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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国伊始，以色列结合本国特殊国情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创立了以工业化推进与

现代高效农业发展相结合的发展模式，成为当今世界城市化成功的典范。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以大城市为主

导、中小城市协同的城乡一体化趋势。因此研究以色列城市化能为当今我国城市化的科学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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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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以色列城市化研究在国外学界已取得一

些富有见解的成果，而国内学界对以色列城市化研

究则刚刚起步。本文就以色列城市化发展进程、现
状、特点作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走向进行展

望。

一、以色列城市化历程与现状

以色列作为中东地区城市化发展水平最高的国

家之一，1995 年其城市化水平为 90． 8%，到 2005 年

已跃升至 91． 7%。［1］( P171 ) 依据以色列城市化独

特的历程，可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

( 一) 自发发展为主的城市化稳步较快发展阶

段( 1870—1948 年)

古代巴勒斯坦地区就存在一些重要城市，据考

古发现，公元前 4000 年耶路撒冷建城。大约在公元

前 1000 年，大卫王率领以色列人征服了该城，向南

扩建后定都于此。公元 7 世纪耶路撒冷成为阿拉伯

帝国的一部分。拿撒勒是古代巴勒斯坦又一重要城

市，是基督教圣城之一，传说耶稣在该城附近的萨福

利亚村度过了青少年时期。16 世纪奥斯曼土耳其

帝国征服巴勒斯坦地区，这些城市隶属于土耳其。
19 世纪 70 年代以来，巴勒斯坦地区城市化有所增

长，据有关资料显示，19 世纪 70 年代巴勒斯坦有 10
个城市，城市人口达到 12 万，占该地区总人口的

25%。［2］( P348—369) 此时，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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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9 世纪 80 年代，伴随着大量移民涌入，

巴勒斯坦地区的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不仅城

市化率上升，而且还建立了一些新城，如建于 1909
年的特拉维夫就逐渐发展成为驻巴勒斯坦英军控制

下的一个大都市。
1917 年英国对巴勒斯坦地区实行委任统治，在

巴勒斯坦地区相继建立了罗姆特、苯巴瑞克、巴特

杨、尼坦亚四个城市。1922 年英国统治下的巴勒斯

坦的 城 市 人 口 已 经 达 到 了 29． 7 万，城 市 化 率 为

39%，其中特拉维耶夫、海法、耶路撒冷三个城市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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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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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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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8 万，城市化率跃升至 46%，1933 年又建新城市

宏隆，到 1944 年巴勒斯坦地区共有 21 个城市。［2］

( P348—369) 1948 年，特拉维夫人口达到了 24． 8 万，

是以色列唯一的超过 10 万人的城市，而拥有 1 万人

口的城市则达到 9 个，以色列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

50%［3］，基本实现了城市化。当然这一时期城市化

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城市的区域布局不合理，1944
年巴勒斯坦地区的 21 个城市中内陆城市只有 7 个，

而沿海城市高达 14 个。［2］( P348—369)

( 二) 以政府推进为主的城市化持续快速提升

阶段( 1948 年至今)

1948 年以色列建国后，城市化呈现出加速发展

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城市人口总量增加，城市人口比重节节攀升。
随着 以 色 列 国 家 的 建 立，大 量 移 民 纷 至 沓 来，从

1950—2005 年以色列国家人口从 137 万增至 690
万，而城市人口也从 1950 年的 81． 3 万急剧增加到

2005 年的 613． 2 万，增长了 7． 5 倍。与此同时，乡

村人口从 1950 年的 44． 5 万增加到 2005 年 55． 3
万，仅增加了 20%。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上

升明显，建国初期大约有 60% 的人生活在城市里，

1970 则达到 84． 2%，2005 年飙升至 91． 7%。［1］

( P171—203)

2． 城市数量增加、规模日益扩大。以色列城市

化快速发展还体现在城市数量不断增长，城市规模

逐渐扩大。据统计 1948—1984 年新增城市 36 座，

1985—1995 年又新增 130 多座( 包括卫星城) 。［4］

( P13—21) 以色列城市数量剧增的同时，原有城市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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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人口超过 10 万的城市跃升

至 14 座，其中有 5 座超过 20 万人。耶路撒冷的城

市人口从 1948 年的 8． 4 万，到 2003 年已增至 70． 5
万; 同期海法从 9． 8 万增长到 27 万; 特拉维夫从

24． 8 万增长到了 37． 1 万。［3］

3． 城市区域布局变化日益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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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列赛和内格夫等区其人口仅有全国的

8． 4%。1961 年以色列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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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1966 年期间，以色列 40% 的工业集中

在特拉维夫，15% 集中在海法地区。［5］( P136 ) 为实

现人口布局的合理分布，从 20 世纪 60 年代始，以色

列政府将重点的工业投资向南北部地区倾斜，不仅

如此，还对该区企业提供廉价土地、税收优惠、出口

补贴等政策，这样，耶路撒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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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983 年，海法与特拉维夫的城市人口所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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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中央区与特拉维夫的人

