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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革命"与国际非政府组织一

口潘如龙[浙江大学杭州310028]

口戴铮勤 [浙江省当代国件问题研究套杭州 3lo002]

[摘 要] 形形色色的“颜色革命”的表面形式是选举夺权，而其背后则有一只若隐若现的手

——国际非政府组织。从南联盟到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每个国家的反对派都有自己

统一的标志性颜色．通过策划选举运动来达到和平夺取政权的目的。以茭国为首的国际非政府组

织在这些。颜色革命”中起着相当重要的幕后操纵争推动作用。国际非政府组织表面上不受政府支

配和约束，实际上是政府机构另一种形式的扩展和延伸。不少国际非跛府组织已经成为西方情报

机关安插在前方的特洛伊木马。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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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南联盟、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先后

发生了“颜色革命”。2000年秋季，曾带领人民抗击北约空中

打击78天、号称“硬汉总统”和“巴尔干不死鸟”的前南联盟总

统米洛舍维奇在大选中失败，随即被送往海牙战犯法庭受审；

2003年秋季，格鲁吉亚因议会选举出现政治风波，前总统谢瓦

尔德纳泽这位素有政坛“不倒翁”之称和“高加索银狐”美誉的

老资格政治家，在宣布将实行紧急状态之后很快退缩，一夜之

间，格鲁吉亚改朝换代。这些曾经强有力的领导人为什么在

选举中都不堪一击呢?这些“颜色革命”的背后是否还有其他

力量?

一、“颜色革命”——一种新的干涉手法

选举是一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它本是一个公民行

使自己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神圣时刻，但近几年来，选举却成

为一些国家政局的“高危时期”和社会的“定时炸弹”。每逢选

举。元论是总统大选还是议会大选，一些国家领导人总是如临

大敌，生怕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机破坏稳定，搞出什么难以收

拾的大乱子。

与此同时，“颜色革命”正在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干涉别国政府的一种新的手法。继上个世纪对苏联、东欧成

功进行“和平演变”之后，美国近年来又悄然发动了一场无须

真刀真枪而靠选举运动和平夺权的“颜色革命”。从南联盟、

格鲁吉亚、乌克兰到吉尔吉斯斯坦，美国利用选举帮助目标国

反对派和平夺权，先后扶持了一批亲美势力上台。这些已发

生“颜色革命”的国家中，每个国家的反对派都有自己统一的

标志性颜色，比如塞尔维亚抵抗运动组织在发动推翻米洛舍

维奇的政治运动时，用黑色拳头傲标志，而尤先科领导的乌克

兰反对派，所有道具都使用橙色，“颜色革命”的名称也由此而

来⋯。

美国欲搞垮一国政权，通常使用两种手段，一是诉诸武

力，用枪炮直接推翻它国政权，并扶持建立一个亲美政府。但

这种方式通常代价高昂，后遗症颇多，效果欠佳；二是选举夺

权，利用选举，培植反对派亲美代理人，大搞街头政治，鼓动和

支持反对派发动民众走上街头，进而向当局施压，直至和平夺

权。事实证明，这种方式行之有效且代价较小。美国发动伊

战至今花费2000多亿美元，死了1500多人，仍没完全达到目

的。而在上述国家，最多说投人数亿美元，人未伤亡一个，却

已尽享“颜色革命”的成果01。

事实上，美国在冷战即将结束时就制定了一套通过非暴

力手段发动软性政变的新政策。1999年6月下旬，为期一周

的“伦敦会议”在英国伦敦召开。会议的参加者除了英国外交

部、美国国务院的重要官员们，还有两国情报机构的重要人

物。据当时参加会议的一位官员后来回忆说，在那次会议上，

大家达成了一致性意见，还找到了一个办法，而这后来逐渐上

升为一种策略，那就是“选举夺权”。于是，南联盟成为首选目

标，格鲁吉亚继之，随后还有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

“选举夺权”的模式几乎完全一样：一个国家举行总统或

议会选举，在选举前夕，每个国家都推选出令美国及其盟友满

意的反对派统一候选人，而西方特使则以观察员身份进人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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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还说是为了监督投票；早在选举开始之前，反对派就已经罗斯旗下的开放社会研究所。

