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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家安定与个人权利保障是两种重要但不同的公共利益ꎬ二者之间存在

着互为条件、相互限制和相互渗透的辩证关系ꎮ 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导致四种结

果:良性循环、社会动荡、权利抑制和恶性循环ꎮ 根据维护国家安定与保障个人权利互

动关系的结构模型ꎬ由权利诉求导致的社会冲突压力与国家对社会冲突的控制化解能

力是影响二者实现良性循环的主要因素ꎮ 发展中国家要消解促进人权实现过程中的

“转型悖论”ꎬ一方面需要降低权利诉求所产生的社会冲突压力ꎬ另一方面需提高国家对

社会冲突的控制化解能力ꎬ使个人权利保障与国家安定能够实现良性循环ꎮ
〔关键词〕国家安定ꎻ个人权利保障ꎻ社会冲突压力ꎻ冲突控制化解能力ꎻ转型悖论

国家安定与个人人权保障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诉求ꎬ但都是现代社会中重要

的公共利益ꎮ 二者可以相互促进ꎬ也可能相互竞争甚至产生对抗ꎮ 多数欧美发

达国家基于政治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文化传统ꎬ通常强调保障个人权利的至

上性ꎬ忽视因此付出的国家安定的代价ꎬ否认国家安定也是一项集体人权ꎬ或简

单地认为只要保障个人权利就能实现国家安定ꎮ 相反ꎬ多数发展中国家基于自

己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转型过程的实际经历ꎬ强调国家安定不仅是与个人权利保

障同样重要的公共利益和价值诉求ꎬ也是实现个人权利保障的重要条件ꎮ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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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体现在«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许多重要的国

际和地区性的人权文书中ꎬ并在«为各社会共享和平生活做好准备的宣言»中被

宣布为一项基本人权ꎬ即“和平权”ꎮ
在现实中ꎬ我们不断看到ꎬ许多国家在促进个人权利实现的过程中ꎬ却陷入

了社会动荡、权利压抑甚至国家安定和个人权利皆得不到保障的恶性循环ꎮ 这

种“转型悖论”提示我们必须对先前由西方学者主导的人权理论作出深刻反思ꎬ
依据各国促进人权实现过程的实际经历ꎬ重新思考国家安定与个人权利保障之

间的关系ꎬ这对于促进世界人权在当代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

意义ꎮ

一、国家安定与个人权利保障的辩证关系

从人权政治学的角度来看ꎬ国家安定与个人权利保障是两种重要但不同的

公共利益和价值诉求ꎬ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ꎬ它具体

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ꎮ
首先ꎬ国家安定和个人权利保障是两种不同的公共利益ꎮ 国家安定要求每

个社会成员遵守社会的规范ꎬ维护社会政治秩序ꎬ强调的是个人的义务和集体的

权利ꎻ个人权利保障则要求社会尊重和保障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自由和生存发

展条件ꎬ强调的是个人的权利和政府的义务ꎮ 尽管它们一个着眼于整体社会政

治关系的维系ꎬ另一个着眼于对社会个体成员的保护ꎬ但它们都是重要的公共利

益ꎮ 对社会政治秩序的维护是为了防止社会成员之间的冲突对社会共同体存续

的威胁ꎬ而对社会成员个体权利的保护既是社会共同体存在和发展的条件ꎬ也是

社会共同体存在的最终目的ꎮ 对现代社会共同体的健康发展来说ꎬ二者是缺一

不可的ꎮ
其次ꎬ国家安定与个人权利保障是相互依赖、互为条件的ꎮ 一方面ꎬ国家安

定为个人权利保障提供实现的现实条件ꎮ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ꎬ社会成员利益呈

现出多元化的格局ꎮ 这导致社会成员在实现自身权利的过程中会产生相互间的

利益冲突ꎮ 如果不能有效地化解社会成员之间的冲突ꎬ维护社会政治的秩序和

安定ꎬ就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对抗甚至暴力和战争ꎬ破坏人权实现的现实基础ꎬ使
每个社会成员的权利都失去保障ꎮ 另一方面ꎬ个人权利保障也是国家安定的重

