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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美国与伊朗冲突的内在症结与解决途径

汪 波

摘 要: 美国与伊朗的冲突是当前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焦点之一。这场冲突背后的原因极其复杂 , 除了伊斯

兰革命时期伊朗扣留美国大使馆人质的历史积怨以及美国对伊朗长期制裁和军事威胁引起的现实矛盾外 , 还涉

及伊朗强调独立自主对外部势力影响的排斥 , 再加上美国为了维持在波斯湾地区的霸权因而试图改变伊朗现政

权等现实因素。种种历史与现实因素的纠葛 , 使双方陷入某种难以化解的冲突困境。为了缓解一触即发的紧张对

峙对国际社会安全和经济发展造成的威胁 , 美伊双方应从理性出发认识这种冲突的不利后果 , 通过民间社会交往

消除成见 , 推动政府开展政治对话和经济合作 , 最终解决双方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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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 与 伊 朗 近 年 来 持 续 不 断 的 冲 突 关 系 , 已 成

为 当 前 国 际 安 全 局 势 最 为 引 人 瞩 目 的 一 个 焦 点。对

此 , 国 内 外 学 者 普 遍 认 识 到 , 导 致 美 国 与 伊 朗 长 期

以 来 冲 突 不 断 的 原 因 , 既 关 系 到 两 国 之 间 的 历 史 纠

葛 , 也 涉 及 双 方 当 前 的 现 实 矛 盾。1979年 伊 朗 爆 发

伊 斯 兰 革 命 后 , 占 领 美 国 大 使 馆 和 扣 留 美 国 人 质 的

事 件 致 使 双 方 关 系 彻 底 破 裂 。 冷 战 结 束 后 , 随 着 双

方 矛 盾 不 断 加 深 , 美 国 国 务 院 每 年 都 把 伊 朗 列 入 支

持 恐 怖 主 义 国 家 名 单 , 并 批 评 伊 朗 参 与 计 划 和 支 持

伊 斯 兰 极 端 组 织 的 暴 力 活 动 。 近 年 来 , 伊 朗 核 问 题

导 致 双 方 冲 突 进 一 步 加 剧 。 一 方 面 , 美 国 指 责 伊 朗

与 俄 罗 斯 以 及 朝 鲜 合 作 获 取 中 程 弹 道 导 弹 和 核 技

术 , 发 展 包 括 核 武 器 在 内 的 大 规 模 杀 伤 性 武 器 以 及

运 载 工 具 , 因 而 对 伊 朗 实 行 全 面 制 裁 ; 另 一 方 面 , 伊

朗 强 调 其 和 平 发 展 核 能 的 权 利 , 并 坚 持 在 国 内 继 续

开 展 浓 缩 铀 活 动 。 然 而 , 对 美 伊 冲 突 原 因 的 这 种 一

般 性 认 识 , 似 乎 还 难 以 说 明 其 中 矛 盾 的 症 结 , 并 提

出 切 实 可 行 的 解 决 措 施。今 年6月 , 笔 者 应 伊 朗 外 交

部 政 治 与 国 际 问 题 研 究 所 邀 请 赴 德 黑 兰 参 加 第 18

届 波 斯 湾 国 际 会 议。会 议 期 间 , 来 自 伊 朗 、美 国 以 及

其 他 相 关 国 家 的 学 者 对 美 伊 目 前 冲 突 的 根 源 以 及

解 决 冲 突 的 可 能 性 广 泛 交 流 了 各 自 的 意 见 , 笔 者 从

中也 深 受 启 发。本 文 旨 在 从 更 深 的 层 次 来 梳 理 美 伊

双 方 矛 盾 难 解 的 症 结 , 并 从 现 实 和 理 性 的 角 度 来 探

讨 解 决 矛 盾 的 可 行 措 施。

一、伊朗伊斯兰革命

强调独立自主原则的意义

对 于 任 何 一 个 独 立 的 主 权 国 家 来 说 , 独 立 自 主

都 是 其 外 交 政 策 的 基 本 原 则 。 但 对 于 伊 朗 来 说 , 独

立 自 主 的 原 则 有 着 更 为 特 殊 的 意 义。伊 朗 位 于 世 界

最 大 石 油 产 地 波 斯 湾 地 区 中 心 , 占 据 着 霍 尔 木 兹 海

峡 周 围 全 球 最 大 的 石 油 和 天 然 气 田 , 还 控 制 着 通 过

波 斯 湾 把 里 海 盆 地 的 能 源 以 最 低 价 格 和 最 短 路 线

运 送 到 世 界 市 场 的 通 道。伊 朗 也 是 里 海 和 东 地 中 海

这 片 广 大 区 域 中 人 口 最 多 的 国 家 , 拥 有 这 个 地 区 最

大 的 工 业 基 地 。 因 而 , 伊 朗 不 仅 历 来 在 世 界 政 治 格

局 中 具 有 重 要 战 略 地 位 , 而 且 在 全 球 经 济 发 展 中 具

有 重 要 价 值 。 正 因 为 如 此 , 伊 朗 始 终 是 西 方 大 国 试

图 加 以 控 制 的 国 家 。 自19世 纪 以 来 , 伊 朗 一 直 是 沙

俄 和 英 国 角 力 的 战 场 。 后 来 , 又 扮 演 过 英 国 和 美 国

在 这 个 地 区 的 代 理 人 。1979年 伊 斯 兰 革 命 爆 发 前 ,

伊 朗 两 次 争 取 独 立 的 斗 争 都 遭 到 了 外 国 势 力 破 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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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次 争 取 独 立 是 在1917年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战 时 期 ,

