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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核问题及其对地区和大国关系的影响  

 
金良祥 

 

【内容提要】伊朗的核能力建设既有和平的一面，也涉及核不扩散问

题，但即使伊朗不突破红线，其核能力积累也具有深远的地缘政治影响，

包括改变中东地区激进和温和力量的对比态势、诱发美国加强联阿孤伊战

略以及为地区大国土耳其扩大影响提供平台等。在全球层次上，大国围绕

伊核问题的互动并不是它们相互关系之外的独立内容，而是 21 世纪初期兼

具合作和斗争双重特点的大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和自然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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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伊核问题是近年来核不扩散领域内的主要议题之一，而核不扩散问题

与气候变化、资源短缺、金融危机等共同组成了对全球国际关系具有全局

性影响的重大因素。或由于伊朗核能力提升本身所具有的一定程度的地缘

政治影响，或由于地区国家借助该问题扩大影响，伊核问题已经并将继续

影响中东地区国际关系。在全球层次上，大国在伊核问题上既有原则性的

共识和共同利益，也有关于解决伊核问题方法方面的分歧，伊核问题对大

                                                        
  本文是 2009 年度上海市社科规划一般课题“双层博弈下的两核危机：现状、前景及

我对策”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09JG501-BGJ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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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关系产生了两个方向相反的影响。一方面，伊核问题与其他全球性问题

一起成为促进大国之间频繁互动，并使大国关系趋于稳定的因素；另一方

面，关于解决伊核问题的分歧又使得大国之间分裂为美欧和中俄两大意见

相左的集团。 

 

一、关于伊朗核计划的性质 

 

自伊核问题成为热点以后，由于作为国际体系“领导者”的美国主要

透过美伊三十年敌对关系审视伊核问题，并极力按照其伊核外交需要塑造

国际舆论，国际社会对伊朗核计划的认识带有强烈的美国色彩。然而，伊

朗所从事的核能力建设，不仅有其顺利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现实考虑，

也是伊朗在核问题上对外部世界重重顾虑的必然结果。国际社会既要认识

到伊朗核计划潜在的不扩散问题，也要对伊朗的合理诉求予以尊重；既不

能过高估计伊核问题的严重性，也不能忽视其潜在的地缘政治影响。 

美欧国家怀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决心成为世界上第十个核国家”。①它

们认为伊朗是一个石油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因此没有必要发展核能项目，

而如果伊朗执意拥有核项目，那必然是出于非和平目的。这显然只是为伊

朗特意打造的逻辑。按照上述假设，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不必发展核能源，

不仅伊朗，而且俄罗斯，甚至美国核计划中和平利用核能部分亦是没有合

法性的，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有着丰富的石油资源。 

伊朗的有关行为虽违反了某些国际法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规定，但

并不足以作为认定伊朗核计划非和平性质的依据。在 2003 年以前，伊朗

并没有充分履行其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的义务，如未及时向国际

原子能机构通报其有关核活动等。2006 年以后，联合国安理会相继通过

                                                        
①
 James M. Lindsay and Ray Takeyh, “After Iran Gets the Bomb,”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0, 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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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个决议要求伊朗暂停铀浓缩及相关研发活动，但伊朗以这些决议因受到

西方大国的操纵而没有合法性为由拒不执行。尽管受强权政治等国际政治

因素的影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内容、要求和规定

不尽合理，但毕竟也代表了一定的国际民意，并成为保障国际社会一定程

度秩序的必要条件。 

自伊核问题成为国际热点以后，伊朗曾经作出过一些实质性让步。

2003 年 12 月 18 日，伊朗在欧洲三国斡旋之后，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

