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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以色列城市化先后经历了自发发展与政府推进两个阶段,在国际移民助推下城市化进程持续

推进,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 城市布局不断优化。以色列作为世界上典型的移民国家, 外来犹太移民不仅

是国家建构的基石,也成为以色列城市化持续、快速发展的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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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com e into spontaneous deve lopm ent andm a in ly depending on governm ent deve lopm ent path o f urban ization in

Israe .l Under the prom otion of imm ig ration, it push forw ard the process o f urbanization, increasing the urbaniza tion leve ,l opt-i

m izing the urban layout. Israe,l as a typ ica l imm igration country in the wo rld, the Jew ish imm igrations is not on ly a corne r-

stone of sta te construction, but a lso becom e susta ined and rap id deve lopm en t of urban ization inexhaustib le pow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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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战争动荡、宗教纷争、经济奇迹等使以色列这个既

古老又年轻的国家在当今世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也使

学界对它充满了研究兴趣。以色列作为现代世界上独

特的移民国家,外来犹太移民在以色列的建国过程中曾

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成为以色列国家建构的基石。

自 19世纪 80年代以来, 俄国犹太青年率先移居巴勒斯

坦,拉开了现代欧洲犹太人移居以色列的序幕。建国

后,大量犹太移民纷至沓来, 以色列政府出于安置外来

移民与巩固边疆需要,在人口稀少的南部内格夫地区与

北部加利利地区优先实施了开发新城的战略, 推动了以

色列城市化发展。目前学术界对此研究甚少, 本文以以

色列城市化发展为线索 , 通过对以色列犹太移民的考

察,探讨犹太移民对以色列城市化发展的影响。

一、以色列城市化进程概述

随着大量外来移民纷至沓来, 以色列城市化呈现出

突飞猛进的发展态势。依据以色列城市化独特的发展

历程,大体上可以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

其一,以自发发展为主的城市化稳步较快发展阶段

( 1880� 1948年 )

19世纪 80年代是以色列城市化的起步阶段。当时

巴勒斯坦地区有 10个城市 ( 6个内陆城市与 4个沿海城

市 ),城市人口已达 12万, 其城市化率为 25% � 。其中

多数城市坐落于古代的东西方贸易商道, 是周边乡镇进

行贸易交换的场所。由于工业发展慢、农业腹地小, 导

致这些城市规模不大。 19世纪 80年代后, 伴随着大量

犹太移民涌入,巴勒斯坦地区的城市化进入了快速发展

时期,加快了建设新城的步伐。如特拉维夫 ( T el Av iv)

建于 1909年,并逐渐发展成为驻巴勒斯坦英军控制下

� D. H. K. Am iran and A. Shahar, The Towns of I sra-

el: The P rincip les of Their Urban Geography, Geograph ical

R eview, V o.l 51, No. 3( Ju.l , 1961), pp. 348- 369.

