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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选举政治到广场政治：埃及穆巴拉克

时代的民众政治参与
*

哈全安 张楚楚

内容提要 穆巴拉克时代，常态化的议会选举提供了民众政治参与

的合法渠道，民众力量的崛起形成了民主化进程中涌动的暗流和选举政

治的社会基础。然而，选举政治的官方操纵性与民众参与性两者之间具

有内在的悖论倾向，导致威权体制的延续与民主化的政治诉求陷于无法

克服的矛盾境地。“ 缺乏民主的选举” 势必演变为 “ 抛弃选举的民主”，

从官方操纵的选举政治演变为 自下而上的广场政治注定成为导致埃及政

治深刻变革的历史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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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巴拉克执政的 30 年，是埃及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阶段。威权体制的松动

与民主化的暗流涌动，构成穆巴拉克执政期间埃及政治生活的突出现象。选

举政治的初步实践无疑提供了民众参与的合法渠道，而从官方主导的选举政

治到自下而上的广场政治标志着民主化的长足发展。本文试图以官方与民众

的政治博弈作为切入点，考察穆巴拉克时代选举政治的合法性和局限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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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段性成果。



析选举政治与广场政治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进而探讨此间埃及民众政治参

与的历史走向，敬请方家赐教。

威权国家与议会选举

民主化运动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标志，而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构成民主

化运动的社会基础。1923 ～1952 年是埃及历史上的宪政时代，选举政治初露

端倪，诸多政党粉墨登场，通过议会选举的形式角逐于政治舞台。此间的议

会选举具有精英政治的浓厚色彩，下层民众的政治参与尚且处于朦胧状态，

徘徊于宪政和选举的政治边缘。纳赛尔时代，奉行 “ 发展的独裁模式”，长期

实行一党制，威权政治极度膨胀。纳赛尔作为总统凌驾于社会之上，被视作

国家权力的化身、民族尊严的象征和民众意志的体现，俨然是埃及民众心目

中 “ 仁慈的君主”， 自下而上的民众政治参与徒具形式。

萨达特出任总统以后，致力于所谓的 “ 纠偏运动”，埃及的政治力量经历

重新组合的过程，民主和人权成为萨达特标榜的政治原则。1971年，萨达特

宣布保护民众权利和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改组执政党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

鼓励在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政治框架内发表不同意见。
①

萨达特在 1974 年

颁布的 《十月文件》中声称， “ 纠偏运动” 的 目的是撤销所有的非常措施，

确保法律和秩序的稳定，使埃及成为真正的宪政国家，进而承诺实行 自由化

政策，释放纳赛尔时代在押的政治犯，改革司法制度，取消新闻审查制度。

1976年，萨达特正式推行所谓 “ 崭新的民主试验”， 宣布废除一党制，实行

多党制，允许反对派政党合法存在，威权体制开始出现松动的迹象。
②

然而，

萨达特执政期间的政治改革处于官方的主导之下，表现为 自上而下的过程，

尚未触动威权国家的政治根基，从一党制向多党制的转变源于当权者的恩赐，

政治原则与政治现实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自下而上的民众参与微乎其微。

1971年颁布的宪法明确强化以总统为权力核心的国家体制，规定总统可连任

两届。1980年颁布的宪法修正案规定，总统不受任期限制，可连选连任。

1971年宪法因此被称作 “ 萨达特宪法”， 而萨达特本人则声称 自己及其前任

① B eattie， K . J. , E gyp t D u ring the S ad at Y ea rs, N ew Y ork , 2 00 0 , p .7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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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赛尔是 “ 埃及最后的法老”。①

