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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加强国际问题的政治学研究，始终是国际关系学科研究的重要方向。本文试以中东问题为例，考察

作为国内政治制度的议会制与地区局势之间的互动，并认为议会体制的内化性会促使各党派与国家倾向于采取和

平与对话的手段来解决彼此间的争端与分歧。哈马斯此次选举获胜，对于中东和平进程的推进是一个良好的信号。

相关各方应做出积极反应，促其早日完成由武装派别向政治派别及现代政党的角色转变。同时还应重视其中的一

些制障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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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e of the main directions of the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s to analyze international issues from 
political perspective. Based on Middle East issue,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arliamentary system and 
regional situations, and has an idea that the internality of parliamentary system would promote political parties to solve 
their divergences and conflicts in peaceful ways. Therefore, Hamas' success in election is a good signal for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Relevant countries should reflect actively, and propel Hamas transforming from military forces to a legal 
political party. At the same time, we also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some obstacle factors about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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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国内与国际政治间截然分明的

界限已在相当程度上被销蚀，国内政治制度架构

会影响其对外关系，进而也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到

地区与国际局势的发展与演变。本文试以中东问

题为例，考察作为民主制度核心之一的国内议会

制，是如何影响、塑造并内化该区域内各主要党

派的性格，从而进一步考察它对该地区和平进程

的影响。 
一、议会体制及其内化性 
一般而言，民主制度有两种形式，一是古希

腊、罗马实行的，由全体公民参与国家和社会公

共事务管理的直接民主制，另一种是近现代实行

的，由公民通过选举代表（或议员）组成代议机

关来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间接民主制（亦

即代议制度或议会制度）。议会，又称国会，产生

于西方“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立，使之

彼此牵制、协调前进”①的“三权分立”基础上的

———————— 
①【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
馆 1961年版，第 163～164页。 

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议会制源于英国。它从 13世
纪中叶开始建立国会，先是封建贵族的代表机关，

后成为等级代表机关。14世纪中叶，国会开始分
为贵族院（上议院）和平民院（下议院）。在随后

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国会不断扩大自己的权

力，先后通过《人身保护法》、《权利法案》、《王

位继承法》等文件，最终确认其最高立法机关的

地位，随后又逐步取得确认内阁人选、监督内阁

施政、决定内阁去留等权力。在经历了长期的王

权和民权的争斗之后，英国终于在 17世纪确立了
议会至上的制度框架。随着公民参政意识的不断

增强，议会制度先后为世界多数国家所借鉴，成

为各党派实现本阶级意志国家化的主要手段。 
议会制的确立及其实施表明，它不仅是社会

内部不同价值观的体现，更是国家政治资源配置

的主要机制。它虽然掩盖了不同类型国家政权的

阶级本质，但各阶级可利用社会民主的方式检测

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同时利用议会选举的机

会向人民积极宣传本阶级的施政纲领以争取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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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恩格斯甚至赞扬它为“最锐利的武器中的

