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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沙特国家治理现代化改革

——以女性地位为例

李家静

天津外国语大学　天津市　300204

摘　要：沙特阿拉伯王国自 2016 年提出“2030 愿景”以来，不断提高自身的现代化治理水平，其愿景包括三大支柱，分别为：

阿拉伯和穆斯林的心脏、全球投资的动力源、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全球枢纽，相对应的是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国家建设

三大主题。女性地位的变化是沙特现代化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不仅涉及宗教、文化，还涉及社会发展、经济发展、

国家建设等诸多领域。作为伊斯兰世界较为保守的国家，女性地位的转变对国家现代化治理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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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家治理现代化改革的原因

沙特是石油大国，其经济主要是以石油“地租型”经

济为主，但自 2014 年来，由于世界能源越来越多样，石油

输出国的竞争更加激烈，油价不断下跌，沙特的石油出口收

入不断下滑，经济单一性弊端凸显。美国从最大的石油消费

者变成了最大的竞争者。摆脱石油能源依赖，重塑经济发展

格局，追求经济多样化已成为共识。

在石油经济崩塌后，失业等社会问题显露。沙特作为

一个青年人口众多的国家，特别是受高等教育女性毕业人数

增多，对于就业的诉求也在不在增加，但目前沙特社会对女

性的限制以及无法满足女性就业需求的状况寇待解决，随着

沙特越来越多知识女性的出现，她们必然成为沙特社会改革

的巨大推动力。

2. 传统社会结构下女性地位的状况：

2.1 家庭角色方面

在未出嫁前，受到强烈父权文化的影响，认为男性处

于主宰地位，沙特女性主要听从父亲的安排，很少有自主权，

在家庭中属于被管理者。父母尤其是父亲在家庭地位中占有

绝对性权威，对自己的女儿有绝对影响力。在婚姻中她们被

严格要求执行“一夫一妻”制度，而她们的丈夫则可以“一

夫多妻”。

在出嫁后，女性更是深居简出。农村女性还可以在外

放牧或进行农耕，在城市居住的女性很少有外出地机会，在

家里操劳家务、喂养孩子成为她们的职责。在男性占据主导

的时代，女性的自由权被人剥夺，她们的财产也由丈夫掌控，

财产继承权难以落实，经济地位的丧失使得她们进一步丧失

家庭的权利，成为了丈夫的附庸。

2.2 文化教育方面

在沙特传统社会结构中，女性在很多方面要受到男性

监护人的许可和陪同，这种监护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女

性受教育的自由和独立，若女性想参加学习活动，要得到她

的丈夫、父亲或是兄长的同意，若他们不同意，女性则不能

受到教育。女性学习的深度和广度都受到限制，在一些场所，

女性无法获得和男性同样的学习机会。

沙特的学校分为男校女校，男女接受不一样的教育，女

校的教师基本都是女性，若遇到女性教师无法教学的情况，

则由男性教师线上进行视频教学。这种性别隔离式的教育使

得女性在学习过程中缺乏与男性的交流，限制了女性的思维

和视野拓展，女校课程安排和实践机会较少，会影响女性专

业技能的培养。

2.3 经济活动方面

女性在就业上会受到限制，社会传统观念倾向于引导

女性选择与法律、教育、艺术等相关专业，毕业后被引导进

入特定的行业领域，如法律、教师、护理、美容美发、传统

手工业等。对于一些理工科类、金融、工程建筑、信息通讯

等领域通常被认为是男性主导的行业，女性难以进入，这使

得女性职业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

性别隔离的现象在沙特处处存在，包括在一些工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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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里，男性和女性员工在工作区域被区分开来，这种隔离不

