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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在伊 朗推进
“
一

带
一

路
”

战略倡议的

政治环境与 因应
＃

范鸿达

内容提要 伊 朗 是
“
一 带 一路

”

沿 线 的节 点 性 国 家 ， 也是长 期 以

来 中 国 非 常 重视的 中东 国 家 。 随着伊核全面协议 的达成 ， 伊朗 的 外交 空

间 不 断拓展 ， 但是在对外关 系 方 面伊 朗 仍然存在 与 沙特 、 以色 列 和 美 国

关 系 等 三大难题 。 整体而言 ， 伊 朗 政治发展正趋 向务实 、 温和 ， 发展 经

济 已 经成 为 当下伊 朗 的执政理念之
一

。 不过
， 政坛保守 或 激进派仍然具

备影 响 国 家发展 的 实 力 。 鉴此 ， 中 国在 伊 朗 推进
“
一 带 一 路

”

战 略倡

议时 ， 需要 关注 当 下伊 朗 的 内政外交状况 以及发展趋势 ，
加 强对伊 朗 社

会的客观认知 ， 巩 固 中 、 伊双边的 联系纽 带 ， 处理好双方 整体交往和在

伊朗 推进
“

一 带一路
”

之 间 的 关 系 。

关 键 词 中 国外 交
“
一带一路

”

伊 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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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

”

是当下 中国政府顶层的战略倡议之
一

， 它涉及沿线 ６０ 多个

国家 。 不管是
“

丝绸之路经济带
”

， 还是
“

２ 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

， 地缘优势

突出 的伊朗均是其中的节点性国家 ， 节点 国家的支撑和撬动作用将在很大程

度上推动中国在中东
“
一带一路

”

战略倡议的顺利实施 ， 因此 ， 伊朗对当下

的中 国外交又有了新的含义 ， 这也是 ２０ １６ 年习近平主席首次出访就涵盖伊朗

的原因之
一

。 事实上 ，

“
一带一路

”

的顺利实施往往与相关国家的政治发展

＊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 ２０１ ５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 目
“

中东 国家政治转型 比较研究
”

（
１ ５ＹＪＡＺＨ０ １ ３

）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

４９
？



Ｕ ／ 西亚非 洲 ２０ １６ 年第 ２ 期

密切相关 。 １９７９ 年以来 ， 伊朗发展颇为不顺 ， 伊斯兰革命 、 两伊战争 、

“

拉什

迪事件
”

、 核危机等重大事端接踵而至 ，

一次次把这个中东大国推到国际聚光

灯之下 。 尽管 ２０ １ ５ 年 ７ 月伊核全面协议的达成使其外交空间获得
一

定程度的

扩展 ， 但是在对美国 、 沙特 、 以色列等国关系方面伊朗仍然困难重重 ， 其国

内政治发展也面临沉重压力 。 面对如此状况下的伊朗 ， 正在着力推进
“
一

带

一

路
”

的 中国应如何待之 ？ 本文试从当下伊朗所处的 国 际环境 、 伊朗政治发

展 、 中国对伊朗外交等几个方面分析 。

伊朗的地缘政治环境

就发展潜质而言 ， 伊朗本应是中东地区最具优势的 国家之一 ， 它具备担

当海湾领导者的实力 ， 长期 以来伊朗外交的主要诉求之一就是获得国 际社会

对其海湾霸主的认同 。 但是 ， 海湾并不是本地区国 家所能主宰的 ， 它是世界

大国 的角逐场 ， 因此伊朗在本地区能够发挥什么样的影响力 ，
在更大程度上

取决于伊朗与外部世界大国 的关系 ， 以及本地区的发展态势 。 在遭受长期 的

国际制裁终获解除之后 ，
目前伊朗的外交空间逐步打开 ， 但是该国依然存在

与美国 、 沙特和以色列关系等外交难题 。 这些难题的产生和持续存在 ， 与伊

朗伊斯兰共和国 的缔造者霍梅尼有很大关系 。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宪法 ，

国家的核心权力都在领袖 的掌控之中 ， 领袖才是对伊朗国家发展产生决定性

影响的人 。 伊斯兰革命成功后 ， 最高精神领袖霍梅尼成为国家的真正主宰者 。

在外交领域 ， 伊朗一些重大问题也同样要以霍梅尼 的意见为是 ， 他主张输 出

伊朗伊斯兰革命 、 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 、 反对美国 和以色列 。 不管是对伊朗

前巴列维王朝还是周边阿拉伯 国家的君主制 ， 霍梅尼均持反对立场 。 在考察

伊朗外交时 ，
不可忽视霍梅尼思想对当下的影响 。 总体而言 ，

伊朗的地缘政

治与外交呈现以下特点 ：

（

―

） 伊朗 的外交空间不断拓展

近十余年来 ， 伊朗的周边环境 已经在 日 趋改善 。
２００ １ 年的

“

九
”

事件后 ， 美国通过战争先后推翻 了 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萨达姆复兴党

政权 。 塔利班政权的覆灭让伊朗失去
一个在意识形态方面与之严重对立的阿

富汗 ， 萨达姆倒台让伊朗收获了
一

个什叶派影响力大增的友好伊拉克 。 对于

至今仍然不得平静的阿富汗和伊拉克 ，
以及花费 巨大的人力 、 物力 、 财力发

？５０？



中 国 在伊朗 推进
“
一

带
一

路
”

战 略倡议 的政 治 环境与 因 应

动战争而又没得到理想结果的美国而言 ， 伊朗才是 ２００ １ 年后美 国在 中东发动
“

反恐
”

战争的最直接受益者 。

另外 ，
２０１ ０ 年底以来的 中东变局非但没有给 中东带来明媚 的未来 ， 反而

重创了埃及 、 利 比亚 、 突尼斯 、 叙利亚等阿拉伯诸国 ， 沙特等海湾富有的石

油国也出现 了程度不等的政治动荡 ，
阿拉伯 国家在 中东地区的发言权大幅下

降 ， 伊朗 、 土耳其、 以色列等中东非阿拉伯 国家的相对优势则更加明显 。 因

巴勒斯坦问题而引发的 以色列与阿拉伯 、 伊斯兰 国家的矛盾 ， 使以色列在 中

东难有担当领袖国家之可能 ， 事实上 ， 以色列也无意在伊斯兰核心地带中东

扮演领导者之角色 。 如果不考虑外部因 素 ， 伊朗成为 当下中东最有可能发挥

更大影响力 的极少数国家之一 。

对伊朗尤为有利 的是 ，

２０ １ ５ 年 ７ 月伊朗与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加德国

达成核全面协议 ， 鲁哈尼总统称此是伊朗历史上
“

黄金 的
一页

”

