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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民族主义贯穿利比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利比亚式现代

化历经从奥斯曼帝国推动的早期现代化成果为意大利殖民者所摧毁， 到

形成宗教民族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并推动利比亚民族国家建构， 从君

主制两条道路之争确立过渡型现代化模式到革命民族主义系统性构建利

比亚式现代化， 再到从革命民族主义向超越民族主义转型， 直至中东剧

变卡扎菲政权垮台。 民族主义、 地租型经济形态和威权主义三位一体构

成利比亚式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模式。 利比亚式现代化是政治发展先行却

又滞后于经济、 社会变迁， 由民族主义驱动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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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与现代化是近代以来并行发展的两大思潮， 二者对人类历史和国际

体系的巨大塑造作用是其他任何历史力量所不能比拟的。 长期以来， 西方学者主

导了利比亚现代化甚至现代化研究的学术话语权， 使用 “无国家社会”① “流氓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 ２０２３ 年度重大招标项目
“中东史学通史 （五卷本）” （２３ＶＬＳ０２３） 的阶段性成果。

①　 无国家社会 （Ｓｔａｔｅｌｅｓｓｎｅｓｓ） 最早被人类学家约翰·戴维斯 （Ｊｏｈｎ Ｄａｖｉｓ） 用来概念化
祖瓦亚地区部落拒绝政府， 以及在卡扎菲革命后与国家若即若离的现象。 这一概念被
其他学者广泛借用， 后演化成利比亚部落拒绝国家的概念， 它将部落与现代国家对立
起来， 暗含卡扎菲的政治创建是 “乌托邦幻想”， 未能给利比亚社会带来 “文明” 的
刻板 印 象。 Ｍａｔｔｅｏ Ｃａｐａｓｓｏ， “ Ｔｈｅ Ｌｉｂｙａｎ Ｄｒａｗｅｒｓ： ‘ Ｓｔａｔｅｌｅｓ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ｖｅｒ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ｈａｎｔａｓｙ’，”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Ｖｏｌ. ２３，Ｎｏ. ４，２０１４， ｐｐ. ３８７ － ３９２； Ｊｏｈｎ Ｄａｖｉｓ， Ｌｉｂｙ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Ｔｒｉｂｅ ａｎ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Ｚｕｗａｙａ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 Ｂ. Ｔａｕｒｉｓ ＆ Ｃｏ. Ｌｔｄ.，１９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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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① 等概念将利比亚现代化消解为互不关联的部分， 这背后是西方现代化标

准和意识形态作祟。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解利比亚现代化的内在动力及其特征

和本质， 从中凝练出 “利比亚式现代化” 的学理阐释。② 利比亚式现代化是利比

亚民族主义的历史征程， 承载了一系列曲折而冒险的民族主义激情。 利比亚现代

化进程跌宕起伏， 根植于反殖民、 反帝国主义的历史土壤， 兴盛于民族主义的推

动， 又因超越民族主义的尝试受挫而衰落。 本文试图突破现代化研究的西方中心

论， 既是现实需要， 更具学理探索性。③

现代化的逻辑起点： 民族主义、 大国博弈与利比亚国家建构

民族国家的建立标志着现代化的开端。 正如钱乘旦所说： “民族国家的出现是

现代化的起点， 民族国家也就是现代化的载体。”④ 历史上， 多种文明在利比亚这

个文明交往的 “十字路口” 相互竞逐， 发轫于欧洲的现代化潮流在利比亚形成

早期涟漪。 然而， 利比亚早期现代化⑤命运多舛， 经历了一段坎坷之旅， 从奥斯曼

帝国治下现代化开端， 到意大利殖民统治中断现代化进程， 再至民族国家建立后迈入

现代化新阶段， 反对西方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抗争是利比亚早期现代化的主线。
第一， 在西方殖民威胁下， 奥斯曼帝国启动了利比亚早期现代化。 １６ 世纪奥

斯曼帝国占领利比亚， 但长期实行间接管辖。 １９ 世纪奥斯曼帝国面临西方殖民威

胁， 决心直接控制利比亚， 以此作为对抗西方的前沿要塞。 １８３５ 年， 奥斯曼帝国

推翻卡拉曼利王朝并建立的黎波里摄政区， 控制了整个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

加沿海地区， 但对昔兰尼加和费赞的广大内陆地区鞭长莫及。 １９ 世纪中叶， 奥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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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国家 （Ｒｏｇｕｅ Ｓｔａｔｅ） 是指美国构建出来的那些实行威权统治、 拥有一定军事实力、
威胁美国地区利益的反美国家。 美国将伊朗、 朝鲜、 古巴、 利比亚等国列为 “流氓国
家”。 Ｐａｕｌ Ｄ. Ｈｏｙｔ，“Ｔｈｅ ‘Ｒｏｇｕ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ｍａｇｅ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 １４，Ｎｏ. ２，２０００，ｐｐ. ２９７ － ３１０.
本文主要是指伊德里斯王朝和卡扎菲执政时期的利比亚。
国外相关研究参见 Ｌｉｓａ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ａｎｄ Ｌｉｂｙａ，
１８３０ － １９８０，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６；Ｄｉｒｋ Ｖａｎｄｅｗａｌｌｅ，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ｉｂｙａ，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Ｒｏｎａｌｄ Ｂｒｕｃｅ Ｓｔ. Ｊｏｈｎ：Ｌｉｂｙａ：Ｆｒｏｍ Ｃｏｌｏｎｙ ｔｏ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ｎｅｗｏｒｌｄ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０８； Ｊｏｈｎ Ｗｒｉｇｈｔ， Ｌｉｂｙａ， 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２２； Ｄｉｒｋ
Ｖａｎｄｅｗａｌｌｅ （ｅｄｓ. ），Ｌｉｂｙａ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６９：Ｑａｄｈａｆｉ’ｓ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 国内相关研究参见韩志斌： 《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利比亚史》，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２２
年版； 王铁铮主编： 《全球化与当代中东社会思潮》，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 目前国内还
没有关于利比亚式现代化历史发展的学术成果。
钱乘旦主编： 《世界现代化历程》 （总论卷）， 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 第 １２１ 页。
指利比亚与西方文明交往过程中直接或间接的现代化改革实践， 也是从被动接受到国家
独立， 有能力自主决定现代化路径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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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帝国在的黎波里摄政区推行早期现代化改革， 其主要内容有四方面。
首先， 推行土地改革， 增加农业基础设施投入， 从而增加摄政区财政收入。

１８５８ 年， 奥斯曼帝国颁布农业法， 推动帝国农业现代化改革。① 在的黎波里塔尼

亚， 奥斯曼帝国推行土地私有化改革， 吸引游牧民定居。 同时， 兴建少数水利设

施， 初步建立起灌溉、 防风防沙体系。 农业改革又推动的黎波里塔尼亚实行货币

化变革，② 农业税收实现长足增长。 １９００ 年的黎波里塔尼亚农业什一税税收总额

达到 ６９０００ 里亚尔， 占摄政区年财政收入的 ６５％ 。③ 其次， 加强中央集权， 强化

对摄政区的控制。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 奥斯曼帝国开始推行政治改革： 重新划分摄

政区行政区域， 设立省级议会且议员主要由中央派遣， 建立近代官僚机构， 加强

对地方官员监管。④ 再次， 组建小规模正规军， 尝试实施义务兵役制。 由于奥斯

曼帝国无法向部落征兵， 并且征兵的吸引力和强制力不足， 利比亚常备军规模不

足万人。⑤ 最后， 现代教育展现雏形， 培育亲奥斯曼帝国的利比亚本土精英， 客

观上传播西方民族主义思想。 １９ 世纪末， 奥斯曼帝国在摄政区引入现代教育体

系， 创办军校， 兴办以土耳其语为教学语言的学校， 鼓励利比亚人就读军校。⑥

尽管奥斯曼帝国未能推广义务教育、 建立高等教育， 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还是借

