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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国际组织发展现状的多维考察∗

何思雨

摘　 　 要： 近年来，基于伊斯兰信仰和现代国际组织理念而成立的伊斯兰

国际组织对国际事务与全球治理的参与度正在日益加深。 从时空维度、组
织维度和议题维度的分析研究可知，以伊斯兰合作组织、伊斯兰世界联盟

为代表的伊斯兰国际组织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伊斯兰国际组织对全球治

理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但在丰富治理手段、落实治理行动等方面仍有待提

升。 伴随伊斯兰国际组织在拓展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友好合作关系方面与

日俱增的独特作用，中国应加强对这些组织在华活动的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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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组织是一种基于特定目的、以一定形式设立的跨国政府间或非政府组织，
是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日趋全球化的产物。 基于同一宗教信仰设立的国际组

织具有与其他世俗性国际组织不同的现实关切和行为导向，作为国际社会的特殊行

为体，它们日益在国际政治和全球治理领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历史上，伊斯兰教以其特有的信仰体系将不同民族的信众整合起来，“穆斯林皆

兄弟”的身份认同理念、“乌玛”穆斯林共同体理念以及“舒拉”协商制度是实现这种

整合的内在动力。 这些宗教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与现代国际组织的精神相契合，成为

当代伊斯兰世界开展国际合作的文化基础。 近代以来，伊斯兰世界融入到以民族国

家为基本单位的现代国际体系之中，面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威胁，伊斯兰世界

曾一度使用民族主义来推动国家发展，而当国家现代化转型受挫时，又以“重建乌

玛”为口号掀起伊斯兰复兴运动。 在此背景下，基于伊斯兰宗教信仰、借鉴现代国际

组织理念的伊斯兰国际组织（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①出现在国际舞台。
宗教特性使伊斯兰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层面具有强大的跨国资源整合与社会动员

能力。 ５７ 个伊斯兰国家和遍布全球的庞大穆斯林人口，为伊斯兰国际组织参与全球

治理提供了现实动力。 本文主要梳理全球伊斯兰国际组织的发展现状和特征，为提

升中国的全球治理能力尤其是“涉伊斯兰问题”的治理能力提供参考。
本文对伊斯兰国际组织的定义如下：基于伊斯兰教信仰设立的、具有现代国际

组织相关特征的跨国政府间或非政府组织。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综合运用国际组织

相关理论，选定样本并搜集相关数据，结合定量与定性的方法，对相关数据进行多维

度分析。 首先，本文样本数据的主要来源是国际社团联合会（Ｕｎ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ＵＩＡ）②编辑出版的《国际组织年鉴》③的资料信息，选取 １６３ 个伊斯兰

国际组织④进行样本数据分析。 其次，本文设置时空、组织和议题三个维度对伊斯兰

国际组织进行考察，时空维度即在时间和空间层面对组织的成立时间、地理分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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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目前学界对基于伊斯兰信仰的国际组织尚无统一名称，主要名称有伊斯兰国际组织、国际伊斯兰组

织、泛伊斯兰组织、泛伊斯兰主义组织、泛伊斯兰国际组织、泛伊斯兰国际宗教组织、伊斯兰组织、穆斯林组织、
伊斯兰非政府组织、国际伊斯兰非政府组织、伊斯兰宗教非政府组织等。 本文统一使用伊斯兰国际组织这一名

称，以突出其国际组织属性。
国际社团联合会成立于 １９０７ 年，是一个独立的、非盈利的调查研究机构，长期致力于国际组织相关资

料信息的搜集、处理和研究。 从 １９４８ 年起开始定期出版的 《国际组织年鉴》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目前已拥有超过 ６．９ 万个国际组织的详细信息，每年增加近 １２００ 个国际组织的信息，是目前国

际上比较全面和准确的国际组织信息源。
Ｕｎ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ｅｄ．，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Ｖｏｌｕｍｅ １ （Ａ ａｎｄ Ｂ）：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Ｖｏｌｕｍｅ ２：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Ｉｎｄｅｘ Ａ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ｓ ａｎｄ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ｓ； Ｖｏｌｕｍｅ ３：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ｄｅｘ； Ｖｏｌｕｍｅ 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Ｖｏｌｕｍｅ ５：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Ｖｏｌｕｍｅ ６： Ｗｈｏｓ Ｗｈｏ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Ｌｅｉｄｅｎ： Ｂｒｉｌｌ， ２０１４．

被联合国安理会认定的恐怖组织和极端组织、不再活动或数据信息不完整的伊斯兰国际组织，不属于

本文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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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考察；组织维度则从结构层面对组织的主体、地域和组织形态进行分析；议题维度

