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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4日

晚说，以色列军队当晚发动空袭行动，摧毁哈
马斯在加沙地带的一座银行大楼。当天，以色

列扬言“地面进攻”加沙地带，尽管随后否认，
但无疑令持续多日的巴以冲突再度升级。

巴以冲突为何愈演愈烈？双方会否爆发
“全面战争”？升级后的巴以冲突将如何收场？

以军攻击上千目标
以军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14日进入

第五天。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从 13日午夜

开始，在 40分钟内出动 160?次战机，对加沙
地带 150余个目标发射 450余枚导弹。14日

白天和夜间，以军又空袭了加沙地带北部、南
部的观察哨所以及一座无人机地面控制站。

14日晚，以军战机当晚向哈马斯位于加

沙市西部的“生产银行”大楼发射 3枚导弹，
这座 5层楼房被夷为平地。这是以军 10日空

袭加沙地带以来摧毁的第三座银行大楼。

10日以来，以色列与加沙地带武装爆发

严重冲突，引发国际社会严重关切。以军空袭
和炮击加沙地带武装组织上千个目标。加沙

地带卫生部门发言人阿什拉夫·齐德拉 14日
晚说，以军的空袭和炮击共造成巴方 126人

死亡、950人受伤，死者中有 31名儿童和 20

名妇女。而加沙地带武装人员迄今向以色列

发射了 2000多枚火箭弹，造成以方 7人死

亡、100多人受伤。

三大因素“引爆”冲突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漫远表

示，此次巴以冲突由三方面因素“引爆”。一是

以色列定居点越建越多，强占巴勒斯坦人的
土地。二是以色列政府拒绝东耶路撒冷的巴

勒斯坦民众参加拟定于本月举行的巴勒斯坦
大选。三是斋月期间以色列军警阻拦巴勒斯

坦群众前往阿克萨清真寺。

至于巴以冲突的深层原因，仍在圣城耶

路撒冷的归属之争，以及围绕巴勒斯坦要求

建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完全拥有主
权的巴勒斯坦国的斗争。

动武出于政治目的
以色列国防军 14日威胁宣称“地面进

攻”加沙，引发国际社会对“全面战争”的担忧。

董漫远认为，全面开战可能性极低。“现在整个
战场的节奏和主动权，由以色列方面掌控。冲

突还没有结束，是因为以色列还没有达到对哈
马斯进行报复的政治目的和军事目的。”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以色列举行了四

次大选，而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四次组阁均宣
告失败。分析人士认为，内塔尼亚胡沉重打击

哈马斯出于政治目的，因为这有利于获得更
多强硬派的选票，从而有望在第五次选举中

翻盘并组阁成功。
此外，此次冲突还展现出哈马斯军事能

力大大提升，不仅具有三款成熟的远程火箭

弹，而且命中率也更高，对以色列造成的损失

大于 2014年加沙战争。以色列的作战目标就
是尽可能“定点清除”哈马斯的火箭弹研制工

厂设施、火箭弹技工团队和高级军事指挥团
队，削弱哈马斯军事实力。

国际社会呼吁停手
巴以冲突升级引发国际社会严重关切。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14日通过发言人发

表声明，呼吁立即停止冲突。联合国安理会 16

日将举行公开会议讨论巴以冲突。中国、美国、

俄罗斯、法国等也纷纷表态，呼吁巴以双方保
持克制，恢复和平。

董漫远认为，现在国际社会都希望巴以

局势降温，会对以色列形成道义压力，也会影

响哈马斯下一步的决心。另外，这次冲突引发
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问题的进一步关注，暴露

了美国多年来偏袒以色列、搞双重标准的面

目，也对美国构成了一定压力。 麦芒

特朗普“铁杆粉丝”当选
众院共和党“三号人物”
    新华社华盛顿 5? 14日电 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 14

日选举纽约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爱丽丝·斯蒂芬尼克进入党
内领导层，接替此前被罢免的莉兹·切尼出任众议院共和党会议

主席，成为众议院共和党“三号人物”。
斯蒂芬尼克现年 36岁，2015年起出任联邦众议员，因坚定

支持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而成为颇受关注的共和党“新星”。在众
议院 2019年和 2021年两次弹劾特朗普的过程中，斯蒂芬尼克

