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目录 

一、工作及工作伦理概念述评 ......................................................................................................... 1 

（一）国内外常见工作伦理概念述评 ............................................... 1 

（二）阿拉伯人工作伦理概念述评 ................................................. 2 

（三）阿拉伯人“工作即崇拜”的概念 ............................................. 4 

二、阿拉伯—伊斯兰教工作伦理 IWE............................................................................................... 5 

（一）伊斯兰教工作伦理 IWE ..................................................... 5 

（二）新教工作伦理 PWE与伊斯兰教工作伦理 IWE ................................... 7 

三、阿拉伯工作伦理重要之维——工作价值观 .............................................................................. 8 

（一） 现代阿拉伯人基本价值观概况 .............................................. 8 

1.数据分析 ...................................................................................................................................... 8 

2.原因分析 .................................................................................................................................... 10 

（二）阿拉伯人工作价值观概况 .................................................. 11 

1. 工作价值观概念述评 .............................................................................................................. 11 

2. 阿拉伯人工作价值观概况 ...................................................................................................... 14 

（三） 现代阿拉伯人外在工作价值观与内在工作价值观 ............................. 14 

1.现代阿拉伯人外在工作价值观 ................................................................................................ 15 

2. 现代阿拉伯人内在工作价值观 .............................................................................................. 21 

（四）从价值观看阿拉伯人工作伦理 ............................................................................................ 26 

四、对中阿跨文化经济合作的启示 ............................................................................................... 27 

（一）中阿伦理主体基本价值观排序对比 ................................................................................ 27 

（二）中阿跨文化经济合作伦理风险预防 ................................................................................ 28 

五、 结论及未来研究展望 ............................................................................................................. 29 

 

 
 
 
 
 
 
 



1 
 

 
阿拉伯人工作伦理现状及启示 

——概念述评与问题考察   
薛英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外语学院， 北京 100029） 

摘  要：阿拉伯人自古认可工作的重要性，并受伊斯兰教影响认为“工作即崇拜”，但

又有其限定条件。本文在概念述评的基础上，通过对文献资料和数据统计的梳理分析，发现

阿拉伯工作伦理的维度会随时间和地点推移而产生变化与调适。现在正向新教工作伦理价值

取向靠近，强调努力工作、工作奉献精神的重要性，提倡工作的创造性、合作性与竞争性，

同时注意回避通过不道德手段积累财富。但阿拉伯国家内部，相互之间在基本价值观排序、

工作价值观维度上又呈现出差异性、多元化，需要我们对其保持持续关注，在深化中阿跨文

化经济合作中，注意鉴别不同国家在价值取向上的取舍与转化。 

关键词：概念述评；新教工作伦理；伊斯兰教工作伦理；阿拉伯人工作价值观 

 

工业化、现代化经济发展，以市场为导向，除需要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外，还

需要积极的工作伦理以及充满活力和奉献精神的人力资本。那么，阿拉伯人在社

会现代化转型中秉持怎样的工作伦理及其与传统伊斯兰教工作伦理的关系如

何？本文在对阿拉伯有关工作、工作伦理进行概念述评的基础上，拟先探讨阿拉

伯人传统工作伦理伊斯兰教工作伦理 IWE，接着聚焦阿拉伯人基本价值观及工作

伦理重要之维——工作价值观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从工作价值观与基本价值观关

系的角度探明阿拉伯工作伦理的某些特征，有益于发现处在转型期的阿拉伯社会

组织问题，探明其面临的现代化挑战性质及其与工作环境的微妙关系。 

一、工作及工作伦理概念述评 

（一）国内外常见工作伦理概念述评 

工作伦理（work ethic）首先是作为神学概念发展起来的。最初由马克斯·韦

伯（Max Weber，1864-1920）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系统论证

出以勤俭、禁欲和理性为特征的新教工作伦理（Protestant work ethic，简称 PWE）

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开始。后经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戴维·麦克利兰

（David·C·McClelland，1917-1998）将新教工作伦理的概念作为人格变量的

成就需求引入心理学领域他所提出的成就动机理论后，学者们对工作伦理的定义

做了多种领域的探讨，到目前为止仍未发展出一个为学术界普遍接受的概念。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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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较为接受和较普遍流行的定义主要有： 

国外，学者希尔 Hill 和佩蒂 Petty(1995)总结数人研究成果，将工作伦理定

义为“是一种认为个人应为其所从事的工作负责的文化规范，是一种相信工作本

身具有内在价值的信念（Cherrington,1980;Colson & Eckerd,1991; Quinn,1983; 

Yankelovich & Immerwahr,1984）”1。伯特瑞特 Boatwright 和斯莱特 Slate（2000）

总结其他学者观点，从操作性上将工作伦理定义为“个体对工作伦理项目重要性

的评价和个体对工作伦理价值的评价。” 2麦考特尼恩 MeCortney 和恩格斯

Engels(2003)在重新审视美国工作伦理时，将工作伦理定义为“员工在工作场所

对职权行为与人际互动的价值判断，包括个体态度以及反映这些态度的外在行

为。”
3
总之，工作伦理不是一个单一的构成，而是有关工作态度、工作行为和工

作信念价值的集合体系。 

国内，王明辉等学者亦不断完善“工作伦理”的定义，先是 2007 年从企业

管理和心理学的角度提出工作伦理是“指员工在工作情景中对待工作、他人和环

境时所应遵循的伦理规范。”42009年又进行了补充修正，指出现代意义上的“工

作伦理是个体所习得的一种信念系统或行为规范,它涉及个体对工作意义、职权

行为和人际互动的价值判断或行为倾向。”5刘永春在综合思考和评判国内外“工

作伦理”概念定义的基础上，指出“‘工作伦理’是工作者在工作过程中应该遵

守的一系列道德原则与伦理规范。而且这些道德原则与伦理规范是被人们所普遍

认可并实际指导人们工作行为的。它所规范的对象包括处在工作活动中的一切

人，无论是领导还是员工。它的实质内容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而具有差异性，但

是它的目的在于保证人们能够合乎道德地工作，在工作中实现自我价值。”6因此，

工作伦理的研究对象既包括工作价值观、职业道德、工作态度等问题，又包括工

作环境中的上下级或者主管与部署之间的主仆关系、平级之间的同事关系、领导

风格与企业绩效等。 

（二）阿拉伯人工作伦理概念述评 

自 1993年英国 SSCI 杂志《商业伦理》（《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首次

                                                             
1
 Roger B.Hill and Gregory C.Petty, A new look at selected employability skills: a factor analysis of the 

occupational work ethic. Journal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1995, 20(4). p.60. 
2
 Boatwright J R, Slate J R, Work ethic measurement of vocational students in Georgia, The  

Journal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2000, 25(4), pp.532-574. 
3
 McCortney Amy L; Engels Dennis  W. Revisiting the work ethic in America. The Career Development Quarterly, 
2003, 52,2; Research Library, p.134. 

4
 王明辉、郭玲玲、凌文辁，组织中的工作伦理研究概况，心理科学进展，2007 年第 15 卷第 6 期，第 956

页。 
5
 王明辉、郭玲玲、赵国祥、凌文辁，企业员工工作伦理的结构，心理科学进展，2009 第 41 卷第 9 期，第

854 页。 
6
 刘永春，关于“工作伦理”概念的思考，企业管理，2015 年第 11 期，第 119 页。 

http://wiki.mbalib.com/wiki/%E8%81%8C%E4%B8%9A%E8%A7%82
http://wiki.mbalib.com/wiki/%E8%81%8C%E4%B8%9A%E9%81%93%E5%BE%B7
http://wiki.mbalib.com/wiki/%E5%B7%A5%E4%BD%9C%E6%80%81%E5%BA%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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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刊登载了目前学界公认的研究伊斯兰教经济伦理贡献最突出的 Trevor 

Gambling 和 Rifaat Karim 合著的《伊斯兰教中的经济伦理和会计伦理》一书，自

此中东经济伦理问题引起学界关注。1996 年被誉为“经济伦理学奥运会”的国

际商业、经济与伦理协会（ISBEE），在东京举办首届商务、经济与伦理世界大

会，大会主席乔治·恩德勒委托来自特拉维夫大学的杜夫教授对中东经济伦理做

考察报告。1997年 10月杜夫教授发表《中东经济伦理》7一文，指出：在中东除

了几乎没有有关此领域研究的出版物外，“经济伦理”这一术语甚至还未在中东

通用，倒不如“职业伦理”、“工作伦理”等术语取得中东学术界和公众的广泛认

可。 

传统上阿拉伯人认为工作伦理由职业伦理构成，包括夫妻伦理、家庭伦理、

医学伦理、商业伦理、教育伦理、政治伦理等诸多分支，每种职业都相应地有其

伦理指导标准和道德规约体系，以防止从业者违背职业道德而在工作中疏忽大

意、贪污受贿、耍阴谋诡计等造成损失。如医学伦理必须具备的医德是对病人隐

私保密，媒体伦理必须具备的行业道德是真实客观，教育伦理必须具备的行业道

德是树立良好榜样，商业伦理必须具备的行业道德是诚信、不掺假、不囤积居奇

等。但通常情况下阿拉伯人也认为工作伦理有别于职业伦理，职业伦理指的是某

一或某类具体职业要求具备的基本素质和规范，具有相对自主性，而工作伦理则

是适用于所有职业的共同道德，是关乎一个国家或社会的集体思维模式，如： 

阿耶拉·穆罕默德在《工作伦理初论》中主要从伊斯兰法理学、教法学的视

角论述工作伦理，并将该视角与伦理学、心理学视角相比对，认为工作在伦理学、

心理学看来需具备一系列美德，具有可选择性，而在伊斯兰法理学、教法学看来

工作则是社会义务与责任，具有一定的律法性8，并以此为基点着重从伊斯兰教

义的角度谈论工作伦理的行为道德操守要求。 

赛义德·本·纳绥尔在《工作伦理》中认为“工作伦理是人为完美完成其所

从事的职业和工作所具备的一系列优良品质的集合体。”9尽管每种职业都需特定

的职业道德，但无论何种职业为完美完成其工作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对伦理

道德的全面理解，不能是为了实现利益而在工作场合履行某种特定行业道德，在

其他场合却以与之相违背的其他道德行事。二是将该伦理道德与其他奖惩原则关

联在一起而非成为纯粹的利益行为。”10 

如今知识经济与信息化发展又赋予工作伦理以新含义，当今世界上，除仍有

很大一部分人从事体力劳动外，在即时通讯、自动化办公方式日趋多样化和普及

化的情况下，知识与创新正在塑造工作的本质。使得工作伦理具有了“强调个体
                                                             
7
 Dove Izraeli, “Business Ethics in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997, 16(14), p.1555. 

8
 .11، ص2002 الهادي، دار بيروت، العملية، الأخلاق في البداية كني، ويمهد رضا محمد الله آية  

