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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5 年 4 月以来，科威特女权运动发展甚
快。4月中旬，科威特议会通过修改科威特市政法，
允许妇女参与科威特市政议会的选举。一个月后，

科威特议会同意给予妇女选举和被选举权。舆论认

为，这是科威特女权运动的第一次胜利。6 月初，
科威特任命了两名妇女担任市政议会议员，这一任

命让这个国家的女权运动者为之大振，成为科威特

女权运动的第二次胜利。6月 12日，这个海湾国家
的妇女解放运动又向前迈进了重要一步，一名女教

授被任命为计划和行政发展大臣，这是科威特有史

以来第一位女大臣，科威特女权运动取得了第三次

胜利。 
一、为女权奋斗 42 年 

按照科威特 1962 年宪法，妇女和男人享有平
等权利。但科威特选举法规定，只有年满 18 周岁
以上的男性公民才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42 年
来，科威特妇女一直为争取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在内的政治权利而进行了不懈的抗争。 
科威特妇女占全国总人口的 58%。在大学生

中，女性占在校生的 75%。今天的科威特妇女 90%
以上已走出与世隔绝的高墙深院，涉足社会生活的

各个领域，在教学、医疗、新闻、金融、商贸和公

共服务等行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政府机关和社

会团体中，妇女比率已超过 1/3。科威特社会各界
普遍认为，科威特妇女对社会作出的贡献越来越

大，她们的正当权益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1999年 5月，科威特埃米尔谢赫贾比尔·艾哈

迈德·贾比尔·萨巴赫发布政令宣布，妇女在 2003
年的科威特议会选举中可以获得选举权和被选举

权。这一历史性的决定，意味着科威特政府成为海

湾合作委员会六国中第一个同意妇女参加议会选

举的政府。但是，按照科威特法律，埃米尔的法令

能否实施须经国民议会审议通过。在这个由清一色

男子组成的议会中，当时不主张妇女参加议政的保

守势力十分强大，加之议会和政府不时发生矛盾，

对政府的决定经常唱反调。11 月 23 日正式投票当
天，王储兼首相萨阿德·阿卜杜拉·萨利姆·萨巴

赫和一些大臣未到会，公共工程大臣中途退场，削

弱了支持埃米尔法令的力量，最后以 21票对 41票
的悬殊“比分”被否决。 

但是支持派议员并不认输，他们又提出了与埃

米尔政令基本相同的议案，要求议会在 7天后再次
就妇女参政问题进行重新讨论表决，科威特议会表

示同意。由于该议案是议员提出的，不是埃米尔的

政令，那些一向与政府唱反调、在首次投票中持反

对态度的部分议员改变了立场，改投赞成票。1999
年 11月 30日，科威特国民议会再次就妇女选举权
和被选举权进行投票。这次投票结果是 64 位议员
中，32人投反对票，30人投赞成票，2人弃权。与
上次投票相比，支持比率大增，人们看到了希望的

曙光。 
2000年 2月，几百名有组织的科威特妇女前往

内政部，要求参加选民登记。是年“三八”妇女节，

一批妇女来到一家法院，告内政部和议会违犯宪

法，拒绝给妇女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两次行动虽

未成功，但极大地影响了舆论导向。 
为引起人们对妇女问题的关注，科威特妇女文

化社会协会、妇女问题委员会等相关组织不断举行

集会游行，她们高举标语，提出：“要求选举权和

被选举权”、“修改选举法”、“科威特妇女和你们在

一起”等。 
旁听国民议会是妇女争取权益的重要渠道。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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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召开国民议会，总有许多中青年女性，尤其是各

妇女组织的成员或代表前去旁听。她们利用这个合

法的机会与支持女权运动的议员交换意见，对反对

者进行游说。 
苏阿德·萨巴赫是科威特著名女诗人、社会活

动家和妇女权益代言人。她的诗篇像战斗的号角，

向全社会疾呼充分尊重妇女权益。对妇女长期被剥

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现状，苏阿德义正词严地指

出：“妇女是半个社会，不是争权夺利的政党。妇

女长期被拒绝在议会之外的背后隐藏有许多原因，

但归根结底是利益问题。从司法的角度，妇女可以

被接受，可从社会的角度，为什么就这么难呢？妇

女同样受过良好教育，一样可以出门旅游，每个政

府部门都有女性，有的还担任要职。不给妇女政治

权利，缺乏合乎逻辑的解释。”如今，苏阿德 63岁
了，但仍在为争取女性权益仗义执言。她在最近一

次集会上宣称：“40 多年来，我一直在争做妇女的
正式代言人。” 

