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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阿拉伯舆情指数（2011）是阿拉伯研究与政策分析中心实施的阿拉伯国家

首个大型、综合性舆情调查的报告，从阿拉伯民众总体状况、“阿拉伯之春”、民主问

题、民众对国家机构的信任度、宗教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阿拉伯民族问题等六方

面量化展现了受调查者的态度。本文选择其中关于“阿拉伯之春”的部分进行解读，

并考察了阿拉伯媒体对阿拉伯舆情指数的态度。此外，本文还对阿拉伯舆情指数的意

义和不足做了评析，提出了部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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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是“作为主体的民众对作为客体的国家管理者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

态度。”②舆情机制是国家决策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③因此，舆情汇集和分

                                                        
① 有学者认为，舆情与民意在概念上的相似性较强，但前者在狭义上强调民众对国家持有

的社会政治态度。因此，根据该指数的内容实质，本文采用“舆情”一词来翻译。参见：王

来华等：《对舆情、民意和舆论三概念异同的初步辨析》，载《新视野》，2004 年第 5 期。 
② 王来华：《舆情研究概论——理论、方法和现实热点》，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 5 页。 
③ 参见张克生：《舆情机制是国家决策的根本机制》，载《理论与现代化》，2004 年第 4 期；

张丽红：《试论国家决策的舆情机制》，载《前沿》，2007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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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2012 年 3 月，位于卡塔尔多哈的阿拉伯研究与政策分

析中心（ACRPS，以下简称政研中心）发布了阿拉伯首份大型综合性舆情报告

——阿拉伯舆情指数（2011）。该机构作为阿拉伯世界重要的人文社科研究中心

和思想库，建立初衷是它认为美国长期以来在所谓的“中东研究”领域居于“类

似霸权的地位”，“美国根据自己的公共政策需要和利益需要，设定研究课题……

其研究结果往往简单化、功利性和具有选择性，甚至更改事实，”与此同时，“阿

拉伯国家缺少高水平研究机构，阿拉伯新闻和政治人士往往依赖美国和西方那

些自称阿拉伯穆斯林事务或所谓‘中东事务’专家们的分析”，因此，“迫切需

要重新构建该领域的研究方法，以阿拉伯国家的视角和阿拉伯国家的议程作创

新研究。”①阿拉伯舆情指数（2011）就是该机构重点推出的一个实践性项目，

在阿拉伯民调领域具有标志性意义，也是阿拉伯民主化进程中的又一重要事件。 
 

一、阿拉伯舆情调查项目及其成果 
 
阿拉伯舆情指数（2011）是政研中心“阿拉伯舆情调查”科研项目的成果。

项目实施的目的是要通过社会调查获得阿拉伯民众对政治、经济、社会等重要

问题的看法，为学者、决策者提供共享数据平台，让他们摆脱先前的模式化印

象。项目的设想是从 2011 年开始，每年开展一期调查。本期调查覆盖 12 个阿

拉伯国家，分别是毛里塔尼亚、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埃及、苏丹、

巴勒斯坦、黎巴嫩、约旦、伊拉克、沙特和也门。调查报告的前言显示，选择

这 12 个国家是因为：（1）具有地理上的代表性，从马格里布地区到所谓的阿拉

伯东方，从阿拉伯半岛国家到尼罗河流域国家，均有列入；（2）人口上的代表

性，受调查国家人口数量占阿拉伯国家总人口的 85%；（3）发展水平的代表性，

既有富足的国家，也有欠发达国家；（4）政体的代表性，既有共和制国家，也

有君主制国家。抽样方法采取自加权多阶段整群抽样法，置信度在 95%，抽样

误差控制在±3.5%。样本数量达 16173 例。调查方法是通过与上述国家的相关

科研机构合作，采用访谈法②。调查时间区间为 2011 年 2 月至 2011 年 7 月（不

同国家有差异）。访谈问卷设计于 2010 年年末，为了配合不期而至的“阿拉伯

之春”，问卷又进行了重新设计。 

                                                        
① http://www.dohainstitute.org/content/f1819cb3-3d77-4eb3-be57-75957467ba61. 
② 据称每例访谈时长 40 分钟。参见 http://www.alarab.qa/mobile/details.php?issueId=1541 
&artid=176697。 



