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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当代埃及对外关系实践丰富而复杂， 是研究国别对外关系

的一个重要样本。 本文以中文、 英文和阿文研究成果为考察对象， 较为系

统地梳理了当代埃及对外关系的主要学术成果。 现有成果具有如下特征：
西方研究成果占据主导而且分布失衡， 研究方法呈现多学科性， 知识增量、
学科贡献和政策的智力支持较为明显。 现有成果的不足之处主要有： 概念

的界定和使用缺乏应有的规范， 研究对象的理论化和系统化不足， 缺少如

埃及外交史、 埃及对外关系史或埃及外交思想史等当代埃及对外关系 （或
外交） 理论体系的构建， 缺少埃及本土视角和中国视角的系统研究成果。
未来国内学界至少需要重视以下工作： 建设基础性资料库， 厘清基本概念

和回答基本问题； 深化埃及对外关系理论和外交政策理念研究； 拓宽埃及

对外关系研究领域， 尤其是中埃双边关系研究亟待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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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因其多重特殊性， 古往今来始终受到区域内外多种力量的特别关注， 其

对外关系实践复杂而多变。 １９２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 英国单方面宣布埃及独立。 埃及政

府随之重建外交部， 埃及对外关系实践迎来新起点。 这也被普遍视为埃及开始摆

脱英国全面控制的前奏， 自此进入 ３０ 余年的对外关系 “半自主” 阶段。 １９５２ 年七

月革命后， 埃及走上自主发展之路， 逐步完成了从依附到自主、 从被动到主动的

外交转型， 历经 ７０ 余年形成了当前全面、 主动的对外关系格局。
那么， 如何全面理解当代埃及对外关系？ 其演进有何规律和特点？ 促使这种

演进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埃及政府如何处理对外关系中的敏感问题？ 当代埃

及对外关系实践有何经验教训值得借鉴？ 围绕上述问题， 国内外学者已做了大量

有益探讨， 有的问题已有初步共识， 有的问题尚待更深入研究， 而有的问题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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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待拓荒。 本文主要依据国内外出版的相关专著和主流杂志发表的研究成果，
尝试勾勒出关涉当代埃及对外关系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总体情况， 并为系统研究当

代埃及对外关系探寻可能的路径。

总体情况

从中文研究成果看， 中华民国时期与新中国建立初期， 国内学界对埃及问题

的关注和研究不多， 少许成果主要聚焦于古埃及史和埃及考古学领域， 只有零散

的新闻评论涉及埃及对外关系。 １９５６ 年中埃建交后至中国改革开放初期， 国内

陆续出版了一些关于埃及历史和现状的书籍， 有个别书籍以埃及对外经济、 对外

关系为专题进行了介绍，① 有的则是在民族解放背景下出于反霸权主义所需的意

识形态宣传， 如介绍埃及如何受外部大国压迫及其反霸权运动，② 但较为严肃的

学术专著中鲜有阐述埃及对外关系或外交政策的章节。③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有学

者开始进行埃及对外关系相关议题的研究，④ 到 ９０ 年代末已有个别学术著作对

埃及对外关系进行了专章论述，⑤ 但更多相关内容则散落在一些区域国别研究著

述之中。⑥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时期埃及对外关系及其次级议题进入了部分学者

的视野。⑦ 进入 ２１ 世纪， 随着中埃关系持续升温， 尤其是近十余年来， 双边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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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闻编著： 《埃及》，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１９５６ 年版， 第五章 （对外经济关系） 和第六章
（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
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 首都汽车二场国际问题研究小组合编： 《埃及人民反对苏联霸权主
义的斗争》，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７８ 年版。
纳忠： 《埃及近现代简史》，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６３ 年版； ［埃及］ 穆·哈·海
卡尔： 《苏联人同阿拉伯人关系史话》， 星灿译， 新华出版社 １９７９ 年版； ［埃及］ 穆罕默
德·艾尼斯、 赛义德·拉加卜·哈拉兹： 《埃及近现代简史》， 埃及近现代简史翻译小组
译，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０ 年版。
杜云山： 《金额巨大， 项目繁多———略记美国近年来对埃及的经济援助》， 《国际经济合作》
１９８３ 年第 １ 期； 刘和生： 《萨达特对苏美以政策的剖析》， 《亚非问题研究》 １９８４ 年第三辑。
杨灏城、 江淳： 《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的埃及》，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７ 年版。 该书第一编第七
章和第二编第四章对埃及外交政策及其与大国关系进行了专门论述。
刘竞、 张士智、 朱莉： 《苏联中东关系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版； 艾周昌、 沐
涛： 《中非关系史》，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
杨万里： 《海湾战争中的埃及》， 《国际政治研究》 １９９１ 年第 ３ 期； 虢辅： 《埃及苏丹关系
缘何剑拔弩张》， 《亚非纵横》 １９９５ 年第 ３ 期； 李伟建： 《谋杀埃及总统事件背后的埃苏
关系》， 《国际展望》 １９９５ 年第 １４ 期； 傅政罗： 《埃及市场与中埃贸易关系》， 《西亚非
洲》 １９９５ 年第 ６ 期； 王京烈： 《冷战后的埃及外交》， 《亚非纵横》 １９９６ 第 ２ 期； 黄苏：
《苏丹和埃及 “一体化” 回顾》， 《阿拉伯世界》 １９９６ 年第 ４ 期； 张咏梅： 《穆巴拉克时
期埃及的中东外交》， 《阿拉伯世界》 １９９７ 年第 ３ 期； 陈建民： 《埃及与海湾合作委员会
国家的经济关系》， 《西亚非洲》 １９９８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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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日益紧密， 两国互动频繁， 学界也随之出版和发表了一系列包括中埃关系在内

的埃及对外关系研究成果， 涉及多个议题领域， 并有埃及对外关系部分时段的整

体性研究成果，① 同时探讨埃及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的专题论文数量较前明显增

多，② 还有学者将埃及对外关系的研究文献进行了初步整理。③ 此外， 其他埃及

问题研究著作也有专门章节阐述埃及对外关系的内容。④ 值得欣喜的是， 关涉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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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天社： 《埃及对外关系研究 （１９７０—２０００）》，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 该书全
面回顾了埃及共和国建立后将近 ５０ 年的对外关系历程， 并系统梳理了萨达特时期和穆巴
拉克执政前二十年的对外关系实践及取得的成就， 并对这三十年埃及对外关系的经验和
规律进行判断和总结， 是国内首部将埃及对外关系作为专题研究的论著； 陈天社： 《当代
埃及与大国关系》，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 该书可视为对 《埃及对外关系研究
（１９７０—２０００）》 的补充； 陈建民： 《埃及与中东》，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 该书主
要阐述了纳赛尔、 萨达特和穆巴拉克三位总统执政时期埃及与其他中东国家的关系； 王
林聪、 朱泉钢： 《中国与埃及友好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 该书全面梳理
了中埃关系的历史演进和基本特点， 并对未来两国关系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吴文武： 《试析美国计划资助阿斯旺高坝的背景与动因》， 《安徽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
学版） ２０００ 年第 ３ 期； 王冰： 《试论纳赛尔埃及与阿拉伯联盟之间的关系》， 《华东师范
大学学报》 ２００１ 年第 ４ 期； 叶青： 《埃及外交政策新论》， 《阿拉伯世界》 ２００４ 年第 ６ 期；
林丹妮、 赖正维： 《纳赛尔时代埃及对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外交政策》， 《唐都学刊》 ２００６
年第 ５ 期； 王京烈： 《埃及外交政策分析》， 《西亚非洲》 ２００６ 年第 ４ 期； 安惠侯： 《埃及
与新中国建交始末》，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０８ 年第 ６ 期； 谢立忱、 田志馥： 《民族主义
视角下的埃及对外关系》， 《世界民族》 ２００９ 年第 ５ 期； 陈天社： 《理解埃及对外关系的
基本着眼点辨析》，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０ 年第 ９ 期； 张雪： 《苏联对埃及政策的调整及实践
（１９５４—１９５６）》，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１ 期； 王泰、 王恋恋：
《埃及过渡政府的外交政策之调整》，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 殷罡： 《埃及新
政府外交与 “穆尔西主义”》， 《党政论坛 （干部文摘）》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０ 期； 冀开运： 《２０
世纪伊朗与埃及关系解析》， 《商洛学院学报》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 张郭：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埃
及的现代化与对外关系论析》， 《巢湖学院学报》 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 陈天社、 王鹏鹏： 《埃及
与哈马斯关系探析》， 《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 赵军： 《埃及与
阿盟的互动关系研究》，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 赵军： 《埃及发展战略与 “一
带一路” 对接》，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 余建华： 《中国与埃及关系六十年：
回顾与前瞻》，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 陈荟竹： 《中埃文化交流的历史与未来
的发展机遇》， 《中外交流》 ２０１６ 年第 ２８ 期； 王金岩： 《塞西政府的内外政策走向及中埃合
作前景》， 《当代世界》， 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 李意： 《埃及塞西政府的平衡外交政策述评》， 《西
亚非洲》 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 齐淑杰： 《埃以关系的嬗变 （１９８０—２０１９ 年）》， 《山西高等学校社
会科学学报》 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 郝诗羽、 段九州： 《塞西执政以来埃及的非洲政策取向与变
化》，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 刘冬： 《埃及制造业发展战略与中埃产能合作》， 《西亚
非洲》 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 唐宝才： 《中国与埃及建交的历史意义与深远影响———纪念中非开启
外交关系 ６５ 周年》， 《中国非洲学刊》 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文静： 《 “一带一路” 倡议下中国埃
及双边贸易问题及对策研究》， 《社会科学前沿》 ２０２１ 年第 ９ 期。
陈天社： 《国内外学界对埃及外交关系 （１９７０—２０００ 年） 的研究》， 《世界历史》 ２００５ 年
第 ６ 期。
杨灏城、 许根林编著： 《列国志： 埃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 雷钰、 苏瑞
林： 《中东国家通史·埃及卷》，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３ 年版； 杨圣敏、 张前进主编： 《埃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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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对外关系的诸多议题已成为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①

