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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摘要 】 埃塞 俄 比 亚 自 独 立 以 来 , 曾 发 生 过 多 次严 重 的

国 内 民 族 间 与地 区 间 冲 突 , 如何 既维护联 邦 统
一

又 赋 予各 民 族 基

本权 益这一 问题 时 时 挑 战 着 治 国 者 的 政 治 智 慧 。 1 9 9 1 年 7 月 全

国 大会通过 的 《过 渡 宪 章 》 确 认 了 各 民 族拥 有 自 决 权 。 1 9 9 4 年

通过 的 宪法 明 确 将 包 括分离权 在 内 的 自 决权 写 进 了 宪 法 ( 第 3 9

条 ) , 这在 非 洲 政 治史 上 堪 称 一 大 创举 。 虽 然 民 族分离 主义 者始

终将 民 族 自 决权 当 成
“

法 宝
”

, 坚 持每个 民 族都 有 建立 自 己 独 立

国 家的 权利 , 但是埃塞 俄 比 亚 联 邦 制 并 非 为 鼓励 民族 分 离 而设

置 。 不 过从 目 前 来看 , 埃塞俄 比 亚 宪 法 对 民 族分 离权 的公 开 承

认 , 对 埃塞 的 发 展起 到 的是 正 向 促进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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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绝大多数 国家都是多民族多种族的 国家 。 如何既保持国家统
一

推

进国族融合 , 又维护好 国 内各 民族 的权益从而增进 国家认同 ,

一直是各国

面临的 巨大挑战 。 这方面 , 东非大 国埃塞俄 比亚的 情况有其特殊可关注

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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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塞俄比亚联邦体制的建立与新宪法的制订

1 9 9 1 年 5 月 , 门 格斯 图逃到津 巴布韦 , 近 2 0 年 的军事专政就此结

束 。
1 9 9 1 年 6 月 6 日埃革阵？领导人梅莱斯组建了 临时政府和 由 8 7 人组

成的人 民代表制宪会议 ( Ｌｅｇ
ｉ ｓｌａ ｔｉｖ ｅＣｏｕｎｃ ｉ ｌｏｆＲ ｅｐ ｒｅ ｓｅｎｔａｔ ｉｖｅｓ ) 。 梅莱斯

非常重视各 民族在 国家机构 中 的代表比例均衡 , 例如 国家 的三巨头来 自 不

同民族 ： 总统和制宪会议主席梅莱斯为提格雷族 , 副总统费卡都 ( Ｆｅｋ
－

ａｄｕＧｅｄａｍ ｕ ) 是古拉吉人 , 制宪会议秘书特斯 法耶 ( Ｔｅｓ ｆａｙ
ｅＨａｂ ｉ ｓｓｏ )

是坎 巴 塔 ( Ｋａｍｂ ａ ｔ ｔａ ) 人 。
7 月 2 9 日 任 命 的 总 理塔 姆拉 特 ( Ｔａｍ ｒａｔ

Ｌａｙｎｅ ) 是阿姆哈拉人 。
8 月 1 1 日 由 塔姆拉特组成 的 临时政府

一

共有 1 7

位部长 , 充分照顾到 了 民族 、 宗教和政治集 团的平衡 。

②

由于埃革阵强大 的 军事实力 、 有效 的 组织 和领导力 , 因而在起草宪

法 , 安排行政区划和 一系 列选举 的过程 中 ,

一直起着主导作用 。 1 9 9 4 年

宪法确定了 国家结构形式为联邦制 。 埃革阵政权希望将联邦制当作应对各

种难题的解决之道 。
‘

联邦制与 民族分离权不
一

定共生 。 在塞拉西时代有过 1 0 年的联邦制 ；

1 9 9 5 年 8 月 2 1 日 埃塞俄 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政府成立 , 标志着新联邦制

正式进人运行阶段 。 这两次联邦制 的 重大区 别之一体现在有无 民族分离

权 。 塞拉西皇帝认为要维护 国家统
一

, 坚决不能实行民族 自 决 , 乃至最后

① 埃革阵是
“

埃塞俄 比亚人民革命 民 主 阵线
” 的简 称。 埃革 阵是 由 提 格雷 人 民解 放 阵线

( 简称
‘

‘

提人 阵
”

) 、 阿姆 哈拉 民族 民主运动 ( 原为
“

埃塞俄 比 亚人 民 民主运 动
“

) 、 奥罗莫人 民 民

主组织 、 南埃塞俄比 亚人 民 民主阵线共 同参加 、 代 表全 国 2 4 个民 族 的统一 阵线 , 现为全 国第
一

大政 党 。 埃革阵的核心是提人 阵 。 梅莱斯是提人阵主席 ． 同时也是埃革阵主席 。 埃革 阵正式 成立

于 1 9 8 9 年 1 月 , 由提人阵和埃塞俄 比 亚人 民民 主运 动组成 。 1 9 9 1 年 1 月 , 埃革阵第一次全 国代

表大会 时 , 奥罗莫人民民 主组织等加人 。 埃革 阵将 自 身定位 为
“

以农村为基础 的
＂

、

“

进 步政 党
”

,

主张联邦 制 、 自 由 市场经济和 多党 民 主等 。 2 0 0 1 年 , 埃革 阵发生 分裂 ,
9 月 , 埃 革阵 召开

“
四

大
＂

, 通过了梅莱斯 的报告 , 同时将原国 家总统 、 提格雷 州 州长 、 奥 罗 莫州 州长 、 南方州州 长等

领导 人清除 出党 。 2 0 0 2 年 9 月 , 埃 革阵 召 开第五次 全 国代表 大会 , 选举梅莱斯 为主席 , 阿迪苏

( 阿民运 主席 ) 为副主席 。 参见钟 伟云编著 《埃 塞俄 比亚 ／ 厄 立特里亚 》
, 社 会科 学文 献出 版社

2 0 0 6 年版 , 第 1 1 9  1 2 1 页 ,

②ＰａｕｌＰ ． Ｈｅｎｚ ｅ , Ｅｔｈ ｉｏｐ
ｉａ

－

ｔｈ ｅＦａ ｌ
ｌｏｆｔｈ ｅＤｅｒｇ ａｎｄｔｈｅＢｅｇ ｉｎｎｉ ｎｇｏｆ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ＥＰＲＤＦ

：Ｍａｒｃ ｈ 1 9 9 0

—

Ｍａｒｃｈ 1 9 9 2  ,Ｓａ ｎｔ ａＭｏｎｉ ｃａ ？Ｃａ ｌ ｉ ｆ ． ：Ｒａｎｄ ,
 1 9 9 5 , ｐ

． 5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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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 了联邦制 。 而埃塞新联邦制除 了具有一般意义上 的联邦制特征外 ,

