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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伊朗核危机透视

唐志超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亚非所中东室主任 )

今年 4 月 以来
,

因伊朗与欧盟双方围绕去年达

成的巴黎协议争执不下
,

伊多次威胁将恢复浓缩铀

活动
,

而欧盟则警告若此将把伊核问题提交安理会

讨论
,

伊朗核危机再次爆发
。

5 月 25 日
,

英法德三

国外长和伊朗代表在 日内瓦举行紧急谈判
,

欧盟承

诺将于 7 月底前拿出与伊谈判的一揽子新建议
,

并

支持伊加人世贸组织
,

伊朗也表示在此期间将继续

暂停恢复浓缩铀活动
,

这样危机又一次得以缓解
。

伊朗核问题表面上似乎只是核不扩散问题
,

实

质上则是美伊关系问题
。

伊斯兰革命前
,

美大力支

持时为美盟友的伊朗发展核技术并向其提供核研究

反应堆
。

197 5 年美伊还签署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

核合作协定
。

但伊朗发生
“

伊斯兰革命
”

后
,

美伊关

系走向敌对
,

美对伊核政策也出现 了逆转
。

26 年

来
,

美不断指责伊支持恐怖主义
、

反对中东和平进

程
、

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

并长期对伊实行制裁
,

公开表示要颠覆伊朗政权
。 “

9
·

n
”

后
,

美先将伊列

入
“

邪恶轴心
” ,

后又列人
“

暴政据点
”

黑名单
。

在美

看来
,

一个拥核伊朗的出现
,

不仅将对地区稳定和全

球防扩散机制构成
“

严重威胁
” ,

¹ 而且将对美
、

以

(色列 )的安全和利益构成重大威胁
,

中东
、

海湾
、

中

亚甚至南亚 的地缘政治和安全格局也将重组
。

此

外
,

核伊朗的出现实际上意味着美对伊长期政策的

失败
,

布什的大中东民主改造战略将面临严峻考验
。

因此
,

布什政府在伊核问题上有一条
“

红线
” : 即完全

弃核
—

不允许伊拥有核武器
,

也不允许伊发展民

用核能 (或掌握完整的核燃料处理技术 )
。

为迫使伊

弃核
,

布什政府不断加大对伊施压
,

尤其是伊拉克战

争后对伊朗的威胁言行一再升级
,

除寻求将伊核问

题提交安理会讨论以图对伊制裁外
,

还不时扬言要

40

以武力解决
。

布什政府尽管唱高调
,

但 目前对伊政策选择余

地很小
,

动武可能性不大
。

首先
,

美目前深陷伊拉克

泥潭
,

深受朝核问题困扰
,

分身乏术
。

而且
,

伊拉克

战后安全难定也告诫美
,

建立一个新政权远比推翻

一个政权艰难得多
。

其次
,

迄今为止
,

伊一直与 IAE A 保持合作
,

认EA 以及美中央情报局并未搜集到伊违反《核不扩

散条约》的确凿证据
。

于法于理
,

美希望推动联合国

对伊制裁或动武都难以赢得国内外支持
。

如对伊朗

动武
,

美恐难以再建立一个类似伊拉克战争时的
“

意

愿者联盟
” 。

目前
,

除以色列外
,

没有哪个国家希望

中东再发生一场大战
。

美铁杆盟友英国已明确表示

反对动武
。

今年 1月英国外交大臣斯特劳表示
,

在

劝说伊朗放弃拥有可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核技术问题

上
,

欧洲国家的原则是利用外交途径来解决
,

此外没

有其它选择
。

º

第三
,

伊朗实力远强于伊拉克
。

伊朗不仅国广

人众 (国土约 165 万平方公里
,

为伊拉克的近 4 倍
。

人 口约 7 (X X) 万
,

是伊拉克的 3倍多 )
,

民族和宗教情

绪强烈 (2/3 以上人口为波斯人
,

90 % 以上人 口信仰

什叶派 )
,

而且军事实力远胜于伊拉克
,

拥有相当强

的反制能力
。

伊 2(X) 1年从乌克兰购买的 12 枚射程

为 35 00 公里的 X 一 55 型巡航导弹
,

以及 自行研制的

射程近 2(X X) 公里的
“

流星
一 3”

改进型弹道导弹完全

可攻击以色列和驻海湾美军
。

伊还威胁若遭到打击

将阻断全球最重要的国际石油运输通道
—

霍尔木

¹
“

美国国务院谈伊朗核问题
” ,

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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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海峡
。

