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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石油豐富 北部控油港油管

南部百廢待興 重建路艱辛

非洲面積最大國家蘇丹的南部獨立

公投結果公布，98.83%選民支持南部

地區從蘇丹分離，1.17%選民支持國

家統一，蘇丹總統巴希爾宣布承認和

接受公投結果，表示蘇丹南部將於本

年7月9日獨立。蘇丹公投確認南部獨

立後，南北兩地如何「分產」勢成為

雙方未來角力焦點。上海國際問題研

究院西亞非洲中心副研究員張春認

為，蘇丹「分家容易分家產難」，最大

原因是蘇丹85%的石油資源都在南部

蘇丹境內，但北方卻控制油港和輸油

管。

中國為蘇丹最大投資國 利益惹關注
中國與蘇丹經濟關係密切，中國是蘇丹最大投資

國，而在蘇丹南北交界3大產油區負責管理的合資企
業，中石油便擁有4成股權。南北分家之後，中國利
益會否受影響令人關注。

中國在蘇丹苦心經營10多年，已在當地建立海外最
大、最完整的石油產業鏈，目前中國是蘇丹第一大
貿易夥伴和最大投資國，蘇丹則是中國在非洲的第
三大貿易夥伴。按海關總署的月度統計數據顯示，
2010年上半年中國從蘇丹進口663萬噸原油，佔全部
原油進口的5.6%，蘇丹是中國的第6大原油進口國。

盼合組企業管理產油區
蘇丹南部和北部的3大產油區，皆由合資企業「大

尼羅河石油運作公司」（GNPOC）管理，中石油擁

有4成股權，餘下由馬來西亞、印度和蘇丹企業持
有。有中石油官員向英國《金融時報》表示，希望
現時的合約不受影響，產油區則由蘇丹獨立之後南
北兩國組成合資企業管理。

現時GNPOC只在北部設有辦公室，但中石油去年
底已在南部首都朱巴設立衛星辦公室。由於北部控
制油管，在南部執政的蘇丹人民解放運動建議同樣
在南部修建管道。但中海油高層質疑此舉，認為相
關油田的產量明年到達頂峰後，15年內便會耗盡，建
油管卻需時甚久，資金來源也是一大難題。

中國駐蘇丹大使李成文早前接受媒體採訪時表
示，不管公投結果如何，中國仍將堅持與蘇丹北南
雙方的互利合作，繼續推動半個多世紀的中蘇友好
向前發展。 ■英國《金融時報》/綜合報道

美欲施影響力 恐怖名單料剔除蘇丹
美國、歐盟和聯合國都對是次蘇丹

南部公投結果表示歡迎，美國總統奧
巴馬形容公投「成功而具啟發性」；
美國國務卿希拉里稱，或會將蘇丹從
支持恐怖主義國家名單中剔除，顯示
美國欲增加在蘇丹的影響力。

聯國歐盟歡迎公投結果
奧巴馬在公投結果宣布後發聲明，

宣布美國政府將於本年7月承認南蘇丹
為主權獨立國家。他又敦促各方遵守
2005年簽訂的《全面和平協議》，並呼
籲停止襲擊蘇丹西部達爾富爾地區的
平民。

希拉里發表聲明指出，只要蘇丹符
合美國法律標準，包括在公投前6個月
停止支持國際恐怖主義，以及保證未
來不再支持恐怖主義，同時全面實行

《全面和平協議》，便可從支持恐怖主
義國家名單中除名。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指公投反映了
蘇丹南部人民的意願，又稱是次和
平、可信的公投對所有蘇丹人民來說
都是一個巨大的成就；歐盟外交和安
全政策高級代表阿什頓稱，公投結果
是南部蘇丹人民民主意願的真實表
示，歐盟對此完全尊重。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南蘇丹暫時總統基爾（戴帽揮手者）與其
他領導人在機場接受民眾歡呼。 美聯社