？

最重要的规定就是 明确 了 民族分离权 。
1 9 9 1 年 7 月 全 国大会通过 的 《过

渡宪章 》 确认 了各 民族拥有 自决权 。
1 9 9 4 年通过的宪法明 确将包括分离

权在 内 的 自 决权写 进 了宪 法 ( 第 3 9 条 ) 。 这在非 洲政 治史上堪称一 大

创举 。

埃塞宪法 民族 自 决原则的确立主要归功于埃革阵 的执政理念 。 埃革阵

的理念是 ： 对其他长期受压迫的民族而言 , 联邦制和 民族分离权会起到缓

和民族矛盾而非激化民族矛盾 的作用 。 埃革阵认为 , 埃塞封建统治和 门格

斯图军事统治时期 , 埃塞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而非 阶级矛盾 。 民族矛盾

是旧政权长期执行民族压迫政策造成的 , 是导致各民族武装反抗 中央政权

的根源 。 要彻底解决埃塞的民族问题 , 使埃塞境 内各 民族和睦相处 , 就要

赋予各 民族全面的 自决权 , 包括在其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从埃塞联邦

分离出 去的权利 。

②

在具体细则上 , 埃塞宪法规定从联邦分离的要求必须得到该 民族及其

立法机构 2 ／ 3 多数的 同意 ； 联邦政府应在三年内为要求分离的 民族安排一

次公 民表决 ； 在公 民表决中 , 分离要求必须得到该地 区居民超过半数的支

持方能获得联邦认可 ( 第 3 9 条 ) 。 宪法解释权在联邦 院 , 而联邦院是 由各

民族按人 口 比例组成的 , 因此不会轻易支持某
一

民族的修宪 申请 。 况且在

联邦院决定之前 , 有关宪法的事项 由 宪法法院审议 ( 第 8 3 条 )
。
宪法法院

的组成有利于执政党 。 根据 宪法 , 宪法法院 由 1 1 人组成 , 包括最高法院

院长和副院长 , 这两人都是总理提名 的 ；
6 名 成员 由 人民代表 院推荐 , 而

埃革阵是人民代表院的多数党 。 由此可以看 出 , 宪法法院不会作出 违背埃

革阵意志 的决定 。 宪法还规定 , 州立最高法院就联邦事务的判决发生争议

时 , 交由联邦最高法院审议 ( 第 8 0 条第 6 款 ) 。 也就是说 , 如果某州 已经

决定脱离联邦 , 并且该州 的最高法院也已批准 , 那么联邦最高法院仍然可

① 例如 ： 有统治 同样土地和人 民 的两级政府 ； 每级政府至少有一个 自 主行 为的 领域 ； 存在

对每级政府在其领域内 自 主行 为的保 障 ； 埃塞联邦政府掌握着外交 、 国防等重 大事务 的最终控制

权 ； 联邦政府与国 家成员单位 的政府 ( 即埃塞各州政府 ) 形成合作与协调关系 ； 联邦 成员 的权力

和中 央政府的权力在宪法 中 有 明确划 分 ； 实行 两院议会 制 ； 拥有 联邦制 的司 法 体制 , 即联邦法

院 、 地方法院和最高法 院 。
ＳｅｅＷｉ ｌ ｌ ｉａｍＨ． Ｒ ｉｋｅ ｒ , Ｆｅｄｅｒａ ｌｉ ｓｍ

－

．Ｏｒ ｉｇ ｉｎ
, Ｏｐｅｒ ａ ｔ ｉｏ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ｃｅ

( Ｂｏ ｓｔ ｏｎ
；
Ｌ ｉ ｔ ｔｌ ｅＢｒｏｗｎ

, 1 9 6 4 ) 
？ ｐｐ ． 1 2 

—

1 5 ．

② 钟伟 云编著 ： 《埃 塞俄 比 亚／厄立特里亚 》 ,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 0 0 6 年 版 , 第 9 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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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依据宪法进行干预 , 甚至推 翻该 州最高法院 的裁决 。 为 了从法律 源头

保证法院不受地 方民族分离 主义者的控制 , 宪法规定州 议会在任命州 立

最高法院和高级法院法官时 , 州 司 法管理委员 会应提前将候选人名 单提

交联邦司法管理委员会备案 , 如果三个月 内联邦司法管理 委员 会没有异

议 , 州议会才可 以批准任命 ( 第 8 1 条第 4 款 ) 。 尽管有苛 刻 的规定 , 埃

塞宪法仍然是非洲 乃至全世界罕 见的 明文规 定 民族可 以从国家分离 的

宪法 。

二 民族分离权与厄立特里亚的独立

埃塞宪法规定民族分离权 , 那么联邦制 的设立是否 出于厄立特里亚的

执意分离而采取的无奈 之举呢 ？ 笔者认为不是 , 因 为在 1 9 9 3 年厄立特里

亚就独立事宜举行全 民公投 之前 , 埃塞临 时政府 ( ＴＧＥ ) 就已 经将联邦

制定为 国策 , 并公开承认各 民族 的 自 由 分离权 。

？ 厄立特里亚建 国之后 ,

民族 自 决已 成为现实 , 埃革阵也没有因为担心其他民族效仿厄立特里亚

而取消依照 民族 自 决原则建立新 国家的计划 。

厄立特里亚的分离在非洲政治史上是
一

件大事 。 非洲 国家独立 5 0 多

年来 , 厄立特里亚是第
一个通过 民族分离手段建立的国家 。 非统起初不赞

同厄立特里亚与埃塞分离 。 按照 1 9 6 4 年非统会议的决议 , 非洲 国家殖 民

地 时期确立的边界不可更改 。 人们担心厄立特里亚如果分离 , 会导致多米

诺骨牌效应 , 影响非洲 稳定 。

然而 , 厄立特里亚 的问题不仅是
一个宪法地位的问题 , 也是解决殖民

遗 留 的问题 。

首先 , 厄立特里亚的分离是不可避免的 。 这是 由厄立特里亚独特的历

史原 因造成的 。 厄立特里亚的主体民族是提格雷尼亚族 , 和埃塞的提格雷

①Ｋ ｉｄａｎ ｅＭｅｎｇｉｓ ｔｅ ａ ｂ
？

＂

Ｅｔｈｉｏｐ ｉａ ：Ｓｔ ａ ｔｅＢｕ
ｉ
ｌｄ ｉｎｇｏ ｒＩｍｐｅ ｒ

ｉａｌＲｅ ｖ
ｉ
ｖａｌ

,

”


ｉ ｎＡｂｄ ｉＩ ｓｍａ

ｉ ｌＳ ａ
－

ｎｉａ ｔａ ｒａｎｄＡｈｍ ｅｄＩＳａｍａ ｔａ ｒｅｄ ． ,ＴｈｅＡｆｒｉ ｃａｎ Ｓｔ ａ ｔｅ：Ｒｅ ｃｏｎｓ ｉｄｅｒａｔ
ｉ ｏｎｓ ( Ｐｏ ｒｔ ｓｍｏｕ

ｔ
ｈ

,ＮＨ ；

Ｈｅ ｉｎｅｍａｎ ｎ
？
 2 0 0 2 ) 

, ｐ ． 1 8 3 ．

② 1 9 9 3 年 4 月 2 3
—

2 5 日
, 厄立特里亚举行公投 , 有投票权 的公 民 为 1 0 0 万 ,

其 中 9 8 ．  5 ％

的人参加了 投票 , 结果是 9 9 ．  8 ％的投票者支持独立 。
4 月 2 7 日 厄立特里亚正式独立 。 埃 塞过渡

政府迅速予 以 承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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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在历史上本是同
一

