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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 近 年来 , 非 洲 之 角 地 区 安全形 势 比 较 严 峻 , 引

起 了 国 际社会 的 广 泛关注 。 非 洲 之角 各种地 区 安全 问 题存在 着 内

在 的联 系 , 其 中 埃塞俄 比 亚 与 厄立特 里 亚 的边境 争端 成 为 地 区 安

全 中 最 主要 的矛 盾 。 非 洲之 角地 区 安 全问 题 的 最终解决 有赖 于埃

塞俄 比 亚与 厄 立特里 亚边境争 端 的解决和 地 区 安全机制 的 建 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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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非洲之角 的地 区安全局势越来越引 起人们 的关注 。 2 0 0 6 年

1 2 月 , 在美国 的支持下 , 埃塞俄 比亚 ( 以下简称
“

埃塞
”

) 派军进人索马

里 , 将刚刚上台 的伊斯兰法院联盟 ( Ｉｓｌ ａｍ ｉ ｃＣｏｕｒｔｓＵｎｉｏｎ ,
ＩＣＵ ) 赶出摩

加迪沙 , 扶持软弱 的过渡联 邦政府 ( Ｔｒａｎｓｉ ｔ ｉｏｎａ ｌＦｅｄ ｅｒａ 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ＴＦＧ ) ； 2 0 0 7 年 , 埃塞反政府武装分子袭击索马 里州 东部 的石油设施 ,
造

成包括 9 名 中国 技术人员在内 的 7 4 人死亡 ；

2 0 0 8 年来 , 索马里海盗活动

猖獗 , 多次劫 持大型 国 际油轮 和商贸 船 只 ；

2 0 0 8 年 6 月 , 厄立特里亚

( 以下简称
“

厄 特
”

) 与吉布提在边境地区发生 冲突 ； 2 0 0 8 年年底 , 中 国

海军派出三艘军舰进入索马里附近海域 , 加入各国打击海盗的行动 ；
2 0 0 9

年 1 月 , 在 占领摩加迪沙两年多后 , 埃塞军队撤出索马里全境 , 原伊斯兰

法院联盟首领沙里夫 ？ 艾哈曼德 ( Ｓｈａｒｉ ｆＡｈｍ ｅｄ ) 被位于吉布提的议会选

为总统 , 着手恢复国 内秩序 。 但是种种迹象表明 , 非洲之角各 国国 内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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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国际关系极其脆弱 , 地区安全局势不容乐观 。

在 已有的对非洲之角地 区安全 的研究 中 , 埃 塞与厄特的边 境争端 、

3 5

各 国国 内 的 和跨境的 民族矛盾 、 外国武装干预和航海安全等问题受到 的关

注最多 。

② 总 的说来 , 这些研究在考察非洲之角 地区安全 的个案方 面均有

着较为独到 的见解 ,
为人们认识非洲之角 国际关系 的基本格局提供 了有益

的参考 。 但是 , 国 际媒体和学术界经常忽视这样
一种事实 ： 非洲 之角 地区

安全中最主要的矛盾是埃塞与厄特在边境地区 的领土争议 , 而该地区安全

和稳定的实现 , 也离不开埃 、 厄两国边境问题的最终解决 。

－

埃厄边境争端的由来

1 9 9 3 年 , 厄特从埃塞分离 出 去 , 成为后殖 民 时代非洲 国家一分为二

的唯一事件 。 但是 , 在历史时期 , 这两个国家的文明发展却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 。

公元 1 世纪 , 位于埃塞北部高原地区 的阿克苏姆文明开始发展起来 ,

并在之后的几个世纪达到鼎盛 。 阿克苏姆帝国 的势力 范围不仅包括 当时的

厄特 ( 阿杜利斯是 当时最为重要 的港 口 ) , 更延伸到阿拉伯半岛南部地区 ,

红海贸易完全落人阿克苏姆帝国 的控制之下 。 公元 7 世纪 , 伊斯兰教在阿

拉伯半岛 发展起来 , 将阿克苏姆势力排挤 到曼德海峡 的 西岸 。
8 世纪 中

叶 , 虽然阿克苏姆帝国与埃及和地中海世界的贸 易关系依然存在 , 但是它

已经丧失了红海地区 的制海权 》
？

阿克苏姆文明逐渐衰落后 , 埃塞封建王朝的皇帝们开始向 国家南部地

区扩展 自 己 的势力范围 , 逐渐将阿姆哈拉人 、 奥罗莫人以及多个人数较少

①ＪｏｎＡｂｂ ｉｎ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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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Ｎｏ ．  3 , Ｓｅｐ
ｔ ｅｍ ｂｅ ｒ 2 0 0 3

