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提 要要：：随着中国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和“一带一

路”倡议对“民心相通”的强调，针对地缘社会中各

种行为体的研究需求愈发迫切。柬埔寨被认为是“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新样板，但中国在此的项目也并

非一帆风顺，地缘社会因素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而非政府组织是当地地缘社会中的一个关键行为体和

核心要素。因此，本文以柬埔寨的非政府组织为例，

基于实地调研获取的观察和访谈以及二手文献资料和

数据，考察中国在柬埔寨的柴阿润水电站项目中当地

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及其得以形成的机制因素。解析地

缘社会环境可以帮助识别中国行为体在“走出去”过

程中可能面临的社会风险因素，推动海外项目在当地

社会顺利落地和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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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企业、团体、个人等

“走出去”和国际合作的步伐加快，中国对外交流和海外项

目成为地理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为解读“一带一路”和更

宽泛的中国对外关系，国内学者在地缘环境、地缘关系、

地缘结构等宏观解析和框架剖析上做出了许多努力[1-3]，关

注经济和战略层面，探讨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特征、

格局和发展潜力等，为地缘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

而，在这些研究框架的诸多地缘要素中，地缘社会受到的

关注则非常少，以“地缘社会”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搜索

到的文章大多讨论历史时期国内特定地区的社会关系和地

缘认同，缺少跨国视角下的解读。在“一带一路”的参与

主体上，已有研究多关注国家、企业的国际行为，而对社

会团体、个体等的关注较少。而中国“走出去”过程中，

与境外民众和其他利益相关群体的争议，已明显嵌入在复

杂的社会关系之中，并不能完全通过国家层面上的协议或

谈判解决，因此需要打破国家领域的陷阱，更深入地分析

沿线国家内部的社会环境和当地行为体的影响。

“社会”通常指占据一定空间、具有独特文化和风俗习

惯的个体构建而成的群体，也有学者将之描述为这样的群

体构成的错综复杂的网络和关系。古代的社会往往指城邦

国家，是一种政治共同体；而到了近现代，黑格尔提出、

马克思发展了“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

的概念，将之区别于政治社会或政治国家；20 世纪以来，

又出现了新的呼声将经济领域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去，而

更强调其社会整合和文化传播与再生产的功能[4]。虽然政治

与社会呈现出逐渐分离的趋势，但两者仍然被认为是紧密

联系的，一种主要的观点是政治认同构造了社会和社会行

为体，社会关系是政治行动建构起来的[5]。由此，社会并不

是客观的、自由的存在，而是与政治认同、冲突等存在互

动的。本文在承认这种政治建构性的基础上，试图揭示社

会同样可以影响政治，两者是相互建构的。出于此目的，

本文采用了“地缘社会”的概念将政治与社会的概念结

合，其中“地缘”主要指地缘政治，即国家之间或其他国

际行为体之间的矛盾、冲突等，因此地缘社会的概念指示

的是跨国尺度的地缘政治与国内市民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

具体来讲，本文将地缘社会定义为在跨国情景下政府

和企业之外的社会性团体、个人形成的关系的集合，其基

本元素是具有国家尺度以上 （跨国、国际或全球） 联系的

社会性的团体或个人，属于非国家行为体[6]。地缘社会关系

是指这些元素对外和相互之间形成的关系连接，地缘社会

环境则是这些元素和关系组合在一起构成的复杂的跨国网

络情境，它影响着外来的企业、团体、个人等在当地的融

入。由此，本文所指的“地缘社会”，首先是基于市民社会

的概念，关注政府之外的行为主体，但并非将之与政治社

会视为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强调社会与政治之间的连

接。其次，与单纯的社会或市民社会相比，地缘社会的概

念更强调跨国和国际的关系层面，考虑更宏观的地缘政治

背景及其与当地的互动。《Geopolitics》 2017年的一期专辑

讨论了地缘社会（geosocial）的概念和案例，主要从女性主

义的视角考察留学生、移民等跨国行为体的家庭、社会、

情感关系和认同及其体现的权力生产[7-9]。虽然其所提出的

地缘社会并非与本文的界定完全相同，但这些研究为本文

对不同行为体的关注和考察奠定了基础。地缘社会概念对

于剖析中国在海外投资项目的遭遇主要的意义在于，它强

调关注参与到项目或者事件中的多样化的行为体 （个体及

个体形成的群体） 及其与其他行为体之间的互动，这为我

们探寻事件的运作过程和机制提供了思路。

由于地缘社会的复杂性，难以在一篇文章中对所有要

素进行全面的剖析，因此本文透过最具代表性和社会行动

最为活跃的主体之一——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

ganization, NGO） 来考察地缘社会环境。NGO 是地缘社会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连接其他元素的纽带。其在全球、

