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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东地区教育的发展和经济的变革，大量的中东妇女走出家门接受高等教育，高等教

育不仅提高了妇女政治参与及社会活动的能力，而且也提高了她们的经济参与率，使其就业范围不断扩

大。尽管目前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东妇女在政治经济方面仍面临诸多的问题，但时代的发展会提供给她们

越来越广阔的前景，参与高等教育的中东妇女将会成为未来中东地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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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以及全球意识的实现，平

等、发展、和平真正成了现实的呼唤和历史的必然，

而高等教育则是实现平等发展与和平目标的一个

重要工具。从全球的角度来看,近 20 年来，由于国

际教育形势更有利于女性教育的发展，因而大量的

妇女纷纷走出家门接受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使妇

女对自身文化价值的认识有了新的升华，而且还能

用所获得的文化科学知识服务于社会。这种情况，

在中东地区也不例外。 

 

一、中东妇女参与高等教育的 
人数和比例 

 

随着教育的发展和经济的变革，中东各国妇女

参与高等教育的人数和比例都比以前有所上升，在

沙特阿拉伯的女子高等教育始于 1961 年。当时利

雅得大学招收了第一批共 4 名女生。1964 年，政

府为女子设立了留学奖学金，资助那些陪同丈夫出

国留学的女子进入外国大学。1974 年，麦加女子

教育学院招收了第一批女研究生，至 80 年代中后

期，沙特女子在高等教育方面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

就。1985~1986 年度，本国大学的女博士研究生达

164 人，女硕士研究生 819 人（包括外籍），在国

外留学的沙特女生为 2846 人（其中研究生 1666

人）。在阿联酋，1980~1981 学年的女大学毕业生

为 194 人，占该学年毕业生中的 41.1%；1988~1990

学年，入学的大学生总数为 1500 人，男生仅有 450

人，占 30%，而女生多达 1050 人，占 70%，

1990~1991 学年中在大学里的女生为 5261 人，而

男生为 1880 人，可以看出，在大学的各个院系中

女生的人数已超过了男生。伊朗在 1979 年以前，

女大学生只占大学生的 1/3，现在已达到 1/2，1992

年，伊朗全国大学的毕业生中大约有 42%是女生。

在卡塔尔，妇女硕士生及大学生占所有大学生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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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3，1996 年约 2000 名女性从科威特大学毕业，

而当年只有 600 名男性毕业生。从利比亚来看，

1995~1996 学年，在法蒂赫大学就读的本地学生总

计 10180 人，其中男性 2401 人，而女生竟达 7779

人。在摩洛哥，1959 年该国只有 2500 人入大学读

书；到了 1997 年，该数字上升到 13 所大学的 25

万学生，女大学生占了总数的 50%。 

由于大量的中东妇女参与了高等教育，从而使

她们有更多的机会活动于公共领域的诸多方面，高

等教育除了对中东妇女自身的发展有影响外，更大

程度上是对她们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 

 

二、高等教育对中东妇女政治 
方面的影响 

 

