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穆斯林婦女與中東現代化  
— 科威特婦女的解放運動 

 

劉雅琳** 

 

摘要 
 

現代化是戰後中東社會發展的潮流與趨勢，深具獨特性

的伊斯蘭因為與現代化的異質性對中東現代化進程給予極

大關注及影響。中東許多新獨立的穆斯林國家在實行西式現

代化過程中對穆斯林婦女形成重要影響，例如科威特是步入

現代化過程最早並取得重大成就的海灣阿拉伯國家，科威特

婦女是海灣阿拉伯國家的女性中最早走出家庭、進入教育及

工作領域，甚至位居政府要職，但卻直到 2005 年才獲得基
本的政治參與權利。 
國內對於海灣國家婦女的研究是較少的，本文以科威特

的婦女解放運動為例，探討現代化過程中穆斯林婦女的現狀

與爭取權利的奮鬥過程，以及婦女團體與伊斯蘭在科威特現

代化中所扮演的角色。 

 
關鍵詞：現代化、伊斯蘭、穆斯林婦女、政治參與、科威

特、婦女解放運動、婦女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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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lim Women and Modern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 The Case of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Kuwait 

 

Liou, Yea-Lin 
 

Abstract 
 

Modernization is the post-war currency and tendency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East. Islam with its intense 
uniqueness gives great concerns and influences over 
modernization process in the Middle East because of its 
distinctly essential characters.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Muslim women’s status when examining the western 
modernization process in the Middle East which started after the 
dependence of many Muslim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and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in 
Kuwait has gone the farthest and attained tremendous 
achievements in the Gulf. The Kuwaiti women are the earliest 
among the Gulf states to achieve their freedom outside their 
hom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paid labor force, even the 
senior government post, but they have been excluded from basic 
political rights, such as voting and running for the parliament, 
until 2005. 

There is little research on Gulf women in Taiwan because 
of difficulties in gaining access to the documents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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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tions. This paper addresses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and builds on the case studies on Kuwaiti women by focusing on 
the structures through which individuals participate in civil 
society. My analysis focuses on Islam, Muslim women’s status 
and women’s organizations which are important to the 
modernization in Kuwait. 
 
 
 
Key words: modernization, Islam, Muslim women, political 

rights, Kuwait, liberation movement, women’s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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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穆斯林婦女的社會地位問題是這幾十年來中東各國現

代化改革與傳統伊斯蘭律法之間產生激烈爭辯的一項主要

議題，中東婦女地位的提高象徵了現代化與保守主義的對抗

與妥協，並且在很大程度上婦女擺脫了在傳統社會中依附於

男性的從屬地位，開始擁有部分的經濟獨立與社會生活空

間，從社會最底層往中上層社會流動。婦女進入教育、企業、

政治、軍方等社會各階層工作與活動，例如伊朗婦女獲得諾

貝爾和平獎的殊榮，阿拉伯婦女可以當空軍軍官、大使、部

長、企業公司執行長、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委員會委
員、聯合國官員，這樣的發展改變了原有的社會階層與體

制，深刻地改變並衝擊中東社會的結構與框架，是中東現代

化的一項重要指標。 
自 20 世紀中期以來，針對婦女權益問題展開世界性的

討論，涉及了男女平等、反對性別歧視、讓婦女參與現代化

建設等內容，婦女解放成為衡量社會進步幅度與評估國家文

明程度的一個標準。中東穆斯林國家恪守伊斯蘭與傳統文化

習俗，但也渴望進步開發並提倡現代化發展，也許正是認識

到沒有婦女廣泛活躍地參與建設的國家，不可能擁有發達與

和諧發展的社會，所以包括海灣保守阿拉伯國家在內的中東

穆斯林國家相繼將婦女問題放在一個應有的高度來重視，維

護婦女權利、提高婦女地位成為各國政治改革的重點。 
但是聯合國《阿拉伯國家人類發展報告 2002》1 指出阿

拉伯社會文盲、貧窮、失業的比例在不斷上升，其中婦女的

處境尤為惡劣，婦女遭受暴力的現象有增無減，相關法律特

                                                 
1 UNDP, Arab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Geneva: United Nation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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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是民法中的性別歧視依然存在，男性在就業上仍處於優勢

地位，婦女被剝奪參政權利，或僅獲得表面形式的選舉權與

被選舉權。報告中將「女權」、「自由」、「知識」視為阿拉伯

國家的三大赤字，並提出民主是阿拉伯國家消除這三大赤字

的橋樑。《2005 年阿拉伯國家人類發展報告—面向阿拉伯國
家婦女的振興》2 即針對婦女在上學、工作、薪水乃至能否
出任國會代表、擔任行政部門、國家內政與軍事機構要職等

議題展開思考，並就如何選拔婦女代表等問題展開充分討

論，就婦女參政、立法、經濟、教育等核心問題提出新看法，

並設想藉由婦女的實際工作來實現這些遠景規劃。 
世界石油富國科威特是海灣阿拉伯國家中步入現代化

過程最早，現代化程度最高，政治、經濟體制最完善的國家，
3 但仍屬於相當傳統保守的伊斯蘭國家。自從 1961年取得民
族獨立後，特別是 1970 年代以來，在經濟社會發展和民主
政治等現代化進程方面已取得重大成就。科威特婦女不僅是

海灣阿拉伯國家的女性中最早走出家庭、進入教育及工作領

域，也是最先出任一些政府高層管理職位、擔任大學校長，

甚至是第一位的阿拉伯女性出任駐外大使。婦女在科威特現

代化的過程中發揮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往昔男性出海航行的

日子裡，科威特婦女在苦澀艱難的環境、漫長的等待與忍耐

的歲月中，剛毅堅強地維持社會安定，保持社會傳統，因此

她們向來享有特殊的社會地位。國內對於海灣國家婦女的研

究是較少的，本文以科威特的婦女解放運動為例，探討現代

化過程中穆斯林婦女的現狀與爭取權利的奮鬥過程，以及婦

女團體與伊斯蘭所扮演的角色。 

                                                 
2 Amat Al-Alim Alsoswa, Arab Human Development Repor 2005: Towards the Rise of Women in the 
Arab World, (EB/OL), (2005-03-01), http://www.rbas.undp.org/ahdr2005.shtml  
3 馬學忠著，〈科威特社會的變遷〉，《阿拉伯世界》，2002年，03期，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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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威特的現代化 
 
受 19 世紀阿拉伯啟蒙思想與近代泛伊斯蘭主義思想的

影響較深的科威特商人及知識份子，到了 20 世紀初又深受
外部，特別是 18 世紀歐洲資產階級啟蒙思想的間接影響，
開始推動科威特的啟蒙運動。這種自下而上的啟蒙運動首先

提出教育救國，以創設新型學校、提高民族素質、弘揚伊斯

蘭為己任，之後又提出反帝國、反殖民、爭取民族獨立，主

張實行溫和改革，不反對薩巴赫家族的世襲統治，只要求參

政、議政的權利，因此得到統治階級的認可，為科威特人民

擺脫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走上民族獨立、步入現代化發展

做好準備。 
20世紀中葉當埃及等國的阿拉伯民族反帝國、反殖民、

爭取民族解放運動的浪潮席捲科威特時，薩巴赫家族與人民

站在一起展開反英國殖民統治的民族解放運動，1961年 6月
19日英國不得不接受埃米爾阿布都拉•薩利姆廢除《科英協
定》的要求，承認科威特獨立。1961年 12月 30日埃米爾頒
布法令，由公民直接選舉第一屆立憲委員會 20名委員，1962
年 11月 11日頒布憲法，確立科威特為政教合一的君主立憲
制政體。科威特實行的是相對開明的君主立憲制，其現代國

家政治制度與發展模式在中東伊斯蘭世界具有一定代表

性，帶有濃厚的政教合一色彩，君主擁有很大實權，集教權、

政權、族權、與軍權於一身，但不是宗教或精神領袖，亦非

伊斯蘭教義的詮釋者，只是以伊斯蘭名義頒布各項法令、法

規、法律與軍事命令，其權力不具神性。並且受國民議會制

衡，議會與議會制訂的憲法對埃米爾有一定的約束作用，具

有某些程度上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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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威特埃米爾以現代政府機構輔以伊斯蘭與游牧部落