， 伊朗 由此会

摆脱多年的制裁与被孤立情势 。 伊核协议的达成也为伊朗在中 东发挥更大影

响力提供了可能 ， 之后伊朗接待 了一个又一个来 自 欧洲的商贸考察团 ， 伊朗

获取经济发展所急需 的技术 和资金的难度也大大降低 。 随着伊朗对核协议的

遵守和实践 ， 美国 已经在逐步取消对伊朗的制裁 了 。
① ２０ １ ６ 年 １ 月 ２８ 日

， 鲁

哈尼总统访问法国 ， 双方就经贸合作达成多项协议 。

伊朗国际空间的拓展使其参与 国际市场的能力增强 ，
也使得各国进人伊

朗市场的难度降低 ， 这对中 国
“
一带一路

”

的推进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

比如 ，
伊朗孤立于国际金融流通体系之外是困扰中 国企业特别是民 营企业开

拓伊朗市场 、 影响双边贸易 的重要因素 ， 未来金融制裁的逐步解除显然可 以

消除这个壁垒 。 但是 ，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 ， 伊朗市场的开放会吸引世界多 国

的竞相进入 ， 中国在伊朗面临 的竞争压力无疑会加大 。

（

二
）
三大难题仍然困扰伊朗外交

虽然近些年来伊朗外交已 经取得很大进展 ，
但是制约伊朗对外关系发展

的顽疾仍然存在 。

“

九
——

”

事件后 ， 尽管在人力 、 物力 、 财力等方面美 国

花费甚巨 ， 但是阿富汗和伊拉克直到今天也没有稳定下来 ， 伊拉克更是成为
“

伊斯兰国
”

的温床 ， 这两个国家 的持续动 荡使伊朗缺失理想的邻 国发展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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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 中东变局带来的
“

民主骚动
”

又让伊 朗执政者倍感压力 ，
而

“

伊斯兰

国
”

对中东政治秩序的冲击更让伊朗心生不安 。 纵观今 日 之 中东 ， 这里的既

有矛盾依然看不到得以解决的光明前景 ，
新的不稳定因素亦屡屡 出现 ， 区域

内 、 外国家在这里的竞争仍是
一

如既往的激烈 ， 伊朗所处的国 际环境仍然难

言乐观。 具体而言 ， 目前伊朗有三大双边关系对其整个外部发展环境造成重

大障碍 ， 即伊朗与以色列关系 、 与沙特关系 、 与美国关系 ， 伊朗与这三方的

关系都相当糟糕 ， 对伊朗不利的是 ， 这三方
．

（尤其是美国 、 沙特 ） 恰恰都与

伊朗的发展密切相关。
？

第
一

，
巴勒斯坦问题导致伊朗与 以色列交恶 。 中 国 国 家主席 习 近平在

２０ １ ６ 年 １ 月访问埃及期间 ， 宣布中国 向巴勒斯坦提供 ５０００ 万美元无偿援助 ，

并将为巴勒斯坦太阳能电站建设项 目提供支持 ，
而且直言 巴勒斯坦问题不应

被边缘化 ，
更不应被世界遗忘 。

② 习近平主席的如此表态业已说明 巴勒斯坦问

题在 中东事务中正被边缘化 。 自 ２０ １５ 年 １０ 月 以来 ， 主要集中在 巴勒斯坦西

岸地区的巴以暴力事件层出不穷 ， 据法新社报道 ， 这样的暴力 冲突到 ２０ １５ 年

圣诞夜来临时已造成 １２ ８ 名 巴勒斯坦人和 １９ 名 以色列人死亡 。
③ 在

“

伊斯兰

国
”

、 伊朗核危机 、 中东变局 、 伊拉克和阿富汗冲突频仍的背景下 ， 尽管巴勒

斯坦问题已经被逐渐边缘化了 ， 但它仍然是一个牵
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 ， 不

仅直接影响着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生活 ，
而且也影响着伊朗与 以色列关

系的发展 。

自视为中东伊斯兰世界宗教领袖的伊朗已故领袖霍梅尼非常关心 巴勒斯

坦问题 ， 并因此对以色列产生非常负面的看法 ， 这也注定伊斯兰革命成功后

伊朗与以色列关系难有 良好发展 。 伊朗的负面看法也招致以色列的 回应 ， 从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伊始 ， 对抗就成为两国关系 的最突出特征 ， 尤其是在

伊朗核危机爆发后 ， 以色列更是极力鼓吹伊朗威胁论 ， 努力让阿拉伯 国家相

信伊朗才是最可怕的敌人 。 当 国际社会与伊朗就核问题展开谈判时 ， 以色列

① 关于 １
９７９ 年 以来的伊朗对外关系特别是伊美关系 ， 参见范鸿达 ： 《伊朗与美 国 ： 从朋友到仇

敌 》
， 新华 出 版社 ，

２０１２ 年版 。

② 《习近平在阿盟总部发表演讲时呼吁 巴勒斯坦问题不应被世界遗忘 让巴勒斯坦人民早 日看到希

望》 ， 载新华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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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法媒 ：
２０ １ ５ 平安夜笼罩在 巴 以 冲 突和恐怖威胁气氛中 》 ， 载环球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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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鲜明的反对立场 ， 甚至在 ２０ １ ５ 年 ７ 月 伊朗全面核协议达成后 ，
以色列总理

仍然直言这是一个历史错误 。
？ 笔者在以色列访学时 ， 也充分领略到 以色列各

界对伊朗的深深仇视 。 时至今 日
，
伊朗仍不承认以 色列存在的合法性 ， 在伊

朗出版的世界地图上 ， 以色列被标识为
“

被 占巴勒斯坦
” ②

。

第二 ， 伊朗与沙特冲突不断 。 近年来 ， 沙特与伊朗始终摩擦不断争吵不

休
，
双方在也门 、 叙利亚 、 麦加朝觐踩踏事件 、 伊朗核问题上针锋相对 ， 在

国际反恐 、 巴勒斯坦问题上也互相指责 。 随着 ２０ １ ６ 年 １ 月 ２ 日 沙特处决其什

叶派领袖 、 伊朗方面攻击沙特驻伊朗外交机构后 ， 这两个中东大国的冲突再

次达到新高度 ：

１ 月 ３ 日 沙特外交大臣宣布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 。 在沙特之

后 ，
巴林和苏丹也宣布与伊朗 中断外交关系 ， 阿联酋则降低了 与伊朗外交关

系等级 。 与沙特交恶的后果对伊朗而言还是相当不利的 ， 这在很大程度上也

被视为是阿拉伯人与波斯人的矛盾 。

自公元 ７ 世纪被阿拉伯人征服后 ， 波斯人就对阿拉伯人埋下 了深深仇恨 ，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 两个民族之间的思想 冲突愈演愈烈 。

