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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曦　 葛腾飞

　 　 内容提要　 累积威慑是研究以色列安全战略的重要理论ꎮ 累积威慑可被

视为 “惩罚性” 与 “拒止性” 的统一ꎬ 并依重视程度不同分为 “重惩罚”
“惩拒并进” “重拒止” 三种形态ꎮ 以色列传统的 “重惩罚” 模式在威慑阿拉

伯国家时发挥了重要作用ꎬ 但在应对非国家行为体威胁时暴露出诸多问题ꎮ
第二次 “因提法达” 后ꎬ 以色列的累积威慑形态由 “重惩罚” 向 “惩拒并

进” 转变ꎬ 防御的高价值性得以突出ꎮ 总的来看ꎬ 威慑模式提升了以色列应

对各类威胁的能力ꎬ 但当前的 “惩拒并进” 模式无法真正解决以色列面临的

安全问题ꎮ 以色列追求的是所谓 “犹太民族的绝对安全”ꎬ 坚持军事安全优

先ꎬ 过度依赖军事解决方式ꎬ 其威慑效用仍是周期性的ꎬ 具有有限性ꎮ 在可

预见的未来ꎬ “惩拒并进” 很难转向 “重拒止” 模式ꎬ 这是常规力量 “可竞

争性” 与以色列追求绝对安全所导致的必然结果ꎮ 当前ꎬ 持续数十年的巴以

冲突仍未根本解决ꎬ “两国方案” 举步维艰ꎬ 巴以和平十分脆弱ꎮ 如果以色列

想要实现真正的持久安全ꎬ 就必须在约束其军事手段使用的同时ꎬ 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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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慑在传统上是以色列通过军事行动维护国家安全的三大支柱之一ꎮ① 以

色列认为ꎬ 威慑的作用在于维护稳定ꎬ 尽可能延长以色列与周边国家的和平

期ꎮ② 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威慑理论中ꎬ 对被威慑方使用武力意味着威慑的失

败ꎮ 但长期以来ꎬ 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及巴解组织、 哈马斯、 巴勒斯坦伊斯

兰圣战组织吉哈德 (以下简称 “吉哈德”)、 黎巴嫩真主党 (以下简称 “真主

党”) 之间爆发了多次冲突ꎮ 而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７ 日以来巴勒斯坦哈马斯与以色

列爆发的新一轮冲突对以色列安全形势及国际声望造成了强烈冲击ꎬ 本轮冲

突也成为继乌克兰危机升级后又一次严重的地缘政治危机ꎮ 在上述现实背景

下ꎬ 如何理解以色列的威慑战略成为政界、 学界不得不严肃思考的问题ꎮ 多

隆阿尔默格 (Ｄｏｒｏｎ Ａｌｍｏｇ) 及托马斯瑞德 (Ｔｈｏｍａｓ Ｒｉｄ) 等人曾创造性

地提出了 “累积威慑”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ｃｅ) 的概念ꎮ 他们认为ꎬ 在以色

列的案例中ꎬ 使用武力并不代表威慑已经失败ꎬ 一次小规模军事行动恰恰是

以色列威慑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ꎮ③ 累积威慑发挥作用的条件在于 “采取严

厉的军事惩罚” “树立强大的以色列形象” “迫使敌人认可以色列拥有实力

与决心”ꎮ 但是ꎬ 以色列在各个阶段面临的主要威胁是不断变化的ꎮ 即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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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并没有成文的国家安全战略ꎬ 但以色列的建国实践却体现了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原则ꎮ 以

色列学界在结合 “本古里安原则” 并总结以色列政府在国家安全实践的基础上分析得出了 “威慑、 预

警与决策” 三大军事行动方面的国家安全原则ꎮ 参见吴昊昙: «安全、 武力与自助: 以色列的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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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２００６ 年梅里多尔 (Ｍｅｒｉｄｏｒ) 委员会的一般性战略声明ꎬ 但当时既没有被批准为政府政策ꎬ 也没有

转化为具体指令ꎮ 直到 ２０１５ 年ꎬ 以色列国防军发布的学说才将 “防御” 列为事实上的第四根支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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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相同的威胁ꎬ 以色列在不同时期也会采取不一样的应对措施ꎬ 其起到

的威慑效用差别也较大ꎮ 所以ꎬ 单纯以 “累积威慑” 笼统概括整个威慑过

程虽然把握了以色列威慑战略的普遍性特征ꎬ 但是忽视了其在各个阶段表

现出来的特殊性ꎬ 难以把握以色列威慑理论与战略的变化ꎮ 因而ꎬ 本文想

要解决的问题是: “累积威慑” 是否可以在理论上进行细化以更好适配以色

列的实际?
从现有文献看ꎬ “累积威慑” 已经得到了国外学者的普遍关注与研究ꎬ 但

国内学者对此的研究仍不够充分ꎬ 局限于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威慑经验解

读ꎮ① 国外学者研究成果主要从两个角度切入: 一是 “累积威慑” 概念的合

理性②ꎬ 二是累积威慑产生的实际效用③ꎮ 根据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学者之

间的一些争论ꎬ 本文将引入 “惩罚”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与 “拒止” (Ｄｅｎｉａｌ) 这

两个威慑的核心概念ꎬ 试图构建解释力更强的累积威慑理论ꎮ 通过对以色列

累积威慑及其演进过程的长时段考察ꎬ 为深入了解以色列如何威慑不同威胁

提供一个动态视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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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中国知网上以 “累积威慑” 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后发现ꎬ 仅一篇论文介绍了以色列的

“累积威慑”ꎮ 参见刘华清: « “累积威慑” 与埃及和以色列关系的演变»ꎬ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１３９ ~ １５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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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ｒｇｉｏ Ｃａｔｉｇｎａｎｉꎬ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ａ Ｔｈｅｍｅ: Ｉｓｒａｅｌ’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ａｓｔ Ｌｅａ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ａｚａ Ｓｔｒｉｐ Ｍｉｓｓｉｌｅ
Ｃｏｎｕｎｄｒｕｍ”ꎬ ＲＵＳＩ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Ｖｏｌ １５４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０９ꎬ ｐｐ ６６ － ７３ꎻ Ｅｆｒａｉｍ Ｉｎｂａｒ ＆ Ｅｉｔａｎ Ｓｈａｍｉｒꎬ “Ｍ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 Ｉｓｒａｅｌ’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Ｐｒｏｔｒａｃｔｅｄ Ｉｎｔｒａｃｔａｂｌ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３７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４ꎬ ｐｐ ６５ － ９０ꎻ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Ｍｅｒｃｅｒꎬ 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Ｉｔｈａｃａ: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６ꎬ ｐｐ ９ꎬ ２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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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累积威慑范式的内核与基本形态

以色列的累积威慑是以常规武器为威慑力量ꎬ 因而也可以将其视为常规

威慑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ꎮ 鉴于常规力量的 “可竞争性” 特征ꎬ 适时适度的

常规军事行动可以提高常规威慑可信度ꎬ 其目的是阻止或推迟更大规模常规

冲突的爆发ꎮ 这一点已经成为研究常规威慑学者间的共识ꎮ① 而威慑的基本生

效逻辑可以分为 “惩罚性” 与 “拒止性” 两个方面ꎬ 将累积威慑与二者结合

考察可以更好地阐释累积威慑的生效机理与基本形态ꎮ
(一) 累积威慑实质上是惩罚性与拒止性的有机统一

美国威慑理论家格伦斯奈德 (Ｇｌｅｎｎ Ｓｎｙｄｅｒ) 在 １９６１ 年的著作 «威慑

与防御» 中依据威慑的生效逻辑ꎬ 将威慑分为惩罚性威慑 ( 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ｃｅ ｂｙ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与拒止性威慑 (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ｃｅ ｂｙ ｄｅｎｉａｌ)ꎮ② 他指出ꎬ 惩罚性威慑是

指威慑方向被威慑方表明ꎬ 如若被威慑方采取破坏现状的行动ꎬ 威慑方既有

能力ꎬ 也有决心对其实施大规模报复ꎮ 为了使惩罚可信ꎬ 威慑方往往威胁不

计成本地报复打击对手的非军事目标ꎬ 尽管非军事和军事目标之间的界限有

时是模糊的ꎮ 拒止性威慑则是指用战术性力量粉碎被威慑方的进攻性企图ꎬ
从而使潜在的冲突方丧失能够实现其目标的信心ꎮ 威慑方主要以加强防御或

威胁在战时精确摧毁对手进攻力量为目标ꎬ 力求维持现状ꎮ③

累积威慑是学者基于以色列的历史实践得出的理论范式ꎬ 通过剖析以色

列针对阿拉伯国家的累积威慑形成之前的战争实践可以发现ꎬ 以色列既注重

通过惩罚对手的军民设施使其产生恐惧ꎬ 又注重在冲突前线及时布置兵力拒

止对手的进攻行动ꎮ 因而ꎬ 累积威慑在效用上是惩罚性与拒止性的统一体ꎬ

５０１

①

②

③

Ｓｅｅ Ｊａｍｅｓ Ｊ Ｗｉｒｔｚꎬ “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ｃｅ Ｄｉｆｆｅｒ ｆｒｏｍ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ｃｅ?”ꎬ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Ｖｏｌ １２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１８ꎬ ｐｐ ５８ － ７５ꎻ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ａｒｋｎｅｔｔꎬ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ꎬ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４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９４ꎬ ｐｐ ８６ － １１４ꎻ Ｅｄｗａｒｄ Ｒｈｏｄｅｓꎬ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ｃｅ ”ꎬ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 Ｖｏｌ １９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００ꎬ ｐｐ ２２１ － ２５３ꎻ Ｊｏｈｎ Ｓｔｏｎｅꎬ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ｆ 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ꎬ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 ３３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１０８ － １２３

Ｇｌｅｎｎ Ｓｎｙｄｅｒꎬ 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６１ꎬ ｐｐ １４ － １６

陈曦、 葛腾飞: «美国对华拒止性威慑战略论析»ꎬ 载 «国际安全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８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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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ꎬ 尤其是在远程打击武器如中远程导弹、 战斗轰炸机等

成为战场主力之前ꎬ 以色列国防军发挥的拒止与惩罚功能是很难分离的ꎮ 以

色列若想对对手的进攻性行动实施有效惩罚ꎬ 就必须先通过拒止行为抵抗、
击败敌人ꎮ 换言之ꎬ 敌对双方的军事力量必须先在战场上交锋ꎬ 必须先使用

军事力量的拒止能力ꎮ 在此阶段ꎬ 受装备水平和技术手段的限制ꎬ 惩罚性威

慑只能依附于拒止性威慑而存在ꎬ 缺乏独立存在的意义ꎮ① 例如ꎬ 以色列在建

国后依据 “外围防御” 的思想ꎬ 建立了大量设防的边界平民定居点ꎬ 旨在提

供第一线防御ꎮ 一旦遭遇突然袭击ꎬ 这些防御点就会率先拒止敌军进攻ꎬ 直

至后方预备役力量动员完毕ꎮ 理论上ꎬ 在以色列拥有成熟的远程打击手段后ꎬ
累积威慑中的拒止性与惩罚性可以进行分离ꎬ 单独存在并发挥作用ꎮ 但现实

中ꎬ 以色列的拒止力量与常规惩罚力量往往是搭配使用以发挥最佳威慑效能ꎮ
实践中ꎬ 在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的火箭弹被 “铁穹” 系统拦截后ꎬ 以色列往

