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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俄罗斯总统普京

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金砖国

家喀山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双方

重申了尽快推动俄伊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协议签署的意愿。尽管目

前双方尚未明确签署日期，但据

克里姆林宫此前消息，协议将在

伊朗总统对俄进行正式国事访问

期间落地。这样，伊朗将成为俄

罗斯继蒙古、越南和朝鲜后的第

四个全面战略伙伴。

新协议将聚焦经贸和防务领域

自佩泽希齐扬上任以来，俄

伊两国高层已开展了多轮对话。

10月11日，俄伊两国元首在土库

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举行首次

会晤。普京指出，同伊朗的关系

是俄当前优先事项。佩泽希齐扬

也表达了加快签署战略伙伴关系

相关文件的意愿。

综合来看，新协议将首先聚

焦经贸领域。一方面将重点发展

基础设施和能源领域大型联合项

目。普京在会见佩泽希齐扬时明

确指出，两国合作的优先事项包

括发展伊朗铁路基础设施和布什

尔核电站建设项目。其中最重要

的当属国际南北运输走廊建设。

另一方面将加强两国燃料能源部

门及石化行业间合作。新协议还

有望显著改善当前两国经贸合作

中的结构性矛盾，并进一步扩大

双边贸易的本币结算。

与此同时，正如俄外长拉

夫罗夫所指出的，俄伊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将重点推动两国在防务

领域开展更紧密合作。据媒体报

道，俄已向伊朗交付了S-400防

空系统和第一支苏-35战斗机中

队，并且此前已提供了“摩尔曼

斯克-BN”电子战系统。俄军

事专家指出，俄战机对伊朗有很

大吸引力，未来俄可以向盟友

进一步扩大苏-30、苏-35、米

格-35等型号战机的供应；俄则

可以向伊朗购买无人机，也可通

过小批量引进某类伊朗武器来进

行本土化适应性试验，进而投入

批量生产。

两国迫切需要确定合作“新杠杆”

俄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

酝酿已久，其基本文件的起草工

作始于2022年1月。时任伊朗总

统莱希访俄时强调，两国应建立

起战略性关系，并提议为此制定

新的伙伴关系协议。此后不久，

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国际和地

区形势发生剧变，俄伊相继受到

西方多轮新增制裁。加之去年以

来，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外溢效

应日趋增强，战争风险的影响范

围显著扩大。面对新的内部局势

和外部地缘政治环境，两国当前

迫切需要确定合作“新杠杆”。

俄学者指出，目前两国开展合作

的基础性原则仍停留在2001年的

关系协议，到今天已经过时了。

俄与伊朗建立战略伙伴关

系，可以显著增加其在能源资源

与防务安全领域的“砝码”，又

通过拉拢伊朗这类受美西方制裁

的国家，深化同其盟友的战略合

作，不断推进其在亚欧大陆不同

方向上的战略纵深。而伊朗也有

自己的考虑。除了因受美西方长

期打压制裁而与俄“抱团取暖”

以外，伊朗政府明确把深化同俄

的战略合作视为其外交政策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作为伊朗改

革派代表，佩泽希齐扬的外交政

策较其前任莱希而言显得更加审

慎。他提出，伊朗应改善与除以

色列之外所有国家的关系，积极

恢复伊朗核协议谈判以解除伊遭

受的制裁。9月底，他在联合国

大会会议上发言，其所强调的

“反对乌克兰地区冲突”“愿与

欧洲和美国开展对话”等内容，

一度被外界解读为对俄的“背

刺”和对美西方的“靠近”。俄

学界对此指出，这并不意味着俄

伊关系将出现裂痕，应该考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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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言翻译失真和被媒体过分渲

染的因素。

10月以来，中东地区局势

再现起伏。伊朗与以色列之间展

开多轮报复性行动，美欧对伊朗

开启新一轮制裁。又逢11月美

国举行总统选举，伊朗遭受的内

外部压力明显增强。这期间，俄

伊高层往来不断，其中的一个关

键议题就是商定这份为期20年

的两国关系新协议。俄伊两国高

层接连在多个场合释放缔结协议

的信号，一方面是为对当前局势

造成威慑，延缓或减轻一定外部

安全压力；另一方面也是以此发

声来观察地区各国的可能动向，

对地区及国际局势注入新的影响

因子。

两国对签署新关系协议仍谨慎

俄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

议的落地很大程度取决于双方对

本国及地区局势发展的预判。从

目前消息看，协议签署的准备工

作在7月下旬已经完成，原本预

计在10月下旬喀山金砖峰会期

间签署，但截至11月初仍未见

进一步动向。无疑，美国总统选

举结果将深刻影响上述协议的落

地情况。

从伊朗的角度来看，一方

面，伊朗仍对重返伊朗核协议抱

有期待。鉴于特朗普上一任期内

对伊朗实施严苛的打击和制裁，

伊朗方面更期待哈里斯获胜。另

一方面，伊朗也在衡量土耳其等

域内国家对俄伊新协议的可能态

度。此外，伊朗国内的声音并不

统一。改革派精英群体普遍主张

缓和与西方的关系，保守派则主

张维系与邻国的关系。且伊朗国

内长期积累了一定的“恐俄”和

“排俄”民族情绪。从俄角度来

看，俄仍在观望并预判地区局势

的下一步可能动向。在与越南和

朝鲜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

不久、目前地区形势未见明显升

级的情况下，贸然推进西边战

略纵深，此时未必能达到预期

成效。

尽管如此，俄伊新协议的签

署已近在眼前，两国对此亦有多

年的深思熟虑。对俄而言，新协

议的落地意味着俄可以进一步推

动其经贸能源、军工和防务安全

等领域的相关计划，在中东地区

开始编织新的战略伙伴网络，亦

不排除配合对将更新的核威慑国

家政策进行补台的可能。不过，

在俄看来，其也需更加全面地评

估利益与风险，若俄伊关系协议

中也写入了类似俄朝军事互助的

条款，俄或将被迫多点参与战

事，拉高战争成本。对伊而言，

新协议则意味着可以更深入参与

俄所主导的地区多边机制如欧亚

经济联盟，并借此进一步扩大经

贸合作“朋友圈”。对双边关系

而言，两国将在此基础上不断深

化政治互信与战略协作，未来经

贸合作更加紧密，安全防务领域

深度捆绑，但与此同时，也将面

临次级制裁和军事风险互相叠加

的挑战。

目前来看，俄伊对于签署协

议的态度较为谨慎。一旦协议落

地，两国关系定位及未来走向，

以及两国在地区及国际形势中的

角色和影响力或将因此发生很大

变化。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助理研究员）

2024年10月23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六次会晤在喀山举行。当日，俄总统普京会见伊朗总统佩泽希

齐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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