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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地面进攻加沙面临多重掣肘葛
国
际
观
察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30日表示，
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停火即意味着以色列向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投降，

“这不会发生”。他说，自10月7日本轮巴以冲
突爆发以来，以色列一直处于“战争状态”，

“以色列将赢得这场战争”。
分析人士指出，以色列对哈马斯展开

猛烈报复，目标是彻底摧毁哈马斯或是把
哈马斯赶出加沙地带。以色列想要实现这
样的目标，需要对加沙地带哈马斯武装展
开全面地面进攻。然而由于被扣人员形成
掣肘、巷战限制以军优势、舆论压力日益增
加、战争外溢风险升高等原因，以色列对加
沙地带的攻势恐难顺利。

以色列10月25日夜派地面部队短暂
进入加沙地带实施攻击，此后加大进攻
力度。内塔尼亚胡28日宣布，随着以军更
多地面部队进入加沙地带，对哈马斯的

“第二阶段战争”已经开始。但他同时承
认，对加沙地带的进攻将“漫长且困难”。

以方此前早已做了大量军事准备，
摆出一副要对加沙发动全面地面进攻的

姿态，却迟迟没有实施。如今发动“第二
阶段战争”的规模和强度也与外界预期
的全面地面进攻有相当差距。分析人士
指出，多重因素造成了以方的迟疑不决，
同样也将影响以军未来的行动。

首先是200余名以色列人和外国人
被哈马斯扣押。部分被扣以色列人的家
属10月28日要求与内塔尼亚胡会面，原
因是他们担心以军的军事行动将危及亲
人安全。而外国被扣人员也牵动着相关
国家神经。英国《卫报》文章指出，目前以
色列政府和军方正在被扣人员问题上面
临巨大压力。

以色列前国家安全顾问埃兰德认
为，为了确保所有被扣人员获释，以色列
的正确选择是做出两项让步：释放所有
被关押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暂时推
迟在加沙地带采取更具进攻性的行动。

其次是火力和装备优势严重受限。以
军若发动全面地面进攻，其飞机、坦克等重
型武器的优势将受到限制。地面上，以军很
可能陷入同巴武装人员的巷战；在地下，哈

马斯多年来修建了四通八达的地道网，以
军想攻下这些不熟悉的地道难度极大。

第三，以色列面对的国际舆论压力
越来越大。随着以方军事行动升级，加沙
人道危机不断加深，即使是在支持以色
列的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内部，声援巴
勒斯坦、要求立即停火和解除封锁的呼
声也在高涨，游行示威不断。以军一旦展
开全面地面进攻，势必导致更多巴勒斯
坦平民伤亡。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政治成
本”将进一步加大。

第四，加沙战事扩大可能导致冲突外
溢，引发地区战争的风险也将大幅升高。
以色列连日来在进攻加沙地带的同时，还
同黎巴嫩真主党发生了交火。伊拉克等地
发生了针对美军基地的零散袭击事件。伊
朗此前也警告以色列，如果以军进入加沙
发动地面进攻，地区局势将升级。以色列
显然不希望多线作战，其主要支持者美国
也不希望冲突外溢导致自己卷入，因此
以方以“第二阶段战争”取代全面地面进
攻，从而避免过度刺激潜在敌人。

目前，以色列方面尚未就军事行动
需要达成何种目标释放明确信号。以色
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埃丹此前曾表示，以
色列无意占领加沙，但将“采取一切必要
手段”消灭哈马斯。但以色列外长科亨不
久后在接受采访时说：“战争结束后，不
仅哈马斯在加沙不复存在，而且加沙的
领土也会减少。”

媒体分析认为，科亨此番表态说明，以
色列试图在加沙地带建立一个大型缓冲
区，从而更好地保护以南部边境城镇，避免
再遭突袭。这一表态引发了外界担忧。

美国《华盛顿观察家报》认为，吞并
加沙部分地区或建立缓冲区无疑会进一
步激怒巴勒斯坦民众和阿拉伯世界，并
可能使和平谈判进一步复杂化。

英国广播公司网站发表题为《以色
列没有战后计划》的文章称，以色列目前
只有军事计划，没有冲突之后如何重建
加沙的计划。加沙民众不会接受以色列
统治。如果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战后管理
问题，历史可能重演。 据新华社

记者 赵世峰

据共同社报道，苦于内阁支持率低
迷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展现出“向右转”
的姿态。近日，岸田在接受两家保守派杂
志专访时表达了修宪意愿，称“日本也到
了应该变革的时候”，折射出其担心被党
内保守派抛弃的焦虑。

10月26日发售的日本月刊《WiLL》12
期中，岸田在接受采访时就修宪问题称，

“不是‘能不能做’，而是‘非做不可’”。在
被问及如何看待包括将自卫队写进宪法
第九条等内容的自民党修宪草案时，岸
田答道：“写明自卫队是（已故前首相）安
倍晋三提出的重要论点”。据悉，采访岸
田的记者正是安倍晋三支持者中颇具人
气的樱井良子。

