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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国家与伊朗的新动向意味着什么？
    维也纳会谈重启，但美伊分歧依然
巨大。反倒是中东地区国家间的关系出
现一些值得关注的动向。伊朗副外长访
问阿联酋，阿联酋国家安全顾问继而访
问伊朗，成为 2016年阿联酋降级同伊朗
外交关系以来，首个访问伊朗的高级官
员。沙特王储访问阿拉伯国家，协调对伊政策是他此
行的重要任务之一。而在此之前，沙特和伊朗也已举
行过多轮会谈。这一系列动向意味着什么？———编者

李伟建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

    问：对于伊朗而言，阿联酋国家
安全顾问的到访，意味着什么？而沙
特王储又打算如何协调海湾国家对
伊朗的政策？

答：近年来，中东国家面对快速

变化的国际和地区形势， 不断调整

各自的地区政策，伊朗同沙特、阿联

酋等海湾阿拉伯国家更是为缓和地
区紧张关系展开了一系列积极主动

的外交行动。

首先是伊朗为打破美国的围
堵， 主动向海湾阿拉伯国家示好。

2019年 5月 2日，时任伊朗副外长
阿巴斯·阿拉奇在访问卡塔尔时就

表示， 伊朗愿意与海湾阿拉伯国家
进行对话， 以应对中东地区日益加

剧的紧张局势。 今年 8月伊朗新一
届政府上台后， 也明确将改善与地

区国家关系作为其外交重点。 莱希
在胜选后这样阐述自己的外交政

策：“我们的外交政策不会局限于核
协议，我们将与世界互动。 ”这次阿

联酋国家安全顾问塔农·阿勒纳希
安的来访对伊朗而言是打破美国围

堵的重要一步， 也是伊朗改善与地
区国家关系的重要开端。 总统莱希

日前在会见阿勒纳希安时表示，与

地区国家保持良好关系是伊朗新政

府的外交优先事项之一， 伊朗愿意

与阿联酋发展关系。 阿勒纳希安则
表示， 与伊朗发展关系在阿联酋的

议程上， 他与伊方官员的会晤有望
成为两国关系的转折点。事实上，在

阿勒纳希安到访伊朗之前， 伊朗副
外长、 伊核问题伊方首席谈判代表

巴盖里已经访问了阿联酋， 双方一

致同意开启发展双边关系的 “新篇
章”。

阿联酋在海湾国家中率先开启
与伊朗改善关系的步伐， 是其审时

度势后采取的外交步骤。

一方面， 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

伊关系高度紧张、 一度战云密布的
情况下， 阿联酋为避免卷入美伊冲

突给自身带来巨大的破坏性影响，

决定采取主动行动来缓和与伊朗的

关系。为此，阿联酋在去年 3月伊朗
刚刚暴发新冠疫情不久， 就派飞机

多次向伊朗运送医疗物资。之后，两
国外交部长之间就合作抗疫及地区

安全事务进行了直接沟通。 另一方
面， 阿联酋也是想借当时已经出现

的地区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之际扩大
自身地区影响力。 阿联酋在叙利亚

战争后第一个恢复与阿萨德政府的
关系， 以及在也门问题上与沙特逐

渐拉开距离， 同时又主动与伊朗走

近等等行动，都有这方面的考虑。事
实上， 阿联酋国家安全顾问阿勒纳

希安在此次访问伊朗前已经访问了
土耳其和卡塔尔， 而这两个国家之

前与阿联酋尤其与沙特的关系都很
紧张。 这些都可被视为阿联酋为寻

