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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历经埃塞俄比亚、 埃及与苏丹三国持续十多年的外交博

弈， 复兴大坝在纷争中逐渐完工， 域外国家以色列的积极介入对复兴大

坝落成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 以色列介入复兴大坝争端， 既有正当性

与可行性， 也面临多重风险。 本文从地缘政治视角出发， 以以色列介入

复兴大坝争端为切入口， 分析以色列争夺尼罗河水资源的历史， 以及在

复兴大坝争端中支持埃塞俄比亚的基本立场， 进一步论述其为建造复兴

大坝提供的政治、 技术和军事支持。 在此基础上， 揭示以色列的主要动

机： 制衡埃及， 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目标； 打破政治孤立， 增强在东北非

地区的影响力； 开拓非洲市场， 应对阿拉伯国家的抵制。 最后， 本文评

估了以色列介入复兴大坝争端的影响， 即埃塞俄比亚得到以色列充分的

政治和外交支撑后， 复兴大坝最终可能按计划投入运营， 但地区冲突也

可能因此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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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 尼罗河上下游国家围绕水资源的竞争逐渐加剧， 矛

盾也日益突出， 尤其是埃塞俄比亚于 ２０１１ 年宣布修建复兴大坝后， 埃及、 埃塞

俄比亚和苏丹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 由此导致复兴大坝危机。 埃及、 埃塞俄

比亚和苏丹围绕复兴大坝的三方谈判持续了十多年， 但各方之间的分歧始终未能

得到有效解决。 凭借殖民时期英国赋予的水资源分配特权， 埃及基本上垄断了尼

罗河水资源， 坚决不允许本国尼罗河水资源份额有任何减少， 甚至以武力威胁迫

使埃塞俄比亚停建复兴大坝。 因国内局势动乱以及境内存在其他替补水源， 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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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过多考虑谈判的底线问题， 而是追求利益最大化。 埃塞俄比亚牵头向埃及的

水权发起挑战， 要求秉承平等共享原则， 重新分配尼罗河水资源， 意在以复兴大

坝为砝码， 改变地区权力格局。 对此， 学界已从双边和三边博弈的角度， 深入分

析复兴大坝争端国之间的博弈格局。① 然而， 仅从争端国角度来看复兴大坝危机

并不全面， 域外大国的介入也不容忽视， 尤其是西方国家和海湾国家均把复兴大

坝作为博弈筹码。 其中， 以色列在复兴大坝争端中扮演着积极角色， 助推埃塞俄

比亚逆转了相对弱势的水权地位。 因此， 研究以色列的尼罗河水资源战略， 分析

以色列介入复兴大坝争端的措施、 动机和影响， 有助于理解复兴大坝争端的复杂

性， 并为评估复兴大坝争端的未来走向提供有益启示。

以色列引进尼罗河水资源的历史探索

以色列境内水资源严重匮乏， 要想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 只能引入外部水

源， 尤其是尼罗河水。② 自 １９４８ 年以色列建国开始， 犹太复国主义者就将目光

转向尼罗河， 他们不断探寻引进尼罗河水资源的方法， 为以色列争取尽可能多的

水资源， 这是以色列介入复兴大坝争端的历史根源。
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使以色列的水资源匮乏问题愈发严重。 自然因素造成蒸

发量大、 时空分布不均等， 加剧了以色列水资源匮乏问题。 人为因素导致水浪

费、 水污染、 地下水位下降、 水资源盐化等， 使以色列水资源匮乏问题更为严

重。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以来， 从苏联及南欧国家移民到以色列的犹太人越来越

多， 人口不断增长， 用水量持续增加， 人均用水量增幅大， 是阿拉伯国家的 ５
倍，③ 加上境内水资源的过度使用， 加剧了水资源匮乏问题。 《以色列 ２０２０ 年报

告》 指出， 人口困境对该国资源储备构成极大威胁， 尤其是水资源面临巨大压

力。 例如， 人口增长使人均可再生饮用水量急剧下降， 从 １９５５ 年的 １２２９ 立方米

减少到 １９９１ 年的 ４６１ 立方米， 预计到 ２０２５ 年还会降到 ２６４ 立方米。 以色列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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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用水量为 １７ 亿—１８ 亿立方米， 但实际用水量达到 ２０ 亿立方米左右， 因此每

年累积缺水量约为 ３ 亿立方米。① 水资源匮乏问题促使以色列想方设法争夺中东

水资源， 例如以色列计划通过增强与相关国家的关系来获取 １％—２％ 的尼罗河

水资源。②

自犹太复国主义者极力追求建国开始， 他们就意识到水资源对召集犹太人回

归的重要性。 以色列首任总理本·古里安 （Ｂｅｎ － Ｇｕｒｉｏｎ） 表示， “犹太人参与阿

拉伯人的水资源战争， 战争成败将决定以色列的命运。”③ 以色列前总统西蒙·
佩雷斯 （Ｓｈｉｍｏｎ Ｐｅｒｅｓ） 表示最好的水源在境外， 并指出把水从充足地区输送至

