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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旦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政党动员困境
’

章 远
“

内容摘要 约旦 自 独立 以来 总体政治局 势平稳 ， 尽管 国 家经济发展

面 临 多 方面 掣肘 ， 然 而 比较而 言 ，
约旦是 中 东 地 区 安全和稳定程度相对

较 高 的 国 家 。 约 旦是君主 立 宪 制 政体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开 始 实 行 多 党

制 ， 国 王掌握广 泛 的 实权 。 中 东 变 局并没有给约旦带 来太严 重 的政治 动

荡 。 从政治 发展的 角度来看 ，
约旦政治 现代化和民主化 的 进程 虽 然 始终

在推进 ，
但进展缓慢 。 约旦政 党政治 并 不 发达 ，

政 党 动 员 受到 经 济形

势 、 政治传统 、 本土 文化和 周边政治 安全环境的 深层影 响 。 约旦 民众要

求改 革的 呼声
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 国 家进步 ，

但 目 前政治 改革仍 然 主要

依靠 国 王 主导 的 自 上 而 下 的 行政行 为 。 当 前 国 际社会更期待约旦在解 决

巴勒斯坦 问题 、 促进叙利 亚 和谈 、 联合反 恐等 外 交 领域发挥更 多 的作

用
，
而 不是仓促推动 政治 改革 。 在政党 无 法在议会政治 中扮演 关键 角 色

的政治结 构 下 ，
约旦的政党动 员 总体上是无 力 的 。

关键词 约旦
；

君主立 宪制
；
政党动 员

；
选 民偏好

约旦哈希姆王 国 （下文简称约旦 ） 的地理位置位 于死海之滨 ， 与

巴勒斯坦关系 密切 ， 同时也与 以色列保持良 好的双边关系 。 约旦毗邻深

陷动荡的叙利亚 、 伊拉克 ， 却又 因与战乱相对疏离 ， 而被视作
“

安全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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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阶段性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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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缓冲带 。 中国 与约旦最早接触 的记 录可 以追

溯到 中 国西汉与约旦古代奈伯特王 国 时期 。 １９７７ 年 ４ 月 ７ 日
， 中 国与约

旦签署 《联合公报》 ， 建立外交关系 。 ４０ 多年来 中约两 国保持着友好往

来 ，
双方在政治 、 经济 、 军事 、 文化等各方面关 系都稳步发展 。

？２０ １ ３

年 中国提出
“
一带一路

”

倡议 以来 ，
约旦积极参与 ， 并 成为亚投 行创

始成员 国 。
？２０ １ ５ 年 中国和约旦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 。 在复

杂的中东政治格局中 ，
约旦 的政治局势相对稳定 ， 安全形势基本平稳 ，

社会 比较开放 ， 民众生活水平较髙 。 作为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 ，
无论是

国家还是国王以及王室都在国际社会 中拥有 良好 的 国际形象 。 中东变局

以来 ，
约旦也发生过要求 民主化的示威活动 ， 但并没有出 现大规模 的骚

乱 ， 也没有动摇掌握实权 的王室统治 。 尽管如此 ， 约旦存在根源性 的经

济发展困境 ， 外偾 占 国家 ＧＤＰ 的 ９０％ 以 上 ， 且公共债务支 出严重 ， 民

众要求改革 的呼声始终存在 。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开始 ，

约旦 实行多党制 ，

但至今政党在国家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有限 。 约旦的民众更关心经济

困顿 、 海外援助到位与否 、 水资源短缺 、 生活成本过髙 、 非法外籍劳工

涌人 、 难 民生存等有关发展和民生的 问题 ， 而非尽快提升政党地位 。

一 君主立宪制内的多党制

约旦是世袭君主立宪制 国家 ，
１ ９５２ 年宪法确定约旦 政治体制为议

会君主制 （ ｐａｒｌ
ｉａｍ ｅｎ ｔａｒ

ｙ 
ｍｏｎａｒｃｈ

ｙ ） 。 哈希姆家族王室掌握 国家政权 ， 约

旦国 民普遍信任王室 ，
王室被视为 国家团结与统一的象征 。 国王阿 卜杜

拉二世是国家元首 ，
也是最高军事统帅 。 国王保 留了广泛 的行政权和立

法权 。 约旦的政治改革 自 上而下地 由 约旦王室主持和推进 。 约且议会设

参 、 众两院 ， 参议院议员 由 国王从知名人士 中 任命 ， 众议院 由 选举产

①｛中 国同 约旦 的关系 ＞
，
中华人 民共和国驻约旦哈希姆王 国大使 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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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访问 日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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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 约旦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开始实行多党制 ， 但约旦的政党普遍 力量

不强 ， 政党政治并不发达 ，
政党谱系也 比较模糊 。

（

一

） 约旦 的政 党制度变迁

外约旦 １ ９４６ 年从英国的委任统治下独立 ， 第一次中东战争之后更改

国名为约旦哈希姆王国 。 约旦在摆脱英国 的保护国 身份之前 ，
是酋长 国 。

哈希姆家族的统治合法性来源不仅仅来 自 世俗赋权和较为开明 的统治方

式
， 还源 自 宗教意义 上 的 圣裔家族后裔身份 。 伊斯兰教 是约旦 的 国教 ，

９０％ 以上 的人 口 属于逊尼派
，
庞大的信仰人群认可哈希姆家族在约旦 的世

袭统治 。 约旦 １９５２ 年 １ 月 颁布宪法 ，
４ 月 开始允许建立政党 ， 但很快又

解散了所有政党 。 ６０ 年代和 ７０ 年代选举都实行一人一票制 ，
而不通过集

团投票或者党派名单 。
１ ９９ １ 年 １ ０ 月 开始 ，

约旦解除党禁 ， 并于 １ ９９２ 年颁

布 了 《政党法》 （
ｒ／

ｉ ｅ ｈ Ｚ出ｍ ＺＰａｒｔｉｅｓＬａｗ ）
，
宣布实行多党制 。

《政党法 》 是约旦管理和约束 国 内 政党的 基本规则 。 按 照 １ ９９２ 年

《政党法》 的规定 ，

一个政党要获得 内 政部的登记 ， 需要满 足以 下原则

性条件 尊重宪法 、 政治多元主 义原则和约旦安全 ；
不得与非约旦机

构有组织以及财务上 的联系 ，
不得在任何外部国家或机构的指导下进行

党务活动
；
不得在军队或安全机构 中组织和发展政党

；
必须至少有 ５０

位成员 ； 领导队伍和财务都必须公开 。 获得合法登记的政党 ， 其政党总

部 、 联络和通信都将受到法律保护 ， 免予司 法命令之外的搜捕和搜査 。

依照 《新闻与 出版法 》 ， 政党可 以发行 出版物 。 除了成立于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末 ５０ 年代初的约旦共产党 （ ＴｈｅＪｏｒｄ ａｎｉａｎＣｏｍｍｕｎ ｉｓ ｔＰａｒ ｔ
ｙ ）

， 其他

约旦政党登记的成立时 间均晚于 《政党法 》 的颁布 。

国王阿 卜 杜拉二世继位之后 ， 于 ２００８ 年修改 《政党法 》 ， 将组建党

派 的门榲提高 到党员人数不得少于 ５００ 名 ， 并且要求党员来 自 不少于 ５

个省份 。 目 前经内政部批准的合法党派有 ４３ 个 。
？ 国王对国家治理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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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影响力 ， 包括对选举制度的广泛权威 。

一人一票 ， 不可转让的投票

设计更有利于重要部落和利益集团 ，
相比之下

，
基于政治理念和意识形

态的政党却较难从 中得益 。 对此 ， 批评者认为选举程序设计如果完全是

为巩固王权政体服务 ， 最终 只会沦为一场
“

空洞 的盛会
”

。
？ 比例代表

制被引人 ２０ １ ６ 年 的大选 ，
时任首相 的恩苏尔 （

Ａｂｄｕｌ ｌａｈＥｉｗｏｕｒ
） 宣称

大选将是历史性的
“

完全透明和干净
”

， 相信比例代表制将可以使约旦

未来走 向议会制政府 。
？

（
二 ） 约且 当前的多党制格局

若从世俗色彩区分政党类型 ， 那么约旦大致可 以划分为左翼政党及

其继承者 、 阿拉伯 民族主义政党 、 中 间 派政党和伊斯兰政党组织 四 大

类 。 世俗与否并不是决定政党是亲政府还是反政府的要件 。 随着世界范

围 内政治环境的变动 ， 真正能以政党的形式对约旦政府产生
一

定的 影响

的政治组织 ，
主要是伊斯兰政党组织 。 自 ＆ 派媒体 《 阿拉伯独立 日 报》

（
４ＺＧｆｃａｄ ） 对约旦政府在处理宗教与 国家政治生活关系 立场的解释是 ：

约旦是个不同于世俗国家的
“

公 民 国家
”？（ ｃｉｖｉ ｌｓｔａｔｅ

） ， 不应把宗教从

公共生活中剥离出去 。 面对约旦 国 内 逐渐 出现的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

应分离的讨论 ， 伊斯兰主义研究专家穆罕默德 ？ 阿布 ？ 拉 曼 （
Ｍｏｈａｍ ？

ｍａｄＡｂｕＲｕｍｍａｎ
）的观点是： 为避免极端世俗主义 和伊斯兰主义之 间

的冲突 ， 约旦社会未来的努力方 向是建立起伊斯兰主义 、 自 由 主义 和世

俗主义的联盟 。
？

约旦伊斯兰政党
“

伊斯兰行动阵线党
”