？ 在 １９７９ 年伊朗

伊斯兰革命成功后 ， 霍梅尼认为伊斯兰治理模式才是解决穆斯林社会所存问

题的最佳方案 ， 因此反对君主制 ， 认为虚弱 、 附属 的阿拉伯诸国政权是不合

伊斯兰精神的 ， 应该被伊斯兰神权政体取代 。 他在 １ ９８ １ 年直言 ：

“

穆斯林的

问题是 ： 尽管他们拥有丰富的 自然资源 、 土地和人 口
，
但是 由于其无能 的领

导层 ， 他们不得不遵照大国的意志行事 ……穆斯林 的问题在于其政治体制 ，

正是他们的政治体制才造成了当前穆斯林的种种问题 ， 这些政权与伊斯兰教

无关 。 除非他们回归伊斯兰 ， 否则他们的问题将会继续存在 。

”？
因此 ， 霍梅

尼对以沙特为代表的君主制阿拉伯 国家的看法直接影响到伊沙关系的发展 。

细致分析 ， 伊朗与沙特持续冲突主要基于 以下原因 ：

一

是根深蒂固 的民族隔

阂 。 骄傲的波斯人仍没有走 出公元 ７ 世纪被阿拉伯人征服的心理阴影 。 沙特

也对伊朗的实力心存忌惮 ， 为 了打压伊朗 ， 甚至在伊核问题上宁愿与 以色列

① 《以色列总理质 疑伊核 协议 ： 这是
一个历 史性错误 》 ， 载凤凰 网 ：

ｈ ｔｔ
ｐ ：／／ｎｅｗＳ ． ｉｆｅｎ＆ Ｃ〇ｍ／ａ／

２０ １ ５０７ １ ５／４４ １６７８５ ５
＿

０ ．ｓｈｔｍ ｌ
，２０ １ ６

－

０ １
－

２１ 。

② 笔者在历次对伊朗的考察中
，
都曾亲 眼目 睹伊朗 出版的如是世界地图标识 。

③ 关于伊朗和阿拉伯之间的思想 冲突 ， 参 见范鸿达 ： 《 ２０ 世纪 阿拉伯人 和伊朗人 的思想冲 突 》 ，

载 《世界民族》 ２００６ 年第 ６ 期 ， 第 １ ９
－

２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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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相同立场 。
二是教派冲突 。 值得注意的是 ， 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分歧也因

为波斯 － 阿拉伯 民族仇恨而得 以强化 ， 最近沙特和伊朗在也门 、 叙利亚的直

接对抗就带有明显的教派纷争色彩 ，
２０ １６ 年初沙 、 伊断交的

“

导火线
”

则 是

逊尼派的沙特当政者处死本国什叶派领袖 ， 从而让什叶派掌权的伊朗怒不可

遏 。 三是地区领导地位的角 逐。 不管是沙特还是伊朗 ， 都怀有
一

颗争当地 区

领导者的心 ，
而且是政治和宗教双重含义的区域领导者 ， 双方的这

一相 同追

求加剧 了原本存在的冲突 。 四是内政困境使然 。 中东变局尽管没有给该地区

带来
“

民主政治
”

， 但是却播下混乱与失序的种子 ， 再加上国际油价持续且大

幅下跌 ， 导致沙特和伊朗皆陷入严重的发展困境 ， 国家也因此出现更多的稳

定和安全隐患 ，
这使得两 国 当政者愈发看重 自 己 的意识形态并竭力捍卫本身

的合法性 ， 从而加大了双方冲突的可能性 。

第三 ， 伊朗与美国关系改善的前景仍不乐观。 霍梅尼仇视美 国 由来已 久 ，

这种仇视在 １ ９６３ 年就已显现出来 ， 那时肯尼迪政府要求授予美国在伊朗的军

事专家治外法权 ，
而且在巴列维国 王的支持下伊朗议会最终批准 了美 国的这

一无理要求
， 这让霍梅尼非常愤怒 ，

他不仅对 巴列维国王进行了猛烈攻击 ，

而且对美国也实施 了 口 诛笔伐 ， 之后霍梅尼就被驱逐 出伊朗 ， 从而开始了 长

达 １ ５ 年之久的流放生活 ， 这不可避免地会增加霍梅尼对美国 的愤恨 。
？ 霍梅

尼认为伊朗与美国 的对抗实则是伊斯兰与异教徒的斗争 ， 是所有穆斯林和异

教徒之间的斗争 。
？ 在霍梅尼眼中 ， 美国是伊朗民众饱受痛苦的根源 ， 伊朗人

民和其他伊斯兰国家人民的灾难都是由外国势力尤其是美国政府
一

手造成的 ，

伊朗与美国的关系是被压迫者与压迫者的关系 ， 是被掠夺者与掠夺者的关系 ，

因此他大力号召伊朗和所有伊斯兰民众要把美国视为 自 己的头号敌人 ， 不要

对它抱有任何奢望 ， 而是要把它踩在脚下 。
③ 霍梅尼 的美国观给伊美关系带来

重大冲击 ， 爆发于 １ ９７９ 年 １ １ 月 的美国驻伊朗大使馆人质危机彻底让美 国站

到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的对立面。 绵延至今的与美 国 的糟糕关系是伊朗发展

的严重桎梏 。 就当下国际空 间的扩展而言 ， 伊朗首当其冲的外交挑战仍来 自

① ［
奥地利 ］

海因茨 ？ 努斯鲍默 ： 《霍梅尼 》 ， 倪卫译 ， 世界知识出版社
，

１９８０ 年版 ， 第 ５４ 页 。

②Ｄａｖ ｉｄＭｅｎａ ｓｈｒ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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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 伊朗 ］ 伊玛 目 霍梅尼著作整理机构 ： 《伊玛 目霍梅尼箴言集 》 （ 中译本 ） ， 内部资料 ， 伊 朗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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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在伊 朗推进
“

一 带 一路
”

