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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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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刚遗失医师执业证，证书编号：
220469005000028，发证日期2017年05
月27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华珑机电设备有限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公章、财务专用章、
法 人 章（陈 垂 贝），注 册 号 ：
460100000286725，声明作废。

洋浦恒运海运有限公司于2024年
12月20日不慎丢失法人章（陈照鸿）一
枚，声明作废。

美国《华盛顿邮报》23日以卫星图

像、经证实的视频和采访为消息源报道，

以色列军队正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北部

大举拆楼，修筑工事。当地居民控诉，在

他们曾经的家园，“一切被摧毁，只为把人

赶走”。

路透社同一天报道，巴方指责以色列

在加沙地带北部施行“去人口化”，目的是

造出一片“缓冲区”。以方对此予以否认。

“故技重施”

以军以打击巴勒斯坦武装人员为由，

10月初以来对加沙地带北端的杰巴利耶、

拜特拉希耶、拜特哈嫩发动空袭和地面进

攻并实施军事围困。据联合国发布的数

据，过去11个星期以来，超过10万巴勒斯

坦人被迫离开受上述行动影响的区域，估

计留在当地的居民在3万至5万之间，不

及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前的八分之一。

自以军围困以来，鲜有人道主义援助

物资运入上述区域。联合国分管人道主

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

姆·弗莱彻23日说，加沙地带北部深陷饥

馑恐慌，南部极度拥挤。尽管如此，以色

列仍拒绝联合国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进入。

《华盛顿邮报》23日报道，经过卫星

图像分析，在巴勒斯坦人被迫离开的加沙

地带北部，以军推倒民居，修筑军事防御

工事，建造新路。从图像看，10月14日

至12月15日，杰巴利耶难民营近半被夷

平，一条本已存在的西部道路与一条拓宽

的东部道路连通，一条贯通东西的“新通

道”就此出现。

报道说，打通这条通道、平整道路两

侧土地并建造相应哨所，可谓以军继控制

“内特扎里姆走廊”之后故技重施。

本轮巴以冲突去年10月爆发，以军

发起地面行动后不久便控制获称“内特扎

里姆走廊”的一条公路。这条公路全长约

6.4公里，将狭长的加沙地带从中间一分

为二。以军扼住这一战略咽喉，阻止巴勒

斯坦人返回加沙地带北部。如今，以军已

控制“内特扎里姆走廊”周边近48平方公

里、横贯加沙地带的一块类正方形区域。

按《华盛顿邮报》说法，“内特扎里姆

走廊”周边人口较少，多为农业区，而加沙

地带北部“新通道”穿过原来的人口稠密

区，北部城市因此被摧毁。分析人士认

为，借由“新通道”，加沙地带北端被切割

出去，与加沙城隔绝，以军就能造出一片

“缓冲区”。

“一无所剩”

以军未就上述报道内容予以回应或说

明。《华盛顿邮报》援引联合国卫星数据报

道，去年10月7日至今年12月1日，加沙地

带北部的北加沙省三分之一建筑被摧毁，

其中，杰巴利耶超过5000处，拜特拉希耶

超过3000处，拜特哈嫩超过2000处。

加沙地带北部包括北加沙省和加沙

省两个省份，位于加沙省的加沙城是加沙

地带最大城市。

以色列频频以军事行动为由发出所

谓“疏散令”，强迫巴勒斯坦人离开家园。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说，本月4

日，以军强迫约5500名在拜特拉希耶的

学校内避难的巴勒斯坦人离开。

现年41岁的拜特拉希耶居民赛义

德·盖拉尼告诉《华盛顿邮报》记者：“在加

沙地带北部，赖以为生的东西一无所剩。

一切全被摧毁，只为把人赶走。”

