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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人民和犹太人的友好交往历史悠久, 这为两国发展友好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2年两国正式建交后,双

方关系发展迅速。政治上, 高层互访不断, 经济上,经贸合作广阔, 文化教育上的合作深入。对阿以冲突,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

面、公正、合理地解决中东问题。在新世纪,中以友好交往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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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 两个拥有灿烂历史和悠

久文化的民族, 两个为人类文明做出杰出贡献的民

族,两个饱经忧患的民族,两个自强不息的民族, 直

到历史的车轮即将驶入 21世纪时,两个民族才开始

了国家间的文明交往。1992年 1月 24日,中国和以

色列正式建交。建交后, 两国关系在政治、经贸、文

化教育等领域发展迅速,出现骄人的成绩。

一、历史上的犹太人和中国人

中犹人民的交往源远流长。公元 135年, 犹太

人反抗罗马帝国统治的第五次起义失败后, 遭到残

酷迫害,开始了犹太历史上的第三次大离散。从此

犹太人开始了长达 1 800多年的流亡史。犹太人流

散到世界各地, 也有一部分犹太人通过 /丝绸之路 0

和海路来到中国,他们在中国的新疆、宁夏、甘肃、开

封、宁波、广州等地居住。由于受中国 /学而优则仕0

封建思想的影响及同中国各族的通婚,加上与外界

隔绝, 来到中国的犹太人逐渐被中国主体文化同化,

最典型的是开封犹太人。从对开封犹太人后裔的调

查资料来看, 在 20世纪 30年代还存过的 /七姓八

家 0,现在只剩下 /六姓0了,他们早已没有犹太教信

仰,风俗习惯已几乎完全汉化。确切地说, 他们已是

一些能记述其祖先是犹太人的汉人了。
[ 1]

当开封犹太人逐渐被中国主体文化同化时, 随

着 1840年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大量的塞法拉迪犹

太人到中国经商, 其中有些成为犹太巨富, 如沙逊、

哈同、嘉道理等。19世纪 80年代,俄国及东欧等国

的反犹狂潮又使几万名俄国犹太人经过西伯利亚来

到中国东北,随后南下上海。他们在当地组成社团,

建立犹太会堂。到 20世纪 30年代, 上海犹太社团

的人数已近 5 000多人, 他们拥有自己的社团协会、

宗教公务、犹太会堂、学校、医院、养老院、公墓、商

会、政治团体、报刊等。
[ 2]

1933) 1941年,纳粹德国疯狂残暴的反犹运动

致使大约 3万名犹太难民来到上海,他们受到美犹

联合分配委员会及上海富有犹太人的救助而生存下

来。中犹人民友好关系史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

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先生在德国排犹期间曾向申

请入境的奥地利犹太人发出了 2 000份签证, 从而给

身处危境而又走投无路的奥地利犹太人以希望。何

凤山因此被称为 /中国的辛德勒 0, 2000年, 他被以

色列政府授为 /义士0称号。 1992年 12月下旬, 以

色列总统哈伊姆#赫尔佐克访华时,在杨尚昆主席为

其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曾说: /中国人民在犹太民族历

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帮助了我们, 以色列人民对此不

会忘记。0 [ 3]

这些定居在上海的犹太人同中国人民并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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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积极献身于中国的革命建设事业, 为中国的教

育、医疗、卫生及新闻出版业做出了贡献。按照文明

交往论的观点, 交往不仅是国家和国家之间互相学

习,互相理解, 消除冲突, 弥合分歧的桥梁和纽带。

对民族、地区和集团来讲也莫不如此。中国人民和

犹太人民之间友好交往的历史丰富了彼此的文化,

促进了双方的共同进步,也丰富了人类的文明。

二、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中以关系

中犹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为两国的正式建交奠

定了良好基础。建国后, 由于受冷战时期国际大环

境的制约, 我国外交以意识形态划线。到一九四九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 毛泽东主席就确立了