条约》“附加议定书”，承诺随时随地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其核设施进行

突击检查。2004 年 11 月 22 日，伊朗与欧洲三国达成《巴黎协议》，一

度暂停其铀浓缩活动达半年之久。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交的关于伊朗核计划

的报告应是判断伊核计划性质权威性文件。报告多次明确表示，根据现有

材料，国际原子能机构尚不能断定伊朗核计划的性质。① 

根据伊朗官方的公开立场判断，伊朗将可靠的掌握核燃料生产能力（铀

浓缩技术）视为其在核问题上的核心利益，或至少是不可让步的利益。核

技术不仅是制造不人道的杀伤性武器的必要条件，也是和平利用核能的必

要前提。伊朗认为，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签署国，伊朗也完全有权利

享受 20 世纪人类科技进步的成果。关于伊朗发展核能力的原因，伊朗官

方多次明确陈述，概括起来主要包括：第一，伊朗人口规模不断扩大，能

源需求不断增长，国内石油供应将难以满足要求；第二，经济上，核能计

划推广以后，伊朗可以出口更多的石油，由于核能比石油发电成本更低，

伊朗可以赚取更多的外汇；第三，发展核能可以缓解伊朗的环保压力。②  

                                                        
①
 See Transcript of CNN Wolf Blitzer’s Interview with IAEA Director General Mohamed 

ElBaradei aired October 28, 2007, available at 
http://www.iaea.org/NewsCenter/Transcripts/2007/cnn281007.html, and IAEA report by the 
Direct General, Implementation of the NPT Safeguards Agreement and Relevant Provisions 
of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1737 (2006), 1747 (2007),1803 (2008) and 1835 (2008) in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February 18, 2010. 
②
 关于伊朗发展核计划的意图，可参见「伊朗」贾瓦德·曼苏里（伊朗前驻华大使）：

“和平利用核能与维护正当权利——伊朗核计划”，《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 年第 10



 
                         伊核问题及其对地区和大国关系的影响 

 63   

在更深层次上，伊朗也担心大国强权政治将干扰其稳定和安全的核燃

料供应。2005 年 9 月 17 日，内贾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指出，不掌

握核燃料循环过程的和平利用核能是一种空洞的主张。①2007 年在接受德

国《明镜周刊》采访时，时任伊朗外长穆塔基也指出，“我们不能在投资数

十亿美元建设核电站后依赖其他国家为我们生产和供应燃料”。②言下之意

是，如果外部燃料供应因为政治问题被强行中断，所有伊朗的核电站将处

于瘫痪状态。 

当然，另一方面，伊朗的核能力，即使出于和平利用核能的范围之内，

也具有一定的国际政治影响。2009 年初，伊朗议长、前国家安全委员会

秘书长、前伊核问题首席谈判代表拉里贾尼对日本进行了一次意味深长的

访问。其间，拉里贾尼表示，伊朗在核问题上将走日本的道路。③日本虽不

是一个核大国，但国际社会公认，如果需要，日本将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

内制造出核武器。④伊朗强调将要走日本的道路，也就意味着，伊朗将最大

限度地进行能力积累，但不会轻易跨越红线，即进行核试验。考虑到拉里

贾尼的特殊政治影响力及其特殊的身份，⑤这一立场应比较接近伊朗在核问

题上真实的最高目标。 

尽管伊朗一再声称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因

                                                                                                                                 
期，第 56-58 页；李国富：“伊朗核问题的症结与前景”，《国际问题研究》，2006 年第

5期，第 48-49 页。 
①
 Mahmoud Ahmadinejad’s speech at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September 17, 2005, New 

York. 
②  Spiegel Interview with Iran's Foreign Minister, “We Warned the United States,” March 26, 
2007, available at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world/0,1518,473862,00.html. 
③ “Iran’s nuclear program will follow Japanese model: Larijani,” Tehran Times, February 25, 
2010. 
④ See Bernard Gwertzman’s interview with Robin Wright, Joint Senior Fellow, U.S. Institute 
of Peace and 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 “Iran Nuclear Talks A 
Widening Chasm,” available at 
http://www.cfr.org/publication/23574/iran_nuclear_talks.html?cid=rss-analysisbriefbackgrou
ndersexp-iran_nuclear_talks__a_widening-120810. 
⑤
 关于拉里贾尼家族在伊朗政坛的影响，可参见 Robin Wright, “Will Iran’s Kennedys’ 

Challenge Ahmadinejad?” Time, August 17,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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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际政治历史中有着太多的不遵守承诺的案例，但伊朗要走上核军事化

