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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变局后北非国家民主转型的困境
———基于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分析视角

贺文萍

　 　 内容提要　 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经济属性、 阶级属性和文化属性

告诉我们ꎬ 民主的产生、 建设与巩固ꎬ 必须要有与之相应的经济基础、
社会结构以及政治文化ꎮ 走向衰败的经济和民生、 日益分裂的社会、 缺

乏宽容、 尊重和容忍的政治文化ꎬ 这些都对北非国家民主制度的建设构

成了严重的制约ꎮ 当下ꎬ 所谓的 “阿拉伯之春” 已演变成 “阿拉伯之

冬”ꎬ 利比亚的内乱还未有穷期ꎬ 突尼斯和埃及的社会政治变革仍在艰

难的转型过程中ꎬ 北非国家要走出民主转型困境仍有很长的路要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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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年里ꎬ 北非地区发生了很多始料不及和令世人瞠目的变化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始自突尼斯的北非政治变革浪潮以摧枯拉朽之势终结了突尼斯、
埃及和利比亚等北非三国的长期威权统治ꎮ 先是中东变局的诞生地突尼斯ꎬ
该国执政 ２３ 年的前总统本阿里在 ２８ 天的群众抗议后下台并流亡沙特ꎬ 接

着是执政 ３０ 年的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在民众抗议 １８ 天后黯然下台并被囚禁

审判ꎮ 结局最惨的利比亚 “沙漠强人” 卡扎菲ꎬ 其长达 ４２ 年的铁腕统治则是

在近 ７ 个月的利比亚血腥内战后以他本人的死亡而画上句号ꎮ
中东变局初起之时ꎬ 一些西方舆论认为北非国家的民主进程将由此开启ꎮ

然而ꎬ ４ 年多时间过去了ꎬ 上述三国中除了突尼斯的转型过程尚属基本顺利和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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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ꎬ① 其余两国的民主转型则遭遇重大挫折、 陷入困境ꎮ 利比亚迄今仍基本

处于各部族武装占山为王、 国家机构的建立都没有完成的混乱阶段ꎮ 埃及在

过去几年里则经历了过山车般的政局逆转和血雨腥风式的抗议与镇压ꎮ 穆巴

拉克的出狱以及首任民选总统穆尔西被判死刑引起很大的国际争议ꎬ 一些人

认为 “埃及革命的惊人倒退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ꎬ “ ‘阿拉伯之春’ 革命

已经死亡”ꎮ② 那么ꎬ 为何埃及和利比亚两国的长期威权统治和强人的倒台并

未迎来自由和稳定ꎬ 反而陷入民主转型困境? 当我们尝试从马克思主义的民

主理论视角来仔细梳理这两国的经济、 社会、 文化等民主转型所依附的基础

与条件时ꎬ 答案似乎并不难找到ꎮ

经济不平等: 民主基石缺乏

无论是作为政治集权国家ꎬ 还是转型后发国家ꎬ 上述北非诸国如此快速

的政权崩盘在非洲地区乃至世界近现代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ꎮ 虽然北非政治

社会动荡伊始ꎬ 一些西方媒体便难掩兴奋ꎬ 迅速将其冠名为北非阿拉伯国家

人民争取民主和自由的 “阿拉伯之春”ꎬ 但这场抗议活动的起源其实并非主要

针对 “政治不平等”ꎬ 而是 “经济不平等”ꎮ 而经济发展滞后和失业率居高不

下等 “民生” 问题又是构成上述国家 “民主” 转型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ꎮ
(一) “经济不平等” 导致民怨沸腾

突尼斯、 埃及、 利比亚等国的街头抗议活动ꎬ 起因均为民众对低收入和

高物价所带来的经济冲击的不满ꎮ 如在中东变局的源发地突尼斯ꎬ 大规模示

威的火种源自一位失业并因父亲早亡而承担着对弟妹的养育责任的大学毕业

生ꎬ 他用自焚的极端方式抗议城管和警察用粗暴手段没收其街头零售摊ꎬ 而

且几经交涉仍无法索回这一几乎全部家当之后的绝望之举ꎮ 它反映的是 ２００８

００１

①

②

突尼斯自 ２０１１ 年末起草新宪法以来ꎬ 党派纷争和政治暗杀不断ꎮ 直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ꎬ 该国制

宪议会才通过新宪法ꎬ 并于同年底成功举行了总统选举ꎮ ８８ 岁的突尼斯呼声党领袖埃塞卜西成为该国

首位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人ꎮ 突尼斯当前除了面对振兴经济和降低失业率的挑战 (２０１５ 年第一季度ꎬ
突尼斯经济增长仅 １ ７％ ꎬ 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滑 ０ ２％ )ꎬ 而且安全层面也有隐忧ꎮ 据悉ꎬ 超过 ３ ０００
名的突尼斯人前往伊拉克与叙利亚参加 “伊斯兰国” ( ＩＳ) 领导的 “圣战”ꎬ 是 “伊斯兰国” 外籍武

装人员中人数最多的来源国ꎮ
奥马尔穆罕默德: « “阿拉伯之春” 革命已经死亡»ꎬ 载 [美国] “石英” 财经网站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０ 日刊发文章ꎬ 参见 «参考消息»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２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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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全球经济危机冲击下突尼斯所出现的高物价和高失业 (大学毕业生的失

