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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沙伊和解到巴勒斯坦各派齐聚北京葛
国
际
观
察

主笔 赵恩霆

时隔16个多月，中东局势再次迎来
一个转机——— 巴勒斯坦14个派别的高级
代表于7月21日至23日首次齐聚北京举行
和解对话，并签署《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巴
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以下简称

《北京宣言》），为饱受苦难的巴勒斯坦人
民带来希望。

看到这一幕，人们不禁想起2023年3
月初，同样是在中方斡旋下，沙特和伊朗
这对中东昔日冤家在北京握手言和，两
国关系重启，并进一步撬动整个中东地
缘政治板块松动，地区国家间关系迎来
一轮回暖。

王毅外长在7月23日巴勒斯坦各派
内部和解对话闭幕式上致辞时表示，此
次对话最重要的共识是实现所有14个派
别的大和解、大团结，最核心的成果是明
确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
表，最突出的亮点就是围绕加沙战后治
理、组建临时民族和解政府达成一致，最
强烈的呼吁是要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实
现巴勒斯坦真正的独立建国。

2007年前后，巴勒斯坦内部权力斗
争加剧，两大派别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
动（法塔赫）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爆发冲突，随后巴勒斯坦约旦

河西岸与加沙地带处于事实上的分裂状
态，哈马斯控制了加沙地带事务。

此前，一些立场强硬的派别拒绝接受
法塔赫与国际社会尤其是以色列和谈的
做法，同时对联合国有关巴以问题的决议
持负面态度。这些年来，在地区国家和国
际组织等国际社会斡旋下，法塔赫与哈马
斯达成过和解协议，但实际效果寥寥，而
且巴勒斯坦其他派别也没有参与其中。

因此，在中方斡旋下，14个派别能够
齐聚北京举行和解对话，对巴勒斯坦来
说实属不易。更重要的是，《北京宣言》显
示出巴勒斯坦各派别结束分裂、统一立
场的努力，同意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由
法塔赫等多个政治派别组成）这一巴勒
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框架下实现涵
盖所有派别的民族大团结。

根据宣言内容，各派下一步将组建
临时民族和解政府，开展加沙重建，尽快
筹备并举行大选。同时，各派将采取务实
举措组建新的全国委员会，一致同意激
活临时统一领导框架并机制性运行，共
同进行政治决策。

宣言强调，应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
地区和国际广泛参与的、具有充分授权
的国际会议；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建立
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
国，坚持包括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和加

沙在内的巴勒斯坦领土完整。
从斡旋沙特与伊朗和解复交，到促

成巴勒斯坦14个派别聚首北京，中国之
所以能够在纷繁复杂的中东局势中另辟
蹊径，缘于中国在中东地区没有私利，反
对在中东搞地缘政治对抗和排他性的

“小圈子”。中国在中东事务中秉持客观
公正立场，主张通过对话协商化解矛盾，
与地区国家保持着友好关系，尊重和支
持中东国家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因而成
为各方信赖的调停人。

针对巴以问题，早在今年1月王毅外
长访问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期间，双
方就进行了深入沟通并达成八点共识。4
月底，中方邀请法塔赫和哈马斯在北京
磋商，为推进巴勒斯坦内部和解对话做
了良好的铺垫。

针对当前加沙冲突，中方提出“三步
走”倡议：推动加沙地带尽快实现全面、持
久、可持续停火，确保人道援助和救援顺
畅准入；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携手推进
加沙战后治理；推动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
正式会员国，并着手落实“两国方案”。

同样作为巴以问题的长期斡旋方，
美国也宣称支持“两国方案”，但近些年
来其在巴以问题上拉偏架的行为，已经
失去了巴勒斯坦方面的信任，丧失了斡
旋方的地位，进一步坐实了其中东搅局

者的底色。
巴以问题是中东局势的核心议题，

但这个问题在中东日益被边缘化，正是
美国一手造成的。特朗普政府之前，美国
虽然暗地里偏向以色列，但至少在明面
上还做做样子。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巴以政策一
边倒地支持以色列，从承认耶路撒冷为
以色列首都，到将美国驻以使馆迁至耶
路撒冷，再到后来基于以色列利益的所
谓新中东和平计划———“世纪协议”，一
步步将巴以局势推向无休止冲突的死胡
同。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拜登政府
一边对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危机表达担
忧，一边不顾国际社会反对持续向以色
列提供军援。

