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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传呼机、对讲机
等通信设备爆炸事件震惊
世界，已造成数千人伤亡。
除使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
冲突愈演愈烈外，此次事件
还有什么深层危害？本期
论坛请专家分析。

——编者

黎巴嫩通信设备爆炸事件
破坏全球产业链与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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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通信设备爆炸事件不仅是此轮加

沙冲突愈演愈烈的一个注脚，而且反映出军

事冲突恐袭化与民用设备武器化的特征，使

此次事件的破坏性超越单纯的中东冲突范

畴，对全球产业链稳定乃至全球化发展都造

成严重影响。

冲突正面临严重升级风险
在此轮加沙冲突中，从哈马斯前政治领

导人哈尼亚在德黑兰遇刺再到此次通信设备

爆炸，相关冲突方将军事上的定点清除行动

与恐怖性更强的刺杀手段结合，似乎已成惯

例。从军事行动角度而言，此类行动目的在

于通过战术手段革新，进一步对对手实施更

为恐怖的战略威慑，并且将战场中的前线与

后方模糊化，一方面塑造出自身的强大实力，

另一方面也试图使对手陷入极度恐慌之中。

然而这一类手段无论在军事上能够取得

何种所谓战术“成功”，对于国际政治伦理底

线都是严重的挑衅。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战

争手段的变化实际上体现了人类社会政治博

弈理念的变化。自二战以来，伴随着有限战

争逻辑的衍生，军事手段的节制使用不仅是

为了体现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同时也在于为

冲突实现政治解决提供空间。但在此次加沙

冲突中，刺杀手段的泛滥实际上加大了冲突

升级的风险。

首先，进一步挤压了本就岌岌可危的政

治解决空间。此轮冲突爆发后，国际社会积

极劝和促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明确提

出应立即停火，中国也促成了巴勒斯坦内部

派别的团结和解，甚至连美国也试图通过卡

塔尔、埃及等国家进行一定程度的斡旋。但

是，每当国际社会的外交斡旋似乎看到一丝

曙光后，一次“出人意料”的袭击就会将一切

谈判成果化为乌有。军事冲突中的政治谈判

本就是在悬崖边走钢丝，而在此阶段直接使

用恐怖手段对另一方进行打击，将导致所有

政治斡旋行为失去基本的信任基础。正如卡

塔尔在哈尼亚被刺后所说，如果一边和谈，一

边又将对方和谈代表杀害，这样的谈判怎么

可能成功？

其次，军事冲突恐袭化释放了最为强烈

的冲突升级信号。在冲突进程中，任何形式

的军事袭击都存在冲突升级的风险。因此，

如果相关冲突方具有政治谈判的诚意，就需

要在进行军事行动的同时释放相应的政治信

号。然而将军事冲突与恐怖袭击结合，并在

发动袭击后表现出不承认不否认的姿态，虽

然不算是国际法意义上的宣战，但实际造成

了比宣战更严重的羞辱效果。

第三，此类行为也为冲突持续升级打开

了潘多拉魔盒。军事冲突本身就是你来我往

的恶性循环，在战场一方不断拉低底线后，另

一方自然不会善罢甘休，可能采取更为激进

的手段进行报复。在相互报复的恶性循环

中，战争的漩涡将进一步吞噬中东地区。

割裂全球通信产品供应链
此次通信设备爆炸事件用一种极端方式

表明，在国际安全冲突不断升级的情况下，通

信产品的确存在严重的武器化风险。民用设

备武器化对黎巴嫩乃至全球使用通信设备的

用户造成的恐慌是显而易见的，对整个地区

乃至全球的稳定造成了颠覆性的破坏效应。

通信电子产业是当代全球化与信息化的

产物，本意是通过全球产业链配合，为全球民

众提供相互联系与链接的桥梁。但是当这种

桥梁可能随时变成索命的“奈何桥”后，全球

化的根基也面临着地动山摇的挑战。

首先，军事手段恐袭化严重破坏全球通

信产品供应链背后的信心基础。全球化所带

来的生产分工背后是深度的相互依赖，也即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产体系。在高技术

领域，这一模式背后蕴含的是一种基于信任

的相互配合。而此次爆炸实际上动摇了这一

相互依赖生产体系的信任基石，相互依赖所

产生的正面效益将被安全风险抵消。

其次，此次爆炸将在客观上加剧数字鸿

沟对发展中国家的危害。黎巴嫩等发展中国

家普遍缺乏自主研发通信设备的能力，因此

必须要依靠其他国家的产品。一旦冲突持续

升级并外溢，越来越多如黎巴嫩等脆弱国家

都将面临通信设备被渗透与被破坏的严重风

险。发展中国家本就在数据技术领域面临严

重的数字鸿沟问题，民用设备武器化则是将

数字鸿沟的破坏性从经济不平等升级为安全

威胁甚至主权丧失。

第三，此类爆炸将重创全球化生产分工

体系。当前美西方不断以所谓“去风险”来推

动全球化领域内的脱钩断链，通信设备正是

“小院高墙”的受害者。此次袭击一方面讽刺

性地说明美西方为主的既有通信技术产业链

非但不是所谓安全供应链，反而是其地缘政

