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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

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起“阿克

萨洪水”行动，不仅突袭以色

列南部并扣留了200多名人质，

还在短期内向以境内密集发射了

数千枚火箭弹。随后，以色列总

理内塔尼亚胡宣布该国进入“战

争状态”，以国防军发起针对加

沙地带武装组织的军事行动“铁

剑”，并动员30多万名预备役士

兵。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本

轮冲突就已致双方超1.1万人死

亡。加沙地带也再次成为全世界

的关注焦点。

加沙地带的历史经纬

加沙是地中海东岸一处约41

公里长、6～12公里宽的狭长地

带，其控制权在上世纪曾几度易

手。1917年，英国在击败奥斯曼

土耳其帝国后控制了加沙地带，

并从1923年起将其作为巴勒斯坦

地区的一部分实施委任统治。由

于1917年英国通过了《贝尔福宣

言》，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

立“犹太人的家园”，巴勒斯坦

问题开始产生。此后，犹太人移

居加沙但遭到当地阿拉伯人的强

烈反对并不断引发骚乱，英国当

局自1929年起禁止犹太人在加沙

居住。1947年2月，英国宣布将巴

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同年11

月，联合国在第181号决议的分治

方案中，规定在巴勒斯坦地区成

立一个阿拉伯人国家和一个犹太

人国家，加沙地带被划为“阿拉

伯国”的领土。1948年第一次中

东战争爆发后，埃及控制了加沙

地带，20多万巴勒斯坦难民涌入

加沙，人口激增严重冲击了当地

脆弱的经济结构，因此联合国近

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从

1950年便开始在加沙运作救济难

民。1956年，在第二次中东战争

期间，英国、法国、以色列联军

一度控制了加沙地带，后迫于国

际社会压力在1957年3月撤出，埃

及恢复了对加沙地带的控制。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

后，以色列开启了对加沙地带长

达38年的控制。早期，加沙民众

白天可在加沙、以色列和约旦河

西岸之间流动，在以境内务工的

加沙民众从1970年的5900人增至

1985年的逾四万人，但以色列对

加沙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极少，

也未发展当地经济改善民众生活

条件。此外，以色列自1970年以

来在加沙陆续建立起21个犹太人

定居点，犹太定居者和以军与加

沙巴勒斯坦人之间频繁发生摩擦

和冲突。1987年12月，加沙巴勒

斯坦人发起第一次“因提法达”

（阿拉伯语意为“起义”），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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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持续发酵，加沙前路艰难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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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29日，以色列坦克和军用

车辆在加沙地带进行地面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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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后的五年内频繁举行示威抗

议要求以色列结束占领，这被认

为是促使以色列在上世纪90年代

转向与巴勒斯坦展开谈判的关键

因素之一。1993年，以色列与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达成

《奥斯陆协议》，确立了“两国

方案”与“土地换和平”原则，随

后以军撤出加沙城，成立于1994

年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率先

在加沙实现了有限自治，加沙一

度成为巴勒斯坦的政治中心。

然而，双方极端势力的阻挠

和以色列政局变动导致和平进程

受挫，巴以问题再度激化。2000

年7月，在美国戴维营举行的巴

以会谈失败。同年9月，以色列总

理沙龙强行进入阿克萨清真寺，

这引发巴勒斯坦人第二次“因提

法达”，哈马斯与巴勒斯坦伊斯

兰圣战组织（杰哈德）在以色列

境内实施多起自杀式炸弹袭击，

以色列则通过空袭、建造隔离护

栏围困加沙等方式回应。由于控

制加沙地带的成本过高且安全形

势日益恶化，以总理沙龙在2003

年首先提出单方面与加沙脱离接

触。最终，以色列在2005年拆除

了加沙全部犹太人定居点，并彻底

从加沙撤军，但仍保持对加沙海

岸线、领空和陆上边界的控制。

成为巴以冲突“新前线”