9
 .33، ص2010سعيد بن ناصر الغامدي، أخلاقيات العمل، الإدارة العامة للإعلام والثقافة برابطة العالم الإسلامي،   

10
 .34، ص2010عالم الإسلامي، سعيد بن ناصر الغامدي، أخلاقيات العمل، الإدارة العامة للإعلام والثقافة برابطة ا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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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团体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新内涵”11，从而工作伦理实质上也是处在不断发展变

化中的概念体系。 

（三）阿拉伯人“工作即崇拜”的概念 

阿拉伯人有关工作的含义受伊斯兰教影响不满足于将工作定位于是推动人

类在地球上劳作、努力以获取资源实现其生活愿望和希望的自然动力，还将工作

及工作的人提高至敬主、拜主的地位，简言之工作即崇拜，崇拜即工作。但工作

即崇拜的条件是对自己、对家人、对职业、对祖国、对宗教均有利有善有益的工

作。不仅包括念、礼、斋、课、朝等作为宗教功修的劳作，而且包括经商、务农、

工业、服务业等体力或脑力劳作，只要不伤害他人并在伊斯兰教法要求的合理范

围内，均无差别地内含在阿拉伯人有关工作即崇拜的范畴内。广为流传的阿拉伯

诗歌也有言：为今世而工作就犹如你永远活着一样，为后世而工作就犹如你明天

就奔赴死亡一样。 

伊斯兰教在对工作属性的认识上，将其界定为“工作本身是人的自然属性之

基，而非伦理道德美德之维。”12因人为保存自身必须进行工作，偏重工作对生活

的价值意义，认为“工作是生活的基础、文明的基础，是人之为人维持生存的最

重要的人权，也是有能力工作者最重要的义务。”13可以说工作在穆斯林看来是生

活的支柱，“中世纪，传统的工作观念占据穆斯林生活和信仰非常重要的基础地

位，工作对穆斯林社会来说是既非从属也非紧急的事项，而是伊斯兰教信仰的核

心基础。”14近现代以来，人们提高了物化劳动的价值，阿拉伯穆斯林在工作价值

取向上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但仍有许多学者认为工作是阿拉伯人宗教崇拜的

一部分，“只要物质形式的提高和发展能带来社会正义和精神提升，一切形式的

生产活动都可以被视作一种崇拜行为——如若他们按照安拉的意愿行事。伊斯兰

教的崇拜概念非常广泛，人类可以通过履行宗教仪式和做日常工作而得其相应回

报。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日常行动就成为崇拜的一部分：（1）行动必须全心全意

为了安拉，而非出自其他原因（例如对金钱的喜爱）；（2）行动必须符合伊斯兰

教法要求（伊斯兰教经典）；（3）穆斯林不能忽略其当下应尽的义务。”15 

从而，综合上述研究者对工作伦理的界定，结合阿拉伯人对工作、工作伦理

的理解及搜集到的相关文献资料，本文拟从伊斯兰教工作伦理 IWE、阿拉伯人工

作价值观两个方面整体上探寻阿拉伯人工作伦理的基本概貌，后续再对其他主题

                                                             
11

 Abbas J. Ali, "Rethinking work eth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erce and Management, Vol. 23 No. 3, 
2013, p.182. 

12
 .13، ص1998حميد ناصر الزري، مفهوم العمل في اللإسلام وأثره في التربية اللإسلامية، الشارقة، دائرة الثقافة واللإعلام،   

13
 .18، ص1983صادق مهدي السعيد، مفهوم العمل وأحكامه العامة في الإسلام، بغداد، مؤسسة الثقافة العمالية،   

14
 .111، ص1998حميد ناصر الزري، مفهوم العمل في الإسلام وأثره في التربية الإسلامية، الشارقة، دائرة الثقافة والإعلام،   

15
 Geoffrey Williams, John Zinkin, “Islam and CSR: A Study of the Compatibility Between the Tenets of Islam 

and the UN Global Compact”, p.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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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探讨。 

二、阿拉伯—伊斯兰教工作伦理 IWE 

（一）伊斯兰教工作伦理 IWE 

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与工作有关的价值体系和工作伦理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

注意。对这些话题的讨论大多与基督教、犹太教有关，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西方

语境下进行的。尽管许多其他宗教和族裔群体在其历史的一部分期间取得了巨大

的社会繁荣和经济进步，但他们的贡献在有关工作伦理的学术讨论中几乎完全被

忽视。伊斯兰教有关工作的观点、概念及其工作伦理要么被误解，要么没得到研

究。直至进入新世纪伊斯兰教工作伦理 IWE的概念及其对工作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才逐渐被阐释，此类研究成果正引起国际学者们的关注。 

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和圣训通过大量言辞强调谋生的必要性和工作的重

要性，据统计《古兰经》中有 360节经文16涉及工作、劳作，如：“各人只得享受

自己的劳绩。（53:39）” 圣训更是详细阐明如何工作才能以最好的形式实现和确

保生活幸福。“自食其力者再好不过了，真主的先知达吾德（求真主赐他平安）

就是自食其力的。”17“你们当谨守适中，当早出晚归，并求助于黑夜的一部分时

间。你们当谨守适中，你们会达到目的的。”18“在伊斯兰教看来，一个人经由正

当的工作去赚取他生活的所需，不但是一项职责，而且也是一种美德。任何一个

有能力却不去工作而依靠别人为生的人的行为，既是一种宗教上的罪孽，也是一

种个人可鄙的耻辱。”19一般来讲，伊斯兰教工作伦理是指在伊斯兰教语境下区分

与工作有关的道德原则、价值观念对与错的集合。赛义德认为在伊斯兰教看来从

事任何工作和职业的人都必须具备的四种道德素质是20： 

(1)保管，即自我管理、精准工作并承担责任的能力，也可称为实践能力； 

(2)知识，即很好地知晓、了解与工作有关的事情，也可称为智力能力； 

(3)力量，即资格、勤奋、维护和纪律，也可称为资格能力； 

(4)信任，即以正确的形式维护权利和行使权利，也可称为心理能力。 

认为此四大要素是伊斯兰教有关工作伦理的共性认知，也是衍生其他一切工

作伦理所具有美德的根源，可后天通过教育、训练获得。阿拔斯·J·阿里认为

“伊斯兰教工作伦理 IWE的四轴心是努力、竞争、透明和负道德责任的行为等四

                                                             
16

 .21، ص1998محمد محمد الطويل، العمال في رعاية الإسلام، الجيزة، مكتبة ومطبعة الغد،   
17

 《布哈里圣训实录 第二卷》，第 7 页。 
18

 《布哈里圣训实录 第四卷》，第 148 页。 
19

 蔡德贵 主编，《当代伊斯兰阿拉伯哲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427 页。 
20

 .55، ص2010الغامدي، أخلاقيات العمل، مكة، الإدارة العامة للثقافة والنشر ، سعيد بن ناص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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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基本原则，”21他进一步指出，这四项基本原则共同构筑社会契约，促进人们更

好地关注协调社会组织目标的完成，以实现经济成就、个人幸福与社会福利三者

之间的相互关联。伊斯兰教工作伦理作为一种工作取向，它“意味着工作是人需

要的美德，是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建立平衡的必要。”22“道德原则、辛勤工作、社

区承诺内在于伊斯兰教工作伦理 IWE”23，强调个人在工作中要秉持诚实、公平、

负责、奉献和效率等道德操守，工作不是目的，而是服务自身利益和改善社会福

利的手段。 

阿拉伯人自古崇尚荣誉、慷慨、勇敢等价值维度，伊斯兰教教义强调忍耐、

机敏、服从，“伊斯兰教概念的内化增强了阿拉伯人诚实、信任、团结、忠诚和

灵活的品质。”
24
但历史上外族统治、外国殖民造成阿拉伯伊斯兰传统文化的不连

续性，特别是从 20 世纪下半叶开始，阿拉伯国家对外籍劳动力依赖性增加，使

该不连续性更加不连贯。在外来影响下，“阿拉伯人逐渐偏离勇敢、慷慨、诚实、

自豪、勤奋、忠诚、忍耐、宽容等价值维度，表现出更多的冷漠、依赖、顺从与

服从，特别是在城市中心”25。文化的不连续性容易造成个人与集体在工作参与

中没有可靠而必须的参照系，从而，近年来许多学者提出阿拉伯人应重拾专注人

与人之间平等、公正仁慈、努力工作、信主归一的伊斯兰教伦理，发展伊斯兰教

工作伦理 IWE的指导和激励作用，以重塑阿拉伯人在工作场所的表现。阿拉伯人

“随着年龄增长、教育水平提高和工作经验增加，对伊斯兰工作伦理的支持也有

所增加。阿拉伯侨民比阿联酋国民或亚洲侨民更支持伊斯兰工作伦理；在服务机

构工作的人比在制造单位工作的人更支持伊斯兰工作伦理，在政府机构工作的人

比在私人组织工作的人更支持伊斯兰职业道德。”26如若伊斯兰工作伦理得到遵

守，阿拉伯人很可能已在工业化进程和现代转型中取得重大进步。但不幸的是，

阿拉伯国家几个世纪以来的颓废消极状态依然在延续，仍然远远落后于其他国

家，虽然文化复兴的意识已觉醒，但要全面克服长久以来形成的停滞性，亦非易

事。下文将分析伊斯兰教工作伦理 IWE与新教工作伦理 PWE的共性与个性，拆解

现代阿拉伯人工作伦理重要之维——工作价值观的现状及影响因素。 

                                                             
21

 Abbas J. Ali, Business ethics in Islam, UK, US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4, p.130. 
22

 Abbas.J.Ali, “The Islamic Work Ethic in Arabia”, The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01, 126(5), p.507; Riham 

Ragab Rizk, "Back to basics: an Islamic perspective on business and work ethics", Social Responsibility Journal, 

2008.Vol. 4.1/2, p.247. 
23

 Naresh Kumar, Raduan Che Rose, (2010) "Examining the link between Islamic work ethic and innovation 
capability", Journal of Management Development, Vol. 29 No.1, p.87. 
24

 Abbas.J. ALi , ‘‘Cultural discontinuity and Arab management thought’’,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Management & 

Organization, 1995. Vol. 25 No. 3, p.9. 
25

 Abbas J. Ali, "Cultural Discontinuity and Arab Management Thought", p.22. 
26

 Darwish A.Yousef, “Islamic Work Ethic: A Moderator Between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Job 

Satisfaction in a Cross-Cultural Context” , Personnel Review, 2001.Vol.30 N.2, p.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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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教工作伦理 PWE与伊斯兰教工作伦理 IWE 

