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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的中东民主治理: 以阿富汗为例
*

钮  松**

[内容提要] 欧盟作为新的国际行为体, 在新的历史时期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尤其是在中东地区的民主

治理。欧盟的中东民主治理体现出了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两种角色: 规范的角色和民事的角色, 而其民

主治理的动力、动机和方式无不根植于此并充满逻辑联系。阿富汗作为新的国际秩序下的破碎国家, 其政

治重建和民主化发展意义尤为重大, 欧盟以异于美国的战略将其纳入中东民主治理之下来促进。欧盟与阿

富汗的互动促进了欧盟规范在阿富汗的内化及该国民主化的发展, 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欧盟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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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欧盟的国际角色与民主治理

以苏联解体为标志的冷战的最终结束为

1648年以来国际社会长期奉行的 / 国际平衡0

打开了缺口, 虽然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全世界范

围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但一超多强的国际关系

新格局为 /国际平衡0 向 /全球治理0 的过渡铺

平了道路。全球治理与传统的国际关系理念有着

根本的不同,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行为体的构

成和行为方式。全球治理的行为体从传统的国家

延伸至 /世界政治经济机构0、/半正式政府间集

会0、/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的集合0、/私
立协会0、 /非政府组织0 和 / 跨国宗教组织0

等; 其行为方式在于 /各种行为体更多地协同处

理尤其在大量案例上微观处理不断增多的涉及政

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事务 ¹ 0。21世纪前后的

欧盟在新的历史契机之下参与全球治理, 形成了

非国家形态的唯一一极。关于欧盟的角色定位存

在许多纷繁复杂的定义, 主要包括规范性强权

( No rmat ive Power) 和民事强权 ( Civil Pow er,

Civilian Pow er o r Civilizing Pow er) , 两者建立

在不同逻辑基础之上, 前者体现了欧盟的价值与

原则, 后者体现了欧盟的行为方式。

欧盟 50余年来的发展历程首先便是遵循规

范和传播规范的过程, 将规范在欧洲普及化并进

一步期待在全球实现普世化。因为 /欧洲的建设

方式和它看待世界的方式之间存在一种强烈的位

似 ( homo thet ic) 关系。这是一个显著且基本的

起点。0 /规范性强权不仅是制定规范的力量。它

还是一个试图将它的标准转化成适宜那些接受它

们的国家 (规范接受者) 的国际规制º0。欧盟

的规范性强权角色现实来源在于两个方面: 首

先, 欧盟力图重塑国际关系的特性, 从价值与原

则的视野看待世界, 并将这些价值和原则作为规

范的组成部分, 这体现了其价值共同体的属性;

其次, 欧盟缺乏超强的军事实力进而缺乏强制性

的硬力量, 规范作为一种软力量在欧盟参与或建

立的多边或双边机制里能够发挥巨大的吸引作

用。欧盟从法德两国的煤钢联营发展至 20余成

员国的区域性组织显示了规范的力量, 欧盟与对

象国分别作为规范的传播者和接受者容易形成良

好的互动关系。与欧盟规范性强权相契合的便是

北欧斯堪的纳维亚的政治模式或曰政治强权,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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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模式的主要代表国家是瑞典, 它代表了欧盟的

/国际政治责任0, 它建立在 /福利模式和对联合

国体系的传统影响之上 ¹ 0。斯堪的纳维亚国家

/十分杰出地积极参与在欧盟理事会、联合国及
其会议与公约、帕尔梅和布伦特兰委员会以及最

近有关全球治理的委员会以推行普遍性和超国家

的规范º0。

欧盟的发展历程其次还表明其非暴力和经济

合作的基础和起点, 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经济

化的政治, 这些便构成欧盟的民事强权。民事强

权与军事强权相区别, / 欧洲作为 -民事强权.
的首要定义建立在从理论上证明将贸易政策视为

第一重要的对外政策因素具备合理性的托克维尔

式的观念上»0。虽然欧盟近年也加强了自身军

事力量的建设, 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作为 /贸易国
家0 的转型。欧盟自 20世纪 70年代开始便开始

