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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巴勒斯坦国虽然已经得到 100多个国家的正式承认，但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国家。与

1000多万巴勒斯坦人息息相关的巴勒斯坦问题仍然没有得以解决。百余年来巴勒斯坦问题的内涵不断

发生变化，历经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争夺、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战争、巴勒斯坦要求以色列归还

占领土地并建立独立国家等三个发展阶段。巴方内部的分裂、以色列对占领土地的不放弃、美国对以色

列的偏袒、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问题关注力度的下降，均是巴勒斯坦建立独立国家的不利因素。中国一

直积极推动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近年来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国更是加大了对巴勒斯坦问题的

关注力度。目前看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应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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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2021年 5月 10日，巴勒斯坦加沙地

带的武装人员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以色列军方

立即给予还击，又一轮的巴以军事冲突由此爆发，

并且已经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在巴勒斯坦问题

被边缘化多时之后，巴勒斯坦以这样的方式再次

进入人们的视野，它也再次提醒世人巴勒斯坦问

题需要解决的迫切性。

直到今天，与 1000多万巴勒斯坦人命运密切

相连的巴勒斯坦问题仍然悬而未决。2021年3月
24日，正在中东访问的王毅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

在沙特接受阿拉比亚电视台专访时说：“中方愿在

今年5月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期间，推动安理会全

面审议巴勒斯坦问题，对‘两国方案’再确认。中

方将继续邀请巴以和平人士来华开展对话，也欢

迎巴以双方谈判代表在华举行直接谈判。”［1］王毅

外长的这个表态，再次彰显了中国对巴勒斯坦命

运的高度关切，也是中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的具体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指导当下中国外

交的重要理念，也是中国对世界发展作出的重要

理论贡献，它已经被写进《中国共产党党章》、《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联合国决议。

“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

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

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

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2］433中国对巴勒

斯坦问题的持续关注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的鲜明体现。2013年以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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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都要向联合国“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纪

念大会发贺电，一再表达中国对巴勒斯坦问题的

重视、对公正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支持①。中

国媒体和学界也给予巴勒斯坦持续关注。2021年
4月 19日，笔者采用上海外国语大学图书馆试用

的《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1946—2021）》，以“巴勒

斯坦”为关键词进行“标题”检索项的搜索，获得

3793条报道；进行“标题+正文”检索项的搜索，则

有19038条相关报道。2021年4月5日，笔者在中

国知网（CNKI）数据库以“巴勒斯坦”为关键词进

行“篇名”项搜索，获得从 1955年—2020年的 690
条中文记录。就报道和研究特点来讲，《人民日

报》和中国学界对巴勒斯坦人的遭遇和巴勒斯坦

的政治走向给予持续关注，而且对巴勒斯坦人正

义事业的支持显而易见。

巴勒斯坦问题是个非常复杂的存在，1988年
诞生的巴勒斯坦国迄今虽然已经得到 100多个国

家的承认，但是它距离真正拥有国家应有的权限

还是非常遥远，生活其中的巴勒斯坦人状况也非

常不理想。笔者从巴勒斯坦问题的演变入手，基

于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在巴勒斯坦的田野

调查经验，拟对巴勒斯坦问题进行分析。

一、巴勒斯坦问题的基本演变

巴勒斯坦问题从产生到现在从内涵上讲历经

了三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鲜明特征，分别

是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土地纷争、以色列和阿

拉伯国家的连续战争，以及如今的巴勒斯坦人对

以色列归还土地并建立独立国家的诉求。

巴勒斯坦问题源于19世纪末兴起的犹太复国

主义，即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要返回巴勒斯

坦建立自己民族国家的思潮和运动。公元1—2世
纪居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反抗罗马帝国统治者

