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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东北地区的移民问题
3

宋 海 啸

内容提要　印度东北地区的移民问题主要是原住居民与外来移民的冲突问题。

此问题由来已久 ,不但造成该地区经济困难、社会秩序混乱 ,而且还诱发了分离主义

与恐怖主义 ,危及印度国家领土与主权完整 ,影响南亚地区安全与稳定。鉴于印度东

北地区与邻国人文、地理的相近性 ,印度民族政策失误造成的影响等因素 ,印度东北

地区的移民问题短时间内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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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东北地区一般指阿萨姆、曼尼普尔、梅加拉亚、米佐拉姆、那加兰、特里普拉以及所谓

的“阿鲁纳恰尔”等 7个邦。该地区总面积 255088平方公里 ,占印度总面积的 7. 7% ;人口

385 l万 ,占印度总人口的 3. 73%。① 印度东北地区的移民问题 ,是指周边地区的居民向印度东

北地区移民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此问题由来已久 ,不但造成该地区经济困难、社会秩序混

乱 ,而且还诱发了分离主义与恐怖主义。因此 ,分析印度东北地区的移民问题对我们了解印度

东北边境地区的局势乃至印度国家安全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印度东北地区移民问题的由来

历史上 ,印度东北地区布拉马普特拉谷地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着周边地区的居民 ,大量移

民纷至沓来 ,他们中有尼泊尔人、东孟加拉人与来自缅甸的钦人 ( Chins)、那加人 (Nagas)。印

度东北地区较大规模的移民始于英印统治时期。印度独立以后 ,大规模的移民不但没有减缓 ,

反而加剧 ,其中最突出的是尼泊尔移民、孟加拉移民和缅甸移民。

真正意义上的尼泊尔移民始于 19世纪初。1814年英国入侵尼泊尔 ,尼泊尔战败 ,被迫开

放尼印边界 ,从此打开了方便移民之门。在英国殖民时期 ,迁入印度的尼泊尔人主要是雇佣兵

与体力劳工 :一方面 ,尼泊尔廓尔喀人 ( Gurkhas)忠诚、勤劳、适应山区环境、比印度本土士兵廉

价 ,英国政府遂在廓尔喀人中招募新兵 ,于是尼泊尔雇佣兵开始涌入 ;另一方面 ,随着英国在印

度势力的扩大 ,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需要大量身强体壮的劳动力从事森林砍伐、铺路

架桥、开山采矿、农业耕种 ,尼泊尔人无疑是最佳人选。1921年 ,尼泊尔移民在阿萨姆达到

70344人 ,占阿萨姆人口的 0. 94%。② 1950年 ,印度和尼泊尔签署了《和平与友好条约 》,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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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尼泊尔人进入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广阔的荒芜土地与原始森林地区 ,其中大部分人从事

谷物耕种与家畜养殖。1971年 ,尼泊尔人在阿萨姆达到 432519人 ,占阿萨姆人口的 1. 93%。①

继 20世纪 70年代的高速增长之后 ,印度东北地区尼泊尔移民人口在 80年代仍有较快增长 ,

他们主要分布在阿萨姆、梅加拉亚和“阿鲁纳恰尔”。②

孟加拉人大规模向印度移民始于 19世纪中叶。1838年 ,英国殖民者出台了一项荒地安

置政策鼓励人们耕种 ,但是阿萨姆原住居民不愿外出工作 ,东孟加拉人 (现孟加拉国 )被优惠

的安置政策及便利的交通条件 (此时自西孟加拉至阿萨姆的铁路已经开通 )所吸引 ,纷纷涌进

阿萨姆及印度东北其他地区。此外 ,英国殖民者早期在政府机构中重用高种姓的阿萨姆人 ,企

图通过他们管理村级以上的各级政权 ,但是这些人并不适应英国人的管理体系 ,也不清楚自己

的职责 ,甚至还不懂英语。因此 ,来自东孟加拉的医生、教师、律师、前政府官员等得到英国人

的垂青 ,开始活跃于阿萨姆的各行各业 ,地位迅速提升 ,东孟加拉人“实际上成为仅次于英国

人的‘二主人’”。③ 东孟加拉自然条件恶劣、经济贫穷、人口众多 ,使得东孟加拉人不得不向外

寻找新的生路 ;而在印度 ,如特里普拉 ,茶园工、人力车夫、清洁工等没人愿意干的体力活为东

孟加拉人提供了生存的机会。1971年孟加拉国成立 ,移民现象不减反增 ,孟加拉移民几乎遍

布印度东北地区 ,在阿萨姆尤为突出。大批孟加拉移民的不断涌入 ,使阿萨姆人口持续高速增

长 , 1971—1991年间 ,阿萨姆的人口增至 22414322人 ,增长率为 59. 87% ,远远高于同期大约

50%的印度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 ,而这期间阿萨姆的穆斯林人口增长了 77. 42% ,穆斯林人口

