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期预告下期预告：：

伊核问题爆发后延宕 20 余
年，回望整个历程，2015年的伊核
协议仍是最佳解决方案。美国是
伊核危机的始作俑者，美国一手
帮助伊朗打造核能力，但在伊政
权发生变化后，美国又试图将其
核技术铲除。在达成伊核协议
后，美国又单方面退出协议，这是
促使伊朗突破协议“红线”并导致
其与美、以关系无法调和的根
源。除美国强势介入外，作为中
东内部利益攸关方，以色列也处
于伊核问题的漩涡中心。下期，
我们将为您讲述，以色列如何借
助“核模糊”与“先发制人”战略，
对美进行游说，并对多个试图发
展核计划的中东国家实施打击。

5第6558期 2025年6月30日 星期一

■编辑 徐嘉彤 ■美编 陈 路 电话(010)65369585

一名工人骑车路过伊朗布什尔核电站一名工人骑车路过伊朗布什尔核电站，，该核电站是伊朗境内唯一该核电站是伊朗境内唯一
运转的核电站运转的核电站。。图为资料图片图为资料图片。。

深度认知

韩建伟韩建伟

编者的话编者的话：：2020世纪世纪6060年代年代，，法国时任总统戴高乐法国时任总统戴高乐曾说曾说：“：“一个没有一个没有
核弹的国家无法认为自己是真正独立的核弹的国家无法认为自己是真正独立的。”。”这句话阐明了戴高乐推动法这句话阐明了戴高乐推动法
国摆脱外部军事控制的核心思想国摆脱外部军事控制的核心思想，，也道出了一个国家发展核能力的现实也道出了一个国家发展核能力的现实
考量考量。。日前日前，，为期为期1212天的以伊冲突以美国天的以伊冲突以美国““下场下场””和戏剧性的停火暂时和戏剧性的停火暂时
告终告终，，但伊朗核设施的受损情况仍扑朔迷离但伊朗核设施的受损情况仍扑朔迷离，，围绕伊核问题的政治博弈围绕伊核问题的政治博弈
也尚未尘埃落定也尚未尘埃落定。。从今天起从今天起，《，《环球时报环球时报》》推出推出““伊核问题的前世今生伊核问题的前世今生””深深
度认知系列报道度认知系列报道，，透视透视以伊两国的复杂关系以伊两国的复杂关系，，为读者阐明为读者阐明，，为何美国是伊为何美国是伊
核危机的始作俑者核危机的始作俑者，，以色列多年来如何对包括伊朗在内的中东多国核计以色列多年来如何对包括伊朗在内的中东多国核计
划实施打击划实施打击，，以及当下和平解决以及当下和平解决、、政治解决伊核问题的突破口何在政治解决伊核问题的突破口何在。。

半个多世纪前半个多世纪前
美国埋下伊核问题的种子美国埋下伊核问题的种子

伊核问题的前世今生伊核问题的前世今生 ①①美国给了伊朗基础核能技术
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铲除的伊朗核能

力，恰恰是半个多世纪前美国亲手培养
起来的。这要从一场伊朗石油国有化引
发的危机说起。作为拥有丰富石油资源
的国家，伊朗的石油经济命脉却长期掌
握在英国政府手中。伊朗第一家炼油厂
是英波石油公司 （后更名为英伊石油公
司） 20世纪初建造的，该公司1933年还
拿下了伊朗石油长期开采权。直至 1951
年，在财政收入越发依赖石油公司分红
的背景下，时任伊朗民选首相穆罕默德·
摩萨台推动英伊石油公司国有化，激怒
了英国。1953年 8月，美国中央情报局
支持英国在伊策划政变，扶持已被废黜
的巴列维国王重新掌权。该事件奠定了
此后 20 多年美伊亲密关
系的基础，但也令伊朗反
美情绪升温，为1979年伊
朗伊斯兰革命埋下伏笔。

“核武器必须被交到
那些懂得如何剥去其军事
外壳并将其用于和平艺术
的人们手中。”1953年 12月，时任美国
总统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发表题为《和
平利用核能》的演讲，美国随后启动同
名计划，开始向盟友提供核技术，以加
强冷战初期同苏联的竞争。1957年，伊
朗与美国签署了民用核能协议，美国开
始为伊培训核技术人才。1967年，美国
向伊朗提供了一座核反应堆及铀燃料。
此次核合作构成了当前伊核问题的基础。