； 延 飞 ： 《 埃塞

与厄特冲突 的根源——埃塞厄特联邦 始末 》 , 载 《西 亚非洲 》 2 0 0 8 年第 9 期 ； 丁隆 ： 《索 马里冲

突的根源与解决途径探析 》 , 载 《西亚非洲 》 2 0 0 7 年第 3 期 。

② 丁隆 ： 《索马里 冲突 的根源与解决途 径探 析 》
, 载 《西亚非 洲 》 2 0 0 7 年第 3 期 ； 孙德 刚 ：

《 先发制人战略与埃塞在索马里的军事行动 》
,
载 《西亚非洲 》 2 0 0 7 年第 4 期 ； 张湘东 ：

《埃 塞境

内 的索马里族问题 》 , 载 《西亚非洲 》 2 0 0 8 年第 1 期 。

③Ｐａ ｕ ｌＢ ． Ｈ ｅｎｚｅ , Ｌａｙ ｅｒｓ ｏｆＴｉｍｅ ：Ａ Ｈｉｓ ｔ ｏｒｙ ｏｆ
Ｅ ｔｈ ｉｏｐ ｉａ 

？Ｌｏｎｄｏｎ ：Ｈｕｒｓ ｔ＆－Ｃ ｏｍｐａｎ 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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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





埃厄边境争端与非洲之角 的地 区安全 1
5 9

的南方族群并人到 国家体制之内 。 与此同 时 , 厄特和索马里等沿海地区 的

穆斯林人 口急剧增加 , 素丹 国的势力 日益强大起来 。 为了凿通从提格雷 的

南部地 区通到马萨瓦 ( Ｍａｓ ｓａｗ ａ ) 和泽拉 ( Ｚ ｅ ｉｌａ ) 的商路 , 埃塞的封建王

朝多次北伐 , 力 图控制马萨瓦和达赫拉克 ( Ｄａｈ ｌａ ｋ ) 等重要 战略据点 。

不过 , 自从穆斯林势力进人非洲之角 后 , 埃塞在厄特
——

尤其是厄特

沿海地 区
——的影响力就在不断下降 。 在意大利进入非洲之角 之前 ,

厄特

曾 先后处于奥斯曼帝国和埃及的控制之下 。

？

1 8 8 9 年 , 在殖 民瓜分 的 大潮 中 , 厄特沦为意大利的 殖民地 。 在意大

利统治时期 , 厄特的政治、 教育和经济得到 了较快 的发展 , 民族认同感 曰

渐增强 。 虽然二战后联合国将厄特和埃塞组成联邦 国家 , 但是厄方仍旧保

持了 较大的独立性 。 1 9 6 2 年 , 海尔 ？ 塞拉西皇帝未经联合 国 同 意 , 将厄

特划为埃塞的第 1 4 个省 , 这令厄特人倍感失望 , 他们开始拿起武器 , 争

取民族解放和独立 。
1 9 7 4 年 , 海 尔 ？ 塞拉西在政变 中被迫下 台 , 门格斯

图领导的德格集团
？继承了皇帝对厄特武力镇压的政策 , 激起 了北方提格

雷高原地 区和厄特地区地方 民族主义者的强烈不满 。

经过多年斗争 ,
1 9 9 1 年 , 在提格雷人 民解放阵线和厄特人 民解放阵

线的领导下 , 反德格集 团势力成功地将 门格斯图赶下台 , 埃塞成 了联邦民

主共和国 , 厄特也于 1 9 9 3 年举行全民公决 , 实现最终独立 。

然而 , 独立后 , 昔 日 同舟共济 的战友却在边境问题上产生了重大的争

议 。 在边境地 区 , 农牧民有关牧地和耕地 的争执往往发展成严重的械斗 。

随着 民间 冲突 的增多 , 两 国政府对边境地区 的领土要求也越来越 明确 。

主要存在争议的有以下几块地 区 ： 巴德梅 ( Ｂａｄｍｅ ) 及其周边 , 西部

的胡米拉 ( Ｈｕｍ ｅ ｒａ ) 地 区 , 阿迪格 拉特 ( Ａｄｉ

ｇｒａ ｔ ) 以 北 的特索 罗 那

( Ｔ ｓｏ ｒｏｎａ ) 和扎勒姆 比沙 ( Ｚａ ｌｅｍｂ ｅｓｓ ａ ) , 阿尔帖那 ( Ａ ｌ ｔ ｉ ｅｎａ ) 和伊罗 布

① 2 0 世 纪 8 0 年代 之前 , 奥斯曼帝国 和埃及先后控制 红海周边 的大部分地 区 , 埃塞 的势力

受 到极大的挤压 。

② 在吉兹语 ( Ｇｅ

’

ｅ ｚ ) 中 , 德格 ( Ｄｅｒｇｕｅ 或 Ｄｅ ｒｇ ) 的意思就 是集 团 , 它的全 称是
“

武 装力

量 、 警察与陆军协调委员会
”

( Ｃｏｏｒｄ ｉｎａ ｔ ｉｎｇ

Ｃｏｍｍ ｉ

ｔｔｅ ｅｏ ｆ ｔｈ ｅＡｒｍｅｄｆｏｒｃｅ ｓ ．Ｐｏ ｌｉｃｅ ａｎｄＴ 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 ｌ

Ａｒｍｙ ) 。 在 1 9 7 4 年海尔 ？ 塞拉西一世被废后 , 德格集 团执 掌埃塞 国家政权 , 其领导人为 门 格斯

图 ？ 海尔 ？ 马里亚姆 ( Ｍｅｎｇ ｉｓｔｕＨａ ｉ
ｌｅ Ｍ ａｒｉａｍ ) 。 1 9 8 7 年 , 埃 塞人 民民 主共 和 国 ( Ｐｅｏｐ ｌｅ

