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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巴布韦土地问题的 由来

李新锋

【 内 容提要】 津 巴布 韦 土地 问 题 由 来 巳 久 。 白 人殖 民 者 早 年

来 到 津 巴 布 韦 淘金 , 转 而 侵 占 黑 人土地 , 并 以 立 法 的 方 式使这

一

占 有 合法 化 。 国 家 独 立 后 , 为 改 变土 地分配 的 极端 不 平 等 状

况 , 政府 着 手土 改 , 陆 续 出 台 了 法律 。 然 而 , 由 于 国 内 外矛 盾

交 织 , 土 改进展 缓 慢 , 土 改 援 助 国 中 止 了 援 助 , 穆 加 贝 政 府

强行 没 收 白 人农 场 , 导 致 西 方 国 家 制 裁 和 国 内 经 济 危 机 。 津

巴 布 韦 土 改 目 前 面 临 的 最 大 挑 战 是 , 在 实 现
“

耕 者 有 其 田
”

的 基础 上 , 进 而 使
“

田 地有 所 耕
’’

,
．以 确 保农 业 丰 收 , 渡过经

济 难 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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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人有这样一个说法 ：

“

当 白人 到来之前 , 我们拥有土地 , 但没有

圣经 , 白人到来后教我们相信上帝 , 他们说 , 闭 上你们 的 眼睛 , 祈祷吧 。

当睁开眼睛后 , 我们 发现 自 己 手中有 了 圣经 , 但 是失 去了 土地 。

”？
津 巴

布韦 的情况就是如此 。

① 这一说法在撒哈拉 以南非洲 国家农村地 区广 为流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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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白人
“

合法
”

占领土地
,

土地回归路漫漫

1 ． 西方淘金者梦醒之后转而抢占黑人土地 , 经营农场

公元 1 1 0 0 年前后 , 津巴布韦开始形成中央集 权国家 ,
1 3 世纪建立王

国 ,
1 5 世纪达到鼎盛时期 。

1 9 世纪 中 叶 , 欧洲殖民者开始相继进入津 巴

布韦 , 起初是地理考察者和传道士 , 后来又是淘金者 。 1 8 9 3 年 , 在津 巴

布韦的欧洲 白人移 民 已 达到 3 0 0 0 人。
1 8 8 8
—

1 8 9 1 年 , 英 国 殖 民 者塞西

尔 ？ 约翰 ？ 罗德斯 ( Ｃｅｃ ｉ
ｌＪｏ ｈｎＲｈｏｄｅｓ ) 以欺骗和武力强 占 等方式 , 侵 占

了非洲 中南部的大片土地 , 此后建立了 以其名字命名 的南 、 北罗得西亚和

尼亚萨兰殖 民地 ？
。 到 1 8 9 9 年 , 白人殖 民者在南罗得西亚已经掠夺了 6 0 0

多万公顷的土地 , 这些土地几乎全都属于 白人投机公司所有 。 因为当时这

些 白人是来淘金的 , 在 1 9 0 3 年以 前 , 白 人移 民还不从事农业生产 。 到 了

1 9 0 3 年 , 白人发现那里 的 矿产并不富裕 , 他们 的淘金梦落空 , 于是转 而

从事农业 , 在这些土地上建立农场 。 由于对当地的气候 、 土壤状况缺乏了

解
, 农业生产发展缓慢 , 白 人农场主于是向黑人学 习 , 花费 了很长

一段时

间才开始掌握适合当地的农业生产技术 。

在津 巴布韦 北部的马绍高地 , 欧洲殖民者开始并未侵 占绍纳人的农用

地 , 但在马桌高地 ,

一些属于恩德 贝莱人 的传统领地被 白人殖 民者 占据 。

当时的土地委员会将 中原的布拉瓦约 、 北部和西北部地 区 的土地作 为黑人

的保 留地 。

津巴布韦 的两大部落是北部和 中部的绍纳族以及南部靠近布拉瓦约的

恩德贝 莱族 , 现分别 占全 国 总人 口 的 7 9 ％ 和 1 7 ％ 。 这两大 部 落分别在

1 8 9 6 年和 1 8 9 7 年为 了 反抗殖 民侵略 , 为夺 回 自 己 的土 地进行 了 英勇 斗

争 。 结果 , 白人在全国 范围内 给黑人划 出贫瘠的小块土地作为土著
“

保留

地
”

。 这些保留地 当 时勉强 能够养活土著居 民 , 但是随着土著人 口 的增

长 , 那些本来就贫瘠的土地远不能满足需求 。

① 南罗得西亚即独立后 的津 巴布韦 、 北 罗得西 亚是今天的赞 比亚 , 尼亚萨 兰就是现在 的马

拉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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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土地分配法 》 和 《土地使用法 》 将白人 占领土地合法化

？

1 9 2 3 年 , 南罗 得西亚成为英国
“

自 治领
”

, 白人移 民统治一切 , 加紧

实行种族剥削 和压 迫 。
1 9 3 1 年 以前 , 从法律上讲黑人还有权 利购买

“

保

留地
”

区域 以外的土地 , 但 是 , 英国 种族 主义政权在 1 9 2 9 年抛出 《 土地

分配法 》 ( Ｔｈ ｅＬａｎｄＡｐｐｏｉｎｔｍ ｅｎｔ Ａｃｔ ) , 并在 1 9 3 1 年修正后正式实施 ,

该法实际上推行的是种族隔离制度 。 按照该法 , 律 巴布韦 确立了土地分配

比例 , 占土地总面积的 2 2 ． 4 ％为黑人保 留地 , 归黑人集体所有 ；

7 ．
 8 ％ 的

土地是搁置土地 , 归 白人政权所有 , 供黑人购买 ；
1 7 ％是森林和未分配 的

土地 , 属于国有土地 , 即归 白人政府所有 , 不得出售 ；

5 2
．
 8 ％的土地是为

白人划 出 的保 留地 , 只许 白人购买 。

1 9 2 9 年的 《土地分配法 》 在此后几经修订 , 但变动不大 , 该分配法

一

直沿用 了 4 0 年 。 期 间 , 白 人通过廉价购买等手段实 际上 占 领了全 国大

部分的肥 田 沃土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 白 人殖 民者在南罗得西亚占 有 1 9 0

