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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以局势的现状、特点与应对

中东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中东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能

源贸易，是石油美元发挥定价与支付功能的重要支撑，成为美国金融

霸权赖以维系的主要支柱。但与此同时，中东又因教派冲突、民族冲

突、部族冲突，以及域外大国的干预，而处于地缘破碎局面。

纵观中东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历史，可以发现，中东是

冷战与后冷战时代的地缘政治冲突线之一，地缘政治形势始终处于不

稳定状态。东亚也曾经处于美苏两大阵营冷战对峙的前沿，在二十世

纪后半页发生了两场大规模的局部战争，但今日东亚已经成为世界经

济增长的引擎，尽管存在大国博弈与领土争端，但基本上维持了繁荣

与稳定的局面。

反观中东地区，自二战结束后，始终处于大国博弈、地缘冲突的

热点地带。而阿以冲突则是其中的一条重要叙事线。犹太人与阿拉伯

人的恩怨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近代以来，随着欧洲殖民主义、民



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等思潮的兴起，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对

巴勒斯坦犹阿两族的分化利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开始呈

现愈演愈烈之势。从1948年到1982年，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共

发生了5次中东战争。

一、巴以地缘政治现状

“巴以冲突”可以被视为“阿以冲突”的核心和根源。“阿以冲

突”的激化源于1947年联合国的“巴以分治”计划。1947年，联合国

通过了分治决议，将巴勒斯坦地区分为犹太国和巴勒斯坦国，分别占

据57%与43%的土地。然而，这个计划并未得到相关各方的一致接受，

随后爆发了冲突和战争。目前，以色列控制着巴勒斯坦约94%的地区，

而巴勒斯坦人只有约6%的土地，并被分成两个自治区——约旦河西岸

和加沙地带，直至今日，以色列仍不断在上述两个巴勒斯坦人聚居区

设立并扩大定居点，对巴勒斯坦人仅存的土地进行蚕食。

相对于哈马斯，法塔赫对以色列的斗争采取比较温和的方式，并

主张“以土地换和平”。在美国的调解下，最终在1993年签署了《关

于巴勒斯坦人临时自治安排的原则宣言》。然而，法塔赫从此失去了

主权和武装，以色列乘机控制了约旦河西岸地区，并不断在该地区扩

建以色列人定居点。与此同时，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也采取相对

“怀柔”的政策，向法塔赫提供了一系列财政激励、税收返还和工作

机会，以维护约旦河西岸的“稳定”。

2007年6月哈马斯通过武力从法塔赫手中夺取加沙地带控制权。



对于被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以色列采取严格的封锁措施。不但用

武装警戒的隔离墙从陆上将加沙与以色列分隔开来，还派遣军舰从海

上对加沙进行封锁，所有加沙的渔船均不能驶入距海岸线超3公里的

海域。因而有媒体称，以色列把加沙变成“世界最大的露天监狱”。

2021年5月，以色列在冲突中重创哈马斯之后，开始采取“胡萝卜加

大棒”政策以期维持加沙稳定，适度放宽对加沙巴勒斯坦人到以境内

或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打工的限制，但同时维持对加沙地带

高压封锁，并不时发起空袭。

过去18个月，除今年5月以色列空袭加沙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圣

战组织（杰哈德）3名高级别成员外，加沙局势相对平静。但内塔尼

亚胡去年12月再度出任总理后，以色列政府在巴以问题上更趋强硬，

在约旦河西岸强化突袭搜捕甚至发起军事行动，地区局势越发紧张。

尤其是今年7月，以色列国防军对杰宁地区发起大规模空中和地

面打击。这是近20年来以军在约旦河西岸发动的最大规模军事行动，

导致巴方10余人死亡、约140人受伤。据法新社援引以色列和巴勒斯

坦官员说法，从今年年初到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巴以冲突已经导

致大约250名巴勒斯坦人、30多名以色列人死亡。

二、本次巴以冲突的国际环境

本次巴以冲突是在国际环境发生重大转变过程中发生的。国际环

境转变包括：美国撤出中东；中东大国和解等。

（一）美国撤出中东



小布什执政期间，发动了两场战争，分别是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

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耗资高达6万亿美元。而2008年金融危机则

使美国经济遭遇重创。2018年，旧金山联储在一份研究报告中估计，

2008年房地产市场崩盘和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使每个美国人的终生

收入平均损失7万美元。此外，研究人员还表示，此次金融危机也阻

碍了经通胀调整后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增长，即使过去了10

年，专家仍表示，现今，美国能否挽回这些损失，依旧令人质疑。

英国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亚当·图泽（Adam Tooze）认

为，虽然2008年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10年，但由于各国央行的一些政

