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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阿拉伯世界、非洲大陆和伊斯兰世界是埃及外交活动能够发挥重大作用的三

个重要舞台, 即构成所谓的 /三个圈子0, 也是埃及容易获取支持和协调行动的同盟军与重

要外交资源。/三个圈子0 的排列是相对变化的, 体现埃及外交政策发展、变化和调整的轨

迹, 阿拉伯世界是埃及外交的中心舞台。埃及总统在外交决策上有 /主导权0, 同时也听取

近臣和幕僚的意见。埃及成功地利用其外交资源, 使外交力得到延伸, 扩大了自身在地区事

务和世界舞台上的影响, 为本国社会经济发展赢得了可观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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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 及 外 交 战 略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在其成立以来的半个世纪中, 作为地区大国, 其外交政策历来保持一致性和

延续性。不论在公开对外宣示中, 还是在实际操作层面上, 埃及外交战略或总体外交政策一直以 /三

个圈子0 ( three circles) 为基础。

关于 /三个圈子0 的外交思想和理论, 最早是由埃及已故总统纳赛尔在其著作 5革命哲学6 一书
中提出的。纳赛尔认为埃及既是阿拉伯世界的重要国家, 也是非洲大陆有影响的国家, 同时也是伊斯

兰世界的重要国家。/我们看世界地图的时候不能漠视我们在这个地图上所占的空间, 以及这个空间

赋予我们的任务。0 ¹ 基于这一理念, 埃及的外交重点应该在上述 /三个圈子0 ) ) ) 即: 阿拉伯世界、

非洲大陆、伊斯兰世界中。这种考虑是从埃及的实力地位、地缘政治环境、民族与宗教、历史文化和

社会发展等多种因素出发的。这是埃及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3个主要舞台, 也是埃及容易获取支持和

协调行动的同盟军与重要外交资源。

20世纪 50年代中期以来, 埃及在外交政策的公开宣示中, 一贯明确阐述 /三个圈子0 对埃及都

同样重要, 即埃及不会轻视或忽视上述三个方面任何一方对埃及的重要意义, 以及埃及对 /三个圈
子0 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 认为任何势力对上述三个方面的打击和破坏都会危及埃及的国家利益, 因

此埃及不允许任何势力对 /三个圈子0 进行打击和破坏, 埃及将为上述三个方面的安全和利益进行坚

决的斗争。但在埃及外交政策的实施过程中, 由于受到埃及社会历史条件、国家利益变化和国际环境

与国际关系格局变化, 以及决策者和决策机制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埃及外交侧重点是处在 /动

态调整0 中的, 即这 /三个圈子0 的排列并非总是一成不变。毋庸置疑的是, 无论 /三个圈子0 如何

排列、变化, 其核心总是埃及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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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 /三个圈子0 是如何排列的呢? 从总体看是相对变化的, 主要有 3种变化形式: 即并列圆、

同心圆、交叉圆。从下列图形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埃及外交政策发展、变化和调整的轨迹。

(一) 并列圆, 即三个并列的圆圈 (见图 1)

并列圆代表埃及外交活动的主要 /三个圈子0, 依次为 /阿拉伯世界0、/非洲大陆0、/伊斯兰世

界0, 表明埃及对以上 /三个圈子0 都是非常重视的, 不存在 /厚此薄彼0 的亲疏问题。应该说, 这

是埃及在外交政策对外宣示中使用的语言或模式, 既表明了埃及的利益所在, 也勾画出埃及在国际舞

台上能够发挥作用的主要 /三个圈子0。从总体看, 埃及外交政策通常能够 /兼顾0 或涵盖上述三个
方面, 作为阿盟成员国、非统 (后发展为非盟) 成员国和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理应在上述领域中发

挥重要作用。

埃及共和国成立后不久, 就积极支持阿拉伯国家、非洲国家、伊斯兰国家, 以及其他殖民地半殖

民地国家的人民反帝反殖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正义斗争, 其中包括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民族

独立运动、支持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支持也门和利比亚革命等, 埃及成为 20世纪 50~ 60年代中

东地区和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帜。1956年苏伊士战争 (即三国入侵战争) 中埃及不仅没有被英、

法、以三国战胜, 而且赢得了亚非国家的广泛支持, 随着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增长, 埃及在阿拉伯世界

