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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手册》

内容概要

由刘竞同志主编、宁夏人民出版社最新出版的 《中东手册》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北
京大学亚非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西南师范大孚西亚研究所和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等单位
的22名长期从事中东地区情况研究的学者共同编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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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 自然概况
第一节 概述
一、中东的范围与地理位置
二、海湾、海峡和内海
三、石油及其它矿产资源
第二节 高原为主的地形
一、伊朗高原
二、安纳托利亚高原和亚美尼亚高原
三、阿拉伯高原
四、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五、地中海东岸山地
六、尼罗河下游谷地及其相邻的沙漠台地
第三节 干热的气候
一、气候特征
二、气候区
（一）热带干旱与半干旱气候区
（二）亚热带干旱与半干旱区
（三）亚热带夏干气候（地中海式气候）
（四）温带大陆性半干旱气候
第四节 内流区与无流区面积广大
一、无流区
二、内流区
三、外流区
第五节 面积辽阔的荒漠、半荒漠和草原
一、荒漠、半荒漠及漠钙土
二、草原及栗钙土、灰钙土
三、地中海式植被及褐色土
四、森林及森林土
第二章 居民
第一节 人口
一、人口增长及其类型
二、人口结构及其变化
三、人口分布和聚落形式特点
四、人口迁移
五、城市化问题
第二节 种族与民族
一、种族及其分布
二、主要民族及其分布
第三章 古代和中世纪的中东
第一节 古代的中东
一、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
二、两河流域
三、古波斯
第二节 阿拉伯帝国的形成
一、伊斯兰教产生前阿拉伯半岛的社会状况
二、伊斯兰教的产生及其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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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大哈里发时期的对外征服
四、倭马亚王朝和阿拉伯帝国的形成
五、倭马亚王朝的政治经济状况
第三节 阿拔斯王朝时期的帝国
一、阿拉伯帝国的兴盛
二、阿拔斯王朝的衰落
第四节 阿拉伯文化
一、社会科学方面的成就
二、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
三、阿拉伯的文学艺术
第五节 奥斯曼帝国的建立及扩张
一、奥斯曼帝国建立
二、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和经济
第六节 伊朗的统一
一、沙发维王朝的建立
二、阿富汗人统治伊朗
三、纳狄尔王朝的统治和扩张
四、卡扎尔王朝的建立
第七节 阿富汗的独立
第四章 近代的中东
第一节 奥斯曼帝国的衰落
一、奥斯曼帝国基础的破坏
二、对外战争屡遭失败
三、国内分裂日趋严重
四、谋求改革
五、列强在经济上的入侵
六、立宪改革的失败
第二节 1908——1909年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
一、青年土耳其运动
二、青年土耳其党革命的性质及其政策
第三节 伊朗的半殖民地化
一、伊朗成为列强争夺的对象
二、巴布教起义
三、阿米尔·尼扎姆的改革
第四节 1905——1911年的伊朗资产阶级革命
一、反对专制、反对殖民奴役
二、1907年群众革命运动的发展
三、反革命政变
四、外国武装干涉、革命失败
第五节 阿富汗的三次抗英战争
一、第一次抗英战争
二、第二次抗英战争
三、第三次抗英战争
第六节 近代埃及
一、穆罕默德·阿里统治时期
二、伊斯梅尔统治时期（1863——1879年）
第五章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中东
第一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形势
一、帝国主义重新划分中东势力范围

Page 4



《中东手册》

二、中东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
第二节 土耳其凯末尔革命
一、穆德洛斯停战协定与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
二、色佛尔条约与土耳其大规模的民族独立战争
三、洛桑和约与土耳其共和国
（一）改革国家制度和政体制度
（二）清除封建教权势力
