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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以阿衝突大事年表以阿衝突大事年表以阿衝突大事年表以阿衝突大事年表 

以阿衝突及以巴衝突大事紀(1945年-2010年) 

時間 事件 發展 結果 

1948年 第一次中東戰爭 1948年 5 月 15 日凌晨

（以色列建國的隔天凌

晨），爲爭奪巴勒斯

坦，，阿拉伯國家聯盟

以埃及軍隊為主力及其

他 6 個成員國共集結軍

隊 4 萬多人，向以色列

發起進攻大規模戰爭。

從阿拉伯聯軍出兵開始

到以色列與埃及簽訂停

戰協定爲止，共歷時 15

個月。在美國援助下，

以色列軍隊從劣轉優，

最後以阿拉伯聯軍軍事

失利，以色列獲勝為結

果。 

戰爭中，阿拉伯聯軍死亡 1.5

萬人，以色列軍隊死亡約 6000

人。除加薩和約旦河西岸部分

地區外，以色列佔領了巴勒斯

坦 4/5 的土地，計 2 萬多平方

公里，比聯合國分治決議規定

的面積多了 6700多平方公里。

戰爭中有96萬巴勒斯坦人淪爲

難民。聯合國規定的阿拉伯國

家終未能建國。戰爭激化了阿

拉伯世界和以色列、西方強權

（美、英）的矛盾。 

1956年 第二次中東戰爭 又稱蘇伊士運河危機

（Suez Crisis）。1956

年，英法兩國為維護在

蘇伊士運河利益，聯合

盼打開運河，讓其船隻

通航的以色列聯合侵略

蘇伊士運河危機使英國艾登

（Robert Anthony Eden）政府

垮台，而美蘇強權的介入使法

國瞭解，惟有拉攏歐洲其他國

家才可能抗衡。此外，蘇聯的

核子威脅也讓法國下定決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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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引發戰火。 

英法以三國的行動遭到

國際社會的普遍指責。

作為三國盟友的美國亦

不滿這次軍事行動，除

停止對英國的經濟援助

外，更利用經濟手段懲

罰英國。 

另美國也於聯合國緊急

會議中要求英法立即撤

軍，並使大會正式通過

決議要求停止戰爭並從

埃及撤除所有外國軍

隊。另一方面，蘇聯亦

介入本次戰事，並警告

英法兩國，必要時蘇聯

將動用核武器。美蘇兩

國的介入使英法以於同

年11月接受停火決議及

同意撤出西奈半島。 

發核武。 

對當時的埃及總統納瑟（Gamal 

Abdel Nasser Hussein）來說，

雖然在軍事上徹底失敗，但在

國際政治上獲得勝利。埃及成

為阿拉伯世界對抗以色列的重

心，並為泛阿拉伯民族主義

（Pan Arabism）的根據地。 

1967年 第三次中東戰爭 又稱「6日戰爭」

（Six-Day War），1967

年 6月 5日，以色列軍

隊先發制人，向毗鄰的

埃及、敘利亞及約旦等

阿拉伯國家發動奇襲，

戰後以色列佔領了加薩地帶和

埃及的西奈半島、約旦河西

岸、耶路撒冷舊城和敘利亞控

制下的戈蘭高地，數 10萬阿拉

伯平民淪為難民，成為中東局

勢不穩定之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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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戰火。戰事僅進行

