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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动态（东南亚） 

 

本期推介《化土地为资本：湄公河地区的开发与剥夺》Turning Land into 
Capital: Development and Dispossession in the Mekong Region 
 

 

【编者按】近年来，东南亚多国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施行的“耕者有其田”土地政策不断

受到农业商品化、土地集中化的冲击。土地成为一种资本，小农户被挤出曾赖以生存的耕地，

他们与国家的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本期介绍的书目《化土地为资本：湄公河地区的开发与

剥夺》围绕“土地资本化”这一核心概念，以开阔的理论、历史视野和详实的国家案例呈现

了对这一过程以及“土地正义”的思考。本书的四位编者分别是菲利普·赫希（Philip Hirsch），

凯文·伍兹（Kevin Woods），娜塔莉亚·斯库拉（Natalia Scurrah），以及迈克尔·德怀尔（Michael 

B. Dwyer）。赫希是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人文地理荣休教授，曾负责“湄公河流域研究小组

（Mekong Research Group）”的合作研究工作近 20 年；伍兹任美国东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与气候政治；斯库拉是湄公河流域区域土地治理

（Mekong Region Land Governance, MRLG）项目常任顾问，过去十年主要关注土地和水资

源治理；德怀尔是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地理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政治生态学、东南亚

研究及土地治理等。四位编者与其他六位撰稿人长期参与湄公河流域区域治理研究与实践，

基于他们多年的经历写就了本书的各篇章。本期东南亚区域动态编译了此书的两篇书评，以

飨读者。 

 

第一篇书评发表于《人类学研究杂志》（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作者亚

历山德罗·里帕（Alessandro Rippa）系挪威奥斯陆大学社会人类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

包括基础设施发展以及人与环境关系等。这篇书评结合里帕本人的研究、生活经验，重点评

议了原书的学术贡献，全文编译如下： 

几年前，我在一个中国边境小镇上参加缅甸语课程。学员中有的是经营翡翠的中国商人，

有的是希望在缅甸的中资公司找到好工作的年轻毕业生。其中一位王女士有着不同的兴趣：

种植园。她来自云南一个富裕家庭，靠木材发家。王女士有资金和强大的人脉，她告诉我，

她家已经把目光投向了土地。她说，“如果现在你想在缅甸赚钱，就得投资种植园，比如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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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西瓜等等。” 她的老师是一名来自仰光的男子，为当地公司做翻译工作。他证实，近年

来他的大部分翻译工作与土地所有权有关，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试图在缅甸置地（见第一章和

第七章）。在课堂外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的投资与剥夺过程紧密相连。越来越多的缅甸移

