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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

后卡扎菲时代利比亚政治重建及前景＊

韩志斌　闫　伟

　　［摘要］　随着利比亚国内冲突基本平息，其政治重建也被提上议事日程。但也存在着各政治派别相持不下，政治立场存在分歧，

社会对立严重，安全形势恶化，国际社会支持不够等一系列问题。由于同质化的民族和教派结构，以及丰富的油气资源，利比亚不 大

可能出现国家分裂。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将形成相对平衡的关系，利比亚也将更加强调其阿拉伯的国家属性。但从长远来看，利

比亚的政治重建不可能一蹴而就，其民主化进程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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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处北非的利比亚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历

史发展的独特性而成为世界上多种文明的碰撞与交融

之所。开端于突 尼 斯 和 埃 及 而 后 遍 及 整 个 北 非，席 卷

阿拉伯世界 的“阿 拉 伯 之 春”，引 起 中 东 地 区 社 会 秩 序

的动荡。而利比 亚 的 政 治 变 局 更 为 严 重，由 于 以 法 国

为首的北约的 外 部 力 量 干 预，利 比 亚 政 治 变 局 发 展 成

为利比亚战争，并导致卡扎菲政权被推翻，他本人也死

于非命，统治利比亚长达４２年的“卡扎菲时代”最终画

上句号。北约干预利比亚内乱是北约新战略〔１〕的具体

实施，但给后卡 扎 菲 时 代 的 利 比 亚 政 治 重 建 带 来 重 重

困难。本文 拟 通 过 对 最 近 利 比 亚 政 治 局 势 发 展 的 分

析，总结后卡扎菲时代利比亚政治重建面临的挑战，以

期把握西亚北 非 阿 拉 伯 国 家 的 政 局 走 向，为 我 国 外 交

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一、后卡扎菲时代利比亚的政治重建进程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３日，“过渡 委”主 席 贾 利 勒 在 班 加

西表示，利比 亚 全 国 解 放。利 比 亚 正 式 进 入 了 政 治 重

建时期。早在２０１１年８月３日，“过渡委”就公布了具

有临时宪 法 作 用 的《宪 政 宣 言》（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ｃｌａ－
ｍａｔｉｏｎ），不仅阐释了主权在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

障个人权利、建立多元民主制度、突出伊斯兰教的地位

等利比亚政治 重 建 的 原 则，而 且 还 框 定 了 利 比 亚 政 治

重建的时间 表。具 体 而 言，利 比 亚 全 国 解 放 之 后，“过

渡委”将移至 首 都 的 黎 波 里，并 在 一 个 月 之 内 组 建“过

渡政府”；八个 月 之 内 选 举 出 由２００人 组 成 的“国 民 议

会”。〔２〕届时，“国民议会”取代“过渡委”行使主权，前者

负责组建“临 时 政 府”和 由６０人 组 成 的 制 宪 委 员 会。
宪法草案公布 之 后 举 行 全 民 公 决，获 得２／３的 赞 成 票

方可通过。２０１３年中期，利比亚举行立法机构的选举，
还将依 据 新 宪 法 建 立 永 久 政 府，从 而 最 终 完 成 政 治

重建。〔３〕

利比亚的政 治 重 建 正 是 按 照 这 一 时 间 表 进 行 的。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３１日，已迁至的黎波里的“过渡委”选举

阿卜杜勒·拉希姆·凯卜（Ａｂｄｅｌ　Ｒａｈｉｍ　ａｌ－Ｋｅｉｂ）为利

比亚临时 总 理，并 授 权 组 建“过 渡 政 府”。〔４〕２０１２年２
月，利比亚成立“高级选举委员会”。３月２８日，利比亚

·７·

＊ 本文属作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东热点问题与联合国研究”（１２ＪＪＤ８１０００９）、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研究”（１０ＺＤ＆１１５）、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研究”（１１ＣＳＳ０１１）的阶段
性成果，并得到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资助。



通过了选举法，规定“国民议会”２００个议席中的８０个

议席由政党推 举 的 候 选 人 中 选 出，其 余 议 席 由 独 立 候

选人通过选举产生。４月２５日，“过渡委”颁布法令 禁

止以宗教、部落和族群为基础的政党参选。〔５〕７月７日，
利比亚举行“国民议会”的选举，投票率 为６２％。在 政

党选举中，２１个 政 党 获 得 议 席，其 中“全 国 力 量 联 盟”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赢得３９席，而穆斯林兄弟会

支 持 的 “正 义 与 建 设 党”（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ｙ）只得到１７席。８月８日，“国民议会”取代“过渡

