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拉伯世界政治和

社会动荡的原因及影响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安惠侯

【内容提要】 阿拉伯世界出现激烈的政治和社会动荡，其原因十分复杂。美

国等西方大国积极介入。这场动荡可能开启阿拉伯民众寻求新的发展道路的历史进

程。当下这轮动荡由乱到治尚须时日。动荡对中东地区格局产生广泛影响。美国对

中东事务的主导能力减弱，但其主导地位并未根本动摇。
【关键词】 阿拉伯国家 动荡 原因 走向

2010 年底开始于突尼斯的政治和社会

动荡一度几乎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动荡迫

使突尼斯总统出逃国外，埃及总统宣布辞

职; 在西方列强的军事干预下，卡扎菲政府

被推翻; 也门局势复杂莫测; 巴林群众抗议

活动在沙特和阿联酋出兵镇压后，初步平静

下来; 叙利亚反政府游行声势越来越大，扬

言要推翻巴沙尔政权，美国等西方国家公开

要求巴沙尔总统下台。除卡塔尔和阿联酋两

国外，其他阿拉伯国家都曾出现抗议浪潮，

多数国家逐步平息下来，突尼斯、埃及、利

比亚已发生政权更迭，但局势仍不稳定，而

也门和叙利亚乱局还在发展中，前景充满

变数。
一、动荡原因十分复杂

这次阿拉伯国家发生的动荡原因十分复

杂，多种因素造成了阿拉伯世界的激烈动

荡。物价上涨，就业困难，民生艰难是引发

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突尼斯 15—29 岁的

人群失业率高达 52%，埃及近一半人口生

活在贫困线以下，也门被列为最不发达国

家。① 领导人长期执政，高度集权，贪污腐

败，不思改革，缺乏民主，激起民众强烈不

满。本·阿里、穆巴拉克、萨利赫和卡扎菲

分别执政 23 年、30 年、33 年和 42 年。美

国的中东政策损害了阿拉伯民族利益，伤害

了阿拉伯民族感情，公然干涉阿拉伯国家的

内政。而有些阿拉伯当权者不仅不能维护民

族利益，反而对美国的中东政策予以配合，

使得阿拉伯民众有着强烈的失落感和屈辱

感。最先出事的恰恰是与西方关系良好的突

尼斯和埃及，令人深思。一些国家内部固有

的部落、教派、民族矛盾激化。伊斯兰原教

旨主义 思 潮 和 西 方 国 家 极 力 推 行 的 “民

主”、“自由”思潮从相反两个方面对阿拉

伯世界形成冲击。
上述种种因素长期存在，此时集中爆

发，还应从更广泛的视角加以考察。一是国

际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冲击，加剧了阿拉伯国

家的经济困难，导致物价上涨，失业率居高

—41—

《亚非纵横》2011 年第 6 期


① 唐志超，《中东剧变及其战略影响》， 《亚非纵横》2011
年第 4 期。



不下，致使民生问题点燃民众愤懑的干柴，

形成燎原之火。二是美国因伊拉克战争、阿

富汗战争以及经济危机等因素，开始从其霸

权的顶峰坠落，对国际事务主导能力减弱。
奥巴马总统调整政策，将美全球战略重点向

亚太地区转移，在中东地区实行战略收缩，

减少投入，主导能力也相应减弱。三是新兴

经济体国家崛起，对阿拉伯国家产生强大的

示范和激励效应。四是新兴网络的普及，给

抗议民众的串联提供了便利，也为一些别有

用心的媒体发布不实消息，甚至制造谎言，

挑动民众，火上浇油提供了可能。
二、西方大国的介入给中东乱局增添许

多复杂因素

动荡发生后，美国及一些欧洲大国积极

介入，给中东乱局增添了许多复杂因素。美

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在中东实行战略收

缩，不希望中东出现大的动荡，但美国不会

放弃中东，脱身而去，要继续保持在中东的

主导地位。阿拉伯世界动荡发生后，美国从

自身利益出发，首先是防止动荡危及美国在

中东的主导地位和战略利益，同时，从推行

“民主”、“自由”等西方核心价值观出发，

极力将动荡引向 “民主运动”，通过媒体炒

作 “阿拉伯之春”、“阿拉伯革命”，防止动

荡出现反美和反以色列倾向，并趁机推翻不

对其买账的政府。在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出

逃后，美国开始是力保埃及总统穆巴拉克，

不希望美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出现问题，

但随着埃及民众抗议活动愈演愈烈，美国担

心局势失控，转而压穆巴拉克辞职，将权力

交给美国信赖的埃及军方，以确保美对埃及

的控制。在巴林掌权的逊尼派穆斯林只占人

口的 30%，70% 的民众为什叶派穆斯林并

与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有着密切联系。巴林

什叶派民众的抗议活动引起沙特等海湾阿拉

伯国家的担心，也令美国不安，于是美国默

许沙特、阿联酋联手出兵，对巴林抗议民众

实行军事镇压。在利比亚主要是长期积累的

部落矛盾激化形成动乱。美、欧夸大卡扎菲

对反对派的镇压，予以制裁，随后又利用联

合国安理会 1973 号决议，对利比亚发动空

袭战，支持利比亚反政府武装扩大内战，最

后推翻了卡扎菲政权。美国煽动叙利亚反对

派扩大事态，继而宣布叙利亚总统丧失了执

政的合法性，并不断加强对叙利亚的制裁措

施，要求巴沙尔总统下台。美国也要求也门

总统下台，但担心也门演变成各派势力割

据，四分五裂，群龙无首的又一个索马里;

更担心基地组织趁乱发展，难以收拾，因此

对萨利赫总统留有余地。
三、阿拉伯世界当前的事态宜定性为社

会和政治动荡

阿拉伯世界的动荡引起各方关注。美国

担心动荡激发阿拉伯民众业已存在的反美及

反以色列情绪，抢先通过它所控制的舆论工

具，广为炒作 “阿拉伯之春”、 “阿拉伯革

命”，以此定性阿拉伯世界的动荡，目的是

将动荡引向民主运动，寄希望于亲西方的民

主自由派在动荡中发展壮大，进而建立新的

亲西方的政府，并趁机推翻它早就不满意的

一些政权。伊朗对这场动荡兴高采烈，认为

是伊朗式伊斯兰革命的再现。基地组织也欢

呼这场动荡，呼吁伊斯兰极端势力推翻世俗

政体，建立伊斯兰政权。发生动荡国家的民

众也自认为是在革命，埃及民众自称在进行

“大饼革命”，旨在突出他们行动的合法性

和正义性。不同的势力根据各自的立场、利

益和政策取向对这场动荡进行解读和定性。
我国媒体的认识经过短暂的混乱后，趋同于

将其定性为政治和社会动荡。但也有一些人

接受 “阿拉伯之春”和 “阿拉伯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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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笔者认为宜将阿拉伯世界当前事态定

性为社会和政治动荡。原因如下:

