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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  要 

本文将创造性地提出一个新的概念——马来西亚伊斯兰国家发展模式。简单

地说，马来西亚伊斯兰国家发展模式是指：马来西亚作为一个伊斯兰国家，在解

决如何处理伊斯兰教和现代化之间关系这个问题上所形成的方法、道路和经验的

总和。由于模板往往具有范本的作用，因此马来西亚伊斯兰国家发展模式在同样

面临着如何处理伊斯兰教和现代化之间关系问题的伊斯兰世界各国中，具有较好

的示范作用，是处理这一大问题的一个较为成功的样板。 

马来西亚伊斯兰国家发展模式的本质可以用一句话可来概括——在充分尊

重伊斯兰传统的基础上具备较强的务实精神和包容精神。其中，务实性与包容性

是马来西亚伊斯兰国家发展模式的两大核心特征。英属马来亚殖民经济的繁荣、

现代教育在英属马来亚的出现和发展以及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内各种马来人传

统的保留和传承，使得马来西亚伊斯兰国家发展模式得到孕育，其内在的务实与

包容精神也得到酝酿。独立后，马来（西）亚威权政体的强势为国家经济的发展

和繁荣提供了保障。以华人为主的少数族群的抗争使得马来西亚包容而多元。在

马来西亚伊斯兰国家发展模式初步形成的过程中及以后的一段时间，巫统及其主

导的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对马来西亚伊斯兰国家发展模式进行了捍卫和巩固。而这

一模式很显然也为马来西亚带来了利益——在充分尊重伊斯兰传统基础上足够

的务实与包容精神为马来西亚在伊斯兰世界赢得了尊重和威望。 

马来西亚伊斯兰国家发展模式及其优越性是客观存在的，应该成为全球穆斯

林乃至全人类的共同宝贵财富。 

 
 
 
关键词：马来西亚；伊斯兰国家；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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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reatively proposes a new concept - The Islamic Country’s 

Development Model of Malaysia. Simply put, the Islamic Country’s Development 
Model of Malaysia means: The sum of methods, roads and experiences to solve this 
problem on how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slam and modernization, 
created by Malaysia, an Islamic state. Templates tend to have the role of the template, 
so the Islamic Country’s Development Model of Malaysia is the answer to how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slam and modernization for every country in 
Islamic world, playing a good role in the demonstration as a successful model for 
dealing with this problem. 
    The nature of the Islamic Country’s Development Model of Malaysia can be 
summed up in one phrase: on the basis of full respect for Islamic traditions with more 
pragmatic spirits and inclusive spirits. Among them, the pragmatism and inclusivity 
are two core features of the Islamic Country’s Development Model of Malaysia. The 
British colony of Malaya in economic prosperity,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education, and the reservations and succession of Malay traditions in both 
federal and Non-Federated Malay States, made the Islamic Country’s Development 
Model of Malaysia nurtured, and it's pragmatic and inclusive spirits are also in the 
works. After independence, the powerful strength of Malayan/Malaysian authority 
supplied the guarantee f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Struggles that 
made by the minorities, particularly Ethnic Chinese, made Malaysia over-inclusive. 
During the time the Islamic Country’s Development Model of Malaysia was forming 
and a long period of time after that, the UMNO-led Government have defended and 
consolidated the Islamic Country’s Development Model of Malaysia through a variety 
of means. On the basis of full respect for Islamic traditions having sufficient 
pragmatic and inclusive spirits, the Islamic Country’s Development Model of 
Malaysia obviously has brought Malaysia lots of benefits: This country has won the 
respect and prestige in Islamic world. 

The Islamic Country’s Development Model of Malaysia and its superiority are 
objective reality, and should become the common valuable wealth of the Muslims 
across the world and even all human. 