治对手的风险来源，另一方面也将加剧通信

技术生产分工体系的割裂，许多原本无意在

产业链上选边站队的国家，在巨大的安全压

力下也必须对通信产品的供货有所选择，作

为全球化基础的自由贸易遭到进一步打击。

国际社会应联手划出红线
此次爆炸事件实际造成的影响不仅是加

沙冲突的地区扩大化，而且是对全球经济乃

至全球化的根基的严重冲击。因此，国际社

会必须团结起来，要对此类事件划出红线，防

止扩散为国际冲突新常态。

首先，维护国际和平与战略稳定必须摈

弃零和博弈与绝对安全的思维。加沙冲突延

宕至今，政治调停屡屡失败，背后核心就是迷

信霸权与滥用武力的错误思维。正如中国驻

联合国代表所言，以色列应该放弃对军事手

段的执念。我国在全球安全倡议中明确提出

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这也

可成为中东未来和平进程的重要参考。

其次，严禁民用通信产品致命武器化应

成为国际社会遵守的底线。随着技术发展，

各类技术的军民两用性正在不断模糊军用武

器与民间产品之间的界限，也为国际军控带

来严重挑战。从维护全球化基本信任以及人

道主义底线的角度出发，各国应在联合国框

架下将民用通信产品致命武器化应用视为明

确不可接受的行为，在国际法层面确立红线，

禁止类似事件进一步发生。

第三，发展中国家也需要安全的通信产

品供应链。目前对所谓通信产品安全供应链

叫嚣最响的多为发达国家，而此次爆炸表明

安全通信产品供应是所有国家都需要的公共

产品。我国近几年来在此领域突飞猛进的发

展，将会为全球提供更为安全的技术支撑。

9月20日，中国外交部网站发

布《中日双方就福岛第一核电站核

污染水排海问题达成共识》文件。

但在此之前，日本抢先选择性地发

布达成共识的信息，甚至至今仍在

试图通过引导性的认知塑造，传播

所谓“中国改变核污染水排放问题

立场”“解禁日本水产品进口”等错

误信息与不实信息。

在这里有必要清楚地指出，中

日就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

问题达成的共识，是中国通过外交

方式推进解决日本核污染水排放问

题进程中的胜利，而绝不是中国的

立场发生了改变。

中国立场没有变
首先，中国没有改变对日本擅

自启动核污染水排放的立场。

在现有国际关系基本规则的框

架下，中国在日本擅自启动核污染

水排放之后，立刻宣布包括禁止水

产品进口等在内的各种反制措施，

就是中国立场的清晰体现。但除此

之外，还需要更加务实的步骤，确保

日本的排放行动能够真正达标，用

最低的代价实现保障环境与生态安

全的目标。

中日发表的共识，就是中国通

过长期且持续的外交手段，敦促日

本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和安全监管

主体责任，尽最大努力避免对环境

和人体产生负面影响，有效防范排

海潜在风险的长期努力所取得的阶

段性成果。

只是阶段性成果
其次，共识的核心是中国通过

外交谈判，促使日本作出让步，包括

同意设立覆盖排海关键环节的长期

国际监测安排，确保中国等所有利

益攸关国有效参与其中，实施独立

取样监测，从而得到全面、真实、有

效的数据，确保排海风险可控。

正如中国外交部吹风会所指出

的，中日双方通过谈判已就此达成

一致，下一步还将讨论监测核素种

类、监测方法等技术细节，以实现全

面、有效、可信的长期国际监测。换

言之，这是个漫长的过程。这份共

识文件，就是中国长期外交坚持促

成的阶段性成果。用欧美的外交话

语来说，这不是结束，甚至不是结束

的开始。后面还需要不断付出更多

努力，中国要实现的就是务实地从

检测机制、检测方法、检测数据等实

操层面入手，具体解决排海风险可

控的问题。

恢复进口有前提
第三，中日双方达成共识文件，

并不意味着中国立即全面恢复日本

水产品进口，这是一个基本的、不容

模糊和篡改的事实。

在中国外交部的回应中，“充分

满足”“逐步恢复”“符合规准”这三

个要素，共同构成了恢复日本水产

品进口的前提。在恢复进口的问题

上，中国没有给出时间表，也没有给

出一定恢复的承诺，而是给出了一

条标准的外交路线图，这条路线图

是动态的、严谨的、审慎的。日本如

果希望达成恢复水产品进口的目

标，要做的就是根据中国的要求落

实行动，并且确保水产品符合规准。

总之，这一共识文件的发布，是

中日外交博弈的一个经典案例。中

国政府从中国人民的福祉以及捍卫

海洋生物-生态安全的高度出发，

理性且智慧地运用外交途径，最终

成功促成日本同意中国的合理要

求，朝着放弃错误做法、有效管控核

污染水排海风险的正确方向，迈出

了正确的步伐。

当然，事实也清楚地显示，日本

存在投机取巧、偏离共识文件确立

的轨道、制造错误认知误导公众的

可能。对此，中国将运用富有中国

特色和智慧的系统性的外交战略，

确保日本回到正确的轨道上，向着

正确的方向持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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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爆炸中损毁的通信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