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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马里民族国家重构的困境与出路

李文俊,谢立忱

摘  要: 1991年以来,索马里一直处于族群纷争、军阀混战的混乱状态, 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

出现严重倒退,国家陷入了内乱不已的困境。民族国家认同感模糊、殖民后遗症效应凸显是造成

其困境的内因,而国际干预的失效与不足、大国干预的缺位和错位、周边国家力量的卷入等因素

是其陷入困境的外因。索马里民族国家的重构是一项需要多边参与的系统工程,要推进索马里

民族国家的重构, 实现民族和解、恢复国内和平是基本前提,国际社会的合理干预是必要条件,而

周边国家和伊加特组织的积极介入也是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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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 /非洲之角 0的索马里是在风起云涌的

非洲民族独立运动浪潮中获得独立的。 1960年 7

月,索马里共和国成立。 1969年, 索马里国民军

司令穆罕默德 #西亚德 # 巴雷 (M ohamed Siad

Barre)发动政变上台, 成立索马里民主共和国。

1991年 1月西亚德政权被推翻。从此以后, 索马

里一直处于族群纷争、军阀混战、多个政权并存的

混乱状态。中央政府不复存在, 首都摩加迪沙被

军阀轮番占据, 整个国家局势不稳、经济崩溃、司

法体系瘫痪,索马里在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出

现严重倒退。尽管索马里是非洲少有的单一民族

国家, 全国的绝大多数人是索马里族, 但是其 17

年来的混乱局势表明, 索马里在民族国家重构方

面却是非常不成功。 17年来, 国际社会为解决索

马里问题付出了较大努力。 20世纪 90年代初,

联合国曾向索马里派驻维和部队, 非统组织

( 2002年 7月后为非洲联盟 )、东非国家政府间发

展组织 (伊加特 )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等区域组织

也为实现索马里民族和解做过多种尝试, 但这些

努力收效甚微。随着国际和地区形势的演变, 索

马里局势变得更加复杂, 民族国家重构之路举步

维艰。本文拟回顾索马里局势的演变过程, 分析

其陷入民族国家重构困境的根源, 探求其解决

途径。

一、1991年以来索马里局势的演变

西亚德政权倒台后, 索马里各反对派基于本

族群、集团的利益,为争权夺利陷入内战。他们割

据一方, 彼此争斗, 互不相让, 使索马里长期处于

分裂和混乱状态。由于没有一支政治力量能重新

建立起中央政府, 索马里开始陷入了长期的无政

府状态,至今仍没有重新建立起统一的民族国家。

从 20世纪 90年代至今, 索马里的局势经历了一

个复杂的演变过程。

(一 ) 内战初起与联合国维和行动 ( 1991)

1994年 )

西亚德政权被推翻后, 索马里联合大会党的

阿里#迈赫迪#穆罕默德成立新政府,改国名为

/索马里共和国0,自任 /临时总统0。迈赫迪权力

的扩大引起了联合大会党主席穆罕默德#法拉赫

#艾迪德的不满, 该党内部两大军阀派系间随即

爆发内战。冲突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

导致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的产生。内战开始后,

索马里开始走向分裂。 1991年 5月, 西北部的前

英属殖民地 /索马里兰 0 ( Soma liland)宣布 /独

立 0,成立了 /索马里兰共和国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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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马里内战引发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引

起了国际社会的严重关注。在美国的主导下, 联

合国在索马里开展了维和行动, 但以美军为主的

维和部队的部署不但没有结束索马里的冲突, 而

且遭到了军阀武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 ) ) )

伊斯兰联盟和索马里人民的抵抗, 导致美军最终

不得不撤出索马里,维和行动无果而终。

(二 ) 军阀割据与多政权并存 ( 1994) 2004

年 )

