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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非政府组织活跃于巴勒斯坦社会领域ꎬ 主要缘于以下背景与

条件: 一是巴勒斯坦人的现实迫切需求ꎻ 二是巴勒斯坦各方的政治需要与支

持ꎻ 三是伊斯兰传统的慈善文化的影响ꎻ 四是以色列的默许ꎮ 在巴勒斯坦ꎬ
非政府组织主要在慈善与救济、 医疗卫生、 教育、 环境等社会领域开展活动ꎬ
其活动基本上可以归类为公共基础社会服务性质ꎬ 其活动资金来源多样ꎬ 但

高度依赖国外援助ꎮ 从长时段看ꎬ 非政府组织在巴勒斯坦社会领域的角色多

元ꎬ 既是政府职能缺失弥补者与基础社会服务提供者ꎬ 还是扶贫济困者ꎬ 也

是国际援助联系者ꎮ 总体看ꎬ 非政府组织在巴勒斯坦社会领域发挥着不可忽

视的积极作用ꎬ 但也面临自主性作用受限、 以色列和西方国家的压力等挑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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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博士生ꎮ

“非政府组织” 这一术语最早见于 «联合国宪章»ꎮ 对于非政府组织的主

要功能ꎬ 西方主流文化认为它是充满生机的公民社会与自由国家的标记ꎬ 可

为公民表达多元利益诉求以及动员与推进集体赋权ꎮ① 也有国内学者认为ꎬ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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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府与营利性经济组织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ꎬ 非政府组织是制约政府、 监

督政府的力量ꎬ 是公民实现自身权利的重要途径ꎮ① 因此ꎬ 非政府组织在推进

政治多元化、 民主化方面具有一定作用ꎮ 不容忽视的是ꎬ 非政府组织的活动

主要聚焦社会领域ꎬ 其独特价值需要特别关注ꎬ 这一点从国际机构与学者对

非政府组织的界定中就可以看出ꎮ 联合国认定的非政府组织指在地方、 各国

或国际各个层级上组织起来的公民志愿组织ꎬ 它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和发

挥人道主义作用ꎮ 世界银行对于非政府组织的定义是: “扶困济贫ꎬ 推进穷人

利益ꎬ 保护环境ꎬ 提供基本社会服务或从事社区发展的私人组织ꎮ”② 德国学

者约尔格贝克 (ＪÖｒｇ Ｂｅｃｋｅｒ) 认为非政府组织是 “独立于政府ꎬ 具有非营

利导向ꎬ 体恤弱者且促进公共利益的组织”ꎮ③ 对巴勒斯坦这个半国家实体④

而言ꎬ 非政府组织在诸多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ꎬ 已为国内外学界所高度关注ꎬ
但他们更多地探究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的演变、 外援对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

的影响ꎬ 以及非政府组织对巴勒斯坦政治进程的影响等ꎬ 而对其社会领域作

用的研究需进一步加强ꎮ⑤ 鉴此ꎬ 本文拟重点对 １９９４ 年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

构⑥建立以来非政府组织在巴勒斯坦社会领域的活动与作用予以探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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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 类别与功能»ꎬ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４０ ~ ４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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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机构在拉姆安拉建立ꎮ 为表述方便ꎬ 本文统称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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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机构与学界对 “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 的界定不一ꎮ 世界银行认为ꎬ
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是指在巴勒斯坦从事致力于减轻社会弱势群体痛苦、 提

高穷人利益ꎬ 并为之提供基础社会服务ꎬ 或司职于社区发展活动的私人组

织ꎮ① 美国女学者莎莎阿布斯罗尔 (Ｓｈａｔｈａ Ａｂｕｓｒｏｕｒ) 认为ꎬ 巴勒斯坦非政

府组织包括慈善团体、 合作社、 协会、 发展组织以及残疾人的联合会、 妇女

组织与青年组织等代表其他社会利益的组织ꎮ② 巴勒斯坦的非政府组织发展中

心 (ｔｈｅ ＮＧ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ｅｎｔｅｒ) 则认为ꎬ 它包括巴勒斯坦非政府发展机构、
福利团体、 社区为基础的组织以及其他为公共利益提供服务的非营利组织ꎮ③

在法律层面ꎬ 在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巴勒斯坦 ２０００ 年第 １ 号法 (即 «慈善协会与社

团组织法»ꎬ Ｌａｗ ｏｆ Ｃｈａｒｉｔａｂｌ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颁布之

前ꎬ 巴勒斯坦沿用的是奥斯曼帝国、 英国委任统治当局、 埃及、 约旦、 以色

列有关管辖协会与组织的法律ꎮ 巴勒斯坦 ２０００ 年第 １ 号法案第二条规定:
“任何协会或组织ꎬ 指依据协议建立、 不少于 ７ 人且旨在实现公众关心的合法

目标的独立法人团体ꎻ 其获得的财政效益不应分享给成员ꎬ 不得谋取任何个

人利益ꎮ”④ 该法案虽然没有明确点明它适用于非政府组织ꎬ 但事实上则是管

控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的主要法律ꎮ 根据该法案及其修正法ꎬ 巴勒斯坦的非

政府组织主要活跃在医疗卫生、 教育、 慈善、 救济、 环境等领域ꎬ 少部分开

展人权与民主活动ꎮ

一　 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发展的背景与条件

一般认为ꎬ 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兴起于奥斯曼帝国晚期ꎬ 主要致力于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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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 １ꎬ Ｙｅａｒ ２０００ꎬ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Ｎｏｔ － ｆｏｒ － Ｐｒｏｆｉｔ Ｌａｗ ( ＩＣＮＬ)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ｃｎｌ ｏｒｇ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ｌａｗ１ － ２０００ － ｅｎ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２ － ０４ －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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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工作ꎮ 在英国委任统治时期以及 １９４８ 年巴勒斯坦战争之后ꎬ 巴勒斯坦非政

府组织发展缓慢ꎮ １９６７ 年约旦河西岸与加沙地带被以色列占领后ꎬ 在以色列

当局的默许下ꎬ 非政府组织迅速壮大ꎮ １９９３ 年 «奥斯陆协议» 的签订以及巴

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建立后ꎬ 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迎来新的发展时期ꎮ 非政

