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单边主义与伊朗核危机
. 观察记者 储昭根

朝鲜 10 月 9 日地下核试验后
.

国际

社会一片哗然
,

谴责之声不绝于耳
。

而目

前正处在伊核僵局中的伊朗肯定会紧盯

着国际社会如何对付朝鲜
。

假如国际社

会成功迫使朝鲜弃核
,

那就意味着为今

后树立起了一个样板
,

对伊朗也会产生

曹示作用 ; 如果对朝鲜制造核武器网开

一面
,

则预示美国对伊朗核武器工程迟

早也会开放绿灯
。

可能也会进一步地跟

进
。

那么这将意味着整个国际社会的防

扩散体制将面临被最后一击而瀚临彻底

崩溃的危险
。

朝核
、

伊核的同与不同
朝鲜与伊朗发展的核武器的相同之

处在于
,

首先朝鲜和伊朗都想成为大国
,

而加入核俱乐部是大国的重要标志
。

朝

鲜身边大国林立
,

拥有核武器是为了使

自己不被轻视 ; 而伊朗则是想几千年古

国文明以及波斯帝国的再度荣耀
。

其次
,

伊朗与朝鲜都感受到美国的压制与威胁
,

拥有核武器是其政权生存的安全保障
。

在美国的词典里
,

无论是
“

无赖
’,

国家
、

“

邪恶轴心
’, ,

还是
“

暴政前沿
’, ,

其中都

少不了朝鲜和伊朗
。

以核问题向美国叫

板
,

是他们共同的手段与方法
。

但朝鲜与伊朗所处的外部环境是不

同的
。

美国已占领了伊朗周边的阿富汗

和伊拉克
,

伊朗始终面临着围城之困
。

朝

鲜则根本不同
,

他周边是中国
、

俄国这样

的友好邻邦和韩国这个
‘·

自家兄弟
” 。

而

且韩国
、

中国和俄罗斯均坚决反对武力

解决朝核问题
,

使朝鲜多少有点有恃无

恐
。

并且朝核问题存在着成熟的六方会

谈多边机制
。

朝鲜从一开始目标就是要发展用于

军事的核武器
,

而伊朗则只是坚持和平

利用核能的权利
。

朝鲜甚至得到美国
、

日

本等资助的重油及轻水反应堆的建设
,

这也是伊朗根本享受不到的
“

红利
’, ,

估

计它要眼红得要死吧
。

应该说
,

朝核危机

的主要原因是在朝鲜
,

而伊朗则不然 其

根本的症结则在于美国的单边主义
。

防扩散问题上的美国单边主义
自小布什上台来

,

美国单边主义严

重
。

而美国在防扩散问题上的单边主义

尤甚
。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
、

美国带头破坏防扩散体制
。

根据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
,

无核成员国

承诺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获取核武

器或者其他核爆炸装置
,

同时取得和平

利用核能以及获得有核国家和国际原子

能机构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协助和技

术合作的权利 ; 有核国家则承诺诚恳地

尽早地停止核军备竞赛
,

并最终实现全

面彻底的核裁军
。

而且所有成员国都要

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
“

安全保障协

议
’, ,

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一视同仁的监

督
。

作为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发起国

(上接 25 页)源日益紧缺而能源需求不断

扩大的情况下
,

发展民用核能毫无疑问

是一个明智选择
,

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被

剥夺发展民用核能的权利
。

但同样也要

看到
,

核能和平利用又有可能被转用于

发展核武能力
。

的确存在部分无核国家

怀有核武野心
,

借核能和平利用的幌子

打着获取核武能力的主意
.

第一海湾战

争之后的伊拉克被证明如此
,

20 03 年 12

月利比亚
‘。

供认
’,

有此打算
。

目前也有一

些怀有核野心国家核能和平利用
“

已

经
, , 、 “

正在
”

或者
“

可能
”

被转用于发展

核武能力
,

造成扩散隐患
。

和平利用核能

有可能被用于发展核武器
,

这是部分有

核国家的担优
;

发展民用核能的部分国

家则担心
,

个别有核国家可能以防扩散

的名义损害他国的主权和独立
。

两年前

被推翻的萨达姆政权至少在核扩散问题

上被证实是
“

无辜的
” ,

美国在以反恐
、

防

扩散的名义
“

铲除异己
” 。

不管是因为防扩散
、

核裁军
,

还是和

平利用核能
,

相关国家似乎都有充分理

由颠覆防扩散机制
。

但问题是
,

防扩散机

制崩溃之后相关国家的日子是否比以前

更好过
,

有了核武器是否就能促进安

全? 同样
,

某些国家在推动防扩散时过

度强调施压
、

制裁是否就能有效解决扩

散威胁?