要条件ꎮ «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序言中都明确

指出ꎬ“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ꎬ乃是

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ꎮ 国家安定的前提是社会成员在基本价值和行

为规范上达成共识ꎬ而对每个社会成员基本人权的保障ꎬ是在多元利益格局下最

容易达成的基本共识ꎮ 在此共识基础上ꎬ可以形成社会政治的深层稳定ꎮ 当社

会成员的基本人权得到国家的有效保障时ꎬ就会提升国家的合法性ꎬ促进社会政

治的安定ꎻ相反ꎬ如果社会成员的个人权利得不到基本保障ꎬ侵犯人权成为社会

普遍的现象ꎬ就必然会导致社会成员的广泛抗争ꎬ国家安定就无法实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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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ꎬ国家安定与个人权利保障相互限制ꎮ 一方面ꎬ个人权利的实现要以国

家安定为限度ꎬ当其对国家安定产生破坏性影响时ꎬ就会受到限制ꎬ而不再受到

保障ꎮ «世界人权宣言»第 ２９ 条第 ２ 款规定:“人人在行使他的权利和自由时ꎬ
只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ꎬ确定此种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对旁人的权利和自

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ꎬ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适应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

利的正当需要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２０ 条规定ꎬ“任何鼓吹战争

的宣传”ꎬ“任何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张ꎬ构成煽动歧视、敌视或强暴

者”ꎬ都应以法律加以禁止ꎮ 第 ２１ 条和 ２２ 条也明确规定ꎬ公民的和平集会和结

社自由权利要受到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的限制ꎮ 只有和平的集会才

受保护ꎬ“非和平的集会或因为使用武力而失去其和平性质的集会不在第 ２１ 条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２１ 条)的保护范围之内”ꎮ〔１〕 第 ２２ 条同时

规定ꎬ“不应禁止对军队或警察成员的行使此项权利加以合法的限制”ꎬ这显然

也是基于对保障国家安定的考虑ꎮ 另一方面ꎬ维护国家安定的措施也要以一些

基本人权的保障为限ꎮ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４ 条第 ２ 款在规定

“在社会紧急状态威胁到国家的生命并经正式宣布时ꎬ本公约缔约国得采取措

施克减其在本公约下所承担的义务”的同时ꎬ也明确规定“克减的程度以紧急情

势所严格需要者为限ꎬ此等措施并不得与它根据国际法所负有的其他义务相矛

盾ꎬ且不得包含纯粹基于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或社会出身的理由的歧

视”ꎮ 该条第二款又具体规定国家不得根据上述条款而克减对第 ６ 条(生命

权)、第 ７ 条(禁止酷刑)、第 ８ 条第 １ 款和第 ２ 款(禁止奴役)、第 １１ 条(不得仅

仅由于无力履行约定义务而被监禁)、第 １５ 条(罪刑法定)、第 １６ 条(法律人格

权)和第 １８ 条(思想、良心和宗教信仰自由)所承担的义务ꎮ
最后ꎬ国家安定与个人权利保障又是相互渗透的ꎮ 良序的国家安定被定义

为和平权ꎮ １９４８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 ２８ 条指出:“人人有权

要求一种社会的和国际的秩序ꎬ在这种秩序中ꎬ本宣言所载的权利和自由能获得

充分实现ꎮ”１９７８ 年制定并通过的«为各社会共享和平生活做好准备的宣言»第
一次明确提出了“和平权”的概念ꎬ将其规定为“个人、国家和全人类享有和平生

活的权利”ꎮ １９８１ 年制定并通过的«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第 ２３ 条和 ２４ 条规

定ꎬ“一切民族均有权享有国内和国际的和平与安全”ꎬ“一切民族均有权享有一

个有利于其发展的普遍良好的环境”ꎮ〔２〕 和平权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所拥有的权