委”行使国家权力，马贾里亚夫〔６〕（Ｍｏｈａｍｅｄ　Ｙｏｕｓｅｆ　ｅｌ－
Ｍａｇａｒｉａｆ）当选“国民议会”主席。１０月１４日，“国民议

会”选举 扎 伊 丹（Ａｌｉ　Ｚｉｄａｎ）为 临 时 政 府 总 理，负 责 组

阁。１１月７日，扎伊丹的内阁名单获得通过，新政府基

本体现了地 区 之 间 的 平 衡。如 今，利 比 亚 政 治 重 建 面

临的最急迫的问题是制定一部利比亚各派都能接受的

宪法。

二、利比亚政治重建面临的挑战

卡扎菲政权 倒 台 以 来，利 比 亚 的 政 治 重 建 虽 然 取

得了一定的 进 展，但 同 样 面 临 着 严 重 的 挑 战。利 比 亚

的安全形势持续恶化，各地武装冲突不断，甚至连中央

政府和美国大 使 馆 都 遭 到 袭 击，导 致 包 括 美 国 驻 利 比

亚大使在内的４名外交官丧生。利比亚各政治派别和

武装组织对于政治重建道路的选择以及政府权力的争

夺相持不下，致使选举一再推迟，内阁名单难产。这主

要是由于卡扎菲留下的“历史遗产”。与埃及和突尼斯

相比，利比亚政 治 重 建 是 在 政 治 体 系 完 全 崩 溃 基 础 上

进行的，缺乏制度化力量的保障。〔７〕利比亚政治重建面

临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政治伊 斯 兰 对 于 利 比 亚 政 治 重 建 走 向 影 响

