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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治理困境的根源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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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隆　 刘国熙

　 　 内容提要　 近年来ꎬ 黎巴嫩政治与经济危机频发ꎬ 国家治理危机不断加

剧ꎮ 在政治与经济互动的视角下ꎬ 黎巴嫩民族构建基础弱ꎬ 社会整合程度低ꎬ
教派分权制、 庇护关系和准地租经济等因素是导致黎巴嫩治理困境的主要原

因ꎮ 教派分权制强化族群认同ꎬ 降低治理能力ꎬ 并为外部干涉提供空间ꎻ 庇

护关系扭曲政商关系ꎬ 导致国家治理低效、 经济寡头化和权钱交易盛行ꎻ 准

地租经济加剧政治教派化ꎬ 造成产业空心化ꎬ 加剧脆弱性与依附性ꎮ 国际援

助可暂时缓解黎巴嫩经济危机ꎬ 但实施全面政治和经济改革、 探寻自主发展

道路才是黎巴嫩摆脱国家治理困境的根本出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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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丁隆ꎬ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博士生导师ꎻ 刘国

熙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博士研究生ꎮ

１９４３ 年建国后ꎬ 宽松的政治环境和优越的营商环境ꎬ 使黎巴嫩一度成为

阿拉伯非产油国中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①ꎬ 曾拥有 “中东瑞士” 的美称ꎮ 同

时ꎬ 黎巴嫩宗教多元ꎬ 教派林立ꎬ 是中东族群构成最复杂的国家之一ꎮ② 经历

长期族群与教派冲突ꎬ 黎巴嫩国力逐渐衰落ꎬ 内战又使经济遭受重创ꎮ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初内战结束后ꎬ 黎巴嫩政局趋于稳定ꎬ 经济发展迎来短暂的黄金

期ꎮ 但近年来ꎬ 黎巴嫩出现总统长期缺位、 总理人选更迭频繁、 内阁组建困

难、 “垃圾危机”、 难民危机和贝鲁特港口爆炸等多重治理困局ꎮ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以来ꎬ 受苏丹、 阿尔及利亚、 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民众抗议浪潮影响ꎬ 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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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嫩爆发大规模民众抗议浪潮ꎮ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４ 日ꎬ 存放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港仓库中的 ２ ７５０ 吨硝酸铵发生爆炸ꎬ 造成近 ２００ 人死亡ꎬ ６ ５００ 多人受伤ꎬ
３０ 万人流离失所ꎬ 是人类历史上除核爆炸之外最严重的人为爆炸ꎮ 爆炸造成

的直接经济损失达 ４６ 亿美元ꎬ 间接损失超过 １００ 亿美元ꎮ 主权债务违约、 新

冠肺炎疫情暴发更使黎巴嫩治理困难加剧ꎮ 世界银行发布的 «黎巴嫩经济监

测报告» 指出ꎬ 黎巴嫩当前的经济危机可以排进 １９ 世纪中叶以来全球最严重

危机事件的前十名ꎬ 甚至是前三名ꎮ① 总体看ꎬ 在外部势力干涉下ꎬ 黎巴嫩教

派矛盾激化ꎬ 经济发展停滞ꎬ 债台高筑ꎬ 贫困率和失业率居高不下ꎬ 从发展

基础良好的国家沦为治理失效的典型ꎮ
黎巴嫩国家治理危机引发学界较多讨论ꎮ 国内学界侧重分析教派分权政

治体制ꎬ 以及地区国家在黎巴嫩发动的代理人战争ꎬ 特别是真主党与地区大

国的关系ꎮ 王新刚、 李福泉、 徐心晖等学者②对此都有论述ꎮ 国外学界则主要

从教派分权体制导致政治与经济危机、 战后经济政策扭曲政府与市场关系ꎬ
改变经济结构等方面分析黎巴嫩国家治理困境ꎮ 英国学者鲍曼认为ꎬ 黎巴嫩

内战后ꎬ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使教派领导人及其裙带资本家受益ꎬ 促进中产

阶级形成ꎬ 加速社会阶层分化ꎮ 不合理的经济政策使黎巴嫩政府背负沉重债

务ꎬ 阻碍了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ꎮ③ 美国学者德诺和斯普林伯格指出ꎬ 黎巴

嫩治理困境的根源可追溯到战后经济重建模式ꎮ④ 由于缺乏问责制与透明度ꎬ
该模式无法提供有效的政治经济解决方案ꎮ 虽然既有研究对该议题进行了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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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探讨ꎬ 结论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ꎬ 但未全面分析黎巴嫩治理困境的根源ꎬ
未充分探讨黎巴嫩族群问题的历史与现状ꎬ 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的负面影响ꎮ
本文基于新政治经济学视角ꎬ 从族群关系、 庇护关系以及地租经济模式等三

个维度ꎬ 考察黎巴嫩国家治理困境的政治、 经济与社会根源ꎬ 探讨其面临的

挑战ꎬ 并展望其前景ꎮ

一　 教派分权治理体系弱化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

按照新政治经济学理论ꎬ 资源配置、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是经济学的核

心问题ꎬ 对其分析离不开制度、 法律、 意识形态、 政治过程等政治因素ꎮ① 黎

巴嫩教派分权制形成的现实基础是多族群、 多教派的社会结构ꎬ 以及奥斯曼

土耳其帝国时期民族自治政策对教派分权的制度化ꎬ 从而产生一系列被人为

制定出来的规则、 秩序和伦理道德规范ꎬ 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和效用最大

化的个人行为ꎮ② 从表面看ꎬ 教派分权制建立在族群结构的历史与现实基础

上ꎬ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ꎬ 但由于各族群间经济水平差距较大ꎬ 导致社会财富

分配不公ꎬ 社会分层固化ꎮ 教派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存在冲突和张力ꎬ 教派

势力强大导致中央政府权威被削弱ꎬ 从而弱化国家治理体系ꎬ 阻碍治理能力

现代化ꎮ
(一) 历史上黎巴嫩的族群认同

奥斯曼帝国疆域辽阔ꎬ 族群众多ꎮ 为实施有效统治ꎬ 奥斯曼帝国实行

“米勒特” 制度ꎬ③ 规定少数族群可在服从素丹统治、 足额纳税的前提下ꎬ 保

持相对自治ꎬ 各族群均可保持各自的法律、 风俗习惯、 生活方式ꎬ 族群领袖

拥有较大自主管理权ꎮ 作为一种宗教社群管理方式ꎬ “米勒特” 制度使素丹与

族群领袖分享权力ꎬ 构成奥斯曼帝国统治的重要政治基础ꎮ④ 然而ꎬ 奥斯曼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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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臣民划分为穆斯林、 犹太人、 希腊人、 亚美尼亚人等四大 “米勒特” 群体ꎮ 参见哈全安著: «中东

史» (中)ꎬ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ꎬ ２０１９ 年版ꎬ 第 ４１１ 页ꎮ
哈全安著: «中东史» (中)ꎬ 第 ４１１ 页ꎮ



黎巴嫩治理困境的根源探析　

国实施的怀柔主义民族政策并未达到预期效果ꎬ 不仅未能促进民族融合ꎬ 反

而强化了族群认同ꎮ 美国学者克利福德格尔茨认为ꎬ 血统、 种族、 语言、
宗教、 传统和其他 “文化既定”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ｉｖｅｎｓ) 造就了人们的原生情感ꎮ①

奥斯曼帝国的民族政策便导致族群内部更加抱团ꎬ 对外则更加封闭ꎬ 被列为

二等国民的少数族群不断对奥斯曼帝国统治发起挑战ꎮ
黎巴嫩地处 “肥沃的新月地带”ꎬ 地理位置重要ꎮ 黎巴嫩山纵横南北ꎬ 形

成天然屏障ꎬ 自古便是易守难攻之地ꎮ 为躲避十字军和马穆鲁克王朝的征伐ꎬ
黎巴嫩山地区成为少数族群聚居地ꎮ 奥斯曼帝国的主要精力用于抵御来自拜

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的威胁ꎬ 对大叙利亚地区的统治较为松懈ꎬ 黎巴嫩实际

上处于半自治状态ꎮ 德鲁兹派马安家族 (１５１６ ~ １６９７ 年执政) 和马龙派谢哈

布家族 (１６９７ ~ １８４２ 年执政) 先后成为黎巴嫩地区的实际统治者ꎬ 与奥斯曼

素丹分庭抗礼ꎮ 这些家族较早接受西方思想ꎬ 拥有当时较为先进的军队ꎮ 它

们与奥斯曼帝国其他地区经济和文化方面差距较大ꎬ 从而强化了黎巴嫩人的

身份认同ꎬ 加速了其身份构建进程ꎮ
地方势力崛起对奥斯曼帝国统治构成威胁ꎮ 因此ꎬ 奥斯曼帝国取缔黎巴

嫩山自治区ꎬ 改由素丹直接任命总督管理该地区事务ꎬ 并挑起马龙派与德鲁

兹派之间的族群冲突ꎮ② １８４０ 年至 １８６０ 年间ꎬ 马龙派与德鲁兹派不时爆发流

血冲突ꎬ 给彼此关系留下至今难以愈合的创伤ꎮ １８６１ 年 ６ 月ꎬ 奥斯曼帝国被

迫与西方国家签订协议ꎬ 承认并保证黎巴嫩在 “省” 建制下的自治权ꎮ③ 这

暂时平息了族群冲突ꎬ 但西方国家对黎巴嫩事务的操纵就此开始ꎮ
(二) 黎巴嫩教派政治的确立

民族认同是民族分子对其共有文化在心理上的认知和情感上的依恋ꎮ④ 黎

巴嫩曾是阿拉伯世界唯一的基督教居主导地位的国家ꎬ 但也拥有相当比例的

穆斯林ꎮ 建国初期ꎬ 对于黎巴嫩国家属性ꎬ 基督徒与穆斯林有着不同理解ꎮ
穆斯林认为ꎬ 伊斯兰教已在沙姆地区延续上千年ꎬ 该地区被纳入阿拉伯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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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图后ꎬ 成为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ꎬ 并为阿拉伯—伊斯兰文明

