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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中国与伊朗关系》是全方位研究中国一伊朗关系的学术专著。
以中伊关系的发展历史、影响中伊关系的主要因素为轴线，客观地再现了中伊关系在不同时期的全貌
，探寻了中伊关系的演变机制。
书中以国家利益为核心，重点剖析了21世纪初期以来世界格局和两国国情变化对中伊关系的影响、两
国的外交决策机制和对外战略布局，并对中伊关系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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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历史上中伊两国没有发生过冲突。
但是，近代以来两国分别沦为了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对外政策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列强国家。
巴列维国王时期，为了伊朗的国家利益（为了维护国王政权的统治），国王在大国夹缝间周旋，寻求
大国的支持，平衡大国的欲望，伊朗的外交政策受到沙俄、苏联、英国、德国以及美国的左右。
伊斯兰革命以后，伊朗伊斯兰政府起初选择了同时疏远美国、苏联，发展与伊斯兰国家和中国等的关
系，之后把对俄罗斯、欧盟的政策进行了调整，这种调整虽然仍然受到世界强大势力的影响，但是其
性质已经变成主权国家对外政策的自主性调整。
 鸦片战争以后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受到英、法、德、意、美、日、奥、俄等殖民帝国主义国家的
侵略和掠夺，日本侵华，中国濒临亡国，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害——被列强割地赔款、开放门户、勒
索通商、丧失内外主权。
加上军阀混战，旧中国的对外政策受到列强国家的严重制约。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坚持奉行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内政外交政策，因其如此
，才与当年的苏联“老大哥”分道扬镳，在世界上敢于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
当今中国的外交政策、包括对伊朗政策，肯定会受到世界大国因素的影响，但它表现的是国家外交主
权对国际局势的掌控和利用。
 国家利益是驱动伊朗主动发展中伊关系的根本动力。
当伊朗的能源资源没有市场出路的时候，当伊朗的基础建设和工业发展缺乏技术和资金的时候，中国
对伊朗的意义就会凸显出来。
此外，伊中关系对伊朗的政治利益也是明显的，伊朗需要中国帮助其摆脱孤立的国际困境。
对伊朗来说，它政治上面临美国的制裁和国际围剿，需要中国对它的国际支持，尤其是中国在安理会
的一票否决权。
如果有一天美国将伊朗的核武器问题提到安理会，伊朗希望中国能为之解围。
 伊朗对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也有着自己的追求，那就是希望借助上海合作组织，可以更加接近中国和俄
罗斯，寻求中俄更大的支持，上海合作组织这个平台可以为伊朗抗衡西方增加政治积分，也能够扩大
伊朗在中亚的影响，当然还能够借机改善伊朗与中亚国家的关系，便于伊朗介入中亚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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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中国与伊朗关系》对于研究世界格局变化、中东问题、伊朗核问题等方面的学者和读者，具有
重要的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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