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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发 展 模 式 的 历 史 考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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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从经济发展战略演变的角度考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 埃及形成了在 /阿

拉伯社会主义0 原则指导下以 /国有化 0 为基础和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 七八十年代, 逐

渐调整为扩大私有化、缩小公有化为特征的 /混合型0 经济发展模式; 90年代以来, 面对

全球化的挑战, 埃及经济发展模式开始全面向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转型。埃及经济发展

模式的演变与埃及经济发展战略形成互动,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埃及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

和转型受到美国, 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外部因素的影响, 同时与埃及政治体

制的变革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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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年七月革命是现代埃及历史发展的里程碑, 自此埃及人民完成了从 19世纪以来争取民族独

立和社会解放的历史任务。半个多世纪以来, 埃及政府和人民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为探索符合本国

国情的发展模式付出了艰辛努力。本文拟从埃及经济发展战略 50多年演变的视角, 对埃及经济发展

模式的形成、调整、转型作历史的考察和分析。

/社 会 主 义 0发 展 战 略 与 国 有 化 模 式 的 形 成
( 1952~ 1970年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 1956年纳赛尔全面执掌埃及政权的时期, 除了政府严格控制的水利灌溉业

和少数需要保护的出口工业 (例如纺织业 ) 之外, 埃及国家经济体的特征仍然是财产私有制和自由

企业经济相结合, 延续了战前埃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20世纪 50年代初, 虽然棉花价格在一定程

度上受到朝鲜战争的影响, 但埃及经济稳定增长、通货膨胀率较低。这一方面得益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埃及工业的增长, 另一方面也是实施一系列政策的结果, 包括关闭亚历山大棉花交易所, 提高对

非基本消费品征收的直接税和进口税, 等等。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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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当时国际上两种意识形态竞争的影响, 从 1956~ 1970年纳赛尔总统去世, 埃及进入全面的经

济调整时期, 埃及社会经济的发展, 选择了具有浓厚 /社会主义 0 色彩的经济发展模式, 主要有以

下几方面的特征。

首先, 以纳赛尔 /阿拉伯社会主义0 为指导方针。¹ 1955年 3月, 纳赛尔在接见印度记者时首次

提出在埃及建立社会主义的主张。 12月 5日, 纳赛尔在埃及合作社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在全

国建立一个 /民主、合作的社会主义 0 社会。 1962年, 由纳赛尔主持制定的 5民族宪章 6 (亦称

5全国行动宪章6 ) 中确认埃及信奉社会主义, 走社会主义道路。 1964年, 临时宪法继而明文规定埃

及的经济制度是 /社会主义制度0。

纳赛尔倡导的 /阿拉伯社会主义 0 对埃及经济现代化的指导性主要表现在以下 3个方面: ( 1)

社会主义是促进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唯一出路º、是促进社会解放的道路、是 /解决埃及问题唯一革命

的决策 0 »。纳赛尔认为, 不发达国家消除落后的唯一方法就是实现社会主义。 ( 2) /社会主义是建

立在正义和满足需要的基础上的0¼。按照纳赛尔的看法, /富足 0 指生产和发展; /正义 0 指社会公

正和分配公正。二者的关系相辅相成。没有富裕的正义意味着分配贫困, 没有正义的富足意味着增加

财富的集中。½ ( 3) 关于剥削所有制和非剥削所有制的区分问题。纳赛尔主张由人民控制一切生产资

料, 但不必废除私人所有制。纳赛尔认为: /应由人民掌握所有生产资料, 根据预定计划决定利润的

处理0。但他又指出: /所谓由人民控制一切生产资料, 并不是指生产资料都要实行国有化, 取消私

有制, 也不是侵犯私有制合法的继承权。0¾ 当然, 纳赛尔并非拥护剥削阶级所有制, 他坚决反对

/剥削阶级所有制 0, 说他只允许不剥削他人的私营部门存在, 为发展总计划作出贡献。

其次, 实行社会主义的土地改革。  按照上述纳赛尔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 为减少贫困和机会不

平等, 埃及新政权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就是打击腐败、扩大对低收入者的安置, 以及从 1952年 9月起

