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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核危机阴影下

的以色列先发制人战略
*

孙 德 刚

  内容提要  伊朗核危机爆发后, 以色列一直酝酿对伊朗核设施采取先发制人打击。从实

证研究来看, 促进该战略实施的因素分别是: 维护以色列国家安全; 转移以色列国内民众视

线; 联合国对伊朗实施了制裁; 美国执行了模糊政策; 以色列在先发制人战略运用上经验丰

富。制约该战略实施的因素分别是: 以色列进攻性军事力量的有限性; 以色列国内政治派别

的反对; 以色列缺乏盟友的鼎力支持; 国际舆论的反对; 伊朗的反击能力。由于制约因素占

上风, 以色列先发制人战略受到遏止。未来这一战略是否得以执行, 将主要受伊朗核技术发

展走向、国际舆论导向和美、以、伊三国国内政治发展的多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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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安全领域既存在许多发展与合作, 也有诸多冲突与危机。在处理危机时, 先发制人战略是

国家一般面临的基本战略选项之一。先发制人系指决策者用预防性打击手段, 防止对本国利益构成威

胁的因素出现, 否则, 威胁将不断增加, 甚至演变成迫在眉睫的威胁, 并最终难以化解。¹ 主权国家

是否选择先发制人战略, 是出于决策者的心理判断。

伊 朗 核 危 机 及 其 对 以 色 列 安 全 的 影 响

2005年以来, 伊朗总统内贾德不顾西方国家的反对, 坚持认为伊朗有权掌握核技术。他希望以

此提高伊朗的威慑力, 因为伊朗周边等许多国家均已有核武器, 如俄罗斯、巴基斯坦、以色列和对伊

朗形成两面夹击之势的美国。就在人们将视线集中于美国与伊朗核博奔时, 以色列同伊朗的关系却随

伊朗核危机的爆发而骤然紧张。内贾德自 2005年 8月任总统以来, 曾质疑 /犹太大屠杀 0 的历史,

宣称 /犹太复国主义 0 就要灭亡了, /以色列天数已尽 0。º 这无疑触及了犹太人的神经, 使他们担

心: 像伊朗这样的国家一旦掌握核技术, 将对以色列构成巨大的生存威胁, 这种威胁判断主要基于两

点。首先, 伊朗在理论上具备袭击以色列的实力。伊朗是中东地区大国, 军力强大, 又有丰富的油气

资源作发展军备的后盾, 自主研制的导弹射程覆盖了整个以色列。更让以色列领导人焦虑的是, 内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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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总统曾指出: /伊朗核计划将像火车一样, 永远不会转向0¹。当联合国安理会于 2007年 2月通过

对伊朗更加严格的制裁决议时, 内贾德总统毫不示弱, 认为 /这只不过是因某些大国对伊朗抱有敌
意 0, 伊朗 /一刻也不会停止铀浓缩活动 0。º 其次, 伊朗存有动武意图。以色列领导人坚信伊朗一旦

拥有核武器, 一定会袭击以色列, 其理由是: 伊朗领导人公开宣称要将 /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 0, 让
巴勒斯坦人占领该地区, 这使以色列领导人大为震惊。他们将内贾德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希特勒

相提并论, 认为伊朗有消灭以色列的坚强决心。在伊朗谋求核技术的现实威胁面前, 奥尔默特还明确

表示, 以色列决不容忍伊朗掌握核技术、并最终拥有核武器。

为根除伊朗对以色列构成的威胁, 以色列政府声称 /保留所有的应对手段0, 包括对伊朗核设施

发动先发制人打击。以色列一位官员指出: /在伊朗核危机问题上, 以色列没有妥协的余地。以色列

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手段阻止大屠杀的历史在以色列重演。如果美国不采取行动, 以色列将采取行

动。0» 实际上, 在他发表此番讲话之前, 一系列事件似乎印证了以色列先发制人战略正在有条不紊

地展开, 如 2006年 1月上旬, 伊朗一架 /猎鹰 0 喷气式飞机曾在伊朗和土耳其边境坠毁, 伊朗伊斯

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司令卡齐米 (Ahm ad K azem i) 及其他 12名官员丧生。当时谣言四起, 有分析人

士猜测: 卡齐米负责生产和开发 /流星 0 弹道导弹, 此类导弹不仅可以攻击以色列, 还可攻击欧洲

的心脏地带, 所以以色列对他采取了先发制人的 /斩首行动 0。同年 11月 27日, 伊朗一架空中运输

机从德黑兰刚起飞后不久便坠毁, 机上 40名乘客遇难, 其中包括 30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 有