万公顷土地 , 但实际用来耕作 的只 有 3 5 万公顷 。 另 一方面 , 黑人严重缺

乏土地 , 许多人无地可耕 。

津 巴布韦人 民在 《土地分配法 》 出 台之始就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 并在

此后进行 了不懈斗争 。 1 9 3 4 年 , 南罗 得西亚非洲人 国 民大会成立 ；

1 9 5 7

年 , 南罗得西亚非洲人国 民大会重建 , 乔舒亚 ？ 恩科莫 ( Ｊ ｏｓｈｕ ａＮｋｏｍｏ )

担任领袖 ；
1 9 6 3 年 , 津 巴布 韦 非 洲 民 族联盟 ( 爱 国 阵线 ) 成 立 , 罗 伯

特 ？ 穆加贝 ( Ｒｏｂ ｅｒ ｔＭｕｇ ａ
ｂｅ ) 任总书记 。

1 9 6 9 年 , 《 土地使用法 》 ( Ｔｈ ｅＬａｎｄＴｅｎ ｕｒｅ Ａｃｔ ) 取代 《土地分配

法 》 , 对土地分配 比例调 整 为 ： 总 土地面 积 的 4 1 ． 3 ％ 归黑人 部落所 有 ；

3 ．
 8 ％可供黑人购买 ；

4 0 ． 0 ％供 白人购买和使用 ； 白 人还可以 购买黑人保

留地 以外 的任何土地 。 这样 , 白人 实际上拥 有黑人保 留地 以外 的所有城

市 、 村庄和厂矿 。

种族主义政权不仅在土地分配上歧视和剥夺黑人 , 而且在政策上完全

偏袒 白人 , 从而使白 人农场迅速发展 , 南罗 得西亚在 1 9 4 0 年就成为农产

品 出 口 国 , 白人的商业农场在生产规模 、 方式和技术方面均比较先进 , 他

ｆｆｉ 2 0 0 0 年 3 月 , 本 文作 者赴津巴布韦采访 , 专门 采访了 土改和重新安置特别事务部 , 本节

的有关数 据就是该部提供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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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农场发展速度 和农业产量在津巴布韦 独立前 已 经达到世界
一

流水平 ,

在国家经济 中 占有非常重要 的地位 。 津巴布韦独立 时 , 々人 口 总数不到

7 ％的 白 人却 占有全 国土地面积的 4 9 ％ , 可耕地面积 的 7 0 ％ , 其 中 5 5 0 0

名 白人农场主占有全国农业用地 的三分之
一

, 而这些 白人农场主所拥有的

土地又是津 巴布韦 良 田沃土 。

在黑人保留地 , 土地贫瘠 , 耕作方式落后 , 产量低下 。 贫穷的黑人不

得不成为 白 人农场和矿 山 的廉价劳动力 。 津巴布韦独立时 , 全国有 7 6 0 万

人 , 其中 6 0 0 万黑人拥挤在贫瘠 的土地上 。

3 ． 国家独立后国内 外矛盾交织 ,
土改进展缓慢

津巴 布韦独立后 , 穆加 贝政府虽然计划进行土地改革 , 但是 ,

一

方面

由 于 国内经济仍 由极少数白 人控制 , 尤其是农业基本上依靠 白人农场 , 任

何触犯 白 人利益的政策法规势必使 内 战后脆弱 的经济 陷入危机 ； 另
一

方

面 , 穆加 贝政府所推行的 土地改革方 案和政策 因 不大切合实 际而屡遭失

败 , 土地改革对广大穷人来说 , 进展缓慢 , 收效不大 。 政府收归 的
一些土

地又落到 了政府官员手中
。

一些土地虽然分配给边远落后地区 的黑人 , 但

是 由 于缺乏基础设施和必要的技术支持 , 这些土地依然不能较好地得到利

用 。 另
一个 因素是 , 穆加贝政府在掌权后并未将土地问 题作为最重要的问

题加以解决 , 只是在大选临 近时才提上议事 日程 , 过后又未认真落实 , 因

此 , 土地问题
一

拖再拖 , 贫穷黑人 、 独立战争 时期为土地而战的 老战士在
一再等待之后失去 了耐心 , 穆加贝 本人也意识到土地 问题的 解决 已 迫在

眉睫 。

津 巴布韦 老战士协会 ( Ｚｉｍ ｂａｂｗｅＷａｒＶ ｅｔ ｅ ｒａｎＡｓ ｓｏｃ ｉ ａｔ ｉｏｎ ) 由 当 年

支持穆加 贝打游击战 争的 老战士 组成 , 约有会员 6 万人
。
新世纪到来之

时 , 国家 已经独立 2 0 年 , 这些基层老战 士感到 自 己 的生活并未得到 明显

改善 。
1 9 9 6 年开始 , 老 战士开始 要求穆加贝 兑现 当年的 承诺 , 穆加 贝通

过加重税收 , 从财政收人中拨款给老战士作为养老金 。 针对老战士和民众

对于土地 的要求 , 1 9 9 7 年 1 1 月 , 穆加贝 宣布将 白人农场收归 国有用于重

新分配 。 但是 , 这一计划遭 到西方社会 、 尤其是西方经济援助 国的反对 ,

津 巴布韦 的经济也开始滑坡 。

1 9 9 8 年 8 月 , 穆加 贝 在卷人 刚果 ( 金 ) 的 内 战之后 , 军费开支大 幅

度增加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因此停止 了对津巴布韦 的援助贷款 , 穆加 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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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因财政 困难转而请求英国全力支持其实施 土改方案 , 并给予经济援助 ,

