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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持续 ５０ 多年之久的武装冲突给哥伦比亚经济和社

会造成了巨大损失ꎬ 导致了国内社会的分裂和脆弱ꎮ 关于哥伦比亚

武装冲突的根源有多种解释ꎬ 其中得到普遍认可的根源是土地斗

争ꎬ 也有观点认为是资本主义、 美国因素或古巴革命影响的结果ꎮ
哥伦比亚武装冲突涉及众多行为体ꎬ 包括多个游击队组织 (特别

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 准军事组织或自卫组织、 贩毒集团和

政府ꎬ 使得武装冲突形势异常复杂ꎬ 延宕日久ꎮ 在桑托斯政府之前

进行的历次谈判都未能真正解决武装冲突ꎬ 冲突导致了大量受害

者ꎬ 其中多数是平民ꎮ 直到 ２０１６ 年桑托斯政府才真正与哥伦比亚

革命武装力量达成了和平协议ꎬ 哥伦比亚国内武装冲突正式结束ꎮ
和平协议内容包括综合农业发展政策、 游击队解除武装后的政治参

与权利、 游击队成员融入平民生活、 贩毒问题的解决以及受害者赔

偿五大方面ꎮ 然而ꎬ 围绕和平协议的争议还在继续ꎬ 并将影响

２０１８ 年总统选举结果以及国家的未来和协议的执行情况ꎮ 展望未

来ꎬ 哥伦比亚和平建设道路漫长而艰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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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和平进程: 历史背景、 发展和展望　

　 　 哥伦比亚历史的主要特征是ꎬ 几乎在所有历史阶段ꎬ 国内都存在武装冲

突ꎮ 当前的武装冲突已经持续 ５０ 多年ꎬ 其成本无法通过一个维度进行衡量:
除了经济成本 (对于一个发展中经济体来说经济成本太大) 之外ꎬ 还有不可

估量的物质、 环境、 政治成本ꎮ 武装冲突导致受害者达 ８００ 多万人ꎬ 哥伦比

亚社会成为一个分裂、 脆弱的社会ꎬ 未来的和平建设道路艰辛而漫长ꎮ 为了

理解桑托斯总统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之间所签署和平协议的复杂性、 挑

战和意义以及该协议对哥伦比亚社会的影响ꎬ 必须回顾相关行为体的起源和

性质、 冲突演变的方式、 受害者的数量以及之前失败的和平谈判尝试ꎮ

一　 哥伦比亚武装冲突

关于哥伦比亚武装冲突的根源有多种解释ꎬ 其中得到普遍认可的根源是

土地斗争ꎬ 也有观点认为是资本主义、 美国因素或古巴革命影响的结果ꎮ 哥

伦比亚武装冲突涉及众多行为体ꎬ 包括多个不同的游击队组织 (特别是哥伦

比亚革命武装力量)、 准军事组织或自卫组织、 贩毒集团和政府ꎬ 使得武装冲

突形势异常复杂ꎬ 延宕日久ꎮ 武装冲突中游击队活动经历了停滞和边缘化阶

段、 领土扩张和活动增强阶段、 战略退出和失败阶段ꎬ 最后迎来了和平进程

阶段ꎮ
(一) 武装冲突的根源

在哥伦比亚ꎬ 一系列冲突以 “链条状” 的形式接连出现: 前一阶段冲突

的结束标志着下一阶段冲突的开始ꎮ 在这个意义上ꎬ 关于目前冲突的根源和

原因ꎬ 学界并没有一致的观点ꎬ 不同专家依照不同视角作出多种解释ꎬ 而每

种解释都有其道理ꎮ 在和平谈判过程中ꎬ 哈瓦那和平对话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成立

“武装冲突和受害者的历史记忆委员会”ꎬ 该委员会由不同领域人士选举出的

１２ 名专家和 ２ 名记录员组成ꎬ 以便争取将各种观点都纳入委员会中ꎮ 该委员

会的使命是 “针对关于武装冲突的根源和起因、 造成冲突持续存在的主要因

素和条件以及对人民造成的恶劣影响ꎬ 提交一份调查报告”①ꎮ
关于武装冲突的根源ꎬ 并没有统一的观点ꎮ 上述委员会成员在报告中提

到了多个决定性因素ꎬ 其中ꎬ 普遍认可的因素是土地斗争ꎬ 这是政府和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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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冲突的触发点①ꎮ 土地问题是理解冲突的根本轴心ꎬ 因为是否拥有土地ꎬ
与三个基本必需品———住房、 粮食和劳动 /收入直接相关②ꎮ 如果政府不能保

证这些需求ꎬ 民众的斗争权利便是合法的ꎬ 最严重的便是出现暴动ꎮ 除了土

地冲突之外ꎬ 委员会报告中也提到了其他原因: 资本主义在哥伦比亚占主导

地位ꎬ 阶级斗争导致武装冲突和暴动ꎮ 一些委员会成员甚至认为ꎬ 美国在哥

伦比亚的角色也是导致冲突的因素之一ꎬ 此外ꎬ 古巴革命的影响以及共产主

义的扩张导致游击队的形成ꎮ 总的来说ꎬ 一些结构性因素ꎬ 如政府对某些地

区的长期忽略ꎬ 也是导致武装冲突的原因ꎮ③

鉴于这些原因ꎬ 学界尚未对哥伦比亚目前的武装冲突的起源达成共识ꎮ
在报告中ꎬ 有三种主要观点ꎮ 第一种观点④认为ꎬ 武装冲突形成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爆发的第一次土地斗争ꎮ 第二种观点⑤认为ꎬ 武装冲突始于全国阵线政府

之后⑥ꎬ 甚至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贩毒活动兴起时才产生了武装冲突ꎮ 虽然武装

