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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在埃及政治和经济秩序重建中的作用∗

王　 建

摘　 　 要： ２０１１ 年“一·二五革命”后，埃及军队在主导埃及政治进程的同时，其经济

实力也迅速扩张。 作为既得利益集团和既有体制的维护者，埃及军队在国家政治和经

济秩序重建中发挥着双重作用：一方面，军队是恢复埃及政治秩序的决定性力量和稳定

经济发展的重要依靠力量；另一方面，军队势力的扩张和威权统治将为未来埃及政治动

荡埋下隐患，特殊的军队经济将成为未来埃及经济改革的重要障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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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２ 年，埃及自由军官组织发动“七月革命”，推翻了法鲁克王朝，建立了阿拉伯

埃及共和国。 自此，军队在埃及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军队既是埃及世俗政治的坚定维护者和社会稳定的基石，又深入涉足埃及的经济生

活，通过构建庞大的“军队经济帝国”，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 ２０１１ 年埃及

“一·二五革命”后，军队在埃及政治和经济秩序重建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

显：一方面，军队主导着后“革命”时期埃及的政治过渡进程；另一方面，军队经济实

力极度膨胀，彰显出军队在埃及政治和经济秩序重建中的双重作用。

一、 “一·二五革命”后军队对埃及政治进程的主导作用

第一，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倒台后，国家权力交由军队接管。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１ 日，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辞职，并将国家权力移交给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①。 该委员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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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中东热点问题与中国应对之策”资助。
１９５４ 年 １２ 月，纳赛尔成立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ｍｅｄ Ｆｏｒｃｅｓ，简称 ＳＣＡＦ），

该委员会由 ２１ 名各兵种的高级将领组成，纳赛尔任委员会主席，其主要职责是在国家面临紧急情况时磋商解

决办法，平时无常规议事安排。



埃及研究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


会随即宣布解散议会，并中止埃及宪法，行使看守政府权力，同时组织建立过渡政

府，恢复政治秩序。 在穆巴拉克倒台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军队主导着整个埃及的

政治进程。
第二，军队解散埃及人民议会，控制立法权。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

员会批准实施新的《选举法》。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１ 日，经过三个阶段的选举，埃及人民议

会（议会下院）选举结果揭晓，穆斯林兄弟会（下文简称穆兄会）下属的自由与正义党

赢得近一半议席，成为人民议会第一大党；萨拉菲派政党光明党成为议会第二大党。
两大伊斯兰政党获得多数议席标志着伊斯兰政治力量在埃及政坛的崛起。 １ 月 ２３
日，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坦塔维宣布将立法权移交给新人民议会。 ６ 月 １４ 日，
在军方的支持下，埃及最高宪法法院裁决新《选举法》部分条款违宪，宣布人民议会

选举无效并解散人民议会。 同时，最高宪法法院的裁决认定，旨在阻止前政权高官

参政的《政治隔离法》违宪。 ６ 月 １６ 日，掌管国家政权的坦塔维正式将最高宪法法院

的判决告知人民议会，要求解散人民议会。 ６ 月 １７ 日，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发布补

充宪法声明，宣布新的人民议会选举产生之前，由该委员会行使立法权。
第三，２０１２ 年宪法扩大了埃及军方的权力。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埃及举行全民

公投，通过新宪法。 新宪法除加入“伊斯兰教法原则（ｍａｂａｄｉ ａｌ⁃Ｓｈａｒｉａ）作为立法主

要依据”的条款外，还扩大了埃及军方的权力，规定军队预算和军队相关法律由新设

立的埃及国防委员会审核。 国防委员会由 １５ 名成员组成，包括 １ 名主席（由总统担

任）、７ 名文官委员和 ７ 名军方委员。 但是，由现役军人担任的国防部长以及历来由

退役军官担任的国家情报总局局长在国防委员会中属文官委员。 因此，军方人士始

终占据着国防委员会的多数，实际控制着委员会的运作。 ２０１２ 年宪法还赋予埃及军

事检察机关对军事人员职务犯罪的专属管辖权，以避免军方成为民选政府的附属

品。 ２０１２ 年宪法虽然规定军事法庭不得审判平民，但依然对危害军队的罪行具有审

判权，表明军事法庭仍可审判平民。①

第四，埃及军队直接罢黜总统穆尔西，重新夺回国家权力。 穆巴拉克政权倒台

后，以穆兄会为代表的伊斯兰力量崛起，支持和反对伊斯兰主义道路的两股力量之

间的激烈博弈导致冲突频发，严重撕裂了埃及社会。 穆尔西执政后，由于未能扭转

国内的社会和经济危机，２０１２ 年 ＧＤＰ 增长率仅 ２．２％②，导致其执政期间埃及各地发

生了 ９，０００ 余次抗议示威活动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穆尔西执政一周年之际，数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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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隆：《埃及新宪法解读》，人人网，ｈｔｔｐ： ／ ／ ｂｌｏｇ．ｒｅｎｒｅｎ．ｃｏｍ ／ ｓｈａｒｅ ／ ２２３７６８１９１ ／ １５９７１３２８１８５，登录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５ 日。

数据来源：《ＧＤＰ 增长率（年百分比）》，世界银行，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ＮＹ．ＧＤＰ．
ＭＫＴＰ．ＫＤ．ＺＧ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５ 日。

《埃及军方解除穆尔西总统职务 代总统今日就职》，人民网，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 ／ ２０１３ ／
０７０４ ／ ｃ１００２⁃２２０７５０３８．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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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民众在开罗、亚历山大、塞得港等埃及主要城市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要求穆尔西