在另一份月刊杂志《Hanada》12期
中，岸田接受采访时表示，“希望把‘挡
位’再提高1挡，不，再提高2挡向前推
进”，强调了修宪的意愿。他还表示，将全
力继承“安倍外交”。

外界分析，岸田的这些发言都是考
虑到了安倍生前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保守
派群体。在内阁支持率低迷的状况下，岸
田担忧被党内保守派抛弃。

岸田内阁支持率自今年5月七国集
团（G7）广岛峰会“昙花一现”之后，一直

在低位徘徊，无论是在国际舞台秀外交，
还是在国内拼经济，在物价高企、民众生
活成本不断增加的压力下，其支持率甚
至在最近的民调中一再探底。

全日本新闻网10月30日公布的10月
民调结果显示，岸田内阁支持率跌至
26 . 9%，比上一次调查下降3 . 8个百分点，
再创2021年10月岸田就任首相以来新低。
同一天，《日本经济新闻》与东京电视台
10月27日至29日联合进行的民调结果显
示，10月岸田内阁支持率为33%，比上一
次调查下降9个百分点，为岸田上台以来
该项民调的最低纪录。不支持的主要理
由包括“政策不好”“没有领导能力”等。
在日本政坛，内阁支持率低于30%被舆论
视为进入“危险水域”，若进一步跌破
20%，就被视为陷入“下台水域”。

10月22日，日本朝野政党对决的众
参两院两场议员补选结果也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现状。在参议院德岛、高知选区，
在野党支持的无党派候选人、前议员广
田一以较大优势战胜自民党新人，第三
次当选；在众议院长崎4区，则是自民党
新人金子容三胜出。这两场补选是对上
台两年的岸田政府的“中期评估”，两个
选区的议席原本均属于自民党，一胜一
负的结果对正在临时国会面临朝野各党
论战的岸田而言，可谓一个打击。

这两场补选是岸田第二次改组内阁
后的首次国会议员选举，政府应对物价
上涨的措施和岸田的政治姿态等成为争
论的焦点。自民党干事长茂木敏充就一
胜一败的结果在自民党总部向媒体表
示，“将谦虚接受，毫不松懈地应对临时
国会的论战。”

在野党立宪民主党支持的候选人广
田获胜后，该党选举对策委员长大串博
志称，这缘于“集结到了广泛的在野党力
量”，这是选民对岸田政府质疑。

岸田在议员补选投票前的10月20日
对选民宣称，作为回馈国民的措施，已指
示就所得税减税等政策展开讨论。即便
如此，也未能守住议席。在内阁支持率低
迷的情况下，岸田要在年内解散众议院、
提前举行大选已变得更加困难。

岸田10月26日表示，为缓解物价上
涨对家庭经济的冲击，明年6月将实施减
税，每人减少所得税和居民税总计4万日
元（约合1900元人民币）。岸田还透露，对
于已经免除所得税和居民税的低收入家
庭，每个家庭将发放7万日元补贴，加上
已经决定发放的3万日元，总计达到10万
日元。对于年底将到期、旨在抑制燃油
费、电费及城市燃气费的补贴，日本政府
拟延长至明年4月底。岸田还表示，鉴于
目前的情况，明年暂不实施旨在填补防

卫费增额缺口的增税措施。
包含上述减税和补贴措施的经济对

策，在本月2日的内阁会议上获得通过。
由于减税需要修改法律，预计日本民众
将在明年夏季前后感受到纳税额的减
少，现金发放将在年内启动。

据估算，仅减少所得税部分，就涉及约
3万亿日元规模。为每年1万亿日元的防卫
费缺口而增税、为应对少子化筹措财源的
岸田，被日本网友揶揄为“增税眼镜”。一方
面寻求增税，另一方面又减税，有议员无奈
称，这种“矛盾做法无法解释”。在此情况
下，财政重整之路任重道远，出现滥用财政
资金的批评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减税、补贴等政策仍不足以拉升支
持率的情况下，岸田不得不将目光转向保
守派群体。然而，即使卖力宣传修宪，能否
如愿推进仍是未知数。在修宪问题上，外界
普遍的看法是岸田不像安倍那样积极，但
有日本政府消息人士称：“这种看法是错误
的，首相正在认真推进。”

无论如何，岸田给人们留下了“为支
持率仓皇失措”的印象，就连自民党内部
也不乏批评声。参议院干事长世耕弘成
认为，岸田“未能展现出领导人应有的姿
态”。共同社认为，费尽心思想要提升支
持率的岸田“向右转”，将给日本和平宪
法蒙上一层阴影。

内阁民调再探底，岸田焦虑“向右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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