民族 。 只是 由于殖民者的蓄意分裂 , 提格雷人被分割

在埃塞俄 比亚和厄立特里亚 , 双方的经济交流和 文化联系被人为制造了很

多障碍 。

？．

早 在 1 9 世纪帝 国主义列 强争夺非洲 时 , 加人 三国 同盟 的 意 大利 自

恃有德 、 奥盟国作后盾 , 制订了
一

个野心勃勃的殖 民扩张计划 , 第
一

个

＊

0 标是建立
“

红海帝 国
”

( Ｉｍｐｅｒｏｄｅ ｌＭａｒｅＲｏｓ ｓｏ ) , 将侵 略矛 头 指 向 东

非和北非 。 1 8 8 5 年 2 月 5 日 , 意大利派军 队 占领 马 萨瓦 。 在 随后 的 三

个月 里 , 它 占领了 阿萨布和 马萨 瓦之 间 的红海沿岸 地 区 。
1 8 8 7 年 发动

第
一

次侵略埃塞 的 战争 , 以失败告终 。 1 8 9 0 年 2 月 将其所 占 领 的 红海

沿岸 的一些地方合并为一个殖 民地——厄立特里亚 , 同时单方 面宣布埃

塞俄比亚是其保护国 。

为 了 以厄立特里亚为基地再次发动对埃塞俄 比亚 的战 争 , 意大利在

1 9 3 4 年派了 1 0 万工人到厄立特里亚修建马萨瓦港和配套 的公路 、 桥梁 以

及其他战略设施 。 意大利在厄立特里亚进行大规模建设 , 虽然主要是为 了

殖民需要 , 但是对厄立特里亚的经济发展客观上起到 了推动作用 。 意大利

刻意维护厄立特里亚的独立地位 , 甚至在发动 了对埃塞俄 比亚的侵 略后 ,

还以此为条件进行谈判 。

②

殖民主义者 的行径客观上加强 了 厄立特里亚的独立意识 。
1 9 6 2 年塞

拉西皇帝违反联合国大会决议 , 结束与厄立特里亚的联邦关系 , 使厄立特

里亚独立斗争进人大规模武装反抗时期 。

1 9 7 4 年埃塞俄 比亚革命爆发 , 推翻 了塞拉西皇帝 的统治 。 上 台 的委

员会 ( ＤＥＲＧ ) 的
一些成员 曾 期待厄立特里亚 的反叛者能够放下武器 , 因

为反叛 者所 敌 对 的 旧 政权 已 经不 存 在 了 。 委 员 会 第
一

任 主 席安 多姆

( ＡｍａｎＡｎｄｏｍ ) 中将 ( 厄立特里亚人 ) 将政治解决厄立特里亚 问题当作

首要任务 , 在 1 9 7 4 年 8 月 和 9 月 专程视察了厄立特里亚 。 他用在塞拉西

①Ｍｅｄｈａ ｎｅ Ｔ ａｄｅ ｓｓｅ ,
Ｔｈｅ Ｅｒ ｉｔ

ｒｅａｎ
－Ｅ

ｔ
ｈｉ ｏｐ ｉａｎＷａｒ ：Ｒ ｅｔｒ ｏｓｐ

ｅｃｔ ａｎｄＰ ｒｏ ｓｐｅｃ
ｔｓ , Ａｄｄ ｉｓＡ －

ｂａｂ ａ ：Ｍｅｇ ａＰ ｒ ｉｎｔ ｉｎｇＥｎ ｔｅ ｒ
ｐ
ｒ ｉ ｓｅ

,
 1 9 9 9

, ｐ ．  5 8 ．

② 墨索里尼 1 9 3 5 年 1 0 月底 向英 、 法政府表示 , 意大利可 以停止 战争 , 条件是 ： 埃 塞俄 比

亚将 意军占领 的提格雷地区的 领土割让给意大利 ； 修改丹卡利亚地区 的厄立特里亚边界 ； 将埃塞

俄 比亚非阿姆 哈拉语地区交 由意大利托管 , 以便使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的领土连接起来 。 参见焦

尔焦 ？ 坎代洛 罗 《现代意大利史
——

法西斯主义及其 战争 》 , 第 3 9 0 页 , 转 引 自 陈样超 《 墨索里

尼与意大利法西斯 》
, 中 国华侨出 版社 2 0 0 4 年版 , 第 2 4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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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严禁使用的提格雷尼亚语和阿拉伯语发表公开演讲 ,
并任命厄立特里

亚当地人为总督 。 他回到首都后提出 了一揽子在厄立特里亚进行政治改

革 、 经济发展 以及 民族缓和 的措施 , 包括恢复联邦制 。 但是他的和平方案

随着他在 1 9 7 4 年 1 1 月 的一个晚上遇害而终结

委员会的大多数军官们虽然推翻 了塞拉西 , 但是在保卫 国家领土完整

方面和塞拉西
一

样坚定 。 安多姆将军恢复联邦制 的建议被军官们推翻 , 他

的继任者本蒂将军坚持让厄立特里亚继续成为 埃塞第 1 4 个省 。 他将厄立

特里亚 民族主义者称为
“

外国人 的工具
”

。 门格斯图少校则在群众集会上

说 ,

“

如果外国势力支持的厄立特里亚分离分子胆敢将厄立特里亚从埃塞
’

分离出去 , 立刻就会有六百万志愿军将其阴谋粉碎 。

” ②

厄立特里亚各阵线对妥协也不感兴趣 。 看到 军政府的强硬表态后 , 他

们 以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 马拉为主要 目 标展开 了对政府军 的进攻 。
1 9 7 5

年 1 月 , 军政府在阿斯马拉展开了清除阵线渗透者的运动 , 这导致 了包括

政府官员在 内 的大批阿斯马拉居民离开这个城市 ,
．

其 中很多人都投奔了厄

立特里亚人 民解放阵线 ( 简称
“

厄人 阵
”

) , 这极大地增强 了厄人阵 的 实

力 ,
人员 因此扩大了

1 0 倍 。 尽管如此 , 和平谈判大门还没有关死 , 军政

权外事委员 会主席西塞 ( Ｓ ｉ ｓａｙ Ｈ ａｂｅ ｔ ) 少校一直在领导此事 , 区域 自 治

框架是主要谈判 内容 。 但此时 , 区域 自治 已经不能吸引 解放阵线 了 , 虽然

他们 1 9 6 2 年造反时 曾希望实行 自 治 , 加之埃塞俄 比亚政府军对他们 的不

断打击 已经迫使其将独立 当作唯
一

目 标 了 。 当西塞 1 9 7 6 年 7 月 在内 斗 中

被处死后 , 与厄立特里亚民族武装的谈判完全终止 。

为 了配合独立的需要 , 厄立特里亚民族主义者不断强调厄立特里亚

“

新
”

