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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核谈伊核谈判判
终点为何难以到达终点为何难以到达？？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严严 瑜瑜

近几日近几日，，维也纳汇聚了来自世界维也纳汇聚了来自世界
各地的目光各地的目光。。在这里在这里，，有关伊核问题有关伊核问题
全面协议的谈判进入最后的冲刺阶全面协议的谈判进入最后的冲刺阶
段段。。根据最新消息根据最新消息，，美国国务院发言美国国务院发言
人表示人表示，，原定于原定于66月月3030日的谈判截止日日的谈判截止日
期再次推迟期再次推迟，，至少延续至至少延续至77月月1010日日。。

对于伊核谈判的代表们来说对于伊核谈判的代表们来说，，最最
后期限的推延早已是最为熟悉的情后期限的推延早已是最为熟悉的情
况况。。这场马拉松式的谈判这场马拉松式的谈判，，终点为何终点为何
迟迟难以到来迟迟难以到来？？















伊朗宣布发现并提炼出铀，
其核计划遭到美国的“严重质
疑”，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伊朗宣布发现并提炼出铀，
其核计划遭到美国的“严重质
疑”，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2003年2月
伊核问题浮出水面

在法德英3国的斡旋下，伊
朗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
加议定书，但伊朗一直强调和平
利用核能资源的权利，并在暂停
铀浓缩活动方面多次出现反复。

2003年12月
签不扩核附加议定书

2003年12月
签不扩核附加议定书

法德英3国与伊朗在巴黎初
步达成协议，伊朗中止了与铀
浓缩有关的一切外围活动。但
由于分歧，巴黎协议未能得到
落实。

2004年11月
巴黎协议达成

伊朗宣布恢复中止两年多的
核燃料研究工作。

伊朗宣布恢复中止两年多的
核燃料研究工作。

2006年1月
伊核问题再度升温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主席声
明，要求伊朗在 30 天内中止一
切核活动，突破了长期以来一直
由国际原子能机构寻求解决伊朗
核问题的框架。

2006年3月
联合国介入伊核问题

6 国外长在巴黎发表声明，
决定将伊核问题重新提交安理
会。月底，安理会通过第1696号
决议，要求伊朗在 8 月 31 日之前
暂停所有与铀浓缩相关的活动。

2006年7月
六国磋商机制形成

2006年7月
六国磋商机制形成

安理会通过了第 1737 号决
议，核心是对伊朗实施核计划和
弹 道 导 弹 项 目 进 行 制 裁 。 到
2010年6月，安理会对伊朗共进
行四轮制裁。

2006年12月
联合国制裁伊朗

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上任
后，政府频频释放温和信号。10
月，伊核问题六国与伊朗在日内
瓦举行会谈，各方首次达成共同
声明，取得实质性进展。

2013年8月
伊核问题迎来新转机

伊朗同意冻结部分核计划以
换取相关国家放松制裁。协议于
2014 年 1 月 20 日正式生效，标
志着解决伊核问题实现了限制伊
核计划、缓解对伊制裁的良性循
环。

2013年11月
第一阶段协议达成

伊朗与伊核问题六国及欧盟
在瑞士洛桑发表共同声明，就伊
核问题达成框架性解决方案。该
协议要求伊朗限制其铀浓缩活动
和相关设备，以换取欧盟解除对
其实行的经济制裁。

2015年4月
框架性协议达成

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也是伊核谈判的重要参与者。
自2006年美、英、法、俄、中、德六国磋商机制确立以来，中国就
积极参与每一轮谈判，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在伊核问题上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做出独立自主的判断
——既支持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反对核武器
扩散；也主张对伊朗合理的安全及经济利益予以考虑，不应该剥夺
伊朗和平开发核能的权利。

中国一向坚持和平解决问题，努力寻找并汇集各方立场中的积
极因素，劝和促谈。在 2014年第 5轮伊核全面协议谈判中，中国外
交部军控司司长王群就表示，六国和伊朗双方在两大问题上的积极
性都要发挥出来才好：在伊核计划限制问题上，伊朗要让国际社会
真正放心；而在对伊制裁问题上，六国也要让伊朗真正安心。

有评论认为，中国在伊核谈判中有“润滑剂”作用。由于中国
和美伊双方均保持密切关系，因而可在谈判出现“险情”时从中斡
旋。多年来，中国一直推动美国与伊朗直接对话，事实证明，美伊
关系的改善最终促成了日内瓦会议达成协议。

而中国为伊核谈判提出的建设性意见，也是促成谈判的关键。
例如，中国曾提出谈判中“分步”“对等”的原则，强调解决问题必
须分阶段、对等的向前推进。例如，美国提出要20年才解除伊朗制
裁时间，而伊朗坚持一次性解除，不能超过3个月。中国提出的分阶
段解除制裁的概念，就在双方完全对立的情况下，令谈判柳暗花明。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7月6日所言，目前伊核谈判已到
了各方作出政治决断的时候，中国希望各方尽快推动谈判达成协
议。在伊核问题上，中国将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同各方一道努
力，为推动伊核问题得到长期、全面而妥善的解决作出积极贡献。