做出了重要贡献ꎮ 因此ꎬ 他们尊崇阿拉伯—伊斯兰文化ꎬ 认为黎巴嫩是天然

的阿拉伯、 伊斯兰国家ꎬ 且为大叙利亚的组成部分ꎮ １９５８ 年ꎬ 埃及与叙利亚

合并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ꎮ 逊尼派穆斯林主张黎巴嫩加入其中ꎬ 但遭到基

督教马龙派的反对ꎮ
黎巴嫩也是古代腓尼基文明的诞生地ꎮ 鼎盛时期的腓尼基文明政治制度

发达ꎬ 商业经济繁荣ꎬ 拥有当时一流的造船业、 航海业、 商业ꎮ① 由于与地中

海北部地区长期保持紧密的贸易关系ꎬ 黎巴嫩成为东西方文化与贸易的桥梁ꎮ
阿拉伯人征服该地区后ꎬ 腓尼基文化走向没落ꎬ 但腓尼基人的商业文化得以

延续ꎮ 英国历史学家阿尔伯特胡拉尼 (Ａｌｂｅｒｔ Ｈｏｕｒａｎｉ) 指出ꎬ 腓尼基主义

首先是一种 “城市意识形态” (ａｎ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ｔｙ)ꎮ② 黎巴嫩基督徒认为他

们是 “腓尼基人” 的后裔ꎬ 同样崇尚商业文化ꎮ 英国学者卡罗琳盖茨

(Ｃａｒｏｌｙｎ Ｇａｔｅｓ) 就曾以 “新腓尼基人” (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ｈｏｅｎｉｃｉａｎｓ) 来形容黎巴嫩

人ꎮ 她认为ꎬ 二战后在基督徒的努力下ꎬ 黎巴嫩经济取得长足发展ꎮ 基督教

马龙派精英将前阿拉伯—伊斯兰时期的腓尼基商业城邦视为现代黎巴嫩国家

的样板ꎮ③ 他们认为建立一个独立的基督教国家ꎬ 不仅符合腓尼基人的历史传

统ꎬ 还能使黎巴嫩获得丰富的政治资源ꎮ④ 然而ꎬ 法国并未满足马龙派的要

求ꎬ 而是将黎巴嫩打造成基督徒与穆斯林权力共享的国家ꎮ 最终ꎬ 尽管基督

徒总体上接受与穆斯林共存ꎬ 但仍有一些基督徒认为他们是腓尼基遗产的继

承者ꎬ 强调黎巴嫩的基督教国家属性ꎮ
虽然黎巴嫩多族群格局由来已久ꎬ 但是作为一种制度成型于奥斯曼帝国

解体后ꎮ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ꎬ 英、 法两国秘密签署 «赛克斯—皮科协定»ꎬ 对

奥斯曼帝国采取 “分而治之” 政策ꎮ 在 １９３２ 年人口统计基础上ꎬ 根据基督徒

与穆斯林人口数量对比ꎬ 基督教马龙派与逊尼派穆斯林达成 «民族宪章»ꎬ 由

此缔造了现代黎巴嫩共和国ꎮ 因此ꎬ 黎巴嫩实际上是英、 法殖民主义者为划

８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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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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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ｈｅｒ Ｋａｕｆｍａｎꎬ “Ｐｈｏｅｎｉｃｉａｎｉｓｍ: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ｉｎ １９２０”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３７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０１ꎬ ｐ １９０
Ｎｉｍｒｏｄ Ｒａｐｈａｅｌｉꎬ “Ｌｅｂａ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ｌｅｍａｔｅ”ꎬ ｉｎ Ｂａｒｒｙ Ｒｕｂｉｎ

ｅｄ ꎬ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 ａｎｄ Ｃｒｉｓｉ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０９ꎬ ｐ １０９
Ｋａｉｓ Ｍ Ｆｉｒｒｏꎬ “Ｌｅｂａ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ｖｅｒｓｕｓ Ａｒａｂｉｓｍ: Ｆｒｏｍ Ｂｕｌｕｓ Ｎｕｊａｙｍ ｔｏ Ｍｉｃｈｅｌ Ｃｈｉｈａ ”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４０ꎬ Ｎｏ ５ꎬ ２００４ꎬ ｐ １０



黎巴嫩治理困境的根源探析　

分势力范围而凭空制造的 “人造国家”ꎮ① «民族宪章» 规定各族群分享权力:
总统为基督教马龙派、 总理为逊尼派穆斯林、 议长为什叶派穆斯林ꎬ 副议长

为东正教徒ꎬ 陆军参谋长则为德鲁兹人ꎮ 政府机构ꎬ 银行、 司法等部门的领

导职务同样根据各教派人口比例分配ꎮ
(三) 教派分权制度化的负面影响

教派分权是黎巴嫩饱受内战之苦、 付出惨重代价后ꎬ 各派相互妥协、 暂

时避免社会进一步分裂的权宜之计ꎮ 目的是促进教派合作ꎬ 实现权力共享ꎬ
维持国家正常运转ꎮ 然而ꎬ 作为一种国家治理体系ꎬ 教派分权制度具有显著

的前现代特征ꎬ 阻碍黎巴嫩治理体系现代化ꎮ 美国学者米歇尔哈德逊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ｕｄｓｏｎ) 指出ꎬ 建立在教派基础上的政治共识缺乏稳定性ꎮ② “这种

脆弱的平衡易被人口结构、 经济实力变化ꎬ 以及外部力量打破ꎮ”③

第一ꎬ 教派分权导致国家治理低效ꎮ 美国学者奥古斯图斯诺顿指出ꎬ
“在黎巴嫩ꎬ 宗教是决定性因素ꎮ 它是黎巴嫩人与生俱来的属性ꎬ 教派身份决

定政治和社会性质ꎮ”④ 黎巴嫩教派政治导致权力格局按教派分野ꎬ 呈现 “马
赛克” 式碎片化图景ꎮ 政治精英根据教派分割权力ꎬ 撕裂国家和社会ꎬ 使民

众依附于教派ꎮ 教派拥有各自的法律ꎬ 相互独立ꎬ 各行其是ꎮ⑤ 总理虽为行政

首长ꎬ 却受到多方掣肘ꎮ 部长及议员属于不同教派ꎬ 代表各自派别利益ꎬ 常

与总理发生分歧ꎮ 总统为军队最高统帅ꎬ 军队却由内阁领导ꎮ⑥ 黎巴嫩有 １８
个主要政党ꎬ 即使同一教派的政党ꎬ 相互关系也错综复杂ꎮ 从近几年的政治

实践看ꎬ 随着真主党等什叶派政治力量崛起ꎬ 总理人选不仅需要得到逊尼派

支持ꎬ 还需要得到什叶派政党支持ꎬ 后者甚至更为关键ꎮ 哈桑迪亚卜虽为

无党籍人士ꎬ 但得到真主党支持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ꎬ 萨阿德哈里里再次被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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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ꎬ １９９９ 年版ꎬ 第 １８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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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总理候选人ꎬ 主要因为得到什叶派政党阿迈勒运动的支持ꎮ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ꎬ
纳吉布米卡提获任总理并组阁成功ꎬ 主要归因于真主党的支持ꎮ

