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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与阿联酋当地时间 13
日在美国斡旋下达成和平协议，同
意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双方将在
未来几周内正式签署双边协议。
虽然阿联酋方面称，该协议将让以
色列停止“吞并巴勒斯坦领土”，但
巴勒斯坦方面指责该协议是“对巴
勒斯坦人民的侵犯”。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总统特朗
普促成以阿两国和解，意在为自己
竞选连任提供助力。以色列未来
可能以此为契机进一步缓和与其
他海湾国家的关系，而巴勒斯坦显
然并不乐见这种局面。未来，巴以
困局可能更加难以破解，中东局势
也将更加复杂多变。

三家欢喜一家忧
目前，在中东地区，以色列仅

与埃及和约旦有外交关系。此次
是以色列近 26年来首次与阿拉伯
国家达成和平协议，阿联酋则成为
首个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的海
湾国家。

分析人士指出，在和平协议问
题上，以色列、阿联酋以及美国都
有各自的“小算盘”。以色列希望
以阿联酋为突破口，缓和与阿拉伯
国家的关系。以色列媒体报道说，
以阿和平协议为以色列提供了与
阿拉伯国家实现“真正和平”的机
会，巴林和苏丹可能会在“不久的
将来”效仿阿联酋。

对于阿联酋来说，与以色列建
交既能加强双方经济合作，又可以
提升阿联酋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目前距离美国总统选举仅剩
不到 3个月时间，特朗普此时促成
以色列与阿联酋达成和平协议，有
着明显的选举目的。美国《华盛顿
邮报》说，虽然此事不足以兑现特
朗普对中东和平的承诺，但仍是他
竞选道路上的重要一步。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
中东问题高级研究员米勒表示，以
色列与阿联酋达成和平协议是“三
赢一输”，以阿双方以及美国都收
获了外交胜利，而最大输家是巴勒
斯坦。巴方发现，尽管以色列不断
损害巴勒斯坦利益，但其他阿拉伯
国家却还在与以色列走近。

吞并计划引关注
虽然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

罕默德 13日晚在社交媒体推特上
强调，达成和平协议将让以色列停
止“吞并巴勒斯坦领土”，但从以方
表态看，吞并计划只是暂停，并非
终止。

今年 4 月，以色列宣布将从 7
月开始在美国所谓的“中东和平新
计划”下推进对约旦河谷和约旦河
西岸犹太人定居点“实施主权”，所
涉土地面积约占约旦河西岸地区
的 30%。这一计划遭到阿拉伯国
家普遍反对。6月30日，以色列总
理内塔尼亚胡暗示，可能不会如期
实施吞并计划。

以阿达成和平协议后，以色列
会否继续执行吞并计划再次成为
关注焦点。约旦外交大臣萨法迪
在回应以阿和平协议有关问题时
说，以色列必须停止“非法行为”，
停止侵犯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以

“两国方案”为基础与巴勒斯坦开
展“直接、严肃、积极”的对话。

和平协议将令吞并计划暂停
的消息也在以色列国内引起争
议。一些右翼人士认为，内塔尼亚
胡背叛了其选举前有关吞并计划
的承诺。不过，在以色列特拉维夫
大学中东问题专家齐塞尔看来，内
塔尼亚胡“或许永远不会”进行吞
并，因为他是一位谨慎的政治家，
不愿因吞并问题引发国际社会谴
责。

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认为，
虽然目前尚不清楚吞并计划会“暂
停”多久，但“不太可能在今年年底
之前发生任何事情”。

地区局势复杂化
分析人士指出，阿拉伯国家一

向在巴以问题上支持巴勒斯坦，而
此次以阿达成和平协议显示出中
东地区局势日益复杂化。以色列
试图在美国帮助下扩大在这一地
区的影响力，今后巴以困局将更加
难解。

以色列巴尔伊兰大学中东研
究系教授泰特尔鲍姆告诉新华社
记者，有传统观点认为，以色列必
须首先解决与巴勒斯坦的冲突才
能与其他阿拉伯国家达成和平协
议。而此次以色列与阿联酋之间
的和平协议表明，对以色列来说，
巴勒斯坦问题并没有阻止它逐步
融入中东地区。

巴勒斯坦方面显然清楚局势
的严峻性。巴勒斯坦总统府 13日
晚发表声明反对以阿关系正常化
协议，并敦促其他阿拉伯国家“不
要屈服于美国压力”，不要以牺牲
巴勒斯坦权利为代价与以色列实
现关系正常化。

此外，以色列与阿联酋走近还
引起了伊朗的警惕。伊朗前副外
长阿卜杜拉希安称阿联酋与以色
列达成和平协议是犯了一个“战略
错误”。

事实上，以色列近年来与海湾
国家关系改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
因为双方都对伊朗在中东地区影
响力的增长感到担忧。因此，以阿
达成和平协议是否会成为它们正
式联手对抗伊朗的开端，这一问题
的答案将对今后中东局势走向产
生重大影响。

据新华社

鉴于新冠疫情持续蔓
延，新西兰总理阿德恩 14日
宣布，将该国最大城市奥克
兰目前实施的 3级防疫响应
措施延长 12 天，与此同时，
全国其他地区保持 2级防疫
响应，直至 8月 26日午夜结
束。

