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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因曾在穆巴拉克时期担任总理的埃及政治家艾

哈迈德·沙菲克宣布回国参加大选、几经周折回国后又改变

参选态度，使得本略显低调的埃及2018年大选引起关注。

其实，早在2017年5月埃及政府就宣布将在2018年5月

或6月举行大选，但当时这一消息并未引起外界过多关注。

此后，依据宪法的规定，埃及组建了独立的国家选举委员

会，以取代以往选举中的司法监督委员会，主要负责大

选和公投等工作，2018年埃及大选筹备工作由此正式拉

开帷幕。

“准候选人”有谁

埃及现约有100多个合法政党。对于即将举行的大选，

埃及各界讨论激烈，各政党也积极筹划。截至2017年12月5

日，已有无党派人士莫娜·普林斯、人权律师卡勒德·阿

里、前总理沙菲克和在职军人艾哈迈德·康斯瓦上校等人

先后正式宣布参选。

其中，普林斯是苏伊士运河大学英文系教授，参加过

2012年大选，但未进入最后的候选人名单。普林斯是第一

个公开宣布参加2018年大选的人，但至今没有组建竞选团

队，也没有公布竞选口号和纲领，更无团体或党派表示支

持她。阿里是非政府组织埃及经济与社会权利中心主任，

也是埃及社会主义力量联盟党成员。最近两年，阿里因在

埃及高等法院力证埃及对蒂朗岛和塞纳菲尔岛拥有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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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另还有十余个域外支持国、十余个国际和地区组

织作为支持方参与。该机制成立较早，运作较成熟，已成

功召开七届外长会议，合作框架呈现多层化和框架化。

二是“阿巴中美四方协调组”，成立于2016年，旨

在利用各自对阿政府和塔利班的影响力促和谈。在2016年

2月召开的第三次会议上，制定出了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

的和谈路线图，确定了实现和谈的时间点。但是，2016年

5月阿富汗塔利班领导人曼苏尔在巴境内被美军无人机空

袭炸死，导致和平进程一度中断，塔利班拒绝与阿富汗政

府再次谈判。目前四方协调组正在筹划重启。

三是“喀布尔进程”，2010年阿富汗成功举办阿富

汗问题国际会议并发表《喀布尔公报》，标志着“喀布尔

进程”正式启动。该进程旨在增强阿政府在安全与民事领

域的职责与主导权，是首个由阿人提议的和解机制，也是

由阿政府主导的最高级别和平进程，坚持“阿人主导、

阿人所有”的原则。该进程目前已得到20多个国家和国际

组织的支持。2017年6月在喀布尔举行了“喀布尔进程：

和平与安全合作”国际会议，包括中、美、俄在内的24个

国家以及联合国、欧盟和北约等三个国际机构均派代表出

席。会议主要议题为阿富汗和平进程、地区安全与反恐合

作。在此次会议上，尽管阿富汗政府及国际社会多次呼

吁，塔利班仍拒绝出席。

四是“上海合作组织—阿富汗联络组”，成立于2005

年，旨在为上合组织及成员国和阿富汗各领域互利合作建

言献策。但因阿富汗单方面原因，该机制自2009年起一

度停止运行，例行磋商中断数年。在2017年6月的上合组

织阿斯塔纳峰会上，各国元首就联络组继续工作达成共

识，一致认为联络组有助于有关各方加强沟通、增进了

解、凝聚共识、协调合作，能够为阿富汗民族和解、和平

重建和地区安全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该机制由此得以

重启，时隔八年后于2017年10月在莫斯科举办副外长级会

议，商讨联络组下一步路线图，并确定于2018年初在北京

举办副外长级会议。

近些年来，这些地区合作机制在阿富汗重建中都发

挥了重要作用，相关地区国家各具地缘政治优势，每个

机制各有侧重和需求，确应是协作和互补的关系，也只

有这样才能不断通过政治磋商建立信任，才能凝聚各国

及各派势力的共识，推动有关阿富汗问题的地区合作，

促进阿富汗和平重建。正如王毅外长所言，中阿巴三方对

话会愿同其他机制相互协调配合，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合

力，共同为促进阿富汗及地区和平稳定做出贡献。

（作者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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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埃及政府宣布将这两个

