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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代 伊 朗 公 民 社 会 状 况 探 析

陆   瑾

  内容提要  公民社会概念在不同时期和不同语境下, 其内涵有所不同。在伊朗, 由于受

伊斯兰主义、现代主义、政治制度和民族特征诸因素的影响, 其公民社会有自身特性, 发展

也历经起伏波动。伊朗哈塔米总统执政期间, 顺应潮流, 推行伊斯兰式的民主, 呼吁重建公

民社会, 一度出现了公民社会思潮广泛传播、非政府组织蓬勃发展的局面。但就整体而言,

目前能够真正发挥作用的公民社会组织为数不多, 伊朗公民社会仍缺乏走向稳定、成熟和壮

大的政治条件。

关 键 词  伊朗  公民社会  定义  立宪革命

作者简介  陆瑾, 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北京  

100007)。

  公民社会 ( C iv il Soc iety) 无论是作为一种社会存在, 还是作为一种理念, 都是西方文明的产物。

近几十年来, 全球化和民主化浪潮推动公民社会概念重新兴盛, 公民社会思想成为一股席卷全球的重

要社会政治思潮, 在任何关于民主化的讨论中都处于中心地位, 并被当作考量现代社会政治民主化程

度的一项重要指标, 这一现象在伊朗也不例外。但是, 东、西方学者在讨论伊朗公民社会这一主题时

所持观点不尽相同: 西方学者更多依赖西方经验中引申而来的分析范畴, 套用民主国家的价值标准和

制度标准进行评析; 而伊朗学者不认为西方国家发展的路径是伊朗社会必须遵循的普适模式, 而是从

自身国情和民情出发, 分析当代伊朗公民社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发展态势、影响和受制约的因素。

对于伊朗这样一个文化底蕴厚重、民族个性鲜明、宗教色彩浓厚、专制统治长久的国家来说, 完全照

搬西方公民社会的标准来衡量其发展状况显然不适宜。多数伊朗学者认为, 至少在 20世纪初叶伊朗

的公民社会业已存在, 并具有其自身的特性, 在社会进步中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和影响。究竟怎样看待

伊朗公民社会? 伊朗公民社会的发展状况及其特征如何? 这正是本文予以考察和探析的内容。

关 于 伊 朗 公 民 社 会 的 界 定

/公民社会0 的理论起源于西方, 亚里士多德在其 5政治学 6 中首先提到了 /公民社会0 一词,

意为政治共同体或城邦国家。公元前一世纪, 古罗马政治理论家西塞罗明确了传统意义上的公民社会

含义, 并在 /公民社会0、 /政治社会 0 /文明社会 0 三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描述城市或城邦的生

活状况。直到近代之前, 西方思想家们都是在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伴随君

主专制政体的建立, 公民在王权保护下获得从事工商业活动的自由, 私人领域开始独立, 并导致公民

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 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 确立了代议制民主原则, 为

私人领域的独立存在和工商业活动的自由发展提供了法律上和制度上的保障, 进一步推动了公民社会

和政治国家的分离。孟德斯鸠、卢梭等西方思想家们已认识到国家和社会的区别, 黑格尔在他们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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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基础上明确地将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区分开来, 奠定了二分法现代公民社会理论的基础。马克思对

黑格尔公民社会概念进一步加以完善, 把公民社会主要理解为私人利益关系领域。 20世纪前期, 意

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把公民社会界定义为制定和传播意识形态, 特别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

各种私人的民间的机构。随后, 帕森斯、葛兰西、哈贝马斯、柯亨和阿拉托等当代西方学者则提出国

家、经济、公民社会的三分法, 主张把经济领域从公民社会中分离出去。把社会组织和民间公共领域

当作公民社会的主体。从上述纷繁复杂的定义中可以看到: 政治哲学上的公民社会概念在不同时期所

标示的内容和侧重点有所不同, 在 2 000多年的社会发展和结构变迁过程中, 公民社会的内涵逐渐丰

富和拓深, 其理论的建构得以不断完善。直到 20世纪晚期, 庞杂的公民社会思想经西方学者梳理才

得以形成系统的理论, 但公民社会所涉及的内容及其所指的准确对象并未得到严格界定, ¹ 通常意义

上是指与国家相对、并部分独立于国家的 /私人自治领域0, 即包括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

