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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国家现代化实践及历史反思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王铁铮 闫 伟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趋势，也是人类文明演进方向。现代化蕴含的共

同性与特殊性彼此交织，决定了世界现代化复杂多元的样貌，不可能千篇一律，固

化为一种模式。由于国情和启动现代化的条件不同，东西方各国选择的现代化道路

存在明显差异。中东国家现代化肇始于西方的冲击和影响，是亚非国家最早启动现

代化的地区，自 18 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尝试现代化改革，迄今已逾 200 年。

然而，中东国家现代化历程充满艰难坎坷，挫折远大于成功。正如阿拉伯学

者萨米尔·艾哈迈德所说，“阿拉伯人的复兴梦始于 200 多年前，但至今仍处于

‘梦想’阶段，没有向前迈出实质性步伐”。他还强调，“阿拉伯人一直关注西方文

明经验，但历史证明，学习西方的种种尝试不但没有帮助阿拉伯人实现复兴，反

而使其陷入更大的危机”。A 中东国家现代化何以如此艰难？经历哪些阶段和变

化？选择的是何种发展道路？为何百余年现代化努力屡屡受挫？如何从中汲取有

益启示？以上即是本文试图解析的问题。

一、中东现代化的启动

中东国家早期现代化主要包括奥斯曼帝国后期、埃及穆罕默德·阿里和伊朗恺

加王朝的改革运动，构成了近代中东第一波现代化改革高潮。

奥斯曼帝国是早期中东现代化的“先导”。奥斯曼帝国是采邑制军事封建帝国，

对外战争与武力征服是激发帝国活力的源泉。有学者认为，奥斯曼的军事组织、

民政、税收和土地制度等，都是配合依靠征服和殖民而不断向异教者之地扩张的

需要来制定的。B 17 世纪末期，帝国因多年欧洲战事接连败北，被迫同奥地利等

国签订割让大片领地的《卡尔洛维茨条约》。该条约是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关系的分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新编中东国家通史》（多卷本）”（LSYZD21021）阶段

性成果。

 A  萨米尔·艾哈迈德：《文明的追随：中国的崛起与阿拉伯人的未来》，刘欣路等译，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1—2 页。

 B  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范中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年，第
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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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岭，帝国随之迅速走向衰亡。A 为保护王室、政府与军事官僚的利益，以及维

护帝国统一，B 奥斯曼统治者自上而下推行现代化改革，持续百年之久。

奥斯曼帝国的改革最初聚焦在军事上，力图效仿西方军事体制，制造先进武

器装备，实现重建军事强国的目标，呈现鲜明的“重武”和“强军”特点。改革依

赖法国人，火炮使用、武器配置，以及改进兵工厂等，奥斯曼人无不征求法国人意

见，军事学校授课的大部分教官也来自法国。但改革从一开始就遭到保守势力强烈

反对，致使军事改革失败，改革发起者塞利姆三世也被反对派杀害。C

面对内忧外患持续加剧，帝国改革逐步向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领域全

面拓展，坦齐马特（Tanzimat, 意为整顿、改革）便是改革向深层推进的体现。坦齐

马特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涉及税收、行政、司法和教育等领域。主要成就是以

现代货币和税收制度取代世袭包税制；教育和司法趋于世俗化；设立帝国议会并制

定宪法；加强政府部门科层化，引进现代地方管理机制；武装力量重新划分为内外

两部分，实行普遍兵役制；等等。

坦齐马特第二个阶段始于 1856 年。素丹马吉德在诏令中重申宗教自由和非穆

斯林的平等地位，颁布保护贸易和商业不受阻碍的条例。D 以英国为主的欧洲商

品更不受限制地进入帝国，E 中央政府失去专卖、税收等方面主权，此类权利本可

防止财政进一步恶化。F 坦齐马特第二阶段是西方列强意志的体现，并在英法等

胁迫下进行，G 法律改革基本仿照欧洲。1854 年帝国因克里米亚战争造成财政大量

亏空，开始向西方借款。16 年后，帝国仅还款支出占每年财政收入的 1/3，H 债务

从 400 万英镑增加到 2 亿英镑。1875 年，帝国财政破产。次年，新素丹阿卜杜勒·哈

米德二世（Abd al-Hamid Ⅱ），貌似支持青年奥斯曼党人修订新宪法，但并不真正

主张立宪，一直择机反扑。1877 年，帝国在俄土战争中败北，哈米德二世归罪于

 A  斯坦福·肖：《奥斯曼帝国》，许序雅等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284 页。

 B  Roderic H. Davison, Reform in the Ottoman Empire, 1856-1876,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 6-8.

 C  帕特里克·贝尔福：《奥斯曼帝国六百年》，栾力夫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 年，

第 501、520 页。

 D  J. Hurewitz, ed., Diplomacy in the Near and Middle East: A Documentary Record, Princeton: D. 
Van Nostrand Company, 1956, pp. 149-153.

 E  1838 年，英国与奥斯曼帝国签订《英土商约》，借此获得各种特权，逐步取代法国成为

近东最重要贸易国。1856 年又签订新条例，使英国的特权进一步扩大。

 F  Erik Jan Zürcher, Turkey: A Modern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I. B. Tauris, 1993, pp. 
49-50.