一件武器”①；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及其

对国内、国际问题截然分明界限的销蚀，也不同

程度地影响着地区与国际局势的发展与演变，尤

其表现为议会的内化性效应促使各党派倾向于采

取和平与对话的手段来解决彼此间的争端与分

歧。具体表现为： 
第一，各党派既然采取了议会斗争的方式与

对手竞争，无论其初衷如何，都不可避免地会受

到议会内和平竞争文化的影响。尤其随着议会斗

争的不断深入，此种文化会逐步内化为各党派多

数成员的基本观念。 
对参与议会斗争的党派来说，虽然当初的功

利性与目的性都很强，但进入议会后，由于更多

的选票和席位也意味着有更多的机会来实现自己

的政治意图和改革计划，因此进入议会后的党派

自然会把争取更多的选票和席位作为新的政治目

标方式；由于选择了议会斗争的方式，该党派也

由体制外进入体制内，一切活动就必须遵循体制

内和平竞争的规则。随着议会斗争的深入开展，

该党派也因新的斗争环境的影响被塑造成新的政

治品格。鉴此，凡是采取议会斗争方式且取得了

经久成功的国家（如西欧），由于不同于战争的制

度文化的影响，便促使参与斗争者改变战争行为

方式而采取和平竞争的斗争策略，革命也最终被

议会所取代。 
第二，与武装斗争相比，议会斗争可取得更

大的成效与更小的伤害（尤其是生命伤害），这就

使熟悉议会操作的政治家的意见更易获取人们的

同情与支持。尤其重要的是，这种同情与支持也

会随着议会斗争所取得成效的增加而增强，最终

占据支配地位。这一点就突出表现在目前议会党

团在世界各国议会中地位与作用的日趋加强上。 
议会党团由属于同一政党的议员所组成，以

统一本党议员在议会中的行动为目的，严格控制

本党在议会内的决策权，任命议院中最重要的职

位等。可以说，议会党团领导层的中心任务就是

促使党的决策通过特定的程序转变为国家法律，

议员必须服从本党团的决定，不得采取相反的立

————————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
第 603页。 

场。各党派成员不仅在组织上受到党团的制约，

同时也因为个人前途发展的需要而会主动趋同于

议会文化；随着议会取得的成效越大而伤害愈小，

议会党团及其活动家们的意见也会逐渐变为主流

意见。  
第三，由于议会民主首先是程序民主，而程

序的繁琐性使得各党派要保持政治纲领与政治目

标的纯洁性日益困难，且更多又被内化为国家化、

中性化与官僚化。 
议会制度从根本上说是人民委托代议机关

行使国家权力的制度，但人民选举自己的代表、

人民代表开展政治活动以及行使自己的权利等

就是权力运作的程序问题。因此，“复杂社会中

的政治共同性取决于该社会中政治组织和程序

的力量”②。 
体制外各党派进入议会的初衷是想与对手

争夺民心，最终在力量上占据优势。但获胜的党

派进入议会并开展长期的政治活动，议会内斗争

的复杂性又迫其不得不改变先前的纲领与目标。

这是因为：首先，一概否定对方有时会严重伤害

到自身利益，为避免因投否决票而遭大多数民众

的反对，需要与对手暂时握手言欢；其次，有时

为了反对主要对手也需要与其他政党或派别结

盟，但“一涉及联盟问题就很难划清必要的妥协

和丧失原则的界限”③；最后，以议会活动为中

心的合法斗争会使议会中的组织结构、职能及规

模等日趋复杂和庞大，在逐渐发展的过程中，事

业的本来目标便退居其次，维持“大公司”本身

的存在显得愈加重要，自然也变得越来越官僚化

了。④ 
第四，随着各国交往的日益加深，议会外交

成为各国外交工作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使得

议会内各党派本身的政治纲领及其目标有被国际

惯例与他国政策所内化的趋势。 
为最大限度地追求和维护本国利益，就需要

加强与他国议会的交往，加强议会党派之间的互

———————— 
② ·【美】塞缪尔 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张岱

云等译），上海泽文出版社 1989年版，第 13～14页。 
③殷叙彝：《议会斗争与第二国际的策略》，载《世界历史》

1989年第 4期，第 8页。 
④张光明：《布尔什维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分野》，中

央编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28～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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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各党派的许多治国方案与行动策略就会有逐