利ꎬ也是每个公民所拥有的权利ꎮ 作为一项集体权利的和平权是其他个人权利

实现的重要条件ꎬ正如菲利斯(Ｗｉｌｌｉａｍ Ｆ. Ｆｅｌｉｃｅ)所指出的:“某些个人权利不能

够在群体之外得到实现ꎮ 在很多情况下ꎬ个人权利只有通过对群体权利的理解

或保护才能够充分实现ꎮ” 〔３〕

二、维护国家安定与保障个人权利的相互作用

在现实的政治过程中ꎬ对国家安定和个人权利的保障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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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结果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情况ꎮ 可以用以下矩阵来加以概括(见图 １):
图 １　 维护国家安定与保障个人权利相互作用的四种状态

图 １ 用“维护国家安定”和“保障个人权利”这两个维度形成的矩阵ꎬ将维护

国家安定与保障个人权利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概括为四种典型的状态ꎮ
状态(１)是维护国家安定与个人权利保障的良性循环状态ꎬ即个人权利保

障促进了国家安定ꎬ维护国家安定又为个人权利保障提供了更佳的实现条件ꎬ而
个人权利保障水平的提高又进一步强化了社会政治的深层稳定ꎮ 在现实中ꎬ一
些北欧国家是这一状态的典型代表ꎬ其对个人权利的保障处于较高水平ꎬ而社会

政治也相对稳定ꎬ二者间呈现相互促进的关系ꎮ
状态(２)是个人权利保障的强势要求导致社会政治动荡不安ꎬ即由于对个

人权利特别是自由权利的强势保障ꎬ使社会成员之间以及社会成员与政府之间

的冲突无法得到有效地控制ꎬ从而导致社会冲突不断升级ꎬ政府频繁更替ꎬ政治

局势不稳ꎮ 在现实中ꎬ一些拉美国家和欧洲国家处于这种状态ꎬ它们高调保护个

人权利特别是各项自由权利ꎬ但政府却没有能力维护社会政治秩序ꎬ从而使国家

处于高度不稳定状态ꎬ社会经济发展缓慢ꎮ
状态(３)是为了维护社会政治秩序而对个人权利的严格抑制ꎬ即政府强势

维持社会政治稳定ꎬ对社会成员的个人权利予以严格限制甚至压制ꎬ使社会政治

秩序处于相对稳定状态ꎬ社会经济能够得以较快速度发展ꎮ 在现实中ꎬ多数亚洲

国家处于这种状态ꎬ政府对社会政治秩序有较强的控制能力ꎬ个人的自由空间受

到较多限制ꎮ
状态(４)是国家不安定与个人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恶性循环状态ꎬ即对个人

权利的弱保护导致激进的个人权利诉求ꎬ激进的个人权利诉求导致社会政治动

荡不安ꎬ而社会政治动荡又导致对个人权利的更严格限制ꎬ这种更严格的限制又

导致更激进的个人权利诉求和抗争ꎬ从而使社会政治更加动荡不安ꎬ并进一步导

致对个人权利的更严格甚至更严重地侵犯ꎬ以至最终导致国内战争的爆发ꎮ 在

现实中ꎬ许多非洲国家处于这种状态ꎬ在这些国家中ꎬ政府既无意提高个人权利

的保障水平ꎬ又无力维护社会政治秩序ꎬ使得国家经常陷入内战与严重的社会冲

突之中ꎬ社会经济无法得到持续地发展ꎮ
以上四种状态是典型的类别ꎬ在现实中还有许多国家处于两种类型的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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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ꎮ 如一些欧美国家就处于状态(１)和状态(２)的中间状态ꎬ而中国则正处于