（
Ｔｈｅ Ｉｓ ｌａｍ ｉｃＡ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ｎｔ／

ＩＡＦ
）
主要由 穆兄会组成 ，

是约旦最大的反对党 。 与约旦政府积极开展

①Ｋｈ ａｌ
ｉ
ｄＫａｍｈａｗ ｉ

，

“

Ｊｏ ｒｄａ ｎ
’

ｓＥｌｅ ｃｔｉｏｎｓＷ
ｉ
ｌｌＮｏ

ｔａｎｄＣａ ｎｎｏ
ｔ
ｂｅ Ｄ ｅｍｏ ｃｒａ ｔｉ

ｃ －Ｔｈ ｅｙＭｕ ｓ
ｔ
ｂｅ Ｂｏｙ

－

ｃｏ
ｔ ｔ
ｅｄ ／

＇

ＴｈｅＧｕａｒｄ
ｉ
ａｎ

，Ｊ
ａｎｕａ ｒｙ２３

，
２０ １ ３ ．

②ＲａｅｄＯｍ ａｒｉ
，

“

ＮｅｗＥ ｌｅｃ ｔｉｏｎｓＢ ｉｌｌＳｈｅｄｓＯ ｎｅ－ ｖｏ ｔｅＳｙｓ ｔｅｍ
，

＂

ｒｆｃｅＪｏ ｒｄａｎｒｉｍ？
，

Ａｕ
ｇ
ｕｓ

ｔ
３ １

，

２０ １ ５ ．

③
ｕ

Ｊｏｒｄａｎ ：Ｉｓｌａｍ
ｉ
ｃｏｒＳｅ ｃｕ ｌａｒ？

＊ ＊

Ａｌ
－Ｇｈａｄ

＾Ｏｃ
ｔ
ｏｂｅ ｒ １６ ， ２０ １ ６ ．

（ＤＯ ｓａｍａ Ａ １Ｓｈａｒｉｆ
，

Ｍ

ＴｈｅＳｅｃ ｕｌ ａｒ
－

Ｉ ｓｌ ａｍ ｉｓｔＤ ｉ ｖｉｄｅＤｅｅ
ｐ
ｅ ｎ ｓ ｉｎ Ｊｏ ｒｄａ ｎ

（

ｎ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Ｉｎｓ
ｔ
ｉｔｕｔｅ

，

ｈｔ ｔ

ｐ ：

／／ｗｗｗ ．ｍｅ ｉ
．ｅｄｕ／ｃｏｎ ｔｅｎ ｔ／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ｅｃ ｕ ｌａＴ

－

ｖｓ
－

ｉｓｌａｍ ｉ ｓｔ
－

ｄ ｉｖ ｉｄｅ
－

ｄｅｅ
ｐ
ｅ ｎｓ

－

ｊｏ ｒｄａ ｎａ ｃｃｅ ｓｅｅｄＯｃｔｏ
？

ｂｅ ｒ２５
，２０ １ ８．



｜
０ ８８ ｜

比较政治学研究 （
２０ １ ８ 年 第 ２ 辑 总 第 １ ５ 辑 ）

中 间外交 、 平衡外交 ， 对以色列友好的对外战略不 同 ， 伊斯兰行动 阵线

党一贯主张反对阿以 、 约 以和谈 。 近年来 ， 伊斯兰行动阵线党联合 了 国

内少数族群共同组建
“

国家改革联盟
”

（
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Ｃｏａ ｌ

ｉｔ ｉｏｎｆｏｒＲ ｅｆｏ ｒｍ ） ，

在普选 中为包括基督徒在内 的少数群体争取更多的席位 。 应该说 ， 尽管

伊斯兰行动阵线党背后有穆兄会 的影子 ， 但是在政府干预和 自 我选择

下
， 其政治表现总体上是相对温和及 中性的 。

约旦的 阿拉伯 民族主义政党典型代表是
“

约旦阿拉伯社会复兴党
”

（ Ｊｏｒｄａｎ ｉａｎＡ ｒａｂＳｏ ｃ ｉａ ｌ ｉｓ ｔＢａ
’

ａ ｔｈＰａｒ ｔ
ｙ ） 。 约旦阿拉伯社会复兴党前身为泛

阿拉伯 民族主义政党
“

阿拉伯复兴党
”

（ Ｂａ
’

ａｔｈＰａｒｔ
ｙ ） 。 该党于 １ ９９ １ 年

１０ 月 约旦解除党禁后恢复活动 ，

１ ９９３ 年获 内政部合法登记 。 因为泛阿

拉伯主义的立场 ， 约旦阿拉伯社会复兴党 曾 在 ９０ 年代支持亲伊拉克的

对外政策 。 但是 ，
随着伊拉克和叙利亚陆续建起威权政体 ，

社会复兴党

的威望不如从前 。 随着伊拉克和叙利亚先后陷人战乱 ， 泛阿拉伯 民族主

义在约旦政治议题中 的重要程度大大下降 。

与约旦阿拉伯社会复兴党 同年获得内 政部批准的 还有
“

约 旦共产

党
”

（ ＴｈｅＪ ｏｒｄ ａｎ ｉａｎＣ ｏｍｍｕｎ ｉ ｓｔＰａｒ ｔ
ｙ ） 。 约旦共产党是约旦境内最有政党

历史的党派 ， 与巴勒斯坦联系密切 ， 该党 曾经拥有大批追随者 。 但经历

内部数次分裂之后 ， 其势力被 大大削 弱 ， 目 前在参议院 中 没有任何席

位 ， 在众议院中仅占 １ 席 。

前众议院议长阿 卜 杜
？ 哈迪 ？ 马贾利 （ Ａｂｄｕ ｌＨａｄｉＭ ａ

ｊ
ａｌ ｉ ） 于 ２００９

年组建的
“

民族趋势党
”

（ Ｎａ ｔ ｉｏｎａｌＣｕ ｒｒｅｎｔＰａｒｔ
ｙ

） 属于强调约旦 民族主

义 的 中间政党 。 ２０ １６ 年议会选举之后 ， 该党获得 ４ 个众议院席位 。 相

对于越来越式微的左翼政党和泛阿拉伯 民族主义政党 ， 主张重视约旦本

国 民族主义的 中间 型政党在当前的约旦政治环境下 ， 生存空 间更广博 。

（ 三 ） 约旦 的 国 民议会

约旦议会称为 国 民议会 ， 众议院 议员通过选 民普选产生 ，
约旦 １ ９

岁 以上的男 女公民都可 以作为选民参与投票 。 众议 院的议长 由 议员选举

产生 ， 而参议院议员则 全部由 国王任命 。 根据 目前 的约旦宪法 ， 国王仍

保有召集 国 民议会选举 、 解散众议院 、 解散参议院或解除任何参议员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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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权力 。
？

约旦近几届的议会席位设置都通过配额制兼顾女性 和少数群体利

益 。 比如 ２０ １ ６ 年 ５ 月 约旦国王下令解散众议院之后 ，
９ 月 ２０ 日举行重

新选举 。 新
一

届众议院有 １３０ 个席位
，
其 中 ５ 名 女性 因配额制而获得女

性专属席位 ， 使得女性在众议院总席位达到 ２０ 个 。 而上一届 国 民议会

中女性议员在 １５０ 个席位 中只 占 １ ８ 席 。 其他享有配额专属席位的还有

基督徒和少数民族 ， 前者拥有 ９ 席 ， 后者拥有 ３ 席 。
？ 与 ２０ １ ３ 年的众议

院议会选举相 比 ，
２０ １６ 年的 国 民议会选举 的投票率和女性得票率事实

上都有所降低 ，
这与约旦新选举法规定约旦海外居民不再有权参与投票

有关 。
２０ １ ７ 年穆勒吉内 阁 的 ２８ 位成员 中 ， 旅游与古迹大臣和信息与通

讯大臣兼公共部门发展大臣 皆 为女性 。
？２０ １ ７ 年 ８ 月 １５ 日

，
约旦举行

市长 、 市议会和省议会三级地方选举 ， 所有职位都有一定的女性配额 。

约旦在政府 、 国民议会和地方选举 中注重保护女性权利 ， 通过保证席位

数量而避免了遭遇如埃及穆兄会执政时期女性参政人员过少 、 忽视女性

权益等人权方面的指责 。

（ 四 ） 缓慢的政治改革

面对要求政治改革的 民 间压 力 ， 自 ２０ １ １ 年开始 ，
约旦国王 以

“

全

国对话 、 更换内 阁 、 惩治腐败 、 修改部分法律 、 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 ？

