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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过长达 12 年的马拉松式谈判，

7 月 14 日，安理会五大常任

理事国加德国与伊朗终于就全面解决

伊核问题达成协议，消息传出后伊朗

国内一片欢腾。随着悬挂在伊朗头顶

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被移除，这个中东

大国也有望走出三十余年来的发展困

境，迎来其历史进程中的新篇章。

从波斯帝国到伊斯兰共和国

以波斯人为主体的伊朗具有光辉

灿烂的历史。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居鲁

士大帝就开创了波斯帝国，这也是人

从波斯帝国到伊斯兰共和国
——地区变局下的伊朗政治体制透视
■   范鸿达／文

类历史上第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

世界性帝国，该帝国在国家行政管理

方面的一些创制惠泽后世各地。在辉

煌之后，波斯帝国遭遇到来自希腊的

强大挑战，并且在公元前四世纪的希

波战争中惨败。为了摆脱希腊人的控

制，伊朗人进行了持续抗争，并最终

于公元前 247 年建立帕提亚王朝（即

我国史书中记载的“安息”），之后又

于公元 224 年建立被称为第二波斯帝

国的萨珊王朝。不管是帕提亚王朝还

是萨珊王朝，都陷入了与罗马帝国的

持续战争中。公元七世纪阿拉伯人兴

由于伊朗实行政教

合一的政治制度，

作为伊朗最高宗教

领袖的哈梅内伊对

内政外交拥有绝对

权威。只有得到最

高宗教领袖的支

持，伊朗总统的政

策才能够得到顺利

施行。图为伊朗最

高领袖哈梅内伊在

德黑兰向人群挥手

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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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并在 651 年完成对萨珊王朝的征

服，之后伊朗长期处于异族他国的统

治之下。尽管伊朗人先后处于阿拉伯

人、蒙古人的统治之下，但是借助本

身底蕴深厚的文化和先进的国家治理

经验，伊朗人对阿拉伯和蒙古统治者

均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反作用，尤其是

在阿拉伯帝国时期，有大量波斯人出

任帝国高官。

1502 年萨法维王朝建立，重新

赢得国家主权的伊朗再次发展成为中

东地区的显要角色，也正是从这个王

朝开始，什叶派伊斯兰教被定为国教。

1796 年恺加王朝取代萨法维王朝后，

英国和俄国势力逐步渗入，伊朗越发

失去自主性，而且领土也逐渐缩小，

失去了对高加索和阿富汗部分土地的

控制。内忧外患之下，伊朗有识之士

在 20 世纪初期掀起轰轰烈烈的立宪

运动，并催生了 1906 年宪法，该宪

法亦被伊朗巴列维王朝所采用，直到

1979 年才退出历史舞台。

1925 年伊朗巴列维王朝建立，

首任国王礼萨王对国家进行了以世俗

化和民族化为导向的现代化改革，伊

朗社会面貌迅速改观，但同时也引发

了伊朗宗教阶层的不满。次任国王巴

列维不仅是一名波斯民族主义者，而

且还具有非常明显的西方化倾向，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滚滚而来的石油美

元让他豪情万丈，为了尽快把伊朗建

设成为世界强国，巴列维国王开展了

声势浩大的“白色革命”，接连推出

几个五年计划，伊朗成为那个时代发

展最为迅速的国家之一。但是另一方

面，巴列维国王的世俗化、西方化、

军事化发展倾向，以及国内广泛存在

的腐败等行为，也使当时的伊朗深陷

危机。

这样，对于 1977 年的伊朗，乐

观者认为它是一个朝气蓬勃、飞速发

展的现代化国家，悲观者认为它是一

个危机四伏、面临变革的问题国家。

面对同一个客观主体，竟然产生如此

大的认识差异，让人唏嘘不已。此时

伊朗所呈现出来的“阴阳差异观”在

世界诸国的发展进程中并不罕见。

在“两个伊朗”的搏击中，“问

题伊朗”很快就占据了上风；随之而

来的，就是对伊朗、对中东、对世界

均产生重大影响的伊朗伊斯兰革命。

参加革命的各支力量尽管在伊朗未来

的发展方向上观点各异，但是在把巴

列维国王赶下台这一点上意见高度一

致。最终，以宗教领袖霍梅尼为精神

支柱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埋葬了巴列维

王朝，1979 年 4 月 1 日，延续至今

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宣告成立。

宪法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政治的塑造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基于霍梅尼

的思想而建立的，霍梅尼本人的理念

对这个新生政权影响甚大。1902 年

霍梅尼出生在一个伊斯兰教情结非常

浓厚的家庭，他从小受教于伊斯兰教

学校，研读《古兰经》和其他一些宗

教经典书籍，少年时期也曾到伊拉克

求学伊斯兰知识，学成后一直定居于

伊朗伊斯兰教圣城库姆，成为一位学

识渊博、身负众望的伊斯兰宗教领袖。

霍梅尼对巴列维国王日益明显的世俗

化日益不满，对国王的土地改革和亲

美政策也颇有微词，所以早在 1963

年就在库姆发起了反对国王的游行示

威，他也因此被流放国外十几载，直

到 1979 年 2 月 1 日，霍梅尼才以胜

利者的姿态重返伊朗。霍梅尼主张建

立伊斯兰政府、实现教法学家的统治、

反对君主制以及建立伊斯兰世界秩

序，因为伊斯兰革命成功后霍梅尼在

新政权中处于毋庸置疑的领袖地位，

所以他的上述思想对伊朗的政治构建

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1979 年版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宪法规定，伊朗实行政教合一的政治

