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勒斯坦扔出“外交火箭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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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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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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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联合国大会以
!&'

票赞成、
#

票反对、
(!

票弃
权通过决议，决定在联合国
给予巴勒斯坦观察员国地
位。巴以和谈长期停滞不
前，这一次，会有所不同
吗？

阿巴斯很无奈

去年
#

月，巴勒斯坦民
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向联
合国递交申请，希望联合国
接纳巴勒斯坦为会员国。结
果自然是因美国和以色列的
坚决反对而失败。这一次，巴
勒斯坦退而求其次，谋求没
有投票权的“观察员国”地位。联大的简单
多数赞成票就可通过决议。

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让这一次表决
尤为引人注目。分析普遍认为，

!!

月中旬
以色列与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 在加
沙地带爆发了持续一周多的大规模冲突，
结果使哈马斯地位提升，成了美国、埃及、
以色列必须打交道的一方。就在阿巴斯出
发前往联合国的同时，哈马斯领袖在埃及
参与停火谈判，内容涉及放宽以色列在加
沙的经济封锁等。

此外，
!!

月
"%

日，巴勒斯坦人的精神
领袖阿拉法特的灵柩被打开取样，目的是确
定其真实死因。有分析称，这一举动是阿巴
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地位被边
缘化的又一个证明。也有人认为，此举是阿
巴斯迫切寻求关注和支持的无奈之举。

此次谋求“观察员国”，对于阿巴斯而
言，有些“不成功便成仁”的意味。如果
失败，巴温和派的地位必将继续滑落。或
许正像阿巴斯自己所说，如果联大拒绝其
升格申请，将向巴勒斯坦民众传递“外交
途径无用、武装斗争奏效”的信息。

以色列玩低调

以色列和美国无疑尽了最大努力试图
阻止阿巴斯提交申请。就在联大表决前一
天，美国助理国务卿伯恩斯和中东地区特
使黑尔还对阿巴斯进行了“最后一次劝
阻”。以色列外长利伯曼更是不遗余力，称
巴此举是针对以色列的“外交恐怖活动”。

美以担心的是巴勒斯坦成为“观察员
国”之后，以方在谈判中将处于不利地位。
而且，巴勒斯坦可能会被接纳为国际刑事
法院成员国，从而能够起诉以色列在巴被
占领土上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比如发动战

争和修建犹太人定居点等。
但是，包括美以在内的许多国家还有一

个共同的担忧，那就是如果此次申请升格失
败，阿巴斯领导的巴温和派可能会更加边缘
化，代表巴勒斯坦的将是激进的哈马斯。

于是，接受了巴勒斯坦不会在这次申
请上让步这一事实之后，以色列努力玩起
了低调。以政府发言人马克·雷格夫表示，
以色列会根据巴勒斯坦在联大表决以后的
行为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

事实上，以色列处境尴尬。如果反应
激烈，它在国际上会更加孤立。而且，打
击阿巴斯的后果很可能是增强哈马斯势力，
从而激化巴以冲突。然而，如果不做反应，

内塔尼亚胡就会被极右民众批评为软弱无
能，明年的连任就会无望。

光明依旧难寻

巴以和谈自
")!)

年
#

月以来一直中
断，至今看不到恢复迹象。席卷整个中东地
区的动荡暂时转移了人们对巴以局势的关
注，巴此次向联大申请升格才再一次把世界

的关注目光吸引到了这片
灾难深重的土地上。

然而，光明依旧难
寻。

以色列明年
!

月将举
行大选，任何想取胜的候
选人都不会在这个时候软
化自己对巴勒斯坦的立
场。

!!

月中的加沙冲突正
是内塔尼亚胡表示自己强
硬的最新动作。在巴勒斯
坦方面，最近的巴以冲突
让温和的法塔赫地位下
降，而哈马斯的地位得到
提升。这让巴以和谈更加
困难。

据《纽约时报》网站消
息，近日，哈马斯领袖哈立

德·迈沙阿勒在卡塔尔多哈的新基地呼吁哈
马斯与法塔赫团结起来。分析认为，如果此
事成真，那么迈沙阿勒将极有可能取代

%%

岁的阿巴斯成为巴勒斯坦的新领导人。
但是，谈何容易。且不说哈马斯坚决

不承认以色列而法塔赫愿意接受以色列的
存在，也不说哈马斯主张武装对抗而法塔
赫倾向于谈判解决，单说支持阿巴斯申请
联大升格的迈沙阿勒与实际控制加沙地带
的哈马斯成员之间就矛盾重重，让人觉得
所谓团结不过是美好的愿望而已。

!#(%

年
!!