民聚集在这个边境小镇上，他们中有来自南部的缅族人，也有大量克钦族和掸族人。他们被

迫迁居此地，要么因为持续的内战，要么因为他们从前的农田被开发为种植园，而且两者时

常并行。他们在中国从事洗车、建筑等各种低薪零工，也时常感叹他们的土地是如何被夺走，

变成了为国境两边精英赚钱的企业。 

四位编者编写此书的重点是通过关于土地与资本的实证和概念视角，探讨“发展”与“剥

夺”的关系。围绕土地资本化这一富有洞察力的概念（即价值在土地中、也通过土地募集的

相互关联的过程），本书分为两部分，再加上由编者们共同撰写的深刻的引言和结论。第一

部分呈现了理解土地治理的区域背景的四个关键视角：地缘政治、战争和社会主义遗产、意

识形态以及正义。第二部分的五个章节，分别聚焦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等案例。 

这本书在实证和概念上都做出了不少贡献，各章节立足于长期的研究及与众多当地行

动者的接触，包括政府官员和农民、投资者以及发展银行及非政府组织的代表等。在这篇书

评中，我仅讨论本书中我认为格外有价值的三个方面。 

首先，这本书将自己定位在国家、次国家和区域层次间充满张力和启发的交汇处，时刻

提醒我们以区域为单位思考的重要性。在东南亚，尤其是在这本书中突出展示的高地区域，

地区研究常与冷战和地缘政治竞争紧密相关，且根植于发达国家的特定经验，因此广受批评。

作为对这种批评的反思和回应，更晚近的研究往往聚焦于本地或全球层面，也考察两者间的

关系。本书并没有否认这些批评的效度，而是通过对区域动态的多尺度描绘补充了这些批评。

各章表明，这种方法强调了参与土地关系的跨国行为者的复杂性，也没有抹去地方的独特性

和整个过程的区域性。因此，作者们通过聚焦支撑起土地动态的“复杂的地缘政治（convoluted 

geopolitics）”（斯库拉，赫希，第 5 页），有效地关注到土地资本化的本土过程，以及这些

动态如何跨越土地治理的多个尺度：国家向跨境投资“开放”领土和资源的努力形塑了国家-

社会关系的地方层面；联盟和共同的遗产持续塑造政治组织的区域层面；以及金融投资和规

管监督的全球层面。 

其次，本书的一个主要优势在于它如何凸显历史遗产对整个地区的持续影响。重要的是，

这不仅包括殖民遗产，还包括冷战和社会主义在该地区的遗产——这些都是当代东南亚土

地治理的研究中经常缺失的关键方面。例如，第二章详细介绍了历史遗产影响湄公河地区土

地政治的三种方式：（1）高地和少数民族人口的治理，（2）国家特许权的类别和技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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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3）土地所有权，特别是高地和低地空间之间的差异。综合来看，土地治理的这三个领

域显示了思考殖民主义、战争和社会主义遗产的有用性，且是对整个湄公河地区土地政治开

展类似研究的宝贵起点。 

最后，这本书的形式本身是其成功的关键。正如编辑们所说，这本书是长期合作的结果，

更像是“一部多作者的专著而不是一本各行其是的论文集。”在编著日益被学界看轻，且在影

响力指标等方面表现不佳的当下，本书及时提醒我们编著所产生的独特贡献。 

总而言之，这是一本关于当今湄公河地区土地政治的可读性极强、富有深刻洞察力的书。

它以详细的案例研究为特色，以坚实的政治生态视角为基础，是对该地区感兴趣的社会科学

学者的必读之作。此外，对于从多尺度和跨区域比较角度思考土地治理的学者而言，本书极

具启发，其结论部分的讨论有助于思考本书中发展出的区域方法，如何应用于对世界其他地

区的研究。 

 

（英文原文见 Rippa, A. (2023). Book Review of [Turning Land into Capital: Development and 

Dispossession in the Mekong Region. Philip Hirsch, Kevin Woods, Natalia Scurrah, and Michael B. Dwyer, eds.].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Volume 79, Number 3, Fall 2023, 本文为开放获取） 

 

 

第二篇书评发布于 H-Environment 网站。H-Environment 是密歇根州立大学历史系团队

创建的互联网教育、学术、知识交流平台 H-Net 的环境领域分支。书评作者林艾尔（Al Lim）

为耶鲁大学人类学与环境研究博士候选人。这篇书评对书的主要内容和形成背景做了更细

致的介绍，全文编译如下： 

乍一看本书的标题，“化土地为资本”这个说法似乎指的是社会主义老挝自 2006 年以来

尝试推行的政策（han thi din pen theun）。这看上去不言自明，该政策正是要将土地转化为

国家发展的一种资本形式。本书采用了这个短语，并将其重新呈现为一个有力的综合视角。

通过将全球研究中的土地掠夺分析与具体情境相结合，本书坚持认为，要深入理解当代湄公

河地区农业发展和剥夺的情况，必须以区域为方法。 

《化土地为资本》从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的案例研究中汲取灵感，提供了

深刻的跨国视角。本书的核心是土地资本化的概念，指的是参与者为了财富生产的明确目的

而获得对土地控制权的土地估值过程。这一过程通过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的物质和话语实

践来实现，包括提高土地价值、商品化以及将土地提供给金融市场。本书以详细的实证为基

础，通过规范性的思辨解析了这些基于土地的动态，提供了一个框架来考量在土地斗争中被

生产/再生产的正义与非正义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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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前半部分深入探讨了四个主题：地缘政治、战争和社会主义历史、现代化意识形

