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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亚内乱背后的美国阴影
浙江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李兴刚

    联合国日前向国际社
会发出警告，埃塞俄比亚爆
发内战已是“非常现实的危
险”。目前，“提格雷人民解
放阵线”（“提人阵”）正考虑
进军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而
埃塞政府已宣布国家进入
为期半年的紧急状态。经济社会发展曾令世
界瞩目的埃塞何以陷入当前的悲剧？域外大
国在其中又扮演怎样的角色？本期论坛特请
专家解答。 ———编者

    问：埃塞俄比亚怎么从“非洲样板”陷
入内部冲突？

答：具有三千年文明史的东非国家埃

塞俄比亚， 有过其引以为傲的辉煌过往。

作为非洲大陆的第二人口大国，埃塞俄比

亚在以梅莱斯为首的执政党“埃塞俄比亚
人民革命民主阵线（埃革阵）”的强有力领

导下，在本土化发展道路与模式的探索进

程中， 通过吸收和借鉴其他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实践所取得的成功

经验， 有效地实践一系列得力的政策举
措，比如制定五年计划，设立特区，建立经

济强市，实施基础设施建设，吸引外资等。

进入21世纪后，埃塞俄比亚在短短二
十余年里就取得了非凡的发展成就，年平

均经济增速甚至高达10%以上，经济总量
翻了十倍，儿童死亡率下降了40%，被誉

为“非洲发展的样板”。这一切使得拥有非
盟总部这一政治高地的埃塞俄比亚成为

非洲大陆最安全和最有发展前景的国家

之一。

遗憾的是， 在梅莱斯2012年去世后，

埃塞俄比亚国内原本得到抑制的各类矛

盾尤其是族群矛盾开始滋生。埃塞境内有

80多个族群，其中以奥罗莫人和阿比西尼

亚人为主。 在埃塞的历史权力谱系中，奥
罗莫人长期处于边缘地位。伴随埃塞文明

的南扩，阿比西尼亚人的提格雷分支则与
该国的离权力中心渐行渐远，而同属阿比

西尼亚人的阿姆哈拉分支成为唯一特权
群体。从一定意义上讲，埃塞文明南扩过

程也是其民族问题发端和演变的过程。

20世纪90年代前，埃塞的高压政策在
某种程度上抑制了民族矛盾的凸显。1991

年“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执政
后，梅莱斯在充分尊重各民族利益基础上

打造了联邦制国家。然而1996年宪法中有
关“民族地方州被赋予从国家分离出去的

自决权”可谓今日埃塞冲突的祸根。

    问： 埃塞俄比亚国
内族群冲突是如何激化
的？

答： 现总理阿比
2018年上台后曾在内政

外交上推出不少颇受赞
许的政策举措。 为迅速

解决与邻国厄立特里亚

之间的边界纷争， 阿比
果断宣布放弃对有争议

地区的主权要求， 并将
全面执行联合国支持的

2002年和平协议。 面对
阿比政府挥舞的橄榄

枝， 厄立特里亚亦立即
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双

方的和解水到渠成，阿
比历史性地解决了埃塞

俄比亚前政府遗留下来
的边界问题。此外，阿比

在经济开放、反腐败、推
动敌对组织和解问题上
的一系列政策举措，在

一定程度上也让许多埃塞
俄比亚人对未来前景充满

了期许。

但是，由于各族群均自

认遭遇压迫和不公，族群矛
盾已然成为埃塞稳定的“火

药桶”。 尤其是与阿比同族

的奥罗莫人在阿比登台后
颇感未来可期，甚至有“奥

罗莫至上” 的非分之想，对
联邦政府构成了巨大挑战。

为平衡各方利益，阿比
在2019年12月取消了30年

前由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

（提人阵）、 阿姆哈拉民

族民主运动、 奥罗莫人
民民主组织和南埃塞俄

比亚人民民主阵线四党
组成的执政联盟 “埃革

阵”，成立“繁荣党”。对
此， 此前位居联盟核心

地位的“提人阵”认为阿

比此举是在全方位排挤
和边缘化自己， 于是与

之分道扬镳。 在 “提人
阵”看来，繁荣党的成立

并不符合法律程序，因
此不能参与大选。

而联邦议会决定推
迟原定于2020年8月举

行的全国大选， 让本就
不满的“提人阵”更加愤

懑不平。在其看来，阿比
以新冠疫情为由推迟全

国选举， 只是为了继续
掌权。因此，“提人阵”单
方面决定去年8月在提

格雷州举行地区性选举。这

种无视中央政府权威之举
自然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

承认，“提人阵”与联邦政府
的关系也进一步恶化，并最

终升级为全面军事对抗。

去年11月4日，“提人阵”