中国：

伊核谈判不可或缺的参与者
龚欣怡

伊核谈判大事记

7月6日，伊核问题六国、欧盟与伊朗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全体会议。
新华社记者 钱一摄

6月30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的自由广场，一名女摄影师拍摄支持伊朗
与伊核问题六国达成全面协议的签名请愿条幅。 新华社/法新

7月7日，正在奥地利维也纳参加伊核问题谈判的外交
部长王毅接受媒体采访。 新华社记者 钱一摄

在梳理了凡尔赛会议、波茨坦会
议等历史上历次艰难的谈判之后，英
国《卫报》日前认为，伊核谈判绝对
是一次对谈判者耐力的考验。

即使从2006年7月六国磋商机制
形成开始算，这场旷日持久的谈判也
已持续了将近 10 年。而在此前几年
中，法、德、英等国甚至联合国安理会
早已介入其中，而问题始终看不到解
决的曙光。

2013 年 11 月，谈判终于有了突
破性进展。美、英、法、俄、中、德
等伊核问题六国与伊朗在瑞士日内瓦
达成一项阶段性协议，规定自 2014
年1月20日起的之后6个月，制定解
决伊核问题的全面协议，并取消针对
伊朗的国际制裁。

然而，此后的谈判依然没有如预
期的那样顺利。2014年 7月 19日，就
在原定达成协议的截止日期的前一
天，谈判各方宣布，将最终期限延长至
11月24日，以弥合围绕伊朗核计划核
心争议的深刻分歧。

此后，谈判继续艰难进行，截止
日期被不断推后。2015 年，伊核问
题六国与伊朗加快谈判进度，并最终
于 4月 2日在瑞士洛桑达成框架性协
议。根据协议要求，伊朗将限制其铀
浓缩活动和相关储备，以换取欧盟解
除对其实行的经济制裁。

这份框架性协议成为最后的全面
协议的重要基础，更为谈判者走向终
点增加了信心。

4月22日，洛桑会议之后的首轮
谈判在维也纳举行，并将全面协议达
成的最后期限设定为 6 月 30 日。然
而，与之前一样，这个日期再次因为

“几个最为困难的议题仍未取得一
致”而被推迟。

据报道，虽然谈判人员一直对谈
判细节守口如瓶，但据信双方的争执
焦点集中在三个方面：如何确保国际
核查人员定期检查伊朗核设施，如何
处理伊朗已拥有的浓缩铀，以及解除
对伊朗制裁的时间表。

尽管如此，这一次仍然被视为是
离成功最近的机会。伊核谈判召集
人、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
盖里尼日前就表示，谈判的窗口不会
关上，各方将最大程度利用这次机
会。

“如今已到伊核谈判的最后阶
段，可以说就差临门一脚。”中国现
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李绍先在接
受本报采访时分析称。

《华 盛 顿 邮 报》 6 日 也 刊 文 指
出，谈判弥漫着一种“付出了如此多
的努力以至于不能失败”的气氛。然
而，这临门一脚究竟何时才能真正踢
出，依然是个未知。

一拖再拖，伊核谈判为何这么
难？

“2014 年以前的谈判谈谈停停，
本质上是因为双方并没有真正想要解
决问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
政策研究所所长李伟建分析认为，对
于美国而言，最初的目的是更迭伊朗
政权，而谈判只是制裁之外的另一个
抓手，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打压伊朗，
让其完全缴械；而对于伊朗而言，谈
判也只是它的一个筹码，在被制裁压
得喘不过气时，借谈判得以缓冲，拖
延时间，但其对美国始终抱有敌对抗
拒的心态，并不愿意在谈判中有所让
步。

双方都没有足够的诚意，谈判只
能是一副空架子。然而，随着近一两
年国际形势剧烈变化，谈判的性质也
在2014年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在经历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
争的惨痛教训，目睹了阿拉伯之春的
失败案例，如今仍饱受“伊斯兰国”
极端组织的恐怖威胁之际，美国已然
明白，在中东重走武力干涉的老路，
只会在这潭泥淖里陷得更深，摔得更
惨。

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日
前刊登 《面对现实：美国需要伊朗》
一文就称，过去 25 年，美国在中东
地区大肆浪费人力物力资源，让其自
身难承其重，如今要想恢复元气，必
须奉行一个新的中东战略，即不以强
行控制中东为目的，而是旨在实现相
当稳定的力量均衡。而无论美国的精
英们是否喜欢，伊朗正是当今中东一
个无法回避的地区大国，美国必须通
过与伊朗的全面和解来掌握自己的战
略命运。

而对于伊朗而言，长期严厉的经
济制裁已给其国内经济发展造成严重
压力，西方国家的孤立同样违背其当
初发展核工业进而成为地区强国的初
衷。同时，它也逐渐意识到，美国如
今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再颠覆其政
权。

