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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伊朗在核问题上与美国的抗争可以从 3个方面予以解析: 物质技术方面, 伊

朗通过与他国合作解决了发展核计划所面临的资源不足和技术水平差距问题, 美国并不是不

可或缺的合作对象; 就战略博弈而言, 伊朗核问题的实质是美国与伊朗的安全战略矛盾, 双

方目前陷入了 /安全困境0; 鉴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权威性及其缺失, 伊朗核计划的 /合

法0 与 /不合法0 因素兼而有之。双方对立的症结在于战略冲突与合法性争执。伊朗核问
题的出路在于约束个体理性, 促进互信协调, 提高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效能, 同时还取决于

两国国内政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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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朗核问题是近年来的国际政治热点。 2002年 12月 12日, 伊朗中部纳坦兹市及其阿拉克地区

在建造的两个秘密核设施曝光, 引起国际社会一片哗然。随后美国及国际原子能机构为处理伊朗核问

题采取了多项措施。伊朗以 /和平利用核能 0 为由, 周旋应对美国的高压, 缓和了危机, 保住了自

己的铀浓缩活动。伊朗如何凭借自己中等国力与超级大国长期斗法, 以弱敌强, 个中原因耐人寻味。

伊 朗 发 展 核 计 划 的 物 质 技 术 条 件

20世纪 50年代, 伊朗巴列维政府就开始涉足核能开发, 并相继获得了西方国家的支持。 / 1979

年伊斯兰革命胜利时, 伊朗已与外国签署了关于 6个核电站的协议, 其中联邦德国帮助建立的布什尔

核电站已经完成大部分建设工程。0¹ 伊朗伊斯兰革命后, 西方国家拒绝与伊朗继续进行核合作, 俄

罗斯成为伊朗核电站建设的主要援助国。 1992年伊朗与俄罗斯签署了 5和平利用核能协议 6。 1995

年 1月 8日, 伊、俄两国签订了价值 815亿美元的核合作协议。俄罗斯承诺向伊朗提供一座 / VVER-

1 0000 核反应堆, 以续建布什尔核电站, 还调派了 150名技术人员及相关设备。 2000年 11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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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宣布中止 5戈尔 -切尔诺梅尔金协定 6, 伊、俄核合作步伐加快, 俄罗斯在设备、技术、人员

培训等方面给予伊朗以大力支持。 2007年 12月, 俄罗斯开始向布什尔核电站提供核燃料。时任普京

政府奉行强国战略, 一直顶住美国的压力, 不断扩大俄伊核能合作的规模和提升合作的水平。伊朗核

技术的另一来源是巴基斯坦核科学家阿卜杜勒#卡迪尔#汗领导的地下核走私网络。伊朗利用出口管

制各个环节上的漏洞, 经由个人、企业、地下军火市场等渠道, 可以获得价值不菲的核技术与核材料。

2003年 2月伊朗公布在中部地区的萨格汗 ( Saghand) 发现了铀矿场, 总储量约 173万吨铀矿

石、年加工能力预计可达 1312万吨, ¹ 并开始铀矿加工。伊朗的两个秘密核设施曝光后, 2月 21日,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率队赴现场检查, 结果发现, 伊朗几乎已完成在纳坦兹附近铀浓缩加工

厂的建设。该工厂已安装 160台新的气体离心机, 并做好了试运行准备。另外, 附近还有 1 000台离

心机零部件。º 8月 26日, 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人员在纳坦兹发现了高纯度浓缩铀。此后, 随着外部