穆巴拉克时代，埃及延续威权国家的政治传统，总统制构成国家体制的

中枢和政治体系的核心，总统与议会之间的权力对比处于严重失衡的状态，

内阁则处于从属总统的地位。始建于 1978 年的民族民主党，作为唯一的执政

党 ，控制国家机器，操纵选举 ，在议会中长期处于一党独大的地位，而议会

俨然是 “ 民族民主党的分支机构”。②
紧急状态法自 1981年萨达特遇刺之后长

期实施，授权安全机构限制民众的结社集会和反对派的政治活动，直至无需

正常的司法程序拘捕公民并送交特别军事法庭审理，是穆巴拉克时代威权体

制的重要标志。
③

尽管如此，进入穆巴拉克时代，威权体制的松动迹象进一步

显现。1984 年，议会颁布法令，重建由资深法官组成的最高司法委员会，行

使独立于总统和政府的司法权力，负责任命法官和管理法庭，受理组建政党

的申请和裁定反对派政党的法律地位。
④

诸多反对派政党在向政府主导的政党

委员会提交申请而遭到拒绝之后，通过司法机构的诉讼程序，由最高司法委

员会裁定，取得合法地位。
⑤

司法机构的独立化进程和政党政治的活跃标志着

穆巴拉克时代政治生活的悄然变化，而常态化的议会选举提供了民众实现政

治参与的合法途径。

1983年，议会颁布第 114 号法令，修改选举法。该法令规定，议会设 448

个席位，全国划分为 48个议会选区，候选人必须以政党名义登记参选，选票

不足 8% 的政党不能获得议会席位，其所得选票转归获得选票最多的政党。
⑥

1984 年，埃 及举行穆巴拉克执政后的首次议会选举，民族 民主党赢得 72.9%

的选票和 87% 的议会席位，新华夫托党与穆斯林兄弟会组成的竞选联盟赢得

15% 的选票和 13% 的议会席位，新华夫托党由此成为首个进入议会的反对派

政党，另外 3个反对派政党社会主义工党、民族进步统一集团党和自由党分

① E 1 - G h o b ash y， M . , “ U n se ttlin g th e A u th orities : C o n stitio n a l R eform in E g yp t” , M id d le E ast R ep 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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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S h eh a ta , D . , I sla m ists a n d S ecula rists in E g ypt : O pp osition , C onflict a nd C oop eration , L on d on ,

2 0 10 , p .9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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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R u th erford , B .K . , E g yp tA fter M ub a ra k , L ibera lism , Isla m a n d D em ocra cy in th e A ra b W orld , P rin -

c e ton , 2 0 0 8 , p p .7 2 - 7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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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赢得 7 .7%、 4 .1% 和 0 .7% 的选票，均 无缘进入议会。
①

1986年，议会颁布第 1988号法令，再度修改选举法。根据修改后的选举

法，独立人士获准参与竞选议会席位，同时规定：在全部 48个选区中，每个

选区登记参选的独立人士只限一人，余 者必须以政党名义登记参选。
②

在

1987 年举行的议会选举中，民族民主党赢得 475 万张选票和 309个 议会席位，

得票率和赢得的议会席位均低于 1984年的议会选举，仅仅占据 79% 的议会席

位；相比之下，反对派政党和独立人士赢得 207 万张选票和 130个议会席位，

得票率和赢得的议会席位均高于 1984年的议会选举，其 中社会主义工党、自

由党与穆斯林兄弟会组成的竞选联盟赢得 56个议会席位，新华夫托党赢得 35

个议会席位，独立候选人赢得 39个议会席位。
③

1990年，宪法法院裁定 1987年议会选举违宪，取消对于独立候选人的参

选限制，同时将选区由 48个改为 222个。
④

同年举行新的议会选举，新华夫

托党、自由党、社会主义工党和穆斯林兄弟会宣布抵制议会选举，民族民主

党提名的候选人和来 自执政党的独立候选人赢得 360个议会席位，占议会全

部席位的 86%， 民族进步统一集团党赢得 5 个议会席位，来 自反对派政党和

组织的独立候选人赢得其余 79个议会席位。
⑤

1995年议会选举中，民族民主党赢得 4 17 个席位，占据议会全部席位的

94%， 达到穆巴拉克执政以来的最高比例，反对派政党新华夫托党赢得 6 个

席位，民族进步统一集团党赢得 5个席位，自由党和穆斯林兄弟会分别赢得 1

个席位，来 自非执政党的独立候选人赢得 13个席位。
⑥

2000年的议会选举，可谓埃及选举政治发展历程的重要转折点。2000 年

7 月，宪法法院裁定，选举程序必须置于司法机构的全面监督之下。此前，根

据 1956年宪法第 24 款，司法机构只是监督选举程序的参与者，政府则是选

举程序的实际控制者。包括 14个合法政党提名的候选人和独立候选人在内的

4 259人登记竞选议会席位，其 中执政党提名 444名候选人，反对派政党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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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名候选人，余者为非政党提名的独立候选人。
①