助教育体系传播开来， 成为利比亚民族主义重要的文化来源。
在奥斯曼帝国控制外的昔兰尼加， 赛努西运动乘势崛起， 高举反对西方殖民

者的宗教民族主义旗帜。 １８４３ 年， 赛努西教团得到 ３ 个昔兰尼加大型部落⑦追随

后发起赛努西运动， 逐步建立起具有国家雏形的赛努西酋邦。 赛努西运动号召建

立统一乌玛， 创建了遍布昔兰尼加的适合部落生活条件的扎维亚 “城市” 网络，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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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全安： 《中东史 （中）》，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 第 ４４２—４４３ 页。
Ａｌｉ Ａｂｄｕｌｌａｔｉｆ Ａｈｍｉｄａ，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ｉｂｙａ：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１８３０ － １９３２，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ｐ. ６８.
Ａｌｉ Ａｂｄｕｌｌａｔｉｆ Ａｈｍｉｄａ，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ｉｂｙａ：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１８３０ － １９３２，ｐ. ５９.
韩志斌： 《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利比亚史》， 第 １１４—１１５ 页。
Ｌｉｓａ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ａｎｄ Ｌｉｂｙａ，１８３０ － １９８０，ｐｐ. ７２ － ７３.
Ａｍａｌ Ｏｂｅｉｄｉ，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Ｌｉｂｙａ，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１，ｐ. ３４.
这 ３ 支部落分别是萨阿迪部落联盟中的阿瓦吉尔 （Ａｗａｇｉｒ） 部落， 巴拉萨 （Ｂａｒａ’ ｓａ） 部
落以及马哈巴 （Ｍａｇｈａｒｂａ） 部落， 至今它们仍然是昔兰尼加重要的大型部落。 Ｔａｒｅｋ
Ｌａｄｊａｌ ａｎｄ Ａｌｅｘｉｏｓ Ａｌｅｃｏｕ， “ Ｔｒｉｂ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ｉｂｙａ：Ａ Ｋｈａｌｄｕｎｉａｎ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ｉｂｙａ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ｒａ １７１１ － ２０１１，” Ｃｏｇｅｎｔ Ａｒｔｓ ＆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Ｖｏｌ. ３，Ｎｏ. １，２０１６，ｐ. ７.
扎维亚最先是赛努西运动的布道场所， 后来发展成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宗教、 经济、 行
政等多功能中心。 Ｅ. Ｅ. Ｅｖａｎｓ － Ｐｒｉｔｃｈａｒｄ，Ｔｈｅ Ｓａｎｕｓｉ ｏｆ Ｃｙｒｅｎａｉｃａ，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４９，
ｐ.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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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朴素的部落民主政治制度，① 并与法国殖民者长期斗争， 是成熟的地方抵抗

力量。 赛努西运动还与奥斯曼帝国达成合作， １８５６ 年奥斯曼帝国承认教团在昔

兰尼加的统治地位， 作为回报赛努西运动负责维护昔兰尼加和费赞地区的安

全。② 赛努西运动宗教民族主义的核心在于扎根昔兰尼加部落社会， 在反对西方

殖民者的圣战中熔铸共同体意识。
第二， 意大利殖民统治中断了利比亚现代化进程， 造成利比亚人民深重苦

难， 塑造了利比亚现代化反殖民主义的宗旨。 １９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 意大利向奥斯

曼帝国宣战。 １０ 月 ５ 日， 意大利占领利比亚， 内外交困的奥斯曼帝国签订了

《洛桑条约》， 割让利比亚。 奥斯曼帝国解体后， 利比亚反意抵抗组织被迫各自

为战， 在意大利人分而化之、 重点打击的策略中败下阵来。 １９３２ 年， 意大利完

全占领利比亚。 意大利对利比亚种族主义的殖民政策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 意大利法西斯将利比亚视为舒缓人口压力的农业殖民地， 挤压利比亚

人的生存空间。 法西斯上台后， 意大利殖民当局开始没收利比亚人的土地和财

产， 并将之分配给意大利农业移民。③ １９３２ 年， 意大利政府以官方名义推动农业

殖民化。 １９３８ 年， 意大利向利比亚输出移民， 最多达两万人。④ 到 １９４０ 年， 整

个利比亚大约有 １１ 万意大利殖民者。 其次， 意大利政府排斥利比亚人参与政治。
意大利殖民当局掌握绝对权力， 除少数政府雇员外， 利比亚人几乎没有参政

权。⑤ 最后， 意大利政府奉行 “文化灭绝” 政策。 １９２８ 年意大利颁布法令， 禁

止出版阿拉伯语出版物， 停办阿语学校， 强行要求利比亚人接受意大利语言和文

化。⑥ 换言之， 意大利殖民统治只是完成了 “破坏性” 使命， 其基于种族主义的

“意大利化” 从经济、 政治、 思想文化等方面否定和摧毁了利比亚早期现代化的

初步成果。
第三， 利比亚人在反意抗争中铸就宗教民族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 这两种

民族主义来自反意抗争中不同抵抗类型的实践和利比亚知识分子的思想倡导， 也

成为推动利比亚独立的内部动力。 的黎波里塔尼亚民族主义者建立了阿拉伯世界

·３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Ａｌｉ Ａｂｄｕｌｌａｔｉｆ Ａｈｍｉｄａ，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ｉｂｙａ：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１８３０ －１９３２，ｐｐ. ９８ － ９９.
Ｌｉｓａ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ａｎｄ Ｌｉｂｙａ，１８３０ －１９８０，ｐ. ７３.
Ｅ. Ｅ. Ｅｖａｎｓ － Ｐｒｉｔｃｈａｒｄ，Ｔｈｅ Ｓａｎｕｓｉ ｏｆ Ｃｙｒｅｎａｉｃａ，ｐｐ. １９４ － １９５.
Ｊｏｈｎ Ｗｒｉｇｈｔ，Ｌｉｂｙａ：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ｐ. ２１.
Ｌｉｓａ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ａｎｄ Ｌｉｂｙａ，１８３０ － １９８０，ｐｐ. ２１９ －
２２０.
Ｒｏｎａｌｄ Ｂｒｕｃｅ Ｓｔ Ｊｏｈｎ，Ｌｉｂｙａ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５，ｐ.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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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共和国， 即的黎波里共和国。① 在昔兰尼加则是宗教圣战与反意抗争相结

合。 现代国家概念在利比亚反意抗争的实践中逐渐形成。
思想上， 流亡在外的精英从事反意宣传和政治活动， 受不同民族主义思想流

派影响， 回到利比亚后参与利比亚独立的政治议程。 一方面是宗教与民族主义结

合， 主张 “圣战” 思想与反意抗争相结合， 为谋求国家独立披上宗教合法性， 政

治上则谋求在赛努西教团领袖赛义德·伊德里斯 （Ｓａｙｙｉｄ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Ｉｄｒｉｓ ａｌ －Ｍａｄｈｉ
ａｌ － Ｓａｎｕｓｉ） 的领导下建国。 另一方面则是阿拉伯民族主义， 以巴希尔·萨达维

（Ｂａｓｈｉｒ ａｌ － Ｓａ‘ｄａｗｉ）② 为代表， 主张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共和国。 巴希尔·萨达

维领导的流亡团体致力于争取阿拉伯世界支持利比亚的反意抗争， 思想上与泛阿

拉伯主义契合。③

第四， 大国博弈与利比亚民族主义相互竞逐， 利比亚在妥协中借助联合国实

现独立。 １９４３ 年北非战役结束后， 英国占领昔兰尼加和的黎波里塔尼亚， 法国

占领费赞， 利比亚的命运掌握在大国手中， 大国博弈成为影响利比亚问题解决最

主要的外部因素。 １９４８ 年 ９ 月 １５ 日， 英、 美、 法、 苏四大国互不妥协， 利比亚

问题陷入僵局， 只能交由联合国大会处理。
在联合国大会上， 英国力主托管利比亚。 １９４９ 年 ４ 月， 英、 意出台贝文—

斯福札计划 （Ｂｅｖｉｎ － Ｓｆｏｚａ Ｐｌａｎ）， 即英、 意、 法分别托管利比亚三个地区， 十年

后再让利比亚独立。 这一计划激起利比亚国内普遍反对， 民族主义情绪前所未有

的高涨， 并得到苏联以及众多阿拉伯国家一致支持。 最终， 贝文—斯福札计划遭

到联合国大会否决， 大国也放弃了托管利比亚的设想。 １９４９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经过

激烈讨论， 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利比亚独立决议， 要求利比亚不迟于 １９５２ 年 １ 月 １
日独立。④

然而， 大国干涉从未远离利比亚。 为了方便获取战略利益， 英、 美压缩了利

比亚筹备国家独立的时间。⑤ 结果是联合国大会给予利比亚的独立准备时间不足

３ 年， 大国殖民托管的阴影仍笼罩着利比亚政治精英， 后者只能最大程度地妥

·４６·

①

②

③

④

⑤

Ｍａｊｉｄ Ｋｈａｄｄｕｒｉ，Ｍｏｄｅｒｎ Ｌｉｂｙａ： 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Ｊｏｈｎ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３，
ｐｐ. ２１ － ２２.
巴希尔·萨达维被誉为 “利比亚民族主义之父”， 他最早在阿拉伯世界公开提出利比亚民
族主义纲领， 认为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组成新的乌玛即独立国家， 也是他最早开
启利比亚流亡精英的民族主义活动。 Ａｎｎａ Ｂａｌｄｉｎｅｔｔｉ，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ｙ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Ｌｅｇａｃｙ，Ｅｘｉ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ａ Ｎｅｗ Ｎ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ａｔｅ，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０，ｐｐ. ８１ － ８２.
Ａｎｎａ Ｂａｌｄｉｎｅｔｔｉ，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ｙ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Ｌｅｇａｃｙ，Ｅｘｉ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ａ
Ｎｅｗ Ｎ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ａｔｅ， ｐｐ. １０２ － １０５.
韩志斌： 《地缘政治、 民族主义与利比亚国家构建》， 《历史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 第
１３０—１４５ 页。
ＦＲＵＳ，１９４９，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Ｖｏｌ. ４，ｐｐ. ５７２ － ５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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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 力求在时限内建构起国家雏形。 在联合国专员帮助下， 利比亚照搬西方政治

