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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经济现代化研究述评 
冯 璐 璐 

 
摘要：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以来，国内外掀起了关于现代化的研究热潮；同时，中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形势也有了新

的变化，逐渐吸引了国内少数学者的视线。进入 90 年代，关注中东经济现代化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研究成果也

日渐丰富。本文对这些成果进行了总结和述评，认为前人的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不足之处，因此

在这一领域还存在有许多空间，待有志于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去更深入地拓展和钻研。 
关键词：中东；经济现代化；述评 
Abstract: More scholars both from home and aboard concerned  the research of modernization by the end of 1980’s;  
meanwhile, the changes of the Middle East economy  saw  interesting of few  experts  which  became  “hotter ” since 
1990’s, and more research works were published. The paper reviewed these productions, pointing out their achievements 
and disadvantages, as well as the work should be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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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以来，国内外掀起了关于

现代化的研究热潮。与此同时，中东地区在经历第

二次油价回升后经济形势再次出现转机，各国竞相

展开经济领域的改革，进入经济转型期，其经济现

代化跨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种状况逐渐吸引了国

内少数学者的视线。进入 90 年代，关注中东经济

现代化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研究成果也日渐丰

富。本文试图将国内关于中东经济现代化的研究成

果进行大致的归纳和总结，希望一方面可以引导人

们加深对这一领域的了解，另一方面能够引发人们

对于中东经济现代化研究思路和方法的思考。 
目前国内在中东经济现代化研究领域所取得

的成就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中东经济现代化的发展现状与特点。 

这方面的研究截至目前尚无专门的论著，而只

是散见于一些研究论文中。这些论文在综合探讨中

东社会现代化的同时论及经济领域的现代化，往往

采取分类法、对比法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分析中东

地区以及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产油国和非产油国的

经济发展特点和现状，并指出存在的问题，特别是

对一些地区大国和产油国经济发展的关注相对较

多。黄民兴教授较早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其论文《论

沙特阿拉伯现代化的阶段及其特点》（载《西亚非

洲》1994 年第 6 期）以沙特为例分析了其现代化的

条件以及经济现代化的特点，他在另一篇论文《试

析中东现代化的特点》（载《西北大学学报》2003

年第 2 期）中综合考察了中东现代化的特点、经济

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影响其发展道路的因素；杜

红在该方面也取得了较多的成果，其论文《阿拉伯

国家的现代化历程》（载《阿拉伯世界》1996 年第

1 期）综合考察了阿拉伯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以

及取得的成就，并对中东国家作了分类，指出不同

类型的国家工农业发展的各自特点。在《阿拉伯国

家现代化历程的特点、问题及发展前景》（载《阿

拉伯世界》1996 年第 3 期）一文中进一步从横向上

分析了阿拉伯国家政治经济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以

及存在的问题；其另一篇论文《中东伊斯兰国家现

代化的比较研究》（载《中东研究》1996 年第 1 期、

1997 年第 1 期）对中东各主要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

现代化进行了对比性研究；卢少志的《当代中东国

家现代化的阻力与困难》、姚大学、王泰的《中东

国家的现代化改革及其发展前景》以及黄凤志的

《关于 20 世纪中东国家现代化问题的思考》等论

文（均载《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2000 年第 3 期）

各自探讨了中东国家步入现代化的社会历史条件

以及经济现代化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王三义撰写

的论文《传统社会诸因素对中东现代化的影响》（载

《西北大学学报》2004 年第 3 期）全面分析了经济

基础、社会结构、政治因素、宗教因素和文化价值

观念对中东现代化所产生的深刻影响；田文林的

《抗拒与变迁：中东经济现代化的多维透视》（载

《阿拉伯世界》2001 年第 3 期）一文从正反两方面



《阿拉伯世界》2005 年第 2 期（总第 98 期） 

 48

分析了中东经济现代化的动力与阻力。  
二、关于伊斯兰教与中东经济现代化的关系。 

国内许多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投入了较多的

精力，也取得了相对丰硕的直接与间接研究成果。