由 于 英 国 和 沙 俄 干 预 , 伊 朗 失 去 了 战 后 获 得 独 立 和

建 立 宪 法 政 府 的 机 会 。 第 二 次 是 1953 年 摩 萨 台

( Mohammad Mosaddeq) 领 导 的 民 选 政 府 , 被 美 国 中 央

情 报 局 策 划 的 政 变 推 翻 , 君 主 统 治 在 伊 朗 复 辟 , 伊

朗 陷 入 美 国 势 力 控 制 之 下 。 !" 直 到 1979年 伊 斯 兰 革

命 后 , 伊 朗 伊 斯 兰 共 和 国 才 彻 底 摆 脱 外 国 势 力 影

响 , 在 世 界 舞 台 上 独 立 自 主 地 把 握 自 己 的 命 运 并 扮

演 重 要 角 色。

为 了 强 调 不 受 任 何 外 来 干 预 的 独 立 自 主 , 以 政

教 合 一 为 基 础 的 伊 朗 政 府 在 伊 斯 兰 革 命 后 首 先 宣

布 , 以 不 结 盟 原 则 作 为 对 外 关 系 的 基 础 , 奉 行 独 立

自 主 的 外 交 政 策 , 不 再 接 受 任 何 超 级 大 国 影 响 。 为

此 , 伊 朗 退 出 中 央 条 约 组 织 , 加 入 不 结 盟 运 动 , 还 取

消 了 购 买 西 方 国 家 武 器 的 大 批 订 单。伊 朗 领 导 人 强

调 , 只 有 通 过 不 结 盟 方 式 , 才 能 实 现 伊 朗 伊 斯 兰 共

和 国 独 立 自 主 的 外 交 政 策。无 论 和 东 方 还 是 西 方 国

家结 盟 , 都 不 符 合 伊 朗 的 宗 教 、政 治 和 文 化 利 益 。而

且 和 任 何 国 家 集 团 结 盟 , 都 会 使 伊 朗 的 政 策 选 择 受

到 限 制 , 难 以 独 立 自 主 地 发 展 有 利 于 自 身 利 益 的 外

交 关 系。#$

伊 朗 特 别 重 视 外 交 政 策 独 立 自 主 的 原 因 , 主 要

是 伊 斯 兰 革 命 前 伊 朗 社 会 已 经 普 遍 意 识 到 外 国 势

力 对 伊 朗 国 内 外 政 策 主 导 性 影 响 造 成 的 各 种 危 机 。

因 此 , 伊 朗 民 众 把 伊 斯 兰 革 命 视 为 一 场 维 护 主 权 独

立 的 斗 争 。 伊 斯 兰 革 命 后 , 伊 朗 政 府 强 调 不 结 盟 的

目 的 , 就 是 要 维 护 外 交 决 策 的 独 立 自 主 。 既 不 受 美

国 干 预 , 也 不 和 苏 联 敌 对 , 避 免 对 任 何 意 识 形 态 阵

营 的 依 赖 。这 样 , 伊 朗 除 以 色 列 外 , 可 以 和 所 有 国 家

发 展 友 好 关 系 。 伊 朗 领 导 人 还 特 别 强 调 , 巴 列 维 政

权 对 美 国 势 力 的 依 赖 , 彻 底 违 背 了 伊 斯 兰 和 伊 朗 的

利 益 。 因 此 , 霍 梅 尼 在 伊 斯 兰 革 命 中 提 出 的 一 个 重

要 口 号 , 就 是 维 护 国 家 在 伊 斯 兰 信 仰 基 础 上 的 独 立

和 自 由。伊 朗 在 伊 斯 兰 革 命 后 制 定 的 伊 斯 兰 共 和 国

宪法 中 , 也 强 调 了 同 样 的 原 则 。%& 因 此 , 伊 朗 伊 斯 兰

共 和 国 强 调 独 立 自 主 原 则 的 意 义 , 不 仅 表 明 伊 朗 人

在 现 代 历 史 上 第 一 次 完 全 自 主 地 掌 握 了 自 己 国 家

的 命 运 , 而 且 还 表 明 伊 朗 已 经 彻 底 消 除 了 美 国 为 首

的 西 方 国 家 的 影 响 。 正 因 为 如 此 , 伊 朗 对 独 立 自 主

原 则 的 强 调 和 坚 持 , 也 变 成 了 美 国 对 伊 朗 现 政 权 不

满 的 重 要 原 因。

二、美伊交恶的升级过程

伊斯 兰 革 命 爆 发 之 初 , 美 国 政 府 从 经 济 、政 治 和

军 事 利 益 考 虑 , 曾 希 望 继 续 维 持 和 伊 朗 的 正 常 关

系 。 为 此 , 美 国 政 府 在 革 命 前 和 霍 梅 尼 秘 密 达 成 协

议 , 同 意 放 弃 对 巴 列 维 国 王 的 支 持 , 并 说 服 伊 朗 军

队 不 发 动 政 变 , 伊 朗 则 在 革 命 后 继 续 保 持 和 美 国 的

关 系 。 ’( 然 而 , 伊 朗 革 命 成 功 后 , 国 内 却 出 现 了 建 立

世 俗 化 民 主 政 权 还 是 伊 斯 兰 神 权 政 府 的 分 歧。为 了

迫 使 支 持 建 立 世 俗 化 民 主 制 度 的 温 和 派 人 士 同 意

建 立 神 权 政 府 , 伊 斯 兰 革 命 激 进 分 子 决 定 制 造 一 起

和 超 级 大 国 决 裂 的 事 件。但 对 于 把 美 国 还 是 苏 联 大

使馆 作 为 攻 击 对 象 , 激 进 分 子 当 时 还 犹 豫 未 决。)* 与

此 同 时 , 美 国 卡 特 政 府 在 伊 斯 兰 革 命 胜 利 初 期 , 由

于 过 分 相 信 和 霍 梅 尼 的 秘 密 协 议 , 因 而 把 美 国 和 伊

朗 继 续 维 持 正 常 关 系 的 希 望 , 完 全 寄 托 于 代 表 温 和

派 的 临 时 政 府 总 理 巴 扎 尔 甘( Bazargan) , 忽 视 了 和 其

他 主 要 革 命 领 导 人 的 联 系 。 同 时 , 美 国 政 府 还 对 伊

朗 采 取 了 一 些 有 明 显 敌 意 的 行 动 , 包 括 迟 迟 不 承 认

伊 斯 兰 革 命 后 建 立 的 新 政 权 , 通 过 中 央 情 报 局 对 伊

朗 内 政 进 行 干 预 , 接 受 巴 列 维 国 王 流 亡 美 国 等 。 结

果 , 美 国 政 府 的 失 误 导 致 伊 斯 兰 革 命 激 进 者 把 矛 头

指 向 美 国 , 从 而 失 去 了 维 持 美 国 和 伊 朗 之 间 正 常 关

系 的 时 机。1979年11月4日 , 伊 斯 兰 激 进 分 子 占 领 美

国 大 使 馆 并 扣 留 美 国 人 质 , 两 国 之 间 的 冲 突 与 仇 恨

也 很 快 发 展 到 顶 峰 。 从 那 以 后 , 美 国 和 伊 朗 一 直 未

能 实 现 关 系 正 常 化 , 双 方 矛 盾 则 不 断 加 剧 。特 别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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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 和 西 方 国 家 对 伊 朗 的 谴 责 与 制 裁 , 美 国 支 持 阿

拉 伯 世 界 遏 制 伊 朗 伊 斯 兰 革 命 和 伊 拉 克1980年 入 侵

伊 朗 , 都 导 致 伊 朗 的 反 美 倾 向 不 断 加 强。!"

