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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色 列 单 边 撤 离 加 沙 浅 析

李 兴刚  杨 曼苏

  内容提要  以色列单边撤离加沙的行动从计划到完成遇到了不少阻力, 沙龙顶着压力坚

持撤离,其原因:一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二是出于以退为进的战略需要,希望通过放弃加沙

以加强对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控制。以色列的这一举动对巴以双方都造成了一定影

响:加沙的主权地位无法定论、给巴勒斯坦内部造成混乱、以色列国内犹太人也因对此问题看

法不同而分成 3派。这次单边撤离也表明,在没有犹太定居点和军事占领的情况下,以色列同

样可以确保自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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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 9月 12日, 以色列国防军完成了自

1982 年入侵黎巴嫩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 ) ) 从加沙地带撤出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和定居

者。¹ 那么,是什么原因驱使沙龙在国内巨大政治

压力下,依然决定单边撤离所有加沙地带和约旦

河西岸的部分定居点? 沙龙政府此举目的何在?

以色列这次的单边行动对巴勒斯坦,尤其是加沙地

带和以色列本身又造成哪些影响? 另外,从以色列

这次单边撤离行动中又能得到哪些启示呢?

单 边 撤 离 加 沙 之 因

以色列自成立以来, 单边行动的例子已不只

一次。1987年 12月 8日, 在加沙与以色列交界地

带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引发了整个巴勒斯坦地区

的/因特法达0运动。º此后不久,拉宾政府就实施

了单边行动 ) ) ) 修建了围绕加沙地带的隔离墙。

2000年 5月,以色列在同黎巴嫩或叙利亚没有任

何协议的情况下, 单边撤出了驻扎在南黎巴嫩地

区的武装力量。»2002年 4月, 沙龙政府正式批准

了以国防部制定的新的单边行动计划 ) ) ) 隔离墙

计划。¼ 此计划目前仍在进行中。除了单边撤离

南黎巴嫩地区外, 以色列政府的上述其他单边行

动基本上都是以保护以色列犹太人安全为名, 尽

可能多地去攫取巴勒斯坦人的土地。而撤离加

沙,与以色列政府以前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的单边

行动有很大不同, 因为这次单边行动是从巴勒斯

坦人的土地上撤离, 而不是去侵占更多巴勒斯坦

人的土地。沙龙此举便让人产生了疑惑:是什么

原因驱使沙龙在国内巨大政治压力下和定居者的

强烈反对声中仍然坚持撤离加沙?

(一) 以色列出于战略需要

以色列领导人很清楚, 在和平成为整个世界

潮流的大趋势下,长期、完全占领整个巴勒斯坦地

区是不可能的, 当然更不会被巴勒斯坦人以及整

个阿拉伯世界所接受。然而, 完全放弃 1967 年

/六五0战争中所占领的巴勒斯坦土地又不符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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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列国内鹰派和以/大以色列计划0为奋斗目标的

犹太极端主义分子的意愿。为了平息国际社会对

以色列长期占领巴勒斯坦地区的批评, 更重要的

是出于以色列的战略考虑, 沙龙政府在 2004年 6

月6日批准了单边从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部分

地区撤离的计划。2005年 9月, 在巨大的阻力之

下,沙龙仍将该计划付诸实施。就在人们把赞许

的目光投向加沙地带时,以色列已经开始在约旦

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攫取新的土地 ) ) ) 扩建定居

点。

虽然从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北部定居点撤

离的定居者至少约有 8 000人,但是, 移入约旦河

西岸的犹太人要远远高于这一数目。如从以色列

内政部公布的数字显示,在最近 18个月内, 已经

有大约118万名犹太人迁入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

里。他们主要居住在阿里埃尔、古什#埃兹尔和阿

杜米姆等定居点社区。¹

2005年 8月 18日,以色列的一纸军令就征用

了东耶路撒冷周围一个巴勒斯坦村落 1 600杜纳

姆(约 160公顷)的土地, 去建造围绕阿杜米姆定

居点的隔离墙。该定居点位于以色列占领的约旦

河西岸内部, 面积 415 平方公里, 有 3万名定居

者。为了再容纳 1 000 个犹太人, 以色列政府已

批准在该定居点新建 2100套住房。º

以色列的用意很明显, 就是通过在扩大的阿

杜米姆定居点周围修建隔离墙, 以把原来连成一

体的约旦河西岸分成两个不相连的部分,把东耶

路撒冷同巴勒斯坦腹地分开, 从而使巴勒斯坦人

把未来的巴勒斯坦国首都定在东耶路撒冷成为不

可能。这实际上也就否定了几年前以巴双方曾经

达成的5阿布迪斯方案6»。

但是, 以色列独占东耶路撒冷的企图只能损

害该城脆弱的稳定, 只能激化和增加这两个积怨

已久的民族之间的冲突。要建立一个与以色列毗

邻的、与之和平相处的、稳定的巴勒斯坦国,基本

和必要的条件就是要有一片与东耶路撒冷在政治

和地理上连在一起的土地。如果缺少这一点,那

么解决巴以问题的唯一可供替代的方案即在约旦

河和地中海之间地区成立一个双民族国家。然而

这一方案极有可能/终结0当初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的宗旨和目的 ) ) ) 与非犹太人分离,建立一个犹