匮乏地区最好的方案是建造国际输水管道， 他认为建造土耳其输水管道或许需要

１０—２０ 年， 而建造尼罗河输水管道则更快且更有效。④ 以色列提比利亚湖管理局

局长泽基·奥滕伯格 （Ｚｅｋｉ Ｏｔｅｎｂｅｒｇ） 明确宣称： “如果以色列水资源匮乏问题

变得严重， 并且不能用和平方式解决， 那么只能发动战争， 水就像血， 没有它就

无法生存。”⑤由此可见， 以色列探索引进尼罗河水资源并非全是当下的产物， 而

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犹太复国主义者不仅意识到尼罗河水资源的重要性， 还制定了多项实施方

案。 第一， 赫茨尔项目。 该项目由犹太复国主义创始人西奥多 · 赫茨尔

（Ｔｈｅｏｄｏｒ Ｈｅｒｚｌ） 提出， 他在写给英国克罗默勋爵的信中明确表示， 以色列需要

尼罗河水资源， 希望得到埃及多余的尼罗河水资源， 并提出租赁西奈半岛 ９９ 年

的要求， 但是遭到英国和埃及拒绝。⑥第二， 以利沙卡利项目。 该项目计划通过

苏伊士运河输水管道向加沙和内盖夫输送 １％的尼罗河水。⑦ 第三， 尤尔里项目。
以色列水务局前副局长肖尔·奥洛索夫 （Ｓｈａｕｌ Ａｒｌｏｓｏｒｏｆｆ） 向埃及前总统安瓦尔·
萨达特 （Ａｎｗａｒ Ｓａｄａｔ） 提出， 在苏伊士运河建造 ３ 个水下管道， 把 １０ 亿立方米

的尼罗河水输送至西奈半岛的泵水点。 以色列还打算在内盖夫建造水库， 储存备

用水， 以防埃及停止输送。⑧ 第四， 和平运河项目。 １９７９ 年， 由于难以承受以

色列施加的外部压力， 埃及总统萨达特对以色列倡议作出回应， 他表示将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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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运河把尼罗河水输送到内盖夫沙漠， 并承诺把运河开到耶路撒冷。① 然而，
由于地区形势变化和国内民众反对， 该项目没有得到执行。

在规划国家版图时，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们就把水资源视作对外扩张

的地缘政治因素。 同时， 尼罗河水资源与犹太复国主义相联系又具有理论性和战

略性， 因此以色列获取尼罗水资源的想法非常强烈。 然而， 从具体实践来看， 以

色列引进尼罗河水资源的努力均告失败， 因此决定转变策略。

以色列介入复兴大坝争端的立场与措施

在直接获取尼罗河水资源的努力失败后， 以色列转而实行围堵战略， 即利用

上游国家封锁下游国家， 以控制尼罗河水资源的流向和分配， 削弱埃及的地区影

响力， 而支持埃塞俄比亚建造复兴大坝是该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以色列关于复兴大坝的立场

复兴大坝的建设引发埃塞俄比亚、 埃及和苏丹之间的长期博弈， 虽历经十多

年谈判， 各方仍未能达成协议。 复兴大坝是埃塞俄比亚政府促进团结、 实现发展

的重要工程； 埃及坚决捍卫历史权利， 不容尼罗河水资源份额有任何减少； 苏丹

则因境内还存在替补水源， 对建造复兴大坝的态度较为缓和。 然而， 在埃塞俄比

亚单方面第二次蓄水后， 苏丹与埃及选择联手反对建造复兴大坝， 并且推动复兴

大坝争端国际化。 对此， 埃塞俄比亚的谈判态度强硬， 不愿就水资源分配的核心

利益进行妥协， 坚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 拒绝非盟之外的调解方， 也不接

受埃及和苏丹关于组建国际四方委员会的提议。 事实上， 三方谈判的关键在于复

兴大坝的蓄水时间和运营管理问题， 但因涉及各国核心利益， 各方始终无法达成

一致。
复兴大坝谈判进程艰难曲折， 其中不乏外部势力干涉。 以色列自始至终支持

埃塞俄比亚建造复兴大坝， 试图以此实现引进尼罗河水资源的旧梦， 动摇埃及区

域大国的地位。 埃及国会议员穆斯塔法·巴克里 （Ｍｕｓｔａｆａ Ｂａｋｒｉ） 认为， 复兴大

坝危机具有政治性， 其背后是以色列想把尼罗河水资源输送至境内。② 埃及前总

统穆巴拉克的秘书埃尔·费基 （Ｅｌ － Ｆｅｋｉ） 表示， 以色列对复兴大坝问题产生了

影响， 因为它一直梦想成为尼罗河下游国家。 以色列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阿林·菲

