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术协助下出现了新的政治主体,这些新组织不同于

西方式政党,也不同于列宁式的小组,它们有的是得

到国外基金会支持的非政府组织, 有的只是善于利

用网络工具的年轻人。网络与 /脸谱 0、/推特0等新

型信息工具的结合, 轻易实现了大量信息实时的平

面传播,这就使以往需要旷日持久政治动员和社会

组织的运动得以在瞬间完成。这些善于利用信息技

术的新型组织,打破了信息自上而下传播的权力等

级,使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可以从自己视角传播所见

所闻、表达个人政治诉求、与他人进行广泛交流的媒

体。这些技术工具可以广泛传播类似 /够了0这样

鲜明的政治口号,在短时间营造新的社会共识,实现

对特定政治人物和特定目标的聚焦式压力。这些新

信息技术还可以迅速消除原有的社会共识与社会契

约,使每个人都成为社会网络中平等的节点,瓦解金

字塔结构的传统 /主控 0社会, 造成 /技术性无政府

现象0。与 /一切人反对一切人 0的霍布斯政治理念

不同, 这次政治动荡借助于新技术工具,已经展现出

/一切人影响一切人 0的现代政治特征。这场运动

预示着金钱与暴力构成的传统政治权力正在被信息

技术解构,信息技术的硬件与软件结合可能构成了

未来社会权力新结构。由哲学理念、价值观、社会意

识、概念创意等精神要素建构的 /政治软件 0, 将成

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国家的政府、政

党及其领导人如果不理解当代信息技术对政治正在

产生的深刻影响,就会丧失编制 /政治软件 0的主导

权, 将在网络政治的对决中溃败。

通过对上述三方面原因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引起此次阿拉伯世界动荡的根源尚未消除。阿拉伯

国家中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不可能随领导人更换而

化解,社会动荡有可能成为长期的动乱,因动乱引起

的石油价格上涨会把危机向制造业国家和消费型经

济传导,从而降低全球经济复苏的速度,甚至把全球

拖入经济滞胀的泥潭。因此,危机将继续深化,世界

已进入动荡期。近日美国威斯康星州发生的抗议活

动证明,所有国家都难以置身事外。同时,这亦证明

新技术开启了社会运动的 /潘多拉盒子 0, 将是对所

有国家社会治理的新考验。

就像在经济领域,我们现在既要懂得实体经济,

也要重视虚拟经济。同样,在政治领域,我们要解决

包括贫富差距拉大、反腐败等实体政治中的问题,也

要关注网络、电讯等虚拟政治领域的话语权。就像

约瑟夫#奈所说的那样: 传统观念认为那些拥有最

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将夺得优势,但在信息时代,真

正的赢家是那些最会讲故事的国家或非国家组织。

由此看来,我们需要有破解动乱发生原因的认识能

力, 也需要有把发生动荡的道理说清楚的本领。 o

当前中东剧变的内生性和阿拉伯性

李绍先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

  发生在突尼斯西部一个小城镇的一起城管粗

暴执法事件,竟然在中东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一

连串阿拉伯国家的政权或倒台或陷入严重危机之

中,不能不发人深思。综合研判可以发现,这场剧变

具有明显的内生性和阿拉伯性,是阿拉伯世界寻求

民族复兴的一次新的尝试。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阿拉伯世界深陷危机,地

区冲突不断,大国干涉频繁, 先有英法殖民, 后又呈

美苏对抗,但阿拉伯世界从来没有放弃寻求民族复

兴的探索。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埃及 /纳赛尔革

命0为标志, /民族民主革命 0席卷阿拉伯世界,阿拉

伯人曾把复兴的希望寄托在大国 (埃及 )和伟大领

袖 (纳赛尔 )身上, 阿拉伯团结和统一曾经盛极一

时。七八十年代, 阿拉伯世界又掀起了 /伊斯兰复

兴0浪潮, 阿拉伯人尝试从宗教中寻找出路。但两

次复兴的尝试均未引领阿拉伯世界走出困境。这次

以突尼斯、埃及 /社会革命0为标志的阿拉伯剧变是

阿拉伯复兴的第三轮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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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中东剧变源自独特的 /阿拉伯病 0。历