渐被国际化的趋势；交往中别国议会会最大限度

地对本国议会施加影响，而本国议会中的党派有

时为了更利于国内的政治斗争，又会把斗争的策

略从国内转向国外，积极争取他国对本党派的支

持。为达此目的，本党派的政治纲领及其目标就

会程度不同地被他国改变。 
二、议会体制的内化性对中东和平进程的影响 

以色列的政治制度承袭了西方政治制度的模

式，是中东地区实行议会民主制比较成功的国家。

1948 年 11 月以色列颁布了临时选举法令，1951
年议会又通过了新的选举法。后经多次实践与修

改，于 1958年通过了《议会法》，标志着其议会
选举制度的正式建立。

①
以政党按照对巴勒斯坦问

题的态度不同而大致分为两类，即坚持寸土不让

的利库德集团等鹰派和坚持“全部或部分归还侵

占领土”、“以土地换和平”的工党、统一工人

党等鸽派。由于以色列议会选举的突出特点为单

一比例代表制
②
，因此造成以政坛党派林立，建国

以来参加其议会选举的政党和集团多达数百个。

为能在议会中取得更多的席位，众多党派之间合

并、分裂时有发生，小党新党不断涌现。在逐渐

壮大的发展中，各党派常将先前的政治纲领及其

目标置于次要位置，而将维持与增强在议会内的

地位视为首要因素。如 2001 年利库德集团执政
后，沙龙出人意料地宣布了从加沙等地撤离的单

边行动计划，而这正是工党一贯所坚持的政治纲

领及其目标，留在议会与利库德集团合作有利于

实现工党的政治理想。但看到利库德集团内部已

因沙龙的妥协而分裂，且利库德集团在议会 120
席中仅占 40席，离开工党合作的沙龙政府只能解
散议会提前大选，此时的选举无疑对工党有利。

因此工党于 2005年 11月 20决定退出沙龙政府。
由于以色列实行的比例代表制是由选民投政党而

非投个人票，议员当选必须得到政党的支持，而

政党要想取得对国家政策的决定权，也得利用本

———————— 
①陈德成主编：《中东政治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探
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版，第 504页。 
②比例代表制，相对于多数制，是三权分立体制中议会选举

中分配议席的两种方法之一。比例代表制以每一参选组别所

得选票占全部票数目的百分比分配议席。 

党的议员。这种互动的议会体制防止了军人干政

的可能性。最后，由于比例代表制使议席分散，

使任何党派都无法单独组阁，因此以色列历届政

府都是联合政府。党派之间不得不在政策和组织

上相互妥协与让步，这在历届议会通过的政策法

令上都有反映。这虽不利于国内进行重大的政治

改革，但也防止了国家重大政策上的极左或极右

倾向，兼顾各党派的主张。如这次赢得选举的前

进党获得 29席，紧随其后的工党占 19席。按照
以色列法律，组建新政府需在议会中占有 61 个
席位。因此，前进党除了要与工党联合外，还必

须与其他政党联合。前进党主席获选后表示，已

做好了同巴勒斯坦展开新一轮的和平谈判，并愿

意在谈判中做出“痛苦的妥协”，但表示也做好

单边行动的准备，这表明前进党出于联合组阁的

考虑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在尽量向中间政策的靠

拢。 
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是巴解组织的最高权力

机构，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它的立法机构，行使

立法等议会职能。据 1995 年 9 月巴以签署的关于

扩大巴自治范围的协议，1996 年 1 月 20 日，巴

勒斯坦举行了历史上的首次大选。巴勒斯坦现在

的主要党派除哈马斯外还有：巴勒斯坦民族解放

运动（简称“法塔赫”）、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简

称“人阵”）等。 

成立于 1957 年的法塔赫，是巴勒斯坦抵抗组

织中实力最强的一支，其武装力量占巴各派力量

的 95％，坚持“武装斗争是巴勒斯坦获得解放的
唯一道路”

③
，并长期从事反抗以色列的游击战争；

而实力仅次于法塔赫的“人阵”，成立于 1967 年，

斗争目标为“不仅要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以色列），

而且还要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和阿拉伯

反对派（沙特和约旦）”
④
，并在进入议会前多次

进行激进活动，其中包括劫持美国、英国和瑞士

等国的飞机，并炸毁了三架被劫持飞机
⑤
等。 

由于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后仍未恢复民族权

———————— 
③钟冬主编：《中东问题 80年》，新华出版社 1984年版，第
62页。 
④王京烈主编：《动荡中东多世交分析》，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6年版，第 107～108页。 
⑤刘竞主编：《中东手册》，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第
454～4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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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巴解组织开始调整斗争策略。为寻求政治解