舍尔·伊兰 （Ａｌｌｙｎ Ｆｉｓｈｅｒ － Ｉｌａｎ） 则强调： “我们的立场很明确， 埃及和苏丹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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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停止对埃塞俄比亚的政治霸凌， 埃及不能一直重复自然权利和历史权利这句

话。”① 以色列 《国土报》 （Ｈａａｒｅｔｚ） 的军事分析家阿莫斯·哈勒尔 （Ａｍｏｓ Ｈａｒｒｅｌｌ）
表示， “以色列在埃塞俄比亚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并且在复兴大坝问题上

发挥着很大作用。”② 由此可见， 支持建造复兴大坝与以色列的国家利益息息

相关。

（二） 以色列对埃塞俄比亚建造复兴大坝的多方面支持

自复兴大坝强行开工建设以来， 埃塞俄比亚与尼罗河下游国家的关系逐渐紧

张， 而其强硬姿态与以色列提供的政治、 技术与军事支持有着重要联系。
１. 政治支持： 助推尼罗河水资源冲突国际化

以色列主要从两个方面为埃塞俄比亚提供政治支持。 一方面， 鼓动上游国家

提出重新分配尼罗河水资源的要求， 为埃塞俄比亚争取水权铺平道路。 ２０１０ 年，
以色列前驻埃及大使兹维·马泽尔 （Ｚｖｉ Ｍａｚｅｌ） 准备的一份秘密文件泄露， 该文

件揭露了以色列如何推动尼罗河水资源冲突国际化， 包括向上游国家说明水资源

分配机制不公平等内容。③ ２０１６ 年，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Ｎｅｔａｎｙａｈｕ） 访问肯尼亚、 埃塞俄比亚、 乌干达和卢旺达， 意在增加以色列对尼

罗河上游国家的影响力， 支持上游国家一致对抗埃及， 并指控埃及不顾上游国家

的诉求， 占用最大份额的尼罗河水资源。④ 《以色列时报》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
称， 埃及的水霸权政策严重损害了埃塞俄比亚的利益， 使水资源丰富的埃塞俄比

亚饱受约束性协议束缚， 不仅无法完全满足境内九千万公民的饮用水需求， 还长

期遭受干旱和饥饿。 此外， 以色列要求以观察员身份加入非盟引发极大争议， 也

表明其意在增加在非洲大陆的影响力。⑤

另一方面， 高级官员互访为水资源合作奠定政治基础。 ２０１６ 年， 以色列总

理内塔尼亚胡对亚的斯亚贝巴进行了历史性访问， 此次访问被认为是以色列公

开干预尼罗河水资源争端的开始。 访问期间， 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将帮助埃塞

俄比亚增加尼罗河水资源份额， 并支持其农业部门的发展。 同年， 埃塞俄比亚

前总理海尔马里亚姆·德萨莱尼 （Ｈａｉｌｅｍａｒｉａｍ Ｄｅｓａｌｅｇｎ） 访问以色列， 双方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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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ｈｔｔｐｓ： ／ ／ ｔｉｎｙｕｒｌ. ｃｏｍ ／
２ｓ４３ｄｆ２ｅ，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１６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ｂｃ.
ｃｏｍ ／ ａｒａｂｉｃ ／ 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ｓｓ － ５７８６３３７.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１６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ｌｂａｗａｂｈｎｅｗｓ. ｃｏｍ／
４１４７０５，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１６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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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发展议题签署多项合作协议。① 以色列前驻埃及大使兹维·马泽尔认为，
“埃及不应该把尼罗河视为其私有财产， 必须接受复兴大坝的存在， 埃塞俄比亚

应努力与埃及达成谅解， 以维护在尼罗河水资源分配中的权利。”②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埃及外交部长萨迈赫·哈桑·舒凯里 （Ｓａｍｅｈ Ｈａｓｓａｎ Ｓｈｏｕｋｒｙ） 访问特拉维夫，
要求以色列担任调解人， 以防止发生战争。③ 上述事实说明， 埃及不得不承认以

色列在非洲之角的影响力以及在复兴大坝争端中的角色。
２. 技术支持： 助力复兴大坝的建造与谈判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复兴大坝首次蓄水后， 内塔尼亚胡在访问亚的斯亚贝巴时表示，
“我们将在技术上支持埃塞俄比亚建造复兴大坝， 并从中受益。”④以色列为埃塞

