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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美俄在伊朗核问题上的战略竞争与合作 
 

赵建明∗

 

———————————————————————————————————— 
【内容提要】伊朗核问题的出现为美俄的战略争斗提供了新的内容。美俄围绕伊朗

的弃核问题展开激烈的竞争和有限的合作。美俄双方在伊朗核问题上的表现和作用

最终取决于美俄伊战略关系。美伊敌对和美俄的战略冲突是主导这个战略三角的基

本要素。由于美国在核问题上需要俄罗斯的支持，而伊朗需要把俄罗斯作为屏障来

防范美国的压力，从而使得俄罗斯在这个战略三角中处在两边谋利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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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核问题曝光以来，敦促伊朗停止敏感的浓缩铀生产是国际社会的重大任务。

尽管欧盟、中国、以色列也是对于解决伊朗核问题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但美国和

俄罗斯是决定伊朗弃核的最重要力量。美国在敦促伊朗弃核问题上最积极，武力威

胁和严厉制裁是美国的两张王牌。同时，美国也是决定欧盟和以色列对伊朗核政策

的立场的关键因素。俄罗斯同样肩负着让伊朗弃核的国际责任，但俄罗斯不同意使

用武力和严厉制裁的解决方式。美俄两国的竞争与合作是国际社会敦促伊朗弃核的

关键因素。但是弃核最终取决于伊朗，伊朗将根据外部压力和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

来决定核发展的方向。因此，俄罗斯、美国和伊朗将是最终决定着核问题未来走向

的关键国家。 
 

一、美俄的“伟大博弈” 与伊朗核问题 
 

因为伊朗核问题将最终取决于俄罗斯、美国和伊朗的三边关系。在这三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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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俄双边关系是决定性因素，而美俄的战略竞争是两国关系的主流。相对冷战

时期，伊朗的实力和外交战略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使得伊朗不再成为美俄战略争

夺的附庸或牺牲品，从而为三边关系注入了新的元素。伊朗的实力增长让美俄伊三

国的互动趋于平衡，这是伊朗寻求独立的外交政策的基础。伊斯兰革命后独立的外

交政策取代了伊朗传统的第三方外交，即通过倚重同大国结盟来维护国家的独立稳

定。①

（一）从伟大博弈到“新伟大博弈”。长期以来，地缘冲突是决定美国与苏联（俄

罗斯）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美国同苏联（俄罗斯）的竞争是海权国家英国与陆权

国家俄国（苏联）的“伟大博弈”的继续。② 二战之后，美国取代衰落的英国充当

起遏制苏联的任务。③ 美苏竞争构成了冷战的主要内容。美国通过签署条约的形式，

在东亚、东南亚、中东、西欧构筑了完善的包围圈来遏制苏联。④ 1958 年的伊拉克

革命和 1979 年的伊斯兰革命让美国的遏制网络一度出现了缺口，但美国的条约体系

和包围圈总体完好。1979 年苏联试图通过入侵阿富汗来突破美国的遏制防线，但侵

略却成为加速苏联崩溃的重要因素，冷战最终以苏联的解体而告终。 
冷战后，压缩与维护俄罗斯的战略空间成为美俄战略竞争的主要内容。除了波

罗的海国家，外高加索—里海—中亚都成为美俄极力争夺的区域。这一地区同传统

的中东也被称作“大中东”（the Great Middle East）。美国同俄罗斯的博弈演变成为“新

伟大博弈”（new great game）。⑤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小布什在遏制俄罗斯问题上不遗余

                                                        
① 第三方外交是伊朗的传统外交模式，主要原因是伊朗同北方邻国俄国（苏联）关系紧张，为遏

制俄国（苏联）对伊朗的觊觎，伊朗寻求倚重德国、英国、美国来防范俄国（苏联）。参见Rouhollah 
K. Ramazani, Iran’s Foreign Policy 1941-73: A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in Modernizing Nations,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75, pp. 345-367. 
② “伟大博弈”(the Great Game) 源于英国著名地缘战略学家麦金德的大陆心脏说，麦金德认为

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东欧平原—西伯利亚平原是世界政治的中枢，俄国（苏联）和其他国家围绕这

一地区控制权的争夺成为世界政治冲突的重要原因。参加[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

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 5 版，阎学通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第