但数次谈判均未结果 。
1 9 9 9 年 1 2 月 , 穆加 贝 在英 国伦敦被 同性恋激进分

子骚扰 , 导致穆加贝 将英国政府视为敌人 , 对津巴布韦 的英国 白人后裔继

续拥有农场感到再也不能容忍 。 他
一再表示政府将强行征用农场 , 如果英

国政府不负责向这些 白人农场主进行赔偿的话 , 津 巴布韦将分文不付地征

收其土地 。

二 《土地征收法》界定土改 , 《宪法》强调无偿征收

津巴布韦关于土地改革 的法律主要是 《土地征收法 》 ( Ｌａ ｎｄＡｃ ｑｕ ｉｓ ｉ

？

ｔ ｉｏｎＡｃｔ )和 《宪法 》 ( Ｃｏｎ ｓｔ ｉ ｔｕ ｔ ｉｏｎｏｆ
Ｚｉｍｂａ ｂｘｖ ｅ ) 中 的相关条款 。

1 ． 《土地征收法 》 及其修正案规定征收土地原则和范围

津巴布韦先后于 1 9 8 5 年 、
1 9 9 2 年和 1 9 9 6 年颁布过 3 部 《土地征收

法 》 , 其 中 1 9 9 2 年法律废除 了 1 9 8 5 年法律 ,
1 9 9 6 年法 律是 1 ＂ 2 年 法律

的修正案 , 前 4 8 条 同原法律
一样 , 后面对原法律 进行 了修改 , 增加了 新

内容 。

？

1 9 9 6 年 《土地征收法 》 规 定 , 为 了 国 防 、 公共安 全 、 公共秩 序 、 公

共道德 、 公共健康 、 市政规划等公众利益 , 赋予总统征收土地的权利 ； 制

定了强行征收土地的步骤 , 提出争议由 法院裁决 。 当征收被确认后 , 征收

者必须 向被征收者赔偿 , 并为此设立专 门的赔偿评估委员 会 , 确定赔偿数

额 , 向原土地 主人分期赔偿并付清利息 。

法律规定的征收和获取土地主要有 以下几个方面 ：

1 ． 非指定边 远地 区 土地——公共土地 、 城 区 和地方政府所属地区 ,

边远地区 的城镇 区 , 国有土地 。 公告之后至少 3 0 天以后开始征收 。

2 ． 指定边远地区 土地
——除 以 上规定之外 的边远地 区 土地 , 从宣布

之 日起 1 0 年 内征收土地 , 由 土地和水利资源部部长指定 。 征收该部分土

地的 目 的是充分利用该土地和其他土地 , 并且用于农业 、 定居 、 土地重

① 《土地征收法 》 由 津巴 布韦政 府统一印 刷 , 内部发行 。
1 9 9 6 年 的修正案共 9 章 5 0 条 , 比

1 9 9 2 年 的 9 章 5 3 条少 了 3 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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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 森林 、 环境保护 、 野生动物和其他 自 然资源的保护 以及重新安置由 于

征收土地而失去土地者 。

3 ． 被遗弃土地
——被遗弃和没有主人的土地 。

征收 以上不 同类型的土地应运用不 同 的征收方式 , 除 已确认的被遗弃

土地无须赔偿外 , 评估赔偿 由各 自 的专 门委员 会负责 , 发生纠纷时由专门

的法院负责裁决 。 征收的土地包括土地上的永久性附属物和生长物 , 土地

权益 , 但不包括矿产和矿产权 。 官方可对欲征收土地进行调査 , 但不得未

经主人允许进人住家 ,
并尽最大可能不给居住者造成不便和损坏 。

如果土地主人不同意征收 , 发生纠纷时 , 官方需 向法 院申 请裁决 , 决

定是否确认征收 。

如果土地主人和其他在该土地上有相关利益者表示同意后 , 则官方可

在公告之 日起至少 3 0 天以后开始征收 。 征收方须在确认征收后给原土地

主人或有收益权的人提前三个月 书面通知 , 要求腾空该土地 。

该法律第五章对赔偿 的有关事宜作 出规定 。 要求征收方必须 向土地所

有人 、 具有相关利益者在
一定期限内予 以公正赔偿 , 成立专门 的赔偿委员

会负 责处理评估 、 确定赔偿金额等相关事务 。 如果双方存在争议 , 则 由法

院裁决 。 征收方除向土地原主人如数赔偿金额外 , 还应付讫因分期付款而

产生的利息 。

2 ．
《宪法 》 关于土改的条文经过从保护私有财产 、 防止私有财产被剥

夺到无偿没收 白人农场的重大变化

( 1 ) 1 9 7 9
年 《宪法 》 Ｑ ＺｉｍｂａｂｗｅＣｏｎ ｓｔ ｉｔ ｕ ｔｉ ｏｎＯｒｄ ｅｒ 、 关于土地财产

的保护条例 , 强调私有财 产不可侵犯 。
1 9 7 9 年 《宪法 》 是津巴 布韦独立

前 , 由 前宗主国
——

英 国和津巴布韦双方共 同制定的
？

。 该 《宪法 》 第十

六条第一款规定 ： 除非根据官方的法律规定并在 以下条件下 ( 具体条件见

下文 ) 。 任何形式的财产 、 利益或权利不得被强行征收 , 第二条规定 ： 如

果征收的是土地或者其他相关权益 , 法院可固定支付一笔足够的赔偿费用

而不考虑征收前可能发生 的任何突发事件导致土地降值。 显然 ,
1 9 7 9 年

① 1 9 7 9 年 1 2 月 , 在英 国主持下 , 津 巴布韦各主要党派在伦敦兰开斯特 大厘举行制宪会议 ,

制定 了津 巴 布韦首 部 《 宪法 》
,
该 国独立时生效 , 后经数次修改 。 《 宪法 》 规定津巴 布韦实行总统

内 阁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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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 》 中 的有关规定是为 了保护 白 人农场主的利益 , 强调 和重 申 了 私有

