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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中东城市化与社会稳定研究》

韩志斌*

  城市化命题属于跨学科研究范畴, 政治学、 经济学、 历史学等学科都

在从各自的视角进行深入研究, 相关成果较为丰硕。 具体到中东史领域,
相关研究则较为稀缺。 庆幸的是,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学院车效梅院

长一直执着于中东城市化的研究, 弥补了该领域的不足。 近期她出版了

《中东城市化与社会稳定》① 一书, 是她出版 《全球化与中东城市发展研

究》 (人民出版社, 2013 年 4 月) 和 《中东城市民族社团与宗教社团研究》
(第一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年 2 月) 之后的第三部中东城市研

究的著作。 这三部著作可以称为 “中东城市研究的三部曲”。

一

城市化的发展水平和质量不仅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 社会、 文

化、 科技水平的重要杠杆之一, 而且成为评价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组织程

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然而, 中东国家中除了少数国家已成功实

现转型外, 大多数国家仍处于痛苦的社会转型之中, 其社会资源分配不公、
城市失业率居高不下、 城市贫困现象严重、 住房短缺与贫民窟蔓延、 城市

基础设施滞后、 社会治安状况恶化等引发的恶性集体暴力、 罢工、 游行,
甚至战乱、 动荡、 政变等众多不稳定因素对这些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构成

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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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志斌,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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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地区城市化过程中积累的社会矛盾成了令中东各国政府感到棘手

的 “痼疾”, 2010 年中东地区的 “阿拉伯之春” 引起各地连锁爆发政治危

机, 发生危机的地方无一不在社会矛盾最尖锐的大城市, 城市成为中东当

代革命或暴动的渊薮。 从这个意义上讲, 研究中东城市化与社会稳定的关

系, 考察过度城市化对社会稳定的危害已不完全是一个纯学术问题, 还是

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社会管理工程。
车效梅教授多年从事中东城市历史和现状的研究, 积累了丰富的研究

资料, 出产了大量高质量研究成果。 除前文所述的三部著作外, 具有代表

性的论文有 《城市化进程中的开罗边缘群体》 ( 《历史研究》 2015 年第 5
期, 第一作者)、 《 “丝绸之路” 与 13—14 世纪大不里士的兴起》 ( 《世界历

史》 2017 年第 5 期, 第一作者)、 《多维视野下的西方 “边缘性” 理论》
( 《史学理论研究》 2014 年第 1 期, 第一作者)、 《中东城市化的原因、 特点

与发展趋势》 ( 《西亚非洲》 2006 年)。 出版著作 《全球化与中东城市发展

研究》 (人民出版社, 2013 年 4 月) 和 《中东城市民族社团与宗教社团研

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年 2 月, 第一作者)。 2012 年, 车效梅教

授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中东国家城市化与社会稳定研究”
(批准号: 12BSS013) 的立项支持, 《中东城市化与社会稳定研究》 是该项

目的结项成果, 也是对该问题研究的权威之作。 在车效梅教授的培育下,
山西师范大学已经具备了一支研究中东城市问题的、 稳定和相对成熟的科

研团队。

二

就该书的主要观点来看, 《中东城市化与社会稳定研究》 从全球视域着

重探讨过度城市化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分析城市化与社会结构嬗变的关系,
以个案的形式着力研究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探寻城市治理与社

会稳定的关系, 指出中东社会能否稳定与城市治理力度、 成效密不可分。
就研究内容来看, 该书对社会稳定概念进行了解构。
第一, 从城市化发展对社会群体影响的视角出发, 在分析城市化与中

东政治制度稳定、 城市化与公共秩序有序性关系的基础上, 进一步解析了

城市化对基础阶级关系均衡性的影响, 并以伊朗伊斯兰革命为案例, 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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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基础阶级关系失衡对政治稳定的危害。 从而得出结论: 平衡推进或进度

平缓的城市化对政治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第二, 从宏观的视角分析了城市化与城市经济、 城市化与宏观经济稳

定、 城市化与经济形势稳定的关系, 指出: 中东城市化与工业化不匹配,
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因素影响到中东各国宏观调控的灵敏性, 传统的财政、
金融政策受到人口、 政府执行力、 社会文化等因素的掣肘。 中东维持经济

稳定的底线是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反贫困制度, 社会福利制度可以防止经

济波动带来社会不稳定。 中东各国制定相应的城市化政策, 方能促进经济

的持续稳定增长, 进而确保社会的和谐稳定。
就研究方法来看, 该书从历史发展的视角, 运用政治学、 社会学多学

科知识对中东城市化与社会稳定关系进行研究。 在研究与写作方法上, 该

书遵循以下原则。
首先, 以历史学为主, 同时吸收和借鉴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 该书

作者在考察中东城市化现状与特点的基础上, 对其引发的城市社会结构进

行了解析。 由于城市化与社会稳定研究涉及多学科, 所以该书在运用历史

学的基础上, 采用了政治学、 社会学研究方法, 从而多视角、 更全面地分

析了中东城市化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其次, 以城市化为坐标, 分别论述了其与构成社会稳定的四大要素之