俄比亚建造复兴大坝提供了两类技术支持。
一类是硬技术， 即复兴大坝建设和运营所需的专业技术。 在复兴大坝建设过

程中， 索莱尔博奈建筑公司 （Ｓｏｌｅｌ Ｂｏｎｅｈ） 等以色列企业积极参与。⑤ 以色列专

家也为埃塞俄比亚建造复兴大坝出谋划策， 例如以色列水利专家在埃塞俄比亚水

电部工作， 为埃塞俄比亚团队提供专业支持。⑥苏丹水利电力部前第一副部长海

德尔·优素福 （Ｈａｉｄａｒ Ｙｏｕｓｕｆ） 透露， 以色列在埃塞俄比亚水电部拥有一整层办

公室， 并在特拉维夫为埃塞俄比亚培训了 ５００ 名灌溉工程师。⑦另外， 以色列还

与埃塞俄比亚、 南苏丹签署了两份关于复兴大坝电力分配的协议， 并建造了通向

肯尼亚和南苏丹的输电线。⑧

另一类是软技术， 即以色列为埃塞俄比亚制定复兴大坝谈判策略。 多年以

来， 以色列为埃塞俄比亚提供了关于谈判策略和技巧的建议与指导。 阿尔农·索

弗 （Ａｒｎｏｎ Ｓｏｆｅｒ） 等以色列专家学者参与了埃塞俄比亚谈判战略的制定工作。⑨

此外， 在复兴大坝谈判过程中， 埃塞俄比亚对埃及使用的谈判机制是由以色列外交

部谈判小组制定， 该小组成员包括以色列前外交部长肖尔·莫法兹 （Ｓｈｌｏｍｏ Ｍｏ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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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ｈｔｔｐｓ： ／ ／
ｔｉｎｙｕｒｌ. ｃｏｍ ／ ３ｙｆｒａｋ９ｎ，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２０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２３.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ｓ： ／ ／
ｂｉｔ. ｌｙ ／ ３ｔＶｎＵｉ９，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２０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 ｎｅｔ ／
ａｒ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５０１０，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２０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ｅｌｂａｌａｄ.
ｎｅｗｓ ／ ４１６２６６５，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２２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ａｔｔａｎ. ｎｅｔ ／ ａｒ ／ ｎｅｗｓ ／ ３５４９１，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２２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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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ｏｓｅｆ） 和情报机构前特工大卫·金奇 （Ｄａｖｉｄ Ｋｉｍｃｈｅ）。
３. 军事支持： 保护复兴大坝免遭袭击

在复兴大坝争端中， 以色列的军事支持主要是保护复兴大坝， 防止埃及破

坏。 ２０１４ 年， 一个由 ５０ 名以色列军官组成的军事代表团访问埃塞俄比亚， 目的

是保护复兴大坝。① ２０１９ 年， 以色列情报网站透露， 考虑到复兴大坝可能会遭到

袭击， 以色列正致力于帮助埃塞俄比亚加固并保护大坝。 ３ 家以色列军工企业为

复兴大坝安装了先进的防空系统， 该系统是世界上唯一可以同时发射两种不同型

号导弹的防空系统； 以色列拉斐尔国防工业公司 （ Ｒａｆａｅｌ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Ｌｔｄ） 向埃塞俄比亚提供了贝特·阿尔法 （ Ｂｅｉｔ Ａｌｆａ） 系统和德比

（Ｄｅｒｂｙ） 系统， 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导弹部门则提供了携带防御系统的特殊

卡车。② 此外， 以色列还向埃塞俄比亚出售军事装备并为其训练军队， 以色列顾

问则就安全问题给出有利于以色列利益的解决方案。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埃塞俄比亚

国家情报和安全局宣布， 埃塞俄比亚与以色列签署了一项安全合作协议， 旨在打

击恐怖主义。③

长期以来， 埃塞俄比亚经济发展落后、 技术手段匮乏， 仅凭一己之力无法完

成复兴大坝建设， 而以色列提供的政治、 技术和军事支持起到关键作用， 使复兴

大坝落成并投产成为既定事实。 复兴大坝扭转了尼罗河水资源开发的倒挂局面，
即 “下游国家说了算、 上游国家靠边站”， 也显示出地区权力格局的转变态势，
即埃及的地区影响力下降， 埃塞俄比亚影响力上升。

以色列介入复兴大坝争端的理由与动机

复兴大坝不仅关乎尼罗河水资源分配， 还影响地区政治格局重构。 以色列

介入复兴大坝争端， 既有它认为的充分理由， 也面临多重风险。 作为域外国

家， 以色列支持埃塞俄比亚建造复兴大坝的主要意图是突破阿拉伯国家封锁，
实现和维护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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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ａｉｌｙ
ｍｏｔｉｏｎ. ｃｏｍ ／ ｖｉｄｅｏ ／ ｘ５ｎｆ１ｆ８，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２５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ｔｉｎｙｕｒｌ. ｃｏｍ／
ｖｖｆｚｙｈｓ７，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２５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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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色列介入复兴大坝争端的理由与风险