与上述中文研究成果相比， 西方对现当代埃及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着

明显优势， 这与西方同埃及可溯的实质互动关系久远息息相关。② 西方对埃及的

关注与觊觎跨越时代， 远有埃及的希腊化和罗马化时代， 近有法英两国对埃及

的殖民入侵统治。 西方对埃及的学术关注始终伴随着相应的历史进程， 尤其是

随着西方学界构建的埃及学诞生与流行， 埃及成为西方政学界的 “东方之宠”。
由于近代以来埃及与西方关系长期占据着埃及对外关系的主要内容， 以及英法

殖民政治的现实需要， 埃及对外关系实践遂成为西方政界牢牢把控和学界深入

研究的领域。 直至今日， 西方几乎垄断了全面理解古今埃及的话语权。 具体到

当代埃及对外关系的研究， 从英文主流研究成果看， 西方学者大体上形成了三

种流派。
一是以历史学者为主的传统学派。③ 该派学者推崇从历史关联角度去认识埃

及与西方大国关系， 埃及与苏丹、 叙利亚等彼此历史关联度较高的国家间关系，
在研究方法上推崇解读档案、 注重实证主义和还原历史过程， 强调从埃及历史的

角度来考察和理解埃及共和国时期的外交政策和交往对象选择。 这一流派为关涉

埃及对外关系研究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并且影响至今。
二是纳赛尔思想或纳赛尔主义意识形态学派。④ 如果说历史学派强调埃及外

交的连续性， 那么纳赛尔主义学派强调的是埃及外交与传统的变异性， 它也使

得埃及对外关系发生根本转型。 在 １９５６ 年苏伊士运河战争后， 不少学者将纳

赛尔思想视为埃及外交政策的主要指导原则， 如纳赛尔的 “三个圈子” 思想、
不结盟思想以及阿拉伯统一思想， 同时认为埃及介入也门内战、 阿拉伯联合共

和国的成立也源于纳赛尔主义。 埃及对外关系实践至今仍然受到这种观念的重

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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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知网数据库 （２００２—２０２１ 年） 统计， 以埃及对外关系或埃及外交政策为主要研
究对象的学位论文有 ４１ 篇， 其中博士学位论文 ６ 篇， 硕士论文 ３５ 篇。
本文所述西方研究主要指以英文出版或发表的成果， 暂不考虑作者国籍身份。
Ａｂｄ ｅｌ － Ｆａｔｔａｈ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ｅｌ － Ｓａｙｅｄ Ｂａｄｄｏｕｒ，Ｓｕｄａｎｅｓｅ －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６０；Ｍｏｎｔｅ Ｐａｌｍｅｒ，“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Ａｒａｂ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ｔｓ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２０， Ｎｏ. １， １９６６， ｐｐ. ５０ － ６７；Ｍ.
Ｗ. Ｄａｌｙ，Ｅｍｐｉ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Ｎｉｌｅ：Ｔｈｅ Ａｎｇｌｏ －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Ｓｕｄａｎ，１８９８ － １９３４，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６；Ｍ. Ｗ. Ｄａｌｙ，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Ｓｕｄａｎ：Ｔｈｅ Ａｎｇｌｏ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Ｃｏｎｄｏｍｉｎｉｕｍ，１９３４ －１９５６，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Ｅｌｉｅ Ｐｏｄｅｈ ａｎｄ Ｍｏｓｈｅ Ｍａ’ｏｚ，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Ａｒａｂ
Ｕｎｉｔｙ：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Ａｒａｂ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Ｅａｓｔｂｏｕｒｎｅ：Ｓｕｓｓｅｘ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１９９９.
Ｊａｍｅｓ Ｐ. Ｊａｎｋｏｗｓｋｉ，Ｎａｓｓｅｒ’ ｓ Ｅｇｙｐｔ，Ａｒａｂ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Ａｒａｂ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Ｌｏｎｄｏｎ：
Ｌｙｎｎｅ Ｒｉｅｎｎ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０２；Ｒａｍｉ Ｇｉｎａｔ，Ｅｇｙｐ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Ｓｕｄａｎ：Ｆｒｏｍ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ＩＩ ｔｏ Ｎａｓｓｅｒｉｓ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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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以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者为主的现实主义派别。 前两派强调埃及外交

政策和对外关系发展的特殊性， 现实主义派别则认为埃及具有民族国家的普遍

性， 其外交政策及与不同国家的关系， 也受到国际体系、 国际格局和国际规范的

影响和制约， 也是为了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 这一学派与冷战高峰时期在西方占

据主导地位的国际关系学科现实主义流派紧密相连， 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埃及总

是以前述两种视角来看待世界和进行对外决策的观点。 这种方法和视角对理解和

研究埃及对外关系产生了根本性影响， 特别是 １９６７ 年和 １９７３ 年两次中东战争、
萨达特疏苏亲美以及埃以和解后， 利用现实主义 （强调权力政治、 国家安全、 国

家利益等） 的方法研究埃及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成为一种增长趋势， 而且至今

不衰。
需要指出的是， 从埃及共和国成立到当前塞西总统执政， 在西方对埃及外交

和对外关系的大量研究中， 大多数西方学者不仅将埃及作为单一的行为主体， 也

有不少学者对埃及在特殊环境和敏感问题上的政策给予高度关注， 并且考虑到埃

及国内因素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这让我们看到西方学界对相关问题研究的细化之

处。 尤其是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后期埃及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崛起， 让西方学者开始

关注埃及国内政治非决策权力因素 （如穆兄会、 爱资哈尔、 非政府组织以及极端

组织等次国家行为体以及民意、 舆论等） 对外交的影响，① 而进行这类分析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至今相关著述持续跟踪的方向。

从阿文文献 （含已从阿文翻译出版的中文文献） 看， 包括埃及在内的阿拉

伯世界聚焦埃及对外关系的相关研究及议题设置相对有限，② 至今也鲜见埃及本

土学者及本土视角的系统性研究成果。 但值得注意的是， 不同时期埃及主要领导

·７３１·

①

②

Ａｄｅｅｄ Ｉ. Ｄａｗｉｓｈａ， Ｅｇｙｐｔ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ｙｄｎｅｙ： Ｈａｌｓｔｅｄ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６.
专著如 ［埃及］ 阿德尔·哈桑·戈内姆： 《埃及外交与巴勒斯坦问题 （１９４７—１９４８）》
（阿文）， 埃及图书总公司 １９８４ 年版； ［埃及］ 萨尔瓦·沙拉维·祖马： 《七十年代埃及
外交： 领导问题研究》 （阿文）， 阿拉伯统一研究中心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版； ［沙特］ 穆罕默
德·赛义德·赛亚德： 《基于穆萨回忆录解读埃及外交对伊朗立场》 （阿文）， 阿拉伯海
湾伊朗研究中心 ２０１７ 年版。 学术论文如 ［伊拉克］ 塞米尔·伊斯玛仪·侯赛因、 泰巴·
哈拉夫·阿卜杜拉： 《１９６２ 年也门革命对沙特与埃及关系的影响》， 《巴士拉文学》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第 ６１ 期； 纳吉·穆罕默德·哈塔什： 《以色列与埃及的变化： 对埃及—以色列未
来关系的前瞻性研究》， 《巴勒斯坦研究》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第 １５ 期； ［伊拉克］ 法赫德·阿巴
斯·苏来衣曼·萨巴维、 优素福·穆罕默德·伊丹·朱布里： 《埃及与叙利亚关系
（１９６１—１９６７）， 《历史与文明研究》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５ 卷第 ５ 期； ［埃及］ 卡米里亚·索比：
《埃及与中国文化合作机遇和挑战》， 载杨玉经主编： 《中国—阿拉伯文化产业合作发展
论坛文集》， 宁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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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知名外交官的回忆录是一大特色。①

主要议题和观点

现有相关成果涉及的议题丰富而广泛， 使用了历史学、 政治学、 外交学和国

际关系学等学科方法， 大致围绕包括埃及对外关系的基本理论和思想研究、 埃及

与多元国际行为体关系研究、 埃及对外关系部分时段的整体研究以及埃及外交政

策研究等四大类议题， 涉及多个次级对外关系领域， 产生多重观点。

（一） 基本理论与思想研究

关涉埃及对外关系基本理论与外交思想的研究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一是概念的使用。 大多现有成果基本默认 “埃及对外关系” 是一个公理式

