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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以色列和伊朗

達成停火協議滿一周，雖然

雙方之間目前不再劍拔弩

張，但中東地區仍有零星衝

突，巴以衝突何去何從仍是

未知數。大公報特邀專家解

讀這場可能重塑中東格局的

12天衝突，及其當中的地緣

政治影響。

以伊停火硝煙難滅 世界進入新動蕩期
12天衝突 重塑中東力量平衡

以伊開戰是雙方矛盾積累之後的一次大
爆發，也是新一輪巴以衝突最驚人的後果。

以色列和伊朗是一對老冤家。1979年
伊朗發生伊斯蘭革命，親美親以的巴列維
王朝倒台，新政權則將反美反以作為外交
政策和意識形態的支柱。以色列也逐漸改
變對伊朗的態度，將伊朗視為頭號敵人和
中東一切問題的根源。

兩國之間最難以調和的矛盾有二。
一是核問題之爭。伊朗長期面臨外部

安全威脅，尤其是在兩伊戰爭中遭伊拉克
化學武器攻擊後，下決心啟動核研發。此
後，伊朗不斷提升核研發水平，保留了擁
有核武器的可能。以色列認為伊朗核研發
是尋求核武器的幌子，伊朗擁有核武器將
對以色列構成 「生死存亡」 的威脅，並從
根本上挑戰以色列在中東的絕對軍事優
勢。因此，以色列千方百計阻止伊朗擁
核，早已制定軍事打擊方案，進行了多次
模擬軍演。

二是地區霸權之爭。伊朗與以色列都
致力於維護國家安全並擴展地區影響力，
兩個都處於上升期的國家最終迎頭相撞。
伊朗擴張地區影響力的主要手法是扶持親
己軍政組織，包括黎巴嫩真主黨、伊拉克
什葉派民兵、也門胡塞武裝，敘利亞巴沙
爾政權、巴勒斯坦哈馬斯也屬於廣義上的
伊朗陣營，統稱 「抵抗陣線」 。其中，哈
馬斯、真主黨、巴沙爾政權就在以色列周
邊，成為伊朗威懾以色列的前沿力量。以
色列視 「抵抗陣線」 為巨大威脅，認為這
是伊朗圍剿以色列的戰略布局，必欲除之
而後快。以色列右翼勢力更是認為，只有
打垮 「抵抗陣線」 背後的伊朗，才能實現
以色列長治久安。

這場戰爭今年6月開打
則有具體的觸發點。一是伊
核談判逼近關鍵節點。特朗
普重返白宮後，致力於達成
新的伊核協議。4月12日，
美伊啟動首輪談判，此後逐
步推進，原定於6月15日啟
動第六輪談判。外界普遍預
期這一系列談判可能取得成
果。以方認為，如果達成的
協議賦予了伊朗鈾濃縮權
利，等於保護了伊朗核能
力，對以極為不利。同時，
伊朗與美國達成交易，伊朗
獲得制裁減緩，國力勢必增
強，更是對以色列的重大威
脅。於是，以色列果斷動武，一
舉破壞伊核談判，打斷了伊朗與
美國緩和關係的進程。

二是新一輪巴以衝突刺激。
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突襲以色
列，以色列深受震動，全面改變國
家安全戰略，不僅要置哈馬斯於死
地，也不再容忍周邊反以力量的存
在。2024年夏秋之際，以色列對黎
巴嫩真主黨發動大規模攻勢，真主黨
損失慘重，被迫接受停火。受挫的真
主黨難以支持敘利亞政權，這成為敘利
亞政權垮台的一個重要因素。以色列則
在此過程中越發自信，直接攻擊伊朗的
企圖越發強烈。同樣是在巴以衝突的背景
下，伊朗看到 「抵抗陣線」 受挫，無法像
過去那樣身居幕後，而必須有所表現。新一
輪巴以衝突爆發和延燒，將以色列和伊朗推
到了直接交手的前台。

開戰：老冤家矛盾大爆發
戰事在第12天戛然而

止，但以強伊弱的格局已
經奠定，以色列將繼續打
擊削弱伊朗。

戰爭是檢驗國力軍力
的最有效方式。經此一
戰，以伊高下立判。在核
領域，以色列多次空襲伊
朗核設施，加之後來美軍
對伊朗最重要的福爾多地
下核設施的轟炸，伊朗的
核工業能力受到極大破
壞。這一點得到了國際原
子能機構以及伊朗方面的
證實。在空戰方面，以色

