抨击穆加贝政府, 并在选举中获得

许多议席, 与民盟分庭抗礼。 迫于反对派势力及国际社会压力, 民盟不得不与民

革运组成联合政府。 在此后的历次选举中, 民革运成为影响津巴布韦政治的一支

重要力量。
其次, 在制裁背景下, 民盟巩固政治权力的方式依然是在宪法框架下进行。

为了谋求执政合法性, 民盟与反对党的斗争通过修改宪法或是全民公投的方式进

行, 而非采取超出宪法的手段, 也没有改变多党制和竞争选举等程序安排。 例如,
在土地改革问题上, 民盟于 ２０００ 年开启宪法修正草案, 强调对白人征收的土地不

再予以赔偿, 之后民盟还通过一系列土地征用修正法案, 如 «农村土地占用者

(保护不受驱逐)法» [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 Ｏｃｃｕｐｉｅｒｓ(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Ｅｖｉｃｔｉｏｎ) Ａｃｔ], 使农

场占用合法化, 该法案被裁定为符合宪法规定。② ２０１３ 年, 津巴布韦制定新宪法

并通过全民公投, 宪法对总统任期、 总统豁免权、 议会权力都做出特别规定。 反

·５４·

①

②

Ｍｕｓｉｗａｒｏ Ｎｄａｋａｒｉｐａ,“Ｚｉｍｂａｂｗｅ’ 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ｅｌｔｄｏｗｎ:Ａｒｅ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Ｒｅａｌｌｙ ｔｏ Ｂｌａｍｅ?”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４４, Ｎｏ. ２, ２０２１, ｐｐ. ９５ － １２０; Ｊａｎ Ｇｒｅｂｅ, “ 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Ｚｉｍｂａｂｗｅ,”Ａｆｒｉｃａ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Ｖｏｌ. ４５, Ｎｏ. １, ２０１０ ,ｐｐ. ３ － ２９; Ｈｅａｔｈｅｒ Ｃｈｉｎｇｏｎｏ,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 Ｐａｎａｃｅａ ｔｏ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Ｇｏｏ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Ｚｉｍｂａｂｗ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ｒｋ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Ｖｏｌ. ９, Ｎｏ. １, ２０１０, ｐｐ. １９２ － ２１６; Ｍａｒｋ Ｄａｎｉｅｌ Ｊａｅｇｅｒ, “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Ｒａｌｌｙｉｎｇ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ｉｎ Ｚｉｍｂａｂｗ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２９,
Ｎｏ. ３,２０１６,ｐｐ. ９５２ － ９６９; [津巴布韦] 荷娜: «强制外交和极权主义体制———评估经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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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派与西方国家质疑津巴布韦宪法及法律法理正当性, 因为从广义的法治来看,
国家必须依法行事, 法律也必须符合公正、 公平、 被普遍接受的原则, 但是从狭

义的法治来看, 政府如果按照规定法律行事, 那么就是法治, 无论其内容如

何。① 这也成为民盟始终将法律作为维护权力及国家治理的关键工具, 以及反对

西方制裁的重要依据。

结　 论

津巴布韦作为对外经济依赖程度非常高的脆弱国家, 以权力合法性为角度研

究其应对经济制裁压力的手段与策略, 为我们分析经济制裁与政治稳定的关联提

供了一个重要框架。 民盟政权能够在严厉的制裁环境下维持政治稳定与民族主义

政治认同, 以有限的社会资源换取政治忠诚并积极拓展国际经贸合作以应对经济

困境的绩效合法性, 以及以宪法和选举手段为支撑的程序合法性密切相关, 这三

个维度相互关联, 相互作用。 在绩效合法性严重缺失的情况下, 程序合法性与意

识形态合法性来源显得更为重要。 程序合法性是执政党维系执政地位的前提, 而

意识形态合法性建立在价值理性基础上,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制裁环境下执政

党在经济绩效上的不足, 因为意识形态合法性激发了民众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

义, 反而成为津巴布韦克服困难、 实现民族团结的重要基础。 然而, 随着经济制

裁时长延续, 民盟未来仍将在上述三个维度面临不同程度的困难与挑战, 这极大

地考验着民盟的执政能力。

(责任编辑: 陈雅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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