武装袭击了埃塞国防军兵
营，将提格雷地区危机送进

了相互间暴力冲突的深渊。

持续一年之久的冲突到目

前已造成数千人死亡，超过
200 万人流离失所，至少500

万人急需人道主义援助。

    问： 外部力量怎样影响埃塞俄比亚
此次冲突？

答：埃塞此次国内冲突的背后，美国一

直试图插手。长期以来，埃塞同中国的友好
合作，尤其是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鼎

力支持令美国十分介意。 梅莱斯2012年去
世后，埃塞国内政治态势逐渐改变，令美国

捕捉到了撬动埃塞既有发展道路的机会。

2019年， 阿比因促成与邻国厄立特里
亚的历史性和解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阿比

的个人功绩不容忽视， 但美国的推手作用
也不可或缺。不过，尽管美国示好在前，但

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战略，尤其是一
些美国盟友在其“责任分担”借口下纷纷被

敲诈勒索的先例， 令阿比政府不敢也不愿
全面倒向美国。原因很简单，同中国友好合

作带来的巨大发展和现实利益， 美国并不

能提供，2016年通车的吉亚铁路即是明证。

因此，阿比采取了“小国离岸平衡手”

策略，即在一定程度上亲美的同时，也不过
分疏远与中国之间既有的发展合作。然而，

阿比的“两边示好”之举并不足以满足美国
在非洲大陆企图遏制中国影响力的战略诉

求。而在埃塞此次国内冲突上做文章，就成

为美国警告阿比政府的一张牌。

今年3月，美国开始密集炒作埃塞政府
正在提格雷地区进行种族清洗运动， 埃塞

政府对此予以否认。 值得一提的是，11月3

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和埃塞

俄比亚人权委员会的联合调查组结论亦没
有将提格雷地区冲突称为种族灭绝， 也没

有将侵犯人权的行为归咎于一个群体。

但是， 美国仍两度挥起了制裁大棒。5

月下旬， 美国第一次针对埃塞政府官员及
他们的一些厄立特里亚盟友实施制裁。一

个月之后， 埃塞国防军决定单方面撤出提
格雷地区。 虽然阿比政府的单边撤军之举

是否是制裁之果，尚无定论，但可以肯定的
是，此举并没有让冲突结束，反而使得冲突

进一步扩大。9月17日， 美国再次以侵犯人

权为由针对冲突双方相关人员宣布新的制

裁。 但这种制裁对于缓和提格雷地区冲突
依然于事无补。

上周日， 数以万计的埃塞俄比亚人在
该国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梅斯克尔广场集

会，表示对阿比政府的支持，并谴责美国和
西方媒体的所作所为。 示威者谴责美国是

插手该国事务的“外部势力”，痛斥西方媒

体是“假新闻”，还有的抗议者称，美方呼吁
停火谈判是“像对阿富汗那样”对付他们，

不过美国“永远不会成功”。

    问：此次冲突是否有望短期内解决？

答：目前，“提人阵”武装随时有可能进
军亚的斯亚贝巴，阿比政府也拒绝妥协。埃

塞俄比亚将何去何从，仍有待观察。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埃塞俄比亚的国

内冲突极有可能失控。而美国的实际行动，

不仅丝毫无助于埃塞国内的稳定，还很可

能让这个原本充满希望和发展前景的非

洲第二大国“巴尔干化”。上周五，埃塞俄比
亚9个在野党团在华盛顿签署组成反阿比

政府联盟协定，协定称将经由“谈判或武
力”迫使阿比组建过渡政府。

美国总统拜登几乎同时发出警告说，

他将撤销埃塞俄比亚参与《非洲增长与机

会法案》(AGOA) 项目的资格。AGOA项目
允许非洲国家免税向美国出口部分商品。

埃塞政府表示，该项目为本国创造了20万
个直接就业岗位和100万个间接就业岗位。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称，如果埃塞俄比亚的
AGOA优惠被撤销， 责任完全要由阿比政

府来承担。但埃塞俄比亚外交部的声明明

确表示，“不公正地破坏无辜公民的经济民
生，不会为冲突带来和平解决方案。”