的起义失败，犹太人随之几乎整体离开了已经生

活1000余年并曾建立精神家园和民族国家的巴勒

斯坦，散居到世界各地，此即犹太人历史上充满悲

情的“大流散”。由于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等多重

差异，流散中的犹太人在欧洲颇不受欢迎，甚至遇

到一些伤害，犹太人也认为外部世界广泛存在“反

犹主义”［3］。在 19世纪欧洲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

涌和“反犹排犹”仍然时有发生的情况下，一些犹

太人精英不断探索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之路。

1897年第一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在瑞士巴

塞尔举行，会上来自多地的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们

决定重返巴勒斯坦再次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民族国

家［5］。此后犹太人不断向巴勒斯坦移民。可是这

个时候的巴勒斯坦并非荒无人烟之地，公元 1—2
世纪犹太人离开巴勒斯坦后，迦南人、腓利士人等

继续生活在巴勒斯坦，在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

后的阿拉伯征服运动中，巴勒斯坦被纳入阿拉伯

政权的统治之下并皈依了伊斯兰信仰，之后巴勒

斯坦逐渐演变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生活在

这里的穆斯林也成为阿拉伯人的一分子，亦被称

为巴勒斯坦人。

这样，随着 19世纪末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

开展和犹太人向巴勒斯坦日益增多的移民，巴勒

斯坦逐渐成为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纷争之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取得巴勒斯坦委任统治权的英

国支持犹太人复国主义，这更加便利了犹太人向

巴勒斯坦的移民，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冲突也

愈演愈烈，这个阶段巴勒斯坦问题的基本表现特

征是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争夺。1947年11
月 29日出炉的联合国第 181（2）号关于巴勒斯坦

分治的决议把巴勒斯坦一分为三：阿拉伯国、犹太

国和作为国际独立主体存在的耶路撒冷市。依据

联合国 181号决议，犹太人的现代国家以色列于

1948年 5月 14日宣告成立，犹太复国主义取得成

功［6］。另一方面，视巴勒斯坦为阿拉伯世界一部

分、视巴勒斯坦人为阿拉伯人一分子的阿拉伯诸

国则拒绝接受联合国 181（2）号决议，历史上从未

曾建立过独立国家的巴勒斯坦人这时也缺乏独立

建国的能力和经验。这样，巴勒斯坦人错失了联

合国赋予的本可以建立其历史上第一个独立国家

的机会。

以色列宣告成立的第二天，以巴勒斯坦人利

益捍卫者自居的埃及、外约旦、叙利亚、伊拉克、黎

巴嫩等阿拉伯国家发动了对以色列的战争，此后

数十年间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进行了多次战争。

这一时期巴勒斯坦问题的基本表现特征就是以色

列和阿拉伯国家的战争，一方面以色列要巩固自

己的存在，另一方面阿拉伯国家要击败甚至消灭

以色列，战争结果是向着有利于以色列的方面发

展。当 1949年阿以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时，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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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分治计划赋予巴勒斯坦人建国的土地分别被以

色列、外约旦和埃及瓜分，或者占领或者并入自己

国家；1967年阿以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时，原本被

约旦和埃及占去的联合国划分给巴勒斯坦人的土

地亦被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人的境况进一步

恶化。

从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苏联、阿拉伯国家

等多方均提出解决以色列所占巴勒斯坦领土问题

的计划，但无一成功。随着以色列相对于阿拉伯

国家军事优势的日益突出，以及阿拉伯国家对巴

勒斯坦人利益真正关切度的下降，巴勒斯坦解放

组织②领导人阿拉法特审时度势，在1988年宣告并

未控制一寸土地的巴勒斯坦国成立，并向以色列

发出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讯号。此后巴勒斯

坦问题的基本表现特征转变为巴勒斯坦人对以色

列归还所占土地并建立独立国家的诉求。经过国

际社会和巴以双方的不懈努力，20世纪90年代中

期以色列把部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交予巴勒

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实施自治，但是至今巴以围绕

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人土地的纷争仍然没有得

到最终解决。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在不同时期巴勒斯坦问

题的内涵有差异之外，现代巴勒斯坦的地理版图

也一再发生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取得

“委任统治”的巴勒斯坦涵盖今天的以色列、巴勒

斯坦国和约旦。1921年英国将原巴勒斯坦的约旦

河东岸分离出去建立“外约旦酋长国”，之后的巴

勒斯坦包括今天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国。1947年
联合国181（2）号决议把当时巴勒斯坦56%的土地