决的途径，并获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巴解组织

于 1988 年 11 月取了比较务实的“建国换取和平”

的战略，宣布接受联合国的“分治决议”和安理

会 242 号、338 号决议，承认以色列的存在、谴

责并放弃恐怖主义等。1993 年 9 月巴以签订《奥

斯陆协议》后，1996 年 1 月 20 日巴勒斯坦举行

了首次大选，法塔赫赢取选举后主导议会并组成

政府，使政治解决巴以冲突成为巴以和平进程中

的基调。国际社会也及时予以支持。克林顿总统

于 1998年 12月 14日开始了美国总统对巴勒斯坦

自治政府的首次访问，以见证人的身份出席了巴

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就删除《巴勒斯坦国民宪章》

中反以条款举行的表决①，为政治解决巴以问题打

下了基础。 
三、哈马斯及其进入议会后的政治前途 

哈马斯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简称，

成立于 1987年 12月 14日，早期领导人是亚辛，
现为马沙勒，拥有正式成员２万多。主张用《古

兰经》来引导人与人的关系和社会生活；通过“圣

战”把以色列人赶入大海，建立巴勒斯坦伊斯兰

共和国；通过抵抗运动消灭犹太复国主义，反对

和平解决巴以问题。因拒绝承认《奥斯陆协议》

而抵制 1996年的巴首次议会选举，长期游离于巴
解组织以及巴自治政权之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

体制外派别。 
哈马斯成立后，多次制造针对以色列的自杀

式爆炸事件，以色列也对等其高级领导人亚辛、

兰提西先后实施了“定点清除”。9·11后，美、
欧和澳大利亚等国先后宣布哈马斯为“恐怖组

织”，并冻结其资产。迫于形势，哈马斯在不放弃

武装斗争的同时，也开始调整立场。2005年 3月，
哈马斯首次宣布参加巴地方立法委员会选举，并

在今年 1月 25日的选举中，获得立法委员会 132
席中的 76 席。②据巴勒斯坦相关法律规定，由总

统授权其组成新政府，这标志着长期游离于体制

外，被西方视为“恐怖主义组织”的哈马斯正式

———————— 
①赵国忠主编：《1999——2000年中东非洲发展报告》，社
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 39页。 
②金姬：《哈马斯：从刺客到政客》，载《新民周刊》2006
年第 6期，第 22页。 

进入体制内，开始利用全新的议会、政府舞台进

行斗争。  
目前，关于哈马斯上台后的中东局势以及哈

马斯的政治前途均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以色列、

美国持抵制态度，欧盟基本追随美国，但还在等

国观望，俄罗斯持承认态度。据观察，议会体制

对哈马斯的内化性效应已初步显现，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点： 
首先，哈马斯明白进入议会开展斗争，须接

受议会体制文化。在本次竞选过程中，哈马斯一

直试图弱化自己武装派别的形象。2006年 1月 11
日，哈马斯公布以“变化与改革”为口号的竞选

纲领，主要包括内政改革、政府职责与打击腐败

等，绝口不提要摧毁以色列，只要求“平衡”巴

勒斯坦和国际社会的关系。投票当日，6000名哈
马斯武装分子均未扛枪上街。同时，它坚持打“民

生牌”，积极创办社会福利机构、修建学校，扶贫

助困等。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哈马斯本次选举不

是以“哈马斯”的名义，而是以“变革与改革”

