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一 「和平計劃」的擬定時間長達兩
年，但一直遲遲未有公布。預期庫什納會
在伊斯蘭教的齋月結束後的六月正式公布
該計劃。

籲各方仔細研究
庫什納在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召開

的會議上表示，這項被稱為 「世紀交易」
的和平計劃 「將為巴以衝突的政治解決方
案划出新起點，也將成為中東地區經濟發
展的基礎。」庫什納呼籲以色列和巴勒斯
坦採取任何單方面行動之前，都應該認真
研究美國所提出的和平計劃，並且停火。

庫什納強調，計劃基於現實，具有可
行性，它能夠幫助雙方過上更好的生活。
庫什納的 「中東和平計劃」將有兩個重要
部分。 「政治部分」應對核心問題，如耶
路撒冷的議題； 「經濟部分」則旨在協助
巴勒斯坦人建設經濟。庫什納還強調，在
以色列組建新政府之後，美國將討論以色
列吞併約旦河西岸定居點的可能性。

棄「兩國方案」
然而，這項 「和平計劃」並沒有巴勒

斯坦方面的參與。特朗普上台後，對巴勒
斯坦採取了一系列明顯傾向以色列的措施
，包括以巴方拒絕參與和平談話為由，關
閉了其在華盛頓的外交機構，停止了對幫
助巴勒斯坦的聯合國機構的資助，還承認
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這些行為引起巴
方強烈不滿，巴方已經斷絕了與美國的任
何對話。

這項所謂的 「世紀交易」和平
計劃尚未正式公布，但是很多細節
在過去數月裏已經通過阿拉伯媒
體和西方媒體被披露。據消息
人士表示，本次的 「和平計劃
」並未有關於巴勒斯坦建國
的內容。

奧巴馬政府以及多
屆政府在處理巴以問題
時，都推行 「兩國方案
」。該方案包括建立獨
立的巴勒斯坦國，而巴
方則要求以色列從佔
領的所有土地，包括
約旦河西岸、加沙、
東耶路撒冷撤離，並

在東耶路撒冷建都。
然而，庫什納在4月已經表示，廣為國

際社會贊成的 「兩國方案」行不通。他指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對於 「兩國」各有理
解，因此現在不宜談這一概念，應商討其
中細節。庫什納還明確指出 「耶路撒冷是
以色列的首都，這一點是最終協議的一部
分」。

巴斥「經濟敲詐」
早前，據相關媒體爆料，特朗普政府

的這項計劃將擱置巴勒斯坦難民回歸的計
劃，要求包括約旦、埃及、黎巴嫩在內的
阿拉伯國家吸納巴勒斯坦人，並以此換取
數百億美元的投資。此外，巴勒斯坦也將
獲得一百億美元的國家建設資金。

以約旦為例，作為吸納巴勒斯坦人的
補償，約旦將得到來自沙特等海灣國家高
達450億美元投資，而約旦的GDP規模僅
約400億美元。埃及也在美國的方案中扮演
重要角色。埃及將在西奈半島發展工業區
，允許巴勒斯坦人免簽入境在工業區合法
工作，並讓入境的巴勒斯坦人最終加入埃
及國籍。作為交換，埃及將得到650億美元
的海外資助以及開發工業區所需的投資。

然而，中東專家對巴勒斯坦是否願意
為了經濟利益而同意做出讓步表示懷疑。
早前，巴勒斯坦總理穆罕默德．阿什塔耶
就將此行為稱為 「經濟敲詐，我們不會接
受」。

再接襲擊情報 斯續停主日彌撒
【大公報訊】據法新社報道：斯里蘭

卡4月21日發生連環炸彈襲擊，造成最少
250人死亡。該國天主教會原打算於本周
末重啟公眾彌撒，但由於再度收到襲擊情
報，決定關閉所有教堂以及繼續終止公眾
彌撒。