20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重大
变化，随着更多国家加入“拥核俱乐
部”，核不扩散议题开始受到广泛关注。
1968年 7月，在美、苏、英等世界主要
大国牵头下，59个国家签署了《不扩散
核武器条约》，美国说服伊朗也加入该条
约。巴列维国王虽承诺放弃研发核武
器，但他仍认为外部限制伊朗核活动是
对其国家主权的侵犯。

1974年，巴列维国王成立伊朗原子
能组织，并开始建设布什尔核电站，与
此同时向更多国家，如法国、西德等寻
求核技术援助。至1978年，伊朗与美国
达成购买 8座核反应堆的合同，但这些
反应堆因伊斯兰革命的爆发一直未交
付。尽管如此，伊朗已经掌握了利用核
能的初步技术基础。

两伊战争后，伊朗核活动
秘密重启

1978年至1979年，霍梅尼领导伊斯
兰革命，推翻巴列维王朝。1979 年 2
月，霍梅尼正式掌权，并于 4月建立伊
斯兰共和国，成为伊朗最高领袖。尽管
霍梅尼对核技术持敌视态度，将其视为
西方影响力的象征，但真正令伊朗核计
划搁置的是 1980 年 9 月两伊战争的爆
发。在长达 8年的战争期间，伊朗将大
量资源供应前线，伊拉克还对伊朗核基
础设施进行袭击，尚未建成的布什尔核
电站多次遭到轰炸。这一时期，西方国
家也停止了与伊朗的核技术合作。

不过，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伊
朗发展核能力的愿望开始增强，这是因
为两伊战争以及美国主导的海湾战争
（1990年8月至1991年2月）让伊朗认识
到加强军事威慑力的重要性。当时正值
苏联解体初期，伊朗向俄罗斯寻求技术
援助。1995年，俄伊就继续建设布什尔
核电站签署合同，计划1999年完工，但
受各种因素影响，直至2011年该电站才
正式投入使用。与此同时，伊朗还向巴
基斯坦寻求技术援助。巴基斯坦也曾通
过“和平利用核能”计划在发展核技术
方面得到美国的支持。

2002年之前，伊朗的核研发活动并
未被外界知晓。但 2002年 8月，流亡海
外的伊朗反对派组织——伊朗全国抵抗
委员会向美国《纽约时报》揭露了纳坦
兹和阿拉克核设施的存在，美国卫星图
像也很快证实了这些设施正在建设中。

伊朗未经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准许
秘密建造大型核设施的事件被曝光，在
国际上引爆了伊核问题。

伊核问题的爆发成为美伊关系的重
要转折点。当时执政的伊朗改革派总统
哈塔米对内力推政治民主化改革，对外
倡导文明对话，推动美伊关系缓和。尤
其在“9·11”恐袭事件后，伊朗谴责恐
怖主义并协助美军打击藏身于阿富汗的

“基地”组织。但伊核问题被曝光后，美
伊关系重新走向紧张。2003年 2月，时
任总统哈塔米承认纳坦兹核设施的存
在，但称其只用于核电站所需的低丰度
浓缩铀。对于这一说法，美国提出“严
重质疑”，多次警告伊朗停止相关活动。

面对美方压力，哈塔米政府与 IAEA
总体上保持了合作，尽管合作时断时
续。2003年5月，IAEA认定伊朗进行铀
浓缩活动，且没有按照规定接受核查，
随后英国、法国和德国展开外交斡旋。
在国际社会压力下，哈塔米政府最终选
择妥协。2003 年 12 月，伊朗正式签署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但同
时强调本国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在暂
停铀浓缩活动方面出现多次反复。

虽然哈塔米利用灵活务实的外交手
段，避免了伊朗被立即制裁的风险，但
其妥协姿态在国内引发了强硬保守派的
反弹。2005年 6月，伊朗强硬保守派人
物内贾德当选总统，标志着伊朗在核问
题政策上的重大转向。

制裁让伊经济陷入衰退，
但没能阻止核计划

2005年 8月，在英法德威胁对伊实
施制裁的情况下，伊朗宣布重启铀浓缩
活动，并中止与欧洲三国的谈判。2006
年 1 月，伊朗宣布恢复核燃料研究工
作，伊核问题被正式提交至联合国安理
会。同年 6月，中、美、俄加入欧洲三
国行列，组成伊核问题六国机制。

由于伊朗拒绝停止铀浓缩活动，安
理会2006年12月通过决议，首次对伊实
施制裁。鉴于伊方的不妥协态度，安理
会相继在2007年、2008年、2010年逐步
扩大制裁范围。但总体来讲，安理会的
制裁主要针对涉伊朗核项目的技术与实
体，并不涉及对伊朗其他领域的制裁。