 

 109 

 首份阿拉伯舆情报告分 6 个部分，每部分由若干问题构成。据政研中心的

网站显示，调查原先确定 10 个部分（生活满意度、政府在社会中的作用、政治

参与、民主问题、媒体与信息源、安全稳定、国际关系、宗教与社会、身份问

题、受调者个体信息），共 250 个问题，但经再三考虑决定在项目第一期只围绕

6 个部分展开①。中心最终发布的舆情报告洋洋洒洒近百页，有直观的图表语言，

还有对图表的初步解读。 
 第一部分是总体状况评估，具体问题包括：阿拉伯民众生活满意度、家庭

经济状况满意度、安全满意度、国家政治形势满意度、国家经济形势满意度、

民众政治关心程度等。第二部分关于阿拉伯之春，项目对突尼斯革命和埃及革

命分别进行了调查。第三部分关于民主期待，主要涉及成为民主国家的条件和

对阿拉伯国家民主程度的评估。第四部分关于政府机构，具体问题包括：对主

要政府机构的信任度、对军队的信任度、对议会的信任度、对政府反腐决心的

态度、司法平等问题等。第五部分关于宗教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第六部分是关于阿拉伯民族层面的一些问题，如对阿拉伯世界居民的定位、对

巴勒斯坦问题的看法、对阿阿合作的看法、对阿拉伯世界威胁源的看法等。 
 政研中心还重点标示出了阿拉伯舆情指数（2011）中的核心民意，包括：1、
多数民意支持民主政体；2、多数民意将自身描述为具有宗教信仰，但反对宗教

人士介入国民的政治选择；3、71%的民意认为信不信教在自己的经济、社会和

人际交往中无所谓；4、“阿拉伯之春”之前 77%的民意信任所在国军队，47%
的民意信任所在国政府，36%的民意信任所在国的议会；5、83%的民意认为腐

败很普遍；6、仅 19%的民意认为司法实践能做到人人平等；7、73%的民意认

为以色列和美国是阿拉伯世界安全的最大威胁；8、51%的民意认为以色列是最

大威胁，22%的人认为美国是最大威胁，5%的人认为伊朗是最大威胁，每个国

家的统计结果有显著差异；9、84%的民意认为巴勒斯坦问题是全体阿拉伯人的

问题，而不仅是巴勒斯坦人的问题；10、67%的民意认为阿阿合作远远不够；

11、近 3/4 的民意支持阿拉伯国家间具有一体化性质的互补性举措；12、近 3/4
的民意支持取消阿拉伯国民的旅游限制，实现阿拉伯产品的自由流动，支持建

立阿拉伯武装部队，建立统一的货币体制；13、多数民意认为阿拉伯人属于一

个民族，即便各国之间有人为的边界，即便各国有自己的特点；14、多数民意

支持发生在埃及和突尼斯的两场革命；15、多数民意认为发生在埃及和突尼斯

                                                        
① http://www.dohainstitute.org/content/a5eae4c9-cdad-4323-aa8d-81e4b8187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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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革命的导火索是腐败、专制和公正平等的缺失；16、84%的民意拒绝自己的

国家承认以色列，仅 21%的民意支持或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约旦、埃及和巴勒斯