毫无疑问
,

加强而非摧毁现存防扩

散机制是在这个不够完美的现实世界实

现各国相对安全的唯一可行的
‘·

次优选

择
’, 。

为此
,

世界各国应该本着妥协精神

重新检讨36 年前它们的承诺
,

在防扩散
、

核裁军和和平利用核能之间寻找一个双

砚的支点
,

真正实现权利和义务的对等
。

对有核国家特别是某些有核国家来说
,

它们需要认真履行已达成的削减核武器

条约
,

以可核查
、

不可逆的方式进一步削

减核武库
;

真正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

政策中的作用
;

重建国际社会对军控
、

防

扩散和裁军机制的信心
,

避免双重或多

重防扩散标准
.

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防

止核扩散的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
。

唯此
,

防扩散的义务才可能得到遵守和尊重
。

对无核国家而言
,

和平利用核能必须认

可并接纳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机

制
,

接受并配合极为严格的核查
,

防止民

用核材料被浓缩或分离成为可以制造核

武器的铀或者杯
,

向国际原子能机构申

报所有的核活动
,

确保核能利用是
“

和平

的
’, ,

唯此
,

无核国家和平利用核能的权

利才能得到尊重和维护
。

事实上
,

伊核的僵局和朝核的对垒

昭示了当前防扩散面临的窘境
,

而两个

防扩散问题的最终解决方式将成为未来

防扩散的
“

蓝本
” 。

当事各方如果不够审

慎和克制
,

防扩散将重归
“

丛林法则
” ,

而

那将是一个
“

双输
”

的结局
。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

员
、

军备拉制和不扩
.

散研究中心副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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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缔约国
,

美国至今不肯签署规定签署

国必须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其核设施

进行核查的
“

安全保障协议
’, ; 美国自己

不断更新核武库
,

却又作为世界上最大

的核武器国
,

自己不愿率先削减其庞大

的核武库
,

而且美国目前正在考虑修改

国家核战略
,

发展低当量核武
,

不断研制

进一步小型化
、

实战化核武器
,

以便降低

使用核武器的门槛
。

这就是说
,

是美国在

带头搞核军备竞赛
。

有核国家尤其是某些超强有核国家

承担这些裁军义务
,

是无核国家履行防

核扩散承诺的前提
。

然而
,

超强有核国家

的美国
,

在强调其他国家

防核扩散义务的同时
,

却

并不准备承担这些该尽的

义务
:

美国让已获全世界
161 个国家的核准的 《全

面 禁 止 核 试验 条约 》

(CT BT )
‘4

冻结
’,

在参议院
,

20 01 年 11 月
,

美国官员

拒绝参加联合国禁止核试

验大会
,

再次拒不批准禁

止核试验条约
,

让条约的

生效遥遥无期 ; 为研发
、

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扫清障

碍
,

20 0 1年 12 月 13 日布

什宣布单方面退出 《反弹

道导弹条约》
。

虽然 20 02

年5月24 日美俄通过谈判

缔结了《俄美削减进攻性

战略武器条约))( 又称《莫

斯科条约》)
,

但没有了

《反导条约》对战略防御

能力的约束
,

美俄之间已

经不可能继续具有实质意

义的进攻性战略武器削

减 ; 事实上
,

在美国废止

《反导条约》后
,

俄罗斯也

不再遵守 1993 年 1 月美俄总统在莫斯科

签订的 ((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英文缩写 START 工1) 的约束
。

所以说美

国在履行核裁军义务问题上举步不前
,

甚至倒退
。

至此
,

被国际社会视为国际防

扩散机制四大支柱的 《不扩散核武器条

约》
、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

《反导条

约》以及美苏 (俄 )达成的几个限制战略

武器条约
,

除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

其

它几乎被美国的单边主义破坏得荡然无

存
。

二
、

以武力威胁别的国家不扩散核

武器
。

美国在新世纪要继续维持其在全

球的霸权
,

就必须维护核不扩散体制的

完整性
。

否则
,

一旦核不扩散体制崩演
,

中
、

小国家纷起效尤
,

就会出现为数不少

的核武器国家
,

可以同美国叫板
,

在本国

邻近区域有效地抵销美国的影响力
,

美

国的霸权就成
“

明日黄花
”

了
。

所以防止

核扩散始终是美国的基本国策
。

但问题

是
,

防止核扩散的机制有时成为超级大

国及霸权主义干涉他国内政
,

甚至成为

出进行
‘·

政权更迭
’, 。

布什政府的这种防

扩散思想在伊拉克付诸实践
,

萨达姆政

权在伊拉克战争后被推翻
。

然而
,

布什政

府指责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

及宣称萨达姆同
“

基地
”

组织来往很深的

说法都查无实据
。

伊拉克主要战事结束

后
,

二十万美军把伊拉克翻了个
‘.

