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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冷战初期，随着英国撤离非洲之角，美 国 开 始 制 订 以 埃 塞 俄 比 亚 为 中 心 的 非 洲 之 角 政 策，其

标志是双方经过长时间磋商于１９５３年秘密签订的美埃（塞）军事同盟条约。美国选择这一地区弱国源自其

全球遏制战略的考量，而塞拉西为的是维护自己在埃塞俄比亚的统治地位及主宰东非之角事务。这种非对

称性同盟关系决定了两国关系必定随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而出现重大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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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间同盟是主权国家谋安全、求生存与发

展的重要政治手段，其中军事结盟是较为常见的

现象。冷战初期，美国根据全球遏制战略在世界

范围内迅速构建起多层次的军事同盟体系，１９５３
年的美埃（塞）军 事 同 盟 便 属 其 中 之 一。随 着４０
年代末英国战略力量从非洲之角撤离，美国开始

考虑填 补 该 地 区 的 地 缘 政 治 的 真 空，其 标 志 为

１９５３年美埃（塞）签 订 的 军 事 协 定。对 于 这 一 不

同意识形态国家间的非对称性同盟，国内外学术

界或注重历史过程的简要梳理，或仅强调美国战

略利益 的 考 量，大 多 忽 视 了 埃 塞 俄 比 亚 的 主 动

性①。本文主要依据美国解密档案揭示该同盟形

成的互动过程，祈正于大方。

一、二战期间美国对埃塞俄比亚军事援助

３０年代中期之前，埃塞俄比亚是非洲仅有的

两个独立国家之一。１９３５年，墨索里尼政权侵占

埃（塞），皇帝海尔·塞拉西被迫流亡英国。１９４１
年，以英军为 首 的 盟 国 部 队 解 放 了 非 洲 之 角，塞

拉西得以重登皇位。然而，英国担心埃（塞）对其

在东北非的主导地位不利，反对向他们提供军事

装备，甚 至 以 战 争 为 借 口，清 缴 该 国 的 武 器 装

备［１］１０４－１０５。１９４２年１月，双 方 签 订 协 定，规 定 埃

（塞）加入英镑区，英国为其提供６００万英镑的开

支，提供顾问、警官和法官，并协助建立埃（塞）国

防军。该协定实质上是把其变为“保护国”，而塞

拉西也不 得 不 依 赖 英 国 维 持 其 国 内 政 治 稳 定 及

经济重建［２］５５６。
然而，塞拉 西 不 甘 于 此，竭 力 维 护 自 己 在 国

内的自主地位，还梦想恢复以前帝国的版图。在

这种情况 下，“搭 便 车 是 弱 国 的 最 佳 政 策 选 择”，
即通过与一个大规模的组织结盟，虚弱政权就可

以获 得 民 众 对 其 追 求 目 标 的 理 解 与 普 遍 认

可［３］２９，３７。就当时世界形势而言，塞拉西仅有两个

选择：美 国 或 苏 联。政 治、军 事 和 经 济 等 方 面 考

量使美国 成 为 他 的 不 二 之 选。一 则 美 国 的 行 动

似乎表明其对非洲没有非分之想，如１９３５年拒绝

承认意大利占有埃塞俄比亚；二则战时的租借援

助使埃塞俄比亚的武器适应了美国的标准、口径

和装备类 型［４］１０２，２６５－２６６。塞 拉 西 认 为 在 美 国 的 帮

助下能更快地建立起一定规模的军队，以维持国

内的秩序和君主统治［５］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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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埃（塞）虽早在１９１４年就签订过通商

