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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东是第三世界一个十分独特的地区，因而其现代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同于其他亚非拉地区
。
笔者以为，中东的现代化具有如下特点：中东是第三世界现代化最先开始的地区之一、中东国家在民
族建构上面临着重重困难、以两世兼重为特点的伊斯兰教对中东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君
主制在中东大范围和长时间的延续、频繁的战争对中东现代化的严重破坏、石油对中东经济社会的深
刻影响、中东现代化的发展成效中等。
　　从世界现代化进程看，中东同样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意义。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东与西方存在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
　　在近代，中东对世界最早的工业化地区——西欧的现代化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并在以后一直
延续了这一作用。
中东是地理上最邻近欧洲的第三世界地区，因此它为西欧的现代化提供了大量原料、市场、资金以及
来自亚洲的商品过境通道，从而为后者的现代化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随着世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进行，中东的石油成为内燃机的重要燃料和重要的化工原料，从而为世界
新一代动力和石化工业的诞生发挥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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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拟采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是：第一，将中东经济现代化放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系统的研究，
分析当代中东经济现代化逐渐表现出来的开放性以及它与世界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将技术、战争
、民族主义、地区冲突、宗教、能源结构、国家的作用等内外因素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察；第二，在
研究方法上适当地运用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原理，采取经济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历史学等
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手法以及对比的方法，挖掘中东与世界上其他发达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之间在经济
现代化中所需的条件、所选择的发展模式以及所运用的经济理论的异同；第三，采取理论概括与历史
分析的双重研究方法，评论与叙述相结合，横向研究与纵向研究相结合。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东经济现代化的现实与理论探讨>>

作者简介

冯璐璐，女，宁夏盐池人。
2000年获宁夏大学外国哲学专业硕士学位，2006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现为宁夏大学政法学院政治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伊斯兰文化、伊斯兰与中东现代化、中东问题。
曾在《世界宗教研究》、《西亚非洲》、《世界民族》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完成、参编
回族典籍《瑞竹堂经验方》点校本、《伊斯兰哲学研究》、《伊斯兰法哲学》、《中国穆斯林的礼仪
礼俗文化》等著作6部，主持和参与国家级、省部级课题、政府国别报告等10余项。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东经济现代化的现实与理论探讨>>

书籍目录

序言导论  一、研究范围、意义及方法  二、基本概念及其关系辨析  三、国內外研究现状  四、主要观
点及创新第一章  中东经济现代化模式及其国际交往的影响因素　第一节  经济一体化的分裂性因素—
—技术    一、中东地区遭遇技术挑战的历史根源    二、技术挑战在中东导致的后果　第二节  经济结构
的限定性因素——石油与国家干预    一、石油与中东经济之间的关系    二、国家干预在中东经济中的
表现与作用　第三节  经济类型的决定性因素——民族主义    一、民族主义理论的演进与经济现代化道
路的选择    二、中东经济现代化改革申的民族文化认同    三、中东经济民族主义的源起与表现　第四
节  经济现代化的开放性因素——战争    一、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    二、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影响    三、
海湾战争的影响  第五节  经济发展的内在性因素——伊斯兰教    一、伊斯兰教对中东经济现代化的积
极作用    二、伊斯兰教对中东经济现代化的消极影响第二章  中东国际经济交往与经济现代化溯源　第
一节  中东国际经济交往的起源与历史分期    一、第一阶段：早期接触性的经济交往（7世纪以前）    
二、第二阶段：扩张性的国际经济交往（7世纪—16世纪中期）    三、第三阶段：以欧洲人为主导的国
际经济交往（16世纪中期—18世纪末）    四、第四阶段：欧洲人绝对控制下的不平等性国际经济交往
（19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五、第五阶段：逐漸面向世界的全方位性国际经济交往（第一
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第二节  对中东经济现代化历史的纵向分析  　一、早期的现代
化改革与实践　  二、中东工业化进程的历史追溯　  三、中东城市化进程的历史追溯　第三节  对中东
经济现代化模式的横向研究　  一、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中东经济现代化的特点　  二、中东经济现
代化模式的类型分析　  三、中东经济现代化发展模式比较研究第三章  中东经济现代化的发展现状　
第一节  中东经济现代化的发展现状  　一、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现状　　⋯⋯第四章  全球化带给中东
经济现代化的挑战第五章  对中东经济现代化发展的评估与展望结语：全球化背景下中东与世界经济
关系的理论反思附录1：中东国家现代化个案研究：以色列的世俗现代化发展模式附录2：中东国家现
代化个案研究：海湾六国的伊斯兰现代化发展模式附录3：中东国家现代化个案研究：土耳其政治现
代化评析参考文献后记图表索引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东经济现代化的现实与理论探讨>>

章节摘录

　　一、研究范围、意义及方法　　本书研究所涵盖的地域范围主要包括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曼
、卡塔尔、巴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约旦、黎巴嫩、也门、以色列
、巴勒斯坦、土耳其、塞浦路斯等17个国家和地区。
　　就世界范围而言，从独立国家体系形成以来，中东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地区。
中东是世界三大宗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发源地，同时有着众多的人口、复杂的民族构
成和领土纠纷，因而长期以来地区内部的战争、冲突和矛盾不断发生。
中东还有着显著的地理特征，它跨越欧、亚、非三大洲，拥有曼德、霍尔木兹、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
尔四个海峡，周边环绕地中海、黑海、红海、里海和阿拉伯海等五大海，还有沟通南北的苏伊士运河
和富含“黑金”宝藏的波斯湾。
正因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东地区一直是世界大国觊觎和争夺之地。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中东的政治、民族和宗教问题更为学者、特别是国内的学者所注意，相应这方面
的研究成果也更为丰富。
事实上，中东地区横贯东西、纵跨南北的地理特征及其民族、宗教、文化在经济上的意义更应引起人
们的关注。
首先应当肯定的是，中东的地理本身就具有开放性和适于海运的特征，加之特殊的物产和资源，在一
定程度上已经为其发展跨界贸易和开放经济提供了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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