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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中 民 

 

摘    要：中东变局是一场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地区性政治与社会运动，它以发展

民主、改善民生为其主要政治诉求，以推翻现政权为目标的政治抗议浪潮为其典

型表现形式。中东国家的政治变革既有典型的共性特征，又有鲜明的差异性特点，

同时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根源。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民主化、世

俗化以及如何处理与西方的关系问题构成了影响阿拉伯国家政治变革的三大核心

议题，而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土耳其、伊朗四大力量的地位变化和地区热点问

题的复杂化则成为中东地区格局变化的主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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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属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10BGJ002）、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

基地重大项目（08JJDGJW256）、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08JZD0039）的阶段性成果，

并得到上海市重点学科（B702）和国家 211 工程三期建设项目的资助。 

 

自 2010 年底以来，在大规模民众抗议浪潮的冲击下，在外部势力的干预和

影响下，中东地区局势陷入严重动荡。在此过程中，阿拉伯国家或通过民众抗

议浪潮（如突尼斯和埃及）发生政权变更，或通过外部军事干预发生政权更迭

（如利比亚）。中东地区的剧变表明，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东地区国家

政治和地区格局均处在深刻的变动与调整之中，其地区影响和国际影响也处在

进一步发酵与扩散之中。当前，中东形势变化的复杂性质与深刻根源、阿拉伯

国家政治转型的复杂趋势与影响因素、中东地区格局的深刻变化、大国中东战

略的深刻调整、中东形势动荡对中国的冲击和影响等，都构成了国内外广泛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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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的焦点。本文着重就中东地区形势动荡的性质、特征、原因和发展趋势等基

本问题作出分析与探讨，希望能对认识中东变局的复杂性有所帮助。 
 

一、中东变局的性质和特点 
 

当前，国内外学界、政界围绕中东变局的性质存在不少争议。具体观点如

下： 

1.民主革命说。这一观点认为中东变局的性质为“民主革命”，或称“茉莉

花革命”和“阿拉伯之春”。国外有论者指出，“这是一场民主革命”，阿拉伯民

众“是在为自由、尊严、公正而斗争，是为了用民主取代各自国家的专制制度

而斗争”。当民众抗议“要求当权者立即下台，用一个全新的政治制度取而代之，

这种‘抗议’就成为一种革命”
①
。国内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一次以实现‘政体’

转变为目标的‘阿拉伯革命’，即从一党专政和一人独裁的政治体制转变为多党

选举执政的民主体制”
②
。 

2.起义和暴动说。此类观点认为阿拉伯抗议浪潮并非革命，更不是民主革

命，它们只是形态各异的起义和暴动。有分析指出，“这不是革命，更像是暴动，

如果愿意也可以称作起义。”
③
“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包含了各种类型的示威

活动”，但“并非所有示威活动都属于革命，并非所有革命都是民主革命。”
④
 

3.政治危机说。此类观点认为中东变局是“波及中东广大地区，具有多米

诺骨牌效应的一系列政治危机”，具体表现形式有三种：第一，民众集会和示威

游行；第二，带有宗教色彩的政治抗议和宗教冲突，如巴林；第三，示威游行

引发武装冲突和外部干预，如利比亚。
⑤
 

4.社会运动说。该观点指出，在中东形势动荡中，“虽然掺入部落、教派冲

突，其间甚至有分裂主义、极端宗教势力和恐怖主义乘机作乱，但就总体而言，

这是一场自下而上的、群众自发的社会变革运动，是长期积累的政治社会矛盾

的总爆发。”
⑥
 

从总体上看，西方和阿拉伯学界更倾向于“民主革命说”，认为中东变局正

                                                        
① 哈维尔·巴仑苏埃拉：《阿拉伯革命的七个关键问题》，（西班牙）《国防杂志》2011年 4
月号。 
② 王锁劳：《有关北非中东巨变的几个问题》，《外交评论》2011年第 2期。 
③ 阿列克谢·马拉申科：《历史缓慢前进》，（俄罗斯）《独立报》2010年 4月 27日。 
④ George Friedman, “Obama and the Arab Spring”, 

http://www.stratfor.com/weekly/20110523-obama-and-arab-spring. 
⑤ 王京烈：《解读中东政治危机》，《西亚非洲》2011年第 6期。 
⑥ 姚匡乙：《中东形势巨变以及中国的中东政策》，2011年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形势的
巨变及其影响”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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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终结传统的关于中东不适合民主发展的“阿拉伯例外论”。当中东变局仅局限