进行土地改革, 继而在 1961年进行了第二次土地改革。通过土地改革, 对全部农业用地的 13%进行

了重新分配 (分配给那些占地不到 2费丹的农户 )。此外, 政府没收了王室土地, 且降低了土地租金。

这样, 就在埃及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限制地主占有土地的最高数额, 1952年第一次土改时为 200 ~

300费丹不等, 到 1961年降为 100费丹。尽管这只是相当缓和的土地分配, 它还是促进了埃及社会

政治结构朝着更为平等的方向改变。但是从性质上说, 埃及财产所有制的私有性质, 以及社会经济以

私有为主导并没有发生改变。¿

再次, 全面推行国有化政策、实行计划经济, 推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战略。  土地改革, 特

别是苏伊士运河战争的胜利, 使纳赛尔总统扩大了对全国经济的战略控制。其主要特征即加强投资的

计划性、推行大规模国有化、实行行政主导价和固定工资, 同时严格控制对外贸易和农业资源的利

用。实施进口替代战略, 推动了外贸和生产的发展。埃及的发展模式逐步由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转

变, 目的不仅是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年均 7%的增长率, 还要实现建立在稳定基础 (财富在社会各阶

级之间的公平分配, 以保护工人和穷人的利益 ) 上的埃及人的全面发展。

在国有化方面, 到 1963年, 从国有部门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在国家经济各部门中所占比例看,

工业和电力部门达 60%, 交通部门达 75% , 不过它在农业部门只占 6%。国家已经控制 82家私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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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将近一半的资产。政府就业快速扩大, 到 20世纪 70年代初期, 公有部门享受工资的工作人员占全

部享受工资工作人员的一半。通过劳工立法, 从事非农产业的工人也得到了很多好处, 包括提高每日

最低工资标准、降低每周工作时间、享受带薪假日、义务社会保险和免于非法解雇, 等等。这样, 上

述具有浓厚社会主义色彩的战略促成了社会全面就业。它证明了在埃及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采取多项

措施是可以创造大量就业岗位的。随着逐步扩大免费的公共服务部门的范围, 一个福利国家的雏形初

步显现。

总的来讲, 缩小贫富差距、推行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 并且没有出现官僚腐

败现象, 被认为是纳赛尔时期埃及经济发展的重要成就和特点。¹ 不过, 与上述成就相伴随的则是冗

员过多、效率低下、持久的隐性失业, 以及经济管理机构的中央集权化, 使少数管理者管理着大型国

有企业, 他们成为了经济机构的精英, 处于中央经济控制的核心地位。

另外, 由于 1961年埃及的棉花生产锐减; 支持也门战争 ( 1962 ~ 1967年 ) 及参加 1967年中东

战争, 把原拟投资于商品生产的资金用于购买武器装备; 美国停止援助, 以及苏伊士运河和旅游业收

入减少等因素, 致使纳赛尔计划的埃及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7%的目标没有达到, 在第一个经济计

划时期 ( 1959~ 1964年 ), 年均增长率达 6% , 到 20世纪 70年代降为 315%。º

/开 放 经 济 0战 略 与 向 /混 合 型 0经 济 模 式 的 过 渡
( 1970~ 1991年 )

  1968年 7月 1日, 埃及官方的 5金字塔经济学家6 专刊上发表了纳赛尔总统制定的有关经济改

革的重要文件和报告, 计划在政府部门、国营、私营企业和合作企业进行经济与财政改革。»

十月战争后, 萨达特总统决定埃及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主要内容体现在 1974年官方发表的

/十月文件0 中。该政策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 该政策旨在引进阿拉伯国家及其他国家的资

金和技术, 利用外资和外援发展埃及国民经济。同时动员本国资金投入, 发挥私人资本在国民经济中

的重要作用, 以活跃经济, 增强国力。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建立合营企业, 引进外资并实行优惠政策,

改革对外贸易体制, 从双边贸易向多边贸易发展, 实行进口自由化。

具体而言, 即在坚持中央计划和国有部门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 放松对进口和国内贸易的限制。

