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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 巴 马 政 府
在 伊 朗 核 问 题 上 的 困 局 浅 析

*

岳汉 景

  内容提要  在伊朗核问题上, 美国乔治 #沃克#布什政府对伊朗采取的强制性外交政策
并没有取得明显成效。在愈益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 如果奥巴马政府延续布什政府的政策而

不作变通, 则同样会失败。军事打击手段或 /不作为 0 政策虽然都是奥巴马政府在伊朗核

问题上的选项, 但两者都不可取。在此情形下, 奥巴马政府从伊朗核问题的本质 ) ) ) 美伊敌
对关系入手, 表现出与伊朗进行接触的友好姿态。但由于两国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战略

目标上有根本性矛盾, 两国关系的显著改善远非朝夕之事。因此, 在伊朗核问题上, 奥巴马

政府仍难以摆脱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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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岳汉景, 博士、安徽财经大学政治学院讲师 (蚌埠  23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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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

起, 美国一直对伊朗采取高强度、制度化的遏制

政策, ¹ 伊朗核计划也因此受到美国及其盟国的

关切, 逐渐向 /问题 0 方向发展和转化。冷战

结束后, 美国 /一超独大0, 伊朗核计划正式成

为问题。及至乔治 #沃克#布什º政府时期 /问

题0 危机化了。» 布什政府在伊朗核问题上采取

强制性外交政策, ¼ 但收效甚微。奥巴马政府上

台以来, 鉴于伊朗核问题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重

要地位, 自然不得不接过这一 /烫手山芋0。如

何应对伊朗核问题, 对奥巴马政府仍是一个严峻

考验。

强 制 性 外 交 政 策 难 以 为 继

布什上任伊始就对伊朗实施强制性外交政

策。尽管九一一事件后伊朗对美国表现出友好姿

态, 并在美军进攻阿富汗时给予一定的支持, 但

2002年 1月布什总统还是把伊朗列入 /邪恶轴

心0 国, 指责其支持恐怖主义和生产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同年 3月, 美国国防部在提交给国会

的 5核态势评估报告 6 中, 又把伊朗作为美军

在紧急情况下实施核打击的 7个目标国之一。½

同年 8月, 伊朗核问题升温后, 布什政府以向伊

朗提供轻水反应堆、稳定的核燃料供应、经济技

术援助等为诱饵的同时, 更是综合运用诸如制

裁、孤立、政权更迭、军事威慑等强制性外交手

段, 试图迫使伊朗一劳永逸地放弃铀浓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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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收效甚微, 伊朗核问题依然 /高烧不退0。

由于美国缺少表明伊朗进行铀浓缩活动是出

于军事目的的确凿证据, 且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执

行双重乃至多重标准, 而伊朗是 5核不扩散条

约6 成员国, 并于 2003年加入了 5核不扩散条
约6 附加议定书, 因此对伊朗强化经济制裁缺

乏充分的法理依据和道义支撑。同时, 伊朗是一

个油气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 并有较大的地缘政

治优势, 对欧洲大国及中、俄、印、日等国家或

其大公司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德、英、法、意、

奥等欧洲国家与伊朗的经贸联系和能源交往密

切, 德国是伊朗的第一大贸易伙伴。¹ 美国主导

的北约东扩、/大中东计划 0、颜色革命、驻军中

亚、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等霸权政策严重威

胁到俄罗斯的利益, 使俄、伊两国共同利益加

大, 伊朗日益成为俄罗斯对美国讨价还价的一张

大牌。阿拉伯国家历来主张把伊朗核问题与实现

中东地区无核化目标相联系, 不主张甚至反对制

裁伊朗。拥有 118个成员国且占世界 55%人口

的不结盟运动也支持伊朗的民用核活动。º 上述

情况的结果是, 美国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的企图

很难实现, 即便能实现, 也无法取得实质性的预

期效果。

与此同时, 美国的孤立政策也陷于尴尬:

2005年, 伊朗成为上海合作组织观察员国;

