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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世界的发展模式 
张   熠 

 

摘  要:历史悠久的阿拉伯世界的发展进程极富变化性。近代以后，先后遭土耳其帝国以及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一

战后，阿拉伯世界的现代国家体系才逐步形成，新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在面临诸多困难的情况下，探索出了不同的发

展模式，这些模式具有西方主义、国家主义、外贷主义等特点，对阿拉伯世界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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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Arab world, with a long history, the courses of its development is very variational. After modern times, Arab world 
was captured by Ottoman and western imperalists successively. Until the end of the first World War,the modern state systems 
of the Arab World were gradually completed. Despite of the difficulties, the new dependant countries explored different 
models of development. They shared the same characters, named westernism, statism, external rentierism, which have grea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ab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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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以来，阿拉伯世界的发展进程极具变化性。

7世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传播，阿拉伯世界在政

治、宗教上获得统一。因此，在此后的近 1000年中，

阿拉伯世界不断发展，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并将其传播

至欧洲。 

进入近代后，阿拉伯世界不断遭受外族入侵。16

世纪上半叶，奥斯曼土耳其开始统治阿拉伯世界，为防

止西方思潮的渗入，强制各省与西方隔绝。同时，西方

各国也有意避开与奥斯曼帝国发生冲突。
[1]
在奥斯曼帝

国长达几个世纪的统治中，阿拉伯世界与西方的联系中

断，逐步走向落后。然而，也正是由于土耳其帝国的统

治，才使阿拉伯世界成为西方列强最后入侵的地区。

1492 年，在阿拉伯人被迫结束其对安达卢西亚的统治

后，奥斯曼帝国使阿拉伯世界免受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入

侵。到 18世纪末，奥斯曼帝国日趋没落，西方列强趁

机向中东渗入，帝国已无力阻挡。 

一战后，奥斯曼帝国瓦解，现代阿拉伯世界国家体

系初具轮廓。20世纪 20年代，沙特成为阿拉伯世界唯

一的独立主权国家，二战加快了阿拉伯民族国家独立进

程。战后，阿拉伯世界现代国家体系才趋于形成。大战

后期，叙利亚、黎巴嫩摆脱法国的殖民统治，建立了共

和国；埃及、伊拉克也在战后爆发了要求废除同英国的

不平等条约和撤走英军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在争取独立

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2]
这些新独立国家由于特殊的

历史背景，大多处于相对落后状态，尤其在经济领域，

因缺乏现代技术，生产力水平低下，故在不平等的全球

贸易和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为了摆脱困境，

阿拉伯国家探索出了不同的发展模式。本文旨在回顾一

战结束以来阿拉伯世界不同的发展模式，并就这些模式

对民主化和一体化进程的影响作一分析。 

一、发展模式的特点及影响 

一战后，阿拉伯各国探索出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其

共同的特征是： 

1.西方主义。18 世纪末，西方列强进入阿拉伯世

界，19世纪 30年代后，掀起了瓜分狂潮。1820年，英

国强制海湾地区部落酋长服从其统治。1827 年，法国

入侵阿尔及利亚，1839年，英国占领亚丁港，1881年，

法国入侵突尼斯，1882年苏丹被英国占领。根据 1907

年英俄协议，波斯被英国和俄国分区占领。1911、1912

年，意大利和法国分别占领了利比亚和摩洛哥。一战后，

根据《赛克斯—皮科特协定》，东阿拉伯被英国和法国

分区占领。
[3]
直到二战后，阿拉伯各国才逐渐获得独立。 

长期的殖民统治，在阿拉伯地区留下大量遗产，给

阿拉伯现代国家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打上了殖民主义的

烙印。阿拉伯各国的政治制度就是在英法殖民主义的控

制、影响和干预下形成的，其形式和内容都带有浓厚的

殖民色彩。埃及、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等国是从英

法的殖民地逐渐过渡到现代国家。沙特、伊朗等国在石

油租让形式上，不但主权受到侵犯，资源被掠夺，在经

济、政治、文化上也对西方国家产生了越来越大的依赖

性。各西方殖民国家还有意识地在阿拉伯世界培育自己

的势力。
[4]
此外，一些激进的自由派人士认为，帝国主

义对阿拉伯世界的控制扰乱了阿拉伯各国的正常发展，

使阿拉伯社会成为在技术、文化等方面依赖欧洲的双重

社会。
[5]
殖民主义将先进的技术引进阿拉伯世界，帮助

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其目的是牺牲阿拉伯的经济利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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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自己的需要，结果损害了阿拉伯的经济基础及文化