业比率高达 ５０％以上) 现象以及执法失当所致的警民冲突的社会矛盾ꎮ 另外ꎬ
抗议群众喊出的口号也主要是 “要面包ꎬ 要工作ꎬ 不要本阿里”ꎬ 目标指向

主要为经济问题以及应该对这些问题负责、 并因长期执政而招致不满的总统

本阿里本人ꎮ 虽然在骚乱爆发前ꎬ 突尼斯一直被认为是非洲和阿拉伯国家

中最稳定、 经济最具活力的国家之一ꎬ 全球经济竞争力还数度被世界经济论

坛排列在非洲以及马格里布地区之首ꎬ 但经济危机特别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和欧元汇率的大幅波动暴露了突尼斯经济过度依赖欧洲市场的脆弱一面ꎮ 对

欧洲市场出口的萎缩、 旅居欧洲突尼斯侨民侨汇收入的下降以及旅游业的不

景气ꎬ 使得突尼斯经济增长乏力、 物价上涨ꎬ 老百姓生活品质下降ꎮ 本阿

里执政期间重视教育ꎬ 突尼斯教育普及率很高ꎬ 但如今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青

年找不到工作ꎬ 有限的工作机会又往往被任人唯亲的权势部门的人把持ꎬ 因而

加深了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对社会不公现象的不满ꎮ
埃及的情况也是如此ꎮ 从表面看ꎬ 穆巴拉克的倒台是突尼斯 “茉莉花革

命” 的蝴蝶效应使然ꎬ 但深究原因ꎬ 突尼斯所发生的一切不过是压垮穆巴拉

克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ꎮ 在长达 ３０ 年的执政时间里ꎬ 穆巴拉克政权已经积聚

了太多的沉珂和民怨ꎮ 埃及本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和中东地区较先进和发达

的国家ꎬ 但进入现代社会之后ꎬ 埃及迅速走向衰落ꎬ 成为一个主要依靠老祖

宗留下的文明古迹吃旅游饭的国家ꎮ 笔者在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赴埃及考察时曾亲眼

看到首都开罗城郊成片的烂尾楼群以及众多追逐游客讨要零钱的埃及孩童ꎮ
一方面ꎬ 埃及人口迅速增长ꎻ 另一方面ꎬ 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无法创造足够

的就业岗位ꎮ 美国国会的研究报告则称ꎬ 埃及半数成年男性没有工作ꎬ ９０％
的埃及妇女在毕业两年之后仍然失业ꎮ 美联社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６ 日的报道称ꎬ 埃

及 ８ ５００ 万人口中有 ４０％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或接近贫困线 (联合国规

定的标准贫困线为每天生活花费不足两美元)ꎮ①

拥有丰富石油资源但人口规模尚不及埃及 １ / １０ 的利比亚ꎬ 则是典型的国

富民穷、 贫富悬殊的国家ꎮ 虽然该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已高达上万

美元ꎬ 但下层老百姓的实际收入很低ꎬ 巨额的石油收入并未惠及普通民众ꎬ

１０１

① 安维华: «埃及: 尼罗河畔的 “大饼革命”»ꎬ 载马晓霖主编: «阿拉伯剧变: 西亚、 北非大动

荡深层观察»ꎬ 新华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版ꎬ 第 １４２ ~ １４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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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长期处于发展边缘的利比亚贫困的东部地区 (反对卡扎菲的示威抗议

就是从利比亚东部城市班加西开始ꎬ 并逐渐向全国蔓延的)ꎮ ２００８ 年全球经济

危机的爆发加上国际经济制裁对利比亚经济的不利影响ꎬ 致使利比亚社会福

利开支削减、 通货膨胀率上升 (油、 蛋等基本食品的价格涨幅超过了 ５０％ ꎬ
甚至 １００％ )、 失业率也连年攀升达到 ２０％ ~ ３０％ 之间ꎮ① 而卡扎菲及其 ８ 子

一女则把利比亚国家银行变成了其家族的提款机ꎬ 不仅涉足国内的石油、 燃

气、 酒店、 媒体、 流通、 通讯、 社会基础设施等产业ꎬ 而且经常豪掷上亿美

元购买国外的别墅或者足球俱乐部ꎬ 等等ꎮ
经济不景气、 人民生活品质下降和贫富分化差距的日益扩大ꎬ 再加上上

述北非国家强人长期执政、 高压和专制统治、 裙带关系以及政治体制僵化、
统治阶层的腐败行为等 (和卡扎菲家族一样ꎬ 本阿里和穆巴拉克下台后均

被曝光了总统家族敛集的巨额国家财富)ꎬ 终使长期积累的矛盾和民怨经突尼

斯小贩 “自焚事件” 的刺激而喷发ꎮ
(二) 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才是民主建立和巩固的基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 中曾指出: “每一个历史时代的经济生

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ꎬ 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ꎮ”②

由此可见ꎬ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ꎬ 上层

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ꎬ 并且服务于经济基础ꎮ 民主在社会结构中属于上层

建筑ꎬ 因此ꎬ 民主的存在与发展、 民主的性质与形式ꎬ 归根到底都是由社会

的经济基础决定的ꎮ 民主发展的真正动力ꎬ 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

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ꎮ 列宁曾明确指出: 任何民主ꎬ 和一般的任何政治上

层建筑一样ꎬ 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ꎬ 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

关系决定的ꎮ③ 原始社会的生产力及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ꎬ 决定了原始劳动的

平等性质ꎬ 并导致原始社会中自然形成的民主制ꎮ 而奴隶所有制和封建所有

制的生产关系ꎬ 是以人身占有、 依附和严格的等级制度为基础的ꎬ 因此一般

建立的是以特权等级制为特征的专制政治制度ꎮ 现代民主制度则是随着资本

２０１

①

②
③

«利比亚及它的 “卡扎菲时代”»ꎬ 载大公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ｔａｋｕｎｇｐａｏ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ｂｒｅｘｐｏ / ２０１３ －
０８ / １８７１５０９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５ －０６ －０１ꎮ