府组织在巴勒斯坦社会领域广泛开展活动ꎬ 主要基于 ４ 个因素ꎮ
(一) 巴勒斯坦人的现实迫切需求

从 １９４８ 年巴勒斯坦战争结束到 １９９４ 年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建立ꎬ 巴

勒斯坦人处于埃及、 约旦、 以色列的管治之下ꎮ 除了约旦管治约旦河西岸时

期 (１９４８ ~ １９６７ 年)ꎬ 巴勒斯坦几乎处于没有政府提供社会服务的状态ꎮ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起ꎬ 被占领土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就开始提供医疗服务ꎮ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ꎬ 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仍然提供 ６０％ 的关键医疗保健服

务、 约 ５０％的医院服务、 １００％的残疾人护理ꎻ 另外ꎬ 有些非政府组织则承担

近 １００％的农业、 培训与科研领域社会服务ꎬ 以及 ３０％ 的教育领域志愿者服

务 (包括几乎所有的幼儿园与日间看护中心)ꎮ①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底阿克萨起义爆发后ꎬ 巴勒斯坦人经济与生活状况严重恶化ꎮ
从 ２０００ 年阿克萨起义爆发到 ２００６ 年初ꎬ 巴勒斯坦人人均收入减少了 ３５％ ꎻ
２００４ 年ꎬ 巴勒斯坦人失业率达 ２７ ５％ ꎻ ２００５ 年ꎬ 接近 ４７％ 的巴勒斯坦人

(约 １７０ 万人) 生活在官方公布的贫困线之下 (每人每天支出不足 ２ 美元)ꎬ
其中超过 ６０ 万人 (约占巴勒斯坦人总数的 １６％ ) 处于极端贫困状态ꎮ②

２００６ 年以来ꎬ 巴以和谈停滞ꎬ 奥斯陆进程名存实亡ꎮ 特别是 ２０１０ 年底至

２０１１ 年初ꎬ 突尼斯、 埃及、 叙利亚、 也门等国发生剧变ꎬ 阿拉伯国家无暇他

顾ꎬ 巴勒斯坦问题实际上被边缘化ꎮ ２００８ 年底之后ꎬ 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动

“铸铅行动” “护刃行动” 等大规模武装行动ꎬ 加沙地带持续被封锁ꎮ 以色列

还屡屡推迟给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转交税款ꎬ ２００２ 年起修建

的隔离墙也严重影响了巴勒斯坦人的日常生活ꎮ 从 ２０１７ 年到 ２０２１ 年ꎬ 每年

１５ 岁以上巴勒斯坦人的失业率都在 ２５％ 以上ꎮ③ 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生存

３４１

①

②

③

Ｄｅｎｉｓ Ｊ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ꎬ “ＮＧＯｓ ｉｎ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Ａｇｅｎｔ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ｐ ９４

Ｄａｎｉｌｏ Ａ Ｓｏｎｇｃｏꎬ Ｄｒ Ｋａｈｌｉｌ Ｎｉｊｅｍꎬ Ｄｒ Ｍａｊｅｄ Ｅｌ Ｆａｒｒａꎬ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ＮＧＯ Ｓｅｃｔｏｒ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９)ꎬ Ａ Ｓｔｕｄ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Ｇ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６ꎬ ｐ １２

ＥＩＵꎬ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６ ｔｈꎬ ２０２２ꎬ 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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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不易ꎬ 难民人数居高不下ꎬ 医疗卫生、 水资源基础条件较差ꎬ 残疾人等

困难群体生计更是艰难ꎮ① ２０２１ 年ꎬ 加沙地带总体失业率为 ３８％ ~ ５４％ ꎮ② 可

以说ꎬ 长期以来ꎬ 巴勒斯坦人普遍生活较为艰难ꎬ 在生活环境、 卫生健康、
教育等领域需要得到社会救助ꎮ

(二) 巴勒斯坦各方的政治需要与支持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及各政治派别支持非政府组织与两个因素直接相

关: 一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治理能力不足ꎻ 二是巴勒斯坦各派的政治需

要ꎮ 具体而言ꎬ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建立并运转后ꎬ 尽管承担了一些提供

社会服务的责任ꎬ 但其治理能力不佳ꎮ 巴勒斯坦内部派别众多ꎬ 各派热衷于

权力斗争ꎬ 特别是法塔赫与哈马斯两派严重不和ꎬ 最终导致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爆发

加沙冲突ꎬ 形成法塔赫主导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控制约旦河西岸、 哈马

斯控制加沙地带的分裂局面ꎬ 难以顾及普通民众的生计ꎮ 另外ꎬ １９９４ 年以来ꎬ
巴勒斯坦经济严重依赖外援ꎬ 一直存在巨额赤字ꎮ 例如ꎬ 在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通过

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预算中ꎬ 财政赤字达 ６ ６８ 亿美元ꎻ ２０１６ 年ꎬ 巴勒

斯坦财政预算赤字 (不包括国际援助) 仍达 ３ ２６３ 亿美元ꎬ 占国内生产总值

的 ２ ４％ ꎮ③ 巴勒斯坦经常项目连年入不敷出ꎬ 在 ２０１７ ~ ２０２１ 年间赤字额分别

为 ２１ ２９９ 亿美元、 ２１ ４０３ 亿美元、 １７ ７９４ 亿美元、 １９ ０２８ 亿美元和 １４ ８６５
亿美元ꎮ④ 政府财政资金不足ꎬ 治理能力欠佳ꎬ 加上内部的贪污腐化ꎬ 使巴勒

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没有能力为巴勒斯坦人全面提供基础社会服务ꎬ 因而不得

不支持非政府组织的活动ꎬ 允许非政府组织在社会领域发挥作用ꎮ
巴勒斯坦各派把支持非政府组织作为获得巴勒斯坦民众支持的工具ꎮ 巴

勒斯坦许多政治人物建立或参与非政府组织的活动ꎮ 例如ꎬ 解放巴勒斯坦人

民阵线 (ＰＦＬＰ) 政治局委员拉巴赫穆汉纳 (Ｒａｂａｈ Ｍｕｈａｎａ) 是加沙的医疗

卫生工作委员会联合会 (Ｕｎ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Ｗｏｒｋ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 的主席ꎻ 巴勒斯坦

