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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独立初期ꎬ 加纳的国家建构面临政治和经济上的困境ꎬ 建设

阿科松博大坝为破解这一困境提供了机遇ꎮ 大坝为该国初兴的工业生产提供

了水电能源ꎬ 同时提高了居民电力覆盖率ꎻ 部分电力资源还出口到周边国家ꎬ
使加纳迈出了摆脱单一经济结构和外部依赖的重要一步ꎻ 大坝本身的形象ꎬ
经过加纳政府的改造ꎬ 也从殖民主义项目成为国家的新象征ꎬ 推动了加纳国

民建立起对新生国家的认同ꎮ 此外ꎬ 以大坝建设为契机ꎬ 恩克鲁玛通过官僚

机构和专家团队对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沃尔特河盆地区域进行了改造ꎬ 使该

区域被纳入国家行政管理之中ꎬ 加强了居民对国家的依赖以及区域同国家政

治经济的融合ꎬ 提高了国家治理能力ꎮ 虽然阿科松博大坝项目在推动国家建

构方面的效果受到了国内、 国际政治环境以及大坝本身设计、 管理等多方因

素制约ꎬ 但大坝对加纳国家建构仍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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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建构 (ｓｔａｔｅ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是政治学国家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ꎬ 学者们

一般认为国家建构包括政治精英通过完善官僚组织机构和国家机器以巩固、
提升国家能力ꎬ 以及推动国民认同感的民族建构 (ｎａｔｉｏｎ － ｂｕｌｉｄｉｎｇ) 两部分ꎬ
其中ꎬ 国家能力可以概括为国家通过履行职责和功能ꎬ 实现既定目标的能

力ꎻ① 民族建构可以归纳为多民族国家建构文化与政治共同体ꎬ 以及各民族形

０４１

∗

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 ２０２１ 年度重大招标项目 “ «非洲通

史» (多卷本)” (ＬＳＹＺＤ２１０２２)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ꎮ
参见 [美国] 詹姆斯Ｃ 斯科特著: «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

失败的»ꎬ 王晓毅译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１ 年版ꎬ 第 １ ~ ２ 页ꎻ [美国] 乔尔Ｓ 米格代尔著:
«强社会与弱国家»ꎬ 张长东等译ꎬ 江苏人民出版ꎬ ２００９ 年版ꎬ 第 １ ~ 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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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对共同体认同感的过程ꎮ① 由于历史上的政治格局、 社会结构和殖民统治ꎬ
非洲的国家建构具有复杂性ꎬ 而加纳作为第一个从欧洲殖民统治下获得政治

独立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ꎬ 其国家建构的探索对其他非洲国家具有借鉴意

义ꎬ 正如历史学家理查德拉斯伯恩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Ｒａｔｈｂｏｎｅ) 强调ꎬ 加纳的独立

为非洲和其他英属殖民地的独立和去殖民化的方式提供了先例ꎮ② 加纳于

１９５７ 年独立后ꎬ 如何克服经济落后、 社会权力碎片化以及国家认同薄弱的不

利局面ꎬ 构建一个有效、 稳定的国家ꎬ 成为克瓦米恩克鲁玛 ( Ｋｗａｍｅ
Ｎｋｒｕｍａｈ) 政府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ꎮ 对此ꎬ 恩克鲁玛采取强化国民教育、 优

先发展工业、 推广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中央集权等政策措施ꎬ 促推国家建构ꎬ
而尤为特殊的一项举措———建造阿科松博大坝 (Ａｋｏｓｏｍｂｏ ｄａｍ)ꎬ 在此过程中

具有独特且重要的作用ꎮ③ 阿科松博水坝建设动议始于英国殖民时期ꎬ 在加纳

独立后初期经全新改造ꎬ 已成为象征民族国家政治独立、 经济独立的标志性项目ꎮ

一　 水力发电: 阿科松博大坝与加纳经济发展

阿科松博大坝最大坝高 １４１ 米ꎬ 共耗资约 ７ ０００ 万英镑ꎬ 建成初期电站总装机

容量 ８８ ２ 万千瓦ꎬ 初始输出功率为 ５１ ２ 万 ~５８ ８ 万千瓦ꎬ 最终输出功率为 ７６ ８
万 ~８８ ２ 万千瓦ꎬ 输电线路长达 ５００ 英里ꎬ 主电网输出电压为 １６ １ 万伏特ꎮ④ 作

为一种技术工具ꎬ 利用地势产生的水流落差发电供能工业项目ꎬ 是阿科松博大坝

的基本功能ꎬ 也是它在 ２０ 世纪初被殖民政权所规划的最初动因ꎮ 恩克鲁玛发展该

项目的直接目的ꎬ 就是利用电力促进工业发展ꎬ 提升国家发展经济的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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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学、 社会学对阿科松博水坝的研究包括水坝对社会环境影响ꎬ 以及阿科松博水坝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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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阿科松博大坝建设的经济动因

大坝建设的构想最早可以追溯到殖民地初期ꎮ ２０ 世纪初ꎬ 为了增加殖民

地收入ꎬ 英殖民政府开始组织地质勘探ꎬ 寻找矿藏ꎮ １９１６ 年ꎬ 英国地质学家

阿尔伯特基特森 (Ａｌｂｅｒｔ Ｋｉｔｓｏｎ) 在夸胡高原 (Ｋｗａｈｕ Ｐｌａｔｅａｕ) 上ꎬ 发现大

型高品位铝土矿床的存在ꎮ① １９１９ 年ꎬ 殖民政府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利用沃尔

特河的水力资源ꎬ 为铝土矿加工提供电力的构想ꎮ② 至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末ꎬ 原

本在沃尔特河建造大坝的单一工程计划已经发展成了一套全国性的工业规

划———沃尔特河项目: 用在沃尔特河建造水坝产生的电力供能电解铝ꎬ 将加

工好的铝锭运输到特马港 (Ｔｅｍａ) 出口ꎬ 形成的库区还将成为一项灌溉阿克

拉平原 (Ａｃｃｒａ Ｐｌａｉｎ) 的大型农业工程的水源ꎻ 在黑沃尔特河 (Ｂｌａｃｋ Ｖｏｌｔａ
Ｒｉｖｅｒ) 上游的布维河 (Ｂｕｉ Ｒｉｖｅｒ) 建设另一座大型水电站作为补充ꎻ③ 在全

国范围内架设输电线ꎬ 为各地区提供电力服务ꎮ 但一直以来ꎬ 由于工程量大

和资金问题ꎬ 该工程未能付诸实施ꎮ 二战后ꎬ 殖民地形势变化以及宗主国的

经济需求使英国政府重新将该项目纳入规划ꎮ １９４８ 年 ２ 月ꎬ 随着战后物资价

格上涨以及殖民地非洲人普遍缺少政治权利ꎬ 在黄金海岸殖民地ꎬ 阿克拉、
海岸角等大城市相继爆发了大规模反对殖民政府的冲突与骚乱ꎮ 该事件被平

息后ꎬ 英国派出了由艾肯沃森 (Ａｉｋｅｎ Ｗａｔｓｏｎ) 负责的委员会调查此事ꎮ 调

查报告指出ꎬ 黄金海岸 (今加纳) 高昂的物价以及对进出口商品贸易的严重

依赖ꎬ 是导致冲突发生的原因之一ꎻ 欲稳定殖民地秩序ꎬ 需要充分开发利用

自然资源以提高生产力ꎬ 而建设阿科松博大坝则可提升沃尔特河盆地的农业

灌溉能力ꎬ 其产生的电力亦能服务于当地的发展ꎮ④ 与此同时ꎬ 国际铝价的快

速上涨迫使英国政府着手开采殖民地的铝矿ꎬ 以减少宗主国进口成本ꎬ 服务

其战后经济复苏ꎮ １９４８ 年底ꎬ 英国政府在重新评估黄金海岸铝工业以及沃尔

特河盆地经济潜力后ꎬ 将开发沃尔特河规划为黄金海岸的重点发展项目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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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公司为加纳承建的布维水坝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落成ꎮ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ｔｏ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ｏｌｄ Ｃｏａｓｔꎬ １９４８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ＨＭＳＯꎬ

１９４８ꎬ ｐｐ ９ꎬ ５５ － ５６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ｌｄ Ｃｏａｓｔ: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ｂｙ Ｃ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ｐ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ｉｎ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Ｒａｔｈｂｏｎｅ ｅｄｓꎬ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ｅꎬ Ｓｅｒｉｅｓ Ｂ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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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１ 年黄金海岸自治后ꎬ 恩克鲁玛逐渐从英国人手中接过了该项目的论

