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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 要 】 2 0 世 纪 6 0 年 代 以 非 关 系 成 为 以 色 列 对 外政 策

的 重 要 内 容 。 以 色 列 对 以 非 关 系 的 重视 表 现在 政 治 、 经济 、 军 事

等各个 方 面 , 尤 其是 在军 事 援助 方 面 。 以 色 列 的 对 非军 事援 助是

由 其孤立 的 国 际地位 、 强 大 的 军 事 实 力 、 国 际 社会 在军 事援 助上

的 竞 争 以 及非 洲 新 兴 国 家 的 实 际 需 要来决 定 的 。 以 色 列 的 军事援

助 为 非 洲 巩 固 国 家独 立 与 发 展提供 了 帮 助 , 与 此 同 时 , 非 洲 国 家

也 给 予 以 色 列人 民 以 友谊 和支持 , 非 洲 国 家在 帮 助 以 色 列脱 离 国

际社会 的孤立 、 打破对 外僵局 、 甚 至促进 以 色 列 经 济方 面起 到 了

重 要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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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 0 世纪 6 0 年代以色列军事援非的原因

2 0 世纪 6 0 年代 , 以色列对非洲的外交政策有很大的调整 , 以 非关系

成为以色列对外关系的重要内容 。 作为中东地区 的强国 , 时常处于国际不

利形势下的 以色列清楚地认识到 , 非洲 国家对其摆脱孤立困境 , 获得更多

国际友谊和支持有着至关重要 的意义 。 以色列对非外交政策涵盖很多方面

的 内容 , 最 突出的表现是在军事方面 , 但是诚如所有的外交政策
一样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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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列对非洲的军事援助并非偶然 , 而是具有其特定的 时代背景和鲜 明的 目

的 。 就 以色列方面而言 , 孤立的国 际地位 、 强大的军事实力和 国际社会在

军事援助中的竞争是其军事援非的 重要原因 。

1 9 4 8 年 5 月 1 4 日 以色列的建 国 , 激起了 阿拉伯国 家的强烈反对 。 次

日凌晨 , 埃及 、 约旦 、 黎巴嫩 、 叙利亚和伊拉克五国即 向 以色列宣战 , 因

此这个犹太人 的 国家 自 建国开始就处于被阿拉伯国家包 围和仇视的孤立状

态 。
1 9 5 6 年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 , 以色列不仅遭 到 了 阿拉伯 国 家的强烈

反对 , 国际社会对埃及的遭遇也给予了声援和同情 , 越来越多的 国家对以

色列不满 。 以色列在中东和 国际社会的孤立地位 日 益扩大和加深 , 这对建

国才十来年 , 政治 、 经济 等各方面都还 比较薄 弱 的 以色列来说无 疑是不

利的 。

要 巩固 自 己在 国际上的地位 , 增强在与阿拉伯国家对抗中 的力量 , 以

色列必须出炉新的外交政策 , 以争取 国 际社会 的支持 , 在这种 国 际背景

下 , 以 色列将 目光投 向非洲 。 虽然非洲独立 的都是 中小 国家 , 但是它们数

量可观 , 在联合国议事程序和最后表决通过上 , 非洲 国家以数量 占上风 ,

其影响不可小觑 , 也正是因为如此 , 以色列重视发展与非洲 国家的关系 。

1 9 5 6 年到 1 9 6 5 年期间 , 时任 以色列外交部长 的果尔达 ？ 梅厄夫人提

出 了
“

以援助求友谊
”

