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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核全面协议的影响评估

李绍先

　 　 内容提要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４ 日ꎬ 伊核全面协议签署ꎬ 长达 １２ 年的伊

核谈判 “终成正果”ꎮ 伊核全面协议的达成是伊朗和美国双方政策相向

而行的产物ꎬ 其中最重要、 最实质性的变量因素是美国改变了对伊朗的

政策ꎮ 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ꎬ 中国一直积极参与伊核问题的政治

解决ꎬ 在伊核谈判中发挥了独特作用ꎮ 伊朗得以保留一定的民用核能

力ꎬ 与伊核相关的国际制裁有望被取消ꎬ 伊朗从中收获颇丰ꎮ 美国则有

利于其在中东脱困ꎬ 以总体服务于加快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的战略ꎮ
与此同时ꎬ 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变化ꎬ 伊朗地区大国地位得到巩固且可望

进一步提升ꎮ 在 “后伊核协议时代”ꎬ 中国与伊朗关系面临新的发展机

遇ꎬ 中资企业需淡定应对跨国公司在伊朗市场展开的激烈竞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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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与伊核问题六国 (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美国、 俄罗斯、 中国、
法国、 英国加上德国) 就伊朗核问题达成历史性协议——— «全面联合行动计

划» (Ｊｏｉｎｔ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ｌａｎ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ꎬ ＪＣＰＯＡ)ꎮ 这意味着笼罩在伊朗上空

十几年之久的核武阴云终于开始烟消云散ꎮ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大国博弈中ꎬ
究竟是何种力量使久拖不决的伊核谈判最终尘埃落定? “后伊核协议时代” 的

伊朗与中东乃至大国关系又会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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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核危机与伊核谈判的发展历程

早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巴列维时代的伊朗就已经涉足核领域ꎬ 当时美国向

伊朗提供了第一座小型的研究用核反应堆ꎮ 但随着伊朗伊斯兰革命和两伊战

争的爆发ꎬ 伊朗核计划停顿了下来ꎮ 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伊朗政府将恢复

和发展核能源列入议事日程ꎬ １９９２ 年和 １９９５ 年伊朗先后与俄罗斯签署 «和平

利用核能协议» 和 «共建布什尔核电站合作协议»ꎬ 标志着伊朗核计划进入新

的发展阶段ꎮ 这种状况引发美国对伊朗发展核武器的担忧ꎬ 并通过国际原子

能机构不断向伊朗施压ꎮ 但事实上ꎬ 伊朗核问题上升到核危机定性ꎬ 则始自

２００２ 年ꎬ 当时ꎬ 西方媒体曝光伊朗境内发现铀矿并开始尝试自主浓缩铀ꎮ
２００３ 年伊拉克战争后ꎬ 伊核问题谈判展开ꎮ 此后ꎬ 伊朗核危机进程大致可分

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 ２００３ 至 ２００４ 年ꎬ 伊朗秘密核设施曝光ꎬ 在巨大国际压力

下伊朗签署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附加议定书ꎮ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ꎬ 伊朗反政府组

织——— “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 向媒体披露ꎬ 伊朗在纳坦兹和阿拉克正在建

设两处秘密核设施ꎮ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至 ８ 月ꎬ 伊朗接受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 ５ 次

检查ꎬ 国际原子能机构证实这两座核设施有浓缩铀的痕迹且伊朗已具有生产

浓缩铀的能力ꎮ 同年 ９ 月ꎬ 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会议通过了要求伊朗 “全
面、 无条件地” 与之合作的决议ꎬ 并向伊朗发出尽快签署 «不扩散核武器条

约» 附加议定书的最后通牒ꎮ 在美国和国际社会以实施制裁和武力解决议案

的压力之下ꎬ 伊朗的态度开始软化ꎬ 并表现出积极合作态度ꎮ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ꎬ 在法国、 德国、 英国三国外长访问德黑兰期间ꎬ 伊朗做出暂停铀浓缩

活动的承诺ꎮ 同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ꎬ 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阿里阿克巴

尔萨利希 (Ａｌｉ Ａｋｂａｒ Ｓａｌｅｈｉ) 代表该国政府签署了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附加议定书ꎮ 由此ꎬ 伊朗核问题风波暂且平息ꎬ 该国铀浓缩实际上处于暂停

状态ꎮ
第二个阶段是 ２００５ 至 ２００８ 年ꎬ 伊朗重启并加大铀浓缩活动力度ꎬ 联合

国通过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的决议ꎮ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８ 日ꎬ 伊朗新任总统马哈茂

德艾哈迈迪 －内贾德以伊朗暂停核活动并未得到应有的善意回报为由ꎬ 宣

布在伊斯法罕重启铀浓缩活动ꎮ 欧洲各大国遂中断与伊朗的谈判ꎬ 伊朗核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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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亦由此从国际原子能机构转移到联合国安理会框架下处理ꎮ① 伊朗于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１ 日宣布该国已成功提炼出浓度为 ３ ５％的浓缩铀ꎬ 在 ２００７ 年则宣称

该国已拥有 ３ ０００ 台离心机ꎮ 对于伊朗核进程的快速推进ꎬ 美国在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８ 年连续三年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制裁伊朗的决议ꎬ 制裁主

要涉及油气领域ꎮ 至此ꎬ 伊朗核问题升温ꎬ 伊朗与国际社会就此问题呈现恶

性互动态势ꎬ 伊核谈判陷入僵局ꎮ
第三个阶段是 ２００９ 至 ２０１２ 年ꎬ 伊朗浓缩铀浓度达到 ２０％ 临界点ꎬ 欧美

加大对伊朗能源和金融领域等非核领域的制裁力度ꎮ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５ 日ꎬ 美

国、 法国、 英国等国披露伊朗在福尔多又秘密建设了一座铀浓缩工厂ꎮ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９ 日ꎬ 萨利希宣称ꎬ 伊朗已在纳坦兹生产浓度为 ２０％ 的浓缩铀ꎮ 这意