坦与以色列签订的和平协议；17、55%的民意支持中东成为无核区，并认为以

色列拥核是该地区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的理由。 
 

二、关于“阿拉伯之春”的调查数据 
 
由于阿拉伯舆情调查问卷的设计在“阿拉伯之春”发生之前，因此有关的

舆情调查是后来加进去的。下面从突尼斯和埃及革命的原因以及经济和安全状

况与革命前对比的相关数据加以解读。 
针对突尼斯的调查时间为：2011 年 5 月 30 日至 6 月 30 日；针对埃及的调

查时间是 2011 年 5 月 30 日至 6 月 7 日。 
1. 关于突尼斯革命和埃及革命的原因 
 

    表 1  阿拉伯平均民意——突尼斯革命原因
①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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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阿拉伯平均民意——埃及革命原因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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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表 1 、表 2 的数据采自阿拉伯舆情指数（ 2011 ）第 21 页、第 26 页，

http://www.dohainstitute.org/release/7b817b45-8186-4979-82a3-76616ef2bc23。 
③ 参见阿拉伯发展和前景研究中心主任贾米尔·麦塔尔：《埃及革命：背景与始源》，载《阿

拉伯前景》，2011 年总第 385 期；安惠侯：《阿拉伯国家政治和社会动荡的前因及后果》，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 年第 1 期。 



 

 111 

可以看到，阿拉伯民意反映出来的革命原因集中在经济、政治、社会这三

大内因和外国干涉这个外因。其中对政治、社会原因的列举较为详细，对经济

原因没有细化。失业率高、两极分化等因素没有明显体现。此外，阿拉伯民意

对学界提到的思想因素、科技因素、人口结构等内部因素和地区及国际外围环

境这个外因③反映不充分。有意思的是，埃及部分民意认为“突尼斯革命”和“西

方爪牙”是埃及革命爆发的原因。前者可以解读为埃及与突尼斯在政情、民情

上的相似性，后者则反映出民众对穆巴拉克亲美外交的不满。 
2. 突尼斯、埃及经济和安全状况与革命前的对比 
突尼斯经济状况与革命前对比（图 1）①： 

11%

21%

43%

25%

不清楚 比本·阿里时期有所改善 比本·阿里时期更糟糕 与本·阿里时期情况差不多

 
上图显示，43%的突尼斯民意认为突尼斯经济状况在革命后反而变糟，只

有 21%的突尼斯民意认为形势变好，还有 25%认为没有变化。 
突尼斯安全状况与革命前的对比（图 2）： 

5%

28%

53%

14%

不清楚 比本·阿里时期有所改善 比本·阿里时期更糟糕 与本·阿里时期情况差不多

 
                                                        
① 图 1 至图 4 的数据采自阿拉伯舆情指数（2011）第 22 页、23 页、28 页、29 页。 



 

 112 

图 2 显示，53%的突尼斯民意认为突尼斯安全状况在革命后反而变糟，只

有 28%认为变好，还有 14%认为没有变化。 
埃及经济状况与革命前对比（图 3）： 

15%

66%

19%

比穆巴拉克时期有所改善 比穆巴拉克时期更糟糕 与穆巴拉克时期情况差不多
 

上图显示：近 66%的埃及民意认为埃及经济状况在革命后变糟糕，只有 15%
认为变好，还有 19%认为没有变化。 

埃及安全状况与革命前的对比（图 4）： 

6%
12%

72%

10%

不清楚 比穆巴拉克时期有所改善 比穆巴拉克时期更糟糕 与穆巴拉克时期情况差不多
 

上图显示，近 72%的埃及民意认为埃及安全状况在革命后反而变糟，只有

12%认为变好，还有 10%认为没有变化。 
数据说明，被冠以“阿拉伯之春”的革命，最起码在突尼斯和埃及，并没

有使民众在经济和安全方面感觉变好，相反，在一定程度上，走了下坡路。“有

媒体对这场‘阿拉伯之春’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后认为，阿拉伯民众并未因此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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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生活得到切实改善，而为这种‘自由’付出的真正代价则是无法估量的。”①因

此，“阿拉伯之春”再次证明：如果不珍惜已有的发展成果，单采用破坏性的极

端变革方法，往往会导致民众再度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由此，联系到中国政府投出的三张涉叙否决票，其中至少有两点是值得强