的 外交政策 , 并先后五次出访非洲 , 与非阿拉伯国

家和非穆斯林国家 建立联系 , 争取它们 的 承认和支持 。 1 9 5 6 年 以色列跨

出 了对非外交关系史上 的第一步
——

与加纳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
2 0 世纪

6 0 年代 , 以 色列在非洲 的外交进人大丰收时期 , 其原因恰恰是 以色列加

大了对非洲的援助力度 ,
以色列与非洲 国家开展的合作建设项 目 得到 了非

洲新兴国家的普遍欢迎 。 以非外交关系在 6 0 年代末和 7 0 年代初达到 了顶

峰 , 到 1 9 6 7 年为止 以色列 已经与 4 1 个非洲 国家 中的 3 3 个建立 了外交关

系 。 在此期间 , 以 色列在 2 8 个 国家实施 了 6 7 个项 目 , 其中军事项 目是非

常重要 的 内容 。

以 色列的对非军事援助除了与 当时 的处境有关外 , 与其强大的军事实

力也是分不开的 。 从建 国到 2 0 世纪 6 0 年代 , 十多年大大小小 的战争造就

了以色列这个
“

军事强国
”

, 也大大刺激 了其军事工业和军品贸易 的发展 。

1 9 6 7 年 , 著名 的
＂

六 ？ 五
“

战争后 , 巨 大的军 品需求更是拉动 了 以色列

军工企业 的迅速发展 。 以色列军工企业制造和生产 的武器装备除满足本国

军队需求外 , 还向世界多个 国家出 口
。
不仅如此 , 以色列独特的军事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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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结构 以及精湛的军事培训也得到 了许多国家的认可 。

国际社会在军事援助上？的 竞争是刺激 以 色列对非军援 的又一重要 因

素 。 军事援助同其他援助面临 同样的 问题 , 那就是即使你不愿意 , 也会有

其他国家去提供援助 。 而对于非洲各 国来说 , 摆脱以前殖民 国家的重要途

径就是避免单一的援助渠道 , 实现外 国援助来源的 多样化 , 因此竞争是非

常激烈的 , 到 1 9 6 6 年对非洲实施援助的 国家超过 了 2 0 个 。 坦桑尼亚总统

尼雷尔在提到多元化的要求 时强调 ,

“

理想的状态是 , 我希望有
一个联邦

代表团训练我们的军队
…… 如果联邦或是较弱 的力量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

帮助我们 , 那么 我的责任就是保证我没有因为接受军事援助而将我的 国家

置于任何一个单一 的 强大的 国家之手 。 现在需要 的是保持
一些平衡 的 安

全……
” ？

, 多样化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与外部的关系 。

因此 以色列对非洲的军事援助在很大程度上面临 的问题是 , 如果 以色

列拒绝非洲的求援 , 那么阿拉伯国家就会进人 , 尤其是埃及 。 早期 以色列

援助加纳的空军和海军时 , 这种问题还不是很突 出 。 但是当 以色列将它的

重点转移到西非时 , 这种因 素就变得尤为突 出 。 每次 当被问起以色列为什

么要对这些国家实施军事援助时 , 他们 的反应就是 ： 如果我们不在这里 ,

那么就是纳赛尔在这里 , 而这是违背 以色列的利益的 。 以色列不愿 阿拉伯

世界对非洲产生影响 , 因为这是它重要 的利益范围 。

以色列在坦桑尼亚伞兵部队的训练计划之所 以失败也是因 为有其他国

家的介入 。 因为坦桑尼亚没有能力给训练员提供相应 的飞机 , 他们要求以

色列提供 , 但是以色列要求坦桑尼亚购买 。 协商的破裂使得西德介人 , 取

代拒绝与之合作的 以色列 , 为坦桑尼亚提供了飞机和武器装备 。

非洲新兴国 家迫切 的军事需求为 以色列军事援非提供 了 良好机会 。 从

5 0 年代到 1 9 6 7 年 ,
5 5 个非洲 国家有 4 1 个取得独立 , 独立后 的非洲国家

政治发展过程中
一个显著的特征 , 就是政权更迭频繁 、 军事政变频发 。

导

致非洲 国家政权脆弱和政局动荡的原因不仅有 民族沙文主义和非洲 国家内

部异质性的社会结构 , 还有殖 民化和前殖民宗主国 的影响 。 殖 民化在政治

上很大程度决定了新独立国家的政体模式 , 使得殖 民地国家独立之初几乎

全盘继承了外来 的 国家结构 、 治国方式及理论规范 ； 在经济上使得非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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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的经济秩序发生 了巨大 的改变 , 并导致了独立后的非洲 国家经济的畸形

