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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聚焦

本报记者 安峥

近日，黎巴嫩发生数千台传呼机、
对讲机等通信设备爆炸事件，震惊世
界。以色列被指为幕后黑手。

舆论认为，利用通信设备实施远程
爆炸并非恐怖袭击的新战术，但这次事
件的规模和伤亡人数不同寻常。它刷新
了人们对恐怖主义的理解，标志着“供
应链攻击”的致命升级。

深度渗透
过去半个多世纪里，以色列特工通

过改装电话、手机等方式，对特定目标
实施“定点清除”早已不是秘密。

早在1972年，以色列情报机构摩
萨德就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的
电话中安装炸药，实施暗杀行动。1996
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
炸弹工程师叶海亚·阿亚什在使用装有
炸药的手机时被炸身亡。2000年，巴勒
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的一名活
动人士也在手机爆炸中遇难。

不过，与上述袭击相比，这次黎巴
嫩传呼机、对讲机爆炸非同寻常。其一，
同时引爆大批设备，袭击目标数以千
计，被称为“间谍史上前所未有”。其二，
这次引爆的传呼机没有GPS定位功能，
不会主动发出信号，入侵难度比手机更
大，需进行周密策划，提前植入病毒或
炸药。有美国情报人士透露，以方实施
相关行动至少已筹划15年。

与传呼机相似，此次发生爆炸的对
讲机也非黎巴嫩本国公司生产。这些
设备的采购链与传呼机制造商金阿波
罗、日本无线电通信设备企业艾可慕
以及匈牙利公司BACConsultingKFT
有关联。

有媒体援引以色列情报人员的话
透露，早在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决定
扩大使用传呼机之前，以色列方面就建
立了冒充国际传呼机生产商的空壳公
司，其中就包括这家匈牙利公司。

不过，截至目前，涉事设备的确切
来源仍然成谜。它们究竟是在何处（工
厂、运输途中还是真主党仓库）、以何种
方式被篡改，尚无定论。

有舆论指出，此类“渗透”堪称一国
政府的核心机密。2014年，美国国家安
全局承包商前雇员斯诺登曾披露涉及
美国政府的相似案例。美国国家安全局
的工作人员在美国网络设备供应商思
科公司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在一个秘密
仓库拦截一批从思科发货的电子设备。

他们在产品中植入监控设备，随后发货
给毫无戒心的海外客户。

外界猜测，以色列特工可能以类似
方式对真主党的传呼机进行拦截和篡
改。换言之，以色列特工可能已具备渗
透到真主党传呼机采购链的能力。

拉响警报
两天之内数千台通信设备爆炸、数

千人死伤……舆论认为，黎巴嫩最新发
生的袭击事件正在刷新人们对恐怖主
义的理解，引发人们对电子设备“被武
器化”的担忧，也让人们感受到日益升
级的“供应链攻击”风险。

从黎巴嫩真主党的采购行动看，它
可能出于躲避制裁的考虑，有意延长传
呼机的采购链，以避免货物被发现或拦
截。但随着供应链的延长，供应链被对
手渗透的机会随之增加。有评论称，这
对各国政府和各行各业都是一个严厉
的警告。

过去数十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
入发展，全球供应链延伸极广，供应链
的脆弱性随之凸显，极易受到物理和数
字形式的干扰。

按照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官员霍尔
登·特里普莱特的说法，渗透供应链是
情报部门相当标准的手段。只是过去几
年，它主要用于收集信息，这次，它被升
级为实施“定点清除”。

在此背景下，国际舆论为各国政府
和私营企业如何降低供应链安全风险
支招，如政府应实施更严格的采购框
架，查找海关管控中的漏洞，确保公共
部门项目中的软硬件都符合供应链安
全标准；私营企业应重视其生产流程、
物流网络的完整性，通过审计供应商、
规划供应链层级、搭建监管框架等措施
来提高供应链的可见性和安全性；政府
和私营企业应加强关键技术的自主性，
减少对外部的依赖。

随着供应链安全问题被摆上桌面，
外界预计，各国政府可能会加强对进出
口货物的检查和管制。

近年来，在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
治动荡等因素影响下，全球产业链供应
链合作出现泛政治化、泛安全化倾向。

如今，在黎巴嫩传呼机爆炸引发一
场供应链安全大讨论之际，一些国家可
能会采取更多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戴
着怀疑的眼镜审视商业合作伙伴，国际
社会的信任基础将受到削弱，全球供应
链产业链合作和国际贸易可能遭遇更
多阻力。