划给了“犹太国”，涵盖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等

地 43%的土地划给了巴勒斯坦人的“阿拉伯国”，

巴勒斯坦版图由此再次缩小。1967年第三次中东

战争中以色列从约旦和埃及手中夺取了约旦河西

岸、东耶路撒冷、加沙地带共约6000平方公里的巴

勒斯坦人土地，一直到今天，这些土地就成为巴勒

斯坦人诉求建国的目标。虽然1988年11月5日在

阿尔及尔举行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19次特别

会议通过《独立宣言》，宣布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

巴勒斯坦国的诞生，但是这个国家当时并不曾真

正管理任何巴勒斯坦土地。20世纪90年代初“马

德里中东和会”召开后，经过持续的巴以和平谈

判，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从以色列获得部分土

地的行政管理权，当下巴勒斯坦国实际行政管理

的自治地仅有2500平方公里。

二、当前不利于巴勒斯坦建国的主要因素

迄今巴勒斯坦国仍是一个缺乏诸多真正国家

要素的政治实体，比如没有军队、没有独立的边界

管辖权等，也还不是联合国的正式会员国。巴勒

斯坦人仍然艰难地行进在建立独立国家的道路

上。时至今日巴勒斯坦人建国面临的主要阻力有

哪些呢？

一是巴勒斯坦内部分裂严重、决断力有待提

高。一个历史上从来没有建立过自己独立国家、

力量原本就相当薄弱的族群，若想在当下纷繁复

杂的中东政治图景中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首要

的是其务必要团结一致形成合力，这是有可能获

得独立国家的第一步。但巴勒斯坦人现在面临的

残酷事实是，自2007年其第一和第二大政治派别，

也就是法塔赫（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和哈马斯

（伊斯兰抵抗运动）爆发武装冲突后，巴勒斯坦内

部就一直深处分裂之中，哈马斯控制着加沙地带，

法塔赫则在部分约旦河西岸地区行使自治权并主

导巴勒斯坦政府。虽然在埃及的斡旋下法塔赫和

哈马斯于2017年10月达成和解协议，但是该协议

并没有得到二者的有效执行，迄今他们仍然没有

冰释前嫌，仍然处于相当尖锐的对抗之中。而且

还需要注意的是，巴勒斯坦领导人在建国问题上

的决断也有待提高，就如同沙特前情报部门领导

和驻美国大使班达尔·本·苏尔坦（Bandar Bin Sul⁃
tan）亲王在2020年10月接受采访时所言：“巴勒斯

坦事业本身是正义的，但其倡导者是失败的。相

反以色列事业本身是非正义的，但其倡导者被证

明是成功的。从过去 70多年的历史经验来看，历

届巴勒斯坦领导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重要

的历史关头选错对象，这让他们付出了代价。”［7］

二是以色列对占领土地的不放弃。如前所

述，在 1947年联合国 181（2）号决议通过后，联合

国赋予巴勒斯坦人建国的“阿拉伯国”土地不断被

其他国家所占领，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

列更是独自一国占领了“阿拉伯国”土地。即使是

当下巴勒斯坦诉求建国的面积相比较“阿拉伯国”

已经大为缩水，以色列也还没有放弃约旦河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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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犹太人定居点和与约旦交界的大片土地，而

且现在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实施自治的区域也

仍然深受以色列的钳制。虽然联合国安理会于

2016年通过的2334号决议，要求以色列在被占领

的巴勒斯坦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立即完全停止一

切定居点活动，但在该决议通过后的三年时间内，

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总共推进或

通过了 22000处居住单元的建设计划，另外还有

8000处居住单元开放招标［8］。目前巴勒斯坦人诉

求建国的很多土地都处于以色列的占领或实际控

制中，以色列对所占巴勒斯坦人土地的不愿放弃，

是巴勒斯坦建国的又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三是巴以力量的严重失衡。在巴勒斯坦内部

