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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

2023年2月14～16日，伊朗总统易

卜拉欣·莱希对中国进行国事访

问，这是其任内对中国进行的首

次国事访问。两国元首会谈时，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方始终从战略

高度看待和发展中伊关系，无论

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中方

都将毫不动摇发展同伊朗的友

好合作，推动中伊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不断得到新发展。莱希则表

示，伊方致力于深化和提升伊中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决心坚定不

移，不会受到任何国际和地区形

势变化的影响。在这次访问过程

中，中伊在经贸、教育、文化、

政治、安全、防务、地区和国际

事务等诸多领域达成一系列共

识，并签署多项合作文件。莱希

对伊朗媒体表示，此次对中国的

访问“非常成功且富有成果”，

其访华之行不仅受到两国媒体的

密切报道，也获得国际社会的广

泛关注。

伊朗外交“向东看”

2月12日我国外交部公布莱希

即将访问中国的消息后，伊朗方

面很快也宣布了这一消息。笔者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切身感受到了

该国对这次访问的重视，当地众

多媒体对此事进行了十分密切的

报道。就在莱希启程前往中国的

当天，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还

特别接见了他，听取其有关访问

中国的安排。可以说，莱希的中

国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最高领

袖意愿的表达。莱希的随行代表

团也非常有分量，包括伊朗外交

部长、负责伊朗核协议全面恢复

履行谈判的副外长、经济部长、

石油部长、道路部长、央行负责

人、农业部长和工业部长等部门

高级负责人与资深专家学者等。

这显示出伊朗方面对这次元首外

交的期待。

从客观上看，伊朗具有深化

与中国关系的需求。伊朗原本希

望借助在2015年7月达成的伊朗

核协议摆脱沉重的国际制裁，从

而走上国家发展快轨。但事与愿

违，2018年美国特朗普政府悍然

单方面退出伊朗核协议，并在其

后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使

伊朗陷入更为困难的境地。这一

点鲜明体现在伊朗货币里亚尔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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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总统访华促进两国关系提质升级

2023年2月15日，伊

朗总统莱希到访北京

大学并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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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不断的大幅贬值上。从2018年