形势已变，加上国家利益的驱
动，终于促使美伊这两个关键主角重
回谈判桌。这一次，他们表现出不同
以往的认真。

“既然这一次是认真的谈判，那
么各方围绕各自的利益诉求就会进行
顽强的讨价还价。”中国社会科学院
西亚非洲所研究员殷罡分析认为，这

是 2014 年以来新一轮伊核谈判依然
不断延期的重要原因。

谈判桌上，双方角力的仍是一些
老问题，却也是直切各自利益的命
门。

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及阿拉伯
国家而言，他们对伊朗并不放心，希
望通过达成协议，确保伊朗在未来
10 年之内不再生产核武器。而从更
为长远的视角看，他们的目的仍是遏
制伊朗。

而伊朗则希望全面解除制裁，消
解由此带来的国内压力，同时尽力保
留核技术，以此作为其成为地区强国
的有力支撑。

利益较量，各有所求，双方都希
望迫使对方做出最大程度的让步，自
己获得最大可能的利益。关键问题谈
不拢，最终协议也就难以落地。

“伊核谈判的最终协议还涉及很
多复杂棘手的技术问题，这也需要更
多的时间落实每一个具体的细节。而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各方一再推延达
成协议的时间，正是因为希望达成的
协议能够尽量保证各方都能接受。”
在李伟健看来，如今一方面美伊双方
彼此之间的信任仍未完全建立，各方
希望达成更为明确的解决方案，防患
未然，另一方面也恰恰反映出各方达
成协议的意愿并未改变，甚至更为迫
切。

① 推迟，推迟，又推迟

莫盖里尼在 7 日的磋商后表示，
谈判在向前推进，如今已进入到最为
困难和敏感的阶段，“一些问题仍存
在争执，同时也有一些问题已取得进
展”。

在专家看来，比较坏的一种结果
是各方谈判意愿没有改变，只是继续
推迟日期，这不会改变谈判的本质，
但会带来不利影响，因为美伊双方国
内的反对力量以及一些反对伊核谈判
的国家，可能会以此为由再次发难。

然而，更多的观点则认为，不同
于以往，如今伊核谈判全面协议的达
成火候已到，美伊双方势在必得。

谈判各方也相继释放出积极的信
号。

美国国务卿克里日前就表示，虽
然成败仍存变数，但伊核谈判的确已
取得进展。

伊朗通讯社则援引鲁哈尼的话
称，谈判中的许多关键问题已得到解
决，如果有关方面不提出额外要求并
保证谈判在框架内进行，其中一部分
关键点将在未来数日内得到解决。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7日也向媒体
表示，伊核问题全面协议已经近在咫
尺，谈判团队将展开具体和实质性的

磋商。
“如果全面协议达成，那将在一

定程度上推动美伊 36 年来敌对关系
的改善，使伊朗整体的生存环境发
生变化，也将给目前政治秩序几乎
崩溃的中东地区增添更多变数。”李
绍先认为，中东地区其他各种关系
都将围绕美伊关系的变化重新分化
组合。

李伟建也认为，短期内，全面
协议的达成会引起以色列、沙特等
国的情绪性反弹。“比如沙特阿拉伯
就会要求发展核技术，建造一些核
电站。”

“而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伊核谈
判的达成有利于地区的稳定和安全。
一方面美伊能够在合作反恐方面达成
一致，对国际反恐行动有所帮助。另
一方面，美国从中东地区撤出之后，
希望在这里构建一个相对平衡的新安
全框架，使几个地区大国相互构成钳
制。”李伟建说。

殷罡也认为，作为什叶派穆斯林
国家，伊朗具有同西方社会一同反恐
的天然身份，长期以来也一直是反恐
的积极参与者和主要获益者，伊核协
议的达成将使其更为活跃地配合、参
加国际社会的反恐行动。“中东地区
如今仍有许多‘火药桶’，如果伊朗
这个‘火药桶’的引信被拔掉，其他
一些‘火药桶’的引信也将随之被拔
掉。”殷罡说。

而对于国际社会而言，同样非常
欢迎伊朗全面核协议的达成。

在今年4月洛桑协议达成时，西
班牙《起义报》就刊文称，除了以色
列和沙特之外，伊核协议对于大部分
国家而言是一个多赢协议：美国获得
伊朗不制造核武器的保障；伊朗受到
的制裁获准取消，其国内经济或将由
此重塑，地区地位和世界地位也将得
到进一步增强；俄罗斯因为在其中的
推动作用提升了政治影响；中国得到
了伊朗更多的油气供应；欧洲则看到
了解决恐怖主义问题的曙光。

如今，谈判各方还在为一份更大
的多赢协议做出最大的努力。在最新
的截止日期前，谈判能否如愿一锤定
音，世界正屏息等待。

② 富有诚意的角力

③ 最终协议会影响谁

（资料整理：李 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