实 际 上 , 伊 朗 反 美 情 绪 形 成 的 重 要 根 源 , 主 要

就 是 美 国 长 期 以 来 对 伊 朗 的 干 预 政 策。伊 斯 兰 革 命

前 , 美 国 中 央 情 报 局 参 与 推 翻 摩 萨 台 政 府 的 政 变 以

及 对 巴 列 维 政 权 的 长 期 支 持 , 已 经 构 成 伊 朗 民 众 仇

恨 美 国 的 历 史 背 景 。 伊 斯 兰 革 命 后 , 美 国 支 持 伊 拉

克1980年 入 侵 伊 朗 , 更 导 致 伊 朗 民 众 把 美 国 和 伊 拉

克 视 为 同 样 的 敌 人。而 美 国 政 府 支 持 伊 拉 克 对 伊 朗

的 战 争 , 不 过 是 一 种 双 重 扼 制 政 策 。 美 国 政 府 虽 然

支 持 伊 拉 克 入 侵 伊 朗 , 但 也 希 望 维 持 伊 朗 的 战 略 地

位 和 领 土 完 整 , 因 为 这 是 冷 战 时 期 美 国 在 这 个 地 区

和苏 联 抗 衡 的 重 要 基 础。伊 朗 伊 斯 兰 共 和 国 政 府 不

但反 美 , 而 且 也 反 苏 。

1986年 以 后 , 美 国 总 统 里 根 为 了 摆 脱“ 伊 朗 门 ”