第一，这是一场原因复杂，目标多元，

发展方向尚不确定的社会和政治动荡，其爆

发具有明显的 “突发性”和 “草根性”，没

有统一而明确的纲领，也不是由某个政党或

团体发起，只是在动荡成势之后，伊斯兰势

力、民主派势力、精英阶层以及西方大国，

尤其是美国才先后积极介入，施加影响，力

图推动动荡向各自需要的方向发展。
第二，在突尼斯和埃及，民众因不满举

行抗议，最终导致最高领导人下台，政权更

迭，确有一些 “革命”的特点。然而，在

巴林主要是教派矛盾; 在利比亚主要是部落

冲突; 在也门既有部落矛盾，又有南部分裂

势力与中央政府的博弈，还有基地组织的介

入; 叙利亚除了社会和政治矛盾外，还存在

着教派 矛 盾 和 民 族 矛 盾。各 国 情 况 很 不

一样。
第三，阿拉伯世界共有 22 个国家，其

中，有两国未发生动荡，多数国家发生动荡

后较快平息，5 个国家遭到动荡的严重冲

击，占阿拉伯国家总数的不到四分之一。
第四，发生严重动荡的国家中，都有大

国先 后 插 手，甚 至 操 纵。将 动 荡 冠 之 为

“革命”最符合西方国家的利益，至少在客

观上符合了西方别有用心的舆论导向和实际

运作。
第五，这场动荡充分暴露了阿拉伯国家

面临的诸多矛盾，阿拉伯精英不可避免地要

探索如何解决这些矛盾，以实现阿拉伯民族

的真正复兴。这场动荡有可能开启阿拉伯民

众寻求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公正民主，外交

独立自主的新的发展道路的历史时期。这将

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斗争，必然要经历多次曲

折和反复的漫长历史过程。在未来相当长的

时期里，大动荡与大变革有可能成为阿拉伯

世界的主旋律。人们期待在经历大动荡和大

变革之后，一个繁荣、强大、文明、进步、
独立自主、充满活力的新阿拉伯世界挺立于

世界民族之林。这个目标不可能短期实现。
现在就认为出现了 “阿拉伯之春”、 “阿拉

伯革命”为时过早。在已改变政权和有可

能改变政权的国家，经过各种势力的博弈

后，组建的新政权是具备更浓的民主色彩，

还是伊斯兰色彩，抑或民族主义色彩，政策

取向如何，均有待观察。但可以预料，这都

只是政权的更迭，政策的调整，尚无迹象显

示可能会发生革命性的制度变革。
四、爆发大规模动荡的国家短时间内均

难以恢复稳定

突尼斯总统本·阿里一月份出逃后，由

议长出任代总统并组成过渡性的民族团结政

府，承诺半年内进行议会和总统选举。在短

时间内全国出现 114 个合法注册的政党，原

被取缔的伊斯兰势力卷土重来，组成复兴

党，影响日益扩大。民调显示，该党有可能

在选举中击败一直占统治地位的世俗政党。
由于罢工、社会抗议活动频繁，以及伊斯兰

极端势力不断滋事，选举一再推迟。选举会

出现怎样的结果，有待观察。
埃及现在是军队掌权，临时政府执政。

原定 9 月举行的议会选举推迟，但仍计划在

年内举行。埃及除军队外，组织最为严密的

是穆斯林兄弟会。社会精英和广场抗议主力

军青年运动的力量也不能小视。他们正在分

化组合成立新的政党。此外，还有已存在多

年，但一直不得势的老政党蠢蠢欲动; 原执

政党虽被解散，但其成员也不会甘心失败。
军队极力维护社会稳定并左右局势。穆斯林

兄弟会正蓄积力量，扬言将在议会选举中获

得 45—50% 的席位。各种势力将在选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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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烈争夺，结局难料。埃及当前面临的问题

