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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年底以来,缘起于突尼斯的群体性抗议

活动迅速蔓延扩大,中东、北非部分国家相继爆发大

规模反政府游行示威, 进而引发这些国家的政局动

荡甚至政权更迭, 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和埃及总统

穆巴拉克先后倒台, 利比亚卡扎菲的强人统治也风

雨飘摇。这场历史性政治剧变对中东地区乃至国际

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也给了我们许多深刻启示。

第一,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当代各国政府的首要

职责。高失业率、通胀压力、物价上涨、两极分化等

民生问题是目前部分北非、中东国家的突出问题。

长期以来,突尼斯主要依靠出口、吸引国外投资来拉

动经济发展,制造业和加工业仍以廉价劳动力为竞

争优势,高素质人才的就业问题无法缓解。金融危

机后, 国际市场需求萎缩,海外投资相应锐减, 就业

环境日趋恶化、贫富分化加剧, 社会矛盾激化。民众

尤其是年轻人长期失业,生活没有着落,情绪消极失

望,最后被迫走上街头。虽然这种困境并非绝对的

贫困, 但与近年来的经济增长对照,民众产生了被剥

夺感。正是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生活水平

相对较高的局面被打破, 造成了民众的强烈失落感

和对政府的不满。因此,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当代各

国政府的首要职责,必须通过加快发展经济,扩大就

业机会,让绝大多数民众从社会经济发展的成就中

充分受益。

第二, 加强政治民主和执政党自身建设事关国

家长治久安。从北非、中东国家民众抗议示威中提

出 /反独裁、反贪腐、求变革、争民主 0的要求看, 这

些国家执政党和统治集团的自身建设存在严重问

题。首先是腐败现象严重侵蚀着社会公平公正,引

发了民众对执政合法性的质疑。其次是执政集团内

部的离心分化助推了政局动荡。这些国家统治集团

的执政理念得不到民众认同,内部权力斗争由来已

久,政府在应对突发危机中严重分化、离心, 加速了

政权崩溃。三是政治体制僵化、领导人长期揽权专

制、压制民众参政议政和表达意见,民众对现存体制

备感失望,求新思变的诉求迅速蔓延并酿成了骚乱

局面。一个政权要长治久安, 必须加强政治民主建

设和执政集团的自身能力建设,不断提升执政能力,

夯实执政基础。

第三,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国家社会建设的

重点。突尼斯政局剧变的直接导火索是一起城管突

发事件,其发生固然有高失业率、执法粗暴等内在原

因, 但事后对突发危机的漠视和处理不当则显示出

其政府社会管理能力薄弱、公务人员执法素质不高、

应急体制僵化等问题。在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转型

时期,国内社会矛盾凸显、社会治理任务日益繁重,

加强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建设, 创新和完善社会管

理制度,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应对突发性危机, 是政

府社会建设的重要课题。同时, 要高度重视现实社

会和虚拟网络世界中,以某些社会问题为缘由而引

发的反社会、反政府倾向,避免因个别社会事件突变

为大规模群体性活动。

第四, 青年一代的教育培养和就业关系国家的

稳定大局。中东、北非国家正在经历青年人口快速

膨胀期,青年人在当地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很高, 25

岁以下人群在也门、沙特、约旦、摩洛哥和埃及占到

总人口的近 50%。他们接受过高等教育, 受到西方

价值观的影响,追求自由民主, 经济形势的不景气、

政治体制的僵化, 使得他们的理想与现实之间落差

巨大。尤其是经济危机的冲击使得青年群体更是深

受其害,青壮年失业率居高不下,许多人生活窘迫,

丧失信心,对政府和社会产生了强烈不满情绪。他

们迫切希望改变现状, 利用网络工具, 迅速组织起

来, 成为社会运动的中坚力量。根据美国 5外交政

策6杂志报道, 在北非、中东国家的反政府示威活动

中, 20- 30岁的失业青年构成了运动的先锋和主

力,他们也是这些国家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可

以说,青年一代的教育培养和就业问题直接关系着

国家的未来与社会的稳定。

第五,重视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安全与舆论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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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具有受众多、覆盖广、速度快、无国界、监控难等

