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态势

50

7月21～23日，在中方的邀请

和主持下，巴勒斯坦14个派别高

级别代表在北京举行和解对话，

并签署《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巴勒

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这

是巴勒斯坦14个派别首次在远

离中东地区的东方国度“大聚

会”，向外界展示了其弥合分歧

凝聚团结的重要姿态。《北京宣

言》勾画出的“三步走”方案，

也为结束新一轮巴以冲突、明确

加沙地带战后治理结构，开启新

的中东和平进程描绘出具有中国

智慧的“路线图”。

非常时期寻求内部和解

此次巴勒斯坦14个派别会晤

北京并非临时起意，而是在巴勒

斯坦问题长期被边缘化、加沙战

事延宕背景下各派寻求突围的战

略性思考之举。

众所周知，巴勒斯坦争取

民族独立的斗争历经艰辛。自巴

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与法塔

赫（巴解主流派别）于上世纪60

年代成立后，巴各派别陆续加入

巴解。1974年10月，在摩洛哥

举行的第七次阿拉伯国家首脑会

议上，巴解被确认为巴人民的唯

一合法代表，同年11月，巴解被

邀请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联合国会

议。上世纪80年代后期，哈马斯

成立，并主要在加沙地带活动。

1993年，巴解与以色列相互承

认，签署对中东和平进程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奥斯陆协议》，但

哈马斯拒绝承认。此后，巴解一

度想接纳哈马斯加入，但遭拒

绝。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

彻底分裂，分别割据约旦河西岸

与加沙地带。埃及、卡塔尔、约

旦、阿尔及利亚等中东国家，甚

至俄罗斯等域外国家都曾斡旋巴

各派别和解，但大多不了了之。

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以方对位

于加沙的哈马斯、杰哈德等巴派

别大打出手，导致其力量遭受重

大打击。与此同时，法塔赫虽谴

责以方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但也

无法在军事行动上配合哈马斯，

巴勒斯坦整体力量在国际上较为

被动。因此，在非常时期寻求内

部和解，并寻求国际社会支持，

成为巴各派别提升自身影响力的

必由之路。

为结束加沙战事，巴勒斯坦

各派别以民族大业为重，克服诸

多困难，前来北京签署和解协议，

此举也为巴今后“入联”和实现独

立建国迈出关键一步。然而，巴勒

斯坦问题的复杂历史背景和现实

利益纠葛，决定了巴各派别弥合

分歧的过程难以一帆风顺。

中国何以聚拢巴各派

此次中国在北京汇聚巴勒

斯坦各派别并成功斡旋其签署和

解宣言，与中国一直以来坚定不

移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的做法一脉

相承。中国领导人一直高度重视

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主持正义并发

声，近年来，国家主席习近平每年

都会向联合国举行的“声援巴勒斯

坦人民国际日”纪念大会致贺电。

更重要的是，中国是联合国安理

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唯一始终在

巴勒斯坦问题上为巴方发声的国

家。在过去巴身处困境时，中国

始终为巴人民着想，为化解巴各

派别内部争端出谋划策。本轮巴

以冲突爆发后，中国也始终致力

于在联合国大会及安理会推动双

方停火止战并维护巴人民权益，

这使巴各派别切身体会到中国在

巴勒斯坦问题上并无私心，从而

赢得了巴各派别的普遍信任。

在运筹巴勒斯坦各派别前来

北京会晤的过程中，中国以诚待

人，耐心细致地做了大量工作。

由于历史原因，巴各派别立场各

异，一些派别领导人并不居住在

巴本土，因此将14个派别代表在

同一时间安排到北京与会并不轻

松。今年4月，中国曾斡旋法塔赫

与哈马斯的代表在北京会晤，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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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后续巴14个派别在北京齐聚打

下良好基础。《北京宣言》也在

最大限度上求同存异，满足各方

共同意愿，从而实现大和解。

实现巴建国与中东和平任重道远

值得注意的是，巴勒斯坦

各派别的“道路”之争仍未结

束。自签署《奥斯陆协议》后，

法塔赫已放弃通过武力实现建立

独立巴勒斯坦国的道路，但哈马

斯迄今从未宣布放弃武装斗争。

因此，《北京宣言》避免提及敏

感的“道路”问题，强调各方认

识到了建立独立巴勒斯坦国是共

同目标及其紧迫性。事实上，巴

各派别能做到这一步已属不易。

不过，严峻的现实是，《北京宣

言》签署后，以色列仍不断轰炸

加沙主要城镇，哈马斯也仍在武

力抗击以方军事行动，法塔赫仍

难对以在约旦河西岸发起的清剿

“武装分子”行动采取有力措

施。巴各派若想在思想上、组织

上和行动上形成统一步调，仍需

做大量协调工作。

同时，《北京宣言》勾画的

“三步走”方案未来如何落实仍

面临挑战。“三步走”的第一步

是推动加沙地带尽快实现全面、

持久、可持续停火，确保人道援助

和救援顺畅准入。这一步除需哈马

斯与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外，还需

巴各派承认停火协议的有效性并配

合执行。但目前由于以始终不答

应在消灭哈马斯有生力量前实现

停火，第一步目标的实现存在较

大不确定性。第二步是秉持“巴

人治巴”原则，携手推进加沙战

后治理。这一步对巴来说不难接

受，目前巴各派也普遍承认加沙

是巴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必须

尽快开启战后重建，但以恐仍将

极力排挤哈马斯等派别在战后加

沙治理进程中发挥作用。第三

步是推动巴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

国，并着手落实“两国方案”。

目前以政府仍顽固反对“两国方

案”，7月18日，以议会还通过了

“反对建立巴勒斯坦国”的提案。

因此，落实“两国方案”的前提是

国际社会达成更广泛共识，尤其

是需要美西方国家转变立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7月31

日，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哈尼亚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遇刺身亡，哈

马斯称这起暗杀事件系以色列所

为。近年来，哈尼亚被认为是哈

马斯与外界沟通的关键人物。今

年4月，哈尼亚曾代表哈马斯前来

北京与法塔赫代表商谈双方和解

事宜。哈尼亚遇害将给巴各派别

和解进程及中东局势带来的影响

值得观察。

尽管《北京宣言》的落实可

能会遇到种种困难，但可以肯定

的是，中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将

继续主持公道正义，积极劝和促

谈。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中国将继续同国际社会共同

努力，凝聚国际促和共识，推动

巴勒斯坦问题回到“两国方案”

的正确轨道，为中东地区实现持

久和平贡献中国智慧与力量。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西亚非

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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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

部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巴勒斯坦各派内部和解

对话闭幕式，并与巴14个派别代表交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