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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稳定安宁的“和谐边疆 ”,是建设“和谐社会 ”的重要

组成部分。我国要努力建设“和谐社会 ”,构建“和谐边疆 ”既

是其要素之一 ,有时也是基础和条件。当前 ,我国边疆地区的

形势总体上还是比较稳定的 ,但是 ,就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而

言 ,我国西部的边疆地区目前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稳定因

素 ,具体到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等省区的边疆地区来看 ,特别

是在新疆和西藏 ,民族分离主义、国际恐怖主义以及宗教极端

主义等有时会严重影响我国西部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安宁。上

述不稳定因素又与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华侨华人问题密切相

关。因此 ,分析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华侨华人问题 ,探讨西部

地区少数民族华侨华人与民族分离主义、国际恐怖主义以及宗

教极端主义等的关系 ,进而提出解决影响西部边疆地区稳定的

相关问题的对策 ,做好与西部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密切相关的侨

务工作 ,构建“和谐边疆 ”,对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全面实

施 ,对我国西部边疆的安全与稳定 ,对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 ,对

处理好少数民族事务等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西部边疆地区侨情概况

我国的西部边疆省区从北到南主要有新疆、西藏、云南、广

西等。下面 ,我们将对各省区的侨情进行简要分析。

新疆是我国面积最大、国境线最长、交界邻国最多的省区 ,

也是我国西北地区的最大侨乡。目前 ,在国外定居的新疆籍华

侨华人约 100万左右 ,大多定居在西亚、中亚地区 ,他们中大部

分人已取得居住国国籍。具体来看 ,新疆籍华侨华人主要分布

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乌孜别克斯坦 ,其次是沙特、土耳

其、蒙古和巴基斯坦 ,在澳大利亚、西欧及中东的其他一些国家

也有少量分布。新疆籍华侨华人以少数民族居多 ,约占 90%以

上 ;其中又以维吾尔族最多 ,人数 40多万 ,主要分布在沙特、哈

萨克斯坦、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还有少数分布

在蒙古、科威特、叙利亚、阿曼及西欧一些国家。其次是哈萨克

族 ,人数近 40万 ,主要分布在哈萨克斯坦、土耳其和蒙古。回族

华侨华人约 10万 ,主要分布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沙

特。

由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特殊情况 ,往往国内的某一民

族 ,在国界之外就有与之同一族源、同一民族的群体存在。在

我国新疆地区 ,与境外国家有关的九个跨界民族中 ,人口上万

的有四个民族 :哈萨克 , 110万 ;柯尔克孜 ,约 14万 ;塔吉克 , 3. 3

万 ;乌兹别克 , 1. 5万。[ 1 ]且这些民族在境外的同源跨界民族都

是有关国家内的主体民族。而居住在中亚地区的维吾尔族、蒙

古族、塔塔尔族、俄罗斯族、回族等其他非主体民族在新疆也占

人口总数的很大比重。共同的民族历史、文化渊源、宗教信仰

等 ,使新疆和中亚各跨界民族之间保持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西藏的主要民族是藏族。在海外 ,邻近西藏的不丹、尼泊

尔、锡金、印度和巴基斯坦 ,以及加拿大、英国等一些欧美国家

也有一部分藏族人居住。根据相关数据 ,截至 2000年 ,估计境

外藏胞共约 15 万人。其中 ,印度 11 万、尼泊尔 3 万、瑞士

0. 4—0. 5万、美国数千。欧美地区的藏胞在经济上对达赖集团

依赖性不强 ,他们大多游离于达赖集团控制之外。印度的藏胞

则绝大多数处在达赖集团逐级严格管制下 ,他们 60%生活在聚

集区 , 40%散居。聚集区和主要散居区由达赖集团伪内政部派

员负责管理。藏胞与印度社会基本处于隔绝或半隔绝状态 ,生

活环境不佳 ,社会地位低下。[ 2 ]

