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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马斯政策的变化
及对巴勒斯坦政局的影响

李 志 芬

  内容提要  哈马斯作为一支长期游离于巴勒斯坦自治政权之外的激进政治力量, 参与巴

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并获胜, 表明哈马斯政治思想和斗争策略的深刻转变。哈马斯组阁前

后所颁布的竞选纲领、组建联合政府的计划草案, 以及哈尼亚的施政演说 3个重要文件也显

露出该组织正在摒弃其一贯强硬的政治立场, 出现了向一个灵活务实的政党转化的倾向。这

成为巴勒斯坦内部实现团结, 以及与以色列达成一项全面、持久地解决巴以冲突的政治方案

的必要前提。然而, 联合政府组建后的巴勒斯坦政局仍面临一些困难和矛盾。

关 键 词  哈马斯  策略变化  联合政府  巴勒斯坦  政局

作者简介  李志芬,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生、延安大学人文学院教师 (西安  

710069)。

  在 2006年巴勒坦第二届立法委员会的选举中, 哈马斯出人意料地获胜, 赢得了组阁权。哈马斯

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激进势力的代表, 立场强硬, 主张以武装斗争消灭以色列。此前哈马斯一直游离于

巴解组织和自治政权之外, 如今则通过大选走上巴勒斯坦的政治前台。哈马斯进入议会并主导内阁

后,在新形势下的策略调整及其给巴勒斯坦政坛造成的冲击和影响, 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

哈 马 斯 的 理 念 和 基 本 主 张

哈马斯的全称是伊斯兰抵抗运动, 是由加沙的穆斯林兄弟会 (下称 /穆兄会0 ) 演变而来的。传

统的穆兄会是一个非政治性组织, 主要从事宗教宣传、文化教育和社会救济等福利活动。然而, 处在

以色列军事占领和政治高压统治下的加沙地带的特殊环境, 促使哈马斯逐渐向一个政治组织转化。

1987年, 在被占领土自发的民众起义爆发后, 哈马斯在其精神领袖亚辛的提议下, 适时地抓住机会,

从幕后走向台前, 充当了起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1994年军事支部 ) ) ) 卡桑旅建立起来后, 哈马斯

遂成为一个宗教 ) 政治 ) 军事一体化组织。
宗教上, 哈马斯崇尚伊斯兰教的传统思想, 信奉伊斯兰教义和法则。其浓厚的宗教色彩和毫不妥

协的斗争立场集中体现在 5哈马斯宪章6 中。其基本内容有下列几点: ( 1) 哈马斯是世界伊斯兰运

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伊斯兰教是哈马斯的最高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源泉。即 /先知是它的榜样,

5古兰经 6 是它的宪法, 圣战是它的道路, 为真主献身是穆斯林的崇高理想。0 ( 2) 认为整个巴勒斯

坦土地是伊斯兰教世代相传的宗教地产瓦克夫, 其神圣性和完整性不容侵犯。任何有关巴勒斯坦问题

的国际会议、和谈倡议和方案都是对伊斯兰教的背叛。 ( 3) /圣战 0 是遭受敌人侵略的每个穆斯林义
不容辞的义务和唯一选择, 通过 /圣战0 消灭以色列, 解放从 /地中海到约旦河 0 的全部巴勒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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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土。 ( 4) 尊重巴解组织, 承认其在巴勒斯坦事业中的地位, 然而坚决反对巴解主张的世俗主义,

认为伊斯兰教包容和高于民族主义, 未来的巴勒斯坦国应是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神权国家。¹ 上述理

念和基本主张同巴解组织与法塔赫的宗旨完全相悖。

从事宗教宣传、慈善事业和福利活动是哈马斯社会工作的基础, 哈马斯基本的发展策略是在中下

层群众中招募成员, 扩充组织。在人多地瘠的加沙地带, 哈马斯利用广泛的外援, 向所有请求帮助的

人提供生活必需品, 并创办了许多幼儿园、医疗服务机构和学校。哈马斯通过扶弱济贫, 逐渐在巴勒

斯坦人民中树立起了威望, 建立了雄厚的群众基础, 为其不断发展壮大获得了宝贵的政治资源。

政治上, 哈马斯主张武装斗争, 以武力彻底解放从约旦河西岸到地中海的全部巴勒斯坦土地, 实

现建立一个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的目标, 拒绝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利。 /培养烈士 0, 向