国家、地方等多个尺度和跨尺度上具有较为广泛的影响

力，并且相比起政府部门和私营企业而言具有公益性、灵

活性、草根性、专业性等特点，因此能够联系和影响政

府、市场和社会等多方力量[10]。广义来说，非政府、非盈

利、非暴力的民间社会组织都可以称为非政府组织[11]，又称

非营利组织 （non-profit organization, NPO） 或公民社会组

织，它通常被视为在政府和市场双失灵的情况下的补救手

段，有时又被称为第三部门。在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跨

国机制日益多样化的情况下，各种国际组织、NGO、个人

等非国家行为体对国际事务的深刻影响逐渐凸显[6,12]。

当前关于国际情境中NGO作用的讨论形成了三种主要

观点：一是认为NGO在全球发展和公民社会的形成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13-15]，二是认为 NGO 所发挥的效果并没有预想

的成功，国家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16,17]，第三种观点则认为

比起反映民众需求和实现全球目标，NGO更注重实现自身

组织利益，而可能忽视了地方民众的需求[18-20]。这些对NGO

的研究一方面大多关注单个或者某个类型 NGO 自身的运

作，而没有将其与更广泛的跨国关系和地缘背景联系在一

起；另一方面以其为基础所构成的地缘社会环境对特定国

际行为体的跨国行为的影响仍有待继续讨论。越来越多的

研究开始强调重视中国国际合作中境外NGO的作用[21,22]，大

多学者将NGO视为中国海外项目失败的重要影响因素，例

如在缅甸反坝运动等事件的研究中，NGO的行为被指损害

了中、泰、印等投资国在缅甸水电开发上的经济利益[23]，缅

甸的NGO通过引导密松水电站建设这一事件从地方事件转

变为全国性事件等手段，推动缅甸排华思潮的产生和扩

散[24]；但也有学者认为对NGO了解不够和对其影响的忽视

是项目受阻碍的主要原因[21]。但是，现有研究少有细致探讨

“一带一路”等中国对外合作区域的地缘社会环境，对其中

最为突出的NGO这一地缘社会要素的特点和行动逻辑也缺

乏详尽具体的案例剖析。

柬埔寨丰富的NGO活动和项目及其与当地的政府、企

业和其他社会群体的紧密联系为我们了解柬埔寨的地缘社

会提供了一个恰当的切入点。借助一手的实地调研和二手

公开数据资料等，本文拟探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①柬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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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的NGO与中国投资项目概况如何？②在柴阿润水电站的

案例中，事件是如何发展的？NGO 在其中发挥了什么影

响？这种影响的形成机制是什么？通过对柴阿润事件中

NGO等地缘社会主体影响力的展现和形成机制的分析，本

文认为市民社会与更宏观的地缘政治之间存在相互影响，

一方面市民社会的政治行动能够影响政治决策和跨国计

划，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干预会影响社会中权力关系的变动

和公民社会的行为。

地缘社会提供了一个有别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框

架，来寻求领域控制和资本积累之外的解释，帮助我们认

识在政治和经济都可行的某些情况下，一些跨国活动为何

依然会产生问题，引发冲突，哪些行为体在其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深入研究地缘社会，宏观层面上有助于提升对综