为旗帜参选。这表明，议会的和平竞争文化已开

始影响哈马斯成员的思维观念并重新建构其行动

方式。 
其次，要进入议会开展斗争，哈马斯得有一

批熟悉议会操作的政治活动家，他们与军事家同

等重要。且会随着议会斗争的深入及取得成效的

增大而愈加凸显。选举之初，哈马斯重金雇佣公

关公司助选，将许多专家教授列入候选人名单，

聘请熟悉西方竞选活动的纳沙特·阿克塔什教授

指导如何用“现代政治的语言”进行选举。③此后，

哈马斯推出了首份专家型政府名单，这也意在淡

化内阁的“哈马斯”色彩。 
再次，议会民主的繁琐程序使哈马斯开始深入复

杂的国内政治斗争之中，其施政纲领不可避免地会受

到其他党派的影响。哈马斯因长期游离于巴政治体制

之外，缺乏执政经验和与国际社会联系的渠道，这使

哈马斯不得不提出与国内其他党派，尤其与有着长期

执政经验的法塔赫进行合作。出于内政外交的需要，

哈马斯还作出让步以争取阿巴斯的留任。④最近，巴

———————— 
③同上，第 23页。 
④“ 哈马斯希望阿巴斯继续留任”，
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42361/41447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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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斯坦政府已就内部分工做出决定，哈马斯领导的政

府将集中精力处理巴内部行政和经济事务，与以色列

和美国的谈判以及与国际社会的联系仍由阿巴斯负

责。①出于在议会内得与其他力量合作的需要，也

促使哈马斯在一定程度上向其他力量的政策倾

斜，从而使它保持其自身纲领与目标变得越来越

难，最后是否会修改它“消灭以色列”的对抗性

纲领，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做出某种妥协，已成

为人们的关注点。 

最后，从哈马斯获选后所展开的一系列外交

活动可看出，它试图通过有限的让步以消除国际

社会的疑虑并欲融入其中的愿望十分强烈。哈马

斯领导人马沙勒已先后访问了埃及和叙利亚等

国，并于 3月 3~5日，对俄罗斯进行为期 3天的
访问，计划访问委内瑞拉与南非等国。可以预计，

随着哈马斯与国际社会交往的不断加深，它的纲

领与目标等越来越会被国际社会的惯例所内化为

消除国际社会对其“另类”的恐惧，其领导人已

表示进入议会后将更加“开明”
②
，为取得国际社

会的支持，哈马斯也有可能根据国际社会的需要

逐步修改自己较为极端的政治纲领及其目标等。

哈马斯正逐渐适应政治派别的角色，态度也趋于

软化。 

客观地看，哈马斯选举获胜，对推进中东和

平进程是一个信号。国际社会理应作出积极反应，

一味打压不利于它完成由武装组织向政治派别以

及现代政党的角色转变。由于巴勒斯坦政党与议

会体制的现代化水平不高，再加上复杂的国内外

形势，决定了其议会体制的内化性效应不会象西

方国家那样明显，目前仍存在以下一些制障因

素： 
第一，在巴勒斯坦内部，哈马斯领导人多次

表示不愿意修改章程，要求成为拥有武装的成熟

政治力量，而并非单独的武装组织或纯粹的政党，

这引起了国内其他党派的不满：对长期执政、政

党现代化程度较高并拥有巴 95%以上军事力量的
法塔赫来讲，如果采取孤立、对立甚至敌视哈马

———————— 
①“ 哈马斯只管内政不管外交”， 
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42361/4259387.html。 
②金姬：《哈马斯：从刺客到政客》，载《新民周刊》2006
年第 6期，第 23页。 

斯的态度，那么巴勒斯坦有“阿尔及利亚化”③的

可能；对其他武装派别来说，作为体制内派别的

哈马斯如何整合体制外其他武装派别，同时又不

被同化（如避免采取暴力手段），仍有待观察。哈

马斯执政后，提出要巴勒斯坦各武装派别并入巴

内政部管辖的民兵组织，但在巴安全形势混乱情

况下它们出于自保实力的考量均拒绝合并。哈马

斯内部也存在不同派别，但缺乏一个能超越各派

别的核心人物。哈马斯内部组织的复杂性也决定

了其议会体制内化中的长期性与曲折性。  
第二，处理与以色列的关系也直接影响到哈

马斯能否被议会体制内化为现代政党。在政治方

面，由于以色列的高压政策，哈马斯领导人无法

开展正常的工作。哈马斯 3月 29号宣誓就职时，
有 14名内阁成员由于以色列的阻挠不能出席，就
职仪式只能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进行；在经济方