压力增大, 伊朗加快了开发速度, 努力实现核技术的突破。 2007年 4月, 伊朗总统内贾德宣布加开

300台离心机, 伊朗浓缩铀进入规模化和工业化生产阶段。9月 18日伊朗内阁会议批准了 5国家核研

究政策条例6, 据此伊朗有关部门将完成制定核工业人才培养计划, 发展核电站和努力掌握生产 2万

兆瓦的核循环技术等工作。» 2009年 4月 9日, 伊朗总统内贾德出席了首座核燃料工厂落成仪式。据

伊朗媒体透露, 该工厂每年将生产 40吨核燃料。该工厂的落成, 标志着伊朗已掌握从开采到浓缩活动

的整套核燃料循环技术。伊朗副总统兼原子能机构主席古拉姆礼萨#阿加扎德在场宣布, 纳坦兹核设施

目前已有约 7 000台离心机在运转, 且已掌握生产 /更精确的0 离心机技术。¼

目前伊朗在核能开发方面的进展意味着什么呢? 从技术角度看, 核燃料循环 (核燃料的获得、

使用、处理和回收利用的全过程 ) 是核电站建设亦或核武器制造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既然伊朗已初

具提炼核燃料的能力 ) ) ) 用气体离心机浓缩铀 - 235和用反应堆生产钚 - 239) ) ) 而且开发出了铀钚
乏燃料回收处理技术, 意味着伊朗基本掌握了核燃料循环的全部技术。这不能不说伊朗已经在核电站

建设与核技术研究方面具备了相当的基础, 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核计划发展前景看好。美国等深信,

伊朗的真实目的是要获取生产核武器的技术和原料。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尼斯#布莱尔甚至认为, 现

在伊朗已有生产核弹所需的科学技术, 以及工业生产能力, 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变得非常困难。½

国际合作源于国家自助困境, 即国家在维护和发展本国国家利益的行动中面临自身能力无法克服

的限制或障碍而不能实现预定目标的一种处境。国家自助困境分为硬实力困境、战略困境和身份困

境。处于硬实力困境的国家一般有两个选择: 一是寻觅与自己构成互补利益关系的国家从事交易; 二

是寻觅与自己构成重叠利益关系的国家进行联合。从理论上说, 伊朗对核能开发的物质技术需求与美

国有互补利益关系, 即付费交易, 但出于战略考虑, 两国不存在重叠利益关系。实际上, 伊朗能够开

采自己的铀矿资源, 具有近 50年核能开发的经验和技术积累, 能够从与俄罗斯等国的合作中获得关

键的核技术与核燃料, 且可以通过地下渠道获得一些相关资源。此外, 美国对伊朗制裁、禁运政策更

是断绝了两国间进行相关资源交换与合作生产的渠道。实际上, 伊朗在与其他国家合作中解决了自己

从事核能开发所面临的资源不足和技术水平差距问题, 因此, 伊朗缺乏与美国合作的内因和动力。

伊 朗 发 展 核 计 划 与 美 国 的 战 略 冲 突

(一 ) 美国谋求主导中东格局和遏制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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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时代, 美国谋求建立 /世界新秩序0, 独霸中东是美国战略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对

中东的战略是: 确保航道自由畅通和能源安全; 打击恐怖主义, 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及其与恐

怖主义相结合; 通过输出美国式民主推动地区社会政治转型, 进而铲除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 /具体

而言, 美国在海湾地区必须实现 4个目标: 限制该地区的国家或非国家力量危及美国利益的能力; 与

盟国共同防止任何国家建立地区霸权; 减少地区冲突, 防止恐怖主义势力增长; 从长远角度, 通过提

供援助、加强外交、推动政治和经济发展等手段, 增强地区持久稳定。0¹ 美国绝不容许伊朗掌握核
武器, 是基于下列主要原因: ( 1)维护和确保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与主导地位, 服务于其构建

/世界新秩序0 的图谋。 ( 2)打击以至更迭伊朗伊斯兰政权。 ( 3)绝不容许世界上最具威胁的政权使

用世界上最具破坏性的武器进行威胁。 ( 4)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权威, 确保中东地区