冲突继承了 “暴力时代” 党派之间暴力冲突的特征ꎬ 但是当前武装冲突的行

为体、 潜在逻辑和主要原因都产生于全国阵线政府之后ꎮ 第三种观点⑦认为ꎬ
武装冲突始于 “暴力时代”ꎬ 因为在该时期产生了武装农民组织⑧ꎮ

(二) 武装冲突中的行为体

如前文所述ꎬ 哥伦比亚武装冲突的复杂性还在于涉及的行为体众多ꎬ 主

要行为体包括游击队、 准军事组织或自卫组织、 贩毒集团和政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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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成员 Ｓｅｒｇｉｏ ｄｅ Ｚｕｂｉｒíａ、 Ｊａｖｉｅｒ Ｇｉｒａｌｄｏ 和 Ｊｕｌｉｏ Ｅｓｔｒａｄａ 的观点与此观点一致ꎮ
委员会成员 Ｊｏｒｇｅ Ｇｉｒａｌｄｏ、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Ｇｕｔｉｅｒｒｅｚ Ｓａｎíｎ、 Ｇｕｓｔａｖｏ Ｄｕｎｃａｎ 和 Ｖｉｃｅｎｔｅ Ｔｏｒｉｉｊｏｓ 的观点与

此观点一致ꎮ
１９４８—１９６０ 年期间哥伦比亚发生内战ꎬ 该时期被称为 “暴力时代”ꎮ 内战发生的原因是农民、

地主和政府之间的冲突ꎮ 自由党总统候选人盖坦 (Ｊｏｒｇｅ Ｅｌｉｅｃｅｒ Ｇａｉｔáｎ) 被暗杀导致当时两大传统政党

即自由党和保守党之间的暴力战争ꎬ 战争不仅影响了农村地区ꎬ 也影响了城市地区ꎮ 为了结束党派冲

突ꎬ 后来哥伦比亚宣告成立全国阵线ꎬ 规定两党候选人轮流担任总统ꎬ 每届政府任期为 ４ 年ꎮ
法国历史学家皮考特 (Ｄａｎｉｅｌ Ｐｅｃａｕｔ) 和社会学家莫拉诺 (Ａｌｆｒｅｄｏ Ｍｏｌａｎｏ) 持此观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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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队ꎮ 哥伦比亚的武装冲突涉及第一代和第二代游击队ꎮ 第一代游击

队是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成立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 (ＦＡＲＣ)、 民族解放军

(ＥＬＮ) 和人民解放军 (ＥＰＬ)ꎮ 他们产生于深受 “暴力时代” 之苦的武装农

民或青年组织之中ꎬ 并且深受古巴和中国的革命、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以及

切格瓦拉等人物的鼓舞①ꎮ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成立于 １９６５ 年ꎬ 最初是

党派游击队ꎬ 被认为是哥伦比亚共产党的武装延续ꎮ ８０ 年代起ꎬ 哥伦比亚革命

武装力量开始通过贩毒来资助游击活动ꎬ 目前成为哥伦比亚最大的游击队ꎮ 民

族解放军成立于 １９６２ 年ꎬ 其初衷是打破以政党为中心的传统治国框架ꎬ 试图以

游击队为核心ꎬ 创立一种新的政治—军事组织结构ꎮ 他们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对

石油工业相关领域进行勒索ꎮ 民族解放军的规模逊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ꎬ
但如果后者放弃武力ꎬ 民族解放军将会是该国唯一的游击队ꎬ 因为目前哥伦比

亚政府还未与之达成和平协议ꎮ 人民解放军成立于 １９６７ 年ꎬ 他们一直试图将农

民作为其支持基础ꎬ 认为农村斗争是长期的人民战争ꎮ 第二代游击队产生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包括多个组织ꎬ 其中最重要的是 “四月十九日运动” (Ｍ１９)、
金庭拉梅武装运动 ( Ｑｕｉｎｔｉｎ Ｌａｍｅ)、 自由祖国运动 (Ｍｏｖｉｍｉｅｎｔｏ Ｐａｔｒｉａ
Ｌｉｂｒｅ)、 革命工人党 (ＰＲＴ) 等ꎮ 这些组织目前均已解散ꎮ②

准军事组织或自卫组织ꎮ 准军事组织或自卫组织是哥伦比亚武装冲突中

最有争议、 不可定义的暴力行为体ꎮ 这类组织产生于 １９８１ 年ꎬ 当时的名称是

“绑匪去死” (ＭＡＳ)ꎬ 是一些大地主为了抵御游击队的敲诈勒索而成立ꎮ 后来

该组织发生了重大改变ꎮ 从 １９８９ 年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之后ꎬ 他们 “分裂” 成

几个小团体ꎬ １９９５ 年经历了增长和扩张ꎬ １９９７ 年又重新聚合在一起 (有自愿

的ꎬ 也有被迫的)ꎬ 接受卡洛斯加斯塔诺的领导并改名为哥伦比亚联合自卫

军 (ＡＵＣ)ꎮ③ ２００３ 年ꎬ 他们宣布与乌里韦政府休战ꎬ 本应在 ２００５ 年放弃武

装斗争ꎬ 但人们对于其放弃武装斗争的进程仍然存在质疑ꎬ 因为他们现在以

独立武装犯罪团伙的形式复出ꎬ 在那些非法古柯贸易和贩毒活动集中的省份

中活动ꎮ 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军最终变成了寻求通过贩毒和勒索来暴富的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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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组织ꎮ 事实上ꎬ 正义与和平法庭在 ２０１７ 年判定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军是一

个没有统一领导人的杀手团体ꎬ 他们的领导人致力于犯罪行为ꎮ 这引起了人

们对该团体遣散进程的质疑ꎮ 为此ꎬ 哥伦比亚政府签署了 «正义与和平法»ꎬ
计划用 ９６０ 天完成对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军的全面遣散ꎮ 显然ꎬ 此举没有达成

