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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巴以冲突引发国际社

会的强烈关注，一时间包括美欧

俄在内的多方势力均将注意力转

向中东。此次巴以冲突转移了外

界对乌克兰危机的关注。在此背

景下，俄罗斯也在积极利用这一

地区危机谋求外交“突围”，同时

积蓄力量，为下一步行动布局。

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演变

通常意义上，俄罗斯精英、

媒体和学界所指的“中东”包括

非洲北部、地中海东部至波斯

湾大片区域以及亚洲西部地区和

伊朗，在俄语中被直译为“近

东”。从这一称谓足见该地区与

俄相距之近、利益之深。作为横

跨欧亚的“双头鹰”，俄罗斯自

古就与中东地区有着很深的历史

纠葛。公元988年，弗拉基米尔

大公接受来自君士坦丁堡（现伊

斯坦布尔）的东正教为国教。此

后145 3年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

土耳其帝国攻破，莫斯科自视为

“第三罗马”，以及拜占庭的继

承者，从此开启了与奥斯曼帝国

长达数百年的血腥战争。如果说

“双头鹰”的双翼覆盖着欧洲与

亚洲，那么其“利爪”时刻准备

着染指中东这片战略要地。自苏

联建立至二战后，苏联积极支持

中东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民族解

放运动。冷战开始后，中东成为

美苏两大阵营极力争夺的重点地

区，美取代英法大举进入中东，

苏联则高举“反帝”旗帜，大力

支持巴勒斯坦、叙利亚、利比亚

等国，扶植地区盟友。20世纪80

年代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及两伊战

争等重大事件发生，特别是苏联

内部推行“新思维”改革，导致

苏联在中东的影响力下降。由于

缺少苏联支持，巴勒斯坦民族解

放阵线被迫走上与以色列和谈的

道路。在1990年的马德里中东和

平峰会上，解体前夕的苏联已沦

为配角，而1991年海湾战争的爆

发，更是标志着苏联在中东失去

了主导地位。

冷战结束后，叶利钦执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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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以冲突中的俄罗斯战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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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沙地带南部汗

尤尼斯遭以色列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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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俄罗斯在中东呈收缩态势，