2007年 10月, 伊朗成功主办了第二届里海沿岸

国家峰会, 时任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会»; 2008年

4月, 美国一直反对的伊朗 -巴基斯坦 -印度天

然气管道项目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¼ ; 同年 12月,

天然气出口国论坛正式成为组织, 伊朗为该组织

创始国之一。½ 而且, 美国孤立伊朗, 拒绝无条

件与伊朗进行高级别对话和其他往来也不利于推

动西方式自由、民主在伊朗乃至在本地区的发

展。美国的孤立政策还在一定意义上符合伊朗保

守强硬派的意愿, 他们一直主张维持对美国不战

不和的状态。

布什政府和平演变式的对伊朗政权更迭政策

同样被事实证明事与愿违。因为这种政策极易唤

起伊朗人民对 1953年美国在伊朗实施政变阴谋

的回忆, 从而在客观上激发了他们的民族主义情

绪, 这正好有悖于该政策所要达到的目标。美国

通过该场政变推翻了主张石油工业国有化的伊朗

民选总理摩萨台。而且政权更迭政策为伊朗政府

提供了进行政治压制的借口, 使伊朗的保守强硬

派更加得势, 但却给伊朗的改革派等势力造成很

大麻烦。伊朗的保守强硬派人士因害怕在伊朗爆

发天鹅绒式的革命, 而严厉拒绝学者、记者、政

治活动分子等与美国同行接触, 也对美国人在伊

朗的活动进行更多的限制。

布什政府在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后, 又于 2003

年 3月 20日发动了伊拉克战争, 以进一步巩固美

国的独霸地位。但事态表明, 在伊拉克、阿富汗

这种民族、宗教、社会历史等状况极其复杂的国

家, 推翻一个政权容易, 而重建一个新政权, 并

使之与其他社会力量和社会成员之间建立稳定的

政治权威与服从关系 ¾却绝非易事。美国在深陷

伊拉克、阿富汗局势泥沼的现实情况下, 继而发

动一场对伊朗的战争显然力有未逮, 因为伊朗比

遭受十多年制裁之苦的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和饱受

战乱折磨的阿富汗要强大得多。因此, 美国对伊

朗军事威慑的效度也相当有限。¿ 军事威慑在伊

朗激发了民众对伊朗政权更大的支持, 但却在国

际上招致更多的反美声浪。而且, 军事威慑还有

可能促使伊朗加快核技术研发的步伐, 以至退出

5核不扩散条约 6。
当时, 美国前总统布什的强制性外交政策已

陷入窘境, 伊朗非但没有放弃铀浓缩活动, 还不

断增加离心机的数量, 提高浓缩技术。在国内经

历严重金融危机的新的困难形势下, 如果奥巴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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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推行布什政府在伊朗核问题上的政策, 也注