些人还是内贾德的贴身顾问。¼ 以上事件似乎是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先发制人打击的序幕。2006年底,

以色列总参谋长哈鲁兹任命空军司令舒克戴 ( Ekazar Shkedy) 少将为以色列国防军 /伊朗前线 0 总

指挥。随着两国关系的恶化, 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打击似乎日益明朗化和公开化。

以 色 列 的 先 发 制 人 战 略

目前学界对大国先发制人战略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 ½ 不足之处是, 很多学者忽视了对小国

先发制人战略的研究。除大国以外, 小国也频频发动先发制人战争, 小国的先发制人战略同样是影响

国际和地区安全的重要因素。以中东地区为例, 以色列、阿拉伯国家、土耳其、伊朗等都推行过自己

的先发制人战略, 而该地区最擅长这一战略的要数以色列, 这是因为它具有特殊的地理和战略环境:

以色列国土狭小, 缺乏战略纵深, 长期处于敌国包围之中, 脆弱的安全防线使以色列根本输不起一场

战争, 某些阿拉伯 -伊斯兰国家甚至坚信只要一枚原子弹就可以毁灭以色列。

长期以来, 以色列奉行积极国防战略, 先发制人成为以色列维护国家生存与安全的法宝。 1967

年 6月 5日, 以色列向埃及和叙利亚发动了先发制人战争; 1981年, 以色列趁两伊战争的契机, 派

出 8架 F) 16喷气式飞机偷袭了伊拉克奥西拉克核反应堆; 1985年, 以色列先发制人地袭击了位于

突尼斯的巴解组织总部; 2006年, 以色列以本国士兵遭绑架为由, 向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游击队发

动了先发制人战争¾; 冷战结束以来, 以色列对巴解组织和哈马斯发动的先发制人行动更多。以色列

以核武器为后盾, 拥有强大军力, 号称中东的 /超级军事大国 0。有美国 /撑腰0, 长期奉行防卫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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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 以色列政府宣称, 2006年对黎巴激战争是为了报复真主党游击队袭击和绑架以色列土兵,

但从战争强度和范围看, 此次报复性战争本质上是先发制人战争。



主方针, 以发动先发制人战争为主要手段, 强调将威胁消灭在萌芽状态, 防患于未然, 在极其险恶的生

存条件下维护了相对稳定和有利的权力关系, 使自己长期立于不败之地。先发制人战略可以说是以色列

建国以来最重要的 /杀手锏 0。在解决伊朗核危机问题上, 以色列同样考虑过使用先发制人战略。

为应对伊朗核危机, 以色列于 2006年 4月起开始研制 / E ros) B0 间谍卫星, 提高箭 ) 2型反导

系统的拦截能力, 还从美国购买了先进的远程轰炸机, 如 F) 151和 F ) 161型战斗机。以军称, 这些

飞机完全可以用来攻击伊朗境内目标。¹ 从装备看, 以军目前已拥有 25架先进的 F ) 151战斗机, 可

以不间断地往返伊朗境内拟打击的目标; 其购买的 F) 161型战斗机也可执行远程轰炸任务, 打击半

径约 2 200公里。除此之外, 以色列还掌握了中远程导弹技术, 如杰里科 ) 2型导弹射程达 1 500公

里, 可用来袭击德黑兰附近的军事目标。以色列国防部副部长艾弗莱姆 #斯内 ( Ephra im Sneh) 和原

副总理西蒙 #佩雷斯 ( Sh im on Peres) 等人均表示: /伊朗也是可以被摧毁的。0º 斯内还在公开场合

称, 以色列可能被迫对伊朗核设施发动军事打击。这种先发制人打击可能是最后的解决办法, 但是

/最后的解决办法往往是唯一解决办法0。以色列对伊朗先发制人最可能袭击的目标如下: ( 1) 俄罗

斯正在帮助修建的布什尔核电站; ( 2) 纳坦兹铀浓缩工厂; ( 3) 位于阿拉克的重水生产厂; ( 4) 伊

朗铀处理与核技术研究中心 ) ) ) 伊斯法罕, 这里集中了伊朗约 3 000名此领域的科学家。

以 色 列 对 伊 朗 先 发 制 人 打 击 的 促 进 因 素

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打击已具备一系列条件。

11在以色列政府看来, 伊朗核问题将关系到以色列的生存。  奥尔默特政府认为, 伊朗目前是

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头号敌人和最大的威胁, 它一旦制造出核武器, 定会与伊拉克、黎巴嫩真主党、