( Iran- Contra) 丑 闻 曝 光 造 成 的 难 堪 , 决 定 更 公 开 地

支 持 伊 拉 克 对 伊 朗 的 战 争 。 结 果 , 美 国 国 务 院 和 国

防 部 制 定 了 一 系 列 强 硬 的 反 伊 朗 政 策。这 些 政 策 包

括 在 两 伊 战 争 中 明 确 支 持 伊 拉 克 , 直 接 和 伊 朗 进 行

军 事 对 抗 , 用 导 弹 攻 击 伊 朗 民 航 飞 机。同 时 , 美 国 还

推 动 联 合 国 安 理 会 , 在 两 伊 战 争 问 题 上 通 过 有 利 于

伊 拉 克 的 决 议。美 国 政 府 这 一 系 列 政 策 进 一 步 加 深

了 和 伊 朗 之 间 的 矛 盾 , 同 时 也 加 剧 了 波 斯 湾 地 区 本

来 已 经 极 为 紧 张 的 局 势 , 造 成 这 个 地 区20世 纪 80年

代 的 全 面 扩 军 竞 赛。

美 国 在 两 伊 战 争 中 的 反 伊 朗 政 策 , 不 但 引 起 了

伊 朗 民 众 对 美 国 的 强 烈 不 满 , 而 且 还 把 美 国 变 成 了

伊 朗 民 众 的 敌 对 象 征。20世 纪90年 代 以 后 , 美 国 对

伊 朗 继 续 采 取 强 硬 路 线 , 使 彼 此 之 间 的 对 抗 更 加 剧

烈 。 这 个 时 期 伊 朗 民 众 对 美 国 的 仇 恨 不 断 加 深 , 正

好 和 美 国 对 伊 朗 制 裁 的 不 断 升 级 成 正 比。美 国 对 伊

朗的 制 裁 从1979年11月 开 始 , 人 质 危 机 后 又 进 一 步

加 强 。随 着 制 裁 程 度 的 提 高 , 美 国 政 府1987年 宣 布

禁 止 所 有 伊 朗 商 品 进 入 美 国。1995年 , 美 国 总 统 克

林 顿 发 布12957号 行 政 命 令 , 禁 止 美 国 对 伊 朗 能 源 部

门 的 任 何 投 资 。2000年5月6日 , 美 国 政 府 宣 布 全 面

禁 止 对 伊 朗 的 一 切 投 资 和 贸 易 。 至 此 , 两 国 的 经 济

联 系 全 部 断 绝。

作为 解 除 制 裁 的 条 件 , 美 国 政 府 要 求 伊 朗 停 止

支 持 黎 巴 嫩 真 主 党 、巴 勒 斯 坦 圣 战 组 织 以 及 哈 马 斯

等 伊 斯 兰 极 端 组 织 , 停 止 反 对 巴 以 和 平 进 程 和 发 展

大 规 模 杀 伤 性 武 器。然 而 , 人 质 危 机 结 下 的 怨 恨 , 使

得 美 国 始 终 没 有 和 伊 朗 谈 判 重 建 外 交 关 系 。 #$ 而 伊

朗 方 面 则 认 为 , 双 方 进 行 对 话 的 前 提 必 须 是 美 国 停

止 推 翻 德 黑 兰 政 权 的 活 动 , 因 为 美 国 政 府 已 经 拨 给

中 央 情 报 局2000万 美 元 来 实 现 这 一 目 标 。 同 时 , 伊

朗 政 府 要 求 美 国 停 止 支 持 海 外 各 种 反 对 伊 朗 政 权

的 活 动 , 停 止 对 伊 朗 的 敌 对 广 播 宣 传 , 停 止 鼓 动 伊

朗 阿 塞 拜 疆 人 的 分 离 要 求 。 另 外 , 伊 朗 政 府 还 要 求

美 国 停 止 经 济 制 裁 , 向 伊 朗 提 供“ 和 平 利 用 核 能 ”的

尖 端 技 术 , 提 供 资 金 解 决 日 益 突 出 的 财 政 问 题 , 投

资 开 发 里 海 沿 岸 地 区 的 石 油 和 天 然 气。%&

对于 伊 朗 来 说 , 和 伊 拉 克 的 八 年 战 争 再 加 上 美

国 的 长 期 制 裁 , 已 经 使 经 济 遭 到 严 重 损 害 , 并 影 响

到 发 展 和 实 现 能 源 工 业 现 代 化 的 进 程 。 因 此 , 伊 朗

方 面 希 望 在 坚 持 独 立 自 主 外 交 政 策 的 前 提 下 缓 和

与 美 国 的 关 系 , 并 为 此 做 了 一 些 努 力 。“9·11”事 件

爆 发 后 , 伊 朗 在 阿 富 汗 问 题 上 向 美 国 表 明 过 合 作 意

愿。当 美 国 决 定 用 武 力 打 击 基 地 组 织 和 塔 利 班 政 权

的 时 候 , 伊 朗 采 取 了 积 极 的 中 立 立 场 , 并 承 诺 在 其

领 土 上 救 助 美 国 军 人 和 失 事 飞 机 的 飞 行 员 , 甚 至 同

意 美 国 通 过 其 领 土 运 送 人 道 主 义 救 援 物 资 前 往 阿

富 汗 。 阿 富 汗 战 争 结 束 后 , 伊 朗 又 答 应 在 五 年 内 为

阿 富 汗 重 建 提 供5.67亿 美 元 援 助 , 并 说 服 作 为 自 己

盟 友 的 北 方 联 盟 领 导 人 拉 巴 尼 ( Burhanuddin Rab-

bani) 放 弃 争 取 总 统 的 努 力 , 从 而 为 美 国 指 定 的 卡 尔

扎 伊( Hamid Karzai) 上 台 铺 平 了 道 路。

当塔 利 班 政 权 垮 台 以 及 阿 富 汗 亲 美 过 渡 政 权 建

立 后 , 伊 朗 发 现 美 国 干 预 阿 富 汗 的 主 要 目 的 并 不 仅

仅 是 为 了 打 击 恐 怖 主 义 , 而 是 为 了 实 现 遏 制 伊 朗 和

打 击 伊 斯 兰 的 地 缘 战 略 野 心 , 在 拥 有 丰 富 石 油 资 源

的 中 亚 地 区 建 立 自 己 的 军 事 立 足 点。为 了 阻 止 美 国

在 阿 富 汗 的 长 期 军 事 存 在 , 伊 朗 极 力 呼 吁 国 际 社 会

支 持 阿 富 汗 建 立 一 个 向 宪 法 政 府 过 渡 的 政 权 , 并 要

求 联 合 国 在 重 建 阿 富 汗 政 权 的 过 程 中 发 挥 更 加 重

要 的 作 用。然 而 , 伊 朗 的 努 力 并 没 有 取 得 明 显 成 效。

塔 利 班 政 权 垮 台 后 , 作 为 美 国 代 理 人 的 阿 富 汗 新 政

!" Jo- Anne Hart,“A Spiral of Hostility: US- Iran Relations since the Revolution”, Middle East Insight, Vol. XI, No. 5, Jul- Aug 1995, pp. 23- 25.

#" Richard Murphy,“The US Policy against Iran and Iraq”,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ebruary 10, 1993.

$"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Iran: The Struggle for the Revolution’s Soul”, ICG Middle East Report, No. 5, 2002, pp. 12-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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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开 始 与 中 亚 以 及 里 海 盆 地 国 家 建 立 联 盟 , 对 伊 朗

在 这 个 地 区 的 利 益 构 成 一 种 新 的 威 胁 。 同 时 , 随 着

美 国 小 布 什 总 统 在“ 邪 恶 轴 心 ”名 义 下 进 一 步 推 行

反 伊 朗 政 策 , 美 国 实 际 上 已 经 把 波 斯 湾 地 区 变 成 了

全 球 反 恐 战 争 的 中 心。

对 于 伊 朗 来 说 , 美 国 对 阿 富 汗 和 伊 拉 克 战 争 带

来 的 有 利 之 处 在 于 , 消 灭 了 与 伊 朗 敌 对 的 塔 利 班 政

权 以 及 长 期 遏 制 伊 朗 的 萨 达 姆 政 权 。 伊 拉 克 战 争

后 , 伊 朗 通 过 和 伊 拉 克 占 主 导 地 位 的 什 叶 派 之 间 不

断 加 强 的 联 系 , 已 经 成 为 波 斯 湾 地 区 实 力 最 强 的 国

家 。 但 从 不 利 方 面 来 说 , 这 两 场 战 争 之 后 美 国 乘 机

在 波 斯 湾 地 区 增 强 军 事 实 力 , 对 伊 朗 构 成 直 接 的 安

全 威 胁 。 另 外 , 这 个 地 区 与 美 国 军 事 存 在 相 关 的 各

种 不 稳 定 因 素 , 也 让 伊 朗 政 府 深 感 担 忧 。 这 些 因 素

主 要 是 伊 拉 克 国 内 冲 突 可 能 扩 大 到 边 界 以 外 , 阿 富

汗 毒 品 走 私 日 益 猖 獗 , 巴 基 斯 坦 、土 库 曼 斯 坦 、阿 塞

拜 疆 和 亚 美 尼 亚 国 内 政 局 动 荡 不 安 , 土 耳 其 库 尔 德

人 在 伊 拉 克 影 响 下 分 离 主 义 情 绪 不 断 高 涨 , 沙 特 阿

拉 伯 的 政 治 局 势 也 受 到 基 地 组 织 领 导 的 逊 尼 派 地

方 军 团 威 胁。特 别 是 美 国 小 布 什 政 府 公 开 鼓 吹 改 变

伊朗 政 权 , 更 加 剧 了 伊 朗 当 前 的 安 全 忧 患。

在这种局势下 , 伊 朗 发 展 核 计 划 从 某 种 意 义 来

说, 已经成为克服当前安全隐患的一种手段。不过, 伊

朗国内对于发展核武器是否是一条维护安全的适当道

路这个问题也存在争议。支持发展核武器的人强调 , 面

对美国领导的敌对势力包围 , 伊朗对抗外来威胁的唯

一途径就是拥有核武器; 而反对派则认为 , 伊朗拥有核

武器不一定能够改善安全环境 , 反而可能使自己更加

孤立 , 并促使其邻国进一步投向美国的怀抱。!"