制度。① 由于缺失自主设计政治制度、 整合国内政治资源的机遇， 利比亚不得以

妥协地建构起缺乏中央权威的新国家。 １９５１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国王伊德里斯宣布建

立利比亚联合王国， 利比亚现代化迈入新阶段。
总的来说， 利比亚现代国家建构是内外动力在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结

果。 １９ 世纪以来， 利比亚饱受殖民主义荼毒， 奥斯曼帝国引入早期现代化的成

果遭到意大利殖民者摧毁， 民族主义成为利比亚前国家时期最重要的遗产。 利

比亚缺少国家建构的历史， 又遭受大国干涉影响， 由联合国 “制造” 而成的现

代国家具有鲜明的 “先天不足”。 伊德里斯王朝能在多大程度上把握现代化主

权， 如何建构驱动现代化进程的领导核心决定着利比亚现代化发展道路的

抉择。

君主制民族主义： 现代化道路之争与过渡性现代化实践

建立民族国家是现代化开端最重要的前提之一， 原因在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

要求政治共同体经过整合建立有效的中央权力， 从而主动促进和领导多领域的现

代化发展与改革， 并有效控制现代化进程引发的混乱。 受限于利比亚特殊的独立

过程和资源禀赋， 伊德里斯王朝的现代化实践具有典型的过渡性， 即从联邦制过

渡到集权制， 从各省 “单打独斗” 到统一的现代化改革齐头并进， 从亲西方道

路转向阿拉伯社会主义。 特别是伊德里斯王朝废联邦改集权后的现代化改革承接

前后两个阶段， 其措施、 特点和影响却被国内外学界长期忽视。
立国之初， 在国家构建模式上就存在联邦制和集权制两种主张， 两者实际上

是关于利比亚现代化的两条道路， 区别在于现代化驱动核心的差异。② 联邦制是

妥协的现代化模式， 源于国家极为贫困， 不同地区间缺乏历史联系的条件约束。
表现为： 各省各为其政， 国家经济发展依赖西方援助和资本，③ 政权抑制民族主

·５６·

①

②
③

当时利比亚的政治制度大致包含以下内容： 实行君主立宪制； 参照西方两院制， 设有众
议院和参议院组成的联邦议会， 以及省级地方议会； 伊斯兰法庭与世俗法庭并行， 设有
各级法院和最高法院； 的黎波里塔尼亚、 昔兰尼加和费赞 ３ 个省份组成利比亚联合王国，
实行联邦制， 在各省高度自治的前提下向联邦政府让渡权力， 宪法明确规定联邦政府所
属权力之外的权力归地方各省所有。 Ｍａｊｉｄ Ｋｈａｄｄｕｒｉ，Ｍｏｄｅｒｎ Ｌｉｂｙａ：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ｐ. １８５ － ２０５.
韩志斌： 《利比亚早期现代化的两条道路之争》， 《世界历史》 ２００８ 年第 ２ 期， 第 ９８—１０８ 页。
ＩＢＲＤ，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ｉｂｙａ：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Ａ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ｉｂｙａ，Ｊｏｈｎ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０，ｐ. ３８.



中国非洲学刊　 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

义政治力量，① 地方依赖中央补贴财政赤字。 集权制则是依托石油收入自上而下

地推动现代化改革， 民族主义充当政治合法性和精神驱动力， 以第一个五年发展

计划 （简称 “一五计划”） 为中心。
利比亚联邦制有如下特点： 中央和地方之间权力制衡、 互相约束， 地方政府

的权力远强于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的行政部门齐全而完善， 行政人员的数量远超

中央政府。 利比亚之所以在立国之初采取联邦制主要有以下因素： 一是联邦制是

利比亚各省谋求快速建国的妥协结果； 二是松散的联邦制成为西方国家影响利比

亚的最佳方式；② 三是利比亚碎片化的地缘结构决定了联邦制的治理模式。 利比

亚联邦制对缓和地方矛盾起着重要作用， 是利比亚 “先天不足” 的民族国家构

建的必然逻辑， 尽管它与现代化的客观需求背道而驰。③

１９５９ 年， 利比亚发现石油后， 联邦制成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最主要的掣肘。
首先， 联邦制的利比亚基本上是一种松散的地方性关系， 不具备推动利比亚现代

化的内在驱动力。 一方面， 地方 “藩镇割据、 各自为政” 的权力结构限制了中

央推行现代化改革的空间； 另一方面， 地方政府间政策和制度不协调， 阻碍国家

提升经济治理能力。 例如， 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都有省级的所得税、 工业

登记和许可制度， 限制两省之间货物流动， 甚至一度外汇管制权都归属省级政

府。④ 联邦政府很难与省级政府就重大国事进行协商， 遑论制定经济发展计划。
其次， 联邦政府和省级政府冗员现象严重， 形成浪费和低效率的官僚体制。
１９５７—１９５８ 年度， 利比亚向政府工作人员支付的工资总额为 ６００ 万—７００ 万利比

亚磅， 占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 １２％以上。⑤ 最后， 联邦政府职能限制了石油资源

有效开发。 发展石油工业要求利比亚政府拥有统一的税收、 监管制度和明确的产

权界定。⑥ 特别是利比亚石油产地集中于苏尔特盆地， 石油开采和运输均涉及昔

兰尼加和的黎波里塔尼亚， 松散的联邦制无疑加剧石油开发的制度性成本。

·６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１９５２ 年 ２ 月 １９ 日， 萨达维领导的民族主义政党在议会选举中失败， 进而引发其支持者与
政府的冲突。 ２ 月 ２１ 日， 萨达维被驱逐出境， 利比亚随即宣布禁止政党活动， 颁布新闻
管制， 此后利比亚政治活动和政治参与都被局限在很小范围内。 ［美］ 罗纳德·布鲁斯·
圣约翰： 《利比亚史》， 韩志斌译， 东方出版中心 ２０１５ 年版， 第 ９７—９８ 页。
Ｄｉｒｋ Ｖａｎｄｅｗａｌｌｅ，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ｉｂｙａ，ｐ. ４７.
韩志斌： 《利比亚早期现代化的两条道路之争》， 第 ９８—１０８ 页。
ＩＢＲＤ，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ｉｂｙａ：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Ａ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ｉｂｙａ，ｐ. ７６.
ＩＢＲＤ，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ｉｂｙａ：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Ａ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ｉｂｙａ，ｐ. ７５.
Ｓａｓｋｉａ Ｖａｎ Ｇｅｎｕｇｔｅｎ，Ｌｉｂｙａ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１９１１ － ２０１１，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６，ｐ.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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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１ 年 ９ 月， 利比亚首次商业出口原油， 本国经济开始进入高速发展期，
政治制度也从联邦制转向中央集权制。 １９６３ 年 ４ 月， 利比亚修改宪法， 正式废

除联邦制改为集权制。 其主要内容是： 废除省级立法会和司法制度， 国名也从利

比亚联合王国改为利比亚王国； 石油收入、 公司及个人税收归属中央政府， 利比

亚政治结构逐渐从联邦制过渡到单一制， 地方权力收归中央。① 改为集权制后，
伊德里斯王朝制定并实施了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 君主制民族主义政权得以真正

开启现代化改革。 该计划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 弥补农业发展历史欠债， 采用综合性手段提高农业产量， 推动农业现

代化。 联邦制时期， 农业是利比亚最重要的产业， 吸纳了全国最多的劳动力。 然

而， 利比亚农业生产方法原始， 农民生活没有保障， 农业生产环境恶劣， 土地部

落所有制限制了农业投资动力。② 其结果是农业生产条件恶化拖累了伊德里斯王

朝的财政。 １９５５—１９５８ 年， 利比亚联邦政府 ２９％ 的公共支出用于农业补贴和避

免水土流失， １８％用于电力和水供应。③ “一五计划” 期间， 农业拨款 ２９２７. ５ 万

利比亚镑， 占该计划总额的 １７. ７％ 。④ 利比亚农业现代化的具体措施包括： 提供

直接的农业补贴、 无息贷款和农产品价格保护； 促进农业生产模式初步革新， 许

多农场引进良种、 新技术并配备新式柴油农业机械； 推动部落定居计划。 １９６３ 年 ７
月， 利比亚设立国家农业定居管理局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主要负责分配国有土地， 帮助定居农民购置启动物资， 但所建农场大多依赖国家

补贴， 成效参差不齐。⑤ 该机构还为农民提供教育和培训， 推广现代研究方法和

适宜耕作方法的试验。 从结果上看， 自 １９６３ 年以来利比亚农业生产一直保持

４. ５％左右的年增长， 显示出改善迹象。⑥ 不过， 农业现代化虽然使农业产量连

年增长， 但是难以满足国内急剧增长的农产品需求， 利比亚不可避免地从粮食出

口国转变为粮食进口国。
第二， 大规模新建公共基础设施， 弥补基建缺失。 伊德里斯王朝 “一五计

划” 在公共设施建设方面共花费 ４４９０ 万利比亚镑， 占总发展计划的 ２６％ ， 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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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房屋、 学校、 医院、 办公楼、 公路、 机场和港口等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