的意識型態來維護自己的統治，在伊斯蘭教義、教法基礎上

吸收西方，特別是英國法律精髓與部分內容來制訂憲法及各

種法令、法規與法律，以維持社會治安與穩定。允許新聞、

出版、結社、言論及宗教信仰自由，不准建立政黨，但允許

準政黨組織存在，並吸收其代表進入議會及政府，4 民選的
國民議會基本上代表社會的各個階層與傾向，對統治階級的

制訂政策產生重大影響。目前科威特統治階級由薩巴赫家族

集團、土著家族集團、伊朗人集團、伊拉克人集團組成，薩

巴赫家族是統治階級的核心家族，其他家族在石油開發前就

是科威特的望族，之後逐漸發展成商業資本家，多數在 1921
年成立的協商委員會與 1938 年成立的立法委員會中佔有席
位，在獨立後的科威特議會、內閣、銀行、投資公司、工業

公司董事會中也都佔有重要職位。5  
科威特原先以漁業、採珠業與陸、海轉運貿易為主要產

業，以官僚資本為主，輔以小商業資本構成的資本主義經

濟。從 1899年《科英協定》簽訂至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
爆發，科威特形成以薩巴赫家族為統治核心的官僚資產階

級，以及依附於統治家族以商業資本家為基礎的新興商業民

族資產階級兩大集團。另外在原有部落基礎上建立的以血緣

為紐帶的氏族或部族酋長制度，介於官僚資產階級與新興商

業資產階級之間，因此社會相對穩定繁榮。1938年發現大量
石油，標誌著科威特石油時代的到來，逐漸轉化為以石油工

業為主要產業，以官僚資本與大商業資本為主導的國家資本

主義經濟。1951 年、1955 年先後向英、美收回部分石油股

                                                 
4 金宜九著，《伊斯蘭教與世界政治》，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1996年，頁 60。 
5 劉竟與安維華著，《現代海灣國家政治體制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頁
229-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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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石油收入大幅度上升，1970年代科威特石油財富巨增，
迅速跨入現代化國家的行列。 
以薩巴赫家族為主的國家資本主義日益加強，科威特一

些石油商人逐漸發展成一定勢力的民族資產階級，並成為推

動社會改革的中堅力量。6 在海灣阿拉伯君主制的國家中，
科威特在推動婦女從傳統走向現代化的方面起步很早，7 緣
起於數世紀以來一直以航海貿易為主的科威特社會風氣較

開放，易於接受變化，而且以商人為主的上層社會成員與當

代王室家族關係密切，以薩巴赫家族為首的科威特政府對婦

女解放的態度較為開明，上層社會女性脫下面紗縱橫於職場

的專業婦女形象，便成為科威特政府成功推動現代化的顯著

標誌。 
以石油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多元化經濟發展戰

略，利用大量油元發展交通運輸和通訊等基礎設施，興建發

電、海水淡化廠和天然氣加工、石油化工等企業，逐步實現

糧食自給和工業化，1980年代科威特成為世界最富有的國家
之一。1990 年代初因為第一次海灣戰爭遭受重大損失，但
1991 年 2 月復國後政策得當，得以順利恢復經濟，1995 年
時國民生產毛額仍排在世界前十名。8 到了本世紀科威特積
極調整產業結構，大力發展製造業、農業和金融業等，充分

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潛力，努力建立國內外市場緊密相

連的煉油和銷售網路，並積極以鉅額石油美元在海外投資獲

利。 
現代化一方面使科威特基礎結構的建立有巨大轉折，另

一方面縮小科威特與已開發國家的差距，過去幾十年來對於

                                                 
6 轉引自馬學忠著，頁 58。 
7 伍慶玲著，〈科威特婦女的社會地位〉，《阿拉伯世界》，1996年，04期，頁 49。 
8 馬學忠著，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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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設的投入持續增加中，已達數千億美元。社會文化生

活變化很大，從國民生產毛額來看，在 1980 年代初就已達
到甚至超過已開發國家的水準。科威特從原來僅有老舊房子

與小店鋪的城市，轉變為水電等公共基礎設施配套齊全，以

及醫療、教育等社會服務周全的現代化大都市。科威特人的

收入與生活水準因此大幅提高，免所得稅，免費教育與醫

療，還有房屋、工作、子女、新婚、工齡等政府補助與津貼，

政府並從婦女懷胎開始便發給每月 50 科威特第納爾的補
貼。9 國家還透過專門機構對公民就業提供直接援助，現在
大部分科威特人都在政府機構、國營企業中工作，其他服務

性行業多由外籍勞工擔任。科威特本國公民的工資高，政府

部門的廳局級官員月薪約 1.1 萬美元，最低層職員月薪也達
1 千美元，科威特人的經濟收入相當豐厚，名列世界富國的
前幾位。10 科威特人住的房子由原來的平房變成有游泳池的
別墅，原來的老式轎車換成最新款跑車、吉普車，家務工作

由印度、菲律賓的外傭擔任，有的科威特女孩在 18 歲生日
時父母會送一輛 Jaguar跑車當生日禮物，11 當然有些科威特
人仍保持節儉樸素的習慣，但是總體生活的富裕不言可喻。 
在海灣阿拉伯國家中，科威特對教育的重視僅次於巴

林，隨著石油財富的增長，經濟的迅速發展，科威特不僅實

施義務教育，重視掃盲運動及成人教育，還致力於電腦這一

現代教育工具的使用與普及，派遣數個代表團到海外學習各

類專業，並提供學生交通工具、糧食、與其他物質等各項資

助，有的大學生一個月可領到 500科威特第納爾的零用錢。

                                                 
9 一個科威特第納爾約折合 3.4美元。 
10 http://www.china.com.cn/world/txt/2006-11/16/content_7367814.htm  2006-11-16  
11 蘇萊曼•奧斯卡里、穆罕默德•魯哈米著，許智博譯，〈海灣明珠科威特〉，《回族文學》，2008
年，02期，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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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科威特起初文盲率偏高，但由於石油財富使得教育普及率
迅速提高，初等教育的發展大大提高識字率，1970年至 1992
年的識字率提高 0.74 倍，13 在 20 年的時間中文盲人數從
1970年代占人口總數的 48.3%下降到 1990年代的 11.5%。14 
1990年教育經費在國民生產毛額中的比例為 5%，1994年至
1995 年度的教育經費在預算中的比例為 9.8%，是教育經費
較高的中東國家之一。15  
阿拉伯國家的高等教育發展速度較快，尤其在西亞的阿

拉伯國家，大學生人數增長比例大都超過中學生。從普及程

度來看，已開發國家在 1989 年的普及率為 27%，科威特則
與約旦、埃及、卡達、敘利亞等國算是阿拉伯國家中高等教

育較發達的國家。從專業結構來看，阿拉伯國家的大學偏重

以宗教為主的傳統文科教育，1990年大學生中理工科學生平
均占 35%，1994年至 1995年度科威特大學生中理工科學生
占 35.6%，16 1995 年則是 39%。17 阿拉伯國家的研究生教
育近年來發展較快，發展最快的是科威特等海灣阿拉伯各國

與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約旦、敘利亞。研究生的專業上，

1990年的數據顯示，自然科學占 15.7%，工程學占 14.3%，
農學占 11.9%，文科占 45.8%，該年博士生占所有研究生的
28%。因為不少阿拉伯國家的高等教育學科不齊全，素質也
落後於先進國家，所以經常派大批學生出國留學，科威特的

留學生占大學生比例的 16%。18 

                                                 
12 蘇萊曼•奧斯卡里、穆罕默德•魯哈米著，頁 71。 
13 黃民興著，〈從統計數字看阿拉伯國家教育發展現狀〉，《阿拉伯世界》，1999年，01期，頁
67。 
14 蘇萊曼•奧斯卡里、穆罕默德•魯哈米著，頁 67。 
15 黃民興著，頁 67。 
16 黃民興著，頁 67-68。 
17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Table 15,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Table 14. 
18 黃民興著，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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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計算機、網路、與衛星通訊為代表的現代資訊技科自

1970年代開始在全球快速發展，資訊全球化正改變人們以往
的生產與生活方式，已開發國家憑藉資訊科技的優勢享有資

訊全球化帶來的諸多裨益，但現代資訊科技在中東國家發展

較晚，與已開發國家存在極大差距。1999 年在阿拉伯各國
群策群力推動下，共同投資 1.6 億美元經費發射設備先進的
阿拉伯 A-3號衛星，科威特投資 14.6%，次於沙烏地阿拉伯
的 36.7%。19 A-3號衛星運用現代高科技技術，設有 54個頻
道，可同時播放 300多套電視節目，衛星覆蓋面廣達幾乎所
有阿拉伯與大多數西歐國家，開創阿拉伯衛星電視事業，目