占全邦人口的 28. 43%。④

缅甸移民的较大规模到来是在英国殖民统治的二战时期。缅甸移民主要进入曼尼普尔地

区 ,随后移民规模与地区一直在扩大。1967年缅甸奈温政府出台《侨民法 》(A liens A ct) ,当年

就有 25000名缅甸人涌入印度。⑤ 在临近印度边境的缅甸钦 (Chin)地区 ,至 1988年 ,已有大约

82000名缅甸钦人流入印度 ,其中 70000人在印度东北地区的米佐拉姆 , 10000人在曼尼普尔 ,

另外 2000人则在德里。⑥ 1988年之后 ,由印度政府资助的缅甸政治人物与学生大批进入印

度 ,印度甚至在米佐拉姆和曼尼普尔设置专门安置学生的难民营 ,其他缅甸人也闻风而至 ,一

时进入印度的缅甸人不计其数。据统计 , 1988年缅甸就有 2000若开人 (A rakan)迁到曼尼普

尔与米佐拉姆。⑦ 1989年 ,印度外交部长纳拉辛哈 ·拉奥告诫国会议员代表 ,“限制指令已经

不再适用于真诚的缅甸难民 ,对这些难民要给予妥当安置 ”, ⑧从而在政策上更加鼓励了缅甸

移民。

外来移民的流入对印度东北地区的社会发展是有所贡献的。印度独立之前 ,大量尼泊尔

移民并没有对当地社会、经济和生态平衡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 ;东孟加拉人还种植了当地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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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见过的蔬菜与庄稼。① 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情况的变化 ,印度东北地区出现了严重的移

民问题 ,至今困扰着印度政府。主要问题如下 :

(一 )原住居民与外来移民的冲突

首先 ,人口的激增导致一些地方的原住居民成为少数民族 ,从而造成政治力量的失衡。在

议会民主制度下 ,这种失衡特别不利于原住居民的权益维护。其次 ,有些地方语言成为焦点问

题。如在阿萨姆 ,孟加拉语在英国殖民时期就成为法庭语言和教学语言 ,直到 1871年 ,阿萨姆

人才说服英国人承认阿萨姆语为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地区学校的教学语言。此前 ,许多孟加拉

