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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埃及当局10日下令逮

捕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指导局（最高决

策机构）主席穆罕默德·巴代伊等一批高

层人员，指控他们在开罗制造暴力。此

外，当局称遭解职的总统穆尔西目前被

关押在一处“安全地点”。分析人士认

为，尽管临时总统曼苏尔出台了一系列

有利于缓解紧张局势的措施，但目前仍

存在四个悬念，使埃及政局难言乐观。

悬念一：穆尔西如何处置

自本月初被军方解除总统职务以来，

穆尔西的行踪一直不为人知。直到10

日，埃及当局才公布了一些有关穆尔西最

新情况的信息。埃及外交部发言人巴德

尔·阿卜杜拉告诉媒体，穆尔西现在一处

“安全地点，这么做是为了他的安全”。

分析人士认为，在局势不稳情况下，

埃及军方恐怕不会让穆尔西过早“现身”。

悬念二：穆兄会怎么反击

穆尔西遭解职后，穆兄会指导局主

席巴代伊发表讲话号召所有支持者誓死

捍卫穆尔西。随后，穆兄会不断组织大

规模游行示威，反对过渡政府，要求恢复

穆尔西的总统职位。

目前，穆兄会面前有两个选择：一是

继续抗争，但此举会导致军方的压制，这

种做法无助于局势恢复平静，也将对穆兄

会的政治前途构成不利；二是“服软”并接

受穆尔西下台的事实，通过对话等方式渡

过这个难关，期待在今后的议会和总统选

举中，依靠自己的群众基础“东山再起”。

然而，从现在的局势来看，穆兄会短

期内不会“忍气吞声”。目前，穆兄会强

烈要求恢复穆尔西总统职位，一直没有

停止组织游行示威活动，埃及乱局恐怕

不会很快恢复平静。

悬念三：政治过渡能否顺利

曼苏尔担任临时总统后，任命主要

反对派联盟“全国拯救阵线”领导人之一

穆罕默德·巴拉迪为副总统，任命前副总

理兼财政部长哈齐姆·贝卜拉维为过渡

政府总理，同时公布了过渡时期宪法声

明并推出向民选政府过渡的时间表。

曼苏尔的举措在一定程度上释放出和

解的积极信号。然而，以穆兄会为代表的

伊斯兰势力会否“买账”，仍是一大问号。

据埃及中东通讯社报道，贝卜拉维

在组阁中有意与穆兄会合作，并向其“许

诺”一定数量的部长职位。对此，穆兄会

一名发言人指出，该组织不接受过渡政

府伸出的“橄榄枝”。

悬念四：民主之路如何走

2011年2月，埃及人以民主之名推翻

了穆巴拉克政权，而今又一位民选总统被

解职。中东问题分析人士认为，埃及人依

靠示威等活动驱赶总统下台的做法，使民

主进程受挫，也影响了民众对民主的信心。

埃及国内政治派别林立，世俗派与

宗教势力间的矛盾尖锐难解。而军方及

反对派驱赶合法总统的方式，也给今后

的民主之路埋下隐患，埃及面临政权不

断更迭的危险。

分析人士认为，埃及要结束目前乱

局、避免爆发内战，有关各方应该尽快

停止暴力活动，拿出足够的诚意开启政

治对话。正如贝卜拉维所说，要解决当

前的分歧、平息冲突，需要所有人坐到

谈判桌前。

透明国际是一个非政府、非盈利、

国际性的民间组织，1993 年由德国人

彼得·艾根创办，总部设在德国柏林，

以推动全球反腐败运动为己任，今天

已成为对腐败问题研究得最权威、最

全面和最准确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

“透明国际”立场中立，不依附于任何

政治党派，所作的全球反腐败报告每

年发布一次。衡量世界各国和地区的

腐败状况，“透明国际”是以 CPI(清廉

指数)和 BPI(行贿指数)构成的腐败指

数来进行评估的。

这是一种全球流行的疾病，很多人

认为病情越来越严重了。不过，一些人

听到这种“病”时，认为是别人的事，只耸

耸肩、“啧啧”两声就过去了。其实它与

我们息息相关。

这种疾病就是腐败！

总部在德国柏林的透明国际调查了

全球107个国家和11.4万人。近日，该

组织公布了2013年全球腐败情况。

波士顿爆炸案嫌犯
首度露面拒不认罪

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嫌疑人焦哈尔·察

尔纳耶夫10日首次在波士顿地区联邦法庭上

公开露面，并对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致人死