广西是我国第三大侨乡 ,地位仅次于广东和福建。广西在

海外的华侨华人共有 200多万人 ,分布在五大洲的 86个国家

和地区 ,主要集中在东南亚 ,以越南、马来西亚和泰国为多。近

20多年来 ,欧美地区的广西籍华侨正在激增。广西区内还有归

侨 18万人 ,侨眷属共有 100多万人。广西侨情的一个重要特

点是少数民族多 ,除汉族之外 ,桂籍的华侨华人还有壮族、苗

族、瑶族和回族等。

云南省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该省在海外的华侨华

人约有 50万人 ,分布于世界五大洲的 60多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

80%以上居住在东南亚国家 ,尤以与滇省相邻近的缅甸、泰国居

多。作为我国西南的内陆边疆省 ,云南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 ,

与泰国也相距咫尺。在云南 ,有 26个边境县 , 15个少数民族跨

境而居。这些民族虽然分属不同的国家 ,但各自具有共同的民

族观念 ,民族内部的共同性多于差异性。云南华侨、归侨、侨眷

中少数民族数量本来就不少 ,而且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深

入 ,华侨华人从事边境贸易者日益增多。德宏州全面开放为边

境贸易区 ,每年从境外进来做生意的客商中 , 90%是华侨华人。

据有关专家的统计 ,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实际人数高于

310万 ,实际上 ,约 570万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目前生活在中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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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国家和地区。[ 3 ]而这数百万的少数民族华侨华人 ,其祖籍

地大多还是在我国西部地区。换言之 ,少数民族华侨华人问题

与我国西部地区关系更密切 ,尤其是对我国西部地区稳定、安

宁的“和谐边疆 ”的构建 ,关系甚大。

二、影响构建西部地区“和谐边疆 ”的侨情因素

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和汉族华侨华人一样 ,他们热爱祖 (籍 )

国、热爱家乡。新中国成立以后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祖

(籍 )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日益提高 ,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在居住国

的境况也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他们虽然绝大多数成为住在国

的公民 ,变为华人 ,但仍然关心和支持祖 (籍 )国的现代化建设 ,

促进住在国与祖 (籍 )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例如 ,少数民族华侨

华人利用地域及语言等优势 ,其中不少人从事与中国的边境贸

易 ,促进了边境地区双方经济的发展。越南壮族等族华人中从

事中越边贸的人数较多 ,如在广西 , 2002年中越边贸进出口总

额达 5. 2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 19. 6%。[ 4 ]这对广西与越南边境

的经济发展都有利。巴基斯坦维吾尔族华侨华人中也有不少

人从事与中国的边境贸易 , 1985—1989年间 ,从巴基斯坦到新

疆喀什经商的华人多达 10万人次 ,边贸大大激活了新疆喀什

经济。[ 5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回族

华人、维吾尔族华人、哈萨克族华人从事与中国边贸的人数更

多。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关心并支持祖 (籍 )国少数民族地区的

社会公益事业及教育的发展 ,如美国中华少数民族联合会 (该

会 2001年 1月成立 )在成立后不久 ,就向我国内蒙古受灾地区

捐款 2万美元 ,后向我国贫困地区儿童捐款 20万美元。[ 6 ]

在新的世纪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居住在海外

的少数民族华侨华人 ,作为其所在国与祖 (籍 )国之间的桥梁 ,

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西部少数民族华侨华人中还存在一些影响西部地区边疆

稳定安宁的因素 ,它们大致有 :“疆独 ”和“藏独 ”的民族分裂主

义活动 ;越南对边境民族地区实施特殊优惠政策对我国一侧边

境民族地区产生的负面影响 ;边境地区跨国婚姻问题 ;等等。

11“疆独 ”民族分裂主义活动

近年来 ,随着民族分离主义浪潮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兴起与

泛滥 ,少数民族华侨华人中 ,有极少数人从事国际恐怖主义、民

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活动。其中“东突厥斯坦 ”(简称

“东突 ”,“东突 ”恐怖主义也称“疆独 ”)势力在某些外国势力的

怂恿和支持下 ,从 20世纪初至今在中国新疆和有关国家制造

了数百起动乱及恐怖暴力事件 ,影响我国新疆的稳定和安宁。

20世纪 60年代以来 ,流亡印度的达赖集团也是在外国势力的

怂恿和支持下大搞“西藏独立 ”(简称“藏独 ”)活动。“疆独 ”

和“藏独 ”目的一样 ,即分裂祖国 ,破坏国家统一 ,企图使新疆、

西藏独立。“东突 ”和“藏独 ”分裂分子的破坏行径 ,已经危害

到了我国新疆和西藏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和人民

生活 ,也对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构成了严

重威胁。

早在 20世纪 30年代 ,“东突 ”分裂主义已经出现。到了 20

世纪 80年代 ,在国际恐怖活动的影响下 ,“东突 ”势力在新疆的

分裂活动再次加剧了 ,并开始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形势。90年

代 ,在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影响下 ,境内外部

分“东突 ”势力转向以恐怖暴力为主要手段的分裂破坏活动。

据不完全统计 ,自 1990年至 2001年 ,境内外“东突 ”恐怖势力

在中国新疆境内制造了至少 200余起恐怖暴力事件 ,造成各民

族群众、基层干部、宗教人士等 162人丧生、440多人受伤。[ 7 ]