美军撤出后,索马里局势不断恶化,进一步陷

入族群纷争、军阀混战的局面。索马里全境被 30

多支军阀派别武装割据, 军阀武装的族群属性使

他们很难达成和解。因此, 索马里内战既是军阀

战争, 又是族群冲突, 二者相互交织, 使冲突更加

复杂, 和解更加困难, 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与

此同时,更多的地区走上分裂道路。 1998年, 东

北部的 /邦特兰 0 ( Puntland)宣布 /自治 0。 2002

年,拉汉文抵抗军 ( Rahanw eyne Resistance A rmy,

RRA )成立 /索马里西南共和国 0。中央政府的缺

失使部落重新成为索马里社会的主导力量, 索马

里从西亚德政权时期形式上的现代民族国家退回

到前现代国家。在此期间, 国际社会特别是东非

国家为解决索马里问题付出了一些努力, 但收效

甚微。

(三 ) 索马里过渡政府成立后 ( 2004年至今 )

2004年 10月, 在东非国家政府间发展组织

伊加特 ( IGAD )主持下,索马里冲突各方就过渡宪

章修正案基本达成一致, 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组

建了索马里过渡联邦政府 ( Som alia T ransitiona l

Federa l Inst itutions, TFIs), 阿卜杜拉 #优素福 #

艾哈迈德 (Abdullah iYusufAhmed)当选总统。与

此同时, 伊斯兰法院联盟的势力迅速崛起, 至

2004年在摩加迪沙至少有 14个伊斯兰法院, 它

们都属于索马里 /伊斯兰法院最高委员会0, 该联

盟拥有约 3万人的民兵组织。2006年 6月 5日,

伊斯兰法院联盟武装攻陷了首都摩加迪沙, 又于

7月 19日挺进过渡政府所在地拜多阿南郊,直接

威胁到了索马里过渡政府。 2007年 1月,在埃塞

俄比亚出兵协助下,索马里过渡政府击退了伊斯

兰法院联盟,控制了索马里中南部和首都摩加迪

沙。此后,被击败的伊斯兰法院联盟残部以及其

他一些势力为抵制埃塞俄比亚在索马里驻军, 反

对过渡政府,不断制造袭击事件。

尽管过渡政府成立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

认,但索马里军阀割据的混乱局势并没有得到根

本改变。不可否认,过渡政府的成立和运作为索

马里民族国家的重构带来了一线曙光,过渡政府

成为索马里民族国家重构的中坚力量。 2008年 6

月 9日, 索马里过渡政府与反对派组织 /索马里

再次解放联盟0在吉布提达成协议, 同意 30天后

在索马里境内全面停火, 并要求联合国向索马里

派遣维和部队以便埃塞俄比亚部队撤离索马里。

这是自 2006年年底埃塞俄比亚出兵索马里帮助

索过渡政府击败伊斯兰法院联盟以来,索过渡政

府与反对派组织首次达成停火协议
[ 1]
。然而, 由

于停火协议在未来的实施过程中仍将面临重大考

验,索马里是否能够抓住这一契机走上和平道路

也还是一个未知数。

二、索马里民族国家重构面临困境的原因

导致索马里民族国家重构面临困境的原因十

分复杂,主要可以概括为国内严重失序和国际干

预的失效与不足, 具体分析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

方面。

1. 民族国家认同感模糊

索马里族虽然是一个具有共同语言和宗教信

仰的民族,但也是一个族群严重分裂的民族,甚至

可以说整个索马里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非常模

糊,对于现代民族国家认同感更是极其薄弱, 部

落、地方族群等传统社会组织在政治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索马里境内的索马里族是一个正在形成

中的现代民族,构成索马里族的各支系、大小族群

依然存在,关系十分复杂, 融合尚待时日。全国分

为萨马勒 ( Sama le)和萨布 ( Sab)两大族系。萨马

勒族系由迪尔 ( D ir)、伊萨克 ( Isaq)、哈威伊 (Haw2
iye)和达鲁德 ( Darood)四大族群组成, 占全国人

口的 80%以上。萨布族系由迪吉尔 ( D ig il)族和

拉汉文 ( Rahanw eyn)族组成。这六大族群又分为

几十个小族群分支
[ 2 ]
。族群分裂致使其族群意

识浓厚。对于很多索马里人而言, 重要的是本族

群的生存和利益。从纵向看, 索马里国家带有很

多前现代特征; 从横向看,整个国家被族群、教派

碎片化。索马里社会普遍存在着国家认同的模糊

和错位,公民对族群等次国家组织的认同取代了

对国家的认同,导致国家凝聚力和向心力不足,社

会整合不成熟。如在西亚德统治的 20余年里,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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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索马里已经具备了所有现代民族国家