对于经济基础仍旧薄弱的埃塞而
言， 来自美国的任何经济制裁都可能使

数百万人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 而经

济的恶化将直接导致国内矛盾进一步尖

锐化， 阿比政府也势必面临更大的执政
压力， 并在埃塞内部催化一个自我持续

的不稳定循环。而人道主义危机的加剧，

只会为美国介入埃塞俄比亚国内冲突提

供新的借口。

美国如此对阿比政府施压， 目标有

二：其一是惩罚埃塞俄比亚的“小国离岸平

衡手”策略；其二也是杀鸡儆猴之举，籍之
向非洲其他国家表明，对美国而言在此地

区非友即敌。

美国的意图能否实现，取决于如下两

点：一是埃塞政府能否有效掌控该国主要
区域；二是国际社会是否会采取行动，通过

抵消美国孤立阿比政府的企图来帮助阿
比政府度过当前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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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被各界密集追问之后， 美国

终于就海军 “海狼” 级攻击核潜艇
“康涅狄格”号撞击事故，给出了一

个颇有“美式幽默”的所谓结论：潜
艇在南海撞上了海底山。

美方这个结论， 将责任推卸给
了没有标记海底山的海图， 而处置

方案则是将包括潜艇艇长在内的三

名潜艇军官撤职。 相关发言稿语焉

不详地表示，“撞击事故本可以避

免”。 这些结合到一起，看似回答了
外界有关“潜艇究竟出了什么事”的

疑问，却又制造了更多新的疑问：潜
艇究竟在这里做什么？ 撞击事故究

竟对这个 30亿美元的大家伙造成
了多少损害？以及，撞击是否会留下

什么放射性物质， 是否已经在人们

没有意识到的地方造成某些损害？

“透明”“开放”？

和美国努力营造的所谓“透明”

“开放”的形象不同，这一次的撞击事

件向全球展现出了美国的另一面：悄
悄地在水下做见不得光的勾当；驾驶

价值 30亿美元的潜艇， 指挥官和他
的团队却“无法阻止”事故发生；出事

后又显示出“高超”的信息管控能力，

卫星照片也没有流出来，社交媒体上

诸多揣测使用的都是旧照片；而有关

事故的新闻通报却严重滞后，公开的
调查报告“惜墨如金”，关于人员撤换

的信息语焉不详。

“康涅狄格”号撞击事故笼罩在

黑幕之中， 空前展示了美国作为超
级大国的全球信息管控能力， 令外

界对于这起事故本身， 乃至对美国

的海洋霸权忧心忡忡。

是何小动作？

可以肯定的是， 这起事故背后
的事情是见不得光的：或许太机密，

所以不能告诉外界；或许太尴尬，甚
至是丑闻， 所以只得当做最高机密

严格保护。 否则全世界肯定早被铺
天盖地的细节以及出神入化的故事

描述给淹没了。

同样可以肯定的是，类似“康涅

狄格”号这般在南海搞小动作，确实

是美国必须严格遮掩的机密。 这种
机密是不适合见光的， 大概率充斥

着冷战时期的陈腐气息， 和当今世
界真正关注的抗击新冠疫情、 应对

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议题没有丝毫关
系。 倘若先进的“海狼”潜到大海深

处寻找解决事关人类安危大问题的

答案，结果不幸撞山，笔者相信关于
整个行动细节的每个字母现在都会

暴晒在 “美利坚的阳光” 下让全球
“瞻仰”。

第三个可以肯定的是， 基于概
率的分布， 撞上海底山这样的事情

肯定不会是最后一次发生， 只是一
个时间问题。 “康涅狄格”号执行的

任务， 是美国维系其从冷战时期继
承下来的海洋霸权的必然要求，是

美国在所谓“航行自由”的掩护下在

全球横行的必然结果。

历史的提醒
说到“撞山”，笔者想起了 2008

年时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麦康奈尔

在一场演说中，为了让听众理解信号
情报重要性而讲的一则段子：

航母战斗群指挥官以为一艘船
闯入了自己的航线，于是要求对方转

向。 但对方拒绝转向，要求航母战斗

群转向。航母战斗群指挥官开始威胁
对方，称倘若对方不转向就开火。 结

果对方回答，这里是一个无法转向的
灯塔。

十多年过去，历史或许对美国大
搞所谓“航行自由”失去了耐心，正通

过“康涅狄格”号指挥官的实时演示
提醒美国，如果不及时转向，会发生

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