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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色 列 国 内 苏 联 犹 太 移 民

政 党 的 成 因 及 影 响

周   承

  内容提要  苏联犹太移民是以色列现今最大的移民群体。为保障自身的生存发展, 他们

将生存权益诉求与政治权益诉求紧密结合, 主动参与以色列政治生活。其主要方式就是组建

移民政党, 积极争取政治话语权。在苏联犹太移民政党中, 夏兰斯基创立的移民党、利伯

曼创立的家园党和盖达马克创立的正义党最具代表性。这些政党的兴衰和政治倾向受到

其基本选民 ) ) ) 苏联犹太移民根本利益的制约, 对以色利政坛格局和中东和平进程产生重

要影响。

关 键 词  以色列  苏联犹太移民  政党  成因  影响

作者简介  周承,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 (上海  200083)。

  以色列是一个移民国家, 其主体民族 ) ) ) 犹太人绝大多数是在建国后从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迁居

而来的移民及其后裔。¹ 他们因原住国和文化背景的不同, 形成了众多的移民群体。以色列现今最大

的移民群体, 系来自苏联地区 (包括现已独立的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 ) 的犹太人。º 从建国至今, 以

色列先后接纳了 112万多名来自该地区的移民。» 目前留居人数约 70多万, 占以色列总人口的

1 /10强。¼

苏联犹太移民½定居以色列后, 为维护自身的生存发展, 采取多种举措, 主动融入本土社会。举

措之一就是将对生存权益的诉求转化为对政治权益的诉求, 直接参与以色列的政治生活, 积极争取政

治话语权。尤其是 20世纪 90年代中期后, 苏联犹太移民通过组建政党, 借助大选扩大社会影响, 进

而跻身国家权力机构, 作为一支独特力量对以色列的内政外交形成重要制约。

本文通过简述以色列苏联国内犹太移民政党形成和发展的进程, 介绍由纳坦 #夏兰斯基 ( N a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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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杨灏城、朱克柔主编: 5民族冲突和宗教争端 ) ) ) 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 6, 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

应该指出, 这些移民中混杂着大批非犹太人。据以色列内政部透露, 1989~ 2002年, 在近百万来自苏联地区的移民中, 有

24万人不是纯粹的犹太人。但因其都具有移民机构出具的犹太人身份证明, 因此一般将所有来自苏联地区的移民总体视为犹太人。

�¶Á±ÄÂº±ÈºÑ ³ �¹Â±º½Î º¹ ����/���1948- 2001 ( 1948~ 2001年自苏联 /独联体赴以色列移民统计 )。 h ttp: / /6210135169 /

il4u /alia / statistics1htm1

周承: 5试析以色列新俄裔犹太移民形成中的国际因素 6, 载 5俄罗斯研究 6, 2007年第 3期, 第 75页。

自 19世纪 80年代至今, 从俄罗斯帝国及其附属国、苏联地区 (包括现已独立的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 ) 移居巴勒斯坦地区和

以色列国的犹太人, 因受原住国长期的同化和融合, 已具有共同的俄罗斯文化特征, 且对现代犹太国家的影响也更多地表现出群体

性的俄罗斯化倾向。因此, 以色列社会一般将他们统称为俄罗斯犹太移民。本文论述的主要对象为以色列建国后从苏联地区 (包括

现已独立的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 ) 移居以色列的犹太人。为体现他们在原住国籍、居住地域、所操语言、宗教礼仪、律法传统、生

活习俗、历史时段等方面的共同特性, 作者采用 /苏联犹太移民 0 的称谓。



Sharansky) ¹ 创立的 /移民中的以色列 0 党 ( / Israe lB a- A liya0, 下称 /移民党0 )、由阿维格多 #

利伯曼 (Av igdo r L iberman)º 创立的 /我们的家园 ) ) ) 以色列0 党 ( / Y israel Beite inu0, 下称 /家园

党 0)、由阿尔卡迪 #盖达马克 ( A rkady Ga idamak)» 创立的 /社会正义0 党 ( / Soc ial Justice party0,

下称 /正义党0 ) 等主要移民政党的政治倾向, 揭示其对以色列政坛格局和中东和平进程的若干影

响, 以期为学术界研究中东问题提供有益的素材。

苏 联 犹 太 移 民 政 党 的 组 建 进 程

20世纪 80年代以前, 苏联犹太移民并无建党意愿, 只是试图仿效美欧犹太组织, 通过创立各类

移民社团, 或在传统政党内部建立 /俄罗斯移民支部 0, 形成以色列的苏联犹太移民 /院外集团 0。

80年代后, /民主与移民 0 ( Democrat and A liyah)、 /以色列新生运动 0 (M ovement for regenera tion o f

Israe l)、 /移民统一0 (M ovem entU nion forA liyah) 等移民社团曾尝试建立政党, 参加以色列大选, 但

均告失败。所推举的候选人在苏联犹太移民中的支持率仅为 11%, 获得的选票不足 1%, 根本无法进

入议会。¼ 其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建党条件尚未成熟, 这主要体现在下列 4个方面:

( 1) 参政意识薄弱, 缺乏思想基础。许多苏联犹太移民抛弃家产移居以色列, ½ 保障生存的需求

极其强烈, 他们对改善日常生活的关注, 远远高于对参与政治生活的关注。 ( 2) 群体数量不多, 缺

乏民众基础。20世纪 90年代前, 以色列的苏联犹太移民不超过 30万, ¾ 移民群体正处于形成阶段,

且分散于各个犹太定居点, 整体凝聚力较弱。 ( 3) 骨干精英较少, 缺乏队伍基础。苏联犹太移民群

体形成初期, 除了夏兰斯基等极个别移民精英受到以色列和国际社会的关注外, 社会民众认同的领袖

人物和具有一定组织宣传经验的精英分子相对较少, 难以形成建党所需的骨干团队。 ( 4) 利益代表

分散, 缺乏力量整合基础。众多苏联犹太移民社团各自为政, 注重于具体的移民事务, 而能部分体现

苏联犹太移民利益的老一辈俄罗斯犹太移民又分属不同党派, 导致该群体的利益代表较为分散, 政治

力量缺乏有效整合。

因此, 虽然以色列政党林立, 但由于苏联犹太移民的力量相对薄弱, 在以色列社会中的影响力十

分有限, 直至 20世纪 90年代中期, 真正以苏联犹太移民为主体的政党长期没有形成。

1994年 11月中旬, 一批苏联犹太移民精英人物在耶路撒冷举办了一次研讨会, 商议如何通过政

治途径保障苏联犹太移民的权益。夏兰斯基等人认为, 要保障苏联犹太移民群体的利益, 必须借助政

治权力的影响。而获取政治权力的唯一手段, 就是建党参政。¿ 当时, 苏联犹太移民人数急剧增加,

客观上为建立移民政党提供了各项基本条件: ( 1) 群体利益的保护意识逐步增强。20世纪 90年代

后, 苏联犹太移民群体已经形成。面对以色列本土社会日益扩大的排斥情绪, 这一群体有共同的利益

诉求, 需要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向社会传递, 也要求受到社会保护。 ( 2) 支持建党的民众逐步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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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出生于乌克兰, 1986年移居以色列。

1958年出生于摩尔多瓦, 1978年移居以色列。

1952年出生于乌克兰, 1972年移居以色列。后长期在西欧从事商贸活动, 拥有以色列国、安哥拉、加拿大和法国国籍。

1998年获得耶路撒冷长期居住权, 2001年 6月定居以色列。建党后改名为阿利耶# 巴尔 -列夫 ( A rieh B ar- Lev)。

�±¿º¿ �1 / �ÅÃÃ¼º¶0 º³½±ÃÄÎ ³ ÃÀ³Â¶¾¶¿¿À¾ �¹Â±º½¶ (哈宁: 5俄罗斯人与当代以色列政坛 6 ) , �ÀÃ¼³±: �¿ÃÄºÄÅÄ

�½º¸ ¿¶́ À �ÀÃÄÀ¼±, 20031h ttp: / / z ionet1 co1 il / gazeta /L ib /Khan in / index1h tm l1

20世纪 80年代以前, 苏联政府对犹太人移民以色列采取了种种阻挠措施。不少犹太人为达到移民目的, 不得不放弃在苏联

的家产, 孤身绕道前往以色列。

周承: 5冷战结束前后以色列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的形成及其影响研究 6, h ttp: / / lsg1 cnk i1net /grid20 /deta il1 aspx? f ilenam e=

2008016309& dbnam e= CDFDTOTAL。

�À³Í¶ Â¶Á±ÄÂº±¿ÄÍ º¿Ä¶́ Â ºÂÅÐ ÄÃÑ ³ ÄÂ±µºÈºÀ¿¿Í Ç ÁÀ½ºÄºÉ¶Ã¼ºÇ ÃÄÂÅ¼ÂÅÂ±Ç ¿±ÁÂ¶µÃÄÀÑË ºÇ ³Í²ÀÂ±Ç (面临大选新移民在

传统政治体制中不断集聚 ) , 2002- 1- 281h ttp: / /www1 jafi1 org1 il / agenda/ ru ssian / index1 asp /1



许多苏联犹太移民认为, 以色列现有政党忽视了该群体的生存发展权益, 应将希望寄托于自己的政

党。据调查, 1994年时赞成组建政党的苏联犹太移民比 1993年增加了 315倍。¹ ( 3) 建党所需的骨

干力量逐步增加。1990~ 1994年, 多达 53万犹太移民从苏联地区涌入以色列, 其中不少人曾参与过

苏联解体前后各类党派的组建活动, 拥有一定的政党工作经验, 成为建党所需的且是现成的骨干分

子。 ( 4) 政治力量的整合力度逐步增大。经过十多年的移民生活, 以夏兰斯基、利伯曼等为代表的

移民精英分子º已被以色列民众熟悉和认可, 成为苏联犹太移民的代表人物。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出于

战略目的, 对苏联犹太移民的政治声援、经济援助也日趋高涨。» 由于获得了国内外的巨大支持, 夏

兰斯基等移民领袖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声望日益提升, 对苏联犹太移民各种政治力量的整合能力增大,

各移民社团逐步趋向联合。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建立苏联犹太移民政党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夏兰斯基等人的努力