传统，丧失了独立自主发展的能力。因此，阿拉伯各国

的发展模式都在某种程度上打上了西方的烙印。在经济

领域，打破了传统理念和价值观，建立了世俗的理念和

价值观，以海湾 6国为例，它们的发展进程都是在西方

主导下进行的。二战后,美国的垄断资本渗透到沙特、

科威特和巴林等国，通过租土地、开采油田获得巨额利

润。同时,外国垄断资本还利用倾销商品来冲击和排挤

海湾国家。因此，海湾各国过分依赖西方,自身调节能

力脆弱，其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向西方和日本出口原油。
[6]
而在摩洛哥等国，法国入侵后,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

和土地状况,以及邻近欧洲大陆的优越地理位置和良好

的交通运输设施,决定在摩开辟大批种植园,片面发展

法国所需的经济作物,使摩成为专门向法提供葡萄酒、

柑桔等水果和蔬菜基地，因此，摩选择了法国的发展模

式。但摩的传统农业结构遭到破坏,形成以满足西方殖

民国家需要为主的单一经济。独立后，摩采取了一系列

措施，发展民族经济，但仍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农业

占国民生产总的 57%。在对外贸易上，摩严重依赖欧盟

尤其是法国。此外，政治上受法国的影响，形成多党轮

流执政的君主制。
[7]
尽管一些阿拉伯国家采取反西方的

外交政策，但它们的发展仍是向西方学习，正如纳赛尔

所说：“我们的目标是要用 30年的时间实现过去欧洲用

300 年才实现的目标”。然而，与凯末尔统治下的土耳

其模式不同的是，这些国家并没有完全抛弃其传统模

式，它们强调的西方主义只是经济层面，并非社会文化

层面。 

西方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阿拉伯地区的经

济发展。西方不仅为它们提供了经济发展所需的大量资

金、技术支持，而且为它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样板。然

而，在促进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不利影响。

如过分依赖西方，削弱了其独立自主发展经济的能力，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经济的发展；严重阻碍了该地区

一体化的实现。长期以来，该地区国家的经济牢牢被西

方国家控制，各国分别与西方各国的金融机构、跨国公

司单独来往，由此形成彼此不同的经济结构与体系，难

以相互协调，各国的经济联系无形中被逐一分割。此外，

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当地国家严重依赖美国，由此，形

成对西方国家的全面依赖。中东地区拥有丰富的油气资

源，更成了西方国家的争夺对象。西方不愿看到该地区

和平和壮大，而是希望在各国间发生矛盾、纠纷时，充

当调解人，获取利益。因此，每当地区国家有联合统一

的行动和计划出现时，西方国家就采取各种手段进行破

坏，最终使该地区一体化的实现遥遥无期。 

2.国家主义。国家主义理论的核心是强调国家利益

及实力。其内容包括：第一，在国际体系中，国家所获

得的权力并不总是对称的。国家主义者认为国家是国际

体系的核心要素，国家权力的分布可以对一系列外在的

环境产生影响，如国家权力可以框定世界贸易的结构、

外层空间的利用，也就是说，国家在某一领域的目标并

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第二，主张将机制引入国家间的

关系分析之中。国家主义者主张从民族国家出发研究世

界经济，但同时又看到机制对国家的影响，因为机制本

身并不随着霸权国家的衰退而消失。第三，推动了国内

权力政治及其结构的分析。这种研究有利于推动区域主

义研究，如决策者如何通过对外经济政策提高国家利

益，国内政治机构如何利用社会利益集团对制定政策的

官员施加压力等。
[8]
 