调的：一是外部势力不应干预他国内政，要尊重本国人民的选择；二是简单地

对一方进行打压，不利于叙局势走向缓和，只会埋下新的祸根，而开启包容性

政治进程、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才是上策。阿拉伯舆情指数（2011）中关于

“阿拉伯之春”的调查，尽管只是针对突尼斯和埃及民众进行的，大部分受调

者认为革命后的国内经济、安全局势并没有好转的结论，也正是对中国在涉叙

问题上投否决票的最好旁证。 
 

三、媒体视野中的“阿拉伯舆情指数” 
  

阿拉伯舆情指数（2011）一经发布，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在各阿拉伯媒体

上引起冲击波。但有意思的是，可能是该报告涉及了较多敏感信息，导致大多

数阿拉伯官方媒体对其“噤声”，避而不谈。从收集到的资料来看，对阿拉伯舆

情指数关注的媒体多从四个角度来对其加以解读： 
 一是介绍阿拉伯舆情调查项目的基本情况以及阿拉伯舆情指数（2011）的

核心数据。核心数据多关涉阿拉伯民族的全局性问题，因此，关注较多。 
 二是对该项目和指数意义、作用的评价。如《伊斯兰时代》认为：“这一调

查的价值在于它是阿拉伯世界的第一次，这个使命曾经被忽视。在这个当前充满

挑战和戏剧性变化的地区，竟没有专业机构来研究阿拉伯舆情，研究民众对很多

问题的看法……在阿拉伯决策者和民意期待之间产生了裂痕。”②《明日报》认为：

“2011 年阿拉伯舆情报告结果的发布解释了当前阿拉伯社会经历的政治、文化

转型……三个基本事实再次得到印证：大多数民意期待民主政治；大多数民意具

有民族主义倾向，支持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互补合作；大多数民意认为宗教不应介

入政治和社会治理……这些指数把社会和文化事实的指针拨回到它本来的位置

上，为当下的转型提供分析性视角，也为未来发展提供了视角。”③《联合报》认

                                                        
① 田文林：《阿拉伯之春使民众付出巨大代价》，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 年 7 月 5
日。 
② http://www.islamtimes.org/vdcaiin6i49nya1.zkk4.html. 
③ http://www.alghad.com/index.php/afkar_wamawaqef/article/286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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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令人欣慰的是，舆情研究最近开始了，并赋予科学的精神和坦诚的态度，

这意味着对该支沉默力量重要性的认可。此外，‘阿拉伯舆情指数’还将填补阿

拉伯国家舆论研究的空白。现行阿拉伯体制害怕看到类似调查的结果，因为它表

明了民众对民主、腐败的态度。阿拉伯世界一直要让民众远离这些话题，这只会

导致民众和体制之间的信任危机。从第一期发布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事

实，值得审慎解读。可以肯定的是，结果对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不会构成冲击，

因为都在意料之中。”① 
 三是对该指数中涉及的具体问题进行评论。如关于阿拉伯民族的具有全局

性、普遍性问题的结果。很多媒体以标题形式直接将相关结果醒目地公布出来。

有的媒体还进行了深入评论。如对于“84%的民意认为巴勒斯坦问题是事关所

有阿拉伯人的问题，而非仅仅是巴勒斯坦人的问题”的结果，《伊斯兰时代》认

为“这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就是不管阿拉伯人遭受过或正在遭受何种巨大的

挑战，不管他们关注点有何种转移，舆情报告的结果证实了巴勒斯坦依旧是全

体阿拉伯人的第一问题，依旧在阿拉伯人民的心中，因为它是该地区冲突的核

心，这将一直持续到问题能公正地得到解决，即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建国目标。”  
 四是关注媒体所在国在指数中是如何呈现的。如沙特《祖国在线》上有一

