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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1993年巴以签署的 5奥斯陆协议 6, 巴以

和平进程的关键性问题之一犹太人定居点问题将在

巴以最终地位谈判中解决。随着巴以和谈在中断了

20个月后再次重启,犹太人定居点问题成为国际社

会密切关注的焦点。定居点问题是巴以和谈的难点

之一, 因为它涉及巴以争端的实质性问题 ) ) ) 土地,

所以该问题的合理解决, 将是巴以和平能否实现的

一个关键因素。

一、定居点现状

众所周知, 以色列是世界上惟一依靠移民并建

立定居点而形成的国家, 犹太人定居点在巴勒斯坦

地区 的存在 已有 100 多 年的历 史。 1967 年

/六#五 0战争后, 以色列占领了阿拉伯大片土地,

为了管理和控制这些被占领土,以色列工党政府基

本采纳了当时劳工部长伊加尔 #阿隆提出的一项有

关被占领土政策的计划,史称 /阿隆计划 0, 开始着

手在被占领土上建立犹太人定居点。这些定居点违

背了5日内瓦第四公约 6¹, 被认为是非法的。巴以

和谈中的犹太人定居点主要指 1967年 /六 #五 0战

争后以色列在原约旦控制的约旦河西岸和原埃及控

制的加沙地带建立的定居点。 2005年 8月, 以色列

政府曾在实施单边行动计划时,撤出并拆除了位于

加沙地带的全部 21个定居点和 4个位于约旦河西

岸北部的定居点。现在, 定居点主要集中在约旦河

西岸, 成为巴以和平进程的主要障碍。

约旦河西岸是以色列和约旦之间的一块面积为

5879平方公里的山地,西面与以色列的地中海沿岸

平原相连,东接约旦,这里犹太教圣迹很多, 且有军

事战略价值。据以色列 /现在就和平运动 0组织统

计,截至 2009年 6月,在约旦河西岸共有 120个定

居点, 约占西岸总面积的 9. 3%。从 1976) 2008

年, 约旦河西岸地区的犹太人定居点人口从 3200人

增加到了 28. 96万人,近年来定居点人口每年更以

大约 5%的速度增长。
º
定居点主要分为安全定居点

和政治定居点。安全定居点是以色列政府有计划兴

建的大型居民区,主要分布于战略要地,并且在定居

点之间修筑了许多区间公路和环行路,这样就把各

个定居点与以色列本土连接在一起。这些定居点和

区间公路使约旦河西岸的土地支离破碎,不但蚕食

了大片巴勒斯坦土地,还起到扼守交通要道的作用。

政治定居点大都是那些怀有 /大以色列 0梦想的宗

教右翼势力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聚居区附近建立的

具有挑衅性的定居点,绝大多数是利库德集团执政

时期建立的,目的是加强对被占领土的占领和控制,

最终吞并巴勒斯坦土地。这造成定居点与巴人村庄

既相互隔绝又难解难分的状况, 使定居点问题更加

复杂化。

1993年巴以签署5奥斯陆协议 6以来, 以色列政

府几经更迭,但无论工党政府还是利库德集团都十

分重视定居点的建设,为定居点的发展和保卫投入

了巨大财力和兵力,根本目的都是为了维护以色列

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国家利益。定居点的存在客

观上为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驻军提供了借口, 同时

也使定居点成为巴以冲突的前沿和巴勒斯坦人发泄

不满的目标。如今, 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定居点

仍在建设和扩张之中, 这严重影响着中东和平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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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5日内瓦第四公约 6即5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 6,
其中第 49条第 6款规定: /占领国不得将其本国平民之一部分驱逐
或移送至其所占领之领土。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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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