 G  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58 页。

 H  Erik Jan Zürcher, Turkey: A Modern History, pp. 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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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运动。翌年 2 月，他强行解散议会，宣布搁置宪法。此后 30 年，帝国再未召

开议会，该阶段通常被视为帝国现代化改革的专制统治时期。

埃及现代化稍迟于奥斯曼帝国。1805 年 5 月，穆罕默德·阿里成为埃及总督。

同年 7 月，塞利姆三世授予阿里以帕夏（Pasha, 当时埃及的最高官衔）头衔，后者

成为埃及新统治者。阿里虽承认奥斯曼帝国的宗主权，但意识到帝国正迅速衰落，

急欲确立本家族在埃及的世袭权。阿里认为，要达到该目的，“必须有一支按西方

体制装备和训练的陆军和海军”，A 于是在埃及掀起一场现代化改革。

阿里改革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税制改革：废除包税制，包税人不再享有免

税权，将包税余额的一半上缴政府，重新分配土地；二是农业改革：发展以长绒棉

为主的经济作物，为军工筹措资金；三是工业改革：重点推动军事工业建设；四是

军事改革：废除旧式雇佣兵制，代之以征兵制，组建新军和发展海军；五是教育改

革：创办各类军校和专业技术学校等，向法国派遣留学生；六是行政改革：确立

中央集权制，效仿欧美建立内阁和政府各部，但重大决策权归属阿里本人。改革

成效显著，1798 年国库收入仅 15.8 万埃镑，1842 年已接近 300 万埃镑；陆军 1825
年为 4.1 万人，1839 年增至 23.588 万人；B 土地耕种面积在 1824—1840 年增加约

1/4。C 马克思赞扬埃及是“当时奥斯曼帝国唯一有生命力的部分”。D 但阿里改

革也有局限性：一是新政都以国家命令强制推行，专卖制度的收益使阿里家族地产

占埃及全部耕地的 1/6，E 他本人成为最大的地主和工业巨头，但未促成埃及资本

主义发展；二是阿里先后武力征服阿拉伯半岛和苏丹，觊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等，

终致列强干预。1840 年，俄英奥普四国与土耳其签订《伦敦协定》，迫使埃及承

认其是奥斯曼帝国臣属，埃及仅保留有限的领地，其军队由 20 余万人减至 1.8 万，

并同意 1838 年的《英土商约》适用于埃及。阿里改革以失败告终。

阿里之后，其子赛义德、孙子伊斯梅尔继续改革，但越来越迷失方向。赛义

德早年留学法国，具有明显亲西方倾向。他主张经济自由，希望借助西方力量实

现现代化。像乃父那样，他的改革广泛涉及农业、军事、公共设施、交通运输和

文教等领域。但赛义德的改革存在两大失误：一是将银行、铁路和航运，以及所

有关乎民生的公共事业都让外国人经办，给外国人种种特权，埃及自主权逐渐丧

 A  M. W. Daly,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 From 1517 to the End of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46.

 B  杨灏城：《埃及近代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第 80、85 页。

 C  George E. Kirk, A Short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Modern Times,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64, p. 100.

 D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228 页。

 E  P. J. Vatikiotis, The History of Modern Egypt: From Muhammad Ali to Mubarak,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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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二是他在法国领事诱导下，出让修建苏伊士运河的特许权。运河租让合同极

其苛刻，埃及获益甚少。在修建运河的 10 年，埃及 12 万劳动力丧生，耗资 1680
万埃镑。为支付运河修建开支，赛义德被迫于 1862 年首开向英国贷款先例，总额

为 329.28 万埃镑，利息 7%，按 30 年偿还，实得贷款仅 264 万埃镑。埃及还发行

国债 786.8 万埃镑，认购苏伊士运河公司发行的 44% 股份。A 大量外债成为赛义

德改革的沉重包袱。

1863 年赛义德病逝，伊斯梅尔继位，盲目选择“全盘欧化”之路。伊斯梅尔

时期，埃及大城市的面貌大为改观，呈现欧洲城市般的时髦与繁华。他自我陶醉地

赞叹，“我的国家已不在非洲，我们现在是欧洲的一部分”。B 

伊斯梅尔继位时，继承的“遗产”是高达 1600 万埃镑外债。但为实现成为

“欧洲国家”的宏愿，他不断加大支出，资金均来自英法贷款。1875 年，埃及外债

已达 9100 万埃镑，C政府年收入不过 1000 万埃镑。为偿还外债和继续获得贷款，

伊斯梅尔不惜以土地、关税和铁路收入等为抵押，经济命脉被列强掌控，埃及完全

丧失自主权。在政治上，伊斯梅尔表示要实施立宪新政，但设立的咨议会没有任何

立法权。他以巨款贿买手段促使帝国素丹授予其“赫底威”（Khedive）称号。D 国

库收入几乎被消耗殆尽。1875 年，伊斯梅尔被迫以 400 万英镑将运河股权出售给

英国，此后运河公司被英国控制达 80 年。E1876 年，埃及宣布财政破产，英法两

个债权国对其实施双重财政监管。1878 年，英国人威尔逊和法国人布里尼叶，在

埃及新一届内阁中分别担任司法大臣和建设大臣，掌握内阁实权。此届内阁被埃及

人讥讽为“欧洲内阁”。1879 年，伊斯梅尔之子陶菲格接任“赫底威”，成为英法

傀儡。1881 年，埃及人民在爱国军官奥拉比领导下发动反英起义，英国出兵残酷

镇压后占领埃及全境。一战爆发后，英国正式宣布埃及为“保护国”。F 持续 70
年的埃及现代化改革最终以变成殖民地的悲剧收场。

伊朗恺加王朝在两次伊俄战争中的失败，成为其半殖民地化的开端，同时激

发了救亡图存的强烈愿望。伊朗早期现代化在此背景下开启。同奥斯曼帝国和埃及

相比，伊朗的不同点在于：一是现代化实践不如前两者系统和深入，改革基调较温

和；二是现代化声势相对较小。伊朗现代化由王储阿巴斯·米尔扎推动，他组建

 A  王泰、郭子林：《非洲阿拉伯通史·埃及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 年，第 278 页。

 B  Mohammed Ayoob, The Political of Islamic Reassertion, New York: Croom Helm, 1981, p. 36.