下台并提前举行总统选举，反对穆尔西的示威者同其支持者发生了严重冲突。 ７ 月 ３
日晚，国防部长塞西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埃及进入政治过渡，罢黜总统穆尔西。 ７ 月 ４
日，最高宪法法院院长阿兹利·曼苏尔宣誓就任临时总统，组建临时政府。

尽管穆尔西上台打破了自 １９５２ 年以来埃及总统由军方人士担任的传统，但其作

为非军人出身的民选总统，仍未能打破军方长期以来在司法、行政等各领域中根深

蒂固的影响力。 在总统、武装部队、国家情报总局、内政部、法院和检察院这几个埃

及最重要的权力部门中，穆尔西实际上只拥有总统的行政权力，其余四个部门仍处

于军方的控制或影响下。 穆尔西一直未能控制其余的国家机器，注定了他在与埃及

武装部队权力争夺中的失败。
第五，塞西执政后，埃及军方的权力空前膨胀。 穆尔西遭罢黜后，埃及国防部长

塞西代表军方宣布了“三步走”的政治路线图，即全民公投新宪法、总统选举和议会

选举。 首先，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４ 至 １５ 日，埃及新宪法在全民公投中以 ９８．１％的支持率获

得通过。 与 ２０１２ 年宪法相比，２０１４ 年宪法淡化了宗教色彩，如规定政党不得建立在

宗教基础上，同时进一步强化了军队的权威，除保留军事法庭可以审判对军方造成

危害的平民外，新宪法第 ２３４ 条规定在未来两届总统任期内，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享

有任命国防部长的最终决定权。 其次，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 日，埃及最高选举委员会宣布，
前军方领导人塞西以 ９６．９１％的得票率赢得总统选举。 ６ 月 ８ 日，塞西就任总统。 最

后，根据 ２０１４ 年新宪法，埃及议会从两院制改为一院制。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４ 日，经过两

个阶段的投票，埃及最高选举委员会公布选举结果：新议会共有 ５９６ 个议席，其中

４４８ 个为无党派独立议席，１２０ 个为各党派议席，２８ 个为总统直接任命的议席。 由于

穆兄会已被塞西政权宣布为恐怖组织，此次新当选的议员几乎都是塞西政府的支持

者。 “三步走”政治路线图的完成，标志着埃及军方完成了对国家机器的全面控制，
导致军方的权力空前膨胀。 自 １９５２ 年“七月革命”以来，虽然军队在埃及一直拥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但 ２０１４ 以来，埃及军队“首次充分享有国家法律和政策的主导权。
如今，军队通过一位完全听命于军队的总统维持着这种威权”①。

二、 埃及军队的经济实力急剧扩张

穆巴拉克政权倒台后，尤其是在穆尔西遭到罢黜后，埃及军队的经济实力急剧

扩张。

·１９·

① Ｅｍｉｌｙ Ｃｒａｎｅ Ｌｉｎｎ， “Ｔｈｅ Ａｒｍ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８，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
ｃｙ．ｃｏｍ ／ ２０１６ ／ ０１ ／ ２８ ／ ｔｈｅ⁃ａｒｍｙ⁃ａｎｄ⁃ｉｔｓ⁃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ｅｇｙｐｔ⁃ｓｉｓｉ ／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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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埃及军队经济帝国的建立与发展

几十年来，军队经济在埃及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使军

队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和国家既有体制的坚定维护者。 １９５２ 年“七月革命”后，埃及军队确

立了在政治上的领导地位，此后便开始涉足经济领域。 纳赛尔时期，埃及实行国有化和进

口替代工业战略，军方通过成立自营企业或与民营企业合资来参与国家的经济活动。 萨

达特时期，埃及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对外开放政策，向外国资本打开国门。 埃及军

队开始生产民用消费品，参与建筑、农业、能源等领域的建设，成立各类企业或企业联合

体，其中最著名的当属 １９７５ 年成立的阿拉伯工业化组织（Ａｒａｂ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
ｚａｔｉｏｎ）。① 该组织最初主要从事武器制造和买卖，享有免税、不受业务限制和优先获得国

家资源等特权。 埃及政府 １９７４ 年第 ４３ 号法令给予军队在商业银行开设“特别账户”的自

由，②从而使军队的经营活动摆脱了公众的监督和政府的监管。
１９７９ 年，埃及与以色列和平条约的签署对埃及军队至少产生两方面的重要影

响：一方面，军费预算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下降，尤其在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国

防预算占 ＧＤＰ 比重从 １９８８ 年的 ６．５％降至 ２０１２ 年的 １．８％；③另一方面，埃以和平条

约签署后，有大量埃及军官退役，保持既得经济利益成为退役军官的首要诉求。 穆

巴拉克时期，政府为安抚军方和安置数千名训练有素的退役军官，创办大量由退役

军官主导的军队企业，涉足军用和民用商品的生产。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埃及政府开始

实行私有化改革，军队企业也呈现多样化的转型，除由军方单独经营的企业外，许多

军队企业开始同其他国有公司或私营公司合营、合股或参股。 机场等许多民用基础

设施企业的高级职位成为退役军官的专享。④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埃及军队构建了庞大的经济帝国，覆盖了从食品、家用电器到

房地产、建筑、运输和服务业等几乎所有的经济领域，军队经济遂成为埃及经济的重要

支柱。 由于埃及军队预算保密且军队经济享有免于审计的特权，外界对埃及军队经济

的规模难以准确统计，专家估计其占埃及经济总量的比重从 １５％至 ４０％不等。⑤ 埃及

·２９·

①

②

③

④
⑤

阿拉伯工业化组织是埃及、卡塔尔、沙特和阿联酋联合组建的、以埃及为基地的阿拉伯地区军事组织，管理阿

拉伯国家的国防工业发展。 １９９３年，因成员国之间的矛盾，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相继退出，该组织遂成为埃及军工生产