人民党政治局委员、 后建立民族倡议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的穆斯塔法巴尔

古提 (Ｍｕｓｔａｆａ Ｂａｒｇｈｏｕｔｉ) 是巴勒斯坦医疗救济委员会联合会、 医疗卫生发展

４４１

①

②
③

④

Ａｓｍａｄｙ Ｉｄｒｉｓꎬ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ｎ Ｎｏｎ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 ＮＧＯ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Ｇａｚａꎬ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ｅ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４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２ꎬ ｐ ５４

ＥＩＵꎬ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ꎬ ｐ ２３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Ｍａｔｔｈｅｗｓ ｅｄ ꎬ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２０２０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９ꎬ ｐ ７３７
ＥＩＵꎬ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ꎬ ｐ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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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政策研究所 (Ｈｅａｌｔ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的主

席ꎮ① 阿拉法特的总统办公室主任以及总统非政府组织私人顾问哈利勒阿

兹 －兹卜恩 (Ｋｈｌｉｌ ａｚ － Ｚｉｂｎ) 是巴勒斯坦人权协会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的董事长ꎻ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首任总理马赫茂德阿巴斯

(Ｍａｈｍｏｕｄ Ａｂｂａｓ) 则在拉姆安拉建立了非政府组织———巴勒斯坦和平中心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ꎮ② 由此ꎬ 社会领域的活动是巴勒斯坦各派及

其领导人扩大在巴勒斯坦民众中的影响、 进而赢得巴勒斯坦民众支持的重要

途径ꎮ 除了世俗非政府组织ꎬ 伊斯兰非政府组织的社会活动也非常活跃ꎮ 哈

马斯属下非政府组织的广泛社会服务活动得到基层民众支持ꎬ 是其赢得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巴勒斯坦大选的重要因素之一ꎮ 据意大利学者贝努伊特查朗德

(ＢｅｎｏÎｔ Ｃｈａｌｌａｎｄ) 研究ꎬ ２００６ 年巴勒斯坦大选中哈马斯获得希伯伦选区全部

９ 席ꎬ 表明哈马斯同某些慈善组织的积极互动与政治支持之间有密切关联ꎮ③

(三) 伊斯兰传统的慈善文化的影响

从事慈善与救济工作以及为贫困群体提供基础性社会服务ꎬ 是巴勒斯坦

众多非政府组织的重要活动领域ꎬ 这与伊斯兰传统的慈善文化密切相关ꎮ 巴

勒斯坦人大部分是阿拉伯人ꎬ 信仰伊斯兰教ꎮ 伊斯兰教倡导行善、 救助他人ꎬ
特别是关爱弱者ꎮ 在 «古兰经» 中有不少要求穆斯林行善、 救助的规定ꎬ 如

«古兰经» [２: １７７] 经文称: “你们把自己的脸转向东方和西方ꎬ 都不是正

义ꎮ 正义是信真主ꎬ 信末日ꎬ 信天神ꎬ 信天经ꎬ 信先知ꎬ 并将所爱的财产

施济亲戚、 孤儿、 贫民、 旅客、 乞丐和赎取奴隶ꎬ 并谨守拜功ꎬ 完纳天课ꎬ
履行约言ꎬ 忍受穷困、 患难和战争ꎮ 这等人ꎬ 确是忠贞的ꎻ 这等让人ꎬ 确

是敬畏的ꎮ”④ 圣训中也有不少穆罕默德关于慈善的言行ꎮ 如 “接济寡妇者和

周济穷人者ꎬ 会得到为真主之道出征者ꎬ 或夜间礼拜白日封斋者的回

赐”⑤ 等ꎮ

５４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ＢｅｎｏÎｔ Ｃｈａｌｌａｎｄꎬ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ｏｎ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ａｎｄ Ｅｘｃｌｕｄｅ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０９ꎬ ｐ １７７

ＢｅｎｏÎｔ Ｃｈａｌｌａｎｄꎬ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ｏｎ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ａｎｄ Ｅｘｃｌｕｄｅꎬ
ｐ １５６

Ｂｅｎｏîｔ Ｃｈａｌｌａｎｄꎬ “Ａ Ｎａｈｄａ ｏｆ Ｃｈａｒｉｔａｂｌ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ｉｄ ｉｎ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 ４０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０８ꎬ ｐ ２４１

马坚译: «古兰经»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３ 年版ꎬ 第 １８ 页ꎮ
[埃及] 穆斯塔发本穆罕默德艾玛热编: «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ꎬ 穆萨宝文安哈吉、

买买提赛来哈吉译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４ 年版ꎬ 第 ２１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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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经文与圣训可以看出ꎬ 伊斯兰教非常重视慈善工作ꎬ 不仅视慈善

为必须遵守的教义ꎬ 也是要付诸的宗教实践ꎮ 此外ꎬ 穷人、 孤儿等是伊斯兰

教五功之一———天课规定中的重点扶助对象ꎮ 在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看来ꎬ
这些活动本身就是在践行伊斯兰宗教义务ꎮ

(四) 以色列的默许

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针对社会弱势群体从事扶贫济困的社会领域服务这

一特性ꎬ 得到了以色列政府的默许ꎮ １９６７ 年 “六五战争” 后ꎬ 以色列对被占

领土的巴勒斯坦人采取了漠视、 不发展的态度ꎬ 其基本目标是 “一体化”ꎬ 即

把巴勒斯坦经济融入以色列经济之中ꎬ 使其成为以色列经济的附庸ꎮ① 对于聚

焦为巴勒斯坦人提供基础性社会服务的当地非政府组织ꎬ 以色列赋予其合法

资格ꎬ 并允许其在以色列进行合法注册ꎬ 这也是 ２０ 世纪 ７０ ~ ８０ 年代巴勒斯

坦非政府组织发展壮大的原因之一ꎮ 正如意大利非政府组织支持巴勒斯坦讲

坛 (ｔｈｅ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ｏｆ ＮＧＯｓ ｆｏｒ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协调秘书吉安卢卡法勒希特利