战 略倡议 的 政治 环境与 因 应

美国 ， 美国是过去 ３０ 余年国际社会对伊朗实施严厉制裁的发起国 ， 如果伊朗

与美国的关系得不到缓和 ， 那么伊朗遭受的国际制裁的紧箍咒就难以被摘除 ，

而且鉴于美国在中东地区拥有的影响力 ，
伊朗的周边环境在很大程度上也取

决于它与美国的关系 ， 巴列维国王 中后期伊朗在世界和区域外交舞台上的纵

横捭阖
，
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成立后其外交的重重困难 ，

就是对这一观点的最

好疰解 。
①

随着伊核协议的达成和伊朗内部政治发展的需要 ， 伊朗对改善伊美关系

的需求在上升 ； 随着中东问题频出 和阿拉伯伙伴 国遭遇发展困境 ， 美国在处

理中东事务时也越来越需要伊朗的配合与帮助 ， 各有所需的伊 、 美正在推动

双边关系艰难前行。 虽然当下的伊美关系 已经变得不再那么具有对抗性 ， 但

是也不会很快就能变好 ， 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伊 、 美双方刚刚在释放美军

士兵一事上友好合作后 ， 美国政府又在 ２０ １６ 年 １ 月 １７ 日 宣布制裁与伊朗导弹

计划相关的企业和个人
；
直到最近 ，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 内伊仍在强调伊朗与

美国的谈判仅限于核问题 ， 认为与美国谈判中东区域问题没有意义 。
？ 鉴于伊

斯兰革命成功后最高领袖在伊朗无与伦比的地位 ， 他的思想和观点对伊朗 内

政外交的影响不言而喻 ， 对于为何时至今 日伊朗与美国 、 以色列 和沙特等阿

拉伯国家的关系仍然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 ， 也就不难理解了 。

中 国在伊朗落实
“
一

带
一

路
”

战略倡议时 ，
要特别注意伊朗外交的这三

大难题 ， 因为中 国与伊朗 、 以色列 、 沙特和美国的每
一方都存在较为密切 的

关系发展需求 。 沙特是中 国 的关键能源进 口 国 和中 东重要的贸易伙伴 ，
也是

海湾阿拉伯 国家的领袖
；
以色列是中国 在 中东 的重要科技合作 国 ， 尽管国家

体量小 ，
但是能对区域局势产生重大影响 ； 美国之于 中国 的重要性更是不言

而喻 。 伊朗 、 以色列 、 沙特和美国 四方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有可能会影响到

中国 与其中某
一方双边关系 的发展 ， 同样 ， 中 国 在开展对其中

一

国外交时 ，

也可能会引起其他方的反应 ， 这是一组联动性很强的 国际关系体 。

① 参见范鸿达 ： 《伊朗与美 国 ：
从朋友到仇敌》 ，

新华出 版社 ，
２０ １ ２ 年版 。

② 《伊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禁止伊朗与美 国进行任何谈判》 ， 载人民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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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的国 内政治走向

国 内政治发展态势是研判该国政治稳定性与政府经济政策连续性的重要

视点 ，
还能影响中国在伊朗诉求的获取。

（

―

）
伊朗政治在 曲折中艰难发展

从伊朗政治体制看 ， 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是基于霍梅尼思想而建立的 ， 霍

梅尼本人的理念对伊朗政治发展影响甚大 。 霍梅尼主张建立伊斯兰政府 、 实

现教法学家的统治 、 反对君主制 以及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 ，
因为伊斯兰革命

成功后霍梅尼在新政权中处于毋庸置疑的领袖地位 ， 所以他的上述思想对伊

朗的政治构建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
①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规定 ， 伊朗实行政

教合
一

的政治制度 ，
强调伊斯兰信仰 、 体制 、 教规 、 共和制及领袖权力 的权

威性 。 宪法还规定伊朗实行立法 、 行政 、 司法三权分立的共和政体 ； 由专家

会议选举产生的领袖是伊朗 的最高领导人和政教合
一政体的象征 ， 其权限包

括任免宪法监护委员会半数成员 、 司法总监 、 武装部队参谋长 、 革命卫队司

令以及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队的司令 ；
宣战或宣布停战 ； 协调国 家三权机构领

导人之间 的关系 ； 颁发总统委任状 ， 在总统有渎职行为或议会认为总统政治

上无能的条件下罢免总统等 。
？ 如前所述 ， 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的核心权力都在

领袖 的掌控之中 ， 领袖才是对伊朗 国家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人 。 在内政方

面
， 霍梅尼几乎不受宪法的束缚 ， 对政治 、 宗教事务都有决策权 ， 而且还有

权罢免总统 。
？ 因此 ， 伊朗的领袖 治国模式具有合法性基础 ，

？
由此使该国政

治发展保持相当定力 。 当然 ，
不同时期伊朗面临的 国内外局势都会或多或少

影响伊朗的政治发展。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第一个十年以霍梅尼为领袖 ， 这
一时期派别斗争在

伊朗政治 中相 当明显。 先是 自 由派与教士之间的争斗 ， 在教士阶层取得权力

① 刘竞 、 安维华 ： 《现代海湾 国家政治体制研究 》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１ ９９４ 年 版 ， 第 ２７０

̄

２７４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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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参见
：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 》 （ 中文本 ） ， 内部资料 ，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外广播华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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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在伊 朗推进
“
一 带 一路

”

战 略倡议 的政 治环境与 因 应

优势后 ， 其内部的激进派与温和派又进行了持续的权力争夺 。 值得注意的是 ，

尽管存在派别斗争 ，
但很少有某派力量能够取得绝对优势 ， 因为位高权重的

霍梅尼很好地扮演了权力
“

调节器
”

角色 。
①

１９８ ８ 年两伊战争停火后 ，
伊朗

统治阶层的分歧有所扩大 ， 激烈的派别斗争在
“

拉什迪事件
”