道路也并非易事。作为一个有理性的民族，伊朗很清楚，如果伊朗走向核

军事化道路，它将付出高昂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代价。更何况，作为不扩

散核武器条约的缔约国，伊朗必须首先退出该条约。另外，与朝鲜多次公

开声称要发展核武器的立场不同，伊朗最高领袖和总统多次明确表示伊朗

不会发展核武器。这些承诺虽然并非不可逆转，但任何违背这一誓言的行

为需要高超的自圆其说的能力，更将是对领袖和总统威信的打击。总之，

无论是其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缔约国地位，还是其领袖的威信，都将是伊

朗核军事化的内在制约因素。 

只要不进行核试验，不将高纯度的浓缩铀用于制造核武器，伊朗核计

划便处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认可的和平利用核能的范畴之内，但随着铀

浓缩能力的提升，其地缘政治影响将相应发生变化。一般认为伊朗已经生

产了数吨纯度为 4%-5%的浓缩铀，而伊朗官方声称其已经具备纯度为

20%的浓缩铀生产能力，未来伊朗核能力可能会进一步发展至能够制造核

武器。随着铀浓缩能力的提高，伊朗制造核武器的可能性也就相应上升，

美国以及其他与伊朗敌对的国家所能感受到的安全风险也将必然上升。这

也就是伊朗核问题之所以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基本原因。 

 

二、伊核问题与中东地区地缘政治格局 

 

伊核问题对中东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已经、并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

伊朗核能力提升本身作为变量可能改变中东地区的力量对比格局，地区内

和地区外国家对这一前景的预判进一步诱发了新一轮地区力量的分化组

合。不仅如此，一些一度边缘化的地区大国亦积极利用伊核问题扩大本国

的地区和国际影响力。 

（一）伊朗核能力的提升将改变中东地区激进和温和力量的对比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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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学术界有两种方法划分中东地区力量。传统的方法倾向于以种

族和民族为界线将中东视为由阿拉伯世界、以色列、伊朗和土耳其组成的

地区。然而，美国和欧洲等西方国家依据其利益需要倾向于将中东地区划

分为温和或亲美力量和激进或反美力量。其中前者主要包括以色列、埃及、

约旦、海湾阿拉伯国家以及以阿巴斯为首的巴勒斯坦温和力量等，主要为

美国推行其中东战略的倚重对象；后者主要包括伊朗、叙利亚、黎巴嫩真

主党以及巴勒斯坦哈马斯等，是美国的主要打击目标。两派之间的斗争构

成了冷战结束以后中东地区矛盾的重要特点，而 2006 年夏季的黎以冲突

则被普遍视为两种力量，特别是伊美之间暗中角力的集中体现。 

由于经济全球化，伊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一起作为全球经济链条中的

资源生产国已经成为具有全球影响的国家。“9·11”事件以后，美国先后

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分别推翻了敌视伊朗的塔利班和萨达姆政权，

进一步突出了伊朗在地区内的优势地位。如果伊朗成功地突破了制造核武

器的技术限制，或者有接近制造核武器的能力，随着伊朗实力的提升，中

东地区的力量对比态势就将会发生有利于激进派而不利于亲美派的变化。 

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最重要的盟友，保护以色列的安全一直是

美国在中东的重要利益。然而，一旦伊朗的核能力得到提升，以色列所拥

有的核威慑力将会被极大地抵消。这一考虑也成为以色列极力游说国际社

会阻止伊朗核计划的战略动力。①主要以逊尼派为宗教背景的海湾阿拉伯国

家，虽然因为掌控着国际石油市场的命脉而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力量，

但是在安全上却不得不依赖美国的保护。伊朗一直强调海湾地区安全事务

应由该地区国家决定，外部大国不应干预。②伊朗实力的提升不仅将进一步

改变海湾地区的力量平衡，而且将直接冲击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架构。 

                                                        
① 参见王京烈：“伊朗核问题与中东地缘政治”，《阿拉伯世界研究》，2009 年第 4 期，

第 8 页。 
② “Tehran insists on Persian Gulf security through regional interaction,” Tehran Times, 
November 24,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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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核军事化的伊朗必将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威信造成致命的打击。

