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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5 月下旬，达沃斯论坛公

布《2010 年全球贸易促进报告》，突尼

斯在参与评比的 125 个国家中排名第

38 位，位列非洲地区第二位和马格里

布地区首位。突尼斯通讯部长乌萨马·鲁

姆扎尼 2010 年 8月在伦敦自豪地宣称：

“突尼斯在创建现代社会和经济活力方

面的成功经验为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提

供了一个好的榜样。”然而四个多月后，

突尼斯就爆发了所谓“茉莉花革命”，

执政 23年的老总统本·阿里被迫辞职，

仓皇逃亡沙特阿拉伯，突尼斯发生了天

翻地覆的变革。从“突尼斯榜样”到本·阿

里下台，这其中经历了怎样的历程？

独立后的曲折发展道路

突尼斯无论是国土面积还是人口

规模在非洲都算是一个小国。突尼斯

1956 年 3 月赢得独立，著名爱国主义

政治领袖、“新宪政党”主席布尔吉巴

于 1957 年 7 月就任突尼斯共和国第一

任总统。突尼斯在独立之初继承殖民

遗产，奉行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政策，

1961 年，开始提倡“宪政社会主义”

思想。布尔吉巴重用本·萨拉赫，请他

在突尼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64 年

11 月，布尔吉巴宣布将执政党“新宪

政党”正式更名为“社会主义宪政党”，

显示了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本·萨拉赫领导的团队于 1961 年

制定了 1962 ～ 1971 年十年发展计划，

决定通过社会主义经济政策来引导突尼

斯的社会主义。这种政策的核心是“合

作制度”，先在农业领域实行，然后向

商业和其他部门推广。1964年5月12日，

突尼斯国民议会宣布国家没收所有欧洲

人拥有的大约 75 万英亩的土地，拉开

了农业国有化和现代化的序幕。本·萨

拉赫的改造计划伤害了一批民族资本家

的利益，造成了激烈的社会和政治矛盾，

布尔吉巴于 1969 年 11 月免去本·萨拉

赫的职务，1970 年以叛国罪判处他十年

徒刑。此后突尼斯不再对国民经济进行

社会主义改造，相反，布尔吉巴开始实

行渐进和宽松的经济自由化政策。

按照 1959 年实施的《突尼斯宪法》

的规定，突尼斯总统最多只能任期两

届。但在布尔吉巴的唆使下，1975 年

3 月突尼斯国民议会经表决修改了宪法

规定，使布尔吉巴成为终身总统。突尼

斯自独立后一直实行一党专政，在社会

矛盾逐渐尖锐的情况下，1981 年 4 月，

布尔吉巴宣布在当年 11 月举行的议会

选举中，任何赢得 5%选票的政治组织，

都将被正式承认为一个政党。同年 6月

5 日，“伊斯兰趋向运动”成为一个独

立政党。1987 年 3 月，该党领导人加

努西未经允许在清真寺发表演讲，布尔

吉巴坚持将他和其他 99 名成员逮捕并

审判，引起当局和民间关系空前紧张。

为避免社会矛盾恶化和流血事件的发

生，同年 11 月 7 日，总理宰因·阿比

丁·本·阿里在军方支持下，援引宪法

第 57 条的规定，以总统因病不能履行

职责为由，宣布时年 84 岁、在位长达

30 年的布尔吉巴辞去总统职位，他自

己取而代之。虽然这明显是一场不流血

的军事政变，但还是得到了社会各界的

广泛支持。

本·阿里创造“突尼斯榜样”

本·阿里就任总统后，对政治和经

济体制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最终创造

了广受国际社会赞誉的“突尼斯榜样”。

在政治上，本·阿里倡导“法制、

民主、开放”思想，于 1988 年 2月将“社

会主义宪政党”更名为“宪政民主联盟”，

突出和强调该党的民主色彩。1989 年 4

月，突尼斯举行了首次有多党参加的议

会选举，尽管执政党囊括了所有 141 个

席位，但这仍然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此后，宪政民主联盟在历次国民议会选

举中都获得压倒性优势。突尼斯选举

投票率一直很高，2009 年投票率高达

89.45%。很显然，执政党“宪政民主

联盟”在突尼斯政坛拥有绝对的控制力

和主导地位。

在经济上，本·阿里决定深化国民

经济的“结构调整”，积极奉行自由化

和私有化政策。突尼斯的结构调整开始

于 1986 年 8 月，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资金支持。据估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向突尼斯

“结构调整计划”提供了大约 8亿美元

的贷款，有利地推进了突尼斯的经济自

由化水平。

进入 90 年代，面对经济全球化的

挑战，突尼斯又推行新的经济改革和

结构调整，旨在适应与欧盟贸易关系

的要求。

通过一系列改革和调整，突尼斯经

济已经成功地实现了转型，具备了较强

的国际竞争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近 20

年来突尼斯GDP 年均增长率达到了惊

人的 5%，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和肯定。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盛赞“突