外交方面的三条方针: ( 1)另起炉灶; ( 2 )把房子打

扫干净以后再请客; ( 3)向苏联 /一边倒0。[ 4]以色列

是美国在中东民主的桥头堡, 以美特殊关系自然影

响到中以关系的发展。虽然早在 1950年 1月 10

日,以色列就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并且是世界

上承认北京政府的第七个非社会主义国家。但是由

于受国际环境及双方对外战略框架的制约, 中国和

以色列并没有顺利建交。在国际事务中, 以色列大

多追随美国。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色列支持美

国。1954年第 9届联合国大会表决美国关于暂不讨

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时,以色列投了

赞成票。此后, 以色列发动苏伊士运河战争及第三

次中东战争, 阿以冲突更加深刻, 中东问题更加严

重。着眼于国际斗争全局和争取阿拉伯国家的需

要,中国站在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民一边,支持

他们反对以色列的侵略, 中国和以色列的交往更加

减少, 中国同以色列私商之间的一些小额贸易也完

全停止。中以关系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
[ 5]
20世纪

70年代后期,埃及和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协议,次年签

署和平条约。中东和平进程启动, 中东局势发生重

大变化。当时的中国也处在历史的转折关头。 1978

年,中国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 外交政策也作了重

大调整。这一切为中以的正式建交铺平了道路。20

世纪 80年代, 中国已经同以色列开始了民间往来。

1988年 9月,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在纽约会晤了以

色列外交部长佩雷斯,双方就中东问题和共同关心

的国际问题交换了看法。
[ 5]
经过双方多次磋商, 1990

年 2月和 6月,中以双方分别在特拉维夫和北京设

民间常驻机构。1992年 1月 24日,中国和以色列国

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色列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以建交, 不

仅标志两国交往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意味着中

国同中东地区的所有国家都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

系。
[ 6]
中以建交后,以色列总理沙米尔在接受 5人民

日报6记者采访时说: /以色列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性事件0, /有史以来, 我们第

一次和伟大的中国建交,我们对此十分赞赏 0, /这将

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 从而有机

会为两国的利益和世界和平共同工作 0。[ 7]

(一 )中以政治关系:往来频繁

中以建交后,高层互访不断, 政治往来频繁。这

为加强双方相互了解和促进双边关系的发展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以色列前总统哈依姆#赫尔佐克,已故

总理伊扎克#拉宾,前外长及前总理西蒙#佩雷斯, 前

总理内塔尼亚胡, 现任总统摩西#卡察夫, 以色列财

政、农业、贸易、旅游、教育文化和体育各部部长, 以

色列武装部队参谋长,最高法院代表团, 议会代表团

及农业专家等均访问过中国。中国国家副总理邹家

华,前外长钱其琛,前国家主席江泽民, 前国防部长

迟浩田,财政、农业、外贸部等各部部长, 全国人大外

事委员会代表团, 新华社代表团及中国国防广播电

台代表团均访问过以色列。在高层互访中, 两国签

署了各项政府协议及合作协议。譬如, 1995年,中国

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部部长吴仪在访问以色列时,

中以签署了四项经贸合作协议,涉及电子通讯、医疗

设备、食品加工及高新技术转化等。正如 1997年 12

月 22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访问以色列会

见利维外长所说的:双方保持接触,经常就双边关系

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看法和意见, 对

增进了解扩大合作是十分有益的。
[ 8]
以方也非常重

视发展同中方的关系。 1998年 5月 24日, 以色列总

理内塔尼亚胡访华前夕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

指出:发展以中关系是以色列外交政策的支柱之一。

中国已成为全世界关心的中心, 在当今世界多极化

的格局下, 中国的文化和经济发展本身已证明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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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因此内阁决

定全面加强同中国的合作关系,并把加强高科技、农

业、经济、文化和人员交流等领域的合作放在首

位。
[ 9]

2000年 4月 13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以

色列。在同以色列总统巴拉克会谈时, 巴拉克说, 中

国是一个有着巨大发展潜力的国家, 以中两国关系

的发展同样有着巨大潜力。以色列在一些高科技领

域占据领先地位,在中国国家建设过程中, 以色列愿

意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包括参加中国西部地区的开

发。我们两国人民完全可以相互学习, 相互借鉴。

今后一定会有很多合作的机会。在工业、农业、高科

技等各个领域, 以色列同中国进行合作的大门是完

全敞开的。
[ 10 ]

政治上的频繁往来为双方的经贸合作创造了广

阔的空间。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推动下, 中以两国

经贸关系发展迅速。

(二 )中以经贸关系:蓬勃发展

中以间的政治往来推动了双方的经贸合作。自

1992年以来,两国经贸发展迅速,合作良好, 前景广

阔。1992年, 两国贸易额为 5 147万美元, 到 2002

年,已达到 1412亿美元,增长近 30倍。中以双方经

贸合作的良好势头是由双方经济的互补性决定的。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发展迅速, 市场广阔; 以

