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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5 日，以色列战机向加沙地带

发动空袭，击中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

织（杰哈德）多处目标，杰哈德随后向以

色列发射火箭弹以示报复。8 月 7 日，

双 方 在 埃 及 的 斡 旋 下 达 成 停 火 协 议 。

这是巴以自 2021 年 5 月以来爆发的最

大规模军事冲突，已造成 40 余人死亡，

300 余人受伤。

冲突暗含多种考量

此次冲突是巴以长期间歇性低烈

度冲突的又一次爆发。在以色列 2005

年撤出加沙地带后，以方与加沙不同的

武装派别爆发过 4 次大规模冲突及多次

小规模摩擦。近年来，中等规模的冲突

略显频繁，例如在 2019 年、2021 年、2022

年，双方均爆发了中等规模冲突。与此

前相比，本轮冲突有几点不同。

其 一 ，冲 突 主 要 对 象 发 生 变 化 。

以 往 ，以 色 列 的 冲 突 对 象 以 巴 勒 斯 坦

伊 斯 兰 抵 抗 运 动（哈 马 斯）为 主 ，而

2019 年与 2022 年的冲突对象都是杰哈

德。该组织是加沙地带除哈马斯以外

的 第 二 大 军 事 组 织 ，与 伊 朗 之 间 的 关

系 密 切 ，被 外 界 视 为 伊 朗 在 巴 勒 斯 坦

地区的代理人。

其 二 ，以 色 列 采 取 了 先 发 制 人 的

行动策略。在以色列与加沙方面的历

次 大 规 模 冲 突 中 ，以 色 列 更 多 处 于 明

面 上 的 防 守 反 击 状 态 ，以 为 其 军 事 行

动增添更多“合法自卫”色彩。然而，

以色列此次却先行发起行动。以色列

军 方 认 为 ，杰 哈 德 正 准 备 对 以 色 列 平

民 发 动 恐 怖 袭 击 ，因 此 需 要 对 其 进 行

先发制人打击。此次冲突也是以色列

“累积威慑战略”的又一次实践，以色

列希望通过“睚眦必报”的军事行动与

重 复 性 军 事 打 击 ，让 敌 方 认 识 到 以 色

列 的 实 力 与 决 心 ，最 终 放 弃 与 以 色 列

敌对的政策。

其三，冲突的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

义。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这次行动

旨在消除对以色列公民以及加沙附近

平民的威胁，针对的是恐怖分子及其幕

后支持者。但考虑到以色列即将在 11

月举行大选，以此次主动发起有限军事

行动，政治作秀的意味更浓。对于以色

列现任看守政府总理拉皮德来说，其不

支持扩建定居点、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等

主张长期得不到右派支持，在大选之前

开展这样强硬的军事行动可以拉拢右

派，得到较高的政治收益。

停火协议脆弱不堪

巴以在埃及的斡旋下达成停火协

议，符合双方需求。但在停火协议签订

后，杰哈德依然零星地向以色列发射火

箭弹，并未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停火。

对以色列来说，其发动袭击的对外

威慑和对内团结的目的已基本实现，冲

突 的 进 一 步 升 级 并 不 符 合 自 身 利 益 。

此次冲突中，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老对

头哈马斯并未参与。如果以色列对加

沙地带的袭击时间过长，哈马斯很可能

会 迫 于 压 力 加 入 战 局 ，导 致 冲 突 的 升

级。此外，如果以色列对杰哈德的打击

力度过大，导致该组织一蹶不振，反而

会打破加沙地带的力量平衡，导致哈马

斯在加沙一家独大，或由其他组织填补

杰哈德衰弱带来的势力空白，给以色列

的国土安全带来新的变数。对杰哈德

来说，自身实力有限，无力坚持长时间

的火箭弹袭击。

尽管如此，双方的协议只能带来脆

弱的停火。以色列与加沙地带的巴勒

斯 坦 组 织 斗 争 多 年 ，彼 此 长 期 存 有 防

备、疑虑和对抗心理，这在短期内很难

改 变 ，双 方 还 存 在 爆 发 大 规 模 冲 突 的

风 险 。 一 方 面 ，在 以 色 列 国 内 三 年 五

次 大 选 的 情 况 下 ，各 个 政 党 及 其 领 导

人 均 倾 向 于 在 安 全 问 题 上 打 强 硬 牌 ，

通过有限的军事行动来展示自身保卫

以 色 列 安 全 的 决 心 与 实 力 ，以 此 在 大

选 中 获 取 更 多 支 持 。 另 一 方 面 ，加 沙

地 带 内 部 矛 盾 复 杂 ，增 加 了 该 地 区 的

不 确 定 性 。 新 冠 疫 情 暴 发 后 ，加 沙 地

带 的 经 济 和 财 政 危 机 加 剧 ，以 色 列 对

巴勒斯坦的经济限制也更加明显。在

