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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阿拉伯国家联盟是当今世界成立最早的几个地区性国际组织之一。在其六十多年的发展历程

中，从维护阿拉伯国家整体利益来看，其成绩并不理想。本文对阿盟的发展缺失的表现及其原因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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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国家联盟（简称阿盟，下文均用简称）成立于 1945 年 3 月 22 日，创始会员国是叙

利亚、约旦、伊拉克、沙特、黎巴嫩、埃及和也门七国。阿盟成立的主要目的在于密切成员国

间的各种合作关系，协调彼此间的政治活动，捍卫阿拉伯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全面考虑阿拉伯

国家的事务和利益。阿盟自成立至今已有六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成员国增至 22个，并建立了一
套相对成熟的运行机制。自 1964年增设首脑级理事会以来，该机构分为首脑级理事会和部长级
理事会：首脑级理事会事实上为其最高权力机构，2000 年来定期召开首脑会议，商讨地区性重

大问题；部长级理事会从属于首脑级理事会，负责讨论、制订和监督执行有关阿拉伯共同政策、

制订阿盟各机构的内部条例，并任命阿盟秘书长。部长级理事会由全体成员国代表组成，每年 3
月和 9 月举行例会，也可应两个以上成员国的要求随时召开特别会议或紧急会议。理事会下设
十个专项部长理事会，分管成员国在新闻、内政、司法、住房、运输、社会事务、青年与体育、

卫生、环境事务、通讯等领域的合作。另外，阿盟还设立了联合防御理事会、经社理事会、秘

书处等机构。尽管如此，与其他地区性国际组织相比，阿盟在维护成员国整体利益方面，成绩

并不尽如人意。 

 

一、阿盟发展缺失的历史表现 
 
在阿盟发展的进程中，巴勒斯坦问题和伊拉克问题是对其成效的重要检验。 
二战结束后，伴随着殖民主义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以民族为主要特征的国家纷纷在亚非拉各

大洲建立，中东地区也不例外。1948年 5月 14日，英国宣布结束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当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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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古里安在特拉维夫宣布成立以色列国。从地理位置来看，1948 年 5 月 14 日之前的巴勒斯坦
北连黎巴嫩，东邻叙利亚、约旦，西南与埃及西奈半岛交界。以色列的出现使阿盟创始国——埃

及、黎巴嫩、叙利亚和约旦等国感受到了威胁，也使阿拉伯民族尊严受到了严重伤害。1948 年 5
月 15日清晨，埃及、约旦、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等国的军队开进巴勒斯坦，同以色列军队交
火，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这次战争既是对阿拉伯世界团结程度的检验，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刚

刚成立三年的阿盟综合协调能力的检验。从战争过程看，阿盟在协调阿拉伯国家行动方面作用有

限。阿拉伯联军各自为政，发动战争的宣言虽是捍卫阿拉伯国家的利益，行动的目的却在于获取

各自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的利益，致使阿拉伯国家遭受严重挫折，丧失良机。这次战争对阿盟此后

的发展影响很大，也给阿拉伯世界的合作蒙上了一层阴影，并在此后的多次中东战争中屡次显现，

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甚至达到顶点。海湾战争后，中东格局更加复杂，巴以问题愈演愈烈，至今

难以解决。 

如果说，阿盟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还有一致对外的愿望，那么在伊拉克问题上，连达成一致的

愿望也变得十分困难。1990年 8月 2日，伊拉克突然出动近十万军队，大举入侵其邻国科威特，
并迅速占领了科全境，科威特埃米尔被迫逃亡海外。伊拉克的这一行动引起了美国的强烈反应。

1990年 8月 7日，美国宣布应沙特政府的要求，向海湾地区派遣美军，此行动命名为“沙漠盾牌”。
以此为过渡，1991 年 1 月 17 日，以美军为首的多国部队又开始了代号为“沙漠风暴”的对伊作
战行动。这次军事行动最后以 1991年 2月 27日伊拉克致信联合国、无条件接受联合国关于伊科
问题的所有决议而结束。此后，海湾地区就进入了美伊长达十二年的制裁与反制裁时期。在此过

程中，阿盟内部分歧更加明显。在海湾战争中，阿盟虽于 1990年 8月在埃及开罗举行首脑会议，
讨论了伊拉克入侵和吞并科威特的问题，呼吁伊拉克撤出科威特，并要求对伊实行经济制裁，但