 C  George E. Kirk, A Short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Modern Times, 
p. 196.

 D  “赫底威”意为伟大的埃米尔，职权和地位都高于奥斯曼帝国其他行省的“帕夏”。

 E  1956 年第二次中东战争，即苏伊士运河战争后，埃及最终收回运河所有权。

 F  Jason Thompson, A History of Egypt: From Earliest Time to Present, Cairo: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08, p.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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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 人的新军，A 聘请欧洲教官，选派青年赴欧洲学习军事、工程、医学、印刷

和西方语言等。1848 年，纳绥尔丁继位，任命卡比尔为首相。B 卡比尔效仿奥斯

曼坦齐马特实行新政，恢复米尔扎创建的新军，由政府兴建新式工厂，创办第一份

官方报纸和第一所世俗学校等。他提高进口关税，大幅削减宫廷支出，向领主加征

代役税等，以增加政府收入推进改革。卡比尔改革同样受到反对派顽固抵制，1851
年国王纳绥尔丁被迫解除卡比尔职务，伊朗现代化改革失败。但纳绥尔丁在器物和

文化层面仍有改革举措。伊朗早期现代化有助于国民接受新思想和外来文明，一定

程度上为后来的立宪革命提供了舆论基础和新生力量储备。

二、两次世界大战间的现代化改革

一战后，奥斯曼帝国覆灭。中东诞生 5 个独立或形式上独立的民族国家：土耳

其、伊朗、阿富汗、沙特阿拉伯和埃及。C一战后前 4 国的现代化改革，构成近代

以来中东现代化的第二个高潮。

土耳其是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中东首个建立共和制的国家。共和国缔造者凯末

尔为巩固新生政权，率先发动涉及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领

域的现代化改革。其指导思想是凯末尔主义六项原则，即共和主义、民族主义、

平民主义、国家主义、世俗主义和革命主义，1937 年被土耳其纳入宪法。

凯末尔改革的核心是世俗化和民族化。他推行国家权力与政党政治融合的总统

制，强化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独立地位；实行政教分离，废除哈里发制和伊斯兰长

老制，宗教事务和宗教人士被纳入行政体系，打破传统宗教势力对政治的干预和对

社会文化的束缚；依靠政府干预实施进口替代，有计划地推进经济发展，确立国家

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但凯末尔有强烈西化意识。他认为，“文明国家之间没有本

质差别，文明交往已使人类的文明部分成为相同的东西”。D 其视野中的文明就是

欧洲文明，反映在现代化实践中就是一味效仿乃至照搬西方。

土耳其司法改革深受西方影响，如民法几乎由瑞士民法翻译而来；刑法以意大

利法典为蓝本；商法出自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法典。文字改革也被赋予世俗化和西

化双重意义。在凯末尔看来，阿拉伯字母更多是一种伊斯兰教符号，拉丁字母象征

 A  米尔扎组建的新军后来因遭部落势力强烈反对而解散。

 B  阿宝斯·艾克巴尔·奥希梯扬尼：《伊朗通史》，叶奕良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7 年，第 889—891 页。

 C  1922 年 2 月 28 日，英国宣布终止保护制度，承认埃及独立，但在四个问题上保留处置

权。埃及成为一个形式上独立的国家，亦称半独立国家。四项处置权参见雷钰等：《中

东国家通史·埃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年，第 252 页。

 D  Mehmet Yasar Geyikdagi, 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 New York: Praeger, 1984, p. 46.



 历 史 研 究 2023 年第 2 期 

48

西方文明，以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让土耳其人在精神上更能接受西化和现代

化。A然而，世俗化改革一直在社会中上层和城镇进行，未被普通民众广泛接受，

伊斯兰教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造成改革在乡村和社会底层中断裂。这也是 20 世