170-172 页，第 186 页和第 189-191 页。 

③ 英国同俄国的战略争斗是 18、19 世纪国际政治的主要内容，英国从土耳其、波斯、阿富汗、中

国的满洲里四个方向充当着遏制俄国通往温暖水域的责任。参见[英]马丁·怀特等：《权力政治》，

宋爱群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年，第 110 页。 

④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 7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年，第 167-213 页。  

⑤ 苏联解体后美国同俄罗斯围绕欧亚大陆主导权展开竞争，美俄之间的战略竞争被称为“新伟大

博弈”（new great game）。美俄的争夺地区涵盖前中东欧、外高加索—里海—中亚和波斯湾。参见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 5版，第 170-172 页，

第 186 页和第 189-1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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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克林顿在外高加索中亚地区推行遏制俄罗斯和伊朗的政策。① 小布什发动了两

场战争和三次颜色革命并实现了美国在中亚驻军。② 同时，乌克兰等国反对俄罗斯

控制其融入西方的政策也为美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美国积极支持乌克兰等国加入北

约和欧盟。这些都对俄罗斯的地缘战略造成极大冲击。③ 对此，俄罗斯开展了一系

列反制行动，美俄“新冷战”似乎再次浮现。④ 但是，美国难以单方面在这一地区

维持对俄罗斯的强势。由于俄罗斯的有效反制，美俄竞争的天平逐渐向俄罗斯倾斜，

美国由战略进攻转到了战略收缩。 
（二）伊朗在美俄伊战略三角中的地位。在美苏战略竞争过程中，伊朗一直充

当着重要角色。美苏伊三国曾经是中东地区最重要的战略三角。二战后美国开始介

入中东事务，美国把伊朗作为反对苏联的战略支柱。美苏伊呈现美伊联盟对抗苏联

的局面。这一阶段从 1953 年美国策划政变直到 1979 年巴列维国王的统治被伊斯兰

革命推翻。⑤ 霍梅尼时期，伊朗倡导“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的光荣孤立政策，同

时与美苏两大国交恶，结果在美苏两国的共同遏制下在两伊战争中失利。 
冷战之后，伊朗先后被美国冠以“无赖国家”和“邪恶轴心”的恶名而加以遏

制。⑥ 美国在中亚地区苦心经营，目的在于能够同时遏制俄罗斯和伊朗。在前任克

                                                        
① 美国克林顿政府主要从地缘经济上遏制伊朗和俄罗斯，主要动作是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的

石油管线。以免让俄伊两国从中亚输往西欧的石油管线中受益。参见Jofi Joseph, “ Pipeline 
Diplomacy: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s Fight for Baku-Ceyhan”, WWS Case Study 1/99, htttp://wws. 
princeton.edu/research/cases/pipeline.pdf. 
② 通过阿富汗战争，美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签署了租用军事基地的协定，实现了在

中亚的驻军。但是 2005 年美国同乌兹别克斯坦关系恶化，美国最终撤出了在乌兹别克的军事基地。

参见Eugene Rumer, The U.S. Interests and Role in Central Asia after K2,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ummer, 2006, pp. 141-154. 
③ 布热津斯基表示，从地缘上看，丢掉乌克兰对俄罗斯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让俄罗斯的地缘

战略受到极大限制。即使丢掉波兰，如果能控制乌克兰，俄罗斯仍可以当自信的亚欧帝国的领袖。

参加[美]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第 77 页。 

④ 普京就任总统以来，俄罗斯的经济军事实力增长显著，并在经济与外交方面采取强硬举措来应

对美国和北约的压力。包括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并不惜同格鲁吉亚发生冲突，派遣战略轰

炸机巡航拉美，与委内瑞拉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切断对乌克兰的油气供应，这些同西方对抗的强硬

动作被一些人认为是美俄“新冷战”。参见Vladmir Rodionov, “Dimitri Medvedev raises spectre of new 
Cold War”, The Times, August 26, 2008. 
⑤ 关于伊朗外交和安全战略的演变，参见本人的博士论文《伊朗国家安全战略的动力分析

（1979-2007） 》。 

⑥  1994 年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马丁·莱克在《外交》季刊上发表文章，称伊朗等国家是无赖国

家（outlaw），说它们对内实行高压统治，对外输出意识形态。美国作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

肩负着遏制这些国家的特殊责任。参见Anthony Lake, “Confronting Backlash States”, Foreign Affairs, 
Vol. 73, No.2, March/April, 1994, pp. 45-55. 2002 年 1月，小布什在国会咨文中将伊朗等国家称为“邪