条约，但 对 该 国 的 兴 趣 非 常 有 限。二 战 前 期，美

国也不 愿 因 之 得 罪 英 国，拒 绝 向 其 提 供 军 事 援

助［６］８－１，［７］１３－１５。１９４２年，美国在英国帮助下获得

红海沿岸 阿 斯 马 拉 前 意 大 利 殖 民 军 所 建 的 马 丽

娜电台（Ｒａｄｉｏ　Ｍａｒｉｎａ）的 使 用 权。次 年１月，美

国战争部 进 一 步 提 出 在 该 电 台 基 础 上 建 设 通 讯

设施，对该地区的兴趣开始增强［８］２７－３７。随后，双

方签订租借 协 定，建 立 了 一 个 名 为“阿 斯 马 拉 兵

营”的无线电台。

１９４２年１２月，塞 拉 西 请 求 加 入《租 借 法 案》，
并于次年５月请求美国提供装备三个师的武器和

装备［９］９８。８月１９日，美国与埃（塞）签订租借协定

条款，但强调其目的只是“维持在埃塞俄比亚机会

均等的地位，以便美国利益的未来发展不会受阻于

第三方获得的垄断权或优先权”［１０］７４。尽管如此，
该租借条款仍可视为“埃塞俄比亚外交、社会和经

济史的一个分水岭”［１１］２１。１９４４年，美国应埃塞俄

比亚政府的请求，派出一个技术代表团帮助其重建

与发展经济。同时，军火分配委员会还批准从库存

中分配给埃塞俄比亚５千支步枪及少量急需的其

他武器①。战争期间，埃塞俄比亚通过《租借法案》
共获得美国约５１５．２万美元的援助［１２］１７９８。

在１９４４年英埃（塞）谈判前，美国曾多次提醒

塞拉西政府注意１９１４年美—埃塞条约中的 最 惠

国条款［１３］２４３－２４４，并 认 为 英 国 要 求 控 制 欧 加 登 和

保留地有失公正，对待埃塞俄比亚本质上如同殖

民地［１１］１２－１３，２８－３４，４７。英国 则 以 对 日 作 战 为 由，坚

持对上述地 区 的 管 理 直 至 协 定 期 限 结 束。１１月

２９日，塞拉西 被 迫 接 受 英 国 提 出 的 协 议 框 架：英

国继续占 领 埃 塞 俄 比 亚 东 南 部 的 欧 加 登 部 分 地

区，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在英国与意大利签约前

不交给任 何 一 方。新 的 英 埃（塞）协 定 进 一 步 使

塞拉西确信，屈 从 于 英 国 没 有 任 何 好 处，埃 塞 俄

比亚的未来在于与美国建立密切的关系，尤其是

获 得 其 军 事 装 备 以 建 立 一 支 强 大 的 军

队［１０］８１，［４］２６５－２６６，［１４］１４。不过，他也明白埃塞俄比亚

必须证明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价值，而这样的

机会在二战结束后才逐渐地出现。

二、冷战初期的美埃（塞）关系

二战结 束 时，英 国 虽 然 不 再 反 对 美 国（需 事

前告知）为 埃 塞 俄 比 亚 的 国 内 安 全 向 其 出 售 武

器，但后者还是拒绝了塞拉西政府对武器和装备

的请求，如国务院断然拒绝一支摩托化部队装备

和其他一般化武器的请求，认为该国经济无法负

担起购买和维护的代价［１５］５２７，５９７。然而，其根本在

于决策者 认 为 该 地 区 战 略 价 值 不 大。例 如 中 央

情报局１９４７年７月的一份报告认为，厄立特里亚

和意属索马里在地中海、中东或西北非偶然事件

中的重要性比较低［１５］；参谋长联席会议战略计划

委员会也认为，东西方之间在１９５７年前不可能发

生战争，共产主义势力也没有深入阿拉伯和非洲

地区［１６］。因此，国务院武器政策委员会虽然批准

向埃塞俄比亚出售一定数量的武器，但要求必须

是在一种“非优先级”基础之上的［１５］５２７。

１９４８年中期，美国开始转变对埃塞俄比亚的

态度，其主要原因不外乎三个方面：
首先，冷战格局的逐步形成促使美国调整全

球战略。对 美 国 来 说，“非 洲 之 角 的 基 本 战 略 重

要性不是铜矿资源、民主的命运或者埃塞俄比亚

君主专 制 的 未 来；它 只 是 地 理 意 义 上 的”［１７］８－９。
在红海沿岸，以色列和埃塞俄比亚处于敌对的阿

拉伯邻国包围之中，美国商船与舰队往来红海的

关键利益 受 到 一 定 威 胁。非 洲 之 角 落 入 共 产 主

义之手可 能 会 导 致 使 中 东 与 东 北 非 亲 西 方 政 权

不稳定，阻断印度洋到西方的运输线及西方获得

中东的石油。
其次，阿 斯 马 拉 电 台 与 厄 立 特 里 亚 归 属 问

题。该通讯站远离南北磁极，海拔７　０００英尺，受

气候变化的影响很小，能够把无线电信号传回华

盛顿、欧洲、北非和太平洋地区，如同在中东和非

洲地区上 一 样 清 楚［１８］１７，［１９］４２。因 而，该 电 台 成 为

美国全球 无 线 电 系 统 的 一 个 至 关 重 要 的 组 成 部

分。１９４８年末的一份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认为，
中东地区没有电台的其他替代性位置，获得阿斯