马克斯·韦伯认为其他宗教的信徒通常不具备以勤奋、节俭、自律、艰苦工

作和个人主义为特征的新教工作伦理 PWE，包括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认为

伊斯兰教并未发展出像加尔文教一样促成有益于财富积累、经济发展的新教伦

理。所以，阿拉伯人通常不具备西方认可的以勤奋、节俭为特征的由新教工作伦

理发展而来的现代工作伦理。认为当代阿拉伯人工作伦理不利于发展、不易于改

变，造成了阿拉伯社会工业化转型、现代化转型困难重重。相反，他们常把宿命

论和伊斯兰教相联系，并将主要原因归结于伊斯兰教的宿命论，认为正是这种有

碍创新、开放的保守宿命色彩造成了阿拉伯人的懒散无效率，从而导致国家经济

落后。“西方犹太教和基督教经过宗教改革调整了各自的宿命论，允许人的意志

在处理世俗事情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然而伊斯兰教则相反，依然将绝对意志视为

神的属性。”27这种论断具有片面性，不仅忽略了历史上曾经开放、充满活力、勤

奋进取的阿拉伯穆斯林。 

而且最近，不论是学者们就文献资料统计研究所得，还是针对不同文化背景

下工作价值取向问卷调查显示 PWE与特定宗教归属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PWE被

认为是一个可以与所有宗教交织融合在一起的一般工作伦理。PWE不再仅为新教

徒所拥有，目前在经济发展工业化、信息化、现代化、全球化的刺激下，其他宗

教文化的人反而比新教徒还新教徒，PWE精神正在向世界其他地方发生转移。有

学者采用语言学方法分析对比 109篇在其标题中含有“新教工作伦理”和“伊斯

兰教工作伦理”等关键字的学术论文，识别文章内容对 PWE和 IWE的共同理解或

差异理解时28，也发现 PWE 是普遍共享的价值观，并不受宗教取向影响。伊斯兰

教工作伦理 IWE与新教工作伦理 PWE二者的一致性在于29：两者都强调努力工作、

工作奉献精神的重要性，提倡工作的创造性、合作性与竞争性，同时强调避免通

过不道德手段积累财富。 

但不可忽略的是，不同文化背景和商业环境中的人，其工作伦理又有一定的

独特性。伊斯兰教工作伦理 IWE与新教工作伦理 PWE的不一致性在于：IWE更强

调工作的社会性，将参与经济活动视为一项义务；IWE更注重工作的意图而非结

果，如先知穆罕默德说：“一切行为，全凭举意。”30的确，从心理的角度看“举

意代表着工作的灵魂和本源”31，伊斯兰教工作伦理注重工作的内在实质性心理

                                                             
27

 Raphael Patai, The Arab Mind[M] (Revised Edition) , Hatherleigh Press, New York, 2007.p.157. 
28

 R. Arzu Kalemci, Ipek Kalemci Tuzun, “Understanding Protestant and Islamic Work Ethic Studies: A Content 

Analysis of Articles”, J Bus Ethics, 9 October 2017. 
29

 Darwish A.Yousef, “Islamic Work Ethic: A Moderator Between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Job 

Satisfaction in a Cross-Cultural Context”, p.154. 
30
《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 第一卷》，第 20 页；《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 第二卷》，第 395 页；《布哈里圣训实

录全集 第三卷》，第 288 页；《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 第四卷》，第 186 页；第 244 页。 
31

 .271، ص2002 الهادي، دار بيروت، العملية، الأخلاق في البداية كني، مهدوي رضا محمد الله آي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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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认为一切工作首先要端正的是内心想法，接着才是工作的实践，追求工作

的道德透明度和责任度。 

需注意的是今天阿拉伯裔居民由不同的宗教群体所组成，主要有伊斯兰教教

徒、基督教徒、犹太教徒等，个别国家如黎巴嫩 46%的居民信奉基督教。所以伊

斯兰教工作伦理 IWE 并不等同于阿拉伯人工作伦理，而且更重要的是世界上绝大

多数伊斯兰教徒并不是阿拉伯人。但如果不考察伊斯兰教工作伦理 IWE 的概念内

涵，在阿拉伯语境下对工作伦理的任何研究都有失完整性和全面性。虽然伊斯兰

教工作伦理 IWE已得到广泛讨论，但近年来，随着研究人员试图摆脱带有宗教色

彩的新教工作伦理、伊斯兰教工作伦理、天主教工作伦理等的概念化，侧重实证

研究与理论论证相结合的“工作伦理概念的多维性受到了广泛关注。”
32
 

三、阿拉伯工作伦理重要之维——工作价值观 

（一） 现代阿拉伯人基本价值观概况 

1.数据分析 

世界价值观调查项目 WVS 起源于 1981 年，由瑞典非营利组织“世界价值观

协会”WVSA 主持，是一项世界性、综合性、跟踪性、学术性的调查项目，以 4

至 5年为一个周期，陆续进行滚动调查。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长期采集关涉个

人、家庭、社会、国家政治、环境与科技、全球化等多层次多方面的一手数据，

检测经济、科技变革对公众基本价值观与动机转变造成的影响。调查结果显示经

济快速发展影响人类价值观代际转变，改变后的价值观念反过来又会影响社会变

迁。WVS 最初仅在发达国家开展，随后逐渐延伸至发展中国家（21世纪初扩展至

非洲和伊斯兰国家），到目前为止已涵盖全球 100多个国家、90%的世界人口，形

成一个庞大的数据库。 

由于 WVS采取相对统一的调查问卷模板（各个国家与地区可以根据各国经验

与特点对问卷进行对等微调），从而可直观上对各国文化进行定位。WVS 调查至

今为止已进行了七轮（截止 2020年 5月仅能在该数据库获取前六轮数据），结果

显示每轮与前一轮相比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各因子数据会随时间发

展、环境改变而产生变化，特别是外部条件发生剧烈变化时表现的最为明显。参

与调查的阿拉伯国家，目前为止已过半数，数据结果显示阿拉伯国家是 WVS调查

                                                             
32

 James C. Ryan • Syed A. A. Tipu, "An Empirical Alternative to Sidani and Thornberry’s (2009)‘Current Arab 
Work Ethic’: Examining the Multidimensional Work Ethic Profile in an Arab Context", J Bus Ethics,2016 (135), 
p.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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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强家庭性、最强宗教性、最强传统性的国家集群。这正是二战后阿拉伯国家

在现代化、工业化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历史路径选择：盛行民族相对主义、文化保

守主义，强调传统家庭观念、服从上级权威、遵从宗教传统，对堕胎、离婚、同

性恋、自杀、安乐死、性自由等具有较低的宽容度，极为珍惜传统文化价值观念

和规范，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自豪感。在心理上依然十分需要传统社会中由绝对

信仰体系、传统文化体系、独裁强权统治提供的保证。 

表格 1、2、3显示，除埃及、摩洛哥在个别时期对宗教的重视程度略高于家

庭外，其他参与调查的国家（黎巴嫩除外）基本价值取向重要性排序相当一致，

依次为家庭、宗教、工作、朋友、政治。值得注意的是绝大部分阿拉伯国家非常

重视宗教与家庭的得分均大于 90，但不管是石油富国科威特、沙特，经济水平

居中的黎巴嫩、摩洛哥，还是赤贫战乱国家伊拉克，对宗教的强调均不及对家庭

的依赖，得分已出现低于 90 的现象。价值排序会影响人们的选择偏好，这说明

在现代阿拉伯国家，传统部落家族文化体系一直占据强势地位，极其重视家庭、

家族归属感，强调家庭结构、家族传统、家庭稳定性等。从而可判定控制现代阿

拉伯社会的最主要因素是家庭、家族观念，维护、加强以血缘为主的传统部落家

族关系是阿拉伯人一种广博的社会精神。 

伊斯兰教初期，穆罕默德通过签订盟约的方式统治迁士、辅士以及犹太人，

并确立了对阿拉伯人来说具有革命意义的两条原则：“一是伊斯兰教不仅是宗教

权威而且是世俗权威的源泉；二是管理人们事务的统一力量应是信仰而不是部

落”33，这两条原则至今依然是备受阿拉伯人推崇的基本原则，但 WVS 研究结果

显示“伊斯兰教正在失去其社会稳定器的作用”34。阿拉伯人在价值观上根深蒂

固地受伊斯兰教影响，伊斯兰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依然对阿拉伯人具有持久

的文化影响力。但在现代性过程中，传统意义上的宗教信仰可能会逐渐消融，逐

渐成为个人精神信仰的私事。特别是坐拥伊斯兰教圣地麦加、麦地那的沙特，非

常重视宗教的得分仅为 88.7。黎巴嫩与其他国家相比，在宗教信仰对人重要性

上，不仅出现了巨大得分差（见表 3），而且其基本价值取向重要性排序变为家

庭、工作、宗教、朋友、政治，即相比宗教，黎巴嫩人更加重视家庭、工作。 

表格 1  阿拉伯人基本价值观
35
 

国别 
家庭 宗教 工作 朋友 政治 

很重要 重要 很重要 重要 很重要 重要 很重要 重要 很重要 重要 

约旦 96.6 3.1 95.9 3.4 64.7 19.5 47.4 43.7 15.9 30.4 

                                                             
33

 [美]托马斯·李普曼，《伊斯兰教与穆斯林世界》，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85，第 59 页。 
34

 吕耀军 狄芮，论阿拉伯新青年的崛起及其社会参与，西亚非洲，2018 年第 1 期，第 100 页。 
35

 据第 4 轮 WVS 调查问卷 V4、V5、V7、V8 基本价值观构成因子重要性数据结果制表。该章有关 WVS 的

数据全部来源于 WVS 官方网站：http://www.worldvaluessurvey.org/wvs.jsp ，下文不再做说明。 

http://www.worldvaluessurvey.org/wvs.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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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 96.4 3.3 97.3 2.5 71.5 18.7 37.3 46.3 12.6 36.1 