状态(１)和状态(３)的中间状态ꎮ 一些中东国家正在从状态(３)滑向状态(４)ꎬ
而一些拉美国家曾经从状态(３)转向状态(２)ꎮ

三、影响实现国家安定与个人权利保障良性循环的各种因素

就理想状态来说ꎬ各个国家都会希望进入状态(１)ꎬ实现维护国家安定与个

人权利保障的良性循环ꎮ 但在现实中ꎬ存在着一些客观因素阻碍着国家进入这

种良性循环状态ꎮ 这些因素主要包括:(一)个人权利诉求ꎻ(二)社会冲突压力ꎻ
(三)利益分化程度ꎻ(四)价值共识水平ꎻ(五)权力合法性基础ꎻ(六)国家治理

能力ꎮ 根据这些因素之间相互关系可以建立维护国家安定与保障个人权利互动

关系的结构模型(见图 ２)ꎮ
图 ２　 维护国家安定与保障个人权利互动关系的结构模型

如图 ２ 所示ꎬ权利诉求是自变量ꎬ维护国家安定与保障个人权利的四种状态

是因变量ꎬ社会冲突压力是二者的中间变量ꎻ利益分化程度和价值共识水平是社

会冲突压力程度的调节变量ꎻ权力合法性基础和国家治理能力是社会冲突压力

效果的调节变量ꎮ
具体来说ꎬ同样的权利诉求ꎬ在一个利益分化程度很高且价值共识很低的社

会中ꎬ将会产生更大的社会冲突压力ꎬ如果国家治理能力和权力合法性基础都处

于较低水平ꎬ就无法控制和化解这种社会冲突压力ꎬ从而导致国家不安定与个人

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恶性循环ꎮ 相反ꎬ在一个利益分化程度较低且价值共识水平

较高的社会中ꎬ同样的权利诉求就会产生较小的社会冲突压力ꎬ如果国家治理能

力和权力合法性基础也都处于较高的水平ꎬ那么这种社会冲突压力就很容易得

到控制和化解ꎬ从而形成维护国家安定与个人权利保障的良性循环ꎮ
然而ꎬ当权利诉求带来较大的社会冲突压力时ꎬ如果国家具有很强的治理能

力和较高的权力合法性水平时ꎬ就更有可能出现政府严格限制个人权利以维护

国家安定的局面ꎮ 相反ꎬ如果国家的治理能力和合法性基础都很弱时ꎬ由权利诉

求所产生的社会冲突压力就无法得到控制和化解ꎬ从而导致剧烈的社会动荡ꎮ
根据以上模型ꎬ维护国家安定与保障个人权利形成良性循环的关键ꎬ是使由

权利诉求所产生的社会冲突压力与国家对社会冲突的控制化解能力相匹配ꎮ 实

现这种匹配有两种主要路径:一是降低由个人权利诉求所产生的社会冲突压力ꎬ
二是提高国家对社会的统合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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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个人权利诉求所产生的社会冲突压力ꎬ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要求社会成

员降低个人权利的诉求水平ꎬ间接的方式是降低社会成员的利益分化程度ꎬ提高

社会成员价值共识的水平ꎮ
提高国家对社会冲突的控制化解能力ꎬ最直接的方式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ꎬ

使政府有适宜的制度、足够的权威、充分的资源、训练有素的人力和行之有效的

方法来管控和化解冲突ꎮ 较间接的方式是提升权力的合法性水平ꎬ提高民众对

国家治理机构的信任度和满意度ꎬ降低抗争的意愿与动力ꎮ 权力的合法性有多

重来源ꎬ其中包括两个最重要方面:一是通过公共认可的权力赋予制度ꎬ二是来

自公众认可的权力运行绩效ꎮ 在西方国家ꎬ权力的合法性主要来自宪法规定的

民主选举制度ꎻ在一些保持传统的亚洲和非洲国家ꎬ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宗教的

或世俗的传统世袭制度ꎻ在一些经历革命后的国家ꎬ权力的合法性主要来源于对

革命胜利的成功领导ꎻ在许多处于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ꎬ权力的合法性主要来自

于权力的运行绩效ꎬ特别是经济社会的发展实效ꎮ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ꎬ在两组调节变量中ꎬ每一组的两个变量之间都具有相互

补充的关系ꎮ 在第一组调节变量中ꎬ当社会利益分化程度较高时ꎬ可以通过提高

社会成员的价值共识水平ꎬ来降低社会利益分化对社会冲突压力的作用ꎮ 同样ꎬ
在第二组调节变量中ꎬ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国家治理能力

的不足对治理状态的负面影响ꎮ

四、如何消解在促进人权实现过程中的“转型悖论”