第二ꎬ 教派分权影响国内政治与经济改革ꎮ «塔伊夫协议» 的签署结束了

黎巴嫩长达 １５ 年的内战ꎮ 根据该协议ꎬ 穆斯林与基督徒在政府部门的比例调

整为 ５∶ ５ꎬ 议会席位由 ９９ 席增至 １２８ 席ꎮ 基督徒与穆斯林分享议会与军政要

职ꎬ 为黎巴嫩营造了相对稳定的国内环境ꎮ 然而ꎬ 这实际上削弱了基督教马

龙派的权力ꎮ① 自此ꎬ 黎巴嫩政治权力重心转移至总理ꎬ 这引发基督教政治派

别不满ꎬ 导致总统与总理龃龉不断ꎮ
贝鲁特港大爆炸进一步加剧了黎巴嫩的经济和社会危机ꎮ 作为黎巴嫩的

前宗主国ꎬ 法国直接介入黎巴嫩政治过渡和经济重建ꎮ 法国主办国际援助黎

巴嫩视频会议ꎬ 提出 “黎巴嫩新政府执政计划” (以下简称 “法国倡议”)ꎮ②

“法国倡议” 的要旨是组建一个技术官僚组成的任务型政府ꎬ 帮助黎巴嫩获得

国际援助ꎬ 渡过难关ꎮ 然而ꎬ 总统奥恩与候任总理哈里里的对峙阻碍了组阁

进程ꎬ 导致 “法国倡议” 面临夭折ꎮ 哈里里向奥恩提交 １８ 人内阁名单ꎬ 但遭

到奥恩反对ꎮ 奥恩坚持内阁 “三分法” (ａ ｌｏｃｋｉｎｇ ｔｈｉｒｄ)ꎬ 即各主要教派获得

政府部长职数的三分之一ꎮ 哈里里认为这将使奥恩获得对政府决议的否决权ꎬ
并使其女婿———自由爱国运动党主席杰卜兰巴西勒 (Ｇｉｂｒａｎ Ｂａｓｓｉｌ) 掌控内

阁决策ꎬ 为政治改革进程设置障碍ꎮ “法国倡议” 受挫说明ꎬ 尽管黎巴嫩国难

当头ꎬ 国际援助方以政治经济改革和反腐败作为提供援助的前提条件ꎬ 但各

政治派别仍不能搁置分歧ꎮ 作为教派分权制的既得利益者ꎬ 政治精英希望现

行制度和权力格局延续下去ꎮ
黎巴嫩治理危机使部分政治精英认识到教派化的政治经济格局阻碍改革

措施出台ꎬ 但政治势力仍企图依靠教派力量解决危机ꎮ 例如ꎬ 新冠肺炎疫情

暴发以来ꎬ 黎巴嫩燃料短缺问题不断加剧ꎬ 但政府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危

机ꎬ 并寻找长期解决方案ꎮ 真主党等教派力量试图利用自身影响力ꎬ 寻求伊

朗的燃料援助ꎬ 以显示本教派实力ꎬ 教派取代政府成为国家治理的主角ꎮ 改

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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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徐心晖著: «列国志: 黎巴嫩»ꎬ 第 ８０ 页ꎮ
“法国倡议” 主要包括: 一是通过人道主义援助应对新冠肺炎疫情ꎻ 二是重建贝鲁特港ꎬ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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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将强化中央政府权威ꎬ 损害教派经济利益ꎬ 弱化教派政治权力ꎮ 教派势力

抵制触及自身利益的改革ꎬ 成为黎巴嫩政治、 经济改革的最大阻力ꎮ
第三ꎬ 教派斗争加剧了黎巴嫩政坛斗争的烈度ꎮ 黎巴嫩处于中东地缘政

治冲突的 “断裂带” 上ꎬ 在中东以沙特为首的逊尼派阵营与伊朗为首的什叶

派阵营ꎬ 争夺地区领导权的斗争白热化背景下ꎬ 教派分裂的黎巴嫩成为中东

教派斗争的天然场域ꎮ 中东教派冲突使黎巴嫩政治力量分裂为两大阵营ꎮ
“三八” 阵营主要以真主党等亲叙利亚和伊朗的力量构成ꎻ “三一四” 阵

营以哈里里领导的 “未来阵线” 等亲沙特和西方的力量构成ꎮ 黎巴嫩各政治

派别沦为地区大国的代理人ꎬ 而非国家治理的真正参与者ꎮ 它们分别代表外

部势力的利益ꎬ 而非黎巴嫩的国家利益ꎮ 叙利亚内战爆发后ꎬ 由于真主党支

持叙利亚政权ꎬ 海湾阿拉伯国家开始抵制黎巴嫩旅游业ꎮ①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ꎬ 沙

特与伊朗断交ꎮ 沙特认为受到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在黎巴嫩政坛作用不断上升ꎬ
因而冻结向黎巴嫩提供的 ４０ 亿美元军事援助ꎮ ２０１７ 年ꎬ 萨阿德哈里里访问

沙特期间ꎬ 在沙特压力下ꎬ 通过媒体宣布辞去总理职务ꎬ 凸显黎巴嫩在中东

地区大国博弈中的尴尬处境ꎮ ２０１５ 年ꎬ 美国颁布 «真主党国际金融预防修正

案»ꎬ 该法案禁止任何实体或个人与真主党发生经济往来ꎬ 从而将真主党排除

在国际金融体系之外ꎮ 真主党是黎巴嫩主要政治派别ꎬ 针对真主党的制裁给

黎巴嫩金融业带来沉重打击ꎮ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ꎬ 美国对黎巴嫩前交通部长优素

福费尼亚奥尼斯 (Ｙｕｓｕｆ Ｆｉｎｙａｎｕｓ) 和前财政部长阿里哈桑哈利勒 (Ａｌｉ
Ｈａｓｓａｎ Ｋｈａｌｉｌ) 实施制裁ꎬ 指控他们向真主党提供资金ꎮ 特朗普政府时期ꎬ 美国

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力度ꎬ 给伊朗经济造成重大损失ꎮ 接受伊朗资助的真主党

被殃及ꎬ 开始寻求加强对黎巴嫩财政的控制力度ꎮ 穆斯塔法阿迪卜组阁失败

的主要原因是真主党和阿迈勒运动等什叶派政党ꎬ 坚持保留对财政部的控制权ꎮ
第四ꎬ 教派分权加剧了政府应对难民危机的难度ꎮ 作为邻国ꎬ 黎巴嫩是

接纳叙利亚难民最多的国家之一ꎮ 黎巴嫩现有 １５０ 多万名叙利亚难民ꎬ 占人

口总数的１ / ４ꎮ②叙利亚内战爆发前ꎬ 黎巴嫩境内已有 ５０ 多万名巴勒斯坦难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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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派分歧使黎巴嫩在难民问题上摇摆不定ꎮ 叙利亚内战初期ꎬ 黎巴嫩实行边

境开放政策ꎬ 允许难民自由进入ꎬ 但后续政策有所反复ꎮ 随着叙利亚难民持

续涌入ꎬ 黎巴嫩在财政、 卫生及住房等方面不堪重负ꎬ 不得不收紧难民政策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起ꎬ 黎巴嫩关闭边境ꎬ 限制难民入境ꎮ 一些政客认为 “许多叙利

亚人并非难民ꎬ 而是 ‘经济移民’ꎬ 他们来黎巴嫩是为了求职ꎮ”①

大批难民涌入给黎巴嫩国家治理带来严重挑战ꎮ 一是人口结构变化带来

安全隐患ꎮ 由于担心穆斯林与基督徒人口比例变化打破权力平衡ꎬ １９３２ 年后ꎬ
黎巴嫩未组织官方人口普查ꎮ 大部分叙利亚难民为逊尼派穆斯林ꎬ 这导致黎

巴嫩教派结构发生显著变动ꎮ② 二是社会治理难度加大ꎮ 黎巴嫩需要耗资约

３ ７ 亿美元用于救济难民ꎬ 目前已花费约 １ ４ 亿美元ꎮ③ ２０２０ 年以来ꎬ ６０％的

难民家庭因新冠肺炎疫情失去收入来源ꎬ 需要救济的难民比例从 ２０１９ 年的

５５％升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８９％ ꎮ 三是失业率上升ꎮ 黎巴嫩失业率本已高企ꎬ 长期位

居阿拉伯国家前列ꎬ 难民涌入加剧就业困难ꎮ
从历史视角看ꎬ 虽然教派分权制曾在结束内战等方面发挥过积极作用ꎬ

但总体上不利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ꎮ 黎巴嫩当前的政治和经济

危机便是教派分权制下国家治理体系失灵的表现ꎬ 教派分权制以其封闭性与

内聚性ꎬ 导致权力结构碎片化ꎬ 市场被割裂ꎬ 族群间经济差距加大ꎮ 教派取

代政府成为国家治理的隐形主体ꎬ 阻碍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ꎮ

二　 庇护关系扭曲政商关系

公共选择理论将政治作为一种对价交换的过程ꎬ 以 “经济人” 假说分析

政治行为ꎬ 认为政治活动的本质是一种公共选择ꎬ 与经济活动一样ꎬ 个人在

参与政治活动时也以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ꎮ④ 在政治活动中ꎬ 作为选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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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或者其他团体基于自利心理、 理性选择与个人偏好ꎬ 与政治家形成交换

关系ꎬ 选民为政治家投票ꎬ 就他们关心的事务与政治家达成一致ꎬ 政治家对

选民予以酬劳和奖励ꎬ 由此在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庇护关系ꎮ 在社会分层中ꎬ
庇护关系突破阶层、 宗教、 族群的限制ꎬ 呈现垂直型金字塔结构ꎮ 庇护者

