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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最近幾年的觀察來看，軍方在埃及民主化的進程中扮

演重要的角色。民主轉型的成功關鍵是軍方必須有支持民主

改革的堅定立場，此外，軍方在民主改革進程中，必須成

為穩定社會的力量。2011年穆巴拉克（Muhammad Hosni El 
Sayed Mubarak）結束 30年的獨裁執政，埃及的政權順利轉
移，雖然軍方支持民主改革的立場功不可沒，但是茉莉花革

命並未在穆巴拉克下台後就順利地帶領埃及進入民主政治，

軍方掌控過渡政府並未將埃及的政治、經濟迅速地帶入人民

想要的境地，因而成為埃及茉莉花革命持續發展的另一原

因。而民眾走上街頭，抗議軍事執政團的聲浪此起彼落，街

頭鎮壓的情景逐漸演變成失控的暴動，軍方原為民主轉型支

持者的良好形象，瞬間成為鎮壓抗議群眾的劊子手，社會失

去穩定的基礎，因而又帶起另一波革命。

埃及自 2012年 6月第一位民選總統穆希（Mohamed Morsi）
就任以來，國內的政治衝突就持續不斷，2013年 6月 30日爆
發這一年來最大的反穆希抗議活動，令埃及在一年多前剛歷

經茉莉花革命後，再度陷入新一波的政治動盪。埃及軍方 7月
1日對穆希政府下達通牒，必須在 48小時內與在野勢力達成
合作協議，否則將有所行動。穆希總統在 7月 3日發表聲明，
表示堅決捍衛民主，其民選政府正當性不容干預。穆希的強

硬態度引發軍方不滿，國防部長賽西（Abdel-Fattah al-Sisi）隨

＊ 作者為銘傳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埃及政治動盪的觀察與啟示

陳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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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與埃及改革派元老巴拉岱（Mohamed ElBaradei）、各教派領
袖、青年抗議活動代表等人會晤，討論未來政治路線。同日

下午，埃及軍方占領國營電視台與報社，並在首都各要地部

署兵力；晚間，穆希總統遭軍方軟禁在家後，被押往國防部，

連同穆希所屬的「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s）數百多
名重要成員亦遭逮捕。埃及軍方並於 8月 15日宣布宵禁一個
月，嚴格禁止各項示威抗議活動，首都開羅已在 9月初恢復
平靜。至此，埃及的二次革命已經完成，軍方的行為被許多

國家批評為「軍事政變」，但西方民主國家卻緘默不語。本文

地緣戰略重要性、軍文關係動盪、西方國家投鼠忌器等三大

方向解讀埃及的政治困境，並提出二點啟發性看法。

埃及地緣戰略的價值

埃及是北非與中東國家中的經濟與軍事大國，在伊斯蘭

世界中對西方國家較為友善，也是美國在這個區域中所倚

重的回教盟邦，國際政治與地緣戰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尤其，埃及地控蘇伊士運河（Suez Canal），對於中東、北非
與南歐的影響甚鉅，蘇伊士運河連接地中海（Mediterranean 
Sea）與紅海（Red Sea），是歐亞非三大洲的重要海運通路，
縮短亞非航運約 41%的距離，可增加航行安全、減少航行油
料、並可降低其他航運成本，因此成為許多國家採用的航運

路線。

蘇伊士運河的戰略價值有助經濟與軍事發展。運河每年

的航運量超過 16,500航次，其中 20%是運原油的油輪與 5%
運天然氣的巨型輪船。但當運河因埃及國內政治動亂，導致

政府政權不穩定，運河管理受到影響或停滯時，整個經過蘇



戰略安全研析│Journal of Strategic and Security Analyses

62│第九十九期　中華民國一○二年七月

伊士運河的國際航運線將會大亂，國際經貿與石油運送也將

受到衝擊，屆時可能導致原物料價格大漲，原油價格飆漲，

成為下一波經濟危機的因素，更可能導致區域衝突升高，影

響國際的安全與穩定。此外，蘇伊士運河是美軍各式大型戰

艦，包含航空母艦戰鬥群，進出地中海、紅海、與印度洋的

戰略要衝，可藉此迅速因應與支援區域衝突，但若這條運河

因埃及的國內動亂而關閉，美軍的區域戰略（Regional strat-
egy）作為勢將被迫修改而繞道遠行，這將影響美軍在這個區
域的戰略構想。據此，埃及是國際社會爭相拉攏的對象，其

