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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伊朗核危机爆发后 ,以色列同伊朗上演了激烈对抗的一幕 ,以伊关系呈现出类似

而又不同于美苏冷战的战略对抗关系 ———军事上的遏制与反遏制 ,政治上的讹诈与反讹诈、经济上

的制裁与反制裁、外交上的围堵与反围堵。以伊这种关系折射出维持现状的以色列与挑战现状的

伊朗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地缘政治争夺、伊朗核问题和围绕“大屠杀 ”的历史争论是两国关系陷入

僵局的根源。以伊对抗关系对中东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导致以色列同伊斯兰激进势力

的矛盾取代阿以矛盾 ,成为当前中东地区的主要矛盾 ,并使大国在中东的关系更趋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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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东 ,以色列与伊朗关系的发展最具戏剧性。

60年来 ,两国关系跌宕起伏 ,大体经历了战略联盟

期 (1979年以前 )、激烈对抗期 (1979 - 1981年 )、心

照不宣合作期 (1981 - 1988年 )、冷和平期 ( 1988 -

2005年 )与战略对抗期 ( 2005年至今 )五个阶段。

建国初期 ,以色列总理本 -古里安主张远交近攻 ,制

定了外围联盟战略 ,主张联合阿拉伯外围国家土耳

其、伊朗、埃塞俄比亚等 ,对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

反以阿拉伯国家采取反包围战略。当时以、伊分别

是美国在地中海东岸和海湾的两大桥头堡 ,是美国

的“天然盟友 ”,与土耳其一道组成美国在中东的

“战略铁三角 ”。①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 ,以伊

关系急剧恶化 ,由战略联盟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

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后 ,以伊在反对伊拉克问题上

达成默契 ,以向伊朗出售了价值 25亿美元的武器装

备。②两伊战争结束后 ,以伊维持了近 17年的冷和

平。2005年内贾德上台后 ,以伊朗核问题为焦点 ,

以伊关系再度恶化 ,双方互以战争相威胁 ,以伊矛盾

成为中东地区最具对抗性的矛盾。③

一、以伊关系的对抗性特点

近年来 ,以伊关系在“冷和平 ”与“热战 ”之间徘

徊 ,本质上属于战略性对抗 ,亦即在不发生直接军事

对抗的前提下 ,动用各种战略资源 ,在军事、政治、经

济、文化等方面对抗。目前伊朗境内的犹太人数量

在中东位居第二 ,仅次于以色列 ,但这一情况丝毫未

能缓解以伊敌对情绪。以伊对抗关系与二战后的美

苏冷战既有共同点 ,又有差异。相似之处在于 :第

一 ,对抗的全面性。与美苏一样 ,以伊关系也在政

治、外交、经济和意识形态等领域处于紧张状态 ,双

方军事上的竞争很激烈 ,但都努力避免爆发正面冲

突。美苏冷战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经济模

式、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竞争。以伊之

间的竞争不仅体现在军事和安全等高级政治层面 ,

而且体现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等低级政治

3 　本文是 2007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准联盟外交与中国安全
战略研究”的部分成果 ,项目编号为 07CGJ003;本文受上海外国语大
学“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①　Iran: B riefing and Hearing before the Comm ittee on Foreign A f2
fa irs, House of Rep resentatives, 110 th Congress, January 31, 2007, p.
91.

②　“A t Each O therπs Throats: Israel and Iran”, The Econom ist,
Sep tember 6, 2008.

③　目前国外学者对以伊关系的研究可参见 Yaakov Am idror,
“The H izballah - Syria - Iran Triangle”, M iddle East Review of In terna2
tional Affairs, Vol. 11, No. 1, 2007; Shahram Chubin, Iranπs N uclear
Am bitions, W ashington D. C. :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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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以色列建立了西方式议会民主制度 ,强调自

