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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研究  

 

试论伊朗核问题对阿拉伯国家的辐射效应 
 

梁 平 安 

 
摘    要：2006 年末，正当伊朗坚持推进其核计划时，海湾及北非部分阿拉伯国家也先后提出了自己

的核研制计划，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后冷战时代，新一轮核竞赛出现向欧美以外的其他热点

地区转移的倾向：从朝鲜半岛到南亚次大陆再到中东地区，上述三个地区沿欧亚大陆的边缘形成一条

弧线，使《核不扩散条约》受到巨大挑战。阿拉伯国家的核计划与核设想有着深刻的国际和地区关联

性，但计划的实现也会面临诸多因素的制约，包括经济能力不足、技术水平低下、国内民众反对和大

国的劝阻。阿拉伯国家谋求核技术旨在显示一种姿态，希望国际社会能因此向伊朗施加更多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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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末，伊朗再一次拒绝安理会 1737 号决议，坚持发展核计划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这在

中东地区已出现了一场核扩散的势头。
①
此前的 11 月 4 日，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副总干事长谷

口富裕(Tomihiro Taniguch)对《中东经济文摘》周刊透露：国际原子能机构最新的报告显示，中东
地区已有六个国家在考虑开发核项目，这些国家分别是阿尔及利亚、埃及、摩洛哥、沙特、突尼斯

和阿联酋，尤其是后两个国家对研发核项目的兴趣是在别国的带动和影响下产生的。12 月 10 日，

在利雅得闭幕的第 27 届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成员国首脑会议上，海合会秘书长阿蒂亚宣布海湾国

家要进行联合核计划研究，并以最后宣言的形式加以确认。这些现象立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反

应，各方均担心中东这个热点地区正面临一场核扩散。  

各种迹象显示，这些国家的初衷至多是要进行一次模仿伊朗核开发的尝试，以试探国际社会对

其进行联合核开发的反应，其目的，一是将这种反应扩至国际社会以便进一步遏制伊朗的铀浓缩进

程；二是为自己今后发展核技术进行舆论准备，以建立自己的核“安全屏障”，从而在后冷战时期

为确保自身安全而形成一种“区域核均势”。海湾国家这项声明的出台具有较明显的政治背景和战

略意图。 

 

                                                 
①参见 2006 年 11 月 4 日《时代周刊》上发表的核扩散国际战略研究所专家菲茨帕特里克（Mark Fitzpatrick）的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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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阻止伊朗核计划的努力迟迟不能奏效，反对伊朗铀浓缩的声音趋弱。海湾及中东温和

阿拉伯国家担心伊朗会利用当前时机，像当年印度、巴基斯坦和朝鲜一样硬行闯关，造成既成事

实，迫使国际社会承认其核地位。
[1]
据一般估计，伊朗在布什尔（Bushehr）的核反应堆最迟在 2007

年底即可运转，伊朗则声称核研究计划将于 2007 年 3 月 21 日伊朗新年到来前完成，包括可装配一

个有 3000 台离心机的生产线。俄罗斯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专家则预测，这些离心机可使伊朗在一年

内生产出 5～7 枚核弹头。一向顾虑伊朗向阿拉伯世界输出伊斯兰革命的海湾富国及其他温和阿拉

伯国家担心，届时自身抵抗手段会更加无力。因为，种种迹象表明，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国家深信伊

朗早已通过对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的支持和加强与叙利亚的合作等方式，向阿拉伯地区渗

透力量并施加影响。在海合会六国中，逊尼派阿拉伯人占多数，只有在巴林什叶派居多数。 

众所周知，美国是反对伊朗实施核计划并坚决主张对伊制裁的国家。但因最近美国内对伊拉克

战争及撤军问题争论不休，中期选举后共和党势力受挫，主和派力量上升，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

及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也辞职下台，标志着新保守主义阵营的地位有所削弱。海合会首脑会议

开幕前几天出台的“贝克－汉密尔顿报告”，表明美国传统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得以回归，使

“9·11”后操纵和控制布什政府国安机构和白宫决策机制的极端新保守主义强硬派有所收敛。但

“贝克报告”中提到的美在中东地区新“外交攻势”（Diplomatic Offensive）中的两个中心，却令
海湾国家忧虑重重，深怕为消除因当初错误发动伊战的后遗症而急于从伊拉克脱身的美国，在伊拉

克问题上与伊朗及其他激进伊斯兰国家达成交易，进而在伊核问题上有所妥协。因为这两个中心之

一是美国将设立一个国际支援架构（International Support Structure）以稳定伊拉克局势，减少区域紧
张冲突。但“这个支援架构必须包括所有能避免伊拉克乱局的周边国家，其中两国是伊朗和叙利

