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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与 埃 塞 俄 比 亚
建 交 及 关 系 演 变 ( 1949~ 1970年 )

[埃塞俄比亚 ] 凯提马 #达迪  张永蓬

  内容提要  中国与非洲国家建交在很大程度上同后者争取民族独立和经济发展的背景联
系在一起。然而, 中国与埃塞俄比亚建交同中国与其他多数非洲国家建交的背景有所不同,

由于埃塞没有遭受殖民的历史, 也由于该国于冷战时期在政治上一直靠近西方, 以及双方面

临的国内外因素, 直至 1970年 11月, 中国与埃塞俄比亚建立外交关系, 其间经历了 20多

年时间。双方作为第三世界的组成部分, 两国建交在中非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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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 现为东北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史专业博士生 (长春  130024); 张

永蓬,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副研究员 (北京  100007)。

  中国与埃塞俄比亚 (下称 /埃塞 0 ) 建立外

交关系已近半个世纪, 其间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

系、特别是与埃塞的关系经历了时间和重大事件

的考验。中国与埃塞建交同中国与其他多数非洲

国家建交的背景有所不同, 由于埃塞没有遭受殖

民的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意大利侵略 ),

也由于埃塞在冷战时期在政治上受制于西方大国

的影响, ¹ 以及双方面临的国内外因素, 直至

1970年 11月, 中国与埃塞建立外交关系, 其间

经历了 20多年时间。本文旨在探讨影响中国与

埃塞建交的国内、国际因素, 并对两国建交前的

政治关系作出分析。

接 触 与 停 滞

自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 20世纪 50年代,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格局进一步调整的重要

时期, 这期间中国和埃塞的外交政策都受到美苏

冷战的巨大影响。埃塞与美国关系密切, 而中国

则实行同苏联友好的外交政策。当时, 中国外交

政策的重要目标是最大程度地获得国际承认, 维

护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在国际交往中, 朝鲜战争

成为体现中国和埃塞两国持不同立场的第一起事

件。1950~ 1953年朝鲜战争期间, 以美国为首

的联合国插手干预, 而此时美国已与埃塞缔结友

好关系, 埃塞以联合国缔约国的名义向朝鲜派遣

了军队。中国则以支持朝鲜人民军力量参加了抗

美援朝战争。

在帝国主义时代, 埃塞外交政策的原则之一

是集体安全, 这就要求埃塞在国际及区域安全事

务中发挥作用。根据这一原则, 海尔#塞拉西皇

帝首次向朝鲜派出了 6 000名士兵的联合国维和

部队。º 其结果是, 在中国参战支持以金日成为

首的北部力量的同时, 埃塞则支持以李承晚为首

的南部力量。埃塞的参战直接与中国利益发生冲

突。尽管中国和埃塞都坚持和平共处及集体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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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 但观点、结盟集团, 以及各自利益的差

