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特阿拉伯的女性教育与就业

李国强
内容提要　 沙特阿拉伯经济的发展长期依赖大量外来劳动力，本国劳动力尤其是女

性劳动力的经济参与程度低。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女子教育的保守和
僵化无疑是其重要原因。自上世纪６０年代以来，沙特女子教育获得了很大发展，这也促
成了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女性就业人数的增长。然而沙特女子教育并未真正的实现由传
统向现代的转变，这也是造成女性就业困难的原因之一。有相当多的女性劳动力处于无
业或失业的状态，沙特众多的女性人口并未转化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合格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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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现代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方面，“教育的现代化是社会整体现代化过程中
必须出现的一种教育变动过程”。① 现代教育有别于传统教育，因为现代教育的主要特点是教育与
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现代教育更强调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的方式实现生产
力的变革，通过现代教育的方式革除同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内容，更加注重教育理念、教育方式、教
育内容等同市场经济的联系，也应该更加注重女子教育的发展。

二战后，通过石油经济的带动，沙特阿拉伯（以下简称“沙特”）迅速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然
而本国劳动力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因而很长时间以来，沙特严重依赖外来务工人员，本
国的劳动力对经济的贡献率很低，女性劳动者更是如此。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沙
特现代经济形式单一，石油经济所占比重过大，其他经济部门比重小，使得吸纳女性劳动力就业的
能力有限，而且女性的就业深受传统习俗及国内保守力量的制约。此外，女性劳动力就业不足还与
女子教育有关，沙特的女子教育尽管取得了很大发展，但由于女子教育深受传统要素束缚，现代教
育发展不完善，远远不能满足经济现代化发展的需求。此前，学术界已有学者研究过沙特的教育问
题，也有学者探讨过沙特的人力资源问题，然而对女性教育、就业同国家现代化之间关系的探讨还
相对有限。鉴于女性劳动力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现代教育对经济发展的特殊意义，
探讨他们之间的关系仍具有重要意义。

一、沙特女性的教育实践
相较于传统社会，沙特的女子教育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也存在诸多问题。沙特女子教育的发

展变化体现了沙特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而女子教育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反映出沙特社会
“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并存和相互博弈。

伊斯兰教特别重视求知和教育，它最有名的一句训谕是“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往求之”。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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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兰教重视穆斯林的教育，在教育方面对全体穆斯林一视同仁，并没有对女性穆斯林加以限制。
《古兰经》中并没有限制女子教育的条文，而是鼓励女性追求进步和知识。受限于客观的社会条
件，传统社会女子教育发展缓慢，很多女性得不到正规的教育。传统社会女子教育更多具有宗教
性，女子教育的要求也不高，教育目标仅仅是认识阿拉伯文字并能够诵读《古兰经》，以便正确的理
解和掌握伊斯兰教经典。“那个时期，女子在家中完成教育，这种教育形式被称为卡塔泰德
（Ｋｔａｔｅｄ），是由一名女性教师负责教授宗教和语言”，①这些教师的授课内容多为阿拉伯语和《古兰
经》。上课并没有固定的时间，也没有严格的课时安排，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从教育方法上来讲，
传统的宗教教育侧重于对《古兰经》文本的记诵，死记硬背是主要的学习方式。女子是否接受教育
及教育的年限往往由其男性家长决定，所以家庭的经济状况、男性监护人的开明程度是女子是否能
够接受教育的主要决定因素。

建国后，沙特政府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现代化教育开始起步。在现代化教育的起步阶段，女
子教育一开始便落后于男性，“沙特官方公立学校始建于１９２５年……公立学校只对男子开放，女子
不能入学”。② 在男子教育开始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沙特女子教育仍然沿用传统的教育形式，“现代
女子教育发轫于１９６０年，晚了男子３０年”。③