效果ꎬ 因为他们仍然继续作为犯罪团伙实施犯罪行为ꎮ①

贩毒集团ꎮ 可以说ꎬ 贩毒集团是武装冲突中的主要行为体之一ꎮ 鉴于冲

突的变化和贩毒人员的变化ꎬ 现在还不能明确各个贩毒卡特尔的名称ꎮ 贩毒

这种非法业务对武装冲突的发展和长期存在至关重要ꎬ 因为它至少是哥伦比

亚联合自卫军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资金来源②ꎮ 毒品贩运路线以及毒品

作物种植区是武装冲突的轴心ꎬ 这导致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与哥伦比亚联

合自卫军之间也经常发生激烈的冲突ꎬ 他们为了争取毒品的生产和运输的控

制权而斗争ꎮ 由于这些对抗只发生在毒品生产和贩运有关地区ꎬ 这就明确了

这些行为体的利益所在ꎮ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存在于哥伦比亚多个区域ꎬ
不仅仅在古柯生产地区ꎬ 但是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军只在毒品种植地区与哥伦

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产生冲突ꎮ 这表明ꎬ 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军的斗争背后并不

存在真正的意识形态冲突ꎬ 他们只是为了寻求对毒品交易的控制权ꎮ 贩毒就

是该组织存在的原因ꎬ 而不是他们自己声称的 “打击游击队”ꎮ
总的来说ꎬ 贩毒活动在武装冲突中占据了重要地位ꎬ 因为贩毒是冲突行

为体持久存在的生存手段ꎬ 也是冲突本身持久存在的原因ꎮ 贩毒活动还是最

具暴力的行为体———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军存在的原因ꎮ③

(三) 武装冲突的各个阶段

哥伦比亚游击队的武装冲突可以分为四个主要阶段ꎮ 第一阶段是停滞和

边缘化阶段ꎬ 第二阶段是领土扩张和活动增强阶段ꎬ 第三阶段是战略退出和

失败阶段④ꎬ 第四阶段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和平进程阶段ꎮ
１ 停滞和边缘化阶段 (１９６４—１９８１ 年)ꎮ 这是不同游击队开始形成的时

期ꎬ 其性质和意识形态如前文所述ꎮ 在这段时间ꎬ 游击队主要停留在发源地ꎬ

—０６—

①

②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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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招募到大量成员ꎬ 甚至在军事上几乎即将被打败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是古

柯繁荣期ꎬ 由于有了新的资金来源、 新的行为体和动力ꎬ 武装冲突开启了另

一个阶段①ꎮ
２ 领土扩张和活动增强阶段 (１９８２—２００２ 年)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ꎬ “四

月十九日运动” (Ｍ１９) 是哥伦比亚最大的游击队ꎬ 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

和民族解放军在此期间也开始了强有力的领土扩张ꎮ 有人认为ꎬ 正是由于贝

坦库尔总统 (Ｂｅｌｉｓａｒｉｏ Ｂｅｔａｎｃｕｒꎬ １９８２—１９８６ 年) 发起的和平进程ꎬ 导致游击

队员采取了新的战略ꎬ 并通过贩毒等活动获得了新的资金ꎮ 哥伦比亚革命武

装力量决定扩大势力ꎬ 寻求在各个省份都建立起战线ꎬ 部署在波哥大周围ꎮ
这一战略几乎完全实现了ꎬ 他们一方面与政府签订停火协议ꎬ 另一方面利用

其掌控的古柯资源获得更多资金来源ꎬ 使其战斗力大大增加ꎮ②民族解放军也

决定扩大势力ꎬ 但他们原则上拒绝利用贩毒作为资金来源ꎬ 因为这违反其意

识形态ꎮ 民族解放军对石油勘探区进行剥削和勒索ꎬ 因为他们认为通过勒索

跨国公司获得的资金用于哥伦比亚正义之战是公平的ꎮ 民族解放军利用和平

进程来扩大势力ꎬ 特别是扩大了在农工业发达地区的势力ꎮ③

总的来说ꎬ 各个游击队都在这个时期加强和扩大了势力ꎬ 并扩展了资金

来源ꎬ 但同时他们遇到了新的敌人———自卫团体和准军事组织ꎬ 他们之间相

互争夺毒品作物的种植区ꎮ 虽然民族解放军在 １９８５ 年左右势力扩张迅速ꎬ 但

在 ９０ 年代ꎬ 由于与自卫团体和准军事组织的冲突ꎬ 再加上来自政府的压力和

其他战略性错误ꎬ 其扩张速度受阻ꎮ 这一阶段结束的标志是 １９９９ 年帕斯特拉

纳总统划出一片非军事区ꎬ 表明其巩固和平进程的意愿ꎬ 但和平进程却未因

此得到巩固ꎬ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从 １９８１ 年以来一直采取增强自己势力的

战略ꎮ 不同的是ꎬ 这次帕斯特拉纳总统也战略性地利用了这一契机ꎬ 对政府

军队进行了现代化改造、 扩大和加强ꎬ 这对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后来的

战略失败具有决定性作用ꎮ
３ 战略退出和失败阶段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年)ꎮ 帕斯特拉纳总统发起的军队

现代化改造举措在继任的乌里韦政府时期得以继续实施ꎬ 该举措使得政府军

队实力大大增强ꎬ 导致了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战略失败ꎮ 在帕斯特拉纳总

统执政末期ꎬ 他就已开始在游击队势力集中的战略地区攻击游击队ꎮ 后来ꎬ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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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里韦总统着力巩固军事优势ꎬ 旨在彻底击败游击队ꎮ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