三、美国对伊朗的认识偏见

多 年 来 美 国 和 伊 朗 的 冲 突 关 系 难 以 缓 解 , 还 有

一 个 重 要 原 因 , 就 是 美 国 对 伊 朗 认 识 上 存 在 着 大 量

偏 见 。 美 国 政 府 自 从 伊 斯 兰 革 命 以 来 , 始 终 不 肯 接

受 伊 朗 发 生 变 化 的 事 实 。 到 目 前 为 止 , 美 国 政 府 依

然 坚 持 要 改 换 伊 朗 政 权 , 并 积 极 支 持 伊 朗 的 各 种 反

对 团 体 。 在 美 国 政 府 看 来 , 实 现 改 换 伊 朗 政 权 目 标

的 有 效 途 径 , 就 是 实 行 严 厉 的 经 济 制 裁 。同 时 , 美 国

也 把 实 现 这 一 目 标 的 希 望 , 寄 托 于 那 些 支 持 西 方 自

由 民 主 的 伊 朗 民 众 开 展 群 众 运 动。#$ 不 过 , 目 前 很 难

有 人 相 信 , 伊 朗 近 期 内 会 出 现 大 规 模 的 民 众 起 义 。

美 国 把 伊 朗 当 前 的 局 势 与 20 世 纪 70 年 代 民 众 起 义

反 对 巴 列 维 政 权 的 情 况 进 行 类 比 , 难 免 会 得 出 错 误

的 结 论 。 与 巴 列 维 时 代 不 同 的 是 , 当 前 伊 朗 政 权 获

得 了 国 内 民 众 的 广 泛 支 持。即 使 那 些 反 对 当 前 政 府

政 策 的 人 , 也 不 过 是 要 求 进 行 改 革 , 而 不 是 推 翻 整

个 政 治 体 制 , 因 而 完 全 不 同 于 那 些 在 国 外 和 伊 朗 政

府进 行 暴 力 对 抗 的 政 治 团 体。%&

在美 国 政 府 这 种 认 识 背 后 , 还 包 含 着 很 多 美 国

学 者 对 于 伊 朗 认 识 上 的 偏 颇 。在 分 析 伊 朗 和 美 国 的

对 抗 关 系 时 , 他 们 往 往 把 伊 朗 看 作 一 个 专 制 政 府 统

治 下 的 恐 怖 主 义 国 家 , 通 常 用“ 好 ”和“ 坏 ”的 两 分 法

来 看 待 伊 朗 与 美 国 的 紧 张 关 系 , 但 却 忽 略 了 造 成 这

种 紧 张 关 系 的 历 史 根 源 。 不 仅 如 此 , 美 国 学 者 在 分

析 伊 朗 和 美 国 的 关 系 时 , 还 倾 向 于 把 伊 朗 的 外 交 政

策 与 国 内 权 力 斗 争 联 系 在 一 起。他 们 把 伊 朗 国 内 坚

持 强 硬 路 线 的 人 视 为 美 伊 关 系 发 展 的 障 碍 , 把 改 革

主 义 者 看 做 是 美 国 的 支 持 者 。 其 实 , 这 些 美 国 学 者

并 不 了 解 伊 朗 改 革 派 和 保 守 派 同 样 都 维 护 伊 朗 外

交 政 策 独 立 自 主 的 原 则 , 两 者 之 间 并 不 存 在 原 则 上

的 分 歧。他 们 决 不 会 因 为 彼 此 意 见 不 同 或 是 相 互 竞

争 , 去 推 动 任 何 可 能 危 害 伊 斯 兰 共 和 国 基 础 的 政

策 。 另 外 , 美 国 学 者 在 分 析 美 国 和 伊 朗 的 对 抗 关 系

时 , 一 般 都 很 少 注 意 美 国 冷 战 后 的 国 际 形 象 , 而 且

避 免 涉 及 美 国 在 穆 斯 林 地 区 推 行 的 单 边 主 义 “ 干

涉 ”以 及 那 些 带 有“ 侵 略 性 ”的 外 交 政 策 。 这 些 学 者

通 常 夸 大 伊 朗 对 外 政 策 的 攻 击 性 , 而 对 美 国 的 进 攻

性 政 策 则 轻 描 淡 写 或 视 而 不 见 。 特 别 是 , 美 国 学 者

往 往 把 穆 斯 林 世 界 和 恐 怖 主 义 联 系 在 一 起 , 却 很 少

考 虑 美 国 对 以 色 列 的 盲 目 支 持 及 其 深 受 国 内 犹 太

人 院 外 集 团 影 响 的 外 交 政 策 在 阿 拉 伯 世 界 产 生 的

消 极 反 应 。 美 国 学 者 在 认 识 上 的 这 些 偏 见 , 必 然 会

影响 到 美 国 政 府 对 伊 朗 政 策 的 制 订。

事 实 上 , 伊 斯 兰 革 命 后 经 过 20多 年 的 发 展 , 伊

!" Reza Simbar,“Iran and the US: Engagement or Confront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Vol. 13, No. 1, 2006.

#"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Iran: Discontent and Disarray”, ICG Middle East Briefing, Amman/Brussels, 15 October 2003, pp. 1- 15.

$" Abootalebi Ali,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Middle Eas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 No. 3,

September 2000, pp. 43-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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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 目 前 在 政 治 方 面 的 民 主 化 程 度 已 远 远 高 于 伊 朗

自 身 的 历 史 以 及 周 围 国 家 的 政 治 实 践 。2005年 6月

伊 朗 总 统 大 选 中 , 不 但 有 代 表 全 体 选 民 的8位 候 选

人 提 出 了 各 自 不 同 的 主 张 , 而 且 他 们 还 在 无 线 电 台

和 电 视 台 进 行 了 辩 论 。 这 次 选 举 中 , 民 众 踊 跃 投 票

支 持 内 贾 德( Admadinejad) 的 情 况 表 明 , 大 多 数 伊 朗

人 都 赞 同 内 贾 德 呼 吁 的 社 会 正 义 和 自 由 。 经 济 方

面 , 伊 朗 虽 然 一 直 面 对 各 种 压 力 , 包 括 美 国 的 经 济

制 裁 、两 伊 八 年 战 争 对 国 力 的 大 量 消 耗 、美 国 入 侵

阿 富 汗 和 伊 拉 克 造 成 的 大 量 难 民 、城 市 人 口 的 迅 速

增 长 等 问 题 。 但 自 伊 斯 兰 革 命 以 来 , 伊 朗 政 府 在 经

济 方 面 还 是 取 得 了 一 系 列 重 要 成 就。经 过20多 年 的

努 力 , 伊 朗 政 府 不 但 解 决 了 最 贫 困 阶 层 的 饮 用 水 问

题 , 还 修 建 了 大 量 道 路 和 供 电 系 统 。 伊 朗 的 公 共 部

门 也 提 供 了 一 定 数 量 的 工 作 机 会 , 为 普 通 大 众 解 决

基 本 生 活 需 求 。 近 年 来 , 石 油 价 格 上 涨 给 伊 朗 经 济

带 来 了 繁 荣 , 也 带 动 了 非 石 油 经 济 部 门 的 发 展 。 在

社 会 文 化 方 面 , 伊 朗 政 府 大 力 发 展 健 康 和 教 育 事

业 。目 前 伊 朗 受 教 育 人 口 比 例 已 经 达 到85%, 远 高 于

波 斯 湾 地 区 的 平 均 水 平 。 与 此 同 时 , 伊 朗 女 性 的 政

治 地 位 也 在 不 断 提 高 。 不 但 议 会 中 出 现 了 女 议 员 ,

而 且 伊 朗 在 校 大 学 生 中 女 性 已 经 达 到 总 数 的60%。!"