证与筹备任务ꎮ 由于黄金海岸政府缺乏项目建设的必要资金ꎬ 因而必须寻求

多方的资金支持ꎬ 最初ꎬ 沃尔特河项目的资金来源拟定为英国政府、 黄金海

岸政府、 英国铝业公司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ｌｕｍｉｎｉｕｍ Ｃｏｍｐａｎｙ) 和加拿大铝业公司

(Ａｌｕｍｉｎｉｕｍ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ａ) 四方ꎬ① 但到 ５０ 年代末ꎬ 由于国际铝市场价

格下跌等因素ꎬ 加拿大铝业公司已经不愿意再为沃尔特河项目提供资金ꎬ②

此时ꎬ 美国以凯泽铝业化工公司 (Ｋａｉｓｅｒ Ａｌｕｍｉｎｉｕｍ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为主的财团表现出对沃尔特河项目的浓厚兴趣ꎬ 恩克鲁玛转而寻求同美国

的融资谈判ꎬ 并获得了美国政府的支持ꎮ③ 经过多轮谈判ꎬ １９６１ 年加纳政

府同美国、 英国、 世界银行最终达成协议ꎮ 在阿科松博大坝项目中ꎬ 加纳

政府出资 ３ ５００ 万英镑ꎬ 剩余 ３ ５００ 万英镑由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美国国际

开发署、 英国进出口银行和英国出口信贷局共同出资ꎮ④ 在谈判完成的同

时ꎬ 阿科松博大坝于 １９６１ 年开工ꎬ 经过 ４ 年的建设ꎬ １９６５ 年 １２ 月工程

竣工ꎮ

(二) 阿科松博大坝的经济贡献

与殖民地时期不同ꎬ 加纳此时开发沃尔特河项目的目的在于发展本国经

济ꎬ 而非服务于原宗主国ꎮ 对于沃尔特河计划基础项目的阿科松博大坝ꎬ 恩

克鲁玛于 １９６１ 年在议会上的一次发言恰当地描述了它对加纳经济发展的意

义ꎬ “我们需要采取更为有效的方式加速工业化进程而像我们这样千方百

计想要发展工业的新兴国家ꎬ 充足的电力是工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基础条

件ꎮ”⑤ 在恩克鲁玛看来ꎬ “非洲经济的真正独立是以实现工业化为基础的”ꎬ

大规模的工业化是国家摆脱贫困、 改变殖民地经济结构和实现经济独立的重

要路径ꎬ “每次我们进口那些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可以生产的商品ꎬ 意味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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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ｈａｎａ’ ｓ Ｖｏｌｔａ Ｒｉｖｅ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 (２５ Ｊｕｎｅꎬ １９５８ )”ꎬ ｉ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Ｖｏｌｔａ Ｄａｍ Ｐｒｏｊｅｃｔꎬ
Ｖｏｌ ４ꎬ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ꎬ ｉｎ Ｂａｌｍ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ｈａｎａ

“Ｋａｉｓｅｒ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Ｖｏｌｔａ Ｒｉｖｅ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 (１８ Ｊｕｌｙꎬ １９５８)”ꎬ ｉ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Ｖｏｌｔａ Ｄａｍ
Ｐｒｏｊｅｃｔꎬ Ｖｏｌ ４

Ｋｗａｍｅ Ｎｋｒｕｍａｈꎬ Ｄａｒｋ Ｄａｙｓ ｉｎ Ｇｈａｎａ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ＡＮＡＦꎬ ２００１ꎬ ｐ ８４
Ｋｗａｍｅ Ｎｋｒｕｍａｈꎬ “Ｔｈｅ Ｖｏｌｔａ Ｒｉｖｅ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ꎬ ｉｎ Ｓａｍｕｅｌ Ｏｂｅｎｇ ｅｄꎬ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 ｏｆ Ｋｗａｍｅ

Ｎｋｒｕｍａｈꎬ Ｖｏｌ １ꎬ Ａｃｃｒａ: Ａｆｒａｍ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１９７９ꎬ ｐ ２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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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处于经济依赖状态ꎬ 延缓我们的工业增长” ①ꎮ 为此ꎬ 加纳政府需要采取措

施ꎬ 将出口原材料转变为加工原材料ꎬ 在当地生产可替代的进口制成品ꎮ 阿

科松博大坝作为沃尔特河项目的基础工程ꎬ 建设的目的就是要为国家的工业

发展提供基础性的电力资源ꎮ
从整体效果来看ꎬ 阿科松博大坝的确如恩克鲁玛所愿促进了加纳的工业

发展ꎬ 增加了政府的收入来源ꎮ 第一ꎬ 显而易见的是ꎬ 按照恩克鲁玛的规划ꎬ
阿科松博大坝产生的电力成功地帮助加纳建立起了铝土矿石加工业ꎮ １９５９ 年

９ 月ꎬ 在恩克鲁玛的推动下ꎬ 沃尔特铝业公司 (ＶＡＬＣＯ) 在加纳成立ꎬ 这是

加纳第一家专门进行铝土矿加工的企业ꎮ 在阿科松博大坝建成后的第二年ꎬ
即 １９６７ 年ꎬ 沃尔特铝业公司开始生产经营ꎬ 初期生产能力为年产 １０ ４ 万吨

铝ꎬ １９７２ 年产能增至 １３ ６ 万吨铝ꎬ １９７７ 年增至每年 ２１ 万吨铝ꎬ 使加纳跻身

当时重要的世界铝生产国行列ꎬ 并成为美国第二大铝进口国ꎮ② 目前ꎬ 沃尔特

铝业公司已经成为加纳最大的铝制品生产企业之一ꎬ 也是全球主要的初级铝

生产商之一ꎮ③ 阿科松博大坝提供的电能ꎬ 使加纳初步具备了在本国加工矿产

和出口矿产制成品的能力ꎬ 这对于长期出口原材料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是摆脱

外部经济依赖的重要一步ꎮ
第二ꎬ 阿科松博的水电为日后沃尔特河沿岸城市、 村落通电奠定了基础ꎮ

虽然阿科松博大坝开始发电之初ꎬ 由于电费高昂、 设施不完备以及国家经济

动荡等问题ꎬ 电力覆盖率并不高ꎬ 包括阿科松博大坝附近的移民安置点以及

全国大多村镇都没有能够使用阿科松博的电力ꎬ 但恩克鲁玛之后的历届加纳

政府延续了恩克鲁玛时期的政策ꎬ 将国家的电气化作为施政方针之一ꎬ 使阿

科松博大坝产生的电能覆盖面迅速扩大ꎮ 到 ２００５ 年ꎬ 建造水坝产生的 ５２ 个

４４１

①

②

③

[加纳] 克瓦米恩克鲁玛著: «新殖民主义: 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ꎬ 北京编译社译ꎬ 世界

知识出版社ꎬ １９６６ 年版ꎬ 第 １２ ~ １８ 页、 第 １１２ 页ꎮ
沃尔特河铝业公司在当时是一家外资企业ꎬ 由美国凯泽铝业化工公司和美国雷诺金属公司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Ｍｅｔａ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 所有ꎬ 两家企业分别占股 ９０％和 １０％ ꎬ 经过多次股权调整和改革ꎬ 目前加

纳政府拥有沃尔特河铝业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ꎮ Ｓｅｅ Ｆｒａｎｋｌｙｎ Ａ Ｍａｎｕꎬ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ｈａｎａ － ＶＡＬＣＯ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ꎬ ２５ Ｓｅｐ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 ５ － ３５ꎻ Ｐａｕｌ
Ｋｕｒｕｋꎬ “Ｒｅ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ｈａｎａ －
Ｖａｌｃｏ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ꎬ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 Ｖｏｌ １３ꎬ １９９１ꎬ ｐｐ ４３ － ８２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ＶＡＬＣＯ”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ｖａｌｃｏｔｅｍａ ｃｏｍ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 ２０１５ －０８ －２０ －１６ －２０ －３４ /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２０２２ － ０９ －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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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移民安置点均已并入国家电网ꎻ① ２０２１ 年ꎬ 加纳的国家电力覆盖率已经

上升到 ８５ １７％ ꎬ 位居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前列ꎮ② 水电站为加纳地区经济发