的影响日益扩大, 当时的埃及总统纳赛尔还成为了阿拉伯世界的领袖。

图 1

(二) 同心圆, 即三个逐渐扩展的圆圈 (见图 2)

埃及作为阿拉伯世界的大国, 在阿拉伯国家中占有重要地位。埃及不仅是阿盟总部和秘书处的所

在地 ( 1978年埃及同以色列签订 5戴维营协议6 后受到阿拉伯国家的抵制, 阿盟总部迁往突尼斯,

1990年又迁回开罗) , 还是一些泛阿拉伯组织 (例如阿拉伯军工组织等) 所在地。在有关阿拉伯事务

的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 埃及的立场与协调作用往往起到 /导向作用0。例如在阿以冲突中无论战争

还是和平, 均与埃及的参与密不可分: 埃及在历次中东战争中总是首当其冲, 还与叙利亚联手发动了

第四次中东战争, 20世纪 70年代末期又发起和平主动行动, 开创了阿以和平的先河; 伊拉克入侵科

威特后, 在埃及带领下, 阿拉伯国家出兵参加多国部队对伊拉克的战争。而第四次中东战争 ( 1973

年10月) 中阿拉伯国家团结一致对埃及和参战国的政治、经济支持, 甚至动用石油武器, 也反映出

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外交影响力。与其他两个圈子 (非洲大陆和伊斯兰世界) 相比, 阿拉伯世界是埃

及外交利益的最重要部分, 也是其影响力最大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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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图 3

(三) 交叉圆, 即三个交错排列的圆圈 (见图 3)

外交事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综合体系, 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和影响。作为一个地区大国, 埃及在

发挥自身影响的同时, 也需要相关国家、国家集团的回应和支持。因此, 开展广泛的外交活动, 争取

更多国家的支持才是能够发挥影响力的基础。由于社会文化、民族结构、宗教信仰、地缘政治和国际

环境等诸多独特的因素, 许多阿拉伯国家本身就是非洲国家和伊斯兰国家, 或者说一些伊斯兰会议组

织成员国、非盟成员国本身也是阿盟成员国, 埃及也兼有 /多重身份0。这种特殊的关系客观上就已

构成 /三个圈子0 在一定程度上的交叉或重叠, 使埃及在任何一个 /圈子0 里的外交举措, 都可能同

时具有多重身份上的多种意义。埃及可以根据国际环境的发展变化和自身需要出 /阿拉伯牌0、/非洲

牌0、/伊斯兰牌0 或者打 /组合牌0, 在 /三个圈子0 里发挥它独特的地区大国的作用。

当然, 作为一个具有深厚文明底蕴、同时又处在世界中心地带 (东、西方联接的中心地带) 的地

区大国, 埃及的视角决不仅仅局限于上述 /三个圈子0 中, 埃及不仅没有放弃与第三世界广大发展中

国家的交往与合作, 还与印度、南斯拉夫共同发起了 /不结盟运动0, 借助其力量消弭了来自强权势

力的压力和威胁, 拓宽了埃及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范围, 也提高了埃及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埃及巧

妙地利用 /三个圈子0 的理论和 /不结盟运动0 的旗帜, 使其综合国力中的 /外交力因素0 得到充分

延伸, 加强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协调与合作, 巧妙地与大国周旋和斗争, 实现了埃及国家利益和外交政

策的目标。

埃 及 外 交 的 决 策 机 制

埃及学者在研究埃及外交时将其界定为三个部分: 即外交战略的制定, 外交政策 (对策或具体决

定) 的制定, 外交政策的实施等。¹ 外交战略和政策的制定通常又受到势力集团、外交顾问、体制因

素、国内政治社会经济因素、地区和国际环境等因素的制约与影响。

埃及外交的决策机制与政治体制密不可分。埃及实行 /总统共和制0, 总统在埃及内政、外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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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重大事务中享有决策权。¹ 埃及是阿拉伯国家中政治思想较活跃、政治制度也较发达的国

家, 但埃及在外交决策中仍有极浓厚的 /领袖意志0 色彩, 在纳赛尔、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代都是

如此。

当然, 任何政治领袖都不可能是无所不知的 /全才0 或 /天才0, 埃及的政治领袖亦然。在内政、
外交事务中, 政治领袖通常借助一些机构、智囊集团和顾问等。埃及历代总统身边都有一些被称为助