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科威特妇女的地位和作

用明显提高，人们的看法也在改变。近几年，在科

威特新闻部、高教部，次大臣、次大臣助理中都有

女性，在一些油田和炼油厂，女工程师占大多数。 
“迪瓦尼亚”是一种家庭小聚会，人称“小议

会”。每当夜幕降临，人们就聚在一起，海阔天空，

无所不谈。有关科威特妇女的政治权利的问题，也

是很多“迪瓦尼亚”的热门话题。在谈到妇女的选

举权和被选举权时，包括银行行长、企业家、政府

机关的部级干部都表示支持。他们承认女性在工作

中很出色，有的甚至超过男人。他们看到很多阿拉

伯国家，如埃及、突尼斯、摩洛哥、叙利亚等国的

妇女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明白为什么科威

特要把妇女排除在议会大门之外。 
2005年 4月 19日，科威特国民议会以 26票赞

成、20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科威特市政法
第三款，允许妇女参与科威特市政议会的选举。5
月 16日，国民议会再次对 1962年颁布的选举法第
一款修正案进行投票表决，结果以 35 票赞成、23
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了这项修正案。 

科威特女权运动的这一重大胜利的取得，除妇

女本身的不懈努力外，与科威特埃米尔、王储、首

相和大多数内阁成员的支持也是分不开的。埃米尔

决心在他任期内解决妇女选举权问题，他曾自豪地

说：“我很幸运，科威特妇女能在我在位期间获得

政治权利。”王储在得知妇女获得了选举权和被选

举权后，兴奋地说：“事情已经结束，让那些反对

者们去烦恼吧！”首相萨阿德·阿卜杜拉·萨利姆·萨

巴赫更是一直在为女权造势。议会每次开会讨论妇

女政治权利，他都希望议员们正视妇女在社会中的

重要作用，支持埃米尔政令，给予妇女选举权和被

选举权。内阁大臣们经常出席国民议会，也都为争

取妇女权益呐喊助威。 
二、改写历史的一步 

2005年 6月 6日，由科威特内阁首相提名，埃
米尔发布政令通过，任命法蒂玛·萨巴赫和福齐

娅·白海尔两位女士为市政议会议员。这是妇女参

政的第一步，被认为是发挥妇女作用的重大政治跨

越。 
法蒂玛·萨巴赫是一位工程师，在埃米尔办公

室已工作 12 年，担任办公室负责工程事务的副主
任。福齐娅·白海尔被誉为科威特女工程师之母，

在能源部已工作了 30 年，在电力、水利、科研和
管理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对于这次任命，两位女

士均深感荣幸。法蒂玛在接到任命后，抑制不住内

心的喜悦，对记者说：“当然我很高兴，因为这是

一个特殊的胜利，是科威特妇女长期斗争的结果。

如果没有她们的奋斗，就不可能有今天的任命，我

将全力完成使命，给百姓一个满意的回报。”福齐

娅说：“为国家和妇女利益服务很幸运。过去，妇

女作出了很大贡献，将来她们也会大有作为，为科

威特的建设和发展增光添彩。” 
两位女议员表示，她们将通过市政议会，对妇

女问题给予格外的关注，将向议员们讲述妇女在社

会中的重要性，并指出当前妇女遇到的一些问题。

科威特妇女在海湾各国中比较开放，但被轻视和欺

压妇女的现象时有发生。法蒂玛说：“妇女一旦当

上了市政议会议员，就有责任向议会提出妇女面临

的难题，例如怎样正确理解妇女解放，提高妇女的

文化素质，健全各妇女协会和公益组织，以及怎样

处理家庭暴力，强迫女方离婚和住房等问题。”福

齐娅指出，“科威特女青年是值得称道的一代，她

们自立创业，成为国家的希望和未来。但也有一部

分女青年意志消沉，对国计民生和意识形态的大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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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麻木不仁。”为此，她呼吁社会关心这部分女青

年的成长，改变她们现在单纯的消费型价值取向。

虽然妇女的作用有目共睹，但人们对妇女的偏见依

然存在，特别对妇女的参政仍有异议。法蒂玛说，

“有那么一些男议员，他们不承认女性在市政议会

的存在。一有机会就说我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我们不会感情用事，将以事实说话。我们自始至终