在促进人权实现的过程中ꎬ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转型悖论”ꎬ即促进个

人权利全面实现的努力ꎬ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进入维护国家安定与保障个人权

利的良性循环ꎬ而是遭遇政府对权利的更严厉限制ꎬ或是陷入无休止的社会动

荡ꎬ甚至进入恶性循环ꎬ陷入长期内战ꎬ不仅国家失去安定局面ꎬ而且个人权利也

受到更多侵犯ꎮ 因此ꎬ如何消解这种转型悖论ꎬ是发展中国家在促进人权实现的

过程中必须要严肃面对和认真思考的问题ꎮ
根据前述的分析可以看到ꎬ产生转型悖论的根本原因是权利诉求所产生的

社会冲突压力与国家对社会冲突的控制化解能力之间的不相适应ꎮ 而消解这种

转型悖论的关键之点ꎬ就是设法降低由权利诉求所产生的社会冲突压力ꎬ同时提

高国家对社会冲突的控制化解能力ꎮ
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开始发生的争取人权的“阿拉伯之春”运动中ꎬ呈现出两类

不同的情况ꎬ一类情况是避免了转型悖论ꎬ使维护国家安定和保障个人权利进入

良性循环ꎬ另一类情况是使保障个人权利和维护国家安定陷入转型悖论ꎮ 这为

我们对转型悖论的研究提供了现实素材ꎮ
首先ꎬ我们看到一个与人们通常的期望不同的统计ꎬ即在“阿拉伯之春”期

间ꎬ人权诉求所产生的社会冲突压力ꎬ对共和制国家的冲击要远远大于君主制国

家ꎮ 在中东阿拉伯世界ꎬ存在八个阿拉伯王室ꎬ即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约旦、摩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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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哥、巴林、科威特、阿曼ꎬ构成了中东地区的王权势力ꎮ 这些国家实行绝对君主

制ꎬ国王实行世袭制并且是最高权力的拥有者ꎮ 在“阿拉伯之春”的社会政治动

荡中ꎬ与多数实行政党制的共和制国家相比ꎬ社会政治动乱的程度在这些王权国

家要小得多(可见表 １)ꎮ
表 １　 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动荡(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资料来源:Ｓｅａｎ Ｌ. Ｙｏｍ ａｎｄ Ｆ.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Ｇａｕｓｅ Шꎬ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ｔ Ｒｏｙａｌｓ: Ｈｏｗ Ａｒａｂ Ｍｏｎａｒｃｈｉｅｓ
Ｈａｎｇ ｏｎ”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ꎬ Ｖｏｌ. ２３ꎬ Ｎｏ. ４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２ꎬ ｐ. ８０.

这一情况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分析ꎮ 一方面ꎬ在这一运动过程中ꎬ阿拉伯君主

制国家内部的抗议示威活动相对较小ꎬ抗议者提出的是一些较为温和的、改良性

的政治要求ꎬ未出现类似于埃及、突尼斯那样暴烈而广泛的民众抗议活动ꎮ〔４〕 这

使得由权利诉求所产生的社会冲突压力相对缓和ꎮ 另一方面ꎬ这些国家对社会

冲突的控制化解能力相对较强ꎬ政府对示威者和反对派保持了相对克制的态度ꎮ
以沙特为例ꎬ在“阿拉伯之春”的民众运动中ꎬ沙特的民众和政府都采取了

相对克制的方式ꎮ 从权利诉求方式来看ꎬ民众主要通过“沙特愤怒” “沙特革命

日”的和平示威游行来表达对政府的不满ꎬ而没有采取暴力破坏或武力抗争的

方式ꎮ 从政府应对方式来看ꎬ沙特政府的应对措施也不是武力镇压ꎬ而是通过福

利发放、宗教倡议、出动警力维持安定等措施ꎮ 在整个过程中ꎬ主要以民众的和

平有序抗争和政府的妥协为主导互动方式ꎮ 这种良性互动取得了国家安定与个

人权利改善的双赢效果ꎮ 一方面ꎬ沙特的这种和平妥协的方式是在维持国家安

定的情况下进行的ꎬ没有造成大的人员伤亡和破坏ꎮ 另一方面ꎬ沙特民众的个人

人权在民众和平抗议活动下也得到明显促进ꎮ 例如ꎬ针对沙特民众有关民主和

妇女平等的呼吁ꎬ沙特王室立即提出相应政策ꎬ适度开放妇女的就业范围ꎬ承认

妇女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５ 日ꎬ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宣布ꎬ沙特妇