治决策和干预，这场危机仍然在本质上决定着金融体系的运作方式，

换句话说，2008年金融危机并没有“恢复”正常。

美国自身经济出现问题，同时，中国快速崛起，为了维护自身霸

权，美国急需集中有限资源，转向亚太遏制中国。因此，从世界其他

地区撤出力量是美国的必然选择。这从拜登上台后狼狈撤出阿富汗，

不惜将大量武器装备遗弃给塔利班即可见一斑。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

表示，加上从阿富汗政府军手中缴获的武器装备，塔利班大约接收850

亿美元的美军武器装备。叙利亚内战期间，美国始终拒绝派地面部队

介入，就是不想重新陷入中东纷争。

（二）中东大国和解

美国撤出中东后，除以色列以外，美国的中东盟友均对自身的安

全与发展预期有所担忧，显然，他们已经认识到，美国不会再像过去

那样，投入大量资源维护其在中东的主导地位，并为中东提供地区秩



序，同时为盟友提供安全保护。

因此，包括其北约盟友土耳其（当然还有与美国关系密切的沙特）

在内的一众中东国家，先后调整对外政策，在中美俄等域外大国之间

实施对冲与平衡外交。俄乌冲突发生后，美国为了从经济上拖垮俄罗

斯，企图重施当年为打压苏联石油出口、操控沙特增产压低国际油价

的故技，但沙特并未遵从美国的意旨，反而采取了限产保价政策。

此外，为了稳定地区局势，获取安全与发展空间，中东大国普遍

走上和平和解之路。困扰中东地区多年的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教派

之争趋于缓和，两派的代表性大国沙特和伊朗在中国的斡旋下实现和

解，并实现邦交正常化。尽管土叙关系正常化尚面临诸多障碍，但土

耳其和叙利亚也于2022年底开启相关和解进程，拟通过接触谈判解决

相关问题。也门冲突也一度实现停火，尽管和解之路仍然曲折坎坷，

但双方重新陷入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已大幅下降。

三、本次巴以冲突的特点

国际环境的一系列变化，导致本次巴以冲突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

特点。

（一）哈马斯获得国际社会各方支持

由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攻击的规模可见，在以色列对加

沙严密监视隔离的情况下，哈马斯获得了大量的武器弹药，说明哈马

斯获得了较以往更多的军事援助。

在遭到哈马斯越境攻击之后，以色列对加沙实施空袭，制造了一



系列人道主义灾难，并要求加沙北部居民南迁，扬言要派地面部队进

入加沙进行清剿行动。由此引发了整个阿拉伯乃至伊斯兰世界的愤怒，

沙特宣布中止与以色列的和谈，海湾国家对以色列发出集体警告，伊

朗、土耳其也对以色列发表了态度强硬的声明。近日，黎巴嫩真主党

与胡塞武装开始对以色列部分军事目标发动火箭弹、导弹攻击。

在联合国大会恢复召开的关于巴以冲突的紧急特别会议上，除美

国等少数国家，国际社会基本站到反对以色列一边。联合国秘书长古

特雷斯、中俄以及欧洲绝大多数国家，都呼吁双方恢复加沙和平态势。

联合国还宣称，以色列轰炸难民营可能构成战争罪。甚至连欧盟都谴

责以色列，称其对加沙地带实施“全面封锁”违反国际法。玻利维亚

宣布与以色列断交，智利、哥伦比亚、土耳其则先后撤回了驻以大使。

（二）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左右为难

本次巴以冲突发生后，美国派遣双航母编队进入东地中海，为以

色列站台，同时发表声明，表示将全力支持以色列。但与此同时，拜

登和布林肯又强调以色列应尽最大努力避免加沙平民伤亡。有消息称，

美国在最后关头要求以色列推迟进攻加沙的日期，原因之一是美国

“要求以色列将开辟人道主义通道当作优先事项”。

显然，美国担心以色列对加沙发动地面进攻，将会导致中东出现

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土耳其、伊朗的阵营冲突，届时，美国将不得

不下场力挺以色列，否则，以色列必然会陷入到四面楚歌的危急境地。

美国力避以色列被中东国家“围堵”，究其原因，在于美国已经

没有能力同时支持乌克兰与以色列。俄乌冲突发生后，美国大力援助



乌克兰，这导致美国不得不将相当比例的可支配资金和大量精力用于

乌克兰方面。如今，美国深陷债务危机与高通胀的循环怪圈无法两全。

通过加息，能够促使美元回流美国，但必然会推高美国的债务危机，

导致偿债压力增加和财政收支失衡。

有学者分析后指出，美国每年只有10000亿美元用于内外支出，

而其中1000亿美元用于援助乌克兰。以色列如果陷入到与中东国家的

阵营冲突之中，美国为了援助以色列，势必将大幅减少甚至放弃对乌

克兰的支持。这将导致美国在乌克兰的前期投入化为乌有，俄罗斯将

有望在乌克兰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而这显然是美国所不愿意见到的。

四、本次巴以冲突的后续

本次巴以冲突是继俄乌冲突爆发后最严重的地缘政治危机。哈马

斯突袭以色列成功，以色列应对失措，在国际社会面前暴露侵占加沙

和约旦河西岸的野心，以及对人道主义规范的漠视。以色列在联合国

和国际社会的孤立，中东国家空前一致的反以立场，以及美国在支持

以色列方面的进退维谷，均折射出美国对中东乃至全球局势掌控能力

的下降和应对乏力。

巴以冲突的结局，一种可能是，以色列进入加沙，以继续清剿哈

马斯为借口长期管控加沙；另一种可能是，在大规模清剿哈马斯力量

后退出加沙，但继续采取压力政策。不管哪一种结局，巴以冲突不会

停止。解决巴以问题，还是要回到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联合国决议。

为了防止进一步激化冲突，终止人道主义灾难，使中东地区走向可持



续和平，国际社会有责任共同推动中东问题的解决。

（撰写：初智勇，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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