張春指出，蘇丹自1997年得到中國的幫助後，迅速實
現石油工業產業化，從一個石油純進口國發展成

為一個出口國，建立了包括上中下游的完善能源工業。
他指出，即使南北分離後雙方也須合作，否則南部的石
油無法運到國際市場。

阿卜耶伊地區的歸屬問題也值得考慮。按照《全面和
平協議》，阿卜耶伊本應與南部蘇丹同時舉行一次較小規
模的公投，以決定該地區是留在北方還是加入可能獨立
的南方。該地區資源相當豐富，南部蘇丹的石油也有相
當大一部分在這一地區。另外，水資源也可能成為爭拗
根源。尼羅河流經南北蘇丹，原本由於蘇丹建立大壩事
件，已經引發一些國際不滿，現在又增加一個對尼羅河
的權利申索者（南部蘇丹），今後圍繞該河流資源問題的
爭端可能會進一步發展。

阿爾及利亞 變非洲最大國
蘇丹於上月9日至15日舉行南部分離公投，投票率高達

99.6%。根據蘇丹南北方於2005年達成的《全面和平協
議》，南部獨立公投通過後，南方將於本年7月9日獨立。
蘇丹一分為二後，阿爾及利亞將取代成為非洲最大國

家。
是次公投結果雖然在外界意料之中，但無損南部人民

的興奮。在南部首府朱巴，超過1,000人在已故蘇丹人民
解放軍領袖約翰．加朗的墓前聚集，得悉正式公投結果
後歡呼和互相擁抱，但喀土穆的公投宣布儀式卻被一名
北方女子打斷，她哭 說：「蘇丹是一個國家，為甚麼
要分裂」。

蘇丹北部以阿拉伯人為主，大多信奉伊斯蘭教，南部
則以基督教徒為主。蘇丹南北部曾爆發22年內戰，導致
多達200萬人死亡；雙方在2005年簽署《全面和平協
議》，定出今年1月舉行獨立公投。

外交部：尊重蘇丹人民意願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昨日表示，尊重蘇丹人民的意

願和選擇，讚賞蘇丹北南雙方為推動北南和平進程所做
不懈努力。

洪磊表示，希望蘇丹北南雙方本 互諒互讓的原則，
繼續通過對話與協商解決有關懸而未決問題，落實好

《全面和平協議》，維護蘇丹的和平與穩定。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衛報》/中評社

蘇丹南部公投通過獨立，民眾一片歡騰，但面前是一
條漫長的重建之路。受連年內戰影響，加上長期受蘇丹
中央政府忽視，人口達800萬的南部是世上發展最滯後的
地區之一，幾乎沒有道路可言，學校和醫療機構嚴重不
足。南部獨立之後，從建立貨幣到建設大型基建幾乎都
要由零開始。

蘇丹南部資源豐富，擁有蘇丹境內大部分石油儲備，
但人民教育水平極低，識字率不足20%，聯合國稱該地
15歲少女因難產死亡的機率，比完成學業還要高。此
外，大部分蘇丹人都是失業人士。

爭取人才回流助發展
南部獨立後，除了建立自身貨幣和稅收制度、修建道

路、學校、醫院外，更重要是就石油收入、國界劃分、
債務承擔等問題與北方達共識。有分析預計，未來5年蘇

丹南部仍會和北部政府將石油收入五五分帳。　
政府管治方面，南部的蘇丹人民解放軍執政多年，南

部一直有自己的法律和憲法，預計政府架構不會有大
變。現任蘇丹第一副總統兼南部自治政府主席基爾，料
將成為南部獨立後的總統。但南部相關憲法，須因應獨
立狀況有所修改。

另外，南部獨立後，預計將有數以十萬計北方的居民
湧回南部，勢必為當地經濟帶來更沉重負擔，但另一方
面，內戰期間數以千計蘇丹人離開本國，不少人在外地
取得高學歷甚至開設生意。分析認為，如果能爭取這些
高學歷和高技術的蘇丹人回流，將使南部發展得益不
少。 ■路透社/英國廣播公司