安全和稳定。 ( 5)为美国的盟国尤其是以色列消除战略威胁。 ( 6)伊朗拥有充足的油气资源, 斥巨资

发展民用核能难以令人信服。美国认为, 伊朗在不动声色地向核武器国家演进, 于是下定决心迫使伊

朗放弃核计划。从总体看, 美国对伊朗采取了外交与武力威胁 /双管齐下0 的预防性策略, 辅之以

经济制裁和国际核查, 欲迫使伊朗改变现行的 /不合作0 政策。美国首先希望伊朗停止发展核计划,

进而实施核设施的 /去功能化0, 最终完全弃核。

(二 ) 伊朗发展核计划的动因和图谋

伊朗一直有大国情怀, 在海湾地区有多重战略诉求, 包括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的独立

性。伊朗认为, 美国主导中东安全格局、 /改造中东 0 的战略目标将使伊朗受孤立、受遏制, 于是伊

朗决心靠发展军事实力和高举反美主义的大旗, 联合广大穆斯林的力量, 与美国斗争, 甚至迫使美国

从中东撤军, 从而实现伊朗的安全利益和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对伊朗来说, 发展核计划是关系国家前

途命运的战略选择。伊朗发展核计划有以下几点考虑: ( 1)将发展核计划作为对付美国威胁、确保国

家安全的可靠盾牌。 ( 2)以发展核计划作为振兴民族的象征、实现强国目标的关键工具。 ( 3)伊朗强

调独立自主原则, 反对美国长期以来对伊朗的干预政策。 ( 4)开发本国的核能资源, 实现能源多样化战

略的需要。 ( 5)靠核工业带动众多产业的发展。伊朗核计划与其安全战略相适应, 是国家的核心利益。

(三 ) 伊朗核问题的实质是美伊安全战略矛盾

20世纪 90年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尽管其目标的轻重缓急并不很明确, 但总体是防范、遏制非

敌非友的潜在战略竞争对手, 对付地区性威胁, 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相关技术扩散, 反恐, 以及

推广其民主价值观。º 九一一事件后, 布什政府把 /极端主义与技术的结合 0 视为 /最严峻的威

胁0, 把反恐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美国认定, 伊朗有追求地

区霸权的图谋和实力, 是伊斯兰世界奉行反美主义的旗手, 笼络中东什叶派宗教势力, 支持恐怖主

义, 是 /改造中东 0 战略的最大障碍。美国就是要乘机削弱伊朗的实力, 压缩其生存空间, 防范伊

朗可能发起的挑战。不让伊朗提炼高纯度浓缩铀即剥夺伊朗拥核能力是美国的政策底线。正如军控专

家顾国良所言: /美国对各个国家在核问题上的不同态度, 均出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考虑, 是美国

外交政策的反应。0» 伊朗发展核计划的根本动因是对自身安全的严重关切。 /伊朗对安全的担忧主要
取决于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美国及其在中东的主要盟友以色列的敌视政策。加重这种担忧的是美国

在海湾地区不断扩大的军事存在, 特别是它在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军事存在。与此同时, 还有土

耳其与伊朗之敌的军事同盟。0¼ 美国利用两场反恐战争在海湾地区增强军事实力, 遏制和武力威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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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步紧逼, 伊朗对国家安全深感忧虑。当前伊朗已经成为美国势力围堵下的一个孤岛。拥有核武器被

视为缓解美国威胁的有效手段, 这可以说是伊朗发展核计划的主要动机。伊朗声称其享有 5不扩散
核武器条约6 所赋予的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 绝不会停止铀浓缩活动。从伊朗强硬立场可见, 实施

核计划是该国既定的战略选择, 维护提炼铀浓缩的权利是该国难以更改的底线。

伊美争执对抗, 表面上是关于核不扩散的 /规则之争 0, 实则是因为核问题所蕴含的军事象征意

义和两国军力的此消彼长。伊朗发展核计划, 向美国的国家安全及其在中东的主导地位发起挑战。而

美国对伊朗的歧视和遏制与伊朗的安全战略目标乃至立国目标构成了尖锐对立。伊朗核问题事关两国

重大利益, 双方的原则和态度相去甚远, 都难以从自己的底线后退。 2003年以来, 双方针锋相对,

国际社会的调解收效甚微。目前两国陷入了对峙的僵局。伊朗核问题的背后存在多种矛盾, 其中,

/伊朗与 5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6 的矛盾和伊朗与美国的矛盾是相对突出的矛盾。伊朗核问题的本质是