(Ｇｉａｎｌｕｃａ Ｆａｌｃｉｔｅｌｌｉ) 所言: “以色列占领时期ꎬ 被占领的巴勒斯坦人缺乏独立

主权的民族政府来应对以色列占领者的政策ꎬ 这导致数以百计的非政府组织

建立ꎬ 其中许多是由政治团体建立的ꎮ 通过提供各类服务ꎬ 这些组织成为政

治派别向社会基层拓展影响力的重要途径ꎮ”② 在巴勒斯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较低且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力所不逮的情况下ꎬ 非政府组织有机会扮演重要角

色ꎬ 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空间ꎬ 加上以色列的默许ꎬ 内外因素使之成

为巴勒斯坦社会公共服务的重要提供者ꎮ

二　 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的主要社会活动领域

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数量难以准确统计ꎬ 数据差异较大ꎮ 据天主教救济

服务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Ｒｅｌｉｅ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估计ꎬ 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ꎬ 巴勒斯坦的非

政府组织 (包括联合会、 合作社与青年俱乐部等) 有 １ ２００ 个ꎮ③ 根据巴勒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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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参见陈天社: «西岸、 加沙被占的影响»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０２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５１ 页ꎮ
Ｇｉａｎｌｕｃａ Ｆａｌｃｉｔｅｌｌｉꎬ Ｇｉｏｒｇｉｏ Ｍｏｎｔａｎａｒｉｎｉꎬ Ｔｈｅ ＮＧＯ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ｅａｃ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ꎬ

Ｓｕｍｍｅ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ｅａｃ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ꎬ Ｓｅｍｉｎａｒ ｏｎ ｔｈｅ ＮＧＯ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Ｐｅａｃ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ꎬ Ｍｏｌｆｅｔｔａ (Ｂａｒｉ)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３０ ｔｈ － Ｓｅｐｔ ８ ｔｈꎬ １９９９ꎬ ｐ ３

Ｄｅｎｉｓ Ｊ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ꎬ “ＮＧＯｓ ｉｎ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Ａｇｅｎｔ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ｐ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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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中央统计局数据ꎬ ２０１７ 年该国约有 ３ ６８８ 个注册的非政府组织ꎮ① 而据巴勒

斯坦非政府组织网 ２０１９ 年统计ꎬ 巴勒斯坦活跃的非政府组织约有 １ ２００ 个ꎮ②

在巴勒斯坦社会领域活动的代表性非政府组织有: 巴勒斯坦慈善协会总联合

会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Ｕｎ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Ｃｈａｒｉｔａｂｌ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③、 巴勒斯坦红新月

会 (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Ｒｅｄ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④、 希伯伦伊斯兰慈善协会 (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ｈａｒｉｔａｂｌ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Ｈｅｂｒｏｎ)⑤、 萨拉赫伊斯兰协会 ( ｔｈｅ ａｌ － Ｓａｌａｈ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⑥ 等ꎮ 非政府组织在巴勒斯坦活动范围较为广泛ꎬ 其社会

活动主要覆盖以下几个领域:
(一) 慈善与救济

慈善与救济是非政府组织的主要活动领域之一ꎮ 据巴勒斯坦经济政策研

究所 ２０００ 年对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的调查研究ꎬ 从活动类型看ꎬ 慈善和救济

组织数量分别为 ３７４ 个和 ４４ 个ꎮ⑦巴勒斯坦慈善协会总联合会是巴勒斯坦本土

最大的慈善类非政府组织ꎬ 通过参与教育 (如提高民众读写能力) 与职业培

训、 卫生健康等活动ꎬ 或设立孤儿与日间看护中心、 卫生诊所ꎬ 以及经营体

育俱乐部等多种形式ꎬ 为当地民众提供非营利性社会服务ꎬ 其活动范围覆盖

约旦河西岸与加沙地带ꎮ 此外ꎬ 该组织还协助并联系当地民众获得巴解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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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ｍａｎｉ Ａｌｎａｔｓｈｅｈꎬ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ＮＧＯ’ 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ꎬ ｐ ２３

Ｉｂｉｄ
巴勒斯坦慈善协会总联合会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建立于约旦ꎬ １９９１ 年其总部迁到耶路撒冷ꎮ 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ꎬ 该组织已在耶路撒冷、 希伯伦、 纳布卢斯设立分部 (在加沙设立分部被以色列

阻止)ꎬ 有 ３８５ 个成员ꎬ 几乎占所有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数量的 １ / ３ꎮ Ｓｅｅ Ｄｅｎｉｓ Ｊ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ꎬ “ＮＧＯｓ ｉｎ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Ａｇｅｎｔ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ｐ ９５

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是巴勒斯坦最重要、 最大的医疗卫生类非政府组织ꎬ 建立于 １９６８ 年ꎬ 其工

作范围涉及 ５ 个国家ꎬ 阿拉法特的兄弟法西阿拉法特 (Ｆａｔｈｉ Ａｒａｆａｔ) 曾长期任主席ꎬ ２１ 世纪初被尤

尼斯哈提卜 (Ｙｏｕｎｉｓ ａｌ － Ｋｈａｔｉｂ) 所取代ꎮ
希伯伦伊斯兰慈善协会建立于 １９６２ 年ꎬ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ꎬ 该协会在约旦河西岸有 ５ 个支

部ꎬ １４０ 名雇员ꎬ ９ 名志愿者ꎮ Ｓｅｅ Ｓａｒａ Ｒｏｙꎬ Ｈａｍａｓ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Ｇａｚａ: Ｅｎｇａ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ꎬ ｐ １１１

萨拉赫伊斯兰协会建立于 １９７８ 年ꎬ 主要中心在迪尔巴拉 (Ｄｅｉｒ ａｌ － Ｂａｌａｈ)ꎬ 在加沙及其各个

难民营有支部ꎮ 到 ２００６ 年ꎬ 该协会雇员有 ２７０ 人ꎮ Ｓｅｅ Ｓａｒａ Ｒｏｙꎬ Ｈａｍａｓ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Ｇａｚａ:
Ｅｎｇａ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ꎬ ｐ １１９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ｏｆ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Ｎｏｎ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Ｂａｎｋ ａｎｄ Ｇａｚａ Ｓｔｒｉｐꎬ Ｒａｍａｌｌａｈ: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２００１ꎬ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４ －
２ꎬ ｐｐ １１２ꎬ １２０ꎻ ＢｅｎｏÎｔ Ｃｈａｌｌａｎｄꎬ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ｏｎ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ａｎｄ
Ｅｘｃｌｕｄｅꎬ ｐ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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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阿拉伯捐赠者提供的经济援助ꎮ①

