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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长期以来，很多阿拉伯国家积累了严重的“发展赤字”和“治

理赤字”，陷入“有增长无发展”的困境，面临严重的经济转型、社会转型

和可持续发展的压力以及地缘政治挑战。能源是对阿拉伯国家发展具

有系统性影响的关键领域。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阿拉伯国

家实现发展转型提供了指导框架和新的机遇，有利于推动其进行超越

能源依赖的经济结构转型、聚焦民生问题的社会秩序重建、探索以可持

续发展为引领的国家治理道路。根据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体

系，阿拉伯国家需要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构建有利于经

济转型、社会包容和环境可持续的发展机制，提升可持续发展的治理能

力，并根据自身发展条件在经济、社会与环境三大领域分别设定并推进

优先发展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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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 Simon S． Kuznets) 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

以定义为向居民提供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而这种不断增长的

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相应调整的基础上的。①

如果经济增长无法带来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民众普遍受益和社会环境持续进步，

贫穷、失业、不平等问题突出，表现出无就业增长、缺乏包容性的增长，即可能陷

入“有增长无发展”( growth without development) 。因此可以说，经济增长是经济

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一定会带来经济发展。② “有增长无发展”的现象在很多

发展中国家都广泛存在。

位于西亚北非地区的阿拉伯国家是一个特殊的发展中国家群体，能源资源

丰富，战略地位重要，内部互动紧密，是全球格局中的重要战略板块。但长期以

来，阿拉伯地区各种危机频发，矛盾与冲突不断，也积累了严重的社会与发展问

题，“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尤为突出。仅从经济增长率、人均国民收入、福利

水平等经济指标来看，阿拉伯国家的发展表现并不差，甚至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但现实中爆发剧变并陷入严重动荡的，正是那些经济增长率不低的阿拉伯国家，

如突尼斯、埃及等国。这表明很多阿拉伯国家陷入了“有增长无发展”的困境。

阿拉伯国家普遍面临着国内经济转型、社会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压力和地缘政治

等多重挑战，经济、社会、环境三大发展领域的问题均十分突出。从根本上来说，

当今阿拉伯国家发展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均衡、包容、可持续的综合发展，发展

的内涵与治理要求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经济增长必须与社会、环境等相

关领域的发展相结合，才能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阿拉伯国家亟待更新和提升

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和发展能力，寻求破解发展和治理难题的有效路径。

阿拉伯国家对于发展理念的认知经历了一个缓慢演变的过程。在有利的资

源基础以及政治制度、历史文化、经济结构与对外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之下，阿拉

伯国家长期以来满足于经济财富的增长，而没有将人口与社会、环境的全面发展

列为国家优先议程。阿拉伯产油国对全球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议程长期持谨

慎态度，而阿拉伯非产油国的态度相对更为积极。③ 一方面，阿拉伯国家国内经

济结构畸形，政治和社会改革滞后，治理能力不足; 另一方面，冷战后，以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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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化和宏观稳定为主要内容的西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行，加剧了阿拉伯国

家的发展困境，令其脆弱性更加突出。随着内部形势的快速变化和外部国际压

力的增加，阿拉伯国家实现经济增长日益困难，而且仅靠经济增长已无法有效维

护社会稳定，这在“阿拉伯之春”发生以来的国家转型进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国内外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很少将中东地区和阿拉伯国家

作为研究对象，将社会与国家治理纳入可持续发展领域研究的成果更少。国内

学者主要从资源与环境角度探讨阿拉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挑战，①或从人口、粮

食、水资源等角度对中东国家发展面临的挑战进行分析，②从能源角度研究阿拉

伯国家发展转型所面临挑战的成果相对最为丰富。③ 国外部分学者直接研究了

阿拉伯国家落实联合国发展议程的主要挑战。④ 在此背景下，系统科学的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可为破解阿拉伯国家的发展难题提供新的路径与方向，

如何通过联合国发展议程推动阿拉伯国家纠正和平衡原有发展理念与实践上的

偏颇，寻求更加契合阿拉伯国家发展实际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是具有重要价值的

研究议题，也是本文的要义所在。

一、联合国发展议程与阿拉伯国家的发展现实

联合国发展议程是在联合国框架下提出和通过的一系列国际发展倡议、承

诺、宣示、决议和行动计划，是得到世界各国一致认可的发展目标、发展愿景、发

展共识的总称。联合国发展议程涉及经济增长、减贫、就业、教育、医疗、人口、男

女平等以及发展援助、环境保护、能源、海洋、司法、人权等极为广泛的国际性发

展议题，也致力于协调与发展问题高度相关的冲突、灾害、安全、移民、难民等关

联性议题。其中，可持续发展处于一种统领全局、提纲挈领的关键地位，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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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社会进步、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需要确保三者之间的平衡，使

其相互依存、相互促进。①

联合国发展议程与全球发展治理密切相关。全球发展治理是国际社会为解

决全球性发展问题与挑战而形成的各种理念、制度、政策和实践行动的总和。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四个“发展十年”、2000 年开始的“千年发展目标”和 2016

年开启的“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联合国发展议程的三个主要阶段。在此

期间，国际社会从主要关注经济增长到公正与人权，再到环境与发展，从以减贫

为核心到经济、环境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联合国发展议程已经成为指导全球和

各国发展的主要理念来源和目标框架，也推动了全球发展治理的转型升级。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 2015 年 9 月第 70 届联大和联合国发展峰会上被

通过，并从 2016 年开始正式实施，其致力于实现 17 个可持续发展议程，并细分为

169 项具体目标，用以推动全球环境、社会及经济三大领域的可持续发展。②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幅拓宽了发展的范畴，致力于以史无前例的发展指标体系

推动世界各国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强调“不让一个人掉队”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更

为突出公平、包容、协调，将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整体目标，

也将全球发展治理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联合国秘书长指出，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等成果文件建立了全球发展治理的总体框架，充分体现了最高政治级别

的共同承诺。③

和其他发展中地区相比，多数阿拉伯国家相对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为其实

现联合国发展议程设定的发展目标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使之具有一定的先

发优势，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发展成绩。但是，联合国发展议程的不断升级也凸

显出阿拉伯国家在发展领域面临的挑战不断加剧。

从联合国发展议程的角度来看，阿拉伯国家在减贫、教育、卫生、医疗等领域

的发展指标上表现较好，在性别平等、就业、环境保护、债务等领域表现相对落

后。以 2015 年结束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来衡量，阿拉伯国家整体上提前实现

了极端贫困人口减半的目标; 儿童存活率和孕产妇保健状况明显改善，几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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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低三分之二的目标; 在清洁饮用水和卫生设施方面也

