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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中伊金融合作”课题组

9月27日-10月2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一行4人受邀赴伊朗调研，

走访了 14 家金融、经济、外交部门与高校、智库机构，与 60 多位伊朗精英就金

融制裁下的伊朗最新情况、中伊关系、伊美未来等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对

话与内部探讨，包括宗教领袖首席外交顾问、前外交部长和总统候选人韦拉亚提

等都对人大重阳课题组表达了伊方直白的看法。课题组认为，伊朗的国际地位“被

提升”，伊朗对中国全球战略的重要性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伊朗对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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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空前高涨。美伊关系有可能走向缓和，我应提前抓住“对伊朗要价最高”的

有利时机，低价加仓，借不久后可能成行的中国领导人访问伊朗之机，全面提升

我对伊朗的战略关系。现将相关看法汇总如下：

一、伊朗对中国的战略重要性空前提升

近年来，伊朗正在“被崛起”。目前，传统意义上的中东强国埃及、伊拉克、

叙利亚、利比亚、土耳其、沙特等国均因近年来的诸多变故，对中东的主导能力

被大大削弱。长期保持国家稳定的伊朗，借中东对手们实力衰退之机，推进什叶

派势力的扩张，大幅提升在中东地区的话语权。伊朗的国际影响力达到了霍梅尼

革命 35 年以来从未有过的高度，堪称“被崛起”。

“伊斯兰国”(ISIS) 近期以来的兴起，也在提升伊朗的全球地位。伊朗与“伊

斯兰国”的天然敌对性，使伊朗跃升成为阻隔快速变异式蔓延的各类伊斯兰教极

端势力的首要屏障，是“中东反恐桥头堡”，对中国新疆形势及防范宗教极端势

力浸透的战略意义重大。

伊朗还是“全球化网络”中制衡美国的最独立战略力量。长期受美国制裁的

伊朗自我衍生出了基于石油非美元结算的独立金融服务网络以及完全自主的根服

务器，对希望保持战略自主性的中国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目前，中国东部面临

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重视伊朗将起到围魏救赵的作用。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伊朗更突显了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丝绸之路”的北、

中、南、海四线当中，伊朗几乎都是必经之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大棋盘中贯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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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一带”的枢纽，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关键一环。

通过在伊朗国内的调研，人大重阳课题组发现，伊朗发展潜力正处在“释放

前夜”。伊朗经济与社会发展在美国制裁下压抑了 35 年。新总统鲁哈尼执政后，

美伊双方频频释放改善关系信号，虽美伊两国完全交好的可能性，还取决于伊核

谈判等各种不确定因素，完全转寰的可能性不大，但从走访情况看，任何国际形

势缓和都能使伊朗发展“触底反弹”。有人预测，2014 年伊朗 GDP 增长将达到 4.8%。

较为扎实的工业底子、年轻而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口结构，使得伊朗具有巨大的发

展势能，只待合适时机喷薄而出。对此，我国需要以务实、战略、全球与长远的

视角重新审视伊朗的至关重要性。

二、伊朗急切期待中国国家领导人的访问

从人大重阳课题组走访的情况看，伊朗诸多高官、智库和学者对中国的期待

都相当高，尤其认为，中国国家领导人已有 12 年未曾访问伊朗，现在是访问伊

朗的最好时刻。

伊方很期待，中国领导人访问将是伊朗化解美国制裁、加速国际格局变迁的

重大事件。长期以来，伊朗人对 30 多年来经受美国制裁的忍耐力与抗压性倍感

自豪。伊方认为，美国的金融制裁效用越来越小，伊朗有许多绕开制裁的手段，

再严酷的制裁也阻止不了波斯民族的对外经商。事实上，制裁没有实质性地影响

到伊朗社会的正常运行，反而强化了伊朗独特的、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这些年来，

伊朗与俄罗斯、印度的关系不断提升，对欧盟尤其是德国保持着密切关系，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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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裁阵营已经被分化。如果中国领导人能访问伊朗，是全球“去美国化”进程

的重要体现，将进一步瓦解美国霸权。

伊方不断强调，中伊关系急切需要首脑高访，来刺激两国目前在一些重大基

础设施建设、资金短缺、金融合作等方面暂时搁浅的谈判进度。伊方认为，伊中

分歧与伊美矛盾有本质区别：美国对伊朗缺少诚意，得寸进尺，意在推翻伊朗现

政体，伊朗不能在关键议题屈服，伊美矛盾很难完全化解。而中伊分歧则不是“是”