量别无选择ꎬ 只能撤退ꎮ 撤退战略使他们得以生存下去ꎬ 但他们无法重新统

一ꎬ 也无法继续加强势力ꎮ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势力的削弱显而易见ꎬ 自

那时起他们没能够发动一次重大反攻ꎬ 而只能进行游击战ꎮ 但应该指出的是ꎬ
乌里韦总统也无法在军事上将其完全击败ꎮ①

这个节点提供了一个历史契机ꎬ 使得双方巩固了达成和平协议的意愿ꎬ
这是冲突的第四个阶段ꎮ 在回顾了各种和平谈判尝试之后ꎬ 下面我们将分析

第四个阶段的冲突与和谈情况ꎮ

二　 哥伦比亚和平进程

前面介绍了哥伦比亚武装冲突的前三个阶段ꎬ 下面介绍第四个阶段即和

平进程阶段ꎮ 在桑托斯政府之前进行的历次谈判中ꎬ 武装冲突都没能得到真

正解决ꎬ 冲突导致了大量受害者ꎬ 其中多数是平民ꎮ 直到 ２０１６ 年桑托斯政府

才真正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达成了和平协议ꎬ 哥伦比亚国内武装冲突正

式结束ꎮ 然而ꎬ 围绕和平协议的争议还在继续ꎬ 并将影响 ２０１８ 年总统选举

结果ꎮ
(一) 哥伦比亚和平谈判历史

桑托斯政府之前的历届政府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和平谈判之所以

失败ꎬ 主要原因在于双方最基本的不可兼容性难以调和: 政府谈判的目标是

消除武装冲突ꎬ 而游击队的目标是解决国家存在的问题ꎮ② 关于哥伦比亚革命

武装力量ꎬ 在当前的和平谈判之前ꎬ 在武装冲突的历史上有三个重要的谈判

时期ꎮ
１ 贝坦库尔政府 (１９８１—１９８６ 年) 和巴尔科政府 (１９８６—１９９０ 年)

时期

在 １９８１ 年由贝坦库尔总统领导的和平进程中ꎬ 政府提出停火作为实现和

平的不可或缺的条件ꎮ 游击队在战术上利用了这一停火协议来推进其目标ꎬ
训练、 招募、 重组和加强了游击队势力ꎮ 作为这一和平进程的一部分ꎬ 成立

—２６—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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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爱国联盟 (ＵＰ)ꎬ 该联盟是一个争取从武装斗争向政治转变的政党ꎮ 贝坦

库尔总统卸任之后ꎬ 巴尔科总统试图维持和平谈判ꎬ 但 １９８７ 年哥伦比亚革命

武装力量的暴力行为导致谈判崩溃ꎮ 在此期间ꎬ 发生了几起重大事件: 爱国

联盟在农村地区获得了较高的民众接受度ꎬ 并开始赢得地方选举ꎬ 这导致多

个部门的不满ꎮ 一方面ꎬ 传统政治家认为这个政党的出现意味着政坛上产生

了一个不必要的新的竞争对手ꎮ 另一方面ꎬ 军方也对爱国联盟持怀疑态度ꎬ
因为它最终仍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一种形式ꎬ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

不但没有被完全遣散ꎬ 反而同时拥有了一条 “政治” 臂膀和一条 “武装斗

争” 的臂膀ꎮ 另外ꎬ 主要贩毒集团ꎬ 特别是埃斯科瓦尔 (Ｐａｂｌｏ Ｅｓｃｏｂａｒ) 和

伽查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 Ｇａｃｈａ) 等ꎬ 作为新的大地主ꎬ 认为爱国联盟和哥伦比亚革

命武装力量是威胁其贩毒活动的竞争者ꎮ 因此ꎬ 这些 “敌人” 共同围捕和暗

杀爱国联盟的成员ꎮ① 这一点在今天仍然是有意义的ꎬ 因为政府必须向哥伦比

亚革命武装力量保证ꎬ 如果他们放下武器和平参政ꎬ 不会发生爱国联盟类似

的遭遇ꎮ
除民族解放军之外ꎬ １９８９ 年所有游击队都表示愿意为冲突寻求政治解决

办法ꎮ “四月十九日运动” 同意停止敌对行动ꎬ 后来开始解散ꎮ 当时盛行着一

股强烈的寻求和平的风气ꎬ 但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和民族解放军对平民

的行动破坏了这一进程ꎮ 即使如此ꎬ 由于政府承诺进行修宪公投ꎬ １９９０ 年金

庭拉梅武装运动和其他第二代游击队均开始了解散之路ꎮ②

２ 加维里亚政府 (１９９０—１９９４ 年) 和桑佩尔政府 (１９９４—１９９８ 年)
时期

虽然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继续冲突升级活动ꎬ １９９１ 年ꎬ 革命工人党、
人民解放军和金庭拉梅武装运动等组织纷纷解散ꎮ １９９１ 年ꎬ 政府开始与哥

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进行新一轮的和平谈判ꎬ 温贝托德拉卡耶 (Ｈｕｍｂｅｒｔｏ
ｄｅ ｌａ Ｃａｌｌｅ) 任政府代表ꎬ 阿方索卡诺任游击队的代表ꎮ 然而ꎬ 德拉卡耶认

为ꎬ 游击队显然并不想结束武装冲突ꎬ 而是希望通过谈判改变哥伦比亚的国

家制度ꎮ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继续绑架人质、 破坏国家基础设施和实施其

他颠覆行动ꎬ 导致和平谈判破裂ꎮ 更强大的国家军队则开始用更多力量来攻

击游击队ꎮ 由于 “四月十九日运动” 和其他游击队的解散ꎬ 哥伦比亚革命武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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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力量成为国内最大的游击队ꎮ 桑佩尔总统 (Ｅｒｎｅｓｔｏ Ｓａｍｐｅｒ) 竞选资金丑闻