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 。

( 2 ) 1 9 9 6
年 《宪法 》 ( 修正案 ) ( Ｃｏｎｓ ｔ ｉｔｕ ｔｉ ｏｎｏｆ

Ｚｉｍｂａｂｗｅ ,
Ｒｅｖｉ ｓｅｄ

Ｅｄ ｉ ｔ ｉｏｎ 1 9 9 6 ) 作出规定 , 防止私人财产被剥夺 。

1 9 7 9 年 《宪法 》 第十六 条第
一

款作 出 如下修改 ： 任何形式 的财产 、

利益或权利不得被强行征
．

收 , 除非根据官方 的法律规定并在 以下条件下 ：

( ａ ) 必须 ：
( ｉ ) 如果是征收土地或 其他相关权益 , 且征收是合理必要 的 ,

并且是为 了 利用该 土地或 者其他土地 ：
Ａ 用于农业或者其他 目 的 , 或 Ｂ

用于土地重新组合 , 森林 , 环境保护 , 或野生动物或其他 自 然资源的保护

利用 , 或 Ｃ 用于安置 由于 Ａ 或 Ｂ 原因而被迫离开原来土地的人 。 或 ( ｉ ｉ )

如果是征收财产 , 包括土地 、 或其他相关利益 、 权利 , 则该征收必须是合

理必要的 , 其 目 的是为 了 以下利益 , 并具有合理的必要性 ： 国防 、 公共安

全 、 公众秩序 、 公众道德 、 公共健康 、 城镇 以及 乡村规划 ； 对该财产和任

何其他财产的利用是为 了公众谋利 , 或部分公众谋利 。 ( ｂ ) 官方征收者向

任何拥有该财产的主人和 因此征收而影响到与此有相关利益 、 权利 的任何

人 , 给予合理的提前通知 , 说明征取财产 、 利益 、 权利的意 图 。 ( ｃ ) 官方

征收部 门在征收后不超 出 3 0 天 内 , 对征收给予公正的赔偿 ； ( ｄ ) 如果对

此征收有争议 , 官方征收部 门须在征收后不超过 3 0 天 内 向高等法 院或其

他法院 申请 , 确认征收的合法性 。 ( ｅ ) 被征收财产者可向高等法院或其他

法院提 出 归还要求 , 并可 向最高法院上诉 。 ( ｆ ) 除非所指财产为土地或其

相关权益 , 应使索赔人能够 向高等法院或其他法院对相关赔偿的任何 问题

提 出 申 请 , 要求判决 , 或向最高法院上诉 。

第十六条第二款对第
一条 中关于强行征收土地或相关权益规定 如下 ：

( ａ ) 规定原则 , 确定土地及相关权益征收的赔偿方式并予以赔偿 ； ( ｂ ) 根据

( ａ ) 中所规定的原则 , 固定征收土地及相关权益的赔偿金额 ；
( ｃ ) 固定赔偿

日 期 。 任何法院不得因为依法进行的赔偿不公平而对此法律本身质疑 。

( 3 )  2 0 0 0 年宪法草案 ( ＴｈｅＤ ｒａｆ ｔＣｏｎ ｓ ｔｉ ｔｕｔ ｉ ｏ ｎ ) 授权 政府无偿没 收

白人农场 。

？

新宪法草案 由 4 0 0 人组成的宪法委员 会起草 , 该委员会基本上受执政

① 新宪法草案于 1 9 9 9 年 1 2 月 3 0 日 由 津巴 布韦宪 法委员 会 以 报纸 的形式 公布 , 2 0 0 0 年 1

月 1 日 开始实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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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津 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 ( 民盟 ) 控制 , 最大反对党
——争取 民主变

革运动 ( 民革运 ) 对新宪法草案表示异议 。
2 0 0 0 年新宪法草案增加的 新

内容主要有 ： 保持总统 的权力 ； 废弃两个 副总统职位 ；
设立总理 , 总理 由

总统任命 ； 将总统任期 限制在两个 5 年任期之内 , 但以往的任职除外 ( 这

样一来 , 尽管穆加 贝 巳经执政 2 0 年 , 但仍然有 资格再任 1 0 年总统 ) ； 重

新引人参议院机制 , 作为上议院 , 6 0 个席位 , 拿国 1 0 省每省通过选举选

出 5 名议员 , 另外选举 1 0 名酋长作为议员 ； 全国代表大会 , 作为下议院 ,

代表人数从 1 5 0 人增加到 2 0 0 人 。

关于土地权益 , 新宪法草案规定 ： 政府有权 不加 补偿地征收 白 人农

场 。 新宪法草案第五十六条规定 ： 每个人对于其财产 的拥有 、 使用和享受

的权利都必须得到保护 , 不过这种权利须服从公众利益 ； 该法案还规定 国

家或根据议会法律所授权的官方有权为了公众 目 的或公众利益强行征收 。

新宪法草案第五十七条规定 ： 根据土地改革对农业用地强行征收 , 用

于重新分配 。 在对此征收的赔偿评估时 , 以下因素应被认为是最高和最重

要的 ：
( ａ ) 在独立以前 , 津巴布韦人民被不公正地剥夺了土地和其他资源

的拥有权而未加赔偿 ； ( ｂ ) 为 了 收 回土地 和赢得政治独立 , 人 民不断拿

起武器 , 最终在 1 9 8 0 年使津巴布韦赢得独立 ； ( ｃ ) 前殖 民政权拒绝了 津

巴布韦人民要求赔偿的 正义要求 ；
( ｄ ) 津 巴布韦 人民 因此必须重新恢复

他们的权利并收 回他们 的土地 。 在考虑到 以上 ( 1 ) 条 的最重要 因素前提

下 , 任何赔偿都必须反映 出公众利益和被强行征收土地者的利益平衡 。 在

对强行征收的赔偿评估时必须考虑以下因素 ： ( ａ ) 土地所有权 的历史 , 土

地 的使用和 占有历史 ；
( ｂ )土地在前一次被征收时所付的价格 ； ( ｃ ) 土地

现在的用途 ； ( ｄ ) 国家或官方 征收者在这片土地上所进行 的投资对该土

地所带来的改善和升值 ；
( ｅ ) 官方征收者在贯彻土地改革方案时可利用的

资源 ；
( ｆ ) 在赔偿分期付款期间 的任何财政困难 ；

( ｇ ) 任何在议会法案中

规定的其他相关因素 ； ( ｈ ) 明确新宪法草案提出
“

剥夺剥夺者
”