马 拉 电 台 的 长 期 使 用 权 具 有 高 度 优 先

性［２０］２２０，［５］１８。１９４７年２月１０日，盟 国 与 意 大 利

签订和 约，意 大 利 放 弃 在 非 洲 全 部 领 土 的 所 有

权，埃塞俄比亚立即对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提出

强烈的领土要求，这不可避免使美国将两个问题

联系起来考虑。
第三，美国冷战战略框架的形成为两国关系

的发展奠定 了 基 础。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２日，美 国 国

会通过《共 同 防 御 援 助 法 案》，规 定 政 府 可 根 据

“自助和 互 援 的 原 则”向 其 他 国 家 提 供 必 要 的 军

援，使之“能 有 效 地 参 与 个 别 或 集 体 自 卫 安 排”。

１９５０年５月，国家安全委员会第６８号文件决定，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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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要“加紧步伐……援助能够并愿意为美国安全

做出重大贡献的国家，增加它们的经济和政治的稳

定，加强它们的 军 事 力 量”［２１］２３５－２９２。６月５日，国

会又以“国际开发法”为名通过第四点计划。这些

选集出台的法案标志着美国新的冷战战略形成，也
为美埃（埃）关系的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

在此基础上，美国政府开始对埃塞俄比亚采

取积极的政策。此前，美国仅在阿斯马拉通讯站

问题上得到后者的“一份纯粹的口头承诺”，所以

国家安全机构在１９４８年夏秋开始制定解决该问

题的计划，目标是既能使用该通讯站又不引起其

他国家的反对。１１月，国务卿马歇尔正式表示支

持埃塞俄 比 亚 对 绝 大 部 分 厄 立 特 里 亚 地 区 的 要

求，条件是“不 妨 害 阿 斯 马 拉 电 台 和 其 他 军 事 设

施，如阿斯马拉—马萨瓦地区的机场和港口的使

用”［１１］８３－８４。美国还将其所欠 的 租 借 贷 款５００多

万美元减至２０万美元，并规定这些资金主要用于

改 善 其 交 通、文 化 教 育 及 相 关 的 美 国 政 府

开支［１２］１７９８。
此后，美埃（塞）双方都把驻对方的公使馆升

格为大使馆，两国关系得到明显的改善。１９５０年

３月，杜鲁门在给塞拉西的信中称，两国之间现在

的关系良好，并 表 示 美 国 将“全 心 全 意 地 希 望 维

持并加强这些关系”。然而，美国决策者对埃塞俄

比亚的军援请求依然没有兴趣，认为如果发生东西

方的热战，埃塞俄比亚在军事上于事无补。近东事

务局也指出，美国在东地中海或近东不会考虑任何

安全协定，应鼓励该地区自发的防御组织［２２］。换

言之，美国虽然承认埃塞俄比亚未来的战略重要

性，但仍认为它是一个低优先级的准盟国。
然而，塞拉西的首要目标是获得美国军事装

备及少量战机，以维护国内稳定并使武装部队的

装备标准化。由于不能从美国获得急需的武器，
塞拉西转向欧洲国家。１９４７年，埃（塞）与捷克达

成一项价值８００万美元的武器交易，次年又与之

签订了购买一个小型军工厂和其他装备的协定。

１９４９年初，埃塞俄比亚还从英国中东军火库中获

得１万支步枪和１００万发子弹。此外，它还从瑞

典、加 拿 大 和 比 利 时 寻 求 军 火 供 应［１１］５８，［２３］１２４１。

１９４０年代末，苏联大使也在不同场合向埃塞俄比

亚保证有 求 必 应［４］１０３。对 此，美 国 驻 埃（塞）外 交