往会派出战机对黎巴嫩境内疑似真主党据点进行报复性打击ꎮ 以色列试图通

过将拒止与惩罚能力相结合ꎬ 用多次成功的防御和报复行动来增强累积威慑

的可信度ꎮ 综上ꎬ 在累积威慑的形成过程中ꎬ 惩罚性与拒止性集于一体且难

以简单分割ꎮ
(二) 累积威慑范式的三种基本形态划分

累积威慑本质上是惩罚性与拒止性的有机统一ꎬ 手段上也会搭配使用ꎬ
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战略实施过程中没有侧重ꎮ 在理论层面ꎬ 威慑方往往会基

于自己的需要和实际能力ꎬ 从 “惩罚性” 与 “拒止性” 二者中挑选一个最佳

的威慑战略ꎮ② 在某一时期ꎬ 如果威慑方的军事战略是进攻性的ꎬ 而且惩罚性

能力在整体军事能力中占优ꎬ 那么威慑方就会更加依赖于惩罚性威慑ꎮ 而如

果威慑方的前沿防御能力优于进攻能力ꎬ 后勤与动员系统也不能支持大规模

的进攻行动ꎬ 那么威慑方更可能加强己方的拒止能力建设ꎮ 因而ꎬ 依据对惩

罚性与拒止性的重视程度不同ꎬ 可以对累积威慑范式的基本形态在理论上做

一划分ꎮ
第一种是 “重惩罚型” 累积威慑ꎮ 在该模式下ꎬ 惩罚性能力是累积威慑

的主要力量依托ꎬ 威慑方主要通过数次在小规模冲突中实际使用惩罚性能力

６０１

①
②

冯潇然著: «不战而止兵: 论有效威慑»ꎬ 中央编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９ 年版ꎬ 第 ５８ ~ ５９ 页ꎮ
Ｓｅｅ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ꎬ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ｃｅ”ꎬ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 Ｇｌｏｂａｌꎬ Ｌｏｃａｌ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ꎬ

Ｖｏｌ １７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９２ꎬ ｐｐ ６７ －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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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来展示己方惩罚性手段的威力与使用惩罚能力的决心ꎮ 拒止性能力则

被威慑方视为不完整以致有可能吸引对手针对薄弱环节发动进攻ꎬ 因而并不

属于优先发展与使用对象ꎮ 被威慑方则会因为惩罚性力量对己方造成的巨大

破坏力而产生恐惧心理ꎬ 在谋划打破现状的行动前担忧在未来实现目标所付

出的代价要远高于实际收益ꎬ 进而可能放弃进攻性的军事行动ꎮ 值得注意的

是ꎬ 这种模式是基于决策者对预期效用的理性思考ꎬ 如果被威慑方是出于国

内政治目的需要等考虑ꎬ 其仍有可能置惩罚威胁于不顾而冒险打破现状ꎮ① 例

如ꎬ 第四次中东战争前ꎬ 埃及总统萨达特估计ꎬ 尽管埃及军事实力仍然落后

于以色列ꎬ 但其已达到能力的顶峰ꎮ 在可预见的未来ꎬ 埃及不太可能在军事

上与以色列平手ꎬ 也不太可能得到进一步的重大军事援助ꎬ 其国内危机也有

逐渐恶化的趋势ꎮ 因此ꎬ 萨达特认为在 １９７３ 年 １０ 月发动战争是埃及最好的

一次机会ꎮ②

第二种是 “惩拒并进型” 累积威慑ꎮ 在该模式下ꎬ 威慑方并没有放弃依

靠惩罚性能力来实现威慑ꎬ 但意识到惩罚性武力所带来的一系列政治与军事

难题ꎬ 因而在累积威慑的整体框架内提高了对拒止性威慑的重视ꎮ 威慑方通

过数次成功抵挡对手进攻行动的实践来塑造己方无惧对手进攻的形象ꎬ 使被

威慑方意识到军事行动的成功概率极低ꎮ 而且ꎬ 威慑方仍然具有强大的惩罚

能力ꎬ 在被威慑方意识到其军事行动成功概率极低且有被报复可能的情况下ꎬ
打破现状的军事行动会被视为毫无收益的 “自杀式行动”ꎮ 相较 “重惩罚型”
模式而言ꎬ “惩拒并进型” 累积威慑提高了威慑的可信度ꎬ 对被威慑方理性程

度的要求也有所降低ꎬ 因为威慑方良好的防御可以降低进攻行动带来的损害ꎬ
因而无需对对手心理因素进行精密的计算ꎮ③

７０１

①

②

③

理性是否可以作为威慑的假设是威慑理论的一大争论ꎮ 本文认为ꎬ 对该假设的批判更多是基

于 “过程理性” 的概念ꎬ 与许多威慑模型中隐含的 “工具理性” 概念并不一致ꎮ 因而ꎬ 本文在威慑理

论的假设中仍然坚持 “工具理性” 的假设ꎮ 相关依据可以参考 [美国] 赫伯特西蒙著: «西蒙选

集»ꎬ 黄涛译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２ 年版ꎬ 第 ２４５ ~ ２６９ 页ꎻ Ｆｒａｎｋ Ｃ Ｚａｇａｒｅꎬ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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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爆发虽然昭示了以色列威慑战略的一次失败ꎬ 但主要原因在于埃及对自身

实力的评估以及以色列错误的防御策略ꎬ 而非以色列惩罚能力的失效ꎮ Ｓｅｅ Ｓｔｅｉｎꎬ Ｊａｎｉｃｅ Ｇｒｏｓｓꎬ Ｌｅｂｏｗ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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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爱德华鲁特瓦克著: «战略: 战争与和平的逻辑»ꎬ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ꎬ
解放军出版社ꎬ １９９０ 年版ꎬ 第 ２０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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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是 “重拒止型” 累积威慑ꎮ 该模式可以是威慑方在 “惩拒并进

型” 累积威慑中进一步重视拒止性能力的结果ꎬ 也可以由 “重惩罚型” 模式

直接过渡而来ꎮ 威慑方通过建立 “完美的防御”ꎬ 并多次成功抵御对手的进攻

行动ꎬ 以此形成己方攻不可破的形象ꎮ 在这种模式下ꎬ 威慑方的惩罚性能力

也是存在的ꎬ 但威慑方的自信使其在军事上更多表现出防御姿态ꎬ 较少通过

惩罚性打击来增强威慑ꎮ 被威慑方在意识到自己的行动完全不存在成功的可

能性后ꎬ 也会放弃打破现状的行动ꎮ 不过ꎬ 需要注意的是ꎬ 考虑到常规力量

固有的 “可竞争性” 特征ꎬ 完美的防御从长期来看并不现实ꎬ 被威慑方极有

可能在未来找到一个薄弱点进行突破ꎮ 在第三次中东战争后ꎬ 以色列占领了

西奈半岛ꎮ 时任以军总参谋长哈伊姆巴列夫中将自信地认为ꎬ 建立一条以

苏伊士运河为天然屏障、 以多个火力支撑据点为骨干的坚固防御体系就可以

巩固战果ꎮ 但埃及很快就找到了 “巴列夫防线” 的漏洞ꎬ 以军用沙子在运河

边筑成的工事轻松被埃军的高压水枪冲垮ꎬ 这直接导致了以军在第四次中东

战争初期的节节败退ꎮ

二　 以色列 “重惩罚型” 累积威慑的运行机理

以色列传统的 “重惩罚” 模式是基于建国后的战争实践所产生的ꎬ 其主

要威慑对象是周边阿拉伯国家ꎮ 第三次中东战争后ꎬ “重惩罚” 模式初次具备

了发挥效用的条件ꎮ 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ꎬ “重惩罚型” 累积威慑的有效性

得以达成ꎮ ２０００ 年第二次 “因提法达” ( Ｉｎｔｉｆａｄａ) 爆发前ꎬ 以色列一直延续

此模式ꎬ 并产生了威慑非国家武装组织的独特路径ꎮ
(一) 以色列选择累积威慑初始模式的考量

累积威慑初始模式的选择是威慑方依据前期实际军事行动的性质来决定

的ꎮ 如果威慑方在累积威慑形成过程中更多依赖惩罚性方式ꎬ 如战略空袭、
领土占领等来产生威慑效用ꎬ 那么累积威慑的初始模式就是 “重惩罚型”ꎮ 如

果威慑方是通过同等运用拒止性和惩罚性力量来实现威慑ꎬ 那么初始模式就

是 “惩拒并进型”ꎮ 如果威慑方在累积威慑形成之前主要通过数次成功抵御对

手的进攻行动ꎬ 使其基本毫无收益而实现了威慑ꎬ 那么这种累积威慑模式就

是 “重拒止型” 的ꎮ 就以色列的初始模式而言ꎬ 在其战略考量下ꎬ “重惩罚

型” 更贴近实际ꎬ 原因有以下三点ꎮ

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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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ꎬ 战略纵深对以色列国家生存的重要性要求以色列将战争尽可能转

移到别国领土ꎬ 这构成了惩罚行动的前提ꎮ 战略纵深指军队进行战争准备事

宜需要的空间宽度ꎬ 以色列领土狭小且有被从中部截断的风险ꎬ 因而其战略

纵深天然不足ꎮ 为此ꎬ 以色列一方面寻求通过提高预警能力ꎬ 加强部队机动

性来弥补纵深不足的缺陷ꎮ 另一方面ꎬ 防御上的困难也迫使以色列尽可能发

展进攻性的军事理论ꎬ 并在敌方领土上作战ꎮ 可以说ꎬ 进攻是以色列军事思

想的核心ꎮ
第二ꎬ 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资源的不对称引发了对手对以色列能打

持久战的质疑ꎬ 而以色列的回应则是通过速胜给阿拉伯国家制造恐惧心理ꎮ
对后备役人员的依赖决定了以色列战略和军事信条的基础: 战争必须速战速

决ꎬ 以避免总动员引起的经济瘫痪ꎬ 或将其限制在最小程度ꎮ① 因此ꎬ 快速的

进攻可以防止东西两条战线同时发生战争ꎮ 如果条件合适ꎬ 以色列也将采用

先发制人策略ꎬ 从而带来额外的政治和军事优势ꎬ 同时也能减少国际干预ꎮ②

第三ꎬ 以色列对其军事力量优势尤其是惩罚性能力充满信心ꎮ 建国初期ꎬ
以色列的军事力量并不具优势ꎬ 但随着外部大国特别是美国对其加大军事支

持ꎬ 以色列逐渐拥有了成熟的惩罚性能力ꎮ 以军 “先发制人” 学说的创造者

之一ꎬ 后任以色列代总理的伊加尔阿隆 (Ｙｉｇａｌ Ａｌｏｎ) 认为ꎬ 以军的优势由

３ 个要素来支撑: 一是收集情报ꎬ 提醒以军阿拉伯国家的进攻意图ꎻ 二是发展

一支强大的空军以实现首先打击并摧毁对手空军ꎬ 使对手丧失攻击以色列后

方的能力ꎬ 同时能在下一阶段的战斗中协助地面部队ꎻ 三是发展一支强大的

装甲部队ꎬ 能够在对手领土上摧毁敌军ꎮ③ 换言之ꎬ 以色列之后确立的对阿拉

伯国家有效威慑的基础就是以色列凭借先进军事能力取得的胜利ꎬ 尤其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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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美国] 威廉森默里等著: «缔造战略: 统治者、 国家与战争»ꎬ 时殷弘等译ꎬ 世界知识出