仅会影响团队整体工作效率，也使得女性丧失了与男性同事

平等工作和交流的机会。由于女性出行需要男性监护人的陪

同，这对参加商务活动、出差进行业务拓展来说十分不便，

女性职场参与度和竞争力下降。

2.4 传统宗教教义方面

在沙特传统社会中，女性需穿着长袍、佩戴面纱，将

女性身体完全覆盖，只露出眼睛，以保持端庄和谦逊的形象。

若女性没有按照要求进行穿着，则会受到宗教警察的警告。

沙特女性在没有成年男性监护人的情况下不得自由地在街

上行走，与其他异性交往时要保持适当的距离，不得有任何

过于亲密的接触。违反上述规定者，轻则受申斥、重则被拘

留、判刑、鞭打，以此来维护宗教道德规范的尊严。沙特政

府还规定禁止单身女性独自一人去麦加进行朝觐，单身女性

在进行伊斯兰朝圣时必须有男性亲属陪同；她们也不能单独

出席音乐会或欣赏文艺表演，这些都是全国通用的“规则”。

3. 国家现代化治理改革进程中沙特女性地位的变化

“阿拉伯之春”后，要求改变女性政策的呼声越来越高，

但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变革会遇到阻碍，需要更长的

周期。但应当承认，沙特政府于 2016 年颁布的“2030 年愿景”，

使沙特女性能够享受到生活的便利与工作的空间前所未有，

愿景的核心目标是经济多样化，女性参与发展是国家可持续

发展和经济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3.1 政治政策方面的支持

自愿景提出以来，沙特相继实施一系列政策推动沙特

女性迈向现代化。如 2017 年，女性首次被允许进入法赫德

国王体育场观看表演；2018 年女性首次被允许在沙特单独

驾驶车辆，这一决定打破了男性长期以来对女性出行的限

制，大大增强了女性的独立性与自主性。2019 年，沙特任

命公主丽玛·宾特·班达尔为沙特阿拉伯驻美国大使，这是

沙特第一位女性大使。之后还陆续任命了一些女性担任文化

参赞等职务，不断夸大沙特女性在国际外交领域的参与度与

活跃度，为沙特女性在国际舞台上发声提供了机会与条件。

沙特政府还鼓励女性参与政治活动和公共服务部门管理，为

国家的发展提出见解、发表评论，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更

多的女性会投入到政治参与中，为沙特的政治环境带来新的

改变。

3.2 教育教学领域的突破

自愿景提出以来，沙特政府加大了对教育领域资金的投

入，其中大部分资金用于改善女性教育的基础设施、教学设

备等方面，使学校能够更好的为女性学生提供优秀的教育资

源，为女性接受优质的教育服务提供了物质基础，自 2016

年提出 2030 愿景后，女性入学率更是达到了最高值。沙特

政府还采用新闻媒体宣传的方式，提高社会对女性受教育的

重视，致力于打破传统的性别歧视，消除对女性接受教育的

偏见，鼓励她们的家庭让更多的女性自由追求教育发展。学

校也会积极开展校园建设活动，培养她们的自信心与团队合

作精神。

3.3 经济就业方面的发展

沙特两性隔离现象大大限制了女性可选择的工作，愿

景提出后，政府明确禁止在就业方面进行性别歧视，确保女

性在工作机会、工作待遇、薪资晋升等方面与男性有平等的

机会，为女性进入职场创造了有利条件。愿景还提出要大力

发展新兴产业，如数字经济、新能源等，这些产业会女性提

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而过去一些传统产业，被认为以男性

从业者为主的产业，在愿景的推动下，也逐渐向女性开放，

政府通过政策的支持与宣传和引导鼓励女性进入这些行业，

打破了男性的“垄断”也扩大了女性的就业范围。

3.4 社会生活领域的改变

 2018 年为保护女性在公共场合免受骚扰，沙特反骚扰

法出台，这为女性提供了更加安全的公共环境，让她们能够

自由安全地走在公共场合里，而不必担心受到侵犯和骚扰。

愿景提出后，沙特政府专门成立了国家娱乐总局（GEA），

负责管理全国娱乐性产业，举办各种文化活动，鼓励女性参

加以展示自己的才华。另外，随着社会的开化与女性地位的

提高，女性对自身关注度不断上升，推动了美容美发等时尚

行业的发展，女性在这些方面有了更多更自由的选择权，这

有利于帮助女性塑造自信美好的形象。

4. 沙特女性地位的变化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改革的意义

4.1 政治层面

女性地位的提高使她们能够更多的参与政治生活，为国

家现代化治理提供不同的视角和建议，女性参与政治可使决

策更加多元化、民主化，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当女

性能够平等的参与社会事务和政治生活时，她们会从中感受

到政府的包容与开放，会增加政府的公信力与社会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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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安定和谐，会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更加

