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苏联解体前居然抱怨买不到手纸。对于一个能送

卫星上天的国家来说,这绝不是能力不行,而是因为

沟通不畅没有及时了解百姓诉求。因此, 中国政府

一定要利用媒体在平时积累信誉, 危机时则抢抓发

言权。具体对策包括: 公共媒体要在第一时间抢发

言权和解释权; 解释一定要力求公正, 以树立公信

力;高级官员要利用互联网多与民众直接沟通,了解

民众的真实需求。

此次中东变局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大致有如下方

面:第一,欧洲国家受到的直接冲击较大, 目前欧洲

各国最担心的是难民潮, 未来则意味着欧洲与北非

国家的合作面临更多的困难;第二,阿拉伯国家近期

的经济困难进一步突出, 但如果在政治骚乱后其政

治有所改良, 则对其长期的现代化进程有好处; 第

三,美国对中东地区的关注不得不有所加强。

中东乱局对中国的不利影响主要是中国在该地

区的投资有所损失, 另外,由于油价高涨, 中国未来

一段时间将面临更严重的输入性通货膨胀。但是,

该事件的战略影响看来利大于弊。第一, 中国政府

在 12天内从利比亚撤出 35860名中国公民,显示了

强大的行动能力和以民为本的外交理念,有助于改

善中国的国际形象。第二, 此次事件中未被推翻的

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可能会对美国不满,因为美国一

直处于犹豫状态,并最后抛弃了阿拉伯盟友,比如穆

巴拉克在下台后就拒听奥巴马电话, 其资产则被瑞

士银行冻结。第三,穆巴拉克之后的埃及目前处于

军方、自由派和既得利益集团、/穆斯林兄弟会 0代

表的宗教势力三方博弈状态, 其中美国会助推前两

者结合共压 /穆斯林兄弟会 0。但是, 三方争取的对

象都是动乱的主力军即埃及年轻人, 其中 /穆斯林

兄弟会0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最大, 所以选举若真能

顺利举行,有可能是 /穆斯林兄弟会 0获胜。正如美

国外交关系协会主席理查德 #哈斯最近撰文所言,

革命之后最有可能胜利的恰是最有组织的力量。若

此, 中东便会出现埃及、伊朗两大反美国家联盟, 这

是美国无法接受的。第四, 如果埃及军方和自由派

共压 /穆斯林兄弟会 0,那也将造成埃及局势进一步

混乱,美国不得不分散精力维持其稳定,从而减少对

东亚地区的战略投入。 o

北非中东政局动荡归类分析

殷  罡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研究员 )

  大体看, 北非、中东国家发生的政局动荡可分

为这样几种类型。第一类是无外部势力直接介入的

国内政治斗争,比如埃及和突尼斯。以埃及为例,穆

巴拉克虽然不得人心,但在外部合作方面成绩突出,

是美国的非北约盟友,中东和平进程的积极推动者,

国际反恐斗争的干将, 美国没有理由坐看他非程序

性地被赶下台。中东伊斯兰极端势力尽管对穆巴拉

克恨之入骨,但没有能力煽动埃及民众造反。埃及

变天是少数 / 4# 16运动0的青年人筹划的, 手段极

为高明。之所以得到举国响应、导致穆巴拉克最终

下台, 是因为穆巴拉克执政时间过长,其家族势力过

于强盛,构成了对国民利益的剥夺。突尼斯的情况

与埃及相同,本#阿里的毛病与穆巴拉克如出一辙。

突尼斯和埃及的共同点还在于军人集团的支柱

作用。伊斯兰极端势力长期受到打压, 埃及 /穆斯

林兄弟会 0已明显改弦更张,修正了原有立场, 走上

了合法的道路。因此,即便强势领导人垮台,也不至

于导致国内混乱和伊斯兰势力扩张。此类国家的民

主运动被西方认为是 /安全的革命 0。

第二类是得到外部势力支持并有地区力量角

逐,比如巴林和也门。几乎所有海湾阿拉伯国家都

有不同比例的什叶派人口, 尽管他们信奉的并不是

伊朗国教什叶派的十二伊玛目派, 而是多为栽德派

即第五伊玛目派, 但不同程度地受到伊朗的影响。

如也门的胡塞家族,公开表示要效仿伊朗体制,同黎

巴嫩真主党没有本质差别。在巴林, 占人口多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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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叶派的确受到不公待遇,但由于伊朗的介入,巴林

的动荡已经不单纯是国内民主运动了, 一些反对派

干将甚至受过真主党训练。可以说, 伊朗正在利用

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国内矛盾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因

