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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核计划的动因及其影响
；。

口李卫华[西北大学西安7l0069】

[摘要] 自伊朗秘密建造核设施的消息曝光之后，伊朗的棱问题成为固际又一热点。本文

介绍了伊朗核问题的由来，分析了伊朗现行核政策的意图以及“逆潮流而动”坚持现行桂政策的依

据。并进一步指出它对未来中东政治格局的影响。

[关羹词]核问题；地缘政治； 中东和平进程

[中田分类号】D06B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105(20Q5)04—0080—04

2002年8月，一则披露伊朗秘密建造核设施的消息使伊

朗的核问题成了继伊拉克战争之后新的国际热点。

一、伊朗核问题的由来

伊朗的核能开发和利用是上世纪50—60年代在西方国

家特别是美国的援助下开始的。早在1957年，伊朗就与美国

签署了和平利用核能源的协议，并于1974年成立了自己的原

子能组织(AEoI)，同年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开始迅速

与西方协商有关建设核电站事宣。】974年、1976年和1977

年。伊朗分别与美、德、法签订了为期10年的核燃料供应合

同。1975年，伊朗购买了法国一家铀浓缩加工厂10％的股份，

也由此可获得相应的铀浓缩技术，并购买一定比例的浓缩铀。

1967年，伊朗第l座核反应堆开始运行，它使用的是吉有93％

的可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浓缩铀。当时，伊朗的计划是到20世

纪90年代中期要建成总共23个用于发电的核反应堆。到

1979年，伊朗共买到6座这样的核反应堆，并且正试图从德、

法、美3国购买另外12座核反应堆。在已购买的6座核反应

堆中，有2座购自德国，建在伊朗南部的布什尔地区。当时，

这两处核反应堆的建设已分别完成60％和75％。另外，从法

国也购买了两座核反应堆，其中首座核反应堆建在达尔克霍

因(Darkhouin)地区，并且开始了建设准备工作。与此同时，伊

朗还进行用激光方法来浓缩铀的研究，并一直试图从美国获

取激光分离技术。

1979年，伊朗爆发了伊斯兰革命，伊朗同美国及西方国家

的关系急剧恶化，伊朗一时无法得到相关的核技术支持；另一

方面，霍梅尼认为原子能的研发有违“伊斯兰精神””1，因而核

计划一度被束之高阁。两伊战争的爆发使情况发生了变化，

战争给伊朗能源工业造成的巨大破坏，以及来自伊拉克生化

武器的威胁使伊朗领导人改变了对核计划的态度。1984年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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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重启核计划，在重建由德国提供的两座核反应堆的同时也

加强了同俄罗斯的合作。1992年，伊俄签署‘和平利用核能协

议》。1995年初，伊俄签署合同。规定由俄罗斯为伊朗建造4

座商业用轻水核反应堆。随后，两国又签署协议，由俄罗斯向

伊朗出售价值8亿美元的核反应堆。

伊朗重启核计划虽然引起了美国的高度警觉，美国多次

向俄罗斯施加压力希望其停止同伊朗合作，但是，鉴于当时的

核话动是公开的，没有明显违反相关条约，伊朗的“核问题”尚

未浮出水面，或者说，还没有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但

2002年8月披露的事件却有所不同，它表明：伊朗几乎走到了

和平利用核能的边缘，而且似乎一再向国际社会隐瞒着什么，

这一回，非但美国，就连同伊朗关系较为密切的法、德、荚兰国

也不再沉默，力劝伊朗同国际社会合作。经多方努力，伊朗于

2003年12月18目签署了保障监督协定的附加议定书。

然而，事情并未因此而划上圆满的句号，签署了附加议定

书的伊朗并没有正式放弃“铀浓缩”——一个既可军用也可民

用的项目。白2004年至今，各方一直没有在这一问题上达成

一致，目前谈判仍在继续之中。

二、伊朗核意向探析

对于伊朗何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执着于核计划，国内外

专家学者有多种说法。概括起来，有如下一些：

(一)伊朗要用核武器采对付伊拉克的潜在威胁

伊拉克曾经是伊朗最直接的安全威胁，伊朗和伊拉克长

期存在着边界、教派和民族争端。两伊战争的惨痛教训，伊拉

克运用导弹对伊朗城市进行的打击，至今令伊朗记忆犹新。

此外，早在1987年的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就想研制放射性

炸弹并用来对付伊朗u-。鉴于伊拉克的核野心，伊朗有理由

作出遏制伊拉克核威胁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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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尽管伊拉克已不再是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也尽管

