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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

美国要对以色列“动手”了？据央视网报

道，美国消息人士透露，预计美国国务卿布林

肯将在几天内宣布对以色列国防军一支部队

实施制裁，原因是该部队在约旦河西岸“侵犯

人权”。

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发

文称美国不能对以色列国防军实施制裁，似

乎反向“证实”了消息人士的说法。

巴以冲突背后，美国和以色列这对曾经

的铁杆盟友之间发生了什么？

美以矛盾不在战略层面
布林肯可能会宣布制裁以色列部队的消

息传出之际，美国刚刚在联合国安理会一票

否决巴勒斯坦申请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

决议草案。美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伍德“解

释”称，巴勒斯坦的会员国资格必须是巴以直

接谈判的结果。

被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偏袒以色列的美

国，却可能要制裁以色列部队。对此，复旦大
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认为，美以在战
略宏观层面并没有什么矛盾，美国需要以色

列在中东提供战略支点，以色列也需要美国

来保障国家安全。“矛盾之处在于以色列不是

铁板一块，国内极端右翼势力的目标不只是

保卫国家安全，还要去做所谓‘开拓’。这体

现在加沙地带定居点等一系列问题上，也在

以色列政府内部显现。”

据报道，如果美国作出制裁决定，将是美

国首次对以色列军事单位实施制裁。该部队

成员据称参与多起针对巴勒斯坦平民的暴力

事件，其中有一名巴勒斯坦裔美国人死亡。

另一值得注意之处在于，据悉美国针对

该部队的调查并非始于本轮巴以冲突，而是

早在2022年底。但这一消息在美国投票反对

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后传出，显得颇有意

味。在张家栋看来，这显示在当前局势下美

国仍希望以色列能与周边阿拉伯国家和平相

处，以此降低美国维护中东局势的成本。

美国继续推动对以军援
针对相关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在社交媒体回应称：“绝对不能对以色列国防

军实施制裁。”他还表示：“最近几周我一直在

做工作，反对制裁以色列公民，包括在与美国

政府高级官员对话时。”

张家栋认为，内塔尼亚胡之所以这么做，

其实也是看准了美以在同盟体系内的地位不

同。“以色列总是想利用美国提供的安全保

护，把自己的‘国家安全利益’最大化。在以

色列看来，反正有美国‘老大哥’撑着，行事就

比较大胆。然而，美国还是在防止被以色列

拖下水。”

在张家栋看来，美国在巴勒斯坦“入联”

的安理会投票中非常孤立，为此必然要承担

巨大的国际政治成本和道义成本，因此或许

会选择适时“敲打”一下以色列极端势力。如

此对美国来说不仅可以对冲一下不利的风

评，也可以稍微扭转一点负面形象。

美国众议院20日刚刚通过向以色列提供

260亿美元军事援助的法案，美国一边摆出缓

和中东局势的姿态，一边却继续推动对以军

援。不可否认的是，加沙冲突外溢效应扩大，

正是美国长期偏袒以色列的结果。 姜浩峰

将首次对以色列军事单位实施制裁？

美国或有意适时“敲打”以色列

印度大选19日开锣，执政党印度人民

党（印人党）和曾执政多年的国民大会党（国

大党）展开对决，印度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深

层隐患被一一审视。

加强印度教主导地位
莫迪带领的印人党从2014年以来一直

把持印度政坛，印度媒体这样梳理他的成

绩：一是实施政治改革，坚决打击家族政治

和特殊利益群体，将大部分权力收归总理办

公室；二是推动经济发展，推出“印度制造”