列在戰爭初期有效打擊了伊
朗防空系統，掌握了在伊朗空
域的制空權，隨後進一步打擊
了伊朗的軍事基地、導彈陣
地。按照以方說法，以軍摧毀了
大約1000枚彈道導彈，佔伊朗
庫存的40-50%；摧毀了大約
250個導彈發射井，佔伊朗庫存
的三分之二。伊朗共向以色列發
射500多枚彈道導彈，但打中關鍵
軍事設施的情況不多。伊朗最初每
天向以色列發射約100枚導彈，後
期只能發射數十枚甚至更少，後勁
嚴重不足。在傷亡方面，以色列開
戰首日就打死包括伊朗武裝力量總參

謀長、伊朗革命衛隊司令在內的
多名高級將領，殺死9名伊朗核
科學家，重創伊軍指揮體系和核

領域人才。伊朗僅造成以
色列28名平民身亡。在很

大程度上，以色列對伊朗形成了降維打
擊。

戰事雖然告一段落，但停火的基礎很
不牢固。6月24日的停火和特朗普個人的
干預有較大關係，而非雙方在戰場上打成
平手後的自然結果。相反，以伊之間的力
量差距進一步拉大。以色列建立了通往德
黑蘭的空中通道，未來對伊朗進行階段性
軍事打擊將較為輕鬆。一旦伊朗有任何重
建軍力、重建導彈能力或恢復核能力的行
為，以色列可以立即恢復對伊朗的打擊。
如此看，以伊停火將在很大程度上複製
2024年11月的黎以停火模式。在黎以停火
模式下，以色列可以隨意破壞停火協議，
打擊和削弱真主黨，而真主黨幾乎沒有還
手之力。同理，以色列將通過反覆打擊，
將伊朗維持在虛弱狀態，而伊朗對以色列
的反擊將很難奏效。

在軍事對抗之外，以色列對伊朗搞政
權更迭的情景也不能排除。以色列大幅削
弱了伊朗的代理人、導彈能力與核能力，
但反以的伊朗政權仍然存在，這仍是以色
列的心頭大患。只有推翻伊朗現政權，以
色列才有絕對的安全感。在這一點上，以
總理內塔尼亞胡早已按捺不住，多次呼籲
伊朗人民 「起義」 「推翻伊朗政權」 。當
然，策動政權更迭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觀察戰爭進程可以發現，伊朗民眾並
不樂見由外力推動的政權更迭，伊朗國內
也缺乏強大和有組織的反對派力量，特朗
普政府對在伊朗搞政權更迭也興趣有限。
無論如何，通過發動此次戰爭以及後續對
伊軍事高壓，以色列為在伊朗出現政權更
迭創造了條件。推動政權更迭將在未來以
色列對伊政策中佔據更重要的位置。

停火：只是按下暫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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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以色列對伊

朗發動大規模軍事打擊，伊

朗以發射彈道導彈回擊。美

國中途下場，於6月22日轟

炸了伊朗核設施，旋即又促

成以伊於6月24日停火。這

場為期12天的隔空對戰改變

了中東格局，再次印證

世界進入新的動盪變

革期，預警了一個

更加危險、更不安

全時代的到來。

時局解碼

此次戰爭是以伊對抗的重大升級，也突破了
美國未對伊朗本土採取攻擊行動的紅線，更是俄
烏衝突以來全球範圍內最重要的國家間戰爭，其
衝擊將是巨大的。

首先，以、美戰爭行徑是對國際秩序和國際
規範的巨大破壞。以色列挑起戰爭，美國中途加
入，嚴重侵犯伊朗領土和主權，嚴重破壞國際關
係基本準則和聯合國憲章精神。以色列動武理由
是伊朗即將擁有核武器。但截至6月13日，伊核談
判仍在進行，解決伊核問題的外交手段並未窮
盡，以色列悍然動武，嚴重衝擊國際核不擴散機
制，其長期後果可能是加劇國際核不擴散風險。
以色列將伊朗的高級將領與核科學家視同 「恐怖
分子」 ，大搞 「定點清除」 ，甚至威脅伊朗最高
領袖人身安全，這在道德上有污點、於法理上說
不通，示範效應極其惡劣。