严重分裂，以色列不愿、不能放弃所占领或控制的

巴勒斯坦土地的情况下，巴勒斯坦根本无法通过

武力强行从以色列那里收回土地，因为巴以力量

严重失衡且差距越拉越大。在强大的以色列面

前，巴勒斯坦是一个非常弱小的存在。根据巴以

签署的和平协议，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也就是

当下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被禁止拥有军队，其与

外部的交通连接也完全受以色列的控制，巴勒斯

坦根本无力在军事上挑战到中东军事强国以色

列。当然，军事力量的缺失也使得巴勒斯坦无力

在政治等其他方面给以色列以压力。巴以力量的

严重失衡让巴勒斯坦人的建国之路更加崎岖。

四是美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对以色列的一味

偏袒。长期以来维护以色列安全是美国中东战略

的核心目标之一，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美国对以色

列给予不遗余力的支持，这是巴勒斯坦建国的重

大障碍。在联合国和国际组织有关巴勒斯坦问题

的多次表决中，美国一直坚定地站在以色列一边

施压巴勒斯坦，比如巴勒斯坦国申请成为联合国

正式成员国的多次努力均被美国否决。2019年12
月 13日联合国大会就“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

救济和工程处的任务期限延长三年”进行表决时，

美国和以色列成为仅有的两个投反对票的国家，

而投赞成票的国家则多达 169个。特朗普政府上

台后美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偏袒、支持以色列的

立场尤为鲜明，其间华盛顿酝酿的解决巴勒斯坦

问题的“世纪协议”甚至将不包括“以 1967年边界

建立两个国家”的内容［9］。此外特朗普政府还不仅

承认了巴勒斯坦视为首都的东耶路撒冷是以色列

的首都，而且置国际法于不顾承认了巴勒斯坦被

占领土上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的合法性。美国

对以色列的一味偏袒显然令巴勒斯坦建国难上

加难。

五是巴勒斯坦问题受国际社会关注力度不断

下降。近 30年来特别是进入新千年后，巴勒斯坦

问题在中东诸问题中地位不断下降，甚至呈现被

边缘化的趋势，这对巴勒斯坦人争取独立国家相

当不利。在拒绝接受联合国 1947年 181（2）号分

治决议、历次中东战争中被以色列屡屡击败、被所

谓“伊朗威胁”占据头脑以后，阿拉伯诸国非但已

经不再会因为巴勒斯坦问题而与以色列强对抗，

而且还出于对付伊朗的需要选择与以色列合作。

冷战末期的海湾战争、美国发起的对阿富汗伊拉

克所谓“反恐”战争、伊朗核危机、叙利亚战争、“伊

斯兰国”等中东重大事件接连发生，世界大国的目

光也逐步从巴勒斯坦问题上移开，再考虑到美国

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对以色列的严重偏袒，巴勒斯

坦人建国的努力在世界大国层面也遭遇重大阻

力。这样，不管是地区内的“阿拉伯兄弟”国家还

是域外的世界大国，对巴勒斯坦建国的实质性帮

助或援助都已经相当有限，国际社会有效支持的

降低进一步增加了巴勒斯坦建国的困难。

三、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看待巴勒斯坦

问题

虽然巴勒斯坦问题受到的国际关注度下降

了，但是其需要尽快解决的迫切性并没有降低。

来自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负责人的信息显示，

2018年底全世界的巴勒斯坦人超过1300万，其中

490余万人生活在巴勒斯坦国，157万人生活在以

色列，585万人生活在阿拉伯国家，71万余人生活

在其他国家［10］。非常值得关注的是，在所有巴勒

斯坦人中，根据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

工程处官方网站 2021年 4月 13日的数据，正在接

受该机构援助和帮助的巴勒斯坦难民约有 570万
人之多［11］。2018年底巴勒斯坦国总人口的 42%、

西岸地区人口的 26%、加沙地区人口的 66%都是

巴勒斯坦难民［10］。

难民问题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重要议题之

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难民数量已经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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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历史纪录。危机需