版社ꎬ ２００４ 年版ꎬ 第 ５７５ 页ꎮ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累积威慑与先发制人、 预防性战争 ３ 个概念之间的关系ꎮ 预防性战争与先

发制人战争并不一样ꎬ 前者主要由国家对 (真实或想象) 即将来临的相对权力逆转移的担心所驱动ꎬ
后者主要由国家对敌手即将发动的攻击的担心所驱动ꎮ 对威慑方而言ꎬ 累积威慑的一个特点是在于

“对敌人每次挑战均给予回应”ꎮ 与此特征对应ꎬ 先发制人可以被视为是以色列对对手挑战的回应ꎬ 尽

管是一种比较极端的方式ꎮ 但预防性战争与累积威慑没有关联ꎬ 一个谋求通过预防性战争防止权力转

移的国家不会将威慑作为首要选项ꎮ 参见唐世平著: «我们时代的安全战略理论: 防御性现实主义»ꎬ
北京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版ꎬ 第 １２５ 页、 第 １３４ 页ꎮ

Ｄａｖｉｄ Ｔａｌꎬ “Ｉｓｒａｅｌ’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Ｐｒｅｅｍｐｔｉｖｅ Ｗａｒ”ꎬ Ｓｙｒａｃｕｓｅ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５７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０７ꎬ
ｐ ６０８ 转引自游妮珂: «以色列先发制人战略研究»ꎬ 外交学院 ２０２２ 年硕士学位论文ꎬ 第 ２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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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其具有向阿拉伯国家施加惩罚的能力ꎮ
综上ꎬ 在累积威慑基本成型之前ꎬ 以色列在军事上主要采纳的是一种进

攻性战略ꎬ 先发制人是其重要的实现方式ꎮ 在这些进攻性行动中ꎬ 摧毁军队

和占领领土成为以色列在威慑失败后对其邻国施加惩罚的主要组成部分ꎮ① 当

然ꎬ 在 “重惩罚” 模式形成过程中ꎬ 拒止性威慑手段也存在过ꎬ 如以色列

“外围防御” 思想、 “巴列夫防线” 等ꎮ 但很明显ꎬ 这些拒止性手段并没有发

挥良好效用ꎮ 第三次中东战争后ꎬ 埃及已经认识到以色列的军事实力和威慑

决心ꎬ 以色列累积威慑发挥效用的条件已经具备ꎮ② 第四次中东战争后ꎬ “重
惩罚型” 累积威慑基本确立ꎬ 并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至 ８０ 年代中期之间实

现了对阿拉伯国家的威慑目的ꎮ③ 但在第五次中东战争后ꎬ 以色列的威慑对象

逐渐发生了转变ꎬ 其更多需要处理来自非国家武装组织的威胁ꎬ 但以色列依

旧延续 “重惩罚” 模式ꎬ 直至第二次 “因提法达” 的爆发ꎮ
(二) “重惩罚” 模式威慑阿拉伯国家的内在机理与主要特点

以色列军政高层普遍认为ꎬ 在以色列的威慑模式中ꎬ 使用武力并不意味

着威慑失败ꎬ 而是威慑的一个组成部分ꎬ 是 “战略教育” 成功的必要条件ꎮ④

以色列定期以各种形式向对手逐渐明示或暗示国家安全利益的红线ꎬ 并表明

以色列将倾其全部军事力量予以捍卫ꎬ 其 “重惩罚型” 累积威慑的政策架构

基本定型ꎮ 以色列通过一系列成功的军事行动ꎬ 使对手不断更新对以色列国

家实力与威慑决心的认知ꎮ 在意识到针对以色列的行动可能会遭到进攻性报

复后ꎬ 阿拉伯国家则倾向于相信ꎬ 不仅在可预见的未来ꎬ 而且从长远来看ꎬ
阿以冲突无法在军事上以可接受的成本解决ꎬ 从而不得不寻求通过政治手段

结束冲突ꎮ⑤ 在以色列看来ꎬ 定期实施军事行动是传达威慑决心的关键ꎮ 在这

些军事行动不断达成目标后ꎬ 以色列可以逐渐确立一条延展开的、 在以色列

领土之外的 “安全边界”ꎬ 即对以色列安全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土ꎮ 例如ꎬ １９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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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Ｅｆｒａｉｍ Ｉｎｂａｒ ＆ Ｓｈｍｕｅｌ Ｓａｎｄｌｅｒꎬ “Ｉｓｒａｅｌ’ｓ 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ｃ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ꎬ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３ꎬ
Ｉｓｓｕｅ ２ꎬ １９９３ꎬ ｐ ３３２

刘华清: « “累积威慑” 与埃及和以色列关系的演变»ꎬ 第 １５２ 页ꎮ
Ｕｒｉ Ｂａｒ Ｊｏｓｅｐｈꎬ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ａ Ｔｈｅｍ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ꎬ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７ꎬ Ｎｏ ３ꎬ １９９８ꎬ ｐ １７８
Ｔｈｏｍａｓ Ｒｉｄꎬ “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ｃｅ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ꎬ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 ３３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２ꎬ

ｐ １２９
Ｕｒｉ Ｂａｒ Ｊｏｓｅｐｈꎬ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ａ Ｔｈｅｍ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ꎬ ｐ １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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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埃以和约» 限制了埃及在西奈边境的驻军规模ꎬ 因而ꎬ 埃及任何单方

面在西奈增兵的举动都将被以色列视为挑动战争的信号ꎮ 当然ꎬ 以色列累积

威慑的成效不仅是在不同情况下反复使用武力的结果ꎬ 也是由以色列在技术、
情报和社会稳定性方面表现出的优势所造就的ꎮ①

在对 “重惩罚型” 累积威慑模式的政策阐释中ꎬ 以色列政界和学界更多

借鉴了在法律理论中被概念化的 “威慑” 概念ꎬ 这也是国际关系理论中 “威
慑” 概念的最初来源ꎮ 历史上ꎬ 法学家们一般都赞同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里米
边沁 (Ｊｅｒｅｍｙ Ｂｅｎｔｈａｍ) 的观点ꎬ 认为惩罚是防止犯罪的一种威慑手段ꎮ② 以

色列知名学者德米特里亚当斯基 (Ｄｍｉｔｒｙ Ａｄａｍｓｋｙ) 在广泛采访以军高级军

官后发现ꎬ 作为威慑政策的主要制定与执行者ꎬ 以色列国防军倾向于认为使

用武力是对威慑能力和决心的 “学习—教学”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过程ꎬ 可

以保持强硬的声誉并确保威慑可信度ꎮ③ 因此ꎬ 以色列传统的 “重惩罚型”
威慑模式主要是为了通过惩罚行动划定红线来规范对手的行动ꎬ 推迟下一轮

冲突的爆发时间并降低其规模ꎮ 显然ꎬ 这种模式在威慑阿拉伯国家时发挥了

关键作用ꎬ 以色列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后就再没有主动发起

过对以色列的大规模军事进攻ꎮ
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威慑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同于西方经典军事理论中

的范式ꎮ 在克劳塞维茨看来ꎬ 当军事力量的消耗过大、 超过了政治目的实现

后的价值时ꎬ 人们就必然会考虑是否放弃政治目的而媾和ꎬ 以避免更大的损

失ꎮ④ 换言之ꎬ 一场大规模消耗战的前景极有可能消除对手改变现状的企图ꎬ
以此实现有效威慑ꎮ 但在以色列 “重惩罚型” 累积威慑理念中ꎬ 威慑应该是

一系列有力的军事行为ꎬ 这虽然制造不了消耗战的前景ꎬ 但可以在一个较长

的时期内创造和维持行为规范ꎮ 从这个角度上说ꎬ “重惩罚” 模式的突出特点

仍然是其内含的规范性ꎬ 但这在威慑非国家武装组织时体现得并不明显ꎮ
(三) “重惩罚” 模式威慑非国家武装组织的逻辑

考虑到大部分非国家行为体并不具有完备的国家特征要素ꎬ 如固定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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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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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詹姆斯多尔蒂、 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ꎬ 阎学

通、 陈寒溪等译ꎬ 世界知识出版社ꎬ ２００３ 年版ꎬ 第 ３７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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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克劳塞维茨著: «战争论»ꎬ 孙志新译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ꎬ ２０１４ 年版ꎬ 第 ２５ 页ꎮ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

政权组织等ꎬ 利用威慑国家行为体的方法来威慑非国家行为体基本是不可行

的ꎬ 基于核报复的经典威慑理论也已被证明不适用于反恐战争ꎮ 但对威胁以

色列的非国家武装组织而言ꎬ 威慑战略特别是 “重惩罚型” 累积威慑仍然部

分适用ꎮ① 以色列国内诸多学者在阐述自己对 “反恐行动” 的对策建议时经

常强调ꎬ 威慑 “恐怖主义国家” 就必须 “大声说话ꎬ 并定期使用大棒”ꎬ 这

些学者的很多建议之后也付诸现实ꎮ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ꎬ 以色列首屈一指的决策咨

询机构 “国家安全研究所” (ＩＮＳＳ) 的两位安全问题专家公开呼吁以色列需

要在杰宁采取更具惩罚性的军事行动以巩固威慑ꎮ② 仅仅半年后ꎬ 以色列就在

杰宁发动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ꎬ 巴以冲突旋即再起ꎮ

“重惩罚” 模式威慑非国家武装组织的逻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ꎮ 一方

面ꎬ 不同于 “基地” 组织这样的跨区域、 流动性强的武装组织ꎬ 哈马斯在加

沙地带的活动范围较为固定ꎬ 巴解组织在约旦河西岸也有自己的固定领土ꎬ

真主党则是黎巴嫩的合法政党并具有广泛的政治与宗教影响力ꎮ 因此ꎬ 这些

非国家武装组织在以色列看来更多是一种 “次国家” 行为体 (Ｓｕｂ － ｓｔａｔｅ)ꎬ

它们拥有相对固定的活动区域、 一定的人口基础与部分宗教或政治合法性ꎮ

以色列认为ꎬ 尽管哈马斯与真主党经常是以宗教名义发声ꎬ 但它们仍在努力

实现自身的政治目标ꎮ 基于此种判断ꎬ 以色列认为仍然可以用传统的对付阿

拉伯国家的惩罚性打击方式来对付这些次国家组织ꎮ 如果这些次国家组织的

形态更加 “国家化”ꎬ 那么它们就更容易受到威慑ꎮ ２０１５ 年ꎬ 以色列国防军根

据前期作战经验提出了 “战争之间的战役”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Ｗａｒｓꎬ ＣＢＷ)