于突尼斯和埃及时，“民主革命说”及“民族民主革命说”在中国学界引起共识，

但随着利比亚战争的爆发以及也门、巴林、叙利亚局势的恶化，多数人认为中

东变局的性质尚有待进一步观察。 

本文认为，中东形势动荡是一场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地区性政治与社会运动，

它是继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七八十年代的伊斯兰复兴运

动之后发生的第三次地区性的政治与社会运动，增强民主、改善民生构成了其

主要政治诉求，民众和政治反对派以推翻现政权为目标的政治抗议浪潮构成了

其典型表现形式。但具体到不同的国家，其性质和表现形式均有所不同。突尼

斯和埃及的和平民主变革色彩较浓，利比亚和也门局势与部落暴力冲突密切相

关，巴林、叙利亚局势既具有教派斗争的特点，也掺杂着部落因素。总之，中

东国家形势动荡既有典型的共性特征，也有鲜明的差异性特点，不应一概而论。 

（一）中东国家形势变化的共性特征 

1.以推翻现政权为目标，以民众抗议浪潮为主要表现形式。尽管阿拉伯国

家的抗议浪潮的强度、烈度以及具体形式有所不同，但推翻现政权构成了阿拉

伯各国抗议浪潮的共同目标。对此，有学者指出，阿拉伯民众“是在为自由、

尊严、公正而斗争，是为了用民主取代各自国家的专制制度而斗争。”
①
在民众

抗议浪潮中，阿拉伯国家的共和制与君主制政权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并

已经导致部分国家政权垮台。 

2.改善民生、发展民主构成了抗议浪潮的主要政治诉求。在经济与社会层

面，抗议群众争取改善民生的诉求反映了民众对高失业率、高通胀率、两极分

化严重、腐败肆虐等问题的强烈不满；在政治层面，抗议浪潮争取民主的诉求

反映了对政治体制僵化、专制独裁、老人政治、家族统治等政治顽疾的强烈抗

议。“阿拉伯专制者被推翻是经济普遍管理不善与政治高度集权的结果。对经济

的种种不满——包括大规模失业、过度的差距等——促使阿拉伯世界的民众试

图重新绘制政治版图。”
②
  

3.具有显著的地区性、跨国性特点。在中东历史中，由于民族与宗教同构

等因素的影响，阿拉伯民族主义、泛伊斯兰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政治思

潮均具有典型的超国家特征，都曾掀起过大规模的地区性运动。由于阿拉伯国

家面临相似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矛盾，拥有共同的语言和宗教，使得此次阿拉

伯社会变革运动仍然具有典型的地区性特点，除卡塔尔和阿联酋以外均发生了

                                                        
① 哈维尔·巴仑苏埃拉：《阿拉伯革命的七个关键问题》，（西班牙）《国防杂志》2011年 4
月号。 
② Richard Javad Heydarian, “The Economics of the Arab Spring”, 
http://www.fpif.org/articles/the_economics_of_the_arab_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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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不同的抗议浪潮。因此，有评价指出，“因为有着共同语言和历史经验，不

同阿拉伯国家的人民在追求的目标和采用的方法上彼此鼓舞和启发”
①
。 

4.具有缺乏独立领导阶层和政治理念的草根性特征。抗议浪潮的主体为中

下层民众，他们发起的“阿拉伯起义和革命迄今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领袖和

有远见任务的领导”，“它们是无人领导的革命”
②
。抗议浪潮缺乏独立的政治理

念和统一的组织、宗旨、口号、纲领及目标，具有明显的草根性特征。这也恰

如阿列克谢·博加图罗夫的评论所言：“阿拉伯革命的主要谜团之一是它的理

念”，“革命没有在任何情况下推出统一的政治口号。暴动者一致提出的要求只

有一个，那就是更换年迈的领袖。在其余问题上则没有志同道合的迹象”
③
。 

5.以青年为主体力量，具有政治不成熟的特点。在阿拉伯抗议浪潮中，占

阿拉伯世界人口 60%的青年构成了变革的“推动力量”
④
，但也存在着政治不成

熟、缺乏领导能力的弊端。“‘谷歌’青年仍处在一种政治无知状态。阿拉伯年

轻人对阿拉伯起义的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们普遍不受信任。⋯⋯他们几

乎没有准备建立政党和自己承担责任。”
⑤
 

6.网络、手机等新型媒体发挥了重要辅助作用。在阿拉伯抗议浪潮中，网

络、手机、微博等新型媒体在信息传递、社会动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起

初，“维基解密”披露和传播的突尼斯本·阿里家族腐败内情，对抗议浪潮的爆

发发挥了重要刺激作用。因此，西方媒体多将阿拉伯抗议浪潮称为“维基革命”，

认为“这类革命只有在拥有互联网的情况下才变得有可能，因为互联网能够迅

速使民众集结起来”
⑥
。不过，新媒体的作用相对于阿拉伯国家长期累积的政治、

经济与社会矛盾而言，仅仅发挥了辅助作用，而非决定性因素。 

（二）中东国家形势变化的差异性 

1.北非共和制国家抗议浪潮的程度和效果明显高于海湾君主制国家。此次

中东乱局的中心主要是北非和西亚的阿拉伯共和制国家。从历史上看，这些国

家的民众在反殖、反帝斗争中形成了善于革命的传统；从政治结构上看，这些

国家政权多是由军官革命建立的，其政权多采取强人政治和军人政治等威权政

治模式，政治体制僵化问题严重；
⑦ 
从社会结构上看，突尼斯和埃及等国家较

                                                        
① Eugene Rogan, “The Arab Wave”, The National Interest, May-June 2011. 

http://nationalinterest.org/article/the-arab-wave-5169. 
② 德新社伊斯坦布尔 2011年 4月 5日英文电：《阿拉伯世界的革命需要有感召力的领导人》。 
③ 阿列克谢·博加图罗夫：《争权夺位还是要求自由——阿拉伯世界的变化可能导致专制死
灰复燃》，（俄罗斯）《独立报》，2011年 4月 11日。 
④ 哈维尔·巴仑苏埃拉：《阿拉伯革命的七个关键问题》，（西班牙）《国防杂志》2011年 4
月号。 
⑤ 德新社伊斯坦布尔 2011年 4月 5日英文电：《阿拉伯世界的革命需要有感召力的领导人》。 
⑥ 德新社英文电：《阿拉伯世界的革命需要有感召力的领导人》。 
⑦ 详尽论述参见刘中民：《乱局为何在中东蔓延》，《环球时报》，2011年 2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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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达的中产阶层、市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都为社会变革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有评论指出，突尼斯和埃及之所以能够实现和平变革，原因在于“他们都拥有

