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搭载获释以色列人的车队抵达以色列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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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以新一轮冲突在持续
15个月之后，终于在国际社会
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并于19

日正式生效。协议能否得到
切实执行？能否促使巴以达
成永久和平？本期论坛请专
家分析。 ——编者

加沙停火协议正式生效
巴以能否迎来永久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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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坛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

可能永远躺在摇篮之中，走向星辰

大海是未来的必然。近日，世界第

一人口大国印度开始向太空迈进了

一步：印度空间研究组织   日宣

布，该机构此前发射的两颗卫星当

天成功完成空间对接任务，标志着

印度成为全球少数能成功实现这种

技术的国家之一。在印度之前，美

国、俄罗斯和中国是仅有的几个已

经开发和测试对接能力的国家。

太空价值重要
印度“空间对接试验”任务旨在

发展并展示航天器在近地轨道交会

对接以及分离所需技术，该任务使

用的两颗卫星在    年  月  日

发射升空。印度空间研究组织  

日宣布对接成功后表示，两颗卫星

组成的航天器一体化控制流畅，这

是印度航天史上的“里程碑时刻”。

据当地媒体报道，两枚卫星对接后

还将进行电力传输测试，这项技术

对复合航天器控制、航天器分离后

载荷运转等非常重要。

印度为什么对太空有这么大兴

趣呢？这得从太空的价值说起。

有学者认为，太空的价值首先

体现在军事领域。以应用卫星为主

的航天系统在军事侦察、通信、打

击、导航定位、预警、反导、军事指

挥、后勤保障、军事气象等诸方面都

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现代战争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未来战争中

更将成为决定胜负的举足轻重的因

素。控制太空这一新的战略制高点

将是取得战争主动权的关键，太空

战场也许将成为未来战争中的第一

个战场。

其次是太空的经济价值。在当

前这个全球经济日益依赖于信息和

信息处理的时代，信息的快速获取、

集成、传输已成为财富生成的源泉，

经济信息化、社会信息化日益明

显。以通信卫星为主干的航天通信

系统作为人类获取传输信息的重要

手段，可实现全球高频段、高速率、

小延迟、大容量、宽频段、低成本的

无缝隙通信，形成名副其实的空间

信息高速公路，以最大限度满足经

济发展对信息获取和传输的需求。

印度加大投入
印度的“大国梦”是其在航天领

域不断加大投入的强劲动力。作为

南亚次大陆地缘政治板块的中心国

家，印度的北面是高耸入云的喜马

拉雅山脉，与亚洲大陆相对隔绝，

东、西、南三面临海，扼守印度洋的

“黄金水道”，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缘

优势。印度逐渐形成了“印度中心

论”，即把印度看成南亚乃至亚洲的

中心，对内要建设强国，对外追求大

国地位。

天缘政治方面的考虑也是印度

重视航天科技的重要原因。自从苏

联在上世纪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

星之后，人类社会就进入了太空时

代。太空作为人类新开拓的空间，

承载着未来的希望。由于太空地位

特殊，战略价值高，各大国围绕太空

的控制与开发展开各种竞争与合

作，天缘政治应运而生。

随着人类社会进入  世纪，太

空的地位更是得到进一步提升。商

业航天的兴起以及俄乌冲突中“星

链”系统的表现使得各国都想在天

缘政治领域占据有利地位，印度自

然也不例外。在前述卫星对接任务

成功后，印度总理莫迪在社交媒体

发文祝贺。他表示，这是印度未来

几年实现雄心勃勃的太空任务的重

要基石。

此次印度卫星“空间对接试验”

的成功确实是一个较大的技术进

步，甚至使印度巩固了在世界航天

第二梯队中的地位。不过，就等离

子推进、量子通信、大型液体透镜太

空望远镜、 D打印等决定未来天缘

政治格局的先进技术和装备来说，

印度要面临的挑战仍然不小。

停火让中东地区尤其是巴以双方重燃和

平希望，但协议的全面落实仍受诸多复杂因

素制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多种因素促成停火
停火协议的达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