前所有阿拉伯國家的電視節目都上了衛星，使用 30個頻道，
每天播放阿語節目，使世界各地穆斯林能傾聽來自阿拉伯世

界的聲音，打破西方衛視對阿拉伯世界的壟斷局面，奪得一

定的主動權與制空權。 
2006 年阿拉伯國家人口總數占全世界人口 4.8%，上網

人數占全世界上網總人數 2.16%，高於世界平均水準的阿拉
伯國家只有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科威特、巴林與卡達四國。

科威特於 1992 年開始使用網路，20 2000 年上網人數 15 萬
人，2006年上網人數達 70萬人，占總人口比例 26.61%，從
2000年至 2006年網民增長率達 366.67%。21 2004年科威特
與海灣其他五國依據人口比例將地區發展總預算 1,090 億美
元中的 22%投資於資訊教育及人力培訓，對於網路上大量湧
入的英語訊息，各國部門除強力推廣自己的阿語網站之外，

並成立專門委員會組織阿拉伯技術人員、語言學家，以便加

強軟體與網路訊息的阿語化，提供本國人民熟悉使用阿語網

                                                 
19 鮑兆燕著，〈迅速發展的阿拉伯衛視〉，《阿拉伯世界》，2003年 04期，頁 57。 
20 王昕著，〈阿拉伯地國家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與挑戰〉，《阿拉伯世界研究》，2008年，
第 5期，頁 27-29。 
21 數據截至 2006年 9月，引自王昕著，〈阿拉伯地國家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與挑戰〉，頁 28。 

99

中
阿
文
庫
28



 

路的便利。並制訂相關法令使網路訊息符合伊斯蘭傳統規

範，加強網路監管與過濾，避免西方不良訊息藉由網路對阿

拉伯世界的滲透與影響。科威特還計畫設立類似阿拉伯聯合

大公國的杜拜網路城（Dubai Internet City）的網路示範區，
以便發展本國的資訊產業及培養自身的專業技術人才。 

2004年至 2005年阿拉伯國家在 ICT綜合指數22 的每人
平均佔有量過半的只有 13國，主要分佈在海灣阿拉伯六國、
約旦、黎巴嫩、巴勒斯坦、突尼西亞、摩洛哥、阿爾及利亞

與利比亞，半數以上阿拉伯國家 ICT發展仍非常落後。科威
特有專案資金積極投入發展 ICT產業，成立國家級資訊協調
管理中心，專門負責制訂國家通訊發展規劃，發佈國內資訊

發展狀況，組織並協調研發自主資訊技術與產業，鼓勵新技

術應用與資訊交流等。還與卡達、巴林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率先建立海灣光纖工程，23 組建內部區域網路服務，實現資
訊資源共享，提供便捷電子商務服務，縮小與外部世界的訊

息差距，結合自身的優勢，相互合作實現區域訊息發展策略。 

 
3.科威特婦女的教育與就業 

 
1937 年科威特第一所女子學校建立，1953 年國家承認

女子受教育的合法權利，在全國各地建立若干女子學校，制

定男女平等基礎的教育規劃。在獲取鉅額石油財富後增加婦

女教育經費，使得婦女教育程度大有提升。1970年代開放女
性入大學就讀，24 科威特婦女占全國總人口 58%，科威特的
                                                 
22 ICT是資訊與通信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的簡稱，ICT綜合指數
是指個人電腦擁有量、網路使用人數、手機電話擁有量及固定電話擁有量（pc / internet / mobile 
/ fixed phone）與該國人口總數的比值，是國際通用的衡量國家資訊產業化發展的指標。 
23 王昕著，頁 29-32。 
24 Judith E. Tucker, ‘Women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 the 19 th and 20 th Centuries’, in 
Haideh Moghissi (ed.), Women and Islam: Critical Concepts in Sociology, Vol. 1, Imagin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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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學中高達 70%是女性學生。25 1996年約 2,000名女性
從科威特大學畢業，當年只有 600 名男性畢業生，26 2004
年科威特大學女生占 75%。27 1975 年科威特男性公民文盲
率為 30%、女性公民文盲率為 59.1%，1985年科威特男性公
民文盲率下降到 15.5%，女性公民文盲率下降到 36.9%。1990
年阿拉伯國家的小學、中學及大學生的女子綜合普及教育率

為 48%，接近開發中國家的平均水準 49%，科威特約為 48%。
受女子教育普及之賜，科威特女性識字率現在達 83%，男性
則為 94%。28 婦女並開始接受原先只准男性學習的經濟學、
土木工程、化學、建築等大學專業，提高並擴展婦女的知識

結構，女大學生約有 30%就讀理工科的專業課程。29  
人口不多的海灣小國，政府利用國民的教育與技術的成

長來促進國家的發展，當然也就無法將女性排除在職場之

外，今日科威特婦女 90%以上已走出與世隔離的深院高牆，
涉足社會生活的各種領域，在教學、醫療、新聞、金融、商

貿與公共服務等行業發揮重要作用，在政府機關與社會團體

中婦女比例已超過三分之一。30 科威特婦女就業率從 1970
年的 8%、1980年的 14%，到 1990年的 21%，31 1994年受
過高等教育的婦女在中東國家的經濟參與率，科威特不及土

耳其的 45%，但也達 27%，高於約旦的 10%與埃及的 9%。32 
大部分約旦與埃及婦女接受高等教育是為了找理想丈夫、當

                                                                                                                                            
Realit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 84. 
25 Economist, “Arab Women”, 2004, June 19, p. 26. 
26 佟應芬著，〈高等教育對中東婦女政治經濟地位的影響〉，《雲南教育》，2001年，76期，
頁 77。 
27 劉元培著，〈科威特女權運動的三大勝利〉，《阿拉伯世界》，2005年，第 5期，頁 44。 
28 “Arab Women”, p. 26. 
29 黃民興著，頁 68。 
30 劉元培著，頁 44。 
31 引自 Valentine M. Moghadam, Modernizing Women: Gender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Middle 
East,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3, Table 2E, p. 51. 
32 引自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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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母親教育孩子，而不是為了找一份好工作。科威特婦女雖

不像她們一樣，卻在進入職場工作後，在大約不超過三年的

時間就在結婚後離職。也因為結婚、做家務、照顧孩子等而

造成市場勞動力參與的中斷，導致工作經驗的缺乏，因而常

被拒絕於現代化的職業部門之外。性別歧視也是造成婦女就

業人數減少的原因之一，當求職者多於職缺時，工作能力之

外的條件，如性別、年齡、婚姻等就成為評判取決的條件。
33 科威特政府試圖保障每位男、女性畢業生的工作機會，很
多婦女便被安排在教育和健康衛生部門工作，或是擔任文書

行政。但是引進外勞的政策，導致政府致力增加本國女性勞

動力的成效不彰，當然還有部分因素是不願去觸怒強而有力

的傳統宗教保守勢力。 
海灣阿拉伯國家在 1970 年代初實際上並無專業女性出

現，但改變卻非常戲劇性。科威特女性勞工從 1965年的 1,000
人提高到 1985年的 25,000人，其中超過 50%是專業女性，34 
科威特婦女與其他海灣國家情況相同，接受過較高教育的女

性較容易找到工作。35 二戰後中東石油經濟的發展加速都市
化的形成，城市規模與數量大幅上升，1980年代中後期中東
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於城市，並出現百萬以上人口的城市，

甚至有些超大型城市如開羅、德黑蘭、伊斯坦堡的人口都超

過千萬。1990年沙烏地阿拉伯的都市人口占全國人口 77%，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為 78%，科威特則高達 96%。36 都市化提
供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份子與專業人才更多的就業機會，也

因而吸引大批婦女紛紛走出家庭到城市工作，都市化跨越了

                                                 
33 佟應芬著，頁 78-79。 
34 Lubna Ahmad al-Kazi, “ The Transitory Role of Kuwaiti Women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Unpublishe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CAS Annual Symposium, April, 1986. 
35 Munira A. Fakhro, Women at Work in the Gulf: A Case Study of Bahrain, London: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0. 
36 陳健民著，《當代中東》，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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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階級、與性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婦女的地位。 
中東地區專業婦女通常來自菁英婦女或中產階級婦

女，許多人都曾在國外受教育，這股趨勢不只發生在教育與

醫學等傳統較適合女性的領域，還擴展到工程、機械等領

域。37 女性在專業領域上取得重大進展，出現很多專業婦
女，她們通常能非常迅速地竄升到最高職位，報紙、雜誌的

頭條消息常能看到新竄出的女性，如科威特大學伊斯蘭法和

法律學院的女院長、女性海洋生物學家、女性電腦科學家、

女性經濟學者、女性電視製作人、女性電影製片人、以及女

性收音機廣播員等。38 今日的科威特有不少優秀女性在國家
機構中擔任要職，在 2005 年女性計畫部長被任命前，科威
特婦女中已有好幾人位居高層，如科威特大學校長、高教部