的原则 ,

以无偿强行征收白人农场主的土地 。

三 土改援助国会议虽有分歧 ,
但达成共识

从津 1 9 8 0 年独立伊始 , 经济援助 国就 开始支持其土地改 革 。 但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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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对广大穷人来说 , 进展缓慢 , 收效不大 。 同时 , 土改过程中的腐败现

象 比较严重 , 土地 问 题需要迫切得 到解决 。
1 9 9 8 年 9 月 1 1 日 至 1 3 日 ,

津巴布韦土地改 革援助 国 国际会议 ( Ｉｎｔ ｅ 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 ｌＤｏｎｏｒＣｏ ｎｆｅｒ ｅｎｃ ｅｏｎ

ＬａｎｄＲｅ ｆｏ ｒｍａｎｄＲｅ ｓｅ ｔ ｔ 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Ｚｉｍ ｂａｂｗ ｅ ) 在 哈拉雷举行 。 津 巴布韦

政府 、 经济援助国和 商业农场主经过协商达成妥协 , 推 出新 的土地改革

方案 。
？

会议 由津 巴布韦 政府主持召 开 , 目 的是就其土地改革和重新分配问题

向援助国和 国 际组织 寻求帮 助 。 中 国 、 英 国 、 美 国 、 德 国 、 荷 兰在 内 的

2 3 个援助 国 ．

, 联合 国 、 世界银行 、 国 际货币 基金组织 、 亚洲开 发银行 、

非洲统一组织 、 欧盟和非洲经济委员 会等十多个地 区性和 国际组织 出席了

会议 。 在会议开幕式上 , 穆加 贝 总统重申 津巴布韦政府将在未来 5 年 内征

收 5 0 0 万公 顷土地 , 分配给 1 5 万个家庭 ； 改革和重新分配方案 的 目 标是

建立更加有效与合理的农场结构 , 更好地利用
？

土地 和 自然资源 , 实现所有

津巴布韦人民 , 不分种族 、 肤色 、 性别和宗教信仰 , 在土地面前人人平等

的愿望 。

？

欧盟代表 团代理团长詹斯 ？ 莱 尔凯 ( Ｊ ｅｎｓＬａｅｒ ｋ ｅ ) 在 发言中 强调 了

三个重点 ？
： 1 ． 规模和期 限——重要的 是保证改革成 功而不是追赶速度 ,

因此应该有步骤分阶段地稳步进行土改 。 土地改革应该使所有边远地区 的

穷人受益而不是仅仅选择少数人 。
2

． 透 明度——收归 了多少土地 、 收归

的土地到底做 了什么用途 、 收归土地应该用于重新分配而不是归政府所有

等问题 , 应该对经济援助国予 以公 开说 明 。
3 ． 扶贫 潜力

——

土地私有者

应为农村穷人创造经济活动机会 , 政府应通过征收土地税的方式 , 使土地

得到更充分地利用 , 追求更好 的生产效益 。 西方各 国代表在发言中也表达

了类似观点 。

这次土改援助 国会议在闭幕式 上发表了 公报
？

, 达成以下重 要共识 ：

①Ｒｏｂｅ ｒｔＭｕｇ ａｂｅ ,

“

Ｏｐｅｎ ｉｎｇｓｐｅ ｅｃ
ｈａ ｔＩ ｎ ｔｅ ｒｎａ ｔ

ｉｏｎ ａｌＤｏｎｏｒＣ ｏｎｆｅ ｒｅｎｃ ｅｏｎＬａｎ ｄＲｅｆｏ ｒｍ ａｎ ｄ

Ｒ ｅｓｅ ｔ ｔｌ ｅｍ ｅｎ ｔｉｎＺｉｍ ｂａｂｗｅ

＂

, Ｓ ｅｐｔ ．  9 , 1 9 9 8
．

②Ｊ ｅｎｓＬａ ｅ ｒｋ ｅ ,
”

Ｓ ｔａ ｔ ｅｍ ｅｎｔｏｎＢｅｈａ ｌ ｆｏｆｔｈ ｅＥｕｒｏｐ ｅａｎＣｏｍｍｉ ｓｓ ｉｏｎ ａｔＩｎ ｔｅ ｒｎａ ｔ ｉ
ｏｎａ ｌＤｏｎｏ ｒ

Ｃｏｎｆｅｒ ｅｎｃ ｅｏｎ Ｌａｎｄ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 ｄＲｅｓｅ ｔｔ ｌｅｍｅｎ
ｔ ｉｎ Ｚｉ

ｍｂａｂｗ ｅ

”

, Ｓ ｅｐｔ
．

 9 , 1 9 9 8 ．
 ＪｅｎｓＬａｅｒｋｅ ｉ ｓ ｔｈｅ ａｃ ｔ

？

ｉｎｇｈｅａｄｏｆｄｅ ｌｅｇ ａｔ ｉｏｎｏ ｆｔ ｈｅ Ｅ ｕｒｏｐｅ ａｎＣｏｍｍ ｉ ｓｓｉｏｎ ｉｎＨ ａｒａ ｒｅ ．

③Ｃｏｍｍ ｕｎ ｉ ｑｕ ｅ Ｉ
ｓ ｓｕｅ ｄａ ｔｔｈｅ ｅｎｄ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

ｉ
ｏｎａ ｌ Ｄｏｎｏｒ

Ｃｏｎ ｆｅ ｒｅｎｃｅ ｏｎＬａｎｄＲｅ ｆｏ ｒｍａｎｄＲ ｅ
？

ｓｅ
ｔ ｔ ｌ

ｅｍｅ ｎｔ
ｉｎ Ｚｉｍｂａ ｂｗｅ ,Ｈ ａｒａ ｒｅ ,Ｚｉ

ｍ ｂａｂｗｅ , Ｓ ｅｐ
ｔ ． 1 1 ,  1 9 9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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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
土地改革和重新分配方案是 国家现行 土地 政策不可分割的 组成部

分 , 并且是 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改革进程 中 的组成部分 , 在现行政策 中应引

