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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

以冲突爆发以来，在国际社会的

斡旋下，以色列与哈马斯已举行

多轮谈判，联合国大会与安理会

也先后通过数个旨在促进停火止

战的决议。然而，迄今为止，这

些谈判虽在释放被扣押人质方面

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在关键的

停火止战上却难以取得突破。那

么，本轮巴以冲突的停火止战谈

判究竟为何如此艰难？

既往谈判陷入僵持

如果按时间线来考察，本轮

巴以冲突已主要经历五轮谈判。

本轮巴以冲突刚爆发不久，双方

便举行了第一轮谈判，此轮谈判

旨在劝阻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动

大规模地面军事行动，并敦促哈

马斯释放人质，尤其是其中的外

国公民。2023年10月20日，在以

色列发动大规模地面军事行动前

夕，谈判在释放人质方面取得了

初步成果。在卡塔尔的斡旋下，

哈马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决定释

放两名被扣押的美国公民。但鉴

于彼时以色列国内打击报复哈马

斯的民意强烈，此轮谈判实际上

也难以阻止以色列对加沙发动地

面军事行动。

随后是达成本轮巴以冲突迄

今唯一一次短暂停火的第二轮谈

判。以色列对加沙发动地面军事

行动后，相关谈判也在紧锣密鼓

地进行。2023年11月24日，以色

列与哈马斯达成短暂停火协议。

此次停火从11月24日开始，经过

四天的协议停火期限后，又前后

各延长了三天和一天。共计八天

的停火达成的阶段性成果是哈马

斯释放了100名人质，以色列释放

2024年6月10日，联合

国安理会表决通过美国

提交的一份促进加沙地

带停火止战的决议。

了此前扣押的240名巴勒斯坦囚

犯。停火结束后，10月31日，本

轮巴以冲突战事重启，并在实际

上一直延续至今。

第 三 轮 谈 判 是 在 埃 及 首

都开罗和卡塔尔举行的穿梭会

谈，但无果而终。2023年12月28

日～2024年1月24日，包括埃及、

卡塔尔、美国、以色列、哈马斯

等在内的各相关方在卡塔尔和埃

及举行穿梭谈判，旨在敦促冲突

双方再次停火并继续释放人质。

但各方在停火时长、是否释放更

多人质，及以色列暂停军事行动

等方面未达成一致意见，不久，

有关方面决定将谈判地点移至欧

洲，主要在法国首都巴黎进行。

然而，在巴黎举行的第四

轮谈判最终功亏一篑。2024年1

月29日，美国中央情报局长伯恩

斯前往巴黎，与以色列情报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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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以冲突停火谈判一波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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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局（摩萨德）领导人、埃及情