女有权成为协商会议议员、有权参加市政委员会选举ꎮ 这意味着ꎬ一直没有选举

权与被选举权的沙特妇女ꎬ首次获得了与男子同等的权利ꎮ〔５〕 这在阿拉伯世界

无疑是一个巨大进步ꎮ 由于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政治动荡ꎬ在“阿拉伯之春”
爆发的当年以及之后一两年ꎬ沙特的经济保持了稳定增长ꎬ人均 ＧＤＰ 在 ２０１０ 年

前后也保持了稳定增长ꎬ尤其是在“阿拉伯之春”爆发的 ２０１１ 年ꎬＧＤＰ 的增速更

是达到 ６. ７７％ ꎬ民众的生活水平处在不断上升的状态中(见表 ２)ꎮ 同时ꎬ政府

锐意革新ꎬ通过出台新的政策提升民众的就业机会ꎬ保障和提升公民的就业权等

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ꎮ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ꎬ据沙特劳动部部长 Ｆａｋｅｉｈ 的说法ꎬ旨在增

加本国人就业的名为 Ｎｉｔａｑａｔ 的计划实施一年来ꎬ增加了 ２５ 万沙特人就业ꎬ相当

于该计划实施前 ５ 年沙特就业人数总和ꎮ〔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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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沙特阿拉伯的 ＧＤＰ 增长率与人均 ＧＤＰ(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

数据来源:«全球宏观经济数据»ꎬ新浪财经: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ｗｏｒｌｄｍａｃ / .
阿拉伯世界的主要君主制国家对社会冲突的控制化解能力与其独特的合法

性基础有密切的联系ꎮ 这些君主制国家合法性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伊斯

兰教的宗教权威ꎬ阿拉伯君主往往强调君权的伊斯兰教渊源ꎬ政治权威与宗教权

威的结合成为这些君主制国家汲取合法性的一个文化渊源ꎻ二是多数的阿拉伯

君主制国家凭借丰富的石油资源保障了经济的增长和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ꎬ国
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得到较好地保障ꎬ“借助巨额的石油收入ꎬ海湾君主

国建立起了规模庞大、涵盖广泛的社会福利体系ꎬ包括提供公共部门的就业、薪
酬保障、免费的医疗和教育ꎬ以及对食品、能源、住房的补贴等等ꎮ” 〔７〕 这使得国

民在心理上能够接受当前的制度和权威统治ꎬ为国家控制和化解社会冲突提供

了重要的权力基础ꎮ
与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形成对比的另一类情况ꎬ是在“阿拉伯之春”中发生剧

烈社会政治动荡的突尼斯、也门、埃及、叙利亚等国以及长期处于动乱的伊拉克

等国家ꎮ 这些国家由于社会利益分化和价值共识缺乏ꎬ使得权利诉求更为激进ꎬ
并产生了更强的社会冲突压力ꎮ 以埃及为例ꎬ埃及是“阿拉伯之春”这波运动中

遭受社会政治动荡最为激烈的国家之一ꎬ这与埃及民众长期处于贫困状态是密

切关联的ꎮ 穆巴拉克时期ꎬ经济形势继续恶化ꎬ２００９ 年ꎬ根据埃及健康部和联合

国发展署的报告ꎬ三分之一的埃及儿童营养不良ꎻ另据称ꎬ从 ２００５ 到 ２００８ 年期

间ꎬ极端贫困的人数增加了 ２０％ ꎮ〔８〕由于经济状况的恶化ꎬ爆发剧烈社会政治动

荡的几个阿拉伯国家都经历了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的痛苦过程:２０１０ 年底ꎬ突
尼斯失业率高达 １６％ ꎬ５０％以上的大学生毕业即失业ꎬ３０ 岁以下青年的失业率