马克思、 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第 ３ 版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５ 年版ꎬ 第 ３９ 页ꎮ
列宁: «再论工会、 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ꎬ 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

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 «列宁选集» 第 ４ 卷ꎬ 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５ 年版ꎬ 第 ４０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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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的ꎮ
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理论告诉我们ꎬ 没有充分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做基础ꎬ

民主这个上层建筑的根基就是不坚实和不牢固的ꎮ 同样ꎬ 指望通过建立民主

的政治制度而一举解决严峻的经济问题则更是痴人说梦ꎮ 威权政府可以在一

夜间被推翻ꎬ 但经济发展和发展的红利却难以在短期内实现并使民众享受到ꎮ
当人民走上街头并带着对新时代的美好憧憬和对民主的极大热情积极参与投

票和选举时ꎬ 他们希望的是新的民选政权能够给人民带来 “面包”、 “工作”
和 “自由”ꎬ 新政权需要通过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来为这些 “信任选票” 背

书和强化自身的合法性ꎮ 否则ꎬ 民众的 “信任选票” 甚至等不及下一次选举

就要强制收回ꎮ 埃及穆斯林兄弟会 (简称 “穆兄会”) 及其领导人穆尔西的

命运就是这一定律的生动诠释ꎮ
埃及在 ２０１１ 年推翻穆巴拉克后的次年 ６ 月ꎬ 选举产生了近 ６０ 年来首位非

军方出身的民选总统———穆兄会下属 “自由与正义党” 主席穆尔西ꎮ 然而ꎬ
在其后一年多的政治转型过程中ꎬ 由于各利益相关方和各大政治力量 (如世

俗和宗教势力、 前政权残余和新兴政治势力等) 均把主要精力和资源用于政

治利益和权力的博弈ꎬ 穆尔西及穆兄会也表现出极强的权力占有欲ꎬ 不仅屡

屡打破自身约束权力的既往承诺ꎬ 而且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方面亦毫无建

树、 交不出让人民满意的任何 “成绩单”ꎮ 埃及的经济发展在政治变革之后反

而呈现的是加剧下滑的态势ꎬ 经济增长率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５ １％ 猛烈下滑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１ ８％ ꎬ ２０１２ 年则继续下探到 １ ５％ ꎮ 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 失业率和

贫困率粉碎了一些人寄希望于政治变革带来民生改善的梦想ꎮ① 很多人终于明

白ꎬ 民主并不能自动带来面包和工作ꎮ 资本和投资总是喜欢与稳定的政治环

境比邻而居ꎮ 可以说ꎬ 正是人们梦想的破碎和民生状况的不升反降最后导致

仅仅上台一年的穆尔西早早结束了短暂的政治生命ꎮ
另外ꎬ 从大规模抗议活动产生的实际效果看ꎬ 社会大动荡非但没有带来

自由民主以及经济发展ꎬ 反而使国家走上了动荡–衰弱–再动荡的恶性循环ꎮ
卡扎菲之后的利比亚ꎬ 不仅远未迎来 “民主” 与 “自由”ꎬ 甚至稳定与安全

环境都没有保障ꎬ 更谈不上经济和社会发展ꎮ 自从卡扎菲政权倒台后ꎬ 利比

３０１

① 埃及近年来的经济发展数字可参见 «英国经济季评» 及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埃及国别网站ꎮ
如: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ｍｆａ＿ ｃｈｎ / ｇｊｈｄｑ＿ ６０３９１４ / ｇｊ＿ ６０３９１６ / ｆｚ＿ ６０５０２６ / １２０６＿ ６０５０５２ꎬ ２０１５ －
０６ － ０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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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乱局从未停止ꎮ 目前ꎬ 该国东、 西部甚至出现了两个平行的 “国民议会”
和两个 “政府” 相互对立的乱象ꎬ 有进一步滑向 “失败国家” 的危险ꎮ

近年来的北非政治变革浪潮还揭示了一个简单却深刻的真理ꎬ 那就是

“民可载舟ꎬ 亦可覆舟”ꎮ 不管是威权国家ꎬ 还是民主政体ꎬ 都必须把人民的

福祉放在首位ꎮ “变革” 也好ꎬ “革命” 也罢ꎬ 其终极目的都应当是改善和提

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及经济与政治权利ꎮ 当尘埃落定ꎬ 热闹的街头抗议和 “革
命” 过后ꎬ 如果这些国家的人民生活不进反退ꎬ 没有 “民生改善” 支持的

“民主诉求” 则会很快蜕变为无根之花、 无源之水ꎬ 很快就会凋零和枯竭ꎮ

社会分化: 民主的阶级属性尚未形成

虽然和一些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相比ꎬ 北非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和社会

阶层分化程度都相对高一些ꎬ 但距离现代民主制度建立所需要的阶级构成和

政治组织架构形成 (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建立在阶级基础上的政党制

度建设等) 仍有较大的距离ꎮ 在利比亚ꎬ 卡扎菲 ４０ 多年的家族统治基本建立

在部族社会以及部族忠诚的基础上ꎮ 埃及社会的构成要素也并非现代意义的

阶级、 阶层或政党ꎬ 而是军方、 世俗派力量和以穆兄会为代表的宗教力量ꎮ
(一) 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形态具有阶级性

在阶级社会中ꎬ 国家和民主具有阶级性ꎬ 不存在超阶级的国家和民主ꎬ
这是马克思民主理论的一个最根本的观点ꎮ 列宁曾直截了当地指出ꎬ “民主是

国家形式ꎬ 是国家形态的一种”ꎮ① 作为一种国家形式、 国家形态的民主制ꎬ
在人类历史上是随着私有制、 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ꎮ 在阶级社会中ꎬ
民主政治制度无非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ꎬ 它在本质上反映的是居于国家政