相对健全的体制、公民社会团体、中产阶级以及自古以来以各种国家形态延续

至今的古老文明”。
①
 

从海湾君主制国家的情况来看，民众的不满和抗议主要指向了家族统治和

教派统治相结合的君主制政权。但由于海湾国家有石油美元做后盾，其民生情

况好于北非国家，同时由于家族统治的君主制有较悠久的传统以及美国和西方

国家采取双重标准，它们所面临的压力小于阿拉伯共和制国家。由此，海湾国

家民众抗议浪潮烈度弱于北非共和制国家的原因有二：一是石油美元使政府拥

有巨大的财政影响力；二是作为重要的能源供应国，海湾国家对于西方国家具

有战略价值。
②
 

2.抗议浪潮在不同国家引发政治危机的程度及形式不同。具体而言，可以

根据其烈度和影响因素的不同划分为三种类型： 

（1）以民众和平示威为主的政治与社会动荡。在突尼斯和埃及，虽然抗议

浪潮引发了一定程度的动荡，但由于“市民社会和中产阶层相对成熟，其较强

的民族凝聚力能够保障其国家不致在政治变革中走向内战或分裂”。
③
 

（2）民众抗议向部落冲突演变，直至发生内战并引发国际干预的局部战争。

在利比亚和也门，民众抗议的主体力量主要体现为反政府的部落力量，盘根错

节的部族矛盾导致国家认同与民族凝聚力异常脆弱，并极易在政治变革中滑向

部族冲突，甚至走向内战。利比亚冲突与东部部落和西部部落的长期对立有重

要关系，班加西作为利比亚政治反对派盘踞的大本营，构成了西方对利比亚进

行军事干预借助的核心力量。
④
 

（3）民众抗议与教派冲突相交织，并渗透着外部势力的复杂较量。巴林民

众抗议的主体力量是占人口多数的什叶派，其目标是推翻逊尼派政权，但其背

后则是沙特与伊朗的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较量。“由于海湾地区的抗议者是什叶

派穆斯林，阿拉伯各王室经常祭出‘伊朗牌’来为血腥镇压抗议活动正名。”
 ⑤

而美国基于自身利益考虑所采取的双重标准也默认了沙特主导的海湾合作委员

会对巴林的干预。 

3.外部力量的干预方式和干预程度不同。西方的外部干预是影响阿拉伯国
                                                        
① Robert D. Kaplan, “The Middle East Crisis Has Just Begun”,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0527487050204576218842399053176.html. 
② Richard Javad Heydarian, “The Economics of the Arab Spring”, 
http://www.fpif.org/articles/the_economics_of_the_arab_spring. 
③ 刘中民：《“阿拉伯之春”缘何走向“严冬”》，《东方早报》2011年 6月 14日。 
④ 阿列克谢·马拉申科访谈录：《历史缓慢前进》，（俄罗斯）《独立报》2010年 4月 27日。 
⑤ Richard Javad Heydarian, “The Economics of the Arab Spring”, 
http://www.fpif.org/articles/the_economics_of_the_arab_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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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治危机走向的重要外部因素，但由于美欧在地缘战略和国家利益上的不同

考虑，它们对阿拉伯国家政治进程的干预采取了典型的实用主义策略，即针对

不同国家采取不同标准。其基本方式主要有三： 

（1）军事干预。突出表现在法英美通过主导联合国通过 1973 号决议，对

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实施军事打击。有评论指出，美国和欧洲之所以能够在军事

打击利比亚问题达成一致，主要因为“利比亚是中东北非国家中唯一既拒绝美

国‘大中东计划’，又反对法国‘地中海联盟’计划的国家⋯⋯因此，美欧在利

比亚问题上找到了一个共同的突破口。当然，双方又都有各自的如意算盘。”
①
在

2011年10月4日和2012年2月4日安理会围绕叙利亚问题决议案表决受挫后，

美欧是否绕开联合国对叙利亚进行军事干涉，已成为中东局势的焦点所在。 

（2）外交施压。对埃及等和平变革的国家，美欧一方面对民众抗议予以舆

论支持，一方面根据形势变化对穆巴拉克政权施加外交压力；对于利比亚，西

方国家则采取了力度更强的外交攻势，突出表现为对反对派的政治过渡委员会

予以外交承认，为其反政府活动创造外交空间；对于叙利亚，在推动安理会叙

利亚问题决议案受挫后，西方主要利用阿盟、土耳其和叙利亚反对派进行施压，

以实现最终颠覆巴沙尔政权的目标。 

（3）外交庇护。突出表现在美国对巴林、沙特等海湾国家的政策。西方虽

然在外交舆论上要求阿方顺应政治变革潮流，加大改革力度，但在实际上默许

乃至纵容了海湾国家对抗议浪潮的严厉打击，其原因主要出于遏制伊朗、能源

安全、反恐合作、军事基地安全等现实利益的考虑。对此，有评论指出，“美国

的暧昧态度令海合会疯狂压制以什叶派为主的抗议民众提出的民主要求。美国

的压力对于推动埃及和突尼斯的民主革命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对海湾国

家抗议民众的支持则远远不够。”
 ② 

 