色列受国土限制, 市场狭小, 经济发展对外依赖性

大,但是以色列科学技术发达,尤其在信息技术、生

物工程技术、尖端电子技术及农业技术上位居世界

先进水平。然而,以色列不产石油和煤炭, 原料和动

力资源短缺,对轻工业产品、日用品、工艺品、丝绸、

家用电器、一般医疗器械、医药和部分食品都有一定

的需求。
[ 11]
而我国在轻工业产品、日用品、纺织品、

家用电器等方面具有优势。中以两国经济的互补性

自然使两国经贸发展迅速。以 1993年为例,以色列

向中国出口的产品中,高科技产品占 6515%, 化工产

品占 2717%, 钻石占 618%; 中国出口以色列的产品

中,纺织品占 7017% ,轻工业产品占 1016% ,食品和

农产品占 918% ,金融产品占 819%。[ 12]

中国迅速发展的经济吸引着以色列商人来华投

资。据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商务处提供的资料, 截止

到 1999年 7月,已经有 243家以色列公司在中国设

立了代表处,其中农业技术公司 59家, 数据通信和

电信公司 33家,电子元器件公司 29家,软件公司 21

家,贸易公司 23家。中国和以色列合作最大的项目

是以色列联合发展公司在青海投资逾 30亿元人民

币建设的钾肥厂。
[ 11]

正如温家宝副总理 2003年 12月会见以色列总

统时所说的,中以经贸合作有较强的互补性,蕴含着

巨大的发展潜力。以色列可以利用其先进的技术资

金和管理优势参与中国的经济建设。相信只要双方

抓住机遇,本着 /优势互补, 共同发展 0的原则, 中以

经贸合作就一定能达到更高的水平。
[ 13 ]

中以经贸合作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农业合作。以

色列土地贫瘠, 60%以上土地为沙漠和半沙漠地区,

而且干旱少雨。但是, 以色列农业是一部长期与恶

劣自然环境作艰苦斗争和最大限度利用珍贵的水土

资源的成功历史。以色列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和设施

栽培技术, 在荒漠中创造了人间奇迹。我国农业要

实现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实现生产要素的最

优化, 提高劳动生产率, 以色列农业有诸多借鉴之

处。特别是我国西北地区, 地理环境和气候与以色

列有诸多相似之处,以色列的贮水技术和电磁水技

术值得研究和引进应用。有鉴于此, 农业合作一直

受到两国领导人的重视。1993年,中以农业培训中

心在北京农业工程大学成立。 1995年, 中以合作示

范农场在北京通州区建成。1997年, 双方正式成立

/中以农业联合委员会0。2001年 10月 12- 19日,

以色列农业部长沙罗姆#希姆宏访华。农业部长杜青

林与其进行了会谈,并签署了 /中国以色列农业合作

会议纪要0。

中以合作另外一个较大的领域是劳务合作。以

色列是个移民的国度, 源源不断的移民使以色列建

筑业对工人需求较大。由于对巴勒斯坦籍劳工的限

制,这使以色列对外籍劳工需求较大。中国是一个

人口大国, 农村及城市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向以色

列输出劳务,既可增加外汇,又可解决我国部分劳动

力的就业问题。自 1992年, 两国建交至 1997年 5

月,中国 27家公司向以派出劳务人数已接近 5 000

人,年均汇回 2500万美元外汇,成绩和效益总体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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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满意。
[ 14]
然而,相对于以色列可以接纳 20万外籍