味着从理论上说伊朗在技术上已突破制造核武器的关键步骤ꎮ 对于伊朗内贾

德政府强硬推进核计划的做法ꎬ 以色列威胁对伊朗发动 “先发制人” 的攻击ꎬ
联合国安理会于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通过了制裁伊朗的协议ꎬ 制裁领域扩大到武器

禁运等非核领域ꎮ 此外ꎬ 美欧还出台了针对伊朗的单边制裁法案ꎬ 如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ꎬ 美国公布了 «２０１２ 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ꎬ 其中附加了对伊朗中

央银行及相关银行的金融制裁条款ꎻ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ꎬ 欧盟决定冻结储蓄在伊朗

中央银行里的资金ꎬ 并从 ７ 月 １ 日起实施石油禁运ꎻ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ꎬ 美国再次

推出将对伊朗的制裁范围从金融扩大到贸易、 能源和人员等多领域的新制裁

措施ꎮ 在此阶段ꎬ 伊核谈判断续进行ꎬ 但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ꎮ
第四个阶段是 ２０１３ 至 ２０１４ 年ꎬ 伊朗与美国政府就核问题展开建设性互

动ꎬ 美、 伊就伊核问题达成初步协议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ꎬ 前伊朗核谈判代表哈

桑鲁哈尼当选伊朗总统ꎬ 并在推动伊核谈判问题上发出积极信号ꎮ ９ 月 ２７
日ꎬ 鲁哈尼和奥巴马进行电话交谈ꎬ 这是标志性事件ꎬ 是美、 伊两国领导人

自 １９７９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的首次通话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ꎬ 伊朗与伊核

问题六国在日内瓦达成伊核问题阶段性协议ꎬ 规定伊朗将不再提炼纯度高于

５％的浓缩铀ꎬ 国际社会则部分解除对伊朗的制裁ꎮ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ꎬ 各方

为达成最终协议展开谈判ꎬ 在经过两次延期后ꎬ 终于达成初步协议ꎮ 此后ꎬ 伊

朗宣布改造阿拉克核反应堆ꎬ 限制钚的生产ꎮ 伊核谈判进入突破性转机阶段ꎮ
第五个阶段发生在 ２０１５ 年ꎬ 伊核谈判各方由签署框架性协议最终走向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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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建明: «鲁哈尼当选对伊朗核问题的影响»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８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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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历史性协议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 日ꎬ 经过艰难的谈判ꎬ 伊朗与伊核问题六国达

成了核谈判的框架性协议ꎮ 该框架协议为伊核谈判达成最终解决方案铺平了

道路ꎮ ７ 月 １４ 日ꎬ 引人注目的伊核谈判取得重大成果ꎬ 伊朗与伊核问题六国

达成伊核问题全面协议ꎮ 其主要内容有: 伊朗放弃生产钚和建造更多的重水

反应堆ꎬ 放弃对核燃料的加工ꎬ 拆除阿拉克核反应堆ꎬ 减少 ２ / ３ 用于铀浓缩

的离心机ꎬ 关闭 ３ 处核设施中最大的福尔多核设施和停止铀浓缩ꎬ 并接受最

严格的核查ꎮ 美、 欧在确认伊朗执行以上条款并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实后ꎬ
则相应解除因伊核问题而实施的针对金融行业、 能源行业和交通行业的制裁ꎮ

当以化解伊核危机为前提条件的伊核谈判落下帷幕之后ꎬ 需要我们反思

的是: 伊核谈判的缘由是否存在? 也就是说ꎬ 伊朗有核武器吗? 就目前而言ꎬ
伊朗经历多次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ꎬ 迄今尚无任何可信证据表明伊朗在发

展核武器ꎬ 或甚至存在研发核武器的计划ꎮ 伊朗作为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的缔约国ꎬ 也一直强调和平利用核能、 进行铀浓缩及拥有核燃料是其应有的

权利ꎬ 伊朗绝不发展核武器等ꎮ 事实上ꎬ 世界上已有多国和平利用核能的实

例ꎬ 连阿联酋这样的小国也在搞核反应堆ꎬ 那么世界上为什么就没有阿核问

题ꎬ 而一定是伊核问题呢? 全世界都知道伊朗没有核武器ꎬ 伊核问题本身是

由美国制造出来的ꎮ 美国认为伊朗和平利用核能是借口ꎬ 旨在通过不断提高

核研发能力ꎬ 终极目的是为了制造核武器ꎮ 美伊为敌已 ３０ 多年ꎬ ２００２ 年美国

总统小布什更宣称伊朗是 “邪恶轴心”ꎬ 既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核武

器)ꎬ 还输出恐怖主义ꎮ 因此ꎬ 在美国看来ꎬ 伊朗政权是万恶的ꎬ 必须被更

迭ꎮ 事实上ꎬ 伊朗非常清楚研发和制造核武器是国家安全遭受灭顶之灾的红

线ꎮ 以目前的国际现实来看ꎬ 一国发展核武器ꎬ 其实无密可保ꎮ 倘若国际社

会能找到伊朗哪怕一点点发展核武器的证据ꎬ 伊朗随时会招来美国、 以色列

的军事打击ꎬ 伊朗当然不愿意也无法承受国家遭受军事打击的后果ꎮ 事实也

证明ꎬ 伊朗这十多年来ꎬ 核技术、 核能力不断地提高ꎬ 但是从来也不去触碰

这个红线ꎮ 综上ꎬ 我们可以看出ꎬ 伊朗核问题本身就是个伪命题ꎬ 是美国实

现其更迭伊朗政权、 维系其在中东主导地位的抓手ꎮ

伊核全面协议得以签署的原因

伊核问题存在长达 １２ 年之久ꎬ 伊核谈判也经历了长期艰难曲折的过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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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ꎬ 伊核全面协议为什么能在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４ 日达成? 其原因何在?
(一) 美国改变政策是签署伊核全面协议的关键所在