有人认为美国对伊拉克的改造“降低了伊朗对核技术和核武

器的需求，伊朗是美国遏制伊拉克和推翻萨达姆政权的‘免费

搭车者’。然而，在伊朗领导人的内心深处，伊拉克始终是最

大的威胁，只不过是对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担忧转变成了对

美国傀儡政权的担忧““。

(二)防范来自羡国的威胁

伊斯兰革命以来，伊美关系恶化，双方多有龃龉。美国不

断指责伊朗是“邪恶轴心”，“是世界上最支持恐怖主义的国

家”，“其对阿以和平进程的反对，对地区和国际恐怖主义的支

持及其寻求制造核武器的努力使其不仅成为邻国的威胁，而

且成为整个地区和世界的威胁”，甚至公开威胁要动用武力迫

使伊朗改弦易辙”1。而伊朗对美国也是贬抑有加，自霍梅尼

时代起就把美国称作“大撤旦”，并多次举行反美示威、游行。

而且，伊朗始终认为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严重地威胁着它

的国家安全，从海湾战争到阿富汗战争再到伊拉克战争，美国

一步步向中东渗透和蚕食，如今美国大兵已打到了自家“门

口”。面对美军咄咄逼人的气势，伊朗势必要作出一些“反

应”。在一方处于绝对优势，常规手段无法取得安全保障时，

积极获得核武器，采用非对称的核手段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就

成为了必要的选择“1。国外也有人认为：伊朗要研制核武器

对付的国家之一就是美国”-。此外，美国的“先发制人”理论，

无疑促使伊朗政府加紧寻求核威慑力量o J。

(三)伊朗需要核武器对付以色列(中东唯一的核国家)的

入侵。防止可能遭受的核或常规袭击

伊朗发展核技术也是为了对抗中东穆斯林世界的夙敌

——以色列。伊朗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是反对信奉伊斯兰

教的巴勒斯坦人的异教徒，犹太复国主义者与恐怖主义者一

样犯下极大罪行““。伊朗坚决不承认以色列国家的存在，一

直宣称要消灭以色列政权。而以色列拥有强大的常规武装力

量和核威慑力量，以色列总理沙龙进攻性的安全政策以及以

色列与美国保持着的特殊关系无疑都促使伊朗将发展核武器

作为自己的一项长期战略”1。

(四)防范南亚邻国局势动荡引发的威胁

南亚的核军备竞赛为其安全环境增加了新的变数。巴基

斯坦对阿富汗塔利班的支持给德黑兰和伊斯兰堡的传统友谊

蒙上了阴影，尽管在后塔利班的阿富汗，德黑兰和伊斯兰堡找

到了利益的契合点，但伊朗对巴基斯坦在阿富汗所作所为仍

然满腹狐疑。而在巴基斯坦看来，伊朗与印度的关系极为密

切甚至与之建立了远比东边的穆斯林邻国更为重要的战略关

系，许多巴基斯坦人士对伊朗奉行这样的对外政策颇有微

词”1。因而，面对动荡的周边环境和意识形态缺乏真正信任

的核邻国，伊朗需要拥核自保。

上述这些因素是否真如其言，需要我们仔细分析：

首先，看第一个因素：伊朗要用核武器来对付伊拉克的潜

在威胁。这里有三点值得关注：

第一，如前所述，萨达姆政权被美国摧毁之后，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的威胁也随之消失了。事实上，对伊朗的这种威胁

