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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21日，加沙地

带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

人在帐篷营地避难。

供
图/IC photo

新一轮巴以冲突迄今已持续

19个月之久。在美国中东战略调

整、中东地缘政治版图重构，及

以色列国内政治气候转变等因素

的共同作用下，以色列的作战目

标似乎不再局限于冲突伊始时设

定的彻底消灭哈马斯、解救人质

与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而是

逐渐走向利用“无限期冲突”来

推进“一国现实”。

对加沙：吞并领土、驱逐人口

加沙地带在1948年第一次中

东战争后由埃及接管，1967年第

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占领加

沙，并在此建立犹太人定居点。

2005年8月，由于加沙阿拉伯人口

增长明显快于定居点犹太人口增

长、以色列占领区内暴力事件频

发、驻军费用高昂等原因，以色

列总理沙龙宣布撤出加沙驻军并

自当地21个定居点撤离，结束了

以色列对加沙的直接军事占领。

但此后以色列仍通过建设隔离

墙、封锁边境、控制物资进出等

手段维持实际控制，使加沙成为

全世界最大“露天监狱”。

截至今年4月，本轮巴以冲突

已造成加沙超五万人死亡、11万

人受伤，90%以上的基础设施被

毁，九成以上的人口流离失所。

在美国和地区国家斡旋下，以色

列与哈马斯曾于2023年11月和今

年1月两度停火。然而，今年3月

18日，以色列以“哈马斯准备发

动袭击”为由打破停火协议，重燃

加沙战火。时至今日，以色列对加

沙的军事和政治政策愈发激进。

从土地角度而言，以色列

越来越倾向于军事占领加沙。以

色列前防长加兰特曾明确表示以

色列不会军事控制加沙。然而，

2024年11月卡茨接替加兰特就

任防长后，以色列越来越强硬大

胆。以军重启加沙战事两个月以

来，已占领了加沙近半地区，并

向当地2/3的人口发出疏散令。3

月21日，卡茨威胁称，若哈马斯

不释放剩余人质，“将有越来越

多的土地被划归以色列”。4月16

日，以军宣布将加沙30%的区域划

为“缓冲区”，并表示将“无限

期驻留缓冲区”。据报道，以军

已就长期占领加沙制定计划，并

提交至政府。

从人口角度而言，以色列正

大力推动加沙人口迁移。自今年

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惊世骇

俗的“清空加沙”“接管加沙”

计划以来，以色列一直紧锣密鼓

地推进此事。据报道，在要求埃

及、约旦等国接收加沙难民未果

后，3月美以官员开始与苏丹、

索马里等国接触讨论安置方案。

以色列还设立“自愿移民事务

局”，为有意离开加沙的巴勒斯

坦人提供“离境通道和手续”。

此外，以色列还通过断水、断

电、无差别军事袭击、摧毁基础

设施、限制人道主义援助进入等

方式，使加沙变得不适合人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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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迫使巴勒斯坦人在死亡和离

开家园之间作出选择。

对西岸：压制抵抗、扩建定居点

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以色

列政府还趁机以“反恐”为名加

强在约旦河西岸的军事行动。据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

数据，2023年10月至今年4月，以

军在西岸的突袭频率显著增加，

造成超9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近

6000名巴勒斯坦人被捕。今年1

月，以军开始在西岸发动代号为

“铁墙”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并

将部分军队驻扎在西岸的杰宁、

图勒凯尔姆和努尔沙姆斯等地，

预计将持续到2026年初。与此同

时，以色列还广泛实施宵禁、封

锁道路、增加检查站、强拆巴勒

斯坦人住所等手段，限制巴勒斯

坦人的行动自由。据统计，2024

年以色列共拆除1768座巴勒斯坦

人的建筑，比2023年增加了50%，

创历史新高。以军的行动还造成

西岸出现自1967年以来最大规模

的人口流离失所。

在实施高压政策的同时，以

色列政府还加速推进在约旦河西

岸的定居点建设。据统计，2024

年以色列在西岸建立了创纪录的

48个新定居点，并计划建设超两

万个住房单元。今年3月，以色

列内阁批准13个位于西岸的非法

定居点为“符合以色列国内法的

独立定居点”，变相鼓励以色列

人前往西岸“圈地占地”。以色

列定居者和军队还在定居点周围

铺设多条道路，将原本分散的定

居点连点成片，形成对西岸领土

的事实切割。与此同时，以色列

定居者造成的暴力事件也愈演愈

烈。2023年10月至2024年10月，

联合国方面记录了至少1423起定居

者暴力事件，平均每天发生四起。

可以看出，以色列正加速改

变加沙和西岸的人口结构与地理

现实，由此实现对巴勒斯坦领土

的进一步掌控。

多重因素促使以色列走上强硬之路

从理念根源来看，2023年10

月哈马斯的“阿克萨洪水”突袭

改变了以色列的安全观，其在过

去对巴勒斯坦以军事威慑为主、

经济安抚为辅的手段被证明并非

万全之策。哈马斯突破隔离墙，

造成1200人死亡、251人被俘虏是

以色列无法承受的惨痛代价。以

色列致力于尽最大可能消除加沙

和西岸各巴勒斯坦武装团体的抵抗

潜力，避免类似事件再次上演。

从以色列国内氛围来看，当

前极右翼政客具有极大话语权，

以色列社会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

右倾态势。例如，4月16日，防长

卡茨提出建设基础设施，以恢复

对加沙平民的援助。但仅仅几分

钟后，他就遭到了来自极右翼政

客、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等

人的批评，称卡茨对加沙“过于

仁慈”，随后卡茨立马澄清“无

意立即恢复对加沙的援助”。此

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前

官司缠身，他也希望尽可能延长

战事、拉拢极右翼势力，进而维

持执政联盟，避免下台后被司法

追责。

从外部环境来看，无论是地

区环境，还是国际环境，都为以

色列加速扩张提供了战略机遇。

自2024年9月以来，以色列通过清

除黎巴嫩真主党领导层、震慑伊

朗，以及在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倒

台之际进军戈兰高地，显著强化

了区域战略优势。同时，特朗普

在今年1月上任后重启亲以政策：

不仅批准向以色列出售价值超74

亿美元的武器，更明确表示支持

以色列在加沙的所有军事行动。

对手居于下风、后台鼎力相助，

使以色列的行动底气空前高涨，

该国强硬派扩大战果的战略冲动

难以抑制。

当前以色列的种种行动，

都是在推进“不可逆的领土占

领”，企图造就实践中的“一国

现实”。2024年7月，以色列议

会通过一项提案，明确反对建立

巴勒斯坦国，这意味着以色列在

本国法律层面否定了“两国方

案”。在此背景下，若国际社会

再不进行有效干预，巴勒斯坦人

的生存权恐面临系统性侵蚀。有

鉴于此，世界各国应携手推动巴

以实现真正停火，重建基于国际

法的公正框架，从而为实现地区

稳定奠定基础。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

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