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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多维视野中的阿曼序言多维视野中的阿曼阿曼自独立以来的变迁历程和轨迹表明，其对历史发展
道路的选择，特别是对政治体制的设置，是受历史与现实、内部与外部、主观与客观等综合条件和因
素制约而成，是上述条件和因素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阿曼的历史发展具有如下特点。
　　一 参与型政治发展　　阿曼政治制度的最大特征是卡布斯苏丹试图最大限度地吸纳国民参与国家
事务。
曾主管阿曼事务的美国大使查尔斯（CecilO.Charles）称阿曼政治为“参与型政治”
（ParticipatoryGovernment）。
这种“参与型政治”主要表现在阿曼卡布斯苏丹的“亲民之旅”和相关机构和制度的构建，包括：《
国家基本法》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完善与健全的协商会议
；行政系统的阿曼化；重视妇女对国家发展的作用；公共服务系统的完善。
卡布斯苏丹实施这一政策的目的，在于通过逐渐扩大国民的政治参与，巩固其统治基础。
“参与型政治”模式表明，阿曼政治发展正沿着逐渐成熟的路径和趋势迈进，显示了卡布斯苏丹的远
见卓识。
正如美国大使查尔斯所说：“阿曼30多年的参与型政治构建，表现了卡布斯苏丹是一位具有深谋远虑
的统治者”。
但是，阿曼的“参与型政治”并不等于西方的民主化，它是卡布斯苏丹根据现实国情与阿拉伯地区文
化传统基因有机结合所产生的政治统治机制。
　　二 多元化经济格局　　为打破国家单一依赖石油产业的经济格局，阿曼实行以油气资源开发为主
导，推动经济多元化发展的战略。
阿曼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有三：一是将建立开放型、多元化、易调节的经济体系，作为经济发展战略
的根本目标；二是推进私有化和市场经济，孕育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环境；三是提高阿曼国民的文化素
质，培养适应经济发展的高技能人才。
为实现上述任务，阿曼政府采取的具体措施是：调整产业结构，吸引外资；增加收入，促进就业；加
速推进产业多元化，重点发展农业、渔业；培养中小企业和开发矿产资源；经济私有化；就业阿曼化
；等等。
阿曼的经济发展战略分为以下阶段：第一阶段（1970～1985）：阿曼经济发展的重点为基础设施建设
。
第二阶段（1986～1995）：阿曼开始改变发展石油经济的单一模式，重点发展工业、农业和渔业，着
力推进经济结构的多元化趋势。
第三阶段（1996～2005）：阿曼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是收入多样化、产业多元化、就业阿曼化。
2006年是阿曼实施第七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其国家经济发展的具体目标是：到2020年，原油产值在
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下降为9％；天然气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增加到10％；非石油生产部门的
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增加到29％。
　　三 全方位外交结构　　卡布斯苏丹早在1984年就提出“广交友，少树敌”的口号，坚持在友好、
互信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
2002年11月4日，卡布斯苏丹在阿曼委员会年度会议上说：“我们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友好的。
我们始终站在正义、和平和公平的一边。
我们呼吁世界各民族和睦相处，各种文化相互交往，根除那些产生仇恨的不公平、非正义的根源。
这是人类的共同利益所在。
”在对外交往中，卡布斯苏丹坚持以下原则：首先，奉行睦邻友好、不干涉他国内政、相互尊重国家
主权的原则；其次，遵循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支持区域性组织和国际组织的活动；再次，加强
同阿拉伯各国的关系，支持阿拉伯国家联盟，鼓励阿拉伯国家为解决分歧进行建设性对话，努力实现
本地区公正、全面的和平。
根据上述原则和目标，阿曼开展全方位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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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与阿曼建交的国家只有3个，2003年已发展到140个。
此外，阿曼还参加了105个区域性和国际性组织。
阿曼成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执行理事和联合国教育科学与文化组织的执行理事。
2002年3月，阿曼签署了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协议，反对国际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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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阿曼全称阿曼苏丹国，是阿拉伯半岛上最古老的文明古国之一，具有5000年的历史。
它位于海湾、印度洋和东部非洲之间的交通要道，扼守着海湾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它资源丰富，蕴藏质量很好的原油和储量颇丰的天然气。
它与我国的友好交往始于汉代，源远流长。
本书为读者了解阿曼的地理和人文、过去和现在提供全景式的介绍。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列国志阿曼>>