太人自己的民族家园(国家)。¼

(二)以色列出于安全考虑

许多中东问题的专家和学者都认为, 以色列

单边撤离加沙地带的犹太定居者和国防军士兵主

要是出于人口方面的考虑。目前, 在加沙地带约

36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 130多万巴勒斯坦

人。而加沙所有定居者在 2004 年只有 7 826

人。½ 所以,以色列如果真的吞并加沙地带, 这100

多万深怀敌意的巴勒斯坦人会对以色列自立国以

来一直努力保持的犹太民族特性产生巨大冲击。

但是,笔者认为,沙龙单边撤离加沙的最主要原因

并不在于此,而在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原因有二:

(1)假如沙龙真的关注巴勒斯坦人口对以色列国

犹太特性冲击的话, 他会迅速地同巴勒斯坦人进

行谈判,以撤离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地区的

犹太定居者。因为即使没有加沙地带 130万巴勒

斯坦人,以色列仍然控制着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

撒冷地区 200多万心存不满、渴望自由和独立的

巴勒斯坦人。仅仅依靠放弃加沙是难以抚平这种

不满的。( 2)众所周知,加沙地带是世界上人口密

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该地区主要居民是一些在历

次巴以冲突和战争中被迫逃离家园的巴勒斯坦难

民,约占巴勒斯坦地区难民总数的 3/ 4。由于以

色列为在加沙地带建造犹太定居点和连接各定居

点的高速公路经常征用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且这

些定居点和高速公路已把整个加沙地带分割成 3

~ 4个孤立的被包围圈, 这使当地本已糟糕的经

济雪上加霜, 人们的日常生活更加艰辛。因此加

沙地带也被许多巴勒斯坦人称为/加沙监狱0。这

种状况正是导致产生绝望和报复的重要因素, 加

沙地带为反对以色列占领而进行的斗争也就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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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烈。2000年 9月 28 日~ 2003年 8 月 26日, 在

加沙 7 556名定居者中就有22人在巴勒斯坦激进

组织的反抗袭击中丧生, 死亡率约为 0129%, 而

同期, 在约旦河西岸224 669名定居者中, 在巴勒

斯坦激进组织的反抗袭击中丧生的只有 168人,

死亡率约为01074%。¹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加

沙地带犹太定居者的安全性远远低于约旦河西岸地

区。尽管沙龙单边撤离加沙的主要考虑是确保和加

强对约旦河西岸的控制,但是加沙犹太定居者的安

全也是其考虑的一个因素。

单 边 撤 离 加 沙 的 影 响

沙龙政府的单边撤离加沙活动从计划到完成不

过一年多时间,但是对巴以双方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一)加沙地带的主权地位无法定论

2005年 9月 12日,在国际社会的支持和赞许

声中, 以色列撤出了在加沙地带的最后一批定居

者和士兵。然而, 直到 2005 年 10 月 16 日, 以色

列仍控制着加沙地带的港口、领空,拉法口岸和埃

雷兹检查站,加沙和约旦河西岸之间的直接联系

仍然没有实现。因为撤离了在加沙地带的所有定

居者和士兵,以色列就认为他们对加沙没有任何

国际义务了。如沙龙总理的首席新闻发言人埃兰

#吉辛( Ra. anan Gissin) 所言: / 我们放弃了军事
统治; 那就意味着, 无论加沙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在国际法上是没有任何义务的。0º而巴勒斯

