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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巴勒斯坦内部危机透视

唐志超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7 月中旬以来
,

巴勒斯坦 自治领土加沙地带发

生了由巴部分武装分子参与的绑架人质
、

枪战
、

纵火

和游行示威等一系列事件
,

致使加沙陷人前所未有

的混乱状态
,

并引发政治危机
,

包括总理库赖在内的

多名高官向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递交辞

呈
。

巴陷人了十多年来最严重内部危机
。

巴此刻爆发内部危机
,

与以色列沙龙政府提出

并正加紧实施的单边
“

脱离
”

计划(重点是完全撤出

加沙 )有着密切关系
。

沙龙政府坚持不与巴民族权

力机构打交道
,

未与巴方就撤离加沙进行协调和安

排
,

因此以单方面
“

脱离
”

后由谁来控制加沙格外引

人瞩目
,

并由此引发在加沙的巴各派势力争相抢占

地盘
,

进而演变成
“

内乱
” 。

¹ 然而
,

以色列撤离加沙

只是巴内部矛盾大爆发的一个引子
,

巴内部存在的

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以及潜伏已久的危机才是导致

加沙乱局的根本原因
。

第一
,

巴民族权力机构遭遇 了前所未有的信任

危机
。

巴以冲突近四年来
,

巴内外生存处境 日益恶

化
。

从外部看
,

一方面
,

沙龙政府对巴采取了前所未

有的强硬政策
,

废弃奥斯陆协议
,

执意使巴民族权力

机构边缘化
,

强行推行单边
“

脱离
”

计划并不顾国际

社会一致反对执意修建
“

隔离墙
” 。

另一方面
,

在反

恐国际大背景下
,

巴勒斯坦人反 以斗争及方式遭到

质疑
,

在国际上 日益孤立
。

布什政府作为几十年来

最偏袒以色列的一届美国政府
,

几乎无条件支持沙

龙对巴政策 ;阿拉伯世界一些国家如埃及和约旦公

开批评阿拉法特
,

并要求其进行改革
。

从内部看
,

奥

斯陆协议签署以来巴方所取得的和平成果已丧失殆

尽
,

处于十多年来的最困难时期
。

自治领土差不多

全部被以色列重新占领
,

经济濒临崩溃
,

失业率高达

印%以上
,

犯罪盛行
。

这次
“

叛乱
”

之所以高举反腐

败和改革的旗帜
,

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巴民众对现状

的不满以及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
。 “

杰宁烈士旅
”

声

称
, “

我们 已给 巴 民族权力机构三年时间去改革
,

40

⋯⋯但他们什么也不做
。

我们只好以自己的方式行

事
”º

。

第二
,

缺少法律和秩序
,

巴民族权力机构的权威

面临地方势力的严峻挑战
。

由于以军长期将阿拉法

特围困于拉马拉的官邸
,

限制其行动自由
,

并全力打

击巴民族权力机构
,

导致巴政权基础设施被摧毁
,

政

府难以正常运转
。

特别是巴警察被禁止武装巡逻以

及在各城市间进行穿梭活动
,

从而失去了对许多地

方城镇 的控制
。

今年 4 月 的一 项 民意调查显示
,

男% 的巴勒斯坦人认为巴 自治领土正处于无法无天

的混乱状态
。

» 与此同时
,

巴民族权力机构的地方分

支以及一些不知名的地方派别在失去中央控制后开

始坐大
,

并逐步取代中央
,

在地方事务中发挥日益重

要的作用
。

¼ 在加沙
,

除了长期以来一直以加沙为据

点的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外
,

以前加沙预警部

队司令达赫兰为首的地方势力格外引人注 目
,

事实

上
,

哈马斯以及达赫兰的势力才是加沙的实际统治

者
。

巴民族权力机构很大程度上要靠达赫兰的力量

才能对加沙进行行政管理
。

½ 这次加沙
“

叛乱
”

之所

以发生
,

就是由于巴民族权力机构企图在以色列撤

出加沙前加强对该城的控制
,

结果遭到了以达赫兰

为首的地方势力的强烈抵制
,

从而引发了冲突
。

第三
,

巴解组织
、

法塔赫以及阿拉法特面临越来

越严峻的内部挑战
。

从这次
“

叛乱
”

的参与者来看
,

它们主要来自巴民族权力机构体制内部
,

而不是哈

马斯等体制外组织
,

这显示冲突已扩展到作为巴民

族权力机构核心的法塔赫内部
。

¾ 由于内部派别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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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日益严重
,

法塔赫事实上正处于解体的边缘
。

从

阿拉法特个人面临的挑战来看
,

除了有来 自美
、

以和

部分阿拉伯国家的巨大压力外
,

内部压力也 日益增

大
。

这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
: 一是对阿拉法特的一

些决策持反对意见和异议
。

以前总理阿巴斯
、

达赫

兰
、

阿什拉维等为首的
“

改革派
”