（三）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
第三节 阿拉伯各国人民反殖民主义的斗争
一、埃及人民的反英斗争
二、叙利亚和黎巴嫩人民的反法斗争
三、伊拉克人民的反英斗争
四、沙特阿拉伯的统一
五、巴勒斯坦人民反对英国占领
第四节 伊朗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
一、阿塞拜疆人民反英反封建的起义
二、吉兰人民的武装斗争
三、苏俄和伊朗友好条约
四、巴列维王朝的建立
第五节 阿富汗的独立
一、阿富汗民族主义思想的兴起
二、阿富汗的独立战争
三、苏俄和阿富汗友好条约
四、阿曼努拉的政治改革和深远影响
第六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中东
第一节 大战期间的中东
一、列强在中东地位的变化
二、阿拉伯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
（一）埃及人民反对英国控制的斗争
（二）伊拉克反对英国的统治
（三）叙利亚和黎巴嫩取得了民族独立
三、被占领的伊朗
第二节 战后中东局势的变化
一、西方列强对中东的争夺
（一）英、法殖民主义势力的削弱
（二）美国势力的扩张
（三）中东军事联盟
二、苏联势力的渗入
（一）苏联中东政策的新变化
（二）改善与邻国的关系
（三）英联势力进入阿拉伯国家
第三节 中东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
一、埃及革命和苏伊士运河事件
（一）埃及革命
（二）苏伊士运河国有化
（三）英、法、以侵略埃及
二、新月肥沃地带人民的斗争
（一）叙利亚和黎巴嫩取得完全独立
（二）伊拉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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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英、美对黎、约两国军事干涉的失败
（四）巴格达条约组织的瓦解
三、伊朗人民的反帝斗争
（一）要求外国占领军撤离
（二）石油国有化运动
四、阿拉伯半岛人民的斗争
（一）也门推翻君主政权
（二）民主也门共和国的诞生
（三）波斯湾诸酋长国的独立
五、阿富汗人民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
（一）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
（二）查希尔王朝的垮台和共和国的建立
（三）苏联对阿富汗的干涉
六、土耳其人民的斗争
第四节 犹太复国主义与阿以冲突
一、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和发展
（一）贝尔福宣言
（二）美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
二、巴勒斯坦的分治方案
三、第一次中东战争
（一）以色列的诞生
（二）阿拉伯人的“圣战”
四、第三次中东战争
（一）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的背景
（二）六天战争
五、第四次中东战争
（一）战争爆发的背景
（二）斋月战争
（三）斋月战争的历史意义
第五节 列强在中东地位的变化
一、石油禁运对西方的打击
（一）中东产油国对外国石油公司的斗争
（二）第一次大规模石油禁运
（三）第二次石油冲击
（四）石油武器的历史意义
二、英国对中东统治的结束
（一）英国撤出巴勒斯坦
（二）英军撤出苏伊士运河
（三）被迫撤离亚丁
（四）英国最后撤离中东
三、苏联在中东的挫折
（一）苏联军事力量被驱出埃及
（二）叙苏友好关系破裂
（三）伊拉克增加了对苏联的离心倾向
四、美国积极恢复在中东的影响
（一）美国竭力拉拢埃及
（二）改善与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关系
第七章 当前中东的动荡局势
第一节 中东局势动荡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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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阿以争端是造成中东局势动荡的主要因素
（一）阿以矛盾的发展和变化
（二）阿以矛盾的内容和实质
二、中东国家之间和各国内部的矛盾是中东局势动荡的重要原因
（一）两伊战争反映了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矛盾
（二）阿拉伯世界内部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
（三）中东各国内部的种种矛盾
三、美苏争夺是中东局势动荡的外因
（一）美苏在中东的争夺
（二）美苏争夺中东的态势和主要手段
（三）中东国家反对美苏控制与坚持独立的斗争
第二节 埃以和谈与埃以和约
一、萨达特访问以色列
（一）萨达特的和平战略
（二）萨达特的耶路撒冷之行
二、戴维营会谈及其协议
（一）戴维营会谈过程中的斗争