下, 苏联犹太移民政党终于登上了以色列的政治舞台。

苏 联 犹 太 移 民 政 党 的 主 要 代 表 及 其 政 治 倾 向

(一 ) 苏联犹太移民政党的开路先锋 ) ) ) 移民党

移民党由夏兰斯基等人于 1996年 3月创建。在当年的大选中, 移民党受到绝大多数苏联犹太移

民的支持, 一举获得了 7个议席, 夏兰斯基首次进入以色列政府, 被内塔尼亚胡任命为工贸部部长。

在 1998年的地方议会选举中, 移民党同样取得了良好成绩。 1999年大选时, 移民党获得 6个议席,

夏兰斯基担任巴拉克政府内政部长。 2000年 7月, 夏兰斯基因反对巴拉克向巴勒斯坦做出太多让步而

辞职。2001年大选后, 夏兰斯基出任沙龙政府副总理兼住房与建设部部长之职。这三届政府的移民吸收

部部长 (第一副部长 ) 均为移民党要员, 移民党对以色列移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拥有了话语权。

进入 21世纪后, 移民党面临诸多挑战: 一是苏联犹太移民逐渐融入以色列社会, 对移民党的依

赖性减弱; 二是苏联犹太移民群体出现分化, 涌现不少新的政治组织, 移民党的权威性和代表性受到

削弱; 三是移民党内部因政见分歧产生分裂, 大批党员和部分领导人退党, 以色列各主要政党、各移

民政党相互间关系出现新的整合。最终, 在 2003年大选中, 移民党的支持者仅有 7万名左右, 只获

得 2个议席。同年 2月 6日, 移民党宣布并入利库德集团, 夏兰斯基出任主管耶路撒冷和离散犹太人

事务的部长, 但移民党的政治独立性从此终结。2005年 5月, 夏兰斯基因反对沙龙 /单边撤离计划0

而辞职。

移民党创立的初衷在于发掘苏联犹太移民的政治潜力, 影响以色列的移民政策, 从而保障移民权

益。因此, 该党相对注重移民事务, 主张采取有效措施帮助移民解决住房、就业等社会问题, 支持宗

教与政治分离。移民党对巴以关系采取中间路线, 支持和平解决中东问题, 允许巴勒斯坦在被占领土

上实行自治, 但安全事务须由以色列负责, 反对巴勒斯坦建国, 认为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永久的、统一

的、不可分割的首都。夏兰斯基还曾积极参与 5怀伊协议 6 的签署工作。 2000年巴以冲突再次大规

模爆发后, 夏兰斯基等人的态度渐趋强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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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重要人物还有施特伦 ( U1Sh tern )、爱德尔斯坦 ( U1Edel jstein )、科沙罗夫斯基 ( U1Kosharovsky)、门捷列维奇

( I1M endelevich )、盖泽尔 ( Z1G eizel)、格尔斯坦 ( L1G erste in)、卡采涅尔松 ( S1Katseneljson)、努德尔曼 (M1Nudel jm an)、朗德维尔

( S1L landver)、波隆斯基 ( P1Polonsky )、杰维亚托夫 ( B1Devjatov)、库茨涅佐夫 ( E1Ku znetsov)、西夫 ( B1Sch if )、索洛德金

(M1Solodk in)、布比斯 ( V1Bub is)、巴辛 (V1Bas in) 等。

参见周承: 5冷战结束前后以色列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的形成及其影响研究 6, http: / / lsg1 cnk i1net /grid20 /detail1 aspx?

filenam e= 2008016309& dbnam e= CDFDTOTAL.