展提供了最基本的能源保障ꎬ 而阿科松博大坝作为加纳电力网络的基础工程

以及最主要的发电站ꎬ 对推动国内各地区经济融合发挥了独特作用ꎮ
第三ꎬ 阿科松博大坝建设所形成的巨型水库———沃尔特湖ꎬ 如今已经成

为加纳重要的淡水鱼产地ꎬ 由此衍生出鱼类加工产业ꎬ 为超过 ３０ 万人提供了

工作岗位ꎬ 一批鱼类生物科研院所也在该地区得以建立ꎮ 沃尔特湖的航运加

强了区域间往来和沟通ꎬ 改变了该地区以往相对闭塞的状况ꎮ③

第四ꎬ 阿科松博大坝的水电也成为目前加纳重要的出口创汇来源ꎮ 恩克鲁

玛在阿科松博大坝建设之初ꎬ 便着眼于项目的国际性收益ꎮ 阿科松博水电不仅

供应加纳国内ꎬ 长期以来ꎬ 其电能还出口到多哥、 马里、 布基纳法索、 贝宁、
科特迪瓦等西非国家ꎬ 并在 １９９９ 年后成为覆盖多个西非经济共同体国家 (以下

简称 “西共体”) 的电力合作组织——— “西非电力库”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ｏｗｅｒ
Ｐｏｏｌ) 的基础工程ꎮ 目前ꎬ 加纳、 尼日利亚、 科特迪瓦三国是西共体仅有的电

力净出口国ꎮ④ 虽然阿科松博大坝发电量受河水径流量的影响而不稳定ꎬ 但每年

电力出口仍能为加纳政府创造大量的外汇收入ꎬ 也推动了西非国家的共同发展ꎮ⑤

阿科松博大坝的电力为加纳工业生产和居民用电做出了重要贡献ꎬ 并产生了

溢出性经济效果ꎬ 有助于政府实现收入来源的多元化ꎬ 助推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ꎮ

二　 国家象征: 阿科松博大坝与国家认同意识的塑造

加纳独立前期ꎬ 多个地方民族主义党派和组织要求地方自治、 反对建立

５４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ｔｅｐｈａｎ Ｆ Ｍｉｅｓｃｈｅｒꎬ “Ｔｈｅ Ａｋｏｓｏｍｂｏ Ｄａ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Ｇｈａｎａ”ꎬ ｉｎ Ａｌａｉｎ
Ｂｅｌｔｒａｎꎬ Ｌéｏｎａｒｄ Ｌａｂｏｒｉｅꎬ Ｐｉｅｒｒｅ Ｌａｎｔｈｉｅｒꎬ Ｓｔéｐｈａｎｉｅ Ｌｅ Ｇａｌｌｉｃ ｅｄｓꎬ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Ｗｏｒｌｄｓ: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ｓꎬ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Ｔｅｎｓｉｏｎｓꎬ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 (１９ ｔｈ － ２１ ｓｔＣ )ꎬ Ｐｉｅｔｅｒｌｅｎ ａｎｄ Ｂｅｒｎ: Ｐｅｔｅｒ Ｌａｎｇ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ｐ ３１７ － ３４２

Ｔｈｅ Ｂｕｄｇｅｔ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ｈａｎ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２０２１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Ｙｅａｒꎬ
Ａｃｃｒａ: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Ｇｈａｎａꎬ ２０２２ꎬ ｐ １４１

Ｅ Ａ Ｋ Ｋａｌｉｔｓｉ: «水电发展的社会方面: 观点与经验: 水电发展与移民»ꎬ 载 «联合国水电与

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 (ＵＮＨＹＤＲＯ) 会议报告»ꎬ ２００４ 年ꎬ 第 ４５４ ~ ４６３ 页ꎮ
西非电力库是促进区域发电和输电基础设施发展、 协调西非经共体成员国之间的电力交换的

组织ꎮ Ｓｅｅ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ｃｏｗａｐｐ ｏｒｇ / ｅｎ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 ｗａｐｐꎬ ２０２２ － ０５ － ０５
２０２０ 年加纳的电力出口为 １８ 亿千瓦时ꎬ 出口收入约为 ２ ２ 亿美元ꎮ Ｓｅｅ Ｄａｎｉｅｌ Ｗｏｒｋｍａｎꎬ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ｂｙ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ｓｔｏｐｅｘｐｏｒｔｓ ｃｏｍ /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 ｅｘｐｏｒｔｓ － ｃｏｕｎｔｒｙꎬ ２０２０ － ０９ －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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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集权政府ꎮ 为了消除地方民族主义ꎬ 推动国民建立对新独立国家的认同

感ꎬ 恩克鲁玛通过行政体制改革削弱了酋长在司法、 财政方面的特权ꎬ 并在

１９５７ 年通过了 «避免歧视法» (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ꎬ １９５７)ꎬ 禁止

基于特定地域、 族群或宗教的团体建立政党ꎮ① 除此之外ꎬ 恩克鲁玛还利用阿

科松博大坝建设的过程及其溢出效应ꎬ 宣传大坝形象ꎬ 提升国民对国家的认

同ꎮ 在恩克鲁玛的国家观中ꎬ 国家认同具有 “两重性”: 一是国民对新独立国

家的认同ꎻ 二是国民作为全体非洲裔一员ꎬ 对非洲人身份的认同ꎮ 这也深刻

影响了恩克鲁玛政府对阿科松博大坝的宣传话语ꎮ
(一) 地区整合: 阿科松博大坝与中央政府有效管理的形成

阿科松博大坝位于加纳东部省 (Ｅａｓｔ Ｒｅｇｉｏｎ) 与沃尔特省 (Ｖｏｌｔａ Ｒｅｇｉｏｎ)
交界处的沃尔特河上ꎮ 在阿科松博大坝建成前ꎬ 大坝以北的沃尔特河盆地一

带成为加纳独立前的一片特殊区域ꎮ 沃尔特河之名源于葡萄牙语 “蜿蜒” 一

词ꎬ 河如其名ꎬ 沃尔特河流域宽广ꎬ 水流湍急ꎬ 尤其是在沃尔特河盆地一带

更是河道曲折ꎮ １５ 世纪以来欧洲旅行者的探索被沃尔特河复杂的水文状况所

阻ꎬ 直到 １９ 世纪末ꎬ 从沃尔特河入海口城市阿达 (Ａｄａ) 向上游追溯的船队

仍旧难以通过今天阿科松博大坝附近的峡谷ꎮ② 这种封闭的地理环境首先营造

出了相对封闭的地方经济ꎬ 生活在沃尔特河盆地的居民长期处于生存经济之

中ꎬ 对国家将地方纳入经济全局规划的尝试构成了天然的抵抗ꎮ 沃尔特河流

域孕育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ꎬ 尤其是在沃尔特河盆地一带ꎬ 森林茂密ꎬ 水网

密布ꎬ 丰富的植物和鱼类为当地居民提供了较为充足的食物来源ꎬ 而无需同

外部进行大规模商品交换ꎬ 生活于此的大多数人仍然处在自给自足、 维持生

计的农业阶段ꎮ③ 与此同时ꎬ 封闭的地理环境也使该地区在历史上始终是政治

边缘地带ꎬ 没有建立起统一的政权或成为其他政权的中心ꎬ 仅作为一些衰落

王国和族群的庇护所ꎮ 例如ꎬ １８ 世纪末ꎬ 在阿散蒂王国和阿基姆王国 (Ａｋｉｍ
Ｋｉｎｇｄｏｍ) 的鲸吞蚕食之下ꎬ １７ 世纪兴起的阿克瓦姆王国 (Ａｋｗａｍｕ Ｋｉｎｇｄｏｍ)
灭亡后的遗民们最终逃至今天阿科松博大坝所在沃尔特峡谷附近偏安一隅ꎮ④

６４１

①

②
③

④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Ｒａｔｈｂｏｎｅꎬ Ｎｋｒｕｍａｈ ＆ ｔｈｅ Ｃｈｉｅ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ｈｉｅｆｔａｉｎｃｙ ｉｎ Ｇｈａｎａ １９５１ － ６０ꎬ Ａｔｈｅｎｓ:
Ｏｈｉ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０ꎬ ｐ ６７

Ｊａｍｅｓ Ｍｏｘｏｎꎬ Ｖｏｌｔａ: Ｍａｎ’ ｓ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Ｌａｋｅ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ｒｅ Ｄｅｕｔｓｃｈ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６９ꎬ ｐｐ ２７ －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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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沃尔特河盆地内的阿肯族 (Ａｋａｎ) 的分支ꎬ 包括芳蒂人 (Ｆａｎｔｉｓ)、 恩