女性教育虽然起步晚，发展却相对较快。女子教育发展的第一个表现是女子学校数目的增长：
沙特第一所女子学校建立于１９６４年，６０年代是沙特女子教育的起步阶段，受限于经济状况和国内
保守势力的阻挠，这一时期女子学校增速不大。沙特女子学校数量的迅速增长始于７０年代，这与
７０年代起石油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是分不开的。尤其随着政府五年计划对教育的重视和投入，女
子教育稳步发展起来。“１９７０—１９７５年，沙特有１０２４所女校，占全部学校总数的２６％。３０年后，沙
特女校的数目增长到２４４６４所，占学校总数的４９％”。④ 这一时期女校的增速甚至超过了男子学
校，“从１９７０年到１９９７年，男子学校从２７７２所增长到了１０２０６所，增长率为２６８％；同一时期女子
学校的数目从５１１所增长到了８９７０所，增长率为１６５５％”。⑤ 从数量上来说，男子学校要多于女子
学校，但增长率却不及女子学校。

女性教育发展的第二个表现是女性学生数量的增长：女子学校的数目同女性学生的人数呈正
比例的关系，国家对女子教育投入的逻辑结果是女子学校数量的增多，学校的可容纳能力不断增
长。客观的硬件条件加上传统教育观念的改变，越来越多的沙特人允许乃至鼓励女性入学，“沙特
女子的现代化教育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获得了飞速发展，从那时起女性获得了进入初级学校和
高等学校的机会”。⑥ 女子教育在初级教育层面成果显著，“尽管女子接受教育始于２０世纪６０年
代，差不多晚于男子１０年的时间。但是到１９９０年，从初级中学毕业的女子要多于男子，而且女子
的受教育水平要好于男子”，⑦“沙特接受教育的女性人数由１９６０年的５２００人上升到１９９９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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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万”。① 女子教育的发展降低了女性的文盲率，在此方面其效果甚至要好于男性，“女子教育是
沙特政府重点发展的事项，现在女性的文化水平要高于男性，女性的识字率为３３％，而男性的识字
率为１７％”。② 在高等教育方面，女性学生的增长更加显著，“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沙特共有不到
１００名女大学生，女大学生的数量到１９９７年增长到了１４００００人，占全部大学生人数的一半还要
多”。③ 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对女子教育的重视，女子教育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女性的识字率
由１９７０年的１６． ６％增长到了２００８年的７１％，很多女性成员接受高等教育，大学生中有５８％是女
性”。④ 此外，到海外留学的女性人数也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传统社会中的女性在人身自由方面受
到很多限制，女性在国内求学都受到影响，更不用说出国留学了。随着社会对女性人身控制的松
动，很多女性开始出国求学，政府也给予政策、资金方面的支持，“１９８０年，依靠政府提供的奖学金
在国外留学的人中，女性占了一半以上”。⑤

女性教育发展的第三个表现是社会对女子教育认可的不断增长，传统保守势力对教育的控制
有所松动。沙特传统社会并不重视女子教育，然而现代社会的教育观念尤其是对女子教育的态度
有了很大改变，越来越多的沙特家长支持女子接受初级教育乃至高等教育。虽然绝大多数的大学
都设有男女隔离的学习区域，严格执行着男女性别隔离的政策。但是大部分沙特大学已经向女性
开放，允许女子入学，在教育平等方面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沙特三分之二的学院允许女子入学，
除了两所大学，伊斯兰大学和国王法赫德石油和矿业大学，另外５所大学都招收女性学生，但是她
们需要在独立的区域学习”，⑥ “除大学外，还有３００多所高等学院对女性开放”。⑦ 此外，沙特正进
行男女混合教育的尝试，“国王阿卜杜拉科学与技术大学是沙特国内第一所允许男女混合教育的
大学，宗教警察不会介入其中。在大学校园里，女性可以和男性一同学习和做研究，她们可以开车
并且不用佩戴面纱”。⑧ 尽管社会对女子教育的态度呈现宽松化的态势，然而不可夸大解读，传统
社会观念的形成是多种因素长期累积的结果，而观念的改变亦不可能一蹴而就。

自上世纪６０年代以来，沙特女子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不仅表现在女性学生人数以及女
子学校数量的增加，也表现为传统因素对女子教育束缚的松弛以及社会对女子教育认可的提升。
然而从总体来说，女子教育传统的因素过多，并未真正实现向现代教育的过渡。