(二 ) 苏联犹太移民政党的中坚力量 ) ) ) 家园党

家园党由利伯曼等人于 1998年 12月创建, 汇集了大部分苏联犹太移民精英分子和从利库德集

团、工党、移民党及其他移民社团退出的骨干力量。

家园党在 1999年大选中获得 4个议员席位。2001年, 它同祖国党、复兴党结成全国联盟, 并进

入沙龙政府, 利伯曼出任基础建设部部长。 2002年, 为抗议沙龙对巴勒斯坦暴力活动的克制政策,

家园党和全国联盟退出联合政府。在 2003年大选中, 全国联盟获 7个议席, 家园党再次入阁, 获得

2个不管部长职位, 后因反对 /单边撤离计划0 与沙龙政府决裂。 2006年, 家园党脱离全国联盟独

立参选, 受到一半以上苏联犹太移民的支持, 一举获得 11个议席, 成为最大赢家。2006年 10月,

家园党重新加盟以色列政府, 利伯曼出任副总理兼战略事务部部长, 成为安全内阁核心成员。 2008

年 1月, 家园党终止了与前进党的执政联盟, 抵制奥尔默特与巴勒斯坦人就最终地位问题进行谈判。

家园党的政治纲领凸显右翼倾向, 在巴以关系和以色列阿拉伯人问题上, 坚持强硬路线, 强调

/土地换和平 0 方案将会彻底葬送以色列的前程。利伯曼主张实施犹太民族的强势统治, 认为以色列

阿拉伯人口的增多威胁到了以色列作为犹太国家的属性, 要求以色列阿拉伯人接受 /忠诚度测试 0,

并迁往巴勒斯坦控制区或其他阿拉伯国家。利伯曼由此被称为 /种族主义者 0, 家园党也被称为苏联

犹太移民的 /利库德 0。¹ 家园党在社会经济领域主张私有化, 打击腐败, 重视犹太文化教育。

(三 ) 苏联犹太移民政党的后起之秀 ) ) ) 正义党
正义党由亿万富翁盖达马克于 2007年 7月创建。在 3名原退休者联盟议员于 2008年 5月加入阵

营后, 该党未经大选便获得了 3个议席, 并组建了议会党团。º

盖达马克明确支持市场经济, 主张提高对高收入者的税收水平, 建设一个更强大的福利国家。因

此, 正义党不以政治安全问题为基本出发点, 而将解决社会经济问题作为建党的唯一目标。这在以色

列政坛可谓独树一帜。盖达马克对奥尔默特政府的现行政策表示不满, 公开指责奥尔默特缺乏领导能

力, 应该下台。他直言不讳地指出, 为更换现政府, 改变以色列现状, 需要建立新的政党准备参加以

色列下次大选。»

盖达马克大有成为苏联犹太移民新生代代表人物的气势。他多次表示, 苏联犹太移民的权益遭到

了以色列政府的忽视, 建党的重点在于满足该群体需求, 争取更多利益。但他也希望将自己在国内其

他族群中的声望转化为政治力量。¼ 正义党也希望借助自己党魁的政治前程和社会威望, 积聚一批苏

联犹太移民。½ 利伯曼曾预言, 正义党将成为一个关注移民问题的右翼党派。¾

(四 ) 其他苏联犹太移民政党

除上述三党之外, 苏联犹太移民政党还包括 1996年由法因布留姆 ( E1Fa inbljum ) 创建的 /移

民 0 党 (A liyah)¿、 1996年由古尔 ( E1Gur) 创建的 /争取移民统一和尊严0 党 ( Un ity and D ign ity

forA liyah) À、 1998年由卡采涅尔松创建的 /我们的家园 ) ) ) 阿什杜德 0 党 ( Ashidod Be ite inu ) 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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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欣伟: 5以色列政府向右转 6, 载 5光明日报 6 2006年 10月 28日。

�±ÂÄºÑ �±»µ±¾±¼±- - ³ �¿¶ÃÃ¶Ä¶ (盖达马克政党进入议会 ) , 2008年 5月 6日。 h ttp: / /www1kp1 ru /da ily /24093 /322706 /

prin t.

�±»µ±¾±¼ ÃÀ¹µ±½ Á±ÂÄºÐ �ÀÈº±½Î¿±Ñ ÃÁÂ±³¶µ½º³ÀÃÄÎ (盖达马克 创建 / 社会正义党 0 ) , 2007 - 07 - 101ht tp: / /

www1 gazeta1 ru /2007 /07 /10 /kz_ m 2440131 sh tm .l

�Â¼±µº» �±»µ±¾±¼ Â¶́ º ÃÄÂºÂÅ¶Ä ¿À³ÅÐ Á±ÂÄºÐ (阿尔卡迪 # 盖达马克注册新政党 ) , http: / /www1 lenta1 ru /new s /2007 /07 /

10 /party.

俄裔以色列富翁拟建政党, 称要建设更强大福利国家, 5新华每日电讯 6 2007年 2月 21日。

马晶: 5俄裔犹太富翁阿卡迪# 盖达马克叫板以色列精英政治 6, 2007年 7月 12日, http: / /new s1 thebei jingnew s1 com /0577 /

2007 /07- 12 /011@ 2756631htm.

主要由部分脱离移民党的苏联犹太移民成员组成。

主要由来自格鲁吉亚地区的苏联犹太移民组成。

主要由居住在阿什杜德的苏联犹太移民组成, 1998年 12月并入家园党。



1999年由布隆富曼 ( R1Bron fman )、辛克尔 ( A1Tsinker) 创建的 /民主选择 0 党 ( D emocratic

Cho ice) ¹、1999年由滕采尔 ( A1Ten tser) 创建的 /希望0 党 ( T ikva) º、1999年由部分山地犹太移

民创建的 /洛米 0 党 ( LOM I) »、1999年由部分布哈拉犹太移民创建的 /心 0 党 ( Lev) ¼、 2003年

由辛克尔等创建的 /公民与国家 0 党 ( C itizensh ip and State) ½、 2003年由列季科 (A1Red jko) 创建

的进步自由民主党 /领导者0 ( Progressive L iberal- Democratic Party Leader) ¾ 等等。

由于在对待巴以关系、世俗与宗教关系、种族关系、社会利益关系上的不同观念, 各移民政党在

十多年里分分合合, 同以色列传统政党如利库德集团、工党等也是合作与纷争并存。夏兰斯基认为,

苏联犹太移民政党的分合正是苏联犹太移民成功融入以色列社会的标志, 对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的整