早在海湾战争之后就已经不存在了。从现有的资料看：白海

湾战争之后，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已经在联合国的

监督下被销毁了。

第二，经历了三次战争的伊拉克，早已“今非昔比”了。两

伊战争、海湾战争之后，伊拉克早已元气大伤，2003年的伊拉

克战争更使伊拉克满目疮痍、民穷财尽，目前的伊拉克，短时

期内难以东山再起，更难以对包括伊朗在内的邻国构成威胁。

第三，时刻担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落到恐怖分子手中的

美国，断不会让局势尚需进一步稳定的伊拉克发展核武器。

2000年7月美国确定了国家利益的五个核心部分，其中第～

个就是“预防、遏制并减少核、生、化武器攻击美国及其海外驻

军”。9·11之后美国更是把反恐作为第一大要务，它最担心的

是恐怖主义和无赖国家掌握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

武器，所以美国对核问题特别关注，尤其关注中东地区的武器

扩散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在伊拉克的局势让美国完全放心

之前，美国是不会让伊拉克发展核武器的。因而，在且前情况

下，以核武器来防范伊拉克实属小题大做，没有必要。

其次，看第二个因素：防范来自美国的威胁。美国的大兵

压境对伊朗来说的确是现实威胁，伊朗也的确需要寻找一个

应对美军挑战的有效途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核武器能够奏

效。以美国常规武器和军力的无以伦比，电子信息技术之举

世无双，任何企图用过时的技术手段阻挡美军攻势的尝试，都

是徒劳的。原子弹在美军即将兵临德黑兰城下之时能发挥什

么威慑作用，着实让人怀疑。伊朗外长就撰文指出：“以伊朗

现有的技术水平和军力，用核武器作为反对全球或者地区范

围内对手的做法是不合适的””1。所以，以核武器作为应付美

国威胁的威慑力量不见得是最优选择“】。

再次，用核武器反对以色列。在伊朗同以色列对立这一

问题上，虽然有证据表明，以色列正不断地为伊朗的经济和军

事发展设置障碍“1，并企图攻击建设中的布什尔核电厂，但

是，事实上：伊朗和以色列之间并没有重大的战略利益冲突，

双方还不至于因相互敌对进而走向战争。双方最大的利害冲

突只是表现在对中东和平进程的不同态度：以色列愿意同阿

拉伯国家实现有条件的和平，而伊朗却坚决反对讲和。其次，

尽管伊朗态度坚决，但由于伊朗不是前线国家，海湾战争后国

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伊朗对中东和平进程阻挠作用极为

有限，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以色列会因此而向伊朗兴师问罪，

所以伊以之间发生直接对抗的可能性不大。正如，shahm

chubin所说“伊朗和以色列并没有招致双方产生敌意的差异和

机会，更不必说核对抗⋯⋯既然以色列没有表现出对伊朗构

成威胁，伊朗也不会去直接威胁它，当然也不能证明伊朗因此

而想得到核武器。”

最后，防范南亚邻国局势动荡引发的威胁。尽管伊朗与

巴基斯坦双方的关系算不上和谐，也尽管存在着教派纷争和

意识形态的差异，但毕竟两国都是穆斯林国家，在“穆斯林皆

兄弟”的口号下，两国在许多国际领域内进行着密切的合作，

甚至伊朗的部分核技术和设施就是巴基斯坦提供的。因而，

伊朗不至于仅仅因为“口角”就想用核武器同情同手足的“穆

斯林兄弟”巴基斯坦一分离下”3。此外，南亚纷争具有一定的

地域限制，边界冲突轻易波及到伊朗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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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种目的研发核武器也不具备现实的必要性。