以色列军民进行炸弹袭击, 是哈马斯最具威慑力的武器, 但也招来了 /恐怖主义0 的恶名。哈马斯

对执行任务死去的烈士亲属抚恤有加, 向其遗属每月支付 300~ 600美元的终身抚恤金, 此外, 还负

责向他们提供医疗保健、教育等其他费用。另一方面, 哈马斯对通敌者、犯罪者的处罚十分严厉。宣

称 /任何与以色列合作者都是叛教者, 都将按真主的法律被处死, 0 为此专门成立了负责调查与抓捕

同巴解组织与以色列当局合作的 /叛徒0, 对其严加惩罚。º

哈马斯在被占领土的崛起与巴勒斯坦政坛的主导力量巴解形成了某种竞争之势。特别是 20世纪

90年代中东和平进程启动后, 哈马斯因坚决反对巴以 5奥斯陆协议 6, 成为巴解的反对力量。双方在

意识形态、斗争目标和方式、方法的差异导致彼此间的矛盾与分歧不断加深, 严重时甚至兵戎相见。

以色列更是将势力不断壮大的哈马斯视为眼中钉, 采取各种手段打击报复哈马斯。除了围攻、逮

捕、驱逐哈马斯成员之外, 集中主要力量对哈马斯领导成员和骨干力量进行暗杀活动。据不完全统

计, 阿克萨起义爆发后, 仅以色列承认的针对哈马斯领导人的暗杀活动即有百次之多, 小规模军事行

动更是无以数计。» 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给哈马斯造成了严重的人员损失, 据哈马斯方面的资料显示,

2001年以来的整个因提法达期间, 平均每周都有 2名哈马斯骨干成员丧生。¼ 在巴以和平进程中严重

偏袒以色列的美国也将哈马斯定性为恐怖主义组织, 多次称其为 /中东和平进程的障碍0。然而, 以

色列和美国的军事打击、经济封锁、外交压力不仅没有摧垮哈马斯或迫其就范, 相反, 在与美、以两

国的斗争中, 哈马斯的力量和影响不断壮大, 群众支持率越来越高。即使在以色列不顾国际舆论悍然

杀害了哈马斯的精神领袖亚辛及其继承人兰提斯之后, 表面上元气大伤的哈马斯, 实则在巴勒斯坦人

民乃至阿拉伯世界为自己赢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源和声望。因此, 哈马斯转变策略, 参与巴勒斯坦大

选, 且一举成功, 并非偶然。

哈 马 斯 政 策 的 调 整 与 变 化

随着哈马斯在巴勒斯坦境内影响和声望的提高, 加之巴以和平进程久滞不前, 尤其是人们对自治

政府的期望和信任度下降。哈马斯审时度势、改变策略, 决定参加 2006年的立法委员会选举。从它

的竞选纲领到组建联合政府的计划草案, 再到执政纲领的出台, 显现出了哈马斯政策变化的三部曲。

特别是最近哈马斯和法塔赫达成的 /麦加协议 0, 更加凸显了哈马斯政策和立场不断调整的特点。
(一 ) /变化与改革0 的竞选纲领

为了参加立法委员会的选举, 吸引选票, 哈马斯将目光对准巴勒斯坦政坛的僵化, 以及正在困扰

#6#

 西亚非洲  2008年第 2期

¹

º

»

¼

See Shau lM ish al and Avraham Sela, the Pa lestinianH amas, C olumb ia Un iversity Press, 2000, p1177.

参见安维华: 5哈马斯现象的宗教 ) 政治解读 6, 载 5西亚非洲 6, 2006年第 4期, 第 6页。

See Kh aled H roub, / H amas after Shaykh Yasin and R ant is i0, Jou rnal of P alestin ian Stud ies, Summ er 2004.