特点, 并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信息传播和人际交流

的重要渠道,也是西方价值观渗透的重要工具。在

此次中东、北非街头运动中,大批民众短期内被迅速

动员起来,互联网、手机等是主要联络手段。由于北

非、中东一些国家缺乏政治民主,意见表达渠道严重

堵塞, 民众只能通过网络发表自己对时政的看法。

因为抗议的主力是年轻人, 他们大多数也是互联网

和手机用户,主要通过 /脸谱0/推特 0等互联网或手

机短信交换信息, 组织策动示威活动。美国总统奥

巴马和国务卿希拉里 #克林顿公开宣称将使网络成

为推广 /民主和自由0的重要途径, 美国政府、国会

和一些基金会,对基于网络技术的非政府组织进行

培养和支持,适时促使它们发动大规模网络舆论战,

并迅速转为现实的反政府游行示威活动。中东、北

非国家的教训警示我们, 应该加大对网络等新兴媒

体舆论的引导和监管, 通过立法强化网络言行的实

体责任,加强政府与民众的网络直接沟通,通过制度

化的网络途径汇集民意,解决问题。

第六, 国家公民和企业海外安全利益的保护日

显重要。利比亚局势恶化后,中国政府紧急启动应

急机制,调动一切资源和措施, 迅速而成功地撤离了

在利比亚的 3万多中国公民与华人华侨, 有效地保

护了他们的生命安全。中东、北非国家的剧变对中

国保护海外企业、公民的安全和权益提出了更新更

高的要求。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和中国对外开放

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向海外,公民进出境

更加便捷和频繁。据统计, 2010年全国出入境人员

3. 82亿人次, 其中内地居民 1. 14亿人次。 2010年

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 129个国家和地区的

312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实现非金融类对

外直接投资 590亿美元,截至 2010年底中国累计非

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达 2588亿美元。在国际环境

不确定性和世界风险增加的背景下, 如何建立健全

国家海外利益保护的机制和政策, 有效维护海外中

国公民、企业和广大华人华侨的安全与权益,摆到了

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位置。

第七,构建合理有效的石油与能源安全战略。

中东、北非是世界石油主要产地, 受利比亚等国持续

动荡的影响,近期国际油价出现了新一轮上涨,世界

石油安全形势面临严峻挑战。油价波动直接影响到

产油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和全球石油供给格局, 也冲

击着各石油进口国的经济发展。中国需要拓展政治

局势相对稳定国家的石油来源, 强化与俄罗斯在石

油领域的深度合作,并通过上海合作组织与中亚国

家发展更加制度化的能源合作, 建立多元化的能源

进口结构,分散和化解石油进口风险。

第八, 警惕美国等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内政

的演变意图。为了维护和实现自己的全球战略利

益, 早在 2004年,布什政府就推出了 /大中东民主计

划0,试图通过选举扶持亲美政权, 实现对中东乃至

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民主化改造。当突尼斯爆发内乱

时, 美国传媒欢呼这是 /民主和人民的胜利 0。在埃

及面临国内 /民主困境0之际, 美国并没有站在穆巴

拉克这位美国的亲密盟友一边, 而是主张与反对派

对话,实现政权有序过渡。对于一贯强硬反美的卡

扎菲政权,美国则公开实行严厉制裁,明确支持反对

派上台,甚至扬言出兵干预。伊朗的反政府示威活

动也得到了美国的公开支持。o

美国中东战略布局的动摇及其后果

王锁劳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东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 )

  目前的中东战略格局是美国多年来潜心谋划

和苦心经营的结果, 旨在服从美国的战略目标和维

护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的中东战略至少包括以下

五个方面的内涵: ( 1)保卫以色列的生存与发展, 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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