篇评论，把舆情报告中对沙特有利的结果差不多都列举了一遍：如“生活满意

度最高的国家是沙特、毛里塔尼亚和苏丹，85%的受调查者说他们‘非常满意’”；

“沙特、约旦和毛里塔尼亚受调查者几乎一致（近 90%）认为他们对居住地的

安全状况是满意的”；“对政治满意度的评估基本上是负面的，只有 1/3 不到的

受调查者对政治形势表示满意……沙特和约旦大多数受调查者表示他们对自己

国家的政治形势感到满意。”② 
 

四、“阿拉伯舆情指数”分析 
  

阿拉伯舆情指数（2011）在阿拉伯世界的舆情调查或民意调查领域具有里

程碑式的意义，不光是舆情调查本身在规模、形式、内容上的突破，更像是对

某些现行体制的挑战。我们同时认为，作为首次大规模舆情调查实践，也存在

一些不足，如果在后续的执行中可以规避，则更能体现其价值。 
1. 阿拉伯舆情指数（2011）是一个突破 

                                                        
① http://www.alittihad.ae/columnsdetails.php?category=1&column=14&id=29896&y=2012. 
② http://www.alwatan.com.sa/Articles/Detail.aspx?ArticleId=1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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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个综合舆情指数的意义 
舆情调查自 19 世纪初发端以来距今已有近 200 年的历史，在西方已成为政

治体系和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在发展中国家，由于舆情调查在很多敏

感问题上涉及到民众和政府的关系，因而起步较晚。对阿拉伯国家来说更是如

此，在执政风格、政治敏感、民主缺失甚至是“赤字”①等因素的影响下，舆情

并没有得到阿拉伯决策者应有的重视或尊重。就调查机构来说，整个阿拉伯地

区加入国际社会科学项目（ISSP）的仅有巴勒斯坦一家调查机构（The Jerusalem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Centre）。就调查项目来说，涉及阿拉伯世界范围较

有影响的项目并不多，阿拉伯一体化研究中心的阿拉伯民意调查项目可算一个，

但它不是综合性调查项目，只涉及阿拉伯一体化问题。因此，阿拉伯舆情指数

（2011）这样一个大型舆情调查显得特别的来之不易。 
早在 2005 年，《半岛网》上一篇题为“舆情汇集困境”的文章就提出了“民

调在阿拉伯国家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文章指出：“不妨这样说，所有阿拉

伯国家的民主缺失和对公众自由的践踏强化了民众的恐惧，讨论舆情和有规律

地、科学地、公开地进行民意调查遭到禁止，相反，操纵民意为当局服务的现

象却蔓延开来。由此看来，在部分国家进行的不同形式和不同领域的舆情研究

活动，只不过是一种尝试，尚未形成得到学者和从业者公认的科学规范。”②并

提出建议：“最重要的规范在于披露民意调查的资助方，披露程序性步骤，禁止

选择性地发布结果，以防被利用于政治目的。”也难怪阿拉伯舆情测试项目在准

备 2012 年第二期的时候委婉地称：“期待在所有有可能．．．进行民意调查的阿拉伯

国家实施该项目。” 
事实上，在阿拉伯国家进行的较为成熟的民意调查或舆情调查中大多有国

外背景，由阿拉伯人主导、阿拉伯资金资助的并不多。马里兰大学和布鲁金斯

学会萨班中东政策中心每年都与美国佐格比国际民意调查公司合作，发布“阿

拉伯国家年度民意调查报告”。美国的盖洛普公司、皮尤研究中心在中东的民调

也很有影响力。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网络评论、投票功能

的兴起，阿拉伯民众的政治热情得到激发。由于“网络传播者泛化以及网络

                                                        
① 参见易卜拉欣·巴德维和萨米尔·麦格迪希的著作《解读阿拉伯民主赤字》，2011 年，

阿拉伯一体化研究中心。 
② http://www.aljazeera.net/analysis/pages/f6da12bc-a34e-4d62-9c18-a0608a027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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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具有的虚拟性、匿名性、发散性、渗透性和随意性等特点”①，且“网民