的要素,如拥有政府、军队、法院和驻外使馆等,但

缺少公民对国家的认同这一现代国家的重要元

素。内战爆发后,索马里脆弱的民族国家构建进

程中断,地方族群的认同开始重新主导索马里社

会,给索马里民族国家的重构带来了极大的障碍。

2. 殖民后遗症效应凸显

索马里曾是英国和意大利的殖民地, 长期的

殖民统治留下很多后遗症。经济上,殖民统治造

成索马里经济结构单一,严重依赖农业和畜牧业,

工业基础薄弱,经济极端落后, 是世界最不发达国

家之一。政治上,殖民统治给索马里传统社会结

构带来巨大冲击,并没有为索马里留下可存续的

现代政治体制和深入人心的民主宪政理念。索马

里是殖民主义者人为制造的国家, 索马里族被分

割在四个不同的国家内。殖民主义者划分势力范

围,人为划定边界,并对各族群 /分而治之0, 为今

天的冲突埋下了祸根。各族群之间缺乏共同的民

族意识和民族国家认同感, 为了争权夺利不惜互

相残杀,造成今天索马里各族群和派系争斗不止。

位于西北部 /索马里兰共和国0曾是英国殖民地,

而索马里其他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直是意

大利殖民地,加上索马里独立后国家权力在族群

间分配的不公,国家的政治中心在南方, 这使 /索

马里兰 0人具有强烈的分离主义意识,于内战爆

发之际即宣布 /独立 0。 /索马里兰共和国 0虽然

未获得国际社会承认,但已经存续了 17年, 其归

属和最终地位将成为十分棘手的问题。

3. 国际干预的失效与不足

多年来,国际社会为解决索马里问题采取了

一些措施。联合国安理会就索马里问题通过多项

决议, 曾向索马里派出维和部队,且提供人道主义

援助, 但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国际干预行动失

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联合国对索马里危机反应迟

钝,导致危机管理效率低下。 /当联合国和美国
对索马里实施干预时, 已经晚了, 所以代价比较

大 0 [ 3]
。此外, 由于联合国在索马里的维和行动

是由美军主导的,所以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很容易

被索马里人视为大国意志的体现, 从而其合法性

遭到质疑,因此出现了 18名美军士兵被杀、并在

电视上播出被拖尸示众画面的惨剧。在区域组织

中,索马里和平进程主要由东非国家政府间发展

组织 (伊加特 )主导,但伊加特主持下成立的两届

过渡政府均无法控制索马里全境, 甚至不能进入

摩加迪沙。由于伊加特组织部分成员国都不同程

度地卷入索马里冲突,并在索马里和平进程问题

上存在分歧,而这些分歧在短期内难以弥合,这使

得伊加特某些成员国不能在索马里问题上保持中

立,导致其主持和平进程的合法性和公正性遭到

索马里人民的质疑,难以得到索马里人的信任。

此外,联合国、非洲联盟、伊加特和阿拉伯国

家联盟等国际性和区域性组织的作用只局限在劝

和促谈,缺乏后续监督,因而无法保障和平协议的

落实。索马里冲突不止与国际社会特别是非洲国

家的干预不足也有关系。自从索内战升级以来,