选举结果是，执政党提名

的候选人和来自执政党的独立候选人分别赢得 170 个席位和 218 个 席位，反

对派政党赢得 16 个席位，其 中新华夫托党赢得 7个席位，民族进步统一集团

党赢得6个席位，纳赛尔党赢得2个席位，自由党赢得 1个席位，穆斯林兄弟

会成员作为独立候选人赢得 17个席位，其他独立候选人赢得 21个席位。
②

与

1995 年相比，民族民主党在 2000 年议会选举中赢得的席位有所下降，而选举

程序的司法监督无疑是导致选举结果发生改变的重要原因。

2005年的议会选举期间，成立议会选举高级委员会，负责监督选举活动，

非政府组织指派的监督员参与选举监督，选举程序的公正性和透明度有所提

高。此外，执政党的 444 名候选人来 自选 区提名，而不再是由民族 民主党领

导机构提名。世俗反对派竞选联盟提名 320 名候选人，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依

然作为独立候选人参与议会席位的角逐。
③

执政党赢得 265个议会席位，具有

执政党背景的独立候选人赢得 46个议会席位，穆斯林兄弟会赢得 88个议会

席位，世俗反对派政党联盟共计赢得 9 个议会席位，其 中包括新华夫托党 6

个席位，民族进步统一集团党、自由党和明 日党各赢得 1个席位。
④

继 2000

年议会选举之后，执政党在 2005年的议会选举中再度遭遇败绩，民族民主党

占据的议会席位比例进一步下降，穆斯林兄弟会成为议会最大的反对派势力，

而世俗反对派政党显然已经无力对抗执政党，亦无力与穆斯林兄弟会角逐。

穆巴拉克时代，所谓的民主化进程主要表现为议会选举的政治框架下民

众与官方之间的博弈。议会选举无疑是评判政治环境和衡量民主化进程的重

要标志，而议会席位的分配比例折射着执政党与反对派之间的力量对立。穆

巴拉克时代议会选举的实践表明，威权国家的政治传统与民众参与的选举政

治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悖论倾向。一方面，常态化的议会选举提供了民众

表达政治诉求和实现政治参与的合法渠道和外在形式 ，另一方面，执政党长

期坐大，导致官方与民众的政治力量对比处于严重的失衡状态，民众合法的

政治参与十分有限。威权国家体制下的议会选举，尚且无法颠覆民族民主党

① L a tif， O .A . , “ E gyp tia n E le cto ral P olitics : N ew s R u le , O ld G am e” , R eview of A f rica n P olitica l E con -

o m y , V ol. 2 8 , N o.8 8 , J u n e 2 0 0 1 .

② F ah m y , N .S . , o p .c it. , p . 8 7 .

③ A rafat, A . D . , T he M uba ra k L ea d ersh ip a n d F uture of D em ocra cy in E g yp t, N ew Y ork , 2 0 0 9 ,

p p . 12 3 - 12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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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执政党在埃及政治舞台长期占据的主导地位，反对派与执政党之间无法