/公民社会0 这一术语及概念自上世纪 90年代中期起在伊朗盛行, 推动其成为热门话题的外在

因素是全球公民社会理念的兴起, 当时东欧及苏联等国家为摆脱集权式统治而进行社会转型的进程直

接导致了这一理念的复兴。其内在因素在于: 1989年霍梅尼去世后, 伊朗进入内政外交变革时期,

拉夫桑贾尼总统致力于经济重建, 并取得成效, 由此产生了新的中产阶层, 经济地位的提高增强了他

们要求更多地参与政治和分配政治权力的意愿。哈塔米当选总统后, 顺应历史潮流, /依法治国 0,
强调实行 /伊斯兰民主0, 呼吁重建公民社会。在这场政治改革运动中, 公民社会作为一种新的思想

理念和社会范式成为伊朗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 就如何定义公民社会学者们持不同的观点, 有人认

为: 公民社会是一个合法的社会, 在社会契约层面上是透明的、保护个人权益的, 在国家主权层面上

是在政党和委员会范围分配权力。持该观点的学者不多, 他们所谓的 /公民社会 0 是指整个社会,

即理想城邦; 而伊朗社会和其周边环境距此甚远, 因此他们认为伊朗不存在公民社会。º 然而, 大多

数伊朗学者把公民社会看作是介于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缓冲地带, 即一个摆脱了政府直接干预的社

会关系领域, 并由一些公众组织和团体构成。公民社会属于社会力量部门, 而政府则属于政治和专制

力量部门。» 上述两种关于公民社会的定义因出发点不同, 所得结论彼此相左。第一种是价值性定

义, 在理念、价值与信仰层面把公民社会看作是一种伦理情境的理想模式, 是对社会共同体内部合理

社会秩序的设想。第二种则是分析性定义, 在社会组织方式上界定公民社会概念, 把公民社会看作是

社会秩序中的非政治领域。此外, 对于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划分在伊朗学界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

点, ¼ 一种观点认为, 政治权力产生于社会权力之中, 社会和政治相互交织, 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

分界线不可能存在, 因此在公民社会中会有诸如政治组织和政党等机构。另一种观点借鉴了黑格尔关

于区分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理论, 认为政治社会是以获得和使用权力为最终目的, 或控制政府, 或

寻求控制政府, 而公民社会以一种稳固的关系与对立方相关联, 无论如何不会追求对政府的控制。

公民社会宽泛且丰富的内涵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存在公民社会带来困难, 从下述 3种主张中即看

出衡量标准存在很大差异: 标准一: 就最低限度的含义来说, 只要存在不受制于国家权力支配的自由

社团, 公民社会就存在了; 标准二: 就较为严格的含义来说, 只有当整个社会能够通过那些不受国家

支配的社团来建构自身并协调其行为时, 公民社会才存在; 标准三, 作为第二种含义的替代或补充,

当这些社团能够相当有效地决定或影响国家政策之方向时, 我们便可称之为公民社会。½ 就伊朗这样

一个具有宗教文化背景的、权威主义政权的国家而言, 如果采用西方民主国家的概念和标准, 参照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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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国家公民社会发展的路径和模式来衡量, 可以说根本不存在繁殖公民社会的土壤。但是, 实际上伊