概念ꎮ “战争之间的战役” 涉及采取预防措施ꎬ 特别是秘密行动ꎬ 以经常性削

弱敌人的能力并防止其获得先进能力ꎬ 目的是推迟战争ꎬ 加强威慑力ꎬ 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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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实际战争时为以色列国防军创造最佳行动条件ꎮ① 从概念本身及实践来

看ꎬ 以色列仍然强调不断通过空袭、 定点清除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ｋｉｌｌｉｎｇ) 等惩罚性手

段巩固威慑成效ꎮ 以色列军政高层也经常在公开场合认可这种战略的重要性ꎮ
时任以色列总理的埃胡德奥尔默特 (Ｅｈｕｄ Ｏｌｍｅｒｔ) 在 “铸铅行动” 后就曾

表示ꎬ “这次进攻提升了我们的威慑力ꎬ 也强化了我们的威慑形象ꎬ 对于以色

列来说ꎬ 这种威慑作用有时比攻击本身更为重要ꎮ”② 在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以来爆

发的巴以冲突中ꎬ 以色列继续使用包括地面进攻力量在内的惩罚性手段对哈

马斯进行打击ꎮ 尽管以色列国防部长约亚夫加兰特 (Ｙｏａｖ Ｇａｌｌａｎｔ) 声称行

动目标是使 “加沙不再有哈马斯ꎬ 加沙地带将不会对以色列构成安全威

胁”ꎮ③ 但事实上ꎬ 这种 “割草” 性质的直接惩罚手段所带来的威慑效用日渐

下降ꎬ 远没有达到可以持久威慑非国家武装组织的程度ꎮ
另一方面ꎬ 以色列学界中有一派认为ꎬ 作为国家安全支柱的 “威慑” 概

念本身并没有问题ꎬ 关键是如何尽可能塑造惩罚性威慑的可信度ꎮ 曾在以军

政高层任职多年的知名学者什姆尔巴尔 (Ｓｈｍｕｅｌ Ｂａｒ) 在总结以色列与真主

党、 法塔赫和哈马斯的威慑关系中指出ꎬ “间接威慑” 路径可能比 “直接威

慑” 更有效ꎮ 巴尔认为ꎬ 非国家行为体的对外及相互依赖程度越高ꎬ 以色列

对 “赞助者或东道国” 施加的惩罚措施将使对非国家行为体的威慑越有效ꎮ④

第二次 “因提法达” 期间ꎬ 以色列中部城市内坦亚成为哈马斯、 吉哈德等进

行爆炸袭击的重要目标ꎬ 而袭击者经常雇佣内坦亚当地的巴勒斯坦人作为司

机ꎮ 辛贝特对此采取的措施就是公开逮捕并惩罚这些司机ꎮ 在辛贝特看来ꎬ
这种做法将对其他巴勒斯坦人产生威慑ꎬ 继而降低暴力袭击事件的发生频率ꎮ
而在叙利亚战争爆发后ꎬ 伊朗在叙利亚军事存在持续加强ꎬ 对真主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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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更加得心应手ꎮ 以色列在收集到真主党可能会发动袭击的情报后ꎬ 往往会

首选袭击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朗军事设施ꎬ 因为以色列认为是伊朗

给真主党提供了情报与武器装备ꎮ 而在袭击后ꎬ 伊朗也确实多次限制了真主

党的军事行动以防止以色列的打击规模升级ꎮ 除了对 “赞助方或东道国” 的

直接行动ꎬ 巴尔认为进行间接威慑的另一个有效渠道是国际社会的制裁ꎮ 然

而ꎬ 巴尔自己也承认ꎬ 目前来看ꎬ 如果没有国际社会的完全承诺ꎬ 这种制裁

措施能否产生实际效果就仍是个未知数ꎮ
综上ꎬ 在以色列看来ꎬ 它已通过四次中东战争的胜利昭示了常规军事优

势与动武决心ꎬ 这有效遏制了阿以全面战争的爆发ꎬ 但也迫使其对手转而采

取非常规手段来继续对抗以色列ꎬ 特别是火箭弹袭扰与各类恐怖袭击ꎮ 对此ꎬ
以色列明确了这些行为体的性质ꎬ 即 “次国家组织”ꎬ 并寻求一种将直接与间

接路径相结合的方式来威慑它们ꎬ 尽可能久地延长 “平静期”ꎮ 直接路径以传

统的惩罚手段为主并衍生出 “战争之间的战役” 概念ꎬ 间接路径则通过惩罚

为 “次国家组织” 提供帮助的第三方产生震慑效果ꎬ 更好辅助直接路径生效ꎮ
但以 “重惩罚” 模式威慑 “次国家组织” 问题频发ꎬ 以色列也在新的战略环

境下寻求更加有效的威慑模式ꎮ

三　 以色列 “惩拒并进型” 累积威慑模式的生成与实践

鉴于 “重惩罚型” 累积威慑战略在实践中暴露的诸多问题以及拒止性威

慑具有管控国家安全威胁的诸多优势ꎬ 在 ２０００ 年第二次 “因提法达” 后ꎬ
“惩拒并进型” 累积威慑逐渐成为以色列的主导威慑模式ꎬ 其效用较传统的

“重惩罚” 模式有了显著变化ꎮ
(一) 驱动累积威慑转向 “惩拒并进” 模式的因素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非国家武装组织威胁以色列的手段有了进一步发展ꎬ
以色列在非对称冲突中也吸取了一些教训ꎮ 而 ２００９ 年美国奥巴马政府在中东

实施战略收缩后ꎬ 伊朗给以色列带来了新挑战ꎮ 与此同时ꎬ 新军事技术革命

给以色列带来的技术优势效应逐渐显现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 国际社会对以色列

跨境使用武力的政治约束愈益强烈ꎬ 这突出了以色列调整传统威慑范式的必

要性和紧迫性ꎮ 因而ꎬ 在推动以色列整体威慑战略调整的过程中ꎬ 拒止性威

慑获得了更多重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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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ꎬ 以色列所面临的威胁日益多样化ꎬ 呈现拼图式冲突态势ꎮ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ꎬ 以色列首次公开其国防学说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ꎬ 并明确界定了其威胁

源: 国家 (指伊朗与黎巴嫩)ꎻ “失败国家” 和处于解体过程中的国家 (指叙

利亚)ꎻ 非国家行为体 (指哈马斯与真主党)ꎻ 与特定国家或团体没有联系的

宗教极端组织 (指伊斯兰圣战组织、 “伊斯兰国” 等)ꎮ 以色列认为ꎬ 在上述

威胁中ꎬ 来自正规军的威胁下降ꎬ 但并没有消失ꎮ 而来自伊朗支持的渴望成

为政府实体的非正规或半正规的次国家行为体的威胁上升ꎬ 它们对以色列本

土的威胁在增加ꎬ 并且对以色列的薄弱环节和国民经济构成威胁ꎮ①

虽然阿拉伯国家一直存在关于以色列在军事上不可战胜的看法ꎬ 但对以

色列而言ꎬ 它与次国家行为体发生的低烈度冲突很难依靠优势军力取胜ꎬ② 特

别是面对不定期发射火箭弹这一类非接触袭扰战术ꎬ 以色列认为这比威慑国

家行为体要困难得多ꎮ③ 真主党、 哈马斯等非国家行为体能够灵活地运用自产

或他国提供的武器来攻击以色列以产生不对称优势ꎮ 而且随着技术的不断进

步ꎬ 非国家行为体可以进一步增大其优势ꎮ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ꎬ 真主党领导人纳斯

鲁拉 (Ｓａｙｙｅｄ Ｈａｓｓａｎ Ｎａｓｒａｌｌａｈ) 正式对外宣称ꎬ 真主党有能力自制火箭弹和

无人机ꎬ 并有能力将火箭弹进一步改装成精确导弹ꎮ④ 此外ꎬ ２００４ 年之后ꎬ
中东地区大量非国家行为体开始获取军用无人机ꎬ 这显著提高了非国家行为

体的空中能力ꎮ 军用无人机不再是 “大国的专利”ꎬ 也逐渐成为 “弱者的武

器”ꎮ⑤ 例如ꎬ 真主党使用自制或伊朗援助的 “莫哈杰” (Ｍｏｈａｊｅｒ)、 “哈桑”
(Ｈａｓｓａｎ) 等无人机在以色列北部地区多次进行侦察飞行ꎬ 并在完成任务后成

功返回黎巴嫩ꎬ 显示出无人机在中东地区具有的非对称威慑能力ꎮ 对以色列

来说ꎬ 上述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以色列能够远程打击阿拉伯国家中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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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的威慑威胁ꎬ 并给以色列的本土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ꎮ 而以军的地面机动

只对部署在边境附近的短程武器有效ꎬ 对部署在数十公里甚至数百公里之外

武器的打击效用有限ꎮ 欲通过地面机动实现有效地应对这些远程威胁ꎬ 就需

要以军跨越边境展开大规模且可能长期化的惩罚性占领行动ꎬ 但以色列并不

愿意将此作为首选项ꎮ 在此背景下ꎬ 以色列军政高层逐渐认识到ꎬ 采取一种

“防御优势” 取向的军事学说可能更为有益ꎮ
伊朗并不是以色列的邻国ꎬ 但以色列仍将其列为首要的国家行为体威胁ꎮ

在以色列看来ꎬ 伊朗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主要体现在核问题与伊朗在叙利亚

和黎巴嫩的代理人问题两个方面ꎬ 而这两个问题目前又紧密交织在一起ꎮ 伊

朗想通过保持在叙利亚、 黎巴嫩等国的军事存在ꎬ 打造一支能够持续威胁以

色列的军事力量ꎬ 其目的在于阻止以色列军队轰炸伊朗境内的核设施ꎮ 为此ꎬ
２００３ 年伊拉克战争之后ꎬ 伊朗积极利用宗教身份认同构建以自己为中心ꎬ 包

括伊拉克、 黎巴嫩和叙利亚在内的什叶派势力范围ꎮ ２０１１ 年阿拉伯剧变爆发

以来ꎬ 伊朗又积极支持周边阿拉伯国家的什叶派力量ꎬ 将其影响延伸至阿拉

伯国家内部ꎮ① 伊朗通过军事援助的方式增强了真主党、 吉哈德的火箭弹和导

弹能力ꎬ 并积极参与叙利亚内战ꎮ 而以色列因其独特的犹太国家属性、 对叙

利亚反对派的不信任以及叙利亚问题本身的敏感性ꎬ 使其不愿大规模直接介

入叙利亚内战ꎮ② 同时ꎬ 尽管以色列不断对叙利亚境内一些伊朗军事目标进行

空中打击ꎬ 其也担心对叙利亚境内伊朗目标的报复可能导致地区局势恶化ꎬ
甚至全面升级ꎮ 因而ꎬ 以色列的威慑战略始终无法做到向伊朗传递可信且稳

定的信号ꎮ 在此情境下ꎬ 以色列威慑战略的一个调整方向就是尽可能加强防

御能力ꎬ 向伊朗及其代理人传递现有手段无法对以色列国家安全构成有效威

胁的信号ꎮ
第二ꎬ 传统的惩罚性手段威慑效用日益降低ꎮ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ꎬ 惩罚性行动本身已经无法对非国家武装组织的军事能力造成彻底毁伤ꎮ
以色列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对黎巴嫩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轰炸行动ꎬ 即 １９９３ 年