合性治理体系的认识，完善对国际公共事务决策和行动机

制的认知，增加对非国家行为体的关注和考量，进而为中

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参考；中观层面上为构建多主体共同

参与和协作的跨国区域治理提供独特视角的参考；微观层

面上为中国行为体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提供境外

知识和背景，帮助中国企业有意识地克服在沿线投资贸易

的阻力，恰当应对“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地缘社会问题。

2 研究方法

本文从国家 （柬埔寨） 和地方 （柴阿润案例） 两个尺

度上分析中国在柬埔寨的投资项目及柬埔寨NGO在其中的

主要角色和形成动因。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和数据如下。

一是参与式观察法。笔者于 2018年 7月—10月在位于

柬埔寨金边的一家国际NGO 组织的大湄公河办事处实习，

得以在日常工作、员工会议、政府培训等活动中直接观察

相关行为体的活动和行为。二是访谈。2018年 3月—10月

期间，笔者共开展了 15场正式和非正式访谈。首先从不同

主体 （政府、企业、NGO） 中选择初步的调查样本，随后

再采用滚雪球的方式扩大样本范围。最终采访的对象主要

包括政府和政府间组织官员、企业主管、NGO职工和专家

等。访谈通过半结构形式，主要在柬埔寨与受访者面对面

交谈的形式进行，少量借助微信和Facebook等线上交流方

式。访谈根据需要选择相应的语言开展，与中国籍访谈对

象的访谈语言为中文，与其他国籍访谈对象为英文。三是

统计资料和数据可视化。利用The Cambodia NGO Database

等数据库和统计资料以及相关媒体报道，收集整理中国在

柬建设投资的数据资料以及柬埔寨NGO整体概况和与柴阿

润事件相关的网络媒体报道及资料信息等。

3 中国在柬埔寨投资与当地NGO概况

3.1中国在柬埔寨投资概况与争议

中国已成为柬埔寨最大外资来源国，近几年投资增长

较快 （图 1）。民营企业主要在制衣业、通信、农业、旅游

餐饮等行业开展投资项目，项目数量多，但规模小；国营

企业主要从事水电、公路桥梁建设、矿产开采等大型国家

级项目，单体的投资规模较大。大型投资项目多采取BOT

（建造—运行—转移） 模式由中柬双方合作完成，一般在双

边政府协议下进行，资金来源多为中国企业直接投资或者

中国政府给柬方提供的优惠贷款，承包给中国企业建设。

图1 2004—2019年中国对柬埔寨直接投资流量

Fig.1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Flow to Cambodia

form 2004 to 2019

近 10年来，中国在柬埔寨投资合作项目遭遇了诸多的

NGO抗议事件 （表1）。例如，2007年，中国在柬埔寨修建

甘再水电站，当地的NGO就因担心其潜在的负面环境和社

会影响而上访、抗议、请愿。2009年，天津优联集团的地

产旅游项目也因为移民安置问题矛盾突出，遭到群众上

访、抗议。2010年，鄂尔多斯集团投资的金边五谷湖房地

产开发项目因为环境问题和安置问题受阻，NGO和当地居

民向中资企业发公开信，并且呼吁抵制中国货物。2011

年，柬NGO拒绝参加柬埔寨环境部组织的中海油集团石油

勘探项目环境影响评估报告讨论会。可见，由于环境影响

和生态移民安置问题，中柬合作受到NGO抗议颇多，中柬

合作中NGO的力量不容忽视。

水电、矿产等项目因其对环境等方面的潜在影响成为

最受争议的项目。由于电力基础设施发展较晚、建设不

足，柬埔寨曾经长期缺电，电力严重依赖进口。2014年之

后，中国成为柬埔寨电力行业最大的投资来源国，中国投

资的电站发电量一度达到柬埔寨全国发电量的 70%，使柬

埔寨电力进口比重下降，逐渐摆脱缺电困境。水电是一种

相对清洁的可再生能源，也是柬埔寨政府优先发展的重要

领域，但是一些反对者认为这些项目对当地环境和社会有

潜在的负面影响，因此中国在柬的很多水电项目遭遇了不

少挑战。反对者有的关注大坝的建设带来的生态移民问

题，“他们（坝址附近居民）的生活状况很重要，他们的孩子

需要教育，他们需要医疗中心等等。但是他们（项目方）让这

些人迁到另外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得到这些资源可能会非常

困难”。有的关注大坝的建设对周边生态环境的影响，如保

护区资源损失、动植物栖息地丧失、鱼类灭绝等，“大坝、

采矿还有其他一些开发项目对湄公河的生态系统和水域造

成了严重威胁，影响不断累积，将使得鱼类资源减少，水质下

降”。还有的关注大坝对下游的水旱灾害的干扰作用以及这

些影响引起的跨境问题等，“多数情况下，项目的评审中没

有考虑对其他湄公国家的影响，他们只是关注自己的国家，

只考虑怎样从湄公河中获取更多收益”。一位NGO 项目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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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在采访中表示：“（本国的）人们（对中国的投资）没抱太大

希望，因为大家觉得中国只是来获取我们的自然资源的，但

是不会关心我们当地的环境和资源，不会关心他们的投资会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些NGO虽然在立场上表现出偏颇，

