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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过头来看，今年5月

7日以色列地面部队进攻加沙地

带最南端城市拉法应是本轮巴以

冲突的一个转折点。拉法战役

前后，以色列内外交困，各种

矛盾达到集中爆发临界点。5月8

日，美国自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

来首次宣布暂停对以提供部分重

型弹药，十日后，以反对党领导

人甘茨发出退出战时内阁的最后

通牒。然而拉法战役出乎以色列

意料得顺利，6月14日，以总理

内塔尼亚胡宣布，“加沙战事的

激烈阶段即将结束，国防军将会

被派往北部边境打击黎巴嫩真主

文／牛新春

以色列野心越打越大，追求建立地区“新秩序”？

特朗普回归,但以色列不要高兴

得太早

世界知识：您认为特朗普再

次就任美国总统将对中东局势产

生什么影响？

李绍先：特朗普回归后，首

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巴以问

题。虽然外界普遍认为，比起拜

登，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私交更

好，但这并不意味着特朗普一上

台就会支持内塔尼亚胡追求“绝

对胜利”从而升级中东战事。特朗

普首次执政时中东政策核心是遏制

伊朗，未来四年，其中东政策首

要重点仍将是打压伊朗，其二则

是继续推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

和解。为达成打压伊朗的目标，

他或需更多依赖阿拉伯国家，因

此将继续推动阿以和解，但横在

阿以和解中间的最大障碍就是当

前的中东战火。因此，特朗普在

履职后可能会比拜登更迅速、更

果断地要求内塔尼亚胡停火。

不过，当前中东局势与特朗

普首次执政时有很大不同，其能

否顺利推行中东政策尚未可知。

一是2021年4月，伊朗宣布已能生

产丰度为60%的浓缩铀，外界认为

这意味着伊朗已有在短时间内制

造核武器的能力；二是乌克兰危

机升级后，伊朗外部环境明显变

得宽松，俄罗斯和伊朗在互相靠

近借力；三是2023年沙伊在中国

推动下实现和解，并带来海湾阿

拉伯国家与伊朗的“和解潮”；

四是阿拉伯国家政权可能仍对与

以色列和解感兴趣，但本轮巴以

冲突延宕至今与加沙人道灾难惨

烈的现实，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

阿拉伯国家民众对以色列的看

法，民意可能将对政府行为造成

一定制约。不过，未来四年，伊

朗与美国、以色列的矛盾可能会

较为激烈。一是特朗普可能怂恿

以色列对抗伊朗，甚至攻击伊朗

核设施。而这或将给海湾地区乃

至整个中东带来新的不稳定；二

是特朗普可能会打压伊朗石油，

国际油价或因此产生大幅波动。

石油是伊朗赖以生存的根本，拜

登执政时期伊朗石油出口环境相

对宽松，其石油出口量实际上已

达到特朗普在2019年对伊“极限

施压”前的出口量。

而在特朗普履职前，拜登可

能更多考虑留下点“政治遗产”。

本轮巴以冲突在其任内爆发延宕，

因此未来一个多月他很可能会推动

停火谈判、解救人质，努力给该事

件画上句号。但民主党未能赢得

大选，拜登对内塔尼亚胡的制约

能力已相对减弱。若拜登在任内

无法促使巴以停火，特朗普上台

后或许会采取更加果断的举措。

有一段时间舆论都在质疑现在美

国对以色列的制约能力是否已经

失效，但以色列是美国“造”出

来的，美国若要动真格，以色列

还是得听美国的，问题是美国动不

动真格。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假设

美国停止向以色列供应武器，战火

在一个月内就会停止。不过特朗普

可能不会采取单方面断供武器的强

硬措施，他是一个交易型总统，

可能会就内塔尼亚胡的关切（比

如停火后是否会受到“清算”）给

予相应承诺以换取其政府停火。但

无论拜登和特朗普接下来采取何种

手段，从总体来讲，本轮巴以冲突

的持续时间或许不会太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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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7月5日，哈马斯主动要求