美伊国家安全战略的矛盾。在这一矛盾中, 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美伊双方目前因

战略目标发生对冲而导致各方的国家利益目标都不能实现, 从而陷入了一种战略困境, 具体说就是

/安全困境 0, 核心问题是国家间的恐惧感和不信任感。 /安全困境0 属协作型博弈。在这种博弈局势

中, 个体理性和集体选择之间存在一种张力, 在缺乏沟通的情况下, 理性的个体怀有机会主义动机,

有背叛和欺骗的倾向, 双方都担心对方背信和损人利己, 因而双方的最优战略是不合作。结果是, 个

体理性妨碍了集体利益的实现。战略困境的排解是一个通过博弈求得均衡的过程, 关键在于抑制狭隘

的个体理性, 对双方的行为进行规定、限制, 使个体理性选择让位于集体选择, 这需要引入一种具有

一定权威和自主性的第三方力量, 促进和监督各方的合作行为, 实现公共利益。就伊朗核问题的现实

而言, 这个 /第三方0 只能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

伊 朗 发 展 核 计 划 的 合 法 性

对伊朗核问题的争执主要集中在国际合法性上。合法性 /是一种有关社会实体行为在一些社会

建构的规范、价值、信仰和释义系统中正当、适宜与合宜的总体化的认识与判定 0¹。

现存的核不扩散机制形成于 20世纪 70年代, 核心是以 5不扩散核武器条约6 为基石的一系列
有关核军控与核不扩散协定。该条约的宗旨是防止核扩散, 推动核裁军和促进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

作。伊朗是 5不扩散核武器条约6 的首批成员之一, 并于 2003年 12月签署了该条约附加议定书。

(一 ) 伊朗核问题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冲击

11和平开发和利用核能的权利及其监督。 核技术和关键的核设备具有军民两用性, 难以监督。

浓缩铀既可用于核电站, 也可用于核武器制造; 从乏燃料中分离钚的设备, 也能为核武器进行钚再处

理。拥有这些技术, 继而, 只需攻克武器级的铀、钚与核反应堆的小型弹头化及其运载发射装置, 就

可以正式拥有核武器了。现行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没有就此制定严格的限制措施。谁也无法保证伊朗没

有隐瞒自己的真实目的。

21挑战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权威。 5不扩散核武器条约6 授权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对非核缔约国

的民用核设施进行保障监督, 重点是核查民用铀、钚等材料不被秘密转移用以生产核武器。但是, 国

际原子能机构对未申报的核设施不能深入检查, 在没有受到一国政府 /邀请 0 或表示 /接受 0 的情

况下无法进行核查。2003年 10月, 伊朗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交了核计划报告, 但其完整性和真实性

仍然存疑。此外, 伊朗只是部分地开放了其核设施供国际原子能机构观察团检查。

31可能引起连锁反应与核军备竞赛。 伊朗核问题具有爆炸性和外溢性, 增强了海湾其他国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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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安全的忧虑, 可能引起连锁反应, 这种态势会对中东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如果

确证伊朗在开发核武器, 中东将刮起一股强劲的 /核电热0, 掀起核军备竞赛, 阿以矛盾会更加尖

锐, 届时 5不扩散核武器条约6 在全球范围信誉扫地。

41挑战美国对国际规则的主导权。 美国并非全心推动全球防核扩散事业, 而是要将国际核不扩

散机制改造为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的工具之一。 /伊朗想借西方传统的核威慑理论, 通过多方参与其核

问题的解决, 建立世界新秩序, 从而达到结束美国单边主义, 建立多边合作新机制, 并在该机制下实

现伊朗安全和世界和平稳定的目的, 这是伊朗的理性选择。0¹

(二 ) 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缺失及其在新时期面临的挑战

11与伊朗核问题有关的 5不扩散核武器条约6 制度的缺失。 ( 1) 5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6 对缔约