定难逃失败的命运。

军 事 打 击 政 策 可 行 性 不 足

以军事打击手段解决伊朗核问题, 虽然似曾

列入美国和以色列决策者的议事日程, 但可行性

不足, 对奥巴马政府而言更是如此。

首先, 从军事打击的国际与国内支持方面来

看, 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包括美国及其盟

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正全力以赴应对金融危机, 把

恢复发展本国经济, 维护因金融危机而受到威胁

的国内社会稳定作为对外政策的归宿。大多数美

国民众已对伊拉克战争的后果表示不满, ¹ 更不

会支持对伊朗开战。这就是说, 美国对伊朗军事

打击缺少我国古代孙子所称的 /道 0。 /道者,

令民与上同意也, 故可以与之死, 可以与之生,

而不畏危也。0º 中国、俄罗斯、阿拉伯国家等

历来公开主张以外交手段解决伊朗核问题, 反对

经济制裁, 更不用说对伊朗动武了。非但如此,

美国政府应该感受到 /伊拉克战争激起中东以

至全球反美情绪迅速增长0»。

其次, 从军事打击的能力与效果方面来看,

美国或许有能力发动一场旨在推翻伊朗现政权的

大规模战争, 却无力通过军事占领伊朗建立一个

稳定的亲美政府, 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伊朗核问

题。因为, 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已

使自己在财力和兵力上捉襟见肘。最近一两年,

伊拉克局势虽表面看来有点好转, 但阿富汗的安

全形势却日益恶化, 并已严重威胁到巴基斯坦的

安全, 给世人留下了 /反恐, 反恐, 越反越恐 0

的印象。美国在伊拉克及阿富汗的困局给美国的

/横向国家信誉 0¼ 造成重创, 而美国在 2008年

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军事冲突中对俄罗斯相对软弱

的表现又有损于其 /纵向国家信誉 0, 要知道按

照美国的标准, 在那场冲突中, 俄罗斯分裂了格

鲁吉亚, 是地地道道的侵略者。随着美国国家信

誉的降低, 美国的国际动员能力也减弱了。对美

国大规模军事打击能力与打击效果的分析, 只有

联系打击对象的能力才有意义, 而伊朗的实力比

较强大。伊朗经济力量不容忽视; 军事力量不可

小觑, 特别是导弹技术水平较高, 已能够自主研

发、生产; 幅员 3倍于伊拉克且地形复杂; 人口

7 000万, ½ 伊朗国民深受宗教影响, 凝聚力很

强, 因波斯帝国的辉煌而具有很强的民族自豪

感, 且普遍认为进行核开发是伊朗不可剥夺的权

利。而且伊朗政局较为稳定, 反政府势力对政府

构不成实质性威胁。因此, 美国也许有能力通过

大规模军事打击推翻伊朗政府, 但却会因无法建

立一个得到民众支持的亲美新政府而深陷泥潭。

即使进行核打击, 美国也无法取得最后胜利。况

且, 美国在公开场合表示并不反对伊朗人民, 而

如果进行核打击, 则必定殃及大量平民。

诚然, 美国完全能对伊朗的核设施实施外科

手术式空中军事打击, 但其效果却很值得怀疑,

因为伊朗的核设施众多, 且比较分散, 有的公

开、有的隐蔽, 很难准确定位。即便准确定位了

能否有效摧毁也是个未知数。即使能够有效摧

毁, 却无法阻遏伊朗继续核研究的决心, 也无法

使伊朗已经掌握的核技术消失。外科手术式的军

事打击可以使伊朗的核研发退一步, 却可能很快

进两步。

最后, 从军事打击的可能后果来看, 不管美

国实施何种军事打击, 都会遇到伊朗的反击。伊

朗会利用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攻击以色列, 以此凝

聚国内支持力量, 并激发阿拉伯国家乃至更加广

泛的伊斯兰世界对伊朗的同情与支持和对美国的

反感与痛恨; 在伊拉克、阿富汗煽动尽可能多的

暴乱, 打击驻扎在这两个国家的美军; 封锁霍尔

木兹海峡, 破坏油轮, 使油价大涨。而且, 军事

打击还将把这仇恨深深植入伊朗民众的心中,

/甚至不满神权统治, 渴望西方民主的伊朗年轻

人, 看到自己的国家被破坏和羞辱也会变得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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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 0¹。这就使美国更难从中东脱身, 而美国