的概念。 从使用情况看大致有三种用法： 一是最广义上使用和理解的埃及对外关

系， 即只要是埃及与外部世界联系所产生的政治、 经济、 文化、 人员以及其他一

切交往活动， 均被纳入这一概念范畴。② 二是政治 （含外交） 和经济关系， 尤其

是埃及与大国关系互动过程中所有的政治和经济行为。 三是强调埃及政府在对外

交往中的主体性和主动性， 按此概念范围理解， 埃及对外关系的主体应是埃及政

府 （机构或人员） 与其他主权国家政府 （机构或人员） 的互动关系， 埃及其他

非官方行为体开展的对外交往活动不能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对外关系。 这种最为

狭义的使用主要以政府部门发布的相关报告居多。③

二是影响埃及对外关系的主要变量。 学界普遍认为， 催生埃及独立外交和对

外关系发展的因素多样， 既包括外部因素， 如国际体系转型、 国际格局变化、 民

·８３１·

①

②

③

［埃及］ 安瓦尔·萨达特： 《萨达特回忆录》， 钟艾译，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７６ 年版； ［埃及］
穆·哈·海卡尔： 《愤怒的秋天———安瓦尔·萨达特执政始末》， 关偁、 马瑞瑜、 周时中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 ［埃及］ 穆罕默德·贾瓦迪： 《埃及外交官回忆录： 和平
谈判中的战士》 （阿文）， 达尔阿尔·海亚尔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 ［埃及］ 布特罗斯·加
利： 《埃及通向耶路撒冷之路———一位外交家为争取中东和平不懈努力的历程》， 张晓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 Ａｈｍｅｄ Ａｂｏｕｌ Ｇｈｅｉｔ，Ｅｇｙｐｔ’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Ｃｒｉｓｉｓ：Ｍｙ
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ｙ，Ｃａｉｒｏ：Ｃａｉｒｏ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２０；Ｎａｂｉｌ Ｆａｈｍｙ，Ｅｇｙｐｔ’ 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ｉｎ
Ｗａｒ，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２０．
刘琳琳： 《变局下的中国与埃及关系》， 《百家讲坛》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０ 期； 安惠侯： 《中国与
埃及友好关系六十年》，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 余建华： 《中国与埃及关系
六十年： 回顾与前瞻》，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
“Ｅｇｙｐｔ：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Ｕ. 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ＲＬ３３００３），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ｕｐｄａｔｅｄ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３０，２０２１，ｈｔｔｐｓ： ／ ／ ｃｒｓｒｅｐｏｒｔ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ｇｏｖ ／ ｐｒｏｄｕｃｔ ／ ｐｄｆ ／ ＲＬ ／ ＲＬ３３００３，［２０２２ － ０３ －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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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解放运动兴起与殖民主义衰落、 美苏援助、 领袖人物等；① 也包括埃及国内多

种因素， 如国家实力、 国家利益、 经济因素、 意识形态以及外交决策体系等。②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 上述因素在不同历史时期影响了埃及对外关系发展和交往对

象选择。
三是埃及对外关系的特点。 归纳起来， 大致呈现四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

为， 埃及对外关系具有阶段性特点， 每个阶段对外关系的内涵与外延表现各异，
但也存在一定的延续性。③ 第二种观点认为， 埃及对外关系的特点受地缘环境、
宗教文化、 埃及政治体制与总统性格等多重因素的影响。④ 第三种观点认为， 埃

及对外关系具有意识形态外交、 现实主义手段与文明交往理念等三重特点。⑤ 第

四种观点认为， 埃及对外关系和外交政策具有从对外政策单一目标到追求多元平

衡目标的特点。⑥

四是埃及共和国领导人的外交思想。 在埃及外交决策中， 最高领导人具有决

定性作用， 领导人外交思想也成为学界在研究埃及对外关系时不容忽视的议题。
现有专题研究虽然不够丰富， 但对纳赛尔、 萨达特和穆巴拉克等领导人的外交思

想均有一定论述， 也有对加利、 穆萨、 法赫米和盖特等埃及知名人士外交思想的

研究。 关于纳赛尔外交思想， 有学者进行了精辟总结， 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方

面： “三个圈子” 理论， 强调积极中立、 反对消极中立的不结盟运动思想； 不同

任何国际集团结盟， 不与大国缔结任何双边军事协定， 不允许任何大国在自己的

国土上建立军事基地； 积极维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把支持各民族的人民运动视

为自己的义务， 同时强调不干涉他国的内部事务。⑦ 萨达特外交思想集中体现在

·９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Ａ. Ｋａｒａｗａｎ，“Ｓａｄａ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 ２６，Ｎｏ. ２，１９９４，ｐｐ. ２４９ － ２６６；Ａｈｅｍｅｄ Ｈａｙｒｉ Ｄｕｍａ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Ｎａｓｓｅｒ ａｎｄ Ｍｏｒｓｉ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 １２，Ｎｏ. ２，２０２０，ｐｐ. ３６９ － ３９０.
Ａｄｅｅｄ Ｉ. Ｄａｗｉｓｈａ， Ｅｇｙｐｔ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ｙｄｎｅｙ：Ｈａｌｓｔｅｄ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６；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Ａ. Ａｌ Ｔｕｗａｙｊｉｒｉ，“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９７８ ａｎｄ ２０１０，”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Ｖｏｌ. ７，Ｎｏ. ３，２０２０，ｐｐ. ３０１ －
３１６.
Ｇａｍａｌ Ｍ. Ｓｅｌｉｍ，“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２０１１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４９， Ｎｏ. １， ２０２２； Ｗａｌｉｄ
Ｍ. Ａｂｄｅｌｎａｓｓｅｒ，“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ｏｆ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Ａｌ － Ａｈｒａｍ Ｗｅｅｋｌｙ，Ｍａｒｃｈ ２４，２０２２.
陈天社： 《埃及对外关系研究 （１９７０—２０００）》，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
韩志斌： 《准多边外交、 现实主义与文明交往———品读 〈埃及对外关系研究 （１９７０—
２０００）〉 的思考》，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０ 年第 ８ 期， 第 ７６—７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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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 “埃及优先” 原则、 追求和平主义以及强调对外关系为国家利益服务。① 穆

巴拉克外交思想主要表现为外交政策要服务于国家发展目标、 维持双边和多边关

系， 主张国际交往要服务于国家利益， 强调在对外关系中不干涉他国内政， 以及

对外宣传埃及文化。②

五是埃及对外关系原则、 目标和外交经验等问题。 这方面的专题研究相对匮

乏， 学界缺少深入细致的研究成果。 在对外关系原则方面， 鲜有研究展开详细阐

述， 仅散见于相关成果中。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埃及外长舒克里在埃及外交部恢复建