以色列前国防部长摩西·亚阿隆本月

早些时候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以军在加

沙地带北部执行“种族清洗”，“拜特拉希

耶不复存在，拜特哈嫩不复存在，现在轮

到杰巴利耶”。

以色列军方否认亚阿隆上述说法，辩

称其在加沙地带的行动“符合国际法”。

国际慈善组织乐施会22日最新发表

的报告说，过去两个半月里，仅34辆运送

食品和水的援助卡车获得以色列准许进

入北加沙省，且援助物资发放遭遇以军蓄

意拖延和系统性阻碍，最终只有12辆卡

车的基本生活物资送达忍饥挨饿的巴勒

斯坦平民手中。

乐施会说，自今年10月6日以来，以

色列加大对加沙地带北部的轰炸，包括乐

施会在内多个国际援助机构“被持续阻止

（向加沙地带北部）发放性命攸关的援助

物资”。在那里，估计仍有成千上万人被

困，但由于以方“禁入”，具体受困平民人

数尚不得而知。

乐施会举例说，今年11月，一支11

辆卡车组成的援助车队在杰巴利耶被以

军拦在检查区，部分食品被饥饿的巴勒斯

坦平民拿走；车队获准朝目的地前行后，

又在一处军事检查站被拦下，并被要求把

物资卸载到一处军事区，而巴勒斯坦平民

根本到不了那里。

以色列不认可乐施会报告，称这是对

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北部大量人道主义努

力的蓄意忽视。以方称，自今年10月以

来，共有超过2100辆援助卡车获准进入

加沙地带北部，包括食品、水和医疗用品

在内的物资已被安排送入拜特拉希耶、拜

特哈嫩和杰巴利耶等地。

按法新社说法，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

来，进入加沙地带的援助物资受到以色列严

格控制。以色列则称，责任在于援助机构，

因为其处理和发放大批量援助物资不力。

本月1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就

以色列为巴勒斯坦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

助的相关义务，寻求国际法院咨询意见。

决议请求国际法院评估以色列在“确保并

促进不受阻碍地为巴勒斯坦平民提供迫

切需要的必需物资”中应尽的义务，要求

以色列遵守国际法和国际法院规定的一

切法律义务。（据新华社专特稿陈立希）

加沙之北以色列下一个“缓冲区”？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汽车公司和日

产汽车公司23日在东京共同宣布，双方

将正式开启合并谈判。同时，三菱汽车公

司也证实将就参与合并事宜进行探讨。

据悉，本田和日产将共同出资成立

一家控股公司，双方均作为该控股公司

子公司，以此方式进行合并。本田和日

产计划于2025年 6月达成最终合并协

议，控股公司拟于2026年8月正式成立

并同步上市。

这一消息受到全球汽车业界广泛关

注。据当地媒体报道，如果未来三菱汽

车加入合并，三大车企合并后的年销量

将超过800万辆，成为仅次于丰田和大

众的世界第三大汽车集团。

中西汽车产业调研公司首席分析师

中西孝树认为，全球汽车产业正经历电

动化、智能化转型，日本汽车制造商转型

迟缓，销量不断下滑，经营陷入困境。在

这种背景下，本田与日产能否通过合并

摆脱困境，仍然有待观察。

日产11月7日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美

国市场销售成本上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公

司上半财年（2024年4月至9月）净利润

同比骤降94%。日产当天宣布，将在全球

削减20%的产能，裁员9000人。

本田电动汽车业务也面临挑战。伊

藤忠综研主任研究员深尾三四郎指出，

本田电动汽车品牌影响力较弱，其电动

汽车业务在中国市场增长乏力，在美国

市场因新车销售促销费用大幅增加，营

业利润大幅下降。

对于此次本田与日产明显有“抱团

取暖”之意的合并之举，深尾直言：“如果

二者只是想靠合并渡过难关，我不认为

它们能继续存活下去。汽车行业已不是

靠规模取胜的时代。”

专家指出，本田与日产能否通过合并

摆脱困境，首先要看合并能否带来加成效

应。名古屋大学教授山本真义认为，本田

和日产各自拥有关键技术及产品系列，未

来能否整合优势资源、实现加成效应，是

合并能否取得预期效果的关键。

实际上，本田与日产今年8月就已开

始商讨合作方案，希望建立全面业务合

作关系，实现电动汽车主要零部件及车

载软件等的通用化，以此节约研发资金、

削减成本。

乐天证券经济研究所首席战略师窪

田真之指出，整合电动化和智能化资源

无疑会提高效率，问题关键是两家公司

如何在管理决策上避免内耗。如果不能

迅速决策，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中西孝树表示，日产拥有不少优质

资源，潜能一直未被充分激发，这些有价

值的要素在本田主导的治理结构中能否

充分发挥价值有待观察。

其次，两家公司能否通过合并摆脱

困境，还要看其能否推出全新转型战

略。“主打电动化、智能化的造车新势力

发展势头非常迅猛。本田与日产合并，

不能只是在各自的延长线上进行改善，

必须制定全新的转型战略才能应对这样

的形势。”日本瑞穗银行商务解决方案部

主任研究员汤进说。

汤进表示，如果不能迅速向市场投

入具有特殊价值和体验的智能化产品，

即使合并也有可能无法带动电动汽车销

量增长。此外，构筑硬件、软件两方面都

具有竞争力的供应链也是迎接电动化浪

潮必须跨越的难关。（据新华社东京12
月24日电记者刘春燕）

日本车企能否借合并摆脱困境
本田汽车公司和日产汽车公司宣布，将正式开启合并谈判

12月22日，在加沙地带中部城市代尔拜拉赫，人们查看一处遭以军袭
击损毁的建筑。 新华社/路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