纪 70 年代以来伊斯兰教保守势力迅速回摆的历史根源。凯末尔的历史功绩在于将

延续近 600 年的封建王朝变为共和制国家，再次启动了现代化进程。

1925 年 12 月，伊朗议会废黜恺加王朝末代君主，宣布哥萨克旅指挥官礼萨汗

为国王，进入巴列维王朝时期。礼萨汗即位后，启动振兴新王朝的现代化改革，主

要内容包括：削弱党派和部落势力，废除不平等条约，完善中央集权制；打破宗教

势力对教育和社会的控制，发展现代教育，实现社会生活世俗化；仿效西方制定新

法，以司法部为最高司法机构；通过国家垄断经营，发展现代工业和促进城市化；

颁布农业法，重点扩大经济作物的生产和出口等。礼萨汗通过强化中央集权，使

德黑兰成为真正的权力枢纽，现代教育发展显著：1925 年全国各类小学共 648 所，

在校学生 5.6 万人，1941 年增至 2336 所，在校生近 30 万人；1925 年全国 6 所世

俗高等学校在校生不足 600 人，1941 年仅德黑兰大学的注册生就达 3300 人。B 工

业方面，1925 年伊朗现代企业不足 20 家，1941 年已达 346 家。C 

改革增强了伊朗国力，维护了国家独立。但礼萨汗把军人惯有的强硬手段移

植到改革中，改革几乎都是强制推行。他严厉打压宗教势力，造成教权与王权长

期对抗。他注重工业和城市发展，却忽视农业和乡村，扩大了城乡两极分化，导

致两种文化并存。土地改革未使无地农户获得土地，反而让原有大地产者囤积了

更多土地，国王变成最大的地产持有者。在对外关系上，礼萨汗明显亲德。二战

爆发后，英国担心礼萨汗投入德国怀抱，迫使其逊位，其子巴列维继位，礼萨汗

改革被终止。

20 世纪初，阿富汗仍是落后的封建农牧国。1919 年 2 月，阿马努拉登上王位。

他深受宪政和改革思想影响，领导了持续 10 年的现代化改革。阿马努拉先后颁布

100 多项法令，D涉及行政和司法、军事、经济、教育、文化和社会习俗改革等。

阿马努拉旨在将封闭落后的封建主义国家改造成现代君主立宪国家，为建立资本主

义生产关系创造条件。E 但改革中出现一系列问题，最终失败。

改革失败的原因在于：一是不顾本国国情，生搬硬套西方模式或效仿凯末尔，

 A  王铁铮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中东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107 页。

 B  E. Abrahamian, 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136-137, 144-145.

 C  J. Foran, Fragile Resistance: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Iran from 1500 to the Revolu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3, p. 234. 

 D  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第 104 页。

 E  彭树智、黄杨文：《中东国家通史·阿富汗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年，第 2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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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民众普遍不满；二是缺乏社会和群众基础，改革支持者主要是爱国贵族、商人

和少数知识分子，无法抗衡强大保守势力；三是未能建立服从中央政府的军队，认

为“现在不是动刀枪的日子，而是动笔杆的日子”，A 造成军队建设缺乏资金保障，

不支持改革；四是缺乏总体设想，急于求成，许多方案不切实际，企图在短期内把

阿富汗改造成“东方文明国家”。B阿马努拉好大喜功的个性，也注定改革的失败

命运。1928 年他出访欧亚非 12 国后，媒体称其“可与昔日俄帝彼得之游欧先后辉

映”，C他便头脑发热，推行效仿欧洲穿西装、戴礼帽、不许妇女佩戴面纱等全面西

化的所谓新政。一旦遭遇强大阻力，他又朝令夕改，偃旗息鼓。1929 年 1 月，阿

马努拉在重压下发布诏令撤除全部改革措施。D但为时太晚，几天后他失去政权，

被迫流亡国外 30 年并客死异邦。在阿富汗这样的落后小国，能有如此范围广泛的

改革，且改革速度和失败速度皆如此之快，是值得注意的历史事件。E

沙特是由家族和部落拓展而成的伊斯兰君主国。沙特独立后的改革不同于土耳

其、伊朗和阿富汗，是在伊斯兰教框架内推行的改革，反映了自身的宗教价值观。

当时的沙特是贫瘠的游牧国家，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严重滞后。开国国王伊本·沙

特采用渐进改革方式。他认为，对于任何新生事物，只要和伊斯兰教精神不相抵触

都可以接受。F 他用农牧民能够接受的理念，为现代化改革提供依据。

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是统一行政、司法和税收制度，加强中央政府职能。建

立由外交、内政和财政大臣组成的汉志大臣会议，将汉志划分为 14 个埃米尔区，

由国王任命的行政长官负责各区事务。以伊斯兰法官替代各地酋长行使司法权，

改宗教税为国家税，重新审定税率，由国家统一征收。行政改革逐渐向汉志外的

省区推广，形成全国划一的行政机制。二是打破游牧社会割据状态，建立农业垦

殖区，力促游牧民定居和从耕务农，打压部落反对势力。三是从国外引进无线电

通讯和广播设施，强化各地的联系，同时发展以汽车为主的客货运输，促进圣地

麦加的朝觐业，带动实体经济和服务业发展。四是兴办新式学校，引进现代科学

和外语课程，提高国民识字率和文化水准。此外，设立“翊教匡俗协会”，G 用宗

教戒律规范穆斯林行为，维护社会秩序。伊本·沙特善于引导和注重改革实效。

 A  彭树智：《东方民族主义思潮》，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184 页。

 B  幼雄：《阿富汗乱事的扩大与英俄》，《东方杂志》第 26 卷第 2 号，1929 年。

 C  颂华：《阿富汗王漫游欧洲归国后的新猷》，《东方杂志》第 25 卷第 17 号，1928 年。

 D  Leon B. Poullada, Reform and Rebellion in Afghanistan, 1919-1929,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129-130.

 E  彭树智：《东方民族主义思潮》，第 181 页。

 F  《首府报》，1932 年 9 月 30 日，转引自尼·伊·普罗申：《沙特阿拉伯》，北京大学历史

系翻译小组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年，第 84 页。

 G  该协会后来发展为半司法性宗教组织“劝善惩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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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引进无线电通讯和广播时，遭宗教保守势力强烈反对。于是，他把一些有影

响的反对者召进王宫，让其聆听广播中埃及艾资哈尔清真寺宗教权威诵经声音，

电讯广播得以顺利推广。A 伊本·沙特的改革为沙漠游牧部落迈入现代社会奠定

必要基础。

三、二战后中东国家现代化模式及主要类型

二战后，中东国家陆续摆脱英法殖民统治，纷纷建立民族国家，现代独立国家

体系形成。受战后世界现代化浪潮驱动，中东国家感受到同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

为实现民族富强，追梦现代化成为刻不容缓的抉择。因此，中东国家开始全面推进

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东现代化改革在更高层次上的延伸和发展。

民族国家是现代化的载体。世界现代化按经济形态区分，大致为三种类型，即

资本主义类型、社会主义类型和混合类型。每种类型都有多种发展模式，没有两个

国家的发展进程完全相同。B 战后中东国家的现代化总体上都属于混合类型，即

尚未定型的现代化选择，兼具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不同特点。C 

阿拉伯社会主义是多数共和制阿拉伯国家的现代化选择，主要由阿拉伯民族主义、

伊斯兰传统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个别原理构成，带有浓厚阿拉伯—伊斯兰特色，并非

