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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本應是中東地區局勢趨向緩和的一

年，沙特阿拉伯3月同意與長年死對頭伊朗

復交，更有意在美國調停下實現與以色列

的關係正常化，然而10月爆發的巴以衝

突讓中東局勢為之一變，並將整個地

區推向更廣泛的暴力邊緣。到2024

年，隨着以色列在加沙的血腥軍事

行動進入「收官階段」，分析相信

沙特等富裕海灣國家將乘機在區內發

揮更大影響力，中東將出現新的權力

平衡。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余家昌

沙特和阿聯酋等富裕的海灣國家近年透過其持續崛起
的經濟實力，在全球的政治影響力愈來愈大，尤其是在

調停國際衝突及人質問題方面。在中東地區，海灣國家的角色更是日益重要，就連以色列和伊
朗這兩個處於中東局勢兩極的勢力，也要忌海灣國家三分。

加大對加沙投入 或參與新管治架構
自10月巴以衝突爆發以來，海灣國家一直避免直接介入干預，不過隨着來自國外和國內的壓

力增加，海灣國家2024年料將會在巴以衝突中扮演更重要角色。
美國將沙特和阿聯酋視為衝突後加沙局勢穩定、應對加沙人道主義危機、滿足加沙管治和安
全需要，以及為巴以重返談判桌作好準備的重要合作夥伴。在美國施壓下，海灣國家或者將加
大對加沙的投入，包括經濟援助，甚至參與加沙新管治架構的建立。

沙特續與以談判 尋求伊朗管束胡塞
另一方面，儘管巴以衝突導致沙特與以色列的關係正常化進程被推遲，但沙特始終不願與以
色列反面，尤其是沙特王儲穆罕默德認為與以色列的關係符合沙特經濟與安全利益。在新一
年，沙特可能會繼續與以色列進行關係正常化談判，不過與此前相比可能會變得較為低調，以
免引起支持巴勒斯坦的國內民眾不滿，為此沙特可能要求以色列及美國對巴勒斯坦作出更大讓
步。
此外，隨着也門胡塞武裝響應「抵抗軸心」號召，接連在紅海襲擊外國商船，加上黎巴嫩真
主黨在以色列邊境不斷進行軍事行動，令巴以衝突有演變成區域性衝突的危機，沙特介入巴以
衝突的安全迫切性也更大。海灣國家最不希望的就是中東再次陷入無止境的戰亂，這導致沙特
願意積極與長年死對頭伊朗修好，亦希望結束也門內戰，以免胡塞武裝有機會坐大。在未來一
年，沙特應該會要求美國（及以色列）避免讓胡塞武裝的挑釁導致更廣泛的衝突，利雅得亦將
利用對德黑蘭的影響力，尋求伊朗管束胡塞武裝。
海灣國家一直試圖讓中東地區不同勢力放下分歧、全力發展經濟，只是他們低估了區內一些
「冷衝突」突然再爆發的可能性。不過在巴以衝突之後，海灣國家在區內的重要性反而日益增
加，這或許有助海灣國家在2024年主導解決中東地區存在已久的衝突及分歧，為中東建立新的
權力平衡和秩序。

◆也門胡塞武裝接連在紅海襲擊外國商船，
加劇衝突危機。圖為也門政府軍。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特約記者余家
昌）自2007年哈馬斯把巴勒斯
坦自治政府逐出加沙後，哈馬
斯在加沙的管治可謂根深柢
固，分析認為，以色列根本
難以完全消滅哈馬斯，即使
哈馬斯真的被推翻，也會在
加沙留下龐大的管治真空及難
以想像的人道危機。
經過兩個多月的狂轟濫炸，加沙