其结果是消费品的进口从 1960~ 1970年间年均增长率不到 1%上升到 1970~ 1975年的 15% , 而进口

汽车在同期则增长了 30倍。因此, 萨达特总统这一时期实行的开放又被称为 /消费型开放 0。随着

1973~ 1979年石油价格的飙升, 石油出口 (几乎是 1966年的 10倍 ) 和侨汇收入 (是 1961~ 1970年

平均水平的近 8倍 ) 有所增加, 但同时加剧了通货膨胀。这一时期, 政府仍旧是制造业和电力部门

的资源分配者、社会服务和粮食的主要提供者。

从 1981年 10月萨达特总统遇刺到海湾战争之前, 穆巴拉克总统把发展国民经济作为中心任务,

对埃及发展战略做了局部调整, 最大的变化为: 确定了把 /消费型开放 0 变为 /生产型开放0 的总

政策方针, 鼓励并引导外国资本和本国私人资本向生产项目投资, 以加速埃及工农业的发展; 同时改

进国营企业经营管理, 继续放宽对私营部门的限制; 调整外贸政策, 鼓励出口, 限制进口; 重视发展

农业, 继续将沙漠改造为农田; 紧缩开支, 抑制消费; 加强外汇管理, 增加外汇收入; 改变过分依靠

美国提供援助的做法, 开展 /全方位、多层次 0 的经济技术合作。这些政策取得了一些成效: 在吸

引外资用于生产性投资方面有较大的进展, 到 1988年, 仅阿拉伯国家对埃及 70多个项目的投资就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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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亿美元; 从国外获取了大量赠款、贷款和先进技术; 社会消费有所压缩, 1985~ 1986年度, 社会

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比 20世纪 70年代中期减少了 3% ~ 5%。

总的来讲, 从 20世纪 70年代后半期到 80年代, 埃及处在一个各种经济模式交织的时期。经济

增长的主要指标都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 1970~ 1979年, 埃及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 716% , 工

业年均增长率为 718% , 制造业为 812%, 人均收入的年增长率达 617%。1980年, 埃及国内生产总值

达 221亿美元,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523美元。随着西奈半岛油田回归, 以及油价迅速攀升, 埃及在

这一时期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石油出口国, 70年代后五年经济增长达到 916%。石油占埃及全部出口
商品的 75%, 传统的主要出口商品棉花从 45%降到 7%。¹ 此外, 政府还可以从石油公司那里得到大

量租金。随着阿拉伯石油出口国家对外国劳工的大量需求, 埃及的侨汇也开始迅速增多。 1980年,

石油、侨汇、苏伊士运河与旅游业的收入分别为 30亿美元、 27亿美元、 10亿美元和 6亿美元。 1973

~ 1980年, 埃及国内公共投资约增长 26%, 私人投资增长 78%。新的外国私人投资 (非石油部门 )

也从 1977年的 1亿美元增至 1980年的 4亿美元。º

但石油经济的繁荣并没有持续长久, 1990~ 1991年度出现衰退, 这一时期后来被称为 /不稳定

的发展 0 时期。据世界银行统计, 1965~ 1980年, 埃及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为 713% , 1980~ 1990

年降为 514%。» 主要表现在实际人均收入下降 20%, 从 1986年的 750美元降至 1989年的 640美元,

1990年继而降至 600美元。外债增至 140亿美元。¼ 高达 20%的通货膨胀率 ( 1987~ 1991年 ) 直接

导致市民实际生活消费额增加和收入减少, 同期大约降低 25%。同时, 由于政府严格控制稀缺资源的

再分配, 以及对消费品的补贴, 再加上与经济开放政策相关的一些法律漏洞, 使腐败现象开始在政府

机构和国有部门迅速蔓延。

/改 革 调 整 战 略 0与 全 球 化 背 景 下 经 济 发 展 模 式 的 转 型
( 1991~ 2005年 )

  由于积极参加 1991年海湾战争, 战争结束后, 埃及得到了西方国家 (美国和巴黎俱乐部成员 )

