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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反对党宣布联合组阁成功
八政党覆盖左中右各派别 欲取代内氏是唯一共同点

    不可能发生的一幕竟然真的发生了。

在经过了马拉松式谈判后，2日晚，以色

列阿拉伯伊斯兰党领导人阿巴斯、中左翼政
党“拥有未来”党领导人拉皮德以及被称作

“内塔尼亚胡门徒”的统一右翼联盟领导人贝
内特坐到了一起，一群人一脸笑容。
联合组阁，取代政坛常青树内塔尼亚胡，

是这群人共同的目标。然而，一个试图覆盖从
右翼到左翼整个政治“光谱”的联合政府的软

肋显而易见，执政 15年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
亚胡也定是心有不甘。

多个政党历史性同框
2日晚，就在组阁的最后期限到来前，以

色列中左翼政党“拥有未来”党领导人拉皮德

致信总统里夫林，称自己获得大多数反对党
支持，已成功组建新一届政府。总理一职首先

由统一右翼联盟领导人贝内特担任，拉皮德
任副总理，2023年 8月 27日两人轮换。

值得注意的是，新政府包括 8个政党，覆

盖以色列政坛从左到右几乎整条“光谱”：有
反对占领加沙的左翼政党梅雷茨党，有自称

“中间派”但在结束对加沙占领问题上态度不

温不火的拉皮德，也有立场偏右、对巴强硬的
“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党，以及长期支持在

西岸建立犹太人定居点、反对巴勒斯坦建国、
自称比内塔尼亚胡“更右翼”的贝内特。
而这也是以色列历史上首个有阿拉伯政

党参加的政府。当阿拉伯伊斯兰党领导人阿
巴斯晒出他同贝内特的同框照时，以色列人

一边转发一边惊呼，以色列《国土报》记者诺
亚兰用“历史性的时刻”形容这一瞬间。

“这是一个艰难的协议，存在一些争议，
但达成协议很重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阿

巴斯这样解释，“这项协议有很多好处，有利
于阿拉伯社会，也有利于整个以色列社会。”

内塔尼亚胡不会认输
这 8个政党之所以能走到一起，很大程

度上和当下巴以局势不再是美国政府工作重

心、以色列难阻美国重返伊核协议的大变局
有关。而内塔尼亚胡执政过久且官司缠身、此

轮巴以冲突中以色列在国际舆论上不占优，
也推波助澜。

达成组阁协议只是第一步，根据以色列

法律，组阁方案还需要通过议会信任投票。上
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李伟建认为，议会理论
上不太可能反对这一组阁方案。

但摆在新政府面前的，还有内塔尼亚胡
这一关。“任何一个理智的对手都不会低估内

塔尼亚胡的坚韧、无情和坚守岗位的决心，在
新政府新总理宣誓前，他一定会竭尽全力阻

止这一切。”英国广播公司中东新闻编辑伯文
写道，新政府需要首先在内塔尼亚胡的猛攻

计划中“活”下来。
无论在怎样的形势之下都能抓住美国的

“心”，对巴勒斯坦的强硬政策让以色列人安
心，这是内塔尼亚胡成为以色列政坛常青树

的两大法宝。
“反对派成功组建新一届政府，并不意味

着内塔尼亚胡时代的终结。”李伟建表示，总
共执政 15年的内塔尼亚胡从未想过“退战”，

也绝不会轻易认输。
更何况，组建新政府的 8个政党立场各

异。正如英国广播公司所说，“除了取代内塔
尼亚胡外，联手组阁的政党在政治上几乎没

有共同点”。
英国《卫报》认为，在下周议会投票前，内

塔尼亚胡将瞅准新政府的软肋，从中分化，让

8个政党无法获得议会多数席位。

团结将是新政府软肋
即便能跨过内塔尼亚胡这道坎，通过议

会立法剥夺他在腐败案中的豁免权，终结他

的政治生命，新政府能走多远依旧是个问题。

从内部因素而言，立场博弈、利益分配是
新政府的软肋，将影响其执政寿命。“如果团

结感消退，暗藏的不和重新浮出水面，新政府
或许只能维持很短时间。”《卫报》写道。

从外部因素而言，李伟建表示，接下来美

国对新政府的态度，以及以色列政局变动与
因冲突而推迟的巴勒斯坦大选如何互相影

响，将会成为看点。
而对于以色列政局变动对巴以局势的影

响，李伟建认为，由于阿拉伯伊斯兰党的加
入，在对巴勒斯坦采取强硬立场上，新政府内

部的阻力或许会更大一些。以前内塔尼亚胡
时期“不谈”，一边拖一边造成更多既成事实

的做法或许会有所调整，有利于巴以双方回
到谈判桌前。

但这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以色列的态
度。“对维护以色列所谓的安全而言，无论以

色列右翼还是左翼都是强硬的。”
本报记者 齐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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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埃德

里 2日证实，以军 1日夜间
突袭并摧毁叙利亚军队位于

戈兰高地的观察哨。以色列

发表声明称，不会容忍任何
侵犯以色列国家主权的企

图，并将继续努力确保本国
公民安全。

以色列 1981 年宣称其
于 1967年占领自叙利亚的

戈兰高地是以色列领土，但
绝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未予

承认。2019年，美国时任总
统特朗普宣布承认以色列对

戈兰高地的主权，成为联合
国成员国内唯一的特例。

上轮巴以冲突自 5 月
21日开始停火后，外界对停

火协议的生命力和中东脆弱
的安全形势充满疑虑，尤其

是在以色列国内面临组阁难
题的情况下。就连坚持“挺

以”的美国拜登政府，也担忧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通过打击伊朗及其

支持者，来提高自己连任的成功率。
而据伊朗国家电视台 2日报道，作为伊

朗海军最大军舰的“哈格”号补给舰，当天凌
晨在位于阿曼湾的伊朗港口贾斯克附近起火

沉没，伊朗尚没有透露沉没原因。
“哈格”号补给舰是一艘由油轮改装而成

的补给舰，满载排水量近 3.4万吨，是伊朗海

军为数不多的能够在远海为其他船只提供补
给的舰艇之一。

国际原子能机构 5月 31日发布报告称，
伊朗未能解释在几个未申报地点发现的铀痕

迹。分析人士称，这可能在伊朗和西方之间引
发新的外交冲突，破坏多方恢复伊朗核协议

的努力。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提卜扎德同日表

示，正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伊朗核问题全
面协议相关方会议取得重大进展，但仍有许