权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利益、 意志和愿望ꎬ 构成统治阶级行使权力的机关

和手段ꎮ 民主的阶级性主要指民主代表哪部分阶级的利益ꎬ 它由国体的性质

所决定ꎮ 只要国家政权为哪个阶级所掌握ꎬ 民主就归哪个阶级支配ꎮ 因此ꎬ
考察一种民主政治制度ꎬ 最根本的就是要揭示其阶级统治的实质ꎬ 认清谁是

统治阶级ꎬ 谁是被统治阶级ꎮ 马克思、 恩格斯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明确

４０１

① 列宁: «国家与革命»ꎬ 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 «列宁选集» 第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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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 “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 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

斗争ꎬ 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ꎬ 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ꎬ 在这些形式下进行

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ꎮ”① 列宁也指出ꎬ 掩盖现代民主的资产阶级

性质ꎬ 把它说成是超阶级的 “一般民主” 或 “纯粹民主”ꎬ 是对群众的欺

骗ꎮ② 列宁还把那种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就是 “纯粹民主”、 “自由的人

民国家”、 “非阶级或超阶级的民权制度” 或 “全民意志的纯粹表现” 等观

点ꎬ 斥责为小资产者的幻想ꎮ③ 总之ꎬ 马克思主义认为ꎬ 所谓 “一般民主”、
“纯粹民主” 的西方民主理论是虚伪的ꎬ 实质是抹杀民主的阶级性质ꎮ 超越具

体社会历史条件和阶段、 区域、 民族、 阶级的抽象民主、 普遍民主和绝对民

主是从来不存在的ꎮ 不论是古希腊雅典城邦的民主制ꎬ 还是现代资产阶级国

家的民主制ꎬ 概不例外ꎮ
其实ꎬ 民主的阶级属性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生产的社

会化大分工基础之上的ꎬ 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ꎮ 但在卡扎菲统治

下的利比亚以及穆巴拉克统治下的埃及ꎬ 既无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ꎬ
也没有形成强有力的阶级及其政党ꎬ 民主阶级属性的先天缺失使得后强人时

代的民主转型缺乏强有力的社会政治基础ꎮ
(二) “利比亚是一个部落国家”
卡扎菲的儿子曾说过ꎬ “利比亚是一个部落国家”ꎬ 这句话还颇能说明利

比亚的政治现状ꎮ④ 部落是构建利比亚社会的基本单位ꎬ 也是利比亚民众的社

会归属ꎮ 据统计ꎬ 分布在利比亚各地的部落大大小小共有几百个ꎬ 中等规模

的约有 ３０ 多个ꎬ 主要分成三大部落联盟: 即在东部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的萨阿

迪部落联盟 (Ｔｈｅ Ｓａ’ ａｄｉ Ｃｏｎ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ꎻ 在中部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的阿瓦拉

德–苏莱曼部落联盟 (Ｔｈｅ Ｓａｆｆ Ａｗｌａｄ Ｓｕｌａｙｍａｎ Ｃｏｎ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卡扎菲所属的

卡扎法部落 (Ｑａｄａｄｆａ) 和利比亚最大的部落瓦法拉部落 (Ｗａｒｆａｌｌａ) 就属于该

部落联盟ꎻ 在西部和南部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的巴哈尔部落联盟 (Ｔｈｅ Ｓａｆｆ ａｌ －
Ｂａｈａｒ Ｃｏｎ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ꎮ “由于利比亚在历史上并未形成国家层面的公共权力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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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 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ꎬ 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

译: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１ 卷ꎬ 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５ 年版ꎬ 第 ８４ 页ꎮ
列宁: 前引文ꎬ 第 ６００ ~ ６０１ 页ꎮ
列宁: 前引文ꎬ 第 ５８１ 页ꎮ
«利比亚及它的 “卡扎菲时代”»ꎬ 载大公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ｔａｋｕｎｇｐａｏ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ｂｒｅｘｐｏ / ２０１３ －

０８ / １８７１５０９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５ －０６ －０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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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ꎬ 以血缘关系和共同祖先凝结而成的家族和部落ꎬ 以及伊斯兰传统始终