美国两位研究中东问题的主流学者指出，伊朗一旦进入核俱乐部，美国的

“朋友和敌人将公开质疑美国政府处理中东事件的能力和决心。朋友将疏

远华盛顿；敌人将更加咄咄逼人地挑战美国的政策”。①此言虽有夸大伊核

问题严峻性之嫌，但的确表明了美国的真实担忧，也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

伊核问题的潜在地缘政治后果。 

（二）伊核问题诱发美国加强联阿孤伊战略并以此作为应对伊核问题

的重要措施之一。上任之初，奥巴马政府将缓和与包括伊朗在内的伊斯兰

世界的关系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为此，奥巴马总统曾经在土耳其

发表讲话，声称“美国与伊斯兰世界永不再战”，②在开罗大学演讲时，承

诺在“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发展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③就美伊

关系，奥巴马专门指出，美国“有勇气、正气、决心”消除美伊之间数十

年的不信任。④ 

然而，随着美伊矛盾的发展以及美国强硬声音的上升，美国的缓和政

策重新回归小布什政府后期推行的联合阿拉伯世界、孤立打击伊朗的战略。

进入 2010 年以后，孤立伊朗并迫使伊朗在核问题上作出实质性让步成为

奥巴马政府中东政策的重要内容。此举也有着更为深远的考虑。尽管美国

在伊朗是否能够掌握铀浓缩能力以及多大程度上拥有此种能力等问题上三

缄其口，但美国迫使伊朗放弃铀浓缩能力的企图日趋渺茫。美国认为其不

得不着手准备应对核武化的伊朗。 

尽管奥巴马政府仍然将叙利亚和伊朗视为一类国家，但更倾向于实施

争取叙利亚的政策。他认为外交加上压力可能促使叙利亚由激进转向温和，

这将有助于孤立伊朗。自 2008 年以来，美国民主党的一些重要人物频频
                                                        
①  James M. Lindsay and Ray Takeyh, “After Iran Gets the Bomb,”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0, p.34. 
② Barack Obama’s remark to Turkish Parliament, April 6, 2009, Ankara. 
③ Barack Obama’s speech at Cairo University, June 4, 2009, Cairo. 
④ Barack Obama’s speech at Cairo University, June 4, 2009, Cai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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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叙利亚，表明奥巴马政府正在积极酝酿改善与叙利亚的关系。2008

年 4 月 18 日，美国前总统卡特访问中东，将叙利亚作为其中东之行的重

要一站。2009 年 2 月，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主席约翰·克里与美国会代表

团一起访问了叙利亚。2009 年 6 月中旬和 7 月下旬，美国中东问题特使

米切尔两度访问叙利亚。此外，2009 年 7 月下旬，奥巴马政府取消了部

分对叙利亚的制裁。这些重大的外交行动意味着美国对叙利亚的政策已经

从打压转变为拉拢，其目的则是削弱中东激进势力的影响，孤立伊朗。 

2010 年初，内塔尼亚胡二次出任以色列总理，左翼工党加入其执政

联盟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变以内阁的右翼色彩，中东和平进程的前景更加暗

淡。巴勒斯坦内部，巴民族权力机构与哈马斯分别坐拥约旦河西岸和加沙

地带，分治局面出现长期化的趋势。尽管条件并不具备，但奥巴马政府依

然极力推动巴以和平进程。2010 年 9 月，在美国的推动下，巴以和谈由

间接谈判过渡到直接谈判。美国试图通过在阿拉伯世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上

有所作为，改变美国的形象，并为构筑孤立、遏制伊朗的阵线创造条件。 

美国还积极在军事上应对可能核武化的伊朗。2010 年 10 月 20 日，

美国政府官员宣布，美国计划向沙特阿拉伯销售大批战斗机、直升机等军

事设备，价值接近 600 亿美元。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军事事务的助理国务

卿安德鲁·夏皮罗与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亚历山大·弗什

博接受记者提问时，没有否认军售对于遏制伊朗的意义，并进而指出，向

沙特出售这些军事设备有助于美国实现其外交目标，加强美国在中东地区

利益的安全。① 

（三）伊核问题为地区大国土耳其提升地区和国际影响力提供了平台。

地区大国也积极利用伊核问题扩大本国的影响力，土耳其便是一例。冷战

                                                        
① Andrew J. Shapiro, Assistant Secretary, Political-Military Affairs and Alexander Vershbow,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riefing on Pending Major 
Arms Sale, Washington, DC, October 20,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state.gov/t/pm/rls/rm/14974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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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土耳其一度对中东伊斯兰世界的事务持相对超脱

