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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耶路撒冷11月26日电 以色列总理
办公室26日晚发表声明说，以安全内阁当晚以

10比1的投票结果批准了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

党的停火协议。

声明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

国总统拜登通电话，感谢美国参与达成这一停

火协议及对以色列“在执行协议方面保留行动

自由”的理解。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这一协议将

于当地时间27日凌晨4时生效。

当天早些时候，内塔尼亚胡发表视频声明

说，他已将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停火协议

提交内阁批准。“能够执行的协议才是好的协议，

我们一定会执行”。如果真主党违反协议，试图

在黎以边境地带重建武装，以色列将发动反击。

对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以色列都

将以武力回应。停火期限取决于真主党。

另据媒体报道，拜登当天发表讲话表示，他

已与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总理米卡提通电话，

确认以黎两国政府已接受停火协议。拜登还感

谢法国总统马克龙参与推进该协议的达成。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最新一轮冲突去年

10月爆发后，黎巴嫩真主党隔着黎以边界与以

军交火，以策应在加沙地带与以军作战的巴勒

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

今年9月，黎以局势骤然升温，以军10月1

日对黎南部发动地面进攻。真主党在地面阻击

以军的同时，继续用无人机、导弹和火箭弹打击

以色列境内目标。

在美国与法国的调停下，以色列安全

内阁批准了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停火协议。

协议的达成是自去年加沙冲突爆发以来，

针对中东冲突降级的一次外交突破。但停

火的可持续性依然不确定，地区总体紧张

局势依然将维持一段时间。

根据目前信息，在停火协议达成后，以

色列将逐步从黎巴嫩撤军。而以色列总理

内塔尼亚胡在协议签署后的讲话中表示，

以色列在执行此协议时保持“军事行动自

由”，任何真主党“违约”行为都会遭到“有

力回应”。而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真主党

高级官员表示，真主党将在停火协议后保

持活跃的姿态。在当前中东冲突愈演愈烈

的大背景下，此次协议的达成，更多可被视

为冲突各方的一次战术妥协。

各方自有考量
从调停方角度而言，美国长期以来自

视为中东冲突的主要调停者，并将此作为

在中东维持影响力的体现。而在当选总统

特朗普即将上台的背景下，拜登政府在最

后执政时期促成黎以冲突停火，也可勉强

留下一些正面成果。而法国因为与黎巴嫩

的历史联系，习惯在黎以冲突中“指手画

脚”，此次达成60天停火协议，也可为后续

与特朗普政府沟通打下基础。

对冲突当事方而言，黎巴嫩真主党与

以色列都存在一定的停火意愿。对于真主

党来说，以色列的袭击客观上造成战略压

力，而以色列目前同时展开加沙与黎巴嫩

两场地面战争，同时还面临胡塞武装、伊拉

克反美武装甚至伊朗的远程袭击，军事能

力也出现透支。正如内塔尼亚胡所言，以

色列在黎巴嫩方向停火的一项重要目的就

是补充并升级部队。更重要的是，与军事

打击加沙地带不同，以色列在黎巴嫩方向

的主要军事目标在于通过地面战实现战略

缓冲，因此停火与原定目标存在一致性。

影响可能有限
但是，停火协议对于当前中东冲突的

总体降级的促进作用恐怕十分有限，其原

因可用三个“没变”来形容。

首先，以色列试图通过军事手段实现
其国土南向与北向安全的意图没变。与黎
巴嫩停火，并不意味着以色列会减少在加

沙地带的军事存在，对于真主党的定点清

除活动也不会停止，在巴以问题上强硬立

场不会软化。正如内塔尼亚胡所言，对黎

巴嫩停火是为了更加专注于“伊朗威胁”与

孤立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

这意味着地区冲突最主要诱因依然存在。

其次，黎巴嫩真主党以及相应“抵抗之
弧”对以色列的态度也没变。虽然“抵抗之
弧”目前采取了相对克制的态度，但此轮地

区冲突所造成的灾难只会增加真主党以及

其盟友对以色列的敌意，冲突升级恶性循

环并没有被打破。

第三，美国对中东冲突“拉偏架”式的
斡旋也没变。拜登政府坚持偏袒以色列，
因此始终无法调停此轮中东冲突。而即将

上台的特朗普政府，则可能会在偏袒以色

列道路上越走越远，这也将导致地区冲突

风险始终处于高位。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

心副研究员 周亦奇

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今日起停火
以安全内阁批准协议 声称“保留行动自由”

黎以停火：冲突各方的一次战术妥协

作为美国高性能芯片制造“领头羊”的

英特尔公司，原本应该成为美国《芯片与科

学法案》的最大受益者。然而，《芯片与科学

法案》推出以来，尤其是最近一年，英特尔的

股价“跌跌不休”。拜登政府总算要发补贴

了，但原本85亿美元的补贴却要“缩水”。

军方合同抵补贴？
据央视新闻消息，拜登政府今年年初表

示，将向英特尔公司提供近200亿美元的补

贴和贷款，提高美国国内的芯片产量。其中

包括85亿美元补贴、高达110亿美元联邦贷

款和25%的税收减免。

然而一年快要过去，85亿美元的“红包”