由彭树智先生主编的《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

程》（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主要从历史学的

角度详细考察了伊斯兰教在中东包括经济领域的

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作用、变化和影响，是国内

第一部系统而全面论述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关

系的学术著作。关于伊斯兰教对经济所起的作用，

众多学者各自有所见述，个别观点甚至认为伊斯兰

教极大地阻碍了中东各伊斯兰国家的经济发展，但

绝大多数观点认为伊斯兰教对经济既有消极作用，

也有积极作用，伊斯兰教在本质上是能够与时代发

展相融的，它具有不断地自我更新、自我完善和自

我调适的功能，因而在经济发展中可以保持其持久

的生命力。杜红在该领域从事了多年的研究，她较

早在《伊斯兰教与经济现代化》（载《世界宗教文

化》1996 年第 3 期）一文中指出伊斯兰教的基本原

则仍将是中东各伊斯兰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基本准

则。在《“现代化的伊斯兰模式”刍议与构想》（载

《甘肃民族研究》1997 第 3 期）一文中对伊斯兰国

家发展模式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提出了现代化伊

斯兰模式的观点；在《伊斯兰教与伊斯兰国家的现

代化》（载《世界宗教研究》1997 年第 1 期）中她

进一步指出伊斯兰教与现代化的关系是外部对立

而内在统一的关系。在《埃及的现代化历程与伊斯

兰教的作用》（载《阿拉伯世界》1997 年第 1 期）

中她对埃及作了个案研究，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伊

斯兰教对埃及政治和经济的影响；由詹家峰、张金

荣和张金升合作的论文《伊斯兰教与中东国家经济

现代化》（载《宁夏社会科学》2002 年第 2 期）也

集中谈论了伊斯兰教对经济现代化的促进作用和

掣肘作用，指出伊斯兰教作为中东国家的传统文化

具有浓厚的历史积淀，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彻底

抛弃它，各国必须剔除伊斯兰教中与经济现代化不

相容的成分，重新解释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各种主

张并加以利用；田文林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社

会发展陷阱》（载《宁夏社会科学》1999 年第 2 期）

一文分析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现代经济发展之

间的关系；刘中民《伊斯兰复兴运动与中东现代化

的互动关系》（载《西亚非洲》1999 年第 2 期）一

文则从经济层面上着重分析了伊斯兰复兴运动对

中东经济现代化的负面影响；还有一些学者强调伊

斯兰教对中东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举足轻重，是中

东各伊斯兰国家实施独特的经济现代化道路的依

据，也是理解中东伊斯兰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所

在。如南文渊的《伊斯兰教与商业经济》（载《世

界宗教研究》1989 年第 2 期）一文从伊斯兰教教义

本身挖掘阿拉伯国家商业经济的内涵，并分析了阿

拉伯商业经济落后于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因；黄凤志

在《关于 20 世纪中东国家现代化问题的思考》（载

《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2000 年第 3 期）一文中认

为探索伊斯兰教对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影响是

了解中东社会的一把钥匙，中东在实现现代化的过

程中，要更多的考虑伊斯兰教的特点和民族文化传

统，弘扬伊斯兰的自我调节机制，以避免在经济发

展中出现一系列社会问题；王夏晔在《伊斯兰与转

型中的中东》（载《阿拉伯世界》2002 年第 2 期）

一文中认为伊斯兰教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

断发展，但对中东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仍然具有很

大影响；冀开运在《试论伊朗现代化过程的特点》

（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 年第 1 期）一文中

以伊朗为特例，指出伊朗的经济是伊斯兰化和现代

化二者并行发展的过程；冯璐璐的《对伊斯兰经济

现代化的再思考》（载《宁夏社会科学》2001 年第

6 期）探讨了在伊斯兰教的影响下中东伊斯兰国家

与西方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异同，并分析了伊斯兰经

济现代化的特殊性。 
三、关于全球化与中东经济现代化的关系。 
国内学者在这一领域集中讨论的问题是：经济

全球化带给中东的究竟是机遇还是挑战？中东各

国应如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在全球化的冲

击下中东经济究竟何去何从？多数人认为经济全

球化作为一种不可抗拒的趋势会使中东发展中国

家陷于更加不利的局面，中东各国应当理性而谨慎

地看待经济全球化，并应当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

而不是消极应战。如唐宝才曾撰文《经济全球化与

海湾六国》（载《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谈世

中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分析了

经济全球化给海湾国家带来的利弊得失、海湾国家

的应对措施以及经济发展的前景；严庭国曾发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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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全球化进程中的阿拉伯经济》（载《阿拉伯世