的一个大都市。

59



1917年,英国对巴勒斯坦地区实行委任统治后, 在

巴勒斯坦地区相继建立了拉马特甘 ( Ram at- Gan )、贝拉

克 ( Beraq)、巴特亚姆 ( Ba t Yam )、内坦亚 ( Netanya ) 4个

城市。到 1922年, 英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的城市人口

达到 29. 7万,城市化率跃升至 39% , 其中特拉维耶夫、

海法、耶路撒冷 3个城市占到巴勒斯坦人口的 17. 5%。

英国殖民当局出于安全战略的考虑, 于 1925年在以色

列北部建立了阿富拉城 ( A fu la),该城是英国在巴勒斯坦

地区重要的军事要塞。1931年,巴勒斯坦的城市人口迅

速增至 47. 8万, 城市化率达 46%。到 1944年, 巴勒斯

坦地区共有 21个城市 � 。1948年, 特拉维夫人口猛增

至 24. 8万,是以色列唯一超过 10万人的城市,而拥有 1

万人口的城市已增至 9个, 城市化率已达 50% � , 基本

实现了城市化。尽管这一时期城市化发展较快, 但也存

在一些问题,如城市人口总量小、城市数量少。另外, 城

市布局也不合理,内陆城市较少而沿海城市较多。据统

计, 1944年, 巴勒斯坦有 21个城市,其中内陆城市仅有 7

个,而沿海城市则高达 14个 � 。

20世纪上半叶欧洲移民潮对巴勒斯坦地区城市化

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关统计资料表明,

1924� 1926年间移居巴勒斯坦的移民达 6. 1万人�, 这

次移民大多来自波兰中产阶级, 如工匠、店主和小商人,

也有少量握有巨额财富的企业家和专业技术人才。由

于这些移民受教育水平与职业的影响, 大约 80%的移民

优先选择在特拉维夫、海法及其周边发达的城市定居。

20世纪 30年代,纳粹德国掀起了迫害犹太人的高潮, 导

致大批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其间从欧洲移居到巴勒

斯坦的犹太人猛增至 18. 8万人� , 在欧洲移民特别是

德国移民中, 有大量的企业家、商人、医生、律师、工程

师、科学家等。这些犹太移民不仅促进了当地工业、商

业、建筑业的发展, 也推动了该地区城市化的发展。

其二,以政府推进为主的城市化持续快速提升阶段

( 1948年至今 )

建国后, 犹太移民加快了移居以色列的步伐, 为以

色列工业化提供了劳动力、日益增长的国内市场, 从而

促进了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在工业化与外来移民的双

重驱动下,以色列城市化也出现了加速发展趋势, 主要

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城市人口实现了颇为明显的增长, 城市规模

日益扩大。

随着以色列国家的建立, 大量移民纷至沓来, 据统

计, 1950� 2000年期间, 以色列国家人口从 137万增至

628万, 其间外来移民高达 300万, 而城市人口也急剧增

加,从 1950年的 81. 3万增加到 2000年的 574. 2万�。

以色列城市化水平明显提升, 1948年城市化率为 60% ,

1970则猛增至 84. 2% , 到 2000则高达 91. 5% � 。

随着以色列经济的飞速发展, 城市数量也急剧增

加。据统计, 1948� 1984年间新增城市 36座, 1985�

1995年间又增 130多座 (包括卫星城 ) 。同时, 现代工

业兴起,并以强大的生命力迅速成长, 第三产业随之繁

荣,二者在国民经济中比重日益上升, 创造了大量的就

业岗位,城市规模也不断扩大。建国前,人口超过 10万

的城市仅有特拉维夫,而到 2003年超过 10万人的城市

多达 14座。其中耶路撒冷、海法、特拉维夫的城市人口

已经从 1948年的 8. 4万、9. 8万、24. 8万, 到 2003年分

别增至 70. 5万、27万、37. 1万 �。

第二, 以色列城市产业结构逐步调整, 形成了产业

集群化的趋势。

20世纪 70年代以来, 以色列在特拉维夫、耶路撒

冷、海法、贝尔谢巴等中心城市建立中央商务区、工业园

区,用高新技术提升传统产业、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积极

调整产业结构,第二产业创造的净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

比重已经超过了第一产业, 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

同时,以色列积极调整工业发展战略, 生产技术密集型

产品,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和外贸长足发展加速现代化

进程。90年代以来 ,产业集群化趋势日益增强, 以色列

形成了以特拉维夫、耶路撒冷、海法、贝尔谢巴为中心的

4大城市群 � , 其城市群专业分工日益明确, 特拉维夫逐

步发展成以色列高科技的研发中心与金融中心; 海法则

为以色列北部重要的工商业、交通中心和重要海港; 耶

路撒冷充分发挥文化中心的优势重点发展旅游业与服

务业;贝尔谢巴则成为以色列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

心,优先发展加工制造业。

� � D. H. K. Am iran and A. Shahar, The Tow ns of Is-

rael: TheP rincip les of Their U rban Geography, Geograph ical

R eview, V o.l 51, No. 3( Ju.l , 1961), pp. 348- 369.

� � Central Bureau o f S tatistics, Latest P opulation

F igures for Israel, Washing ton J ew ish W eek, January 3,

2008.

�� 哈伊英亩 � 格瓦蒂: �以色列移民与开发百年

史�, 何大明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社 1996年版, 第 207、

246页。

� United Na tions, Wor ld urbanization prosp ects: 2003

revision, N ew Yo rk: Un ited Nations Publica tion, 2004, p.

171.

� Guy Ben - Po ra t, I srael S ince 1980, New York:

C ambr idgeUn iversity P ress, 2008, p. 44.