企业，并扩展至民用产品生产领域。 阿拉伯工业化组织现已成为埃及最大的工业组织，除武器供应外，主要从事基础设

施、环境保护和公共交通等公共事业的建设。
Ａｄｅｌａｉｄｅ Ｂｒｙａｎ， “Ｅｇｙｐｔ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Ｓｔａ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Ｍｕｆｔａｈ，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 ２０１４， ｈｔ⁃

ｔｐ： ／ ／ ｍｕｆｔａｈ．ｏｒｇ ／ ｅｇｙｐｔ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ｓｔａｎｄｓ⁃ｗａ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ｆｏｒｍｓ ／ ＃．Ｖｙｑ６ｇｕｙＥＢｙｄ，登录时间：２０１６年 ５月 ５ 日。
Ｈｅｎｒｙ Ｈａｒｄｉｎｇ， “Ｅｇｙｐｔ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ｍｐｉｒ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Ｅｙｅ， Ｍａｒｃｈ ２６，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ｅｙｅ．ｎｅｔ ／ ｎｅｗｓ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ｅｇｙｐｔ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ｅｍｐｉｒｅ⁃３５２５７６６５，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Ａｄｅｌａｉｄｅ Ｂｒｙａｎ， “Ｅｇｙｐｔ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Ｓｔａ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ｆｏｒｍｓ” ．
Ｈｅｎｒｙ Ｈａｒｄｉｎｇ， “Ｅｇｙｐｔ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ｍｐｉｒｅ”。 对埃及经济规模估计的差异，主要是缘于对军队

经济的定义不同，估计占比低是由于只将军队单独控制的企业归于军队经济，估计占比高则是由于将军队关联

企业全部归于军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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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经济与国营经济、私营经济构成了三足鼎立的经济结构，如果将国营经济和私

营经济统称为平民经济，那么整个埃及的经济结构亦可称为“军队—平民”经济。
（二） 穆尔西政府的经济政策对军方经济利益构成严重威胁

埃及军方罢黜民选总统穆尔西的主要原因，不仅在于作为埃及世俗力量代表的

军方同推行伊斯兰化政策的穆尔西政府在治国理念上存在深刻分歧，还在于穆尔西

政府的经济政策对军方的经济利益构成了严重威胁。 以穆尔西为代表的伊斯兰政

治力量掌握国家实权后，一方面亟需在经济上有所建树，期望通过刺激经济发展来

稳定社会形势并巩固自身地位；另一方面，穆尔西领导的穆兄会势力试图通过在经

济领域扩大影响来削弱军方的实力。 穆尔西政府推行的经济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

四个方面：
首先，建立穆兄会的经济组织。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穆兄会富商哈桑·马立克（Ｈａｓｓａｎ

Ｍａｌｅｋ）成立埃及商业发展协会（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协会董

事会将尤海纳集团①的萨夫万·赛比特（Ｓａｆｗａｎ Ｔｈａｂｅｔ）、莫民集团②的穆罕默德·
莫民（Ｍｏｈａｎｍｅｄ Ｍｏｍｅｎ）等多位穆兄会商人吸纳为董事。 穆兄会势力试图通过建

立埃及商业发展协会来提升自身在埃及经济界的影响力和地位，削弱军队对埃及经

济的控制和影响，打破埃及传统的“军队—平民”经济结构。
其次，积极拓展与外资的合作。 为打消外界尤其是国际社会对穆兄会执政后经

济政策的担忧，穆尔西政府决定继续推行自由市场经济，并强调加强埃及同西方经

济联系的必要性，积极同外资企业接触，鼓励和吸引外资企业到埃及投资。 穆尔西

政府积极拓展同外部资本的合作，以削弱军方经济的竞争力。
再次，扶持中小企业发展。 穆尔西执政时期，埃及工业和外贸部长哈特姆·萨

利赫（Ｈａｔｅｍ Ｓａｌｅｈ）曾表示，政府计划划拨 ２０％的国家土地给中小企业用于发展和投

资工业项目。③ 在埃及，占国土面积 ８７％的未开发非农业用地均由军队控制，划拨

２０％的国家土地实际上意味着从军队手中夺回了大片土地。④ 穆尔西政府试图通过

提供技术支持、培训项目和必要的政府资助来帮助中小企业发展，为穆巴拉克时代

的体制外人士，特别是穆兄会成员从基层进入经济领域提供机会，提升穆兄会成员

对埃及经济发展的参与，巩固穆兄会势力对国家权力的控制。
最后，穆兄会向军方传统势力范围发起挑战。 穆兄会试图向开罗和亚历山大等

·３９·

①
②
③

④

尤海纳集团（Ｊｕｈａｙｎａ Ｇｒｏｕｐ）是埃及著名的牛奶和果汁生产厂商。
莫民集团（Ｍｏｍｅｎ Ｇｒｏｕｐ）是埃及著名的快餐连锁集团。
Ｍａｈｍｏｕｄ Ｊａｒａｂａ， “Ｔｈｅ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Ｍａｙ

１４，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ｅｉ．ｅｄｕ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ｍａｐ ／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５ 日。

Ｗａｌａａ Ｒａｍａｄａｎ， “Ｔｈｅ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Ｅｍｐｉｒ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Ｊｕｌｙ ９，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ｍｏｎｉｔｏｒ．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ａｆｒｉｃａ ／ １２６５３⁃ｔｈｅ⁃ｅｇｙｐｔｉａｎ⁃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ｅｍｐｉｒｅ，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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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地区以外区域投资，对军队传统的利益区域构成威胁。 ２０１２ 年，穆尔西政府提

出“苏伊士运河走廊建设项目（Ｓｕｅｚ Ｃａｎａｌ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①，计划在 ２０１７ 年前对