人在阿萨姆人的学校充当教员 ,或在政府机构中担任雇员。阿萨姆人对此心生反感 ,并逐渐演

变为仇恨 ,将孟加拉人甚至非阿萨姆人视为“外国人 ”。印度东北地区各邦均爆发了反对“外

来人”的运动。如在阿萨姆 ,运动的口号是“印度人和外国人滚出去”;在米佐拉姆 ,口号是“外

斯 (Vais,即外来人 )滚出去 ”;在梅加拉亚 ,口号是“迪卡尔 (D ikkar,即外来人 )滚出去 ”;在曼

尼普尔 ,口号干脆就是“打倒玛央人 (Mayangs,即外来人 ) ”。

(二 )移民问题引发分离主义与恐怖主义

为反对外来移民而进行的斗争渐渐演变成为地区分离运动或民族分立运动。有意思的

是 ,在运动过程中 ,这些政治力量似乎“忘记”了他们反对外来移民的初衷 ,慢慢走向了反对中

央政权的分离主义道路。比较突出的分离主义运动有 :“阿萨姆团结解放阵 ”主张以科学社会

主义作为生活方式 ,建立一个独立的阿萨姆 ;“博多兰民族民主阵线 ”以“解放被印度扩张主义

占领的博多兰 ,建立一个民主独立的社会”为目的 ;“阿萨姆穆斯林联合解放猛虎组织 ”的宗旨

是最终建立一个属于阿萨姆的“独立的大伊斯兰斯坦 ”;以苏帕斯 ·基辛为首的“廓尔喀民族

解放阵线”争取建立独立的尼泊尔人“大廓尔喀邦 ”(“大廓尔喀邦 ”不仅包括大吉岭的三个

区 ,而且包括贾尔派古里、库奇比哈尔、比哈尔和阿萨姆的部分地区 ,甚至还包括锡金 ) ,等

等。② 移民问题导致分离主义 ,分离主义引发恐怖主义 ,是印度东北地区民族运动的一大特

色。争取“独立”的力量为了获取运作资金而进行走私、贩毒 ,甚至绑架、勒索、屠杀等活动 ,恐

怖事件在印度东北地区频频发生。据资料显示 ,在阿萨姆邦发生的恐怖事件 , 1997—2000年

连续四年分别为 427起、735起、447起、536起 ;仅 2005年一年 ,阿萨姆、曼尼普尔、梅加拉亚、

那加兰和特里普拉等五个邦在恐怖事件中的死亡人数共计 715人。③

(三 )形成人口膨胀压力、自然环境压力与经济增长压力

一方面 ,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致使印度东北地区的人口迅速膨胀 ;另一方面 ,原住居民担

心自己成为少数民族 ,于是对人口生育不加节制甚至加快生育速度 ,人口问题更趋严重。在梅

加拉亚 ,卡西人 ( Khasi)、贾阳提亚人 ( Jayantia)与加洛人 ( Garos)在 1992—1999年间一直保持

超过 23%的人口出生率。④ 人口压力很自然地转换为对自然环境的压力 ,进而造成经济增长

压力。因此 ,时任阿萨姆邦邦长、退休中将 S·K·辛哈于 1998年在给印度总统纳拉亚南的一

个报告中说 :“阿萨姆的非法移民已经成为经济困难的首要原因。”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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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危及印度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

移民问题引发的分离主义直接危及印度国家领土与主权完整。美国知名学者科恩

(Cohen)说 :“印度是一个长期需要强大的中央政府来保护少数民族权益、振兴经济、控制‘分

裂趋势’的国家⋯⋯境外一些带有宗教倾向的国家 ,包括巴基斯坦和以色列 ,对于多种族、多

教派的印度来说就是危险的例子。”①一位阿萨姆前领导人在谈及印度东北地区地缘政治的

危险性时 ,有这样的说法 :“非法移民的流入正在使这些地区的穆斯林成为多数 ,他们迟早会

要求融入孟加拉。快速增长的国际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会应要求提供武力援助。因此 ,可以

肯定地说 ,孟加拉会放弃世俗主义而成为穆斯林国家 ,阿萨姆的丢失将会切断东北地区与印度

其他地区的联系 ,国家将会失去一个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地区。”②同样的担心还有 : 1998年

11月 8日 , S·K·辛哈致信总统纳拉亚南 ,信中提请关注阿萨姆邦的非法移民问题 ,声称来自

孟加拉国的非法移民潮对阿萨姆人的存在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③

(五 )影响南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移民问题对印度东北边境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也造成印度与邻国关

系的紧张。为阻止非法移民 ,印度在印、孟两国边境沿线修建栅栏 ,设立铁丝网 ,驱逐甚至杀害

无辜的难民 ,兼之恒河水与边界划分等问题 ,造成两国间的不信任与关系冷淡。更为严重的

是 ,印度政府一直指责孟加拉与“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 ”等恐怖组织关系密切 ,声称在孟加拉

境内至少有 190个印度分离主义势力的据点与恐怖组织训练营。④ 这些指责无论属实与否 ,

均会对两国关系产生影响。印度与尼泊尔的关系也出现类似的情况 : 20世纪 80年代 ,阿萨姆

邦流血冲突升级 ,大量尼泊尔移民被迫返回尼泊尔 ,给尼泊尔国内造成了困难 ,两国关系日趋

紧张。

二、印度东北地区移民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 )印度东北地区人文结构存在明显的多样性

1. 部族的多样性。印度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进入印度次大陆的东北门户 ,已知最大的

一股移民是公元前 5世纪迁徙到这里的奥斯特里克人 (Austeric Stock) ,他们的语言属于汉藏

语系 ,定居于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地区 ,可能就是今博多人 (Bodos)的祖先 ;接着 ,中国西南部的