由、民主、人权、多党制、市场经济 ,被美国视为中东

地区唯一的“西方国家 ”;伊朗则选择了伊斯兰神权

制度 ,强调伊斯兰文化和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

地位 ,它是典型的“东方国家 ”。以伊战略对抗实际

上也是两种不同制度与价值观的博弈。内贾德总统

曾致信布什 ,强调“犹太复国主义者不仅遭到全体

穆斯林的反对 ,而且为全人类所反对 ”,他甚至奉劝

西方停止支持犹太“腐朽民族 ”。① 2009年 4月 20

日 ,内贾德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反种族主义大会

上称 , 1948年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成立的“犹太复

国主义政权 ”是一个“极端残暴、彻底的种族主义政

权 ”。这与美国将苏联视为“邪恶帝国 ”具有相似

性。

第二 ,实力的对称性。冷战期间 ,美苏基本维持

了对称性权力关系 ,苏联在国土面积、武器数量上的

优势弥补了其在武器性能、经济和科技上的劣势。

同样 ,以色列军事、经济和科技发达 ,伊朗虽稍逊一

筹 ,但在人口数量、国土面积等有形因素方面占据优

势。目前 ,伊拉克由什叶派主政 ,巴林 70%的人口

和沙特 15%的人口属于什叶派 , ②黎巴嫩真主党也

是什叶派组织 ,它们与巴勒斯坦哈马斯一起充当了

伊朗的战略后盾 ,弥补了伊朗军事实力的弱势。因

此 ,以伊之间的总体实力对比也呈对称性。

第三 ,攻防的二元性。美苏爆发冷战主要是因

为“修正主义 ”大国苏联挑战了美国所缔造的霸权

体系 ,而美国在欧亚大陆边缘构建“联盟锁链 ”也侵

蚀了苏联的战略防御地带 ,双方在战略上亦攻亦防。

同样 ,以伊也各有攻、防。一方面 ,以色列在中东充

当美国霸权的稳定器 ,试图遏制正在崛起的伊朗 ,处

于守势 ;伊朗是事实上挑战西方霸权体系的国家 ,处

于攻势。另一方面 ,伊朗东部是驻扎有北约军队的

阿富汗 ,西部是美军占领下的伊拉克 ,西南部是美国

的航空母舰战斗群与星罗棋布的美国海湾军事基

地 ,以色列亦通过不同渠道显示对伊朗动武的决心。

如 2008年 11月 ,以色列派出 100架 F - 5和 F - 6

战斗机 ,在希腊以东海区进行打击伊核设施军事演

习 ,时任总理奥尔默特随后会见 1981年袭击伊拉克

核反应堆的总策划人塞拉 (Avian Sela) ,也彰显了以

色列的攻势和伊朗的守势。③

与此同时 ,由于国际背景、矛盾性质、对抗烈度

和应对手段不同 ,以伊对抗关系与美苏冷战有显著

差别。一方面 ,二者战略目标不同。美苏冷战的目

标主要是遏制对方 ,使对方不具备对本国构成安全

威胁的能力。在双方战略核力量处于恐怖平衡的状

态下 ,美苏欲摧毁对方无异于将毁灭自己。因此 ,美

苏冷战的底线是不触及对方的核心利益 ———主权、

领土完整与势力范围 , 双方不仅保持正常的外交渠

道和对话平台 ,而且通过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密切沟

通 ,斗而不破。当前以伊各自的长期战略目标不仅

是遏制对方 ,而且是摧毁对方。以、伊不是全球性大

国 ,无需承担维护地区乃至全球和平的特殊责任 ,其

对外行为更具短线特点和易变性。以伊至今未建立

外交关系 ,缺乏必要的沟通渠道 ,一旦危机爆发而引

发误判甚至军事冲突的概率比较大。伊朗总统内贾

德 2005年 10月曾公开宣称 ,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

抹去 ;以色列前副总理、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佩雷斯

2006年 5月 8日在接受采访时也宣称“伊朗也是可

以从地图上抹去的。”④两国官员乃至民众中的对抗

情绪也很强烈。如 2008年 8月 ,伊朗观光局副局长

马夏伊 ( EsfandiarMashai)的言论“各国人民都是伊

朗的朋友 ,包括美国人与犹太人 ”,就在伊朗掀起轩

然大波 ,伊朗 290名议员中有 200人联名要求总统

解雇他。伊朗精神领袖哈梅内伊随后发表讲话 ,公

开反对“犹太人是伊朗的朋友 ”这种提法。⑤ 另一方

面 ,二者具体任务不同。美苏霸权在一定程度上是

基于意识形态扩张 ,具有很强的“理想主义 ”色彩。

美要在全球拓展民主、自由等价值观 ,防止苏联在世

界各地制造动荡 ;苏则长期将解放被压迫民族、建立

人民民主政权、防止西方颠覆作为增强自身制度合

法性的重要手段。在以伊对抗关系中 ,两国没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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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自身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特殊需要 ,也没有将意