体认同趋于成熟。¿

苏 联 犹 太 移 民 政 党 对 以 色 列 政 坛 格 局 的 影 响

20世纪 90年代初期, 工党与利库德集团等以色列主要政党均无法在议会中形成绝对多数。但

苏联犹太移民政党的出现, 打破了左右两翼政治势力相持不下的状态, 对以色列的政治格局产生

重大影响。

(一 ) 移民党制衡大选, 左右成败

从 20世纪 90年代中期至 21世纪初期, 移民党在以色列政坛的作用犹如最后的砝码, 决定着工

党或者利库德集团的成败。1996年, 在移民党的鼎力支持下, 以色列议会第二大党利库德集团领导

人内塔尼亚胡以比议会第一大党工党领导人佩雷斯多 29 457张选票 (占有效选票的 019% ) 的微弱

优势取胜, 登上总理宝座。À 内塔尼亚胡投桃报李, 帮助夏兰斯基等移民领袖正式进入以色列政治核

心。但内塔尼亚胡上台后, 不仅屈服于美国的压力, 在与巴勒斯坦谈判中态度软化, 而且忽视苏联犹

太移民的利益和作用, 引起该群体的不满。而工党则与移民党密切联系, 同意帮助该党候选人进入议

会, 以换取他们对巴拉克的支持。 1999年大选中, 巴拉克因获得 5415%的苏联犹太移民支持而如愿
以偿。Á

2001年大选时, 沙龙吸取内塔尼亚胡的教训, 尽力对苏联犹太移民政党及其领袖展示充分的好

感。而后者因坚决反对巴拉克的退让政策, 对沙龙 /不给巴勒斯坦人任何新的让步 0 的竞选口号给

予了有力支持。在其鼓动宣传下, 70% 的苏联犹太移民参加了投票, 超过以色列平均投票率的

10%。�lu 虽然选后移民党本身的议席大幅减少, 但他们支持的沙龙却顺利当选总理。

2003年大选后, 移民党并入利库德集团, 不仅使后者的议席增至 40席, 得以继续执政, 而且逐

步恢复了其自 1999年大选后丧失的苏联犹太移民选民基础。2003年前后, 利库德集团中苏联犹太移

民党员的数量已经占其成员总数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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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由部分脱离移民党的苏联犹太移民成员组成, 2003年后并入梅雷茨党。

主要由支持工党政策的苏联犹太移民组成。

主要由来自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苏联犹太移民组成。

主要由来自乌兹别克地区的苏联犹太移民组成。

主要由部分原民主选择党成员组成。

主要由支持日里诺夫斯基及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的苏联犹太移民组成。

�±Â±¿Ã¼º» �1�¹±Ë ºÄÅ µ¶¾À¼Â±Äºº (夏兰斯基, 民主观 ) 1�ÀÃ¼³±: �±Ç±ÂÀ³, 20061 �Â¼±µºÐ �±»µ±¾±¼Å ÁÂÀÉ±Ä ÁÀ²¶µÅ ¿±

³Í²ÀÂ±Ç ¾ÏÂ±�¶ÂÅÃ±½º¾±, 2007- 09- 241h ttp: / /www1 len ta1 ru /n ew s /2007 /09 /24 /mayor/.

�±¿º¿ �1 / �ÅÃÃ¼º¶0 º³½±ÃÄÎ ³ ÃÀ³Â¶¾¶¿¿À¾ �¹Â±º½¶ (哈宁: 5 /俄罗斯人 0 与当代以色列政坛 6 ) , �ÀÃ¼³±: �¿ÃÄºÄÅÄ

�½º¸ ¿¶́ À �ÀÃÄÀ¼±, 20031 h ttp: / / zionet1 co1 il / gazeta /L ib /Khan in / index1htm l1

�±ÃÐ¼À³±�1�ÅÃÃ¼ÀÑ¹ÍÉ¿±Ñ À²Ë º¿±¼±¼ Æ±¼ÄÀÂ Â±¹³ºÄºÑ ÂÀÃÃº»Ã¼À) º¹Â±º½ÎÃ¼ºÇ ÀÄ¿ÀÊ ¶¿º» (马修科娃: /俄罗斯移民社

群是促进俄以关系的重要因素 0 ) , ht tp: / /www1 i im es1 ru / rus /2001 / rus / r2001ru s_ p31h tm1

�ÀµÂ±̧±¿Ã¼º» �1 �¶Á±ÄÂº±¿ÄÍ ÁÂ¶µÁÀÉ½º �±ÂÀ¿±, (波德拉让斯基: 5俄罗斯移民青睐沙龙 6 ) , �¶ÃÄº, 2001- 2- 81