要应对，根源值得深思。如果不是有家难归，谁会

颠沛流离？”［12］数量庞大的巴勒斯坦难民的存在不

仅是巴勒斯坦人的灾难，也是中东稳定和安全的

不利因素，更是21世纪国际社会的一个痛点，这凸

显了巴勒斯坦问题需要解决的紧迫性。

在很大程度上，巴勒斯坦问题是涉及 1300多
万巴勒斯坦人的人道主义问题。除了巴勒斯坦人

务必要尽快实现团结并达成切实可行的发展共

识，国际社会也要积极而为，而且国际社会一定要

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秉持公平正义。2020年 1月
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会见以色列领导人时抛出

“中东和平新计划”，即所谓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

“世纪协议”［13］。该协议严重违背了国际社会公认

的“两国方案”原则，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不可

分割的首都”，承认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

居点的主权，严格限制未来巴勒斯坦国的主权，而

且该协议是在巴勒斯坦方面没有参加的情况下被

强行施予的③。美国的这些举措与以色列总理内

塔尼亚胡要吞并约旦河西岸的言论一脉相承［14-15］。

因此不难理解，巴勒斯坦方面对美国的所谓“世纪

协议”予以拒绝，阿拉伯国家联盟也拒绝了这个

协议。

尽管多年来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和平进程遭

遇到严重困难，巴勒斯坦发展也因此举步维艰，但

是正如2020年12月习近平主席在发给“声援巴勒

斯坦人民国际日”纪念大会的贺电中说的那样，

“中国高度关注巴勒斯坦问题，始终秉持国际公理

和道义，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

正义事业，支持有利于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

决的努力”；中国一直主张“国际社会应该坚持‘两

国方案’的正确方向，以联合国有关决议、‘土地换

和平’原则等国际共识为基础，努力推动中东和平

进程”［16］。中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坚持公平正义

赢得巴方的高度认同和赞赏，巴勒斯坦也因此呼

吁中国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方面发挥更大的作

用［17］。值得关注的是，在 2021年 3月 24日王毅外

长再次表达了中国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密切关注

后，4月 7日，拜登总统表示美国重新支持以两国

方案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同日布林肯国务卿在国

务院一份声明中宣布美国将恢复对巴勒斯坦人民

的经济、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18］。但是鉴于美国

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以及美国犹太人院外集团

对华盛顿中东政策的巨大影响力，今后美国究竟

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给予巴勒斯坦问题公平对待，

还是一个未知数。

除了在事关巴勒斯坦建国等重大问题上的关

切外，中国也一直关注、帮助和援助巴勒斯坦的经

济社会和居民健康发展。新冠肺炎疫情在巴勒斯

坦暴发后，中方率先提供检测试剂、防护服等急需

抗疫物资，并且派出医疗专家组。中国还向联合

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提供年度捐款

和抗疫物资援助，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支持联合国机构和多边主义，支持国际公平正

义［19］。在巴勒斯坦疫情肆虐、疫苗急缺的情况下，

中国政府向巴勒斯坦捐赠的国药新冠疫苗在2021
年 3月 29日顺利运抵交付，这也是到那时为止巴

勒斯坦收到的一次性数量最多的疫苗援助［20］。近

年来中国对巴勒斯坦基建和民生项目的援助明显

增加，包括道路、太阳能、学校等多个项目或者已

经完成或者正在筹划中［21］。中国正在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四、结语

“巴勒斯坦问题作为中东根源性问题，关乎地

区和平稳定，关乎国际公平正义，关乎人类良知道

义。”［15］国际社会应该对涉及1300多万巴勒斯坦人

命运的巴勒斯坦问题给予更多关注，并基于相关

联合国决议以及公平正义之原则积极推动解决

之。在这个过程中，催生巴勒斯坦问题或使其复

杂化的国家一定要反思自己的行为并承担起相应

的责任。

从巴勒斯坦问题的产生到各个发展阶段来

看，有一系列的国家和族群要为今日巴勒斯坦人

的困境负责。催生巴勒斯坦问题的犹太复国主义

主要源于欧洲的“反犹排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数量剧增在很大程度上也

是英国、美国等西方大国支持的结果。完全可以

说，一些欧洲国家与巴勒斯坦问题的产生息息相

关。当然，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也有责任。1947年
在美国的大力推动下联合国通过关于巴勒斯坦的