的姿态，而是将加入欧盟和扩大在中亚地区的影响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基本

方向。然而，在接连遭受挫折之后，“土耳其出于本国利益考虑开始调整对

外政策，探寻多元外交路线，日益重视发展与非西方国家特别是中东伊斯

兰国家的关系”。① 

伊朗核问题为一度陷入战略茫然境地的土耳其思谋重登地区和世界舞

台提供了一次重要的机遇。2010 年 5 月，土耳其和巴西一起与伊朗签署

了关于伊核问题的核燃料交换协议，将土耳其作为交换地点。②2010 年 6

月 9 日，土耳其作为非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安理会 1929 号决议中投了反

对票，显示了其敢于与美对抗的勇气。2010 年 12 月 7 日，关于伊核问题

的日内瓦会谈决定将于 2011 年 1 月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进行下一轮会

谈。至此，土耳其在一个涉及地区安全前景的重大问题上发出了强有力的

声音。如同派遣加沙人道主义救援船一样，土耳其在伊核问题上的外交极

大地提升了其在中东和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 

 

三、伊核问题与大国关系 

 

各大国在如何解决伊核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合作、协调则是大国围绕

伊核问题进行互动的主要特点。大国围绕伊核问题的互动并不是它们相互

关系之外的独立内容，而是 21 世纪初期兼具合作和斗争双重特点的大国

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和自然延伸。 

（一）大国在伊核问题上的共识和共同利益是维系大国关系稳定的重

要因素之一。大国均认识到，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核扩散的风险相

应提高，掌握核武器技术的国家越多，世界将更不安全。更何况，如果不

                                                        
① 邓红英：“土耳其外交转型析论”，《现代国际关系》，2010 年第 10 期，第 21 页。 
② “Iran, Turkey, Brazil agree on nuclear deal,” Tehran Times, May 18,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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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阻止，伊朗核能力的提升有可能进一步刺激其他中东国家发展核能力

的抱负，①从而使原本脆弱的中东地区安全形势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在伊

核问题上，大国又有着共同的利益。美国将伊朗核能力的提升视为对其国

家安全、其主导的地区安全秩序以及重要盟友以色列安全的重大威胁；欧

洲、俄罗斯和中国与伊朗在地理上接近，都不愿意其周边地区出现新的有

核武器的国家。 

正如大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已经达到了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的程度，从

而成为稳定大国关系的压舱石一样，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伊核等核不扩

散问题与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等全球问题日益严峻，“强化了主

要大国之间相互依存的利益纽带，提高了大国合作应对的紧迫感，协调合

作成为大国关系的主导面……”。②从中美两国元首的多次会晤，到中美战

略与经济对话，再到美俄之间领导人峰会，伊核问题作为不扩散议题一直

是高层外交的重要内容。 

有关伊核问题的英法德三国机制最后于 2006 年初发展成为包括美中

俄等国在内的六方机制，反映了大国在核扩散方面的共同诉求。中俄两国

加入该机制，固然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美欧担心伊朗利用分歧离间大国，③但

其基本原因则是中俄均将防扩散视为涉及其切身利益的国际责任。尽管中

俄对于美欧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朗实施制裁的政策持有异议，但最终并

未阻止安理会决议。 

同时，迫于协调伊核问题立场的需要，大国、特别是美国对其他大国

的重要国家利益也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尊重，或至少在一些涉及其他大国

利益问题上保持了一定的克制。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提出在欧洲部署导

                                                        
① 参见唐志超：“中东国家核竞赛加剧及其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07 年第 1 期，

