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 19日，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后右）主持召开巴勒斯坦各政
治派别领导人紧急会议。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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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以色列力推吞并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的计划强烈不满

巴勒斯坦怒怼美以：停止履行所有协议
■本报记者 李雪 杨瑛

中东地区再添不稳定因素。当地时间 5月
19日深夜，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宣布，巴方将
停止履行与美国和以色列达成的所有协议。阿
巴斯强调，此举旨在反对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
岸部分地区的计划。专家分析指出，巴勒斯坦
此番表态，意味着“巴勒斯坦方面的愤怒已经
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那么，中东局势会如何
发展？

安全合作仍留空间？

据外媒报道，巴勒斯坦各政治派别领导人
19日晚在巴勒斯坦拉姆安拉举行紧急会议，会
后阿巴斯发表讲话称，即日起，巴勒斯坦将停
止履行与美国和以色列达成的所有协议，以及
基于这些协议的所有义务， 其中包括安全义
务。

《耶路撒冷邮报》报道称，阿巴斯提到了
1993年签署的 《奥斯陆协议》、1997年签署的
《希伯伦协定》和 1998 年签署的《怀伊协议》。

上世纪 90年代以来， 巴以双方在美国的调解
下，曾达成多项和平协议。《纽约时报》指出，这
些协议保护了以色列人，也维护了巴勒斯坦民
族权力机构对约旦河西岸的政治控制。

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
院外交政策研究所研究员李伟建介绍说，巴勒
斯坦与美以间协议主要包含两方面：一是安全
问题，巴勒斯坦与美国对所谓的地区恐怖主义
情报共享；二是巴以之间对共同利用水资源的
约定，两国都面临水资源短缺的问题。

有以色列媒体报道称，目前巴勒斯坦安全
官员已被命令停止与以色列安全官员对话。不
过，有巴勒斯坦消息人士告诉《国土报》，与以
色列的协调仍在继续。 一名与会的巴勒斯坦
官员说，总统有意停止协调，但是还没有“关
闭大门”。安全官员可能会降低与以色列方面
的接触程度， 但目前还不能确定是否会完全
停止。

《卫报》指出，阿巴斯的声明可能导致巴勒
斯坦、以色列和美国安全部门之间情报共享的
终结，但仍留下一些模棱两可的空间。

此外，有消息人士称，阿巴斯强调仍致力
于打击恐怖主义，这意味着仍需要各方之间进
行安全合作。

“当以色列士兵进入巴勒斯坦时，巴勒斯
坦方面会采取什么行动？巴勒斯坦人还能不能
进入约旦河西岸的联合管理地区？” 布鲁金斯
学会中东政策研究员哈立德·埃尔金迪问道，

“我认为巴勒斯坦人会问这些问题， 以色列人
也会问，但我不确定是否有明确的答案。”

被逼到墙角的反抗

多数分析认为，阿巴斯此番举动，与以色
列推进吞并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直接相关。

4月 20日，以色列两大政党利库德集团和
蓝白党签署联合政府协议， 其中包含一项条
款，从 7月 1日开始推进吞并约旦河西岸部分
地区的计划。利库德集团领导人、以色列总理
内塔尼亚胡随后表示，以色列将在未来数月内
对约旦河谷和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实施
主权。《华盛顿邮报》称，这表明以色列政府将
兼并计划正式提上议程。

据以色列第 13频道电视台 18日报道，数
月来， 以色列驻美国大使罗恩·德尔默一直游
说特朗普政府， 敦促在 11月美国大选前推进
吞并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的计划。

“我们现在必须推进吞并，因为我们不知道
美国总统选举将会发生什么。 拜登可能会赢。”

德尔默在华盛顿的秘密简报会上如此说，“现在

是一个机会之窗，所以现在必须采取行动。”

“从本质来看，我认为，这一时刻的确与以
往任何时刻都不同，因为以色列看上去确实准
备吞并约旦河西岸的某些地区。” 卡耐基国际
和平基金会访问学者扎哈·哈表示：“不仅没有
人能阻止以色列前进，而且美国还是该计划的
合作伙伴。”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本月 13日对以色列进
行短暂访问期间，呼吁加快推动所谓“中东和
平新计划”。该计划在耶路撒冷归属、犹太人定
居点合法性等重大问题上偏袒以色列一方，而
无视巴勒斯坦方面关切。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刘中民
指出，阿巴斯这一表态，是对蓬佩奥近期访问
以色列的直接反应，也是巴勒斯坦对美、以长
期政策的反应。2000年以来， 巴以和平谈判的
环境不断恶化，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
动作频频，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将美
驻以使馆迁至耶路撒冷、酝酿所谓的“中东和
平计划”等，不断“激励”以色列，阿巴斯若再不