摩洛哥 93.4 5.4 95.6 3.6 89.0 7.4 37.2 33.1 10.9 14.2 

阿尔及利亚 94.4 4.7 90.6 7.5 92.4 5.9 35.6 51.3 15.0 34.4 

伊拉克 97.3 2.2 93.5 5.2 85.2 10.6 59.6 31.9 25.4 27.4 

沙特 94.7 4.8 88.7 8.7 61.5 24.4 53.1 38.4 25.6 28.4 

中国 60.2 36.2 2.5 6.3 49 42.5 19.9 61.9 15.1 47.7 

表格 2  阿拉伯人基本价值观36 

国别 
家庭 宗教 工作 朋友 政治 

很重要 重要 很重要 重要 很重要 重要 很重要 重要 很重要 重要 

埃及 97.7 2.1 95.4 4.1 63.1 21.8 43.2 46.7 9.1 28.2 

摩洛哥 96.0 3.4 90.5 7.9 85.6 11.2 52.2 32.9 10.3 23.0 

伊拉克 95.9 3.6 95.6 3.3 82.2 11.5 59.7 30.4 35.5 27.7 

约旦 96.8 2.6 94.4 5.2 66.7 20.1 62.8 29.3 20.6 29.1 

中国 78.1 19.3 5.0 11.2 43.7 41.8 30.3 52.6 13.3 34.9 

表格 3  阿拉伯人基本价值观37 

国别 
家庭 宗教 工作 朋友 政治 

很重要 重要 很重要 重要 很重要 重要 很重要 重要 很重要 重要 

阿尔及利亚 93.1 4.2 90.7 6.7 76.0 10.9 49.2 30.8 20.3 18.9 

埃及 97.4 2.2 94.1 5.7 61.0 21.3 54.9 33.6 31.0 44.0 

卡塔尔 99.0 0.8 98.9 0.9 84.5 9.9 72.9 25.6 29.2 37.9 

科威特 93.2 4.8 86.5 7.4 75.8 16.4 54.3 37.3 31.2 27.6 

黎巴嫩 75.1 11.9 52.9 24.1 62.4 20.3 51.9 31.8 20.8 25.8 

利比亚 96.9 2.4 94.9 3.0 78.9 10.0 61.3 33.0 27.7 29.4 

摩洛哥 90.7 8.5 88.9 9.8 82.5 12.7 35.8 42.5 6.2 9.3 

突尼斯 97.6 1.8 95.4 2.7 87.0 7.2 48.2 34.2 19.3 20.9 

也门 95.8 2.9 95.8 2.8 69.9 15.1 49.5 40.7 14.3 29.5 

伊拉克 92.9 6.4 84.7 12.8 66.0 24.8 47.8 39.4 12.2 29.9 

约旦 95.8 4.0 93.3 6.2 68.1 18.7 50.7 40.2 14.5 25.5 

中国 85.7 12.8 2.6 8.0 38.1 41.5 46.6 44.4 10.4 28.3 

2.原因分析 

二战后阿拉伯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巨变，一方面是原本统一的政治实体奥斯曼

                                                             
36

 据第 5 轮 WVS 调查问卷 V4、V5、V7、V8 基本价值观构成因子重要性数据结果制表。 
37

 据第 6 轮 WVS 调查问卷 V4、V5、V7、V8 基本价值观构成因子重要性数据结果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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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被肢解成二十多个独立主权国家，因自然禀赋、人力资源、国家政策、外交

环境等原因贫富差距拉大。最突出的是因油气资源在阿拉伯地区分布不均衡，只

有部分国家因油气财富而成为世界上最富裕、最慷慨的现代福利国家。其它国家

则因资源禀赋低，又普遍固守传统文化，对新生事物开放性差、接受程度低，导

致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发展乏力、生活水平低。 

另一方面是全球化加速，剧烈冲击着阿拉伯传统的社会结构观念及价值观

念。阿拉伯国家内部，价值观选择因社会环境、社会变迁的不同而产生差异性，

转变后的价值观念反过来进一步促进社会转型。政局动荡且盛行威权统治、人力

资源素质偏低、自然禀赋未充分开发利用的也门、伊拉克、约旦、摩洛哥等偏重

“生存”价值取向。油气资源丰富、人民经济安全感强、生活幸福感大幅提升的

卡塔尔偏重“自我表达”价值取向。 

所以，阿拉伯国家内部，受宗教哲学、发展阶段、政治统治、经济发展、地

理资源、外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各自不仅在发展路径选择上不一致，而且在价

值观取向上也并不完全一致，实为多元价值观社会。 

（二）阿拉伯人工作价值观概况 

1. 工作价值观概念述评 

价值观系统作为一种标准指导着人们的行为选择和行为评价，“上承文化认

知系统，又对一国的显性制度包括法律、规则等有较大的影响，”38其发展变化在

复杂多变的社会转型期不像政治、经济那么明显，但却最为深刻，也最能说明问

题。随着工业化、现代化时代的到来，人的工作价值观问题渐渐凸现。国外西方

理论界对工作价值观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 20、30 年代，国内学者对工作价值观

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 70、80 年代。工作价值观是个抽象概念，广义上讲包括从

经济伦理到工作偏好等的一系列概念39。因不同学者关注方向的不同，而使其概

念界定、因素构成、测量工具等繁多，到目前为止尚未发展出一个统一且公认的

定义，学界较为认可和较为流行的定义如下: 

国外苏珀 Super 在绘制生涯彩虹图时，从生命空间规划与发展所具有的角色

角度认为工作价值观是“个人所追求的与工作有关的目标，是个人的内在需要及

其从事活动时所追求的工作特质或属性。”40得出作为工作者的角色是个人生涯中

最重要角色的结论，工作铸就了生活并给予其意义，但同时受其他生涯角色的影

                                                             
38

 任钊逸 范徽 李妍，霍夫斯坦特国家文化模型与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比较研究，上海管理科学，第 36 卷

第 5 期，2014，第 76 页。 
39 Dose J. “Work values: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and illustrative application to organizational socialization”,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1997, (3), p.219. 
40 Donald E Super, “A life-span, life-space approach to career development”,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1980, pp.282-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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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伊莱泽 Elizur 在分析总结前人如何测量与分析工作价值观的基础上，指出前

述研究并未探究工作价值观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提出从工作价值域的角度重

新考察工作价值观的基本方面,以进一步完善工作价值观定义，认为工作值域包

括两个基本方面，“其一是结果——情态模式（情感、认知或手段），其二是结果

——绩效关系模式（奖励或资源），”41得出工作价值观维度 Radex结构。罗伯特·努

普 Knoop 认为“工作价值观是指工作的价值性、重要性和可取性，”42努普主要关

注工作价值观与参与性决策、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玛丽亚·罗斯 Maria Ros

认为“工作目标或工作价值观被视为工作环境中基本价值观的表达，”43她认为从

价值观的角度看意味着存在内在、外在、社会和声望工作价值观等四种类型。后

续学者在综合分析前述概念的基础上，将工作价值观定义为“工作各方面对个体

的相对重要性，包括理想的工作环境及与工作相关的结果等。”44 

国内学者对工作价值观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 70、80 年代，起初定义多聚焦

于对职业价值观的定义，如：凌文辁和方俐洛侧重于从职业选择的角度对择业观

下定义，认为“是人们对待职业选择的一种信念和态度，或是人们在职业生活中

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45余华和黄希庭从职业选择心理的角度，定义了职业价值

观“是人们衡量社会上某种职业的优劣和重要性的内心尺度。它是个人对待职业

的一种信念，并为其职业选择、努力实现工作目标提供充分的理由。”46金盛华和

李雪参照国外学者的定义将工作价值观分为目的性工作价值观和手段性工作价

值观，目的性工作价值观是个体评价和选择职业时内隐的动机性标准；手段性工

作价值观时个体评价和选择职业时外显的条件性标准，前者影响后者。 

进入新世纪，我国学者开始多角度关注总体抽象意义上的工作价值观而非单

纯的职业价值观，通过实证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或探求工作价值

观的主要结构、重要维度及相互之间的影响关系，或按职业领域考察或按代际考

察，如：霍娜和李超平在综合分析国内外概念的基础上，将工作价值观定义为“是

超越具体情境，引导个体对与工作相关的行为与事件进行选择与评价，指向希望

达到的状态与行为的一些重要性程度不同的观念与信仰。个体工作价值观的类型

决定个体在工作中想要满足的需求及其相应的偏好。”47黄希庭等得出“创新氛围

                                                             
41 Dov Elizur, “Facets of Work Values: A Structural Analysis of Work Outcome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84, Vol 69, N.3, p.399. 
42 Robert Knoop, "Achievement of work values and participative decision-making", Psychological Reports, 1991, 

68, p.776. 
43 Maria Ros, “Basic Individual Values, Work Values, and the Meaning of Work”, Applied Psych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1999,48 (I), p.49. 
44

 Jing Jin, James Rounds,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work values: A meta-analysis of longitudinal studies",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2012(80), p.327. 
45

 凌文辁 方俐洛 白利刚，我国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观研究，心理学报，1999 年第 31 卷第 3 期，第 342 页。 
46

 余华 黄希庭，大学生与内地企业员工职业价值观的比较研究，心理科学，2000 年第 23 卷第 6 期，第

739 页。 
47

 霍娜 李超平，工作价值观的研究进展与展望，心理科学进展，2009 年第 17 卷第 4 期, 第 7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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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价值观与创新绩效的关系间具有调节作用”48的结论，认为企业在管理实

践中应努力营造良好的有利于创新的企业文化氛围。田喜洲等人从工作价值取向

与工作价值相区别的角度，认为“工作价值观是个体对待职业选择的一种信念和

态度，它是个体选择职业的依据，贯穿于个体职业搜寻过程。”49丁越兰等研究得

出“新生代员工工作价值观的功利导向，内在偏好，创新导向，长期发展对创新

绩效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人际和谐对创新绩效无显著影响，”50因此，国营企

业相比民企企业因拥有较高的薪资水平和完善的保障体系，同时具有宽松的工作

环境和稳定的雇佣关系，更能激励新生代员工的创新绩效。从考察中小学教师工

作价值观代际差异的角度将工作价值观定义为“是个体所追求的与工作有关的目

标，是个体的内在需要及其从事活动时所追求的工作特质与属性，它在个人生活

和职业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51因对工作价值观考察维度的多元化，工

作价值观的定义开始一般化，可被定义为“个人的价值观可以被带入到生活的各

个领域中，这些价值观中与工作相关的就可以被称为工作价值观。”52 

鉴于目前学界尚未对阿拉伯人工作价值观进行过界定，本文我们谨借用学界

一般意义上对工作价值观的定义，即主体对于工作意义的认识53，对工作重要性

的认知,在测量工具上使用 WVS 数据库测量，分析总结阿拉伯人工作价值观。

虽然 WVS 不是专门针对工作价值观开发的测量工具，但它是针对 18至 85岁（不

足或超过工作年龄的人，问卷采取将要、曾经的方式提问）之间所有人开展的有

关个人微观价值观的普查（包括工作价值观），并将调查数据与宏观世界问题进

行联系。使用几率抽样方法且其原则最好是抽取率与单位大小成比率（PPS），

初抽单位数量在 30 个以上为原则，抽取 PSU 时必须是以随机法为原则，不可用

替代样本，样本数至少在 1000以上，使用信度、效度较高，经得起验证。WVS

数据也是目前能获得的有关阿拉伯人价值观最全面的实证数据，其他如阿巴

斯·吉·阿里54等都是针对具体阿拉伯国家而进行的零星实证研究。而且 WVS

调查问卷比较统一（国家或地区可根据各自经验与特点对个别问题进行对等微

                                                             
48

 窦运来 黄希庭，工作价值观与创新绩效：创新氛围的调节作用，西南大学学报，2013 年第 39 卷第 3 期，

第 98 页。 
49

 田喜洲 左晓燕 谢晋宇，工作价值取向研究现状分析及未来构想，外国经济与管理，2013 年第 35 卷第

4 期，第 33 页。 
50

 丁越兰 徐显航 覃鹏，新生代员工工作价值观、企业性质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商业研究，2016 年总第

