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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 9 8 3年第二届常会 

临时议程* * 项目5 

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 

伯领土内国家资源的永久主权

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

其他阿拉伯领土内国家资源的永久主权

秘书长的报告

1 . 大会第37/135号决议，请秘书长编制大会第36，173号决议要求的两份 

报告，并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交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大会第36/173号决议 

请秘书长就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内国象资源的永 

久主权的问题，提交一份综合报告，并就后续行动和如何执行提出提案。决议还请 

秘书长提交一份报告，说明联合国关于囿家资源永久主权的各项决议按照国际法对 

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以及对以色列在这些领土内的行为应负的责 

任，所牵涉到的问题。

* A/38, 5Q/^ev. 1。

** E/1 983/100.

83-1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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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秘书长说明联合国关于国家资源永久主权的各项决议按照国际法所牵涉到 

的问题的报告，载于1 9 8 3 年 6 月 2 1 日A，38/265—E/l 983/85号文件。

3 . 大会要求的综合报告，已在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自然资源和能源司的监督 

下，由顾问们编写完成。该报告重载于本文件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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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关于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内 

国家资源的永久主权的综合报告

一 、 导言

1 . 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内国家资源的永久主权的问题，自大 

会第二十七届会议1 9 7 2 年 1 2 月 1 5 日通过第3 0 0 5 ( x x v n )号决议以来，一  

直是大会关心的一个问题。

2 . 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和第三十六届会议提交的两份报告（分别为 

4 / 3 2 / 2 0 4和 V B 6 / 6 4 8 ) , 比较详细地谈到了这个问题a 本报告力图依照大会 

第 36/173号和第37/135号决议更广泛地论述这个复杂问题，集中在具体的以色 

列占领政策上一 一 法律、条例、军事命令、行政惯例一 一 这些政策同有关人民的国 

家资源永久主权特别相关。关于被占领领土内国家资源永久主权的一些问题，下面 

的报告以及其他的联合国文件也都述及：秘书长关于被占领领土内巴勒斯坦人民生 

活状况的各项报告（A / 3 7 / 2 3 8，AX38/278-E/1 9 8 3 / 7 7 )；调查以色列侵害 

占领区内居民人权的行为特别委员会的各项报告；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 

委员会的各项报告；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北组织

(教科文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 

最近的各项报告，为避免重复起见，根据大会关于控制和限制文件的指示，上述报 

告中已载的资料，本报告仅简略地论及，并酌情提及有关文件。

3 . 本报告所根据的材料有：各有关联合国各机关和专门机构报告中所载的资 

料命数据一些政府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所提供的资料，各专门研究组织出版物中 

所提供的资料，论述中东和被占领领土局势的书籍、期刊、杂志、报纸和其他出版 

物中所发表的材料。为了提出必要的客观平衡的评价，显然需要所有有关方面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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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作为一项基本因素，这种调查需要在被占领领土境内进行实地调查，并同以色 

列政府的代表进行讨论. 因为争取进入被占领领土的努力未杲， 1 所提资料的内 

容和范围必然是有限的. 但是，也尽力利用了以色列来源的资料， 2 并尽力通过 

各种办法取得来自被占领领土的第一手资料，如通过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 

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劳工组织、卫生组织和教科文组织所安排的前往被 

占领领土的调查团，通过联合国专家访问邻国，以及通过同贸发会议、卫生组织、 

劳工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发组织）、教科文组织、近东救济工程处和其 

他组织的合作和协商.

4 . 在这方面，应该注意到， 1 9 8 1年 1 2 月以色列议会把以色列的法律扩 

大到了戈兰高地，这就使得非常难于取得有关戈兰高地状况的资因此，已发表 

的资料无法得到。在东耶路撒冷方面，也有着同样的困难•

二、国家主权和政治机构

5 . 人民和国家有权对其自然资源拥有永久主权，这已被公认为一项囿际法原 

则，虽然其确切内容和同其他国际法原则的关系，尚需充分研究规定（参看 A / 3 8 /  

2 6 5 - E / 1 983/85 , E/C . 7，1983/5 ) . 对国家资源的主权，一般地被解释为 

一国人民决定如何使用、保存和维护其在自然、人力、经济、文化和政治等方面的 

资源的权利. 这些决定通常是通过政治机构作出的。但是，在西岸被占领领土内, 
包括东耶路撒冷、加沙地带和戈兰高地，权威的阿拉伯机构工作的展开，受到了各 

种以色列措施的影响》这些措施中，许多是带有法规性质的，具有深远和长期的效 

力. 以色列宣布，它自愿遵守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多数条款，但它不承认被占领领 

土是在公约的范围之内。 5

6 . 这些措施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以色列议会把以色列的法德；行政权和司法 

权扩大到了东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 西岸军政府的（前 ）法律顾问宣称这种扩大等 

于是兼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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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在西岸（不包括东耶路撒冷）和加沙，约旦的法律在理论上仍然适用.占 

领当局采用了不同的做法， 1 9 6  7 年以来，颁布了 1, 0 0 0 多项军事命令• 虽然 

这些法律被称作“安全法”，但处理的大多是民事、经济、行政和司法等事项》 5 

在多数情况下，军政府总是努力避免颁布不参照现行的约旦法律的新法氟它宁愿 

找出约旦法律加于修正，而不愿通过全新的法律. 6但是，这并不妨碍军政府用这 

种办法采用仿效以色列模式的新准则，例如，通过第6 5 & f军事命令修正一项关于 

地方产品征税的约旦法律（第 1 6 / 1 9 6 3号法），采用了增值税制度。军政府有选 

择地发布抄袭以色列现行法律的命令* 而未参照约旦的法律.

8 . 最后，在西岸根据不同的人采用以色列准则，即只对该领土上的以色列居 

民适用。 其办法是，或者颁布只适用于西岸以色列居民或犹太人移民点的军事命 

令，或者由以色列议会把以色列国的领土法扩大到居住在国外的以色列居民。7 利 

用这三种可能性，看来军政府想在西岸设置双重的法律、行政和司法制度，即一种 

制度适用于阿拉伯居民，另一种制度适用于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以色列居民。7

9 . 对居住在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以色列居民，军政府1 9 7 9 年 3 月2 0 日第 

7 8 3 号侖令和1 9 8 1年 3 月 I 日第9 8 2 号侖令，设立了市议会，其权力和职 

责同以色列境内的地方议会和市议会儿乎一样。 地区议会在犹太人非城市移民点 

选出，地方议会在城市移民点选出。

1 0 . 市议会已被赋予广泛的事实上的权力，特别是在边界事务和规划事务方面。

1 1 • 确定这些议会的管辖边界，明确了该权力机构管理的领土范围。 在这些 

边界范围内，只有以色列当局可以管理，而这些地区将会处在事实上的以色列控制 

之下。* 因此，这些市议会被称作西岸的“以色列岛”。 根据所引的以色列专家 

的说法，这些市议会是以色列政府当局借以在西岸进行管理的渠道0 为了增进西

岸犹太人居住地区的领土接近性，不仅把目前使用中的地区，而且将来计划要使用 

的任何地区，都归入大多数移民点的边界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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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在约旦河谷和死海地区的地区议会那里，已经存在着领土上接近的情况， 

联结各移民点的公路也都归入那些议会的管辖范围。 在这些地区，儿乎没有阿拉 

伯居民，大都分土地已被没收，或被宣布为国家产业。4

13 • 因此，如在以色列本土一样，给予西岸以色列各议会批准规划和建设许可 

的权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5 这些权力是“以色列移民点的生命线，V 根据这 

些政策，以色列在西岸的地区议会相地方议会已被指定为“特别规划委员会”。在 

“地区规划委员会”的范围内，其成员同以色列政府官员进行合作，拟订移民的规 

划。 根据以色列来源的资料，8 这秭规划过程的主要标准如下：

( a ) 每小移民点在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都应是独立的，自给自足的，但同其他 

毗邻的犹太人移民点，譬如在防务和服务等事项上，是相互关联的。 ；

( W 地点的选择受到安全原因的影响，即要能瞭望到大片地区，以及接近主要 

公路。 这些公路应该包围阿拉伯居民区。

( c )计划大批西岸的以色列居民将居住在城市中心。 这些中心不需要象农业 

移民点那样有可耕地，甚至不适宜的地带也可清开来供进行大规模建筑计划之用。 

因此，城市中心看来特别适宜安顿据报道计划在西岸增加的犹太居民，人数每年增 

加 1 2 , 0 0 0到 1 5 , 0 0 0人。

( d )附近阿拉伯村庄和农场的有形扩大，将受到所计划的移民的限制。

( e )拟议的以色列移民点和现有的阿拉伯居民间可能的柏互交流, 往往被忽视 

或贬低。 柜反，看来优先考虑的应该是在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地区之间有个完全 

的空间隔离制度。 例如，据报道，在电信、邮政、供水、公路、供电、工业、农 

业销售、校车载送和颁发车辆执照等部门，就存在着两套分开的或部分分开的基础 

设施系统，一套是针对以色列居民的，一套是针对阿拉伯居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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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西岸的以色列市议会得到政府的大量支助。 它们的预算拨款包括在以色 

