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下08 2021年6月15日 星期二
责编 徐斌 美编 吴燕妮

新闻热线：0532-87139933 87139920 广告热线：0532-87139926  网站：青岛西海岸新闻网 www.xihaiannews.com

今日天气：多云 18℃～24℃ 东北风5～6级转3～4级 明日天气：多云转小雨 20℃～26℃ 东南风3～4级
微
信

微
博

贝内特宣誓就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2年的总理生涯宣告结束

贝内特：从“密友”到“终结者”
　　以色列议会13日批准新一届政府
组建方案，统一右翼联盟领导人纳夫
塔利·贝内特当晚宣誓就任总理。右
翼政党利库德集团领导人内塔尼亚胡
连续12年的总理生涯宣告结束。
　　贝内特曾被称为内塔尼亚胡的“密
友”和“门徒”，最终却成了他长期执政
的“终结者”。尽管贝内特登上了以色
列总理宝座，但他的政府也存在隐忧。

创业成功跻身政界

　　贝内特1972年出生在以色列海
法，父母是1967年移民至以色列的美
国犹太人。贝内特幼年时期跟随从事
房地产生意的父亲，在旧金山、蒙特利
尔等多个北美城市生活，10岁重返以
色列。1990年，贝内特入伍，担任以色
列国防军突击队员，6年后退役。此
后，他曾作为预备役成员多次参加以
军军事行动，至今保留少校军衔。退
伍后，贝内特前往耶路撒冷希伯来大
学深造，获得法学学士学位。
　　1999年，27岁的贝内特与几个朋友
创立了一家科技公司，研发防止网络欺
诈信息的安全软件等。他本人担任公
司首席执行官。2005年，这家公司被以
1.45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一家美国老牌
网络安全公司。以色列媒体说，这笔交
易让贝内特“跻身亿万富豪俱乐部”。
　　进入21世纪后，贝内特逐步开始从
企业家向政坛新秀的转型。他进入政
界之初曾与内塔尼亚胡保持良好关系，
媒体称其为内塔尼亚胡的“密友”与“门
徒”。2006年，贝内特在内塔尼亚胡领
导的反对派中担任幕僚长，2007年主持

利库德集团选举相关事务。

“密友”变身“终结者”

  不过，内塔尼亚胡与贝内特亦师
亦友的关系未能保持下去。在过去十
几年里，双方因政见不同渐行渐远，直
至此次贝内特成为内塔尼亚胡总理生
涯的“终结者”。
　　媒体认为，两人关系不睦早有端
倪。2009年，贝内特不满内塔尼亚胡放
缓犹太人定居点建设，两人曾产生激烈
冲突。2012年，贝内特脱离利库德集
团，加入极右翼政党犹太人家园党并当
选党主席。在2013年大选中，犹太人家
园党获得议会120个议席中的12席，成

功进入联合政府，这也让贝内特成为媒
体眼中的政坛新星。
　　2018年12月，贝内特成立新右翼党，
该党后与犹太人家园党合并为统一右翼
联盟。在今年3月的议会选举中，统一右
翼联盟获得7个议席。由于以利库德集
团为首的内塔尼亚胡阵营和由中左翼
政党“拥有未来”党等组成的反内塔尼
亚胡阵营均未获得足以单独组阁的议
席数，统一右翼联盟的立场变得至关重
要，以色列媒体称之为“造王者”。
　　贝内特曾表示不会加入反内塔尼
亚胡阵营，但最终却“反水”，甚至公开
称中左翼领袖拉皮德为“自己的朋友”。
曾经的“导师”内塔尼亚胡谴责贝内特
为了当权“不择手段”。不过，贝内特的

支持者认为，他并非见风使舵，而是为
了避免让国家再次陷入选举动荡。

立场极右对巴强硬

　　贝内特的政治立场被认为比内塔
尼亚胡还“右”，趋于极右。他从政后
一直主张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并
反对“两国方案”。
　　担任教育部长期间，贝内特曾签
发政令，禁止学校负责人与谴责过以
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军事行动的机构接
触。他还下令修改学校课程安排，增
加在约旦河西岸名胜古迹的校外教学
活动。2020年，贝内特曾要求推进约
旦河西岸土地吞并和定居点建设。
　　分析人士指出，贝内特出任总理
或将使本已复杂的巴以问题笼罩更多
阴霾。有媒体称，贝内特所属的极右
翼势力抬头，无疑是对巴以和谈和巴