朗存在一些独立于或半独立于国家之外的自主性社团, 独立的公众传媒、遍布生活中的各种自治网

络, 如: 工会、妇女协会、宗教组织和各种民间组织, 它们有别于政治社会, 且对公共政策发挥着一

定的影响, 完全有理由被看作是公民社会的根基。笔者认为, 在探讨伊朗公民社会这一个案时, 不应

忽略其什叶派穆斯林的属性和政教一体的特殊政治结构这些客观存在, 可将伊朗公民社会定义为: 建

立在伊斯兰背景下的, 在自愿、自治基础上形成的, 合法地履行现代政治功能的、有组织的社会结

构, 其组织形式主要包括一些非国家行为者和非政府组织。¹

伊 朗 公 民 社 会 的 曲 折 发 展

有伊朗学者认为, 至少在萨法维王朝 (公元 1502~ 1736年 ) 中后期伊朗业已存在一个由什叶派

欧莱玛和巴扎商人集团构成的公民社会, º 其理由是: 自萨法维王朝起, 十二伊玛目什叶派成为伊朗

的国教, 什叶派有参与政治和干预政治的传统, 欧莱玛们的权力和影响根植于高级教士、负责收取宗

教课税、宗教捐献和管理宗教基金、清真寺、纪念堂、圣灵等社会组织中。伊朗巴扎商人的势力从中

世纪起开始强大, 作为纳税的主力军, 巴扎经济力量受到政府倚重, 以至于一些巴扎商人的影响力能

够直通内阁, 左右国家政策。除此之外, 这一时期的行会、长老会、部落、乡村和地区的民间组织、

慈善团体和宗教社团等也都应归于公民社会的范畴。» 尽管伊朗公民社会形成于何时难以定论, 但是

把 1906~ 1911年的立宪运动作为产生伊朗现代公民社会的开端在伊朗学界不存争议。笔者拟按照政

治体制的不同, 把百年来伊朗公民社会的发展分为伊斯兰革命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来考察。

(一 ) 从立宪革命到伊斯兰革命

现代意义上的伊朗公民社会产生于 20世纪初期, 立宪革命使伊朗传统的公民社会向前迈进了一

大步。 1906年伊朗爆发了立宪革命, 废除封建王权统治, 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 被列为传统公民社

会的宗教领袖们、巴扎商人、行会、部落首领和达官贵族是这场反对王室运动的主力军。在反对专制

统治的过程中产生了一批新型社会力量, 即现代公民社会的萌芽。伊朗第一个工人联合会于 1906年

成立, 城市工人团结起来为争取自身的利益与封建王权进行斗争。全国各地纷纷建立民选的自治机

构 ) ) ) 恩楚明, 负责监督议会选举和政府施政, 并发挥了控制物价、惩罚不法商人的作用。非官方新

闻出版机构迅猛发展, 涌现出大量宣传民主、自由、立宪思想的报刊、杂志, 提高了民众的觉悟。但

总体上看, 这一时期公民社会的规模、力量和作用还十分有限。1921年, 波斯军事首领礼萨 #汗发

动兵变, 建立巴列维王朝。在其执政期间, 一方面极力效仿土耳其凯末尔推行现代化措施, 使城市官

僚、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队伍迅速壮大, 为公民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另一方面实行政教分离政

策, 禁止宗教干预国家事务和社会生活, 使宗教集团势力和巴扎商人联合会等传统的公民社会组织受

到打压, 并限制成立新的公民社会组织。礼萨 #汗国王的君主专制统治, 导致伊朗公民社会严重萎

缩, 并走向衰退。1941年, 礼萨#汗被迫让位其子。穆罕默德 #巴列维继位后, 推行一系列新政,

如释放政治犯、允许宗教和政治性的公开集会、出版自由、报刊、杂志不再受到审查、妇女和宗教人

士的着装不再被限制等, 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下, 政党、组织和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宗教领袖们又

重新开始公开布道和顶礼谟拜。但是, 这种有利于公民社会发展的状况仅持续了两年, 巴列维二世为

维护专制统治, 重新开始限制新闻自由和一些政党的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全球掀起第二次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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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浪潮, 并波及到伊朗。 1951~ 1953年间, 在伊朗涌现出大批党派、社团和政治组织, ¹ 由工人、知

识分子和其他阶层进步人士组成的人民党成为当时最大的、组织最严密的群众性政党, 影响空前。此

外, 以民族主义者摩萨台博士为首组成的 /民族阵线0, 在吸纳伊朗党、劳工党、伊朗民族党和穆斯

林战士协会等组织的加入后, 形成了由民族资产阶级、广大工薪阶层和世俗知识分子、巴扎商人、高

级教士和行会首领组成的强大联盟。 /民族阵线0 在石油国有化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且显著的作用。这
一时期, 伊朗党派众多, 社会基础广泛, 但组织松散, 因内部出现争权夺利和认识分歧, 一些政党和

组织分崩离析。 1953年 8月, 巴列维国王依靠外国势力的帮助进行政变, 在推翻了摩萨台政权后,

选择了 /独裁发展模式0, º 依靠情报机构萨瓦克对全民进行严密监视, 控制民众性活动, 残酷迫害

和镇压持不同政见者, 严重扼杀和危害了公民社会的发展。

(二 ) 伊斯兰共和国时期

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 各民间党派和团体空前活跃, 公民社会显著发展。此后, 由于各政治组织

和派别之间的政治纷争、两伊战争的爆发, 以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胜利造成社会、政治发展空