实现了预期目标; 自然保护区面积增长了超过四倍; 初等教育入学率从 2000 年的

86%上升至 2015 年的 95%。① 然而，虽然从平均水平来看阿拉伯国家收入水平

和社会发展指标较高，但地区各国之间和国家内部差距很大，发展不平衡问题十

分突出。以海湾阿拉伯国家为代表的产油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最高，在

落实发展目标方面处于领先水平。但缺乏油气资源的阿拉伯国家发展的脆弱性

十分突出，易于受到产油国经济波动和地区冲突的影响，在落实发展目标方面的

表现也相对较差。很多阿拉伯国家的人口贫困率依然很高，例如在黎巴嫩和也

门，低于国家贫困线的人口比重分别高达 27．4%和 48．6%。② 从互联网渗透率来

看，2015 年中东大多数国家达到或超过了全球平均水平( 约 42%) ，巴林和科威

特更是超过了 90%，但仍有 8 个阿拉伯国家③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最低的毛里塔

尼亚只 有 不 到 15%。④ 从 联 合 国 开 发 计 划 署 ( UNDP ) 发 布 的 人 类 发 展 指 数

(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报告⑤来看，高收入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也相应较

高，但各国之间存在巨大差距。

当前，世界各国都在积极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阿拉伯国家

对可持续发也高度重视度，纷纷推出了本国可持续发展的愿景或战略，将 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作为本国发展的指导框架，并参加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

治论坛的自愿审议报告机制。⑥ 例如，约旦、巴林等国推出了“可持续发展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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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United Nations，“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Ｒeports 2015，”UN，July 6，

2015，https: / /www ． un． org /millenniumgoals /2015_MDG _Ｒeport /pdf /MDG%202015%20rev%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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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report_web．pdf，登录时间: 2019 年 1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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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P，“Arab Human Development Ｒeport Ｒesearch Paper: Leaving No One Behind:

Towards Inclusive Citizenship in Arab Countries，”p．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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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算而来，是衡量各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也成为指导各国政府制定发展战略的重要

参考。参见 UNDP，“Human Development Ｒeport，”http: / /hdr．undp．org /en /humandev，登录时间:

2019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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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阿联酋推出了“可持续发展 2021 规划”和“2030 愿景”，卡塔尔制定了

“2030 可持续发展规划”，沙特等国颁布了“2030 愿景”等，这体现了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议程在理念引领、政策设计等方面的独特影响力。但阿拉伯国家的发展

理念、机制和能力还有待加强，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转化与落实仍需要地区国家和

国际社会内外各方的联合推动。正如联合国西亚经济社会理事会( UN-ESCWA)

的报告所言，阿拉伯国家在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除

经济、社会、环境和知识挑战之外，还包括安全、和平、善治以及政治变革等。①

二、阿拉伯国家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当前，难以解决的结构性问题和日益严峻的民生问题困扰着阿拉伯国家。
“阿拉伯之春”的后续影响更加剧了阿拉伯国家发展问题的紧迫性与复杂性，使

之在经济转型、社会稳定、可持续发展以及地缘政治方面面临严峻挑战。

第一，能源依赖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及其对经济、社会与环境发展的系统性影

响，使经济转型面临严峻的挑战。阿拉伯地区是世界上石油资源最为丰富的地

区，长期以来形成了能源依赖型的“石油经济”发展模式。这导致很多阿拉伯国

家经济结构单一、基础投入不足、经济波动性大、外部依赖度高、发展自主性和可

持续性不强。阿拉伯国家的单一经济结构和有限的经济多元化长期面临严重的

现实挑战。② 油价的涨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阿拉伯产油国经济的表现，也深刻

影响地区非产油国的经济发展。阿拉伯产油国通过贸易、投资、援助、侨汇等多

种途径对地区国家经济发展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这使得阿拉伯非产油国经济也

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际油价的间接影响。当前，以非常规油气资源与可再生能

源开发为代表的第三次国际能源转型对中东国家的经济调整与社会转型造成巨

大阻碍与挑战。③ 因此，阿拉伯国家经济表现出发展失衡和依附性发展的鲜明特

征，使经济结构转型面临的挑战十分突出。

阿拉伯国家经济对能源的高度依赖导致严重的社会和环境后果，正在成为

威胁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由于能源资源异常丰富，大多数阿拉伯国家

主要依靠石油和天然气消费来为其经济提供动力，随着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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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UN-ESCWA，“Implementation of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Arab
States，”UN-ESCWA，E /ESCWA /29 /11 /WP． 1，November 25，2016，https: / /www ． unescwa． org /
sub-site /2030-agenda-sustainable-development-arab-region，登录时间: 2019 年 8 月 21 日。

吴磊、杨泽榆:《阿拉伯国家社会转型中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第 15 页。
吴磊、杨泽榆:《国际能源转型与中东石油》，载《西亚非洲》2018 年第 5 期，第 1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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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化的快速推进，地区国家自身的能源消耗也快速增长。据统计，在 1990 年至

2015 年期间，阿拉伯国家的一次能源供应总量翻了三番，石油和天然气等传统能

源在总体能源消费中占 96%的份额。① 在近年来低油价的背景下，阿拉伯国家经

济对能源的依赖更加难以改变，总体能源消耗依然居高不下。与此同时，阿拉伯

国家对能源消费一直给予高比例的补贴，国内油气和电力价格很低，形成了难以

摆脱的能源补贴包袱。作为社会福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源补贴是阿拉伯

各国政治社会的重要稳定剂。丰富和低廉的能源供给，加之民众缺乏节能意识，

使得能源利用效率低下，能源消费快速增长，碳排放急剧增加，成为影响环境气

候变化的新变量，也对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同时，这对于提升能源利用效率、

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均起到抑制作用。大量的能源补贴鼓励了能源

消费，同时使节能技术的引进和开发，以及能源效率的改进失去动力，导致能源

消费的过快增长以及日趋严重的污染问题。②

第二，发展的高度不平衡与日益突出的民生压力，使社会转型面临严峻挑

战。一方面，阿拉伯地区国家众多，能源资源和自然环境条件不同，经济发展呈

现出巨大的差异性和高度的不平衡性。海湾产油国人均收入可以与发达国家比

肩，也门、苏丹等国却在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行列，这导致地区国家在发展指标

上存在突出的不平衡。受到单一资源依赖型和地租型经济发展模式的长期影

响，阿拉伯国家工业化程度不高，制造业不发达，社会贫富差距大，分配不均、教

育和就业不公平等问题长期积累，无论是产油国还是非产油国，失业特别是青年

人失业问题突出，下层民众深受贫困和阶层固化的困扰。另一方面，阿拉伯国家

治理能力普遍低下，现代化、制度化的转型远没有完成，法治和监管框架羸弱，金

融和银行体系较为低效，透明度低，腐败严重，公共部门的绝对主导地位等也对

经济增长造成消极影响。③ 阿拉伯国家一般都未能建立服务经济可持续发展、满

足民众不断增长需求的国家治理架构和有效机制。

阿拉伯国家人口增长速度很快，人口激增特别是青年人口的快速膨胀带来

日益严重的就业压力，加之长期形成的社会分化，分配、就业、教育、卫生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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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UN-ESCWA，“Addressing Energy Sustainability Issues in the Buildings Sector in the Arab
Ｒegion，”UN-ESCWA，E /ESCWA /SDPD /2018 /TP．5，August 6，2018，https: / /www ．unescwa．org /
publications /addressing-energy-sustainability-issues-buildings-sectori-arab-region，登录时间: 2019 年 9
月 20 日。