美国从 ２００３ 年开始对伊核谈判始终坚守取消伊朗自主核研发的目标ꎬ 特

别是伊朗自主浓缩铀的权利ꎬ 但这是伊朗所不可能接受的ꎬ 所以说伊核全面

协议的达成主要是美国政策和政策目标发生变化的结果ꎮ 美国政策变化主要

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ꎬ 美国对伊朗的认识发生重要变化ꎮ 自 １９７９ 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

立以来ꎬ 美国历届政府 (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均实行旨在更迭伊朗政

权的政策ꎮ 尤其在小布什执政时期ꎬ 美国政府明确把伊朗定位为 “邪恶轴心”
国家ꎬ 并采取遏制、 制裁和武力威胁的形式ꎬ 以期实现更迭伊朗政权的目标ꎮ
当时ꎬ 美国国会专门通过财政拨款支持伊朗境内的反政府力量ꎬ 谋求从内部

动摇伊朗伊斯兰政权的基础ꎮ 伊核问题当然成为美国实现更迭伊朗 “邪恶”
政权的重要抓手ꎮ 小布什政府公开表示ꎬ 为制止伊朗发展核武器ꎬ 美国不排

除使用任何手段ꎬ 包括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ꎮ
３０ 多年的制裁和打压严重制约了伊朗国计民生的发展ꎬ 但也使伊朗形成

了 “抵抗经济”ꎬ “国家虽活不好但也死不了”ꎬ 其政权顽强地生存了下来ꎮ
这引起美国国内政界和学界人士的反思ꎬ 一些资深专家提出ꎬ “美国执行了 ３０
多年的对伊朗政策实际上建立在一个错误的认知基础之上ꎬ 即伊朗伊斯兰政

权是不会长久的ꎬ 它将要被更迭”ꎮ 始自 ２０１０ 年底的阿拉伯大变局推动美国

重新认识伊朗政权ꎮ 在过去的几年间ꎬ 整个阿拉伯世界陷入了混乱ꎬ 利比亚、
埃及、 也门、 叙利亚、 突尼斯等多国陷入程度不同的政治危机ꎬ 伊朗等少数

国家反而成为这个地区稳定和安全的绿洲ꎮ 实际上ꎬ 这样一种态势促使美国

政界意识到: 推翻伊朗伊斯兰政权是不现实的ꎮ 因此ꎬ 奥巴马在第二任以后ꎬ
越来越意识到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必须改变ꎬ 美国需要与伊朗进行接触和对话ꎮ

第二ꎬ 美国在中东力不从心ꎬ 开始政策调整ꎬ 进行战略性收缩ꎮ 克林顿

时期ꎬ 美国政府在中东 “东遏两伊、 西促和谈”ꎬ 一家主导中东事务ꎮ 小布什

时期ꎬ 美国改而采取单边主义、 先发制人、 更迭政权的做法ꎬ 在中东大规模

推广民主ꎮ 本来ꎬ 中东地区地缘政治是十分独特和脆弱的: 地区四大地缘政

治力量———阿拉伯国家、 波斯人的伊朗、 突厥人的土耳其和犹太人为主的以

色列之间力量的均衡是地区稳定的必要条件ꎮ 但 ２００１ 年 “九一一” 事件后

小布什发动的两场战争 (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打破了自 １９９１ 年海湾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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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结束后中东地区形成的力量均衡ꎮ 伴随着阿富汗和伊拉克政府的改朝换代ꎬ
两国国力严重受损ꎬ 来自伊朗东边 (阿富汗塔利班政权) 和西边 (伊拉克萨

达姆政权) 的制衡力量不复存在ꎬ 伊朗在中东的影响力坐大ꎮ 为应对伊朗影

响力的上升ꎬ 美国不得不在伊拉克投入 １５ 万兵力的同时ꎬ 不断对伊朗进行军

事威胁ꎬ 海湾上空数度出现战云密布、 剑拔弩张的紧张局面ꎮ
但自 ２００９ 年奥巴马总统上台后ꎬ 美国自身和整个世界形势都发生了重大

变化ꎮ ２００１ 年ꎬ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大约相当于美国的 １ / ８ꎬ 而到 ２０１０ 年中

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已排位第二ꎮ 随着中国、 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ꎬ
加上美国等西方国家受到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打击ꎬ 世界经济重心加速由

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ꎮ 在美国的实力相对衰落并试图把更多的力量转移到亚

洲太平洋的背景下ꎬ 美国在中东越来越力不从心ꎬ 特别是对伊朗的敌对政策

越来越难以为继ꎮ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ꎬ 奥巴马改变了小布什当政时期对伊朗的强硬姿态ꎬ

多次向伊朗等伊斯兰国家发出 “缓和” 信号ꎬ 开展 “核对话”ꎮ 例如ꎬ 奥巴

马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曾提出ꎬ “如果你们愿意松开握紧的拳头ꎬ 美国将向你们

伸出双手”ꎬ 以此向包括伊朗在内的伊斯兰世界释放实现和解的愿望ꎮ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ꎬ 奥巴马在埃及开罗大学演讲时多次强调ꎬ 美国和全世界穆斯林 “基于

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ꎬ 双方 “不是排斥和竞争的”ꎬ 并将 “伊斯兰极端主

义” 与伊斯兰国家严格区分开来ꎻ 对于伊核问题ꎬ 奥巴马承认两国的历史宿

怨ꎬ 并呼吁伊朗能够 “向前看”ꎬ 同时还承认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ꎮ①

因此ꎬ 此次伊核谈判达成全面协议实际上是美国调整对伊朗政策的结果ꎮ
该协议是建立在奥巴马的 “两个承认” 基础上的: 一是承认伊朗和平拥有核

能的权利ꎬ 美国过去历任总统没有公开表述过伊朗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ꎻ
二是承诺美国不谋求推翻伊朗政权ꎬ 这也是历届美国政府从未有过的ꎮ

(二) 伊朗谋求解决伊核问题的态度是一贯的ꎬ 但鲁哈尼上台提供了契机

伊朗作为伊核谈判的当事一方ꎬ 虽然在谈判中大多时候处于被动的地位

(美国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主导谈判的走向)ꎬ 但在过去的 １２ 年ꎬ 伊朗政府希

