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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以冲突，会

以一种让美国与以

色列尴尬的方式走

向阶段性的缓解。

尴尬的美国霸权

伊朗与以色列从 4 月 1 日到 4 月 19 日，进行

了一轮紧张的博弈：先是以色列袭击了叙利亚的伊

朗大使馆馆区，随后是伊朗从本土对以色列境内的

三个军事目标进行有限度的回击，最后则是以色列

对伊朗发动了象征性反击。这一连串互动，是加沙

危机外溢的产物，背后折射的是尴尬的美国霸权：

一方面，要维持住美国主导下建立的地区秩序；另

一方面，以色列不听话，伊朗威慑不住，地区局势

好转不了。

整个中东地区的秩序安排，包括国家之间的关

系，从其发展的历史源流来说，就是西方世界在全

球扩张的产物；中东地区的教派问题、族群冲突、

边界纠纷，乃至国家间的政治关系莫不如是。英国

治下时期制造了中东问题；美国接盘持续为中东地

区注入更多不确定性的因素，加剧矛盾，以此维持

自身持续介入中东地区的借口和理由。同时，相比

巅峰时期而言，经济增长乏力，持续陷入“债务驱

动型”增长的美国，受到冷战后高速发展 30 年的新

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影响，已经不再具备冷战时期

在全球同时支撑两场半战争的真实实力，拜登政府

已无当初尼克松总统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之后“把

所有能飞的飞机都给我派到中东去”的底气和豪迈。

更加微妙的是，长期处于美国偏袒下的以色列，

已经在巴以问题上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地区巨婴”

倾向：从 2023 年 10 月 7 日发展至今的地区危机，

核心驱动其实是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精算”，即用

地区危机来延续其本人的政治生命，避免被国内反

对派送上法庭审判；在整个加沙行动期间，以色列

的军事力量能够屠戮加沙民众， 却不能用军事手段

在战场上击败哈马斯；对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袭击

的评估，具有“独走”特征，事前决策轻率认定伊

朗不会回击，更多的算计则是刺激伊朗，并将美国

拉入危机，以此为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内的政治

生命保驾护航；当伊朗明确做出回应之后，以色列

的实力短板再度暴露，在没有美国支援的情况下，

以色列只能对伊朗发动象征性反击，以至于以色列

政府自身都迟迟不愿意用公开的方式，宣布实施了

对伊朗的有效反击。

美国拜登政府处置伊以冲突，以及加沙危机的

行动，折射出清晰的“裱糊匠”特征：胡塞武装对

红海的封锁与袭击，就让美国海军束手无策；美国

国务院、国防部乃至直接与以色列合作的美国军方

成员，均出现大量不满声音，甚至出现了布伦谢尔

的自焚抗议事件以及美国国务院职员的公开辞职事

件，显示拜登政府无法凝聚国内支持以色列以及美

国中东政策的共识；同时，同情以色列的犹太团体

在全美范围内对支持巴勒斯坦的个体进行追杀，从

而让拜登政府面临输掉 2024 年总统选举的风险，

在全球持续高速耗散美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声望。

在联合国安理会多次一票否决停火建议，一票否决

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国的场景，对全球舆

论产生巨大冲击。

伊以冲突，会以一种让美国与以色列尴尬的方

式走向阶段性的缓解，但加沙危机并没有结束。

以色列在加沙地区执行的大屠杀，死难者已经

超过 34000 人，并且还在持续增加，考虑到后

续以色列可能继续对拉法难民营进行攻击，继

续对人道主义物资进入加沙进行干扰，继续在

加沙制造饥饿等，国际社会如何在这种情况下，

找到破局的方法，尽快结束当地的人道主义危机，

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同时，这也再次向世界

证明，美国的霸权，以及这种霸权在地区建立的所

谓秩序，才是对安全、和平与发展最主要的威胁来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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