第三、国内人口分布日趋合理, 城市区域布局日益

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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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政府通过整体规划改变沿海与中部地区城

市集中,而南部与北部城市较少的局面, 城市的区域布

局逐步合理。建国以前,以色列各地区人口分布极不平

衡。1948年, 大约 75% 的人口集中在占国土面积 11%

的海法与特拉维夫狭长地带,大约 80%城市坐落在沿海

地带;占国土面积 70%的盖列赛和内格夫等区其人口仅

占全国总人口的 8. 4%。 1961年 50% 以上的人口聚集

在中央区与特拉维夫, 20%的人口分布在南部与北部地

区; 到 1983年, 中央区与特拉维夫的人口已下降到

45% ,南部与北部地区的人口上升到 30%以上 � 。从以

上数据可以看出海法与特拉维夫及其周边城市的人口

占全国人口的比重逐渐下降, 而南部与北部地区人口增

长的幅度较大。这主要与 20世纪 60年代, 以色列政府

重点开发南部与北部地区有关, 尤其是将工业投资向南

北部地区倾斜, 不仅如此还对该地区企业提供廉价土

地、税收优惠、出口补贴等政策, 这样贝尔谢巴、阿什凯

隆、阿克、采法特、加利利海等城市成为发展的 �重中之

重�。南北部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吸引了大批移民, 使

贝尔谢巴等内地城市迅速崛起,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

了以色列在沿海与中部地区城市分布过于集中的区域

布局。另外,以色列政府通过合理规划工业布局, 客观

上改变了国内的人口分布过于集中的状况,实现国内人

口的合理分布。

总之,在外来犹太移民的驱动下以色列城市化先后

经历了自发发展、政府推进两个时期。随着以色列的建

国与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城市化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

发展时期。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 城市化水平不断提

升,城市规模不断扩大, 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城市布局不

断优化。城市作为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在以色

列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二、以色列的国际移民与族群结构

以色列的国际犹太移民进程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

从 19世纪 80年代到以色列建国为第一阶段, 在此阶段

巴勒斯坦地区共出现了 5次以欧洲犹太移民为主体的

移民高潮 � 。通过 5次大规模的犹太移民潮, 巴勒斯坦

地区的犹太人猛增至 65 万, 其中来自俄国和东欧国家

犹太人大约有 50万, 其他犹太人大部分来自德国、法

国、荷兰和奥地利等国, 仅有少量的犹太移民来自亚非

国家 � 。前 3次移民潮中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深

受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影响, 主张在巴勒斯坦建立农业

定居点、公社 (基布兹与莫沙夫 )与集体农庄; 而第 4、5

次移民潮中的犹太移民主要来自中东欧的社会上层, 多

从事金融、贸易、房地产等行业, 更倾向于优先发展城

市。

建国后, 以色列犹太移民进程明显加快, 进入了一

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为了能够在阿拉伯国家包围中生

存下来,以色列政府颁布了 �回归法 �, 为世界各地犹太

人移居以色列打开了大门。从 1948年到 20世纪 70年

代初,大约有 140万世界各地的犹太移民先后移居以色

列。20世纪 70年代以后,随着东西方关系缓和, 以色列

犹太移民主体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来自苏联与埃塞俄

比亚的移民逐渐成为以色列移民主体。尤其是 20世纪

90年代初,苏联解体造成了国内经济危机与政局动荡,

反犹太主义情绪的滋长与蔓延, 引起了大批俄裔犹太移

民移居以色列。这次移民高潮持续时间长, 犹太移民数

量大,超过了历次移民潮。据统计, 1989� 1998年间,大

约有 80多万前苏联犹太移民移居以色列, 使以色列人

口陡然增加了 18% �。纵观以色列犹太移民的发展历

程,历次移民潮的形成主要是由原寄居国对犹太人政治

上迫害、经济上压榨形成的巨大推力与重归圣地的信念

所形成强大拉力相互作用的结果。

� Gabriel L ipshitz, Country on theM ove: M igration to

andW ithin Israel, 1948 - 1995, K luw er A cadem ic, 1998,

p53.

� 关于以色列建国前的 5次移民高潮研究, 学界主

要有:哈伊英亩� 格瓦蒂的�以色列移民与开发百年史�,

详细论述了从 19世纪 80年代到 1977年近百年的犹太移

民历程以及农业开发; 宋全成的�欧洲犹太移民潮与以色

列国家的移民问题�,载�文史哲�2003年第 2期。

� H a im Gvat,i A Hundred Years of Settlem ent: The

Story of J ew ish Settlem ent in the Land of Israel, T e l- Av iv:

H akk ibutzH am euchad Publish ing H ouse, 1981, p. 115.