宣布选举弄虚作假；在选举失败，通常是差距最小的情况下，

反对派拒绝承认选举结果，要求大批支持者走上街头；合法政

府反应迟钝，西方却承认反对派获胜，发出反对派失败就实施

制裁的威胁；如果当局没有屈服于恐吓，就采取武力占领政府

大楼和电视台。关键步骤是新政权受到西方认可。在这种情

况下，西方通常不会对非民主方式提出任何政治和法律上的

质疑。

无论是昔日的南联盟，还是今天的独联体，在那些领导

“颜色革命”的“社会精英”及其政治势力的背后，都隐藏着西

方的大笔资金和大批“专业人士”。哪方面的专业人士呢?专

搞政权干涉的间谍情报人员。这是公开的秘密，也是西方不

愿意承认的事实。还有，要推翻别国政权，当然不能以国家的

名义肆意活动，不能让冠冕堂皇的政府坏了名声。于是，作为

“第三种国际政治力量”的非政府组织，就成了西方国家喜欢

利用的工具，成了西方间谍情报机关安插在前方的“特洛伊木

叶”．成了“颜色革命”的温床和灵魂。

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特殊使命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全球化进

程提速，国际非政府组织(NcO)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崛起，开始

对各国内政外交及国际事务发挥影响和作用。资料显示，目

前全球非政府组织多达百万个，具有相当国际影响的机构也

有上万个。它们其中一些在维护世界和平、保护自然环境等

方面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呼声，但另外一些则在本国

或国际事务中扮演着不光彩角色。本文要讨论的就是后者。

非政府组织独立于政府体系之外，同时又不具有企业的

营利性质，所以被称为是继政府和企业之后的“第三部门”。

恰恰是非政府组织的这种独立性、社会性和非营利性，吸引了

美国等西方国家某些部门的注意。国际非政府组织表面上不

受政府支配和约束，实际上是政府的喉舌和工具，是政府机构

另一种形式的扩展和延伸。尤其在外交方面，西方国家的非

政府组织往往可以发挥特殊功能和作用，完成政府通常不宜

操作或难以承担的任务。特别是有不少国际非政府组织利用

在热点、冲突地区开展活动的有利条件，以“人权”和“民主”为

借口干涉他国国内事务。

正因为国际非政府组织有着特殊使命，多数西方国家与

国际非政府组织都保持着相当紧密的合作关系，某些影响力

巨大的组织干脆就是由政府幕后经营。多数名声显赫的非政

府组织几乎全靠政府资助来支撑。这些资助金额常常大得惊

人。美国国务院希望将非政府组织作为武器，在政治斗争的

前沿阵地加以使用。从美国国务院下属的国际开发署官方网

站透露的情况看，目前美国政府倚重的非政府组织主要有国

际共和党协会、国家民主基金会、美国和平协会等，并通过这

些组织来发展和资助下游组织。但是，从媒体所反映的情况

看，美国政府直接联系的NcO远不止这几家，至少还包括在

独联体活动频繁的“自由之家”，以及大名鼎鼎的亿万富翁索

美国利用非政府组织来输出“颜色革命”具有以下显著特

点：1)美国政府可以躲在幕后，避免吓跑那些厌恶美国霸权的