国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存在歧视性。所有国家被永久性地分成核国家与非核国家两类, 对后者规定的义

务明确和具体, 而对前者规定的义务却笼统和模糊, 造成两类国家之间核开发权利的严重不平等。 5不
扩散核武器条约6 强调核不扩散, 却没有提供足够的民用核技术给非核缔约国, 不足为弃核国家提供安

全保障的替代手段。事实证明, 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主要是针对弱小国家, 尤其是那些受到美国厌恶的国

家, 而限制不了核大国。 ( 2)无核缔约国有权和平利用核能的条款留下漏洞。 5不扩散核武器条约6 的

宗旨之一就是 /促进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 0, 但是一国启动核反应堆后的真实走向难以控制。 5不扩
散核武器条约6 使进口核技术合法化, 为核扩散提供了保护伞。以技术核材料控制为主体的核不扩散机

制还不完善, 无法限制核潜力的逐步积累。 ( 3)国际核查监督机制的公平性受到质疑。在国家核查方面,

发展中国家受制于空间技术、信息技术和情报收集能力而常常处于不对称、被核查的地位。在国际合作

核查方面, 国际原子能机构虽然坚称非歧视性核查, 实际上由西方国家把持, 更多地反映美国的立场。

美国奉行双重标准: 对自己与别国宽严失据, 区别对待 /好的扩散者0 和 /坏的扩散者0。两类核查都

对发展中国家不利。 ( 4)缺乏一个公正、有力的机构来保障执行。对那些强行越过 /核门槛0 的地区性
强国和拒不遵从核不扩散规定的国家, 除了采取制裁、谴责等手段外, 没有规定进行有效惩戒的条款,

缺乏强制执行措施, 或者执行力度十分有限。目前真正监督和推行 5不扩散核武器条约6 的力量是联合

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其中以美国的监控最为卖力有效。可是美国做法有失公正。 ( 5) 5不扩散核武器条
约6 难以解决非国家实体的核扩散问题, 无法阻止地下核交易。

21核不扩散机制在新时期面临的现实挑战。 一些国家的不安全感是防核扩散困难重重的根本原
因。时任布什政府的 /先发制人 0 政策, 及其在使用核武器与核扩散问题上的保留态度, 刺激某些

国家谋求核武器。核军控与核裁军进程前景黯淡。核出口控制机制没有有效运转, 核门槛国家逐渐增

多。由苏联解体造成的核扩散和地下核走私活动难以控制。一些国家把保留核选择视为与超级大国讨

价还价的砝码。面对这些挑战, 核不扩散机制无力有效应对。核武器技术一直在缓慢地扩散, 5不扩

散核武器条约 6 及美国的作用只是延缓这一进程而已。
(三 ) 对伊朗发展核计划的合法性分析

如果伊朗秘密研发核武器, 不仅直接违反国际核不扩散机制, 而且将使地区和全球安全局势复杂

化。因此, 伊朗发展核计划缺乏足够的合法性。然而, 法理与现实的差距又使伊朗核问题的合法性不

是一边倒那么简单。伊朗发展核计划的动机受到质疑, 但是它确实享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 伊朗也

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 目前还无确凿证据证明伊朗在研制核武器, 伊朗核研发

水平离制造出核武器尚有距离。实际上, 伊朗目前在国际社会中受到的合法性质疑是基于一种 /可
能和怀疑 0 与美国的霸权而出现的。伊朗发展核计划, 应该说其中 /合法0 与 /不合法0 的因素兼

而有之, 不能做出片面的结论。伊朗和美国各自利用了其中于己有利的一面指责对方, 竭力为自己的

战略目的辩解。这就解释了伊朗为何不屈服于美国的压力, 在一定范围内与美国针锋相对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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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发展核计划, 从法理和现实中都能找到一些有板有眼的 /理据 0, 这不仅赋予伊朗特别是其