�Ra iner M�nz and Ra iner Oh liger, D iasporas and

E thn icM igrants: G ermany, Israel and P ost- Soviet Succes-

sor States in Comparative, L ondon: F rank Cass Pub lishers,

2003, p. 316.

� 诺亚� 卢卡斯: �以色列现代史�, 杜先菊、彭艳

译,商务印书馆 1997年版,第 330页。

犹太人作为以色列的主体居民, 依据犹太移民来源

地差异,大体上可以将其分为两大族群: 阿什肯那兹人

和东方犹太人。其中阿什肯那兹人又称西方犹太人,主

要指来自欧美国家犹太移民及其后裔;东方犹太人则指

从巴比伦时代起一直生活在亚洲和非洲的犹太人及其

后裔。建国前的 5次移民高潮中移民主体为中东欧的

犹太人。1948年, 阿什肯那兹人占以色列犹太总人口的

90% , 而东方犹太人仅占 10%。建国后, 随着�回归法�

的颁布,大批东方犹太移民蜂拥而至, 在 1952� 1964年

间,东方犹太人已增至以色列犹太总人口的 28%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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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犹太人的迅速增长除受移民因素影响外,其生育率明

显高于阿什肯那兹人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20世

纪 50年代中期, 以色列东方犹太妇女平均生育率高达

5. 4,而同期阿什肯那兹妇女平均生育率仅为 2. 53� 。

到 80年代,东方犹太妇女与阿什肯那兹妇女的生育率

出现了整体下降趋势,并且差距日趋缩小,分别降至 3. 4

与 2. 8� , 东西方犹太人口大体相当。 90年代以来, 大

约 80多万前苏联犹太人移居以色列, 其中大部分犹太

人属于阿什肯那兹人,西方犹太人再次成为以色列人口

最多的族群。

从受教育水平看,以色列外来犹太移民整体文化素

质较高。据统计, 1975年外来犹太移民适龄儿童的入学

率、接受高等教育比例分别为 90%、16% , 到 1992年分

别增至 99%、26%。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20世纪 90年代

的前苏联犹太移民是高素质移民群体。据以色列移民

局统计, 40%的俄裔移民具有大学学历, 其中有近万名

科学家、5万多名工程师与 1. 5万名医生。他们的到来

使以色列的科学家与工程师占劳动力比例跃居世界第

一,也是世界上医生与病人比列最高的国家 � 。不过,

东方犹太人受家庭经济状况、教育资源等条件限制, 整

体教育水平明显低于阿什肯那兹人。有关数据显示,

1953年 ,人口已占犹太人 28% 的东方犹太人仅有 2000

人就读于高中和职业学校, 而当时阿什肯那兹则有 40

万学生就读于此类学校。 20世纪 70年代以来, 尽管以

色列政府加大了对东方犹太人的教育投资,东方犹太人

受教育水平有所提高, 但与阿什肯那兹人相比, 在接受

高等教育的比例等方面仍有一定差距。 1992年, 阿什肯

那兹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4. 2,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高

达 41. 4% ,而东方犹太人则分别为 11. 6与 11. 1% �。

阿什肯那兹人与东方犹太人在职业结构上也存在

巨大差异。阿什肯那兹人主要从事技术密集型、科技含

量高的工作,而东方犹太人在重工业、劳动密集型的轻

工业中就业居多。有关资料表明, 1954年阿什肯那兹人

在以色列从事白领工作与从事蓝领工作比重分别为 42.