官只是认为这是塞拉西的一个恐吓，迫使美国对

他的武器 请 求 承 担 更 大 的 责 任［２４］６３。显 然，美 埃

（塞）军事关系的升温还需要一个恰当的时机。

三、朝鲜战争与美埃（塞）军事关系的发展

朝鲜战争 使 美 国 的 战 时 计 划 都 要 按 照 现 有

防务要求重新考虑，为塞拉西向美国展示埃塞俄

比亚的同盟价值，从而获得军事援助提供了难得

的契机。１９５０年７月，埃塞俄比亚向联合国捐助

１０万埃元（约合４万美元）用于购买医疗设备，并

于１１月向朝鲜派遣了１　０６９人的部 队。同 时，塞

拉西请求美 国 为 其 装 备 两、三 个 师，并 提 供 正 式

的军事 援 助［２５］１６９８－１６９９。对 于 埃 塞 俄 比 亚 的 配 合

之举（尤 其 是 出 兵 朝 鲜），美 国 政 府 认 为 非 常 可

取：有利于 埃（塞）获 得 美 国 军 事 装 备；对 美 国 继

续使用厄立特里亚的某些军事设施有所帮助；推

翻了苏联 宣 称 朝 鲜 战 争 是 一 场 白 人 帝 国 主 义 者

对世 界 有 色 种 族 的 侵 略；有 助 于 国 际 集 体 安

全［２３］１２４１－１２４２。正因如此，对埃塞俄比亚军事援助

的问题被纳入议程。
然而，参谋长联席会议联合战略计划委员会

坚持认为，美国只能在非常明确的政治和军事战

时基 础 上 提 供 军 事 援 助，埃 塞 俄 比 亚 只 能 在

ＰＬ３２９法第４０８条（ｅ）修正案下寻求补偿性军事

援助。为获得这种资格，埃必须清楚地表明它有

自卫能力或参加有助于美国的地区防御，而此时

是“极不可能的”。而且，军事援助方案中的长期

购买安排意味着支付现金，且多数情况下需提前

付款［２５］１７００－１７０２。对 此，塞 拉 西 抱 怨 说：曾 是 侵 略

国的意大 利 都 能 从 美 国 获 得 大 量 的 军 事 和 经 济

援助，而忠于西方的埃塞俄比亚却不能得到这种

援助（尤其是军事援助）［２５］１６９８－１６９９。
为抚慰塞拉西的不满，美国试图帮助其发展

工农业和多元贸易，促使其经济平衡地发展。为

此，美国对外经济援助机构为其制定了一项为期

１０年的经 济 发 展 计 划。１９５０年，还 支 持 国 际 复

兴与开发银行为其提供了９００万美元贷款，用于

改善交通和通讯设施等，同时派遣一些顾问和技

术人员［２３］１２４２－１２４３。针 对 联 合 国 第 四 次 会 议 专 门

委员会提 交 的 三 份 关 于 厄 立 特 里 亚 问 题 的 不 同

建议①，美国主 张 厄 立 特 里 亚 应 为 皇 帝 塞 拉 西 主

权下的一个 单 元，应 在 国 内 事 务 中 拥 有 立 法、行

政和司法权力。该提案得到英、意及几个拉美国

家的支持［２３］１２５１。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２日，联合国大会

以４６对１０票支持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组建

一个联邦。

·３５·

① 挪威提案支持由埃塞合并整个厄立特里亚，南非和缅甸提案支持整个厄立特里亚与埃塞建立联邦，危地马拉和巴基斯坦提案支

持联合国托管１０年后让其独立。



在此前后，埃塞俄比亚仍请求美国提供军事

援助，而后者只强调在阿斯马拉马丽娜电台的利

益［２５］１７０４－１７０５，建议在厄立特里亚联合决议实施前

讨论 该 问 题。随 后，双 方 关 系 陷 入 停 滞 状 态。

１９５０年１１月，美 国 驻 埃 塞 俄 比 亚 大 使 麦 里 尔 认

为，埃塞俄比亚根据第４０８条（ｅ）获得美国援助的

合法性令人怀疑，但是保持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是重要的，建议政府派一位高级别将军向塞拉西