界》2001 年第 4 期），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带给阿拉

伯国家的机遇和挑战、大国对阿拉伯国家经济的影

响以及阿拉伯国家经济发展的前景；孙溯源在《阿

拉伯国家与经济全球化》（载《阿拉伯世界》2001
年 4 期）中指出经济全球化对于阿拉伯国家而言更

多的是压力，必须以十分积极的态度加以应对；在

应对全球化的措施问题上，研究者普遍认为推动经

济改革、加强地区间的经济合作、增强地区整体的

经济实力和地区凝聚力才是中东国家的最好出路。

如陈建民撰文《经济全球化与中东经济合作体系：

历史性的机遇和挑战》（载《国际政治研究》2001
年第 2 期），分析了中东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中东的回应、中东经济合作面临的障碍以及中东经

济合作的前景；赵伟明在论文《全球化与中东：挑

战与应对》（载《国际观察》2002 年第 1 期）中指

出，在全球化时代，中东在开放程度、基础设施、

教育、国际竞争力、管理水平等方面尚存在着严重

的不足，全球化所带来的无论是机遇还是挑战对中

东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都是有限的，中东要想成功

融入全球化，不仅要加强区域内部和阿拉伯国家之

间的一体化经济，也要加强与欧盟、美国等发达地

区或国家之间的合作；有学者还作了个案分析，如

由王泰撰写的《全球化挑战埃及：历史、问题与对

策》（载《阿拉伯世界》2001 年第 4 期）中以埃及

为例，指出继续推行国内经济改革是埃及成功应对

全球化的根本措施，实现地区经济合作和国际经济

合作是埃及迎接全球化必须依靠的力量；马志学撰

写的《全球化与中东现代化进程》（载《阿拉伯世

界》2002 年第 1 期）一文，以沙特为例，分析了全

球化带给中东的挑战，指出中东各国必须加强区域

经济合作，才能摆脱这一不利局面；此外还有学者

指出，中东国家应扭转能源结构上的不利局面来应

对全球化的挑战，如李伟建在论文《从全球化视角

看中东能源问题》（载《阿拉伯世界》2002 年第 1
期）中侧重从中东产油国的经济结构入手，指出中

东能源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力正在减弱，中东国家依

靠增加石油产量和输出来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时代

即将结束；刘明在《经济全球化与中东国家石油战

略调整》（载《阿拉伯世界》2002 年第 3 期、第 4
期）中侧重对中东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国家的能源

状况和石油战略调整作了具体细致的分析，指出中

东国家要想成功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必须建立

合理的能源结构，才能保证经济安全和经济现代化

的实现。 
四、关于中东对外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

化。 
在全球化和一体化发展的时代，欧盟、APEC

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拉美地

区的成就引起国内外学者极大的关注。上述地区在

经济一体化方面取得的成就在给中东等发展中国

家的经济发展带来压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启示和经

验。由于中东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尚处于起步阶段，

加上复杂的国内外政治、宗教和文化因素以及落后

的经济发展水平，其发展步伐十分缓慢，导致这方

面的研究也相对滞后。在 20 世纪 80 年代，国内曾

有人尝试这方面的研究，例如姚宇珍、朱崇礼二人

合作的论文《关于石油输出国与进口石油的发展中

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载于《中东研究》1983 年

第 1 期）侧重介绍了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石油合作；

二人合作的另一篇论文《阿拉伯地区的经济合作》

（载于《中东研究》1985 年第 1 期）初步介绍了阿

拉伯国家经济合作的概况和存在的问题；随着中东

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入和发展，相关的学术研究也不

断深化，不仅有人对中东地区内外经济合作及经济

一体化的发展现状与进程作了进一步考察，还有人

对有利和不利的影响因素及其发展前景作了分析

和预测。赵怀智的论文《海湾阿拉伯国家货币一体

化进程浅析》（载《中东研究》1990 年）侧重介绍

了海湾国家货币一体化的形成以及存在的问题与

前景；杨增耀的《论中、西亚地区的经济合作》（载

《中东研究》1993 年）论述了中西亚地区经济合作

的基础、制约因素及前景；赵伟明在《中东地区经

济合作的前景》（载《世界经济》1995 年第 2 期）

一文中分析了中东地区经济合作的可能性和有利

条件以及存在的问题；李国发在其论文《从地中海

经济圈计划看阿拉伯国家面临的挑战》（载《阿拉

伯世界》1997 年第 3 期）中探讨了在经济合作中国

外势力对阿拉伯世界的干预以及大国的中东经济

战略；陈建民发表的《埃及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

的经济关系》（载《西亚非洲》1998 年第 4 期）介

绍了埃及在贸易、资金和劳务方面与海湾合作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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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各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并据此分析了当前在阿拉