济马人 ( Ｎｚｉｍａｓ)、 阿散蒂人 ( Ａｓｈａｎｔｉｓ )、 阿基姆人 ( Ａｋｉｍｓ)、 夸胡人

(Ｋｗａｈｕｓ) 和其他几个族群ꎬ 以及来自河流以东的加人 (Ｇａ)、 达贡巴人

(Ｄａｇｏｍｂａｓ)、 埃维人 (Ｅｗｅ) 等原住民没有向周边地区扩张ꎬ 西方殖民者也

没有在流域内建立有效的统治ꎮ
沃尔特河盆地一带在地理、 经济和政治上的特殊性ꎬ 使阿科松博水坝建

造之前的沃尔特河流域长期隐匿在水网密布的莽莽林海之中ꎬ 由此阿科松博

大坝所在的沃尔特河盆地成为加纳国家建构的边缘地带ꎮ 当恩克鲁玛政府决

定建造阿科松博大坝后ꎬ 逐渐确立了中央政府对该地区的政治、 经济、 社会

的资源整合与有效管理ꎮ
(二) “民族性建筑物”: 阿科松博大坝与独立国家认同

加纳独立之初ꎬ 与其他非洲国家一样把去殖民化作为国家独立的重要目

标ꎬ 努力推动新生政权的合法性和国家认同的提升ꎮ “民族性建筑物” 是 “国
家的独立标志、 新的民族象征物ꎬ 以及文化上非殖民化的体现”ꎬ ①因此ꎬ 从

国家建构的意义上看ꎬ 阿科松博大坝也被加纳政府构建为一种 “民族性建筑

物”ꎬ 成为国家的象征ꎮ
早在大坝开工建设之前ꎬ 恩克鲁玛就开始向民众宣传大坝作为国家象

征形象的意蕴ꎮ １９５５ 年ꎬ 黄金海岸政府组织了第一次为期两年、 面向全国

的巡回宣传ꎬ 未来大坝的形象被制成了模型、 图片ꎬ 配上文字说明向民众

展示ꎬ 并印刷成插图小册子发放给参观民众ꎮ 此外ꎬ 自治政府还制作了有

关大坝的电影ꎬ 为民众呈现建造大坝在促进产业发展以及给民众生活带来

变化方面的潜力ꎮ 每到一地ꎬ 载着各种设备和宣传品的大篷车迅速成为各

地区民众的关注焦点ꎮ② 在 １９６３ 年大坝项目筹备十周年之际ꎬ 加纳政府又

组织了第二次大规模的以电影、 展览等为主要形式的宣传活动ꎮ③ １９６５ 年

大坝建成之前ꎬ 加纳政府在新落成的国家科学馆内组织了题为 “非洲电力”
的开馆展览ꎬ 宣传即将完工的阿科松博大坝ꎮ④ 在大坝建设期间ꎬ 项目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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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向国内外展示加纳成就的新地标和旅游景点ꎬ 接待了一批批国内外的

参访团体ꎮ①

一系列宣传活动使国民加深了对大坝作为国家象征的认知ꎮ 在宣传话语

中ꎬ 这个新独立的国家是一个有着伟大人民和领袖的国家ꎬ 即阿科松博大坝

的形象被用来突出加纳人改造自然、 利用自然的能力ꎬ 也用来彰显国家领袖

的个人能力ꎮ 恩克鲁玛在竣工仪式上将阿科松博大坝描述为对沃尔特河的

“驯服” ( ｔａｍｅ)ꎬ 他说: “阿科松博大坝雄伟壮观ꎬ 最低的地基到 ４６３ 英尺ꎬ
长达 ２ ２００ 英尺ꎻ 它驯服了沃尔特河湍急的水流ꎬ 把它们变成了美丽、 广阔的

湖泊ꎬ 最终使我国 ３％以上的面积受益ꎮ” 在媒体的宣传中ꎬ 阿科松博大坝更

是 “奥萨吉弗的梦想”ꎬ 只有在恩克鲁玛的带领下ꎬ 才能够完成这项伟大工

程ꎮ② 上述话语不仅提升了全体加纳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ꎬ 也助力塑造恩

克鲁玛作为国家领袖的权威和国民的忠诚ꎮ
此外ꎬ 新独立的加纳更是一个彻底摆脱殖民主义、 拥有全新生产生活方

式的现代国家ꎮ 恩克鲁玛要求沃尔特河流域管理局在制作宣传册中这样写道ꎬ
“只有这样ꎬ 我们才能为我们的人民创造更高的生活水平ꎬ 摆脱新殖民主义的

侵蚀” “在伴随着阿科松博大坝建设而带来的新社会ꎬ 人民拥有多样化的收入

来源、 更完备的基础设施、 更高的生活水平ꎻ 阿科松博大坝建成后ꎬ 将会使

沃尔特河像印度河、 黄河、 幼发拉底河、 底格里斯河以及尼罗河一样ꎬ 让人

们安居乐业ꎮ”③ 这些宣传增强了加纳人对拥有新面貌的独立国家的向往和

认同ꎮ
(三) 超越民族国家: 阿科松博大坝与泛非主义认同

在恩克鲁玛的观念中ꎬ 对国家的认同有两重含义: 一方面是对新独立

的加纳共和国的认同ꎬ 因为殖民地只有获得了政治独立与自由ꎬ 才能使之

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平等地位ꎻ④ 另一方面ꎬ 对国家的认同也是对整个非洲大

陆和非洲人身份的认同ꎮ 恩克鲁玛作为一个泛非主义者ꎬ 深信非洲人民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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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不仅是某个殖民地的独立ꎬ 更是整个非洲大陆的自由与统一ꎮ①

基于这种泛非主义的理想和信念ꎬ 加上阿科松博大坝所在的沃尔特河是

西非地区一条国际性河流ꎬ 阿科松博大坝由此被塑造为一个超越单一民族国

家、 实现全体非洲人解放、 建立统一非洲国家的象征ꎮ 因而ꎬ 恩克鲁玛在宣

传中十分注意对阿科松博大坝 “泛非性” 的表达ꎮ 在报刊媒体对沃尔特河项

目的报道中ꎬ 阿科松博大坝产生的电力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不仅言及加纳ꎬ
更是延伸到非洲大陆ꎬ 如阿科松博大坝在内的沃尔特河项目被置于 “摆脱新

殖民主义ꎬ 建立一个现代化的非洲” 愿景之下ꎻ② 在沃尔特河项目宣传册中ꎬ
恩克鲁玛亲自撰写了前言ꎬ 称对沃尔特河项目的宣传针对所有 “关心加纳乃至

整个非洲发展与进步的人”ꎮ③ 恩克鲁玛在公开讲话中ꎬ 也强调阿科松博大坝对

整个非洲的意义ꎬ 如他在大坝竣工仪式上宣称ꎬ 阿科松博大坝是加纳的ꎬ 也是

非洲的ꎬ 它不仅 “象征着加纳的伟大成就ꎬ 也将是 ‘非洲联合的一盏明灯’ꎮ”④

这种 “加纳—非洲” 双重认同的话语表述ꎬ 旨在使人们在认同 “加纳

人” 身份的基础上ꎬ 形成对 “非洲人” 身份的认同ꎬ 最终为实现非洲联合凝

聚人心ꎬ 奠定泛非主义的思想基础ꎮ 阿科松博大坝与国家认同的联系直至今

天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在加纳国家银行发行的新版货币上ꎬ 阿科松博大坝的图片出现

在 １ 赛迪 (ｃｅｄｉ) 纸币的背面ꎬ 作为识别加纳国家的重要元素ꎮ 这意味着即使

是在今天ꎬ 恩克鲁玛主导建设的阿科松博大坝仍作为国家的象征ꎬ 为促进国

家认同发挥着持久性的作用ꎮ

三　 移民安置: 阿科松博大坝与政府治理效能的强化

阿科松博大坝的重要性超越了经济效益ꎬ 成为巩固国民对独立国家认同

的象征物ꎮ 当恩克鲁玛实际接手大坝的建设任务时ꎬ 他所面对的阿科松博大

坝周边区域ꎬ 是一个缺少信息、 政治经济相对独立的 “隐秘社会”ꎬ 国家既没

有通过官僚机构履行对该地区的行政责任ꎬ 也无法有效征税或对人口进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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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ꎮ 而阿科松博大坝对地理空间的改造ꎬ 以及由此产生的水库移民问题ꎬ 给

