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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东,为水而战(插图版)》是我国权威中东水问题专家朱和海先生呕心沥血27年之作。在中东这一“
水比油贵”的地区，水问题不仅制约着经济发展，而且影响着社会进步。在共有地表水和地下水流域
，沿岸国对水权益的争夺同该地区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边界纠纷、领土争端和教派分歧等紧紧纠缠
在一起，变成了非传统安全因素，甚至威胁着政治稳定。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国淡水资源总量虽
然排在巴西、俄罗斯、加拿大、美国和印度尼西亚之后，居世界第6位，但人均水资源量不到世界平
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排在世界第110位，是世界上水资源短缺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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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色列（1949年8月和1959年）、突尼斯（1975年5月31日）、
摩洛哥（1980年5月12日和1995年）、阿尔及利亚（1983年7月16日）、巴勒斯坦（2002年7月17日）和
也门（2002年）等国先后制定了水法。约旦和叙利亚等国对原有水法进行了修订。同时，制定、颁布
了其它法规。如前所述，约旦早在1937年就开始了水立法。此后，1938年的第2号法令授权政府机构进
行水资源调查，1946年的第38号法令授权土壤及调查部确认既得水权并成立特别法庭处理水纠纷
，1951年的第87号法令强化了水纠纷处理机制。此外，约旦在1997年4月公布了《约旦水战略》、1997
年7月公布了《水利政策》、1998年2月公布了《地下水管理政策》和《灌溉用水政策》。 伊斯兰教法
、奥斯曼帝国法律和中东各国水法对水的所有权、使用权和水质保护等，都作了明确规定。 （一）所
有权 伊斯兰教认为，水是真主（安拉）所赐：“我们用水创造了一切生物，”“天上降下了水，大地
因此死而复生。”因此，水是一种公共物品，“水是全体穆斯林的共同财产。”不过，水源不同，水
的所有权也有所不同。伊斯兰教法规定，导引泉归发现它并引导泉水流出的人们共同所有。根据伊斯
兰教法，专用井在固定期限内，可能成为打井者的私有财产。而一旦期限结束或者打井的目的已经实
现，就会变成公共财产。 奥斯曼帝国的所有法律，都规定水是国家财产。《奥斯曼民法典》第四标题
第十条第1234款规定，水作为一种权利，是其所属的所有人的财产。因此，除饮用水外，对作其它用
途的水的利用都必须得到国家批准。 受伊斯兰教法的影响，约旦、伊朗等中东绝大多数伊斯兰国家的
法律明确规定水是公共财产或国有资源。根据约旦1937年的第107号法令，水被界定为公共财产。约
旦1977年的第48号法令规定，其它所有地表水资源为公共财产。约旦1997年的《约旦水战略》明确规
定，“水是国有资源，任何时候都应如此看待。”伊朗1968年的《水资源国有化法令》宣布，所有水
资源，无论地表水还是地下水、污水还是废水，都是国家财富和公共财产。 以色列虽然不是伊斯兰国
家，但其法律也明确规定水是公共财产。1949年8月《水法》第一条就规定：“国家的水资源属公共财
产，受国家控制并用于满足其国民和国家发展需要。”1959年《水法》的基本思想是，“水以其短缺
，是一种生产资料，应被用于造福老百姓并以最好、最有效的方式用于国家建设。为了保障这一点，
有必要废除水资源的私人所有制并将这些水资源的所有买卖集中到国家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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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东,为水而战(插图版)》的出版，能够向读者展示中东水问题的全貌，能够增强国人的节约水资源
和保护水环境意识，能够为国内水利、环境保护工作者提供一定借鉴，能够为学者深入研究中东水问
题的成因、现状、性质和解决措施尤其是利用有关国际法解决共有水资源争端的措施乃至研究世界范
围内中东水问题研究状况提供基本素材，能够为学者全面研究中东问题提供新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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