新首都迎各國使館 基建大加速
蘇丹南部將於半年內成為新國家，首府朱巴也會成為

未來國都。這個1年前只有1至2英里行人路的城市，正在
加速發展基建，除酒店相繼落成外，預料多國亦將在當
地開設大使館。

朱巴作為南部首府，只有短短6年歷史，和2005年簽訂
的《全面和平協議》一樣。市內不但沒有高樓大廈，赤

腳、渾身污穢的小孩在垃圾堆（從前是墓地的地方）
居住，政府官員、美國大使、聯合國維和人員及許多人
道救援工作者，都在長方形的貨櫃中居住和工作。不過
朱巴近數年一直吸引外資，為當地帶來改變，酒店正如
雨後春筍湧現。例如在2007年，一群來自英國、南非和
肯尼亞的商人，花費150萬美元（約1,167萬港元），將一
座平民居所改建成一座16個房間的酒店。 ■綜合報道

蘇總統拒親西方避過示威潮
過去一個月北非多國爆發示威浪潮，其中親美的埃

及穆巴拉克政府連續2個星期遭到反對派示威逼宮。最

初有人擔心蘇丹亦會遭示威波及，但有分析指，蘇丹

總統巴希爾謹慎處理公投議題，加上拒親西方的立

場，反而讓他能避過這次政治動盪。

蘇丹並非完全不受北非示威潮影響，例如上周就有

200名學生上街抗議食品價格高企，但與其他城市類似

的小型示威一樣，很快就被防暴警察鎮壓。更重要的

是，這些示威者與埃及首都開羅的街頭示威不同，他

們未能獲得大多數蘇丹民眾的支持。

南部公投問題在蘇丹國內引起很大爭議，巴希爾周

一公開歡迎公投結果，大派定心丸，就讓他在國內外

都獲得支持。此外，巴希爾反抗早前以種族滅絕罪起

訴他的國際法庭，批評該法庭是反非陰謀集團，亦讓

他在蘇丹北部和非洲大陸內獲得支持。

巴希爾不像穆巴拉克因為親美而遭民怨，由於國際

社會經常就人權和達爾富爾地區問題向巴希爾施壓，

反而讓他在國民心目中成為「遭受西方不公對待的國

家領袖」，有助他避過示威浪潮。

■翟韋

主權誰屬未解決　阿卜耶伊衝突難息
是次蘇丹南部公投雖獲正式確認，但南北雙方仍

有不少事項有待商討，其中最敏感的是阿卜耶伊將
來誰屬的問題。

阿卜耶伊位於南北邊界線，南北雙方都聲稱擁有
主權，該區單是上月已有超過37人在衝突中喪生。

1972年第一次蘇丹內戰結束後，相關和平協議規
定阿卜耶伊可以通過公投，決定屬於南方還是北
方，但後來阿卜耶伊發現蘊藏豐富石油資源，蘇丹
政府便拒讓公投進行。

到2005年，雙方簽訂《全面和平協議》，再次定出
以公投決定阿卜耶伊未來，並規定須與今次南部獨
立公投同時進行。但南北雙方未能就誰人有投票權
達成協議，以致公投無限期押後。

■《華盛頓郵報》/路透社

爽快承認公投結果 蘇總統料獲「獎賞」
蘇丹總統巴希爾爽快承認公投結果，

願意放棄大片國土，讓南部獨立，據稱
西方社會可能為此給予巴希爾「獎賞」。
除美國考慮將蘇丹在支援恐怖主義國家
名單中剔除外，更有報道指美、法兩國
官員擬將國際刑事法庭（ICC）對巴希爾
的種族滅絕罪行起訴押後1年。

巴希爾被指涉及達爾富爾地區的種族
屠殺罪行，被設於荷蘭海牙的ICC發出通
緝令。是次公投順利進行，蘇丹第一副

總統兼南部自治政府主席基爾前日盛讚
巴希爾，指巴希爾和他領導的全國大會
黨應該「獲得獎勵」。

然而，人權組織強烈反對獎勵巴希
爾，人權觀察指斥有關想法「荒謬」，
Waging Peace則指過去一周，巴希爾的保
安部隊大肆鎮壓北部的政治示威者，拘
捕數百人，並有多人被殺，認為國際社
會不應因為公投成功，而對蘇丹的侵犯
人權罪行置之不理。 ■《衛報》/路透社

■南蘇丹建設落後，由簡陋的商舖可見一斑。 法新社

■蘇丹北部一名婦女獲知公投結果痛哭。 路透社

■蘇丹總統巴希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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