通过议会选举的方式实现政治权力的和平移交。

选举政治的社会基础

纳赛尔时代的威权政治建立在国家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自上而下的官

方行政干预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民众缺乏必要的自主地位而长

期处于依附政府的状态。萨达特执政期间，推行以非国有化和市场化为核心

的新经济政策，鼓励私人投资，发展民营经济，进而拉开 自由化经济改革的

序幕。穆巴拉克出任总统后，继续推进自由化经济改革，政府干预的减少和

私人经济的活跃成为埃及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现象，由此导致的社会后果是新

阶层的兴起和新旧力量的此消彼长，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和拓展私

人空间的民众呼声随之 日渐高涨。穆巴拉克时代的议会选举，处于从国家资

本主义向自由资本主义转型的特定环境之下。经济秩序的变动、公民社会的

成长、反对派政党的建立和伊斯兰主义的转向，提供了民众通过议会选举实

现初步政治参与进而挑战威权国家的重要条件。民众力量的崛起，形成民主

化进程中涌动的暗流和选举政治的社会基础。

所谓公民是相对于传统文明时代的臣民而言的法律概念，其核心内涵在

于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公民社会的成长与自下而上的民众政治参与具有内在

的逻辑联系，以民间性、自主性、多元性和公众参与性为鲜明特征的非政府

组织是公民社会成长的重要标志。穆巴拉克时代，随着威权体制的松动、经

济秩序的剧烈变革、政府职能的转化和私人空间的扩大，形形色色的非政府

组织表现出日渐活跃的张力，进而提供了维护公民合法权利、实现民众动员

和推动民众政治参与进程的重要外在形式，加速着公民社会的成长。根据埃

及的法律规定，所有非政府组织必须在政府登记注册，任何非政府组织不得

从事政治活动和与政治相关的其他活动。据统计，正式注册的非政府组织，

1976 年 约为 7 500 个，2005 年 增至约 20 000 个。
①

知识 界和工商 界的各类行

业协会素有明显的政治参与倾向，是最具活力的非政府组织。穆斯林兄弟会

作为埃及最大的反对派宗教政治组织，在知识界和工商界的各类行业协会中

① S h e h a ta， D . , o p . c it. , p .2 8 2 ．



具有深厚的社会根基，而知识界和工商界的各类行业协会提供了穆斯林兄弟

会 动员民众和实现政治参与的重要载体。80 年代末，埃及约有 13 000 个非政

府组织，其 中超过 1/3处于穆斯林兄弟会的控制之下。
① 1992年，穆斯林兄弟

会成员在律师协会举行的理事会选举中赢得全部 25 个席位中的 18 个席位，

在工程师协会举行的理事会选举中赢得全部 61个席位中的 45个席位，在医

师协会举行的理事会选举中赢得全部 25个席位中的 20个席位，在药剂师协

会举行的理事会选举中赢得全部 25个席位中的 17 个席位。
②

埃及最大的非政

府组织是工会联盟，据称成员超过 300 万人。
③ 2003年，政府颁布法令，给予

工人罢工的权利，同时规定罢工须经工会联盟的批准。
④

法官俱乐部始建于

1939年，长期保持独立于政府的自治传统，在制衡行政权力干预司法事务方

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⑤

人权组织作为新兴的非政府组织，缘起于 80 年代初。

阿拉伯人权组织创建于 1983 年，是埃及第一个非官方性质的人权组织。
⑥

至

2005年，人权组织约有 50个，主要关注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以及保护弱势群

体和边缘阶层。2002 年，宪法法院颁布第 84号法令，正式承认人权组织的合

法地位。2003年，成立人权组织全国会议。2005年，人权组织获准参与监督

议会选举。
⑦

此外，遍布全国的清真寺亦具有民众招募和社会动员的巨大潜

力，同时具有多重的社会福利功能和政治影响力。新旧经济秩序更替过程中

崛起的新兴阶层无疑是诸多非政府组织的重要社会基础，而伊斯兰主义的广

泛实践赋予成长中的公民社会以日渐浓厚的宗教色彩。

政党政治是民众实现政治参与的基本方式，政党政治的发展水平则是衡

量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标志。与纳赛尔时代和萨达特执政期间相比，穆巴拉克

时代的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反对派政党的合法化侵蚀着威权国家的政治根基。

诸多反对派政党区别于穆斯林兄弟会代表的伊斯兰主义，强调民主政治的世

俗性，以 “ 宪法是出路” 作为标志性的竞选口号，构成挑战威权政治的世俗

① B aya t， A . , M ak ing Isla m D em ocra tic , S ocia l M ovem en ts a nd the P ost - lsla m ist T urn , S ta n ford ,

2 0 0 7 , p .4 3 .

② A rafat, A .D . , o p .c it. , p p . 1 17 - 1 18 .

③ N orton , A . R . , C ivil S ociety in th e M id d le E ast, L eid e n , 19 9 6 , V . 1 , p .3 7 .

④ S h e h ata , D . , o p . c it. , p .4 5 .

⑤ R u th e rford , B . K . , o p . c it. , p p .7 2 - 7 3 .

⑥ P o su sn e y , M . P . , A u th o rita ria n ism in th e M id d le E a st : R eg im es a n d R esista n ce , B o u ld e r , 2 0 0 5 ,

p . 19 9 .

