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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中国- 伊朗关系

的战略定位分析

  [内容提要]  本文简要概括了中国、伊朗建交以后两国关系的发展历程,认为中

伊关系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曲折演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中伊关系对中国在中

东地区的大国话语权、能源安全战略、经贸和投资战略、对伊斯兰世界影响力和中美

关系博弈的重要影响,最后对中伊关系的未来发展战略定位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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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伊朗关系的发展历程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 两国关系进入现代

发展阶段。在新中国成立之初, 由于伊朗巴列维

政府奉行亲美反华政策, 不仅不承认新中国, 而且

还与台湾建立了/ 外交关系0 [ 1]
, 中伊间的对峙关

系始终未能突破。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开

始,中伊两国基于对苏联海湾地区霸权扩张的共

同担忧和拓展各自国际生存空间的相似愿望下,

中伊关系才开始由对峙逐渐走向缓和。1971 年 8

月16 日, 中伊两国政府各自驻巴基斯坦大使在

伊斯兰堡签署中伊建交联合公报, 伊朗承认中华

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0, 而中国则

表示支持伊朗/保卫其国家资源的正义斗争0。

总体来说, 纵览中伊建交之后 30多年的交往

历程, 双方关系在正常发展过程中也曾经历过波

折,概括起来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收稿日期: 2009102110

  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04BGJ003)资助。

  作者简介:陈俊华,杨兴礼,博士, 西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副

教授, 400715。

  11中伊关系正常化并迅速发展( 1971年中伊

建交到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

20世纪 70年代初, 美苏在中东地区的争夺

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中伊两国的内政外交开始

调整,不再拘泥于意识形态的束缚,开始采取更加

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伊朗日益认定, 同中国建

立友好关系符合其国家利益, 特别是为了对抗苏

联的压力。同时中国在外交上也日益重视反对苏

联的霸权扩张, 中国决定与中东各国建立友好关

系。中国认为伊朗的政治、军事力量是该地区抵

御超级大国支配, 特别是制约苏联向海湾和南亚

扩张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1971 年中伊两国

建交后,双边高层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互访,中伊之

间的政治联系和文化交流都有了较大发展。

随着中伊外交关系的逐渐正常化,双方经贸

领域的合作也开始迅速发展。以 1971年双方的

经贸额 598万美元为基准, 1972年、1973年、1975

年、1978年分别增长了 6倍、10倍、14倍和 20倍。

1973年以前的贸易主要是由两国政府出面签订,

而且以伊朗货币里亚尔结算。从 1974年起中国

开始以欧佩克的价格, 用硬通货购买伊朗石油,

1976年和 1977年的购买量分别达到 20 和万 30

)71)



万桶
[ 2]
。

21中伊关系经历短暂低谷徘徊后逐渐恢复

常态(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到 1988年两伊战

争结束)

伊朗伊斯兰革命是该时期中伊关系陷入低谷

徘徊的直接因素。1979 年 4月伊朗伊斯兰革命

后,什叶派领袖霍梅尼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

政权。外交政策服务于政治需要, 由于霍梅尼政

府奉行/不要西方,也不要东方0的外交政策, 已然

使中伊关系客观上大受影响。加之由于此前六个

月中国领导人对伊朗的访问被伊朗新政府视为对

巴列维国王的某种支持, 更使中国与伊朗新政府

的关系陷入低谷,处于相对冷淡的徘徊状态。

在本阶段中国国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

召开使得中国开始奉行以反霸、维护世界和平为

主要目标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战略。直到两

伊战争后期的 1985年,因为中国始终坚持严守中

立、积极劝和的立场,加之伊朗在战争后期的艰难

处境,两国关系才得以逐步恢复和发展。但两国

的交往层次并不高, 而且经贸往来也发展缓慢。

31中伊关系驶入全方位、多层次发展的快车
道( 1989年哈梅内伊访华到 20世纪 90年代末)