在巴勒斯坦伊斯兰非政府组织中ꎬ 慈善与救济组织占相当大的比重ꎬ 它

们开展了大量慈善、 救济活动ꎮ 例如ꎬ 希伯伦伊斯兰慈善协会在开斋节与宰

牲节两大节日给其隶属学校的每个学生发放钱和衣服ꎻ 青年妇女穆斯林协会

(ｔｈｅ Ｊａｍ ‘ｉｙｙａｔ ａｌ － Ｓｈａｂｂａｔ ａｌ － Ｍｕｓｌｉｍａｔꎬ Ｙｏｕｎｇ Ｗｏｍｅｎ’ｓ Ｍｕｓｌｉｍ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则注重向特困穷人提供救济金、 食品与衣物ꎻ 萨拉赫伊斯兰协会设有资助 ５００
个困难家庭的专项ꎬ 那些因父亲失业或父母残疾的家庭每月可获得 ２００ 新以

色列谢克尔 (约合 ５０ 美元) 的资助ꎮ 此外ꎬ 经书与逊奈之家 (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ｎｎａ) 在生活费、 衣食保障等方面ꎬ 为 ５ ０００ 人 (后因经济

条件限制ꎬ 减至 ２ ５００ 人) 提供救济ꎬ 并为 ７００ 名孤儿每月提供 ５０ 美元困难

补助ꎮ②

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巴勒斯坦也开展了一系列慈善、 救济活动ꎮ 例如ꎬ 伊

斯兰救济巴勒斯坦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ｌｉｅｆ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主要慈善与救济对象包括穷人、
青年与儿童以及受突发事件影响的群体ꎮ 针对青年的项目有开展职业技术教

育培训、 经商等谋生技能培训ꎬ 以及提供伊斯兰小额金融ꎻ 针对儿童的项目

有孤儿资助、 教育与健康保护、 水与环境卫生改善等ꎻ 针对穷人与受突发事

件影响群体的项目涉及食品安全保障等灾害危机应对内容ꎮ③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年ꎬ
该组织每年实施约 ５０ 个项目ꎬ 支出总额约 ２ ０００ 万美元ꎮ④

(二) 医疗卫生

巴勒斯坦有大量医疗卫生非政府组织ꎮ 据意大利学者贝努伊特查朗德

估计ꎬ ２００１ 年ꎬ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活跃在医疗卫生领域的非政府组织有 １２９
个 (约旦河西岸有 ７７ 个、 加沙地带有 ５２ 个)ꎬ 占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总数的

１４％ ꎮ 从活动领域看ꎬ 为残疾人、 疾病康复服务的非政府组织有 ５１ 家ꎬ 占

４０％ ꎻ 基础医疗关爱组织有 ４０ 家ꎬ 占 ３１％ ꎻ 医院 (注册为非政府组织)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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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家ꎬ 占 ９％ ꎻ 妇女与儿童医疗机构 １１ 家ꎬ 占 ９％ ꎻ 心理健康服务类组织 ５
家ꎬ 占 ４％ ꎻ 其他 １０ 家ꎬ 占 ８％ ꎮ 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是巴勒斯坦最重要、 最大

的医疗卫生类非政府组织ꎬ ２００１ 年ꎬ 该组织 ２０ 个分支机构在巴勒斯坦被占领

土的 ２６ 个地区活动ꎬ 有工作人员 ２ ４００ 人ꎬ 经营 ２６ 个基础医疗护理中心ꎬ 有

超过 １００ 辆救护车ꎮ① 巴勒斯坦医疗与救济委员会联合会 (Ｕｎ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ｅｆ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 也是巴勒斯坦著名的医疗卫生非政府组织ꎮ 该

组织是个医生协会ꎬ 建立于 １９７９ 年ꎬ 在以色列占领时期就颇具影响力ꎮ 到

１９９４ 年ꎬ 该组织已建立了服务于 ２００ 个村庄与难民营的不少于 ３１ 个永久诊

所、 ９ 个移动诊所ꎬ 在 ８０ 个社区专设了 １１ 个康复项目ꎬ 在 ５０ 个社区设有 ７
个移动牙科诊所ꎮ②

巴勒斯坦伊斯兰非政府组织也参与医疗卫生领域的社会服务ꎮ 例如ꎬ 萨

拉赫伊斯兰协会于 １９９４ 年在马格哈兹 (Ｍａｇｈａｚｉ) 难民营开办了诊所ꎻ 到

２００３ 年ꎬ 该协会已有 ４ 家诊所ꎬ 雇用 ９７ 人ꎬ 开设普通门诊与牙科、 妇科、 儿

科等专科诊室ꎬ 可进行验光、 理疗医疗ꎬ 也能做小手术ꎮ③

(三) 教育与培训

众多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开展各种各样的教育与培训活动ꎬ 这在伊斯兰

非政府组织中尤为突出ꎮ 例如ꎬ 希伯伦伊斯兰慈善协会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

地带开办了面向孤儿规模最大的学校ꎮ 该组织开办的所有学校均获得巴勒斯

坦教育部与伊斯兰瓦克夫的支持ꎬ 在十二个年级设置巴勒斯坦政府规定的课

程ꎬ 同时也开设各类伊斯兰教课程与瓦克夫推荐的课程ꎬ 如在低年级阶段教

授有关伊斯兰价值与先知生活的内容ꎬ 从十年级开始教授沙里亚法ꎮ④ 萨拉赫

伊斯兰协会发起并获得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教育部的许可开办的萨拉赫慈

善学校ꎬ 于 １９９９ 年秋季开办ꎬ 专收男生ꎬ 从三年级开始招生ꎮ 到 ２０１１ 年ꎬ
萨拉赫慈善学校有 １ ５００ 名在校生ꎬ 学生们学习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教育部

