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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农业生产条件恶劣，缺水少地是发展

农业的两大致命难题。水资源缺乏，全国每年可利

用的淡水资源总量只有 16 亿立方米，人均占有水

量为 320 立方米，人均占有水量只及我国的七分

之一，世界的三十三分之一。缺少可耕地，以色列

全国三分之二的土地是沙漠和山地。可耕地面积

仅占五分之一。但以色列人却创造出了世界农业

生产的奇迹。农产品自给率已达到了 95%，需要进

口的只有粮食、糖、油等大田作物；而水果、蔬菜、

花卉等高价值的经济作物不但自给有余，还大量

出口。占全国总劳力 3.3%的农民创造了 5%的国

民生产总值，一个农民可供养 90 人，远远高于世

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特别是其独特的适合国

情的农业经济组织基布兹和莫沙夫以及农业产业

化、科技化的发展道路，成为以色列农业及经济腾

飞的关键。以色列的农业发展史，就是犹太移民返

回家园扎根土地的开拓奋斗史。建国前以色列的

移民们在自然条件恶劣、资源匮乏、民族矛盾尖

锐、冲突不断的情况下，从零开始，奋发努力，从农

业生产着手，探索了一条适合以色列国情的农业

发展道路，奠定了以色列农业发展的坚实基础。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巴勒斯坦的总人口约有

100 万，其中犹太人仅 2.5 万人，约占巴勒斯坦总

人口的 2.5%，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比例为 1:40。

在犹太复国主义的号召下，流散于世界各地的犹

太人开始大规模向巴勒斯坦地区迁徙和定居，

1882 年俄国犹太青年率先移居巴勒斯坦，揭开了

现代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的序幕。1948 年 5 月以

色列国成立前，巴勒斯坦先后出现了六次大规模

的移民活动。

1882- 1903 年第一次移民活动中，先后有

25000 名犹太人迁入巴勒斯坦，使得当地的犹太人

的数量增加了一倍。主要成员是俄国、波兰和罗马

尼亚的一些小资本家、商人与工匠，到达巴勒斯坦

后即积极从事农业生产和开发活动。他们不懈努

力，在巴勒斯坦殖民地上建立了第一批犹太移民

农业开发村———莫沙瓦。第二次移民浪潮发生在

1904 至 1914 年，这次移入了大约 4 万名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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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色列是独特的移民国家。1948 年建国前六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为以色列国家的建立提供了前

提。建国前移民们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险恶的生存条件下，以农为本，奋发努力，不屈不挠。他们成功地使以

色列农业从无到有，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同时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以色列农业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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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移民绝大多数来源于俄国且多为年轻的中产