’

ｓＤｅｒａ－

ｏｃ ｒａｔ ｉｃ Ｒｅｐｕｂ ｌ ｉｃｏ ｆ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
,
ＰＤＲＥ ) 成立 , 从名义上结束 了 军政府 的统治 , 伹事实上 , 德格集 团

的重要成员仍然把持着 政府要 职 , 门 格斯 图成 为 新政府 的总统 。 该集 团的最初成 员大约 有 1 2 0

人 , 之后在 内部斗争 中有人被害 ,
且一直没有新成员 加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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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 ｒｏ ｂ ) , 阿法尔桂地 的 巴 达 ( Ｂａｄａ ) 以 及布雷 ( Ｂｕｒ ｅ ) 。 厄特 方面强调 ,

意大利统治时期 的边境应该作为与埃塞边境划分 的依据 , 1 9 5 2
—

1 9 9 1 年

埃塞对厄特的统治与殖民统治无异 , 海尔 ？ 塞拉西统治时期和德格统治时

期的行政区划没有合法依据 。

更为复杂的 问题是 , 以往条约 中约定的定界地点 , 并没有通过勘界工

作而得 以确定 。 在反抗德格集团统治的过程中 , 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和厄

特人民解放阵线就埃厄边境曾经有过争议 , 但是当时两大反抗势力 的主要

目标是推翻德格集团 的统治 , 认为边境问 题可 以在斗争胜利后再行探讨 。

独立后 , 为了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 , 埃厄两国在边境地区 屯 以重兵 , 寸土

必争 , 冲 突随时可能发生 。

二 1 9 9 8
—

2 0 0 0 年埃厄边境战争及阿尔及尔协议

埃厄两国分离后 , 虽然两国就边境划分 的磋商
一

直在进行 , 但是厄特

方面对于谈判成 功 的可 能性却 非 常怀疑 , 认为埃塞方 面不 可能作 出 让

步 。

？ 1 9 9 8 年 5 月 1 2 日 , 厄特 的重装部 队 占领 了 巴德梅及 其周边地 区 ,

和平谈判 中断 , 两国开始 了长达两年的边境战争 。

战争爆发后 , 埃塞利用 国 内 民众的反厄情绪 , 清除在政府重要部门供

职和参加埃塞选举投票 的厄特人 , 把那些在运输 、 交通 、 教育 、 使馆 、 非

政府组织和联合 国有关机构工作的厄特籍人员大批地遣返 回 国 。 在这些被

遣返的人员 中 , 有些人 的父母分别来 自 埃塞和厄特 , 甚至他们 的配偶也是

埃塞人 , 有了 自 己 的孩子 , 他们对埃塞的认 同远远超过对厄特 的认 同 。 但

是 , 在政府排斥厄特人的过程 中 , 他们不得不
“

回到
”一个他们完全陌生

的 国家重新开始生活 。 而在厄特 , 由 于转 口贸易 的生意 已经大量地迁往吉

布提 , 许多埃塞人失去 了工 作 , 也纷纷返 回祖 国 。 1 9 9 9 年年初 , 在 国 际

红十字组织的帮助下 ,
2 2 0 0 0 名 长期在厄特工作的埃塞人 回到埃塞 。

在埃厄边境战争的过程中 , 埃塞和厄特两国 的国家民族主义得到 了较

① 就在 1 9 9 8 年 5 月 8 日联合边境委 员会会议 召开之 前 , 埃塞提 格雷地 区教育 局公布 的一

份地 图 中 将有 争议的地 区划入 提格雷 州的版图 。 加 上此前埃塞新版货 币上 同样 的做 法 , 尼特人越

来越 相信梅莱斯政权将 延续专 制时代 的扩 张主义政 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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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发展 , 在
一

定程度上增进了 国家的团结 。 在人力和财力方面 , 埃塞各

州积极支持政府为 了维护国家领土完整而进行的 战争 。 越来越多的埃塞人

将厄特的进攻看作是意大利殖 民主义侵略的延续 。

？ 他们认为 , 二 战后海

尔 ？ 塞拉西将厄特纳人埃塞的版图 , 有助于防止外部势力借此进攻或是控

制埃塞 。 从这个层面上说 , 埃塞在此次战争中得到 的国 内 支持显然要比厄

特方面多 。

边境战争使交战双方损失惨重 , 埃塞虽 然在军事上取得了 较大的胜

利 , 但是双方最终还是坐到了谈判桌前 。
2 0 0 0 年 1 2 月 , 埃塞总理梅莱斯

和厄特总统伊萨 亚斯在 阿尔 及尔 签订和平协议 , 由 独 立 的边 境委 员会

(
Ｅｒｉ ｔｒｅａ

－Ｅｔｈ ｉｏ ｐｉ ａ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Ｃｏｍｍ ｉ ｓｓ ｉｏｎ ,ＥＥＢＣ ) 裁定两国边境 。

2 0 0 3 年 , 边境委员会宣布其最终的裁决意见 , 认为 巴德梅是厄特的

领土 。 结果公布后 , 埃方声称
“

原则上
”