制度 ；1989 年 4 月，伊朗对宪法进

行了部分修改，强调了伊斯兰信仰、

体制、教规、共和制及领袖权力的权

威性。依照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

伊朗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

的共和政体；由专家会议选举产生的

领袖是伊朗的最高领导人和政教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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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体的象征，其权限包括任免宪法监

护委员会半数成员、司法总监、音像

组织主席、武装部队参谋长、革命卫

队司令以及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队的司

令；颁发总统委任状，在总统有渎职

行为或议会认为总统政治上无能的条

件下罢免总统等。也就是说，伊朗伊

斯兰共和国的核心权力都在领袖的掌

控之中。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规定，总

统是继领袖之后的国家最高领导人，

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由选

民直选产生。总统可授权第一副总统

掌管内阁日常工作，有权任命数名副

总统，协助主管专门事务。总统经选

举产生后一定要经过领袖的批准方可

生效，而且领袖可以根据议会或最高

法院的裁决罢免总统。不掌握国家核

心权力的总统既要向选民负责，又要

向领袖负责。伊斯兰议会是伊朗最高

立法机构，它有权批准同其他国家签

订的条约、协议、合同，可以对总统

和部长进行质询和弹劾，有权批准政

府需要采取的紧急措施等，但是议会

通过的任何议案必须经过宪法监督委

员会（宪监会）的批准后才能成为法

律。

所谓宪监会，是为了维护伊斯兰

法规和宪法 , 使伊斯兰议会通过的

决议不与其相违背，依照宪法特别成

立的机构，它共有 12 名成员，包括

六名领袖推举的伊斯兰教法学家和六

名法律专业的穆斯林法律学家 , 后

六名成员由司法院院长向伊斯兰议会

推选并由议会投票选出。根据宪法

赋予的宪法解释权 , 宪监会认为自

己的监护权适用于选举的各个环节 , 

包括对候选人资格进行甄选宗教领

袖、总统和议会，这对伊朗的选举产

生了重大影响，很多人因为诸多限制

而无法取得候选人资格。现在伊朗总

统选举不是政党之间的竞争，一般是

有意愿的政治人物宣布参选，宪法

监护委员会对其参选资格进行审核认

定。1997 年总统大选 , 起初有 238 

名宣布参选，但最后只有 4 人通过了

宪监会的审查和筛选。

在伊朗时下的政治体制中还有一

个非常突出的机构，那就是 1988 年

3 月成立、1989 年 7 月经宪法确认的

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

为领袖制订国家大政方针出谋划策；

协助领袖监督、实施各项大政方针；

当议会和宪法监护委员会就议案发生

分歧时进行仲裁。从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宪法来看，伊朗现行的政治体制是

以领袖为核心运转的，宗教色彩非常

浓厚，这也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

以及发展至今的主要理念支撑。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的领袖与总统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第一个十年

以霍梅尼为领袖，这一时期派别斗争

在伊朗政治中相当明显。先是自由派

与教士之间的争斗，在教士阶层取得

权力优势后，其内部的激进派与温和

派又进行了持续的权力争夺。值得注

意的是，尽管存在派别斗争，但很少

有某派力量能够取得绝对优势，因为

位高权重的霍梅尼很好地扮演了权力

“调节器”角色。

1989 年 6 月 3 日霍梅尼逝世，

次日哈梅内伊被推举为伊朗最高宗教

领袖。哈梅内伊能够出任领袖，其超

凡的政治能力是第一要素，他曾担任

国防部副部长、革命卫队司令、德黑

兰市教长、霍梅尼在最高国防委员会

的代表及该委员会主席，尤为重要的

是他还担任过执政的伊斯兰共和党总

书记，并且是当时的共和国总统。哈

梅内伊的这一特性，使其在制定政策

时会更多地考虑现实政治的需要，这

也是后霍梅尼时代初期伊朗出现政策

缓和的主要原因之一。不过哈梅内伊

担任的毕竟是政教合一国家的领袖，

伊朗外长扎里夫及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2015年7月14日发表联合

声明，经过最后一轮半个多月的谈判，伊朗及伊核问题六国（美国、英国、法国、

俄罗斯、中国和德国）终于达成全面协议。图为7月14日，在伊朗德黑兰街头，民

众欢呼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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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属性要求他一定要坚守宗教和前