二、中东变局的原因分析 
 

中东国家形势之所以动荡和迅速蔓延，既有这些国家政治体制、社会矛盾

具有同构性等表层原因，也有受历史文化传统、共有的宗教因素影响等深层原

因，同时也受到了全球化挑战、国际金融危机扩展、美国“大中东民主计划”

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从内外因关系的角度看，中东内部矛盾的长期累积是导致

中东乱局的根本原因。因此，受篇幅所限，本文主要侧重对内因的分析。 

                                                        
① 林宏宇、李小三：《从国际政治经济视角看北非—中东局势》，《学习时报》2011年 6月 6
日。 
② Richard Javad Heydarian, “The Economics of the Arab Spring”, 

http://www.fpif.org/articles/the_economics_of_the_arab_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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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因素分析 

在政治领域，严重的政治合法性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是阿拉伯国家陷入动

荡的主要根源。从政治合法性危机的角度看，无论是共和制国家还是君主制国

家，长期的威权政治和老人政治都使国家的政治体制陷入僵化，尤其是在威权

的共和制国家，政治领袖完成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政治光环日渐黯淡，民众已日

渐丧失了对现行体制的信心。当前中东的抗议浪潮也正是民众长期绝望情绪以

及变革求新渴望的剧烈宣泄。 

所谓政治合法性就是国家政权及其统治的正当性问题，即国家政权的权力

来源与分配、政治架构不仅要有充分的正当性，还必须得到国民的效忠与忠诚

进而获得社会心理层面的广泛认同。战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具有明

显的多元化特征，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现代法治国家，即根据法律建构国家

制度，进行政权更迭，国家元首通过民选产生的国家，只有土耳其接近这种类

型；以魅力型领袖为最高权威的国家，多属于在二战前后民族主义运动中建立

的国家，纳赛尔、卡扎菲、阿萨德等人都属于这种类型的代表；以君主、国王

等世袭权威为合法性来源的国家，这种国家以沙特海湾国家为代表。
①
 

此次中东乱局的中心主要是阿拉伯共和制国家。埃及、利比亚、也门、叙

利亚等国家政权都是在民族独立革命的过程中或独立革命之后，由军官发动革

命建立的，其政权多采取强人政治和军人政治等威权政治模式，并形成了一种

事实上国家领导人终身任职的老人政治。
②
在有着革命传统的上述国家，在社会

矛盾长期累积之后，老人政治和强人政治自然会成为民众革命的对象，即昔日

的革命者成为被革命的对象。在君主制国家，长期的体制僵化，家族统治、教

派统治和老人政治
③
也引起了民众的强烈抗议。 

从意识形态危机的角度看，在当代阿拉伯社会，各种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

层出不穷，但无论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阿拉伯民族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

还是七八十年代的伊斯兰复兴主义，都未能实现阿拉伯民族复兴的渴望，阿拉

伯社会已经发生了严重的意识形态迷失。 

早在 20 世纪九十年代，埃斯波西托就指出：“在建构政治合法性和创造民

族团结的意识形态方面，穆斯林国家的政府似乎既没有兴趣也不成功，他们更

                                                        
① 王京烈：《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东》，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年版，第 15～17
页。 
② 例如，截至中东变局发生的 2011年，突尼斯总统本·阿里 75岁，执政 23年；埃及总统
穆巴拉克 83岁，执政 30年；利比亚革命领导人卡扎菲 69岁，执政 42年；也门总统萨利赫
69岁，执政 33年；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 74岁，执政 11年；苏丹总统巴希尔 67岁，
执政 22年。 
③ 例如，截至中东变局发生的 2011年，沙特国王阿卜杜拉 87岁，科威特埃米尔萨巴赫·艾
哈迈德 81岁，阿曼苏丹卡布斯 7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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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情于维持长久的专制统治。王朝统治、军人或准军人政权依然主导着穆斯林

世界。政党被禁止或严加限制，选举经常被操纵，政府的议会和政治党派被统

治者严格控制，而统治者的政治合法性，像他们的安全一样，完全依赖军人和

秘密警察的忠诚，有的统治者则干脆依靠外国政府和多国公司的支持。”
 ①
上述

结论固然有言过其实的成分，但在未来阿拉伯国家的政治转型中，如何重建国

家权力、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心理的合法性，无疑是它们面临的严峻的课题。 

在对外政策上的失误也是导致阿拉伯国家陷入政治危机的重要原因。许多

国家或者长期充当美国盟友，丧失外交自主性并惨遭美国抛弃（如埃及），或者

长期与西方对抗并挑战现行国际体系（如 2003 年前的利比亚），使自己孤立于

世界体系之外，或者在二者之间进行激进的摇摆（如 2003 年前后的利比亚）。

其结果是长期追随西方的国家在国内丧失了民意，而对抗国际体系的国家丧失

了利用全球化的发展机遇。 

（二）经济与社会因素分析 

从本质上看，中东动荡的经济与社会根源在于发展的危机，尤其是发展模

式的危机，其突出表现是经济结构脆弱和经济政策失误使阿拉伯国家难以应对

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以突尼斯和埃及两个非典型产油国的经济为例，本·阿里政权和穆巴拉克