女性教育的缺陷首先表现为女子教育的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等都是传统的，教育的发展仍然受
传统思想的束缚。从沙特政府对女性的培养目标和教育方针等方面就不难理解当下女子教育的困
境：“女子教育的内容仍然强调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母亲，忽视了其他与女性相关的问题，例如如
何成为一名合格的领导者等等”。⑨ “根据一名教育专家的说法，对女子应该教授《古兰经》和抚养
小孩以及如何料理家务。大学教育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女性到了这个年纪就应该结婚了”。瑏瑠 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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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以来，在沙特有专门宗教机构负责女子教育有关事项，他们对女子教育严格监督，目的是“保
证女子教育不会偏离教育的最初目的———将女性培养成合格的妻子和母亲，并为女性将来从事教
育和护理等可接受的职业做准备”。① 长期以来，沙特社会对女子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不足，因而女
子教育长期得不到发展，也很难向真正现代意义的教育转变。迄今为止，女性大学生在选择专业时
会受到很多限制，“尽管沙特现在有很多女子学院，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学科都面向女性。例如，女
子学院并不开设工程学专业，原因在于即便开设了那门专业，女生毕业后也不能在那个领域工
作”。② 在实际教学方面，女子教育也受到一定限制，女子教育仍然落后于男子教育。男女学生有
不同的学习环境，通常情况下在教师的配置、学习的硬件设施等方面，女性都不如男性，“女性教育
设施远远不如男性，为男性配置的老师则接受过更好的教育培训”。③

女性教育的缺陷还表现为教育的发展同经济发展相脱离，忽视了市场需求。市场经济的发展
需要更多的实用型、技术型人才，教育的培养目标也应该更好地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服务。然而沙特
女子教育更加强调教育的宗教意义、社会伦理等，割裂了同市场需求的联系。女子教育具有很强的
不均衡性，侧重宗教学科、人文科学，忽视与经济发展紧密相连的实用技术和职业教育，“沙特前教
育大臣穆罕默德·比德·阿德瓦说：‘对女学生应该按照女性的标准去要求，这是很重要的，女性
不应该跟男性竞争不符合她们本性的事项’。这造成的一个后果是，女子的教育不侧重自然科学，
而是更加强调《古兰经》和伊斯兰教的学习”。④ 在大学教育方面，“针对女子的教育和培训都有所
限制，所以女性教育与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并不一致。女性的专业集中于教育、人文科学和伊斯兰
教”。⑤ 长期以来，女性教育侧重于人文科学领域，在专业的设置方面忽视了相关的实用性专业，也
缺乏相应的职业技术培训，“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在职业和技术教育方面登记入学的女性只占５％，与之
相比，其他阿拉伯国家平均占２９％，而日本则占４５％”。⑥ 近年来，虽然沙特对开发本国劳动力资
源越来越重视，加大了对职业和技术教育的投入，但是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现代技术和职业教
育科目不健全……缺乏能胜任的合格的老师……现在教育系统提供的教育满足不了市场的
需求”。⑦

女性教育的发展还受到国内保守势力的阻挠，这种阻挠从６０年代沙特政府兴办女子教育时就
开始了。１９６０年，国王费萨尔发布了建立女子学校的政令，该政令遭到了很多保守分子的阻挠，
“在沙特中部一些地区尤其是布里亚达地区，民众抵制国王的政令，他们持枪通过武力强制关闭了
所有的女子学校”。⑧ 考虑到保守力量的反对意见，沙特政府不得不做出让步，“实际上，为了安抚
宗教人士，国王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女子教育机构，它独立于男子的教育机构。这个教育机构由大穆
夫提领导，这样女子教育由宗教人士把持”。⑨ 在沙特，男子教育由教育部掌管，而女子教育在很长
的一段时间内由宗教机构监管，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２００２年，“从这一年开始，女子教育由教育部
掌管”。⑩ 很长一段时间内，女子教育的发展受到保守势力的阻挠，而７０年代至９０年代沙特宗教力
量的复苏更是严重阻碍了女性现代教育的发展，“宗教觉醒运动提倡更为纯洁的生活方式，但是对
妇女进步运动影响最大的是教育领域，女子教育受到这一运动的严密监督。相较于过去，它更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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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女性教育的宗教因素，目的在于塑造模范性的伊斯兰妇女”。① 新世纪以来，沙特社会氛围更为
宽松，对女子教育的束缚也不断减少。然而社会上仍然存在着反对女子教育的保守势力，社会围绕
女子教育分为了两派，而两派的斗争和冲突反映了传统社会受到现代化冲击的现实及其应变反应。