是，政府软弱无力，社会混乱无序，抗议游

行不时发生，经济更加困难，民生更加艰

难。而信仰基督教的科普特人与穆斯林之间

的矛盾激化，使得局势乱上添乱。① 8 月 3
日，埃及公开审判穆巴拉克及其两个儿子，

这是在反穆巴拉克势力的强大压力下安排

的，亲穆巴拉克派民众上街对前总统表示支

持。两派 还 发 生 冲 突。② 如 何 审 判 穆 巴 拉

克，是对埃执政当局智慧和能力的考验。临

时政府组成后，对埃及外交政策有所调整，

最突出的是，表明了要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

的意向以及解除了对通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区

的拉法口岸的封锁。③ 这些都是美国所不希

望看到的。
西方列强利用安理会 1973 号决议对利

比亚发动空袭，支持反对派扩大内战，大大

超出了该决议有关设置禁飞区的范围。战局

陷入僵持后，西方国家又违反联合国规定，

向反对派武装提供了大批武器，特别是暗地

里派出了地面部队。媒体纷纷披露，法国、
英国、意大利等国暗中在反对派军作战小组

中安插顾问和教官，成为反对派军的训练和

组织者。④ 在西方列强一手策划、指挥和参

与下，反对派武装力量攻占首都的黎波里。
西方列强为了推翻卡扎菲，扶植一个亲西方

的政府，进而控制利比亚，完全不择手段。
世界上最大的几个西方强国联手轰炸利比亚

5 个月，最终求助于一系列非法手段，达到

推翻卡扎菲的目的。这充分反映出西方的霸

道、横蛮和自私，暴露了其力不从心、虚弱

和无奈的一面。后卡扎菲时代，利比亚难以

走向稳定。反对派内部派系庞杂，既有从原

政权叛变出来的军政高官，又有前王朝所属

的部落势力，不但有有民主派、伊斯兰势

力，还有基地组织力量。它们意识形态不

同，诉求各异，极可能分裂。支持卡扎菲的

一些部落由强势降为弱势，部落间的仇恨因

内战而加剧，甚至还可能引发新的争斗。
叙利亚动荡始于 3 月中旬，既有社会矛

盾，也有教派冲突，还有民族矛盾。阿拉伯

世界爆发动乱的共同原因在叙利亚同样存

在，如经济低迷、贫富悬殊、贪污腐败、失

业率居高不下、民生艰难等。执政的阿萨德

家族属什叶派分支阿拉维派，占总人口的

15%。老阿萨德曾血腥镇压占人口多数的逊

尼派穆斯林兄弟会，双方历史上的仇恨现时

爆发。库尔德人一直得不到公正对待，积怨

很深。面对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巴沙尔政府

采取加强改革和严厉镇压两手，均未奏效。
政府还要求与反对派对话，亦遭拒绝。分析

人士认为，巴沙尔政权得到军队和执政党的

支持，还得到逊尼派大商贾的支持，目前尚

能控制局势; 反对派态度强硬，美国公然煽

动叙利亚反对派闹事。8 月 2 日，美驻叙大

使表示，他执行奥巴马总统的指令，加大对

叙政府的压力，并与各国一起孤立叙政府。
他承认，美国一直在与叙反对派人士接触，

评估其需求及美所能提供的帮助。⑤ 此前，

美国务卿希拉里宣布，巴沙尔已失去了执政

的合法性。⑥ 8 月 18 日，奥巴马总统发表讲

话要求巴沙尔下台，英、法、德等欧洲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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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2011 年 10 月 11 日，《埃及再爆大规模血腥

冲突》。
《人民日报》2011 年 8 月 4 日，黄培昭 张梦旭，《穆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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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派遣特种部队》。