杨光:《中东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挑战》，第 16 页。
U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Governance in the Middle East， North

Africa and Western Balkans，New York: United Nations，2008，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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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问题十分突出。阿拉伯国家总人口从 1970 年的 1．23 亿增长至 2000 年的

2．84亿和 2015 年的 3．98 亿，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从 3．3%增长到 4．6%、5．4%。其人

口增长率远超世界平均水平，1990 年 ～ 2000 年、2000 年 ～ 2010 年和 2010 年 ～
2015 年三个时间段的人口增长率分别达到 2．37%、2．3%和 2．34%; 同期世界人口

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1．43%、1．25%和 1．19%。① 与此同时，阿拉伯国家的贫富分化

一直十分严重，精英阶层普遍脱离底层民众。从贫困人口比重来看，虽然海湾阿

拉伯产油国几乎完全消除了国内贫困人口，但其他国家的人口贫困率依然很高。

长期以来阿拉伯国家失业率普遍较高，青年人失业正是“阿拉伯之春”的导火索，

而近年来的失业问题更趋严重，显著影响到阿拉伯国家的发展、稳定与转型。
2018 年阿拉伯国家的平均失业率依然达到 10%，其中巴勒斯坦失业率高达 26．
8%; 青年人平均失业率为 25．4%，其中利比亚高达 42．3%。② 教育水平与劳动力

市场需求之间的错位是阿拉伯国家长期面临的重大挑战，并加剧了国家内部的

社会紧张和治理难题。无就业增长致使贫困率居高不下，包容性增长更是无从

谈起。

第三，自然生态环境脆弱，水资源匮乏，能源消耗快速上升，环境可持续发展

面临严峻挑战。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 2016 年发布的《全球环境展

望》，西亚地区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包括: 地下水资源持续超负荷开发和水质恶

化问题并存，不可持续的消费习惯威胁水、能源和食品安全，生物多样性逐渐消

失，沙化和生态恶化进一步持续，空气污染持续影响人类健康及生存环境等。③

阿拉伯地区是世界上生态环境最为脆弱的地区之一，绝大部分为沙漠或荒漠地

貌，降雨稀少，淡水资源十分稀缺。阿拉伯国家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 9%，人口占

世界总量的 5%，但水资源仅占世界总量的 0．74%，多数国家严重缺水，很多国家

依靠海水淡化。例如，埃及、约旦、沙特、科威特和卡塔尔的人均年水资源拥有量

仅分别为 936 立方米、318 立方米、249 立方米、95 立方米和 91 立方米。④ 随着现

代化和城市化不断发展、人口数量激增、生态环境破坏日益严重，阿拉伯地区可

持续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除了少数国家依靠河水资源之外，大多数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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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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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SCWA，“Population Development Ｒeport，Issue No． 8: Prospects of Ageing with
Dignity in the Arab Ｒegion，”UN-ESCWA，E /ESCWA /SDD /2017 /3，2018，https: / /www ．unescwa．
org /publications /population-development-report-8，登录时间: 2019 年 10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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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P，“GEO-6 Global Environment Outlook: Ｒegional Assessment for West Asia，”

UNEP，September 16，2017，https: / /www ．unenvironment．org / resources / report /geo-6-global-envi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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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生活和工业用水主要依赖地下水资源，因此对地下水资源的提取比率远远

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西亚和北非两个地区的水资源提取率分别高达 54%和

78%，远远超过 9%的世界平均水平。① 水资源缺乏引发的地下水过度开采，导致

海水倒灌，地下水盐化，这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危机，并引发粮食安全、难民危

机、跨界水资源冲突等问题。

在生态环境脆弱的背景下，阿拉伯国家对自然环境的保护落后于世界平均

水平，加之能源因素对环境带来系统性的负面影响，以及地区国家缺乏节能环保

的必要意识和政策措施，未来阿拉伯国家生态保护任重而道远。环境的严重退

化和自然资源的管理不善，再加上水资源稀缺和对粮食进口的高度依赖，对地区

欠发达国家和贫困人群造成的影响尤为严重。由于不可持续的发展政策，自然

资源和生态系统越来越脆弱，耕地出现减少和萎缩。从 1990 年至 2015 年，超过

一半的阿拉伯国家耕地面积下降了 45%以上，其中伊拉克、也门、埃及、阿曼的人

均耕地面积分别为 0．14 公顷、0．05 公顷、0．03 公顷、0．01 公顷，均低于 2015 年世

界平均水平的 0．19 公顷。②

第四，受到地区冲突频发的冲击，阿拉伯国家的发展多面临严峻的地缘政治

挑战。从全球范围来看，战争与冲突是对联合国发展目标的最大威胁，而在冲突

高发的中东地区，安全缺失对发展的阻碍与制约效应更加突出。持续不断的冲

突和动荡长期阻碍着阿拉伯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安全议题的长期显性化不仅

掩盖了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也成为阻碍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巴以冲突、伊拉克战

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内战、也门战争等无一不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巨

大破坏，并产生了严重的难民危机，打断甚至逆转了地区国家的发展进程，造成

发展指标的倒退。阿拉伯国家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 5%，但在 2005 年到 2017

年间，因冲突导致的死亡人数占世界的比重从 24．7%上升至 57．4%，占世界难民

人数的比重从 47．3%上升至 55%，占世界国内流离失所人口比重从 37%上升至

41．3%。③ 阿拉伯国家生活在冲突环境的人口从 1990 年的 4，700 万上升至 2018

年的 1．55 亿。如果冲突得不到解决，至 2030 年阿拉伯国家 40%的人口将生活在

危机和冲突中，总数将达到 2．07 亿人。④ 各种因素叠加导致了严重的人道主义

危机和发展治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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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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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United Nations，“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Ｒeports 2015”。
UNDP，“Arab Human Development Ｒeport Ｒesearch Paper: Leaving No One Behind:

Towards Inclusive Citizenship in Arab Countries，”p． 24．
Ibid．，pp． 26－27．
Ibid．，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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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之春”极大地打击了阿拉伯国家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贫困率、初
等教育普及率、儿童死亡率等发展指标受到巨大冲击。例如，西亚地区的贫困率

本已在 2011 年降至 2%，2015 年却又上升至 3%。生活在贫民窟中的城市人口比

重，全世界基本都在下降，而西亚地区却从 2000 年的 21%上升至 2014 年的 25%，

是全球范围内唯一出现上升的地区，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该地区频繁爆发的战乱

与冲突。①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伊拉克的小学入学率是 100%，但由于战乱不断，

伊拉克的儿童入学率大幅下降。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 的估算，2015

年伊拉克有近 320 万适龄儿童辍学，并有 360 万儿童面临死亡、伤害、性暴力、招
募入伍等暴力风险。② 由于持续的武装冲突，叙利亚之前数十年取得的人类发展

成就已经被逆转，男性预期寿命缩短了近 8 年，小学总入学率下降了 50 个百分

点。在也门，2013 年至 2016 年间小学入学率从 97%降至 92%。冲突也削弱了人

们维持生计的能力，在利比亚，2017 年人均国民收入仅为 2010 年的 68%。自冲

突爆发以来，也门工作人口的贫困比例增加了一倍以上; 叙利亚工作人口的四分

之一低于贫困线，是 2011 年的五倍。③ 2012 年至 2017 年期间，因受到暴力冲突

的直接影响，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的人类发展指数值及其排名大幅下降。五年

间，叙利亚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从 2012 年的第 128 位下降到 2017 年的第 155

位，利比亚从第 82 位下降至第 108 位; 也门从第 158 位下降至第 178 位，三国的

排名均降低了超过 20 位。④

近年来的地区局势动荡重创了阿拉伯国家的发展进程，经济增长速度大幅

放慢，经济支柱产业均遭受严重打击，外来直接投资急剧减少，国内通货膨胀率

和失业率大幅上升，民生问题更加突出，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均遭遇重大挑战。

叙利亚、利比亚、也门等国的战乱升级并外溢到周边国家，严重影响地区国家社

会稳定，其所引发的难民潮更对周边国家和地区造成极大的压力。

第五，宗教和社会文化因素导致的性别不平等以及社会不公问题较为突出。

伊斯兰教及传统文化对阿拉伯国家具有系统性的全方位影响。沙里亚法( 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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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教法) 在阿拉伯国家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影响甚大，往往是阿拉伯国家政治活

动、社会发展和民众生活的基本规范，但过于重视教法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国家现

代化和转型发展的进程，阻碍了社会与民生问题的改善。受历史和宗教因素的

影响，阿拉伯国家存在较为突出的男女不平等问题，女性与男性在教育、就业、从
政、社会活动等方面的不平等较为明显。在某些阿拉伯国家，女性遭遇出行和交

通限制、对人身安全以及对骚扰的担忧、文化规范和传统的性别角色定位等仍然

是阻碍妇女参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普遍问题。加之近年来教派冲突再次上升，

宗教文化因素对地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更加凸显，阿拉伯国家实现全面

发展依然面临来自思想文化领域的制约。

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统计，阿拉伯国家的女性人类发展指数只有男性的

85．5%，世界平均水平是 94．1%; 其中女性受教育年限平均比男性少 0．6 年，而世

界平均水平是女性比男性多 0．1 年; 15～ 19 岁的女性千人生育人数，阿拉伯国家

平均人数是 47，部分国家达到 60 甚至 80 以上，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45; 15 岁

以上女性有银行账户的机会比男性少 50%，世界平均水平是 10%; 女性劳动参与

率只有 21%，为全球最低的地区，女性工资水平只有男性的 21%，世界平均水平

是 57%。① 联合国西亚经济社会理事会 2017 年～2018 年对妇女劳动参与情况进

行的一项调查发现，阿拉伯国家尽管在女性受教育程度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但

仍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阿拉伯地区男女总劳动力参与率差距巨大，2017 年男

性为 74%，女性只有 21%。② 当然，传统文化因素也对部分发展指标具有促进意

义，例如受到伊斯兰文化注重干净卫生传统的影响，阿拉伯地区在改善卫生设施指

标上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这从“千年发展目标 7”的相关指标③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三、阿拉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主要路径

自然环境、人口、文化传统、技术创新、制度变革等因素都影响着国家的发展

成效，甚至看似有利的丰富资源也可能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近年来，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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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 UN-ESCWA， ESCWA /EDID /2018 /1， 2018， p． 31， https: / /www ． unescwa． org /pub-
lications /survey-economic-social-development-arab-region-2017-2018，登录时间: 2019 年 9 月 29 日。

“千年发展目标 7”为“确保环境的可持续”，其中第 3 项具体目标为“将无法持续获得安全

饮用水和基本卫生设施的人口比例减半”，包括“使用改善引用水源的人口比例”和“使用改善卫生

设施的人口比例”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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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国家的大变局与大动荡更突显出促进发展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未来阿拉伯

国家需要进一步厘清增长和发展的关系，真正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

念，构建有利于经济转型、社会包容和环境可持续的发展机制，提升可持续发展

的能力。而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阿拉伯国家发展的理念、技术、机
制、能力上的导向意义十分重要，为阿拉伯国家实现超越能源依赖、惠及民生的

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

第一，超越能源依赖，实现经济多元化。经济增长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而

可持续发展也要求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阿拉伯地区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油

气资源，为地区国家带来巨额财富和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依赖油气资源的

单一经济结构，形成了难以摆脱的“石油经济”模式。油价起伏不定使阿拉伯产

油国经济随之大起大落，而国际能源格局的转变和非传统油气资源的兴起，使阿

拉伯产油国的经济稳定和市场地位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石油经济”模

式缺乏推动本土工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这些国家主要向国际市场出

口石油实现财富增长，工业品和消费品都依赖从国外进口，不利于本国实现工业

化。依赖油气资源的经济发展模式还带来严重的社会与环境问题，加剧了阿拉

伯国家原本就存在的贫富分化状况和生态环境挑战。有报告称，目前中东已成

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区。1990 年～2016 年期间，中东最富有的 10%人口占该

地区总收入的 60%～66%，而最穷的 50%人口只占地区总收入的 10%。其中，海

湾国家人口仅占中东地区的 15%，但收入却占整个地区的 42%。①

在此背景下，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在经济结构、社会和环境层面都面临日益

严峻的挑战，“石油经济”越来越难以为继。阿拉伯各国也早已认识到这一问题，

并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做出了很多经济多元化的尝试，但效果并不理想。联合国

发展议程的核心任务，是推动经济发展模式尤其是生产和消费模式的转变。② 近

年来，在联合国发展议程的引领下，阿拉伯国家更为积极地推进本国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而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可以为阿拉伯国家的经济转型提供更为科学