非盟就有向其派遣维和部队的打算,但是非洲国

家对此反应冷淡。原本计划的具有 8000人规模

的多国维和部队至今只有 1500名乌干达士兵部

署到位。这样, 埃塞俄比亚军队就无法大规模撤

出,否则过渡政府就会岌岌可危。而被不少索马

里人视为外国占领军的埃塞俄比亚军队长期滞

留,又会引发更多针对政府军和埃塞俄比亚军队

的敌对行为,使得冲突不断升级
[ 4 ]
。至于联合国

何时再向索马里派遣部队至今尚未有一个明确的

时间表。2007年 7月,非盟呼吁联合国向索马里

派遣维和部队,以取代非盟维和部队。安理会随

后通过决议,要求秘书长潘基文就此进行研究并

提交相关报告。 2008年 3月 18日, 潘基文秘书

长在一份报告中说,在索马里部署联合国维和部

队的条件还不具备
[ 5]
。

4. 大国干预的缺位和错位

在国际冲突的预防和治理中,大国有能力也

有义务发挥重要作用。然而, 在索马里和平进程

中,大国特别是美国一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甚

至起到负面作用。美国对索马里的政策经历了从

最初的积极干涉,到维和行动失败后的完全超脱,

再到 9# 11事件后的矫枉过正,为遏制伊斯兰主

义者甚至不惜支持昔日之敌 ) ) ) 军阀势力。美国
在处理索马里问题上发挥的作用与其超级大国地

位极不相称。9# 11事件迫使美国重新审视其安

全战略,将其安全战略调整为反对国际恐怖主义

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在这一背景下,

美国开始重新关注索马里问题。然而,美国并没

有真正致力于解决索马里冲突, 而是出于反恐的

需要, 暗中支持军阀联盟, 以遏制激进伊斯兰主义

者,美国情报部门还开始向部分索马里军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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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援助。不过美国这一新的政策并不成功, 美

国对索马里军阀的支持反而成就了伊斯兰法院联

盟的崛起
[ 6]
。而在美国支持下, 伊斯兰法院联盟

遭到了过渡政府和埃塞俄比亚军队的联合打击,

势力收缩,使本来纷乱复杂的索马里局势更加扑

朔迷离。而对其它大国来说, 它们在索马里问题

上似乎一直很难有所作为。

5. 周边国家力量的卷入

不可忽视的是, 外部力量的卷入也是索马里

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的一个重要因素。在非洲之

角,各国间的关系比较复杂,相互间的矛盾重重,

如埃塞俄比亚和苏丹曾相互支持对方的反对派,

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之间发生过边界冲突。

索马里西亚德政府的 /大索马里兰 0立场使其同
周边三国 (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吉布提 )关

