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聯合 國 於
1947年11

月29日通過181號決議
案，促成以巴分治和以色

列建國，至前日剛滿65周
年。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

斯前日在表決前發言，譴責以色列
的「侵略性政策和戰爭罪行」，呼籲聯

合國透過決議，給予巴勒斯坦一張「出生
證明」。

表決結果出爐後，阿巴斯激動地與隨行的外交
部長擁抱。在西岸和加沙地區，大批巴人搖動巴勒

斯坦旗高呼，慶祝巴勒斯坦在聯合國地位由「觀察員實
體」升格為「觀察員國」。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隨即發
表聲明，譴責阿巴斯將以色列形容為「敵意和有毒」的國
家，並稱此番話並非尋求和平的言論，又批評聯合國決議
毫無意義。

美批適得其反 礙和平進程
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批評決議案適得其反，只會對和平進

程造成更多阻礙，強調美國主張只有各方直接談判，以巴
民眾才能享有應有的和平。聯合國外交人員認為，除非巴
勒斯坦尋求加入國際刑事法院(ICC)，否則美、以兩國不會
有太強烈反應。一旦巴人加入ICC，將能就戰爭罪行及反
人類罪等指控控告以色列。

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李保東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言時，祝
賀巴人在獨立建國路上取得又一積極進展。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洪磊昨日重申，中方主張獨立建國是巴人合法權利，
亦是實現以巴和平的基礎和前提，中方將繼續為推動全
面、公正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發揮積極和建設性作用。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表示，必須確保一個獨立、民主、
擁有主權的巴勒斯坦國與以色列和平共處，並敦促各方加
強努力實現和解、公正與持久和平。日本亦在是次表決投
贊成票，內閣官房長官藤村修昨表示，支持以巴和平共
存，稱日本將與美國繼續和阿拉伯國家合作，推動中東和
平進程。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新華社

聯合國大會日前以大比數通過巴勒斯坦

成為聯國觀察員國地位決議，對力求獨立

建國的巴人意義重大。其一，表決象徵聯

合國間接承認巴勒斯坦立國，大幅提振巴

人士氣；其二，表決反映巴人獲大量聯合

國成員國支持，有助成為將來與以色列談

判時的政治籌碼。縱使巴距離真正成國尚

有漫漫長路，此番「入聯」也可說是巴人

向前邁進一大步。

表決結果值得深思，美國和以色列投反

對票是意料中事，但總計只有9票反對的事

實，難免令兩國立場顯得尷尬。以國曾希

望西歐國家提出反對，但結果英德等國寧

投棄權票，法國更力撐巴人自治政府主席

阿巴斯，令以國大失預算。

以色列上月展開「防衛之柱」軍事行

動，瘋狂空襲加沙，反而促使巴人團結。

巴人激進組織哈馬斯去年曾反對阿巴斯申

請「入聯」，今年亦轉 支持，令巴人內部

分裂似乎展現曙光。

然而，巴人立國路的核心問題其實仍未解決，前路仍

是荊棘滿途。成為非會員觀察國後，巴人若要尋求成為

正式會員國，必須通過由15國組成的安理會表決，當中

常任理事國美國已表明會動用否決權，意味巴勒斯坦實

際入聯機會渺茫；若要立國，則仍有耶路撒冷地位問

題、猶太人定居地、巴人難民以及劃界分歧等問

題有待解決。

另一邊廂，今次聯合國決議亦促使美國總統奧

巴馬必須短期內決定，是否將以巴和解列作第二

任期的重點政策。從巴人真正立國的層面來說，

奧巴馬的一絲念頭，很可能較這天138張贊成票

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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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升格為聯合國觀察員國，意味將合資格申請
成為國際刑事法院(ICC)成員，為要求ICC介入及調查以
巴衝突中侵犯人權罪行開綠燈。巴人早前曾威脅，一旦
已故領導人阿拉法特被證明是遭到毒殺，將入稟ICC控
告以色列。專家指，巴人一直視ICC為對抗以色列的