予加纳政府通过移民动员和安置点管理了解社会信息、 改造地方经济、 重塑

政治权力结构ꎬ 乃至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机会ꎮ
(一) 社会调查与移民搬迁工作的开展

在大坝建设前ꎬ 恩克鲁玛政府的紧要任务是对大坝所在地区进行调查ꎬ
以提升政府对地方社会的了解ꎮ １９５３ 年ꎬ 恩克鲁玛建立筹备委员会ꎬ 标志着

政府对大坝周边及待淹没地区的社会调查正式开始ꎮ① 早期的调查工作在筹备

委员会殖民地官员的主导下进行ꎬ 来自加纳国内外高校、 科研院所的专家也

协助政府部门同步开展调查活动ꎮ② 这种官僚机构和大学、 科研院所结合的调

研模式ꎬ 为之后阶段移民动员工作所采用ꎮ
１９５６ 年筹备委员会报告提交后ꎬ 恩克鲁玛政府忙于项目的资金谈判工作ꎬ

大规模调研活动暂时中止ꎬ 但已有的这些研究对于政府掌握区域内的整体状

况仍旧不足ꎮ 随着加纳的独立及项目资金的落实ꎬ 开展进一步调研活动被提

上日程ꎮ １９６１ 年至 １９６２ 年ꎬ 负责沃尔特河项目管理与运营的沃尔特河流域管

理局联合社会福利部、 加纳大学与科技大学 (今恩克鲁玛科技大学)ꎬ 在社会

福利部官员阿玛特菲奥 (Ｇ Ｗ Ａｍａｒｔｅｉｆｉｏ) 和科技大学建筑学院研究部社会

学家布彻 (Ｄ Ａ Ｐ Ｂｕｔｃｈｅｒ) 的带领下ꎬ 对将被水库淹没的 ９ 个地区展开了更

大规模的系统调研ꎮ③ 其内容包括两部分: 一是考察将被淹没的 ９ 个地区的政

治、 经济和文化状况ꎮ 通过问卷、 访谈、 测绘等方式ꎬ 调查组较为充分地掌

握了该地区的社会概况ꎬ 包括人口数量、 社会和政治组织、 传统领导人产生

的方式、 财产权与继承权观念、 丧葬习俗、 宗教信仰和居民对重新安置的态

度等ꎬ 有助于政府更科学地认识该地区的地质地形、 水文环境等情况ꎮ④ 二是

对调查材料进行整理、 分析与上报ꎮ 通过这项研究工作ꎬ 至 １９６２ 年年底ꎬ 政

府部门第一次掌握了 ９ 个地区共 ７３９ 个村庄的名单ꎬ 确定了库区内人口数字

０５１

①
②

③

④

Ｓｅｅ Ｔｈｅ Ｖｏｌｔａ Ｒｉｖｅ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ꎬ Ｉꎻ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ＨＭＳＯꎬ １９５６
Ｓｅ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Ｔｏｎｇｕ Ｒｕｒ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Ｇｏｌｄ Ｃｏａｓｔ ＆ Ｕｐｐｅｒ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Ｔｏｎｇｕ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１９５３ꎻ Ｒｏｗｅｎａ Ｍ Ｌａｗｓｏｎꎬ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Ｖｏｌｔａ: １９５４ － １９６７: 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７２ꎻ Ｂａｒｎｅｓ Ｋ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Ｖｏｌｔａ Ｒｉｖｅ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ꎬ Ａｃｃｒａ － Ｔｅｍａ: Ｓｔａｔ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ꎬ １９６６

Ｄ Ａ Ｐ Ｂｕｔｃｈｅｒ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ꎬ ｉｎ Ｒｏｂｅｒｔ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 ｅｄｓꎬ Ｔｈｅ Ｖｏｌｔａ 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ａｌｌ Ｍａｌｌ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７０ꎬ ｐ ７８

Ｒｏｂｅｒｔ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 ｅｄꎬ Ｔｈｅ Ｖｏｌｔａ 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ꎬ ｐ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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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 ２８５ 人)ꎮ 水库及影响范围内广大地区的更多社会信息ꎬ 包括家庭人员名

单、 传统领袖的名单、 人口所属族群、 职业、 受教育程度、 宗教信仰、 年龄

和性别、 被洪水淹没的中小学名单、 财产损失预估等情况ꎬ 都被收录到此次

调研报告中ꎬ 之后被提交给中央政府ꎮ① 在取得了大量调研数据后ꎬ 移民安置

工作也同步展开ꎮ １９６３ 年初ꎬ 政府在沃尔特河流域管理局的框架内成立移民

安置管理办公室ꎬ 组织由多部门官员领导、 涵盖多所院校、 科研机构专家学

者的工作组ꎬ 全面展开移民安置工作ꎮ 在前期调查数据的支持下ꎬ 移民安置

工作主要沿着两条主线展开: 一是寻找适合居住的新安置点ꎬ 平整土地ꎬ 建

造房屋ꎮ 根据前期社会调查获取的地区内社会结构信息ꎬ 以及居民对新安置

点的选择意愿ꎬ 最终确认了 ５２ 个安置点选址ꎮ② 加纳政府也为移民平整了约

５ ４ 万英亩的农业生产用地ꎬ 准备了基本房屋与供扩建的宅基地ꎮ③ 由于时间

紧迫ꎬ 执政党人民大会党 ( ＣＰＰ) 还派遣了党的工人组织———工人旅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Ｂｒｉｇａｄｅ) 参与工作ꎬ 工人旅不仅建造了阿科松博大坝附近第一个

安置点恩夸库比亚 (Ｎｋｗａｋｕｂｉａ) 村ꎬ 还承包了安置点房屋的建造ꎮ④ 二是动

员并组织民众搬迁ꎮ 自 １９６２ 年始ꎬ 政府派遣的工作组下沉到基层每一个村落ꎬ
用说理与劝解相结合的方式动员民众为搬迁做准备ꎮ 工作组将阿科松博大坝项

目的重要性、 安置点准备情况以及对未来生活的规划告知民众ꎬ 酋长作为民众

代表也被邀请提前来到安置点进行参观ꎮ 大规模的搬迁随即展开ꎬ 时任移民安

置官的卡里西 (Ｅ Ａ Ｋ Ｋａｌｉｔｓｉ) 这样写道: “搬迁的民众扶老携幼ꎬ 带着大量的

家当由于季节性的洪水与大雨ꎬ 河流水位暴涨ꎬ 交通极为不便ꎬ 虽然政府

提供了大部分运输车ꎬ 但移民在恶劣的天气状况下只能走水路”ꎮ⑤ 加纳军队和

１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Ｅ Ａ Ｋ Ｋａｌｉｔｓｉꎬ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ꎬ ｉｎ Ｒｏｂｅｒｔ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 ｅｄꎬ Ｔｈｅ Ｖｏｌｔａ
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ꎬ ｐ ７９

Ｒｏｂｅｒｔ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 ｅｄｓꎬ Ｔｈｅ Ｖｏｌｔａ 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ꎬ ｐ ４９
Ｉａｉｎ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ｅｔ ａｌꎬ “Ｔｈｅ Ｖｏｌｔａ Ｒｉｖｅ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ꎬ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Ｇｈａｎａꎬ １９５０ －

１９６５”ꎬ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ꎬ Ｖｏｌ ２４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１９ꎬ ｐｐ ５１２ － ５４８
“Ｖｏｌｔａ － Ｂｒｉｇｈｔ Ｌｉｆｅ ｆｏｒ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ｄ Ｖｉｌｌａｇｅｒｓ”ꎬ Ｔｈｅ Ｇｈａｎａｉａｎ Ｔｉｍｅｓꎬ Ａｐｒｉｌꎬ ２０ꎬ １９６３ꎬ ｐ ５ 工人

旅作为人民大会党的工人组织ꎬ 成立于 １９５７ 年ꎬ 该组织吸收了二战退伍老兵、 辍学青年与无业人员ꎬ
采取准军事化管理手段ꎬ 为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补充劳动力ꎮ Ｓｅｅ Ｐｅｔｅｒ Ｈｏｄｇｅꎬ “Ｔｈｅ Ｇｈａｎａ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Ｂｒｉｇａｄｅ: Ａ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ｆｏｒ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Ｙｏｕｔｈ”ꎬ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ꎬ Ｖｏｌ １５ꎬ Ｎｏ ２ꎬ １９６４ꎬ ｐｐ １１３ －
１２８ꎻ Ｄｉａｎｅ Ｓｚｙｍｋｏｗｓｋｉꎬ “Ｙｏｕｔｈ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Ｂｒｉｇａｄ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Ｙｏｕｎｇ Ｐｉｏｎｅｅｒｓ ｉｎ Ｇｈａｎａ”ꎬ
Ｍａｓｔｅｒ’ｓ ｔｈｅｓｉｓꎬ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１９７２