勒斯坦独立建国期许的“一记重击”。
　　根据新政府组建方案，负责此次
组阁的拉皮德担任候补总理兼外交部
长，贝内特应在约两年后把总理职位
交给他。拉皮德支持“两国方案”，并
希望减少宗教对以色列的影响。尽管
贝内特最近在巴以问题上的表态有所
软化，但鉴于两人原有立场存在较大
差距，双方能否在这一问题上取得一
致尚待观察。
　　舆论认为，由于新政府组成复杂，
各党派在意识形态和政策取向上差异
较大，贝内特掌权后的一个重要任务
将是如何避免这些差异导致新政府分
崩离析。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6月13日电）

  6月13日，以色列新任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在耶路撒冷参加新一届政府第
一次内阁会议。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会议不少“成果”受到多方质疑和批评

“团结”表象下，七国集团“面和心不齐”
  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3日在英国康沃尔郡闭幕。与会各方在新

冠疫苗捐赠、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经济复苏等方面做出承诺。但会议的不

少“成果”受到多方质疑和批评。

　　分析人士指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疫情等最迫切的全球挑战中没有尽

到应尽的责任，而是借峰会之机盘算各自利益，暴露出这个富国“小圈子”

的内部分歧和矛盾。

承诺遭质疑

  七国集团在公报中承诺将在明年
年底前为全球提供10亿剂新冠疫苗，
以推动尽快结束新冠疫情大流行，同
时合作加强全球卫生应急体系，致力
于把科学研发新疫苗的周期缩短至
100天。
　　国际政要、慈善机构、救援组织等
质疑这一承诺，认为七国集团在疫情
严峻之时大费周章召开线下峰会，商
讨几天的结果却完全不足以解决问
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这
虽然是值得欢迎的正确决定，但西方
国家在全球抗疫领域做出的努力远远
不够。英国前首相布朗表示，七国集
团的疫苗承诺姗姗来迟且力度不够，
不是真正的解决方案，“他们没能通过
(抗疫)第一阶段的考验”。
　　在气候变化议题上，七国集团也做
出雄心勃勃的承诺，包括在2050年前实
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每年为发展中
国家提供大量资金用于气候保护等。
但一些环保组织指出，西方富国在气候
变化问题上负有更多历史责任，即便七
国集团做出上述承诺，仍远远不够。而

它们能否兑现这些承诺更要打个大问
号，因为这些目标意味着七国集团必须
提早淘汰煤电和燃油汽车、停止投资外
国的化石能源开采等，这关乎富国的切
身利益，每前进一步都不易。

心思各不同

　　本次峰会是近两年来七国集团领
导人首次举行面对面会晤。舆论指出，
各方在桌面上期望修补裂痕、竭力展现
团结，桌面下却各怀心思、各有目的。
　　对美国而言，此次峰会的关键词
是“找帮手”。峰会前，美国总统拜登
在《华盛顿邮报》撰文称，他此次欧洲
之行重在“团结欧洲的民主国家”，加
强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竞争。分析
人士指出，今年1月上台的拜登希望利

用此次峰会宣示美国作为西方国家
“盟主”的回归，把七国集团变成同中
俄进行战略竞争和对抗的帮手。
　　对东道主英国而言，此次峰会的
关键词是“秀实力”。英国智库海外发
展研究所本月初发布报告指出，自陷
入“脱欧”泥潭以来，英国政府几乎没
有机会和场合展示其全球领导力。英
国首相约翰逊希望今年借主持七国集
团峰会和在格拉斯哥举行联合国气候
变化大会之机，提升“脱欧”后“全球化
英国”的影响力。

“团结”是表象

　　今年以来，七国集团不断释放针
对中俄的信息，与会各方花费大量时
间讨论涉中俄的问题，但分析人士指

出，欧洲国家对美国的担心依然存在，
一些国家不愿追随美国搞大国竞争。
　　英国知名学者、剑桥大学高级研
究员马丁·雅克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
者采访时也指出，美国企图与西方盟
友“抱团”遏制中国崛起，但实际上，对
中国态度不同正是七国集团内部最典
型的分歧之一。部分欧洲国家不愿追
随美国把问题都归咎于中国，“它们对
遏制中国没兴趣”。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就表示，
七国集团不是与中国敌对的“俱乐部”，
西方国家在全球性问题上应与中国
合作。
　　此外，在防务安全、阿富汗问题、
天然气管道、气候变化、科技巨头企业
的监管等诸多领域，欧洲与美国都有
不同见解。“如果你厘清这些问题，就
很容易看穿，七国集团内部分歧非常
尖锐，”雅克说，“团结只是表象。”
　　多国专家已指出，作为旧时代的
产物，七国集团的“小圈子”已不合时
宜。只有摒弃冷战思维，寻求更广泛
的全球合作，才能解决诸如结束新冠
疫情、应对气候变化、推进经济复苏等
全球性重大问题。
（据新华社英国法尔茅斯6月13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