口下降到 45%，南部与北部地区的人口上升到 30%
以上。［6］( P393—409 ) 南北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吸

引了大批移民，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全国城市布局。
以色列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与以下几个因素密切

相关。首先，以色列建国为城市化的发展创造了前

提条件。按照联合国决议，以色列获得 1． 49 万平方

公里的土地，这不仅为犹太人定居提供了空间，也成

为犹太民族复兴的转折点。建国以来，以色列为了

与周围数十倍于己的敌人抗争，颁布了《回归法》，

大规模的移民蜂拥而至。1948—1952 年，以色列人

口翻倍，以色列政府通过建立新城、扩充老城等政策

吸引移民在城市安居。在“六天战争”与“十月战

争”中以色列又获新领土，为建立新城提供空间。
可见以色列建国以及拓疆扩土是其城市化发展的前

提。其次，工业化是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动力。20 世

纪 50 年代初至 60 年代末，以色列主要发展传统产

业，产品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同时为重新规划工业

布局，为发展南北部地区工作而建立新城。从 70 年

代开始，以色列调整工业发展策略，生产技术密集型

产品，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与外贸的长足发展加速

了现代化进程。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产业集群化

趋势日益增强，形成了以特拉维夫、耶路撒冷、海法、
贝尔谢巴为中心的四大城市群。［7］( P44—46 ) 工业

化不仅推动了以色列城市化的发展，也促进了城市

的专业分工。最后，现代高效的农业发展是城市化

的坚实基础。以色列通过建立基布兹与莫沙夫两个

重要国有农庄，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尤其是发展出口

经济作物。进入 90 年代以来，以色列每年出口价值

7． 2 亿美元的鲜活农副产品和 6 亿美元的加工食

品，另外有与农业相关的种子、肥料、设备和技术的

出口，农产品年出口额达到 90 亿美元，农民的一半

收入来自出口。［8］以色列现代农业不仅解决了全

国的粮食问题，而且把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向城市。
20 世纪 90 年代后，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占全国人

口 9%。现代农业创造的外汇不仅为工业化提供了

资金，扩大了农村市场，而且农业现代化为工业发展

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

二、以色列城市化发展的特点

以色列的特殊国情造就了其独有的城市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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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 一) 城市化与国家安全战略紧密相连。以色

列特殊国情使政府将城市化置于国家安全战略框架

下，这是以色列城市化最显著的特点。以色列建国

道路坎坷，建国后频频遭遇战争，生存环境恶劣。为

了生存，1950 年以色列政府颁布《回归法》，规定每

一犹太人，及其非犹太家庭都有权利进入以色列并

成为以色列公民。大规模移民使以色列人口迅速增

加，1952 年人口是建国时人口的两倍。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犹太人口达到 250 万，其中建国后接

纳了逾 100 万移民，人口自然增长 50 多万。［9］以

色列政府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决定在国家人口稀少

的南部与北部建立新城来安置移民。1967 年“六日

战争”后，以色列国土面积由建国时的 8017 平方公

里增加到了 34，493 平方公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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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

其在 20 世纪 80 年代重点发展耶路撒冷。据统计，

从 1948—1961 年期间，耶路撒冷人口占全国人口的

比重从 12% 下降为 8． 8%。［10］( P53 ) 1967 年第三

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占领了整个耶路撒冷，东西耶

路撒冷合二为一。此后，以色列政府加强了对耶路

撒冷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了高新技术区与中

央商务区，大力发展旅游产业，有力地推动了耶路撒

冷城市人口的增长。自 1975 年起，耶路撒冷超过特

拉维夫，成为以色列最大的城市。1977 年，犹地亚

和撒马利亚、戈兰高地等地区的城镇均获得了政府

投资的“优先权”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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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人，［7］( P90 ) 到 1995 年，西岸与

加沙地带的定居民达到了 13． 35 万人。［11］( P218 )

从以上可以看出，1967 年以来以色列重点发展新占

领的约旦河西岸与加沙地带，城市化已成为国家安

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 二) 国际移民是以色列城市化发展的助推器。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城市人口增长主要依靠人口自

然增长与国内移民。然而，以色列城市人口增长则

较多倚重于国际移民。据统计 1948—1952 年期间

出现了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国际移民高潮，四年时间

68 万人到达以色列，国内的犹太人口翻了一番多。
［12］( P151—152) 这也是以色列城市化独有的特色。

建国以来，移居以色列的移民主要来源于东欧、
西欧和伊斯兰的国家。从东欧国家移居的犹太人主

要是小商人和沿街叫卖的小商贩，也有从事各种服

务行业的。他们移居以色列后主要聚集在中小城

市。从西欧移居到以色列的犹太人接受了较高的教

育，主要在行政管理、商业和银行业做事，并定居在

较大的城市。来自于穆斯林国家的犹太人受制于自

身生活习惯与文化素质的影响，大多数人生活在小

城市。这些移民的到来不仅为以色列提供了大量的

劳动力，也对以色列新城的建立起了重要的助推作

用。
( 三) 建立新城是以色列城市化的重要内容。

以色列城市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直接建立新城。一

方面是因为移民的压力与吸收移民的需要，另一方

面也是为了改善国内人口分布过于集中的状况。从

1949 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以色列政府建立 30
多座新城，安置了大约四十万居民。在不同时期，新