异导致双方立场迥异。埃塞通过执行联合国任务

提高了国际地位, 引起了西方国家的注意, 被它

们视为可靠的非洲盟友之一。这次行动拉近了埃

塞与美国的关系, 两国于 1953年 5月签署了为

期 25年的合作协定。¹ 这些协定的签署以美国

利益为主导, 与中国的反帝政策相对立。

中国与埃塞两国建立联系和建交的过程颇为

曲折。如果说在新中国成立的最初阶段、特别是

20世纪 50年代前半期, 新中国尚难以集中精力

开展广泛的外交活动, 与非洲国家发展关系具有

一定的局限性, 那么随着国内形势, 以及与苏联

社会主义阵营关系的稳固, 中国外交最终在

1955年亚非会议 (万隆会议 ) 上取得突破。º

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 埃塞则由外交部

组成代表团出席。大会采纳了由中国、印度和缅

甸共同倡导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0, 形成 /十

项原则 0 的基础, 集中表现为 /万隆精神 0。万

隆会议标志着中国外交的转折, 它是中国与非洲

国家关系的新起点, 也是中国和埃塞能够讨论共

同利益问题的首次机会, 为两国加强相互理解奠

定最初的基础。虽然此时两国尚未建立正式官方

关系, 但代表们已在诸如和平共处、反对殖民主

义和亚非团结等共同关注的国际问题上达成共

识。万隆会议的重要贡献是建立了新的团结阵

线, 开辟了美苏阵营之外新的外交领域。通过主

张和平共处和亚非团结, 中国打开了连接非洲事

务的 /窗户 0。1956年, 中国派出第一个文化代

表团访问非洲, 埃塞成为到访国之一。这是两国

民间的第一次往来。作为回访, 埃塞剧团也在次

年访问了中国。然而, 民间文化交流并没有带来

政府间的联系, 中埃两国都没有制定针对对方的

相应政策。中国在与其他非洲国家的交往中得到

理解, 而埃塞对中国的看法则受到资本主义意识

形态和西方政治的深刻影响, 这种影响在外交领

域的延伸阻碍了埃塞对中国的承认。直到 1958

年, 埃塞还和西方国家投票反对中国重返联合

国。» 可以说, 埃塞与美国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

成为中国和埃塞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

1958年后, 埃塞外交出现独立自主倾向,

对中国的态度随即发生变化。埃塞至少在接纳中

国作为全中国人民唯一合法代表进入联合国的问

题上, 与先前不同。在几乎整个 20世纪 60年

代, 在尚未与中国建立官方关系的情况下, 埃塞

支持中国重返联合国。¼ 埃塞政策的转变有多方

面因素。在 50年代后期, 埃塞逐渐停止对特定

集团的依赖, 奉行不结盟多边外交政策成为当时

外交的客观选择。塞拉西在其发表的广播讲话中

曾指出: 埃塞外交政策是以 5联合国宪章 6 的

原则、万隆会议 /十项原则0 和 5阿克拉宣言6

的原则为基础, 倡导集体安全、和平共处、不干

涉别国内政、尊重别国主权及领土完整、以及和

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½ 基于独立自主的外交

原则, 埃塞支持中国在国际社会行使权利。此

外, 地区形势也迫使埃塞寻求更多的朋友。 50

年代后期, 埃塞国内承认索马里完全独立的准备

工作一直在进行中。埃塞政府清醒地意识到, 实

现索马里的领土完整是大势所趋, 唯一不能接受

的是索马里人把欧加登地区视为索马里领土组成

部分。¾ 为遏制这种趋势, 埃塞致力于扩大国际

联系, 包括发展对华友好关系。

然而, 这一阶段中国和埃塞关系的建立与发

展也受到其他因素影响。自 20世纪 50年代后期

始, 中国共产党与苏共之间的论战导致中苏关系

走向破裂。对于埃塞在访问苏联期间签订的经

济、文化等合作协议, 以及苏联向埃塞提供 4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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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布的低息长期贷款等, ¹ 中国虽然没有表示反