此外，伊朗官方指出：的确，伊朗的许多邻国都是拥有核

武器的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伊朗也必须跟着做。事实上，伊

朗决策层中的大多数人认为拥有或购买核武器只能破坏伊朗

的安全。伊朗可行的安全只能通过地区、全球所有国家的保

证来获得。伊朗在周边的邻国中是最强的国家，伊朗需要同

邻国加强互信并消除由于国力方面的差异形成的猜疑和关

注，因而，伊朗没有必要以核武器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寻求核

武器的选择同伊朗通过建立信任的措施来确保其地区利益的

战略意图正好背道而驰；发展核武器是昂贵的，它将耗尽国家

的经济资源；从更大的方面来说，以伊朗现有的技术水平和军

力，用核武器作为反对全球或者地区范围内对手的做法是不

合适的。．伊朗深信：发展核武器的花费得不偿失”。。

如果说伊朗发展核武器的上述几项“理由”都不存在，那

么掌握着丰富石油、天然气资源的伊朗坚持自己核计划的用

意究竟何在呢?或许以下一些因素是值得关注的。

第一，按照伊朗官方的说法：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是有限

的，以现有的能源消费率和人口增长水平，伊朗的油气资源将

在未来20—50年内枯竭‘”。为了伊朗未来的能源安全，伊朗

有必要和平利用核能，而这种必要性美国早在1978年的一份

备忘录中就承认了。3。伊朗能源发展的多元化不仅符合伊朗

的国家利益，而且也能满足未来十年全球的能源需求。

伊朗之所以不放弃引发争议的“铀浓缩”活动，是因为“伊

朗不能屈服于任何迫使伊朗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合法权利的

强权。”⋯

第二，伊朗还有以下两点考虑：一是给自己多留一些进一

步选择的余地。一般说来，主动权的多少同可供选择方案的

多少是成正比的。选项越多当然越主动。由于历史上阿拉伯

民族与犹太民族之间的严重对立，以伊朗为首的海湾国家与

以色列长期处于敌对状态，伊斯兰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成为

中东地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不安定因素。由于以色列是中东

地区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因此作为地区大国的伊朗也迫

切需要采取措施防止以色列对核武器的垄断地位严重破坏地

区力量平衡。对伊朗来说，尽管拥有核武器不一定是现实选

择，但采取目前的“模糊政策”却能使自己处于十分有利的位

置，可进可退游刃有余。进意味着可以用现有的技术设备制

造原子弹，退意昧着放弃把核技术用于军事的打算，一心一意

和平利用核能。在局势动荡的今天，能有这种选择余地，那是

任何国家都求之不得的。二是可以用目前的“模糊政策”，作

为同西方、美国讨价还价的砝码。

伊朗曾经表示它执行《附加议定书》有前提条件：即希望

获得更多反应堆，或至少得到美国的承诺，停止其阻挠伊朗从

俄罗斯或其他国家获取核反应堆的企图。一些伊朗官员曾暗

示，获取更多反应堆还不够，伊朗希望接触到全部和平核技

术，包括敏感的核燃料循环设施，如铀浓缩厂和钚分离设施。

另外，伊朗可以把核问题同经贸挂钩，以获取更多的利益，事

实上它也是这么做的。

第三，伊朗的现行政策也是国内派系斗争的结果。改革

派对核爆炸(目前正在研制)的战略意义心存疑虑，在他们看

艄辫鞴溅嬲
来，将导致海湾国家更加密切同美国的关系，从而使伊朗更加

孤立；而强硬派确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鉴于目前伊美力量的

不对称性，伊朗只能获得核武器这个砝码。比起担心国际制

裁和孤立，那些持强硬路线的人更觉得同国际社会和美国对

抗能显示出其捍卫伊朗主权的作用，并转移国内关于伊斯兰

法方面不足的指责”j。而伊朗的政策正是各方妥协的结

果⋯。

三、对中东地缘政治及和平进程的影响

(一)伊朗的地缘状况

伊朗拥有6827．8万人口(截止到2003年7月)和164．5万

平方公里国土，北临里海并接中亚，东与阿富汗有长达936公

里的边界，控制着海湾东岸和霍尔木兹海峡是中东地区的政

治、经济大国，对周边尤其是中亚地区长期具有重要影响”J。

近年来，其重要性又随着里海一中亚在国际地缘政治、能源、

安全方面的增加而增加。以其现有的人口规模、地理位置以

及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伊朗作为“重要地缘战略棋手”和

“地缘政治支轴国家”是当之无愧的。伊朗政局的任何变化，

很可能影响到整个地区，甚至使本来就十分脆弱的地区平衡

遭受严重破坏”J。

(二)橱问题对地缘政治的影响

伊拉克战争之后，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战前伊拉克、GOc国家、伊朗三足鼎立于海湾的格局已随着萨