以色列认为自己虽然并非尼罗河流域国家， 但是以助力非洲、 分享技术、 改

善民生为基础， 也具备充分且正当的理由介入复兴大坝争端。
第一， 支持复兴大坝建设有助于埃塞俄比亚改善民生。 复兴大坝对埃塞俄比

亚意义重大， 它既可以提供清洁电力， 还可以改善灌溉条件， 从而提高农业生产

力， 惠及广大群众。 埃塞俄比亚人民也十分重视复兴大坝， 把它视为走向现代

化、 实现发展和减少贫困的标志。① 第二， 支持复兴大坝建设有助于促进区域和

平。 以色列介入复兴大坝争端能够增强尼罗河水资源利用的合理性， 管控水资源

争端可能导致的区域动荡， 维护尼罗河流域的和平与稳定， 这也符合地区各国的

共同利益。 第三， 体现以色列负责任的国际形象。 以色列向埃塞俄比亚提供各项

支持， 能够展现其负责任和守望相助的对外形象， 提升国际声誉。 第四， 加强同

埃塞俄比亚的友好合作关系。 复兴大坝是两国利益的契合点， 对发展双边关系意

义重大。
以色列支持埃塞俄比亚修建复兴大坝具有可行性。 技术方面， 自建国起以色

列便开拓水源、 兴修水利、 发展高科技农业， 其节水技术已普遍应用于世界各

地。② 在天然水资源短缺的情况下， 以色列用法律手段合理利用水资源， 通过科

技优势发展海水淡化与利用等再生水资源产业， 摆脱了缺水困境。③ 由于以色列

在水资源管理、 水电工程和灌溉技术方面处于领先水平， 其完全有能力为复兴大

坝建设提供技术支持。 资金方面， 以色列属于发达国家， 是世界农业、 工业、 科

技和军事强国。④ 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 以色列能为复兴大坝建设提供一定的资

金支持， 也可以动员国际组织和西方发达国家提供融资支持。 政治方面， 以色列

与埃塞俄比亚关系发展潜力较大， 只要两国处理妥当， 以色列参与复兴大坝建设

的政治阻力不大。 外交方面， 借助水资源外交， 以色列可以劝说下游国家接受其

参与复兴大坝的建设工作， 减少外交阻力。
但是， 以色列介入复兴大坝争端也面临多重风险。 第一， 技术风险。 复兴大

坝作为世界最大水坝之一， 建设难度极高， 在设计、 施工和运营上都面临巨大挑

·８０１·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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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倩红： 《以色列的水资源问题》， 《西亚非洲》 １９９８ 年第 ５ 期， 第 ４８ 页。
秦同春： 《以色列依靠科技创新走出缺水困境的经验》，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第 １７９ 页。
黄锦民： 《以色列经济发展奇迹探秘》， 《生产力研究》 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 第 １０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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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以色列虽然在水资源管理方面具有优势， 但它能否完全掌握如此复杂的工程

技术， 能否保证大坝平稳运行， 仍存在不确定性。 第二， 财务风险。 复兴大坝预

计造价超过 ４０ 亿美元， 资金需求巨大。 考虑到项目周期长达 １０ 年， 能否获得持

续、 充足的资金支持尚存疑问。 即使以色列经济实力雄厚， 也需要谨慎评估自身

财力能否为复兴大坝工程持续提供资金保障。 第三， 政治风险。 复兴大坝的运营

需要尼罗河流域国家高度的政治支持。 鉴于地区局势复杂多变， 流域国家的国内

政治局势以及流域国家间关系有可能随时发生变化， 都会给复兴大坝项目的建设

与运营带来不确定性。 尼罗河流域国家内部及国家间暴力冲突一直困扰着该地

区， 尤其是导致非洲之角持续动荡。 １９５５—２０１９ 年， 尼罗河流域共发生 １３ 场内

战， 导致超过 ６５０ 万人死亡；① 苏丹多次发生军事政变， 国家转型不确定性大；
埃塞俄比亚境内族群冲突严峻； 苏丹与埃及、 埃塞俄比亚的边境纠纷不断升级。
第四， 外交风险。 埃及、 苏丹等下游国家可能担心利益受损， 反对以色列介入，
导致外交争执， 再次加剧阿以对抗。 第五， 安全风险。 水资源问题若处理不当，
可能会加剧地区冲突， 甚至爆发战争， 从而危及以色列国家安全。