达 ５２％ ꎻ也门 ２００８ 年失业率是 ３５％ ꎬ２０１０ 年长期失业率为 １７％ ꎬ季节性失业率

为 ２９％ ꎬ总失业率上升为 ４６％ ꎬ其中 ３ / ４ 为年轻人ꎻ埃及失业率在“阿拉伯之春”
爆发前达 ２０％ ꎬ其中年轻人占 ２ / ３ꎻ２０１０ 年ꎬ利比亚失业率为 ２０. ６３％ ꎬ８０％为年

轻人ꎮ〔９〕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 日ꎬ联合国粮农组织(ＵＮＦＡＯ)助理总干事、近东及北非地

区代表 Ａｂｄｅｓｓａｌａｍ Ｏｕｌｄ Ａｈｍｅｄ 在开罗召开的“近东及北非地区食品不安全状况

年度报告”会议上指出ꎬ埃及有 ５％的人口处于食品不安全状态ꎮ 受战争和地区

局势恶化的影响ꎬ２５ 年来ꎬ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和巴勒斯坦地区食品不安全状

况蔓延ꎬ这些国家为降低饥饿率而做出的半数努力付之东流ꎮ 从 １９９０ 年始ꎬ近
东及北非地区处于长期性食品不安全状况的人口数量成倍增长ꎬ达到 ３３００ 万

人ꎮ 其比率从 ６. ６％增加到 ７. ５％ ꎮ〔１０〕

面对沉重的社会冲突压力ꎬ国家控制化解社会冲突的能力受到严重挑战ꎬ从
而导致剧烈的社会动荡ꎬ大量无辜平民的死亡ꎬ民众的生命权得不到保障ꎬ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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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恐惧之下ꎮ 据统计ꎬ在动荡期间ꎬ截止 ２０１２ 年ꎬ因为社会动乱而死亡的人

数ꎬ也门为 １２００ 人ꎬ埃及为 １０８５ 人ꎬ截止 ２０１１ 年ꎬ突尼斯为 ３３８ 人ꎬ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ꎬ利比亚为 １２４９６ 人ꎬ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ꎬ叙利亚为 １９１３６９ 人ꎮ〔１１〕

剧烈的社会动荡ꎬ使国家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ꎮ 在动荡当年以及之后几

年ꎬ这些国家的 ＧＤＰ 增长率大都经历了倒退或滞涨ꎮ 比如ꎬ突尼斯和也门ꎬ在
２０１１ 年出现了负增长ꎬ之后一两年的经济增速也比动荡之前明显放缓(见表 ３
和表 ４)ꎮ 利比亚在 ２０１１ 年的 ＧＤＰ 增速更是达到惊人的 － ６２. ０８％ ꎬ国家的经济

几乎崩溃ꎮ〔１２〕

表 ３　 突尼斯的 ＧＤＰ 增长率与人均 ＧＤＰ(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

数据来源:«全球宏观经济数据»ꎬ新浪财经: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ｗｏｒｌｄｍａｃ / .

表 ４　 也门共和国的 ＧＤＰ 增长率与人均 ＧＤＰ(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

数据来源:«全球宏观经济数据»ꎬ新浪财经: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ｗｏｒｌｄｍａｃ / .

国家经济发展的受阻ꎬ导致国民的经济和社会权利保障水平明显下降ꎬ饥荒

的程度显著上升ꎬ难民的数量大幅增加ꎮ 从国际范围来看ꎬ发展中国家食品不安

全比率从 ２３. ４％下降到 １２. ９％ ꎮ 拉丁美洲地区、西部非洲地区以及许多亚洲国

家下降较快ꎬ而在一些动荡地区如中部非洲却有所增加ꎮ 叙利亚危机已经使

１３６０ 万人口急需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救助ꎬ其中 ９８０ 万人生活在叙国内ꎬ而 ３８０
万人沦为他国难民ꎮ 也门处于食品不安全状态的人口已经超过其总人口的半