科学社会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形式不一，包括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复兴社会主义、

埃及的纳赛尔主义、阿尔及利亚的自管社会主义、突尼斯的宪政社会主义、利比

亚的伊斯兰社会主义，以及索马里自封的“科学社会主义”等。D 其共同点有三：

一是把社会主义等同于伊斯兰精神；二是把社会主义作为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的

纲领和手段；三是拒绝科学社会主义，主张阶级合作和私有制的永恒性。E 纳赛

尔表示，阿拉伯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存在根本性差异。F 

埃及的纳赛尔主义在阿拉伯国家现代化实践中具有代表性。纳赛尔认为，社会

主义对埃及现代化的指导表现在三方面：第一，社会主义是“导致经济和社会进步

的唯一出路”，是“解决埃及问题唯一的革命决策”；第二，社会主义建立在正义

和满足需要的基础上；第三，由人民控制一切生产资料，但不必废除私人所有制，

 A  西·内·费西尔：《中东史》，姚良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年，第 700 页。

 B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150 页。

 C  参见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高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年，第 169 页。

 D  参见唐大盾等：《非洲社会主义：历史·理论·实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
年，第 35 页。

 E  黄心川主编：《世界十大宗教》，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第 310—311 页。

 F  唐大盾、徐济明、陈公元主编：《非洲社会主义新论》，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4
年，第 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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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侵犯私有制合法的继承权，A 实质就是保护合法非剥削性私有制。

纳赛尔在政治上实行宪政下的一党制；在经济上全面推行国有化，实行计划经

济，贯彻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在农业上实行土地改革，限制地主占有土地

亩数，将农用土地的 13% 重新分配给土地少于 2 费丹（1 费丹等于 1.038 英亩）的

农户等。上述措施缩小了贫富差距，埃及工业产值也从 1952 年的 3.14 亿埃镑增加

到 1979 年的 61.6 亿埃镑；农业产值由 3.87 亿埃镑提高到 36.6 亿埃镑。B 

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埃及鼓励外国资本和本国私人资本投资生产项目，

经济出现短期繁荣。但 20 世纪 90 年代后，埃及得到美欧国家大量援助，C严重受

制于美欧资本，开始执行“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计划”（ERSAP），被迫全面走向

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主要债权人，成为埃

及经济政策主要制定者。D “西方化”和“债务重负”的历史阴影重新笼罩埃及。

全球化背景下，埃及成为所谓“华盛顿共识”的试验品。试验并不成功，造成埃

及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失业率骤增，社会矛盾加剧。进入 21 世纪，由于现代化方

向迷失，埃及民众对民生、民主和民权的诉求无法得到满足。因此，2011 年，埃

及“一·二五”革命的爆发便是必然结果，不仅意味着二战后埃及现代化的失败，

同时也是民众渴望重新选择现代化道路的体现。

二战后，土耳其现代化主要特点有二：一是政治上一党制向多党制演变；二是

经济上长期实施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逐渐被自由资本主义取代。1950 年土

耳其宪法删除凯末尔主义六原则。此后，土耳其政坛历经民主党、正义党和多党联

合轮番执政。但土耳其政局不稳，暴力冲突此起彼伏，严重阻碍经济发展，导致军

队在 1960 年、1971 年和 1980 年三次发动政变，推翻时任文官政府。军队干政的

目的是捍卫凯末尔主义治国原则，反对背离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方向。

多党制的发展使伊斯兰势力回归，是战后土耳其政治演进的突出现象。1970
年，土耳其出现民族秩序党，后有救国党、繁荣党，最后到正发党（全称“正义

与发展党”）。以埃尔多安为首的正发党，通过宗教政党化与合法选举途径，最终

执掌国家政权。宗教政党的兴起，实际上是对现代化道路反思的结果。在民众看

 A  纳赛尔：《独立的翌日》，转引自上海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上海社会科学院情报所合编：

《当代亚非拉社会主义思潮资料选译》，内部发行，1982 年，第 139、141 页。

 B  唐大盾等：《非洲社会主义：历史·理论·实践》，第 116 页。

 C  埃及在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一直是美国在中东地区除以色列之外的最大受援国。20 世

纪 70 年代中期到 1998 年，累计接受美国军援 250 亿美元，经援 210 亿美元。2000 年

埃及外债仍为 265 亿美元，占 GDP 的 36.1%。参见陈天社：《全球化与穆巴拉克的治国

方略》，《西亚非洲》2006 年第 2 期，第 34 页。

 D  M. Riad El-Ghonemy, ed., Egyp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hallenges for Develop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3, p.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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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军队和凯末尔主义者代表“西化”道路，要创造的是西式文明，主要代表社

会上层、精英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不能为广大民众带来福祉和实惠。因此，他

们要在自己的“精神家园”，而不是西方意识形态中寻求“解决方法”，A探索实行

非西方式现代化。

二战后，伊朗现代化经历由“白色革命”到“全盘西化”，再到“全面伊斯兰

化”的转变。1953 年，摩萨台领导的石油国有化运动失败，B 巴列维国王的统治得

到巩固。1963 年，巴列维在伊朗发动“白色革命”，以避免左翼领导的“红色革命”