的 “责任行动” 和 １９９６ 年的 “愤怒葡萄行动”ꎮ 但这两次行动都没有真正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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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真主党ꎬ 或者削弱其支持力量ꎮ① 在以色列于 ２１ 世纪初从黎巴嫩撤军后ꎬ
整个阿拉伯世界倾向认为此次撤军是弱者对强者的胜利ꎮ 之后ꎬ 真主党也调

整了其对抗策略ꎬ 将自己有限的军事力量集中于打击以色列后方的军民目标ꎬ
这实际上使真主党形成了相对以色列的非对称优势ꎬ 创造了一种抵抗胜利、
以弱胜强的效果ꎮ 纳斯鲁拉曾在一次采访中表示ꎬ 整个以色列都在真主党的

导弹射程之内ꎬ 真主党已经对以色列形成了 “积极的威慑”ꎮ②

长期以来ꎬ 以色列在消除哈马斯、 真主党的导弹和火箭弹威胁方面主要

依靠空中力量进行直接打击ꎬ 但这种典型的惩罚战术带来的边际效用也在递

减ꎬ 特别是对真主党这类有一定军工制造能力的武装组织而言ꎬ 以军试图从

空中解除其武装已经基本无法实现ꎮ 即便有充足的精确制导武器ꎬ 以军也不

可能清楚真主党拥有的数万枚火箭弹和导弹的确切位置ꎬ 因为这些武器大部

分被疏散在平民区、 清真寺和其他隐蔽地点ꎮ 即便以军能够摧毁真主党的大

部分武器存量ꎬ 伊朗和叙利亚也有能力给他们进行补充ꎮ ２００８ 年ꎬ 时任国防

部长埃胡德巴拉克 (Ｅｈｕｄ Ｂａｒａｋ) 透露ꎬ 真主党拥有的火箭弹数量已经是

２００６ 年黎以战争时的两三倍ꎮ③ ２００６ 年以后ꎬ 虽然以色列每次重大军事行动

都有效削弱了对手的火箭弹能力ꎬ 但在经历两三年的恢复期后ꎬ 对手的火箭

弹能力又会恢复到打击前水平甚至有所提升ꎮ④ 对以色列来说ꎬ 与这些非国家

行为体之间的胜负之分已经变得愈发模糊ꎬ 有效威慑也成为一大难题ꎮ
其二ꎬ 以色列使用武力的限制日渐增加ꎮ 在对非国家武装组织进行惩罚

性打击前ꎬ 以色列军政高层往往辩称ꎬ 有节制和高度相称地使用武力是适当

的手段ꎮ⑤ 然而ꎬ 面对非对称威胁ꎬ 建立在惩罚基础上的威慑在操作上变得日

益过激ꎬ 有节制和高度对称仅仅停留在理想状态ꎮ 而这种过激行动导致的平

民伤亡往往会引起地区盟友与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ꎮ 时至今日ꎬ 以色列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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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做到在完全不伤害平民的情况下开展打击行动ꎮ 在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爆发的

巴以冲突中ꎬ 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造成加沙地带大量平民伤亡ꎮ 在联合国大

会恢复召开的关于巴以冲突的紧急特别会议上ꎬ 除美国等少数国家外ꎬ 国际

社会基本站到了反对以色列一边ꎮ 巴林、 约旦、 智利、 土耳其等国都因以色

列持续袭击平民且拒绝停火呼吁ꎬ 导致加沙陷入人道主义危机而宣布召回驻

以大使ꎬ 玻利维亚则直接宣布与以色列断交ꎮ 在中东地区非对称冲突兴起的

情况下ꎬ 以色列对外使用武力反而会使自己丧失使用武力的合法性ꎮ① 因此ꎬ
以色列惩罚性军事行动的胜利不再具有决定性ꎬ 通过威胁发动大规模军事惩

罚行动来巩固累积威慑可信度反而容易使以色列陷入 “自我威慑” 之中ꎮ
美国的压力也是以色列始终不能忽视的要素ꎮ 曾任以色列国防军情报局

(Ａｍａｎ) 局长的阿摩斯马勒卡 (Ａｍｏｓ Ｍａｌｋａ) 坦言ꎬ 在以色列对局势进行

安全与政治风险评估时ꎬ 安全部门倾向于提出可能发生区域冲突或与美国发

生分歧的风险ꎮ② 换言之ꎬ 以色列倾向于认为ꎬ 其采取任何重要的军事行动都

或多或少会受到美国的限制ꎬ 而非应允ꎮ 奥巴马入主白宫后ꎬ 美国开始奉行

中东收缩战略ꎬ 美国主导中东地区事务的能力开始下降ꎮ ２００８ 年ꎬ 由于担

心即将上任的奥巴马政府的反应ꎬ 以色列限制了在加沙地带的行动范围ꎬ
并迅速结束了 “铸铅行动”ꎮ 在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４ 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采取的

两次行动中ꎬ 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都有所减弱ꎬ 这也限制了以色列的行动

自由ꎬ 使其没有采取大规模地面军事行动ꎮ 当前ꎬ 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程

度与美国国内政治高度关联ꎬ 两党轮替也往往导致美国钟摆式的 “左右摆

动”ꎬ 并带动犹太群体中的自由派和保守派在亲以游说中地位的变化ꎮ③ 但

这种变化并不会实质影响美以稳固的安全合作关系ꎬ 美国对以色列使用武力

的政治约束也较为有限ꎬ 仅对军事行动的具体方式与规模起到一定限制作用ꎬ
这在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新一轮巴以冲突中也已得到印证ꎮ 正如以色列国家安全研

究所所长乌迪德克尔所说ꎬ “尽管以色列在国际舞台上受到孤立ꎬ 但美国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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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支持它的唯一堡垒ꎮ”①

第三ꎬ 新军事技术革命使累积威慑的转型成为可能ꎮ 海湾战争充分显示

了高技术常规武器的巨大威力ꎬ 改变了人们对常规武器的看法ꎬ 也改变了常

规武器在威慑力量谱系中的地位ꎮ 战争结束后ꎬ 时任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

军控中心主任ꎬ 后任美国国防部长的威廉佩里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Ｐｅｒｒｙ) 在总结 “沙
漠风暴” 行动时说: “新常规军事力量为美国增添了一整套慑止战争的有效能

力ꎮ 尽管它比不上核武器的威力ꎬ 用做威慑力量却更加可信ꎬ 特别是在美国

有关键利益的地区冲突中ꎮ”② 以色列从美国的军事技术革命思想中汲取了重

要经验ꎬ 逐渐认识到进攻与机动性本身并不足以解决战场上遇到的问题ꎬ 并

开始将国防军转变为一支 “小而精” 的军队ꎮ 而考虑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中

东和平进程在稳步推进ꎬ 以色列国防军中的改革派也开始呼吁以防御为导向

的军事理论ꎬ 放弃 “大规模常规报复” 的惩罚思想ꎮ 尽管这一思想当时并未

完全付诸实现ꎬ 但在以色列的安全话语中第一次引入了支持防御的主张ꎬ 即

在海湾战争后ꎬ 以色列军事史上ꎬ 第一次分配了大量资金用于研究、 发展和

采购纯防御性的武器系统——— “箭” 式导弹防御系统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 以色列拒止能力的发展过程并非一蹴而就ꎮ 海湾战争后ꎬ

以色列领导人开始倾向于为平民提供更多保护ꎬ 但国防军中许多人对提议的

积极防御措施ꎬ 如 “箭” 式反导防御系统的态度非常矛盾ꎮ 时任总理拉宾也

被以色列国防军对技术和经济不确定性的保留意见说服ꎬ 将导弹防御的预算

优先级降低ꎬ 并决定停止以色列预警系统的发展ꎬ 转而增加以色列在早期预

警方面对美国情报的依赖ꎮ③ 然而ꎬ 在内塔尼亚胡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Ｎｅｔａｎｙａｈｕ) 上

台后ꎬ 绝对安全成为其政策焦点ꎬ 且随着以色列自研反导能力的提升以及美

国主动加强与以色列的反导合作ꎬ “箭” 式反导系统项目的支出大幅增加ꎮ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ꎬ 可投入实战的 “箭 － ２” 成功测试ꎬ 第一批 “箭 － ２” 导弹则于

２０００ 年初投入使用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 借助成熟完善的军工技术创新与生产能

力ꎬ 以及来自美国的支持ꎬ 以色列顺应了武器发展的潮流ꎬ 将精确制导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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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以色列及其未来挑战: 巴勒斯坦问题的风险、 犹太国家的削弱与伊朗的威胁»ꎬ ｈｔｔｐ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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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为武器规划中的重中之重ꎬ 尤其是在反导系统上的研究ꎬ 为以色列在传统

威慑模式中更多关注拒止性能力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撑ꎬ 积极防御措施也随

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而得到完善ꎮ
(二) 良好的防御成为累积威慑生效的必要条件

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与驱动下ꎬ ２０００ 年第二次 “因提法达” 爆发后ꎬ 以色

列开始逐渐转向 “惩拒并进型” 累积威慑模式ꎬ 标志性事件是以色列于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开始沿第三次中东战争前的以巴边界线修建隔离墙并实行 “脱离接触

计划”ꎮ 该模式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加强了对拒止性威慑的重视ꎮ 而由于以色

列的对手以非国家武装组织为主ꎬ 因而传统上在前沿争议地域部署兵力的做

法并不可取ꎬ 且有遭到突然袭击的风险ꎮ 有鉴于此ꎬ 以色列的拒止性威慑

强调了在边境与后方构建主被动防御体系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 “惩拒并进” 模

式的威慑效用仍然是周期性的ꎬ 并没有因良好防御的加入而实现稳定的长

期威慑ꎮ
在政策上ꎬ 梅里多尔 (Ｍｅｒｉｄｏｒ) 委员会在 ２００６ 年黎以战争前审查了以色

列的国防原则ꎬ 指出战略环境的变化和战斗范围从传统战场转移到非对称领

域的事实ꎬ 因而需要重新审查传统安全三大支柱ꎬ 并建议增加第四个组成部

分ꎬ 即防御ꎬ 以有效应对后方不断增长的威胁ꎮ① 防御的内涵主要是民防和社

会弹性ꎮ 弹性指为保护平民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抵御敌人持续使用武力的能力ꎮ
这种弹性是由军方通过防御系统 (导弹防御等) 和民防网络 (防空掩体等)
以及针对敌人进攻能力的实时警报能力来实现的ꎮ ２００６ 年黎以战争后ꎬ 负责