深远。
在利比亚政治发展的历史上始终伴随着伊斯兰主

义与世俗民 族 主 义 的 博 弈。卡 扎 菲 政 权 倒 台 之 后，利

比亚面临着 重 新 建 构 政 教 关 系 的 挑 战。如 今，利 比 亚

国内的政治伊 斯 兰 派 别 主 要 有：穆 斯 林 兄 弟 会 支 持 的

“正义与建设党”，军事伊斯兰组织“利比亚伊斯兰改变

运动”〔８〕支持 的“祖 国 党”以 及 萨 拉 菲 主 义 者。穆 斯 林

兄弟会是利比亚最具组织性和影响力的政治伊斯兰力

量。他们奉 行 温 和 的 伊 斯 兰 主 义，批 评“全 国 力 量 联

盟”奉行的世俗主义，主张强化伊斯兰法在未来利比亚

国家建构中 的 作 用。但 穆 斯 林 兄 弟 会 也 存 在 缺 陷，它

与埃及穆斯林 兄 弟 会 过 从 甚 密，其 政 治 纲 领 在 泛 伊 斯

兰主义和民 族 主 义 之 间 摇 摆 不 定，而 且 自２０世 纪７０
年代以来一直 流 亡 海 外，在 利 比 亚 缺 乏 组 织 和 民 众 基

础。此外，２００７年，包括穆斯林兄弟会在内的其他伊斯

兰组织与卡扎 菲 政 权 实 现 了 和 解，损 害 了 其 在 民 众 中

的形象。这也是利比亚穆斯林兄弟会未能赢得选举的

主要原因。
利比亚爆发政治危机后，卡扎菲政权的一些官员、

流亡海外的反 对 派 和 国 内 的 自 由 主 义 者 联 合 起 来，构

成了利 比 亚 政 治 反 对 派 的 主 力，他 们 主 导 了“过 渡

委”。〔９〕利比亚政 治 重 建 开 始 之 后，利 比 亚 的 世 俗 派 别

组建了数 十 个 政 党，其 中 最 重 要 的 就 是“全 国 力 量 联

盟”。〔１０〕后者是由５０多个政党、数百个（名）非政府组织

和个人组成的 政 治 联 盟，由 前“过 渡 政 府”总 理 贾 布 里

勒（Ｍｏｈｍｏｕｄ　Ｊｉｂｒｉｌ）出任主席。“全国力量联盟”认 为

可以将伊斯兰 法 作 为 立 法 的 指 导；利 比 亚 重 建 的 目 标

是建立具有包 容 性 的 世 俗 民 主 国 家；反 对 联 邦 主 义 和

伊斯兰政党 的 主 张。但 它 也 具 有 组 织 松 散，与 卡 扎 菲

政权联系密切等问题。
利比亚不同 的 政 治 派 别 在 政 治 重 建 道 路 的 选 择，

特别是伊斯兰教在未来利比亚政治和司法领域的地位

问题上存在 着 很 大 的 矛 盾。如 今，这 些 矛 盾 已 逐 渐 显

现出来。正是因为“全国力量联盟”和“正义与建设党”
在政治主张上 的 分 歧 和 对 立，使 两 者 都 没 能 将 自 己 的

候选人推上 国 家 元 首 和 总 理 的 位 置。但 是，利 比 亚 的

政治派别都存 在 着 缺 陷，在 相 互 博 弈 中 不 可 能 完 全 压

倒对方。双方的矛盾在未来利比亚的政治重建中将体

现得更加明显。
第二，政治制 度 的 选 择 是 影 响 利 比 亚 政 治 重 建 成

败的关键因素。
历史上，利比亚的的黎波里塔利亚、昔兰尼加和费

赞三个地区一直处于分裂状态，从未形成统一的国家。
利比亚独立之 初，实 行 的 是 建 立 在 部 落 协 商 基 础 上 的

君主立宪制，以及由的黎波里塔利亚、昔兰尼加和费赞

组成的联邦制。〔１１〕昔兰尼加地区部落和赛努西教 团 是

其统治的基础。卡扎菲上台后，利比亚建立了实行“直

接民主”制度 的“民 众 国”（Ｊａｍａｈｉｒｉｙａ）。各 级“人 民 大

会”和“人民委员会”取 代 议 会 和 政 府 成 为 利 比 亚 主 要

的政治制度。卡 扎 菲 向 地 方 派 驻 官 员，改 变 部 落 与 地

方行政区划重合的状况，以便削弱部落的政治参与。〔１２〕

卡扎菲宣扬泛阿拉伯主义，打压国内的伊斯兰主义，试

图借此整合 利 比 亚 民 族 国 家，强 化 中 央 政 府 权 力。但

这未能从根本 上 扭 转“强 社 会 弱 国 家”的 局 面，昔 兰 尼

加地区的部落力量和伊斯兰主义仍然是威胁卡扎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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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重要力 量。而 且 卡 扎 菲 设 计 的 政 治 制 度 具 有“去

制度化”的倾 向，与 一 般 意 义 上 的 文 官 政 府、政 府 职 能

的扩展和完善等政治发展理念背离。
因此，尽管利比亚建国已有半个多世纪，但却未能

解决联邦制还是单一制、总统制还是议会制，以及部落

还是民族国家等一系列基本政治问题。在利比亚的政

治重建中，这些问题已开始凸显。例如，利比亚东部地

区宣布自治，要求恢复联邦制；伊斯兰主义者抨击利比

亚新政权的世俗化倾向，要求参与政治决策；部落间的

矛盾升级，支持卡扎菲的部落有被边缘化的危险，部族

主义认同超 越 民 族 国 家 理 念。因 此，利 比 亚 政 治 制 度

的选择在很大 程 度 上 决 定 了 各 政 治 派 别 权 利 的 分 配，
以及政治发 展 的 前 景。事 实 上，利 比 亚 的 社 会 结 构 和

政治传统并不 会 随 着 卡 扎 菲 政 权 的 倒 台 而 出 现 突 变，
利比亚的政 治 重 建 不 能 一 步 到 位。因 此，在 保 证 政 治

进步的前提下，如 何 通 过 选 择 适 合 本 国 国 情 的 包 容 性

政治制度，吸纳 包 括 曾 支 持 卡 扎 菲 的 政 治 力 量 在 内 的

各派政治力量参与政治重建，从而实现政治稳定，并在

此基础上逐步推进政治改革是利比亚的政治精英面临

的紧迫问题。
第三，利 比 亚 国 内 社 团 严 重 对 立，社 会 安 全 难 以

保障。
尽 管 利 比 亚 社 会 具 有 很 强 的 同 质 性〔１３〕和 高 达

７７％的城市化率，〔１４〕但部落和家族仍然在 社 会 政 治 发

展中发挥 着 举 足 轻 重 的 作 用。利 比 亚 有１４０多 个 部

落，其中影响大的有３０多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后，卡
扎菲开始倚重自己的家族和部落力量维护其 统 治。〔１５〕

在卡扎菲政权 中，最 核 心 的 是 其 家 族 和 所 属 的 卡 扎 法

部落（Ｑａｄｈａｄｆａ），并 且 与 利 比 亚 最 大 的 两 个 部 落 瓦 法

拉（Ｗａｒｆａｌｌａ）和马加哈（Ｍａｇａｒｈａ）联盟。由于东部的萨

阿迪部落（Ｔｈｅ　Ｓａａｄｉ　Ｃｏｎ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ｉｂｅｓ）与伊德

里斯王朝有着密切联系，受到卡扎菲政权的压制。〔１６〕因

此，卡扎菲建立了一种具有同心圆结构的“部落等级体

制”。〔１７〕另一方面，卡扎菲又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挑
拨不同部落之间的矛盾以便渔利。利比亚不同的部落

和家族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
卡扎菲政权 倒 台 后，利 比 亚 各 地 相 继 建 立 了 基 于