面，以色列用经济制裁的方式迫使哈马斯下

台。 以色列燃料公司于 2 月 27 日发表声明：因
巴勒斯坦政府未支付费用，决定停止对巴的燃料

供应。④而后又冻结代巴收的税款。以色列采取的

强硬措施，正进一步激化双方的矛盾，挫伤哈马

斯逐步政治化的积极性。更严重的是，哈马斯一

旦因经济危机下台，重新走上激进路线的可能性

仍然存在，这将从根本上背离中东和平进程的方

向。 
第三，目前有相当一部分国家仍拒绝与哈马

斯接触，这可能会影响到议会体制内化性的正相

关效应。在哈马斯宣誓就职的同一天，美国国务

院发言人麦科马克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申，美依然

视哈马斯为恐怖组织，不管该组织成员更换何种

身份。美禁止美国外交官以及相关人员与哈马斯

———————— 
③1990年 6月，在实行三权分立和多党竞争的新型政治体
制下，阿尔及利亚举行了独立后的首次民主选举。被西方定

为恐怖组织的“伊斯兰拯救阵线”获得 55.42%选票。1991
年 12月，伊斯兰拯救阵线参加议会选举，取得人民议会 430
个议席中的 188席，超过原先执政的解放阵线 15席。然而，
1992年 3月 4日，当时阿尔及利亚的执政当局以其为“恐
怖主义”组织为名，宣布其为非法，阿军方并出面解散伊斯

兰拯救阵线，引发了延续至今的阿尔及利亚内战。 
④因为以色列控制着通向巴勒斯坦的电力和生活用水的供

应，所有的食物及其他物品出入加沙地带也都必须要经过以

色列设在那里的检查站。一旦以色列为制裁哈马斯而中断这

些生活用品的供应，巴勒斯坦经济和生活必将受到很大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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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任何接触。①3 月 29 日加拿大外长麦凯也宣布，加拿大将终止与巴勒斯坦的一切往来。由于没有得
到西方大国的承认，哈马斯政府就无法派员前往美国和欧盟，难以开展正常的外交活动。同时，阿拉

伯各国的态度对哈马斯的政治前途也有一定的影响。哈马斯创始人亚辛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成

员，哈马斯原是“穆斯林兄弟会”在加沙的分支机构。哈马斯的上台乃至成功执政无疑会给其他阿拉

伯国家的穆斯林兄弟会组织以极大鼓舞。各国对此均心怀戒惧。 
总之，无论美国、以色列，还是阿拉伯国家甚至法塔赫都必须面对哈马斯当选的现实，在政策、

立场等方面做出应有的调整。巴内部各派别则应共同利用议会这一架构，在和平竞争中逐渐使各武装

力量政党化。议会的和平竞争文化已开始影响哈马斯成员的思维观念并重新建构其行动方式。如哈马

斯能像十多年前的法塔赫那样，在议会体制的内化性中逐步完成角色转变，那它就将为中东和平做出

应有的贡献。 
 

（责任编辑：杨  阳  责任校对：李  意） 

 
 

 

 

———————— 
① “ ”这是对美国 大中东计划 的一个讽刺。伊战以来，布什政府把“ 大中东计划” 作为反恐的首要任务，要通过在大中东地
区推动和帮助自由选举等方式来培育民主制度。哈马斯正是通过选举的民主方式上台，而结果得不到美国的支持，这显然与

美的民主原则背道而驰。参阅王鸿刚：《美国“大中东计划”简介》，载《国际资料信息》2004年第 4期，第 18页；李伟建：
《美国推进中东民主的困境――从伊拉克民主实践和哈马斯当选谈起》，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6年第 2期，第 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