、

与议会通过协商的方式推选首相等举措应对政治改革诉求 ，
避免了约旦

国 内政局严重动荡 。 尽管有对国 王刻意放慢改革的批评之声 ，

？ 但外界

对约旦的政治和社会的 印象基本是 比较积极正面 的 ， 并且还在不 断改

①７％ｅ／ｆｏｓ ／ｉｅｍｉ
ｔｅ尺

ｑ／

＊

Ｊｏ ｒｄａｎ
，Ａｒｔ ｉｃｌｅ３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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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ｗｗ． ｒｅｆｗｏ ｒＵＬｏｉ

＾
／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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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ｄ ｆ

ｔａｃ ｃｅ ｓｓｅ ｄＤｅ ｃｅｍｂｅｒ ５
，２０ １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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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ｔ

，ａｎｄＫｈｅ ｔａｍＭａＵｃａｗ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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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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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８年

Ｈ） 月 ２５ 日 。

⑤Ｆａ ｒｅｅｄＺａｋａｒｉ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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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ａｂＳ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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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 比如
“

透明 国际
”

（ Ｔｒａｍｐａ
ｒｅ ｎｃｙ

Ｉｎ ｔｅ 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 历年都把 约旦 列 为

阿拉伯 国家 中 腐败程度较低 的 国家 。 基于约旦 ２０ １６ 年 大选 引 入部分改

革措施 ，
２０ １ ７ 年约 旦

“

清 廉指数
”

位列全球 第 ５ ９ 位 。
？ 同年

，
美 国

“

自 由 之家
”

（ ＦｒｅｅｄｏｍＨｏｕ ｓｅ ） 的年报把约 旦列 为
“

部 分 自 由
”

国家 ，

在阿拉伯世界排名 第三 。
？

近年来 ， 面对 国 内对具体政策的不满 ，
约旦 以频繁的 内 阁改组来化

解危机同时也客观上推动着政府改革 。 比如 ２０ １ ２ 年 国 王解散政府以缓

解民众的不满情绪 。 类似的情形不断上演 。 ２０ １ ６ 年 ９ 月 ２８ 日 亚喀 巴经

济特区 前特首哈尼 ？ 穆勒吉担任首相组建 内 阁 ；
２０ １ ７ 年 １ 月 １ ５ 日 ， 穆

勒吉第二次重组 内 阁
；

６ 月 １ ８ 日 再次重组 内 阁 。
２０ １ ８ 年 ２ 月 ， 穆勒吉

内 阁再次改组 。 ２０ １ ８ 年 ６ 月
，
因 为所得税法修订案 引 发抗议活动 ， 穆

勒吉辞职 ， 拉扎兹就任新首相 。 １ ０ 月 ， 拉扎兹 内 阁再次改组内 阁 。

国王阿 卜杜拉二世主导的政治改革另
一

个突出表现是对王室特权的

改革 ， 集 中体现在削减王室成员 在政军机构 中担任的要 职数量 ， 取消部

分王室成员 在军队中 的职位 。 ２０ １ ７ 年 １ ２ 月 ２６ 日
，
约旦国王解除了几位

王子在军队的高级职务 。 此前阿 卜杜拉国王 的弟弟阿里王子 、 费萨尔王

子和堂弟塔拉勒王子分别掌控皇家卫队 、 皇家空军和精英特种部队 。 阿

卜杜拉 国王认为解职行为是军队精简和重组改革的
一

部分 ，
也是为 了显

示法律髙于王室 。
③

综合来看 ， 约旦 当前 的多党制政体并不发达 ， 大多数政治家参与政

治选举并不依托政党 ， 而是以独立身份参选 。
？ 政党政治 的赢弱表现在

约旦很难通过单
一

政党组成政府 ， 也很难组织起能对国王产生实际制衡

作用 的力量 ， 甚至在议会 中政党取得的席位 比例远低于独立候选人 。 政

①Ｔｒａｎ ｓｐａｒｅ ｎ ｃ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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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２０ １ ６ 年选举产生的约旦众议院 １ ３０ 个席位 中有 １ ００ 个厲于独立参选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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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改革的 主导权力完全掌握在国王管辖权 内 。 需要说明 的是 ，

一

方面 ，

约旦民众对 国家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同样重视 ；
另 一方面 ， 即便在示

威活动频繁时期也很少看到要求直接推翻君主立宪制度的政治诉求 。 鉴

于此 ， 仅通过约旦国王承诺改革和政府的人事变动 ， 而并没有真正更改

国体政体 ， 就有效压制了 国 内安全形势走 向恶化的可能性 。 温和 的改革

模式也导致约旦的政治发展进程事实上是相当缓慢的 。

二 约旦的政党动员和选民偏好

约旦与摩洛哥 、 巴林一样
，
都是君 主 国 。 ２０ １ １ 年 以来 ，

约旦 、 摩

洛哥和巴林都通过演进式的审慎改革 ，

一定程度上对政治制度进行 了 自

由 化放权 。 在约旦
，
通过 ２０ １６ 年议会选举 ， 作为政府的反对派别 ， 伊

斯兰 主义政党候选人获得超过 １０％ 的议会席位 。

？ 从短期结果来看 ， 这

样的改革路线在维持现有局面 、 避免政局混乱方面确实有效 。 但是 ， 值

得注意的是 ， 约旦议会的选举曾 遇到约旦穆斯林兄弟会的 抵制 。 因 为在

约旦穆兄会看来 ， 国王仍然保留 了过多权力 ， 变革力度太小 。 相 比于摩

洛哥伊斯兰政党通过选举组建政府 ， 约旦的伊斯兰政党并不满意现有的

政治改革成就 。 与欧美社会已 经出现的
“

政党冷漠
” ？ 不 同 ， 约旦社会

对政党的重视不足既不是基于对本 国 民主的信心 ， 也不是对政党背后的

利益分裂感 到厌倦 。 从根源上说 ， 约旦维护王权的制度设计 ，
民众对王

室特殊地位 的认可 ， 和部族式 的政治传统都是限制政党动员 和政党发挥

效用的政治性原因 。
一方面拥有议会 ，

另一方面国王和国王挑选 的政府

行政集权
，
造成约旦 既没有 出现

“

行政基准 民主制
” ？

， 也没有走 向法

西斯式独裁制 。 政党是民主体制 的必要组成部分 ，
而约旦的政党无法进

行有效的政治动员 ， 内 阁也不产生于议会的 多数党 ， 约旦的 民主化进程

将仍然漫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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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李路曲 ：
《政党政治与政治发展 ＞ ， 中央编译出 版社 ，

２０１ ６
， 第 ３８ 页 。

③ 曹沛霖
：

《 民主化研究的 问題 ＞ ，
栽 李路 曲 主编＜ 比较 政治学研究 ＞２０ １６ 年第 １ 期 ，

第 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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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内 阁不 由 议会多数党产 生

约旦国 王可以召集议会 ，
也可 以解散议会 。 首相 由 国 王直接任命 ，

首相可以 自 由 组阁 ，
国王有权罢免首相 ，

众议脘通过三分之二不信任投

票也可以罢免首相 。 国王是军事最高统帅 ， 同时法律规定不允许政党在

军队和安全部门发展党员 ， 保证 了国王能够拥有强大的 国家机器 。 约旦

王室在宗教意义上具有极髙 的地位 。 无论是在约旦 国 内 ，
还是在伊斯兰

教世界 ， 即 便是约旦反对派穆兄会都认同特殊 的家族背景可以构成约旦

王室持续统治的合法性基础 。 走上街头的抗议活动提出
“

改革腐朽的君

主制
”

、 政府下台 、 解散议会 、 重新大选的 要求 ，
反对党伊斯兰行动阵

线提 出首相人选应
“

受 民众尊重且 没有腐败历史
”

。
？ 抗议可能针对削

减国王个人权力 ， 但都并不包括推翻或颠覆王室 。

２０ １ ２ 年 国王阿伯杜拉二世在纪念 阿拉 伯起义的 电视演讲 中 承诺 内

阁将 由选举 出来的议会 多数派组建 。
？ 而 同一时期 ， 积极允诺政治改革

的首相奥恩 ？ 哈苏奈 （
Ａｗｎ Ｓｈａｗｋａ ｔ Ａ ｌ

－Ｋｈ ａｓａｗｎｅｈ
） 却在仅任职半年就

宣布辞职 。 原先 由 国王承诺的政治改革并没有附上 时 间表 ， 直 到今天 ，

约旦的首相仍然 由 国王亲 自 任命 。 担任过首相 的 ４２ 位政治家里仅有苏

莱曼 ？ 纳布西 （
Ｓｕｌｅｉｍ ａｎＮａｂｕｌ ｓｉ ） 来 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党禁之前的国 家