主要从内容层面对组织的活动领域及相关功能进行总体考察。 最后，为准确反映上

述维度的特征，本文对各维度框架设置相关次级指标并进行统计（见表 １）。

表 １　 伊斯兰国际组织多维考察指标体系

维度 指标 次级指标

时空维度
时间指标

空间指标

成立时间的分布、时间段内组织成立的频次

所在国家、大洲的分布情况

组织维度

组织主体

组织地域

组织形态

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

全球性、地区性

机构型、附属型、论坛型、协会型、基金会

议题维度 活动领域
综合、宗教、经济、工程科技、文化、社会、医学、媒体、教育、政治、慈
善救济、妇女儿童青年、人权、文明对话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一、 伊斯兰国际组织的时空维度分析

伴随现代国际组织的发展，伊斯兰国际组织也应运而生。 但与其他类型的国际

组织相比，伊斯兰国际组织整体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影响力也有限。 伊斯兰国际组

织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发展壮大，并在 ８０ 年代达到高峰，此后进入稳定增长期。
随着组织数量和现实需求的增长，伊斯兰国际组织的空间、类型、领域与层次也在逐

步扩展。 在时间上，伊斯兰国际组织的发展历经多个阶段（见图 １）。

图 １　 伊斯兰国际组织成立时间分布图

资料来源： Ｕｎ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ｅｄ．，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Ｖｏｌｕｍｅ １－６， Ｌｅｉｄｅｎ： Ｂｒｉｌｌ， ２０１４。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前，伊斯兰国际组织发展相对滞后。 伊斯兰国际组织萌芽于 ２０
世纪初，但初期发展较为缓慢，１９１４～１９６９ 年期间仅 １２ 个组织成立，且其中大部分成立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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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之后，早期的伊斯兰国际组织主要从事宣教活动，具有较强的宗教属

性，国际影响力相对有限。 该时期成立的代表性组织包括 １９２６ 年成立的世界穆斯林大

会（Ｗｏｒｌｄ Ｍｕｓｌｉｍ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１９６２ 年成立的伊斯兰世界联盟（Ｍｕｓｌｉｍ Ｗｏｒｌｄ Ｌｅａｇｕｅ）和
１９６９ 年成立的伊斯兰会议组织（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①。 上述组织在促

进伊斯兰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此后带动了一批伊斯兰国际

组织的成立，其影响可谓深远。
进入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伊斯兰国际组织发展呈现加速趋势，先后有 ２６ 个伊斯兰

国际组织成立。 这一时期成立的组织大多是伊斯兰会议组织和伊斯兰世界联盟的

附属组织，涉及领域开始多样化，从宗教领域逐步扩展至经济、媒体、文化、教育等领

域。②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伊斯兰国际组织的发展步入高峰期，先后共有 ５１ 个伊斯兰国

际组织成立。 在地域分布上，该时期成立的伊斯兰国际组织开始从少数几个伊斯兰

国家向整个伊斯兰世界以及美国和欧洲地区延伸，涉及领域进一步扩展至医学、工
程等科学技术领域。 在组织形态上，更多的民间社会力量开始加入组织建设，大量

国际伊斯兰非政府组织纷纷成立。③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之后，伊斯兰国际组织的发展进

入稳定期，９０ 年代共成立 ３０ 个组织，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成立 ４４ 个组织。 当代伊斯兰

国际组织不断适应世界形势与伊斯兰世界合作发展的需求，在金融、航天、信息科技

等新兴领域成立的组织数量稳步增长。④

伊斯兰国际组织的发展历程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第一，伊斯兰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影响。 国际组织的建立需要有

相应的物质保障和社会基础。 早期伊斯兰世界多处于西方殖民统治下，尚未建立构

成国际组织的基本单元———民族国家，当时伊斯兰世界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足以

支撑建立伊斯兰国际组织。 二战后，伊斯兰世界在民族独立运动中纷纷建立民族国

家，建立伊斯兰国际组织的基本要素才得以形成。 然而，当时发挥主要作用的是世

俗民族主义，伊斯兰世界对于建立基于伊斯兰信仰的国际组织的需求尚不明显。 随

·８７·

①
②

③

④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伊斯兰会议组织更名为伊斯兰合作组织（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成立的代表性组织包括伊斯兰教法学委员会（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Ｆｉｑ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世界清真寺最高

委员会（Ｗｏｒｌｄ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Ｍｏｓｑｕｅｓ）、伊斯兰发展银行（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国际伊斯兰救济组

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ｌｉｅ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伊斯兰广播联盟（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Ｕｎｉｏｎ），以及伊斯兰历史、艺
术和文化研究中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ｒｔ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等。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成立的代表性组织包括伊斯兰教科文组织（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伊斯兰医学科学组织（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伊斯兰世界科学院（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Ｗｏｒｌｄ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伊斯兰国家工程机构联合会 （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国际伊斯兰慈善组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ｈａｒｉｔａｂｌ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穆斯林援助”（Ｍｕｓｌｉｍ Ａｉｄ）等。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成立的代表性组织包括国际《古兰经》 诵读组织（Ｈｏｌｙ Ｑｕｒａｎ Ｍｅｍ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伊斯兰民航理事会（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ｉｖｉｌ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伊斯兰金融机构会计和审计组织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ｕｄｉｔ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世界清真食品委员会 （Ｗｏｒｌｄ Ｈａｌ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国际穆斯林学者组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ｕｓｌｉｍ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国际伊斯兰信息技术网络（ Ｉｎｔｅｒ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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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世俗民族主义现代化进程受挫，伊斯兰复兴运动激发了建立伊