部百年讲话中总结了五项原则： 行动轴心多样化， 相互尊重和平等， 不干涉他国

内政， 尊重他国主权， 政治意愿自主。 在对外关系实践经验与成就方面， 舒克里

外长总结了以下经验： 一是坚持维护国家利益不妥协， 但需采取必要的克制； 二

是坚持上述对外交往原则； 三是累积大量外交专业实用知识， 提升规划外交战略

以及准确判断国际大事的能力； 四是从双边外交走向多边外交， 不断拓展外交领

域； 五是地缘和历史的需要与考量决定了埃及外交政策的主要行动范围是在阿拉

伯世界和非洲地区； 六是伊斯兰教是埃及外交的重要内容； 七是地中海身份是埃

及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八是国家安全是所有对外政策决策和落实的最

终归宿， 但不妨碍同其他行为体或行动领域的关系互动； 九是将埃及软实力外交

（如爱资哈尔） 作为对外政策影响力的补充内容； 十是以综合国力发挥并塑造地

区秩序和解决地区问题的能力。③

（二） 埃及与各类国际行为体关系的研究

这类成果最为丰富， 大多属于埃及对外关系实践的个案研究。 埃及与美国、 英

国、 苏联 （俄罗斯）、 中国的关系是主要研究对象， 埃及与中东国家关系是另一个研

究重点。 随着埃及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范围扩大， 埃及与东亚国家 （日本、 韩国）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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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Ｉ. Ｄａｗｉｓｈａ，Ｅｇｙｐｔ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Ｗｏｒｌｄ：Ｔｈ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Ａ Ｈａｌｓｔｅｄ
Ｐｒｅｓｓ Ｂｏｏｋ，１９７６；Ｎａｅｌ Ｓｈａｍａ，Ｅｇｙｐｔ’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ｒｏｍ Ｆａｒｕｑ ｔｏ Ｍｕｂａｒａｋ； ［埃及］ 萨尔
瓦·沙拉维·祖马： 《七十年代埃及外交： 领导问题研究》 （阿文）。
Ｎａｅｌ Ｓｈａｍａ， Ｅｇｙｐｔ’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ｒｏｍ Ｆａｒｕｑ ｔｏ Ｍｕｂａｒａｋ； Ｈｕｓｓｅｉｎ Ｅｌ － Ｋａｍｅｌ： “ Ｅｇｙｐｔ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 Ｅｌｃａｎｏ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Ａｐｒｉｌ １３，２０１０，
ｈｔｔｐｓ： ／ ／ ｍｅｄｉａ. ｒｅ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ｅｌｃａｎｏ. ｏｒｇ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１ ／ １１ ／ ｗｐ１３ － ２０１０ － ｅｌｋａｍｅｌ －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ｄｆ ［２０２２ － ０３ － ２０］；陈天社： 《埃及对外关系
研究 （１９７０ － ２０００）》。
［埃及］ 萨梅赫·舒克里： 《埃及外交部： 百年成就》， 《国际政治》 （阿文）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
Ａｒｍｉｎ Ｈｅｎｒｙ Ｍｅｙｅｒ， Ｑｕｉｅｔ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Ｆｒｏｍ Ｃａｉｒｏ ｔｏ Ｔｏｋｙｏ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ｉ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Ｌｉｎｃｏｌｎ：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Ｉｎｃ. ，２００３；Ｙｏｓｈｉｔａｒｏ Ｆｕｗａ，“ Ｊａｐａｎ’ ｓ Ａｉ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Ｅｇｙｐｔ：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Ｋａｏｒｕ Ｓｕｇｉｈａｒａ ａｎｄ. Ｊ. Ａ. Ａｌｌａｎ （ ｅｄｓ.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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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及东南亚国家 （印度、 印尼、 巴基斯坦等）①、 拉美国家②的关系也成为研

究对象。 除双边关系外， 埃及与联合国、 欧盟、 阿盟等多边组织及其他行为体的

关系同样成为研究对象。③ 由于著述众多、 议题繁杂， 这部分仅以主要专著和部

分论文为例， 对埃及与大国及中东国家关系的议题及观点进行简要梳理。
１. 埃及与大国关系

埃及与英国关系方面， 学者们以英国本位视角聚焦于二战后至纳赛尔统治时

期的英埃关系， 主要包括英埃关系演变、 英埃关系衰落的原因、 英国失去中东主

导地位后对埃及的政策等内容。 约翰·马洛维 （Ｊｏｈｎ Ｍａｒｌｏｗｅ） 认为， 二战前后

发生的若干重大事件刺激了埃及民族主义兴起， 并在 １９４７—１９５６ 年逐渐达到顶

峰。④ 海勒 （Ｊ. Ａ. Ｈａｉｌ） 认为， １９４７—１９５６ 年是英国参与埃及事务七十多年的关

键时段， 是英埃政治关系转折和逐渐衰落的十年。⑤ 罗伯特·麦克纳马拉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ｃＮａｍａｒａ） 利用多源档案， 解释了英国对纳赛尔时期埃及的政策， 认为

英埃关系从冷淡到决裂的主要原因是埃及国内政权变动以及英国对纳赛尔政府内

政外交政策的误判。⑥ 摩西·加特 （Ｍｏｓｈｅ Ｇａｔ） 认为， 第三次中东战争前后英

国虽然不再是中东地区的主导力量， 但是在该地区仍然拥有重要战略利益和经济

利益， 这是它采取中立立场的主要原因。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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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Ｅｇｙｐｔ：Ｍｏｄｅｒ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ｗｏ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Ｎ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ｄｉ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８４；Ｓａｒｙｕ Ｄｏｓｈｉ，Ｍｏｓｔａｆａ Ｅｌ － Ａｂｂａｄｉ，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Ｅｇｙｐ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Ｂｏｍｂａｙ：
Ｍａｒｇ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９３；Ｓａｅｅｄｕｄｄｉｎ Ａｈｍａｄ Ｄａｒ，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Ｅｇｙｐｔ，１９４７ － ７１，
Ｋａｒａｃｈｉ： Ｒｏｙａｌ Ｂｏｏｋ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９３； Ａｐｒｉｌｉａ Ｒｅｓｔｕｎｉｎｇ Ｔｕｎｇｇａｌ，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 Ｅｇｙｐｔ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Ｄａｒｕｓｓａｌａｍ Ｇｏｎｔｏｒ ａｎｄ Ａｌ －Ａｚｈａ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 ４， Ｎｏ. １， ２０１９，
ｐｐ. ４８ － ６１.
Ｃｅｌｓｏ Ａｍｏｒｉｍ， “Ｂｒａｚｉ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Ｔｈｅ Ｃａｉｒｏ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ｈｔｔｐｓ： ／ ／ ｗｅｂ.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ｏｒｇ ／ ｗｅｂ ／ ２０１５０９２３１８０３０６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ｕｃｅｇｙｐｔ. ｅｄｕ ／ ｇａｐｐ ／ ｃａｉｒｏｒｅｖｉｅｗ ／
ｐａｇｅ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Ｄｅｔａｉｌｓ. ａｓｐｘ？ ａｉｄ ＝ ６４ ［２０２２ － ０３ － ０９］ ．
Ｗａｌｔｅｒ Ｒ. Ｓｈａｒｐ，“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Ｅｇｙｐｔ：Ａ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Ｆｉｅｌ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 １０，Ｎｏ. ２，１９５６，ｐｐ. ２３５ － ２６０；Ｒｏｓａ Ｂａｌｆｏｕｒ，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ＥＵ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Ｔｈｅ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ａｎｄ Ｅｇｙｐｔ，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１；Ａｎｎａ
Ｐｏｔｙｒａｌａ， Ｂｅａｔａ Ｐｒｚｙｂｙｌｓｋａ － Ｍａｓｚｎｅｒ ａｎｄ 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 Ｗｏｊｃｉｅｃｈｏｗｓｋｉ，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ｇｙｐｔ ａｆｔｅｒ ２０１１，Ｂｅｒｌ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ｋ，２０１５. 陈天社、
王鹏鹏： 《埃及与哈马斯关系探析》； 赵军： 《埃及与阿盟的互动关系研究》； 王冰： 《试
论纳赛尔埃及与阿拉伯联盟之间的关系》。
Ｊｏｈｎ Ｍａｒｌｏｗｅ，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ｇｙｐｔ ａｎｄ Ａｎｇｌｏ －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１８００ － １９５６，Ｈａｍｄｅｎ：
Ａｒｃｈｏｎ Ｂｏｏｋｓ，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１９６５.
Ｊ. Ａ. Ｈａｉｌ，Ｂｒｉｔａｉｎ’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ａｎｄ Ｓｕｄａｎ，Ｂｅｒｋｓｈｉｒｅ：Ｉｔｈａｃ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ｃＮａｍａｒａ，Ｂｒｉｔａｉｎ，Ｎａｓｓ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１９５２ － １９６７：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ｉｘ Ｄａｙ Ｗａｒ，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３.
Ｍｏｓｈｅ Ｇａｔ，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１９６４ － １９６７：Ｔｈｅ Ｃｏｍ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ｘ － ｄａｙ
Ｗａｒ，Ｌｏｎｄｏｎ：Ｐｒａｅｇｅｒ，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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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与美国关系方面， 美国对埃及的援助议题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 现有

成果主要探究了美国援助埃及的动因、 效果、 影响以及领导人作用等。 乔恩·埃

尔特曼 （Ｊｏｎ Ｂ. Ａｌｔｅｒｍａｎ） 解释了埃及成为美国合作伙伴的经济根源， 即美国以

少量援助获得了埃及政治上的信任。① 马文·韦恩巴乌姆 （Ｍａｒｖｉｎ Ｇ Ｗｅｉｎｂａｕｍ）
认为， １９７５ 年美国援助埃及的计划及其实践构成了双边关系的基础， 尽管该计

划未能改变埃及的政治结构， 也未能使之实现经济独立， 但美国援助使得萨达特

政权推行温和外交政策， 降低了美国在中东战略利益的损耗。② 威廉·伯恩斯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ｏｓｅｐｈ Ｂｕｒｎｓ） 详细描述了 １９５５—１９８１ 年美埃援助关系经历戏剧性变

化， 以及美国政府如何试图利用经济援助诱导或胁迫埃及支持美国在中东的利

益， 认为对于美国政策制定者而言， 经济援助是美国在埃及提升影响力的理想

手段。③

除此以外， 学者们还从不同角度研究埃美关系， 如盖尔·梅耶 （Ｇａｉｌ Ｅ. Ｍｅｙｅｒ）
认为，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美埃之间存在广泛关系， 有深厚的现实基础。④ 杰森·布

朗利 （Ｊａｓｏｎ Ｂｒｏｗｎｌｅｅ） 认为， 美埃联盟政治是埃及威权主义持续存在的本质原

因， 但民主是二者关系的障碍。⑤ 杰弗里·阿隆逊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Ａｒｏｎｓｏｎ） 认为，
１９４６—１９５６ 年美国对是否在英国退出埃及后填补真空犹豫不决。⑥ 安妮卡·波普