（二）戴维营协议的主要内容
（三）戴维营协议是埃以互相妥协的产物
三、埃以和约的签订与实施
（一）埃以缔约谈判
（二）埃以签订和平条约
（三）埃以和约的实施
（四）埃以和约的意义和反响
（一）埃以在巴勒斯坦自治问题上的分歧
四、美、埃、以关于巴勒斯坦自治的谈判
（二）以色列吞并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
（三）巴勒斯坦自治谈判完全冻结
第三节 中东和谈与巴解组织的内部分歧
一、有关各方的中东和平方案
（一）阿拉伯非斯和平方案
（二）美国解决中东问题的方案
（三）苏联解决中东问题的6项原则
（四）西欧国家解决中东问题的声明
二、巴解组织的内部分歧
（一）巴解组织内部分歧的由来和激化
（二）法塔赫内部的武装冲突和叙巴对抗
（三）亚丁协议和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17次会议
三、约巴协议和围绕中东和谈的斗争
（一）约旦和巴解组织签订联合行动协议
（二）约巴协议达成后各方围绕中东和谈的活动
（三）约巴联合行动中断和中东和谈陷于僵局
（四）1988年是“巴勒斯坦史的转折点”
（五）美苏两家的新态度
第四节 黎巴嫩内战和以色列侵略黎巴嫩的战争
一、黎巴嫩是中东矛盾的一个焦点
（一）黎巴嫩教派体制是国内矛盾的根源
（二）黎巴嫩成为巴解组织抗以斗争的基地
（三）黎巴嫩和巴解组织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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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黎巴嫩战乱的爆发和发展
（一）全面内战的爆发
（二）叙利亚部队的介入
（三）“黎巴嫩阵线”和“全国运动”的对立阵势
（四）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侵犯
（五）叙以“导弹危机”
三、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一）以色列闪电式的进攻
（二）以色列军围困贝鲁特西区
（三）美国的“调解”和促使巴解撤军
（四）黎巴嫩国内局势更加动荡
四、黎以撤军谈判和以色列被迫从黎巴嫩撤军
（一）黎以撤军协议的签订和废除
（二）以色列通过联合国同黎巴嫩进行撤军谈判
（三）以色列被迫从黎巴嫩撤军
五、黎巴嫩内部矛盾的发展和武装冲突的加剧
（一）长枪党分裂和赛达地区的战斗
（二）争夺贝鲁特巴勒斯坦难民营之战
（三）特里波利的武装冲突
（四）贝鲁特的冲突和大马士革的和平协议
六、黎巴嫩爆发政治、经济和社会全面危机
（一）三方协议夭折
（二）阿迈勒运动走下坡路
（三）难民营战争规模空前
（四）外部势力不断渗透和干涉
七、黎巴嫩民族和解希望渺茫
（一）叙利亚军队的进驻
（二）“统一和解放阵线”的成立和失败
（三）长枪党内部争斗公开化
八、黎巴嫩新的政治危机
（一）同时进行三场战争
（二）两个政府并存局面的出现
第五节 苏军入侵阿富汗和阿富汗人民的反抗斗争
一、苏联的南下战略和苏军发动侵阿战争
（一）阿富汗是苏联南下战略的重要目标
（二）苏联与阿富汗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三）苏军入侵阿富汗
二、苏联加紧控制和掠夺阿富汗
（一）全面控制卡尔迈勒政权，大力推行“苏联化”政策
（二）镇压阿富汗人民的反抗斗争
三、阿富汗的抵抗组织和阿富汗人民的反侵略战争
（一）阿富汗的抵抗组织
（二）阿富汗人民的反侵略战争
四、苏军侵阿的国际影响和围绕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斗争
（一）苏军侵阿的国际影响以及各国的反应
（二）围绕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斗争
（三）苏联撤出6个团，僵局仍未打破
五、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和阿富汗面临的形势
（一）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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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阿富汗当前的形势和面临的主要问题
第六节 伊拉克和伊朗的战争
一、战争的背景和起因
（一）两伊矛盾由来已久
（二）两伊矛盾趋于激化
（三）战争的爆发
二、战争的进程
（一）伊拉克进攻阶段
（二）第一个僵持阶段
（三）伊朗大举反攻阶段
（四）第二个僵持阶段
（五）伊拉克收复失地阶段
三、战争损失和两伊和谈
（一）战争损失
（二）两伊和谈
第七节 塞浦路斯问题和希土矛盾
一、塞浦路斯问题的由来
（一）希土两族矛盾的历史原因
（二）希土两族矛盾激化的主要因素
（三）塞浦路斯的独立和两族矛盾的发展
二、1974年政变后希土两族的分治
（一）1974年政变后土耳其出兵塞浦路斯
（二）两族并存局面的形成和希土两族的谈判
（三）“北塞浦路斯共和国”成立后的局势
（四）希土两族领导人的直接谈判与主要分歧
三、美苏对塞浦路斯的争夺