恶轴心”，参见“Bush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29 January, 2002, http://usgovinfo.about.com/ 
library/weekly/aa013002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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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顿对两者进行经济遏制的基础上，小布什总统在军事上跃跃欲试，发动了阿富汗

战争。这场战争加上美国在波斯湾进行的伊拉克战争，形成了对伊朗南北夹击的态

势。在相当程度上，冷战后美俄伊三国关系就是美国遏制俄伊的过程。 
美国在中亚的布局让俄伊两国同时感到了来自美国的威胁，迫使俄罗斯和伊朗

走向合作，通过消除隔阂来应对外部压力。1989 年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访问莫斯科，

为伊苏（俄）两国关系揭开了新的篇章。经贸联系、武器贸易、核能合作已经成为

维系俄伊两国的重要纽带。① 因此在美俄伊三边关系中，呈现出这样的局面：美国

同俄罗斯存在战略冲突，美国同伊朗严重敌对，而伊朗和俄罗斯关系保持友好关系。

而由于美国的实力优势，美国同时对俄伊两国构成遏制。 
这种关系有点类似 1949-1960 年时期的美苏中战略三角关系。学者劳威尔·迪

特默（Lowell Dittmer）将其归为稳定婚姻三角关系（stable marrige triangle）。其特点

是三个国家只有两个国家关系密切，它们同第三国严重敌对。第三国对这两个国家

的敌对和威胁是两个国家关系密切的重要外部条件。② 美国和俄罗斯的“新冷战”，

反映了美俄之间的战略对立。美国又同伊朗严重敌对，尽管奥巴马政府不断向伊朗

作出改善关系的示好表态，但是美伊双方均缺乏实质性举动。 
 

二、美俄在伊朗核问题上的表现 

 

伊朗核问题为美俄伊三边的战略互动提供了新动力。对核扩散的恐惧和借助核

问题打击宿敌的考虑，让美国积极参与到伊朗核问题的解决过程之中，这同冷战后

美国遏制俄罗斯和伊朗的战略一脉相承。美国的参与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双边关系

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伊朗核问题对三角关系的意义。伊朗核问题的出现恰逢美国小布什总统

发动伊拉克战争之际，核问题为美国压制伊朗、维护反核扩散提供了口实。尽管伊

朗反复重申自己的核活动完全出于和平目的，但美国指责伊朗是以民用核能为幌子

发展核武器。美国小布什政府多次明确警告和威胁伊朗。③ 奥巴马政府在武力威胁

                                                        
① “Iran's Road West-Through Moscow; Rafsanjani's Soviet Visit Could Signal a More Balanced Foreign 
Policy”, The Washington Post,2 July, 1989. 
② 罗维尔·迪特默从美苏中的战略关系出发，将三国的关系归为稳定婚姻三角(stable marriage 
triangle)、浪漫三角(romantic triangle)\缓和三角(detente triangle)三类，这种分析方法逐渐扩展到探

讨其他国家之间存在的三边战略关系，参见Lowell Dittmer, “The Strategic Triangle: An Elementary 
Game-Theoretical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Vol. 33, No. 4 , Jul., 1981, pp. 490-492. 
③ David E. Sanger, “Bush Warns Iran on Building Nuclear Arms”,The New York Times, 19 June, 2003, 
http://www.nytimes.com/2003/06/19/international/middleeast/19PR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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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相对收敛，但也表示将保留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所有选择。①