（二） 以色列介入复兴大坝争端的主要动机

以色列作为域外国家， 出于维护国家安全、 打破外交孤立以及开拓非洲市场

的现实考量， 主动介入复兴大坝争端， 全力支持埃塞俄比亚， 试图实现自身战略

目标。
１. 政治动机： 打破孤立， 提升在东北非地区的影响力

第三次中东战争后， 由于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实行不和解、 不谈判、 不承认

的 “三不原则”， 以色列陷入严重外交孤立。 为了打破阿拉伯国家的封锁， 争夺

非洲市场与资源， 以色列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后期开始加强与非洲国家的联系， 并

于 ６０ 年代和 ７０ 年代达到顶峰。② 复兴大坝引发的尼罗河水权争议， 加剧了相关

国家在水资源问题上的分歧， 也为以色列提供了一个良好机会。 以色列试图作为

埃及、 埃塞俄比亚和苏丹三方的调解人进行干预， 此举一方面有利于以色列打破

自身面临的外交孤立局面， 另一方面有利于以色列提升在非洲的影响力。
首先， 增进地区国家对以色列的认可。 ２０１８ 年， 据媒体透露， 埃及正式请

求以色列帮助解决复兴大坝危机， 并表示如果以色列能够干预成功， 埃及将支持

·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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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李湖： 《以色列在非洲的政策及其与非洲国家关系的发展演变》， 《国际政治研究》 １９９４
年第 １ 期， 第 ２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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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ｕｍｐ） 提出的中东和平计划。① 此外， 在美

国斡旋下， 以色列与苏丹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 以色列在非洲阿拉伯国家中再获

战略立足点。 其次， 以埃塞俄比亚为中心， 辐射周边非洲国家。 埃塞俄比亚作为

非洲之角的重要国家， 近年来是非洲乃至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以色列

将其视为通往非洲的门户。 埃塞俄比亚虽然有东非水塔之称， 却没有开发水资源

的能力， 以色列利用先进的水资源开发技术支持埃塞俄比亚， 进而扩大在非洲影

响力， 有助于发展同其他非洲国家的关系。 ２０１６ 年， 以色列举办了一次农业会

议， 有 １３ 个非洲国家参会； ２０１７ 年， 以色列在多哥举办会议， 数十家以色列公

司为出席会议的非洲国家介绍先进技术。② 以色列还通过文化机制， 展示犹太人

与非洲人曾经共同遭受迫害和种族歧视的痛苦历史， 突出两者的共同联系， 试图

关联两者的意识形态， 以此获得非洲人的同情和支持， 摆脱长期遭受阿拉伯国家

孤立的状况。
２. 安全动机： 制衡埃及， 实现国家安全的战略目标

由于周围国家都信仰伊斯兰教， 以色列急需战略盟友， 确保国家安全。 １９７１
年， 以色列建国元老果尔达·梅厄 （Ｇｏｌｄａ Ｍｅｉｒ） 提出重视水源以实现国家安全

的思想， 她强调 “以色列成为一个地理位置开放的国家在战略与地缘政治方面极

其重要”③。 埃及在中东和非洲地区均占据重要地位， 也是长期以来阿拉伯世界

反对以色列的主力。 首先， 以色列国家安全取决于邻国是否处于软弱、 分裂和中

立状态， 因此削弱埃及成为以色列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目标之一。④ 以色列一直

试图改变埃及主导阿拉伯世界的状况， 鼓励穆斯林和科普特人之间的冲突， 削弱

埃及中央政府。 其次， 以色列努力发展与埃塞俄比亚关系， 推行 “远交近攻”
的水资源外交， 既是对埃及国家安全的威胁， 也反映出以色列试图影响埃及决策

者， 通过将水资源安全作为针对埃及的压力牌， 迫使埃及在其他方面让步。 为保

障本国水资源安全， 以色列积极推行水资源外交， 试图介入阿拉伯国家的水资源

问题， 影响阿拉伯国家的水供应。 此外， 以色列认为伊斯兰教在非洲之角的扩张

对它而言是重大威胁， 欲通过渗入东非加深与该地区基督教国家的关系， 抵御伊

斯兰教扩张的威胁。
３. 经济动机： 开拓非洲市场， 打破经济封锁

投资埃塞俄比亚是以色列对非经济渗透政策的支柱之一。 本·古里安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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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未来的经济和国际地位取决于与非洲的关系。”① 自建国以来， 以色列就

遭到阿拉伯国家封锁， 国内经济高度依赖对外贸易， 因此开拓海外市场成为其发

展经济的重要目标， 人口迅速增长、 经济不断发展的埃塞俄比亚对以色列有着较

强吸引力。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埃塞俄比亚农业部长塔费拉·德贝 （Ｔｅｆｅｒａ Ｄｅｒｂｅｗ）
称， 已有 ２５０ 家以色列公司提交农业投资申请。 ２０１６ 年， 以色列对埃塞俄比亚

