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索馬利亞 Soomaaliya ومال  通稱：Somalia الص
Somali Democratic Republic 
(Somali)，東非國家之一，位於索馬利亞半島上，東瀕印度洋，北臨亞丁灣，與衣索比亞、肯亞、

吉布地相鄰，首都為摩加迪休(Mogadishu)。索馬利亞目前處於內戰狀態，西北部地區的索馬里蘭

目前實質獨立。屬阿拉伯國家聯盟 –      دول جامعة ة ال  。之一 。也是伊斯蘭會議組織成員國之一 العربي

   
    國旗               國徽  
 

首都–摩加迪沙 

面積：637,657 平方公里 

人口：925 萬人 

地理位置：位於非洲東北海岸，北臨亞丁灣，西北與吉布地相臨，東南瀕印度洋，南接肯亞，西臨

衣索比亞 
主要宗教：伊斯蘭 99.95% 
幾乎所有索馬利亞人都是遜尼派穆斯林，伊斯蘭教是其主要信仰和國教。雖然索馬利蘭仍然存在伊

斯蘭教之前的傳統宗教，但是伊斯蘭教對於索馬利亞人來說是極其重要的，認為是其國民象徵。許

多索馬利亞社會習俗來自他們的宗教。例如男人只能和男人握手，女人只能和女人握手。許多索馬

利亞女性在公共場合都會頭戴蓋頭。此外索馬利亞人不吃豬肉，不賭博，不飲酒，同時不能收受或

支付任何形式的利息。穆斯林教徒通常在周五下午聚會進行佈道和團體祈禱。這些禁令的執行程度

依賴於每個人的宗教正統程度。 
雖然這樣這裡還是有天主教的傳教活動。殖民地時期英屬索馬利蘭是屬於羅馬天主教阿拉伯代牧

區，就像加拉代牧區(包括法屬索馬利蘭(吉布地)以及它的衣索比亞主要領土)依賴於嘉布遣兄弟會. 
 
官方語言：索馬利亞語，識字率 24% 

經    濟：索馬利亞約 80%人口以畜牧業和半農半牧業為主，畜產品占國民生產總值的首位。畜
牧多羊、牛、駱駝。農產有香蕉、甘蔗、棉花、高梁、玉米等。特產乳香、阿拉伯樹膠和沒藥。工

業有製糖、紡織、食品、捲煙等部門。開採綠寶石、石膏，蘊藏鐵、鈾、錳、鈮礦。出口牲畜及其

產品（占出口總值 60%以上）、香蕉、乳香、沒藥；進口機械設備、食品、消費品、燃料等。 

主要輸出 畜牧產品、香蕉、魚 
主要輸入 機器、石油、建材 
主要出口國 沙烏地阿拉伯 49.7%、葉門 21.4%、阿曼 5.9% (2006) 

主要進口國 吉布地 30.8%、巴西 8.5%、印度 8.2%、肯亞 8.1%、阿曼 5.5%、沙烏地阿拉伯巴 5.2%、
葉門 5% (2007) 

一般政情/

政治情勢 

索國大部分地區，仍處於派系交戰狀態，現雖有選出過渡政府，惟各地方勢力仍蠢蠢

欲動。 

社會概況 處於內戰狀態，平民百姓生活艱苦，流離失所，平均壽命 46 歲。 

對外政策 無具功能性之中央政府，故並無對外政策可言。 



與各國關係 
冷戰時期，美蘇兩國爭相拉攏，嗣後蘇俄軍援衣索比亞，使索國極為不滿，轉而親西

方與阿拉伯國家。索國與周邊國家關係不睦，時有糾紛。 

 

建國簡史/歷史概況– 

索馬利人約於西元 750年開始遷入索國西北角之 Zeila 地區，並逐漸擴張版圖。 

16世紀時，其勢力已達摩加迪休與 Juba 河之間地帶，1885 年擊敗衣索比亞東部之Galla 族，1902
年又遠征至肯亞之 Tana 河，逐出原居民Masai 族，控制整個非洲之角。西元 10世紀初期，阿拉伯