亚”
①
。事实证明，美国没有实施 2006 年初所多次宣称的要绕过安理会单独对伊朗进行制裁的计

划。因此，海湾国家担心布什总统在其任期的最后两年内会调整美国中东政策，为一已之利而放弃

或削弱对有关国家的抑制，进而使其加大对本地区温和阿拉伯国家的压力。 
自 2003 年 2 月核问题出现后，伊朗一直用拖延的方式为自己争取铀浓缩的时间：2003 年 10

月，当国际原子能机构准备对伊朗采取强硬措施时，它采取了与德、法、英三国合作的策略。在欧

盟三国因外交努力失败将伊朗核问题提交安理会后，伊朗声称不希望安理会插手此事，又转而倾向

于接受 IAEA 总干事巴拉迪此前提出的解决方案，理由是此方案对伊危害相对较小。在伊核问题没
有被提交安理会前，伊朗不顾传统盟友的面子，断然拒绝了俄罗斯提出的将伊铀浓缩放在俄境内进

行的建议。这种拒绝本身也让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和其近邻海湾国家对伊朗发展核设施的初衷充满

了担忧，对伊朗究竟是要和平利用核技术还是要发展核武器充满疑问。2006 年 7 月 31 日，安理会
一致通过了 1696号决议，要求伊朗于 2006年 8月 31日前中止一切铀浓缩活动，否则将面临制裁。
但伊朗还是不顾安理会的警告和代表欧盟进行斡旋的德、法、英三国的劝阻，于 2006年 8月 5日在
伊斯法罕重新开始了铀浓缩活动。

[2]2006年 12月 15日，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名特使抵达伊朗奉命对
其核设施进行例行检查。此时，伊朗仍声称有权坚持自己的核计划，包括铀浓缩活动。 

面对伊朗的拖延策略，国际社会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斡旋。2003年 6月，欧盟三国力图通过一项
宏大的一揽子经济鼓励计划，以换取伊朗签订《核不扩散条约》的“附加条款”、推迟铀浓缩活动

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2004年 11月，伊朗与欧盟三国签订了《巴黎协议》，分别于 2005
年 1、3和 7月举行了三次谈判。2006年 6月 5日，欧盟秘书长索拉纳抵达德黑兰，向伊政府递交
了有关国家此前在维也纳部长级会议上提出的愿与伊朗重启谈判的新建议并希望早日得到答复。但

早在一周前，内贾德总统宣布：“欧盟的经济鼓励计划怎能与伊朗的核计划相提并论？你们竟敢让

我们的人民用金子去换巧克力？”
[3]
即便在伊朗政府丝毫不妥协、安理会酝酿对伊制裁的情况下，

                                                 
①参见新加坡《联合早报》2006年 12月 18日。 

一、国际因素对阿拉伯国家政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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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三国也仅主张对伊实行与核技术和弹道导弹技术有关的贸易禁运、禁止对部分伊官员发放签证

及冻结伊在国外的部分资产。值得指出的是，欧盟与美国在遏制伊朗铀浓缩方面的立场没有原则性

区别，但策略和方法却有所不同，正如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于 2005年 2月随同布什总统访
问欧洲时所说：“布什总统与施罗德总理皆认为，欧美在处理伊朗问题时应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实

用原则，问题是谁用胡萝卜、谁持大棒，及两者的内容分量如何。”
[4]
代表欧盟的德、法、英三国

在处理伊核问题时态度不及美国强硬，但在立场上却与俄罗斯有着原则性区别。  

俄罗斯和中国曾是伊核计划的合作伙伴，但中国为表明支持核不扩散态度，于 1997 年终止了
为伊朗提供核帮助的大部分协议。1995 年，俄罗斯与伊朗签订援建布什尔反应堆协议，曾有数百名
俄罗斯工程师和专家在彼工作。2002 年 7 月底，俄杜马又通过决议，批准俄在未来 10 年继续为伊
建造 5 个新核电站，总价值约 20 亿美元。克里姆林宫认为，国际社会对伊朗的制裁应仅限于国际
原子能机构所关注的范围，即铀浓缩、化学反应、重水反应堆及核弹头的运载工具等。普京总统在

接见墨西哥出版发行商马里奥·拉纳时说：“俄罗斯对解决伊朗核问题的立场是：鼓励伊朗与国际

原子能机构对话，以澄清该机构对伊朗的疑虑并获得国际社会对其和平利用核项目的信任。”
①
  

综上所述，英、法、德三国的协调作用成效甚微，俄罗斯、中国反对对伊朗制裁的态度及美国

坚持对伊制裁立场的变化，都使海湾及其他温和阿拉伯国家担心国际社会是否真有遏制伊朗铀浓缩

的能力与决心。因此，海合会首脑会议发展核计划的声明，明显具有向国际社会施压以敦促其加强

阻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意图。 

 

