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研究参考  

  

第 2 号（总 124 号）                     2012 年 3 月 23 日    

 

伊朗问题与中国外交 

内容摘要：2012 年 2 月 24 日，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

的第 24 届“发展热点午餐会”上，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阿

拉伯-伊斯兰文化研究所所长吴冰冰做了关于伊朗问题与中国

外交的演讲，本文为其主要观点介绍。 

吴冰冰认为，伊朗独特的二元合法性政治体制是适应其社

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的理性选择，二元合法性体制对于保持伊朗

的长期稳定有一定的优越性。伊朗核问题的实质是美国试图全

面控制伊朗并在中东地区建立单极霸权，而美国对伊拉克和利

比亚的打击，却给了伊朗崛起并成为中东反美领袖的机会。不

断推动中东多极化格局是中国中东外交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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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问题与中国外交 

吴冰冰1
 

一、伊朗独特的二元合法性政治体制模式 

伊朗独特的政治体制通过国家的名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就可以体现出来，它是由伊斯兰和共和国这两个核心概念构成的

一种二元合法性的机制。它一方面要讲民主，另一方面也要讲伊

斯兰，其核心是把伊斯兰体制性地纳入国家的政治制度设计中。 

比如在政治制度设计中，伊朗的国家元首是“最高领袖”。最

高领袖是选举产生的，全体国民首先选举一个由 86 人组成的专家

委员会，然后由专家委员会选举伊朗最高领袖。“最高领袖”之下

是伊朗总统（相当于其他国家的总理）与一个由 290 人组成的议

会，均为四年一选，总统可连任两届。在伊朗，总统和议会选举

都是高度竞争性的，其产生过程充分体现出伊朗政治设计中民主

的特点。伊朗还设计了 12 人的宪法监护委员会，其职责是确保所

有议会立法不违反伊斯兰和宪法的原则。 

关于伊朗的二元合法性政治体制，有以下三点需要说明： 

第一，二元合法性是否会导致政体与生俱来的结构性矛盾 

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二元合法性才是最符合中东地区各国国

情的政治制度安排，而且这种安排在中东地区普遍存在。同是中

东大国的以色列，对国家的定位是犹太民主国家。也就是说，以

色列首先是一个犹太国家，这就意味着在以色列占到全部人口 1/5

的 150 万阿拉伯人不能与犹太人享有同等权益；另一方面，以色

列也强调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所以在以色列同样也存在“二元

合法性”的问题，即犹太国家的属性和民主国家的属性之间的矛

盾。 

第二，伊朗模式成功地把伊斯兰体制纳入政治体制设计中 

从 2010 年以来的中东变局可以看到，每个发生社会动荡的中

东国家，只要有选举，一定是伊斯兰的政治势力上台，包括突尼
                                                        
1 吴冰冰，北京大学阿语系副主任、教授，北京大学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研究所所长。本文是根据作者在中

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第 24 届“发展热点午餐会”上的报告而整理，已经本人审核。本文仅反映作者个人观

点，不代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观点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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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和摩洛哥的正义与发

展党，学界将此称为“伊斯兰主义困境”。换句话说，中东各国政

治上越民主，伊斯兰的势力就越有可能扩大，反美情绪也越激烈。

要了解中东的政治，必须打破对世俗国家的固有认识结构，充分

认识到伊斯兰教在中东各国政治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第三，伊朗模式成功调和了宗教势力和武装力量的关系 