人自北侵入沿海地區，索國深受阿拉伯文化影響，索人改奉回教。 

19世紀中期，歐洲勢力進入索國。 

1840 年，英國侵入北部，1884至 86 年，英國與索馬利亞各領袖簽訂條約使北索馬利成為英保護地；

1887 年宣布該地為其保護地。 
1889至 1905 年間，義大利取得索馬利亞南部之保護權；1896 年法屬索馬利蘭邊界畫定；同時衣索

比亞又強佔奧加登（Ogaden)地區；肯亞西北之索馬利亦淪為英國統治，索馬利亞自此分為五部份。

索國國旗之五角星即象徵此五部份而設計。 

1889 年義大利進佔中部，至1925 年整個中、南部淪為意屬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佔

領意屬索馬利亞，1949 年聯合國決議將原義大利侵佔區交義大利托管。 
1960 年，英屬索馬利亞和意屬索馬利亞先後宣告獨立。同年7月 1日，合併為索馬利亞共和國(Somali 
Republic)。1969 年10月 21日，國名改成索馬利亞民主共和國(Somali Democratic Republic)。 
1991 年1月，法拉赫·艾迪德（Farah Aidid）領導的索馬利亞聯合大會黨的武裝推翻西亞德·巴雷總

統，該國進入無政府狀態。聯合國短暫干預後，既因美國士兵被打死、當街示眾褻瀆被電視播出一

事而退出[來源請求]。 2000 年8月，索馬利亞全國和會在吉布地舉行，和會通過了過渡憲章，選

舉出內戰以來的首屆議會和總統，組建了索馬利亞過渡政府，但遭到各派軍閥的聯合抵制。 
2004 年1月 29日，各方代表簽署了過渡聯邦憲章。8月 22日，索馬利亞過渡全國議會在奈洛比成

立。12月，索馬利亞過渡政府在肯亞成立。 
2005 年 6月，過渡政府遷回國內，但是由於缺乏實力，只能在南部城市拜多阿辦公。 
2006 年6月 5日，索馬利亞教派武裝擊敗軍閥聯盟，並控制了摩加迪休。12月 24日，衣索比亞首

次公開承認介入了索馬利亞內部的武裝衝突。12月 28日，索馬利亞過渡政府部隊擊退教派武裝，

進駐摩加迪休。 
2007 年1月 23日，衣索比亞開始從索馬利亞撤出軍隊。2月 20日，聯合國安理會通過第 1744號
決議，授權非洲聯盟在索馬利亞部署維和部隊，以穩定當地局勢。3月 12日，索馬利亞過渡議會

批准過渡政府從拜多阿遷回首都摩加迪休。 
    

禱告事項： 

◎ 求主開啟信徒屬靈的悟性，真知道福音的奧秘就是基督，在生活中活出神的話。  
◎ 國家需要復原，人民仍受痛苦、死亡、飢荒、殘酷的戰爭所煎熬。在戰爭中，超過 30萬人死亡，
5歲以下的兒童亦有 25%死去，請為以下禱告：  
1. 援助行動需要智慧，因為 1990 年代許多國際組織的援助反助長戰爭。請為這些工作人員受到保

護、工作產生果效禱告；其中許多是基督徒。  
2. 難民分散在肯尼亞 50萬、埃塞俄比亞 20萬、葉門 6萬，波斯灣及西方國家也有不少，都需援

助與福音。  



◎ 3千多公里的海岸線海盜猖狂持槍和手榴彈，就暴力事件 － 索國是最危險的地區，求主保護
沿海的居民和漁民的生活。  
◎ 為基督教支援事工禱告：  
1. 索馬里語聖經已在 1977 年出版，但只能分發難民營與國外的索馬里人；請為聖經能夠更廣泛流

傳禱告。  
2. 聖經翻譯方面，已確定需要馬艾索馬里語，是一種從索馬里語分出來的語言。  
3. 基督教廣播是消除福音偏見的重要途徑，也藉此與索馬里人對話。請為在內羅畢的索馬里新生

命之聲，及遠東廣播，和環球電台的廣播禱告，時常面對能否繼續拓展的挑戰。  
4. 跟進的聖經函授課程，因索馬里郵政停頓，跟進工作亦受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