电子设备“被武器化”令人担忧

“供应链攻击”风险升级

本报记者 陆依斐

近一周来，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
党之间的冲突呈现重大升级趋势。先
是黎巴嫩通信设备爆炸造成数千人
死伤，后是真主党高级领导人遇袭身
亡，以色列被黎方指为幕后黑手。在
加沙冲突持续近一年之际，中东地区
紧张局势会进一步升级吗？

冲突重大升级
当地时间9月22日，真主党宣

布，为回应以色列方面“对黎巴嫩的
多次攻击”，真主党当天凌晨向以方
发射“数十枚导弹”，目标包括以色列
北部空军基地。据悉，这是去年10月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真主党打
击以色列境内目标最远的一次。

此前不久，以色列先发制人。以
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21日晚表
示，以军当天发现真主党准备向以色
列发动火箭弹袭击，随后对黎巴嫩南
部进行大规模打击。哈加里说，以军
正有条不紊地削弱真主党作战能力。

这是以色列连续第二天向黎巴
嫩发动空袭，先前于20日对黎巴嫩
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导弹“定点打
击”，造成37人死亡，其中包括7名妇
女和3名儿童。

真主党证实，其精锐部队拉德万
部队高级指挥官艾哈迈德·马哈茂
德·韦赫比、高级军事指挥官易卜拉
欣·阿基勒均在此次空袭中死亡。

舆论注意到，阿基勒是继福阿
德·舒库尔后，真主党在两个月内第
二名遭以军“斩首”的高级指挥官。在
真主党军事部门“三足鼎立”的局面
中，阿基勒和舒库尔都是得力干将。

有报道称，这是以色列2006年与
真主党发生大规模冲突以来对贝鲁
特实施的最致命空袭。

就在以色列和真主党爆发新一
轮隔空交火前不久，黎巴嫩17日发
生大规模传呼机爆炸事件，次日又发
生对讲机爆炸事件，合计已造成30
多人死亡、约3000人受伤。黎巴嫩政
府和真主党指认以色列策划爆炸事
件，以色列尚未公开回应。

以方为何“变焦”？
最新事态令黎巴嫩真主党再次

走进舆论视线。该什叶派政治和军事
组织创建于1982年，一直被以色列
视为心腹大患，美国政府自1997年
起将其列为恐怖组织。德国等欧洲国
家一直区别对待真主党的军事机构
和政治机构，欧盟2013年把真主党
的军事机构列为恐怖组织。

以色列为何将目光转向真主党？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

授丁隆指出，首先，以色列在加沙地
带对哈马斯展开军事行动陷入胶着。
背后原因在于，一方面是在加沙冲突
持续近一年之际，以军难以进一步取
得成效；另一方面是以色列持续面临
国际社会要求停火止战的压力，要想
继续推进军事行动存在困难。

其次，“内塔尼亚胡希望通过延
长战事来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丁
隆说。一旦实现停火，内塔尼亚胡可
能面临清算。近一年来，这位以色列
领导人持续面临多方压力，包括国内
民众要求解救被扣押人员等。

此外，以色列打击真主党符合美
国利益。丁隆注意到，对于以色列的近

期行动，美国并未施加过多压力，甚至
没有予以谴责。“在打击真主党一事
上，美以利益高度一致，美国不会反
对，以色列找到了美以利益共同点。”

局势会否失控？
眼下，以军一系列打击行动对真

主党影响几何？中东地区紧张局势会
进一步升级吗？

丁隆表示，以军近期一系列打击
行动对真主党指挥、行动体系造成较
大程度破坏。此前通信设备爆炸事件
看似针对真主党成员。有报道称，阿
基勒17日在通信设备爆炸事件中受
伤，20日刚刚出院。
“有迹象表明，以色列近期一系

列打击行动事先经过长期周密谋
划。”丁隆说，不排除以色列接下来继
续对真主党高层发起“定点打击”。与
此同时，真主党面临重组的紧迫任
务，而在此形势下，真主党政治领导
层仍需保持运转。

谈及中东地区冲突走向，丁隆表
示，从地理看，在过去一两个月里，以
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关注度已经减弱。
随着以色列将战线转移至北方，黎以
冲突出现取代加沙冲突，成为中东地