9%、39. 4% ; 相比之下, 东方犹太人则分别为 19. 8%、

45. 6% �。随着以色列经济快速转型和产业结构的升

级,到 20世纪 80年代中期东方犹太人的职业结构不断

优化,但从总体上看, 他们与阿什肯那兹人在职业结构

上还是存在明显差距。 1988年东方犹太人在传统的劳

动密集型企业的就业率为 35% ,而全国犹太人在劳动密

集型企业的平均就业率仅为 19. 4%。阿什肯那兹人在

新型软件行业、教育科研、国防科工企业、现代金融、高

新技术企业中就业率则高达 56% �。

阿什肯那兹人与东方犹太人受教育水平、职业结构

的限制,对移居城市的选择也各不相同。由于阿什肯那

兹人文化层次高、具有先进管理经验、科学技术以及丰

厚个人资产等优势,主要从事金融、贸易、保险、物流、行

政管理等工作, 或受聘于以色列大学、医院、科研机构

等。这些良好教育与职业背景往往能够使他们成功地

定居在基础设施和经济条件较好的中心城市如特拉维

夫、海法。 20世纪 60年代,大约 75%阿什肯那兹人定居

在以色列特拉维夫、海法及其周边的卫星城。不过, 随

着 20世纪 90年代俄裔犹太移民的涌入, 以色列中心城

市的劳动力市场趋于饱和,只有 30%俄裔犹太移民成功

移居在几个大城市,其余 50%的人被安置在新城。相形

之下,东方犹太人受教育背景与职业技术水平制约, 主

要在科技含量低、劳动强度大、报酬低的劳动密集型企

业就业。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 以色列政府往往将中部

与沿海大城市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到南部、北部的新

城。因而文化层次较低、缺少一技之长的东方犹太人不

得不选择在劳动力市场竞争相对弱的新城发展。 20世

70年代, 大约 80%以上的东方犹太人被安置在南部与

北部的新城以及加沙地带的定居点。

总之,犹太移民在以色列人口增长过程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1948� 2005年间外来犹太移民高达 300万,约

占以色列犹太总人口的 50% � 。这些犹太移民数量大、

文化层次高、专业水平强, 不仅促进了经济持续快速发

展,也为城市化的稳步推进注入了持久的动力。

� C entra l Bureau of Statistics, Latest Population F ig-

ures for I srael, Washington J ew ish Week, January 3, 2008.

� �M oshe Sem yonov, Stratification in I srael: C lass,

E thn icity, and G ender, London: T ransaction Pub lishers,

2004, p. 22, 28.

� M ajid A l- H a,j Imm igration and E thnic Formation

in A D eep ly D ivided Society : the Case of the 1990� s Imm i-

grants from the F orm er Soviet Union in Israel, L e iden:

Koninklijke B rill, 2004, p. 87

� Samm y Sm ooha, I srael: P lura lism and Conf lict, Lon-

don : Routledge, 1978, p. 91.

�� Guy Ben - Porat, Israel S ince 1980, N ew York:

C ambr idgeUn iversity P ress, 2008, p. 98, 46.

三、国际移民对以色列城市化的驱动作用

建国后,随着大量移民涌入, 移民的住房、就业、生

活必需品的供应成为以色列政府当务之急。以色列政

府在积极发展农业定居点的同时, 把工业化带动城市

化,城市化助推工业化的双轮驱动战略逐步提上了议事

日程。国际移民也逐渐成为以色列城市化的助推器,对

以色列城市化发展产生了巨大的驱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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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国际移民是以色列城市人口增长的重要动

力。

表一 � 以色列城市新增人口与外来移民统计 �

(单位:千人 )

时 间

项 目

1948�

1959

1960�

1969

1970�

1979

1980�

1989

1990�

2000

国家新增人口 976 872 900 900 1467

城市新增人口 814 813 894 740 1453

乡村新增人口 62 65 6 160 14

外来移民 960 374 346 154 1060

� � 资料来源 : United Nations, World Urbanization P ros-

p ects: 2003 R evis ion, N ew York: United Nations Pub lica-

tion, 2004, pp. 171- 203.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国际移民的数量与以色列城