引起了本国人民的愤怒并受到国际谴责ꎬ 但他拒绝辞职ꎮ 虽然桑佩尔总统尝

试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谈判ꎬ 但后者宣称政府既没有权利也没有合法性

与他们谈判ꎬ 他们仍然继续壮大自己的军事实力ꎬ 与政府军队抗衡ꎮ①

３ 帕斯特拉纳政府 (１９９８—２００２ 年) 和乌里韦政府 (２００２—２０１０ 年)
时期

帕斯特拉纳总统执政期间ꎬ 政府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没有真正达成

和平谈判ꎮ 帕斯特拉纳之所以当选总统ꎬ 正是因为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当

时表示会与他进行和平谈判ꎮ 政府建立了一个停战区ꎬ 在 １９９９ 年生效ꎬ 但哥

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真正意图是利用停战区和停止敌对行动来加强自己的

势力ꎬ 就像在 １９８１ 年贝坦库尔总统执政期间那样ꎬ 这也是他们甚至没有出席

谈判的原因②ꎮ 但这次谈判的不同之处在于ꎬ 政府也在战略上利用这一局面加

强了军队的现代化建设ꎮ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缺乏谈判意愿ꎬ 使其在国家

和世界眼中成为非法组织ꎬ 这为政府使用武力攻击他们提供了理由ꎮ 在帕斯

特拉纳执政末期ꎬ 谈判已经破裂ꎮ 强大的国家军队开始加大武力直接攻击游

击队力量集中的地区ꎮ
游击队对帕斯特拉纳总统建立和平意愿的 “无礼” 回应ꎬ 使得哥伦比亚

人民十分愤慨ꎬ 因此ꎬ 哥伦比亚人决定选出一个承诺攻击和结束游击队的总

统ꎮ 新任乌里韦总统拥有实力强大的军队和人民的支持ꎬ 因此他大大增加了

战争预算ꎬ 致力于大力攻击游击队ꎮ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别无选择ꎬ 只好

撤退以求生存ꎮ 尽管乌里韦在 ８ 年执政期内并未能在军事上击败哥伦比亚革

命武装力量ꎬ 但是大大削弱了其势力ꎬ 巩固了政府军队相对于游击队的优势ꎬ
也让后者意识到和平谈判是唯一的出路ꎮ

(二) 武装冲突的受害者

在分析桑托斯政府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之间的和平进程之前ꎬ 必须

回顾一下最棘手的问题ꎬ 也就是武装冲突必须结束的根本原因: 受害者问题ꎮ
如同所有的武装冲突ꎬ 特别是在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中ꎬ 民间社会受到广泛

而深刻的影响ꎮ 正如本文开头所述ꎬ 武装冲突对哥伦比亚经济和社会造成的

破坏是无法估量的ꎬ 因此ꎬ 哥伦比亚要建立一个真正和平的国家ꎬ 必须付出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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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 巨大的努力ꎮ
武装冲突在农村地区蔓延的主要受害者是农民以及土著民族ꎮ 根据哥伦

比亚国家历史记忆中心 (ＧＭＨ) 编写的报告 «够了! 哥伦比亚: 战争与尊严

的记忆»ꎬ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ꎬ 武装冲突死亡人数达 ２２ 万人ꎬ 其中ꎬ ８１ ５％
为平民ꎬ １８ ５％为武装分子ꎮ 这意味着不同战线的武装分子之间的斗争并没有

如此激烈ꎬ 但却导致了对民间社会的系统性攻击ꎮ 该国 １ / ３ 的暴力事件是武装

冲突的后果ꎬ 每一个武装分子的死亡都伴随着 ４ 名平民死亡ꎮ 如果考虑到 ４ 起

凶杀案中有 ３ 起并没有包括在统计数据之内ꎬ 死亡数据可能要高得多ꎮ①

关于非致命性受害者ꎬ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ꎬ 共有 ２５００７ 名失踪人员ꎬ １７５４
名性暴力受害者ꎬ ６４２１ 名儿童被招募ꎬ ４７４４０４６ 人流离失所 (占哥伦比亚总

人口的 １５％ )ꎬ ２７０２３ 人被绑架ꎬ １０１８９ 人因地雷受伤ꎮ 截至 ２０１３ 年ꎬ 哥伦比

亚因地雷遇难的人口数量位居全球第二ꎬ 仅次于阿富汗ꎮ 幸运的是ꎬ ２０１７ 年

哥伦比亚终于摆脱了这个排名ꎮ 迄今为止ꎬ 哥伦比亚也是世界上国内流离失

所者人数最多的国家ꎮ②

必须指出的是ꎬ 直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民间社会才开始受到直接的攻击

(见图 １)ꎮ 这恰好是出现准军事组织或自卫团体的时期以及毒品繁荣的时期ꎮ

图 １　 在哥伦比亚武装冲突中死亡的平民和武装人员人数 (１９５８—２０１２ 年)
资料来源: 根据哥伦比亚国家信息网络受害者唯一登记处 (ＲＵＶꎬ 数据更新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和国家历史记忆中心 (ＧＭＨ) 数据绘制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ｅｎｔｒｏｄｅｍｅｍｏｒｉａ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 ｇｏｖ ｃｏ [２０１７ －

０６ － ２１]ꎻ ｈｔｔｐ: / / ｒｎｉ ｕｎｉｄａｄｖｉｃｔｉｍａｓ ｇｏｖ ｃｏ / ＲＵＶ [２０１７ － ０６ －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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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军事组织或自卫团体制造了迄今为止大约 ６０％的屠杀案ꎬ 他们是哥伦比亚

武装冲突中大多数平民受害者的主要凶手ꎮ 尽管准军事组织或自卫团体比传

统游击队晚出现 ２０ 年ꎬ 并且在 ２００５ 年乌里韦政府执政期间已经宣布 “解
散”ꎬ 但今天仍然作为新形式的犯罪团伙ꎬ 继续扰乱国内治安ꎮ 根据哥伦比亚

国家信息网络受害者唯一登记处 (ＲＵＶ) 的数据ꎬ 到 ２０１７ 年共有 ８４２１６２７ 名

受害者ꎮ 因此ꎬ 目前哥伦比亚社会是一个分裂且充满怨恨的社会ꎬ 整个社会

都是武装冲突的牺牲者ꎮ
(三) 桑托斯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之间的和平进程

对和平进程的分析必须考虑到如下两点ꎮ 首先ꎬ 过去的历届政府与哥伦

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进行谈判的尝试ꎬ 因为 ２０１６ 年结束的和平谈判反映的是一