2006年1月，哈马斯在巴勒

斯坦大选中“意外”获胜后，以

方拒绝与哈马斯政府接触并对其

实施经济制裁。2007年6月，哈马

斯与巴解组织中最有影响的一支

力量，即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

（法塔赫）在加沙爆发冲突，最

终法塔赫撤出加沙，并形成哈马

斯独立控制加沙、法塔赫控制约

旦河西岸的局面至今。

2007年9月，以色列宣布加

沙为“敌对实体”，此后为应对

哈马斯火箭弹袭击并防止武器流

入该地，以开始对加沙实施严格

的封锁围困。在陆地上，以色列

先后永久关闭苏法、卡尔尼等过

境点，仅开放埃雷兹过境点作为

人员进出口岸，少数获得许可的

加沙民众经此进入以境内和约旦

河西岸务工或就医。通往以色列

的凯雷姆沙洛姆过境点是唯一的

商品过境口岸，但进出加沙的货

物种类受到严格限制，2009年以

色列平均每月仅允许两辆运载出

口商品的卡车驶出加沙。而位于

埃及与加沙交界处的拉法口岸也

经常因安全形势紧张等问题被关

闭，这导致加沙地带几乎彻底被

隔绝。在海面上，以色列海军在

地中海一侧对加沙地带进行海上

封锁，加沙渔民只被允许在距离

海岸六海里的区域内捕鱼。2021

年，以色列还在其与加沙地带的

边界建成长达65公里的“智能隔

离墙”，它由数百个传感设备、

摄像头和雷达系统等组成，并配

备了海上越境人员侦测系统。以

色列通过该“隔离墙”进一步加

大对加沙的围困和监控力度。

哈马斯控制下的加沙地带逐

渐成为巴以冲突的“新前线”。

据联合国统计，2008～2023年9月

间，巴以冲突共造成巴方6407人

死亡，其中加沙地带的死亡人数

就多达5356人。以学者曾将以色

列对加沙的安全策略总结为“修

剪草坪”，即通过定期打击哈马

斯来削弱其实力，旨在将哈马斯

的暴力活动限制在可控范围内并

推迟下一次冲突爆发的时间。

2007～2022年间，以色列与哈马

斯之间爆发了四次大规模冲突，

持续时间都比较短，在2008年和

2014年的冲突中，以色列分别发

起了代号为“铸铅行动”和“护刃

行动”的地面军事行动。此后至本

轮巴以冲突爆发前，以色列未再发

起新的地面行动。巴以冲突进入

哈马斯或其他巴勒斯坦武装派别

发射火箭弹袭击以色列、以色列

随即空袭报复的恶性循环。

长期的封锁围困和频繁的冲

突破坏导致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

危机持续恶化。面积仅365平方公

里的加沙地带容纳了超过200万人

口，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

区之一。由于以色列的围困，加

沙的经济活动几乎处于凋敝状

态，失业率和贫困率高企，严

重依赖联合国及外部援助。联

合国报告显示，以色列的封锁在

2007～2018年间对加沙造成高

达167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超过

80%的当地民众依赖于联合国的

援助度日。在局势相对平稳的时

期，只有少部分加沙民众能获得

以色列的工作许可进入以境内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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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2022年以政府仅