部族人口经过缅甸北部 ,越过帕特凯山脉 ,定居于该河谷两侧的山区 ;公元前 1世纪 ,伴随着雅

利安人 (A ryans)向东迁移和梵语化进程在恒河平原的开始 ,博多人逐渐沿着河谷西迁 ,其生活

区域扩展到今孟加拉北部和印度比哈尔邦东部地区 ,随着雅利安人的继续东进 ,博多人被征服

并被驱赶向东迁徙 ,双方的接触便是印 - 蒙人种⑤雅利安化进程的开始 ;公元 13世纪 ,傣 - 阿

豪姆人 ( Tai - Ahom s)从中国西南部取道东南亚进入该地区 ,又掀起新一轮的移民潮。至此 ,

印度东北地区变成了蒙古人种与奥斯特里克人、雅利安人、达罗毗荼人 (D ravidians)混合的大

熔炉。从 17世纪开始至今 ,来自焦达纳格布尔高地、马哈拉施特拉邦、泰米尔纳德邦和安得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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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的孟加拉人、尼泊尔人 ,以及来自缅甸的钦人源源不断地涌入印度东北地区 ,进一步加强了

这个被称为“种族万花筒”地区的多样性。截至 1991年 ,在印度东北地区的 145个部族中 ,人口

超过 5000人的就有 78个 ,占印度部族总人口的 12%、东北地区总人口的 25. 81%、印度总人口的

8. 08% ;在印度东北地区的 7个邦中 ,有 4个邦部族人口占全邦总人口的一半以上 ,详见表 1。
表 1　　印度东北地区部族人口分布 (1991年 ,单位 :人 )

地　区 总人口 部族人口 部族人口占本地区人口 ( % )

阿萨姆 22414322 2874441 12. 84

“阿鲁纳恰尔” 864558 550351 63. 65

曼尼普尔 1837149 632173 34. 41

梅加拉亚 1774778 1517927 85. 53

米佐拉姆 689756 653565 94. 75

那加兰 1209546 1060822 87. 70

特里普拉 2757205 853345 30. 95

东北地区 31547314 8142624 25. 81

印度全国 846302688 67758380 8. 08

　　资料来源 : O ffice of the Reg istrar General, “U nion Prim ary Census A bstract for Schedu led Castes and
Schedu led Tribes”, Paper 2 of 1993, Series 1, in Census of India, 1991, O ffice of the Reg istrar Genera l, N ew
D elhi, Ind ia, 1993, p. 304.

2. 宗教信仰的多样性。印度东北地区几乎集中了印度所有的宗教派别与宗教信仰 ,其中

信仰人数较多的有印度教 ( 19229476人 ,占印度东北地区人口的 60. 95% ,下同 )、伊斯兰教

(6801798人 ,占 21. 56% )与基督教 (4301895人 ,占 13. 64% ) ,详见表 2。
表 2　　印度东北地区不同宗教信仰人口分布 (1991年 ,单位 :人 )

地　区 总人口 印度教 伊斯兰教 基督教 锡克教 佛教 耆那教 其他 未说明

阿萨姆 22414322 15047293 6373204 744367 16492 64008 20645 138230 10083

“阿鲁纳恰尔” 864558 320212 11922 89013 1205 111372 64 313118 17652

曼尼普尔 1837149 1059470 133535 626669 1301 711 1337 14066 60

梅加拉亚 1774778 260306 61462 1146092 2612 2934 445 298466 2461

米佐拉姆 689756 34788 4538 591342 299 54024 4 1894 2902

那加兰 1209546 122473 20642 1057940 732 581 1202 5870 106

特里普拉 2757205 2384934 196495 46472 740 128206 301 2 1

印度东北地区 31547314 19229476 6801798 4301895 23381 361890 23998 711611 33265

　　资料来源 : O ffice of the Registrar Genera l, “Fina l Popu la tion Totals: B rief A nalysis of Prim ary Census”, Paper 2 of
1992, Series 1, in Census of India, 1991, O ffice of the R egistrar General, N ew D elh i, India, 1993, p. 256.