系统的发展理念和政策框架，为实现超越能源依赖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提供更

大助力。正是在此背景下，以沙特为代表的阿拉伯国家开始了新一轮经济改革

浪潮，2015 年以来纷纷推出本国版本的“2030 年愿景”，最终目的就是改变依赖

石油的单一经济，推动经济多元化，提高非石油部门和私营经济对国内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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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Mark Habeeb，“The Middle East Leads the World in Income Inequality，”The Arab Weekly，

January 14，2018，https: / / thearabweekly． com /middle-east-leads-world-income-inequality，登录时间:

2019 年 10 月 21 日。
孙伊然:《联合国发展议程的现状和走向》，第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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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贡献，进而改变其经济与社会结构。

第二，聚焦民生问题，构建包容性社会秩序。收入分配不公、财富两极分化、

底层民众无法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以及教育、就业等发展机会的缺失是“有增长

无发展”的 典 型 表 现，最 终 将 带 来 严 重 的 经 济 和 社 会 后 果。阿 马 蒂 亚·森

( Amartya Sen) 认为，贫困不仅体现为收入低下，更是对基本能力的剥夺，即“能

力贫困”。① 长期以来，受到单一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的影响，阿拉伯国家产业结

构不健全、公共部门影响力巨大，而私营部门不发达，总体上吸纳劳动力的能力

有限。人口的爆炸性增长使得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不断加大，长期积累的民生

问题日益尖锐。以严重失业为代表的民生问题正是导致“阿拉伯之春”爆发的主

要根源。从更深层次的根源来看，中东变局是阿拉伯世界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

程中多年积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运动的逻辑结果。②

阿拉伯国家的阶层分化与社会不平等问题一直十分突出，原因包括性别或

其他种类歧视、地理隔阂、社会经济地位差异、资源拥有不均、治理不善以及地区

危机与冲突等。预计到 2030 年，超过 60%的阿拉伯国家人口将居住在城市地

区，但在各个国家中有比例不等( 8%至 90%) 的人口面临生活在贫民窟中的危

险; 伊拉克、也门和苏丹生活在非正式住房和贫民窟中的人口比重分别高达

47．2%、60．8%和 91．6%; 低质量的教育多有存在; 暴力和流离失所现象加剧，居住

在受冲突影响国家的人们遭受了更多的发展和权利剥夺，如也门多达 1，400 万人

处于饥荒之中; 84%的人口可能受缺水影响或有缺水风险，耕地减少和对粮食进

口的依赖使更多人口面临粮食不安全的风险。③

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视角来看，多数阿拉伯国家的治理存在明显缺陷，国

家治理失败也是中东动乱和灾难的根源之一。④ 阿拉伯国家政府多为威权体制，

国家治理水平较低，往往缺乏清晰、连贯的可持续发展规划与路径，并以维持政

权生存为首要任务。多年来，阿拉伯国家社会发展缓慢、政治改革停滞，“石油经

济”模式弊端积重难返，人口膨胀导致民生压力日益严峻，严重的腐败问题又削

弱了执政基础和社会稳定，为国家可持续发展带来重大挑战。“阿拉伯之春”是

·411·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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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等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85 页。
余建华等:《中东变局综论》，载《国际关系研究》2018 年第 3 期，第 29－36 页。
UNDP，“Arab Human Development Ｒeport Ｒesearch Paper: Leaving No One Behind:

Towards Inclusive Citizenship in Arab Countries，”pp． 14，19．
Mina Al-Oraibi，“Is a Failure of Governance the Ｒoot of the Middle East's Woes?，”World

Economic Forum，May 21，2015，https: / /www ．weforum．org /agenda /2015 /05 / is-a-failure-of-gover-
nance-the-root-of-the-middle-easts-woes /，登录时间: 2019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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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国家治理失败的鲜明体现，也是阿拉伯社会系统性危机的一次总爆发。

国家治理不善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不断降低，最终导致国家陷入动荡和危

机。据调查，阿拉伯国家民众对政府在缩小贫富差距、创造就业、管理经济、基本

卫生服务、满足教育需求、提供安全方面的满意度分别只有 16%、16%、35%、
35%、47%和 76%; 民众对政党、选举机构、领导人、法院、警察的信任度分别为

18%、36%、51%、56%和 69%。①

未来，阿拉伯国家需要更加关注社会发展问题，尤其要在解决民生问题上下

功夫。阿拉伯国家应在大力推动经济多元化改革的同时，发展工业化和本国的

产业体系，为不断扩大的人口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它们还应不断降低失业率和

贫困发生率，提升教育与社会需求的匹配度，同时进行国家政治、经济与社会体

系的全面深入改革，以可持续发展引领国家治理模式的现代化。阿拉伯国家更

应通过减少实际不平等、提升公共和社会服务以及促进平等与法制，实现和平稳

定。② 在此背景下，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可以为阿拉伯国家解决民生问题、重
建社会和谐稳定指明方向。

第三，以可持续发展为引领，治理生态环境。环境污染、生态脆弱已成为威

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经济发展与社会、环境的发展相协调对于阿拉伯国家

来说至关重要。在经济和社会的包容性发展之外，推动经济、社会与环境目标的

协调发展，成功实现可持续发展转型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阿拉伯地区的

环境问题有增无减，但环境治理却往往无法列入国家优先发展议程。阿拉伯国

家生态环境普遍脆弱，水资源极度短缺，能源浪费严重，环境可持续性差，实现经

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尤其具有重要意义，这也与阿拉伯国家经济结

构转型密切相关。可持续发展问题是制约阿拉伯国家发展的重大因素，经济发

展的不可持续性，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与环境问题，水资源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

日益突出。阿拉伯国家需要树立发展的国家转型理念，通过可持续、包容性发

展，平衡经济、社会与环境领域多元化的发展诉求，逐步探索适合本国的转型发

展之路，才能避免遭遇转型失败。阿拉伯国家在这方面的重点应放在保护水资

源、减少能源浪费、提升能源利用效率、保护生态环境和增加环保意识等方面的

议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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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P，“Arab Human Development Ｒeport Ｒesearch Paper: Leaving No One Behind:

Towards Inclusive Citizenship in Arab Countries，”p． 21．
Lamia Moubayed Bissat and Carl Ｒihan，“Implementing Agenda 2030 in the Arab World:

Contextualization，Action Areas and Policy Planning，”Public Sector Economics，Vol． 43，No． 4，