經濟與軍事戰略價值遠高於西方國家對其國內事務的關注。

軍文關係動盪

埃及自 2011年茉莉花革命至今，政治動盪不停，其主因
與軍文關係的變動息息相關，因此本文先從埃及的軍方，及

其政治關係談起。埃及軍方現役人員共 46萬 8千餘人，是
中東與北非回教國家中首屈一指，也是全世界軍力排名第 10
名。陸軍區分東、西、南、北、中等 5個軍區，下轄 12個
裝甲或機械化步兵師；海軍下轄 2個艦隊；空軍主力戰機約
460架，對地中海周邊、蘇伊士運河、紅海周邊地區能有效
掌握制空權。1

埃及軍方對前總統穆巴拉克的崇敬與支持依舊未減，在

參謀本部官方網站上還是可以看到敘述穆巴拉克對軍方關懷

1 根據《2010年軍事平衡》（The Military Balance 2010）的數據顯示，
埃及空軍有 18個先進戰機中隊，包含 F-16C與幻象 2000C戰機，
陸軍則裝備有 973輛 M1A1戰車。參考The Military Balance, “Chapter 
Fiv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2010） 110: 1, 235-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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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肯定的文字，尤其表彰穆巴拉克自 1981年即位至 2011年
茉莉花革命後下台，這 30年間他對埃及軍事現代化不遺餘力
的努力與投入，更奠定埃及在區域的大國地位與和平穩定的

貢獻。

從穆巴拉克與軍方的關係來看埃及的軍文關係，可以說

這 30年來一直處於穩定的狀態。這個穩定關係自 2011年茉
莉花革命後被改變，軍方堅實的支持者一夕之間垮台，取而

代之的是與穆斯林兄弟會交好的穆希。軍方對此感到前途未

卜，且穆斯林兄弟會所採行的政教合一是軍方無法接受的政

治思維，因此埃及的軍文關係自 2011年後出現猜疑、不合作
的情形，進而影響國內政情變化。

埃及的第二次革命主因凸顯出軍方政治立場的影響力，

軍方與穆希總統的政治立場有著關鍵應因素，也就是「政教

分離」與 「政教合一」之對抗。今年 7月最新一期「時代雜誌」
（Time）以埃及的大型抗議活動為封面，標示出埃及的政治動
盪持續不斷，而文中即點出兩個最重要的議題，一是「軍方

迫使總統穆希下台的手段是軍事政變嗎 ?」，二是「穆希下台
被認為是對穆斯林兄弟會的當頭棒喝，並分別受到沙烏地阿

拉伯與敘利亞支持」。

埃及軍方不認為將穆希總統軟禁在營區中就是「干預政

治」，甚至駁斥部分媒體所使用的「軍事政變」字眼；軍方高

層強調，這是為「國家和解」（national reconciliation）所做的
努力，國防部長塞西將軍（Gen. Abdul-Fattah el-Sisi）在 7月 3
日對全國進行電視廣播時表示，埃及軍方對政治不感興趣，

要求穆希總統下台是因為他「未能為達成全國共識帶來任何

希望」。

埃及軍方之所以能夠在下達通牒 48小時後，迅速迫使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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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總統下台並軟禁在軍中，其肆無忌憚的政治行為無非受到