伊朗核问题对美俄战略竞争的意义在于：伊朗是美俄竞争的关键国家。核问题

能够成为美国向伊朗施加压力的理由，从而让核问题服务于美国的中东中亚战略。

若通过武力威胁和制裁达到让伊朗弃核的结果，那么就消除了美国的心腹大患。如

果严厉制裁能够让现在的反美政权难以为继，让反美的伊朗转变为亲美的伊朗，那

更是美国的胜利。倘若这样，美国就能够将乌克兰、格鲁吉亚、阿塞拜疆、阿富汗、

吉尔吉斯斯坦、伊拉克、伊朗连成一片，构建围堵俄罗斯的紧密防线，彻底阻塞俄

罗斯进入黑海、地中海和波斯湾的通道，实现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的预言。②

对俄罗斯来讲，伊朗是俄罗斯确保南翼安全仅存的国家。在美国的遏制防线不

断收紧情况下，维持同伊朗的紧密关系，不让伊朗落入美国囊中，对俄罗斯至关重

要。美国夺取伊朗的远景对俄罗斯将是一场噩梦。核问题、国际安全等借口丝毫不

能减轻俄罗斯对美国的戒备。为此，俄罗斯反对将伊朗核问题政治化并作为打压伊

朗的借口，强调伊朗应当充分合作，消除国际社会对伊朗核问题涉及扩散隐患的忧

虑，反对美国等国家对伊朗进行军事威胁和严厉制裁。③

另一方面，俄罗斯与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也存在着共同利益。首先，拥有核武

器的伊朗对美国和俄罗斯的国家安全都构成损害。伊朗拥有核武器将意味着俄罗斯

新增一个核邻居。而伊朗中程战略导弹的发展，对俄罗斯也会构成一定的威胁。④ 对
美国来讲，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将沉重打击美国的反核扩散战略，使美国保持伊朗弱

势的政策归于失败。⑤ 其次，伊朗拥有核武器将破坏冷战后美国所构建的的反核扩

散国际规范，这将冲击美国充当国际规范维持国的地位。因此遏制伊朗的核进程具

有重要意义。 
（二）美俄在伊朗核进程中的表现。美俄两国在伊朗核问题上的既竞争又合作

关系，恰恰反映了美俄的利益交错。从核问题现有的发展历程看，美国对伊朗的核

政策经历了从军事打击——制裁——和解的过程。这种变化更多的是美国被迫采取

的被动调整，即单边的武力威胁不能奏效，就采取多边制裁，多边制裁难以奏效，

                                                        
① Ross Colvin, “U.S. Says All Options on Table to Deal With Iran”, Reuters, 30 Januanry, 2009,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GCA-GCA-iraq/idUSTRE50S6LZ20090130. 
②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第 85 页。 

③ “Putin: Russia Opposes Force, Sanctions on Iran ”, Haaretz News, 11 September, 2009, http:// 
www.haaretz.com/hasen/spages/1114003.html. 
④ 伊朗已经拥有射程 1300 千米的流星-3 型(Shahab-3)和射程 2000 千米的泥土型（Sajil-2）-2

中程导弹。射程超过 2000 千米，这射程就能够覆盖俄罗斯的一些重要城市。参见“Iran Successfully 
Test-Fires Sejil-2 Missile” The Tehran Times,21 May, 2009, http://www.tehrantimes.com/index_View. 
asp?code=195071 
⑤  Henry Sokolski and Patrick Clawson ed., “Checking Iran's Nuclear Ambitions”, Th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January 2004, http://www.strategicstudiesinstitute.army.mil/pdffiles/PuB36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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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尝试接触伊朗，谋求伊朗同意弃核。美国这种前倨后恭的立场反映了伊拉克战争

后美国难以通过武力解决核问题，转而采取倚重多边力量谋求弃核的思路。俄罗斯

对伊朗的政策思路也十分清晰，目的就是消除或减小外部压力可能对伊朗造成的侵

害，无论这种压力是武力威胁还是严厉的经济制裁。在相当程度上，俄罗斯已成为

防范美国侵害伊朗的最后屏障。 
美俄双方的重要分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把核问题提交安理会问题上，从 2002 年底到 2003 年 9 月，美国指责