社会党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 ｃｉａ ｌｉ ｓｔＰａｒｔ
ｙ） ， 并领导 了 约 旦 至今唯

■

届 民选政

府
，

？ 其余所有首相都是无党籍的政治家 。

９０ 年代开放政党登记至今 已 经经过二 十余年 ， 约旦政党的 数量增

长迅速 ， 但是 ， 任何
一个约旦的政党仍然无法在议会 中形成多数党 。 目

前 ， 最大的政党 ， 也是最大 的反对派 ， 是穆兄会背景的伊斯 兰行 动阵

线 。 伊斯兰行动阵线抵制 了１９９７ 年 、
２ ０ １ ０ 年和 ２０ １ ３ 年的三次大选 ， 在

①髙珮 ： 《约且 ： 国 王迟迟不 政改 ， 首 相频频
“

被下 台
”

》
，

《 靑年 参考 ＞２０ １ ２ 年 １
０ 月

１０ 日
， 第 １

０ 版 。

② 高珮 ： 《 约旦 ： 国 王迟迟不 政改 ， 首 相频频
“

被下台
”

》 ， （ 青年 参考 ＞２０ １ ２ 年 丨 ０ 月

１ ０ 日
， 第 １ ０ 版 。

③ 纳布西的 １ １ 人内 阁中有 ７ 位来 自 议会中 的最 大党国家社会党 ，
１ 位来 自 复兴党 ，

１ 位

来 自 共产党
，

２ 位为独立人 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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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的五次大选中都是议会 的第
一大党 。

（ 二 ） 议会内政党的政党动员

约旦 自 １ ９８９ 年引 入议会制度 以来 ，
根据立法计划 ， 政党应在选举

中扮演充满活力的角 色 。 政党或者政党联盟应该为 国家的政治议题 、 政

治规范进行广泛的讨论 。 然而西方观察者发现 ， 如果要想实现构建基于

政党 的议会这一 目标 ， 约旦 当前的选举制存在三个必须解决的挑战 。
？

首先是选举制非常不稳定问题 。 按照议会选举 的普遍规则 ， 选举法

的修订应在下一次选举前数年公布 ，
而 约旦 目 前并没有做到 。 从 １ ９８９

年到 ２０ １６ 年 ，
约旦八次议会选举实行 了 四 种不 同的选举制 度 。 政党 、

候选人和选民之间会 因为频繁更改的选举制度 ， 而无法实现有效 的政党

动员 。 不断变化的选举方式造成政党忙于观望政策变化 ，
而无法像成熟

政党政治 中的那样起到凝聚选民 的社会功能 。

其次是议会 自 身应明 晰通过议会立法 的具体路径 。 国王拥有任命 内

阁和参议院的权力 ，
对立法拥有否决权 ， 还保留解散议会的权力 。 如果

不对上述权力加以限 制 ， 那么议会 的立法权 、 监督权都无法充分行使 。

内 阁成员并不从议员 中推选而生 ， 导致 内 阁在立法问题上无须对议会 中

的党 团负 责 。 细节方面 ，
尽管有对应的法律允许议员提 出立法议案 ， 但

是却没有后续的规则保障下
一步如何让 法案在一定 时限 内 获得审议通

过 。 由此 ，
现有政党模式就不具有吸引 民众通过建立 、 加入或者支持政

党实现政治参与的能力 。

最后是应该 向社会各个阶层的公民提供政党政治相关的教育 。 内容

应该涉及为什么政党在政治发展 、 民主化方面具有不可替代 的作用 ，
应

该向公民解释投票机制是如何在代表民意方面起作用的 。 约旦有很强的

部族政治传统 ， 民众 习惯于投票给政治精英个人 ，
公民并非都 了解和掌

握政党政治的具体内容和意义 。 即便是候选人也并不都熟悉政党制度 。

绝大多数候选人之间通过直接竞争争取选民 ，
而不是通过政党忠诚和政

（ＤＫｒｉ ｓ ｔｅｎＫａ ｏ
，


Ｍ

ＨｏｗＪｏｒｄａ ｎ
＇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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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联盟获得更多 的选民 投票 。

某种程度上 ，
正是因为选举制 度的模糊易变 ， 导致议会中 的政党在

大选之后难以确定下
一

步政治动员 的策略方向 。 以 发生在 ２０ １ ６ 年 大选

结束两年之后的抗议政府新税收法案示威活动为例 ， 示威背后的组织者

是行业协会 ， 既没有 由议会中的 反对派政党主导 ， 也没有议会中 的左翼

政党参与其中 。 解决了选举制度不稳定 、 立法路径不明晰和公民政党意

识不足三个议会制相关问题 ， 约旦的政治改革才能真正 向 民主化继续行

进 ， 而不是原地徘徊 。

（ 三 ） 选 民偏好

选民 的经济和宗教偏好是政党的选举竞争空间 ， 也决定着政党的动

员 次序 。
① 比如从人 口 构成上来看 ， 约旦人 口 中 ６０％ 的是 巴勒斯坦人 ，

超过 ９０％ 的约旦人是穆斯林 。
？ 巴 勒斯坦 问题是选 民关心 的重要议题 。

议会最大政党伊斯兰行动阵线的 主要成员都是巴勒斯坦裔穆斯林 。 约旦

国 内 巴勒斯坦裔存在一定程度的 双向认同 。 在约旦境内 ，
巴勒斯坦 民族

主义和约旦民族主义并存 。 巴勒斯坦问题往往对约旦而言不仅是外交和

政治议题 ，
也事关 国 内政局稳定 、 经济发展和 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 。 伊

斯兰行动阵线在阿以关系 问题上支持巴勒斯坦 ，
反犹太复 国 主义

，
反对

与 以色列 和谈 。

约旦的三大经济支柱是侨汇 、 旅游业和外部援助 。
？ 按照世界银行

的评议 ， 约旦是 中等偏上收入 国家 ，
属于发展中 国 家 ，

经济形势总体向

好 ， 但增长缓慢 。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 （
Ｗｏ ｒｌｄＥ ｃｏｎｏｍｉ ｃＦｏｒｕｍ ） 《全球竞

①〔 美 〕
卡尔斯 ？ 波瓦克斯

：
《政党和政党 制度的产生 ＞ ， 载

〔
美 〕 罗 伯特 ？Ｅ ． 戈定 主

编 《 牛津 比较政治学手册 ＞ ，
唐 士其等译 ，

人 民出 版社 ，
２０

１
６

，
第 ５０７ 页 。

② 商务部国 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 中 国驻 约旦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 、 商务部对外投

资和经济合作 司 编 《 对外投资合作国 别 （地 区 ） 指南 ： 约旦 （
２〇ｎ 年版 ）

》
，
中华人

民共和 国 驻 约旦 哈希 姆 王 国 大 使 馆 经济 商 贸参 赞 处 ， 第 ９ 页 ，

ｇｏ ｖ
． ｃ ｎ／ ａｒｔ ｉｃｌｅ／ ｇｂｄ ｑ

ｚｎ／ ｕ ｐｌｏ ａｄ／ｙ ｕ ｅｄａｎ ．ｐｄ ｆ
， 最后访问 日期 ： ２０ １ ８年１ ０ 月２３日 。

③ 《约旦 国 家概 况 》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外 交 部 ，
ｈ ｔｔｐ ：

／／ｗｗｗ ． ｆｍｐ ｒｃ ．

ｇｏ ｖ ．ｃｎ／ｗｅｂ／ｇｊ
ｈｄｑ ＿

６７６２０ １
／ｇ

ｊ
＿

６７６２０３／ｙｚ＿６７６２０５／１ ２０６
＿

６７ ７２６ ８／ １ ２０６ｘ０
＿

６７７２７０／
， 最后 访 问 日 期 ：

２０ １ ８年

１
０ 月 ２５ 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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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力报告 （
２０ １６

￣ ２０ １ ７
） 》 的竞争力 指数排名 ， 约旦位列世界第 ６３ 位 ，

比上一年提升一个位次 ， 但排名仍落后于菲律宾 、 越南等东南 亚国家 ，

却好于阿曼 、 伊朗等 中东 国家 。
？ 在世界银行发布的 《 ２０ １ ８ 年营商环境

报告 ：
改革创造就业 》 中 ， 约且在全球 １ ９０ 个经济体中 营商环境排在第

１０３ 位 ， 比上一年提高 １５ 个位次 。
？ 根据约旦 《明 日 报》 报道 ， 约旦政

府的
“

２０２５ 愿景
”