次大臣、新聞部次大臣助理、駐奧地利、津巴布韋等國大使、

駐聯合國農糧組織代表。婦女除就職於國家機構外，還包括

醫生、護士、教師、新聞工作者、公司和銀行職員等，39 一
些油田與煉油廠也有為數眾多的女工程師。40 
過去經商是阿拉伯男性獨佔的領域，如今婦女在這一領

域嶄露頭角，阿拉伯地區最有衝勁的婦女就屬科威特婦女，

由於酷愛經商，有海灣地區的「腓尼基人」之稱，正在經濟

領域中展示她們傑出的能力，多從事於股票和債券交易。在

科威特股民中婦女占有相當人數，目前在科威特股市登記註

冊的女性股民約有 1.65 萬人。科威特股票交易市場於 2003
年 2 月 28 日開設專供女性股民使用的交易大廳，是世界上
首家開設女性專用的股票交易場所，41 為婦女的市場活動提
                                                 
37 Judith E. Tucker, p. 84. 
38 Trevor Mostyn (ed.),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28. 
39 http://www.china.com.cn/world/txt/2006-11/16/content_7367814.htm  2006-11-16  
40 劉元培著，頁 45。 
41 http://economy.enorth.com.cn/system/2003/02/03/000501955.shtml  2003-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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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便利，使她們有更廣泛便利的投資機會。 

 
4.科威特婦女與現代化社會 

 
在海灣阿拉伯君主制的國家中，科威特在推動婦女從傳

統走向現代化的方面起步很早，42 沙烏地阿拉伯婦女至今仍
不能單獨上街、開車，出門則須將全身嚴密包裹，如果單獨

與男子在外見面，就有可能遭到宗教警察的懲罰。與鄰國沙

烏地阿拉伯的女子相比，科威特婦女在 1970 年代初就已享
受到沙烏地阿拉伯婦女所無法享受到的自由與權利。科威特

婦女在正式場合中外穿黑色絲綢披風，內著豔麗的綢緞長

袍，從頭到腳包裹全身，但也可以西裝革履、不戴面紗在街

上自由行走、上學讀書、並由政府安排就業，並且在科威特

常能見到袒胸露背、濃妝豔抹的摩登女郎。科威特 1984 年
進行立法和教法的世俗化改革，規定丈夫需向被休的妻子提

供一至兩年或不定數額的生活費；還規定母親對男孩的監護

權至青春期，對女孩的監護權則至其結婚；43 科威特與巴林
還是海灣阿拉伯國家中最先放寬女性駕車限制的。44  
科威特不提倡喝酒或是進夜總會等娛樂，於是購物成了

許多科威特人，尤其是婦女的最大娛樂項目，金銀首飾店生

意興隆，科威特成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費市場之一。科威

特婦女平時愛買奢侈品，如最新款金表、翡翠套飾、設計師

品牌的皮包、名牌時裝等，每月香水及化妝品的花費就在 500
美元至 800美元之間。科威特女性還是美容院的常客，一般
每月上美容院兩次，一次約兩小時，多則花上半天時間，節

                                                 
42 伍慶玲著，頁 49。 
43 黃民興著，頁 41。 
44 吳瓊、管金玲著，〈試述阿拉伯地區婦女地位的變化〉，《中華女子學院學報》，2005年，第
17卷第 5期，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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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假日與婚慶時更是必去美容院修飾一番。科威特婦女捨得

花錢做美容，泡沙龍，所花費的時間與金錢相當可觀，每月

的美容支出平均要 400科威特第納爾（約合 1,360美元）。科
威特地處海灣沙漠，陽光充足、紫外線強，當地人的皮膚以

棕色為主，幾乎所有女子都希望擁有白淨細嫩的皮膚。很多

婦女穿戴傳統的黑長袍與黑頭巾，僅臉部和手腳暴露在外，

所以對臉部的要求特別重視。美容美體的服務項目繁多，從

頭到腳無所不包，近年來，美容美體中心驟增，受到科威特

媒體的普遍關注。45 
穿戴頭巾、面紗或長袍的阿拉伯女生的比例有緩慢增加

的趨勢，各國情況差異很大，從黎巴嫩、突尼西亞的 10%至
20%，敘利亞、約旦的 60%，到伊拉克及科威特的 80%。46 對
當地人來說，有的人選擇保守傳統的服飾只是基於宗教理

由，或是反抗外來文化的流行，或純粹只是跟隨時尚流行。

科威特婦女的低調奢華表現在黑色外袍的袖口、領間和髮飾

上的璀璨水晶或鑽石，以及穿在外袍裡的各款世界名牌高級

服飾。現在一些大學生、媒體工作人員的穿著打扮越趨於時

尚，很多人不戴頭巾，露出時髦的髮型和漂亮的髮飾，電視

臺的女主持人尤其喜歡燙髮和染髮。更令人吃驚的是科威特

女性現在還追求牙齒的美麗，不少年輕女子愛做牙齒美容，

甚至在牙齒鑲上小塊彩色鑽石，使自己在交談或微笑時露出

潔白多彩的閃亮牙齒。另外整容已變成最普通的外科手術，

最流行的整容手術包括腹部抽脂、皮膚脂肪切除、臉部拉

皮、眼袋割除、豐唇與隆鼻等，這些其實都違反伊斯蘭的規

定，但卻被整個社會所接受。並且科威特女性自己有不錯的

薪資收入，父母和丈夫也可貼補其花用，不愁沒錢做美容、

                                                 
45 http://www.jhnews.com.cn/gb/content/2003-03/13/content_161857.htm  2003-03-13 
46 “Arab Women”, p.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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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體，而且每家至少有一個外籍幫傭，科威特婦女家務不

多，有足夠的時間來修飾打扮自己。47 
科威特女性參加體育運動始於 1970年代，在科威特「卡

迪西亞俱樂部」內成立了女子籃球隊和排球隊，但到了 1970
年代末，由於傳統勢力的抵制而被迫解散。一直到 1982 年
印度新德里亞運會期間，才又有 3名科威特女選手參加馬術
比賽，並囊括前三名。科威特為備戰 2006年 12月的多哈亞
運會，科威特奧委會婦女體育運動委員會在全國招募選拔女

子選手參加國家代表隊，公開打出不限年齡的口號，得到各

界婦女積極響應，共有來自科威特各界 200多名女性報名參
加，包括 10幾歲的少女和 40多歲的家庭主婦。48 有的是在
父母的陪同下，有的是結伴而來，甚至還有穿戴面紗的女性

報名射擊項目。49 這在科威特尚屬首次，可見穆斯林婦女參
加體育賽事已在悄然改變中。 
多哈亞運會科威特婦女參加跆拳道、乒乓球、網球、射

擊、柔道、擊劍、田徑、馬術、保齡球、賽艇等項目，50 這
是科威特有史以來首次如此大規模籌組婦女體育代表團參

加大型國際體育賽事。報名者首先要閱讀報名須知，包括在

國際比賽項目中是否同意穿著正式比賽服裝，最重要的一項

是未成年與未出嫁女性的報名需經其家長同意並有家長親

筆簽名。目前在科威特只有一家名為「女青年運動俱樂部」

的女性運動俱樂部，俱樂部中共有約 52 名女性運動員從事
上述這些運動，51 婦女體育運動委員會計畫以此次活動為契

                                                 
47 http://www.china.com.cn/world/txt/2006-11/16/content_7367814.htm  2006-11-16  
48 龍芬、熊姿著，〈試論伊斯蘭教國家婦女體育運動的發展—由多哈亞運會引發的思考〉，《體
育文化專刊》，2007年，第 12期，頁 84-85。 
49 http://sports.qq.com/a/20060925/000137.htm  2006-09-25 
50 龍芬、熊姿著，頁 84-85。 
51 安東娜著，〈穆斯林婦女在伊斯蘭文明發展中的作用〉，《中國穆斯林》，2000年，第 3期，
頁 3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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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爭取在不久的將來在科威特 6個省各建立一所女性運動
俱樂部，人數雖然不多，但在信仰真主、遵從男性至上的穆