理或顾问的 /近臣0 或幕僚。这些近臣或幕僚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并不完全取决于他们的职位, 而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总统对他们的信任程度。在他们当中, 确实有一些卓尔不群的精英。例如比较显赫的

有, 纳赛尔时期的穆罕默德#海卡尔º, 萨达特时期的伊斯梅尔#法赫米», 穆巴拉克时期的乌萨曼#巴
兹博士¼ 和穆斯塔法#法基博士 ½ 等。有些学者甚至认为, 外交决策是埃及总统及其近臣的 /专有领

地0 ( Domaine Priv�)。¾

相对而言, 纳赛尔和萨达特执政时还都比较注重听取有关职能机构的意见, 发挥职能机构的作

用。穆巴拉克则比其两位前任更喜欢向他身边的近臣或幕僚进行咨询。¿ 埃及早在 20世纪 60年代末

就成立了 /国家安全委员会0, 其主要职责是制定有关国家安全的战略规划和处理有关国家安全的重

大问题, 主要成员有总统、副总统、外交部长、国防部长、情报局长, 以及总统任命的一些有关人员

等。国家安全委员会根据总统的要求召开不定期会议, 但穆巴拉克执政以来很少召开会议。

尽管埃及 3位总统在行为方式、个人好恶等诸多方面不尽相同, 但在外交事务决策上都是专权

的, 并留下了风格不同的个人印记, 削弱了职能部门的功能。例如萨达特在 1972年 7月宣布让苏联

军事顾问在一周内撤走, 又在 1977年 11月访问耶路撒冷等, 都是留有强烈个人风格、甚至曾引起国

内外 /震荡0 的外交举措。埃及学者在对埃及三代政治领袖进行比较研究后, 认为他们在制定外交政

策时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À总统是主要决策者, 在决策过程中凸显决策者的领袖风格; 外交机构或执行

机构的作用相对削弱; 咨询机构比较多, 但决策机构并不清楚; 在决策过程中有明显的 /集权主义0。

埃及政治势力和公众舆论对埃及外交的影响主要是在外交战略框架的形成等方面 (所谓重大外交

决策要得民心、合民意) , 而在具体外交政策的制定上则很难施加影响 (在这方面不要说一般政党组

织或集团势力和公众舆论, 就是外交部等专门的职能部门也很难对决策者施加影响)。例如, 虽然埃

及早在 1979年就与以色列签订了和平条约, 实现了双边关系正常化, 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 但是

由于以色列仍占据着大片阿拉伯领土, 继续压迫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 阿以对抗并没有终结,

包括埃及人民在内的阿拉伯人民并没有原谅和接纳以色列。埃及民众的立场制约着埃及对以色列外交

战略的发展态势。所以埃以之间实际上保持着一种 /冷和平0, 两国在经济合作、贸易和民间交往方

面几乎没有什么发展。

尽管在实行 /总统共和制0 的埃及, 总统在外交决策上几乎拥有绝对权力, 在野党和其他政治组

织 /无缘0 外交决策, 但在某些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 它们的影响力仍有可能左右或制约外交决策

或对外政策的实施。特别是随着埃及社会经济的发展, 市民社会和民主进程也在不断发展, 非政府组

织 ( NGO) 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也比以前有所增长。因此, 埃及主要政党和政治组织在对外政策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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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 Al- Siyassa Al- Dawliya, p171, January 2000, Cairo, Egypt1

Bahgat Korany & Ali Hillal Dessouki , op1 cit1 , p11691

Bahgat Korany & Ali Hillal Dessouki ,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Arab States : the Chall enge of Change , Westview Press, 1991, p11681

穆斯塔法#法基为总统的新闻秘书, 并担任总统与外交部之间的联络官。

乌萨曼#巴兹曾就读于开罗大学和哈佛大学, 是职业外交官, 在萨达特时期参与了 5戴维营协议6 的谈判, 深得两代总统的

赏识。

1973~ 1977年曾任埃及外交部长。

曾任 5金字塔报6 主编, 与纳赛尔私交甚密, 撰写了多部有关埃及政治、国际关系的著作。

迄今为止, 埃及共有 4位总统执政。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 首任总统穆罕默德#纳吉布 ( 1953年 6月~ 1954年 11月) 在