了其多边主义和新地区主义的实践, 冷战后更是

加大了力度, 在进一步加大对中东欧国家吸收入

盟的同时, 还加强了与非加太国家尤其是邻邦国

家的双边和多边经济联系。理查德#罗斯克莱斯

于 1986年提出 / 贸易国家的兴起0 概念, 探讨

了 /商业0 与 /征服0 的关系。保罗 #肯尼迪则
在一年后提出了 / 大国的兴衰0, 探讨了 /经济

变迁0 与 /军事冲突0 的关系, 一定程度肯定了

经济的重要作用。但罗斯克莱斯显然比肯尼迪更

胜一筹, 他并非将经济与军事视为平面的互为相

关的要素, 而是将两者视为不同的观察国际关系

的逻辑起点, 从而由此衍生出 /贸易国家0 与

/军事政治国家0 的不同视野。罗伯特 #库特纳
( Robert Kuttner) 在 1990 年的一篇 5纽约时

报6 的评论文章中便指出: /罗斯克莱斯先生是

对保罗 #肯尼迪的畅销书 5大国的兴衰6 的一个

好的矫正。正如他所指出的, 国家通常从看似致

命的衰落中复苏, 尤其大战中的胜利者有时做得

很好, 假如它们有能力应对从驻防经济 ( garr-i

son economies) 到商业经济的及时转变的话 ¼。0

罗斯克莱斯在当时主要关注了美国和日本的发展

而几乎忽略了欧盟的前身欧共体。进入 21世纪,

欧盟的 /贸易国家0 角色越来越明显, 著名经济

学家达隆 # 阿齐默鲁 ( Daron Acemog lu) 等人

则在一篇报告中回顾了 /欧洲的兴起0 的 1500

- 1850年的历史经验, 认为 /欧洲的兴起主要

归因于受中世纪晚期机制相互作用和 -大西洋贸

易. 所提供的经济机遇所推动的资本主义的发

展 ½ 0。欧盟经历了数十年的经济聚合形成了一

种被称为 /欧洲堡垒0 的特惠贸易区, 其开始显

露的地区合作的政治兴趣与世界贸易机制的结合

便促使其向 /新重商主义力量0 的转型。与欧盟

的民事强权和贸易国家相契合的便是西德和日本

所代表的经济力量或经济模式, 在今日欧洲主要

代表是德国。

欧盟的政治模式 ( /规范性强权0、/斯堪的

纳维亚的欧洲0) 和经济力量 ( /民事强权0、/德

国的欧洲0) 共同构成了欧盟在 21世纪前后国际

角色的全部。 /民主是全球治理的核心, 它使用

卢梭、康德和伍德福 #威尔逊的术语¾ 0。欧盟

身处作为自由主义民主发祥地的欧洲, 继承了欧

洲早期的民主观念和历经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

启蒙运动洗礼的现代民主观念, 这些欧洲民主观

念在欧盟的运行过程中不断得到深化和发展。欧

盟的民主治理, 在欧盟制度层面, 民主是一种切

实的决策机制, 但其自上而下的政治精英主导型

的 /伟人创造政治0 使得欧盟的行政权过于集中

而欧洲议会相对虚化, 欧盟决策充满了成员国政

府间博弈而非扩大参与性的协商, 因而欧盟在此

层面存在着 /民主赤字0; 但在观念层面, 欧洲

追求的自然权利及随之而来的社会权利意识扭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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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一起, 即将人权 (主要是自由) 与民权 (参

