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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怡超 

内容摘要

冷战结束以来，全球民族和宗教生态成为形成各种认同的重要推 

动力量，跨界民族和跨界宗教的交错发展进一步对国家、地区和全球 

的安全与发展发挥作用。中国为多民族、多宗教国家，国内民族、宗 

教问题随着中国的全球化、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而与其它问题交织发 

展，周边国家民族、宗教问题的总体复杂程度亦堪称世界之最。目前 

中国在周边国家海外利益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两大层面：全球大国和地 

区大国战略行动在中国周边国家的辐射；周边的国家整合、经济发展 

与民族、宗教情势的互动。由此，中国对周边国家外交应结合宗教和 

民族因素在全球、地区、国家和地方层次的互动进行考量。作者提出 

了如下三个方面的政策建议：一是在民族、宗教层面进一步细化和完 

善和谐世界理念；二是进一步完善处理民族、宗教事宜的外交机制； 

三是针对周边各国民族和宗教事务的具体情况，在整体规划下形成多 

样化解决方案并跟进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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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冷战结束以来，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 

抗减弱，两大阵营的对立不再是世界格局中的主要矛盾，民族、宗教 

问题日益交织且牵一发而动全身，成 为 2 0 世纪末以来国际和众多国 

家内部的热点问题。与此同时，在中国国家利益全球化和‘‘走出去” 

战略全方位展开的背景下，在国际和国内两大层次制定和实施相应对 

外战略巳成为中国崛起所面临的中心议题。而 ‘‘走出去”的第一环即 

为民族、宗教问题繁多的众多周边国家，在周边外交中处理好民族、 

宗教问题成为关键所在。

一、战略安全视野中的民族与宗教问题：分析框架的提出

当代世界国家、民族与宗教之间的基本关系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亚 

体系之上。这一体系在国家与民族的层面上，承认民族国家的主权， 

历经三百余年的演进，自一战结束以来随着殖民体系开始走向分崩离 

析而进一步发展成为民族自决原则；在国家与宗教的层面上，初步确 

定了罗马天主教会教权与民族国家王权之间的切割（教随国定）和基 

督宗教内部天主教与新教的信仰自由，此后进一步发展成为政教分离 

与宗教自由原则。列宁亦针对民族自决问题多方阐释与支持。①二战 

结束后，民族自决原则和宗教自由原则获得国际体系的确定。②冷战 

令意识形态差异形成的两大阵营的对立在全球层面遮蔽了多数国家 

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民族与宗教矛盾。 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现 

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日益深入，民族、宗教与国家和国际政治交织互 

动，铸就众多矛盾冲突，对世界的和平发展形成重大挑战。民族、宗 

教、政权稳定与国家发展、全球或地区大国战略是为分析民族和宗教 

问题的四大版块。

①可参见列宁相关论述。另潘志平认为，列 宁 的 “ 民族自决 ” 基本点是非殖民化，而不是 

民族主义。潘志平： 《民族自决还是民族分裂》，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 及 《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两大世界人 

权文件皆在第一条明列民族自决和宗教自由原则： “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他们凭这种权利 

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并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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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族认同危机多发，影响国家和地区稳定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为多民族国家，国家的国族①包括主体民族 

