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在沙特阿拉伯西部海滨城市吉达召开的“安全与发展”峰会16日闭

幕，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的首次中东之行结束。在以色列被网民吐槽，在

巴勒斯坦遭民众抗议，在沙特受记者质问，拜登的访问平淡收场。

分析人士指出，拜登出访前曾高调宣称将开启美国和中东关系“新篇

章”，但结果却是接连碰壁，没有多少实质成果。中东政治气候已发生巨大变

化，追求和平与发展成为地区主流，中东各国与固守霸权思维的美国分歧明

显，拜登访问不受欢迎、成果寥寥不足为奇。 ■ 新华社记者 胡冠

分歧明显
拜登访问中东第一站是美国在该地区最坚定的盟友以色列。访问期间，

拜登与以色列总理拉皮德签署了联合声明，强调“两国牢不可破的纽带”及

“美国对以色列安全的持久承诺”。声明说，美国将动用其“国家力量的所有

要素”来确保伊朗不能获得核武器，并承诺与其他伙伴合作应对伊朗“侵略和

破坏稳定的活动”。但以色列对此并不“买账”。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

道，拉皮德要求为伊朗重返伊核协议谈判设立截止日期，而拜登表示拒绝。

耶路撒冷战略与安全研究所所长埃弗拉伊姆·因巴尔说，联合声明缺乏

实质性内容。“问题的关键是美国将在伊朗问题上做些什么，这是以色列最关

心的。虽然公开表态中，美以在竭尽全力表明没有分歧，但双方的分歧显而

易见。”

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见了来访的拜登，

然而巴美并未发表联合声明。巴勒斯坦总统顾问马吉迪·哈利迪透露，巴美

双方在阿巴斯和拜登会晤前几个小时仍在就联合声明事进行沟通，但终因分

歧过多而放弃。

巴勒斯坦比尔宰特大学教授阿里·贾巴维认为，巴以问题并不是拜登此

访优先事项，拜登访问巴勒斯坦更像为了完成一项“政治任务”。巴勒斯坦政

治分析家穆斯塔法·易卜拉欣说，拜登此访目的是为11月美国中期选举造

势，根本不会提出任何有关解决巴以问题的新思路。

分析人士指出，美方将伊朗核问题、巴以问题等当作“棋子”和“筹码”，用

以实现其维持霸权、搅动地区局势、服务国内政治的一己私利，与以巴领导人

产生分歧自然在意料之中。

不受欢迎
借助访问沙特和出席沙特吉达“安全与发展”峰会来“求油”并筹划中东

“小圈子”是拜登此行重点。外界分析，拜登政府希望沙特等海湾产油国增产

以压低国际油价，缓解美国国内通胀压力，助力中期选举。此外，美国企图在

中东拉帮结派、打造“中东版北约”、遏制伊朗和俄罗斯等国的意图也很明显。

然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在吉达峰会发言中，对增产石油问题含糊其词，

表示沙特“有能力”提升石油产能至日均1300万桶，但暂时没有额外的能力

将原油产量继续提高。而对于拜登希望拉拢中东国家对抗伊朗、俄罗斯等国

的意图，参加峰会的各国领导人均未有明确回应。

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马晓霖指出，拜登政府上任已将近

一年半，中东访问姗姗来迟，时间和空间都排在欧洲和亚太之后，没人相信他

重视中东。加之美国相对实力下降，对中东投入减少并多次在中东制造事端

后全然抽身离去，使得中东国家对美信任度大为降低。

北京语言大学中东学院副教授王光远认为，多年来，美国为了实现在中

东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最大化，利用军事打击、人权外交和所谓“颜

色革命”等多种手段，故意制造对抗，搅动地区局势，甚至颠覆中东国家政权，

令地区国家陷入安全困境，给该地区造成严重伤害。如今，追求和平发展已

成为地区主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信誉正在走向破产，地区国家与美国之间

的战略互信不断减少，沙特等中东国家的战略自主意识和能力不断增强，不

愿再以牺牲自身发展来做服务美国利益的代理人。

沙特媒体报道，在拜登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会晤中，穆罕默德告诫拜登，

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价值观，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别国的行为只会适得其

反，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推行美式价值观失败即为明证，“沙特不欢迎美国

的价值观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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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丧失
意大利参议院14日举行信任投票，