史上阿拉伯、印度、波斯、中华并称人类四大古老文

明,如今中国、印度、伊朗已先后摆脱历史阴影,走在

民族复兴自强的道路上,而阿拉伯世界仍停滞不前,

被世界经济全球化远远地抛在后面。政治上, 阿拉

伯国家仍然沿袭家族统治、个人独裁、君主世袭、子

承父业,几十年保持一成不变的统治模式;经济上,

结构畸形、体制僵化、政府巨额补贴, 在全球化的世

界经济中日趋边缘化;外交上,饱受屈辱, 22个阿拉

伯国家敌不过一个小小的以色列, 频频遭受西方双

重标准和武力干涉及民主化改造的羞辱。 / 9# 11

事件0后,美国全球反恐更是把阿拉伯人和伊斯兰

教妖魔化。阿拉伯世界社会问题成堆, 分配严重不

公, 人口快速增长,青年失业率奇高 ( 30% - 50% )。

阿拉伯世界的残酷现实使阿拉伯精英痛心疾首, 纷

纷呼吁新的 /复兴运动0。阿盟秘书长穆萨就曾疾

呼: /不变革的阿拉伯世界没有任何希望。0

目前正在进行的中东变局可视为阿拉伯国家迷

茫屈辱、绝望情绪长期淤积的一次总爆发。它的发

生虽有外部力量刺激和助推 (如网络新技术、金融

危机、美 /中东民主计划 0等 ) , 但具有相当的必然

性, 从根本上说是阿拉伯社会内在矛盾累积发展的

必然结果。因此,这次剧变主要在阿拉伯世界范围,

世界其他地区虽也会受到一些波及, 但属 /借风扬

土0,性质不可同日而语。o

中东乱局的成因及其影响
*

金灿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 )

  2010年 12月, 突尼斯一个年轻小贩因不满警

察扣押自焚于当地县政府门前, 此事经社交网站

/脸谱0传播后, 立刻激起突尼斯民愤, 并最终导致

激烈街头运动,致使总统下台。此后,中东地区多国

相继爆发类似事件,特别是掌权埃及 30年之久的穆

巴拉克总统被迫下台更使整个阿拉伯世界为之一

震。但由于事发突然, 并且事态仍在进一步发展之

中,所以不宜过早对局势做出结论。目前可以判断

的只是引发此次事件的主要原因与发生在东欧和中

亚的 /颜色革命 0不同, 并非大国策划推动, 而是国

内人民自发的政治运动, 具体来看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原因。第一, 经济原因。事件发生国政府应对全

球化不力,经济发展没有让老百姓得到实惠。值得

注意的是,突尼斯、埃及 1978- 2008年的年均经济

增长率分别达到 5. 07%、4. 52%, 排名世界第 12和

19位。在这样的经济成就下依然爆发了激烈街头

政治运动,说明其经济增长本身蕴含问题,即经济总

量增长,但质量低下, 所以遇到外部经济冲击便会陷

入困境。加之发生全球金融经济危机, 全球市场需

求锐减,由此带来石油价格和旅游人数大幅下降,使

得此次事件当事国普遍陷入经济困境。这说明,尽

管曾经保持经济较快增长,但这些国家并未就应对全

球化挑战做好准备,包括产业升级和多元化、增强抵

御外部经济冲击的能力等等。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

经济增长没有使老百姓得到实惠, 这是导致动乱的根

本原因,而这又与这些国家的政治问题紧密相连。

第二,政治原因。此次事件发生国普遍具有半

开放性特点,同时面临国内强人统治下的恶性腐败

和国际社会干预的双重压力。此次被推翻下台的几

个国家领导人都因长期统治而在国内积累了严重的

家族腐败问题,由此导致经济增长成果无法惠及百

姓, 从而逐渐失去民心。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普遍

具有半开放性特点,即对内施行强人统治,对外又保

持一定程度的开放。比如突尼斯就积极参与了法国

推动的地中海联盟合作, 埃及也是推动中东和平的

重要国家。在此背景下, 主导国际社会的西方价值

观便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这些国家的青年,增强其对

本国强人政治的不满。另外, 西方价值观中对于军

*  本文第二作者康晓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09级

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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