473 期，第 165 页。 
51

 王飞，中小学教师工作价值观的代际差异，当代教育科学，2018 年第 12 期，第 48 页。 
52

 林宇豪 陈英葵，“多元化与数据化：新生代员工工作价值观评述及研究展望”，现代管理科学，2019 年

第 8 期，第 94 页。 
53

 Dose J., “Work values: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and illustrative application to organizational socialization”, 

pp.219-242. 
54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大学艾伯利商学院教授，曾任沙特国王大学、沙迦大学客座教授，约旦大学

富布莱特高级学者，享有国际声誉。在组织管理、战略管理、经济伦理、竞争力研究等多领域著述颇丰，

代表性著作主要有：《伊斯兰视角下的组织管理》（2005）、《沙特阿拉伯的经营管理环境：跨国公司面临的

挑战与机遇》（2008）、《伊斯兰经济伦理》（201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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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从而可直观上对各国文化进行定位。既可整体上了解现代阿拉伯人工作价

值观，又可将调查数据与宏观世界问题进行联系，分析阿拉伯人外在工作价值观、

内在工作价值观及其与阿拉伯人基本价值观的关系。 

2. 阿拉伯人工作价值观概况 

工作价值观影响着个体在工作中的行为以及公民群体和组织的行为，进而影

响社会整体组织建设。随全球跨文化合作的迅速增加，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

工作价值观基本构成及其与基本价值观的关系，以及两者对工作行为的影响逐渐

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在工作价值观上，表格 1、2、3显示总的来讲阿拉伯人肯

定工作的意义，但并未将工作作为生活中心，工作中心度较家庭、宗教得分低。

“个体对于工作在自己生活中相对重要性的一种态度和行为选择”55被称之为工

作中心度，常与工作伦理交互替换使用。但工作伦理主要是指工作信念与工作承

诺，而工作中心度是指一段时间内工作于人的重要程度和生活意义，取决于特定

的历史文化条件。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在信念上认可工作的重要性，但在某段时间

受各种因素影响可能较少参与工作。现阶段在阿拉伯国家经济表现不佳且认可肯

定工作重要性的情况下，有必要呈现各阿拉伯国家近一段时间内的工作中心度，

并尽可能地分析其影响因素，有助于区分哪些国家是对未来负责的经济行为者和

哪些国家仍是滞后的行为者。 

纵向比较，阿拉伯人均将工作重要性排在家庭、宗教之后。横向历史性比较，

阿拉伯人对工作的意义认可和重视程度，第 4轮 WVS调查，阿尔及利亚>摩洛哥>

伊拉克>埃及>约旦>沙特；第 5 轮 WVS 调查，摩洛哥>伊拉克>约旦>埃及；第 6

轮 WVS 调查，突尼斯>卡塔尔>摩洛哥>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科威特>也门>约旦>

伊拉克>黎巴嫩>埃及。在 4、5、6轮的连续调查中，各阿拉伯国家特别是阿尔及

利亚与摩洛哥相比、埃及与约旦相比，对工作重要性的认知均随时间发展发生了

强烈变化，只有摩洛哥>伊拉克>埃及一直存在。可见现代阿拉伯人对工作意义、

工作重要性的认知，因国家不同差别很大，且这种差异性会随时间发生动态性变

化，部分国家在不断变动中具有相对稳定性。 

（三） 现代阿拉伯人外在工作价值观与内在工作价值观 

WVS 每份问卷设置 200 多个问题，涉及工作价值观的约十几个，包括工作

重要性、舒适与安全、责任与分工、就业平等、竞争意识、职业激励、职业选择、

权威认同等。我们按工作价值观基本构成的一般分类，从外在工作价值观和内在

                                                             
55 
王群 刘耀中，不同工作中心度员工的有效激励因素初探，经济论坛，2005 年第 19 期，第 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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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价值观两方面56，利用 WVS 实证量表测量与分析现代阿拉伯人工作价值观

现状及影响因素。外在工作价值观主要包括经济报酬、职业激励、假期与休闲时

间等外部物质性奖励；内在工作价值观主要包括自我实现、竞争意识和社会责任

等57。因参加 WVS 调查的阿拉伯国家较多，对有单一维度且重复率高的问题，

我们采用折线图、表格统计汇总显示的方法集中分析，其他涉及较少的问题，我

们简单说明，如阿拉伯人社交时间在亲戚、朋友、同事之间的分配比例问题，一

般是亲戚>朋友>同事；阿拉伯国家在就业平等上存在重男轻女性别歧视的现象等

不做统计分析。 

1.现代阿拉伯人外在工作价值观 

（一）经济报酬、职业激励与经济发展 

从经济发展水平看，阿拉伯国家有的已步入世界富国行列，有的仍处于发展

中，有的则是世界最贫困国家，但大部分阿拉伯国家并未完全实现工业化、现代

化。WVS 调查也显示科威特、埃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也门、约旦、黎巴

嫩等国（表格 4、表格 5），更关心经济增长，注重经济理性和经济成就，在保护

环境与发展经济之间，依旧选择后者。反映出这些国家整体仍处在由传统价值观

向现代性价值观的转变中，群体意志接受以单纯经济发展为目标的价值观。最大

限度地获得经济收入依然是约旦、摩洛哥阿拉伯人择业的首要目标（见表格 4、

表格 5），远未达到追求自我表达、从事有趣有意义工作的层次。在环境保护实

现可持续发展上，只有摩洛哥、利比亚、卡塔尔具有较高的环保意识。 

表格 4  职业激励58 

国别 

收入良好 安全无风险 
与喜欢的人 

一起工作 

从事一份重要 

的工作 

第一 

重要 

第二 

重要 

第一 

重要 

第二 

重要 

第一 

重要 

第二 

重要 

第一 

重要 

第二 

重要 

埃及 40.7 39.5 43.9 39.5 7.3 15.0 8.1 5.7 

约旦 57.1 22.8 23.5 34.4 9.8 23.7 9.6 18.4 

摩洛哥 65.2 22.2 17.8 32.8 4.8 15.7 11.7 25.7 

                                                             
56 
赵辉，国外工作价值观研究综述，燕山大学学报，第 12 卷第 2 期，第 75 页；Hamid Yeganeh, "Religiosity,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work values: a cross-national study", Journal of Management Development Vol. 

34 No. 5, 2015, p.587. 
57

 Hamid Yeganeh, "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work-related values and attitudes: An application of Inglehart’s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evelopment Issues Vol. 16 No. 2, 2017, p.133. 
58

 根据第 5 轮 WVS 调查 V48、V49 人们在选择工作时常见考虑因素重要性对比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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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5  工作与经济发展59 

国别 
优先保护环境，即使经济

增长放缓、就业岗位减少 

经济增长、创造就业优先，即

使在一定程度上危害环境 

其他

答案 
不知道 

科威特 27.2 55.0 5.4 10.7 

埃及 30.5 68.6 0.9 
 

阿尔及利亚 31.2 43.0 7.4 18.3 

突尼斯 32.0 57.6 
 

10.5 

也门 33.0 52.5 0.6 13.9 

约旦 35.8 59.8 0.8 3.8 

黎巴嫩 39.9 50.3 0.6 9.2 

伊拉克 43.0 48.3 5.7 3.0 

摩洛哥 53.2 21.2 6.3 13.8 

利比亚 54.5 33.0 4.0 6.0 

卡塔尔 63.1 35.5 
 

1.5 

（二）休闲娱乐取向与工作劳动取向 

第 4、5 轮 WVS 有关阿拉伯人对空闲时间与工作时间分配与重视程度的调

查结果显示：参与调查的阿拉伯国家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休闲娱乐取向型国家，

非常重视空闲时间保障的约旦（图 1、表 6）。第二类是工作劳动取向型国家，倾

向于工作劳动认可的阿尔及利亚、沙特、摩洛哥（图 1、表 6、7、）。第三类是在

休闲娱乐取向与工作劳动取向之间迷茫，第 4 轮 WVS 调查（图 1、表 6）显示

近一半的埃及人不知道是工作还是休闲让生活有意义，第 5轮 WVS 调查（表 7）

埃及又最愿意牺牲空闲时间投入在工作上。同时在第 4轮 WVS 调查重休闲娱乐

取向的约旦，在第 5轮 WVS 调查中也比较愿意牺牲休闲时间于工作上。 

                                                             
59

 根据第 6 轮 WVS 调查 V81 当人们讨论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时，经常会有下列两种观点，请您告诉我，

哪一种更接近您的看法的回答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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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生活意义倾向图60 

表格 6  生活意义量表
61
 

国别 1休闲娱乐 2 3介于休闲与工作之间 4 5工作 6不知道 

埃及 0.8 0.8 15.5 36.4 0.2 46.4 

约旦 62.4 15.1 13.7 3.5 1.8 1.7 

摩洛哥 8.5 2.0 27.4 12.1 49.1 0.8 

沙特 4.3 1.4 8.9 17.0 64.8 3.7 

阿尔及利亚 3.0 0.4 10.0 9.6 75.5 1.6 

表格 7  时间观62 

国别 强烈同意 同意 既不同意也不反对 不同意 强烈不同意 不知道 

埃及 64.7 29.2 4.1 1.7 0.1 0.2 

约旦 49.8 38.2 4.4 4.0 0.7 2.9 

摩洛哥 48.3 31.3 13.2 3.9 0.7 2.6 

为什么在地理空间接近、主流文化趋同的国家之间差异如此悬殊。“时间会

                                                             
60

 根据第 4 轮 WVS 调查 V83 休闲娱乐还是工作让生活有意义制图。 
61

 根据第 4 轮 WVS 调查 V83 休闲娱乐还是工作让生活有意义制表。 
62

 根据第 5 轮 WVS 调查 V54 工作第一重要，即便占用空闲时间的回答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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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它比有声语言更坦率，它传达的信息更响亮而清晰。”63这主要与阿拉伯地

区如今流淌着的四种文化时间有关： 

首先是阿拉伯地区固有的土著文化时间，即贝都因人的时间。自由自在、无

拘无束，自古以来在沙漠中逐水草而居的贝都因人“时间观念淡漠”64甚至“没

有时间观念”65。他们不按计划规定的时间顺序进行活动，相反，他们的时间按

活动的进展而伸缩调整，“具有享乐主义的性格”66。“基于沙漠游牧生活的散漫

性格，作为阿拉伯固有文化传统中的因素，深深地印刻在了阿拉伯人的民族性格

中，直到今天仍对阿拉伯民族的价值观、行为方式产生着重要而深刻的影响。”67

阿拉伯人不喜欢长时间工作，官方上班时间一般是从上午 8、9 点开始，到下午

1、2点正式结束，剩余为社交休闲及其他活动时间。爱德华٠T٠霍尔 E.T.Hall 把

不同文化群体对时间的处理方式分为两种范畴：单向时间制（Monochronic time）

和多向时间制（Polychronic time），即时间是线性的，应在一个时间里做一件事，

按计划和时间表行事；还是时间是非线性的，在同一时间里可以做多件事，不应

该绝对按照时间表行事，应该灵活机动68。阿拉伯人是典型的多向时间制，一段

时间内可以做多件事，不必按部就班地依时间表行动，而必须随机应变根据情况

及时调整时间安排，时间具有弹性，自由度大。特别是许多城市化的阿拉伯人时

间都是不定向的，缺乏任何明确的优先事项。 

其二是伊斯兰教文化时间。现在的伊斯兰教对阿拉伯人来说，虽“不再是一

个刚从阿拉伯熔炉中出来的具有高温和可锻性的新信仰，而是经过若干世纪的传

统习惯的因袭，变成一个具有固定的行为和信条规范的古老宗教。”69但它“是

促成阿拉伯民族的第一要素，它使阿拉伯人彼此结为一个整体。”70它“不仅仅是

一种宗教，而且还是一种生活方式。”71在生活表层它规定了穆斯林年、月、周、

日里应做的宗教功课和参加的宗教活动，生活深层它融入了穆斯林今生后世的精

神指向和灵魂归属。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 Florence Kluckhohn 与斯乔贝克 Fred 

