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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对伊拉克的影响力评述 ∗ 

 
岳汉景 

 

【内容提要】伊拉克战争后，该国政治形势的巨变以及两伊在地理、

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密切联系，使得伊朗对伊拉克的影响力大增。这种影

响力体现在经济、文化、政治等多个方面，同时这些不同方面的影响力又

相互促进。伊朗对伊拉克的影响力在伊拉克重建的不同时期大小是不同的。

随着伊拉克政治形势的好转，伊拉克民众民族主义的增强，该国什叶派内

部政治矛盾的加剧，两国固有的领土、民族等纷争日益显现，再加上美国

等外部势力的干预，伊朗对伊拉克的影响力将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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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达姆倒台后，两伊关系大有好转，伊朗对伊拉克的影响力也大大增

强。由于两伊均是美国中东外交的重点，因此研究萨达姆倒台后伊朗对伊

拉克的影响力，有助于人们深刻理解美国的对伊朗政策和中东力量格局的

变化，也可为我国的中东外交提供某些有益参考。本文全面分析伊朗对伊

拉克的影响力，考察其发挥影响力的历史和现实条件、方法和手段以及具

体表现等，并特别对其影响力的限度进行探讨。 

                                                        
∗ 本文系安徽省教育厅重点项目“奥巴马政府对伊朗的接触政策研究”（SK2012A002）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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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与文化影响力 

 

伊朗对伊拉克的经济影响力主要通过贸易、旅游和投资等手段来实现，

而且伊朗特别注意加强与伊拉克东部和南部地区的经济联系，主要是因为

这两个地区与伊朗在文化和地理上更接近。毋庸讳言，经济等方面的联系

是互惠的，但是在伊朗与伊拉克的经济联系中，伊拉克依赖伊朗超过伊朗

对伊拉克的依赖。 

萨达姆政权的垮台一下子促发了跨越边界的大量旅游、贸易和宗教交

流。而这条边界几十年来对双方的什叶派来说都是禁止跨越的。早在 2007

年就有学者对伊朗在伊拉克的经济影响力有过生动的描述：“在纳杰夫，这

一什叶派穆斯林最神圣的城市，伊朗的旅游车每天载着 1200 名朝圣者来到

拥有黄金屋顶的伊玛目阿里的圣坛外。在此，一个较大规模的主要由伊朗

资助的翻新改建活动正在进行。一个伊朗代表团正在该市访问，探寻把这

一数字提升到 5000 的方法。当地市场上充斥着伊朗的产品，从砖头到袜子，

什么都有。街道摊贩已开始仓促地学习波斯语，以便同旅游者交流。”
①
 

伊朗是伊拉克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2006 年伊朗对伊拉克的出口达到

18 亿美元。伊拉克南部的自由贸易区吸引伊朗的货物大量涌入巴士拉的商

店，其中包括煤油和煤气。伊拉克南部是伊朗之外唯一一处使用伊朗货币

里亚尔的地方。伊朗正在建造连接巴士拉和伊朗边境各商业中心的公路。
②

在向伊拉克出口货物的国家中，伊朗仅次于土耳其，排在第二位。根据跟

踪贸易数据的世界贸易信息服务股份公司(Global Trade Information 

Services)提供的信息，2010 年上半年，伊朗向伊拉克出售了价值 20 多亿

美元的产品，比 2009 年同期增长了 33%。
③
2009 年，伊拉克政府同一家伊

朗公司签订了一项10亿美元的合同，请其帮助重建伊拉克南部城市巴士拉。

伊朗的经济战略与其政治和军事战略是紧密相连的，因为伊朗的许多公司

                                                        
① See Liz Sly, “Iranian Influence Soaring in Iraq,” March 8, 2007, http://articles.chicag
otribune.com/2007-03-08/news/0703080164_1_shiite-rule-arab-iraq-vali-nasr. 
② Lionel Beehner, Greg Bruno, “Iran’s Involvement in Iraq,” March 3, 2008, http://ww
w.cfr.org/iran/irans-involvement-iraq/p12521. 
③ Jim Michaels, “Iran Expands Economic Influence on Iraq,” October 27, 2010, http://
www.usatoday.com/money/world/2010-10-25-iraqiran25_ST_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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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附属于伊朗革命卫队或由其控制。
①
 