宗教势力和武装力量是中东各国普遍存在的两股最强大的力

量，宗教势力的基础是清真寺网络，武装力量的基础就是枪杆子。

在很多中东国家，宗教势力与武装力量两者之间是冲突关系。比

如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自 1928 年成立直到 2011 年选举获胜之

前，长期受到政府压制，而政府的力量基础是武装部队。在长期

压制之下，穆斯林兄弟会一直保持强大影响力，政府无力将之完

全根除。伊朗的宗教势力和武装力量是结盟关系，这是伊朗长期

保持政治稳定的基础，也是伊朗政治模式的优越性所在。 

伊朗是一个民主国家，同时也是伊斯兰国家，其民主的核心

价值观不是自由，而是伊斯兰。由于符合国情，伊朗的政治体制

是有一定优越性的。但是伊朗的政治制度同样面临挑战，比如“最

高领袖”的换届问题，只要能够在未来一段时间解决好这个问题，

伊朗的政治体制还是会长期稳定的。 

二、中东战略格局下的伊朗和美国 

历史上伊朗是中东各国中最亲美的，但是伊朗具有强烈的民

族主义精神，反对外部势力的干涉和控制，所以美国试图全面控

制伊朗就成为美国和伊朗关系恶化的根源。 

1953 年，美国中情局与英国情报机构联手发动政变，推翻了

伊朗民选的摩萨台政府，全力支持伊朗国王。国王在外交上实行

对西方一边倒的政策，在文化上搞全面西化，在政治上推行高度

专制，伊朗在上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这些

因素最终引发了 1979 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伊斯兰革命之后的伊

朗政府全面调整了对美政策，伊朗由此成为一个坚定的反美国家。 

在冷战时期，中东地区大的格局是美苏两极对抗。苏联解体

后，俄罗斯势力全面从中东收缩，美国试图在中东建立美国单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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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围绕是否支持美国，在中东形成了两个阵营，一个是亲美

阵营，包括埃及、约旦、摩洛哥，还有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六国，

另外一批不接受美国霸权的国家，主要是伊拉克、伊朗、利比亚、

叙利亚、苏丹，还有真主党和哈马斯等政治组织，形成了反美阵

营。但当时反美阵营中并没有产生领袖性的国家。20 世纪 90 年

代的中东格局可以概括为“美国谋求霸权，两个阵营对立，反美

阵营没有核心”。 

美国在中东地区进一步推动霸权的行为导致了伊朗的崛起。

2001 年美国通过阿富汗战争推翻了塔利班政权，2003 年的伊拉克

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而这两个政权是伊朗最大的威胁。这两

个政权的倒台客观上促进了伊朗的崛起。2003 年之后，伊朗成为

整个中东反美阵营中的领袖性国家。此时的中东格局可以概括为

“美国谋求霸权，两个阵营对立，反美阵营的核心是伊朗，反美

的主要力量是什叶派”。 

三、两极对立下的美国中东战略 

美国在中东地区公开表明其有六项利益：维护以色列的安全、

保护石油大国沙特阿拉伯的安全、反对恐怖主义、反对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扩散、推动中东地区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防止在中东

地区出现任何对美国形成挑战的国家。可以看到，以上六项利益

都与伊朗有所关联，而且伊朗就是美国第六项利益所指的对美国

地区霸权形成挑战的国家，所以美国中东战略的核心是伊朗。 

美国学者肯尼斯˙波拉克曾明确指出，美国对伊朗的外交目

标是更迭伊朗政权，这有利于美国在中东的利益。鉴于该学者在

美国政界和学界的影响，我们可以相信这个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表

明了美国真实的战略意图。从国际政治实践看，2003 年以来，美

国在中东地区基本的战略安排就是通过孤立和削弱伊朗，为最终

实现伊朗政权更迭创造条件。 

需要澄清的是，有学者认为美国在伊朗推行的和平谈判、制

裁和战争三个手段中，制裁是战争的替代，只有通过严厉的制裁

削弱了伊朗，才能够保证不需要发动战争，这其实是一个误解。

制裁和战争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制裁的本质是为了孤立和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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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伊朗，从而为针对伊朗的战争创造必要条件。比如 1991 年美国

之所以能够实现对伊拉克的军事打击，就是美苏达成了一致，这

是通过孤立创造战争条件的例子。2003 年，国际社会虽然没有就

军事打击伊拉克形成共识，但伊拉克因遭受长期制裁而极度虚弱，

美国轻易拿下了伊拉克，这是通过削弱而创造战争条件的例子。

所以目前对伊朗的孤立和削弱都是在为战争创造条件，这些手段

的最终指向都是战争，都是要实现伊朗政权的更迭。 

伊朗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第一，伊朗不会因为制裁而放弃核计划，因为核计划已经成