与政治 ) 总体进行考察, 正如理查德 # 扬斯

( Richar d Youngs) 所言: /总体而言, 极少有证

据表明民主的不同 -领域. 之间即人权与民主议
程之间正在作真正的区分 ¹ 0。欧盟的民主治理

较好地回避了自身的民主赤字, 并在基础上有效

整合了欧洲民主观和欧盟民主观, 将观念民主而

非制度民主放在了首位, 这既符合欧盟自身的发

展现状又顺应了民主的逻辑。不仅如此, 欧盟还

开展了对 /欧盟有效的和民主的多层次治理的分

析0 的大量计划, 尤其是 2004年 7月至 2008年

6月开展的为期 4 年的 /连接欧洲治理英才网

络0 ( CONNEX)。2008年 8月, 由著名欧盟研

究专家贝娅特 # 科勒 ) 科赫 ( Beate Kohler -

Koch) 和法布里斯#拉哈 ( Fabrice Lar at ) 主编

的该网络系列报告第九卷 5欧盟的高效和民主治

理6 开篇便指出了民主对于治理合法性的重要

性, /民主的代表性和问责制, 均为合法治理的

完全基础º0。

二、欧盟中东民主治理的动力、动机与方式

欧盟的中东民主治理的动力、动机和方式都

根植于其参与全球治理的国际角色的定位, 即规

范性强权和民事强权的自身定位。动力、动机与

方式是一个有机整体, 欧盟的中东民主治理较好

的体现了这三者的逻辑联系。

欧盟作为规范性强权, 其全球治理的动力既

在欧盟本身又在规范本身, 而民主则是欧盟规范

的重要部分, 因而欧盟的中东民主治理动力主要

来源于三个部分: 欧盟本身作为有机行为体的动

力、 /规范0 的动力和 /民主0 的动力。第一,

欧盟作为政治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区域组织, 但

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有机生命体的兴衰过程存在

着某种的相似性。斯宾塞继达尔文进化论问世后

提出了 /社会达尔文主义0, 将社会中的竞争比
拟为自然界的弱肉强食, 他探究了自然竞争与社

会竞争的关系; 斯蒂芬 #夏平 ( Steven Shapin)

和西蒙 #谢弗 ( Simon Schaffer) 重新揭露哲学

家霍布斯与化学家玻意耳在 17世纪关于气体力

学的辩论, 探究了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的关系;

亚历山大#温特则借用量子力学原理来充实建构

主义理论, 探究了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关系。

尽管他们探究的具体领域有所不同, 但其逻辑起

点都是将社会行为体视为自然有机体, 而自然有

机体充满复制和遗传的动力, 从这个意义上, 欧

盟作为一个活的有机体, 也有着输出与提供国际

公共产品 (包括民主) 的动力。第二, /规范0

的动力。如马莎#芬尼莫尔和凯瑟琳 #斯金克所

言, 规范存在着 /生命的周期0, 即规范的 /兴

起0、/普及0 和 /内化0 的发展顺序»。欧盟作

为规范的倡导者具备合法性, 而规范本身的生命

周期的过程便是一种动力, 它同样需要具备合法

性的接受者将其内化。作为欧盟规范性强权重要

构成的民主规范更是具备全球推行的普适动力。

第三, /民主0 的动力。民主既是观念, 又是制

度, 而在观念与制度之间不可或缺的是民主的过

程或曰民主化的过程, 民主的过程也意味着民主

本身的动力。民主本身就是一个双刃剑, /一个

高度教育的、流动的和参与性的社会里内在的民

主动力本身0 也是有可能造成如美国那样 /民主

政府的脆弱性0 的 ¼。但民主作为一种全球遵循

的规范性力量, 其在世界包括中东地区的发展相

对于其他规范性力量而言更具力量, 正因为如

此, 中东地区一些集权君主国家和权威政治国家

面对本区域同质国家的民主进程充满压力, 正如

/ 5经济学家6 精英单元0 ( EIU) 通过统计数据

分析所得出的结论, /中东拥有基本自由与公正

的政治体系的国家和那些承受专制政权负担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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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之间正在扩大的 -民主鸿沟. 已经显现了出
来 ¹ 0。

欧盟的中东民主治理动机主要有三个来源:

欧盟与民主的关系、民主的效能与收益以及中东

伊斯兰民主的历史与发展现状。第一, 欧盟作为

中东民主治理的施动者从逻辑基础上意味着其对

于民主的信奉。欧盟的民主思想根植于以古希

腊、罗马文明为重要源头的欧洲文明和以历经变

革的对基督教义的认识为载体的基督教文明, 是

欧洲乃至整个西方文明价值观的核心组成部分。

正是在欧洲开展了人类较早的宗教改革、思想解

放运动, 出现了最早的共和政体和君主立宪的尝

试, 从思想观念到政治体制等领域都蕴含着早期

的民主观念。欧盟的聚合更重要在于地缘政治背

后深层的共同价值观念, 欧盟的政体形式的最初

原形便是法国国王亨利四世提出的 /大设计0。

作为推进中东民主治理施动者的欧盟因自身的民

主素养而有着传播民主思想的天然动机。第二,

民主的效能与收益意味着民主的现实作用和潜在

作用。观念的民主本身是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

尤其是欧盟民主观对于人权的极度重视有利于最

大限度保护作为个体的人的基本权利, 而制度的

民主则既是观念民主的外壳又是一种免于陷入无

政府主义的制约, 缺少观念民主土壤的社会引入

的民主外壳往往沦为专制的遮羞布或者产生 /劫

持的民主0, 欧盟十分注重观念民主在中东可能
的更大效能。民主对安全与和平的促进作用自康

德起便进行了经验主义的研究, 国际社会对于

/民主和平论0 也充满了争议。欧盟在 /李普塞
特假说0 的 /经贸促民主0 和罗斯克莱斯的 /经

贸促和平0 之间设置了作为中间步骤的 /民主0,

从而回避了对 /民主和平论0 的经验主义争论。

欧盟的规范性强权的实践使人们也意识到, /关
于 -民主和平. 的规范性解释为在理论上说明战

争与民主提供了一个好的起点º0。中东的地缘

政治和发轫于中东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在欧洲的本

土化使得欧盟有着维护自身安全的动机。第三,

中东伊斯兰教国家的因伊斯兰教义中具备的民主

精神和近代以来的民主实践而有着实现现代民主

的基础。作为欧盟民主治理的对象之一的中东的

民主基础为中东的民主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欧洲与中东之间一直存在着文明的交流和相互借

鉴, 其中也包括民主思想。从阿拉伯帝国百年翻

译运动引入大量欧洲典籍重新传入欧洲, 到如今

解决欧盟 /民主赤字0 的政治协商理念与伊斯兰

教的 /乌玛0 中历久弥新的 /舒拉0 (协商) 思

想的类比而可能的借鉴, 这些促使欧盟有着促进

与伊斯兰世界和平相处的动机。

欧盟作为民事强权的角色便意味着其中东民

主治理以经贸交流为主的行为方式, 主要包括经

贸合作和经济援助。欧盟前身欧共体虽然在 20

世纪 70年代前关注的重心不在中东, 但还是相

继与许多地中海沿岸国家签订了联系国协定或者

内容各异的双边贸易协定。自 20世纪 70年代以

来, 欧盟开始改善其与中东地区的关系并加大对

其关注力度, 1972年的巴黎峰会提出了 / 全球

地中海政策0 ( GM P) 的计划, 但 /最终全球地

中海政策被证实令各方失望0, /洛美模式的集体

依附被地中海 (欧共体) 非成员国 ( MNC) 完

全否决, 且欧共体 ) 地中海非成员国之间的谈判

最终仍为双边»0。进入 90年代, 随着中东局势

的剧变以及大量北非穆斯林移民欧洲, 欧盟于

1995年召开巴塞罗那 /欧洲 ) 地中海部长级会

议0, 发表的 /巴塞罗那宣言0 涵盖了经贸的章

节, 目标是在 2010年建成 /欧地自由贸易区0。

作为实践巴塞罗那进程所体现的整体政策和自由

贸易的 /地中海援助计划0 ( M EDA) 自 1997年

元月开始推行, 不仅如此, 欧盟还支持了 2004

年约旦、突尼斯、埃及和摩洛哥签署 /阿加迪尔

协议0 以加强中东区域内自由贸易的发展。2005

年, 巴塞罗那进程 /五年工作计划0 出台。法国

总统萨科奇则进一步提出了充满争议的 /地中海

联盟0 计划, 在经过该计划的调整后, /巴塞罗

那进程: 地中海联盟0 于 2008年 7月 13日的巴

黎峰会上正式成立。5地中海巴黎峰会联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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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6 称该联盟 /将是欧盟与这些国家双边关系
的补充0, 并提出了多个重点倡议包括 /地中海