特定社会集团的“军事委员会”。这些地方武装组织成

为家族和部落 争 权 夺 利 的 工 具，导 致 利 比 亚 各 地 频 繁

爆发武装冲突。规模较大的有贝尔哈吉控制的的黎波

里军事委员会，米苏拉塔和津坦（Ｚｉｎｔａｎ）的武 装 组 织。
值得注意的是，除卡扎菲故乡班尼瓦利德之外，武装冲

突绝大多数情况下并非卡扎菲政权支持者和反卡扎菲

力量的冲突，而是社会失序和失控的表现。此外，伊斯

兰极端组织也开始向利比亚，特别是向东部地区渗透。
自称对袭 击 美 国 大 使 馆 负 责 的“安 萨 尔 组 织”（Ａｎｄａｒ
ａｌ－Ｓｈａｒｉａ）和 基 地 组 织 马 格 里 布 分 支 有 着 密 切 的 联

系。〔１８〕然而，当今利比亚政府在政治危机期间就是一个

松散的政 治 联 盟，并 没 有 建 立 一 支 有 效 的 武 装 力 量。
如今，利比亚政府主要依靠革命期间起义的军队，并且

通过向西方武 装 组 织 发 放 薪 金，在 形 式 上 与 地 方 武 装

建立了隶属关系。事实上，地方武装仍然各行其是，中

央政府无法对其进行控制。政府颁布的收编和裁撤地

方武装的法律 并 没 有 收 到 应 有 的 效 果，地 方 武 装 还 多

次袭击利比亚政府。安全形势恶化是制约利比亚政治

重建的重要因素。
第四，利比亚的政治重建离不开国际社会的支持。
当代利比亚 的 政 治 变 迁 伴 随 着 外 部 力 量 的 介 入。

艾德里安·佩尔特（Ａｄｒｉａｎ　Ｐｅｌｔ）认为，如果没有大国博

弈和联合国的 支 持，利 比 亚 在２０世 纪５０年 代 实 现 独

立是不可能的事情。〔１９〕尽管利比亚已开始政治重建，但
其中央政府权力有限，地方武装尾大不掉。因此，在利

比亚的政 治 重 建 中，国 际 社 会 的 支 持 显 得 尤 为 重 要。
对于西方国家 来 说，获 取 利 比 亚 的 能 源 才 是 其 介 入 利

比亚冲突的根本目的。２０１２年２月，利 比 亚 日 产 原 油

１５０万桶，已恢复到战前水平。据一 些 西 方 媒 体 报 道，
利比亚的大多数油井都在北约军队的控制之 下。〔２０〕因

此，西方国家在利比亚的利益基本实现，已将视线转向

叙利亚，而对 利 比 亚 的 政 治 重 建 支 持 严 重 不 足。贾 布

里勒失望地说，“西 方 国 家 抛 弃 了 利 比 亚，后 者 正 处 于

权力真空和安全失序。”〔２１〕卡扎菲政权倒 台 后，海 湾 国

家纷纷在利比亚培植自己的“代理人”。利比亚穆斯林

兄弟会与埃及 关 系 密 切，沙 特 对 于 利 比 亚 的 萨 拉 菲 主

义影响甚 大，贝 尔 哈 吉 的 武 装 则 获 得 卡 塔 尔 的 支 持。
这不利于利比亚的政治重建。西方国家曾公开批评一

些海湾国家为追求本国利益而削弱利比亚新政权。〔２２〕

联合国在利比亚的政治重建中也发挥着一定的作

用。２０１１年９月，联合国在利比亚设立“联合国利比亚

支助团”（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Ｌｉｂｙａ），帮
助利比亚恢复公共秩序、制定宪法和举行选举，以及推

动政治对话和 民 族 和 解，并 且 还 解 除 了 对 利 比 亚 海 外

资产 的 冻 结。〔２３〕但 是，与 阿 富 汗 和 伊 拉 克 重 建 不 同 的

是，联合国在利 比 亚 的 政 治 重 建 中 只 起 着 建 议 和 咨 询

的作用，因此 其 作 用 非 常 有 限。双 方 在 派 驻 维 和 部 队

培训利比亚警 察，审 判 卡 扎 菲 次 子 赛 义 夫 等 问 题 上 还

存在一定的 矛 盾。总 的 来 看，尽 管 利 比 亚 新 政 权 主 导

·９·

《国际论坛》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着利比亚的政 治 重 建，但 却 没 有 能 力 维 护 国 家 的 稳 定