1989年是中伊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

点。1989年 5 月, 伊朗总统哈梅内伊正式访华,

成为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访华的第一位伊朗总

统。他的来访为 90 年代中伊关系顺利发展拉开

了序幕,也促使中伊关系驶入全方位、多层次发展

的快车道。

在政治领域, 90 年代以来, 两国高层领导人

互访不断。1990 年以来, 伊朗总统、副总统、议长

等和中国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人大委员长等先

后进行了互访。双方领导人探讨了两国间扩大经

济、科技、贸易、文化和体育等领域的友好交往与

协作, 并就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全球问题交换了意

见, 使双边友好合作不断发展。

在经贸领域,两国在对外贸易、经济技术合作

和劳务承包等领域的多层次发展, 是90 年代中伊

友好关系最重要内容。两伊战争结束后, 我国积

极参与伊朗战后经济重建, 双边贸易关系持续发

展。伊朗从中国主要进口机器、工业设备、化学制

品、车床、仪器、纺织品、运动器械、文化用品、电

器、渔船、食用肉类和油菜籽; 中国从伊朗进口石

油、坚果、客车、金属矿石、生铁、铬酸盐等矿物
[3]
。

与此同时, 两国间的经济技术合作和劳务承包项

目也稳步推进。到 1996 年 11 月, 两国经合项目

已达 45个, 合同总额为 26165亿美元, 合作领域

涉及电站、水利、渔业、采矿、化工、煤炭和有色金

属冶炼等行业, 大型合作项目包括德黑兰地铁、

水泥生产线、浮法玻璃生产线和火力发电机组等,

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德黑兰地铁项目, 该合同总金

额为 518亿美元 [4]
。

在文化领域, 文化交流开展顺利。两国的文

教、艺术和体育代表团经常进行友好互访, 并有

学者访问和留学生交换培养等项目。

41中伊关系进入以能源等经贸领域为主动

力的飞速发展阶段( 2000年哈塔米访华至今)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伊关系在近期的发展由

于政治及经济的需求而更为密切。2000 年哈塔

米总统访华,两国发表了中伊联合公报,双方一致

决定建立/ 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平等互

利、和平共处等原则基础上提高双边合作水平,开

辟双边关系新的前景, 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长期

稳定、内容广泛的友好合作关系0, 为未来两国关

系发展和走向构筑了框架。2001年胡锦涛副主

席回访伊朗,以及江泽民主席对伊朗的访问,双方

领导人一致同意继续保持两国高层官方接触与各

个层次的交流, 并在两国外交部政治磋商机制框

架内继续开展定期政治磋商。

新世纪中伊关系的飞速发展, 很大程度上源

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而不断扩大的对能源巨大需

求和广阔产品市场的渴望。中伊经济结构和资源

禀赋的差异性和互补性为两国间开展以能源等领

域的经贸合作提供了坚实基础。20世纪 80年代

和90年代中伊双边贸易虽呈现出较明显的增长

趋势,但年均增长极不稳定,许多年份出现了负增

长,年均贸易额始终徘徊在 10亿美元以内。进入

新世纪后, 双边贸易获得了持续快速增长。1999

年,中伊贸易额首次突破 10 亿美元, 达到 13148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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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2000年迅速攀升到 241868 亿美元。自

2000年到 2005年,伊朗自中国进口货品的数量成

长 360% , 2005年的双边贸易超过 90 亿美元, 中

国成为伊朗第二大进口国。中国一直是伊朗最大

的贸易伙伴之一, 而在 2006 年这一地位继续增

强,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已创下 140亿美元, 而中国

也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

原油是中国自伊朗进口的第一大商品, 在中

伊贸易中处于十分重要的支配地位。每年中国从

伊朗进口的原油价值都占同期中国从伊朗进口总

额的 80% 以上。伊朗近年来与中国在石油领域

的合作不断加深。2004年 10月 28日, 中国和伊

朗在北京签署了伊朗亚达瓦兰油田( Yadavaran)
[ 5]

