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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1月29日，第67届
联大通过决议，给予巴勒斯坦观
察员国地位。那么，巴勒斯坦“升
格”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
们请专家作一解读。 !!!编者

问"此次联大投票#欧盟为何立场不

一致$美国是否会因此调整其全球战略$

答" 欧盟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从来就

没有过完全一致的立场!事实上"不仅是

巴勒斯坦问题"在其他国际事务上"欧盟

也很少能用一个声音说话! 欧盟在这次

联大投票上的分歧" 首先是因为各国对

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 一些国家也有

不同的利益考虑! 其次也反映出欧盟的

对外政策总体上依然受到美国的影响!

尽管这些年这种影响在减弱" 欧盟外交

独立意识不断在增强" 但美国的压力依

然对一些国家产生作用! 还有一些国家

传统上亲美甚至有求于美" 其外交决策

自然难免受美影响!

比如在联大投票前 " 有一个叫

#!"#$%$ 的全球性民间组织就巴勒斯坦

#入联$ 的相关问题对英国 &'()名成年

人和其他欧洲国家的 &***多人进行了

调查% 民调结果显示"英国等欧洲国家

的绝大多数国民认为"巴勒斯坦应当建

立自己的国家"并希望欧洲国家政府支

持其获得联合国非会员国地位! 数据显

示"+,-接受调查的英国人认为"巴勒斯

坦人拥有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只有 .-

的受访者反对这项权利! 另有 )/-受访

者支持巴勒斯坦获得联合国认可"仅有

/-的受访者表示反对! 调查还表明"在

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受访者的意见与

上述结论基本相似! 但从实际投票情况

看"英德最终投了弃权票"而法国和西

班牙投了赞成票! 由此可以看出"分歧

显然不在是否支持巴'入联$本身"更多

反映的是一些国家仍受传统的外交思

维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 欧盟在巴勒斯坦问

题上虽然意见总是无法统一" 但也并不

能说存在严重分歧!事实上"无论是政府

还是民间"总体上是同情巴勒斯坦人"支

持巴勒斯坦最终拥有自己国家的! 在参

与解决巴以问题过程中" 一些欧盟国家

有时也有意与美国政策拉开距离" 并不

是像美国那样总是偏袒以色列! 从这次

投票结果看仅有捷克跟随美国投了反对

票"大部分国家投赞成票或者弃权"赞成

与弃权之间其实并不存在原则分歧!

美国这次虽然受到挫折" 但它对此

的反应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激烈! 事

实上"美国对这一结果是有心理准备的!

笔者以为" 当前美国的心思重点已经不

在中东" 虽然奥巴马总统在第一任期就

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推动中东和平" 但实

际上一事无成!而在另一方面"奥巴马却

一直在加快其从中东收缩" 把战略重心

移向亚太的步伐!

奥巴马连任之后" 虽然再次表示要

进一步推动中东和平进程" 但仍将东南

亚国家作为连任后首访的地点! 而希拉

里" 帕内塔等一干要员同时也纷纷出访

东南亚诸国" 此举表明了奥巴马要在第

二任期内将'重返亚太$的战略作为外交

核心全面加以推进的决心!因此"尽管此

前有许多分析认为" 去年以来的中东动

荡" 叙利亚和伊朗危机以及巴以冲突和

未来的中东和平都将牵制美国的东向战

略步伐"甚至认为美国不会离开中东"但

笔者以为" 中东的各种事态的发展变化

确实有可能牵扯美国一部分精力" 甚至

减缓战略东移的步伐" 但美国因为中东

问题而重新调整其全球战略的可能性目

前来看几乎没有!

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 李伟建 研究员

巴勒斯坦联合国“升格”意味着什么？

! ! ! !问" 巴勒斯坦为何不顾美国以色列强

烈反对#积极争取联合国观察员国地位$

答"众所周知"建立独立国家是巴勒斯

坦人为之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的梦想! 这么

多年来" 他们尝试了包括武装斗争及和平

谈判在内的各种手段和途径来追梦" 争取

'入联$ 只是其中之一!&0+1年&&月巴勒斯

坦成为了联合国的观察员" 但当时只是作

为'观察员实体$!从'观察员实体$上升到

今天的'观察员国$"巴勒斯坦人用了整整

(/年时间(之前的许多次'入联$尝试"都以

遭到美国& 以色列以及一些西方国家的激

烈反对而告终%那么"巴勒斯坦究竟为何如

此执着又为何如此看重在联合国的地位)