任霍梅尼之思想。而且，由于哈梅内

伊的影响力无法与霍梅尼相提并论，

这导致伊朗权力有了一定程度的分

散，国家二号人物总统的权力有所加

强。

作为国家一号人物，哈梅内伊对

总统支持与否事关重大，若二者的观

点一致，总统的政策制定与实施就会

得以顺利进行，而二者意见若相左，

总统的行动就会大大受到限制。哈梅

内伊出任领袖以来伊朗共产生了四

位总统，分别是拉夫桑贾尼（1989-

1997）、哈塔米（1997-2005）、内贾

德（2005-2013）和现任的鲁哈尼

（2013 至今）。拉夫桑贾尼于 1989 年

当选为总统，是后霍梅尼时代伊朗的

又一位权势人物，也是当时伊朗最著

名的务实派代表人物，出任总统后推

出振兴伊朗经济的首个五年发展计划

（1889-1994），在外交上也大打温和

牌，取得较好成绩。但是到拉夫桑贾

尼总统后期，哈梅内伊经常发表反

对外国投资、反对西方文化、反对与

西方发展过多关系的言论，拉夫桑贾

尼总统的务实政策越来越难以取得实

效，其改革形象也大为受损。

在 1997 年的总统大选中，更富

有改革和创新精神的哈塔米当选为伊

朗总统。哈塔米总统主张把伊斯兰教

的法律、传统与个人权利、自由、法

制及公民社会等观念结合起来，在他

看来，伊斯兰文化的确存在危机，在

警惕西方霸权的同时也要吸收西方先

进的文化、哲学精神。尽管哈塔米出

任总统后推出一系列改革政策，唤起

伊朗民众的热切期望，甚至在困顿已

久的伊朗美国关系问题上也取得较大

进展，但遗憾的是，从参加竞选伊始

哈塔米就不是哈梅内伊最希望获胜的

候选人，哈塔米所力推的内政外交越

来越不合哈梅内伊之意，国家一号人

物与总统的渐行渐远，使得哈塔米的

诸多政策陷入困境。

在事关未来发展路线的抉择关

口，2005 年伊朗迎来又一次的总统

大选，对霍梅尼思想非常推崇且受哈

梅内伊支持的内贾德赢得大选。内贾

德是一位思想保守对外激进的平民化

总统，在内政外交方面均推出一些富

有争议的政策，这既强化了伊朗内部

的伊斯兰特征，也把伊朗推进“核危

机”的国际漩涡中，伊朗遭受到更为

严厉的国际制裁，国家发展因此举步

维艰。内贾德虽然在 2009 年的总统

大选中再次胜出，但是这次大选结果

遭到伊朗其他势力的持续抗议，伊朗

甚至因此爆发了严重的政治动荡。

历经内贾德的保守执政，2013

年伊朗选民把温和务实的前核谈判代

表鲁哈尼推到总统宝座，鲁哈尼总统

力主求变，特别是在与国际社会的核

谈判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积极。面临国

内不满情绪的日益加重和本人遭遇挑

战的不断加大，哈梅内伊也加入到深

得民心的解决“伊朗核问题”的行列，

伊朗最终在 2015 年 7 月 14 日与安理

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加德国达成全面解

决伊核问题的协议，这是力主通过谈

判化解与西方矛盾的鲁哈尼总统的一

大胜利。

“伊核协议”

之后的伊朗政治发展

历经十余年的努力，伊朗和联合

国五大常任理事国加德国最终就伊核

问题达成协议，这对当下的伊朗而言

意义重大。在很大程度上讲，伊核协

议的达成既是伊朗政治改变的结果，

同时也是伊朗政治继续改变的催化

器。

尽管伊朗各力量大都认同伊朗有

和平发展利用核能的权利，但是在对

待“伊核谈判”问题上，伊朗内部的

意见并不一致。强硬派认为国际社会

在伊核问题上对伊朗频频发难，是对

伊朗人和平利用核能权利的剥夺，是

对伊朗国家尊严的冒犯。温和派虽然

也认为伊朗有权利进行核能的开发和

利用，但是也主张在这个问题上要与

国际社会合作，因为他们深知，没有

国际社会的谅解，不要说是伊朗的核

发展，就是国家的整体发展也大为受

限。伊核谈判之所以断断续续进行了

十余年，与伊朗内部政治是息息相关

的。

现在伊核问题以伊朗温和派主张

的方式获得初步解决，而且一定要注

意的是，这种方式也是绝大部分伊朗

国民所认同的，这势必增强温和派在

伊朗政治圈中的地位。笔者近些年来

一再赴伊朗考察，也经常与伊朗人交

流，获得的清晰印象是，目前伊朗民

众的主体诉求，基本就是温和派的努

力方向。现在伊朗民众普遍对现任总

统鲁哈尼有很高的期待，自然其威望

也是日益上升。若伊朗的强硬派仍无

视国内民众的需求，一味地对鲁哈尼

进行施压，其在民众中间的形象有可

能越来越负面。

始于 2010 年的“阿拉伯之春”

给伊朗造成很大震动，不管是官方还

是民间，都从其中获得借鉴。在伊朗

人心思变的当下，众所期盼的伊核协

议的达成，完全可以看作是伊朗温和

派的一大成绩，伊朗的（外部）发展

环境也将随之趋向改善，这定将增强

温和派对伊朗政治的影响力。

（作者系厦门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苏童）

国别政治National Polit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