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华尔街日报》19日估算，以色列
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每天正在耗费以色
列数亿美元，限制以色列打持久战的能力。

《华尔街日报》援引分析人士说法报
道，这次冲突中，以色列最大的单项成本
来自针对伊朗导弹的拦截弹，仅此一项开
支每天就达数千万至2亿美元。此外，弹
药和战机同样增加了成本。鉴于以色列
建筑物遭到史无前例的摧毁，战后重建或
修复可能还要消耗该国至少4亿美元。

报道评论说，不断积累的高昂成本迫
使以色列面临速战速决的压力。

以色列官员曾表态，对伊朗的袭击可
能持续两周。暂无迹象表明，以色列总理
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在实现所有既定目标
前会结束袭击伊朗。报道说，内塔尼亚胡
的目标包括清除伊朗核项目、弹道导弹工
厂和军火库。

以色列中央银行前行长卡尔尼特·弗
卢格说，决定以军成本的主要因素是冲突
持续时间，“持续一周是一回事，持续两周
或一个月则是另外一回事”。

以色列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过去数
天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超过400枚导弹，

它们需要复杂的防空系统来拦截。更多
的来袭导弹通常意味着更多的拦截弹。

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耶霍舒亚·卡利斯基说，以色列“大卫投石
索”防空反导系统每次启动至少花费约70
万美元；针对伊朗远程导弹的“箭-3”反
导系统每次拦截需花费约400万美元。

其他军费开支还包括F-35等战机的
维护费用。卡利斯基说，每架战机每个飞
行小时耗资约1万美元。

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计算，以色列
与伊朗的冲突如果维持一个月，“烧钱”金
额将达约120亿美元。

自13日凌晨以来，以色列对伊朗多
地发动大规模空袭，导致伊方重大人员伤
亡。作为报复，伊朗向以境内发动多轮导
弹和无人机袭击，冲突持续至今。

按《华尔街日报》说法，受伊朗反击影
响，以色列经济部分停滞，仅关键行业员
工仍在工作，餐饮等行业停业，主要国际
机场已关闭数天，现在仅为有限航班放
行。结构工程师埃亚勒·沙莱夫说，以色
列数以百计建筑物遭摧毁或严重破坏。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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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美国方面声称将在“接下来两周
内”决定美军是否对伊朗发动打击，俄罗
斯19日警告美国，不要“军事介入”以伊
冲突，否则将引发“无法预料的负面后
果”。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丽亚·扎哈罗
娃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说，俄罗斯“尤其
警告”美国，不要在目前局势下“军事介
入”以伊冲突。美国采取任何军事行动都
是“极其危险的举措”。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19
日早些时候表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
普将在“接下来两周内”决定是否下令美
军对伊朗发动打击。

自13日凌晨以来，以色列对伊朗多
地发动大规模空袭，导致伊方重大人员伤

亡。作为报复，伊朗向以境内发动多轮导
弹和无人机袭击，并于18日自本轮以伊
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使用射程可达2000公
里的“泥石”弹道导弹打击以境内目标。

以色列铁杆盟友美国起初似乎寻求与
以方13日发动的袭击“划清界限”，但近来
大举向中东地区增派航母、战机等军事力
量，并暗示美国可能“更多介入”冲突，以施
压伊朗重返伊核谈判并作出妥协。

同在19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
米特里·佩斯科夫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如果伊朗最高领袖大阿亚图拉阿里·哈梅
内伊遭到暗杀，俄罗斯将作出“非常、非常
负面的回应”，俄方“强烈反对”这种做法。

佩斯科夫说，这种做法将在伊朗触发
“极端主义者”实施报复行动。“那些谈论

此事的人应谨记这一点。他们将打开‘潘
多拉魔盒’。”

据美国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本雅明·
内塔尼亚胡近来宣称，在本轮以伊冲突中
不排除刺杀哈梅内伊的可能性。特朗普
17日在社交媒体上宣称，美方知道哈梅内
伊的藏身地点，但暂时不会对他下手。

哈梅内伊18日发表视频声明警告，
若美国“军事介入”以伊冲突，“无疑将给
美国自身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据美联
社报道，这是哈梅内伊自13日以来第二
次公开亮相。这段视频分辨率较低，背景
仅包括米色窗帘、伊朗国旗和伊朗前最高
领袖大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的肖像，
难以判定哈梅内伊所处位置。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18日

表示，俄方愿意继续确保伊朗和平利用核
能的利益，同时缓解以色列的安全担忧。
据美联社报道，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应俄罗
斯、巴基斯坦等国请求，定于20日就以伊
冲突召开第二次紧急会议。

俄罗斯与伊朗今年1月17日签署为
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该条
约于4月和6月分别在俄伊国内完成审批
流程，获得正式批准。据悉，该条约涉及
反恐、能源、金融、工业、农业等多个领域。

普京日前在俄罗斯圣彼得堡接受媒
体采访时表示，本轮以伊冲突爆发以来伊
朗并未向俄提出“军事帮助”请求。普京
指出，俄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不是