劳工的数量来说, 中国向以色列的劳务输出仍有很

大潜力。

另外,对于中国的广大投资者而言, 以色列是中

国产品通向世界的桥梁。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一个

与世界主要市场诸如美国、加拿大、欧洲联盟国家及

欧洲自由贸易组织成员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约

国。
[ 15]
这样,中国公司可以利用以色列通向世界市

场这一桥梁作用将自己的产品推向世界, 而不仅仅

是把其作为最终市场。中以建交短短的十几年里,

中以经贸关系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 这是由两国的

经济特点和状况决定的。开放是文明昌盛的标志,

坚持开放始终是我们的基本国策, 这既能吸收先进

文明的新知识、新思想、新方法、新技术、新管理技

能,也能外化自身的文明, 形成文明间的互动。

(三 )中以文化交流:互相学习

中国拥有五千年的文明, 犹太人在公元 1世纪

大离散后流亡世界各地, 但是他们凭着对犹太学的

坚持和对上帝的信仰,纵然流散, 仍产生出伟大的科

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之间有

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相对于中以政治经贸而言, 双方的文化交流显

得有些滞后。不过, 这在中以两国的交往中仍占有

重要地位。中方积极开展同以色列的文化交流。

1993年,两国签署了文化交流协定。此后,中国电影

公司曾在以色列举办过电影展, 1998年, 双方签署

了 1999- 2001年中以文化交流执行年计划。犹太

历史文化研究在中国也倍受学界关注。目前, 国内

的上海、开封、南京、哈尔滨四地有专门的犹太历史

文化研究中心, 2003年 7月,代表当今世界犹太学研

究最高水平的以色列巴沙 ) 伊兰大学授予南京大学

犹太文化研究所所长徐新哲学名誉博士学位, 以肯

定他在犹太学研究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徐新教

授主编的5犹太百科全书6被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认

为:中文版5犹太百科全书6有助于我们两个民族和

两种文化间的进一步联系, 为我们的传统和友好关

系增添深度和含义。

中国文化也同样受到以色列人的重视。了解中

国文化和学习中文在以色列成了许多人的热心追

求,以色列的一些大学纷纷设立中文系、东亚系和中

国研究机构。近年来, 以色列出版了不少关于中国

的书籍。中国的京剧团、杂技团、芭蕾舞团在以色列

受到人们的热情欢迎。

据悉,中以两国的教育交流主要在双方的大学

之间进行。目前, 大约有 100名中国留学生在以色

列学习,大部分为研究生,也有一些以色列学生在中

国留学。1995年 3月, 以色列教育文化和体育部长

阿姆农#鲁宾斯坦访华时, 双方签订了教育合作备忘

录,主要包括邀请以中两国教育合作问题的人员互

访、考察,开展大学校长互访, 加强大学的教育与科

研交流。
[ 16]

2000年,中国教育部部长陈至立和以色

列教育部部长萨里德签署了 5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部与以色列教育部教育合作协议 6。

三、中国对阿以冲突的立场

阿以争端旷日持久,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我国政

府一贯主张通过政治途径解决阿以争端。我们主

张,应以联合国 242号和 338号决议为基础,实现中

东问题全面、公正、合理的解决。阿拉伯被占领土应

予以归还; 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利应予以恢

复;与此同时, 所有中东国家, 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主

权和安全都应得到尊重和保障。只有这样, 中东地

区才能实现和平与稳定, 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

展。
[ 17]
我国领导人在同阿以双方领导人会谈时不止

一次地谈到这一点。中国同以色列关系良好, 也与

阿拉伯国家保持良好关系, 同时又是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这样, 中国能够比较顺利地为中东和

平进程做出自己的努力。我国政府一直十分关注中

东地区的局势,一贯支持中东和平进程, 主张有关各

方采取灵活、现实和积极的态度,以 /土地换和平0的

原则推动和平。

1997年 12月 23日, 中国国家副总理兼外长钱

其琛访问耶路撒冷与以色列议长蒂雄会晤时, 钱其

琛阐述了中国对中东和平的看法, 即中国作为联合

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直支持中东和平进程。他

说: /我们认为, 在中东地区实现和平与稳定符合包

括以色列在内的本地区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也有

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0, /中东问题是持续时间最

长的地区冲突, 涉及各方的主权和领土利益。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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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公正、全面、持久的解决, 需要各方采取灵活、务

实的态度, 通过政治谈判来实现。中国将继续运用

自己的影响,同中东各方保持接触,为推动中东和平

进程作力所能及的努力0。[ 18 ]