政权都实行大开大放的经济政策，他们“抛弃了前任以平等主义和以福利为中

心的政策，转而奉行经济开放和减少干预的政策。” 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和世界银行一直把埃及和突尼斯的改革奉为该地区全球化的成功范例。突尼斯

和埃及在 2009～2010 年的经济竞争力分列世界第 32 位和 70 位；在瑞士经济

研究所的全球化排名中，埃及和突尼斯的排名分别为 12 位和 35 位。在西方看

来，“这两个国家一直是阿拉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代表”，但由于旅游业、房地

产和银行业等对外依存度较高的产业构成了埃及和突尼斯的支柱产业，加之“在

减少干预和开放的过程中的肆无忌惮，使突尼斯和埃及的物价越来越取决于境

外的因素”。近年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作为主导产业的旅游和房地产业大

幅下滑，而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一路走高，尤其是“过去十年的粮食危机把

依靠进口解决粮食问题的阿拉伯国家的民众推向赤贫和饥饿的境地”。
②
  

中东产油国经济结构的缺陷突出表现为严重依赖石油美元，工业化水平低

下，生活必需品和工业品严重依赖国际市场等弊端。据联合国《阿拉伯人类发

展报告》的评估，2007 年阿拉伯世界的工业化程度仍然停留在 20 世纪七十年

                                                        
① J·L·埃斯波西托著：《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东方晓等译，北京：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 1999年版，第 254页。 
② 本段中的引文均出自：Richard Javad Heydarian, “The Economics of the Arab Spring”, 

http://www.fpif.org/articles/the_economics_of_the_arab_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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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水平。
①
 “石油贸易带来的巨量资本，本质上并未给本国经济带来实质性

好处——它既没有促成商人阶层的出现，也未使本国民族工业发展进入良性循

环。相反，阿拉伯国家越是参与全球竞争和利益分配，本国的财富越是日趋流

向发达国家。”
②
工业不发达必然引发就业困难，这正是中东石油富国同样存在

高失业率的原因所在。 

具体而言，腐败肆虐、两极分化严重、青年人口比例较大与高失业率、高

通胀率、高贫困率等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交互作用，成为阿拉伯国家局势动荡的

直接诱因。 

中东国家的威权政治体制并没有产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相反，

政治权贵与经济自由化相结合产生了“权贵资本主义”怪胎，
③
其直接后果是腐

败横行和严重的贫富分化。在“透明国际”的全球腐败国家排名中，埃及、黎

巴嫩、也门、叙利亚、伊拉克等国的腐败程度在世界名列前茅。
④
“腐败已成为

该地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从裙带主义到直接受贿，国家高度介入经济生活，

为公职人员腐败提供了充足的机会。”
⑤
普遍存在的腐败导致财富日趋集中到少

数当权者手中，进而导致社会贫富分化不断加大。据统计，在阿拉伯世界，

5%的人支配 80%的财富。在埃及，20%的富人占有社会财富的 55%，而 60%的穷

人仅占有 18%的社会财富。
⑥
  

在阿拉伯国家，人口出生率长期高居不下，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统

计，25 岁以下青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均在 40%至 50%左右，部分国家甚至高

达 60%。
⑦
而阿拉伯国家经济结构的弊端导致其就业吸收能力低下，进而使高失

业率尤其是青年人大量失业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严重问题。阿拉伯世界的失业

率居全球之首，地区平均失业率超过 23%，30岁以下年轻人占 60%。
⑧
在阿拉伯

劳工组织2008年发布的第一份阿拉伯就业报告中，年轻人群失业率达到了25%。

据报道，在 2004～2008 年间，埃及国内因无法承受失业压力而自杀的年轻人达

                                                        
① Arab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9: Challenges to Human Security in the Arab Countries, 

http://www.arab-hdr.org/publications/other/ahdr/ahdr2009e.pdf . 
② 田文林：《对当前阿拉伯变局的深度解读》，《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 3期。 
③ Richard Javad Heydarian, “The Economics of the Arab Spring”, 

http://www.fpif.org/articles/the_economics_of_the_arab_spring. 
④ 安国章：《阿拉伯世界三分之一国民生产总值被腐败吞噬》， 

http://intl.ce.cn/gjzx/ africa/201007/07/t20100707_21588027.shtml. 
⑤ Edited by Nora Bensahel and Daniel L.Byman,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the Middle 

East: Conflict, Stability, and Political Change, Rand Corporation, 2004, p.23. 
⑥《埃及社会贫富分化严重，两成富人拥有五成五社会财富》， http://news.timedg. 

com/2011-01/27/content_ 1136139.htm. 
⑦ 王京烈：“解读中东政治危机”，《西亚非洲》2011 年第 6期。 
⑧ Richard Javad Heydarian, “The Economics of the Arab Spring”, 

http://www.fpif.org/articles/the_economics_of_the_arab_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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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万。
①
 此外，突尼斯的青年失业率高达 52%，巴林和也门的失业率分别在

15%和 35%左右。
②
 因此，青年之所以构成民众抗议浪潮和政治变革的主体力量，

是因为阿拉伯国家长期存在的“青年膨胀”（Youth Bulge）③
和高失业率问题。 

在阿拉伯国家，高贫困率和高通胀率的问题也十分严重。据统计，目前阿

拉伯世界 1/3 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下，其中埃及近 1/2人口中生活在贫穷线下，

