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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核协议难解伊核难题
只有美伊实现真正的和解，放弃意识形态斗争和地缘政治对抗，共

筑建设性的双边关系，海湾和中东的安全困境才有可能化解。

  刘中民

2021年 12月 17日，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左）在奥地利  维也纳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即将在伊朗使用的监控摄像设备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相关方于 2021 年

12 月 27 日在维也纳启动了第八轮谈判。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提卜扎德 2 月 28 日

说，各方已在伊核协议相关方谈判中共同

起草了“98% 以上的”协议草案，伊朗正在

审查。伊核问题谈判来到了“临门一脚”的

重要时刻。

谈判能否最终取得成功，关键在于美

国和伊朗是否有战略决断力并展现足够的

政治智慧。而即使各方能够达成协议，持续

20 多年的伊核问题本身及其背后美国与伊

朗 40 余年的长期对抗，还有与之相关的大

国博弈和中东地区矛盾等，恐怕也不会因

此而彻底消解。

可能破解的主要难题

2015 年 7 月，伊朗与美国、英国、法国、

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伊核协议。根据

协议，伊朗承诺限制其核计划（主要是降低

浓缩铀丰度、减少离心机数量和国际社会

可核查等），国际社会解除对伊制裁。这是

自 2002 年伊核问题产生十余年后，在美国

奥巴马政府、伊朗鲁哈尼政府以及其他各

方均做出积极努力后达成的协议。

但是，美国始终未按协议内容全面取

消对伊朗的制裁，更在特朗普担任美国总

统后于 2018 年 5 月退出了伊核协议，随后

重启并新增一系列对伊制裁。2019 年 5 月

以来，伊朗逐步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

款，在生产的浓缩铀丰度和运行的离心机

数量方面均突破了伊核协议的限制，但承

诺所采取措施“可逆”，即在美国履行伊核

协议义务的情况下，伊朗回到遵守伊核协

议的状态。

2021 年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为服务

于其“中东收缩战略”，以及重建被特朗普

政府透支的国际信誉，表示将为恢复伊核

协议作出努力。2021 年 4 月，伊核协议相

关方开始在维也纳举行谈判，讨论美伊两

国恢复履约问题，美国间接参与谈判。围

绕谈判展开的讨论主要有三大关切。

一是如何保证美国重新履约并不再退

出伊核协议，这是谈判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鉴于美国退出伊核协议的教训，特别

是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霸凌行为，以及美

国国内两党政治极化导致的政策缺乏连续

性，伊朗要求美国做出“不退约承诺”，并以

一定的方式进行约束。伊方认为，伊核协

议中止的根本原因是美国的退约行为，伊

朗中止履约是美国此举的结果。因此，重

启伊核协议必须对美国的履约义务进行规

制，其次才是伊朗重新履行伊核协议义务。

二是如何明晰美国应取消的对伊朗的

各类制裁。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十分混乱，既包括

2015 年协议签署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也

包括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核协议之后追加的

制裁，甚至还包括与伊核问题关系模糊的

其他制裁，如美国以伊朗支持恐怖主义为

由进行的制裁；形式上，主要包括对伊朗金

融、石油出口、参与核项目的机构和个人的

制裁。因此，美伊双方需要在美国取消制

裁的具体项目上达成一致，即明晰美国应

该取消的各类制裁，防止在协议达成后因

双方各执一词致使协议无法得到执行。

三是如何使伊朗重新履行伊核协议规

定的义务。

2019 年 5 月 8 日，时任伊朗总统鲁哈

尼向伊核问题全面协议其他签字方递交了

关于伊朗对美国单方面退出协议反制措施

的信函。在对美国进行反制后，伊朗已分

阶段中止履行部分伊核协议义务。

截至 2021 年年底，伊朗已启用了数百

台效率更高的离心机。国际原子能机构 3

月 3 日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伊朗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储量翻番，已经达到 33.2 公

斤。恢复履约谈判的重要目标是促使伊朗

减少浓缩铀库存，处理新型离心机。因此，

如何以特定方式将已经生产的浓缩铀提交

给第三方（如国际原子能机构或者其他国

家）、把新增的离心机转交给第三方或直接

销毁等，是伊核协议恢复履约谈判必须解

决的关键问题。

此外，美国及其地区盟友以色列、沙特

一直以未能对伊朗导弹能力进行限制为由

反对伊核协议，当然更担心伊朗“拥核崛

起”。目前来看，尽管这些问题并非协议谈

判内容，也不会写进新的协议，但美国如何

对盟友进行处置，进而为伊核协议恢复履

约谈判成功创造条件，也是其必须正视的

问题。

从中东地区形势来看，伊朗和沙特关

系最近趋于缓和有利于谈判，但以色列和

伊朗的矛盾依然尖锐，而美俄在乌克兰问

题上的对抗很可能对伊核问题谈判产生破

坏作用。

症结仍在美伊

即使维也纳伊核协议谈判取得成功，

实际上也很难从根本上解决伊核问题。伊

核问题之所以难解，根源在于 1979 年伊朗

伊斯兰革命以来美伊之间长期对抗的结构

性矛盾。

从伊朗方面看，反美、反西方、反以色

列是伊朗伊斯兰革命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

直接关系到伊朗伊斯兰政权的政治合法性。

从美国方面看，美国在政治上长期寻求颠覆

伊朗伊斯兰政权，在经济上长期制裁导致伊

朗经济深陷困境，在军事上不断威慑使伊朗

的不安全感不断加剧，都助长了伊朗长期奉

行反美主义。

自 2015 年伊核协议签署尤其是特朗

普政府退出伊核协议以来，美伊双方博弈

的内容包括伊核问题本身，但更加难以解

决的问题是伊核问题之外的一系列结构

性矛盾，核心是双方的意识形态斗争和地

缘政治对抗。只要环境或氛围稍显紧张，

双方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以及深刻不信任就

会立即凸显，这给履行伊核协议造成重重

困难。

自伊核问题产生以来，美国和伊朗国

内政治的变化，尤其是双方政府更替导致

彼此在伊核问题尤其是伊核协议谈判上的

节奏难以合拍，是导致伊核协议不断陷入

困境的国内政治根源。

伊 核 问 题 产 生 以 来，美 国 经 历 了

小 布 什 政 府（2001~2009）、奥 巴 马 政 府

（2009~2017）、特朗普政府（2017~2021），直

到当前的拜登政府，相应的美国伊核问题

政策经历了“强硬—缓和—强硬—有限缓

和”的变化。同时期伊朗经历了哈塔米政

府（1997~2005）、内贾德政府（2005~2013）、

鲁哈尼政府（2013~2021），伊朗在伊核和对

美政策上经历了“缓和—强硬—缓和”的

变化。

可以看出，双方“缓和对缓和”政策

的交集时期十分短暂，如奥巴马执政末期

和鲁哈尼执政初期，其他更多是“强硬对

强硬”或“强硬对缓和”的不合拍时期。

美伊双方关系在对方发生政权更替后走

向更加紧张的对抗，似乎已成为美伊关系

的铁律。

当前，美伊对重启伊核协议的需求均

十分强烈，这大大提高了谈判取得成功的

可能性。但是，只有美伊实现真正的和解，

放弃意识形态斗争和地缘政治对抗，共筑

建设性的双边关系，海湾和中东的安全困

境才有可能化解。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

授，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

美国和伊朗国内政治的变化，尤其是双方政

府更替导致彼此在伊核问题尤其是伊核协议

谈判上的节奏难以合拍，是导致伊核协议不

断陷入困境的国内政治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