另 外 , 伊 朗 的 电 话 和 个 人 电 脑 拥 有 量 , 也 高 于 这 个

地 区 的 平 均 水 平。因 特 网 的 使 用 在 伊 朗 也 得 到 迅 速

发 展 , 大 约 十 分 之 一 的 人 可 以 使 用 互 联 网 。 特 别 是

伊 朗 近 年 来 电 影 业 极 其 繁 荣 , 并 推 动 了 文 学 和 其 他

相 关 领 域 的 发 展 。 #$ 这 一 切 都 表 明 , 伊 斯 兰 革 命 以

来 , 伊 朗 国 家 建 立 的 完 全 不 是 那 种 极 端 主 义 色 彩 的

“塔 利 班 ”式 政 权 。

四、美伊僵局解决的可能性

长期 的 历 史 积 怨 和 大 量 难 解 的 现 实 矛 盾 , 造 成

美 国 与 伊 朗 的 冲 突 关 系 已 经 在 某 种 程 度 上 制 度 化 ,

因 而 双 方 的 和 解 也 更 加 复 杂 困 难 。 所 幸 的 是 , 美 国

方 面 开 始 认 识 到 对 伊 朗 采 取 的 政 策 并 不 成 功 , 而 伊

朗 方 面 也 迫 切 希 望 发 展 经 济 并 融 入 国 际 社 会 , 因 而

双 方 都 感 到 有 必 要 打 破 僵 局 进 行 政 治 对 话。%& 然 而 ,

要 重 建 两 国 之 间 的 正 常 关 系 , 美 伊 双 方 都 必 须 为 此

做 出 巨 大 努 力。

从 伊 朗 方 面 来 说 , 对 美 国30年 来 的 结 怨 以 及 伊

朗 占 统 治 地 位 的 教 士 团 体 发 表 的 大 量 反 对 美 国 和

以 色 列 的 言 论 , 加 之 伊 朗 政 府 始 终 拒 绝 采 取 具 体 步

骤 来 满 足 美 国 要 求 的 态 度 , 已 经 形 成 一 个 阻 碍 打 破

与 美 国 关 系 僵 局 的 巨 大 历 史 包 袱。’( 与 此 同 时 , 伊 朗

当 前 最 为 不 满 的 是 美 国 长 期 以 来 实 行 的 经 济 制 裁 ,

还 有 美 国 在 波 斯 湾 主 要 针 对 伊 朗 的 军 事 存 在 及 其

在 波 斯 湾 地 区 维 持 永 久 霸 权 的 意 图。对 于 美 国 批 评

伊 朗 支 持 恐 怖 主 义 的 问 题 , 伊 朗 强 调 应 当 对 国 家 恐

怖 主 义 和 自 由 宣 示 外 交 政 策 做 出 区 分 , 并 强 烈 指 责

美 国 为 首 的 西 方 国 家 在 人 权 、恐 怖 主 义 和 暴 力 方 面

的 双 重 标 准 。 在 打 击 恐 怖 主 义 问 题 上 , 伊 朗 反 对 美

国 以 反 恐 为 名 进 行 的 单 边 干 涉 。 在 伊 朗 看 来 , 美 国

的 军 事 干 预 不 仅 影 响 了 恐 怖 主 义 问 题 的 解 决 , 而 且

还 带 来 了 很 多 新 的 问 题。国 际 社 会 如 果 要 和 恐 怖 主

义 进 行 斗 争 , 就 必 须 了 解 恐 怖 主 义 的 背 景 和 根 源 。

对 于 美 国 关 于 伊 朗 阻 碍 中 东 和 平 进 程 的 指 责 , 伊 朗

也 做 出 了 强 烈 回 应 。 伊 朗 和 大 多 数 伊 斯 兰 国 家 一

样 , 强 烈 要 求 美 国 停 止 对 倾 向 于 暴 力 的 以 色 列 提 供

军 事 装 备 、军 事 训 练 和 外 交 支 持 。 伊 朗 还 要 求 美 国

政 府 避 免 犹 太 人 院 外 集 团 的 影 响 , 和 伊 斯 兰 国 家 共

同 支 持 建 立 一 个 独 立 的 巴 勒 斯 坦 国。伊 朗 领 导 人 还

批 评 美 国 主 导 的 中 东 和 平 进 程 缺 乏 诚 意 而 且 不 公

正 , 强 调 中 东 和 平 进 程 的 第 一 步 应 该 是 承 认 巴 勒 斯

坦 人 有 权 建 立 自 己 的 国 家 , 否 则 一 切 努 力 都 将 徒 劳

无 益。伊 朗 还 强 烈 批 评 以 色 列 在 被 占 领 土 上 的 攻 击

和 暴 力 行 动 , 强 调 美 国 对 以 色 列 的 偏 袒 将 使 这 个 地

区 的 和 平 进 程 难 以 实 现。

不过 , 伊 朗 近 年 来 已 经 进 行 了 一 系 列 国 内 政 策

改 革 , 并 采 取 了 一 些 具 体 步 骤 来 树 立 自 己 的 国 际 形

象 和 改 善 与 美 国 的 关 系 。 然 而 , 伊 朗 所 做 的 一 切 至

今 依 然 未 能 改 变 美 国 的 态 度。美 国 政 府 始 终 坚 持 经

济 制 裁 和 武 力 威 胁 伊 朗 , 甚 至 不 愿 意 对 伊 朗 采 用

!" Abootalebi Ali, “Iran’s Struggle for Democracy Continues: An Evaluation of Twenty- Five Years after the Revolution”, Middle East Review of

Affairs, Vol. 8, No. 2, June 2004, pp. 38- 47.

#" Ibid.

$" Abootalebi Ali,“The State- Society Relations and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in Iran”, Middle Eas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 No. 3,

September 2001, pp. 20- 37.