中再次突 现 ，

霍梅尼对拉什迪下达死亡令与其说是出 于宗教感情的受辱 ， 倒不如说是为平

衡国 内派别力量 ， 其根本用意在于抑制温和的务实派 ， 提升 日 渐失势的激进

派 ，
以此来恢复因两伊战争受挫而遭到损害的个人威望及重振出现动摇的伊

斯兰革命精神 。
②

１ ９８９ 年 ６ 月 ３ 日 霍梅尼逝世 ，
次 日 哈梅内伊被推举为伊朗最高宗教领袖 。

哈梅内依能够出任领袖 ， 其超凡的政治能力是第
一

要素 。 但 由于继任的哈梅

内伊缺乏霍梅尼的权威 ， 导致伊朗政治权力有了一定程度的分散 ， 特别是总

统的影响力有所上升 ， 务 实派 、 改革派 日 益受到 民众的支持 。 拉夫桑贾尼

（
１ ９８９￣ １９９７ 年在任 ） 是享有较高声望 的务实派 ； 其后 出 任总统 的哈塔米

（
１ ９９７￣ ２００５ 年在任 ） 具有更为鲜明的改革和创新精神 ， 他曾试图对伊朗 的

内政外交进行改革 ， 但遗憾的是 ， 由于缺乏伊朗最高领袖 哈梅内伊的有力支

持 ， 其政治与经济改革最终没能成功 。

在度过保守的 内贾德总统 （
２００５￣ ２０ １３ 年在任 ） 的 ８ 年艰难岁月 后 ， 伊

朗在 ２０ １３ 年大选中再次选择了改革派候选人鲁哈尼 ， 鲁哈尼总统上台伊始就

着力解决困扰伊朗发展的核问题 ， 并最终在 ２０ １ ５ 年 ７ 月 达成了伊核全面协

议 ， 这为他贏得了 国 内 民众的广泛支持 。 不过 ， 鲁哈尼总统的革新之路走得

也很艰难 。 我们看到 ，
１９７９ 年以来的伊 朗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得力 ，

以领袖为

集中代表的现行国家体制遭遇到越来越严重的挑战 。 尽管伊朗 当下社会看起

来还比较稳定 ， 但是国 家面临沉重且显而易见的改革压力 ， 中东变局进
一步

唤起伊朗民众的变革热情 ， 伊朗的改革势在必行 ， 不确定的是改革的主导力

量和方式 。

纵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的政治发展可知 ， 总体趋势是越来越务实和温和 。

虽然保守的 内贾德在 ２００５ 年 的大选中 取得胜利 ， 但是 ２００９ 年他的再次当选

曾 引起伊朗政治的剧烈动荡 ， 哈塔米总统和鲁哈尼总统受到当下伊朗民众较

① 范鸿达 ： 《从波斯帝 国到伊斯兰共和 国》 ， 载 《当代世界 》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８ 期 ， 第 ６８ 页 。

② 范鸿达 ： 《霍梅尼时期的伊朗外交分析》
， 载 《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 》 ２００６ 年第 ５ 期 ， 第 １５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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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广泛的支持 ， 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伊朗政治发展的上述趋势 。 但是囿于国

家政治体制和指导思想的限制 ，
目前的伊朗执政者又不能太过于偏离霍梅尼

路线 。 当然
， 在全球化 日 益加剧 的今天 ， 与世界割裂的国家特别是区域大 国

很难获得理想发展 。 中东变局不可能不对伊朗官方和 民众产生影响 ， 笔者在

伊朗考察时非常清晰地感受到伊朗民众对国家发展的期待 ，
感知到伊朗 民众

对现状的强烈不满情绪 ， 以及对领袖权威下降的担忧 。
？ 这样 ， 伊朗政治 的发

展趋势和国家既有体制之间就存在 日 益明显的矛盾 ， 有时候这可能对伊朗某

些政策的连续性产生影响 。

（
二

）
强烈的经济发展需要是 当下伊朗当政者重要的执政理念

伊朗正面临 日益沉重的发展压力 ，
经济发展压力表现得尤为突出 。 目 前 ，

困扰伊朗发展的瓶颈主要有两个
——资金和技术 ， 这两大发展动力是伊朗 国

内所难以供给的 ， 需要借助外力 ， 需要伊朗外交的继续拓展。 因此 ， 伊朗当

下的发展面临诸多挑战 ， 它们既可以互相制约 ， 也可 以互相促进 。 最根本的

一

点是 ， 我们要看伊朗执政者对国家发展的优先考量 。 令伊朗 内外欣慰的是 ，

如前文所述 ， 整体而言伊朗 目前的发展趋势愈加温和与务实 ，
日 益强调经济

发展 ， 为了促进经济尽可能快地发展 ， 伊朗业 已在内政和外交领域出现了很

多新迹象 ， 而且伊朗国 内几乎不存在严重 的族群关系和治安情势 ， 与周边 国

家相 比这是伊朗经济发展的一大优势 。

由于遭受 了长期严厉的 国际制裁 ， 目 前伊朗在轨道交通 、 通讯 、 银行 、

石油 、 矿产 、
环保 、 航空航天等许多领域都急需发展 ，

而且特别需要外部的

投资和技术 。 面临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 ，
伊朗在 ２０ １ ３￣ ２０ １ ４ 年就 曾对经济发

展模式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 据中 国驻伊朗大使馆经商处消息 ， 当时最高领袖

哈梅内伊和议会 、 政府 、 司 法等权力机构 ， 以及政府各主管部 门 、 各商会 、

其他民间组织及企业和普通百姓 ， 均参与了被称为建设
“

抵抗型经济
”

的讨

论 ， 哈梅内伊还公布了建设
“

抵抗型经济
”

的 ２４ 点政策纲领？
， 从 中可见伊

朗发展经济的重点和方向 。
③

２０ １ ６ 年 １ 月美 国解除对伊朗的涉核制 裁后 ， 伊

① 这是笔者近年来在伊朗多次的深入考察中得出 的结论 。

② 参见陆瑾 ： 《试析鲁 哈尼
“

重振经济
”

的路径 和制约
——

兼 议哈梅 内伊的
“

抵抗型经济政

策
”

》 ，
载 《西亚非洲 》 ２〇 １ ４ 年第 ６ 期 ， 第 １２７

￣

１４３ 页 。

③ 《伊朗建 设
“

抵抗 型 经 济
”

的 要 点 》 ， 载 中 国 驻 伊朗 大 使 馆经 商处 网 站 ：
ｈ

ｔｔｐ ：／／ｉ ｒ ．

ｍ ｏｆｃｏｍ ．

ｇｏｖ
．ｃｎ／ａｒ ｔ ｉｃ ｌｅ／ ｚｔ ｄｙ／２０１４０６／２０１ ４０６００６４４５４ １ ．ｓｈ

ｔ
ｍｌ

，２０ １ ６－ ０ １－ ２４ 〇

？

５ ８
？



中 国在伊 朗推进
“
一

带
一

路
”