分治决议，这是一个对巴勒斯坦人非常不公正的

分治方案，因为分治前占据巴勒斯坦绝大部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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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巴勒斯坦人在分治决议中分得的土地远少于

犹太人；在分给“阿拉伯国”的土地上生活着70万
巴勒斯坦人和1万犹太人，而分给“犹太国”的土地

上生活着 50万犹太人和 40余万巴勒斯坦人。不

管是从土地占有的事实还是从民族构成来看，美

国主导的这个巴勒斯坦分治决议显然是不公平不

公正的。而之后在以色列和阿拉伯人、巴勒斯坦

人的冲突中，美国一味偏袒以色列显然更加伤害

了巴勒斯坦人民。

1947年联合国181（2）号巴勒斯坦分治决议明

确规定“犹太国”和巴勒斯坦人的“阿拉伯国”务必

要在 1948年 10月 1日之前成立，但是阿拉伯国家

对181号（2）决议的集体拒绝葬送了巴勒斯坦人的

这一建国良机。之后埃及、（外）约旦等阿拉伯国

家又占领了巴勒斯坦“阿拉伯国”的部分土地，然

后这些土地又在战争中被以色列占领。显然，阿

拉伯国家也要为巴勒斯坦人的当下窘况负一定责

任。当然，1967年以前完全占领了联合国赋予巴

勒斯坦人建国土地的以色列，更要为当下独立巴

勒斯坦国的缺失负责，毕竟巴勒斯坦建国所需要

的土地都还在以色列的实际控制之下。

目前，从实力上讲以色列相比较巴勒斯坦虽

然已经取得绝对优势，但是巴勒斯坦问题的悬而

未决始终会是以色列取得更好发展的不可忽视之

障碍。今日巴勒斯坦人的困境不仅是以色列的污

点，也是国际社会挥之不去的阴影。2020年 8月
以来，中东和平出现了一些新发展，阿联酋、巴林、

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实现了关系

正常化，客观来讲这增加了巴勒斯坦问题的受关

注度。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充分注意到中国基于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发声，同中

国一道，基于联合国相关决议和公平正义精神，积

极面对并努力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让 1300多万巴

勒斯坦人早日获得一个物质或精神家园。

注释：

①在江泽民、胡锦涛担任国家主席时期，中国向“声援

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纪念大会发贺电的是国务院总理。

②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
tion），简称巴解或巴解组织，于 1964年在耶路撒冷成立，

1974年10月在阿拉伯首脑会议上被确认为巴勒斯坦人民

唯一合法代表。

③美国推出的这个所谓“世纪协议”是对以色列的严

重偏袒、对巴勒斯坦人利益的严重损害，也违背了国际社

会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两国论”的长期共识，因而遭遇到巴

勒斯坦、诸多阿拉伯国家、伊朗、土耳其、俄罗斯、欧盟、中

国等国际社会的普遍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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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bservation of the Palestinian Ques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Fan Hongda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Shanghai 200083）

Abstract：Although the state of Palestine has been officially recognized by more than 100 countries，it is not a truly indepen⁃
dent state. The Palestinian Question，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more than 10 million Palestinians，has not yet been resolved.
Over the past century，the connotation of the Palestinian Question has been constantly changing. It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
es：the land struggle between the Jews and the Palestinians，the war between the Arab countries and Israel，and the Palestin⁃
ian demand for Israel to return the occupied land and establish an independent state. The internal division of Palestine，Israel’s
refusal to give up the occupied land，the United States’partiality for Israel，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declining atten⁃
tion to the Palestinian Question are all unfavorable factors for Palestinians to establish an independent state. China has been ac⁃
tively promoting the settlement of the Palestinian Question. At present，it seems that the idea of the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
ture for mankind is a useful attempt to deal with the Palestinian Question.
Keywords：Palestine；Israel；Zionism；Middle East；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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