基础设施。① １９６３—１９６８ 年， 利比亚电力供应的装机量增长了 ３ 倍， 并重建了连

接东西部的沿海公路， 新机场建设亦被提上日程。②

第三， 工业领域优先发展石油工业和建筑业。 联邦制时期， 利比亚工业尚处

于空白阶段， 而突破重点领域是工业化起步的唯一路径。 石油工业是利比亚经济

现代化的引擎。 １９６２—１９６９ 年， 利比亚政府的石油收入从 ４ 千万美元增长至 ８ 千

万美元， 其中 １９６６ 年石油工业产值占当年利比亚国内生产总值的 ６０％ 。③ 利比

亚石油工业突飞猛进， 一方面得益于利比亚政府出台的优惠政策， 吸引大量中小

外国石油公司参与开发利比亚的石油资源； 另一方面则缘于利比亚原油富有市场

竞争力， 即油质低硫和不经苏伊士运河的便利交通。 此外， “一五计划” 重点建

设公共基础设施， 助推利比亚建筑业迅猛发展： １９６４—１９６６ 年， 利比亚水泥进

口量增长了 ３ 倍， 建筑业的经济贡献翻倍。④ 然而， 制造业增长却陷入瓶颈， 食

品加工业占据制造业主流， 重工业仍局限于石油行业。
第四， 修建大量廉租房， 建立社会保障系统雏形。 “一五计划” 期间， 利比

亚修建了 １０ 万套廉租房，⑤ 初步建立了国家保险计划并使覆盖面扩大至 １７ 万

人，⑥ 社会保险系统显露雏形。 不过， 伊德里斯王朝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较为粗

糙， 短时间内修建大量廉租房却不遏制过热的房地产市场。 在整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

代， 利比亚城市房价飞涨反而使特权阶层借机一夜暴富，⑦ 加剧利比亚社会贫富

差距。
第五， 伊德里斯王朝现代化最重要的遗产是早期石油国有化措施。 这一时期

利比亚石油产业最重要的特点是： 独立的中小型石油公司占据半壁江山， 在原油

生产份额上与国际石油巨头基本并驾齐驱。⑧ 利比亚政府得以分而化之， 在收回

石油主权的过程中掌握主动权。 １９６８ 年 ４ 月， 利比亚仿照海湾国家成立国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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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君主制民族主义到伊斯兰社会主义

比亚石油总公司， 规定外国石油公司必须与利比亚石油总公司合作， 以成立附属

子公司的形式参与利比亚石油生产。 伊德里斯王朝借此迈出收回石油主权的坚实

一步。 换言之， 早在卡扎菲上台前， 利比亚就已制定措施逐步从国际石油公司手

中夺回更多利润， 奠定了利比亚收回石油主权的基础。
改为集权制后， 伊德里斯王朝现代化实践有以下特点： 一是难以摆脱西方国

家影响， 外国军事与经济存在仍然占据优势地位。 经济上， 外国人控制了的黎波

里塔尼亚大多数工厂，① 利比亚机场也几乎由外国航空公司运营。② 军事上， 伊

德里斯王朝依赖英、 美军事保护， 以援助换基地政策保留了两大西方军事基地，
即美国惠勒斯基地和英国阿丹姆基地。 二是地租型国家主导的现代化。 发现石油

后， 伊德里斯王朝资本过剩， 其现代化表现为大规模投资多个领域， 国家是推动

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权钱交易极为猖獗， 导致严重腐败。 此外， 劳动力

短缺是国家发展掣肘， 利比亚 １ ／ ３ 以上的建筑工人是外籍劳工。③ 三是属于混合

过渡型， 具备阿拉伯社会主义模式部分特征。 民族主义和反帝反殖是阿拉伯社会

主义模式的核心内容， 该模式在实践中强调国有化、 计划经济与阶级和谐， 致力

于推动社会公平正义。④ 伊德里斯王朝改为集权制后， 利比亚政府推行国家发展

计划， 重视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 试图使石油收入惠及广大民众， 外交上则尝试

摆脱西方国家影响。
伊德里斯王朝现代化存在结构性缺陷， 核心原因在于利比亚现代化的主导力

量无法应对现代化转型带来的危机。 第一， 无法遏制的通货膨胀引发社会剧变。
利比亚通胀螺旋起因于外部资金涌入造成利比亚市场需求远超国内供给能力， 高

素质劳动力短缺迫使用工成本大幅提高， 从而抬高国内商品和服务生产的价格。
同时， “一五计划” 的大规模投资助推通胀攀升。 １９６５—１９６８ 年， 利比亚农产品

批发价格普遍上涨 １ ／ ３。⑤ 恶性通胀使大部分利比亚人的生活条件急剧恶化。 据

统计， １９６４ 年利比亚失业率高达 ８. ４％ 。⑥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 在全球生活成本

城市排名中， 的黎波里高居第九。⑦ 伊德里斯王朝现代化在石油收入推动下，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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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关系逐步取代利比亚原先半封闭的经济、 社会结构， 利比亚现代化模式急剧

转型。 然而， 伊德里斯王朝未能控制现代化转型衍生的恶性通胀， 社会阶层急剧

分化， 贫富差距极为悬殊， 反而摧毁了自身统治基础。
第二， 多领域的系统性腐败和僵化的君主统治阻碍了伊德里斯王朝突破现代

化 “深水区”。 伊德里斯王朝以部落政治构建国家政治制度。① 利比亚发现石油

后， 君主制政权依赖部落支持， 创建了以进入国家分配机构为中心的食利团

体，② 特权网络层层衍生， 出现了所谓的 “庇护主义” 结构，③ 国家丧失监管与

遏制腐败的能力。 严重的腐败现象蔓延至利比亚政治、 经济等领域， 根本性地阻

碍了伊德里斯王朝深化现代化改革。
第三， 伊德里斯国王的外交战略与利比亚政府的外交政策互斥。 相较于利比

亚政府表现出的亲阿拉伯民族主义政策， 因恐惧埃及 “霸权”， 伊德里斯国王继

续奉行亲西方道路。④ 美国事实上利用伊德里斯国王对埃及的敌视和恐惧， 使利

比亚成为美国对抗激进阿拉伯国家的堡垒。⑤ １９６７ 年 ６ 月第三次中东战争后， 面

对国内汹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浪潮， 伊德里斯国王选择逆潮流地保持同美国的亲

密关系。 他甚至直接向时任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大卫·纽森 （Ｄａｖｉｄ Ｄ. Ｎｅｗｓｏｍ）
询问： “美国准备如何防御， 以防利比亚受到攻击……纳赛尔在叙利亚和也门都

失败了， 但谁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对利比亚开战。”⑥ 伊德里斯国王迫使利比亚政

府的民族主义外交政策难以为继， 其保留美国军事基地的政策更是逆民族主义潮

流， 政权合法性因而消耗殆尽。
总而言之， 伊德里斯王朝现代化道路经历了从联邦制向集权制转换， 统一了

国家权威才得以开展综合性改革。 伊德里斯王朝现代化改革旨在弥补缺点和突破

重点， 积累现代化基础性成果， 但其过程却陷入 “失范” 状态， 远远超出君主制

现代化模式的控制范畴， 伊德里斯王朝反而成为阻碍利比亚现代化的陈旧因素。 利

比亚呼唤一种全新的现代化模式， 这就是利比亚阿拉伯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前提。

·０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闫伟、 韩志斌： 《部落政治与利比亚民族国家重构》，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 第
１１８—１２０ 页。
Ｄｉｒｋ Ｖａｎｄｅｗａｌｌｅ，Ｌｉｂｙａ Ｓｉｎｃ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Ｏｉｌ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ｐｐ. ５２ － ５３.
李鹏涛、 陈洋： 《殖民地国家的基本特征与当代非洲国家治理》，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 第 ４０—４１ 页。
伊德里斯国王亲西方立场最鲜明地体现在寻求美国直接的安全保护。 １９６５ 年 ９ 月 １ 日，
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向利比亚国王伊德里斯致信， 保证美国不会对袭击利比亚的侵略
行为漠不关心， 事实上仅给予伊德里斯国王口头宽慰。 ＦＲＵＳ，１９６４ －１９６８，Ｖｏｌ. ２４，Ａｆｒｉｃａ，
ｐｐ. １１０ － １１１.
ＦＲＵＳ，１９６９ － １９７６，Ｖｏｌ. ２４，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ｒａｂｉａｎ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１９６９ － １９７２；Ｊｏｒｄａｎ，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９７０，ｐ. １４.
ＦＲＵＳ，１９６４ － １９６８，Ｖｏｌ. ２４，Ａｆｒｉｃａ，ｐｐ. １３９ － １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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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民族主义： 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实践