列各部的一般预算中。 据报道，在一些移民点，三分之一以上的户主从政府来源 

取得薪金。

1 5 . 根据以色列来源的材料估计， 以色列政府每年拨给西岸以色列移民点的 

发展预算和经常预算为50亿以元（1亿 6 千万美元）。

1 6 . 最后，宥来以色列移民点及其议会，是同当地的阿拉伯市政和规划系统正 

式分开的。 虽然任何地方都没有规定哪些移民点不在现行约旦法律的管辖之下， 

但一名有关的以色列专家把这些移民点描述为实际上同以色列境内的居民点一样 

由于西岸的犹太人议会被授权组成共同的“朱迪亚和萨马里亚犹太人移民点议会”， 

据报道，这些议会就构成了具有“准政府地位”的“政府中的政府” oM

17 . 这神情况同阿拉伯地方议会和市议会不断下降的权力彤成了对照。 通过 

军政府的民用预算向它们提供的财政支助日益减少，一些地方税收和资金被扣不给, 

而且根据第9 7 3 号条例，还限制了向被占领领土流通和转让资金。 带进超过 

3 , 0 0 0美元的任何款项，都要事先取得许可，详细说明来源和用途。 因此，阿 

拉伯国窠为西岸的巴勒斯坦地方议会和市议会而间约旦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提供的 

财政援助，受到严重的损害。

1 8 . 西岸和加沙地带两市长合法地在“全国指导委员会”内联合起来的努力， 

受到了占领当局的阻止。 据报道，针对市长和其他西岸领导人的各秭行政措施和 

司法措施，目的都是要阻碍建立真正的巴勒斯坦机构。 西岸的以色列居民可以参 

加以色列境内的政治过程，而西岸和加沙地带阿拉伯居民却不能参加市级以上的政 

治机构。 巴勒斯坦的政党和巴勒斯坦民族阵线都不准合法地活动。 西岸和加沙

地带的代表参加1 9 8 3 年 2 月在阿尔及尔举行的巴勒斯坦全国代表大会，受到了 

阻难或法律禁止。 最近的市选举是在1 9 7 6 年举行的。 可以指出的是，占领 

当局在这些选举中把公民选举权扩大到了妇女a 根据 1 9 8 1 年 1 1 月 8 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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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4 7 号军事命令成立了民政署，巴勒斯坦人认为，这并没有实质上改变占领当局 

的权力。

1 9 . 据报道，民政署1 9 8 2 年在下面这些行为中起了主导作用：觯除民选官 

员和委派的官员的职务，驱逐大学工作人员，施行不准离家离城的软禁和其他的集 

体惩罚，实施报禁和对言论和集会施加广泛的限制。1 2 民政署还大力调动民选公认 

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领导人的职务和权力。 西岸民政署在这方面的一项关键性工 

作，是积极推广以农村为基地、带有政治色彩的“村团”组织。 占领当局向这些 

组织提供武器和财政援肋。 当地居民提出指控说，这些村闭参与了反对其他西岸 

人的贪污行为相暴力行动。

2 0 . 阿拉伯律师们认为，最终会把法定权力转交给这些村团，这是不断削弱选 

出的巴勒斯坦机构的又一步骤，甚至在地方议会和市议会等级别较低的机构方面也 

是如此。

2 1 . 但是，巴勒斯坦律师们认为第9 4 7 号军事侖令“象是单方面宣布修改宪 

法” P 因为人们认为这项侖令的作用可能是要把某些军事命令的地位提高到全面 

法 律 的 地 位 因此，军事侖令可能不会再被认为是以色列高等法院可以审查的次 

要的法律，而可能被认为是事实上只存在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以色列高等法院才能提 

出异议的主要法律。1 5 此外，这种改变将把军事侖令置于巴勒斯坦人可以改变或修 

正的权力之外，因为以色列政府认为， 1 9 7 8 年9 月戴维营协议商定拟议的巴勒 

斯坦“自治权力机樹”，只限于“行政委员会’’的职能，没有主要的立法权力，也 

没有领土的管理权。16

2 2 . 归根到底，以色列在被占领领土釆用的各秭准则的相互作用，看来可能表 

明，将来该地区犹太人相阿拉伯人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双重结构：

( a ) 这两都分人各有独立的但事实上不平等的地位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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㈦ 对于阿拉伯人，他们将会得到有保证的但是有限的自治，但只是在人的方 

面而不是在领土方面。 对于以色列人，他们可以对大都分领土及其居民行使决定 

性的最后控制，这就得到了事实上的主要地位^

2 3 . 显然，将人的自治权和领土的自治权分开，显示了在穆斯林中东传统的少 

数民族管理体制象奥托曼自治部族制度中可以看到的一个主要特征  ̂ 但是，这个

新概念看来是传统的少数民族管理体制的一个根本顛倒，因为在被占领的西岸和加 

沙地带，现在是阿拉伯人被局限在次要地反阿控伯人虽不全是但主要是穆斯林, 

新概念将大大地不同于阿控伯伊斯兰基本固有的政治秩序概念，因而 突 出 了阿以冲 

突的核心间颗。

三。司法保护

2 4 . 被占领领土内的法律手续已发生若干重要的变化，废除死刑就是变化之一,17 

被占领领土司法制度和法律手续的许多特点似乎表明，以色列人处于事实上的特权 

地位，而阿拉伯人的地位则较差。

2 5 . 主要的一些变化，看来在于以色列高等法院作为最高司法权威在涉及占领 

当局各项决定的事项上作用的日益增加。 由于约旦上诉法院的司法权已遭取消，

又由于占领当局的行为免受地方司法机关的审查，以色列高等法院的这一作用也得 

到强化。 鉴于以色列军事当局不但承担了与安全和公共秩序直接有关的各顼政府 

职责. 而且还承担了作为土地注册处、公司注册处、商标和专利注册处等的职责， 

并有权颁发土地买卖许可证和鉴定签名真伪，因此，地方法院的作用与以色列当局、 

准司法机构和司法机构相较而言，已日益受到削弱了。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a/38/282
E/1983M
Chinese 
Page 10

2 6 . 从理论上说，以色列平民在西岸和加沙地带所犯的刑事罪应由当地巴勒斯 

坦法院和以色列军事法院共同裁判，但夫于封存刑事档案的第8 4 1 号军事命令却 

使军政府法律顾问可以决定审判罪犯的地点。 对于以色列人在该地区所犯的罪行， 

现有的“倾向是在军事法院中对他们进行审判”。 , 8 据以色列人士报导，只有在 

可援用“完善的”约旦法律时地方刑事法院才具有裁判权，而违反军事命令的罪行 

则由军事法院审判。 约旦法律日益为以色列的标准和具体的军事条例所修改，这 

种趋势使阿拉伯地方刑事法院的作用继续日渐缩小，基本上只审理不涉及以色列公 

民或军事当局尚未修改或替代约旦法律的一些案件。

2 7 . 由于根据约旦法律由各种政府机关行使的任命、监察和罢免职权已由以色 

列当局接管, 又由于它们把这些职权集中交由占领当局行使，司法的独立性似乎大 

大受到削弱。 阿拉伯民事法院对民事仍然具有裁判权，但与军事有关的行为则不 

在此例。 理论上，这一裁判权也包括涉及从事商业活动的以色列居民或政府机构 

的案件。 但事实上，在有讨价还价能力的条件下，双方都承认，大多数协定都通 

过选择法律条款规定由以色列法院裁判。

2 8 . 军事当局设立了上诉委员会替代地方法院对军事当局所作决定的申诉。它 

们受权决定的大多数事项除其他外，包括土地、关税、所得税、自然资源、养恤金 

以及当地银行存户的权利等等（第1 7 2 号军事命令）。 它们由清一色的以色列 

军官组成，这些人有的并无法律工作资历。 巴勒斯坦律师说，由于存在若干实际 

的 障 碍 ，因此难以与这些委员会达成公平的程序，同时作出决定的基础往往是政 

治方面的考虑，因此就很难出现有利的结果。 以色列人士在对这些说法作出反应 

时指出，I 9 7 9 年至1 9 8 0 年期间提出的3 4 起上诉案中，上诉成功的有5起。”

