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0 國 際 2023年10月16日 星期一大公國際fb

責任編輯：王可嘉 美術編輯：徐家寶

【【大公報訊大公報訊】】綜合綜合《《衛報衛報》、》、半島半島

電視台電視台、、新華社報道新華社報道：：巴以戰火重燃令巴以戰火重燃令

長期被外界遺忘的加沙重新受到關注長期被外界遺忘的加沙重新受到關注。。

以色列在過去以色列在過去7070多年不斷蠶食巴勒斯坦多年不斷蠶食巴勒斯坦

人的土地人的土地，，並且對加沙實施嚴格封鎖並且對加沙實施嚴格封鎖，，

限制當地居民的自由限制當地居民的自由，，強迫幾代人生活強迫幾代人生活

在貧困和絕望中在貧困和絕望中。。20072007年以來年以來，，以色列對加沙的封鎖變本以色列對加沙的封鎖變本

加厲加厲，，法國前總統薩科齊形容法國前總統薩科齊形容，，這片土地是這片土地是 「「世界上最大的世界上最大的

露天監獄露天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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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聯合國第181號決議
劃分方案：以色列佔57%土地
（1.52萬平方公里），巴勒斯
坦佔43%土地（1.15萬平方公
里），耶路撒冷由聯合國託管

今天：巴勒斯坦
控制加沙地帶和約旦
河西岸部分地區，總
面積僅為2500平方
公里

1948年以色
列建國及第一次
中東戰爭：以色
列佔據78%的土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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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綜合BBC、新華社報道：
美國出於自身地緣政治利益考量，在巴以問
題上長期偏袒以色列。2020年，時任美國總
統特朗普推出所謂 「中東和平新計劃」 ，承
認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還承認以色列
對約旦河西岸猶太人定居點的主權，公然動
搖聯合國提出的 「兩國方案」 。美國的推波
助瀾也導致阿拉伯世界內部分裂，巴人的權
益更加得不到保障。

特朗普將 「中東和平新計劃」 稱為 「世
紀協議」 ，並聲稱這是 「現實的兩國方
案」 。該協議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 「不可
分割的首都」 ；以色列擁有對約旦河西岸猶
太人定居點的主權。儘管協議提出擴大巴勒
斯坦控制領土，但要求巴方實現 「非軍事
化」 。

特朗普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白宮
公布協議內容，巴勒斯坦一方卻未受邀參與
討論。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怒斥該協議為
「世紀耳光」 ，哈馬斯則向以色列南部 「回
敬」 了幾百枚火箭彈。聯合國不承認以色列
在約旦河西岸建設的定居點，亦不承認以色
列對耶路撒冷的主張。

土耳其、伊朗、約旦等中東地區國家明
確反對特朗普的計劃。但美國對以色列的偏
袒攪動中東局勢，對巴勒斯坦極為不利。
「世紀協議」 公布數月後，以色列宣布，在
美國的斡旋下，以色列與阿聯酋達成了和平
協議，將實現關係全面正常化。有分析指，
此事件開啟了中東新變局，阿拉伯世界內部
分裂加劇，阿拉伯民族利益被各國的國家利
益取代，巴勒斯坦更難得到支持。

軍 費

兵力及裝備

武器進出口情況

美國軍援

以色列軍事實力

現役部隊約18萬人，預備
役人員45萬人。擁有超過
2200輛坦克、530門火炮；
339架可用於作戰的飛機，
包括196架F-16戰機、83架
F-15戰機、30架F-35戰
機，以及142架直升機；5
艘潛艇，49艘水面艦艇。

2018年至2022年，以
色列進口了27億美元的武器，
其中超過四分之三來自美國，其
餘部分來自德國；向至少35個國
家和地區出口了價值32億美元的
武器，最大買主是印度（12億美
元），其次是阿塞拜疆、菲律
賓和美國等。

以色列是二戰後美國對
外援助的最大接收國，共計
收到2630億美元，包括
1240億美元的軍事和國防援
助。美國今年向以色列提供38
億美元軍援，新一輪巴以衝突
爆發後還宣布提供額外援助。