伊朗在核活动上的隐瞒，反映了伊朗发展核武器的野心。小布什政府积极呼吁将伊

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并进行严厉的制裁；俄罗斯则强调伊朗核问题应当在国

际原子能机构框架下解决，反对轻易将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呼吁伊朗尽快澄

清国际原子能机构提出的有关浓缩铀等重大问题。①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成员国于

2005 年 9 月 24 日通过了向安理会报告伊朗核问题的决议，俄提出，应当留出充分的

时间让国际社会就伊核问题进行磋商。②

第二，在冲突可能激化时，俄罗斯采取扬汤止沸的方法防止事态升级。突出的

实例是 2006 年 2 月，伊朗同美欧的关系因伊朗恢复浓缩铀生产而骤然紧张，美欧极

力要将核问题提交安理会。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提出筹建国际浓缩铀中心的建议。

这个建议的核心，是将伊朗的浓缩铀研发和生产转移到俄罗斯境内的国际浓缩铀中

心，由该中心保障伊朗核能发电所需要的低浓缩铀并负责回收可能存在扩散倾向的

核废料。③

第三，在制裁伊朗问题上，美国强调，如果伊朗不服从国际社会的呼吁，将采

取严厉的制裁。美国前副国务卿约翰·博尔顿表示，伊朗如果拒绝联合国决议，将

受到有形而痛苦的后果(tangible and painful consequences)。④ 现任国务卿希拉里·克

林顿也表示要对伊朗进行致残的制裁（crippling sanctions）。⑤ 俄罗斯则强调通过谈

判等和平方式解决核问题，强调制裁不是目的，而是解决问题的手段，反对美国严

                                                        
① “Russia urges Iran nuclear compliance”,BBC News, 13 September, 2003, http://news.bbc.co.uk/2/hi/ 
middle_east/3106488.stm. 
② “IAEA Board Adopts Resolution on Iran”, IAEA, 24 September 2005, http://www.iaea.org/News 
Center/Transcripts/2005/transcr24092005.html’ 
③ Anya Loukianova, “The International Uranium Enrichment Center at Angarsk: A Step Towards 
Assured Fuel Supply?”, NTI Issue Brief, November 2008, http://www.nti.org/e_research/e3_93.html. 
④ Nathan Guttman ,“AIPAC sends tough message to Iran”, The Jerusalem Post, 6 March, 2006, 
http://www.jpost.com/servlet/Satellite?cid=1139395541402&pagename=JPost%2FJPArticle%2FShowFul
l. 
⑤ Tim Reid, “Hillary Clinton: US will Organise Crippling' Iran Sanctions If Diplomacy Fails”, The 
Times, 22 April, 2009, http://www.timesonline.co.uk/tol/news/world/us_and_americas/article614969 
2.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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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制裁伊朗。①