有证据表明，伊朗已经从其“政府全面应对”的措施中获得了好处。

伊朗把政府所有的工业部门和受到伊朗革命卫队影响的宗教基金会用作国

家管理的工具。自 2003 年以来，伊朗政府乐见伊拉克东部各省份依赖伊朗

提供的重要的民用燃料产品，如煤气、取暖油、车辆燃料等，以及依赖伊

朗对伊拉克电网的支持。伊拉克的电力需求日益增长，远远超过了其供电

应能力。伊朗向伊拉克提供了其电力需求的 8%—9％，从而填补了伊拉克的

电力缺口。
②
然而伊朗常常展示其在此种关系中的实力地位，如在冬夏两季

伊拉克人最急需的时候切断燃料和电力供应，也导致了伊拉克某种担心：

伊朗能够威胁伊拉克未来的石油出口能力，特别是在伊朗反对国际社会对

其采取措施或想减弱伊拉克在全球市场上取代伊朗产品能力的时候。
③
 

伊朗对伊拉克的经济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受到两国密切的文化联系的推

动，这种文化联系主要体现在宗教方面。自从伊朗的萨菲王朝（Safavid 

Dynasty）于 16 世纪把什叶派教义定为国教以来，伊拉克对伊朗便具有了

特殊的重要性。伊斯兰教什叶派起源于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

巴拉是传统的什叶派学术中心和宗教朝圣者的目的地。几个世纪以来，伊

拉克的圣城受到波斯的较大影响，因此，伊朗把伊拉克南部看作其有历史

意义的势力范围。
④
伊朗与伊拉克都是什叶派占多数的国家，伊朗 95%的人

是什叶派，伊拉克至少 60%的人口是什叶派，这种信众比例状况也为伊朗发

挥对伊拉克的文化影响力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伊朗的教士们与伊拉克圣城

的什叶派宗教领袖关系密切，这些宗教领袖中许多人都是土生土长的伊朗

人。巴格达和伊拉克南部相当比例的什叶派人口也是土著伊朗人。萨达姆

政权被推翻后，成千上万的伊朗朝觐者前往伊拉克，其中包括被萨达姆强

                                                        
① Jim Michaels, “Iran Expands Economic Influence on Iraq,” October 27, 2010, http://
www.usatoday.com/money/world/2010-10-25-iraqiran25_ST_N.htm. 
② Nayla Razzouk and Kadhim Ajrash, “Iraq to Tender New Plants, Triple Power Outp
ut by 2013,” Bloomberg, January 4, 2011,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1-01-04/i
raq-to-tender-new-plants-triple-power-output-by-2013-update1-.html. 
③ Michael Knights, “Iran’s Influence in Iraq: Game, Set but Not Match to Tehran,” The 
Guardian, October 18, 2010. 
④ Michael Eisenstadt, “Iran and Iraq,” http://iranprimer.usip.org/sites/iranprimer.usip.org/f
iles/Iran%20and%20Iraq.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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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流放的人以及为伊朗政府工作的人。
①
另外，几个世纪以前伊朗、伊拉克、

黎巴嫩之间就形成了乌莱玛（英文为ulama，系指穆斯林的学者或宗教、法

律的权威）网络，其关系盘根错节。如伊拉克什叶派宗教领袖西斯塔尼是

伊朗出生的，而伊朗目前有权势的司法总监（Shahroudi）是伊拉克出生的。 

 

二、政治影响力 

 

