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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进程中的东南亚民族问题研究》

内容概要

《全球化进程中的东南亚民族问题研究》围绕少数民族的边缘化和分离主义运动这个中心议题，论述
全球化进程中东南亚民族问题的产生与发展。全书分为六篇、十五章。序篇。第一章：绪论。以题解
的方式，解释了为什么《全球化进程中的东南亚民族问题研究》只将东南亚部分国家的少数民族问题
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对三个关键词（全球化、边缘化、分离主义）进行了阐释。介绍了《全球化进
程中的东南亚民族问题研究》的思路，亦即贯穿始终的主要线索，以及环环相扣的问题所体现出来的
探索路径。阐明了《全球化进程中的东南亚民族问题研究》的意义：就理论意义而言，对经济一文化
因素如何作用于贫困与民族动乱的因果链进行了创新性的探索，对全球化进程中存在的根本性矛盾进
行了有深度的剖析；就实际意义而言，通过对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的一系列问题的研究，为解决当今
世界的少数民族问题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意见和思路。
第二章：学术史回顾。对全球性民族问题、东南亚民族问题、东南亚三国少数民族问题之研究状况，
进行简要的学术史回顾和评论。其中，东南亚三国少数民族问题包括印尼亚齐民族分离运动问题、泰
北山民和泰南穆斯林问题、菲律宾摩洛反抗运动问题。这三个问题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东南亚民族问
题研究》作为个案来进行研究的，所以特别对其研究状况进行了评述。
第一篇：全球化、边缘化与分离主义。
第三章：从全球化的角度透视东南亚的民族问题。本章具有总论的性质，对贯穿《全球化进程中的东
南亚民族问题研究》的三条主要线索进行了概括式的论述。首先是东南亚民族问题的时代转型，亦即
本地区的民族问题如何从国际化转变为全球化；其次是全球化、现代化双重作用下的东南亚少数民族
边缘化；再次是从民族关系的视角看东南亚的民族分离运动。
第二篇：全球化进程中的印尼亚齐民族分离运动。

Page 2



《全球化进程中的东南亚民族问题研究》

作者简介

陈衍德，男，1950年生，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东南亚史、华侨华人史的教
学与研究。 彭慧，女，1981年生，博士，曾就读于厦门大学，现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
高金明，男，1976年生，博士，曾就读于厦门大学，现于高校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 王黎明，女
，1980年生，硕士，曾就读于厦门大学，现为汕头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Page 3