See ForH am as deaths by assass ination s ince m id- 2001, see h ttp: / /www. Palest ine in fo. info / arab ic / ham as / shuhda / shuhda.

h tm.



法塔赫所暴露出的腐败问题, 从而提出 /变化与改革0 的竞选纲领, 可以说是一个高超的斗争策略。

在此纲领中, 哈马斯的宗教色彩已大大淡化, 甚至对其长期奉行的抵抗战略也较少提及, 而是用大量

篇幅突出政府改革、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等问题。长达 14页的选举纲领几乎包括哈马斯所关注的巴

勒斯坦生活的方方面面。内政、外交、行政改革与惩治腐败、立法政策与司法改革、公共自由与公民

权利、教育政策、社会政策、媒体和文化政策、健康与环境政策、财政经济和金融政策, 等等, 都在

哈马斯的议事日程当中。¹ 从中不难看出, 哈马斯关注的重点是国内改革和政府重建等问题。关于内

政改革, 哈马斯认为, 巴勒斯坦的政治制度应该建立在政治自由、多元主义、自由结社、组织选举的

基础上, 惟有如此, 巴勒斯坦才能向着一个团结、自由、进步的社会发展。哈马斯同时主张实行三权

分立的政治制度, 司法审判独立。对于巴勒斯坦民众深恶痛绝的腐败问题, 哈马斯宣称要打击各种形

式的腐败, 认为它是削弱民族阵线、阻碍民族团结的罪魁祸首。

(二 ) 组建联合政府的计划草案

哈马斯赢得了 2 /3的议席, 这一突如其来的胜利结果远远超过了哈马斯对自身的预期, 对此, 哈

马斯多少有些茫然无措和缺乏准备, 因而积极地游说其他各派分享权力, 共组联合政府。一方面, 哈

马斯长期以来体制外的身份使其严重缺乏与国际社会联系的渠道和执政经验, 因而迫切需要其他政治

力量、特别是法塔赫的支持和帮助。另一方面, 吸纳各派力量共建联合政府也是哈马斯政治路线中始

终强调的民族团结思想的具体实践。联合政府的计划草案即体现了哈马斯要求团结, 极力争取不同政

见组织的支持、特别是与法塔赫共组联合政府的愿望和努力。

该草案主要由前言和 39项具体条款构成。前言主要表达了组建联合政府以恢复巴勒斯坦人的民

族权利, 维护巴勒斯坦人的民族尊严的总体目标。在具体款项中, 哈马斯陈述了对巴以问题的态度:

以色列结束占领、撤离犹太定居点; 建立巴勒斯坦国, 反对不公正的解决方案; 支持难民返回家园的

权利; ,,º哈马斯的上述主张基本上代表了巴勒斯坦内部各派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共同立场。面对

国际社会要求哈马斯承认巴解与以色列达成的和平协议的压力, 哈马斯在该草案中表明: /与国际社

会合作, 致力于结束以色列的占领, 恢复该地区的和平、自由和稳定; 以高度负责任的态度处理此前

与以色列签署的协议 0»。这些都显示出哈马斯正逐步地向国际社会的主流靠拢。总的看来, 所有的

条款基本出于 /两个国家0 的构想, 几乎没有提及哈马斯宪章中有关 /解放整个巴勒斯坦土地 0 和

/消灭以色列 0 等内容。哈马斯已流露出将最终目标定位于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未来的巴勒

斯坦国的思想理念, 与巴解组织和法塔赫的主张趋于一致。

(三 ) 执政纲领

2006年 3月 27日,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总理哈尼亚发表的组阁演说是哈马斯政策调整变化的另一