和右翼宗教势力发动的“黑色革命”。“白色革命”涵盖社会各领域，其核心是土地

改革，限制大土地占有，改善佃农地位，在农村建立新型生产关系，“改变伊朗社

会的基础，使它能同当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媲美”。C实践表明，伊朗土地改革

促使农村封建生产关系向资本主义转变。

1973 年后石油价格暴涨，伊朗作为重要石油生产国，收入骤增，1974— 1976
年石油收入累计 380 亿美元，1976 年为 200 亿美元。D 仰仗石油收入，巴列维

雄心勃勃，但不顾具体国情 , 强制实施“全盘西化”，企图让伊朗一蹴而就成为现

代化工业强国，并宣称在 20 世纪末建成世界第五军事强国。伊朗就此陷入“疯狂

现代化”泥潭。巴列维在政治上更加专横独裁，组建秘密军警组织，充当“国王

耳目和铁拳”，实施高压统治，终致众叛亲离。1979 年，巴列维王朝在伊斯兰革

命中崩溃。巴列维的现代化实际上充满“悖论”：既要维护作为封建上层建筑的

王权，又要摧毁其经济基础；既要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又要给它套上封建王权桎梏。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二律背反”，把伊朗现代化

引入死胡同。

伊斯兰革命胜利后，伊朗现代化发生 180 度大转弯。宗教领袖霍梅尼建立伊斯

兰共和国，用宪法确立由伊斯兰教法学家法吉赫治国的原则；组建与国防军并列的

伊斯兰革命卫队；把伊斯兰法作为法庭审判的唯一标准；实施社会生活全面伊斯兰

化。实现经济独立和减少对西方的依赖是伊朗的发展目标。1989 年霍梅尼病逝后，

伊朗开始注重经济建设，实施务实开放政策，推进以石油工业为支柱的发展模式，

力求满足民众需求。然而，由于西方国家对伊朗实施长达 40 余年的严厉制裁，其

经济面临各种困难，只能进行反制裁抗争，现代化步履维艰。 

 A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2014 年，第 90 页。

 B  伊朗石油国有化运动，参见王铁铮等：《中东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379—383 页。

 C  热拉德·德·维利埃：《巴列维传》，张许苹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367 页。

 D  E. Abrahamian, 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 p.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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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六国，A 二战后成为世界重要石油生产国。丰富的石油资源

和迅速崛起的石油工业，是六国实现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加之政治形态相似，它们

选择的现代化模式大同小异，基本属于同一类型。以沙特为例，其石油探明储量居

世界首位，年产量高居世界前列，但因受美国石油垄断资本长期控制，巨额利润

被阿美石油公司吞噬。B 沙特经过长期抗争，采用提高土地租让费、参股、联营、

赎买和接管等方式，于 1980 年将阿美石油公司收归国有。石油收入是国家主要财

政来源，1974— 1997 年，石油年均收入为 441.6 亿美元。C沙特进入高收入国家

行列，建立了世界一流的现代石油工业体系。自 1990 年起，沙特努力改变单一经

济结构，制定以石油工业为主导、经济多样化发展的现代化战略。2000 年，非石

油产业总值共计 3704 亿里亚尔，其中私营企业产值 2637 亿里亚尔，国有企业产值

1067 亿里亚尔。D 2017 年，沙特私营部门产值上升到 GDP 的 48.22%，非石油私

营产业总值达 1.2366 万亿里亚尔。E 

在政治上，伊斯兰教、君主制和家族统治是沙特政治形态三大要素。宗教地

域特征决定沙特必须以伊斯兰教为立国之本，是其“政治合法性”的源泉；君主

制和家族统治，则是部落传统和家族在构建王国过程中形成的。在国家治理上，

沙特形成从内阁“大臣会议”到中央各部，再到地方各省较健全的现代官僚体系，

其层级复杂且职能明确。国王和王储分别担任“大臣会议”的正、副主席；内阁

中外交、国防、内政、能源大臣等要职，均由王室核心成员担任，但越来越多的

平民专家进入内阁担任大臣。2015 年，沙特新一届内阁 36 名成员中王室成员仅 6
人，11 名国务委员中王室成员仅 2 人，其他均出身平民。F沙特的政治体制是传

统和现代因素的结合，国家机器交由官僚集团运作，国王担任首脑，有利于王国

现代化治理。

沙特运用两大杠杆巩固君主制和家族统治。一是依靠石油财富实施高福利政

策：国民的教育和医疗全免费，政府提供购房补贴和无息贷款，以及社会救济等，

沙特政府善于在危机时刻借助石油收入化解矛盾，即利用“财富购买和平”。二是

 A  海湾其他五个石油生产国为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阿曼。

 B  美国加州美孚石油公司于 1933 年和 1939 年先后同沙特政府签订石油租让权协定，获得

石油开采特许权。后来又有三家石油公司加入，1944 年改名“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

简称“阿美石油公司”。

 C  Daryl Champion, The Paradoxical Kingdom: Saudi Arabia and the Momentum of Reform, 
London: Hurst & Co., 2003, p. 80.

 D  M. A. Ramady, The Saudi Arabian Economy: Policies,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New 
York: Springer, 2005, p. 28.

 E  “Saudi Private Sector’s Share in GDP up 48%,” ZAWYA, April 10, 2018.