同意这
一

决定 , 但是却迟迟不愿

进行实地勘界工作 。 2 0 0 3 年 1 月 2 4 日 , 埃塞 向边境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备

忘录 , 概述 了其关于标界程序的意见 ,
指出 标界时必须对当地各种实际情

况进行研究 , 考虑到人文地理和 自 然地理的情况 , 并对边境委员会 的标界

指南做 出
一定的调整 , 声称这是为 了解决国界将村庄分为两部分或切断道

路的 问题。 而厄特则认为 , 双方应该严格执行边境委员会于 2 0 0 2 年 4 月

1 3 日 作出 的有关划定边境线的决定 , 不应作 出任何调整 。 由 于实际标界

工作迟迟未得进行 , 厄方指责埃塞继续以武力 占领厄特领土 , 违反了 国际

法和 《阿尔及尔协议 》
； 而埃方则宣称 , 厄特 占领 了 临时安全区 , 并对联

合 国埃厄特派团 的行动设置了许多的限制 , 违反了 《停止敌对行动协议 》 。

2 0 0 8 年 7 月 3 0 日 ,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 , 特派团 撤离维和地 区 , 将边

境 问题 留给两国 自 行解决 。

三 埃厄边境争端的深层原因和前景

从地缘政治的 角度来看 ,
埃塞与厄特在边境地区 的争斗反映了埃塞企

图称霸非洲之角 和厄特反抗地区霸权 的矛盾 。

埃塞
一

直有着较强的
“

地区大国
”

情结 , 对阿克苏姆帝国 的繁荣颇为

① 意大利殖民者两次侵略埃塞的战争都是从厄特地区发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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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 , 并由 于基督教的较早传人而引 以为豪 。 厄特独立后 , 埃塞失去了有

主权 的出海 口
, 成为 名副 其实的 内陆 国家 。 在边境冲突 中 , 埃塞还没有适

应厄特 由
一个

“

地方省份
”

到
“

主权国家
”

的转变 , 强硬派并不愿意接受

边境委员会 的决定 , 甚至认为厄特的 独立本就是对埃塞领土主权 的侵犯 ,

放弃巴德梅将引 来国 内对埃革阵政权的更大不满 。 不仅如此 , 反对厄特独

立的埃塞人甚至想要重新夺 回阿萨布港 口 。

一

位埃塞穆斯林在接受采访时

说 ：

“

人们想要的是阿萨布而不是 巴德梅 。 埃塞在战争中没有拿下阿萨布 ,

人们非常生气 。 埃塞人将迫使政府 占领 巴德梅 , 但是他们真正想要的是阿

萨布和 出海 口
。

”
？

为了实现其称 霸非洲之角 的 目 的 , 埃塞将边境争端作为孤立厄特的
一

种手段 。 由 于 国 力对 比的悬殊 , 厄特在与埃塞 的对峙中浪费 了发展经济的

时间和人 力 。
2 0 0 4 年年底 , 埃塞 在距临 时安 全 区 ( Ｔ ｅｍｐｏ ｒａｒｙＳｅｃ ｕｒｉ ｔｙ

Ｚｏｎ ｅ
,ＴＳＺ ) 2 5 公里至 4 5 公里的西部边境进行武装调动 , 引 来厄特 的强

烈反应 。 厄方在边境地区部署 了多达 3 2 万人 的常备军和预备役部队 , 全

国上下 1 7 到 6 5 岁 的成年人都有义务服兵役 , 庞大的军费开支使厄特被

动地落入穷兵黩武的困境之中 。

此外 , 埃塞巧妙地利用 了美国布什政府全球反恐的契机 , 在非洲之角

支持美国 打击伊斯兰原教 旨主义的行动 , 从而赢得了巨大 的军事和经济援

助 ； 而积贫积弱的厄特则 只能通过海外移民的捐助和个别政府 的少量馈赠

维持边境驻军的需要 。

？ 对于在非洲之角 有战略利益的 地区 外大国 而言 ,

战乱频仍 的索马里 、 积贫积弱 的厄特和 国小力微的吉布提都不具备足够 的

地区影响力 , 没有能力维护大 国在该地区 的利益 , 因而支持埃塞成 了最方

便的战略选择 。

在 目 前 的情况下 , 埃塞与厄特在边境地区再次发生大规模 冲突 的可能

性不大 。 埃塞方面认为 , 只要保持现在的对峙状态 , 厄特 的经济就会被拖

垮 , 而在 目 前的局势下 , 美国 出于地区安全的考虑 , 还将依赖埃塞俄比亚

①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 ｉ ｏｎａ ｌＣｒ ｉ ｓ ｉ ｓＧ ｒｏｕｐ ,
“

Ｅｔｈ ｉｏｐ ｉ ａａｎｄＥｒ ｉ ｔ ｒｅａ ：Ｗ ａ ｒ ｏ ｒＰｅａ ｃｅ ？

”