的历史 。 厄立特里亚被写成诞生在 1 9 世纪瓜分非洲 的狂潮 中 。 世界

也逐渐接受 了这个说法 , 相信厄立特里亚一直在被埃塞俄 比亚欺凌 。 厄立

特里亚独立运动在一开始就得到 了阿拉伯 国家的支持 。 沙特阿拉伯 国王费

①ＢａｈｒｕＺｅｗｄｅ , ＡＨｉ ｓｔｏｒｙｏｆＭｏｄ ｅｒｎＥｔｈ ｉ ｏｐ ｉａ
,

1 8 5 5 
—

 1 9 9 1 ,Ｏｘｆｏｒｄ［
Ｅｎｇ ｌａｎｄ ］ ：

Ｊ ａｍ ｅｓＣｕ ｒｒ
ｙ ；Ａｔｈｅ ｎｓ

：
Ｏｈ ｉｏＵｎｉ

ｖｅ ｒｓ
ｉ
ｔ ｙＰ ｒｅ ｓｓ

＊Ａｄｄ ｉ ｓＡｂａ ｂａ ：Ａｄｄ ｉ ｓＡｂａｂａＵｎ ｉ
ｖｅ ｒｓ ｉ

ｔ
ｙ
Ｐ ｒｅｓ ｓ ,

2 0 0 1 , ｐ ．  2 5 7 ．

②ＣｏＬ ｉ
ｎＬｅｇｕｒｒ

ｉ
) Ｅｔｈ ｉｏｐ ｉａ ：ｔｈ ｅＦａ ｌ

ｌｏｆＨａ ｉ
ｌｅＳｅ ｌａｓ ｓ ｉｅ

＇

ｓＥｍｐ ｉｒｅ , ＮｅｗＹｏ ｒｋ ：Ａｆ ｒ ｉｃａｎ

Ｐｕｂｌ ｉ ｓｈ 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 , 1 9 7 5
, ｐ

．  6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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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 ( Ｋ ｉｎｇ
Ｆａｉ ｓ ｅ ｌ ) 指示 沙特政 府要 支持建 立

一

个伊 斯兰 的 厄立 特里

亚 。

？ 1 9 7 3 年在利比亚前首都班加西 ( 1 9 5 1
—

1 9 7 2 年 ) 召 开的伊斯 兰外

长会议不仅支持厄立特里亚人 民 的
“

合法斗争
”

, 还要求非统进行干涉 。

非洲
一些伊斯 兰 国家 , 如塞 内加尔 和几 内亚 也支持 厄立特里 亚独立运

动 。

＜ 2
 1 9 7 5 年埃塞俄 比亚政府军在打击厄立特里亚游击 队的行动中造成大

量平 民伤亡 , 科威特政府立 即发表声明 , 对
“
一个阿拉伯 国家遭受的流血

和灾难表示遗憾
”

。

？

第二 , 埃革 阵 的核心
——提人阵在 同 门格斯 图政权斗争时期就与厄

人阵有协定 , 即要在胜利后允许厄立特里亚独立 。 提人阵成立 于塞拉西

倒台之后 , 曾 得到厄人阵的支持 。 作为交换条件 , 厄人阵要求提人阵承

认厄立特里亚 是埃塞 的殖 民 地 , 将来必须 独立 。
后来 双方关 系

一

度 紧

张 , 因为厄人阵要求 的厄立特里亚范 围比 当年意大利要求的 还大 ,
包含

埃塞提格雷地区 的东北部 , 但出 于 同 门 格斯 图斗争 的需要 , 提人 阵的 领

导人表示愿意 同厄人阵 和解 , 因为他们知道 自 己 的成功需要依靠厄立特

里亚人的 帮助 。 推翻军政府后 , 与其并肩 战斗的厄人阵独 自 控制 了厄立

特里亚 , 并再次提出厄立特里亚必须独立 。 提人阵领袖梅莱斯在进入亚

的斯亚贝 巴之前就答应 了 。
1 9 9 1 年 7 月 4 日 , 提人 阵组织埃 塞俄 比亚

各政党召开会议 , 确定 了联邦制 国家 的规划 , 厄立特里亚的分离权再次

得到确认 。 厄人阵 同时宣布不参加埃塞俄 比亚临 时政府 , 开始建立边界

检查站 , 并驱逐非厄立特里亚人 。

？

第三 , 厄立特里亚的分离避免了国家陷人可能的 战争 。 如果强行反对

厄立特里亚独立 , 厄人阵坚决不会答应 , 很可能像奥解阵那样 , 在胜利后

①Ａｎ ｄａ ｒｇａ ｃｈｅｗＴｉ
ｒｕｎｅ ｈ

, Ｔｈ ｅＥｔｈ ｉｏｐ ｉａｎＲｅ ｖｏ
ｌ
ｕｔ ｉ ｏｎ： 1 9 7 4 

—

 1 9 8 7 
：ａＴ ｒａｎ ｓｆｏｒｍａ ｔ ｉ ｏｎ

ｆｒｏｍ ａｎＡｒｉ ｓｔｏｃ ｒａｔ
ｉｃｔｏ ａＴｏ ｔａ ｌ ｉｔ ａｒｉａｎＡｕ ｔ ｏｃ ｒａｃ

ｙ , Ｃａｍ ｂ ｒ ｉｄｇｅＵｎ ｉｖｅ ｒｓｉ ｔｙＰ ｒｅ ｓｓ ＊ 1 9 9 3 ？ｐ ． 2 7 ．

②ＣｏＬｉｎＬｅｇｕｍ , Ｅｔｈｉ ｏｐ ｉａ  ： ｔｈｅＦａ ｌ ｌｏｆＨａ ｉ
ｌ ｅＳｅｌａｓ ｓ ｉ ｅ

＇

ｓ
Ｅｍｐ ｉ ｒｅ ,Ｎ ｅｗＹｏ ｒｋ ：Ａｆ ｒ ｉ ｃａｎ

Ｐｕ ｂｌ
ｉ ｓｈ ｉ

ｎｇＣｏｍｐａｉｘｙ
＊ 1 9 7 5 ,ｐ ．

 1 6
．

③Ａｎｄａ ｒｇａ ｃｈｅｗＴ ｉ ｒｕｎｅｈ
, Ｔｈ ｅＥｔｈ ｉｏｐ

ｉａｎＲｅ ｖｏ ｌｕ ｔｉ ｏｎ ： 1 9 7 4 
—

1 9 8 7
 ：ａＴ 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 ｔ

ｉ ｏｎ

ｆｒｏｍａｎＡｒ ｉｓ ｔ ｏｃｒ ａ ｔｉ ｃ ｔｏ ａＴｏｔ ａｌ ｉ
ｔａｒｉａ ｆ

ｉＡｕ ｔ ｏｃｒａｃｙ , 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Ｕｎ ｉｖｅ ｒｓｉ ｔｙＰｒｅ ｓｓ , 1 9 9 3 ？ｐ
． 2 7 ．

④Ｓ ｅｅ
 Ｊ
ｏｈｎＹｏｕｎｇ ＊

＂

Ｔｈ ｅＴ ｉｇｒａ ｙ
ａｎｄＥｒ

ｉｔ ｒｅ ａｎＰ ｅｏｐ
ｌｅ ｓＬｉ

ｂｅ ｒａ ｔ
ｉ
ｏｎＦ ｒｏｎ

ｔ
ｓ

：
 ａＨ ｉ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ｅ ｎ
？

ｓ
ｉ
ｏｎａｎｄＰ ｒａｇｍ ａｔ ｉｓｍ

,

, ’