(Ｐａｔｒｏｎ) 指地位高者或财富多者利用自己的权力、 资源或影响力向资源稀缺

或财富匮乏的被庇护者 (Ｃｌｉｅｎｔ) 提供帮助ꎬ 换取被庇护者对他们的支持、 尊

重和忠诚ꎮ 庇护关系是一种权力非对称和不平等的资源互惠关系ꎮ① 庇护关系

由单一庇护者与一个或多个被庇护者之间相对有限的、 双边个体性的半制度

关系ꎬ 到更广泛的社会关系和组织ꎮ② 在庇护关系中ꎬ 经纪人 (Ｂｒｏｋｅｒ) 往往

充当 “桥梁” 或 “中介” 的作用ꎬ 形成庇护者、 经纪人、 被庇护者的三边关

系ꎮ 一旦中间环节的某个庇护者离开ꎬ 马上就会有一个新的庇护者填补空白ꎬ
整个庇护结构不受影响ꎮ③ 黎巴嫩学者萨米尔哈勒夫 (Ｓａｍｉｒ Ｋｈａｌａｆ) 认为ꎬ
黎巴嫩政治经济发展史ꎬ 就是不同教派与族群寻求庇护的历史ꎮ④

(一) “祖阿玛” 与黎巴嫩庇护关系的演进

１８ 世纪以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下的黎巴嫩ꎬ 地主阶层与佃农之间存

在的雇佣关系可以看作是庇护关系的雏形ꎮ 农民耕种地主的土地ꎬ 服从地主

管理ꎻ 地主为农民提供赖以生存的必需品ꎮ 随着奥斯曼帝国疆域的扩大与行

省制度的完善ꎬ 素丹给予教派精英或部落领袖 “祖阿玛” ( ｚｕʻａｍａ)⑤ 行政权

力ꎬ 由他们负责本地区民众的政治和经济生活ꎬ 由此使规范个人关系的庇护

制度进一步扩大ꎬ 形成一种封建型的庇护关系ꎮ 当时ꎬ 黎巴嫩山南北地区分

别由德鲁兹派和马龙派统治ꎮ “祖阿玛” 是地方上法律的实际执行者和权力的

真正拥有者ꎮ⑥ 他们一般由地方行政长官帕夏任命ꎬ 主要工作是协助帕夏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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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矛盾ꎬ 负责向农民征税ꎬ 维持社会治安ꎬ 处理司法案件等ꎮ “祖阿玛” 作为

素丹 (庇护者) 与农民 (被庇护者) 之间的中介ꎬ 利用家族势力ꎬ 为农民争取

利益ꎬ 成为他们的代言人ꎮ 当赋税过重时ꎬ “祖阿玛” 向民众提供福利与救济ꎮ
战争期间ꎬ “祖阿玛” 的民兵为农民提供保护ꎮ 农民租种 “祖阿玛” 的土地ꎬ
向其缴纳地租ꎮ “祖阿玛” 与农民形成一种互惠但不对称的契约关系ꎮ

“祖阿玛” 多为教派领导人或政治精英ꎬ 他们掌握大量资源ꎬ 继承了家族

财富和政治遗产ꎬ 可以方便地将其转化为政治权力ꎮ 法国委任统治时期

(１９２０ ~ １９４３ 年)ꎬ 内阁部长职位由来自 ４５ 个家族的个人担任ꎮ １９２２ ~ １９６８
年ꎬ ２７１ 个名门望族的成员曾担任议员ꎮ① 总理和议长大多家世显赫ꎮ 黎巴嫩

现代国家建立后ꎬ 教派分权体制成为维系政治运转的途径ꎮ 在基督教马龙派、
逊尼派与什叶派三足鼎立的权力格局下ꎬ 黎巴嫩自由宽松的政治环境ꎬ 为

“祖阿玛” 势力发展创造了条件ꎮ
黎巴嫩学者艾哈迈德尼扎尔哈姆扎 (Ａｈｍａｄ Ｎｉｚａｒ Ｈａｍｚｅｈ) 指出ꎬ 在

黎巴嫩现代史上ꎬ 形成了四种不同类型的庇护关系ꎬ 分别是 “祖阿玛” 型、
政党型、 军事型和伊斯兰型庇护关系ꎮ② 城市化的发展以及日趋开放的环境ꎬ
使得 “祖阿玛” 的个人威望与权力式微ꎬ 其地位受到多重挑战ꎮ 黎巴嫩内战

期间ꎬ 基督徒与穆斯林划分势力范围ꎬ 不同教派的军阀首领成为社会秩序的

维护者ꎬ 分属不同教派政党出现ꎬ 在维护教派利益、 政治社会族群关系等方

面的作用上升ꎮ 教派与政治深度融合ꎬ “祖阿玛” 以新的形式参与黎巴嫩政治

生活ꎬ 影响决策ꎮ 尽管如此ꎬ 黎巴嫩庇护关系仍是在教派分权体制下ꎬ 以

“祖阿玛” 为中心向外围扩散的一种不对称的互惠关系ꎮ 在政治动荡、 政党与

教派林立背景下ꎬ “祖阿玛” 在调节官民关系方面仍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二) 庇护关系固化及其后果

庇护关系是庇护者与被庇护者实现资源互换ꎬ 各得其所的过程ꎮ 现代政

党创建后ꎬ 庇护关系突破族群与地域的限制ꎬ 方式更为灵活ꎮ 政治选举是庇

护关系得以巩固的重要方式ꎮ 在权力分割严重、 教派众多的黎巴嫩社会ꎬ 由

于缺乏统一的政治平台ꎬ 民众对其他教派社区的政治领导人了解有限ꎮ 因此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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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通常依赖教派或族群从属关系ꎬ 了解哪些政党符合其政治取向与利益ꎮ
政党内部情况较为复杂ꎬ 竞争者往往来自同一政党或教派ꎮ 因此ꎬ 所有政党

都重视选民资源ꎬ 以防其流向竞争对手ꎮ 为巩固选民基础ꎬ “祖阿玛” 出面动

员政治和经济资源ꎬ 向选民提供经济援助ꎬ 购买选票现象普遍存在ꎮ① 一位黎

巴嫩选民说ꎬ “一次地方选举投票后ꎬ ‘祖阿玛’ 给我父亲打电话ꎬ 说我投的

是空白选票ꎮ”② “祖阿玛” 还与社区的 “穆赫塔尔” (ｍｕｋｈｔａｒｓ)③ 保持紧密

联系ꎬ 要求他们提前收集选民的政治取向与活动区域等信息ꎬ 有针对性地动

员选民ꎬ 影响选举ꎮ
黎巴嫩非政府组织主导的社会福利事业发达ꎬ 这不仅因为政府治理能力

欠缺ꎬ 也与庇护关系密切相关ꎮ 为获得选民支持ꎬ 各教派均关切社会福利ꎬ
从而产生众多教派色彩浓厚的机构或非政府组织ꎮ 近一半的黎巴嫩学校、 医

院、 诊所由非政府组织经营ꎬ 它们多为教派慈善机构ꎮ④ 哈里里基金会 ( ｔｈｅ
Ｈａｒｉｒｉ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是逊尼派 “未来阵线” 党的重要社会福利机构ꎬ 由拉菲

克哈里里于 １９７９ 年设立ꎮ 内战期间ꎬ 凭借与沙特的良好关系ꎬ 哈里里从工

程承包业务中获得巨额收入ꎮ 在沙特支持下ꎬ 哈里里积极开展慈善事业ꎬ 并

进入黎巴嫩政坛ꎮ 哈里里基金会的慈善活动起初集中在教育领域ꎬ 后来逐步

拓展到医疗和社会援助等领域ꎮ 哈里里基金会的慈善活动覆盖广大地区和教

派ꎬ 为哈里里参政奠定良好的群众基础ꎮ １９８６ ~ ２００７ 年ꎬ ９ ２ 万个家庭获得

哈里里基金会资助ꎮ⑤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８ 年ꎬ 哈里里基金会在阿卡、 的黎波里、
贝卡、 阿莱等城市设立了 ２０ 多家医院ꎮ 哈里里基金会对逊尼派穆斯林的救

济ꎬ 为其积累了雄厚的政治资本ꎮ 此后ꎬ 哈里里基金会还将影响力拓展至非

逊尼派地区ꎮ 扎赫勒是 ２００９ 年议会选举竞争最激烈的地区之一ꎬ 由于哈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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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事先在此修建医院ꎬ 使其最终倒向 “三一四” 阵营ꎮ
尽管在选举中ꎬ 庇护者与被庇护者实现利益交换ꎬ 但这种互惠关系并

不平等ꎮ 它使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源集中于庇护者手中ꎬ 形成一批 “政商通

吃” 的寡头ꎮ 庇护制对黎巴嫩政治、 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
第一ꎬ 妨碍国家机构正常运转ꎮ 高度精细化的权力分配ꎬ 不仅保障教