每天生活费不足 2美元。
④
 近年来，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东各国基本

消费品价格持续上涨，引发阿拉伯各国尤其是北非国家多次发生社会骚乱，并

成为最终酿成阿拉伯国家陷入群体性动荡的直接诱因。就这样，“贫困、失业和

普遍衰退已经摧毁了阿拉伯民族的精神”，不断恶化的经济状况构成了导致突尼

斯事件发生的先导性因素。
⑤
 

（三）思想文化因素分析 

在思想文化领域，思想精英和知识分子对阿拉伯—伊斯兰社会积弊的批判

与外来民主思想的交互影响，为此次阿拉伯政治变革提供了思想素养。在当代

阿拉伯世界，无论是受西方影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还是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

传统主义思想家，他们都对当今阿拉伯世界面临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危

机予以了积极的关注和深刻的批判，甚至预言阿拉伯社会必将发生巨大的变革

或革命。 

薛庆国教授曾指出，阿拉伯思想界认为阿拉伯政治文化与社会文化存在的

积弊突出表现为：具有膜拜权威、压抑个性的专制主义倾向；神本主义、宗教

蒙昧主义盛行；对西方缺乏理性认识；宗派主义思想根深蒂固；男尊女卑、歧

视女性的痼疾。埃及著名作家阿斯旺尼在 2008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指出：

“专制统治者诛杀了埃及的精神，遮蔽了埃及的光芒⋯⋯我们生活在埃及历史

上最糟糕的一个时期。⋯⋯我深信，人民一旦愤怒，一切都会改变。革命就是

这样自发地、无人策划地爆发的。埃及的生活如此不堪，无法再沉默下去。一

切都该改变，也必定会改变。我觉得前方有巨大的意外在等待我们。”当代阿拉

伯世界的杰出诗人阿多尼斯对阿拉伯社会的现状予以了激烈批判，并预言阿拉

伯世界必将发生巨大变革。他指出：“今天的阿拉伯，是历史上几个黑暗时期——

蒙古人洗劫巴格达，拜占庭的战争，安达卢西亚的沦陷，奥斯曼的殖民，巴勒

                                                        
① 转引自陈杰:《浅析阿拉伯国家的失业率问题》，《阿拉伯世界研究》2009年第 6期。 
② 《分析称经济问题为阿拉伯各国动荡主要原因》，
http://news.sina.com.cn/w/2011-02-17/010621965877.shtml. 
③ Arab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9: Challenges to Human Security in the Arab Countries, 

http://www.arab-hdr.org/publications/other/ahdr/ahdr2009e.pdf. 
④ Shawn Baldwin，Egypt’s Problem and Its Challenge: Bread Corrupts，New York Times，January 

17, 2008.  
⑤ Pat Lancaster, “Tunisia: A Catalyst for Change”, Middle East, Issue 419, February 2011, 9.19.  



 

 13

斯坦的割让——的延续。”他曾预言，“发生在阿拉伯的土地上、和阿拉伯人有

关的一切，已经构成在 21 世纪实现巨大变革的基本条件”。
①
 

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埃及学者尤苏夫·盖尔达维近年来一直

倡导探索适合伊斯兰社会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他对阿拉伯社会存在的专制

独裁、官场腐败、经济发展滞后、贫困与失业问题日趋严重、教育落后、思想

封闭保守、理性缺失、文化更新停滞不前等问题予以了深刻批判。在政治改革

领域，盖尔达维提出了一系列穆斯林社会必须尊重和遵循的原则，诸如他强调

尊重“公正、协商、自由、尊严和人权”等“普世价值”；主张“爱护妇女原则”，

强调“妇女的权利、地位和尊严”；主张“民主政体原则”和“尊重民意原则”，

强调人民“有权力以和平方式罢黜无能渎职的统治者”等等。
②
 

因此，从思想文化的角度看，席卷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变革并非无源之水。

阿拉伯知识界和思想界对阿拉伯社会弊端的批判与反思，无疑为以发展民主、

改善民生为主要诉求的民众抗议浪潮提供了思想源泉，这也符合重大社会政治

变革的历史规律。 

 

三、中东变局的发展趋势 
 

当前中东地区形势的发展仍存在诸多的不确定因素，本节主要从总体态势

和地区格局两个层面加以分析。 

（一）阿拉伯国家发展转型的总体趋势 

总体上看，阿拉伯国家将进入全面变革与调整的时期，其中以下几个问题

值得高度关注。 

（1）民主化问题。在未来的发展转型中，民主化无疑将成为中东国家政治

变革的主流。无论是传统的君主制国家，还是现代的共和制国家；无论是通过

自上而下的改革，还是通过自下而上的变革，政治变革都将成为大势所趋，但

中东国家不会照搬西方民主，而是实现具有各自国情和特色的民主。对此，有

学者指出，“2011 年的反独裁斗争终结了阿拉伯穆斯林与民主观念格格不入的

观念”，
③
“不管变革中的阿拉伯国家的社会政治形势如何发展，即便许多国家

                                                        
① 本段中的引文均转引自薛庆国：《阿拉伯巨变的文化审视》，2011年上海外国语大学《“中
东形势的巨变及其影响”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 35～38页。 
② 尤苏夫·盖尔达维：《世纪之交的伊斯兰民族》（阿拉伯文），开罗：曙光出版社 2002年
版，第 153～154页；尤苏夫·盖尔达维：《伊斯兰中间主义与维新思想坐标》（阿拉伯文），
多哈：盖尔达维伊斯兰中间主义与维新思想研究中心，2009年版，第 8章。对于伊斯兰中
间主义的思想的了解，得益于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祁学义博士提供的翻译资料，在此