望从根本上解决伊核问题的态度是一贯的ꎮ
第一ꎬ 伊朗政府一直持有解决伊核问题的政治意愿ꎮ 由伊核问题引发的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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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对伊朗的制裁ꎬ 多年来层层加码ꎬ 对伊朗政治、 经济、 外交均产生

极大的消极影响ꎬ 并不符合伊朗谋求成为地区大国的抱负ꎬ 因而伊朗历届政

府都在努力寻求打破国际封锁、 摆脱外交孤立状态ꎬ 通过谈判解决伊核问题ꎮ
从 ２００２ 年至今ꎬ 伊朗经历了 ３ 届政府ꎮ 在哈塔米当政时期ꎬ 他通过与英、
法、 德三国签署 «德黑兰声明» (２００３ 年) 和 «巴黎协定» (２００４ 年)ꎬ 以及

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多次核查等积极态度ꎬ 寻求伊核问题的解决ꎮ 但哈塔米

政府单方面妥协的做法ꎬ 未收到预期效果ꎮ 内贾德当政后ꎬ 他虽采取强硬的

核政策ꎬ 但伊朗同安理会五国和德国的核谈判仍在进行ꎬ 只不过谈判的节奏

不是那么密集ꎬ 而且谈判双方各说各话ꎮ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ꎬ 内贾德还同意巴西总

统卢拉提出的签署有关处置核燃料的协议ꎬ 但该协议遭到美国的拒绝ꎮ 鲁哈

尼上台后ꎬ 提出以修复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以缓解制裁作为伊朗新政府的外交

目标之一ꎬ 并得到美国的积极回应ꎬ 伊核谈判得以进入实质性阶段ꎮ
第二ꎬ 伊朗经济陷入滞胀危局ꎬ 国内政局出现变化ꎮ 伊核问题的悬而未

决使伊朗经济持续性遭到打击ꎬ 尤其是 ２０１０ 年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和 ２０１２
年美国对伊朗的金融制裁ꎬ 严重打击了伊朗的石油出口ꎮ 这实际上切断了伊

朗的主要收入来源ꎬ 使伊朗真正被国际社会所孤立ꎮ ２０１２ 年ꎬ 伊朗每天的石

油出口量减少了 ２ / ３ꎬ 经济濒临绝境ꎬ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伊朗经济增速分别为

－ ６ ６％和 － １ ９％ ꎻ 同期ꎬ 伊朗通货膨胀率分别为 ２６ ０％和 ３９ ３％ ꎻ 失业率

则为 １２ ２％和 １０ ４％ ꎮ① 与此同时ꎬ 国内食品药品短缺ꎬ 各种轻、 重工业品

供应匮乏ꎬ 价格暴涨ꎮ 因此ꎬ 在 ２０１３ 年大选中ꎬ 伊朗国内政治基本上凝聚出

一个共识ꎬ 即伊朗需要打破外界的封锁ꎬ 突破被国际社会孤立的状态ꎬ 从根

本上解决伊朗经济濒于崩溃的问题ꎮ 于是ꎬ 现实的经济困境作用于政治ꎬ 伊

朗民众在 ２０１３ 年大选 ６ 名候选人中选择了最温和务实的鲁哈尼ꎮ
第三ꎬ 鲁哈尼温和而建设性互动外交为伊核谈判实现 “破冰” 乃至达成

历史性协议提供了机遇ꎮ 鲁哈尼奉行改革派的外交理念ꎬ 希望与国际社会建

立有效的建设性互动关系ꎮ 在伊核问题上ꎬ 善于与西方打交道的伊朗资深外

交家扎里夫担任谈判首席代表ꎬ 并履行推进伊核谈判的职能ꎮ 这样ꎬ 经历

２０１３ 年伊核问题的日内瓦会谈与阿曼马斯喀特会谈、 ２０１４ 年的维也纳会谈ꎬ
以及 ２０１５ 年的洛桑会谈与维也纳会谈ꎬ 伊核谈判终于走向 “终点”ꎮ 可以说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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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哈尼上台之前ꎬ 美、 伊两国的伊核政策、 谈判政策是相悖而行的ꎬ 是针

锋相对的ꎻ 而鲁哈尼政府上台后ꎬ 美国政府抓住机遇ꎬ 与之积极互动ꎬ 美、
伊的政策开始相向而行ꎬ 最终协议的达成就是双方政策相向而行的结果ꎮ

应该指出的是ꎬ 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ꎬ 中国自 ２００３ 年伊核问题演

变为伊核危机以来ꎬ 一直积极参与推动伊核问题的政治解决ꎮ 与伊核问题其

他有关国家相比ꎬ 中方秉持和平解决方向、 公正客观立场ꎬ 始终积极斡旋ꎬ
起到了 “穿针引线” 的独特作用ꎮ 由于美、 伊双方长期历史积怨和疑虑较深ꎬ
双方在伊核谈判初期往往言路不畅ꎬ 而中国既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ꎬ 又同伊

朗保持良好关系ꎬ 可以作为第三方传达双方各自的观点ꎮ 不仅如此ꎬ 伊核谈

判处于胶着甚至面临破裂危险的时候ꎬ 中国常常会提出建设性意见ꎬ 弥合双

方分歧ꎬ 起到 “四两拨千斤” 的作用ꎮ 例如ꎬ 在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洛桑会谈中ꎬ
美、 伊双方就解除制裁时间问题互不相让ꎬ 伊朗方面坚持全面、 立即解除制