二、地区因素对阿拉伯国家政策的影响 
 

2003 年，当西方国家因伊朗核计划而深感不安时，海湾及部分阿拉伯国家并没有给予过多的关
注。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是，这些国家从简单的“成本—收益”法则推断，认为公开反对伊核计划无

异于将自己推向与该地区大国——伊朗——对抗的前沿，它们希望欧盟与美国出面干预伊朗的核进

程；另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这些阿拉伯国家认为在以色列核问题没有被澄清前，一味指责伊朗

核计划将会带来负面效应，即在地区核问题上采用双重标准。
[5]
面对伊核计划，国力不强的阿拉伯

海湾国家所能采取的抑制或反制措施相当有限。2005 年 12 月中旬，海合会秘书长阿蒂亚建议在迪
拜成立 “海湾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Gulf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Free Zone)，并展开调研，
将以色列、伊朗、伊拉克和也门的核计划都包括在内。但第 26 届海合会首脑会议宣言却对伊朗只
字未提，仅对以色列核问题进行了批评，阿盟秘书长穆萨给海合会各国领导人写的信中也仅提到以

色列的核问题。这些均显示了海湾国家在地区核问题上缺乏一套成熟的政策机制。 
实际上，第 27 届海合会首脑会议上发表的“海湾国家联合进行核计划开发声明”，已彰显了

其敦促国际社会遏制伊朗核计划的真实意图。因为也是在本次会议上，海合会领导人再次强调了中

东不应成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的基本立场。其一，它们担心伊朗坚持铀浓缩的立场会在中东地区

引发新一轮武器竞赛，自己会成为伊、以核竞赛的受害国，因而要求伊朗和以色列同时接受国际原

子能机构的监督和核查。虽然海合会首脑会议的声明仍坚持是以色列的核武库刺激了温和的阿拉伯

国家迈向寻求核计划的道路，海湾国家进行核计划的目的在于重构本地区的军事力量的平衡，但也

是一向畏惧伊朗的海湾国家的“投鼠忌器”之举。它们更担心伊朗的核计划；
②
其二，海湾国家担

心伊朗在铀浓缩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会刺激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并引发一场新的中东战争殃及自

                                                 
①参见 2006年 12月 18日 Novosti (俄罗斯新闻通讯社)的报道。 
②参见阿联酋《商业周刊》(ZAWYA)2006年 12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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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驻扎美军的沙特、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尤其如此；其三，海湾国家担心伊朗在布什尔的核反

应堆如果出现泄漏会危害自己，而以色列若在近期内对伊核设施进行打击，这种危害随时会由可能

变为现实。如科威特总参谋长曾声称科已向北约请求为其准备一项预防伊核泄漏的预案。
[5]
 

以色列各级政治和军队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多次声明：如果国际社会不能有效阻止伊朗的铀浓缩

活动，以色列不排除最终对伊进行打击的可能，因为它决不能允许一个多次扬言要将以从世界地图

上抹去、并无视国际社会批评仍召开否认“大屠杀”国际研讨会的国家拥有核武器。“这是我们的

底线”，一位以色列外交部的高级官员说。更令人惊奇的是，以色列一改多年来在其核问题上模棱

两可、隐晦含糊的一贯立场，亦即既不否认也不承认的“战略模糊”政策，奥尔默特总理于 2006
年 12月 12日在访问欧洲接受德国电视台采访时说：“伊朗始终公开宣称要将以色列从世界地图上
抹去，但你们难道认为它(的能力)真能与美国、法国、俄罗斯和以色列处于同一个水平吗？”外界

立即发现，这是以色列首次对外暗示它可与其他核大国相提并论，承认已拥有自己的核武器。 

虽然沙特等国始终反对在阿拉伯各国进行核竞赛和核扩散，它们决定“联合进行的核计划研

究”，也仅用于发电、海水淡化等能源替代项目，声称“我们完全公开地进行核项目的开发，绝不

保密。我们的目标是和平利用核技术。不多不少，恰如其分”
①
。但问题是，迄今为止，伊朗也一

直宣称自己的核项目仅是“和平利用”和“民用”。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始终对此存有疑虑：

