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非中东变局及其影响

  [编者按 ] 2010年底起于突尼斯、2011年以来迅速扩散的北非、中东动荡引起了世界广泛关

注,其发生的根源、发展趋势及其影响、对中国的启示及中国的应对也是目前我国政界、学界集中探

讨的热点问题。当前中东变局的深层根源是什么? 骨牌效应会扩散到哪里? 会不会改变中东政治

力量对比甚至重塑中东战略格局? 会不会影响全球战略态势? 中东变局对中国的经济影响与战略

影响如何? 中国从中东变局的发生根源及其影响中可得到些什么启示? 围绕这些问题, 中国现代

国际关系研究院 5现代国际关系 6杂志社于 2011年 3月 10日举办了题为 /当前北非、中东变局及

其影响 0的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国防大学、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 20多位专

家学者与会。他们从不同角度就上述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现将部分与会专家学者的主

要观点辑录如下,以飨读者。

北非中东政治变局原因初探

东方晓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研究员 )

  到目前为止,从突尼斯开始的政治变革风暴已

经刮走了本 #阿里和穆巴拉克两位阿拉伯政治强

人,使一个国家 (利比亚 )爆发内战, 而各种类型的

游行示威活动更是呈蔓延之势。就像 1991年和

2001年,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局之年, 中东又

一次陷入难以预测的政治风暴当中。

万事都有个缘由。虽然这场政治风暴还在持

续,中东各国情况千差万别,获取信息的渠道也十分

有限, 但我们还是试图找一找发生这场剧变的深层

原因。第一,从事件引爆者的身份找原因。中东这

场政治风暴始于突尼斯街头小贩、26岁的大学毕业

生默罕默德 #布瓦奇奇走投无路而自焚身亡这一偶

然事件。我们从这一事件中读出的信息主要有三:

青年、大学毕业、城市街头小贩。据统计, 中东国家

人口的增长速度和每个育龄妇女所生子女数目只比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略低。在迅猛增长的人口中,

15- 25岁的青少年比例非常高, 大约在一半以上。

20世纪 70年代以来,随着石油收入的增长, 大部分

阿拉伯国家开始了迅猛的城市化进程。根据联合国

相关机构统计, 阿拉伯国家 55% 的人口居住在城

市, 而像开罗、阿尔及尔、利雅得、的黎波里、巴格达

这样的首都,聚居的人口往往在国家总人口中占有

极高的比例, 比如, 埃及人口约 8000万, 开罗就有

1800万。同时,阿拉伯国家受过中等以上教育人口

的比率在发展中国家也是比较高的,大约占 22. 7%,

这一比例不仅高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南亚地

区,甚至高于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由

此, 我们似乎可以勾勒出这次政治变局的基本动因:

当如此众多的、年轻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拥挤在

无法提供安身立命条件、畸形发展的城市里的时候,

政治变动的基本条件就具备了。我们从有限的资料

中看到, 摩洛哥受过中等以上教育者的失业率为

45. 3% ,阿尔及利亚为 54. 2%。

第二, 从危机爆发的时间点找原因。 2006年

底, 次贷危机在美国爆发, 随后席卷了欧洲和日本。

在次贷危机中,我们看到的是房地产泡沫破裂、金融

公司和银行破产、股市急剧下挫。 2009年底, 迪拜

债务危机爆发, 随后逐渐蔓延到欧洲的冰岛、爱尔

1

5现代国际关系6  2011年第 3期



兰、希腊等国, 引发主权债务危机。在这一波危机

中,人们谈论的已不只是公司倒闭、银行关门, 而是

国家破产问题。 2010年底, 北非、中东国家的政治

动乱开始上演,比起欧美国家, 阿拉伯国家的承受能

力更差,在这里上演的不是银行和公司倒闭,也不是

国家负债过高,而是基本的民生问题更加恶化,引爆

街头政治,进而出现改朝换代和血腥的内战。我们

也许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仔细研究这场危机的传导

过程、作用机制, 不过仅凭直觉我们就会发现, 当漫

天飞舞的美元不断飘向全球、当包括粮食在内的大

宗商品价格如断线的风筝直飞云端时, 阿拉伯国家

那些最贫困的人就只能引火自焚了。

第三,从更宽泛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找原因。

就像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一样,阿拉伯国家也是被强

行拉入现代化进程之中的, 由于地缘、政治和宗教、

文化等方面的特殊性, 阿拉伯国家比别的国家和地

区更为强烈地感受到现代化之中的西方化, 某种被

包围、被异化、被西方强迫的感觉长期在社会中广泛

存在。当冷战结束、全球化进程加速、发展中国家开

始分化之时,阿拉伯人的这种感觉更为强烈。沙特

因其在能源领域的巨大影响得以跻身 G20国家之

列,而大部分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埃及不仅在全球政

治中无足轻重,甚至在地区事务中也逐渐失去了应

有的作用。阿拉伯国家是全球化进程的落伍者、失

败者, 从普通民众到社会精英, 失望、失落的情绪到

处蔓延。另一方面, 全球化进程至少在两个方面为

政治动乱准备了条件。其一,利用特权,也有的利用

自己的才华,一些人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了财富迅

猛积累,整个社会的贫富分化鸿沟变得更为广阔;其

二,全球化也使得人们比从前更容易获得知识和信

息,人们不仅更容易对比自己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差

别,也更容易了解身边的有钱人与穷人之间的不同。

第四,通过政治变局的性质看原因。 20世纪 50

年代, 民族主义在中东广泛流行,纳塞尔领导的革命

推动了整个地区变革;从 70年代开始,伊斯兰复兴,

或者更笼统地说是带有伊斯兰特征的各种思潮和社

会、政治运动席卷整个中东地区, 这场运动很大程度

上是在内政、外交等方面对民族主义的反动;当前的

这场政治变局把矛头对准盛行于这一地区的威权政

治,对伊斯兰主义的各种政治选项也不感兴趣。因

此, 我基本上将之定性为民主主义运动,是阿拉伯人

民 (或者更为宽泛地说中东地区人民 )现代历史上

的第三次意识觉醒,它试图寻找阿拉伯经济社会发

展的新的道路。也许,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

蚤, 这场运动不一定会带来中东地区政治民主化,甚

至可能为伊斯兰主义再次高涨清除路障。然而, 我

们无法否认,在突尼斯和埃及的政治事变中,民众的

抗争并没有在伊斯兰主义中寻找传统的武器, 其矛

头所指主要是家族、政党或个人对国家权力的长期

垄断。由此我们约略可以看出这场政治变局的内在

逻辑:其一, 50年代民族主义革命之后形成的政治

体制,对内无法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持续性、公正

性, 对外无法捍卫国家和民族独立自主及基本尊严,

而长期垄断国家权力的家族或个人已成为全民公

敌。其二,从 70年代盛行于这一地区的各种牌号的

伊斯兰主义 ) ) ) 回到先知时代的传统的 /萨拉菲亚

运动 0、伊朗的 /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 0、还

有更广泛的 / Islam is so lut ion0召唤 ) ) ) 也不能为阿

拉伯国家的复兴和发展提供动力和解决方案。

美国著名中东历史学者伯纳德 # 刘易斯说:

/中东地区在 20世纪的最后 10年面临着两个重大

的危机。其中一个是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危机, 指的

是由于经济损失和更麻烦的经济乱象所导致的困境

及其社会后果。另一个是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危机,

指的是共识的崩解,这种共识乃是一套人们普遍接

受的规矩和原则, 政权赖之以运作, 没了它, 社会就

无法运作。0

我深以为然。阿拉伯民众在推翻威权主义政治

方面正在形成共识, 与此同时却破坏了已有的 /规

矩和原则 0。更为严峻的是, 他们可能在短时间内

无法对未来政治和经济发展形成共识,难道说阿拉

伯乃至整个中东地区正在进入一个崩解时代?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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