市人口增长密切相关。 1948� 1959年间,以色列国家人

口与城市人口分别增长了 97. 6万、81. 4万, 而外来移民

则高达 96万。这一时期国际移民已经远远超过了城市

新增人口, 为建国以来城市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此

后,随着外来移民数量的下降, 城市人口增长幅度也逐

步放缓。到 20世纪 90年代, 外来犹太移民增至 106万

人,城市新增人口也猛增至 145. 3万 � 。因而, 我们可

以看出城市人口增长幅度往往受外来移民数量的影响。

另外,移民的族群结构对城市人口的增长也有一定

影响。从表一我们可以分析出, 20世纪 70年代与 90年

代,以色列城市新增人口所占国家新增人口比重明显高

于其他时期。这主要与犹太移民的族群结构有关。 20

世纪 70年代出现了俄裔移民高潮,到 90年代苏联解体,

大批俄裔犹太移民涌入以色列, 由于俄裔犹太移民在文

化、技术、资金等方面具有优势, 倾向于在城市定居。而

20世纪 50、60年代, 以色列犹太移民中东方犹太人所占

比例较大, 到 80年代,以色列又出现了埃塞俄比亚裔犹

太移民潮。从整体上看,这些东方犹太人受自身条件限

制,很难在城市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 因而这些时期城

市新增人口所占国家新增人口比重明显降低。当然, 以

色列经济发展水平也是影响城市人口增长幅度的重要

因素。

不过,就 1948� 2000年期间而言, 以色列的国际移

民、城市人口与国家人口分别增长了 286. 4万、471. 4万

与 511. 5万, 其中国际移民约占国家增长人口 55% , 至

少占城市新增人口的 50%。换句话说,以色列至少一半

的城市人口来自于国际移民, 国际移民无疑是以色列城

市人口增长的重要动力。

第二、大规模的移民推动了以色列新城的建立与定

居点的发展。

新城主要指以色列政府 1948� 1967年间在南部内

格夫与北部加利利地区开发的新城镇。以色列政府出

于吸收与安置移民需要, 在 1948� 1967年间, 共建立了

30多座新城,大约安置 40多万移民。以色列在 1948�

1960年间出现了建国以来的第一次移民高潮, 这一时期

也是新城发展最快的时期。据相关研究表明,在 1948�

1951年间, 以色列建立了 22个新城 � , 安置犹太移民

126, 081人, 约占全国犹太人口的 9% ; 1952� 1957年

间,以色列又建立了 10个新城, 直接安置人口 254, 095

人,约占全国犹太人口的 14. 1% �。从 1957年到 20世

纪 70年代,随着移民逐步减少, 大规模建设新城的步伐

日趋减缓。从地理分布来看, 1948� 1967年期间, 以色

列建立的新城主要集中在内格夫北部地区自然资源丰

富地带;自 1967年以来, 以色列政府出于政治原因考虑

将新城主要建立在盖勒夫地区的北部。进入 20世纪 70

年代,随着国际移民数量日趋减少, 以色列政府也随之

停止了建立新城的步伐,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对原有城市

的扩建与改造。

� � United Nations, World U rbanization P ro spects:

2003 R evision, N ew Yo rk: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2004, pp. 171- 203.

� E lisha E frat, Urbanization in I srael, New York: St.

M artin� s Press 1984, p. 142.

�� Ke llerm an, Aharon, So ciety and S ettlem ent: J ew-

ish Land of I srael in the Tw entieth Cen tury UNY Series in Is-

raeli S tudies, S tateUn ive rs ity New Yo rk P ress, 1993, p. 75.

�C entra l Bureau of Statistics, Latest Population F ig-

ures for I srael, Washington J ew ish Week, January 3, 2008.

新城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在新城安置的犹太移民所

占全国人口比重也提高较快。据统计, 1961年新城人口

占全国人口比重的 10. 8% ,到 1967年则提高到 19. 7%。

1967年以后, 新城的发展速度明显放缓, 直到 1987年以

色列新城的人口仅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18. 5% � 。只有

少数城市如贝尔谢巴、阿什凯隆与阿什杜德发展成为 10

万人以上的大城市�。 1967年以来, 新城发展步伐减

缓,这主要与以色列政府执行阿龙计划, 优先开发加沙

地带有一定的关系。1967年六日战争后,以色列国土面

积从建国时的 8017平方公里增至 34493平方公里。随

着中东政治形势的变化,在新增加领土上建立定居点也

逐步提上了议事日程。1973年赎日战争后, 以色列在约

旦河岸、加沙和戈兰高地建立定居点。 20世纪 70年代

中期以来,以色列政府优先开发犹地亚和撒马利亚等地

区的城镇。直到 1987年 ,以色列在西岸建立定居点 106

个,在加沙地带建立了 12个, 定居人数达到了 6万; 到

1995年, 西岸与加沙地带定居点的居民达到了 13. 3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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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