但也体现出他们对政府和企业常常容易忽视的一些项目的

社会环境影响方面的关注，而这些因素往往是获得当地社

会认可的关键，决定了项目能否融入当地的地缘社会环境。

3.2柬埔寨NGO的主要特征

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柬埔寨内战的结束，国内政

局基本稳定。但长期战乱造成柬埔寨政府机构基本瘫痪，

法律制度遭到破坏，出现了政府管理和制度上的真空。

NGO作为战后重建的力量和民主与发展的象征在柬埔寨兴

起，国际 NGO 大量涌向柬埔寨，地方草根 NGO 也不断涌

现[26]。根据柬埔寨合作委员会（CCC）的统计，在柬埔寨注

册过的 NGO 多达 3000 余个，目前仍活跃的大约有 1 千多

个，平均每一万个柬埔寨人就有一个NGO在活跃着，人均

NGO数量世界第二，仅次于卢旺达[27]。

在柬开展活动的NGO有多种类型，包括本土NGO （在

柬埔寨产生且只在国内开展活动的 NGO）、伞形 NGO

（NGO的联合体，建构跨国NGO网络）、在柬 INGO （在柬

埔寨设置有办公室的国际NGO）、国外 INGO （不在柬埔寨

设置办公室或办事处，但是资助在柬NGO或者在柬埔寨开

展活动的 NGO）、大型 INGO （给其他 NGO 提供资金和平

台，但少有落地性项目的国际NGO） 以及联合国系统的特

殊部门（开展类似NGO的项目或者资助NGO活动）等。这

些NGO从事的领域多样，包括环保类、社区福利类、发展

类、医疗健康类等。虽然这些NGO通常有自己从事的主导

领域，但是不同领域的NGO活动范围又呈现一定的交叉和

不确定性，因此可能在牵涉多方不同利益的同一事件中针

对不同的维度发挥作用，通过联合共同实现影响。大型

的、领导性的NGO在与政府、企业等主体对话时发挥的角

色更为重要，在领域发展和愿景规划、政策推进等宏观事

务上发挥作用；国外 INGO 和在柬 INGO 一方面帮助大型

INGO推进宏观政策，另一方面也会深入社区开展落地性活

动；地方 NGO 主要在地方具体事务上发挥作用，落实 IN-

GO的倡议和规划；伞形NGO则为类似领域的NGO提供合

作联合的平台。不同类型和层级的NGO之间存在互动和牵

制，跟其他主体的互动也不尽相同[28]，形成了复杂的关系网

络，牵涉柬埔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这些NGO的存在为柬埔寨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一定的

贡献，同时也对政府管理等造成了一定的挑战。在环境、

公民教育、减少贫困等方面，NGO一方面弥补了政府在财

力、人力和专业知识等方面的不足和市场资本的缺失，缓

解了一些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与政府相关部门合作，落实

地方环境保护和社区发展的行动，还与社区保持密切联

系，为其在地方发展项目的博弈中争取权益。CCC的一份

报告显示，柬埔寨大约有 20%—30%的人直接受益于NGO

的活动，更多的人间接受益[26]。然而，由于NGO的专门化

特征使得他们主要关注环境或者社区发展等某一特定领域

或者特定尺度，他们的组织目标往往是纵向强调某一领

域，缺乏整体协调的意识，而政府不仅要关注长期目标，

还需要关注横向国家整体发展和协调区域和各部门均衡，

因而两者容易产生冲突。并且，由于NGO具有较高的自主

性，缺乏有效的监管体系和协调机制，容易出现部分NGO

的活动难以管理的情况。NGO是复杂政治格局中的重要一

员，可能成为域外力量深入当地的渠道，如柬埔寨所在的

澜湄流域的诸多合作机制和域外大国的政府机构 （如

USAID） 都是当地NGO项目的资助方或者合作伙伴，通过

与在当地有着长时间地方项目经验和影响力的NGO合作来

推进其在地方的目标。而这些NGO甚至拥有着政府和企业

所不具有的有些社会权力，如华电集团在柬戈公省的额勒

赛项目前期勘察和修路阶段都要经过NGO的批准[29]，这使

得某些项目在推进中得到相关NGO的认可变得十分重要。

4 NGO影响中国在柬埔寨投资的过程与机制：以

柴阿润水电站为例

4.1柴阿润水电站争端发展历程

柴阿润 （Chay Areng） 水电站项目位于国公省 （Kaol

Kong） 境内柴阿润河上，坝址位于中部豆蔻林保护区

（central cardamom protected forest, CCPF） 附近 （图 2）。柬

埔寨政府早在20世纪后期就提出修建设想，预计总投资额4

亿美元，装机 10.8 万千瓦，年发电量可达 5.95 亿千瓦时，

表1 中柬合作中部分NGO抗议事件[25]