识形态扩张视为维护政权合法性的基础 ,而是将提

升自身安全利益作为谋取战略对抗胜利的主要路

径 ,具有很强的实用主义与现实主义色彩。

此外 ,二者依靠力量不同。美苏进行冷战的主

要依靠力量是联盟 ,如苏联依靠华约 ,美国依靠北

约、美日、美韩、美澳新联盟等 ,各自都以正式的军事

联盟协定为基础 ,由此形成了安全共同体、利益共同

体、价值共同体和意识形态共同体。以、伊均奉行准

结盟外交 ,强调不与他国结成永久性联盟 ,而是根据

国家利益的需要签订临时性合作协议 ,两国的准联

盟外交具有松散性、动态性、临时性与不稳定性特

征。以色列虽同美国建立了特殊关系 ,但从未与美

签订正式盟约 ;伊朗同叙利亚于 2006年 6月签订了

军事互助条约 , 2007年 3月又签订新的合作协定 ,

但两国从未正式结盟。①

二、以伊对抗性关系的根源

以伊对抗性关系不只是以伊双方的问题 ,还涉

及双方尤其是伊朗一方同西方大国、国际体系、核不

扩散机制、中东格局等诸多复杂问题。就以伊双边

关系而言 ,其对抗性本质上反映了中东霸权国以色

列同正在崛起的霸权挑战国 ———伊朗之间的结构性

矛盾 ,因而具有长期性与尖锐性。以伊之间对抗性

关系的根源主要不在于两国价值观的差异 ,而在于

安全利益冲突。首先 ,以伊对抗性关系根源于中东

核垄断与反垄断斗争 ,焦点是伊朗核问题 ,其深刻背

景则是以色列在中东的核垄断地位。伊朗认为 ,随

着本国人口数量增加和世界原油需求量上升 ,伊朗

必须发展核技术才能保持国内和国际能源供求平

衡。产油国同非产油国一样 ,有权和平利用核能。②

对伊朗来说 ,掌握核技术还具有权力象征意义 ,可以

获得与其邻国巴基斯坦、俄罗斯以及对手国家 (事

实上的核国家以色列 )平等的核地位。伊朗目前主

要有四个生产核裂变材料中心 :位于伊斯法罕的铀

转化设备中心、位于纳塔兹的铀浓缩基地、位于阿拉

克的重水生产工程与钚生产反应堆、位于布什尔的

核电站。③ 2009年国际原子能机构 ( IAEA )报告指

出 ,伊朗现有大约 630千克的低浓度铀。以色列专

家认为 ,这已足够生产一枚核弹。④

伊朗 80%的民众支持国家发展核技术 ,并认为

这是伊朗科技振兴的重要里程碑。2005年 7月 ,内

贾德宣布终止同欧盟签订的协议 ,撕去 IAEA贴的

封条 ,在伊斯法罕恢复了铀转换活动。9月 ,内贾德

发表讲话指出 :“8年里 (1980 - 1988) ,萨达姆政权

对伊朗人民发动了大规模侵略 ,使用了各种毁灭性

武器 ,包括使用化学武器。当时是谁用这些武器武

装了萨达姆 ? 那些声称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人

是如何对此作出反应的呢 ?”⑤作为一名退役老兵 ,

内贾德深切体会到两伊战争的残酷性 ,更痛恨当时

美国对萨达姆的纵容。他从维护国家安全出发 ,谋

求通过掌握核技术 ,增加同以色列讨价还价的筹码。

他将伊核计划比作“川流不息的洪水 ”,是“火柴棒

所无法阻挡的 ,一国不能以毫不相干的借口阻止另

一个国家的科技进步 ”。⑥ 近年来 ,巴基斯坦和俄罗

斯帮助伊朗培训了大批核技术专家。截至 2009年

2月 ,伊朗已启动了 5000多台离心机中的 4000台 ,

且拒绝 IAEA的核查。⑦

伊朗谋求核技术挑战了以色列在中东的核垄断

地位 ,削弱了以色列核威慑能力。以政府认为 ,伊朗

发展核能完全是研制核武器的借口。前总理奥尔默

特曾发表讲话说 :“伊朗拥有核武器将对世界和平

与安全构成巨大威胁 ,我们不允许它变成现实。”⑧

以坚决反对伊核计划 ,还因为其担心一旦伊拥核 ,将

在中东伊斯兰激进势力中形成大规模扩散之势。

2008年 11月 ,以国防部一份安全报告指出 ,政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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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国际社会支持、加强地区合作的同时 ,必须为应