对巴勒斯坦的支持进一步减弱，

同时超过10万苏联犹太人迁入以

色列，俄以两国关系持续改善，

并签署多项合作协议。2000年普

京执政后，延续了叶利钦执政后

期活跃的中东政策，积极恢复与

增强俄在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存

在，并与中东国家在打击恐怖主

义等方面积极合作，与以色列的

关系也持续改善。2005年，俄总

统普京首次访问以色列，这是俄

罗斯领导人第一次访以。“阿拉

伯之春”后，俄在中东与巴以问

题上更加积极。2014年乌克兰危

机爆发后，面对西方的制裁与孤

立，俄罗斯将中东视作拓展外交

空间、与西方博弈的重要舞台。

特别是2015年军事介入叙利亚内

战后，俄将叙利亚作为支点，在

中东以小博大、以少换多、稳扎

稳打、步步进取，其对该地区影

响力日趋上升，扭转了此前的被

动局面。彼时，俄积极调解巴以

双方的立场，劝和促谈，推动和

平解决争端。普京曾多次表示愿

在莫斯科举行巴以领导人会谈。

相对平衡,但也有自身考量

俄罗斯作为中东地区的“传

统玩家”，对伊朗、叙利亚的影

响力较大，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等

也保持着较为紧密的合作关系。

总体而言，俄罗斯对此轮巴以冲

突的立场相对平衡，以劝和促谈

为主要主张。同时，俄也有自身

战略考量，希望利用此轮冲突谋

求外交和军事上对俄有利的位置。

此轮巴以冲突是俄外交“突

围”的重要契机。2022年2月乌

克兰危机升级后，俄罗斯受到西

方严厉且全面的制裁与孤立。西

方对俄制裁多达万余项，涉及政

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方

面。俄虽占领部分乌克兰领土，

但也付出了沉重代价。西方联合

对乌克兰持续提供支援，冲突一

再持续，俄希望在外交领域取得

突破，但其“东转南下”的外交

转向短期内未有较大进展。此轮

巴以冲突，或是俄扭转外交态势

的契机。冲突爆发后，俄方认可

以色列在本轮冲突中遭受了“前

所未有的残酷袭击”，但同时支

持哈马斯与巴勒斯坦。普京表

示，任何“正常人”对加沙地带

的血腥画面都会感到愤怒。解决

问题的关键是停止战争，停止违

反国际法原则。俄罗斯还在联合

国提交停火草案，警告以色列对

加沙地带的地面袭击将给“各方

带来严重后果”，呼吁立即停止

战争与袭击平民的行为，为人道

主义援助与平民撤离创造条件。

俄罗斯的一系列做法，目的是希

望能够在中东地区发挥更大的作

用，同时增加在国际场合的话语

权，重整旗鼓，摆脱当前被孤立

的不利局面。

俄罗斯还将巴以冲突作为

打击美国霸权、促进俄全球战略

的有力抓手。奥巴马执政时期，

美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有所下

降，拜登上台后推动美中东战略

转型，采取“总体收缩，有限介

入”的战略基调。面对新的地缘

政治环境，美国也无法像冷战结

束初期那样“只手遮天”，必然

要与俄罗斯进行对话，共同应对

新的安全挑战。对俄罗斯而言，

不会满足于在中东仅实现“突

围”，而是将继续谋划更大的战

略框架。此轮冲突中，普京直言

“美国一直在全球四处煽动冲突

并且从中渔利。美国的政治精英

及其附庸是全球不稳定的最大受

益者”。在此轮巴以冲突中，俄

积极与土耳其、伊朗等国沟通，

同时谴责西方对以方的战争暴行

“刻意沉默”，指责西方对待俄

乌与巴以冲突的标准不同。俄此

举意在团结大部分与西方有矛盾

的国家，使其作为俄与西方对抗

的重要阵地。

此外，俄罗斯利用西方对乌

关注减弱获取战场优势。此轮巴

以冲突爆发以来，西方尤其是美

国对以色列的援助是否会占用或

影响其援助乌克兰的份额受到外

界关注。尽管包括拜登、布林肯

在内的美方高层一再表示，美有

绝对能力同时援助乌克兰和以色

列，但情况却并非如此。美国国

务院发言人柯比表示，美国向乌

克兰累计划拨援助资金的96%已

用完，未来美对乌援助将依靠总

统特别拨款。拜登政府此前提出

的1050亿美元特别拨款请求中，

其中614亿美元用于援助乌克兰，

143亿美元用于军事援助以色列。



世界态势

36

10月30日，把持美国国会众议院

的共和党人提出一项议案，同意

拜登政府提出的向以提供143亿

美元军事援助的特别拨款请求，

但未回应援助乌克兰请求，认为

援乌与援以两部分应分别审议。

新任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表

示，应将强化对以色列支持视作

国家安全优先事项。对此，乌方

十分担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多次呼吁西方不应过度关注巴以

冲突，强调乌当前反攻正处于艰

难阶段。除非西方升级所援助的

武器，否则乌难以取得突破。在

此种背景下，乌克兰战场上的力量

对比或发生改变。俄将充分利用中

东乱局,分散牵制美国的精力。

俄未来中东政策走向

2008年以来，哈马斯与以色

列之间爆发过多次大规模冲突。

此轮巴以冲突是双方多年来恩怨

与矛盾积累的爆发，也是地缘政

治博弈中难解的症结。目前看，

双方并无罢兵之意，西方也将继

续支持以色列打击哈马斯武装，

而支持巴勒斯坦的中东国家也将

逐步联合，形成反以“同盟”。

此轮巴以冲突之后，近年来以色

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改善的势头

被中断，中东地区的分裂趋势再

度凸显。

在此形势下，一方面，俄将

努力在巴以和平进程中谋求有利

位置。当前，俄与埃及、叙利亚

等国保持良好关系，可在军事、

安全等领域加强合作，助其提升

防卫能力。同时俄也可利用军备

出口重振其武器出口大国的地

位。中东各国亦不希望完全追随

美国，并期待借助俄罗斯对冲美

国的影响。与此同时，俄将积极

支持巴勒斯坦，将其作为“控诉

西方罪行”的有利抓手。

另一方面，俄还将是巴以问

题的重要参与者。俄多年来对巴

勒斯坦建国与加入联合国等问题

均表示支持，是解决巴以冲突的

重要力量。此轮冲突爆发后，俄

即提出通过四方机制（俄罗斯、

美国、欧盟与联合国）谋求解决

争端。未来巴以冲突若走向长期

化，俄还将推动双方直接对话。

同时，俄以关系具有历史渊源，

以色列意识到俄在中东事务中的

重要作用，尤其是在限制伊朗与

土耳其军事威胁方面，以还将倚

重俄方。

另外，俄将继续提升在中东

地区影响力。近年来，中东地区

一直是俄积极经营的重点地区，

俄力求在中东与美一争高下。在

此轮巴以冲突中，俄除积极在国

际场合劝和促谈外，还与中东各

国广泛接触。10月中旬，普京与

伊拉克总理、土耳其总统讨论巴

以局势。10月26日，俄外交部在

莫斯科接待哈马斯代表团。俄外长

拉夫罗夫还同埃及、阿联酋外长通

话，并会晤阿盟秘书长。俄利用

自身在中东的传统外交优势，鼓

励更多中东国家与俄加强对话与

合作，继而推动俄罗斯主导的对

话协调机制，为未来在中东地区

持续加强影响力提前谋划。从中

长期来看，俄意在促使更多中东

国家对美“离心”，从而坐稳中

东“重要玩家”的地位。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

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023年10月1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到访的伊拉克总理穆罕默德·希亚·苏达尼。

图
片
来
源/

俄
罗
斯
总
统
网
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