为伊朗国家尊严的象征；第二，伊朗除非被逼上绝路，是不可能

发展核武器的。伊朗的本意是效仿日本，即具有核能力，拥有核

材料，拥有核技术，但是不制造核武器；第三，伊朗认为，核问

题的实质是美国孤立和削弱伊朗的手段，即使伊朗在核问题上做

出了让步，美国依旧会用人权问题或者支持恐怖主义等为借口遏

制伊朗发展。所以把核问题作为伊朗和美国关系的核心并不准确，

伊朗问题的本质是伊美关系，是美国谋求对伊朗的控制。 

美国目前对伊朗采取行动有两个方向，一个是针对伊朗本身，

可以称为“斩首”；另一个是针对伊朗在中东地区的盟友，可以叫

做“断臂”。今天西方国家在叙利亚问题上大做文章，其实质是针

对伊朗的断臂行动。 

四、中国在中东的利益 

从中国在中东整体的利益出发，有助于我们明确中国在伊朗

问题上所应该采取的政策。 

中国在中东地区有五项主要利益：战略利益、政治利益、能

源利益、经贸利益、非传统安全利益。“战略利益”：中东地区是

大国关系调整的重要平台。1989 年以后，中国外交比较严峻的局

面是通过伊拉克占领科威特而引发的“海湾危机”和随后的“海

湾战争”而得到缓解的；20 世纪 90 年代中美关系的紧张在很大

程度上因为“9˙11 事件”的爆发而得到缓解；同样，近期中国

在联合国安理会对于叙利亚问题提案的否决也在很大程度上紧密

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利益”：中国在一些国际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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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上需要中东国家的道义支持，中国在中东地区需要外交的弹

性和空间。“能源利益”：中东地区是能源富集地区，无论是石油

还是天然气，产量和储量都很大。“经贸利益”：中东地区有五亿

人口，其中很多是年轻人，有旺盛消费能力。中东是中国“走出

去”战略的重要目的地。“非传统安全利益”：中国要确保在中东

的投资及人员安全，防止极端主义和暴力恐怖势力向中国渗透也

需要得到中东国家的支持与合作。 

从这五项利益来看，中国在中东的利益可能受到以下三个方

面的威胁：第一是出现单极霸权的格局；第二是中东地区持续的

动荡和突发性安全事件；第三是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的发展。

其中，以中东出现单极霸权格局威胁最大。因为从战略意义上讲，

单级霸权格局意味着中国丧失了调整大国关系的一个重要平台和

手段；从政治意义上讲，单极霸权会导致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外交

失去空间和弹性；从石油利益的角度讲，如果所有主要石油生产

国和出口国被一个大国所左右，对于中国的能源安全是不利的；

从经贸利益和海外安全利益的角度讲也是同理。 

五、中国对伊朗的政策 

对中国来讲最有利的中东战略格局是多极化格局。伊朗是中

国维持中东两极格局、推动中东多极化格局的重中之重。 

中国在伊朗问题上应该有两个底线：第一是反对对伊朗动用

武力，第二是反对实施旨在使伊朗经济彻底崩溃的制裁。同时，

应该通过正常的经贸、能源和文化交流，增强伊朗自我发展的实

力，提高伊朗维护国家独立自主的能力。同时还要通过和平谈判

的手段，解决伊核等热点问题。 

当然中国不是无条件支持伊朗，中国对伊朗也有两点要求，

第一是伊朗不能发展核武器，第二是伊朗不能够挑战现有世界政

治经济体系，比如说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对中国来讲也是不能接受

的。 

此外，需要强调两点：第一，中美之间在伊朗问题上是既竞

争又合作的关系，而不是对抗的关系；第二，伊朗问题不是孤立

的，应当从整个中东的广阔视角分析和决策，以实现伊朗对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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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战略意义。 

六、其他热点问题 

第一，美国对伊朗动武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从美国方面看，与伊拉克战争相比，伊朗的领土面积是伊拉