在个体行动时，利比亚、也门、巴解组织等支持伊拉克，约旦、苏丹、阿尔及利亚等国持保留态

度，埃及、沙特和摩洛哥等反对，叙利亚在危机中途由支持伊拉克转向了加入反伊联盟。
[1] 894

在

此后对伊制裁和多次伊拉克危机中，支持或反对伊的国家虽然有所变化，但分歧并没消除，而且

还进一步分化，以致有学者认为在海湾战争后的中东地区出现了九种势力。①2002 年底，伊拉克
危机再次爆发。2003 年 3 月 20 日，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最终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使伊拉克问
题进入一个新阶段。在这次伊拉克危机及战争中，阿盟国家表现得较为团结，曾召开首脑会议拒

绝美国对伊的最后通牒。但由于彼此之间的分歧仍没有完全消除，最终未能拿出实际行动来阻止

美国对伊动武。 
 

二、阿盟发展缺失的原因 
 

通过对阿盟的历史表现进行粗线条分析后发现，其发展缺失的原因至少可归结为如下五个方

面： 

1.阿盟内部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愿意做出自我牺牲的推动者。 

                                                        
① “ ”九种势力分别是以伊朗为首的伊斯兰反美势力、以叙利亚为中心的大叙利亚势力、北非的 马格里布联盟 （包

括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毛里塔尼亚和利比亚）、以埃及为首的阿盟（指分裂后的反伊成员）、以土耳其

为代表的突厥势力、海合会六国、以色列、巴解组织和伊拉克。参见宫少朋等主编：《冷战后国际关系》，世界知

识出版社 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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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盟现有阿尔及利亚、阿联酋、阿曼、埃及、巴勒斯坦、巴林、吉布提、卡塔尔、科威特、

黎巴嫩、利比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沙特、苏丹、索马里、突尼斯、叙利亚、也门、伊拉克、

约旦和科摩罗 22个成员国。在这些成员国中，从实力和影响力方面讲，埃及堪称大国、强国。理
论上可以、也应该担当领导阿盟的重任。埃及起初也的确有此意愿。在阿盟发展的前 30多年里，
埃及曾十分积极地付诸努力，如在埃及倡导下成立阿盟、并将阿盟总部设在埃及首都开罗等。但

在阿拉伯世界里，自古以来都有这样一个事实：阿拉伯世界的领导者必须由一个既是宗教领袖（即

哈里发），又是政治领袖（即苏丹）的人来担当，否则很难赢得普遍认同。埃及领导人不具备这一

条件，他们基本都是只具备苏丹的能力，在宗教方面却不能获得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推崇。因而，

阿盟的其他成员国不但没有配合埃及的积极行动，甚至一度出现抵制的情况。如在埃及首先与以

色列达成和解之后的十几年里，埃及实际上被其他阿盟成员国排挤在外，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因此，阿盟在许多问题上不能形成统一意见，最终使其在危机面前束手无策，

从而导致阿拉伯世界的集体利益受到损害。 

2.阿盟多数成员国缺乏现代国家意识，处理问题仍沿用部族的做法，相互之间很难形成信任
关系。 

在阿拉伯世界里，政治忠诚的结构一般与现代国家的政治忠诚结构存在很大差别。在现代

国家中，“民族国家是政治忠诚的顶点，狭义的忠诚从属于它，并被归于对民族国家的忠诚。”
[2]189

但在阿拉伯世界里，存在着“两种基本的、原始的、持久的忠诚结构”，即一方面是对家庭、部

族和部落的忠诚，另一方面是对“在更大规模上的文化、宗教和帝国的统一体”的忠诚。
[3]3
由

于部落主义和宗教在阿拉伯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部落一直是

阿拉伯国家的政治中心，因而民族国家在政治忠诚中的地位就显得不太重要。如在沙特，“政治

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部落政治，它使苏德里斯反对沙马斯和其他部落。”
[2]190
在利比亚的发展中，

也至少有 18 个部落起着重要作用。在苏丹则生活着约 500 个部落，最大的部落占全国人口的
12%。[4]93-94

因此，国家就很难形成统一意见，也容易受到外部势力的分化瓦解。扩大到整个阿

拉伯世界，就使得各国相互猜疑，难以建立互信，合作也就无从谈起，阿盟缺乏活力也就在情

理之中了。 

3.伊斯兰宗教派别林立也是阿盟发展缺失的一个重要原因。 
阿拉伯社会是伊斯兰教的诞生地，也是伊斯兰教的主要载体。阿拉伯国家多数都是政教合一

的国家，即使是世俗政权，伊斯兰教在其政治生活中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正因为此，伊斯兰教

之间的派别斗争就很容易导致阿拉伯国家的不团结。目前，伊斯兰教主要分为两大教派，即逊尼

派(Sunnites)和什叶派(Shiits)。逊尼派是伊斯兰教人数最多的一个教派，比较温和，除了主张以
《古兰经》和《圣训》为宗教权威外，还坚持传承制，认为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应该由选举产