阿拉伯国家采取国家主义的发展模式是由其地缘

政治特点及文化传统决定的。西方殖民主义对该地区资

源的长期掠夺，被坏严重，仅靠私有企业和市场的力量

无法有效地配置资源，以满足发展的需要。为国家主义

模式的实现提供了条件的阿拉伯国家政权，其特点可分

为三类：社会主义共和制、君主立宪制和多元制。
[9]
实

行社会主义共和国制的国家有埃及、突尼斯、伊拉克和

叙利亚，都实行一党制；实行君主立宪制国家有摩洛哥、

约旦以及沙特，都建立了家长式的政权。阿拉伯国家中

唯一实行多元制政体的是黎巴嫩以及特定时期的苏丹。 

阿拉伯国家的国家主义发展模式的特点是强调国

家的权威作用，源于土耳其。1931年，凯末尔提出“国

家特别要在经济领域发挥积极作用，并且尽可能地确保

国家利益的实现”。此后，这一原则逐渐在阿拉伯国家

中被广泛采用。1957～1974间的埃及和 1964年后的叙

利亚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沙特、科威特、约旦等国

则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由于意识形态不同，阿拉伯国

家主义发展模式可划分为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

义两种，但国家在其发展进程中都起到了主导作用。国

家资本主义的模式又可分为：一，危机发生时，国家向

私有企业提供基础设施建设、原材料、半成品、经济支

持、法律保护等支持，如摩洛哥、海合会国家、1974

年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后的埃及以及 1969 年后的突尼

斯。二，国家主导资源分配，掌管社会剩余产品以及对

外租金、利息。国家往往通过主导的中心计划来控制经

济发展，而中心计划通常指的是在特定时间范围内实现

某种特定目标，如20世纪30年代的土耳其、1957～1974

年的埃及、1962 年后的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1964～

1969年间的突尼斯。
[10]
 

国家主义有利于国家集中财力、物力发展经济，但

也会造成不利影响，如限制了民主化进程，因为国家通

常完全控制着经济、政治权力，民主被认为是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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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阻碍、帮助外部势力入侵的工具，一种与传统价值观

念相抵触的西方观念或者只是一种奢侈；又如阻碍了阿

拉伯世界一体化的实现，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主导着政

治与经济关系，政治危机必然对非政治产生影响。始于

60 年代中期的阿拉伯国家自由贸易区计划，由于“阿

拉伯冷战”陷入困境，经济报复是阿拉伯国家间政治关

系恶化所采取的一贯措施，如埃及 1979年与以签订和

平协议后，一些海湾国家不再对阿拉伯组织的工业化提

供援助，并取消了对阿拉伯世界工业保护的一体化框架

措施。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地区一体化很难实现。 

3.外贷主义。这是指国家没有相应生产部门，财政

收入的来源主要是对外租金和利息。
[11]
因此，对外租金

和利息也成为国内经济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1974 年

油价上涨后，几乎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成为外贷型国

家，或通过石油输出（海合会和利比亚），或间接地通

过汇款和财政援助（埃及和叙利亚）获取资金。 

外贷型经济的发展强化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

用，国家成为对外租金和利息的唯一接受者和分配者。

同时，对外租金和利息的流入也造成大量外来劳力的涌

入，使阿拉伯世界的经济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

切。 

然而，这种外贷主义的发展模式却带来很大负面效

应，表现在它使收益不再与投入挂钩，以海湾国家为例，

这些国家长期通过输出石油和对外贷款来获取资金，国

内建设又主要依赖外部技术人员和技术，因此，缺乏长

期发展的经济基础。同时，限制了阿拉伯世界经济一体

化的实现。外贷型经济发展的模式使一些阿拉伯国家成

为经济发达、军事力量相对有限的国家。相反，一些军

事上处于相对领先的国家，经济却处于欠发达状态，这

种现象加剧了阿拉伯国家间的对立。 

二、发展模式的前景 

进入 21世纪，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阿拉伯世

界的发展模式面临机遇和挑战。就机遇而言，在全球化

条件下，国际合作成为主流，有利于促进、深化国与国

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这种背景有利于改变中东地区的

长期冲突、纷争不断的状态，为该地区的发展提供良好

的国际环境。其次，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私有化被

阿拉伯国家视为经济改革的“战略选择”，许多国家相

继开放了国家垄断的银行、保险、电力、通讯、港口、

航空及铁路运输等行业，允许和鼓励私人资本进入，以

减少政府支出，提高企业效率。因此，阿联酋成立了专

门的水电私有化委员会，约旦电讯公司将其 40%的股份

出售给了法国电讯公司等国际财团，卡塔尔电讯公司向

私人出售了 49%的股份，埃及、巴林、突尼斯等国在电

力行业中逐步引入私人投资和经营的 IPP合同方式。
[12]

阿拉伯国家也开始逐步向区域合作、区域一体化迈进，

尤其是海合会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该地区的区域化和

一体化合作。 

全球化的冲击也给阿拉伯国家带来挑战，首先是挑

战阿拉伯社会的伊斯兰属性。伊斯兰教具有很强的凝聚

力，在阿拉伯传统社会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早就形成适

合自己的完整社会政治秩序。而科技革命、西方国家生

产方式的引入、市场经济、工业化、信息网络化迫使社

会转型，使社会处于一种高分化，低整合的社会形态。

在此背景下，新旧矛盾相互交织，不稳定因素层出不穷。

其次，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信息网络化为思想文化的交

流提供了条件，在空间上缩小了各国的距离，使思想文

化的交流速度加快，力度增强。通过信息网络和国与国

之间的贸易往来，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等可以毫无阻拦

地穿越国界，国家已难以控制，这冲击着传统的阿拉伯

社会政治体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阿拉伯世界的民主

化进程。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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