尼斯是一个在贸易自由化方面值得新

兴国家效仿的榜样”。所谓突尼斯榜样，

不单单指突尼斯的经济发展方式，而是

从“突尼斯榜样”到本·阿里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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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阿里在晚年又走上了前任的老路，犯了与他前任一样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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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突尼斯政治、经济和社会总的发展道

路。这条道路的核心是如何处理“稳定”

与“发展”的关系，用一句话来概括，

就是“以稳定求发展，以发展促稳定”。

突尼斯的成功经验，就在于较好地处理

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获得经济较快

发展的同时，也长期保持了政治和社会

的稳定。

突如其来的抗议示威

然而，2010 年年底的一个偶然事

件，却打破了突尼斯的长期稳定，直

接导致了本·阿里于 1 月 14 日下台。

去年 12 月 17 日，突尼斯待业青年布

阿齐兹因不堪警察殴打而自焚身亡。

这一事件在突尼斯青年人当中引起强

烈反响，引发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

运动。虽然本·阿里在 12 月 29 日宣

布部分改组内阁，又在 1 月 12 日派军

队进驻首都街头和实行宵禁，也未能

有效平息事态。1 月 13 日本·阿里又

承诺将在 2014 年任期届满后不再谋求

连任，但示威群众执意要求他立即辞

职。最后，在得不到军方和党内高层

拥戴的情况下，本·阿里只好携家人

流亡异国他乡。

平心而论，突尼斯经济在非洲和

阿拉伯国家当中都不是最糟糕的，突

尼斯社会也不是最落后的，突尼斯政

治也不是最专制的，可为什么突尼斯

成为此次北非剧变的领头羊？除了待

业青年布阿齐兹自焚这个偶然因素之

外，还有没有其他必然因素？从此次

突尼斯抗议群众的呼声来看，他们将

矛头直指本·阿里总统及其家族。无

独有偶，埃及、利比亚和也门群众示

威的口号也是直指几十年在位的老总

统（或老领袖）及其家人。也许从这

个意义上讲，政治换代和继承问题才

是导致西亚北非剧变最重要的原因。

前文说到，当年布尔吉巴总统在

位 30 年，最后被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

亲信本·阿里逼宫黯然下台。本·阿

里在上台之初，为了防止类似悲剧再

次重演，采取了限制总统任期的措施。

1988 年 7 月 12 日，国民议会通过了宪

法修正案，删除了总统终身任期等条

款，明确了总统任期一届五年、可连

任两届的规定。1989 年 4 月，突尼斯

举行了修宪后的首次总统选举，本·阿

里作为执政党的惟一候选人轻松当选。

五年以后，1994 年本·阿里以高票成

功蝉联总统。按说本·阿里的总统任

期应该到 1999 年结束，那时他将年满

63 岁。可是本·阿里不愿就此下台，

于是在执政党的操纵下，国民议会于

1998 年 10 月又通过宪法修正案，将总

统的任期增加到三届即连任两次。

1999 年，本·阿里在第一次有多

党和多位候选人参加的总统选举中高

票当选。进入 21 世纪新千年，本·阿

里再次面对总统任期上的瓶颈。这一

次本·阿里没有简单地通过议会来修

改宪法，而是诉诸人民。2002 年 5 月

突尼斯举行独立后首次全民公决，结

果又一次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干脆取

消了对总统连任次数的限制，将总统

候选人的年龄上限由原来的 70 岁增至

75 岁。这次修正为本·阿里竞选 2004

年及 2009 年总统职位扫除了法律上的

障碍，他在晚年又走上了布尔吉巴的

老路，犯了与他前任一样的错误。

本·阿里长期执政，从正面的积

极因素来说，保持了国家的政治稳定

和经济发展。但从负面的消极因素来

看，则是造成了严重的个人崇拜、家

族腐败和政治黑暗。这反过来又为突

尼斯社会的长远发展尤其是社会稳定

埋下了隐患。在突尼斯多数公共建筑

物和主要街道上，都能见到本·阿里

的巨幅画像。称赞和表扬本·阿里的

宣传广告充斥新闻媒体，突尼斯新建

成的国际机场也以本·阿里的名字命

名。甚至本·阿里的妻子莱拉也受到

执政党的吹捧，其画像常常与本·阿

里一同悬挂或摆放。个人崇拜的结果

是本·阿里被置于高高在上的位置，

其权威和威信不容挑战，任何对总统

的正常批评行为都有可能被当局视为

污蔑和诋毁之举，从而受到不应有的

政治歧视或迫害。

本·阿里下台对他个人也是一场悲

剧，毕竟多年来他为突尼斯的发展和进

步做出了巨大贡献。真可谓“一世英名，

毁于一旦”。本·阿里的教训在于，一

个国家不能把稳定和发展的希望寄托在

一个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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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成为此次北非剧变的领头羊。

>>外媒称本·阿里

中风，病情危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