人农业土地税 、 土地划分制度以及土地使用制度 。 第二 , 该方案需继续和

投资者以及合作者进行协商 , 进一步补充并应该学习外国经验 。 第三 , 扶

贫方案 的受益者应从以下人员 中选择 ： 穷人 、 居住在拥挤地区者 、 具有农

场技能和一些无助者 , 如农场工人等 。 第 四 , 方案应更加充分地考虑到 男

女平等原则 , 以使土地面前男 女平等 。 第五 ,
土地改革和重新分配方案应

和社区重建相结合 , 以保证在重新分配时 , 做到资源的分配和发展的机会

均等 。 第六 , 方案的实施应当公开公平 , 切实可行 , 尊重法律 , 使投资者

和受益人共 同参与 , 同时应根据财力量力而行 , 并附有经济和金融配套改

革措施 。 第七 , 改革方案应广泛征求各方意见 , 使政 府 、 投资者 、 收益

人 、 有关社会团体 , 如津巴布韦全国经济论坛 、 商业农场主协会 、 农场主

协会 、 妇女团体等非政府组织都能积极配合 、 参与 。

截至土改 国际会议举行之际 , 土改第
一阶段已有 7 万名津 巴布韦人被

安置在 3 0 0 万公顷的土地上 。 根据当时设定的第二阶段 的改革方案 , 未来

5 年将有 1 5 万个家庭需要分配到土地 , 估计需要花费 2 2 亿美元从 白 人农

场主手 中购买土地 。

四 从侵占农场到握手言和 , 法律起到关键作用

津巴布韦土改国际会议对津土改现存 的 问题做 了 比较实事求是 的分

析 , 提出 了 比较诚恳的意见 。 不过 , 由 于土改进展十分缓慢 , 贫穷 的黑人

已失去继续等待的耐心 , 加之津巴布韦大选临近 , 老战士抢 占 白人农场的

事件不期发生 。

1 ． 老战士抢 占 白人农场 , 国家法院判决非法占领

1 9 9 9 年 1 2 月 3 0 日 , 无偿收缴 白 人农场的条款写人津 巴布 韦新宪法

草案 , 但在次年 2 月 1 4
一

 1 5 日 举行的 全民公决对此予以否决 。 全民公决

两周之后 , 从 2 0 0 0 年 3 月 初开始 , 支持政府和执政党的 老战士协会组织

黑人民众开始 占领 白人农场 , 国家最高法院判决为非法占领 。

2 0 0 0 年 3 月 3 日 , 司法部 门命令警察驱逐 占领者 , 穆加 贝 批示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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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行动 。
6 日 , 占领农场行动得到全国 响应 , 全 国 2 0 0 多个白 人农场被

占 。 8 日 , 反对党指责总统纵容 占领行动 , 穆加 贝 1 1 日 批示 占领者 可 以

继续 留在 白人农场 。
1 4 日 , 白人农场主上诉法庭 , 要求依法驱逐 占领者 。

1 7 日 , 高等法院判决 占领非法 , 命令 5 0 0 个农场上的 占领者在 2 4 小 时 内

撤离 , 占领者对此置若 罔 闻 , 不予理 睬 。 2 1 日 , 民 间组织 和反对党呼吁

穆加贝尊重法律 。
2 4 日 , 警方发表书面声 明 , 解除驱逐 白 人农场 占领者

的命令 , 主要原因 是警力有 限 , 占领者人数太多 , 命令无法执行 。 紧接

着 , 占领白 人农场事件进
一步升级 。

2 ． 农场事件引起国际社会关注 ,
世界银行冻结对津援助金

津 巴布韦 侵占农场事件引起了英 国担忧 , 他们一方面继续批评穆加贝

政府 , 另一方面表示
一

旦暴力事件升级 , 将采取应急措施帮 助在津 巴布韦

的 2 万名英 国护照持有者离 开 。 穆加贝 以 更加激烈言辞抨击英 国 , 2 0 0 0

年 3 月 3 1 日 , 宣布对英 国发动
“

经济战争
”

, 暗示将把在津巴布韦的英国

公司 国有化 , 并指责英国领导国际社会拒绝给津提供经济援助 。

2 0 0 0 年 4 月 3 日 , 在 哈拉雷游行发生暴力 事件之后 , 英 国外交大 臣

罗 宾 ？ 库克 ( Ｒｏ ｂｉ ｎＣｏｏ ｋ ) 利用在开罗 参加欧盟
一

非洲会议的 机会 与穆

加贝会晤 , 表示英国将有条件地对津土改提供援助 。 4 月 底 , 库克与津巴

布韦政府代表团再次在伦敦会谈 , 重 申英 国关于津巴布 韦土改的立场 。 英

国所指的条件 ：

一是土地改革受益者必须是农村的穷人 ；
二是津巴布韦必

须恢复法治 ； 三是希望津巴布韦能够按时进行大选 , 让人民 自 己选择 国家

领导人 。 这些条件显然是针对穆加 贝 而言 , 而穆加贝也不肯买账 , 他指责

英 国还想扮演殖民宗主国 角色 。 不过 , 穆加 贝表示大选将在 5 月 份进行 。

欧盟发展及人道援助委员 会负 责人也在会议期间会晤穆加贝 , 对津形

势表示担忧 , 并宣布除非津恢复法治和秩序 , 否则欧盟将暂时不会提供经

济援助 。 西方 国 家和世界银行 因此 冻结 了对 津 巴布 韦 约 5 0 亿美金 的援

助金 。

3 ． 议会通过无偿没收土地法案 , 白人农场主与黑人老战士言和

2 0 0 0 年 4 月 5 日 , 穆加 贝 召集所有执政党议员 开会 , 动员 他们 支持

政府没收 白 人农场 的决定 。 4 月 6 日 , 1 5 0 名议员 中 的约 1 0 0 名议员在津

巴布韦首都哈拉雷开会 ,

一致通过无偿征收土地法案 , 将 4 5 0 0 个 白 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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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全部没收 , 分配给没有土地的黑人 。 津政府表示虽然他们不会对土地做

任何赔偿 , 但对农场土地上的
一些建筑设施 , 诸如房子等 , 将按照政府的

评估予以赔偿 。 津巴布韦 每年外汇收人的 4 0 ％来 自 这些 白人农场 。

4 月 7 日 , 穆加 贝 指出 , 无偿征收土 地法案的 通过是
一个

“

打击殖民

主义 的胜利
”