系交恶。索马里的某些周边国家通过支持军阀派

系干预索马里事务, 甚至在索马里打起 /代理人

战争0。这些国家把索马里当做它们之间矛盾和
冲突的另一战场,分别支持索马里的不同派别,向

其提供武器,这是导致索马里冲突久拖不决的重

要原因之一。在调解索马里冲突的过程中, 这些

国家也从各自的利益出发, 试图推动符合自身利

益的解决方案, 而不是致力于最终和平解决索马

里冲突。

埃及支持索马里过渡政府多是出于国家利益

的考虑而非出于宗教的考虑, 埃及和苏丹都希望

一个强大、统一的索马里能抵消埃塞俄比亚在非

洲之角的影响。埃及对索马里的政策取决于其同

埃塞俄比亚有关尼罗河水资源的分配问题, 而苏

丹的目的是使埃塞俄比亚不再干涉其内战。利比

亚也不时卷入索马里事务, 主要是因为卡扎菲同

索马里许多前领导人关系密切, 而且他热衷于成

为地区冲突调停人。埃塞俄比亚卷入索马里事务

主要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 因为索马里南部长期

以来一直是埃塞俄比亚反政府武装派别的活动基

地。埃塞俄比亚曾向 /索马里兰 0和 /邦特兰 0提

供政治和外交支持,并曾出兵索马里。2006年 12

月埃塞俄比亚出兵帮助索马里过渡政府击败伊斯

兰法院联盟武装,也是出于自身安全方面的考虑。

厄立特里亚在索马里没有什么利益,但是同埃塞

俄比亚的利益争夺使它日益卷入索马里事务。在

1998) 2000年埃厄边界冲突中, 由于埃塞俄比亚

向艾迪德的对手提供支持, 厄立特里亚便向艾迪

德提供了援助。在双方停止冲突后,厄立特里亚

避免直接卷入索马里事务, 而是在伊加特组织内

部挑战埃塞俄比亚对索马里的政策。而索马里的

另外两个邻国吉布提和肯尼亚则积极支持索马里

和平进程,目的在于通过解决索马里问题,促进非

洲之角的和平,进而维护自身安全
[ 7]
。

三、索马里民族国家重构的出路

目前,索马里冲突已经由军阀混战演变为过

渡政府、伊斯兰法院联盟、各派军阀势力、各族群

之间的博弈,主要矛盾是过渡政府和其他各种力

量之间的关系。尽管过渡政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

普遍承认,但是从当前的局势来看, 过渡政府能否

在民族国家重构的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还受到各

族群和军阀势力的怀疑, 其作用的发挥还受到很

大限制,更无法离开国际社会的支持而单独发挥

作用。因此,国际社会应充分考虑索马里的现状,

既要尽快稳定局势,也要力争标本兼治,致力于消

除阻碍民族和解与国家构建的内外因素, 为未来

可持续的国家构建进程奠定基础。

(一 )实现民族和解、恢复国内和平是索马里

民族国家重构的基本前提

实现索马里民族国家重构的前提是恢复国内

和平, 实现民族和解, 在国内消除导致冲突的内生

性因素。首先,应从政治方面尽快实现民族和解;

其次, 应逐步启动经济重构,辅以收缴武器、军队

国家化等军事方面的措施。在政治上,应从国内

政治体制重构开始。虽然目前索马里民族国家重

构困难重重,但盘踞首都的军阀势力已经瓦解,过

渡政府已经成立并运作, 这为重构统一的民族国

家扫清了最大障碍。因此, 索马里民族国家的重

构面临着有利的机遇。应推动国内各族群和力量

继续谈判,实现和解, 建立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临时

政府, 并逐步推进制宪和选举进程。 2008年 6

月,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联合国安理会访非代表

团领队约翰 #索沃斯在吉布提与过渡政府及索马

里主要政治派别会谈后表示, /会谈是索马里重

建和平的唯一途径 0 [ 8]
。索马里主要政治派别已

通过这样的会谈, 感受到了国际社会对他们寻求

和平努力的鼓励和支持。鉴于索马里族群分裂的

现实, 以及 17年来已经形成一些事实上的 /独

立 0或自治的地区, 未来索马里理想的政体应当

是联邦制。联邦制比较适合族群分裂的索马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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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可以防止索马里被族群和地方势力肢解,也有