裁方案ꎬ 而美国则决不设立解除制裁的时间表ꎮ 对此ꎬ 中国提出分步对等的

方案ꎬ 即在合理的时间框架内首先达成一揽子协议ꎬ 然后分步加以实施ꎮ 正

是中国积极斡旋、 寻求各方都能接受解决方案的做法ꎬ 得到美、 伊及国际社

会的认可与赞赏ꎮ 在伊朗全面协议达成之后ꎬ 美国总统奥巴马致电习近平主

席ꎬ 感谢中国对于伊核谈判的推动ꎮ 伊朗外长、 伊核谈判首席代表扎里夫也

明确表达对中方的谢意ꎮ
综上ꎬ 伊核全面协议的达成是伊朗和美国双方政策相向而行的产物ꎬ 其

中最重要、 最实质性的变量因素是美国改变了对伊朗的政策ꎮ 中国在伊核谈

判中的独特作用既不需被夸大ꎬ 也不应被忽视ꎮ

伊核全面协议的意义与影响

从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伊朗秘密核设施被披露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伊核谈判走向终点ꎬ
这场持续 １２ 年之久的重大国际争端最终通过外交手段得到政治解决ꎮ 这一结

局无论对于伊核问题的有关各方ꎬ 还是当事国伊朗所处的中东地区ꎬ 乃至国

际社会均产生了重大影响ꎮ
(一) 伊朗和美国各有所获

第一ꎬ 伊朗是最大的赢家ꎮ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ꎬ 长期以来ꎬ
伊核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关乎伊朗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尊严的问题ꎮ 伊朗通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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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十多年的不懈努力ꎬ 最终达成的伊核全面协议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其极其

看重的国家尊严ꎮ 其二ꎬ 伊朗保持了自己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ꎮ 伊朗外长扎

里夫表示ꎬ 谈判第一个目标就是保留其核技术和核能力ꎮ 从协议内容看ꎬ 伊

朗设定的红线没有被跨越ꎬ 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得到了全世界的承认ꎬ
这是伊朗这么多年来求之不得的事情ꎮ 其三ꎬ 伊朗的经济制裁将被解除ꎬ 其

经济活力随之得到释放ꎮ 自 ２００６ 年以来ꎬ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若干决议ꎬ 美

国、 欧盟国家也通过了一系列针对伊朗的制裁条款ꎬ 这些制裁令伊朗经济陷

入困境ꎮ 而 ２０１５ 年伊核全面协议明确指出ꎬ 只要伊朗履行其承诺并且通过国

际原子能机构的核实ꎬ 欧洲、 美国以及联合国针对伊朗金融、 能源以及交通

等行业实施的制裁就会被取消ꎮ 这对于伊朗来说意义非凡ꎬ 尤其是有利于该

国经济命脉石油产业的发展ꎮ 据估计ꎬ 一旦美国和联合国解除对银行转账的

禁令ꎬ 伊朗将获得之前遭到冻结的价值 １ ０００ 多亿美元的海外资产ꎬ 而且ꎬ 伊

朗可以期待每年不少于 ２００ 亿美元的额外石油收入ꎮ① 其四ꎬ 伊朗内政外交可

能出现良性循环ꎮ 事实上ꎬ ３０ 多年来ꎬ 伊朗内政外交一直处于恶性循环之中ꎮ
由于伊朗内政极端保守ꎬ 促使其对外交往强硬僵化ꎬ 而强硬的对外政策带来

的消极结果又进一步推动其内政的僵化ꎮ 伊核全面协议的签署给伊朗内政外

交向良性循环变化提供了条件ꎬ 鲁哈尼总统面临的执政环境大为改善ꎮ 其五ꎬ
伊朗外交孤立状态有望被打破ꎮ 伊朗一直怀有 “大国” 情结ꎬ 但伊斯兰革命

后 ３０ 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发展ꎬ 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 一是内政难

以理顺ꎬ 二是外部遭孤立和封锁ꎮ 伴随着国际制裁的取消ꎬ 伊朗有望逐步融

入国际社会ꎬ 终结 ３６ 年外交孤立状态ꎬ 国际资本会涌入伊朗市场ꎬ 在一定程

度上满足国家现代化的需求ꎮ 与此同时ꎬ 摆脱外交羁绊的伊朗政府ꎬ 会将更

多精力用于国内治理和经济建设ꎮ
学界有人提出ꎬ 伊核全面协议的达成主要是伊朗做出了重大的妥协ꎮ 实

际上ꎬ 伊朗只是承诺不谋求发展核武器ꎬ 而这本来也并不存在ꎮ 这些年伊朗

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申ꎬ 伊朗坚持和平利用核能ꎬ 伊朗永远不谋求发展核武器ꎮ
第二ꎬ 美国降低了从中东抽身的难度ꎬ 总体符合其 “再平衡” 的全球战

略ꎮ 美国总统奥巴马从伊核全面协议中得足了 “面子”: 美国用外交手段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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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伊朗核问题这样棘手的大难题ꎬ 维护了世界核不扩散体系ꎬ 可被视为奥巴

马政府的重大外交成果载入史册ꎮ 从更深层看ꎬ 该协议为美国政府从中东战

略收缩、 实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提供了新契机ꎮ “九一一” 事件以来ꎬ 美国

深度卷入中东事务ꎬ 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ꎬ 并为维系战后中东地

缘政治的平衡长期投入重兵ꎮ 事实上ꎬ 两场战争的结果并不如美国之意ꎮ 今

日的阿富汗政治和安全形势堪忧ꎬ 塔利班的活动依然强劲ꎮ 而伊拉克战争不

仅给伊拉克人民带来了灾难ꎬ 也使地区地缘政治力量严重失衡ꎬ 美国深陷其

中难以自拔ꎮ 值得指出的是ꎬ 伊拉克战争和今天 “伊斯兰国” 的出现密不可

分: 伊拉克战争后ꎬ 该国原有政治格局被颠覆ꎬ 内部政治严重失序ꎬ 为 “伊
斯兰国” 的出现和崛起提供了条件ꎮ 加之ꎬ ２０１０ 年底爆发阿拉伯大变局ꎬ 叙

利亚政治动荡演变为内战ꎬ 由伊拉克战争引发的中东伊斯兰逊尼派和什叶派

的斗争更加激烈ꎮ 在此背景下ꎬ 伊核问题的长期存在和不时激化ꎬ 随时有可

能把美国拖进冲突和战争的泥潭ꎬ 而这是现在或者至少三五年内美国所不愿

意看到的ꎬ 也是无法承受的ꎮ 由此ꎬ 伊核问题的破解ꎬ 与美国从阿富汗和伊

拉克撤军效果有共通之处ꎬ 即加快美国全球战略东移的步伐ꎬ 有利于美国在

中东脱困减负ꎮ
第三ꎬ 伊美关系改善出现契机ꎮ 美国和伊朗的敌对关系已经存在了 ３６

年ꎮ 伊核全面协议签署之后ꎬ 伊朗总统鲁哈尼称这是重建与西方信任的 “起
点”ꎬ 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表示应该 “抓住这个机遇”ꎮ 显然ꎬ 伊核全面协议为

