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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2 年 4 月 7 日，伊朗议员米斯巴希·穆加达姆宣

称，伊朗已掌握制造核武器的知识和技术，能 够

“轻而易举地”生产制造原子弹所必需的高浓缩铀。 这

是自伊朗核问题曝光以来， 伊朗高官首次承认伊 朗 有

制造核武能力。 伊朗核研发需要花费巨大物力人 力 资

源， 长期以来， 伊朗政府有意将其升格为国家尊 严 象

征，因而得到朝野一致支持。 但这些年来，美国为首的

西方对伊朗不断加大制裁和围堵力度， 其主要目 的 就

是通过经济绞杀战， 迫使伊朗民众在民生压力下 撤 回

对政府支持，进而迫使伊朗政府在民意压力下屈服。 伊

朗核计划是否会导致核武化， 或者说伊朗是否在 借 和

平利用核能研发核武，不仅是个重要技术问题，更是重

大政治问题。

2011 年后半年以来，西方国家明显加大对伊制裁力

度，尤其是 2012 年初欧盟禁止从伊朗进口石油，并带动

不少国家停止或减少从伊朗进口石油，由此导致伊朗石

油出口大幅减少。 2012 年初以来，美国与伊朗博弈日趋

白热化。 美国明显加大对伊朗全面围堵态势力度。 一是

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 继 2011 年底加大对伊金融制裁

后，美国正积极组建“石油禁运国际联盟”，游说鼓动盟

友禁止从伊朗进口石油。 二是强化对伊朗破袭战，1 月

11 日又有一名伊朗核科学家遇刺身亡，伊朗官方称美国

中情局涉嫌卷入此次暗杀。 此外，美国还加大武力威慑，
不久前三艘航母驶向海湾，对伊动武传闻此起彼伏。 同

时，鉴于伊朗核计划不断推进，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发

动单方面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也日趋增大。 从 4 月 8 日到

18 日，一场由美国与中东国家联合举行的十国军演在海

湾地区举行，其剑锋再次指向伊朗。 显然，这种“黑云压

城”的外部环境很大程度都是“因核而起”。 在伊朗核研

发“机会成本”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伊朗政府能否顶住压

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继续得到民众支持。 而伊朗

官方这次宣布伊朗具备制造核武能力，无疑会极大增强

民众的民族自豪感，使其感觉为此遭受西方制裁和军事

威胁是值得的，而继续坚定地站在政府一边。
美伊矛盾是典型的守成大国与新崛起 大 国 之 间 权

力转移的矛盾，美国为了稳固在中东的霸权，总 是 千 方

百计地要削弱乃至推翻伊朗政权。 这有点像伊索寓言中

“狼和小羊”的故事，狼为了吃掉小羊，总是千方百计 地

找借口，实在找不到借口便干脆直接扑上去。 伊朗核问

题就是美国敲打伊朗的一个理想抓手，美国不断指责伊

朗企图借核计划研发核武，但其在至今没有任何确凿证

据的情况下， 并不影响美国对伊朗制裁不断层层加码，
乃至不时发出武力威胁。 而伊朗方面也“以硬碰硬”，在

核问题上显示强硬姿态，并审判美国间谍，频 频 举 行 军

演，扬言要对核技术专家遇袭事件进行报复。 美伊矛盾

呈螺旋式上升态势，不排除“擦枪走火”可能。
不少人用“打酱油”的旁观者心态，乃至恨天下不乱

的“看 大 戏”心 态 看 待 美 伊 矛 盾 白 热 化，其 潜 台 词 就 是

“各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消极政策。 殊不知，经

济相互依存不断强化的今天，往往是“城门失火，殃及池

鱼”。 发生在遥远中东的美伊斗法， 不仅可能使伊朗遭

殃，还严重危及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从中东进口石油的

消费国利益。
伊朗早已表示，如果西方对伊朗禁 运 石 油，将 用 封

锁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报复。 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美国

能源消耗量世界第一，因此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导致国际

油价暴涨，美国将会是最大受害者，因此美国 因 惧 怕 国

际油价暴涨而不敢对伊朗动武。 但事实上，问题远不是

那么简单。 这些年来，美国为确保能源安全，一直在设法

减少石油进口， 尤其是减少从动荡中东的石油进口量。
根据美国能源部报告，从 2007 年开始，美国从石油输出

国组织进口石油总量每天减少 100 多万桶，而从非石油

输出国进口石油总量却只减少了 50 万桶。 目前，美国石

油进口一半以上来自西半球（北美洲、南美洲、中美洲以

及美属加勒比），22%来自非洲，而从海湾地区进口石油

比重不过 17%，远低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和欧盟国

家。 另外，由于美国大力开发国内石油资源和页岩气等

非传统能源，2011 年前 9 个月，美国石油出口超过进口，
这意味着美国很可能在 60 年来首次成为石油产品净出

口国。 因此，如果伊朗真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受影响最

城门失火必然殃及池鱼。发生在遥远中东的美伊斗法，不仅可能使伊朗遭殃，还严重

危及诸多从中东进口石油的消费国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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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学生问题，学校要完善

资 助 体 系，形 成 奖、贷、助、补、免 及 勤 工

助学的多元混合资助体系， 确保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得到有效资助， 减轻他们的

经济负担。 特别是国家助学贷款是解决

家 庭 经 济 困 难 学 生 学 费 的 主 要 途 径 ，学

校应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 担当好银

行和受贷学生之间的桥梁作用， 精心组

织学生做好贷款申请工作、 确保应贷尽

贷，加 强 贷 后 管 理，强 化 银 行、高 校 以 及

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资源共享等。 学校

在 做 好 国 家 奖 助 学 金 发 放 工 作 的 同 时 ，
还应积极拓展资助渠道， 争取社会爱心

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

3、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必要的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学校要进一步健全