与“否”的差异，而是“谁赚多谁赚少”的价钱协商。退一万步说，即便美伊关

系好转，中国在伊朗的作用仍是“无可替代的”。当前伊朗各类重要基建项目都

由中国公司承包，中国是伊朗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与资金提供者。此时中国领导人

访问伊朗，将会得到伊朗的“大礼包”。

在发展释放的前夜，伊朗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好奇与热忱空前高涨。伊朗高层

已初步形成“安全靠俄罗斯，经济学中国”的政治共识。伊朗不但效仿中国开展

五年计划，且打算仿照中国的经济特区模式建立“工业开发区”。当前伊朗“五五

计划”（2011-2015）进行的油气投资近 2000 亿美元、铁路投资 400 亿美元、制

造业投资 140 亿美元，只有中国能向伊提供大规模融资。为换中国帮助，伊朗愿

在一些领域提供优惠或进行让步，例如建立专供中国的石油储备库、专门面对中

国企业的“产业特区”等。此外，伊朗方面对人民币国际化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抱

有浓厚兴趣，希望尝试货币互换、中伊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探讨。

三、当前是中国“低价加仓”、加强对伊关系的大好时机

当前，受到美国制裁与排挤的伊朗，其“国家势能估值”仍处低位期。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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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关系存在缓和可能性，伊朗的“估值预期”正在走高。中国应抢在美国及其他

大国之前，在对伊合作上“低价加仓”。

——建议我国家领导人在未来半年内择机访问伊朗。当前中伊大量重大项目

在签订后落实不力，涉及金额高达数百亿美元。经过调研，项目搁浅的普遍逻辑

均是“在美国制裁的背景下，落实 A 项目需以 B 方面合作展开为前提，而 B 方

面合作展开又需以 C 条约签订为前提”。很明显，双边合作的政策、法律和政治

环境滞后于经贸发展。解决这一根本问题需要两国领导人从两国战略、长远发展

的大局着眼，建立部长级的长期对话机制与智库二轨对话模式，从顶层设计的高

度协调中伊发展步骤。在这次访问中，伊方也充分表达了与人大重阳进行智库二

轨对话的意愿。从这个角度看，我国家领导人对伊朗进行国事访问，将中伊关系

升级为目前中国已有的 50 多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之一，定能在各个层面带

来实质推进。

——扩大从伊朗进口资源的规模。伊朗有“世界矿产博物馆”美誉，占全球

矿产资源总储量的 7%，由于制裁和技术等原因伊朗每年矿产实际产出仅占全球

2%。目前铁矿石已取代原油成为伊朗对华出口增长最快的资源品种，显示油气资

源之外中伊能源领域合作的新潜力。中伊双方应将资源合作机制从油气勘探开发

升级到全领域综合合作框架。可研究设立伊朗资源项目数据库，并探讨公私合营

模式（PPP），设立中伊资源开发公私合营基金，用于伊朗资源项目开发融资。

——加强中伊教育合作。在对伊文化、教育与对外合作领域，中国却远远落

后于西方特别是德国。伊朗许多高校都有与德国高校的年度互访关系。西方的意

识形态渗透对伊朗年轻人影响巨大，甚至严重影响到他们的对华看法，对中伊关

系的长远未来构成威胁。因此，从长远规划的角度，建立双方高校互派访问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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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机制，加强对伊朗各层次人才、各学科人才的培养迫在眉捷。在这方面，中

国人民大学等知名高校已提前做了不少准备工作，愿随时承担国家安排的重任。

——将伊朗定位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枢纽国。中国可主动提出帮助伊朗建

立一系列“经济特区”，连接中国产业链，使其丝绸之路经济带枢纽作用更加显现。

可尝试规划建设“里海沿岸 - 马什哈德 - 恰赫巴哈尔港”纵贯伊朗南北的高速货

运铁路，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南、中、北三条路线以及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全

部贯穿起来，连接中亚与海湾世界两大油气资源产区，构筑中国新疆直通阿拉伯

海的战略大通道，打造“使新疆成为沿海省区”的客观效果，实质性地延伸中国

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尝试探讨提升中伊金融合作水平。当前中伊之间汇款、项目融资缺位、

银联卡无法使用等金融壁垒，日益成为中伊扩大经济往来的基本障碍。长期以来，

中国金融机构由于担心美国制裁而拒绝开展对伊业务。为解决这一问题，双方可

参照相关经验，在货币互换、建立独立清算支付网络等方面，探讨绕开依附于美

国的贸易结算系统、直接建立双方资本市场互通渠道，形成人民币直接对伊投资

机制的可能性。在商业银行领域，应探索通过适当方式办理现钞兑换、供应及回

流业务，现钞防伪技术等合作办法，通过人员互访、培训、技术合作等方式，加

强金融经验交流，这些金融探讨即便不落到实处，也定将起到警告美国减少西太

平洋对华施压的作用。

——将提升对伊朗关系与平衡对美关系结合起来。从观念上坚信，发展对伊

关系将有助于改进而非危害中美关系。美国将伊朗视为头号敌对国家，以此为基

础威胁制裁与伊朗开展合作的国家或企业。事实证明，很多顾忌美国感受、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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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意志、进而忌惮增加对伊合作的国家，并没有换回美国的正向和同等回报；

相反，美国通常愿意向外交强势的国家做出让步。发展对伊关系将有助于在金融

治理和地区关系上建立一个美国难以插手的“经济小循环体系”，成为中国可用

来平衡美国的一种战略手段。从积极面讲，中国应摆着愿意扮演美伊关系的调停

者身份，化解美国就中国发展对伊关系的不满，进而扭转中美关系的不对称性，

捍卫中国国家利益。

( 执笔人：陈雨露、华黎明、王文、贾晋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