深表谢意。 
③ Eugene Rogan, “The Arab Wave”, http://nationalinterest.org/ the-arab-wave-5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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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保持着那种在西方看来不完全民主的统治模式，但对民意和民众的重视程度

都会上升。”
①
可以预见，阿拉伯国家的民主化不可能一蹴而就，中东的伊斯兰

传统文化，复杂的部落、教派等因素决定了中东民主化进程将是漫长且曲折的。

这也恰如相关的评价所言：“突尼斯不会像法国一样，而埃及也不会变成瑞士。

不要期待发生划时代的变革。在阿拉伯世界将维持缓慢发展的半传统社会，传

统和现代化的对立将加深。”
②
 甚至有人悲观地指出，“阿拉伯革命的被迫性、

不成熟、被形势所迫和相互影响等特点使人们相信，阿拉伯世界的迫切任务可

能不是消灭专制，而是修复专制”
③
。 

（2）世俗化问题。在此次中东政治变革的初期，宗教因素并不突出。因此，

人们多认为世俗化在阿拉伯国家未来政治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应得到进一步加

强。对此，有评价指出，阿拉伯“起义者不希望未来国家模式成为伊朗霍梅尼

式神权模式，而是成为土耳其式的民主模式”
④
。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伊斯

兰势力逐步增强的趋势在部分国家已经显现，尤其以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埃

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崛起尤为引人注目。有学者指出，在埃及“可能上台的不是

宗教狂，而是相当温和、稳重的伊斯兰教徒，他们将在未来产生重大影响。”
⑤
 因

此，总体来说，宗教因素在未来阿拉伯国家政治发展中的作用仍不容忽视，教

派矛盾和宗教极端组织在巴林、也门、叙利亚等国家的影响也不容低估。 

（3）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与西方的关系问题。此次中东的民众抗议浪潮具有明

显的内生性特征，反西方的色彩相对淡薄。因此，有评价指出，在此次中东变革

中，“要求自由、尊严、公正的思想已经取代了曾经的反对帝国主义大旗”。
⑥
即使

在西方军事打击利比亚以后也没有引发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大规模的反西方浪

潮。因此，当前中东国家的社会运动更为关心的是自身的命运与前途问题，而

不再像历史上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复兴主义，一味将反西方作为其核心

价值的诉求之一。它旨在通过包括思想和制度改造在内的自我救赎，实现国家

的再造与民族的复兴。近代以来，反西方几乎构成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政治

思潮和社会运动的核心主题之一。从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到霍梅尼的伊斯

                                                        
① 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重建联系的时候到了：应该在西方影响力衰落的地区加大活动
力度》，（俄罗斯）《独立报》2011年 4月 27日。 
② 阿列克谢·马拉申科：《历史缓慢前进》，（俄罗斯）《独立报》2010年 4月 27日。 
③ 阿列克谢·博加图罗夫：《争权夺位还是要求自由——阿拉伯世界的变化可能导致专制死
灰复燃》，（俄罗斯）《独立报》，2011年 4月 11日。 
④ 哈维尔·巴仑苏埃拉：《阿拉伯革命的七个关键问题》，（西班牙）《国防杂志》2011年 4
月号。 
⑤ 阿列克谢·马拉申科：《历史缓慢前进》，（俄罗斯）《独立报》2010年 4月 27日。 
⑥ 哈维尔·巴仑苏埃拉：《阿拉伯革命的七个关键问题》，（西班牙）《国防杂志》2011年 4
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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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原教旨主义，乃至拉登的伊斯兰极端主义，都具有强烈的反西方倾向，并且