岛还给沙特阿拉伯）并获成功而声名

鹊起。2017年11月，阿里宣布参选并

公布竞选纲领，其主要内容是尊重宪

法、支持公私自由和信息自由、主张妇

女和少数族群权利平等等。阿里的主

张对少数族群、妇女、尤其是异见人

士等群体具有一定吸引力。沙菲克也

曾参加2012年大选，但最后败给穆尔

西。后因被指控牵连穆巴拉克政权腐

败问题，沙菲克长期客居阿联酋。沙

菲克是埃及政坛颇具实力的政治家，

在政界、军界和社会上均有较高声誉

和影响力。

现总统塞西至今尚未正式宣布参

选，但曾多次间接表达参选意向。多

数分析人士认为，塞西迟迟不愿正式

表态有三个原因：一是其沉稳内敛的

个性使然，不到适当时候不会明确态

度；二是在等待所有竞选者浮出水面，

以便“个个击破”；三是检验社会的真

实支持率，给自己留下回旋余地。就目

前来看，塞西参选的悬念不大。

一方面，自国家选举委员会成

立后，埃及不同社会团体经常组织活

动，呼吁塞西参选。埃及主要政党不

是积极推荐本党的竞选人，而是纷纷

表态支持塞西连任，且不少政党放弃

推荐总统候选人。2017年9月，议会亲

塞西的多数派和来自自由埃及人党、

老牌政党华夫脱党等不同政治机构的

议员举行了“支持埃及”的活动，旨

在宣传塞西第一任期的成就，同时呼

吁塞西参选，该活动已收集到300多万

支持者的签名。

另一方面，埃及政府和军方均支

持塞西参选。自2016年6月起，埃及

社交媒体网站启动了名为“埃及1095

天”的活动，聚焦塞西的执政成就，

以提升塞西的个人形象，受到埃及青

年人的追捧。2017年10月，埃及议会

国防与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代表军方向

塞西递交了一份名为《欣赏、信心与

支持》的请愿书，支持其竞选连任。

大选走向有疑无悬

根据埃及宪法规定，总统候选人

必须获得至少20名议员的推荐或至少

来自15个省、25000名选民的签名，且

每个省不少于1000个签名，每个选民

只能为一名候选人签名。符合以上条

件后，参选人才有望获得总统候选人

的最初资格。同时，按照宪法规定，

如果大选中没有多个候选人，则启动

公投程序。从当前选情来看，塞西应

该会选择适当时机宣布参选，且志在

必得。

首先，虽然埃及媒体宣传2018年

大选向所有政治人物开放，但实际上

有不少明令禁止和暗礁障碍。比如，

明令禁止任何与穆斯林兄弟会或其他

伊斯兰激进组织有关的人参选，一些

较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因此失去参选

资格。此外，许多政治家私下表示考

虑参选，但担心公开参选意向后遭到

亲政府媒体的“扭曲报道”，甚至是

当局的“变相打压”。比如，2014年

大选期间塞西最大的竞争对手萨巴希

宣布不参加2018年大选就与此有关。

而四名已公开宣布参选的人均

不同程度遭遇麻烦。普林斯目前已

被苏伊士运河大学辞退，理由是她在

课堂上教授英国文学家弥尔顿的《失

乐园》，涉嫌“传播破坏性思想”和

“美化恶魔”。阿里自宣布有意参选

之后就官司缠身，2017年9月被地方

法院以“侮辱公众罪”判处三个月监

禁。沙菲克因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公

布竞选视频，惹怒阿联酋的安全部门，

导致其回国之路困难重重，回国后又一

度“失联”，近日已宣布不参选。而康

斯瓦在发布竞选视频后就被埃及军方

拘留，近日被北开罗军事法院以破坏

军事纪律罪判处六年徒刑。

其次，自塞西执政以来，在埃及

政府的强力打压下，穆兄会等主要政治

反对派已基本丧失反击能力，萨拉菲派

光明党也已放弃反世俗政权的立场，

选择亲塞西政府的实用主义策略。在

埃及政府的打压和分化下，埃及现存

政党支离破碎，很多政党面临无人可

推选的局面，一些政党则因注册申请

遭拒而失去合法地位和参政机会。

再次，塞西仍有较高的社会支持

率。尽管由于经济疲软、恐怖主义泛

滥、归还岛屿事件、公务员改革、限

制新闻自由以及努比亚人回迁权等问

题，塞西的社会影响力有所折损，支

持率时有起伏，但是2017年9月中东社

交媒体“蜂巢”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

显示，希望塞西连任的仍占61%，支持

其他候选人的仅占13%。

可以大胆预见，尽管埃及2018年

大选会很热闹，但结果只有一个，那

就是塞西成功连任。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

究所副教授）

2014年的埃及总统选举投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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