派利益ꎬ 而且加强了教派对社区的控制ꎮ 政党领导人或教派领袖通常拥有

一定的管理族群事务的自主权ꎬ 因此形成政党型庇护关系ꎮ 为获得民众的

支持和政治上的效忠ꎬ 这些政治领导人向他们提供就业、 教育、 医疗、 卫

生等公共服务ꎬ 从而保证庇护关系的稳定性ꎮ “祖阿玛” 代表保守势力ꎬ 缺

乏改革动力ꎮ 受教派利益驱使ꎬ 他们无改革计划ꎮ 因为任何改革都会提高

政府效率ꎬ 无法为他们窃取国家资源提供合法性ꎮ 即使他们声称是为族群

服务ꎬ 也往往以消耗国家资源为代价ꎬ 维系庇护关系ꎮ 这不仅影响国家机

构正常履职ꎬ 削弱它们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ꎬ 而且还强化民众对庇护者的

依赖ꎮ
第二ꎬ 滋生政治腐败ꎮ 腐败是黎巴嫩较为突出的政治现象ꎮ 黎巴嫩前总

理迪亚卜指出ꎬ “黎巴嫩腐败体系根深蒂固ꎬ 贝鲁特港口爆炸便是腐败例证ꎮ”
庇护关系衍生的裙带关系和腐败蚕食国家资源ꎮ «福布斯» 和 «阿拉伯商业»
杂志数据显示ꎬ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６ 年间ꎬ 黎巴嫩亿万富翁的财富占国民收入的

３０％ ꎮ 透明国际 ２０１９ 年腐败感知指数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Ｉｎｄｅｘ) 显示ꎬ
黎巴嫩在 １８０ 个国家中排名第 １３７ 位ꎮ ６８％ 的被访者认为黎巴嫩腐败有所加

剧ꎬ ４１％的调查者承认至少贿赂过一次公职人员ꎮ①

第三ꎬ 垄断经济资源ꎮ 庇护关系将资源集中于教派及其 “祖阿玛”ꎬ 普通

民众难以分享ꎮ 虽然 “祖阿玛” 向选民提供物质回报ꎬ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ꎬ
这些资源只流向那些与政党、 家族关系密切者ꎮ 同时ꎬ “祖阿玛” 将国家利益

放在次要位置ꎬ 放大狭隘、 封闭的族群文化ꎮ 他们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为

代价控制国家资源ꎬ 导致政治精英与商业巨头以及银行家结成联盟ꎬ 控制经

济、 统治政府ꎮ ２０１４ 年ꎬ 黎巴嫩主要的 ２０ 家银行中有 １８ 家的大股东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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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关系紧密ꎬ 与政治精英关系紧密的个人控制着黎巴嫩商业银行 ４３％ 的资

产ꎮ① 银行家向政治精英提供献金ꎬ 换取政府优待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 黎

巴嫩多次发行政府债券ꎬ 这些债券的持有者多为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ꎮ
然而ꎬ 政府将募集的大部分资金用于偿还贷款及利息ꎬ 并未用于基础设施重

建ꎮ 最终ꎬ 银行家、 债券持有者以及发行债券的政治精英从中获取巨额收益ꎬ
战后重建却长期停滞ꎮ 黎巴嫩许多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严重匮缺ꎬ 仍遭受频繁

停电和燃料匮乏困扰ꎮ
在族群和教派分化的黎巴嫩政治生态下ꎬ 庇护关系是个人获取权力与资

源的重要途径ꎮ 处于权力结构顶端的精英阶层垄断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ꎬ 民

众不得不依附于庇护者ꎬ 形成不平等交换关系ꎮ 为履行对庇护者的政治承诺ꎬ
在政治交换过程中ꎬ 被庇护者看重投票行为的短期回报ꎬ 并不关心投票行为

是否有利于国家治理ꎮ 同时ꎬ 庇护关系滋生腐败、 寻租以及裙带关系ꎬ 不利

于营造良好的政商关系和营商环境ꎬ 从而阻碍黎巴嫩国家治理的现代化ꎮ

三　 准地租经济的脆弱性冲击政治与经济发展根基

制度是新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命题与核心观点ꎮ 政治发展与经济增长离不

开制度的完善与进步ꎬ 当经济条件或政治环境改变而制度没有变化时ꎬ 这种

制度可能会阻碍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ꎮ② 巴勒斯坦学者苏

富扬伊萨 (Ｓｕｆｙａｎ Ａｌｉｓｓａ) 指出ꎬ 阿拉伯国家经济的本质特征是政府主导、
非生产性、 易受到外部冲击ꎬ 可分为两种类型ꎮ③ 第一种是以海湾产油国为代

表的地租经济模式ꎮ 这些国家经济结构与收入来源单一ꎬ 严重依赖石油等自

然资源ꎮ 第二种是以北非和沙姆地区国家为代表的准地租经济模式ꎮ 虽然后

者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度较低ꎬ 与地租经济模式相比产业更多元ꎬ 但工业化与

农业现代化程度较低ꎬ 仍依赖侨汇、 外国援助等多种形式的外部租金ꎮ 黎巴

嫩石油资源匮乏ꎬ 并不属于典型的地租型国家ꎬ 但也能够通过援助、 侨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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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ꎬ 分享产油国的石油收入ꎬ 对外部租金依赖程度高ꎬ 因而具有显著的准

地租型经济特征ꎮ
(一) 黎巴嫩准地租经济的特征

黎巴嫩银行家米歇尔齐哈 (Ｍｉｃｈｅｌ Ｃｈｉｈａ) 指出ꎬ 黎巴嫩是由个体层面

的商人与集体层面的教派族群构成的国家ꎮ① 黎巴嫩人经商传统悠久ꎬ 早期黎

巴嫩银行家认为ꎬ 只要保持经济自由ꎬ 黎巴嫩可以成为 “阿拉伯世界的银

行”ꎮ 建国后ꎬ 这种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受到政治精英推崇ꎬ 成为黎巴嫩国家经

济政策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ꎬ 黎巴嫩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ꎬ 国家较少干预

经济ꎬ 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ꎮ 随着海湾国家和西方国家经济

援助到来ꎬ 以及侨汇收入不断增长ꎬ 黎巴嫩经济对外部租金的依赖日趋严重ꎮ
商业、 房地产业、 银行业、 旅游业ꎬ 以及侨汇和外国援助等在国民经济中占

据较大比重ꎮ 因此ꎬ 黎巴嫩符合巴卜拉维 (Ｈａｚｅｍ Ｂｅｂｌａｗｉ) 提出的 “无石油

准地租国家” (Ｓｅｍｉ － ｒｅｎｔｉ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ｏｉｌ) 的特征ꎮ②

第一ꎬ 银行业是黎巴嫩的经济支柱ꎮ １９４８ 年ꎬ 黎巴嫩议会批准 «法国—
黎巴嫩货币协定»ꎬ 为双方建立更紧密的金融关系奠定基础ꎬ 这也使法国在黎

巴嫩的影响力得以延续ꎮ 为发展贸易和金融ꎬ 吸引外资ꎬ 黎巴嫩政府放开外

汇交易限制ꎮ １９４８ 年 １１ 月ꎬ 黑市交易合法化ꎬ 黎巴嫩资本可自由流动ꎮ 卡米

勒夏蒙时期 (１９５２ ~ １９５８ 年)ꎬ 黎巴嫩颁布 «银行保密法»ꎬ 吸引来自巴勒

斯坦、 叙利亚、 伊拉克和埃及的资金ꎬ 黎巴嫩银行业全面复苏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

代以来ꎬ 黎巴嫩银行机构的存款额大幅增长ꎬ 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 １９５０ 年的

２０％升至 １９７４ 年的 １２２％ ꎬ 银行数量也从 １９５０ 年的 １０ 家增至 １９６６ 年的 ９３
家ꎮ③ 国际业务占黎巴嫩银行业务总量的 ６％ ~ ７％ ꎬ 黎巴嫩银行在 １８ 个国家

的分行收入占总收入的 ３５％ ꎮ 仅约旦和叙利亚就有 ３０ 家黎巴嫩银行分行ꎮ④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ꎬ 高油价为海湾国家带来巨额收入ꎮ 得天独厚的自由市场和成

８４１

①

②

③

④

Ｈｉｃｈａｍ Ｓａｆｉｅｄｄｉｎｅꎬ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ｅｂａｎｏｎꎬ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ꎬ ＣＡ: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９ꎬ ｐ ８

Ｈａｚｅｍ Ｂｅｂｌａｗｉꎬ “Ｔｈｅ Ｒｅｎｔｉｅｒ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Ｗｏｒｌｄ”ꎬ ｉｎ Ｈａｚｅｍ Ｂｅｂｌａｗｉ ａｎｄ Ｇｉａｃｏｍｏ Ｌｕｃｉａｎｉ
ｅｄ ꎬ Ｎａｔｉｏｎꎬ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Ｗｏｒｌｄ Ｖｏｌ Ⅱ: Ｔｈｅ Ｒｅｎｔｉ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ｒｏｏｍ Ｈｅｌｍꎬ
１９８７ꎬ ｐｐ ５９ － ６２

Ｓａｍｉｒ Ｋｈａｌａｆꎬ Ｃｉｖｉｌ ａｎｄ Ｕｎｃｉｖｉｌ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ｉｎ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２ꎬ ｐ １６３

