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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亞將
厄立特里亞併
入領土，厄立
特里亞發動30
年獨立戰爭。

厄立特里亞叛
軍攻佔當時的
首 府 阿 斯 馬
拉，建立新政
府。

厄立特里亞脫
離 埃 塞 俄 比
亞 ， 宣 佈 獨
立。

厄立特里亞軍
隊進入巴德梅
地區，與埃塞
爆發衝突，互
相空襲。

自1998起爆發
的戰事造成近8
萬人死亡。雙
方簽訂和約，
並劃定邊界。

大量土地被劃
分給厄立特里
亞，埃塞拒接
受裁決，續佔
領巴德梅。

埃塞稱在邊境擊
斃逾百叛亂分
子，厄立特里亞
否認有關，雙方
和談破裂。

阿比宣佈遵守
2002年的邊界
裁決及撤軍，
促成埃厄最終
簽訂和議。

埃厄廿年交惡 8萬人殞命

諾貝爾和平獎

非洲國家埃塞俄比亞與鄰國厄立特里

亞陷於敵對狀態長達20年，但埃塞俄

比亞總理阿比去年上任後，主動向厄立

特里亞伸出橄欖枝，化解兩國多年積

怨，並着手推動國內改革。阿比為實現

和平與國際合作的努力，昨日獲挪威諾

貝爾委員會肯定，向他頒授本年度諾貝

爾和平獎。阿比表示，希望獎項可推動

整個非洲的和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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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亞與厄立特里亞合稱為「非洲之角」，但在1998
年至2000年間，兩國因邊界衝突而爆發戰爭，及後一直

處於對立。阿比在埃塞的反政府示威延續數年後上台，就任時
年僅42歲，是當地歷來最年輕總理，更成為非洲最年輕政治
領袖，他上任後的首項工作，便是修補與厄立特里亞的關係。

去年與厄國領袖歷史性會面
阿比提出埃塞可接受與厄立特里亞的和約，取代兩國過往
「沒有和平、只有戰爭」的僵局，在短短數周內，便邀得厄國
領袖到訪埃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最終在去年7月9日，阿比
與厄立特里亞總統阿費沃爾基，於厄國首都阿斯馬拉歷史性會
面，兩國其後簽署和約，結束20年交惡，重建外交關係及交
通聯繫，讓離散多年的家庭得以團聚。
在國內，阿比亦實施一系列改革，包括釋放數以萬計政治

犯，認可反對派地位，並承諾會於2020年舉行公平、公開的
選舉。阿比的內閣亦是全球少有的「性別平衡」內閣，甚至推
舉女性擔任總統；目前埃塞監獄內沒有囚禁任何記者，是當地
史上首次。

阿比：不敢當 獎項屬於全非洲
諾貝爾委員會讚揚阿比努力實現和平及國際合作，特別是緩解
與厄立特里亞的邊界衝突，同時強調實現和平並非一個人
的工作，讚賞阿費沃爾基主動接受阿比的友誼之手，
另外所有在埃塞以至非洲推動和平工作的持份者，
亦是今次獎項的表揚對象。阿比回應指自己「不
敢當、心情激動」，並稱獎項屬於全非洲及
埃塞，形容自己獲獎令整個非洲都迎來和
平的可能。

種族衝突未消 委員會否認太早頒
但埃塞國內的種族衝突仍然存在，

亦是阿比執政的難題之一。對於有人
認為這個獎項頒發得太早，委員會強
調阿比的努力現在應得到認可，亦需
要給予鼓勵，形容「羅馬並非一天建
成的」。今屆和平獎將於12月10在挪
威頒發，阿比可獲900萬瑞典克朗(約
713萬港元)獎金。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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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頒今屆諾貝爾和平獎的
埃塞俄比亞總理阿比現年43
歲，是阿比所屬的奧羅莫族
中，登上總理寶座的第一
人，更成為非洲最年輕的政
治領袖。阿比出身農民家
庭，生活環境缺水缺電，他
曾經參軍，踏入政壇後平步青
雲，當地記者更形容，感覺阿
比過往的人生，都是為就任總理
一職鋪路。
阿比在埃塞西部城市貝沙沙出生，

父親是穆斯林，母親為基督徒，他憶述
自己小時候以地板為床，家中缺電，亦沒

有自來水，甚至在升上中學後，才首次見識到

電力及水泥路。他對科技興趣濃厚，年輕時參
軍成為無線電操作員，從政前軍階升至中校。

前總理遺爛攤子 阿比臨危受命
埃塞俄比亞人民革命民主陣線(EPRDF)在

1991年推翻獨裁政權，阿比加入該黨後迅速冒
起，曾在首都亞的斯亞貝巴及家鄉奧羅米亞任
職官員，之後成為埃塞俄比亞網絡情報機關
「訊息網絡安全局」的首任局長。
阿比就任總理的契機源於2015年底，當時政