态和土地正义。第一章通过影响湄公河流域大部分地区的四个相关维度，突出了 20 世纪后

期土地的地缘政治维度：越南的中南半岛投资、泰国的“战场到市场（Battlefields to 

Marketplace）”战略、国际发展金融机构的作用以及中国资本的扩张。第二章描述了在殖民

主义、战争和社会主义之后，这些复杂的行为者如何在一系列制度遗产下运作。在整个地区，

针对高地少数民族的歧视事件屡屡出现，这种歧视是通过土地特许权和所有权的差别安排

而发生的。接下来，第三章批判性地探讨了现代化意识形态如何传播了一系列有关大规模农

业开发必要性的神话。与 20 世纪 50-60 年代推动“耕者有其田”的早期政治意识形态相反，

一场反向的土地改革正在开展，将土地从农民手中拿走、用于农业开发。第四章则提出了一

个框架，通过资源分配（分配性）、决策过程（程序性）和在不对称权力关系中的社会和文

化认可形式（认可性）来解析土地正义。 

本书的后半部分讲述了在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进行的一系列国家案例研究。

每一章都深入探讨了不同的国家历史和土地资本化背景，呈现了不同类型的国家政权的行

动和参与者群体，例如农业企业、小农和多边组织。此外，这些行为者同时植根于殖民主义、

冷战政治和新自由主义的持久遗产中。如果不关注英国殖民和社会主义威权制度的遗产，就

无法完全理解缅甸的土地治理，因为它们深刻地影响了塑造该国持续的土地斗争的种族区

隔（第七章）。 

这些章节体现出了本书的区域分析的力量，因为它得以探索通过和超越国家边界的土

地治理。例如，区域的视角通过追踪泰国本土拥有的许多小农农场与泰国公司在邻国进行的

大规模农业投资之间的矛盾关系，为研究泰国提供了更广的视野（第四章和第八章）。区域

概念框架为领土、地点和网络等社会空间关系的其他维度提供了切入点。具体来说，国家领

土边界的构筑作用、高地和低地群体间基于地点的区分策略以及资本和劳动力流动的跨境

网络与本书宽广的区域视野相互交叉。与通猜·威尼差恭（Thongchai Winichakul）开创性的

著作《图绘暹罗：一部国家地缘机体的历史》（1994）一脉相承，本书通过这些土地治理研

究提供了流动和空间性的替代概念，超越并重构了国家边界主导的认识论。 

正如 K·西瓦拉马克里希南（K. Sivaramakrishnan）在前言中正确指出的那样，这本书是

对环境人类学最近本体论转向的重要缓和剂。它清晰地突出了权力、不平等和自然商品化

（commodification of nature）的问题。这些问题超越了人与自然的纠葛。以土地资本化的动

态和正义为基础，打造一种超越人类的视角，可为这个子领域和地区的学术研究提供一种更

坚实有力的方法。此外，湄公河地区的维权统治使这项任务变得更为紧迫，产生实时、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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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后果。可以想见，在土地正义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建立与水资源、空气、能源或基

础设施正义等相关议题的研究，这在气候变化问题的背景下更有着关乎生存的重要性。 

此外，本书是深入参与地方和区域工作的合作研究成果。2022 年 11 月，在朱拉隆功大

学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该书的编者之一菲利普·赫希提到，他愿将本书视为一部合著，而

不是一本论文集。在 2015 年的“土地掠夺、冲突与农业环境转型”会议上，十位撰稿人（其

中四位是编者）聚在一起讨论这些主题。其中许多人还组织、参与了湄公河流域区域土地治

理（Mekong Region Land Governance, MRLG）项目。MRLG 组织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学术研

究线上论坛，汇集了或详尽或综合的研究文章，展现出对可能的政策改革的敏锐意识。他们

还通过清迈大学社会科学与可持续发展区域中心（Regional Centre for Social Scienc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t Chiang Mai University）为该地区许多学者和实践者开展培训。这

些合作是传播社会科学关键技能和训练以分析紧迫问题的长期工作的一部分。本书对区域

土地资本化漂亮的概念化很好地突出了这一点。 

对于对农业土地动态和可持续发展的跨尺度分析感兴趣的人来说，本书可说是必读之

作。它对土地治理研究、东南亚研究和全球农业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些精巧的概念工

具和丰富的实证材料使本书成为下一代区域研究的基石，为思考家庭劳动的转变模式、城乡

和国家间差别的比较，以及更公正的未来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请参加原文。英文原文见 LIM, A. (2023). Review of Hirsch, Philip; Woods, Kevin; Scurrah, 

Natalia; Dwyer, Michael B., eds, Turning Land into Capital: Development and Dispossession in the Mekong 

Region. H-Environment, H-Net Reviews. March, 2023. 本文为开放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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