现代教育的发展不应该割裂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的联系，亦不能受传统因素过多的限制。现
代教育应该更加注重其实用性，注重同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等的联系。沙特的女子教育过分注重
其传统的宗教意义，从而割断了教育同现代经济发展的联系。不应否定，沙特政府在初等扫盲教育
方面对女性教育投入很大，成果也较好，高等教育入学的女性人数也非常可观。但这都是表面的数
量统计，具体到教学的质量上，则存在诸多问题。可从定量和定性两个方面分析沙特女性的现代教
育。从前者看，女性教育无疑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从性质上来说，这种单纯以扫盲为目的的教
育是比较粗放的，其结果是沙特众多的人力资源，尤其是女性人力资源转化不了市场需要的劳动
力，“尽管女性占高校学生中的很大一部分，但是他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很低”，②政府也不得不
依赖外来劳动力，女性教育结构不合理及发展的不均衡也是造成女性就业困难的诸多原因之一。

二、沙特女性的经济参与
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资源是其人力资源，劳动力的就业关乎国计民生。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

一个重要区别是女性劳动力对经济的参与性和贡献性的增长。沙特本国拥有众多的女性劳动力，
但仅有很少一部分参与到经济建设中，“根据最新的官方统计，女性占沙特人口的４９． ９％，然而她
们中仅有２１％对社会的发展有所贡献”，③沙特众多的女性人力资源未能转化为经济发展所需的劳
动力。

传统女性的角色与传统经济形式紧密相连。阿拉伯的传统经济形式为农业、家庭手工业和畜
牧业，女性的经济参与也主要集中于以上方面，“前石油经济时代，妇女的工作主要是家庭手工业，
或是田间劳作。贝都因女性也参与家庭畜牧业，如骆驼和羊的养殖”。④ 传统社会的女性在人身自
由方面受到很多限制，这也约束了她们的经济参与。

石油经济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经济结构，也深刻影响着沙特的传统社会结构。石油经济
兴起带动了很多相关产业的产生，这造成了贝都因人经济形式的转换。传统贝都因人以游牧经济
为主，随着石油经济的兴起，贝都因人逐渐放弃了游牧业这种经济形式。越来越多的贝都因人从边
远地区迁入到新兴城镇，成为产业工人。当然，受传统习俗的影响，到工业领域务工的大都是男性，
女性则失去了其在传统社会扮演的社会角色，“一旦她们进入城市，传统职业便消失了，男人的工
资足够养活家庭。更为重要的是，进口商品的价格要远远低于当地的手工业产品”。⑤ 女性无需再
靠家庭手工业补贴家用，于是女性逐渐地被束缚于家中。随着石油经济的发展，沙特政府推行了一
系列的福利性政策，全国实行免费教育、免费医疗以及大量的生活补贴。所以在石油经济持续发展
的很长时间段内，女性并不需要工作，沙特社会也不鼓励女性外出务工。石油经济的繁荣并没有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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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反而将女性从现代经济中剥离出来。在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中，沙特存在
着经济现代性与社会传统性并存的现象。

这种二律背反现象的存在需要持续不断的石油财富的支撑，而在经济不景气的年份，这种状况
越来越难以为继。石油经济是一种外向型经济，容易受到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大致说来，
二战以来沙特的石油经济稳步发展。尤其是７０年代以后，沙特石油经济发展迅速，沙特也积累了
大量的石油收入。凭借雄厚的资金条件，沙特政府推行了一系列福利政策，此时女性劳动力对经济
发展的意义相对被削弱了。而且沙特石油经济的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外来劳动力，这些外来人口在
某种程度上补偿了沙特本国劳动力不足所带来的困难。然而到了８０年代中后期，国际石油价格波
动严重，沙特的石油收入深受影响，很多福利性的措施已经停办。试图依靠福利性的补贴将女性束
缚于家中的做法越来越难以为继，“将女性束缚于家庭中，这在８０年代之前是可行的，因为此时沙
特政府为男性当家者发放了大量的家庭补贴。到了９０年代，沙特面临经济危机，在家庭经济困难
和新一代女性大学生迫切需要工作的压力下，这种做法变得越来越不可行了”。① 沙特在经济方面
面临的困难客观上要求政府调整传统的就业政策，减少对于外来劳动力的依赖，因而沙特政府提出
了劳动力“沙特化”的政策。②