尚未到手，却要“缩水”。知情人士透露，拜

登政府的“红包”只能给不到80亿美元。这

一变化据说是因为英特尔拿到了为美国军

方生产芯片的30亿美元合同。值得注意的

是，就在拜登政府决定减少补贴之前，英特

尔将在俄亥俄州投资建设芯片工厂的项目

完成时间，从2025年推迟到了2030年。

英特尔的首席执行官帕特 ·盖尔辛格曾

是《芯片与科学法案》的支持者。但法案推

出后，英特尔的业绩一路下滑。数据显示，

英特尔最近一个季度的销售额下降6%，市

值已从2000年的5000亿美元高点跌至如今

的1060亿美元，成为潜在的收购目标。

10月初，盖尔辛格公开表达了对《芯片

和科学法案》的失望。陷入困境的英特尔这

些天正忙着大规模裁员，甚至还计划出售在

加州的大型园区地产，然后回租部分厂房，

从而节省成本。

发“红包”难以救急
究竟是谁坑了谁？这并不是一个可以

简单回答的问题。美国政府宣称，自《芯片

和科学法案》生效以来，已促成约4500亿美

元的半导体私人投资，创造超过12.5万个建

筑和制造业就业岗位，并吸引了一些跨国企

业在美扩建工厂，推动本土企业扩产。但上

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柯
静表示，由于补贴分配过程进展缓慢且规模
有限，事实上影响了英特尔等企业扩产计划

的推进。同时，大部分补贴集中于少数大型

企业，对中小型芯片企业支持不足，无法形

成完整的行业生态。

如今，随着特朗普即将重返白宫，拜登

政府在权力交接前的最后时刻派发《芯片和

科学法案》“红包”。但很难说这些“红包”能

否救英特尔的急。柯静表示，对于英特尔来

说，尽管直接补贴尚未到位，但还是获得了

联邦贷款和投资税收抵免优惠。“即便如此，

英特尔的经营状况依旧不尽如人意。其实

暴露了一个深层次问题，补贴是否足以帮助

英特尔建立竞争优势？”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曾试图为英特尔

拉客户，鼓励谷歌、微软、亚马逊和苹果的高

管让英特尔在美国为其产品生产芯片。但柯

静指出，美国政府限制英特尔等企业向中国

出口芯片。失去中国这个大市场，只会削弱

企业的市场份额和盈利能力。“英特尔的困境

表明，对于高科技企业而言，市场需求和市

场份额与研发投入息息相关。如果市场需

求不足，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也将被削弱。”

法案局限性明显
回顾《芯片和科学法案》生效的这两年，

柯静指出，除了关于补贴分配的争议外，法

案的局限性明显：美国本土高昂的生产成本

结构削弱了本土芯片制造在经济上的可持

续性；联邦政府面临严重财政赤字，无力维

持长期的补贴；芯片工厂建设周期长，短期

内无法显著大规模提升产能；政府通过补贴

扶持，存在政策资源错配的风险。

在当选总统特朗普看来，拜登政府力推

的《芯片和科学法案》“糟糕透顶”，他认为想

要推动美国本土的芯片产业发展，与其花钱

补贴不如靠加税。柯静表示，加税对于包括

英特尔以及更多的美国企业来说，不过是从

一个坑跳进另一个坑。“首先，加税的直接成

本最终将由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承担。其次，

芯片产业是资本密集、技术复杂的产业，建

设芯片工厂和完善供应链需要数年时间。

关税无法立即解决产能问题，甚至可能因抬

高原材料成本而加剧产业发展的难题。第

三，加税等贸易保护主义做法必然对行业生

态造成极大伤害。长期来看，对美国科技企

业竞争力不利。” 本报记者 齐旭

英特尔股价“跌跌不休”政府承诺补贴又要缩水

美国芯片制造“领头羊”被谁坑了？ 新华社莫斯科11月26日电 俄罗斯外交
部26日宣布对30名英国公民实施制裁，以回

应英国政府的“敌对行为”。

俄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英国政府接

连不断发表侵略性反俄言论，系统性对俄实

施非法单边限制，并出于追求地缘政治利益

的目的支持乌克兰政权，导致乌克兰冲突无

意义地延长。作为对英方“敌对行为”的回

应，俄方决定将一批表现出反俄立场的英国

政界、军事集团、高科技企业代表及媒体人士

列入禁止入境名单。

根据声明，制裁名单中包括英国副首相

雷纳、内政大臣库珀、财政大臣里夫斯等人。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26日通报，英国驻俄

大使馆一名外交官因违反俄罗斯法律和从事

威胁俄安全的情报活动被限期离境。俄外交

部当天召见英国驻俄大使并提出抗议。

新华社上午电 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25

日说，海地首都太子港近期帮派暴力升级，导

致约两年来最大规模的“逃离潮”，十天内近

4.1万人逃离。

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古德斯坦在

声明中说，本月11日至20日，共有40965人

逃离太子港，“如此大规模的被迫迁移是我们

2022年在此开展应对人道主义危机工作以

来前所未见的”。

据法新社报道，过去两周，太子港多个居

民区发生帮派打斗厮杀，今年2月新成立的

反政府帮派联盟“共同生活”参与其中。

2021年7月7日，海地时任总统若弗内

尔 ·莫伊兹遇刺身亡，国家陷入动荡。海地原

定2024年2月7日前举行总统选举，但未能

实现。2月底，多个帮派在太子港袭击政府

机构和公共设施，要求时任总理阿里埃尔 ·亨

利下台。本月10日，过渡总统委员会罢免刚

上任不满半年的总理加里 ·科尼耶，任命菲

斯-艾梅为新总理。

对30名英国公民
俄宣布实施制裁

首都帮派暴力升级
海地出现“逃离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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