启动了数字经济战略 ， 增加对 信息产业 的投人 ， 计

划把约旦打造成适宜投资 、 鼓励创业 的 国家 。
？ 但是 ，

约旦 的经济活力

仍然不足 。 以经济移民数量作为比较指标来看 ，
约旦十余年来不仅经济

移民总数少于周边经济体 ，
甚至出现连年减少的现象 。

鉴于约旦算不上繁荣的经济形势 ，
出于对 自 身生活水平的忧虑 ， 约

旦选民普遍关心关系 到个人收人的税负 、 外来劳工挤 占就业市场 、 难 民

涌入带来政府公共开支加大 、 公共债务增加 、 援助不到位 、 物价上涨 、

生活成本高等民生问题 。 然而当约旦民众对具体政策或法律不满的矛盾

激化以后 ， 更常见的利益表达模式是直接上街举行抗议示威 ， 而不是通

过政党开展与国 王和政府 的对话 。

约旦的政治和经济状况都存在问题 。 对约旦选民而言 ， 经济改革和

政治改革同样重要 ，
甚至前者因关涉改善 民生而显得更为迫切 。 在约旦

２０ １ ８ 年新一轮 民众示威活动 中 ， 抗议者对首相提出 的要求是
“

重 审销

售税法 、 降低燃油和 电价 、 恢复面包补贴 、 审判腐败行为 、 撤销所得税

法案 、 建立
‘

救 国政府
’ ”？

， 可见期待改变的主张主要集 中于民生方面

的诉求 。

（Ｊ）Ｋｌａ ｕｓＳｃｈｗａｂ
，Ｗｏ ｒｌ ｄＥ ｃｏｎｏｍ ｉｃＦｏ ｒｕｍ

，
ｅｄｓ．

，

Ｍ

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 Ｃ ｏｍ ｐｅ ｔｉｔ
ｉｖ ｅｎｅｓｓＲｅ ｐｏ ｒｔ ２０ １６

－

２０
１
７

，

”

ｐ
． １６

，

ｈｔｔｐ ：／
＊

Ｖｗ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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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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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 ｒｔ２０ １６

－

２０ １７＿ＦＩＮＡＬ

ｐｄ ｆ

，ａｃ ｃｅ ｓｓｅｄＯｃ
ｔ
ｏｂｅ ｒ

２３ ，２０ １ ８ ．

②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

“

Ｄｏ
ｉ
ｎ
ｇ
Ｂｕ ｓｉｎｅ ｓｓ２０

１ ８
－Ｒｅｆｏ ｒｍ ｉｎｇ 

ｔｏ Ｃ ｒｅａｔｅ Ｊｏｂ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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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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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ｃｏｕｎ ｔｒｙ／ ｉｎｄ ｉａ／ｂｒｉｅｆ／ｄｏ ｉｎ ｇ
－ ｂｕｓ ｉｎｅ ８８

－

２０１ ８
，
ａｃ ｃｅ ｓｓｅ ｄＯｃ ｔｏｂｅ ｒ ２４

，２０ １ ８ ．

③ 韩晓明 ： 《 中东地区加大信息技术开发 ＞ ，＜人 民 日 报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 １ 日
，
第 ２２ 版 。

④ 中 国 驻约旦使馆经商处编译 《约旦首相穆勒吉辞职 ，
抗议活 动仍在持续 ＞ ，

中 华人 民

共和国驻约旦哈希姆 王国 大使馆经 济商务参 赞处 ， 最后访 问 日 期 ：
２０ １ ８ 年 丨 ０ 月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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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东变局以来约旦政治发展的内外影响 因素

中东变局 以来 ， 中东地 区 内 战 、 恐怖主义热 门 事件众 多 。 综 合来

看 ， 约旦的政治发展既面临来 自 国家内部的族群分裂 、 为女性和少数民

族平权 、 提升经济水平 、 缓解资源短缺的考验 ， 还要平衡与周 边国家关

系 和妥善处理与外部大国 的关系 。

（

―

） 国家 内部分裂 的族群构成

约旦政府对 国内 的 巴勒斯坦裔并没有持完全信任 的态度 。 巴 勒斯

坦裔经常面临着政府和 国 内其他群体对其偏 向 巴勒斯坦认 同还是约旦

认同的 质疑 。 当前巴勒斯 坦裔在约旦有 较髙的经 济地位 。 约旦 王后拉

尼娅就是巴勒斯坦血统的 巴难 民后裔 。 造成 巴勒斯坦裔在约 旦困境 的

主要原因有 三个方 面 ： 首先 ， 约旦境内 还生 活着数量众多 的 巴 勒斯坦

难 民
，
约旦资源有限 ， 他们与其他约旦公 民存在竞争关 系 。 其次 ， 那

些 具有 巴勒斯坦 民族主义倾向者 给约旦政府常常带来外交 危机 ，

２０ １７

年在以色列驻约旦使馆发生的 枪击 事件 就是
一例 。 最后 ，

巴勒斯坦裔

约旦公 民在约旦政治体制 中并没有获得与人 口 结构相匹配的政治地位 ，

从 ２０ １７ 年约旦的普选和地方选举结果来看 ， 这种不匹配的状况仍然未

得到改善 。

（ 二 ） 社会文化传统 中 的弊端

在社会文化方面 ，
尽管约旦青年女性识字率达到 ９９

．
３７％

， 高于约

旦青年男性 ，
也高于西亚北非地 区女性平均水平 ，

？ 但约 旦仍然 属 于典

型的传统父权社会 。 约旦当前改革惠及女性权益 ， 典型的例证是前文 已

经提及的议会女性配额席位 。 另
一个例子是约旦在 ２０ １ ７ 年废除 了包庇

强奸者的条款 。 之前 ， 约旦刑法 的第 ３０８ 条规定 ， 强奸者若娶被害人为

①
“

Ｃ ｏ ｕｎ ｔｒｙＰ
ｒｏｆｉ ｌｅ

：Ｊｏｒｄａｎ ，

”

ＵＮＥＳＣＯ Ｉｎ ｓ ｔ ｉ ｔｕ ｔｅ ｆｏｒ Ｌｉ ｆｅ ｌｏｎｇ ， ｈｔ
ｔ

ｐ ：
／／

ｌ
ｉ
ｔｂａｓｅ． ｕｉ ｌ

． ｕ ｎｅ ｓｃｏ． ｏｒｇ／ ？

ｍｅｎｕ 
＝ １ ２＆ ｃｏｕｎ ｔｒｙ

＝
ＪＯ＆ ｐ ｒｏｇｒａｍｍ ｅ＝１ ６２

 ｙａ ｃｃ ｅｓ ｓｅ ｄＡｕ ｇｕ ｓ ｔ２６ １２０ １ ８ ．



约旦政治发展进程 中 的政党动员困境 Ｉ０９７ ｜

妻 ， 即可以免予刑事 处罚 ， 前提只 是强奸者三年之 内不得与该女子离

婚 。 自 ２０ １６ 年 １ ０ 月 ， 在国王 阿 卜杜拉设立的 司 法改革委员会建议下 ，

约旦内阁于 ２０ １ ７ 年 ４ 月 ２３ 日 同意废除
“

强奸法
”

。
８ 月 １ 日 ， 约旦议

会通过表决废除刑法第 ３０８ 条规定 ， 国王签署批准生效 。

约旦取消对强奸者纵容的刑法条例是约旦人权 、 社会权益 、 妇女生

存状况改善的＞个信号 。 但是约旦地方传统力量仍然强大 ， 即便废除了

刑法第 ３０８ 条 ， 国 内女性受害者的生存状态并没有获得根本改变
，
她们

仍然面临保守力量的歧视乃 至遭遇
“

荣誉谋杀
”

的危险 。 约旦女性 的

社会地位始终受制于传统家族体系和宗教仪规 ， 未来女权改善之路仍然

任重而道远 。

（ 三 ） 外债和公共债务问埋

按照中国驻约旦使馆经 商处公 布的数 据 ，

２０ １ ５ 年约旦 国 民生产 总

值约为 ３８７ 亿美元 ，
年增长率为 ２ ．３％ 。 服务业 占 国 民经 济 ７２％ 的 比

重 ， 是约旦支柱产业 。 约旦财政状况 长期不理想 ， 以 ２ ０ １４ 年为例 ，
全

年财政收人为 １０２． ７ 亿美元 ， 其中旅游业 ４４ ．５ 亿美元 、 侨汇 ３ ６． ７ 亿美

元 、 外援 １７
．
５ 亿美元 ，

三项合计超过财政总收人 的 ９６％ 。 约旦外偾 比

重高 ，
２０ １ ５ 年外偾 占 ＧＤＰ 的 ３４．１％ 据 《约旦时报》

？２０ １７ 年 １ １ 月

４ 日 的报道 ，
约旦央行行长称约旦经济呈现恢复信号 。

２０ １ ０￣ ２０ １ ６ 年 ，

约旦 ＧＤＰ 平均增速为 ２
．
６％

，

２０ １ ６ 年为 ２
．
３％

，
２０ １７ 年预计为 ２ ． ６％

约旦与土耳其？
、 叙利亚 、 利 比亚 、 阿尔及利亚 、 欧盟 、 美 国等 国家和

国际组织已签署 自 贸协定 。 周边国家战乱和动荡不断 ，
增加 了约旦在军

事投人和难民接收方面的开支 ， 也严重缩减 了旅游收人 ， 使国家外债问

①中国驻约且使馆经商处 ：
《约旦经济近 况 ＞ ，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约旦 哈希姆王国大使