Strodbeck（1960）针对不同文化的人对待时间的行为模式，把不同文化群体的时

间取向分为三种: 过去时间取向（pasttime orientation）、现在时间取向（present 

                                                             
63

 [美]爱德华٠T٠霍尔，《无声的语言》，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第 1 页。 
Edward T. Hall, The Silent Language.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Garden City, 1959, p.20. 
64 
郭依峰 肖凌 侯宇翔 著，朱威烈 主编，《世界大国（地区）文化外交·阿拉伯国家卷》，北京：世界知

识出版社，2014，第 35 页。 
65

 李绍先 王灵桂，《一脉相传阿拉伯人》，北京，时事出版社，1997，第 8 页。 
66

 [美]希提，《阿拉伯简史》，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第 119 页。 
67

 郭依峰 肖凌 侯宇翔，《世界大国（地区）文化外交·阿拉伯国家卷》，第 66 页。 
68

 参考：陈晓萍，《跨文化管理》[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第 31 页。 
69

 陈融 邹溱 编著，《博观与辨析——西方学者论东方文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1 版，第 419 页。 
70

 转引自国少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研究》，时事出版社，2009，第 29 页； 

塔哈٠侯赛因，“阿拉伯民族性”，见《 العامة الثانوية العربية اللغة في الأضواء 》，埃及复兴出版社，1979 年，第 186

页。 
71

 蔡德贵 主编，《当代伊斯兰阿拉伯哲学研究》，第 4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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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orientation）和未来时间取向（future time orientation），即一个民族或国家的

人是注重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阿拉伯人受宗教追根溯源思想的影响，对逝去的

时间格外珍视，有“向后看”的传统：阿拉伯电影、电视剧在题材选择上，也多

基于过往历史文化，极其缺乏未来科幻片，“一百多年来，阿拉伯电影工作者十

分注意从自身的民族历史文化中汲取创作题材......发展本国的电影事业。”72 

其三是源于西欧近现代化、工业化注重时间成本、讲究效率的线性时间。20

世纪以来，许多阿拉伯人不仅开始穿西装、牛仔裤，而且开始办工厂、建工程，

力图加快城镇化建设、推动实现工业化，生活、生产方式发生很大转变。在经济

全球化、现代化的深入推动下，阿拉伯人外出经商或受外商影响增加，也越来越

接受线性时间确定性事件的理解。 

其四是受土著贝都因时间、伊斯兰教普遍时间、工业化近代时间混合影响而

形成的崭新的现代文化时间。在各阿拉伯国家，因混合方式的不同而造成如上图、

表格中显示的各自不同的现代文化时间。总之，阿拉伯人集体懒散、及时享乐的

惯性思维逐渐被肢解，开始转向积极思索工作的意义和价值。亨廷顿在论及价值

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时，认可马克斯·韦伯的论断：并不是因为新教废除抑制经

济自由发展的高利贷、鼓励人们追求财富，而在于它“确定和支持了日常行为的

伦理而促进了经济上的成功。”换言之就是“时间观念强。”73 时间在工业化、现

代化的背景下，是人类一种特别珍贵和有限的资源，衍生出“时间即生命”、“时

间即金钱”的现代时间观念。阿拉伯在未完成现代化社会转型和工业化建设的情

况下，时间仍未给他们带来足够的压迫感、紧张感。但在外部环境变化促使阿拉

伯人的时间观可开始改变，沙特、阿尔及利亚自 1980 年以来劳动力需求的增长

速度远低于劳动力增长率，平均生产率负增长，高达两位数的失业率常年居高不

下，为了生存他们必须争取工作机会、延长工作时间，甚至一定程度上鄙弃闲暇，

比中国更加看重工作的意义。 

（三）阿拉伯人排外倾向比较及原因分析 

在参与调查的阿拉伯国家中，摩洛哥表现出对外国人、外来务工人员最高的

容忍度，约旦在抵惧外国人程度上远高于摩洛哥，且渴望政府对来外务工人员有

严格限制（表 8、图 2）。利比亚是第 6轮调查中相比其他阿拉伯国家更加排外的

国家，阿尔及利亚第 6轮调查与第 5轮调查相比排外倾向出现较大上浮。开展第

6 轮 WVS 调查（2010-2014）的时间恰逢“阿拉伯之春”，外国势力直接出兵利

比亚干预内政，不排除此举会引发利比亚强烈排外倾向及邻国阿尔及利亚连带排

外倾向的增强。应明确的是，阿拉伯世界目前所进行的转型和变革将会是长期的，

                                                             
72

 陆孝修 陈冬云 著，《阿拉伯电影史》，北京，昆仑出版社，2011 年，序第 2 页。 
73

 [美]塞缪尔·亨廷顿 劳伦斯·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中译本，北京，

新华出版社，2010，第 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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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受外力干涉。 

表格 8  阿拉伯人排外倾向74 

国别 时间 让任何人来 有工作就可以 严格限制 禁止人来 不知道 

摩洛哥 
第 4轮 WVS 31.0 35.5 19.6 7.4 6.6 

第 5轮 WVS 27.3 38.8 18.8 10.8 4.2 

阿尔及利亚 第 4轮 WVS 16.5 40.4 26.1 6.2 10.8 

沙特 第 4轮 WVS 15.0 42.0 30.6 4.8 7.5 

埃及 
第 4轮 WVS 4.3 41.8 39.3 12.2 2.4 

第 5轮 WVS 5.2 24.9 43.3 26.4 0.1 

约旦 
第 4轮 WVS 3.1 30.5 42.6 20.8 2.8 

第 5轮 WVS 1.9 26.2 43.3 23.7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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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排外倾向图75 

综合分析第 4、5、6轮 WVS 数据，发现阿拉伯国家排外倾向比例一直不小，

跨国合作项目在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方面有明显的积极作用，但在地缘

局势动荡、外部工作环境不确定性加剧的情况下，社会经济的有限可能性会导致

处在边缘地位的公民产生具有激进化的排外倾向。如在第 5轮调查中摩洛哥、埃

及排斥外国人数据上扬幅度较明显，第 5轮 WVS 调查时间为 2005年-2009年，

不排除这些国家排外倾向增加与大量外籍劳务人员持续涌入阿拉伯国家，冲击了

                                                             
74

 根据 V146 对外来务工人员，本国公民期待的政府作为的回答制表。 
75

 根据第 4、5、6 轮 WVS 调查 V73 拒绝与外国移民或外来务工人员做邻居的回答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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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劳动力市场有关。 

2. 现代阿拉伯人内在工作价值观 

（一）竞争意识 

（1）阿拉伯国家劳动力概况 

表格 9显示摩洛哥、突尼斯、也门、约旦、埃及等国偏重体力劳动，科威特、

卡塔尔、利比亚等油气富国偏重脑力劳动。自油气财富在阿拉伯地区特别是海湾

国家发现以来，阿拉伯国家内部出现了人才虹吸现象。海湾国家吸收了大批来自

摩洛哥、埃及、伊拉克、突尼斯、叙利亚、苏丹、巴勒斯坦等国的人才，这造成

了海湾国家将繁重的体力劳动留给外籍劳工，本国居民主要从事管理、投资等脑

力劳动的现象。 

“海湾地区的阿拉伯人通常拒绝从事手工作业，因为手工作业依照传统通常

由来自弱小部落或者部落来源不明的低下之人从事”76，是一种心理定势。所以，

海湾石油富国的当地人通常期望有一定地位、工资高、不需要长时间工作的工作。

就连政府也公开承认国民不愿意从事手工劳动或者地位低下的工作。尽管有些海

湾国家失业率一直攀升，但政府并没有鼓励或者强迫国民接受此类体力工作的切

实计划与决策。通常家族财富和政府福利也对当地年轻人接受教育、进入劳动力

市场形成障碍。使得海湾富国的当地阿拉伯居民常将就职期望锁定在工资高、工

作时间短的政府公共部门，吸引当地人的唯一私营部门领域是银行金融服务业，

被广泛认为是一种值得尊敬的职业。但即便银行在职位或待遇方面给予当地人优

惠，但多数当地雇员的工作表现无法让人满意，因缺乏相关工作能力而在工作可

靠性或绩效上出问题。 

表 9  劳动力现状77 

国别 1  2 3 4 5 6 7 8 9 10  

伊拉克 3.2 4.8 7.5 5.9 6.9 3.4 4.2 5.4 4.2 1.8 

埃及 8.1 5.0 7.3 4.6 5.3 3.8 4.7 6.3 1.7 3.3 

科威特 10.4 2.1 3.0 3.6 12.5 8.9 8.7 6.1 3.9 16.7 

阿尔及利亚 10.4 2.1 3.2 3.2 9.2 2.8 3.8 2.5 2.3 8.7 

黎巴嫩 12.2 7.3 4.8 5.3 9.0 12.8 10.6 10.9 5.2 9.2 

约旦 12.9 3.0 3.4 1.8 5.2 2.9 1.7 3.5 4.2 4.9 

卡塔尔 13.3 4.0 3.0 1.5 17.3 8.5 5.7 8.4 7.5 24.6 

                                                             
76

 Hamid S. Atiyyah, "Expatriate Acculturation in Arab Gulf Countries", Journal of Management Development, 

1996,15(5), p.38. 
77

 根据第 6 轮 WVS 调查 V231 您现在承担的工作任务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的回答制表，1 表示纯体

力劳动，10 表示纯脑力劳动，2-9 表示介于两者之间并有所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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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门 14.8 7.3 3.4 1.4 3.5 2.0 2.1 4.1 2.5 2.3 