二、相关各方对定居点问题的态度

要探讨解决以色列定居点问题的前景, 首先应

了解巴以双方及美国等方面的态度与立场。

(一 )以色列的态度。在以色列政治生活中,工

党和利库德集团地位举足轻重。工党是以色列政坛

的鸽派,巴以和平进程的启动与其密切相关。工党

大体上主张在 /以土地换和平0的原则下解决定居

点问题,主张以联合国安理会第 242号和第 338号

决议为基础,在以色列安全得到保证的前提下,保留

一些对以色列安全具有战略价值的地区, 放弃加沙

地带和西岸的大部分土地, 以此换取以方的和平。

利库德集团属于以色列政坛的鹰派, 在国内势力比

较强大,向来执行强硬路线,其强硬立场得到很多以

色列人的支持, 主张以 /以安全换和平 0、吞并全部

被占领土,以实现建立 /大以色列0的梦想。利库德

政府前总理贝京声称, 约旦河西岸 /属于以色列的

领土0, 是其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¹ 随着中东和平

进程的发展,利库德集团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有所

变化。利库德政府认识到全部吞并被占领土已不可

能, 2005年沙龙政府撤出并拆除了位于加沙地带的

全部 21个定居点和 4个位于西岸北部的定居点,但

这并没有使以色列放慢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建设。

可见工党和利库德集团在保留定居点的问题上意见

基本一致,分歧仅在于数量的多少。

(二 )巴勒斯坦的态度。在定居点问题上, 巴解

组织提出以联合国的有关决议为原则, 坚决要求以

色列撤离全部定居点,要求在整个西岸、加沙建立巴

勒斯坦国,并始终认为被占领土上的犹太人定居点

是非法的,任何和平协定都必须要求犹太定居者离

开。在巴人看来,犹太人定居点是对他们土地的掠

夺,他们绝不能容忍这些定居点在巴勒斯坦领土上

存在,一直都反对建立犹太人定居点。但经过与以

色列的冲突、战争, 也经过与以色列的和谈, 大部分

巴勒斯坦人认识到在整个西岸、加沙建立巴勒斯坦

国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定居点难以拆除的情况下,巴

人不得不面对现实。随着巴以和平进程的推进,巴

领导人对巴勒斯坦前途的态度越来越趋于现实,即

巴方要最大限度地收回西岸, 早日实现巴勒斯坦的

建国目标。尽管巴勒斯坦某些激进组织和成员宣称

决不放弃任何一块土地,拒绝任何妥协方案。

(三 )美国的态度。美国是巴以和谈的主导者,

它的态度对解决犹太人定居点问题至关重要。美国

为了维护它在中东的战略利益, 反对以色列在被占

领土上的定居活动。1978年埃以戴维营谈判期间,

卡特总统坚持认为定居点建设是非法的,并要求贝

京政府至少在谈判期间停止定居点的建设。 1980

年上台的里根政府对定居点问题采取了更为明确的

反对立场, 并在联合国安理会第 465号决议表决时

投了赞成票。总之,历届美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

立场可概括为:在被占领土上建立定居点违背了国

际法并成为实现和平的障碍, 但已建成的定居点不

应轻易拆除, 反对继续建设新的定居点。º 但这并

未能阻止住以色列建定居点的步伐, 因为在巴以争

端中,美国不可能平等对待巴以双方,历来是一边对

巴方施压,一边偏袒、纵容以色列, 在这种双重标准

下,以色列的定居点越建越多。奥巴马政府上台后

加大了对巴以和谈的斡旋力度, 就定居点等问题向

以方施压,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继续兴建

犹太人定居点,并拆除现有的非法定居点。但实际

效果如何,还需要观察。

三、定居点的前景

尽管定居点问题的彻底解决与巴勒斯坦、以色

列和美国的立场和态度有关, 但定居点问题的最终

解决主要还要靠巴以双方自己。在目前巴以双方力

量对比严重失衡的情况下, 解决定居点问题的主动

权主要掌握在以色列手中。在定居点问题上以色列

有以下三种选择:

(一 )撤离全部定居点。以色列国从建立起就

一直处于阿拉伯国家的包围之中, 再加上以色列领

土南北狭长,战略纵深严重不足, 这种地缘战略上的

劣势使以色列人对安全的关注高于一切。撤离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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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部定居点,失去对其有重要军事战略价值的约