和安全。〔２４〕而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并没有给予利比

亚以有力的支持，利比亚的政治重建充满不确定性。

三、利比亚政治重建的前景

利比亚已选 出“国 民 议 会”，负 责 组 建 政 府 和 制 定

宪法，迈出了 政 治 重 建 的 关 键 一 步。但 由 于 利 比 亚 国

内外存在许多的矛盾，其政治重建充满变数。
首先，利比 亚 分 裂 的 可 能 性 不 大。尽 管 部 族 政 治

以及与其相结 合 的 地 方 主 义 在 利 比 亚 根 深 蒂 固，不 会

随着利比亚的 政 治 重 建 发 生 突 变，但 这 也 并 不 意 味 着

利比亚会 出 现“苏 丹 化”（南 北 分 裂）的 现 象。与 伊 拉

克、阿富汗、黎 巴 嫩 等 族 群 和 教 派 分 裂 严 重 的 国 家 相

比，利比亚的族群和教派具有很强的同质性，而且其主

要政治派别在历史上并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内战。利

比亚的民族国家构建存在着一个以伊斯兰教信仰和阿

拉伯民族为基础的“国族”（ｎａｔｉｏｎ）。在利比亚，民众对

于部落和家族的认同要强于国家认同。这主要是源于

部落和家族为 民 众 提 供 公 共 服 务 和 安 全 保 障，在 一 定

程度上扮演着“国家”的角色，具有一定的权威。然而，
部落既可以成 为 争 夺 资 源 和 权 利 的 载 体，同 样 也 可 以

成为国家和解的基本单位。而且利比亚部落保留着通

过对话机制解决冲突的传统。正如一位利比亚学者所

说，在利比 亚，对 部 落 的 忠 诚 和 认 同 是 部 落 间 达 成 一

致，以及国家统治获得合法性的重要手段。〔２５〕利比亚东

部地区之所以 要 求 建 立 联 邦 制，并 不 是 因 为 前 者 要 独

立建国，而 是 担 心“单 一 制”可 能 使 其 再 次 处 于 边 缘

地位。
在２０１２年公布的选举法中规定，“制宪议会”的决

议需２／３的议员 批 准，这 将 导 致 利 比 亚 的 任 何 地 区 都

无法单独控制“制宪议会”。而且昔兰尼加地区的人口

只占到利比亚总人口的２０％，〔２６〕即使在昔兰尼加地区

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赞同联邦制。〔２７〕根据民调，利比亚

东部地区仅７％的 人 支 持 联 邦 制 度。〔２８〕利 比 亚 因 此 不

大可能通过 一 部 实 行 联 邦 制 的 宪 法。在 这 种 情 况 下，
利比亚的地区 和 部 落 间 势 必 存 在 着 激 烈 的 博 弈，昔 兰

尼加地区可能 获 得 更 多 的 自 主 权，各 地 区 和 部 落 间 的

关系也将向着更加平等的方向发展。这将改变卡扎菲

统治时期昔兰 尼 加 地 区 地 位 低 下 的 状 况，有 助 于 利 比

亚的稳定。
其次，伊斯兰 主 义 与 世 俗 主 义 可 能 建 立 一 种 更 加

平衡的关系。阿拉伯国家持续动荡推动了伊斯兰主义

的复兴。如今，伊斯兰主义者，特别是穆斯林兄弟会已

在突尼斯和埃 及 赢 得 选 举，并 构 成 了 叙 利 亚 反 对 派 的

重要力量。利比亚社会宗教气息浓厚，相对保守，是伊

斯兰主 义 生 存 的 土 壤。根 据 对 利 比 亚 东 部 地 区 的 民

调，８５％的民众 认 为 宗 教 应 当 在 利 比 亚 的 政 治 重 建 中

占有一席之地，７３％的民众认 同 宗 教 领 袖。〔２９〕但 是，利

比亚的伊斯兰主义仍然主张在宪政基础之上来强调伊

斯兰教的地位。甚至保守的萨拉菲主义者也认为在与

沙里亚法不矛盾的前提下，可以实行多党民主制度，反

对“塔利班”和“基 地 组 织”极 端 的 伊 斯 兰 化 政 策，反 对

联邦制和外国的干涉，主张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统一。〔３０〕

尽管利比亚 国 内 的 世 俗 力 量 较 为 分 散，但 他 们 是

推翻卡扎菲政 权 的 主 力，而 且 具 有 一 定 的 执 政 经 验 和

政治号召力。可 以 说，利 比 亚 的 世 俗 主 义 是 与 伊 斯 兰

主义势均力 敌 的 一 股 政 治 力 量。在“国 民 议 会”选 举

中，世俗力量的胜利便可见一斑。从意识形态上看，利

比亚的世俗力 量 坚 持 政 教 分 离 的 同 时，也 认 可 将 伊 斯

兰法作为立法的来源。他们还极力反对媒体为其贴上

“自由主义”和“世 俗 主 义”的 标 签，强 调 自 身 的 温 和 伊

斯兰主义的特征。尽管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在意识

形态上存在 一 定 的 矛 盾，但 并 非 不 可 调 和。伊 斯 兰 法

侧重于规范婚 丧 嫁 娶 和 财 产 继 承 等 私 人 领 域 的 行 为，
而在公共领域则较为灵活。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的