3. 语言的多样性。印度境内语言种类繁多 ,民间使用的方言超过 1000种 ,法律承认的语

言也有 17种。印度东北地区除了被列入官方语言的孟加拉语、尼泊尔语、阿萨姆语和曼尼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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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语外 ,还有许许多多为部落民所使用但没有被列入官方语言的地方语种。方言的多样性以

及围绕方言而展开设立语言邦的诉求与运动 ,成为印度东北地区的又一问题。
(二 )历届政府对印度东北地区管治政策的失误

在英印统治时期 ,印度政府为了自身行政管理的方便 ,在东北地区基本上采取“分而治

之”政策。1873年 ,印度政府颁布《内线管理条例 》,将东北部各邦委托王公贵族管理 ,并依据

划分“内线”的原则 ,将东北地区划分为“完全封闭”与“部分封闭 ”区域。① 各部族在其领地内

实行自我管理 ,外来访问者必须事先取得“边境地区特许通行证 ”方可进入。这使得东北部各

邦被人为地与世隔绝 ,不仅割断了该地区原有的民族融合的历史惯性 ,而且埋下了分离主义的

祸根。印度独立之初 ,国大党政府继承了这种部族隔离政策 ,导致东北地区与印度中心地区疏

远 ,两地之间隔阂弥深。以后的历届印度政府仍然坚持“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政策 ,刻意忽

视、压制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力和发展意愿 ,并且不顾各部族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宗教因素 ,强行

采取文化同化政策 ,造成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之间尖锐的矛盾和深刻的敌意。对此 ,印度国大

党 (英 )东北部理事会下属协调委员会在 1993年召开的第八次全体会议的报告中指出 :“倘若

不是印度政府在东北部人民的心目中留下如此冷漠 ,甚至形同陌路的印象 ,倘若该地区人民能

够与生俱来 ,发自内心地感觉到不受歧视 ,与本国其它地区一视同仁地被置于发展的主航道 ,

并且政府言出必行 ,说到做到 ,那么印度中央政府解决问题的诚意和决心一定会明白无误地传

递给每一个人 ,做到家喻户晓 ,妇孺皆知。”②

(三 )印度东北地区与其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整个印度的经济发展是从西南向东北呈递减趋势 ,东北地区整体发展水平落后于其他地

区。1947年之前 ,大阿萨姆邦 (东北地区的统称 )人均收入还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到了 1971

年 ,阿萨姆邦人均收入只有 544卢比 ,低于印度平均水平 (627卢比 ) ; 1986年 ,印度人均收入

798卢比 ,阿萨姆邦人均收入 605卢比。1971—1986年 ,印度年均收入增长率为 1. 7% ,阿萨姆

邦年均收入增长率只有 0. 8%。③ 1989年 ,印度国内净产值人均 3875卢比 ,阿萨姆邦人均 2772

卢比 ,在列入统计的 17个邦中位列第 14位 ; ④ 1991年 ,阿萨姆邦人均生产总值 4230卢比 ,在

列入统计的 17个邦中位列第 12位。⑤ 印度东北地区的社会发展指标也低于印度其他地区。

据统计 , 1991年 ,阿萨姆邦 7岁以上男性识字率为 61. 9% ,在列入统计的 17个邦中位列第 11

位 ;婴儿死亡率为 76% ,在列入统计的 17个邦中位列第 13位。⑥ 印度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的滞后问题有国情的客观原因 ,也有政府的主观因素。由于资金、交通的限制和人为的忽

视 ,东北地区丰富的资源长期得不到有效的开发。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之后 ,印度政府出于

“安全考虑”,大大减少了在东北地区的投入和建设 ,如把炼油厂建在比哈尔邦而不是盛产石

油的阿萨姆邦。进入 21世纪以来 ,随着印度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东北地区的经济、社会状

况与其他地区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 ,发展问题更显突出。因此 ,“土著部族认为中央

政府只是为了掠夺当地资源 ,并没有真正帮助他们发展经济。在国家发展中得不到实惠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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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使土著部族尤其是年轻人很容易在分离组织的煽动下步入歧途”。①

(四 )印度东北地区与其他地区文化与认知的异质性

民族融合与身份认同通常需要漫长的过程。而印度政府在东北地区草率地推广“政治一

体化”政策 ,由于罔顾种族与文化的差异 ,使外来移民对“印度国家主体 ”存在不信任与不认

同 ,导致出现“身份认同”危机。例如 ,在印度独立前 ,曼尼普尔和特里普拉除了与阿萨姆外围

部分有一点微弱的联系外 ,在地理、文化和政治上均处于与世隔绝的“孤岛 ”状态 ,加之印度政

府实施的“内线”政策等因素 ,导致东北地区的人们严重缺乏“印度 ”意识 ,日常接触到的只有

英国的行政官员和外国基督教传教士 ,印度人反而被视为“外来人 ”。在阿萨姆 ,占全邦人口

28. 43%的穆斯林对国家的认同感相当弱化。1961年在阿萨姆进行人口普查的负责人提到一

个现象 :“讲孟加拉语的印度教教徒都说他们的母语是孟加拉语。相反 ,讲孟加拉语的穆斯林

移民则倾向于将阿萨姆语说成是他们的母语。”②在 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印度军队大败退时 ,