此,对于有什叶派因素的阿拉伯国家政局动荡,西方

和阿拉伯世界不抱同情立场,并对伊朗的活动保持

警惕。这些国家的民主运动, 被认为是 /不安全的

革命0。对于海湾国家的 /民主改造 0, 美国已经大

大降低了调门,海湾君主国受到的压力减轻,得到了

更多的美国军事支持。因此,不必担心海湾国家会

变天, 尽管改良式的民主化进程会持续下去。

第三类是近乎原始体制下的国民起义, 仅仅发

生在利比亚。卡扎菲的利比亚体制, 是独出心裁的

部落政治变种,这个国家没有政党,没有名义上的政

府,只有所谓的人民协商和举荐制度,实际上是地方

部落责任制。卡扎菲作为全利比亚部落联盟的大酋

长实施了超过 40年的独裁统治, 随心所欲, 毫无章

法。这样的国家一旦生乱, 是难以控制的。因为缺

乏现代政治活动规则,没有像样的反对党领袖,班加

西的临时政府及随后出台的过渡委员会, 有反卡扎

菲部落联盟色彩, 很难得到外部力量的信任。出身

于小部落的卡扎菲,一贯将关键位置留给自家人,安

全、情报、特种部队、内卫部队和空军,都是其亲信或

雇佣军,一有风吹草动,非嫡系部队就陷入分裂,叛

离成风。目前利比亚的内战,就是这样形成的。

卡扎菲历史上的对外政策为西方所不容, 但自

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卡扎菲已经洗心革面,被西方

接受。加上他在禁止一切政党的同时也严厉镇压逊

尼派势力,防范什叶派渗透。在一个面积等于 4个

伊拉克的国家成功地遏制宗教极端势力, 这是西方

念念不忘的。因此,对于如何处置卡扎菲,西方是踌

躇的,瞻前顾后的。利比亚的民众起义不可能在短

时间内达到推翻卡扎菲的目的,除了反对力量缺乏

领导核心之外,西方不积极配合也是原因之一。

第四类是很难发生民主运动的国家, 比如叙利

亚。叙利亚是一个没有接受基辛格安排, 未能同以

色列实现和平的主要前线国家,其国土戈兰高地至

今被以色列占领,同以色列仅仅处于停战状态,并拒

绝接受美国的 /民主改造 0。在对待 /穆斯林兄弟

会0上,叙利亚采取铁血手段, 不仅所有的 /穆斯林

兄弟会0成员一律被当做犯罪分子, 1982年的哈马

屠城事件更是对境内激进伊斯兰势力斩尽杀绝式的

镇压。在镇压宗教极端势力方面, 叙利亚和利比亚

有一拼。叙利亚复兴党政权对反对派的压制和监控

几乎是天衣无缝的,权力已经安全地过渡到第二代。

复兴党的安全力量非常强大, 反对派几乎没有活动

空间。此次中东民运浪潮, 叙利亚也有青年人通过

/脸谱0串联游行, 尽管有一些响应者, 但无一人敢

到场逞能。后来发生的中年妇女游行,只提出了民

生诉求,回避了政治诉求。可以说,只要政权足够强

大, 控制足够严密, 民主运动发生的可能性几乎是不

存在的。当年的萨达姆政权就是这样。但是, 这样

的政权经不住外力打击, 何况阿萨德家族所属的阿

拉维派本身就是少数派。

考察北非、中东政局动荡的原因和条件,可以清

晰地发现这样几个因素。一是民主价值观被普遍接

受, 也就是说, 有思想准备。美国对中东的 /民主改

造0并非始于伊拉克战争之后。早在 1978年, 民主

党总统卡特在积极推动埃以和平的同时,也积极主

张对伊朗进行 /民主改造 0, 目的在于改变巴列维国

王的专制。这一次改造的结果是, 被卡特认为代表

民意的霍梅尼建立了一个与美国为敌的新政体。并

不能说民主价值观是美国的专利, 伊斯兰传统的协

商制度本身就是反独裁反专制的, 当民主意识成为

普遍意识的时候,民主运动就有了公众基础,成为普

世价值观,为反对独裁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是具有一定的民主活动空间。美国对穆巴拉