美、 伊改善双边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契机ꎮ 但是应当指出的是ꎬ 伊核全面协议

的达成并不意味着美伊关系能够必然、 迅速或全面改善ꎬ 美伊关系的改善仍

将是一个长期、 曲折的过程ꎮ 因为美国和伊朗之间存在两个结构性矛盾: 一

是在意识形态层面ꎬ 美国绝对不会接受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朗伊斯兰政权ꎻ 二

是在地缘政治层面ꎬ 伊朗立志成为该地区首屈一指的大国ꎬ 而美国绝不会任

其发展壮大 (下文详述)ꎮ 因此ꎬ 美、 伊双方在签署伊核协议之后还将有一个

互动和斗争的过程ꎮ 美国和伊朗双方关系走得近或远ꎬ 关系改善速度快或慢ꎬ
还将取决于双方的互动ꎮ 这一过程要想顺利ꎬ 就美国而言ꎬ 它需要忍耐和接

受伊朗在中东逐渐坐大的事实ꎻ 而就伊朗来说ꎬ 则需要在地区问题上相对收

敛ꎬ 不挑战美国在中东的核心关切 (即美国要维系中东地区均势ꎬ 不允许任

何一个国家主导中东地区事务ꎻ 美国掌控中东石油资源ꎻ 保护以色列的安全ꎻ
打击恐怖主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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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东地缘政治格局有望发生变化

过去的十几年ꎬ 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几度受到冲击ꎬ 地区国家力量随之消

长变化ꎮ 早在 ２００３ 年伊拉克战争之后ꎬ 伊朗的地区对手伊拉克严重受损ꎬ 此

消彼长ꎬ 伊朗在地区政治格局变动中的地位相对上升ꎮ 但是ꎬ 由于美国在中

东的强力压制ꎬ 伊朗坐大的国际空间被压缩ꎮ 随着伊核全面协议的达成ꎬ 重

压在伊朗身上的核问题这座 “大山” 被移走ꎬ 加之美国对中东事务保持一定

距离、 避免深度卷入的做法ꎬ 使伊朗终于兑现伊拉克战争后其在中东坐大的

“红利”ꎮ 今天的伊朗ꎬ 在伊拉克发挥着独特的作用ꎬ 在叙利亚事务上有重要

的发言权ꎬ 对黎巴嫩、 也门、 巴林等均有一定的影响力ꎮ 我们可以预期ꎬ 未

来相对长时期ꎬ 伊朗将是中东地区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力量ꎬ 也是该地区事务

中影响力最大的地区国家ꎮ
从伊朗自身条件看ꎬ 伊朗是一个 “天然的大国胚子”ꎬ 自古以来伊朗人也

一直以地区强国自居ꎮ 伊朗北临里海ꎬ 南靠海湾和阿拉伯海ꎬ 地理位置非常

重要ꎮ 该国幅员 １６３ ６ 万平方公里ꎬ 人口规模适中 (２０１４ 年为 ７ ８５０ 万人①)ꎬ
自然资源丰富ꎬ 尤其是世界上重要的油气资源产出地ꎮ 据英国石油公司统计ꎬ
截至 ２０１４ 年底ꎬ 伊朗石油储量 １ ５７８ 亿桶ꎬ 占世界已探明石油总储量的

９ ３％ ꎬ 位居世界第四位 (仅次于沙特阿拉伯、 委内瑞拉和加拿大)ꎻ 同期ꎬ
伊朗天然气储量为 ３４ 万亿立方米ꎬ 占世界已探明天然气总储量的 １８ ２％ ꎬ 位

居世界首位ꎮ② 此外ꎬ 伊朗还有得天独厚的水资源ꎬ 以及其他矿产资源ꎮ 基于

此ꎬ 在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ꎬ 伊朗也经历过经济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ꎬ １９７９ 年

伊斯兰革命后 ３０ 余年来经济发展停滞不前ꎬ 很大程度上与该国内外发展环境

密切相关ꎮ 可以预期ꎬ 当约束伊朗崛起的外部封锁被打破后ꎬ 一旦内政能大

致理顺ꎬ 这个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国家很快会步入崛起之途ꎮ
中东传统大国埃及因经历 “一二五” 革命的冲击ꎬ 以及穆尔西、 塞西

政权的先后执政ꎬ 国内面临诸多难题ꎬ ３ ~ ５ 年内主要聚焦内政问题ꎬ 无暇顾

及地区事务ꎮ 当下的塞西政府可以控制政局ꎬ 但现政府把埃及革命中的主要

力量都推到了对立面ꎬ 国内政治关系紧张ꎬ 恐怖袭击事件频发ꎮ 国家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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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问题成堆ꎬ 积重难返ꎬ 严重的失业状况很难得到根本解决ꎮ 而且ꎬ 以美国