11月 12日 ,印度总理尼赫鲁在广播电台作了题为《我对阿萨姆人民充满同情 》的演讲 ,实际上

已经决定放弃阿萨姆。此事伤透了阿萨姆人的心 ,其中孟加拉穆斯林移民把巴基斯坦国旗插

上了他们的屋顶 (当时孟加拉是巴基斯坦的一部分 ,即东巴基斯坦 ) ,表示对印度国家的离心

与不满。在以尼泊尔移民为主体的大吉岭县 ,虽然名义上一直是西孟加拉的一部分 ,但是

1874年以前一直是无人管辖的地区 , 1874年至 1919年期间被划为表列县 , 1919年至 1935年

期间根据蒙塔古 - 切姆斯福 (Montagu - Chelm sford)改革方案被划为落后地区 , 1935年以后成

为半禁止封闭地区。只是在印度独立后 ,大吉岭县才在行政上被置于与西孟加拉其他县平行

的地位。但是很长时间以来 ,该县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于被隔离与被孤立的状态。自从以

S·S·古隆 ( S. S. Gurung)为首的“全印廓尔喀联盟 ”于 1943年 5月在大吉岭成立以来 ,外来

移民争取自治的运动一直没有停止过。1947年“印巴分治”时 ,巴基斯坦国旗曾经在大吉岭市

政厅屋顶飘扬了 5天 (8月 14日—18日 )。③“要 (东北地区 )部落民承认印度政府的统治在心

理上是难以接受的 ,部落民从来没有把自己看作是印度的一份子。”④

三、印度东北地区移民问题的前景

经过印度政府的努力 ,解决东北地区移民问题的希望在增大 ,但短期内依然不容乐观 ,这

是因为 :

(一 )许多民族同根同源、跨境而居、交往密切、无法分割

在印度东北地区居住的外来移民 ,有许多已经居住了好几代人。他们同根同源、跨境而

居 ,常常因为通婚而举家从这边迁到那边居住 ;有些人借口到印度的伊斯兰圣地朝拜或探亲访

友而滞留不归 ;有些人则通过财物交换 ,人、货同时流入 ,不知其踪 ,等等。边境居民的交换、互

动非常频繁 ,合法移民与非法移民很难区分。

(二 )与邻国边界漫长而复杂 ,把守十分困难

印、孟之间有 2400公里的漫长边界 ,且以河界为主 ,不易建边界墙 ,难以控制边界 ,边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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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印度一侧大部分村庄的村民以穆斯林为主 ,一旦外来移民进来 ,很难辨别和驱赶。印、缅边

界是按照 1826年的《扬达波条约》( Treaty of Yandadboo)划定的 ,这条边界从南钦 (Namkin)山

脉延伸到帕特凯山、哈莫林 (Hamolin)山 ,一直到钦 ( Chin)山脉 ,与“阿鲁纳恰尔 ”、那加兰、曼

尼普尔、米佐拉姆等邦都有共同边界。印度历史上对边界的管理非常松散 ,英国殖民时期甚至

根本不存在边界管理。另外 ,边界兵力不足和边境保安部队中存在的腐败风气也是消极因素。

上述因素客观上为非法移民入境提供了便利。

(三 )民族政策失误造成的影响短时间内难以消除

印度政府在东北地区实施的民族政策被认为是漠视地方权益的民族沙文主义 ,来源于英

国殖民统治时期的传统 ,强调中央对地方的权力 ,不顾地方的自治与自决要求 ,不承认原住居

民的传统土地权益 ,甚至还强制原住居民搬迁以及强制安置外来移民 ,原住居民为保持传统文

化与传统生活方式而争取自治的努力被指责为挑起冲突 ,等等。① 不妥当、不公正的民族政策

造成原住居民担心国家政策会导致其主体民族地位的消失 ,从而对中央政权产生忧虑与不信

任。此问题积淀已久 ,影响深远 ,短时间内难以消除。

(四 )外来移民的自我意识增强 ,民族冲突陡增变数

早期外来移民与原住居民还是比较融洽的 ,他们互相尊重 ,共同生活 ,和平共处。但是 ,后

来由于种种原因引起民族冲突 ,外来移民不得不拿起武器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斗争。有

