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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

历史上曾出现过强大的波斯帝

国，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19

世纪后，伊朗逐渐沦为英俄的半

殖民地，并为追求民族独立进行

了不懈斗争。1925年，巴列维

王朝建立，伊朗基本取得民族独

立。在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进

行了激进的世俗化改革，并在外

交上依附西方，最终导致1979

年爆发由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

命，同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

立。

此后，在1979～1989年霍

梅尼任最高宗教领袖主导伊朗期

间，该国逐步确立伊斯兰共和的

政治体制。1989年霍梅尼去世

后，伊朗进入哈梅内伊任最高宗

教领袖的时期，并先后经历了拉

夫桑贾尼（1989～1997年）、

哈塔米（1997～2005年）、内

贾德（2005～2013年）、鲁哈尼

（2013～2021年）四任总统的完

整任期。今年5月，2021年当选总

统的莱希因坠机遇难，导致伊朗

不得不提前举行大选，最终改革

派人士佩泽希齐扬当选总统，伊

朗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45年

来，对内探索传统与现代特征兼

具的伊斯兰共和政治制度和发展

道路，对外摆脱了巴列维王朝时

期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依附。不

过，伊朗在增强国家独立性的同

时，也遭遇了诸多困难与挑战。

伊斯兰共和制与革命外交的确立

1 9 7 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

针对的是巴列维王朝，全面伊斯

兰化和“输出革命”外交则是实

现伊斯兰革命的基本方式。不

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并非纯粹的

宗教革命。从革命力量构成来

看，其具有高度混合性，主要包

括宗教人士，资产阶级政党人员

及教师、作家、大学生等知识界

人士，以商人为主体的中小资产

者以及工人、普通市民等社会民

众。从革命对象来看，对内是反

对巴列维王朝推行全盘西化“白

色革命”的君主专制政权，对外

是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干涉

与控制伊朗。因此，1979年的伊

朗伊斯兰革命具有民族民主革命

色彩。

霍梅尼的政治思想对伊朗

伊斯兰革命和伊斯兰共和国的建

立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内容有

三：一是主张政教合一，强调伊

斯兰教是“礼拜与政治连结在一

起、政治活动以礼拜为形式的宗

教”；二是建立伊斯兰政府，实

行伊斯兰教法学家统治；三是反

对君主制，主张建立共和制立宪

政府。但由于伊斯兰革命力量构

成的混合性，霍梅尼的政治理想

并非一蹴而就，经过与反对派的

激烈斗争，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

期伊朗才真正确立伊斯兰共和国

的政治制度。

197 9年颁布的《伊朗伊斯

兰共和国宪法》是确立伊斯兰共

和制的根基所在，其核心内容包

括：实行教法学家统治，法基赫

（宗教领袖）是伊朗伊斯兰共和

制的权力中枢；国家实行伊斯兰

共和制，议会和总统均由人民直

接选举产生；立法、司法和行政

三权分离，但它们都必须在法基

赫的监督下运作。此后，霍梅尼

扫除了主张世俗化、亲西方的反

对派力量，在内政外交领域推行

全面的伊斯兰化。

在经济上，霍梅尼既反对

资本主义私有制，也反对社会主

义公有制。伊朗宪法规定“根

据伊斯兰原则建立公正合理的经

济”；国营、合作经营和私营是

伊朗的三种经济成分；“禁止垄

断、投机、放高利贷和非法交

易”等。在经济政策上，土地改

革、国有化运动和扩大政府干预

构成了伊斯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

容。但从经济运行的总体态势来

看,霍梅尼时期伊朗经济十分不稳

定,除农业发展较巴列维王朝时期

有较大增长外,伊朗的国内生产总

值和石油收入在总体上都呈下降

文／刘中民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探索与抗争的 4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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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

霍梅尼外交思想的核心是通

过“输出革命”建立伊斯兰世界

秩序。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需

在伊朗建立伊斯兰政府，再输出

伊斯兰革命到其他伊斯兰国家，

最后传播到全世界。在伊斯兰革

命外交思想指导下，彼时伊朗外

交呈现出三大鲜明特征：一是以

反美为主的反西方外交；二是以

反苏联为主的反东方外交，不过

在实际操作中伊朗反西方甚于反

东方；三是“输出革命”的地区

外交。伊朗“输出革命”的直接

对象是其海湾邻国，主要方式包

括大力宣传伊斯兰革命，通过经

济和军事援助支持海湾国家伊斯

兰政治反对派等。

综合来看，在这一时期，伊

朗奉行“不要东方，不要西方，

只要伊斯兰”的革命外交政策，

其结果是导致伊朗在海湾地区四

面树敌，在东西方之间也十分孤

立。更重要的是，该政策导致伊

朗在经济上也孤立于世界经济之

外，损失严重。

保守派与改革派轮替的“钟摆

效应”