ＴｈｅＪ
ｏｕｒｎａ

ｌ ｏｆＭｏｄｅｍＡｆｒｉ ｃａｎＳ ｔ ｕｄ ｉｅｓ
,
Ｖｏ ｌ

． 3 4
,
Ｎｏ ． 1 , 1 9 9 6

, ｐｐ
．

1 1 2 

—

 1 2 0
；Ｅ ｖｅ ｌｙｎＦａ ｒｋａ ｓ

,
Ｆ ｒａ ｃｔ ｕ ｒｅｄＳ ｔａ ｔ ｅｓａｎｄＵ ． Ｓ． Ｆｏ ｒｅ ｉｇ ｎＰ ｏｌ ｉｃ ｙ ：Ｉ ｒａ ｑ ,

Ｅｔｈ ｉｏｐ ｉａ ？ａｎｄＢ ｏｓ
－

ｍａｉｎ ｔｈ ｅ Ｊ 9 9 0 ｊ , ＮｅｗＹ ｏ ｒｋ ：Ｐ ａｌ

ｇ
ｒａ ｖｅＭａｃｍｉ

ｌ ｌａ ｎ ,  2 0 0 3 , ｐｐ
． 5 1 

—

5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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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埃革阵反 目成仇 。

2 5 由于厄人阵兵力强大 , 战事
一起 , 埃塞势必陷入混

乱 , 甚至直接危及梅莱斯的统治 。

第 四 , 厄立特里亚的分离成为
一

个先例 , 使其他 民族看到宪法中 民族

自决的规定不是空头支票 , 加强 了宪法 的可信度 , 客观上有利于 国家 的

稳定 。

三 对埃塞确立民族分离权的评价

从塞拉西皇帝的埃塞
“

联邦
”

到 门 格斯图的
“

人民
”

民主共和 国再到

今天的
“

联邦
”

民主共和 国 , 埃塞重建联邦制绝非随意为之 。 联邦制为 民

族分离的实现提供了可能 。

传统的联邦制有很多基本特征 , 其中非常童要的一条是联邦国家内 各

成员 单位 的联邦关系一旦形成就不允许 自 由 退出 》 苏联宪法规定加盟共和

国有退盟权 , 南斯拉夫 1 9 4 6 年宪法认可退出联邦的权力 , 这些在很多联

邦制研究 的学者看来 , 都是例外 。

② 而埃塞俄 比亚宪法规定 了各 民族有 自

由 退 出联邦的权利 , 原因是多方面的 , 主要有两点 ：

第一 , 埃塞 自古以来就难以治理 , 不仅对外来殖民者如此 , 对阿克苏姆以

来的各王朝也是如此 。 除了 民族矛盾外 , 其境内多 山 的地形和交通设施的落后

也影响政令的通畅 。 埃塞俄比亚帝国的统
一

,
不是靠公路 、 行政和全国范围的

① 在 1 9 9 1 年末和 1 9 9 2 年初 , 提人 阵和奥解 阵 的分 歧 发展 到军 事冲 突 。 双方 冲突 的 主

要原 因 是 奥解 阵不满 自 己 在军 队中所 占 的份额 , 奥解 阵还认 定提人 阵要独 占对 奥罗 莫地 区 的

领导权 。 奥解 阵指责 提 人 阵军 队 侵 扰并 恐 吓奥 罗莫 人 民 , 因 而 断绝 与 提 人 阵 的 同 盟 关 系 。

1 9 9 2 年 6 月 , 在大选 前夕 , 奥解 阵宣 布抵 制 大选 , 其 部 队离 开驻 扎地 。
提 人 阵 立刻 以 奥 解

阵要 危害 国家 安 全 为 由 , 集 中 优 势兵 力 攻 击 奥 解 阵 的部 队 。 双 方 冲 突持 续 时 间 不 长 , 到

1 9 9 2 年夏末 , 提 人阵便击 溃 了 奥解 阵武 装 , 俘虏 了 1 8 0 0 0 名 奥 解 阵武 装人 员 , 继而 奥 解 阵

■被宣 布为 非法组 织 。

“

奥解 阵事件
”

详 见Ｐ ．Ｇ ｉ ｌｋｅ ｓ , Ｅ ｔｈｎ ｉ ｃ ａｎｄＰ ｏｌ ｉ
ｔ
ｉｃａ ｌ Ｍ ｏｖｅｍｅｎｔ ｓ ｉ ｎＥ ｔ

ｈ
ｉ ｏｐ ｉａ

ａｎｄＳｏｍａｌ
ｉａ

？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ａｖｅ ｔｈ ｅＣｈｉ ｌｄｒｅ ｎＦｕｎｄ , 1 9 9 5

；ａｎｄ Ｏ ｔ ｔａｗａｙ ,
＂

ＴｈｅＥｔｈｉｏｐ ｉａｎ Ｔｒａｎｓ ｉ

？

ｔ
ｉｏ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 ｔｉ ｚａ ｔ

ｉｏｎ ｏ ｒＮｅｗＡｕｔｈ ｏ ｒ ｉ
ｔ ａ ｒ ｉａｎ ｉｓｍ？

＂
Ｎｏｒｔ ｈ ｅａ ｓｔ Ａｆｒ ｉｃａｎＳ ｔｕ ｄｉ ｅｓ , Ｖｏ ｌ．  2 , Ｎ ｏ ． 3 ,

1 9 9 5 , ｐｐ ．  6 7 

—

 8 4
。

？Ｃａ ｒ ｌＪ
．Ｆ ｒ ｉｅｄｒ ｉｃｈ

ｊ
Ｔ ｒｅｎｄ ｓ

ｏｆＦ ｅｄ ｅｒａｌ ｉｓｍ ｉ
ｎＴｈｅｏ ｒｙａ ｎｄＰｒａｃ ｔ ｉｃｅ

？
Ｎ ｅｗＹｏｒｋ ：Ｐ ｒａ ｅｇｅ ｒ

,

1 9 6 8 ’ｐ ．  1 6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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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机构 , 而是靠军队征伐 、 土地分封、
？ 王室与各地贵族的通婚来维系 的 。