Tab.1 NGO Protest Events in China-Cambodia Cooperation

项目

甘再水电站

优联地产旅游

项目

金边万谷湖房

地产开发

石油勘探项目

时间

2007

2009

2010

2011

投资方

中国水利水电

建设集团

优联集团

鄂尔多斯集团

中国海洋石油

集团

抗议原因

负面环境和社会影响，环境和社会

管理措施不透明，未及时提交全面

环境评估报告等

安置问题矛盾突出

环境问题和安置问题

留给公众研读环评报告的时间太少

NGO抗议情况

上访、抗议、请愿

联合开展两次大范围调查行动，联合居民上访、抗

议、请愿

体向中国大使馆请愿，向中资企业发公开信，呼吁

抵制中国货物

拒绝参加柬埔寨环境部组织的中海油石油勘探项

目环境影响评估报告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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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望推动柬埔寨电价继续降低，逐渐实现电力自给自足。

图2 柴阿润水电站位置示意图

Fig.2 Location of Chay Areng Hydropower Dam

2006—2015 年，先后有三家中国企业获得项目开发许

可权，计划采取 （BOT） 模式投资开发。2006年和 2010年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国电集团先后与柬埔寨

矿业与能源部 （MME） 签署项目可行性研究谅解备忘录

（MOU），并开展了项目实地测绘评价和可行性研究[30]，但

分别于2010年和2013年称因对外战略调整和认为经济不可

行而退出该项目。2014年，中国水电海外投资有限公司与

MME 签署 MOU，重新开展可行性研究，然而反对声音的

不断升级，多家NGO联合递交公开请愿书和评估报告，要

求中止建设计划，还有NGO联合当地村民围堵进入项目地

的道路以阻挠项目勘测，以及在政府门口抗议等。这些活

动引起反对党救国党关注，该党领袖借该事件向政府施压

要求对项目进行澄清。迫于压力，2015年柬埔寨总理洪森

公开表示柴阿润水电站项目暂时搁置[31]。

项目牵涉的问题中最受关注的是大坝的环境影响和迁

移问题，除政府和电力公司之外，直接利益相关的就是坝

址附近社区的村民，另外还有参与附近保护区工作的

NGO，各方的态度和话语存在冲突 （表 2）。工程建设共涉

及 3个乡 7个村，建设用地约 80平方公里。水电站建成后，

布罗莱等村庄社区将被淹没，300多户家庭、1000余人面临

搬迁[32]。坝址附近的居民主要是高棉少数民族，如大艾乌姆

族、乔族等，这些村民最担心的是搬迁得不到合理赔偿，

以及一旦搬到远离河流的地方，他们当前的食物和收入来

源便难以得到保障。工程的建设还涉及其附近的自然保护

区的环境保护问题。坝址位于柴阿润河上游河谷地区，下

游流经CCPF保护区。该保护区在NGO等的倡议下由柬埔

寨农业、森林和渔业部设立和保护，主要涉及森林、河流

以及野生动物等的监测和保护。针对这一项目，建设公司

一方面强调水电建设对柬方电力发展的好处，另一方面强

调自己在程序上的合法性；但在NGO等看来，公司很多说

法只有书面内容而没有具体落实。

环保、社区发展等诸多领域不同类型的NGO牵涉其中

（表 3），主要有保护国际基金会 （CI）、野生动物保护联盟

（WCS）、国际河流组织 （IR）、柬埔寨 NGO 论 （NGOF）、

表2 NGO关于柴阿润事件的话语及其与村民和企业的对比

Tab.2 Discourses of NGOs, Villagers, and Companies on

Chay Areng Dam

话题

电力

发展

环境

保护

公众

参与

民众

安置

NGO

很少提及对经济

发展的好处

动物栖息地可能

被大坝淹没

项目决策和实施

不透明，未参考公

众意见

村民依赖于河流

和土地生存的需

求被忽视

村民

不需要电力公

司的电