中的强硬派一定的 /底气0, 还为伊朗提供了足够的外交回旋空间。伊朗驻华大使贾瓦德 #曼苏里

称, /伊朗的核计划是在 5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6框架下进行的和平利用核能的活动, 也是为了维护自身

作为国际社会中平等一员的正当权利而进行的活动。实施核计划是伊朗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为促进自身

的发展而做出的明智选择。0¹ 伊朗政府虽然有所让步, 却始终拒绝放弃暂停浓缩铀活动。与此同时,

伊朗还有效运用能源外交、经济外交抗衡美国的全面遏制战略, 注意加强近邻合作, 改善与阿拉伯国

家的关系, 缓解自身安全环境。可是, 国际政治中无时无处不显现权力的 /阴影0。尽管现行国际核

不扩散机制有其不完善和不公正之处, 但是拒绝承认其权威性和有效性、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图行事是

伊朗这样的中等国家不敢奢求的; 伊朗要仿效印度和巴基斯坦强行跨过核门槛, 必须首先越过美国和

以色列这两道障碍, 这显然是目前伊朗实力所不及的。另一方面, 正是由于不能明确定义 /伊朗是一

个核扩散国家0, 目前美国等西方国家推动的基于国际防核扩散机制惩罚伊朗的计划也找不到着力点,

至少迫使伊朗完全弃核是无道理的, 所以, 仅仅靠国际机制还难以找到伊朗核问题的根本解决途径。

伊 朗 核 问 题 的 前 景

(一 ) 伊、美两国走出安全困境的途径

对伊朗而言, 其发展核计划的根本原因是缓解国家安全处境。面对美国长期的制裁和遏制, 改善与

美国的关系是伊朗对外政策的迫切议程。美国和以色列将伊朗核计划视为严重威胁, 试图根除后患。个

体的理性选择往往陷人 /困境0 和冲突。集体行动中个体理性与集体选择相悖, 只有约束个体追求利益

最大化的动机, 促进和监督各方的合作行为, 才能实现公共利益。合作是一个在动态博弈中达到均衡的

过程, 互惠是国际合作的基本战略观念。伊朗核问题要摆脱僵局, 国际社会至少需要做出下列努力:

11合理满足伊朗对国家安全的需求。  美国应改变对伊朗的偏见和敌视, 承认伊朗现政权的合

法性, 实现关系正常化, 向伊朗提供安全保证, 不干涉其内政, 进行直接对话, 发挥伊朗在海湾、中

东地区事务和安全体系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21在透明的前提下承认伊朗进行民用核能开发的权利。  伊朗无非是谋求一个 /保全面子0 的解

决办法, 即保留一点最低限度的核技术。伊朗核计划必须充分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如果要伊朗

完全弃核, 只能通过平等协商, 并对伊朗切实提供安全保障、经济补偿和常规能源开发的技术援助。

31解除制裁和孤立政策, 增进合作, 建立互信。  美国与伊朗在能源、经贸、安全、科技、教

育文化等领域都可以开展交往合作, 特别在宗教、文化、政治制度方面要相互尊重。双方应通过双边

及多边的对话和协商解决矛盾, 化解分歧, 培育良性互动关系。

41共同消除中东地区不稳定的根源。  伊美两国都要公正对待巴以冲突, 都要在反恐的前提下

调整对某些激进组织的政策, 帮助伊拉克实现稳定和战后重建, 促进阿富汗的稳定, 打击跨国犯罪。

美国参议员恰克#黑格尔指出, 核问题是不可能单独解决的, 因为伊朗掌握着解决许多问题的钥匙,

伊拉克、核能力、恐怖主义、以色列和石油等问题是一个整体, 只攻其一项是不可能的。º

(二 ) 提高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效能

国际合作是为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 也是为社会化和集体自尊。伊朗自称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