5月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到2023

年2月底，里亚尔相对于美元贬

值近九成。此外，伊朗还面临具

有明显“长臂管辖”色彩的美国

制裁。近些年，在缺乏外部帮助

的情况下，伊朗经济发展较为艰

难，通货膨胀日益严重。

对此，自2021年8月就任总

统以来，莱希在外交方面采取了

多种策略加以应对，大力推行伊

朗外交多元化。在继续进行全面

恢复履行伊朗核协议谈判的同

时，莱希政府着重强调深化与邻

国关系，加强睦邻友好，强调伊

朗外交的亚洲化及“向东看”。

在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力量的支

持下，“向东看”越来越成为伊

朗的发展战略而非权宜之计。中

国是伊朗“向东看”的关键目标

国家之一，按照伊朗官方公布的

统计数据，在过去十年里，中国

一直是伊朗的最大贸易伙伴。所

以，在哈梅内伊的支持下，莱希

政府上台后积极寻求与中国关系

的深化，努力推进落实双方在

2021年签署的《中伊25年全面合

作协议》，以期部分缓解伊朗面

临的发展困境。

与此同时，中国也有深化与

伊朗关系的愿望。伊朗是中东地

区大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底蕴并

创造过灿烂文化。无论是从地理

位置、自然资源、国家长远发展

前景还是从地缘战略地位来看，

伊朗都是备受关注的世界大国。

1971年中伊建交后，中国始终把伊

朗置于对中东外交的突出位置。

两国建交以来，中伊外交内

涵不断丰富。上世纪90年代中期

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后，中国便视

伊朗为关键的石油进口国之一；

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

中国视伊朗为在中东地区的关键

出口国之一；随着中国反恐斗争

的开展和阿富汗等周边国家和地

区局势的持续动荡，中国视伊朗

为联合反恐和维护地区稳定的积

极力量；随着以美国为首的部分

西方国家加大对中国的施压和国

际秩序重塑客观需求的加大，中

国视伊朗为推动国际秩序重塑的

重要合作伙伴。两国关系发展至

今，中国与伊朗的合作需求已由

单一的经贸领域向政治、安全、

防务、地区和国际事务等诸多领

域广泛延伸。

两大核心议题

推进落实《中伊25年全面合

作协议》与加强中伊战略合作，

是莱希此次访华之行的两大核心

议题。

2021年3月中伊签署《中伊25

年全面合作协议》，在能源、安

全、基础建设和人文交流等领域

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2022年

1月，中伊双方宣布启动全面合作

协议的落实工作。但由于新冠疫

情反复等原因，该协议的执行情

况有所迟滞，因此当前双方亟需

对该协议在未来如何更好执行做

出更具体、更切实可行的安排。

在莱希访华前夕的2月12日，伊

朗总统办公室政治事务副主任穆

罕默德·贾姆西迪对伊朗国家电

视台表示，莱希总统此行的主要

目标是“敲定两国在2021年签署

的全面合作协议的运作机制”，

并称伊朗正与中国建立广泛的经

济合作。有舆论认为，该协议的

运作机制，将为两国在石油和能

源、运输、农业、贸易和投资等

领域展开深入合作提供基础框

架。此外，在部分国际观察人士

眼中，该协议的执行情况也已成

为中伊关系的“试金石”。因

此，该协议的切实推行对双边关

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与此同时，近些年来的国际

发展趋势也需要两国进一步加强

合作。当前，国际秩序正处于剧

烈变化之中，世界多极化已经成

为一种趋势，这是包括中国和伊

朗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共识。特

别是自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

以来，整个世界呈现出日趋分裂

的趋势，国际形势更加复杂。面

对此等状况，中伊也有迫切的合

作愿望，以共同推进国际秩序多

元化。

毋庸置疑的是，不管是伊

朗的还是中国都希望加强双边关

系，然而由于受新冠疫情、地理

位置、语言文化等因素影响，当

前两国间的公共外交和民间交往

仍有待进一步提升。2023年2月13

日，莱希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

文章《老朋友是未来合作的最好伙

伴》，强调历史上伊中两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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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合作紧密、彼此了解。当

前，双方更应该通过直接的方式

了解彼此。他表示，为了实现

这一目标，他所领导的伊朗政府

大力支持伊中两国的民间交流，

促进两国的高校合作，推进两国

的旅游业发展。在中国方面，多

年来在发展对外关系时也一直大

力倡导民心相通，坚持开放包

容，推动文明交流借鉴。中伊两

国在这方面外交观的契合，对推

进双边关系的深入发展将起到积

极作用。

一般而言，元首外交是推动

双边关系发展的最为有效的“外

交利器”，尤其是在两国关系相

向而行之时。两国元首面对面的

坦诚交流，不仅可以让彼此产生

更多的信任感，也会让双方民众

产生更多相互认同，从而为两国

关系的深化创造良好氛围。考虑

到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与中伊深

化双边关系的共同愿望，此时中

伊进行元首外交将对双方进一步

推进战略、经济、民间交往等多

层面合作起到提质升级的作用。

双边关系深化符合地区利益

中伊两国此次达成的诸多

成果，将有力推动中伊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开启中伊

两国关系新篇章。例如，在两国

元首的共同见证下，中伊签署了

包括《关于加强工业、矿业产能

与投资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关

于促进文化遗产领域交流与合作

的谅解备忘录》《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声像组

织合作备忘录》《中伊政府2023

年至2026年文化与教育交流执行

计划》等在内的涉及危机管理、

旅游、通信和信息技术、环境、

国际贸易、汽车、知识产权、农

业、矿业、工业、医疗保健、媒

体、体育和文化遗产等众多领域

的数十份合作文件。访问结束

时，双方还发表了《中伊联合声

明》，坚定了双方的战略合作决

心，巩固了政治互信，有力推进

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心相通，

并深化了彼此有关国际和地区事

务方面的合作。据伊朗国家通讯

社报道，莱希此次访华所签署的

大部分合作文件将于两个月内开

始实施。因此，能否切实执行所

签署文件成为中伊合作接下来的

重点，也是检验《中伊25年全面

合作协议》推进和双边关系发展

程度的重要指标。

此外，中伊关系深化不仅

利于彼此，还可惠及多国。尽管

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舆论界对中

伊关系发展存在不同看法，但是

两国良好且不断深化的双边关系

无疑可以造福更多国家、地区乃

至国际社会。正如《中伊联合声

明》中强调的那样，发展紧密的

战略关系是中伊作为东亚和西亚

地区两个古老文明所作出的历史

性选择，符合整个地区的利益。

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伊两

国均致力于加强双边关系，促进

各领域全面战略合作。密切的中

伊关系不仅有利于实现双边关系

目标，也有助于为各国实现共同

利益创造良好条件。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

东研究所教授）

2023年2月14日，伊朗总统莱希对中国展开国事访问并举行双边会谈。会谈后，两国签署农业、贸

易、旅游、环保、卫生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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