没有受到强制约束必须去关注某个议题，也不必遵循既定规则和程序去发表见

解并展开争论”②，在网络上发表评论或投票得到阿拉伯网民的普遍支持，有些

网站如《半岛网》等上面的投票已成为常态。然而，网络舆情调查并不被有些

阿拉伯学者所看好，他们认为这种舆情“并不代表大部分民意，充其量是少数

政治活跃分子或有能力使用互联网的网民民意。”③ 
在这样的背景下，具有纯粹阿拉伯背景、通过直接访谈来进行的遍及近半

数阿拉伯国家的舆情调查就显得有特别的意义。此外，该调查项目颇有雄心，

意在通过每年一次的定期民调系统收集阿拉伯社会各个方面的数据，总结社会

变迁的长期趋势，帮助探讨那些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议题。 
（2）阿拉伯舆情指数涉及敏感话题，有些结论甚至是尖锐的 
阿拉伯社会是一个害怕民众自由表达、多元表达的社会，而阿拉伯民众

又喜欢表达，构成了所谓的“参与型政治文化”④。现代技术的发展为阿拉伯

民众提供了“另类”表达机会。如果说借助于网络匿名的特点，民众可以自

由表达的话，而民调则是又一个赋予他们的独特表达机会，不啻于将一支话

筒递送到了他们嘴边。因此，民调和网络中蕴藏着巨大的政治能量。作为第

一次大规模民调，阿拉伯舆情指数的问卷确实触动了阿拉伯社会的诸多敏感

神经，如民主问题、政教关系、权力世袭、反对派接掌权力、议会对政府的

监督、司法平等。发布出来的相关意见成果有些是较为尖锐的，如关于共和

国的政权世袭，报告称“该地域比例高达 86%的民意几乎一致反对权力世袭。”

并直言不讳地提到：“在过去 15 年，共和体制下的权力世袭及为其造势，是

很多阿拉伯体制的一个基本特点。与此相关的是，很多阿拉伯国家出现了高

层职位的世袭。”再如在议会对政府的监督和发挥民生作用方面，报告指出

“36%的民意认为议会能履行对政府的监督作用，而近半数认为不能履行其作

用”，“35%的民意认为议会能代表民生诉求，52%的民意认为议会不能代表民

生诉求，此外，多数民意认为议会不能服务于公众利益。”在司法平等上，报

告指出：“从根本上来说，国家司法没有实现人人平等。”这一连串的数字对

                                                        
① 朱恒民等：《互联网舆情演化的动态网络模型研究》，载《情报理论与实践》，2010 年第

10 期。 
② 马映红：《网络舆情的基本特点、演变机理与社会效应》，载《学习月刊》，2010 年第 4
期。 
③ http://www.aljazeera.net/analysis/pages/f6da12bc-a34e-4d62-9c18-a0608a027936. 
④ 韩志斌：《阿拉伯国家政治文化的多维考量》，载《西亚非洲》，2012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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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当权者来说无疑是刺眼的。 
2. 阿拉伯舆情调查项目也存在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 
一份具有公信力的舆情调查应具备机构的独立性、程序的严谨性、结果的