埃及政治发展进程中并无甚大影响。故本文主要涉及纳赛尔、萨达特、穆巴拉克 3位总统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基本态度和立场也就成为分析埃及外交政策时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下表是埃及主要政党和政治

势力在对外政策上的基本立场。

埃及主要政治势力在对外政策上的基本立场

党派势力 认为主要威胁来自 对外政策的重点 对美国的立场 对以色列的立场 对中东问题的态度 备  注

民族民主党

(执政党)

伊朗是地区主要

竞争对象; 苏丹

持敌对立场; 土

耳其如果执行其

水资源计划, 将

对阿拉伯世界构

成严重威胁

阿拉伯国家、非

洲国家、伊斯兰

国家; 同美国保

持特殊关系, 注

重与西欧和日本

的关系

优先考虑维护对美

国的关系, 但不与

其结盟

同以色列签订了

和平条约

反对外国军事占

领, 致力于中东

和平, 主张在中

东实现无核区

恪守其对外宣

示中阐述的对

一系列重大国

际问题的基本

立场

自由进步党

伊斯兰思潮; 美

国对埃及外交政

策的干预; 为了

以色列的利益制

约埃及

 阿拉伯世界

保持与美国的关系,

但同时应防止美国为

维护以色列的利益而

制约或干涉埃及

如以色列能与有

关阿拉伯国家达

成和平协议, 将

不存在问题

如果能在中东实

现和平, 将推动

中东和阿拉伯社

会的不断发展

新华夫脱党

伊朗、苏丹; 拥

有核武器的以

色列

以埃及国家利益

为中心

不应限制发展与美国

的关系

如果不影响埃及

的安全, 不反对

与以色列合作

在保证埃及安全

前提下, 支持参

与中东事务

社会劳工党   以色列  阿拉伯世界

为了维护埃及、阿拉

伯、伊斯兰的利益,

应限制与美国关系的

发展

以色列是埃及安

全的最主要威胁
 反对参与

进步集团党

以 色 列 ) ) ) 外

患; 恐怖 主义

) ) ) 内忧

依次为埃及、阿

拉伯、非洲、伊

斯兰世界、第三

世界

在能扩大埃及利益的

前提下, 发展与美国

的关系

限制同以色列发

展关系

阿拉伯优先, 如

影响到阿拉伯事

务, 中东事务应

让位

穆斯林兄弟会
世界犹太复国主

义; 以色列

阿拉伯世界为基

础, 实现伊斯兰

世界合作, 反对

共同的敌人

 反对发展关系
美国在中东的代

理人、走狗
 反对参与

主张埃及、苏

丹、利比亚结

盟或实现统一

埃及共产党

美国、以色列;

苏丹和伊朗支持

埃及教派的宗教

势力

 阿拉伯世界    敌 人   敌人  反对参与

  资料来源: Al- Siyassa Al- Dawl iya, January 2000, pp194- 98, Cairo, Egypt ; 赵国忠主编: 5简明西亚北非百科全书6 , 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2000年版; http: / /www1 embassy1org1 cn/ eg/ egnj/ nianjian1htm 的资料编制。

重 大 外 交 政 策 的 实 施

如前所述, /三个圈子0 是埃及外交的基本战略, 在不同时期也有所侧重和调整, 但其中心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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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阿拉伯世界, 即 /将阿拉伯世界作为埃及外交政策的主要活动空间, 同时继续加强在伊斯兰世界和

非洲大陆的外交活动,,。0 ¹

民族独立国家建立和 /七二三0 革命后, 如何消除殖民主义遗迹、继续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

义、维护新生的民族独立和国家权力、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维护阿拉伯国家的利益、支持亚非拉各国

的民族解放运动, 是埃及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在纳赛尔时代, 埃及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在阿拉伯

世界和中东地区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纳赛尔不仅是埃及总统, 在阿拉伯国家也有重要影响,

是阿拉伯世界的政治领袖。

在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代, 埃及借助 /三个圈子0 彰显自身在三个舞台上的影响和作用, 以实现

国家利益, 特别是经济利益。

如果说纳赛尔时代埃及外交战略的重点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那么在萨达特时代则是政治经济并

举, 而穆巴拉克时代就具有更多的经济意义, 即通过广泛外交活动实现更多的经济利益、推动民族经

济的发展。当然这种战略目标的调整是适应埃及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 在客观上呼应了埃及社会历史