第 45-48 页。 
② 陈东晓：“国际安全格局的演变及中国与大国关系的机遇和挑战”，《国际问题研究》，

2010 年第 6 期，第 35 页。 
③ Henry Kissinger, “A Nuclear Test on Diplomacy,”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16,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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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防御体系，此举将极大地危害俄罗斯的安全和战略利益。然而，为了不

至于恶化美俄关系，破坏大国在伊核问题上的协调，奥巴马政府上任不久，

便很快取消了上述计划。中美关系方面，2009 年末和 2010 年初，出于

国内政治需要，奥巴马作出了若干损害中国利益的行为，包括会见达赖、

谷歌事件等，导致中美关系急剧恶化。事后，奥巴马政府立即派遣两名高

官访华以修补中美关系。美国不愿意因中美关系恶化影响大国在伊核等重

大问题上的一致行动。 

总之，对于大国关系来说，类似于伊核等“议题合作还具有在分歧突

出时起到缓和甚至化解矛盾的特殊作用”，也即“多边促双边”的效应。①当

然，各大国在伊核问题上又存在分歧，主要表现在解决方法方面，即如何

防扩散、如何解决伊核问题。美欧经历最初的分歧之后逐渐统一了立场，

即通过制裁迫使伊朗作出实质性让步，而中俄主张以和平和外交方式解决

伊核问题。 

（二）大国在解决伊核问题手段方面的分歧，导致大国分裂为两大意

见相左的集团。首先，围绕伊核问题，美欧立场由分歧转变为接近，伊核

外交加速了跨大西洋关系的弥合进程。尽管后来伊核问题成为美国的安全

议题，但伊核最初成为热点则是与美国改造中东的战略紧密相关的。美国

在伊拉克战争中的阶段性成功极大地助长了美国继续以武力方式推动中东

民主化进程的雄心，伊朗伊斯兰政权因其反美特点首当其冲地成为美国的

重点目标，而伊核问题，如同美国所声称的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

一样，成为美国寻找战争合法性的突破口。 

欧洲主要从社会安全和经济角度审视伊核问题。一场新的以推翻政权

或解决核问题为目标的地区战争不仅将危及欧洲在中东地区的经济利益，

而且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动荡和不安，所产生的难民将严重影响欧洲的就业

                                                        
① 杨洁勉：“新时期中美合作的动力和阻力——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的对弈”，《国际问

题研究》，2010 年第 5 期，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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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势和社会稳定。为防止美国再次诉诸武力，危及其利益，欧洲国家意识

到必须向美国和国际社会证明其规范性外交作为一种替代能够取得更好的

效果。因此，自 2003 年下半年以后，欧洲国家积极主动展开外交斡旋。

2003 年，英、法、德三国外长联袂访问伊朗，并促成伊朗签署了不扩散

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2004 年，伊朗签署巴黎协定，阶段性暂停铀浓

缩及有关核研发活动，同时，欧洲在此期间提交一封关于保障伊朗和平利

用核能权利的方案。 

尽管欧洲三国的外交斡旋与美国的武力解决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并为

以外交方式解决伊核问题作出了积极的尝试，但是随着伊核问题的演进，

不仅美国，而且欧洲三国亦不得不逐渐放弃其各自原有立场，最终形成了

比较统一的意见，即以制裁和谈判双轨战略促使伊朗让步。导致这一变化

的原因有二：一是进入 2004 和 2005 年以后，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大战场