2009年发生在乌鲁木齐的“7·5事件 ”就是由海外“疆独 ”头

目热比娅等人策划、遥控的。“东突 ”恐怖势力还在国外制造恐

怖暴力事件 ,开枪或用炸弹袭击中国驻有关国家的使领馆 ,杀

害中国商人、政府工作人员和外国警察。大量证据表明 ,在新

疆境内发生的大多数恐怖暴力事件 ,是由境外“东突 ”组织直接

策划、指挥 ,境内的极少数人呼应 ,共同制造的。“东突 ”恐怖势

力与国际恐怖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 , 2002年 9月 12日 ,

联合国安理会正式将“东突伊斯兰运动 ”列入安理会颁布的恐

怖主义组织和个人名单。

2003年 12月 ,我国政府公布首批认定“东突 ”恐怖组织和

恐怖分子名单。公布第一批“东突 ”恐怖组织有 4个 :“东突厥

斯坦伊斯兰运动 ”、“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 ”、“世界维吾尔青年

代表大会 ”、“东突厥斯坦新闻信息中心 ”;第一批恐怖分子为

11名。[ 8 ]

21“藏独 ”民族分裂主义活动

1959年西藏武装叛乱失败后 ,一些叛乱分子和一些被裹胁

的藏族群众一道逃亡到印度 ,受到印方的接纳。1960年 9月 ,

达赖集团在印度达兰萨拉建立“西藏流亡政府 ”,成立“西藏青

年大会 ”(简称“藏青会 ”)等组织 ,长期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

“藏青会 ”是以“民间组织 ”面目出现的暴力活动主要实施者 ,

公开主张“西藏完全独立 ”。

印度“藏独 ”势力中枢在达兰萨拉 ,但是 ,真正生活于这个

偏僻小镇的藏人只有 8 000人。虽然目前的印度政府明令禁止

“流亡藏人 ”从事任何反华政治活动 ,但是达兰萨拉从来就是达

赖集团的一个进行反华分裂策划的大本营。[ 9 ]

北京成功获得 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之后 ,达赖集团提出

“决战奥运 ”,企图借机干扰奥运会 ,加快推进“藏独 ”活动。

2008年 3月 ,“藏青会 ”发表声明称 :“目前应紧紧抓住过去独

立斗争中从未有过的重要契机 ,即今年的奥运会 ”。在达赖集

团的煽动下 , 3月中旬 ,拉萨发生了打砸抢烧暴力活动。拉萨

事件后 ,在四川阿坝和甘肃甘南 ,少数不法喇嘛和社会上不法

分子也进行了打砸抢烧暴力活动。同时 ,达赖集团还将暴力活

动延伸到境外 ,组织人员接连暴力冲击我驻美、英、法、印度等

十多个使领馆。“藏独 ”分子焚烧中国国旗、推翻使领馆围墙、

冲入使领馆内破坏设施 ,对我驻外机构人员与财产安全造成严

重威胁。

达赖集团企图利用北京举办奥运会的机会 ,以民族、宗教

为幌子 ,以暴力事件搞乱藏区 ,取得“藏独事业 ”的突破。但是 ,

达赖集团策划和煽动的暴力活动不得人心 ,遭到包括藏族人民

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一致反对 ,也遭到了国际上持公正客观态

度人们的谴责。

目前 ,达赖“流亡政府 ”已完全掌控在第二代流亡藏人中那

些极具激进“藏独 ”意识的分裂主义者手里 ,成为分裂祖国 ,与

中央政权对抗的工具。达赖“流亡政府 ”只是逃亡国外的少数

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的代表 ,是被某些外国反华势力利用的工

具 ,它的非法和反动性质 ,决定了它的处境日益困难、必然失

败。[ 10 ]

31越南对边境民族地区实施特殊优惠政策对我国一侧边

境民族地区产生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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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越南接壤的我国西南边境民族地区 ,不仅是苗、瑶、傣、

布依等跨国民族聚居的地区 ,而且更是边境政治与外交极为敏

感的地方 ,直接关系到我国西南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民族

团结与社会稳定。越南北部边境地区与中国的广西、云南两省

接壤 ,中国一方两省的边境地区同样大多是多民族聚居区 ,而

且有许多民族属于跨境民族 ,例如单是云南省在中缅、中老、中

越国境两侧的边民中 ,有 16个民族同属一族跨国境而居。[ 11 ]