。 5 日 , 议会在完成 5 年使命后宣布解散 , 穆加 贝 宣布 5 月

举行大选 , 1 0 0 0 多家白 人农场被 占领 。 1 3 日 , 津最高法 院维护原判 , 坚

持驱逐 占领者 。 1 5 日 , 1 名 白人农场主被杀害 ,
5 名遭绑架 , 两名 反对党

的支持者被 焚烧 。
1 8 日 , 穆加 贝 在津独立 2 0 周 年之 际发表讲话指 出 ：

“

白人农场主是我们的敌人 。

”

同时 , 津西部一名 白 人农场主被杀害 。 4 月

2 7 日 下午 , 津政府支持老战士侵 占 并抢劫 了位 于首都哈拉雷东北 1 4 0 公

里的穆托科市的一家大理石公司 , 数名采石场工人被视为反对党的支持者

而遭到攻击 。 这一事件使该 国黑人抢夺白人农场的暴力行动转向 了非农场

领域 , 引起 国 内
一 片恐慌 。 4 月 2 8 日 , 津老战士与 白 人农场主达成 和平

协议 , 双方 同意停止暴力 , 恢复农场正常生产 。 不过 , 老战士将继续和平

地停 留在被 占 的 白人农场 , 等待政府即将 出 台的 新土地安置计划 的实施 。

至此 , 津 白人农场被占 事件暂趋和解 。

五 黑人分得土地 , 耕种仍成问题

津巴布韦 土地问题是国家独立时遗 留下来的
一个极为敏感和非常复杂

的难题 ,

一直 困扰着 国 家的 经济发展与 社会稳定 。 1 9 8 0 年 4 月 独立后 ,

4 5 0 0 个 白人农场主 占据 着全 国 7 5 ％ 的 沃土 良 田 , 而 7 0 0 万黑人 仅 占有

2 5 ％ 。 前宗主国英 国在制定有关津巴布韦独立 的法律中规定 , 这一现状需

要维持 2 0 年 , 不能轻易改 变 。 其 间为 了推动土改进程 , 实现
“

耕者有其

田
”

的 目 标 , 津巴布韦政府与英 国 曾达成协议 , 英 国等西方国家提供援助

资金 , 津政府运用赎买政策从白人农场主手中购 回 土地 , 用以分配给无地

农 民和退伍军人 , 在不危害 白人既得利益的前提下 , 改变殖 民时期土地分

配不公的 现状 , 实现均土地均贫富 的国家发展 目 标 。 这一土改计划 由 于涉

及多方 ,

一直进展缓慢 。

为 了加快土改进程 , 津巴布韦 于 2 0 0 0 年 6 月 开始启 动
＂

快车道
”

土

改计划 , 规定 白人农场主只 能拥有一个农场 , 其余 的没 收后用于重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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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 安置无地农民和退伍军人 。 不过 , 这一铁腕行动在实施过程中 面临 多

方挑战 , 进展缓慢 。

2 0 0 2 年 5 月 , 津政府颁布土地征收令 , 重 申 所有 白 人农场主每人 只

能保留
一

个农场 , 凡超过一个农场者必须在三个月 内交出多余的 土地 , 即

前 4 5 天结束耕作 , 后 4 5 天撤离农场 , 否则将受 到法律制裁 至 8 月 8

日 最后期限到来 时 , 不到 4 0 ％ 的 白 人农场 主 自 愿放弃 了 多
’

余 的农场 , 承

认
“

穆加 贝 赢了 ,

一切至此结束了
”

； 仍有超过 6 0 ％ 的 白 人农场主继续滞

留农场 , 他们认为政府的这
一

法令违背了宪法 , 自 己 是津巴布韦公 民 , 私

人财产应该受到保护 。 再则 ,

一些农场主表示离开农场后既无栖身之地 ,

又断绝 了收入 , 何去何从呢 ？ 不如坚守下来 , 求诸法律保护 , 渴望政府转

变立场

2 0 0 2 年 8 月 , 津 巴布韦 的 土地改革进 人
“

攻坚 战
”

阶段 , 强硬推行
“

快车道
”

计划 ：
8 月 1 5 日 , 津法院开始传令违抗命令 的 白 人农场 主 ；

1 6

日 开始逮捕行 动 。 至 2 2 日 , 警方在全 国范围 内逮捕了 1 9 9 名拒绝交出农

场的 白 人农场主 , 政府重 申土改政策不会逆转 , 国家政令不可违抗 。 按照

有关法律规定 , 违法者将受到两年监禁并处 以罚款 。

③

然而 , 这一疾风暴雨式的土改政策 , 在实施
“

没收剥夺者土地
”

的强

硬措施的过程 中 , 在历史步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 , 渐渐显露 出始料未及的

隐患 , 出现 了
一

些令人 困惑 的难题 。
2 0 0 3 年 3 月 , 津 巴布韦政府 承认土

改存在问题 , 主要是 无序 和管理 漏洞 。 不过 , 津 巴 布 韦 土 改部长 布 卡

( Ｆ ｌｏｒ ａＢｕｋａ ) 指 出 ：

“

在短时 间 内实施土改这样一项大规模 的群众运动 ,

难免出 现一些无规则的 现象 。

”

与此同 时 , 联合 国粮食署认为 , 津 巴布韦

的土改造 成 上 千 个正 常 运作 的农场 荒 芜 , 这 无 疑 加 重 了 该 国 的 饥 荒

程度 。

？

津巴布韦疾风暴雨式的土改引 发了 国民经济的
“

阵痛期
”
——黑白农

场
“

青黄不接
”

： 黑人实现 了
“

耕者有其田
”

, 然而 , 由 于农场的基础设施

不配套 、 所需资金不能按时到位 、 黑人缺乏经营大型农场 的经验等原因 ,

①
“

ＺｉｍＦａｒｍ ｅｒｓ ｔｏＤｅ ｆ
ｙＬａｎｄＧｒａｂＯ ｒｄｅ ｒ

”