斯兰国际组织的需求。 而中东地区石油资源的开发使得海湾诸国凭借其雄厚的经

济实力大力资助建立伊斯兰国际组织，奠定了伊斯兰国际组织的物质基础。
第二，国际和中东地区形势变化的影响。 国际组织的建立需要一个较为和平、

稳定的外部环境，二战后独立的伊斯兰国家有了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加强国家间

合作的需求日渐强烈，而伊斯兰复兴运动则进一步推动了建立伊斯兰国际组织的需

求。 同时，第三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战败、东耶路撒冷失守和阿克萨清真寺被

焚毁等中东地区重大事件刺激了伊斯兰国际组织的壮大。 圣地失守使伊斯兰世界

渴望团结的呼声日益强烈，伊斯兰国际组织由此进入了发展高潮期。
第三，新泛伊斯兰主义思潮兴起的影响。 伊斯兰世界始终存在主张建立超越地

域、国家和民族的伊斯兰共同体的泛伊斯兰主义思潮。 “民族国家作为源于西方并

已为世界广泛接受的政治共同体范式，尽管已经为伊斯兰世界所采纳，但却不是基

于伊斯兰文明的自然选择，而更多是在帝国遗产和殖民遗产基础上的被动选择，具
有典型的外缘性特征。”①新泛伊斯兰主义在民族国家基础上强调伊斯兰世界团结、
协作，是刺激伊斯兰国际组织产生发展的主要动因之一，这在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建

立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该组织“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战后关于建立伊斯兰统一体的

泛伊斯兰设想……标志着新泛伊斯兰主义关于伊斯兰统一体的设想的实现”②。
第四，地缘政治格局变动的影响。 国际组织一定程度上是地区大国的外交工

具。 伊斯兰国际组织的发展与伊斯兰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及大国整体战略息息相关。
在 ２０ 世纪中期世俗民族主义的影响下，埃及高举阿拉伯民族主义旗帜成为伊斯兰世

界的主导力量，因此这一时期伊斯兰世界主要建立的是阿拉伯国家联盟（Ｌｅａｇｕｅ ｏｆ
Ａｒａｂ Ｓｔａｔｅｓ）等基于民族团结与合作的区域性国际组织。 出于地缘政治斗争的需要，
沙特则高举伊斯兰团结的大旗进行抗衡。 伊斯兰世界联盟一定程度上就是沙特以

“伊斯兰团结”抗衡埃及“阿拉伯团结”的产物。 随着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失败，埃及在

伊斯兰世界地位下降，沙特则凭借雄厚经济实力，通过伊斯兰国际组织彰显自身的

“伊斯兰世界盟主”地位。
在空间上，１６３ 个伊斯兰国际组织共分布于 ４ 个大洲、３４ 个国家（见图 ２），其空

间分布具有三大特点。 第一，伊斯兰国家占绝对优势。 １０９ 个伊斯兰国际组织分布

在 ２２ 个伊斯兰国家；５４ 个伊斯兰国际组织分布在 １２ 个非伊斯兰国家，差距明显。
第二，集中分布于少数几个国家。 在整体上，伊斯兰国际组织分布并不平衡，这与国

家的综合国力及穆斯林人口的数量存在一定关系，索马里、阿富汗等综合国力较弱

的伊斯兰国家并没有伊斯兰国际组织分布，而英国、美国等具有一定穆斯林人口数

·９７·

①
②

刘中民：《伊斯兰的国际体系观》，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第 １０ 页。
金宜久：《新泛伊斯兰主义》，载《世界宗教研究》１９９５ 年第 ４ 期，第 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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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西方发达国家有较多的伊斯兰国际组织的分布。 第三，国家间差异明显。 从数

量上看，沙特（３１ 个）①、英国（２１ 个）②、巴基斯坦（１４ 个）③、美国（１３ 个）④、土耳其

（８ 个）⑤分布数量较多，其余国家的分布数量较少，且与上述国家差距较大，国家间

差异明显。

图 ２　 伊斯兰国际组织空间数量分布图

资料来源： Ｕｎ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ｅｄ．，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伊斯兰国际组织在空间上呈集中分布态势，集中在少数国家，且数量差距明显。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伊斯兰国际组织空间布局与发展程度的不平衡。 造成

这一现象的原因首先与国家的综合实力不平衡相关。 国际组织总部一般更倾向于

设在经济发达、社会稳定的大国，沙特、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埃及等伊斯兰世界

的大国，有能力也有意愿建立各类伊斯兰国际组织，以提升自身影响力。 其中，财力

雄厚的沙特大力支持伊斯兰国际组织的建设，在数量和实力上占明显优势。 很多伊

斯兰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落后，自身实力有限，更有一些国家仍处于内战和政

局动荡中，无法支持国际组织的建设，数量则相对较少。 此外，由于国际组织的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大国的支持，因此国家对外政策的侧重点也是造成伊斯兰国际组