利, 但是不能排除它还有谋求核武器的意图。运用国际核不扩散机制解决伊朗核问题, 下列 3点十分关

键: ( 1)坚持平等原则。伊朗与美国的权利和关切必须得到同样重视, 倡行平等协商, 反对强权欺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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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 P5+ 10 机制更多地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若只限于伊朗进行和平利用核能的开

发, 就该解除对伊朗的歧视和制裁, 让伊朗广泛参与 (包括美国 ) 国际核能合作, 同时接受国际原

子能机构实施完全、彻底的核查; 如果要伊朗完全弃核, 就应重构中东安全秩序, 实现各国平等参与

的合作安全。 ( 2)坚持公正原则。国际合作核查的监督主体应从事实上以美国为主导改为以联合国安

理会为主导, 特别是其余四大常任理事国应负起相应的责任, 发挥积极作用, 加强协作, 使安理会成

为一个公正、有力的监督执行机构。对严重违反规约的国家, 不排除武力摧毁核设施的选择, 但须经

过安理会表决。 ( 3)加强监控措施。科技的发展、核能的广泛运用、核武器技术设备的扩散, 以及军

火市场上的竞争, 使研制、拥有核武器不再是高不可攀的事。现有的核不扩散机制在实践中没有解决

核开发由民用向军用越界的问题。应该完善法规, 加强监管, 使核出口控制机制有效运转。国际原子

能机构须提升核查技术水平, 与有关国家政府合作, 严格对核武库的管理, 加大打击力度, 截断地下

核扩散的渠道。

(三 ) 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

以上关于战略博弈的模式分析是把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实际上, 国家利益是由国内不同主体的利

益合成的, 因此, 国际谈判是一种复杂的双层博弈。 /对国内政治的考虑, 有助于理解国家如何界定

它们的利益、为什么选择某种战略或者拒绝别国以及如何趋向于遵守国际协定。0¹ 国内政治影响有 3

种主要因素: ( 1)领导人的偏好。美国进行了政府换届。奥巴马政府宣布, 美国将增加与外部世界的

/接触 0、 /倾听 0 和 /磋商0。目前美国对伊朗政策具有 /两面性0。一方面, 趋于务实和灵活。奥

巴马政府向伊朗频频释出善意, 表示愿进行 /直接对话0, 谈判不设先决条件, 慎提 /不排除任何选

择0。国务卿希拉里于 2009年 4月 8日宣布, 美国将全面参与伊朗核问题的多边谈判。另一方面, 美

国政府没有放松底线将尽一切努力 /说服伊朗停止研制核武器的努力0, 同时还在制裁伊朗。而伊朗

领导人视政权的稳定性高于国民财富的增长。伊朗对于美国的政策调整持谨慎欢迎态度, 一直在观察

美国的行动和真实意图。伊朗始终强调, 伊美关系的改善须以美方在外交政策上作出 /根本性改变 0

为前提, 对话须建立在 /公平0 和 /相互尊重0 的基础上。当然两国在诸多问题上都有合作的需求。
奥巴马政府对伊朗政策如何定型, 以及美伊关系的 /磨合 0 还有待观察。 ( 2)利益集团的竞争。国家

的政策后果意味着国内不同利益集团间的经济财富或政治权力分配, 取决于支持和反对它的利益集团

的力量对比。美国对伊朗政策取向受制于外交的主导权在五角大楼还是国务院, 还受到美国的能源企

业、美国军工复合体、犹太裔团体等利益集团的影响。伊朗内部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的力量消长可能

促使伊朗调整核政策, 目前的分歧主要集中在改善关系的条件和时机等策略层面。 ( 3)官僚机构之间

的博弈。参与伊朗核问题决策和谈判的美国政府机构至少包括国务院、五角大楼、商务部、国会、军

备控制与裁军署、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央情报局, 有时还包括能源部或国家航空航天局。政策选择是