Ｎｉｍｒｏｄ Ｒａｐｈａｅｌｉꎬ “Ｌｅｂａ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ｌｅｍａｔｅ”ꎬ ｉｎ Ｂａｒｒｙ Ｒｕｂｉｎ
ｅｄ ꎬ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 ａｎｄ Ｃｒｉｓｉｓꎬ ｐｐ １２１ －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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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的银行体系ꎬ 吸引海湾国家资本将黎巴嫩作为投资目的地ꎬ 贝鲁特成为中东

地区重要金融中心ꎮ 目前ꎬ 银行业占黎巴嫩金融部门的比重达 ９７％ꎮ① 黎巴嫩

银行部门规模居中东地区之首ꎬ 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位居世界前列ꎮ
中东地区战争频发曾使黎巴嫩成为地区资本避险地ꎬ 海湾国家石油美元

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资本涌入ꎬ 使其成为中东地区重要金融中心ꎮ 黎巴嫩内

战结束后ꎬ 海湾国家的石油美元再次涌入ꎬ 国际社会向黎巴嫩提供大笔重建

援助ꎬ 为黎巴嫩政治和经济发展创造契机ꎬ 但随着科威特、 巴林、 迪拜等新

兴金融中心渐次崛起ꎬ 黎巴嫩中东金融中心地位旁落ꎬ 金融业衰落使黎巴嫩

失去了经济支柱ꎮ
第二ꎬ 侨汇是黎巴嫩重要的收入来源ꎮ 由于受到教派冲突和战争的影响ꎬ

黎巴嫩人很早就有移民的习惯ꎮ 黎巴嫩人口总数约 ６０９ 万 (２０１８ 年)ꎬ 海外

侨民总数则达 １ ５００ 多万ꎬ 分布在北美、 西非、 拉美、 欧洲和海湾等地区ꎬ 其

中海湾国家的黎巴嫩侨民约有 ４０ 万ꎮ② ２０１５ 年ꎬ 来自海湾国家的侨汇占黎巴

嫩侨汇收入总额的 ４３％ ~ ６０％ ꎮ③ １９９３ ~ ２００２ 年ꎬ 黎巴嫩年均侨汇收入约为

２５ 亿美元ꎮ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４ 年间ꎬ 侨汇占黎巴嫩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 １５ ５％升

至 ２６ ５％ ꎮ④ 对侨汇的依赖使黎巴嫩经济易受侨汇来源国经济状况影响ꎬ 加

剧其脆弱性ꎮ
第三ꎬ 援助是租金资金的主要来源ꎮ 黎巴嫩因其地缘政治重要性ꎬ 历来

是国际和地区势力争夺的对象ꎬ 援助成为它们扶植代理人、 影响黎巴嫩内政

的工具ꎮ 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０ 年ꎬ 美国向黎巴嫩提供的援助总额超过 ４０ 亿美元ꎮ⑤ 海

湾阿拉伯国家是黎巴嫩的主要援助国ꎬ 它们试图通过援助扶植逊尼派政治力

量ꎬ 对抗真主党、 伊朗等什叶派势力ꎮ 伊朗为真主党提供大笔资金和武器ꎬ
为其主要援助方ꎮ⑥ 法国是黎巴嫩前宗主国ꎬ 一直通过经济援助介入黎巴嫩事

９４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ＩＭＦꎬ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７ꎬ ｐ ４
中国商务部: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 黎巴嫩» (２０２０ 年版)ꎬ 第 ５ 页ꎮ
Ｍｏｎａ Ａｌａｍｉꎬ “Ｌｅｂａｎｏｎ’ｓ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ｏｒｍ”ꎬ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ꎬ １７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ｏｒｇ / ｓａｄａ / ７７５２１ꎬ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１２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Ｍａｚｚｕｃｏｔｅｌｌｉꎬ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Ｓｅｃ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ꎬ Ｉ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Ｏ

(Ｕｎｉｖ Ｐａｖｉａꎬ Ｉｔａｌｙ)ꎬ ２０２０ꎬ ａｎｎｏ ＬＸＸＸＶꎬ ｎ １ꎬ ｐ ３３
“Ｕ 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Ｌｅｂａｎｏｎ”ꎬ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ꎬ ２８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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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ｔｔｈｅｗ Ｌｅｖｉｔｔꎬ “Ｈｅｚｂｏｌｌａｈ’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ｆ Ｉｒａｎ’ｓ Ｐｒｏｘ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ꎬ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１ꎬ ｐ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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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ꎮ 为解决黎巴嫩债务危机ꎬ 法国与国际主要援助方一道ꎬ 多次举办国际援

助黎巴嫩会议ꎬ 包括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和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举行的第二届和第三届援助

黎巴嫩国际会议ꎬ 以及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举行的 “通过改革和企业参与推动发展的

经济会议” (简称 “西德尔” 会议)①ꎮ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ꎬ 法国和联合国倡议举行

国际援助黎巴嫩视频会议ꎬ 共筹集约 ２ ５ 亿欧元援助资金ꎮ 国际援助作为外

部租金的重要形式ꎬ 可缓解黎巴嫩当前的经济困难ꎬ 却加剧了黎巴嫩经济的

地租性和依附性ꎮ
(二) 准地租经济对黎巴嫩的影响

作为一个依赖外部租金的准地租型国家ꎬ 黎巴嫩经济脆弱ꎬ 易受到外部

因素影响ꎮ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 在国际油价下跌和中东地缘政治动荡冲击下ꎬ 与中

东产油国经济连动的黎巴嫩经济也陷入困境ꎮ ２０１６ 年ꎬ 世界银行发布的 «黎
巴嫩经济监测报告» 指出ꎬ 黎巴嫩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已经破产ꎮ②

第一ꎬ 准地租经济加剧政治教派化ꎮ １９４３ 年建国后ꎬ 教派分权成为黎巴

嫩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ꎮ 以扈利 (Ｂｅｃｈａｒａ ｅｌ － Ｋｈｏｕｒｙ)、 索勒赫 (Ｒｉａｄ
ａｓ － Ｓｏｌｈ) 为代表的领导人ꎬ 大多是商人、 银行家或教派领袖ꎮ 银行业快速发

展以及外资带来的丰厚经济租金ꎬ 符合教派整体利益ꎬ 虽然各派因议会席位、
政府职位以及租金分配问题产生分歧ꎬ 但同一教派内部保持相对稳定ꎬ 有利

于政治发展ꎮ 内战后ꎬ 黎巴嫩经济陷入停滞ꎬ “祖阿玛”、 什叶派民兵组织、
真主党等力量在教派冲突中崛起ꎮ «塔伊夫协议» 签署后ꎬ 拉菲克哈里里旨

在改善国内投资环境ꎬ 吸引外资和国际援助ꎬ 重振黎巴嫩经济ꎬ 但由于执政

根基不稳ꎬ 面临基督教马龙派的挑战ꎬ 以及逊尼派内部的竞争ꎬ 因而其经济

政策目标是实现与政治对手和解ꎬ 尽管这与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相

左ꎮ 哈里里与什叶派民兵组织分享经济租金ꎬ 赢得其支持ꎬ 对其他派别的需

求也尽量予以满足ꎮ 他与瓦立德琼布拉特 (Ｗａｌｉｄ Ｊｏｕｍｂｌａｔｔ) 和纳比贝里

(Ｎａｂｉｈ Ｂａｒｒｉ) 等非逊尼派政治盟友加强合作ꎬ 以削弱萨利姆胡斯 (Ｓａｌｉｍ ａｌ －
Ｈｕｓｓ)、 塔马姆萨拉姆 (Ｔａｍｍａｍ Ｓａｌａｍ) 等逊尼派势力ꎮ 作为贝鲁特市知

０５１

①

②

“西德尔” 会议承诺为黎巴嫩提供 １１０ 亿美元ꎬ 包括 １０２ 亿美元贷款和 ８ ６ 亿美元赠款ꎮ 由于

黎巴嫩未能推出改革方案ꎬ 该笔款项仍未拨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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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 “祖阿玛” 家族成员ꎬ 塔马姆萨拉姆凭借在房地产投资、 服务业等领

域的租金收入ꎬ 创办 “马卡西德协会” (Ｍａｑａｓｉ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ꎬ 与哈里里基金

会一道成为逊尼派社区最具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ꎮ 虽然它们参与国家治理ꎬ
在教育、 卫生以及难民问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ꎬ 但政治精英之间的斗争则造

成租金的低效率使用ꎬ 租金分配还导致政治分歧ꎬ 即便在逊尼派内部也难以

达成政治共识ꎮ
第二ꎬ 准地租经济导致实体经济凋敝ꎬ 虚拟经济成为黎巴嫩经济的主体ꎮ

虚拟经济 (Ｆｉｃｔｉｔｉｏｕ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相对实体经济而言ꎬ 是以一种抽象的、 虚拟的