结果。

首先，此轮冲突使巴以都付出了远超预

期的沉重代价，双方都难以承受继续冲突带

来的负担，是达成停火协议的最主要原因。

哈马斯伤亡惨重，加沙多地被夷为平地，人道

主义灾难日趋严重。在承受巨大损失后，哈

马斯有通过停火缓解压力、重建家园的诉

求。以色列虽在军事上占优，但面对哈马斯

的顽强抵抗以及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

装等抵抗组织的轮番“骚扰”，最后也是疲于

应对，同时付出了人员伤亡和武器装备损耗

创巴以冲突历史纪录、国内经济遭重创、国际

形象受损毁等前所未有的代价，国内要求停

火止战的呼声日高。

以色列《马里夫报》与拉扎尔研究中心15

日至16日进行的调查显示，73%以色列人支

持与哈马斯达成的停火换俘协议。巴勒斯坦

民众也对停火充满期待，渴望和平生活，大批

加沙巴勒斯坦人在协议达成后走上街头欢呼

庆贺。

其次，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地区国家积极

斡旋是促成停火的重要推动力。巴以冲突以

来，埃及和卡塔尔等地区国家在推动停火谈

判中发挥了关键的协调作用。停火协议达成

后，埃及外交部表示将与卡塔尔和美国合作，

致力于巩固停火协议，共同监督双方被扣押

者交换、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进入等相关行

动。卡塔尔也在多轮停火谈判中积极调解，

为巴以双方提供沟通平台和协商机会。国际

社会的支持为停火协议的达成和实施创造了

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也对巴以双方形成了

一定的舆论压力。

第三，巴以冲突后期美国在促使双方停

火方面也发挥了一定的协调作用，尤其是拜

登政府希望在下台前获得“历史遗产”而多次

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施压，要求以色列

与哈马斯在拜登任内实现停火。特朗普在胜

选后也向哈马斯发出警告，称如果在他就职

前哈马斯不释放被扣押人员，将面临严重后

果。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参与了最后阶段

的停火谈判并对以色列施加压力，一定程度

上促使巴以加快了达成停火协议的节奏。

渐进安排减少阻力
从停火协议本身看，分三阶段逐步实现

人员释放、军队撤离、加沙重建等具体目标的

渐进安排有助于双方建立信心，降低一次性

解决所有问题可能带来的风险和阻力，使双

方在每个阶段都能看到对方是否有诚意和实

际行动，从而增添继续执行协议的动力。

在人道主义救援方面，协议规定以色列

允许每天600辆运输援助物资的卡车进入加

沙地带，允许受伤的巴勒斯坦人离开加沙接

受治疗，开放加沙与埃及之间的拉法口岸

等。这有助于缓解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危机，

改善当地民众生活状况，为停火协议的实施

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减少因人道主义问题

引发的冲突和矛盾。

从现实情况看，救回被扣押人员与休整

队伍、缓解人道主义灾难是当前巴以双方最

大的需求。这也预示着，虽然以色列依然有

可能对加沙部分地区开火，但协议第一阶段

目标有较大可能得以实施。

需要指出的是，停火协议的达成更多是

冲突双方，尤其是以色列因受制于自身困境、

未能完成现实目标的不得已而为之，并不是

出于解决根本问题的愿望。停火协议虽已达

成并已生效，但双方并未建立起必要的信任，

协议的后续实施会遇到各种挑战。

后续实施面临挑战
从以色列方面看，其国内政治生态复杂，

不同政治派别存在严重分歧。极端右翼势力

对停火协议多有抵触，他们出于政治利益考

量，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向政府施压。停火协

议生效当天，因不满政府达成“投降协议”，以

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格维尔宣布辞职，并率

领他领导的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退出执政

联盟。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表示只接受协议

第一阶段内容，要求未来恢复军事行动，否则

其政党也将退出执政联盟。内塔尼亚胡也对

未能完成冲突初期制定的战争目标心有不

甘，表示若协议第二阶段谈判失败，以色列将

在美国支持下恢复对加沙地带的猛烈打击。

巴勒斯坦内部同样面临挑战。哈马斯内

部各派系对协议看法不一，且加沙地带武装

派别众多，部分激进势力不愿轻易放下武

器。一旦个别人擅自行动，以色列极有可能

借机中断协议执行。还有不少巴勒斯坦人担

心，一旦被扣押人员全部获释，以色列可能会

寻找各种借口破坏协议，意在重新控制加沙，

而巴勒斯坦抵抗武装也会作出回应，双方有

可能重回冲突状态。

在国际方面，虽然美国、埃及、卡塔尔等

斡旋方对停火协议提供“担保”，但缺乏强有

力的监督执行机制。美国一直在巴以问题上

立场摇摆不定，特朗普在总统第一任期表现

出的明显亲以倾向更让巴勒斯坦对美国参与

协议执行过程缺乏信任，进而增加了协议落

实的不确定性。

不过，当今国际和地区局势以及美国面

临的全球性挑战与特朗普首次执政时期不可

同日而语，预计他无意也无力将更多资源投

入中东。虽然特朗普的亲以立场不会改变，

但种种迹象显示，他并不愿意卷入中东冲突，

因此，结束此轮巴以冲突将是他上任后首要

处理的中东事项。

分析认为，特朗普在推动巴以停火协议

实施上表现出两面性：一方面，他表示上台后

会与以色列等盟友密切合作推动协议实施，

在协议执行过程中可能会利用其影响力协调

各方行动，与卡塔尔、埃及等国共同确保协议

各阶段内容得以落实；另一方面，他明显亲以

的立场很可能破坏协议的公平性和平衡性，

尤其当双方在协议实施过程中出现意见分歧

时，他很可能站在以色列一边，这也会助长以

色列在协议执行过程中的强硬态度，从而增

加协议执行的难度。

最后，即使停火协议能得到全面落实，充

其量也只是让加沙回到冲突前状态，双方对

加沙战后安排及巴勒斯坦问题的最终解决仍

然存在巨大分歧。哈马斯要求以色列全面撤

军、永久停火，但以色列对此态度含糊不清。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表示巴勒斯坦政府已准

备好战后在加沙地带承担“全部责任”，但以

色列排除了巴勒斯坦政府参与加沙地带战后

治理的可能，无疑给协议的后续执行埋下了

隐患。至于全面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根本不

在这届以色列政府的考虑范围之内，但这恰

恰是巴以屡屡冲突的症结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