2000年,巴以冲突重新爆发以来,我国政府以积

极的姿态推动冲突的解决。 2001年 6月 7日, 唐家

璇外长分别打电话给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

拉法特及以色列外长佩雷斯。在两次通话中, 唐家

璇阐述中方立场,呼吁双方放弃武力和对抗,采取对

话和谈判, 并表示中国将与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推

动中东和平进程做出自己的努力。

为在中东和谈中更积极地发挥作用, 2002年 9

月, 中国政府任命资深外交家王世杰为中东特使。

此后两年他四访中东,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积极努

力。2002年 11月 6日至 14日, 他进行了任特使后

的首次外交斡旋。王世杰在外交斡旋中明确阐述了

中国政府的建设性意见, 即中国反对一切伤及无辜

平民的暴力行动, 以暴抑暴只能增加双方之间的仇

恨,增加互不信任,加大中东和平进程的阻力。希望

双方停止暴力。
[ 19]

四、结束语

中国和以色列没有根本性的厉害冲突, 中以合

作领域广阔, 前景喜人。进一步发展两国的友好互

利合作交流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也符合两国人

民的根本利益。 1999年 4月, 朱镕基总理在接见访

华的以色列总统魏茨曼时表示, 中国愿与以方共同

努力建立和发展面向 21世纪的长期稳定和互利互

惠的友好合作关系。

2003年 12月 28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会见来

华访问的以色列总统摩西#卡察夫时对发展中以关

系提出四点建议: ( 1)继续保持两国高层接触与沟

通,开展不同层次的对话与磋商; ( 2)本着互利互惠、

共同发展的原则,加强双边经贸合作; ( 3)进一步深

化双方在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鼓

励和促进民间交往; ( 4)着眼长远,扩大共识, 共同推

进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 20]
胡锦涛主席提出

的四点建议成为发展两国关系的共同原则。

从中以建交的历程来看, 建国初期, 我国外交片

面的以意识形态划线, 坚持反帝、反侵略的立场, 这

延误了中国与以色列外交关系的正常开展。随着中

国外交的渐趋成熟,把国家利益摆在首位, 意识形态

逐渐淡化, 全方位外交成为我国外交的目标。再加

上中东地区和平进程的启动, 这使两国终于在 1992

年建交。中以建交后双方合作关系发展迅速, 硕果

累累。当今世界是全球化的现代交往, 由市场力量

推动的开放性的全球性交往格局已经形成。国家与

国家之间的交往早已经是全球化时代文明交往的基

本纽带之一。中国和以色列通过彼此之间的文明交

往相互影响,相互学习,相互渗透, 相互合作,共同促

进彼此交往力和生产力的提高, 实现文明间的交流

与对话, 必将为世界政治的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做

出各自的贡献。

然而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早已超出了

双边关系的范围,过多的地区和国际因素牵涉其中,

这使两国关系更加复杂。虽然中国和以色列没有根

本性的利益冲突, 但是以色列和美国的特殊关系常

常成为中以关系的掣肘性因素。以色列是美国在中

东民主的桥头堡,以美特殊关系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为减少中国军力增长对台海安定造成的威胁, 同时

限制中国实力的增长, 美国采取各种方式实行对华

的武器封锁。中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合作也因此受

阻。2000年, 以色列接下了中方四架 Pha lcom早期

预警机的订单,总价为 10亿美元。但是由于美国的

强烈反对,以色列被迫放弃订单。2005年,以色列和

中国的武器销售合同同样由于美国的反对而被以色

列单方面取消。在美国看来, 以色列和中国的军事

合作从来不是这两个国家之间的事,她总是以第三

方的身份介入, 来限制以色列对华的武器销售和军

事技术输出。这样, 中国的利益严重受损。对于中

国来讲,在纵横捭阖的国际斗争中谋求自身利益, 需

要采取主动,同时实行多边战略, 打通多个渠道, 这

样才能在国际关系的博弈中处于有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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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Isr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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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riend ly contacts betw een Ch inese and Jew s have been very long, wh ich has la id a so lid foun2

dation for cooperation betw een Ch ina and Israe.l A fter Ch ina formerly estab lished fore ign relat ions w ith Israe,l S ino2

Israe l re lations have deve loped rap idly . H igh leaders have visited each other politica lly, and econom ica lly, eco2

nom ic cooperation has been ex tensive, cu ltura,l educa tiona l cooperation has been very deep. When it comes toA r2

ab2Israel con flic,t Ch ina has mainta ined thatM iddle East problems shou ld been so lved overally justly, and reasona2

b ly. In the new century, the prospect of the friendly cooperation betw een China and Israel is ex ten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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