间缩小。再后, 原教旨主义者 (极端保守派 ) 击败各反对派集团, 囊括所有权力, 实行全面的、激

进的伊斯兰化, 伊朗公民社会因此失去主要根基, 再次被削弱。两伊战争结束及霍梅尼去世后, 拉夫

桑贾尼就任总统, 注重经济改革, 政治上放松控制, 唤起人们对自由、民主的向往。但是, 拉夫桑贾

尼的务实政策遭到统治集团内部极端保守派的猛烈攻击, 右翼保守派希望重新专权, 大力排挤伊斯兰

左派势力。拉夫桑贾尼执政后期, 私营经济得到发展, 社会结构发生变化, 催生了新的中产阶层, 他

们有寻求社会变革和参与政治的强烈愿望, 但当时的政治改革明显滞后于经济改革, 不具备相应的政

治环境。因此, 在拉夫桑贾尼统治时期, 伊朗经济改革成效显著, 而公民社会没有明显的发展。 1997

年 5月 23日, 改革派候选人哈塔米出人意料地战胜保守派候选人, 以高票当选总统, 从此揭开了伊

朗政治改革的序幕。哈塔米总统强调依法治国, 实行 /伊斯兰民主0, 开放党禁, 提倡尊重人权, 保

障言论出版自由, 呼吁重建公民社会。在这场政治改革远动中, 公民社会思想广泛传播, 大学生社

团、同业公会等各种公民组织迅猛发展。但是, 保守派仍然掌控着国家核心权力机构, 并以此掣肘

改革派的政治经济改革。两派在权力结构内进行的激烈较量与对抗, 导致发生一系列反对保守派

迫害的群众示威游行和抗议活动, 从而酿成严重的政治危机和国内局势动荡, 公民社会的继续发

展陷入险境。

2005年, 代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内贾德当选总统后, 加强了对新闻、出版、政党、非政府组

织的控制, 首先从财政预算上切断了一些政府机构对非政府组织的经济支持, 其次在发放许可证方面

对一些活跃在人权和妇女权益等方面的非政府组织进行限制, 取缔人权捍卫中心、记者协会等数十家

非政府组织, 并逮捕和宣判了这些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及成员。 2005年 7月, 部长会议通过了有关非

政府组织成立和活动的执行条例, 共分为 5章 30条, 其中明确了内政部负责发放许可证, 治安部队

负责调查所申报组织领导成员的履历等责任, 使警察和情报部门可以合法地对这些组织进行干涉, 限

制了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伊朗报业记者协会成立于哈塔米任总统初期, 2008年 7月被政府勒令解

散。» 总之, 公民社会近年来基本进入 /冷冻期 0, 发展停滞, 甚至于倒退。

从伊朗公民组织走过的发展之路可以看到, 20世纪伊朗政治史实质上是宪政政府观和独裁政府观之

间的博弈, 伊朗公民社会历史性的薄弱和专制政府偏重于发展经济, 导致专制主义强势于宪政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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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 朗 公 民 社 会 的 主 要 特 点 及 其 影 响 因 素

(一 ) 伊朗公民社会的主要特点

11数量和规模有限  在当代历史上, 伊朗公民社会的发展起伏跌宕, 平稳发展时期短暂。虽然

多年来公民社会从未消失, 但是总体上数量和规模都十分有限, 即使在无政府状态和非专制统治时

期, 政治社会始终强势于公民社会, 极大地限制了公民社会的发展空间。有资料显示: 目前伊朗从事

政治活动的非政府组织有 140个, 社会活动类的非政府组织近 400个, 基金会 3 450余个, 组织规模

较大且较为规范、作用明显的仅有几十家。¹

21不成熟且缺乏凝聚力  这一特点在新生公民社会中表现尤为突出, 这些组织基础薄弱且结构

松散, 其影响一般只停留在组织结构层面上, 未及下层会员, 因此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如: 工会和