斯里蘭卡襲擊陰霾尚未消退，該國又
再收到襲擊情報。該國天主教樞機主教蘭
吉特（Malcolm Ranjith）2日寫信向當地
教會表示，收到外國情報指本周可能有更
多教堂及天主教機構受到襲擊。為及眾人
安全，他決定關閉全國所有教堂及天主教
學校，並取消公眾彌撒直至另行通知。

斯里蘭卡天主教區發言人還表示，蘭
吉特樞機主教原本希望在5日重新繼續例
行彌撒，但接獲新消息讓他們決定無限延

期。發言人說： 「在安全部隊建議下，我
們決定所有教堂暫不舉行主日彌撒。2處
教堂面臨具體威脅。」

有關信件及後在社交網絡流傳，當地
教會發言人證實信件真確，但拒絕披露外
國情報等更多細節。

斯里蘭卡在復活節時遭遇恐怖攻擊，
致257人死亡，這是自攻擊發生後，天主
教會首度計劃重啟主日彌撒。恐襲發生
後，斯里蘭卡各地教堂外就有武裝警衛
駐守。

斯里蘭卡國內有大約1500萬名佛教徒
，他們也開始害怕自己成為下一波恐襲目
標。此外，還有有分析者認為，儘管復活
節恐襲案的多是基督徒，少數佛教激進分
子卻因此活躍起來，呼籲建立專制佛教國。

▲斯里蘭卡天主教徒周日在家收看彌撒
轉播 美聯社

【大公報訊】據路透社、法新社、半島電視台報道：美國總統
特朗普的女婿，白宮高級顧問庫什納2日表示，其正在擬定的 「中
東和平計劃」 會是處理巴以衝突的可行方案，呼籲各方認真研究，
做出妥協，以確保以色列的安全以及巴勒斯坦的發展。然而，有消
息指該份計劃排除了巴勒斯坦建國的 「兩國方案」 ，並會討論以色
列吞併約旦河西岸的可能性，料難獲巴方的積極響應。

庫什納世紀交易推以色列吞西岸
誘巴主權換援助 遷徙難民至別國

【大公報訊】記者李理北京報道：作
為發起上合組織的唯一在任成員國元首，
塔吉克斯坦總統拉赫蒙近日在中國社會科
學院發表演講。他形容中國投資佔塔吉克
斯坦經濟境外投資總額的47%，對塔吉克
經濟增長貢獻功不可沒。在拉赫蒙看來，
塔吉克已經擺脫早年捲入地緣政治的漩渦
，在 「一帶一路」倡議之下，塔吉克會繼
續向東看。

拉赫蒙毫不諱言道，中國作為偉大的
友好鄰邦，對塔吉克斯坦所有領域取得的
成就作出了重大貢獻。具體看來，在過去
的十年中，塔吉克斯坦國內生產總值年增
速達7%。此外，在將塔吉克斯坦經濟工業
化過程中，中國幫助塔吉克建立了統一的
能源系統，一批大型水電站相繼建成，其

他設施的建設工作也在進行中。
數據表明，截至目前，中國對塔吉克

斯坦經濟的投資總額已超過25億美元，其
中大部分是直接投資。在塔吉克斯坦，有
中國資本參與其中的公司大約有350家。此
前俄羅斯對塔吉克斯坦影響極深，但隨着
俄羅斯被制裁和盧布匯率下跌，大量在俄
羅斯務工的塔吉克人回流，開始參與中國
和塔吉克的合作項目中。

拉赫蒙表示，塔吉克斯坦眼下應優先
發展交通，提議將 「中國─塔吉克斯坦─
烏茲別克斯坦」鐵路與「中國─塔吉克斯坦
─阿富汗」鐵路列入「一帶一路」倡議項目。
此外，還支持建設 「中國─吉爾吉斯斯坦
─烏茲別克斯坦」國際鐵路，其分支將過
境塔吉克斯坦並一直延伸到亞洲南部。