《全球化进程中的东南亚民族问题研究》

书籍目录

序 篇
第一章 绪论
一、题解
二、思路
三、研究的意义
第二章 学术史回顾
一、全球性民族问题的研究状况述评
二、东南亚民族问题的研究状况述评
三、印尼亚齐、泰北山民与泰南穆斯林、菲律宾摩洛问题的研究状况述评
第一篇 全球化、边缘化与分离主义
第三章 从全球化的角度透视东南亚的民族问题
第一节 从国际化到全球化：东南亚民族问题的时代转型
一、东南亚民族问题的历史由来
二、东南亚民族问题的现实缘由
三、从国际化到全球化：东南亚民族问题的时代转型
第二节 全球化、现代化与东南亚少数民族的边缘化
一、现代化与全球化在东南亚国家的矛盾运动
二、全球化、现代化与东南亚少数民族的边缘化
第三节 从民族关系的视角看东南亚的民族分离运动
一、东南亚民族关系的正面：和谐共处
二、东南亚民族关系的负面：歧视排斥
三、东南亚民族关系的两面性与民族分离运动的兴衰
第二篇 全球化进程中的印尼亚齐民族分离运动
第四章 亚齐问题的历史回顾
第一节 印尼独立前亚齐的历史及社会特征
第二节 苏加诺时期亚齐的反叛运动
第五章 1965年以后印尼分离运动中的亚齐
第一节 苏哈托上台后印尼民族分离运动的新动向
一、领导者和参加者的新变化
二、分离诉求和斗争方式的演变
第二节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亚齐民族分离运动的发展
一、自由亚齐运动的诞生与发展
二、中央政府与亚齐分离运动的斗争
第六章 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亚齐民族分离运动的特点
第一节 亚齐人民被剥夺感的产生
——从原因看其特点
一、经济利益的冲突：中央的攫取和亚齐的贫困
二、政治一文化的冲突：亚齐权利的被剥夺
第二节 穆斯林国家中的穆斯林反叛
——从参与者看其特点
一、分离运动领导层的独立诉求与宣传活动
二、底层民众的参与和学生特殊群体的作用
第三节 区域与全球格局中的推力和阻力
——从国际因素看其特点
一、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对亚齐独立诉求的态度
二、抗拒全球化的穆斯林世界对亚齐反叛的支持及其限度
第三篇 泰国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的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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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两种不同类型的少数民族边缘化
第一节 泰国的少数民族及其边缘化概述
第二节 落后的原住民型：北部山民
第三节 跨境少数民族型：南部穆斯林
第八章 现代化与边缘化双重作用下的泰国少数民族
第一节 区域发展不平衡中与主体民族的经济差距
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落后的结构性因素
二、不平衡发展中的政策性因素
三、不平等与不平衡：泰北、泰南的比较
第二节 威权体制下政治地位的弱化
一、泰国政治体制的特征
二、政治地位的弱化及抗争：泰南穆斯林
三、政治地位的弱化及抗争：泰北山民
第三节 宗教文化上与主体民族的差异和碰撞
一、泰南泰北的宗教信仰、社会文化及其与主体民族的差异
二、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的文化碰撞与冲突
三、泰国民族一宗教一文化矛盾浅析
第九章 泰北山民与泰南穆斯林：现代化与边缘化的矛盾分析
第一节 低起点与强制现代化
一、泰北山民的被动式现代化
二、泰南穆斯林的同化式现代化
第二节 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失衡
一、经济现代化中泰北山民社会发展进程的断裂
二、经济现代化中泰南穆斯林文化的失落
第三节 抗拒与整合：从民族关系的角度看边缘化与现代化
一、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整合与民族关系
二、少数民族的两难选择：经济社会的进步与民族关系中的从属地位
三、主体民族的两难处境：现代化的强力推进与维护统一的无奈选择
第四篇 全球化进程中的菲律宾摩洛反抗运动
第十章 摩洛问题的由来与历史轨迹／198
第一节 伊斯兰教在菲律宾南部的传播
一、伊斯兰教在菲律宾南部的传播
二、伊斯兰教在菲律宾南部传播的特点
第二节 摩洛人与殖民者的抗衡与较量
一、摩洛问题的起源：西班牙人的入侵及受到的反抗
二、摩洛问题的历史轨迹：摩洛战争及其影响
三、摩洛人面对的美国新殖民主义统治
四、对南部的“改造”与摩洛人的抗拒
第十一章 现代化进程中摩洛反抗运动的发展
第一节 摩洛反抗运动的发展及高潮的到来
一、现代化、全球化及其对南部穆斯林社会的影响
二、政府对南部的政策及其对摩洛人的冲击：1946—1965
三、威权体制下的压制政策与摩洛反抗运动的高潮：1965—1986
第二节 1986年以后摩洛反抗运动的起伏
一、民主政体下反抗运动的新发展：1986—1992
二、自治协议的谈判与签订及南部事态的演变：1992—2001
第三节 摩洛反抗组织领导层与普通成员的意识形态错位
一、摩洛人的宗教认同
二、摩洛反抗组织领导层与普通成员的意识形态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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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普通穆斯林参加反抗组织的动因
第十二章 伊斯兰世界与摩洛反抗运动
第一节 伊斯兰世界支持摩洛反抗运动的原因
一、全球伊斯兰复兴中的菲律宾摩洛人
二、伊斯兰国家支持摩洛反抗运动的思想与经济基础
第二节 伊斯兰世界对摩洛反抗运动的支持
一、马来西亚对摩洛反抗运动的支持
二、利比亚、沙特阿拉伯等国对摩洛反抗运动的支持
三、伊斯兰国家会议组织对菲南局势的干预
第三节 全球反恐背景下菲律宾南部局势的发展
一、摩洛反抗组织的新动向
二、菲律宾政府对新形势的应对
三、全球及东南亚视野中的菲南穆斯林分离运动
第五篇 总结与综论
第十三章 全球化时代东南亚的少数民族：以边缘化和分离主义为中心
一、全球化时代的印尼民族分离运动：亚齐及其与东帝汶的比较
二、现代化进程中的泰国少数民族：两种不同类型的边缘化
三、全球化时代的菲律宾族裔反抗：摩洛人问题的透析
四、边缘化与分离主义的互动：东南亚少数民族问题的症结
五、东南亚少数民族问题的新情况及发展趋势浅析
第十四章 全球化格局中的东南亚穆斯林
一、全球化时代东南亚穆斯林的特点
二、东南亚穆斯林社会转型中的阶层分化
三、东南亚伊斯兰国家的宗教与世俗之争
四、东南亚穆斯林少数民族的经济一文化抗争
五、区域一体化影响下的东南亚穆斯林
第十五章 东南亚的贫困与民族动乱：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文化抗争
一、“经济——文化双重结构”的提出
二、文化是“经济——文化双重结构”中主要的矛盾方面
三、反贫困斗争的物质与道义性质：以森林开发利用为例
四、发生民族动乱的决定性因素：不同贫困类型的分析
五、对不同视角下经济——文化的综合性探讨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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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从国际化到全球化：东南亚民族问题的时代转型　　现代东南亚民族国家疆界的形成大致有
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封建时代王朝国家在相互征战中形成的领土范围，后来被现代民族国家所继承；
二是近代以来殖民地政治疆界的划分，后来也被现代民族国家所继承。当然也有包含上述两种情况在
内的第三种情况。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产生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是民族间的杂居融合，另一方
面是民族的割裂与纷争。民族问题的产生便是源于后者。由此可见，民族问题早已不是局限于单个国
家范围之内的问题，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跨越国境的民族现象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而已。
这里的“国家”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换着其内涵的，亦即由封建国家、殖民地国家到独立自主的现
代公民国家。　　超越国家范围的民族问题，在全球化时代到来之前，一般被定义为民族问题的国际
化。然而，国际化与全球化虽有时序上的先后之分，但二者又不是截然分开的。一方面，国际化是全
球化的前奏，是全球化的必由之路，而全球化是国际化的最终结果，总是先有国际化才有全球化。二
者有一个承上启下的发展过程，难以具体判定何时由全球化取代国际化。另一方面，国际化与全球化
在概念上也不宜混淆，二者毕竟有层次上的高低之分。国际化是指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家间交往上
，跨出本国的过程即为“国际化”，而全球化不仅是跨国界、跨区域的过程，它更强调的是非国家主
体的行为和全球共同规范的作用，是一种全球范围的作用过程。因此，在研究东南亚民族问题的时代
转型时，既要把握从国际化到全球化的不间断的发展过程，又要注意全球化所具有的本质意义上的区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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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简要的历史而已，没有什么深入系统的研究，洞见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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