苏伊士港、伊斯梅利亚港和塞得港三个港口进行集中扩建。 一直以来，这三个港口

所在的苏伊士运河沿岸省份被埃及军方视为重要的军事战略区，也是军队的传统利

益区，拒绝其他势力染指。 在军方看来，穆兄会进入军方的传统势力范围谋取经济

利益，无疑是在侵蚀军方的特权。 因此，苏伊士运河走廊建设项目一经提出，便遭到

埃及军方将领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该项目严重侵犯了军方的利益。②

（三） 塞西执政后埃及军队经济帝国迅速扩张

埃及军方在推翻穆尔西政权后不仅获得了政治上的绝对发言权，扩展了在司法

领域的权力，而且其在经济领域的实力也急剧扩张。 巨大的经济利益回报是军方主

导推翻穆尔西政府的重要动因之一。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埃及临时政府总统曼苏尔颁布

总统令，允许政府部长在紧急状态时可以绕过合同投标程序，同其选中的公司进行

合同交易。 在埃及，军官将领退役后大都能在政府机构、国有企业或军队企业中谋

得高级职位，如埃及 ２７ 个省中有 １７ 个省由退役将军担任省长，部分国有石油和天然

气公司也由退役将军出任管理高层。③ 退役将领与军方存在密切的利益输送关系，
曼苏尔的总统令无疑为军队获得交易合同提供了极大便利。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至 １２ 月，
军方至少获得了 ６ 份基础设施的合同，合同金额超过 １５ 亿美元。④

塞西当选总统后，虽然在新议会和政府部门拥有大量支持者，但尚未建立起持

久可靠的政治联盟，缺乏执政经验丰富和占统治地位的政党，这导致塞西只能依靠

军队力量加强其政权合法性和巩固权力。 塞西给予军方巨大的经济利益回报，使军

队经济帝国急剧扩张，达到空前水平。 “２０１３ 年政变后，武装部队从埃及国家经济的

重要角色变成了统治角色。”⑤

第一，塞西执政后，军队经济处于埃及经济发展战略的中心位置。 “一·二五革

命”后，埃及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动荡，国民经济遭受沉重打击。 塞西执政后将大规模

工程建设作为恢复经济的重要举措，包括苏伊士运河走廊项目、新首都建设项目、沙

·４９·

①

②
③
④
⑤

《埃政府将“苏伊士运河走廊”确立为战略性大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 ／ ａ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ｊｙｊｌ ／ ｋ ／ ２０１２１０ ／ ２０１２１００８３８１０２６．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６ 日。 穆尔

西执政后，重新评估了穆巴拉克政府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提出的部分重大项目，提出将“苏伊士运河走廊”作
为重大战略项目进行开发和建设。 按照穆尔西政府的设想，“苏伊士运河走廊”的内容包括：继续开发苏伊士运

河南北两端的港口设施，推进运河升级改造，建设连接运河两岸的隧道、桥梁、道路等交通基础设施，沿运河两

岸布局建设一批产业带、工业园和新城，其目标是将苏伊士运河走廊建设成为先进制造业基地和国际物流中

心。
Ｍａｈｍｏｕｄ Ｊａｒａｂａ， “Ｔｈｅ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
Ｗａｌａａ Ｒａｍａｄａｎ， “Ｔｈｅ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Ｅｍｐｉｒｅ” ．
Ａｄｅｌａｉｄｅ Ｂｒｙａｎ， “Ｅｇｙｐｔ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Ｓｔａ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ｆｏｒｍｓ” ．
Ｈｅｎｒｙ Ｈａｒｄｉｎｇ， “Ｅｇｙｐｔ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ｍｐｉｒ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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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改造项目等，以期通过大规模投资带动就业和缓解社会压力。 在埃及，重大工程

项目无论是规划、引资还是建设，都需要政府来主导。 在当前的埃及，政府主导意味

着军方主导。 苏伊士运河走廊项目是穆尔西政府振兴经济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穆尔西被罢黜后，由军队退役将领掌管的苏伊士运河管理局不仅把该项目第一阶段

的运河扩建工程交由军方监管，而且将造价 ８０ 多亿美元的运河扩建工程合同交由军

队工程公司，使之成为运河扩建项目的主要承包商。 军方的政治盟友也在苏伊士运

河走廊项目中分得利益，如时任埃及总理易卜拉欣·马赫莱卜①的阿拉伯承包商公

司（Ａｒａｂ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ｓ）便参与了苏伊士运河走廊项目总体规划的设计。②

埃及近 ９５％的国土面积为沙漠，尼罗河谷和尼罗河三角洲是埃及人口居住和经

济活动的中心区域。 ２０ 世纪 ５０ 至 ６０ 年代，作为国防战略的一部分，广袤的沙漠地

区因缺乏经济价值，只能由军队控制和管理。 数十年来，尼罗河谷和尼罗河三角洲

地区已难以承受埃及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巨大压力，沙漠地区的经济价值愈发凸

显。 埃及新首都、新城镇建设等大规模工程都是在沙漠地区推进，控制沙漠地区的

军队依靠重大建设项目，越来越成为埃及经济建设的核心。 塞西上台后，军队经济

逐渐处于埃及经济发展战略的中心位置。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塞西颁布总统令，授权武装

部队土地项目管理局（Ａｒｍｅｄ Ｆｏｒｃｅｓ Ｌａｎ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Ａｇｅｎｃｙ）监督在军队控制区域进行

的两个大型工程项目，即新首都建设项目和谢赫·扎耶德（Ｓｈｅｉｋｈ Ｚｅｙａｄ）新城镇社

区项目。③

第二，军队参与经济活动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延伸。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塞西颁布总