是处理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主要方式和依据ꎬ 致使利比亚在历史上有部落而无

国家 (Ｓｔａｔｅｌｅｓｓｎｅｓｓ)ꎬ 呈现出 ‘碎片化’ 的政治地理特征ꎮ”①

卡扎菲执政初期ꎬ 曾一度试图打破利比亚社会中的这一 “部落等级制”
结构ꎬ 但效果不佳ꎮ ２０ 世纪后期ꎬ 内外交困的卡扎菲政权为巩固统治ꎬ 又刻

意回归和使用 “以部落制部落” 的方式来强化利比亚的 “部落等级制” 结

构ꎮ 卡扎菲家族、 卡扎菲所属的卡扎法部落ꎬ 以及由西部和南部的瓦法拉部

落和马加哈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成为维护卡扎菲统治的 ３ 个同心圆ꎮ 这些部

落控制了利比亚政府的主要机构和安全部门ꎬ 在国家财富的分配上占据主导

地位ꎮ 利比亚东部地区的部落和少数民族则备受打压ꎮ② 因此ꎬ 东部区域及部

落人员也是最早揭竿而起反对卡扎菲统治的ꎮ
浓厚的部落色彩不仅体现在权力、 财富占有以及安全和军队构成等政治、

经济和军事的宏观层面ꎬ 也体现在人们的社会交往和人际圈等微观层面ꎮ 姑

且不论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对部落酋长的效忠强于对国家的认同ꎬ 即便在大

城市ꎬ 由于 “利比亚的城市化源于农村的家族和部落向城市的整体性迁徙”ꎬ
“来自于同一部落的人往往居住在相同或相近的街区ꎬ 他们在安全和就业等方

面相互帮助ꎬ 邻里关系只是部落关系的延伸”ꎮ③

正是由于前资本主义的传统部落因素在利比亚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强势

主导地位ꎬ 加之在强人卡扎菲专制统治的 ４２ 年里ꎬ 利比亚的国家政治生活中

既没有宪法ꎬ 也没有政党ꎮ 因此ꎬ 当危机爆发时ꎬ 利比亚的政治前途也自然

由部落来决定ꎬ 部落便成为未来国家转型和新秩序构建的关键参与者ꎮ 卡扎

菲倒台后ꎬ 利比亚各部落联盟拥兵自重ꎬ 互不买账ꎬ 冲突不断ꎬ 目前统一国

家架构的组建都成了问题ꎬ 出现了两个 “议会”、 两个 “政府” 和两个 “总
参谋部” 的混乱局面ꎮ 不同部落联盟又被不同意识形态裹挟ꎬ 并得到不同境

外力量支持ꎮ 具有伊斯兰色彩的东部 “政府” 目前为国际社会所承认ꎬ 并得

到土耳其、 卡塔尔和苏丹的强力支持ꎻ 西部 “政府” 则由世俗化的部落联盟

领导ꎬ 并得到埃及和阿联酋的扶持ꎮ 两个 “政府” 在过去的一年里相互攻讦ꎬ
政治上千方百计巩固地位ꎬ 军事上持续攻城略地ꎮ “伊斯兰国” (ＩＳ) 等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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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闫伟、 韩志斌: «部落政治与利比亚民族国家重构»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３ 年 ２ 期ꎬ 第 １１７ 页ꎮ
同上文ꎬ 第 １２８ 页ꎮ
同上文ꎬ 第 １２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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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势力则利用当前利比亚乱局ꎬ 趁势在利比亚集结和扩张ꎬ 已成为影响利

比亚安全和政治转型的重要因素ꎮ
(三) 埃及社会存在以军方为主的三大主导力量

埃及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以来ꎬ 作为 “风暴之眼” 和重要政治晴雨表的开罗解

放广场就几乎没有平静过ꎬ 只是每次人们游行示威所针对的对象在变换ꎬ 要

被赶下台的 “独裁者” 在换人ꎮ 在过去几年的政治转型期中ꎬ 虽然表面上埃

及也涌现出了名目各异的政党ꎬ 但实际上埃及社会以及政坛上的真正玩家仍

然是军方、 穆兄会、 世俗派势力这三大主导力量ꎮ 而且三大力量在中东变局

后的权力博弈中不断交替变换权力舞台上的主角和正、 反方ꎮ
穆兄会和世俗派力量联手ꎬ 通过声势浩大的百万人以上的大游行ꎬ 终于

以 １８ 天的超级速度赶走了前总统穆巴拉克ꎬ 但取而代之的却是把持过渡时期

权力的埃及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将军们ꎮ 在随后一年多的政治转型过渡期内ꎬ
军方与迅速崛起的以穆兄会为代表的埃及伊斯兰势力间的矛盾和对抗日益激

化ꎬ 双方围绕着议会选举、 制宪委员会的组成等政治过渡 “路线图” 争执不

断ꎮ 军方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总统大选之前甚至解散由穆兄会控制的议会ꎬ 并把立

法权、 制宪权、 预算制定权ꎬ 以及对外宣战权等权力悉数收入囊中ꎮ 虽然此

后依照政治过渡 “路线图”ꎬ 埃及依次举行了议会和总统选举ꎬ 经历两轮总统

选举之后ꎬ 民选总统穆尔西最终仅以微弱优势获胜ꎮ 他在上任时就存在 “先
天不足” 的情况ꎬ 因为他既没有军队的强大后盾ꎬ 而且因议会和总统选举倒

置性地放在了新宪法产生之前ꎬ 新总统上任后尚不知在其后产生的宪法将赋

予他何种权力ꎮ 因此ꎬ 为尽快成为 “名副其实” 的总统ꎬ 穆尔西联手世俗派

与军方展开了较量ꎬ 并在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２ 日借助西奈半岛事件成功解除了原军

方领导人国防部长坦塔维和总参谋长阿南等军队高级官员的职务ꎬ 并任命了

塞西等新生代的军方高层ꎮ
然而ꎬ 遗憾的是ꎬ 穆尔西及其穆兄会在与军方争权的过程中走得过急和

过远ꎮ 在上台执政的短短一年里ꎬ 经 “民主” 手段产生的民选总统穆尔西及

穆兄会一直以 “不民主” 的手段来实现对权力的垄断和集中ꎬ 表现出了极强

的权力占有欲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ꎬ 穆尔西颁布赋予其自身更多权力的新宪

法声明ꎬ 规定总统有权任命总检察长ꎬ 强调在新宪法颁布和新议会选出前ꎬ
总统发布的所有总统令、 宪法声明、 法令及决定都是最终决定ꎬ 任何方面无

权更改ꎮ 该声明一发布ꎬ 立刻引来反对党和世俗力量如潮的抗议ꎬ 认为穆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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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的这一 “扩权声明” 妨害了司法独立ꎬ 是大权独揽的独裁行为ꎮ 人们再次