第四，在军事打击伊朗问题上，小布什、奥巴马都曾表示美国将保留军事手段

解决伊朗核问题；但是俄罗斯坚决反对军事打击，普京曾表示俄罗斯不能容忍武力

打击伊朗。② 同时，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威胁升级的情况下，俄

罗斯通过向伊朗出售 29 套道尔-A1 型防空导弹来加强伊朗的防空能力，以降低美以

打击伊朗的可能性。俄伊两国还签署了俄向伊出售更先进的S-300 型导弹的合同，俄

罗斯极有可能根据时局的变化来确定交付的时间。③ 普京于 2007 年 10 月访问德黑

兰时表示，如果一方遭受袭击，另一方将在国际法和联合国框架下解决纠纷并不得

向侵略者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④

可以看出，美国和俄罗斯在伊朗核问题上的态度基本截然相反。尽管拥有核武

器的伊朗对美俄的国家安全都构成负面影响，但两国的反应截然相反。美国坚决不

能容忍伊朗拥有核武器，而俄罗斯基本上能够容忍。美国为了解决核问题，不惜采

用武力威胁。但是俄罗斯不能容忍美国借核问题搞掉伊朗，并通过采取提高伊朗军

事实力的方式打消美国的念头。从发展上看，美国担心夜长梦多，担心伊朗核问题

拖得越久越难解决，对自己越不利；俄罗斯基本认可核问题现状的持久化，因为美

伊对峙将会将伊朗推向俄罗斯。总之，美俄两国的两极立场让伊朗核问题难以通过

多边的方式加以解决。 
 

三、美俄对峙中的损益 
 

（一）俄罗斯在“稳定婚姻”的战略三角中的优势。俄罗斯支持伊朗的举动激

起西方媒体宣扬俄伊会组建战略同盟的猜测，⑤ 但俄伊两国距离建立同盟还相当遥

远，外交取向的差异不太可能让两国轻易组成对抗美国的联盟，两国的关系充其量

是共同抵制外部威胁型的关系。而且俄罗斯与美国的对峙并非为伊朗免费提供，俄

                                                        
① 俄罗斯一直反对严厉制裁伊朗，关于俄罗斯的表态参见，“ Russia Opposes New Sanctions Against 
Iran” 14 October, 2009, Ria Novosti News, 14 October, 2009,http://en.rian.ru/russia/20091014/ 
156465621.html; “Russia Firmly Opposes New Sanctions On Iran,” The Huffington Post, 17 September, 
2009,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huff-wires/20090917/eu-russia-iran/. 
②  “Putin Warns Against Attacks on Iran ”,USA Today,16 October, 2007, http://www.usatoday.com/news/ 
world/2007-10-16-russia-iran_N.htm. 
③ Barak Ravid, “Netanyahu to Putin: Stop Selling Missiles to Iran”, Haaretz News, 29 June, 2009, 
http://www.haaretz.com/hasen/spages/1096332.html. 
④ “Vladimir Putin's First Visit to Iran”, 15 October, 2007, http://en.rian.ru/analysis/20071015/ 
83959244 .html. 
⑤  “United States Must Counter Russia-Iran Alliance, Experts Say”,The Heritage Foundation, 5 April, 
2001, http://www.heritage.org/press/newsreleases/nr040501.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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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实际是在伊朗核博弈中谋取自己的利益。美俄能够凭借在“稳定婚姻”的战略

三角中的最有利地位谋利。美伊两国的立场越是针锋相对，俄伊关系将愈紧密，伊

朗也越有求于俄罗斯，而美国为获得多边的支持也会迎合俄罗斯。这样，俄罗斯成

了美伊对抗的最大赢家： 
第一，对俄罗斯来讲，维持伊朗的独立与完整的意义大于伊朗核问题本身。维

护伊朗的独立与完整，就能避免让美国将伊朗纳入囊中，使美国围堵俄罗斯的期望

落空。这对于保护俄罗斯的南翼阵线至关重要。这是俄罗斯在伊朗（核）问题中的

最大战略利益。对伊朗的这种战略关切甚至可以追溯到 1921 年《苏伊友好条约》，

该条约规定，为了保证避免让波斯（伊朗的旧名）成为反对苏俄的阵地，在伊朗出

现政局不稳和外部干涉的情况下，苏俄有向伊朗出兵的权力。①

第二，俄罗斯能够利用三边关系的独特优势进行寻租（rent-seeking）。由于俄罗

斯是美国寻求国际多边支持中绕不开的世界大国，而美俄在核问题上两极分化，美

国必然选择协调彼此在其他领域的让步以换取俄罗斯在伊朗核问题上的支持。由于

俄罗斯是伊朗在核问题上最坚定的屏障，外部压力又鼓励俄伊两国的战略接近，因

此俄罗斯能够从伊朗那里获得更多益处。经贸方面，两国在经贸能源合作等方面的

合作日益广泛。目前，俄罗斯是唯一同伊朗保持公开核合作的国家，俄罗斯与伊朗

签订的布什尔核电站项目所涉及的金额高达 8 亿美元。伊朗还是俄罗斯第三大武器

进口国。这样，俄罗斯就获得了在美国、伊朗两边谋取实利的地位。 
第三，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核对立提高了俄罗斯在国际斡旋和谈判中的地位。美

国和伊朗为了让俄罗斯站在自己一边，必然争相协调同俄罗斯的立场，以期在制裁

等问题上获得有利于自己的结果。这使得莫斯科成为各国造访的中心。俄罗斯的立

场将成为决定核问题发展的关键因素。 
（二）伊朗受益。伊朗是美俄战略竞争的另一个受益者。第一，伊朗同俄罗斯

在民用核能上的合作基本上沿着有序健康的道路发展。核问题曝光后，俄伊两国的

核能合作虽不时发生摩擦，但基本上仍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伊朗的布什尔核电站

接近完工。两国很可能由此开展新的核电项目。② 这为伊朗建设与核相关的基础设

施、积累核能技术、培养科技力量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① 1921 年《苏（俄）伊友好条约》规定，如果第三国在波斯企图武力干涉推翻伊朗政权的统治，

借助波斯领土进行反苏活动，威胁苏俄及盟国边疆，波斯政府在苏俄抗议下不能制止，苏俄有权将

军队开驻波斯，以进行必要防卫所需的军事行动。苏军在威胁消除后应当立刻撤离。这一条约作为

不平等条约最终被伊朗国王巴列维废除，参见Faramarz S.Fatemi, The U.S.R.R. in Iran: The 
background History of Russian and Anglo-American Conflict in Iran, Its Effect on Iranian Nationalism, 
and the Fall of the Shah, South Brunswick & New York: A.S. Barnes & Company, 1980, pp. 192-194. 
② “Russia to Complete Iran's Bushehr Nuclear Power Plant on Time”, RIA News, 9 February,2009, 
http://en.rian.ru/russia/20090209/1200565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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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美俄战略竞争是伊朗艾哈迈迪-内贾德政府的核冒险取得成功的宏观原因。