生。由于得到历代当权者的支持，它们又有“正统派”之称。什叶派是由追随先知穆罕默德女婿

阿里的人组成的，属于比较激进的教派。除了这两个派别，还有一个基本由贫民构成的派别——

苏菲派(Sufistic)。这一派别重视修身、苦行，表现较为神秘。在这三大教派内，由于部族、政治
观点、地域等原因又分成众多的宗教团体。这些宗教团体之间的争权夺利成为伊斯兰世界社会动

荡、国家资源不能有效充分利用、国民生活条件无法进一步改善的主要原因；对于阿拉伯世界的

危害则是不能使阿拉伯真正团结起来，共同维护阿拉伯的利益。阿盟自然是这种教派斗争的牺牲品。

它成立时间虽长，机构虽齐全，实际作用却较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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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阿盟自身机制存在的问题也是导致阿盟发展缺失的原因。 

阿盟在其六十多年的风雨历程中，虽然建立了一套较为齐全的机制，但其本身存在着较严重

的缺陷：首先，阿盟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由全体会员国的代表所组成的理事会，该理事会并不完全

由阿盟成员国的首脑构成，这就使理事会的权力大打折扣，即使首脑特使被授予完全的自主权，

也不能保证理事会的决策能及时有效地执行；其次，阿盟虽然自 1964年开始召开首脑会议，但在
2000年以前，首脑会议既不定时也不定期，且决议不具有约束力。这就使本来应该最有权威的会
议成为一种表面形式；再次，阿盟的现有机构缺乏监督机构和惩罚措施，成员国的行为基本不受

约束，也就不能严肃地对待阿盟的各项决议。阿盟实际上已意识到这一问题，2004年 3月 1日，
在阿拉伯国家特别外长会议上，阿盟成员国就该组织的机构改革进行了重点讨论，改革建议的主

要内容就包括成立阿拉伯仲裁法庭和阿盟决议执行监督机构等。 

此外，阿盟发展缺失在一定程度上还与阿拉伯世界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存在理想与现实相脱节

的问题有关。从历次阿盟的会议决议中，阿拉伯国家都表现出希望维护阿拉伯世界整体利益的坚

强决心。但在现实中，一方面，它们都不能放弃私利，导致出现各自为政的局面，使阿拉伯世界

的利益遭到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损害；另一方面，它们大多不能容忍与以色列正常交往的阿拉伯国

家。如 1978年 9月 17日，埃及与以色列签订和约；1979年 3月 31日，阿盟外交和经济部长会
议就决定将阿盟总部由开罗迁至突尼斯（按照阿盟宪章的规定,阿盟总部的永久地址应为埃及首都

开罗），并取消了埃及的成员国资格，直到 1988年埃及才恢复此资格，1990年 10月 31日，阿盟
总部迁回开罗。  

 

三、阿盟发展缺失对上合组织的启示 
 

与阿盟相比，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下文均用简称）成立时间短（2001年 6月正式
成立），各项机制均处于初建时期，当前的常设机构只有上合组织秘书处、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机构

和成员国常驻代表，会议机制则主要由元首理事会、政府首脑理事会和外交、文化、交通、执法

等部长会议构成。成员国文化呈多元化特点，各国发展状况不一。尽管如此，上合组织与阿盟也

存在着一些共同点：他们都是地区性国际组织，都在当今的地区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都对地

区一体化进程产生重大影响，都以促进成员国之间的各类合作、协调彼此间政治活动、维护国家

独立和主权等为宗旨。作为一个刚起步的地区性国际组织，上合组织可以从阿盟的发展历程中获

取相当多的启示： 

1.上合组织应成为连结中俄关系的又一纽带。 
国际组织在一定意义上是人类社会在国家之上的更进一步扩大。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个领导

者，就会群龙无首，四分五裂，难以发展。国际组织也具有类似性质。在其内部，如果没有推动

者，最终就会流于形式。阿盟就是在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上合组织应力求避免出现这一局面。目

前，上合组织的主要推动者是中国，俄罗斯虽也是一个推动者，但同时也可能是一个潜在的破坏

者。俄究竟以何种身份出现与中俄关系的发展、国际格局的变换速度和程度，以及上合组织自身

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大小等密切相关。国内有些学者不太看好该组织的原因之一即在于此。他们

担心俄罗斯情况好转之后，将会与中国争夺在上合组织内的主导权，这种担心并非多余。因此，

上合组织应在现阶段建立一套预防机制，既保障中国现有的地位，又能给俄罗斯的参与留下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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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避免类似于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阿盟分裂历史的重现。 
2.上合组织应吸取阿拉伯联盟的教训，尽快帮助中亚国家建立现代国家意识。 

上合组织的中亚四个成员国都是新独立的国家，在历史上未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由于国家认同在中亚人的心中难以存在，因而他们不具备政治忠诚的意识。中亚被沙俄吞并后，