月
"#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
了“巴勒斯坦分治计划”。

$*

年后，刚刚
停火一周的加沙地带依然冲突不断……

!

当地时间
!!

月
!'

日，

加沙，儿童走过在以色列空袭

中遭到破坏的房屋。

（资料图片）

!!

月
"#

日，在法国巴黎蓬皮杜艺术中

心，人们在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萨尔瓦多·

达利作品回顾展上参观。展览将持续至
")!&

年
&

月
!&

日。 新华社记者 高 静摄

新华社伦敦
!!

月
"#

日电 （记者王亚宏）
伦敦金融城

!"

日发布的人民币产品及业务案
例分析报告显示，对华贸易使用人民币产品及
服务使欧洲企业获益良多，能够节约高至

#$

的汇率成本。
报告表明，使用人民币结算能降低外汇成

本与风险，降低资金成本和转换成本，从而促
进与中国贸易伙伴的业务量，因为中国企业愿
意使用人民币结算来减少汇率风险。

伦敦金融城人民币业务中心计划于今年
%

月
&'

日正式启动，其目标是把伦敦打造成为
人民币业务的“西方中心”，从而扩大人民币
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

美国

“财政悬崖”谈判无实质进展
新华社华盛顿

!!

月
"#

日电 （记者樊宇
蒋旭峰）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

!"

日
说，近两周来，针对“财政悬崖”的谈判没有
取得实质进展，他呼吁民主党在削减政府开支
方面拿出更多诚意。博纳说，提高债务上限的
幅度，都必须与政府开支削减的幅度挂钩。

如果国会两党不能在年底达成妥协，明年
年初美国将迎来税收上升和政府开支减少的双
重难题，被称为“财政悬崖”。此外，因为联
邦政府的举债额度已逼近上限，国会两党明年
初还需就提高联邦债务上限达成协议。

英国报告称

对华贸易使用人民币有利

法国

达利作品回顾展再现巴黎

倘若嫦娥有知，必会备感失落，因为人类正将越
来越多的关注投向另一颗神秘的星球———火星，而这
颗红色的行星极有可能成为未来地球人专属的殖民
地，一个崭新的希望之家。

人类对火星的殖民计划似乎已被正式提上日程，
据外媒报道，美国

+,-./0

太空创始人埃伦·穆斯克近
日宣称将在未来

!*

年至
")

年内把
'

万名地球人送达
火星，这些人不仅会作为“火星殖民先驱”完成基本
的建筑工程，还将永远失去重返地球的机会；简而言
之，这是一张悲壮的“单程票”。

这绝不是火星第一次受到公众关注，事实上，人
类对火星觊觎已久。自

())

多年前伽利略第一次用望
远镜对准火星伊始，探索便从未停止。

!#$"

年
!!

月，前苏联发射“火星
!

号”探测器，标志着人类探
索火星的开始。据悉，在之后

*)

年的时间里，前苏
联、美国、日本、俄罗斯和欧洲先后发射了

()

多颗
火星探测器，德国和以色列也曾发布相关计划，而印
度已宣布将于

")!&

年正式启动火星任务。
从最初探索火星的生命迹象，到将其改造成未来

家园之构想，人类并未显示丝毫的踌躇。美国宇航局
")!)

年就已正式披露过一个名为“百年星舰”的太
空殖民计划；今年

$

月，荷兰“火星一号”公司宣布
将于

")"&

年前将
")

名宇航员送抵火星，并且会把全
程拍摄成一部电视真人秀；他们也都只向志愿者提供
前往火星的“单程票”。

所谓“单程票”实际暴露了当前科技的力不从心，
据美国宇航局分析，从地球前往火星需要

"$)

天左右
的时间，往返需要

*")

天左右，高昂的“路费”和复杂的
星际轨道都是目前不可避免的困难，这才诞生了以牺
牲志愿者为前提的“单程票”。另外，“殖民者”还要克服
太空旅行的强辐射和火星上恶劣的生存环境；况且火
星探测器历来价格不菲，仅今年

'

月成功着陆的美国
“好奇”号就已花费

"*

亿美元。诸多技术和资金方面的
问题说明，火星殖民依旧长路漫漫。

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曾预言，人类最终能
在火星或者太阳系其他星球上建立自主维持性基地，
但这在

!))