解释该国在非共产主义世界总体防卫中的地位，
劝说他的军事开支不要超过自身的能力，以免他

对 军 事 援 助 的 请 求 一 再 遭 到 拒 绝 的 尴

尬［２５］１７０１－１７１２，［２３］１３６７。然而，由 于 美 国 的 对 外 战 略

正处于调整之中，该建议直到半年后才得到政府

的认真考虑。
朝鲜战争 的 爆 发 使 美 国 的“遏 制”政 策 迅 速

全球化，具有一定地缘战略重要性的地区相继被

纳入考量范围。在这种背景之下，杜鲁门政府开

始推动并倡导建立向中央条约组织、南亚条约组

织等地区安全同盟。一些战略要点，如苏伊士运

河和波斯 湾 的 重 要 性 不 断 提 升。国 务 卿 杜 勒 斯

为此提出“北排”的概念。１０月，国会通过了杜鲁

门提出的“共同安全计划”，标志着美国对外援助

从主要限于欧洲扩展到全球，从经援为主转变为

军援为主。具体到厄立特里亚，其基本战略利益

是获得某些军事设施的权利，特别是阿斯马拉的

通讯 设 施 和 马 萨 瓦 作 为 空 军 与 海 军 基 地 的

设施［２３］１２５２－１２５３。

１９５１年４月１５日，塞 拉 西 趁 向 朝 鲜 派 出 替

换部队之 机 重 提 军 事 援 助 的 请 求。杜 鲁 门 政 府

不得不认 真 考 虑 派 遣 一 位 高 级 将 军 出 使 埃 塞 俄

比亚，以至 少 象 征 性 地 突 出 该 国 的 重 要 性［２６］。６
月，陆军部长 派 遣 博 尔 特 访 问 埃 塞 俄 比 亚，目 的

是“为了预先以一种不让皇帝及其国内批评尴尬

的方式阻止他的重新提出该请求”。其具体会谈

的方针包括：肯定埃（塞）参与朝鲜战场的联合国

军；强调美国 在 遏 制 苏 联 扩 张 上 承 担 的 责 任；目

前不能向埃（塞）提供进一步的军事援助；至少提

到美国在阿斯马拉电台的利益［２３］１２５８－１２６０。

６月１３至１５日，博 尔 特 在 与 塞 拉 西 及 其 政

府官员的会谈中贯彻了上述指示，建议埃塞俄比

亚下列事项具有相对优先性：一项训练埃（塞）在

朝鲜替换部队的计划；确保美国在阿斯马拉电台

的使用 权；美 国 援 助 马 萨 瓦 和 阿 萨 布 港 口 的 建

设；以 补 偿 援 助 方 式 适 度 地 援 助 埃 （塞）军

队［２３］１２６３－１２６４。在７月６日的报告中，博尔特认为

埃（塞）对美国的军事价值有限，反对为该国制定

正式的援 助 计 划 和 派 遣 一 个 军 事 代 表 团［２６］。为

了不让 埃 塞 俄 比 亚 彻 底 绝 望，他 建 议 美 国 为 埃

（塞）的朝鲜部队提供适当的军事装备，并提供一

支数量小的、临时性的而非一个正式的使团训练

其朝鲜替换部队。

四、美埃（塞）军事协定的签订

联合国关 于 厄 立 特 里 亚 的 决 议 是 美 埃（塞）

关系史上 的 关 键 性 因 素。由 于 控 制 了 厄 立 特 里

亚的国防与对外事务，埃（塞）在政局混乱的中东

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大为增强，并使美国获得阿斯

马拉的永 久 基 地 迫 在 眉 睫［２７］１７。同 时，埃（塞）厄

联邦造成阿拉伯国家对埃塞俄比亚的敌视，也为

其与美国军事结盟增加了讨价还价的新筹码。

１９５２年初，美 国 准 备 与 埃 塞 俄 比 亚 进 行 谈

判。３月，国务院建议国防部很据１９５１年相互安

全法案第２０２条寻找向埃（塞）提供军事援助的合

法依据。４月，参 谋 长 联 席 会 议 宣 布，根 据１９４９
年共同防御法案的第４０８条（ｅ）修正案，埃（塞）不

符合获得无偿援助的条件，但有资格获得补偿性

军事援 助，即 实 价 购 买 武 器 装 备［２７］４１９－４２０。美 国

政府认为 这 足 以 诱 使 塞 拉 西 签 订 一 项 基 地 权 利

的协议。埃 塞 俄 比 亚 政 府 据 此 请 求 购 买 相 当 于

一个美国步兵师的武器装备，价值近４７０万美元，
但它无力预付货款［２８］。