了 6天，埃及、約旦和

敘利亞聯軍即被以色列

徹底擊敗。 

1967年 11月 22日，聯合國安

理會通過 242 號決議，要求以

色列撤出 6 日戰爭後佔領的它

國領土，也要求阿拉伯國家承

認以色列的獨立與安全。這個

決議本可解決以阿衝突，惟在

西岸和加薩走廊的巴基斯坦反

以組織使以色列藉口不撤出西

岸佔領地，形成僵局。 

1973年 第四次中東戰爭 又稱「贖罪日戰爭」

(Yom Kippur War)。 埃

及與敘利亞盼藉由戰事

奪回於「6日戰爭」中被

以色列佔領的西奈半島

和戈蘭高地。 

1973年 10月，埃敘聯軍

襲擊以色列並於戰爭初

期佔上風，約旦及伊拉

克軍隊加入後，形成阿

拉伯聯軍，並獲得蘇聯

支援。惟以色列在危急

下，請求美國協助，戰

況因而逆轉。同年 10月

22 日，美蘇談判結束，

在聯合國停火令及美國

對於阿拉伯國家而言（尤其是

埃及），「6日戰爭」以來的挫

敗感得以克服，並讓他們能平

等的與以色列進行談判。然

而，戰爭中埃及只在西奈戰線

佔領一小部分土地，以色列卻

在戈蘭高地以及運河西岸獲得

更多的土地，這樣的戰爭結果

使阿拉伯國家了解到他們無法

在軍事上擊敗以色列，轉而以

和談方式向以色列周旋。 

此外為報復美國支援以色列，

阿 拉 伯 石 油 輸 出 國 組 織

（OAPEC）、石油輸出國組織

（OPEC）中的阿拉伯成員國，

在沙烏地阿拉伯領導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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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卿季辛吉（Henry A. 

Kissinger）之「穿梭外

交」斡旋下，兩造同意

停止爭戰。 

1973年 10月 17日決定減產油

量 5%，並威脅對美國實施石油

禁運。 

1978年 大衛營協定 原盼藉由「贖罪日戰爭」

奪回西奈半島的埃及總

統沙達特（Anwar El 

Sadat,），對戰後和平的

進展緩慢有感挫敗；為

改變現況，1977年 11

月，沙達特赴訪以色

列，成為了第一個訪問

以色列的阿拉伯國家領

導人，這同時也使埃及

成為第一個承認以色列

的阿拉伯國家。 

沙達特的訪問加速了和

平運動的進展，美國總

統卡特（Jimmy Carter）

邀請薩達特和當時的以

色列總理貝吉

（Menachem Begin）前

往大衛營（Camp David）

與會，會議從 1978年 9

月 5日持續至 17日，最

後達成協議，以國與埃

《大衛營協定約》促使以埃關

係正常化，埃及成為首個承認

以色列的阿拉伯國家，並於

1979年與以色列簽署和平條

約。以色列則從西奈半島撤出

所有軍隊和殖民者，以為回報。 

惟許多阿拉伯國家對此非常不

滿，阿拉伯國家聯盟更將埃及

會籍中止 10年（1979-89年）。

自此，埃及失去了在阿拉伯國

家中領導者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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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於會後不久即簽署了

包含《實現中東和平綱

領》（A Framework for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及《以色列-埃及

和平綱領》（A 

Framework for the 

Conclusion of a Peace 

Treaty between Egypt 

and Israel）的《大衛營

協定》（Camp David 

Accords）。 

1987年 第五次中東戰爭 又稱「以黎戰爭」。1970

年，巴勒斯坦解放組織

（PLO）總部和所領導

的游擊隊主力由約旦進

駐黎巴嫩，並介入黎國

內戰，支持武裝伊斯蘭

勢力，抗衡以色列支持

之馬龍禮尼教派勢力

（Maronite Catholic）。

巴解組織控制了黎巴嫩

南部和首都貝魯特地

區，並向以色列北部地

區進行攻擊，成為以國

除之後快之對象。 

以色列雖然在短期上取得軍事

勝利，卻加劇黎巴嫩內部不穩

定。黎國內部什葉派回教徒在

伊朗支持下，不時對以國駐軍

發動恐怖攻擊，直到以色列軍

隊於 2000年 5月撤出黎國轉為

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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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 6 月 6 日，以色