斯林國家而言，已屬非常難得，同時也說明科威特婦女也有

著同樣的期盼與渴望登上體育運動賽事的世界大舞台。而由

於飲食和生活習慣的原因，肥胖症和糖尿病是科威特社會，

特別是在女性中較為流行的病症，號召和鼓勵婦女參加體育

運動，將有助於提高婦女對這類病症的抵禦能力，同時還能

幫助一些女性擺脫煙癮，甚至毒品的侵害。 

  
5.伊斯蘭與科威特現代化 

 
現代化源於西方，注重外在自然界的物質利益、突顯科

學、理性、自由民主與法治，以人性反對神性，以人權反對

神權，提倡人的尊嚴與價值，主張人性解放與自由平等。同

時，西方現代新文化與世俗生活連結，萌發出旺盛的創造

力，隨著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崛起逐漸向外擴展，現代化成為

眾多開發中國家實現富國強兵的必經之路。中東是開發中國

家最先發展現代化的地區之一，20世紀以來，尤其是第二次
世界大戰前後，大多數的中東國家相繼擺脫殖民國家的壓

迫，獲得民族獨立。西方高度發展的物質文明與科技進步喚

醒其落後意識與危機感，於是一場脫離貧窮、落後、剝削，

實現富足、強大與獨力發展的現代化巨大工程便在中東國家

紛紛展開，到了 1960 年代所有這些國家跨入向現代化社會
轉變的階段，52 現代化浪潮不斷產生的巨大衝擊對中東國家
構成非比尋常的影響。 
伊斯蘭構成中東穆斯林社會歷史、文化與價值體系的主

                                                 
52 賽繆爾•杭亭頓著，《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三聯書店，1989年，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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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幾乎所有民眾都是伊斯蘭的虔誠信徒，中東穆斯林國家

受伊斯蘭束縛程度非常深，以西元 7世紀的教義教規來衡量
與處理當今事務，難免落入教條與保守的俗套。而西方現代

新文化的特點對於伊斯蘭而言顯然是一種異質文化，伊斯蘭

的特性與現代化所展現的西方文化與意識型態之間勢必產

生碰撞與衝突。中東穆斯林國家在實施現代化的社會變革

時，必然要首先考慮如何調適宗教與世俗，傳統與現代，古

老東方文明與現代西方文明之間的各種關係，以便獲得宗教

上的「合法性」。伊斯蘭國家歷史上出現的改革運動無不從

伊斯蘭教義中尋找理論支持，或是賦予伊斯蘭新的詮釋，並

以此為依據來推動社會改革。 
著名的伊斯蘭現代主義者哲馬魯丁•阿富汗尼認為伊

斯蘭善於吸收新知與不斷變革，宗教與科學並不矛盾，伊斯

蘭能兼容並蓄先進的科學技術與文化，通過改革而達到現代

文明。53 確實伊斯蘭並不排斥科學知識與人類文明，相反地
在很大程度上能夠吸收外來知識與文化，再將其轉變為壯大

伊斯蘭本身的精神財富。中世紀伊斯蘭世界能為人類創造輝

煌的阿拉伯伊斯蘭文明，就是不僅發揚阿拉伯的傳統文化，

還繼承希臘文明的精髓，並廣納外來各民族的先進科學技術

與文化。然而伊斯蘭畢竟不同於其他宗教，伊斯蘭的固有特

性及其對異質文化的排斥，其特殊性使大多數中東穆斯林國

家在現代化過程中不得不受到伊斯蘭傳統價值觀的限制，很

難跨越其價值取向。再加上中東國家長期受到西方殖民主義

的迫害，從而產生對外來文化的排斥性，導致中東國家的現

代化很難推動，陷入進一步、退兩步的曲線迂迴、漸進發展

的困境。又由於伊斯蘭教派林立，各持己見互不相讓，導致

                                                 
53 參見中國伊斯蘭百科全書編委會編著，《中國伊斯蘭百科全書》，四川：辭書出版社，1994
年，頁 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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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排斥，伊斯蘭本身存在的保守思想與排他主義是本世紀

中東國家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不利因素。 
許多關於婦女的研究探討政治權利與機會存在的重要

性，並注意到阿拉伯社會在傳統上分配給婦女的是政治、經

濟、社會方面從屬的地位。阿拉伯學者 Kazemi 並不認為現
實中的婦女地位狀況是與伊斯蘭的規定相符或是誤解了伊

斯蘭的規定有關，54 學者 Barakat 則指出婦女的從屬地位與
特權性的社會秩序、以及這種社會秩序下的勞動分工、所有

權的型態與生產過程的關係，或許比婦女地位與文化及心裡

傾向的關係更多。55 學者之間就婦女社會地位問題的爭論說
明了科威特與中東婦女權利問題所處的背景，首先，性別、

政治行為體、與政治態度在一個由意味著不同權力與影響力

的其他地位特徵所構成的架構之內發揮作用，第二，它們存

在於一個中東國家所特有的組織與個人網絡的環境之下，第

三，在伊斯蘭的影響下，性別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已經削弱。
56 
科威特的憲法第 2 條規定：「國家的宗教是伊斯蘭，伊

斯蘭教法是立法的主要根據」，第 12 條規定：「國家有義務
保護伊斯蘭阿拉伯遺產，為人類文明的進步做貢獻。」，科

威特的政治體制雖然引入不少西方現代國家政治體制的思

想與觀念，但仍把伊斯蘭教義、教法作為社會道德與維繫家

庭、社會正常運作的基本準則，科威特社會仍具有鮮明的阿

拉伯伊斯蘭色彩，在現代化發展上自然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壓

力與牽制，尤其是關於婦女的問題，例如科威特婦女多年來

                                                 
54 詳見 F. Kazemi, “Gender, Islam, and Politics”, Social Research, 2000, 67(2): 453-475. 
55 詳見 H. Barakat, The Arab World: Society, Culture, and Stat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56 凱瑟琳•邁耶、海倫•里佐、優素福•阿里著，郭建業譯，〈變化中的婦女政治權利支撐資
源〉，《國際社會科學雜誌》，2006年，02期，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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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一直遭受到伊斯蘭保守勢力的阻撓

而失敗。1990年代政治解放以及民主化的呼籲，已經見證到
伊斯蘭行動主義以一種新的角色及潛在政治勢力的出現，伊

斯蘭主義者及其黨派在突尼西亞、埃及、約旦、阿爾及利亞、

葉門、土耳其、科威特等國家都成為主要的執政勢力或是反

對黨，伊斯蘭復興主義透過學校、社會服務部門、銀行、職

業協會等機構制度化成為社會及政治力量，並贏得人民認同

而獲得選票，導致許多人害怕「伊斯蘭的威脅」，並認為伊

斯蘭主義者綁架了民主，尤其是不利於婦女與少數族群。 
科威特的君主立憲制政體雖不允許政黨存在，但實際上

一些類似的世俗派別和團體還是存在，如阿拉伯民主主義運

動、阿拉伯社會主義復興黨科威特分會、57 與科威特工商會
等，58 以及宗教派別與團體，如穆斯林兄弟會，什葉派團體
等。第一次海灣戰後以薩巴赫家族為核心的資產階級仍佔據

統治地位，但伊斯蘭復興運動諸派別團體與世俗主義諸派別

團體皆獲得合法地位，這兩種勢力已逐漸發展成為前議員集

團、伊斯蘭憲章運動、伊斯蘭人民聯盟、伊斯蘭全國聯盟、

民族論壇、憲章聯盟等六個政治派別的準政黨組織，這些黨

派與團體的代表可進入議會及內閣，象徵科威特的君主立憲

制政體仍具有民主的成分。在 1992 年第七屆國民議會選舉
後，六個政治派別加上獨立人士共佔有 70%的議席，1996年
第八屆國民議會選舉後，共佔有半數以上的席位。59 在宗教
與世俗兩種勢力的較量中，宗教勢力佔有優勢地位，因為受

到伊斯蘭復興運動在阿拉伯、伊斯蘭世界風起雲湧的影響，

政府機關與國營、民營企業皆籠罩強烈的宗教氣氛。科威特

                                                 
57 劉竟、安維華著，頁 228。 
58 穆罕默德•哈山•伊德魯斯著，《科威特近現代史》，科威特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 218。 
59 馬學忠著，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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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治階級作為第三種勢力，始終對於宗教與世俗兩種勢力採