其他大部分埃及政壇文人派系的鼎力支持，這些人同樣具備

極大的政治影響力，包含埃及的穆斯林領袖與基督教神職人

員、大批的政治領袖，其中包括獲得諾貝爾獎的得主、埃及

的外交與自由派偶像艾爾巴拉岱（Mohamed ElBaradei），此
外，埃及極端保守派領袖摩納（Galal Morra）也站出來力挺軍
方接管政權。

基本上，穆希總統民選上台後便有意整頓軍方。2012年
8月間穆希大舉進行軍方高層的職務異動，其中最感爭議的
是他在 8月上旬解除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兼國防部長坦
塔維（Mohamed Hussein Tantawi Soliman）與總參謀長薩米 ·
阿南（Sami Anan）的職務。這次的職務異動是一個政治動作，
其目的在於塑造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的各項決議是非法制定

的假象，因此穆希在解除高階將領職務的同時，也一併宣布

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於 2012年 6月 17日通過的限制總統權
力的憲法修正案無效，以藉此確保其政權並限制軍方對政治

的影響力。

從另一方面來看，埃及軍方不支持穆希民選政府。穆希

總統將其民主方式選出的背景，積極結合穆斯林兄弟會的理

念，準備把埃及的國內政治朝政教合一的模式發展；為此，

埃及軍方在迫使穆希總統下台前幾個月，廣泛接觸反對黨高

層，尋求政治支持。2二年前茉莉花革命如火如荼地在埃即展

2 埃及軍方高層與一位與數個反對黨領袖熟識的有力人士薩米
（Ahmed Samih）接洽，期望前穆巴拉克的支持者能與軍方合作。
參閱The Wall Street Journal , “In Egypt, the 'Deep State' Rises Again” 
（2013.07.19） ,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127887324425

204578601700051224658.html?KEYWORDS=Egypt （2013.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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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穆巴拉克因最後被軍方放棄支持而被推翻下台，其支持

者至今對軍方的怨懟仍在，如今軍方托人來尋求對「逼迫穆

希總統下台」的支持，令他們感到猶豫不決且心有餘悸。以

軍方立場而言，埃及政壇的政治理念只要與軍方一致即可，

因為軍方高層只要確保其政治利益，並沒有以軍事政變來獲

得政權的想法，而其政治利益包含充分的國防預算、優渥的

軍人待遇、國內政治不受宗教控制，以及軍方對於國防安全

的主導權。但是對於反對黨而言，重返執政是主要目標，只

是這個目標必須受到軍方支持，而其疑慮是軍方會支持的可

能性。換句話說，前總統穆巴拉克的支持者質疑是否會與以

前一樣地受到軍方支持 ?對此，埃及國防部長賽西與其他軍
方高層人士均表示全力支持，並也因此促成軍方與反對黨及

抗議團體領袖的共同合作，罷黜穆希總統，也同時中止其制

定的「伊斯蘭主義憲法」。

簡言之，埃及軍方與穆希政府的不同調在於政治立場迥

異，撤換軍方高層是兩造雙方進一步衝突的導火線，而推動

「政教合一」的「伊斯蘭主義憲法」則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

稻草。

西方國家避提埃及局勢

埃及軍方之所以能夠左右國內政局，其主因之一無非是

與西方國家的關係良好，尤其是美國。對美國而言，只要美

埃關係不受影響、親美政權持續執政、埃及軍方與美軍合作

無間，以及埃及仍然繼續擔任北非與中東回教國家的共主，

美國在這個區域的利益與影響力就能持續不墜。雖然英、

法、德、挪威等歐洲國家對埃及軍事介入政治嚴詞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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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也提出警告，然僅止於言語上的指責，並無實際行