环境变化会影

响捕鱼、耕种

等生计

征求意见没有

达到绝对多数

的同意

不想离开祖辈

生活的地方，

且赔偿不够

公司

有助于柬埔寨电能自给

及电费下降

水电是清洁能源，已按政

策规定开展环境影响评

价

前期征求过了村民的同

意

有很多后期的企业责任

行动，会妥善处理村民需

求

柬埔寨自然母亲 （MNC）、地球权利 （ERI）、3S 保护网络

（3SPN）、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等，他们对事件关注

的侧重不同，行动策略也不尽相同，主要方式有塑造话

语、营造舆论、抗议游说等。CI、WCS、NGOF 等多家

NGO都对项目地进行了实地调研并撰写了评价报告，利用

科学证据强调河流在生态方面的价值，并通过媒体等途径

在国家和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成功塑造了柴阿润水电站

项目将对环境生态等造成严重影响的话语，主导舆论的发

展方向，尤其是CI的调查报告《柬埔寨西南部柴阿润河谷

水电大坝的社会与环境影响概要》中的数据和观点结论被

广为引用。相似地，NGOF和MNC在柬埔寨的社交媒体和

新闻报道中不断强调大坝会导致的负面效应，如栖息地破

坏，移民问题等。IUCN虽然没有直接牵涉到这一事件中，

但是其在全球尺度上针对动植物保护方面的濒危名单 red list

成为该领域的重要标准参考，也是该事件中主张环境保护

的一方的重要依据。CI的调查报告中便引用了这一区域中

在 red list上出现的物种，并认为大坝的建设会对亚洲象等

物种等的生活和迁徙等造成重大影响，这体现出 IUCN掌控

动植物保护领域标准的能力。除了对话语的塑造和标准的

制定，还有部分NGO通过游说抗议等方式参与事件。MNC

联合民众在地方和全国尺度上发起封路、骑行、上书等活

动抗议政府决策，IR、3SPN 等上书政府试图影响政府决

策，改变对项目的决定。这些 NGO 的各种活动，尤其是

MNC 的抗议和围路活动和随之引发的反对党的发声和施

压，对政府搁置项目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NGO在区域、国家和地方等多个尺度上的行动和影响

力的发挥将民众、反对党、国际力量等的作用连在一起，

形成强大的地缘社会力量，共同实现了终止项目的目标。

NGO为何能够形成独特角色，影响其所在的地缘社会中的

项目？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探讨，分别是NGO的内部动机

与特征、外部力量的影响和约束以及权力结构位置及变动。

4.2 NGO影响的形成机制

4.2.1内部动机与特征

NGO影响力的形成与其组织的目标以及自身特点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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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其行动通常服务于组织的目标和使命并且受其内在

特点的影响。NGO对外常有超越国家利益的目标，可以弥

补国家政府在公共问题上的消极态度和行动，但NGO内部

也有维持组织生存发展的自身利益诉求。NGO的作用发挥

还受其自身特点的影响。首先NGO通常在相关领域拥有知

识和技术上的优势专长，能成为国际上重要制度和规则标

准的制定者或谈判参与方 [33]。其次 NGO 有灵活的组织形

式，流动性强，能够通过地区间办公室人员流动调用、征

集国内外志愿者等方式在世界范围内调集资源，便于推行

理念和活动，容易形成跨国力量。

在柴阿润事件中，不同的NGO有不同的组织性质和特

点，从而能利用各自的特点和优势采取相应的行动。MNC

和 3SPN 作为地方NGO 一方面组织规模相对较小，决策灵

活快捷；另一方面与民众关系更近，都将支持和建设民众

能力作为其重要的策略，因此其更容易在民众中传播信息

和塑造话语，从而联合他们发起封路等抗议活动。Baird[34]