规定的标准课程ꎬ 以及宗教课程ꎮ 萨拉赫伊斯兰协会还建有 ８ 个幼儿园ꎬ 分

９４１

①

②

③
④

ＢｅｎｏÎｔ Ｃｈａｌｌａｎｄꎬ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ｏｎ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ａｎｄ Ｅｘｃｌｕｄｅꎬ
ｐｐ １３４ － １３５

Ｇｌｅｎｎ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ꎬ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ꎬ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７ꎬ ｐ ４２ꎻ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Ｉｒｖｉｎｇ Ｊｅｎｓｅｎꎬ Ｐｅａｃｅꎬ Ａｉｄ ＆ Ｒｅｎｅｗｅｄ Ａｎｔｉ －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ｅｃｕｌａｒ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ＮＧＯ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 － Ｏｓｌｏ Ｐｅｒｉｏｄꎬ ｐ ４

Ｓａｒａ Ｒｏｙꎬ Ｈａｍａｓ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Ｇａｚａ: Ｅｎｇａ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ꎬ ｐ １２５
Ｉｂｉｄ ꎬ ｐ 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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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在迪尔巴拉、 马格哈兹、 布雷吉 (Ｂｕｒｅｉｊ) 与拉法ꎮ «古兰经» 知识启蒙是

萨拉赫伊斯兰协会所属幼儿园最重要的宗教课程ꎬ 而在高年级ꎬ 学生按男女

性别分班接受宗教知识ꎮ 该组织还设有妇女培训项目ꎬ 如在迪尔巴拉与马格

哈兹难民营有两家刺绣与裁缝培训中心ꎬ 每个中心为 ２０ 名女性提供为期 ６ 个

月的培训ꎬ 每位参加者只需支付 １００ 新以色列谢克尔 (约合 ３３ 美元) 学费ꎮ①

青年妇女穆斯林协会则是专门致力于妇女教育与培训的组织ꎬ 建立于 １９８１
年ꎬ 在加沙地带建立了多个分支机构ꎬ 针对 ８ ~ ６０ 岁不同年龄段的妇女ꎬ 开

设幼儿班、 读写识字班ꎬ 举办夏令营ꎬ 传播宗教知识ꎬ 提供职业培训与计算

机等各类相关知识技能培训ꎮ②

(四) 水资源与环境保护

水资源问题是巴以和谈中的关键性问题之一ꎬ 但长期以来未被列入双方

谈判议题ꎮ 直至 １９９３ 年 «奥斯陆协议» 签署后ꎬ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组建了联

合水委员会 (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ꎬ 初涉该问题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到 ２１
世纪初ꎬ 非政府组织以色列巴勒斯坦研究与信息中心 ( ｔｈｅ Ｉｓｒａｅｌ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利用国际机构的援助资金ꎬ 开展了一系列

涉及双方水资源安全与环境方面的研究项目ꎬ 如以色列与约旦河西岸的废旧

电池导致污染、 二噁英过量排放、 危险废弃物与特殊医疗废物处理等环境影

响评估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在美国国际开发署、 英国政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

下ꎬ 以色列巴勒斯坦研究与信息中心召开了为期 ４ 天的中东地区水问题会议ꎬ
探讨了双方建立 “水共同体” 的可能性ꎮ 此外ꎬ 巴勒斯坦水文学组织 (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Ｇｒｏｕｐ) 调查与统计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水设施的毁坏情

况ꎮ 中东地球之友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在以色列、 约旦和巴勒

斯坦的乡村宣传合理使用和保护水资源的共识ꎮ
总体上看ꎬ 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在慈善救济、 医疗卫生、 教育、 环境等

领域的活动均属于公共基础社会服务类ꎬ 其活动资金主要来源于两大渠道:
一是巴勒斯坦本土ꎬ 即来自巴勒斯坦人的捐赠、 非政府组织会员的会费、 非

政府组织自身的经营收入等ꎮ 二是国际援助ꎮ 据巴勒斯坦经济政策研究所数

据ꎬ 国外资金占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非政府组织总收入的比例超过 ６０％ ꎻ

０５１

①

②

Ｓａｒａ Ｒｏｙꎬ Ｈａｍａｓ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Ｇａｚａ: Ｅｎｇａ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ꎬ ｐｐ １２３ － １２４ꎬ
２６２

Ｉｂｉｄ ꎬ ｐ １０８



非政府组织在巴勒斯坦社会领域的活动及其角色　

而在巴勒斯坦本土非政府组织中这一比例更高ꎬ 国外资金约占 ７８％ ꎮ① 资金

来源高度依赖国外援助ꎬ 掣肘了巴勒斯坦的非政府组织的自主性ꎮ

三　 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功能与角色

从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的主要活动领域及其活动内容可以看出ꎬ 它在巴

勒斯坦社会领域的功能与角色包括以下三方面:
(一) 政府职能缺失弥补者与基础社会服务提供者

一般而言ꎬ 政府是基础社会服务的主要提供者ꎬ 但在巴勒斯坦ꎬ 政府职

能却长期缺位或不到位ꎮ 巴勒斯坦人历史上没有建立自己的国家与政府ꎬ 长

期处于异族占领与统治之下ꎮ １９６７ 年 “六五战争” 后ꎬ 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

占领土先建立了军政府ꎬ 后建立了民政机构ꎬ 其目的主要是为了管治巴勒斯

坦人ꎬ 并非是为其提供社会服务ꎮ 在以色列的默许下ꎬ 非政府组织充当了巴

勒斯坦基础社会服务提供者的角色ꎮ 由于政府提供的基础服务不足ꎬ 巴勒斯

坦非政府组织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为民众提供医疗卫生、 学前教育、 城镇基础

设施、 农业等基本服务ꎬ 这有效填补了以色列占领所导致的发展缺口ꎮ
１９９４ 年后ꎬ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本应成为巴勒斯坦基础社会服务提供

的主体ꎬ 但因该机构事实上尚非一个完全独立的政府实体ꎬ 加上资金、 治理

能力有限ꎬ 依然没能力向巴勒斯坦人提供足够的基础社会服务ꎬ 非政府组织

仍是巴勒斯坦基础社会服务的重要提供者ꎬ 尤其体现在医疗卫生、 教育方面ꎮ
据世界银行 ２００６ 年的报告ꎬ 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创建的医疗中心占全国总量