个学习的过程ꎬ 政府在谈判中汲取了以往的一系列经验教训ꎬ 以结束与游击

队的军事对抗ꎬ 并避免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再次利用和平谈判加强自己的

势力ꎮ 因此ꎬ 不同于帕斯特拉纳总统执政期建立 “停战区” 的做法ꎬ 这次和

平谈判中并没有建立非军事化的停战区ꎬ 谈判的出发点也不是停火ꎮ 这次谈

判在议程中确立了众多议题ꎬ 并在古巴首都哈瓦那进行对话ꎬ 如同巴尔科政

府和加维里亚政府曾分别在墨西哥的特拉斯卡拉和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与反

政府武装力量代表进行和平谈判ꎮ 其次ꎬ 对和平进程的分析不能脱离武装冲

突的动态ꎬ 以便更好地理解为何在哈瓦那进行的和平谈判能够圆满结束ꎮ 这

次和平进程与前几次相比的主要区别是ꎬ 这次政府军队相对于游击队而言拥

有军事优势ꎬ 而游击队在军事力量、 领土面积、 战斗人员数量和经济基础等

各方面都明显处于弱势ꎮ①

桑托斯总统执政两年后开始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进行探索性对话ꎮ
和平对话在哈瓦那举行ꎬ 第一阶段是秘密进行的ꎬ 旨在确定谈判路线图ꎬ 来

结束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之间的武装冲突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４ 日ꎬ 桑托斯政

府证实ꎬ 和平对话成功进行ꎬ 政府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签署了 «结束冲

突和建设稳定持久的和平的总体协议» (简称 «总协议»)ꎮ 这份协议决定了

谈判所依据的路线图、 议程、 阶段和原则ꎮ 谈判分为三个阶段ꎮ 第一阶段是

探索性对话ꎬ 在 «总协议» 签署之后结束ꎮ 第二阶段是直接工作会议ꎬ 双方

商讨议程上的各个事项ꎬ 以便制定结束冲突的最终协议ꎮ 如果第二阶段获得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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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ꎬ 则进入第三阶段ꎬ 即协议的确认、 批准和实施ꎮ 谈判原则是 “直到所

有内容都达成一致之前ꎬ 任何内容都不算商定”ꎬ 政府强调在谈判中不会停止

对游击队的军事行动ꎬ 也不会建立任何 “非军事区”ꎮ①

本次谈判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了与过去的差异ꎬ 特别是政府方面汲取了过

去的经验教训ꎮ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ꎬ 首先ꎬ 不签订停火协议或给予游击

队 “停战区”ꎬ 这两个因素曾帮助游击队策略性地利用和平谈判过程来巩固自

身实力ꎮ 其次ꎬ 政府同意在议程中列入农村综合改革问题ꎬ 因为农村问题始

终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证明其存在的合法性的理由ꎮ 而以前ꎬ 政府进行

和平谈判的唯一目的是结束冲突ꎬ 这也是前几次谈判尝试均失败的原因ꎮ 还

有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关于受害者赔偿问题ꎬ 这是和平谈判第一次考虑到受害

者ꎬ 双方商议如何对受害者进行补偿ꎮ 谈判议程表明ꎬ 双方愿意按照 «总协

议» 的规定建立稳定持久的和平ꎮ
(四) 谈判议程的五方面内容

双方围绕议程上的五方面内容进行了谈判ꎬ 并于 ２０１６ 年最终达成协议ꎮ
１ 综合农业发展政策ꎮ 综合农业发展政策包括了 １４ 点计划ꎬ 旨在通过国

家土地基金更公平地分配土地ꎬ 并支持农民实现团结经济、 获取信贷和实现

农业现代化ꎬ 并保证由国家向农民提供健康、 教育和安保服务ꎮ②

２ 政治参与ꎮ 对于公民和反对者来说ꎬ 这是最受争议的一点ꎮ 除了保证

受武装冲突影响最严重的群体能参与政治之外ꎬ 还就成立反对派进行了谈判ꎬ
以便让反对派可以发表意见ꎮ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ꎬ 要确保社会领袖和新政治

家的安全ꎬ 以防再次出现类似爱国联盟的悲剧ꎬ 确保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

的斗争方式从武装斗争转向政治斗争③ꎮ 因此ꎬ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将成立

一个与传统政党地位相同的政党ꎬ 并保证他们在国会中享有至少一定数量的

席位ꎬ 以便他们能够表达自己的提案和观点ꎮ 这一点在谈判中至关重要ꎬ 如

果无法保证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实现其理想ꎬ 他们绝不

会放下武器ꎮ
３ 结束武装冲突ꎮ 从以前哥伦比亚实现和平的努力中可以看出ꎬ 游击队

从没有考虑真正结束武装冲突ꎮ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３ 日ꎬ 双方就结束冲突的步骤进

—７６—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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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谈判ꎬ 规定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战斗人员将聚集到 ２２ 个 “安全区”
和 ６ 个营地中ꎬ 从那里重新融入平民生活ꎮ 另外还规定该组织将分期分批将

武器上缴给联合国ꎬ 并于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最终完成武器交付ꎮ① 同时ꎬ 还规定了