（一）美苏竞相以“援助”为手段控制塞浦路斯
（二）美苏相继插手希土两族的武装冲突
（三）1974年后美苏围绕塞浦路斯“分治”或“统一”的明争暗斗
（四）80年代美苏对塞、希、土的争夺
四、塞浦路斯问题的新发展
第八章 中东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党社团组织
第一节 中东国家的政治制度
一、中东国家政治制度的特点
（一）中东国家政治制度演变频繁
（二）中东国家政治制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三）中东国家结构大都采取单一制
（四）中东国家军队在政体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五）宗教对中东国家政治制度具有重大影响
二、中东各国政治制度
（一）阿拉伯共和制国家的政治制度
（二）阿拉伯君主制国家的政治制度
（三）中东非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制度
第二节 中东各国政党和社团
一、19世纪中叶至第一次世界大战（1850——1917）资产阶级政党创建时期
（一）中东地区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新奥斯曼党
（二）阿拉伯地区第一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埃及祖国党
（三）奥斯曼帝国属地阿拉伯民族主义政党、社团出现
（四）伊朗的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组织及社会民主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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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至第一次中东战争前夕（1918——1947）资产阶级政党取得执政经验、工人
阶级政党创建时期
（一）埃及华夫脱党
（二）土耳其共和人民党
（三）中东共产主义运动的诞生及其初期的特点和发展缓慢的原因
（四）一次大战后叙利亚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与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诞生
（五）伊朗少数民族民主进步政党
三、第一次中东战争至第三次中东战争（1948——1967）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主义政党登上中东政治舞
台的时期
（一）土耳其从一党制转变为多党制
（二）伊朗“民族阵线”发动石油国有化运动
（三）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发展及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执政
（四）纳赛尔建立一党制政权及其政治思想的发展和实践
（五）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运动及其在阿拉伯东部国家的分支
（六）共产党在民族民主革命中遭受挫折及其以后斗争策略的改变
四、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到目前，政党在中东国家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时期
（一）巴勒斯坦游击队组织的出现开辟了争取民族权利斗争的新阶段
（二）民主也门“民阵”在民主也门执政
（三）阿富汗的亲苏执政党与抗苏组织
（四）埃及由一党制过渡到多党制
（五）黎巴嫩的党派和党派斗争
（六）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分裂和两个复兴党政权
（七）以色列的哈马拉赫集团和利库德集团
（八）土耳其的政党
（九）实行多党议会制的塞浦路斯当前政党格局
（十）中东共运缓慢地、不平衡地前进
（十一）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的政党和政治组织
（十二）中东地区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政治派别
第九章 当代中东社会中的宗教
第一节 伊斯兰教及逊尼派
一、穆罕默德和伊斯兰
二、伊斯兰的经文和基本教义
（一）古兰经
（二）宗教信仰
（三）宗教仪式
（四）圣训
三、伊斯兰逊尼派及其法学
（一）逊尼派
（二）四大法学派
第二节 伊斯兰教什叶派
一、十二伊马姆派
（一）十二伊马姆派主要特点
（二）中东十二伊马姆派的状况
（三）伊马姆派的分支派别
二、栽德派
三、伊斯马仪勒派
第三节 伊斯兰其他教派、教团和组织
一、哈瓦利及派
二、苏菲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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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菲派教团