·０８·

①
②

③

④

⑤

总部设在沙特的伊斯兰国际组织主要有伊斯兰合作组织、伊斯兰世界联盟及其下属组织。
总部设在英国的伊斯兰国际组织包括全球伊斯兰救济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ｌｉｅｆ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穆斯林之手

（Ｍｕｓｌｉｍ Ｈａｎｄｓ）等。
总部设在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国际组织包括世界穆斯林大会、世界伊斯兰宣教联合会（Ｗｏｒｌｄ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以及伊斯兰商业、工业及农业协会（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等。

总部设在美国的伊斯兰国际组织包括世界穆斯林慈善 家 大 会 （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Ｍｕｓｌｉｍ
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ｉｓｔｓ）、世界穆斯林社区理事会（Ｗｏｒｌｄ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Ｍｕｓｌｉｍ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北美伊斯兰与穆斯林研究协会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ａｎｄ Ｍｕｓｌｉｍ Ｓｔｕｄｉｅｓ）等。
总部设在土耳其的伊斯兰国际组织包括伊斯兰历史、艺术和文化研究中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ｒｔ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和伊斯兰青年对话与合作论坛会议（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Ｙｏｕｔｈ Ｆｏｒｕｍ ｆｏｒ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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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分布不平衡的重要原因。 沙特在外交上高举泛伊斯兰主义大旗、利用宗教外交来

加强其与伊斯兰国家和全球穆斯林的联系，维护其“伊斯兰世界盟主”的地位，伊斯

兰国际组织继而成为沙特推行外交政策和提升影响力的重要工具。 因此，由沙特发

起成立或总部设在沙特的伊斯兰国际组织数量多、层次高、影响大。 而埃及则重点

依靠阿拉伯民族主义展开对外战略，主要支持阿拉伯国家联盟等组织。
分布于英美等国的伊斯兰国际组织数量较多，甚至超过了部分伊斯兰国家，这

一特殊现象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首先，欧美穆斯林移民人口日益增多。 二战

后，西方国家的穆斯林移民数量不断增加，穆斯林移民群体建立相关组织的需求

增长，西方政府出于内部治理的需要也支持相关伊斯兰组织的建设。 其次，西方

自由主义平权运动发展迅速。 二战后，西方自由主义平权运动获得了较大话语

权，它强调性别、种族、族群与阶层之间的平等及对少数群体的权益保护。 英美等

国经济发展程度高，公民社会比较成熟，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相对完善，为伊斯兰国

际组织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社会环境。 最后，西方国家对伊斯兰世界施加后殖

民主义的影响。 西方国家是很多伊斯兰国家的前宗主国，全球殖民主义体系土崩

瓦解后，西方国家仍希望继续对前殖民地施加影响，一方面吸纳前殖民地移民以

扩充本国人力，另一方面支持伊斯兰国家流亡西方的人士建立国际组织并借此维

持对前殖民地的影响力。 因此，一些伊斯兰国际组织成为西方国家对伊斯兰世界

战略的一大抓手。 此外，分布于英美等国的伊斯兰国际组织多为非政府组织，重
点关注人权、慈善、文明对话等问题，致力于促进穆斯林与其他族群和谐相处及全

球穆斯林慈善救济。

二、 伊斯兰国际组织的组织维度分析

组织维度即国际组织内部体系和行政运行结构，主要取决于组织主体、组织地

域和组织形态三大要素。 首先，组织主体直接影响国际组织效力发挥的形式和程

度，按组织主体国际组织可分为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 政府间国

际组织因其成员是国家官方机构，能对成员国的内外政策产生直接影响，具有较强

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如联合国、伊斯兰合作组织等。 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

成员主要是民间团体、个人等，只能对政府发挥间接作用，但具有数量多、专业性强

等优势，如绿色和平组织、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等。 其次，组织地域主要指组织的地

域限制和影响范围，按组织地域国际组织可分为全球性国际组织和地区性国际组

织。 全球性国际组织在组织成员、议题设置和影响范围上具有全球性，如联合国、世
贸组织、伊斯兰世界联盟等；地区性国际组织因其地域限制对特定地区发挥影响，如
欧盟、东盟等。 组织形态指国际组织的内部结构、组织运行和权力分配情况，学界对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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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的组织形态有多种划分方法①，本文参考相关学术观点并结合伊斯兰国际

组织的实际情况，将伊斯兰国际组织按组织形态分为机构型、附属型、论坛型、协会

型和基金会五大类。 机构型是国际组织最基本的形态，即根据相关协议而成立的、
组织机构完善并具有实际运作能力的组织，如联合国、北约、伊斯兰合作组织等。 附

属型则是机构型的下属组织，其结构形态与机构型相似，虽是下属组织，但在某一领

域对外履行特定的职能，具有相对独立性，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伊
斯兰教科文组织等。 论坛型是以定期会议和论坛等主要形式协调立场和制定规则