帮助该组织成员融入平民生活的多项机制ꎮ
４ 非法贩毒问题的解决ꎮ 解决非法贩毒问题至关重要ꎮ 如前文所述ꎬ 贩

毒活动在哥伦比亚武装冲突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ꎮ 政府与哥伦比亚革命

武装力量约定ꎬ 解散后的游击队员将与农民携手合作清除非法作物ꎬ 并帮助

农民家庭从事合法种植活动来维持生计ꎮ 这与第一点规定的农业发展政策有

关ꎬ 也是一些犯过轻度罪行的武装人员服刑的一种方式ꎬ 他们将通过劳动来

服刑而不是被监禁ꎮ 另外ꎬ 政府将坚决打击非法贩毒集团ꎬ 发起强有力的打

击贩毒活动ꎮ
５ 赔偿武装冲突的受害者ꎮ 这是和平协议的基本轴线ꎬ 围绕受害者赔偿

问题ꎬ 建立了真相、 正义、 赔偿和防止重蹈覆辙的制度ꎬ 并成立和平特别法

庭 (ＪＥＰ)ꎮ 这是一个基于尊重武装冲突受害者权利的协议ꎬ 弥补受害者的损

失是最终协议的核心ꎮ 受害者不仅将通过司法程序ꎬ 还将通过一个真相委员

会和一个专门负责寻找在武装冲突中失踪人员的部门ꎬ 获知他们的亲人究竟

发生了什么ꎮ 受害者将得到补偿ꎬ 政府将保证游击队的罪行不会再次重演ꎬ
这不仅是因为武装冲突的结束ꎬ 而且是因为真相将被揭露ꎬ 正义将会回归ꎮ
这是在哥伦比亚历史上ꎬ 游击队第一次同意在国家法院面前对其罪行指控做

出回应ꎮ 犯下最严重罪行的人将受到惩罚ꎬ 并且必须赔偿受害者ꎮ 这是一个

正义的协议ꎬ 罪犯必须说明所有事实真相、 赔偿受害者、 确保不再犯罪ꎬ 并

将被判处 ５ ~ ８ 年监禁ꎮ 另外ꎬ 还规定了惩治犯人的其他措施ꎬ 如协助建设基

础设施、 人道主义排雷、 帮助寻找失踪者ꎻ 隐瞒罪行者最高可获 ２０ 年监禁ꎮ
此举是为了确保在武装冲突中犯下的罪行永远不再重复ꎬ 受害者可以得到完

全赔偿ꎮ②

(五) 全民公投

通过和平协议时ꎬ 哥伦比亚人对于全民公投的意见明显分成两派ꎮ 全民

公投时的辩论持续至今ꎬ 而且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 ２０１８ 年总统选举以及国家

的未来和协议的执行情况ꎬ 因此ꎬ 必须分析决定公投结果的政治和社会背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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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里韦总统成功修订了哥伦比亚宪法并获得连任ꎬ 成为该国第一位连续

执政两个任期的总统ꎮ 在他第二个总统任期结束时ꎬ 他试图再次获得连任ꎬ
但这一次没有得到批准ꎮ 桑托斯总统是乌里韦执政时的国防部长ꎬ 他赢得

２０１０ 年选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认为他会延续乌里韦总统的政策ꎮ 然而ꎬ
桑托斯执政后不久ꎬ 他推动实施的政策和法律显然与乌里韦不同ꎮ 因此ꎬ 桑

托斯和乌里韦之间本来是联盟ꎬ 却变成了持续至今的强烈对峙ꎮ
应该强调的是ꎬ 随着武装冲突时间的延宕ꎬ 冲突已经渗透到政治领域ꎬ

造成了政府领导人、 公职人员与武装冲突分子之间存在机会主义关系的危险

局面ꎮ 更糟糕的是ꎬ 这些公职人员已经成为一个派系ꎬ 他们承认武装分子对

其武力控制的领土具有管辖权ꎮ 和平特别法庭和真相委员会的机制旨在对所

有罪行进行彻底调查ꎬ 确定犯罪事实并对其进行审判ꎮ 这牵涉到作为武装冲

突的行为体之一的政府及其官员ꎮ 因此ꎬ 政府内部也有一部分人强烈反对冲

突的和平解决: 一些人担心自己被调查ꎬ 另一些人认为达成的和平协议不完

全令人满意ꎬ 解决冲突的唯一办法就是击溃游击队ꎬ 而不接受和平谈判的可

能性ꎮ 持后一种观点的领导人就是前总统以及现任参议员乌里韦ꎮ
因此ꎬ 在 ２０１４ 年桑托斯寻求连任的政治运动中ꎬ 乌里韦支持他的新政党

“民主中心党” 的另一位候选人ꎮ 在一定程度上ꎬ 政治辩论的焦点在于: 如果

支持和平谈判ꎬ 就投桑托斯的票ꎬ 如果支持继续战争ꎬ 则支持乌里韦提出的

总统候选人ꎮ 从那时起ꎬ 乌里韦开始宣传一种关于为何要与游击队签署和平

协议的被曲解的观点: 如果与游击队签订和平协议ꎬ 共产主义就会主宰哥伦

比亚ꎬ 导致该国走向一个可怕的未来ꎮ 尽管如此ꎬ 桑托斯还是成功地再次当

选总统ꎬ 这反映了大多数哥伦比亚人希望看到政府实现与反政府武装力量的

和平进程ꎮ
为了安抚乌里韦ꎬ 桑托斯总统决定ꎬ 如果政府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

达成和平协议ꎬ 就会进行全民公投ꎬ 使协议更具合法性ꎬ 并将再次向国民承

诺重建和平ꎮ 从法律上看ꎬ 全民公投是没有必要的ꎬ 这只是桑托斯的意愿ꎮ
和平协议获得通过必须赢得不低于 １３％的赞成票ꎬ 且必须超过反对票数ꎮ 在

谈判过程中ꎬ 桑托斯政府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多次邀请前总统乌里韦及

其领导的 “民主中心党” 参与ꎬ 以便他们了解谈判内容并加入谈判进程ꎮ 然

而ꎬ 乌里韦与其政党成员坚决拒绝参与ꎮ 全民公投结束后ꎬ 乌里韦将利用反

对和平协议的旗帜作为即将到来的 ２０１８ 年总统选举的政治手段ꎮ
全民公投计划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 日进行ꎬ 即 ９ 月 ２６ 日在卡塔赫纳正式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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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和平协议后几天ꎮ 乌里韦成为反对派的领导人ꎬ 他反对通过和平协议ꎮ 应

