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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沙特王国的政治现代化历程包含民族国家的构建 、现代政治体制的构建 、政治

结构的分化与政治参与的扩大 、法治体系的嬗变和世俗化变革四个方面。沙特王国的宗教 、石

油以及大国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其鲜明特色体现在“内源的”政治现代化道路 、鲜明的瓦哈

比主义伊斯兰特征 、渐进式的适度变革模式 、二元性的政治结构模式等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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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王国作为美国在中东的两大支柱之中的唯一阿拉伯国家和作为伊斯兰盟主的地位 ,不

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尤其是在当今时代 ,沙特阿拉伯王国面临宗教 、石油财富 、新兴中产阶级 、大国影

响等的双刃剑作用的影响日益突出 ,其政治现代化走向不得不引起深思。

一 、沙特阿拉伯政治现代化历程

本文对政治现代化的界定包括四个主要方面: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现代政治体制的确立;政治结

构的分化与参与;实行法治和世俗化变革。

(一)沙特阿拉伯民族国家的构建

沙特阿拉伯王国民族国家的构建不是一蹴而就的 ,既有历史上第一和第二沙特王国的历史积淀 ,又

有一个漫长的征战和融合的过程 ,并与大国的承认而带来的保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漫长的征战。20世纪初 ,伊本 ·沙特面临的问题是:“怎样把这些情况不同 、幅员辽阔的地方统

一起来 ,很快组成一个自由 、统一 、尊严的阿拉伯国家”[ 1](第 29 页),他于 1902年夺取利雅得这件事情被

认定为现代沙特王国的奠基 ,并在王国百年纪念庆典上(伊斯兰历法)受到庆祝[ 2]
(第 37-38 页)。很快 ,伊

本·沙特把哈尔季 、阿弗拉季 、豪塔 、哈里克和达瓦塞尔涸谷合并 。1903年 ,占领了瓦什姆 、苏代尔和马

赫马勒
[ 1]
(第 30 页)。1906年 ,盖西姆被伊本·沙特获取 。1914年 ,伊本·沙特成为纳季德和哈萨总督。

至一战前夕 , 沙特家族重新确立了在纳季德 —盖西姆中部和哈萨的统治
[ 2]
(第 38-40 页)。1921 年 ,

伊本 ·沙特夺取了哈依勒 。同年 ,伊本·沙特成为“纳季德及其属地素丹”[ 2](第 44 页)。紧接着 ,沙特军

队挺进锡尔汉涸谷。1923年至 1925年 12月 ,沙特军队相继获取阿西尔 、塔伊夫和麦加 。1926年 1月 ,

伊本 ·沙特的封号是“纳季德素丹 、希贾兹及其属地国王” 。1927年 ,他又调整头衔为“纳季德国王”
[ 2]

(第 45-46页)。1930年 ,伊德利斯成为沙特王国的正式组成部分
[ 1]
(第 31 页)。1932年 9月 16日 ,沙特阿

拉伯王国正式成立 ,它是“唯一重要的独立的阿拉伯国家 ,它没有被外国军队占领;没有被财富所腐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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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哈比主义伊斯兰理想激起了伊玛目学校里改革者的许多同情;国王自己保持着阿拉伯人认为自身所

拥有的那些原始的道德”
[ 3]
(第 295 页)。

2.改造贝都因部落。贝都因部落处于游牧状态 , “游牧民甚至对于本乡故土也缺乏眷恋之情。他们

不信奉宗教 ,不尊重习俗 ,藐视一切君主 ,反抗一切权力”[ 4](第 25 页)。伊本·沙特的策略是把游牧部落

固定在土地上。定居者在“伊赫万 ·穆瓦希德”的旗帜下聚集起来 ,瓦哈比主义清教精神的力量成为将

混合部落社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纽带[ 5]
(第 52-53 页)。伊赫万始建于 1913年 ,主要内容是发展农业定居

点 ,包含宗教 、行政 、军事 、生产和文教等功能 。酋长和总督分管政务和教务 。国王向伊赫万驻地派驻宗

教导师和宗教警察 ,负责教化民众和维护宗教道德
[ 6]
(第 384页)。20世纪 20年代前期 ,已出现 200个伊

赫万定居区
[ 7]
(第 12 页)。1926年 ,伊赫万达到 222个 ,人数 15万人

[ 6]
(第 385 页)。

3.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20世纪初 ,英国在海湾已具影响力 。1906 年 ,伊本 ·沙特通过私人使者