以及阿拉伯国家的经济援助和债务减免。同时, 在美国施加的压力下, 埃及同意进行 /经济改革和

结构调整计划0 ( ERSAP) , 试图通过全面走向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来应对日益临近的全球化

挑战。

/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计划 0 并不是为埃及提供可供选择的其他经济发展模式, 世界银行、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成为埃及经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美国式资本主义模式的倡导者。½ /经济改革和结构
调整计划0 主要包括短期稳定计划和长期结构调整。短期稳定计划主要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

进行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改革 (削减政府支出、货币贬值、无需考虑收入分配提高税收, 降低实际工

资和利率自由化, 等等 )。其目的是降低公共和私人消费 (即降低需求政策 ), 由此产生的高储蓄直

接用于投资, 主要是私人企业的投资。结构调整主要由世界银行负责, 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政策, 提

高资源分配效率 (特别是商品生产部门的内部供应 )。两项计划彼此促进、互相交叉。

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长时期谈判后, 1987年 5月, 埃及政府决定采取包括五年计划

( 1987~ 1991年 ) 在内的一揽子稳定政策。埃镑贬值几乎达 100%, 从 1987年 1美元兑换 1136埃镑
降至 1989~ 1990年度的 2160埃镑。政府还采取措施, 降低占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 16%的预算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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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 1990年 ), 包括取消电、油、交通等非食物补贴, 削减食物补贴等。

/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计划 0 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 1991年 7月 ~ 1993年 9月为第一阶段, 以财

政金融改革为主; 1993年 10月 ~ 1996年 10月为第二阶段, 以巩固宏观经济、初步开始结构调整为

主; 1996年 10月 ~ 1998年 9月为第三阶段, 以巩固已经取得的宏观经济稳定、扩大和深化结构改革

为主。

/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计划 0 在宏观经济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使埃及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得

以恢复, 在 1998~ 1999年度达 610% , 但是按照 1996年价格计算在 2000年又回落到 419% ; 通货膨

胀率、预算、财政支出和全部外债急剧削减, 但包括政府和国有企业所欠的全部内债仍然很高, 在

2000年仍达到 1 740亿埃镑; 外汇储备 (包括黄金 ) 急剧增加, 从 1991年的 38亿美元增加到 1998

年的 195亿美元, 但在 2000年降为 145亿美元; 随着国有部门私有化进程的推进, 外国直接投资由

1991年的 114亿美元猛增到 1994年的 12亿美元, 到 2000年增加到 16亿美元。但从总体讲, 该数值

仍然很低, 只占埃及全部私人投资的 415%、国内生产总值的 015% ~ 1%的规模。¹

为了使经济全面走向市场化和应对全球化挑战, 埃及从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加大了私有化的力

度, 主要涉及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鼓励私营企业投资于传统上由国有企业控制的基础设施行业。 1991

年颁布的第 203号新 5国营企业法 6 标志着埃及国营企业私有化的开端。据此法令, 国有企业的投

资和信贷不再纳入政府财政预算, 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地位相等, 允许国有企业清算资产。1996年

詹祖里新内阁把通过私有化加大吸收外资的力度作为政府的头等大事, 私有化的步伐明显加快。到

1999年底, 已经出售股份的公司达 129家, 私有化收益累计 124亿埃磅,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5%。

此外, 埃及政府将私有化的范围扩展到基础设施建设, 把国内私人投资作为新建港口、电信、发电站

等大型项目的主要投资来源。

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 采取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 力求融入全球经济是埃及 20世

纪 90年代以来的既定目标, 因此, 埃及市场改革和发展战略的另一个重点是建立一个更开放的、外

向型的贸易体系, 实现埃及的贸易自由化。埃及进行的削减关税、减少非关税限制、增加贸易透明度

的改革取得了明显效果。关税削减幅度最大的达到 50% , 1989~ 1996年平均法定关税降低了 20~ 28

个百分点。 1996~ 1998年多次下调税率, 逐渐减少进口附加费。此外, 埃及还在 1998年 1月取消了

对纺织品进口的禁令, 2001年 1月取消了对服装进口的禁令。同时, 埃及还承诺逐步取消对农产品

进口数额的限制。

当然, /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计划0 还存在诸多不足, 例如实行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仍然受