结构 。 此外殖 民化对非洲 国家的社会 、 文化和心理等领域也存在普遍的影

晌 。
？ 所有这些原因造成的 政局动荡使得非洲新兴 国家领导人急 于建立 自

己精 良的军队来巩固政权 。 而对于 自 己并不具备军队建设能力的非洲 国家

来说 , 军事实力强大且又积极主动提供援助的 以色列无疑是很好 的外来援

助者 。

二 以色列对非洲的军事援助

2 0 世纪 6 0 年代 以色列发起了
一场对非洲 的积极援助活动 , 这场活动

主要有 三种形式 ： 农业上的技术帮助 、 商业合作 , 以及军事援助 。 在这三

种形式 中 , 军事以及半军事援助计划在非洲打下 了最为深刻的烙印

按照以色列 国 防部的组织和策划 , 军事援助可 以分为两个主要的类

别 。 首先是各形式 的直接军事援助 , 包括帮助非洲对陆军 、 海军 、 空军和

警察进行的常规训练 。 到 1 9 6 6 年 已经有 1 0 个非洲 国家接收了以色列各种

形式的直接军事援助 。 第二种类别是非常规部 队和年轻人 的准军事训练 。

这种准军事训练不管是在 以色列还是在非洲都获得了世界范围 内 的好评 。

以色列两个非常 出色 的 准军事组 织纳 哈尔 ( Ｎａｈａ ｌ ) 和加德 纳 ( Ｇａｄｎａ )

在喀麦隆 、 中非共和国 、 乍得 、 刚果 (金 ) 、 达荷美 、 加蓬 、 加纳 、 象牙

海岸 、 肯尼亚 、 利 比里 亚 、 马拉维 、 尼 日 尔 、 塞 内 加尔 、 坦桑尼 亚 、 多

哥 、 赞比亚和上沃尔特 1 7 个非洲 国家援助 了此项 目 。

除了 国防部在这两种军事援助类型上的直接控制和参与 , 其他 的援助

形式 , 如技术援助和商业援助也受到了军事机构的很大影响 , 因为这些部

门 的一些关键职位现在仍为前部队军官所掌控 。 以色列外交部 国际合作部

的首要 负责人雷米兹 ( Ａ ｈａｒｏ ｎＲ ｅｍｅｚ ) 就是前空军 司令 。 以 色列在非洲

的
一些最成功的外交官和私人公司 的代表也 曾是部队军官 。 因此正如 以色

① 张宏 明 ： 《多维视野 中 的非 洲政治发展 》 , 社会科学文 献 出 版社 2 0 0 7 年 版 , 第 1 6 4 —

1 6 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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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国 内军队的影响 已经延伸到军事领域以外 , 非洲援助中 同样如此 。