战略倡议 的政 治 环境 与 因 应

朗总统向议会提交了第 ６ 个五年发展规划 （
２０ １ ６ 年 ３ 月

￣２０２ １ 年 ３ 月 ） ，
其

中提到未来五年伊朗年均经济增速 目标为 ８％，
这就需要伊朗吸收 ３００ 亿 ̄

５００ 亿美元的外国投资
；
而且 ， 为 了刺激经济增长 ， 伊朗政府也将使用 ５００ 亿

美元外国融资 。
？ 显而易见 ， 在伊朗今后 的经济发展过程中 ， 急需其他国家的

经济合作与支持 。

鉴于在美国等西方 国家制裁伊朗时 中 国
一如既往的合作 ， 以及 中 国改革

开放后取得的举世瞩 目 的经济发展成就 ，
正在寻求经济发展 良策的伊朗相 当

看重与中国 的互利合作 ， 即使是在 ２０ １ ６ 年 １ 月 初美国宣布解除对伊朗的部分

制裁后 ， 伊朗对中 国 的如是态度也没有变化 。 在习 主席首访伊朗前夕 ， 接受

采访的伊朗总统鲁哈尼直言 ：

“

我们不会忘记那些在艰难和遭受制裁的 日子里

帮助过我们的朋友 。 现在条件已经准备好了 ， 为我们与那些此前无论多么艰

难仍与我们保持经济关系 的国家进
一步加强关系 。

”？ 对于中国 的
“
一带一

路
”

战略倡议 ， 伊朗也希望从中找到 自 己 的发展机会 ， 据伊朗驻 中 国大使介

绍 ， 伊朗政府非常重视
“
一带一路

”

， 已经组建了跨部门的委员会来与 中国 的
“
一带一路

”

对接 。
③

但是 ， 伊朗 国际环境的进
一

步改善需要其国 内政治 的变革为支撑 ，
而这

恰恰是伊朗当下最难以进行的
一项工作 。

中 国在伊朗推进
“
一带一路

”

倡议的 因应之策

在
“
一带一路

”

已经成为中 国顶级国家发展战略的今天 ， 中 国要重视作

为节点国家的伊朗 ； 在大力寻求国家发展的当下 ， 伊朗也非常看重 国 际影响

力不断上升的 中国 。

一

言以蔽之 ， 中 国 、 伊朗皆有发展更好双边关系的迫切

需求 。 ２０ １ ６ 年 １ 月 ２２￣ ２ ３ 日
， 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伊朗成功地进行了 国事

访问 ， 期间双方发表了 《 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 的联合声明 》 ， 把中伊关系确定为
“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

， 这为

① 《伊朗总统 向议会递交伊历明年预算和第 ６ 个五年发展规 划 》 ， 载 中国驻大伊朗使馆经商处 网

站
：

ｈ ｔ ｔｐ ：
／／ ｉｒ． ｍｏｆｃｏｍ ．

ｇｏｖ
． ｃ ｎ／ ａｒｔ ｉ ｃｌ ｅ／

ｊ
ｍｘｗ／２０ １６０ １／２０ １ ６０ １ ０ １ ２３ ７０６ ８． ｓｈ ｔｍ ｌ

，
２０ １ ６

－

０ １
－

２４ 。

② 《伊 朗总 统谈伊 中关 系 ： 不 会 忘 记 帮 助 我们 的 朋 友 》 ，
载 中 央 电 视 台 网 站 ：

ｈ ｔ ｔ

ｐ ：
／／

ｍ．ｎｅｗ ｓ ．ｃｎ ｔｖ ．ｃ ｎ／２０ １
６／０ １ ／２３／ＡＲＴ Ｉ

ｐ
０ ｅ ｋｕＸ２ＭＯｇＴ ７ｑＹＣｄｌ Ｉ４６ １ ６０ １ ２３ ． ｓｈ ｔ ｍｌ

，
２０ １

６－０
１
－

２４ 。

③ 《伊朗驻华 大 使 ： 习 近平 主 席访伊将 开 启 两 国 关 系 新 篇 章 》 ， 载 中 国 新 闻 网
：

ｈ ｔ ｔ

ｐ ：
／／

ｗｗｗ ．ｃｈ 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ｇ
ｎ／２０ １ ６／０１ 

－

１ ６／７７ １ ９ １３４ ．ｓｈｔｍｌ ， ２０ １６ 
－

０ １
－

２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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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今后的友好交往奠定了坚实基础 。 但是 ， 如前所述 ， 中 国也应正确认识

伊朗当下的内政外交也存在一些 问题 。

“
一

带一路
”

战略在伊朗的顺利推进要

以 良好的中伊双边关系为基础 ； 良好双边关系的发展又离不开中 国对伊朗的

客观认知 。 只有注意到对方的客观状况和实 际需求 ， 自 己的诉求才更有可能

获得满足 。

（

一

）
重视对伊朗 内政外交发展的研判

如前文所述 ， 目前伊朗的内政外交发展情势都不是很理想 。 伊朗外交虽

然正在向好发展 ， 但是与 以色列 、 沙特和美国等 国 的双边关系仍然深处困境

之中 。 伊朗 国 内政治尽管 已经呈现 出 日 益温和务实的趋势 ，
不过 ， 保守或激

进派还是具备对伊朗政治发展发挥重大影响的能力 。 因此 ， 中国在发展与伊

朗关系特别是在伊朗推进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时 ，
要注意伊朗错综复杂的对外

关系和具有挑战性的内部政治发展 。

２０ １ ６ 年 ２ 月下旬 ， 伊朗进行了 四年
一

次的议会选举和八年
一

次的专家会

议选举 。 以鲁哈尼总统为代表的温和派和改革派联手获得议会过半席位 ， 特

别是赢得了政治影响力最大的首都德黑兰 的全部 ３０ 个席位 。 在负责遴选最高

领袖的专家委员会的选举 中 ， 温和派 、 改革派也取得非常 明显的力量提升 ，

这显然有利于鲁哈尼总统今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伊朗政治 的确正在发生变化 ， 笔者在对伊朗进行深人的社会调研后认为 ，

