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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11日，以色列

与黎巴嫩宣布达成两国关于地中

海东部海域的划界协议。双方对

此都有积极评价。以色列总理办

公室表示，该协议为“历史性成

果”，既能维护以色列的安全和

北部边境的稳定，又能获取经济

收益；黎巴嫩总统奥恩则称，该

协议满足了黎方需求并保护了本

国权益。以色列和黎巴嫩尚无外

交关系，迄今甚至未解除敌对状

态。此前两国均声称对地中海东

部一片大约860平方公里的水域拥

有主权，希望开发海底蕴藏的丰

富石油和天然气资源。2020年10

月起，在美国调解和联合国主持

下，两国就海上边界划分举行了

多轮间接谈判，但因分歧严重，

谈判一度被无限期推迟。

虽然目前两国并未公布协议

全文，但据外媒报道，以黎海上

边界将大体依照黎方提出的“边

界线23”（Line 23）来划分；争

议海域内的卡里什气田将划归以

色列，卡纳气田的大部分区域将

划归黎巴嫩，但黎方需向以方支

付部分天然气收益。 

外部因素助推

以黎海上划界协议得以达

成，与美国的积极推动、东地中

海地区局势及欧洲能源危机有着

紧密关联。

美国促成以黎达成海上划界

协议是其推进阿以关系进一步突

破的重要举措。2016年美国总统

特朗普上台后，极力推动以色列

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阿拉伯国

家关系实现全面正常化。2020年

10月，特朗普政府为以黎海上划

界间接谈判“搭台唱戏”，2021年

拜登政府上台后，延续了前任在阿

以关系上的思路，力促以黎恢复谈

判，并就争议海域的划分比例提

出方案。协议达成后，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强调这是美国多年调停的结

果，并敦促各方尽快履行协议。

东地中海地区的局势也促使

黎巴嫩积极寻求与地区国家协同

发展。以黎海域划界之争的核心

是气田争端，这也是东地中海地区

国家围绕天然气资源激烈博弈的组

成部分。2020年9月，埃及、以色

列、巴勒斯坦、约旦、塞浦路斯、

希腊及意大利七国组成的“东地中

海天然气论坛”正式成立。黎巴嫩

从地缘上与以色列陆海接壤，与

岛国塞浦路斯隔海相望，更为关

键的是它与以色列的海上划界问

题直接与塞以、塞黎间的海上地理

坐标息息相关。以色列和塞浦路斯

同属“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成员

且该论坛对黎巴嫩形成了机制化的

集体效应，这使黎不得不认真考

量与多数邻国协同发展。

此外，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

升级后，欧洲将以色列天然气输

欧作为缓解能源危机的重要途径

之一，以黎海上划界谈判的“柳

暗花明”，与当前欧以能源合作

的紧迫性密切相关。当前，欧洲

面临着严峻的“断气”压力，并

正不遗余力地寻找新的天然气输

入来源。2022年6月，一艘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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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与黎巴嫩
因何达成海上边界协议

2022年10月12日，以色列总理拉皮德

（中）与以色列国防部长甘茨就以黎两

国达成海上划界协议召开新闻发布会。

供
图/IC photo



53

WORLD AFFAIRS
2022.21

天然气开采船驶入尚存争议的卡

里什气田预备作业时，遭到黎巴

嫩政府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强烈抗

议。随着冬季的临近，欧洲面临

的能源压力日益加剧。此次建立

在妥协基础上的海上划界协议和

卡里什气田归属于以色列，将提

速此前达成的以色列经由埃及向

欧洲出售天然气的计划。

难得的机遇期

虽然有外部因素的作用力，

但以黎海上划界协议达成的关键

仍在于内部因素。海上划界对以

黎两国维护国家经济与安全利益

有着重要作用。对以色列而言，

该协议确定了卡里什气田将完全

归属以色列，这将提升以色列的

能源自给能力，并使其获取来自

气田的巨大经济收益，也利于以

色列产业的多元化发展。同时，

该协议据称也确保了以色列按其

单方面设立的海上“浮标线”来

维护其国土安全尤其是北方边境

安全的权益。近些年，黎巴嫩深

陷严重经济危机，2020年该国首

都贝鲁特港发生大爆炸后其经济

更是加速恶化。该协议将确保黎

巴嫩获取卡纳气田大部分权益，

这对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具有

“雪中送炭”的特殊意义。

同时，以黎两国的政局现状

及选举进程为协议的达成提供了

难得机遇。以色列将在2022年11

月1日迎来最近三年半以来的第

五次议会选举，因此作为该国看

守政府总理的拉皮德积极推进与

黎达成海上划界协议。2021年6

月，终结内塔尼亚胡连任12年总

理生涯的以色列执政党联盟上台

后，因内部派系众多和反对派的

压力而日益举步维艰，在上台一

年后便解散议会。期待在新一轮

议会选举中创造“王者归来”局

面的内塔尼亚胡谴责该协议“可

耻”，这反映出围绕该协议的态

度已成为以色列政治博弈的新议

题。与此同时，近些年黎巴嫩教

派分权政治体制的僵化已表现得

淋漓尽致。2022年9月29日，黎议

会未能选出新总统，而奥恩总统

的任期将在今年10月31日结束，

依照该国宪法，应最迟在总统任

期结束前十日选出新总统。奥恩

总统力推黎政府对以达成协议，

有化解总统选举僵局以满足黎获

得国际救助前置条件的考量。深

度参与黎政治进程的真主党领导

人纳斯鲁拉甚至也对该协议表示

支持，这反映了海上划界问题对

黎选举政治的影响。

双面潜在影响

以黎海上划界协议的达成从

多角度看都具有积极意义，但由于

该协议具有气田利益划分考量，

且能源博弈又与大国博弈相交

织，因此将产生双面潜在影响。

对东地中海地区形势而言，

从积极的一面来看，以黎长期处

于敌对的“冷和平”状态，不仅

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色列在

北部边境还与黎真主党武装冲突

不断，此次以黎政府间协议的达

成及真主党的支持态度，将有利

于沙姆地区安全形势在一定程度

上缓和，也有助于建构两国初步

的政治互信。然而，以黎就气田

分配达成基本一致的态度，在事

实上会增强“东地中海天然气论

坛”成员国作为整体的实力，这

可能引发与该论坛立场相左的地

区大国土耳其的高度警惕，甚至

促使土耳其提升其在东地中海天

然气博弈中的力度。

对欧洲地区形势而言，从积

极的一面来看，该协议的达成有

助于以黎在气田利益分配上以最

大限度弥合分歧，能为两国全力

投入天然气勘采和对欧出口提供

法律保障。以黎此番海上正式划

界将会受到联合国的承认，这有

助于欧洲国家在一定时期内部分

缓解能源危机，从而维护经济与

社会稳定。然而，欧洲国家通过

与以黎等东地中海天然气输出国

紧锣密鼓的能源合作，虽能在一

定程度上减轻俄罗斯对欧洲“断

气”的影响，但会导致以天然气

为代表的化石能源在国际关系中

被加速工具化。近些年不断朝着

绿色、低碳乃至“元宇宙”时代

迈进的欧洲国际关系，或将面临

被工具化的化石能源瞬间“打回

原形”的更多可能性，而这又会

对欧盟价值观和欧洲地区一体化

进程造成冲击。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

东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