二战后， 大多数阿拉伯共和制国家都选择阿拉伯社会主义作为现代化发

展道路。 １９６９ 年 ９ 月 １ 日， 以卡扎菲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通过政变推翻伊德

里斯王朝， 建立革命指导委员会 （简称 “革指会” ） 掌握政权， 由此掀开革

命民族主义①的序幕， 利比亚现代化迈入新阶段。 卡扎菲统治时期， 利比亚选

择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 是因为民族主义是利比亚现代化的内部驱动力和合法

性基础， 同时民族主义进程与现代化目标基本一致，② 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相辅

相成。
１９６９ 年政变是利比亚革命民族主义及其现代化模式的起点， 其原因一方面

在于革命军官们从特殊国情出发逐步探索出具有利比亚特色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模

式。 正如卡扎菲的副手贾鲁德所说： “选择社会主义并不是偶然的， 而是它提供

了解决我们人民问题的唯一手段。”③ 另一方面在于政变后采取的一系列系统而

影响深远的现代化变革。 从现代化研究视角出发， 革命民族主义通过革命手段进

一步推动利比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 并以伊斯兰社会主义的模式加之结

构化。 利比亚革命民族主义现代化的主要内容有以下方面。
第一， 政治现代化方面， 卡扎菲革命民族主义构建了具有利比亚特色的政治

体制。 首先， 否定西方政治制度， 实行直接民主。 革命民族主义构建新型政治制

度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动员利比亚民众， 卡扎菲的回答是民众统治和直接民

主。 １９７１ 年 １ 月， 卡扎菲在扎维耶宣布利比亚实行民众统治。 １９７３ 年 ４ 月， 卡扎

菲发动民众革命， 以最广泛的方式动员全国民众参与国家制度建设。 在 《绿皮书》

·１７·

①

②
③

革命民族主义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形成于独裁政权失去了控制现代化进程的能力而崩溃；
二是强调以抗拒社会作为新政权的基础， 形成了倾向于现代化并较有内聚力的精英团体，
从而使现代化模式与结构定型化； 三是现代化的群体具有强烈的内部取向， 精英一旦占
据优势， 就会强制推行自己的制度模式与变迁取向。 民族主义精英的革命目标在于构建
一种具有弹性结构的权力中心， 约束与容纳各阶层的意志与利益。 ［以］ 埃森斯塔特：
《现代化： 抗拒与变迁》， 张旅平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版， 第 １１４—１４５ 页。
田文林： 《中东民族主义与中东国家现代化》， 《世界民族》 ２００１ 年第 ４ 期， 第 ２０—２１ 页。
卡扎菲的表述是： 利比亚社会主义起源于阿拉伯—伊斯兰 （传统）， 并致力于平等、 合作
和消除剥削； 利比亚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消灭私有财产， 也不能与共产主义相提并论；
此外， 利比亚社会主义包括终结庇护制度和奴隶制， 终结男女在权利和义务方面的歧视，
以及把利比亚的阿拉伯人从贫困和落后中解放出来。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ｙ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ｈｅ Ｌｉｂｙ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１４ Ａｐｒｉｌ １９７１，
Ａｄａｍ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ｐ. ４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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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卡扎菲认为西方政党和代议制是剥削的象征， 只有直接民主才能解决利比亚

的政治问题。① １９７７ 年 ３ 月 ２ 日， 卡扎菲颁布 《人民权力宣言》， 正式宣布建立

利比亚直接民主制度， 其主要内容是民众任命基层人民委员会， 各基层人民大会

的代表组成国家权力机构总人民大会， 各级人民大会建立相应的人民委员会作为

执行机关。 自此， 利比亚国家制度的构架建立起来。
其次， 革命领导层内乱使卡扎菲转向克里斯玛型统治。 以卡扎菲为首的自由

军官组织夺取政权是利比亚现代化过程中新旧权力中心交替的逻辑结果， 然而革

指会不是具备高度内聚力的政治组织， 革指会成员关于利比亚未来道路存在争

议。② １９７５ 年 ８ 月， 革指会内部斗争达到高潮， 两名革指会成员发动未遂政变，
卡扎菲顺势开展政治清洗， 革指会被缩减至 ５ 人。 自此， 卡扎菲坚持通过各种独

特方式增强个人统治的魅力， 将自身塑造为反抗西方国家的先锋和阿拉伯民族主

义的代表， 展现魅力型统治的特征。③

再次， 部落力量填补高层政治真空。 鉴于伊德里斯王朝的部落政治特征， 革

指会掌权后清洗了国家机构中与旧政权联系紧密的部落精英。 １９７５ 年， 革指会

内乱正式终结了革命民族主义的集体领导， 政权出现高层政治真空。 卡扎菲转而

任命其部落成员担任重要职位， 以此巩固个人权力。 卡扎菲所在部落的成员开始

进入军队与国家安全等重要领域。④ 某种程度上， 卡扎菲转向寻求部落力量支持

也反映出卡扎菲不排斥部落认同的执政思想。 正如丽萨·安德森 （Ｌｉｓａ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指出： 卡扎菲将国家构建成为一个大部落、 大家庭。⑤

最后， 民众权威与革命权威分离， 借助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体系进行国家治

理。 １９７８ 年 ９ 月 １ 日， 卡扎菲宣布革命权威与民众权威分离。 １９７９ 年 ３ 月， 卡

扎菲正式宣告建立以革命委员会为代表的革命权威机构， 利比亚因此出现正式制

度与非正式制度分享国家权力的政治结构。 在二元政治结构中， 以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为代表的正式制度行使行政权， 负责绝大部分的国家日常工作。 革命委员会

则是非正式制度的代表， 其成员主要来自基层人民委员会内效忠卡扎菲的年轻一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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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利］ 穆阿迈尔·卡扎菲： 《绿皮书》，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版， 第 ９—２０ 页； 第 ３７—
４０ 页。
Ｄｉｒｋ Ｖａｎｄｅｗａｌｌｅ，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ｉｂｙａ，ｐｐ. １００ － １０１.
Ｏｍａｒ Ｉ. Ｅｌ Ｆａｔｈａｌｙ ａｎｄ Ｍｏｎｔｅ Ｐａｌｍ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Ｌｉｂｙａ，
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 Ｂｏｏｋｓ，１９８０，ｐｐ. ６４ － ６５.
Ｄｉｒｋ Ｖａｎｄｅｗａｌｌｅ，Ｌｉｂｙａ Ｓｉｎｃ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Ｏｉｌ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ｐ. ８８.
［美］ 菲利普·库里、 ［以］ 约瑟夫·克丝缇娜主编： 《中东部落与国家形成》， 韩志斌等
译，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２２ 年版， 第 ３３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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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① 职能是 “保卫革命”， 实质是与正式国家机构争夺权力，② 充当卡扎菲监

督民众和巩固统治的工具。 卡扎菲个人则凌驾于两种政治制度之上， 实际掌握国

家大权。 二元政治结构是卡扎菲治下利比亚最重要的政治制度特征， 也是利比亚

革命民族主义异化为卡扎菲权威统治的重要标志。
第二， 经济现代化方面， 利比亚收回石油主权， 推动经济结构多元化， 实行

国民经济全面国有化。 首先， 利比亚实现石油国有化， 奠定革命民族主义的物质

基础。 利比亚主要采取三步走战略收回石油主权： 一是逐步抬高原油价格。 １９７０
年， 利比亚政府步步为营成功迫使各大石油公司同意抬高油价， 以换取提升原油

产量。③ 二是改组国有石油公司， 逐步接管石油工业。 １９７０ 年 ５ 月， 利比亚政府

将伊德里斯王朝遗留的石油总公司改组为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 借助下属子公司

逐步接管和控制石油生产和销售环节。 三是 １９７３ 年 ９ 月 １ 日利比亚正式全面国

有化境内外国石油公司。 经过三年斗争， 利比亚石油收入由 １９７０ 年的 １３ 亿美元

增至 １９７３ 年的 ２３ 亿美元， 赎罪日战争后利比亚石油收入进一步暴涨， １９７６ 年利

比亚石油生产的 ６５％已由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控制。④

其次， 重点实现工业化， 但农业现代化陷入瓶颈。 工业方面， 利比亚实施进

口替代战略， 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和能源密集型重工业。 第一个经济和社会转型

计划 （１９７６—１９８０ 年） 是卡扎菲时期利比亚工业发展的分水岭， 工业发展计划

占比 １９％ ， 利比亚开始注重发展重工业。⑤ 第二个转型计划 （１９８１ － １９８５ 年）
期间利比亚进一步推动工业化发展， 具体表现为： 轻工业领域奉行进口替代战

略； 重工业发展中心转向能源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工业， 碳氢工业、 冶金业、 建