商业发展倡议¹ 0。虽然欧盟与地中海之间在一

定程度超越双边关系模式, 但欧盟与海湾国家间

的经贸合作机制却发展相对滞后, 欧盟与海湾合

作委员会开始建立了合作关系。而欧盟与中东地

区除了地中海沿岸和海合会国家之外的伊拉克、

伊朗和阿富汗等国仍旧是传统的双边联系。从总

体看, 欧盟与中东国家的经贸关系, 就中东而

言, 行为者包括具体国家、国家组织; 就欧盟而

言, 行为者包括具体欧盟国家和欧盟本身, 其合

作关系多层次、立体化。欧盟与中东间当今的经

贸模式如同中世纪的欧洲政治一样, 其 /权威多

样且边界重叠0, /权威通过复杂的等级来组织0,

因而出现了一种赫德利 #布尔所言的 /新中世纪
主义0 的局面º。

三、欧盟中东民主治理: 阿富汗的实践

欧盟对于阿富汗的重新关注始于 2001 年

/ 9 # 110 事件之后, 这种关注不仅仅在于制造

/ 9 # 110 恐怖袭击的 /基地0 组织与阿富汗塔利
班政权的千丝万缕联系, 更在于阿富汗的关键性

战略地位和对于极端伊斯兰势力扩散的忧虑。阿

富汗北部与中亚的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

兹别克斯坦接壤, 东部和南部与南亚的巴基斯坦

接壤, 西部与中东的伊朗接壤, 甚至在最东部与

远东的中国有着 921 45公里»的陆地边界, 15世

纪之前便是连接欧洲、中东、印度和远东的贸易

中心和文化交流中心。19 世纪以来, 极具地缘

战略价值的阿富汗成为大国垂涎之地, 从 1838

至 1919年间爆发了三次大规模的英阿战争, 最

终阿富汗获得了独立。1979年至 1989 年, 苏联

入侵阿富汗并扶持傀儡政权, 阿富汗各反对派别

进行了 10年的抗苏战争。2001年 10 月, 美国

为首的联军进攻阿富汗, 旨在打击塔利班政权和

/基地0 组织, 但时至今日塔利班和 /基地0 组

织仍然存在并有卷土重来之势。传统上阿富汗国

家身份归属模糊, 虽然第 13届南亚区域合作联

盟接纳其为正式成员, 但由于阿富汗与 / 9# 110

恐怖袭击事件密切相关, 美国与欧盟更多将其纳

入大中东范畴进行考察, 阿富汗错综复杂的局势

与其连接中东、南亚、中亚乃至中国的战略地位

不无关系。

阿富汗虽然与欧洲相去甚远, 但塔利班和

/基地0 组织的极端伊斯兰势力易于假借其作为东

西南北的交通要道传播至世界各地, 欧洲本土的

极端伊斯兰势力就与藏匿于阿富汗的 /基地0 组

织联系密切, 阿布#卡达尔 ( Abu Qatada) 便被

誉为本#拉登 /驻欧洲精神大使0, 他于2008年6

月 17日在英国获释, 英国内政大臣雅克 #斯密斯

( Jacqui Smith) 就对 /法庭尽管在非常严格的条

件下给予阿布#卡达尔假释感到极度失望 ¼ 0。阿

富汗的最终和平稳定不在于武力的征服, 美国的

阿富汗战争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面对穆斯林势力

在欧洲的逐步壮大, 欧盟在阿富汗的民主治理首

先在于维护欧洲安全, 其次在于实现阿富汗的稳

定与繁荣, 并在此基础上弘扬欧盟的民主观念并

抵消美国的 /大中东民主计划0 带来的压力。由

于阿富汗长期的战乱以及塔利班政权时期的封闭

致使阿富汗经济凋敝, 欧盟主要采取了对其进行

经济援助为主的方式促进其民主化发展。

第一, 欧盟自阿富汗战争结束之后便加大经

济援助阿富汗支持其重建进程。欧盟委员会 20

世纪 80年代中期开始便由其设在巴基斯坦白沙

瓦的办公室与阿富汗开展了最初的联系, 90 年

代初便开始通过 / 人道主义援助办公室0

( ECHO) 对阿富汗进行援助。欧盟及其成员国

对于阿富汗重建的捐助金额占 2002 年东京会议

和 2004 年柏林会议所确立的 125 亿美元的

30%, 欧共体及其成员国在 2006 年的伦敦会议

上决心在今后再为阿富汗提供 24 亿美元 (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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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亿欧元) 的重建援助 ¹。欧盟委员会迄今出台