2 9 . 受影响的人口能在多大程度上得知适用的法律和条例方面的情况，这是法 

治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方面的情况如能广泛为人所知，就往往能限制当局随心所 

欲行使权力，并鼓励遲守法律。 此外，受当局行政办法和以色列移民行动所影响 

的本地居民就可以对随心所欲的行动提出上诉，从而促进买现更有效的法治。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a/38/282 
EE/1983/8U 
Chinese 
Page 11

3 0 . 受到咨询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士似乎都一致认为.公众无法得知军事上 

诉委员会的决定，而且这些决定的法律依据也不多。 夫于发布军事命令一事，以 

色列人士 擬 ij了官方的《公告和命令汇编》，而巴勒斯坦人士2°则说这些文本并非 

普遍都能得到，而且事实上以色列当局对它们的分发工作并未表现出多大的兴氟

3 1 . 此外，程序规则的制定和障碍的设置，使阿拉伯地方法院对控诉案和执行 

判决的工作难以提供服务。 但在要执行以色列法院的判决时. 这种憒况就不同了， 

以致阿拉伯的地方法院的作用受到削弱，有利于以色列法院负起对西岸事务的裁判 

权。 关于执行法院判决的约旦法律也受到了修改，以削弱.公众对这种执行工.作的控制。 

据推导，西岸阿拉伯居民想把涉及西岸的以色列当局或以色列居民的案件送交法院 

审判的种种努力，都受到严重的阻碍。 在这两种情况下，有效的国际法保护似乎 

是十分需要的，特别是如果人们要凭借这一地区违反人权情况的不同报告行事时更 

是如此。 2,

3 2 . 除此以外. 巴勒斯坦人士抱怨说2°,在双重的行政和司法制度之下，对于 

以色列移民的侵犯行为，阿拉伯居民从占领当局待到的保护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多 

半是有名无实的。 未见报导以色列占领当局提供过任何有效的保护，但另一方面, 

据说占领当局在得知安全和公共秩序受到网拉伯居民的影响时，其行动是极为快速 

有效的。 在这一方面，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士说占领当局与以色列移民之间广为 

勾结。 以色列对上述阿拉伯人士作了辩驳，但对这些报导却无异议。 22

3 3 . 在双重制度的条件下，这些不同的标准和立法条例的相互作用，也影响了 

网拉伯人行使其对自然、人力、经济和X 化资源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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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然资源

3 4 . 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基本自然资源是土地、水和贫■物资源. 其中，土地和 

水是生活的主要来源.

A. 土地

3 5 . 西岸的总面积约为5, 5 0 0平方公里. 这一数字在1 9 8 0 年包括估计为 

1，.853平方公里的可耕地（1，7 6 5平方公里旱地和8 7.5 平方公里灌溉地），除 

森林与闲休地外，还有西岸和加沙地带估计为1，8 5 0平方公里的牧地.耕种的土 

地约为2, 6 1 2平方公里，约相当于总面积的46%,

3 6 . 自1 9 6 7 年以来，包括耶路撒冷东区在内的西岸阿拉伯居民日渐丧失对 

自己的耕地和非耕地的控制私耶路撒冷前以色列副市长梅朗•本温尼斯蒂列举了 

以色列当局为加强以色列对土地的控制权而使用的种种立法政策23如下：

(a) “无主”财产. 巳在1 9 6 7 年离开西岸的西岸公民所拥有的土地和

财产• 这种土地由废弃土地保管处管理，后者巳将大片地区租给约旦河谷的以 

色列农业移民点；

㈦ “已 注 册 国 有 产 业 以约旦政府财政部或约旦国王名义注册的地区. 

军政府在这些地区的地位，相当于军事占领期间的临时行政机构. 但是，军政 

府把这些土地视为以色列国有产业，并租给以色列移民，其中包括长期康借 

(为期4 9 年又可续租)的“自建住家”计划：

( c )因军事目的而征用的土地> 根据宣称该地区需“用于极其重要的军事 

紧急需要”的命令而被军政府占用的私有土地• 这种土地仍属私人所有，军政 

府缴付“使用” 土地的租金. 据报道，许多移民点已在这些土地上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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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因军事目的而封闭的土地■ 射击场等而被军政:府封闭的 

地区• 在有些情况下，军方在不使用该地区时准许进行耕作_ “封闭”的土地 

往往变成“征收”的土地，阿尔巴镇的土地受到征收就是一例：

(e) “犹太土地” . 1 9 4 8 年前为犹太人所有而被约旦敌国产业保管处 

管理的土地；

( f )犹太闭体购置的土地》 1 9 7 9 年以前，只有公营犹太公司获得军政 

府的允许在西岸购置土地，其中大多为犹太民族基金会的一个分支机构所获致; 

但自1 9 7 9 年以来，以色列公民私人也允许在西岸购置土地；

( g )为公共目的而征收的土地军政府利用1 9 5 3 年《约旦征用法》所 

： 做的事情之一，是取得土地建筑公路，其中包括通往以色列移民点的干线和支

线，这是因为以色列高等法院于1 9 7 2 年承认以色列移民是西岸人口的一部 

分*

3 7 . 所述的研究报告估计，以色列以这些方式占用的土地总面积约达1，500 

平方公里.

3 8 . 但自1 9 7 9 年以来，以色列当局已采取了一种新的办法，其基础则是以 

前的《奥斯曼土地法》第 1 0 3 氣根据这一法律，任何人得到当局同意即可耕种 

空闲地，但土地的最终所有权仍属于苏丹. 2 4 以色列当局的新办法以苏丹继承人的 

身份声称所有未经注册的土地均为空闲地，并将空闲地与国有土地等同对待• 巴勒 

斯坦律师对这种等同对待做法的法律效力提出了异议；因为约旦在1 9 6 7 年土地 

清查工作中进行的地籍调查所涉及的地区仅为西岸的八分之一，所以这种做法为占 

用阿拉伯土地提供了方便• 25此外，通过土地注册而获得的权利，只包括西岸土地 

的三分之一. 2 6最后，如杲以色列当局有意占用国有土地时，阿控伯上诉人必须提 

出证据说明有争议的土地归属于他这种证明难以获得，而通常又不是真凭实据， 

所以据说阿控伯居民的案件大多败诉. 这一由以色列高等法院一项决定于1 9 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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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认可的程序，使以色列当局象耶路撒冷前以色列副市长所说的那样，能在事实上 

占用任何土地《

3 9 . 约旦王储办公室指出，以色列执行这些土地政策的结果，使西岸的大部分 

土地以种种法律的形式置于以色列的有效控制之下：

( a ) 从 1 9 8 3 年2 月起，总面积为2,.453平方公里即相当于包括耶路撒 

冷东区在内的西岸全部领土 4 4 %的土地已为以色列所占用：

( b )西岸全区约2 3 % 的土地已具体指定用于以色列移民点和安全目的；

⑷ 到 1 9 8 2 年 1 2 月底，以色列在西岸和耶路撒冷东区建立的移民点 

约为1 5 3 个，其中3 1 个在耶路撒冷市区和周围；

⑷包括耶路撒冷东区在内的西岸的移民总人数，从 1 9 7 9 年 4 月的 

91，0 0 0增加到1 9 8 2 年的140, 0 0 0左右. 其中估计西岸为25, 0 0 0人, 

耶路撒冷东区则超过110, 0 0 0人.