的潜在挑战者却从中渔利, 它们在其他地区挑战

美国的利益, 从而进一步削弱美国在世界上的地

位。如果美国利用以色列实施对伊朗的军事打

击, 后果也是一样, 因为美国难逃干系。

/ 不 作 为 0政 策 不 可 取

既然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强制性外交政策难以

为继, 军事打击政策缺乏可行性, 那么对伊朗核

问题实施不作为政策如何呢? 在美国认定伊朗进

行铀浓缩活动主要出于军事目的这一前提下, 放

任政策有悖于美国的中东战略目标。

美国对中东战略的目标是: 保证中东石油供

应的稳定、保护以色列的安全、推动巴以和平进

程、保护温和的阿拉伯国家的安全、促进中东民

主化。此战略目标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要

保证中东石油供应的稳定, 关键是要保证该地区

的政治稳定和力量平衡。如果出现一个拥有核武

器的伊朗, 中东政治形势有可能进一步恶化, 力

量平衡也将被打破。保护以色列是美国的一贯政

策, 而一旦伊朗拥有核武器, 以色列的安全将受

到严峻挑战。以色列是个有核国家。埃以签署和

平条约后, 特别是冷战结束后, 以色列靠其常规

武装力量优势, 使单个阿拉伯国家难以对以色列

构成实质性安全威胁; 以色列的核威慑几乎消除

了其受到阿拉伯国家联合进攻的可能。因此, 尽

管有时受到真主党游击队和哈马斯武装的骚扰,

以色列的常规威慑能力与核威慑能力基本上保证

了本国的安全, 同时也逐渐使更多阿拉伯国家对

以色列采取更为现实的态度。一旦伊朗拥有核武

器, 以色列的安全形势将会发生逆转, 这是因

为: 伊以交恶已久, 内贾德总统多次发出极端反

以言论; 以色列的核威慑能力将大大降低 ) ) ) 以
色列国土狭小, 缺乏战略纵深, 在无有效防御系

统保护的情况下, 伊朗可以先发制人一弹而置以

色列于死地, 而以色列对伊朗却无法做到这

一点。

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 叙利亚以及与伊朗持

相同对以立场的真主党游击队和哈马斯武装可能

会更主动地向以色列发难, 巴勒斯坦内部哈马斯

与法塔赫之间的矛盾可能会进一步激化, 这样一

来, 美国试图以 /两国方案 0º 推动巴以和平的

战略目标将更难实现, 反恐形势也将变得异常艰

难。由于阿拉伯国家多为逊尼派掌权, 因拥有核

武器而影响力大增的什叶派占主导的伊朗会更严

重地威胁这些国家的安全, 从而迫使它们或者寻

求核武器, 或者更加依赖美国的 /保护 0, 再者

就是关闭美国军事基地、拒绝与以色列实现和

平, 以讨好伊朗。由于阿拉伯国家不会愿意屈服

于伊朗, 在此情况下, 美国为了恢复中东力量平

衡, 将不得不在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和默认甚至支

持沙特阿拉伯, 或埃及等国发展核武器之间作出

艰难抉择。但是, 如果在中东部署导弹防御系

统, 在该地区将会耗费美国更多的资源, 而限制

美国在其他地区的能力; 而如果默认或支持阿拉

伯国家发展核武器, 则整个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将

面临崩溃的危险。一个实行神权政治且拥有核武

器的伊朗, 一方面会阻碍中东国家的世俗化和民

主化进程, 另一方面又会迫使美国出于对抗伊朗

的考虑而对某些集权主义政体视而不见。这样的

话, 美国不但在中东拓展民主的战略目标会发生

逆转, 也会因美国在推广西方民主方面更明显地

实行双重标准而使国家信誉进一步受损。

接 触 政 策 似 乎 浮 出 水 面

由上述分析可知, 在伊朗核问题上, 美国政

府的强制性外交政策难以为继, 军事打击手段可

行性不足, 不作为政策不可取, 那么奥巴马政府

该采取什么政策呢? 上任前夕, 奥巴马曾声称:

/我们必须采取一种新的方法, 我坚信接触是我

们 (对伊朗政策 ) 的起点0»。就任总统后不久,

奥巴马又在伊朗新年来临之际向伊朗人民表达友

好姿态, 并强调美伊关系进程 /不能由威胁来

推动, 相反, 我们寻求真诚的和基于相互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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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 0¹。奥巴马政府还邀请伊朗参加由美国促

成召开的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 并于 2009年 4

月 8日表示美国将直接参与六国 (英、法、中、

俄、美、德 ) 与伊朗间展开的多边核谈判。º 这

不免让人感到美国对伊朗政策的新变化, 接触政

策似乎正浮出水面。

美国向伊朗表达接触之意是有一定的经济和

政治背景的。就经济领域而言, 美国正遭遇数十

年一遇的金融和经济危机, /据粗略估计, 美国的

外债总额已逾 16万亿美元 0»。同时, 未倒闭的

重要国内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体急需注资救济。

整顿金融市场, 及早恢复、发展经济是奥巴马政

府的当务之急。在国际上, 美国的金融话语权也

面临欧洲, 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挑战。伊朗以非

美元作为结算货币的石油交易所已经于 2008年

2月 17日开张。¼ 如果美国继续打压伊朗, 可能

会促使伊朗加强与委内瑞拉、俄罗斯等国在石油

交易方面的合作, 进一步威胁 /石油美元 0½。

在经济深陷困境之时, 美国对外减弱进攻势头,

对宿敌伊朗软化强硬立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从政治领域看, 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

上需要伊朗的合作或至少保持中立。奥巴马认为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一个错误, 并承诺尽早从

伊拉克撤军。美国早日撤军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伊

拉克政局稳定、社会安宁。而要做到这一点, 就

要使伊朗不插手伊拉克内部事务。随着萨达姆的

倒台, 基地组织的削弱, 伊朗资助的被美军前驻

伊拉克最高指挥官彼得雷乌斯 ( Dav id Petraeus)