《人民日报》2011 年 8 月 4 日 王恬，《美国积极接触叙利

亚反对派》。
《人民日报》2011 年 7 月 13 日 王恬等，《美宣称叙总统

失去执政“合法性”》。



也异口同声地予以呼应。① 沙特等几个海湾

阿拉伯国家对叙政府也予以谴责。10 月 4
日，法国、英国等国向安理会提交制裁叙利

亚的决 议 草 案，遭 到 俄 罗 斯 和 中 国 的 否

决。② 在叙 利 亚 的 邻 国 中，土 耳 其 对 叙 强

硬，叙流亡在国外的反对派在土集会，成立

联合行动机构。土还在土叙边境举行军事演

习。但叙利亚得到伊朗、伊拉克、黎巴嫩真

主党和巴勒斯坦哈马斯的支持。阿盟既谴责

叙政府镇压示威民众，又强调外国不应干涉

叙内政。局势还在发展，前景难以预料。人

们关心的是西方大国会不会像对利比亚那

样，对叙发动军事打击。这种可能性不能完

全排除，但西方也面临一些难题: 一是难以

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 二是经济困难，

在利比亚战争中已是捉襟见肘; 三是阿盟不

会重复对利比亚的做法，再次邀请西方列强

干预叙利亚事务; 四是不能不考虑一旦动

武，伊朗、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哈马斯

会作出何种反应。美国还要考虑对以色列安

全可能产生的影响。西方国家多次表示无意

对叙动武。尽管如此，推翻巴沙尔政权似乎

已是西方列强的决策，它们必将采取一切可

能手段继续对叙施压和扶持叙反对派。巴沙

尔的处境相当困难。
也门形势十分复杂。一方面，美国和海

湾阿拉伯国家要求萨利赫总统交权; 另一方

面，因基地组织在也门十分活跃，美国及沙

特在反恐方面还要依仗萨利赫。同时，萨利

赫还掌握着相当的军事力量，而反对派派系

林立，群龙无首。美国和沙特担心推翻萨利

赫会导致也门成为第二个索马里，因此在逼

萨利赫下台的同时又留有余地。近日，萨利

赫总统表示愿意交权，但不会交给反对派。
紧张的局势还将继续下去。

巴林的骚乱已被强行平息。沙特用巨额

石油美元改善民众生活，保持社会稳定。摩

洛哥、阿尔及利亚、沙特、约旦等国采取了

一系列措施，缓解民众的不满，如修改宪法

缩减国王的权力③、取消紧急状况法、提高

妇女的社会地位、改组政府等，④ 取得一定

效果。
五、影响阿拉伯国家局势走向的主要

因素

由乱世到治世将经历漫长的过程。首先

要缓和因动荡而出现的严重对立，包括政府

与反对派之间的对立以及各派之间的对立。
实现政权更迭的国家，要组成新的议会和政

府，恢复秩序和法制。各国还要恢复和发展

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实行改革，扩大民

主，等等。每一项都会耗时费事，如能缓解

各种矛盾，局势可能逐步实现稳定，否则，

还会引发新的动荡。
阿拉伯世界的几支主要力量: 军队、伊

斯兰势力、民主派世俗势力以及基地组织等

极端势力，都会登台表演，参与博弈。西方

大国，尤其是美国，也会介入其中，施加影

响，甚至操纵局势。
在所有阿拉伯国家中，军队都是一支维

护国家独立和统一的重要力量。只要军队不

分裂，社会动荡就不致失控。军队走向前

台，组成军政府的时代已成过去，如今，军

队只能退居幕后操纵，由政客组成政府。在

当下的阿拉伯国家，如果得不到军队的支

持，至少是认可，任何政治势力都难以顺利

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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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环球时报》2011 年 8 月 19 日，《美总统发声明要巴沙尔