三次向英国发出要求承认的提议。英国常驻海湾代表考克斯认为:“阿拉伯复兴是可以预见的 ,假如被

漠视的话 ,伊本 ·沙特将到达任何地方”
[ 8]
(第 24 页),但是英国政府不予考虑。随着一战的爆发 ,英国担

心其利益受损 ,主动与沙特接近 ,于 1915年签订《英国 —纳季德条约》 。英国政府“承认纳季德 、哈萨 、卡

提夫 、朱拜尔 ,它们的属地和领土和它们在波斯湾海岸的港口是伊本 ·沙特及其先辈们的土地 ,还承认

伊本 ·沙特及其继承者为独立的统治者和所属部落的绝对领袖”
[ 8]
(第 254 页)。1926 年 ,英国 、苏联 、法

国和荷兰承认了“希贾兹 、纳季德及归并地区王国” 。1927年 5月 ,英国在《吉达条约》中承认了“希贾

兹 、纳季德及其属地的国王陛下之全面绝对之独立” [ 1](第 216 页)。

(二)沙特王国现代政治体制的构建

沙特王国的现代政治体制构建是沙特政治现代化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反映的是一种自上而

下的变革运动。

1.国家政体的统一。希贾兹位于沙特王国的西部 ,采取的是奥斯曼帝国留下的行政体系。纳季德

地处内陆 ,多是游牧部落 ,政治上处于一种传统的模式 ,被称为“家长统治的沙漠国家”
[ 9]
(第 166 页)。两

地政府多年维持原状 。二战结束后 ,沙特政府共采取了三条途径统一政治体制:把希贾兹大臣会议和咨

询会议的职能向纳季德扩展;另设主管全王国的各种新的行政机构;希贾兹政府各部同纳季德相对应的

宫廷各府合并。1954年《大臣会议条令》的颁布标志着王国政体的统一 。

2.沙特全王国中央政府体制的构建 。全王国中央政府的构建主要是中央大臣会议 、协商会议的设

置。沙特政府于 1953年和 1958年颁布了 2部大臣会议的条例 , 1964 年又进行了细微修正。“自 1953

年以来 ,伴随着大臣会议经历的连续修正和调整 ,国王和王室慢慢失去权力”[ 10](第 90 页),大臣会议日

益成为沙特国家政治活动的中心场所。伊本 ·沙特曾于 1920年创建过协商会议。希贾兹地区协商会

议在发展中日臻完善 ,但日后以希贾兹咨询会议为蓝本的全国协商会议已经名存实亡 ,直到 1990年法

赫德国王重建协商会议。1993年 ,法赫德国王又任命 60人组成的咨询委员会。2001年 ,它的规模扩大

了一倍 ,新的成员大部分是没有王室背景的专家治国论者 、商人和大学教师 ,其中两个是什叶派穆斯

林[ 11](第 81 页)。

3.现代中央专门部门的建立和地方政权的发展。沙特尤其在纳季德 ,政府体制最初只有内政和外

交两个部门。自 20世纪 30年代 ,沙特一些重要现代部门和专门委员会相继成立。目前 ,沙特现代政府

体制基本成型。王国的地方行政规划 ,可以追溯到 1934年的 14个埃米尔区 ,当时埃米尔只是国王的私

人代表而已。1963年的《各省条例》规定全国分 5省 ,省长直属内务部 ,官员的选任机制也有章可循
[ 12]

(第 414 页)。1993年全国分为 13省。新省市的建立有助于打破地区之间的隔阂 ,促进彼此交流。

(三)沙特国内政治结构的分化与政治参与的扩大

沙特立国之时传统势力庞大 ,随着经济的发展 ,现代教育 、科技 、文化等的普及 ,沙特国内政治结构

出现了分化 ,以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促进沙特政治现代化向前发展。

1.王室和宗教上层仍然控制着最高权力 。据估计 ,沙特家族总成员数约 9000人 。王室分布于沙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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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的各个领域 ,享有无数特权。沙特的宗教上层里 ,势力最大的是谢赫家族。谢赫家族掌管着宗教 、

司法 、教育等部门。除此之外 ,乌里玛也是王国社会结构中具有独立性的特殊利益集团。

2.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新贵族的产生 。随着石油的发现和开采 ,许多亲王及其代理人参与新兴

工业和采用资本主义企业制度 ,慢慢向资产阶级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转化 。这些“沙特的精英打算在沙

特社会的经济和技术方面实现现代化 ,却不愿意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做出相应的变化”
[ 9]
(第 192页)。

3.新中产阶级和现代劳动阶级的产生。新中产阶级包括“管理者 、不同种类的技术人员 、高级职员 、

律师 、科学家 、世俗教育教师等等”[ 9](第 176 页),在经济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变革呼声较高 。20

世纪 70年代以来 ,沙特石油经济的迅猛发展 ,沙特的工人人数剧增 ,并出现农业工人和外籍劳工。

(四)沙特王国法治体系的嬗变和世俗化变革

沙特王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促使了向宗教法与世俗法相结合的方向过渡 ,但恪守瓦哈比主义