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一道形成更加密切的泛 /什叶派新月地带 0, 对以色列构成包围圈。自 2006年夏

爆发黎以冲突以来, 以色列多次指责伊朗帮助真主党训练战斗人员, 来自伊朗的军火也通过埃及隧道

走私到加沙地区, 使以色列南北受敌。» 以色列军方也认为, 尽管制裁伊朗可延缓其掌握核技术, 却

难以彻底阻止伊朗掌握核技术并拥有核武器。¼ 以色列新保守主义右翼势力坚决要求将伊朗核计划扼

杀在摇篮里, 因为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危险超过了对伊朗采取先发制人打击的风险。以色列政府还认

为, 以色列建国的主要动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纳粹屠杀了 600万欧洲犹太人, 由此产生的悲

情已化作 500多万犹太人精诚团结的主要精神动力。伊朗领导人关于消灭以色列的言论让以色列领导

人感到: 大屠杀的惨痛历史一幕刚过去 60年, 现在针对犹太人的新一轮大屠杀马上又要开始。奥尔

默特总理表示: 伊朗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 /沉重代价 0, 犹太人决不会重犯 60年前的错误, 决不会

采取 /鸵鸟政策 0, 只要以色列仍然有挽救自己生命的能力, 它就不会对消灭以色列的狂言听而不

闻。½

21转移国内民众的视线。  2006年 7月, 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发动了长达 34天的先发

制人战争。此后, 以色列国内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增强, 认为真主党并未被打垮, 政府无力维护国

民安全, 也未能解决国内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和其他社会问题, 奥尔默特政府急需通过发动另一场战

争来转嫁矛盾, 通过树立外部敌人来使国内其他政治派系暂缓对政府错误发动对黎巴嫩战争的指责。

31伊朗核危机爆发后, 伊朗因谋求发展核技术而受到国际上的广泛批评, 国际原子能机构指责

伊朗政府未能履行暂停铀浓缩活动, 联合国安理会相继通过决议, 对伊朗实施了严格制裁, 使伊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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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备受孤立。

41美国政府一直在处理伊朗核问题的手段上采取模糊政策, 宜称政治外交手段和军事手段都是

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选项, 这似乎给以色列袭击伊朗核设施悄悄留了一扇窗。

51以色列积累了丰富的先发制人战术经验。  以军在历史上善于发动 /闪电战 0, 以偷袭敌人的

重要军事目标, 包括曾针对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真主党、巴解组织和哈马斯的军事目标, 这些先

发制人打击大多取得了胜利。最为典型的是 1985年, 3名犹太人在塞浦路斯遇袭身亡, 以军遂派出

喷气式战斗机, 对位于突尼斯的巴解组织总部实施了先发制人打击。¹

以 色 列 对 伊 朗 先 发 制 人 打 击 的 制 约 因 素

因为上述促进因素, 以色列政府于 2006年下半年成立了伊朗作战司令部, 密切关注伊朗核危机

的最新动向, 积极研究先发制人打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军对伊朗核设施的先发制人打击似乎已是

/箭在弦上0。然而, 以色列先发制人战略目前尚处于酝酿阶段, 它对伊朗发动先发制人战争还面临

许多现实难题。对于以色列来说, 这场战争即使有必要性, 也无可行性, 它面临的制约因素如下:

(一 ) 以色列进攻性军事力量的有限性

以色列对伊朗作战计划只是一种设想, 主要是因为以色列进攻性力量虽很强大, 但难以确保摧毁伊

朗核设施。以色列军方承认, 伊朗的秘密核设施并不为以色列所了解。美国研制的导弹都很难摧毁这些

地下设施, 而以色列进攻性力量更奈何不得。以色列先发制人战略以奇制胜的优势很难体现出来。

此外, 以色列与伊朗被伊拉克和约旦所隔, 两国的空间距离给以色列发动先发制人打击设置了天然

屏障。若采用空中打击的方式, 以色列先发制人战略需要有技术精湛的飞行员作长距离、长时间的低空

飞行, 同时还应考虑空中加油技术、后勤保障等难题, º 在实战中是否有可操作性尚难推断。以色列曾

于 1999年和 2004年从德国购买了 3艘 /海豚 0 号潜艇,以军可从潜艇上发射携带核弹头的导弹, 但海

上基地导弹发射的可靠性仍是未知数。从战术上看, 以军的先发制人战术仍有技术和操作难题。

(二 ) 以色列国内政治派别的反对

如果说战术难题可以通过技术革新加以解决, 那么战略难题却难以在短期内攻克。目前在对伊朗

采取先发制人打击问题上, 以色列政府内部仍有分歧。许多政府官员和反对党更倾向于利用联合国制

裁伊朗, 认为这是一条可节约成本的危机化解出路。 2006年夏, 以军为打击真主党游击队贸然发动

了黎巴嫩战争, 不仅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而且带来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2007年 5月初, 以色列