大部分地區幾乎都已被夷為平地，絕
大多數基建設施都已經無法運作。專家
指出，除了軍事派別外，哈馬斯在加沙的
確有進行確實內政管治，包括建立學校、
醫院和司法系統，但參與這些設施運作的哈
馬斯成員也一概被以色列視為消滅對象，
一旦這些人都被殺掉，加沙整個社會運作
都會陷入癱瘓。巴勒斯坦政策和調查研究
中心主任希卡基便說：「我們現在談論的
是大約6萬人，他們負責管理班級和學
校，他們是醫生、護士、從事社會服務
工作的人員、提供水和電的人員。以
色列為什麼要追捕這些人？」
假如以色列真的消滅了哈馬斯，那麼

加沙地帶未來管治會由誰人接手，由誰
來負責處理戰後加沙的人道危機和重建

工作？
專家指出，短期來
看，一些正尋求與以
色列關係正常化的阿
拉伯國家，可能組
成聯盟暫時填補加

沙的安全和治理真空，例如讓埃及、約旦
和沙特阿拉伯派兵維持加沙秩序，並由海
灣國家提供資金用於重建。

資源不足 合法性受質疑
但長遠而言，加沙還是得交回巴勒斯坦

人自行管治。當前除了哈馬斯外，唯一有
能力管治加沙的巴人機構就只有巴勒斯坦
自治政府，但要讓被逐出加沙16年之久的
巴人政府回歸，難度卻非常大。
首先是觀感問題，巴人政府本身並不希
望在以色列血洗加沙後重返當地，卡內基
國際和平基金會研究員哈桑說：「他們不
想被視為乘着以色列坦克來佔領加沙的勢
力。」
其次是合法性問題。 自2005年以來、現
年87歲的阿巴斯上台後，巴人政府就沒有
舉行過總統大選，絕大多數巴人認為巴人
政府腐敗且效率低下，很多巴人亦不滿與
以色列合作的巴人政府，長年以來無力亦
無意阻止以色列定居者繼續蠶食西岸巴人
土地。
最後是資源問題。由於以色列扣留了從巴
勒斯坦人那裏徵收的稅收，巴人政府的預算
根本連西岸管治也很勉強，根本再無人手和
資金去處理加沙的問題。近年來，巴人政府
自身能否存續本身就已經受到質疑，更不用
說它是否有能力在衝突結束後將200萬加沙
居民納入管理之下。巴人政府若要掌握權
力，就需要舉行新的選舉、大量資源以及以
色列態度的180度轉變，但這些在短期來
看，都是不可能實現的事。

以色列持續兩個多月血洗加沙地帶的軍事行動引起全
球公憤，除了美國之外，全球絕大數國家都已經加入到
要求以色列立即停火的一方，包括與美國關係最密切的
歐洲盟友，其中英國、德國和法國更呼籲以色列立即落

實「可持續的停火」。然而在新仇舊恨交纏之下，停火如何才能變得
「可持續」？

筆者認為，要在加沙地帶實現「可持續的停火」，需要從短、中、
長線三階段分別處理。

首先從短期而言，以色列必須即時停止對加沙地帶的無差別轟炸，
停止以學校、醫院、清真寺、教堂以至難民營等作為軍事行動目標，
停止將加沙平民（包括高舉白旗的以色列人質）無差別地識別為「哈
馬斯恐怖分子」並施以襲擊，停止對加沙平民的集體懲罰。在此基礎
上，以色列必須即時向以聯合國為首的國際社會提出撤軍時間表，明
確退出加沙地帶的戰略路線，以及提出為加沙地帶重新建立管治架構
的方案。美國亦應該即時停止繼續支持以色列的軍事行動，包括停止
向以色列提供軍事援助、停止在聯合國安理會運用否決權來維護以色
列的殘暴行徑。

從中期而言，國際社會應該致力施壓以色列避免在舊恨之上再添新
仇，這個說的是約旦河西岸局勢。在國際社會集中聚焦在加沙之際，
以色列軍方和定居者在約旦河西岸的暴力正愈演愈烈，針對巴勒斯坦
人的搜查、抓捕、襲擊永無休止地每天都在發生，不但造成大量無辜
巴人死亡，亦導致愈來愈多巴人土地被侵佔。國際社會必須制止以色
列及定居者在西岸地區的暴力活動，確保以色列遵守國際法和履行安
理會第2334號決議的規定。