伊朗与伊拉克的经济文化联系，不但使伊朗对伊拉克发挥经济、文化

影响力提供了条件，而且也为其发挥政治影响力提供了潜在可能性。例如：

“伊朗已经选派2000多名宗教学生和学者到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学习考

查。而其中三分之一属于伊朗的情报人员，一些人是派往什叶派圣地的特

工人员，以在大选前影响选民。双方的跨境宗教旅游业务也很红火。每年

有成千上万的伊朗和伊拉克人越过边境访问圣城，伊朗甚至在纳杰夫修建

了一座机场以促进双方宗教旅游者的相互参访。”
②
而伊拉克战后政治体制

和政治形势的巨大变化以及形势巨变过程中所诱发的伊拉克政治乱局，更

为伊朗对伊拉克发挥更大的政治影响力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和契机。 

萨达姆倒台后，伊拉克什叶派在政治上的崛起具有历史意义。自从逊

尼派的奥斯曼帝国于16世纪早期占领伊拉克并通过与邻国波斯展开的一系

列战争而控制该国以来，占多数人口的什叶派在伊拉克过去差不多 500 年

的历史中一直是无权的，并不断遭受迫害。英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征

服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并把该地区改造成伊拉克帝国。几年后，伊拉克什

叶派受到威尔逊在 1919 年召开的凡尔赛和会上所鼓吹的民族自决权的影

响，开始努力要求获得自决权。对此，英国的反应是残酷的。在一次导致

成千上万人死亡的起义之后，什叶派被击溃。在此后的 35 年里，直至 1958

年爆发推翻哈桑王朝的军事政变，英国人最终被赶出伊拉克，该国什叶派

团体在政治上实际上处于无权地位，因为政治权力掌握在逊尼派精英分子、

部族首领以及一支由逊尼派穆斯林主导的军队手中。在萨达姆掌权的 35 年

                                                        
① Mohsen M. Milani, “Iran’s Transformation from Revolutionary to Status Quo Power in the 
Persian Gulf,” pp.8-9, http://www.wilsoncenter.org/events/docs/MohsenMilaniFinal.pdf. 
②  Lionel Beehner, Greg Bruno, “Iran's Involvement in Iraq,” March 3, 2008, 
http://www.cfr.org/iran/irans-involvement-iraq/p12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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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 年－2003 年）中，占人口多数的什叶派也不得不服从逊尼派的统治

并受其迫害。
①
 

萨达姆倒台后，伊拉克什叶派成为伊拉克最大的政治和社会力量，而

伊朗与这些什叶派政治力量的领导人有很密切的关系，这种联系是伊朗对

伊拉克发挥政治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之一。伊拉克民主制度实践进一步提升

了伊朗的影响力，因为巴格达建立了一个什叶派主导的政府，其许多领导

人在反对萨达姆的岁月里曾受伊朗的庇护，使他们乐意对伊朗友好。
②
伊朗

在伊拉克政府内部不乏有权势的朋友，包括达瓦党成员，伊拉克伊斯兰最

高革命委员会成员等。伊朗与曾经是五角大楼好友的艾哈迈德·查拉比

(Ahmad Chalabi)、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PUK）领导人、伊拉克总统贾拉

勒·塔拉巴尼(Jalal al-Talabani)、库尔德斯坦民主党领导人马苏德·巴

尔扎尼（Massoud Barzani）、反叛的什叶派教士穆克塔达·萨德尔（Muqtada 

al-Sadr）过从甚密。萨德尔的马赫迪军已经成为伊拉克最令人恐惧的民兵

力量之一。
③
 

伊朗帮助组建了一个什叶派集团——伊拉克团结联盟（United Iraqi 

Alliance），实际上包括所有主要的什叶派派系：伊拉克伊斯兰最高委员会、

达瓦党以及由35岁的神职人员穆克塔达•萨德尔领导的派系。该联盟在2005

年 12 月 15 日的议会大选中赢得 275 个议席中的 128 个。达瓦党资深领袖

努里•马利基（Nouri al- Maliki）当选总理，伊拉克伊斯兰最高委员会的

几个人物占据了其他领导职位，5 名萨德尔派人士获部长职位。该党曾支持

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并在两伊战争期间支持霍梅尼。尽管该党派与伊朗伊

斯兰共和国在意识形态上有分歧，但仍接受着来自德黑兰的财政援助。伊

拉克伊斯兰最高委员会是该国与伊朗关系历时最长、最为密切的派别，诞

生于 1982 年两伊战争期间。该组织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与伊朗保持着密切联

系，其全部资助均从伊朗获得。该委员会事实上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政府

                                                        
①  Martin Sieff, “Iran's Influence Growing in Iraq,” October 12, 2005, 
http://www.spacewar.com/news/iraq-05zzzzd.html. 
② Liz Sly, “Iranian Influence Soaring in Iraq,” March 8, 2007, http://articles.chicagotrib
une.com/2007-03-08/news/0703080164_1_shiite-rule-arab-iraq-vali-nasr. 
③ Mohsen M. Milani, “Iran’s Transformation from Revolutionary to Status Quo Power in the 
Persian Gulf,” pp.8-9, http://www.wilsoncenter.org/events/docs/MohsenMilani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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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成立，是建立于德黑兰的流亡组织。伊拉克伊斯兰最高委员会的领导

中，比较重要的人物是阿亚图拉穆罕默德·巴齐尔·哈基姆（Mohammad Baqr 

Al Hakim），他于 2003 年 8 月在纳杰夫被汽车炸弹炸死，此前曾在伊朗度

过数年的流亡生活，并与伊朗的领导人建立了良好关系。他的弟弟阿卜杜

勒·阿齐兹·哈基姆（Abdul Aziz al-Hakim）接替其任该委员会领导人，

但 2009 年 8 月死于肺癌。其继任者是其儿子阿马尔·哈基姆(Ammar 

al-Hakim)。在萨达姆统治期间，该委员会组建了地下民兵组织“巴达尔旅”