行业协会组织规模不小, 但在工人和巴扎商人群体内部的影响十分有限, 使得这类组织存在的实际意

义不明显。再如: 伊朗政党林立, 但绝大多数为松散的、临时性的政治联盟, 有的甚至于未设分支机

构, 缺乏长远目标或实现目标的能力, 平常很少甚至于没有活动, 只是到了各种选举或发表声明时才

显露出来, 既谈不上扩大影响, 也谈不上发挥重要作用。

31受到政府严格监控, 缺乏独立性  当代伊朗许多所谓的公民社会组织是由政府建立的, 或受

到中央政府的严格监管, 具有明显的官民双重性。伊斯兰革命胜利后成立的很多基金会和合作社, 被

称为民间机构, 实际上受政府主导。如: /弱势与见义勇为者基金会 0 (俗称 /穷人基金会 0 ) 是伊

朗目前最大的公有、非政府的经济社会联合体, 于 1979年根据霍梅尼的指令创办, 最初通过接管大

量原属王室和大地主、大资本家以及一些官僚的工厂和企业、房地产等发展起来。 1989年, 议会责

成该基金会除负责救助穷人外, 还要救助伊斯兰革命和两伊战争中的伤残者。再如: 行业组织成为专

制统治者手中的工具或政策先导者, 无法通过自身努力来发挥其推动公民社会壮大的作用。

(二 ) 影响伊朗公民社会发展的因素

11政治权力的垄断  独裁是当代伊朗政治结构的主要特征, 统治者们致力于寻求对政治权力的

垄断, 为了达到集权的目的, 对有必要的和无必要的权力资源都实行控制, 以免对手或独立的力量形

成权力中心, 自然减少了创建公民社会的可能性。在伊朗, 与民众生活中密切相关的是私人领域和政

府领域, 人们对非政府公共领域认知较少, 并且习惯于在远离政府的私人生活中追求自由、安宁和稳

定, 公共领域自然而然被那些独裁者们吞噬掉了。在这种被压制的环境中, 以往人们普遍选择屈从于

专制, 或躲藏在私人空间里, 或选择远离尘世, 因此神秘主义得以繁荣, 包括哈菲兹、穆拉维这些被

誉为伊朗人文领域的大思想家们也从未提到过公民社会概念。立宪运动之后, 觉醒了的民众试图把每

一个公民组织都当作是政权的对立面, 造成统治者追求政治集权与公民社会干预集权政治相伴而行的

局面, 统治者的力量朝着与公民社会对抗和消灭公民社会的方向发展, 因此双方长期处于对峙状态。

21非公民性的政治文化  公民政治文化是民主社会的特性, 为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合适的土

壤, 但是公民政治文化在伊朗文化中表现较弱。一方面, 伊朗历史上多次遭受外族入侵, 近代又长期

处于殖民统治之下, 造成了伊朗人不合作、不信任、过于自我的精神特征, 并反映在政治文化上。º

另一方面, 近现代不少统治者形同于列强之傀儡, 使民众产生对当局的逆反心理, 此外, 近年来所形

成的国家认同危机以及消极的极端个人主义抬头等都增加了社会非公民性文化的色彩。

31主体思想观念  传统主义、现代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是主导当代伊朗政治结构形成的三大思潮,

它们基本上都是与公民社会发展相对立的。传统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具有保守性, 不能容忍公民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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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壮大。现代主义对公民社会发展的阻碍正如亨廷顿所指出, 致力于现代化的传统君主制国家的政

治体制迟早会陷入一种 /根本性的困境0: 一方面, 传统君主为了追求合法性不得不进行现代化改

革, 其初期现代化改革的成功有赖于削弱本来能够促进政治参与扩大的传统机构, 加强君主权威; 另

一方面, 初期现代化改革的成功削弱了传统君主制的合法性, 而传统君主制却由于其自身内在的专制

逻辑难以通过扩大政治参与获取稳定的现代政治合法性。¹

41食利国家  近半个世纪以来, 出口石油所得收入是保证伊朗国家财政支出的主要渠道, 学界

把这种政府的财政收入大部分来源于国家垄断性的石油收入, 而非通常意义上的国民税收的国家称之

为 /食利国家0。在食利国家, 由于国家的财政收入对非政府性的和本国的经济活动依赖较少, 因

此, 不存在一种监督政府的基础, º 加强和巩固公民社会自然存在根本性的困难。

尽管上述一些因素极大地限制了当代伊朗公民社会的发展, 但是国家现代化、经济全球化和政治

民主化的趋势又为其提供了适合于发展的客观条件: ( 1) 国际条件。上世纪 90年代, 随着苏联的解

体、冷战结束, 源于西方国家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开始扩展到全球。迫于美国的压力, 今天中东地区

的一些统治者们开始放松集权政策, 缓慢地朝着民主的方向发展。毫无疑问, 这种国际和地区性的变

化趋势对伊朗也会产生影响, 减弱其权威主义的属性。此外, 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政府近年来有针

