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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

突爆发至今，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其发展态势。截至12月15日，本

轮巴以冲突已造成双方超两万人

死亡，加沙地带超五万人受伤，

其中包括大量妇女和儿童。作为

唯一与加沙地带接壤的阿拉伯国

家，埃及被认为是解决问题的关

键。埃及政府也的确在本轮巴以

冲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

同意开放通往加沙地带的拉法口

岸用于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运输；

与卡塔尔、美国一起斡旋并促成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

动（哈马斯）在11月24日至12月

1日期间临时停火并交换人质等。

然而，埃及依然没有接收加沙民

众进入其境内的计划，也正努力

避免再次被卷入巴以冲突。

难以取代的关键地位

在历史上，埃及曾长期统治

加沙地带，也曾多次参与阿以战

争。因此，埃及与加沙拥有密切

联系。事实上，在2007年哈马斯

控制加沙地带后，埃及一直维持

着与哈马斯的联系，即使在穆斯

林兄弟会（穆兄会）于2013年被

埃及军方推翻后，埃及情报机构

也仍与哈马斯保持着沟通渠道，

这使得埃及在历次巴勒斯坦内部

各派谈判和巴以谈判中都发挥了

居中协调的作用。与此同时，埃

及也同以色列存在政策默契：一

方面力求控制以哈马斯为首的加

沙政治伊斯兰武装力量带来的安

全威胁；另一方面试图通过输送

经济利益稳定加沙局势。除作为

向加沙运输物资的门户外，埃及

还直接参与了加沙重建进程。在

本轮冲突爆发前，埃及政府计划

拨款五亿美元在加沙建设基础设

施，其中部分项目已完成。

由于历史联系和地理优势，

埃及作为巴以问题的安全阀门和

关键协调人的角色并未被其他

地区力量完全取代。然而，近年

来，随着美国通过《亚伯拉罕协

议》促进以色列与阿联酋、巴林

等阿拉伯国家关系实现正常化，

巴以问题逐渐被边缘化。在“阿

以和解”的大背景下，国际社

会普遍认为巴以问题将被“温和

解决”，双方爆发大规模冲突的

可能性直线下降。对埃及而言，

近些年，美国和以色列的注意力

正转向阿拉伯世界东部的海湾地

区。在政治和文化上，海湾阿拉

伯国家可能成为以色列与阿拉伯

国家和解的新典范；在地缘和经

济上，美国也试图将印度、希腊

等域外盟友与以色列、海湾阿拉

伯国家等域内盟友用新的合作倡

议连成一片，如“中东四边机

制”（I2U2）与印度—中东—欧

洲经济走廊（IMEC）等。这些新

本文责编  杜文睿
dwrsissi@163.com  010-65265930

文／段九州

本轮巴以冲突令埃及陷入“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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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都令埃及深感自身传统作用