审查冲突得失的威诺格拉德 (Ｗｉｎｏｇｒａｄ) 委员会报告再次强调了梅里多尔委

员会关于加强防御地位的建议ꎮ 以色列随后则加快了 “铁穹” 系统的试验与

部署工作ꎬ 不到三年时间就建成并部署了第一支 “铁穹” 防空导弹营ꎮ
在顶层设计上ꎬ 第二次 “因提法达” 后ꎬ 各类军事及非军事防御措施成

为以色列国家安全复原力的一部分ꎮ② 特别是在 ２００６ 年黎以战争后ꎬ 以色列系

统性地加强了对关键军民基础设施的防护ꎬ 使其可以抵御精确制导火箭弹和导

０２１

①

②

“梅里多尔” 委员会报告曾被提交以色列安全内阁进行批准ꎬ 却从未进行表决ꎮ 尽管如此ꎬ
在实践中ꎬ 它的一些建议仍被采纳ꎬ 如作为第四根支柱的 “防御”ꎮ Ｓｅｅ Ｄａｎ Ｍｅｒｉｄｏｒ ａｎｄ Ｒｏｎ Ｅｌｄａｄｉ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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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的打击ꎮ ２０１１ 年ꎬ 内塔尼亚胡政府还成立了专门负责协调以色列国内所有主

动和被动防御工作的 “后方防卫部” (Ｔｈｅ Ｈｏｍｅ Ｆｒｏｎｔ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ꎬ 以专

门负责本土的防御事务ꎮ
在具体实践层面ꎬ 自第二次 “因提法达” 后ꎬ 以色列就一直在约旦河西

岸搭建隔离墙ꎬ 以保护本国平民免受来自西岸的各类袭击ꎮ 至 ２０１９ 年ꎬ 以色

列已经修建了六道围墙ꎬ 分布在与埃及、 约旦、 叙利亚、 黎巴嫩和加沙地区

的边界沿线ꎮ 以色列媒体还报道了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北部海域内建造 “海上

围墙” 的照片及视频ꎬ 其目的是防止巴勒斯坦的武装人员通过水上渗入到以

色列的沿海地区ꎮ① 随着技术的发展ꎬ 以色列还将逐步在边境启用 “激光防御

墙”ꎮ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１ 日ꎬ 时任总理贝内特在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年会上表

示ꎬ 军方将在 ２０２３ 年开始使用激光拦截系统ꎬ 该系统将首先部署在以色列与

加沙地带边境ꎬ 之后扩展至其他边境ꎮ 按照计划ꎬ 更加先进的 “铁束” (Ｉｒｏｎ
Ｂｅａｍ) 激光防御系统则将于 ２０２５ 年开始部署ꎮ 贝内特强调ꎬ 从中长期看ꎬ 以

色列将被一个 “激光墙” 包围ꎬ 从而有效保护以色列免受导弹、 火箭弹以及

无人机等威胁ꎮ②

拒止性威慑的第二个关键要素是导弹防御系统及反无人机技术ꎮ 早在

１９８６ 年 ５ 月ꎬ 以色列就作为非北约成员国加入了美国 “战略防御计划” 的研

制工作ꎮ 尽快发展并部署先进导弹防御系统的政策倾向在第二次 “因提法达”
后得到进一步加强ꎬ 并最终在 ２００６ 年黎以战争后成为以色列改革国家安全政

策的主要趋势之一ꎮ 哈马斯与真主党最主要的武器是各型火箭弹ꎬ 而 “铁穹”
防御系统对这种武器有很高的拦截率ꎮ 在 ２０１２ 年为期 ８ 天的 “防务之柱” 行

动中ꎬ “铁穹” 击落了 ８５％ 射向以色列的火箭弹ꎮ 在 ２０１４ 年针对哈马斯的

“护刃行动” 中ꎬ “铁穹” 的拦截率高达 ９０％ ꎮ③ 以色列的 “铁穹” 导弹防御

系统成功地减少了火箭弹袭击造成的损失ꎮ 在可预见的未来ꎬ “铁穹” (近
程)、 “大卫投石索” (中程) 和 “箭” (远程) 拦截弹将给以色列提供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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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弹防御ꎬ 并可应对不同类型的威胁ꎮ 在反无人机技术方面ꎬ 虽然 “铁穹”
也可以拦截无人机ꎬ 但拦截成本过高ꎬ 且在对付超低空飞行的小型无人机时

存在明显不足ꎮ 因此ꎬ 以色列不断推出专业的反无人机系统ꎬ 以应对各型无

人机威胁ꎮ 以色列当前反无人机作战的主要技术方案ꎬ 包括溯源打击控制终

端、 接管无人机控制链路以及软硬杀伤等都已得到实战检验ꎬ 其研发的 “无
人机穹顶” (Ｄｒｏｎｅ Ｄｏｍｅ)、 “无人机警卫” (Ｄｒｏｎｅ Ｇｕａｒｄ)、 “斗牛犬 － ３”
(Ｐｉｔｂｕｌｌ － ３) 等反无人机系统也具有良好的作战能力ꎮ①

最后ꎬ 以色列在实施拒止性威慑战略时高度重视针对哈马斯的反地道战

手段的应用ꎮ 以色列于 ２００４ 年建立了第一支地道战突击队ꎬ 即 “黄鼠狼部

队”ꎮ 由于以色列在和平时期不可能禁止建筑材料进入加沙ꎬ 因此以色列认为

最好的做法就是尽快探测并摧毁这些地道ꎮ 但对哈马斯来说ꎬ 修建地道是其

在平时保存自身实力ꎬ 在战时展开突然袭击的关键途径ꎮ 换句话说ꎬ 哈马斯

是出于 “需要” 而非 “机会” 修建这些地道ꎬ 因此以色列反地道手段的效果

只是暂时的ꎮ 在以色列 ２０２１ 年发动的 “城墙守护者” 行动中ꎬ 以军对加沙进

行了 １ ５００ 多次袭击ꎬ 但只成功破坏了约 ５％的加沙地道ꎮ 虽然在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新一轮巴以冲突中以军的空袭强度是 ２０２１ 年的 ４ 倍多ꎬ 但就从高空打击地

下深处的目标而言ꎬ 在技术上仍是相当具有挑战性的ꎮ② 而选择从地面突进虽

然可以摧毁更多的地道ꎬ 但以军又面临爆炸陷阱和遭伏击的风险ꎮ 因此ꎬ 地

面反地道作战对以色列来说也是一项既困难又耗时的艰巨工作ꎮ
进而言之ꎬ 在哈马斯、 真主党等非国家武装组织与以色列长期的威慑关

系中ꎬ 前者已经基本掌握了以色列各拒止环节的疏漏之处ꎬ 并相应采取一些

针对性的突破措施ꎬ 如进行火箭弹饱和攻击压制以军防空系统ꎬ 使用无人机

突袭设防不严的隔离墙哨所等ꎮ 在战略 “需要” 与战术 “机会” 的双重加持

下ꎬ 哈马斯和真主党等完全有能力发动一次成功的突袭行动ꎬ 尽管代价是以

色列强力的惩罚回应ꎮ 这是以色列威慑战略固有的漏洞ꎮ 但是ꎬ 考虑到以色

列未来安全形势可能存在的恶化趋势ꎬ 良好的防御仍将是其建设重点ꎬ 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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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不可否认的ꎮ
(三) 改进的惩罚性威慑方式部分提升了综合可信度

以色列采用 “惩拒并进” 模式ꎬ 不仅强调了防御的重要地位ꎬ 同时也部

分调整了惩罚性手段ꎬ 使其更加符合该国安全需要与国际规范ꎬ 增强了威慑

的合法性与综合可信度ꎮ 这在 “定点清除” 方式上体现得最为明显ꎮ①

以色列认为ꎬ 定点清除是一种先发制人措施ꎬ 通过对威胁以色列安全的

目标人物发动突然袭击以实现惩罚ꎮ 在以色列看来ꎬ 定点清除通过清除关键

人员ꎬ 特别是武装组织高层领导人ꎬ 既可削弱武装组织的强制能力ꎬ 也能削

弱个人动机ꎮ 此外ꎬ 定点清除还可以打击武装组织士气ꎬ 一连串的清除行动

会使幸存的成员感到绝望ꎮ 定点清除行动的支持者大多认为ꎬ 定点清除虽不

能消除所有对以色列的威胁ꎬ 在某些时段甚至会引起报复行为的增多ꎬ 但总

体上能起到威慑作用ꎮ② 第一次 “因提法达” 之后ꎬ 以色列将 “定点清除”
作为打击伊斯兰武装力量的重要手段ꎬ 但实际暗杀人数不超过 ５０ 人ꎬ 且附带

损伤巨大ꎬ 经常伴随无辜平民伤亡ꎬ 因而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ꎮ 第二

次 “因提法达” 的爆发促使以色列首次公开声明使用 “定点清除” 措施预防

可能的暴力袭击ꎬ 但在国内外也接连遭到严厉批评ꎮ③ 不过ꎬ 以色列认为ꎬ
通过集中打击那些策划、 煽动暴力袭击以色列公民的个人ꎬ 定点清除行动

能够避免在镇压暴动过程中造成的大量平民伤亡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谴

责ꎮ④ 反映在实际行动中ꎬ 以色列强调通过高度精准的模式来执行定点清

除ꎬ 在最大限度减少平民伤亡的同时积极引导舆论走向ꎬ 规避来自国际社

会的不利指责ꎮ
伴随着激光制导、 红外以及精准卫星定位等高精度武器技术的发展ꎬ 战

３２１

①

②

③

④

“定点清除” 行动已经被一些知名学者视为是以色列累积威慑的重要手段ꎮ Ｓｈｍｕｅｌ Ｂａｒꎬ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Ｄｅｔｅｒｒｉｎｇ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３ꎬ ２００８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
Ｈｅｒｚｌｉｙａ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ｕｎｉ ａｃ ｉｌ / ｍｅｄｉａ / ｑｑｕｆｒ５ｔ０ / ｄｅｔｒｒｉｎｇ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ｓｈｍｕｅｌｂａｒ２００８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２ －
１０ － ２８

余国庆: «试析以色列定点清除政策»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０４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１７ 页ꎮ ２００４ 年以

色列相继定点清除哈马斯领导人亚辛和兰提斯ꎬ 哈马斯曾誓言大规模报复ꎬ 但这种情况并未发生ꎮ 哈

马斯在兰提斯被杀后没有公开加沙地区继任领导人的姓名更加说明定点清除的威慑效应ꎮ
吴昊昙: «争议中的以色列 “定点清除” 政策»ꎬ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７６ 页ꎮ
[美国] 奥德丽克罗宁著: «恐怖主义如何终结: 恐怖活动的衰退与消亡»ꎬ 宋德星、 蔡焱

译ꎬ 金城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 年版ꎬ 第 ３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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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态势愈发透明化ꎬ 情报支援和远程指挥控制能力倍增ꎬ 极大提高了以色列