该指出的是ꎬ 乌里韦是哥伦比亚政治中有争议的人物ꎮ 在两个总统任期结束

之后ꎬ 他仍然试图继续连任ꎮ 他和他的大部分内阁成员卷入多起犯罪案件调

查ꎬ 包括腐败案、 支持准军事集团案、 “伪造行动” 丑闻及危害人类罪等ꎬ 因

此很多民众反对乌里韦ꎮ 但对于另一些人来说ꎬ 乌里韦总统一直以强硬姿态

对付游击队ꎬ 这在某种程度上改进了国家的安全状况ꎬ 所以他也保持了较高

的公民支持率ꎮ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ꎬ 但在全民公投中 “反对” 派胜利的背后可能有以

下几个原因ꎮ 一方面ꎬ 所有的调查都显示 “赞成” 派将胜出ꎬ 因此近 ６０％ 的

选民没有前往投票ꎮ 另一方面ꎬ “反对” 派制造了很多歪曲的言论ꎬ 正如其领

导人胡安卡洛斯 (Ｊｕａｎ Ｃａｒｌｏｓ Ｖéｌｅｚ) 在 «共和国报» 的采访中承认ꎬ “反
对” 派宣传 “和平即意味着哥伦比亚灭亡” 的观点ꎬ 甚至称和平协议的背后

是 “性别意识”ꎬ 将使得同性恋在全国范围流行ꎬ 这就是为什么不少教会牧师

提倡信徒投反对票ꎮ 此次公投不仅是为了和平而投票ꎬ 大多数人的投票意味

着其支持的是桑托斯还是乌里韦ꎮ
根据哥伦比亚国家登记册的数据ꎬ 通过和平协议所需的最低票数已经得

到了满足ꎬ 而 “反对” 和 “赞成” 的票数分别 ５０ ２２％和 ４９ ７７％ ꎬ 差异非常

小ꎮ 随后ꎬ 政府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与反对派进行了会面ꎬ 听取了他们

的建议ꎬ 并对初步协议进行了修改ꎮ 由于初步协议已经获得批准ꎬ 政府决定

不再进行第二次全民公投ꎬ 而是在国会进行批准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 日ꎬ 和平协

议在国会获得一致通过ꎬ 开始生效实施ꎬ 意味着哥伦比亚国内武装冲突正式

结束ꎮ

三　 哥伦比亚和平进程展望

虽然本文没有提及国际社会的支持ꎬ 但应该指出ꎬ 国际社会的支持对哥

伦比亚和平进程的发展和巩固至关重要ꎮ 很大部分后冲突时代的建设资金来

自国际社会ꎮ 同样ꎬ 虽然全民公投失败ꎬ 但是诺贝尔和平奖仍然颁发给了桑

托斯ꎬ 这是国际社会对这一进程坚定的支持信号ꎮ 展望未来ꎬ 鉴于哥伦比亚

国内对于这份和平协议的观点仍处于分裂状态ꎬ 联合国安理会和其他国际机

构对 «总协议» 的支持对于确保协议的执行至关重要ꎮ
结束与哥伦比亚最大的游击队———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武装冲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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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和平的重要一步ꎮ 和平谈判过程已经持续了很久ꎬ 而且情况非常复杂ꎮ
和平协议的达成只是该国走向终极和平漫长道路的开始ꎮ 在短期内ꎬ 今后和

平建设将取决于以下几点ꎮ
一方面ꎬ 和平协议的实施结果将取决于诸多因素: 和平进程中人民的信

任ꎻ 与民族解放军的和平谈判ꎻ 确保和平是稳定和持久的ꎬ 而不是另一场武

装冲突开始ꎮ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ꎬ 虽然和平协议开始执行ꎬ 但是在临时过渡区的建

设和改造方面都出现了延迟的情况ꎬ 武器的上缴也出现一些延迟 (尽管联合

国确认武器上缴过程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并将很快完成)ꎮ 最重要的是ꎬ 和平

特别法庭是否正常运行、 受害者是否能够得到补偿、 正义是否能够得到伸张ꎬ
这些对于保证冲突不再重演至关重要ꎮ

另一方面ꎬ 和平过渡阶段非常复杂ꎮ ５０ 年来ꎬ 武装冲突掩盖了国内存在

的诸多不平等问题、 非法性问题和结构性问题ꎮ 随着和平协议的签署ꎬ 武装

冲突这一借口不再适用ꎬ 这些重大矛盾开始凸显ꎮ 由于哥伦比亚民众并不一

定明白其中许多问题是结构性的ꎬ 与和平进程无关ꎬ 所以他们将这些问题归

咎于和平进程ꎮ 这个问题十分复杂ꎬ 特别是 ２０１８ 年的总统选举即将来临ꎬ 大

部分辩论将围绕这个问题展开ꎮ 例如ꎬ 乌里韦所属党派的候选人已经表示希

望修改甚至不承认和平协议ꎮ 显然ꎬ ２０１８ 年总统选举对于哥伦比亚今后的走

向非常关键ꎮ
最后ꎬ 正如前文所述ꎬ 哥伦比亚社会仍是一个深度分裂的社会ꎬ 民众对

武装冲突非常愤慨ꎮ 这很正常ꎬ 但更重要的是ꎬ 民众应为建设和平付出更多

努力ꎬ 因为和平进程最终能否成功将取决于哥伦比亚人是否能够原谅过去ꎬ
着眼于未来ꎬ 特别是在国家仍然面临着贩毒、 犯罪团伙、 腐败和不平等等其

他重大挑战的情况下ꎮ 结束武装冲突已是一条漫长的道路ꎬ 而重建和平的道

路更加漫长和急迫ꎬ 但这条路是值得坚持的ꎮ

(翻　 译　 陈 岚ꎻ 责任编辑　 黄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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