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2024年3月22日 星期五 责编仲伟 版式张今驰 校对毛凌波 天下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0日开始新一
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第六次中东之
行，将访问沙特阿拉伯、埃及、以色列等
国。布林肯此访正值以美关系“紧张”
之际。近段时间，以色列和美国围绕以
军对加沙南部城市拉法的作战计划“争
吵”不断。此外，美国政府还宣布对一
些约旦河西岸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和犹
太人定居点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破坏
了约旦河西岸的稳定。

分析人士指出，随着加沙地带人道
主义形势不断恶化，作为以色列主要支
持者的美国正遭遇越来越大的国内外压
力，因而做出一些看上去是在施压以色
列的举动。但美方这些做法对推动加沙
地带停火几乎没有实质性意义，美以坚
定的盟友关系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

服务双方内政

分析人士指出，近期美国和以色列
出现意见不合，主要原因是美国已进入
大选期，加沙地带愈演愈烈的人道主义
危机引发了美国国内阿拉伯裔选民的
不满。为了挽回这些选民的支持，拜登
政府需要做出一些姿态。

巴勒斯坦政治分析人士伊斯马特·
曼苏尔告诉新华社记者，以美出现所谓
的“不合”，是因为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
行动影响了美国的民意，甚至可能影响
拜登的选情。

在2月27日结束的美国2024年总
统选举密歇根州民主党初选中，拜登虽

击败党内竞争对手，但该州超过10万民
主党选民在选票上勾选“不作承诺”选
项，被称为“抗议票”。密歇根州有大量
阿拉伯裔美国人，他们不满新一轮巴以
冲突爆发以来拜登政府“拉偏架”。随
着竞选活动的不断推进，拜登政府为赢
回这些“不作承诺”选民的支持，可能会
继续与以色列政府某些决策保持距离。

而内塔尼亚胡为政治前途考虑，不
得不继续推进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从而
争取国内极右翼势力的支持，防止执政
联盟解体。从短期看，这导致以美两国
关系出现“摩擦”。

并非根本分歧

在英国出版的阿拉伯媒体《阿拉伯圣
城报》日前刊文指出，向地中海派遣航母、
否决联合国关于加沙地带停火的决议草
案、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美国持续影响巴
以冲突走向。在本轮冲突中，以美之间存
在“非正式的分工”，以色列打击哈马斯，
而美国则试图借机震慑其他国家。

有分析认为，以色列与美国近期围
绕以军针对拉法的军事行动，分歧主要
集中在“如何管理行动”，而不是行动目
标本身。巴勒斯坦政治分析人士易卜
拉欣·拉巴伊亚说，美国支持以色列继
续在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但担心造
成更多伤亡，影响其国际形象。

内塔尼亚胡和拜登在18日通话时
同意两国很快在华盛顿举行会议，讨论
以军在拉法发动地面行动的计划，届时

美方将提出“替代方案”。有以色列媒
体人士分析，“替代方案”或为小规模的

“外科手术”式打击。
分析人士指出，以美两国关系的根

基难以被撼动。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的
重要盟友和伙伴，美国一直对以色列给
予强大的支持和保护。以色列海法大学
国际关系专家本杰明·米勒说，以色列也
需要与美国继续保持紧密的盟友关系。
没有美国的外交和经济支持，以色列无
法应对目前的形势。 据新华社

同步播报
布林肯称美已向安理会提交

在加沙地带立即停火的决议草案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0日至21日访
问沙特阿拉伯期间透露，美已向联合国
安理会提交一份决议草案，呼吁在加沙
地带立即停火。他同时表示，美将在下
周同以色列讨论拉法行动的替代方案。

据沙特媒体21日报道，布林肯在接
受沙特媒体专访时说，美方向安理会提
交了决议草案，要求在加沙地带立即实
施停火并释放被扣押人员。他表示，必
须关注平民遭受的巨大伤亡和损失，并

“将平民作为优先项”。布林肯同时强
调美方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

布林肯还说，加沙地带停火协议已
接近达成。他将在此次中东之行期间
与各方讨论加沙地带战后治理问题。

据新华社

布林肯开始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第六次中东之行

以美关系“似动”而“未动”
澳方决定终止

对华风塔反倾销措施
中方表示欢迎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澳大利亚
反倾销委员会日前发布对华风塔反倾销
措施日落复审终裁公告，决定于2024年
4月16日到期终止该措施。商务部新闻
发言人何亚东3月21日在例行新闻发布
会上回应称，中方对此表示欢迎，中澳两
国在清洁能源领域有巨大的合作空间。
中方愿与澳方加强合作，共同致力于应
对全球气候变化。同时，希望澳方与中
方继续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贸易领域
分歧，早日终止其他对华贸易救济措施。

印度尼西亚选举委员会20日公布
总统选举最终计票结果，现任国防部
长普拉博沃及其竞选搭档、现任总统
佐科的长子、梭罗市市长吉布兰获胜，
当选下一届正副总统。分析人士指
出，印尼民众对现任总统佐科的支持
是普拉博沃胜选的重要因素，这一结
果有利于印尼新旧政府过渡和内政外
交政策的延续。

“佐科效应”

根据印度尼西亚选举委员会的统
计结果，普拉博沃组合在此次总统选举
中的得票率为58.58%。根据选举规则，
候选组合在首轮投票中获得50%以上
选票，并在印尼过半数省区赢得20%以
上选票，将直接当选。