该国未来会发生政治变革 已经是
一

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 但是 ， 伊朗究竟会在

短期 内发生剧变 ， 还是在长期 内逐渐演变呢 ？ 对此 ， 笔者更倾向于认为 ， 今

后伊朗发生政治骤变的可能性不是非常大 ， 因为不管是官方还是民众都知道

这会给国家带来不可掌控的风险 ， 伊朗是
一个充满智慧的 国家 ，

其未来政治

发展的最大可能是进行渐进式改革 。 其实 ， 这次的选举结果 已经在某种程度

上说明 了这
一

点 ， 伊朗改革派尽管处境有 了改善 ， 但是不能过于乐观 。 伊朗

内务部长在初步选举结果宣布后表示 ， 今后伊朗议会是三派力量共处 ，
分别

是温和派 、 改革派和原则派 （ 强硬派 ） ， 改革派并非
一

支独大 。 而且
， 伊朗各

派别分化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 今天的改革派不
一定不是明天 的温和派或强

硬派 ， 伊朗现行的政体也不是通过类似的选举就可 以改变 的 ， 伊朗基本的权

力框架不会因此而发生大的变化 。

基于此 ， 我们要对上述伊朗政治发展特点和可能趋势有 比较清晰地认识 。

整体而言 ， 伊朗政治发展正趋向务实与温和 ， 在这样的状况下 ， 伊朗对外关

？

６０ ？



中 国 在伊 朗推进
“

一 带 一 路
”

战 略倡议 的政 治环境 与 因 应

系也会趋向缓和 ，
伊朗和西方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存在提升的可能性 。 由于

曾遭受严厉的 国际制裁 ， 在过去 ３０ 余年中伊朗与欧美国家合作的大机会并不

多 ， 中国则由于没有干涉伊朗事务的历史记录 ， 整体而言伊朗对 中 国的观感

相对较好 ， 因而中 国可 以 比较顺利地进人及深人伊朗市场 。 但是 ， 伊朗政治

外交的发展变化很可能会改变 中 国之前的有利地位 ， 中 国要对此做好准备 ，

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大国在伊朗的竞争 。

（
二

）
加强对伊朗社会的认知

伊朗是
一

个多元的社会 ， 因此 ， 我们要从多维视角来认知伊朗社会。 不

管是针对内政还是外交 ，
目前伊朗社会均存在较为 明显的意见分歧 ， 在总统 、

议会等选举 日 益受到选 民重视的背景下 ， 伊朗业已存在的社会分歧很有可能

上升到国家政治发展的高度 。 这就需要我们从多层次 、 多角度掌握伊朗信息 ，

这是中国对伊朗政策能否取得成功 的关键 因素之
一

。 如果依靠过于单一的信

息来源制定对伊朗政策 ， 中 国的伊朗外交可能不会顺利开展起来 。

我们尤其要关注伊朗民众的思想倾 向 ， 这是因为 民众意愿在决定国家发

展方向时可以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 笔者多次在伊朗深人调研时 ， 从社会角

度对伊朗进行了观察与思考 ， 并产生如下认识 ：

一

是伊朗的 （ 波斯 ） 民族精

神相当突出 ， 对国家的复兴充满期待 ；

二是伊朗 民众对
一

些带有伊斯兰革命

色彩的活动越来越不感兴趣 ， 有 日益增多的伊朗人怀念伊斯兰革命前的 巴列

维时代 ；
三是大多数伊朗民众似乎并不反美 ， 特别是青年学生 ， 去美国 留学

是他们很多人的梦想 ， 伊朗政府 中倾向改善与美 国关系 的力量正在 日益壮大 ；

四是伊朗民众高度渴望政治与社会发生变革 。

有鉴于此 ， 在 中东区域 内 国家纷争不断 、
．

矛盾重重的情况下 ， 中 国应基

于 中东特别是海湾 国家之现实 ， 认可伊朗 的地区大 国地位 ， 这对 自 豪的波斯

人和伊朗而言是相 当重要的交好因素 。 中 国和伊朗都拥有辉煌的历史 ，
创造

了光辉灿烂的文化 ， 中 国在与伊朗交往时 ， 要强调世界文化的多元性 ， 中 、

伊两国在这
一

点上是很容易找到共同话语的 。 此外 ， 中 、 伊双方还有其共同

点 ， 即现在双方都怀有 民族复兴国家崛起的梦想 ， 中 国对伊朗前伊斯兰时期

的符号要多些重视 ， 这能够赢得伊朗更多的友好回报 。

（ 三 ） 加固伊朗与中 国的联系纽带

中国要与伊朗建立更为牢 固 的双边关系 ， 需使伊朗认识到 中国 有能力帮

助其实现经济发展 ， 认识到伊朗与 中国合作同样有光辉的前景 ， 让伊朗意识

？

６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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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国重大的投资项 目之于伊朗的积极意义 ，
也要让伊朗清醒地认识到如果

不尊重既有合同会带来 巨大损失 。 对中 国 比较有利的因 素是 ，
目前伊朗同样

也怀有
一

颗努力发展伊 、 中双边关系的心 ， 而且一些客观条件也使两国具有

进
一步合作的可能 ， 比如 ２０ １５ 年 １ 月 ２５ 日伊朗央行副行长卡姆亚 卜表示在与

外国进行交易时拟停止使用美元结算 ，

“

从现在起 ， 在签订外贸合 同时将使用

其他货币 ， 包括人民币 、 欧元 、 土耳其里拉 、 俄罗斯卢布和韩元。

”① 其实 ，

早在 ２０ １２ 年伊朗就 已经接受供应给 中 国 的原油部分以人民 币支付 。
？ 显然 ，

美国发起的对伊朗的严厉制裁至少在人民币 国 际化方面给中 国提供了机会 。

毋庸置疑
，
中 国的经济发展成就 、 中 国具有价格优势且质量不断提升的

商品 ， 均对伊朗具有强大吸引 力 ， 但是 中国对伊朗的外交显然不能仅仅局限

在经济层面 。 在世界大 国竞争依然存在的情况下 ，
国 际影响力不断上升的 中

国 已经越来越无法置身其外 ， 盟友 匮乏 已经成为中 国外交的短板之
一

。 正在

崛起的 中国需要结交更多有实力 的政治伙伴 ， 这 已经成为 当下中 国外交的重

要时代使命 。 在选择潜在的政治盟友时 ， 我们可适当把着 眼点放在有助于 自

己参与大国竞争的伙伴选择上 ， 能够对其他世界大国 产生影响的区域性大国

应该成为中 国争取的对象 ， 伊朗就是这样的国家 。

中东变局爆发后 ， 突尼斯 、 埃及 、 利 比亚 、 也门 等国领导人的更替给包

括伊朗人在 内的 中东不满现状者很大信心 ， 各国领导者 因此对 民众的意愿不

得不给予更多看重 。 鉴于青年在国家未来政治发展 中 的突 出作用和对双边关

系的深远影响 ， 中国在考虑对伊朗外交时应该给予伊朗青年更多关注 。 中 国

改革开放这 ３０ 多年取得的成就 ， 特别是经济成就举世公认 ， 如果能够让更多

的伊朗人特别是伊朗青年和 中上层看到或体验到这
一

点 ，
中 国对伊朗的吸引

力会得以加强 ， 对伊朗外交的开展也能更为顺利 ， 在这方面 ，

２０ １６ 年 １ 月 习

近平主席对伊朗的 国事访问必将起到重大的推进作用 。 此外 ，
虽然伊朗与西

方关系的改善可能会增加 中 国与伊朗打交道的竞争性 ， 但是如果伊朗能够理

顺国 内关系并发展起来 ， 这个国家可以创造 出与外国 合作的更多机会 ， 中 国

和西方国家在与伊朗交往时不见得就一定是利益的
“

零和博弈
”