对, 但苏联对埃塞的影响显然有悖于中国的利

益, 至少在政治上如此。这在客观上影响了中国

和埃塞关系的发展速度。埃塞除支持中国在国际

舞台行使权利, 并对其之前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则

表示认同之外, 并没有就加强两国关系作出进一

步努力。另一方面, 埃塞与中国建立关系也不符

合美国的利益。随着埃塞与东方国家的接触, 美

国于 1959年制定了针对埃塞及非洲之角的政策,

基本方针是强化埃塞的西方倾向。在遏制中国方

面, 鉴于以埃塞为中心的非洲之角具有重要的地

缘政治地位, 美国反对中国与埃塞建交。 1960

年, 索马里独立以来与埃塞发生的边境冲突导致

非洲之角长期动荡, 并引起外来势力干预。作为

埃塞的亲密盟友, 美国显然不愿看到中国在这个

地区出现。美国政府曾宣称: /鉴于目前苏联在
埃塞的活动加强, 中国可能会利用埃塞与索马里

争端, 并优先考虑在索马里共和国进行活动

(与苏联合作或竞争 ) 0º, 因此, 美国不希望看

到中国借这一争端之机, 同两国中的任何一国建

立关系。1960年刚果危机是影响中国与埃塞建

交的另一因素或事例。当时在联合国的干预政策

下, 埃塞也派军队前往刚果, 支持刚果政府, 而

中国却反对联合国干预刚果内政。» 在这个问题

上, 中国与埃塞虽然没有正面交锋, 但事实表

明, 两国在一些国际问题上仍有较大分歧, 这些

问题阻滞了两国官方关系的建立。可以说, 东西

方激烈的权力竞争和冲突是中国与埃塞之间长期

未能建交的重要原因。

走 向 建 交

20世纪 60年代中期, 中国和埃塞两国间有

了进一步互动。当时的国内外客观现实对中国重

建对非洲外交政策发挥了实质性作用。国内方

面, 中国认识到自身国情特点和独立自主的重要

性; 国际方面, 苏联开始强化外交政策, 谋求缓

和与美、中两国的关系。由此, 中国认为只有通

过积极支持的反帝、反殖运动, 尤其非洲国家的

民族解放运动才能维护国家利益。随着许多非洲

国家相继获得独立, 中国开始在政治上积极影响

非洲。 1963底至 1964年初, 周恩来总理访问非

洲十国, 并提出中国对非洲国家政策的五项原

则, 为中国和埃塞建交奠定了重要基础。 1964

年 1月 30日至 2月 1日, 应埃塞海尔 #塞拉西

皇帝的邀请, 周恩来总理对埃塞进行了访问, 这

是中国和埃塞走向建交的重要步骤。在双方联合

公报中, 塞拉西皇帝表达了埃塞政府的观点:

/如果联合国要根据其宪章有效地执行它的使

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一世界机构中的合法权

利就必须恢复。0 中国和埃塞双方再次肯定万隆
会议的意义, 同意采取措施加强两国关系, 包括

使两国关系正常化。¼

埃塞之所以有兴趣和中国接近, 与当时的地

区和国际形势有关。其一是由于埃塞与索马里争

端。埃塞和索马里对欧加登地区的争端使两国长

期相互敌视, 边境地区不断爆发武装冲突, 直到

1964年非统组织居中调停才得以停火。½ 冲突期

间, 埃塞、索马里双方都在争取盟友, 以得到必

要的政治和经济援助。而中国早于 1960年同索

马里建交, 埃塞政府显然有意平衡或淡化中索关

系。特别是在周恩来即将离开埃塞、启程前往

访问索马里的历史时刻, 埃塞也有意通过周恩

来给索马里转达某种信息。其二是塞拉西皇帝

认识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在联合公报中, 塞拉西强调了中国和埃塞

两国的一个基本差别: /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而

强盛的国家, 埃塞则不是这样。0 因此认为中国

在 /形成世界的发展方面有重大的作用可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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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 0¹
。当然, 对中国而言, 周恩来总理对埃塞的