开发项目备忘录, 由中石化负责亚达瓦兰油田的

未来开发计划; 中国将在未来 25年内, 每年从伊

朗购买1 000万吨液化天然气, 总价值达1 000亿美

元。2006年,伊朗与中国签署了一份价值 160亿

美元的开发伊朗南部帕尔斯天然气田的合作协

议。可以得出, 新世纪以来,中伊已经入了以能源

等经贸领域为主动力的飞速发展时期。

对发展中伊关系的基本审视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平崛起已

经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 中国将在全球舞台

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和影响。中东是一个对

全球政治、经济和军事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

也是大国角力的场所。中国需要在这些极其重要

的地区加强影响力, 中东对中国地缘战略的重要

性正日益增加。

伊朗作为中东地区的地区性政治、经济、军事

强国,在中东地区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力。因此,

中国伊朗的关系亲疏走向及其发展演变,将直接

影响到中国中东战略的实施效果, 关系到中国在

中东地区战略利益的实现与否。

11对中国在中东地区大国话语权的影响

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 为经济发展创造更有

利的国际环境是中国外交的根本宗旨。在继续推

动大国外交、周边/睦邻、富邻、安邻0外交、多边外

交等全方位外交的同时, 中国正在力争奉行灵活、

现实的新思路外交。然而,中东地区是我国外交

的弱点,这既为我国展开全方位外交提供了新的

舞台,另一方面如何突破对中东地区的外交劣势,

争取扩大在中东地区扩大影响力和发言权,也将

是我们国家今后外交的重要方向之一。

目前, 在中东地区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主

要是以色列和伊朗两个国家。虽然两国都属于中

东地区的热点国家, 但是我们仔细分析就会发现,

它们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

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坚实盟友, 中东

地区的唯一/亲美桥头堡0,是实现美国/新中东计

划0的基地, 其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都追随美国

的意志,为美国马首是瞻。以联合国大会的投票

记录为例, 多年来以色列支持美国的议案远远高

于其他国家。美国政府编译的文件数据, 在 1996

年联合国大会的投票中,所有华盛顿重要的投票

以色列支持率高达 95%, 远远超过其他国家 ) ) )

拉脱维亚 81% ,与美国如此亲近盟友英国 79%,

法国 78% ,加拿大 73%和日本 72%。
[ 6]
更为重要

的是, 以色列与中东地区的部分阿拉伯国家关系

恶劣,至今没有还没有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所

以,虽然中国和以色列双边关系良好,在经贸往来

方面关系密切, 但是很显然中国不可能对其发挥

太大的政治影响力。

伊朗则不同, 伊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头号

敌人, 两国关系正处于敌对状态。/ 91110事件后

不久, 布什总统在 2002年 1月的52002年国情咨

文6中将伊朗与伊拉克、朝鲜一起列为/邪恶轴心0

国家, 宣称美国在必要时将可能对包括/邪恶轴

心0在内的/无赖国家0实施/ 先发制人0的防御性

军事打击。
[ 7]
伊朗在许多问题上都与美国针锋相

对,特别是目前的伊朗核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关注

的焦点。美伊之间的尖锐矛盾, 为我国协调两国

关系,进一步介入中东事务,发挥大国影响力提供

了充分的舞台和极富想象力的空间。而且伊朗与

中东地区的众多阿拉伯国家关系良好, 在穆斯林

世界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21对中国中东能源战略安全的影响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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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对能源的需求也