潮水般地走上街头ꎬ 掀起了大规模的抗议浪潮ꎮ
穆尔西及穆兄会对集权的贪欲以及在治国理政上的无能ꎬ 加上日益表现

出的伊斯兰政策倾向ꎬ 使得原本支持穆尔西及穆兄会的一些知识阶层和自由

派及世俗力量ꎬ 甚至包括一些持自由化思想的穆斯林力量均开始站在了穆尔

西的对立面ꎮ 他们认为ꎬ 以民主方式上台的穆尔西及穆兄会正在蜕变为埃及

新的 “法老”ꎬ 其所推行的政策已经与 “民主” 的本意相去甚远ꎮ
随着抗议浪潮的不断扩大ꎬ 埃及三大力量之间的合纵连横又出现了新的

组合ꎮ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初ꎬ 国防部长塞西领导的埃及军方再次以强力介入政治ꎬ
与世俗派力量联手把执政刚刚一年的民选总统穆尔西赶下了台ꎬ 并开始上演

全力剿灭穆兄会的大戏ꎮ ８ 月 １４ 日ꎬ 埃及军方不顾国际舆论的压力ꎬ 对开罗

几个广场上的穆尔西支持者进行武力清场ꎬ 造成了上百人死亡和数千人受伤

的新的流血和伤亡ꎮ 此后ꎬ 埃及军方再出重拳ꎬ 取缔有 ８７ 年历史的穆兄会并

宣布其为 “恐怖组织”ꎬ 没收其资产ꎮ 据统计ꎬ 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以来ꎬ 已有约

２ ４ 万名穆兄会成员被捕入狱ꎮ①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ꎬ 脱下军装并以压倒性多数票当选埃及总统的塞西宣誓就职ꎬ
成为继穆尔西之后的埃及新总统ꎮ 与此同时ꎬ 穆巴拉克和穆尔西的命运也出

现了乾坤大逆转ꎮ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ꎬ 即军方逼穆尔西 “下课” 和收押他的次月ꎬ
埃及法庭即宣布释放前总统穆巴拉克ꎮ 这前后两位总统 “一进” 和 “一出”
的节奏被媒体解读为 “埃及政治时钟的倒拨”②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ꎬ 埃及开罗刑

事法院宣布穆巴拉克及其两个儿子等人涉嫌 “谋杀示威者” 和 “经济贪腐”
案罪名不成立ꎬ 这一无罪判决使得舆论普遍认为埃及革命 “死了”ꎬ 这个国家

又回到了穆巴拉克时代的 “原点”③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６ 日ꎬ 同一个埃及开罗刑

事法院以 “越狱” 和 “谋杀” 罪名判处穆尔西死刑ꎮ 消息传出仅两个小时

后ꎬ 埃及西奈半岛 ３ 名法官即遭枪击身亡ꎮ
埃及政治图谱在过去两年里所发生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与其说是 “民

８０１

①

②
③

雷东瑞: « “重拳” 打击穆兄会ꎬ 埃及当局意欲何为?»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ｎｅｎ ｃｏｍ
ｃｎ / ｓｙｓｔｅｍ / ２０１４ / ０３ / ２６ / ０１２０５８３０４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４ － ０３ － ２７ꎮ

«穆巴拉克出狱ꎬ 埃及政治时钟倒拨»ꎬ 载 «环球时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ꎮ
参见王晋: «穆巴拉克ꎬ 有罪无罪已不重要»ꎬ 载国际在线: ｈｔｔｐ: / / ｇｂ ｃｒｉ ｃｎ / ４２０７１ / ２０１４ /

１２ / ０２ / ２１６５ｓ４７８８１２１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４ － １２ － ０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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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转型的 “成功” 或 “必经阶段”ꎬ 不如说是 “威权政治” 的 “回归”ꎮ
埃及军方的 “强硬之手” 以及在埃及社会三大主导力量博弈中的决定性作用

已经展现无遗ꎮ 虽然塞西将军脱下军装华丽转身为 “民选总统”ꎬ 但埃及军方

对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 司法系统、 媒体以及经济领域的控制却日益加强ꎮ
如今ꎬ 在埃及被任命的 ２７ 个省的省长中ꎬ １７ 个由军队将领担任ꎬ 其余或由警

官统领ꎬ 或采取文官与军官共管ꎮ 一系列大型工程项目要么花落军方之手ꎬ
要么跳过公开招标程序ꎬ 要么直接承包给力挺军队的海湾国家大型企业ꎮ①

总之ꎬ 不管埃及军方此次走上政治前台的背景如何具有特殊性ꎬ 但军人

干政毕竟是发展中国家政治不成熟的表现ꎬ 也不是民主政治的应有之意ꎮ 在

成熟的民主社会中ꎬ 军队本应该与政治相分离ꎮ 而且ꎬ 军人干政一旦反复上

演并形成一种制度化的遗产ꎬ 就会不可避免地对民主政治构成一种惯性冲击ꎬ
使民主化的建设更为艰难ꎮ

包容精神缺失: 民主政治文化尚待培育

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转型除了制度建设ꎬ 更重要的还有民众素质的提高以

及民主政治文化的培育ꎮ 打破旧制度、 推翻威权领导人以及举行 “民主选举”
似乎并不难ꎬ 但公民素质的提升以及 “民主政治文化” 的培育则十分不易ꎬ
甚至需要好几代人的时间ꎮ 民主政治文化的培育既需要针对大众的思想启蒙