自从 2005 年 8 月上台后，艾哈迈迪-内贾德政府不断挑战国际社会的底线，先后恢复

了铀转化和铀浓缩的研发和生产。目前伊朗基本上掌握了（低）浓缩铀的研发和生

产技术，为伊朗成为准核国家奠定了基础。为了让伊朗暂停敏感的浓缩铀生产，安

理会先后通过了制裁伊朗的 3 个决议，但由于决议是安理会根据大国的综合意志所

决定的，而俄罗斯同美国在核问题上的分歧让安理会难以通过严厉制裁伊朗的决议。

目前所通过的制裁决议更多具有呼吁色彩，并未对伊朗的核发展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美俄的分歧与竞争成为伊朗在核问题不断突破的外部因素。 
第三，同核问题相伴而生的是伊朗的国家成长。伊朗在同美国的反遏制斗争中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伊朗的民主政治虽饱受西方非议，但在解决政权合法性方面发

挥着积极作用。伊朗的经济因为油价暴涨和产量的提升得以加强。国际油价的暴涨

为伊朗带来了数百亿美元的溢价收益，伊朗的石油产量和出口基本接近历史上的最

高水平。伊朗同土库曼斯坦等国的能源联系也在加强。外交上，核问题并没有让伊

朗同沙特、科威特等国的良好关系受到严重影响，相反，伊朗的什叶派影响力不断

攀升。总之，伊朗实力基本上呈现不断攀升的态势，尽管这不足以改变美俄伊三边

的基本关系，但至少向着有利于伊朗的方向变化。 
（三）美国在战略三角关系中的困境。美国在战略三角中的困境在于，美国在

同俄罗斯存在战略冲突的同时，与伊朗严重对立。如果美国处于绝对强势而且不需

要借助多边力量的支持，维持这种关系丝毫没有问题。但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对于

中东和中亚的地区问题已经难以通过单边方式解决，美国在战略三角中的劣势已经

十分明显。 
美国在这一战略三角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第一，制止俄罗斯在美伊之间两边

寻租谋利的行为。俄罗斯凭借在战略三角中的有利位置，既能够同美国讨论制裁伊

朗，也能够同伊朗进行经济和核能合作，而且可以在两边相互讨价还价。第二，解

决美俄对立而伊朗谋利的问题。俄罗斯已经成为伊朗防范制裁和军事打击的大国屏

障。伊朗正是凭借俄罗斯屏障和美俄竞争带来的外交空间，进行浓缩铀的研发和生

产。美国如果想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想办法突破俄罗斯的障碍。 
美国克服美俄对立、伊朗受益的方法在于： 
第一，让核威胁的共识超越美俄的战略分歧与冲突。这需要建立克服两国分歧

的机制。但是美国需要做的事情很多。美国需要切实做出善意举动，从而舒缓俄罗

斯对美国进军中东和中亚的敌对情绪，切实缓解俄罗斯对美国鼓励乌克兰、格鲁吉

亚等国加入北约和欧盟的忧虑。尽管奥巴马宣布在东欧地区停止部署反导弹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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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更容易被人理解为美国因为俄罗斯抵制而采取的应急措施。① 而美国一旦恢复

了实力，又会重新走上遏制俄罗斯的道路。 
第二，接触伊朗，同伊朗和解。这是美国解决上述困境的另一把钥匙。它能够

打通美俄敌对的困局，让美伊俄战略三角关系朝着对美国有利的方向发展。但是美

国需要决定接触的性质是策略性的还是战略性的。如果仅仅把接触作为让伊朗弃核

的激励机制，那么一旦伊朗实现弃核，接触政策也将宣告终止。如果是后者，那将

意味着美国彻底放弃长期坚持的敌视和遏制伊朗的政策，真诚地谋求美伊关系的改

善。无论是哪一种，奥巴马的接触政策都将会引起极大非议。这也是奥巴马政府虽

然多次表态但难以做出实质动作的重要原因。 
 

四．未来的发展趋势 

 