了 2份 /阿富汗国家战略文件0 ( CSP) : CSP

( 2003- 2006 年) 侧重初始阶段的基础设施建

设、建立新的政府机构和提供公共服务, 而

CSP ( 2007~ 2013 年) 则在前一份文件的基础

上确立了 6个关注的领域, 包括 3个焦点领域和

3个非焦点领域。3个焦点领域分别为农村发展、

治理和健康, 这与对伦敦会议确立的 /阿富汗契
约0 ( A fghanistan Compact ) 进行补充的临时

/阿富汗国家发展战略0 ( i- ANDS) 中规定的

优先领域相吻合, 3个非焦点领域分别为社会保

护、排雷行动和地区合作。欧盟第二个 CSP 的

目标在于促使国家稳定、处理毒品贸易, 使政府

有能力提供各种层次的服务, 建立法治和保障人

权, 以便在此基础上与阿富汗当局协作实现 /新
千年发展目标0 ( MDGs)。

第二, 欧盟开展与阿富汗的贸易关系。欧盟

与阿富汗的贸易交往始于塔利班政权垮台之后,

欧盟从阿富汗的贸易进口额从 2002- 2006 年分

别为 1900 万、5300 万、2600 万、2500 万和

3600万欧元, 所占欧盟总进口额除 2003 年为

01 01%外, 其余年份均低于此数; 欧盟对阿富汗

的贸易出口额从 2002- 2006年分别为 1亿 3300

万、1亿 8800万、2亿 5400万、3 亿 2300万和

4亿 1800万欧元, 分别占欧盟同年总出口额的

01 01%、01 02%、01 03%、01 03% 和 01 04%。
2006年, 阿富汗是欧盟排名第 156 位的进口伙

伴、第 112位的出口伙伴和第 129 位的贸易伙

伴, 而欧盟是阿富汗排名第 2位的进口伙伴、第

3位的出口伙伴和第 2位的贸易伙伴º。阿富汗

因其脆弱的经济发展水平而主要得益于 /普遍优

惠制0 ( GSP) 和 /除武器外一切商品的倡议0
( EBA) , 但从以上数据不难看出, 欧盟与阿富

汗之间存在的严重贸易不对称性仍十分明显。阿

富汗微不足道的出口以初级产品为主, 而塔利班

政权时期畸形的毒品经济则流毒至今。北约领导

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 ( ISAF) 官员认为 / 阿富

汗经济由西方援助和非法毒品贸易组成0, 北约
驻阿富汗民事代表希克梅特 # 切廷 ( H ikmet

Cetin) 估计阿富汗 /毒品工业的价值几乎达每

年 30 亿美元0, 构成阿富汗 /国内生产总值的

50%至 60% »0。鉴于毒品贸易在阿富汗经济中

的绝对比重, 欧盟于 2007年元月宣布今后 4 年

为阿富汗提供 6亿欧元 (约合 7亿 7500万美元)

的援助旨在 /消除腐败0 和 /发展替换种植0 来

渐进式使阿富汗经贸步入正轨 ¼。不仅如此, 欧

盟还积极支持阿富汗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发展。欧

盟同美国一道资助建设连接阿富汗与塔吉克斯坦

两国的比尼亚 ( Pyanj) 河大桥计划, 此大桥将

/聚合中亚与南亚和东亚0 的古代丝绸之路, 两

国还将在河的两岸建立 /自由经济区0, 这必将
为今后两国之间的贸易额在 2006年 2500多万美

元的基础上提升创造条件 ½。

欧盟的经贸方式促进与欧盟民主观念的结合

使得民主规范在阿富汗得到了初步接受, 这为民

主的内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欧盟的中东民主治

理在阿富汗得到了一定的实践成效, 虽然阿富汗

民主化进程不仅仅只由欧盟推进, 但在此问题上

欧盟与阿富汗政府之间存在着良好互动。但也不

能过分夸大欧盟的民主治理在阿富汗的实践, 阿

富汗分裂的局面依然是当前最大的挑战, 而国家

的重新聚合仍需在民主的旗帜下才能实现, 这将

进一步考验阿富汗政府和人民的智慧和民主思想

的培育。

第一, 阿富汗在战后重建, 尤其是政治重

建、民主选举与政治和解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阿富汗战争结束不久, 德国波恩便承办了由联合