取懷柔政策，再因勢利導對兩者進行平衡的同時，適度調整

自己對於兩種勢力的傾斜度。 
科威特社會依然嚴格地保持保守風俗，並受到伊斯蘭與

傳統文化的影響，限制了現代化的進程。科威特婦女能駕

車、工作、擔任政府要職，但公立學校自幼稚園之後便實行

男女分校。青年男女的婚事亦多具宗教色彩，婚禮中男女賓

客分開，婚前則按照傳統由家庭安排男女雙方相親，在介紹

人的嚴格監視下交往，但許多男女在結婚之前根本不認識對

方。現在情況有了一些改變，網路、購物中心、速食店和咖

啡館提供科威特年輕人自由戀愛的場所，很多年輕男女上網

聊天、約會，用手機與異性聊天、打情罵俏。60 對於大多數
科威特女性而言，談戀愛只意味著與男友經常保持電話聯

繫，每週找一個地方諸如「星巴克」這樣的西式咖啡館、速

食店或是購物中心見面聊天，還有一些年輕人索性開車找個

沒人打擾的地方。其中最有創意的是用汽車車燈做暗號互相

表達情意，如果雙方的車燈都發出示好訊號，兩輛車就會找

個地方停下來展開一段浪漫情緣。但絕不能將戀愛公開，否

則女方名譽會受到嚴重損害，甚至被視為妓女的行為，在阿

拉伯世界，婦女的名譽代表家族榮譽，比自身生命更寶貴。

科威特社會嚴格遵循宗教道德，女子必須在家人的陪同下才

能會見男子，否則不為社會所接受。除了社會傳統思想的影

響之外，很大程度上源於科威特男子不能接受妻子在婚前曾

和別的男子談過戀愛。 

 

6.科威特社會網絡與婦女組織 

                                                 
60 “Arab Women”, p.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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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資源動員與政治參與的研究已經證明人際網絡與正

式組織對政治參與的重要性，以及對於支持他人參與政治的

潛在重要性。在中東穆斯林國家，對於個人而言，志願者組

織和其他正式與非正式團體構成很重要的網絡，在形成關於

社會與政治問題的觀點方面尤其如此。61 通過國家政務報
告、時事報告及媒體主筆的觀點，也會形成關於社會與政治

問題的觀點，一般而言，正式與非正式的網絡關係以及對媒

體的留意，均造成政治行為與態度的大量產生。社會性地參

與志願者組織的科威特人對於婦女權利會有更多支持，因為

增加了對婦女所面臨的社會問題的認識，而定期從媒體接受

訊息也增加了對婦女問題的支持與重視。按照 Alnajjar 的觀
點，在影響政治決策過程方面，媒體發揮了重大作用，62 科
威特的媒體對於公民關於增加民主化的意識與要求提供有

力的支持與幫助，包括諸如公民間的平等、婦女的政治權利

及出版自由等問題。63  
在中東各國的政黨與社會團體，包括政治伊斯蘭組織都

有一些女性工作人員，這些年來葉門、約旦、科威特等國的

政治伊斯蘭組織藉由設立婦女工作部，培養女性幹部，提名

女性候選人來吸引女性選民。在這些政治伊斯蘭組織的努力

下，大量婦女參加投票，部分婦女甚至投入競選，客觀上擴

大了婦女參與政治的廣度與深度。從各國婦女當選議員的情

況來看，中東國家女議員占議員總體比例的 7.2%，世界平均
比例則為 16.7%，64 有一些中東婦女還出任部長、總理、副
                                                 
61 參見 A. Jamal, “Engendering State Building: the Women’s Movement and Gender-Regime in 
Palestine”, Middle East Journal, 2001, 55(2), pp. 256-277. and V. Moghadam, “Development and 
Women’s emancipation: Is There A Connection?”, Development and Change, 23, 2004, pp. 215-255. 
62 G. Alnajjar, “The Challenges Facing Kuwaiti Democracy”, Middle East Journal, 54, 2000, pp. 
242-258. 
63 參見 N. Momayezi,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the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Studies, 34, 
1997, pp. 25-38. 
64 參見 International Parliament Union (IPN), “Women in National Parliaments”, 
http://wwwipu.org/wmn-e/classif.htm , 200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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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等要職。科威特是海灣六國婦女解放運動最先進的國

家，1963 年成立兩個婦女團體 Cultural and Social Society
（CSS）65 與 Arab Women’s Development Society （AWDS），
到現在仍在為科威特女性發言並爭取婦女的平等與權利。66 
Rizzo在 2004年對於科威特婦女的專題研究中討論了科威特
婦女團體之間存在的差異，以及處理關於增加婦女政治權利

的各種問題的方法，67 一些婦女團體積極提倡與促進更全面
地賦予婦女公民權利的立法，其他團體則將精力與注意力投

注在社會福利的活動上，未來面臨的挑戰在於如何使恢復婦

女的權利得到更廣泛的吸引力與普遍的支持。 
全球化民主的研究認為有組織的團體性活動是公民政

治參與以及限制統治政權的重要路程，近幾十年來，中東國

家出現許多像婦女協會、慈善組織和女童子軍的婦女團體，

這些組織的活動日益頻繁，影響越來越大。婦女團體受到學

術性的關注是因為她們已經成功地進入政治領域，並經由她

們在公民文化上的努力促進了民主化的進程，以及在世界各

地成功挑戰社會的父權結構。68 例如 Pripstein-Posusney所討
論的突尼西亞、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埃及、約旦、葉門、

科威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等地的極具競爭性的國會選舉的

升高態勢，69 或如 Peterson蒐集海灣的阿拉伯國家投票率、
競選活動、自願性組織及籌組競選辦公室等各項民主選舉過

                                                 
65 1966年時應「科威特社會事務與勞工部」（Ministry of Social Affairs and Labor）的要求，在
名稱上增加「婦女」以避免與其他男性組織有名稱上的混淆，而改名為Women’s Cultural and 
Social Society（WCSS）。 
66 Haya al-Mugni, Women in Kuwait: the Politics of Gender, (London: Saqi Books, 2001), p. 67. 
67 詳見 H. Rizzo, Islam, Democracy, and the Status of Women: the case of Kuwait,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2004). 
68 詳見 Valentine M. Moghadam, Women, Work and Economic Reform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8). 
69 Marsha Pripstein-Posusney, “ Behind the Ballot Box: Electoral Engineering in the Arab World”, 
Middle East Report, 1998, 28: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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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資料和文件，70 顯示在科威特能夠受到普遍或多數輿論
支持的有組織協會、團體更容易提出包括婦女擁有完整權利

在內的議題，Al-Mugni在其研究中也清晰指出科威特婦女組
織對公民社會的重要性。71 科威特女性在公民社會的力量及
數量都在逐漸成長中，民間社會領導者的聲音在各個報刊媒

體和當地社區廣為流傳。 
當民主化廣為散佈並在中東地區逐漸受到關注，民主化

的象徵出現在政府及公民兩者上。海灣各國政府雖面臨保守

派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威脅，但都主張提高婦女地位，尤

其是接受西方教育、作風開放的新一代君主，以薩巴赫家族

為首的科威特政府對婦女解放的態度就較為開明。而

Meyer、Rizzo與 Ali 三位學者的研究發現科威特公民也支持
擴大政治參與度，支持將參政權擴及婦女等一些原本被排除

政治權利的團體。72 經過長期不懈的努力與奮鬥，科威特婦
女的呼籲與作用明顯提高，終於逐漸改變人們的看法，有關

婦女政治權益的問題成為許多「迪瓦尼亞」73 的熱門話題，
包括銀行家、企業家、政府機關中的高級官員都表示支持婦

女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承認女性的工作出色，有些甚至勝

過男性，不明白科威特為何仍將婦女排除在議會大門之外，

尤其埃及、突尼西亞、摩洛哥等其他國家的婦女都已享有這

些權利。 
                                                 
70 詳見 J. E. Peterson, The Arab Gulf States: Step Towar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New York: Praeger, 
1988). 
71 詳見 Haya al-Mugni, “Women’s Movement and the Autonomy of Civil Society in Kuwait”, in R. 
L. Teske and M. A. Tetrault (eds.), Conscious Acts and the Politics of Social Change: Feminist 
Approaches to Social Movements, Community, and Power, (Columbia, S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0). 
72 詳見 Katherine Meyer, Helen Rizzo and Yousef Ali, “Islam and the Extension of Citizenship 
Rights to Women in Kuwait”,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1998, 37: 131-144. 和 
“Islam, Women’s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al Rights to Women in Kuwait”, in Paula D. Nesbitt (ed.), 
Religion and Social Policy for the 21 st Century,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Press, 2001), pp. 
111-127. 以及 Helen Rizzo, Katherine Meyer and Yousef Ali, “Women’s Political Rights: Islam, 
Status and Network in Kuwait”, Sociology, 2002, 36(3): 639-662. 
73 夜晚時人們聚在一起海闊天空、無所不聊的一種家庭小聚會，當地人稱之為「小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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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科威特、沙烏地阿拉伯等海灣阿拉伯國家，很多

婦女組織是由國家控制與提供資金，建立由「社會事務與勞

動部」所管理的各種婦女團體，這些由社會菁英與中上層婦

女控制的婦女組織舉辦的活動，遵從官方政策所界定的婦女

社會角色，強調傳統的實踐，而非社會的改革，74 例如科威
特的 Islamic Care Society（ICS）女性組織。女權主義的理論
發展與婦女運動皆依附於國家的發展需要，在海灣國家政府