战略，大力吸引外资。此外，莫迪和印人党

采取民生措施，着力塑造个人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莫迪取得了超过80％印

度教人口的坚定支持，这与他推动的印度教

民族主义紧密相关。莫迪和印人党上台以

来，不断使印度教民族主义在全国渗透，提

出《公民身份法》修正案、统一民法典等，还

通过建设新议会大厦、改造国徽形象等方式

将去除“英国殖民遗产”与印度教民族主义

绑定。这些举措被解读为促进了印度社会

统合，加强了印度教主导地位。此外，这种

民族主义情绪还通过印度在国际舞台上的

地位提升来加以体现。

从全国范围看，印人党最大对手是国大

党。国大党是印度最有影响力的家族政党

之一，曾长期执政。国大党去年牵头成立反

对派选举联盟，但由于每个政党都优先考虑

自身选区和选民利益，难以形成合力。

经济数据中隐含“猫腻”
印度过去十年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富

者更富，穷者愈穷。印度报业托拉斯援引一

份报告报道，2022年至2023年印度最富有

1％人口的收入和财富份额分别增至22.6％

和40.1％，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今年2月，印度北部大批农民驾驶拖拉

机向首都新德里挺进，发起抗议，原因是不

满农产品价格、债务负担及政府农业政策。

多轮谈判无果，游行示威演变成暴力冲突。

莫迪最大的“招牌”是经济发展成果，然

而，看似亮眼的经济数据，其实隐含“猫

腻”。从莫迪第二任期开始，经济便增长乏

力。与外界印象相反，制造业对印度经济增

长的贡献其实不大。莫迪2014年提出“印

度制造”战略时，目标是到2022年将制造业

在GDP中的占比从2015年的16％提升至

25％，但到2023年这一比例仅为17％。

被寄予厚望的供应链重组与外国投资

进展不大，就业数据也不好看。国际劳工组

织发布的《2024年度印度就业报告》显示，印

度青年人占失业劳动力的近83％，同时女性

劳动参与率极低，15岁以上女性因工作获得

报酬的比例仅13％。

社会与宗教问题多多
印度大选前最后一轮地方选举结果去

年12月3日公布，印人党在南部特伦甘纳邦

议会选举中失利最引人关注。观察人士认

为，印度北方印地语核心区与南方非印地语

区的对立进一步加剧。

印度南部各邦面向海洋，经济更加活

跃，北部各邦面朝大陆，发展相对落后，南北

经济发展差异是引发政治撕裂的原因之

一。印度议会席位根据人口数量分配，经济

相对发达但人口少的南方处于劣势。

此外，印度教民族主义盛行严重挤压少

数群体利益，基督教徒、穆斯林的生存空间

和环境日益恶化，过度施压可能引发骚乱。

种姓制度根深蒂固仍对社会造成分裂，低种

姓和部分部落社群面临歧视和社会不公。

在对外政策方面，印度如何妥处边境争

端和地区安全问题，如何在大国之间平衡，

在大国博弈中保持甚至继续提高“身价”，都

将考验胜选者。 新华

印度人民党和国民大会党展开对决

印度大选启幕 深层隐患被审视

新华社上午电 日本最新民调结果显示，
超过六成日本民众希望首相岸田文雄领导的

自民党在下届众议院选举后下野。

日本《每日新闻》20日至21日对1032人

实施电话调查，询问是否希望在下届众议院

选举后更换执政党。结果显示，约62％受访

者希望自民党下野，约24％表示不希望。

从受访者年龄来看，30岁至59岁民众大

多数不希望自民党继续执政，占比近70％。

从所支持政党来看，在野党立宪民主党的支

持者中超过90％希望自民党下野，另一在野

党日本维新会的支持者中约70％给出同样

回答，自民党执政伙伴公明党的支持者中也

有近30％希望自民党不再执政。

自民党去年年底曝出“黑金”丑闻，自民

党本月对39名涉事者进行党纪处分。但《每

日新闻》民调显示，70％受访者表示，岸田文

雄领导的“岸田派”牵涉丑闻，他本人却没有

受到处分，这“不可接受”。

新华社北京4月21日电 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IMF）近日警告，美国巨额财政赤字加

剧通货膨胀，对全球经济构成“重大风险”。

IMF最新发布的《财政监测报告》显示，

预计美国明年财政赤字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7.1％，而其他发达经济体平均仅为

2％。报告说，美国大规模支出可能对全球经

济产生深远影响，对其他经济体构成风险，美

国迫切需要解决支出与收入严重失衡问题。

IMF数据显示，去年欧元区等发达经济

体财政赤字得到控制，但美国出现幅度相当

大的财政滑坡，赤字占GDP的比例达到

8.8％，是2022年的2倍多。去年12月29日，

美国联邦政府负债突破34万亿美元。

由于美国借贷成本与全球市场紧密相

关，IMF指出，如果美国利率突然大幅上升，

将导致全球政府债券收益率飙升，新兴市场

和发展中经济体汇率波动。“这种全球利率溢

出效应可能导致金融条件收紧，令各国面临

的风险上升。”

美赤字对全球经济
构成“重大风险”

逾六成日本民众
希望自民党下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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