⑦ S h e h a ta , D . , o p . c it. , p .3 7 ．



阵营。其中，右翼反对派政党持相对温和的自由主义立场，强调民主、市场

经济、教俗分离的原则，支持者主要来 自民间富有阶层；左翼反对派政党具

有不同程度的激进倾向，强调社会公正和政府主导的经济秩序，主要代表社

会中下阶层的政治诉求。
①

新华夫托党系宪政时代首屈一指的议会政党华夫托

党的政治延伸，曾经被萨达特称作 “ 从博物馆里逃出的木乃伊”。② 80 年代，

新华夫托党是世俗反对派阵营的中坚力量，也是议会最大的反对派政党，倡

导民主制、私有化、民族性和世俗原则。进入 90 年代，新华夫托党内部出现

政见分歧，政治影响力逐渐下降。2005年，新华夫托党领导人诺曼 ·戈玛雅

参加埃及历史上首次总统竞选，赢得 3% 的选票。
③

艾曼 ·努尔原为新华夫托

党成员，曾经于 1995 年和 2000 年两次当选议员，因与新华夫托党领导人政

见不和，2004年创建明日党，自居为宪政时代华夫托党的真正继承者，标榜

自由主义和世俗主义，致力于争取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和扩大社会基础，进而

成为在世俗领域挑战执政党的新兴政治势力。艾曼 ·努尔于 2005年参与总统

竞选，赢得 7% 的选票，成为政坛新秀。
④

民族进步统一集团党脱胎于萨达特

执政期间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左翼论坛，支持者大多来 自国有企业雇员、

工会联盟和乡村农民，主张抑制不断加剧的贫富分化和捍卫社会公正，具有

纳赛尔主义的政治倾向。该党致力于参与议会选举，1984 年赢得 4% 的选票，

1987年赢得 2% 的选票，皆无缘进入议会。自90 年代开始，该党在历届议会

选举中均赢得席位，成为议会少数党。
⑤

社会主义工党亦具有左翼色彩，持民

族主义和亲伊斯兰主义的立场，标榜 “ 安拉与人民” 的政治原则。
⑥

社会主

义工党领导人易 卜拉欣 ·舒克里和该党刊物 《人民报》主编阿迪勒 ·侯赛因

曾经公开承认其支持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倾向。
⑦

进入新世纪，随着 2000 年巴

勒斯坦大起义和 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左翼反对派政党在埃及政坛 日渐活

跃，支持巴勒斯坦解放事业、反对伊拉克战争和争取民主成为左翼反对派政

① S h eh a ta， D . , o p .c it. , p .7 4 .

② F a h m y , N . S . , o p . c it. , p . 7 7 .

③ S h e h a ta , D . , o p . c it, p . 7 6 .

④ Ib id . , p .7 7 .

⑤ Ib id . , p .7 4 .

⑥ T rip p , C . , o p . c it. , p .3 3 .

⑦ S h e h a ta , D . , o p . c it. , p . 7 5 ．



党关注的核心内容。
①

然而，诸多反对派政党尽管具有合法地位，却长期处于

弱势状态，官方制定的政党法和选举法对于反对派政党动员民众和参与议会

选举限制颇多。官方极力为反对派政党划定红线，反对派政党的政治活动局

限于官方可控的范围。80 年代，反对派政党在选举政治上尚有所作为，1984

年赢得 25个议会席位，1987 年赢得 28个议会席位。在此后的议会选举中，

反对派政党屡屡失利，4 届累计仅赢得 50个席位。
②

穆斯林兄弟会作为埃及伊斯兰主义运动的主要载体，始建于 1928年，宪

政时代致力于多党制议会选举之政治框架外的民众动员和政治运动，具有浓

厚的激进色彩。穆斯林兄弟会创始人哈桑 ·班纳崇尚早期伊斯兰时代的政治

原则，强调教俗合一的国家体制和伊斯兰教法的全面实施 ，主张实现民众积

极的政治参与，却明确反对政党政治，否认穆斯林兄弟会具有政党属性。
③

穆

巴拉克时代，穆斯林兄弟会调整政治策略，试 图在议会选举的框架下寻求新

的政治空间，致力于多党制基础上的议会选举，主张通过议会竞选的形式角

逐国家权力，进而实现改变现存社会秩序的目的，政治立场趋于温和。
④ 1994

年，穆斯林兄弟会撰文强调宪政框架下公正自由的议会选举是保障权力分割

和制约进而完善民主政治的必要方式，符合伊斯兰教法的原则，赞赏多党制

的竞选制度，承认妇女享有与男性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⑤

进入新世纪，

穆斯林兄弟会开始致力于 “ 没有伊斯兰国家的伊斯兰主义运动”， 宣布尊重民

主选举的政府，承认任何宗教信仰的公民在公平的政治环境下竞选总统的权

利。
⑥ 2004年，穆罕默德 ·阿其夫出任穆斯林兄弟会总训导师，重申穆斯林

兄弟会的政治立场即致力于推动民主化进程，倡导通过 自由公正的选举实现

权力交替。
⑦

然而，由于官方严禁组建宗教政党，穆斯林兄弟会无法取得作为

政党的合法地位，只能与其它世俗反对派政党组成竞选联盟，或者以独立候

选人的名义竞选议会席位。议会选举是穆斯林兄弟会实现政治参与的主要途

① S h e h ata， D . , o p . c it. , p .6 8 .