？

土地分割 以及各立为王的传统 , 使得埃塞俄比亚虽然长期是统
一

的国

家 , 但是并没有形成对 中央政府绝对忠诚的文化 。 近代 以来 , 埃塞俄 比亚

政权的更替都是通过政变和武力威慑 ( 包括意大利这样 的外族人侵 ) 进行

的 , 人民对政府的认同弱于对 民族和血缘的认同 。

第二 , 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 。 非洲 国家罕有从本质上解决民族权力 要

求 的尝试 , 例如用联邦制这样的 国家结构形式进行 民族权力 再分配 。

③
许

多非洲 国家为了保持国家的统一和完整 ,

一

直实行威权政治下的单
一

制 。

有些国 家为保证政治上统
一而忽视民族多样性 , 因而民族问题没有得到 真

正解决 , 民族矛盾发展成为 民族冲突甚至演变为大规模 民族仇杀 。 而民族

问题在埃塞俄 比亚一直是矛盾和冲突的核心问题 。

埃革阵政权 的领导人梅莱斯是提格雷人 , 事实上 , 政府 中众多重要职

位都由 提格雷人 占 据 。 这是 因为 当年进入首都推翻 门格斯图政权的 主力是

埃革阵的部队 , 其主体是主要由 提格雷人组成的提人阵 。 在搭建以 民族为

基础的联邦架构的进程中 , 提人阵获得了奥罗莫人的支持 , 当时还有一些

埃塞南方的 民族组织 , 如锡达马人的组织等也支持提人阵 。 奥罗 莫 、 锡 达

马等民族长期受到 以 中部阿姆哈拉人为主的统治集团 的压迫 , 希望分权以

弱化中央集权 , 并且要求 民族 自 决的权利 。

从 1 9 9 1 年至今 , 反对派
一直指责 提格雷人作为少数 民族 已经控制 了

政府 , 还有人指责提人阵对家乡倾力支持 , 甚至不惜调用中央资源 。
？ 奧解

① 埃塞的 土地制度千百年来一直是分封制 。 每次帝国征伐之后 , 皇帝都会将征服的 土地分给

酋长 、 贵族 、 军事将领 、 教会等 。 将土地 分给东正教会是为 了 换得宗教 领袖 的忠诚 , 在塞拉 西时

代 , 归教会所有的土地 占全国 优良耕地的 2 0 ％
。 到 门格斯 图时期 , 政府虽然号称全部土地国 有 化 ,

实际上才拥有 4 6 ％ 的土地 , 另有 约 ＫＪ 0 0 万公 顷的 可耕地 掌握在 被分封 者及其后 代 的手 中 。 参见

［南非 ］ Ａ＿ Ｐ ．

Ｊ 范伦斯伯格 《非洲当代领袖 》 , 秦晓鹰 、 殷罡译 , 重庆 出版社 1 9 8 5 年版 , 第 9 9 页 。

② 同上书 , 第 9 6 页 。

③Ｌｉ
ｔｉ

ｉ
ｊ
ａＲ ．Ｂａ ｓ

ｔ
ａ＆ Ｊ ｉｂｒｉｎＩｂｒａｈ ｉｍ

,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ｉ ｓｍａｎｄ Ｄｅｃｅｎ ｔｒａ ｌ
ｉｚａ ｔｉ ｏｎ ｉｎ


Ａｆｒ ｉｃａ：ｔｈ ｅ Ｍｕｌｔ ｉ

？

ｃｕ
ｌ
ｔｕｒａ ｌ Ｃｈ ａｌ

ｌｅ ｎｇｅ ,
Ｆｒ ｉｂｏｕ ｒｇ ,Ｓｗ ｉ

ｔ ｚｅ ｒ ｌａｎｄ ：Ｉ ｎｓｔ
ｉ
ｔｕｔｅｏ ｆＦｅｄ ｅｒ ａｌ ｉ ｓｍ , 1 9 9 9 ,ｐ

． 6 7 ．

④ＬｅｅｎｃｏＬａｔ ａ
,
Ｔｈｅ Ｅｔｈ ｉｏｐｉ ａｎＳｔａ ｔ ｅａ ｔｔ ｈｅＣｒｏｓ ｓ ｒｏａｄ ｓ ：Ｄｅｃｏｌ ｏｎｉｚａｔｉｏ ｎａｎｄＤｅｍｏｃｒａ

ｔ
ｉｚａ ｔ ｉｏｎｏｒ

Ｄｉｓｉｎｔｅｇ ｒａｔｉ ｏｎ ！ ( Ａｓｍａｒａ ：ｔｈｅ ｒｅｄＳｅａ Ｐ ｒｅｓｓ , Ｉｎｃ ,  1 9 9 9
) , ｐ ． 1 3 6 ． 提人 阵其实在 1 9 9 1 年前就 控制 了

整个提格雷地区 , 但是直到 1 9 9 1 年 , 以提人阵为核心 的埃革 阵攻 占 了 亚的斯 亚贝 巴 后 , 这个贫穷

地区的经济才开始在和平的环境下得到恢复 。 1 9 9 1 年以来 , 埃革阵政府在加强提格雷地区 的基础设

施建设 、 给私人投资创造机会 等方面 , 力度要偏 大一些 。
1 9 9 1 

一

2 0 0 0 年期 间 , 全国 近一 半 的投 资

投 在了 该地区 。 发展改变 了提格雷 的 面貌 , 尤其 是其 首府默 克莱 ( Ｍｅｋ ｅｌｌ ｅ
) 。 参 见 Ｊｏ ｈｎＹｍｍｇ ,

＂

Ｔｈｅ Ｔｉｇｒ ａｙ
ａｎ ｄＥｒ ｉ ｔ ｒｅａｎＰｅ ｏｐ ｌｅ ｓＬ ｉｂｅｒａ ｔ

ｉｏｎＦｒｏｎｔｓ ：ａＨ ｉｓｔ ｏ ｒｙｏ ｆＴｅｎｓ ｉ
ｏｎａｎｄ Ｐ ｒａｇｍ ａｔ ｉ

ｓｍ ,

＂

Ｔｈ ｅ

Ｊ 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Ｍｏｄ ｅｒｎＡｆｒｉｃ ａ ｎＳｔ ｕｄ ｉｅ ｓ ,Ｖ ｏｌ ． 3 4

, Ｎ ｏ ． 1 , 1 9 9 6 , ｐ ． 1 1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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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甚至与提人阵爆发大规模武装 冲突 。 埃革阵虽然成功地消灭了威胁 , 同

时也削弱 了政权时政治基础 。 埃革阵政府开始严格控制政党活动并开始监

禁政治异 见者 , 例如 全 阿姆哈拉 组 织 ( Ａｌ ｌ

－Ａｍｈａｒ ａＰ ｅｏｐｌｅ

＇

ｓＯ ｒｇａｎ
ｉ ｚａ

？

ｔ ｉｏｎ ) 的领导人阿斯拉特 ( Ａｓｒ ａｔＷｏｌ ｄｅｙ
ｅｓ ) 就遭到逮捕 。

？
因而 有人认

为以各州 自 治为基础的联邦制前景堪忧 。

？
即便如此 , 埃革阵也没有放弃

民族 自 决原则的确立 。

民族 自 决作为一项国际政治原则 , 是 2 0 世纪才开始 的现象 。 民族 自

决从理论到实践 , 是
一

个历史的发展过程 。 西方学界普遍尊威尔逊为
“

现

代 自决原则之父
”

。
③ 事实上 , 列宁的 民族 自 决权理论要早于威尔逊 。

？

埃塞俄 比亚宪法 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既承认 民族 自 决 , 也 同意 民族分