个重要标志。单独组阁的哈马斯此时已无需为吸引选民或拉拢政治反对派做出一些违心的承诺, 因而

该纲领真实地体现了哈马斯自己的执政设想和理念。事实是, 哈马斯并没有从前两个纲领的立场上后

退, 在某些方面甚至还有明显进步。 /对话、合作、协商 0, 以及新政府愿与所有的巴勒斯坦派别合

作是哈马斯施政纲领中不断传递出来的信息。哈尼亚声称内阁的大门将永远为巴勒斯坦各政治派别敞

开, 强调民族团结是哈马斯不变的思想。¼ 与此同时, 哈尼亚也多次提到巴勒斯坦被占领的现实, 意

在提醒其他的政治派别, 我们别无选择, 只有团结起来共同保卫家园。

值得注意的是, 哈尼亚组阁演说的字里行间始终流露出 /两个国家 0 的思想, 即含蓄地承认以

色列, 巴勒斯坦方面将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未来的国家。为消除以色列和西方的疑虑, 哈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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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表示愿与以色列就各项事务进行协商。哈尼亚列出结束被占领状态、维护被占领土的安全, 改善人

民的生活状况, 以及打击腐败等当前面临的七大任务, 并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基础和前提首先在于政

治改革, 建立一个奉行社会正义, 清正廉洁的政府。引人注目的是, 哈尼亚特别强调了公民的概念及

其在民族团结中的重要意义。在改善人民生活状况的问题上, 哈尼亚指出, 巴勒斯坦经济的发展不能

完全依赖外援, 只有大力引进外来资本, 实行市场经济体制, 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¹

哈马斯在执政前后发布的 3个重要文件表明, 哈马斯从角逐巴勒斯坦大选到获胜后组阁, 其政治

思想和斗争策略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极端强硬的斗争立场有了明显松动。例如, 在 3个纲领中, /圣
战 0 的口号较少被提及, 只是强调抵抗非法占领是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 放弃了收回整个

巴勒斯坦土地的主张, 流露出 /两个国家 0 的建国思想。一直以态度强硬著称的哈马斯政治局主席

哈立德 #迈沙阿勒, 2007年 1月 10日在接受路透社专访时承认, 以色列的存在是一个 /事实 0, 他

同时表态, 未来巴勒斯坦国的疆域应当包括加沙、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º 这是哈马斯对承认以

色列的明确表态。哈马斯的策略调整既有大选获胜后面临的压力和挑战迫使其不得不改弦更张的外部

因素; 同时更有哈马斯主动顺应时势, 及时进行 /转型 0 的因素, 彰显出其实用主义和灵活性的一

面。遗憾的是, 美国和以色列对哈马斯的上述诸多变化视而不见, 仍然固守哈马斯 1988年的宪章,

对其抱以深刻的歧视和偏见。

哈 马 斯 执 政 对 巴 勒 斯 坦 政 局 的 影 响

哈马斯的政党化、合法化及上台执政, 体现出巴勒斯坦民众主流意志的变化, 为巴勒斯坦政坛注

入了新的因素。巴勒斯坦政坛将会出现由哈马斯主导的议会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共同执掌权力的