对伊朗跨越“核门槛 ”制定应急方案 ; ①2009年 3月

31日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告诉美国总统奥巴马 :“美

国必须尽快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否则受到威胁的

以色列将被迫单独袭击伊朗核设施。”②

其次 ,以伊对抗关系还源于关于犹太人“大屠

杀 ”历史的争论。内贾德是近年来第一位公开质疑

犹太人“大屠杀 ”历史的国家元首。他曾发表电视

讲话指出 :“纳粹德国在二战期间屠杀了 600万犹

太人 ? 这完全是捏造的。建立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是

世界殖民者征服伊斯兰世界的一种伎俩。”③内贾

德曾用调侃的口吻说 :“有些欧洲国家坚持认为二

战期间希特勒将上百万犹太人关进集中营 ,屠杀他

们 ,如果历史学家、评论家或科学家对此提出质疑 ,

就会受到监禁或谴责。我们不相信‘大屠杀 ’是事

实。即使是真的 ,欧洲人也应让德国、奥地利和其他

欧洲国家划出几个省给犹太复国主义者作为补偿 ,

让他们在欧洲建国 ,我们也会拥护的。”④伊朗政府

强调 ,以伊交恶是穆斯林与犹太人长达 1400年敌对

关系的延续。内贾德公开号召穆斯林推翻以色列。

以伊不仅爆发了数轮口水战 ,而且都以战争相威胁。

内贾德认为 ,美国是“大撒旦 ”,以色列是“小撒旦 ”,

是纯洁的伊斯兰土地上“可鄙的污点 ”和“毒瘤 ”,是

一棵“朽木”和一间“草棚 ”。真主党与哈马斯已分

别将“以色列懦夫 ”赶出了黎巴嫩和加沙 ,现在以色

列已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并极速衰败 ,全体穆斯林必

须趁势将它赶出中东。⑤ 伊朗领导人否认犹太人

“大屠杀 ”历史、宣称要毁灭以色列 ,无疑触及了犹

太人的神经 ,并引起以色列的强烈反应 ,后者认为这

是纳粹主义思想的复活。⑥ 奥尔默特说 :“当一国元

首声称要消灭我们时 ,这不是空洞的言辞 ,而是需要

我们认真加以防范和阻止之事。”⑦

最后 ,地缘政治争夺强化了以伊对抗关系。作

为社会制度、价值观截然对立的两个中东大国 ,以伊

在中东争夺领导权有深层次的地缘政治考虑。以色

列是地中海东岸头号军事强国 ,是中东唯一的事实

上核国家 ;伊朗是海湾头号军事强国 ,拥有俄制 SA

- 2、SA - 5、SA - 6和 SA - 7导弹 ,还计划从俄罗斯

购置先进的 S - 300P导弹系统。伊朗自主开发的

“流星 - 3”型导弹于 2008年 7月试射成功 ,射程

1330公里 ,可覆盖以色列 ,具有强大的威慑能力。⑧

以色列官员还透露 ,伊朗正在研制新的“流星 ”系列

弹道导弹 ,射程达 4900 - 5000公里。⑨ 所以 ,萨达

姆政权瓦解后 ,以伊争夺目标从地中海到波斯湾的

“肥沃新月地带 ”,包括加沙、约旦河西岸、黎巴嫩、

叙利亚、约旦、伊拉克一直到海湾地区。其中 ,海湾

地区的战略地位尤为重要 ,目前每天大约 1500万桶

原油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往世界各地。�λυ

近年来 ,以伊争夺“肥沃新月地带 ”更趋白热

化。由于伊朗同叙利亚准结盟 ,叙利亚成为伊朗在

地中海的桥头堡 ;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和哈马斯 ,对以

色列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一般认为 , 2006年以色列

与真主党在黎巴嫩的冲突、2008年 12月以色列同

哈马斯在加沙的冲突均是以伊地缘政治争夺的产

物。�λϖ 以伊地缘政治争夺的范围还扩大到政局不稳

的伊拉克。伊拉克什叶派执掌政权、伊朗同伊拉克

新政府实现历史性和解无疑改变了海湾地区的权力

平衡 ,使以色列难以发挥“离岸平衡手 ”作用。伊

朗、伊拉克什叶派激进组织、叙利亚、哈马斯和真主

党形成的“激进势力轴心 ”似在重塑中东权力格局 ,

它们成为以色列打压的主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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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伊对抗的新态势