为首的西方国家并不看好埃及的塞西ꎬ 迄今西方国家对埃及承诺得很多ꎬ 实

际投入得很少ꎮ 而塞西则因政治的需要ꎬ 匆匆忙忙提出了一些 “庞大的工程

项目”ꎬ 更多考虑的是维护自己的形象和高支持率ꎬ 对实际的经济发展和民生

改善实质意义有限ꎮ
盘踞在阿拉伯半岛的海湾大国沙特ꎬ 在埃及近年深陷政治动荡、 阿拉伯

国家群龙无首的情势下ꎬ 对地区事务的关注度上升ꎬ 在也门危机、 巴林政局

动荡事件中都可看到沙特的动作ꎮ 加之ꎬ 沙特拥有丰富的石油美元ꎬ 国家财

力雄厚ꎮ 因此ꎬ 沙特是未来几年中东地区特别是阿拉伯世界不可忽视的重要

力量ꎮ 但有两个情况值得注意: 一是沙特虽然经济富足ꎬ 但它的军事实力十

分有限ꎬ 尽管沙特在过去十年中将军费支出增加了一倍多ꎮ 二是沙特政府的

政治信心有限ꎮ 虽然沙特在地区事务中处处表现出与伊朗 “争锋” 的态势ꎬ
但从现实出发ꎬ 沙特并无与伊朗争夺地区主导权的野心ꎬ 它更看重的是伊朗

能否尊重其在海湾地区和也门的影响力ꎮ
中东地区另一大国土耳其ꎬ 曾以历史上的奥斯曼帝国为荣耀ꎬ 现怀揣

“土耳其” 梦ꎮ 如果用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ꎬ ２０１４ 年该国经济总量达 ７ ９９５ 亿

美元ꎬ① 可谓中东第一经济大国ꎮ 而且ꎬ 土耳其还是北约成员国ꎬ 武器装备先

进ꎬ 军事力量强大ꎮ 但由于土耳其属突厥国家ꎬ 无论其引以为傲的 “土耳其

模式” 怎样使该国实现政局相对稳定ꎬ 并成为新兴经济体国家和二十国集团

成员ꎬ 但其始终得不到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的认同ꎮ 而且ꎬ 土耳其也不像伊

朗那样在中东有伊斯兰什叶派力量作为施展自身力量的抓手ꎮ 土耳其外交在

国际和中东地区实际上处于颇为尴尬的处境ꎬ 向西既加入不了欧盟ꎬ 向东又

不为周围的阿拉伯国家所接受ꎮ 加之ꎬ 土耳其在阿拉伯大变局发生后ꎬ 鲁莽

介入叙利亚乱局ꎬ 吞下地区外交失败的苦果ꎮ 况且ꎬ 库尔德跨境民族问题的

复杂性以及受到难民激增的困扰ꎬ 所以ꎬ 即便土耳其在地区政治角逐中有相

当实力ꎬ 但它在中东地区中的分量不宜被看得过大ꎮ
因此ꎬ “后伊核协议时代” 的中东地缘政治有望发生变化ꎮ 无论从伊朗自

身实力以及其他地区大国发展现状相比ꎬ 伊朗的优势地位无疑是明显的ꎮ 即

便如此ꎬ 伊朗也绝不会成为地区主宰国家ꎬ 这是因为在 “后伊核协议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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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将更多地通过地区力量的均衡来实现ꎬ 即更多地支持和扶

持土耳其、 沙特、 以色列等中东盟国来与伊朗相互制衡ꎬ 如有必要ꎬ 美国甚

至会推动其地区盟国与伊朗在地区事务上相互妥协以期求得平衡ꎮ 在伊核协

议签署后的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９ 日ꎬ 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就访问了以色列ꎬ
承诺给以色列 “Ｆ３５” 最先进的战机ꎬ 以期减轻其对伊核全面协议的担忧ꎮ 美

国同时还加大扶植沙特、 约旦等中东盟国的力度ꎮ
(三) 国际社会获得直接和间接的积极效应

伊核全面协议签署之后ꎬ 国际社会总体抱持乐见其成态度ꎮ
第一ꎬ 伊核问题通过和平谈判方式得以解决ꎬ 驱除了中东地区潜在的战

争 “阴影”ꎮ 纵观伊核问题发展的历史脉络ꎬ 我们不难看出在部分时段频繁出

现美国对伊朗动武的紧张局势ꎬ 海湾地区因伊核问题数次战争 “乌云” 密布ꎮ
许多西方媒体都披露过ꎬ 美国曾做过进攻伊朗的沙盘推演ꎬ 以色列也曾数次

扬言要以武力摧毁伊朗的核设施ꎮ 因此ꎬ 伊核问题全面协议的达成ꎬ 使有可

能引发中东局部地区的战争 “导火索” 被拔掉ꎮ 没有美国的参与ꎬ 以色列对

伊朗动武的可能性也大大下降ꎮ
第二ꎬ 核不扩散体系得以维系ꎮ 根据联合国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的相

关规定ꎬ 只有中国、 美国、 俄罗斯、 英国和法国 ５ 个常任理事会才能合法拥

有核武器ꎮ 实际上ꎬ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对拥核跃跃欲试ꎬ 国际核不扩散体制

千疮百孔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印度进行了核试验ꎬ 但直到 １９８８ 年才公开引爆

核武ꎬ 宣称自己拥有核威慑力ꎮ 同样ꎬ 巴基斯坦和朝鲜都如法炮制ꎬ 进行过

核武引爆试验ꎮ 此外ꎬ 以色列和日本也被认为是拥核的国家ꎮ 阿尔及利亚、
阿根廷、 巴西、 南非等国均被曝光有过核武器开发计划ꎮ 因此ꎬ 伊核全面协

议的签署意义重大ꎬ 可以被视为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成功案例ꎮ
第三ꎬ 伊朗资源市场开发潜力将获得释放ꎬ 并会吸引欧美等跨国公司到

伊朗寻找商机ꎮ 在与伊朗关系陷入僵局之前ꎬ 欧洲国家一直都是伊朗的主要

贸易伙伴ꎮ 对于参与谈判的法国人、 英国人、 德国人和俄罗斯人而言ꎬ 与伊

朗恢复和发展经贸关系是其利益和兴趣所在ꎮ 德国在 １９７９ 年伊斯兰革命前后

就一直是伊朗的传统经济伙伴ꎮ 伊核全面协议达成后的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１ 日ꎬ 德