作者简介

　　仝菲，1975年6月生于山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理论委员会委员。
1997年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专业，2003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西亚非洲研究系
硕士学位，现为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自从事科研工作以来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列国志阿曼>>

书籍目录

序言 多维视野中的阿曼第一章 国土与人民　第一节 自然地理　　一 地理位置　　二 行政区划　　三 
地形特点　　四 水资源　　五 气候　第二节 自然资源　　一 矿物　　二 植物　　三 动物　第三节 
居民与宗教 　　一 人口　　二 民族　　三 语言　　四 宗教　第四节 民俗与节日　　一 民俗　　二 
节日第二章 历史　第一节 上古简史（公元前3000年以前～公元7世纪）　　一 原始社会时期（公元
前3000年以前）　　二 “黑暗时期”（公元前3000～前563年）　　三 波斯统治下的阿曼（公元前563
年～公元7世纪）　第二节 中古简史（7世纪～16世纪初）　　一 伊斯兰教产生前后的阿曼　　二 伊
玛目国统治时期（751～1154年）　第三节 近代简史（16世纪～20世纪初）　　一 葡萄牙入侵阿曼
（1507～1649年）　　二 亚里巴王朝的统治（1624～1744年）　　三 赛义德王朝的近代统治（1743
～1932年）　第四节 现代简史（20世纪初～70年代）　　一 赛义德统治与现代阿曼国家的开端（1932
～1952年）　　二 赛义德统治的中期（1952～1958年）　　三 赛义德政权的结束（1958～1970年）　
　四 卡布斯苏丹政权（1970～）　第五节 历史人物　　一 赛义德大帝（1791～1856年）　　二 赛义德
·本·泰穆尔(1910～1972年)第三章 政治　第一节 国体与政体　　一 《国家基本法》　　二 国家元首
　　三 协商会议　　四 国务委员会　　五 国防委员会　第二节 国家行政机构　　一 内阁　　二 内阁
行政体系　　三 地方政府机构　　四 阿曼化战略　第三节 司法机构　　一 司法部　　二 沙里亚法院
　　三 刑事法院　　四 国家安全法院　　五 皇家内阁法院　　六 行政法院　第四节 社会团体第四章 
经济　第一节 概述　　一 历史概况　　二 卡布斯苏丹执政后的阿曼经济　第二节 农、牧、渔业　　
一 发展概况　　二 农业　　三 渔业　　四 畜牧业　第三节 工业　　一 石油工业　　二 天然气工业
　　三 石油天然气工业的国际合作　　四 其他工业　　五 工业园区　　六 合资项目　第四节 交通与
通信　　一 交通　　二 邮电与通信　第五节 财政与金融　　一 财政收支　　二 货币与金融　第六节 
对外经济关系　　一 古代对外贸易概况　　二 对外贸易的政策和现状　　三 外国资本与外国援助　
第七节 旅游业　　一 旅游资源　　二 旅游业的发展　　三 旅游配套设施　　四 著名旅游城市和景点
　第八节 国民生活　　一 物价　　二 就业　　三 工资　　四 住房　　五 福利　　六 税收 第五章 军
事　第一节 概述　　一 国防体制　　二 国防服务机构　　三 国防预算　第二节 军种与兵种　　一 陆
军　　二 海军　　三 空军　　四 皇家卫队　　五 准军事部队　第三节 军事训练　　一 军事人员阿曼
化　　二 军事院校　　三 军事体育和军乐队　第四节 对外军事关系　　一 军火贸易　　二 与英国的
军事关系 　　三 与美国的军事关系　　四 与法国的军事关系第六章 教育、科学、文艺、卫生　第一
节 教育　　一 教育方针　　二 教育发展简史　　三 教育体制改革　　四 高等教育　　五 特殊教育　
　六 成人教育　　七 师资培训　第二节 人文科学　第三节 文学艺术　　一 文化政策　　二 文学　　
三 戏剧电影　　四 音乐舞蹈　　五 美术　　六 文化设施　第四节 医疗卫生　　一 概况　　二 医疗
卫生服务　第五节 体育　　一 传统体育　　二 现代体育　　三 体育成绩　第六节 新闻出版　　一 概
况　　二 通讯社　　三 报刊　　四 广播电视　　五 互联网第七章 外交　第一节 外交政策　　一 外
交原则　　二 外交目标与形成因素　　三 外交成就　　四 对有关国际事件的立场　第二节 同地区组
织和联合国的关系　　一 加入阿拉伯国家联盟和联合国　　二 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关系　第三节 周
边外交　　一 与也门的关系　　二 与伊朗的关系　　三 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　　四 与阿联酋的关系
　　五 与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关系　第四节 与中东其他国家的关系　　一 与埃及的关系　　二 
与约旦的关系　　三 与叙利亚的关系　　四 与伊拉克的关系　　五 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关系　　
六 与以色列的关系　　七 与利比亚、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的关系　第五节 与印度洋周边国
家的关系　　一 与环印度洋区域合作联盟的关系　　二 与印度的关系　　三 与巴基斯坦的关系　　
四 与东非国家的关系　第六节 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一 与英国的关系　　二 与美国的关系　　三 与
日本的关系　　四 与法国、联邦德国的关系　第七节 与中国的关系　　一 中国与阿曼的关系源远流
长　　二 中国与阿曼建立外交关系　　三 中国与阿曼多层次友好交往主要参考文献　　一 英文文献
　　二 阿拉伯文文献　　三 中文文献后 记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列国志阿曼>>