重启谈判。以色列似乎开始走出加

沙战事的阴霾，同也门胡塞武装、

真主党和伊朗的冲突骤然升级。

战争是其解决方案

本轮巴以冲突是以色列自

1948年建国以来最重大的事件之

一，很可能会对以色列国民心

理、政治结构产生长远影响。历

史上，战争往往能重塑以国内政

治态势，1973年爆发的第四次中

东战争，拉开了1978年埃及与以

色列和解、1993年巴以签署《奥

斯陆协议》的帷幕。目前谈加沙

战事的长远影响还为时过早，但

是其短期影响却清晰可辨——以

色列政治向更右的方向发展，以

色列人则更愿意承担战争的代价

和风险了。

人们或许认为，经过漫长

而残酷的战事后，以色列国内会

有许多人反战，国际社会普遍相

信本轮巴以冲突是内塔尼亚胡为

一己私利而推动的个人事业。然

而，事实是多数以色列公众与政

治人物支持继续甚至扩大冲突。

以色列时事评论员奥利·戈德堡

表示，战争已成为以色列存在的

一部分，“我们满怀激情地相信

它，无论遇到什么问题，战争都

是解决之道”。作为选举制国

家，选民的支持是以政府发动持

久战的必要前提。

从历史上看，以色列是一

个从战争中打出来的国家，因为

国土面积狭小，缺乏战略纵深，

长期以来依赖以威慑维护国家安

全。威慑意味着要在实力和决心

上形成绝对优势，在战略文化上

以色列可能是发达国家中战争决

心和战争意志最强的。本轮巴以

冲突爆发后，美国对外关系委员

会会长哈斯曾撰文建议以色列理

性选择继续实施遏制政策，而非

对加沙发动全面战争，因为全面

战争不可能彻底消灭哈马斯，哈

马斯也未威胁到以色列的生存。

但这种思维跟以色列的战略文化

格格不入，事实上，消灭哈马斯

迅速成为以色列全国上下的共

识，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反对向加

沙发动全面战争。

不过，加沙战事进展并不顺

利，以色列三大军事目标之二的

消灭哈马斯与解救人质迟迟未能

实现。以色列和哈马斯在面积仅

365平方公里的加沙鏖战超过365

天仍未到终局，这已成为以色列

建国至今耗时最长的战事。但即

使在形势最困难时，以国内也极

少有公众人物呼吁结束战事，其

国内最大争议是如何平衡消灭哈

马斯和解救人质这两大目标。今

年1月民调显示，47%的人要求将

解救人质放在首位，42%的人认为

消灭哈马斯最重要。但随着人质

死亡风险越来越高，哈马斯被削

弱得越来越多，以民众心态发生

变化。今年10月，77%的人要求先

解救人质，仅12%的人要求先消灭

哈马斯。此外，近70%的以色列犹

太人认为，即便冒着将冲突升级

为全面战争的风险，也要继续打

击真主党。

迄今为止，以色列承受的代

价相对较小，是该国民众支持战事

的重要原因。在人员伤亡方面，

2024年10月1日，伊朗民众

收看电视，关注伊朗发射

导弹袭击以色列的新闻。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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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今年10月23日，以军共阵亡