（Badr Brigades），伊朗革命卫队对其进行重新招募、训练和武装。在两

伊战争期间，巴达尔旅从伊朗对伊拉克南部发动数次攻击，主要针对伊拉

克官员。1991 年海湾战争末期，该组织发动了反对萨达姆的起义，但没有

成功。2003 年 4 月萨达姆倒台时，巴达尔旅人数约为 1.5 万人。2005－2006

年间，该民兵组织被编入伊拉克安全部队。
①
这进一步强化了伊拉克安全部

队与伊朗的联系。 

萨德尔派与伊朗的政治联系最初是有限的，因为他的家庭在萨达姆统

治时期留在伊拉克。尽管如此，萨德尔派与伊朗也有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

联系。穆克塔达·萨德尔的堂兄穆罕默德·巴克尔·萨德尔（Baqr Al Sadr）

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建立了达瓦党，他在霍梅尼于 1964—1978 年间流放于

纳杰夫时成为其政治盟友。巴克尔·萨德尔在 1980 年达瓦党反抗萨达姆政

权的初期被萨达姆绞死。穆克塔达·萨德尔与巴克尔·萨德尔的一个女儿

结婚。自 2008 年起，萨德尔本人一直在伊朗学习以提升其宗教资格，并且

从伊朗遥控指挥政治运动。该派别在 2006－2010 年期间在国会中拥有 30

个议席，在伊拉克什叶派下层民众中拥有数量可观的忠诚追随者，而且该

组织在萨达姆倒台后还建立了一支约 6 万人的“马赫迪军”民兵组织。2004

－2008 年间，萨德尔利用马赫迪军对抗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尽管美国和

伊拉克政府的军事行动屡屡击败马赫迪军，但伊朗把其视为抗衡美国的有

用工具，特别是因为其具备利用火箭和其他武器装备杀伤美军的能力。据

报道，2005 年伊朗开始通过其革命卫队所属的圣城旅（Qods or Jerusalem 

                                                        
① See Kenneth Katzman, “Iran-Iraq Relation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August 13, 2010, 
p.1；海德：“美国撤军伊拉克后伊朗和沙特的抗衡”，《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 年第 1
期，第 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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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ce）武装这支民兵组织。
①
 

伊朗还利用革命卫队和圣城旅支持亲伊朗的伊拉克其他什叶派运动和

什叶派民兵组织，向它们提供大批包括路边炸弹在内的武器并利用它们搜

集有关情报。圣城旅受伊朗革命卫队管辖，负责通过他国的运动组织作为

代理人，在伊朗国外从事非传统战争。美国指责伊朗利用圣城旅在伊拉克

从事颠覆活动。
②
革命卫队和圣城旅向几个反美且同样对伊拉克政府形成挑

战的民兵组织提供广泛的训练和弹药支持。伊朗也利用黎巴嫩真主党特工

来强化其影响。伊朗认为寻求与伊拉克新政府建立友好关系的同时，对试

图限制伊拉克政府的权威和权力的政党和民兵给予支持是不矛盾的。
③
有学

者认为，伊朗圣城旅及其代理人的主要目标是阻止美国在伊拉克取得成功

以确保伊朗及其伊斯兰政权的安全与稳定；在“新伊拉克”建立持久的能

够服务于伊朗在本地区内外长期战略利益的影响力；阻止一个能够与伊朗

竞争的“强大的伊拉克”出现，或者说阻止恢复两国间传统的力量平衡。
④
 

伊朗还利用巴格达政权更迭产生的政治真空，增强其对伊拉克的政治

影响力。伊朗已在迅速填补这一政治真空，采取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控制

行政官员、市政当局、法官等地方权力载体，渗入伊拉克社会；利用来自

伊朗的伊拉克人渗透伊拉克（许多伊拉克人拥有双重国籍并被德黑兰培训

了近 20 年，因此在后萨达姆时代能够加入伊拉克警察队伍。一些伊拉克人

甚至在伊朗革命卫队中被提拔为指挥官）；建立地方性慈善组织以帮助地

方民众并为招募新成员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伊朗曾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尝