利于解决 /索马里兰 0和 /邦特兰 0问题。在经济

上,应尽快在局势相对稳定的地区开展重构工作,

改善民生,为未来的民族团结政府提供充足的经

济资源。在军事上,则应致力于解除派系武装,实

现军队国家化,为国家长治久安打下基础
[ 9]
。

(二 ) 国际社会的合理干预是索马里民族国

家重构的必要条件

鉴于索马里冲突的复杂性,仅靠索马里国内

政治力量难以实现民族和解, 国际社会的 /第三
方干预 0对解决索马里问题十分重要。当前, 国

际社会对治理索马里冲突必要性的认识已经达成

一致。联合国仍是最具合法性的国际干预主体,

但联合国要避免成为大国实行 /新干涉主义 0的
工具, 联合国的干预行动应集中在劝和促谈、监督

停火和武器禁运,以及促进政治重构和组织经济

援助等方面。此外,应继续发挥非洲联盟、伊加特

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等区域性国际组织的作用,

在对索马里冲突各方劝和促谈方面发挥应有的

作用。

大国也应该在解决索马里问题上发挥其作

用。特别是美国,必须调整其政策,致力于索马里

的全面解决冲突和国家重构, 才能避免索马里成

为第二个阿富汗。约翰 # 普兰德加斯特认为,

/美国必须直接而深入地参与索马里重构, 这样

做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0与美国相比, 欧盟以

及索马里的前宗主国意大利和英国的政策有值得

美国借鉴之处。它们主张在支持索马里过渡政府

的同时, 正视伊斯兰法院联盟的作用, 并与其接

触,引导其成为一支温和的政治力量。它们还认

为美国支持索马里军阀的做法是不明智的, 而应

帮助索马里恢复经济, 在一些秩序相对较好的地

区启动重构进程。

(三 ) 周边国家和伊加特组织的积极介入是

索马里民族国家重构的重要因素

如前所述,有关周边国家插手索马里事务,甚

至打 /代理人战争 0,是索马里冲突长期不能解决

的重要原因。因此,作为索马里的各个周边国家

都应该认识到, 索马里的混乱状况长期得不到解

决,不利于 /非洲之角 0、东非地区乃至整个非洲

大陆的稳定与发展。事实证明, 周边国家的 /竞

争性的干涉行为 0只能使索马里问题更加复杂

化,使 /非洲之角 0的和平与发展进程受挫。同

时,有关周边国家在处理索马里问题时存在分歧,

不能保持中立,导致索马里和平进程屡屡受挫,并

使周边国家及伊加特组织主持索马里和谈的合法

性遭到索马里人民的质疑。如果通过调整政策,

有关周边国家能够在索马里和平进程中发挥积极

的作用,尤其是埃塞俄比亚应该在解决索马里问

题上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在伊加特组织的框架内

发挥其主导作用。此外, 吉布提和肯尼亚均饱受

索马里难民之苦, 它们致力于索马里的稳定而未

同索马里的任何集团或派别结盟, 这使它们可以

也应当成为伊加特组织中索马里和平进程的主要

推动方。

鉴于索马里问题的复杂性,解决索马里冲突、

实现其民族国家重构并非一日之功,而是一项需

要多边参与的系统工程。因此,国际社会,特别是

联合国和有关国家、国际组织应当共同努力,采取

有效措施,促进索马里问题的最终解决。2008年

6月 9日, 索马里过渡政府与反对派组织 /索马里
再次解放联盟 0在吉布提达成协议, 这使人们看

到了长期动荡的索马里局势趋向好转的希望。该

协议规定,协议签字后 30天内双方停止敌对军事

行动, 然后可继续延长; 为实现索马里局势的稳

定,协议要求联合国能够批准在 120天内部署国

际维和部队,而该部队的组成应该是索马里的友

好国家,而不能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等索马里的邻

国。协议还强调, 在索马里部署足够的国际维和

部队后,埃塞俄比亚从索马里撤军, 索马里过渡政

府在 120天内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协议呼吁反政

府伊斯兰武装公开谴责在索马里的暴力行动, 并

与不遵守该协议的任何武装脱离关系
[ 5]
。尽管

索马里分歧双方协议的签署是令人鼓舞的, 但索

马里局势能否为此稳定还难以确定,因为反政府

伊斯兰武装坚持支持政府的埃塞俄比亚军队必须

全部撤出,这是和谈的前提,索马里政府强调解决

这一问题要看国际部队在索马里境内的部署情

况。另外,索马里国内还有许多其他反政府武装,

它们对这一协议还没表示正式立场。因此, 已经

持续了 10多年的索马里动荡局势要真正走向稳

定并不容易,索马里民族国家的重构之路依然任

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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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 ifficulty and aWay out of It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2state in Somalia

L IW en2jun, X IE Li2chen
Abstract: S ince 1991, Somalia has been in constant ethn ic strife and chaot icw arlordism, s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2state has undergone serious setbacks and the country fallen in to the plight of civ il strife. The fuzz2
y sense of the ident ity of a nation2state and the typical experience of the aftermath effect of the co lonization

constitute the internal causes fo r such a p ligh,t wh ile its external causes aremade up by the facto rs such as the

insu ff iciency and failure of the internat iona l intervention, the absence and d islocation o f the intervention pro2
vided by the b ig nat ions, and the negat ive invo lvement of the ne ighboring nat ions. The reconstruction o f the

nat ion2state in Soma lia is a system aticmultilatera l projec:t the ethnic reconc iliation and the restoration of the

domestic peace const itute the prem ise o f its realization; the appropriate interventions o ffered by the internat ion2
al commun ity make up a necessary condit ion; and the positive invo lvement of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the

organization o f IGAD is also a very important facto r.

Key words: Som alia; reconstruction o f the nat ion2state; d ifficulty; w ay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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