,ＴｈｅＳ ｕｎｄａｙ Ｉｎｄ ｅｐ ｅｎｄｅ ｎ ｔ , Ｊ ｕｎｅ 2 3 2 0 0 2 ．

②
“

Ｚ ｉｍ
‘

Ｆａｓ ｔＴ ｒａｃ ｋ
’

Ｌａｎ ｄＲ ｅ ｆｏ ｒｍ
＂

, Ｓｏｗｅｔ ａｎ ＊Ａｕｇｕ ｓｔ 8 ,  2 0 0 2 ．

③Ｉｂｉ
ｄ ．

④
“

Ｚ ｉｍＡｄｍｉ ｔ ｓ ｔ ｏＬａｎｄＭ ｉ ｓ ｔａｋｅ
”

, Ｔｈ ｅＣｉ ｔ ｉｚ ｅｎ ,Ｍａ ｒｃｈ 1 0 ,  2 0 0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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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大片沃土荒芜 ,

“

田 地无所耕
”

现象严重 , 外加多年未遇 的干旱和西

方社会的经济制 裁 , 津巴布韦的农业连年歉收 , 昔 日被誉为南部非洲
“

粮

仓
”

和
“

面包篮子
”
的津巴布韦 出 现了 罕见 的饥荒 , 通货膨胀率不断攀

升 ,

3 5

国 民经济面临崩溃 , 国 内 政局
一

时剑拔弩张 , 穆加贝 政权面临着来

自 国 内外多方面的压力与挑战 。

津 巴布韦政府面临 的经济难题 困扰着土改的顺利进展 , 土改的
“

阵痛

期
”

因此将无奈地被延长 。 回顾津 巴布韦 的 土改历程 , 在历史进人 2 1 世

纪之际 , 采用＿暴雨式 的改革方式 , 对于解决复杂而敏感 的土地问题 ,

难免有些简单和急躁 , 尽管这
一

方式的实施与西方 国家 中止土改援助关系

密切 。 土改是
一

个系统工程 , 涉及政治 、 经济 、 文化传统 、 思想感情 、 乃

至国家的对外关系 等方方面面 , 是诸多矛盾的交汇点 。 处理好这
一

难题 ,

既需要勇气和信心 , 又需要冷静和沉稳 , 更需要正确的 大政方 略 。 然而 ,

从某种意义上讲 , 津巴布韦 的土改政策是感情高于理智 的产物 , 因而带有
一定程度的悲剧成分 。 土改 , 外加天灾和外部制裁 , 国家经济濒临崩溃 ,

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 国家政局一度 出 现危机……

土改涉及千家万户 , 而土地 的耕种是 十分现实的 , 疾风暴雨式 的 改

革 , 后续工程由 于资金和政策的缺位 , 造成大量 良 田荒芜 , 这一损失是沉

重的 。 相比之下 , 南非的土改因采用和雨细风式的赎买谈判政策 , 成功的

因素大于失败 , 值得津 巴布韦 及其有类似土地 问题 的非洲 国家学 习和借

鉴 。 当 然 , 这种形式的改革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
——

经济基础 。 如果

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 , 外 国援助就显得更加重要与不可缺少 。

总之 , 津巴布韦的土改是必要的 , 而其采用的方式方法值得探讨 。 在

当今世界上 , 不少国家都面临着如何解决历史遗 留 问题的挑战 , 尽管各 自

的历史遗 留 问题表现方式不同 , 解决 的途径各异 , 但是其 中仍有
一

些共 同

之处 ： 尊重历史 , 面对现实 , 多方权衡 ,
冷静处理 , 实现多赢 。

( 责任编辑 ： 周玉渊 )

① 为了因应完全失控 的通货膨胀 , 津 巴 布韦 2 0 0 8 年 7 月 2 1 日发行 面额 1 0 0 0 亿津元 的钞

票 , 不过这样一张钞票 , 仍不足以 购买一个 面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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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ｌ ｉ
？

ｔａｒｙｐｏｗｅｒ
, ｉｎｔ 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ｃｏｍｐｅ ｔ ｉｔ ｉｏ ｎｉｎｍｉ ｌ ｉ ｔａ ｒｙａ ｉ

ｄ
, ａｎｄｔｈｅａｃｔｕａ ｌ

ｎｅｅｄ ｓｏ ｆＡｆｒｉｃ ａＥｍ ｅ ｒｇ
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Ｉｓ ｒａｅｌ

＇

ｓｍｉ ｌ ｉ ｔａ ｒｙａｓｓ
ｉｓｔ ａｎｃ ｅｔｏＡｆｒ ｉｃａ

ｈａｓｍ ａｄｅ ｆｏｒ ｔｈｅｃｏ ｎ ｓｏｌｉｄ ａ ｔｉｏｎｏｆ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ｉｎｄｅｐ ｅｎｄ ｅｎｃｅａｎｄｄｅｖｅ ｌｏ ｐｍ ｅｎ ｔ

ｉｎＡｆ ｒ ｉｃａ ．Ａ ｔｔｈｅｓ ａｍｅｔ ｉｍ ｅＡ ｆｒｉ ｃａｎｃｏ ｕｎ ｔｒｉ ｅｓｈａｖ ｅｔｏｂ ｅｔｈ ｅＩｓｒａｅｌ ｉ
ｐｅｏ ｐ

ｌｅ

ｔｏｔｈｅｆｒｉｅｎｄ ｓｈ ｉ

ｐａｎｄ ｓ
ｕｐｐｏｒ ｔ ,Ａ ｆｒｉｃａｎｃｏ ｕｎ ｔｒｉ ｅ ｓｉｎｈｅｌｐ ｉｎｇ Ｉｓｒａｅ ｌ

＇

ｓｉ ｓｏｌａ
？

ｔ 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ｃｏｍｍｕｎ ｉ ｔｙｔｏｂ ｒｅａｋｔｈｅ ｄ ｅａｄ ｌｏｃ ｋｏｕ ｔ ｓｉｄ ｅ ,ａｎｄ

ｅｖｅｎｔｈｅ
ｐ ｒｏｍｏｔ

ｉ
ｏｎｏｆｔｈｅ Ｉｓ ｒａｅｌ ｉｅｃｏ ｎｏｍ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