以伊战略上的对抗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双方安

全利益上的零和博弈 ———任何一方的权力提升都会

被另一方看成自身权力的丧失。因此 ,双方对彼此

之间的权力消长十分敏感。在这场激烈的对抗博弈

中 ,以色列主打“反扩散 ”牌 ,而伊朗主打“泛伊斯

兰主义 ”牌与“能源 ”牌。

以色列的“反扩散 ”牌主要有以下内容。首先 ,

利用国际舞台开展多边外交 ,强调伊朗谋求核技术、

试射新式导弹违反了《联合国宪章 》、《核不扩散条

约》及附加议定书 ,并敦促安理会和 IAEA向伊朗施

压 ,加大遏制力度。以伊对抗关系引发不同层次的

矛盾。一是美国同伊朗的矛盾 ,即谋霸与反霸的矛

盾 ;二是以英、法、德为代表的欧盟同伊朗的矛盾 ,矛

盾的焦点是伊朗将以何种方式弃核问题 ;三是以色

列同伊朗的矛盾 ,矛盾的焦点是地区领导权问题。

这三组矛盾的另一端皆是被排除在国际体系之外的

伊朗。以色列在同伊朗的政治斗争中积极利用了西

方主导的国际体系 ,打着维护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

旗号 ,压缩伊朗的政治生存空间。2009年 1月 ,内

塔尼亚胡在会见来访的欧洲领导人时敦促欧盟与以

色列一道对伊朗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① 近年来安

理会相继通过制裁伊朗的 1737、1747和 1803号决

议 ,与以色列开展的多边外交不无关系。

其次 ,联合美国遏制伊朗。2008年 ,美国两艘

航空母舰游弋于海湾 ,发出了强烈的“信号 ”。奥巴

马于 2008年 7月访问以色列时也指出 :“伊朗拥有

核武器必将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 ,因此必须加以阻

止。”②2008年 12月底加沙战争爆发后 ,美国政府宣

布将在中东“保证盟友的安全与和平 ,保卫自由的

以色列人民 ”③。目前 ,由于金融危机加深 ,奥巴马

总统表示 ,美国不与伊斯兰世界为敌 ,新政府将在执

政第一年召开美国与全体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大

会。④ 2009年 3月 ,美国助理国务卿帕特里克 ·穆

恩 ( Patrick Moon)与伊朗外交部副部长阿洪扎德首

次就阿富汗问题举行了磋商。奥巴马新政府对伊朗

的接触政策 ,引起以色列的极度恐慌。以色列前进

党领导人利夫尼 ( Tzip i L ivni)曾公开唱反调 :“现在

美伊对话时机尚不成熟 ,以色列反对美伊对话。”⑤

然而 ,可以肯定的是 ,由于美伊关系积重难返 ,以色

列联合美国、遏制伊朗的战略不太可能受美国政府

改组的影响。加沙战争爆发后 ,美国两党联合民意

测验结果即显示 ,美国民众中有 56%的人指责伊朗

支持的哈马斯挑起了战争 ,只有 18%的人认为是以

色列挑起了战争 ; 57%的受访者站在以色列一边 ,而

只有 8%的人站在哈马斯一边。⑥ 这表明美对以战

略合作在美民众中有着广泛的基础。

再次 ,争取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以色列强

调 ,伊朗军事崛起既威胁到以色列 ,又威胁到阿拉伯

国家 ,打破了海湾军事平衡。海湾国家认为 ,伊朗占

领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阿联酋三个岛屿 ,必须归

还 ;伊朗在阿拉伯世界扶植什叶派力量 ,必将导致逊

尼派阿拉伯国家出现“泛真主党化 ”现象。⑦ 但加沙

战争后 ,海湾阿拉伯国家并未站在以色列一边反对

伊朗 ,而是认为美以在中东谋求霸权是中东热点问

题的根源。这些国家既对伊朗的崛起保持警惕 ,又

期待伊朗能够平衡美以 ,阻止美国“大中东计划 ”的

实施。2008年 ,海合会秘书长阿提亚强调必须通过

外交等和平手段解决伊核问题 ; 2009年 1月 ,伊拉

克总理马利基访问伊朗 ,希望化解伊朗对美国与伊

拉克特殊关系的疑虑。⑧

最后 ,将先发制人打击作为对付伊朗的杀手锏。

2008年 5月 ,以色列前副总理莫法兹指出 ,如果安

理会对伊朗制裁无效 ,军事行动必将是阻止伊朗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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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缩的唯一办法。① 2009年 4月 18日 ,以国防部一

名高级官员向媒体透露 :“如果接到命令 ,国防军可

以在几天甚至在数小时内袭击伊朗核设施。军方正

在各个层面做准备。这传达给伊朗的信息是 ,我们

对它的威胁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②目前以色列的

先发制人战略难以付诸实践 ,如果从潜艇发射导弹

打击核设施 ,精确度较低 ;如果出动轰炸机进行空

袭 ,需穿越约旦和伊拉克 ,难获允许。此外 ,以军事

行动可能招致伊朗的报复性打击。2008年 10月 ,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贾法里指出 :“如果犹

太复国主义政权胆敢对我们的利益采取丝毫行动 ,

它所控制下的所有土地都将是不安全的 ,因为那个

国家完全在伊朗导弹的射程之内。”③

面对以色列咄咄逼人的攻势 ,伊朗主要从两方

面进行了防范 ,一方面是积极推进军事现代化 ,包括

加紧制造潜艇 ,优先发展海军 ,如 2008年 10月 28

日 ,伊朗宣布在阿曼湾贾斯克建成新的海军基地 ; ④

另一方面 ,伊朗积极争取国际支持 ,具体内容包括 :