年内是无法实现的。因此，火星虽然是太
空殖民地最大的“潜力股”，但改造一个巨大星球的
难度是超乎想象的，火星殖民时代也并非近在咫尺。
对当前的地球人来说，最要紧的事，恐怕还是先把地
球上的事做好，而后方能仰望星空、征服火星。

火星殖民时代来了？
雷 蕾

图为科学家所绘的人类登陆火星时的模拟场景。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

月
"'

日迎来今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降

雪，约
")

厘米厚的积雪给人们出行带来不便。

"

汽车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积雪的道路上行驶。

#

市民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街道上冒雪行走。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摄

据新加坡 《联合早报》
!!

月
"'

日报道，日本正悄
然以新的方式加强其军事影响力，与曾经遭其军国主义
力量践踏的东南亚国家建立起军事关系。日本今年批准
了二战以来的首次海外军事援助计划，并且派出战舰到
海外参与联合军事演习。

军援动作不断

近年来，日本与一些东南亚国家的类似军事合作还
有很多。《日本新华侨报》早前的报道称，菲律宾国防部长
证实，日本准备向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提供至少

!)

艘巡逻
艇。另据日本

12+

电视台的报道，日本还将向马来西亚、
越南提供巡逻船。

早在今年
'

月，日本防卫省及自卫队就已经开始向
周边的印度尼西亚、越南、东帝汶、柬埔寨、蒙古以及汤加
$

个国家军方提供“非战斗领域”技术支援，支援内容主要
包括为

$

国国防当局及军方提供扫雷、医疗等多项“非战
斗领域”援助。日本《朝日新闻》报道认为，在该项目中，日
本政府虽然名义上仅向

$

国提供“非战斗领域”技术支
援，但事实上有可能提高

$

国的作战能力。

原因到底何在

有专家认为，尽管提供军事援助只是“温和”的步

骤，但对日本而言却是一种实质性的改变，一系列动作
的背后或许正体现了日本蠢蠢涌动的军国主义思潮。

由于经济的一直低迷，日本社会和民众思想迷茫，
导致近年日本社会极右势力的声音不断高涨。有着“右
翼政治家”称号的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前些时间参拜了
“靖国神社”，其后更发表了措词强硬的竞选纲领；

!)

月
!(

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彦登上“鞍马”号护卫舰，在训
话中，他使用了旧日本海军在二战前后使用的语言。另

据日本媒体报道，在一项“谁最适合
担任日本首相”的问卷调查中，日本
自民党安倍晋三与维新会石原慎太郎
居前两位，民主党的野田佳彦则居第
三位。分析认为，如果按照这种走
势，日本未来政坛或将由右翼或极右
翼人物主导。

美国 《华盛顿邮报》 在其
#

月
"!

日发表的题为 《右倾化的日本》 的长篇报道中指出，
“如今日本对周边国家采取了战后以来从未有过的对决
姿态”。该文还断言：“严格地说，日本的右倾化不是
社会问题，而是反映在外交和防卫方面的动向。”

趋势难以控制

二战以后，由于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从未彻底清除和
清算，在历史问题上日本从来都没有进行彻底反省。有
学者认为，日本虽然在表面上保持比较小的军事体制和
规模，但潜在的军事力量仅次于美国。最近，日本战后
的和平宪法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叫嚣更改专守防卫、
无核三原则的逆声鼎沸。日本经济做大以后备受刺激的
政治野心，在当前氛围和政客们的推波助澜下，挑衅着
战后国际秩序，越来越不受控制

3

前不久，《纽约时报》有文章分析指出，当前在日
本国内弥漫的右翼思潮正在形成一个气候，不仅是意识
形态，政治层面也有集体向右转的态势，在军事上似乎
也开始显现复活军国主义。
《韩国经济》 则在一篇报道中惊呼：“日本似乎要

完全回归极右政治模式，军国主义的亡灵正在复活。”
报道还警告，“东北亚地区有可能迎来前所未有的惊涛
骇浪”。分析认为，如果经济问题得不到解决，日本政
治持续右转难以避免。

日本军援背后难掩野心
郑 兴 张 敏

"!!

月
"#

日，在约

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

巴勒斯坦人庆祝巴勒斯

坦成为联合国观察员国。

新华社记者 陈 序摄

#

日本在河内为越南军方提供的灾害救助训练设施

国 际 简 讯

“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