发展进程的内在需求 ) ) ) 由政治独立、反帝反殖民主义、维护政治经济独立, 过渡到以发展民族经济

为重心, 特别是应对全球化浪潮冲击的形势下, 通过发展经济加强埃及地区大国的地位。这种战略转

变对埃及民族国家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利益和深远的战略意义。20世纪 70年代末期埃以签订

和平条约, 实现关系正常化和此后开始推行的开放政策, 可以说是这种战略调整的 /转折点0。
(一) 为阿拉伯民族利益而战

埃及在维护阿拉伯民族利益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其他国家无法替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埃及积

极支持中东各国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在 4次中东战争 (巴勒斯坦战争、苏伊士战争、/六五0 战

争、十月战争) 中, 埃及作为阿拉伯世界的大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同时也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

失。据统计, 埃及在 4次中东战争中的经济损失高达 1 000亿美元。º

在数十年的抗以斗争中, 埃及曾与阿拉伯国家一起 /并肩作战0, 而为了实现和平, 埃及却曾

/孤军奋战0。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 为了打破 / 不战不和0 的局面, 埃及毅然采取了和平主动行

动: 1977年萨达特在以色列议会发表讲话、1979年同以色列签订了和平协定。虽然埃及的和平主动

行动赢得了世界许多国家的赞誉, 但在阿拉伯世界却遭到抵制和制裁: 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先后与埃及

断交, 停止了经济援助与合作项目, 甚至停止了埃及的阿盟成员国资格, 阿盟总部也从开罗迁到了突

尼斯。» 埃及曾被排斥在阿盟之外达十年之久。

然而历史似乎与人们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 其发展进程在划了一个巨大的 / C0 字之后, 又回到

埃及开创的和平进程轨道。1991年马德里中东国际和平会议正式召开, 人们在为和平付出了巨大的

代价后, 重新坐下来启动中东和平进程。埃及作为最早与以色列建立、保持着外交关系的阿拉伯国

家, 自然就成为阿以和谈中沟通各方信息、协调各方立场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开罗不仅是巴以谈

判的重要地点, 还是穆巴拉克与各方首脑会晤的地方。穆巴拉克在埃及多次会见了阿拉法特、拉宾、

佩雷斯。美国国务卿也是开罗的常客, 1991年前国务卿贝克曾创下 5次访问埃及的记录, 1994年国

务卿克里斯托弗则 4次光顾开罗。尽管 1993年巴以 5临时自治原则宣言6、1994年约以和平条约都是

在华盛顿签署的, 但大量的谈判、磋商、协调工作都是在埃及完成的。而协议在实施过程中, 巴以双

方在 1994年达成的 5第一阶段加沙、杰里科自治协议6、1995年的 5关于分阶段实现自治的联合声

明6、1999年就 5怀依协议6 的执行问题达成的新协议等, 也都是在埃及签署的, 故又分别被称为

/开罗协议0、/塔巴协议0 和 /沙姆沙伊赫协议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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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战争还是在政治谈判中, 埃及为维护阿拉伯国家的利益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埃及的地区大

国地位也由此得到彰显。

(二) 对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政策

1990年海湾危机爆发前, 埃及就为解决伊拉克和科威特争端积极进行斡旋, 反对任何国家对他

国以武力相威胁。危机爆发后, 同年 8月, 穆巴拉克总统在开罗主持召开了阿拉伯紧急首脑会议, 并

通过决议, 谴责伊拉克入侵吞并科威特、要求伊拉克立即撤军, 还决定派遣阿拉伯部队保卫海湾国

家。为保卫海湾国家的安全, 9月, 3艘埃及军舰载有数千名军人, 以及坦克、火箭等军事装备, 通

过苏伊士运河驶往海湾。12月, 埃及又向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增派突击队和伞兵, 使埃

及在海湾的军队达到近 4万名。实际上, 埃及参加多国部队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其军队在实战中的作

用, 使多国部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多国部队, 表明埃及得到支持的广泛性。1991年埃及还与叙利亚

和海湾合作委员会 6个成员国组成了 /八国集团0, 主张建立阿拉伯维持和平部队, 取代驻扎在海湾

的外国军队; 根据地区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协调其立场, 保持阿拉伯立场的一致性和掌握主动性; 还建