中國投資近五成 塔吉克續向東看

法尼登陸印東 110萬人撤離
【大公報訊】據中央社報道：熱帶氣

旋 「法尼」3日早上登陸印度東部，造成
最少兩人死亡，約110萬人疏散。此外，
「法尼」的波及範圍還包括鄰國孟加拉和

尼泊爾。
「法尼」登陸東部奧里薩邦時，風速

高達每小時240公里，強度相當於超強颱
風，是二十年來吹襲當地最強風暴，強風
暴雨下有樹木被吹倒，部分地區道路及通
訊中斷，學校停課，機場關閉，當局開放
近四千個臨時收容中心讓災民暫住。氣象
部門表示， 「法尼」登陸後逐步減弱，但
預計當地會有300毫米雨量，沿岸及低窪
地區可能有風暴潮。

奧里薩邦政府在過去24小時，已從可
能遭侵襲的1萬個村莊和52個城市預先撤
離超過110萬人，並把他們安置到安全地
點。政府動員約5000個廚房為暫時安置在
收容所的民眾提供食物。

另外，孟加拉與尼泊爾也會受到 「法
尼」的影響。孟境內沿海水域上的日常交
通已經停止。官方準備了逾4千個避難中
心及5.6萬名志願者。同時，大米等應急
物資也在調配過程中。

3日上午，尼泊爾南部部分地區已經
遭遇暴雨和大風天氣，加德滿都地區烏雲
密布、雷聲大作。尼泊爾氣象預報部門表
示，尼泊爾中部、東部地區將受「法尼」的

影響，雷電、大風及暴雨天氣不可避免。
尼泊爾水文和氣象局特別提醒，在尼泊爾
北部喜馬拉雅山區（尤其是珠穆朗瑪峰周
邊地區）的登山者、徒步者要提高警惕。

▲3日，熱帶漩渦 「法尼」 襲擊奧里薩
邦 美聯社

針對隱蔽收入 美加強制裁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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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華爾街日報
》報道：美國官員表示，特朗普政
府考慮加大力度執行對伊朗的經濟
制裁，瞄準與伊朗做生意的更多公
司和金融機構，以切斷該國的美元
計價硬通貨來源。

美國或將加大對伊朗的施壓之
際，華盛頓2日開啟對伊朗石油出口
的新一輪制裁。美國國務院伊朗問
題特別代表胡克上周表示，去年11月
美國實施制裁以來，伊朗政府已損
失逾100億美元石油收入。

由於伊朗需要使用美元計價硬
通貨來支付基本商品進口，以及支
撐本國疲軟的貨幣，美國官員表示
，美國財政部目前正考慮有針對性
的制裁措施，以限制伊朗不太引人
注意的美元計價硬通貨來源。

另外，石化產品是伊朗第二大
收入來源，僅次於石油。一位美國
官員表示，一些金融網絡將美元轉
給伊朗企業，以作為石化產品出口
付款，目前也在考慮對該批網絡進
行制裁。據悉，這些網絡的運作地
點包括新加坡、馬來西亞、阿聯酋
和亞美尼亞。

石化產品銷售是伊朗國內生產
總值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伊朗石
油部長1日在德黑蘭的一個油氣會議
上表示，該國希望到2021年實現每年
360億美元的此類銷售，高於2015年
的190億美元。

不過，美國將加大力度瞄準那
些與伊朗受制裁產品有往來的外國
實體，這些實體可能會被美國金融
系統拒之門外。

▲ 伊朗示威者
焚燒美國國旗

資料圖片

中東和平計劃主要內容
•放棄 「兩國方案」 ，擱置巴勒斯坦建國問題。

•向巴方提供一百億美元的國家建設基金，其中包
括加沙地帶的機場和港口等基礎設施，並包括
住房、農業項目、工業地區和新城市建設等。

•推遲有關耶路撒冷地位和巴勒斯坦難民重返問題
的談判。

•最終談判將包括以色列與沙特阿拉伯領導的阿拉
伯國家之間的區域和平談判。

資料來源：中東之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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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宮高級
顧問庫什納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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