复杂局面。虽然当前联合政府已组建, 但是巴勒斯坦政局混乱与分裂的因素并未根除。联合政府仍面

临诸多困难与问题。

(一 ) 巴勒斯坦内部团结问题依然严峻, 武装冲突时有发生

自哈马斯获胜以来, 巴勒斯坦内部的分歧集中表现在法塔赫与哈马斯执政理念的差异、斗争方式

的区别、意识形态的争论上, 双方的关系极不稳定。二者的斗争还从政治领域扩大到军事领域, 武装

冲突、暴力事件曾一度扩大和加剧。有人甚至惊呼巴勒斯坦陷入了内战。虽经多次协调, 双方关系有

所缓和, 但是只要根本分歧仍然存在, 暴力冲突就不会完全消失。当前, 虽然双方已在 2007年 3月

17日组建了联合政府, 但两个主要派别哈马斯和法塔赫的分歧并未完全消弭, 立场并不完全一致,

团结问题并未从根本上解决, 爆发冲突的根源犹存。因此, 双方关系的改善和立场的相互接近仍需有

关各方做出努力。

(二 ) 巴以和平进程仍停滞不前

哈马斯执政以来, 停滞不前的巴以和平进程并未开启。主要原因是美、以两国认为哈马斯立场强

硬, 未能公开明确承认以色列, 不但没有降下抵抗旗帜, 相反继续坚持武装斗争。因此, 拒不与巴勒

斯坦联合政府打交道, 巴以和谈继续停滞。但实际情况是, 哈马斯执政以来大大减少, 甚至停止了该

组织对以色列的暴力袭击活动, 这是哈马斯政策的一大变化。但是西方社会对此视而不见, 坚持认为

巴勒斯坦联合政府是和平进程的障碍。巴勒斯坦联合政府建立后, 和平进程的开启仍需要各方的沟

通、增进了解, 更重要的是, 有赖于美以对巴勒斯坦联合政府立场的松动。

(三 ) 经济困局仍无改观

从 2006年 3月哈马斯政府建立以来, 美国和欧盟中止了对巴勒斯坦的援助, 以色列也一度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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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向巴勒斯坦移交每月 5 000万美元的代征税款, 此项金额约占巴勒斯坦联合政府每月用于支付公务

员薪金的半数。尽管伊朗和有些阿拉伯国家向哈尼亚总理的巴勒斯坦联合政府提供了一些援助, 但是

每况愈下的财政收支状况和日益加剧的财政危机并没有彻底改观。因此, 政府常常拖欠公务员的工

资, 曾引起了公务员上街游行事件。早在 2006年 3月, 世界银行就曾预测到 2006年底, 巴勒斯坦人

均收入将下降 30%, 失业率将由原来的 23%升至 40%, 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民众的比例将从 2005年

的 44%变为 67%。¹ 严峻的经济形势使哈马斯竞选时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0 的承诺也成了一句空话。

巴勒斯坦人民企盼国际社会解除对巴勒斯坦的经济封锁。如果说, 经济问题曾成为哈马斯获胜的一个

有利条件的话, 那么现在则变成了困扰哈马斯的一个因素。虽然联合政府已经组建, 但是解除封锁和

扭转经济困难局面也不是在短期内就能完成的。

(四 ) 体制内部结构性矛盾仍很突出

根据 5奥斯陆协议6 精神建立起来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实行议会体制下的总统负责制。阿拉法

特以巴解主席和自治政府总统的双重身份直接领导内阁, 同时担任安全部队总司令, 执掌军事大权。

相形之下, 立法委员会的权力较弱。º 第二次因提法达爆发后, 美国和以色列借口阿拉法特未能有效

阻止巴勒斯坦激进势力的对以袭击活动, 不承认其作为巴勒斯坦方面的谈判对手, 并要求阿拉法特进

行内政改革、设置总理一职并赋予其实权, 以此作为重新开始政治谈判、推出和平 /路线图0 的条

件。面临巨大压力的阿拉法特不得不设置了总理职位。这就造成如今的巴勒斯坦总统、总理并存的二

元体制, 一方面是总统握有安全部队的指挥权和外交、防务的决定权; 另一方面是总理组阁, 却只有

内政事务的管辖权。二者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显然无法调和。安全部队是巴勒斯坦政治中的重中之重,

但目前却是总统和总理各指挥着一支武装部队。

如果总统、总理的关系不能理顺, 并且由属于不同党派的人员担任, 由此造成的政策分歧、矛盾

将会一直存在, 会给巴勒斯坦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因而体制改革迫在眉睫。虽然联合政府已建立,

但是总统、总理之间的权限分配、权力的从属关系并未解决。政府内部的政策分歧、矛盾仍然存在,

这将会对巴勒斯坦内政、外交、财政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五 ) 巴勒斯坦联合政府组建后, 形势仍不容乐观

巴勒斯坦联合政府组建后, 国际社会反应冷淡。以色列明确宣称抵制巴勒斯坦新政府, 只在有关

民生问题上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保持有限接触。» 美国国务卿赖斯在众议院表示, 美