② Ib id . , p . 7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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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S h e h ata , D . , o p . c it. , p .5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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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 ，然而几乎在每次议会选举期间政府都要对穆斯林兄弟会发动政治攻势。

尽管如此，穆斯林兄弟会无疑具有广泛的社会渗透力和政治影响力，是穆巴

拉克时代最重要的反对派组织，在实现民众动员和推动民众政治参与的进程

中发挥出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实践，提供了实现民众

动员和推动民众政治参与的历史舞台。“ 伊斯兰是出路” 既是穆斯林兄弟会的

标志性竞选口号，亦是反映民众诉求的政治呼声。2005 年议会选举，穆斯林

兄弟会取得前所未有的胜利，来 自 21个省的 88 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进入议

会，反映出穆斯林兄弟会动员民众实现政治参与和竞选议会席位的巨大政治

能量。
①

穆巴拉克时代，诸多世俗反对派政党与穆斯林兄弟会尽管皆致力于挑战

威权国家的政治体制，积极推动自下而上的民众政治参与，却在意识形态层

面不无分歧，立场各异，难以形成打破民族民主党权力垄断局面和颠覆民族

民主党统治地位的政治合力。一方面，世俗反对派政党既对穆巴拉克政权心

存不满，亦对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宗教倾向疑虑重重，摇摆于官方与穆斯林兄

弟会之间。另一方面，穆斯林兄弟会缺乏明确清晰的政治目标 ，只是笼统地

强调 “ 伊斯兰是出路” 的口号和主张实施伊斯兰教法。至世纪之交，穆斯林

兄弟会逐渐更新政治理念和调整政治策略，淡化伊斯兰主义的宗教色彩，试

图弥合反对派阵营的教俗分歧，打破教俗反对派之间的政治隔阂，进而扩大

与世俗反对派的政治合作，政治天平随之开始向反对派阵营倾斜。2005年秋，

穆斯林兄弟会与诸多反对派政党筹划创建 “ 争取变革全国联盟”， 强调保障公

民权利、废除紧急状态法、实行 自由选举的世俗政治诉求，试图实现教俗反

对派阵营的广泛联合，共同推动政治改革进程。
②

穆斯林兄弟会极力淡化宗教

色彩，强调 “ 要参与，不要统治” 的政治，避免与其他反对派候选人直接竞

争议会席位。
③

与此同时，诸多世俗反对派政党亦逐渐承认穆斯林兄弟会在埃

及政坛的重要地位，接受与穆斯林兄弟会寻求合作的立场和策略，甚至支持

穆斯林兄弟会获得合法的政党地位。
④

① S h e h ata， S . , “ T h e B roth e rh ood G o es to P arlia m en t” , M id d le E ast R ep o rt, N o . 2 4 0 , F a ll 2 0 0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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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政治与穆巴拉克政权的终结