定点清除行动的精确度ꎮ 以色列自 ２１ 世纪初开始就特别注重通过无人机搭载

先进载荷的方式执行定点清除ꎬ 并强调任务过程中的 “合法性”ꎮ 以色列拥有

世界最先进的无人机技术ꎬ 可以用无人机携带小型炸弹巡航ꎬ 发现目标就可

以开火ꎬ 以空中游击战形式对付武装组织ꎮ 无人机因其体积小ꎬ 很难及时发

现ꎬ 这样也可以防止己方飞行员和飞机的损失ꎬ 并对非国家武装组织产生威

慑ꎮ 此外ꎬ 以色列在实施定点清除行动前后也热衷于采取 “反叙事” 的策略

来减轻国内外舆论压力ꎮ 在国内ꎬ 以色列通过反复强调自由的价值观并不十

分有效ꎬ 谴责巴勒斯坦武装分子的暴力行径等方式ꎬ 使民众支持以色列的强

力军事行动ꎮ 在国际舆论场ꎬ 以色列则时常发起大规模国际公关ꎬ 试图树立

自己 “受害者” 形象ꎬ 努力通过媒体和民间组织将军事行动描绘为不得不采

取的行动ꎬ 从而减少本国政府的国际压力和盟国政府 (主要是美国) 在给予

外交支持时受到的国内政治压力ꎮ① 随着定点清除的效果彰显ꎬ 自杀式袭击的

困难越来越大ꎬ 一些非国家武装组织转向了远程袭扰手段ꎬ 但这又会被以色

列的导弹防御系统拦截ꎮ 因而ꎬ 在以色列对非国家武装组织的累积威慑中ꎬ
惩罚性与拒止性手段基本得到了同步发展ꎮ

四　 以色列累积威慑模式的成效与展望

累积威慑对以色列国家安全的影响无疑是十分深刻的ꎮ 一方面ꎬ 以色列

借助相对合适的威慑模式实现了自身的威慑目标ꎬ 有效保护了国土安全ꎮ 但

另一方面ꎬ 累积威慑始终高度强调实际使用军事力量的必要性ꎬ 忽视了其他

手段对保持威慑稳定和维系以色列国家安全的重要性ꎮ
(一) 累积威慑部分提升了以色列应对各类威胁的能力

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之前ꎬ 以色列将周边的阿拉伯国家视为主要威胁ꎮ
通过多次实际使用军事力量并造成惩罚性后果ꎬ 以色列实现了有效威慑ꎬ
确保了本国的基本生存ꎮ 之后ꎬ 以色列面临的常规军事威胁大大降低ꎬ 但

对其国家安全构成挑战的 “复合威胁” 却在不断生成ꎬ 其必须做好准备以

同时应对常规战争与以非接触打击为主要样式的非常规战争ꎮ 在这种情况

４２１

① 应吉庆: «现代战争中的舆论宣传战»ꎬ 载 «电视研究» ２００９ 年第 ７ 期ꎬ 第 ７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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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ꎬ “重惩罚” 模式发挥的实际效用并不理想ꎬ 以色列在意识到一系列军事

与政治难题后ꎬ 也逐渐转向了 “惩拒并进” 模式ꎮ 整体上看ꎬ 以色列能够

依据主要威胁的性质与自身军事能力选择适当的威慑模式ꎬ 并取得了一定

的效果ꎮ
诸多研究已经表明ꎬ 在被威慑方面临的是陷入一场持久战的危险中时ꎬ

威慑方基于拒止的威慑要比惩罚有效得多ꎮ① 而 “惩拒并进型” 累积威慑模

式因综合了二者而在以色列国家安全政策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ꎮ “惩拒并进”
模式当前所产生的周期性威慑效用虽然无法保证以色列的绝对安全ꎬ 但却有

效阻遏了非国家武装组织对以色列的传统袭扰战术ꎬ 并给以色列高层与民众

提供了远甚于前的安全感ꎮ 在第二次 “因提法达” 期间ꎬ 由于以色列没有在

约旦河西岸建造隔离墙ꎬ 其事后统计约有 ７００ 多人试图进入以色列ꎬ 其中包

括 １２７ 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ꎮ② 相反ꎬ 以色列在 ２００１ 年重建了加沙边境的隔

离墙ꎬ 在 “因提法达” 期间没有暴力袭击者从加沙越界进入以色列ꎮ 以色列

学者认为ꎬ 造成这种差异的直接原因就是西岸没有能够保护以色列的隔离墙

或全面的防御系统ꎮ③ 以色列外交部也表示ꎬ 隔离墙已经证明了它在减少地区

暴力袭击数量方面的有效性ꎮ④ 与此类似ꎬ 定期展示导弹防御能力也有助于增

加威慑的可信度ꎮ⑤ 尽管导弹防御可能并不会影响对手的动机ꎬ 但它可以通过

告知对手ꎬ 鉴于以色列成熟的拒止能力ꎬ 袭扰行动可能是徒劳的ꎬ 而且以色

列随后可能发起惩罚行动ꎬ 对潜在打击期望值的降低将进一步威慑对手ꎮ 因

此ꎬ 融入拒止性威慑的 “惩拒并进” 型累积威慑在以色列整体国家安全战略

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ꎬ 这一点并不会因为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新一轮巴以冲突而

发生根本改变ꎮ

５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代表性成果有: [美国] 约翰米尔斯海默著: «常规威慑论»ꎬ 阙天舒译ꎬ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２１ 年版ꎻ Ｐａｕｌ Ｋ Ｈｕｔｈꎬ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ｒꎬ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８ꎮ

Ｄａｖｉｄ Ｍａｋｏｖｓｋｙꎬ “Ｉｓｒａｅｌ’ｓ Ｆｅｎｃｅ”ꎬ ＰｅａｃｅＷａｔｃｈꎬ Ｎｏ ４３３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 Ｃ :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Ｏｃｔ ２４ꎬ ２００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ｒｇ / ｐｏｌｉｃｙ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ｉｓｒａｅｌｓ － ｆｅｎｃｅꎬ
２０２３ － ０２ － １７

Ｉｂｉｄ
Ｈｉｌｌｅｌ Ｆｒｉｓｃｈꎬ “ (Ｔｈｅ) Ｆｅｎｃｅ ｏｒ Ｏｆｆｅｎｓ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 Ｔｈｅ Ｆｅｎｃｅ’ ｉｎ Ｊｕｄｅａ ａｎｄ

Ｓａｍａｒｉａ”ꎬ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Ｖｏｌ ３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０７ꎬ ｐ １
Ｊｏｈｎ Ｓｔｏｎｅꎬ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ｆ 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 ”ꎬ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 ３３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２ꎬ ｐ 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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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安全感使得以色列政府特别是军方有更多的反应时间和更大的回

旋余地来选择应对方案ꎬ 甚至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与非国家武装组织的传统作

战样式ꎮ 在拒止性威慑手段特别是 “铁穹” 系统成熟前ꎬ 以色列时常纠结于是

否派出地面部队以摧毁武装组织的军事据点与基础设施ꎮ 但 “铁穹” 系统入役

后ꎬ 在 ２０１２ 年的 “防务之柱” 行动中ꎬ 以色列根本没有派出地面部队ꎮ 在 ２０１４
年的 “护刃行动” 中ꎬ 以色列地面部队只针对地道发动了小规模地面行动ꎮ 总

的来看ꎬ 以色列作为实现战略目标工具的进攻性军事行动明显减少ꎮ①

(二) “惩拒并进” 思路不能真正解决以色列面临的安全问题

以色列已经借 “重惩罚型” 累积威慑基本确保了本国的生存ꎬ 但以色列

追求的是所谓 “犹太民族的绝对安全”ꎬ 在一系列低烈度冲突不断激起以色列

对国民安全与中东和平进程的悲观意识后ꎬ 其转向采取了 “惩拒并进” 的累

积威慑模式ꎮ 以色列希冀通过数次成功的交手削弱对手的军事实力ꎬ 并最终

消除对手威胁以色列安全的动机ꎬ 但 “惩拒并进” 模式中两个核心要素的内

在缺陷使得威慑的效用难以持久存在ꎮ
在 “惩拒并进” 模式中ꎬ 惩罚性打击如果没有恰到好处地实现作战意图ꎬ

那么对手的报复可能会很快展开ꎬ 原本是为了防止大规模冲突爆发的小规模

行动此时就成为导火索ꎮ 即使以色列拥有完美的拒止性能力ꎬ 对手的行动可

能仍会进行下去ꎮ 这是因为拒止性威慑本身并不能达到强制的效果ꎬ 将对手

行动的有效性最小化很可能不会吓阻对手ꎬ 因为对手的政治效益计算有时将

攻击以色列产生的形象收益置于实际的军事收益之上ꎬ 这将大幅削弱以色列

威慑的可信度ꎮ 对以色列来说ꎬ 战场上的决定性胜利很容易获得ꎬ 但对手在

国际法、 外交博弈、 舆论攻防等领域的一个小的象征性胜利会增加 “成本—
收益” 中 “收益” 的价值ꎬ 进而鼓励继续进行对抗以色列的行动ꎮ 在国际社

会对以色列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在杰宁的军事行动表示严厉谴责后ꎬ 哈马斯领导人之

一萨利赫阿鲁里 (Ｓａｌｅｈ Ａｒｏｕｒｉ) 警告称: “抵抗势力对在杰宁发生的事情的

反应不会拖延ꎮ” 他还随后补充说: “抵抗组织别无选择ꎬ 只能用子弹和爆炸

装置对抗这种侵略ꎬ 击落它的飞机ꎬ 瞄准它的士兵ꎬ 摧毁它的车辆ꎮ”② 吉哈

６２１

①

②

Ｅｈｕｄ Ｅｉｌａｍꎬ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Ｏｆｆｅｎｓｉｖｅ”ꎬ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 Ｖｏｌ ４０ꎬ Ｎｏ ３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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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与其他抵抗组织也相继呼应哈马斯ꎬ 并表示 “不会停止抵抗”ꎮ 国际社会的

同情与支持鼓励了非国家行为体的持续抵抗ꎬ 而国家内部政治利益的争夺也

使他们将与以色列的冲突 “工具化”ꎮ 在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分而治之的情况

下ꎬ 哈马斯把与以色列的武装冲突作为同法塔赫争夺合法性和领导权的手段ꎬ
这已经成为巴以冲突新的诱发因素和驱动机制ꎬ 导致巴以安全关系陷入困

境ꎮ① 正是在多重内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ꎬ 哈马斯选择在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发起

对以色列的突然袭击ꎮ 换言之ꎬ 战略上的需要是哈马斯的主要考量ꎬ 而这不

是以色列的威慑威胁所能触及的ꎮ
此外ꎬ 在以色列绝对安全追求下的 “惩拒并进” 模式也可能会激发更大

的先发制人动力ꎮ 分层导弹防御系统成功帮助以色列将火箭弹这一战略威胁

降级为可控的战术威胁ꎮ 以色列还认为ꎬ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ꎬ “完美防御”
将有可能成为现实ꎮ 但当前时代的一个威慑悖论在于ꎬ 在道德上具有吸引力

的一种 “防御” 形式ꎬ 却在战略上是不可接受的ꎬ 因为它增大了战争的可能

性ꎮ② 如果实现了某种高水平的对本国领土的完美防御ꎬ 以色列完全可以毫无后

顾之忧地发起对真主党、 哈马斯等非国家行为体的空袭ꎬ 这可能会导致地区局

势进一步恶化ꎮ
从 “惩拒并进” 模式的实际威慑效用看ꎬ 以色列的一系列惩罚与拒止性

行动虽然展示了军事实力优势与使用决心ꎬ 但哈马斯、 真主党等也始终以强

硬姿态回应以色列的威慑ꎮ 以色列每次精准凌厉的大规模军事打击都在一定

时期内压制了武装组织的袭扰活动ꎬ 局势随后进入缓和ꎮ 但是ꎬ 在巴以双方

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的情况下ꎬ 以色列与哈马斯等组织之间的缓和是暂时

的ꎬ 只是下一阶段局势紧张的间歇期ꎮ 维持和平最重要的条件始终是以色列

与阿拉伯方面一道建立双方都可以接受的领土与政治状态ꎮ 如果不满足这一

条件ꎬ 以色列的军事优势虽然可能会阻止全面战争ꎬ 但不足以阻止低烈度冲

突和有限战争的升级ꎮ 有以色列学者在研究来自阿拉伯国家的文献后发现ꎬ
一些阿拉伯学者坚信ꎬ 尽管以色列在军事上长期处于优势地位ꎬ 但如果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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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姚惠娜: «巴以安全关系困境长期化的原因解读»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１３５ 页ꎮ
[美国] 乔治奎斯特著: «国际体系中的进攻与防御»ꎬ 孙建中译ꎬ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８