(二 ) 家园党三进三出, 牵制政府

21世纪初期至今, 家园党对以色列政坛的冲击最多、争议也最多。它先后 3次加入以色列联合

政府, 但又因同主要执政党政见不合 3次退出。

2001年大选后, 家园党及全国联盟进入沙龙政府。但因反对沙龙政府对巴勒斯坦武装分子的克

制政策, 于 2002年退出联合政府, 导致沙龙政府迅速解体。2003年大选后, 家园党及全国联盟再次

进入沙龙政府。此时, 家园党已取代移民党, 成为最大、最具权威性的苏联犹太移民政党。2004年,

利伯曼因坚决抵制 /单边撤离计划0 被沙龙撤职, 家园党也随之退出了政府, 沙龙执政基础发生动

摇。

2006年 10月, 在当年大选中斩获颇丰的家园党受邀加盟前进党政府, 利伯曼重新入阁。当时,

国际社会予以了高度关注, 纷纷惊呼以色列的内政外交将 /向右转 0¹。然而, 仅过一年, 利伯曼因

反对奥尔默特和谈政策, 第三次退出联合政府。舆论认为, 家园党的离去, 犹如冲击波, 震荡着以色

列政坛。一是奥尔默特政府在议会的支持票数锐减, 使联合执政根基受到削弱, 二是可能会造成

/多米诺骨排 0 效应, 前进党执政联盟将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

(三 ) 正义党作为新兴力量强势出击

正义党是苏联犹太移民政党中建党时间最短的一个, 却已显示出不凡实力。根据民意调查, 正义

党在下次大选中, 可获得 17~ 23个议席。º 以色列社会对此大为惊叹。这同盖达马克极强的社会活

动能力紧密相关。盖达马克在建党前后, 同以色列各政党进行了广泛接触, 建立了良好关系。» 同

时, 作为一名亿万富翁, 盖达马克先后资助了许多宗教团体、体育俱乐部、医疗机构、民间组织。

2006年, 在以色列同黎巴嫩真主党交战期间, 他不仅自费安置数千名躲避战火的以色列平民, 还邀

请部分居民到红海度假。这些慈善举措为盖达马克进入以色列政坛打下了良好的民众基础。

盖达马克现将竞选耶路撒冷市市长视为最紧迫的政治追求。此职位不仅在犹太社会中具有无可比

拟的荣誉, 而且对以色利的政策走向具有巨大影响力。尤其是目前在以巴冲突难以缓和、以色列政府

决定扩大在耶路撒冷建设犹太定居点的背景下, ¼ 耶路撒冷市长的决策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自

2007年 4月盖达马克正式宣布参加 2008年 11月举行的耶路撒冷市长竞选后, 其支持率高达 46%,

远远超过其竞争者。½

2008年 7月 30日, 丑闻缠身的奥尔默特宣布不参加定于 9月 17日举行的前进党主席初选, 将在

新任主席选出后立即辞去总理职务。¾ 这一声明令以色列政坛陡生变数, 提前举行大选的可能性增

大。对踌躇满志的盖达马克和正义党来说, 这无疑是展现实力的绝佳时机。

但众多的负面因素对盖达马克的崛起光环投下了阴影。首先, 盖达马克和正义党有明显的从政软

肋。盖达马克是以色列一颗耀眼的政治新星, 但与奥尔默特、内塔尼亚胡、巴拉克、夏兰斯基、利伯

曼等政坛老将相比, 除了拥有慈善家的声名和亿万财富外, 几乎没有任何政坛经验。几乎在起步时

期, 他就遇到了强大阻力。以色列的一些传统政治人士讽刺盖达马克像个 /马戏团老板 0, 经常做一

些 /收买民意0 的事情。一位工党议员尖锐指责, /盖达马克给以色列人的礼物是他为实现自己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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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欣伟: 前引文。

�Â¼±µº» �±»µ±¾±¼ Â¶́ º ÃÄÂºÂÅ¶Ä ¿À³ÅÐ Á±ÂÄºÐ (阿尔卡迪# 盖达马克注册新政党 ), 2008- 07- 10, h ttp: / /www1 len ta1 ru /

new s /2007 /07 /10 /party /.

�À¹µ±¿º¶ ¿À³À» Á±ÂÄºº ( º¿Ä¶Â³ÎÐ �Â¼±µºÑ�±»µ±¾±¼±) (创建新政党 ) ) ) 阿尔卡迪# 盖达马克访谈录 ) , 2007- 02- 24,

h ttp: / /www1 inaru1 co1 il /w in_ d /nov_ d /n ov_ ingaid02071htm .l

徐刚、邓玉山: 5以色列内政部批准在东耶路撒冷新建大量公寓 6, 2008 - 06- 16, h ttp: / /n ew s1 sohu1 com /20080616 /

n2575100311 shtm .l

�Â¼±µºÐ �±»µ±¾ ±¼Å ÁÂÀÉ±Ä ÁÀ²¶µÅ ¿±³Í²ÀÂ±Ç ¾ÏÂ±�¶ÂÅÃ±½º¾ ±(阿尔卡迪 # 盖达马克将在耶路撒冷市长竞选中胜出 ),

2007- 09- 24, ht tp: / /www1 lenta1 ru /new s /2007 /09 /24 /m ayor /.