作出反应，等于任由美、以对巴勒斯坦领土进
行安排，“巴勒斯坦方面的愤怒恐怕已经到了
无以复加的地步”；此外，如果巴民族权力机构
对此听之任之， 将激化巴勒斯坦内部矛盾，哈
马斯或获得一定政治空间。

近年来，巴以问题逐渐被边缘化，中东地
区焦点发生转移。新崛起的伊朗成为中东地缘
战略博弈的一个重要棋手，伊朗和沙特的较量
促使美国拉海湾国家拼凑反伊联盟，并联手以
色列，一同对付伊朗。同时，也门冲突、叙利亚
冲突等使中东各国内部动荡，无暇他顾。“如果
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巴勒斯坦分到的蛋糕会越
来越小。”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孙
德刚说。眼下，中东局势对巴勒斯坦越来越不
利，巴勒斯坦认识到自己在孤军奋战，只能孤
注一掷。在美国支持下，巴以早已不是同一级
别的较量；同时，阿拉伯世界为了应对伊朗这
一地区共同威胁而与以色列私下达成默契，将
自身利益放在首位， 对巴勒斯坦的支持减弱。

“（巴勒斯坦的）目的是为了引起国际社会的重
视，使巴以问题不要被进一步边缘化。”

停止履约绝非易事

那么， 阿巴斯的声明是否会得到执行、能
否产生实际效果？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财政很大程度
上需要依赖与以色列的协调，以色列在约旦河
西岸代收税款， 每个月征收上亿美元的税款，

这些资金通常占巴方预算的一半以上； 此外，

其日常运作也严重依赖与以色列的协调。

李伟建认为，巴方宣言是退无可退之下发
出的警告， 但其作为与美以关系中弱势的一
方，恐怕没有能力采取实际行动，也不太会“再
端起枪杆子”。

他还指出，目前巴勒斯坦国内两大政治派
别———以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 （法塔赫）为
首的巴解组织和 “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

是完全割裂的，前者主张与以谈判，后者主张
武力抗争。但若巴以冲突升级，不排除这两派
重新协商的可能。

孙德刚表示，巴勒斯坦缺少足以影响巴以
问题进程的手段。自特朗普提出所谓的“中东
和平计划”至今，巴方始终没有任何反制措施。

过去， 以色列常利用税收作为手段，“卡”

巴勒斯坦。刘中民指出，阿巴斯此番表示不与
美以打交道，但巴勒斯坦自身日子可能更加难
过；此外，阿拉伯世界对巴勒斯坦的支持逐渐
减少，再加上新冠疫情在世界大流行，外部大
国对巴勒斯坦问题关注度、行动力有限，“阿巴
斯一定时期可能选择不与美以接触，但恐怕难
以持续下去。”

中东局势走向何方
■本报记者 李雪 杨瑛

巴勒斯坦之所以叫停与美以签订的所
有协议，主要缘于以色列力推吞并约旦河西
岸部分地区的计划。分析人士认为，该计划
给中东局势增添不稳因素，但因受制于一些
阻力，美以也未必能顺利推进。

疫情暂抑冲突
对于接下来的中东局势走向， 有分析

称，美以的做法将进一步激化巴勒斯坦和以
色列的民族仇恨，巴以或将再起冲突。眼下
疫情虽对巴以冲突起到一定抑制作用，但中
东地区局势脆弱，热点频发，各种力量可能
借此制造事端， 进而导致地区形势恶化。在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刘中民看
来，未来观察巴以冲突走向的一个时间节点
可能是美国大选。

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
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研究员李伟建判断，新
冠疫情导致全球经济受损、油价大跌，也使以
石油立命的中东国家财政失血。 尤其对伊拉
克、伊朗这些曾援助过巴勒斯坦的国家而言，

当下的首要任务是恢复经济、应对美国，已无
力援巴。“巴以问题很难再起大波澜， 更像是
得了慢性病，时不时会有一些并发症。”

美以未必合拍
至于造成局势紧张之源的“吞并”计划，

其实施前景也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

第一，约旦、沙特和阿联酋等国已发出
强烈反对信号。华盛顿方面担心，如果采取
行动，可能会影响到约旦。

第二，有报道称，在与美国国务卿蓬佩
奥的会谈中，以色列蓝白党领导人甘茨和候
任外长阿什肯纳齐均对吞并一事持保留意
见。甘茨反对单方面吞并行为，认为这可能
严重损害以色列与邻国的关系。

第三，眼下新冠疫情严峻，白宫忙于抗击
疫情，无暇旁顾。

刘中民表示， 吞并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
的计划对以色列来说也是件大事， 这将严重
改变巴勒斯坦问题现状， 以色列不仅将面临
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和谴责， 在地区也会越
来越孤立， 而以色列行动的步伐和美国的期
待是否完全合拍也是一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