坦人则认为, 在国际法状态下以色列仍是加沙地

带的实际占领者, 因为以色列仍控制着加沙地带

的边界、海岸线和领空, 仍向加沙地带提供电力

和水源, 仍保留着使用军事力量的最终权力。当

然巴勒斯坦人还有一个有分量的理由, 那就是按

照1993年 5奥斯陆协议6 的规定, 加沙地带和约

旦河西岸应该是一个整体, 所以, 任何一地被占

领, 这个整体就被视为被占领状态。

国际法为 /占领0 这一状态设定了两条标

准。一是 1907年的 5海牙章程6 ( Hague Regula2
tions) 中规定的: 一地被另外一国实施有效的军

事控制。另一个是 1949年的 5日内瓦第四公约6
(The Fourth Geneva Convention) 中规定的, 占领

者必须为占领承担一定的义务: 提供基本的水、

教育和健康服务; 给予援助机构通行自由; 不在

占领地安置本国公民等。»以色列恰恰违反了上

述义务的最后一点: 在加沙地带修建定居点, 安

置定居者。以色列政府为自己的行为找的理由

是: 以色列在 1967年 /六五0 战争中从约旦和

埃及手中夺取约旦河西岸和加沙时, 还不是 5日

内瓦第四公约6 的签字国, 所以该公约不适用于

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

按照以色列的逻辑, 以色列现已把加沙地带

主要的政府管理任务留给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

构, 因此, 继续向加沙提供服务和让外部援助进

入该地已不是一种义务。由于国防军和定居者已

撤离, 所以海牙标准也已不适用于加沙地带。以

色列将不再为加沙的安全负责, 它可以随时以预

防来自外部领土的进攻为名而对巴勒斯坦激进组

织大开杀戒。

问题的关键是, 国际法从未设定一种状态:

一地既没有被完全占领, 也没有完全的主权。

(二) 给巴勒斯坦内部造成混乱, 为和平解

决巴以问题增添迷雾

因为以色列是单边撤离, 所以巴勒斯坦激进

组织如哈马斯等就宣称以色列撤离加沙是它领导

的武装斗争的胜利。这将产生一种错误的结论:

似乎只有武装斗争才是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出

路。而此结论一旦形成, 又将引发新问题, 即哈

马斯可能会在 2006年大选中有骄人之绩。事实

果真如此, 哈马斯在 2006年 1月巴勒斯坦立法

委员会选举中获胜。这表明, 巴勒斯坦当局想解

除哈马斯等激进组织武装的努力会以失败而告

终, 巴勒斯坦人也就无法满足以色列设定的重开

巴以谈判的前提条件: 彻底解决巴勒斯坦在阿拉

法特时代没有解决的问题 ) ) ) 巴勒斯坦激进组织问

题。这样, 巴以问题和平解决又将增添新的迷雾。

(三) 给以色列造成 /分裂0
围绕沙龙的单边撤离加沙行动, 以色列国内

犹太人分成了 3派: 一派是以梅雷兹党的雅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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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扬 ( Yael Dayan) 为代表的以色列左派及其支

持者。他们支持沙龙的撤离行动, 但是反对沙龙

采取的单边方式, 并且反对这种单边行动成为未

来处理巴以问题的模式。他们认为巴以之间的和

平协议只能通过双边和多边谈判的方式达成。他

们反对政府所宣称的 / 撤离加沙意味着结束占

领0 的说法, 认为只要对约旦河西岸的占领仍然

持续, 那么以色列的占领就没有结束。同时, 他

们对于一些犹太定居者在反对从加沙撤离时的表

现也表示厌恶。如雅尔#达扬 2005年 9月 19日

在中东和平基金会的演讲中说: / ,,有许多以

色列人, 甚至右翼人士认为一些定居者在撤离时

的行为是无法接受的, 甚至是可耻的。一些定居

者把奥斯威辛集中营时的数字牌贴在手臂上, 让

几岁的小孩穿着集中营时的制服。,,这种行为

是对大屠杀的滥用。0 ¹ 另一派是以定居者为主的

犹太极右翼势力。在以色列, 这部分人属于少

数, 他们把宗教同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这些右

翼势力认为从约旦河到地中海之间是上帝给他们

的 /应许之地0。在撤离问题上, 他们极力反对

政府的行为, 甚至为此举行游行示威。如 2005

年10月 26日, 为了抗议以色列撤离加沙, 成千

上万的犹太定居者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议会周围

举行抗议活动。还有一派主要是一些不关心政治

的以色列犹太人, 他们以年轻人居多。这部分人

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当这个年轻的国家在撤离定

居点问题上发生分裂时, 他们采取了自己的解决

办法 ) ) ) 移民到国外去。现在, 许多以色列人在

申请移民到欧洲的护照。º

单 边 撤 离 加 沙 的 启 示

(一) 既成事实并不一定能够达到目的, 也

不是不可改变

1967年以后的一段时间内, 包括沙龙在内

的许多以色列人及其西方支持者认为以色列已经

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实现一种 /温和0 的、低成本

的占领。为了使这种占领永久化, 以色列在被占

领土上疯狂地兴建和扩张犹太定居点以造成一种

既成事实。时至今日, 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

冷地区的定居点扩张活动仍然在继续。

毫无疑问, 当初在修建加沙定居点时, 以色

列政府希望, 定居者们也相信他们能够永远呆在

那里, 将永远占有那片土地以作为 /大以色列计

划0 的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 国际形势尤其

是中东地缘形势的变化, 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

领土上推行的既成事实战略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在经过 38年占领后, 以色列终于撤离了加沙的

