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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  
长达半年之久的巴以新一轮冲突，给美

国和以色列的紧密关系撕开了一道裂痕。美
国从偏袒以色列，到为安理会呼吁停火的决
议“开绿灯”；以色列从“一意孤行”，到突然撤
军，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编者

问：3月底，美国投下弃权票，令
联合国安理会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立即
实现停火。究竟发生了什么让美国开
始转变对以色列的态度？
答：拜登政府被美国媒体称为有

史以来最亲以色列的一届美国政府。

拜登曾经不止一次表示，由于自身的

政治经历，他有着非常深厚的以色列

情结，甚至把支持以色列视为一种道

德原则的要求。正是因此，在去年  

月8日最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拜

登立即站了出来，表示美国对以色列

的安全承诺坚如磐石、不可动摇，美国

将坚定站在以色列一边。任何东西，

只要以色列需要，美国就会倾囊相

授。拜登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在

长达六个月的冲突中一面不断向以色

列提供各类武器弹药，一面在联合国

安理会否决其他国家提出的各类要求

立即停火的决议案。

然而，拜登的“我本一心向明月”，

却没有换来内塔尼亚胡的对等“体

谅”。由于以色列在冲突中的无所不

用其极，拜登也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内

外压力。如果说面对国际压力，白宫还可以充

耳不闻，那么在大选年，遭遇的国内压力就无法

忽视。为了减轻压力，包括国务卿布林肯在内

的拜登政府高官，多次公开要求以色列改变在

加沙地带的“无差别打击”战术，允许更多人道

主义援助进入，并且不得在“没有适当善后方

案”的情况下进攻有着   万人口的南部城市

拉法。然而，内塔尼亚胡政府对此似乎充耳不

闻，不仅在战术和人道主义援助问题上无动于

衷，甚至公然声称已经批准了大举进攻拉法的

计划，要借此彻底消灭哈马斯。以色列毫无回

旋的顽固态度不仅使得拜登政府“颜面尽失”，

也让华盛顿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白宫的对

以政策，认为正是因为拜登本人的纵容才会导

致出现美以关系当前的局面。

问：面对“孤注一掷”的以色列，美国的
影响力究竟几何？
答： 月以来，为阻止内塔尼亚胡“孤注

一掷”，拜登政府不断加码对以施压力度。

首先，华盛顿不断做出一些威胁内塔尼亚胡

“政治生命”的小动作，包括让惯来亲以的民

主党参议院领袖舒默放话，呼吁以色列尽早

重新选举，以及邀请以战时内阁成员、未来

可能取代内塔尼亚胡出任总理的以国家团

结党领袖甘茨访美。看到政治威胁没有立

即“软化”内塔尼亚胡，在 月  日的安理会

投票中，美国代表一反不断“否决”的常态，

投“弃权”票放行了一份要求巴以立即停火

的决议。虽然之后美方放话，表示“美国的

对以政策没有发生变化”，声称决议没有法

律效应，以此控制投弃权票对美以关系的冲

击，但是没有人会真的认为，美国的对以政

策没有变化。

对于拜登的强硬施压，内塔尼亚胡的第

一反应也是强硬回击，公开宣布取消派高级

代表团赴美讨论拉法问题的行程，随后又将

其“降格”为视频会晤。 月 日，以色列更

是悍然袭击伊朗驻叙利亚的领事馆，造成包

括伊朗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在内的 名伊

朗公民身亡，试图将局面进一步搅乱，拖美

国下水。面对这一不堪局面，拜登终于在 

月 日向内塔尼亚胡发出“最后通牒”，表示

以色列只有“数天甚至是数小时”的时间来

改变自己的加沙政策，如果其没有实质改

变，那么“就只有让我们来做出改变了”。所

谓“变化”就是将美国对以军援与以加沙政

策“挂钩”，也就是威胁以色列，如果不满足

美国在对加沙战术、人道主义援助和拉法问

题上的要求，美国将会减少、减缓乃至暂停

军事援助。在内塔尼亚胡亲口答应拜登“将

会照办”之后，拜登进一步要求，以方不能只