由于历史和现实等各方面的因素 ,中国一方的许多边境民族地

区经济滞后 ,许多政策的制定和落实在客观上都还存在着许多

问题。例如 ,云南红河、文山两自治州所属的麻栗坡、马关、河

口三县 ,分别与越南的红河、老街两省接壤 ,同时三县均为少数

民族聚居区 ,跨境少数民族达 9个之多。三个县中 ,麻栗坡县

和马关县都属国家级贫困县。上述三县边境地区交通不便、信

息闭塞、文化教育落后、人畜饮水困难、生产生活条件恶劣 ,自

我发展能力极弱 ,脱贫难度大 ,而且这些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

与全国和其本省甚至本县发达地区的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

随着越南革新开放的不断深入 ,越南政府对以往的民族政

策进行了良性调整 ,在其北部边境地区实施了一系列特殊优惠

的政策和措施。它们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的发展 ,当地自给自足

的传统经济逐渐向多种经营的商品化生产转化 ,贫困人口逐渐

减少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越南北部边境地区整体经济水平的

提升促使当地出现了一些新兴的经济中心和贸易口岸。同时

其边境地区的特殊民族教育政策和措施的实行 ,也使得其北部

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发展较快。[ 12 ]

越南一方边境民族地区实施的系列特殊优惠政策 ,对我国

一侧的边境民族地区产生了负面影响。我国边境一侧边民的

不满情绪逐步滋生 ,直接影响到民族团结和国家的形象。例

如 ,越方在其边境民族地区实行的系列特殊优惠政策使得我方

边境民族地区的部分干部、群众不平衡心理和不满情绪增长。

更严重的是部分地区边民因生活贫困 ,导致陆续有边民外迁 ,

“近年来已有 398户边民背井离乡 ,其中有 198户 752人外迁

到越南、老挝和缅甸居住。”[ 13 ]这些表明越南的边境民族政策

对我国边境民族的团结、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乃至我国的

国家形象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41边境地区跨国婚姻问题

跨国婚姻问题也会影响到我国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安宁。

在我国与越南交界地区 ,当地跨境民族之间语言相通 ,文化相

同 ,交往历史悠久 ,跨国婚姻源远流长。据了解 ,仅在广西边境

地区 ,这种跨国婚姻超过一万宗。边境民族地区的跨国婚姻一

般都有两个以上小孩。照此计算 ,仅在广西边境地区 ,跨国婚

姻子女人数就可能达到几万名。在这些跨国婚姻家庭里面 ,母

亲大多是越南妇女 ,她们按照当地的民间婚姻模式嫁入中国 ,

但是 ,她们的婚姻都没有经过中国的法律程序确认 ,没有结婚

登记 ,她们也没有加入中国国籍 ,成为一群没有中国国籍的中

国母亲。这些跨国婚姻所生的孩子 ,面对的是一个没有中国国

籍、在中国寸步难行的母亲。母亲是外国人 ,父亲是中国人 ,而

家庭又位于偏远的边境和少数民族地区 ,因此 ,这种跨国婚姻

的子女在对中国的政治认同方面比一般小孩更加冷漠 ;在国家

认同方面他们也为自己的母亲难以成为中国人而遗憾 ;在行为

规范引导方面 ,他们地处走私、贩毒、拐卖妇女儿童等违法犯罪

现象比较普遍的边境地区 ,在族群文化和国家主体文化及法律

存在冲突的情况下 ,他们也面临着一些迷茫。[ 14 ]