成快速上升的趋势, 中国如今已跃升为世界第二

大能源消费国和石油进口国。据统计 2005年我

国进口原油12 682万吨, 外汇支出 47712 亿美元,

进口依存度为 4219% [ 8]
。并且各方面研究都显

示,未来 20年内,我国的能源安全形势严峻
[9]
。

伊朗是中国重要的能源进口来源国。伊朗天

然气、石油资源丰富, 依据 2007年世界能源统计

年鉴,截至 2006年底,伊朗石油探明可采储量约

为189 亿吨( 1 375亿桶) , 天然气可采储量 28113

万亿立方米, 分别占世界探明储量的 11148%和

1515%, 均居世界第二位。同时, 伊朗还是世界石

油和天然气生产的大国, 2006年伊朗年生产石油

20918万吨( 43413 万桶P天) , 占世界石油产量的

514% , 是世界第四大石油生产大国和出口大

国
[ 10]
。目前,伊朗已成为中国的第三大原油进口

国,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和安哥拉;而中国市场更是

占了伊朗石油出口量的 40%之多。

伊朗还是中国重要的能源合作伙伴之一。中

伊能源合作历经近 10年的拓展, 截至目前, 中国

与伊朗已签订多达上百个长期的大型合作项目。

据上海证券报报道, 近年来的大型合作有六七个

石油中下游项目合作,包括合资的大连 LNG精炼

厂等, 上游项目也有亚达瓦兰油田开发项目等正

在运作的三个项目。
[11]

31对中国中东经贸和投资战略实施的影响

中国经济已发展到能量向全球释放、能源从

外部输入的新阶段, 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

配置、开辟新的市场以保持经济持续发展。

中东地区目前总人口约 419亿, 大多数国家

居高收入国家之列, 加上近几年经济的迅猛发展,

该地区将逐渐形成一个仅次于欧共体、美国、日本

和中国的世界大市场。中国和中东国家在经贸投

资领域的互补性强。由于受自然条件、历史条件

和经济结构的限制, 中东国家对进口商品有着极

大的需求,因此,中东广阔的市场空间是我国实施

/走出去0战略的重要市场之一。

作为中东地区的经济大国, 伊朗的改革实际

上刚刚起步, 中伊经贸合作尚有很大潜力可挖。

同时, 伊朗也是一个有待开发的、拥有6 000多万

人口的大市场。2005年,中国与伊朗的对外贸易

总额为 100183亿美元,占中国与中东国家对外贸

易总额的 15166% , 是中国在中东地区的第二大

贸易国 (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其中中国进口

67187亿美元,占整个中东地区进口的 2011% ;出

口 32196 亿 美元, 占整个中东地 区出口的

10177% [ 12]
。中国商品品种、质量受到伊朗市场认

可,同时我们的商品有较强的价格优势、潜力和竞

争力,越来越受到伊朗消费者的喜爱。

伊中两国经济互补性强, 合作潜力很大。北

京也在2006年成功完成了与伊朗签订的多个经

济、技术承包项目。项目包括:中国参预建造伊朗

查布哈尔地区的石油化工总厂。并将修建一条从

伊朗的阿萨路维耶至锡斯坦和布鲁齐斯坦的天然

气管道输送线, 而该厂所需能源将由输送管道线

来保障。

41对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影响

伊拉克战争以后,中东地区政治力量出现新

的消长变化。中东一些传统大国地位下降(如埃

及、伊拉克,沙特等) ,伊斯兰政治力量在中东各国

发展壮大。西方甚至有媒体称: /中东不远的将

来将是伊斯兰势力的天下。0[ 13]

作为唯一实行政教合一的国家,伊朗是伊斯

兰世界的大国和强国, 在伊斯兰世界具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1979年伊斯兰革命和伊斯兰国家的

建立,对整个伊斯兰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当

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

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伊斯兰国家遍布亚非欧三大洲,总人口约 14

亿,占世界人口的 1P5, 许多伊斯兰国家跟中国一

样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广大发展中伊斯兰国

家也迫切希望改革和发展,希望能够借鉴中国发

展的成功经验, 消除贫困和落后。中国也乐于扩

大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和作用, 依靠发展中国

家之间的紧密团结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

用。因此,保持中国与伊朗的良好关系,通过伊朗

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可以起到一个良好的示

范和带动作用。另一方面,以伊朗为代表的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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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复兴对中国的西部安全战略构成了一定程度的