从未来发展看，不排除存在影响伊朗核进程的外在因素。而以色列最有可能成

为这一干扰因素。以色列曾多次表示，如果国际社会不能遏制伊朗的核威胁的话，

以色列将依靠自己力量遏制伊朗。②尽管如此，以色列因素仍同战略三角密切相关，

它的军事打击在根本上取决于美国的战略约束和俄罗斯对此的反应。美俄伊三边关

系的变化仍是核问题发展的关键。 
（一）美国改善同伊朗的关系。在伊朗核问题上，目前美国的政策基点仍然过

分关注伊朗的潜在核威胁，强调拥有核武器的伊朗是美国最大的安全威胁。小布什

在解决核问题上乏善可陈，奥巴马承担着美国战略调整的艰巨责任，他极可能是调

整的倡导者，而不是完成者。奥巴马政府在伊朗问题上的调整基点应当包括：第一，

正确认知崛起的伊朗。不管美国承认与否，伊朗都是美国难以忽视的地区大国。美

国需要重新认识伊朗及其在地区中的作用。30 年的遏制和敌对并未让伊朗变得弱小

反而更加强大。伊朗不应当成为美国轻言动武的国家。相反，美国应当在国际上和

地区内给伊朗一个适当的地位。第二，身份认同对伊朗核问题将具有特殊的意义。③ 
美国不愿伊朗拥有核武器是建立在美伊敌对的基础之上。如果将前提改变为美伊友

好，情况可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通过改善关系来改变伊朗的身份认同，

                                                        
① “U.S. to Shelve Nuclear-Missile Shield”,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17 September , 2009, http:// 
online.wsj.com/article/SB125314575889817971.html. 
② Peter Hirschberg, “Netanyahu: ‘It’s 1938 and Iran is Germany; Ahmadinejad is Preparing Another 
Holocaust”, The Haaretz Daily, 14 November, 2006, http://www.haaretz.com/hasen/spages/787766.html. 
③ 温特在其关于建构主义的书中指出，同样的国家会因身份不同而对另外国家的安全产生不同的

意义，比如英法拥有核武器对美国来讲是安全的，但苏联拥有核武器对美国构成威胁。参见[美]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中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2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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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改变伊朗的核取向更有意义。不管怎样，奥巴马政府都存在着改变对伊政策的诉

求。至于是直接把接触作为对伊新政策，还是采用遏制加接触政策（congagement），
需要具体的权衡。 

（二）现状持续化。如上所述，俄罗斯是最大的受益者。从国家理性的角度考

虑，俄罗斯期望伊朗核问题的现状持续化，以及美伊敌对关系的维持或加强。只有

这样，俄罗斯才能更长久地从三边的战略关系中受益。但是美伊关系的确存在着变

化的可能，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都掌握着变化的主动权。在维持现状问题上，俄罗

斯除了军事合作和核能合作之外，能够运用的政策工具相当有限。美伊两国关系改

善将直接减少俄罗斯的收益。只要伊朗不过分倒向美国，走到上世纪 50-70 年代的

美伊结盟，俄罗斯是可以接受的。在可预见的未来，美伊朝着和解方向的战略互动

不会太快。毕竟美伊两国敌对的时间过长，两国在核问题上的立场针锋相对，急剧

改变两国政府的现有政策具有相当的难度，而且让两国民众适应政府的政策变化也

尚需一定的时间。从这方面看，局势的缓慢变化对俄罗斯有利。 
（三）争夺伊朗。未来局势的第三种变化是美俄两国竞相拉拢伊朗。如果美俄

两国期待三边关系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那么美俄两国会把改善同伊朗的关

系作为政策首选，而把伊朗是否拥有核武器列为次要考虑因素。这种政策的目标是

让伊朗站在自己一边。对伊关系将取代核武器成为影响美俄伊三边关系的变量。伊

朗将成为美俄两国争夺的焦点。从目前来看，俄罗斯的现有政策接近这种趋势，即

俄罗斯宁愿选择有核但反美的伊朗，也不愿选择无核但亲美的伊朗；而美国的政策

也在调整之中，开始强调美伊关系的改善，如果美国将美伊关系置于核武器之上，

那么美国也愿意选择有核但亲美的伊朗。这样，争夺伊朗就成为现实了。 
——————————————————————————————————— 

【Abstract】The emergence of Iran’s nuclear issue has provided new contents for the 
strategic battl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had 
fierce competition and limited cooperation over Iran’s nuclear issue. The performance and 
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on Iran’s nuclear issue ultimately depend on the 
strategic relationship among the United States, Russia and Iraq. US-Iraq hostility and 
strategic conflict are basic dominant elements in this strategic triangle.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Russia's support on the nuclear issue and Iran needs Russia as a barrier to 
guard against pressure from the U.S., thus Russia is profit-making at both sides in this 
strategic tri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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