 
 

 

Key words: Malaysia; Islamic Country; Developmen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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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 选题的意义 

目前学术界普遍承认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佛教等其他宗教相比是一种明显带

有自身特殊性的宗教。这种特殊性，集中体现在其政教合一、认主独一、乌玛意

识等方面。①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特别是“9·11”事件发生以来，全球性的

伊斯兰复兴运动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伊斯兰国家如何能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

时融入到现代化的时代潮流中去，亦即如何处理伊斯兰教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

更成为一个有着极高研究价值的课题。 

伊斯兰世界国家众多，但按照赛缪尔·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的观点，伊斯兰文明是世界八大文明中除黑非洲文明外唯一

没有核心国家的大文明。②因此，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伊斯兰国家在处

理伊斯兰教与现代化之间关系这个问题上有着能够完全为其他伊斯兰国家

所认可的模式。 

面对着传统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伊斯兰世界正经历着长期的阵痛。 

第一，伊斯兰国家的经济状况存在着普遍的问题。除少数国家之外，绝大多

数算不上贫穷的伊斯兰国家更多的是依赖本国丰富的石油资源而非合理的产业

结构等可持续性因素来聚集财富。而伊斯兰国家一旦资源相对匮乏，就很可能陷

于贫困。③在 2011 年全世界国民收入 低的 40 个国家中，竟有 15 个穆斯林人口

超过半数的国家，此外还有 16 个国家穆斯林人口在 10%-50%之间。④ 

第二，伊斯兰世界是世界上矛盾和冲突爆发频率非常高的地区。根据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统计如下表所示： 

 

 

 

                                                             
① 请参见吴云贵，《伊斯兰教法与伊斯兰复兴》，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1 年第 5期，

29-30 页 
② （美）塞缪尔·亨廷顿 著，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 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

新华出版社，1998 年 3 月，189 页~195 页 
③ 伊斯兰国家统计、经济和社会研究及训练中心网站，详询网址：http://www.sesric.org/index.php  
④ 世界银行，《2011 年世界发展指标》，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 年 9 月，封面附表和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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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与伊斯兰有关的冲突在世界所有冲突中的比重 

单位：次 

                 文明内部冲突 文明间冲突 总数 

伊斯兰 7 21 28 

其他（亨廷顿所划分

的其他六大文明） 

21（其中 10 次是非

洲的部落冲突） 

10 31 

总数 28 31 59 

资料来源：1993 年 2 月 7日，《纽约时报》第 1版和第 14 版① 

 

然而，当我们把目光转向远东，我们发现位于东南亚的马来西亚作为一个伊

斯兰国家，政治民主，经济繁荣有活力，族群关系和睦，文化多元包容……这些

都值得我们做深入研究。笔者认为，马来西亚事实上已经形成了其在伊斯兰世界

独特的发展模式，可暂且将其称为“马来西亚伊斯兰国家发展模式”，而马来西

亚伊斯兰国家发展模式的本质特征就是在保存并充分尊重伊斯兰传统的基础上

的务实性与包容性。马来西亚伊斯兰国家发展模式不仅仅为马来西亚这个国家带

来了繁荣和稳定，也使得马来西亚在世界上，尤其是在伊斯兰世界拥有了较高的

地位和较大的影响力。 

由埃及米斯巴尔研究中心②（Al Mesbar Studies & Research Center）的多

位学者集体编写的论文集 /Malaysian Islamist 是一部

集中介绍马来西亚各方面成就的学术著作。该书认为，马来西亚在伊斯兰世界所

取得的成就是很突出的，并明确指出马来西亚的发展已经将大部分其他伊斯兰国

家甩在了后面。③它表明伊斯兰世界已经开始认识到马来西亚在处理伊斯兰教和

现代化之间关系的问题上具有先进性和成功性，并能够为整个伊斯兰世界提供一

种模版和样式。该论文集的存在从侧面突出了本文选题的意义，并为马来西亚伊

斯兰国家发展模式在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成功和魅力提供了事实论据。 

此外，范若兰更是在她的论文《马哈蒂尔的伊斯兰教理念与实践评析》中明

                                                             
① （美）塞缪尔·亨廷顿 著，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 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

新华出版社，1998 年 3 月，290 页 
② 埃及米斯巴尔研究中心官方网站：http://www.almesbar.net/eng/ 
③ 详见网页：
http://www.almesbar.net/eng/index.php?option=com_k2&view=item&id=53:07_malaysian-islamist-july-2007-pri
nted-to-public&Itemid=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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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提到过确实有“马来西亚伊斯兰模式”（Malaysian Model of Islam）的存在，

