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 年年末率先在突尼斯爆发的反政府动

乱迅速席卷大多数阿拉伯地区，但这场动乱并没

有如许多人期望的那样，迅速建立起民主国家。

而是几乎所有国家都回到了七年前普遍存在的无

良治理状态，助长了该地区的叛乱。

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的街头抗议并不是建

设国家的有效手段，这些国家仍然饱受内乱和内

战的困扰。虽然埃及反革命武装大获全胜，但短

暂的稳定假象不能解决国民面临的复杂的社会经

济状况。海湾国家通过财政手段初步抵挡住了变

革洪流—虽然他们的资源正在减少—却没有

给渴望参与本国决策的公民话语权。

约旦和摩洛哥政府暂时平息了本国民众的抗

议，实施了一些不影响权力结构的临时性改革，

这使得民众开始担忧，而抗议也许将会步其邻国

的后尘—摩洛哥人步埃及和利比亚后尘，约旦

人步埃及和叙利亚后尘。两国政府虽然未能从根

本上解决国家面临的紧迫挑战，但成功地让日常

生活恢复到了常态。

只有突尼斯抗议者在双方合意的基础上就新

的社会契约达成了社会主导的协议，进入了强国

的新时期。

期待已久的变革

即使“阿拉伯之春”不能迅速改变现状，但

也基本蓄势待发了，正如在突尼斯，大变革进程

早该开始了。但这场变革无疑需要花费几十年，

如果管理得当，这一进程可以为该地区带来更加

开放和贤能统治的社会。

这是因为人们对于更好的治理能力的要求从

未消减。虽然旧的制度仍然掌权，但是延续了几

代的统治多数阿拉伯地区的社会契约正在瓦解。

这些契约—多数是由当权者强加，而非各种社

会团体达成共识的结果—的基础是被称作食利

者制度的两大支柱。其一规定，政府的主要职责

在于提供充分的医疗和教育服务、就业，以及基

本商品补贴—依赖石油收入提供。作为义务，

公民接受第二大支柱—放弃要求自主管理自己

的事务的话语权。

只要政府充分履行了自己的职责，社会契约

的形式就可以在所不问。但是，如果政府机构臃肿，

不能提供充分的服务和权利—但是仍然坚持公

民不能享有话语权—契约就会瓦解。一些政府

曾试图单独解决经济问题—一边推行所需的经

济改革，一边继续镇压政治改革，并阻止权力制

衡体制的发展。果不其然，由于不加抑制，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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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希望
阿拉伯的动乱或将引发该地区的长期变革

马尔万·马沙尔

观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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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从政治上和经济上逐渐过渡到
稳定繁荣的社会，需要持久的政治
意愿。