筑业和食品加工业是主要领域。⑥ 然而， 受限于人才储备不足和技术水平落后，
碳氢工业不足以建立完整的产业链。

农业方面， 卡扎菲推行所谓的 “绿色革命”， 强调通过农业现代化实现自给

自足， 主要措施有： 规划五大农业区， 引入现代化农业生产模式， 在国家发展计

划中大规模补贴农业， 改善农民生活， 修建农业基础设施等。 １９７７ 年， 卡扎菲

开启土地国有化进程， 利比亚几乎所有土地全部国有化。⑦ 但是土地国有化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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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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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ｒｋ Ｖａｎｄｅｗａｌｌｅ （ｅｄｓ. ），Ｌｉｂｙａ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６９：Ｑａｄｈａｆｉ’ｓ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ｐ. ６７.
Ｄｉｒｋ Ｖａｎｄｅｗａｌｌｅ （ｅｄｓ. ），Ｌｉｂｙａ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６９：Ｑａｄｈａｆｉ’ｓ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ｐ. １０９.
［美］ 约翰·库利： 《利比亚沙暴———卡扎菲革命见闻录》， 第 ８９—９１ 页。
［美］ 约翰·库利： 《利比亚沙暴———卡扎菲革命见闻录》， 第 １０２、 １０８ 页。
Ｊ. Ａ. Ａｌｌａｎ （ｅｄｓ. ），Ｌｉｂｙａ Ｓｉｎｃ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 ５８.
Ｊ. Ａ. Ａｌｌａｎ （ｅｄｓ. ），Ｌｉｂｙａ Ｓｉｎｃ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ｐ. ５９ －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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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土地产权变化， 土地分配改革成效有限， 参与分配的土地均是未开垦的荒

地。 卡扎菲试图重新分配所有超过 １０ 公顷的土地， 以消灭农业雇佣现象， 但遭

到土地所有者广泛抵制， 以至于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只有少部分地区实施了土

地再分配。① 革命民族主义农业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在于把粮食安全等同于自给自

足， 片面强调农业产量增长。 此外， 利比亚大规模农业生产还以牺牲水资源为代

价， 农业密集区地下水位显著降低。②

再次， 从利比亚化到激进国有化， 利比亚所有制经历剧烈变迁。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 卡扎菲实行所有制的利比亚化政策， 旨在消灭除石油公司外旧政权遗留

的外国经济存在。 主要内容有： 驱逐所有意大利社区， 没收其土地和财产； 要求

政府合同分配给利比亚公司， 新的小型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卡扎菲实行利比

亚化的目标是经济奖励参与革命的利比亚民众， 从而巩固革命民族主义合法

性。③ 然而利比亚化政策创造了成千上万个分裂的小型经济单位， 不利于利比亚

经济长期健康发展。 随着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后期卡扎菲伊斯兰社会主义思想成

熟， 利比亚开始以 《绿皮书》 为蓝本推行激进的全面国有化。 １９７７ 年， 卡扎菲

颁布法令， 规定除有成年男性后代的家庭外， 任何利比亚家庭都不允许拥有一套

以上房产， 租客因而获得房东的房屋所有权。④ １９７８ 年 ９ 月 １ 日， 卡扎菲宣布取

缔私有经济， 实行全面国有化，⑤ 即使小型的零售部门也被国有超市取代。 １９８１
年， 利比亚已成为典型的国有经济体制。

最后， 推动经济多元发展， 致力于打破国民经济结构单一局面。 利比亚政府

主要通过制定发展计划的方式来推动经济现代化。 其总体特征是： 致力于改变石

油主导经济的格局， 积极发展新兴工业； 增加天然气产量， 重视天然气勘探与开

发； 推进冶金业、 制造业、 建筑业等非碳氢工业加速发展； 重视农业现代化， 以

自给自足为理想目标。 革命民族主义经济多元化的局限性在于发展项目吸纳资金

的效率不高， 偏好资本密集和能源密集的先进技术， 忽视相对易于发展的适用技

术，⑥ 为了现代化绩效而现代化的现象十分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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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扎菲推广国有化的口号是 “合作伙伴， 而不是工薪阶层”， 国有化首先从无产者接管工
厂和企业开始。 Ｊｏｈｎ Ｗｉｇｈｔ，Ｌｉｂｙａ：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ｐ. ２６４ － ２６５.
黄民兴： 《试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 《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第 ２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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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社会现代化方面， 利比亚传统部落社会分化为多元结构， 呈现城乡二

元化发展现象， 地区发展不平衡。 首先， 卡扎菲试图通过行政手段， 自上而下地

改变利比亚部落社会特征， 但是未能达成目标。 革命前利比亚是典型的部落社

会， 游牧、 半游牧人口占绝对多数，① 部落事务高度自治。 卡扎菲掌权后， 为破

除部落影响采取了综合性措施： 清除旧政权的部落高官， 重新划分行政区和部落

边界， 把不同部落划分至国家行政单位， 鼓励部落成员加入国家机构， 任命地方

官员管理部落事务。② 然而， 这些治理措施的成效很有限。 政府任命的地方行政

人员很难获得部落民众的信任和支持。 地方行政结构改组取得成功， 却招致部落

谢赫及其支持者反感， 后者厌恶被政府排除在政治体系之外。③

其次， 卡扎菲发动民众革命和国民经济全面国有化， 推动部落社会分化。 一

种是坚持传统生活方式， 留在广大腹地的部落。 这些部落依照亲属关系和传统行

为模式自我管理部落事务， 认为现在生活是过去 “人民政府” 旧时光的遗留，
卡扎菲推动的直接民主和民众革命为部落传统与现代国家提供契合点。④ 其表现

为生活上享受政府福利和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便利， 政治上不满卡扎菲朝令夕

改， 对民众革命许诺的未来冷眼旁观。 二是前往城市转型为 “城市部落”。 利比

亚城市化是现代化带来的突出现象， 卡扎菲时期利比亚城市化快速推进。⑤ 利比

亚 “城市部落” 的形成原因是部落以集体为单位迁入城市， 借助福利政策购买

地区性住房， 进而在城市内划分部落边界。 例如， 某个部落购买整个街区， 这片

地域便成为部落领地， 组成部落的家庭单位、 地缘联系和亲属关系都没有发生根

本性变化。 “城市部落” 实质上构成了利比亚不可忽视的基层组织， 使城市呈现

出 “熟人社会” 的特征。 三是部分城市部落经济条件恶劣， 只能依赖政府福利

艰难度日， 沦为城市边缘群体。 部落社会分化也反映在人口分布层面， 呈现出城

市大聚居， 广大腹地零星散居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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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利比亚呈现城乡二元化发展特征， 地区间发展不平衡。 利比亚经济现

代化的工业项目基本建在地中海沿岸，① 这是降低人力和运输成本， 发挥靠近欧

洲市场的交通优势， 以及城市基础设施较为完备等综合因素作用的纯经济效益考

量。 这也反映了石油财富主要流向利比亚大城市的趋势， 国家主要政治和经济活

动集中于沿海城市， 广大腹地的现代化则较为缓慢。 此外， 卡扎菲片面重视的黎

波里塔尼亚地区， 昔兰尼加地区的发展需求遭到忽视。 其主要原因在于卡扎菲对

昔兰尼加与旧政权关系心存芥蒂， 昔兰尼加精英遭受物质与观念双重歧视。 卡扎

菲时期， 昔兰尼加地区成为多个重要反对派的发源地。
革命民族主义改变了部落社会的生活方式， 利比亚社会结构出现深层次分

化。 然而， 利比亚部落社会的特征并未发生根本性变革， 主要原因在于卡扎菲缺

乏连续性的部落社会改造计划， 其不稳定的革命政策引起民众不满。 正如约翰·
戴维斯 （Ｊｏｈｎ Ｄａｖｉｓ） 所说： “许多利比亚人的 ‘部落主义’ 并不是一种简单的

生存方式， 不是无法适应或改变的状态， 而是一种对政府及其工作的自觉质

疑。”② 卡扎菲依赖部落维护统治， 直接民主制度， 未经历大工业化生产以及部

落传统的现代化转型是利比亚部落社会分化但仍保持基本特征的奥秘。
第四， 思想文化方面， 卡扎菲试图以革命民族主义构建新型政治共同体认

同。 卡扎菲革命前， 君主制政权缺乏政治认同构建，③ 部落认同根深蒂固， 成为

卡扎菲推动革命民族主义现代化的思想障碍。 卡扎菲采取的解决方法是： 利用革

命民族主义和阿拉伯社会主义， 动员广大利比亚民众直接参与国家治理， 统合民

族主义与部落认同。 然而， 随着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退潮以及部

落社会转型， 部落认同并未被革命民族主义所取代， 反而在国家政治、 经济生活

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第五， 外交方面， 卡扎菲革命民族主义诉诸泛阿拉伯主义， 奉行反美、 反以

外交战略。 自夺取政权以来， 卡扎菲在外交上就以特立独行的个性和激进的泛阿

拉伯主义政策 “闻名于世”。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卡扎菲数次推动利比亚与其他阿

拉伯国家联合， 结果均宣告失败，④ 甚至因此与周边阿拉伯国家产生冲突。 此

外， 卡扎菲坚定支持巴勒斯坦抗争， 反对以色列， 因而与美国关系急剧恶化并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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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亲苏联政策。 在革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架构内， 利比亚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