下台》。
《人民日报》2011 年 10 月 6 日， 《中俄对制裁叙利亚说

“不”》。
《参考消息》2011 年 7 月 3 日， 《摩洛哥公投通过新宪

法》。
《参考消息》2011 年 9 月 27 日，《沙特为巩固统治顺应变

革浪潮》。



伊斯兰势力往往会利用社会动荡之机扩

大影响，壮大队伍。阿拉伯多数民众不接受

极端思潮，伊斯兰势力要想发展，必须采取

温和路线。因此，即使伊斯兰势力控制了议

会，甚至主导组阁，估计也不会出现伊朗式

的政教合一的体制。
世俗民主派势力也在发展。这股势力又

分为民族主义派和极端亲西方派。有鉴于阿

拉伯民众强烈的反美情绪，极端亲西方派不

可能博得广大民众的支持。民族主义世俗民

主派会联手军方共同阻止伊斯兰势力掌权。
至于基地组织等极端势力，其破坏能量

不容忽视，但得不到广大民众的支持，也不

为西方大国容忍，不可能成为一支重要的参

政力量。
西方大国的干预对阿拉伯国家的政局走

向仍会产生重要影响。它们当然希望亲西方

的民主派上台掌权，但考虑到民众的意向和

各派间的力量对比，可能会支持民族主义民

主派与军方合作，以阻止伊斯兰势力得势。
可以预见，动荡后的政府，不论是原来

的政府，还是新组成的政府，与过去相比，

都将是弱势政府，或者说更加 “民主”的

政府。它们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不同派别的牵

制，在决策时会更多地考虑民意。
六、阿拉伯世界社会和政治动荡可能产

生的影响

阿拉伯世界经过这场动荡，元气大伤，

内聚力和在中东地区乃至世界上的影响力减

弱。尽管阿拉伯世界内部矛盾和分歧很多，

难以真正团结一致，但毕竟是 22 个国家联

合体，其影响和作用不能小视。在中东地

区，非阿拉伯国家的土耳其和伊朗都难以发

挥主导作用。

失去穆巴拉克的埃及仍处在动荡之中，

已无法发挥阿拉伯世界领袖的作用，以沙特

为首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

力在提升。但埃及一旦缓过气来，不论是从

政治、军事、经济角度，还是从地缘、人

文、历史和人口角度，仍将是阿拉伯世界最

重要的大国。
阿拉伯世界的动荡已经影响了世界石油

价格，动荡严重的国家经济明显下滑，冲击

了这些国家与国际社会的经贸交往，这对世

界经济的复苏将产生负面影响。
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长期在中东发挥

着主导作用。虽然美国已开始从霸权的巅峰

坠落，对国际事务，包括中东事务的主导能

力下降，但美国仍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

国，其主导地位并未动摇。美国压穆巴拉克

交权，虽符合部分埃及民众的要求，但使得

其他国家的当权者寒心。这证实了一位美国

人的名言: 当美国的敌人不易，当美国的朋

友则更危险。美国主导对利比亚发动空袭，

公然干涉叙利亚和也门内政，只会激发多数

阿拉伯民众的反感。阿拉伯民众长久以来蓄

积的反美情绪，没有因这场动荡而减弱，而

是在加强。通过这场动荡，不少国家的伊斯

兰势力又有发展。即使是伊斯兰温和派，他

们的理念也与美国的中东政策格格不入。伊

斯兰势力和民众诉求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将

加强。可以预计，动荡后的阿拉伯国家不可

能像以往那样配合美国的中东政策。埃及过

渡政府的外交政策调整就是一例。
阿拉伯国家仍将重视对美关系，在政

治、军事和安全等许多方面还会有求于美，

但阿 拉 伯 国 家 “向 东 看”的 倾 向 会 继 续

发展。

—91—

《亚非纵横》2011 年第 6 期




ABSTRACTS
A Review of the U. S. -Japan 2 + 2 Conference in 2011

Qian Wenrong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nd Defense Minister of the U. S. met theircounterparts of Japan on June
21，2011 in new round of the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 meeting ( known as the 2 + 2
Conference) ，which worked out their new common strategic goals， took confronting the so-called
China Threat as their common initiative，and discussed the new measures to strengthen their alliance
as well as reached an agreement.