矛盾更多的是现实政治的矛盾。如果说卡扎菲统治时

期世俗与宗教是一种中心与边缘、权力与抗争的关系，
那么，如今两者 的 矛 盾 在 某 种 意 义 上 是 不 同 社 会 阶 层

的矛盾。因此，两者的归属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而是

形成一种具有包容的、更加平衡的政教关系。
第三，利比亚地区政策的重心转向阿拉伯国家，将

与西方建立 更 为 平 衡 的 关 系。利 比 亚 具 有 阿 拉 伯、伊

斯兰、非洲、马格里布等多重国家属性。利比亚国家属

性的界定不仅 影 响 其 外 交 政 策，而 且 也 影 响 到 国 内 的

政治认同。因此，对于利比亚新政权来说，地区政策的

提出显得尤 为 重 要。在 卡 扎 菲 执 政 时 期，利 比 亚 的 地

区政策经历了由泛阿拉伯主义向泛非主义的转变。然

而，在利比 亚 战 争 中，海 湾 国 家 和 埃 及 积 极 支 持 反 对

派，而非盟 则 试 图 通 过 调 解 解 决 利 比 亚 的 国 家 冲 突。
利比亚反对派 认 为 非 盟 站 在 卡 扎 菲 一 方，对 非 盟 存 有

芥蒂。〔３１〕根据民调，在利比亚东 部 地 区，８４％的 民 众 对

阿盟有好感，而 对 非 盟 有 好 感 的 只 有１６％。〔３２〕另 一 方

面，利比亚新政权开始强化阿拉伯认同的同时，也出现

了种族主义的苗头。卡扎菲执政时期，利比亚招募了１
万人以上的黑人雇佣军，以及１５０万的黑人劳工。〔３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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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菲倒台后，在利比亚的黑人成为替罪羊，数千人被逮

捕入狱。这不仅使非洲国家失去了大量的侨汇收入和

经济援助，而且也引发了非洲国家的反感。因此，随着

伊斯兰势力的 上 台，利 比 亚 的 地 区 政 策 势 必 转 向 阿 拉

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国家。〔３４〕

利 比 亚 对 西 方 国 家 的 政 策 也 将 发 生 转

变。“９·１１”事件之后，卡扎菲在满足了西方国家几乎

所有的要 求 的 条 件 下 与 西 方 国 家 的 关 系 实 现 了 正 常

化，但这种“屈 辱”的 方 式 也 严 重 地 削 弱 了 其 革 命 民 族

主义的合法性。“过渡委”在安全、经济、外交等多方面

依靠西方国家，而且其领导人很多也都有西方背景，因

此奉行亲西方的政策。由于穆斯林兄弟会具有广泛的

社会基础，利比 亚 社 会 中 的 反 西 方 主 义 势 必 在 其 外 交

政策中有所表达。２００８年，利比亚穆 斯 林 兄 弟 会 就 批

评卡扎菲倒向 西 方 的 外 交 政 策，要 求 与 西 方 建 立 更 加

平衡的关系。〔３５〕利比亚石油出口对西方国家市场 的 严

重依赖，〔３６〕也使利比亚与西方关系不大可能出现逆转。
如果穆斯林兄 弟 会 上 台，利 比 亚 将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与 西

方国家拉开距离，采取更加平衡和独立的外交政策。

亨廷 顿 在１９６９年 出 版 的《变 革 社 会 中 的 政 治 秩

序》一书中，强调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目标是维护政治

稳定，为了这一 目 标 即 使 部 分 牺 牲 民 主 制 度 也 在 所 不

惜。〔３７〕但利比亚为了民主制度，借助外力摧毁了卡扎菲

稳定的威权 主 义 政 权，政 治 秩 序 处 于 动 荡 之 中。罗 纳

德·布鲁斯·圣 约 翰 曾 预 见 性 地 指 出，后 卡 扎 菲 时 代

利比亚各种力量将上演群雄逐鹿的大戏。〔３８〕尽管 罗 纳

德的说法有点 悲 观，但 利 比 亚 的 政 治 重 建 确 实 面 临 着

重重困难。利比亚政治重建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能

否在维护国内安全的前提下建构一种具有广泛参与性

的政治制度，并 在 此 基 础 上 实 现 部 落 和 地 区 的 权 利 分

配。据统计，利比亚未来十年重建需要２０００—４８００亿

美元的重建资金。〔３９〕而利比亚在国外资产高达１４００多

亿美元，每年还有将近６００亿美元的石油收入。因此，
利比亚完全 有 条 件 实 现 政 治 重 建。但 部 族 政 治、公 民

社会的发育、伊 斯 兰 民 主 制 度 的 建 构 无 疑 是 长 时 段 的

变量，利比亚要实现民主化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注释］

〔１〕参见阮宗泽：《北约的战略 转 型 及 其 挑 战》〔Ｊ〕，《国 际 问 题 研

究》２００３年第２期，第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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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允 许 宗 教 政 党 参 选。“Ｌｉｂｙａ　Ａｌｌｏｗｓ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Ｐａｒｔｉｅｓ”，ＵＭＣＩ　Ｎｅｗｓ（Ｕｎｉｔｅｄ　Ａｒａｂ　Ｅｍｉｒａｔｅｓ），Ｍａｙ　５，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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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该组织由“利比亚伊斯兰战斗组织”（Ｌｉｂｙ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分裂而来。后 者 建 于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在 历 史 上 曾