对性地加大了对伊朗非政府组织的扶植力度和资金投入, 试图对伊朗进行 /民主演变0, 通过加强伊

朗民主意识, 建立公民社会和减少政府控制政治行为的能力实现改变伊朗政府的目的, 其效应在

2009年的伊朗总统大选冲突中可略见一斑。 ( 2) 经济改革和新中产阶层的出现。一般来说, 发展中

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与变化会为公民社会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拉夫桑贾尼总统在任期间实行部

分经济自由化, 培育出新兴中产阶级阶层, 知识分子是这一阶层政治力量的核心, 在哈塔米时代新中

产阶层转化为推动公民社会建设和民主的生力军, 目前, 这一阶层仍然继续为建立公民政治文化和反

对集权统治而奋斗。 ( 3) 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实行三权分立, 在各级政府

中都存在许多重叠的机构和组织, 并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近年来伊朗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激烈,

但没有一派始终占上风, 这为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条件。此外, 在哈塔米时代, 非政府组织

和机构得到改革派政府的支持和扶植, 为日后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 4) 通讯和信息的发展。随

着通讯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 全球化对伊朗的影响越来越大。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使人们能够通过邮

件、博客、微博等手段更多、更好地交往, 网络和卫星节目可以用来反击不利于公民社会发展的思想

观念。同时, 国际间的广泛联系也为外国势力通过向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和通讯设备进行渗透提供了

方便。

结   语

综上所述, 伊朗公民社会发展曲折。在研究中我们注意到, 伊朗政治环境稍一宽松, 各种社会思

潮就会涌动, 直接威胁到统治者的权威性, 因此当权者一贯采取强硬手段打压异己势力, 长此以往形

成了 /政府一管就死, 一放就乱0 的政治和社会局面, 公民社会也随之处于 /萎缩 0、 /发展 0, /削
弱 0、 /扩大 0 的非良性循环状态, 影响了公民社会的正常发展。今天, 核问题、经济问题和政治发

展等一系列问题困扰着伊朗政府, 国家安全, 政权稳固和振兴经济是当务之急, 从而决定了伊朗现政

权必将对支持本国公民社会发展持极为谨慎的态度。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成  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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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rican Developm ent in Debt and the International

F inance Environm ent

) ) ) A lso on the Effects of Financial Crisis on African Developm ent in Delot

Yang Baorong pp137- 42

  A fter ten years. internat iona l debt ad justmen,t
the debt burden forA frica is still heavy. For a long
time, the in ternational deve lopm ent assistance has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promo ting A frican econom ic
grow th and the internationa l priva te capita l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ot ive pow er in recent years.

A ffec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 ia l crisis, the
flow of internat iona l cap ital is w eakened and private
capital becomes less active. The situation of finance
in A frica becomes stern and A frica developmen t in
debt w ill go further.

An Analysis of Status of the C ivil Society inM odern Iran

Lu J in pp155- 60

  The connotat ion o f the not ion o f c iv il society
could be different in d ifferent t imes and lingu istic
contex ts.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Islam ism,
modernism, po litical system and ethn ic character,
c iv il societ ies in Iran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s and
deve loped unevenly. During the former President
Khatam i. s term, the government carried out the

Islam ic democracy, w hich caused w ide spread o f
ideo log ica l trend of civ il society and v igorous
deve lopment o f non -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in
Iran. Overal,l there are no t so m any c iv il societ ies
that can be effective in Iran. There are still no t
necessary po litica l cond itions for them to go to
stability, m atur ity and expansion.

Constructing China- Africa Relations in the 21
s t
Century:

A V iew ofConstructivism

Yuan Wu pp161- 67

  Deve lopm ent of Ch ina- A frica re lations has
attracted attentions of the internat iona l scho lars,
w hich has a lso promoted researches on Ch ina -
A frica relations. How ever, there are d ifferences in
perceiv ing China - A frica re la tions, ma in ly in
China. s po licy tow ards A frica. A 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the international po litical theory,
constructiv ism cou ld offer a new ang le to perce ive
China- A frica re lations. The functions of structure

of sense and culture are stressed in constructiv ist
theory. The shared sense betw een Ch ina and A frica
is the mot iv ity fo r Ch ina to take its A fr ican po licy o f
mutual benefit and w in - w in, w h ich has yet been
affected by the Western - oriented internationa l
cu ltural system. The structure o f sense w ill exert
grea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 ina- A frica

re lations in the 21
st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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