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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核问题中俄伊北京会

晤14日举行并发表联合声明，
引发广泛关注。

本次会晤在什么样的背景

下举行？对于推动伊朗核问题

的政治解决将产生哪些影响？

我们请专家详细解读。

——编者

伊朗核协议面临崩溃风险
中俄伊北京会谈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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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高加索地区，亚美尼亚与

阿塞拜疆围绕纳卡地区冲突不断。

近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发表声

明，宣布经过历时四年的谈判后，双

方已就《关于亚美尼亚共和国与阿

塞拜疆共和国建立和平和国家间关

系的协定》的文本达成一致，并就签

署和平条约事宜开始磋商。

积极进展
在亚阿和平条约谈判中，曾因

第三方介入、宪法修改和交通连接

等问题几经波折。在和平条约文本

达成一致后，阿方仍然提出了修改

亚美尼亚宪法和废除明斯克小组等

问题。这说明双方互信不足，部分

问题仍存在争议，但仍然是两国和

平和解进程中取得的最重要的成

就，体现了亚阿两国和国际社会对

实现南高加索地区长久和平的意

愿，也意味着南高加索地区的地区

合作和发展将迈向新的起点。

如果亚阿两国最终签订和平条

约，土耳其与亚美尼亚的关系也将

得到改善，将成为推动南高加索区

域合作的重要动力。

互联互通
在国际局势日益动荡的背景

下，南高加索地区的交通枢纽地位

和发展潜力更加凸显，各方均支持

该地区加强互联互通的努力。乌克

兰危机爆发后，欧盟努力寻求能源

供给多样化，试图摆脱对俄罗斯能

源的过度依赖。而南高加索和里海

地区在为欧盟提供替代能源和运输

路线方面具有优先地位。美国出于

地缘政治的考量，也支持亚阿两国

的和解进程和加强地区交通连接的

努力。与此同时，西方制裁令俄罗

斯的陆路运输能力大幅下降，俄罗

斯迫切需要发展新的交通运输走廊

来对冲制裁影响，保障自身的贸易

和供应链安全，对加强南高加索地

区的互联互通也持开放态度。

当前，中国已成为南高加索三

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目前，亚

欧之间经由南高加索地区的非能源

贸易和过境规模不大，有充分潜力

可以挖掘，南高加索地区有望成为

中欧间新的交通走廊和贸易通道。

土耳其一直试图借亚阿冲突，

加强自身在南高加索地区的存在，

扩大政治影响力。土耳其将南高加

索地区视为其“中间走廊”倡议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纳卡冲突结束后，

土耳其和阿塞拜疆极力推动“赞格

祖尔走廊”的建设。但对于阿塞拜

疆和土耳其方面的动作，亚美尼亚

充满疑虑，担忧交通走廊建设会影

响本国的利益和主权。亚方提出了

自己的互联互通战略——“和平十

字路口”倡议。而伊朗作为该地区

大国，与亚美尼亚的关系密切，对亚

美尼亚的主张表示支持。各方在该

地区的角力和博弈仍将继续。

抓住机遇
南高加索各国在加强互联互

通，利用该地区重要的交通战略地

位发展经济这一点上有共同的愿景

和共识，只是如何实现这一点还有

待各方的相互妥协和共同努力。

一直以来，影响南高加索地区

合作的最大问题就是亚阿两国长期

处于敌对状态。虽然双方已完成和

平协定草案谈判，通往和平的道路

上依然可能遇到种种不确定因素。

而随着亚阿两国和解进程的推

进，南高加索地区各国也到了摒弃

过往向前看、抓住机遇加强合作的

时候了，这将有助于南高加索地区

的长久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

中方乐见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国

和平进程取得积极进展，亚美尼亚

和阿塞拜疆都是外高加索地区的重

要国家，也是中国的好朋友、好伙

伴。中方真诚希望两国通过对话协

商解决矛盾分歧，为地区的持久和

平与发展繁荣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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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提出五点主张
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在北京举行三方会

谈，会谈的主题是伊朗核问题。2015年中、
美、俄、英、法、德六国与伊朗达成《伊朗核问
题全面协议》，特朗普首次入主白宫后，美国
2018年单方面退出协议并重启对伊朗制裁，
致使协议未能持续推进落实。而后，虽然拜
登在执政期间曾数次表示要重返伊核协议，
但只停留在口头上。特朗普再次上台后，扬
言要对伊朗实施全面围堵和遏制，近期又以
军事威胁逼其与美国谈判，美国还与英国等
多个西方国家讨论要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制
裁。有消息称，欧美国家可能在10月18日
协议到期之前启动所谓“快速恢复制裁”机
制。伊朗方面则表示，不会在高压下与美国
谈判。国际社会普遍担忧，伊核协议面临彻
底崩溃风险。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俄伊三国会谈具有

重大的现实意义。外交部长王毅在会见出席
北京会谈的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伊朗
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时，就新形势下妥善解
决伊朗核问题，提出中方的五点主张：坚持通
过政治外交手段和平解决争端，反对诉诸武
力和非法制裁；坚持权责平衡，统筹核不扩
散与和平利用核能目标；坚持以伊朗核问题
全面协议框架为基础达成新共识；坚持对话
促合作，反对强推联合国安理会介入；坚持
分步对等原则，协商一致寻求共识。
三国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强调，基于