2019，p．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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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能源的全方位依赖和能源消耗的快速增长是威胁阿拉伯国家可持续发展

的一个关键因素。能源消耗增长过快，对气候环境变化与全球可持续发展造成

了重大挑战。能源生产率可提供一个国家经济、能源和环境绩效的指标，并有助

于分配能源资源以优化经济增长。① 阿拉伯国家依托丰富的油气资源，已经形成

难以摆脱的能源补贴传统，要扭转长期形成的路径依赖并不容易。此外，由于地

区民众缺乏节能意识，能源利用效率低下，发展不可持续的风险不断上升。2015
年，阿拉伯地区的一次能源需求结构基本都是石油( 50%) 和天然气( 46%) ，生物

燃料和废物( 2%) 、水电( 1%) 等清洁和可再生能源利用规模十分有限。② 能源的

低廉价格对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和新能源开发利用十分不利，不利于实现能源的

可持续发展，并对环境带来巨大挑战。国际能源署的报告多次指出，阿拉伯国家

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能源补贴集中地，全球 10 个能源补贴率最高的国家中有 6 个

来自阿拉伯地区。③

四、阿拉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优先议程

当前，阿拉伯国家面对发展的不确定性以及内部发展的不均衡，人口的急剧

膨胀、民生问题的凸显、能源消费的迅猛增长和生态环境脆弱等威胁成为影响该

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变量，并使阿拉伯国家实现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的挑战

不断增大。从阿拉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条件和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的目标体系来看，当前地区国家在应对自身发展挑战和治理过程中，应将重

点放在经济、社会与环境三大领域的十二项紧迫议题上，这也是推进 2030 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在阿拉伯地区落实的优先议程。
( 一) 经济领域

第一，保障粮食安全。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受到自然条件限制，农业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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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PSAＲC，“Global Shift: The Energy Productivity Transformation，”Energy Workshop
Series，The King Abdullah Petroleum Studies and Ｒesearch Center，Ｒiyadh，2015，https: / /www ．
kapsarc． org / research /publications /global-shift-the-energy-productivity-transformation /， 登 录 时 间:

2019 年 10 月 17 日。
UN-ESCWA，“Addressing Energy Sustainability Issues in the Buildings Sector in The Ar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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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2018 年全球能源补贴总额最大的 15 个国家中有沙特、埃及、阿尔及利亚、阿联酋、

伊拉克和科威特 6 个阿拉伯国家; 同年能源补贴率最高的 10 个国家中有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科
威特、沙特、埃及和伊拉克 6 个阿拉伯国家。参见 IEA，“Energy Subsidies: Tracking the Impact of
Fossil-fuel Subsidies，”IEA，2019，https: / /www ．iea．org / topics /energy-subsidies，登录时间: 2019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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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粮食对外依存度很高，民众日常生活用品诸如面粉、食用油、糖和茶叶等大

多依靠进口，而各国政府为粮食进口长期提供补贴。例如，埃及伴随工业化和城

市化的发展，粮食需求大、耕地不足、水源有限等问题逐渐暴露，长期陷入粮食危

机，成为国家治理的难题。① 2018 年，有 7 个阿拉伯国家进入全球谷物进口额的

前 25 名，沙特、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约旦和利比亚分别排名全球第

5、第 8、第 11、第 15、第 19、第 24 和第 25 位，仅沙特一国就占 2018 年全球谷物进

口总量的 6．4%。2018 年世界粮食进口额占商品进口总额的平均比重为 9%，而

阿拉伯国家为 13%。其中，黎巴嫩、埃及、阿尔及利亚、约旦和巴勒斯坦分别高达

18%、19%、19%、22%和 28%。② 面对近年来的经济困难和难以削减的高额食品

补贴，阿拉伯国家的进口支付压力和财政压力极大。阿拉伯国家的粮食进口支

付能力很低，全球粮食价格上涨将直接推高阿拉伯国家国内食品价格和通货膨

胀水平，而粮食危机易于引起民众不满和社会动荡。因此，通过多种途径保障粮

食安全和食品供应是阿拉伯国家面临的紧迫挑战之一，也是联合国可以发挥重

要作用的发展议题之一。

第二，推动工业化和实体经济发展。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独立至今仍未建立

起比较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经济结构单一。历史上产油国曾经尝试进行“购买

工业化”，但最终以失败告终，工业化进程的失败给地区国家带来多重负面效

果。③ 工业化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有效途径。④ 而工业化的失败和实体经济的不

发达则导致阿拉伯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难以提高，并不可避免地带来两极分

化和贫困化。地区国家单一畸形的经济结构和“石油经济”模式具有内在的脆弱

性，大量消费品和工业产品依赖进口，实体经济薄弱，易于受到外部因素的冲击

而波动，因此，推动经济结构的多元化是改革的必然方向。在低油价、高失业率

等内外压力之下，通过推动工业化、加强实体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多元化是阿拉

伯国家增强自身抵御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必然途径，也是落实 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内在要求。

第三，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经济增长、减少贫困和

解决失业问题的有效途径，而基础设施建设和联通水平的落后也是阻碍阿拉伯

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很多阿拉伯国家因技术条件和投

·711·

①

②

③

④

张帅:《埃及粮食安全: 困境与归因》，载《西亚非洲》2018 年第 3 期，第 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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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埃及的人口、失业与工业化》，载《西亚非洲》2015 年第 6 期，第 1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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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不足，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部分国家因战乱冲突而基础设施遭到毁坏，这

严重破坏了经济发展的条件。突破基础设施落后这一发展瓶颈是阿拉伯国家经

济多元化的重要环节，有助于提升经济竞争力和活力，创造就业和减贫，并且具

有广泛的经济和社会溢出效应。① 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回报率高，就业创造效应

明显，具有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在现实中，阿拉伯国家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

支出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加低于亚洲新兴国家。因此，未来阿拉伯国家应

将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

第四，推动经济多元化转型，实现可持续、包容性的经济增长。阿拉伯国家

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多元化和经济转型压力，经济社会发展对能源和公共部门的

高度依赖使阿拉伯国家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政府也日益不堪重负。近年来，阿

拉伯国家都在大力促进经济转型，力图调整经济结构、摆脱经济对石油的过度依

赖，推动私营经济发展，力争实现可持续和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沙特、科威特、阿
联酋等国制定的未来 10 年或 15 年的经济转型计划均包含大力发展基建、石化、

清洁能源、物流等领域的内容，期待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其中，在经济转型

滞后、内外压力增大的背景下，沙特 2019 年宣布启动“国家工业发展和物流计

划”，推动阿美公司上市，促进经济多元化，这标志着沙特“2030 愿景”的推进进

入了新阶段。未来阿拉伯国家的经济转型进程需要持续提速，与 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的契合度也应提升。