（Ａｎｎｉｋａ Ｅｌｅｎａ Ｐｏｐｐｅ） 探讨了特定的美国文化会影响美国外交政策行为路径， 并

证明了克林顿、 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期间美国对外进行 “民主宣传” 的重要性，
埃及对美国政策便受到这种宣传的影响。⑦

埃及与美国、 英国之间的三边关系方面， 彼得·哈恩 （Ｐｅｔｅｒ Ｌ. Ｈａｈｎ） 主要

探讨了 １９４５—１９５６ 年美国、 英国和埃及之间的三边关系， 剖析了联盟外交和多

边关系的复杂性。⑧雷·塔克伊 （Ｒａｙ Ｔａｋｅｙｈ） 通过解读大量档案， 阐释了艾森

·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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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Ｊｏｎ Ｂ. Ａｌｔｅｒｍａｎ， Ｅｇｙｐｔ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１９５２ － １９５６），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０２.
Ｍａｒｖｉｎ Ｇ Ｗｅｉｎｂａｕｍ，Ｅｇｙｐ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Ｕ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ｉｄ，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８６.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ｏｓｅｐｈ Ｂｕｒｎ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ｉｄ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 Ｅｇｙｐｔ １９５５ － １９８１，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
Ｇａｉｌ Ｅ. Ｍｅｙｅｒ，Ｅｇｙｐ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Ｙｅａｒｓ， Ｖａｎｃｏｕｖｅｒ：Ｆａｉｒｌｅｉｇｈ 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０.
Ｊａｓｏｎ Ｂｒｏｗｎｌｅｅ，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Ｕ. Ｓ. －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Ｌｏｎｄｏ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Ａｒｏｎｓｏｎ， Ｆｒｏｍ Ｓｉｄｅｓｈｏｗ ｔｏ Ｃｅｎｔｅｒ Ｓｔａｇｅ： Ｕ. 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 Ｅｇｙｐｔ， １９４６ － １９５６，
Ｂｏｕｌｄｅｒ：Ｌｙｎｎｅ Ｒｅｉｎｎ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１９８６.
Ａｎｎｉｋａ Ｅｌｅｎａ Ｐｏｐｐｅ，Ｕ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Ｂａｓｉｃ Ｐｒｅｍｉｓｅｓ，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 Ｅｇｙｐｔ， 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９.
Ｐｅｔｅｒ Ｌ. Ｈａｈｎ，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ａｎｄ Ｅｇｙｐｔ，１９４５ － １９５６：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Ｃｏｌｄ Ｗａｒ，Ｃｈａｐｅｌ Ｈｉｌｌ：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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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威尔总统对纳赛尔主义将风靡中东地区的敏锐判断、 对埃及的接触政策及其试

图调和英帝国战略的要求， 也包括阿拉伯非殖民化运动及其贡献。①加布里埃

尔·戈里克曼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Ｇｌｉｃｋｍａｎ） 查阅了大量美国、 英国和埃及官员的私人信

函、 文件以及谈话记录， 阐释了私人外交的局限性， 认为尽管美国国家安全委员

会官员罗伯特·科默 （Ｒｏｂｅｒｔ Ｋｏｍｅｒ） 是一位善于驾驭复杂官僚程序的战略家，
但其外交努力不足以唤起美国总统约翰逊对埃及的援助。②

埃及与苏联 （俄罗斯） 关系方面， 主要聚焦于苏联时期对埃及政策的探讨，
包括苏联对埃及政策制定的影响因素、 埃及在苏联中东战略中的地位、 苏联如何

应对第三次中东战争以及介入阿以冲突等议题。 凯伦·达维沙 （Ｋａｒｅｎ Ｄａｗｉｓｈａ）
探讨了苏联对埃及等中东国家的政策制定过程， 认为相关利益集团和官僚政治对

政策制定产生重要影响。③ 作为埃及高级官员和重大事件的亲历者， 迈赫雷兹·
胡斯尼 （Ｍｏｈｒｅｚ Ｍａｈｍｏｕｄ Ｅｌ Ｈｕｓｓｉｎｉ） 详细记录了 １９４５—１９８５ 年苏埃关系的起

伏， 揭示了埃及在苏联地中海军事战略以及在中东地区和第三世界更广泛战略中

的重要性。④ 雅科夫 · 罗伊 （ Ｙａａｃｏｖ Ｒｏ’ Ｉ） 和鲍里斯 · 莫洛佐夫 （ Ｂｏｒｉｓ
Ｍｏｒｏｚｏｖ） 认为， 苏联对第三次中东战争的中长期后果考虑不周， 以及对战争反

应处于被动。⑤ 阿尔文·鲁宾斯坦因 （Ａｌｖｉｎ Ｚ. Ｒｕｂｉｎｓｔｅｉｎ） 将 “影响力” 概念作

为分析工具， 较为全面地探究了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埃苏两国在外交、 军事、 政治

和经济领域的影响力关系， 认为这种关系在目标和成就上是不对称的， 同时验

证了强化互动与影响力之间没有明显的正相关性， 苏联在没有直接投射军事力

量的情况下， 在埃及的广泛存在并不能保证其影响力随时变现。⑥ 伊莎贝拉·
吉诺尔 （Ｉｓａｂｅｌｌａ Ｇｉｎｏｒ） 和吉迪恩·勒莫兹 （Ｇｉｄｅｏｎ Ｒｅｍｅｚ） 认为， ２０ 世纪 ６０—
７０ 年代苏联中东政策的连续性， 证实了苏联在塑造中东和全球历史中的突出

作用。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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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ｙ Ｔａｋｅｙｈ，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ｉｓｅｎｈｏｗｅｒ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Ｔｈｅ ＵＳ，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Ｎａｓｓｅｒ’ｓ Ｅｇｙｐｔ，１９５３ －
５７，Ｌｏｎｄｏｎ：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００.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Ｇｌｉｃｋｍａｎ， ＵＳ － Ｅｇｙｐｔ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ｕｎｄｅｒ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Ｎａｓｓｅｒ， Ｋｏｍ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Ｌｏｎｄｏｎ：Ｉ. Ｂ. Ｔａｕｒｉｓ，２０２１.
Ｋａｒｅｎ Ｄａｗｉｓｈａ，Ｓｏｖｉｅ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Ｅｇｙｐｔ，Ｌｏｎｄｏｎ：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１９７９.
Ｍｏｈｒｅｚ Ｍａｈｍｏｕｄ Ｅｌ Ｈｕｓｓｉｎｉ，Ｓｏｖｉｅｔ －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４５ － １９８５，Ｎｅｗ Ｙｏｒｋ：Ｓｔ. Ｍａｒｔｉｎ’ ｓ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
Ｙａａｃｏｖ Ｒｏ’ Ｉ ａｎｄ Ｂｏｒｉｓ Ｍｏｒｏｚｏｖ （ ｅｄｓ.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Ｊｕｎｅ １９６７ Ｓｉｘ Ｄａｙ Ｗａｒ，
Ｓｔａｎｄｆｏｒｄ：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
Ａｌｖｉｎ Ｚ. Ｒｕｂｉｎｓｔｅｉｎ，Ｒｅｄ Ｓｔａｒ ｏｎ ｔｈｅ Ｎｉｌｅ：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Ｊｕｎｅ Ｗａｒ，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７.
Ｉｓａｂｅｌｌａ Ｇｉｎｏｒ ａｎｄ Ｇｉｄｅｏｎ Ｒｅｍｅｚ，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Ｗａｒ，１９６７ － １９７３：Ｔｈｅ ＵＳＳＲ’ 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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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与中国关系方面， 主要聚焦在两国友好交往的一般性总结。 王林聪、 朱

泉钢认为， 中埃两国友好交往有着深厚的历史和现实基础， 两国关系堪称南南合

作的典范。 新时期， 在国际体系转型和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 中埃合作具

有战略性、 全面性、 伙伴性、 开创性和示范性等特点。① 吴思科大使主编的回忆

录通过中埃关系建设者们的亲历和记录， 从不同层面、 多个角度诠释了中埃关系

稳健快速发展的原因， 为进一步深化中埃关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②

２. 埃及与中东国家关系

埃及与中东地区国家关系方面， 学者们主要聚焦于埃及与以色列、 苏丹、 叙

利亚、 巴勒斯坦、 也门等国家和地区的关系， 也有人关注埃及对阿拉伯世界的政

策以及埃及领导人在埃及与阿拉伯国家关系中的作用， 其中关于埃及与以色列、
苏丹关系的著述相对丰富。

埃及与以色列关系不仅是中东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众多政治家和学者

长期关注的重要议题， 现有成果涵盖了 《戴维营协议》 签署前后两国战争关系

状态与和平关系状态两个大的时段， 涉及议题较为广泛， 包括战争时期、 冷和平

时期的关系以及不断演进的友好合作关系等。③ 迈克尔·伯恩斯坦因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ｃｏｔｔ Ｂｏｒｎｓｔｅｉｎ） 对 １９５２—１９５６ 年埃以关系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察， 认为二者关

系从和平倡议失败演进为战争爆发， 不单是埃及或以色列的责任， 而是由国际、
地区和国内三个层面因素决定的。④ 雷蒙德·科恩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Ｃｏｈｅｎ） 重点探讨