50 km

2022年國防開支達234
億美元，佔其國內生產總值
的4.5%；2018年至2022年
人均國防開支達2535美元，
位居世界第二，僅次於卡塔
爾。

特朗普新兩國方案出賣巴人利益

▲以色列僅在加沙發放少量工作許
可。圖為2022年3月，加沙工人等
待入境以色列。 資料圖片

來源：半島電視台、中國外交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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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沙地帶面積約365平方公里，目前約有230萬人生活在
這裏，人口密度達到每平方公里5500人，與以色列的每平方
公里約400人形成鮮明對比。據半島電視台報道，超過60%的
加沙居民是來自現以色列境內的難民。1948年以色列建國
後，超過75萬巴勒斯坦人被驅逐出家園。1948年至1973年，
以色列在四次中東戰爭中侵佔了巴勒斯坦人的大部分領土，目
前實際控制面積約為2.5萬平方公里，是巴勒斯坦控制面積的
10倍。

隨着巴勒斯坦人的生活空間被壓縮，加沙地帶越來越擁
擠。1948年隨父母逃到加沙的阿布表示，他已在難民營裏生
活了70多年。阿布的故鄉位於現在以色列中部的雅法老城。他
說： 「我依然記得家鄉的模樣……做夢都想回到故鄉，但沒有
希望了。」

加沙近六成年輕人失業
2007年巴勒斯坦以色列抵抗運動（哈馬斯）奪得加沙地

帶的控制權，以色列進一步收緊對當地的封鎖措施。加沙與外
界有3個陸路過境點，除了通往埃及的拉法口岸，另外兩個通
往以色列的口岸均受到極其嚴格的管控。以色列還控制了加沙
的領空和出海口，當地居民無處可逃。

聯合國2022年發布報告指，以色列對加沙的封鎖釀成人
道主義災難，侵犯了巴勒斯坦人享有健康、安全飲用水、衞生
設施和健康環境的人權。據《衛報》報道，加沙97%的水不可
飲用；由於電力短缺，民宅和商用設施只能輪流斷電。當地經
濟民生遭到毀滅性打擊，失業率高達44.1%，年輕人失業率更
高達59.1%，逾八成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下。

到以色列的建築工地和農田打工是加沙居民重要的謀生途
徑，但這需要獲得工作許可。過去兩年，以色列政府僅發放了
1.85萬份許可。批評人士指出，這些工作許可實為具有 「殖民
色彩」 的控制工具，真實目的是損害巴勒斯坦經濟的自主發
展。

在加沙生活多年的居民逐漸失去希望，出生在這裏的兒童
亦被以色列剝奪了未來。聯合國在當地建造學校，但教育資源
非常有限，學齡兒童只能分時段輪流上學。今年兒童節前，以
色列轟炸加沙，當地兒童受到嚴重心理創傷。兒童奧貝德說：
「當我聽到飛機的聲音，我就覺得會有轟炸，甚至有人敲門我
都感到害怕。」

以色列收緊鎖鏈巴人緩慢窒息
加沙阿克薩大學副教授埃伊德憤怒地表示，以色列及其盟

友美國將加沙居民視為需要以某種方式擺脫的 「過剩人口」 ，
以色列正在公開地、毫不掩飾地收緊對加沙居民的鎖鏈，試圖
讓他們緩慢地窒息。他直言，以色列從不認為巴勒斯坦人是擁
有尊嚴和自由的人， 「對加沙的封鎖是人類歷史上的污點……
國際社會有義務採取行動，打開我們監獄的大門。」

聯合國報告表示，以色列通過佔領巴勒斯坦土地的方式服
務和保護一個猶太國家及其猶太人民的利益，許多利益攸關方
認為這種做法等同於種族隔離。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
交部長王毅13日所指出，這個世界存在各種不公，而對巴勒斯
坦的不公已經延宕了大半個世紀，承接了幾代人的痛苦，不能
再繼續下去了！

▲阿拉伯國家突尼斯的示威者2020年抗
議美國推出的所謂 「世紀協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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