这 种 情 况 下 ，加 沙 地 带 的 经 济 形 势 随

时 处 于 崩 溃 的 边 缘 ，当 地 武 装 派 别 很

可能通过对以发动袭击来转移矛盾。

诸多矛盾难以化解

除巴以各自的内部矛盾外，双方间

的结构性矛盾也使和平在短期内难以

真正实现，新一轮冲突的结束也仅仅是

下一场冲突开始的铺垫。

巴以双方长期存在的核心问题一

直得不到解决。在边界问题上，自 1948

年以来，以色列方面的实际控制领土范

围不断扩张；在定居点问题上，位于约

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已形成规模，

不断割裂巴勒斯坦人聚居区，巴勒斯坦

人 生 存 空 间 进 一 步 减 少 ；在 难 民 问 题

上，随着中东热点问题的不断涌现，国

际社会对巴勒斯坦难民的关注度逐渐

降 低 ，巴 勒 斯 坦 难 民 长 期 陷 于 归 国 无

望、融入困难的两难境地。

巴以新问题不断涌现，增加了局势

的复杂性。其一，在巴勒斯坦内部出现

了地理割据和政治决裂的局面，分化了

巴勒斯坦方面的实力。其二，疫情让巴

以和谈的前景更加黯淡。受疫情影响，

巴勒斯坦经济损失严重，治理能力缺乏

问题凸显，内部稳定面临挑战。疫情导

致的巴以实力差距扩大化，将会进一步

减少巴勒斯坦方面的政治外交斗争空

间。当实力差距过大时，部分巴勒斯坦

极端主义者可能会诉诸于极端手段对

以抗争，给本就脆弱的地区安全环境带

来冲击。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

暴力对抗频现 巴以冲突难息
■舒 梦 杨 光

莫桑比克海峡位于非洲大陆和马达

加斯加岛之间，东滨马达加斯加，西临莫

桑比克，北接科摩罗群岛，南靠欧罗巴

岛，是南大西洋到印度洋的海上交通要

道。该海峡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具有重

要的战略价值。

该 海 峡 呈 东 北 - 西 南 走 向 ，长 约

1670 千米，是世界上最长的海峡，同时

也是世界宽度排名第二、深度排名第三

的海峡。因其既宽又深的特点，从波斯

湾驶往西欧、南欧和北美的巨型油轮，都

是 通 过 这 条 海 峡 ，再 经 好 望 角 驶 往 各

地。波斯湾-莫桑比克-北美石油航线，

也由此逐渐成为石油海运的黄金水道。

自古以来，莫桑比克海峡便在海上

交通史上扮演重要角色。早在公元 10

世纪前，阿拉伯人就经过莫桑比克海峡，

来到莫桑比克地区建立据点进行贸易。

1497 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由南向北穿越

莫桑比克海峡到达索马里半岛，开辟了

一条欧洲通往东方的海上新航线，并在

海峡沿岸建立港口。

由于重要的地理位置，莫桑比克海

峡历来为殖民者所垂涎。16 世纪起，葡

萄 牙 、荷 兰 、法 国 、英 国 先 后 染 指 该 地

区。1752 年，葡萄牙人开始统治莫桑比

克。1896 年，马达加斯加完全沦为法国

殖民地。为了扩大殖民利益，葡法两国

分别在莫桑比克和马达加斯加修建了大

量港口，包括东岸马达加斯加的马任加、

图莱亚尔，西岸莫桑比克的马普托、莫桑

比克城、贝拉、克利马内等。该地区也由

此成为殖民者向东非和亚洲扩张的基

地。直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海峡

三国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科摩罗先后

宣告独立，该地区才摆脱殖民统治。

近年来，由于苏伊士运河通航能力的

限制，再加上“过路费”越来越高，越来越

多的巨型油轮选择通过莫桑比克海峡前

往大西洋。此外，莫桑比克海峡秀美的风

光和便利的海上交通，也吸引着世界各地

的游客和船舶，为海峡地区国家的旅游业

和港口业带来相当可观的收入。

除经济价值外，莫桑比克海峡的军

事价值也在不断上升。在海峡两岸，莫

桑比克与马达加斯加都建有海军基地，

停泊军舰。去年 3 月，“长赐”号货轮搁

浅造成苏伊士运河堵塞，导致原计划途

经该航道部署到中东的美国海军“艾森

豪威尔”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在地中海滞

留多日。虽然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

“在任何情况下，美军都有各种各样的替

代 方 案 来 实 现 任 务 成 功 ，满 足 任 务 要

求”，但今后如果发生类似的情况，恐怕

美军不得不认真考虑军舰绕行好望角的

方式了，届时莫桑比克海峡在美国全球

战略中的地位将进一步提高。

下图：莫 桑 比 克 海 峡 地 理 位 置 示

意图。 资料图片

莫桑比克海峡—

石油海运的黄金水道
■茅蔚业 周嘉政

8 月 7 日，马里东北部一处军营

遭恐怖分子袭击，42 名士兵死亡，22

名 士 兵 受 伤 ，37 名 恐 怖 分 子 被 打

死。马里政府表示，此次袭击很可

能由极端组织“大撒哈拉伊斯兰国”