立一项 150亿美元的合作基金, 向在海湾战争中支持科威特的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等。

尽管埃及支持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发动海湾战争并派兵参战, 但是埃及却反对美国绕过联合国发

动的伊拉克战争 ( 2003年)。埃及始终强调应在联合国框架内解决危机, 反对美国以任何借口来推翻

另一个合法政权。埃及认为, 伊拉克战争是违反国际法准则的非正义战争。穆巴拉克严肃地指出了战

争的负面影响, /伊拉克战争并不能帮助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摆脱恐怖主义。这场战争造成的死亡

和破坏将导致新一代恐怖分子的产生, 恐怖主义的网络将遍布世界每个地方。伊拉克战争无异于点燃

了一场大范围的恐怖主义之火。0 ¹

伊拉克战争的主要军事行动宣布结束后, 埃及主张, 由伊拉克人民自己选择合法政府, 进行自由

选举; 结束外国军事占领、撤出侵略军; 联合国应在伊拉克重建中发挥主导作用。

(三) 关于反对恐怖主义

反对恐怖主义, 最初是埃及国内政治和社会安定的需要, 后逐步发展为埃及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 即把反对恐怖主义作为一面旗帜, 有利于埃及在国际社会树立正面形象, 扩大自身影响,

同时也配合国内打击恐怖主义。

尽管埃及一直反对恐怖主义, 但与欧美国家提出的反对恐怖主义并不是一回事, 表现为既斗争又

合作。埃及在 20世纪 80和 90年代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 也遭到欧美等西方国家在宗教自由、保护

人权和倡导民主等口号下的反对。所以埃及谴责一些欧洲国家在所谓民主的旗帜下庇护恐怖组织, 允

许它们自由活动。º 在近年来的反对恐怖主义活动中, 埃及也在不断地阐述 /恐怖主义是一种国际现

象, 它并不等同于伊斯兰教, 并无阿拉伯或者伊斯兰的属性0。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穆巴拉克总统曾先后 70多次在国内、国际会议等场合发表重要讲话, 阐述

埃及坚决反对恐怖主义的立场和政策。穆巴拉克是中东和伊斯兰国家中最早比较详细地论述恐怖主义

的领导人, 他提出一些诸如采取国际行动和在联合国框架内协调行动等具体措施, 还指出必须把反恐

与政治倾向区分开, 反对把恐怖主义同某种宗教或民族联系起来的 /滥用反恐的做法0 。
埃及主张不仅要反对恐怖主义行为, 还应注重铲除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埃及认为, 公正、全面

地解决阿以冲突和巴勒斯坦问题, 是铲除中东地区恐怖主义的重要条件; 反对以色列打着反恐的旗号

将巴勒斯坦人民合法反对占领的斗争与恐怖主义联系起来的做法。»

埃及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反恐为名推行其文化价值观的作法, 穆巴拉克指出, 必须防止利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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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反恐行动来实现狭隘的政治利益、用武力改变领导人和政权的企图, 或者将那些与人民的历史、观

念、价值观不符的文化或观念强加于人的企图。因为那只能造成更大的分裂, 加深仇恨, 对我们的社

会、人民构成了最大的危险。¹

(四) 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埃及

埃及曾 5次担任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 (分别是 1946年、1949~ 1950年、1961~ 1962年、1984~

1985年和 1996~ 1997年) , 加强了它在国际事务、特别是在阿拉伯世界、中东地区和非洲地区事务中

的地位。一些埃及人在国际组织中担任要职: 中东地区最重要的国际组织 ) ) ) 阿盟的秘书长几乎一直
由埃及人担任, 埃及副总理兼外交国务部长布特罗斯#加利博士曾任联合国秘书长 ( 1992~ 1996年)。

此外, 埃及议长法特希#索鲁尔博士曾担任各国议会联盟主席、萨拉吉丁曾担任世界银行行长等, 也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埃及的国际地位和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力。

埃及密切关注联合国改革问题, 利用自身的地缘政治优势与非洲国家密切合作, /有条不紊0 地

争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早在 20世纪末埃及就促成非洲国家在这一问题上形成一致的立场: 即