底朝

天
”

也没找到伊拉克的
‘·

大规模杀伤性武

器
” 。

可见
,

所谓的
‘·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

不过是美国发动战争的一个
“

莫须有
’,

的

借口罢了
。

因此
. ‘·

核查
” 、

以及联合国及

其安理会
,

有时均成了美国信手拈来
、

随

意操纵的工具
,

或者成为其推行单边主

义的合法图章
。

三
、

美国在防扩散问

题上的多重标准
。

对于19 98

年5 月印度的核试验
,

经过

短暂争议后被认可
。

美国

2005 年7月通过与印度签订

民用核合作协议
,

美众议

院今年 7 月 26 日更是以压

倒性多数初步批准了该协

议
,

事实承认了印度的核

国家地位 ; 对于巴墓斯坦
,

美国似乎是既不承认也不

否认
。

只要有反恐需求
.

美

国就会将巴 基斯坦列为
“

非北约盟国
” ,

给予数十

亿美元援助
,

既不再在乎

巴基斯坦核试爆后对核不

扩散体系的冲击
.

也不再

对通过政变上台的巴基斯

坦现政府的
‘·

合法性
”

问题

耿耿于怀
,

更不会去迫究

巴基斯坦原子弹之父阿 卜

杜勒
·

卡迪尔
·

汗及同伙扩

散核武器技术的法律贵任;

而对于以色列
,

美国在安

理会为它使用几十次否决

使他国
,

政权更迭和促进地缘安全利益

的工具
。

2 002 年 1月美国列出了可能进行

核打击的
“

黑名单
” ,

这个核计划将七个

国家
、

三种情况列为可能运用核武器的

目标
。 “

91 1
’,

事件后
,

美国人开始考虑改

变其
“

战略威摄
”

型的核战略
。

随后
,

布

什总统 20 02年1月 30 日
,

布什在
“

9
·

11
”

后第一次发表国情咨文时将伊拉克
、

伊

朗和朝鲜三个国索认作
.

”

邢恶轴心
” .

提

权
·

连个
“

核问题
’,

都不存在 ; 而对于伊

朗
,

则要坚决除之而后快
。

美国为伊朗
、

朝鲜等国家贴上
‘·

邪恶轴心
’·

的标签
,

不

允许它们拥有核技术
,

另一方面美国又拒

绝了中东无核化的建议
,

对自己的皿友以

色列发展核技术却采取默许的态度
。

这种

多重标准严重削弱了 《不扩散核武器条

约》的公信力
,

增加了伊核问题的解决难

度
。

所以说是美国的单边主义从而从根本

. 润脚哪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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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挑战了国际防扩散体制的基础
。

最后
,

更为重要的是
,

美国才是伊朗

核问题的始作俑者
。

20 世纪 50 年代末伊

朗就得到美国的帮助
,

开始研制核武器
。

197 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
,

援助被切断
,

接着就是持续8年的两伊战争
,

199 3年开

始
,

伊朗才慢慢在俄罗斯的帮助下发展

核技术
。

美国 2 003 年以后则一再指责伊

朗以和乎开发原子能为掩护
,

秘密研制

核武器
。

伊朗则坚持其核计划只是为了

和平目的
,

坚决否认美国的指责
。

美国以
“

伊朗研发核武器威胁美国安全
”

为由
,

将伊朗列为
“

邪恶轴心国
”

之一
,

不时举

起制裁或军事打击的大捧吓唬一下
。

美

国对伊朗的敌意加剧了伊核危机
.

总的说来
,

一方面美国自己在履行

核裁军义务问题上举步不前
,

甚至倒退 ;

另一方面美国不时以武力威胁别的国家
,

要求无核国家不扩散核武器
。

一方面美

国拒绝了中东无核化的建议
,

对自己的

盟友以色列发展核技术采取支持
、

纵容

的态度
,

对待不同采取不同的标准 ; 另一

方面美国甚至想剥夺伊朗和平利用核能

的权利
,

或者是附加种种苛刻条件
.

因

此
,

正是美国的单边主义才导致了美伊

互不信任及相互的敌意
,

这才是伊核问

题的真正原因
。

从这个愈义上说
,

解决伊

核问题的根本就是要维护伊朗的合法权

益及伊朗的安全关切
。

平剐摧巍绷映伊核问题的关键
美国的单边主义才导致了伊核危机

,

但伊朗本身也有着发展核武器的内在动

力
.