Ｅ Ａ Ｋ Ｋａｌｉｔｓｉꎬ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ꎬ ｉｎ Ｒｏｂｅｒｔ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 ｅｄｓꎬ Ｔｈｅ Ｖｏｌｔａ 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ꎬ ｐｐ ４９ －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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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河流域管理局带来了船只用来运送人员与财产ꎬ 在途中搭建了临时营

地ꎬ 提供热牛奶、 饼干、 罐头等食品ꎮ① 搬迁居民抵达移民点后ꎬ 政府组织的

接待小组根据预先确定的住房分配计划有序安置移民ꎬ 并向他们发放粮食ꎮ②

政府相关人员细致的工作减轻了居民在搬迁过程中的压力ꎬ 增强了他们对政

府和国家的信赖ꎮ
(二) 移民新区撬动地区经济生活的变化

完成移民搬迁工作后ꎬ 政府面临改善移民生存环境并使之安居乐业难题ꎮ
恩克鲁玛于 １９６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在议会发表讲话中强调ꎬ “政府不能让任何人的

生活因阿科松博大坝项目而变得糟糕”ꎮ 而履行这一承诺ꎬ “政府需要为移民

建设更好的公共设施和生产、 生活方式更优的新村落”ꎮ③

第一ꎬ 移民新区民被纳入至政府实施的农业机械化、 集体化计划之中ꎮ
当时ꎬ 恩克鲁玛政府将小农并入合作社和其他集体性的生产组织ꎬ 并将大

部分资金用于购买农机、 农药、 化肥ꎬ 以期用集体化、 机械化的农业生产

和组织方式取代分散的小农生产方式ꎮ④ 在这一经济政策环境下ꎬ 恩克鲁玛

于 １９６１ 年明确要求政府相关部门改善沃尔特河地区的农业生产及组织形

式ꎬ 使当地人能够 “更有效地开发利用土地资源”ꎮ⑤ 据此ꎬ 负责移民安置

点农业事务的加纳农业部将改进耕作制度列为任务之一ꎬ 提出采用 “互助耕

作” ( ｃｏ － 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ｆａｒｍｉｎｇ) 作为安置点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ꎮ 在 “互助耕

作” 模式下ꎬ 农民按照从事生产活动的差异ꎬ 划归耕地农民、 乔木作物农民、
养殖牲畜的农民或渔民等多类型合作社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ꎬ 下设多个小组ꎬ
每个小组作为分支机构在合作社的指导和监督下ꎬ 从事农业生产活动ꎮ 合作

社给各分社统一安排农机设备的使用、 农作物种植ꎬ 组织施撒肥料、 杀虫ꎬ
对收获的农产品进行加工、 存储与销售ꎮ⑥ 从 １９６４ 年至 １９６６ 年ꎬ 此类合作社

在移民安置点广泛建立ꎬ 如被政府当作范例的恩夸布维 (Ｎｋｗａｋｕｂｅｗ) 安置

２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Ｖｏｌｔａ － Ａｒｍｙ Ｐｌａｙｓ Ｂｉｇ Ｒｏｌｅ ｉｎ Ｅｖａｃｕａ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Ｇｈａｎａｉａｎ Ｔｉｍｅｓꎬ Ｊｕｌｙ １３ꎬ １９６４ꎬ ｐ ６
“Ｐｌａｎ ｔｏ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ｅａｐ Ｆｏｏｄ ｔｏ Ｓｅｔｔｌｅｒｓ”ꎬ Ｔｈｅ Ｇｈａｎａｉａｎ Ｔｉｍｅｓꎬ Ｍａｒ ９ꎬ １９６３ꎬ ｐ １
Ｋｗａｍｅ Ｎｋｒｕｍａｈꎬ “Ｖｏｌｔａ Ｒｉｖｅ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ꎬ ｉｎ Ｓａｍｕｅｌ Ｏｂｅｎｇ ｅｄｓꎬ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 ｏｆ Ｋｗａｍｅ Ｎｋｒｕｍａｈꎬ Ｖｏｌ ２ꎬ Ａｃｃｒａ: Ａｆｒａｍ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１９７９ꎬ ｐ １５４
Ｐｉｅｔ Ｋｏｎｉｎｇｓꎬ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Ｃｌａｓ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ｈａｎａ: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５ꎬ ｐ １６８
Ｋｗａｍｅ Ｎｋｒｕｍａｈꎬ “Ｔｈｅ Ｖｏｌｔａ Ｒｉｖｅ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 ”ꎬ Ｓａｍｕｅｌ Ｏｂｅｎｇ ｅｄｓꎬ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 ｏｆ Ｋｗａｍｅ

Ｎｋｒｕｍａｈꎬ Ｖｏｌ １ꎬ Ａｃｃｒａ: Ａｆｒａｍ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１９７９ꎬ ｐ ２８３
Ｖｏｌｔａ 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Ｐａｐｅｒꎬ Ａｃｃｒａ: Ｖｏｌｔａ Ｒｉｖｅｒ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ꎬ １９６５ꎬ ｐ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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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ꎬ 社员可达 ２ ０００ 人至 ３ ０００ 人ꎮ① 加纳政府正是利用移民安置工作这一契

机ꎬ 推进了移民新区农业机械化与集体化改革发展的步伐ꎬ 农民被大规模

地纳入到政府主导的生产组织之中ꎬ 显著增强了政府对农业生产系统的掌

控力ꎮ
第二ꎬ 完善沃尔特河流域的基础设施ꎮ 加纳独立前ꎬ 该国的基础设施主

要围绕南部矿产地与可可产地建设ꎬ 而沃尔特河盆地的广大区域因经济价值

低、 地理条件差而被殖民宗主国所忽略ꎬ 该地区主要的交通设施是土路及依

赖小船和独木舟的短途水运ꎻ② 医疗资源、 供水、 公共卫生间、 学校等基础设

施也都十分匮乏ꎮ③ 落后的基础设施阻断了沃尔特河盆地民众对外政治、 经

济与文化交流的渠道ꎬ 当地民众普遍贫穷ꎬ 思想观念也较为封闭ꎮ １９５１ 年

加纳自治以来ꎬ 恩克鲁玛将社会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完善视为改善人民

生活水平、 吸引外国投资、 实现工业化的前提条件ꎮ④ 而移民安置点人口的

集中居住与 “互助耕作” 生产方式的实行ꎬ 为政府建设基础设施、 提升公

共服务设施创造了有利条件ꎮ 在移民安置点建设中ꎬ 各种规模的基础设施

在区域内快速扩张ꎬ 政府提供的资金、 建材、 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大量涌入ꎮ
到 １９６３ 年底ꎬ 政府已在 １０ 个安置点建造了 ３ ４１２ 所房屋ꎮ 到 １９６４ 年底ꎬ
政府建造的房屋数量达 １１ １９９ 所ꎬ 并铺设或维修了总长约 ３０６ 英里的公

路ꎮ⑤ １９６８ 年中期ꎬ 安置点的基础设施面貌显著改善: 共建造 １２ ６７１ 所住房、
８１ 幢包含 ４０４ 个教室的教学楼、 ４６ 个市场ꎬ 安装了 ６３ 处供水设施ꎬ 铺设或改

善 ５１２ 英里的公路和 ９５ 英里的街道⑥ꎬ 建设了拥有先进设备的大型公立

医院⑦ꎮ
基于基础设施建设产生的积极效应不仅使移民受益ꎬ 也扩散至整个沃尔

特河流域地区ꎮ 大坝建成后ꎬ 沃尔特河流域居民的社会生活发生了较大变化ꎮ
其一ꎬ 地区市场较前更加活跃ꎮ 相对便利的交通条件使当地农民有条件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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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Ｊａｍｅｓ Ｍｏｘｏｎꎬ Ｖｏｌｔａ: Ｍａｎ’ ｓ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Ｌａｋ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ｒｅ Ｄｅｕｔｓｃｈ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６９ꎬ ｐ １５５
Ｈａｙｗｏｏｄ Ｊｒ Ｗｉｌｌｉｅ Ｍａｔｔｈｅｗｓꎬ “Ｔｈｅ Ｖｏｌｔａ Ｒｉｖｅ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ꎬ Ｍａｓｔｅｒ’ｓ

