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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前来考察市场的中国商界人士，但

其中很多人只是匆匆过客，考察的结

束也就意味着他们和伊朗往来的终

结——几乎完全陌生的伊朗市场让他

们望而却步。 

 伊朗市场是有独特个性的，它

源于一个具有多面性格的文化。若想

从一个市场上获利，必须对孕育这个

市场的文化有足够的认知；而要对异

域文化有深刻认知，就离不开对当地

社会的洞察。目前，从中国方面讲，

缺乏对伊朗社会的洞察是在伊朗推进

“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最大短板之

一，这需要学界、商界、政府部门的

合力弥补，而且要各司其职、相得益

彰。在国际交往中，仅仅拥有金钱这

个砝码是不够的。 

 迄今中伊合作没有达到预期，当

然也有伊朗方面的原因。现政权建立

后伊朗遭到西方国家的制裁，在这种

情况下，俄罗斯、中国就成为伊朗对

外合作的关键目标国。不过，尽管伊

朗拥有一部痛苦的与俄罗斯关系史，

但是当下伊朗与俄罗斯交往的愿望不

会弱于和中国交往的愿望。况且国际

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西方国家的制

裁终究会有撤销的一天，怀有一颗西

向之心的伊朗也一直在等待，这也

部分制约了伊朗与中国开展合作的意

愿。所以我们看到，虽然伊朗领导人

在论及中伊关系时腔调甚高，但是在

与中国合作时又常常心怀他国，这是

中伊合作进展不理想的重要原因。 

 全面核协议达成后，伊朗国内曾

一片欢腾，很多人非常乐观地认为伊

朗终于可以再次融入世界大家庭，与

欧美国家的合作似乎也要拉开大幕。

的确，近年来到伊朗考察的欧洲人越

来越多，但是结果并不尽如人意。当

核协议达成带来的亢奋消失后，伊朗

发现自己的处境并没有大的改善——

欧美国家的制裁并未如预期的那样解

除了，特别是美国还对伊朗实施了新

名目的制裁（今年1月17日美国宣布

的新制裁措施禁止参与导弹研发项目

有关的11家单位和个人使用美国银行

系统）。笔者目前正在伊朗工作、

考察，感觉当下的伊朗社会又回到了

核协议达成之前的状态——悲观、彷

徨、高失业率以及低工资。 

 面对如此现实，伊朗需要进行新

的选择。虽然论及历史，伊朗与欧美

国家的交往更为密切，这一特征的确

在影响着伊朗目前的对外关系发展期

待。但是，就像中国人普遍缺乏对当

下伊朗的客观认知，绝大部分伊朗人

对现在的中国也没有像样的认识。总

体而言，伊朗人的世界大国观确实到

了需要更新的时候，再只盯着欧美已

不合时宜了，因为中国早已不再是许

多伊朗人眼中的那个落后国家，而是

目前伊朗最亟需与之深度合作的世界

大国。 

 在新形势下，中伊各自面临的发

展任务本应是双方接近的强大动力，

但是目前这种动力还比较弱小，其关

键原因就是两国间缺乏足够的互相认

知。因此，中伊两国接下来最应该做

的就是加强民心相通，客观地认知对

方，进而构建更好的双边关系。 

 （作者为厦门大学中东研究中心

主任）  

  9月初，我受厦门大学委派赴伊

朗执行校际友好合作项目。我乘坐的

是中国南航的航班，在乌鲁木齐登机

后发现乘客并不多——其实这也是目

前中国—伊朗航线的基本状况，除

了中国的旅游高峰期和重大节假日

外，其他时间段这条航线的上座率并

不高。中国于2013年提出“一带一

路”倡议，伊朗于去年与有关六国

达成全面核协议，从字面上理解，中

伊合作现在应该进展飞速，但实际上

双方达成的实实在在的新合作还是相

当有限的。 

 期待中的中伊关系“新局面”为

什么没有出现呢？首先要认识到一个

事实，即中国和伊朗的交往并非始于

“一带一路”，它有自己的规律。纵

览中伊漫长的交流史，两国均是在基

于自身整体外交的基础上来发展与对

方关系，历史上中、伊均不是对方外

交的核心考虑因素，所以，两国虽然

没有发生过严重冲突，但也没有什么

亲密的合作。 

 从中国方面讲，“一带一路”的

确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国家发展方略，

但是相关部门、行业、人员对“一带

一路”的认识和理解还需加强。“一

带一路”是一项对外的倡议或战略，

如果太过于自我的话很难成功，甚至

不会成功。然而遗憾的是，目前中国

高举“一带一路”大旗的多之又多，

而脚踏实地寻找恰当发展路径的少之

又少。 

 根据这几年我对伊朗的实地考

察，想到伊朗发展的中国商人或商家

其实为数不少，我每次来伊朗都会遇

  期待中的中伊关系“新局面”
为何没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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