到体制性的瓶颈制约, 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贸易自由化政策过多地集中于进口, 而不是出口,

使埃及的制造业在全球竞争中明显处于不利地位; 尽管内外债大幅减少, 但仍是沉重负担, 私有化进

程依旧缓慢。另外, /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计划0 增加了埃及的失业率, 严重伤害了埃及低收入者的

利益, 在城市中产生了新一批的贫困者群体。根据 2002年 2月官方公布的数字, 埃及失业人口在进

入新世纪后进一步增多, 其比例由 2000年的 8%上升到 2002年的 911% , 失业人口相应地从 150万

增至 180万。专家指出, 如果只靠货币政策 (利率、汇率、控制通货膨胀 ), 而不是增加资本支出来

吸纳新增的劳动力, 埃及将面临严重的社会问题。加强人力资源培训, 加大对一些新兴行业和地区的

开发力度, 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尤为重要。

面对近几年埃及经济持续低迷 (经济增长率基本维持在 3%左右的较低水平 ) 的现实, 埃及政府

接连在 2004年 7月和 2005年 12月两次重组内阁, 改革派经济学家纳齐夫出任总理, 肩负起振兴埃

及经济的重任, 显露出埃及进一步加大经济改革的决心。埃及由此进入 /第三代经济改革 0, 它 /依

据一种全新的思想展开, 也就是要紧跟全球经济形势发展的步伐, 增强国家与公民间的合作与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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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私营企业提供机会, 使私营企业从需要支持与指导的小型经济伙伴转变为具有吸引投资、促进就

业、创收, 以及制定并执行政策的全面能力的经济伙伴 0¹。包括一系列税收、海关和金融领域的改
革。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05年 9月发布的半年度报告, 2005年埃及经济增长率约为 418%,

2006年约为 512%。埃及的私有化进程实现了稳定和发展的双重目标。º

对 埃 及 经 济 发 展 战 略 与 发 展 模 式 转 型 的 思 考

通过对埃及经济发展战略 50多年演变的考察, 可以看出, 埃及经济发展模式经历了螺旋上升式

的发展和变化。其中有 3个特点值得关注。

首先, 埃及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变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形成互动,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经济发展模式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相适应, 经济发展战略的改变导致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 反过来,

发展模式也影响到发展战略的调整。 20世纪五六十年代, 埃及发展战略的主要目标是巩固七月革命

的胜利成果, 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 改善民生。正是这样的战略要求使埃及走上了 /社

会主义 0 的国有化道路, 尽管它被赋予了浓厚的阿拉伯特色, 但依然是当时解决国家发展资金、大

规模集中和动员社会力量行之有效的方式。到七八十年代, 埃及发展战略转向实施 /开放政策 0, 解

决纳赛尔时期埃及社会显现的一系列弊端, 相应地形成了公有制和私有制的 /混合型 0 发展模式。
90年代以来, 为应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挑战, 埃及发展战略有重大的调整和变化, 加快了向

市场化和私有化转换的步伐, 这个过程没有结束, 仍然处于艰难的探索、调整时期。

其次, 埃及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变是一个内部自我探索和外部施压互动的历史过程, 在很大程度上

受到外因的影响和制约。  冷战时期, 受美苏两大集团争夺, 以及与以色列冲突的影响, 埃及的发展

受到外部因素的严重干扰。纳赛尔时期依靠苏联援助, 萨达特执政后转而投靠美国。穆巴拉克总统在

后冷战时代则进一步加强与美国的战略关系, 埃及现在仍然是美国继以色列之后的第二大援助国, 西

方和阿拉伯国家对埃及的债务减免数量可观。埃及的改革长期承受外国政府 (特别是美国 ) 施加的

压力, 并且由国际借贷机构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所支配, 这使埃及在探索符合本国国

情的发展道路上困难重重, 问题颇多。

最后, 埃及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能否成功也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效能。  一方面, 自由市场经

济、减少国家干预、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削减补贴、增加税收等措施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欢迎。