的组织，如七十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Ｇ２０）等。 协会型主要是在某一专业领域的团

体协会，专业性是其最大特点，如世界气象组织等。 基金会是利用外部捐赠的财产

对外开展公益性、非营利性活动的国际组织，如世界自然基金会、伊斯兰团结基金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 Ｆｕｎｄ）等。
依据组织主体、地域和形态三大指标及其次级指标，本文将伊斯兰国际组织作如

下分类（见表 ２），它们呈现以下特点：第一，在组织主体层面，非政府组织②占据多数，
政府间组织数量虽不占优势，但因其成员为国家政府，综合实力、执行力和影响力都远

超过非政府组织，如伊斯兰合作组织、伊斯兰发展银行等在全球均具有一定影响力，在
全球伊斯兰热点问题上拥有较强发言权。 非政府组织重点聚焦于宗教文化、慈善救济

等领域，在加强全球穆斯林团结和保护穆斯林少数族裔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
在组织地域层面，全球性组织占据多数，地区性组织③仅占少数，数量众多的全球性组

织能在不同层次和领域开展全球伊斯兰事务合作，地区性组织主要关注本地区具体事

务，在数量、规模和影响力上与全球性组织存在较大差距。 第三，在组织形态方面，机构

型组织占据多数，附属型组织居于其次，而协会型④、论坛型⑤和基金会⑥等形态的伊斯

兰国际组织相对较少。 大部分附属型组织的结构形态与机构型组织基本一致，两者仅

·２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有的将国际组织划分为协定性组织、论坛性组织、协定性组织的辅助机构和内部机构、国际多边条约

的执行机构和其他形式的组织或机构五大类，参见于永达：《国际组织（第二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９～１０ 页。 有的将国际组织划分为服务型组织和论坛型组织，参见 Ｒｏｂｅｒｔ Ｗ． Ｃｏｘ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Ａｎａｔｏｍｙ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３， ｐｐ． ５－６。

国际伊斯兰非政府组织主要有世界穆斯林大会、伊斯兰世界联盟及其下属组织，以及国际伊斯兰慈善组

织、世界清真食品委员会、伊斯兰国家工程机构联合会、国际伊斯兰对话论坛等。
地区性伊斯兰国际组织主要有欧洲伊斯兰组织联合会（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东

南亚及太平洋地区伊斯兰宣教委员会（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Ｄａ ｗａ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非洲伊

斯兰人口与发展组织（Ａｆｒｉｃ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等。
协会型伊斯兰国际组织主要有国际伊斯兰哲学学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伊斯兰

国家统计学学会（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欧洲清真食品委员会（Ｈａｌａｌ Ｆｏｏｄ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等。

论坛型伊斯兰国际组织主要有伊斯兰国家君主、元首和政府首脑峰会（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ｕｍｍｉｔ ｏｆ Ｋ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ｄ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国际伊斯兰对话论坛（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 ｆｏｒ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伊斯兰青年对话

与合作论坛会议等。
国际伊斯兰基金会主要有伊斯兰团结基金、伊斯兰发展团结基金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 Ｆｕｎｄ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世界伊斯兰经济论坛基金会（Ｗｏｒｌｄ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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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隶属关系上有所不同。 从附属型组织的隶属关系来看，大多数附属型组织都隶属于

伊斯兰合作组织①和伊斯兰世界联盟②的体系内，这些附属型组织具有相对独立性，在
各自的专业领域具有较强的影响力，但仍在伊斯兰合作组织与伊斯兰世界联盟组织体

系内开展活动，如伊斯兰发展银行、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等。

表 ２　 伊斯兰国际组织组织维度分析表

指标 组织主体 组织地域 组织形态

分类 ／数量

（个）

政府间组织（５７）
３５％

非政府组织（１０６）
６５％

全球性（１４０）
８６％

（５７）

（８３）

地区性（２３）
１４％

附属型（４２）

机构型（６）

论坛型（６）

基金会（３）

机构型（４１）

协会型（１７）

附属型（９）

基金会（９）

论坛型（７）

协会型（１１）

机构型（１０）

论坛型（２）

合计 １６３ １６３ １６３

资料来源： Ｕｎ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ｅｄ．，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国际组织的内部结构与权力运行是影响其治理功能发挥的重要因素。 目前伊

斯兰国际组织的结构形态依然较为单一，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治理功能的发挥。
大量国际伊斯兰非政府组织在加强全球伊斯兰团结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但囿于组

织主体的现状，其影响力难以同政府间组织相比，因此伊斯兰合作组织及其体系内

组织优势明显。 未来，伊斯兰国际组织在丰富组织形态、优化治理结构和突出主体

·３８·

①

②

隶属伊斯兰合作组织的附属型组织主要有圣城委员会（Ａｌ⁃Ｑｕｄ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伊斯兰国家顾问联合会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国际伊斯兰银行协会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Ｂａｎｋｓ）、国际伊斯兰法院（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国际伊斯兰教法学学院（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Ｆｉｑｈ
Ａｃａｄｅｍｙ）、伊斯兰发展银行、伊斯兰教科文组织、伊斯兰国家首都和城市组织（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ａｐｉｔａｌｓ ａｎｄ
Ｃｉｔｉｅｓ）等。