列藉口其駐英國大使被

巴解組織刺殺，對黎巴

嫩境內的巴解組織和敘

利亞駐軍發動戰爭，並

迅速取得優勢，迫使巴

解組織撤出黎國首都貝

魯特西區。 

嗣後在國際干預下，雙

方停火，以色列軍隊分

批撤出黎巴嫩。 

1993年 奧斯陸協議（Oslo 

Accords） 

1993年8月20日以色列

總 理 拉 賓 （ Yitzhak 

Rabin）和巴勒斯坦解放

組織主席阿拉法特在挪

威首都奧斯陸密會後達

成協議，並於美國白宮

草坪簽署，盼藉由以色

列歸還大部分加薩走廊

及約旦河西岸土地並承

認巴勒斯坦自治，可換

來雙方之和平。 

奧斯陸協議被認為是以巴和平

進程中的里程碑，但在協議簽

署後兩年，拉賓遭以色列右派

分子刺殺，其後巴勒斯坦極端

勢力亦連續發動針對以色列的

襲擊事件，雙方武裝衝突仍不

休，該協議的執行亦遭擱置。 

2002-2003年 中東和平路線圖 2002年 7 月，美國總統

小布希向歐盟、聯合國

和俄羅斯提出「和平路

為落實該計劃，以巴高層多次

會晤，巴勒斯坦內部激進組織

（哈瑪斯）也一度停止對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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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圖」計畫（Roadmap 

Peace Plan），主要分三

個階段實行。 

在第一階段，以巴雙方

停火；巴方除進行政治

改革外，須與以色列在

安全問題上合作；以方

則應撤離所佔領之巴方

領土，凍結或拆除猶太

人殖民地建築；第二階

段則為過渡期，目標是

於2003年底建立一個有

臨時邊界和主權象徵的

巴勒斯坦國。此後兩年

為第三階段，即在 2005

年完成以巴兩國之談判

與協議，建立巴勒斯坦

國。 

列攻擊。惟以色列仍堅持強硬

政策，導致衝突再起，和平努

力受挫。2003年 9 月以巴和談

中斷，該計劃遭擱置。 

2006-2007 巴勒斯坦內部政爭 主張將以色列自地圖上

抹消之激進組織哈瑪斯

2006年在巴勒斯坦國會

大選中獲勝，並於 2007

年取得加薩走廊之控制

權。以色列及埃及在哈

瑪斯佔領加薩走廊後，

立即以安全理由封鎖其

哈瑪斯取得國會優勢及加薩走

廊控制權後，與主流派（法塔，

Fatah）分庭抗禮，並迫使巴勒

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

（Mahmoud Abbas）宣布解散

國會並進入緊急狀態，惟無法

改變哈瑪斯控制加薩走廊之事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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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筆者彙整。 

在加薩走廊之邊界。 

2008-2009 加薩衝突 哈馬斯於以巴兩國停火

期滿後向以色列發射大

量火箭，襲擊該國平

民，終引起以色列之報

復。2008年 12月 27日，

以軍對位於加薩走廊之

哈馬斯轄下單位進行代

號「鑄鉛行動」（Cast 

Lead Operation）之空

襲。摧毀了包括警察

局、監獄和指揮中心等

450個目標。為報復以色

列軍事打擊，哈馬斯向

以色列境內目標發射火

箭彈和迫擊炮還擊。同

時以色列北部也受到來

自黎巴嫩方向發射火箭

彈襲擊。 

1. 衝突雙方軍事力量懸殊，以

國軍事行動持續約 22天即

造成哈瑪斯重大軍民傷

亡，根據聯合國人權委員會

（UN Human Rights 

Council）於 2009年 11月 5

日提出之調查報告指出，本

次衝突造成 1400名巴勒斯

坦人及13名以色列人喪生。 

2. 以色列軍事行動引起美國

為首之聯合國、歐盟國家及

阿拉伯聯盟之強力譴責與

介入。以色列政府在國際壓

力下宣布停火停止並撤出

加薩走廊。 

3. 戰後，以美國為首之西方國

家再度呼籲以色列與巴勒

斯坦重回談判桌，停止武裝

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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