１９５２年７月 的 纳 赛 尔 政 变 以 及 中 东 其 他 地

区反西方态度使美国决策者重新考虑中东局势。

８月，美国驻埃（塞）大使Ｊ．Ｒ．柴尔兹向塞拉西政

府递交一份建议草案，要求给予美国在厄立特里

亚的基地 使 用 权［２７］４２７。为 推 动 两 国 谈 判 继 续 进

行，埃（塞）政府于９月１１日给予美国继续使用马

丽娜电台 的 权 利。这 使 美 国 人 相 信 一 项 正 式 的

基地 协 定 能 够 快 速 达 成［２７］４２７。然 而，塞 拉 西 认

为，仅就 厄 立 特 里 亚 基 地 达 成 协 定 于 己 极 为 不

利，解决办法是与美国签订一项全面的协定。合

适的补偿 就 是 获 得 美 国 的 武 器 装 备 和 正 式 的 军

事 代 表 团，否 则 埃 （塞 ）不 会 缔 结 基 地

条约［２７］４２９－４３０。

１２月１７日，联 合 国 大 会 第 七 次 会 议 通 过 美

国提出的埃（塞）厄联邦的提案，即联合国决议案

６１７（Ⅷ）。在 随 后 美 埃（塞）谈 判 重 新 开 始 时，外

长Ａ．阿 克 利 罗 抱 怨 美 国 的 协 定 远 比１９４８年 宽

泛，提出解决 方 式 只 能 有 两 种：要 么 限 制 美 国 在

阿斯马拉使用军事设施；要么向埃塞俄比亚提供

足够的军事支持。显然，他认为美国只能选择后

·４５·



者，遂提出需要大约５０人的美国长驻军事使团和

书面承诺。然而，美国只想为马丽娜电台支付租

金，只同意派 遣 一 个 数 量、日 期 未 定 的 小 规 模 军

事代表团（１０—１５名）且 不 会 出 具 书 面 承 诺。阿

克里罗当即表示拒绝，双方谈判破裂［２７］４３３－４３４。
此后，国务院力图通过非正式渠道摸清埃塞

俄比亚政府关于基地协定、美国军事代表团及购

买武器方式等方面的底线。同时，埃塞俄比亚也

做了让步，给予了美国部队在基地设施内的权利

及电报、无线 电 通 讯 的 完 全 自 由，但 没 有 给 予 美

国军 事 设 施 之 间 货 物 和 部 队 行 动 的 优 先 权。

１９５３年３月，阿 克 利 罗 与 皇 家 卫 队 司 令 穆 鲁 吉

塔·布里赴华盛顿谈判，决心解决美国向埃塞俄

比亚提供补偿性军事援助和军事训练代表团，以

及美国在 厄 立 特 里 亚 的 军 事 权 利 协 定。在 会 谈

中，阿克利 罗 利 用 杜 勒 斯 提 出 的“北 排”概 念，强

调埃塞俄比亚应是“南排”的组成部分，是北排失

败后的一个安全阀［２９］２７，［４］２６６－２６７。他指出，补偿性

援助协定是一份“共同防御条约”，要求降低美国

武器的价 格 以 及 分 期 付 款。美 国 政 府 意 识 到 此

次谈判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决定给埃塞俄比亚补

偿性的军事援助［２７］４３８－４４２，４４４－４４５，［４］２６３－２６８。
这一转变 并 非 美 国 主 动 改 变 了 对 埃 塞 俄 比

亚的态 度，而 是 因 为 塞 拉 西 政 府 的 威 信 危 在 旦

夕，它必 须 以 实 际 行 动 表 达 自 己 的 诚 意。首 先，
华盛顿要求确保自身的利益，即美国驻埃（塞）军

事人员享有特别治外法权，在整个埃塞俄比亚领

空的完 全 自 由，军 事 和 仓 储 设 施 及 港 口 的 访 问

权，确保美国使用埃（塞）设施（包括马丽娜电台）

２５年［２７］４５０。其次，美国同意派遣正式军事代表团

训练埃塞俄比亚部队。最后，建议为埃（塞）军事援

助找到国防部能接受且价值不超过５００万美元的

符合条件之处，并进一步弄清其能够承担的确切

费用。

４月初，国务 院 要 求 国 防 部 宣 布 埃 塞 俄 比 亚

有资 格 获 得 无 偿 的 军 事 援 助［２７］４４５－４４８。２２日，参

谋长联席 会 议 和 国 防 部 同 意 为 埃 塞 俄 比 亚 的 补