1 ． 直接的军事援助

由 于国内紧张局势 和分裂势力 的 威胁 , 加上 国 民 内部存 在的 潜在冲

突 , 非洲新兴 国家充分认识到 国家军队和安全力量 的必要性 。 非洲 国家之

所以钦佩 以色列军 队 , 并欣然接受 以色列军事援助 的
一个主要原因 , 根据

以色列外交部非洲部门前负责人摩什 ？ 莱塞姆 ( Ｍ ｏｓ ｈｅＬｅ ｓｈ ｅｍ ) 的说法 ,

是因为虽然以色列军队没有模仿别的 国家组成义务军 , 但是其 自 成
一

体的

军队模式更具有强大的战斗力 。

？

以色列之所以从军事上援助非洲 国家是 因为它意识到军队在未来非洲

政治中 的重要作用 。 从 以非援助项 目 启 动开始 , 以色列
一

个非常清晰的运

作原则 , 就是努力去帮助那些现有的权势人物或是潜在 的权势人物 , 不管

他们是在军事领域还是在非军事领域 。

？
以色列很早就开始训 练非洲 的 军

官 , 甚 至在有的 国家尚未取得独立前就已经开始 。

一

个有名 的例子就是瓦

鲁休 ？ 伊图特 ( Ｗａｍｈ
ｉｕＩ ｔｏｔ ｅ ) , 这位 肯尼亚茅茅运 动的前首领 , 大约在

肯尼亚独立前三年就秘密前往以色列受训 。 肯尼亚获得独立后伊 图特返 回

肯尼亚 , 成为肯尼亚军 队最早 的军官之
一

。
1 9 6 6 年他被指派为肯尼亚在

以色列受训 的青年人运动的总负责人助理 , 在这个职位上他与 以色列人的

接触是非常重要的 。 肯尼亚独立后不久 , 总统肯雅塔 ( Ｋｅｎｙ
ａ ｔ ｔａ ) 公开宣

布肯尼亚的第一批飞行员将在以色列接受秘密训练 。 尽管这些秘密在当时

对宣传 以色列没有多大 的价值 , 但是以色列人认识到 ,

一旦这些受训 的人

获得了政治上的声望 , 那么他们的 回 报也就会随之而来 。

以色列之所以热衷于军事援助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武装力量在政治中 曰

益提升 的重要性 。 军事援助能使以色列的外交官与 受援 国的高级领导保持

亲密的关系 , 而这些高级官员 往往与国家元首离得很近 。

刚果武装首领蒙博托从以色列受训归 国后两年就接管了刚果政府 。 以

色列人认为这个例子也充分地说明 了与非洲高级军事官员创造密切友好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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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是多么 的 明智可取 。

在东非 , 以色列对埃塞俄 比亚的军事援助规模仅次于美 国 。

？
 1 9 6 6 年

以色列在埃军事代表团 的成员 达到 了大约 1 0 0 人 ,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服务

于海军或空军部队 。 以色列最重要的任务之
一是训练边境巡逻突击队员 ,

训 练任务由 以色列警察担任 , 他们富有在边境战争中反击阿拉伯突击队的

经验 , 其结果是
“

埃塞俄 比亚军 队 1 9 6 5 年在边境与索马里 的作战 中取得

了令人难以置信 的成绩
”

。

②
．

继埃塞俄比亚之后 , 以色列在东非最大的援助国是乌干达 。 在以色列

扩大对坦桑尼亚和肯尼亚援助 的 同时 , 以色列开始训练乌干达 的空军飞行

员 。

③ 在坦桑尼亚和肯尼亚 , 常规的军事援助很大程度上转换为在纳哈尔

模式下对青年运动的训练 , 但是在乌干达 , 直接的援助达到 了最大限度 。

1 9 6 4 年 6 月 乌干达 内务部长奥纳玛 ( Ｆ． Ｋ ． Ｏｎａｍ ａ ) 对 以色列进行 了为期

9 天的访问 , 回 国后他宣布 , 乌干达要在以色列的 帮助下将其军队实力增

强三倍 , 并建立起
一

个谍报机构去査清哪些情报被泄露出 国 , 间谍人员 中

的核心人物将在以色列受训 。

？

以色列的秘密服务还涉及坦桑尼亚 、 赞 比亚 、 埃塞俄 比亚和肯尼亚 。

这可以解释 1 9 6 6 年 1 1 月 以色列是如何在赞 比亚最先发现所请 的
＂

铜桥
”