40 . 根据目前的以色列计划，这些数字今后几年内会有增长；到2 0 0 0年时， 

包括耶路撒冷东区在内的西岸将会有1, 400, 0 0 0 以色列人和1, 600, 0 0 0 阿拉 

伯 人 27

4 1 . 根据犹太复国主义者移民部编制的长期总计划，到 1 9 8 7 年时应在西岸 

建立5 7 个新移民点，使该地区移民点总数达到1 6 5 个。根据这一计划，西岸的 

犹太人口应与预测的阿拉伯人口相等，达到1,200,000人对西岸现有的 1 0  8 

个移民点建设速度的分析报告表明， 6, 0 0 0个住房单元将在近期内有人居住，正 

在建造中的有12,000个单元. 根据这一速度预测，到1 9 8 6 年时，该地区的犹 

太人口将超过100, 0 0 0人.长期计划设想的1 6 5 个移民点中，五点将是大城镇 

和城市移民点（阿尔巴镇和阿里艾尔，以及三个人口为10,000至30,000户的城 

市郊区），3 6个有3,000户以下的城市社区，6 5 个有4 0 0户的社区，以及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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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独立农户移民点和集体农庄• 预期中的建设速度为每年5, 0 0 0 到6, 0 0扑住房 

单元。计划要求再建筑4 0 0 公里公路以改进通道并鼓励私人筑路，要求每年发展 

4 0 0 至 5 0 0 杜努姆工业用地，并继续取得私有的阿拉伯土地和“'国有土地”， 

专用于造林，放牧和旅游设施. 计划载列了一些优先项目，强调快速发展大耶賂撒 

冷地区、南北主要公路沿线地带、西岸西北角/ 图勒卡尔姆与克杜来姆之间地带、 

以及希布伦山区南部. 为了鼓励以色列人口移居西岸，计划要求严格限制建设以色 

列沿海平原一带的主要城市中心. 28

42 . 加沙地带总面积为3 6 7 平方公里的土地中约有5 5 % 适于耕作(灌溉地 

约为1 0  2 平方公里，旱地约为9 1 平方公里）。另有约6 0 平方公里的土地在 

1 9 8 1 年用于包括难民营在内的移民点和修筑公路. 与西岸一样，这里可用的农 

用土地有很大部分已被占用作建立以色列移民点之用. 到 1 9 8 0 年年底为止，以 

色列当局已征用了相当于农用土地总面积1 0 %的约2 0 平方公里的土地，用以建设 

移民点. 29

4 3 . 现在没有关于戈兰高地土地使用情况的精确资料. 大致而言，根据1974 

年脱离接触协定而部分归还给阿控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库奈特拉地区中，大致有4 0 %  

被认为是适用于农业的土地. 自1 9 6 7 年占领开始直到1 9 8 0 年为止，以色列 

已在该地区至少建立了 3 0 个移民点. 但是目前无法计算出所涉及的土地面积总数《 

据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估计，1 9 8 2 年在戈兰高地居住的以色列移民约为 

6, 0 0 0 至7, 000 A. 50 1 9 8 1 年 1 2月 1 4 日，以色列法律、管辖权和行政机

构扩张到戈兰高地，安全理事会（第497 (1981 )号决议)一致宣布这一行为“是 

完全无效的，并且在国际上没有法律效力”；这一行为被认为是进一步减少了该地 

区叙利亚居民开发戈兰资源的机会• 在占领开始前的1 9 6 7 年，在叙利亚国民经 

济总产值中，戈兰高地占了 9 % 至 11 % 。 持久占领使收入遭到损失，估计每年平 

均损失2. 3 5亿叙利亚镑. 到 1 9 8 1 年年底，总损失估计约为3 5 . 2 5 亿叙利亚 

镑. 以色列当局于1 9 8 2 年 1月 6 日宣布，今后四年期间将再有20, 0 0的以色 

列移民移居戈兰高地；h 如是这样，上述损失将更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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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主

4 4 . 除土地之外，水也是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内居民所不可少的一种自然资源。 

实际上包括以色列和被占领领土在内的地区，是一个水资源带。以色列是占领国， 

是唯一负责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内水资源的保护、管制和利用的权力当局。因此它拥 

有决定整个地区经济活动水平的有力的手段，

4 5 . 作为其用水政策的主要标准以色列政府把重点放在大量改善西岸和加沙地 

带水资源的开发和分配上。但是，巴勒斯坦人指出了法律上的障碍和被占领领土内 

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在水的分配和利用方面不公平的待遇。

4 6 . 在家庭用水和农业用水两方面,西岸的用水都受到以色列境内和被占领领 

土内以色列移民点在比较上高耗水率的影响。西岸阿拉伯居民目前的用水量估计约 

为每年1 亿立方米。其中约8, 6 0 0 万立方米用于农业，灌溉着大约1 0 0 平方公 

里的土地，其余的约1, 4 0 0 万立方米则为家庭用水。比较起来，以色列境内的以 

色列居民用了1 7 亿立方米，因此他们的平均每人用水量是西岸阿拉伯居民的三倍#

4 7 . 西岸以色列移民点的用水情况,逬一步增加了对西岸阿拉伯居民现有水资 

源的压力。 1 9 8 2 年居住在西岸（不包括东耶路撒冷）大约25, O O O g以色列人 

的全部用水量估计约为2, 6 0 0 万立方米。其中单是约旦河谷的移民点就用了约2, 

5 0 0 ^立方米灌溉着2 0 — 3 0 平方公里的农地。到 1 9 8 0 年代后期这个用水量 

将增加到4, 0 0 0 万立方米，用以灌溉4 0 - 5  0 平方公里的土地。因此，西岸(不 

包括东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居民虽约为西岸（不包括东耶路撒冷）全部居民的3 %, 

但用了该地区全部用水量的2 0 % , 其中9 6 % 是用于灌親。因而占领当局的用水 

政策使西岸巴勒斯坦人无法使用与以色列居民获许使用的相同用量的水资源。

4 8 . 加沙地带的用水量估计每年为1亿立方米其中9 0 % 用于灌溉。全部用水 

是汲自1 , 6 0 0个左右的水井r 人口的高密度^ 该地区的供水造成严重的紧张状扰。 

就象报道的那样，由于据报道以色列当局准予加沙地带建立的以色列新移民点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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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阿拉伯人的情况就大为不利。因此，所剩可供阿拉伯居民使用的水，就每人 

平均的用水量而言，甚至比占领前还少（A/3 6 / 6 4 8 ,第 2 0 段 ）。移民点增加 

用水促成了目前水资源的过摩利用情况，据一个以色列专家说，每年量达3, 0 0 0 -  

6, 0 0 0 万立方米。 5 5 水的过度利用过去五年来已使水位降低了 0*5—2 *5米，

同时在这段期间内汲出的水的盐分增加了百万分之20 -2 00的氯化物。据该一以色 

列专家说，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如果以目前的速率继续汲水^ 则未来十年，水位 

将比目前水位下降1 — 3 • 5 米，同时，这段期间盐分将增加百万分之30-300的 

氯化物。如果过分利用继续下去，海水的滲入将更严重并且从东部以及从用水区的 

下面的含水土层流入含盐分的水也将增加。该一以色列专家结论认为，它对地下水 

的储蓄以及对散居在整个加沙地带的地下水的使用者所造成的损害将无法弥补。 56

4 9 . 根据叙利亚政府的情报，占领当局正在戈兰高地逬行一项IS1亿土地灌溉 

项目，以方便该地区中部和南部的以色列移民点6 57

。. 矿物资源

5 0 . 被占领领土内主要的矿物资源除了建筑和工程材料外还有死海地区丰富的 

钾矿和有关的矿物。死海地区资源的开发和邻近地区的发展可能会因以色列决定开 

辟一条连通地中海至死海的运河而受到不利的影响。 58

五.人力资源

5 1 . 东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散居的人口数字不详。关于其他被占领的领土，19 

8 2 年 《以色列统计摘要》列有西岸、加沙地带和西奈半岛北部的人口数字。以色 

列政府将过去几年来这些领土内人口的大量增加部分归因于婴儿死亡率的降低和平 

均寿命的增加。 1 9 8 1年年底，这些领土的总人口数估计为1, 158, 900人，男 

女差不多各占一半。

5 2 . 这些人口中似乎近半数属于无生产力的年龄组，另外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 

只是初步可以对经济作出贡献。四分之一以下的人口（其中妇女占多数）必须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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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活其余人口的主要责任。由于按照当地的风俗和传统，妇女很少参加劳动，被占 

领领土的生产机会又很少，领土上的极小部分工作人口负着谋生、赡养子女和推动 

经济的主要责任。

5 3 . 虽然人口总数有所增加，但在被占领领土内生活和工作的就业人数却从19 

7 0 年的 152, 7 0 0人降为1 9 8 1年的 140, 0 0 0人。 5 9 这部分是由于相当大 

数量的人移民出国，他们比较乐于在其他阿拉伯国家从事待遇优渥的工作而不愿接 

受被占领领土内令人不能接受的生活条件，这种情形部分的原因是受过教育和具有 

技能的人，特别是新近合格的年青人鈇少就业机会。每年移民出国的巴勒斯坦人估 

计平均一年为20, 000人，在 1 9 8 1 年达21，200人„ 据报道，许多不得不离开 

领土的人，在占领国实施的各种规章限制下无法返回。就业减少的另外一个原因是 

被占领领土内的阿拉伯生产者觉得在面对着以色列和以色列新移民点的产品毫无限 

制的竞争，从事他们传统的有收入的活动是件不经济的事。

5 4 . 就业的下降—— 在别的报告w巳更详细的说明—— 与居住在被占领领土而在 

以色列工作的人数的不断上升成了鲜明的对比：从 1 9 7 0 年的20, 600人增加为 

1 9 8 1年的7 5, 000 Ao 除了一些人通过正式的渠道而受雇之外，相当多 

的人是自己谋职或通过地下介绍所或不合法包商而受雇。这个数目很难推断，但估 

计约为正式受雇的人数的四分之一以上（A / 3 7 / 2 3 8 ,附件一，第 4 9 段 ）。此外， 

有为数不易确定但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人在新建立的移民点自己谋职。因此，似乎 

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内就业的人数中最少有4 4 % 是在以色列工作。由巴勒斯 

