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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来 达尔富尔地区位于苏丹西部，自北至南依次与利比亚、

乍得、中非等国毗邻，面积5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600多万。

达尔富尔地区包括三个州，即北达尔富尔州、西达尔富尔州

和南达尔富尔州。这里居住着包括阿拉伯人、富尔人和黑人

等80多个部族，其中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多居住在北部

，而信奉基督教的土著黑人则住在南部。达尔富尔足苏丹经

济发展水平最落后的地区，当地居民多从事家庭畜牧业。 达

尔富尔地区曾经雨水丰沛、土地肥沃。20世纪六七十年代，

随着人口膨胀、放牧过度，这里的荒漠化现象不断加剧，惯

于逐水而居的阿拉伯牧民被迫南迁，并因争夺水草资源与当

地黑人部落发生冲突。由于长期以来达尔富尔地区部族间的

武装冲突不断，致使该地区的许多地方一直处于无政府的混

乱状态。 历史上，由于苏丹边界是十九世纪欧洲列强瓜分非

洲和实行殖民统治时人为划定，达尔富尔地区不少部落曾被

划到不同的国家，因而该地区的部族与周围邻国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近年来，随着达尔富尔地区石油等矿产资源不断

被开发，部族之间为争夺资源的斗争日趋激烈，一些邻国也

以各种形式卷入其中。 2003年2月，达尔富尔地区黑人居民相

继组成“苏丹解放军”和“正义与平等运动”两支武装力量

，以政府未能保护土著黑人的权益为由，要求实行地区自治

，与政府分享权力与资源，并不断攻城略地，展开反政府武

装活动。 二、国际社会为缓解达尔富尔地区紧张局势所作的



努力 达尔富尔地区的严重局势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和担

忧，为缓解达尔富尔地区紧张局势，包括联合国、非盟在内

的国际组织和许多国家做了大量工作。2004年4月，苏丹政府

同达尔富尔反政府武装组织达成停火协议，由7 000多人组成

的非盟部队随后进驻达尔富尔执行维和任务。可是，由于非

盟自身能力的限制、维和经费的缺乏，再加上来自国内外的

各种干扰，达尔富尔的稳定问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局部小

规模武装冲突时有发生。非盟于2006年1月宣布，非盟部队

在3月底任期结束后将难以继续执行维和任务，建议把维和任

务移交联合国。联合国随后表示，愿意承担这项任务。 在国

际社会的积极推动下，苏丹政府与达尔富尔反政府武装先后

进行了多轮谈判，2006年3月10日，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通

过决议，要求苏丹政府和达尔富尔反政府武装在4月底之前达

成全面和平协议。5月5日，苏丹政府与达尔富尔反政府武装

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签署了和平协议，从而为结束达尔富

尔长达3年多的流血冲突迈出关键的一步。根据这项和平协议

，反政府武装将被解散，而支持政府的民兵亦将被解除武装

。 2006年6月，由安理会l5个成员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组成的代

表团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举行了会谈，双方就苏丹

达尔富尔维和使命移交达成一致意见，同意在2007年1月份将

达尔富尔维和使命移交给联合国。 2006年8月31日，联合国安

理会通过了有关向达尔富尔派遣联合国维和部队的第1706号

决议。苏丹政府由于担心某些西方国家利用联合国部队损害

苏丹的主权和国家利益，因此反对把维和任务移交给联合国

。 为打破僵局，有关各方进行了密切磋商。2006年11月16日

，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安南、非盟委员会主席科纳雷、联合



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以及苏丹和其他一些非洲国家代表在

埃寒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会议，讨论达尔富尔问题

。安南在会上提出了联合国分三阶段向非盟驻达尔富尔部队

提供支援的计划：第一阶段，联合国向非盟部队提供价值2