馆经 济 商 贸 参 赞 处
，

ｈ ｔｔ
ｐ ：
ｙ

ｊ
ｏ． ｍｏｆｃ ｏｍ ．

ｇ
ｏｖ． ｃ ｎ／ ａｒ ｔｉｃ ｌｅ／ｄｄｇｋ／ｚｗ

ｊ
ｉｎｇ ｊ

ｉ／２０ １６０６／２０ １６０６０ １

３５０５ ５３ ． Ｂｈｕｎ ｌ
，
最后访问时间 ： ２０ 丨 ８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

② 约且 国 内共有 ９ 份报纸
，
除英文的 《约旦时报 ＞（

＆ 办 之 外
，
其余都是

阿拉伯语报纸 。

③Ａｎｄ ｒｅａＬ６
ｐ
ｅｚ ＊Ｔｏｒｏ６８

，

“

Ｊ
ｏｒｄａｎ

’

ｓＥ ｃｏｎｏｍ ｙｔｏＷ ｉ
ｔｎｅｓ ｓＳ ｕｓ

ｔａｉ
ｎｅｄ

，Ｙｅ ｔＳｌ ｉｇｈｔ ，Ｇｒｏｗｔ ｈ
ｉ
ｎ

２０１７

＿

２０ １ ８Ｒｅ
ｐ
ｏ ｒｔ

，

ｗ

Ｔｈｅ ＪｏｒｄａｎＴｉ
ｍｅｓ

ｔＮ ｏｖｅｍｂｅｒ ４
（２０ １ ７ ．

④ ２０ １ ８ 年约旦 对土耳其 贸易逆差导致约土 自 贸协定 一度中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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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更加突 出 ， 经济形势不容乐观 。

（ 四 ） 资源短缺

水资源短缺是约旦发展的严重掣肘因素 ，
且有可能成为全世界第

一

个水资源枯竭的 国 家 。
？ 约旦 政府试 图 通过控 制生育率 、 提髙水 的 定

价 、 推进农业改革等措施综合解决缺水问题 。 水资源短缺还 引发 了不断

膨胀的本 国人 口和 涌人约旦境内 的 难民之间 出现矛盾和摩擦 。 针对约旦

河 日 渐枯竭且存在严重污染的问题 ，
以色列 和 约旦决定从加 利利 湖 和约

旦河最大支 流耶尔 穆克抽 水注入约旦河 。 ２０ １ ８ 年初 ，
以 色列 、 约旦 、

巴勒斯坦三方 在世界银行 的 资 助下 启 动
“

红海 － 死海合 流工程
”

即

“

引红人死
”

工程 ，
淡化海水 ， 解 决三国 民 众的 饮水 问题和水力 发 电 ，

为水源 日 渐枯竭的死海注人新的海水水源 。
？ 但 以 色列对引 红海济死海

工程颇有反对意见 。 以色列 国 内 已经有很多海水淡化项 目 ， 许多 以色列

国 内媒体质疑工程的意义 ，
引 发约旦的 不满 和恐慌 。

③ 而仅靠约旦本 国

经济能力 尚 不足以 独立完成庞大的海水淡化项 目 和全面修复漏水 的基础

设施 。

约旦油气资源匮乏 ， 但低热值燃料油页岩资源比较丰富 ，
油 页岩燃

烧发电是约旦重要能源来源 ， 但只 占约总能源需求不到 ５％
， 其余均依

赖进 口 。 为解决能源危机 ， 也为扩大就业机会 ， 约旦与其他 国家开发核

能项 目 。 与俄罗斯签订核能合同 ， 由俄罗斯 国家原子能公司 （
Ｒｏｓａ ｔｏｍ ）

建造两座核电站 。 中 国广核集团旗下的北京广利核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受

约旦原子能委员会 和俄罗斯 国家原子能公司 的邀请 ， 参与约旦 ＷＥＲ 核

①Ｐｅｌｅ ｒ Ｓｃｈｗａ ｒｔｚｓ ｌｅ ｉｎ
，


“

Ｗｈａ ｌＷ ｉ
ｌ ｌ Ｈａｐｐｅ ｎ Ｉ

ｆ 
ｔ
ｈｅＷｏ ｒｌｄ ＮｏＬｏｎｇｅ ｒ Ｈａｓ Ｗａ ｔｅｒ？Ｗａ ｌｅ ｒＳｈ ｏ ｒｔａｇｅｓ

ｉｎＪｏ ｒｄａｎＰ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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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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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 １ ／ｗ ｈａｔ

－ ｈａ ｐｐｅ ｎ ｓ
－

ｗ ｏ ｒｌｄ
－

ｗ ｉ ｔｈｏｕ ｔ

－

ｗ ａｌｅｒ
－

ｊ
ｏｒｄａｎ

－

ｃｒｉｓ ｉｓ
＊

７ １ ７ ３ ６５ ．ｈ
ｔｍｌ

，ａ ｃｃｅｓｓｅ ｄＯ ｃｔｏｂｅ ｒ １ ６
，２０１ ８ ．

② 刘怡 ： 《单边主 义归来 ： 特朗普的耶路撤冷棋局 》 ， 《 三联生活周刊 》 ２０ １ ７ 年第 ５ 丨 期 ，

第 ９ １ 页 。

③ 中 国驻约旦使馆 经商处 ：
《 约旦将 继续推 进

“

引 红济死
”

工 程 》 ，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驻

约旦 哈 希 姆 王 国 大 使 馆 经 济 商 务 参 赞 处 ， ｈ ｔ ｔ

ｐ ： ｚ／
ｊ
ｏ ．ｍ ｏｆｃｏｍ．

ｇｏ ｖ
． ｃ ｎ／ａ ｒ ｔ ｉｃｌｅ／

ｊ
ｍｘｗ ／

２０ １ ８ ０２／２０１ ８０２０２７ １ ２４６２ ． ｓｈ ｔｍ ｌ ， 最后访问 时间 ： ２０１
８年１ ０月 丨４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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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项 目 全长 ＤＣＳ 方案投标 。
？ 山东 电力建设第三工 程公 司获得 ２０ １ ７ 年

约旦侯赛 因项 目所在地扎尔卡省哈什米尔市颁发 的
“

社会责任突茁贡献

奖
”

。
？２００７ 年 ， 该公司中标萨马瑞 电厂二期项 目 ，

２０ １ ６ 年又 中标萨马

瑞电厂四期循环电站和投资金额达到 ３ ．８ 亿美元的欧赛因 电站 。 侯赛因

电站为当地间接提供 了千余个就业机会 。
？

（ 五 ） 周边政治局势

约旦邻近长期内战的叙利亚 ， 与以色列关系 良好 ， 因而在促进叙利

亚和谈 、 推进巴 以和平进程等议题上扮演着调解人的 角 色 。 历史 、 地理

和 国 民构成决定了约旦比其他阿拉伯国家更关注耶路撒冷问 题 ， 政府官

方层面更倾向于主张与以色列谈判 ， 倾向 以和平的政治手段解决巴 以 问

题 ， 将 巴勒斯坦问题视为中东问题的重 中之重 。

约旦是阿拉伯世界中外交活跃国家 ， 在阿拉伯世界和欧美 国家之间

开展平衡外交 ， 在众多中东 问题上发挥特殊作用 。 约旦和摩洛哥 ２０ １ １

年被海合会接纳加人 。
２０ １７ 年卡塔尔危机中 ， 约旦宣布降低与 卡塔尔

的外交级别 ， 收 回半岛 电视 台在约旦的运营许可证 ， 站在 了沙特一边 ，

但留有余地 。 在巴 以问题上 ， 埃及总统塞西和约旦国王阿 卜杜拉二世都

表达了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双方都提供保护的意愿 。
？

叙利亚局势与约旦息息相关 ， 是近年约旦最关注 的外部问 题之一 。

在反恐和反极端主义方面 ，
约旦政府除了防范

“

伊斯兰国
”

的渗透外 ，

还不得不预防本土极端主义势力的滋生 。 约旦国 内的圣战萨拉菲主义者

拒绝遵从政党政治和正常的政治参与 ， 不断制造恐怖袭击 。
？ 随着叙利

①李刚 中广核拓宽
“

能源一带一路
”

》 ， 《人民 日报 》 ２０１ ７ 年 ５ 月 １ ７ 日 ，
第 １４ 版 。

② 刘艳杰 ： ＜山东 电建三公司 ：

“

走出 去
”

十五年 创造就业机会 ＞ ，＜光明 日 报 ＞２０ １ ７ 年

６ 月 ２０ 日 ， 第 ７ 版 。

③ 韩晓明 ：
“
一带一路

”

开辟中约合作新前景＞ ，
《人民 日报 ＞２０１ ７ 年 ４ 月 １３ 日

，
第 ３ 版 。

④Ｄｅｎｎ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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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李茜 、
黄民 兴 ：