政府提出的劳动力“沙特化”的政策促使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到劳动力大军中，女性就业也得
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为了解决因性别隔离而造成的女性工作困难，一些公司专门开设了很多女
性工作区域”，③政府在市场准入、行政审批方面给予女性创业者很多的支持。现在沙特女性的经
济参与性越来越强，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也不断增长，“女性权利得到解放的另一个方面是在女性
的就业上，传统教育强调女性的主要角色是抚养孩子和照顾家庭。在过去的几年中，随着银行、财
政、医药等领域准许男女混同工作，女子就业的人数大大增长了”。④ 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劳动力
进入就业市场，“很多原先禁止女性涉足的职业已经向女性开放，沙特女性现在可以从事零售业、
市场买卖和工业，女性也可以从事银行业”，⑤“她们也担任神学助理、记者、大学教授、社会工作人
员、医生和护士，并且在慈善机构中很活跃”。⑥ 除了到不同的领域就业外，很多女性还自己创业，
因为很多女性认为“拥有一个小企业可以提高她们的生活水平和经济自主能力，增强她们的自信
心，拓展她们的活动区域，提高她们的管理能力”。⑦

尽管沙特女性在就业和创业方面成果显著，但女性的就业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尽管９０年代以
来，沙特女性的经济参与呈上升态势，然而女性总体就业率仍然很低，“女性占沙特总人口的５０％，
大学毕业生中有６５％是女性，但是她们中仅有３％有工作”。⑧ 女性在就业方面存在的另外一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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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Ｓｉｆａ Ｍｔａｎｇｏ，“Ａ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Ｏ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Ｗｏｍｅｎ’ｓ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ｐｐ． ５７ － ５８．
“沙特化”是沙特政府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期提出的一项劳动力政策。鉴于８０年代以来沙特石油经济增速缓慢，严

重依赖外来劳动力带来很多问题，例如财政外流、外来文化的影响等，对外来人口的依赖也造成本国民众就业困难。沙特政府提出劳动
力沙特化的政策，其目标是用本国人口替代外来人口，措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加强教育和培训，增强本国劳动力的就业；二是限制外来
劳动力的涌入，并逐步减少沙特国内的外来劳动力。沙特化政策的提出仅仅取得了部分成功，直至今天沙特国内仍然存在大量的外来
劳动人口。

Ａｍéｌｉｅ Ｌｅ Ｒｅｎａｒｄ，“Ｏｎｌｙ Ｆｏｒ Ｗｏｍｅｎ：Ｗｏｍｅｎ，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ｐｐ． ６２４ － ６２５．
Ａｂｄｕｌｌａｈ Ａｂｄｕｌ Ｅｌａｈ Ａｌｉ Ｓａｌｌａｍ ａｎｄ Ｍｕｒｒａｙ Ｈｕｎｔｅｒ，“Ｗｈｅｒｅ Ｉｓ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Ｈｅａｄｉｎｇ”，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ｖｏｌ． ５，ｎｏ． ２，２０１３，ｐ． １４８．
Ｎａｄｉａ Ｙｕｓｕｆ，Ｌａｉｌａ Ａｌｓｈａｒｑｉ ａｎｄ Ｆａｒａｈ Ｄｕｒｒａｎｉ，“Ａ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ＡｇｅｉｎｇＷｏｍｅ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ｐ． ３５９．
Ｎｏｒａ Ａｌａｒｉｆｉ Ｐｈａｒａｏｎ，“Ｓａｕｄｉ Ｗｏｍ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ｐ． ３５９．
Ａｂｅｅｒ Ｙｏｕｓｕｆ Ｄａｎｉｓｈ ａｎｄ Ｈｅｌｅｎ Ｌａｗｔｏｎ Ｓｍｉｔｈ，“Ｆｅｍａｌ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ｐ． ２３０．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Ｓｃｈａｒｐｆ，“Ａｌｌ ｔｈｅ Ｋｉｎｇ’ｓ Ｆｅｍｉｎｉｓｔｓ：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ｎ Ｗｏｍｅｎ ｉｎ Ｅｌｅｃｔｅｄ Ｏｆｆｉ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Ｗｏｍｅｎ’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４，ｎｏ． １，２００７，ｐ． ４９．