的支持下，主張回歸傳統的伊斯蘭婦女組織普遍建立，走的

是相對於「世俗女權主義」的「伊斯蘭女性主義」路線，在

為婦女權利奮鬥的過程中堅持自己的伊斯蘭信仰，試圖通過

使用《古蘭經》中強調女性作用的經文，促進伊斯蘭所主張

的平等理論，擴展女性教育的途徑，75 例如科威特的 Bayader 
al-Salam 女性組織。與「世俗女權主義者」的爭論主要聚焦
於伊斯蘭服飾與伊斯蘭律法（shari‘a）的問題上，也對西方
「自由女權主義」的觀點提出批評，認為穆斯林婦女有增強

家庭關係、教育孩童與保護社會傳統及習俗的義務，認為西

方女性思想只會導致婦女權利的進一步被剝奪。 

 
7.科威特婦女爭取參政之路 

 
1961年科威特宣佈獨立後頒布憲法，明確規定所有科威

特公民都有選舉與被選舉權，但多年來科威特議會一直拒絕

給予婦女這一權利。科威特的選舉法，限定只有年滿 18 歲
以上的男性公民才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不符合科威特憲

法寫明公平對待不同性別的規定。女權運動人士曾經多次在

                                                 
74 Haya al-Mughni, 1996. P. 32. 
75 Valentine M. Moghadam, “Islamic Feminism and Its Discontents, Toward a Resolution of the 
Debate”, Signs, Vol. 27, No. 4 (Summer, 2002), p. 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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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提出訴訟，但每次都被駁回，多年來科威特婦女一

直在為爭取獲得包括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在內的政治權利而

奮鬥，著名的科威特女詩人薩阿黛•薩巴赫是社會運動家與

婦女權益代言人，她的詩篇如戰鬥的號角向社會呼籲充分尊

重女性權益，義正詞嚴地批判婦女長期被剝奪選舉權與被選

舉權的現狀。 
1963年第一屆科威特國會成立時，婦女們走上街頭遊行

示威並焚燒她們的黑色外袍（abbaya），抗議她們沒有政治權
利，abbaya象徵她們被社會所隔離，這次行動代表科威特女
性爭取選舉投票權的開始。在 1970年代和 1980年代婦女團
體毫無斬獲，1986年因科威特國會的解散而成為不實際的議
題。第一次海灣戰爭卻帶來轉機，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後三天，四、五百位婦女參加遊行示威，抗議伊拉克的佔領。

她們有老有少、懷孕或抱著小嬰兒，很多人都紛紛穿上早自

1970年代就已不穿的 abbaya，方便她們在被伊軍圍困後擔負
起公眾的事務和行動，讓她們藏起性感魅力，攜帶軍火武器

和消息情報，個個當起無名英雄。這次 abbaya象徵的不是宗
教或文化，而是保護婦女、國家的武器。76 之後科威特婦女
又陸續參加多次類似的示威，婦女的能見度愈來愈高，卻幾

乎看不到男性的出現，女性成為保護者、男性反成為被保護

者，形成象徵「女主外、男主內」的新現象。 
在 1990 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後，婦女在科威特的社會

地位發生重大變化。一方面，在國家危難之際，科威特婦女

表現出極大的勇氣與愛國情操，冒著被逮捕和折磨的危險，

保護財產並幫助男人們安然轉移，一些婦女還因反抗佔領軍

                                                 
76 Margot Badran, ‘Gender, Islam, and the State: Kuwaiti Women in Struggle, Pre-Invasion to 

Postliberation’ in Yvonne Yazbeck Haddad & John L. Esposito (eds.), Islam, Gender, and Social 
Chan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91 -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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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遭逮捕，帶給科威特社會強烈震撼，這些婦女也贏得人們

的普遍尊重，同時科威特婦女的自我意識也大大增強。另一

方面，在伊拉克軍隊被驅逐後返國的科威特埃米爾，表現出

更開明的姿態，承諾科威特婦女更多的政治和經濟上的平等

權利，也得到美國的支持，希望在科威特出現更多民主化進

展，從而成為阿拉伯世界的民主楷模。1999年 5月埃米爾賈
比爾 艾哈邁德 賈比爾 薩巴赫發佈政令，宣布婦女在

2003年的議會選舉中可獲得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但卻受到議
會中伊斯蘭和部落長老兩大派系的議員反對而未獲通過。在

由清一色男性議員組成的議會中，當時不主張婦女參加議政

的保守勢力非常強大，再加上議會與政府不時發生矛盾，常

反對政府的決策，11 月 23 日正式投票當天，王儲兼首相薩
阿德 阿布都拉 薩利姆 薩巴赫與一些大臣並未到會，公

共工程大臣又中途退場，削弱了支持埃米爾法令的力量，最

後以 21票對 41票的懸殊比數遭到否決。 
支持派議員提出與埃米爾政令相同的議案，要求議會在

7 天後就婦女參政問題再次重新討論表決，一些與政府唱反
調或在首輪投票中持反對態度的議員改變立場，1999 年 11
月 30日的投票結果是 2人棄權，32人反對，30人贊成，支
持婦女參政的比例大增，使婦女們看到希望的曙光。2000年
2 月幾百名有組織的科威特婦女前往內政部要求參加選民登
記，同年 3月 8日婦女節，一群婦女到法院控告內政部與議
會拒絕賦予女性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是違反憲法，這兩次行動

雖未成功，但大大影響輿論的導向。為引起人們對婦女問題

的關注，科威特婦女文化社會協會、婦女問題委員會等相關

組織不斷舉行集會遊行，婦女走上街頭高呼「現在就要婦女

權利」的口號，高舉標語提出：「要求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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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選舉法」、「科威特婦女與你們在一起」、「伊斯蘭律

法不否認婦女的權利」。每當國民議會召開，就有許多年輕

女性到場旁聽，特別是各婦女組織的成員或代表們，利用這

種合法機會向反對的議員進行遊說，並與支持女權運動的議

員交換意見以爭取婦女的權益。77 
2003年 7月，在科威特第十屆國民議會選舉中，婦女首

次被允許在指定地點進行象徵性投票，雖然不納入正式計票

結果，但仍被視為科威特女性在爭取政治權利方面獲得的進

展。78 國民議會終於在 2005年 4月 19日以 26票贊成，20
票反對，3 票棄權的結果，通過修改科威特市政法第三款，
允許女性參與科威特市政議會的選舉。2005年 5月 16日科
威特國民議會經過 10個小時辯論，再次對 1962年頒布的選
舉法第一款修正案進行投票表決，以 35票贊成、23票反對、
1 票棄權的結果，通過允許科威特婦女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
權的法律修正案，該修正案規定所有年滿 21 歲的科威特人
皆擁有參加大選的權利。79 當修正案最終通過時，議事廳旁
的觀眾席響起如雷掌聲，守候多時的一些婦女運動者不禁熱

淚盈眶，有些人高唱起國歌。但令婦女感到些許不安的是這

項修正案還有一項附加條款，規定女性在參加選舉或被選舉

時，必須遵守伊斯蘭教法所規定的各項準則。不過對於一直

努力爭取參政權的科威特婦女而言，這仍是一場偉大的勝

利，科威特成為繼阿曼、巴林和卡達等國之後又一個允許女

性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海灣國家，超過了該地區最大和

最重要的國家沙烏地阿拉伯，至今該國仍沒有民選議會，婦

女也沒有權利投票。  

                                                 
77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archive/2005-03/n2005-03-07-voa37.cfm  2005-03-07 
78 http://www.eduzhai.net/yingyu/617/787/yingyu_252459.html 2007-11-09 
79 修改前的科威特選舉法規定只有年滿 18歲的科威特男性公民才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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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6月 6日科威特政府任命 2名婦女擔任 16位市
政議員組成的議會成員，80 締造一項歷史性創舉，使科威特
與整個阿拉伯世界的女權運動者為之雀躍。這兩位議員一位

是薩克哈•法蒂瑪•納賽爾•薩巴赫，是前任石油大臣薩烏

德•納賽爾•薩烏德•薩巴赫的妹妹，另一位是法茲雅•巴

哈爾，兩人均是工程師。81 6月 12日科威特政府又正式任命
自由派學者馬蘇烏娜•穆巴拉克為科威特有史以來第一位女

大臣，也是前所未有的女性內閣成員。馬蘇烏娜•穆巴拉克

在美國丹佛大學取得哲學博士學位，1982年歸國後成為女權
運動領導人，在科威特大學國際關係系擔任教授，後來成為

科威特主流媒體《新聞報》的女性專欄作家，現在擔任海灣

國家第一位女性部長，兼任計畫大臣與行政發展事務國務大

臣兩個職務，82 這對海灣小國科威特而言深具衝擊力，改寫
了科威特歷史，將科威特婦女解放運動推上新高潮，也可能

將引發新一輪的阿拉伯婦女解放運動。 
2006年 4月 5日的科威特市政選舉中有 2名女性參選，

其中 1名女工程師吉娜•布莎里在角逐單一席次的 8名候選
人中，以 1,807 票第二高票落選，失去贏得市政委員會最後
一個席位的機會，這是科威特婦女首次推選婦女代表參選，