穆巴拉克出任总统之初，以民主化进程的推动者自居，表示无意垄断国

家权力和谋求延长总统任期。“ 我深信，民主制是未来的保证… … 我反对集权

政治，不希望垄断国家决策，因为国家属于我们所有人，人 民有责任分享国

家的决策权”。 然而，随着权力和地位的逐渐巩固，穆巴拉克于 1986 年告诫

民众：“ 埃及实行充分民主制的条件尚不成熟，还需要一定的时间”。① 1999

年，教俗各界反对派人士参与成立的 “ 政治与宪法改革委员会” 呼吁通过修

改宪法，推动政治改革进程，限制总统权力，结束紧急状态，以议会内阁制

取代总统制，强调 “ 埃及人民应当重新获得民主和举行自由选举的权利”。 针

对民众的强烈呼声，穆巴拉克表示：“ 现行的宪法不存在修改的需要，现行的

宪法不应当被视作民主化进程的障碍”， 官方发言人则声称：“ 关于现行宪法

的讨论将会危害国家的统一，导致国家的分裂”。穆巴拉克任命的 《金字塔

报》主编易 卜拉欣 ·纳菲耶更是将 “ 政治与宪法改革委员会” 成员称作 “ 危

险的政治宗派”， 指责该委员会成员 “ 试 图劫持全体民众的权利以便实现少数

政客的野心”。②

2005年议会选举前夕，迫于来 自国内外的政治压力，穆巴拉克宣布修订

宪法第 76款，终止由议会提名单一总统人选进行全民公决的规定，实行总统

的差额直接选举，允许合法政党提名总统候选人，亦允许独立候选人竞选总

统职位，同时规定了十分苛刻的参选条件，即只有占据议会 5% 以上席位的政

党有资格推荐总统候选人，独立候选人必须获得议会上下两院和地方议会 250

名议员的支持方可参与总统竞选。2005年议会选举结束后，官方搁置政治改

革进程，强化威权体制和高压态势，压缩民众政治空间，排斥民众政治参与，

进而逐渐关闭民众通过议会选举实现政治参与的大门。民族民主党尽管在

2005年议会选举中表现不佳，尚且 占据超过 3/4 的议会席位。议会作为最高

立法机构，依然处于民族民主党的操控之下。
③ 2006 年，民族民主党控制的

① K asse m， M . , o p . c it. , p .5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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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宣布推迟举行地方选举，延长实施紧急状态法，安全机构逮捕包括副总

训导师海拉特 ·沙特尔在内的数以百计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冻结穆斯林兄

弟会资产，判处未来党领导人和 2005年总统竞选人艾曼 ·努尔 5 年监禁。
①

2007年，政府向议会提交宪法修正案，不仅重申拒绝承认宗教政党的合法地

位 ，而且禁止利用宗教从事政治活动，限制独立候选人参与竞选议会席位。
②

2008年，民族民主党控制的议会再度宣布延长实施紧急状态法。
③

在 2010 年底举行的议会选举中，民族民主党以压倒性的绝对优势获得

420个席位，新华夫托党和民族进步统一集团党仅仅获得 11个席位，穆斯林

兄弟会以及其他反对派政党均未获议会席位。
④ 2010 年议会选举结果表明，

穆巴拉克和执政党无意放弃权力垄断，官方主导的议会选举亦无法提供打破

民族民主党权力垄断和实现民众广泛参与的政治渠道，官方操纵的选举政治

与民主化的政治诉求之间陷于无法克服的矛盾境地。官方的统治模式决定着

民众的反抗模式，“ 缺乏民主的选举” 势必导致 “ 抛弃选举的民主”。随着民

众广泛参与和具有温和色彩的选举政治之门的逐渐关闭，突破现行体制框架

和具有明显激进色彩的广场政治之门悄然开启。民众不再将实现参与的政治

诉求寄希望于官方操纵的议会选举，街头广场开始取代投票站成为民众发泄

不满和表达政治诉求的首选空间，选举政治转化为广场政治的条件日渐成熟。

从官方操纵的选举政治演变为自下而上的广场政治，注定成为导致埃及政治

深刻变革的历史路径。民众的参与方式从选举政治转变为广场政治，标志着

官方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进程的终结。

“ 埃及人争取变革运动” 即 “ 卡菲叶” （卡菲叶在阿拉伯语中意为 “ 厌倦

了”，多数学者译为 “ 够了运动” ）作为超越教俗界限和跨党派的松散政治群

体，形成于 2004年秋，并无官方认可的合法地位，支持者分别来 自世俗反对

派政党、穆斯林兄弟会和科普特派基督徒，旨在分享共同的政治理念，寻求

政治共识，凝聚反对派阵营内部的世俗政党与伊斯兰主义者，反对穆巴拉克

谋求连任和其子贾麦勒继任总统，要求解除紧急状态，结束民族民主党的权

① A rafat， A . D . , o p .c it. , p . 17 4 .

② S h eh a ta , D . , Isla m ists a n d S ecu la rists in E g yp t: O pp osition , C on flict a n d C oo peration , L on d o n ,

2 0 10 , p . 14 1.