威胁和挑战,中国应以西部大开发为契机,发展中

伊关系,巩固西部安全。

51对中美关系的博弈互动的影响

美国中东战略的重大失策就在于:伊拉克战

争虽然让强大的伊拉克分崩离析, 却让伊朗在该

地区异军突起。特别是伊朗核问题的僵局始终没

有新的突破, 这让美国的大中东战略大打折扣。

如果伊朗核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 就算目前的伊

拉克问题能够顺利地解决,美国还是不能够实现

其主导中东的目标, 因为在中东地区可能会出现

一个比伊拉克更加难缠的大国(甚至有可能成为

核大国)与其作对。

在经济制裁已然启动仍收效甚微的情况下,

我们认为,继续保持战争威慑力,积极推动多边会

谈才是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根本途径。鉴于目前中

国伊朗的良好关系, 而且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

国,美国要想解决伊朗问题不可能抛开中国和欧

盟、俄罗斯等大国的参与和协调。这无疑为中国

协调中美关系增加了讨价还价的筹码, 使双方的

博弈互动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 比如涉及

到台湾问题的处理等等。

对中国伊朗关系的战略定位

11伊朗是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具有特殊重要
性的国家

伊朗是中东地区的重要区域性大国, 在中东

地区具有比较大的影响力,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中

东的政治经济格局。再加上伊朗核危机、中东和

平进程等热点问题都与伊朗息息相关, 凸现了伊

朗中东大国的特殊重要性。中东地区是我国参与

国际事务、发挥大国影响力的重要场所之一, 因

此,中伊关系的亲疏远近与发展演变,直接影响到

中国中东战略的实施, 影响到我国在中东地区国

家战略利益的实现与否。保持和发展与伊朗的友

好合作关系对发挥中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作

用,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特别是巩固我大周边安

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1中国伊朗关系基本定位为/石油贸易伙伴

关系0

伙伴关系是指在和平稳定情况下,维护各自

国家利益, 平等合作,相互协调, 以求得共同发展

的新型国家关系。它是冷战结束后新构筑起来的

国家关系,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代表了国家

关系发展的新方向。
[14]
鉴于目前中国伊朗关系的

发展现状和未来两国关系的演变趋势, 我们完全

可以将中国伊朗关系基本定位为/石油贸易伙伴

关系0。

从中国方面来说,能否从国际市场顺利获得

能源和原料,不仅关乎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发

展,而且事关国家安全利益。中国的国家安全利

益,尤其是能源安全利益与中东地区的联系将更

为紧密,成为影响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的重要因

素。而伊朗将是保证我国能源安全的重要来源,

中伊油气合作有助于打开中国能源多元化战略新

局面。

从伊朗方面来说,面对美国控制中东局势和

石油资源的企图,面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伊朗

正在尝试开放本国石油资源市场, 为其石油寻找

其他安全的出口。经济迅猛发展、国际影响力大

增的中国成为伊朗开拓石油市场的一个绝好目

标。伊朗则显然有意由中国取代日本, 成为伊朗

最大的原油输出国, 以及投资伊朗油田的最佳对

象。伊朗石油部长瓦兹里- 哈马内今年 6月 11

日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参加亚洲石油和天然气

大会时宣称,伊朗正在同中国进行谈判,希望能在

中国储存战略石油储备,伊朗还将在包括中国在

内的亚洲五国投资建造炼油厂
[ 15]
。

因此, 加强与伊朗等海湾国家的能源合作不

仅对保证我经济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

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

31中伊关系处于中国对外关系的第四层级

我国的外交战略,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大国

是关键, 周边是重点,发展中国家是基础, 多边是

舞台。处理好同各个大国的关系, 同周边各国建

立共同的利益,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夯实基础,

在国际舞台上扮演多边合作的角色。这就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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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略布局。