国直接运作的关于阿富汗战后政权重建的国际会

议, 为阿富汗的民主化进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波恩会议协定涉及到许多关于未来政权走向的安

排, 如决心 /尊重人权0, /承认阿富汗人民依据

伊斯兰、民主、多元主义和社会公正的准则自由

决定其政治未来的权力0, 以及 /确保临时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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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更广泛的代表性0 等, 并对法律框架、司法体

系、权力移交、临时行政当局的建立和组成进行

了规划 ¹。以卡尔扎伊为主席的临时政府于 2001

年 12月正式成立, 2002年 6 月, 阿富汗大国民

会议选举产生了以卡尔扎伊为总统的过渡政府。

经过数年筹备, 阿富汗首次总统大选于 2004 年

10月举行, 包括一名女性在内的 18 名候选人角

逐总统职位。而欧盟委员会在此之前的 2004 年

8月便派遣了 / 欧盟民主与选举支持代表团0

( EU DESM ) , 该代表团将重点考察总统大选的

关键部分, 并将支持 /阿富汗独立人权委员会0
以及该国国内观察组织在大选期间的工作, 并将

与欧盟驻阿特别代表及欧盟委员会驻喀布尔使团

紧密合作。欧盟委员会许诺为该选举提供 2400

万欧元, 而据联合国统计, 欧盟及其成员国捐助

金额占选举注册国际捐助总额的一半, 占组织该

项选举资金的 40% º。卡尔扎伊当选为阿富汗首

任民选总统。2005年 9 月, 阿富汗国民大会和

省议会选举如期举行, 这是该国 30 年来首次议

会选举。而在此之前的 2005年 7 月, 欧盟委员

会派遣了 /欧盟选举观察代表团0 ( EOM) 以观

察和评估此次选举, 除了该组织自身运作所需的

400万欧元以外, 欧盟为组织阿富汗议会选举提

供了 850 万欧元, 并为议会机制化发展提供了

300万欧元»。该代表团在 5最后报告6 中对选

举持肯定态度的同时也承认了阿富汗局势仍处在

动荡之中。在阿富汗缺乏民主基础的情况下由外

力主导的政治重建和民主化进程本身就充满缺

陷, 欧盟积极参与的阿富汗民主化进程是对美国

的阿富汗战略的一种修补。经过数年的民主熏

陶, 阿富汗政府也开始转变思路, 正视塔利班卷

土重来的事实, 积极谋求与塔利班的和解并期望

将其纳入宪政的框架之内, 2008 年 10 月, 卡尔

扎伊政府的代表与前塔利班政府领导在沙特国王

阿卜杜拉的陪同下在麦加进行了会面。卡尔扎伊

政府的举措旨在通过自主的决策加强自身的政治

合法性并用民主和解而非单纯武力消除反对派的

思路, 正如 5时代周刊6 一篇文章所认为的:

/国际社会为扭转塔利班统治所造成的毁灭的失

败尝试已经耗费了 7 年时间和数以亿计的美元;

