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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姝兰，山东齐河人，2007年和2010年先后于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师从刘鸿武教授研习非洲史与中非关系，曾在赞比亚大学留学一年。
曾在《西亚非洲》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现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从事亚非区域国际关系与中外关系研究，独立主持2011年度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日本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介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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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深入了解非洲，增进中非友好 前言 序一：全球视野与中国的非洲研究 序二：非洲研究——中
国学术的“新边疆” 导论 第一章北罗得西亚的政治发展（1890—1964） 第一节殖民前的赞比亚社会 
第二节英国南非公司对北罗得西亚的统治（1890—1924） 第三节英国殖民统治与非洲民族主义萌芽的
出现（1924—1952） 第四节中非联邦的成立与非洲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1952—1962） 第五节赞比亚
国家的形成（1962—1964） 第二章第一共和时期的政治发展（1964—1972） 第一节殖民时期的遗留问
题和第一共和时期的经济发展 第二节政体与行政改革 第三节政党发展 第四节影响政治发展的其他因
素 第五节从多党制向一党制的过渡 第三章第二共和时期的政治发展（1972—1991） 第一节经济衰退 
第二节一党制的巩固与衰亡 第三节社会各阶层政治意识的发展 第四节多党民主运动的成立和一党制
的终结 第四章第三共和时期的政治发展（1991—2001） 第一节经济自由化改革及其对国内利益集团的
影响 第二节政治发展 第三节国际援助界对赞比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干预 结语赞比亚的政治发展 附录 
附录一赞比亚第一共和至第三共和时期大事记（1964—2001） 附录二汉英译名对照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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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这次选举中，通加一奔巴联合之所以能胜利，是因为属于洛兹一酿加联合的西部
省和东部省提出恢复早已禁止的在赞比亚为南非招募劳工的《维特沃特斯兰德国家劳动协议》。
一旦协议被恢复，会有更多的西部省和东部省人离开国家去南罗得西亚和南非务工，这必将对刚刚独
立的赞比亚经济发展造成消极影响。
当时赞比亚急需熟练劳动力，这项劳动协议的恢复会造成劳动力的持续外流，因而让赞比亚越发难以
摆脱罗得西亚的经济控制，所以政府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最终再次否决了这个协议。
奔巴一通加联合因为坚决反对这个协议的恢复得到了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
如果仅从地区利益考虑，这项提议的否决断绝了西部省和东部省靠外出打工为生者的生活来源。
当然，这也使洛兹一酿加联合在民独党内部选举中失去绝对支持，同时失去了获得更多经济和政治资
源的可能。
发展资源在各个族群和地区中不平衡的分配，必将带来更多的权力之争和灾难。
 选举结束后，在第一共和建立初期形成的各族群和语言集团之间的微弱平衡被打破，族群间形成了更
大的分裂，在“一个赞比亚一个民族”的号召下建立无部落无种族国家的难度增加了。
西部省的洛兹人，以民独党对政治和经济资源分配的不平衡是为了灭掉洛兹人为由，再次提出从赞比
亚分裂出去，并在1968年12月的地区投票中故意投票给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民独党形成对立。
1967年执政党中央委员会选举造成的族群和地区的分裂影响深远，1996年反对齐鲁巴（Chiluba）领导
的多党民主运动的主要力量就是在这次党内选举中获胜的奔巴一通加联合。
 1967年8月选举结果引发的不满，加之随着民独党内部两股势力问有组织的互相攻击，导致党内派系
冲突恶化。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卡翁达以退为进，1968年2月在卢萨卡的齐雷洁举行的国家委员会会议上辞去了民
独党党主席和总统职务，以反击“可怕的省级和地，区语盲集团试图破坏国家的问题”。
卡翁达的方法奏效了，党内冲突暂时平息。
随后，在民独党党员和民众的强烈要求下，卡翁达恢复了原职。
随后，民独党全国大会达成共识，支持党派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
但是，由于党内选举结果造成的派系不和，中央委员会的成立难以得到党内成员的一致支持，党内族
群和地区间的争斗一直持续到19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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