心理咨询体系， 成立专门的心理咨询机

构，配备专业的心理健康咨询人员；要将

心理咨询工作纳入正常的教学体系和思

想体系，开设心理咨询课程和讲座，开展

系统的心理健康教育； 从事学生工作的

辅导员、班主任，也应掌握心理咨询的知

识和有效方法，及时有效地开展工作，使

其保持积极的心态， 真正把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融入到集体中去， 使他们有归属

感和安全感。

4、成 立 相 关 学 生 社 团 ，搭 建 家 庭 经

济困难学生交流和成长的平台。 对于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来说，与相同经历、相同

背景的学生相处， 更容易让他们打开心

扉，产生共鸣。 学校可指导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成立相关的学生社团，如公益协会、
自强社等，吸引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加入，
这样不仅搭建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交流

的平台， 还能通过开展社团活动提升学

生的能力，自身得到成长，从而增强他们

的自信，帮助他们走出心理困境。

5、学生自身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

价值观，正确认识自我，克服自卑自弃心

理。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虽然经历的挫折

较多，成熟较快，但他们毕竟正处在人生

观的形成期， 对社会生活中的复杂问题

尚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因此，要帮助他

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要学会接纳自我， 接受贫富

差异的现实，用自己的双手勤工助学，学

会“自立、自强、自助”。 这样，很多的心理

问题便会迎刃而解。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应该客观认识到自己在生活经历等方面

的一些优势， 同时要善于接受自己的缺

点和劣势，扬长避短。 树立自信心，积极

面对困境。 贫穷并不可耻，可耻的是甘于

贫穷，不去努力改变贫穷的状况；贫穷并

不可怕，可怕的是丧失意志，让贫困折断

了奋飞的双翅。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要努

力克服自卑自弃心理， 做自己命运的主

人，努力实现自我解困。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问题已成为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热点问题， 不仅

应该从经济上给予资助， 还应该在心理

上多给予关心和援助。 我们不仅要探寻

家 庭 经 济 困 难 学 生 产 生 心 理 问 题 的 根

源， 更要采取相应措施帮助他们摆脱心

理困境。 要积极建立大学生心理咨询服

务体系，根据不同类型对症下药。 学校要

把物质帮助与精神培养相结合， 心理教

育与自我调节相结合， 制度建设与环境

建设相结合， 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

“物质解困”、“心理解困”，并引导他们进

行“自 我 解 困”，以 积 极 主 动 的 态 度 面 对

贫 困、消 除 自 卑、增 强 自 信，用 知 识 和 能

力武装自己， 使自己在社会中有更好更

强的竞争力。 S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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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的 除 了 包 括 伊 朗 在 内 的 海 湾 产 油 国 ，
剩下的就是大量从中东进口石油的亚洲

和欧洲石油消费国，而不是美国。 与此同

时，在使用美元结算石油商品的金融体系

下， 美伊博弈白热化如果导致油价暴涨，
必将导致各国对美元需求量剧增，由此使

各国不顾美国不断稀释美元的 “量化宽

松”政策，加大增持美元力度，由此使弱势

美元成为强势美元，巩固美国的美元霸权

地位（而标普将法国等 9 个欧元区国家主

权债务降级，同样是借打压欧元来抬升美

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
因此，正所谓“堤内损失堤外补”，对

美国来说，美伊矛盾升级表面看是“双刃

剑”，美国成本与收益参半，但实际上，这

除了让伊朗受损外， 还会间接损害美国

心目中的潜在对手 （包括强势欧盟和中

国等新兴经济体）。 从这一意义上说，美

国发动战争的内驱力在增强， 而不是在

降低。
只不过目前美国在接连发动两场战

争后，发动新战争有些力不从心，因此其

目前主要任务就是尽可能削弱伊朗。 而

金融制裁、 禁运石油就是从经济上打垮

伊朗的狠招。 据报道，伊朗因遭受制裁经

济出现严重波动， 里亚尔几天内贬值超

过 30%。 同时，美国还力图在外交上孤立

伊朗，将其塑造成“国际贱民”，为未来可

能进行的军事打击扫平外交障碍。 从这

一意义上说，目前美国所为，实际是促使

伊核危机滑向战争边缘的必经阶段。
而比美伊矛盾滑向战争边缘更危险

的是，不少国家对此却抱着一种“事不关

己，高 高 挂 起”的 短 视 心 态，漠 视 危 险 的

日趋临近， 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严重后

果。 伊朗核危机实际是个“自我实现的预

言”，所以关键是防止该问题进入危机不

断升级的恶性循环通道。 在美伊博弈天

平日益失衡情况下， 需要让处于攻势地

位的美国做出让步， 使天平更多向伊朗

一方倾斜。 如果支持伊朗的力量大一分，
美国发动战争的顾忌就多一分， 爆发战

争的危险性就降低一分。 这种局面不仅

有利于全球能源安全， 还有着巨大的地

缘战略价值。
而中国是最大发展中国家， 同时又

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不仅面临着自身

发展任务， 还承担着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的责任。 在伊朗核问题上，中国一直反对

制裁和动武， 主张通过和谈方式解决伊

核问题， 其中固然有维护中国与伊朗能

源合作的利益考虑，但更重要的是，中国

需要坚守自己独特的价值操守： 中国反

对核扩散， 但中国更反对在核扩散问题

上采取双重标准， 反对某些超级大国借

反核扩散之名，行以强凌弱、拓展霸权之

实。 所有这些，都决定了中国在伊核危机

日趋升温背景下，中国更需要坚持原则，
及时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并非什么实用

主 义，而 是 真 正 体 现“负 责 任 的 大 国 ”形

象。 S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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