Ｔｈｅｓｉｓꎬ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１９６４ꎬ ｐ ７０
Ｖｏｌｔａ 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Ｐａｐｅｒꎬ Ａｃｃｒａ: Ｖｏｌｔａ Ｒｉｖｅｒ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ꎬ １９６５ꎬ ｐ ３５
Ｋｗａｍｅ Ｎｋｒｕｍａｈꎬ Ａｆｒｉｃａ Ｍｕｓｔ Ｕｎｉｔｅｄ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Ａ Ｐｒａｅｇｅｒ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６３ꎬ ｐ １１１
Ｅ Ａ Ｋ Ｋａｌｉｔｓｉꎬ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ꎬ ｉｎ Ｒｏｂｅｒｔ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 ｅｄꎬ Ｔｈｅ Ｖｏｌｔａ 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ꎬ ｐ ５３
Ｒｏｂｅｒｔ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 ｅｄꎬ Ｔｈｅ Ｖｏｌｔａ 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ａｌｌ Ｍａｌｌ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７０ꎬ ｐ ２４９
“Ａｋｏｓｏｍｂｏ Ｇｅｔｓ ￡ １５７ꎬ ０００ Ｎｅｗ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ꎬ Ｔｈｅ Ｇｈａｎａｉａｎ Ｔｉｍｅｓꎬ Ａｕｇ １０ꎬ １９６４ꎬ ｐ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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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上出售农产品来增加收入ꎬ 更多外来人口也开始来到沃尔特河流域ꎬ 由此

带来大规模的商品流动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ꎬ 该地区的店铺等商业机构的数

量明显上升ꎮ① 其二ꎬ 农民就业机会增多ꎮ 伴随着该地区基础设施的改善ꎬ 学

校、 医院、 行政机构等数量不断增加ꎬ 这为越来越多的人口提供了工作岗位ꎮ
拥有稳定收入群体的增多反过来带动了其物质需求的增长ꎬ 刺激了长短途贸

易ꎬ 该产业也催生了区域内对装配工、 汽车修理工、 司机等职业和加油站的

需求ꎮ ６０ 年代末ꎬ 该地区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数量显著上升ꎮ② 其三ꎬ 投资

与储蓄观念在当地民众中更加普遍ꎮ 商业的发展提高了人均收入ꎬ 人们开始

为未来进行投资ꎮ 越来越多的人更加注重储蓄、 生产性投资或加大子女教育

支出ꎬ 当地人的消费习惯也在逐渐发生变化ꎮ③ 这一系列变化意味着ꎬ 原本作

为资本、 信息、 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动障碍的湖泊、 河流、 森林被国家的大

规模基建所改变ꎮ 阿科松博大坝附近的移民新区开始更快地融入整个国家的

经济网络之中ꎬ 有利于国家经济与社会的整合ꎮ
(三) 区域权力结构的重构

在阿科松博大坝项目建设中ꎬ 最显著的变化是大型水利工程直接促成了

地方权力结构的重构ꎬ 为强化国家职能提供了机会ꎮ
在大坝建设前ꎬ 地方上既有的权力结构成为国家管理的障碍ꎮ 在沃尔特

河流域ꎬ 政治权力大都集中在酋长及由其家族组成的酋长委员会手中ꎬ 他们

掌握着土地的分配与管理权ꎬ 控制着司法与传统宗教仪式ꎮ④ 这一点在社会信

息调查与移民动员的工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ꎮ 调查人员在村落进行信息搜集

时ꎬ 必须获得酋长的认可ꎬ 且由酋长下属的公告员 (ｇｏｎｇ － ｇｏｎｇ ｂｅａｔｅｒ) 发布

通知ꎬ 指示村民配合调查ꎻ 在讨论安置点的选择时ꎬ 酋长则是最主要的协商

人ꎮ⑤ 由于一些村落中存在带有 “神性” 的森林、 洞穴、 坟墓、 神龛、 许多

４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Ｒｏｗｅｎａ Ｍ Ｌａｗｓｏｎꎬ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Ｖｏｌｔａ: １９５４ － １９６７: 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７２ꎬ ｐ ２０

Ｄｚｏｄｚｉ Ｔｓｉｋａｔａꎬ Ｌｉｖ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ｄｏｗ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 Ｄａｍｓ: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ａｎｄ
Ｌａｋｅｓｉｄ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Ｇｈａｎａ’ ｓ Ｖｏｌｔａ Ｒｉｖｅ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ꎬ Ｌｅｉｄｅｎ: Ｂｒｉｌｌ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６ꎬ ｐｐ １１１ － １１４

Ｒｏｗｅｎａ Ｍ Ｌａｗｓｏｎꎬ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Ｖｏｌｔａ: １９５４ － １９６７: 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ꎬ ｐ ５

Ｄｚｏｄｚｉ Ｔｓｉｋａｔａꎬ Ｌｉｖ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ｄｏｗ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 Ｄａｍｓ: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ａｎｄ
Ｌａｋｅｓｉｄ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Ｇｈａｎａ’ ｓ Ｖｏｌｔａ Ｒｉｖｅ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ꎬ ｐ ８９

Ｄ Ａ Ｐ Ｂｕｔｃｈｅｒ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ꎬ ｉｎ Ｒｏｂｅｒｔ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 ｅｄꎬ Ｔｈｅ Ｖｏｌｔａ 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ꎬ
ｐ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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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并不愿意离开家园ꎮ 为了确保搬迁工作的顺利进行ꎬ 调查人员不得不向

酋长求助ꎬ 而酋长则借机向政府索要大量的祭祀物品和礼金ꎮ 例如ꎬ 在登

特巴索诺佛村 (Ｄｅｎｔｅ Ｂｏｓｏｎｏｆｏ) 搬迁前后ꎬ 政府共向酋长支付了 ２４ 头牛、
２４ 只羊、 ２４ 只家禽以及 ２４ 瓶朗姆酒ꎮ① 当先前分散的 ７００ 余个村庄被合并成

５２ 个移民安置点时ꎬ 多个酋长不得不生活在同一个移民安置点ꎬ 一些酋长因

此失去权力②ꎬ 有的酋长家族本身也因族员对安置点不同选择而四分五裂③ꎮ
鉴此ꎬ 中央政府通过抓住移民搬迁契机ꎬ 改变了原有的地方传统权力结构ꎬ
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行政管理ꎮ

在移民新区行政机构重建方面最重要的表现是创建沃尔特河流域管理局ꎮ
该管理局的功能和机制运行借鉴了美国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在田纳西河流域推出

的开发管理模式ꎬ 即由中央政府在实施大型灌溉和大坝工程时ꎬ 设立具有统

筹多项管理权的新机构ꎬ 负责水利工程区域的水力资源开发、 农业技术推广、
电力输送与设备维护等综合性事宜ꎮ④ １９５３ 年ꎬ 当恩克鲁玛为了项目资金同

美国接触、 了解时ꎬ 曾任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委员会主席的阿瑟摩根

(Ａｒｔｈｕｒ Ｅ Ｍｏｒｇａｎ) 多次向他推广 “田纳西模式”ꎬ 尤其强调该模式的经济可

行性及其对提升民众生活的有效性ꎮ⑤ 恩克鲁玛接受了此建议ꎬ 并推动政府相

关部门于 １９６１ 年颁布了 «沃尔特河开发法案» (Ｖｏｌｔａ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ｃｔꎬ
１９６１)ꎬ 沃尔特河流域管理局由此建立ꎬ 由恩克鲁玛任董事会主席ꎮ⑥ 这一新

的行政机构大大挤压了酋长的权力空间ꎬ 并将地方行政事务纳入了管理之中ꎮ
恩克鲁玛不仅赋予了该机构管理阿科松博大坝发电、 电力分配、 水流调节等

与电力开发利用相关的基本职能、 还赋予了包括社会调查、 组织移民、 安置

点建设、 沃尔特河河运ꎬ 疾病卫生防治ꎬ 大坝和水库周边地区的市政规划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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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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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７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７３ꎬ ｐｐ １１５ － １３２
Ｊａｍｅｓ Ｍｏｘｏｎꎬ Ｖｏｌｔａ: Ｍａｎ’ ｓ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Ｌａｋ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ｒｅ Ｄｅｕｔｓｃｈ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６９ꎬ ｐ １７２
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情况ꎬ 可参见 [美国] 大卫利连索尔著: «民主与大坝: 美国田纳