年版ꎬ 第 １４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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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国家吸取某些教训ꎬ 其在未来与以色列的冲突中也可能会获胜ꎮ① 尽管这并

不能从根本上否定以色列累积威慑的效用ꎬ 但昭示了其威慑可信度的有限性ꎮ
对威慑失败的实例研究也已经表明ꎬ 被威慑方常常有多种挑战现状的选择ꎬ
它们完全可以设法找到一种办法来探测和利用针对它们的威慑战略的漏洞ꎮ②

而对于像哈马斯这样深深根植于巴勒斯坦历史命运中的武装组织ꎬ 其很难被武力

完全摧毁ꎬ 而一俟时机成熟ꎬ 其仍可能通过武力手段试图改变于其不公的现状ꎮ
从根本上讲ꎬ 在军方主导与以色列绝对安全观牵引下的威慑战略只能达

成 “战术性威慑效用”ꎮ ２１ 世纪最初十年ꎬ 以色列在外部环境日趋有利的背

景下ꎬ 却面临日益严峻的安全威胁和外交孤立ꎮ “九一一” 事件后形成的 “反
恐” 氛围一度使阿以关系出现了局部缓和迹象ꎬ 但这一势头因以色列 ２００６ 年

大举入侵黎巴嫩、 ２００８ 年大举入侵加沙而被打断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昔日的唯一中东

盟友土耳其甚至首次在官方文件中将以色列视为 “主要威胁”ꎮ 这表明以色列

的主观抉择出了问题ꎬ 具体而言就是以色列的安全战略存在重大缺陷ꎬ 即在

绝对安全观下对军事手段的过度倚重ꎮ③ 正如亚历山大乔治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Ｇｅｏｒｇｅ) 和理查德斯莫克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ｍｏｋｅ) 明确指出的ꎬ 威慑不应被视为

一种自成体系的战略ꎬ 而应被视为更广泛、 多方面影响外交进程的一个组成

部分ꎮ④ 因此ꎬ 如果以色列想要实现真正的长久安全ꎬ 就必须在约束其军事手

段使用的同时ꎬ 积极参与新一轮中东和平对话ꎬ 切实以 “两国方案” 解决巴

以问题ꎬ 确保巴勒斯坦人民的建国权、 生存权、 回归权ꎬ 这是解决巴勒斯坦

问题的唯一出路ꎮ⑤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ꎬ 中国外交部发布 «中国关于解决巴

以冲突的立场文件»ꎬ 呼吁有关各方停火止战ꎬ 寻求政治解决ꎬ 为制止新一轮

的巴以冲突升级和实现巴以长久和平指出了正确的方向ꎮ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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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Ｅｆｒａｉｍ Ｉｎｂａｒ ＆ Ｓｈｍｕｅｌ Ｓａｎｄｌｅｒꎬ “ Ｉｓｒａｅｌ’ ｓ 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ｃ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ꎬ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３ꎬ
Ｉｓｓｕｅ ２ꎬ １９９３ꎬ ｐ ３４３

[美国] 戈登克雷格、 亚历山大乔治著: «武力与治国方略: 我们时代的外交问题»ꎬ 时

殷弘译ꎬ 商务印书馆ꎬ ２００４ 年版ꎬ 第 ２６９ 页ꎮ
田文林: «以色列安全战略及其缺陷»ꎬ 载 «现代国际关系» 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５２ ~ ５３ 页ꎮ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Ｇｅｏｒｇｅꎬ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ｍｏｋｅꎬ 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７４ꎬ ｐ ５９１
«外交部发言人: 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中方在巴以问题上的公正立场»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 ｃｎ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２３ － １０ / ２４ / ｃ＿１１２９９３５２６３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３ － １０ － ２４ꎮ
参见 «中国关于解决巴以冲突的立场文件»ꎬ 载中国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ｊｂｘｗ＿ ｎｅｗ / ２０２３１１ / ｔ２０２３１１２９＿１１１８９３９９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３ － ２１ － ０１ꎮ



以色列安全战略中的累积威慑析论　

(三) 从 “惩拒并进型” 转向 “重拒止型” 的可能性很低

当前ꎬ 以色列正欲借助 “惩拒并进型” 累积威慑实现对各类威胁的长久

威慑ꎬ 但正如上文所分析的ꎬ 这种模式的有效性仍然是周期性的ꎬ 难以保持

稳定ꎮ 理想情况下ꎬ “重拒止” 模式可以最大程度降低以色列发动惩罚性行动

的可能性ꎬ 进而重新塑造以色列的安全观念ꎮ 但目前来看ꎬ 无论是理论还是

实践层面ꎬ 由 “惩拒并进” 模式向 “重拒止” 模式的转变都很难实现ꎮ
从理论上看ꎬ “重拒止型” 累积威慑对常规拒止能力的要求非常高ꎬ 近乎

完美的防御当前来看仍然是难以实现的ꎬ 原因在于常规力量给对手造成痛苦

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应用这些武器的技巧、 所拥有的能力以及对手所

使用的反击能力ꎮ① 这种 “可竞争性” 表明威慑方的完美防御只可能在一时是

有效的ꎬ 对手会找到另外的方法ꎬ 如借助技术的更新换代来进行突破ꎮ “重拒止

型” 模式对威慑方的能力要求也很高ꎬ 因为需要及时采取针对性的方式进行反

击ꎬ 以免造成应对不利的现象ꎬ 被对手有机可乘ꎮ 而惩罚性手段主要用于打击

对手的直接非军事类目标ꎬ 这类目标较为固定且打击效益巨大ꎬ 使用远程武器

进行打击也较为便利ꎮ 如果对手缺乏有效的防御手段ꎬ 远程打击力量这类惩罚

性手段将更具可操作性ꎮ 因而ꎬ 对一个面对紧迫威胁且拥有可用惩罚能力的威

慑方来说ꎬ “重拒止型” 模式并非首选ꎬ “惩拒并进型” 可能是一个较优选项ꎮ
从以色列的实践来看ꎬ 以色列的 “惩拒并进型” 累积威慑模式虽然强调

了防御手段的重要性ꎬ 但其实际上是在较为被动的情况下展开的ꎮ 在军方基

本主导威慑战略制定与实施的情况下ꎬ 如何实现快速的军事行动才是以色列

的首要考虑ꎬ 这也是由以色列战略文化的特质所塑造的ꎮ 一方面ꎬ 以色列军

事文化中的 “进攻崇拜” 思想盛行ꎬ 反映在威慑思维上就形成了对惩罚性威

慑而不是拒止性威慑的偏爱ꎮ 以军也一直倾向于在战争开始前打击对手的武

器库ꎮ 另一方面ꎬ 在 “围攻心态” 和对 “绝对安全” 的追求驱使下ꎬ 以色列

的整体威慑思路逐渐变得不对称ꎮ 以色列假定只有从优势地位而不是平等地

位才能实现威慑ꎬ 并试图在不被威慑的情况下进行威慑ꎮ «以色列国家安全战

略纲要» 就明确指出ꎬ 以色列的安全战略必须始终建立在国家的威慑力与和

平条约可能崩溃的假设之上ꎮ 以色列必须在短时间内保持广泛的安全边界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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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ａｒｋｎｅｔｔꎬ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ꎬ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４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９４ꎬ ｐｐ ８８ －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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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持续为可能的战争升级做好准备ꎮ① 此外ꎬ 不容忽视的一点是ꎬ 美国对以色

列的安全保障和偏袒是以色列不断调整威慑手段并追求绝对安全的重要外部

条件ꎮ 如果以色列的战略文化与美国的偏袒没有实质性改变ꎬ “惩拒并进” 型

累积威慑就仍是以色列当前的首选项ꎮ

五　 结语

累积威慑是以色列确保国家安全的重要方式ꎬ ２０ 世纪的 “重惩罚” 模式

有效降低了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发生冲突的可能性ꎬ 而当前的 “惩拒并进”
模式也已经显示出周期性威慑效用ꎮ 但 “惩拒并进” 模式仍然蕴含着诸多隐

患ꎬ 如对威慑能力要求高、 易激发先发制人动机等ꎮ 归根到底ꎬ 单纯依靠威

慑战略来确保安全只是缓兵之计ꎬ 如果以色列不将威慑纳入政治框架内ꎬ 并

以政治目标牵引威慑战略的实施ꎬ 那么中东地区和平进程就永远无法实现ꎬ
以色列的国家安全也永远不会得到根本保证ꎮ

当前ꎬ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ꎬ 传统的安全挑战正在加速回归和升级ꎮ
持续数十年之久的巴以冲突仍未根本解决ꎬ “两国方案” 依然举步维艰ꎬ 巴以和

平十分脆弱ꎮ 这其中ꎬ 以色列长期追求所谓绝对安全ꎬ 忽视部分冲突方的合理

安全关切ꎬ 是中东地区安全危机频发的一大诱因ꎮ 在此情境下ꎬ 以色列要想远

离恐惧ꎬ 实现持久和平ꎬ 就必须首先摒弃落后于时代发展的 “以暴制暴” 思维

及固守的绝对安全观ꎮ 以色列应尝试联合周边国家一同倡导 “全球安全倡议”
所坚持的共同、 综合、 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观ꎬ 并践之于行ꎬ 以政治而非军事

手段彻底解决巴以问题ꎮ 与此同时ꎬ 域外大国也应秉持 “以人为本、 公平正义”
的原则积极参与新一轮中东和平进程的构建ꎬ 各大国需要发挥各自优势劝和促

谈ꎬ 推动紧张局势降温ꎮ 这不仅有助于逐渐破解中东地区长久以来的安全困境ꎬ
也将为构建一个崭新的 “中东安全共同体” 铺路ꎮ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樊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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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Ｇａｄｉ Ｅｉｓｅｎｋｏｔ ＆ Ｇａｂｉ Ｓｉｂｏｎｉꎬ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Ｉｓｒａｅｌ’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 Ｃ :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Ｏｃｔ ２ꎬ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ｒｇ / ｐｏｌｉｃｙ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 ｉｓｒａｅｌｓ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 ２０２２ －１０ －２２ 需要注意的是ꎬ 此版纲要并非以色列官方发布的战略文件ꎬ 而是

时任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的加迪艾森科特 (Ｇａｄｉ Ｅｉｓｅｎｋｏｔ) 中将在退役后依据任职经验所写ꎮ 上文提到

的以色列国防军的 “国防学说” 同样是由艾森科特组织撰写发布的ꎬ 但却是一份官方文件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