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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33岁岁““穆穆爸爸爸爸””遭遭遇遇政政变变？？

军事政变
还是“清君侧”？

据当地媒体报道，哈拉雷
１５日连续发生数起爆炸。在该
市外围地区，军方封锁了交通
要道。军方还控制了津巴布韦
国家广播公司，并于１５日凌
晨通过国家电视台否认发动
军事政变，称总统穆加贝及其
家人“安然无恙”。

声明说，军方采取行动，
目的是把穆加贝身边的“犯
罪分子”绳之以法。一旦“任
务”完成，将尽快让局势恢复
正常。

津巴布韦执政党非洲民
族联盟-爱国阵线（民盟）官
方推特证实，该国总统穆加
贝被扣押，但他处于安全之
中。执政党多次发文强调津
巴布韦没有发生政变，只是
经历了一场“没有流血的政
权更迭”，扣押穆加贝及其家
人“是为了国家的宪法和安
全考虑”，“副总统姆南加古
瓦将带领执政党走向更美好
的未来”。

此前，津巴布韦国防军司
令康斯坦丁·古韦亚·奇文加
曾于１３日警告说，执政的津巴
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
线（民盟）如果不结束内斗，军
方将“毫不犹豫地介入”。

另据BBC15日最新消
息，据南非24小时新闻网报
道，在军方宣布将津巴布韦
总统穆加贝控制几小时后，
有消息传出穆加贝正在准备
将权力移交出去。“据高级官
员透露，穆加贝将下台。”报
道称，但是该报道没有透露
更多的细节。

虽然津巴布韦执政党和
军方都否认“军事政变”的说
法，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
研究员、非洲问题专家王洪一
认为，“这当然是一场‘政变’，
所谓政变就是用武力改变一
国的政治和权力结构。”他说，

“只是这次政变没有人员伤
亡，对经济、社会也没造成破
坏，整体局势比较平静。”王洪
一认为，这次政变应该是多方

政治力量达成默契的一个结
果，军队对此也是胸有成竹。

BBC也认为，发生在津巴
布韦的事件“已经具备了政变
的全部要素”。

副总统被解职
是导火索

从目前情况看，军方介
入政局的导火索，是穆加贝
前不久解除副总统姆南加古
瓦的职务。

姆南加古瓦现年７５岁，
深受军方支持，曾被视为穆
加贝最可能的“接班人”。他
被解职后自称遭到生命威
胁，已离开津巴布韦，这次事
件前行踪未知，有消息说他
在南非。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
究所助理研究员沈晓雷说，
这次津巴布韦政局发生动荡
的导火索，还是执政党内部围
绕“后穆加贝时代”的领导权
之争。两大阵营中的一方以姆
南加古瓦为首，另一方是由穆
加贝夫人格雷丝·穆加贝领导
的“４０一代”——— 该派系成员
年龄大多在四五十岁。

今年52岁的格雷丝·穆
加贝比穆加贝小41岁，两人
1996年结婚，育有两个孩子。
除了以津巴布韦第一夫人的
身份而广为人知，她还是西
方人眼中最挥霍无度的非洲
女人，“买买买”是她最热衷
的爱好；此外，这位第一夫人

还拥有着与津巴布韦的贫穷
不相匹配的巨额财富，在全
球各个地方进行多项投资。

2014年，格雷丝出人意
料地被提名为民盟妇女联盟
领袖，刚踏入政坛的她姿态
非常强势。同年12月，在执
政党民盟的大会上，格雷丝
被正式授予民盟妇女联合会
的最高权力，这为格雷丝的
总统之路打开了大门。她的
政治地位迅速提高，沿着当
年穆加贝的道路迎头向上。
今年11月5日，就在姆南加古
瓦被解除第一副总统职务的
前一天，格雷丝在一场演讲
中喊话穆加贝确定自己为继
承人，表明了自己准备接任
总统的态度。

“从先前局势看，穆加贝
是支持‘４０一代’的，因此他
解除了姆南加古瓦的职务。”
沈晓雷说，“其实这一点从
２０１５年年初开始就已有迹
象。当时，穆加贝任命姆南加
古瓦为第一副总统时，就剥
离了这一职务主管内务和国
防事务的权力，可以说这两
年一直在削弱姆南加古瓦的
权力。”

局势下一步将如何发
展？沈晓雷说：“目前津巴布
韦军方已经声明，称军队不
是要接管政府，而是要帮助
恢复秩序。但接下来局势是
否明朗，关键还要看穆加贝
何时现身、何时发声以及如
何表态。”

对中津关系
影响或不大

在15日进行的外交部
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
有消息称，津巴布韦前副总
统已逃亡到中国。发言人耿
爽回应称：作为津巴布韦的
友好国家，我们密切关注津
巴布韦局势发展。津巴布韦
保持和平稳定发展，符合津
巴布韦、地区国家的根本利
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
待。我们希望津巴布韦有关
方面妥善处理好内部事务。
至于你提到津巴布韦前副
总统的去向，我可以告诉
你，他没有来中国。

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馆
15日通过其官方微信账号发
布安全提醒称，鉴于目前津巴
布韦的紧张局势，驻津使馆提
醒在津中国公民提高安全防
范意识，确保人身财产安全。