毫不动摇 。在社会生活中 ,世俗化变革也随之加快 。

1.沙特王国宪法的完善。费萨尔亲王最早称王国宪法“就是`仁慈的《古兰经》' ”
[ 1]
(第 310 页)。但

由于时代和教法的局限性 ,宪法制定迟迟得不到落实。面对各种异议 ,沙特政府 1992年颁布了《政府基

本法》 ,并以《协商委员会法》和《地区管理法》作为其补充。这些涉及到国教 、国语 、国旗 、伊斯兰教法地

位 、经济原则 、国家对人民的责任 、三权分立 、财政 、预算等等 ,已颇具现代宪法的雏形 。

2.世俗法律与沙里亚法并驾齐驱。沙特社会传统律法是沙里亚法 ,目前更多体现在婚姻家庭法 、继

承法等方面 ,目标是促使穆斯林们保持沙里亚法的同时 ,生活在西式的生活中[ 13]
(第 114-115 页)。20世

纪 30年代初 ,沙特相继出台大量世俗法 ,从商法领域扩展开来。世俗法律与沙里亚法的并驾齐驱 ,打破

了宗教法规一统天下的局面;而 1971司法部的成立 ,则是对伊斯兰教法体系最为严重的挑战 。

二 、影响沙特王国政治现代化的主要因素

沙特王国的政治现代化历程中 ,主要影响因素有:沙特的宗教 、石油财富 、英国的早期影响以及美国

的强大影响。这些影响既包含着积极的成分 ,又包含着消极的成分 ,需要辩证地看待和分析。

(一)沙特王国的宗教势力

1.官方瓦哈比主义的促进作用 。高级乌里玛价值观念比政权统治者沙特王族相对保守 ,但在实践

中逐渐接受了王室的现代化政策及自身在政教联盟中的附属地位。在推行伊赫万 、废黜沙特国王 、大清

真寺镇压极端者 、美军入驻等事件上发布“法特瓦”对王室的支持表现得淋漓尽致。

2.激进瓦哈比主义的阻碍作用 。低级乌里玛和许多社会下层人士更侧重恪守瓦哈比主义的传统教

义。早期激进瓦哈比主义还没有提出完整的政治要求 ,主要是反对王室推行的一些现代化具体改革措

施。1979年激进势力控制麦加大清真寺 ,提出“建立起一个伊斯兰政府” [ 2](第 132 页)。20 世纪 90年

代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走向宗教恐怖主义 ,本 ·拉登就是其中之一。

(二)沙特王国的巨大石油财富

石油时代之前 , “阿拉伯半岛保持着许多伊斯兰教诞生前的状态 ,一潭死水 ,仅仅以麦加与麦地那两

大圣地和漫游在沙漠里无腐蚀的游牧民的神话而著称”[ 14](第 150页)。石油的发现和开采改变了一切 。

1.石油财富给沙特人民带来的实惠缓和了社会矛盾 。沙特在 20世纪 50年代成为真正意义的富

国。现在 ,沙特王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原油 、石油产品生产国 ,2003年占全球石油产量的 12.8%。2003

年底 ,沙特王国探明可开采石油量为 262.7亿桶 ,还可开采 73.3 年[ 15]
(第 1008-1009 页)。巨大的石油财

富使得政府得以在社会保障和福利 、教育 、宗教等方面投入巨资 ,一定程度缓和了王室与民众的矛盾。

2.石油财富使得沙特王室生活奢侈腐化 ,其合法性受到挑战 。随着石油财富的出现 ,沙特王室占有

了国家巨额财产 ,国内许多穆斯林认为富裕的石油国家是腐败的典型 。政治上 ,王室与西方沆瀣一气 ,

宗教上 ,王室违反伊斯兰教义 ,把大量石油美元放在西方银行赚取利息。王室的合法性受到严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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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英国对沙特王国的早期影响

英国作为传统的大国 ,最先进入中东地区 。从战略和商业的角度看 ,认识到英国在海湾地位的法律

和历史基础就很重要[ 8]
(第 1-2 页)。

1.英国对沙特王室的承认和支持有助于沙特民族国家的成长。英国政府最初并不看好沙特王族势

力的壮大 。1915年 ,英国承认了沙特王室对现有领土的统治 ,并予以财政援助 。伊本 ·沙特征服了除

英国据点以外的阿拉伯半岛大部后 ,英国于 1927年承认了沙特完全的内政和外交的自主地位 。这为沙

特民族国家的建立提供了最有力的外部保障 ,沙特王国越来越多以主权国家的身分开展国际交往 。

2.英国对沙特王国内外事务的插手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沙特的开疆拓土渐渐引起了英国的注意 ,

