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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国家安全的现实主义解读
*

周士新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上海 200083 )

摘  要:  以色列国家安全在国际、地区以及国家单元三个层次上存在着结构性安全困境。以
色列国家安全与国民安全存在着矛盾,并往往受到外部势力的干预。以色列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

的安全诉求相互冲突。以色列希望通过维持均势、建立战略优势、改善安全环境的现实主义安全政
策, 并未促使以色列摆脱安全困境的桎梏。对两种博弈模式的分析说明, 只有在安全互信的基础

上, 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建立切实有效的合作安全机制,才是以色列摆脱安全困境的根本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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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以色列来说,维护国家安全是历史和现实中

存在的最重要问题。自建国以来,以色列经历了无

数次大大小小的战争。以色列政府和民众在国家
面临安全威胁时, 总是不遗余力, 为力求安全自保

甚至不惜先发制人, 预防性地发动战争。然而, 尽

管半个多世纪以来, 以色列取得了对外战争的胜

利,但以色列的国家安全仍面临严重困境, 仍遭到

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敌视、敌对与抵制。如何摆脱

国家安全困境不仅成为以色列促进国家政治、经济

和文化发展的需要,而且将推动中东和谈的进程与

趋势, 影响着中东安全格局的变化。

一、以色列安全困境的结构性分析

现实主义理论认为, 国际体系中没有中央权

威, 体系中各单位 (国家 ) 之间是平等和相互独

立的关系。无政府状态、单位职能的相似性及国

际权力的分散分布成为国际体系的实质特征。
[ 1]
国

际体系是一种自助体系, 以安全竞争为基本互动
关系, 主权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是普遍存在的。

约翰#赫兹认为, 每一个国家都始终担心受到对

方的侵害,尽可能增强实力以求安全, 而这又必然

使对方感到不安全,从而尽可能地增强实力以防不

测,结果进一步加剧了相互间原本的安全担忧。
[ 2]

罗伯特 #杰维斯认为,一方增强安全会削弱另一方

的安全。每一方都认为对方不仅是潜在的威胁,而

且是现实的敌人。国家既无法意识到自己的行为
会被视为威胁性行为,又认为对方的敌意行为源于

对方的侵略性。
[ 3 ]

以色列国家安全存在着国际、地区和国家单位

三个层面的结构性安全困境。所谓结构性安全困

境,是指在特定的国际安全结构中,处于同一体系
的行为体之间出于对安全的不同诉求而导致的安

全竞争态势。处于这种安全困境中的各行为体间

处于一种零和博弈的状态,在根本利益上存在着激

烈对抗。
[ 4]
在这种安全困境的主导下,国家之间的

信任机制难以构建, 国际安全合作难以实现。

(一 )国际安全层次。尽管国小人少, 但以色

列始终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国际性的大国。以色列

属于联合国的成员,在众多国际政治、安全、经济和

文化活动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冷战时期,以色列安

全形势的变化集中反映了美苏在中东的安全竞争。

以色列对外战略及行为既得到过外部大国的袒护

怂恿、支持合作,也受到过他们的干预和干涉。
[ 5]
在

国际安全格局中, 美国既是以色列的战略伙伴, 也

是以色列赖以生存的最后保障。冷战后,尽管不完

全认同以色列实施对外政策的方式,欧盟、俄罗斯、

中国以及印度等都与以色列维持着良好的战略合

作关系。
(二 )地区安全层次。以色列与中东其他国家

存在着民族、宗教方面的根本矛盾,实质是以色列

与这些国家的安全认同错位问题。以色列人的主

体为犹太民族, 信仰犹太教, 而中东地区其他国家

的民众大多为波斯、阿拉伯、土耳其和库尔德等民

族,信仰伊斯兰教。在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 宗教

深入家庭习惯和社会风俗,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和思维方式,作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现象, 伊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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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和犹太教实际上是一整套维系阿、犹两种民族特

征,构筑民族性格,强化民族凝聚力, 反映本民族价

值观念的复杂的文化体系。
[ 6]
由于民族之间在历史

上曾经历了长期的安全冲突,双方在安全认同方面
存在着严重的排斥性。宗教信仰方面的差别促使

犹太人对其他民族产生了严重的猜疑心理。阿拉

伯伊斯兰国家已经对以色列建构起强烈的敌对意

识,并因为以色列在中东安全结构中的进攻型姿态

而难以减弱。

(三 )国家安全层次。对阿拉伯世界来说, 以
色列是一个侵入者,抢占了阿拉伯人已经生活了上

千年的领土。而对于犹太人来说, 他们只是 /回归
家园0, 回到犹太民族以前生活过的土地。因此,领

土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水资源、难民问题等都成为
历史和现实中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以色列几乎与