投票事关政府提出的一项帮助家庭和企

业应对能源价格高企的援助计划。五星

运动的议员缺席了这场投票，原因是该党

认为这项法案援助力度不足。

尽管援助计划在参议院最终获得通

过，但德拉吉认为支撑执政联盟的信任基

础已不复存在，因此向总统递交辞呈。马

塔雷拉拒绝了德拉吉的辞职请求，邀请他

向议会报告并评估目前形势。

德拉吉曾担任意大利央行行长和欧

洲央行行长，2021年 2月出任意大利总

理。舆论当时普遍期待这位经验丰富、不

属于任何党派的政治人物能像当年帮助

欧元区走出债务危机那样，带领意大利克

服新冠疫情影响、恢复经济。德拉吉组建

了一个覆盖议会诸多政党、政治谱系跨度

极大的“彩虹式”内阁。

但正如一些当地媒体指出的那样，德

拉吉政府是各政治势力临时妥协的产物，

执政联盟中各党派政治诉求迥异，终究无

法长期保持团结。过去一段时间里，执政

联盟的主要政党之一、民粹主义政党五星

运动与德拉吉政府的分歧逐渐加大。该

党党首孔特日前威胁政府，不满足该党要

求就退出执政联盟。德拉吉则回应，如果

五星运动退出，他将不再领导政府。双方

最终未能达成妥协，导致德拉吉请辞。

分歧难弥
不少分析人士认为，新冠疫情和乌克

兰局势加剧了意大利当下的经济困局，导

致德拉吉政府与五星运动在多项政策上

产生无法弥合的分歧，其中最主要的就是

对乌政策和对民生、企业援助政策。

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德拉吉政

府在对乌政策上与欧盟保持高度一致，

对俄罗斯施加制裁，向乌克兰输送多批

武器并提供资金支持。五星运动则对军

援乌克兰持反对态度，支持推动以外交

手段解决俄乌矛盾。

今年以来，意大利能源价格飙升，物

价持续上涨，民众生活和企业经营都承受

巨大压力。德拉吉政府为此提出援助法

案，但五星运动认为法案力度不足，主张

政府加大政策和财政支持，且拒绝妥协。

当地媒体分析，五星运动在上述两

个问题上表现强硬，是着眼将于明年举

行的下届议会选举。该党原本在参众两

院占有最多席位，是执政联盟内的最大

政党。但五星运动前任党首、意大利外

长迪马约在援助乌克兰议题上与该党产

生分歧，于6月带领部分议员退出，令该

党失去众议院第一大党地位，参议院议

席也从单独第一变为并列第一。而该党

民意支持率也不断下滑，在地方选举中

屡屡受挫。因此该党希望通过在民生问

题上表现强硬来吸引选民支持。

后果难料
德拉吉请辞后意大利政局如何变化

眼下难以预料。如果德拉吉被说服继续

留任总理，他要么做出让步和五星运动

达成妥协，要么重组内阁，接受政府内没

有五星运动参与的现实。但失去五星运

动支持，德拉吉的执政基础将被削弱。

如果德拉吉拒绝留任，意大利可能

会在9月或10月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意

大利媒体分析，提前选举将使意大利在

新政府产生前难以及时有效应对诸多政

策议题。2023年财政预算按惯例应在今

年7月至12月期间由议会讨论通过，提

前选举和政府更替将打乱这一进程。意

大利也可能无法在冬天前签署新的天然

气交易合同，这将使能源短缺更加严

重。政府更替还可能影响意大利执行与

欧盟达成的国内改革计划，从而导致该

国无法获得欧盟恢复基金拨款。

此外，美国《政治报》网站欧洲版刊

文分析，作为一个在欧洲有影响力的政

治人物，德拉吉支持欧盟的对乌克兰政

策。如果他下台，欧盟对乌政策可能受

到影响。

2022年4月11日，美国总统拜登在华盛顿白宫发表讲话（资料图）。

■ 新华社记者 刘杰/摄

意大利总理德拉吉日前因执政联盟中的关键政党五星运动参议员未参加一项对政府的信

任投票而提出辞职。尽管总统马塔雷拉拒绝了他的辞职请求，但他是否留任眼下仍是未知数。

分析人士认为，这次危机看似突然，其实早有征兆。意大利执政联盟中各政党的诉

求本就差异不小，德拉吉政府的政策腾挪空间不大，能够坚持至今已属不易。如危机导

致议会选举提前举行和政府更替，可能将对意大利应对目前经济困局产生不利影响。

■ 新华社记者 周啸天 贺飞

2021年11月24日，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在罗马出席新闻发布会（资料照片）。

■ 新华社发 阿尔贝托·林格利亚/摄

意大利总理提出辞职 执政联盟面临危机

国
际
观
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