计划 , 这一发现使以色列得到 了国际社会的承认 , 尤其是赞 比亚总统卡翁

达 ( Ｋｅｎｎｅ ｔｈＫ ａｕｎｄ ａ ) 。

⑤

坦桑尼亚是 以色列在东非军事援助的 第三大受援国 。 据 1 9 6 4 年的 披

露 ,
1 2 0 名 坦桑尼亚军官和士兵圆满完成 了三个月 的伞兵课程 , 从而使坦

① 埃塞俄比 亚 接受 的美 国军 事援 助 多于 所 有其 他 非洲 国 家 的 总和 。Ｂｅ ｌｌ , ｏｐ
．ｃｉ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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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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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有关对这二国 的军事援 助 的报 告资 料 , 参 看 ＴｋｅＥａｓ ｔ Ａｆ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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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尼亚具备了第
一批伞兵警察 。

？两 国都对这一训练课程给予 了极大 的关

注 , 以色列总参谋长拉宾亲 自 参加了毕业典礼 。

除了上述这些直接的军事援助外 , 以色列对非洲实施的 准军事训练也

是其军事援助项 目 中的重要 内容 。

2 ． 非常规部队和年轻人的准军事训练

在 以色列对非洲 的援助 中 , 广为人知的是模仿纳哈尔和加德纳成立 的

准军事青年组织 。 纳哈尔 ( 青年战斗先锋 队 ) 是以色列军队将军事后备与

农业训练相结合的
一种独特形式 。 这个准军事组织的战士先接受基本的军

事训练 , 然后编成一个个排再被安排在屯垦地区进行为期
一年的农业实践

训练 , 目 标是使纳哈尔战士能适应农业劳动 , 并充分认识到 屯垦区 的军事

价值 。 加德纳则是 以色列国 防军的前身 , 是总参谋部和教育部共同成立的

准军事组织 , 专 门负责对全国 1 4
一

 1 8 岁 的 青少年进行基础军训 。 以 色列

教育部 明文规定 , 小学每周军事训练时间 2 小时 , 中学军事训练时间每周

4 小时 , 初级军事训练的 内 容有政治思想教育 、 队列 、 射击和地形等 。

非洲人最早了解这种组织 是在 1 9 5 9 年于 以色列 召开 的社会 主义青年

国 际联盟为期 6 周的研讨会上 。 研讨会以后 , 加德纳的一个代表团访问了

加纳 、 利比里亚和尼 日 利亚 。 从那以后 , 非洲很多领导人对 以色列这种颇

有特色的青年运动深感兴趣 , 几乎所有访问 以色列 的非洲高级官员 除了参

观国防部 , 都要参观纳哈尔和加德纳指挥部 , 很多时候这种参观导致 了军

事和准军事训练协议的达成 。

②

非洲领导人努力探索将职业训练与农业发展相结合的道路 , 他们面对

的 困难就是需要在青少年 中反复灌输手工劳动和农业劳动的积极意义 , 纳

哈尔和加德纳让他们认识到这 两种模式所具有的价值与非凡 的吸引力 。
他

们也认识到忠诚的青年 团体可 以平衡那些潜 在的 不忠诚的军 队和警察组

织 , 这也是 中非共和 国前总统大卫 ？ 达科迫切要求成立类似组织 的原 因

之一 。 坦桑尼亚 1 9 6 4 年和象牙海岸 1 9 6 3 年的经历进
一步显示了这种组织

在政治上潜在的重要性 。

①Ｔｈ ｅＥａｓ ｔＡｆｒｉ ｃａｎＳ
ｔ
ａｎｄａｒｄ , Ｄｅｃ ｅｍｂ ｅｒ 2 8 , 1

9 6 4 ．

② 以色列这种 协议 最早于 1 9 6 2 年 与象牙海 岸签署 ；Ｐｅ ｕｌｏ ｔ
Ｋｅ ｓｈ ｅｒＶｅｓｅ ｕｙａ

, Ｍ
ｉ
ｓｒａ ｄＨ ａｂ ｉ

－

ｔ ａ ｃｈｏｎ , Ｓｋｅ ｅｒ ａＭｉ ｓ ｐａｒ 1 3 ？Ａｐｒ ｉ ｉ

－

Ｊｕ ｎｅ 1 9 6 2 ？ｐ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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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青年组织有两项主要的社会和经济职能 ：