先是 1994年在突尼斯召开的非统第 30届首脑会议上, 推动非洲国家在 5突尼斯宣言6 中提出增加非

洲国家在安理会中常任理事国的席位; 后又促成非洲国家在 1997年非统首脑会议发表的 5哈拉雷宣
言6 中进一步提出, 在联合国改革进程中, 非洲应获得安理会 2个常任理事国席位和 5个非常任理事

国席位。在2000年和 2004年联合国大会上, 埃及代表也先后提出, 埃及有资格承担起安理会常任理

事国的责任。埃及政府认为, 埃及是非洲、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交汇地, 在非洲、阿拉伯世界和伊

斯兰世界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如果埃及获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 将在扩充后的安理会中更好地代

表上述文化和文明, 有力地推动全球范围的和平与发展。

1994年 7月初, 在穆巴拉克总统的倡议下, 首届地中海论坛外长会议在埃及亚历山大召开。埃

及、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葡萄牙、希腊和土耳其等国家的外长与

会。此次会议旨在推动地中海沿岸国家进行对话, 加强该地区的安全, 增进各个领域中的合作关系。

1996年 3月, 穆巴拉克总统在西奈的沙姆沙伊赫主持召开了世界反恐怖首脑会议。美国总统克林顿、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巴解组织主席阿拉法特、以色列总理佩雷斯, 以及英、法、沙特等国的首脑和政

府代表, 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等出席了会议。各国首脑云集埃及表明了世界各国反对恐怖主义的决心,

也反映出埃及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重要作用。

埃及还为维护地区甚至世界和平作出了一定贡献。从 20世纪 60年代起, 埃及就参加联合国维和

部队。在此期间曾向刚果派出维和部队。º90年代埃及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部队向安哥拉、波黑、中

非、克罗地亚、马其顿、格鲁吉亚、西撒哈拉、利比里亚、卢旺达、索马里、莫桑比克等国家和地区

派遣维和士兵、观察员等, » 目前仍在克罗地亚、刚果、东帝汶、格鲁吉亚、塞拉利昂、西撒哈拉这

些国家和地区派驻了维和士兵和观察员等。此外, 埃及还向阿曼、沙特、刚果等国派遣了军事顾问

等。¼

(五) 外交活动带来的经济效益

埃及的积极外交活动不仅扩大了埃及的政治影响, 也为自身赢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由于埃及在

海湾危机中反对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的立场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赞赏, 先后有 20

多个国家和金融机构向埃及提供贷款和紧急援助, 并免除了 250多亿美元的各类债务。½ 其中数额较

大的是海合会取消埃及 70亿美元的债务, 同时还决定在此后数年中每年向埃及提供 10亿~ 2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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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11月 16日穆巴拉克在人民议会、协商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的资金, 支持埃及的经济建设。¹ 1990年沙特和阿联酋分别向埃及提供了 10 亿和 6亿美元的援助。

美国免除了埃及 70亿美元军火债务。º 近年来, 美国每年向埃及提供 20多亿美元的经援和军援, 是

中东地区仅次于以色列的第二大 (美援) 受援国。1998年美国决定在未来十年内对埃及的经济援助

每年减少 5%。但是 2005年3月美埃又签署了一项经济援助谅解备忘录, 根据协议, 美国将在 2005~

2008年向埃及提供 9亿美元的现金援助。» 1991年 7月, 埃英签署了一项免除埃及 314亿英镑债务的
协议。1994年 1月法国向埃及亚历山大市赠送了一座高 18米、价值 2 700万美元的灯塔。9月法国向

埃及提供了用于市政建设的5144亿法郎经援款。1994年埃及分别从瑞士、英国、意大利得到2 000万

美元、800万英镑、2 000万美元的赠款; 荷兰提供了 1 000万美元用于农业项目的贷款; 德国同意向

埃及提供 2127亿马克贷款; 意大利除赠款外还同意提供 9 400万美元贷款; 欧盟也决定提供 9 300万

美元贷款, 推动埃及国有企业向私有化过渡。海湾战争后, 日本免除了埃及 212亿美元的债务。日本
财团同意与埃及和阿拉伯国家合作在亚喀巴湾兴建一座投资总额为 12亿美元的化工企业。此外, 日