数ꎬ从 ２０１５ 年初开始已经达到 ２４００ 万ꎮ 伊拉克处于食品不安全状态的人口比

例从 １９９０ 至 １９９２ 年间的 ８％增至 ２０１４ 至 ２０１６ 年间的 ２３％ ꎮ〔１３〕

从对上述两类实例的分析可以看到ꎬ在促进人权实现的过程中ꎬ要实现维护

国家安定与保障个人权利的良性循环ꎬ消解“转型悖论”ꎬ需要社会与政府多方

面的合作努力ꎮ 从国家和政府方面来说ꎬ需要采取措施促进社会的利益整合ꎬ使
社会成员形成基本的价值共识ꎬ同时提升国家对社会冲突的治理能力ꎬ改善权力

的合法性基础ꎬ在此基础上提升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水平ꎮ 从社会和公众方

面来说ꎬ应当适当调整权利诉求的强度和权利诉求的表达方式ꎬ循序渐进ꎬ使其

能够在国家制度规范的范围内逐步实现ꎬ不对国家安定构成严重的破坏ꎮ 当然ꎬ
这种合作的前提是双方都具有维护国家安定和改善个人权利保障的意愿ꎬ仅靠

单方面的克制并不能实现维护国家安定与保障个人权利的良性循环ꎮ 在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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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ꎬ中国改革开放近 ４０ 年来ꎬ在维护国家安定的条件下使个人权利保障状况持

续得到较大幅度的改善ꎬ这种使维护国家安定与保障个人权利逐渐实现良性循

环的经验是值得认真总结和借鉴的ꎬ它为许多发展中国家促进人权实现的努力

提供了重要的启示ꎮ

注释:
〔１〕曼弗雷德诺瓦克:«‹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评注»ꎬ孙世彦、毕小青译ꎬ生活读

书三联出书店ꎬ２００８ 年ꎬ第 ５０７ 页ꎮ
〔２〕董云虎编:«人权大宪章»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ꎬ２０１０ 年ꎬ第 １４２ 页ꎮ
〔３〕Ｗｉｌｌｉａｍ Ｆ. Ｆｅｌｉｃｅꎬ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Ｆｏｒ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ꎬ”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ꎬ ｅ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Ｆａｌｋꎬ

Ｈｉｌａｌ Ｅｌｖｅｒ ａｎｄ Ｌｉｓａ Ｈａｊｊａｒ (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ｐ. ３２１.
〔４〕Ｚｏｌｔａｎ Ｂａｒａｎｙꎬ “Ｕｎｒｅｓｔ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ｉｎ Ａｒａｂ Ｍｏｎａｒｃｈｉｅｓ”ꎬ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Ｖｏｌ. ２４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５ － １１.
〔５〕«沙特妇女首次获得选举权与被选举权»ꎬ“新华网”ꎬ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５ 日ꎬ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１ － ０９ / ２５ / ｃ＿１２２０８５２５４. ｈｔｍꎮ
〔６〕«沙特称新就业计划实行一年来增加 ２５ 万本国人就业»ꎬ“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ꎬ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ｊｙｊｌ / ｋ / ２０１２０８ / ２０１２０８０８２９６２１４. ｈｔｍｌ.
〔７〕Ｔａｒｉｋ Ｙｏｕｓｅｆꎬ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ꎬ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Ｃ: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 ２００４ꎬ ｐｐ. ６ － １０.
〔８〕 ＥＧＹＰＴ: Ｎｅａｒｌｙ Ａ Ｔｈｉｒｄ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Ｍａｌｎｏｕｒｉｓｈｅｄ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ｒｉｎｎｅｗｓ. ｏｒｇ / ｐｒｉｎｔｒｅｐｏｒｔ. ａｓｐｘ? ｒｅ￣

ｐｏｒｔｉｄ ＝ ８６８９３.
〔９〕陈敏华:«集群式革命之“阿拉伯之春”»ꎬ«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ꎮ
〔１０〕〔１３〕«埃及有 ５％的人口处于食品不安全状态»ꎬ“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ꎬ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０

日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ｊｙｊｌ / ｋ / ２０１５０６ / ２０１５０６０１００７９６７. ｓｈｔｍｌ.
〔１１〕〔１２〕«图说阿拉伯之春五国现状:恶之花盛开的地方»ꎬ“新华网”ꎬ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８ 日ꎬ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５ － ０４ / ０８ / ｃ＿１２７６６９２４８＿２.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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