首先
,

伊朗不愿意放弃核活动有强大

的民意基础
。

据伊朗大学生民间调查中心
200 6年 2 月初的调查结果显示

,

8 5%的伊

朗民众支持发展核计划
。

8月号的美国《读

者文摘》刊登的一项调查显示
,

2钱的伊

朗人支持发展核武器用于自卫
,

一半以上

的受访者说
,

经济困难不应妨碍伊朗实施

核计划
。

其次
,

伊朗原本在中东就是实力

不菲的地区大国
,

如拥有核武器
,

那就更

是举足轻重
.

大国梦也是一个中等国家的

永值的追求
,

更何况伊朗有着几千年古国

文明及波斯帝国的荣耀 ! 最后
,

伊朗把坚

持拥有自主发展核技术的能力视为政权生

存的安全保障
。

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

美国已占领了周边的阿富汗和伊拉克
,

伊

朗始终面临着的围城之困
。

并且美国将伊

朗视为
“

无赖
’,

国家
,

甚至通过国会立法

大力资助伊反对派以图改变伊朗政权
。

伊

朗则从两伊战争
、

海湾战争
、

阿富汗战争

和伊拉克战争中得出了深刻教训
,

深感自

己安全环境之险恶
。

面对美国的极端敌

视
,

伊朗更加认定掌握能确保相互摧毁的

核技术才是自保的最可靠手段
。

所以伊朗

以
‘·

和平利用核能
”

为

掩护来秘密发展核武

器
,

企图恢复昔日的荣

光也便不难理解了
。

至

于伊朗何时发展核武

器
,

何时拥有核武器只

是个时机的问题
。

美国

的担心也是不无道理
。

因此要解决伊核问题
,

观察记者认为要从以下

几个方面来着手
。

首先
,

和平利用核

能是伊朗的权利
。

伊朗

领导人一再坚持和平

利用核能的权利
,

一再

强调自己严格履行《不

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义

务
,

并坚持认为核问题

应该在国际原子能机

构的框架内解决
。

没

错
,

根据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规定
,

缔约国享有不受歧视地为和平目的开发
、

研究
、

生产和利用核能的不可剥夺的权

利
,

但和平核设施应置于国际原子能机

构的国际保障之下
。

其次
,

伊朗也违反了国际法
。

联合国

及其安理会的决议是当今世界国际法及

国际规制的合法性的最重要的来源
。

19 58 年
,

也就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成立后

的第二年
,

伊朗随即加人了该机构
。

伊朗

政府又于 19 68 年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NPT) 诞生的当年签署并于 1970 年正式

通过了该条约
。

20 03年 12 月 18 日
,

伊朗

再次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附加议

定书
。

因此
,

伊朗拒绝停止浓缩铀活动不

仅违背了自己的承诺
,

失信于整个国际

社会
,

同时也违反了国际法
。

更为严重的是
,

伊朗的行为与国际

社会的核不扩散潮流相违背
。

核扩散问题

是关乎全人类共同利益
,

它关乎人类的未

来及生存安全
,

是人类避免核恐怖威胁的

根本举措
。

这也是中国
、

欧盟及俄罗斯乃

至中东的阿拉伯国家等均一致关切伊核问

题的根本原因
。

所以中国
、

欧盟
、

俄罗斯

与美国在这方面是有共同立场
。

最后
,

平行核查是解决伊核问题的

关键
。

实际上
.

在中东地区
,

只有以色列

真正拥有核打击能力
。

联合国监核会前

主席汉斯
·

布利克斯曾在联合国总部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

以色列
“

估计
”

已

经拥有 2 00 件核武器
。

阿盟秘书长穆萨 8

月 22 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对此批评说
, ’‘

有

关国家在核问题上对某一方采取强硬立

场
,

对另一方却视而不见 ,’o 美国在中东

核问题执行上刻意制造顾及了一方的愿

望而无视另一方的诉求的
“

不平衡
” ,

所

以说正是美国的单边主义才使得伊朗核

问题雪上加霜
。

相反
,

如果美国能尽快从

中东撤军
,

肯定能减轻伊朗等的安全关

切 ; 如果对伊朗和以色列进行平行核查
,

那一定减轻伊朗对美国的敌意 ; 建立
“

中

东无核区
’,

才是稳妥或者说一劳永逸地

解决中东核扩散的难题
。

说到底
,

就是美

国放弃在防扩散问题上的单边主义才有

可能真正解决伊核僵局
。

因此
,

解决伊核

问题的出路是平行核查
、

美国撤军和
‘’

中

东无核区
’,

的建立
。

而所有这一切的先决

条件是直接地对话
、

协商与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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