国家的内外交困使霍梅尼在

其领导伊朗的最后两年，将改革

伊斯兰政体提上议程。1988年成

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国家利益确

定委员会和1989年修宪都是其改

革的重要举措，总统领导的政府

权力因此增强，宗教权力相对下

降，但国家政体仍以宗教领袖为

核心。修宪后，总统哈梅内伊被

推举为最高宗教领袖，务实派人

士拉夫桑贾尼当选总统。此后，

务实温和的改革派与更靠近宗教

领袖的保守派在伊斯兰政体下围

绕内政外交斗争较量，并进行政

治轮替，构成了影响伊朗各领域

发展的主导因素。

在拉夫桑贾尼的领导下，

伊朗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政治

领域，其改革主要包括两方面内

容：一是构建以务实派人士为主

的“建设内阁”，这标志着伊

朗政权已过渡到“实用伊斯兰

主义”；二是在宪法允许的范围

内开放言论，扩大政治参与。在

经济领域，确立了经济自由化方

针，主要内容包括：对主要产业

实行私有化；解除对经济活动、

银行和金融业的国家管制；鼓励

外国投资者直接进入伊朗投资；

举借外债；激活、扩大德黑兰股

票交易所，实现股票交易现代

化；在全国建立自由贸易区；进

行货币政策改革；放开物价管制

等。这一时期，伊朗的经济改革

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经济保持

了较高增长。但由于海湾战争后

国际油价下滑导致伊朗石油收入

下降，国家建设资金出现短缺，

以及货币贬值、关税下降拖累伊

朗工业发展进程等因素，改革屡

屡受挫。在外交领域，尽管伊朗

在整体上没有放弃“输出革命”

的口号，但在实践上呈现出逐步

降温的趋势。伊朗外交政策走向

务实开放，其与海湾国家关系得

到巨大改善，与西方特别是欧洲

国家的关系也得到相对缓解，但

美伊关系依然处于紧张对峙状态。

在1997年和2001年的总统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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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22日，伊朗新一届总统选举临近，

首都德黑兰街头出现象征投票箱的建筑，该

建筑背后是伊朗著名地标自由纪念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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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中，务实派候选人、开明宗教