中国与津巴布韦自1980
年建交以来关系发展顺利，穆
加贝曾多次访华。沈晓雷认
为，“政变”对于中津关系不会
有太大影响，津巴布韦国内并
不存在反华的派系，最有可能
接班的姆南加古瓦也曾多次
到访中国，不会因为穆加贝对
华友好而“反攻倒算”。不过，
沈晓雷也表示，津巴布韦政局
的动荡短期内可能会影响中
津经贸关系等，但长远来看对
华友好的态势不会变。

沈晓雷分析称，由于津
巴布韦近年来本身经济发展
受困，加之穆加贝推行的外
资企业本土化政策，中资企
业在津处于萎缩状态。据他
了解，姆南加古瓦的经济政
策相对要开放一些。

根据中国外交部官网的
信息，中国是津巴布韦最大
贸易伙伴之一。2016年，中津
双边贸易额11 . 15亿美元，
其中我出口3 . 88亿美元，进
口7 . 27亿美元。其中，中方
主要从津方进口烟草，向津
方出口机电、高新技术产品。

据新华社、环球网、澎湃
新闻、外交部网站等

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１５日凌晨传出疑似爆炸声。有目击者称，总统穆加贝私人住所附近传出枪声。前一晚，一些军
车封锁了哈拉雷周边地区的交通。被称为“穆爸爸”的穆加贝，疑似遭遇军事政变。晚些时候，津巴布韦执政党官方推推特
发布消息称，总统穆加贝在“不流血的和平过渡”行动中被扣留，目前处于安全状态。执政党称，津巴布韦没有发生政政变，
而是经历了没有流血的和平“权力交接”，津巴布韦前第一副总统姆南加古瓦将接任该党的主席。

2013年8月，89岁高龄的穆加贝以
61％的得票率连任总统。就在同一
年，穆加贝签署了旨在削弱总统权
力的宪法修正案。根据该法案，津巴
布韦总统任职不得超过两届，每届
为5年。但该法案并不具有追溯效力。
2014年，穆加贝所在的执政党早早地
确立了他为2018年大选的总统候选
人，如果一切顺利，穆加贝可以执政
到99岁。

穆加贝1924年出生于津巴布韦
的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年轻时的穆
加贝是个不折不扣的“学霸”，他曾前
往南非、坦桑尼亚、加纳等国深造，还
通过函授获得了伦敦大学经济学、法
学和行政管理学的学位，据信他是非
洲现任领导人中学位最多的。

随着上世纪60年代非洲民族解
放运动的日渐兴起，穆加贝的生命轨
迹开始发生巨大变化，他投身革命，
率部与白人治下的罗德西亚政权（津
巴布韦前身，为英国殖民地）进行“游
击战”，曾一度被重判10年。在狱中，
他的威信和影响力得到极大的提升，
并成为该国解放运动中举足轻重的
领袖和西方世界极力赞颂的“民族解
放领袖”、“民主斗士”。

1980年，津巴布韦获得独立，“民
族英雄”穆加贝出任总理。7年后，津
巴布韦改制为总统内阁制后，穆加
贝转任总统。

数十年来，在许多非洲人眼中，
强势的穆加贝是“敢于跟西方掰手
腕”、捍卫黑人利益的英雄，在改革中
获得土地的贫苦民众更坚定了对穆
加贝的支持。如今，93岁高龄的穆加
贝在非洲乃至世界领导人中独树一
帜，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甚至打趣地
称呼他为“穆爸爸”。

然而，随着穆加贝在总统这一位
置上越坐越久，尤其是他力主推行

“土地改革”后，其与西方的矛盾也逐
渐显现，他的头衔逐渐从“民族英雄”

“民主斗士”跌落下来，转变成了西方
媒体猛烈抨击的“独裁者”。

2000年，津巴布韦实施土改政
策，强行收回白人农场主的土地，分
配给无地或少地的“黑人兄弟”，此
举令津巴布韦和西方国家的关系迅
速交恶。津巴布韦的农业、旅游业和
采矿业也一落千丈，经济逐渐濒于
崩溃。这一年，包括英国在内的多个
西方国家开始对津巴布韦实施制
裁，欧盟的制裁直到2014年才解除，
而有不少制裁延续至今。

进入21世纪后，津巴布韦日益陷
入严重的经济危机，通胀率最高曾
达到200000%、发行的1000亿元面值钞
票更是创下世界纪录。津巴布韦人
均0 . 1美元的GDP使之沦为世界最贫
穷国家之列。

尽管津巴布韦目前经济并不乐
观，但穆加贝仍能步伐矫健、精神矍
铄地出席各项活动，慷慨激昂地发
表长篇演说，外事出访不断，能用诙
谐幽默的语言应对西方记者的尖锐
问题。今年7月29日，深陷执政党内斗
的穆加贝仍然表示，自己的身体状
况能够继续胜任总统。他依然惦记
着竞选时许下的承诺——— 推进国家

“经济本土化”政策、让津巴布韦人
掌握自己的经济命脉、保持9%的年
均经济增长率、创造220万个就业岗
位……

但在11月15日，当津巴布韦的军
队走向首都哈拉雷街头时，穆加贝
的雄心壮志也被打上了大大的问
号。执政37年、没有被西方的种种制
裁打垮的强人穆加贝，在93岁时却因
接班人问题遭遇软禁。他的“99岁总
统梦”将何去何从？

据澎湃新闻

政治强人穆加贝：

执执政政3377年年

盛盛誉誉与与非非议议齐齐飞飞

穆加贝与夫人格雷丝(资料片)

11月15日，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士兵在通往总统穆加贝办公

室的路上值勤。 新华/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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