统令，修订 １９８１ 年的第 ５３ 号令，允许武装部队土地项目管理局扩大商业活动，依靠

其自有资金或以合资形式成立营利性公司。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塞西再次颁布总统令，允
许武装部队土地项目管理局对其管理的沙漠土地进行投资和组建合资企业。④ 武装

部队土地项目管理局成立于 １９８１ 年，负责管理军队所有的沙漠土地。 当国家需要沙

漠土地用于经济活动时，武装部队土地管理局可从国家预算中得到资金补偿，相当

于重新安置军队设施的支出。 武装部队土地管理局未从事过投资和商业活动，塞西

的总统令允许其成立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这完全改变了该机构管理沙漠土地的本

职功能，标志着军队不仅可从事生产、承包工程，而且可以将军队控制的土地作为资

本谋取利益。 军队以其掌握的国家权力和国家资源，在市场上获得了更多投资机

·５９·

①

②
③

④

易卜拉欣·马赫莱卜是穆尔西被罢黜后由埃及军方任命的总理，在塞西政府继续出任总理。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２ 日，马赫莱卜向塞西提交辞呈，塞西接受了其辞呈。
Ｗａｌａａ Ｒａｍａｄａｎ， “Ｔｈｅ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Ｅｍｐｉｒｅ” ．
Ｌａｉｌａ Ｓａｗａｆ， “Ｔｈｅ Ａｒｍｅｄ Ｆｏ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ｇｙｐｔｓ Ｌａｎｄ，” Ｍａｄａ Ｍａｓｒ， Ａｐｒｉｌ ２６，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ａｄ⁃

ａｍａｓｒ．ｃｏｍ ／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ａｒｍｅｄ⁃ｆｏｒｃｅｓ⁃ａｎｄ⁃ｅｇｙｐｔｓ⁃ｌａｎｄ，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８ 日。
Ｉｂ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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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这将对埃及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长期的重要影响。① 允许武装部队土地项目

管理局组建合资企业，意味着军队在埃及经济中的地位将发生重大转变，凸显出塞

西政府扩大军队参与经济领域活动的趋势。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８ 日，塞西发布总统令，成立工程项目、咨询和一般用品军事生产

公司（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ｆｏ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ｎ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ｕｐｐｌｉｅｓ）。 总统令授权该公司的业务范围包括：土地开发、工程承包、住房建设、体育

设施、学校、酒店、旅游度假区、医院、工厂、道路等，几乎无所不包。 有专家估计，军
队经济（包括军队企业和军队关联企业）在埃及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已从 ４０％上升至

４５％，也有专家估计这一数值高达 ６０％。②

第三，军队成为外资的重要合作对象。 长期以来，埃及军方致力于同跨国企业

开展合作，合作对象不仅包括海湾企业集团（Ｇｕｌｆ Ｃｏｎ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ｅｓ）下属的科威特哈拉

菲家族集团（Ｍ．Ａ． Ｋｈａｒａｆｉ ａｎｄ Ｓｏｎｓ）等阿拉伯企业，也包括意大利能源巨头埃尼集

团（Ｅｎｉ Ｓ．ｐ．Ａ）等西方跨国企业。 这些企业的经营范围涵盖各种领域，合作产生的利

润直接进入军方账户。 值得注意的是，海湾国家是埃及军方重要的支持者。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０ 日，埃及和沙特签署协议，沙特发展基金（Ｓａｕｄｉ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ｕｎｄ）将资助埃

及 １５ 亿美元以实施“西奈半岛发展项目（Ｓｉｎａｉ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涵
盖农业、住宅和基础设施建设，以期通过为西奈半岛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和支持当地

的可持续发展，来根除恐怖组织在西奈半岛的生存基础。 协议条款明确规定，该项

目由埃及武装部队负责实施。③

三、 军队在埃及政治和经济秩序重建中的双重作用

在埃及政治和经济秩序重建的过程中，埃及军队发挥的双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着该国政治和经济局势走向。 军队经济的发展得益于埃及既有的政治和经济

体制，作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军队既是埃及恢复政治秩序的决定性力量和恢复经济秩

序的重要依靠力量，但也可能成为埃及未来进行经济改革和推动国家发展的障碍

因素。
（一） 军队是埃及恢复政治秩序的决定性力量

自 １９５２ 年“七月革命”以来，军队始终是埃及社会稳定的基石，也是埃及世俗社

·６９·

①
②
③

Ｌａｉｌａ Ｓａｗａｆ， “Ｔｈｅ Ａｒｍｅｄ Ｆｏ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ｇｙｐｔｓ Ｌａｎｄ” ．
Ｗａｌａａ Ｒａｍａｄａｎ， “Ｔｈｅ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Ｅｍｐｉｒｅ” ．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Ａｇｒｅｅｓ 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ｉｎａｉ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ｓ，” Ｍａｄａ Ｍａｓｒ， Ｍａｒｃｈ ２１，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ａｄａｍａｓｒ．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ｓａｕｄｉ⁃ａｒａｂｉａ⁃ａｇｒｅｅｓ⁃ｆｉｎａｎｃｅ⁃ｓｉｎａｉ⁃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ｐｕｒｃｈａ⁃
ｓｅｓ，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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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维护者和经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 穆巴拉克下台后，军队迅速填补了国家的权

力真空，成为埃及政治转型的主导力量。 埃及民众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到议会选

举、宪法公投和总统选举中，但世俗力量和伊斯兰力量的激烈博弈令埃及一度陷入

严重的政治动荡。 穆尔西上台后，埃及在教俗阵营的对立和冲突中逐渐偏离了既定

的民主政治轨道。 在国家陷入动荡和危机时，军队一直肩负着恢复政治秩序和维护

社会稳定的责任。 埃及军方认定，穆兄会及其他政治反对派是威胁埃及社会稳定的

首要因素。① 为消除不稳定因素，军方开动国家机器，推行多种强制措施，确保国家

政治和经济秩序的恢复。
首先，通过立法加强对穆兄会和其他政治反对派的打击力度。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为规范公民在公共场所集会、游行及和平示威等行为，临时政府总统曼苏尔签署