试过此种策略，发现此法较有价值）。
⑤
 

除美国外，目前在伊拉克唯一有可能抗衡伊朗的国家是沙特阿拉伯，

                                                        
① Kenneth Katzman, “Iran-Iraq Relation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August 13, 2010, 
pp.1-2. 
② Anthony H. Cordesman, “Iran’s Revolutionary Guards, the Al Quds Force, and Other 
Intelligence and Paramilitary Force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ugust 
16, 2007, p.8, http://csis.org/files/media/csis/pubs/070816_cordesman_report.pdf. 
③ James L. Abrahamson, “Iranian Strategy in Iraq: Politics and ‘Other Means’,”January
6, 2009, http://www.thefreelibrary.com/Iranian+Strategy+in+Iraq%3A+Politics+and+%22Ot
her+Means%22.-a0192450073. 
④ Brig. Gen. David L. Grange and Scott Swanson, “Confronting Iran,” November 10, 2007, 
p.5, http://smallwarsjournal.com/documents/grangeswanson.pdf. 
⑤ Raymond Tanter, “Iran’s Subversion of Iraq and U.S. Options,” December 28, 2005, 
http://www.analyst-network.com/article.php?art_id=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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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国向伊拉克的逊尼派提供了大量资金。但沙特军队比不了伊朗军队，其

对伊拉克的影响力也不如伊朗大。更重要的是，沙特人在面临周边危机时，

注意力被转移了。而且，沙特等逊尼派掌权的阿拉伯国家对伊拉克逊尼派

的支持也推动了伊拉克的什叶派政治势力倒向伊朗一边。“由于阿拉伯民族

主义者和阿拉伯国家除了支持伊拉克什叶派的敌人外，并没有给它们任何

东西，为什么什叶派不把伊朗看作盟友呢？尽管不看做主人。”
①
伊拉克最

有权势的什叶派领袖大阿亚图拉阿里·西斯塔尼（Ali Sistani）是伊朗出

生的，他拒绝会见任何美国代表，却多次接见访问伊拉克的伊朗代表团。

表明伊朗在伊拉克有广泛影响力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不是唯一的例子）

是，当政府军与萨德尔的支持者于 2008 年 3 月末在巴士拉开始交战后，正

是伊朗帮助结束了那里的战斗。
②
  

另有一些例子也表明伊朗对伊拉克拥有较大政治影响力。2005 年 7 月，

在进行高层互访时，伊拉克官员承担了发动两伊战争的责任，间接地指责

萨达姆在两伊战争中对伊朗军队使用化学武器，还与伊朗签署了军事合作

协议，同意伊朗在巴士拉、卡尔巴拉、埃尔比勒、苏莱曼尼亚建立领事馆。

2006 年 5 月 20 日，伊拉克外交部长霍希亚尔·泽巴里（Hoshiyar Zebari）

支持伊朗寻求和平利用核技术的权利。
③
 

 

三、影响力的未来展望 

 

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依然很大，但较之 2005－2008 年的高峰期已经

减弱了。一些专家早就预言随着伊拉克维护其作为一个国家的地位、安全

形势的好转、阿拉伯人与波斯人之间分歧的再度出现，伊朗的影响力会减

弱。这在经济、文化、政治等多方面都将有所体现。 

就萨达姆倒台后伊朗对伊拉克的经济影响力而言，经济学家们在伊朗

对伊拉克贸易、商业和发展援助方面对伊拉克造成的影响上看法不一。有

                                                        
① Barry Rubin, “Iran: The Rise of a Regional Power,” Middle Eas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0, No. 3, 2006, pp.145-146. 
② Adam Tarock, “Why President Obama Has Begun Talking to Iran,” Australian Rationalist, 
No. 82, February 2009, p.70. 
③ Kenneth Katzman, “Iran-Iraq Relation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August 13, 2010,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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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认为，在很短的时期内伊朗的援助或许是有帮助的，但伊朗无法向伊拉