人士哈塔米两次当选总统。哈塔

米在政治上主张遵守伊斯兰宪法

和法律,以法治国,在宪法和法律

的范围内实行政治多元化，同时

强调应将伊斯兰教的法律、传统

与个人的权利、自由和西方法治

国家及公民社会的观念相结合。

哈塔米的政治举措包括：建立年

富力强、以专家为主的内阁；塑

造高效廉洁的政府形象；推进社

会民主改革，实行法治，进一步

放松政府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管

制等。在哈塔米执政的第一任

期，其政治改革取得一定成就，

尤其是在政治开放上取得进展。

在经济上，坚持国营、合作和私

营三位一体的经济体制，对非战

略性经济部门实行私有化，调整

经济结构，实现出口多元化，构

成了哈塔米经济改革的主要方

向。在外交上，哈塔米提出不同

文明应相互对话，取长补短，共

同发展的思想。在该思想指导

下，哈塔米政府在改善与阿拉

伯—伊斯兰世界关系、改善与欧

盟关系、松动与美国的对抗僵局

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政策调整。

在拉夫桑贾尼、哈塔米执

政时期，很多改革均因保守派阻

挠，尤其是保守派控制议会等因

素难以彻底实施。2005年6月，

保守派候选人内贾德当选伊朗总

统，这标志着保守派势力全面回

归，伊朗内政与外交政策明显保

守化。在政治上，内贾德政府反

对政治自由化和多元化，坚决维

护和执行伊斯兰教法，对内推行

严格的宗教法令。在经济上，他

反对私有化，强调社会公正是国

家经济发展计划的核心。在外交

上，伊朗重回革命外交，坚持强

硬的反西方政策，挑战以美国为

首的西方国际体系。内贾德的强

硬外交对增强伊朗民族凝聚力、

提高伊朗的地区和国际影响力发

挥了重要作用。但美伊严重对

立、联合国安理会就核问题对伊

朗的制裁，使伊朗在国际社会日

趋孤立，经济损失严重。

此后，伊朗的政治钟摆在

2013年向改革派方向回摆。被称

为“温和保守派”的鲁哈尼当选

总统后，对内主张进行谨慎的政

经改革，改善公民政经权利；对

外力图通过改善美伊关系、解决

伊朗核问题，展示不同于内贾德

的战略思维，改变伊朗日趋孤立

的国际环境，其最大外交成就是

2015年伊朗核协议的签署，伊朗

的国际环境一度得到巨大改善。

但鲁哈尼在进入第二任期后，同

样因保守派的阻挠而陷入难有作

为的“第二任期诅咒”。2021

年，保守派人士莱希的当选使伊

朗政治重归保守，直至其遇难。

“困而不倒”的保守与韧性

在改革派执政时期，伊朗国

内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经济相对

自由，对外政策相对缓和；在保

守派执政时期，伊朗国内政治环

境则相对保守，经济强调公正，

对外政策相对强硬。然而，改革

和保守两派均较难彻底改变伊朗

所面临的困境。

伊斯兰共和制在总体上是以

教法学家治国的保守政治制度，

2024年3月19日，在波斯

新年前夕，伊朗首都德黑

兰民众在街头市场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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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和解潮”以来，伊朗国内发展面临哪些挑战

近些年，尤其是进入本世纪

第二个十年后，中东国家间普遍

出现“和解潮”，伊朗作为地区

大国和“抵抗轴心”领袖，在其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23年4月，

伊朗与其“地区夙敌”沙特的

正式和解及其外溢效应，更是将

“和解潮”推上高峰。

事实上，自201 8年以来，

伊朗便开始积极寻求与地区竞争

国家缓和关系、加大合作，其主

要动力是寻求在美国的“极限施

压”下维护国家政权和社会稳

定。鲁哈尼政府（2013～2021

年）认为，通过缓和与沙特、

阿联酋等地区国家的关系，不仅

可减少美国自中东战略收缩的顾

虑，还可减少美国重返伊朗核

协议的阻力。而一旦美国撤出

中东并重返伊朗核协议，伊朗长

期面临的外部安全威胁、政治孤

立和经济制裁等困境都将大幅减

弱。2021年8月，伊朗总统莱希

上台后，不仅延续了鲁哈尼政府

的务实主义外交路线，更将发展

与周边国家关系作为外交工作的

优先方向，尤其是将缓和与海湾

国家间关系作为重中之重，对鲁

哈尼政府以美西方为中心的外交

政策做出调整。伊朗希望通过推

动中东“和解潮”来为其摆脱当

前困局创造契机，然而自“和

解潮”以来，该国在国内政治

与经济层面都分别面临哪些新挑

战，又将如何脱困？

“和解潮”以来伊朗的政治发展

2018年5月，美国特朗普政府

出尔反尔单方面退出伊朗核协议

并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政策

后，伊朗民生状况急剧恶化，社

会不满情绪增加，国家内政稳定

性由此受到挑战。此后，伊朗国

内爆发了两起全国性社会运动，

分别是2019年因汽油价格上调引

发的“八月运动”和2022年因女

性佩戴头巾问题引发的大规模抗

议，这两场社会运动呈现出显著

的暴力性和跨界层性。

此外，伊朗参与选举政治

尽管伊朗政治出现保守派与改革

派的分野和轮替，但这是在总

体保守的政治制度下的分化。伊

朗最高宗教领袖在处理这两派关

系的问题上，更多是维持一种平

衡。从某种程度上说，伊朗的政

治钟摆始终控制在宗教领袖及其

代表的政治制度之下，改革派执

政是伊朗在总体保守的制度下进

行国家发展政策调整的方式。

此外，改革派和保守派均

难以突破革命外交掣肘。霍梅尼

所确立的“输出革命”外交战

略，在现实中始终面临实现伊斯

兰统一、建立伊斯兰秩序的理想

与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之

间的矛盾、宗教意识形态与国家

利益的矛盾等。实践证明，“输

出革命”的外交战略给伊朗国家

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在后霍梅

尼时期，伊斯兰因素对伊朗外交

的影响在整体上呈现明显下降态

势。但基于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权

属性，伊朗仍无法从根本上摆脱

霍梅尼“输出革命”外交遗产的

掣肘。

不过，回顾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45年的发展历程，可以肯定的

是，其在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

族经济、探索伊斯兰民主方面的

尝试，对于否定巴列维王朝时期

的君主专制、激进世俗化、对外

依附等弊端有积极意义。伊朗在

遭遇西方长期压制和制裁的处境

下仍成功维持了国家生存，也展

现出伊斯兰共和体制的韧性。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

研究所教授。本文为2022年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

目“百年变局下国际体系与中东地

区互动关系研究”〈22JJD810023〉

和2023年上海外国语大学校级重大

科研项目“当代中东国家对外关

系史研究”〈2023114005〉的阶

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