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在埃及严重水土不服，民众陷
入迷茫。埃及政局下一步将如何走？

著名国际问题专家马晓霖分析称，
埃及的乱局表明， 颠覆既有的秩序容
易，重建新的秩序很难；扳倒无能的领
导容易，选择出色的领导很难。穆尔西
是自由、民主和透明选举的总统，但是，
埃及的自由派、民主派、世俗派和左翼
分子都是玩不起的输家，不能接受自由
竞争失败的现实， 不断挑战依法产生、
并依法行政的总统穆尔西，甚至对经过
全民公决认可的宪法也不能接受，使得
国家陷入持续的无序和乱象之中。

国家政治力量的博弈需要在共同
认可的规则内进行， 国家的发展方向需
要借助法定的平台调整， 国家的经济状
况改善更需要稳定的政局、可靠的治安、
吸引投资与贸易的环境和国际形象，而
那些靠革命起家， 把革命当饭吃的组织
和政治人物，根本不明白这个道理，只能
推动埃及的社会、 经济发展进入恶性循
环的泥潭，因为靠暴力、靠倒灶、靠零和
思维，埃及永远没有出路。

■据新华社、北京晚报

军方干预政治再次显示埃及军方在政治生活中
的影响力。

1952年埃及革命成功以来， 军方一直是埃及权
力的主角，包括纳赛尔、萨达特和穆巴拉克在内的历
任总统都有浓厚的军方背景。 绝大部分省长都是退
役军官， 许多主要的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的掌门人
也都是退役将军，其中包括埃及三大地产开发商，主
要基建项目也有军方参与。 军方在埃及已形成特殊
阶层， 军方参与的经济活动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25%，在埃及政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军方拥有的公司
不但生产武器装备，还提供民用消费品和服务。

尽管穆尔西上台打破了埃及自1952年以来均由
军方人士担任总统的传统， 但长期以来军方渗透在
司法、行政等各个领域的影响力依然根深蒂固。为扩
大自己的影响力，穆尔西上台伊始便频频出手。在与
军方明争暗斗过程中，虽互有进退，但穆尔西始终无
法撼动军方的潜在影响力。

埃及军方为何这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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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尔西上台时宣布了‘百日计划’，表示要大力
改善安全、能源、环境卫生、食品补贴和交通等领域
状况。但一百天过去了，他几乎没有成就。”

———埃及国际和平医院的行政人员马哈茂德

败在忽视民生
重回军政原点
专家：靠暴力靠倒灶永远没有出路

从入狱到登顶

穆尔西现年61岁。 穆尔西
2005年成为穆兄会最高决策机
构指导局成员，2010年出任穆兄
会发言人，由此得到更多认可。

2011年1月27日， 穆兄会宣
布支持针对穆巴拉克的大规模示
威。次日，穆尔西遭到逮捕。2月11
日，穆巴拉克下台，埃及公共秩序
陷入混乱，穆尔西由此脱狱。

2011年4月底， 穆尔西组建
自由与正义党并出任党主席，次
年作为穆兄会候选人角逐总统
选举。当时穆兄会着眼总统选举
的“第一人选”，是更具影响力的
海拉特·沙特尔， 只是由于他曾
遭定罪、失去竞选资格而选择穆
尔西。

从对立到孤立

2012年6月30日， 穆尔西上
台伊始说，自己会当一名“全体
埃及人的总统”。 这一未能实现
的承诺成为如今不少民众反对
他的理由之一。

新宪法草拟过程中，世俗政
治力量不满穆兄会为首的宗教
政治势力“强加意志”，认为新宪
法草案不能代表所有埃及人的
诉求，于11月19日宣布退出制宪
委员会。以宗教政治势力主导的
制宪委员会反而由此加速制宪
节奏。11月22日， 穆尔西还不顾
反对发布一份“扩权”声明，规定
总统有权任命总检察长，任何方

面无权更改。
新宪法草案随后在两轮公

民公投中获得通过， 但投票率
低，埃及政治对立深化，由此陷
入更严重的政治危机。

美国中东研究所分析师哈
利勒·阿纳尼认为， 穆尔西没有
以积极对话姿态回应反对声音，
反而在达成共识希望渺茫之际
将对方斥为失败者，进一步刺激
对立情绪，为自己的孤立埋下伏
笔。

从期待到幻灭

穆巴拉克下台前，埃及9000
万人口中近半数生活水平低于
每人每天2美元的国际贫困线，
民众对经济滞后的不满成为大
规模示威的重要原因之一。

穆尔西上台后，针对埃及社
会的长期问题提出一系列承诺，
涉及安全、能源、环境卫生、食品
补贴和交通等，一度让民众抱有
期望。然而，大部分目标一年后
没能实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与埃
及政府的贷款谈判中要求埃方
取消油价补贴，认为这一举措只
会让买得起车的相对富裕阶层
更加受益，加剧社会不公。然而，
担心可能招致更多反对声，穆尔
西始终没能取消补贴。

一年多来，民众发现经济形
势没有改善，生活负担甚至更加
沉重， 于是再次来到解放广场，
反对他们曾经拥戴的穆尔西。

“埃及的例子再一次告诉我们，仅自由选举并不能保证
一个成功的民主。”

———土耳其《自由报》1日评论

埃及多地爆发抗
议活动

穆巴拉克辞职，
权力移交军方

由谢拉夫担任总
理的埃及过渡政
府完成重组

穆 尔 西 赢 得 选
举，出任总统

穆尔西授权自己
免予司法审查，
引发抗议

数 十 万 民 众 示
威， 抗议穆尔西
的“非法宪法草
案”

执政一周年纪念
日， 反穆尔西抗
议达到高潮

穆尔西拒绝军方
48小时“最后通
牒”

埃及军方宣布穆
尔西下台

一年多前，民众将执政30年之久的埃及前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
推下台，在首都开罗解放广场把穆尔西当作“革命”英雄拥护，对政治
和经济等变革充满期待；一年多后，民众在同一座广场要求穆尔西下
台，不满国内日益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这意味着埃及在经历
了长达一年的动荡与徘徊后，政治过渡进程重回原点。

4日凌晨3时许，开罗广场上的示威者渐渐散去。埃及的明天又将
如何？受访的埃及民众要么摇摇头说“不知道”，要么含混地说“或许会
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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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总统穆巴拉
克。“后穆巴拉克时
代”政局再坐过山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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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暴力靠倒灶永远没有出路

7月3日晚， 埃及总统穆尔西的反对者在开罗解放
广场庆祝。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