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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

表态称，他将加沙地带视为一

个“巨大的房地产地块”，正

致力于“购买并拥有加沙”。而

此前的2月4日，特朗普在白宫

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举行会谈，在随后举行的联合记

者会上，他直言“美国将接管加

沙”，并称美军甚至可能被部署

至加沙以支持其重建。特朗普还

声称“加沙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

人应被永久安置在加沙以外的地

区”，加沙可重新开发成“中东

的里维埃拉（指度假胜地）”。

事实上，这不是特朗普第一次提

出“清空加沙”。1月25日，他曾

公开建议将加沙的居民迁到约旦

和埃及。若其计划得以实施，那

么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解决巴勒

斯坦问题的“两国方案”将不复

存在。

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特朗普的设想遭到国际社

会的广泛批评。巴勒斯坦总统阿

巴斯表示，坚决拒绝任何试图驱

逐加沙巴勒斯坦人的计划，“我

们绝不允许我们人民的权利遭到

侵犯，这是我们奋斗数十年并付

出巨大牺牲才争取到的”。哈马

斯则怒斥特朗普此举为“种族主

义”，称这一做法是对中东动荡

局势的“火上浇油”。而被特朗

普“寄予厚望”的埃及和约旦，

及在其计划中需为此负担费用的

阿拉伯国家“领头羊”沙特都明

确表示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的西

方盟友也反对该设想。例如，德

国外长贝尔伯克表示该计划“不

可接受”，驱逐巴勒斯坦人亦违

反国际法，并重申支持“两国方

案”。

中国也站在公平正义一边，

和国际社会一道反对美国的加沙

民众迁徙计划。中国认为加沙的

战后治理应坚持“巴人治巴”原

则，让巴勒斯坦人在自己的领土

上重建家园。从长远看，巴勒斯

坦问题的最终解决也须回到“两

国方案”的正确轨道，以期实现

巴以和平共存和共同发展，从而

促进中东实现持久和平。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的计

划在美国国内也招致诸多批评。

事实上，即使是一些在特朗普政

府任职的高官也是从新闻上得知

特朗普这一惊人计划的。该计划

事先在政府内部没有经过认真讨

论，可见这与其在美国国内可能

遭遇的重重阻力有关。长期以

来，美国也是“两国方案”的支

持者。2024年，拜登及一些美国

高级政治人物对此也一再强调；

同年4～6月，全美多所大学还爆

发了具有相当规模的支持巴勒斯

坦的激进运动。这已在很大程度

上证明，在美国内部，巴勒斯坦

人的同情者与支持者正变得越来

越多。针对特朗普的加沙计划，

美国知名参议员伯尼·桑德斯直

言：“加沙必须为巴勒斯坦人重

建，而不是为亿万富翁游客。”

不出意料的是，特朗普的

设想在以色列受到热烈欢迎。以

色列右翼特别是极右翼势力本就

希望如此，这些势力甚至反对1

月19日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的加

沙停火协议，他们希望重启加沙

战事，其长期目标是驱逐巴勒斯

坦人并用犹太人取而代之。可以

说，特朗普“接管”或“清空”

加沙图谋的最大境外受益人便是

如今在以色列国内饱受争议的内

塔尼亚胡，其认为这一提议可能

“改变历史”。

不切实际,但为何仍提

稍加分析就会发现，特朗

普针对加沙的计划可行性几乎为

零。该计划在美国内外都没有支

持基础，且特朗普的执政时间也

仅有四年。莫说是中东地区最为

复杂的巴勒斯坦问题，该地区的

哪一个重要问题是能在短短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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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被解决的？而被特朗普设定为

“加沙人迁徙目的地”的埃及和

约旦，在近些年国家发展态势本

就不理想，若再有两百多万加沙

人涌入，两国的内部稳定甚至政

权生存都将遭受严重冲击。这也

是埃及总统塞西和约旦国王阿卜

杜拉二世明确拒绝该计划的重要

原因。

近年来，中东已成为特朗

普集团的重点关注地区。早在

2024年2月，特朗普的女婿库什

纳便在哈佛大学接受采访时表

示“若人们关注建立生计，加沙

的海滨房地产可能会非常有价

值”，他还称要尽力“先将人迁

走，然后再清理这个地方”。特

朗普也表示“全世界的人都会去

那里（加沙）度假，把它变成一

个国际性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地

方”，加沙未来可能“比摩纳哥

更好”。但加沙不是单纯的房地

产项目开发之地，它是巴勒斯坦

问题的一部分，不能纯粹以商业

眼光来看待这一饱含政治和族群

意味的区域。

此次特朗普在与内塔尼亚胡

会谈时还表示，加沙人应移居他

国过上“幸福生活”。加沙巴勒

斯坦人如今的生存状况确实非常

糟糕。加沙总面积仅为365平方公

里，经过本轮巴以冲突中以色列

军方16个月的“狂轰滥炸”，建

筑大多已沦为废墟。有评论称，

若美国真想让这些巴勒斯坦人过

上“幸福生活”，或可邀请他们

去美国，一些加沙人很可能也愿

意如此。而且，根据美国人口普

查局的估算，2023年有110万移民

进入美国，而美国国会预算办公

室的估计数字则为330万人。这样

看来，美国实际具有接纳加沙人

2025年2月4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会见访美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之际，美国华盛顿民众集会示威，声援巴勒斯坦人。

