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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日，黎巴嫩军队总司

令约瑟夫·奥恩正式当选该国总

统，自上一任总统米歇尔·奥恩于

2022年10月31日任期届满卸任后

至本次总统选举前，黎总统之位已

有两年多的空缺。约瑟夫·奥恩

的当选既有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

加速演进的现实背景加持，也有

其军职身份及美、法助力的影响

协同发力。他的上台，将给黎国

内外局势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 

选择军人出任总统是“传统”？

黎总统职位由议会选举产

生，需全部128名议员出席2/3以

上才能投票，首轮投票中候选人

至少获得2/3的选票才能当选，

否则将进入第二轮投票。黎宪法

规定总统任期为六年，虽然总统

是黎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最高统

帅，但在1989年沙特、摩洛哥和

阿尔及利亚参与调解黎局势并达

成《塔伊夫协议》为黎内战划上

句号后，该国实际权力已转移至

总理手中，武装部队亦需服从内

阁领导。即便如此，总统仍是该

国最重要的国家象征，也是黎教

派分权制“三驾马车”中不可或

缺的一极。

此次奥恩之所以能顺利当

选，离不开黎历史与现实因素的

综合作用。首先，黎巴嫩真主党

所支持候选人的退选为奥恩的总

统之路扫清了主要障碍。基于历

史原因，黎采取教派分权制，即

分别由基督教马龙派、伊斯兰教

逊尼派和什叶派人士出任总统、

总理和议长。具有什叶派背景的

真主党，无法推出自己的总统候

选人，故而选择支持其在议会的

盟友——基督教马龙派政党“马

拉达运动”的领袖苏莱曼·弗朗

吉亚为总统候选人。米歇尔·奥

恩卸任后该国迟迟无法选出新总

统，便与真主党及其党派盟友在

议会的强势地位有关。随着真主

党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遭遇重

挫并最终改变竞选思路，苏莱

曼·弗朗吉亚于1月8日宣布退

选。其次，奥恩的军职身份成为

各方意见的“最大公约数”。奥

恩是黎第五位有军队总司令经历

的总统，这印证了在遭遇国内政

治危机之际选择军人出任总统是

黎的某种“传统”。就在2024

年1 1月，黎议会还将奥恩的军

队总司令任期延长了一年，现任

军职身份成为其总统之路的“加

分项”。

奥恩荣登总统大位还离不

开域外大国的支持。法国作为黎

前宗主国，对黎政治的强烈关注

和深度介入已常态化、公开化。

就在2024年11月26日以色列与

真主党达成为期60天停火协议的

当晚，法国总统马克龙便敦促黎

“立即选出总统”。11月28日，

马克龙的特使让-伊夫·勒德里昂

还在黎议会见证了延长奥恩军队

总司令任期决议的通过，随后他

与黎议长贝里会面讨论黎总统选

举问题，同日黎议会决定于今年1

月9日举行总统选举。同时，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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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终于又有了国家元首

2025年1月9日，黎巴嫩

军队总司令约瑟夫·奥

恩赢得总统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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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一直在援助黎军队，奥恩本人

与美关系良好。奥恩毕业于黎巴

嫩美国大学且曾在美国接受军事

训练，在其黎军队总司令任内，

美国持续援助黎军队，旨在遏制

真主党在黎的影响。

面临国内两大棘手难题

奥恩上台后，其对国内两大

棘手难题的应对方式将会直接影

响黎未来发展走向：一是如何统

一黎军事武装，二是如何破局国

家现代化发展困境。

长期以来，黎政府都希望

能将国内各军事武装纳入中央政

府的统一管辖之下，而其中最主

要的便是真主党武装。真主党在

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期间兴起，

被认为是由伊朗帮助成立的什叶

派政治与军事组织。1990年黎内

战结束后，真主党以抗击以色列

为由拒绝解除武装，此后其一方

面自1992年起融入黎政治进程

参加议会选举；另一方面自2000

年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后逐步将

该地区置于自身掌控之下。作为

以伊朗为首的“抵抗轴心”的主

要成员，真主党武装以黎南部为

大本营，在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之

始为策应哈马斯对以色列展开袭

击，而黎政府和军队则在双方冲

突中角色尴尬。以色列在2024年

11月与真主党达成停火协议实际

也含有对黎军队取代真主党武装

在黎南部存在的期待。如何进一

步调和黎军队与真主党武装间的

关系，是奥恩无法回避的问题。

虽然黎曾被称为“中东瑞

士”，但近年却深陷国家治理困

境。自2019年以来该国便陷入

严重经济危机，2020年的贝鲁特

港大爆炸又重创该国元气与国民

信心，使黎深陷经济剧烈动荡、

恶性通货膨胀甚至是电力短缺之

苦。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黎以

冲突不断加剧，这使黎国家发展

倚重的旅游经济遭受打击，金融

业和农业亦受到持续冲击。世界

银行在2024年11月的一份报告中

估算称，黎以冲突致黎遭受85亿

美元损失，这对黎经济而言可谓

是雪上加霜。今年1月13日，奥恩

任命纳瓦夫·萨拉姆为总理，萨

拉姆提出了经济建设全面计划，

主张改革现有行政管理体制、为

贝鲁特港大爆炸受害者伸张正义

等，试图以“团结”和“包容”

来破解黎现代化发展困境。

如何应对地区局势风云突变

黎仅有两个陆上邻国，即叙

利亚和以色列。就在奥恩当选总

统的一个月前，叙反对派武装攻

入大马士革推翻阿萨德政权；奥

恩当选总统十天后，以色列与哈

马斯达成的加沙停火协议开始艰

难执行。更为迫切的是，黎以停

火协议已于1月26日到期。面对地

区局势的风云突变，黎着实难以

云淡风轻。

长期以来，叙对黎有着超

乎寻常的影响力。2005年前，叙

曾长期在黎驻军。2005年后，

叙则通过支持真主党介入黎政

治。随着2024年12月阿萨德家

族对叙半个多世纪的统治结束，

“沙姆解放组织”及其盟友开始

组建过渡政府并寻求国际承认。

奥恩上台后，旋即派出看守总理

纳吉布·米卡提访问大马士革并

与叙过渡政府官员会面。但与此

同时，奥恩对叙过渡政府仍持观

察态度。长期以来，奥恩反恐态

度坚决，还曾发起针对盘踞黎叙

边境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势

力的军事打击，而掌握叙政权的

“沙姆解放组织”曾有“基地”

组织背景，在履行国际社会呼吁

的反恐责任上仍有较大提升空

间。奥恩对叙过渡政府的适时主

动接触与坚守反恐底线，构成其

对叙政策的“一体两面”，这将

对叙过渡政府形成一定牵制。

在本轮巴以冲突将暂告一段

落之时，进一步管控黎以冲突也

是奥恩亟待处理的关键问题。黎

以停火协议生效后，身为军队总

司令的奥恩在执行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甚至以色列也对其充满期

待。奥恩当选后，以外长萨尔第

一时间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祝贺，

称这会增进两国的良好关系。在

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搞好平衡的

前提下，巩固并扩大黎政府在黎

南部地区的存在，促成该地区持

久性停火止战，将会是奥恩着重

发力的方向。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

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