间的关系, 即城市化与政治稳定的关系、 城市化与经济稳定的关系、 城市

化与社会秩序稳定的关系、 城市化与社会心理稳定的关系。 该书作者在研

究过程中, 从基本概念解读入手, 采取史论结合的方法, 在比较的基础上

探求了中东城市化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 在辩证分析的前提下, 研究城

市治理在社会稳定中的作用。
最后, 以专题研究为主。 该书作者将有关的内容分解为许多专题, 通

过对专题的研究突出重点, 从而深化该领域的研究。

三

《中东城市化与社会稳定研究》 是读者了解中东城市和社会的专业书,
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 该书把握了当前中东社会变迁的时代脉搏。 中东城市化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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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研究既是基础问题, 也是一个与当前中东热点问题有千丝万缕联系的

应用课题, 同时还是国内中东研究中的一个新命题。 由于国内的中东研究

更多地关注中东的政治问题与资源问题, 对中东城市研究有所忽略。 在全

球化时代, 城市是全球秩序最主要的直观表现, 是全球化矛盾最突出、 最

尖锐的地方。 就中东国家而言, 无论是 1979 年伊朗爆发的伊斯兰革命, 还

是 2010 年发生的 “阿拉伯之春”, 中东城市一次次成为矛盾和冲突的前沿

阵地。 当今城市研究的重要性, 已不在于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或城市化过

程的广度与深度, 而在于城市已经成为全球化矛盾的焦点, 成为关乎国家

安全与社会稳定的中心。 要深入探讨这一动荡的根源并预测其发展前景,
就需要对战后中东城市变迁的原因、 特点及其影响进行全面和系统的研究。

作者在该书中提出中东城市健康、 有序的发展离不开城市治理。 在中

东城市化快速发展过程中, 各种社会矛盾被激发, 城市治理呼之欲出。 城

市治理强调民主、 平等、 合作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力图通过城市利益主

体之间的理性协商, 达到缓和社会矛盾、 维护城市稳定与发展的目的。 如

今, 中东城市的市政府正在采取针对性的措施, 重视城市规划、 关注民生、
发展科技、 调整经济结构等。

由于第三世界国家城市化存在许多共通的地方, 作者分析和提出了中

东城市治理的操作方法, 这无疑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城镇化和城市治理具有

一定的参考价值。 例如我国中西部地区城市中存在一定的穆斯林聚居区,
这些社区的发展也是我国城镇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在我国国内对这

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的情况下, 本书更具备研究价值。
其次, 该书把握住了中东社会发展变化的方向。 书中探寻了中东城市化

的发展历程和特点, 完整阐述了中东古代城市、 近代西方文明冲击下的中东

城市, 以及当代中东城市化的发展现状、 特征及成因等。 作为主体, 该书论

述了城市化与政治稳定、 经济稳定、 社会心理稳定、 社会秩序稳定四个要素

的关系, 从而细化了城市化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构成了该书的核心部分。
该书重点分析了城市化与中东社会结构嬗变的关系, 将中东社会史研

究推向深入层次。 作者指出城市化导致地主阶级分化、 工商业资本家群体

发展、 宗教阶层削弱、 官僚阶层成员更替、 军人群体崛起、 “白领” 与工人

阶级壮大等, 阶级成分的变化促使城市阶级结构嬗变。 作者分析了城市化

对农村和城市的不同影响, 并指出城市化导致大量农民移入城市, 但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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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民遭遇各种困境, 形成城市的边缘群体 (边缘阶层) 进而使城市的阶

级冲突和文化冲突加剧, 影响城市社会稳定。
该书还从城市现代教育发展、 工业化推进、 市场经济配置优化等方面

入手, 分析中东国家城市化的具体路径和特点, 从而塑造了中东社会史研

究的典型范式。
再次, 作者大胆探索社会心理研究的新领域。 该书从社会心理视角审

视城市化对中东城市社会心理的影响, 从城市化与城市社会成员对政府的

信任和支持的关系着手, 论述了城市化过程中, 市民对政府的满意度决定

其对政府的支持度; 从城市化与城市社会成员价值选择和行为取向的微调

着手论述了中东过度城市化往往引起市民社会心理的异化和行为的极端化;
从城市化与 “阿拉伯之春” 个案来阐释城市化引发的社会心理问题最终导

致中东动荡。 作者由以上诸方面继而揭示社会心理的变化对中东城市稳定

的影响。 目前国内外还没中东国家社会心理研究的专题研究成果问世, 实

证研究刚刚起步, 本书就中东国家社会心理与城市化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

讨, 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开创意义。
最后, 作者从社会秩序角度审视城市化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该书探析

了影响社会秩序的诸因素———城市贫困、 民俗的变革、 社会结构的变化、
社会规范体系的更新等。 在这一板块, 作者还提出, 社会秩序功能弱化的

后果, 政府对民俗变革的社会控制, 社会治安、 社会风气都是影响社会稳

定的重要因素。 目前, 中东国家社会秩序的相关研究也是薄弱环节, 该书

从社会秩序角度审视城市化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具有独特的视角, 相关的

积极探索为中东国家社会秩序的研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
历观我国国内中东史的学术发展, 相关的研究领域呈现不断扩大的趋

势。 从最初着眼于中东政治问题及中东与域外大国关系等政治史的研究,
之后扩展到探究中东国别史的具体问题研究, 但相对集中于宗教问题和民

族矛盾等领域。 近年来中东史研究开始涉及中东经济史、 制度史、 文化史,
范围, 囊括了民族国家建构问题、 城市化问题、 社会问题、 环境问题等领

域。 该书以中东国家城市化为考察对象, 深入探讨中东国家经济和社会问

题, 是我国中东国别史研究趋于细化、 研究领域扩大的具体体现。

[责任编辑: 谢志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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