一个更好解决塔利班卷土重来的办法应该是修正

过去的错误, 并实现仅此一次的国际许诺的民主

与发展 ¼ 0。卡尔扎伊政府的和解行动还有更直

接的目的, 那就是为正在开展的 2009 年第二次

总统大选的选民登记工作和明年的大选最大限度

创造和平的环境。

第二, 阿富汗妇女境遇得到了相对于塔利班

政权时期较大的改善。虽然阿富汗的民主化进程

有了一定的发展, 但主要局限于政府层面, 尤其

是中央政府层面, 其国家整合仍亟待时日, 市民

社会的成长也是步履缓慢。性别平等是欧盟民主

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对于其他层面, 阿富汗妇

女权益的改善进展迅速。妇女不仅获得参政的权

利, 还在社会生活中获得了较大的活动空间。虽

然国际社会对于伊斯兰的妇女观存在不同的理

解, 但塔利班政权下过于严苛的对女性的限制招

致了普遍的批评。阿富汗新政府和民间力量都意

识到性别平等是民主社会的重要标志。早在

2001年 12月, 来自不同国家的阿富汗妇女领袖

联合欧洲妇女游说团和联合国妇女基金会

( U NIFEM ) 在布鲁塞尔召开阿富汗妇女民主峰

会, 与会者认为: /任何取代塔利班的政府必须

有公开的对民主和妇女权利的承诺 ½ 0。2004年,

阿富汗女医学教授贾拉尔竞选总统, 虽然未能当

选, 但其给国际社会展示了阿富汗女性的崭新一

面。2005年的议会选举中, 阿富汗妇女更加积

极参与投票, 并在议会下院获得了保留的席位,

省级议会议席妇女的比例也作了相关规定。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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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政, 阿富汗妇女在社会生活中也展示了新的气

息, 2005年阿富汗一家私人电视台便开展了名

为 /阿富汗之星0 的平民音乐选秀活动, 也采用

了手机短信投票的方式, 这项活动意义非凡, 既

将女性参与社会提升到一个高度, 又在某种程度

上培养了一种自由表达意愿的民主选择意识。除

此之外, 阿富汗还派出女性参加国际体育赛事尤

其是奥运会, 而这在塔利班时期是不可想象的。

阿富汗女运动员中最为出名的是参加过雅典和北

京两届奥运会的罗比娜 # 穆齐米亚 ( Robina

M uqimyar) , 她在 2004 年参加塔利班倒台后首

次的雅典奥运会时称: /在阿富汗的妇女将看见

我们, 并知道她们可以做任何事情0, 英国 5每

日电讯报6 一篇报道充满寓意地称: /罗比娜使

阿富汗妇女重归起点 ¹ 0。2005年 11月, 在 5欧
盟 ) 阿富汗联合声明6 中, 双方都确认要 /尤其

特别强调促进阿富汗妇女对卫生与教育的参与,

她们在阿富汗公共生活中的合适位置, 以及需要

保护她们免于压迫和暴力º0。

尽管近年塔利班有卷土重来之势, 但也不容

否认阿富汗局势越来越平稳的事实。阿富汗在一

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始了民主化进程, 这既有助

于该国重返并融入国际社会, 又有利于在新的思

路下解决塔利班的问题, 所有这些长远看有助于

地区稳定。阿富汗的民主化进展与国际社会尤其

是欧盟所付出的努力密不可分, 欧盟的中东民主

治理思想在阿富汗的实践尽管存在着一些局限

性, 但其进步性和所取得的成功毋庸置疑。欧盟

在此过程中, 既保持了自己的主动地位, 又给予

阿富汗自主的发展空间, 将自身的理念较好展现

了出来。

(上接第 16页)

特色方面的确做得很好。而文化往往在具有独特

性时, 才会促使不处于该文化内的人对其产生

/好奇 ) 好感 ) 共鸣0 这一过程。与中国在海外

展示 /精心准备0 的文化产品相比较, 印度在推

进其文化软实力时所展示的更多就是自身而非历

史, 这使想要体验异域风情的人们对印度旅游充

满向往, 当真正身临其境时也不会失望。

(四) 文化软实力内涵较为符合时代需求,

具有一定的普世性

综观印度的文化软实力, 可以看出, 无论是

传统价值理念、流行文化或是政治价值观中都有

不少特质符合时代需求, 具有一定的普世性。如

前所述, 印度文化中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 多元

化、包容性的政治价值观为解决全球普遍存在的

精神信仰危机、生态环境恶化、民族宗教矛盾等

问题提供了解决思路。甚至流行文化中的瑜伽之

所以风靡世界, 主要也因其为快节奏生活的现代

人提供一种了舒缓压力、放松身心的方式。

总之, 通过大力推进文化软实力外交, 印度

不但极大地改善和提升了国家形象, 也为自身赢

得了更多的利益。如周边环境更为和平、友善;

从非洲拉美得到了更多的能源; 在欧美获得了广

泛的认同和支持。这使印度 /自独立以来, 第一

次与所有大国的关系都在不断地螺旋式上升0。

可以说, 扩展文化软实力为印度的崛起和复兴营

造了更加有利的发展环境。 /将硬实力和软实力

无与伦比地融合在一起的印度, 将成为所在地区

乃至整个世界构筑和平、稳定和繁荣的一个不可

或缺的力量»。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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