周边所有国家, 包括境内的巴勒斯坦都存在着严重

的边境划分以及安全问题。 460多万巴勒斯坦难民

既难以回归家园, 也难以得到周边国家的完全公民

对待,对这些国家的社会秩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导

致了这些国家与以色列的矛盾冲突随时可能爆发。
从整体上看,在国际层次上,冷战后时期,以色

列国家安全环境已经得到了较大改善,以色列获得

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与尊重。在地区层次上, 随着与

埃及、约旦关系解冻, 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困境得到

了明显缓解。在国家层次上,尽管以色列与周边国
家具有不可协调的安全矛盾,但是冲突爆发存在着

极大的偶然性, 且能够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和程度,

难以形成全局性的安全危机。历次阿以冲突表明,

以色列既不能以消灭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为战略

目标,也决不能允许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
国家安全构成致命性威胁。

近年来,由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强势地位, 阿

拉伯国家针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战略

意志大大减弱,以色列的战略进攻性增强。以色列

的军事行动主要是解决某些具体议题, 即 /定点清
除 0某些可能危及以色列国家安全的目标。这种具
有 /先发制人 0的行动维持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

既预防性地消除了安全威胁,也没有引发以色列与

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直接军事冲突。然而, 2006

年夏,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实

现自己的预期目标。

二、以色列应对安全困境的战略选择

以色列将国家安全建立在阿拉伯世界不安全

的基础之上,导致了双方安全战略的不相容性。以
色列目前并不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领土,而是力图巩

固已经取得的利益。以色列国家安全具有以下几

个主要特征:

(一 )整体安全的基本保障。从国家整体军事

实力来看,以色列几乎拥有与所有阿拉伯邻国同时

作战的常规力量。尤其近年来阿拉伯世界严重分

裂,基本上不存在任何国家能够与以色列军事对

决。当前中东唯一对以色列国家安全构成实际威

胁的只有伊朗, 伊朗的 /谢哈布型 0系列导弹能够
完全覆盖以色列。由于美国可能军事干预, 在拥有

核武器之前,伊朗对以色列国家安全的威胁程度仍
相当有限。

(二 )国民安全的脆弱性。虽然以色列的国家

军事力量可以保障国家安全,却无法保障国民的个

体安全。
[ 7]
自杀式人体炸弹等零星的恐怖袭击防不

胜防, 既对以色列国民的人身安全构成了极大威

胁,也使国民心理产生了极大的压力和恐惧。虽然
以色列采取加强国家安全,保障国民安全的措施,

如修建隔离墙, 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并不能杜绝

国民安全随时可能面临危险。

(三 )潜在性。这包括两个方面: 1. 安全问题

随时可能爆发。中东问题的核心是阿以和谈问题。

以色列与一些阿拉伯国家只是就一些迫在眉睫的

敏感问题达成权宜之计,而水资源和难民回归等问
题,并没有得到妥善处理, 这犹如一座座活火山,随

时可能爆发。2. 核威慑的潜在性。众多资料和事

实显示,以色列在世界核国家中居第 6位, 其核武

器的数量和质量虽不及法国和英国,但高于印度和

巴基斯坦。
[ 8]
然而, 以色列官方始终对其核活动讳

莫如深,不承认、也不否认其拥有核武器。这样一
来,以色列既可能维持其实际上已经存在的核威慑

力量, 又可以抑制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发展核武器计

划,为美国在核问题上袒护以色列提供基础。

(四 )地区外势力的干预和干涉。历次阿以战

争均受到外部势力的干预和干涉。例如在 2006年

夏季的黎以冲突中,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
行动受到了美法等国的约束,进行的只是一场有限

战争。
[ 9]
以色列经不起长时期的战争状态,也难以

进行多点同时作战。因此,外部势力的干预往往为

以色列争取时间,集中力量打击重点目标赢得了时

间和机会, 也为以色列结束战争、巩固胜利果实提

供了基础。
[ 10 ]