%" Gordon Brown, “The Role and Influence of Interest Groups on US Sanctions against Iran”, in Gordon Brown, ed., The US Congress and Iran:

Twenty Years after the Revolution, Washington, DC: The Middle East Institute,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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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萝 卜 加 大 棒 ”的 政 策 。美 国 政 府 和 一 些 观 察 家 认

为 , 伊 朗 国 内 民 众 对 现 政 权 的 不 满 正 在 不 断 加 深 ,

已 经 形 成 爆 发 革 命 的 条 件 , 因 而 寄 希 望 于 伊 朗 权 力

核 心 内 部 的 变 革 , 期 待 民 众 对 经 济 状 况 的 不 满 和 对

民 主 的 要 求 导 致 伊 朗 政 权 的 更 迭。

对 于 伊 朗 提 出 的 问 题 和 疑 虑 , 美 国 理 应 做 出 合

理 回 应 。 首 先 , 美 国 应 该 重 新 考 虑 对 伊 朗 采 取 经 济

制 裁 的 动 机 和 效 果 。 事 实 表 明 , 美 国 针 对 伊 朗 的 单

边 经 济 制 裁 在 当 前 经 济 全 球 化 的 时 代 已 经 很 难 产

生 政 治 效 果。!" 实 际 上 , 经 济 制 裁 只 能 使 被 制 裁 国 家

的 贫 困 阶 层 遭 受 更 多 艰 难 , 而 被 制 裁 国 家 上 层 社 会

和 政 府 则 很 少 受 其 影 响 , 因 而 无 法 促 使 他 们 去 改 变

政 策。#$ 因 此 , 美 国 对 伊 朗 实 行 经 济 制 裁 的 目 的 如 果

是 惩 罚 伊 朗 民 众 , 那 么 应 该 说 这 种 制 裁 非 常 有 效 。

由 于 美 国 的 制 裁 , 伊 朗 国 营 航 空 公 司 目 前 使 用 的 民

航 飞 机 很 多 已 经 应 该 报 废 但 却 无 法 更 新 , 因 而 使 普

通 乘 客 处 于 极 大 的 危 险 之 中 。 同 时 , 伊 朗 消 费 者 购

买 的 美 国 商 品 大 多 从 第 三 国 转 购 , 因 而 价 格 高 达 原

价 的 两 倍 到 三 倍 , 为 此 民 众 不 得 不 承 受 巨 大 的 经 济

压 力。另 外 , 那 些 希 望 去 美 国 学 习 的 伊 朗 学 生 , 因 为

无法 参 加 诸 如 托 福 和GRE考 试 , 而 失 去 了 学 习 的 机

会 。伊 朗 学 者 也 无 法 在 美 国 出 版 的 学 术 刊 物 上 发 表

文 章 , 因 为 美 国 财 政 部 认 为 编 辑 这 些 文 章 是 一 种 财

政 服 务。很 明 显 , 美 国 对 伊 朗 的 制 裁 , 其 实 正 在 阻 碍

那种 有 利 于 国 家 民 主 化 的 文 明 社 会 成 长。如 果 说 美

国 制 裁 的 目 的 是 为 了 限 制 伊 朗 的 军 事 和 核 能 力 , 或

是 限 制 伊 朗 的 石 油 和 天 然 气 开 发 , 那 么 这 种 制 裁 则

毫 无 意 义 。 自 从 美 国 实 行 制 裁 以 来 , 伊 朗 已 经 通 过

和 俄 罗 斯 、 巴 基 斯 坦 等 国 家 的 合 作 获 取 了 核 技 术 。

同 时 , 欧 洲 和 其 他 国 家 已 经 取 代 美 国 , 对 伊 朗 石 油

和 天 然 气 资 源 进 行 大 量 投 资 和 开 发。%&

其 次 , 美 国 政 府 应 该 改 变 对 经 济 制 裁 的 某 些 预

期 。 美 国 政 府 原 以 为 , 对 伊 朗 进 行 制 裁 能 够 激 起 伊

朗 民 众 对 政 府 的 不 满 , 因 而 增 加 政 权 从 国 家 内 部 变

革 的 可 能 性 。 然 而 , 这 种 情 况 对 于 伊 朗 来 说 并 不 存

在。美 国 多 年 的 经 济 制 裁 不 但 没 有 造 成 伊 朗 社 会 的

内 部 动 荡 , 反 而 为 伊 朗 国 内 支 持 强 硬 路 线 的 人 提 供

了 依 据 , 更 激 起 民 众 对 美 国 制 裁 政 策 的 愤 慨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美 国 对 伊 朗 的 政 策 如 果 能 够 转 向 支 持 伊

朗 的 开 放 贸 易 和 私 人 企 业 , 将 比 孤 立 伊 朗 的 政 策 更

为 有 效 。 对 于 伊 朗 政 府 来 说 , 如 果 它 意 识 到 自 己 不

被 孤 立 的 话 , 就 会 对 国 际 社 会 采 取 更 负 责 任 的 态

度 。 因 此 , 美 国 政 府 对 伊 朗 的 未 来 发 展 不 应 存 有 任

何 幻 想 , 必 须 承 认 伊 朗 人 民 有 权 对 自 己 的 前 途 做 出

决 定。

再 次 , 美 国 政 府 还 应 该 放 弃 阻 止 伊 朗 加 入 世 界

贸 易 组 织 的 企 图。伊 朗 财 经 部 长 贾 法 里( Mohammad

Jafari) 也 明 确 表 示 , 伊 朗 希 望 早 日 加 入 世 界 贸 易 组

织 , 融 入 经 济 全 球 化 进 程 。 ’( 实 际 上 , 伊 朗 如 果 不 能

加 入 世 贸 组 织 , 就 会 阻 碍 伊 朗 国 内 的 改 革 进 程 , 延

缓 伊 朗 经 济 发 展 以 及 融 入 国 际 社 会 的 进 程。如 果 伊

朗 能 尽 快 成 为 世 界 贸 易 组 织 成 员 国 , 就 必 然 要 对 国

内 经 济 和 政 治 结 构 进 行 调 整 , 从 而 推 动 经 济 改 革 ,

增 加 政 治 透 明 度 和 加 强 法 制 建 设。

最 后 , 美 国 还 需 要 更 好 地 了 解 伊 斯 兰 社 会 , 从

本 质 上 把 伊 斯 兰 和 恐 怖 主 义 区 分 开 来 , 放 弃 人 权 事

务 方 面 的 双 重 标 准。同 时 , 美 国 还 应 和 伊 朗 一 道 , 通

过 共 同 合 作 来 处 理 这 个 地 区 各 种 引 人 关 注 的 问 题 ,

包 括 伊 拉 克 重 建 、毒 品 走 私 、艾 滋 病 传 播 、滞 留 伊 朗

的 大 批 伊 拉 克 和 阿 富 汗 难 民 、环 境 恶 化 等 问 题 。 在

伊 拉 克 重 建 问 题 上 , 美 国 学 者 哈 里 逊( Selig S. Harri-

son) 也 承 认 , 美 国 只 有 和 伊 朗 合 作 , 才 能 有 效 减 少 那

些 针 对 伊 拉 克 美 军 的 敌 对 行 动 , 并 在 美 国 战 斗 部 队

撤 离 以 后 维 持 那 里 的 稳 定。 )*

总 的 来 说 , 美 国 与 伊 朗 过 去 近 30年 的 相 互 对 抗

政 策 , 对 双 方 来 说 都 没 有 取 得 任 何 成 果 。 为 了 打 破

目 前 的 僵 局 和 建 立 新 的 关 系 , 双 方 首 先 要 鼓 励 和 扩

大 民 间 对 话 , 从 社 会 层 面 消 除 过 去 几 十 年 产 生 的 怨

!" Bruce W. Jentleson,“Economic Sanctions and Post- Cold War Conflict”, in Paul Stern and Daniel Druckman, eds., International Conflict Res-

olution after the Cold War,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pp. 3- 15.