隶属伊斯兰世界联盟的附属型组织主要有伊斯兰教法学委员会、国际《古兰经》与“圣训”科学标志委员

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Ｓｉｇ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Ｑｕｒ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ｎｎａｈ）、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ｌｉｅ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世界清真寺最高委员会、国际《古兰经》诵读组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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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等方面有待进一步提升。

三、 伊斯兰国际组织的议题维度分析

议题维度即国际组织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的活动领域，某一议题领域内的

组织数量反映了国际社会对该议题领域的总体关注度、需求度及资源投入力度。
在议题设置上，伊斯兰国际组织涵盖 １４ 个领域①（见图 ３），它们有以下特征：第

一，综合领域的组织数量虽不多但实力与影响力明显占优。 这些组织借助自身在全

球伊斯兰热点问题上的话语权施加影响力并通过体系内的附属组织在各自领域内

发挥着引导议题的作用。 第二，专业性组织分布在经济、工程科技、文化、社会、医
学、媒体、教育、政治等领域②，这些组织借助统一的伊斯兰信仰进行专业领域合作，
旨在提升伊斯兰世界的行业合作及专业技术水平。 其中，经济、科技、社会、慈善领

域的伊斯兰国际组织数量占明显优势，一方面反映出当前伊斯兰世界开展国际合作

的现状，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伊斯兰世界对经济增长、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

求。 第三，宗教领域的组织③数量最多，重点关注宣教、教法、清真寺等事务，旨在通

过开展全球性宗教活动，加强伊斯兰国家和全球穆斯林的文化认同，巩固伊斯兰教

作为伊斯兰世界国际合作的基础地位。 第四，社会发展领域的伊斯兰国际组织④关

·４８·

①

②

③

④

部分组织实际的活动领域不限于单一领域，为便于统计和分析，本文仅将组织活动的最重要领域作为

代表，即一个组织对应一个议题领域。 另外，伊斯兰合作组织、伊斯兰世界联盟等组织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因
此将这一类组织归为综合领域。

经济领域的伊斯兰国际组织主要有伊斯兰发展银行、伊斯兰贸易发展中心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ｅ）、伊斯兰金融服务委员会（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Ｂｏａｒｄ）、伊斯兰国际评估机构（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ａｔｉｎｇ Ａｇｅｎｃｙ）等。 工程科技领域的伊斯兰国际组织主要有伊斯兰国家工程机构联合会、伊斯兰世

界科学院、伊斯兰合作组织⁃科学技术与创新组织（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ＩＣ）等。
文化领域的伊斯兰国际组织主要有伊斯兰教科文组织，伊斯兰历史、艺术和文化研究中心，伊斯兰团结体育联

合会（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 Ｓｐｏｒｔｓ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等。 社会领域的伊斯兰国际组织主要有伊斯兰国家统计、经济和社会

调查与培训中心（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伊斯兰国家

首都和城市组织、伊斯兰民航理事会、非洲伊斯兰人口与发展组织等。 医学领域的伊斯兰国际组织主要有伊斯

兰医学组织、伊斯兰医学学会联合会（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国际伊斯兰热带医学网络

（ Ｉｎｔｅｒ⁃Ｉｓｌａｍｉｃ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ｎ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等。 媒体领域的伊斯兰国际组织主要有伊斯兰国际通讯社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Ｎｅｗｓ Ａｇｅｎｃｙ）、伊斯兰广播联盟、伊斯兰合作组织宣传监管机构论坛（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ｕｍ）等。 教育领域的伊斯兰国际组织主要有伊斯兰世

界大学联合会（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Ｗｏｒｌｄ）、世界阿拉伯⁃伊斯兰国际学校联合会（Ｗｏｒｌｄ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ａｂ⁃Ｉｓｌａｍｉ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ｓ）等。 政治领域的伊斯兰国际组织主要有伊斯兰国家君主、元首和

政府首脑峰会，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议会联盟（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 Ｕｎ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ＩＣ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等。
如伊斯兰教法学委员会、国际《古兰经》与“圣训”科学标志委员会、世界清真寺最高委员会、国际《古

兰经》诵读组织、国际伊斯兰教法学院等。
如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国际伊斯兰慈善组织、伊斯兰援助（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Ａｉｄ）、国际穆斯林童子军联盟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ｓｌｉｍ Ｓｃｏｕｔｓ）、国际伊斯兰妇女与儿童委员会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ｆｏｒ
Ｗｏｍｅ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伊斯兰合作组织常设独立人权委员会 （ＯＩＣ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国际伊斯兰对话论坛、世界穆斯林青年大会（Ｗｏｒｌｄ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ｏｆ Ｍｕｓｌｉｍ Ｙｏｕｔ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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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的议题涵盖慈善、救济、妇女、儿童、青年、人权、文明对话等。 慈善救济和少数群