100万美元的军事装备和物资，并派遣近200名军官、警官和

文职官员，在非盟部队中担任参谋和顾问等职务；第二阶段

，联合国支援非盟部队的人员和装备将达到一定规模；第三

阶段，在达尔富尔完成部署联合国非盟混合部队，这支部队

将由1.7万名军人和3 000名警察组成，其指挥权将掌握在联合

国手中。由于各方对第一阶段方案没有分歧，方案得以顺利

实施。但是，由于第二阶段方案涉及较大规模地部署联合国

部队，苏丹政府担心国家主权和安全因此而受到威胁，便表

示在一些细节问题得到澄清前，拒绝批准实施第二阶段方案

。2007年2月，美国声称如果苏丹政府仍拒绝部署联合国部队

，美国就将实施“B计划”，包括对苏丹采取严厉制裁措施和

在达尔富尔设立禁飞区等。苏丹总统巴希尔则宣布，如果联

合国部队强行进驻达尔富尔，那么他将发动和领导苏丹人民

进行一场“抵抗外来人侵的战争”。 围绕在达尔富尔地区部

署维和部队问题的争议持续升温，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

。一些国家领导人和特使相继访问苏丹，为化解危机作出努

力。 2007年4月9日，苏丹、非盟和联合国三方代表再次在亚

的斯亚贝巴举行会议，并原则同意启动第二阶段方案。但苏

丹仍对其中少数要点持保留意见。4月16日，苏丹政府致信联

合国，确认苏丹全面接受向达尔富尔派驻联合国和非盟混合

维和部队的第二阶段方案，包括同意联合国在达尔富尔地区

部署武装直升机，从而为落实第二阶段方案“敞开了大门”



。 苏丹政府在一周内立场发生转变的关键因素是，有关方面

在一些问题上作出澄清和让步，消除了苏丹政府的疑虑。例

如，在混合部队的组成及其指挥权问题上，苏丹方面的要求

基本得到满足，混合部队最高指挥官将由非洲人担任，其大

多数成员也将来自非洲国家。苏丹曾担心混合部队将利用其

所配备的攻击直升机介入当地冲突甚至“拉偏架”。为此，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亲自向苏丹领导人保证，这些攻击直升

机将只用于保护维和人员安全。此外，中国政府的不懈努力

也对促成苏丹接受“安南方案”起到了积极作用。达尔富尔

问题出现以来，中方一直通过元首互访、派遣特使、通电话

、互致信函以及在联合国等场合开展协调等各种途径与各方

沟通，缩小立场分歧，推动平等对话。由于中国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苏丹方面才原则接受了安南三阶段维和方案，并表

示愿在此问题上进一步显示灵活。第二阶段方案的启动将对

达尔富尔地区的安全形势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稳定当地局

势，为在那里实现持久和平带来希望。但由于达尔富尔地区

的种族矛盾和部族矛盾根深蒂固，很难杜绝因争夺利益而爆

发的小规模武装冲突，指望在短期内使安全状况得到实质性

改观不太现实。还有一些分析人士指出。苏丹政府接受“安

南方案”和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有利于改善该国的

国际形象，同时使苏丹与某些西方国家的矛盾得到缓解，这

是苏丹政府经过慎重考虑后作出的明智选择。 4月23日。苏丹

达尔富尔地区过渡权力机构和达尔富尔重建与发展基金会总

部启动仪式在苏丹首都喀土穆举行，过渡权力机构从当天起

开始履行职责。 6月9日，苏丹西部达尔富尔地区反政府组织

“权力与民主人民力量”同苏丹政府代表共同签署了《关于



落实达尔富尔和平协议的政治备忘录》，这标志着该反政府

组织正式接受和平协议。 6月12日，联合国、非盟和苏丹政府

代表在亚的斯亚贝巴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苏丹接受经修改后

的关于联台国与非盟向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派驻混合维和部队

的方案。 联合国安理会7月31日通过第1769号决议，决定在苏

丹达尔富尔地区部署大约2.6万人的联合国和非盟混合维和部

队，其中大多数人员将来自非洲国家。苏丹政府已于8月1日

表示接受这一决议，并将同联合国和非盟合作落实该决议。

这一事态发展表明，该决议有望成为国际社会与苏丹政府继

续加强合作的新起点，进而推动达尔富尔问题的全面解决。

人们有理由相信，联合国安理会第1769号决议的通过和实施

将有助于达尔富尔冲突各方尽快停止一切敌对行动，最终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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