“共同防御条约”，不要求一方向另一方提
供武器或军事支持。 据新华社电

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冲突持续，已造成

双方大量人员伤亡。多国专家与媒体指

出，美国长期以来对以色列的偏袒和纵容

难辞其咎，美国只顾自身利益的中东政策

给地区带来持续的动荡和灾祸。

以美“深度绑定”
以色列一直把伊朗视为“眼中钉”，把

遏制伊朗核计划作为国家安全重中之重，

其国内一直有所谓“先发制人”论调。对

于以色列这次大规模袭击伊朗，美国国家

安全委员会中东和北非事务协调员布雷

特·麦格克承认，是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尤

其是近些年对以色列在中东各种行为的

“坚定支持”，给了以色列机会。

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

来，美国不仅持续为以色列提供军事援

助，还多次为维护以方利益在联合国就加

沙停火决议草案行使否决权。在美国支

持下，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黎巴

嫩、叙利亚和伊朗展开了一系列军事行

动，不断削弱伊朗及其主导的抗以联盟的

力量，也给相关国家民众带来苦难。美国

前驻以色列大使丹·夏皮罗说，以方持续

行动逐步“瓦解了”伊朗的地区盟友。

美国政府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要求

伊朗放弃核计划并与美谈判。与此同时，

美国多次对被美以视为抗以联盟成员的

也门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空袭，并警告伊

朗停止支持胡塞武装。《华盛顿邮报》评论

员大卫·伊格内修斯说，美国的支持帮助

以色列在中东获得优势。

专家认为，美以双方形成了一种“深

度利益绑定”关系，这让以色列可以获得

美国近乎无条件的支持，也让以色列在决

策时的顾虑越来越小。

美国是以色列最主要的传统盟友，每

年向以方提供数十亿美元军事援助。同时，

犹太游说集团是美国最强大的利益团体之

一，极大影响着美国高层决策。英国广播公

司评论说，美以亲密关系似乎已是“地缘政

治基础设施中永久且不可动摇的一部分”。

美国的默许与纵容
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后，美国国务

卿鲁比奥声称美国没有参与以色列的袭

击。但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承认“我们什

么都知道”。

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指出，即便美

方当时没有直接参与袭击行动，其在军事

和政治层面对以色列的支持不容忽视，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华盛顿的默许或某

种形式的担保，以色列会发动这场袭击”。

在以色列发动袭击后，美方在行动上

明确加码对以支持。美国国防部长赫格

塞思 16 日说，美国正向中东方向增派力

量以强化“防御态势”。据报道，美军向欧

洲调派大量加油机，“尼米兹”号航母打击

群将开赴中东。此外，美方还帮助以色列

拦截伊朗发射的导弹。英国伦敦大学国

王学院教授迈克尔·克拉克指出，美国军

事动向在给予以色列保障的同时，也将给

伊朗带来巨大压力。有分析说，在国际社

会普遍呼吁以伊冲突“降温”的背景下，美

方举动无异于火上浇油。

“只顾美国自身利益”
多国专家和媒体认为，特朗普政府只

顾美国自身利益制定中东政策，甚至“只

凭直觉”行事，给中东带来巨大风险。

美国沃克斯网站文章指出，特朗普政

府没有制定系统的外交政策，而是根据

“只顾美国自身利益”的直觉行事。在利

益导向下，其中东政策不仅短视，且缺乏

整体战略，“只会不断制造混乱的前景”。

英国《卫报》文章认为，特朗普政府将

自身短期利益置于地区稳定之上，这在很

大程度上助推了地区危局。常驻约旦的

政治分析人士塔哈尼·富盖哈说，美国一

直试图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同时也给

了以色列更大的行动空间，可能造成地区

更大动荡。 据新华社电

119名中国公民19日经埃及南西奈
省塔巴口岸从以色列撤离至埃及境内。

新华社记者在塔巴口岸看到，当天
15时30分左右，撤离人员在办理完相关
手续后从塔巴口岸陆续进入埃及境内，随
后被引导至大巴车上。

据中国驻埃及大使馆介绍，此次撤离
以色列的人员包括117名中国留学生和
2名香港同胞，他们将被转送至开罗。

“党中央高度关心海外同胞，大家的
冷暖安危始终是我们的牵挂，”中国驻埃
及大使廖力强说，“我们在24小时内高效

完成各项筹备工作，派出前出工作组，连
夜赶赴塔巴口岸组织人员接应。同时连
夜紧急做埃方相关部门工作，请其为我方
接应转移提供通行许可、必要便利和安全
保障。”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博士后孙雪对
记者表示，从耶路撒冷到塔巴边境口岸大
约花了4小时，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工作人
员全程陪同，并给大家提供了应急食品。

“在塔巴口岸办理入境手续过程中，中国
驻埃及使馆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热心帮
助和协调，非常感谢他们。” 据新华社电

默许、纵容、火上浇油
以伊冲突背后的美国黑影

俄警告美：以伊冲突勿“下场”

上百名在以中国公民撤离至埃及境内

美媒称高昂成本限制以军持久战能力

新华社 图6月19日，从以色列撤离的中国公民从埃及南西奈省塔巴口岸进入埃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