对伊朗真正构成威胁的是美国不断
强化的单边制裁及以色列的威胁。2009
年，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表示不排
除用军事手段解决伊核问题；以色列则
不断威胁对伊朗核设施发动空袭。

2010年 2月，在伊斯兰共和国成立
31周年的纪念活动上，时任总统内贾德
发表演讲称，伊朗已生产出第一批近
20%丰度的浓缩铀。他强调：“我们有能
力将铀浓缩到超过 20%或 80%，但我们
不进行这种浓缩，因为我们不需要。”同
年 7月，美国对伊单边制裁升级。奥巴
马政府通过了《对伊朗全面制裁、问责
和撤资法案》，除扩大以前的制裁外，还
引入“二级制裁”，即对与伊朗受制裁的
个人或实体发生业务往来的第三方国
家、实体及个人进行制裁，比如禁止非
制裁国 （大部分为欧盟国家、日本） 对
伊朗能源部门进行大规模投资等。

这种情况下，内贾德政府仍不妥
协，伊核谈判陷入僵局，这促使美欧开
始采取联合制裁伊朗的行动。此轮制裁
中，两项内容对伊经济造成致命打击：
一是 2012年 3月，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
会 （SWIFT） 参与了对伊制裁，关闭了
伊朗 30多家银行的国际贸易结算渠道；
二是欧盟自 2012年 7月起完全停止从伊
朗进口原油。此外，美国还可对任何与
伊朗存在商业往来的外国公司实施惩
罚，使得大部分国家停止与伊经贸往来。

制裁没能迫使伊朗放弃核研发活
动，却让伊经济陷入衰退。2012 年 11
月，IAEA报告称，伊朗在福尔道核设施
基地增加了 644台离心机，离心机总数

增至近2800台。世界银行数据显示，由
于失去了石油收入，伊朗不得不借款，
在截至2024年的15年间，伊朗债务占国
内生产总值 （GDP） 比例增加了两倍。
这些打击使内贾德政府承受民意压力，
强硬保守派在新一轮总统大选中失利。

2013年6月，曾在2003年至2005年
出任伊朗首席核谈判代表的温和保守派
人物鲁哈尼当选总统，为伊核问题解决
带来转机。鲁哈尼奉行务实外交策略，
主张与美谈判解决伊核问题。2013年至
2015年，伊核问题六国机制发挥了重要
斡旋作用。2015年 7月，伊朗与六国签
署《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也称“伊核协
议”），协议于2016年1月生效。伊朗承
诺限制其核计划，国际社会解除对伊制
裁，IAEA负责督查伊朗履行协议情况。

该协议将伊朗的铀浓缩丰
度限制在3.67%。

伊核协议的达成给饱
受制裁之苦的伊朗带来曙
光。协议达成后，虽然美
单边制裁并未解除，但大
量跨国公司奔赴伊朗开拓

商机，伊经济民生 2016 年之后有所好
转。然而，伊核协议遭到美国右翼及以
色列的强烈反对，随着2016年年底特朗
普当选美国总统，美伊核博弈风云再起。

美“极限施压”让伊核问题
卷土重来

特朗普一直对伊核协议持反对态
度。在以色列的游说和推动下，特朗普
政府于 2018年 5月单方面宣布退出伊核
协议，并对伊朗重启最高级别制裁，这
种“极限施压”的措施致使伊方无法享
有协议赋予的经济红利，被迫减少履行
协议义务。2019年 5月，伊朗宣布将暂
停执行伊核协议的部分内容。

与此同时，围绕伊朗核能力的“暗
战”也在展开。2020年 1月，美国暗杀
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将领苏莱曼
尼，使得美伊一度处在直接对抗的边
缘。2020年11月，伊朗首席核科学家穆
赫辛·法赫里扎德在德黑兰被暗杀，以色
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是幕后黑手。

2023 年 10 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
发，并被认为逐渐演化成伊朗支持的代
理人与以色列之间的武力对抗，彻底引
爆了伊以长期积累的矛盾。在近日的以
伊冲突中，美国置自身信誉于不顾，悍
然对伊核设施发动军事打击，破坏由其
自身发起的谈判进程，再度导致伊核问
题走入困局、地区紧张局势骤然升级。

从伊朗方面来讲，美国施压为其国
内强硬保守派影响力增强提供了温床，
使伊朗在核问题上立场愈发强硬。维护
核权利成为伊政权彰显民族主义、谋求
国际社会支持的道德底牌，但这一意识
形态也让伊朗过去 20 多年付出沉重代
价。▲（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
究所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