The Status Quo and the Prospe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ROK Relations in the New Era

Da Zhigang

Both as market-oriented economies， Japan and ROK are not only close to one another
ingeographical and cultural terms， but also in recent years striving for better relationship in
diplomacy，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and people to people exchanges. As major nations in East
Asia or Northeast Asia，the evolution of their relationship not only involves their bilateral relations，
but also affects the multilateral security，future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alignment.

A Review of the Food Security Problems in the Sub-Sahara Africa
Xu Mengshui

Since the beginning of 2011，serious drought and famine have been one of themost prominent
problems in the Sub － Sahara Africa. The food security problem in the region is caused by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should have been able to feed their people，
which can only be achieved by persistent efforts of their governments and international concerns as
well as aid

The Cause and Its Influence of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urmoil in the Arab World

An Huihou

The Arab world is undergoingtremendous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s，which have been brought
about by complex factors and may set off the process for the Arab nations to explore new development
path. With the heavy involvement of the Western nations，the dominant role of the U. S. in the Middle
East affairs may be weakened，but its dominance in the region is not fundamentally challenged.

The Revelation and Its Related Impact of the War onLibya
He Wenping

The six-month's war on Libya is the newest case that the West interfered Africa's internal affairs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which may produce revelation as well as related impact in six different
areas. As an important forc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China may or should play an active role
in the post war reconstruction in Lib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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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UM
Commentaire et analyse sur laréunion ministrielle 2 plus 2 USA-Japon en 2011

Qian Wenrong

Au 21 juin 2011， la nouvelleréunion du Comité consultatif sur la Sécurité entre le Japon et les
Etats-Unis a eu lieu à Washington . Les ministres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et de la défense des deux
pays se présentent à la réunion ( on appelle aussi la réunion 2 plus 2) . A cette réunion on a élaboré
les nouveaux objectifs stratégiques communs des deux pays en mettant en relief qu ils font face à  la
menace chinoise ， a discuté les nouvelles mesures pour renforcer l alliance USA-Japon et a abouti
à un accord.

Le développement des relations entre le Japon et la Corée du Sud
et ses perspectives à la nouvelle ère

Da Zhigang

Etant un pays appliquant la politique de l' économie du marché ，le Japon et la Corée du Sud ont
la proximité géographique et des échanges culturelles. Ces dernières années， les deux pays ont
renforcé les relations dans les domaines des échanges gouvermentales， des coopérations économiques
et des échanges non-gouvermentales. Comme les pays importants en Asie-Est et en Asie du Nord-
Est， l' évolution des relations entre le Japon et la Corée du Sud non seulement implique aux deux
pays，mais aussi affecte la stablité de nombreux pays et lie à la coopération et la structure régionales.

Commentaire et analyse sur le problème de la sécurité alimentaire
des pays de l＇Afrique sub-saharienne

Xu Mengshui

Depuis l' année 2011， le problème le plus sérieux que l＇Afrique sub-saharienne fait face est la
sécheresse et la famine. Le problème de la sécurité alimentaire des pays de l'Afrique sub-saharienne
a été causé par des facteurs internes et externes. Les pays de la région devraient être capable à
résoudre le problème de l'alimentation. Le règlement du problème de la sécurité alimentaire se
compte sur les efforts des pays de la région. D'ailleurs， la communauté internationale devrait porter
l'attention au problème de la sécurité alimentaire de l'Afrique sub-saharienne et fournit plus
de l'assistance.

Causes et influences des bouleversements politiques
et sociales dans le monde arabe

An Huihou

Des bouleversements politiques et sociales se sont produits dans le monde arabe. Les causes de ces
bouleversements sont très compliqués. Les puissances occidentales y compris les Etats Unis y
interviennent activement. Pour le peuple arabe， ces bouleversements pourraient entamer un
processus historique à la recherche de la nouvelle voie de développement. Les bouleversements
aurraient de nombreuses influences sur la structure régionale du Moyen-Orient. La capacité de
domination des Etats Unis dans les affaire du Moyen-Orient serait affaibblie，mais sa position de
domination ne serait changée fondamentalement.

Les influences da la guerre lybienne et ses révélations
He Wenping

La guerre lybienne durant six mois est l'exemple le plus nouvel de l'intervention occidentale dans
les affaires africaines après la guerre froide. Les influences da la guerre lybienne et ses révé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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