克的四倍；人口规模是伊拉克的两倍；伊拉克主要是平原，而伊

朗是高原和山地的地形；美国如果要对伊朗动武，需要比伊拉克

战争更多的军队，美目前的中东军事部署远未达到这个状态。  

从伊朗方面讲，伊朗强调，即便美国对伊进行小规模的打击，

伊朗也会全力以赴对美进行全面的报复，他们宣称“美国可以决

定什么时候战争开始，但是只有伊朗人才能决定什么时候战争结

束”。这种坚定的态度影响到美国动武的决心。 

从以色列的因素讲，由于以色列的安全是由美国保障的，以

色列并不担心伊朗生产核武器后对以色列进行核攻击，其真正担

心的是一旦伊朗有了核武器之后，以色列就不能随便干预伊朗，

不能谋求在中东绝对的霸权。以色列对于武力打击伊朗的动机并

不迫切，之所以不断宣称要打击伊朗，更多的是为了给国际社会

施加压力，对伊朗实施更为严厉的制裁。 

有两个因素可能导致战争爆发：一个是在海湾地区美国和伊

朗军队之间因为误判对方的战略意图发生擦枪走火；二是以色列

对伊朗进行袭击之后，美国被迫介入。一般来说，只要六方会谈

让各方保持接触，就不会因误判而引发战争。 

第二，中国的反对票及在中东的外交平衡 

从美国战略设计上来讲，在利比亚问题上采取手段是为了推

动叙利亚的变化，而推动叙利亚的变化最终是为了解决伊朗问题。

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分析，在中东地区最根本的威胁是单极霸权，

美国在中东地区主导一切的局面对中国而言是不利的。所以在利

比亚、叙利亚和伊朗这三个问题上，中国必然会投一次反对票，

晚投不如早投，越早投压力越小，损失越少。 

至于投反对票后是否会因此影响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阿盟并不是铁板一块。目前在叙利亚问题上，主

要是卡塔尔和沙特比较活跃；埃及因为去年的政治变局而大伤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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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外交上属于无所作为的状态；而像阿尔及利亚、黎巴嫩、苏

丹等国家，只是鉴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压力、沙特和卡塔尔强力

的推动以及埃及的沉默状态，没有公开表达自己在叙利亚问题上

的立场。实际上目前的阿盟是被沙特和卡塔尔左右的状态。中国

坚决支持独立自主、谋求共同发展的基本原则，长远看会得到大

部分阿拉伯国家的理解和认可。 

第三，关于中东的极化格局 

中东现状是两极格局。伊朗、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

斯组成反美阵营，以伊朗为核心；埃及、约旦、摩洛哥、沙特等

海湾六国组成亲美阵营，由美国主导。美伊两极对立是中东的基

本战略格局。 

美国一直推动中东地区单极化格局。 2010 年中东变局对美

国既是一个威胁，也是一个机会。威胁是伊朗有可能成为中东变

局最大的受益者，机会是伊朗的崛起使以色列、土耳其以及海湾

国家感受到伊朗的威胁，都愿意帮助美国压制伊朗，实际上美国

得到了一个实现单极霸权的机会。 

中国认为中东有向多极化发展的趋势。埃及是中东格局最大

的变数。美国的中东战略是靠埃及和以色列和平协议来确保整个

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的相对和平状态，但美国事实上需要的是一

个虚弱的埃及。在和美国保持了 30 年最紧密的盟友关系后，埃及

制造业衰退，因为农业落后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小麦进口国。本

轮中东变局埃及民众要求变革，其核心就是要从对美国全面依附

的状态中摆脱出来。 

埃及有可能突破亲美和反美阵营对立的格局，独立出来成为

一个中间阵营，而叙利亚即便发生了政局变化，也会向中间阵营

靠拢，而不是进入亲美阵营。进入中间阵营的国家越多，就会推

动亲美、反美和中间阵营三个阵营并立的格局，在这一格局下，

埃及、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叙利亚、沙特等阿拉伯国家以及伊

朗、土耳其和以色列都有可能成为中东多极中的一极。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刘阳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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