与地位的衰落。

本轮巴以冲突的爆发无疑

让世界重新认识了埃及的重要

性——它是国际社会对加沙实施

人道主义援助的唯一渠道，任何

试图解决冲突或做善后工作的方

案都离不开埃及。对埃及政府而

言，从道义立场为巴勒斯坦人民

发声既是对国内民意的回应，也

是向世界大国宣示本国地位和立

场。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埃及

政府接待了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

和德国总理舒尔茨在内的多名外

国领导人的到访，还在10月21日

主办“开罗和平峰会”讨论本轮

冲突的解决方案，30多位国家元

首、政府首脑、特使及联合国等

国际组织负责人参会。埃及政府

还在2023年12月举行总统大选

前，在国内组织多场关于巴勒斯

坦问题的抗议示威活动，这些活

动无疑提高了塞西总统的声望。

12月18日，埃及国家选举委员会

宣布，塞西总统以89.6%的压倒性

得票率赢得连任。

战略底线：避免再次卷入巴以冲突

虽然本轮巴以冲突令埃及

获得了国际政治能见度，但如何

妥善处理该问题成为令埃及政

府头疼的难题。作为与加沙地带

接壤的唯一阿拉伯国家，埃及是

接收和安置加沙难民的主要候选

国。10月31日，有报道披露以色

列情报部门计划将230万巴勒斯

坦人从加沙地带转移到埃及西奈

半岛北部的难民营，这些难民营

随后可能成为独立城市。虽然以

色列总理办公室称其为“概念文

件”，但以军在事实上正以“临

时战时措施”为名迫使加沙人向

南转移。埃及和巴勒斯坦政府谴

责这一计划是“大胆且不可接受

的”，并称其为以色列“以牺牲

邻国利益为代价剥夺巴勒斯坦人

权利的历史政策的延续”。出于

对以色列计划的反对及对美国等

西方国家默许该计划的担忧，塞

西总统多次在公开场合谴责在埃

及重新安置难民的言论。随着以

色列对加沙地带军事行动的不断

推进，尽管拜登政府官员阐明了

美国反对强迫巴勒斯坦人流离失

所及反对以色列重新占领加沙的

立场，埃及仍担忧美国政策在未

来的不确定性。

面对本国相对以色列的弱

势地位、对美国支持的依赖及国

内面临的经济压力，埃及设定了

一个相对保守的战略目标，即避

免再次卷入巴以冲突，而非通过

此次危机重塑自身的地区和国际

地位。在埃及看来，在过去的中

东战争中本国已为巴勒斯坦事业

付出了高昂代价。自1982年以

色列向埃及归还西奈半岛以来，

埃及历任总统都极力避免让巴勒

斯坦议题主导本国利益。在西奈

半岛建立巴勒斯坦人定居点或由

埃及代替以色列接管加沙无疑会

使埃及重回几十年前道义与利益

被绑定的状态。埃及宣称，以色

列在加沙铲除哈马斯的意图并不

现实，本轮冲突结束后，埃及不

会在管理加沙的安全方面发挥作

用。埃及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也反

对以色列在加沙内部建立安全缓

冲区的计划。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以色

列及其西方盟友之所以很难说服

埃及参与加沙地带的“战后”安

全管理，主要是因为埃及内部缺

乏动力。埃及军队当前的首要任

务是维护自身凝聚力，这种凝聚

力是军事机构稳定与力量的关键

特征，也是埃及地区影响力的体

现。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巴勒

斯坦事业在包括埃及在内的阿拉

伯与穆斯林世界民间支持率飙

升。由于埃及国内舆论对以色列

高度敌视，埃及军方不太可能远

离民意公开与以色列进行安全合

作；同时，哈马斯的政治伊斯兰

背景已使亲巴勒斯坦民众在情绪

上同情穆兄会，若埃及军队与哈

马斯交战，将不利于本国社会和

政治稳定。因此，为减少国内民

意压力，埃及政府将优先考虑其

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问题，而不

是介入对加沙的安全管理。

或因经济困境被“拿捏”

由于不同意以色列对加沙

地带的未来设想，埃及正与巴勒

斯坦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商议替代

性方案。总体来看，该方案大致

分为以下五部分。一是经与各方

协调，巴勒斯坦建立统一领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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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地区。该

领导层仍应以巴勒斯坦民族权力

机构的名义运作，不能排除哈马

斯的参与，同时需获阿拉伯国家

的广泛支持。二是国际社会应向

巴勒斯坦当局提供经济援助，以

重建加沙并达成允许巴当局有效

统治加沙的当地社会共识。三是

根据联合国相关决议与“两国方

案”，巴以双方应尽快重启和平

进程并制定切实解决问题的路线

图。四是在北约、联合国、阿拉

伯国家和美国的安全保障下，巴

勒斯坦应向去武装化努力。五是

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地区国家，应

建立维护和平、稳定、发展的联

盟体系。从这些设想来看，埃及

似乎有意复制本轮冲突爆发前自

身在加沙扮演的角色，即协调巴

以双方、促成哈马斯与巴勒斯坦

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的和解、

援助加沙重建进程并管控西奈半岛

与加沙接壤一侧的边境安全。

尽管部分埃及民众对塞西

政府处理加沙问题的保守感到

失望，并呼吁永久开放拉法口

岸，允许加沙人逃离冲突，但更

多民众看到的是塞西政府在监督

人道主义援助输入加沙及斡旋冲

突双方达成临时停火方面发挥的

作用，他们赞赏埃及政府挫败了

以色列将巴勒斯坦人驱逐到西奈

半岛的计划。然而，在本轮冲突

结束后，埃及民众将再次把注意

力转移到日常生活中的严峻现实

上，即物价飞涨、通胀高企、失

业率居高不下。受全球经济下行

与乌克兰危机影响，埃及正面临

经济滑坡和粮食危机等现实挑

战。截至2022年底，埃及已背负

约1600亿美元债务。2023年4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曾预

测，埃及本年度融资需求将高达

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5%。

尽管当前巴以冲突的范围仍主要

在巴以双方，但其外溢影响致使

本就下沉的埃及经济雪上加霜。

旅游业方面，2023年10月以来，

往返埃及的航空客运量同比下降

25%，埃镑对美元汇率也不断下

跌；能源方面，以色列叫停塔玛

气田的生产使埃及天然气进口量

从每日8亿立方英尺降至6.5亿，

显著削弱埃及的国内供给与国际

出口能力。

考虑到埃及的经济困境，以

色列及其西方盟友很可能会在冲

突结束后利用投资、援助和贷款

等方式鼓励埃及在加沙问题上发

挥符合他们期望的作用。该政策

在特朗普于2020年大选前为讨好

国内保守派亲以色列选民而抛出

的所谓“新中东和平计划”中已

有体现。在上世纪90年代海湾战

争时期，为奖励埃及支持美国领

导的联军，西方国家也曾减免其

对IMF、世界银行等的债务，如

今西方国家很可能将效仿这一措

施。事实上，欧盟已宣布计划在

未来数月内向埃及提供价值100亿

美元的投资，“以助其经济免受

新一轮巴以冲突和难民潮激增的

影响”。IMF还考虑扩大2022年

批准的向埃及提供30亿美元贷款

安排的金额，以助其克服经济困

境。展望未来，鉴于埃及对加沙

地带不可或缺的作用，它很可能

将持续承受来自以色列和西方国

家要求其采取配合行动的政治和

经济压力，而这势必将使地区与

国际利益博弈变得更为复杂。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际与地

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2023年11月30日，满载

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卡

车在加沙卸载物资后经

拉法口岸返回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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