克政权是爱恨交加的。穆巴拉克的对外形象无可挑

剔, 但对内的虚假民主早就令美国忍无可忍。 2005

年埃及大选之前, 赖斯在获悉穆巴拉克释放明天党

主席之后才同意访问开罗, 且压迫穆巴拉克修改选

举法, 结束了仅穆巴拉克一个人竞选的局面。在

/大中东民主改造 0中, 埃及受到的压力比较具体,

反对派势力得到了一定的活动空间, 为此次民众广

泛参与做了铺垫, 并为提高国民的公民意识起了促

进作用。此次埃及民运表现出了埃及公民很高的国

民素质,过激行动很少, 过激口号基本没有, 少数极

端宗教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另当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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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互联网和移动通讯技术为群体活动提供了

技术支持。尽管穆巴拉克当局一度关闭互联网,停

止短信发送,但运动的初始阶段,的确是通过互联网

和手机串联的。可以说, 美国发明的技术为推行美

国的价值观提供了技术保障。

四是民怨沸腾是基本动力。贪污腐化、特权阶

层垄断高利润经济部门、家族专制和其他社会不公

现象,是中东政治动荡的基本动力。加之高失业率

和低度社会保障使得底层民众和无业知识青年忍无

可忍, 一有机会便揭竿而起。所以,避免政局动荡的

根本手段不是压制,而是尽量消除社会不公。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 无论是本 #阿里还是

穆巴拉克,抑或是卡扎菲, 他们在执政的早期, 大体

是廉洁奉公的。一旦其子女成人, 形成 /绿二代 0,

特权家族和特权阶层就控制所有高利润经济部门,

社会不公就会加剧, 民怨的积累也会加剧。无论第

一代的口号叫得多响, 民心的丧失已不可避免。对

这个规律,需要有清醒认识。埃及和利比亚的教训,

也需要认真汲取。 o

北非中东政局剧变及其主要国际涵义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

  2011年伊始, 突尼斯首都突然爆发大众造反,

导致铁腕执政 23年的总统本 #阿里逃离该国。仅

约半个月后,因为地理、历史和战略等缘由可称阿拉

伯世界首要国家的埃及亦急剧爆发首都等大城市的

民众造反。加上北非、中东其他多个国家迸发的类

似连锁乱局,大半个世界特别是西方的政治关注立

即压倒性地集中于北非、中东。至今, 尽管埃及 30

年来的全权统治者穆巴拉克迅速倒台, 但这场跨国

风暴远未平息,而且在某些国家愈演愈烈,同时阿拉

伯世界中近期前景扑朔迷离,相关的一系列重大问

题全在未定之天。

然而,有一项相当根本的论断已经可以做出,那

就是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观察家先前对北非、

中东基本政治和社会局势的理解, 有着严重的缺失

和扭曲。因为特别在埃及和一定程度上在突尼斯,

规模巨大、能量强劲的 /第三力量 0惊人地急剧迸

发,而在中东、北非的大风暴大乱局之中, 埃及和突

尼斯的剧变分别因其影响之大和触媒性质至今仍是

最重要的。这里的关键词在于 /第三力量 0和 /惊

人 0:所谓 /第三力量0,就是在 / 9# 11事件0往后近

10年里流行全球的那个范式 (或曰美国塑造、坚信

和推广的阿拉伯世界当代根本形势解释范式 ) ) ) )

/美国支持的专制政权 vs.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

势力 0) ) ) 之中见不到的、以世俗性愤懑为其造反

潜能的城市大众; 之所以 /惊人0, 是因为几乎全世

界都用美国的这个范式看待阿拉伯世界,因而对于

现在所见的北非、中东风暴和乱局缺乏起码的思想

准备和深刻的理解能力。一句话, 世界对风暴爆发

之前和之后的北非、中东急需一种与上述美国范式

颇为不同的理解。

就埃及事态以及突尼斯事态而言, 其大众造反

力量大致由处于极端专制政权之下的几乎所有城市

/弱势群体 0构成,从学生、专业人士、失业青年一直

到富裕的中产阶级, 用 5纽约时报 6的话说, 其广泛

性 /震惊了甚至对穆巴拉克先生的政府最持批评的

那些人0, 而 /埃及最有力的反对派运动穆斯林兄弟

会大致驻足于背景之中 0。从大局而非某些细节来

说, 他们在投身造反时基本上没有组织、没有领袖,

也没有明确的目标和系统的纲领,唯有一条,即可恨

的穆巴拉克必须立即下台。除了这一共同目的或诉

求之外,他们还有一个具有吸引力和象征性的共同

汇聚地点即开罗解放广场, 那在西方舆论聚光灯式

的关注和有力襄助下,在大造反的 18天里每天都吸

引成千上万人前往和留驻。

埃及以及突尼斯 (也许还有其他某一些北非、

中东国家 )的大众造反有其最基本原因和形势性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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