的 ２９％ ꎬ 承担了全国 ２５％的心理咨询工作、 ２１％的学前教育工作和 ２５％的职

业培训工作ꎮ② 在加沙地带ꎬ 非政府组织为当地民众提供的基础社会服务更为

重要ꎮ 加沙伊斯兰大学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Ｇａｚａ) 学者阿布伊玛拉阿莫尔

(Ａｂｕｉｍａｒａ Ａｍｅｒ) 分析道: “加沙地带的许多非政府组织均提供重要的医疗服

务ꎬ 如加沙中部地区没有政府提供的眼科诊疗机构ꎬ 而非政府组织设立了公

共援助协会的眼科专科医院 ( ｔｈｅ Ｅｙ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ｙ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ｉｄ

１５１

①

②

ＭＡＳꎬ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Ｄｏｎｏｒ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Ｎｏｎ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Ｂａｎｋ ａｎｄ Ｇａｚａ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８ꎬ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２００９ꎬ ｐ Ｘꎻ Ｔａｒｉｑ Ｄａ’ ｎａꎬ
“Ｄｉｓ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ｒｏｍ ｉｔ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ＮＧＯｓ ａｎｄ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ꎬ ｐ １３１

转引自徐若琦: «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 类别与功能»ꎬ 第 ４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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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ｃｉｅｔｙ)、 雅法眼科诊所 (Ｙａｆｆａ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 ｃｌｉｎｉｃ) 等眼科服务机构ꎮ”①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哈马斯赢得巴勒斯坦大选后ꎬ 国际捐赠者切断了对哈马斯政府的援助ꎬ
民众生活更为艰难ꎬ 而非政府组织在针对巴勒斯坦具体地区、 具体群体的困

难而开展的具体项目ꎬ 则为他们渡过难关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截至目前ꎬ 巴勒

斯坦政府在社会领域的职能仍存在诸多缺失之处ꎬ 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则成为

政府工作的有益补充ꎮ
(二) 扶贫济困者

扶贫济困是非政府组织的基本功能之一ꎮ 对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而言ꎬ
儿童、 老年人、 穷人、 妇女、 残疾人等群体是其重点救助对象ꎮ 据世界银行

统计ꎬ １９９４ 年巴勒斯坦慈善组织占该国非政府组织总量的 ３６％ ꎬ 其主要工作

是为孤儿、 聋哑人、 盲童等特殊人群提供社会福利ꎮ② 据巴勒斯坦经济政策研

究所的调查ꎬ 从 ２０００ 年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支出资金流向看ꎬ 侧重用于慈善

与救济 (占支出总额的比重为 １３ ３％ )、 儿童 (１６ ６％ )、 残疾人 (５ ５％ )、
妇女 (１ ３％ ) 和老年人 (１ ２％ ) 等社会弱势群体ꎮ③ 例如ꎬ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后期ꎬ 经书与逊奈之家近 ４０ 名志愿者实施了针对穷人、 孤儿的救济项目ꎬ 并

开设了一所学校与一家诊所ꎬ 使万名左右贫困群体从中直接或间接受益ꎮ④

２００１ 年ꎬ 萨拉赫伊斯兰协会、 圣地基金会、 希伯伦伊斯兰慈善协会与加沙天

课委员会 (ｔｈｅ Ｇａｚａ Ｚａｋｋａ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这四大伊斯兰非政府组织为巴勒斯坦

１４ ４５４ 万户家庭、 ５８ １８ 万人提供了食品援助ꎮ⑤

儿童是社会弱势群体之一ꎬ 尤其贫困儿童更需要得到社会的关爱ꎮ 孤儿

是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重点救助的特殊群体ꎬ 许多非政府组织都设有专门的

关爱与扶助孤儿项目ꎬ 如希伯伦伊斯兰慈善协会就将关爱孤儿列为其重点工

２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Ａｂｕｉｍａｒａ Ａｍｅｒꎬ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Ｓｔｒａｂｉｓｍｕ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ｔｔｅｎｄｉｎｇ ＮＧＯ’ ｓ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ｓ ｉｎ Ｇａｚａ Ｓｔｒｉｐ”ꎬ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ꎬ Ｖｏｌ １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４ꎬ ｐ ４

ＢｅｎｏÎｔ Ｃｈａｌｌａｎｄꎬ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ｏｎ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ａｎｄ Ｅｘｃｌｕｄｅ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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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之一ꎬ 到 ２００７ 年ꎬ 约有 ２ ５００ 名孤儿生活在 “福利之家”ꎮ① 在加沙地带ꎬ
萨拉赫伊斯兰协会是为孤儿提供支持的最大组织ꎬ 在该地区 １ ２ 万名孤儿中ꎬ
得到该组织救助的人数达到 ５ ０００ 名ꎮ② 拉赫马协会 ( ｔｈｅ ａｌ － Ｒａｈｍａ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将资助无父亲的孩童作为其扶贫项目之一ꎬ 该组织向 ４５０ 名无父

亲的儿童所在家庭每月资助 ４０ ~ ４５ 美元ꎬ 直至其成长到 １６ 岁ꎮ 此外ꎬ 该组

织还向因故致贫特困家庭的孩童提供 ３ 个月至两年不等的临时援助ꎬ 助其渡

过难关ꎮ③

事实上ꎬ 在巴勒斯坦ꎬ 非政府组织的扶贫济困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ꎮ 由

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频繁发动军事行动ꎬ 许多巴勒斯坦儿童因伤致残或者

失去父母ꎮ 同时ꎬ 大量巴勒斯坦成年人因参加反对以色列斗争而被捕或被害ꎬ
遗留下相当数量的残疾人、 寡妇以及失去父亲或失去父母双亲的儿童ꎬ 这些

人普遍生存艰难ꎬ 生计无法保障ꎮ 加上以色列的长期封锁、 巴勒斯坦民族权

力机构 (包括哈马斯政府) 的治理不力ꎬ 巴勒斯坦的贫困率居高不下ꎬ 穷人、
难民数量庞大ꎮ 这些人都是巴勒斯坦社会最脆弱的群体ꎬ 来自非政府组织的

救济可谓及时且迫切所需ꎮ
(三) 国际援助联系者

国际社会支持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及其在社会领域的活动ꎮ １９４８
年巴勒斯坦战争后ꎬ 国际社会的援助就成为巴勒斯坦人赖以生存的重要保证ꎮ
１９９３ 年 «奥斯陆协议» 签订之前ꎬ 为改善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状况ꎬ
国际社会的援助大多直接流入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ꎬ 后者为巴勒斯坦人开展