离 。

⑤
但无论 自决权是否应该包括分离的权利 , 我们都要看到 , 实践民族

自决还有其他多种形式 , 包括文化权利 、

？
社会经济和行政事务方面实行

自我管理的权利等 。 要实现 民族的 自 由 , 就必须遵循民族生存发展的客观

规律 。 什么是民族生存发展的客观规律？ 有 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

？

首先是关于
“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

原则 。 历史 已经证 明 ：

一族一国不

是人类群体存在的主要形式 。 世界 的主要模式
一

直是多族群 的国家 。 阿克

顿勋 爵认为 , 多民族 国家是
一

种 比单
一

民族 国家更加高级 的形态 。

“

多民

族在
一

个国家内部的共存 , 正可 以看做这个 国家 自 由程度的
一个标尺 , 也

①Ｓａｎｄｒ ａＦｕ ｌ
ｌｅ ｒｔｏｎ

Ｊ ｏ ｉｒｅｍａｎ ,
＂

Ｏｐｐｏ ｓ ｉｔ ｉｏｎＰｏ ｌｉｔ ｉｃ ｓ ａ ｎｄＥｔｈｎｉｃｉ ｔ
ｙ

ｉｎＥｔｈｉｏｐ ｉａ ：Ｗ ｅＷ ｉ ｌｌ Ａｌｌ

ＧｏＤｏｗｎＴｏｇ ｅ ｔｈｅ ｒ ,

”

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Ｍｏｄｅ ｒｎＡｆｒ ｉｃａｎＳ ｔｕｄｉ ｅｓ
,
Ｖｏ ｌ ． 3 5

, Ｎｏ ． 3
,

Ｓ ｅｐ 1 9 9 7
,

ｐｐ
． 3 8 7

—

4 0 7 ．

②Ｓ ｉ ｅｇｆｒｉｅ ｄＰａ ｕｓｅｗａｎ
ｇ , Ｋ

ｊ

ｅ ｔ ｉ ｌＴｒｏｎｖｏ ｌｌ ａｎ ｄＬｏｖ ｉｓｅ Ａａｌ ｅｎｅｄ － , Ｅｔｈｉ ｏ
ｐ
ｉａ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ＤＥＲＧ


：ａ

Ｄｅｃａｄｅｏｆ
Ｄｅｍｏ ｃｒａ ｔ

ｉ ｃＰｒｅｔｅｎｓ ｉ ｏｎａｎ ｄＰｅｒｆｏ ｒｍａｎｃｅ ？Ｌ ｏｎｄｏｎ ；ＮｅｗＹｏ ｒｋ ：Ｚ ｅｄＢｏｏｋ ｓ ,ｄ ｉ ｓｔ ｒ ｉｂｕｔ ｅ ｄ

ｅｘ ｃｌｕ ｓｉｖｅｌ ｙｉ ｎｔｈｅＵ ｎｉｔ ｅｄ Ｓｔａ ｔ ｅｓｂｙＰａｌ ｇｒａｖｅ
,
 2 0 0 3

, ｐ
．

 1 8 3 ．

③Ｊ ．Ｃ ａｓ ｔｅｌ ｌｉ ｎｏ
,
Ｉｎｔ 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Ｌａ ｗａｎｄＳｅｌｆ
？Ｄｅ

ｔ
ｅ ｒｍ

ｉ
ｎａｔ ｉ ｏｎ

,
Ｂｏ ｓｔｏｎ ：Ｍａ ｒｔ ｉｎｕｓＮ ｉ

ｊ

ｈ ｏ ｆｆ

Ｐｕｂｌ ｉｓｈｅ ｒｓ
, 2 0 0 0

,ｐ ． 1 3 ．

④ 威尔逊 1 9 1 Ｓ 年 1 月 8 日 提出 十四 点计划 , 列 宁在 1 9 1 4 年就 论述 过 民族 自 决权 。 详 见

《 论民族 自 决权 》
, 载 《列 宁全集 》 第 2 卷 , 人 民 出版社 1 9 8 8 年版 , 第 2 2 3

—

2 8 5 页 。

⑤ 埃塞宪 法第  3 9 条第Ｉ款 英语原文为 ：

“
Ｅｖｅ ｒｙｎａ ｔ ｉｏｎ

,
ｎ ａｔ

ｉｏｎａ ｌ ｉ
ｔ
ｙｏ ｒｐｅ ｏｐ ｌｅ ｉｎＥｔｈｉｏｐ ｉａ

ｓｈａ ｌｌ ｈａｖｅ ｔ
ｈ ｅｕｎｒｅ ｓｔ ｒｉｃ

ｔ
ｅ ｄｒ ｉｇ ｈｔｔｏ ｓｅ ｌｆｄｅ ｔｅ ｒｍｉｎａ ｔ

ｉ ｏｎｕｐ ｔｏ ｓｅ ｃｅ ｓｓｉｏｎ ． 
”

⑥ 如允许 民族成 员穿
＇

着他们 的民族服饰 、 践行他们 的文化习俗 、 保 留 民族的名称和民族语

言的权利等 。

⑦ 关 于该 规律 , 钱雪梅有精彩论述 , 笔 者即借鉴 了她 的理论 。 参见钱雪梅 《 民族 自 决原则

的 国 际政治 限制及其 含义 》
, 载 《 民族研究 》 2 0 0 5 年第 6 期 ｉ 钱雪 梅 《文化 民族 主义 的理论基

础 》 , 载 《世界民 族 》 2 0 0 1 年第 2 期 。





浅析埃塞俄 比亚联邦制宪法对 民族分离权 的规定 8 ］

是它的最好保 障 。

”“

如果政治和民族 的边界完全重叠 , 社会便会停滞 , 民

族会倒退 , 其情形一如
一

个人拒绝 与 同伴交流 时会发生 的那样 。

”？ 霍布

斯鲍姆在反思民族 自 决实践的历史后 , 深刻地指 出 ：

“

根据逻辑推演 , 如

果想要创造
一个国界与民族的语言疆界完全契合 的国 家 , 似乎就必须

．

将境

内 的 少数民族加以驱逐或根绝 。

”②

其次 ,
国家 ( ｓ ｔａ ｔｅ ) 与 民族 ( ｎａｔ ｉｏｎ ) 不 同 。

民族 的延续在相 当大程

度上取决于群体内部的 自 我认 同和界定 , 而 国家要立足于世界 , 则必须得

到外部 的承认 。 在现代国 际政治体 系 中 ,

一

个 国家 ( 尤其是新诞生 的 国 ．

家 ) 的合法性虽然不再依据
“

门 槛原则
”

, 但却离不开 国 际社会的 承认 。

对于民族
一

国家的概念 , 博曼 ( Ｂｒ ｕｃ ｅｆｅｅｒｍａｎ ) 认为 ：

我们知道
“

民族
一

国家
”