, ＩＣＧＡｆｒｉｃａ Ｒ ｅｐｏ ｒｔ

Ｎｏ
,  6 8 ,

Ｓｅｐ ｔｅｍｂ ｅｒ 2 4
, 2 0 0 3 ？

② 截至 2 0 0 5 年 7 月 , 厄特的总人 口 为 4 4 0 万人 , 而 2 0 0 8 年埃塞的人 口 总数为 已 经 达 到

8 4 5 0 万人 , 是非洲的第二人 口大国 。

③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 ｉ ｏｎａ ｌＣ ｒ ｉ ｓ ｉ ｓＧ ｒｏｕ ｐ , 
＂

Ｅ ｔ ｈ ｉｏｐ ｉ ａａｎｄ Ｅ ｒ ｉ ｔ ｒｅａ ：Ｐ ｒｅｖｅｎｔ ｉｎｇ
Ｗ ａ ｒ

＂

？ＩＣＧＡ ｆｒ ｉｃ ａＲ ｅｐｏｒ ｔ

Ｎｏ ． 1 0 1 , 2 2 Ｄ ｅ ｃｅｍｂ ｅｒ 2 0 0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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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索马里的伊斯兰原教 旨 主义势力 , 因而会继续提供各方面的支持 。 在

厄特方面 , 伊萨亚斯对国 际社会推动边境委员会的决议仍 旧心存希望 , 认

为美 国对梅莱斯政权 的支持是不彻底的 , 埃塞国 内政治的变动和奥巴马上

台后美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会给厄特的 战略格 局带来机遇 。

？

四 埃厄边境争端对非洲之角地区安全的影响

埃塞与厄特的边境冲突是非洲之角 地区安全 中最为关键的矛盾 , 冲突

的发展既与两 国国 内政治 的走向相互影响 , 又左右着非洲之角地区安全局

势的演变 。

1 ． 边境争端对埃厄两国国内政治发展的影响

1 9 9 3
年独立之时 , 厄特临时政府 ( Ｐ ｒｏ ｖｉｓ ｉｏｎａ 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 ｔｏｆＥｒｉ ｔｒｅ

－

ａ ,ＰＧＥ ) 宣布将在 四年 内通 过宪法 、 政党 法和新 闻 法 , 选 出 宪制政府 。

之后 , 国民议会的议员前往全国各地 ,
有些人还到海外厄特人社区 , 讲解

宪治方案 ,
听取他们 的意见 。

1 9 9 7 年 , 宪法最终得 以宣布 。 但是 , 随着

边境局势的紧张 , 反埃塞俄 比亚的宣传 战成 了 国家媒体报道 的主要 内容 ,

宪法始终没有得 以执行 。 在执政党人 民 民主与正义 阵线 ( Ｐｅｏｐ ｌｅ

＇

ｓＦｒｏ ｎｔ

ｆｏ ｒＤｅｍｏ ｃｒ ａｃｙａｎｄＪｕ ｓｔ ｉｃ ｅ
,
ＰＦＤＪ , 其前身为厄特人民解放阵线 ) 的策划

下 , 国 民议会 ( Ｎ ａｔ ｉｏ ｎａ ｌＡ ｓｓ ｅｍｂ ｌ ｙ ) 成为 临时立法机构 , 但是大选却 因

边境战争的爆发而无限期地推迟 。

而埃塞方面 , 从 1 9 9 5 年
一直到埃厄边境战争结束 , 国 内政治发展 比

较稳定 。 埃塞联邦 民主共和国建立后 , 普通 民众期待国家 的复兴和繁荣 ,

对推翻德格集团专政统治 的埃塞俄 比亚人 民革命 民主阵线政府 比较认可 。

这为政府政策的顺利施行提供 了重要 的条件 。 虽然有些族群对政府民族政

策的意见仍 旧很大 , 但是 , 这种不满 往往是在埃 塞国 家框架 内 的政治诉

求 , 民族分裂主义的倾向并不强 。 厄特的独立曾使很多埃塞 民众对政府当

局的不满增多 , 而当厄特挑起边境争端以后 , 这种不满转变成了 反对厄特

①Ｉｎｔｅ ｒｎ ｔ
ｉｏｎａｌＣ ｒ ｉｓｉ ｓＧｒｏｕｐ

,
“

Ｂｅｙｏｎｄｔｈ ｅＦｒａｇ ｉ ｌｅ Ｐｅ ａｃｅ ｂ ｅｔｗｅｅ ｎＥｔｈ
ｉ
ｏｐ ｉ ａａｎｄＥｒ

ｉ
ｔ ｒｅａ ：Ａ

－

ｖｅ ｒｔ
ｉ
ｎｇＮｅｗＷ ａｒ

＂

,
 ＩＣＧＡｆｒｉｃａＲｅｐｏ ｒｔ Ｎｏ ． 1 4 1

, 1 7Ｊ ｕｎｅ ,
 2 0 0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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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的 国家民族主义 , 埃塞俄比亚人 民革命民主阵线在边境战争中 的表现