高等教育提高了中东妇女的政治参与和社会

活动能力，使其政治地位不断提高，随着中东地区

高等教育的发展，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普遍认

识到，妇女参政是妇女权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参加

文化团体和社会组织是实现自我价值、确立社会地

位的重要途径。另外，通过高等教育使更多的妇女

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新事物，获得更多的社会知

识，学到交际本领，处事经验，增强组织能力和领

导才干，这又为中东妇女的参政及社会活动的参与

打下了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

妇女开始跻身政界。在埃及，1962 年希麦特·艾

卜·栽德任社会事务部长，他的后任是开罗大学国

际法教授阿绮沙·拉蒂勃女士，她是一个女博士，

且是埃及历史上第一位女部长，此外妇女还担任了

包括副部长驻外使节和参赞在内的领导工作。在伊

朗参政的妇女代表有（1）麦素梅·埃卜特卡尔：

1997 年，总统哈塔米任命她为副总统兼环境保护

组织主席，她是伊朗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副总统。

1979 年 11 月她带领大学生占领美国大使馆，新参

加了伊朗革命，1981 年，当哈塔米被霍梅尼任命

《世界报》集团负责人后不久，便任命艾卜特卡尔

为英文版《世界报》的主编，在任命为副总统之前，

她已经获得伊朗师范大学的免疫专业博士学位，并

在该学校任教。（2）1992 年有 4 名妇女被选进议

会，它们分别为外科医生和产科医生，有两个分别

获得哲学和伊斯兰教学位，另一个获得产科学位。

（3）1997 年，伊朗国会进行选举，女议员由九人

增加为十三人，德黑兰市也出现女区长，这些女议

员都具有大学以上的学历。从土耳其的情况看，参

政的妇女也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1）坦

苏，齐来尔：1990 年，参加正确道路党，不久当

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任党中央副主席，负责经

济工作。1991 年 10 月当选为大民议会议员，正确

道路党与社会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之后，出任主管

经济工作的国防部长。1993 年 6 月，出任正确道

路党主席，并奉命组阁，出任土耳其第 50 届政府

总理，全面负责经济并掌管国家安全。（2）厄· 拉

伊·萨伊根，目前担任国务部部长，是目前在土耳

其政府里担任重要职业的四位妇女之一。除此之

外，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东妇女还积极参加各级议会

选举和地方选举。在埃及，1971 年社会主义联盟

重建完成，大选在埃及各省展开，1039 名妇女代

表当选，占所有代表人数的 2%。在 1979 年 6 月

的选举中，妇女占了 30 个席位。在 1994 年的选举

中，有 87 名妇女参加竞选，有 10 名妇女入选。除

了参政外，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东妇女还积极投身

于妇女运动中，经常组织妇女集会，以吸引政策制

定者和公众的注意。在摩洛哥，女权行动联盟是该

国的一个基于中产阶级的组织。它于 1993 年带头

向现在已故的国王哈桑二世提交了请愿书，要求改

革家庭法，特别是该法在离婚和儿童监护方面对妇

女的影响。该联盟征集了 100 万男女的签名。国王

最终作出回应，指派一个皇家委员会调查该问题，

特别是儿童监护。1995 年，埃及的妇女向爱资哈

大学校长提出异议，因为该校长颁布了一条新的伊

斯兰指示，称女性的割礼正如男性的割礼一样，是

信奉伊斯兰教的一部分。她们与校长进行争辩，把

该校长送上了法庭，最终赢得了这个案子的胜利。 

 

三、高等教育对中东妇女经济 
方面影响 

 

高等教育使中东妇女经济参与率不断提高，范

围不断扩大。随着中东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大量开

发石油以外的第三产业，妇女大量进入就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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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主要从事一些白

领工作，如专业技术工作，管理工作和文秘职业。

而受过初中及小学教育的妇女大多从事农业、家庭

劳动、服务、销售等非技术性的工作。据 1985 年

沙特就业妇女的职业结构和文化水平的调查，1985

年，沙特从事教师、行政人员和专业人员的女大学

生达到 43，560 人，占全部就业妇女的 32%；中

学及技校毕业的妇女人数达到 24，140 人，主要从

事服务、销售以及流水线上的熟练工作，她们占全

部就业妇女的 17.5%；另外还有 50.5%的妇女从事

农业和家庭劳动，她们的文化水平只达到小学。近

年来，随着女大学毕业生大量进入就业市场，使得

知识妇女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比例不断上升。以伊朗

为例，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在管理方面的人数已从

1976 年的 11%上升到 1997 年的 16%。在科学、技

术和一些特殊的领域中，妇女所占的比例已从

1976 年的 15.5%上升到 1996 年的 35%。从阿联酋

的情况来看，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在医疗卫生、教

育和工程技术部门的从业人数的比例，1975 年为

24%，1978 年为 40.8%，1980 年为 45.9%。在决策

部门工作或担当领导角色的妇女，她们的比例在

1980-1990 年间上升了 1 个百分点。妇女接受教育

的程度和文化水平的高低，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她们

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能力。一般来说，妇女接受教

育程度越高，社会所提供的就业机会和职业领域就

越大。目前，在中东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也不再局

限于诸如教书和社会工作这些传统职业，她们正在

填补迄今不为她们开放的医学、法律、工程、媒体、

零售业，甚至跨国性的行业。如伊朗古姆女子医学

院，培养了大批在牙科、物理疗法和放射学等方面

的女子专业人才。在埃及，女工程师在该行业中的

百分比高于德国。中东地区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有女

律师，虽然反对女法官的禁令仍然存在，但是在突

尼斯，女法官占全国总法官人数的 25%。摩洛哥

的女法官占全国总数的 29%，这些比例都高于美

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在电视和广告行业中也是

重要的力量。埃及电视台前任新闻广播主任纳瓦

尔、斯里加入了 ART，任该卫星节目社会和公共

服务广播的主任，这是沙特阿拉伯准资助的卫星

站，向整个该地区播出节目。此外，还有一些知识

妇女正出现于文化方面的重要领域：诗歌、书信、

小说和视觉艺术，首届阿拉伯妇女书市于 1995 年

在开罗举行，吸引了世界各国的知识女性参加。 

 