三、构建“和谐边疆 ”的侨务对策

少数民族在文化、民族、生产以及生活等诸多方面 ,与汉族

人民都有着明显的差异 ,但他们却与境外同宗同源的民族有着

天然的、血脉相通的亲近感。对于祖籍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华

侨华人 ,包括侨务部门在内的各级政府部门如能做好他们的工

作 ,就有可能使得我国边疆地区复杂的民族关系简单化、纯洁

化 ;同时也能使原本有可能产生离心倾向的民族问题 ,不再成

为困扰我国边疆地区稳定安宁的消极因素。

为了营造稳定安宁的边疆环境 ,我国各级相关政府采取和

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不过 ,面对复

杂的少数民族华侨华人侨情 ,面对复杂的西部边疆形势 ,我们

更要客观、冷静地面对现实 ,不逃避 ,不隐瞒 ;同时更应放眼未

来 ,放眼长远 ,放眼大局。如何更进一步做好针对西部少数民

族华侨华人的侨务工作 ,努力为我国构建“和谐边疆 ”创造条

件 ,是各级相关部门尤其是侨务部门面临的重要问题。

11尽管直接打击从事民族分裂活动的恐怖分子、分裂主

义分子 ,不是侨务部门的工作 ,但是 ,做好与这些人员有来往的

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工作 ,却可以间接地服务于反恐、反分裂

的大局 ,这是侨务部门的主要任务之一。侨务部门要对症下

药 ,针对具体情况 ,采取不同的措施 ,一方面切实保护少数民族

华侨华人及侨眷的利益不受侵害 ,另一方面也要让他们了解党

和政府的侨务政策 ,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工作生活中存在的问

题 ,最终达到增进了解、加深友谊、消除隔阂、打击分裂、共同繁

荣的大目标。

宗教在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华侨华人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因此 ,针对他们开展侨务工作 ,首要一点就是应从这一宗教文

化特点出发 ,制定清晰的涉及宗教、民族事务的侨务政策。在

打击恐怖分裂势力的同时 ,应该严格区分国际恐怖分裂势力和

国内普通信仰宗教的少数民族之间的区别 ;要区别恐怖分子和

与恐怖分子沾亲带故的国内少数民族群众之间的区别 ;国际恐

怖分子只是少数 ,广大的信教群众更需要政府的保护。只有这

样 ,才能在侨务工作中 ,真正取信于民 ,真正获得广大少数民族

同胞和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真心拥护。

21对西南边境地区的侨务工作同样应该给予高度重视。

越南在边境民族地区实施特殊优惠政策对我国一侧边境民族

地区产生负面影响 ,针对这种现象和问题 ,我国政府应与越南

政府进一步加强交流、协商和谈判 ,从两国共同利益出发 ,在边

境民族地区实行互利共赢的协同边境民族政策 ,互相加强边

贸 ,共同打击各类跨国犯罪活动 ,实现两国边境民族地区的共

同繁荣与稳定 ,这对于中越两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

结和进一步增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维护地区间的和平与稳

定 ,都将产生非常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此外 ,我国政府应当进

一步调整和落实我国边境民族地区的系列优惠政策 ,促进当地

各项事业的稳步健康发展。

31对于侨务部门来说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侨务工作应与民

族、宗教、文化、经济、安全等部门通力合作 ,这是综合系统工程 ,不

能仅仅依靠某一部门单打独斗 ,应相互配合。随着移民数量的不

断增加 ,边境地区人民往来的日趋频繁 ,经济、贸易活动的不断拓

展 ,由少数民族移民而产生的侨务问题 ,往往都是各种问题的综

合 ,各有关部门相互协调和配合必不可少。 (下转第 22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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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病防治工作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月 27日 ,毛泽东同志在

大会上指示 :“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 ? 一切这些群

众生活上的问题 ,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 ,应该讨

论 ,应该决定 ,应该实行 ,应该检查。”[ 15 ]党的其他领导人朱德、

周恩来、项英等也对苏区的疫病防治予以高度重视 ,并对苏区

的疫病防治工作做过重要批示。

其次 ,人民群众的广泛动员与积极参与。苏区的卫生防疫

工作始终坚持正确的群众路线 ,一切从群众的利益出发 ,发动群

众 ,教育群众 ,依靠群众 ,得到了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促发广大群

众积极参加了疫病防治工作 ,才获得了苏区时期的防疫成绩。

如苏区卫生运动中出现了人民群众的家与家竞赛 ,小组与小组

竞赛 ,村与村竞赛 ,乡与乡竞赛的可喜局面。1933年 4月兴国长

冈乡塘背村的村民们还订立了共同遵循的 8条卫生公约 [ 16 ]。

第三 ,苏区基层对疫病防治措施的认真落实。苏区疫病防

治工作的顺利进行 ,苏区直接领导的区、乡苏维埃功不可没。

它们对于组织群众 ,说服教育 ,以及各项防疫具体措施 ,均予以

积极推动 ,认真落实。如为督促开展卫生运动 ,区级苏维埃政

府组织卫生检查突击组 ,对各乡、村的卫生工作进行突击检查。

许多乡干部还经常挨户巡视 ,发现患者 ,报告疫情 ,为卫生防疫

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

总之 , 20世纪 30年代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积极开展卫

生防疫运动 ,大力宣传文化卫生知识 ,不断提高广大群众的思

想认识 ,大大改变了苏区城乡卫生面貌 ,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

平 ,为保卫根据地起到了重大作用。苏区的疫病防治工作 ,也

为新中国的卫生防疫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对今天的卫生防

疫工作 ,也不无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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