参见卜晓明: 5以总理奥尔默特 9月辞职 6, 载 5文汇报 6, 2008年 8月 1日。



的设下的诱人陷阱0。奥尔默特也曾将盖达马克自掏腰包邀请民众度假比喻为品味不佳的 /富豪的公

关演习 0。¹ 而且, 正义党处于创建初期, 与利库德、前进党和家园党相比, 缺少重量级的政治家和

成熟稳定的选民。

其次, 盖达马克身陷多项尚未结案的刑事调查。2000年底, 法国和国际刑警组织以盖达马克参与

对安哥拉走私军火和偷税漏税为由, 对他发出通缉令º; 2007年, 因涉嫌一起重大洗钱案, 盖达马克

受到以色列警方调查»; 2008年 7月, 以色列警方指控盖达马克在耶路撒冷市长竞选中涉嫌舞弊。¼

再次, 苏联犹太移民的选票争夺异常激烈。正义党将自己的发展首先寄希望于苏联犹太移民的支

持, ½ 但这并非易事。据民意调查显示, 2007年内塔尼亚胡在苏联犹太移民中的支持率上升了

17%, ¾ 家园党在苏联犹太移民中的基本票源仍然非常牢固, 前进党也拥有不少支持者。因此, 虽

然利库德集团、前进党和家园党三大党派都对正义党的成立表示了祝贺, 但对苏联犹太移民选票

的争夺却丝毫不会减弱。尤其是家园党和正义党, 同为苏联犹太移民政党, 同室操戈、争夺票源

的可能性很大。

以上种种不利, 在以色列激烈的政党竞争中很可能演变为盖达马克和正义党的 /滑铁卢0。但可

以预期, 凭借盖达马克目前超强的社会威望和民众基础, 正义党仍将会异军突起, 对以色列政坛形成

强势冲击。媒体预测, 鉴于正义党的作用日益明显, 以色列主要政党有可能不得不与正义党在议会进

行合作, 甚至邀请盖达马克参加联合政府。¿ 届时, 以色列的各种政治力量将再次面临重组。

苏 联 犹 太 移 民 政 党 对 中 东 和 平 进 程 的 影 响

苏联犹太移民政党, 因苏联犹太移民的存在而存在。目前, 苏联犹太移民拥有选举权的选民已占

以色列所有选民的 16% , 可在 120个议会议席中拥有近 20个议席, À 是移民政党的坚实后盾。因此,

无论是移民党、家园党、正义党, 还是其他移民政党, 它们的兴衰成败必然受制于其基本选民 ) ) ) 苏

联犹太移民的选择。

保障生存发展权益, 是苏联犹太移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他们要求以色列政府通过制定实施内外政

策来维护这一切身利益。苏联犹太移民的这种利益观, 反映在国内事务上, 就是积极争取与其最大移

民群体地位相符的利益保障和政策制定话语权; 反映在对外关系上, 则是支持以色列政府竭力保护现

有资源、尽量争取更多利益, 反对向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做出让步。

苏联犹太移民亲历了 20世纪 90年代冷战结束后启动的中东和谈进程。他们认为, 一旦以色列政

府在对巴勒斯坦和谈中退缩, 撤离被占领土, 放弃戈兰高地, 现分散在阿拉伯邻国的 350万巴勒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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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晶: 5俄裔犹太富翁阿卡迪# 盖达马克叫板以色列精英政治 6, 2007年 7月 12日, http: / /new s1 thebei jingnew s1 com /0577 /

2007 /07- 12 /011@ 2756631htm.

同上。

袁海: 5俄流亡大亨欲竞选以总理 人气日增叫板奥尔默特 6, 2006年 11月 21日, http: / /new s1 xinhuan et1 com /world /2006-

11 /21 /con tent_ 53581161htm.
�À½ºÈºÑ ÁÀµÄ³¶Âµº½±¿±É±½À ¿À³À À́ Â±ÃÃ½¶µÀ³±¿ºÑ ÁÂÀÄº³ �±»µ±¾±¼± (警方确认对盖达马克开始新的刑事侦讯 ), 2008- 07-

301ht tp: / /new sru1 co1 il / israel/30 jul2008 /gaidam ak80081h tm .l

�Â¼±µº» �±»µ±¾±¼ Â¶́ º ÃÄÂºÂÅ¶Ä ¿À³ÅÐ Á±ÂÄºÐ (阿尔卡迪# 盖达马克注册新政党 ), 2008- 07- 10。 h ttp: / /www1 len ta1 ru /

new s /2007 /07 /10 /party /.

�À¹µ±¿º¶ ¿À³À» Á±ÂÄºº ( º¿Ä¶Â³ÎÐ �Â¼±µºÑ�±»µ±¾±¼±) (创建新政党 ) ) ) 阿尔卡迪# 盖达马克访谈录 ) , 2007- 02- 24。

h ttp: / /www1 inaru1 co1 il /w in_ d /nov_ d /n ov_ ingaid02071htm .l

�±ÂÄºÑ �±»µ±¾±¼±- - ³ �¿¶ÃÃ¶Ä¶ (盖达马克政党进入议会 ) , 2008年 5月 6日 1h ttp: / /www1kp1 ru /da ily /24093 /322706 /

prin t /.

周承: 5冷战结束前后以色列新一代俄裔犹太移民的形成及其影响研究 6, h ttp: / / lsg1 cnk i1net /grid20 /deta il1 aspx? f ilenam e=

2008016309& dbnam e= CDFDTOTAL.



难民¹必将大量涌入巴勒斯坦地区, 不仅对现代犹太国家的民族结构、犹太特性、社会稳定、经济建

设、国家安全等构成威胁, 而且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条件, 犹太国家的土地资源和淡水资源