价值形式而存在的ꎬ 目的是通过这种运作来追求最大化利润ꎮ① 随着经济全球

化和经济发展多样化ꎬ 虚拟经济的涵盖范围拓展ꎬ 不仅包括传统的金融业ꎬ
还涉及房地产业等相关产业ꎮ 中国学者刘骏民指出ꎬ 在金融发展过程中ꎬ 虚

拟资本的扩张导致金融的虚拟化ꎬ 而虚拟资本的扩张与房地产业的虚拟价值

膨胀合在一起ꎬ 就构成经济中的虚拟成分ꎮ② 实体经济需要时间、 人力、 资本

和技术的投入ꎬ 发展相对缓慢ꎻ 而虚拟经济则是迅速膨胀ꎬ 正是这一特点ꎬ
使得虚拟经济具有较高的风险ꎮ

１９９２ 年ꎬ 拉菲克哈里里就任总理后ꎬ 将恢复黎巴嫩金融中心地位ꎬ 重

现战前盛世作为施政主要目标ꎬ 提出将黎巴嫩打造成 “中东新加坡”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哈里里政府制订重建计划ꎬ 斥资 ２００ 亿美元用于经济建设ꎮ 起初ꎬ 黎巴

嫩经济强劲增长ꎬ 服务业迅猛发展ꎮ 依赖海湾国家资本和西方国家援助ꎬ 哈

里里实施维持货币稳定、 动员国内私人资本、 吸引外国投资和促进出口为核

心的经济政策ꎬ 创造了 “黎巴嫩奇迹”ꎮ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爆发前ꎬ 年经济增

长率曾达 １０ ２％ ꎮ 然而ꎬ 重建工作被黎巴嫩南部战事拖累ꎮ③ 哈里里政府以

牺牲工业和农业发展为代价ꎬ 利用外国以及侨民投资ꎬ 重点发展金融业和房

地产业ꎬ 农业和工业等实体经济不断萎缩ꎮ
然而ꎬ 重点发展服务业的经济政策ꎬ 在某个特定阶段能够促进经济快速

发展ꎬ 却不利于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ꎮ 内战前ꎬ 黎巴嫩政局较稳定ꎬ 海湾国

家资本涌入和侨汇收入增长ꎬ 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裕资金ꎮ 福阿德谢哈布执

政时期 (１９５８ ~ １９６４ 年)ꎬ 黎巴嫩注重经济规划和区域平衡发展ꎬ 加大公共

１５１

①
②
③

严明著: «虚拟经济»ꎬ 新华出版社ꎬ ２００５ 年版ꎬ 第 １０ ~ ２５ 页ꎮ
刘骏民著: «从虚拟资本到虚拟经济»ꎬ 山东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８ 年版ꎬ 第 ２８８ 页ꎮ
王新刚著: «中东国家通史: 叙利亚和黎巴嫩卷»ꎬ 第 ３６５ 页ꎮ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

事业和基础设施投资ꎬ 削弱 “祖阿玛” 和金融寡头势力ꎮ 银行业、 旅游业等

服务业推动黎巴嫩经济快速增长ꎬ 准地租经济的弊端尚未显现ꎮ 内战后ꎬ 黎

巴嫩经济陷入萧条ꎬ 政府开始通过发债解决财政赤字问题ꎬ 但这些公债并未

投入国家重建ꎬ 而是用于支付电力、 燃料巨额补贴ꎬ 本可用于发展实体经济

的资金被耗尽ꎮ 长期电力供应不足制约工业发展ꎬ 这本可通过加大电力基础

设施投资解决ꎮ 然而ꎬ 黎巴嫩财政长期亏空ꎬ 无力投资ꎬ 银行和企业界沉迷

“钱生钱” 的游戏ꎬ 对基础设施投资缺乏兴趣ꎬ 导致缺电状况不断恶化ꎮ 不仅

无法满足工业发展需求ꎬ 连生活用电都无法保障ꎮ 民众只能依赖私人发电ꎮ
世界银行 ２００９ 年数据显示ꎬ 黎巴嫩 １ / ３ 的电力来自私人发电ꎬ ５８％的家庭自

备发电机ꎬ 黎巴嫩每年花费 １０ 亿 ~ １５ 亿美元用于进口柴油发电机ꎮ① ２００８
年ꎬ 黎巴嫩家庭花费 ３ ３ 亿美元用于发电ꎮ②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 黎巴嫩以债养债的经济发展模式ꎬ 形成金融领域的

“庞氏骗局”ꎬ 成为中东国家不顾国情、 盲目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缩影ꎮ
１９９７ 年ꎬ 黎巴嫩实行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 ( ＰＥＧ)ꎬ 维持固定汇率

(１５０７∶１)ꎮ 固定汇率制要求正向循环的金融环境ꎬ 需要充裕的外汇储备以稳

定汇率ꎬ 黎巴嫩并不具备这些条件ꎮ 固定汇率制导致本币高估ꎬ 黎巴嫩央行

通过高利率和大量发债稳定汇率ꎬ 抑制了实体经济发展和出口ꎬ 导致外汇储

备消耗迅速ꎮ 黎巴嫩制造业弱小ꎬ ８０％ 的商品依赖进口ꎮ 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０ 年ꎬ 黎

巴嫩商品进口额从 ３５ ４６ 亿美元增长至 ６２ ２８ 亿美元ꎮ③ 为弥补财政赤字ꎬ 黎

巴嫩政府以高利率向国内商业银行借贷ꎬ④ 成为依靠举债而非税收支持经济建

设和公共支出的国家ꎮ 公共债务不断增长ꎬ 从 １９９３ 年的 ３３ 亿美元飙升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７００ 亿美元ꎮ⑤ 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社的数据显示ꎬ ２０２０ 年黎巴嫩公

共债务为 ７３８ 亿美元ꎬ 预计 ２０２３ 年达到 ７５３ 亿美元ꎻ ２０１６ 年ꎬ 公共债务约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 １４５ ５％ ꎬ 估计 ２０２１ 年达到 ２１３ ２％ ꎮ⑥ 黎巴嫩银行为吸引外

２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Ｆｉｘｉｎｇ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ｓ Ｒｕｉｎｏｕｓ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Ｃｒｉｓｉｓ”ꎬ Ｒｅｕｔｅｒｓꎬ ２９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ｕｓ － ｌｅｂａｎｏｎ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 ｉｄＵＳＫＣＮ１ＲＡ２４Ｚꎬ ２０２１ － ０７ － １８

Ｈａｎｎｅｓ Ｂａｕｍａｎｎꎬ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ꎬ Ｎａｔｕｒｅꎬ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Ｌｅｂａｎｅｓ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ꎬ ｐ ７０
Ｓａｍｉ Ｅ Ｂａｒｏｕｄｉꎬ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ｗａｒ Ｅｒａ: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１９９０ － Ｐｒｅｓｅｎｔ)”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４１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０５ꎬ ｐｐ ２０１ － ２０２
Ｉｍａｄ Ｊｏｍｍａꎬ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ｅｂ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Ｃｈａｎｇｅ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Ｉｔｈａｃ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７ꎬ ｐ ９
Ｈｉｃｈａｍ Ｓａｆｉｅｄｄｉｎｅꎬ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ｅｂａｎｏｎꎬ ｐ １７６
ＥＩＵꎬ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Ｌｅｂａｎｏｎ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１ꎬ ｐｐ １１ －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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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ꎬ 设定的美元利率比国外高 ５ 至 １０ 倍ꎬ 银行部门的规模是其他行业总和的

４ 倍ꎮ① 金融立国使经济发展模式严重扭曲ꎬ 蕴含巨大风险ꎮ
第三ꎬ 准地租经济导致产业空心化 (Ｈ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Ｏｕｔ)ꎮ 产业空心化一般是

指在工业化发展中ꎬ 违背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ꎬ 国民经济过度服务化或超工

业化ꎬ 从而造成生产要素流动日趋不合理ꎬ 造成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ꎮ②

１９９４ ~ ２００４ 年间ꎬ 黎巴嫩服务业快速增长ꎬ 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从 ６１％
增至 ７２％ ꎮ 目前ꎬ 服务业占黎巴嫩国内生产总值的 ７８ ３％ ꎬ 主要部门包括商

业、 金融业、 旅游及酒店餐饮业ꎬ 工业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１３ ５％ ꎮ③ 第一、
二产业萎缩ꎬ 第三产业上升ꎬ 导致产业空心化ꎮ

农业不断衰落是黎巴嫩产业结构扭曲的写照ꎮ 内战前ꎬ 黎巴嫩农业产值

可观ꎬ 谷物和水果种植面积较大ꎮ １９５９ 年ꎬ 全国一半以上的劳动力集中在农

业部门ꎮ １９５０ ~ １９７３ 年ꎬ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从 １９ ７％ 降至 ９％ ꎬ 贸易

占比则从 ２８ ８％升至 ３３％ ꎮ 同期ꎬ 农业劳动力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从 ５０％降

至 ２０％ ꎮ 尽管农业部门规模不大ꎬ 但在国民经济中作用不可低估ꎮ 黎巴嫩南

部地区人口大多从事农业ꎬ 农业占家庭收入的 ７０％ 以上ꎮ④ 然而ꎬ 随着金融

业等服务业发展ꎬ 黎巴嫩农业持续萎缩ꎬ 粮食基本依赖进口ꎮ ２０１９ 年黎巴嫩

进口总额约 ２００ 亿美元ꎬ 其中约 １ / ３ 用于食品进口ꎮ ２０１９ 年ꎬ 黎巴嫩小麦产

量为 １３ 万吨ꎬ 进口量 ５６ ８ 万吨ꎬ ８０％ 的进口小麦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ꎮ 新