情况急剧恶化。随后局势迅速升级，超出许多人

的承受范围，人们便走上街头抗议示威。

在可预见的将来，预计油价将进一步下跌，

这将加速食利者制度的灭亡，这一制度已经导致

经济效率持续低迷了几十年。石油生产国不能再

充当国民的福利国家，而石油进口国也不能再依

赖产油国的资源或本国公民在石油国家工作带来

的汇款收入来为资助系统提供资金。石油生产国

和进口国若不能过渡到以基于业绩的制度，并成

为负责任的政府，就只能自食其果了。

这种让阿拉伯国家摆脱困境的过渡听起来不

言自明，但是却很难实现。食利者制度已经延续

了几十年，形成了既得利益政治阶层，他们当然

不希望采取基于业绩的问责制制度，以防失去自

己现在的位置和权利。这种体制还滋养了效率低

下的官僚作风，既不希望过渡到生产率更高的经

济体制，也没有能力进行这一蜕变。还有一个问

题在于，全社会各个行业长久以来一直依赖于政

府提供就业、服务和补贴，如何让他们自食其力，

靠自身力量在私人部门谋得工作呢？要想从政治

上和经济上逐渐过渡到稳定繁荣的社会，需要持

久的政治意愿，而这恰恰是该地区如今最缺乏的。

突尼斯模式

变革也不是全无可能，突尼斯就是例证。但

突尼斯独特的环境—有大量中产阶级、独立的

工会、女性权利不断增加、温和的伊斯兰反对

派—或许意味着其他阿拉伯国家短期内想要复

制突尼斯的成功不太现实。对于希望建立一个新

的能够引领国家走向稳定、安全的阿拉伯社会来

说，突尼斯道路可以作为一个模范。突尼斯人证明，

首先要就新的社会契约达成共识，契约能够明确

规定并保证所有社会成员的权利，包括信教人士

和世俗人士。突尼斯达成共识靠的是不同团体的

艰辛谈判和相互妥协，而不是政府、多数人或是

外界势力（像美国在伊拉克一样）强加的不可持

续的结果。

新的突尼斯宪法捍卫所有社会成员的权利，

确保任何团体都不能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其

他团体，坚持以和平手段移交权力。在突尼斯女

性为争取男女同权而奋斗几十年之后，突尼斯宪

法赋予女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这在所有

阿拉伯国家宪法中前所未有，并由此奠定了公民

平等权的基础，这对于所有健康发展的社会都是

重要的一步。还有一点也具有重要意义，突尼斯

的情况证明伊斯兰和民主并不冲突，信教和不信

教人士一致认为在政治问题上指导性框架应该由

人制定，而非由神制定。

当然，突尼斯离实现稳定或繁荣的目标还很

远，仍然面临严重的政治、经济、安全问题。但

是该国正在一个坚固的框架内稳步解决这些问

题—这就是指导未来措施的新宪法。这就是突

尼斯模式的意义所在，也是国际社会必须支持突

尼斯模式的原因所在—通过金融和科技手段。

如果突尼斯模式获得成功，便可以作为阿拉伯地

区其他希望改变当前道路的国家的样板。当然，

如果该模式失败，也将对其他阿拉伯地区产生广

泛而深远的影响。

从食利者制度到基于业绩和生产率的制度的

过渡必须逐步推行。经济增长动力必须逐渐转移

到私人部门，私人部门应该成为主要的就业提供

部门，政府只需提供教育、医疗服务，并管理经

济活动。同时，政府必须为所有公民提供竞争所

需的必要工具，包括更为先进、包容、开放的教

育体系。

认为不必经历政治体制改革和建立权力制衡

中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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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人挥舞着旗帜，在布尔吉巴大街

举行的纪念2011年革命六周年集会。

体制双管齐下的过程，就能实现经济改革的观念

必须摒弃。几十年来仅实行经济改革的方法已在

阿拉伯世界遭遇惨败。新的社会契约必须在经济

和政治考量之间达到合理的平衡，以缓和由必须

历经痛苦的经济改革所带来的冲击。而且必须让

公民拥有话语权，把他们纳入决策过程当中。

石油时代的终结

鉴于阿拉伯世界的石油时代已然终结，这一

过程虽然痛苦，但却是必经的。这也是国际金融

组织（如 IMF 和世界银行）难以介入的，此类组

织向来禁止插手政治问题，但是仅凭缓慢的渐

进式经济改革又收效甚微。因此，要想在当前这

个变革性时代在阿拉伯世界发挥应有作用，国际

金融组织必须寻求新途径来帮助这些国家发展。

IMF 和世界银行等机构近年来已经开始与公民社

会合作，关注反腐办法，改善教育和医疗体系。

要想帮助阿拉伯国家施行经济改革计划，它们还

需付出更多的努力。

阿拉伯动乱表明该地区缺乏一种关于现代意

义上的公民观念。认为公民只是不配拥有自主管

理事务的话语权的臣民，这种旧观念必须改变。

全体公民，不论性别、政治倾向、宗教、种

族，人人平等，这一观念必须载入所有新的社会

契约中。只有让所有公民相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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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让他们发挥最大潜力。许多阿拉伯国家宣扬

的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强调个别团体的重要

性。他们必须改变这种观点，建立强烈的超越一

切团体的民族认同感。阿拉伯世界要想健康发展，

必须把该地区存在的文化、民族、信仰的多样性

视为优势，而非劣势。

信教或世俗治理框架

一系列动乱重新激起了阿拉伯世界关于新的

治理框架应该是信教的还是世俗的辩论。“伊斯兰

国”等其他非国家性激进组织的出现让穆斯林兄

弟会等其他更为温和的伊斯兰组织更倾向于建立

“公民的”国家，避免使用“世俗”这样的词语。

该地区多数人将“世俗”等同于无神论和彻底的

政教分离。虽然世俗主义者和信教人士的武装都

宣称支持公民国家，但从具体细节可见其区别。

除突尼斯之外，争论还是集中于赢者通吃的方法，

而非提倡多元化，保证所有团体都享有和平发展

的权利，防止任何团体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给

其他团体。

若说该地区还有望建立多元化社会，那最应

该立即进行的就是持续的教育改革。教育改革必

须超越量化措施，如增加教室里的计算机数量，

建设更多学校，考察课堂上教授的价值观和能力，

或是教育方法。必须推出新的模式，教育并鼓励

学生进行批判性思考，质疑所学内容，培养学生

的逻辑思维，鼓励他们发问。同时，学校必须教

给学生多样化的价值观，让学生发自内心地相信

真理并不是唯一的，对不同观点的包容才是最重

要的，创新和革新的关键在于要懂得欣赏不同意

见。当然，这些价值观都是实现多元化、平等公

民权、公民国家的前提。

阿拉伯地区的动乱揭露了阿拉伯社会的真

相，此前他们活在人为创造的安稳中，掩盖了面

临的真正挑战。要想成功实现稳定和繁荣，唯一

的办法就是实行长期的痛苦的制度建设、权利分

享和更具包容性的增长。

马尔旺·马沙尔（MARWAN MUASHER）是卡内

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副总裁。

必须把阿拉伯世界存在的文化、民
族、信仰的多样性视为优势，而非
劣势。

中 东

13《金融与发展》 2017年12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