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以色列国>>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以色列国>>

13位ISBN编号：9787536666283

10位ISBN编号：7536666284

出版时间：2004-5

出版时间：第1版 (2004年1月1日)

作者：孙正达

页数：517

字数：332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以色列国>>

内容概要

本书是“世界列国国情习俗丛书”的一种，全面阐述了以色列国的历史、政治、外交、地理、经济和
文化及犹太民族的习俗，让读者了解这个在国际新闻中天天出现的国家的另一面--更真实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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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正达，1919年3月生，四川省资中县人，1945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
1952年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
此后30年间，他先后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计划处等大、中型企业从事经济计划管理工作。
1983年受聘到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外国所任特约研究员，创办过《外国问题研究》、《中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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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议会设有10个常设委员会与全会一起行使议会的职责。
它们分别为：宪法、法律和司法委员会、外交和安全委员会、财政委员会、议会委员会、教育和文化
委员会、劳工和福利委员会、内政和环保委员会、移民安置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等。
委员会成员为lO—25名，由各党议员中按照各党在议会中的比例选拔，委员会的主席通常从参加执政
的党派中选出。
    议会辩论使用希伯来语，但议员可以讲阿拉伯语。
二者均为官方语言，并有同声传译。
    议会每4年选举一次，但可在期满之前自行解散，要求进行新的选举。
在经过选举正式组成新的议会之前，仍由解散的议会行使全部权力。
    5．行政机构——政府    以色列国是议会民主制国家，政府是国家的行政机构，直接对议会负责，并
须得到其信任，工作也应接受议会的监督。
政府所在地为耶路撒冷。
每届政府任期4年。
    关于以色列国政府的产生及其职能，在1968年8月，议会通过《基本法．政府》才有了规定。
此前，政府主要根据1949年的《过渡法》(又名“小宪法”)进行工作。
    关于政府的产生：每当选举产生出新议会之后。
总统就责成一个最大党的领袖、但必须是议员来组阁成立政府。
期限为21天。
如限期内不能组阁成功，总统可酌情延长2l天，或邀请另一位议员组阁。
这一程序可视需要不断重复，直至政府组成为止。
谁组阁谁就是即将上任的新总理。
在任工作期间，如总理因故辞职或逝世。
整个政府必须辞职．由原总理所属政党的第二号人物出任总理，领导原政府机关及所属各部作为过渡
政府继续工作，直至议会大选后组织新政府为止。
但新政府组成的关键，首先必须得到议会的信任，即在议会120名议员中，至少要获得61名的认可，这
的确不容易。
回顾自1949年第一届议会迄今，没有任何政党能够得到足够单独组阁的席位。
就在1969年第七届议会大选时，以色列工党和统一工人党组成工党联盟参加竞选，得票最多也才56席
，这是以色列议会史上一个党团在议会中得席位最多的纪录。
为了赢得议会信任，必须凑够61席或以上，实行多党联合才能执政。
其他政党则在政府外组成反对派。
所以以色列自建国迄今，所经历的25届政府都是多党联合执政的政府。
    谈到政府的组成．议会最大党在受命组阁时，必须与议会中其他党派谈判，邀请它们参加政府联合
执政。
但又必须考虑两点：第一，对方的政纲是否与自己的政纲接近。
有多少共同点，所要政治代价是否合理，与自己的政治主张有何影响。
如拉宾在组织第25届政府时，他为了实施放弃部分土地换来和平的政策，便出人意料地与极其保守的
宗教党一一沙斯党联合，而撇开其他比沙斯党开明的党。
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沙斯党能从宗教观点出发，它援引了《圣经》，证明“以土地换和平”是合适
的，因而同意拉宾的政治主张，在占领区问题上采取了妥协的态度；第二，联合伙伴不宜多，多则付
出的政治代价大。
当然也有例外。
伙伴确定后，需要签订联合协议，规定联合政府的政治纲领与活动原则。
也可根据联合党的要求规定一些特殊条款。
这个协议不是一个强制性的法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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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党派之间共同行动的主要依据，是组织政府最关紧要的第一步。
    受命组阁的最大党的领袖当然是总理。
他须从参加联合执政的各党议员(也可不是议员)挑选各部部长组成政府。
总理虽是政府首脑，在法律上有最高权威，除对本党的部长人选有决定权外，至于其他部长的任免，
难免不受联合执政的友党所制约。
至于各部的设置，完全是根据政治需要，总理只能起调节作用。
除财政、国防、外交等几个大部外，其他各部如宗教、警察、内政⋯⋯等部，则经常合并或分开。
在部长人选一时不能妥善安排出，总理则设置不管部，1986年。
沙米尔领导的第22届政府中竟有6名是不管部部长。
至于协助总理工作的副总理，按《基本法．政府》规定，最多不过2人。
    至于政府的职能，按《基本法。
政府》规定：政府在行政上有广泛的权力。