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官员穆赫辛
·

礼

萨伊称
: “

攻击伊朗就等于危及沙特阿拉伯
、

科威特
,

一句话
,

就等于危及中东石油
。 ’,

¹

第四
,

鉴于伊朗在伊拉克
、

阿富汗 以及黎巴嫩
、

巴勒斯坦具有很大影响力
,

若美对伊动武
,

伊朗的反

击可能使美陷人更大泥潭
。

事实上
,

美要想推进伊

拉克和阿富汗重建
,

推动中东和平进程
,

还不得不依

赖于伊朗的合作
。

最后
,

若美执意对伊核设施发动小规模的外科

手术式军事打击
,

可能适得其反
。

专家预测
,

由于伊

核设施分散很广
,

目标很难准确探测
。

军事袭击不

能彻底摧毁伊核设施
,

只能延缓其发展进程
,

后果是

伊可能更加义无反顾地坚持核选择
,

并加快核武化

进程
。

如此一来
,

美此前所有努力将前功尽弃
。

美

国
“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

研究副总裁称
,

没有一

个可行的军事选项能够一劳永逸地消灭掉伊朗生产

核武器的能力
,

或者在伊朗成立一个完全放弃获取

浓缩铀和分离怀能力的新政府
。

无论是伊拥核武时

间被推迟还是发生政权更替
,

都不能铲除伊朗核扩

散的根源
。

º

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和评估
,

布什政府被迫调整

了对伊政策
。

今年 2 月
,

布什在获得连任后访问欧

洲
,

与欧盟达成私下交易
,

美支持欧伊对话以换取欧

盟在伊拉克重建等其他问题上的支持
。

3 月
,

国务

卿赖斯发表声明
,

宣称美与欧洲国家一样希望通过

外交手段解决伊核问题
,

表示为推动欧伊谈判
,

美决

定不再反对伊朗申请加人世贸组织
,

并将考虑在个

案审议基础上允许欧盟等向伊出售民航飞机的零配

件
。

5 月 26 日
,

在提出加人世贸组织申请连续 23 次

被美否决后
,

伊朗终于被世贸组织 148 个成员一致

同意接纳为观察员
,

美国首次不再反对
,

并投 了赞成

厄互
7 」嘴 0

不过
,

美这一政策调整更多是无奈之举
,

是一种

策略性的而非战略性转变
。

美伊敌对 良久
,

绝非轻

易就可化解
。

况且在布什中东战略中
,

伊朗是民主

改造的主要 目标之一
,

也是
“

大中东计划
”

的重要一

环
。

除非伊内部发生根本性变化
,

否则美不会放弃

对伊改造
,

甚至更迭政权的政策目标
。

赖斯称
,

美改

变主张
,

同意支持伊申请加人世贸组织
,

但这并不预

示着美伊关系开始变暖
。

除核问题外
,

美伊间还有

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

美国同伊朗的斗争将是长期

的
,

美目标是让伊朗人民过上 自由的生 活
。

» 实际

上
,

布什政府对通过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伊核问题

持怀疑态度
,

对欧伊谈判并不抱多大希望
。

这也是

美拒绝欧盟提出的给予伊朗
“

安全保证
”

以及更多
“

奖励
”

要求的主要原因
。

因此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美

这一政策调整也是借力打力
,

有 自己的如意算盘
:
与

欧盟结成对伊统一阵线
,

力避伊朗对美打欧洲牌
,

离

间美欧
,

同时以此为契机重建大西洋两岸关系 ;尽量

延长伊浓缩铀冻结时间
,

放慢伊核步伐
,

为美争取时

间 ;这一姿态既可宣扬新一届布什政府放弃单边主

义
,

追求多边合作的
“

诚恳
”

心意
,

又可讨国际社会欢

心
,

赢得支持
,

从而将伊推到孤立境地
。

这一调整实

际上也是为下一步对伊采取更强硬行动如制裁
、

军

事行动等做铺垫
。

美寻求将伊核问题提交安理会的

努力并未放弃
,

一旦欧伊谈判失败
,

届时欧盟以及国

际社会将难以拒绝将之提交安理会讨论
。

目前伊朗核问题仍处于僵持之中
,

短期内恐难

以解决
,

暂时也不会急剧升级或达到冲突的地步
,

但

有可能长期化
。

以下几个因素将直接影响未来一段

时间伊核问题的解决前景
。

第一个因素是欧伊谈

判
。

伊朗在各大国中紧咬欧盟不放
,

力图以此为突

破 口
,

在欧美间周旋
,

牵制美国
,

的确抓住了重点
。

欧盟出于 自身外交理念以及政治
、

经济和安全利益

考虑
,

积极参与伊核问题的解决
,

数次化解了危机
,

发挥了主导作用
,

彰显了在危机处理中
“

欧盟模式
”

的优势
。

无论是欧盟还是伊朗
,

都不会轻易让谈判

失败
,

因为它不仅意味着伊朗被彻底孤立
,

而且标志

着欧盟外交的重大失败
。

目前双方矛盾焦点在伊朗

是否应彻底放弃浓缩铀问题以及如何提供
“

客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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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