《约旦圣战萨拉菲主义基本思想与发展 》
，

《世界宗教 研究 》 ，
２０ １６ 年

第 １ 期 ， 第 丨 ７５ 、 １ ７８ －
１ ７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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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和也门等多国战乱 ， 大量阿拉伯难民涌人约旦 。 皮尤中东移民分析报

告显示 ， 自 ２００５ 年以来 ， 约旦 、 土耳其 、 黎巴嫩 和伊 朗是接收 中东难

民最多的 国家 。 以 ２０ １ ５ 年为例 ， 上述 四个 国家总共接收 了
８５％ 的 中东

难 民和寻求庇护者 ， 其 中 ， 约旦一直高居首位 。
？ 难 民的 生存问题给约

旦 的经济带来 了诸多考验 。

约旦和 以色 列 接 壤 ， 两 国 关 系 对 以 色列 边境 安全 至 关重要 。 自

１ ９９４ 年约旦与 以色列关 系正常化以 来 ， 以 色列与约旦之间 的 主要矛盾

是边界问题 、 圣城 问题和水 资源问题 。 近年约 以之间 的对立事件主要是

以色列驻约旦大使馆枪击事件和抗议美国大使馆迁馆决定等 。
２０ １７ 年 ７

月 １４ 日 ， 三名 以 色列警察在圣殿山 （穆斯林 的
“

尊贵禁地
”

） 外 区遭

遇枪击 ， 其中两人身亡 。 之后 ， 以色列在阿克萨清真寺入 口加装金属探

测 门 ， 周围 区域安装摄像头 ， 禁止 ５０ 岁 以下男 子穆斯林前往阿克萨清

真寺做礼拜 。 尽管 ７ 月 １６ 日 以色列重新开放 阿克萨清真寺 ， 但 巴勒斯

坦人仍然认为安装安检设备是对圣地的亵渎 。 此次 巴以 圣殿 山
“

装门
”

冲 突事件在约旦升级 。 ２０ １ ７ 年 ７ 月 ２ １ 日
， 约旦多个城市爆发反 以游行 ，

要求以色列停止在耶路撒冷老城圣殿 山放置安检设备 的行动 。 游行群众

要求以色列对所有 巴勒斯坦人开放阿克萨清真寺 。 同年 ，

７ 月 ２ ３ 日 以

色列驻约旦使馆发生枪击事件 。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 ， 约旦籍凶 手和同伴

被使馆安全官员击毙 ，

一

名 以色列 人受伤 。 外交危机使以色列 和约旦双

边关系
一度紧张 ， 枪击事件第二夜以色列驻约旦使馆所有人员 回 国 ， 但

约旦当局拒绝相关人员撤离 。 ２０ １ ８ 年初 ， 枪击事件 以 以色列 向 约旦正

式道歉 、 以色列驻约旦大使馆全面恢复工作而告终 。
？

２０ １ ７ 年是六 日战争五十周年 。 按照 以 色列 和 约旦签订的和 平条约 ，

约旦拥有耶路撒冷东部老城区 的管辖权 。 美 国宣布耶路撒冷为 以 色列 首

都引 发包括约旦在 内 的多个 中东 国家发生示威抗议 。 约旦 国 王明 确表示

①Ｐ ｈ ｉ ｌ
ｉｐ Ｃｏｎ ｎｏ ｒ ，

“

Ｍ ｉｄｄ ｌ
ｅＥ ａｓ ｔ

’

ｓＭｉｇ ｒａ ｎ ｔＰｏｐｕ ｌａｔ
ｉ
ｏｎＭ ｏｒｅＴｈ ａ ｎＤｏｕ ｂ ｌｅ ｓＳ ｉ ｎ ｃｅ２００５ ，

”

 ｐ．１ ５
，

ｈ ｔ
ｔ

ｐ ：
／／ ａｓｓｅｔｓ ，

ｐｅ ｗｒｅｓｅ ａｒｃ
ｈ ．ｏｒｇ／ｗ ｐ

－

ｃ ｏｎ ｔｅｎ ｔ／ ｕ ｐｌｏ ａｄｓ／８ ｉ ｔｅｓ／２／２０ １ ６／ １
０／ １ ８０９２５０６／ Ｍ ｉｄ ｄｌｅ

－

ｅ ａｓ ｔ

－

ｍ ｉｇｒａｎ ｔｓ
＿

Ｆｌ ＮＡＬ
＿

ＰＭ ．ｐｄｆ ，ａ ｃｃｅ ｓｓｅｄＯ ｃ ｔｏ ｂｅｒ ２ １ ， ２０ １ ８ ．

②Ｔ ｈ ｅＪｏｒｄａｎ Ｔｉｍ ｅｓ
，

“

Ｉｓｒａ ｅｌ
‘


Ｄ ｅｅ ｐｌｙ Ｒｅｇｒｅｔ ｓ

’

Ｅｍｂａｓ ｓｙ Ｉｎ ｃｉｄｅ ｎｔ

，
Ｋｉ

ｌ ｌ
ｉｎｇ Ｊｕ ｄｇ

ｅ
，

”

Ｊｏ ｒｄａｎ

Ｔｉｍｅｓ
ｔＪａｎ ｕａｒ ｙ

１ ８
，２０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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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反对美国将使馆迁到耶路撒冷 。 约旦国内 民众普遍认为特朗普政府

偏袓以色列 的言行使巴以和谈更加艰难 。

（ 六 ） 亲美 的军亊安全合作

美国是约旦 的重要盟友 ， 是约旦最大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来源 国 。 约

旦在军事安全领域与美国保持盟友关系 。 约旦政府髙度重视与美国 的双

边关系 。 国王阿 卜 杜拉二世继位 以来频繁访 问美 国 。
２０ １７ 年 国王在访

美期间 与美国续签了五年 的合作谅解备忘 录 （
Ｕ

． ｓ ．

－

ＪｏｒｄａｎＭ ｅｍ ｏｒａｎｄｕｍ

ｏｆＵｎｄｅ ｒｓ ｔａｎｄ ｉｎｇｏｎ
Ｂ

ｉ ｌａｔｅ ｒａ ｌＦｏｒｅｉ

ｇｎ
Ａｓｓｉ ｓ ｔａｎｃ ｅｔｏ Ｊｏｒｄａｎ ） ， 此次涉及的援

助额超过奥巴马政府签订的合作谅解备忘录 的规模 。

？

尽管 ２０ １５ 年和 ２０ １６ 年美国驻约旦军事基地附近都发生过零星美军

士兵遇袭事件 ， 但这些涉及美国人员 的安全事件都没有升级为政治或外

交危机 。 美 国表示通过 向约旦提供军事安全方面的援助 ， 帮助约旦防止
“

伊斯兰 国
”

渗透 ， 帮助强化约旦的空军力量 ， 充实打击
“

伊斯兰 国
”

的国 际联军 。

在安全合作领域
， 约旦还与北约开展联合抗击跨境恐怖主义 和极端

主义合作 。 此外 ， 特朗普在 ２０ １７ 年 ５ 月 访 问沙特时提 出打造
“

阿拉伯

版北约
”

（
Ａ ｒａｂＮＡＴＯ

） 的新地区安全架构设想 。
？“

阿拉伯版北约
”

的

设想一直受到沙特 的强力 支持 ， 计划中 的创始 国 除沙特外还包括阿联

酋 、 埃及和约旦 ， 美国不直接参与联盟 ， 而是作为联盟 的组织者和支持

者 。
？ 事实上 ， 美国 ２０ １５ 年与埃及商谈建立类似北约指挥 架构的

“

反

应部队
”

（ Ｒ ｅｓｐ ｏｎｓｅＦｏｒｃｅ ）

④ 时就把约旦列人组成该部队的成员 国之列 。

①Ｊｅｒｅｍ
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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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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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碍于复杂的地区利益分歧 ，

“

阿拉伯版北约
”

仍然只是个设想 ， 但约

旦始终位于美国支持下的阿拉伯世界军事同盟计划的核心地位 。

（ 七 ）

“
一带一路

”

倡议下 的 中约合作

约旦是中 国 的友好国家 ， 国 王阿 卜杜拉二世 曾 八次访华 。
２０ １ ５ 年 ９

月 阿 卜杜拉二世访华时 ， 与 中 国共同 宣布将两 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

系水平 。 ２０ １ ７ 年是中约建交 ４０ 周年 。 约旦国王阿 卜杜拉二世在庆祝中约

建交 ４０ 周年的贺 电中表示 ：

“

经贸合作是发展约 中关系的优先方向 。 约方

愿在
‘
一带

一

路
’

倡议下继续同 中方开展合作 ， 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

”