犹太定居者和国防军士兵。既然加沙地带的定居

点可以撤出, 那么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定

居点就不能保证一定可以永远存在下去, 它们一

样有可能被撤除, 只是时机没有成熟而已。这说

明既成事实并不一定能够达到目的, 以色列的既

成事实战略并非不可改变。

(二) 撤离加沙定居点, 标志着以色列已承

认在没有犹太定居点和军事占领的情况下, 也可

以确保自身安全

以色列当时在加沙修建定居点的主要目的就

是想使其军事占领能够获得以色列民众的支持。

因为没有需要保护的定居点的存在, 军事占领就

不可能持久。然而以色列 1982年从西奈半岛撤

离, 以及 2000年从南黎巴嫩撤离已经对以色列

当初的战略构成了挑战: 在没有定居点和军事占

领的情况下, 以色列同样是安全的。撤离加沙应

该是这种逻辑的延续。

(三) 要正确看待以色列在撤离问题上的态度

在以色列, 约 60% ~ 70% 的以色列人是赞

成撤离加沙的, » 真正反对撤离的极端势力只占

少数。在奥斯陆和平进程处于高潮时, 一位著名

的定居点运动领导者曾警告一位巴勒斯坦高官:

以色列对定居点相关政策在没有得到定居者支持

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得到执行的。然而到现在, 在

以色列政府中这种政治公理已被削弱。尽管在利

库德集团内部反对从加沙撤离的呼声很高, 但是

除了正统宗教右翼势力呼应外, 并没有在普通民

众中产生共鸣。

(四) 撤离加沙是撤离南黎巴嫩的翻版吗?

2000年 5月以色列撤出南黎巴嫩时, 黎巴

嫩政府、公众和黎巴嫩真主党都举行了大规模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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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活动, 因为他们在没有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

就从以色列手中收回了被占领土。

以色列这次撤离加沙地带与从南黎巴嫩撤离

有明显的区别: 在单边撤离黎巴嫩的个案中, 在

黎巴嫩土地上存在的 3个行为体 (黎巴嫩政府、

公众和黎巴嫩真主党) 中无一希望同以色列协调

撤离行动, 更不用说谈判了。就撤离加沙来说,

哈马斯等巴勒斯坦激进组织非常欢迎沙龙所坚持

的单边撤离行动, 并视其为武装反抗以色列占领

的一个巨大胜利。但是巴勒斯坦当局和普通民众

却对沙龙所坚持的单边撤离行动持有矛盾的心

态: 他们希望以色列撤离加沙; 他们又希望以色

列能在谈判, 至少是在协调的基础上撤离。

结  论

巴勒斯坦这片土地是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

的共同家园。任何一方想通过武力或者占领去剥

夺另一方在这片土地上自由、安全生活的权利都

是不可能的。以色列的军事力量无法阻止一个巴

勒斯坦国的出现, 而单凭巴勒斯坦人的力量和巴

勒斯坦激进组织的活动也无法结束以色列的占领。

以色列仅仅撤离加沙的定居点和国防军是远

远不够的, 而应该考虑加沙巴勒斯坦人的实际需

要, 开放拉法口岸、埃雷兹检查站、沿海港口和

加沙机场等, 以便使巴勒斯坦人能够在加沙燃起

希望之火。当然, 以色列以放弃加沙作为其巩固

和加强对约旦河西岸占领的条件是不可能被接受

的, 也无益于最终、和平解决巴以问题, 只会有

助于双方极端力量的发展。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詹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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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
举行第八届代表大会

詹 世 明*

  2005年 12 月 27日, 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第八届代表大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隆重举行。

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在会议上就非洲问题研究, 以及中非关系等问题发表了 3 条意见: ( 1) 要重视和热爱非洲。

非洲地大物博人口多, 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光明的前景, 对我国的经济发展、统一事业和国际交往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的几代国家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对非洲的工作, 为我们树立了重视和热爱非洲的良好榜样。热爱和重视非洲是我们

搞好对非洲工作和非洲问题研究的重要前提。( 2) 要做好研究和介绍非洲的工作。作为研究非洲问题的专家和学者,

我们不仅要研究和介绍非洲的过去, 而且要积极研究和介绍在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促进与发展中国同非洲国家的友好

关系。要帮助中国人民了解一个真实和全面的非洲。( 3) 要支持和帮助非洲。非洲的政治家和广大非洲人民都在思考

与探索适合非洲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中国不仅应给予非洲力所能及的援助, 帮助维护非洲的和平与稳定, 而且要和

非洲国家分享与交流发展的经验, 以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中联部非洲局李力清局长、外交部非洲司王英武参赞、商务部西亚非洲司李小兵处长在会上分别就中非之间政党

交往、非洲形势、中非经贸关系等问题作了专题报告。

(责任编辑: 邢永平  责任校对: 詹世明)

*  本文整理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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