第一 ,调动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反以势力。2009年 4

月 15日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会议秘书赛义德 ·贾利

利在会见伊拉克高官时指出 ,两国将发挥一切潜力

促进合作 ,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⑤ 伊朗联合哈马

斯、真主党、叙利亚乃至伊拉克什叶派中的激进组织

构建“伊斯兰反以轴心 ”,使以色列可能在战略上腹

背受敌。第二 ,同俄罗斯加强军事合作。俄有 300

家公司参与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建设。通过核能合

作 ,俄伊加强了外交协调。近年来伊从俄购买了

“托尔 - M1”防空导弹系统 ; 2009年 2月 ,伊朗国防

部长穆斯塔法 ·纳贾尔访问俄罗斯 ,并与俄国防部

长谢尔久科夫就军事技术合作举行了会谈。纳贾尔

随后强调指出 :“尽管犹太复国主义政权通过外交

和宣传手段试图破坏俄伊军事交流 ,但两国关系密

切、牢固。”⑥今后 ,不排除俄向伊出售 S - 300P防空

导弹系统的可能。再次 ,同朝鲜、委内瑞拉等国建立

战略合作关系。西方媒体称 ,近年来伊朗通过进口

朝鲜发动机 ,开发了“流星 - 3”型导弹 ; 2009年 3

月 ,伊朗向朝鲜派出了 15人的火箭与卫星专家 ,以

帮助朝鲜发射火箭。伊朗代表团还带去了内贾德写

给金正日的亲笔信 ,强调两国加强空间技术合作的

重要性。⑦ 2009年 4月初 ,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访

问伊朗 ,与伊方签署了经济与能源合作协定 ,双方领

导人高度评价两国关系的发展。在 4月 9日访华期

间 ,查韦斯强调伊朗已经与中国和日本一起 ,成为国

际新体系的重要一极。最后 ,利用大国之间矛盾 ,积

极开展能源外交。伊朗打着“以能源换支持 ”的旗

号 ,努力摆脱在与以色列斗争中的不利地位。2009

年恰逢日本与伊朗建交 80周年。4月中旬 ,日本外

相中曾根弘文在与伊朗外长穆塔基举行的会见中表

示愿意保持与伊朗的密切关系 ,伊朗还赋予日本开

发伊南部艾扎德干油田的独立谈判权 ; 2008年 4

月 ,内贾德访问印度 ,两国签署协议 ,规定印度将对

伊投资 41. 6亿美元 ,修建 2600公里长的油气管道 ,

用于印度从伊朗进口天然气。⑧ 2009年 4月 ,印度

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向伊朗政府提交了开采 11亿

立方尺天然气并将其液化后出口的计划 ,该计划总

投资约 30亿美元 ,估计很快就会获得批准。⑨ 伊朗

还积极争取中国的支持。2007年 12月 ,中伊正式

签署协议 ,于 2009年合作开发亚达瓦兰油田 ,项目

投资约 20亿美元。�λυ 2009年 4月 ,伊朗第一副总统

达乌迪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时表示 ,伊方愿与中国

进一步开展能源与金融合作。不过 ,中国、日本和印

度等亚洲大国同以色列存在密切的经贸合作 ,且不

能不顾及美欧的合理关切 ,因此在以伊对抗中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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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行了“等距离外交 ”。