伊朗的民用核项目是否会成为发展核武器的幌子或前奏？如果有更多国家加入到核开发的行列中

来，肯定会对本来制度就不甚健全甚至明文允许民用核开发的《核不扩散条约》产生冲击。正如

2006 年 6 月 21 日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所指出的，这发出了一个可怕的信
号，即对《条约》权威性的尊重日趋薄弱，而且在和平与繁荣的主要威胁这个问题上存在危险的分

歧，在遵守条约和对条约的信心方面存在双重危机。如今，拥有核武器国家与国际社会其他国家之

间的契约亦即《核不扩散条约》的基础，却受到部分国家的质疑。如果在中东地区形成核泛滥，最

终核技术可能会落入极端组织和恐怖组织手中，前景令人担忧。阿拉伯六个国家同时表示要进行核

开发的现实使人不能不怀疑，这主要是出自它们对伊朗的一种担忧。  

迄今为止，以上只是国际社会对这些国家发展核计划的声明所给予的一种关注和猜测，尚不能

以此认定这些国家已下定发展核武器的决心。分析人士推断它们更多是在向外界表明一种姿态，即

面对伊朗的核挑战，阿拉伯国家不能再置身事外了。但至今尚没有迹象表明，这些国家，会单独或

集体走上与伊朗相同的核发展道路。所以海合会首脑会议上发表的“联合开发核计划的声明”并未

在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引起强烈的恐慌和反应，相反，此前及此后，美国对部分阿拉伯国家的核计

划却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支持态度，其意图耐人寻味。 

 

三、阿拉伯国家获取核技术的可能性 
 

阿拉伯国家获取核技术的可能性主要取决于阿拉伯国家自身的因素。以中东地区最大的阿拉伯

国家埃及为例，它可以被列为该地区最有可能进行核扩散的潜在国家，因为它最不能接受伊朗成为

核国家的前景。埃及认为，一旦伊朗跨入核国家行列，就会对目前在中东地区经过八次战争所形成

的脆弱的平衡格局产生严重冲击，即伊朗凭藉能源大国地位再加上地区核优势会严重削弱埃及在国

际和地区政治中以“三环”（阿拉伯世界、伊斯兰世界和非洲大陆）为基础的外交资源和经济利

益，并动摇埃及作为世俗阿拉伯国家领导者和中东地区第二大经济受援国的地位。埃及已公开表示

对伊朗铀浓缩进程的严重关切，埃及负责核技术的官员在过去几年中所发表的声明皆强调，民用核

                                                 
①参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 2006年 12月 10日在海合会首脑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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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可根据政府的决定随时转向军事用途。2006年 9月，穆巴拉克总统宣布将是否建立核电站问题
交由埃及民众公决。这当然可以视为埃及向外界显示其核潜力之举，尽管埃及从未提到自己是否已

拥有铀浓缩能力，而且它又是中东地区主张核不扩散的关键国家。令外界颇感不解的是，美国在

2006 年初成立的“全球核能合作机构”（GNEP）鼓励一些国家发展核能项目，2006 年 11 月美国国
务院发言人麦克马克更是明确宣布，美国不反对埃及开发核项目。另据路透社 2006年 11月 4日报
道，俄罗斯曾表示愿为埃及建设核电站提供帮助。但埃现政府对其核计划迟迟没有实施，其中的顾

虑可能是：在美国“大中东民主计划”的诱导下，穆斯林兄弟会时刻准备通过合法选举进入权力机

构，埃及的核计划若掌握在一个极端宗教化的政府手中，后果将不堪设想。另外，埃及现政府的高

级军政领导人大都参加过历次中东战争，他们对冷战时期埃及被超级大国当作马前卒和交易牺牲品

的惨痛经历记忆犹新，深怕大国插手其核计划后最终形成核基地在埃及、核按钮由西方执掌、成为

别国打击目标的局面。这或许是埃及对核项目表现出了热情但并无明确实施步骤的原因。 

就摩洛哥而言，它对发展核计划也是既有热情又有顾虑，顾虑主要来自于经济条件的制约，尽

管它对获取军事用途的核能力有强烈的愿望。据报道，摩已制定了核开发计划，但多年来，政府却

一直坚持与美国合作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而且是北非第一个采取此立场的国家，在其近

邻卡扎菲领导下的利比亚于 2003 年宣布放弃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制，与美国合作打击国际
恐怖势力后，摩身处阿以冲突及伊斯兰极端主义运动的波及范围之外，似无实施核计划的紧迫性。 

温和阿拉伯国家中，尤其是海湾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虽高，但综合国力仍弱，单独或集体的话

语权对本地区强国产生不了足够的威慑力。因此，它们更愿意也只能够通过加强与外界合作的方式

来抑制伊朗的核野心。2006年 10月 29日，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和巴林 6国海军
在巴林附近的国际水域进行了代号为“前沿”的联合军事演习，旨在防止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