阶级移民。他们深受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带

着社会主义理想———绝对公平平等，进行了一系

列的生产实践活动。在这期间，他们建立了对以色

列农业、社会乃至政治发展影响很大的两种农业

生产组织，共产主义式的小型基布兹- 克武察和合

作化形式的莫沙夫。1917 年《贝尔福宣言》发表，

明确了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合法地位，阿利亚的

浪潮一浪高过一浪。1919 年，以青年为主力军的犹

太人开始了第三次大规模的阿利亚，到 1923 年，

在整个第三次阿利亚期间，总共有 3.7 万多犹太人

合法地移居巴勒斯坦。他们仍然高举社会主义旗

帜，反对雇工，劳动自救。进一步推动了基布兹和

莫沙夫的发展。而接下来的第四次阿利亚发生在

1924- 1926 年，在这三年里又有大批犹太人涌入巴

勒斯坦，总数达 6 万多人。绝大多数来自波兰，且

携家同来。和前几次移民不同，这次来到巴勒斯坦

的主要不是具有乌托邦思想的拓荒定居者和从事

体力劳动的无产者，而是来自华沙、罗兹、克拉科

夫等波兰大城市的中小工商业者———多为商人和

工匠。虽然在这一时期巴勒斯坦城市化进程加快，

但他们的到来也使得农村发展带有了强烈的经济

色彩。第五次移民浪潮从 1932 年开始，到 1939 年

英国政府发表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白皮书为止，

这期间共移入了 225000 人，主要来自东欧、中欧

和德国。这次移民活动规模空前，超过了以前历次

移民数的总和。这期间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的农

业定居点已达 233 个，其中有 68 个基布兹或克武

察，71 个莫沙夫；1939 年定居点又增加 18 个，总

计已达 251 个。[1]98 1945 年到 1948 年发生了第六

次移民浪潮，有十二万欧洲犹太移民移入。[2]92 巴勒

斯坦以色列移民的农业生产和开发不断进行着。

英国托管结束时，犹太移民建立的农业移民村已

经有了 302 个，总人口达 16.5 万。其中，有 145 个

基布兹，人口 4.3 万；72 个莫沙夫，人口 1.8 万；85

个莫沙瓦，人口 10 万。可耕地 81.6 万姆，其中柑桔

林 11 万姆，葡萄园 4.8 万姆。这些移民村有 3.4 头

牛，100 万只鸡。犹太代办处在农业上投资 800 万

巴磅。犹太农业为巴勒斯坦犹太社团提供了约

50%的需求。[3]292 经过几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巴

勒斯坦的犹太人数迅猛增长。据统计，在 1948 年

以色列国建立前，整个巴勒斯坦的总人口将近 200

万，其中阿拉伯人为 132 万，犹太人增加到 65 万

左右，于 19 世纪末相比，犹太人增加了 20 多倍，

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人口比例已由原来的 1：40

转变为 1：2，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总人中约占

31%。犹太人在巴勒斯坦不仅人数上剧增，而且六

次移民活动形成了一个崭新的犹太社会，走上了

以农为本、复兴犹太民族的道路。

在以色列建国前移民的农业生产和开发活动

中，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组织的作用和影响无处不

在。他们不仅组织和支持移民的回归和农业生产

的进行，而且直接影响了移民们的农业生产组织

形式。首先，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先驱者认为应该

让犹太人回归土地。在整个中世纪，犹太人与土地

是脱离的。早在罗马帝国晚期，居住在欧洲各地的

犹太人由于不堪负担沉重的赋税，以及宗教的原

因逐渐脱离了农业。而封建欧洲的“政治权利地位

是按照地产来排列的”[4]453，各阶层的社会地位都是

由对土地的占有权决定的。因而作为客民的犹太

人被迫远离土地，转入商业和手工业。虽然犹太人

在商界游刃有余，积累了大批财富，但是没有土地

的犹太人象无根的浮萍，没有任何实质的社会权

利和地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组织的基本原则是，

土地是立国之本，定居巴勒斯坦是个人解放的一

条途径，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移居巴勒斯坦、在那

里扎根来解决自己的犹太问题。“回到巴勒斯坦，

必须也回到农业中去，这是建立正常的民族生活

的必要基础”。[5]20 因此，在他们的号召下，大批年轻

志士加入了热爱锡安山组织、打算去巴勒斯坦，并

在那里成为农民。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积极策划组

织了移民活动，筹措资金，购买土地，安置移民。他

们想方设法尽可能多地占有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

人的土地，犹太人购置土地的主要机构有：1901 年

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建立的犹太民族基金会；1908

年创立的巴勒斯坦土地发展公司和 1924 年建立

的巴勒斯坦犹太殖民协会等。另外，1914 年美国犹

太复国主义组织发起成立了美国锡安山共同体和

麦舍利公司，主要活动就是在筹集资金在买地巴

勒斯坦买地。这两家公司成功地使成千上万犹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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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购买土地上投资。在第四次移民潮的高峰中，