第三,国际移民还促进了以色列经济发展与产业结

构的调整。

国际移民不仅促进城市人口增长, 也推动了经济发

展与产业结构调整。20世纪 50年代, 大批移民到来导

致国内对日用消费品和食品的需求急剧增长, 对进口的

压力剧增,以色列外汇紧缺, 因此迫切需要发展一批进

口替代型的日用消费品工业来满足国内增长的需求和

减轻进口对国际收支平衡的压力。另外, 农业本身面对

新移民的增加, 无法完全满足新移民就业的需要, 受自

然资源的限制,农业劳动力过剩的迹象渐露端倪。农业

劳动力开始向非农产业转移, 特别是政府出于国家安全

的战略考虑,需要在一些并不适于农业发展的地区建立

定居点,安置大量的移民, 因此必须通过发展工业来满

足新移民的就业需求。为此, 以色列政府实施进口替代

战略,优先发展食品、纺织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到

1966年 ,以纺织与食品加工为主导的传统产业约占国内

除钻石加工以外的工业总产值的 65%。

到 20世纪 60年代, 随着新移民数量的减少和进口

替代的日用消费品工业的发展, 国内市场渐趋饱和。以

色列国内农业发展受自然条件的限制, 工业发展则受劳

动力成本较高制约, 此时, 世界技术革命的浪潮为以色

列工业变革与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为此, 20世纪 60年

代末以色列政府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与出口导向性产业。

一大批高素质科技移民涌入以色列,为其发展高新技术

产业提供了条件。有关资料显示, 1948� 1989年间, 大

约有 10万犹太移民拥有博士学历和教授、副教授职

称 � 。到 20世纪 90年代, 80万苏联与东欧移民中工程

师、医生、艺术家与作家、医生与护士、教师高达 172850

人,其中工程师约占移民总数 12% � 。以色列政府通过

实施科技孵化战略激发科技移民参与高新技术的研发。

1991年 ,以色列政府批准建立了 16个高技术工业孵化

点,共吸收 800名科技移民, 资助 160个项目研发。到

20世纪 90年代中期, 这些高技术工业孵化点参与研究

的项目有 210个, 涉及电脑软件、光电技术、电子工业、

通信技术等,大约有 1000名科技移民参与这些项目�。

随着高素质科技移民广泛参与高新技术的研发, 以

色列政府加大了对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力度,促进了产业

调整升级。1979年, 传统工业产品占以色列工业生产总

值的 60% ,到 1990年则降至 36%。高科技产品所占工

业产值的比重上升明显, 据以色列工业联合会的报告,

1985� 1989年间以色列高尖端工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为

20%。进入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高科技产业成为以色

列经济增长的新引擎。1995年,以色列高科技产业的产

值已占工业生产总产值 50% � 以上,其中高科技产品占

以色列全部出口的三分之一。以色列传统产业占出口

产品比重逐渐降低, 1970年农产品所占出口额为 16% ,

到 2000年已经降至 3% �。以色列的纺织、皮革、食品

等劳动力密集型传统产业也受国内市场狭小、劳动力成

本高、缺乏原料等因素影响, 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不断

下降,从 1970年约占工业产值的 36. 5%到 2000年已经

下降到 12%。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也持续增大。商

业、储运、通讯、金融等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

也从 1950年的 36%提高到 1993年的 57. 7% �。

� Dan ie l J. E lazar andM ortonW e infe ld, StillM oving�

R ecent J ew ish M igration in Comparative P er sp ective, New

Jersey: T 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0, p. 218.

� 余建华: �以色列科教兴国战略的特点�, �西亚非

洲� 2001年第 1期,第 42页。

� Ra iner M�nz and Ra iner Oh liger, D iasporas and

E thn icM igrants: G ermany, Israel and P ost- Soviet Succes-

sor States in Comparative, London: F rank Cass Pub lishers,

2003, p. 322.

��杨光: �中东的小龙 � � � 以色列的经济发展研

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年版,第 101� 105页。

� �Guy Ben - Po rat, Israel S ince 1980, New York:

C ambr idgeUn iversity P ress, 2008, p. 104, 103.

综上所述,外来犹太移民无疑是推动以色列城市化

发展的重要因素。外来犹太移民的到来使以色列稀缺

的劳动力要素得到不断补充。这些新移民中不乏优秀

的科技人才,不仅推动了以色列高新技术的研发, 也为

产业结构的升级提供了条件。同时, 外来移民也刺激了

以色列国内市场扩大,促进了工业的发展与城市规模的

扩大。另外,大规模外来移民到来与以色列国土资源条

件限制使农业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移民的就业需求,因

而需要在一些并不适于农业发展的地区建立新城或定

居点安置大量的移民,客观上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

(本文受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自主科研规

划项目资助,项目编号为 2009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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