西河流域管理局实录»ꎬ 徐仲航译ꎬ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版ꎮ
“Ｐｒｅｓｓ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ｂｙ Ｄｒ Ａｒｔｈｕｒ Ｅ Ｍｏｒｇａｎ ｆｏｒ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ａｔ Ｐｒｅｓ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ｕｒｓｄａｙ (１９５３)”ꎬ ｉ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Ｖｏｌｔａ Ｄａｍ Ｐｒｏｊｅｃｔꎬ Ｖｏｌ １ꎬ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ꎬ ｉｎ Ｂａｌｍ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ｈａｎａ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Ｐｅｒｒｉｔｔꎬ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Ｖｏｌｔａ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Ｇｈａｎａ ａ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ｅｄ ｂｙ Ｖｏｌｔａ Ｒｉｖｅｒ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Ｕ Ｓ Ａｇｅｎｃｙ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１９８８ꎬ ｐ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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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的权力ꎬ 且可根据国家元首的指示ꎬ 具体负责与阿科松博大坝和沃

尔特湖湖畔地区相关的其他事宜ꎮ① 由此ꎬ 沃尔特河流域管理局在加纳的行政

机构中获得了较大自主权ꎮ 与此同时ꎬ 沃尔特河流域管理局的权力对地方事

务的介入ꎬ 再加上移民新区农业生产集体化、 “互助耕作” 组织形式以及地区

市场的快速发展ꎬ 酋长原有的诸多权力与职能逐渐弱化ꎮ 沃尔特河流域管理

局还设立了城市发展委员会 (Ｔｏｗ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ꎬ 不仅司职协管

住房、 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等事务ꎬ 还协调传统酋长之间的矛盾ꎮ②

综上所述ꎬ 加纳恩克鲁玛政府以移民安置为契机ꎬ 通过社会调查、 移民

动员与基建项目ꎬ 使区域内外经济网络得以重建ꎬ 社会权力结构得以重组ꎮ
在此基础上ꎬ 政府通过沃尔特河流域管理局这样一个庞大的行政机构ꎬ 将国

家的权力深入到基层ꎬ 不仅改造了传统权力结构ꎬ 也加深了民众对国家的依

赖程度ꎬ 提升了国家对地方的管理能力ꎮ

四　 余论

加纳独立前后ꎬ 受历史上的政治格局、 社会结构和长期殖民统治影响ꎬ

国家建构面临着政治与经济上的困境ꎬ 阿科松博大坝项目因在推动工业化、
增强国家认同、 重塑地方权力方面的巨大潜能ꎬ 被恩克鲁玛政府视为推动国

家建构的核心议程之一ꎮ 通过建设阿科松博大坝ꎬ 加纳政府使本国初步具备

了加工矿产和出口矿产制成品的能力ꎬ 迈出了摆脱单一经济乃至外部依赖的

重要一步ꎬ 奠定了加纳通过推广电力覆盖和出口提高财政收支能力的基础ꎻ
阿科松博大坝本身的形象也被塑造为国家的象征ꎬ 持续推动着国民对现代国

家以及非洲人身份的认同ꎻ 同样重要的是ꎬ 建设阿科松博大坝也是加纳政府

完善基础设施布局、 移民安置点建设与管理ꎬ 以及改变地方社会经济基础和

政治权力结构的过程ꎮ 总之ꎬ 阿科松博大坝对独立初期加纳的国家建构起到

了特殊作用ꎮ
与此同时ꎬ 从长期来看ꎬ 阿科松博大坝在推动国家建构方面的效果也受

到以下因素的制约ꎮ 第一ꎬ 包括阿科松博大坝在内的沃尔特河项目并未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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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西方国际资本的控制ꎮ 恩克鲁玛由于迫切需要落实项目资金ꎬ 在和美国

进行援助谈判中让渡了一些国家利益ꎮ 美国为阿科松博大坝建设和沃尔特铝

业公司提供的贷款是该时期美国最大规模的对非洲国家投资ꎬ① 然而在出资协

议谈判中ꎬ 面对渴望获得项目资金的加纳政府ꎬ 美国政府迫使加纳政府放弃

将要求美国援建配套工业、 社会基础设施ꎬ 以及允许美国资本入股沃尔特铝

业的条款列入合同中ꎮ 上述不平等的合作极大地限制了加纳政府开发沃尔特

河项目营收能力和工业生产的自主性ꎬ 间接导致加纳一直停留在初级矿产加

工的阶段ꎬ 未能实现产业链的完善和升级ꎮ 在冷战格局下ꎬ 美国参与该项目

更多是为了对抗苏联ꎬ 以及帮助国内矿业资本垄断原材料ꎮ 但遗憾的是ꎬ 恩

克鲁玛低估了美国这一动机的危害性ꎮ 他对美方行为曾言: “在当时情况下ꎬ
我们认为ꎬ 在我们能够得到来自社会主义国家援助之前ꎬ 与已经发展起来的

资本主义企业进行合资ꎬ 要比遭受到西方国家经济封锁以及国内经济发展持

续落后要好得多”ꎮ②

第二ꎬ 加纳政府对沃尔特河流域的管理效能出现被消解情况ꎮ １９６６ 年加

纳发生政变后ꎬ 新一届政府在政治与经济领域全面实施 “去恩克鲁玛化”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ꎬ 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国际援助机构的推动下在全球兴起ꎮ 在

变化的内外环境背景下ꎬ 沃尔特河流域管理局遂进行分权ꎬ 包括供水、 社会

福利等方面的职能转归地方政府ꎻ③ 农业集约化生产方式难以为继ꎮ④ 其结果

是ꎬ 移民新区重启过去的轮耕或休耕制度ꎬ 小农模式依旧占据主导地位ꎬ 居

民生活水平未因大坝建设而出现跨越式的提升ꎮ 独立前困扰加纳国家建构的

地方精英趁中央政府权力撤出之机势力再起ꎬ 传统社会的酋长在 “民主化”
的语境下扮演 “公民代表” 的角色ꎬ 更广泛地参与到阿科松博大坝有关的地

方事务中ꎮ 例如ꎬ 一些酋长通过加入负责水资源开发和管理的机构———水资

源委员会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加强了对区域事务的发言权ꎬ 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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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ꎬ 移民定居点欠佳的居住环境使阿科松博大坝的 “国家象征” 形象

有所失色ꎮ 由于设计、 评估、 移民安置时间相对仓促ꎬ 大坝建设给安置点以

及周边地区带来了始料未及的负面影响ꎮ 一方面ꎬ 一些新移民在 “互助耕作”
模式下ꎬ 种植、 收获的农作物难以满足其家庭支出ꎬ 加之受到血吸虫病等水

生性疾病、 疟疾等困扰ꎬ 被迫放弃耕作而另谋生路ꎻ 另一方面ꎬ 新移民远离

世代生活的故土ꎬ 原有的社会联系被打破ꎬ 承载着人们社会记忆的场所被淹

没ꎬ 由此对移民的心理造成了持续性的冲击ꎮ 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由于居住

环境问题ꎬ 仅有 ４０％的人口留在了安置点ꎬ 大量青壮年男性劳动力选择了外

出生活ꎮ② 上述情况影响了国民尤其是大坝周边居民对大坝作为国家象征的

认可ꎮ
目前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由于丰富的水力和矿产资源ꎬ 以及相对落后

的经济水平ꎬ 许多国家把建设大型水利工程当作推动国家发展的重要路径ꎮ
从加纳阿科松博大坝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可以看出ꎬ 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有助

于推动国家经济转型ꎬ 推动地方经济融入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网络ꎬ 强化中央

政府对地方的有效行政管理ꎮ 但不容忽视的是ꎬ 大型水利工程耗资巨大ꎬ 需

要政府强有力的财政能力相支撑ꎻ 在经济实力不及需进行国际融资时ꎬ 政府

需要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核心ꎬ 关注融资条件的合理性ꎬ 使水利工程带来的发

展成果为整个地区乃至本国民众所共享ꎮ 在进行移民安置时ꎬ 政府要进行细

致的统筹规划ꎬ 将水库移民工作纳入全国性的减贫规划之中ꎮ 只有处理好地

方与全国、 国内与国际、 经济与政治关系ꎬ 才能使大型水利工程真正推动国

民形成对统一国家的共识、 提升政府治理能力ꎬ 从而持续推动国家建构进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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