《示威法》，规定所有游行和抗议活动必须提前三天向内政部门提出书面告知；内政

部门有权改变游行地点和行进路线，有权在抗议活动开始前 ２４ 小时取消活动；政府

有权禁止任何在政府重要部门、军事机构和地标性建筑附近举行的抗议活动，禁止

在宗教场所举行任何政治性集会，禁止以宗教场所作为出发地点游行，禁止任何示

威者佩戴面具或在示威中遮挡面部；内政部有权驱散任何违规或存在危险的公共集

会，警察有权以必要手段应对持械示威者的威胁。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塞西总统批准实施新的《反恐怖主义法》，将西奈半岛的恐怖组织

和穆兄会作为反恐斗争的打击目标。 早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穆兄会便已被埃及临

时政府列为“恐怖组织”，塞西政府以反恐之名打击穆兄会，旨在进一步清除政府中

残余的穆兄会势力。 新《反恐法》还规定，武装分子嫌疑人将通过特别法庭快速受

审；煽动暴力和宣传暴力思想者将面临 ５ 至 ７ 年的监禁；加入极端组织的罪犯将面临

１０ 年监禁；向恐怖组织提供经济支持者将面临终身监禁；对袭击事件与官方报道有

出入的记者，将被罚款 ２０ 万至 ５０ 万埃镑。
其次，大规模逮捕穆兄会成员和其他政治反对派人士。 穆尔西被罢黜后，埃及

军警对包括穆罕默德·巴迪亚②在内的近千名穆兄会领导人和成员进行了大规模逮

捕，这些人大多被判处死刑（多数尚未执行）或终身监禁，审判速度之快和定罪程度

之严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此外，还有大量穆兄会成员流亡至海外。 正如英国

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在《权力论》中所言：“当权力仅限于某一派系的成员时，必会有

一套严厉的思想审查制度。”③受到军队支持的塞西政府对以律师、记者、人权人士等

自由派人士或政治反对派实施了严厉打压，大量质疑国家法律尤其是《示威法》的律

·７９·

①

②
③

西奈半岛和邻国利比亚的恐怖组织也是威胁埃及政治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因篇幅所限，本文不讨

论反恐问题。
穆罕默德·巴迪亚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最高决策机构指导局主席，该主席也被称作总训导师。
［英］伯特兰·罗素：《权力论：一个新的社会分析》，靳建国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版，第１５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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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新闻报道口径与政府不一致的记者、谴责政府的人权人士遂遭逮捕入狱。 据估

计，自穆尔西被军方废黜至 ２０１５ 年底，约有 ４．１ 万人被逮捕，约 ３，０００ 人身亡。① 政

治反对派曾宣称，塞西政府高压政策的严厉程度超过了穆巴拉克时期。
最后，坚决打击反政府的示威抗议活动。 ２０１６ 年“一·二五革命”五周年前后，

有政治反对派试图组织示威活动抗议塞西政府的高压政策。 政府为应对抗议活动，
一方面出动军警迅速逮捕活动组织者，另一方面在敏感地区实行戒严，维护社会稳

定。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沙特国王萨勒曼访问埃及期间，塞西政府为得到沙特政府的巨额

资金支持，将位于红海的两座无人岛蒂朗岛和塞纳菲尔岛的主权交还给沙特。 此举

引起了埃及民众的极大愤慨，数千人在开罗解放广场抗议政府的“卖岛”行为。 埃及

军警迅速驱散了示威人群，据称有至少 ３００ 人被拘留，②事态很快得到平息。 ５ 月，
１５２ 名抗议者被法庭判定为违反《示威法》而获罪入狱。③

（二） 军队是埃及恢复经济秩序的主要依靠

几十年来，埃及军方一直作为整个国家组织性最强的一支力量实际参与国家

经济建设，为埃及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首先，埃及军队建立和经营军方

企业，并进入民用经济领域，军方在获利的同时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其次，军
工企业因享有部分特权，生产成本较低，其“剩余产品”通过“战略渠道”进入民用

市场，给普通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有助于降低通货膨胀；再次，军工企业长期

以来通过征兵，维持着至少 １２％的男性人口征兵率，④缓解了相当一部分年轻人的

就业压力；最后，军队掌握的资源有时可用以资助国家难以或无力提供的基础设

施和住房建设项目。
为应对 ２０１１ 年以来埃及严重的经济危机，军队不仅承担起恢复国家政治秩序的

重任，为振兴经济提供社会基础，而且通过深入参与国家经济建设，在防止埃及经济

崩溃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军方接手苏伊士运河走廊建设项目后，
仅用一年时间就完成了苏伊士运河的扩建工程，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塞西执政两

年来，埃及社会趋于稳定，经济逐渐回暖，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均有所下降。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埃及整体通胀率（ｈｅａｄｌｉｎｅ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和核心通胀率（ｃｏｒｅ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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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Ｓｔｅｖｅｎ Ａ． Ｃｏｏｋ， Ｅｇｙｐｔ Ｔｗｏ Ｙｅａｒｓ ａｆｔｅｒ Ｍｏｒｓｉ  Ｐａｒｔ ＩＩ ，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６，
２０１５， ｐ．１， ｈｔｔｐ： ／ ／ ｄｏｃｓ． ｈｏｕｓｅ． ｇｏｖ ／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 ／ ＦＡ ／ ＦＡ１３ ／ ２０１５１２１６ ／ １０４２９４ ／ ＨＨＲＧ⁃１１４⁃ＦＡ１３⁃Ｗｓｔａｔｅ⁃ＣｏｏｋＳ⁃
２０１５１２１６．ｐｄｆ，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