一个复杂的政府内部各机构间的讨价还价过程。伊朗核问题决策的正式机制主要由领导委员会、决策

委员会、专家委员会 3个层级组成, 首席核谈判代表统筹负责, 决策的具体方式视问题性质而定。正

式的决策机构和非正式网络交相互动。最高领导人与总统等核心人物受到正式权力与非正式网络等多

方面因素制约。º

总之, 国家安全威胁的缓解、融入国际社会的愿望和国内政治的变化, 都是促使伊朗 /去核化 0

进程的重要原因。目前伊朗核问题出现了缓和迹象, 但彻底解决尚需一个较长期的过程。

(责任编辑: 徐  拓  责任校对: 成  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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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K ing- Royal Succession SaudiArabia

B i J iankang& Wang Yanfeng pp131- 37

  The produce and handover of regim e is

som eth ing link to ex istence, stability and develop2
m ent of a state wh ich is a key m e trics to judge the

identity o f politica l system. Them onarchal reg im e is

a hered itary system state, and the produce o f the

k ing is lim ited to a sm all range. The histo ry of the

K ingdom o f Saud i Arabia is less than one century,

and the range of the k ing succession is lim ited to

AzizFam ily. The founder o f the k ingdom is Abdel

AZIZ who established the hered itary system, and

K ing Faisa l founded the senior princes comm ittee

wh ich m ade great contributed to m ainta in the

stab ility o f reg im e succession. TheC ouncil ofM in is2
ters keeps c lose relation w ith the princes system,

and it has becam e an im po rtant organ to e lect and

ensure the future crow n and k ing. A fter K ing Faisal

d ied, the royal fam ily conference plays a key ro le to

ensure k ing succession. N evertheless, because the

second generat ion crow n princes are already to be

o ld, and the th ird generat ion crown princes have

num erous ones, the k ing - Royal succession w ill

face g reat cha llenge in Saud iArabia.

The Building of Contemporary PoliticalLegitim acy

ofAuthoritarian ism in Egypt

J ia B aow ei& Wang Tai pp138- 43

  A fter the Ju ly Revo lut ion in 1952, Egypt estab2
lished the autho ritarian ism po lit ica l ru ling reg im e.

There are threem acro factors for Egypt to imp lem ent

such kind o f po litical ru ling system. F irst ly, in som e

tim e, peop le used to accep t the ru ling o f authoritari2
an ism for the long - term h istory o f po litical trad i2
tional of despotism, w hich w as corresponding to the

popular psycho log ical c ircum stance. Second ly,

governm ent of author itarian ism w as imposed by

po lit ical and econom ic dem ands for prom ot ing

m odern izat ion after the revo lut ion. F inally, the last

three presidents of Egyp:t Nasser, Anw ar el- Sadat

and H osni M ubarak, they a ll had strong po lit ical

dem ands of authoritarianism wh ich imposed po lit ical

legitim acy.

Understanding Iran. s Non- cooperation to U1S. on the Nuclear Issue

QinH uiy in pp148- 54

  The con frontation betw een U1S. and Iran

reflects on three aspects. In the f ie lds of physical

techno logy, Iran has basically reso lved the m aterial

and techno log ica l issue to develop the nuc lear

program w ith helps from other countries, and U1S.

is not its necessary cooperat ion partner for nuc lear

cooperat ion now. In term s of strategy con flic,t U1S.

and Iran are invo lving in / security dilemm a0 for

d ispute of the ident ity o f the nuclear issue wh ich

leads to the security strateg ic confrontation. Consid2
ering o f the authority and defic iency o f in ternational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Iran. s nuclear pro ject has

bo th / lega l0 and / illegal0 reasons. The causes of

confrontation betw een U1S. and Iran are their

strateg ic conflicts and the leg itim acy dispute on the

nuclear issue. The route to reso lve the nuclear issue

dependson the constrain t cond ition for both of them,

prom oting coo rd ination w ith each o ther, enhanc ing

the effic iency o f international nuclear non- pro lifera2
tion. In the m eantim e, the future situation also

depends on the deve lopm ents o f dom estic politics

am ong the U1S. and I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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