中国斡旋沙特与伊朗和解，极大降低
了中东局势对抗失控的风险。反观美国，
近些年来不断拉拢沙特等地区盟友，试图
构建一个对抗和遏制伊朗的“中东版小北
约”，此举只会不断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不难看出，美国的全球战略或者安
全理念，是基于零和博弈的你输我赢。而
从斡旋沙伊和解到促成巴勒斯坦各派别
在北京举行和解对话，走的则是中国倡
导的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
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路径，是中方提出
的全球安全倡议的现实写照。

主笔 赵世峰

对于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退选一事，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2日在官邸表示，尊
重拜登的立场，并认为这是其“从政治角
度作出的最佳判断”。东京广播公司报道
称，拜登退选可能对9月举行的自民党总
裁选举产生影响，因为一部分岸田文雄
的亲信也在敦促岸田退选。

岸田内阁支持率长期无法走出低迷
困境，自去年底自民党派系“黑金”丑闻
曝光以来，岸田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法让
民意支持率走出泥潭。最近，日本防卫省
和自卫队又爆出一系列泄密、受贿等丑
闻，罕见地有218人被处分。现在距离自
民党总裁选举还有大约两个月时间，眼
看着支持率持续走低，岸田连任党总裁
的希望也愈发渺茫。

岸田原本希望凭借6月实施的为家
庭收支托底的个人所得税和居民税定额
减税，以及8月至10月的电费和燃气费补
贴等惠民政策，能够博得民众好感，从而

提升内阁支持率。然而，共同社20日和21
日实施的民调显示，岸田的这一预期落
空了。关于定额减税，回答“无效”和“基
本无效”的受访者占比达74 . 2%，“对经济
对策无法抱有期待”的受访者占比为
34 . 3%。

面对民调中内阁支持率连续9次不
到30%的窘境，自民党总务会长森山裕21
日表示：“没有‘特效药’，会尽力切实推
行应为国民做的事。”无奈之下，岸田将
目光转向加快修宪的讨论，意图将讨好
保守派作为自己的“最后一根救命稻
草”。据共同社报道，岸田有意出席计划
近期召开的自民党“宪法修改实现总部”
会议，向预计秋季召开的临时国会提交
修宪草案。

岸田的这番用心不仅遭到在野党批
判，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公明党党首山
口那津男也在接受采访时予以否定，称
通过推进修宪恢复支持率“是不可能
的”。日本立宪民主党前首相野田佳彦22
日在东京的一个集会上发表演讲，呼吁

在下届众议院选举中实现政权更迭。野
田表示，“要挽回政治新任，唯有政权更
迭，这才是最大的政治改革。”在共同社
的民调中，关于下届众议院选举的理想
结果，认为“执政党和在野党势力不相上
下”的受访者占比超过半数。

如同美国民主党担心拜登拖累其国
会选情，日本自民党的年轻议员同样忧
心岸田会成为国会选举的“负资产”。前
首相菅义伟及一些骨干议员纷纷要求岸
田不要竞选连任党总裁，前环境副大臣
笹川博义此前曾公开呼吁岸田“做出了
断”。据日媒披露，一些深得信赖的资深
自民党成员也言辞严厉地批评岸田：“越
是执着于首相宝座，情况就越糟糕。”

另一方面，近来自民党内多人暗示
将参加9月的党总裁选举。原“岸田派”的

“二把手”、现任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和
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先后返回自己的
政治大本营造势，表达了参选意愿。其
中，石破茂更是首次明确回应了正式“出
山”的时间点——— 8月中旬。

7月20日，林芳正回到家乡山口县，
在5个地方举行了国政报告会。这是他就
任内阁官房长官后首次返乡。林芳正21
日在山口县宇部市接受采访时被问及未
来是否有意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时表
示，“将继续心怀抱负、持续前进”，“听到
许多希望我有一天成为（自民党）总裁的
呼声，这是政治家的福气。”

石破茂21日返回家乡鸟取县，在回
答何时正式判断是否参选党总裁的提问
时表示，“国会议员的原动力是回应家乡
人们的心情，让他们高兴。这一点不能忘
记。”在共同社近日实施的民调中，对于
谁适合当选下任自民党总裁，石破茂以
28 . 4%的支持率位居第一。

6月底拜登在总统候选人首场电视
辩论中的糟糕表现，成为引发其退选争
论的导火索。现在岸田是否会退出9月的
自民党总裁选举，似乎也差一个节点性
事件。自民党相关人士预言：“或许在那
前后（指石破茂宣布参选）岸田会全面垮
台”。

同病相怜！拜登退选或影响岸田选情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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