動；而當美國暗示終止對埃及軍援時，也因沙烏地阿拉伯對

埃及表達支持之意而作罷。因此，當埃及國內政治紛擾頻起

之時，美國與西方國家並未打算多加干預，對於罷黜總統一

事低調避談，甚至在埃及軍方強力鎮壓穆希總統的支持群眾

時，美國與西方國家也只要求自制。

埃及軍方將民選的穆希總統囚禁在軍營中，已造成許多

國家對埃及的民主制度產生疑慮，雖然二次革命至此時已經

完成，但絕非與之前的茉莉花革命雷同。埃及在前總統穆巴

拉克執政 30年後，首度有機會在民主制度下產生民選總統，
穆希上任就是在茉莉花革命後、人民期待下，掌握埃及的政

治大權；但又在政治動盪下又被軍方要求下台。西方國家面

對此一情景，目前均避免對埃及政情做出「軍事政變」的結

論，僅公開要求埃及軍方釋放穆希。

這個要求出於三種考量，第一，穆希支持者的反攻勢力

已經聚集，可能會與支持軍方及在野抗議團體的力量造成衝

突，而引發更嚴重的政治對抗，這是西方國家所不樂見的。

第二，釋放穆希可以消除「軍事政變」的疑慮，避免西方國

家被迫陷入「支持反民主軍事獨裁」的立場。第三，埃及軍方

長期與美軍友好，採用美製武器裝備，並控制蘇伊士運河，

是美國與西方國家在這個地區不可多得的盟友。

基於上述考量，美國與西方國家對於埃及這些日子來的

政治風暴，選擇沉默以對，未大肆抨擊，也未對埃及軍方干

涉政治祭出嚴厲手段，其目的主要還是要確保在埃及及其周

邊地區的國家利益。這些利益包含在蘇伊士運河的自由航行

權與通航安全、與埃及的安全合作有助區域穩定、可對伊朗

與敘利亞進行就近監控，以及確保此區域的能源與其運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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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等。基於前揭利益，西方國家對於埃及軍方的反民主行

為噤聲不語，但也唯恐國際社會指責西方國家，尤其是對美

國，因此開始要求埃及軍方釋放穆希總統。看得出來，埃及

軍方在不久的將來可能會給穆希總統適度的自由，但整個政

治權還是在軍方手上；此外，可能軍方也會避免穆希總統與

穆斯林兄弟會有所接觸，以降低再一次政治動亂的可能性。

對埃及未來政治發展之觀察

埃及的第二次革命帶給人民的只是動盪的政治、停滯的

經濟，以及慘淡的觀光發展，並未因民主發展向前推展一步

而有所受益，因此四項觀察可做為本文之代結語。

第一、民主制度得來不易，需要全民有民主理念，以及

政黨有真正實踐之決心，才有機會落實。埃及自茉莉花革命

以來被全球視為是北非伊斯蘭國家中政治體制轉型的先驅，

民眾自主式的要求民主轉型成為終結 30年威權體制的開端，
而轉型初期受到軍方的支持也使得政治穩定與總統大選成為

可能。但不可諱言，也是軍方將第一位民選總統推翻下台，

而使得埃及民主制度變成曇花一現。因此，民主思維並不只

是人民內心必須建立的觀念，更是軍人在保國衛民的職責中

一種必須堅守的信念與立場。只是對埃及軍方而言，這種觀

念的轉變尚需一段很長的時間。

第二、美國對埃及軍方罷黜總統一事閉口不談「軍事政

變」，其主因就是美國在北非與中東地區利益與埃及息息相

關。埃及與蘇伊士運河對美國而言太重要了，因此美國對埃

及軍方罷黜總統一事並未加以干預或譴責。美國對埃及的姑

息政策恐在日後對此一地區產生不良的效應，也可能成為威



戰略安全研析│Journal of Strategic and Security Analyses

68│第九十九期　中華民國一○二年七月

權國家利用埃及的例子，在未來反制美國要求民主化的壓

力。另外，美國及西方國家將可能因為受制於蘇伊士運河的

通行問題與石油及貿易航運問題，而對埃及續採姑息主義。

第三、由於沙烏地阿拉伯與安曼等周邊國家的支持，埃

及軍方已經全然掌控全國的政治局勢，目前正思考如何在平

穩的局面下還政於民。但可預測的是，埃及軍方將積極尋找

支持軍方的文人領袖，確保其利益，並挾蘇伊士運河之掌控

權，迫使西方國家支持。未來埃及重返民主之路，距離尚遙。

第四、埃及的政治動盪勢必影響周邊的原油運輸與海運

航線，這兩者將激化原油價格飆漲，而導致國際經濟震盪。

我國安部門應將此視為一潛在危機，對經濟影響不容小覷，

必須提前因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