坦解放组织和纽旦的来源提出的估计甚至更高—— 高达三分之二。这些数字显示出 

被占领领土的发展实际失去的和可能失去的人力资源。在以色列的工作大多为建筑 

( 5  1 % ) 、工业（1 8 * 2 % ) 和农业（12, 7 %  )方面的非技术性和半技术性工 

作。因此，以色列政府宣称在被占领领土内已达到充分就业。它指出已大大地提高 

了生活水平、缩小了以色列和被占领领土的收入差距、对那些正规雇用的人普及了 

社会福利和不存在差别待遇（参看A/37/347和 Corr • 1，附件）。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A/58/282
E/1983/8U
Chinese 
Page 19

55. 但是，这种就业带来了许多困难和不安全感，因为来自被占领领土内的巴 

勒斯坦工人不得在以色列合法居住，并且必须接受检查、每天从他们在领土内的居 

处通勤到以色列工作场所，这常常要化费二至四个钟点。 “ 巴勒斯坦人的工资较 

以色列劳工内同类工人的工资为低；例如，根据以色列工会的资料，建筑业工作每 

小时工资差别为5 0 % 至6 0 % 。 4 2 但巴勒斯坦工人须缴纳相同的税和同样的扣 

减。

5 6 . 此外，因为以色列的犹太劳工总会采取一项不从被占领领土招雇阿拉伯工 

人的政策，同时因为这些工人大多数不愿意加入以色列工会或不愿意与这些工会合 

作，这些工人一般都不是犹太劳工总会养恤基金的成员。理论上，养恤金计划由劳 

工和福利部提供，额外福利则征自雇主。但是，自I 9 6 8 年以来累积的总数相信 

为数很大，现在由财政部保管而没有发放给法律上拥有这笔款项的西岸劳工。同一 

资料来源还显示1 9 6 8 年以来只有1 5 2个西岸工人收到养恤金福利。 45

5 7 . 在 1 9 4 8和 1 9 6 7 年的武装冲突之后，有些人逃离或被迫离开领土， 

到邻近的阿拉伯国家避难，使被占领领土的人力资源受到很大的损失。近东救济工 

程处1 9 8 2 年登记的难民人数共达1, 925, 726人。

5 8 . 除了西岸和加沙地带以及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口的损失外，在 1 9 6 7  

年的敌对行动期间和1 9 6 7 年以后，又有一些叙利亚人逃离戈兰高地和库奈特拉 

区。实际上这个被占领地区的所有叙利亚人，估计约为140, 0 0 0人，以及当时居 

住在戈兰高地的16, 0 0略左右巴勒斯坦难民都被迫离开该地区。 44

59. 1 9 8 2 年，美国国务院报道，以色列当局只准许德鲁兹教派的叙利亚人

居住在戈兰高地。信仰其他宗教和告解仪式的叙利亚人不准返回他们在那里的家园 

和农场^在以色列政府要求戈兰地区所有居民都要领取以色列身份证以及他们大多 

数拒绝领取的时候，以色列政府切断了该地区的电话通讯和封锁该地区不让接触外 

界达五个多星期9 没有以色列身份证的居民好几个月都不能离开该区域，甚至就医 

也不准。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报道，至 1 9 8 2 年年底为止，如他们在该地区之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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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没有携带以色列身份证，仍然要遭受罚款。 4 5 因为在戈兰地区活动的人口中大 

约有三分之二的人到以色列做工，这些措施关系到戈兰地区相当大数目的阿拉伯居

6 0 . 戈兰地区现有人口的估计数相差很大，从8, 0 0 0 人 （安全理事会第446 

(1979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到 12, 500人 (以色列）再到15, 000人 （基辛著：

《当代档案》环等。 4 6 后一来源预料，以色列当局于1 9 8 2 年 1月 6 曰宣布到

1 9 8 6 年再增加20, 0 0 0 ^以色列人移民后，戈兰高地地区的以色列人口将达到 

27, 000人左右，从而占有绝大多数的地位。

六.经济政策

6 1. 占领对这些领土的经济发展过程造成深刻影响。 阿拉伯来源强调这一新 

经济现况所造成的负担，而以色列则认为被占领领土的H 拉伯也得到很大收益。

这一过程的一个总的特点是被占领领土日益被纳入以色列经济体系。 一方面被占 

领领土日益成为以色列产品有保障的市场和较为廉价劳力的提供者，另一方面当地 

阿拉伯人的独立经济发展却受到影响，原因是以色列控制了能够促进自力更生经济 

发展的那些鼓励因素（投资、贸易和筹资）。 1 9 6 7 年以前被占领阿拉伯领土 

与东岸约旦和阿拉伯中东之间的重要经济联系大大减少了。 由于这些政策的后果

都已被充分论述过，特别是在关于巴勒斯坦人民生活状况的各项报告中和联合国贸 

发会议关于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上巴勒斯坦人民经济状况的审査（1 9 8 I年 8 月

2 6 日，TD/B/870 ) 中都有过讨论，本报告只集中论述具体占领政策的主要部 

分。

e a 这# 特点所显示出来的变化是由市场力量促成的，但必须记住的是这些力 

重是在继续占领的情况下所形成的高度控制的环境中发生作用的。 因此所造成的 

型态似乎反映了占领国的主要政策决定。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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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 . 这一型态的主要特点之一是两个领土的经济增长率都很高。 以色列政府 

宣布国民生产总值实值年平均增长率达1 3 %  ̂ ( A / 3 7 / 3 4 7和 Corr. I 附件，第 

2 页 ）。 用以说明增长情况的确切数字标准可能不同，但从绝对数字来看增 

长率是高的49。 但是增长率并非永迅是经济进展的可霏指数。 首先，有理由怀

疑 1 9 6 7 年战争刚结束后的产出估计数能否作为用来计算以后的实值增长率有用 

基线，因为1 9 ti 8年以色列关于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产重的统计汇编工作开始时， 

这些领土的经济生活尚未从1 9 6 7 年战爭的破坏性影哬中恢复过来。 特别应该 

指出的是上面提到的西岸和加沙地带阀拉伯人大重外流所造成的严重人力资源的损 

失。 50

A . 经济发展结构

Q 4 . 经济发展结构包括有各项法律文书，这些文书设立和维持了商业交易赖以 

进 ■的谷个机构。 以色列的占领已日益加速造成一种状况，在这种状况下，以色 

列准则的釆行和占领当局对长远决策权的行使决定了这些机构的性 质 。 例如土地 

法、所得税问题，公司商标和专利的登记以及海关和货物税问题都由占领当局决定 

以色列标准法和计量法在被占领领土推行。 凡涉及以色列.公司的商业交易舍同和 

筹资金合同一律都要受到以色列法庭管辖。

65. 被占领领土经济活动的法律结构中另一个特点是经济政策的双重性和不平 

等性。 一方面阿拉伯人的公司和茼人在筹资、进口和出口方面都要受到以色列法 

律和具体规定的约束，另一方面以色列的企业除了移民点所享有的法定飞地地位外 

还享有阿拉伯企业所没有的特权和鼓励。 例如这些企业享有以色列所提供的进行 

投资和建立移民点的鼓励.一方面以色列从国外目愿捐赠或优惠资金中得到极为 

大量的资本流通，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专用于建立西岸移民点的，另一方面阿拉伯的 

资金转到西岸的发展却受到严格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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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农业政策

66. 农业生产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改进了生产技术，减少了从事农业
..... ；•. . ■ . .
'基产̂的又数和4 加了生户1的数童和品种（见 A/<37/347和 Corr; I )。 在很大

. . ' -  . . . .  . . . .  . .