透明性等关键要素。应该说，阿拉伯舆情指数（2011）在结果透明方面值得称

道。但由于政研中心第一次实施大规模民调，虽有宏伟的构想和一定的技术支

撑，但缺乏实际操作经验，有些方面还是有改进空间的。 
（1）关于问卷设计 
问卷设计要考虑到问卷的结构、问题的选择、问题的排列和表达以及答案

的形式等。由于目前没有条件看到阿拉伯舆情调查项目的原始问卷，但给笔者

留下的印象是：如果看过美国布鲁金斯学会 2010 年在中东进行的民意调查①，

会发现阿拉伯指数的问卷设计在部分问题上与其有相似之处，同时有迹象表明

阿拉伯舆情指数项目的设计者想要刻意保持一点区别。这是可以理解的，万一

对相同问题的统计结果出现较大差异，会引起较大质疑，对新生的阿拉伯舆情

调查项目的口碑是极为不利的。譬如，关于威胁源话题，布鲁金斯民调中的问

题是“划出 2 个对你威胁最大的国家”，政研中心的问卷则分别设计了“对个体

安全威胁最大的国家”和“对国家安全威胁最大的国家”两个问题。关于新闻

可信来源，布鲁金斯的问题是“你获得国际新闻的基本途径是什么”，阿拉伯指

数问卷中的问题是“政治新闻可信来源”。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这些话题也是阿

拉伯舆情调查项目要想知道的，但作为它自己宣传的纯阿拉伯背景、同时要避

免“被议程设置”的调查应该有自己的一套东西。 
（2）关于抽样 
抽样方法直接决定民调项目的误差。阿拉伯舆情调查项目采取了整群抽样和

多阶段抽样结合的方法。前者特点是：调查单位比较集中，一个群内各单位之间

的差异较小，而不同群之间的差异比较大。因此，每个样本单位所提供的信息价

值量就很有限，导致抽样误差往往大于简单随机抽样。对后者来说，由于每一阶

段的抽样都会产生误差，因此经过多阶段抽样得到的样本的误差也相应增大。阿

拉伯舆情调查项目的抽样在细节上是存疑的，易受诟病。如《阿拉伯指数是前进

了一步，但是……》②中就列出了几点疑问，其中一个是在海合会国家中，为何

政研中心只选择了沙特，而没有选择其他国家？尤其对如“为什么没有对所在

                                                        
①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http://www.brookings.edu/~/media/research/files/reports/2010/8/05%20 
arab%20opinion%20poll%20telhami/0805_arabic_opinion_poll_telhami.pdf, p60。 
② http://www.ahewar.org/debat/show.art.asp?aid=303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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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卡塔尔进行民意调查？”等问题没有任何解释。一个可以预想的理由就是海

合会国家的国情较为相似，而沙特的各项调查指标将明显好于其他国家，因此

选择沙特作为第一期民调样本国家不失为明智的选择。事实上，报告中关于沙

特的诸多数据多是正面或偏于正面的。 
（3）关于访谈法 
阿拉伯舆情调查项目的具体实施方法是访谈法。这种方法有其好处，如可

以控制访问过程，但缺点也很明显，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过度依赖于调查者的

专业素质，二是政治敏感问题和私人问题不便当面询问，这两点对问卷的信度

和效度都会造成影响。对于阿拉伯舆情调查项目来说，这两点尤其明显。对于

前者，由于是第一期项目，因此调查者专业素质的养成必然存在一些问题。对

于后者，由于阿拉伯社会的特点以及问卷涉及的敏感话题还不少，因此要让受

调者当面做出自己的回答是存疑的。 
（4）关于统计结果 
尽管阿拉伯舆情指数（2011）的结果都在意料之中，但是毕竟给出了具体

直观的数字。让人稍觉遗憾的是，个别数据存在前后有不一致的地方。如国家

机构信任度问题的结果显示“57%的民意对司法机构表达了信任度，35%的民

意表达了非信任度”，而司法平等问题的结果却显示“阿拉伯民意认为国家在实

现司法平等方面是不成功的，仅有 19%的受调者赞同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

司法平等，26%的受调者认为绝不平等，48%的民意倾向于认为国家司法实践

偏袒与某些阶层，这从根本上说明国家司法不能做到人人平等。”从理论上来说，

如果受调者认为司法没有实现人人平等，那么他对司法机构的信任度回答也应

该是负面的。 
 

五、结语 
 
舆情调查在阿拉伯国家的实践是很不充分的，既有体制氛围方面的原因，

也有技术方面的原因，但前者是主要的。由于阿拉伯舆情调查项目计划每年实

施一次，因此对其有期待也在情理之中。与其说是对该舆情项目的期待，不如

说是对阿拉伯民主化进程的期待。因为，舆情调查和政治参与、妇女地位等都

是事关民主化水平的“关键词”和“风向标”。从这个角度看，阿拉伯舆情调查

可以在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  
1. 作为智库，阿拉伯研究与政策分析中心应当保持独立性，在舆情调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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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中遵循科学、客观、透明、公正的态度，否则会有失偏颇，引发诟病。赛义