至於長遠而言，巴以要實現「可持續的停火」最終還是要回歸到
「兩國方案」之上。國際社會、尤其是巴以衝突的相關當事國，必須
要以最大的政治決心重振「兩國方案」，認清「兩國方案」是解決巴
以問題的唯一出路。只有相關當事國承諾落實「兩國方案」、重振
「兩國方案」政治前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才能重新走向談判桌。為
此國際社會應該推動以更具規模的國際會議來推動落實「兩國方案」
的時間表和路線圖，任何公開拒絕「兩國方案」的政治人物，都應該
受到國際社會的最強烈譴責。

要達成以上三個目標，單靠以色列自覺地改弦更張是不行的，國際
社會必須對以色列施以最大限度壓力，必要時更應參照近日對西岸定
居者的做法，對以色列實施制裁，如此方可迫使以色列就範，對巴勒
斯坦作出重大讓步，讓巴以問題回到「兩國方案」的道路之上。

香港文匯報訊（特約記者 余家昌）以色列在加沙地帶的軍事行動已經持續兩個多月，但無
論是國際社會以至是以色列國內，至今還是不清楚以色列政府對加沙地
帶的長期戰略是怎樣。分析指出，如果以色列試圖長期佔領加沙，
而沒有制定可靠的撤軍計劃，以及為恢復巴人管治作準備，那麼
以色列軍隊將在加沙陷入泥沼之中，如同當年美國在阿富汗和
伊拉克的局面。
儘管以色列一直堅稱，在加沙的軍事行動目的只為清剿

哈馬斯，無意佔領加沙地帶，但事實上以色列至今都沒
有提出明確的停火及撤軍時間表。不少西方官員都認
為，以色列可能正重蹈美國的覆轍，當年美國侵略阿富
汗和伊拉克，雖然在極短時間內取得全面勝利，但接
下來的十多年卻持續受到區內武裝分子的反抗。

愈來愈多憤怒民眾激進化
不少西方官員認為，如果加沙的哈馬斯政府被完全

推翻，區內基建被摧毀、經濟崩潰，將會有愈來愈多
的憤怒民眾激進化，反而令哈馬斯及其他激進組織可
以吸收更多新血。
不少加沙民眾受訪時都表示，以色列的入侵正在催生新
一代武裝分子。路透社此前訪問的一名加沙難民營職員就曾
說過，寧願死也不願被以色列佔領，「我不是哈馬斯成員，但
在戰爭時期，我們都是一個整體。如果他們（以色列）消滅了
所有（哈馬斯）戰士，我們就會拿起步槍戰鬥。以色列人可能
會佔領加沙，但他們永遠不會感到安全，一天都不會。」
曾擔任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加沙地帶安全負責人的達赫蘭
表示，如果以色列認為佔領加沙就可以結束衝突，將是大
錯特錯。「以色列是一支佔領軍，巴勒斯坦人民將把它當
作佔領軍來對待，」達赫蘭說：「哈馬斯領導層或戰士都不
會投降。他們會引爆自己，但不會投降。」

以入侵催生新一代武裝分子
恐重蹈美深陷阿伊泥沼覆轍

◆失去至親的痛苦，或令憤怒的加沙民眾變得
激進。 路透社

巴人政府接管兩難 加沙戰後前景堪憂

停火真的「可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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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王儲穆罕
默德認為與以色列
的關係符合沙特經濟
與安全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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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以衝突讓中東局勢為之
一變，將整個地區推向更廣
泛的暴力邊緣。 法新社

◆加沙大部
分地區幾乎
被 夷 為 平
地，民眾前
路茫茫。

法新社

◆以軍在黎巴嫩
邊境發動軍事行
動，或演變成另
一場大規模戰
爭。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