老百姓；2)非政府组织的亲和力与独立形象，更具迷惑性和号

召力；3)数以万计的非政府组织及其相互之间的复杂联系构

成了遍布世界的巨大网络，可以为美国力量传输提供现成的

平台；4)非政府组织本身的资本积累和融资能力可以放大美

国政府投入的“种子资本”的力量，形成一种“杠杆效应”⋯。

三、“颜色革命”的主要活动形式

美国推动“颜色革命”，操纵“选举夺权”，主要有以下四种

形式：一是，注入“民主”资金，奠定“革命”基础；二是，支持反

对媒体，控制舆论工具；三是，打造反对组织，培养反对力量；

四是，攻击“旧人”无能，扶植“新人”上台。

第一，注人“民主”资金，奠定“革命”基础。据美国(纽约

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用于干预南联盟国内政治的

拨款高达7700万美元。法、德等国提供了2000万美元。独联

体各国“民主”资金大多数也是由美国提供。过去两年中，美

国仅向乌克兰政治组织就提供超过6500万美元的政治献

金‘“。美国还资助了独联体一些大学，为留学生和非政府组

织领导人去美国留学提供资金。格鲁吉亚的萨卡什维利、吉

尔吉斯斯坦的巴基耶夫等人都有在西方和美国留学的背景。

第二，支持反对媒体，控制舆论工具。在前南联盟的“选

举”战中扮演“急先锋”的“独立记者协会”，不但得到非政府组

织的资金援助还接受其业务指导。吉尔吉斯斯坦<我的首都

新闻》报，由美国一个名为“自由之家”的非政府组织赠款创办

并受其操控。在“革命”之前，该报刊登了一幅正在修建中的

豪华住宅的照片。豪宅的主人是该国极不受欢迎的总统阿卡

耶夫。照片一经刊出，立即在这个贫穷的中亚国家激起了普

遍的愤怒和反抗情绪，为民众起义铺平了道路。非政府组织

通常使用三种手段来控制舆论：一是灌输概念。他们系统地

创造和传播一些新概念，比如把大规模骚乱称为“非暴力抵

抗”，把推翻合法政府叫做“公民反抗”等。二是传播谶语。公

开预言将出现政权更迭，以此来改变公众对未来的预期。三

是“民意”测验。非政府组织帮助反对振通过“民意”测验来左

右民意，进行一种全面的政治心理重塑。

第三，打造反对组织，培养反对力量。在南联盟，非政府

组织专门为南“抵抗”(㈣R)组织举办“非暴力抵抗”讲座，
教授如何组织罢工、罢课，如何通过手势进行交谈，如何克服

恐惧心理，如何动摇政府的统治等等。每次会议之后，与会的

抵抗组织成员就会把学到的“新知识”、设备和资金带回塞尔

维亚，迅速在塞尔维亚全境内组织一张网，并向社会各个阶层

渗透。同样，在独联体，最初是建立一些“青年俱乐部”，用免

费的小东西和奇谈怪论吸引年轻人参与，然后逐步政治化、组

织化，形成一批骨干队伍。，由于年龄和社会阅历的缘故，年轻

人对生活存在浪漫的幻想，希望建功立业，同时政治辨别力较

低，易于冲动。他们是各种政治运动的首选动员对象w。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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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橙色革命”中，美国官员承认，美国的一部分资金间接