本还将帮助埃及在苏伊士运河上修建洲际大桥的计划也纳入了两国合作的议事日程。

结   语

在中东和非洲地区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 总是可以看到埃及的作用和影响,

而埃及的外交魅力也正是在复杂多变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展现出来的。

近现代埃及社会政治发展进程与中东其他国家相比并无太大的区别, 但埃及作为地区大国, 其外

交政策始终保持一致性和延续性 ) ) ) /三个圈子0 构成了埃及总体外交战略的框架。

在全球化浪潮形成的严峻挑战面前, 在融入全球化、消弭全球化浪潮引发的消极因素等重大问题

上, 埃及比以往更加注重自身在 /三个圈子0 中的作用, 协调与上述三个方面的关系, 借助三个方面

的力量 /扩展和延伸0 自身的实力。协调与上述三个方面的关系, 甚至关乎埃及在世界格局变化、全

球化浪潮冲击下的命运与前途。正所谓, 借助 /三个圈子0, 埃及就是有影响的地区大国, 使世界主

要大国不能小视埃及的存在、力量与影响; 反之, 即失去 /三个圈子0 的舞台, 埃及就不是有影响的

地区大国, 其国力和影响也就 /无足轻重0, 很难在世界格局变化和全球化浪潮下获得有影响力、有
优势的国际地位。/三个圈子0 对埃及的重要意义, 以及埃及与 /三个圈子0 的微妙关系无疑是考察

埃及对外政策的重要视角和内容。

冷战结束后的埃及外交政策不仅仅立足于阿拉伯世界和中东地区, 而且借助 /三个圈子0 扩大外
交空间, 积极开展全方位外交, 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埃及不仅是中东地区举足轻重的国家, 也是

当今世界政治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邢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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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 5人民日报6 , 2005年 3月 22日。

参见 5新华社新闻稿6 , 1990年 12月 31日。

参见埃及中东通讯社 1990年 10月 25日讯。



An Analysis of Egypt. s Foreign Policy

Wang Jinglie pp. 27- 35

  The Arabian world, African continent and the Is2
lamic world, the so- called / three circles0, are the

most important platforms of Egypt. s diplomatic activi2
ties and the important diplomatic resources and allies

for Egypt to gain support. The form of the / three cir2
cles0 is relatively changeable, indicating the track of

evolvement, change and adjustment of Egypt. s diplo2
matic policy, while Arabian world is its major plat2

form. The Egyptian President dominates 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while listens to the intimate ministers.

Egypt has made so much use of its diplomat ic resources

that its diplomatic capacity has been extended, its in2
fluence over the regional affairs and in the world en2
larged, which has made considerable economic benefits

for its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ause, Character and Development Tendency

of Urban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Che Xiaomei pp. 42- 48

  Since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Urban2
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has been strongly developed.

While the city areas are enlarged, the overall arrange2
ment of them becomes different from that prior to the

war,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ajor cities is part icularly

strong.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 ion is based on

such factors as: the rise of modern industry, oil indus2
try and services; land reform and industry- prioritized

policies implemented by the Middle East countries; the

progress of the modern medicin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medical facilities; the restriction of the tradition2
al ideas, all of which have joined together to make the

Middle East one of the areas in theworld whose Urban2

ization is advancing at top speed. Whereas, there make

some features or problem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iddle East Urbanization: an excess of Urbanizat ion;

the top posit ion of urbanism; the disjunction between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the big difference

between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locat ion of

the major cities. With the progress of productivity and

society, the overall arrangement of the Middle East Ur2
banization will alter again, and the major cities will

still be the most flourishing place of Urbanization while

the urban diseases will long harass the Middle East

countries.

Effects of AGOA on Sub- Sahara African Countries. Trade and Investment:
Cases of Swaziland and Lesotho

Chen Xiaohong pp. 54- 59

  African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 ( AGOA) is

the generalized preferential trade act towards Africa of2
fered unilaterally by the U. S. A. It should cover 48

African countries and up to the end of July 2005, there

had been 37 countries benefited. In 2000 and 2001,

Swaziland and Lesotho became another two beneficiary

countries of the Act, both of which are small and in2
land countries with the similar geographical posi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political system and economic lev2

el . Since being benefited, trade and investment have

begun to increase in the two countries, and their eco2
nomic structures have been improved. Yet it should not

be ignored that AGOA funct ions with limitat ion for hav2
ing placed not only some trade and economic condi2
tions, but also the multi- party democracy, open e2
conomy and privatizat ion as the conditions on the bene2
ficiary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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