①从而进一步突出了本文选题的意义和价值。 

二、研究现状 

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各国学者都普遍加强了对伊斯兰世界的关注。

而作为一个伊斯兰国家的马来西亚由于现代化程度较高、融入全球化程度较深、

国内社会较稳定等特征吸引了越来越多学者的注意。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外学者

对马来西亚独特的伊斯兰国家发展模式的研究往往只集中在某一个方面，比如内

政方面、外交方面、经济发展方面、文化特征方面、族群关系方面、对伊斯兰教

的理解方面、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甚至是极端势力和恐怖势力的斗争方面等

等。而由这些学者所研究的各方面有机地组合在一起才能形成宏观上对马来西亚

伊斯兰国家发展模式的整体印象和评价。 

1、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 

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在上文中已有谈及，

这里不再多言。 

由 Richard Winstedt 所写的 The Malays : a cultural history 从历史的角度论

证了马来西亚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民族的关系，从中可以领会马来西亚伊斯兰国家

发展模式形成的历史原因。 

由 Raihanah Mohd. Mydin, Shahizah Ismail Hamdan 等人所写的 Linking 

literary identities : Malaysian society, culture, and the other 突出了马来西亚社

会上的稳定﹑文化上的多元与繁荣以及不同族群之间相对和睦的关系，而这些，

对于一个伊斯兰国家来说确实值得人们关注和研究。 

由 M. Bakri Musa 所写的 Malaysia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更是将马来西

亚这样一个与世界接轨﹑顺应时代潮流的伊斯兰国家论述得颇为精辟，彰显出马

来西亚伊斯兰国家发展模式的魅力和活力。 

英国学者 William R. Roff 的著作 The origins of Malay nationalism（《马来

民主义的起源》），1974 年出版，探讨了马来民族在适应近代化过程中所做的种

种努力，其中就涉及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马来亚伊斯兰教的革新和净化

的内容。这部著作为我们从马来亚历史﹑马来民族的族群性以及伊斯兰教与马来

                                                             
① 范若兰，《马哈蒂尔的伊斯兰教理念与实践评析》，载《世界宗教研究》，2008 年第 1 期，第 1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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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来研究马来西亚伊斯兰国家发展模式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由 Ataul Huq （Pramanik）所著，出版于 1994 年的 Malaysia's economic 

success 更是对马来西亚作为“亚洲第五小龙”的经济腾飞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

论证，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作为伊斯兰国家的马来西亚是如何通过自己的方式而

与现代化接轨的，从而凸显了马来西亚伊斯兰国家发展模式的务实性。 

Mutaz Hamdalla Nabulsi 的著作 A study of sustained growth policies 出版

于 2001 年，该著作已经明确认识到了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的独特道路，并认为伊

斯兰国家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模式。虽然在该书中作者并没有

突出马来西亚的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在伊斯兰世界中的地位，但其毕竟论述了马来

西亚经济发展道路的一些独特之处，因而具有较高的价值。 

由 Georg Stauth 撰写的 Politics and cultures of Islamization in Southeast 

Asia : Indonesia and Malaysia in the nineteen-nineties 出版于 2002 年，也具有

较高的参考价值。书中对于 19 世纪马来亚伊斯兰教的状况的论述为我们从历史

层次上探讨马来西亚伊斯兰国家发展模式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 

由 Virginia Hooker 和 Norani Othman 所著的 Malaysia : Islam, society and 

politics 出版于 2003 年，主要讨论了马来西亚伊斯兰教的现状和历史，并运用大

量实例来讨论了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教对其国内各方面的影响。该著作主要以巫统

和伊斯兰党之间的斗争为基础，讨论并分析了马来西亚处理伊斯兰教与现代化之

间关系的方法和经验，还对作为一个伊斯兰国家的马来西亚今后的发展道路做出

了展望。 

Kamarulnizam Abdullah 的著作 The politics of Islam in contemporary 

Malaysia 出版于 2003 年，是一部着重讨论马来西亚伊斯兰复兴运动以及大马政

府的应对策略的著作。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使得马来西亚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

冲击。马来西亚伊斯兰国家发展模式的价值在很大一部分都体现在马来西亚政

府，尤其是执政的巫统如何应对国内的原教旨主义实力﹑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势

力。只有有效地应对了上述各种势力，马来西亚伊斯兰国家发展模式才能经得起

考验。因此，该著作的价值不可小觑。 

由Colin Barlow和 Francis Loh Kok Wah合著的Malaysian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n the new century 出版于 2003 年，对马来西亚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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