德·伊德里斯博士在谈到阿拉伯政治改革进程中科研机构的作用时，认为：“这

些机构应当在实现信息民主和知识民主上作出贡献，通过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

来推动民众参与，最终引导政治决策。此外，这些机构还应是服务于民主发展

的机构，如果说它们因为想得到资助而屈服于权力或其他压力工具，则变成反

民主的官僚机构。”①  
2. 就阿拉伯舆情指数项目本身来说，有几点值得注意：（1）项目既要发布

阿拉伯地区的综合指数，也要有具体国家的分类指数，毕竟阿拉伯国家间差异

性较大；（2）对舆情调查的全过程进行质控。如从问卷设计来说，要最大程度

的保证其信度和效度，如通过编写测谎题来验证受调者的态度。从数据处理来

说，大样本的处理方式很重要，尤其是针对开放性问题的处理；（3）阿拉伯舆

情指数项目在做访谈调查的同时，应注重发展网络舆情调查，毕竟大样本的访

谈调查成本大，周期长。通过网络搞舆情调查可成为一个重要方式，甚至是常

态，它可以快捷并较为准确地反映民众对某一中介性社会事项的态度，这对社

会管理尤其是危机应对是有参考意义的。因此，建立一套基于现代技术的网络

舆情监测和预警机制对于维持政权的可持续性具有很大价值。也就是说，要充

分重视技术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学者高宣扬曾指出“当代技术本身就是一种

政治”②。 
 3. 阿拉伯舆情指数应能真正地“指路”。“阿拉伯之春”之前，阿拉伯研究

机构并不缺乏对民主的研究③，但是，大量的理论成果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触动

当政者的神经并真正推动阿拉伯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是值得拷问的，毕竟数个阿

拉伯政权的倒塌或多或少离不开其某种程度上的“民主缺失”，也就是说，“阿

拉伯之春”中倒下的政权都没有充分注重民情民意，自然也就不得民心。以突

尼斯革命为例，有学者指出导致爆发的直接原因中有一个就是“政府和民众之

间的信任问题和意识差距”，“政权本身的合法性在政府层面的表述与民间层面

                                                        
》：السيد يسين، السعيد إدريس ① مؤشراتالإشكاليات وال: مرصد الإصلاح العربي ，2006，مكتبة الاسكندرية，《 78صـ 。 
② [法]高宣扬：《当代政治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 4 页。 
③ 仅以阿拉伯一体化研究中心为例，近年来出版的民主研究著作就有很多，如《阿拉伯问

题研究：阿拉伯民主宣言导论》（2007 年）、《寻找阿拉伯民主》（2007 年）以及被列为“阿

拉伯国家民主研究项目”丛书的《为了民主的对话》（1996 年）、《民主和阿拉伯政党》（1999
年）、《阿拉伯国家的公民身份和民主》（第一版 2001 年，第二版 2004 年）、《民主和阿拉伯

民众运动》（2007 年）、《推进埃及民主：阿拉伯世界的视角》（2007 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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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实看法完全不同。”①因此，捕捉舆情、顺应民意对维护执政地位有利无害。

沃尔特·李普曼说：“当代意义重大的革命不是经济革命或者政治革命，而是一

场在被统治者中制造同意的艺术的革命。”②作为差不多与“阿拉伯之春”同时

诞生的阿拉伯舆情指数，应真正发挥其在阿拉伯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其结论

不应流于形式，而应成为决策依据。可以预见，“阿拉伯之春”也将为阿拉伯舆

情调查本身提供发展、成熟的契机。 
 

On the Arab Opinion Index 2011 
 

CHEN  Jie 
 
Abstract   Arab Opinion Index 2011 is the report of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public 
opinion survey and the largest of its kind in Arabic countries, which is conducted by 
the Arab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policy studies. It has six aspects including assessing 
the general situation, Arab revolutions, democracy, confidence in key institutions, 
the role of religion in public and political life, attitudes toward other Arabs, 
quantified showing the attitude of those surveyed. We choose the Arab revolutions 
for interpretation, and study the attitude of Arab media towards the Index. In 
addition, we assess the significance and shortcomings of the index, and give some of 
the recommendations to improv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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