「法律或外交起義」。
ICC於2002年7月1日成立，總部設在荷蘭海牙，主要

審理種族滅絕罪、戰爭罪和侵犯人權等嚴重國際罪案，
但只能追究個人的刑事責任。ICC裁決的國際地位舉足
輕重，去年裁定利比亞前領導人卡扎菲罪成，為反對派
爭取國際支援，最終促使卡扎菲政權倒台。

ICC或重查以國戰爭罪行
巴勒斯坦2009年要求ICC調查以軍在2008年12月至2009

年1月間，轟炸加沙地帶的「鑄鉛行動」中有否犯下戰爭
罪行，但去年遭駁回，原因是巴方僅屬聯合國「觀察員
實體」，並不符合資格。新任ICC檢控官本蘇達今年9月
表示，若聯大承認巴勒斯坦的地位，ICC或重新審視巴
方調查要求。

巴勒斯坦外長馬利基表示，只要以色列不犯下戰爭罪
行、建設定居地和違反國際法，巴方無意訴諸國際法
庭，但警告若以國繼續採取侵略性策略，巴人將別無他
法，尋求ICC的幫助。 ■法新社/路透社

倘躋國際刑事法院

訟戰攻以色列

巴勒斯坦兩大核心人物
已故領導人阿拉法特

－1948年第一次中東戰爭，19歲的阿拉法特
開始投身對抗以色列鬥爭。

－1956年創辦地下恐怖組織「法塔赫」，1967
年成為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領袖。

－巴勒斯坦1996年舉行史上首次大選，阿拉
法特當選自治政府主席，但2001年底起遭
以軍軟禁。

－2004年在法國逝世，終年75歲。死因委員會今年7月表示阿
拉法特是中毒身亡，促使各界上月開棺驗屍。

現任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
－1935年出生，曾協助阿拉法特創建法塔
赫。

－阿拉法特去世後，阿巴斯當選巴解執委會
主席，2006年獲法塔赫任命為領導人，
2008年獲巴解委任為未來巴勒斯坦國總
統。

－普遍被認為是溫和派領導人，主張以談判而非暴力手段解
決爭取巴人立國，獲國際社會支持。

■英國廣播公司/美國廣播公司

巴勒斯坦位於地中海東岸，扼歐、
亞、非三大洲交通要道，戰略地位重
要。當地猶太人大部分在古代已流散
世界各地，近代史上人口組成主要為
阿拉伯人。不過，「猶太復國運動」
自19世紀末策動猶太人「回歸」巴勒
斯坦，引發流血衝突。

巴勒斯坦地區在1947年被聯合國
強行劃分前，總面積為2.7萬平方公
里。當年的聯合國決議規定英國

1948年結束托管後，建立猶太國、
阿拉伯國及國際共管的耶路撒冷。
其中，阿拉伯領土面積為1.15萬平方
公里。

以色列1948年5月建國後翌日，與
阿拉伯國家發生第一次中東戰爭。
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巴勒斯坦
地區被以方佔領，逾100萬巴人被趕
出家園。2007年6月，哈馬斯派別武
裝奪取加沙地帶控制權，與約旦河

西岸的法塔赫政府(巴解)對峙。兩派
及其他派別去年5月和解，結束長達
4年的分裂。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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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員國」暗示主權獨立
巴勒斯坦此前在聯合國地位屬於「觀

察員實體」(observer entity)，不被視為主
權國家，但今次獲升格為「觀察員國」
(observer state)後，即意味 巴勒斯坦已
被聯合國大會視為主權國家(sovereign
state)，地位與同屬觀察員國的梵蒂岡一
樣。巴勒斯坦今後在聯合國會議上話語
權將提升，但仍然無法投票。

■路透社

40年「入聯」路
1974年11月：以「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名義開始成為聯合國觀察員實體。
1988年：以新名「巴勒斯坦」代替。
1997年12月︰阿拉伯國家向聯大提出決議草案，要求將巴勒斯坦提升為

僅次正式會員國的無投票權會員。
1998年7月︰聯大數票通過決議，雖沒完全達到決議草案的要求，但巴勒

斯坦在聯合國的地位得到提升。
2011年9月︰巴勒斯坦向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遞交申請，尋求成為聯合國