四、以伊对抗性关系的影响

以伊对抗关系对地区形势和大国关系产生了深

远影响。首先 ,以伊对抗关系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

间都将是中东热点问题 ,中东出现突发事件乃至爆

发危机的概率增大。2008年 6月 ,一位名叫阿什塔

里 (A li A shtari)的商人在伊朗以间谍罪被执行死

刑。阿什塔里承认 ,他从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获

得了 5万美元 ,将伊朗敏感的军事、国防和研究中心

的情报交给了以色列。① 2008年 11月 ,伊斯兰革命

卫队抓获 3名以色列间谍 ,因为他们试图进入上层 ,

借机暗杀军事科学家、炸毁战略军事与导弹设备。

伊朗方面声称 ,还有 3名间谍已经被监控。② 以伊

情报战愈演愈烈 ,表明两国对抗关系正走向常态化。

2009年 2月 ,以色列总统宣布右翼领导人内塔尼亚

胡组阁。内塔尼亚胡随后发表讲话指出 ,新政府将

致力于处理两个现实的棘手问题 ,一是应对伊朗支

持的哈马斯和伊朗本身构成的挑战 ,二是应对全球

金融危机的挑战。③ 2009年 6月 ,伊朗将迎来大选 ,

务实派哈塔米、前议长麦赫迪 ·卡鲁比均具有竞争

力 ,但保守派领导人内贾德胜出的可能性更大。随

着美国从伊拉克逐步撤军、影响力逐步下降 ,以伊很

可能酝酿新一轮争夺 ,中东形势更加具有不确定性。

其次 ,以伊对抗关系改变了中东地区主要矛盾。

过去中东地区的主要矛盾是阿以矛盾 ,以伊爆发战

略对抗后变成以色列同伊斯兰激进势力之间的矛

盾。伊斯兰激进势力包括伊朗、叙利亚、真主党、哈

马斯和伊拉克什叶派激进势力。以此为背景 ,中东

初步形成以伊朗为首、以什叶派为先锋、以伊斯兰激

进势力为主体的“反以联合阵线 ”,对以色列形成了

战略反包围。④ 中东主要矛盾的变化导致阿以冲突

与伊核问题的相互交织 ,将引发中东政治力量的重

组 ,增大了两大热点问题的解决难度。

以色列向哈马斯发动的加沙战争是中东主要矛

盾发生转变、两大热点问题盘根错节的新例证。近

年来 ,以色列视哈马斯为伊朗在地中海沿岸的“棋

子 ”,指责伊朗每年向哈马斯提供大约 2500万美元

的援助。⑤ 以色列称 , 2001 - 2008年 ,哈马斯共向以

色列发射了 8000枚火箭弹 ,造成 24名以色列人死

亡 , 1000人受伤 , 25万人被迫迁徙 ,这是以色列于

2008年 12月发动加沙战争的重要原因。以打击哈

马斯的深意是遏制伊朗的扩张。加沙战争爆发后 ,

伊朗外长穆塔基开展了一系列电话外交 ;内贾德总

统则派出了 22名特使奔赴邻国 ,呼吁国际社会支持

哈马斯 ,并宣布支持抵抗以色列侵略的力量 ,直到以

色列崩溃。伊朗精神领袖哈梅内伊指出 :“为巴勒

斯坦事业牺牲的人都是烈士。”伊朗群众则上街游

行 ,声援巴勒斯坦 ,还出现了上万人排队要求去前线

抗以的场面。⑥ 2009年 1月 7日 ,伊朗核问题首席

谈判代表拉里贾尼与哈马斯政治领袖哈立德·马沙

尔在伊驻叙利亚大使馆举行会谈 ,哈马斯随后高度

赞赏伊朗提供的道义和经济支持。⑦ 此外 , 2009年

3月有报道称 ,以色列曾多次袭击苏丹北部的运输

队 ,此运输队据称走私的是伊朗经苏丹和埃及运往

巴勒斯坦地区的武器。可见 ,巴以问题与伊朗核问

题不再是孤立事件 ,以与伊斯兰激进势力的矛盾可

能更趋尖锐。

最后 ,以伊对抗关系加剧了大国在中东的争夺。

奥巴马政府多次提到美国准备对伊朗采取接触政

策 ,特别强调美伊在保证格鲁吉亚的主权与领土完

整、维护阿富汗稳定方面存在共同利益 ,但重申美国

不会拿以色列的安全作交易 ,不会改变支持以色列

的一贯政策 ,也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此外 ,美国

一直在向以色列提供大量军事援助。2008年 9月 ,

美国同意在以色列部署预警雷达系统 ,使以“箭式 ”

(转第 5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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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Chronology”, The M iddle East Journal, Vol. 62, No. 4,
2008, p. 676.

Nazila Fathi, “ Iran A rrests 3 M ilitia Volunteers as Israeli
Sp ies”, N ew York Tim es, November 26, 2008.

“Netanyahu in D riverπs Seat Desp ite Fewer Votes”, Global In2
form ation N etwork, February 12, 2009.

Yaakov Am idror, “The H izballah - Syria - Iran Triangle”,
M iddle East Review of In ternational Affa irs, Vol. 11, No. 1, 2007.

“Gaza is the Smoke; Iran is the Fire”, USA Today, January 8,
2009.

“M ideast: Tehran Op ts forMoral Support in Gaza W ar”, Glob2
al Inform ation N etwork, January 12, 2009.

“A s Hamas Continues to Fire Iranian - made Rockets, The Is2
rael ProjectBegins TV Ad Campaign to PreventW ar with Iran”, Targeted
N ews Service, January 14, 2009.