区新热点的趋势。
以色列防长加兰特也暗示，对真主

党的打击行动还将持续。他说，以军借
助空袭“定点清除”阿基勒，意味着以黎
冲突进入“新阶段”。
“预计黎以双方还会过招，局势可

能进一步升级。”丁隆说，但真主党回应
手段比较有限，主要还是通过发射火箭
弹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此前，真主党对
以色列北部军事目标发动火箭弹袭击并
不鲜见，但难以对以色列造成实质性的
影响。伊朗方面预计会加大对真主党的
支持力度，间接对以军行动作出回应。

此外，不排除以色列将打击对象扩
大至也门胡塞武装、部分伊拉克民兵武
装等方面的可能。

丁隆预计，内塔尼亚胡会将战事再
拖延至少一个半月，直至美国举行大
选。究其原因，如果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前总统特朗普上台，或
对以色列加大支持力
度。这从特朗普上一个
总统任期可见一斑。
“在美国大选前，黎以
冲突或成地区冲突主
线，以色列押宝特朗普
重返白宫。”

以军重心北移连番出手，真主党猛烈报复空前“纵深”反击

黎以冲突将成中东新热点？

本报记者 张全

据乌克兰总统府消息，乌克兰总
统泽连斯基本周将访美，与美国总统
拜登会晤，并计划会见美国副总统哈
里斯以及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分析认为，泽连斯基访美有几大
目标：一是在美国大选临近之际，通过
接触两党总统候选人争取美方持续挺
乌。二是与美方讨论他提出的“胜利计
划”的细节。三是可能就军援、西方“远
程打击”解禁等问题展开游说。

泽连斯基此次访美之行可能成为
他在美国大选之前最后一次访美。

分析指出，考虑到特朗普一旦胜
选可能改变对乌政策，泽连斯基此行
希望广泛地与美国在任总统、两位总
统候选人接触，确保美国对乌支持的
延续性。

然而，特朗普方面尚未证实泽连
斯基与特朗普会面的可能性。

除了争取美方保持挺乌力度外，
泽连斯基访美的另一目标是与美方
讨论他的“胜利计划”。

泽连斯基表示，已对该计划做了
“充分准备”，目前还不能透露细节，
但将包括几个方面：例如库尔斯克地
区局势、经济问题，还有乌克兰安全
地位等。

他表示，乌克兰不准备在领土问
题上妥协，以此换取任何谈判。

有舆论猜测，“胜利计划”可能包
含以下内容：

第一，力求说服美西方批准基
辅向俄领土深处发射远程导弹；第
二，乌克兰将继续寻求加入北约；第

三，希望美西方对俄罗斯施加更多政
治、经济、外交压力，以及通过对俄制
裁获得的收益为乌克兰的军事生产加
注资金。

俄方分析人士认为，眼下战局延
宕，基辅搬出“胜利计划”，是希望拉北
约“入场”。但西方并未做好与俄全面冲
突的准备，正值大选季的美国也担心卷
入冲突。因此乌克兰的“胜利计划”如同
一张“工作证”，更大程度上具有寻求西
方支持的象征意义。如果西方持续拱
火，局势将变得更为复杂。

泽连斯基将访美兜售“胜利计划”
寻求与拜登、哈里斯及特朗普会面，争取美方持续挺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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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在以色列北部城镇比亚利克，消防人员在袭击现场进行灭火作业。
均新华社发

9月21日，救援人员在黎巴嫩贝鲁
特的袭击现场工作。

综合新华社消息 斯里兰卡选举委
员会22日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
国家人民力量党领导人迪萨纳亚克在
21日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胜出。

斯里兰卡21日举行总统选举投
票，共有38名候选人参加竞选，包括现
任总统维克拉马辛哈、主要反对党统一
国民力量党领导人普雷马达萨和国家
人民力量党领导人迪萨纳亚克等。

本次大选登记选民超过1700万，斯
里兰卡全国共设1.3万多个投票站。投票
于当地时间7时开始、16时结束。

根据斯里兰卡总统选举法，获得超

过50%选票的候选人直接胜出。如无人
获得过半选票，两名得票领先的候选人
将通过第二轮计票决出胜负。

斯里兰卡选举委员会今年7月发
布公告说，现任总统维克拉马辛哈的任
期将于今年11月17日结束。根据宪法
有关条款，总统选举应于总统任期结束
前1至2个月内举行。

斯里兰卡总统任期5年。2019年11
月，戈塔巴雅·拉贾帕克萨当选总统。
2022年7月，斯里兰卡爆发抗议活动，拉
贾帕克萨随后辞职。后经议会投票，维克
拉马辛哈当选总统，以完成剩余任期。

斯里兰卡大选初步计票结果显示

迪萨纳亚克赢得总统选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