运动ꎬ 也需要政治精英摒弃 “胜者全得” (ｗｉｎｎｅｒ ｔａｋｅｓ ａｌｌ) 的旧思维ꎬ 用包

容和妥协的精神与政治对手打交道ꎮ
(一) 民众的公民文化和民主素质需要引导和提升

民主政治的发展以及民主转型的成败与民众公民意识及民主素质的高低

密不可分ꎬ 并且互为基础和条件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中的一段话就强调了

民众素质以及公民教育的重要性ꎬ 认为现代民主的 “先决条件是必须有受过

教育的人ꎬ 而不是毛坯状态的人ꎬ 也就是经过培养而超越了作为纯粹生物存

在的个人ꎮ 因为民主不单纯是一项保证多数人作决定的技术ꎬ 而是一种

以全体公民都负起个人责任为前提的管理制度ꎮ 因此ꎬ 实现政治自由的最大

９０１

① 参见王丁楠: «判决穆尔西ꎬ 革命的终结还是开始?»ꎬ 载观察者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ｕａｎｃｈａ ｃｎ /
ＷａｎｇＤｉｎｇＺｕｏ / ２０１５＿ ０５＿ １８＿ ３１９８９９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５ － ０５ － １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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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不在于宪法不完备或者法律有缺陷ꎬ 而在于公民对政治的漠不关心”ꎮ①

另外ꎬ 在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有关商品经济与自由、 平等与民主关系的

大量论述中ꎬ 也多次谈到了经济发展对促成人的全面发展的推动作用ꎮ 如马

克思在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一文中就指出ꎬ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

有的抽象物ꎮ 在其现实性上ꎬ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ꎮ”② 马克思还指出ꎬ
任何人都是 “经济范畴的人格化ꎬ 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ꎮ 
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ꎬ 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

物ꎮ”③ 我们从人类经济发展演进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发展中不难看到ꎬ 发

展到一定规模和水平的商品经济不仅直接促成了自由、 平等、 法制等基本民

主原则的形成和出现ꎬ 而且更重要的是促成了民主主体ꎬ 即人的发展和成熟ꎮ
在自然经济或不发达的商品经济状态下ꎬ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由商品货币

关系决定ꎬ 而是由血缘关系或统治与服从的人身等级和依附关系决定的ꎮ 这

种人身等级和依附关系极大地束缚了人的自主发展ꎬ 容易使人陷入狭隘的地

域观念、 等级观念和民族偏见之中ꎮ 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则打破了这一切ꎬ
通过参与商品化的社会经济生活和建立跨地域的广泛经济联系ꎬ 人的平等意

识、 自主意识和参与意识都不断提高和强化ꎬ 并逐渐产生了一支具有相同或

相似的经济地位、 持有相同或相似政治诉求的强大中产阶级队伍ꎬ 进而内生

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需要ꎮ
当我们考察中东变局后的北非国家民主转型时ꎬ 不难发现: 由于资本主

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还不充分ꎬ 不论是本阿里对突尼斯经济实行的家族式垄

断管理ꎬ 还是卡扎菲在利比亚推行的 “部落等级制” 结构ꎬ 以及穆巴拉克执

政时期对军方控制埃及经济空间的放纵ꎬ 这些具有封建专制性质的威权统治ꎬ
客观上抑制了上述国家现代民族工业的发展以及民主政治的推动力量———中

产阶级和市民社会的形成ꎮ 中东变局的爆发并不是上述国家自身内部因素

(包括有产阶级的壮大及其民主政治诉求的增长) 发育成熟的结果ꎬ 而是由华

尔街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 (特别是与北非国家经济联系紧密的欧洲国家

０１１

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１ 卷ꎬ 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７２ 年版ꎬ 第 １２１ 页ꎮ
马克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ꎬ 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ꎬ 第 １ 卷ꎬ 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５ 年版ꎬ 第 ５６ 页ꎮ
马克思: « ‹资本论› 第一卷 (节选)»ꎬ 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

译: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ꎬ 第 １ 卷ꎬ 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５ 年版ꎬ 第 １０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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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债务危机) 而引发并加剧的北非国家经济挑战催生的ꎮ 高失业率和物价上

涨等日益严峻的经济挑战促使人们对现状说 “不”ꎬ 但对国家未来向何处去并

没有多少思考和理论准备ꎮ 当中东变局在猝不及防的节点爆发ꎬ 这些北非国

家的社会各个层面只是在 “不要什么 (如旧政权和强人统治)” 方面能够迅

速达成共识ꎬ 但在 “要什么” (伊斯兰主导的神权体制还是世俗体制ꎬ 有伊斯

兰特色的民主体制还是西方自由民主体制) 方面不能凝聚意志ꎬ 无法形成社

会的最大公约数ꎮ
长期的威权统治、 不发达的商品经济、 复杂的教派冲突、 缺乏充分民主

信念的精英阶层、 民众普遍缺乏的公民教育和民主意识ꎬ 所有这些都构成了

北非国家民主转型的巨大阻力ꎮ 对于普罗大众民主素质的不足ꎬ 阿拉伯国家

的知识精英其实也早有洞察ꎮ 出生于叙利亚的当代阿拉伯世界最杰出的诗人

和思想家阿多尼斯就曾对参与中东变局的街头示威者的民主素质提出过尖锐

质疑ꎬ 他说: “今天阿拉伯大街上的示威者ꎬ 是否正是这样一些人: 他们认同

一夫多妻制ꎬ 只把宗教理解为许可、 禁忌、 责难ꎬ 只用疑虑、 排斥、 回避、
弃绝的眼光看待与自己见解不同的他者? 这样的阿拉伯人能被称为 ‘革命者’
吗? 他们真的是在为民主和民主文化而抗争吗?” 阿多尼斯还进而提出了确立