往往强力扳回。里根对卡特、克林顿对老布什、小布

什对克林顿都是如此。即使在同一届政府任内 ,如

果遭遇强大反对声浪 ,中途改弦更张也不无可能。

此外 ,历史上奉行对外强硬战略的美国总统 ,后世评

价往往高于推行“缓和路线 ”的总统。例如 ,卡特因

对苏过于软弱而被称为战后“最差总统 ”之一 ;里根

的政策因大幅调整卡特路线、对苏强硬而被称为

“里根革命 ”。奥巴马上台后修正布什外交的一系

列举措已被某些人视为过于软弱 ,有可能成为“卡

特第二 ”。还有评论说 ,奥巴马频频向“敌国 ”示好 ,

很像导致苏联解体的戈尔巴乔夫 ,“往另外一个方

向走得太远 ”①。年初奥巴马的救市政策已得罪一

大批金融利益集团、汽车巨头 ,救市计划至今未见明

显成效 ,如军事战略调整再得罪大批军工利益集团、

保守势力 ,这番调整能走多远还难以断言。

此外 ,从奥巴马的经历看 ,他以参议员的身份平

步青云 ,没有按部就班地通过逐级历练 ,对行政系统

的习惯、规则、运作方式显然缺乏足够了解 ,更谈不

上对军事领域有多少了解 ,在军中还缺乏足够的威

望。2009年 1月份美国《军事时报 》组织的一次调

查显示 ,有高达六成的现役美军官兵对奥巴马成为

美军总司令感到怀疑和悲观。《陆军时报 》评论说 ,

奥巴马要想得到美军官兵的尊敬和认可还有很多工

作要做。②奥巴马善走“大众路线 ”,他现在的调整是

以背后的高民意支持率为后盾 ,与美国传统的上层

精英路线还不是很契合。他的新背景、新面孔固然

能带来一些新气象 ,但能走多远、美国上流精英阶层

还能容忍多久殊难逆料。○

(责任编辑 :沈碧莲 )

①　“Gorbachev: the Model for the Obama Doctrine”, 21 Ap ril
2009, http: / /www. independent. co. uk.

②　B rendan McGarry, “2008 M ilitary Times Poll: W ary about
Obama”, Jan. 7, 2009, http: / /www. armytimes. com / news/2008 /12 /
m ilitary_poll_main_122908 /.

(接第 31页 )导弹防御系统更加完备 ,更好地应对

伊朗的威胁。① 希拉里 ·克林顿也曾就以伊关系发

表讲话指出 :“以色列致力于和平交往、公开辩论、

言论自由和法治 ,即便在面临严重威胁时也是如此。

美国不仅能够而且必须支持以色列 ,绝不允许伊朗

获得核武器。我们将在口头上和行动上同以色列站

在一起 ,确保以色列人民享受安全幸福的生活。”②

俄自 2008年 8月与格鲁吉亚爆发军事冲突后 ,一直

奉行强硬外交 ,在中东相继提升与伊朗、利比亚和叙

利亚的传统友好关系。俄必将乘以伊对抗之机 ,加

大参与伊朗核项目建设的力度 ,加强在海湾乃至整

个中东的影响力。2009年 3月 16日 ,伊朗石油部

长努扎里和俄罗斯能源部长什马特科签署了能源领

域合作谅解备忘录 ,表明两国已建立军事、政治、经

济和能源等全方位合作关系。美俄是否会在中东培

养代理人、恢复昔日的争夺关系甚至重蹈美苏冷战

覆辙 ,有待进一步观察。法国同俄一样 ,一直谋求在

中东建立军事基地 ,并希望同欧盟其他成员一道 ,在

以色列与伊朗之间扮演“调解人 ”角色。日本和印

度等亚洲大国则从能源外交与维护地区稳定的双重

角度审视以伊关系 ,有限介入中东事务。

面对以伊之间的战略性对抗 ,中国政府奉行积极

的中立政策 ,与伊朗和以色列均保持友好合作关系 ,

为推动伊核问题的政治解决及中东和平谈判发挥了

积极作用 ,强化了中国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以伊战略

对抗既属于双边关系范畴 ,又折射出双方分歧的症

结———伊朗核问题的和平解决途径。中国今后在伊

核问题解决机制中应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 ,努力争取

让伊朗作为伊核问题六方机制中的谈判方而不是缺

席的受审方 ,并鼓励伊朗作为未来巴以和谈的观察

员。中国既应尊重以色列和伊朗在中东事务中发挥

更大作用的诉求 ,也应反对中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

扩散 ;既应考虑以色列的安全关切 ,又应反对以武力

方式解决分歧的做法。中国的和谐外交理念有助于

推动以伊之间的战略对抗让位于战略对话 ,促进中东

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责任编辑 :黄昭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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