伯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中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刘

晖、张延晖合作的论文《世纪新秩序中阿拉伯自由

贸易区的崛起》（载《阿拉伯世界》1998 年第 2 期）

具体介绍了当前阿拉伯世界已经建成和正在筹建

中的各自由贸易区；杨建荣的《论阿拉伯经济一体

化》（载《西亚非洲》1998 年第 4 期）则分析了阿

拉伯经济一体化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原因、其发

展现状与面临的挑战；王京烈主编的《面向二十一

世纪的中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十一章介绍了海湾合作委员会和马格里布联盟经

济一体化的发展以及西亚与中亚和非洲等地的经

济合作前景；彭树智主编的《二十世纪中东史》(高
等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七章第六节介绍了中东

自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经济合作所取得的成

就；陈建民编著的《当代中东》（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九章第四节也简单介绍了中东区域经

济一体化的发展概况及其主要的区域经济组织；程

星源的《阿拉伯自由贸易区简介》一文（载《国际

资料信息》2003 年第 11 期）主要介绍了阿拉伯自

由贸易区产生的背景、内容以及取得的成就；唐宝

才还在《21 世纪中东政体经济发展走势探讨》（载

《西亚非洲》2003 年第 5 期）中指出各国政治体制

改革对中东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指出海湾合作委员

会会取得较大突破，中东经济在新世纪中期有望取

得重大发展；车效梅的《经济全球化中的中东地区

经济一体化》（载《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 年第

2 期）着重分析了当前一些非经济因素和经济因素

对中东地区经济一体化所产生的影响。  
除上述成果外，还有一些学者从更为具体和微

观的角度入手，探讨了中东地区或各国在经济现代

化进程中的贸易状况、政策走向、市场变化、影响

因素等问题。如安维华在论文《土耳其经济转型改

制的成就与不足》（载《世界经济》1993 年第 9 期）

中对土耳其经济转型改制的得失作了个案分析；安

维华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的经济政策》（载《世

界经济》1995 年第 12 期）一文中分析了伊朗在伊

斯兰革命后制订政策的出发点、其经济政策的内容

以及两伊战争后经济政策的调整；王鹏的《面向二

十一世纪的沙特经济》（载《亚非纵横》2002 年第

1 期）论述了新世纪沙特经济改革的方向与措施；

杨光在《90 年代中东经济展望与市场》（载《世界

经济》1994 年第 2 期）一文中分析了 80 年代中东

的经济发展以及 90 年代中东的市场变化；安和芬

的《中东国家外贸政策的调整》（载《世界经济》

1995 年第 2 期）将中东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分为两

种类型，并分析了各国外贸政策调整走向；朱婉娟

在《海湾战争后中东资金市场的变化及对国际资金

市场的影响》（载《世界经济》1994 年第 11 期）中

探讨了海湾战争对中东资金流向的影响；黄民兴的

《浅析石油对现代中东经济的影响》（载《阿拉伯

世界》1996 年第 2 期）着重阐明了石油对中东经济

结构以及依附型经济模式的重要影响；陈德照在其

论文《海湾战争后中东经济形势的变化》（载《世

界经济》1995 年第 1 期）中也分析了海湾战争对中

东整体经济发展的影响；黄运发的《浅议阿拉伯国

家的工业》（载《中东研究》1999 年）着重介绍了

阿拉伯国家工业状况；王京烈主编的《面向二十一

世纪的中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三编分析了中东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类型、经济

体制改革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陈建民编著的《当

代中东》（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九章前三

节和彭树智主编的《二十世纪中东史》(高等教育出

版社 2001 年版)第七章前三节、第十二章第六节分

别介绍了战后产油国和非产油国的经济发展状况

及其经济政策的调整；安维华在《西亚非洲》2002
年第 1 期专栏“9·11 事件与西亚非洲”中还分析

了 9·11 事件对中东经济形势的影响。有些文章还

采取了对比研究的方法进行论述，如王婷的《沙特、

埃及经济改革状况的对比和思考》（载《亚非纵横》

2002 年第 4 期）、廖其年的《以色列经济的特点及

对我国的启示》（载《亚非纵横》2002 年第 1 期）、

刘英军的《埃及、土耳其经济产业结构调整比较》

（载《亚非纵横》2002 年第 2 期）等。 
关于中东经济现代化研究虽然取得了较大的

成就，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大致可归结如下：第

一，多数研究是从中东经济现代化的某一个侧面入

手，而没有作系统的论述；第二，着眼点主要放在

地区或者国家内部，侧重分析中东经济现代化中内

部原因的多于外因的分析，对中东经济现代化和经

济一体化发展的模式及其形成原因挖掘不够全面；

第三，将中东国家的经济现代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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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世界其它发展中国家或者发达国家经济现代化