也发现，在水电事件中，地方NGO的行动方式可能更为激

进。NGOF 和 RCC 等伞形 NGO 和网络容易形成跨国网络，

在区域平台寻求支持。此外，虽然在柴阿润水电站项目上

这些NGO短期的共同目标都是阻止他们眼中违规项目的继

续进行，但是受其宗旨理念等的影响，他们采取了不同的

方式实现自己的目标。在CI和WCS的组织任务中，与政府

对话和帮助决策者提供有用的科学信息是其重要策略之

一，因此他们倾向于采用收集科学信息和提供研究报告与

政策建议给政府部门，通过游说建议的方式试图影响政府

改变决策。而MNC、IR和ERI等则将发起倡议运动，支持

民权运动，向政府和企业发起挑战作为组织任务，因此其

在事件中的行动更为激进，通过围堵道路、政府门前抗议

等方式开展，也产生了更为即时的效果。

4.2.2外部力量的影响

外部的政府、民众、资助者等给予NGO的支持、约束

或者压制等都可能左右着他们的行为方式。NGO与政府的

互动关系包括依赖、合作、对抗三种类型[10]，可能依赖于政

府或政府间组织在资金和平台上的扶持，可能与政府部门

共事、合作，也可能与政府之间产生冲突。NGO与民众之

间的关系中，一方面会影响民众的认识和行为[19]，利用民众

的力量，另一方面利用专业知识为民众赋权。资助方的影

响体现在为NGO提供资金支持来落实其在地方的目标。外

国政府是柬埔寨NGO项目活动开展最大的资金来源，在柬

的国际NGO和国际组织次之（图3）。各国家政府/国际组织

对柬埔寨 NGO 的资助数目和金额较高的均为西方发达国

家，其中最高的是美国，资助项目超过700个，总金额6亿

余美元。其次为欧盟、联合国、澳大利亚和德国。其他较

高的有日本、英国、荷兰、法国和加拿大，单纯资助金额

较高的还有瑞典和瑞士 （图 4）。这体现了西方势力在柬埔

寨社会基层的长期耕耘和深入渗透。

柴阿润事件中，影响 NGO 行动的外部因素主要有政

府、企业、民众和反对党派等。首先，对政府的不信任使

得一些NGO采取了极端行为，虽然省政府多次召开村民大

会，试图向村民、NGO等细致地介绍柴阿润项目的规划并

就环境生态影响和移民补偿等问题进行解释和回答提问，

但MNC等本土NGO无视政府的这些努力，没有与政府积

表3 柴阿润事件中主要NGO及其组织特点

Tab.3 Major NGOs in Chay Areng Dam Event

组织名称

3S Protection

Network

Mother Nature

Cambodia

The NGO Forum on

Cambodia

Rivers Coalition in

Cambodia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

Earth Right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Rivers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简称

3SPN

MNC

NGOF

RCC

CI

WCS

ERI

IR

IUCN

类别

本土NGO

本土NGO

伞形NGO

伞形NGO网络

在柬国际NGO

在柬国际NGO

国外国际NGO

国外国际NGO

大型国际NGO联盟

总部所在国

柬埔寨

柬埔寨（西班牙

人创建）

柬埔寨

柬埔寨

美国

美国

美国、缅甸

美国

瑞士

在柬有办公室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东南亚办

公室在泰国）

同上

是

从事领域

河流流域保护

环保，关注对环境有

破坏的开发建设项目

发展、环保、农业、治理

等领域

大坝的环境人权

环境保护（淡水、生物、

生计）

生物保护

人权和环境

河流与大坝

环境保护，可持续水资

源，跨界河流治理

在柴阿润事件中的行动

游说政府，通过Facebook

等社交媒体宣传

联合当地民众发起拦路、

上书等运动

构建跨国网络，形成国际

压力

构建跨国网络，形成国际

压力

发布环境影响评估报告，

游说政府保护豆蔻林

发布环境影响评估报告

通过Facebook等社交媒体

宣传

发布相关报告，通过

Facebook等社交媒体宣传

制定行业标准，传播环境知

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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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柬埔寨NGO资金主要来源