#" Daniel Drezner, The Sanction Paradox: Economic Statecraft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US Sanctions against Iran: Time for Reassessment”, Iran Today, Opinion Editorial, January 2001.

%" 参见贾法里在第 18 届波斯湾国际会议上的演讲 ,“Iraq and US Security Agreement”, Abstracts of the 1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Persian Gulf, Tehran, Institute for Political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6- 17 June 2008。

&" 哈里逊是美国威尔逊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 , 也是参加第 18 届波斯湾国际会议的美国学者。其观点参见他在会议上发表的论文

“Stability in Iraq: Stability of the Region”, Abstracts of the 1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Persian Gulf, Tehran, 16- 17 June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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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 。 为 此 , 双 方 可 以 加 强 民 众 之 间 在 文 化 、学 术 、体

育 和 宗 教 方 面 的 交 流 来 建 立 互 信 , 鼓 励 伊 朗 的 伊 斯

兰 学 者 和 教 士 参 加 各 种 背 景 的 政 治 对 话 和 交 换 意

见 , 缓 解 两 国 关 系 中 的 紧 张 气 氛 。 两 国 政 府 也 可 以

在 涉 及 相 互 利 益 的 领 域 , 特 别 是 那 些 非 政 治 领 域 建

立 合 作 框 架 。 同 时 , 美 国 还 可 以 与 伊 朗 合 作 资 助 和

发 展 联 合 经 济 项 目 , 促 进 私 人 中 小 企 业 , 推 动 国 内

社 区 和 公 民 社 会 建 设 , 在 城 市 发 展 、交 通 、森 林 采 伐

等 领 域 建 立 合 作 机 制 。 特 别 是 , 美 国 应 该 积 极 推 动

伊 朗 的 经 济 改 革 , 促 进 伊 朗 加 入 世 界 贸 易 组 织 的 谈

判 , 停 止 对 伊 朗 的 敌 对 行 动 。 这 样 双 方 才 可 能 逐 步

消 除 怨 恨 , 重 新 建 立 正 常 的 国 家 关 系。另 外 , 美 国 还

应 该 鼓 励 伊 朗 为 维 持 波 斯 湾 地 区 和 平 做 出 实 际 贡

献 , 其 中 包 括 遵 守 核 不 扩 散 条 约 , 协 助 处 理 好 伊 拉

克 和 阿 富 汗 的 危 机。美 国 及 其 盟 国 也 应 尽 其 所 能 地

减 少 伊 朗 的 不 安 全 意 识 , 鼓 励 波 斯 湾 地 区 国 家 建 立

一 个 符 合 联 合 国 原 则 的 安 全 框 架 , 保 证 伊 朗 领 土 完

整 , 承 认 伊 朗 在 维 护 波 斯 湾 地 区 稳 定 中 的 重 要 作

用 , 重 视 伊 朗 和 阿 富 汗 以 及 伊 拉 克 之 间 的 友 好 关

系 , 最 终 形 成 一 个 确 认 伊 朗 在 地 区 冲 突 管 理 中 具 有

建 设 性 作 用 的 信 任 机 制 。 惟 有 这 样 , 伊 朗 才 能 消 除

发 展 核 计 划 背 后 的 安 全 忧 虑 心 理 , 重 新 回 到 坚 持 核

不 扩 散 的 道 路 上 来。

( 责任 编 辑 : 陈 志 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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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Crucial Cause of and the Solution Way for the Conflict Between

US and Iran (30)

WANG Bo

The conflict between US and Iran is one of the focuses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is most concerned about currently. The reasons

behind the conflict are very complicated. Apart from the historic enmity that Iran held US diplomats as hostages and the realistic

contradictions caused by US economic sanction and military threat against Iran, it also involves Iran's stressing of its

independence and excluding foreign influence, as well as US' intention to change Iran's regime so as to maintain its hegemony in

the Persian Gulf. These historic enmities and realistic factors have led the two sides into a conflict predicament that is hard to

solve. To alleviate the threat of this tense confrontation to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oth US and

Iran should be reasonably aware of the disadvantageous results of the conflict, eliminate prejudices by promoting civil society

exchanges, and develop political dialogues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governments, so that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sides may be solved eventually.

An Analysis of the ASEAN Charter : The Transformation and Continuity

of the ASEAN Way (37)

XIE Bi-xia; ZHANG Zu-xing

The ASEAN Charter was officially passed at the 13th ASEAN Summit, conferring a legal personality on ASEAN so that it would

have a legal position for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and when dealing with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ASEAN Way is a fundamental

factor in formulating the ASEAN Charter. On one hand, along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 ASEAN

Way seems to constrain ASEAN's own development, and it has often been criticized for its ineffectiveness and being unable to

deal with such regional problems as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Therefore, to improve its image and efficiency, the ASEAN

Way must be transformed. On the other hand, because of the huge differences among ASEAN countries, any aggressive

supranational building will cause resistance from the member states and split ASEAN. It was just under the pressure of

transformation, and with the inertia of continuation of the ASEAN Way, that the ASEAN Charter was constituted.

EU Enlargement and Minority Protection: Problems and Solution- The Case of the Initial

Implementation of the Decade of Roma Inclusion 2005- 2015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45)

YANG You-sun

Minority protection has developed from an issue of marginal importance to one of the central issues in EU from 90s in last century

due to EU eastern enlargement. From then on, EU has taken a series of minority protection measures and made some progress, but

much remains unsolved mainly because of lack of consistent standards and policies. The Decade of Roma Inclusion 2005- 2015

which EU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cosponsored clearly reflects the achievements as well as the limitations in EU

minority protection. Therefore, an analysis of it can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and the way of minority protection in

EU.

On Historical Dimension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53)

WANG Cun-gang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volves two aspects of activities-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of human beings. The former comprises the study of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world history; the latter

covers the study of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and philosophical history. The study of civilization history combines the studies of

both aspects of human activities. The multidimensional nature of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emands resear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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