Ｔａｈａ Ｓａｋｒ，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３００ Ｐｒｏｔｅｓｔｏｒｓ Ｄｅｔａｉｎ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Ｍｏｎｄａｙｓ Ｐｒｏｔｅｓｔｓ： ＮＧＯｓ，”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 Ｅｇｙｐｔ，
Ａｐｒｉｌ ２６，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ａｉｌｙｎｅｗｓｅｇｙｐｔ． ｃｏｍ ／ ２０１６ ／ ０４ ／ ２６ ／ ｌｅａｓｔ⁃３００⁃ｐｒｏｔｅｓｔｏｒｓ⁃ｄｅｔａｉｎｅｄ⁃ｍｏｎｄａｙｓ⁃ｐｒｏｔｅｓｔｓ⁃
ｎｇｏｓ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８ 日。

Ｈａｍｚａ Ｈｅｎｄａｗｉ， “Ｅｇｙｐｔ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１５２ Ｐｒｏｔｅｓｔｅｒｓ ｔｏ Ｊａｉｌ ｉｎ Ｓｐｒｅｅ ｏｆ Ｖｅｒｄｉｃｔｓ，” Ｙａｈｏｏ， Ｍａｙ １６，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ｙａｈｏｏ．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ｅｇｙｐｔ⁃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１０１⁃ｐｒｏｔｅｓｔｅｒｓ⁃５⁃ｙｅａｒｓ⁃ｐｒｉｓｏｎ⁃１０４７１６２５７．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Ａｄｅｌａｉｄｅ Ｂｒｙａｎ， “Ｅｇｙｐｔ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Ｓｔａ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ｆｏｒｍ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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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下降至 ９．１％和 ７．５％；①２０１６ 年第一季度的失业率降至 １２．７％。② 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ＷＥＯ）预测，２０１６ 年埃及经济增长率将达 ４％。③

（三） 军队将成为未来埃及经济改革的重要障碍

作为既得利益集团和国家既有体制的维护者，埃及军队对任何威胁其存在和既

得利益的势力都会进行必要的打击。 穆巴拉克执政后期，穆巴拉克曾打算培养其子

贾迈勒作为接班人，引发了军方的不满和紧张。 商人出身的贾迈勒曾计划扩大穆巴

拉克推行的私有化改革，这对军方的利益构成了直接威胁。 因此有评论认为，军方

在穆巴拉克决定辞职的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④ 穆尔西的经济政策同样危及了军

队的既得利益，并最终导致其被军方罢黜。 受到军方支持的塞西不仅维护了军队的

既得利益，而且通过推行多种措施为军方进一步扩大自身利益提供便利。
埃及的军队经济帝国是一个涵盖农业、工业、外贸、服务业等各领域的庞大经济

体系。 军队的特殊地位使其享有诸多特权，突出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军队掌

握着大量的国家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二是军队预算和收入不对外公开，军队经济

不受审计监督的限制，军队企业的利润直接进入军方账户并且免税；⑤三是军队以征

兵方式获得大量廉价劳动力，使其产品价格低于国有和私营企业的产品价格；⑥四是

军队与政府结成的特殊关系使其更容易获得生产许可证等各类证照，更容易在政府

的各种竞标中获得合同。 同时，现役和退役军官们利用军队在埃及的特殊地位，构
建起一个庞大的利益网络。 军官可以获得高薪、军队住房，退役后可以在政府和民

事部门谋得高薪职位。 军官或利用公共资源来为自己的公司谋取利益，或通过管理

和监督政府企业、参股私营公司等方式实现利益交换。
塞西就任总统后，国家面临稳定政治局势、提振经济、改善就业等多重任务。 在

经济领域，市场经济欠发达、工业化水平低、对外依赖严重等结构性矛盾迫使塞西政

府必须在维护军队既得经济利益和推动市场化改革之间进行平衡。 享有特权的埃

及军方经济实力雄厚，但军方企业挤压了非军方企业的生存空间，尤其阻碍了中小

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发展，不平等竞争现象突出，导致埃及缺乏良性的市场竞争机制。
当前，埃及迫切需要推进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促进产业升级改造。 世界银

·９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数据来源：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ａｎｋ ｏｆ Ｅｇｙｐ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ｂｅ．ｏｒｇ． ｅｇ ／ ｅｎ ／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Ｐｏｌｉｃｙ ／ Ｐａｇｅｓ ／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ａｓｐｘ，登
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 日。

“ＣＡＰＭＡＳ：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Ｄｏｗｎ ｔｏ １２．７％，” Ｍａｄａ Ｍａｓｒ， Ｍａｙ １５，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ａｄａｍａｓｒ．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ｃａｐｍａｓ⁃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ｄｏｗｎ⁃１２７，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 ２０１６ 年埃及经济增长率为 ４％》，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大使

馆经济商务参赞处，ｈｔｔｐ： ／ ／ ｅｇ．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６０４ ／ ２０１６０４０１２９９６９６． 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Ａｄｅｌａｉｄｅ Ｂｒｙａｎ， “Ｅｇｙｐｔ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Ｓｔａ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ｆｏｒｍｓ” ．
Ｗａｌａａ Ｒａｍａｄａｎ， “Ｔｈｅ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Ｅｍｐｉｒｅ” ．
Ｉｂ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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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和海湾国家都向埃及提出了市场化改革的要求，并以此作为提供