内乱不止，战争的后遗症不断暴露，军事手段的局限性不断显现，而 2007

年的次贷危机和 2008 年的金融海啸进一步导致美国的战略资源急剧缩

水，美国无力再度以军事手段解决另一个中东问题。 

二是 2005 年内贾德出任伊朗总统之后，伊朗的政策趋于强硬。由于

“9·11”事件以后，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趋于恶化，特别是由于哈

塔米政府与美国缓和的政策没有得到小布什政府的积极回应，伊朗政治急

速右转。2005 年 8 月，伊斯兰民族主义代表人物艾哈迈迪·内贾德出任

伊朗总统。伊朗政治的右转，以及此前欧洲国家提交了一份没有满足伊朗

要求的关于解决伊核问题的方案，两者共同作用，使得伊朗的立场趋于强

硬。上任不久，内贾德便恢复了相关核研发活动，并拒绝暂停。 

由于欧洲所提出的规范性外交在美伊复杂矛盾所造就的伊核问题检验

中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也由于美国认识到单边主义和过于依赖硬实力的战

略并不能解决中东问题，美欧立场历经伊拉克战争和伊核问题，逐渐从分

歧走向联合。而制裁作为一种折中手段逐渐演变为美欧之间关于解决伊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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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共识。在美欧看来，不仅前车之鉴不允许中东地区再度发生战争，

而且类似于无所作为的外交也不足以阻止伊朗积累核能力的步伐。 

其次，中俄观察伊核问题的视角有所不同，但基于共同的原则立场，

形成了某种形式的联盟。俄罗斯主要从经济和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待伊核问

题。经济上，俄罗斯将与伊朗的核能合作作为其资金的重要来源。正是前

苏联解体之后所面临的经济窘境促使俄罗斯与伊朗于20世纪90年代签署

关于合作建设布什尔核电站的协议。另外，俄罗斯也将自己视为伊朗未来

核能项目的潜在合作伙伴。地缘政治上，俄罗斯也不愿意看到伊核矛盾激

化导致美国以军事手段解决伊核问题，从而从南面接近甚至进入其传统的

势力范围。无论是出于经济考虑，还是出于地缘政治原因，俄罗斯都不愿

意看到地区战争的前景。 

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提出并积极实践和平发展和和谐世界外

交理念。具体在伊核问题上，中国主张维护不扩散体制、尊重伊朗和平利

用核能的权利以及以和平和外交方式解决伊核问题。中国关于和平解决伊

核问题的立场首先是出于其长期恪守的外交传统和原则。自近代以来，中

国曾多次遭受西方列强的武力凌辱和制裁打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中国不希望其他国家面临类似遭遇。同时，中国亦将和平解决伊核问题视

为其构筑和平稳定国际环境外交活动的一部分。 

尽管中俄两国在伊核问题上有着不同的视角和利益诉求，但在原则上，

中俄两国都是和平和外交方式解决伊核问题的坚定主张者。以和平和外交

的方式解决伊核问题的共同主张促成了中俄双方某种形式的联合。2006

年，有关伊核问题的六方机制得以形成，原因固然在于美欧防止中俄被伊

朗离间的真实心态，但两国加入上述机制同时也反映了它们参与协调并推

动以和平和外交方式解决伊核问题的基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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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l logic of the street politics, we can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ailand's street politics, thus taking effective measures to 
maintain political stability in changing society. 
 
Iran Nuclear Issue and Its Implications to the Region and Major 
Powers 
JIN Liangxiang (60) 
By its nuclear program, Iran does have considerations for peaceful use of 
nuclear energy despite some outstanding questions. Iran's growing nuclear 
capability will produce long and profound geopolitical implications even Iran 
would not break the redline. With the increasing of Iran's capability, the power 
structure in the Middle East will change in favor of the radicals or 
anti-American forces. The U.S. has stepped up its paces to forge a united front 
with Arab countries to isolate Iran both to press for Iran's compliance and to 
prepare for the potential danger of Iran's proliferation. Major power 
interactions around the Iran nuclear issue is one part of their relations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21st century.  
 
Probe on Cultural Diplomacy of Shanghai Expo  
XU Bo (73) 
The World Expo owes it reputation to “An Olympic festival of economy, 
technology and culture”. It is an important platform of cultural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and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for countries across the world to push cultural diplomacy. Shanghai Expo 
attaches “Integration of Urban Multi-cultures” as a sub-theme to the theme of 
“Better City, Better Life”, which underlines integration of the multi-cultures 
and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s. The cultural diplomacy of the Shanghai 
Expo that lasted for half a year has achieved great success and greatly 
advanced China’s communication and dialogue with the world, improved 
China’s international image, enhanced China’s ability of cultural diplomac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