英国强迫沙特签订了《乌凯尔议定书》 、《哈达条约》 、《巴拉条约》 ,使沙特王国不仅没能最终统一阿拉伯

半岛 ,还被迫割让了部分领土 。英国对伊赫万叛乱的支持 ,干涉了沙特王国的内政 ,影响了沙特的政治

稳定 。所有这些又延缓了沙特阿拉伯王国的诞生 ,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

(四)美国对沙特王国的强大影响

从 20世纪 30年代开始 ,美国和沙特就建立了联系 ,两者之间是一种“石油换安全”的关系模式 。

1.美国长期以来对沙特政治体制的容忍有利于沙特政治现代化渐进发展。美沙在 20世纪 40年代

便形成了一种盟友关系。冷战时代 ,石油 、石油利益和防范苏联构成了美沙“特殊关系”的基石 。虽然美

沙之间有分歧 ,但美国基本没有干涉沙特的内部事务 ,对其基本持一种宽容态度 。沙特王国能在几十年

的时间内实现自主的变革 ,维护社会的稳定状态 ,这与美国的宽容态度有着极大关联 。

2.冷战结束后尤其是“9·11”事件以来美国加紧了对沙特的指责和改造。冷战结束后 ,美国已经将

伊斯兰树立为自己新的对手。“9·11”事件爆发 ,沙美“关系的基础在两国都受到公开地质疑”
[ 2]
(第 230

页)。美国开始了对沙特的指责和改造 ,推出了“大中东计划”及其改版“泛中东计划” ,对包括沙特在内

的中东国家进行民主改造 。面对美国政府和国内激进宗教势力 ,沙特政府左右为难 ,其政治现代化进程

受到严重影响。

三 、沙特王国政治现代化的鲜明特色

阿拉伯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中呈现出许多显著的特点 ,如外源性的现代化道路 、鲜明的伊斯兰特色 、

急剧的跳跃性变革 、二元性的结构模式 、多渠道的发展模式和连续性的宗教传统变革等几个方面
[ 16]

(第

24 页)。沙特阿拉伯王国作为一个有着特殊历史的国家 ,其政治现代化历程相更具鲜明特色 。

首先 ,“内源的”政治现代化道路。沙特王国一战以后就已经是事实和法律意义上的独立的主权国

家 ,这决定了其政治现代化历程是一种“内源的”发展道路。沙特王国的政治现代化历程始于 1902年伊

本·沙特建国的开始 ,完全是一种自发的 、由内而外的变革过程 ,不是受外力的强制或者短时期内简单

照搬西方体制的过程 ,这是沙特王国政治现代化最具特色的地方 。

其次 ,鲜明的瓦哈比主义伊斯兰特征。沙特王国以瓦哈比主义立国 ,瓦哈比主义是沙特王国的思想

基础 。沙特所有的政治改革措施都必须回到《古兰经》和逊奈那里 ,以这两者为依据 。沙特王国任何重

大决策必须要参考高级乌里玛的意见 ,并让其发布“法特瓦”以获取宗教合法性。这种鲜明的瓦哈比主

义伊斯兰特征是沙特阿拉伯王国政治现代化最为显著的特征。

第三 ,渐进式的适度变革模式 。沙特王国的政治现代化注重的是调和 、折中 ,既要顺应国内和世界

发展的潮流和趋势 ,又要保持国家的特性 ,注重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这种过程是渐进式的 ,既要防止保

守 ,又要实行改革 ,更要防止革命 ,避免剧烈变革带来的现代化阵痛。

第四 ,二元性的政治结构模式 。沙特王国的政治现代化呈现的是传统与现代并存的二元结构模式。

既有作为宪法的《古兰经》和逊奈 ,又有作为宪法补充的《政府基本法》;既有传统势力 ,又有新兴的中产

阶级和劳动阶级;既有宗教知识分子 ,又有现代人才;既有沙里亚法 ,又有世俗法律体系;虽有三权分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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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大臣会议受实权君王的控制 ,协商委员会没有立法权;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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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Modernization of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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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oli tical modernization course o f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contains four aspects:

the construction of Saudi national state;the establishment o f mode rn Saudi political sy stem;the spilt

of Saudi po litical composit ion &enlargement of polit ical engagement and the t ransfo rmation of Saudi

rule by law sy stem & secularization.There are many factor s make a notable impact on the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of Saudi A rabia:Saudi Islam;enormous oil profit and great powe rs' pow erful impact .

S audi Arabia has many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distinguish f rom other Arab countries:the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process f rom w ithin;distinct ive Wahhabiy ah Islamic t rait;the g radual moderate

t ransfo rmation pat tern and dual political st ructure pat tern.

Key words:Kingdom of Saudi A rabia;poli tical modernizat ion course;impact factors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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