报部门负责人及卡塔尔首相展开

谈判，谈判的主要目标是争取再

次停火，并敦促哈马斯释放剩余

的130多名人质。这次谈判实际

上是以色列与美国、埃及、卡塔

尔四方的直接谈判，哈马斯因被

法国列为“恐怖组织”而不能出

席会谈。谈判期间，尽管有报道

称“取得了一定进展”，卡塔尔

首相兼外交大臣也曾表示，四方

就在加沙分阶段停火止战达成了

“框架性协议”，但最终本轮谈

判功亏一篑。

此后，从今年5月7日开始，

冲突双方时断时续地在开罗进行

第五轮谈判。本轮谈判仍由埃及

与卡塔尔进行斡旋，虽然谈判时

断时续，卡塔尔和哈马斯的代表

也几度离开埃及，但各方始终没

有宣布谈判彻底破裂。直至5月31

日，美国总统拜登公布了一项旨

在实现加沙永久停火并确保被扣

押人质获释的新提议，并称该提

议是美国与以色列、卡塔尔、埃

及及其他中东国家多轮外交对话

的产物。

谈判进入新阶段,但哈以关切差

距大

6月10日，联合国安理会以

14票赞成、1票弃权（俄罗斯）的

表决结果通过了美方提交的决议

（即安理会2735号决议）。决议

要求加沙的停火止战分三阶段实

施：第一阶段是“立即、全面、

彻底停火”，以军需从加沙所有

人口聚集区撤出；哈马斯需释放

妇女、老人和伤员等部分人质，

并归还部分遇害人质遗体；以色

列则释放被关押的巴勒斯坦人。

在第二阶段，哈马斯需释放剩余

人质；作为交换条件，以军将全

部撤出加沙。第三阶段的重点则

是开启加沙的大规模重建。

安理会2735号决议通过后，

巴以停火谈判进入新阶段。回顾

以往的五轮谈判，不难看出，由

于各方利益诉求不一，尤其是本轮

巴以冲突的当事双方都希望通过停

火谈判来“算总账”，双方对“停

火”的理解与要求相差甚远，导

致真正的停火始终难以出现。

对以色列来说，其所要求

的谈判目标一直是“暂时性停

火”。以色列始终认为，在其设

定的三大军事行动目标完成前，

该国不可能“永久停火”。以色

列对加沙发动地面军事行动，最

根本的目标是想通过此战“毕其

功于一役”：即彻底消灭哈马

斯，包括消灭在加沙的哈马斯主

要军事领导人，摧毁哈马斯在加

沙的各类基础设施和武器制造能

力；解救被哈马斯扣押的人质；

加沙地带战后非军事化。 

就在各方对安理会新决议

报以期待时，以色列官方却始终

未公开承认接受美国的提案。相

反，以色列官方人士接连表示，

以色列不会放弃军事行动目标，

意即以不会停止打击哈马斯。值

得注意的是，6月16日，以军发

布通告称，在与联合国和其他国

际组织讨论后，以军决定从当月

15日开始，每天8时至19时，在

加沙南部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到萨

拉赫丁公路及北向道路实行“战

术性军事活动暂停”。但以军同

时表示，其在拉法的军事行动仍

将持续。外界推测，此次“战术

性”限时停火，与此前一日以军

一辆装甲运兵车遇袭造成八名士

兵遇害相关，也与穆斯林及加沙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

本·格维尔（左）与财

政部长斯莫特里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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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迎来传统节日“宰牲节”（6

月15日至20日）有关，但无论如

何，以色列显然未有考虑长远停

火之意。与此同时，以色列内塔

尼亚胡政府内部矛盾也进一步公

开化，持极右翼强硬立场的以国

家安全部长格维尔与财政部长斯

莫特里赫坚决反对任何推动永久

停火的行动，这将限制以总理内

塔尼亚胡在停火问题上向哈马斯

妥协。6月17日，内塔尼亚胡宣

布以战时内阁解散，而此前的6月

8日，战时内阁核心成员——中

左翼阵营的国家团结党领导人甘

茨宣布辞职并带领本党退出紧急

联合政府。此后，内塔尼亚胡或

将进一步迎合国内强硬派政治势

力，而这将增加以落实安理会决

议并在此后谈判中与哈马斯达成

一致意见的难度。

哈马斯在此次安理会决议通

过后罕见表示支持并接受，这与

其既往态度相比缓和明显，主要

原因是其目前处境险恶。由于以

色列持续不断的军事打击，哈马

斯的有生军事力量及在加沙领导

人的活动空间受到极大压缩，亟

需喘息空间。6月16日，哈马斯政

治局领导人哈尼亚表示，哈马斯

在达成停火协议方面表现出极大

灵活性，且该组织对停火提议的

回应与美国总统拜登的讲话和安

理会决议所述的基本原则是一致

的。哈马斯发言人也证实，哈马

斯已就加沙停火协议草案向相关

斡旋方提交回应，并对其“进行

了一些简单修改”，以加强草案

的可行性。但美国当前努力的重

点是推动哈马斯接受第一阶段的

草案，并“不作任何修改”。同

时，以色列也不会轻易答应在加

沙实现“永久停火”，防止哈马

斯趁机重整武装力量。

外部调解方各有难处

作为本轮巴以冲突的主要

调停力量，美国、埃及、卡塔尔

在数次停火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但这三方对以色列和哈马斯

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因此在调

解过程中各有所难。

对美国来说，调解本轮巴

以冲突的过程是其在中东地区总

体影响力下降的缩影。美国在

总体上是比较积极的介入方，而

这主要是因为本轮巴以冲突的发

展态势不仅事关其在中东最可靠

战略盟友以色列的未来处境，还

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内政发展

走向，尤其是今年是美国的大选

年，美国总统拜登及其所在的

民主党能否连任将受此影响。拜

登政府在谈判斡旋过程中偏袒以

色列的立场明显，但其也需拿捏

好尺寸：既要向内塔尼亚胡政府

施压，要求其掌握好军事行动力

度，防止造成过多平民伤亡，还

要维持好与以色列关系的稳定

性。此外，由于美国和主要西方

国家视哈马斯为“恐怖组织”，

不便与哈马斯直接会谈，美国还

需与以色列、埃及、卡塔尔等其

他国家合作向哈马斯施压，若美

国越俎代庖，也会增加调解的复

杂性。此番美国在向安理会提交

表决提案时，宣称以方已同意美

国的停火建议，但事后以却未公

开承认，这再次显示出美国调解

作用的局限性。

埃及和卡塔尔参与调解本

轮巴以冲突的动力略有差异。加

沙局势与埃及的切身利益息息相

关，埃及必须防止加沙局势失控

从而危害本国的安全与稳定。此

外，由于埃及与哈马斯有传统联

系，其斡旋表态能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哈马斯的诉求。不过，埃及

同时也在十分谨慎地处理与以色

列的关系，防止损害埃以和平关

系这个中东地区45年来稳定的基

石。在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前，卡

塔尔是哈马斯及加沙维持基本生

活的重要“金主”，但由于其与

哈马斯关系过于密切，也遭到了

来自美以的多次强烈诟病，这也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卡塔尔调解

本轮巴以冲突的主动性。

可以看出，在巴以谈判中，

美国、埃及与卡塔尔的角色既不

可或缺，但又受到各种主客观条

件限制，调解方的表现，也是本

轮巴以冲突停火止战前景与加沙

局势最终走向的重要观察坐标。

不过，当前主要调解方与冲突双

方利益关系的严重失衡，似乎也

预示着即使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

停火协议，此后加沙地带也难以

实现永久和平。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

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