实施。该组织效忠极端组织“伊斯

兰国”，在地处萨赫勒地区的西非国

家马里、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活动，

不时在马里和尼日尔交界地区袭击

军队和平民。

此次袭击是马里 10 年来安全局

势趋于恶化的缩影。2012年，分裂分

子控制了马里北部，引发马里危机。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等恐怖和

极端势力借机在马里北方扩充势力，

导致北部地区冲突不断。此后，恐怖

势力不断分散南扩，马里中部及边境

地区频繁发生恐怖袭击等事件，首都

巴马科等地区的恐袭风险也愈发高

企。马里恐怖主义与暴力活动激增并

向周边国家蔓延的态势，引起国际社

会高度关注。

近年来，在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

合稳定特派团、西非国家经济共同

体维稳部队等力量支持下，马里国

内形势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但

是，随着 2017 年“伊斯兰国”在中东

地区遭受重创，大量非籍恐怖分子

回流非洲，“圣战主义”思想在马里

北部地区进一步滋长。马里的反叛

武装与激进势力相互勾结，使这一

地区日益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

恐怖主义与暴力活动不断向布基纳

法索北部和尼日尔西部边境地区扩

散。在袭击手段上，恐怖分子各自为

战、机动出击，制造自杀式恐怖袭击，

不但造成严重人员伤亡，还对社会秩

序造成巨大冲击。目前，包括马里、

布基纳法索、尼日尔等国在内的非

洲萨赫勒地区是非洲恐怖主义活动

最猖獗的地区。

马里安全形势持续恶化，恐怖袭

击风险呈上升趋势，折射出该国面临

的多重危机。

政 治 上 ，马 里 政 坛 动 荡 不 安 。

2020 年以来的两次政变，使本就脆弱

的社会安全形势蒙上阴影。加之过渡

政府的政策缺乏延续性，遏制恐怖活

动、极端暴力的难度不断增大。

经济上，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对

马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有关国家从

2020 年起对马里实施多项金融和贸

易制裁，使马里的经济困境雪上加

霜。根据世界银行报告，2021 年马里

的经济增长率仅为 3.1%，全国贫困率

上升到 44.4%。此外，由于降雨量创

历史新低，马里的粮食产量较五年平

均水平减少了 15%，目前约有 120 万

人处于粮食严重短缺状态，需要紧急

粮食援助。民众的生存难以得到保

障，也缺乏发展机会。

国际支持上，今年 2 月，已在萨

赫勒地区进行了 9 年反恐行动的法

国宣布从马里撤军。以法国为首的

多个国家撤军，客观上给马里带来一

定的安全真空，恐怖势力或借此机会

增加活动频率。

面对马里当前安全局势的复杂

性，须从治本出发，发挥萨赫勒五国

集团作用，加大国际支持，避免“越

反越恐”。一是要以发展促和平，提

高马里的经济水平和治理能力。马

里需在发展经济、消除贫困、保障就

业和教育等方面加大投入，把资源

和力量投入到国家发展之所需，注

重解决根源性问题。二是要发挥萨

赫 勒 五 国 集 团 作 为 反 恐 前 线 的 作

用。萨赫勒地区国家是一个不可分

割 的 安 全 共 同 体 ，马 里 、布 基 纳 法

索、乍得、毛里塔尼亚和尼日尔五国

应共同筑起一道打击恐怖势力的屏

障。三是国际社会应加大对马里等

萨赫勒国家的支持，进一步增强其

自我发展能力，尽可能消除恐怖主

义滋生的土壤。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

路学院）

恐怖袭击不断，安全形势严峻—

马里和平之路任重道远
■刘诗琪

据报道，以色列前副国家安全顾

问 查 克·弗 雷 里 奇 近 日 表 示 ，到 2029

年新的 10 年军事援助计划结束时，美

国 对 以 援 助 将 进 一 步 增 加 到 1650 亿

美元。军援一直是美国插手中东事务

的特殊方式，而对以色列军援则是重

中之重。

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早已有之。

自 1948 年以色列建国起，美国就开始

对其进行援助，但主要以经济援助为

主。当时，美以关系远未像今天这样热

络。美国为确保其中东利益“两面下

注”，同时还向以色列的对手阿拉伯国

家提供大量援助，其中便包括军事援

助。转折点发生在上世纪 60 年代，由