高调为特朗普辩护。
众议院共和党人 12日以破坏党内团结为由，罢免莉兹·切

尼的职务，随后斯蒂芬尼克自荐接任这一职务。

通胀潮涌 全球“涨”声响起
发达经济体“大水漫灌” 推动价格“水涨船高”

    美国劳工部最新数据显示，4 月

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环比增长
0.8%，远超预期，加剧外界对美国乃

至全球面临通胀压力的担忧。分析人
士认为，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发达经济

体的“大水漫灌”政策、经济复苏预期
及供需失衡等因素共振，造成通胀预

期不断强化，正对新兴经济体乃至世

界经济复苏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

大宗商品价格走高
今年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

续走高。玉米、大豆的期货价格年内涨

幅分别超 50%和 20%。截至今年第一
季度，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布的

食品价格指数已连续 10个月上涨，为
2014年以来最高水平。

此外，近期铁矿石与铜价也在高

位不断攀升，国际木材期货价格从去
年 6月前后开始急剧上涨，当前价格

是去年春天时的三倍多。
各类原材料和大宗商品价格持续

上涨，给企业生产带来更大成本压力，
促使可口可乐、百威、宝洁等企业决定

产品涨价，通胀压力进一步传导。

财政货币政策“共振”

在不少分析人士看来，以美国为

首的发达经济体为应对疫情冲击而采

取大规模宽松货币政策及财政刺激政
策，是通胀的重要驱动力。自去年 3月

疫情在美暴发以来，美国国会已累计
出台总额逾 5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举

措，加之美联储的“无上限”量化宽松
政策，全球流动性严重过剩，推动以美

元定价的商品价格“水涨船高”。

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经济
学教授劳伦斯·萨默斯表示，当前美国

财政、货币政策两大因素“共振”可能带
来“这一代人”都从未见过的通胀压力。

疫情导致供需失衡
同时，经济复苏预期强化导致需

求增加，也是通胀上升的原因之一。得

益于疫苗接种，部分发达经济体疫情
趋于缓和，居民消费迅速反弹，各类商

品需求旺盛。加拿大道明证券公司大
宗商品策略主管巴特·梅莱克说：“全

球经济强国复苏情况下，到处都在释

放大宗商品需求信号。”
相比之下，处于全球商品供给端

的部分新兴经济体情况不乐观：疫情
反弹严重拖累复工复产进程，能源开

采迟缓、原材料出口下降、工业生产部
门产能低迷，难以满足日益回升的国

际市场需求。供需进一步失衡，放大了

世界经济复苏过程中的通胀压力。

涨势可能持续两年
对于通胀压力何时缓解，各方看

法不一。美联储官员多次强调今年通

胀回升只是“暂时”现象，但金融市场
并不买账。一些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支

撑通胀预期的基本面仍在，全球通胀
趋势短期难以逆转。资深新兴市场投

资者马克·默比乌斯表示，本轮通胀的

持续性不可低估。
彭博社报道，如果当前通胀的直

接驱动力是大宗商品价格飙升，那么
通胀缓解的前景将取决于大宗商品涨

势持续时间。如果参照 2009年世界经
济复苏路径，这种涨势可能持续两年。

不少专家还认为，大宗商品价格
持续上涨将给新兴经济体带来输入性

通胀，如粮价上涨会增加家庭食品开
支压力等。同时，通胀上行加大金融市

场调整压力，可能迫使部分新兴经济体
提高基准利率，以应对资本外流压力。

今年第一季度，乌克兰、巴西、土
耳其和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接连加

息。三井住友银行日兴证券公司首席
经济师丸山义正认为，这些经济体加

息的考量并非经济好转，而是应对通
胀加剧。 新华社记者 王嘉伟

以军密集空袭加沙逾百人丧命 巴方约2000枚火箭弹回击

冲突再升级巴以会全面开战吗？

视觉设计 /戚黎明

■ 加沙一名女子查看以军空袭炸毁的建筑 ■ 加沙地带北部贝特拉西亚一处建筑遭受以色列空袭后发生爆炸 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