多把西方的侵蚀作为伊斯兰世界落后的根源之一。 

当前，中东的政治变革具有明显的淡化反西方色彩的特征，西方民主价值

观和社会制度对阿拉伯国家政治变革的影响呈上升态势。此外，在利比亚和叙

利亚问题上，海湾合作委员会主导的阿盟，在干涉内政问题上也倾向于西方。

它们不仅积极参与推翻卡扎菲政权的利比亚战争，而且不断与西方合作向叙利

亚巴沙尔政权施压。“对于整个阿拉伯世界而言，如果中东政治变革换取的是整

个阿拉伯世界完全倒向西方，使自身的命运操控于他者之手，无疑将是更大的

民族悲剧，阿拉伯民族的复兴也将变得更加遥遥无期。”
①
阿拉伯—伊斯兰国家

只有不断加强自身的主体性建设，真正解决自身的发展问题，才能更加自信地

面对西方。 

（二）中东地区格局的发展趋势 

中东地区格局的变化突出表现为阿拉伯世界进一步分化、以色列安全环境

趋于复杂、土耳其影响力增强以及伊朗周边环境复杂化等。此外，在中东变局

的影响下，中东和平进程、伊拉克问题和伊朗核危机等热点问题的发展也进一

步复杂化。 

（1）中东变局导致阿拉伯世界进一步分化。由于阿拉伯国家陷入群体性动

荡，阿拉伯世界的整体地位将呈现出进一步下降的趋势。埃及传统大国地位进

一步衰落，利比亚问题导致阿拉伯世界内部的分裂进一步加剧。有学者指出，

未来的阿拉伯世界有可能分裂成两大阵营，即“富有影响的阿拉伯君主国精英

俱乐部”和“民主运动已经取代或者试图取代腐败独裁专制的国家”，“新集团

的形成使阿拉伯联盟失去价值。”
②
从阿拉伯世界次区域的角度看，沙特领导的

海湾合作委员会对巴林危机的干预，对利比亚和叙利亚问题施加的重要影响，

都表明海合会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呈上升态势，而卡塔尔和阿联酋的活跃外交

也值得高度关注。 

（2）中东变局对以色列的周边环境产生了巨大冲击。作为最早与以色列建

交的阿拉伯国家，埃及的变革将对以安全环境产生重要影响，继土耳其与以色

列关系恶化之后，埃以关系再遭破坏乃至美以关系遭到冲击都将使以色列更加

孤立。埃及开放加沙的拉法口岸、斡旋巴勒斯坦内部实现和解、冲击以色列使

馆以及西奈半岛通往以色列天然气管道多次发生爆炸等事件，都引起了以色列

的忧虑。对此，有评价指出，“阿拉伯之春震动了整个中东地区，导致两个长期

                                                        
① 刘中民：《叙利亚大棋局》，《东方早报》2012年 2月 8日。 
② 亚历山大·斯莫尔齐克、福尔克哈特·温德富尔：《阿拉伯之夏》，（德国）《明镜》周刊
2011年 5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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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政权的垮台，而以色列对其联盟和安全忧心忡忡”
①
。此外，伊朗核问题的

升温、叙利亚的动荡局势、土耳其与以色列矛盾的上升，都恶化了以色列的周

边环境。更重要的是，美国和以色列的盟友关系也面临着严重的信任危机。以

色列已经认识到中东地区的“政治战略环境正向着不利于他们的方向演变。”
 ②
 

（3）中东变局使土耳其的地区影响上升。中东变局导致阿拉伯国家的政治

体制和发展模式发生严重危机，土耳其作为中东伊斯兰国家中世俗化、民主化

的典型代表，其发展模式将对阿拉伯国家政治经济转型产生重要影响。因为“土

耳其兼备伊斯兰和世俗民主国家的特性，有利于其施加地区影响力。”
 ③
从外交

角度看，土耳其对利比亚危机的斡旋以及近年来加强参与中东事务的外交调整，

尤其是土耳其在巴以问题上的政策调整，都使土耳其的地区影响不断上升。此

外，土耳其作为叙利亚的重要邻国和西方的重要盟国，无疑将对叙利亚危机的

解决发挥重要作用。 

（4）中东变局使伊朗的周边环境复杂化。在阿拉伯国家抗议浪潮的影响下，

伊朗也一度发生民众抗议浪潮，但并未对伊朗现政权产生严重冲击。在一段时

期内，由于主要阿拉伯国家陷入动荡，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略收缩，都

有利于伊朗在中东地区坐大。对此，有评论指出，当前“中东的均势已经打破，

伊朗自然而然占据了优势”
④
，因而“伊朗是地区变革的受益者”

 ⑤
。但自 2011

年下半年以来，叙利亚政权作为伊朗盟国的岌岌可危，西方不断加大对伊朗的

制裁力度，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军事打击伊朗，都使伊朗面临着前所未有的

压力。2011年底以来，伊朗多次进行军事演习并发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

后，美国进一步加大了对伊朗进行制裁的力度。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对伊朗核设

施进行军事打击，或发动对伊朗的全面战争，已成为 2012 年中东局势的最大悬

念。 

（5）中东变局导致地区热点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在中东变局的影响下，国

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将更多精力投入到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变革，都使

巴以和平的前景堪忧。2011 年 9 月，巴勒斯坦正式提出了加入联合国的申请，

拟以寻求“入联”的方式引起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的注意力，从而避免巴勒斯

                                                        
① Ethan Bronner and Isabel Kershner, “Fatah and Hamas Announce Outline of Deal”, 

http://community.nytimes.com/comments/www.nytimes.com/2011/04/28/world/middleeast/28m
ideast.html?permid=9.   
② 阿兰·弗拉松：《以色列，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之春”》，（法国）《世界报》2011年 4月
29日。 
③ Benjamin Tua, “Winners and Losers in a New Middle East”, 

http://www.fpif.org/articles/winners_and_losers_in_a_new_middle_east. 
④ 《美国在中东陷入孤立境地》，（日本）《选择》月刊 2011年 4月号。 
⑤ Benjamin Tua, “Winners and Losers in a New Middle East”, 

http://www.fpif.org/articles/winners_and_losers_in_a_new_middle_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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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建国问题被中东乱局所淹没。
①
在伊朗核问题上，伊朗的政策更趋强硬，使

短期内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前景更加渺茫。对此，有学者悲观地指出，“阿拉

伯之春或许很迷人，但却不一定长久。可悲的是，伊朗的霸权威胁却看起来

更为持久”
②
。在伊拉克问题上，海湾周边国家教派矛盾加剧与伊朗政治渗透

相结合，有可能加剧伊拉克的教派冲突。在阿富汗问题上，在美国击毙拉丹事

件的刺激下，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报复性恐怖袭击呈大幅上升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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