程度上这些增加是由于在被占领领土设立以色列移民点所致。 农业变化的详细情 

况巳充分载于关于巴勒斯坦人民生活状况的谷项报告内。 导致并支持设立与开办 

移民点的政策主要与土地和用水有关。 这些政策都巳讨论过。

' C . 工业投资

67. 所提及的其它报告详细讨论了如何发展西岸工业以并入以色列经济体系的 

憒况。 西岸的企业家所面临的工业投资特点是缺少投资机会、资本和奖励因素， 

而以色列公司无论在法律上和具体运用占领当局拥有的广泛行政权力方面都享有特 

殊待遇。 必须从有关土地、建筑、税收和贸易、资金与投资等的条例的范畴看待 

造成这种发展的政策。 美国国务院向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提出的关于

1 9 S 2年人权做法的报告中提到以色列通过若干条例限制设立新的工厂<» 如需 

这些条例的详细资料，需深入研究以色列的各种条例和经济政策。

D . 贸易管理政策

68. 被占领领土继续遭受贸易关系型态、方向和条件产生巨大变化的影响。

在 1 9 6 7 年以前西岸和加沙地带同以色列之间并没有任何贸易关系，但今天以色 

列已成为其主要贸易伙伴。 以色列25% 的出口品都售往被占领领土 1 被占领 

领土出口到以色列的总值在1 9 7 9 年占6 4 % ，1 9 8  1年占72% 。 5 3 >̂ 人以色列 

进口的总值从1 9 7 9年的8 8 %增加到1 9  8 1年的90% 。 另一方面同约旦东 

岸的贸易量减少了；被占领领土出口到东岸的总值在1 9  8 1年 仅 为 从  

约旦东岸进口到西岸的总值在1 9 8 1年降到1% , 而以色列的统计中则没有加沙 

地带从东岸进口的官方数字。 这些数字便人很难联想到以色列所宣称的“开放桥 

梁政策”和贸易自由化政策（见 A / 37/ 3 4 7 和 Corr.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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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9 . 造成上述情况的根本政策中包含了对进出口的限制.西岸的进口品需获 

得占领当局签发的进口许可证。 以色列消息釆源以及阿拉伯消息来源，都表明来 

自以色列的进口品是得到鼓励的，而以色列进口许可证法（1 9 7 9 年进出口法令）

适用于从外国经以色列输入的进口品。 掂同一阿拉伯来源—— 与以色列来源的反 

驳并不矛盾—— 进口许可证制度是用于禁止从以色列以外的地方罝接逬口设蚤，逛 

使P可拉伯的买家通过以色列的贸易公司进行采购。 P弓拉伯来源引证了谷项报导 

以说明一个茱例：一家阿拉伯电力公司申请逬口发电机许可证；当局企图迫使这家 

公司将他们的线路并入以色列的电网。 由于这家网拉伯电力公司拒絕同以色列电 

力系统合并，因而以色列拒不批准进口新设备，导致这家网拉伯公司的发电能力不 

足 ，无以满足新以色列移民点不断增长的需求  ̂ 以色列能源部反过来又借口该公

司不龜使用户满意而收回了给予该公司的优惠。 所引以色列来源对阿拉伯来源提 

出的这一证据并无异议。 56

7 0 . 鉴于被占领领土目前的经济结构，被占领领土对以色列的唯一重要出口物 

是农疗品。 第 4 7 号军事命令规定这些产品出口需经批准a 阿拉伯评论家们称 

只有在这些产品的出口不影响到以色列的农业，并得到以色列销售代理商准许时•

才能获得许可证。 另一方面以色列的反驳声称第4 7 号军事命令的目的并不是要 

限制出口，而主要是为了便于统计进入以色列的产品数量（见 A / 3 7 / 3 4 7和 Corr. 1 )

信贷和筹资政策

7 1 . 有无充足的信贷和其它筹资形式（股份投资、贷款担保)是经济发展结构 

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由于被占领领土向其它国家出口，从以色列进口以及国外 

公私外汇经以色列转汇到被占领领土，以色列的国际收支状况大大获得改善，但另 

一方面被占领领土农业、工业和基础设施的资金却受到严重影响。 占领政策的重 

点是限制国外阿拉伯资金汇到被占领领土。 例如1 9 8 2 年第9 7 3 号军事命令 

规定一人一次带入被占领领土的货币不得超过3, 0 0 0第纳尔；超过此数需爭先获 

得批准，讲明来源和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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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除了对国外工作的巴勒斯坦人的汇款和阿拉伯补助金等财政援助的数重加 

以限制外，银行贷款量也控制在最低限度。 目前仅有经授权的以色列银行在被占 

领领土经菅业务。 1 9 7 6 年被占领领土银行资产总额的2 2 %是信贷，到 1980 

年时信贷成分已降到10. 5%. 而且，信贷设施的主要*础是最近剛刚撖消的一 

项特别政府基金. 向以色列银行贷款显然要得到占领当局的批准，结果是拖延时 

间长，批准件数很少。 阿拉伯来源说阿拉伯合作社已收到国外的赠款和贷款；以 

色列当局据说不许大部分作社得到这种贷款和赠款。 以色列的反驳不否认这些说 

法。 57

51. 占领的财务政策

7 3 L 关于军事占领的国际法对占领势力征收、使用和颁布新的税收的合法法非 

常关注。 除去以前存在的税收之外，以色列占领当局以约旦法修正案的方式颁布 

了一项新的增值税—— 目前为15% —— ，以将被占领领土的财政情况与以色列的财 

政情况协调起来（第 6 5 8号军事命令）。 此外对西岸生产的几种产品征收了 15% 

的货物税和关税。 所得税由以色列监瞀征收；税额须经由上诉程序由军事“上诉 

委员会，，最后评定。 几项军事命令（第 2 8 、 8 4 、 1 2  0 、2 3 8 和 2 8 3 号 ） 

也对房地产税作了修正。 除税收以外，以色列对通过进出约旦的桥梁征收很高的 

费用。 据估计（关于巴勒斯坦人民生活状况的几项报告）以色列每年征收的过桥 

费达邾1，5 0 0万。

7 4 在东耶路撒冷工作或每天到以色列上班的巴勒斯坦人是巴勒斯坦实际从事 

工作的工人的主体，以色列税收制要向他们抽税，其中包括医疗保险和国民保险。

前往此地出差的联合国专家获悉除此之外，最近又增加了4 % 的特别税，用作在黎 

巴嫩的军事行动费用。

75. 对于在被占领领土和从在以色列工作的巴勒斯坦人征收的税收数额和用途 

没有详细资料，另外也没有关于以色列移民点的税收情况如税收种类或财政奖励因 

素的任何碉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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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文化资源和文化价值

7 & 住在被占领领土的阿拉伯居民的宗教、文化、民族和大众的特性看来继续 

受到损害。 法律上禁止东耶路撒冷、西岸和加沙地带的阿拉伯人社区使用巴勒斯 

坦忠诚信条。 最近联合国一些报告（a/37/238; A / S 7 / 4 8 5 )都谈到其中许 

多间题。

A . 宗教

77•在宗教方面• 在穆斯林社区和巴勒斯坦人同犹太人.和以色列当局之间，就 

穆澌林神殿所在地哈拉姆谢里夫的财产和权利问题,在这些神殿里面和周围挖掘问 

题.以色列法律适用东耶路撒冷穆斯林宗教事务问题以及使用希布伦易卜拉希米清 

真寺问题上. 仍不断发生冲突。

78.至于戈兰高地• 叙利亚政府强调自1 9 6 7 年以来给清真寺和宗教财产带 

来的损失和破坏。 58

B . 魅

79.教育制度仍面临各种严重障碍。 所举的一些例子有:59

( a ) 关闭学校和大学。 特别是在1 9 8 2 年 2 月至 1 9 8 3 年 2 月期间暂时 

关闭的1 4个机构中就有一些高等学校：八所中学、一所师范学院和在纳布卢斯的 

比尔泽特、伯利恒和阿尔纳贾三所大学；6°

⑶' 占领当局继续逮捕学生并实行体莉。 有时参加游行的学生被枪射死。

1 9 8 2 年 2 月至1 9 8 3 年 2 月期间有1 6 名巴勒斯坦人被枪射死.其中1 1名 

还不到2 1 岁； h

(°)学校和大学的教学活动仍受占领当局的管制， 持旅游签证进入西岸在各 

阿拉伯大学任教的所有教授和讲师• 都必须签署正式文件谴责巴勒斯坦解放组织.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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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将被赶出该领土• 被赶出的已有2 2 位教授，

( d )继续限制进口图书馆参考材料。 例如. 不允许比尔泽特大学订阅50种阿 

拉伯期刊，虽然据称各以色列大学订有其中大部分期刊。 63

c.