但是遭遇失敗。2006年 5月 21日由於部分議員與科威特首
相納賽爾在修改議會選舉法部分條款問題上發生激烈爭

執，埃米爾下令解散議會，提前舉行新一屆議會選舉，83 原
定於 2007年 7月舉行的議會選舉提前舉行。2006年 6月 29

                                                 
80 科威特市政議會共有 16名成員，主要負責科威特城市規劃、公共衛生以及房產政策等，同
時對城市餐飲與市政建設進行監督。在市政議會的成員中，包括這兩名女性在內的 6名成員是
透過任命產生，其他 10名成員則是透過選舉產生。 
81 http://tw.epochtimes.com/bt/5/6/6/n945725.htm  2005-06-06 
82 http://tw.epochtimes.com/bt/5/6/13/n953326.htm  2005-06-13 
83 http://big5.chinabroadcast.cn/gate/big5/gb.cri.cn/8606/2006/05/21/107@1053633.htm 
2006-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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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科威特舉行議會選舉，在全國 341個投票站進行，各處專
為女性所設的投票點可以看到投票的婦女十分踴躍，其中不

乏老人及行走不便的殘疾人士，工作人員為每位婦女送上一

枝鮮花。國民議會共有 50個席位，任期 4年，全國 25個選
區每區 2人，科威特總人口超過 250萬，其中本國公民約 90
萬，參加本屆議會選舉的登記選民約 34 萬人，其中女性選
民達 19萬餘人，占選民總數的 57.2%，參選的 249名正式候
選人中有 26 名女性。84 獲得參政權利的婦女們依然面臨來
自傳統觀念和競選經費的壓力，而且伊斯蘭和勢力龐大的部

族等保守團體，以及許多均是尋求連任的男性候選人，皆衝

擊女性候選人當選的機會。選舉結果於 6 月 30 日揭曉，全
國登記選民的投票率達 65%， 19 萬女選民的投票率只達
35%，首次參選的 26名女候選人均未當選。85  

 
8.結語 

 

科威特是海灣六國中走在婦女解放運動最前列的國

家，婦女們紛紛走出家門，走進大學，學習各項知識，走入

社會找到合適的工作，但渴望與男性一樣平等的科威特女性

卻依然不能突破傳統法律的限制，在議會中佔有一席之地。

直到 2005 年 5 月國會舉行歷史性表決後，才取得投票和競
選公職的權利，為科威特 44 年來禁止女性參政劃下句點。
由此可見科威特現代化的過程仍有一些缺陷，雖然婦女們享

有富裕的物質生活，也逐漸積極參與社會公眾生活，但一些

短淺的傳統觀念並沒有被徹底摒棄，在這個傳統勢力仍極其

強大的伊斯蘭國家，認為婦女應該被排除於政治活動之外並

                                                 
84 http://www.stnn.cc:82/euro_asia/t20060630_267521.html  2006-06-30 
85 http://kaoshi.gmw.cn/01gmrb/2006-07/02/content_443236.htm  2006-07-02  

120

第
三
、
四
屆
中
東
與
伊
斯
蘭
研
討
會
論
文
集



 

留在家中的觀念依舊深植人心。在中東穆斯林國家，婦女的

選舉權一直是很難落實的權益，傳統的保守勢力像一堵無形

的牆，把婦女阻隔在政治生活之外。封閉的社會環境、重男

輕女的習俗和婦女不得參政的傳統，加之一成不變的制度，

都是婦女難以獲得選舉權的障礙。 
毫無疑問到了 20 世紀後半期，中東穆斯林社會確實因

為現代化而發生變化，穆斯林婦女地位得到明顯提高，教育

普及與識字率提高為女性開啟了新契機，在公共生活、政府

部門及專業領域中能見度大為提升，但與已開發國家婦女的

情況相比，仍難望其項背。婦女地位的提高仍面臨一系列的

困難與挑戰，中東穆斯林婦女全面性的社會參與仍然有其障

礙，以科威特婦女的例子來看，中下層階級婦女並不如中上

層都市菁英婦女一樣能享有許多的權利與機會，這與科威特

王室的薩巴赫家族與以商人為主的上層社會成員關係密切

有關，中上層菁英婦女因此能得到較多的社會資源，並掙脫

束縛在社會上嶄露頭角發揮所長。也與現代化引起的改變和

問題所產生的社會新保守主義有關連，86 社會新保守主義加
上傳統保守的宗教勢力，正尋求經由社會或家庭的壓力來限

制婦女逐漸增多的各種機會，以維持傳統兩性的角色和行

為。 
科威特相對開明、具有民主成分的君主立憲制，及其民

主化、現代化的進展，在中東伊斯蘭世界的現代化國家發展

模式上有其一定的代表性與示範性，對周邊海灣阿拉伯國家

甚至整個中東世界應能發揮積極的影響力。而科威特婦女在

參政議政上不斷取得進步，展現出科威特社會對婦女政治權

利的重視，對於科威特婦女甚至整個中東穆斯林婦女而言，

                                                 
86 詳見 J. E. Peterson,“The Political Status o f Women in the Arab Gulf States”, Middle East Journal, 
1989, 43: 3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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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維護婦女權利方面的一次重大進步。第一位女性閣員穆

巴拉克為科威特女權運動者們帶來前所未有的希望與動

力，希望這對於新一波的阿拉伯婦女解放運動應也能發揮引

領的作用與願景。但世界的婦女解放運動經歷艱辛漫長的過

程，中東穆斯林婦女的解放之路更是舉步維艱，其中有女權

運動者長期不懈的努力，如科威特婦女組織與領導人為女權

的積極奮戰；也有明智的中東領導人打破傳統的勇氣，如科

威特的埃米爾對婦女權利的開明作風；加上中東穆斯林婦女

參與國家經濟、政治與社會各層面的領域及範圍皆比較狹

窄，並且在婦女擁有投票和參政權的國家，只有少數婦女的

代表產生。問題存在於目前這些改變與其代表性的深度與強

度，這些現代化改革主要受益的是否只是一些中上層階級的

都市菁英女性？受惠程度有多少？兩性關係又有多少程度

的改變？婦女在社會的角色及地位如何？能否晉升到權力

階層或決策核心？儘管目前有一些激進力量、婦女權益組織

與論壇的出現，但並沒有對中東政治、文化與宗教制度本身

提出挑戰，亦沒有對性別在政治與經濟資源的佔有及分配方

面絕對不平等的制度直接提出抗爭。  
解決中東穆斯林婦女解放的首要任務應擺脫所有枷

鎖、建設以無性別歧視的公民意識為基礎的新型態公民社

會，建構以公正、民主與人權為基礎的社會新架構，進而在

更大程度上實現男女平等，處理婦女等弱勢族群的問題，只

有如此婦女解放才能發揮實際作用，中東穆斯林社會才有可

能成為人人平等的現代化社會。但就中東穆斯林國家本身而

言，各國普遍的社會發展不成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除

了受到伊斯蘭的影響外，傳統家族、部落或部族觀念依然在

各國社會與政治生活中不同程度地發揮作用，這些傳統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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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往往同現代政治的訴求發生衝突。中東穆斯林國家渴望借

助科學與理性建立伊斯蘭與現代化的平衡機制，卻始終難以

從根本上完全調適諸如信仰與理性、宗教與世俗、神性與人

性、東方傳統文明與西方現代文明之間的各種關係。然而中

東國家的現代化既是時勢所趨，也是民心所向，就必須先尋

求文化觀念與思想意識的轉化與解放。傳統價值觀與思維模

式的轉換，以及不分男女的人民自由解放，是中東穆斯林各

國推動社會、經濟與政治發展的動力，也是最終走向現代化

不可或缺的創造力泉源。而伊斯蘭作為傳統政治文化中極其

重要的內部要素，它的改造與轉換對現代化過程愈顯不容忽

視的作用。中東穆斯林國家在強國富民的現代化美好遠景

下，必須找出切合各國國情的傳統與現代化的平衡與融合之

處，從而走向適合自身的現代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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