资金的前提条件。 迫于经济形势的压力，尤其是外汇危机严重，塞西政府在货币政

策、投资政策上采取了货币贬值、放松外汇管制、颁布新《投资法》等一系列市场化改

革措施。 但是，塞西政府迄今不仅未敢触动军方利益集团的奶酪，反而通过众多重

大工程项目使军方获得了更多利益，其原因在于埃及经济资源近一半控制在军方手

中或与军方有密切联系。 如果只在非军方经济领域推行改革而不触及军队利益和

解决深层次的经济结构性矛盾，那么，埃及经济将难以获得可持续发展。

（四） 埃及军队的威权统治是引发未来政治动荡的潜在隐患

从成因上看，埃及“一·二五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穆巴拉克政权长期以来的

专制统治和腐败引发民众的不满。 经过数年的政治和社会动荡，以塞西为代表的埃及

军方再度掌握国家实权，在埃及建立了又一个不受制约和监督的政权。 为维护这种畸

形的体制并在该体制的庇护下获得经济利益，掌握大量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的军人集

团必然走向专权、腐败和不平等。 塞西上台后，政府打击政治反对派的严厉程度远超穆

巴拉克时期，腐败更趋严重。 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 ２０１５ 年《经济自由度指数》指出，腐
败是埃及经济面临的严重问题。 在控制腐败方面，在 １００ 分的评分标准中，埃及仅得

３２ 分，反腐表现为历年来最差。 世界经济论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报告

也指出，腐败严重阻碍了埃及的商贸活动。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５ 年《世
界竞争报告》指出，腐败是在埃及做生意所面临的第五大障碍。① 透明国际组织一项关

于埃及腐败的民调显示，５０％的埃及人有过向政府官员行贿的行为。②

当前，塞西政府正试图以恢复经济发展来维持政治稳定，但经济发展并不一定

能够带来政治上的稳定。 穆巴拉克执政 ３０ 余年，埃及的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增

长，在其被推翻前的五年间（２００６ 至 ２０１０ 年），埃及 ＧＤＰ 年均增长率高达 ６．１８％，③

并且实行了以私有化和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 但是，经济高速增长和经济改革

并没有使穆巴拉克政权更加稳固，其根本原因在于腐败、不平等、失业问题突出，埃
及民众没有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尤其是年轻人从中获益很少。 ２０１０ 年埃及失业

率达 ９．０％，其中 １５ 至 ２４ 岁的年轻人失业率高达 ２６．３％，④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和不

·００１·

①
②

③

④

李良勇：《埃及：一场贪腐引发的政坛地震》，载《中国纪检监察报》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７ 日，第 ４ 版。
“５０％ ｏｆ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Ｓａｙ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Ｂｒｉｂｅ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

Ｅｇｙｐｔ， Ｍａｙ ４，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ｄａｉｌｙｎｅｗｓｅｇｙｐｔ．ｃｏｍ ／ ２０１６ ／ ０５ ／ ０３ ／ ４２３４４０ ／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６ 日。
《ＧＤＰ 增长率（年百分比）》，世界银行，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ＮＹ．ＧＤＰ．ＭＫＴＰ．ＫＤ．

ＺＧ？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Ｇ，登陆日期：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Ｔｏｔａｌ （％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Ｍｏｄｅｌｅｄ ＩＬ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ＳＬ．ＵＥＭ．ＴＯＴＬ．ＺＳ？ｐａｇｅ＝ １；“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Ｙｏｕｔｈ Ｔｏｔａｌ （％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Ａｇｅｓ
１５－２４） （Ｍｏｄｅｌｅｄ ＩＬ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ＳＬ．ＵＥＭ．１５２４．ＺＳ？ｐａｇｅ ＝
１，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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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现象的加剧导致民众的强烈不满，为穆巴拉克最终下台埋下了隐患。
当前，埃及塞西政权对内推行的高压政策看似使社会恢复了稳定，但这种稳定

实际上极度脆弱，只是暂时顺应了经历剧烈社会动荡之后埃及民众渴望稳定的心

理，也是政府高压政策下的结果。 政治稳定和政权稳固仅依赖专制的高压政策和经

济发展是难以持续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军队既是埃及经历数年动乱后恢复政治秩

序的决定性力量，也是埃及未来发生政治动荡的潜在隐患。

四、 结　 语

塞缪尔·亨廷顿将政治现代化分成权力集中化、权力扩大化、权力分散化三个

阶段。① 从纳赛尔到萨达特，再到穆巴拉克，正是埃及现代化进程从权力集中化到权

力扩大化的转变时期。 随着埃及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进行政治参与的不仅有日益

壮大的中产阶级，而且还有以穆兄会为代表的宗教政治力量。 ２０１１ 年“一·二五革

命”后的数年间，埃及的政治生态将充满各种政治力量的相互博弈。
在许多中东国家，军人干政是政治现代化不可分割的部分，②埃及军队在“一·

二五革命”后再次主导了国家的政治进程。 塞西上台后，埃及似乎步入了又一轮历

史轮回。 当初穆巴拉克政权是在反专制、反独裁、反腐败的口号中被推翻的，然而塞

西政府非但没从穆巴拉克政权的倒台中汲取教训，反而在军队的支持下实行了更加

严厉的高压政策。 军人的再度干政使其获得了大量政治和经济资源，政权腐败和社

会不平等的加剧有可能导致新一波民众抗议，从而成为政治动荡的潜在隐患。 “如
果军人干政不建立一个将若干合法性原则加以制度化的政治结构，其结果只能成为

军人寡头统治，政权在各寡头之间的辗转易手且处境危险，随时有被新社会力量的

革命推翻的可能。”③ 因此，在埃及政治和经济秩序重建中，军队虽然成为恢复政治

秩序的决定性力量和恢复经济秩序的主要依靠，但其威权统治势必为未来埃及政治

动荡埋下隐患，其特殊的军队经济将会成为未来埃及经济改革的重要障碍。

（责任编辑： 包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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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１５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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