？

约旦是中 国在中东的重点援助 国之一 。 中 国 向约旦的援助包括 ： 民

生改善 、 难民救助 、 教育卫生 、 基础设施建设 、 新能源开发 、 人力 资源

培训 、 人道主义无偿援助等各大领域 。
？ 纵观 ２０ １ ２ 年以来数据 ， 中 国对

约旦 的货物进出 口 总额在增加 ， 且一直呈现贸易顺差的 出超状态 。 约旦

国家统计局 的 数字显示 ， 中 国 、 沙特 、
德 国 和美 国 是约 旦最 大的 贸易

伙伴 。
？

在改善民生方面 ， 中 国企业通过中约经贸合作巩固和促进了 中 约两

国友好关系 的不断发展 。 以 中 国地质工程集团公司 中东分公司 承建的 中

国援约旦供水 网二期项 目 为例 ，

６ 个月 工期 内
，
工 程总共铺设 了３ ．

３７

千米 、 直径 ５００ 毫米的输水管 ， 平均水流量达到每小时 ５２０ 立方米 ， 可

以解决 ５０ 万居 民 的用水 问题 。 在输 水管线路终点 ， 竖着
“

中约 两国友

谊万岁
”

的石碑 。
？

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

“
一带一路

”

也为现有 的 基础设施建设计划

①《 习近平同 约旦 国 王阿 卜 杜拉 二世 互致 贺电庆 祝 中 约建 交 ４０ 周 年 ：＞ ， 《 人 民 日 报 》

２０ １ ７ 年 ４ 月 １
８ 日 ， 第 １ 版 。

② 商务部 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 中国驻约且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 、 商务部对外投资

和经济合作司 编 《对外投资合作 国别 （ 地区 ） 指南 ： 约且 （
２０ １ ７ 年版 ） 》 ，

第 ３ １ 页 。

③ 中 国驻约旦使馆经商处 ： 《 ２０ １ ６ 年 中 国 成为约 旦第一大进 口 来 源 国 》
， 中华人 民 共和

国驻约 旦哈希 姆王 国 大使馆 经 济 商务 参赞 处 ，
ｈ ｔ ｌｐ ：

／
＾

ｊ
ｏ ．ｍｏｆｃ ｏｍ ．

ｇｏ
ｖ

．ｃ ｎ／ａ ｒｔ ｉｃｌｅ／ ｚｘ ｈｚ／

ｌ
ｊ
ｓ
ｊ
／２０ １ ７０３ ／２０ １ ７０３０２ ５２５４７ ７ ．ｓｈ ｔｍｌ ， 最 后访 问时 间 ：

２０ １ ８年 ２月２３ 日 。

④ 韩晓 明 ：
《

“
一带一路

”

开辟中 约合作新前录 》 ， 《人民 日 报 》 ２０ １ ７ 年 ４ 月 １ ３ 日 ， 第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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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绝佳机遇 。 比如 以色列 ２０ １ ６ 年开始修建 的
“

地 区和平之轨道
”

铁路计划 。 目 前
“

地 区和平之轨道
”

铁路完成从海法港 口 到 贝特谢安

部分 ，
最终延伸人约旦境 内 ， 然后与沙特 、 阿联酋等国 的铁路 网接轨 ，

从而实现连接地中海与海湾货运路程 的计划 ， 将 ６０００ 公里海运缩短 至

２ ０００ 公里陆运 ， 强化 了 以 色列 与阿拉伯 国 家之 间 的经 济战略联系 。

？

“
一带一路

”

是约旦参与该铁路计划实施的 重要平 台 。

在中约文化和教育合作领域 ， 约 中友好协会成立于 １ ９８８ 年 。 约旦

的第一所孔子学 院
“

安曼格扎拉 国际集 团 （
ＴＡＧ

） 孔 子学 院
”

建立 于

２００８ 年 ， 由 沈 阳 师 范大 学 和约 旦塔 勒利 ？ 阿 布 ？ 格扎拉 国 际集 团

（
ＴＡＧ

） 合作 ，
２００９ 年正式运行 。 ２０ １ １ 年 ９ 月

， 约旦第二所孔子学院费

城大学孔子学院成立 ， 山东聊城大学对 口支持 。

？ 运行 良好 的孔子学 院

受到约旦的欢迎 ， 增强了 中 国的文化软实力 。 约旦与中 国近两年签订的

双边文化教育领域合作文件主要是 ２０ １５ 年 ５ 月 的 《 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

育部与约且哈希姆王国髙等教育与科研部关于合作建设 中约大学的谅解

备忘录 》 和 ２０ １ ８ 年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约旦哈希姆王 国政府关于

在约旦设立中 国文化中 心的协定 》 。
③ 在 中约新 闻合作领域 ， 约旦官方

媒体佩特拉通讯社 （
ＪｏｒｄａｎＮｅｗｓＡｇｅｎｃｙ

／Ｐｅ ｔｒａ
）２０ １０ 年 与 中 国 的新华

社签订了新闻合作协议 ，

２ ０ １ ５ 年开始在中国派驻记者 。
？

随着 中 国与约旦贸 易往来不 断加深 ，

２０ １ ７ 中 国 的银联 国际与约旦

国际卡公司合作 ， 首次在约旦当地发行银联卡 ，
为当地用户提供银联全

球 网络的便利 。
⑤ 银联合作是

“
一带一路

”

建设金融互联互通 的体现 ，

实现了 中约双边全方位的互利共贏 。

①王水平 ：＜
“
一带一路

”

倡议 惠及整个 中东 ＞ ， 《光 明 日 报 》 ２０ １ ７ 年 ５ 月 ９ 日
， 第 １０

版 。

② 孙来麟 ：＜ 约且对 外政策 的演变及 其成 因 分析 》
，
载马 昌 前 、 孙 来縝 主编＜ 约 且研

究 ＞ ， 中 国 地质大学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６

， 第 １０ １ 页 。

③ 林晓蔚 ： ｛ 中 国 与约旦签署在约设立 中 国 文化中 心的协定 ＞
，
中华 人 民共 和国 中 央人

民政府 （ 官方 网站 ）
，

ｈｔ ｔｐ ：
／／ｗｗｗ ．

ｇｏ ｖ
．
ｃ ｎ／ ｘｉｎｗｅｎ／２０ １ ８

－

Ｏ ｌ／０８／ｃ ｏｎ 丨ｅ ｎ ｔ＿ ５２５４５２０ ． ｈ ｔｍ
，

最后访问时间 ：
２０丨 ８ 年 丨 ０ 月 ２４ 日 。

④ 《海外传媒 观察 带你走进 约旦新 闻界 ＞ ， 中 国记 协网
，

ｈｕ
ｐ ：

／／ｗｗｗ． ｘ ｉｎｈｕａｎｅ Ｌｃｏｍ／ｚｇｊ ｘ／

２０ １ ６
－

０８／１ ５／ ｃＪ ３５５９８ １ ３４ ．ｈｕｎ ， 最后访问时间
：
２０ 丨

８年１ ０月２３日 。

⑤ 王云松 ： （ 中 国银联卡走俏 中东＞ ， 《人 民 日 报＞２０ １ ７ 年 ３ 月 ２７ 日 ， 第 ２ １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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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言之 ， 尽管约旦的政治改革遇到 了内部结构性制约 ， 也面临着周

边安全危机外溢的威胁 ， 但外部国家和组织向约旦提供了大量经济和军

事援助 ， 为约旦的政治发展营造 了相对有利的整体环境 。

四 结论

２０ １ ７ 年 ３ 月 ２９ 日
， 第 二十八届 阿拉伯 国家联盟 （ 阿盟 ） 首脑会议

在安曼召开 。 面临阿拉伯世界内部的分裂 ，
此次阿盟峰会高度重视阿拉

伯世界的 团结与统一 。 会议闭 幕宣读的 《安曼宣言 》

Ｃ／ａ？ｔ ｉ〇ｎ ） 涉及 巴勒斯坦 问题 、 叙利亚问 题 、 伊拉克问题 、 也 门危机 、

利 比亚问题 、 反恐问题 、 应对
“

伊斯兰恐惧症
”

、 反对外部势力 干预 阿

拉伯事务 、 阿联酋
——

伊朗岛屿争端 、 索马里重建等与地区安全息息相

关的 １ ５ 项议题 。
？ 在阿盟峰会开幕致辞中 ， 阿 卜 杜拉二世国王提出 阿拉

伯 国 家当前面临 的五大挑战 ： 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 、 以色列持续扩张定

居点
、
叙利亚危机及难民 问题 、 伊拉克反恐战争 、 也 门和利 比亚危机 。

国王号召在所有的挑战面前
，
阿拉伯 国家应主动寻找解决方案 ， 防止地

区事务遭受外部势力 干涉 。
？ 相 比于安全和稳定 ，

约旦 国 内 政治改革 的

紧迫性次序逐渐被推后 。 乐观地看 ， 约旦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仍在

继续推进 ， 但也不得不承认其政治发展是缓慢甚至无章法的 。 在政党无

法在议会政治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政治结构下 ， 约且的政党动 员 总体上是

无力 的 。 应该说
， 当前国际社会更期待约旦在解决 巴勒斯坦 问题 、 促进

叙利亚和谈 、 联合反恐等外交领域发挥更多 的作用 ， 而不是仓促推动大

规模政治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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