了以色列和埃及长达 ３０ 年的战争状态以及妨碍双边关系从冷和平走向暖关系的

原因， 认为政策制定者陷入跨文化交流困境是最为主要的因素。⑤ 以色列前驻埃

及大使以法莲·多维克 （Ｅｐｈｒａｉｍ Ｄｏｗｅｋ） 作为 １９８０—２０００ 年埃以关系发展的亲

历者， 提供了对两国进入冷和平时代的个人见解。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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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聪、 朱泉钢： 《中国与埃及友好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
吴思科主编： 《中国和埃及的故事： 我们和你们》， 五洲传播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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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ｃｏｔｔ Ｂｏｒｎｓｔｅｉｎ，“Ｆｒｏｍ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ｒｉｓｉｓ：Ｅｇｙｐｔ － Ｉｓｒａｅ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５２ － １９５６，”Ｐｈ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８６.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Ｃｏｈｅｎ，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ａｆ，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
Ｅｐｈｒａｉｍ Ｄｏｗｅｋ，Ｉｓｒａｅｌｉ －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８０ － ２０００，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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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德·巴都尔德 （Ａｂｄ ｅｌ － Ｆａｔｔａｈ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ｅｌ － Ｓａｙｅｄ Ｂａｄｄｏｕｒ） 在详细考察

尼罗河流域统一历史的基础上， 认为 １９ 世纪埃及对苏丹的占领， 巩固了尼罗河

流域不同地区的共同认同， 但之后苏丹的独立倾向是英国宣传的产物。① 戴伊

（Ｍ. Ｗ. Ｄａｌｙ） 详细描述了英埃共管苏丹时的三角关系， 认为英国是三角关系中

的主导者和操纵者， 埃及则是苏丹结束英国统治、 支持苏丹民族主义的关键角

色。② 加布里埃尔·瓦尔伯格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Ｒ Ｗａｒｂｕｒｇ） 深入考察了英国统治尼罗河

流域时期对埃及的政策， 认为英国在塑造埃及的地区政策方面起到重要作用。③

拉米·吉纳特 （Ｒａｍｉ Ｇｉｎａｔ） 认为， “尼罗河谷统一” 理念将不同政治和民族主

义背景的埃及人团结起来， 导致许多埃及人将苏丹视为埃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也成为二战后埃及与苏丹内部权力派系明争暗斗的重要因素。④

詹姆斯·简沃斯基 （Ｊａｍｅｓ Ｐ. Ｊａｎｋｏｗｓｋｉ） 使用大量英美解密档案和阿文回忆

录等资料， 重点论述了从 １９５２ 年埃及革命到 １９６１ 年埃及和叙利亚的关系， 认为

意识形态和现实考虑的独特融合导致埃及逐渐深入地卷入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之

中。⑤ 肯尼斯·斯坦因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Ｗ. Ｓｔｅｉｎ） 使用大量一手资料， 揭露了中东和平

进程中的内部分歧和鲜为人知的内幕， 阐释了外交谈判期间埃及、 以色列、 约

旦、 美国和苏联等国复杂且经常相互矛盾的目标， 认为萨达特、 基辛格、 卡特和

贝京等人都是阿以和平进程中的英雄。⑥ 阿德尔·哈桑·戈内姆主要阐述了

１９４７—１９４８ 年埃及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外交努力， 认为埃及为巴勒斯坦问题付

出了他国难以企及的代价和努力。⑦ 摩西·加特 （Ｍｏｓｈｅ Ｇａｔ） 主要考察了

１９６７—１９７３ 年两次中东战争间歇期间的埃以关系以及英国对埃及政策， 认为英

国在当时起到主要作用， 美国政策也对阿以冲突起到重要作用。⑧ 迈克尔·沙尔

诺夫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ｈａｒｎｏｆｆ） 主要考察了包括纳赛尔公开声明和私人外交在内的四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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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ｄａｎ：Ｔｈｅ Ａｎｇｌｏ －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Ｃｏｎｄｏｍｉｎｉｕｍ，１９３４ － １９５６.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Ｒ Ｗａｒｂｕｒｇ，Ｅｇｙｐ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ｄ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ｘ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８５.
Ｒａｍｉ Ｇｉｎａｔ， Ｅｇｙｐ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Ｓｕｄａｎ： Ｆｒｏｍ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ＩＩ ｔｏ Ｎａｓｓｅｒｉｓ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７.
Ｊａｍｅｓ Ｐ. Ｊａｎｋｏｗｓｋｉ，Ｎａｓｓｅｒ’ｓ Ｅｇｙｐｔ，Ａｒａｂ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Ａｒａｂ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Ｗ. Ｓｔｅｉｎ，Ｈｅｒｏｉｃ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Ｓａｄａｔ，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Ｃａｒｔｅｒ，Ｂｅｇ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Ａｒａｂ －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Ｐｅａｃｅ，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９９.
［埃及］ 阿德尔·哈桑·戈内姆： 《埃及外交与巴勒斯坦问题 （１９４７ － １９４８）》 （阿文版），
埃及图书总会 １９８４ 年版。
Ｍｏｓｈｅ Ｇａｔ，Ｉ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ａ Ｐｅａｃ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Ｅｇｙｐｔ ａｎｄ Ｉｓｒａｅｌ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Ｗａｒｓ，１９６７ － １９７３，
Ｌｏｎｄｏｎ：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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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和媒体宣传的努力。① 杰西·菲利斯 （Ｊｅｓｓｅ Ｆｅｒｒｉｓ） 参考了英文、 阿文、 德

文、 希伯来文和俄文等六种语言的解密文件， 对埃及干预也门内战提出新见解，
认为介入也门内战破坏了冷战时期埃及与大国的稳定关系， 损害了埃及在阿拉伯

世界的形象， 促使纳赛尔政府作出一系列致命的错误选择， 进而导致 １９６７ 年中

东战争的悲剧。② 赛义德·巴蒂卜 （Ｓａｅｅｄ Ｍ. Ｂａｄｅｅｂ） 重点关注 １９６２—１９７０ 年

也门内战及其地区影响， 认为也门内战激起了沙特和埃及之间的敌意， 埃及将战

争视为一种强化和确认其作为阿拉伯世界革命阵营领导者的手段， 沙特则将也门

内战视为对本国安全稳定构成直接威胁。③ 雷姆·法德勒 （Ｒｅｅｍ Ａｂｏｕ － Ｅｌ －
Ｆａｄｌ） 比较了土耳其民主党和埃及自由军官在同一历史时空中制定的不同外交政

策， 认为战争、 帝国主义和不发达经济导致领导人被政治异化。④ 吉尔·菲勒尔

（Ｇｉｌ Ｆｅｉｌｅｒ） 解释了 １９６７—２０００ 年埃及与阿拉伯海湾国家错综复杂且不断变化的

关系， 认为海湾国家试图利用石油收入对埃及施加政治和文化影响， 埃及则努力

抵消这种影响力并保持政策独立性。⑤

此外， 还有学者考察埃及与阿拉伯世界的整体关系发展。 约瑟夫·洛伦茨

（Ｊｏｓｅｐｈ Ｐ. Ｌｏｒｅｎｚ） 从一位职业外交官的角度审视了纳赛尔、 萨达特和穆巴拉克

政权与阿拉伯世界关系的历史变化， 认为埃及对外政策与追求阿拉伯民族认同紧

密相关， 穆巴拉克路线对埃及国家利益实现至关重要。⑥ 阿第德·达维沙

（Ａｄｅｅｄ Ｉ. Ｄａｗｉｓｈａ） 主要使用层次分析法， 研究了纳赛尔和萨达特时期埃及对阿

拉伯国家外交政策， 认为其受到国际层次、 地区层次、 国内层次及领导人因素等

多重影响。⑦ 穆罕默德·莫吉什拉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Ａｎｏｕａｒ Ｍｏｇｈｉｒａ） 以中东重大事件

为例， 考察了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 认为埃及在阿拉伯世界发

挥着核心作用， 埃及在两伊战争、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海湾战争、 巴以冲突、 美

国入侵伊拉克、 黎巴嫩动荡和叙利亚问题、 达尔富尔问题等地区危机和冲突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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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ｓｅｐｈ Ｐ. Ｌｏｒｅｎｚ，Ｅｇｙｐ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ａｂｓ：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２１.
Ａｄｅｅｄ Ｉ. Ｄａｗｉｓｈａ， Ｅｇｙｐｔ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ｙｄｎｅｙ：Ｈａｌｓｔｅｄ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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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外交， 为缓和紧张局势、 解决争端以及弥合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之间的政治分

歧起到关键作用。①

（三） 埃及外交政策研究

现有埃及外交政策研究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研究埃及外交政策如何制定， 这

类成果较多。 如曾任埃及外交部长、 现任阿盟秘书长艾哈迈德·盖特通过回忆录

的方式揭示了外交决策的复杂性和挑战性， 以及国际高级外交官之间复杂的人际

关系。② 萨尔瓦·沙拉维·祖玛回忆了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的政治局势、 精英与