了各种各样的服务活动ꎮ 但受到以色列当局的限制ꎬ 许多支持巴勒斯坦人的

国外资金经由非政府组织或者以支持非政府组织的名义流入巴勒斯坦ꎬ 非政

府组织由此成为外部援助进入巴勒斯坦的桥梁ꎮ «奥斯陆协议» 签署后ꎬ 为支

持巴以和平进程ꎬ 国际社会向巴勒斯坦提供了大量援助ꎬ 主要流向巴勒斯坦

民族权力机构ꎬ 但还是有一部分流向非政府组织ꎮ 尤为突出的是ꎬ 巴勒斯坦

伊斯兰非政府组织的主要资金并非来自西方国家及其非政府组织ꎬ 而是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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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国家与组织ꎮ 此外ꎬ 为便于开展社会活动ꎬ 在巴勒斯坦活动的外国非

政府组织也大多依托巴勒斯坦本土的非政府组织ꎬ 正是通过后者的协助使国

际援助得到有效实施ꎮ

四　 结语

综上所述ꎬ 不论是在以色列占领时期还是在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治理

下ꎬ 非政府组织在巴勒斯坦社会领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ꎬ 其根本原

因在于巴勒斯坦人面临的残酷生存现实ꎮ 在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建立之前ꎬ
巴勒斯坦人没有自己的民族政府提供基础社会服务ꎬ 而以色列占领当局又对

巴勒斯坦人 “漠视”ꎬ 在某种意义上ꎬ 非政府组织充当着 “政府” 的角色ꎬ
巴勒斯坦人也依赖于非政府组织所提供的社会服务ꎮ １９９４ 年建立的巴勒斯坦

民族权力机构ꎬ 自身治理能力不足ꎬ 又严重受制于以色列ꎬ 依旧不能发挥独

立国家自主政府的功能ꎮ 因此ꎬ 尽管面临诸多困难ꎬ 非政府组织仍是巴勒斯

坦基本社会服务不可替代的重要提供者ꎬ 为处于困境中的巴勒斯坦人ꎬ 特别

是贫困、 弱势群体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保障ꎬ 也减轻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

构的负担ꎬ 弥补了后者社会服务提供的不足ꎮ 正如美国东北大学学者邓尼

斯Ｊ 苏利文 (Ｄｅｎｉｓ Ｊ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 所言: “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为巴勒斯坦社

区提供的各类社会服务ꎬ 具有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无法取代的独特价值ꎮ”①

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在社会领域的活动得到巴勒斯坦人的高度肯定ꎬ 特别是

在医疗卫生部门ꎬ ９５％ 的非政府组织的事例是成功的ꎬ 得到患者的积极

评价ꎮ②

目前ꎬ 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面临着诸多挑战ꎮ 其一ꎬ 非政府组织的自主

性受到制约ꎮ 受制于外国援助ꎬ 财政困难是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面临的普遍

困难ꎮ 据非政府组织委员会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对加沙的调查ꎬ ５４％的非政府组织面

临严重财政困难ꎬ ３３％的非政府组织面临一定资金不足问题ꎮ③ 许多巴勒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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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组织的资金主要依赖于国外捐赠或援助ꎬ 这又使其活动与发展在很大

程度上受制于外国捐赠方ꎮ 它们对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设置了复杂的申请要

求与条件ꎬ 且手续繁琐ꎮ 即使申请到外国资金ꎬ 资金流向也受到捐赠者的掣

肘ꎬ 有时会出现与实际需求不一致情况ꎮ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６ 日ꎬ 一位巴勒斯坦受

访者指出: “捐助者有其政治目的ꎬ 而贫困的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不得不按其

导向设置项目ꎮ”① 其二ꎬ 非政府组织的社会活动与提供的社会服务ꎬ 面临客

观上支持以色列占领的尴尬ꎮ 这是因为: 尽管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已经建

立并运行多年ꎬ 但许多巴勒斯坦地区依然在以色列控制之下ꎬ 即使巴勒斯坦

民族权力机构所控制的地区ꎬ 仍要受到以色列的种种制约ꎮ 从某种意义上讲ꎬ
以色列对于巴勒斯坦人的生存困境负有相当的责任ꎬ 但非政府组织的行为则

被一些人视作 “有助于占领”②ꎮ 其三ꎬ 非政府组织面临来自以色列和西方国

家的舆情压力ꎮ 以色列政府对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的控制始终存在ꎬ 巴勒斯

坦本土及在巴勒斯坦活动的外国非政府组织都需要遵循以色列的种种规定ꎮ
对伊斯兰非政府组织而言ꎬ 因接收到的外国资金中有相当一部分用于扶助哈

马斯与伊斯兰圣战者组织的成员及其家庭、 支持抵抗以色列的巴勒斯坦 “烈
士” 遗属与被俘人员ꎬ 以色列与西方国家常常指控这些非政府组织支持所谓

“恐怖主义”ꎬ 并以此为由对其进行打压、 突袭甚至取缔ꎮ 此外ꎬ 巴勒斯坦非

政府组织的活动ꎬ 也要面临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干预ꎮ 尽管巴勒斯坦民

族权力机构支持非政府组织在社会领域开展活动ꎬ 但它在诸多法律中对非政

府组织的注册、 资金等有非常严格的控制性规定ꎮ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非政府

组织的打压也始终存在ꎮ 巴勒斯坦本土及在巴勒斯坦活动的外国非政府组织ꎬ
都需遵循以色列的种种规定ꎮ

从长远来看ꎬ 巴以和谈要取得实质性突破非常困难ꎬ 独立巴勒斯坦国的

建立远非近日可就ꎬ 巴勒斯坦人的现实生活困境也难以根本改观ꎮ 因此ꎬ 巴

勒斯坦非政府组织仍将继续扮演社会服务提供者的重要角色ꎬ 巴勒斯坦人对

非政府组织服务的依赖仍将延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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