中国- 伊朗关系还没有、近期之内也不可能

上升到中国对外关系的第一层级(笔者认为: 当

前,中国- 美国关系是第一层级; 中国- 日本、中

国- 俄罗斯、中国- 殴盟关系是第二层级;中国-

周边邻国(含澳大利亚)关系是第三层级;中国与

世界重要的能源、资源储藏国关系是第四层级,其

余国家关系是第五层级)。目前,中国- 伊朗关系

处于第四层级状态, 有望在 21世纪初期上升到第

三层级。

41中伊关系将在强调实效性和强调战略性

之间选取平衡点

目前,中伊之间的关系以强调实效性为主,也

就是主要集中在能源和商品的贸易、经济技术合

作、直接投资等领域,强调对国家经济利益、经济

安全的贡献为主。但是,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

断增强,和平崛起的势头增强,中伊之间的关系开

始会向强调战略性方向倾斜, 谋求通过中伊关系

的加强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政治影响力和作用,

并最终在实效性和战略性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

衡点。

实效性以国家经济利益为主, 战略性以国家

安全利益、国际利益为主。中国应该在默认美国

在中东地区主导权, 不挑战美国的主导权的现实

前提下,以伊朗问题的解决为突破口,适度有序的

逐渐介入中东事务,加强中国/和谐0外交的感召

力。

注释:

[ 1]阿比德 A H H1 中国、伊朗和波斯湾1 [新德里]罗

德昂特出版社, 1982: 33234

[ 2] Huwaidin M B. China. s Relations with Arabia and the

Gulf. London, 1949) 1999: 158

[ 3] Daftari M . Sino2Iranian Relations and Encounters: Past

and Present

[ 4]余建华1 当代中伊关系与伊朗对华政策动因1 西

亚非洲, 1998( 4) : 43247

[ 5]据悉, 亚达瓦兰油田是世界上最大的油田之一,

可开发的石油储量超过 30 亿桶,有日产 30 万至 40 万桶

的潜在生产能力。

[ 6] Bard M G, Pipes D. How Special is the U1S12Israel

Relationship?. Middle East Quarterly, June 1997

[ 7]美国总统布什 2002 年国情咨文 ( 2002 年 1 月 29

日)PP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1 国际形势年鉴 20031 上海教

育出版社, 2003: 387, 504

[ 8]于淼1 中国战略石油储备建设研究1 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

[ 9]依据能源所/ 西部可持续能源发展战略0的研究

估算, 2010 年和 2020年中国原油需求分别为 2196 亿吨和

3190亿吨; 科技部/ 中国后续能源发展战略研究0 对中国

2010年和 2020 年的石油需求预测则为 2180 亿吨和 3160

亿吨。此外, 中石油预测 2010 年、2015 年和 2020 年中国

原油需求分别为 3110 亿吨、315 亿吨和 41 0 亿吨; 中石化

同步进行的预测结果则分别为 3120 亿吨、318 亿吨和 413

亿吨。

[ 10] BP Global.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071http:PPwww1 bp1com

[ 11]南方网1 伊朗的中国石油战略: 欲在中国石油储

备 中 占 一 席 之 地 1http:PPwww1 southcn1comPnewsP

internationalPchinaP2007061203161htm

[ 12]中华人们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我国同各国(地区)

海关货物进出口总额. 中国统计年鉴 2006 年: 1828. http:PP

www1stats1gov1 cnPindex1 htm

[ 13] [法国]费加罗报, 2006202221

[ 14]高连福1 国家关系的新发展 ) ) ) 浅论东北亚国

家构筑伙伴关系1 太平洋学报, 2000( 1) : 23230

[ 15]国际能源网1 伊朗石油部长称希望在中国储备

战略石油, 20072062111 http:PPwww1 in2en1com

(责任编辑:张业亮)

)76)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09年第 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