 ( ｎａｔ
ｉｏ ｎ

－

ｓｔａｔｅ ) 的原意是
一

个 民族
一

个 国

家。 但是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个概念更多意义上是 口号和幻想 。 在今天的

世界有 1 9 0 多个 国家 , 而 民族多达 8 0 0 0 个 。 简单的 数学计算就可以 告诉

我们大多数 国家都是多民族的 。 然而从另一个角 度来看 , 民族一国家的概

念又是成立 的 。 因为几乎所有 的 国家都在进行民族建设 , 努力获得更大的

民族 团 结 。 因 此 , 国 家应该 被 称 为 民 族 一 体化 国 家 ( ｎａｔ ｉｏｎ
－

ｂｕ ｉ ｌｄ ｉｎｇ

ｓ ｔａｔｅ ) 可能更准确 。

③

再次 , 如前所述 , 建立独立 的 国家并不 是实现民族 自决的 唯
一

形 式 ,

也不一定是 民族 自决的最终 目的 。 华勒斯坦认为 ,

“

从一开始就很清楚 ,

所有要求 自决的人主要是想求得繁荣 昌盛 , 只是由 于各种原因 , 他们采用

了寻求 国家发展这
一形 式 。

”？ 也就是说 , 建立独立 的 民族 国 家也绝 不是

民族 自决的最终完成 , 自 由 的实现是
一

个历史过程 。

⑤

通过以上分析 , 我们可以看出 , 埃塞俄 比亚宪法规定民族分离权的前

提是认识到
“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的原则

”

并不符合人类社会 的普遍规律 ,

① ［英 ］ 阿克顿 ： 《 自 由 的历史 》 , 王天成等译 , 贵州人 民出版社 2 0 0 1 年版 , 第 2 5 0 页 。

② ［英 ］ 埃里克 ？ 霍布斯鲍姆 ： 《 民族与 民族 主义 》
,
李金梅译 , 上海人 民 出 版社 2 0 0 0 年

版
,
第 1 6 0

—

1 6 1 页 。

③Ｂｒｕｃ ｅＢｅｒｍａｎ
, Ｄｉ

ｃｋ ｓｏｎＥｙｏｈＷ ｉ ｌ ｌＫｙｍｌ
ｉｃｋａ ｅｄ ． , Ｅｔｈ ｎｉ

ｃ
ｉｔｙ

＆－Ｄｅｍ ｏｃｒａｃｙ ｉ
ｎＡｆｒ ｉ

ｃａ
,

Ｏｘ ｆｏｒｄ ：Ｊ ａｍ ｅｓＣ ｕｒｒｅ ｙ ｊＡ ｔｈｅｎ ｓ
：Ｏｈ

ｉ
ｏＵｎ

ｉ ｖｅ ｒｓ
ｉ ｔｙＰｒｅｓ ｓ ,  2 0 0 4 , ｐ．  5 ,

④ ［美 ］ 伊曼 努尔 ？ 华勒斯坦 ：
《 自 由主 义的终结 》 , 郝名玮 、 张凡译 ,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

社 2 0 0 2 年版
, 第 5 6

—

6 3 页 。

⑤ 钱雪梅 ： 《 民族 自决原 则的国 际政治限制及其含义 》 , 载 《 民族研究 》 2 0 0 5 年第 6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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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亦不鼓励独立建 国 。 对于长期处于民族问题困扰之下的埃塞俄比

亚来说 , 重要 的是保证埃塞的每个 民族在多民族国家体制 内享有平等的政

治经济文化权益 , 同时保持其个性和发展 。 如若让地方民族认识到在联邦

制框架下 比寻求分离更有利于民族的繁荣昌盛 , 则更能确保实现民族 自决 。

有人认为 以 民族因素为基本 出 发点 的宪法条文会激化民族矛盾 , 导致

民族冲突 。

？
埃塞俄比亚政府在承认民族 自 决权利 的 同时 , 在具体措施上

对民族 自决也进行 了实际限制 , 以防 民族 自 决权成为分离主义者滥用的工

具 。 例如 , 脱离联邦就是改变宪法 , 因为宪法规定了联邦 国家的组成 (第

4 7 条 ) , 为此需要修宪或进行宪法解释 。 宪法规定 , 对于有民族分离条款

的第三章的修改 , 必须得到人民代
？

表院 2
／ 3 多数 的选票支持 , 或者联邦院

2 ／ 3 的选票支持 , 或者所有 的州议会半数 以上选票支持 , 修宪的程序才可

启动 (第 1 0 5 条 ) 。 根据第 1 0 5 条 , 宪法第 三章 以外条款的 修改程序也很

烦琐 , 即需要联邦 院和人民代表院联席会议以 2 ／ 3 的多数通过 , 或者 2 ／ 3

的州议会 ( 即 6 州 ) 通过 , 才可 以进行修正 。

虽然民族分离权不易实现 , 但是埃塞俄比亚在确保民族 自 决权方面是

认真的 。 为 了防止联邦政府滥用紧急状态权力而擅 自 取消 民族分离权 , 宪

法第 9 3 条第 4 款专 门规定在紧急状态 时 , 各 民族依然 享有 民族 自决权 ,

包括分离的权利 。

埃革阵政权在政权未稳 ,
又面临民族分离的压力之下建立联邦制的大

胆决策使埃塞俄比亚避免了进一步的民族分裂和 内乱 。 虽然民族分离主义

者始终将 民族 自决权当成
“

法宝
”

, 坚持每个民 族都有建立 自 己的 独立 国

家的权利 , 但是联邦制并非为鼓励 民族分离而设置 。 如果 民族分离主义者

的 意愿都得以实现 , 今天俄罗斯的 车臣人 , 格鲁吉亚的 阿布哈兹人和南奥

塞梯人 ,

？ 5

纳卡 自 治州 的亚美尼亚人 , 分布在伊拉克 、 土耳其和叙利亚等

地的库尔德人 , 英国的北爱尔兰人 , 加拿大的魁北克人 , 西班牙 的巴斯克

人以及世界其他地区要求独立的 民族 , 都可 以依据民族 自决权原则建立 自

己的独立 国家 。 如果
“
一

个民族
一

个 国家
”

的理论真要实现的话 , 那么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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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 Ｉｍｐｌ ｅｍｅｎｔａ ｔ ｉ

ｏｎｏ ｆ Ｅ 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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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ｐ ｉ

ａ
＇

ｓＥ ｔｈｎ
ｉｃＦｅｄｅｒ

？

ａｌｉ ｓｍ ／
＇

 ｉｎＤａｖ ｉｄＴｕｒｔｏｎ ｅｄ ． , Ｅｔｈｎｉ ｃＦｅｄｅ ｒａｌ ｉ ｓｍ  ：ｔｈｅＥｔｈ ｉｏｐ ｉａｎＥｘｐｅｒ ｉｅｎｃ ｅｉｎＣｏｍｐａｒａｔ ｉｖｅＰ ｅｒ
？

ｓｐｅ ｃｔｉｖｅ ( Ｏｘ ｆｏｒｄ ：Ｊ ａｍｅ ｓＣｕｒ ｒｙ , 2 0 0 6 ) , ｐ
． 1 3 1 ．

② 目前仅俄罗斯承认其独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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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各种族 、 民族和 国家之间将发生空前规模的混战 , 将严重损害人类发

展 。 历史业已 表明 ,

“
一

个民族一个 国家
“

是不可能实现的 神话 。 在多民

族国家内部 , 民族团结至关重要 , 各民族共 同发展方能令国家强大 。 目前

看来 , 埃塞俄 比亚宪法对 民族分离权的公开承认 , 对埃塞俄 比亚的发展起

到的是正向促进作用 。

( 责任编辑 ： 赵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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