团对抗是利比亚与西方殖民者和帝国主义斗争的延续。 然而， 随着 １９７８ 年埃及

与以色列和解， 泛阿拉伯主义迅速衰落， 卡扎菲奉行的激进政策及其支持恐怖主

义的行径反而使利比亚在国际上愈发孤立。 １９８６ 年 ４ 月， 美国轰炸利比亚引发

政权短暂危机，① 利比亚军事干预乌干达和乍得失败， 洛克比空难后联合国于

１９９２ 年和 １９９３ 年陆续出台了制裁措施，② 深受打击的利比亚经济陷入 “萧条的

十年”。
利比亚革命民族主义型现代化的特征有： 政治上表现为民众革命、 二元政治

结构以及卡扎菲个人威权统治的建构； 经济上实行利比亚化和国有化， 重点推进

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 致力于多元化的经济改革， 形成分配型的国民经济模式；
理论上体现在创立 “世界第三理论”， 出版指导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的 《绿皮

书》； 外交政策上突出领导人的魅力， 充当反美、 反以先锋， 不惜支持恐怖主义，
最终招致国际制裁。

总而言之， 利比亚革命民族主义与伊斯兰社会主义相辅相成， 构建了利比亚

特色的激进现代化模式。 在革命民族主义激情推动下， 利比亚政府既负责现代化

的制度安排、 理论阐述， 也通过权力杠杆推进利比亚经济发展， 很大程度上反映

了民族主义政治权力的泛化。 革命民族主义推动了部落社会分化， 但那些势力强

大的部落为了维护利益进行自我转向， 并抵制国家深化现代化改革。 此外， 以革

命委员会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崛起， 逐渐从革命先锋转变为卡扎菲维护政权安全

的工具， 革命委员会边缘化后， 由部落力量填补政治空缺。 革命民族主义试图以

“全能型国家” 模式调控现代化， 却因国家机构的臃肿和低效率带来一系列问

题。 因此， 革命民族主义对利比亚的现代化改造很难达到既定目标， 同时还引发

一系列负面效应。 革命民族主义力图把合法性建立在现代化政绩基础之上， 但是

一系列发展陷阱使之陷入难以摆脱的政绩困局。 因此，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后期以

来， 卡扎菲逐步放弃革命民族主义， 谋求现代化转型。

超越民族主义： 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转型与失败

民族主义的现代化有其历史使命。③ 一是实现民族和国家真正独立， 动员民

众并整合国内资源推动现代化， 二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 利比亚革命民族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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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志斌等： 《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研究》， 浙江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 第 １９７—２０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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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文林： 《中东民族主义与中东国家现代化》， 第 ２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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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基本实现了第一个目标， 但陷入 “政治式现代化” 的窠臼， 难以按照现代

化发展规律实现第二个目标。 革命民族主义毕竟不是利比亚社会、 经济和政治内

在累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在诸多方面背离现代化发展的基本规律， 因而迫

切需要与时俱进， 通过自我革新实现现代化转型。
利比亚谋求现代化转型是国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国际上，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起， 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中东国家驱动经济发展的推力普遍减弱，①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引发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剧烈变革， 阿以和谈与伊拉克入

侵科威特标志着阿拉伯世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动荡。
卡扎菲废除革命委员会权力并缓和安全部门的负面影响，② 革命民族主义形

成的卡扎菲威权主义迟滞了政治民主化进程。 经济上， 利比亚急需解除国际制

裁， 革命民族主义将经济现代化置于政治需要的前提下， 导致利比亚经济和社会

发展难以按照自身规律前进的困境。 意识形态上， 革命民族主义失去赶走西方势

力并开启利比亚自主现代化的魅力， 由一种具有进步意义的革命力量转变为偏

狭、 落伍的保守政治力量。 总之， 这一时期利比亚国内矛盾迸发， 旧的现代化道

路难以适应国家发展新需求， 利比亚现代化转型是大势所趋。
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转型的主要实践是政治自由化、 经济市场化和外交务

实化。 首先， 政治自由化主要表现为卡扎菲大规模与反对派和解， 放松政治高

压。 １９８８ 年 ３ 月， 卡扎菲释放大量政治犯， 同年 ６ 月总人民大会通过 《绿色人

权大宪章》， 以法律条文的方式保障利比亚人民拥有一定的政治自由， 宣告卡扎

菲政治自由化改革开端。 然而， 政治自由化的范围始终局限于缓和政治高压政策

内， 未能搭建一个包容民众批评意见的公共政治平台。 更重要的是， 卡扎菲转向

依赖部落支持政权， 并将之公开化和制度化。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 卡扎菲宣布成立由

部落谢赫和长老组成的人民社会领导委员会 （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并在全国推广。③ 人民社会领导委员会很快成为卡扎菲获取部落支

持、 讨论国家大事的核心政治组织， 兼具分配石油财富、 传达卡扎菲意志等

职能。
其次， 经济市场化改革强调从国有化逐步转变为私有化， 建立市场导向型经

济体系。 １９８７ 年 ３ 月， 卡扎菲宣布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 称之为 “革命中的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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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① 其主要措施是在农业和工业部门进行私有化改革， 放弃进口替代政策，
采用现代化管理方式， 改革目标是建立市场导向模式。 １９８８ 年 ９ 月， 卡扎菲取

消零售禁令， 城市地区的市场和集市重新开放， 石油和重工业领域仍以国有企业

为主。 １９９３ 年， 利比亚开始吸引外资， 开放利比亚货币兑换。 随着国际社会放

松制裁， 利比亚加快了私有化进程。 ２００３ 年， 利比亚宣布彻底改革国有经济，
允许外资进入利比亚石化、 钢铁等多个重要领域。 伊拉克战争后， 卡扎菲宣布全

面推进经济改革： 对内建立证券交易所开设股票市场， 进一步发展货币市场， 减

少政府开支， 推广科学化管理； 对外申请加入世贸组织， 改善利比亚基础设施，
增强外资吸引力。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卡扎菲的儿子赛伊夫·伊斯兰·卡扎菲在达沃

斯会议上宣布 “旧的时代已经过去， 利比亚将迈向现代化新阶段”②。 然而， 利

比亚市场化改革缺乏制度保障， 人才储备和技术水平落后， 国内私人企业的发展

不尽如人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 “利比亚发展市场经济的进展缓慢而断断

续续……政府在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尚未明确摆脱过去的缺点。”③

最后， 利比亚外交转向与美国和解， 奉行务实的外交政策。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
利比亚向国际社会移交两名洛克比空难嫌疑人， 联合国因此停止制裁。 此后， 卡

扎菲外交活动旨在结束利比亚遭受国际孤立的局面。 到 ２１ 世纪初， 利比亚已成

功地与许多国家重建了经济和外交关系。 利比亚争取回归国际社会最核心部分是

改善与美国关系。 ９·１１ 事件后利比亚宣布反对恐怖主义， ２００３ 年利比亚更是放

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俨然成为西方国家眼中的 “模范生”。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美国

正式恢复与利比亚中断 ２４ 年的外交关系， 这既显示了利比亚灵活务实的外交风

格， 也构建了利比亚式现代化转型与改革的大背景。
利比亚现代化转型并非一帆风顺。 转型期间， 原有国有经济制度与目前市场

经济发展体系产生特殊矛盾， 这些矛盾大都具有悖论性质。 利比亚式现代化道路

至少在以下层面存在潜在挑战和悖论。
第一， 利比亚市场化改革依靠国家来推动， 但市场强调经济独立与选择自

由， 而国家强调政治干预和管制秩序， 这本身就是一种逻辑悖论。 此外， 利比亚

现代化转型并未触及卡扎菲政权政治体制改革， 卡扎菲家族在利比亚政治、 经

济、 安全等领域发挥重要影响力。 利比亚开放的市场经济体系与封闭的集权政治

体系之间的矛盾难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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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由国家主导的市场化经济虽然有利于提高社会生产效率， 促进国家

财富的增长， 但也同时加剧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程度。 市场化由国家主导，
社会贫富差距加大便会被理解为政府无能和腐败， 更容易激发民众的反政府

情绪。
第三， 利比亚改革派能力不足， 反而充当国家治理 “替罪羊” 的角色。 卡

扎菲启动现代化转型后， 改革派逐渐成为利比亚现代化掌舵人。 为了加速和驱动

私有化项目， 利比亚经济和贸易部长苏卡利·穆罕默德·加尼姆 （ Ｓｈｕｋｒｉ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Ｇｈａｎｅｍ ） 于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升任总理。 他认为， “利比亚的经济模式已

经改变———这也是我能在这里任职的原因。 我们正努力使私营部门参与经济。”①

然而， 在利比亚二元政治结构内， 改革派政府能进行多大程度的现代化改革存在

严重疑问。 其逻辑在于， 卡扎菲掌握国家大权却始终拒绝为国民经济治理负责，
他认为仅掌握行政权的民众政府应完全负责解决利比亚经济困难。 卡扎菲曾说：
“自 １９９０ 年以来， 像的黎波里这样一个拥有 １５０ 万或 ２００ 万居民的城镇一直缺乏