“

为它赢得了更多的支持者 , 增强 了其政权 的合法性 。

2 ． 埃厄边境争端对索马里政治局势的影响

埃厄边境争端不仅影响到当事国 国 内政治发展 的进程 , 同时也制约着

非洲 之角 重要地区安全事件 的演变 , 其中索马里在重建国 内政治秩序方面

受到 的影响尤其明显 。

？

2 0 0 6 年 6 月 , 伊斯兰法院联盟攻 陷索 马里首都摩 加迪 沙 , 并试图在

全 国范围内 推行 沙里亚法 ( Ｓｈａ ｒ ｉ ａ Ｌａｗ ) , 重建索 马 里 国 内 的政 治秩序 。

索马里在经过了 1 5 年的战乱后 , 开始 出现 和平和发展 的迹象 。 在这种情

况下 , 埃塞和美国担心索马里会 因此成为伊斯兰原教 旨主义的温床 , 于是

联合起来力挺并不受大 多数索马里人认可的 过渡政府 。 2 0 0 6 年年 底 , 在

美 国的支持下 , 埃塞通过武装干预 , 将伊斯兰法 院联盟赶出 了摩加迪沙 ,

从而引来长达两年多的反对埃塞 占领的 战争 。 出于牵制埃塞和支持弱小 国

家反抗外来侵略的考虑 , 厄特曾 派 出 2 0 0 0 多名 全副武装 的军事人员 参与

摩加迪沙北部的 战斗 。

？ 埃塞和厄特的介人使得索马里 的政治乱局更加复

杂 , 也为地 区外大国 的干预提供 了条件 。

这种情况不利于索马里过渡政府政权合法性的建立 。 美国和埃塞支持

的过渡政府在摩加迪 沙遭 到 了 当地最有势力 的 哈维伊 ( Ｈａｗ ｉｙｅ ) 族群的

反抗 , 伊斯兰法院联盟的残余势力也给 占领军带来 了巨大的人员伤亡 。 而

为 了 围剿反抗势力 , 埃塞占 领军和过渡政府的部队在行动 中经常造成严重

的平 民伤亡 , 遭到索马 里国 内和 国际社会的强烈批评 。

？

过渡联邦政府 、 伊斯兰法院联盟和族群武装 中的 温和派逐渐意识到 ,

仅仅依靠外 国的支持不足以建立稳固的权力基础 , 只有通过各方参加的 和

谈才能建立起既为 国 内各方认同 , 又为 国际社会接受的政治国家 。 而在索

马里支持
“

代理人战争
”

的埃塞和厄特 , 也在支持或反对索马里境内 的宗

①Ｊｏｎａ ｔ ｈａｎＥｗ ｉ
ｎ
ｇ ？Ｅｔ ｈ ｉ ｏｐ ｉａ ａｎｄＥｒｉ ｔ ｒｅａ ｉｎＴｕ ｒｍｏ ｉｌ

？Ｉ ｍｐ ｌ ｉ ｃａ ｔｉ ｏ ｎ ｓ
ｆｏ ｒＰｅａｃ ｅａｎｄＳｅ ｃｕｒ ｉｔｙ

ｉｎ ａＴｒｏｕｂ ｌｅｄ Ｒｅｇｉ ｏｎ , Ｉｎｓ ｔｉ
ｔ ｕ ｔｅ ｆｏｒＳｅｃ ｕ ｒ ｉ ｔ ｙＳ

ｔ ｕｄ ｉｅ ｓＣｅｎｔ ｅ ｒ , 1 Ｄｅｃ ｅｍｂｅ ｒ ,  2 0 0 8 ．

②
“

Ｅｒ ｉ
ｔ ｒｅ ａ ：Ｓ ｔｉ

ｌ ｌｉ
ｎｔｈｅ Ｒｅｇ ｉｏｎａ ｌＧａｍ ｅ

, ,

,
ｈｔ ｔｐ ：／ ／ｗｗｗ

．

ｅ ｒｉ
ｔ ｒｅａｄａ ｉ

ｌ

ｙ
．ｎｅ ｔ／Ｎｅｗｓ 0 1 0 7 ／ ａ ｒｔｉ ｃｌｅ

0 2 0 7 2 2 1 ．ｈｔｍ
,
Ａｐｒ ｉ

ｌ1 8 , 2 0 0 9 ．

③
“

Ｅ ｔｈ ｉ
ｏｐ ｉａｎＦｏ ｒｃｅｓＫ ｉ ｌ ｌＳｏｍａ ｌ ｉＣ ｉ ｖ ｉ ｌ ｉａｎｓ , Ｗ ｉ

ｔｎ ｅｓｓ ｅｓＳａｙ

”

, ｈｔ ｔ
ｐ ；／／ ｅｄ ｉ ｔｉｏｎ , ｃｎｎ ． ｃ ｏｍ／

2 Ｑ 0 8 ／ＷＯＲＬＤ／ ａｆ ｒ ｉ
ｃ ａ／ 0 8 ／ 1 6 ／ ｓｏｍ ａｌ

ｉ
ａ ． ｓ ｈｏｏ

ｔｉ
ｎ ｇｓ／ ｉ

ｎｄｅ ｘ , ｈｔｍｌ
,  2 1Ａｐ ｒ ｉ ｌ

, 2 0 0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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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原教 旨主义方面有所顾虑 , 担心因此激起国 内宗教矛盾的激化 , 从而引