( 二) 社会领域

第一，促进社会公平，提升经济发展的包容性。阿拉伯国家长期形成的发展

模式存在多重弊端，不仅经济发展存在结构性问题，更严重的是发展成果并没有

惠及所有阶层的民众。贫富分化严重，腐败和裙带关系泛滥，普通民众的教育、

就业和政治参与机会不足，促进了抗争政治的兴起和发展。边缘人群的持续贫

穷化会进一步加强其被剥夺感，进而加深社会怨恨。在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影

响力扩大的背景下，底层民众特别是青年人的思想易于走向激进化，互联网时代

的技术传播手段更放大了社会问题，从而为国家稳定带来严峻的挑战。提升经

济发展的包容性，建立公平、普惠的社会秩序决定着阿拉伯国家的发展前途和未

来，这也是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基本要求。

第二，解决青年失业问题，缩小贫富差距。阿拉伯国家人口爆炸更突出地体

现为青年人口的“膨胀”，所以普遍面临青年人口比例高、失业率高及其贫困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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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2 期，第 92－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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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化等现实，与青年密切相关的就业问题、教育问题和发展问题十分突出。青

年问题一直是阿拉伯国家社会发展进程中尖锐而复杂的挑战之一，地区人口的

快速增长和年轻化势头不减，经济结构单一制约创业创新，政府也难以提供更多

的就业机会，使青年人口就业压力越来越大。阿拉伯地区失业率一直很高，很多

国家失业率高达 30%以上，创造就业成为地区国家的紧迫任务。① 由于阿拉伯国

家教育质量堪忧，②大学生受影响最为严重，大批青年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窘境，

甚至出现受教育人群的失业率超过文盲失业率的怪现象。而现代社交媒体网络

在青年群体中的巨大影响推动了青年问题的发酵，极易演变为社会问题和抗议

示威。

第三，促进性别平等，提高女性发展机会。性别平等是伊斯兰国家发展指标

中最为显著的弱项和短板之一。在部分保守的阿拉伯国家，女性完全不能抛头

露面，出行都需要男性家人或监护人的陪同，更谈不上就业、从政等其他社会参

与活动。同时，妇女失业率比男性要高的多，生活压力更大，影响了阿拉伯国家

的发展稳定。阿拉伯国家在提高性别平等方面任重而道远，未来需要进一步改

善妇女和女童的权利; 确保包容和公平的教育机会，通过教育、就业及其他平台

为女性赋权创造条件。

第四，促进有利于发展的社会环境与机制建设。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

目标 16 要求“创建和平、包容的社会以促进可持续发展，让所有人都能诉诸司

法，建立各级有效、负责和包容的机构”，在各级政府创建高效、透明的机构。③ 可

持续发展要求政府加强透明度、问责制度，构建全球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特别

是扩大国家机构、民间社会组织和私营部门之间的伙伴关系。在阿拉伯地区，一

方面，受到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制度缺陷的影响，地区国家政府在开放透明和机

构效率方面仍然较为滞后; 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和公共部门在地区国家经济社会

发展中的主导地位没有改变，限制了社会活力。缺乏有活力的私营部门和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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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社会组织的国家，在完成联合国发展目标和提升全球竞争力方面面临重大

困难。①

( 三) 环境领域

第一，提升能效，减少能源消耗。阿拉伯地区能源丰富，但能源消耗增长更

快，远超全球平均水平，且普遍长期实行高额能源补贴，能源利用效率低下，政策

引导力度不够，民众节能意识淡薄，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阿拉伯国家能源浪费和

污染严重等严峻挑战，在全球碳排放中的比重也日益上升。从 2009 年起沙特就

已经成为世界第 5 大石油消费国，仅次于美国、中国、日本和印度四国，2018 年沙

特日均石油消费量达到 372．4 万桶。② 如果不加以限制，预计至 2030 年沙特国内

能源日消费量将增至 820 万桶石油，届时其生产的大部分石油将不得不用于国

内消费。③ 在几乎所有经济领域，大部分阿拉伯国家的能源效率和先进技术的普

及率都很低。这严重制约着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的实现。

第二，加强水资源保护。当前阿拉伯地区的水资源挑战已经超出了单纯的

匮乏范畴，并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经济发展和人口激增，加上治理

不善，许多阿拉伯国家的水资源开采早已超出了环境的承受能力，削弱了自然修

复能力和灾害抵御能力。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挑战更为严峻，水资源缺乏引发的

地下水过度开采远超世界平均水平，加剧了水资源危机。这不仅涉及地区用水

安全，也威胁到粮食安全，甚至引发严重的环境灾难和族群冲突。未来阿拉伯国

家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在环境领域进一步加强水资源保护刻不容缓，联合国发展

议程也将这一问题作为推动地区发展治理的核心议题之一。

第三，保护生态环境平衡。生态环境恶化带来的严重后果正在很多阿拉伯

国家显现出来，环境恶化可能带来粮食产量下降、人口流离失所、资源争夺和社

会冲突，甚至导致社会秩序的崩溃和战争。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生态恶化最终

带来社会秩序崩溃和内战爆发就是鲜明的例证。④ 鉴于脆弱并不断恶化的生态

环境，阿拉伯国家需要确保经济和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和谐一致，提升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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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护的责任感，保持社会、经济和环境发展之间的平衡。卡塔尔、沙特、阿联

酋、约旦、科威特等国在国家发展愿景中，都已提出将环境保护作为核心议题之

一，提升自然保护区和水源保护的规模和水平。这些国家制定了提升资源、能源

利用效率的政策措施，在保护生态平衡、可持续发展方面正在做出更大努力，契

合了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内在要求。

第四，促进清洁能源开发。与能源利用的快速增长和低效率相联系，阿拉伯

国家也一直希望增加太阳能、风能、潮汐、核能等可再生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这

既有利于降低对油气资源的高度依赖，增加对外能源出口或节省能源进口支出，

开拓经济增长点，也可为减少碳排放和缓解环境挑战做出贡献。阿拉伯地区可

再生能源资源丰富，具有发展以太阳能和风能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的良好条件，

可再生能源的分布相对于传统化石能源更为均衡，各国都具有发展可再生能源

的基础，这为平衡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因此，发展清洁能源以应对环

境污染和气候变化也成为阿拉伯国家的重要考量和目标。

当前阿拉伯地区发展治理的优先议程

领域 主要目标 优先议程

经济
超越能源依赖，实现经济

多元化

保护粮食安全

推动工业化和实体经济发展

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推动经济多元化

社会
聚焦民生问题，构建包容

性社会秩序

促进社会公平，提升发展包容性

促进性别平等，提高女性地位

解决青年就业问题，缩小贫富差距

加强促进社会发展的机制建设

环境
以可持续发展为引领，保

护生态环境

水资源保护

生态环境平衡

提升能效，减少能源消耗

可替代能源开发

来源: 作者自制。

五、结语

当前，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阿拉伯国家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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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新的机遇，有利于推动各国实现超越能源依赖的经济结构转型、聚焦民生