的条件、模式作对比研究的不多；第四，对中东经

济现代化中技术这一重要因素的重视不够；第五，

尚缺乏运用纯经济学理论进行研究和分析的方法。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前人成果在将中东的经济现代

化放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进行分析方面还很不够。按

照传统的观念，经济现代化是一个民族、国家或者

地区内部的事物，完全可以获得独立发展，因此在

以往关于中东经济现代化的国内研究中多数是将

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实践割裂开来进行考察，往往

只着眼于各国或各地区内部。但实践证明，关起门

来搞现代化就等于固步自封，“现代化经济的突出

特征是：它是开放的、需求导向或市场导向的，以

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为基础的，并与人们在居住地

和职业上的流动性及空间上的集中息息相关。”
①
罗

荣渠在《现代化新论》中也提出，今天的现代化研

究，应以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发展总趋势作为一般

研究对象。当今时代，既是世界各国竞相推进现代

化的时代，又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利益为中心的全球

化扩展的时代。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东地区

的经济现代化已在无形中被卷入全球化的大潮中，

其注重经济合作和经济一体化的特征越来越明显，

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使得中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前

景也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揣测。 
针对上述不足，笔者认为今后的研究应当将中

东经济现代化放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系统的

分析，探求当代中东经济现代化逐渐表现出来的开

放性以及它与世界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应当将

外部因素，如技术、战争、民族主义等与中东地区

存在的地区冲突、宗教、能源结构、国家的作用等

内因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在研究方法上应适当

地运用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对比的

方法，挖掘中东与世界上其它发达或发展中国家或

地区之间在经济现代化中所需的条件、所选择的发

展模式以及所运用的经济理论的异同。总之，在这

一领域还存在许多研究空间，待有志于这方面研究

的学者去更进行深入地拓展和钻研。（宁夏大学政

法学院讲师，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在读博士研究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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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55 页）年 3 月以来在西岸遭受以色列重

创的机构，以应付随时可能再起的武装冲突。 
从表面上看，哈马斯仍坚持消灭以色列并在巴

勒斯坦的“历史疆界”内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的长

期战略方针。然而，这次哈马斯能接受“熄火”的

态度及被溶入巴政治框架内的可能，或许会使它踏

上一条漫长而艰辛的进程，这个进程虽然不一定能

使它放下武装斗争的旗帜，但最终能使它与以色列

达到实事上的共处，以此消除以色列对其斩尽杀绝

的法律口实，使以色列将来对它的任何进攻皆被视

为是对巴整个自治政府的挑畔，使从前巴勒斯坦这

块土地上的多重并列关系变为巴以直接的互动关

系，从而达到它对内牵制巴自治政府、对外要挟以

色列政府的双重战略意图。它拒绝交出武器的强硬

态度也是效法黎巴嫩真主党的先例，即加入一个大

党的同时，仍保持一支武装力量以便应付将来对付

以色列和扼制其他巴内部可能的反对势力的不时

之需。 

哈马斯进入巴勒斯坦决策层肯定会使巴自治

政府在与以色列谈判中的立场渐趋强硬，因此，中

东和平进程将会充满更多的变数。 
 
——————— 
注释： 

[1]《新华社》3月 18 日。 

[2]远在大选前的 2004 年 11 至 12 月间，阿巴斯携阿主要领

导人出访了埃及、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和科威特等国。以

此向上述各国表明巴信任领导层的团结及巴自治当局是巴

勒斯坦唯一合法政府的意图。 

[3]见 3 月 17 日《扬子晚报》新闻版。 

[4]去年 12 月 23 日，巴勒斯坦举行了近 30 年来的第一次地

方选举，1886 名候选人参加竞选 306 个地方市政委员席位，

法塔赫获 166 席，哈马斯位居第二，获 86 席。见《巴以和

平曙光再现，和平道路仍然曲折艰难》，安惠侯著，载于《国

际问题研究》2005 年第 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