和其它民族。2 0 世纪世界共兴起三次民族独立的浪潮，分别出现是 

一战之后、二战之后和冷战结束之后，而民族自决这一基本原则成为 

根本性理念支持。一战和二战之后，诸多亚非国家依据民族自决的原 

则而纷起独立，体现出强烈的去殖民化色彩。其中很多多民族国家建 

立在西方殖民地遗产的单位基础上，这类缺乏历史和文化统一体渊源 

的国家至今难以形成强大的国族认同，国家内部的民族、民族与国家 

之间出现程度不同的矛盾。一些跨界民族获得的境外同族及以同族为 

主体民族的国家的各类援助，令问题更为复杂。冷战结束后伴随着苏 

联解体而来的新一轮民族独立运动则体现出鲜明的去共产主义化和 

去苏联化色彩。

(二）宗教问题是各类矛盾爆发的集中体现

2 0世 纪 7 0年代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宗教复兴与全球化、 

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如影随形，依靠宣教、移民和生育努力，全球信 

仰格局与一个世纪以前发生巨大转变。1910年，只有不到 187。的基督 

徒居住在发展中国家，而今天这一比例则巳高达60。、 并呈上升趋势。 

②伊斯兰教亦通过征战和贸易不断扩张，截 至 2 0 1 0年，作为传统伊 

斯兰世界 ‘‘边缘’’ 的亚太地区，其穆斯林人数巳达全球穆斯林人口的 

62. 1。（约 1 0亿〕，而作为伊斯兰世界‘‘中心’’的中东一北非地区则 

仅 占 19. 9。（约 3. 2 亿〕。③二战之后，来自西亚北非的穆斯林移民 

及其后代显著改变西欧多国的宗教生态。在亚非众多地区，尤其是非 

洲多国，基督宗教与伊斯兰教在过去数百年间逐渐蚕食了当地传统宗

①国族超越于民族之上，既指一个国家拥有的全部民族，又指全部民族对国家民族组合形  

式具有认同。

② 尺686沉也匚6打饴1，3 ？0瓜血0打^611 1̂0  ̂& 卩口⑷化乙比6，010^^1匚匕匕也肪1〜，0606血 2011，

卩.14.

③ ？6 ^尺686沉也匚6打饴1，8 ？0瓜血0打尺611廷10打& ？̂^11^乙1&，丁匕6 ？'卩加16 0『1̂ 6 010^̂ 1 乂卩811血

？0̂ 1̂&110̂ ； ？10̂ 60110̂ 8 2010-2030，】肪卩町 2011，0.14.
3



教。众多亚非拉国家向欧美的大规模移民和欧美宗教的世俗化和后基 

督宗教化亦改变了欧美的宗教景观。佛教、印度教等多种非西方传统 

宗教在西方国家发展起来。如今世界多数国家各种宗教聚居与杂居交 

错，并与民族问题复杂交织，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主要宗教类 

型多样的政治化进程方兴未艾；二是不同宗教间冲突、宗教内部的教 

派冲突往往与民族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且宗教内部的教派冲突常常 

体现得更为直接和惨烈。

(三）政权稳定与国家发展态势决定宗教、民族问题发展格局

自2 0世 纪 7 0年代以来，世界众多发展中国家不同程度地卷入第 

三波民主浪潮。西式民主政体以限制公权、维护私权为核心，转型的 

发展中国家在扩大公民权利和个人自由的同时，却难以在现有以西方 

为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中达成平稳快速发展的需要。由此社会进一步 

分化，民族关系不断恶化，宗教在适应转型期间人民多重需要的同时， 

往往在社会分化中成为阶层、族群对立的导火索，最终导致国家的弱 

化。自2 0世纪 8 0年代以来，系列极权国家政权如伊拉克、利比亚、 

埃及等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先后瓦解，民族和宗教问题随之交集 

加剧，成为新一轮暴烈民族宗教冲突的温床，且效应溢出国境之外。

( 四）全球和地区大国战略促发多国宗教、民族问题升级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内解决民族问题方面总 

体而言尊崇民族自决，①在处理宗教问题方面推崇宗教自由和政教分 

离，在国家政治制度方面力推西式民主。在长期战略利益建构方面， 

美国逐渐将将宗教自由民主和平论与国家安全战略相结合。如今美国 

通过推动民主化进程、实现宗教自由和民族自决而维持美国在全球各 

地区的优势地位、打压新兴国家在所属地区和全球层面的发展。

①西方支持民族自决长久以来对发展中多民族国家事实上形成分裂压力，而其实际支持基  

于自身的战略考量。美国等西方国家对 2014年克里米亚共和国宣布脱离乌克兰即持坚决反 

对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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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贯性才能最终发挥效应。由此，制度体系应具备较强整合功能。目 