其次，美國政策搖擺、干預無方，導致國際
安全治理更加混亂無序。美國是對中東最具影響
力的大國，也是全球範圍內能有效約束以色列的
唯一國家。最近二十年，以色列多次威脅打擊伊

核設施，始終未付諸實施，重要原因之一是美國
考慮到負面後果而不予放行。2024年4月和10月
以伊兩度導彈互襲，拜登政府做了大量工作，要
求以色列控制報復力度，向伊朗傳遞明確降級信
號，最終將互射導彈限制為 「單回合交手」 。重
返白宮的特朗普則脫離了此前歷屆政府的做法。
他雖然重啟伊核談判，卻沒有堅決制止以色列動
武，反而利用以色列軍事威脅向伊朗施壓，試圖
逼伊朗在談判中讓步。戰事爆發後，特朗普政府
沒有迅速對雙方尤其是以色列施加停火壓力，甚
至表示 「讓雙方打一打」 ，並於6月22日出兵攻擊
了伊朗核設施。這一番操作固然與特朗普多變個
性有關，但美國對以色列約束力下降，管控危機
化解衝突的意願和能力下降，亦是不爭的事實。
這恐怕是全球安全最大的不穩定因素。

再次，以伊朗為代表的反美力量遭受重大挫
折，牽動國際格局演變和大國競爭走勢。中東反
美力量自巴以衝突以來連遭打擊，伊朗在12日戰
爭中的表現則是這一系列敗績中的最大挫敗。在
可見的未來，中東反美力量將陷入低谷，很難恢

復元氣，反美反以的意志和能力雙雙下滑。中東
是反美勢力最活躍的地區。伊朗與真主黨、哈馬
斯、伊拉克什葉派民兵、敘利亞巴沙爾政權、也
門胡塞武裝一度組成了極具韌性的軍政網絡，堪
稱全球反美力量標桿。這個打拚多年的反美網絡
不到兩年就被打得七零八落，對全球反美力量都
是衝擊。伊朗是俄羅斯、中國的重要戰略夥伴，
俄羅斯是伊朗最大軍事合作夥伴，中國是伊朗最
大貿易夥伴。伊朗衰弱難免對俄羅斯、中國有戰
略上的衝擊，隱隱約約撬動着美西方與反美陣營
力量對比的天平。

最後，這場戰爭打破了中東傳統的力量平
衡，一個新的中東呼之欲出。多年來，中東地區
缺乏主宰性的地區大國，沙特等阿拉伯國家、以
色列、伊朗、土耳其四大力量起起伏伏，相互制
衡，維持了中東地緣政治格局的相對穩定。2003
年伊拉克戰爭後，伊朗及其領銜的 「抵抗陣線」
勢力走強，成為近二十年中東地緣政治的最突出
特徵。以伊戰爭後，伊朗明顯弱化，以色列空前
強勢，中東原有的四大力量平衡難以維繫。阿拉

伯國家和土耳其面臨新的抉擇。如果兩方加緊靠
攏美以，中東地緣格局將進一步向美以主導的方
向偏轉；如果兩方與伊朗保持合作，將可能形成
阿拉伯、土耳其、伊朗聯手制衡以色列的局面，
這同樣是全新的中東格局。

以伊戰爭也給中國提出了新的課題。中國需
要應對殘酷的國際政治和軍事鬥爭。以伊之戰是
一個重要信號，說明世界仍不太平，美西方對反
美力量的打壓並未放鬆，高科技時代落後更要捱
打。在這個時代，中國更要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
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中國也需要制定新的中
東政策。中東格局劇變，中國理應調整與中東主
要力量的關係。以強伊弱之際，中國似應有意識
地提升與阿拉伯世界及土耳其的戰略合作水平。
中國還要處理好隨時可能復發的伊朗危機。以伊
矛盾、美伊矛盾沒有徹底解決，伊朗危機可能反
覆出現，也許會爆發新的戰事，也可能是伊朗國
內出現重大變故。繼續維護中伊全面戰略夥伴關
係、維護伊朗以及中東安全穩定，無疑需要更主
動的戰略預置。

展望：中東格局洗牌 須制定新政策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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