主张顺应美
、

以要

求
,

大幅度进行体制改革
。

达赫兰等则公开批评阿

拉法特在 2以刃年发动阿克萨起义是个战略错误
,

得

不偿失
。

二是对阿拉法特个人行事作风和方式的批

评
,

这集中在批评阿拉法特大权独揽
,

独断专行和任

人唯亲等方面
,

要求进行改革
,

建立一个更民主
、

透

明的权力机制
。

两届总理阿巴斯
、

库赖先后提出辞

职
,

8 月初
,

巴 自治政府计划部长卡西斯和司法部长

拉耶斯又提出辞职
,

主要原 因是他们抱怨阿拉法特

不肯分权
,

一人大权独揽
。

而在当前 自身长期遭禁

锢情况下
,

阿拉法特仍大事小事一人亲临的做法更

遭非议
。

三是来 自达赫兰等为首的
“

新生代
”

的直接

的权力挑战
。

以阿拉法特
、

阿巴斯和库赖为首的老

一代年龄多在 60 岁以上
,

曾长期流亡海外
,

多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才返 回巴勒斯坦
。

这些人多处 于

法塔赫
、

巴解组织
、

巴民族权力机构的权力核心
,

身

兼要职
。

而 以达赫兰等为首的
“

新生代
”

多三 四十

岁
,

生长于加沙和西岸
,

并一直在本土坚持反 以斗

争
,

在当地很有群众基础
,

但他们多为中下层领导
,

距权力核心尚远
。

他们强烈要求
“

彻底改变巴勒斯

坦政治体制
” ,

对法塔赫进行重组
。

新老两代的矛盾

既有权力之争
,

也反映了彼此在处理 巴以关系以及

执政方式上的差异
。

两年前
,

阿拉法特解除了达赫

兰的加沙预警部队司令职务
,

任命其为总统安全事

务顾问
,

实际上剥夺了他的实权
。

阿拉法特的支持

者认为
,

加沙发生的事件是一场由达赫兰操纵并得

到外部力量支持的旨在反阿拉法特的政变
,

目标是

在加沙建立 自己的分裂的巴勒斯坦政权
。

¹

从目前来看
,

虽然阿拉法特暂时控制了局势
,

但

危机并未彻底平息
。

阿拉法特所作的让步 (如同意

将警察权交给总理库赖 )和改革承诺并未使各方满

意
。

随着以色列撤离加沙步伐的加快
,

巴内部危机

将继续发展
。

一 些人担心
,

加沙有可 能
“

索马 里

化
” 。

º但从目前来看
,

发生内战可能性不大
。

首先
,

巴内部各派都不希望发生内战
,

否则将损害巴民族

利益
,

也将丧失民众支持
。

而且
,

目前的纷争仅限于

法塔赫内部
,

哈马斯等派别并未参与
。

其次
,

以色列

不希望加沙发生内战
。

对以而言
,

撤出加沙后可能

出现两种不利局面
:

或为哈马斯等激进势力所控制
,

或是陷入混乱和无政府状态
。

对前者
,

沙龙已
“

定点

清除
”

了哈马斯领导人亚辛
、

蓝提斯
,

极大削弱 了哈

马斯
。

同时
,

以色列也在竭力寻找能为其接受的务

实温和势力
。

目前
,

以色列
、

美国和埃及等方面均看

好达赫兰
,

认为他是可与之作交易者
,

是控制巴安全

部队的合适人选
。

»第三
,

埃及也不希望加沙出现混

乱和内战
。

由于加沙与埃及接壤
,

埃强调以撤出加

沙不只关系到以色列安全
,

也关系到埃及的切身利

益
。

为此
,

埃主动与以色列就从加沙撤军进行合作
,

达成安全合作协议
,

决定向边境增派警察
,

同时在巴

各派中进行斡旋
,

承诺将派 2(X) 名安全官员帮助巴

训练 3万警察接管加沙
。

¼ 8 月初
,

埃与哈马斯就保

证以撤军后支持巴民族团结达成协议
。

据悉
,

埃还

将与法塔赫等其他组织达成类似协议
。

½

这场危机中阿拉法特第一次遭遇了来自内部的

重大压力
。

不过
,

尽管阿拉法特的决策
、

行事方式遭

到质疑
,

支持基础有所削弱
,

挑战者增多
,

但短期内

他在巴勒斯坦以及巴民族权力机构中的至高无上地

位还难以被撼动
。

对此
,

即使是达赫兰等反对派也

非常清楚
,

因而不敢公开打出反阿拉法特的旗子
,

相

反还强调
, “

他是我们选举出来的领导人
,

是巴勒斯

坦民族的象征
。

他不是示威 的目标
” 。

¾ 目前最让人

担心的是阿拉法特一旦故去
,

巴勒斯坦将何去何从
。

事实上
,

由谁来继承阿拉法特并不完全是巴内部事

务
,

美国
、

埃及和约旦
,

甚至以色列都不会袖手旁观
,

“

它们会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操纵选择未来的继承人

选
” 。

¿ 围绕阿拉法特的继承人问题
,

巴各方 以及外

部势力必将展开一场激烈的斗争
。

若处理不好这一

问题
,

届时巴很可能出现较长时间的权力真空
,

不排

除巴民族权力机构
、

巴解和法塔赫内部发生分裂或

内江的可能
。

在此境地下
,

巴内部对以持强硬态度

的势力将进一步上升
,

巴以僵局愈加难以打破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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