前现有制度体系存在将宗教、民族问题与外交有所隔离的不足。中国 

没有协调一致的机制处理周边民族宗教因素导致的后续效应。主管宗 

教对外交流事务的是国家宗教事务局外事司，现有管理业务中相当一 

部分为国外宗教走进国门的中外交流。国家宗教事务局本身并无驻外 

机构，在海外的外交网络主要有三：一是通过与其他国家宗教事务部 

( 局）建立的政府关系，二是通过自身与国外宗教组织建立的友好联 

系；三是通过下属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和五大教协会体系建立的与 

国外宗教组织的友好联系。国家宗教事务局在从事推动中国宗教走出 

国门开展交流时需借助外交部、文化部、教育部和商务部等具有驻外 

机构的政府部门的高度支持配合。外交部公共外交办公室主管公共外 

交事务，民族和宗教公共外交为其工作的一部分，民族和宗教公共外 

交是放在整体外交的大框架下进行。这从一方面而言，有利于从整体 

外交的高度进行民族和宗教公共外交，然而，外交系统对民族和宗教 

缺乏系统专业知识和对国内外民族和宗教网络的衔接，且基于中国外 

交部的传统工作格局和现有工作重点，宗教、民族事务仍处于边缘地 

位。①由此难以对民族和宗教问题进行较为完整的计划并加以实施， 

存在将民族和宗教因素零散化的可能性。

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等部门在国内工作中均巳和国外宗教非 

政府组织存在各类业务型交往，但在中外交流中尚未将民族和宗教因 

素纳入整体考量，且与国家宗教事务局、国家民委之间的相关业务沟 

通亦相对有限。主管对外援助的商务部目前尚未将民族和宗教因素正 

式纳入对外援助的轨道。这都对在公共外交时更妥善地处理民族和宗 

教问题、利用民族和宗教因素的积极一面形成限制。

目前这些政府部门及相应组织间缺乏必要的扁平型协商沟通平

①美国国务院己开始建立制度化体系处理宗教问题。美国国务院，负责人权、民主促进事 

务的副国务卿分管宗教事务，宗教自由办公室作为专门职能部门，专门设立宗教自由无任所  

大使，驻外使领馆均有外交人员与当地宗教组织和宗教领袖保持深入联系。但包括美国在内 

的世界各国外交部门总体而言重官方而轻民间、重精英而轻草根。目前中国外交部门，包括 

驻外使领馆与国外宗教组织的互动较少。但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使领馆与当地宗教组织和  

宗教领袖互动不断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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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在长期战略的实施方面尚未建立常态性的紧密合作。若遇突发性 

事件，不同部门的反应参差会扭曲或减弱良好外交对策的积极效应。 

①因此，建立一个协调管理民族、宗教问题与中国内政外交事宜的机 

制具有相当的急迫性。

建议三：针对周边各国民族和宗教事务的具体情况，在整体规划 

下形成多样化解决方案并跟进实施

中国与周边国家政府在处理对内对外宗教民族事务上面临众多 

类似问题，这是各国未来在相应问题上打造事实上统一战线的重要基 

础。由此建议中国政府可尝试首先与缅甸政府就宗教民族事务管理方 

面开展合作、尤其是跨境事务方面的合作，逐步建立可行且有效的合 

作机制，并进而推进与东盟的泰国、老挝等国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 

在具体事务启动阶段，两国层面的合作和对话尤应高度注重两国参与 

机构的对等性，避免大部分由云南省相应机构代行国家机构的职责。

中国周边外交层面须做好应对各地区、各国民族、宗教事宜的整 

体规划并跟进实施。基于中国周边国家民族与宗教互生现状，在对中 

国周边国家进行公共外交时，做好以跨宗教对话合作和宗教内交流合 

作为重点的宗教公共外交可在很大程度上涵纳针对各民族的公共外 

交，且可避免单纯民族议题引发的负面效应。在近期尤应抓好两头的 

工作：一是做好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组织和领袖的工作，尤其注 

重培育各地未来宗教领袖与中国及中国相应宗教组织、跨宗教组织的 

友好联系；二是做好面向普通教众的具有标志性影响的交流和援助工 

作。同时，中国中央政府需要综合统筹、长远考虑边境省区政府在国 

内和周边国家之间民族、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的系列行动。②

借助宗教渠道促进对周边国家外交应有利于中国和周边国家经

①如外交部和宗教局在部分宗教交流事宜方面有时因沟通时效性而造成效果打折。关于美 

国放映亵渎穆圣电影的事件，中国外交部于 2012年 9 月 15日迅速发表声明进行谴责，而中 

国伊斯兰协会则在一天后发表声明，这引起了部分穆斯林对伊协的不满。参见论坛讨论：

匕 沖 2瓜0811瓜义0瓜/纪印瓜卫匕口？瓜0己二乂士研&氏&己&乜己̂402887

②广西壮族布洛陀信仰重建过程即为此类典型，这一过程是学者参与、民间推动、政府主 

导、市场机制等多方意愿以及各种社会资源的整合的结果，推动了中泰等多国同源民族共同  

体的再度深度构建。喀什修建立叶尔羌古城亦为类似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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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长远走向一体化。在此方面，首当其冲的可行计划是配合中国的大 

型国企在缅甸等国的投资。中国国有企业对缅大型投资在过去过于走 

‘‘上层路线”，没有做好对当地少数民族民众的宣传和服务，而这些 

地方一些民众却受到其它国家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密松水电站事件是 

为一显例。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在统筹此类事宜时，应将宗教和民族事 

宜列入考量，并追踪具体实施效果。

注：本文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主办的第六期国际问题研究 

“ 青年学术沙龙” 〔2014年 4 月 1 1 日）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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