称为 /特别小组 0 的恐怖分子已经成为美国在

伊拉克保持较大规模驻军的主因。¾ 曾任里根政

府时期国家安全局局长的威廉 # 奥多姆 (W il2
liam Odom ) 表示: /由于日益深陷伊拉克局势的

泥潭, 美国努力需求体面脱身之道。恢复美国与

伊朗的合作是我们所能够采取的把美国从伊拉克

困局中解救出来的最重要一步。0¿ 除了急于从

伊拉克脱身外, 阿富汗局势恶化也让美国心急如

焚。这是因为, 对美国来说, 阿富汗的安全与稳

定甚至比伊拉克问题、伊朗核问题更重要。美国

维护其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必然要求是有效遏制

潜在竞争对手俄罗斯、欧洲的崛起和中国的和平

发展, 而要做到这一点, 美国必须在中亚站稳脚

跟, 逐步推动北约亚洲化。北约已表示, 它会在

2009年 5月 6日至 6月 1日在格鲁吉亚举行 19

国军事演习。美国急于从伊拉克抽身的目的之一

即是能够集中精力稳定阿富汗局势, 保证阿富汗

大选能在 2009年 8月 20日正常进行, À 以期为

伊拉克全国大选创造良好氛围, 形成阿、伊两国

局势的良性循环。而且, 阿富汗局势的恶化对美

国全球反恐战略也构成严重挑战。在严峻的现实

面前, 美国如果在伊朗核问题上强力施压, 非但

无助于解决问题, 反倒会使伊拉克、阿富汗局势

更加恶化。

接触的表态并不意味着奥巴马政府不再关切

伊朗核问题。奥巴马政府表达对伊朗接触意向的

同时并没有放弃对伊朗的遏制政策。首先, 奥巴

马政府并没表示要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 相反

却宣布美国继续延长对伊朗的经济制裁, 理由是

伊朗政府的政策和行动对美国的安全与利益依然

构成严重威胁。Á 其次, 美国没有停止孤立伊朗

的行动。作为伊朗在地区内唯一的盟国, 叙利亚

遭受美国多年封锁。但就在奥巴马就职后的短短

一个多月中, 美国已经派遣四个议会代表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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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特使团访问叙利亚。希拉里还多次赞扬土耳其

在叙利亚与以色列间接谈判中所起的作用。¹ 如

果叙利亚受到诱惑而切断对真主党的帮助, 包括

从伊朗转运武器, 伊朗就不得不严肃地考虑美国

或者以色列动武的前景。伊朗认为, 阿拉伯街头

民众对伊朗挑战姿态的狂热会阻止阿拉伯国家政

府与美国合作遏制伊朗。分化叙、伊两国还会减

弱伊朗的这种信心。º 再次, 美国接触姿态本身

也有直接针对伊朗核问题的一面。奥巴马政府没

有放弃其前任布什政府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的企

图。奥巴马对伊朗表示接触的姿态, 旨在进一步

分化伊朗内部的政治势力, 使之矛盾加剧, 并为

继续支持伊朗的反政府力量提供更多机会。早在

2006年就有学者指出: /伊朗的确有弱点。对话

能够暴露伊朗的弱点, 并或许加剧该国内部的分

裂。0» 奥巴马政府对伊朗的接触表态还可在以
下 3个方面对美国有利: 为美国就伊朗核问题向

伊朗施加国际压力提供道义支持, 因为关于接触

的表态向国际社会表明美国无意威胁伊朗的安

全, 伊朗无必要进行铀浓缩活动; 满足伊朗的国

际地位诉求, 以弱化伊朗对核技术的诉求; 为伊

朗在国际制裁压力下实施可能的政策转向提供

缓冲。

余   论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 美国与伊

朗长期敌对。布什政府实施进攻性现实主义外交

战略, 加剧了美伊敌对关系。在此背景下, 布什

政府在伊朗核问题上的强制性外交政策并没有取

得明显成效。奥巴马政府接手的是一个内外交困

的美国, 恢复美国经济、稳定阿富汗局势是当务

之急。在伊朗核问题上, 如果继续布什政府的政

策显然会遭遇失败的命运, 而如果实施军事打击

或不作为政策, 在现实情况下都弊大于利。加

之, 美国同伊朗在反对逊尼派的塔利班、打击阿

富汗毒品走私, 以及在防止伊拉克库尔德人独立

方面具有共同利益, 存在合作的可能性。于是奥

巴马政府开始从伊朗核问题的本质 ) ) ) 美伊敌对

关系上着手, 对伊朗表现出接触姿态。但是两国

长期的敌对关系在短时间内不会有明显改善。一

是因为一方面奥巴马政府虽表现出接触姿态, 而

另一方面又手握遏制大棒; 二是因为推崇自由、

民主的美国与政教合一的伊朗具有难以调和的矛

盾。伊朗宗教人士是伊朗主要的利益既得阶层,

在他们控制下的伊朗政权塑就了伊朗的国家个

性。如果伊朗与美国全面接触则会危及伊朗政权

安全, 从而有损他们的利益。虽然奥巴马政府的

接触姿态本身会加剧伊朗内部对立派别的矛盾,

使伊朗政府面临来自内部改革派施加的对美国接

触的压力, 但有两件事可以表明伊朗政府对美国

的接触姿态并没有积极响应: 2009年 4月 18

日, 伊朗以间谍罪判处美国女记者罗克萨娜 #萨

贝里 8年监禁¼ ; 同年 4月 20日在日内瓦召开的

联合国反种族主义大会上, 伊朗总统内贾德在发

言中猛烈抨击美国的传统铁杆盟友以色列。

伊美两国关系短期内不会明显改善, 而在敌

对状态下美国又无有效手段解决伊朗核问题。随

着 2009年 4月 9日伊朗首座核燃料工厂的落

成, ½ 伊朗在核问题上更趋主动。奥巴马政府在

此问题上依然困难重重。

(责任编辑: 徐  拓  责任校对: 安春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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