。 此外 ， 为加

① 《伊朗贸 易 结算 弃 用 美元改 用 人 民 币 等 》 ， 载凤凰财经 网 ：
ｈ ｔｔ

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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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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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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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０ 。

② 《伊朗驻阿联酋大 使 ： 伊 朗 接受供应 给 中 国 的 原油部份 以人 民 币 支 付 》
，
载凤凰财经 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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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在伊 朗推进
“
一 带 一路

”

战 略倡议 的政 治 环境 与 因 应

强伊朗人对中国的深入了解 ， 我们可 以推出更多 的针对青年人的文化教育交

流项 目
， 比如向伊朗学生提供更多的奖学金名额 。

（
四

） 恰当对待推进
“
一带一路

”

与中伊关系整体发展之间 的关系

当前 ， 中国政府正在力推
“
一带

一

路
”

建设 。 作为
“
一

带
一

路
”

核心区

域中东 的核心国家 ， 伊朗 自 然是中 国看重的合作伙伴 ， 中 国应更多地了解伊

朗人对中国
“
一带一路

”

的认知 。
？ 需要注意的是 ， 虽然仍深处经济发展困

境的伊朗渴望尽快改变现状 ， 但是伊朗不会简单地认同和推进其他 国家提出

的主要基于本国需要的发展计划 。 如前文所言 ， 尽管遭受多年的严厉国 际制

裁 ， 源于人类历史上第
一

个世界性大帝 国
——波斯帝国的 民族精神 ， 它仍然

非常鲜明地反映在伊朗人身上 。 当下 ， 我们在开展对伊朗外交时 ， 如果忽视

伊朗人 （尤其是波斯人 ） 的骄傲民族精神 ， 是很难取得理想结果的 。
？ 联合

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加德 国之所以花费了 十余年的时间才与伊朗达成全

面伊核协议 ，
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伊朗认为在核 问题上 自 己没有得

到足够的国际尊重 。

尽管
“
一

带
一

路
”

是当下中 国政府重要的战略倡议之
一

， 但是对中 国 的

伊朗外交而言 ，
相较于追求

“
一

带
一路

”

尽快在伊朗开花结果 ， 更重要的工

作是了解 当下伊朗 国家发展之所需 ， 以及伊朗 的政治外交生态 ， 看 中 国 的

“
一

带
一

路
”

是否能够在伊朗找到对接点 ， 看 目前的伊朗政治外交状况在多大

程度上能够与
“
一带一路

”

相融合 。 我们需要 明晰 ： 虽然
“
一

带
一

路
”

可 以

推进中伊关系的发展 ， 但是中伊双边关系 的友好发展才是在伊朗推进
“
一

带

一

路
”

构想 的基础 。 在开展与伊朗的交往时 ， 在中伊关系和
“
一带一路

”

两

个问题上 ， 我们切不可本末倒置 ， 过于突 出强调
“
一

带
一

路
”

很可能会令我

们事倍功半 ， 甚至适得其反 。

伊朗 目前面临的外交和 区域 困境可 以为中 国开展对伊朗关系提供助力 。

近年来 ， 伊朗和沙特在也门 、 叙利亚 、 巴林等国 ，
以及在

“

伊斯兰国
”

和教

派冲突等问题上针锋相对 ， 进人 ２０ １６ 年后两国 冲突严重升级 。 伊朗和沙特同

为 中国在 中东的重要合作方 ， 如果 中国 能够在伊朗和沙特两 国 间积极斡旋 ，

① 关于伊朗对
“

一带一路
”

的部分看法 ， 参阅陆瑾 ： 《历史与现实视 阈下的 中伊合作 ：
基 于伊

朗人对
“
一

带
一

路
”

认知的解读》 ， 载 《西亚非洲 》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６ 期 ， 第 ５ ３

￣

６９ 页 。

② 关于伊朗民族 自豪感的生动描述 ， 可参见 ［伊朗 ］
扎比胡拉 ？ 萨法 ： 《伊朗文化及其对世界

的影响》 ， 张鸿年译 ， 商务印书馆 ，
２０ １

１ 年版 。

？

６ ３．



Ｕ／ 西亚非 洲 ２０ １６ 年第 ２ 期

即使两国最终没有 因此而化干戈为玉 帛 ， 它们也会对中 国 的努力表示感谢。

当下 ， 中东诸国很希望中 国能够更多地参与本地区事务 ， 笔者在那里游学考

察时听到很多来 自市民 、 学者和官员 的类似呼声 。 在中东难题频出的态势下 ，

国力和世界影响力业已获得大幅提升的 中 国的确 到了应该提供更多帮助 的时

候了 ， 这对中国发展与包括伊朗在 内 的 中东大国 的关系是可以起到推进作用

的 。 其实
， 在一些问题上 ，

中 国也有能力凭借 自 身优势发挥独特作用 ，
比如

中 国在 ２０ １ ５ 年伊朗达成全面伊核协议的过程中就做出不可忽视之贡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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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 樊 小红 责任校对 ： 詹世 明 ）

① 李绍先 ： 《伊核全面协议的影响评估》 ，
载 《西亚非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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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朗核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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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滑剂
”

》 ， 载环球网 ：
ｈ

ｔ
ｔ
ｐ ：／ ／ｍｉ

ｌ ｉｔａｒ
ｙ

，ｃｈ
ｉｎａ ＊ｃｏｍ／ｉｍｐｏ ｒ ｔａｎｔ／ １ １ １

３２７９７／

２０ １３
ｉ
ｎ４／１ ８１７０％５＿ ｌ ． ｈ

ｔ
ｍｌ

，
２０ １ ６

－ ０１
－

１２ 。

？

６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