国内爆发多起示威游行, 示威者要求奥尔默特为错误发动黎巴嫩战争负责, 并要求他辞去总理职务。

国内反战党派和个人已形成一种合力, 成为以色列现政府对伊朗先发制人所难以逾越的巨大障碍。

另外, 以色列国防部长佩雷茨和外长利夫尼缺乏军事战略思想, 难保以色列先发制人取得预期效

果, » 他们兜售的对伊朗先发制人战略很难获得议员, 尤其是反对党议员的支持。与沙龙等前任总理

不同, 奥尔默特缺乏军事作战经验, 很容易草率地发动战争 (如 2006年黎以冲突 ) , 也会因为害怕

失败而在战争面前退缩, 其外交政策易受国内反对党派的左右。上任以来, 他与党内人士以及与工党

联盟之间都有矛盾, 于是只得将主要精力放在了解决国内问题方面, 无过多精力关注外交问题。

(三 ) 缺乏盟友的鼎力支持

美国政府虽对以色列的处境深表同情, 并给予了一定的道义支持, 却难以像 1967年那样纵容以

#28#

 西亚非洲  2007年第 12期

¹

º

»

See Y aakov Katz, op1 cit1

See / Israel Den ies Preparing Nu clear Opt ion: P re- em ptive S trike Agains t Iran in W orks: Report0, The Ca lgary H erald, January 8,

20071

See Ze. s sch if,f / Israel. sW ar W ith Iran0, F oreign Affa irs, V ol185, No16, 20061



色列对伊朗发动先发制人打击, 这首先是由布什政府所处困境决定的。2006年 11月, 美国民主党在

参众两院选举中胜出, 重新占领国会, 标志着布什在余下任期内难有大的政策动向。2007年 1月 16

日, 美国 18名民主党议员还联合提出并通过一项决议, 该决议宣布: 未经国会同意, 布什总统无权

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¹ 这一决议虽未通过, 却限制了美国向伊朗发动先发制人打击。美国在伊拉克

的教训是: 战争代价高昂, 美国须在伊朗核问题上避免重蹈覆辙, 应尽力采取政治接触手段。º 布什

还担心, 美国若支持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先发制人打击, 内贾德在国内将会获得更多支持, 伊朗温和派

将会受到削弱, 内贾德因此将成为伊斯兰世界的英雄。» 届时美国在中东推行的 /大中东计划 0 和反

恐战争都会因以色列的先发制人战争而中途天折。

因此, 美国政府难以支持以色列对伊朗动武, 认为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在联合国安理会

框架下推动多边外交, 对伊朗实施严厉制裁。 2006年 11月 13日, 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访问美国,

布什敦促以色列推迟对伊朗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打击, 作为交换, 美国支持以色列提出的关于伊朗核

危机的政治解决方案。为维护中东霸主地位, 美国决不会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 强烈反对伊朗在伊拉

克、叙利亚、黎巴嫩乃至巴勒斯坦加强渗透、秘密资助反美武装, 但正如美国国防部长盖茨所强调

的: /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绝对是最后的选择。0¼ 本着这种思想, 美国政府在伊朗核危机问题上放弃

了单边主义, 并积极推动联合国安理会于 2006年 12月和 2007年 2月两次通过对伊朗制裁的决议。

(四 ) 国际舆论的反对

从宣传角度看, 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打击似乎可以找到诸多理由: 伊朗领导人多次