良好的政治环境。

4.2 经济层面

社会改革的直接动力来源于经济发展，许多改革措施

都包含了经济改革，赋予女性更多的权利可以让女性从家庭

的桎梏中解脱出来，更多的参与到社会经济活动中，增加社

会的劳动力，女性可以持有护照自由出国意味着女性可以因

工作而进行出境，参与经济活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女性驾

车意味着女性活动空间拓展，自由度提升，她们可能会购买

自己的车辆，促进汽车消费市场的繁荣。独自驾车的便利使

得女性更愿意外出购物，参与各种活动，对餐饮、旅游景点、

旅游等行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

经济效益。 

4.3 社会文化层面

女性地位的提高为文化创作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素材，

文学作品、电影电视节目等都开始更多的展现女性的生活、

情感和奋斗历程，丰富了沙特文化产品。如 2023 年在红海

电影节上映的影片《诺拉》一定程度上涉及了女性解放的内

容。而这也恰恰提升了社会文明程度，使人们逐渐接受男女

平等的观念，减少性别歧视与性别隔离现象，通过社会风气

的逐渐开化，为现代化改革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5. 沙特在提升女性地位促进国家现代化治理中面临的

问题和挑战

5.1 宗教观念与传统思想的束缚

沙特的统一与建立以瓦哈比教派为基础，其教义在国

内影响深远，是一个传统的伊斯兰国家，也是一个政教合一

的国家，国内宗教色彩尤其浓厚，由此沙特成为世界上最保

守的国家之一。该教派对女性的态度较为保守，对女性在不

同的方面有严格的限制。基于这种保守的宗教教义观念根深

蒂固，使得很多民众尤其是国内年纪稍大的国民会对提高女

性地位有一定抵触情绪。

传统的沙特家庭结构是男性处于主导地位，这使得一

些男性对女性参与社会事务、追求个人职业发展不支持甚至

反对，更有甚者觉得女性地位的提升会危害到男性在家庭里

的话语权。

5.2 法律制度的不完善

尽管沙特近年来在女性权益方面采取了一揽子改革，

但在法律层面上，对于女性权益的某些方面措施仍然不够完

善。例如，对于女性的财产继承权、婚姻法、就业保障等方

面仍然存在对女性不公正的待遇，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来保

障她们的合法权益。即使政府出台了明确的法律规定，但在

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在宗教观念和传统思想的影响下，往

往执行的不够严格。

5.3 社会舆论的压力

改革是一个革新的过程，那么此过程必然会触动一部分

人的利益。而沙特的社会改革会触动一部分保守派的利益并

动摇他们的传统观念，这类人对提高女性地位持反对态度。

公众认知的偏差也会影响改革进度，尽管沙特逐渐开放，但

一些公众对女性地位的提升仍然存在认知偏差。他们认为女

性不应该参与社会事务、不应该进行职业发展，而是回归家

庭、相夫教子。这种认知会使得女性在追求自我的过程中面

临来自社会和公众的压力和质疑，从而会影响她们参与社会

的积极性与发展自我的自信心。

5.4 政治参与度较低

沙特的政治机构长期以来都是由男性主导，女性有参

与，但参与的广度受到一定的限制，虽然政府鼓励女性参与

政治，但在实际过程中，女性在决策治理、行政管理方面的

参与度仍然较低，女性的很多合理合法的诉求无法得到满

足，这会影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性与公正性。

6. 结论

由于沙特传统和宗教对女性在诸多方面的限制，一直以

来沙特女性都被认为只能生活在男性的阴影下，女性权利能

否提高在沙特现代化改革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是沙特是否世

俗化、自由化的标杆。沙特女性能否获得更多的现代性权利，

除了外界影响和政策推动以外，还需要她们行动起来，为自

己的应有的权益作斗争，以自身的发展推动社会的发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科技现代化的不断深入，沙特也受

其影响，现代化程度不断深入。目前沙特改革给女性现代化

提供了条件，但任何一个国家的变化与改革是一个漫长的过

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沙特政府需要在保持内部政治环境

和社会稳定的条件下，根据国内外不断变化的情况适当的调

整改革的方法，期待沙特根据本国国情，走出属于自己的改

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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