萨达特强权之间的斗争、 萨达特个人特点和决策风格对外交决策的影响。③ 外交

官穆罕默德·贾瓦迪回忆了 《戴维营协议》 签署前后的外交谈判和决策过程，
认为萨达特是一名求和平的战士。④ 埃尔 － 赛德·沙拉比 （ Ｅｌ － Ｓａｙｅｄ Ａｍｉｎ
Ｓｈａｌａｂｙ） 通过对 １９５２—１９９２ 年参与埃及外交决策人物的回忆， 认为埃及外交政

策始终是固有客观因素的产物， 包括地缘、 文化、 人口等方面， 但这些客观因素

无法排除领导人对外交决策的影响。⑤ 内尔·沙马 （Ｎａｅｌ Ｓｈａｍａ） 探讨了从穆巴

拉克到穆尔西时期埃及外交政策中政权安全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 以及穆巴拉

克如何利用外交手段服务于内部权力控制， 认为穆尔西执行的外交政策与穆巴拉

克殊途同归。⑥ 贾迈勒·萨利姆 （Ｇａｍａｌ Ｍ. Ｓｅｌｉｍ） 探讨了 ２０１１ 年革命后埃及外

交政策的发展， 认为现任总统塞西的崛起结束了当代埃及的革命热情， 埃及的外

交政策见证了过去 ４０ 年来最显著的变化， 但连续性的成分远比最高军事委员会

和穆尔西时期的变革倾向更强大。⑦

另一类是对埃及外交政策的评价， 这类成果集中于中东剧变后埃及对外政策

实践。 奥马尔·萨米尔·哈拉夫对塞西总统执政后埃及的外交环境进行了相应评

估。⑧ 穆罕默德·奥兹克安 （Ｍｅｈｍｅｔ Ｏｚｋａｎ） 以思想史为基础理解埃及 ２０１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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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ｈａｍｅｄ Ａｎｏｕａｒ Ｍｏｇｈｉｒａ，Ｌ’Ｅｇｙｐｔｅ，ｃｌé ｄｅｓ ｓｔｒａｔéｇｉｅｓ ａｕ Ｍｏｙｅｎ － Ｏｒｉｅｎｔ：ｔｒｅｎｔｅ ａｎｓ ｄ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éｇｙｐｔｉｅｎｎｅ ｅｔ ａｒａｂｅ ｓｏｕｓ Ｈｏｓｎｉ Ｍｏｕｂａｒａｋ ，Ｐａｒｉｓ：Ａｇｅ ｄ’ｈｏｍｍｅ，２００９.
Ａｈｍｅｄ Ａｂｏｕｌ Ｇｈｅｉｔ，Ｅｇｙｐｔ’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Ｃｒｉｓｉｓ：Ｍｙ 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ｙ，Ｃａｉｒ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２０.
［埃及］ 萨尔瓦·沙拉维·祖马： 《七十年代埃及外交： 领导问题研究》 （阿文）。
［埃及］ 穆罕默德·贾瓦迪： 《埃及外交官回忆录： 和平谈判中的战士》 （阿文）。
Ｅｌ － Ｓａｙｅｄ Ａｍｉｎ Ｓｈａｌａｂｙ，“Ｅｇｙｐｔ’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１９５２ － １９９２，Ｓｏｍ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Ｖｏｌ. ２３，Ｎｏ. ３，１９９２，ｐｐ. １０７ － １１５.
Ｎａｅｌ Ｓｈａｍａ，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ｒｏｍ Ｍｕｂａｒａｋ ｔｏ Ｍｏｒｓｉ：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４.
Ｇａｍａｌ Ｍ. Ｓｅｌｉｍ，“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２０１１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 ４９，Ｎｏ. １，２０２０，ｐｐ. １ － ２２.
［埃及］ 奥马尔·萨米尔·哈拉夫： 《埃及外交： 当前形势和变革前景》 （阿文）， 埃及外
交部 ２０１９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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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后的外交政策， 认为解放广场革命迫使埃及外交政策中日渐式微的视野和思

维再次崛起， 未来埃及外交政策在地区和国际层面的稳定性和成功取决于埃及的

地中海、 阿拉伯和伊斯兰三重身份定位。① 郝诗羽、 段九州论述了塞西总统执政

以来从对非洲若即若离转变为重返非洲的政策变化， 认为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在

于埃及大国地位下降、 安全威胁上升， 以及经济发展面临困境。② 李意认为， 塞

西总统积极实施 “在大国关系中寻求平衡” 的政策是维护国家军事安全、 拓展

国家生存空间、 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产物， 并取得一定成效。③ 王泰等考察了埃

及过渡政府外交政策调整， 认为国内民众的诉求、 重塑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形象以

及 ２０１１ 年革命后埃及本土化意识的兴起是过渡政府外交政策调整的主要原因，
这种调整对地区安全与合作产生了重要影响。④ 林丹妮等阐述了纳赛尔时期埃及

对阿拉伯国家外交政策的挫折和失败， 认为埃及自身外交指导思想不切实际、 政

策失当和国际环境是主要原因。⑤ 叶青认为， 纳赛尔、 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埃

及的外交目标及其同主要大国关系， 受到国内压力、 地理位置、 国际格局三重因

素的制约。⑥ 阿巴迪·雅各布 （Ａｂａｄｉ Ｊａｃｏｂ） 通过历史考察， 认为埃及对以色列

政策缺乏一致性。⑦ 艾丽娅·卡迪 （Ａｌｉａ Ａｌ Ｋａｄｉ） 考察了埃及与约旦穆斯林兄弟

会的关系， 认为埃及外交政策目标与穆兄会追求建立的乌玛秩序存在相悖之

处。⑧ 陶菲克·阿克利曼多斯 （Ｔｅｗｆｉｋ Ａｃｌｉｍａｎｄｏｓ） 探讨了穆兄会秘密文化对公

开化外交转型的影响以及与 “他者” 关系的调适。⑨ 克里斯汀·阿克莱纳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Ａｃｈｒａｉｎｅｒ） 主要考察了埃及塞西政权外部联盟的形成原因、 方式及其

发展路径， 认为埃及对外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出现 “两阶段结盟”， 国内、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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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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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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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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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Ｍｅｈｍｅｔ Ｏｚｋａｎ，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ｆｔｅｒ Ｔａｈｒｉｒ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Ｒｅ） －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Ｅｇｙｐ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Ｃｈｉşｉｎǎｕ：Ｌａｐ Ｌａｍｂｅｒｔ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１１.
郝诗羽、 段九州： 《塞西执政以来埃及的非洲政策取向与变化》，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０ 年
第 ３期。
李意： 《埃及塞西政府的平衡外交政策述评》，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 第 ９３—１１３ 页。
王泰、 王恋恋： 《埃及过渡政府的外交政策之调整》，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
第 １８—２５ 页。
林丹妮、 赖正维： 《纳赛尔时代埃及对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外交政策》。
叶青： 《埃及外交政策新论》， 《阿拉伯世界》 ２００４ 年第 ６ 期， 第 ２—５ 页。
Ａｂａｄｉ Ｊａｃｏｂ，“Ｅｇｙｐｔ’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Ｉｓｒａｅｌ：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２００６，Ｖｏｌ. １２，Ｎｏ. １，ｐｐ. １５９ － １７６.
Ａｌｉａ Ａｌ Ｋａｄｉ，“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ｍｍａ：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ａｎｄ
Ｊｏｒｄａｎ，”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Ｗｏｒｌｄ，Ｖｏｌ. １０９，Ｎｏ. ３，２０１９，ｐｐ. ２４０ － ２６０.
Ｔｅｗｆｉｋ Ａｃｌｉｍａｎｄｏｓ，“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Ｍｕｓｌｉｍ 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 ｉｎ Ｏｌｉｖｉｅｒ Ｒｏｙ
ａｎｄ Ｍｏｈａｍｅｄ － Ａｌｉ Ａｄｒａｏｕｉ（ｅｄｓ.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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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和全球层面相互作用导致埃及外部联盟的多样化以及对外关系的复杂性。①