利比亚 16.0 2.2 1.8 2.3 7.2 5.6 5.4 5.8 3.9 16.3 

突尼斯 27.5 4.4 4.4 2.6 8.5 3.2 2.0 2.4 1.2 4.1 

摩洛哥 36.1 10.6 5.0 3.6 13.5 7.3 5.6 3.6 1.9 7.5 

（2）阿拉伯国家竞争意识概况与原因分析 

阿拉伯国家总体上认可竞争能够给社会带来活力、有益于发展，渴望竞争能

发挥作用。只因各国社会环境不同、所采取政策不同，相互之间竞争意识有一定

差别（见表格 10）。但为何认可竞争的作用，阿拉伯经济却并不呈现充分的竞争

性和效率性，主要因为： 

阿拉伯自古便是以血缘、姻亲为基础的部落氏族社会。伊斯兰教产生后，先

知穆罕默德一直强调要打破部落血缘关系，组建以信仰为基础的“乌玛”共同体。

但“伊斯兰教价值体系和阿拉伯人价值体系的相同之处在于强调家庭社会链接的

重要性”78。“建立在过于牢固的家庭关系基础上的文化可能会阻碍经济发展”79。

遵从家族规范、重视家族思想的发展影响人们公共意识与社会意识的发展。部落

家族主义强调家族成员间的等级而非人之间的平等，强调家族的秩序而非自由，

强调家族的义务而非权利，受其影响，人们往往从家族的角度看待事物，而非从

公共的、社会的角度看待问题，从而使社会集体生活缺乏公共观念、公共道德。

重家族轻公共社会的思想抑制人们形成超越家庭利益的远大目标和强大动力。所

以，过于牢固的家庭关系有碍于社会成员之间建立大量交叉关系，很容易将社会

分割成一个个孤立且忠诚感强的核心群体，不利于把社会中分散的不同成员联系

起来，凝聚成一个公民社会。 

近现代以来，因外部工作环境不确定性加剧，部分阿拉伯个人逐渐从家庭、

家族、部落网络的束缚中分离出来，由集体主义价值取向走向个人主义价值取向，

“但仍有许多人要在寻求个人自由与维护家族利益的传统价值观之间做出艰难

的选择。”80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过于牢固的家庭关系，其弊端主要

体现在： 

国家资源配置上，体现为占统治地位的部落族群按自己的偏好分配控制国家

财富，制定普遍倾向于扩大自身财富积累的政策，造成阿拉伯国家贫富差距拉大、

失业率高；公司组织建设上，体现为阿拉伯地区 98%的企业为家族企业，个人形

式的“小企业家和潜在企业家被边缘化”81，不利于组建竞争性强的大型企业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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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进而影响社会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个人生产上，体现为在价值取向上偏重

公正、仁慈、均衡等美德之维，而抑制效率和自由等富于竞争的维度，“人们对

家庭性生产有较大依赖性，对市场经济活动参与性较小，特别是青少年和女性，”
82不利于激发社会整体活力。正处于社会现代化转型中的阿拉伯社会，转型重要

一维就是将强血缘亲属关系、弱社会公共关系的部落社会转化为强社会公共关系

的公民社会。 

表格 10  竞争意识83 

国别 1 2 3 4 5 6 7 8 9 10 
不知

道 

也门 56.0 14.9 6.3 4.0 5.9 1.6 1.0 1.3 0.5 0.2 7.9 

利比亚 56.0 7.2 6.2 4.8 8.6 2.8 2.1 2.3 1.8 5.3 2.1 

埃及 50.5 13.8 13.4 4.7 9.1 3.6 2.3 1.2 0.8 0.6 
 

卡塔尔 48.9 7.4 4.3 2.8 8.0 5.0 5.8 5.2 4.3 8.0 0.4 

突尼斯 46.0 6.6 9.5 6.1 12.0 5.6 2.4 0.9 0.2 1.1 9.1 

科威特 43.3 8.2 6.4 5.1 11.1 5.8 6.4 3.5 2.8 5.3 1.2 

摩洛哥 41.5 6.6 5.5 3.0 9.8 1.8 1.8 1.8 0.4 4.1 19.0 

约旦 40.6 14.8 10.2 6.5 10.8 6.8 4.8 2.7 1.0 1.3 0.5 

阿尔及利亚 35.9 10.2 9.1 5.8 11.7 4.2 5.6 4.3 2.1 3.7 5.7 

黎巴嫩 25.7 10.1 7.8 7.8 11.7 7.3 9.2 8.4 5.2 2.7 2.3 

伊拉克 23.3 27.5 18.1 10.9 9.1 3.4 2.1 2.5 1.4 0.5 1.2 

（二）性别观念与权威认同下的社会责任 

从第 6 轮 WVS 调查 V230 这一问题看，大部分阿拉伯国家劳动参与度低。

从未参加过工作或不在正规部门工作的比例占 50%左右的有埃及、阿尔及利亚、

伊拉克、约旦、也门、突尼斯、摩洛哥等。造成此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阿拉伯青年人数激增，人口结构年轻化。

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16 年阿拉伯国家人类发展报告》显示，30 岁以

下人口约占阿拉伯地区总人口的 60%，其中 15 至 19 岁的青少年占 30%左右。

“2008 ～ 2017 年十年间，阿拉伯国家青年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且呈增长态

势......2017 年，阿拉伯国家青年失业率达 30.1%，居世界各地区之首”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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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阿拉伯国家“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世界最低”85，“中东和北非地区是世

界上女性创业活动水平最低的地区之一”86。绝大部分女性不参加工作，性别歧

视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和经济过程，它根植于社会习俗和期望、教育和工作经验等

因素中。即使法律明确确定男女权利平等，性别隔阂仍旧使社会和经济中的性别

分化现象长期存在。早在一千多年前伊斯兰教已开始倡导性别平等（《古兰经》

2:187，3:195，4:124，16:97，24:30–31，36:36，51:49），但阿拉伯自古以来

的社会生产与社会参与以部落家族为单位，女性一般情况下不参与社会公共经济

建设，女性活动范围主要局限在部落家族内部。现在全职家庭主妇在阿拉伯国家

也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绝大多数女性认可母亲工作孩子遭罪、做家庭主妇与

从事支付工资的工作一样充实有意义。对此，英格尔哈特认为“正是西方与伊斯

兰国家在性别价值观上的认知差距，造成了双方之间不断扩大的经济鸿沟。”87全

球化竞争的时代，如果在就业上有性别隔离，让社会半数人处在工作边缘或没有

权利工作，无法有效动员社会全部人力资源，激发社会活力，势必造成经济发展

迟缓。 

而且即便向来参与经济建设的阿拉伯男性也存在一定问题：一方面，卡塔尔、

科威特、利比亚等国大部分人集中在政府部门或公共机构任职（表 11），造成这

些国家政府机构庞大臃肿，人员冗余且低效；另一方面，所有参与调查的阿拉伯

国家在工作中普遍存在服从权威的现象（表 12），尤以埃及最甚。阿拉伯社会的

权威服从一般是指部落家族文化下的家族效忠和家长制作风，“一直以来，强大

的以家庭为核心的宗族观影响着青年人的行为方式。”88在工作中，组织管理和决

策制定通常基于亲属关系和部落关系，而非经验、能力、资历或受教育程度，造

成裙带关系、官僚主义盛行。 

而在参加调查的阿拉伯国家中，唯有科威特、黎巴嫩工作参与度较高，主要

因为： 

科威特自独立以来，宪法明确规定，所有科威特公民（不论男女）其权利与

义务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科威特油气资源丰富，吸引大量外国劳工涌入。政府为

限制外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包括扩大女性受教育范围、提高女性受教育

程度以“鼓励、促进科威特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
89
科威特女性劳动参与率“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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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的 2%提升到 1993年的 25%以上，”90特别是 2005年通过的修正案，“首次

赋予妇女参加大选投票和竞选的权利，从而使科威特成为海湾地区第一个允许女

性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国家”91，进一步扩大了科威特女性参与经济建设和

政治决策的范围。而且“科威特女性已经意识到不止家族认同或者部落认同能够

让她们在组织中获得地位，而且工作投入、敬业精神和专业化表现更能让她们在

工作中更优秀。”92 

黎巴嫩女性自 1952 年就已获得投票权，黎巴嫩女性不仅比科威特女性，而

且向来被认为比其他阿拉伯国家女性在政治、经济、社会上都享有更高的地位。

其女性劳动力参与率“1975年为 18.4%；1995 年跃到 27.2%，2007年为 29%”93，

逐年递增。 

表格 11  工作现状94 

国别 

现在或曾经在哪就业？ 更愿意在哪任职？ 

政府部门/

公共机构 

私营企业/

私营工厂 

私营非营

利组织 

以前/现在没

有工作；非正

规部门工作 

公共 

部门 

私营 

部门 

自谋 

职业 

卡塔尔 67.1 10.6 10.3  
   

科威特 53.6 14.3 0.8 6.1 53.9 13.4 19.7 

利比亚 43.4 8.8 3.2 39.7 
   

埃及 26.3 20.0 3.9 49.9 
   

阿尔及利亚 24.4 26.0 
 

49.6 49.2 12.6 38.2 

伊拉克 21.7 20.3 3.7 51.3 60.6 6.5 14.8 

约旦 19.2 23.2 0.8 56.4 52 10.2 37.8 

也门 17.8 23.0 4.1 55.1 46.6 5.9 22.4 

突尼斯 15.7 39.8 1.2 42.6 48.6 5.3 46.1 

黎巴嫩 11.3 45.8 10.0 21.0 23.6 35.9 40.5 

摩洛哥 3.7 31.5 0.2 61.7 
   

表格 12  权威认同95 

国别 直接服从 必须先被说服，再服从 看情况 不知道 

埃及 50.4 42.6 6.5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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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 37.1 36.0 20.9 6.1 

阿尔及利亚 32.8 43.0 19.0 5.3 

摩洛哥 29.9 56.6 11.7 1.7 

约旦 24.6 70.4 2.3 2.6 

（四）从价值观看阿拉伯人工作伦理 

工作伦理笼统地讲是对努力工作及努力工作价值的积极态度，“价值研究的

主要目标是探索与个体态度、行为、社会经验和角色等相关的个体价值的优先次

序。”96价值常以有意识的目标的形式出现，是个体作为生物有机体的必须、是群

体平稳运转与生存的必须、是社会协调互动的必须。价值观，“从个体层面讲，

价值观是个人内化了的社会表征或道德信念，是人们采取行动的最终依据。......