题是就业分布不均衡，“政府部门是女性就业的主要领域，它占全部就业女性的８５％。其中７６． ６％
分布在教育部门，１０． ９％在卫生部门，１． ４％在批发业，还有１． １％在财政部门。在手工业领域，女
性的参与是非常低的，大约占０． ２％”。① 女性就业分布不均衡既有女性自身的原因，也是外部因素
所致。从女性自身来看，保守的就业观念是造成女性就业分布不均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长期
以来，沙特政府在国内推行社会福利政策，居民可以接受免费的医疗、教育、社会补助等，在政府部
门工作的人员享受较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基于此，很多人都希望到政府部门工作。很长一段时
间沙特政府也支持民众的这一就业选择，“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沙特政府会安排那些不想去
私人企业工作的沙特人到政府部门工作”。② 当然，女性就业的不均衡也与女子教育的缺陷有关。

三、女子教育与女性就业的关联
９０年代以来女性就业率的上升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女性迅速加入劳动力大军

得益于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具备了就业和创业的能力。实际上女子教育与女性就业之间存在着
紧密的联系，“２０１０年一项关于沙特女性经商者的调查显示，有５８％的女性经商者接受过大学教
育。这些人中，有近３８％的人接受过研究生教育，１１％的人拥有博士学历”。③ 教育水平的提高使
现代女性具备了经济参与的能力，而不断变动的经济形式促使女性逐渐从家庭中解放出来，经济环
境的恶化为女性的务工提供了客观的可能性。８０年代中期以后，沙特石油经济波动明显，国家的
福利性补贴减少，在此背景下女性特别需要工作，“沙特不断变动的经济状况促使女性更加容易地
加入到劳动大军中，沙特的经济因为石油价格的下跌而增长缓慢……女性需要工作来养家”。④

沙特女性在就业和创业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女性的就业
率低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这首先因为沙特的经济结构过于单一，石油工业发达，农业和第三产
业发展落后。石油行业的劳动力已经饱和，而其他产业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相对有限，这就决定
了众多的沙特女性处于无业或失业的状态。加上本国的男女性别隔离的政策，女性劳动者在工作
中存在着很多困难，私人企业主多不愿意雇佣本国的劳动者。在此背景下，女性不仅就业困难，而
且面临着失业的压力，“沙特男性占沙特劳动力的８４％……２００８年沙特男性失业率为６． ９％。女
性占沙特劳动力的１６％……２００８年沙特女性的失业率为２４． ９％”。⑤ 女性就业还因沙特国内存在
的大量外来劳动力而变得更为困难。自推行“沙特化”政策以来，沙特人在就业方面有所增长，但
是短期内却很难将外来务工人员排挤出去。与外来务工人员相比，沙特人并不占优势。沙特的外
来务工人员主要来自中东地区、东南亚地区和欧美地区。大致说来，欧美地区的劳动者素质较高，
他们一般从事技术性工作。与这些人相比，沙特人的综合能力远远满足不了现代化工业尤其是石
油及相关产业发展的要求。东南亚地区及阿拉伯国家的外来务工者多是体力劳动者，分布在各行
各业。与这些人相比，沙特人工资过高，而且多数沙特人不愿意从事这些体力劳动。外来劳动力抢
占了很多工作岗位，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沙特女性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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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Ｔａｒｅｋ Ｔａｗｆｉｋ Ａｌｋｈｔｅｅｂ ａｎｄ Ｚａｆａｒ Ａｈｍａｄ Ｓｕｌｔａｎ，“Ｒｏｌｅ ｏｆ Ｗｏｍｅｎ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ｌＫｈａｒｊ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ａｔｅ”，Ｗｏｍｅｎ’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 ６，ｎｏ． ３，２０１４，ｐｐ． １０ － １１．