体权利保护是这类组织工作的重点领域，它们通过自身网络，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慈

善救济和倡议宣传活动，在促进社会公正和世界和平发展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

图 ３　 伊斯兰国际组织议题分布图

资料来源： Ｕｎ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ｅｄ．，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综上，伊斯兰国际组织议题设置多元，主要集中分布在伊斯兰热点问题、宗教宣

传、专业技术和社会发展等领域。 全球治理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需要有宽广的治

理视野和专业的治理能力，未来伊斯兰国际组织需逐步扩展议题领域，进一步聚焦

议题关注度，全面提升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

四、 伊斯兰国际组织的发展动因与治理实践

伊斯兰国际组织伴随伊斯兰世界融入现代国际体系而发展壮大，其发展动因主

要体现在内外两个层面。
内部需求是伊斯兰国际组织发展壮大的根本动力。 首先，共同的伊斯兰信仰是

伊斯兰国际组织发展壮大的文化基础。 伊斯兰文化通过共同的宗教信仰、生活方

式、历史记忆与价值观念，将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的穆斯林联合在一起。 共同的伊

斯兰信仰所产生的亲密感、认同感与信任感是伊斯兰国际组织发展壮大的重要基

石。 其次，伊斯兰世界内部面临的治理问题是伊斯兰国际组织建立并参与治理的现

实需求。 当前，伊斯兰世界面临恐怖主义、经济落后、教派主义、社会动荡等一系列

内部问题，解决内部治理难题、弥合伊斯兰国家之间矛盾和加强伊斯兰世界团结是

伊斯兰国际组织的重要责任和发展动力。 最后，伊斯兰世界大国的推动是伊斯兰国

际组织发展的有力保障。 沙特、巴基斯坦等主要伊斯兰国家都十分重视伊斯兰国际

组织，将其视为拓展影响力的重要平台，都力图通过主导这些组织的议题设置在伊

斯兰世界发挥引领作用。 为此，主要伊斯兰国家向伊斯兰国际组织提供了诸多资

源，并积极参与组织内部的各项事务。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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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环境是伊斯兰国际组织发展壮大的助推力量。 首先，伊斯兰世界面临的外

部挑战为伊斯兰国际组织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 当代伊斯兰世界在全球政治、经济

和文化等领域长期面对西方国家的强势压力和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军事优势。
日益严峻的外部挑战刺激了伊斯兰国家以宗教为纽带建立各类伊斯兰国际组织来

共同应对外部挑战。 其次，顺应当前区域化趋势是伊斯兰国际组织发展的必然选

择。 当代区域集团化趋势日益明显，国际组织的作用愈发突出，伊斯兰国家加强伊

斯兰国际组织的建设，是其顺应时代的必然选择。
经过多年的发展，伊斯兰国际组织已成为参与全球治理的一支独特力量，其治

理实践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政治领域。 伊斯兰合作组织是伊斯兰国家在政治领域最重要的合作平

台。 在合作机制上，伊斯兰合作组织定期召开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和外长会议，讨
论全球伊斯兰热点问题，发布相关政策声明表明立场，如遇紧急情况，还会召开伊斯

兰国家特别首脑峰会和特别外长会议。 在议题设置上，伊斯兰合作组织特别关注地

区冲突、恐怖主义、穆斯林少数族裔等重大问题。 例如，针对以色列关闭阿克萨清真

寺并禁止穆斯林前往礼拜的情况，伊斯兰合作组织于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 日举行外长级特

别会议，谴责以色列的单方面行动，并警告其不要再采取类似措施。 在行动上，伊斯

兰国际组织积极参与热点问题的协调与调解工作，如针对菲律宾南部摩洛穆斯林问

题，伊斯兰合作组织与利比亚、印尼等国积极斡旋，在 １９９６ 年促成摩洛民族解放战线

和菲律宾政府达成和平协议，成立棉兰老穆斯林自治区，缓和了当地紧张局势。 伊

斯兰合作组织还积极与联合国、欧盟等其他国际组织一道，共同参与叙利亚问题的

调解。 伊斯兰世界联盟等其他伊斯兰国际组织也通过召开会议、发布声明等多种形

式参与热点问题的治理。 但总体而言，伊斯兰国际组织参与政治领域合作与治理的

能力及其发挥的影响力仍十分有限，即使是影响力最大的伊斯兰合作组织，也因缺

乏必要的问责能力和强制性措施，导致其会议与声明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效力，
更遑论其他的伊斯兰国际组织。

第二，经济领域。 伊斯兰世界内部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加强内部贸易联

系、建立统一的伊斯兰金融体系和市场体系、提升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一直是各伊斯

兰国家的共同呼声。 目前，从事经济领域活动的伊斯兰国际组织数量较多，反映了

各伊斯兰国家对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的旺盛需求。 例如，伊斯兰发展银行致力于建立