从群体层面讲，价值观是群体成员共同拥有的精神理想或文化理想，是这些群体

的社会思维。”97为应对人类生存发展固有的挑战，个体和群体将他们所经历的需

求和要求转化为彼此可以交流的概念，并用价值观的语言表达它们。任何经济活

动都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相应的就有一个如何看待和处理该社会中经济行

为的问题，如财富观、生产观和我们所考察的工作价值观，只要涉及“观”这一

词，就具有了道德评判的意蕴，其不仅与宗教有关，还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

关。 

人们对工作价值或工作意义的认识是工作伦理的重要方面，基于上文的分析

已揭示出阿拉伯人的工作态度、工作取向及工作目标因所处不同国家而有差异。

奥斯曼帝国自被分裂为各自独立的现代后发型阿拉伯国家后，各自在社会体制选

择、经济发展政策和社会管理体系上出现差异，势必会影响各阿拉伯国家个体的

价值选择和行为倾向。但参与调查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工作价值观取向也具有许

多一致性，不排除阿拉伯人目前仍可能存在普遍遵守的工作价值准则体系和工作

伦理。虽然目前对阿拉伯人工作伦理的一般属性、特征作概括还为时尚早，但在

阿拉伯与非阿拉伯工作者日益互动的全球化的商业环境中，考察阿拉伯人工作伦

理、工作价值观的某些共性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阿拉伯工作人员。通过 WVS数据库

对阿拉伯人基本价值观排序及阿拉伯人外在与外在工作价值观的分析研究，我们

发现阿拉伯人基本价值观会影响其工作意义上的群体性差异。阿拉伯人对传统部

落归属的价值追求与对现代化公民社会的价值追求相冲突，不利于阿拉伯人在工

作中形成富于竞争性、讲求效率和公正平等的氛围环境，主要影响阿拉伯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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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性、事业成长性和创造性等内在工作价值的实现。传统生活习俗和宗教观念

可能会抑制阿拉伯人在时间向度上的现代性转化，维护、保留传统即保护稳定性

和安全性，主要影响阿拉伯人维持传统生活秩序所需和提供总体安全等外在工作

价值的实现。这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阿拉伯地区在现代化转型中会发生大量影

响其总体安全局势的以宗教为名的极端性恐怖事件，以及影响国家内部政局稳定

的交织部落宗派主义与教派纷争的权力争夺。 

四、对中阿跨文化经济合作的启示 

（一）中阿伦理主体基本价值观排序对比 

跨文化经济合作伦理路径的核心要素是伦理价值主体，伦理价值主体是跨文

化经济合作能够建立与实现的前提，如果没有伦理支撑，人类经济领域的任何活

动都不可能久长。确定中阿价值主体在基本价值观上的排序异同是首要的，在

WVS 调查统计中（表格 1、2、3），中国人基本价值观排序一般为家庭、工作、

朋友、政治、宗教，社交时间分配一般为亲戚>同事>朋友。阿拉伯人基本价值观

排序一般为家庭、宗教、工作、朋友、政治，社交时间分配一般为亲戚>朋友>

同事。家庭既是阿拉伯人也是中国人基本价值观的第一重心，但在重视程度上中

国人弱于阿拉伯人。中国是典型的无神论国家，基本价值观的第二重心是工作而

非宗教。在数据统计上中国人不如阿拉伯人重视工作，但综合分析中国人工作价

值观因子构成，中国人相比阿拉伯人更加认可工作让生活有意义、更愿意将休闲

时间花在工作上、更认可竞争意识对工作产生的积极作用。职业激励上中国人在

高收入、工作安全、工作兴趣、工作意义之间的配比也更加均衡。工作中中国人

也存在不少直接服从权威的现象，但超过半数的人认为应该先被说服再服从权

威。中国作为农业大国有半数以上的人是农民，除此之外中国人在择业选择上呈

现多元均衡发展趋势。中国对外来人口也更加宽容，排外倾向数据均小于 20%。 

首先，中阿最大的区别是：中国人多是无神论者，阿拉伯人多是伊斯兰教有

神论者。“宗教本身不是风险，但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与政治、经济、社会等因

素相互交织，成为各种矛盾冲突的爆发点。”98这就要求双方避开敏感点，求同存

异。WVS 有助于破除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价值观念铁板一块的思维定势和认知定

势，淡化阿拉伯人刻板印象。虽然阿拉伯国家大都被以伊斯兰教、部落族亲为核

心的意识形态所控制，但二战后海湾国家、地中海沿岸北非国家、西亚阿拉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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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均发生了不同的社会变迁，影响了各国公民价值观取向的变化，转变后的价值

观念反过来进一步促进社会转型。因各自地理环境、历史经验、地方方言、价值

规范、风俗习惯的不同，阿拉伯社会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多元价值观社会，而且

“宗教可能不是多元文化价值观的强大推动者”99。 

其次家庭既是阿拉伯人也是中国人基本价值观的第一重心，是两者的契合

点。中阿在价值排序上均优先考虑家庭（族）成员间的相互依恋、相互依赖与和

谐相处，均把家庭（族）看成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组织形式，把家庭（族）关系看

成是理想的社会关系，把家庭（族）生活看成是理想的生活模式。家庭（族）与

家庭（族）制度是促进中阿各自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力量。最后如本章前文所

述，阿拉伯女性多数不工作。但中国早已摈弃性别分歧——我国“妇女能顶半边

天”。虽然阿拉伯妇女参与社会工作建设的比例不高，但她们高度认可工作的重

要性。我们在与阿拉伯国家进行经济合作时，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发适用于家庭劳

动女性的项目，如管理成本低的来样加工。特别是被称为潜力蓝海的阿拉伯电商，

非常有利于无固定工作、空闲时间多的全职家庭主妇利用便捷的电商平台、社交

软件和熟悉的社区关系网自主创业。国内敦煌网已将之付诸实践，卖家将商品通

过物流直邮到阿拉伯人的别墅，别墅女主收到货物之后再在电商平台上售卖接

单，物流公司直接上门取货，这对不方便抛头露面的阿拉伯女性来说，是一个很

好的创业方式。 

（二）中阿跨文化经济合作伦理风险预防 

可以说，跨文化国际经济合作每个环节都涉及到文化差异的问题，因为伦理

价值的差异或者不确定性而造成经济行为机会损失和利益损失的风险被称为伦

理风险。不成功的跨文化交际造成的负面影响很容易削弱国际合作的经济效益。

欲规避跨文化经济合作伦理风险，须清楚影响各自经济决策的伦理价值排序，才

能成功地进行跨文化商务活动，实现互利共赢。中国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在工程

承包、劳务合作、商品进出口、技术转让和设计咨询上的合作越来越密切，并表

现出继续发展的良好势头。随着中阿经济合作的加强，双方相互间的依赖性越大，

就越可能使双方感觉到对方在心态、价值和导向方面存在一种似乎无法逾越的、

令人迷茫的异样性。这就需要我们在深化中阿跨文化经济合作时，对跨文化感知

保持敏感。WVS是世界范围内有关基础价值观、工作价值观的最基本调查，除持

续保持关注外，我们最好就中阿跨文化经济合作建立自己的实证数据库，调查跟

踪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基础价值观、工作价值观的即时变化，深入对比分析中阿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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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价值观、工作价值观随时代发展出现的异同转化，以为“一带一路”中阿跨文

化经济合作建立一座“理解的桥梁”。 

虽然整个阿拉伯地区在宗教、历史、习俗、价值观、语言与文化上具有相似

性，但实际上阿拉伯国家内部因各自地理环境、历史经验、地方方言、民族部落、

价值规范、政治统治、经济发展等的不同而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多元价值观社会。

阿拉伯国家工作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增加了中阿跨文化经济合作的复杂性。外派阿

拉伯地区的经理人工作绩效不理想，可能就是由于对整个阿拉伯国家文化与工作

价值观一致的误判，即便在同一文化背景下，也要区别对待。中阿在工程承包、

劳务合作、商品进出口、技术转让和设计咨询上的合作越来越密切，并在“一带

一路”倡议提出后，合作趋向更加密切。中资企业机构要想在阿拉伯地区实现务

实高效的投资合作，除考虑双方经济需求外，还要充分预估该地区不同国家间人

力资源构成、竞争意识、排外倾向、就业激励等的异同，以充分调动当地人与中

国进行商务合作的积极性，做好人员配置规划、职务描述和薪酬政策等。管理者

对来自不同文化团队的伦理道德规范都要持欣赏的态度，以便完全理解公司所在

对象国的文化环境。 

从社会发展动力和跨文化经济合作来看，“价值观在引导人类产生社会行为

并进一步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00因“价值观的认同是

一种更深层、更稳定的认同，价值观认同一旦形成，会有力推动国家间在各领域

的互动”
101
。WVS 为我们初步把握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基本价值观、工作价值观

及其提供有力参考，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转型期社会组织问题，而且有利于学者

了解经济商务事件和管理者理想追求的变化。现代阿拉伯人的内在工作价值观与

外在工作价值观因不同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统治、经济发展、地理环境等因素影响，

而出现差异性，需区别对待。所以我们在深化中阿跨文化经济合作时，基于阿拉

伯国家多元价值观的社会现实，不仅要警惕那些对经济发展合作有阻碍作用的价

值取向，如排外倾向，更要善于发现有利于有效组织经济建设与合作的伦理规范

和道德精神，发展具有普遍性的合理道德行为标准，如对家的重视。 

五、 结论及未来研究展望 

虽然阿拉伯人自古就强调工作的重要性，受伊斯兰教影响将工作提到敬主崇

拜的地位，但又有其限定条件，其价值维度随时间和地点推移而产生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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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正向新教工作伦理价值取向靠近。任何一个时代的成功转型，“关键之一就

在于是否能够成功地实现社会价值精神及其合理性根据的合理转变，价值合理性

根据的变迁，是一个时代最为深刻的变迁”102。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阿拉伯

人工作价值取向的某些特征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而某些特征正在慢慢失去活力，

在新时代背景下发生了灵活性和适应性变化。现代阿拉伯人工作价值观一方面受

阿拉伯传统部落家族文化影响而活力欠缺，影响个体工作行为以及公民群体组织

行为，进而影响社会整体组织建设。另一方面受经济现代化、信息化、全球化等

多方面影响，而在维度选择上出现新的调适，需要我们对其进行持续关注。 

从社会发展动力和跨文化经济合作来看，“价值观在引导人类产生社会行为

并进一步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03
因“价值观的认同是

一种更深层、更稳定的认同，价值观认同一旦形成，会有力推动国家间在各领域

的互动”104。现代阿拉伯人内在工作价值观与外在工作价值观因不同国家政治统

治、经济发展、地理环境等因素影响，而出现差异性，需区别对待。所以，我们

在深化中阿跨文化经济合作时，基于阿拉伯国家多元价值观的社会现实，不仅要

警惕那些对经济发展合作有阻碍作用的价值取向，如排外倾向。更要善于发现有

利于有效组织经济建设与合作的伦理规范和道德精神，发展具有普遍性的合理道

德行为标准，如对家的重视。 

最后，作为跨文化研究者，近年来学界不断发出呼吁，要求在此领域进行研

究的学者们超越仅仅记录文化差异的局限性，还要通过理论论证或实证研究去探

索产生这些文化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及为什么，以沟通和融通不同文化之间的尊

重、理解与合作，实现文化增值，而非在文化冲突论论调下让文化打折扣。过去

几年中，研究阿拉伯人工作伦理、工作价值取向的并不多，本文所做的分析、阐

释与论证虽可以解释阿拉伯人工作伦理、工作价值观的现状及形成原因，但还需

要做更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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