旦河西岸,整个以色列将暴露在阿拉伯国家面前,其

地缘战略将大大恶化,危及以色列的国家安全。

其次, 2005年 8月, 以色列为撤离加沙地带的

21个定居点和西岸北部的 4个定居点付出了很大

的经济代价:以色列议会第一次批准了总额为 38亿

谢克尔 (约合 8. 7亿美元 )的撤离费用,后来又追加

拨款 15亿谢克尔 (约 2. 5亿美元 )。¹ 那么, 撤离西

岸的全部定居点将花费多少呢? 据有关专家估计,

如果将现有定居点全部撤离,将要花费上百亿美元。

这个数目对于以色列是难以承受的。

再次,那些出于信仰而定居西岸的居民,特别是

属于 /信仰者集团 0的定居者,是扩建定居点运动最

狂热的势力,坚持犹太人应兼并所占领土,他们是和

平进程中最顽固的阻碍势力。仅加沙单边撤离计划

这微不足道的一小步,都受到以 /信仰者集团 0为代

表的右翼极端势力的顽抗, 致使沙龙政府失去许多

右翼人士的支持,沙龙本人也付出了惨重的政治代

价。那么撤离犹太人心目中的 /犹地亚 ) 撒马利

亚 0的西岸, 其顽抗程度将可想而知。总之在以色

列国内,主张撤离全部定居点的方案不具有可行性,

以色列不会走这条路。

(二 )兼并西岸所有定居点, 直至最终占领西

岸。首先,这种选择的确可使以色列通过扩大领土

面积, 弥补地缘战略上的劣势, 增加国家的安全系

数。但这只是相对增加了以色列的防御能力, 在现

代战争中,现代化的武器使任何防御都显得非常脆

弱。海湾战争中,伊拉克利用 /飞毛腿 0导弹对以色

列的袭击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 兼并整个西岸

并不能保证以色列拥有绝对可靠的国家安全。其

次,很重要的一点,即这种局面是巴勒斯坦人绝对无

法接受的。巴人一直把定居点看作是以方占领的象

征,由此定居点的存在成为巴人发动起义的导火索,

定居者尤其是那些孤立于巴人区的定居者将成为被

袭击的目标。2000年阿克萨起义后, 巴极端分子的

反以袭击也大多发生于定居点,造成对犹太人尤其

是那些定居者安全的持久威胁。以色列的占领导致

巴人的持续反抗,使以色列政府意识到安全和土地

不可兼得。当然此举必遭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

的一致反对, 以色列将陷于全面孤立。

(三 )撤离部分定居点。在 /土地换和平 0成为

巴以和平进程前提的情况下, 现在以色列国内已很

少有人怀疑一部分定居点必将撤离, 谈论的话题是

将撤多少、撤哪些的问题。工党和其他立场较温和

的世俗政党主张保留约旦河谷以及 /绿线 0附近较

为集中、规模较大的定居点群, 同时放弃一些分散

的、小规模的定居点,特别是利库德集团执政时期宗

教右翼势力在巴人聚居区附近建立的 /政治定居

点0。在 2000年 7月的巴以和谈中, 巴拉克政府采

取了更为灵活的立场,提出归还巴方西岸 80%的土

地, 余下的 20%将被以色列永久兼并, 后又做出了

最终撤出西岸 90%以上土地的承诺并且完全放弃

加沙地带。º 利库德集团虽然态度强硬, 但也主张

放弃一部分定居点。2005年 8月,沙龙政府撤出并

拆除了位于加沙地带的全部 21个定居点和 4个位

于西岸北部的定居点。撤离定居点, 特别是那些受

/信仰者集团0控制的 /政治定居点 0, 肯定会受到定

居者的顽强抵抗,但以往的经验表明:只要政府下决

心, 定居者的任何抵抗都无济于事。» 现在, 在定居

点的去留已基本达成共识的情况下, 关键是定居点

去留的幅度,即以色列最多放弃多少土地可以换得

和平、安全, 巴人最少得到多少土地就可以给以和

平、安全。这需要巴以双方进行艰苦的谈判来解决。

定居点问题的复杂性, 使得它的最终解决十分

棘手,但只要巴以双方本着灵活务实的态度,定居点

问题并不是不可以解决的。随着巴以直接谈判的重

启, 国际社会期待巴以双方能早日最终解决定居点

问题,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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