在法律范围内。
可以代表国家采取任何行动。
除议会外，其他任何机构，都无权干予其行动。
    以色列的主要法律议案全由政府提出。
经议会讨论通过后，才由政府实施。
如未通过而形势又急需，政府可制定“辅助法”弥补。
一俟议案通过后，“辅助法”即自行废止。
    政府按事情性质轻重缓急排队，向议会提出议事程序，议会可据以安排辩论，也可取消某项议案。
在会议上，政府各部部长、也包括总理在内有责任对议员提出的质询进行答辩，同时也有义务主动向
议会汇报所主管齣了作，及配合检查本部门的工作。
这也是为了维护议会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和制约。
    按照《基本法·政府》规定，政府是被视作一个整体对议会负责，每位部长所担负的工作则对总理
负责，这就确立了议会、政府和部长三者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总理和部长的一切行为对议会是一个整体负责制。
如果某一部长的行为损害了国家的利益，按照整体负责制原则，不是该部长一人辞职，而是整个政府
都应该辞职。
如1973年赎罪日战争初期以色列失利，大家认为是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判断失误。
尽管后来组织调查摩西，达扬没有责任，但最后还是导致梅厄政府总辞职。
这就是政府集体负责制原则。
它说明整体要对个体行为负责，而个体行为也要对整体负责，这也表明政府应该是一个高度统一和意
见完全一致的整体。
当一位部长不同意政府的某一行为时，这位部长就应该辞职，这事例在以色列历届政府都有；但某部
长既不同意政府的某一行为，而自己又不愿意辞职的也存在，按理则政府应该辞职，因为集体负责的
原则被打破了。
这样的事例，在建国初期曾发生过多起，如1959年7月，本·古里安总理辞职即其一例。
由此可见，联合执政虽是以色列政府的基本形态，也符合其国情，但它是以色列国党派政治的产物，
存在有不少弊端，使政府工作有时被动、困难。
因此有识之士都认为有必要进行改革。
    以上为中央政府一级的行政制度。
至于地方政府呢?它主要是市议会和地方议会按比例代表制根据政党名单选举产生，市长和地方议会的
领导人则经直接选举产生。
非以色列公民的常住居民也可在地方选举中投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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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世界列国国情习俗丛书总序(一)孙正达先生拿来他主编的“世界列国国情习俗丛书”的简介，要我写
一篇序。
我确实很忙，忙得焦头烂额，而且对他搞的这一行也不十分熟悉，本来应当立即婉言谢绝的。
可是，我却感觉到有点义不容辞的味道，没有立即谢绝，意思就是答应下来了．    义不容辞之感是怎
样产生的呢?我看了一下顾问的名单，我的记忆一下子把我带回到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前去了。
当时，北大还在城里沙滩，形势正处在解放前夕，斗争是异常激烈的。
顾问中颇有几个人当时正在做地下工作。
我没有那个勇气和他们一起干，但是他们的身份我却是知道而且钦佩的。
现在他们都从毛头小伙子变成了老年人，差不多都已经退休、离休。
在过去五十年中，他们为我国的建设事业各自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辉煌的贡献，同样受到了我
的钦佩。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连写一篇序的“勇气”都没有吗?所以我必须答应。
    原因当然还不只有这一个。
更重要的原因是，我觉得这件工作有重大的意义。
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举国上下正从事艰巨而光荣的建设事业，这事业是空前伟大的，但是需要必要
的条件。
这条件，我认为，在国内首先是安定团结，群策群力。
但是，光这个还不够，国际上也必须是安定团结。
我国政府再三声明，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
我们要同外国人民和政府交朋友。
当然，如果有哪一个外国政府胆敢欺凌我们，我们也决不会作末襄公，我们必然会给他们一点颜色看
。
我现在理解，这就是我们政府和人民的态度。
    可是要想达到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人民作朋友、作好朋友的目的，也决不是轻而易举的。
大的政策由我们政府来定，我们可以放心。
但是，我们人民，甚至大小官员，只要同其他国家的人民打交道，就决不能认为我们一切都是天下第
⋯⋯现在就有个别国家抱这种态度，他们自认为是“天之骄子”，可以为所欲为，这样的国家决无好
下场，完全可以断言⋯⋯我们必须既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而尊重的基础是了解。
了解的范围很广，既包括国情，也包括习俗。
表面上看起来，习俗是小事，有的简直微不足道。
然而，好多不愉快的尴尬场面，就往往出在小事上。
我想，我们每一个同外国人打交道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经验的。
可惜——我甚至于想说“可恨”，我们有一些中国人麻木不仁，颟顸昏庸，在同国际友好交往时闹出
笑话，甚至贻误大事。
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然而，了解外国的国情和风俗也是不容易的，也必须下一番功夫。
现在孙正达先生邀集同好，写成了这一套十多本的大型“丛书”，不但对涉外人员有用，对不涉外的
人们也是有用的。
杜甫诗：“好雨知时节，”这真是一场“好雨”。
它一定会受到国内外人民的欢迎的。
    我祝贺它的出版，是为序。
1997年9月10日    以上是六年前我写的一篇短序。
经过几年的实践证明，我说的话还是说到了点子上。
现在它又正式在重庆出版社出版，我再一次奉献上我的祝贺。
2003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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