Fig.3 Major Funding Sources of NGOs in Cambodia

极进行对话和协商，而是持续组织各类抗议。另一方面，

柬埔寨政府颁布的 NGO 法案要求社会团体和 NGO 进行登

记，并向内务部和财政部提交其银行账户信息和年度财务

报告，试图借此对NGO 的成立和活动开展进一步的管控。

企业方面的不合作造成了一些NGO无法采取正常的对话途

径，NGOF和RCC的项目官员表示没有能够与项目公司建

立对话机制。地方民众为 MNC 等 NGO 的拦路抗议等反对

活动提供了人员和力量上的支持。反对党与执政党之间的

冲突矛盾也为其支持MNC抗议活动提供了契机，救国党以

2013年的国会选举存在严重违规为由，对执政党发起抗议

抵制，柴阿润事件成为给洪森政府施压的筹码。另外，柴

阿润事件中几个主要NGO的资金来源大多有西方背景，使

得事件增加了更多的地缘政治因素，中国在柬的项目被利

用作地缘政治和经济博弈的工具。

4.2.3权力关系的变动

NGO影响力的形成还与其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以及权

力关系的变动有关。在与政府、跨国公司等强权主体形成

的权力结构中，NGO实际上自身处于弱势方的地位，所能

发挥的直接作用相对局限，难以直接影响这些强势方的关

键决策。在权力结构中处于弱势方的NGO为实现更大尺度

的影响必须采取相应的行动，通过主体联合、表达重构或

者层级跳跃等方式[35]与民众、媒体、有关党派团体等其他主

体联合实现主体的尺度重构，将尺度范围扩大、提高尺度

层级或者增加尺度的大小，影响处于强权力位置的政府，

促使其对当前事件作出回应，进而影响其他主体，使权力

关系发生变动，NGO的影响力得以实现。

柴阿润事件中，在与政府、企业等构成的权力结构

中，NGO本身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首先NGO获得政府和

公司公布信息的时间和重要程度难以把握，存在一定的信

息不对称。并且项目执行与否、如何执行等决策都在政府

和企业手中，NGO难以参与。因此，各NGO采取了相应的

行动来壮大自身力量，上推事件尺度，从而影响权力更强

的政府，使之改变关于项目计划的决策，从而也改变了企

业行为。CI和WCS联合在豆蔻林保护区开展活动，并积极

影响其他NGO参与，使得在水电站事件中该地区环保问题

的影响范围扩大。MNC一方面联合当地民众，另一方面借

助反对党派团体和媒体影响舆论话语来扩大影响。NGOF与

境内境外的其他NGO等主体联合，引起他国家的NGO等对

该事件的关注，从而给柬埔寨政府施加国际压力。 IR、

ERI、3SPN等还通过直接与政府间组织对话，跨越国家层

面给柬埔寨政府造成了国际压力。如此，通过主体和结构

的双重尺度重构，NGO得以扩大自己的力量，从而影响政

府的政策和措施变动，进而改变跨国公司等的行为。

5 结论与讨论

NGO是地缘社会环境中的核心要素，是连接地缘社会

诸多要素的重要纽带，在柬埔寨等一些“一带一路”国家

行动活跃，理解他们的行动特点和逻辑能够帮助我们剖析

和了解中国项目在当地遭遇困境的症结以及如何融入当地

的地缘社会环境。本文以柬埔寨NGO为切入点考察了地缘

社会环境的运作和形成机制，并结合柴阿润水电站事件的

图4 不同国家/地区或国际组织对柬埔寨NGO项目的资助数目和金额

Fig.4 Cambodian NGOs' Projects Funded by Different Countries/Regions or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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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加以剖析。主要发现为：①中国近几年在柬埔寨的投资

合作广泛，其中水电等类型的项目引起NGO的关注，NGO

也成为中国在柬埔寨投资合作的环境生态争议中的重要行

为体；②柬埔寨的 NGO 数量众多、类型丰富、分布广泛、

涉及领域较广，不同类型的NGO 经常能够相互配合协调，

共同发挥作用；③NGO得以发挥作用，与国内、国际诸多

主体发生联系形成独特的地缘社会环境，影响进入柬埔寨

的项目的决策，主要源于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NGO自身

的目标动机与组织特征给其带来灵活性、亲民性、舆论性

等特点，二是来自政府、民众、资金等外部力量的支持或

约束，三是NGO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和与其他主体之间权

力关系的变动。中国的对外投资合作项目在实施过程中，

当地政府的决策是最根本的决定因素，但政府对事件的权

衡和决策会受到多种因素影响，虽然 NGO 本身的权力较

弱，但其通过改变权力关系，使当地政府感觉政局或者社

会稳定受到威胁的时候，其便能实现权力上升，从而达到

自己在事件中的目标使政府搁置项目。而中资企业在处理

与NGO等社会力量的关系时表现出的拒绝和疏远，使得项

目虽然获得当地政府的批准，但很难得到当地社会的认

可，因而容易遭受地缘社会环境形成的反作用力，面临项

目失败的风险。

因此，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政府和其他行为

体在对外交流与合作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处理与其他国家

的关系，更多的是要面对以NGO为代表的众多非国家行为

体形成的复杂地缘社会环境。在与他们交往的过程中，我

们不能将之简单地定义为国家行为体的合作者或者挑战

者，而需要从不同角度加以分析和应对。对此，本文提出

以下几点应对策略：

（1） 中国的政府部门、企业等在“走出去”过程中不

能只同政府打交道，还需要深入了解当地的社会现状，了

解投资合作项目可能牵涉到的环境社会问题以及相关行为

体的特点和行事风格，避免触发影响社会稳定的事情，给

自身和当地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2）加强与相关NGO的对话，适时开展与相关NGO的

合作。通过交流和对话了解境外情况和协调境外关系，使

在海外开展的项目更好地落地，如通过与国际环保NGO的

对话与沟通，与沿线利益、观念不同的群体更好地协调，

以降低在境外的投资项目的潜在环境影响，预防负面的舆

论压力。借助某些在当地活动的NGO在特定领域的知识和

行动能力，使跨国行动和项目更好开展，如借助当地的

NGO落地中国的一些援助项目或者企业责任项目。

（3） 培育和鼓励中国的NGO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开展

国际交流。一方面，发挥自身国际影响，在重要事情上表

达能够代表国内和国家立场或利益的话语；另一方面，可

以开展多轨道外交，在官方交流的基础上推动民间沟通，

更好地实现“民心相通”的“一带一路”倡议目标。

本文以NGO为切入点探讨了特定地缘社会环境的形成

和运作，但对于其他地缘社会要素还有待更多考察，今后

可继续深入考察例如跨国游客、劳工等其他地缘社会要素

及其对中国在海外项目和活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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