此外， 学界对当代埃及对外关系的整体性研究相对较少。 陈天社研究了

１９７０—２０００ 年埃美、 埃以、 埃阿三大关系的相互作用， 认为这三大关系构成了

这一时段埃及对外关系的主要方面， 其中埃美关系居于主导地位， 是埃以关系的

推动力， 埃以关系是埃阿关系的 “晴雨表”， 埃阿关系则处于最薄弱环节。 作者

还认为， 地缘与环境、 宗教与文化、 埃及政治体制与总统性格特征、 国家元首间

的交往关系、 国家利益这些文明交往因素的综合作用， 影响和制约着埃及对外关

系的发展与水平。② 谢立忱等认为， 埃及对外关系格局及其外交政策长期受到阿

拉伯民族主义与埃及民族主义两种相矛盾的意识形态的掣肘， 穆巴拉克则有效地

维持了二者平衡， 通过积极推行全方位 “平衡外交” 策略， 扩大了埃及外交的

回旋余地， 提高了埃及的国际影响力， 使其综合国力中的 “外交力因素” 得到

充分延伸。③

基本评价

一般认为， 知识增量的多寡、 学科理论贡献的大小以及提供政策智力支持的

程度等是对所研究问题领域成果进行学术评价的基本标准。 由于本文主要聚焦学

术成果， 未触及智库成果， 故仅以前两项标准进行评价。 本文认为， 关于埃及对

外关系的研究成果有特点、 亮点， 也有缺点、 盲点。
第一， 主要研究特点与亮点。 首先， 西方研究成果特点明显。 西方的相关研

究成果丰富多样， 包括专著、 论文、 报告、 回忆录等， 提供了国内鲜见的观点和

视角， 且研究材料丰富， 包括美国、 英国、 法国和俄罗斯等国的外交和情报档

案， 重大外交决策当事人的工作回忆录， 重要人物的传记以及各类访谈音像资

料， 以及口述史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西方学者注重专题研究， 大多著述议题

范围设置相对较小， 主要集中在特定问题领域或是特定时段同特定行为体的关系

或是特定时段的外交政策， 精品成果较多。 此外， 西方的相关研究时间跨度长，
设置议题广， 采取方法多样， 呈现出研究全面化， 同时对影响埃及外交决策因素

研究的层次化趋势明显。

·９４１·

①

②
③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Ａｃｈｒａｉｎｅｒ，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ｄｅｒ ａｌ － Ｓｉｓｉ：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ｓ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１３，
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２２.
陈天社： 《埃及对外关系研究 （１９７０—２０００）》 和 《当代埃及与大国关系》。
谢立忱、 田志馥： 《民族主义视角下的埃及对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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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研究成果分布的不平衡性。 现有研究成果分布出现多方面的失衡状

态。 一是著述数量的失衡， 检索英文、 中文和阿文主要数据库相关议题结果显

示， 英文著述量相对丰富， 而中文和阿文等相关的著述相对较少。 二是研究议题

的失衡， 现有成果多聚焦于埃及与欧、 美、 苏 （俄） 等大国， 以及与埃及历史

和现实紧密度较高的少数周边国家 （如以色列、 苏丹等） 的关系， 而对其他与

埃及互动的国家关注度较低。① 三是话语体系的失衡， 对当代埃及对外关系学术

理解的方向并非源自埃及， 大多西方成果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带有比较浓厚的本

位色彩， 聚焦本国 （主要是大国） 对埃及政策， 甚至有少量作品附带强烈的政

治偏见， 相较之下， 埃及本位主义视角非常缺乏。
再次， 择取多议题和运用多学科方法进行研究的特征明显。 从议题上看， 现

有研究可谓丰富多样， 既有宏观整体研究， 也有中观时段研究以及微观专题研究

等。 从学科上看， 现有研究成果围绕历史学、 政治学、 外交学和国际关系学等多

个学科和视角进行， 为理解埃及对外关系提供了多元化的方式方法。 需要指出的

是， 现有成果对相关议题的探讨， 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 都比其他学科领域的

相关研究更为突出， 且占据了埃及对外关系研究的学术话语权， 历史学方法总体

上引领着埃及对外关系研究的主流。
最后， 知识增量、 学科贡献和政策支持等较为明显。 从整个相关研究的知识

增量上看， 埃及对外关系研究本身已经是一个研究亮点。 国内学者与中埃关系发

展同步， 不断深化中埃关系和中国对埃及政策的相关研究， 这既是一个新兴的研

究领域， 也是一个新的知识增长点。 这些研究为中国对埃及政策决策提供了智力

支持。 现有埃及对外关系研究对历史学、 外交学、 国际关系学理论提供了丰富的

案例支撑， 这也是对学科发展的最大贡献， 尤其是研究埃及案例中提出的 “阶段

联盟” “隐性联盟” 等概念， 丰富了联盟理论的内涵。
第二， 主要的研究不足。 一是概念的界定、 使用和理解缺乏规范。 相关研究

成果对相关概念缺少相应的内涵和外延界定， 对关涉埃及外交政策中的术语缺乏

深度辨析。 二是理论化系统化研究不足。 现有多数成果注重史实描述， 上升到理

论或以理论视角进行分析的成果相对不足。 大多研究成果注重埃及某一时段或与

某一国际行为主体关系的历史脉络、 相关政策或微观实证研究或宏观经验总结，
仅有少量从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学理论进行研究的成果， 缺少将埃及对外关系的

理念和原则等进行理论化的系统研究， 以及当代埃及对外关系 （或外交） 理论

体系的研究， 如埃及外交理论、 埃及外交史、 埃及对外关系史或埃及外交思想史

等类型的整体研究有待拓荒。 三是缺少中国视角的系统且经典的研究。 国内关于

·０５１·

①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埃及共与世界上 １３９ 个国家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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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对外关系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 尽管有学者尝试相关的系统研究， 但因资料

有限和聚焦部分时段， 现有著述还存缺憾之处， 目前尤其缺少中国视角下的关涉

埃及对外关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系统研究成果。
第三， 可能的研究盲点。 一是埃及学与埃及对外关系。 埃及学本身就是埃及

与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互动的结果。 当前埃及塞西政府正在努力构建 “新共和

国”， 在国际上发挥 “软实力” 影响， 埃及学在埃及对外关系实践中究竟扮演何

种角色， 对埃及与世界沟通、 互动起到多少积极或消极作用， 这一点至今鲜见专

门论述。 二是埃及对外关系的整体性研究。 尽管有学者在这方面做了相应尝试，
但从埃及名义独立写起的埃及百年对外关系方面的著述至今未见， 也鲜见系统研

究 １９２２—１９５２ 年或 １９５２ 年至今埃及对外关系或外交政策的系统性成果。 三是构

建埃及对外关系理论体系。 包括埃及外交思想、 外交原则、 外交目标以及外交决

策机制等的系统理论化研究亟待深化。 四是跨学科研究。 国内现有研究成果主要

以史学研究为主， 兼有少数国际关系学方法， 使用方法相对单一。 客观而言， 埃

及对外关系理论及其实践是一个复杂多元的综合研究领域， 包括外交史、 外交理

论、 国际关系、 国际贸易以及经济学领域， 具有多学科交叉的特点， 因而需要进

行综合性交叉研究。
因此， 就国内埃及研究学界而言， 未来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第一， 建设基础性资料库。 任何研究都需要丰富的资料来支撑， 这一议题的

研究也不例外。 当前， 国内还没有相关研究的基本资料库， 现亟待建设的资料库

至少应包括： 美英法等西方国家、 中国和埃及等国解密的相关政府文件、 私人信

函等档案资料， 主要国家研究人员的代表性研究成果， 包括田野调查、 访谈外交

人员等在内获取的一手即时资料。
第二， 厘清基本概念和回答基本问题。 埃及对外关系或当代埃及外交尽管作

为一个独立概念已出现多年， 但如何界定当代埃及外交或对外关系？ 哪些活动直

接属于对外关系范畴， 哪些属于外交活动范畴？ 现有按照领导人任期来划分埃及

对外关系演进时段是否合理？ 是否存在更优化的研究主线？ 这些均为现有研究并

未重视的基本问题。
第三， 深化埃及对外关系理论、 外交政策和外交思想研究。 理论来源于实

践， 又反过来指导实践， 理论研究的成熟有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埃及对外关系实

践。 埃及对外交往实践的发展不是孤立的活动， 而是参与国际政治中各类行为体

活动的综合体现， 也是不同国家相互影响、 取长补短、 共同发展的结果。 对于埃

及对外关系的研究， 应在以往研究基础上， 突破一国的局限， 并结合全球政治与

经济的变迁来研究。 目前， 有关埃及对外关系基础理论的研究， 如埃及总体外交

理论、 埃及次国家行为体与对外关系、 埃及对外关系中的宗教因素、 埃及对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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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中的领导人因素、 埃及外交决策机制、 埃及对外关系原则和理论等方面的议题

均有待开掘。
第四， 需要中国视角的埃及对外关系的系统性研究。 现有国内相关研究较

多属于述而待作的情况， 不仅是埃及对外关系的议题领域缺乏基于丰富档案材

料的系统性研究成果， 而且关于中埃关系的研究也落后于中埃关系的现实发

展。 可见， 包括中埃关系研究在内的埃及对外关系研究是一个亟待深化的研究

课题。

结　 语

从任何角度来看， 当代埃及对外关系研究都是一项大型课题。 这一课题涉及

的时间跨度长， 议题繁杂， 从文献收集、 研读、 拟定草纲到最终撰写完成， 每一

步都恐将任务艰巨。 此外， 如何在研究中既能够做到全面展现当代埃及对外关系

的全貌， 又能客观公允地准确分析和表达其对外关系实践过程中的精神本质， 这

对研究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此， 如果国内研究人员能够系统总结埃及对外

关系中提出各种理念与实践经验， 突出埃及对外关系演进中的主要特征， 并努力

做到将其理论化， 同时结合中埃关系发展和相关研究， 提出相关可资借鉴的政策

建议， 那么研究当代埃及对外关系就具有了普遍意义。

（责任编辑： 凌荷　 责任校对： 陈雅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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