③ B row n , N . J. , o p .c it. , 2 0 10 , p . 3 1 ．

④ 参见新华网 20 10 年 12 月 7 日。



力垄断。
①

卡菲叶区别于反对派政党和穆斯林兄弟会致力于现行体制内的议会

选举的温和做法，呼吁自下而上和现行体制外的民众政治参与，同时借助包

括卫星网络、报刊、互联网和微博诸多媒体形式，广泛传播政治信息。2005

年是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之年，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活动呈上升趋势，卡菲叶

发起组织一系列未经政府允许的游行示威，参加者来 自反对派的各个阵营。
②

2005年 1月，示威者开始走上开罗街头，占据大学校园和解放广场。4 月，

14 个城市同时爆发大规模的民众示威集会。5 月，24个城市同时爆发大规模

的民众示威集会。
③

卡菲叶运动的政治实践，一方面标志着教俗反对派政治立

场的趋同，另一方面试图挑战官方划定的红线和突破选举政治的框架，首开

广场政治的先河，预示着埃及政治发展的新方向。

2011年初，埃及爆发了全国性抗议活动，历时 18 天之久，声势浩大。本

轮全国性抗议活动与 2010 年底的议会选举两者之间无疑具有内在的逻辑联

系；官方操纵选举的特定政治环境，促使民众参与的政治诉求从选举政治转

化为广场政治，矛头直指总统穆巴拉克的独裁统治和执政党的权力垄断。1月

25 日是此次全国性抗议活动的首 日，被埃及民众称作 “ 愤怒 日”。在首都开

罗，数以万计的示威民众走上街头，涌向解放广场，要求穆巴拉克下台。示

威民众不仅搁置世俗与宗教的分歧，而且超越信仰的界限，开罗的解放广场

汇集了争取民主的各派政治力量。“ 突尼斯是出路” 取代 “ 宪法是出路” 和

“ 伊斯兰是出路” 的竞选口号，成为示威民众标志性的政治呼声。此后数 日，

大规模的民众示威蔓延至全国各地。2 月 1 日，全国各地的示威民众举行 “ 百

万人大游行”。 同日，穆巴拉克发表电视讲话，表示不再谋求连任。2 月 11

日，伴随着示威民众的愤怒呼声，穆巴拉克被迫交出总统权力。
④

自下而上的

广场政治取代官方操纵的选举政治，成为实现权力更替和政治变革的必要环

节。在近代以来的阿拉伯历史上，独裁统治者首次在民众愤怒的示威抗议中

交出权力，埃及的政治发展由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① B row ers， M .L . , o p . c it. , p . 1 13 .

② Ib id . , p . 1 14 .

③ A rafat, A . D . , o p . c it. , p . 15 8 .

④ F iliu , J . P . , T h e A ra b R ev o lu tio n : T en L esson s f ro m th e D em o cra tic U p rin g , L o n d o n 2 0 1 1 , p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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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tr a c t : O v e r th e e ra o f M u b a ra k , n o rm a lize d p a rlia m e n ta ry e le c tio n s h a v e

p ro v id e d a le g itim a te c h a n n e l fo r p u b lic in v o lv e m e n t. T h e r ise o f p o p u la r fo rc e s h a s

f o rm e d s u rg in g u n d e rc u r re n ts in th e p ro c e s s o f d e m o c ra tiz a tio n a n d s h a p e d th e s o c ia l

fo u n d a tio n o f e le c to ra l p o litic s. N o n e th e le ss , b e in g c a u g h t in a p a r a d o x in w h ic h th e

m a n ip u la te d e le c to ra l p o litic s c o n tra d ic ts th e p u b lic p a rtic ip a tio n , E g y p t th u s c o n fro -

n ts a n u n b rid g e a b le g a p b e tw e e n t h e s u sta in in g o f th e a u th o rita ria n re g im e a n d th e

p o litic a l d e m a n d fo r d e m o c ra tiz a tio n . “ E le c tio n w ith o u t d e m o c ra c y” is th e re fo re

d o o m e d to d e v e lo p in to “ d e m o c ra c y w ith o u t e le c tio n” ． In e v ita b ly , th e tra n sfo rm a -

tio n f ro m m a n ip u la te d e le c to ra l p o litic s to b o tto m -- u p s q u a r e p o litic s c o n stitu te s th e

h isto ric a l p a th le a d in g to p ro fo u n d p o litic a l c h a n g e s e x p e rie n c e d b y E g y p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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