四、面临的问题及其问题出现的

原因 
 

尽管中东妇参与高等教育已取得一定的成绩，

但接受高等教育的中东妇女在参政的路上却困难

重重。首先是参政妇女的比例非常低，有的国家的

妇女至今未获得投票权，如沙特、阿富汗。另外即

使在妇女拥有投票权的国家，知识女性赢得公职的

比例也不大。1994 年，摩洛哥选举了头两名妇女

进入议会，卡塔尔近来有 7 名妇女参加竞选，但她

们却失败了。1994 年埃及 87 名妇女参加竞选，最

后只有 10 名妇女入选。其次是参政的女性总受到

歧视和限制，正如任何领域的成功女性一样，中东

的女领导人经常受到是否胜任本职工作的质疑，总

是被人攻击忽视家庭责任，使她们的人格力量受到

苛刻的考验，而且通常被人以不公平的双重标准来

衡量。 

在经济方领域中，中东地区受过高等教育的妇

女同样面临着许多的问题。（1）首先就是经济参与

率仍然不高。据人权发展报告的统计数字，1994

年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在一些不同类型的中东国

家经济参与率各为：“巴林 17%、利比亚 9%、科

威特 27%、约旦 10%、伊朗 19%、埃及 9%、土耳

其 45%。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观念的滞后。

中东社会是一个以男性家长制为中心的社会，许多

男子仍然反对妇女参加工作，大多数人认为如果工

作的妇女不能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关系，则应该放弃

工作。虽然许多妇女也接受了高等教育，但她们有

许多并不是为了工作而接受教育。最近世界银行对

埃及、约旦、土耳其和摩洛哥的妇女主顾进行了一

项调查，埃及和约旦的妇女认为，妇女接受高等教

育不是找一个好工作，而是为了找一个理想的丈

夫，当一个好母亲，很好地教育孩子。在这种思想

的支配下，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毕业之后往往

又回到家庭，这样造成中东地区人力资源的浪费。

另外一部分女大学生毕业之后虽然也进入经济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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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各个部门工作，但工作年限不超过 3 年，结婚

之后就离职回家，这种情况在海湾国家中表现最为

突出。另外妇女自身的一些因素也是导致择业机会

减少的原因之一。虽然大部分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妇

女因受现代意识的冲击，她们毕业之后很快参与到

就业的队伍中，但是由于结婚、做家务、照看孩子

等方面而引起市场参与的间断，造成她们工作经验

较少，因而常常被拒之于现代化的大门之外。性别

歧视也是造成妇女就业人数减少的原因之一，当求

职者多于工作职位时，工作能力之外的条件，诸如

年龄、性别、婚姻等就成为评判的条件，女性将因

其性别成为就业市场的失败者。（2）就业领域十分

有限也是中东妇女所面临的又一问题，在中东地区

妇女往往就职于一些传统的职业，如教师、护士、

行政人员。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之一就是中东地区

以文为本的教育体制极大地限制了妇女择职的机

会。以沙特为例，虽然女子师范发展迅速，但绝大

多数女生学习文科和教育学，而学习理科的人廖若

无几，这与国家所颁布的女子教育的宗旨有很大的

关系。1969 年沙特政府颁布的《沙特阿拉伯王国

的教育政策》明确指出“女子教育的目标在于用健

全的伊斯兰方式培养她，使之能够完成其作为成功

之主妇和贤妻良母的作用，并且使她做参加其他适

合于其性格的活动（如教学、护理和医疗）之准备”。

在这种宗旨的指导下，沙特女子高等学校的专业主

要是教学、医疗、护理、裁缝和社会工作等。例如，

1985-1986 年度大学和女子学院女生中 83.5%在文

科专业（包括教育学和家政），仅有 16.5%在理科、

医科和室内装修专业。这样，当文科毕业生日益过

剩，造成了社会的供大于求时，而女性在管理人员，

建筑师、科学家、飞行员。警察等职业中的比例却

较低，进入信息技术专业的速度一直较慢，她们基

本被排除在信息技术的设计和发展之外。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受过高等教

育的中东妇女在政治参与和就业领域仍困难重重，

面临诸多的性别歧视和不平等，但高等教育的确提

高了中东妇女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虽然这一地区妇

女参政的比例还较低，但女元首及女议员的任职本

身意味着女性提升机会的增加，她们有足够力量使

更多女性担任领导职务，这种情况会造成一种良性

循环，有利于扩大妇女参政成绩，使人们接受妇女

领导的事实，自上而下地引导妇女参政高潮的到

来。另外，高等教育使中东妇女获得较独立的经济

能力，减少了传统社会中女性对男性的依赖程度，

从根本上动摇了中东社会传统文化中对女性的性

别偏见 

21 世纪是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现代科技将

进一步开辟中东妇女就业的前景，从而也会使妇女

面临着职业竞争的考验，在这种情况下，妇女就业

率将更多地取决妇女受教育的程度。因此，发展中

东国家的高等教育，提高妇女参与高等教育的程

度，不断改革和完善中东国家高等教育中对妇女不

合理的一些现象，使更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东妇女

参与到社会和经济活动中，这不仅是时代赋予中东

国家的历史使命，也是对中东妇女一次巨大的挑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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