一是将那些待业的青年

安排在各种职业培训中心和教育中心 ；
二是建立新的农垦点 , 为待业青年

在象牙海岸 、 中非共和国 、 达荷美 、 坦桑尼亚和其他非洲国家设立各种中

心 。 中心包含的内容有美术 、 手工艺培训 , 还有
一

些职业教育 。

一些学校

的学生也在课后来到 中心 , 学习航空 、 船舶驾驶术 、 通讯和射击 。 这些都

是加德纳独有 的活动 。 各个国家千差万别的需要给以色列相关计划带来了

诸多问题
,
并要求它们作 出 调整 。 在象牙海岸 , 加德纳仅仅包括课程外的 ．

一些俱乐部 。 但是在多哥 , 几乎所有初 级中学 的教学大纲都包肯 了
一

条 ,

那就是一周要教授五小时的加德纳活动课程 , 这些教授的老师都在 以色列

接受过专 门 的训练 。

“

从小学到教育部 , 这些课程都备受追捧 , 每个人都

对这一从 以色列 引进 的活动充满了 兴趣 。

”？而另 一方面 , 退役士兵和 国 民

军开发的类似纳哈尔的农业点所开展的重要活动都没有成功 。

准军事组织的成立也极大地推动了非洲 国家农业 的发展 。 到 1 9 6 6 年 ,

也就是纳哈尔项 目 开始的第六年 , 非洲 已 经有很多示范和实验农场 。 就农

作物高产量而言 , 这些农场是很成功的 。 在坦桑尼亚 , 国 民军建立了八个

实验农场 。 每个农场都是 由 以色列人员 中 的核心人物来管理和领导 。

②

需要指出 的是 , 非洲政府接触以 色列 以获得援助并不完全是 自 发的 。

更多的时候 , 是以色列发现了非洲 国家 的需要 , 主动表达愿意提供帮助的

意愿 。 多次的谈判协商后 , 就会有一个官方的请求给予以 色列政府 。 在海

外援助 的政治活动 中有重要的一点 , 即援助国更愿意是被要求援助 , 而不

是主动提供援助 。

三 以色列军事援非的成效和影响

以色列对非洲 的军事援助遍及非洲大部分 国家 , 这不仅向非洲乃至世

界展示 了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战斗潜力 , 而且迎来了 2 0 世纪 6 0 年代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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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对非外交的春天 。 在与阿拉伯 国家的对抗中 , 非洲 国家更多地给予以色