以色列实行的是完全意义上的进攻性现实主

义政策, 强调国际体系中的 /霍布斯主义 0性质。
国际安全的稀缺性导致国家之间为获取安全而展

开激烈竞争,常常导致冲突和战争。建国伊始, 以

色列为求生存、求和平而被迫进行战争, 后来占领

土以求安全保障, 以领土求安全,但始终未能获得

绝对安全。根据联合国 /土地换和平 0计划, 以色
列需要交出所占领土以换取阿拉伯邻国的信任。

从安全战略上讲,这些领土对以色列的安全防御至

关重要。以色列认为,它是将有形的战略资产换取

难以兑现的承诺,一种随时可以反悔的东西。

以色列通过建立与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均

势保障国家安全。更确切地说,以色列追求的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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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国家的安全优势。一般而言, 均势的目的往

往就是避免对手优势的出现。然而, 以色列相信越

强大越安全的威慑政策。为了获得绝对安全, 以

色列竭力压制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力量, 杜绝阿拉

伯伊斯兰国家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对自己

构成威胁。

出于地缘战略的考虑, 以色列与土耳其和印度
构筑了战略合作关系。

[ 11]
以色列积极发展与印度

的关系有着多层考虑: 首先, 印度的地区大国地位

及地缘战略的重要性。提升两国关系可以提升以色

列的政治地位,扩大以色列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其

次,寻求与印度开展安全合作。印以拥有共同安全

利益, /伊斯兰恐怖主义是两国的共同敌人 0。最后,

谋求印度的外交支持,并利用印、阿传统友好关系,

推动印度在中东和平进程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
[ 12]

一般来说,均势是主观认识和客观环境相结合

的产物,具有两种基本形态, 一是 /自在的均势 0,
指国际关系特定状态与运行规律的描述,即认为均

势是 /历史的一种普遍规律 0, 是国际关系从无序
走向有序的特定归宿;二是人为的均势, 作为主观

表达,它是一国对外战略的选择。
[ 13]
如果说 /安全

困境0是人们对客观环境的主观认识, 那么, /均势
原则0就应该是人们对客观环境的主观选择。它更
像一种权宜之计,与 /同盟 0政策一样, 始终面临着

一种 /围城0式的困境。
然而,纵观均势演进史, 均势的目的和结果往

往相背离。均势的目的就是维持稳定、防止战争。

然而, 自现代国际体系诞生以来, 一方面均势确实

防止了战争的频繁爆发,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

纳体系、凡尔赛 ) 华盛顿体系抑或是雅尔塔体系都
维持了相当长时期的稳定; 但另一方面已经发生的
大多数战争亦均源于均势, 均势似乎成为战争的

/导火索 0。从以色列促进国家安全利益的进程来
看,以色列实行的均势战略并未能阻止战争, 保证

以色列国家的绝对安全。

三、以色列国家安全的博弈论分析

严格地说,博弈论只是一种应用范围相当广泛
的科学研究方法。博弈论可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

作博弈。二者的区别在于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相互

作用时,当事各方能否达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

议。如果能,就是合作博弈;反之就是非合作博弈。

合作博弈强调集体理性, 提倡效率、公正、公平; 非

合作博弈强调个体理性,个体最优决策, 其结果是

有效率的,也可能是无效率的。
[ 14 ]
因此, /为了玩得

出色, 竞赛者必须懂得自己要得到什么, 还必须明
白自己知道什么和不知道什么, 可以做什么和不可

以做什么。他们对行为后果的认识是不确定的,因

为在一场典型的竞争中,一方行动的结果将有赖于

其对手所采取的行动。0 [ 15]
博弈成为一种利用规则

取得利益最优化的一种技巧。

以色列寻求国家安全的战略可以利用两个博

弈模式进行分析。第一种博弈模式类似于 /囚徒困
境 0,它主要体现在以色列与其邻国,特别是巴勒斯

坦之间。如下图所示:

从博弈二式矩形阵看,这是一个较为理想化的

模式。然而实际上,博弈双方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

对称的。一是掌握信息多少的不对称;二是实力上

的不对称。对巴以双方来说, 这两个方面都存在。

以色列凭借其强势地位,要取得相对获益最大值的
最优化选择是相对强硬 ( 4- 1= 3) , 不与巴勒斯坦

进行合作, 同时迫使巴勒斯坦合作。次优是在巴勒

斯坦采取合作的前提下进行合作,赢得主动。对于

巴勒斯坦而言, 似乎也存在同样的战略选择。然

而,由于自身实力较弱, 巴勒斯坦方面实现这种结

果的可能性较小。巴勒斯坦比较实际的选择是在

对抗失败后再进行合作, 并力图压制以色列也合

作,得到绝对获益的最大化 ( 3)。
在中东问题上,能够直接影响以色列对外政策

的国家只有美国。因此,以色列在与巴勒斯坦进行

相互博弈的同时,还存在一个与美国之间的博弈模

式。对美国而言,它具有是否介入巴勒斯坦问题的

两种选择。只有在介入巴勒斯坦问题之后才可能

与以色列进行博弈。如下图所示:

美国虽能对以色列施加影响,但以色列的对外

政策并不完全受美国控制。美以在安全问题上仍
存在分歧。以色列既担心美国的中东政策太强硬,

压它让步; 又担心美国的中东政策太软弱, 不履行

对以色列安全承担的义务。假如美国坚决压制以

色列与巴勒斯坦进行谈判,以色列被迫压制民意与

巴勒斯坦实现和解, 阿、美、以都可以从中获得利
益。然而, 美国在中东问题上, 难以进行重新选择。

美国在中东最可信赖的盟友只有以色列。如果以

色列不惜一切代价不与巴勒斯坦合作,美国也决不

会伤害与以色列维系了几十年的亲密关系。断绝

美以战略关系对美国的损失会更大 ( - 1)。美国

内犹太势力的影响也决定了美国政府对以色列施
加的影响极其有限。美国最终会选择不介入或与

以色列合作。以色列当然明白这一点,如果不能获

得绝对安全,不能满足其最大的安全利益, 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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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勇敢地与巴勒斯坦一直僵持下去, 美国最终也不

会抛弃以色列迎合巴勒斯坦。

然而,我们从两个博弈模式中可以发现, 对于

中东整体安全局势而言,实行安全利益最大化的最

佳战略选择应该是合作,只有合作, 各方才都能够

获益。然而,以色列的安全合作并不表示其会在安

全问题上让步,只有当巴勒斯坦和美国也能够采取
与以色列合作的战略时,以色列才能够进行战略合

作;否则即使得不到外部安全保障, 以色列也必须

实施强硬的对外安全战略。以色列绝对不会获得

低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相对安全系数。

四、简短评论

以色列欲通过均势和博弈的原则来解决自身
的安全困境难以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以色列摆

脱安全困境以及中东安全局势的改善,需要以色列

和伊斯兰世界双方均做出努力。从根本上看,关键

在以下两个重要方面:

(一 )建立互信机制。安全困境源于双方之间

的不信任, 只有双方建立互信机制, 不再以邻为敌,

而是以邻为伴, 以邻为善, 才能发展友好合作的关

系。以色列的安全困境本质上属于传统安全问题,

阿以双方长期紧张的对峙状态阻碍了互信机制的

建立。阿以之间只有以诚相待、抛弃前嫌,以互信为

基础进行对话和谈判,以发展的眼光解决历史问题。

(二 )建立区域安全合作机制。安全合作机制
有助于国家确立自己的利益和规范自身的行为,克

服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对以色列而言, 必须与

阿拉伯世界在互信基础上通过谈判、军控和裁军

等方式建立起广泛的区域安全合作机制。从近期

看, 以色列已经开始抛弃与所有阿拉伯国家同时

协商寻求解决所有问题的政策, 而是在具体问题

上与具体国家进行协商, 寻求实现外交突破, 缓

解双边外交关系。只有存在和解的动机, 才会有
和解的行动。只有当以色列实现了与阿拉伯伊斯

兰世界的历史性和解, 中东和平进程才会有 /和
平的结果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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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istic Analysis of Israel. sNational Security
ZHOU Shi- x in

( The In stitu te forM iddle E as t Stud ies, Shangha i In ternational S tud iesUn ivers ity, Shangh ai200086, Ch ina)

Abstrac t: There ex ist three strata of serious structura l secur ity d ilemma re la ted to Israe l nationa l secur ity, that is, internationa,l

reg iona l and national units. Israe l national security is contrad ic to ry to its c iv ilian security. Secur ity issues m ay break out at any

frequently interv ened by the oute r powe rs. Israe l security appea ls clash w ith those o f the A rab - Islam icW or ld. Israe l. s realistic

secur ity po licy by m ainta ining the balance o f pow er, estab lish ing strateg ic preponderance, to am elio rate the secur ity env ironm ent,

hasn. t he lped Israe l shakes off the shackle o f security dilemm a. Analysis o f tw o types of g am e m ode ls indicates that, on ly by

establish ing the effec tive security coope ra tion reg im e w ith A rab- Islam ic wo rld on the bas is of m utua l security trust can Israe l finds

its ultim ate secur ity w ay ou t of the secur ity d ilemm a.

K ey words: Israe ;l Na tiona l Secu rity; Secur ity D ilemm a; Rea lism; Secur ity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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