火烧身 。 由 于基督教的较早传人和伊斯兰教诞生后的广泛传播 , 非洲之角

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重要交汇地带 , 埃塞和厄特两国基督徒和穆斯林人

口 比例 比较接近 , 当政者对任何一种宗教的偏袓都可能激起另一宗教教徒

们的强烈反抗 。

2 0 0 9 年 1 月 3 1 日 , 伊斯 兰法 院联 盟前领导人 沙里 夫 ？ 艾 哈迈德

( Ｓｈａｒｉ ｆＡｈｍ ｅｄ ) 当选临时政府总统 , 索马里 国 内政治秩序的 重建取得突

破性进展 , 也为地 区安全 的恢复带来 了希望 。 但是 , 激进 的政治派别 如
“

青年党
”

( Ａ ｌ

－

Ｓｈａｂａｂ ) 、 伊斯兰联盟 ( Ａ ｌ

－

Ｉ ｔｔ ｉｈａｄＡ ｌ

－

Ｉｓｌａｍ ｉｙａ ) 以及 哈维

伊家族中 的传统势力则认为艾哈迈德背弃 了建立泛索马里 国家的理想 。 他

们转而通过游击战和暗杀行动反抗沙里夫 ？ 艾 哈迈德领导 的临 时政府 。

？

在埃塞和厄特边境争端未得最终解决 、 索马里国 内政治派别仍 旧坚持

不同 的奋斗 目标的情况下 , 索马里国内政治秩序的重建必将经过长期的 曲

折和反复 。

3 ． 次生灾害 ： 东非航海安全

1 9 9 1 年西亚德 ． 巴雷倒 台后 , 索马里迟 迟没有 建立起稳定 的 政府 ,

也没有统
一的海上巡査力量 , 这为生活在索马

＿

’

里海岸地区 的 冒 险者提供 了

从事海上劫掠活动 的机会 。 据 国际商贸协会的下属机构国 际海事局 ( ＩＣＣ

Ｉｎｔ ｅ 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Ｍａｒｉ ｔ ｉｍ ｅＢｕ ｒｅａｕ ) 研究 , 自
2 0 0 4 年 以来 , 索马里 和亚丁湾

沿海海盗活动的次数每年几乎成倍增长 , 到 9 月 2 5 日 ,
2 0 0 8 年该海域 的

海盗劫掠次数 已经超过 6 0 次 。

？

面对海盗活动 的威胁 , 索马里当局积极邀请国 际社会伸出援手 , 多个

国家和地区组织加入了打击海盗的联合行动 。

？
 2 0 0 9 年来 ,

亚丁湾和东非

①
＂

Ｓｏｍａ ｌ
ｉ
ａ

： Ｉｓ ｌａｍ ｉｃＣｏｕｒ ｔｓＵｎ ｉｏｎＳ ａｙＡｌ
－

Ｓｈａ ｂａ ｄ ｉ ｓＢｅｈｉｎｄｔｈｅＡｓｓａ ｓｓ ｉｎａ ｔ
ｉ
ｏｎ ｓ

”

, ｈ
ｔ
ｔ
ｐ ：／ ／

ａ ｌｌａ ｆｒ ｉｃａ ．ｃｏｍ／ ｓ ｔｏ ｒｉ ｅｓ ／ 2 0 0 9 0 4 1 7 0 6 2 3
, ｈｔｍｌ , Ａｐ ｒｉ ｌ1 7

,
2 0 0 9

．

②ＩＣＣＩｎｔｅ 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 ｌＭａ ｒ ｉ
ｔ

ｉｍ ｅＢ ｕ ｒｅａｕ , Ｐ ｉ ｒａｃｙ 
ａｎｄＡｒｍｅｄＲｏｂｂｅ ｒｙａｇａｉｎｓｔＳｈ ｉｐｓ ？Ｒｅｐｏｒ ｔ

ｆｏ ｒ ｔｈｅ Ｐｅ ｒｉｏｄ 1Ｊ ａｎｕａ ｒｙ 

—

 3 0 Ｊｕｎｅ 2 0 0 8 , Ｊ
ｕ ｌｙ 2 0 0 8 , Ｆ ｉｇｕｒ ｅｓｃｏ ｒｒ ｅｃｔ ａｓａ ｔ  2 5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 ｒ 2 0 0 8 ．

③Ｔｈ ｅＡｓｓ ｏｃ ｉａｔ ｅｄＰｒｅ ｓｓ
,

“
Ｓｏｍａ ｌ ｉａＡｓｋｓ ｆｏｒＨｅ ｌｐ

ｔｏＦｉｇｈ ｔＰｉ ｒａ ｃｙ
”

,
ａｖａ ｉ ｌａｂ ｌｅ ａ ｔｈｔｔ

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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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的海盗活动并没有减少 ,
1 