达姆政权的倒台而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区域外国家

美国主导下的海湾“新”格局“”；海湾之外的中-东国家也大都

“附和”于美国强大的军事、政治压力，唯其马首是瞻。同时，

由于伊拉克的蛰伏，伊朗的大国地位愈益彰显，也正因为此，

伊朗的一举一动直接影响着海湾乃至中东的未来走势。

如前所述，对于伊朗来说。一旦发生战事，核武器未必能

发挥什么实际效力，但拥有它毕竟可以增加说话的份量““。

对美国来说，伊朗有无核武器可能“无关紧要”，但对伊朗的邻

国甚至以色列来说，这绝对“事关重大”，不可小视。在过去20

年中，海湾已成为第三世界军备竞赛最激烈的地区，20世纪

90年代，该地区的武器购买量已达到了825亿美元，相当于世

界军火贸易额的两倍，而各国扩军所要防范的假想敌人就是

伊朗”J。可以预见，伊朗是否拥有核武器，将直接关系到海湾

乃至整个中东的力量对比及军备竞赛的烈度。

(三)对中东和平进程的影响

作为成功进行过伊斯兰革命的什叶派穆斯林大国，伊朗

一直与埃及、约旦、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等国家和地区的伊斯兰

运动组织“穆斯林兄弟会”、“真主党”、“哈马斯”和“杰哈德”等

有比较密切的联系。而且，伊朗一赢在政治和道义甚至物质

上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

尽管伊朗不同以色列接壤，也不是反以斗争的前线国家，

但它却常常通过“真主党”、“哈马斯”、“杰哈德”等组织“表达

着”它的政治态度，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东的和平进程。

以真主党为例，伊朗对真主党有独特的影响，伊朗曾向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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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嫩派驻了3000名革命卫队成员，并为真主党训练士兵，提

供政治、军事和财政支持，用以装备和支持一支总数约5000

人的民兵武装。据说从1982年到1988年六年间，伊朗对真主

党的援助高达5亿美元，平均每年8000多万美元，这些经费主

要用来购买军火武器”“，真主党精神领袖法德拉拉称伊朗为

伊斯兰运动的根据地，他本人同伊朗宗教领袖哈梅内伊有30

余年的友谊。同伊朗一样，真主党反对西方，反对以色列，反

对中东和谈“”。它对以色列的反对并没有仅停留在口头上，

而是付诸了具体行动。从成立之日起它就不断袭击以色列境

内的目标，甚至1991年10月马德里中东和会后，真主党武装

仍然继续袭击以色列控制的“安全区”内以色列扶植的南黎巴

嫩军和以境内目标。

同样，“哈马斯”、“杰哈德”的反以活动，也是在伊朗或明

或暗的支持下进行的。

所以，伊朗国力的变化必定会对中东和平进程产生直接

或间接的影响。如果伊朗迫于压力，在核问题上听从美国的

安排直至完全放弃核计划，这将意味着：能同以色列进行实力

角逐的可能性又减少了一分，反“以”阵营的力量也将进一步

削弱。以色列的相对实力将更加强大，以强阿(阿拉伯国家)

弱的态势将更为明显，这将为巴以双方的讨价还价以及中东

和平进程设置新的标高。如果美以一方采取务实的方针，阻

力会因此减小，中东和平的实现或许为时不会很远；但同时另

一种可能也不能排除，即：由于力量失衡，弱小的一方会迫于

形势，暂时接受一种对自己非常不利的安排，从而为日后双方

冲突的再次爆发埋下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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