用于培训乌克兰反对派组织和个人。

第四，攻击“旧人”无能，扶植“新人”上台。美国对“挑选

一名合适候选人”一直大力扶植、热情不减。在南联盟，美国

选中了“反米”领袖——科什图尼察。他们认为，这个正派人

不断公开批评美国轰炸南联盟，所以米洛舍维奇政权很难给

他贴上“塞尔维亚叛徒”的标签。但一些反对党代表起初并不

愿意接受。毕竟，当时的科什图尼察知名度不高，他任主席的

塞尔维亚民主党也只是个影响力非常有限的小党。但经过美

国的精心包装，科什图尼察的形象焕然一新：诚实、果断、清晰

有力。在格鲁吉亚，曾在美国学习和工作、强烈亲美的萨卡什

维利，在2003年格鲁吉亚议会选举丑闻前，还不是大腕级人

物。但在倒谢运动中，萨卡什维利态度最为坚决，表现最为激

进，在迫使谢瓦尔德纳泽辞职一事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因此，

在美国情报机构极大的财政支持下，萨卡什维利很快名声鹊

起，成为反对派的领导人物和总策划人。

四、“颜色革命”引起的思考

对“颜色革命”该作怎样的解读和思考?为什么那些发生

“颜色革命”的国家一搞选举，西方总能见缝插针?关键还是

自己没做好，就像鸡蛋有缝。这些国家之所以会发生选举夺

权，重要原因是民众对经济状况、政府腐败的不满。只有当国

内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当社会上不满情

绪不断高涨时，外部因素才可能产生作用。若不是社会自身

渴望急剧变革，若不是社会的忍耐已超出了极限，美国和欧洲

都无法将事态引向自己需要的轨道o】。此外，如果不依靠大

规模真实存在的抗议，任何“颜色”的革命都不可能爆发。借

用普京的话来说，那就是“革命”只发生在“那些政权软弱以及

社会经济问题积重难返”的国家“1。发生“颜色革命”国家的

真正软肋在哪里?是政权的软弱。社会情绪与外国干涉，只

会对软弱无力的政权发生作用。国际非政府组织其实是很难

撼动一个组织严密、坚强有力的政权的。

颜色革命从反面给我们敲了警钟，就是当一个国家在推

进民主的时候，有可能被外国势力所干预和影响。民主和自

由不是抽象的，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对于人民来说，追求民主

需要理性，否则就有可能伤害自己。

有一种观点认为：强权国家影响他国选民没有什么不正

当(要说美国施加了什么影响，那俄罗斯又施加了什么影响?

俄罗斯在颜色革命问题上也是全力以赴的)，因为选民毕竟有

投票自主权。即使操纵选举是国际政治手段，也是比较“良

性”的手段，是民主程序框架之内的事，是法治范围之内的

事"J。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人家不会无缘无故地出钱

出为。事实上，对操纵选举的大国而言，花小钱占大便宜，不

战而屈人之兵，正是其用心良苦的战略。

五、警惕国际非政府组织

频频发生的“颜色革命”，引起人们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

警惕：

第一，非政府组织已成为美国等西方情报机构的巧妙伪

装。近年来，不少非政府组织已成为情报机构的合作伙伴。

其实，颜色“革命”只是非政府组织活动的冰山一角，因为非政

府组织支援民主化的运动遍及世界各个角落。有不少非政府

组织在全世界建有网络，甚至把触角伸到了情报机构和跨国

企业都不曾染指的发展中国家的穷乡僻壤。可以说，美国利

用非政府组织，以“支援民主化”的名义从根本上动摇敌对政

权的活动一天都没有停息过。因此，很多非政府组织都被世

界各国作为间谍来加以提防”]。

第二，“非暴力手段”成为西方实施干涉政策的“作战方

式”。美国之所以把选举夺权的行动刻意保持在“非暴力”的

界限内，为的是能够让普通人敢参与到其中来，同时，国际社

会也因此可以源源不断地提供物质和道义支持。前美国军

官、国家民主基金会塞尔维亚项目主管丹尼尔·瑟沃就曾对受

切I的人员说：“非暴力的战争是和平的战争，但是作战使用的

各种基本原理也是非常适用的，比如在决定性的点上集中最

大兵力，应当采取进攻而不是防守策略⋯⋯”⋯

第三，国际非政府组织对亚洲国家的干涉。前不久，美国

国务卿赖斯在东亚的一次访问中，发表政策演讲时明确指出，

在亚洲“扩大自由和民主”是布什第二任期外交政策的主要任

务之一。日本<朝日新闻》评论指出，从“颜色革命多米诺骨牌

效应”征兆得到自信的美国政府，今后将认真致力于包括中国

在内的整个亚洲地区推行民主化。据香港媒体披露，一些长

期资助香港“民主派”团体和研究机构的美国非政府组织的主

要负责人竟都有美国情报机构的背景。目前，在香港的非政

府组织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为首，分大陆、香港和西藏三块

进行资助，并在它的网站公布了支持中国“民主”的账目。美

国推进全球自由民主的战略正在逐步全面地展开，中国等亚

洲国家不可能被排除在美国的耳标之外，成为美国“全球自由

化”进程中的例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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