是利比亚最有影响的伊斯兰组织，美国将其列 为 恐 怖 组 织，

萨拉比（Ａｌｉ　ａｌ－Ｓａｌａｂｉ）和 贝 尔 哈 吉（Ａｂｄｅｌｈａｋｉｍ　Ｂｅｌｈａｊ）是 该

组织的领袖。

〔９〕“Ｓｈａｒｐ　Ｓｐｌｉｔｓ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ａｍｏｎｇ　Ｌｉｂｙａｓ　Ｎｅｗ　Ｌｅａｄｅｒｓ”，Ｔｈｅ

Ｊｏｒｄａｎ　Ｔｉｍｅｓ，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３，２０１１．
〔１０〕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Ｃｏｋｅｒ，“Ｌｉｂｙａ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Ｐａｎｅｌ　Ｂａｔｔｌｅｓ　Ｇｈｏｓｔｓ”，Ｔｈｅ

Ｗａｌｌ　Ｓｔｒｅｅ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Ｊｕｎｅ　２２，２０１２．
〔１１〕１９６３年之后，利比亚废除联邦制。参见韩志斌：《利比亚早

期现 代 化 的 两 条 道 路 之 争》〔Ｊ〕，《世 界 历 史》２００８年 第

２期。

〔１２〕Ｏｍａｒ　Ｉ．Ｅｌ　Ｆａｔｈａｌｙ，Ｍｏｎｔｅ　Ｐａｌｍｅ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ｉｎ　Ｑａｄｈａｆｉｓ　Ｌｉｂｙａ”，ｉｎ　Ｄｉｒｋ　Ｖａｎｄｅｗａｌｌｅ　ｅｄｓ．，

Ｑａｄｈａｆｉｓ　Ｌｉｂｙａ，１９６９－１９９４，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ｐ．１６０．
〔１３〕９７％的利比亚人讲阿拉伯语（绝大部分为阿拉伯 人），信 奉

逊尼派。

〔１４〕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ｕｒｅａｕ（ＰＲＢ），Ｗｏｒｌ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Ｓｈｅｅｔ，２００９，ｐ．１０．
〔１５〕Ｈａｎｓｐｅｔｅｒ　Ｍａｔｔｅｓ，“Ｆｏｒｍ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ｉｎ　Ｌｉｂｙａ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５９”，ｉｎ　Ｄｉｒｋ　Ｖａｎｄｅｗａｌｌｅ　ｅｄｓ．，Ｌｉｂｙａ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６９：

Ｑａｄｈａｆｉｓ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０８，ｐｐ．７０－７２．
〔１６〕Ａｌｉａ　Ｂｒａｈｉｍｉ，“Ｌｉｂｙａｓ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Ａｆ－

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１６，

Ｎｏ．４，２０１１，ｐ．６１２．
〔１７〕［美］菲利克斯·格罗斯：《公民与国 家———民 族、部 族 和 族

属身份》〔Ｍ〕，王 建 娥、魏 强 译，新 华 出 版 社，２００３年 版，第

１５１页。

〔１８〕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Ｓ．Ｃｈｉｖｖｉｓ　ｅｔｃ．，Ｌｉｂｙａｓ　Ｐｏｓｔ－Ｑａｄｄａｆｉ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Ｒ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２，ｐ．３．
〔１９〕Ａｄｒｉａｎ　Ｐｅｌｔ，Ｌｉｂｙ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Ａ

Ｃａｓｅ　ｏｆ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Ｄｅ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ＣＴ：Ｙａｌｅ　Ｕｎ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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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０，ｐ．３６．
〔２０〕“Ａｒａｂ　Ｄａｉｌｙ　Ｎｏｔｅｓ　Ｕ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ｎｏｔ　Ｄｅｎｙｉｎｇ　Ｓｅｎｄ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　ｔｏ　Ｌｉｂｙａ”，ＢＢＣ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７，２０１２．
〔２１〕Ｒｏｂｅｒｔ　Ｍａｒｑｕａｎｄ，“Ｌｉｂｙａ　ｔｏ　Ｅｕｒｏｐｅ：Ｒｅｍｅｍｂｅｒ　Ｕｓ？”，Ｔｈ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Ｍａｒｃｈ　２９，２０１２．
〔２２〕Ｐｅｔｅｒ　Ｂｅａｕｍｏｎｔ，“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Ｑａｔａｒ　Ｓｔｏｋｉｎｇ　Ｌｉｂｙａｎ　Ｔｅｎ－

ｓｉｏｎ，Ｓａｙ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ｓ”，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Ｏｃｔｏｂｅｒ　５，２０１１．
〔２３〕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Ｓ／２０１１／５８０，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６，

