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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理性主义的视角出发，采用微观层次的分析方法。
研究影响以美关系发展的重大事件中，以色列历任总理的决策及其成因，以此探寻以美特殊关系的根
源。
工党、前进党和利库德总理分别受制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
前者旨在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收益，后者坚持“大以色列”信仰，致力于在巴勒斯坦整个地区建立犹
太人的国家。
本书提出四个假设：工党和前进党总理在处理以美关系时，配合美国的战略或策略。
利库德总理的决策分为三类：强意识形态主义者和强现实主义者把“大以色列”信仰放在首位，但尽
量避免损害以美关系；强现实主义者和弱意识形态主义者配合美国战略，必要时摆脱“大以色列”
信仰的束缚}强意识形态主义者和弱现实主义者作决策时坚持“大以色列”
信仰，愿意为之付出牺牲以美关系的代价。
本书通过大样本统计方法，搜集了从以色列建国至奥尔默特时期的38个案例，证明了假设的合理性。
本书预测，工党、前进党和利库德总理在今后的决策中，仍保持既定的倾向，利库德总理将给以美关
系带来不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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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洁宇，山东人，博士。
先后就读于青岛大学、外交学院，现为中共海南省委党史校政治学教研部教师，执教“政治学方法论
”、“世界文化概论”、“民族与宗教”等谋程。
己在《中国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十余篇，主要研究领域为中东地区的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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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这两个论坛的目的是支持冲突的当事国达成旨在解决冲突的政治方案。
1969年3月18日至4月22日，双边会谈在美国助理国务卿约瑟夫·西斯科（JosephSisco）和苏联驻美国大
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之间展开，意在探求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是否就一般原则有
足够的共识，以证实它们能共同制定解决方案。
 虽然美国国务院官员急切地想和苏联达成一致协议，并把这个协议强加给以色列。
但是，正如时任美国国家安全助理的基辛格所言，苏联不愿向阿拉伯国家施加同样的压力。
 二、消耗战初始阶段，梅厄夫人对“罗杰斯计划”的抵制 从1969年3月8日，即埃及和以色列消耗战爆
发之日起，以色列决策者就判断埃及的战争目的主要是政治性的。
埃及想破坏中东地区的战略稳定性，以迫使超级大国达成有利于自己国家利益的协定。
因此，以色列避免苏伊士运河地带的战争升级，以免落入埃及和苏联的圈套。
 1969年7月20日，以色列开始动员空军力量。
在此之前，以色列一直避免动用空军力量。
从那时到同年11月，以色列作出的一致解释是，放弃防御战略，采取有限的升级措施。
埃及渡过苏伊士运河的意图使以色列只能采取这种策略。
事实表明，以色列的空军动员成功阻碍了埃及渡过苏伊士运河的企图。
它决定利用空军力量摧毁埃及的空军防御系统，并大获成功。
 1969年11月10日，美国和苏联给埃及一份文件。
一个月过后，没有得到埃及或苏联明确回应的美国将称为“罗杰斯计划”的该文件公之于众。
被授权处理中东问题的罗杰斯提出的“罗杰斯计划”，是综合解决中东问题的方案，支持“土地换和
平”的原则，呼吁以色列归还被占领土，换取阿拉伯国家结束交战状态和尊重以色列领土完整的承诺
。
罗杰斯计划的实质是：激励阿拉伯国家接受有约束力的持久和平协定；激励以色列从被占领土上撤退
，其领土完整经由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得到保证；对事先存在的边界的变更，不能以征服为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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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论以美特殊关系的根源:以色列总理决策的"理性"成因》作者从以色列角度出发。
选定以色列总理这一微观层次，看他们如何界定国家利益，并进而选择如何处理以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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