他们成为巴勒斯坦最大的土地买主。到 1925 年，

他们已经购地 12 万姆，大部分是农业用地。20 年

代初期，美国锡安山共同体在已经买下的地上建

起了由它资助的贝尔福里亚合作农庄。1929 年，公

司在阿富拉地区获得了 1.6 万姆地，目的在于建设

一个新城———谷地之城。[3]212 从 1920- 1939 年间，

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购置的土地总数已达到 84.6 万

杜纳姆，加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获得的土地，总

共达到 149.6 万杜纳姆，约占巴勒斯坦土地总面积

的 5%。[6]118 其次，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张土地社会

所有，因为他们担心在利润动机的驱使下，犹太私

人土地所有者会将已经占有的土地重新卖给阿拉

伯人，而且他们认为土地私有制会导致房地产价

格上升和过度城市化，从而不利于犹太人回归巴

勒斯坦。因此，犹太民族基金会等机构及个人购买

的土地变成了犹太社团不可转让的财产。这样的

意识形态不仅影响了建国前移民的农业生产活

动，对以色列建国后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产生

了深远影响。时至今日，以色列土地的 94%仍属国

家和其它社会组织所有，这是以色列广泛建立社

会所有制的基础。

在早期移民的农业生产和开发中，多渠道的

资金来源为早期移民的农业生产和开发提供了经

济保障。1890 年俄国热爱圣山运动以“支持巴勒斯

坦犹太农业和制造业协会”的名义活动，该组织每

年得以募集 2- 3 万卢布为阿利亚基金，组织俄国

移民的活动。赫茨尔在 1899 年创办了犹太垦殖托

拉斯，作为金融机构，它的任务是积累大量资金，

组织移民即实施移民定居后的开发。1902 年，组建

了英国———巴勒斯坦银行，作为犹太垦殖托拉斯

的辅助机构。1903 年在雅法开业，逐渐成为犹太复

国主义事业中最大、最重要的银行。1901 年又有了

犹太民族基金会，专门用来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

购买土地之用。1920 年，在犹太民族基金会的基础

上又建立了巴勒斯坦拓殖基金会，四处筹款在巴

勒斯坦购置土地安置移民。除了犹太复国主义组

织建立的一些专门安置和管理犹太人在巴勒斯坦

的生活和建设的组织提供的资金外，私人资本起

了极大的作用。扎尔曼·莱冯廷，一个俄国克列门

楚格城的银行职员，他在雅法创立了叶苏德·哈马

拉先锋协会，不仅投入资金购买土地安置移民，而

且为后来者收集情报、充当顾问。而埃德蒙·德·罗

思柴尔德更被称为巴勒斯坦犹太社团之父，发家

于法兰克福的罗思柴尔德将其银行业由法兰克福

向全欧洲辐射，在维也纳、伦敦、那不勒斯和巴黎

设立了分支机构，是 19 世纪欧洲金融业的霸主。

作为犹太富豪的杰出代表，罗思柴尔德把大笔资

金投入到移民活动中。从 1882 年到 1900 年间，他

单独经办了 7 个莫沙瓦，直接或间接地支持了许

多移民村。“在 18 年的岁月里，男爵为他的这项事

业付出了 160 万英镑———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大数

目；而俄国、罗马尼亚、中欧和西欧的热爱圣山运

动加在一起，才贡献了 8.7 万英镑，是男爵化费的

二十分之一”。[3]63 1900 年以后，男爵把莫沙瓦交给

了犹太垦殖协会，将 1500 万法郎的大笔款项交给

犹太垦殖协会全权处理，还成立以他为首的巴勒

斯坦莫沙瓦委员会，并继续支持移民安置开发事

业和其它的犹太人社区项目。罗斯柴尔德在犹太

移民开发初期最困难时期的大力援助，对犹太移

民活动起了极其关键的作用。私人资本中还包括

了移民自己带入的财产。1921 年到 1931 年进入巴

勒斯坦的资本总共为 2000 英镑，而移民们特别是

德国难民带来大量资本，从 1931 年到 1936 年，随

犹太难民流入巴勒斯坦的资本高达 3500 万英镑，

而此前 10 年（1921- 1931 年）进入巴勒斯坦的资本

总共才 2000 万英镑。[1]98 正是由于有了多种资金来

源渠道，才使得移民的迁徙和安置有了保障，也使

得移民的农业生产有了发展动力。

综观以色列建国前的移民活动，每一次移民

浪潮不仅给以色列输送了大量的人口资源，而且

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们挟带着各种相同和不同的

意识形态、文化和技术资源。正是这种移民浪潮的

异质性和同质性，不仅使得移民们互相交流，而且

也使在农业开发中各种形式的社团如共产主义式

的“基布兹”和合作社式的“莫沙夫”及资本主义式

的“莫沙瓦”先后出现共存。

以色列建国前的移民们在恶劣的自然条件和

生存环境下，在农业生产中不断探索，反复实践，

建立了多种形式的劳动组织，不仅成为移民们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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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农业生产开发、拓殖的组织形式，而且直到今天