向加沙民众签发了约

1.7万张工作许可。而

当巴以冲突升级，以色

列往往会关闭与加沙地

带之间的过境点，禁止

加沙农产品和工业产品

出口，减少甚至不允许

运送食物和燃料等基本

生活物资的车辆进入加

沙，这使加沙民众的生

活窘境雪上加霜。频繁

爆发的冲突也使加沙地

带的建筑和基础设施损

毁严重，其中水设施的

严重破坏导致约1/5的

加沙民众无法获得清洁用水。

艰难的未来出路

此番以色列本土遭哈马斯

突袭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将

彻底摧毁哈马斯。以国防军迅速

在加沙边境集结了大批坦克和地

面部队，动员30多万名预备役军

人，全面封锁加沙，准备开展大

规模地面行动。11月4日，巴勒

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表示，本

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

已有9488人死亡，其中约有3900

名儿童与2500名妇女，另有超两

万人受伤。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

形势急剧恶化。以色列切断了对

加沙的燃料和电力供应，10月13

日，以国防军还要求加沙干河以

北的110万居民在24小时内向南部

撤离。联合国表示，本次冲突已

致加沙160多万人流离失所，96%

的当地民众将陷入贫困状态。虽

然以色列允许经拉法口岸向加沙

运送少量人道主义救援物资，但

其数量远不能满足加沙民众的日

常生活与医疗需要。

与此同时，以色列对加沙

地带展开自2014年后的又一次地

面军事行动。10月20日，以色列

国防军公布了在加沙地带的“三

阶段作战计划”：第一阶段是空

袭和地面进攻；第二阶段是通过

持续的低强度战斗“消灭零星抵

抗”；第三阶段是在加沙建立新

的安全制度。该计划有三个主要

目标：一是摧毁哈马斯的有生军

事力量和基础设施，消灭哈马斯

在加沙的各类指挥机构和军政要

员；二是最大程度营救被扣押

人质；三是为加沙的“非哈马斯

化”创造必要的安全环境。10月

26日夜间，以军在加沙北部开展

了短暂的地面行动，但以方表示

这并非正式的地面进攻。次日，

以军队扩大升级了在加沙的军事

行动规模。10月28日，内塔尼亚

胡表示，以色列地面部队已进入

加沙地带，开始“战争的第二阶

段”，并称这是以色列的“第二

次独立战争”。相比于2008年的

“铸铅行动”和2014年的“护

刃行动”，此次地面行动的规

模、范围、持续时间和破坏程度

可能都会更大。以国防部长加兰

特称，地面行动可能会持续三个

月，此后哈马斯将不复存在，而

这将会是以对加沙的最后一次地

面行动。11月5日，以色列国防

军发言人表示，以军在加沙地带

已袭击2500多个属于巴勒斯坦武

装组织的目标，并到达加沙地带

海岸沿线，自当日起，加沙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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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分为南北两部分，但以军仍将

允许平民从北部向南部撤离。然

而，哈马斯在加沙的势力根深蒂

固，该组织声称拥有至少四万名

武装人员，并在加沙建造了错综复

杂的地面工事与地下隧道网络，同

时威胁将处决人质，因此通过大

规模地面军事行动彻底驱逐在加

沙的哈马斯武装难度较高。

尽管以色列发誓要彻底铲

除哈马斯，但本轮冲突结束后加

沙的政治安排走向仍不明朗。一

是以色列不大可能恢复对加沙的

长期全面占领。以色列在2005年

决定单方面撤出加沙，正是由于

其管理成本远高于安全收益，若

再次占领该地，面对人口显著增

长的加沙，以色列将面临比2005

年以前更为严峻的形势。二是以

色列不会放任杰哈德等其他巴勒

斯坦武装派别控制加沙。若这些

更激进的武装派别在以军行动结

束后接替哈马斯控制加沙，以将

再次陷入无法管控加沙安全威胁

的境地。三是以色列曾设想由法

塔赫来重新控制加沙，这其中暗

含以全面单独控制约旦河西岸的

企图，但该计划可行性较低。法

塔赫自2007年撤出加沙后，加沙

民众对其支持率一直处于较低水

平，因此若其重返加沙也将面临

种种困难，甚至可能引发混乱。

11月6日，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本轮巴以冲突

结束后，以色列将“无限期地”

对加沙地带承担“全面安全责

任”，但并没有透露具体信息。

目前看来，以色列在加沙

南部靠近埃及一侧建立大型“安

全区”，把加沙北部的巴勒斯

坦人尽量多地安置其中，并在北

部或现有边界墙周边建立缓冲区

的可能性较大。这种做法有利于

以色列管控加沙的物资和人员进

出。对加沙北部地区的“人口疏

散”，也有利于以色列“清洗”

巴勒斯坦人口，实现加沙的“非

哈马斯化”，重建其安全结构。

内塔尼亚胡政府只有通过一场获

得前所未有收益的大规模军事行

动，恢复本国安全保证，才能减

轻以民众对安全问题的担忧，而

在加沙建立缓冲区或“安全区”

就是一种可能的形式。10月18日，

以外长科亨表示，本次行动结束后

加沙的领土将会减少。以农业部

长、前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迪希特也

称，冲突结束后可围绕加沙边界设

立缓冲区，阻止加沙民众靠近以边

境。这也意味着，未来加沙民众的

生存空间或将进一步被压缩。

加沙问题根源于殖民主义

遗害，又受阿以冲突、以色列长

期封锁和巴勒斯坦内部分裂等多

重因素共同催化。事实上，通过

“两国方案”公平公正地解决巴

以问题，才是结束加沙悲剧的根

本出路，否则加沙地带难保不会

再次成为风暴中心，以色列也难

以获得其竭力追求的国家安全。

而当务之急是促使更多国际人道

主义援助与医疗物资进入加沙，

并敦促双方尽快实现停火止战，

为通过政治手段迈向谈判和解决

冲突创造基本条件。

（余国庆为中国社科院西亚

非洲研究所研究员，陈瑶为上海外

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文／丁  隆

此轮冲突难阻中东“和解潮”

本轮巴以冲突以异乎寻常

的方式突然爆发，举世皆惊。这

不仅因其事发突然，难觅先兆，

还因此前中东地区仍整体沉浸在

“大和解”带来的祥和氛围中，

直到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的血雨

腥风让整个地区再次笼罩在动荡

的阴影中。国际社会对这场冲突

的忧虑并不局限于巴以，还在于

冲突是否将外溢失控，危及中东

安全，并使方兴未艾的地区“和

解潮”按下停止键。

“亚伯拉罕进程”点燃火药桶

本轮冲突虽是巴以围绕非法

犹太人定居点和宗教圣地被侵犯

产生的矛盾不断升级所致，但更

是巴方对中东地缘政治变局的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