752人。以平民在本轮巴以冲突爆

发当日遇难约800人，在黎以冲突

中遇难21人。相比之下，加沙约有

4.3万巴勒斯坦人遇难，黎巴嫩有

2574人遇难。在经济方面，以色列

受损严重，今年政府债务占国内

生产总值（GDP）比例为67%，财

政赤字占GDP比重是8.3%，GDP

增长预期跌至0.4%。但相比之

下，以色列的损失则小很多。今

年上半年，加沙GDP萎缩86%，约

旦河西岸GDP萎缩25%，黎巴嫩今

年GDP则预计萎缩9.2%。

从一个战役的胜利迈向更大的战役

本轮冲突发展到今天的范

围、烈度和时长，不是以色列事

先规划好的战略蓝图，而是边打

边看的结果。今年5月以来以国防

军在战场上屡屡得手，导致整个

国家信心膨胀，野心越打越大，

目标也从消灭哈马斯升级为建立

地区“新秩序”。

在如今的以色列，或许只有

军事胜利才能将反对党团结起来，

并让反对派站到战争（或内塔尼

亚胡）一边。今年9月28日，以色

列“定点清除”真主党最高领导

人纳斯鲁拉后，此前强烈要求内

塔尼亚胡下台的反对派领导人排

着队祝贺，包括前总理拉皮德、

前国防军总参谋长甘茨等，前总

理巴内特甚至要求直接打击伊朗

核设施。以国内普遍认为，现在

是击垮“抵抗轴心”的绝佳时机。

在加沙冲突中打得灰头土脸

的以色列国防军，于9月17日发动

了对真主党的“新秩序”战役。

据报道，在以色列引爆真主党成

员寻呼机之前，以安全内阁曾多

次开会但未就加码打击真主党形

成一致意见。然而，寻呼机爆炸

事件重挫真主党，真主党却未组

织大规模反击。于是，以色列得

寸进尺，“定点清除”了纳斯鲁

拉，真主党方面仍无大的动静，

以军随即在10月1日对真主党采取

地面行动。由此可见，以色列正

在从一个战役的胜利迈向下一个

更大的战役。

整体来看，以色列与“抵

抗轴心”同时在打三场非对称性

战役，即游击战、高科技战和

道义战。在高科技战中，以色列

拥有非常大的优势；在游击战

中，游击队只要能活下来就是胜

利，“抵抗轴心”优势明显；在

道义战中，以色列受到全世界的

谴责，劣势明显。这三场非对称

性战役交替、错位上演，使这场

冲突更加扑朔迷离，难分难解。

道义上占优的，在战事中处于劣

势；高科技战中占优的，在游击

战中处于劣势；眼下占优的，未

来可能处于劣势。其结果是，各

方都认为自己没有败，仍有机会

翻盘，因此冲突很难停下来。

没有灵丹妙药

不仅是国际社会，以色列国

内也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当前以

色列虽取得了战事胜利，却收获

了战略失败。以色列不仅没有能

力彻底消灭“抵抗轴心”的任何

一支力量，还会因发动残酷战役

引发更大规模的“抵抗运动”。

没有政治方案配合的军事胜利没

有意义，但短时期内以色列难以

找到切实可行的政治解决方案，

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当前的冲突可看作由三个

层次的矛盾组成：一是巴以冲

突，主线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

斗争，牵动着阿拉伯、伊斯兰

世界的神经；二是以色列与“抵

抗轴心”的冲突，主要问题在也

门、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

国内，根源是各个国家的内战、

内乱或破碎的主权，可以说是本

轮巴以冲突外溢到这些国家，也

可以说是这些国家的内部冲突影

响了本轮巴以冲突；三是美以

与伊朗的博弈，这是中东最根

本的一对矛盾，深度影响中东地

区其他矛盾，巴以冲突、国家动

荡为美以与伊朗竞争提供了肥沃

土壤。

在三个层次的矛盾中，以色

列都是重要当事方，解决问题离

不开以色列。在巴以问题上，以

色列有实力占领巴勒斯坦的每寸

领土，有能力打击巴勒斯坦的每

一次抵抗运动，但是没有能力彻

底解决巴以之间的根本问题。落

实“两国方案”，是解决巴以问

题的唯一出路，但以国内不具备

落实该方案的基本政治条件，对

以而言，本轮冲突也使落实“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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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轴心”是美国、以

色列等国认为由伊朗领导的“恐

怖网络”，成员包括伊朗、叙

利亚阿萨德政府、哈马斯、黎巴

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拉

克民兵组织等。新一轮巴以冲突

爆发后，以色列不仅猛烈打击哈

马斯和真主党等所谓伊朗“代理

人”，还多次与伊朗进行直接军

事互攻。时至今日，“抵抗轴

心”力量已遭受严重摧残，中东

或许正在酝酿新的变化。

何为“抵抗轴心”

1979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

建立彻底改变了伊朗与以色列的

关系。此前的巴列维王朝虽未正

式外交承认以色列，但国家发展

国方案”变得更加不可能。今年5

月的民调显示，以色列犹太人支持

“两国方案”的人从本轮冲突前的

32%降至19%；今年7月21日，以

色列议会还以68对9票压倒性通过

决议，反对巴勒斯坦建国。

即使巴以问题可以政治解

决，以色列与“抵抗轴心”之间

的问题也不会自动消失。不管

巴以问题是否得到解决，不管以

色列能对“抵抗轴心”形成多么

沉重的打击，一个改变不了的事

实是：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

“抵抗轴心”仍将控制伊朗、叙

利亚、伊拉克、黎巴嫩与也门的

领土和人口，他们有足够的时间

和空间休养生息。

194 8年以来，以色列一次

又一次取得军事、战术上的重大

胜利，但问题和冲突始终循环往

复。延宕百年的巴以冲突早已演

变为一个世纪性难题，不仅战争

无法彻底解决问题，暂时也看不

到能彻底解决问题的政治和外交

渠道。

文／范鸿达

“抵抗轴心”的命运与中东的未来

国际约束能力有限

美国对以色列有重要影响

力，但不愿使用自己手中的杠杆，

最根本原因是美以拥有共同战略

利益。在中东地区，打击、削弱

“抵抗轴心”完全符合美以共同

利益，分歧是如何更好实现该目

标。美国反对以色列升级冲突为战

争，是担心自己卷入一场中东全面

战争。近几个月，以色列不断扩大

冲突，截至目前不仅没有引发全

面战争，还有效重创哈马斯、真

主党有生力量，美国很难表示不

同意见。今年10月，以色列对真

主党采取地面行动后，美国表面

反对，实际乐见其成，中东格局

正向着有利于美以的方向发展。

联合国反对以色列扩大升级

冲突，但影响力有限。1946年以

来，针对巴勒斯坦问题及相关议

题，联合国大会通过了899个决议

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299个决

议案，但都没有实质性改变巴勒

斯坦的地面形势。2014年以来，

联合国谴责以色列174次，而谴

责除以色列外所有国家总和仅73

次。今年9月18日，联大再次以

124票赞成、14票反对和43票弃

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要求

以色列结束对巴勒斯坦的非法占

领。但是，这些决议、谴责都没

有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冲突？

以色列总理、国防军或许已梦回

1973年，当年战争结束时以军向

南部署到了距埃及首都开罗仅100

公里的地点，向北驻扎到了叙利

亚首都大马士革的郊区，从此阿

拉伯国家再也没有能力对以色列

发动战争，以色列也不再面临亡

国威胁。而这次，对周边的哈马

斯、真主党形成毁灭性打击，对

远方的胡塞武装、伊朗形成具有

绝对优势的威慑，从此“抵抗轴

心”再不敢对以色列本土发动袭

击，可能就是以色列追求的“新

秩序”。

（作者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

伯国家研究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