笔者认为" 在当前巴勒斯坦问题不断

被边缘化" 巴以和谈前景日趋渺茫的情况

下" 巴方急需找到一种既能激发民心又能

引发国际关注的方法" 让巴勒斯坦问题重

归中东核心"而申请'升格$显然是达到这

一目的的最有效途径% 虽然巴方此前已在

这条路上受尽挫折" 也明知美以将再次阻

挠"但依然坚持向联合国提出申请"是因为

巴方深知当今国际和中东形势已发生巨

变" 美国在国际事务和中东问题上的主导

力已明显下降" 以色列在地区的处境也更

为艰难"巴此番博弈赢面很大%

许多分析认为" 巴方此举不仅提升了

自身在联合国的地位"也为其赢得了更多的国际空间%更有

许多西方人关注巴后续行动"担心巴方利用到手的权利"向

国际刑事法院状告以色列% 但笔者以为" 巴方此次抓住时

机"果断出手"除了上述目的外"另具深意%

了解中东问题的人都知道"过去几十年来"巴勒斯坦问

题基本上都是在美&以&巴三方为核心的框架内来处理的%

在这个框架内"巴以是冲突方"美国是协调者更是主导方%

三者间关系极不平衡*美以是特殊盟友"且掌握着绝对的优

势和权力"而巴勒斯坦只是作为问题的一方#被架构$进来"

明显处于弱势%美以对巴方的要求可以部分满足"也可以不

满足"巴勒斯坦对美以则没有任何制约能力%对于它认为不

公正的和谈"它唯一能做的就是#躲避$%哈马斯一度试图改

变游戏规则"但立即就被排除出局%

显然"这是一个建立在强势方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架构%

这样一个不合理的架构之所以得以长期存在"是因为在更大

的国际格局中"美国也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牢牢掌握着处理国

际事务的话语权和主导权% 以色列则一直是中东地区的强势

国家"习惯在美国的庇护或者默认下按照自己的原则和方式

行事% 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多年来国际社会围绕巴以问题做

出的种种努力要么收效甚微"要么以失败而告终%

现在"世界形势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中东地区政治格局

和地区安全架构都随之动摇% 从这次联大高票通过巴 #升

格$决议的情况看"美以主导中东和平的固有框架正在被不

断削弱和突破" 未来将有更多国家和国际力量参与到解决

巴勒斯坦问题的机制中去%这是巴方最希望看到的"也是其

不惧美以压力积极争取联合国观察员国地位的深层用意%

李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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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格"不能带来实质变化
事态未必就此恶化下去"

! ! ! !问"巴勒斯坦%升格&后对巴勒斯坦

问题的解决是促进还是反而不利$ 巴勒

斯坦接下来会加入包括国际法院在内的

国际组织' 对以色列会产生怎样的压力

和影响'会不会追究以色列%战争罪&$

答"毫无疑问"巴勒斯坦问题的真

正解决最终要通过巴以面对面的谈

判% 而谈判能否取得进展"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双方是否能够建立起足够的互

信% 自 &00&年 &*月 (*日马德里和会

以来"巴以双方进行过许多次和谈"但

这些会谈要么中途夭折" 要么无疾而

终"未能取得实质性成果% 究其原因"

最重要的一点是双方根本没有互信基

础% 回头去看"这些年来双方的冲突远

比和谈次数多" 而每一次冲突都在对

方的心里埋下新的仇恨和敌意% 从前

不久爆发的巴以冲突可以看出"彼此间

的仇恨丝毫未减%

这次巴方不顾以色列的强烈反对"