在公开场合威胁要消灭以色列; 伊朗政府在德黑兰召开了否认犹太大屠杀历史的研讨会; 伊朗资助并

怂恿真主党游击队对以色列平民发动袭击。½ 国际舆论基本对以色列持同情和理解的态度, 但至今无

一国公开支持以色列动武, 以色列先发制人战略势必会受到国际舆论的反对。这是因为, 首先, 由于

以色列同伊朗并不接壤, 以军发动先发制人的最佳路径是穿越约旦和伊拉克的领空, 这会牵扯到其他

邻国, 引起邻国的不安。即使驻伊拉克美军同意, 约旦也不会向以色列提供领空飞越权, ¾ 而以军沿

海岸飞行、对伊朗发动先发制人战争又难以达到出奇制胜之效。其次, 国际舆论反对以色列对伊朗核

设施发动先发制人打击, 还因为此战略不具有国际合法性。先发制人战争在许多情况下是预防性战

争。按照目前国际法的规定, 预防性战争是非法的, 是变相的侵略战争, 为 5联合国宪章 6 所禁止。

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战争获得合法性所必备的条件是, 以色列能够拿出证据显示: 伊朗

对以色列的威胁是迫在眉睫的 (且无法用其他手段得以化解 ) , 或者其军事行动获得了联合国授权。

目前上述条件尚不具备, 联合国更不可能同意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先发制人打击。

(五 ) 伊朗的反击能力

以色列难以对伊朗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打击, 还因为以色列担心伊朗强大的反击能力。伊朗强大

的反击能力体现在它所掌握的 /三张王牌 0 上。 ( 1) 即使以色列成功实现对伊朗核设施的先发制人

打击, 伊朗也会采取更大范围的报复性措施。¿ 例如, 一旦伊朗遭到以色列先发制人打击, 伊朗将会

果断地使用导弹, 且会鼓动真主党游击队用火箭弹袭击以色列, /胜利 0 和 /流星0 等型号导弹可能

会以特拉维夫为打击目标, 以色列国土届时将变成两国争斗的第二战场。 ( 2) 伊朗对付以色列发动

先发制人的资本除自身实力外, 还在于它拥有石油武器。内贾德曾威胁说, 一旦爆发战争, 伊朗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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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霍尔木兹海峡, 切断石油供应, 届时依赖中东石油的美国、欧洲、日本和东亚国家在经济上将倍受

打击, 世界原油市场也可能会出现混乱。 ( 3) 在美以双重威胁和打压面前, 伊朗政府为维护生存权

益, 积极利用国外战略资源, 开展了准联盟外交。目前内贾德政府已成功与叙利亚、委内瑞拉等反美

国家建立了各种形式的准联盟关系。¹ 以叙利亚 -伊朗准联盟关系为例, 2006年 6月两国签订了军事

互助条约; 2007年 3月继而签订了关于加强两国合作的协定。叙利亚 -伊朗准联盟关系将使以色列

发动对伊朗战争后面临两线作战的可能。伊朗采取灵活务实的准联盟外交成为阻止以色列发动先发制

人战争的强大威慑力。伊朗强大的综合实力和意志、丰富的外交资源、高超的外交能力组成了强大的

反击能力, 成为遏止以色列发动先发制人战略的重要条件。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 在伊朗核危机态势不断发展的情况下, 以色列发动先发制人战争的 5个制约

因素目前仍占上风, 所以它难以执行此战略。

结   语

2006年以来, 随着伊朗核危机不断升级, 以色列国防军一直酝酿对伊朗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打

击, 甚至考虑用携带微型核弹头的 /地堡杀手 0 ( bunker- busters) 来摧毁伊朗核设施。但该战略目

前付诸实施仍面临多种难题。 2007年 1月, 以色列外长发表声明: 以色列政府倾向于通过外交手段

解决伊朗核危机, 包括全面实施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朗制裁。奥尔默特虽表示以色列政府不会容忍伊朗

掌握核技术, 但一直声明将通过多边外交途径解决伊朗核危机。º 未来, 以色列是否会向伊朗发动先

发制人打击, 将主要取决于 5个促进因素与 5个制约因素, 具体表现为以下 3个不确定方面。

首先是伊朗核技术的发展走向。正如以色列官员所发现的, 伊朗具备发展核技术乃至拥有核武器

的重要条件, 因为它拥有此领域的科学家、工程师、关键技术和研究资金。目前伊朗离拥有核武器还

有很远距离。但伊朗离此目标越近, 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先发制人打击的危险就越大。其次是国际舆论

导向。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采取先发制人打击是否具有合法性, 将取决于美、欧、俄、中、日, 以及

中东地区国家的立场。以沙特为首的阿拉伯海湾国家对伊朗谋求发展核技术一直密切关注, 对伊朗谋

求称霸海湾地区一宜持反对立场。若双方关系恶化, 阿拉伯国家很可能转而向以色列提供外交支持

(包括秘密的外交支持 ) , 甚至不排除有些国家会促使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打击。最后