章节摘录

　　水资源是民族财富和农业发展的基本条件。
1978年阿曼成立水电部，任命原农业、石油和矿产部法律顾问哈穆德。
阿卜杜拉。
哈利夫为水电大臣。
1989年又单独成立了水资源部。
水资源部的职能是开发和保护水源，提出总的政策，制定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协调一致的长期
用水计划，进行研究和探测，以期开发和保护水资源。
该部还制定了一系列法规和政策，保护水资源和指导水消耗。
例如，对阿曼全境的水井进行统计并记录在案；打井须经水资源部批准，除满足人、畜饮用和浇灌树
木所需之外，不得将水井加深；对全国的地下水补给坝进行经济和技术效益的研究等。
雨水对阿曼人的意义重大，水坝对于储存雨水和补充地下水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001年阿曼全国共有水坝57座，有17座用于补充地下水，40座用于储存地表水。
　　水是发展农业的命脉，古代阿曼人在水资源下游地下数米深的地方修建暗渠，再把地下水通过水
渠引入庄稼地，这种灌溉系统叫做“法拉吉系统”。
有些灌渠是在地下几十米深的地方挖掘的，这在当时没有使用任何机械的条件下建成灌渠是个奇迹，
充分显示了古代阿曼人的聪明才智。
另有一种说法是，“法拉吉系统”是由伊朗人传人阿曼的，并非阿曼人发明创造。
现在一些修建于1500年前的“法拉吉系统”仍在使用。
“法拉吉系统”大致分为三种类型：“达吾迪”是指深达几十米、长达几.公里的灌渠；“安尼”是指
从泉水中取水的灌渠；“嘎儿”是指从绿洲水源上游取水的灌渠。
为了维护这一宝贵的水资源系统，20世纪70年代，阿曼政府通过挖辅助井等措施重新修建了这些灌渠
。
全国现存的“法拉吉系统”仍有4000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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