问题的社会秩序重建、探索以可持续发展为引领的国家治理道路，在经济、社会

和环境三大领域都需据此设定一系列优先发展议程。在此背景下，阿拉伯国家

也在致力于应对自身面临的挑战，制定了本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纷纷表现出摆

脱对单一石油经济依赖、实现经济转型的愿望，在国家发展规划中努力融入可持

续发展目标。

然而，阿拉伯国家经济、社会和环境挑战十分严峻，地区冲突频仍、经济结构

单一、宗教文化特殊、生态环境脆弱、政治意愿各异，各种困局都制约着可持续发

展理念的贯彻和目标的实现。特别是在地区安全形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阿拉

伯国家相对来说更为关心安全议题，发展问题在很多情况下不得不为安全问题

让路。在此背景下，仅仅关注于前述三大领域十二项议程也远远不够，阿拉伯国

家和国际社会需要共同努力，合作推动地区和平和发展。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

程在阿拉伯地区仍存在理念传播上的困难，缺乏足够的有效平台，发展成效并未

彰显。加之联合国在阿拉伯国家发展转型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发展理念引领、

发展规划制定、重大灾难或冲突后国家重建等方面，阿拉伯国家对于联合国的发

展治理期待也比较有限。未来，有必要以联合国发展网络为基础，并结合其他国

际组织与当地国家政府的相关数据，编制更为完善系统的阿拉伯地区发展数据

库，构建有利于阿拉伯国家发展转型的合作机制，为指导阿拉伯国家制定发展转

型规划并加以实践奠定良好基础。阿拉伯国家的发展转型也需要包括联合国、

发达国家和新兴大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共同支持，需要各方建立更为紧密、有效

的伙伴关系。

( 责任编辑: 章 远 责任校对: 李 意)

·221·



Abstracts


and Schoo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 Lanzhou University ; LIAN
Xiaoqian，Graduate Student，Schoo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Lanzhou
University．

85 An Undervalued Ally: Egypt's Contributions to the Anti-Fascist War
Abstract The North Africa-Mediterranean battlefield was one of the key

battlefields in the World Anti-Fascist War，and Egypt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this war．
Egypt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World Anti-Fascist Union in strategic，
political，military and economic aspects． In terms of strategy，Egypt played the role of
British overseas military capital，Cairo was the strategic coordination center，supply
center and the aviation hub for the Allies in the Middle East． In terms of politics，Egypt
broke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Axis powers firstly，took a firm position to engaging
in the war，created a stable domestic political environment，joined the World Anti-
Fascist Union and suppor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military
aspect，the Egyptian army participated in the homeland defense，assisted the British
army against Ｒommel，defended the Suez Canal，and facilitated the transit of 500，000
Allied troops． In terms of economy，Egypt provided strong support in the fields of
materials，manpower，transportation，finance，science and technology，medical care．
Egypt's contributions not only laid the foundations for victory of the anti-Fascist war in
the North Africa-Mediterranean battlefield，but laid the cornerstone of Egypt's post-war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its power in the Middle East as well．

Key Words Egypt; Anti-Fascist War; Strategic Contribution; Political
Contributions; Military Contributions

Authors HU Dekun，Professor，China Institute of Boundary and Ocean Studies，
School of History，Wuhan University ; CAO Zhanwei，Ph． D． Candidate，School of
History，Wuhan University．

102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of Arab Coun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Arab countries have accumulated serious‘development
deficit’and‘governance deficit’，and have fallen into the paradox of‘growth without
development’， facing outstanding economic， social， secur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challenges． Energy sector is a key area with a systemic
impact for development transition of Arab countries．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ovides a guiding framework and new opportunities for Arab countries to
achieve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and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structures beyond energy dependence，the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order
focusing on people's livelihood issues，and the explor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paths
led b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goals system of the United Nations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Arab countries should truly embrace the
comprehensive，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deas，establish a development
mechanism that is conducive to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social inclusion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and promote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us Arab countries need to set priority development agendas in the three
major areas of economy，society and environment according to their own development

·951·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20 年第 3 期


conditions．
Key Words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Agenda;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rab Countries;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Author ZOU Zhiqiang， Ph． D．，Associate Professor，Middle East Studies

Institute，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123 Islamic Extremism: A Criminology-Sociological Analysis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of crime，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n

‘integrated analysis framework’，and argues that the evolution of Islamic extremism
needs to go through three stages: individual extremism，organizational mobilization and
opportunity utilization． The progressive transformation among them theoretically depends
on the interaction of five elements: pressure，social organization，interactive learning，
organizational mobilization and opportunity utilization． This theoretical framework
improves the analytical and operational shortcomings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concepts，
and makes up for the lack of these concepts in explaining a complete evolution of Islamic
extremism． At the same time，its emphasis on‘restoring the function of community
support and restraint’，highlights on‘resolving ideological / institutional contradictions’
an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the above work can also provide
enlightenment and reference for the relevant countries to counter Islamic extremism．

Key Words Islamic Extremism ; Sociology of Crime; Integration Theory ;
Mechanism Analysis; Governance Countermeasures

Author GUI Xiaowei，Ph．D．，Associate Professor，School of Sociology，Wuhan
University．

140 Ｒussian Jewish Immigrants in Israel: Status and Influence
Abstract There are more than 1．1 million Ｒussian Jewish immigrants in Israel，

this group accounts for about 15% of Israel's total population and constitutes the largest
immigrant group in Israel． By forming political parties，Ｒussian Jewish immigrants
participate actively in political activities and become a critical minority affecting Israeli
politics． They play roles of intellectual and human resources promoting the high-tech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ve economic growth． But in cultural and social affairs，they
always keep a certain distance from the mainstream，or the European Jews，which made
Ｒussian Jewish immigrants in a sub-cultural zone． From time to time，they even violate
Jewish teachings． Their arrival strengthens Israel's Jewish identity． Being vanguard in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for lands and water，Ｒussian Jewish immigrants support the
right-wing bloc and rightist policies，thus sometimes promote regional tensions． Through
the link of this group，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Ｒussia and Israel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in recent years．

Key Words Ｒussian Jewish Immigrants; Yisrael Beiteinu; Innovative Economy ;
Ｒussian-Israeli Ｒelationship

Author ZHANG Xinxin，Ph．D． Candidate，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本期责任编辑: 包澄章)

·0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