访问, 既有改善两国关系的需要, 也在客观上让

埃塞人放心, 中国对索马里的访问是出于友谊和

贸易, 而不是要支持索马里针对埃塞的领土之争。

通过周恩来的访问, 中国和埃塞两国坦率表

明了共识, 也没有回避分歧, 为增进了解打下基

础。首先, 访问取得重要共识, 两国的正式建交

有了更加广泛和坚实的基础, 双方都有实现关系

正常化的愿望。在建立团结阵线的问题上, 周恩

来提出: /我们两国的制度不同, 奉行的政策也

不完全相同, 但我们相聚在一起, 目的是寻求共

识, 求同存异 0º。中国总理非常珍视埃塞在支
持民族解放运动中所起的作用, 肯定埃塞为

1963年 /亚的斯亚贝巴非洲国家首脑会议 0 做

出的努力, 认为这次 /会议是非洲团结的历史

转折, ,正如万隆会议是亚非国家解放和亚非团
结的历史转折一样 0»。基于这种理解, 两国领

导人都认为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时机已经成

熟。其次, 双方都表明在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的

愿望。中国支持埃塞在非洲和世界和平等问题上

发挥作用, 埃塞则支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利益

和立场, 支持中国在国际社会发挥作用。当然,

这一时期埃塞的外交政策和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受

到美国影响, 双方在禁止核试验条约和联合国等

相关问题上存在分歧。

然而, 由于受到国内、国际等多种因素制

约, 20世纪 60年代中国和埃塞两国前所未有的

沟通与接触并未使双方建交, 而是继续延后了数

年时间。就埃塞而言, 60年代后半期国家分离

主义运动盛行, 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反对埃塞吞

并厄立特里亚省的抗争不断高涨。埃塞无力控制

事态发展的现实使人们更多将原因归咎于外部,

开始怀疑中国对厄立特里亚提供支持。同时, 中

索两国良好关系使埃塞政府疑心重重, 对中国的

不干涉政策深有怀疑,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拖延了

两国建交进程。对中国而言, 60年代后半期中

国政治思潮的波动干扰了外交政策, 也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到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

1970年 11月 24日, 中国与埃塞正式建交,

这与当时的国际背景密切相关。20世纪 60年代

末到 70年代初, 美国力量的衰退、西欧和日本

经济的崛起、第三世界的迅速发展、特别是苏联

上升为与美国争霸的另一个超级大国, 现实深刻

影响了中国与埃塞建交的外部环境: 美国减少了

对埃塞的控制和影响, 美苏争霸引起包括埃塞在

内非洲国家的普遍不满, 反帝、反霸成为中国和

埃塞的共同目标, 而同属第三世界的现实成为两

国发展关系的共同基础。根据两国 5建交联合
公报 6: 中国和埃塞政府根据两国的利益与愿

望, 同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友好

合作关系。埃塞帝国政府遵照自己长期以来在联

合国和其他国际论坛所奉行的政策, 并申明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

府。中国则坚决支持埃塞帝国政府和人民反对帝

国主义与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
¼
这是对中国与

埃塞建交条件的最好总结。

结   论

1949~ 1970年的中国与埃塞关系受到双方

国内和国际因素的双重影响。两国建交的进程曲

折漫长, 反映了冷战时期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特

点, 即以政治意识形态为核心, 易受国际政治影

响, 因而缺少可持续性。但从总体上说, 双方作

为第三世界的组成部分和各自大陆的重要国家,

中国和埃塞通过建交维护了各自的利益, 达成了

广泛共识。从背景上看, 两国建交的过程是发展

中国家间关系发展的缩影, 对当今国际关系、特

别是南南合作仍有启示意义。同时, 作为历史经

验的总结, 1977 ~ 1982年两国关系的低谷与其

前后阶段、特别是与进入 21世纪以来两国关系

的迅速发展形成鲜明对比, 值得反思。

(温耀峰
*  译 )

(责任编辑: 安春英  责任校对: 樊小红 )

  ¹  人民出版社编辑: 前引书, 第 230页。

  º Ad ie, / Chao En lai on Safari0, Th eCh ina Quarterly, p1192;

Nugussay Ayele, op1 cit1, p1621

  »  Ad ie, op1 cit,l p11931E th iop ia hosted the inauguralm eet ing

of the Organ ization of African Un ity w h ich adop ted a resolut ion to

m ake Add isAbaba its sit1

  ¼  参见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 h ttp: / /www1 fm prc1 gov1 cn /

chn /w jb /zzjg / fzs /gjlb /1460 /1461 / t64891h tm, 2008年 7月 1日。

  *  本文译者系天津职业大学基础课部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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