正式會員國，但因美國和以色列反對，未獲安理會支持。
2011年10月31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大會投票通過巴勒斯坦

以成員國身份加入。
2012年11月29日︰聯大以大比數通過給予巴勒斯坦觀察員國地位。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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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國際地位得到突破性提升！

聯合國大會前日以138票贊成、9票反對及

41票棄權大比數通過決議，賦予巴勒斯坦「觀

察員國」資格，變相承認巴勒斯坦為獨立主權

國家，在以巴分治65周年紀念日為巴人建

國立下歷史里程碑。投贊成票的中國

祝賀巴勒斯坦「入聯」，反映巴人

恢復民族合法權利獲國際社會

更廣泛支持。投反對票的

美國及以色列則警告，

此舉只會阻礙以巴

和平進程。

近年成功立國案例
東帝汶

帝汶島曾為葡萄牙及荷蘭殖民
地，葡萄牙於1975年撤出東帝
汶，後者宣布獨立，但未幾即被
印尼強行入侵。1991年印尼軍隊
在一個紀念活動中殺害250名東帝
汶人，令東帝汶獨立運動獲國際
關注，最終印尼在國際壓力下容
許東帝汶舉行獨立公投，東帝汶
於2002年5月20日正式獨立。

南蘇丹
蘇丹南部於1962、1972和1983

年先後多次與北部政府爆發內
戰，2005年南北簽訂《全面和平
協議》，並於去年1月舉行獨立公
投。南蘇丹結果於去年7月9日正
式獨立。

科索沃
科索沃於1389年至1912年一直

受奧斯曼帝國統治，1999年被聯
合國接管，2008年2月17日正式
脫離塞爾維亞獨立。

■綜合報道

■聯合國大會表決時，當地已屆深夜，但拉姆安拉大批群眾

仍聚集阿拉法特廣場，通過大銀幕觀看聯大直播。圖為阿巴

斯在大會發言。 法新社

■巴勒斯坦

與以色列衝

突不斷。圖

為一名巴人

向以國推土

機擲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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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男童揮動巴勒

斯坦旗幟。 路透社

■一名男童揮動巴勒

斯坦旗幟。 路透社

■一名男童揮動巴勒

斯坦旗幟。 路透社

■一名男童揮動巴勒

斯坦旗幟。 路透社

■一名男童揮動巴勒

斯坦旗幟。 路透社

■一名男童揮動巴勒

斯坦旗幟。 路透社
■一名男童揮動巴勒

斯坦旗幟。 路透社

■一名男童揮動巴勒

斯坦旗幟。 路透社

■一名男童揮動巴勒

斯坦旗幟。 路透社

■一名男童揮動巴勒

斯坦旗幟。 路透社

■一名男童揮動巴勒

斯坦旗幟。 路透社

■一名男童揮動巴勒

斯坦旗幟。 路透社

■一名男童揮動巴勒

斯坦旗幟。 路透社

■一名男童揮動巴勒

斯坦旗幟。 路透社

■一名男童揮動巴勒

斯坦旗幟。 路透社
■一名男童揮動巴勒

斯坦旗幟。 路透社

■一名男童揮動巴勒

斯坦旗幟。 路透社

■一名男童揮動巴勒

斯坦旗幟。 路透社

■一名男童揮動巴勒

斯坦旗幟。 路透社

■一名男童揮動巴勒

斯坦旗幟。 路透社

■一名男童揮動巴勒

斯坦旗幟。 路透社

■一名男童揮動巴勒

斯坦旗幟。 路透社

■一名男童揮動巴勒

斯坦旗幟。 路透社

■一名男童揮動巴勒

斯坦旗幟。 路透社

■一名男童揮動巴勒

斯坦旗幟。 路透社

■西岸的巴勒斯坦人

瘋狂慶祝。 法新社

■獲悉「入聯」後，巴

人激動吶喊。 路透社

成國變相

主要國家表決取態（部分）
贊成（138）： 法國、意大利、西班牙、中國、俄羅斯

反對（9）： 美國、以色列、加拿大、捷克

棄權（41）： 英國、德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