求地缘政治利益而开展的积极主动

外交的一部分。

相比而言， 沙特在地区问题上

深受美国影响和制约， 且沙特与伊
朗矛盾已久且深。拜登上台后，沙特

虽有缓解与伊朗关系的需求， 但也

一直在密切关注美伊关系及伊朗新
一届政府的政策变化， 在与伊朗改

善关系方面沙特一直比较谨慎。

但阿联酋的积极主动外交让沙

特有了紧迫感， 从而加快了主动外
交步伐。 沙特的地区外交主要集中

在两个层面。 一是调整与伊朗的关
系， 毕竟沙特与伊朗的关系是影响

地区局势发展的主要因素。 沙特显
然希望将两国关系发展的主导权掌

握在自己手中。今年 4月 9日，沙特

和伊朗的高级官员在伊拉克总理穆
斯塔法·卡泽米的调解下，在巴格达

就恢复五年前断绝的外交关系展开
会谈。 迄今双方已经举行了多轮会

谈。 二是通过对包括卡塔尔在内的
海合会国家的积极外交， 做相关国

家工作， 巩固业已出现裂痕的同盟
关系并重新确立其在海湾国家中领

导者地位。

    问：这一系列动向同美国的战
略收缩有何关系？

答：如上所说，阿拉伯国家开

始缓和与伊朗关系是出于各自对
国际和地区形势变化的判断及自

身利益的考虑，而国际乃至地区形
势的变化与美国中东战略的调整

密切相关。 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

贸然退出伊核协议并试图在中东
构建亲美以反伊朗的地区秩序和

地缘政治格局。在美国的鼓动和威
逼利诱之下，地区内一度形成了以

海湾阿拉伯国家为代表的反伊朗

联盟，一些阿拉伯国家由此与以色
列走近。当时有许多分析人士认为

中东已经形成了两大阵营对峙的
局面。

但事实上，特朗普从自身意愿

出发对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构建
及对地区秩序的塑造，并不符合中

东国家尤其是阿拉伯国家现实需
求。中东的这种分裂态势不仅破坏

了地区稳定，更是阻碍了地区国家
的合作发展。在当下疫情依然严重

地制约着地区国家经济发展的情
况下，各国更希望地区紧张局势能

够恢复平静，从而可以集中资源和
精力用于抗击疫情及恢复经济。从

另一方面看， 特朗普的中东政策，

尤其是对伊朗的强硬政策，也并不

符合美国的利益，它让美国陷入与
伊朗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风险。因

此，拜登上台后便提出要对特朗普

的中东政策进行修正，并开始与伊
朗就重返伊核进行接触和谈判。

但拜登上台近一年来，其对中

东政策的各项调整大都还停留在
嘴上，与伊朗重返伊核协议的谈判

也是进展缓慢，与伊朗关系也有再

次破裂的风险。这一方面显示美国
的对外战略重心已经不在中东，拜

登政府实际上持续了从中东战略
收缩的态势，不愿也无力在中东投

入更多资源;另一方面也显示美国
的实力及对中东事务的影响力已

大不如前，这让越来越多的地区国
家认识到不能再在自身及地区安

全与稳定上依赖美国。拜登在重返

伊核协议问题上优柔寡断、政策反
复多变，也让阿联酋和沙特等曾经

被美国推到“反伊第一线”的阿拉
伯国家愈发感到美国“靠不住”，这

些国家希望通过自身的外交努力，

包括直接与伊朗接触来主动管控

和缓解之前已经非常紧张的国家
间关系和地区局势。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从中东战