国将只与阿巴斯和政府内的温和派打交道。¼ 欧盟目前也在观望, 暂时不会恢复对巴勒斯坦的经援。

因此, 巴勒斯坦联合政府通向国际社会、特别是为以色列、美国、欧盟所接纳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

总之, 当前巴勒斯坦联合政府虽已建立, 但是上述 5个方面的困境犹存, 完全改善尚需时日。巴

勒斯坦问题的最终解决、巴以和平进程的重启和健康发展有赖于国际社会、特别是美、以两国对巴勒

斯坦联合政府的宽容和接纳, 有赖于巴勒斯坦政策的继续变化和各方面的努力。从巴勒斯坦方面讲,

哈马斯应该在承认以色列、放弃武装斗争、争取国际社会承认方面继续努力, 为重启和平进程、加强

内部团结、发展经济以改善民生、理顺协调好权力机构的关系、特别是总统与总理之间的关系作出贡

献, 为巴勒斯坦国的早日建立创造条件。

(责任编辑: 徐  拓  责任校对: 詹世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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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 s Change ofHamas and Its Influences
on Palestine Political Situation

L iZh ifen pp15- 9

  A s a radical politica l pow er drifted long aw ay

from Palestinian Autonomous Authority, Hamas be2
gan to change its politica l ideo logy and strugg lew ays

after hav ing w on in the Leg islat ion Comm ittee E lec2
t ion. H am as appeared to soften the rad ica l politica l

stands wh ich expressing in its three importan t pa2
pers: the e lection prog rammatic documents, the

guard ing principles to organ ize the unity govern2

men t, the inaugura l speech of PrimerM inister Ism ail

Haneya, and that revealed itse lf the trend to turn to

a rea listic po lit ical party. This is a necessary condi2
t ion for Palest in ians to get un ity and reach a compre2
hensive agreemen tw ith Israeli to reso lve Pa lestine-

Israe l con flicts. Bu t Pa lestin ians unity governmen t

w ou ld still face difficulties and interna l contrad ic2
t ions in the future.

Basic Features and Styles of Democratic Practices

in theM ideast Countries

Wang L incong pp116- 21

  The democracy process in the M iddle E ast

countries is appearing the trend of uprising. The rea2
sons of orig inating the democracy in theM iddle E ast

revea led the features of force- push ing and im ita2
t ion. The democracy process in the M iddle E ast e2
merged the features of delay ing and slow - mov ing

The stage o f democracy development show ed the fea2
ture o f unba lance. The democracy practices had the

feature o f diversity wh ich expressed the democracy

based on secularism, the democracy of Islam dom i2
nated by Faqih, the democracy of lim itat ion con2
tro lled by pow er author ity, the democracy d iv ided by

re lig ious parties and etc. In the meantime, the dif2
ferent trends o f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Islam ism

comp lemented each other, and these showed the dis2
t inguishing features and contradictions in thew ays o f

democratization in theM iddle E ast countries.

Egyptian Arab Nationalism in G lobalization Era

Chen D echeng pp122- 31

  W ith the uprising of g lobalization w ave, Egyp2
t ian Arab N ationalism w as fac ing grea t d ifficu lty in

1970s, but it didn. t disappear and rema ined tena2
cious. The modern Egypt ian A rab nationalism in

globa lizat ion era had tw o kinds o f levels : the na2
t iona lism dom inated by governmen t and the national2
ism w orked in civil soc ie ty. For the firs,t it pre2
ferred the rea lity to ideality, preferred peace to w ar,

preferred rationality to impetuousness, and it pre2
ferred opening to closure. Fo r the la ter, it had abun2

dant emot ion other than rationality, it had the inten2
t ion to use vio lence and had strong m ass basics.

Egyptian A rab nationalism in g lobalization era w as

ma in ly the nationalism expressing in the leve l of gov2
ernmen,t and it enrichened theoretically A rab na2
t iona lism. It can p lay positive ro le for Egypt to dea l

w ith the challenge o f g loba lization. How ever, it can

promo te the un ity ofA rab and theM idd leE ast peace

process. It is a lso useful for this nationalism to real2
ize the econom ic unity forA rab 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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