是伊朗、美国和以色列国内政治的发展。2006年 11~ 12月, 在伊朗地方议会和 86人专家会议选举

中, 以内贾德为代表的派别受挫。» 以德黑兰市长卡利巴夫为代表的务实改革派很可能会在 2008年

伊朗大选中扮演重要角色, 进而影响未来伊朗核危机的走向。 2008年, 美国也将举行大选: 以色列

政府也面临重组的可能。三国的国内政治发展也会影响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的先发制人打击。

伊朗同以色列不战不和既对中国外交提出了挑战, 也为中国的和谐地区外交理念付诸实施提供了

机遇。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 中国在解决伊朗核问题上日益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 中国主张以政

治手段解决核问题, 反对任何国家发动先发制人战争; 另一方面, 中国敦促伊朗遵守国际核不扩散机

制, 同联合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中国是以联合国为舞台的多边外交的重要参与者, 是维护中东

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

(责任编辑: 徐  拓  责任校对: 詹世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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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raeli Pre- emptive Strategy in the shadow of Iran . s Nuclear Crisis

Sun Degang pp125- 30

  Israeli governm ent and m ilitary m anagem en ts

have been ferm enting to m ake possib le preem ptive

strike on Iran. s nuclear fac ilities since the nuclear

crisis broke ou.t There are five factors wh ich m ay

prom o te Israe l to lunch a m ilitary act ion on Iranian

nuc lear fac ilities: m a intaining Israe li Security;

transfer ing attent ion o f public op in ion; the sanction

ofUN on Iran; the equivocal attitude ofU1S1; Is-

rael experiences in the pas.t There are a lso five lim -i

tation factors: the lim itation o f Israelim ilitary opera-

t ion; the opposite opin ions from Israe li in ternal par-

t ies; no a llies w ill support Israe;l the opposite att-i

tude from internationa l world; Iranian ability o f

counterattack. Israeli preem ptive Strategy is con-

tained a t present by the lim itat ion factors. If the pre-

em ptive Strategy w ill com e into being, itw ill depend

on the trends of Iran. s nuclear plan, the lead ing a-t

t itude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op in ion, and the po lit-i

cal developm en t in U S, Israel and Iran.

Breaking the Lim itation andW eed Through the

O ld to Bring Forth the New

) ) ) Iran . sM odern Thinker Soroush and H is Theory on Re ligionM odernity

W ang Z ezhuang pp146- 51

  Abdo lkarim Soroush is a fam ous Iran ian m odern

th inker, he thinks that Islam and dem ocracy can co-

ex ist in ideo logy, and he a lso th inks a re lig ious de-

m ocracy sta te cou ld be estab lished on the basis o f re-

lig ious state, and th is theory is contradicted w ith that

of popular w est thinkers. Bu t the m ain problem is

that how w e understand the relig ion and its va lue,

how w e innovate our trad itional concept o f relig ion

w ith the changes of tim es and social env ironm en.t

The core conclusion of h is theory is that he th inks

the religion as a va lue and the dem ocracy as m eas-

ures to m anage national a ffairs cou ld comprom ise,

and so tha t it is necessary to pract ice in po litica l

life. H e thinks it cou ld be aw ay to innovate relig ion

idea fo r Islam to dea lw ith the changes o f t im es.

An Analysis on the Critical Econom ic and Political Crisis in Z imbabwe

Gao Qiufu pp152- 57

  Zim babw e is facing critical econom ic and po lit-i

ca l cr isis now. N ational econom y to tally is in a bad

situation; a ll k inds o f po litica l fo rces are m aking

troub les w ith the governm en ,t and w est countr ies

m a intain sanctions on Z im babw e. W est countr ies

have im posed grea t pressure on M ugabe because o f

his po licy of countering w estern dem ocracy. The o th-

er cause of crises is the negative consequence o f land

re fo rm. In ternational w orld has pa id g reat attention

to Z imbabw e. s Situation A frican states, especia lly

southern A frican states tries to seek m easures to get

rid of the crises w ith the fram e of keepingMugabe in

pow er, butw est countries insist on im posing pressure

on Zim babw e and choice to overthrow M ugabe govern-

m en.t The presen t Jim babw e governm ent has adopted

m any adm inistrative orders such as to decrease

prices, to m ake enterprises shares nat ive- owned, to

enhance governm ent. s capability to contro l enterpr-i

ses and m anagem en,t so that to relax soc ia l contra-

dictions and im prove peop les' liveli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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