２０１１，ｐ．３．
〔２４〕“Ｍａｒｔｉｎ：Ｌｉｂｙａ　ｉｓ　ａ　Ｕｎｉｑｕｅ　Ｃａ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Ｔｈｅ　Ｔｒｉｐｏｌｉ　Ｐｏｓｔ，Ａｐｒｉｌ

１４，２０１２．
〔２５〕Ｙｏｕｓｓｅｆ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Ｓａｗａｎｉ，“Ｐｏｓｔ－Ｑａｄｈａｆｉ　Ｌｉｂｙａ：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Ｆｕ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ｒａｂ　Ａｆ－

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５，Ｎｏ．１，２０１２，ｐ．４．
〔２６〕Ｃｈｒｉｓ　Ｓｔｅｐｈｅｎ，“Ｌｉｂｙａｎ　Ｌｅａｄｅｒ　Ｖｏｗｓ　ｔｏ　Ｕｓｅ　Ｆｏｒｃｅ　ｔｏ　Ｓｔｏｐ

Ｂｒｅａｋａｗａｙ　ｂｙ　Ｏｉｌ－Ｒｉｃｈ　Ｒｅｇｉｏｎ：Ｃｙｒｅｎａｉｃａ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Ｄｅｃｌａｒｅｓ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ｆｒｏｍ　Ｔｒｉｐｏｌｉ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　Ｒｅ－Ｅｍｅｒｇｅ　ａｆｔｅｒ　Ｆａｌｌ　ｏｆ

Ｇａｄｄａｆｉ”，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Ｍａｒｃｈ　８，２０１２．
〔２７〕“Ｌｉｂｙａ：Ａｎｔｉ－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　Ｒａｌｌｉｅｓ”，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ｉｅｓ，Ｖｏｌ．４９，Ｉｓｓｕｅ　３，２０１２，

ｐｐ．１９１９２－１９１９３．
〔２８〕〔２９〕〔３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ｉ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Ｌｉｂｙａ，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２，２０１１．
〔３０〕Ｙｏｕｓｓｅｆ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Ｓａｗａｎｉ，“Ｐｏｓｔ－Ｑａｄｈａｆｉ　Ｌｉｂｙａ：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Ｆｕ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ｒａｂ　Ａｆ－

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５，Ｎｏ．１，２０１２，ｐｐ．５－６．
〔３１〕“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Ｂａｃｋ　Ｌｉｂｙａｓ　Ｐｕｓｈ　ｆｏｒ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Ｔｈｅ　Ｉｒｉｓｈ　Ｔｉｍｅ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９，２０１１．
〔３３〕Ｃｈａｒｌｅｓ　Ｏｎｙａｎｇｏ－Ｏｂｂｏ，“Ｔｈｅ　Ｋｉｌｌｉｎｇ　ｏｆ　Ｂｌａｃｋｓ　ｉｎ　Ｌｉｂｙ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Ｍｅｒｃｅｎａｒｙ”，Ｄａｉｌｙ　Ｎａｔｉｏｎ，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６，２０１１．
〔３４〕“Ｌｉｂｙａ　Ｗａｎｔｓ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Ｔｈｅ　Ｔｒｉｐｏｌｉ　Ｐｏｓｔ，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９，２０１２．
〔３５〕“Ｌｉｂｙａｎ　Ｍｕｓｌｉｍ　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ＢＢＣ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５，２００８．
〔３６〕利比亚对 意 大 利、德 国、法 国 和 西 班 牙 的 石 油 出 口 占 其 出

口总量的６５％。Ａｎｄｒｅｗ　Ｒｅｔｔｍａｎ，“ＥＵ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ｓ　Ｆｉｒｓｔ　Ｅｎ－
ｅｒｇｙ　Ｓｈｏｃｋ　ｆｒｏｍ　Ｌｉｂｙａ　Ｕｎｒｅｓｔ”，ＥＵ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３，２０１１．

〔３７〕［美］塞 缪 尔·亨 廷 顿：《变 化 社 会 中 的 政 治 秩 序》〔Ｍ〕，王

冠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３３２—３８６页。

〔３８〕［美］罗 纳 德·布 鲁 斯·圣 约 翰：《利 比 亚 史》〔Ｍ〕，韩 志 斌

译，东方出版中心，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２０页。

〔３９〕Ｌａｕｒａ　Ｗｏｏ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ｓ：Ｌｉｂｙａ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２”，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Ｗｉｒｅ，Ｍａｒｃｈ　１２，２０１２．

作者简介：韩志斌，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博士后。（西安，７１００６９）

闫伟，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２０１１级博士研究生。（西安，７１００６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１－０１
修改日期：２０１２－１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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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Ｕ．Ｓ．ｅｔｈｎｉｃ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ｐａｒｔｉｓａｎ　ｃｈｏｉｃｅ　ａｒｅ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ｍａｎｙ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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