冠肺炎疫情暴发后ꎬ 俄罗斯暂停小麦出口ꎬ 黎巴嫩小麦供应出现较大缺口ꎮ
黎巴嫩外汇短缺导致黑市汇率飙升ꎬ 本币大幅贬值ꎬ 物价飞涨导致民众购买

力萎缩近 ８０％ ꎮ 联合国粮食计划署指出ꎬ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至 ５ 月ꎬ 黎巴嫩面粉价

格环比上涨 ５０％ ꎬ 同比上涨 ２１９％ ꎮ⑤ 食品、 药品和燃料短缺引发人道主义危

３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郑昊宁: «无力还债ꎬ 黎巴嫩或主权债务违约»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２０ － ０３ / ０９ / ｃ＿１２１０５０５７９３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１３

李孟刚著: «产业空心化问题研究»ꎬ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 年版ꎬ 第 ２２ ~ ２３ 页ꎮ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Ｓｉｎｋｉｎｇ ( ｔｏ ｔｈｅ Ｔｏｐ ３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ｕｎ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２０２１ － ０６ / Ｌｅｂａｎｏｎ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Ｍｏｎｉｔｏｒ － Ｌｅｂａｎｏｎ － Ｓｉｎｋｉｎｇ － ｔｏ － ｔｈｅ －
Ｔｏｐ － ３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１ － １０ － ２５

Ｎｉｍｒｏｄ Ｒａｐｈａｅｌｉꎬ “Ｌｅｂａ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ｌｅｍａｔｅ”ꎬ ｉｎ Ｂａｒｒｙ Ｒｕｂｉｎ
ｅｄ ꎬ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 ａｎｄ Ｃｒｉｓｉｓꎬ ｐ １１５

ＷＦＰꎬ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Ｊｏｂ ｌｏｓｓｅｓ Ｃｏｎｓｐｉｒｅ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Ｆｏｏｄ Ｐｒｉｃｅｓ ｔｏ Ｐｕｓｈ Ｆｏｏｄ ｏｕｔ ｏｆ Ｒｅａｃｈ ｆｏｒ Ｍｉｌｌｉｏｎｓ”ꎬ
８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ｆｐ 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 ｊｏｂ － ｌｏｓｓｅｓ － ｃｏｎｓｐｉｒｅ － ｈｉｇｈ － ｆｏｏｄ － ｐｒｉｃｅｓ － ｐｕｓｈ －
ｆｏｏｄ － ｏｕｔ － ｒｅａｃｈ － ｍｉｌｌｉｏｎｓꎬ ２０２１ － ０７ －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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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ꎮ 民众无力购买肉类、 果蔬等食品ꎬ ４１％ 的黎巴嫩家庭面临食品和其他基

本需求匮缺ꎬ 军队每日餐食也不再提供肉类ꎮ 产业空心化导致黎巴嫩经济波

动加剧ꎬ 抵御外部冲击能力下降ꎮ
准地租经济曾对黎巴嫩经济发展发挥过积极作用ꎬ 但长期来看其消极影

响显著ꎮ 租金性经济收入曾使教派暂时搁置政治分歧ꎬ 共同推动经济发展ꎮ
但政治精英代表不同教派利益ꎬ 当租金分配不均时ꎬ 政治危机便不可避免ꎮ
准地租经济模式导致产业结构畸形ꎬ 服务业占比不断上升ꎬ 工农业衰落ꎬ 实

体经济贡献度不断下降ꎮ 黎巴嫩经济严重依赖外部租金ꎬ 与地区政治经济环

境关联性强ꎮ 近年来ꎬ 海湾产油国经济低迷、 叙利亚内战及新冠肺炎疫情暴

发ꎬ 对黎巴嫩带来巨大冲击ꎬ 凸显其经济脆弱性与依附性ꎮ

四　 结论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ꎬ

两者相辅相成ꎮ① 现代黎巴嫩国家是奥斯曼帝国解体和西方殖民统治的产物ꎬ
民族构建基础薄弱ꎬ 社会同质性也较弱ꎮ 教派分权制建立在黎巴嫩多族群共存

的历史与现实基础上ꎬ 体现了族群与教派结构ꎬ 曾在特定历史时期对黎巴嫩国

家构建、 维护安全稳定等方面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ꎮ 然而ꎬ 教派分权制是一

种带有前现代色彩的治理模式ꎬ 它表面上用民主的方式解决了多族群、 多教派

国家权力分配问题ꎬ 黎巴嫩因此被西方国家推崇为协和式民主的典范ꎬ 但这种

建立在教派分权基础上的民主制度ꎬ 强化了族群和教派等前现代认同ꎬ 最终导

致民主失灵、 政治衰朽ꎬ 阻碍政治现代化进程ꎮ 在教派治理体系下ꎬ 教派领导

人扮演地方代治者的角色ꎮ 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ꎬ
填补政府治理缺位ꎬ 但教派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存在冲突ꎬ 教派利益常常凌驾

于国家利益之上ꎬ 且教派领导人缺乏改革意愿ꎬ 也不具备整合国家资源的能力ꎬ
这阻碍民族构建进程ꎬ 降低国家治理效率ꎮ 同时ꎬ 黎巴嫩位于阿以冲突的前线、
中东教派阵营对峙的断裂带上ꎬ 阿以冲突和中东教派斗争使其卷入多场地区战

争ꎬ 国内教派分裂使其成为代理人战争的战场ꎮ 动荡的地区和国内环境ꎬ 使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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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嫩等中东国家失去发展所需安全环境ꎬ 无法将发展放在优先位置ꎮ
教派分权治理体系下形成的庇护关系导致经济寡头化ꎬ 使经济增长缺乏包

容性ꎬ 交易成本高企ꎮ 黎巴嫩并非自然资源丰富的地租型国家ꎬ 具有发展多元

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潜力ꎮ 然而ꎬ 对银行业、 旅游业、 侨汇和国际援助等地租性

收入的过度依赖ꎬ 使其沦为准地租经济ꎬ 从而丧失了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

的动力ꎬ 导致经济虚拟化和产业空心化ꎬ 加剧了经济脆弱性和依附性ꎮ
黎巴嫩国家治理危机并非个案ꎬ 它是中东治理危机的缩影ꎬ 具有一定典

型性ꎮ 大多数中东国家产生于奥斯曼帝国解体、 殖民主义瓜分中东的历史背

景下ꎬ 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基础是被族群和教派割裂的碎片化社会ꎮ 在经济

模式上ꎬ 中东大多数国家没有实现工业化ꎬ 单一依赖自然资源或服务业等非

生产性收入ꎬ 导致经济依附性和脆弱性突出ꎬ 难以抵御外部冲击ꎮ 中东国家

未通过工业化完成现代社会建构ꎬ 原生态社会组织仍在社会中居主导地位ꎬ
导致庇护主义、 裙带关系和权钱交易盛行ꎮ 政治模式方面ꎬ 中东国家在西方

压力下ꎬ 推行政治民主化ꎬ 政治场域开放、 政治参与扩大ꎬ 加剧了中东国家

的政局动荡ꎮ 西式民主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遭遇中东族群分裂社会和地租

型经济ꎬ 导致政府弱化和经济空心化ꎬ 酿成国家治理危机ꎮ
黎巴嫩国家治理失效彰显教派分权治理体系中的弱点ꎬ 以及该国在实现治

理能力现代化方面面临的难题ꎮ 近年来ꎬ 随着黎巴嫩经济困境不断加剧ꎬ 教派

分权治理体系的弊端日益显现ꎮ 黎巴嫩摆脱治理困境ꎬ 首先需要应对债务危机

以及电力、 燃料短缺等当务之急ꎬ 但长期来看ꎬ 黎巴嫩更需要克服庇护关系导

致的经济寡头化ꎬ 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ꎬ 发展实体经济ꎬ 摆脱准地租经济模式ꎮ
同时ꎬ 黎巴嫩需要安全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ꎮ 只有中东教派斗争缓解ꎬ 阵营对

垒结束ꎬ 黎巴嫩才能摆脱地区代理人战争牺牲品的命运ꎮ 美国从中东战略收缩ꎬ
中东地区地缘政治竞争趋于缓和ꎬ 为黎巴嫩国家治理营造了较有利的外部环境ꎬ
但黎巴嫩国家治理问题根源复杂ꎬ 积重难返ꎬ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道路依然漫长ꎮ 黎巴嫩急需国际社会提供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ꎬ 但更要

求黎巴嫩各派搁置分歧ꎬ 凝聚共识ꎬ 早日恢复政府运转ꎬ 实施全面改革ꎮ 虽然

外部援助短期内对黎巴嫩不可或缺ꎬ 但将加剧其经济依附性ꎬ 阻碍其走上自主

发展道路ꎬ 解决国家治理问题最终还要依靠黎巴嫩人民自身ꎮ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詹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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