印尼民调机构印尼调查研究所执
行董事查亚迪·哈南认为，本次选举其
实是一次对佐科及其政治表现的投票，
民众对佐科执政表现的认可拉高了普
拉博沃的支持率，“佐科效应”成为普拉
博沃胜选最重要的因素。

此外，此次选举共有2.04亿注册选
民，其中超过半数年龄在40岁以下。得
到年轻选民的支持是普拉博沃组合胜
选的另一个原因。邀请36岁、从政经验
不足的吉布兰担任副手是普拉博沃的
一招“险棋”，但事实证明此举确实提升
了印尼年轻选民对普拉博沃组合的好
感度。

延续既有路线

分析人士指出，此次印尼总统选举
结果显示民众希望佐科政府的大政方
针能够得以延续，不愿看到政府换届导
致国家政局不稳。普拉博沃在竞选中
就将自己定位为“佐科接班人”，预计就
任后将顺应民意，兑现竞选承诺，延续

佐科的政策路线。
目前，普拉博沃已成立“过渡院”，

与佐科政府一些重大建设项目进行对
接。“我将在10月20日宣誓就职，新政
府过渡将会非常顺利。”普拉博沃日前
在一场投资论坛上对投资者说。

普拉博沃团队在选举投票前发表
文章，阐释获选后将会采取的施政纲
领，并将其总结为8个“最优速效项目”，
包括提供免费体检，加快解决肺结核问
题，在县里建立设施完善的优质医院；
建立村级、地区级和国家级的粮仓，提
高农田生产力；在每个县建设综合性学
校，修缮需要改造升级的学校；继续建
设农村和乡镇的基础设施等。

印尼经济学家拉登·帕尔代德指
出，首轮选举投票就选出结果给投资者
带来更多确定性。

坚持不结盟政策

普拉博沃有着丰富的国际交往经

验。他曾说，“一千个朋友太少，一个敌
人太多”，并承诺执政后印尼将继续奉
行不结盟、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普拉博沃大选前夕接受半岛电视
台专访时说，印尼国父们留下的最佳
外交遗产就是不结盟。印尼尊重所有
国家，希望与每个国家都建立良好关
系，不想加入一个集团来对抗另一个
集团。

新加坡《联合早报》日前刊文指出，
以经济利益为主的不结盟路线，将继续
是印尼的外交主轴。中国社会科学院
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东南亚
研究中心主任许利平也认为，普拉博沃
的外交政策还是以经济外交为核心，一
切服务于印尼的经济发展。

沙特阿拉伯《阿拉伯新闻》日报网
站文章说，印尼是东盟中的人口大国和
经济大国，坚持不结盟政策有助于印尼
巩固地区团结，同时避免卷入可能损害
其主权的冲突。 据新华社

3月20日，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普拉博沃（中）在媒体记者和支持者到场的集
会上讲话。 新华社发

普拉博沃当选总统印尼延续佐科路线

欧盟给乌克兰
免税进口农产品设额度

欧洲联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20日
达成临时协议，同意将2022年起为支
援乌克兰而对乌农产品实施的关税豁
免政策再延长一年，还将为玉米、燕麦
等部分农产品提供“保障措施”。

欧洲议会在一份公报中说，自乌克
兰进口的农产品关税豁免期将延长至
2025年6月5日。如果欧盟市场或欧盟
国家市场因进口乌克兰农产品受到严重
干扰，欧盟委员会“可以迅速采取行动，
采取其认为有必要的任何措施”。

公报说，还将为一些敏感类农产品
提供保障措施，如“家禽、蛋、糖”，“燕麦、
玉米、谷物和蜂蜜也包括在内”，如果这
些农产品的进口配额高出欧盟2022年
和2023年的平均水平，将对其重新征收
关税。一旦触发保障机制，欧盟委员会

“将在14天内采取措施”。
尽管小麦并未列入敏感类农产品清

单，但欧盟委员会承诺，“如果从乌克兰进
口的小麦量激增，也将采取一定措施”。

按照规程，这份临时协议还需经欧
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批准，“时间可能
在4月底”。获批后，新规将于现行关税
豁免政策6月5日期满后立即生效。

据新华社

加拿大停止批准
对以色列新军售

加拿大政府20日正式宣布，已经
停止批准向以色列出口武器装备，但既
有军售协议继续执行。

加拿大外交部长梅拉妮·乔利的办
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1月8日以来，加
拿大政府未批准新的对以武器出口，并
且将继续这样做，直到“能确保（对以军
售）完全符合我们的出口规定”。声明
同时说，1月8日以前批准的军售继续
有效，否则可能对加拿大及其盟友造成

“重大影响”。
以色列外交部长伊斯拉埃尔·卡茨

对加方决定大为不满，在社交媒体上声
称“历史将严厉审判加拿大现在的举
动”。

据法新社报道，以色列历来是加拿
大军备出口主要对象，2022年出口额为
2100万加元（约合1560万美元）。

最新一轮巴以冲突延宕，加沙地带
伤亡人数持续增加、人道灾难日益加
深，国际社会的停火止战呼声越来越
强。加拿大政府在本国也面临停止对
以军售的压力。

本月初，一些加拿大民间团体和个
人向法院集体起诉加拿大政府，要求停
止批准向以色列出口军事装备和技术。
他们说，去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
爆发后，加拿大政府批准了至少2850万
加元（2100万美元）对以军售，数额超过
前一年。加拿大议会18日通过一项不
具法律约束力的决议，呼吁政府停止批
准新的对以军售。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