一

2 月 , 索 马里 附近海域的海盗袭击次数

只有 2 次 , 而 3 月 份 , 袭击 的次数则上升到 1 5 次 。

？

面对 日 益严重的海盗威胁 , 北约 国家 、 俄罗斯 、 美 国 、 印度和中 国等

地区 外大 国接受索马里过渡政府的邀请 , 派出军舰前往亚丁湾海域为各国

海运船只保驾护航 。 在由 2 0 名 美 国船员驾驶 的
“

阿拉 巴马号
＂

货船遭袭

后 , 美 国政府宣布支持 国际社会打击海盗 的行动 。 美 国新任 总统奥 巴马

说 ：

＂

我们决定遏止该地区 不断增多 的海盗活动
… …

我们必须将从事海盗

活动的人绳之以法 。

”？

虽然有地区外大 国 的帮助 , 索马里海盗劫掠 的事件却并 没有 明显减

少 。 正如美 国 国防部长罗 伯特 ？ 盖茨 ( Ｒｏ ｂｅ ｒｔＧａ ｔ ｅ ｓ ) 所说 , 解决索马里

海盗问题不能
“

单靠军事手段
”

, 在索马里没有稳 定政府 的条件下 , 亚丁

湾和东非海岸的海盗局势 只会恶化 。 军方已经建议美国政府帮助索马里过

渡政府训练武装人员 和海岸警卫队 ,

笔者认为 , 即使国 际社会帮助索马里过渡政府训练安全部队和海岸警

卫 队 , 海盗 问题仍 旧不能最终解决 。 埃塞和厄特仍旧是 当今索马里政治发

展中最为重要的 因素之一 , 他们与索马 里国 内对立的政治派别 的联系不会

因为地区外大国 的介人而停止 。 埃塞与厄特在边境地区的矛盾不仅在边境

地 区造成大量的难 民 , 更使非洲之 角地区 国际关系 中 出现了
“

敌人 的敌人

就是 自 己的朋友
”

这一怪相 , 严重损害到 民族国家的稳定和地区安全的实现 。

除了 以上所提到的地 区外 , 厄特还支持埃塞与 索马里边境地区的
“

泛

索马里
”

势力 , 以此对抗埃塞对厄特反政府势力 的 支持 。

五 结论

非洲之角地 区安全局势与该地区各国 国 内和跨 国 的民族 、 宗教 、 政治

①Ｍ ｉｋ ｅＭｏｕｎｔ
,

＂

ＡｓＰ ｉｒａ ｃｙ Ｓｕ ｒｇｅｓ ＊ＵＳＷａ ｒｎ ｓｏ ｆ Ｄａｎ ｇｅ ｒｓｏｆｆ Ｓｏｍａｌ
ｉ
Ｃｏａ ｓｔ

＂

,
ｈ ｔ ｔｐ ：／ ／ ｅｄ ｉ

－

ｔ
ｉ ｏｎ． ｃｎｎ． ｃ ｏｍ／ 2 0 0 9

／ＷＯＲＬＤ／ ａｆ ｒ ｉ ｃ ａ／ 0 4 ／ 0 7 ／ ｕ ｓ ．ｐ ｉｒａ ｔ ｅ ｓ／ ？ 7Ａ ｐｒｉ ｌ , 2 0 0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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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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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ｒ ａｃ ｙ
＂


, ｈｔ ｔ

ｐ ：／ ／ｗｗ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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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6 0 1 1 0 3 ＆． ｓ ｉ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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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 ｆｅ 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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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0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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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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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化问题有着 内 在的 因 果关 系 , 同时又受到世界战略格局 的影 响 。 不

过 , 在种种的危机中 , 埃塞和厄特 的边境争端是
“

牵
一

发而动全身
”

的主

要矛盾 。 这一矛盾不仅作用于埃塞 和厄特两 国 国 内 的 政治发展和外交政

策 , 更深刻地影响邻 国相关政治派别的实力对 比和关系变化 。 为 了牵制对

方 , 埃塞 、 厄特分别支持索马里 国内 敌对派别 , 极力避免让索马里政局落

入对手的控制之下 。 埃塞军 队撤离后 , 沙里夫 ？ 艾哈迈德领导的过渡联邦

政府能否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重建国 家机器 , 实现国 内和解 , 在很大程度

上受制 于敌对派别的实力对 比 。

笔者认为 , 解决非洲之角地 区安全中存在 的各种问题 ,
必须先解决埃

塞与厄特在边境地区存在的争议 , 结束两 国的对峙 , 停止在邻国发动
＂

代

理人战争
”

； 建立有效 的地 区安全协调机制 , 将地 区安全 的个案问 题放

到非洲之角这
一地区层面上来考虑 , 促进相关各方 ( 各 国政府 、 地方反抗

势力 、 不同族群 、 各宗教派别 ) 协调一致 , 为地区安全 的实现寻找 出路 。

( 责任编辑 ： 周玉潇 )

① 目 前 , 非洲之角最重要 的地 区组织有 政 府间 发展组织 ( Ｉｎｔｅｒｇｏ
ｖ
ｅｒｎｍ ｅｎｔａ ｌＡ ｕｔｈｏ ｒ ｉ ｔｙ ｏｎ

Ｄｅ ｖｅｌ ｏｐｍ ｅｎｔ
,
ＩＧＡＤ

) , 成员包括吉布提 、 索 马里 、 厄特 、 苏 丹 、 埃 塞 、 乌干 达 和肯 尼 亚各 国 ,

但是它在地区安全 中发挥 的作用 尚 小 , 2 0 0 7 年厄特退 出该组织后 , 使 得地 区和解 的努力更 加难

以奏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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