亡等30项指控提出无罪抗辩，拒不认罪。

这是现年19岁的察尔纳耶夫在波士顿

大都会地区遭执法人员拘捕后首次公开露

面。他当天身穿橙色囚服，戴着手铐现身联

邦法庭，对法官表示选择无罪抗辩。

美国联邦陪审团起诉察尔纳耶夫30项

罪名，其中大部分和爆炸案有关。这些指控

包括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导致人员死亡、

爆炸袭击公共场所导致人员死亡、恶意破坏

财产导致人员死亡、使用火器犯罪导致人员

死亡等。这些指控中，有17项指控的最高刑

罚是终身监禁或死刑。

察尔纳耶夫当天否认了这些罪名，包括

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致人死亡的罪名。

30多名波士顿爆炸案受伤人员和幸存

者以及察尔纳耶夫的亲属当天在法庭旁听。

察尔纳耶夫在出庭时曾对自己的亲属微笑示

意，而他的亲属一直在啜泣。

当天的庭审只持续了短短7分钟。法院

内外戒备极为森严，挤满了各界人士。美联

社报道说，察尔纳耶夫在离开法庭时，向其亲

属作了吻别。 据《新闻晚报》

透明国际公布全球贿赂地图
丹麦芬兰等国贿赂率不到1%，塞拉利昂贿赂率达84%

来源：透明国际2013年全球腐败情况

说明：尽管调查了全球107个国家（不包括中国），但出于调查问卷的有效性和可

靠性，巴西、俄罗斯等国的调查被排除在外，因此地图只体现了90多个国家的数据。

近日，透明国
际公布2013年全
球 腐 败 情 况 。
2012 年，该组织
调查全球 107 个
国 家 和 11.4 万
人，4个人中就有
1个人称自己曾经
行贿或受贿。

51个国家的执政党最腐败
除了政府公务部门外，还涉及政党的贿赂。

这种情况不单只存在新兴民主国家，一些

经济发达的民主国家也存在。透明国际的调

查发现，美国人和英国人认为政府腐败率在增

加。媒体公开报道，拆分前的新闻集团前首席

执行官曾涉嫌贿赂政府被逮捕，其总裁默多克

也被批“对英国公共生活影响力过大”。

“政府有必要花大力气来惩治腐败。透明

国际2013年全球腐败调查显示，政府的信任度

已经出现危机。51个国家的执政党被认为是

最为腐败的机构。50%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很

大程度或已经完全受特殊利益集团控制。”透明

国际的负责人说。

近九成受访者称反对腐败
尽管如此，近 90%的受访者称反对腐

败，其中2/3的人表示曾拒绝贿赂。“贿赂是

个全球问题，但人们相信自己有能力抵制腐

败。”HuguetteLabelle说。

当然也有好的一面，过去两年，阿塞拜

疆、柬埔寨、苏丹以及南苏丹四个国家的腐败

情况有所减少。

透明国际认为，要想阻止腐败，一方面“政

府必须建立公平合理的政府绩效评估机制”，另

一方面“无论何时何地，人们都应该拒绝行贿”。

“不行贿生活将异常艰难”
AgatinoLicandro曾是意大利的一个地

方市长，他向BBC讲述自己的受贿经历。“我

接受一个地方政党官员的贿赂，因为每个人

都那么做，在我看来十分平常，那也是我工作

的一部分。”

印度人RamSingh每月收入100美元，

他不得不花15美元向政府行贿。他称自己

行贿是为了获得政府发放的食物定量供应

卡，他说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非常需要那

张卡。“在印度如果不向政府行贿生活将异常

艰难。” 据《潇湘晨报》

埃及乱局引发四大悬念

调查显示，经济欠发达国家的贿赂率

（受访者中行贿或受贿的人数与受访总人

数的比例）是经济发达国家的两倍。普遍

来看，政治越民主经济越发达的国家贿赂

率越低。被调查的国家中，贿赂率最高的

是塞拉利昂、利比里亚、也门、肯尼亚，贿

赂率至少70%。贿赂率最低的国家是，丹

麦、芬兰、日本和澳大利亚，只有1%。

被调查的107个国家中，有36个国

家被认为警察最为腐败，且这些国家

53%的受访者表示曾向警察行贿；有20

个国家被认为司法系统最为腐败，而这

些国家30%的受访者称，在与司法系统

打交道时曾被要求行贿。总体而言，

27%的受访者称曾行贿或受贿。

透明国际是非盈利民间组织

贿赂率最低的是丹麦、芬兰、日本和澳大利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