饮用水。 我告诉你： 我没有这样的信息， 我不知道这一点， 因为我不负责设施建

设； 我也不是总理， 也不关心这一点。”② 因此， 卡扎菲推动的利比亚现代化转

型很难达到既定目标， 同时引发一系列负面效应。
整体上看， 利比亚超越民族主义的现代化转型具备一定成效。 从积极一面

看， 在 ２０１１ 年卡扎菲政权倒台前， 利比亚是非洲最富裕国家之一。 利比亚在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 识字率、 城镇医疗水平等各种指标中名列非洲前茅，③一定程

度上改善了民生。 从消极视角出发， 利比亚超越民族主义的现代化转型并未超脱

卡扎菲威权政治的束缚， 部落政治以制度化和常态化姿态回归。 所谓的 “经济市

场化” 改革沦为改良主义， 国民就业高度依赖政府活动， 城镇年轻人失业率居高

不下， 腐败现象十分猖獗， 经济结构畸形， 碳氢工业创造了绝大多数的政府收入

和生产总值。 在内外因素综合作用下， ２０１１ 年卡扎菲政权垮台， 国家重建遥遥

无期， 利比亚现代化陷入停滞。 总而言之， 利比亚超越民族主义的现代化又部分

回到以西方为目标的现代化道路上， 折射出中东国家现代化面临的道路选择困

境， 难以平衡维护政治统治和推动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困境， 以及缺少实现现代化

的外部稳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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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总的来看， 利比亚式现代化的经济实践塑造了典型的地租型经济体， 政治实

践并未超越传统威权主义的范畴， 民族主义则作为思想认同来源和合法性基础支

撑现代化内核。 民族主义、 地租型经济形态和威权主义三位一体构成利比亚式现

代化进程的历史模式。 从利比亚革命民族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演变可以看出， 利比

亚式现代化变迁经历了一个曲折迂回的历史进程： 经济上从依赖外部资金生存到

全面利比亚化， 从国有化再到私有化； 政治上从民众主义到威权主义， 从抵制部

落政治再到部落政治回归； 外交上从反西方到与欧美亲善； 治国理念上从激进主

义、 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 国家认同上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到部落认同。
利比亚式现代化的变迁轨迹也反映了利比亚政治精英的治国理念经历了妥协

主义、 激进主义、 理想主义到务实主义的转变。 作为革命民族主义的倡导者， 雄

心勃勃的卡扎菲在过去的 ３０ 多年里既没有促成阿拉伯民族大一统， 也未将利比亚

改造成伊斯兰社会主义强国。 这一略显残酷的现实是利比亚治国方略转变的直接

动力。 这种演变也说明国际社会变迁和中东 “强人政治” 危机， 用马克思·韦伯

的话说是 “魅力平凡化” 过程。 在中东政治生态中， “强人政治” 现象十分普

遍。 但是， 随着社会变迁和全球化冲击， 仅凭铁腕和魅力来赢得民众认同、 寻求

制度合法性乃至推进政治变革已日益艰难。
总而言之， 利比亚式现代化是政治发展先行却又滞后于经济、 社会变迁的现

代化。 利比亚式现代化更是民族主义驱动的， 使利比亚迈入中等收入国家， 创造

了丰富物质与精神财富的现代化。 目前， 利比亚国家构建缺失， 新的现代化道路

尚未显现， 利比亚仍处于向现代工业化社会过渡的阶段。 利比亚式现代化的成就

与挫折表明， 利比亚需要借鉴世界现代化的丰富经验， 再次探索出符合本国国情

的自主现代化道路， 警惕西方国家干预和西方模式制造的现代化迷思。

（责任编辑： 贺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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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Ｇ２０， Ｉｎｄｉａ’ ｓ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ｈａｓ ｏ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 ａｔｔｒａｃｔｅｄ ｇｒｅａｔ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ｓｈｏｗｎ ｔｈａｔ Ｉｎｄｉａ’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ｓ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ｂｏａｓｔ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ｉｔｓ ｓｏ ｃａｌｌｅｄ ＂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ｗａｙ” .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Ｉｎｄｉａ’ｓ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ｅｌｌｉｎｇ Ｉｎｄｉａ’ｓ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ｗｅｌｌ，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ｈｉｇｈ － ｌｅｖｅ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 ｔｏ － ｐｅｏｐｌｅ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ｈ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ｏｆ “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ｗａｙ”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ｓ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ｔ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ｉｎｇ，ｂｅｉｎｇ ｇｏｏｄ ａｔ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ｓａｙ，“ ｄｏｉｎｇ ｓｍａｌｌ ｔｈｉｎｇｓ”，
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ｂｉｇ，ｆｒａｍｉｎｇ，ｕｎｉｔｉｎｇ，ｒａ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Ｉｎｄｉａ’ｓ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ｓ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ｗａ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ｆｉｖｅ ｌｅｖｅｌｓ：ｐｅｏｐｌ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ｄｉａ’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Ｉｎｄｉ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ｇｉｏｎ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ｒｅ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Ｉｎｄｉａ’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ｆｒｉｃａ，ｗｈｉｃｈ ａｌｓｏ ｉｎｓｐｉｒ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ｉｍｅｌ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ａｔ ｔｈｅｓ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ｔ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 ｐｅｏｐｌｅ ”，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ｅｌｉｔｅｓ ａｎｄ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ｔ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ａｄｊｕｓｔ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ｇｏａｌ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Ａｔ ｔｈｅ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ｇｕｉ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ｅｘｐｌｏｒｅ ｍｏｒ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ｓ ｗｉ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ｕｎｉｔ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ｃｅｓ，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ｔｏ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ｄｉａ，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ｄｉ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ｗａｙ，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ｔｒａｐ

Ａｕｔｈｏｒ：Ｙａｎｇ Ｓｉｌ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ｅｌｌｏｗ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 Ｙｕｎｎ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Ｋｕｎｍｉｎｇ ６５００３４）．

Ｆｒｏｍ Ｍｏｎａｒｃｈ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ｔｏ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Ｌｉｂｙａｎ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Ｘｉｅ Ｙｕｋｅ ａｎｄ Ｈａｎ Ｚｈｉｂｉ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ｒｕｎ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Ｌｉｂｙａｎ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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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Ｌｉｂｙａｎ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ｇｏｎ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Ｏｔｔｏｍ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 ｂｕｔ ｄｅｓｔｒｏｙ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Ａｒａｂ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ｂｙ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ａｔｅ，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ｎａｒｃｈｙ ｔｏ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ｂｙａｎ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ｆｒｏｍ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ｅｙｏ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ｕｎｔｉｌ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Ｑａｄｄａｆｉ

ｒｅｇｉｍｅ ｉｎ ｔｈｅ ｕｐｈｅａｖａｌ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Ｔｈｅ ｔｒｉｎｉｔｙ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ｒｅｎｔ － ｂａｓ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ｆｏｒｍ ｏｆ Ｌｉｂｙａｎ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ｉｂｙａｎ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ｄｒｉｖｉｎｇ，ｗｉｔｈ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ｎｃｅ

ｐｒｅｃｅｄｉｎｇ ｂｕｔ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ｌａｇｇｉｎｇ ｂｅｈｉ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ｉｂｙａｎ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ｏｎａｒｃｈ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Ａｕｔｈｏｒ：Ｘｉｅ Ｙｕｋｅ，ＰｈＤ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ａ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Ｘｉ’ａｎ ７１０１２７ ）； Ｈａｎ Ｚｈｉｂｉｎ，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Ｘｉ’ａｎ ７１０１２７）．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ｂｙａｎ Ｗａｒ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ａｎｄ Ｑａｔａｒ

Ｗｕ Ｙａｎ ａｎｄ Ｄｉｎｇ Ｓｈｅｎｇｈ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ｗａｒ ｉｎ Ｌｉｂｙａ ｗａｓ ａ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

ｔｒｉｇｇｅｒｉｎｇ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ｂｙ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ａｎｄ Ｑａｔａｒ.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ｗａ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ａｎｄ Ｑａｔａｒ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ｂｙａｎ

ｗａｒ.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ｎｅｅｄｓ ｆｏｒ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Ｌｉｂｙａ’ 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ｍｐｔｅｄ ｔｈｅ ｔｗｏ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ｂｙａｎ ｗａｒ.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ｒ，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ａｎｄ Ｑａｔａｒ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ｖａｒｙｉｎｇ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ｏ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Ｌｉｂｙａ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ｂｙａｎ

ｗａｒ，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ａｎｄ Ｑａｔａｒ ｓｈｏｗｅｄ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ｂｕ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ｙｌｅｓ ａｎｄ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ａｎｄ Ｑａｔａｒ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ｂｙａｎ ｗａｒ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ｐｒｏｌｏｎｇ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ｐｏｓｔ － ｗａｒ ｃｈａｏｓ ｉｎ Ｌｉｂｙａ，ｂｕｔ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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