一直把科威特利益放在重中之重。”她还指出，“现

在，妇女获得了政治权利，有的还身居高位。但保

守的传统和习俗仍是前进中的最大障碍。要纠正人

们对妇女的错误看法，让妇女自由地走出家门，还

有不少工作要做。” 
两位女议员对社会上的腐败现象、政府部门的

不正之风也深恶痛绝。她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首

先谈到了惩治腐败和纠正不正之风的问题。记者问

福齐娅，当上议员后首先想做什么，她毫不犹豫地

回答：“要制定法律法规严惩腐败。”记者又问，如

果有人登门拜访，请你出面说情或替他的女儿找工

作，你会怎样处理？她回答：“我个人无权给人好

处，我不会放弃原则。”法蒂玛也指出，长期以来，

搞裙带关系、鼓励腐败、财务不清等现象在国家机

关、特别在市政机构严重泛滥。自己担任议员后，

首先要从自身做起，坚决抵制，与之斗争。 
三、从容面对挑战 

两位科威特妇女被任命为市政议会议员后一

个星期，科威特第一位内阁女大臣玛苏麦·穆巴拉

克又走马上任，这是科威特妇女在政治上所取得的

第三次重大胜利。玛苏麦对此深有感触地说：“科

威特妇女为自己的权益奋斗了 40 多年，这次任命
不仅是我个人的荣幸，也是对全体科威特妇女的尊

重和信任。” 
现年 54 岁的玛苏麦是什叶派穆斯林，著名的

大学教授、新闻工作者、专栏作家，出色的妇女解

放运动的倡导者。她在政治学、规划学、国际关系

学等方面造诣颇高。1973年从科威特大学毕业后，
远离家乡到美国攻读政治学，1976年获美国北得克
萨斯大学政治学硕士。1980年，获美国丹佛大学国
际关系学硕士。1982年，获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博
士。同年归国后在科威特大学政治系任教授，兼任

丹佛大学、巴林大学访问教授。除教学外，玛苏麦

还是科威特《新闻报》、《政治报》、《火炬报》、沙

特阿拉伯《祖国报》、巴林《海湾新闻报》的专栏

作家，发表过很多文笔犀利、见解独到的文章，深

受读者喜爱。 
对于这次任命，各界人士表示欢迎，妇女们更

是欢欣鼓舞。但也有反对者，一位国民议员认为对

玛苏麦的任命不合法律程序，甚至还有人称这样的

任命是对什叶派的侮辱。首相萨阿德对此反驳道，

对玛苏麦德的任命完全符合宪法的规定，据科宪法

第 56条规定：“根据内阁首相提名，埃米尔任命或
罢免各部大臣。”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萨巴赫指出，

任命女大臣不是为了填补空缺，是出于对妇女参与

科威特国家建设的考虑。 
玛苏麦博士本人强调，她进入内阁，不是因为

自己是伊斯兰教什叶派，而是凭自己的经历、经验

和知识，因为是妇女，她不希望受人控制和攻击。 
在玛苏麦任职前，科威特妇女中也有好几位身

居高层，如科威特大学校长、高教部次大臣、新闻

部次大臣助理、驻奥地利、津巴布韦等国大使、驻

联合国粮农组织代表等。女性担任内阁大臣，工作

中肯定会面临诸多挑战，概括起来有下列几种： 
1.应付国民议会和媒体的责难。 
科威特宪法第 99条规定：“凡国民议会议员均

有向内阁首相和各部大臣提出质询，要求澄清其职

责份内的事务。仅提问者本人有权对答辩评论一

次。”玛苏麦对此已有准备。她说：“我不希望妇女

成为众矢之的。我会谨慎行事，会注意方式方法。

相信议会中会有议员支持我，他们会与我真诚合

作。我与每位议员、每位大臣的合作渠道是畅通的。

因为我们最终是为祖国服务、为公民服务。我将尽

职尽能，继承和完成前人的事业。” 
面对媒体，玛苏麦将凭借资深新闻工作者的经

验巧妙化解，从容应对。 
2.进行彻底的机制改革。 
计划和行政发展部工作范围很广。改革又是玛

苏麦工作的重点。有媒体问她：“你是否有能力对

本部门的不良现象进行改革？”她回答：“为什么

不行？对于工作改革，只有通过提高工作职能，制

定工作制度和计划来实现。每个男女职工，只要有

信念和信心，任何改革均能实现。”她认为富有经

验和领导能力的先辈，将是帮助自己完成改革使命

的最佳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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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继续为女权而奋斗。 
为实现几十万科威特妇女真正的政治权利，必