些地区的斗争甚至超越民族内部矛盾 ,走向寻求独立自主的道路。例如 ,在特里普拉 ,政治组

织“阿玛拉孟加拉人 ”(Amara Bengali)就是孟加拉人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而于 1972年成立

的。它与“幸福之路”(Anand marg)组织有一定的联系 ,曾经被取缔 ,但是 1998年又重新开展

活动。② 它组织了多次大型群众集会和罢工以抗议部族自治区的成立 ,在非部族区域有较大

的影响力。这一组织的军事实力不断增长 ,在多次种族冲突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再如 ,在

大吉岭 ,尼泊尔移民对印度政治精英们的民族沙文主义态度非常不满 ,同时也担心将来会失去

自己的文化特性 ,由尼泊尔人苏帕斯 ·基辛领导的“廓尔喀民族解放阵线 ”便在 1980年应运

而生 ,该组织目前领导着大吉岭 - 廓尔喀山区委员会 ,其目标是建立一个“大廓尔喀邦”。③

(五 )印度国内对非法移民的认识存在分歧 ,造成相关法律制定含糊、执行困难

例如 , 1964年的《外国人法 》是适用于全印度的法律 ,居然不适用于阿萨姆 ! 1983的《非

法移民法》( IMDT)确定对非法移民的“侦查与驱逐”( detection and deportation) ,依据的居然是

“举报”,而且举报者和警察要承担举证责任。该法还规定 :一旦发现举报状过于草率和情绪

化 ,中央政府不会受理此状。④ 这种法律的执行效果可想而知。据估计 ,阿萨姆有 300万非法

移民 ,其中 100万是 1966—1971年移居过来的。截至 1988年 3月 ,印度政府只认定了 3442名

非法移民 ,而遣送出境的只有 156名。据印度官方统计 ,在阿萨姆 ,自 1983年实行《非法移民

法》后至 2001年的 18年间 ,仅有 1501人被驱逐 , ⑤而且 ,即使是被驱逐的移民 ,也很快通过另

外一种渠道返回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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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印度选举政治的负面影响仍将继续

印度实行一人一票的选举政治 ,让某些党派人士为了“票仓 ”而罔顾非法移民问题。2000

年 ,在阿萨姆邦议会选举的 126个选区中 ,非法移民选民占多数的选区有 37个。在大选中 ,国

大党、印共 (马 )甚至湿婆军、人民党都打出了“穆斯林票仓 ”这张牌。2001年阿萨姆进行选举

前 ,人民党领导人瓦杰帕伊曾声称 ,他当选后会认真考虑孟加拉移民的工作许可问题。事实

上 ,瓦杰帕伊上台之后根本没有任何举动。人们失望之余 ,称之为“选举暗门 ”( electoral

gimm ick)。① 围绕认定“外国人”的时间界限而产生的分歧 ,是选举政治干扰移民问题的又一

反映。印度中央政府根据“英迪拉·甘地 - 穆吉布 ·拉赫曼协议 ”,建议将 1971年 3月 25日

(孟加拉国政府从流亡状态变为正式存在的日子 )作为认定“外国人 ”的起始日期 ,而“全阿萨

姆学联”则坚持援引“尼赫鲁 - 利亚科特·阿里协定”将起始日期定为 1950年 12月 31日 (即

协定允许移民返回家园的最后期限 )。② 起始日期的变更意味着合法选民的增减 ,在这个核心

问题上双方各持己见 ,互不相让 ,结果动乱继续 ,民族隔阂加深。

总之 ,印度东北地区移民问题的实质是民族利益的矛盾与冲突。从相关因素来看 ,该地区

的移民问题短时间内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但近期内矛盾不会激化 ,地区局势也不会像上

世纪 60年代西方某些学者所预言的那样“巴尔干化”。

Abstract　The p rimary m igration p roblem in Northeast India is the conflict between

native and imm igrant. This p roblem has existed for a long time. It not only caused

econom ic hardship and social disorder, but also induced separatism and terrorism, which

threatens India’s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impacts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n

South A sia. In view of factors such as human and geographical p roxim ity between northeast

India and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the impact of India’s national policy failures, it is

difficult to comp letely solve the m igration p roblem in Northeast India within a short time.

(宋海啸 ,博士研究生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昆明 , 65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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