是私下答应，必须在当天就公开宣布。

当天晚上，以战时内阁正式批准，重新

开放冲突爆发后就遭到封闭的加沙北部埃

雷兹口岸，暂时允许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得以

通过阿什杜德港进入加沙地带，同时放宽凯

雷姆沙洛姆口岸的输入限制，让更多物资得

以从约旦进入。之后，以色列进一步从加沙

地带撤出地面部队，同时宣布继续与哈马斯

代表在开罗就长期停火展开磋商。最终，在

巴以冲突将美以关系带入“濒临破灭”的转

折点后，是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政府在美国

的安全威胁前让步，让两国关系暂时度过危

机。这也证明了之前国际关系理论家斯蒂

芬 ·沃尔特的看法，那就是美国过去有能力

影响以色列，现在也同样如此。

双边关系暂时得以转圜2

问：在大选年的背景之下，美以之间的
微妙关系接下来将如何发展？
答：对于以色列的政策调整，如释重负的

拜登政府在第一时间予以欢迎，但同时后者

也难言就此放心。多次在加沙问题上与以政

府交涉的国务卿布林肯就表示，“真正的考验

是能否获得成果，我们将在未来数天和数周

对此保持关注”。之所以如此，自然是担心内

塔尼亚胡政府再有反复。去年  月，以色列

一度与哈马斯达成了为期一周的临时停火协

议，后者也释放了半数被扣人质。当时，包括

美国在内，国际社会多方都期望抓住这一机

会，将临时停火转变为永久停火，结束这一轮

危机。然而，迫于强大的国内政治压力，内塔

尼亚胡以哈马斯的军事打击破坏停火为由，

开始在加沙北部执行“焦土政策”，在加沙南

部实施完全包围，试图以极为残酷的镇压打

造出一个所谓的“去冲突地带”。此后，巴勒

斯坦平民死伤人数迅速从  月底的 . 万人

攀升到 月底的 . 万人。

数字的上升使拜登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国

内政治麻烦，阿拉伯和穆斯林裔美国人、普遍

同情巴勒斯坦的年轻人，还有进步主义者等

民主党“票仓”对白宫的不满日益加剧，民主

党选民对拜登对以政策的支持率也从  月

的  %跌落到当前的  %，独立选民的支持

率甚至只有区区  %。拜登在全美各地的助

选活动，也会“日常”遭遇抗议。如果内塔尼

亚胡政府未来再复制“退一步，进两步”的做

法，大举进攻拉法，那么伴随着美国大选的临

近，拜登团队恐怕将面临大麻烦。届时，即使

拜登选择“壮士断腕”，断然与以色列切割，也

会因其之前持续纵容和包庇内塔尼亚胡政府

而遭批评。更不用说，如果走到了大规模人

道主义灾难爆发、美以关系依然破裂的地步，

白宫团队为拜登精心塑造的“有经验的国际

领导人”的形象怕是要粉身碎骨。

难点在于，拜登在为自己的政治生命而

战，内塔尼亚胡也同样如此。为了尽可能回

避追究冲突爆发的责任，延长执政时间，内

塔尼亚胡一天比一天更需要迎合国内极端

保守派，取得更多所谓“安全成果”。因此，

美以虽然已就进攻拉法的方案展开讨论，但

没有取得多少共识。就此而言，拜登要想在

大选中回避巴以冲突的灾难性影响，很可能

还是要在对以政策上更多挥舞大棒，让以色

列感受到更严重的损失。美以博弈恐怕还

将继续。

深
海评 朔尔茨将二次访华，我们能读出哪些信息？
德国总理朔尔茨计划将于 月   日启

程，开始为期 天的中国之行。这将是朔尔茨

自    年  月就任德国联邦总理以来第二

次访问中国。

外部环境变化不小
不同于    年  月的首次访华，据德国

联邦政府新闻发言人介绍，朔尔茨此行将访问

重庆、上海和北京三地，日程覆盖政治、经济和

社会等内容。这种安排，不禁让人想起德国前

总理默克尔执政期间前后多达  次的中国之

行。

不过，拿朔尔茨访华与默克尔访华相比，

中德关系的外部环境显然发生了不小的变

化。一方面，无论是俄乌冲突等具体事件，还

是世界所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都为中

德关系提出了新的命题和挑战。另一方面，

默克尔见证了中德两国之间建立政府磋商机

制和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而朔尔茨执政后，

德国联邦政府于    年 月公布了德国历史

上第一份“中国战略”文件，对中国“合作伙

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的三重定位成为德