伊斯兰金融体系，根据伊斯兰教法禁止利息的原则向伊斯兰国家和穆斯林团体提供

无息贷款，支持落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伊斯兰发展银行同时还加大对伊斯兰国

家的投资力度，尤其是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 伊斯兰贸易发展中心等专业性组织在

促进伊斯兰国家间的贸易合作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 此外，伊斯兰团结基金、伊斯

兰发展团结基金等基金会利用募集到的资金对落后地区进行发展援助，对实现伊斯

兰世界整体均衡发展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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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文化领域。 以伊斯兰教科文组织为代表的文化类国际组织注重通过伊斯

兰文化活动加强全球穆斯林的集体认同与相互之间的亲近感。 如国际《古兰经》诵
读组织举行的《古兰经》背诵大赛和赠送《古兰经》活动，在伊斯兰世界和非伊斯兰国

家穆斯林社群中具有广泛影响力。 在极端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日益加剧的当前，
以伊斯兰世界联盟为代表的组织通过举办研讨会宣传中正、温和、包容的伊斯兰思

想，发表声明谴责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举办文明对话活动，加强不同信仰群体的理

解与沟通。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伊斯兰世界联盟在马来西亚举办“合作、包容与文明对话”
国际研讨会，①并与马来西亚方面合作建立了“萨勒曼国王国际和平中心（Ｋｉｎｇ
Ｓａｌｍａ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② 此外，伊斯兰国际组织还通过捐建清真

寺、培训教职人员、建立伊斯兰文化中心和国际伊斯兰大学等方式，巩固并加强伊斯

兰世界的团结。
第四，社会领域。 以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国际伊斯兰慈善组织为代表的伊斯

兰组织积极参与赈灾救济、援助济困、扶贫开发等工作，一方面通过赈灾救济等短期

项目向因战争或自然灾害遭受生存危机的穆斯林提供紧急援助，缓解全球人道主义

危机；另一方面通过扶贫开发等长期项目，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参与全球

治理。 此外，一大批活跃在医疗、科技、教育等领域的专业性组织对促进伊斯兰世界

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 结语

当前，以国际组织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性正在不断提

升，宗教认同不仅是伊斯兰国际组织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而且在穆斯林群体内

部拥有特殊的精神号召力和现实影响力。 宗教在影响伊斯兰国际组织议题设置和

活动方式的同时，也成为全球治理可借助的重要资源。 当前，欧洲穆斯林难民问题、
全球宗教极端主义蔓延、“伊斯兰恐惧症”突显等问题已成为全球治理的热点，也是

伊斯兰国际组织参加全球治理面临的重要课题。
伊斯兰国际组织参与全球治理有其独特的影响力和资源优势。 一方面，宗教在

建构道德话语和行动准则方面具有特殊优势，共同的宗教信仰使伊斯兰国际组织在

影响认知、塑造议题和形塑行为方面具有无形影响力。 这种影响力虽难以量化，但
在具体治理行动上有其独特效果。 例如，在菲律宾南部冲突问题上，伊斯兰合作组

织是各穆斯林派别的中间人，既促成摩洛民族解放阵线与菲政府签订停火协议，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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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了与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的联络工作。① 另一方面，网络资源优势。 伊斯兰国

际组织凭借其基于伊斯兰信仰的全球网络，在国际社会层面筹集并分配资源，这种

网络资源优势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自身全球治理的能力。 但与其他类型的国际组织

相比，伊斯兰国际组织无论在数量还是在影响力方面均存在差距，参与全球治理的

局限性较为明显。 首先，伊斯兰国际组织缺乏专业技能和问责手段，使其治理行动

常常难以落实。 其次，伊斯兰国际组织在参与热点问题治理时往往带有明显偏袒伊

斯兰一方的倾向，导致其治理行动会有失公允。 最后，伊斯兰国际组织在全球推动

强化伊斯兰信仰、支持伊斯兰事业的宣教活动极易引起其他国家的反感和警惕。 此

外，“伊斯兰宗教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来源与去向是目前受到最多质疑的问题之一”②，
其活动的目标、内容和方式也有一定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因此部分国家对其活动进

行了一定限制。
在全球宗教复兴的背景下，伊斯兰国际组织将进一步发展壮大，并将更加深入

地参与全球治理尤其是“涉伊斯兰问题”的治理。 因此，加强对伊斯兰国际组织的外

交，对于深化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和提升中国全球治理能力具有特殊意义。 同

时，还应加强对伊斯兰国际组织在华活动的监督与管理。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正式施行

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规定，“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不得从事

或者资助营利性活动、政治活动，不得非法从事或者资助宗教活动。”③新修订的《宗
教事务条例》也明确规定，“各宗教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宗教团体、宗教院校、
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④因此，中国应该在充分了解伊斯

兰国际组织机构特点和运行模式的基础上，加强对伊斯兰国际组织尤其是伊斯兰宗

教非政府组织的监管，防止部分境外非法势力的渗透。

（责任编辑： 李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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