坚持#升格$并取得成功"让以色列官方

#极为愤怒$" 称巴此举是针对以色列的

#外交恐怖活动$% 以色列右翼媒体更是

发表评论称" 这是巴在外交战线上向以

色列发射的#火箭弹$% 以色列总理内塔

尼亚胡则表示"#在以色列被承认为犹太

国家之前"不会有巴勒斯坦国"在巴勒斯

坦人宣布结束冲突前" 也不会有巴勒斯

坦国% $由此可见"巴方的举动已激化了

以色列的对立情绪" 而这种情绪显然不

利于营造恢复巴以和谈的气氛%

目前"以色列已决定要采取报复性

措施"这将为重启和谈制造障碍% 一种

障碍是明摆着的"比如"以色列最近宣

布的要在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为

犹太定居者修建 (***套住宅" 仅此一

条就足以让任何促谈努力止步% 前一次

巴以和谈就是因此而夭折% 巴方的立场

非常明确"只要以色列不停止修建定居

点"巴方就不会和以色列谈判% 另有一

种障碍是无形的"那就是这些行动再次

增添了彼此的敌意% 这种敌意一直是挡

在巴以和平进程路上的一堵难于逾越

的无形高墙%

因此"笔者认为"虽然从长远看"世

界和地区总体形势会朝着有利于巴勒斯

坦问题解决的方向发展" 但在未来相当

长一段时期内"巴勒斯坦地位的#升格$

并不能为问题的解决带来实质性的变

化%而且"如果真如巴方一些人宣称的那

样"#升格$ 成功后就要向国际刑事法院

状告以色列的话" 反而会使问题本身更

加复杂" 以色列也会采取更大的报复措

施"从而使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在这样

的情况下" 即使巴以在国际压力下重启

和谈"也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当然" 事态未必一定就此恶化下

去% 事实上"相关各方对事态发展可能

产生的各种利害关系其实都是有清醒

的认识的% 从以色列方面看"虽然扩建

定居点是其长期的既定计划"但因为包

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反对"以在实施

这项计划时向来比较谨慎% 这次内塔尼

亚胡政府宣布要以此对巴报复"很大程

度是愤怒情绪使然% 在美国等西方大国

的压力下" 以色列未必会立即付诸行

动% 而美英法等西方大国在第一时间一

致地对以色列的决定予以强烈谴责"英

法甚至罕见地以召回驻以大使相威胁"

一来是反映这些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一

贯的反对立场"二来也是做给巴勒斯坦

人看"安抚巴勒斯坦人"以免刺激其采

取进一步行动% 从巴勒斯坦方面看"虽

然在#升格$博弈上赢得胜利"但它并

没有在下一回合较量中取胜的把握%

并且"巴争取#升格$的主要目的之一

是要提高自身在与以色列和谈中的地

位" 而不是要利用来报复以色列% 因

此"笔者认为"巴方未来很有可能继续

寻求加入包括国际刑事法院在内的联

合国机构以及国际组织" 以提高自己

的国际地位"增加和谈筹码"而这在客

观上确实会对以色列产生压力和影

响"但除非被逼无奈"巴方不会轻易将

以色列告上国际刑事法院% 毕竟"巴勒

斯坦人要成就自己的 #建国伟业$"还

需要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大国的

支持"而美国是绝对不会支持巴勒斯坦

采取类似的举动的%

欧盟意见不一总体同情
美国全球战略不会调整

#

! ! !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正为解决迫在眉睫
的“财政悬崖”问题进行磋商，驴象两党都强
调各自提出的方案可信。但是，透过“财政悬
崖”纷争的面纱，可以看到的真相是美国政治
机制的低效和驴象两党对财政纪律的漠视。

首先，有人认为“财政悬崖”是一个新现
象。其实，“财政悬崖”只是一个新名词，而驴
象两党因为财政议题激烈博弈则是美国政治
的常态。
“财政悬崖”这个名词由美国国会预算局

和美联储等机构提出，是指因布什政府减税
政策将于年底到期，加之自动减赤机制将于
明年启动，如果美国两党不能在年底达成妥
协予以改变，美国将在明年年初同时迎来个
人收入所得税等税率上升和政府开支减少的
财政紧缩局面。两者叠加的效应约有 !"""亿
美元，会对明年的美国经济增长造成冲击。

观察人士认为，今年大选后美国政坛出

现了基本维持原状的局面：民主党执掌白宫
和国会参议院，共和党手握国会众议院，共和
党在参议院拥有超过 #"个席位足以进行阻
挠议事，左右两党的主要经济智囊和执政理
念未变，九成以上的共和党现任议员签署了
诺奎斯特推出的“纳税人保护承诺”，大多数
共和党议员在为这一承诺背书，反对调高个
人收入所得税等税率。

其次，驴象两党都在公开场合坚称把维
持财政纪律视为己任，这其实是一种假象。华
盛顿政客有个不便言说的秘密，他们会强调
自己为美国节省了多少钱，但是不会去谈自
己花了多少钱。

第三，驴象两党都在言辞激烈地攻击对

方，似乎要坚持各自立场而毫不退让，这是另
一种假象。尽管双方的解决方案分歧仍然很
大，但也可以看出双方想要解决这一难题的
诚意。分析人士认为，最终驴象两党都会做出
让步达成妥协，正如美国副总统拜登所言，
“华盛顿的机制最终会解决华盛顿的问题”。

最后，鉴于美国的公共债务总额已达
$!%&万亿美元，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在去年下
调了美国的长期主权信用评级，因而美国内
外一些人士不时会抛出“美国破产论”，这种
观点也有失偏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年
美国公共债务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例达到 +'&,-.，该比例远超过欧元区各国

//%$.的平均水平。仅从这一指标来看，美国
似乎已经成为第二个希腊。

但是，国际金融协会首席经济学家菲利
普·萨特尔等专家认为，衡量一国债务状况不
仅要看该比例，也要考察该国在市场上的融
资能力以及投资人对该国财政前景的接纳程
度。在标普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后，美国长
期国债的收益率不升反降，佐证了在全球流
动性宽松的背景下，美国国债仍有大量追捧
者。作为享有全球储备货币发行国特权的美
国，其国内政治决策机制有明显的封闭性，但
是其松懈的财政纪律则可能通过市场外溢而
产生更广影响。

新华社记者 蒋旭峰 樊宇

揭开美国“财政悬崖”的面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