府計劃將首都範圍擴展至奧羅米亞，觸發當地
奧羅莫族及其他族裔發起大規模示威，EPRDF
強硬應對，宣佈當地進入緊急狀態並大舉搜捕
異見者，最終示威平息，但民怨未解。時任總
理哈勒瑪利恩去年突然辭職，外界憂慮會引發

嚴重內鬥、甚至令執政聯盟瓦解。執政聯盟選
擇推舉阿比出任總理，得以穩住局勢。曾陪同
阿比出訪的記者認為，阿比是當時唯一可拯救
EPRDF的人物。 ■法新社

非洲最年輕政治領袖 出身寒門

多國領袖祝賀阿比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非洲的希望之風從未如此強勁，而阿比
絕對主要原因之一。

■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格蘭迪：這是認同阿比在國內外推動和
平工作的有力證明。

■歐盟外交政策專員墨格里尼：阿比充滿勇氣，獲頒和平獎是認同
非洲新世代致力推動改變及和解。

■挪威首相索爾伯格：阿比促成埃塞俄比與厄立特里亞簽署和約，
展現出無比勇氣，為長年受暴力、衝突、貧窮肆虐的非洲帶來希
望。

■埃及總統塞西：祝賀阿比獲和平獎，形容是非洲一次新的勝利。

■蘇丹總理哈姆多克：讚揚阿比推動和平，是埃塞俄比亞及非洲的
真正領袖。

美聯社/法新社

今屆諾貝爾和平獎由埃塞俄比亞總理阿比奪得，國際特赦組織表示，相信這
項榮譽，有助推動阿比進一步加強在人權事務上的改革。
國際特赦組織發表聲明稱，埃塞俄比亞經歷長達數十年的壓制人權後，這
個獎項認同阿比政府推推動人權改革的重要工作，「自2018年4月就職以
來，阿比改革安全部隊，撤銷嚴格限制慈善組織的法例，並與鄰國厄立特里
亞達成和平協議，終結長達20年的敵對關係。他同時協助促成蘇丹軍方領
導人和民間反政府人士達成協議，結束當地持續數月的抗議活動。」
然而該組織強調，阿比的工作距離大功告成仍很遠，指出埃塞俄
比亞國內不同種族之間的緊張關係，正威脅國家穩定，並可能
進一步導致侵犯人權。此外，埃塞俄比亞的反恐措施，繼
續被用作打壓異見者的工具，阿比必須徹底修改，
同時向過去侵犯人權者追究責任。

■法新社

埃塞俄比亞總理阿比去年甫上台，便推動
各項改革措施，迅速化解與鄰國厄立特里亞
的敵對關係，亦顛覆國內的政治生態。部分
專家指出，阿比的決策過分倚賴個人判斷，
甚至繞過相應的立法或行政機關，憂慮他的
改革難以持久。

最明顯例子是阿比去年7月突然出訪厄立
特里亞，外交部事前竟全不知情。有官員透
露，當時外交部官員正舉行會議，各人均是
透過厄立特里亞媒體，以及社交媒體face-
book和twitter等，才知悉此事。阿比的處事
作風難以預測，不論支持者及反對派均認
為，阿比經常倚賴個人判斷及政治魅力進行
決策，難以確定執政聯盟內實際有多少人支
持阿比的改革。
國際危機組織非洲項目主任埃羅認為，要徹
底改變國家，不能單靠個人魅力，直指阿比承
諾的改革工作，除非經政府機關推動，否則難
以維持。但亦有專家認為阿比的做法合理，否
則改革工作只會被官僚主義拖垮，他推行對
反對派政黨解禁、釋放被囚記者等措施，均
極受民眾歡迎。埃塞外交部發言人則強調，政
府所有政策均經過良好協調。 ■路透社

被指獨斷獨行 改革恐難持久

國際特赦組織：冀獎項助推動人權

■埃塞俄比亞與厄立特里亞去年簽訂和約。 網上圖片

■■埃塞俄比亞與厄立埃塞俄比亞與厄立
特里亞去年重建外交特里亞去年重建外交
關係關係，，讓離散家庭得讓離散家庭得
以團聚以團聚。。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阿比獲得諾貝爾阿比獲得諾貝爾
和平獎和平獎。。 路透社路透社

■■阿比顛覆國內政治生態阿比顛覆國內政治生態，，如埃塞國會去年如埃塞國會去年
便任命首位女總統薩赫勒便任命首位女總統薩赫勒((左二左二))。。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埃塞軍人去年進入總理府要求加薪埃塞軍人去年進入總理府要求加薪，，阿比當時阿比當時
下令一起做掌上壓以緩和緊張氣氛下令一起做掌上壓以緩和緊張氣氛。。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