须制定一个完整的教育和培训妇女的计划，提高妇

女的政治觉悟、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以便更好地

融入整个社会。这个由女性担任大臣的计划和行政

发展部，可以牵头组成一个专门研究机构，提出计

划方案，利用自身条件与内阁建立沟通妇女问题的

渠道，为妇女参政议政创造条件。 
玛苏麦表示，她将通过议会和媒体呼吁议员和

国民关心妇女的切身利益，维护妇女的正当权利。 
4.棘手的失业问题。 
目前科威特全国人口 230万，外籍人口占 63%。

大批外国劳工的涌入导致科威特本国失业率激增。

据计划和行政发展部统计，私营部门中 90%以上的
就业者来自国外，手工业作坊中，科威特人只占

2.8%。与本国劳动力相比，外籍劳工报酬低、肯吃
苦、好管理。雇主通常都愿雇外籍劳工，私营企业

更是如此。目前，90%以上的科威特劳动人口选择
高收入但不创造高价值的政府部门，不愿去外资企

业工作，庞大的公务员开支已成为科威特财政的负

担。 
玛苏麦大臣深知失业问题的严重性，她指出，

科威特男女青年理应有可靠的就业机会，找到合适

的工作。失业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计划和行

政发展部会很好研究，组织一个专门的工作小组，

研究解决方案。  
5.配合国际调查，研究各国经验。 
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包括海湾国家在内的阿

拉伯地区相对落后。近几年，联合国有关组织对阿

拉伯国家进行过调查，今后这样的调查还会继续进

行。计划和行政发展部一方面要配合这些调查，另

一方面应及时研究别国相关信息，以吸取经验，指

导自身。 
玛苏麦对中国情有独钟。1999年以来，她已三

次访问中国。笔者有幸在她第一次访问时全程陪同

翻译。当时她是随科威特新闻团来华的，代表科威

特《政治报》。她对中国的发展抱有浓厚兴趣，认

真对待每次会见、座谈和参观。在布赫副委员长接

见代表团时，她提出了有关中国少数民族和中国穆

斯林现状等问题；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

副主席郑梦熊会见时，她就促进两国新闻工作者之

间的交流发表过一些看法；在参观上海《新民晚报》

社时，她一直紧随笔者，侧耳细听编辑部、版式、

美编等部门的介绍；在浦东新区参观时，观看了浦

东新区的规划图，并就妇女参加社区建设等与中方

主任进行探讨⋯⋯中国给她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

印象。 
四、期待 2007 年 

从 2005 年 5月 16日科威特国民议会通过妇女

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起，各界妇女就开始着手

2007 年议会选举的准备工作。 

科威特女权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胡莱·阿狄盖指

出，科威特妇女获得政治权利是第一步，下一步是

号召所有妇女团结一致，积极投身到选举和被选举

中去，第三步落实通过协商达成的战略目标。关于

女竞选者应作哪些准备，胡莱·阿狄盖认为，女竞

选者必须熟悉竞选规则，采取与男性不同的竞选方

法和具体措施，但要紧紧抓住爱国这个主题做文

章。她认为，属于派系的女候选人要比独立候选人

幸运。因为竞选要花人力、物力，特别要有财力的

支持，需通过媒体宣传、举办各种活动，投入相当

大。对 2007 年大选，妇女能否当上议员，她表示

既不乐观也不悲观，因为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女权运动的支持者、前国民议会议员亚谷

卜·哈亚狄说，竞选是一场恶战，是经验和智慧的

较量。入国民议会不是进美容院。妇女当上国民议

会议员是否还要走漫漫长征路呢？亚谷卜不敢给

予肯定的答复。他说，妇女是在进入一个新的战场，

女候选人须确立竞选纲领，选定选区，紧密依靠姐

妹们的支持、兄弟们的帮助，与选民在思想上、文

化上、生活上融为一体，这是成败的关键。 

女新闻工作者阿伊莎·拉希德第一个向媒体宣

布她将参加 2007 年国民议会议员竞选，并宣读了

她的竞选纲领。她预料未来的竞选将受到伊斯兰派

系和保守势力的冲击。但她对未来充满信心，她的

竞选团已成立，分设 4个委员会，现在已开始工作，

一直到 2007 年大选结束。 

相信不久会有更多的、代表各党派、各思想潮

流的妇女参加竞选。如果妇女能选进国民议会，当

上议员，那将是科威特女权运动的第四次重大胜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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