仍然在以色列农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9 世

纪的巴勒斯坦满目疮痍，一穷二白。1891 年，一位

名叫阿舍金斯勃哥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访问巴勒斯

坦，他写下了访问印象：“在外面，我们习惯设想古

老的以色列土地如同荒沙、沙漠，谁想占多少就占

多少。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整个国家很难找到一

块尚未耕种的土地，而没有耕种的只有沙丘和石

岭。沙丘和石岭只有经过巨大的努力开垦，才可种

植果树”。[7]82 第一批移民来到巴勒斯坦后购买土

地，垦荒拓殖。他们得到的土地非常贫瘠，有的地

方是沙漠，有的地方是沼泽。他们只能住在简陋的

帐篷或棚屋里，一方面与艰苦的自然环境作斗争，

一方面还要战胜疾病、饥饿等等侵袭。但是第一批

比卢成员作为第一批现代犹太移民在巴勒斯坦定

居，在十五年的艰苦岁月里建立了十八个居住区，

从雅法以南的里顺齐温到加利利的罗希平纳，在

沼泽和沙丘之间出现了一片片的绿洲。这些绿洲

是他们以无限的热情和自我牺牲精神用自己的双

手创造出来的。他们以巨大的毅力和献身精神向

世界表明，犹太人是可以成就伟大事业的。同时这

一成就也促使散居各地的犹太人向往独立和意义

深远的定居生活。[8]304 而第二次移民活动中，克武

察、基布兹等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成为

移民们进行农业生产和开发的主要组织形式。20

年代到达巴勒斯坦地犹太移民们，深受当时世界范

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把犹

太复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他们坚信只有建

立一个尊崇劳动、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

真正解除犹太民族的苦难。1909 年他们在德加尼

亚西先后试办了合作居住区———克武察。[8]343 开拓

者们采用了集体劳动、集体生活的方式并且在克

武察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中首次引入了财产集体所

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集体决策、民主管理等社

会主义原则。很快就成功地实现了自给自足，这极

大地影响了后来的犹太移民的农业定居模式，到

1914 年，在巴勒斯坦已先后出现了 12 个克武察。

但是十年后，克武察存在的问题也暴露出来，虽然

克武察已经建立了一种稳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但

是难以发挥来自不同国家移民们的生产积极性，

更好地组织生产和协作。经过移民们反复探讨，

1921 年，第一个莫沙夫――本质上是以家庭农场

为基础的小农合作组织纳哈拉尔成立。几天后，成

立了第一个基布兹艾因·哈罗德。[5]91 它在继承了克

武察基本价值观念和社会主义原则的同时，克服

了克武察在成员的选择上只重友谊和血缘关系，

缺少开放性的不足，广泛地吸纳来自不同地区的

犹太移民。不仅如此，它还突破了克武察只从事农

业活动的局限性，开始涉足建筑、工业制造等领

域，培训了一大批技术工人。

从莫沙夫到克武察、基布兹，以色列建国前移

民们建立的农业生产组织尽管形式不一，但在农

业生产中确立了一些基本原则：第一，坚持公有

制。在莫沙夫、克武察、基布兹中，土地是国家的，

住房是公共的。在公有制下，提倡公平、正义、自我

劳动。第二，民主管理的组织机制。莫沙夫的最高

权力属于全体成员代表大会。并由大会选出管理

委员会来处理日常事务，大会每隔 6～8 周举行一

次会议，商讨重大问题。基布兹更是每周一次民主

大会，由全体成员共同讨论有关经营方针、审核预

算、选举负责人、批准吸收新成员等方面的问题。

成员轮流参加各种管理。第三，以农业生产为主，

努力向农业产业化发展实施综合一体化发展战

略。起初，莫沙夫和各农户的关系，主要是销售农

产品。随着生产技术的革新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

提高，莫沙夫便由单纯销售农产品扩大到产前和

其他产后服务方面。莫沙夫管理委员会可以向成

员提供贷款、农产品储存和加工的产后服务。而基

布兹也逐渐从经营农、林、牧、副、渔向其它产业发

展。二战期间，基布兹的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最

初的动力产生于战争期间对工业品的需求增加，

随着人口的增长，新移民村内的工业和手工业也

得到了长足发展。

在移民们的农业生产和开发中，移民们以科

技为主导，实现农业的跨越式发展。1946 年春，农

业中心派出一个代表团到美国去研究当地的工作

实践及战争期间引进的技术革新。除了采用从海

外引进的革新项目外，各移民村还采用了雷霍沃

特研究站的实验成果。1944 年，大多数的麦田都播

下了研究站培育并选定的新品种。这些良种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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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革新成果，极大地减少了劳动力的花费，增加

了产量，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农业的利润率。

同时，犹太先驱者们在以前的干旱地区经过千万

次的钻探发现了丰富的地下水，区域性的供水工

程建立起来，可以长距离的输水。还利用现代化的

灌溉技术来开发约旦河河水和贝桑谷地及耶兹里

勒谷地的泉水。使得农业的灌溉地已达 25 万姆。

更为重要的是，毫无务农经验与知识就开始创业

的拓荒者，已经掌握了高度的专业技能。在科研人

员和推广普及员的帮助下，他们迅速获得了耕作

的实用知识，取得了惊人成果。在立国时，已经有

了一个现代化的犹太农业。它能够利用世界农业

科学的最新成就，一点儿也不逊色于有着世代务

农经验的发达国家。[3]294

没有移民就没有以色列国家。以色列建国前

的移民活动不仅改变了巴勒斯坦的人口结构，为

犹太国家的建立提供了人力资源，而且早期移民

们从原始的耕作方式起步，自力更生，因地制宜，

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把不毛之地改造成绿洲。他们

在农业生产和开发中不断探索，建立的独具特色

的生产组织、确立的基本原则和理念以及成功的

农业生产开发经验 “成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

探索追求人类共存理想的一块试验田，并已成功

坚持了 80 多年，是人类自觉地改造自身、征服自

然的典范之一”。[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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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igrants' Agr 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srael before the Founding of the Country
YAO Ai- ai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07, China)

Abstract: Israel is a unique country of immigrants. Before the founding of the country in 1948, six large- scale immi-

gration activities provided premise for the founding of the country. Before its establishment, with adverse natural environ-

ment and harsh living conditions, immigrants took agriculture as the primary task and worked diligently and indomitably.

They successfully built Israeli agriculture out of nothing and made it step onto the track of fast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y explored a path suit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s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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