80.继续禁止发行阿拉伯国家出版的若干书籍。 据 1 9 8 7年约旦政府报告64 

报道. 最近被查禁的8 3 种书籍中.有一半以上内容直接关系到巴勒斯坦特性的主 

要决定因素. 即阿拉伯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和伊斯兰和穆斯林世界。 6 5 据称约有 

2 0 0 0 种书籍，包括一些译自希伯菜语的书籍被列入以色列官方黑名单。 6 6 以色 

列政府宣称. 在 1 9 6 7 /  6 8 年度和1 9 7 7 / 7 8 年度期间已禁止1 4 种约旦 

教科书和2 3种埃及教科书. 不允许将6 4 8 种书籍引进西岸和加沙地带（见A/ 

37/347 和 Corr. 1 附件.第 1 8 页）。

D . 报纸

81.不断有报道称. 以色列当局千涉被占领领土阿拉伯报纸的编辑和发行工作。 

特别是东耶路撒冷的三份阿拉伯日报. 《黎明报》、 《人民报》和 《圣城报》.在  

不同情况和不同程度上受到检查和没收措施的千涉.以色列当局多次禁止这些报纸 

在西岸发行。 英文版的《黎明报》和阿文报纸《A t - T a l a » i’ A l -Magdisiya>  

也遭到以色列当局的干涉。 某些阿拉伯记者和编辑也是如此。

国际合作促进巴勒斯坦发展

82*国际合作已成为支助巴勒斯坦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在 1 9 7 8 年举行 

的第九届阿拉伯首脑会议上. 各阿拉伯国家设立了一笔特别基金• 为被占领领土的 

发展项目提供资源. 由约旦一巴勒斯坦联合委员会管理。 这些资金主要指定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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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被占领领土内的阿拉伯市镇. 估计每年约为1. 5亿美元。 虽然没有精碉数 

字. 据估计这些资金主要用于资助道路、学校、医院和市政建设等市政基础结构.

同时有些也用于援助工农业。 估计这些资金可占市政业务预算的60% 和发展予 

算的 100% 。 1 9 8 1年 8 月以来. 军事当局对这些资金的流用和使用限制愈来

愈严。另一方面. 据称军事当局所指定的“村庄联盟”却从占领当局得到许多财 

政援助和照顾。

83.也通过联合国系统提供合作  ̂ 1 9 7 9 年. 按照大会第33/147号决议

设立了一个机构间工作队. 查明某些可能的项目活动领域。 大多数联合国组织的 

立法机关都要求这些组织特别强调在它们活动范围内支援巴勒斯坦的发展。 6 7 因 

此. 工发组织、儿童基金会、近东救济工程处、卫生组织、劳工组织、联合国人类 

住区中心（人类住区中心）以及其它组织已执行了技术援助项目；但大多数项目是 

在被占领领土以外执行的。 贸发会议、西亚经济委员会（西亚经委会）和工发组 

织已经或正在进行被占领领土内的工业考察.探讨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后经济发 

展的各种选择. 和对住在被占领领土内外的巴勒斯坦人进行人口普査的冋题。 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在领土内直接执行的援助项目尤为重要。 至今已 

承诺3 5 0 余万美元，并为1 9 8 2 - 1 9 8 6 计划拟订周期另外拨款4 0 0 万美 

元。 开发计划署巳寻找额外经费以执行一些已经拟定的项目。 教科文组织、劳 

工组织、卫生组织等机构和联合国秘书处经常在其管辖范围内监测被占领领土的情 

况，并提出定期报告。

84.大部分组织. 如劳工组织、卫生组织、教科文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知识产权组织）、工发组织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等.都为巴勒 

斯坦人提供研究金或组织专门训练班。 对基础结构项目的援助. 如保健和教育. 

似乎是另一种重要合作形式。 有一大部分合作活动是在被占领领土以外进行的. 

如许多正在进行的研究和调查，各种可行性研究. 研究金和训练讨论会. 对约旦、 

黎巴嫩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囿境内巴勒澌坦难民营的技术援助。 直接在被占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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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内进行的援助活动数量不多。 只由少数国际组织执行，主要是开发计划署和近 

东救济工程处• 有时劳工组织、卫生组织、教科文组织等也给予援助。 某些研究 

得到西岸居民的合作。 在被占领领土直接执行的援助项目不多的原因是以色列根 

不愿意批准执行这些项目。 有些组织. 如工发组织• 一直不被允许进入被占领领 

土，因此主要同开发计划署制定了特别程序. 以取得以色列必要的同意。 开发计 

划署征得各有关方面同意. 正在署长直接监督下组织其项目。 重点是指派高度合 

格的和公正的国际顾问. 经当局事先同意后访问被占领领土. 对于付给分包合同机 

构的款项特别加以小心处理。 68

85.某些国际非政府组织也参加了合作项目• 特别是设在美画的组织经常得到 

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资助。 至 1 9 7 9 年这种援助估计约为9 0 0 万美元。 根据

以色列的规定. 主要以巴勒斯坦人为服务和用品消费者的项目要比西岸居民作为项/\
渴一部分积极参与的项目较容易得到批准。

8 6.上述情况明确表明，以色列当局的同意对选择和有效执行合作项目具有最 

高重要性。 军事当局起到重要作用. 它可准予同意或不予同意。 近东救济工程 

处最近一份报告69指出。 除颁发修建学校的建筑许可证外.当局还可以通过命令 

建筑工人停工，拖延发放许可证、拘留承包人和其它措施进行干预。 占领当局虽 

然没有明确政策. 但看来以色列对某些机构或某些类型的项目比其它较易接受。

87.鉴于要全面评价所讨论的合作对a 家主权的好处还有困难一至今还没有作 

出这种评价一看来有必要突出项目评价的某些主要标准。 此外.由于鼓励外移和 

放弃土地的政策对国家主权似乎影响很大• 因此看来还是要强调能够提高居民在本 

土维生能力和在被占领领土保住与得到稳定就业机会的这类合作形式。

九、后继行动和执行方面的提议

8 8.大会就编写关于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内国家资源的永久主 

权的综合报告. 还请秘书长提出后续行动和执行方面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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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看来很明显的是.只有解决造成有关领土被占领的基本政治问题.这一复 

杂的问题才能充分得到解决。 秘书长多次要求寻求和实现中东问题的公正和持久 

的解决办法.特别是他提交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和安全理事会的关于中东局势的综 

合报告（A / 3 7 / 5 2 5 - S / 1 5 4 5 1 )中提到了这点。 在基本政治问题获得解决之 

前. 先定出切实可行的一些临时措施如下。

9 0 .由于让巴勒斯坦人保护土地具有重要性.而保持和创造就业以减少人口外 

流也很重要. 联合国主持的技术合作应以保护土地和创造就业为宗旨。 技术合作 

今后可以优先支持农业生产和工业扩充. 如小型家庭手工业和小型制造业.这些工 

业能够为巴勒斯坦劳动力提供地方经济的充分就业机会。 由于需要加强对巴勒斯 

坦企业的资助• 因此就要加紧努力设立和支持被占领领土内的适宜的本地金融机构 

例如，除其他措施外. 可考虑采行对被占领领土内的发展贷款给予国外贷款保证的 

制度。 联合国可研究有没有可能采取有关各方能够接受的程序以促逬向被占领领 

土转让资金. 特别是那些指定用于援助城市与可创造就业的工农业项目的资金。 

另外还f 考虑按照国家和区域开发银行和开发机构的模式. 在被占领领土内建立一 

所开发银行。 该开发银行可从国际金融机构和各国寻求资金。 可调动外部援助 

为这个组织提供资金并保证其借款。 在编写研究和进行调查时.可更多强调征聘 

住在被占领领土内的顾问。 教育支援和训练可更多着眼于被占领领土迫切需要的 

各种资格，以阻止经过训练的合格的人力外流。

91.重要的是设想出足够的后续和执行措施.特别是继续监测影响到被占领领 

土国家资源永久主权的各种发展情况。 在这方面应特别強调以色列在被占领领土 

针对阿拉伯居民和以色列公民的政策、法律、条例和行政做法。深入研究的一项主题 

是调查被占领领土的自然资源. 重点是同水有关的政策.但也涉及采掘工业和其他 

已有的自然资源。 为避免重复和节省经费.大会可考虑将此任务交付给现有的适 

宜的委员会。

92•此外，大会可考虑设法增加巴勒斯坦产品的销售机会.以支援现有的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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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业。 另外也可要求各国增加对联合国有关援助方案的财务承担。 最后，大 

会可要求各国加强在被占领领土进行双边技术合作方案. 并请联合国鼓励这种援助 

和拟订合适的项目。

. 注释

1 以色列政府在1 9 8 2年 9 月3 日的普通照会（答复秘书长关于要求以色列 

政府合作编写报告的普通照会）中提到重印于A / 3 6 / 6 4 8号文件附录七的1981 

年8 月 3 日以色列前次普通照会.