克提供其最需要的东西——工业、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发展所需的先进技

术和资本。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伊朗的影响力将会减弱。伊拉克将不再需

要伊朗目前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贸易也将减少，并且实际上伊拉克能够

成为伊朗的投资国。目前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或许正处于高峰阶段。
①
 

在宗教文化的影响方面，从长期来看，伊拉克可能会对伊朗形成越来

越大的挑战。未来伊朗与伊拉克之间将会为争夺对黎巴嫩什叶派的影响力

而展开竞争。对许多伊拉克什叶派而言，伊拉克的纳杰夫是什叶派的学术

和权力中心，而非伊朗的库姆。萨达姆在忙于瓦解伊拉克的什叶派学术中

心的时候，他实际上也是在强化伊朗的什叶派精英和库姆作为什叶派世界

监护人的地位。随着伊拉克被“解放”，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将会慢慢地取代

库姆在什叶派中的地位。“纳杰夫这个相对而言安全而繁荣的城市最终会实

现战前的这一预期：它将重新超越伊朗的库姆作为什叶派神学世界的中

心。”
②
在伊拉克之外，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的什叶派少数民族也可能

增强其对纳杰夫作为一个神学中心的兴趣，从而进一步强化纳杰夫在这些

地区作为伊朗的竞争对手的地位。伊朗与伊拉克的什叶派领导人在这些外

部关系上展开的竞争将会对伊朗自身激进的教士集团的权力产生影响。如

果伊拉克的什叶派领导人始终拒绝“法基赫的监护”（Wilayat al-Faqih）

思想，或者说教士统治的思想，那么这一思想在伊朗将会遭受更大的压力。

在伊朗，这一思想从一开始就颇具争议。在上世纪 80 年代曾被作为霍梅尼

接班人的大阿亚图拉蒙塔泽理（Montazeri）的儿子承认，纳杰夫公开的宗

教辩论将“肯定会质疑教士绝对统治的合法性”。
③
什叶派是伊拉克重要的

主政派之一，但事实上只有激进的什叶派与伊朗关系密切。伊拉克什叶派

的最高精神领袖西斯塔尼虽然出生在伊朗，但他的治国理念与伊朗明显不

同。霍梅尼主义是当代伊朗立国之基，它主张什叶派的政治行动主义，号

召建立伊斯兰政权，教法学家权威治国。西斯塔尼则主张静默主义，不主

                                                        
① Judith S. Yaphe, “Iraq: Are We there Yet?,” Current History, December 2008, p.407. 
② Kenneth Katzman, “Iran-Iraq Relation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August 13, 2010, 
pp.10-11. 
③ Graham E. Fuller, “Islamist Politics in Iraq after Saddam Hussein,”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Special Report 108, August 2003,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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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政治参与，但主张乌莱玛在公共和法律领域的积极活动。
①
他也曾宣称，

“我绝不允许伊朗的经验在伊拉克被复制”。
②
什叶派学者、对外关系委员

会的高级成员纳斯尔（Nasr）说：“并非所有的伊朗人都是什叶派教徒，也

并非所有的什叶派教徒都是伊朗人。伊朗对一些人有影响力，但对其他人

没有。多数什叶派教徒不支持伊朗政权，而且他们不是波斯人。在阿拉伯

人与波斯人之间有很深的敌意。”
③
伊拉克的什叶派几乎全是阿拉伯人，并

且就文化方面而言，与伊拉克的逊尼派比与波斯的什叶派更相近。
④
历史也

证明了这一点。在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什叶派教徒同逊尼派士兵一样与

伊朗人战斗。甚至目前与伊朗领导层关系十分密切的伊拉克什叶派领导人

也难以被指责为伊朗的代理人。而且，什叶派阿拉伯人以及逊尼派的人支

持伊朗革命并非出于宗教原因，而是出于政治原因：起义反对一个亲西方

的像伊朗王那样的独裁者。
⑤
 

伊朗对伊拉克政治影响力的限度也是很明显的。首先，伊拉克什叶派

难以形成持久统一的力量，伊朗无法把其所期望的政策结果强加给伊拉克，

该国占有优势地位的什叶派各派别之间缺乏内聚力也威胁到伊朗的政治目

标——在巴格达建立一个友好的什叶派领导的政府。早在 2003 年就有学者

指出，在遭受极大压力和歧视时他们能精诚团结，否则他们像所有的团体

一样也分裂为不同的政治派别（共产主义、民族主义、伊斯兰主义、自由

主义等派别），也存在不同的阶级、部落、地区利益。即使他们获得了统治

权，也不能用一个声音说话，各种集团将不可避免地在其他非什叶派社团

中找到政治盟友。
⑥
近年来，伊拉克的历史也证明了上述论断。马利基在 2010

年大选前作出的独立竞选的决定使伊朗希望看到一个统一的什叶派参加竞

                                                        
① See Babak Rahimi, “Ayatollah AliAl- Sistani and the Democratization of Post- Saddam 
Iraq,” Middle Eas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 No. 4, December 2004, p. 14. 
② Maximilian Terhalle, “Are the Shia Rising?” Middle East Policy, Vol. 14, No. 2, Summer 
2007, p. 77. 
③ Liz Sly, “Iranian Influence Soaring in Iraq,” March 8, 2007, http://articles.chicagotrib
une.com/2007-03-08/news/0703080164_1_shiite-rule-arab-iraq-vali-nasr. 
④ “The Shia/Sunni Cold War: A US Strategy and Saudi Illusion,” http://www.libertas.b
ham.ac.uk/analysis/The%20Shia-Sunni%20Cold%20War.pdf. 
⑤ Adam Tarock, “Why President Obama Has Begun Talking to Iran,” Australian Rationalist, 
No.82, February 2009, p.74. 
⑥ Graham E. Fuller, “Islamist Politics in Iraq after Saddam Hussein,”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Special Report 108, August 2003,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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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的愿望落空了。伊朗对伊拉克什叶派内聚力的渴望也因 2008 年 3 月马利