多关键问题有待解决。伊朗敦促拜登政府改
变前任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朗核协议的决定，

但以色列一直游说美国不要重返协议。

本报记者 杨一帆

美“窃听风云”出新番 俄：只是冰山一角
欧洲盟友愤怒讨说法 白宫敷衍回应“打太极”

    美国国安局前雇员斯诺登曝光“棱镜

门”事件已过去近 8年，美国版“窃听风云”
仍在暗中上演。这一次，美国依然将目光锁

定在欧洲盟友身上，还拉上近水楼台的丹麦
“搭把手”。盟友愤怒地要求解释，白宫却用

套话敷衍回应，而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说，
这还只是真相的冰山一角。

维护网络安全是假
丹麦媒体爆料，美国国安局利用丹麦情

报部门的合作关系，监听包括德国总理默克

尔在内的欧洲领导人及高级官员，引起一片
哗然。面对盟友们扑面而来的“讨说法”浪

潮，“始作俑者”美国国安局尚未作出回应，
白宫发言人皮埃尔则选择“打太极”。

“2014年美国政府启动针对监听部门

的全面审查，时任总统奥巴马下达总统令，
极大程度上改变了监听机构的行事方式。”

皮埃尔说，“今后美国将继续通过国安局与
欧洲盟友合作，并对一切质疑作出回应。”

作为美国的帮凶，丹麦也选择了沉默，
只有国防部长布拉姆森在给丹麦广播公司

的电子邮件中回应称，“对亲密盟友进行系

统性监听是不可接受的”。

爆炸性内幕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娃在俄罗

斯广播电台节目中称：“真相比现在媒体曝
光出来的要糟糕得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窃密大
户居然打着“清洁网络”的旗号，充分暴露了

美国维护网络安全是假，打压竞争对手是

真，维护盟友安全是假，维护自身霸权是真。

不讲规则劣迹斑斑
美国监听盟友早有前科。2007年起美

国国安局就开始实施“棱镜计划”，国内外电

话及互联网通信都在他们的监听范围内，默
克尔的手机被监听长达十余年。此外，三任

法国总统及多名部长、法国驻美国大使等政
要也是美国的监听目标。

2013年斯诺登将此事曝光，欧洲舆论

汹涌，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压力之下承诺
停止监听。但从此次丹麦媒体爆料来看，美

国奉行的仍旧是阳奉阴违的套路。
“维基揭秘”创始人阿桑奇曾指出，永远

不要期待一个监听大国做出有尊严和让人

尊重的行为，因为对美国来说，规则只有一

个，就是没有规则。
“今日俄罗斯”指出，美国不断兜售所谓

“清洁网络”理念，努力将自己描绘成全球数
字间谍活动中无辜的一方，但实际情况却是

美国在竭力加强自身的网络监控能力。

拜登出访蒙上阴影
“监听门”重现，让斯诺登重回“舞台中

央”。斯诺登在推特发声称，时任奥巴马政府

副总统的拜登“深度参与”监听一事。尴尬的
是，拜登上任后首访地点恰恰就选在欧洲。

11 日至 13 日拜登将出席在英国举行
的七国集团峰会，随后将赴比利时首都布鲁

塞尔参加北约峰会和美欧峰会。这次出访一

直被鼓吹为美欧同盟关系的高光时刻，但显
然因突如其来的“大爆料”蒙上了阴影。

“特朗普式充满敌意、令人厌恶的美国
傲慢一去不复返，而熟悉的‘友好而客套’的

美式傲慢回来了。”美国政治新闻网表示，欧
洲各国已经注意到美国的微妙变化。

不知拜登有没有想好，该如何应对来自
盟友们的“灵魂逼问”。 王若弦

俄议会批准退出
《开放天空条约》

    新华社上午电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
上院）2日表决，一致通过退出《开放天空条
约》的法律草案。

该法案此前已在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
下院）获得通过，在联邦委员会通过后将交由

总统普京签署。普京签署后，俄罗斯将在 6个
月后正式退约。

普京与美国总统拜登定于 6月 16日在

瑞士日内瓦会晤，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
布科夫 2日表示，俄罗斯目前不打算把《开放

天空条约》列入会晤议题，除非美国改变主
意，决定重返《开放天空条约》，但这种情况

“不可能”。
拜登去年竞选美国总统时批评时任总统

特朗普决定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目光短浅，
但拜登政府上月向俄罗斯通报，美国决定不

重返该条约。俄罗斯国家杜马上月通过退约
法案时发布公告，强调此举是回应美国单方

面毁约。
《开放天空条约》于 1992年签署，2002

年生效，目前有 30多个缔约国，包括大部分
北约国家。缔约国可按规定对彼此领土进行

非武装方式的空中侦察，是冷战结束后重要
的信任建立措施，有助于提升透明度和降低

冲突风险。自条约生效以来，缔约国已依照规
定实施超过 1500次空中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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