偿性军事援 助 创 造 条 件，除 必 要 的 零 件、火 药 和

运输外，估 计 总 援 助 为５００万 美 元［２７］４１９－４２０。此

外，国防部和 参 谋 长 联 席 会 议 一 致 同 意，埃 塞 俄

比亚从朝鲜回国的部队根据第４０８条（ｅ）获得小

型武器［２７］４２３。５月８日，国防部同意向埃塞俄比

亚提供军事 援 助，并 请 求 总 统“在 埃 塞 俄 比 亚 外

长下周离开华盛顿前原则上批准军事援助”。２２
日，艾森豪威尔宣布埃塞俄比亚根据１９５１年共同

安全法第２０２条有资格获得约５００万美元的补偿

性军事援 助。同 日 双 方 代 表 私 下 签 署 共 同 防 御

援助 协 定 和 防 御 设 施 协 定［３０］４２２－４２６，７５０－７６１。前 者

规定，美国向埃塞俄比亚提供武器、其他装备、物

质、服 务 等 援 助，用 于 维 护 其 国 内 治 安、合 法 自

卫，或参加区域性防御、或联合国集体安全；向埃

塞俄比亚 提 供 适 量 的 军 事 援 助 顾 问 团 训 练 其 军

队和担 任 咨 询 工 作［３１］３０－３２。防 御 设 施 协 定 主 要

就下列条款进行秘密换文：根据基地协定将给予

美国现在及未来可能需要的军事设施具体化；埃

（塞）成立 联 邦 时 关 于 美 国 使 用 基 地 设 施 的 临 时

协定终止；确认美国根据无偿军事援助向埃（塞）

提供的装备类型；该协定给予美国在这些基地及

外围地区自由行动的所有权利［２７］４５０。事后，双方

都表示不发表该协定的公开声明。

一般而言，弱国利用同盟关系维护自身的安

全，强国则利用同盟体系调整国际格局。美国与

埃塞俄比亚军事同盟关系的建立源于非洲、中东

地区激进运动及地缘政治，而不是意识形态。正

如美国的一份文件所称，该同盟并非与非洲本身

相联系，而是与中东和反共产主义的防务相联系

的，“实质上 是 建 立 在 杜 勒 斯１９５３年 提 出 的‘北

排’概念基础之上的。”［１８］１９然而，所有非洲国家与

外部国家 的 结 盟 本 质 上 都 是 为 了 本 国 内 部 的 安

全与控制［３２］８６。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利用冷战

两极格局求援于美国，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国内的

统治地位 及 主 宰 东 非 地 区 事 务。美 埃（塞）军 事

协定的签订决定两国长达２５年之久的军事同盟

关系，也奠定了东非地区冷战格局的基础。美国

获得了长 期 使 用 卡 格 纽 通 讯 设 施 和 军 事 基 地 的

权利，而后 者 获 得 了 一 直 寻 求 的 美 国 军 事 援 助。

就短期来看，塞拉西对美埃（塞）军事协定并不满

意，但这毕竟意味着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迈出

了关键性的第一步，后者已开始对埃塞俄比亚的

军事化及安全承担责任，并对东非地区的未来局

势（如欧加登战争等）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①。

·５５·

① 据统计，１９５３—１９７６年间，埃塞俄比亚从美国获得３．５余亿美元的经 济 援 助 和２．７９亿 美 元 的 军 事 援 助，占 美 国 在 南 撒 哈 拉 非

洲军事援助计划的８０％以上。Ｓｅｅ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ｆｉｓｃａｌ　ｙｅａｒ　１９８１，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１９８０，ｐｐ．
４７９－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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