四、国际穆斯林组织
第四节 基督教、犹太教及其他宗教
一、基督教在中东的教会
（一）东正教会
（二）东仪天主教会
（三）西派教会
二、中东的犹太教
（一）正统派
（二）异端派
三、中东的其他宗教
（一）耶兹德教
（二）琐罗亚斯特教
（三）萨比教
第五节 中东伊斯兰运动
一、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产生
（一）伊斯兰复兴运动兴起的原因
（二）深刻的社会危机
（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倾向
二、多中心，多样化的运动
（一）埃及原教旨主义的兴起
（二）伊朗“伊斯兰革命”
（三）沙特阿拉伯社会生活与伊斯兰教
第十章 中东经济
第一节 概述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后初期的中东经济
二、战后40年来中东经济的发展
三、政府部门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节 经济发展的战略
一、发展模式及其演变
（一）进口替代工业化型（内向型）
（二）高收入石油输出国型
（三）一般农矿初级产品出口型
二、发展经济的战略措施
（一）基础设施的建设
（二）人才的开发
（三）外国资金、技术、设备的引进
第三节 石油经济的发展
一、中东石油上游工业的发展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中东石油的勘探和开采
（二）战后中东石油勘探和开采的高速发展（1946——1959）
（三）60年代和70年代初中东石油和天然气的发展
（四）1974年至1979年中东石油和天然气的生产
（五）80年代以来中东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工业的发展
二、中东石油下游工业的发展
（一）中东原油加工能力的发展
（二）中东石油运输业的发展
（三）石油化学工业的发展
第四节 非石油采矿业与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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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采矿业
（一）煤
（二）铁
（三）有色金属
（四）沙、石料与石棉
（五）磷酸盐与钾盐
（六）天然硫与黄铁矿
（七）原盐
（八）菱镁矿
二、制造业
（一）食品工业
（二）纺织工业
（三）建筑材料工业
（四）化学工业
（五）冶金工业
第五节 农业的发展
一、概况
二、农业的地位
三、发展农业的措施
（一）土地改革
（二）兴修水利
（三）开垦土地
（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五）其它措施
四、农业发展的成就与面临的问题
（一）粮食作物
（二）蔬菜、水果和椰枣
（三）经济作物
（四）畜牧业
（五）渔业
（六）林业
第六节 对外贸易
一、中东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
二、中东国家对外贸易的特点
（一）对外贸易的发展速度很快，年均增长率很高
（二）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
（三）中东国家的主要贸易对象
（四）中东国家对外贸易收支状况
（五）中东地区的转口贸易
（六）中东各国的贸易合作关系
三、中东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
（一）外贸管理制度
（二）关税和税收制度
（三）外汇管理制度
（四）自由贸易区制度
第七节 金融业
一、中东银行的兴起和阿拉伯银行体系的形成
（一）政府直接经办的银行
（二）官商合营的半商业性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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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阿拉伯国家联合经营的银行
（四）同西方合营的国际银行
（五）其它形式的银行
（六）区域性的银行和货币组织
二、中东国家的对外援助机构
（一）科威特基金会
（二）阿拉伯基金会
（三）阿布扎比基金会
（四）沙特基金会
（五）伊拉克基金会
（六）阿拉伯非洲经济发展银行
三、中东的国际金融中心
（一）贝鲁特金融中心
（二）麦纳麦金融中心
（三）科威特金融中心
第八节 经济建设的主要成就及存在的问题
第九节 “石油繁荣”后时期的经济调整
第十一章 中国和中东国家的友好关系
第一节 历史上的友好关系
（一）友好往来
（二）经济和文化交流
第二节 新中国和中东地区的友好关系
附录 中东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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