略收缩，并不意味着美国最终会放
弃中东。 从这些年的实际情况看，

美国从中东的战略收缩更多是军
事意义上的。 未来，它在减少在中

东传统安全事务上投入的同时，很
可能出于大国博弈及竞争的需要

在中东增加必要的投入。但从地缘
政治层面看，美国从中东地区持续

收缩确实激发了地区格局的调整
及地区秩序的演变。近期伊朗与阿

联酋、沙特、卡塔尔等国家的频繁

外交互动及地区局势逐渐趋缓都
应置于这一视角下来观察。

    问：美国从中东抽身，海湾阿拉
伯国家重构与伊朗的关系， 这将对
中东局势以及伊核谈判有何影响？

答：综上所述，美国持续从中东
战略收缩，导致地区格局和秩序进入

了一个再调整和各种力量再平衡的
过程。其最初表现为地区大国间竞争

和博弈加剧，后期表现为地区各主要
国都希望参与塑造美国战略调整后

的地区秩序。这实际上是地区大国力

量重新分化组合寻求平衡的过程，也
是地区格局重新回到符合地区现实

的一个过程。海湾阿拉伯国家重构与
伊朗的关系是地区格局再调整的重

要部分，其特点是阿拉伯国家开始逐
渐接纳伊朗。我们看到，莱希胜选后，

一些阿拉伯国家纷纷向他表示了祝
贺，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等海湾国

家也对莱希发去贺电，表示希望加强

与伊朗的关系。这种地区力量再平衡

的态势在最近一年来中东形势的发
展变化中已经越来越明显。 除了伊

朗、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互动，我们
还看到，近年来卡塔尔、伊拉克、埃及

乃至土耳其都积极地在地区事务中
发挥作用。中东地区力量朝着更加平

衡的方向发展有利于形成更加稳固

的地区秩序，进而有利于中东局势的
稳定。

地区局势趋稳， 伊朗与阿拉伯
国家关系的改善， 也有利于伊朗在

重返伊核协议谈判中占据主动。

眼下， 伊朗正利用地区地缘政

治环境有所改善的机会积极开展多

边平衡外交， 争取包括中俄及欧洲
主要国家的支持。

相比之下， 美国显得更为被动
和焦虑。 重启重返伊核协议谈判以

来， 美国总统拜登不断受到国内外
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困扰， 以至于其

迟迟未能兑现其上任初期做出的一

定要重返协议的承诺。 从当前形势
看， 虽然拜登依然未改变重返协议

的初衷，但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

下一步就要看拜登是否有决心和勇

气来排除阻扰， 果断走完重返协议
的最后一公里。

李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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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美围堵伊朗主动示好
海湾阿拉伯国家审时度势

    12月 9日到 10日，以冷战后

全球唯一超级大国、西方民主阵营
领袖自居的美国进行了 48小时“在

线民主秀”。作为本届美国政府在
2020 年总统竞选期间的主打剧目

之一，理论上此举应该是向全球昭
示“美国民主霸权王者归来”的“好

莱坞大戏”。但无情的事实是，这不

过是一场乏善可陈的政治秀，甚至

还让人透过表象看到了民主霸权在

冷战 30年后的拙劣与疲惫。

说的是民主想的是霸权
此次峰会着力想要塑造的公众

认知，是美国主导下的西方民主在

全球仍是有市场、有热度、有影响
的。但从播放量等指标来看，说“乏

善可陈”都是相当委婉的。从表现
看，某些场次的直播甚至采取“关闭

评论”这种非常“不民主”的做法。仅

此而言，足以说明此次 48小时“民
主峰会”主要是本届美国政府自娱

自乐的在线秀。
努力为美国地缘政治霸权披上

民主的外衣却未遂。明眼人都看得
出，美国这场峰会说的是民主，想的

是霸权，瞄准的是中国以及俄罗斯

等带来的冲击和挑战。知名财经媒

体彭博社更是在事后发表署名评论
文章明确指出：如果要针对中国，那

就索性聚焦地缘政治，不要虚伪地
扯民主；如果真的要搞民主，那就认

真遵循西方民主的标准模式去搞，
不要三心二意地往地缘政治上靠。

实话说，号称超过 100个参与方的

民主峰会，其官方网站上展示的主
要成果———把人权和高技术出口管

制扯到一起的所谓声明，署名的除
了美国，就只剩下澳大利亚、丹麦和

挪威。可想而知整个峰会有多少水

分了。这种景象，何止一个“凄凄惨

惨戚戚”所能概括？
更讽刺的是，就在“民主峰会”

召开的同时，英国最高法院推翻下
级法院裁决，同意向美国引渡维基

揭秘创始人阿桑奇。

错将民主武器化霸权化
需要说明的是，问题不在民主，

而在于把民主在美西方国家的实

践，进行具有显著历史虚无主义色
彩的理想化加工之后，作为全球各

国必须接受的唯一标准答案，用具
有显著霸权属性的工具强势推广，

开展以民主为遮羞布的胁迫外交与

霸权护持行动。这种民主的武器化
和霸权化，才是对人类社会民主价

值迫切而现实的威胁。
同时，此次“民主峰会”引发的

各方反应也证明：民主霸权在当今
世界是没有市场的，也是不受欢迎

的。除了中国台湾岛内的某些跳梁
小丑，绝大多数与会者与其说是去

捧民主的场，不如说是不想得罪已

经日趋“流氓化”的美国，去参加会
议的主要动机，是意思意思交个差。

冷战结束 30年，美国在华盛顿
召开的“民主峰会”以堪称惨淡的结

局收场，其所谓“成果”甚至没有引
发西方主流舆论的追捧，与 30年前

冷战结束时高喊“历史终结”庆祝西

方胜利的狂热形成了颇为鲜明的对
比，以另类方式演绎“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或许在某种意义上，历史希望

借美国这场拙劣的表演提醒人们不

要忘记，让人过上美好的生活，而非
服务于个别国家全球称霸的小心

思，更非绑架人类的共同价值去为
少数政客的私利服务，才是人类共

同体的初心与使命。

愈发感觉到美国“靠不住”
地区国家重构对伊朗关系

地区力量再平衡态势明显
利于形成更稳固地区秩序

深
海评 48小时“民主峰会”是一场拙劣而疲惫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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