 F  上述数据系笔者根据内阁名单统计而来，参见https://www.al-jazirah.com/2015/20150130/
av40.htm, 访问日期：2023 年 4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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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实施渐进政治变革，在确保王权前提下向国民适度让权，迎合民意诉求，提高

国民政治参与感和获得感。沙特通过跨越式物质文明发展，渐进式政治体制改革，

在战后动荡的中东始终保持政局相对稳定和王权顺利传嬗，推进王国现代化。

以色列是根据 1947 年联合国分治决议，通过移民建立的犹太国家。以色列的

现代化进程体现了犹太传统与西方文明的融汇，历史传统与外来经验的结合。以色

列以欧美为蓝本，确立以普选权、三权分立和多党制为特征的政治制度。但在国家

构建和运作上，它并不完全照搬欧美模式，而是采取与古老犹太传统相适应的一院

制议会“克奈塞特”A 和单一比例代表制，以及多党联合执政的制度。

以色列总统“纳西”的称谓，沿袭 5 世纪前犹太最高立法机构元老院对“首

领”的称呼，以表明现代以色列是古代犹太国家的延续，B 但总统没有实权。议会

“克奈塞特”的 120 个席位，同样是古代犹太人大会规制。以色列议会“门槛”很

低，任何党派只要获得全部选票的 3.25%，就能进入议会。C 但竞选者能否成为议

员，取决于他在所属党派竞选人中的排名。联合政府内阁由总统授权组成，总理由

内阁握有最多议席党派的首脑担任，总理只对所属党派部长人选有决定权，其他部

长人选由联合政府各党派自行确定。以色列政体的上述特点，既反映对犹太传统的

继承，也体现与欧美政体的不同，凸显出现代犹太国家的鲜明特色。

以色列经济属于混合类型，包括国营、私营和合作社三部分。政府严格控制自

然资源、军工、银行、基础设施等重要部门，它们在经济中占突出地位。政府在干

预经济活动的同时，实行灵活务实的经济政策，确立了高度外向型经济现代化发展

战略，充分体现在高科技创新、军工、化学制药等部门，尤以高新科技产品贡献最

大。2000 年，以色列进出口额达 900 亿美元，其中出口额 400 亿美元，近 70% 的

出口为高新科技产品。D 以色列现代化模式具有特殊性，促成此种模式的诸多条

件是其他国家几乎不可能获得的，因而普遍意义不大。 

四、中东现代化的困境

近代以来，中东国家经历持续两个世纪和三次高潮的现代化实践，具有深远历

史意义：一是突破传统单一的农牧社会结构，各国陆续出现新社会阶层，开始朝着

多元化社会方向发展；二是中东国家世代盛行的血缘部落关系不断弱化，游牧社会

萎缩乃至解体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三是各国工农业得到不同程度发展，工业产值

 A  “克奈塞特”为希伯来语的音译，意为“大集会”，或“犹太人大会”。

 B  张倩红：《以色列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230 页。

 C  最初进入议会的最低限额是选票的 1%，13 届议会提高到 1.5%，16 届议会为 2%，目前

为 3.25 %。

 D  王铁铮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中东卷》，第 3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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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提升，海湾国家已建立完善和先进的现代石油工业体系，

其他国家的工业体系初步形成；四是各国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文化教育、社会

生活、公民社会和政治参与权，在原有基础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但按现代化的

一般性规律，中东大多数国家无论是生产力、经济发展总体水准、社会治理功效，

还是人均收入等，还存在明显差距。不少国家仍未走上正常发展道路，长期徘徊在

贫困线上。一些国家常年战乱，即使有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社会矛盾和贫富分

化依然严峻。可以说，多数国家的现代化未达到预期目标。中东国家现代化困境是

由内外多种因素造成的，存在的问题需从历史与现状中多方位解析。

第一，对现代化的认知局限造成盲目崇拜和效仿西方。中东毗邻欧洲，同欧洲

国家尤其是英法等交往密切，深受影响。现代化肇始于西方，英法等最早启动现代

化，其模式往往被一些中东国家视为“定式”或样板，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或

“欧化”。这在中东国家早期现代化实践中异常明显，奥斯曼帝国改革、伊斯梅尔改

革、凯末尔改革，以及巴列维王朝改革无不如此。对现代化的误读，导致改革者对

西方文化丧失理性判断，进而盲目崇拜，不顾本国国情和文化传统，以及国民对异

质文化的承受力，引起民众和反对派强烈抵制。此种情形已注定改革的失败命运，

是一些改革者丧失政权乃至生命的重要原因。

第二，大量外债和对西方严重依赖，导致中东国家自主权丧失，无法主宰自

身命运。中东国家现代化是在西方列强基本完成工业革命，并向中东进行殖民扩张

的背景下启动的。列强预设的各种改革陷阱，容易使中东国家现代化迷失方向。另

外，中东现代化基本上都是由当权者和上层官僚推动的，并不完全代表广大民众的

意愿。在西方诱导下，改革者大都追求虚假繁荣并贪图享乐，对现代化缺乏科学决

策，常带有随意性，滥用国库收入，致使财政破产。为获得西方贷款，政府不惜以

经济命脉和主权做抵押，给予外国优惠和特权，从而无法掌控国家命运。

埃及早期现代化结局是很好的佐证。奥斯曼素丹马吉德则是掏空国库的另一

典型，他贪图享乐，无视财政破产，倾国库财力兴建的西洋式宫殿，“成了他极尽

奢侈之能事的登峰造极之作”。A 二战后，中东国家同样不乏因外债和外援而丧失

自主权的情形。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西方控制的金融机构，对外贷

款和援助通常都有附加条件，不考虑受援国具体国情，而是想方设法采取一系列强

制性或限制性手段将受援国纳入适应西方经济需要的体制内，B 加深受援国的依附

性。中东马格里布地区的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以及穆巴拉克时期的埃及等共和制

阿拉伯国家都有类似经历。

第三，不确定因素对中东国家现代化的制约。现代化需要相对稳定和适宜的

 A  帕特里克·贝尔福：《奥斯曼帝国六百年》，第 582 页。

 B  王铁铮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中东卷》，第 4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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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需要遵循现代化发展规律。但中东的现代化很难摆脱一些不确定因素的影