沙俄及后来的苏联对中亚人的国家认同进行过有意识的改造，使这些本来就缺乏国家概念的中

亚人的政治忠诚更加淡化，他们的忠诚只是针对“部落、部族和扩大的家庭”，“而不是国家”
[2]190
。

当然，中亚国家国民的现代国家意识进展缓慢与这些国家独立后实行的政体有很大关系。中亚

国家独立后，都不同程度地带有世袭专制的色彩。这种政体对建立现代国家意识显然是不合时

宜的，容易导致上层腐败，国民因而心生厌恶。这一状况不仅加大了这些国家政府的治理难度，

而且增加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泛滥的可能性，从而威胁到上海合作组织的生存。因此，上合组

织必须帮助中亚国家尽快建立现代国家意识，增强其国民的国家认同度，进而维持中亚地区稳

定。 

3.上合组织也应从阿盟成员国教派和宗教团体的纷争中获得教益。 
中亚国家虽然也属伊斯兰世界，但在该地区还存在着其他宗教，如东正教、基督教、佛教、

犹太教等，伊斯兰教在这一地区的势力也并不是最强大，这从伊斯兰政党在中亚地区普遍不能得

势可窥一斑。这么多宗教集中在中亚这块相对狭小的空间里，矛盾自然不可避免。在中亚国家建

国的最初几年，各种宗教都通过办宗教学校、设立宗教场所等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形成众多宗

教团体。例如，在哈萨克斯坦境内，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数约有 1000万，占哈全国总人口的 55％，
东正教占 16％，天主教占 11％。截至 1995年 1月 1日，哈有 30个宗教派别的 1180个宗教团体，
1200 多名神职人员，25 所宗教学校；[5]1241991～1995 年，吉尔吉斯斯坦全国的清真寺由 39 座发
展到 1200座，仅 5年内就开办了几十所宗教学校和神学教育机构；在塔吉克斯坦境内，伊斯兰教
组织约 200个，基督教组织 17个，犹太教组织 2个，巴哈伊教组织 3个，1989年清真寺为 79座，
1992 年猛增至 2870 座；乌兹别克斯坦的穆斯林、清真寺和宗教学校的数量都居中亚国家之首，
仅伊斯兰教就有 15个宗教派别和非传统教派。[6]168-169

这些教派和宗教团体相互之间要么竞争，要

么排斥，甚至发生冲突，从而严重威胁到中亚国家的稳定。这种情况影响到上合组织，一方面使

中亚成员国可能无力参与该组织的事务，另一方面也可能由于这些成员国的政权发生变更，会改

变对上合组织的支持态度，因而影响该组织的发展。所以，上合组织应为中亚国家提供相应的帮

助，以维护这些成员国的国内政局稳定。 

此外，上合组织也应从阿盟的机构建设缺失中吸取教训，在建制时期未雨绸缪，尽早建立一

套齐备的行政机构和行之有效的运作模式。在提高运作效率和实绩后，上合组织才能健康顺利地

发展成为一个在地区内发挥重要作用的地区性国际组织。 

 

四、结语 
 

寻找彼此间的共同利益，谋求和平与发展已是世界的主题之一。阿盟作为一个存在时间相

对较长的地区性国际组织，已经很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在其六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虽然在

维护阿拉伯整体利益方面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其在促进阿拉伯地区各方面发展所

做的努力是不能抹去的，其在阿拉伯世界的历史作用也是毋庸置疑的。此外，从阿拉伯国家在



 66

21 世纪的活动来看，阿盟在弥合阿拉伯国家间的分歧、化解它们的矛盾、乃至促进它们之间团
结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越来越大，使阿拉伯国家对理想与现实之间关系的把握更为理性和务实。

例如，阿盟第 13届首脑会议上的最后声明和《阿曼宣言》都强调了阿拉伯国家应加强团结和增
进经济合作，呼吁所有国家摒弃海湾危机的消极影响，消除分歧，努力实现阿拉伯共同利益。

这次会议召开前，有关方面原准备提出有条件与以色列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集体建议，后因以

拒绝让巴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与会而未提出。实际上，阿盟成员国在近年来也出现了关系缓

和、团结合作的迹象，如一些国家提出以和解方式解决政治矛盾和边界冲突,并增加双边和多边

经济合作等。阿盟第 13届首脑会议能够顺利召开本身也是在这种团结气氛下，多方积极努力的
结果。这些积极的迹象使阿盟的发展活力增强，在维护阿拉伯世界各国的利益、促进地区发展

等方面已开始发挥积极的作用。作为一个年轻的地区性国际组织，上合组织从阿盟的发展中的

确可以获得很多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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