将急剧减少, 居住环境和就业状况也势必恶化。因此, 这一移民群体对边界划定、耶路撒冷地位、难

民回归、水资源分配等以巴冲突核心问题的态度始终极为强硬, 展示出对以色列中东政策和巴以关系

的特殊影响力。

对移民利益的关注和对巴以关系的立场, 是苏联犹太移民把选票投向哪个政党的两大基准。作为

这一群体的利益代表, 苏联犹太移民政党的政策路线必然反映出其基本选民的利益取向, 前者的兴衰

也必然取决于后者的投票意向。事实证明, 移民党之所以由盛而衰, 主要是因其政策大多秉持中间立

场, 失去了大部分苏联犹太移民的拥护, 最终退出了以色列政治舞台。家园党之所以能在 2006年大

选中成为 /黑马 0, 关键因素就在它坚持了苏联犹太移民在巴以关系中的强硬立场, 反对 /单边撤离

计划0。正义党之所以能在短期内获得较高的民众支持率, 根本原因在于其福利政策迎合了苏联犹太

移民的生存和发展需求。自 1992年大选以来, 分属左右两翼的以色列主要政党 ) ) ) 工党和利库德集
团也都曾因忽视移民利益或软化对巴勒斯坦的立场而遭受过苏联犹太移民的抛弃。

因此, 由于苏联犹太移民拥有足以影响以色列政坛格局的庞大选民基础, 以色列政府和主要

政党都不得不顾忌这一群体的实际需求, 把他们的利益诉求视为以色列政府制定内外政策的重要

依据。尽管以色列政坛变化频繁, 但历届政府始终没有在中东和谈中的核心问题上轻易做出妥协。

可以说, 苏联犹太移民及其政党通过以色列的内政外交牵动着中东局势的发展, 已成为中东和平

进程中的重要变数。

结   语

苏联犹太移民政党的建立, 反映出该移民群体经过多年的适应和发展, 已经逐步融入以色列本土

社会, 并力图借助现代犹太国家的政治体制, 维护和保障本群体的生存与发展权益。这既是苏联犹太

移民政党建立的直接动因, 也是它们制定政策的依据和检验政策效果的标准。苏联犹太移民及其政党

在当今以色列政治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 对 20世纪末和 21世纪初的以色列政局产生了突出影响。

它们的政治主张, 已成为以色列内外政策制定和实施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一个移民群体及其政党

对移居国政策和地区局势的影响如此举足轻重, 是当今世界很罕见的一个案例。当前, 无论是外交界

人士, 还是学术界专家, 在破解中东和平困境的过程中, 都必须重视以色列苏联犹太移民及其政党的

存在和作用。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赵  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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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5焦点问题: 巴勒斯坦难民 6, 参见联合国 5巴勒斯坦问题 6 专题网站, h ttp: / /www1un1 org /ch in ese/peace/palest ine/ focus /

refugee / refugee1h tm1



Political Parties of Jew ish Imm igrants from the Soviet Union:

Cause and Influence

Zhou Cheng pp124- 31

  Jew ish imm ig rants from the former Sov ietU nion
have been themost popular imm igran t commun ity in
Israe.l In order to pro tect the ir ow n in terests o f
surv iva l and developmen,t they active ly partic ipated
in politica l life so that to ensure their survival r igh ts
and po litical interests. They formed a ll k inds o f
imm igran t politica l parties and seek po litical vo ice.
Themost representat ive imm igrant part ies were Israe l

Ba - A liya ( headed by Sharansky ), / Y israe l
Be iteinu ( headed by Lieberman ) and the Soc ia l
Just ice Party ( headed by Ga idamak).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se politica l parties w ere in fluenced by the
po litical trends and interests from the imm igrants,
and they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Israe l. s po litical
pattern and theM iddle E ast peace process.

TheW estern Sahara Issue and Integration ofM aghreb

ZhaoHu ijie pp155- 61

  A s a legacy of national liberat ion and a diff icult
issue of international po litics in th is reg ion after
follow ing A rab - Israe li con flicts, the W est Sahara
issue has a long h istory and still to be resolved. The
surface of the W est Sahara issue re flected the
demand of self - determ ination rights, but the
identity of th is issue w as a comp licated issue
invo lving m any coun tries in M aghreb. M any
countries in M aghreb had invo lved in W est Sahara

issue wh ich had no t only a ffected the relationsh ip
betw een countries in the reg ion but also blocked the
progress ofM aghreb integ ration since 1960s. A s the
tw o major pow ers in this reg ion, A lgeria and
M orocco had d ifferent op in ion on the issue o fW est
Sahara wh ich had made negative inf luence on
M aghreb in tegrat ion. So it is hard to reach the goa l
of M aghreb integrat ion if the W est Sahara issue is
not so lved.

The Subject Consciousness of A frican O il& Gas Development

and Sino- African Energy co- operation

Zhou shuqing pp162- 68

  O il and gas deve lopment regulations of A frican
concentrate on the demand of native in terests and the
trends of tendency of A frica wh ich reflect
consc iousness o f A frican o il& gas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The SubjectConsc iousness ofA fr ican oil&
gas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Va lue determ ined o f
o il and gas resources and the progress of politica l
and soc ia l developmen.t Th is consc iousness
emphasizes to increase mo re share o f oil and gas
interests. The demand o f consc iousness of A frican

o il & gas deve lopment w ill increase the cost o f
Chinese o il compan ies. In order to dea l w ith the
trends of consciousness of A frican o il & gas
deve lopment, Ch inese compan ies need to reduce the
cost of o il deve lopment and managem en,t transfer
pro fit marg ins and streng then superv ision of cap ita l
accumulat ion and macroeconom ic. The fundamenta l
interest o f Ch ina in A frica depends on the overall
streng th of the upgrad ing of China.

#80#

 WEST ASIA AND AFRICA  N o. 8, 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