国经济事务与能源部长加布里尔 (Ｓｉｇｍａｒ Ｇａｂｒｉｅｌ) 访问伊朗ꎬ 在新闻发布会

上明确提出 “德国公司希望与伊朗建立持续的、 持久的经济关系ꎮ” 陪同加布

里尔访问伊朗的还有德国的工业巨头及数十个企业的管理层人员ꎬ 如林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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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 奔驰、 巴斯夫、 大众、 德国国际合作公司等ꎬ 他们与伊朗相关方面

讨论了核协议达成后双方经济合作的广阔前景和可能的具体合作项目ꎮ 俄罗

斯政府也看好伊朗重回国际市场后带来的商机ꎮ 除了伊朗每年从俄罗斯进口

５００ 万 ~ ７００ 万吨粮食以外ꎬ 在重型机器制造、 铁路运输、 航空、 电子传输、
船舶制造等领域ꎬ 俄、 伊双方都有广阔的合作空间ꎮ 当然ꎬ 伊朗与外部世界

经济合作的恢复和发展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ꎮ

“后伊核协议时代” 的中国与伊朗关系

中国与伊朗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ꎬ 多年来双边贸易额稳步增加ꎮ ２００２
年中国与伊朗双边贸易额仅为 ３７ 亿美元ꎬ ２０１４ 年则增加到 ５１８ ５ 亿美元ꎬ 其

中中方对伊朗出口额为 ２４３ ４４ 亿美元ꎬ 自伊朗进口 ２７５ ０６ 亿美元ꎮ① 但由于

受制于联合国安理会的经济制裁和美国施加的金融制裁ꎬ 中国与伊朗的经济合

作也受到很大束缚ꎮ 例如ꎬ 中国在伊朗实施油气开发项目时ꎬ 由于双方签订的

合作协议明确规定所需设备须采用欧盟标准且从欧洲国家采购ꎬ 常常使这些合

作协议无法落实ꎮ 再如ꎬ 西方国家对伊朗实施的金融制裁ꎬ 使中资企业由于无

法顺利实现资金往来而严重影响业务的开展ꎮ 伊核全面协议签署后ꎬ 随着制裁

逐渐被解除ꎬ 伊朗市场将被打开ꎬ 中国与伊朗的贸易、 投资尤其是油气开发领

域的商机将大为增加ꎮ 中国正在实施 “一带一路” 战略构想ꎬ 建设途经中亚、
中东延伸至欧洲的能源、 基础设施等通道ꎬ 伊朗将是必经之地和重要节点国家ꎮ

当然ꎬ 伊核全面协议的签署和对伊朗制裁的解除也意味着中伊经贸合作将

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ꎮ 在伊朗受到外部制裁期间ꎬ 西方公司放弃在油气开发、
金融、 汽车制造等领域的合作项目ꎬ 客观上为中国企业进入伊朗市场并发展壮

大创造了条件ꎮ 例如ꎬ 伊朗油气开发外资企业仅有来自中国的中石油、 中石化、
中海油三大油企ꎬ 德黑兰地铁、 德黑兰到马什哈德铁路等工程承包项目亦由中

资企业来实施ꎮ 但在 “后伊核协议时代”ꎬ 由中资企业在伊朗享用 “独食” 的

时代已然过去ꎬ 这就需要中资企业做好准备ꎬ 迎接与世界各跨国公司在伊朗的

激烈竞争ꎮ 事实上ꎬ 各国企业抢占伊朗市场先机的行动已经开始ꎬ 欧美企业跃

跃欲试ꎬ 意欲重返伊朗市场ꎮ 据 «伊朗日报»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５ 日载文称ꎬ 现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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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要和各类经济代表团接踵访问伊朗ꎬ 探讨与伊朗的合作渠道和合作领域ꎮ①

因此ꎬ 中企面对逐鹿伊朗市场的世界各大跨国公司ꎬ 应尽早调整心态ꎬ 扬长避

短ꎬ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ꎬ 争取在开放的伊朗市场中取得更大的成绩ꎮ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ｒａｎ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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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ｕｉｔｓ Ｔｈｅ ｒｅａｃ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ｇｅ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ｔｈ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ｏｆ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ｏｔｈ Ｉｒ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ꎬ ｏｆ ｗｈｉｃｈꎬ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ｎｄ ｅｓｓｉｅｎｃｉ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ｉｓ ｔｈ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Ｕ 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Ｉｒ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ｐｌａｙｅｄ ａ ｕｎｉｑｕｅ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ｔａｌｋｓ Ｉｒａｎ ｇｅｔ ｔｈ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ｔ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ａｔ Ｉｒａｎ ｍａｙ
ｒｅｔａｉｎ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ｎｕｃｌａｅｒ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ｕｓｅꎬ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ｉｔｓ
ｎｕｃｌｅａｒ －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ｓ ａｒ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ｂｅ ｒｅｍｏｖｅｄ ａｓ ｗｅｌｌ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ｍａｙ ｈｅｌｐ Ｕ Ｓ. ｔｏ ｇｅｔ ｒｉｄ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ꎬ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ｉｓ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ｆｏｒ ｉｔ ｔｏ ｑｕｉｃｋｅｎ ｉｔｓ ｓｔｅｐ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ｗａｒ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ｆ ｇｏｌ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ꎬ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ｇｅｏｐ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ꎬ Ｉｒａｎ’ 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ｓ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ｂｅ ｆｕｒｔｈｕｒ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Ｉｎ ａ ｐｏｓｔ －
Ｉｒａｎ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ｅｒａꎬ Ｃｈｉｎａ － Ｉｒ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ｆａｃｅ ｎｅｗ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ａｋｅ ｉｔ ｅａｓｙ ｉｎ ｄｅａ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ｎｓ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ｒａｎｓ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ｆｏｒ Ｉｒａｎ’ｓ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ｒａｎ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Ｔａｌｋｓꎻ Ｊｏｉｎｔ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ｌａｎ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ꎻ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ꎻ Ｕ Ｓ. ꎻ Ｃｈｉｎａ － Ｉｒ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樊小红)

８１

① Ｈｔｔｐ: / / ｉｒ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５０８ / ２０１５０８０１０７６４６９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５ － ０８ － １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