列 以帮助和支持 。 即使在 1 9 6 7 年第三次中 东战争后 , 几乎所有非洲 国家

都与以色列断交的情况下 , 非 以之间在军事 、 商业等领域的私下合作不但

没有受到影响 , 还有扩大的趋势 。 非洲 国家是重实惠的 , 它们不愿意推开

以色列暗中伸来的热情之手 ； 而对 以色列来说 , 它重视 的是外交实质而不

是形式 , 因此秘密合作也是不错的 。

？军事援助使以 色列在非 洲 的 影响
一

直持续 到 2 0 世纪 8 0 年代 , 以色列恢复与非洲大多数 国家的外交关系后 ,

军事援助依然是其对非外交政策的 重要手段 。
1 9 8 1 年 以色列 国防部长沙

龙与扎伊尔总统蒙博托达成协议 ： 以色列向扎伊尔提供资金 、 武器并训练

军队 ,
扎伊尔在以色列复交和 国际社会中为它讲好话 。 之后以色列还用 自

己 的资金和武器装备蒙博托的总统师 , 从而使其统治地位得到 了进
一

步的

巩固 。
1 9 9 4 年以色列五名军事顾问 帮助刚果 ( 金 ) 共和 国总统利 苏 巴建

立 了一支忠于总统 的部 队 , 他们训练的
“

总统卫队
＂

在平定北方叛军的战

斗 中节节胜利 , 令利苏 巴欣喜万分 。 以色列对非洲 的军事援助扩大了 以在

非的影响 , 同时也对非洲新兴 国家军队的建设和政局的稳定作出 了不小的

贡献 。

但是很显然 , 以色列在非洲确切的 目 的是要通过各种方式来影响非洲

领导人 , 以利于以色列在与 阿拉伯 国家的冲突 中得到支持 , 但是要达到这

个 目 的 是非常困难 的 。 至于援助者能否影响那些获得政治权力 的非洲军事

领导人 ,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 明军事援助能持续有效地对

当权的 军事领袖施加期望的影响 。

作为援助国外交政策的
一种手段 , 军事援助能够影响受援者的 行为 ,

但是这种影响 的性质也随环境 的变化而变化 。 例如 , 当年以色列在乌干达

郑重承诺 ,

“

接管之前 由 英 国 承担军事训 练角 色
”

。

？乌干达 总统 奥博特

( Ｍ ｉ ｌｔｏｎＯｂｏ ｔｅ )
？为了维持其政权而特别依赖军队 , 他需要运用军队来平

定乌干达的叛乱
？

。 在 当时的情况下 , 以色列客观上为奥博特政权 的延续

① 杨曼苏 ： 《 今 日 以 色列 》
, 中 国 工人出 版社 2 0 0 7 年版 , 第 2 4 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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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 了直接的贡献 , 因为它不仅提高 了乌干达在反对外部威胁中 的军事地

位 , 也提高 了奥博特在反对 国 内竞争对手 中的政治地位 , 所 以从他当时的

角 度来看 , 以色列 的援助是颇具建设性 的 。 但是 当奥博特 1 9 7 1 年 1 月 被

废黜后 , 他攻击的第
一

个国外的对象居然是以色列 。 在接受 了六年大规模

的军事援助后 , 他指责以色列的军事接管 , 认为以色列直接干预了乌干达

的 内政和军事建设 , 从而弱化了它们 自 己 独立运作 的能力 。 当援助被视为

对 内政 的干预时 , 以色列的努力不但不能得到赞赏和收到预期的成效 , 反

而会引起敌意和仇视 , 这也再一次说 明了非洲政治的不稳定性是以色列军

事援非 的不利因素 。

参与军事援助还会碰到 的问题是 , 非洲 国家的 首领往往改变最初受援

时的 目标和行动 , 而援助者对此却无能为力 。 这种情况发生在坦桑尼亚 ,

以色列 同意训练其 国家青年机构 , 以使其行使非军事职能 。 但是总统尼雷

尔 ( Ｊｕ ｌ ｉｕ ｓＮｙｅｒｅ ｒｅ ) 将这个机构用于国 内安全 , 对此以色列也不便干涉 。

当坦噶尼喀步兵的第
一

营 、 第二营在 1 9 6 4 年参加反叛后 , 尼雷尔将在军

事统
一 的 国家机构中受训 的 8 0 0 名 士兵作为新军队的 核心 。

？而这些都与

以色列当 时提供援助的初衷是相违背的 。

鉴于军队在这些 国家行使各不相同 的职责 , 因此很难对军事援助的影

响做
一

个总的判断 。 但是需要指出 的是 ,

一

直到 1 9 6 6 年以色列都没有 因

为非洲国家所发生的各种政治政变而受到过多不利的影响 。

2 0 世纪 6 0 年代是以色列一段特殊的 历史时期 。 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国

内外环境的需要促成了以色列这个时期的对非军事援助计划和政策 , 从而

建立 了以 色列 同非洲广大国家之间在这
一时期和谐的外交关系 。 以色列对

非洲颇具特色的军事援助对于非洲新兴国家政权的稳固和军队的建设作 出

了突 出的贡献 , 与此同时非洲 国家在以 色列打破阿拉伯世界的 围攻和国 际

社会的孤立中同样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 , 从而谱写了 国际外交史上
一

段

绚丽 的篇章 。

( 责任编辑 ：
王学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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