响。一是“超政府力量”直接或间接干预。所谓“超政府力量”，通常指不在政

府体制内，却凌驾于政府之上的“克里斯玛”人物，包括著名部落和豪门首领、

宗教领袖以及军队将领等。他们有强大影响力，往往会依据自身利益和诉求，影

响和操控所在国现代化发展，“超政府力量”是中东各国现代化进程中不易克服

的羁绊。

二是战争的破坏。中东地区长期存在民族、宗教、边界和领土等纠葛，二战后

先后爆发 10 多次大规模战争。战争有国与国之间的，有一国内不同派系、不同民

族、政府与地方之间的，还有外来强权发动的战争等，旷日持久的战争给中东国家

带来极其惊人的损失。仅以两伊战争为例，伊拉克在 1980— 1985 年的战争中，各

种损失累计 1202 亿美元；伊朗截至 1985 年底战争费用为 2200 亿美元。此间，两

国石油收入损失 760 亿美元。而两国 20 世纪的石油总收入亦不过 3640 亿美元。两

伊战争损失超过两国几十年石油总收入 520 多亿美元。A 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经常被战争打断，和平进程压倒现代化进程。B

三是人口失衡以及劳动力匮乏。现代化从根本上说是人的现代化，人口的量和

质都需达到相应水准。海湾石油生产国尽管现代化发展较快，但人力资源匮乏，必

须借助大量外籍劳工，外籍劳工大都占劳动力总数一半以上。例如，1994 年沙特

外籍劳工为 450 万人，占劳动力 60% 以上，为沙特总人口的 1/3。C  2014 年沙特

外籍劳工已超 1000 万人。D 海湾其他 5 国对外籍劳工的依赖程度通常高于沙特。

对外籍劳工的严重依赖有自身原因，海湾国家均实行高福利政策，国民待遇丰厚，

对职业选择十分挑剔。他们不愿从事重体力和一般技术性工作，只想从事经贸、管

理、政府公务员等职业，而许多人能力所限又无法胜任，以至于宁愿失业。政府给

予的失业津贴和各种福利往往高于一般工作收入。因此，劳动力问题成为制约海湾

国家现代化迈向更高层次的瓶颈。

结  语

近代以来中东国家现代化所遇挫折和困境表明，其尚未完成从传统农牧社会向

现代工业社会转型。中东国家现代化如此坎坷艰难，有两大因素需认真思考。

 A  《阿拉伯未来》1986 年 7 月号，转引自彭树智、胡益祥主编：《当代世界史讲座》，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 年，第 308 页。

 B  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第 15 页。

 C  Steff en Hertog, Princes, Brokers, and Bureaucrats: Oil and the State in Saudi Arabia,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86-187.

 D  《沙特外籍劳工超过 1000 万》，《经济日报》2014 年 7 月 2 日，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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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从整体上看，多数中东国家尚未真正经受现代大工业的洗礼，几乎未形成

能推进现代化迅速发展的大工业体系，迄今也没有根本改变传统社会结构和政治文

化。二战后中东国家工业虽有不同程度进步，但中小企业占据主导地位，依靠“家

庭、家族、手工业和兄弟式的劳动制度”。A 即使工业发展较好的土耳其，20 世纪

90 年代小企业在制造业中比例仍高达 90%。B 此种工业构成无法同大工业体系生

产力相比。海湾国家确实建立了世界一流现代石油工业体系，但石油工业和现代化

发展未经历原始创业积累，也不是民族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而是通过

“地租性收入”，即由非再生资源变为石油美元在短期内完成的。石油工业体系建立

和石油工业运作主要依赖外部力量，本国民众参与人数很少。同时，家族和部落观

念依然根深蒂固，新的工业文明和器物文明，与牢固存续的传统部落价值取向之间

形成“断层”。换言之，经济发展超前，政治发展滞后，造成海湾石油生产国现代

化动力不足。

二是中东大多数国家都以伊斯兰教为国教。伊斯兰教不仅是信仰体系，也是

带有强烈涉世性或政治参与性的思想体系。中东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未能从根

本上厘清宗教与世俗、信仰与理性、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别是

宗教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许多中东国家在社会改造和现代化进程中，总是习惯用

水火不容、彼此对立的心态处理两者间的矛盾和问题，要么是现代化绝对拒斥宗教

传统，要么是宗教完全否定现代化。总之，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在“西方化”和

“传统化”之间不断摇摆，现代化道路呈现多样光谱。“西方化”改革及西方力量的

干预，成为中东国家现代化遭遇挫折的重要原因。中东国家需要获得现代化的“文

明自觉”，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之间寻找平衡点，从世界现代化的丰富经验

中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自主发展道路，使现代化成果惠及中东人民，推动中东社会

全面发展，避免在文明演进和新的征程中迷失方向。

（责任编辑：焦 兵 郑 鹏）

 A  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89, p. 152. 

 B  Theo Nichols and Nadir Sugur, “Small Employers in Turkey: The OSTIM Estate at Ankara,”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32, No. 2, 1996, p. 2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