器及相关设备在本地区的扩散，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巴基斯坦和韩国等 19 国派出了观察
员。演习地点就在巴林附近距伊朗海域 20 海里的区域，这是在向伊朗传达一种明确的信息：它的
邻国对伊朗发展核武器不会无动于衷。 

 

四、结语 
 

面对伊朗发展核计划方面咄咄逼人的姿态，阿拉伯国家可能会采取两种不同方式来应对：一是

继续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遏制核扩散，确保本地区安全；二是自己努力挤入核俱乐部的大门。目

前看来，在国际社会制止伊朗发展核项目努力未能奏效的情况下，海湾国家似乎做好了平行应对的

“两条路”策略，虽然目前难以推断它们最终要走哪条路，而且这种不明朗的局面可能还要持续一

段时间，但它们或许愿意与国际社会一道来制止伊朗核计划。 

国际社会努力加强武器控制并鼓励地区安全对话可能是促使这些国家选择放弃核计划的关键。

第一步是要创建和完善一种机制，在这个机制中这些国家对自身安全的关切能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

和认可。眼下，国际社会在制止伊朗铀浓缩方面久拖不决的局面已被打破。2006年 12月 11日，联
合国安理会五常与德国在纽约再次举行会议，就对伊朗实施制裁一事作进一步磋商。12 月 23 日，
安理会经过艰难的斡旋和磋商，综合了六国的三种意见，终于出台了 1737 号对伊制裁决议案。在
中东方面，有关国家就共同关心的领域进行合作已达成初步协议并付诸实施，10 月 29 日六国海军
在海湾进行的军演即为一例。另外，早在 2006年 9月，约旦亚喀巴就曾召开了由巴勒斯坦自治政府
主席阿巴斯、以色列安全总局局长迪斯金及约旦、埃及和部分海湾国家的安全局长共同参加的一次

地区安全会议。此次会议强调了在地区反恐方面各方应加强合作并互通情报的必要性，约旦还表达

了将来能够主办所有旨在推动和平进程和反恐会议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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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人注目的是，中东地区本次提出发展核计划的竟是那些传统上较为温和并与西方保持密切关

系的阿拉伯国家。它们提出各自的核计划，共同的动机是促使国际社会阻止伊朗跨入核门槛，但所

强调的发展民用核项目也有经济考虑，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对核计划的制定及其发展也存在差异。

与海湾国家不同，埃及、突尼斯和摩洛哥皆为贫油国，近几年居高不下的油价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

展进程确实起到了阻碍作用，它们需要更廉价、更安全稳定的替代能源产品以应付经济发展和人口

急速增长的需求。埃及在发展核计划方面处于较领先的地位，阿尔及利亚次之，阿联酋和突尼斯还

处于始创阶段。身居世界油库之颠和海湾国家首席位置的沙特，短期内当不会考虑核计划的经济因

素，它声称发展核计划更多只是一种姿态。 

越来越多的国家急用核技术武装自己，而非国家行为体则掌握着实施核恐怖主义的手段。
①
如

果国际社会能够建立多种危机应对和处置机制以确保共同安全，就不会促使这些国家谋求发展自己

的核技术。 

阿拉伯各国都清楚，获得核技术并非一日之功，即使能获得核技术，因本地区各种矛盾而形成

的潜在变数也有可能将这种技术变成“潘多拉的盒子”，使阿拉伯各国成为首当其冲的试验品。因

此它们更愿意选择多种途径，并营造一种安全机制。中东局势错综复杂，海合会影响力尚有限，该

计划有可能不了了之。但部分阿拉伯国家发展核项目的计划及其声明，似应引起国际社会的必要关

注。几个世纪来，中东地区的历史经验表明：该地区蕴含和交织着全球各利益集团的战略利益，阿

拉伯国家的政策动向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这些国家的安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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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adiation Effect of Iran’s Nuclear Issue in Arab Countries 
 

LIANG Ping-an 
 

Abstract    In later 2006 when Iran is harder in practicing its nuclear programs,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is also concerned on the consequent nuclear plans by the Gulf States and some Arab countries in the 
North Africa. It seems that another nuclear competition emerges in Asia and Africa in the post Cold War 
era, which challenges the conventional NPT. Actually, the new nuclear plans are entitled and linked with 
lots of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phenomena and could be treated as some kind of serious concerns 
shown by those relevant countries on their security.  They are expecting the international world to block 
Iran’s reaching for its nuclear 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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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 2006年 6月 21日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