城建设的数量也不一样，1948—1951 年间，建立了

22 个城市，安置人口 126，081 人，大约占全国犹太

人口的 9%，这与 1948—1951 年的移民高潮密切相

关。从 1952—1957 年，以色列建立了大约 10 个新

城，人口 254，095，约占全国犹 太 人 口 的 14． 1%。
［13］( P75) 从 1957 年到 1970 年代，只有两个新城建

立，即 1960 年建立的阿瑞德和 1964 年建立的凯密

尔。随着移民高潮的回落，大规模建设新城的步伐

停止了，那时移居以色列的移民主要安置在原有的

城市里，因而以色列政府把工作中心集中在对原有

城市的扩建与改造。1967 年是以色列新城发展的

转折点，之前建立的新城主要集中在内格夫北部自

然资源丰富的地区，而之后出于政治原因，新城主要

建在盖勒夫地区的北部。［13］( P82)

1948—1967 年期间，以色列新城的人口所占全

国人口的比重提高较快。据统计，1961 年新城人口

占全国 人 口 的 比 重 为 10． 8%，1967 年 则 达 到 了

14． 1%。［14］( P113 ) 1967 年以来，新城的发展速度

相对较慢，直到 1987 年新城的人口才占全国人口总

数的 18． 5%，城市人口 66． 82 万，新城的数量也由

原来的 34 个降至 29 个。［13］( P75 ) 只有一些城市

如贝尔谢巴、阿什凯隆与阿什杜德发展成为大城市。
据相关资料统计，2003 年阿什凯隆的城市人口达到

10． 5 万，阿什杜德达到了 19． 2 万，贝尔谢巴达到了

18． 3 万。［9］1967 年以来以色列的新城发展缓慢，

与以色列执行阿龙计划、开发加沙地带有一定的关

系。

三、以色列城市化发展趋势

建国以来，以色列城市化取得了飞速的发展，成

为高度城市化的国家之一。通过对以色列城市化的

特点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未来以色列城市发展趋

势。
—701—



( 一) 以色列城市化将处于平稳的发展状态。
根据美国学者戴维·波普诺所提出的城市化进程的

阶段性规律，城市化进程存在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发生阶段，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 30% 以内; 第二

阶段是加速发展阶段，城市人口占总人口 30%—
70% ; 第三阶段是成熟阶段，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

70%以上，城市化的发展较为平稳，在整个城市化过

程中呈 S 型曲线运动。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以色

列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 70% 以上，即以色列的城市

化发展水平已经达到了成熟阶段，因而未来以色列

城市化将处于平稳增长的阶段。
( 二) 大城市在未来以色列城市化的发展过程

中仍将占主导作用。尽管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耶

路撒冷、特拉维夫以及海法的人口从占全国总人口

的 75%已经下降到了 45%，这些城市具有强大的经

济、人才、技术、信息、资金、交通等方面的优势，在未

来发展中，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及社会进步方面具

有不可替代的主流作用。大城市功能的日益发展与

完善不但使其能够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且能够

促进和带动乡村经济的发展，成为区域经济与社会

发展的“增长极”。耶路撒冷、特拉维夫、海法等大

城市聚集性较强，它们不仅是全国的产业发展中心、
交通中心、商品流通中心、区域发展的科学技术中

心，而且也是金融中心、人才聚集地与区域综合服务

中心。
( 三) 区域城市化差距日趋减小，城乡一体化趋

势明显。以色列政府通过制定相应政策推动少数民

族地区的城市发展，缩小了少数民族地区与全国的

差距。据 统 计，以 色 列 在 1990 年 的 城 市 化 率 为

90. 3%，而 贝 都 因 的 城 市 化 率 大 约 为 59%，但 在

2005 年以色列城市化率为 91． 7%，而贝都因的城市

化率已经达到 76%。［4］( P21) 以色列地区城市化差

距在逐渐地缩小，并朝着城乡一体化的趋势发展。
以色列大约 9． 1%的人口居住在乡村，其中 1． 8% 的

人口分布在全国的 268 个基布兹，大约 3% 的人口

聚集在 452 个莫沙夫。［7］( P48) 基布兹主要以农业

为主，近年来也开始发展工业和旅游业。以色列农

业的产业化程度高，农业的产业化与农村的工业化、
城镇化是同步进行的。在基布兹和莫沙夫内，商店、
学校、医院、图书馆、体育场等现代化的服务设施一

应俱全，城乡差别正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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