国新的对华交往基调。朔尔茨既是在“中国

战略”问世后首次访华，又是自新冠疫情暴发

以来两度访华的唯一G 国家领导人。只有

全面了解上述复杂的背景，才能对朔尔茨此

次访华进行恰当的解读。

传递保持合作意愿
那么，我们能够从朔尔茨此次访华看出

哪些信息？

总体而言，朔尔茨借访华传递了与中国

继续保持政治合作的意愿。我们不妨做一个

比较：美国政府派出国务卿、商务部长和财政

部长等技术官僚接连访华，目的是在技术层

次上为中美博弈“止损”，实际于博弈大局无

涉；朔尔茨访问中国，而且在联合政府内存在

疑华声音的情况下，能够在诸如中远集团入

股汉堡港码头运营公司等引发德国内部政治

争议的事件中做出尊重市场规律的决定，维

持了中德关系的大方向，表现出一名政治家

的担当和领导力。国际政治观察者经常把朔

尔茨的执政风格视为默克尔风格的延续，看

来不无道理。

在政治上与中国合作而不是对抗，也是负

责任的德国领导人的明智选择。目前，德国陷

入了两场看不清走势和结局的剧烈军事冲突：

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前者事关欧盟和德国

的安全，德国已经成为排在美国之后的乌克兰

第二大军事援助国；后者事关德国基于反思纳

粹屠犹暴行而发展出来的理念，即以色列的生

存是德国的“国家理性”，也就是今日的德国把

历史负罪感转化为对以色列近乎无条件的支

持，甚至上升到等同于德国建国道德基础的高

度。这两场冲突如何收场，将会对德国造成深

刻而长久的影响。中国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

会常任理事国、讲道义和负责任的大国，促谈

劝和，可以在调解冲突中发挥作用。

拆墙筑路相互走动
中德密切的经贸关系是中德关系的基

石。仅就中德两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以及

相互的经济关系而言，朔尔茨访华也是刚刚

晋升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德国的领导人对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自己连续8年的最大

贸易伙伴的访问，其意义本当不言自明。

然而，中德之间原本良好而互补的经贸

关系近来掺进来不少杂音。西方国家近些年

逐渐以地缘政治零和博弈思维取代全球化思

维，欧盟和德国政界也有人制造对华经贸交

往需要“去风险”的话语，鼓吹降低对中国的

“依赖性”。不过即使面临这股逆流，德国

    年的对华投资仍旧创下历史新高，在研

发领域的投资尤其明显。目前，德国的经济

面临衰退的困难局面和转型的压力，更需要

巩固和扩大对华经贸合作。比如，中国强大

的新能源产业就可以为德国的环保和能源转

型提供低价而优质的技术和产品，而奔驰等

德国汽车制造业企业，也发出了欢迎中国新

能源汽车竞争的理性声音。此次朔尔茨访华

还预计有环境部、农业部、交通部的部长随

行，表明了双方将在这些领域展开新的进一

步合作，而众多德国世界级企业的   也早

已成为德国政府访华团的传统成员。

现在应该到了拆墙、筑路、相互走动的时

候了。中国从    年  月 日开始对德国等

国家的人员实行单方面免签，上海口岸来自

德国的入境人数明显增长。朔尔茨总理此次

访华，希望也能够释放出开放与合作的精神。

胡春春（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

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欧洲文明研究”特

色研究生班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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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根源仍未得到消除3

肖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

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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