在 102天没有发现社区
传播的新冠病例后，奥克兰
11日报告了4例感染源不明
的新冠病例。从 12 日中午
起，奥克兰防疫响应级别从
1级上调至3级，新西兰其他
地区上调至2级。

新西兰卫生部总干事布
卢姆菲尔德 14日透露，奥克
兰又新增12例确诊病例和1
例疑似病例，这些病例均无

海外旅行史和接触史，表明
新西兰已重新出现了社区传
播。

阿德恩说，由于进入 3
级响应，过去两天多，奥克兰
出行人数减少了60%。延长
目前防疫响应措施将对阻止
新冠病毒传播起到重要作
用。她呼吁奥克兰市民尽量
待在家里，并在公共场合尽
量佩戴口罩。

新西兰于3月25日开始
最高的 4 级防疫响应，疫情
防控见成效后逐步降级，至
6 月 9 日恢复为 1 级。本月
11 日奥克兰重新出现疫情
后，新西兰政府面临在经济
复苏和公共卫生安全之间寻
求平衡的选择。 据新华社

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
14日通报，当地时间13日零
时至 14日零时，韩国新增新
冠确诊病例 103 例，其中本
土感染病例 85例，创下 3月
底以来韩国单日新增本土病
例数最高纪录。

中央防疫对策本部本部
长郑银敬在当天记者会上
说，13日新增病例数比前一
天骤增一倍，感染路径不明
的病例数占比达 13%，首都
圈有疫情大规模流行的可
能。目前韩国防疫到了能否
将疫情控制在医疗系统承受
范围内的关键节点。

郑银敬表示，希望民众
减少聚会和聚餐，尽可能少
去餐厅、咖啡店、酒吧等“三
密”（密切接触、密集、密闭）
场所。

当天，韩国国务总理丁

世均主持召开紧急会议，磋
商首都圈病例突增的应对方
案。会议说，将根据本周末
及下周初新增病例趋势决定
是否将保持社交距离措施提
升至第二阶段，同时还将讨
论是否把网吧划定为高危场
所。

韩国政府 6月底发布关
于保持社交距离措施的三个
阶段及其防疫对策，第二阶
段是禁止室内 50 人、室外
100 人以上的聚集性活动，
暂停开放公共设施及高危场
所。目前韩国暂时处于第一
阶段，即生活防疫阶段。

据韩国疾病管理本部最
新统计，截至 14 日零时，韩
国累计确诊新冠病例 14873
例，累计死亡 305例，累计治
愈13863例。

据新华社

英国政府打算颁布新
规，对屡次违反强制“口罩
令”者课以最高 3200 英镑
(约合2.9万元人民币）罚款。

政府同时打算重罚非法
集会活动组织者，最高罚款
1万英镑（9.07万元人民币）。

英国《泰晤士报》14 日
报道，首相约翰逊已宣布 15
日起进一步放松“封城”措
施。提高针对违反“口罩令”
者的罚款额度旨在阻止民众
此后的“冒险”行为。

英国目前要求民众在商
店、影院、画廊内以及搭乘公
交工具时戴口罩，违者将遭
100 英镑（907 元人民币）罚
款。按照新规定，如果有人
被发现多次违反“口罩令”，
每次所罚金额将翻倍，最高

达3200英镑。
政府希望借重罚强化民

众戴口罩意识。数据显示，
英国警方在不到两周内发现
近 3 万人没戴口罩。其中，
大约 1800 人遭勒令离开公
交车或地铁，但仅有 33人挨
罚，其余人只受到口头警告。

不过，据英国国家统计
局统计，“口罩令”似乎收获
成效。英格兰地区96%民众
报告上周用过口罩等面部遮
挡物，这一比例 5 月底仅为
28%。

为防止民众新冠疫情期
间非法聚会，英格兰警方已
加强巡查，上周末仅在西米
德兰兹地区便叫停 125场派
对。

据新华社

受太平洋高气压影响，日本多
地近来持续高温，仅东京地区本月
因中暑死亡的就有26人。

据东京都监察医务院统计，仅
本月11日、12日两天，东京都中暑
死亡人数达 14人，死者多为 60岁

以上老人。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日
前公布的统计结果显示，本月 3日
至 9日一周内，全国因中暑被救护
车紧急送医的患者人数增至 6664
人，其中65岁以上老人达3836人。

日本气象厅表示，14 日日本

西部至东部地区受高气压覆盖，气
温继续上升，其中高知县最高气温
接近 40℃，预计本月 20 日前酷热
天气将持续。日本气象厅呼吁人
们使用空调、及时补水，以防中
暑。 据新华社

新西兰宣布
延长现行防疫响应措施

韩国新增本土新冠病例数
创下4个多月新高

英国拟颁布新规
重罚不戴口罩“累犯”

阿联酋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
今后巴以困局被指将更加难解

日本多地持续高温天气 东京地区26人中暑死亡

8月13日，
以色列中部城
市特拉维夫的
市政大楼点亮
阿联酋的国旗
颜色。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