世界银行在其 2005年下半年发布的一份有关各国投资环境的评估报告中认为, 埃及是 2004年全球实

施经济改革力度最大的 6个国家之一。» 但另一方面, 由于历史原因, 埃及经济发展一直面临体制性

难题, 例如埃及政治控制和威权主义对经济的影响依然强大, 由此使私有化进程缓慢、官僚体制效率

低下、部分政府官员的腐化状况严重, 等等。政治改革的步伐缓慢, 不能有效刺激经济发展等体制性

问题从根本上束缚着埃及经济自由化发展模式的形成。因此, 埃及能否最终形成具有地区特色的某种

伊斯兰发展模式, ¼ 乃至埃及能否真正走上可持续发展的振兴之路, 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各项改

革措施。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徐  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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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ricanusHorton, a P ioneer of A frican Nationalism

ZhangH ongm ing pp126- 31

  A fr icanus H orton w as an in tellectua l much in
controversy in modern A frican history. He had w on

praises and d isparages not only from people in h is

time bu t also those a fter. Horton became the most
reproached th inker of the modern A frican in tellectu2
als for his unrealist ic illusion on theUn ited K ingdom

and h is aff irmative attitude tow ards co lonia lism.

Some crit icizedHorton as onewho had been contam2

inated by the w est cu lture to an incurable degree,
one absolute ly re fused to repent and the black -

sk inned B ritishman. But some v iewed h im as the

w est A frcian sc ientis,t a patrio ,t a pan- A frican is,t
a p ioneer o f the / intellectua l revolution0 in w est

A frica, / aguarder ofA frican d ignity0 and / fa ther o f

modern A frican politica l ideo logy0.

On the Function of Islam ic PoliticalCulture ( 2 of 2)

L iu Yueqin pp138- 43

  The Islam ic po litical culture is c losely related to

the law and supplemen t each other. The lega l cul2
ture is included in the po litical cu lture, wh ich is

presented as leg islat ion of the Ko ran, the relig ious

law, the c iv il law and the crim ina l law. The reli2
gious law is to som e ex tent a strong prop to the
Islam ic po litical cu lture. The thought of the Islam ic

po litical culture first stemmed from the K oran and

then impenetrated the civ il law, the crim ina l law and
the others. The sense o fA llah being A llah and man

be ing sub ject to A llah and the H erald became the

po litical ideo logy of the po litical cultura l monism,

hence to form the founda tion, core and dom inan t

mentality o f the Islam ic po lit ical cu lture. The Islam2
ic cu lture is interlinked w ith the re lig ious ideo logy,

characteristic of the sense that A llah is the supreme

unique. In conform ity and reconstruction o f themod2
ern Islam ic culture, the K oran and H ad ith w ere
respected as the core of cu lture and complementary

of the law. The po lit ica l capacity of the Islam shares

the orig in of the modern Islam ic movemen.t A s a
w ho le, the Islam ic can w in any democrat ic elections

so long as they are held, w hich is usually in the

effect of Dom inos.

A H istorical Study on the Econom icM odel and
Developm ent Strategy of Egypt

Wang Tai pp144- 49

  Rev iew ing the evolvem ent o fEgypt ian econom ic

deve lopment stra tegy, under the princip le of the

A rab ian Socia lism, the econom ic developmentmode l

emerged in Egypt betw een 1950s and 1960s based
on and character istic of the / nat ionalization 0. In

1970and1980s, the model w as stead ily ad justed to

be the / m ixed0 characteristic of expand ing pr ivati2
zation and reduc ing nationa lization; S ince 1990s,

w hen be ing confron ted w ith econom ic g lobalization,

the Egyp tian mode l began to transit tow ards that o f

pr ivatization, market and liberalization. Egyptian

econom ic model had interacted w ell w ith the devel2
opment strategy in defferent historica l phases o f
Egyp.t The form ation and transition o f Egyptian

econom icmode l had been influenced by the externa l

factors as o f theUn ited States, theWorld Bank and
the Internat iona l M onetary Fund wh ile connected

w ith the po litical system reforms in Egy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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