相互尊重的政治外交接触和对话是解决伊
核问题的唯一有效选项，反对非法单边制裁
和武力威胁。呼吁有关方面避免采取升级
局势的行动，共同为外交努力创造有利氛围
和条件。声明还重申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
约》作为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基石的重要性。
中俄欢迎伊朗重申其核计划的和平性质，不

寻求发展核武器，并欢迎伊朗承诺全面履行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全面保障监督协定
义务，支持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继续合作
的政策，强调要充分尊重伊朗作为条约缔约
国享有的和平利用核能权利。三方强调所
有国家均需避免采取妨碍国际原子能机构
专业、客观、公正履职的行为。

三方表达鲜明态度
五点主张及联合声明既是中国在伊核

问题上的一贯立场，也是三国针对当前形势
下伊核问题何去何从表达的鲜明态度。其
中三点尤其值得关注：一是明确反对“非法
单边制裁”和武力威胁；二是强调联合国安
理会第2231号决议及其时间框架的重要性，
要求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封锁；三是未来的伊
核问题谈判必须以之前达成的《伊朗核问题
全面协议》框架为基础，且任何国家不得妨
碍国际原子能机构正常履行其职责。
以上三点显然是说给以美国为首的西

方国家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听的。前两点是
表达对美国滥用制裁和武力威胁的明确反
对，显示出三国在伊核问题上的共同立场和
坚定态度。第三点是为伊核问题新协议谈
判指明方向。特朗普曾表示，上台后他将说
服伊朗签署新的协议，近期他又给伊朗领导
人写信，表达了愿与伊朗谈判的想法，同时
向伊朗发出“不谈就打”的威胁。从现实情
况看，当前特朗普政府正深陷内外多重困
境，直接与伊朗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不大，特
朗普此举的真实意图更是想要主导伊核问
题新协议的谈判方向。

在中俄伊本次会谈之前，三国刚刚结束
“安全纽带-2025”联合军事演习，会谈的成
功举行不仅巩固了三国的合作伙伴关系，还
增强了彼此的政治互信，三国在伊核问题上
高度一致的共识及在其他领域的紧密合作
也使美国通过经济制裁手段打压伊朗的效
果大打折扣，也为伊朗未来与西方的谈判增
加了底气和筹码。
伊朗愿意重申其核计划的和平性质，不

寻求发展核武器，并承诺将全面履行《不扩
散核武器条约》和全面保障监督协定义务，
这在很大程度上也缓解了一些国家的疑虑
和担忧，为新协议谈判营造更有利的氛围。

对美形成舆论压力
中俄伊会谈的成功举行对美国形成舆

论压力。美国对自身在中东的影响力下降
感到焦虑，更担心中俄伊持续推动多边合作
与“去美元化”将冲击其全球霸权。特朗普
政府既想以伊核问题为抓手，继续对伊朗实
施严厉制裁和孤立政策，又担心因此会增加
在俄乌问题上要求俄罗斯“配合”的难度，更
何况美国当前正为一大堆内外问题所困，无
力在包括伊核问题在内的中东问题上投入
更多资源。
中俄伊会谈可能对美国政策产生潜在

影响。首先，特朗普或将调整对伊朗极限施
压的立场。中俄伊三国已明确表示反对单
边制裁和武力威胁，美国若一意孤行、继续
对伊朗实施强硬制裁，一来会受到中俄甚至
更多国家的抵制，使制裁大打折扣甚至失
效，二来也将遭到伊朗的强烈反制，甚至迫

使美国陷入与伊朗的冲突，这是特朗普所不
愿看到的。
其次，美国可能重新评估军事威胁的可

行性和有效性。中俄伊三方联合声明明确
反对武力解决伊核问题，三国联合军演也体
现了军事协作能力，加上近年来伊朗的军事
实力有了很大提升。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
得不谨慎评估军事行动风险，担心由此引发
地区更大冲突。
第三，美国或将考虑重返伊核协议的可

能性。在伊核问题上，欧洲与美国存在严重
分歧，欧洲反对美国单边制裁，希望维护伊
核协议，这也是国际社会的主流意愿。美国
若想解决伊核问题，首先需要考虑重返伊核
协议。伊朗近期已与除美国外的原六方会
谈成员恢复沟通，为重启谈判奠定了基础。
美国若固执己见，可能被孤立在外。
综上所述，美国调整对伊朗政策以及各

方达成新的协议存在一定可能性。伊朗有
寻求与美国谈判缓解制裁困境的愿望，美国
也有战略收缩、稳定中东局势的需求。中俄
伊北京会晤为新协议谈判奠定了基础，创造
了条件，也支持伊朗与包括美国在内的相关
国家开启积极对话，各方有一定的重启谈判
的基础。
与此同时也应看到，美伊之间的不信任

感根深蒂固，伊朗对美国的政策不确定性心
存疑虑。此外，以色列的强烈反对和阻扰、
欧洲立场变化等因素，也可能成为阻碍美伊
对话及新协议达成的障碍。但无论如何，谈
判是解决伊核问题的唯一出路，这一点已经
越来越成为相关各方及国际社会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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