供
图/IC photo



47

WORLD AFFAIRS
2025.05

的能力。但特朗普不会这样做，

因为这会给美国带来沉重负担，

该国民意和政治环境也不允许。

那么，明知不可为，特朗

普又为何要提出该计划？除商人

逐利的冲动外，以下三点更为

重要。

首先，为以色列和内塔尼亚

胡站台，并安抚美国国内的亲以

势力。近年来，特别是自2023年

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

来，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内饱

受批评，该国在国际社会也遭遇

认可危机。与此同时，美国内部

同情支持巴勒斯坦人的声音明显

提升，这使美国亲以势力遭遇重

大挑战。此次特朗普在内塔尼亚

胡访美之际，明确提出非常有利

于以色列的“接管加沙”方案，

显然是为表示对内塔尼亚胡的支

持，及对美国亲以势力的安抚。

其次，为构建新的美国—

中东关系作出尝试。随着世界大

国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及中

东国家间关系和地区局势的不断

变化，美国提升与中东关系的愿

望不断加强，而改善与伊朗关系

是华盛顿的关键目标之一。事实

上，美伊关系僵持早已不利于美

国的国家利益。美伊若和解，不

仅有利于美国与中东关系发展，

还能打击其全球竞争对手。多年

来，华盛顿改善与伊朗关系的重

大障碍之一便是以色列和美国

内部亲以势力的坚决反对。特朗

普在首次执政时就已因“力挺以

色列”赢得以色列人特别是右翼

势力的心，如今特朗普有关加沙

的新建议令他在这个“犹太国

家”更加受欢迎，而这将有利于

减少特朗普缓和与伊朗关系的阻

力，从而推动构建新的美国—中

东关系。

第三，追逐个人声名。巴勒

斯坦问题和巴以冲突不仅是中东

难题，更是世界难题。从19世

纪末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决定重返

巴勒斯坦建立属于自己的民族国

家的那一刻起，他们与生活在那

里的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就已

注定。即使先后经历数次阿以战

争，及多国对解决巴以冲突的尝

试，巴勒斯坦问题如今仍被一些

国家视为中东问题的核心。若能

在矛盾错综复杂的中东取得一些

外交成就，或者仅是表达积极关

切，已被几次提名诺贝尔和平奖

的特朗普就有可能拿到该奖项，

更何况其还正面对乌克兰危机。

这在美国存在先例，例如2009年

美国总统奥巴马获得诺贝尔和平

奖就是因他“在加强国际外交及

各国人民之间合作上，作出了非

凡努力”，并“为人民带来了对

美好未来的希望”。迄今获得诺

贝尔和平奖的美国总统与副总统

共有五人，除1906年获奖的美

国总统罗斯福是共和党人外，其

余获奖者（美国总统威尔逊、卡

特、奥巴马和副总统戈尔）均为

民主党人。因此，不论是从个人

还是从共和党的声誉来看，特朗

普都很可能希望拿下诺贝尔和

平奖。

解决巴勒斯坦问题需要新思维？

尽管“两国方案”仍是国际

社会普遍认可的解决巴勒斯坦问

题之道，但人们或许不得不面对

的一个客观事实是，建立以1967

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

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

勒斯坦国正变得越来越难，而以

新思维面对巴勒斯坦问题或将成

为不二选择。坦率地讲，若未来

巴勒斯坦问题能得到解决，这或

是其不可回避的思维基础。然而

毋庸置疑的是，国际社会各方在

面对加沙和巴勒斯坦问题时，必

须坚持以巴勒斯坦人的利益为核

心。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不能不

倾听巴勒斯坦人的诉求。任何

漠视当地人利益的外来设想，本

质都是追逐自身私利，这些不合

理的设想在伤害巴勒斯坦人的同

时，也难以取得成功。

巴勒斯坦问题迄今已存在

一百多年，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却

仍在继续甚至不断加剧，特朗

普的“接管”或“清空”加沙计

划，更是企图令加沙人流离他

乡，即便加沙完成重建也不允许

他们回归故里。若这样的计划也

可以被实施，那么整个国际社会

将迎来一个非常可怕的未来——

国际法失效，强权者霸道横行，

弱小者无可奈何。这也是包括美

国欧洲盟友在内的国际社会明确

反对特朗普计划的根本原因。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

东研究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