上
。

从欧伊各自提出的多个建议看
,

双方都有退

让
,

存在达成妥协的可能性
。

第二个因素是美国
。

其实这也是欧伊谈判长期

僵持的根本原因
。

美欧在伊不发展核武间题上有共

同立场
,

但政策差异也很 明显
。

欧盟反对对伊进行

遏制和制裁
,

奉行积极接触与对话政策
,

承认伊地区

大国地位和政权的合法性
,

强调伊对自身安全关注

的合理性
,

并支持伊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
,

在此

基础上愿以政治
、

安全
、

经济和技术等鼓励措施换取

伊的合作与让步
。

这实际上与美对伊政策是对立

的
。

但是
,

伊核问题的解决取决于美国
,

而不取决于

欧盟
。

若没有美国的认可和支持
,

欧伊谈判即使成

功
,

伊核问题也不会得到解决
。

这也是欧盟强烈要求

美直接参与谈判以及给予伊安全保证的原因
。

但除

非美根本调整对伊政策
,

否则美对欧支持以及给予伊

朗的奖励措施都会很有限
,

难以使伊作出重大让步
。

事实上
,

从布什政府执政理念及风格看
,

寄希望于美

政策根本变化实际上是一种幻想
。

相反
,

一旦美在伊

拉克和阿富汗重建进程取得较大进展
,

朝核问题解决

的可能性增大
,

或者美认为伊核武发展已处于不得不

发的关键时刻
,

美对伊政策会再趋强硬
。

目前美国内

对伊政策的持续争论还未结束
,

主张对伊强硬与主张

接触和对话的两派谁占上风尚难下定论
。

美现时对

伊政策正处于犹豫难决的十字路 口
。

¹

第三个因素是伊朗
。

伊朗对目前自身战略处境

的评估是矛盾的
,

既有悲观
,

也有乐观
。

一方面
,

继

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两场战争 (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 )

后
,

伊四周都被美军包围
,

核问题使伊面临更大压

力
。

另一方面
,

对美国目前的处境
,

伊朗也看得很清

楚
,

认为对美仍有很多牌可打
,

美对伊军事打击也非

不可避免或迫在眉睫
。

甚至一些美国专家也认为
,

伊朗实际上是伊拉克战争的最大得益者
。

º 伊朗对

美筹码是增加了
,

而不是减少了
。

美对伊需求增加

了
,

而不是下降了
。

此外
,

伊运用能源外交等诸多手

段已大大加强 了与欧盟
、

俄罗斯
、

日本
、

印度以及伊

地区邻国的关系
,

这也使伊处于相对有利的外交地

位
。

伊在核问题上的不妥协态度也得到了国内大多

4 2

数民众的支持
。

不过
,

如美国一样
,

伊朗内外政策也

处于一个寻求变革的十字路 口上
。

» 对外政策方

面
,

伊一方面几乎成为唯一坚持与美正面对抗的中

东国家
,

并处于美国的围堵和前所未有的压力之下
,

另一方面其内部的务实力量正竭力融人国际社会
,

希望集中精力于经济发展
,

努力避免因核问题而导

致与外界对抗
,

遭到国际制裁或打击
。

¼ 从国内政局

看
,

一方面是保守势力地位重新得到加强
,

而伊改革

运动近年来正处于颓势
,

改革派先后在地方和中央

议会选举中失败
,

倡导国内改革和对外推行
“

文明间

对话
”

的哈塔米总统也将于 6 月总统选举后卸任
,

政

治派别斗争日趋白热化
,

气氛紧张
。

欧盟之所以选

择 7 月底再出台新政策
,

也主要是想等待伊总统选

举后再做评估
。

另一方面
,

尽管伊内部正面临重大

变化
,

但应该看到伊对外政策日趋温和
、

务实
,

意识

形态色彩淡化
,

国内政治和社会环境 日益民主
、

开

放
、

宽松和透明
,

这些大趋势难以逆转
。

即使在对美

关系上也是如此
。

在这次选举中
,

包括确定国家利

益委员会主席拉夫桑贾尼
、

前文化和高教部长莫因

等在内的多数总统候选人都强调希望改善与美茉

系
。

拉夫桑贾尼表示他会把美一伊关系问题放在首

位
。

改革派候选人穆因称
,

美国是伊朗外交政策的

最大挑战
,

伊朗必须与美国在两 国共同利益 的基础

上开始
“

没有调解人参加
”

的对话
。

½ 因此
,

对伊而

言
,

它正处于选择国家发展方向的前夜
。

外部环境

的变化尤其是美对伊的评估将不可避免地直接影响

伊核政策的选择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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