基在巴士拉对伊朗支持的马赫迪军和其他非正规什叶派民兵发动的进攻而

受挫。这种什叶派内部军队的冲突清楚地表明伊朗对伊拉克什叶派盟友缺

乏实际的控制。这一进攻对马利基而言是个转折点，提高了其关注法律和

秩序的独立的民族主义者的声誉。伊朗能够帮助改变事件的发展，但无法

迫使伊拉克的政治人物采取与其认为的利益相左的行动。
①
 

其次，伊拉克民众中日益强烈的民族主义也严重限制了伊朗对伊拉克

政治影响力的发挥。无数次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伊拉克什叶派对成为德黑

兰的仆从不感兴趣。
②
的确，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对伊朗而言是一个战略上的

横财，但是此事并没有允许伊朗决定伊拉克的议程。伊拉克的民族主义者

几乎普遍对伊朗意图有所怀疑，没有为伊朗的权力留出余地。尽管马利基

和萨德尔在巴格达地位的上升与伊朗对什叶派穆斯林拥有最高权力的渴望

是一致的，但他们的崛起是伊拉克人口和政治的反映。一个什叶派占多数、

具有伊斯兰主义倾向的国家当然会选出一个什叶派占多数、具有伊斯兰主

义倾向的政府。这就是民主在一个遭受战争创伤国家运作的方式，在那里，

种族、宗派的特性决定着政治关系。尽管萨德尔的政治参与会使伊拉克更

不可能遵循美国的利益，但这只不过是对伊拉克新生的、有缺陷的民主制

度现实的反映。
③
许多伊拉克公民似乎已经反对那些接受伊朗在伊拉克占有

优势地位的政党和集团了。这种态度使伊朗在伊拉克遭受重要挫折。最为

亲伊朗的派系在 2009 年 1月 31 日的地方选举以及 2010 年 3月国民议会全

国性选举中大多表现较差。“伊拉克名单”这个坚决地反对伊朗影响力并受

到伊拉克逊尼派阿拉伯人支持的政治集团在大选中获得了多数席位。
④
 

两伊间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不但妨碍了两国关系的发展，也助推了伊

                                                        
① Michael Wahid Hanna, “Iran Has Less Power in Iraq than We Think,” October 14, 2010, 
http://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0/10/iran-has-less-power-in-iraq-than-we
-think/64520/. 
② Norweg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More than “Shiites” and “Sunnis”: How a 
Post-Sectarian Strategy Can Change the Logic and Facilitate Sustainable Political Reform in 
Iraq, Norweg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9, p.15. 
③ Michael Wahid Hanna, “Iran Has Less Power in Iraq than We Think,” October 14, 2010, 
http://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0/10/iran-has-less-power-in-iraq-than-we
-think/64520/. 
④ Kenneth Katzman, “Iran-Iraq Relation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August 13,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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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克民族主义的上升，从而更限制了伊朗对伊拉克的政治影响力。伊朗没