于与苏联在中东地区的全面博弈中逐

渐处于下风，美国开始考虑重点扶植以

色列，将其作为自己在中东地区的“桥

头堡”和“代理人”。

在此背景下，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

于 1961 年首次提出美以“特殊关系”，

并开始向以色列出售大量先进武器装

备。1968 年 ，美国向以色列出售 F-4

“鬼怪”战斗机，标志着美国的中东政策

从维持平衡转向确保以色列的相对军

事 优 势 。 在 1973 年 第 四 次 中 东 战 争

中，眼见埃及与叙利亚联军一度占据战

场主动，尼克松政府紧急向以色列运送

价值 8.25 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帮助以军

最终反败为胜。此战之后，以色列在中

东的优势地位进一步确立。

同时，美国与埃及关系的改善以及

由此促成的埃以《戴维营协议》的签署，

也使美政府逐步转变对以色列军援的

思路。正如尼克松所说：“我们要使以

色列强大到不怕谈判，但又不能使他们

过于强大而认为不需要谈判。”

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里根政府在

美苏争霸中采取更加具有进攻性的态

势，以求扭转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为

此，美将以色列视为其在中东地区最重

要的战略支点进行经营。1983 年，两

国签署《美以战略合作协议》，全面加强

两军合作关系，将美国对以色列的军援

制度化。冷战结束前十年，美国共向以

色 列 提 供 35.5 亿 美 元 军 事 贷 款 和

147.649 亿美元军事赠款，而以色列则

报之以军事情报等支持，成为美国在中

东地区的代理人。

冷战后，以色列不仅承担起美国在

中东推行“民主化”的前哨任务，还协助

美国打击中东地区的反美势力以及恐

怖主义势力。与此同时，美国对以色列

的军援金额也不断攀升。1999 年，美

以两国签署每年高达 24 亿美元的军事

援助协议，2007 年这一金额升至 30 亿

美元。2016 年 9 月，美国与以色列又签

署一项总额高达 380 亿美元的军事援

助谅解备忘录，规定自 2019 至 2028 财

年，美国将每年向以色列提供 38 亿美

元的军事援助。这也成为美国历史上

数额最大的双边军援计划。值得注意

的是，这一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正值两

国关系因奥巴马强势推进伊核协议而

出现严重裂痕之时。可见，军事援助已

成为美以特殊关系的重要“压舱石”。

军援在很大程度上造就并持续维

系着美以之间的“特殊关系”。一方面，

美国不断加大对以色列的军援力度，强

大的犹太院外游说集团等因素且不说，

在从中东撤军实现“战略收缩”以全力

实施“印太战略”的大背景下，维系其在

中 东 的 利 益 也 需 要 以 色 列 这 颗“ 棋

子”。另一方面，以色列对美国军援有

深度依赖，将其视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中

不 可 或 缺 的 组 成 部 分 。 据 统 计 ，自

1951 年至 2020 年，美国对以色列的军

事援助达到近 1100 亿美元。近年来，

以色列每年的军费预算在 200 亿美元

左右，而从美国获得的军援就将近 40

亿美元。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对以色列的军

援时常加剧地区动荡和冲突。如 2021

年 5 月，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爆发严重流

血冲突，在各方积极劝和促谈之时，美

国拜登政府居然批准向以色列出售价

值达 7.35 亿美元的精确制导武器。这

明显是“火上浇油”，对巴以冲突缓和与

中东地区和平稳定造成严重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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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眼聚焦

8 月 6 日，

加沙地带南部

城镇拉法遭遇

空袭后升起浓

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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