的技术出口增加了 ５００％ 。② 除此之外， 以色列在埃塞俄比亚的投资项目达到 １８７
个， 价值 ５８００ 万美元， 并计划在太阳能和风能方面投资 ５ 亿美元。③ ２０１７ 年，
以色列对埃塞俄比亚的农产品出口与前一年相比增长了 ９０２％ ， 工业出口增长了

１６２％ 。④ 与埃塞俄比亚及其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为以色列带来丰厚回报， 扩大

了它与非洲国家的经济联系， 有利于打破阿拉伯国家的孤立封锁。
由此可知， 以色列把复兴大坝作为突破阿拉伯世界封锁战略的重要一环， 以

埃塞俄比亚为门户进入非洲， 不仅可以改善地缘政治环境， 优化安全环境， 还可

以增强在非洲的影响力， 开辟非洲新市场， 从中获得诸多利益。

以色列介入复兴大坝争端的影响与前景

目前， 复兴大坝危机主要表现为埃塞俄比亚与埃及之间的分歧， 而以色列的

介入加剧了两国对抗， 尤其是以色列大力支持埃塞俄比亚完成复兴大坝的建设和

运营工作。

（一） 以色列介入复兴大坝争端的影响

以色列支持复兴大坝建设扭转了埃塞俄比亚水权的弱势地位， 势必对尼

罗河流域水资源争端产生重大影响。 上游国家将效仿埃塞俄比亚， 单独开发

水资源， 可能会导致上下游国家间发生水资源冲突。 复兴大坝正在打破长期

由下游国家主导尼罗河水权的格局， 从而提振上游国家争取水权的信心， 未

来上游国家可能会效仿埃塞俄比亚寻求外部支持， 这将带来潜在的冲突风

险。 美国研究中心发表报告指出， 随着中东地区水资源危机不断发酵， 如果

应对水资源短缺的方案失败， 流域内国家可能发生军事对抗。⑤ 如果气候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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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非线性影响导致水资源短缺超出历史范围， 流域国家讨价还价的空间会更

小， 下游国家将更强烈地反对上游国家的水利项目。①因此， 复兴大坝危机只是

尼罗河水资源争端的开始， 随着水资源需求日益增加， 未来流域各国对水资源

的争夺将更为激烈。
埃塞俄比亚将成为域外大国进入非洲的博弈之地， 从而影响尼罗河流域的地

区局势。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新冠疫情的背景下， 世界大国逐渐认识到非洲

在国际关系重塑过程中的重要性， 国际对非合作总体呈现竞争与排他大于合作与

互补的态势。② 美西方国家及新兴大国日益重视非洲， 在各个领域加大对非投

入， 非洲之角成为大国比拼影响力的博弈场。 １９９６ 年， 美国前国务卿沃伦·迈

纳·克里斯托弗 （Ｗａｒｒｅｎ Ｍｉｎｏｒ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曾表示： “水资源问题可能导致尼罗

河流域、 阿拉伯半岛和中亚等区域发生地区冲突， 这些地区对于美国来说极其重

要， 我们必须介入其中， 并干预这些地区的局势。”③ 在特朗普时期， 美国政府

无条件支持埃及， 打压埃塞俄比亚。 特朗普表示埃塞俄比亚单方面蓄水违反相关

协议， 宣布对其实施制裁， 并停止 １. ３ 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他还扬言埃及最终将

炸毁大坝。④ 美国还试图插手埃塞俄比亚内部冲突， 炒作埃塞俄比亚政府对提格

雷地区进行种族清洗， 并支持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 （ ｔｈｅ Ｔｉｇｒａ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ｎｔ）。 同时， 美国还警告埃塞俄比亚政府不要采取 “小国离岸平衡

手” 政策， 对其他非洲国家起到震慑作用。 阿比总理指责外国势力加入提格雷战

士行列， 瞄准复兴大坝， 搅乱当地局势。 埃塞俄比亚内乱不仅严重影响国家发

展， 甚至使其经济倒退， 也会影响非洲之角的稳定。 域外国家为了实现在非洲的

利益， 相互竞争势必影响流域国家间权力平衡， 或将催生非洲权力新格局， 一定

程度上影响尼罗河流域国家水资源安全的未来走向。

（二） 以色列介入复兴大坝争端的前景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埃塞俄比亚驻俄罗斯大使阿莱马耶胡·特格努·阿尔高