有送还在 1991 年海湾战争初期飞往伊朗的 153 架伊拉克军用和民用飞机，

尽管 2005 年 8 月伊朗允许一支伊拉克技术小组对飞机进行估价。另一个两

国关系紧张源是伊朗宣称伊拉克在拒绝向库尔德斯坦自由生活党（Party 

for a Free Life in Kurdistan）提供庇护所方面做得还不够。该党是伊

朗库尔德分离主义团体，伊朗声称其不断对其发动袭击。领土和资源纠纷

也继续破坏两国关系。绝大多数导致过去纷争的领土问题已获解决，因为

2000年10月两国重新认可以最深谷底线或者说阿拉伯河航道中间线作为水

上分界线（这是 1975 年伊朗国王与伊拉克复兴社会党政府之间达成的《阿

尔及尔协议》中规定的条款，该协议在 1980 年 9 月被萨达姆废除），但这

一水上边界取决于解读。2008 年 3 月内贾德访问伊拉克期间，双方同意重

修水上和陆上边界标志。2009 年 2 月，伊拉克外交部长泽巴里敦促伊朗加

快推进这些划界工作，暗示伊朗拖延解决一个其模糊性目前对伊朗有利的

问题。2009 年 12 月 18 日，伊朗军队进入伊拉克夺取了伊朗边界附近地处

伊拉克米桑省边远地区的一座油田的控制权。伊朗声称从技术上讲此油田

在伊朗领土范围内，但在伊拉克向伊朗领导人发出抱怨后，伊朗的这支小

股部队几天以后撤出了。
①
这一入侵加剧了伊拉克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 

再次，不应忽视的是，伊朗对伊拉克的政治影响力受到美国多方面的

挑战。美国利用核问题、人权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等不断对伊朗施加各种

压力，推动实施了持续的全方位的经济制裁，这无疑极大地限制了伊朗对

伊拉克发挥作用的现实能力和潜力。“从伊拉克撤军后，美国仍然需要保证

伊拉克朝着成为美国以及自由世界的一个稳定、民主、和平发展的伙伴的

方向迈进。”
②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早在美军即将完全撤出前的 2011

年 10 月 23 日就警告伊朗不要企图利用美军从伊拉克撤出的机会去填补伊

拉克的安全真空。她说任何人都不要误判美国支持伊拉克民主的决心和责

任。为了给伊拉克人这种机会，我们已付出了太高的代价。
③
为了预防伊朗

                                                        
① Kenneth Katzman, “Iran-Iraq Relation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August 13, 2010, 
pp.9-10. 
② Hiwa Osman, “Iraq after US Withdrawal – End of Era or New Beginning?” August
28, 2010, http://www.ekurd.net/mismas/articles/misc2010/8/govt1716.htm. 
③ Clinton Warns Iran Not to Exploit Iraq Pullout，October 23, 2011, http://atlanticsenti
nel.com/2011/10/clinton-warns-iran-not-to-exploit-iraq-pull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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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补美撤军后留下的伊拉克力量真空，美国正在借核问题对伊朗进行打压，

借助巧实力推动叙利亚的政权更迭以削弱伊朗的地区影响力。 

 

四、结 语 

 

伊朗对伊拉克在经济、文化、政治等多个方面拥有重要的影响力，这

不但是美国对伊朗动武有所顾忌的原因，也是美国对伊朗既压（制裁、孤

立等）又拉（有条件接触和无条件接触）的原因。伊拉克政治分裂、缺乏

管控的特性方便了伊朗向伊拉克政治力量提供竞选经费、媒体支持和调停，

以及向武装团体提供准军事性质的支持。然而伊朗的支持经常被证明是难

达目的。伊朗对伊拉克边界的侵犯、对民兵组织的支持以及转移伊拉克河

流的源头等行为经常招致来自伊拉克所有宗派和种族群体的批评。
①
什叶派

议员汉毛迪（Hammoudi）说“伊拉克和伊朗什叶派之间有许多差异：我们

想要民主，他们要伊斯兰统治；我们想与美国建立良好关系，他们与美国

存在问题；我们想要一个开放的经济，他们的经济是封闭的；我们认为我

们是阿拉伯国家，而且我们已把它写入我们的宪法。”
②
总之，伊朗在伊拉

克的影响力不应当过分夸大。有三个因素将继续限制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

力：第一、美国将依然是伊朗在伊拉克施展影响力的巨大障碍；第二、正

如伊朗从两伊战争中所了解的，伊拉克的什叶派人口首先是伊拉克人，其

次才是什叶派穆斯林；第三、伊拉克的民族主义者对波斯人抱有很深的疑

虑，会抵抗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海湾战争后的萨达姆政权，虽然与伊

朗敌对，但是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已经很虚弱，且与伊朗一样反西方。萨

达姆倒台后，从长远来看，一个对美比对伊朗更友好且更强大的伊拉克，

不见得比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对伊朗有利，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

面对伊朗构成的竞争压力可能会更大。 

                                                        
① Michael Knights, “Iran’s Influence in Iraq: Game, Set but Not Match to Tehran,” The 
Guardian, October 18, 2010. 
② Liz Sly, “Iranian Influence Soaring in Iraq,” March 8, 2007, http://articles.chicagotrib
une.com/2007-03-08/news/0703080164_1_shiite-rule-arab-iraq-vali-na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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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station, dynamics and importance of the developments between India 

and the Asia-pacific multilateral mechanism. 

 

On Iran’s Influence in Iraq 

YUE  Hanjing 

The radical changes in Iraqi political situation after the Iraq War, and the close 

ties between Iran and Iraq in geography, history, culture and so on, have made 

Iran’s influence in Iraq increased greatly. The influence is shown in economy, 

culture, politics, and other aspects,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influence in 

different aspects promotes one another. The degree of Iran’s influence in Iraq 

varie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periods of Iraqi reconstruction. Iran’s influence in 

Iraq is increasingly limited with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Iraq getting better, the 

rise of Iraqi nationalism, the internal political conflicts of the Iraqi Shiites 

becoming intense, the inherent disputes over territories and ethnicities becoming 

increasingly obvious and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external forces like the 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