2 具有相当价值的有国际法学家委员会以色列国小组出版的题为《The 

West Bank and the Rule of L a w 》（1 9 8  I ) 的研究报告，该报告 

在编写时获得军事当局的协助，目的是对R Shehadeli编写的以下研究报告（由 

J k u t t a b协助编写）作明确反驳：国际法学家委员会，《The W e s t  Bank 

and the Rule of L a w 》（I 9 8 0 )• 以色列政府在其1 9 8 2 年提交

大会的一份报告（参看A / 3 7 / 3 4 7和 Corr. 1，附件）中强调了以色列被占领领 

土后在经济、工业、基础设施和农业发展等领域这些领土就就业事项、供水与用水、 

贸易自由、资金的取得、教育、公共卫生、人权和法治等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不过, 

因为该文件在若干基本问题（经济和农业发展、土地所有权、水利发展、人口）上 

没有就以色列移民和阿拉伯居民提供单独的资料，所以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作为依

5 参看 Y«hud* Z. Blua, th« Missing R«v«rsion*r, in Israel law Review 3

(1968),和意见与此对立的 Bassan Bin Taiai王储，Palestinian S€If-Petermination? 

A Study of th« W»st Bank and Strip, London/M*lbourn®/New 及

Henry Cat tan 9 Palestine and International Law# 1973. 另参看 a* Ĝ tson, mThrn

status of Israel's P r e s e n c e in ttim w^st Bank、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i« (1973), l)*nd M. Arsanjani, "United Nations competence in th«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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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k and Gaza Strip-， T h e  international and Co«Mirative_Uw Quarterly. 31

(1982) t 426.

4 Nosh* Drori( *Th« Israeli sftttlea«nts in Judea and Sanariatll^al： aspects* 

in Qaniel J. Elazac> L d  • Judea. Saaaria and Gaza: Views on the Present

and ti» cmture* Aa«rican £nterpris« :nstitiJt<r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Washing ton/London t 1BQ20 p. 54*

， Heron Benvenisti, The West_BanJc and—SaM  Strip Project； pilot study 

report, American fti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1982, p. kl.

6 Jonathan Kuttab ̂  Raja Shehadeh# Civilian Adninistration in t h ^ Q c c q p ^  

嵌3t Bank, Ramallah, 198^# p. 20

7 B*nv*nisti,《同前》p. 42.

8 D « w i，(〈同前》p. 6T.

， B eareaiati, 《同前》PP. 57-^7 •

to Dcoti:《同前》

:、 ，，

n BMV*nisti*《同前》卩込4 5 和 47。
1 2 美国国务院关于被占领领土内以色列的人权记录的报告（摘录自国务院关 

于 1 9 8 2 年人权做法国家报告）, Focus, -vol. 6 (No. 5), 1 March 1983, p. 1.
15 Kutt峋和 • Sh*hwi*n• 《同前》（1 9 g 2 ) p . 8 •

u 《同上》 P. 18.

'，《同上》 P. 21.

16 紐in杜 BQfat Ein p^ljatin命.s纟acher Teilataat?. Baden-Baden 1982,

P- ^  JerusaleaPoat, 1 F.om.ry 载述以色列对自治谈判的提议。

,7 参看 Slwfaadeh,《同前》（1 9 8 0 )  p. 122

参看国际法学家委员会以色列囿小组报告《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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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同上》P. I9 *

20 《同前》 Shehadeh，:《同前》U980) •

2 1 调查以色列侵犯被占领领土内居民人权的做法特别委员会的各项报告和 

1 9 8 2 年美国国务院关于被占领领土内以色列的人权记录的报告都说明了占领当 

局侵犯巴勒斯坦人人权的做法#

2 2 参看国际法学家委员会以色列国小组报告，《同前》.

»  同前》p. M •关于对以色列获取土地做法的答辩，参看国际法

学家委员会以色列国小组报告，《同前》• Shehadeh《同前》（1 9 8 0 )说明了巴 

勒斯坦人对这些行动的合法性的看法^

24 Raja Shchadeh, "The i>and l̂ aw of Palestine： an .analysis of the 

definition of state lands"#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l. No* 2 辦int*r 

1982), P- 87,

25 Ian Luatick, "Israel and th« West Bank after Elon Moreh; tAe xnechanics 

of de facto annexation",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3Sf No. 4( a’utumn’ 1981),

p. 568. Map on p. 569.

26 B«nv*nisti# 《同前》P. 33.

2 7 王储办公室，《同前》，pp. 7-10.

28 JeruMlca Po«t 和 10 April 1983.

2， •参看 See P. G. Sadler和 B. Abu Kishk, 1 9 8 3 年为贸发会议编写的题 

为 "Options for developoent*'的报告（未印发）• PP. 30 and 31# A/36/648；及 Israeli

Settlements In Gaza and the Vest Eank(including Jerusalem)； Thet^ Kature and 

rurpos#^ United Nations, Nev York, 19^2.

50 1 9 8 3 年 5 月 2 7 日叙利亚政府提供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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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参看 K•金sinqjy Contemporary Archives^vol♦ (January 1983)>P*3191^«

5 2 参看秘书长关于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内国家资源的永久主权的报告（A/S6 

/ 6 4 8  )和秘书长关于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内巴勒斯坦人民生活状况的报告（A/ 37 

/ 2 3 8  )•

35 B«nv*ni*ti,《同前》. P. 23•

74 J. Schwazz» "Water xesources in Judea# Saaaria and the Gaza Strip",

in Oaniel J. Elazar, .ed , Judea, Samara and Gaza: Views on the Present and the

Puture• American Enterpris*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Washington/London, 1982, p. .99.

55 Schwar*,《同前》，P. 99.

5 6 《同上》P. j (JO o

5 7 参看注50.

58 # #  A/37/328-s/15277 和 C O rr. I 和大会第37/122号决议•
5， Statistical Abatrae^ of Israel， 1982« p. 754.

M V37/2387 附件一，第四章，A 节和国际劳工组织局长的各次报告，

4 1 以色列政府的报告（A / 3 7 / 3 4 7和 Corr. 1 ) 说，一些拉伯工人已获发 

特别居留许可证。

42 B*nv«niati,《同前》，pp. 7-8.

4 5 《同上》，P. 8.

4 4 《安全理軎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五年， 1 9 8 0 年 1 0 月、 1 1 月和1 2  

月份补编》，S / 1 4 2 6 8号文件，第2 0 8 段，A/3 6/648,附件，第 1 4 段#

4 5 美国国务院，《同前》，P. 之

46 A / 3 6 / 6 4 8，附件，.第3 1 段；Ke«aing *s C o n t e m p o r a r y  Arc h i v e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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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oli XXIX ( January 1983 )>p. 31914.

47 B r i a n  van Arkadie# Benefits —and Burdens:_ A Report on_ the_Weg^ Bank and 

Saza Strip £cona>iea since 1967, New York/Washington^ 1977, p. 137.

48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Israclj. 19_8_2» pp* 736 和 7” •

4? 参看van Arkadie,《同前》P. 116

50 参看p«t«r Dodd.和 ftaiia Barakafc, River without Bridqest A Study of the

Btcdus of the 1967 Palestinian Arab Refugees, Beirut 1969 (The Institute for

Palestine Studies* Monograph S«cies No. 10)•

51 参看 t. Wilde# "The -e volution of i*ftt*rnational 4i*velopment law * # Gern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23 (1980), 59,说明各法律文书对经济发展的一 般

:关系。

9z B«hv«ftistif 《同前》 P* 14.

55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工*rael 1982# p. 74i.

M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以色列国小组报告，《同前》，P*

55 Shehaden•《同前》（1980 ) •

« 参看 Sbehadeh/«同前》（1980)P. 6 6 ,和《同前》P. 6 4。

57 s*»*had«fa,《同前》（ 1980), P. 6 8 ,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以色列国小 

组报告，《同前》P. 64.

1 5 8参看3 0。

5 ? 约旦被占领领土部，“被占领阿拉伯地区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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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8 2 年 2 月至1 9 8 3耷 2 月）； 提交联合国人类住区中心特派团的报告，附件， 

1 9 8 3 年 （阿拉伯文）。

6 0 《同上》，附件8.

5 1 《同上》，附件5 - 7 。

62 I 9 8 2 年 1 2 月 2 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成员h. H a s i r先生 

给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信.

6 5 王储办公室，《同前》P. 1 6。

6 4 约旦被占领领土部，《同前》，附件1 0。

65 Rainer Bflren,《同前》。

66 王睹办公室《同前》P. 16» Newaweck. 5 April 1982.

6 7 参看秘书长关于尚巴勒斯坦人民提供援助的报告（A / 3 7 / 2 1 4和 Add，1)。

6 8 参看开发计划署1 9 8 2 年 1 2 月《关于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援助方案项 

目计划的非正式报告》。

6 9 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届会议，补编第1 3 号》（A/37/13), 

第 7 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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