Ｋｈａｌｉｄ Ａｂｄｕｌ ａｚｉｚ Ａｌｓａｈｌａｗｉ ａｎｄ Ｅｄｗａｒｄ Ｐ． Ｍ． Ｇａｒｄｅｎｅｒ，“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ｐｐ． １６７ － １６８．

Ａｂｅｅｒ Ｙｏｕｓｕｆ Ｄａｎｉｓｈ ａｎｄ Ｈｅｌｅｎ Ｌａｗｔｏｎ Ｓｍｉｔｈ，“Ｆｅｍａｌ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ｖｏｌ． ４，ｎｏ． ３，２０１２，ｐ． ２２２．

Ｎａｄｉａ Ｙｕｓｕｆ，Ｌａｉｌａ Ａｌｓｈａｒｑｉ ａｎｄ Ｆａｒａｈ Ｄｕｒｒａｎｉ，“Ａ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ＡｇｅｉｎｇＷｏｍｅ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ｐ． ３５９．
Ｐａｔｒｉｃｅ Ｆｌｙｎｎ，“Ｔｈｅ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ｎ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Ｐｏｒｔｒａｉｔ”，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 ６５，ｎｏ． ４，２０１１，ｐ． ５８４．



女性就业困难还与女子教育的缺陷有关，女子教育的缺陷导致了大量沙特女性成为闲置劳动
力。沙特女子教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接受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女性在其毕业后，发现她们
处于“毕业即失业”的尴尬处境。一方面，部分就业市场呈现饱和状态，容纳不了新的务工者。而
另一方面，部分就业领域呈现空白局面，毕业后的沙特女性却又满足不了这些工作岗位的要求。女
子就业不均衡也与其教育的缺陷有关，女子教育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女性大多选择人文科学专业，
且侧重教育和宗教方面，“大学中最受欢迎的专业是教育，有三分之二的女性选择那个专业。女性
仅占工程毕业生的３％”，①其结果是女性的就业也集中于上述领域，“大部分女性在公共部门工作，
而在这些工作的人中，有８４． １％的人集中在教育领域”，②“女性在职业和技术领域工作的人非常
少，仅占２６％”，③沙特很多技术性岗位，尤其是私人机构的岗位被外来务工者占据。女子教育过分
强调宗教性及传统因素，而现代职业教育及技术教育相对缺乏，这是造成女性就业困难的重要原
因，“与世俗性的大学相比较，宗教学校过分强调宗教科目的比重，这造成了毕业生不能胜任待遇
较好的技术岗位和公共部门的工作”。④

经济模式与教育模式紧密相连，沙特传统的经济形式是农业和畜牧业，其对劳动力文化水平的
要求并不高。沙特现代经济形式是以石油工业为代表的现代化大工业，经济模式的转化客观上要
求劳动力的素质的提高，这必然要求女性现代化教育的普及和深化。沙特经济发展面临的一系列
问题使沙特政府逐步认识到经济的发展不能单纯依赖外来的劳动力，进而提出了劳动力“沙特化”
的政策。该政策的提出客观上促进了女性劳动力的经济参与，然而女性劳动力对沙特经济发展的
贡献率仍然有限，女性的就业及创业仍然存在很多困难。从教育方面看，沙特女子教育模式并未真
正地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女子教育的发展依然受到传统因素的阻挠，这是造成女性就业及创
业困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此，促进女子教育结构的调整、提高非宗教性教育的比重应是今后
沙特政府教育改革的一个重点，也是沙特政府解决经济发展难题的一个重要举措。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ｄｅｐｅｎｄｓ ｏｎ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ｅｘｐａｔｒｉａｔｅ ｗｏｒｋｅｒｓ，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ｐｅｏｐｌｅ，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ｗｏｍｅｎ ｉｓ ｖｅｒｙ ｌｏｗ．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ｍａｎｙ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ｉｓ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ｗｏｍｅｎ ｂｅｉｎｇ ｏｖｅｒｌ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ｒｉｇｉｄ ｓｅｒｖ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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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ｗｈｉｃｈ ｌｅａｄ ｔｏ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ｗｏｍｅｎ’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１９８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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