（Ａｌｅｍｔｓｅｈａｙ Ｔｅｇｅｎｕ Ａａｒｇａｕ） 表示， 复兴大坝的建设工作已完成８８％， 预计于２０２３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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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桂梅： 《新冠肺炎疫情下非洲地区形势特点与中非合作展望》， 《当代世界》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 第 ６０ 页。
冯怀信： 《水资源与中亚地区安全》，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２００４ 年第 ８ 期， 第 ６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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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完工。①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复兴大坝负责人基夫莱·霍罗 （Ｋｉｆｌｅ Ｈｏｒｏ） 宣布， 大

坝第三次蓄水将在 ８ 月和 ９ 月进行， 并表示埃及和苏丹可能会受到影响。② 事实

上， 埃及已经接受复兴大坝的存在， 并已做好相应准备。 ２０２１ 年， 塞西总统宣

布埃及已制定水资源管理和开发综合战略， 初始预算 ５００ 亿美金， 旨在提高水资

源质量、 探索新水源、 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③ 此外， 面对复兴大坝落成的既定

事实， 埃及已做好最坏打算， 计划到 ２０２５ 年投资 ２５ 亿美元， 新建 １７ 座由可再

生能源驱动的海水淡化厂， 以缓解饮用水短缺问题。④ 塞西总统的目标是尽量减

少复兴大坝对埃及供水的负面影响， 埃及与埃塞俄比亚直接谈判的目标也不是重

新分配水资源份额， 而是确定在大坝蓄水时可以做出的最大让步， 这也是谈判多

次陷入僵局的瓶颈问题。 埃及虽已接受复兴大坝的存在， 但俄乌冲突危及中东和

非洲的能源与粮食安全， 尤其是严重依赖从乌克兰进口粮食的埃及将全力以赴减

少复兴大坝的负面影响。
在以色列全力支持的背景下， 埃塞俄比亚对大坝的运营与蓄水问题会坚持不

妥协态度， 而复兴大坝会在其与埃及紧张关系不断升级的背景下运营投产。 埃塞

俄比亚驻俄罗斯大使阿莱马耶胡·特格努·阿尔高表示， 复兴大坝是埃塞俄比亚

自己建造的项目， 只能由自己人管理， 但我们会在必要时与下游国家分享信息。
埃及前外交官兼国际法专家表示， 埃及在多次诉诸联合国安理会无果之后， 很难

再次敲开国际组织的大门。 埃及国际法教授艾曼·萨拉马 （Ａｙｍａｎ Ｓａｌａｍａ） 指

出， 埃塞俄比亚永远不会就复兴大坝达成具有约束力的法律协议。⑤ 在埃塞俄比

亚坚持对大坝进行第三次蓄水的情况下， 埃及很有可能在阿拉伯和国际社会再次

发起外交运动， 以争取国际支持， 但这会导致两国紧张关系不断升级。 埃塞俄比

亚与埃及之间的水资源冲突历来表现为相互猜疑、 口头威胁与外交紧张， 并未发

生过军事对抗。⑥ 由此可见， 复兴大坝运营和蓄水谈判也会如同前十年一样，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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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为其提供谈判策略的支持下， 埃塞俄比亚依旧持强硬态度， 大坝运营工作

也将在转圈式谈判以及两国紧张关系不断升级的背景下进行。

结　 语

以色列从建国至今从未放弃获取尼罗河水， 它对复兴大坝建造提供的政治、
技术和军事支持强有力地推动了大坝落成与运营， 而以埃塞俄比亚为重要支点进

入非洲， 打破阿拉伯国家的封锁， 均是以色列对非战略的重要一环。 复兴大坝变

成以色列调控与尼罗河流域国家关系的重要筹码， 在以色列介入复兴大坝危机背

景下， 复兴大坝最终会按埃塞俄比亚的计划运营投产。
以色列一直高度重视尼罗河水资源， 支持埃塞俄比亚建设复兴大坝是其非洲

战略中的一大着力点。 通过在政治、 技术和军事层面提供全方位支持， 以色列不

仅展现了助力非洲发展的意愿， 也将埃塞俄比亚成功纳入其影响范围。 以色列与

埃塞俄比亚合作， 将有助于其在非洲市场上取得更多突破， 同时打破阿拉伯国家

的围堵。 尽管埃及、 苏丹等下游国家对复兴大坝的建造运营持反对或谨慎态度，
但是在以色列的积极干预下， 埃塞俄比亚获得很大的政治和外交支持， 复兴大坝

最终有望按照原计划竣工并开始发电运营， 这不仅象征着以色列在非洲影响力提

升， 也将促进东北非地区更进一步合作与发展。 当然， 复兴大坝顺利运营仍需各

方通力合作， 进行公正合理的水资源分配， 从而实现互利共赢。

（责任编辑： 贺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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