公民观念和建立公民社会的设想ꎮ①

公民文化及其民主素质的提高ꎬ 既需要通过商品经济发展实践的催生ꎬ
也需要通过社会思想的启蒙运动和开展公民教育来引导ꎮ 当 ２０１３ 年夏天埃及

开罗街头愤怒的抗议者们呼吁和欢呼军方采用 “非民主” 的 “军事政变” 手

段ꎬ 用武力将 “民选” 总统穆尔西赶下台时ꎬ 我们的确看到了上述的民众民

主意识的缺失ꎮ
(二) 政治精英需摒弃 “胜者全得” 旧思维

在推翻旧政权和建立新制度的转型过程中ꎬ 领导这一 “破旧立新” 进程

的政治精英自身的民主素质比起普罗大众而言更为关键和重要ꎮ 在以往长期

的威权政体统治下ꎬ “赢者通吃”、 “胜者全得” 的旧思维和专权意识给社会

的政治精英们打下了太强的思想烙印和文化记忆ꎮ 当变革的浪潮来临ꎬ 他们

也有机会从幕后走到前台ꎬ 从 “被统治者” 变身为 “统治者” 时ꎬ 他们往往

忘记了当初作为 “被统治者” 对专权统治的痛苦记忆ꎬ 在权力的诱惑面前把

１１１

① 转引自薛庆国: «阿拉伯剧变的文化审视»ꎬ 载马晓霖主编: 前引书ꎬ 第 ４３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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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往的承诺迅速抛到脑后ꎬ 不断扩充自己的权力和权利ꎬ 拼命挤压甚至打压

反对派的活动空间ꎬ 最后导致 “玩火者自焚” 的可悲下场ꎮ
埃及的穆兄会及其领导人穆尔西就是这样的一个可悲例证ꎮ 穆尔西 ２０１２

年夏天在第二轮总统大选中胜选的得票率为 ５１ ７％ ꎬ 仅比其竞争对手沙菲克

４８ ３％的得票率多出 ３ ４％ ꎮ 如果再算上刚刚过半的投票率ꎬ 实际上ꎬ 穆尔西

不过仅仅获得总计 ９ ０００ 多万埃及人口中约 １ / ４ 人的支持ꎮ 按理来说ꎬ 以微弱

多数险胜、 并且既无强势的军队支持又无执政经验的穆尔西及其穆兄会ꎬ 应

该对其他政治力量采取低调、 尊重和包容的政策ꎬ 接受他者和保护失败者的

利益ꎬ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ꎬ 带领埃及走出穆巴拉克威权政权留下的阴

霾ꎬ 走上发展、 民主和自由的康庄大道ꎮ 然而ꎬ 令人遗憾的是ꎬ 以民主选举

方式上台的穆尔西和穆兄会其实并没有掌握民主政治的真谛和民主政治文化

的精髓ꎮ 他们不断打破自身竞选时许下的约束自身权力的承诺ꎬ 急切地向军

队、 司法等埃及旧有权力架构中最坚实的堡垒开炮ꎬ 最后反而使自己沦为了

“炮灰”ꎮ
突尼斯、 利比亚、 埃及等北非国家近年来的政治转型实践已经证明ꎬ 举

行 “民主选举” 易ꎬ 培育 “选举文化” 和 “民主政治文化” 难ꎮ 真正的 “民
主政治文化” 必须有包容与妥协的精神内涵ꎮ 民主的 “选举文化” 也要求

“输者” 能够承认失败ꎬ “胜者” 能够兼顾并且保护 “输者” 及少数人的利

益ꎬ 而不是与之相反ꎮ 正如沙特著名作家图尔基哈麦德所指出的: “民主不

仅是选举和投票箱ꎬ 它更代表了文化与社会价值观ꎬ 理应在人们走进投票箱

之前深入人心ꎮ 这些价值观包括宽容、 接受他者、 承认选民的意愿ꎬ 即使这

种意愿让你失望ꎮ 由于长期的专制统治ꎬ 这些价值观在阿拉伯世界、 在阿拉

伯的政治文化中是匮乏的ꎮ”① 正因匮乏ꎬ 才更显珍贵ꎬ 也才更亟需弥补和

培育ꎮ

总之ꎬ 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经济属性、 阶级属性和文化属性告诉我们ꎬ
民主的产生、 建设与巩固ꎬ 必须有与之相应的经济基础、 社会结构以及政治

文化ꎮ 走向衰败的经济和民生、 日益分裂的社会、 缺乏宽容、 尊重和容忍的

政治文化ꎬ 都会对北非国家民主制度的建设构成严重的制约甚至阻碍ꎮ 如今

２１１

① 转引自薛庆国: «阿拉伯剧变的文化审视»ꎬ 载马晓霖主编: 前引书ꎬ 第 ４３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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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之春” 已演变成 “阿拉伯之冬”ꎬ 利比亚的内乱还未有穷期ꎬ 突尼斯

和埃及的社会政治变革仍在艰难的转型过程中ꎮ 希望和祈愿北非国家能够抓

住此次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历史契机ꎬ 化挑战为机遇ꎬ 尽快走出民主转型的

困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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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ｖｉｄｅ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ｈｏｒｔ ｏｆ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ｅｃｔꎬ ｈａｖｅ ａｌ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ｉｍｐｅｄｉ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ｉｍｅ ｐａｓｓｉｎｇ ｂｙꎬ ｔｈｅ ｓｏ － ｃａｌｌｅｄ “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 ｈａｓ ｔｕｒｎｅｄ ｉｔｓｅｌｆ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Ｗｉｎｔｅｒ”  Ａｔ ｔｈｅ ｍｏｍｅｎｔꎬ Ｌｉｂｙａ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ｉｎ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ｓｔｒｉｆｅꎬ ｗｈｉｌｅ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ａｎｄ Ｅｇｙｐｔ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ｓｔｒｕｇｇｌ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ａ ｌｏｎｇ ｗａｙ ｔｏ ｇｏ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ｗａｌｋ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ｆａｃｉｎｇ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ꎻ Ｍａｒｘｉｓｍ － Ｌｅｎｉｎｉｓｍꎻ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Ｕｐｈｅａｖａｌꎻ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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