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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面对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极限施压，伊朗没有选择妥协和消极应对，而是积极反制，

努力在政治外交上化解孤立、在经济上反击制裁以及在军事和战略上突破遏制。伊朗之所以做出

积极反制，既有其基于独特民族心理和宗教文化的战略文化缘由，也因为其改善对美关系的信心已

然丧失，以及美国谋求的目标超越了伊朗的承受限度。伊朗反制极限施压有助于鼓励其他受压对

象的坚决斗争，有助于增强欧洲国家相对于美国的外交独立性，也有助于实现国际贸易支付体系的

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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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将极限施压作为推行其外交战略的

主要政策工具之一，并将伊朗作为该政策的重点对

象。美对伊极限施压主要包括政治外交上孤立、经
济上制裁以及战略上遏制等。自伊朗伊斯兰革命以

来，美国历届政府均在不同程度上对伊实施了上述

政策，特朗普政府只是将此政策推向极致。面对美

国的极限施压，伊朗分别在政治、外交、经济和军事

战略上积极反制。所谓反制，是指对特定敌对行为

的反击，是比妥协和消极应对更为主动的应对政策。
伊朗将这种针锋相对的反制政策称为“极限抵制

( maximum resistance) ”，伊朗副外长阿巴斯·阿拉

格齐( AbbasAraqchi) 以及总统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赫

桑姆·阿什纳 ( Hessam al－Din Ashna) 均提到上述

概念。① 阿什纳指出，“面对美国极限施压，伊朗采

取了平衡使用政治、防务、法律以及媒体等为手段

的、积极的极限抵制战略。”②“极限抵制”的概念反

映了伊朗与美针锋相对的战略路线，突显了伊朗反

制美极限施压的战略决心。伊朗是地区大国，它对

美国的强硬反制不仅关乎双边关系，也必然撬动中

东地区乃至全球地缘政治大局，值得密切关注。

一、极限施压与强硬反制

美国对伊朗的极限施压主要涉及政治外交、经

济和军事战略领域，伊朗则在相关领域针锋相对，展

开了积极反制。

伊朗在外交上积极反制，化解了被孤立的压力，

进而在核问题上将美置于孤立境地。特朗普政府在

外交上孤立伊朗的努力超过以往历届美国政府。
2019 年 2 月 13、14 日，美国和波兰联合举行“为在

中东地区促进和平与安全的未来部长级会议”，也

即华沙峰会，以图促成国际社会共同孤立伊朗。为

给孤立伊朗找到法理依据，美国还要求国际原子能

机构于 2019 年 5 月 28 日召开理事会讨论伊朗开始

减少履行伊核协议义务的新情况。除此之外，美国

还多次在双边场合要求欧洲等有关方对伊朗施加压

力。美国历届政府均不同程度地实施了孤立伊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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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但专门为此召集国际会议还是第一次。
伊朗的外交目标应该是确保中、俄、特别是欧洲

站在伊朗一边，或是至少对伊朗持有同情。① 为实

现这一目标，伊朗高层做出了积极努力。伊朗总统

鲁哈尼改变了前三年的一贯做法，2018、2019 年连

续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多次参加俄、土、伊

“阿斯塔纳进程”，利用多边机制，争取中、俄等大国

的外交支持; 同时与外长扎里夫积极利用联合国大

会、慕尼黑安全会议等多边机制和平台，加强对欧洲

国家的外交。
伊朗通过一系列外交活动争取到了国际社会对

伊核协议的支持，赢得了国际社会对伊朗遭受制裁

的同情，为伊朗的反制争取到了国际社会的理解。
经过伊朗的努力，除美国之外，原伊核问题谈判有关

方多次召开会议讨论维护伊核协议问题，表示对伊

朗的支持。其中，2018 年 9 月 24 日，上述各方再度

于纽约举行外长会，并一致申明:“对美国单方面退

出全面协议、恢复根据全面协议及其附件二解除的

制裁深表遗憾，评估了寻找及落实务实解决方案的

进展。”②伊核全面协议联合委员会除美国以外的代

表还分别于 2018 年 5 月 25 日、2019 年 6 月 29 日以

及 2019 年 7 月 28 日举行会议，表达了对伊朗立场

的支持。
正是因为伊朗在外交上的反制，美国未能在

2019 年 2 月华沙峰会上构筑起孤立伊朗的阵线。
中、俄、法、德等未派代表参加会议，欧盟外交和安全

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以日程冲突为由拒绝出席会

议，英国外交大臣短暂出席会议后离场。换言之，除

了美国以外，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其他常任理事国在

内的主要大国均未表示支持，以孤立伊朗为目标的

一场峰会反而造成了美国自身的孤立。此外，2019
年 5 月应美国要求召开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会

议没有成为谴责伊朗的合唱，而是出现了强烈批评

美国退出伊核协议的声音。
伊朗在经济上全力突破封锁制裁并有所成效，

目前正在积极探索反制美元霸权的途径。美国对伊

制裁林林总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伊朗能源

出口的制裁，二是对伊朗金融体系的制裁，三是将伊

朗重要机构和人物列入制裁名单，进行定点制裁。

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制裁力度超过了以往美国历届

政府。奥巴马政府 2012 年对伊朗能源领域的制裁

主要是要求从伊朗进口石油的国家减少进口数量，

但特朗普政府 2019 年 4 月则要求上述国家从 2019
年 5 月 2 日起完全停止从伊朗进口石油，也即将伊

朗石油出口“清零”。也是在 2019 年 4 月，特朗普

政府将伊朗的正规军事力量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

“恐怖组织”，并对其进行制裁，甚至 2019 年 6 月将

伊朗的最高领袖和外长列入制裁名单。上述举措不

仅超过了此前美国历届政府所设置的制裁范围，而

且在国际关系史上鲜有先例。
诚然，美国制裁严重伤害了伊朗经济，使其遭遇

重重困难，但伊朗没有选择妥协和消极应对，而是积

极反制。伊朗首先力争扩大石油出口。由于面临制

裁，关于伊朗石油出口的数据无从得知，但美国对其

“清零”的目标则是远未实现。根据伊朗 2019 年 8
月的报道，伊朗石油出口量当时保持在每天 10 万桶

～41．7 万桶之间。③ 2019 年 9 月 4 日，美国宣布制

裁由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等机构官员操

纵的涉及多家实体和个人的石油销售和运输网络。
这从侧面表明，伊朗石油出口仍有一定的规模。其

对伊朗的利好既在于经济上，也在于政治上。
伊朗还在积极探索独立于美元体系之外的贸易

结算通道。一是要求欧洲建设“贸易往来支持工具

( INSTEX) ”以实现欧洲与伊朗之间的贸易结算，该

机制已经于 2019 年上半年开始运营，尽管其效果未

能让伊朗满意; ④二是 2018 年与中国达成关于双边

贸易本币结算的协议; 三是构建支持伊朗与印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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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贸易结算的金融机制，该机制已经运行 1 年; ①四

是与土耳其就双边贸易通过本币结算进行谈判。②

上述对外贸易支付手段的探索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了伊朗面临的结算困难，而且有可能为国际社会

效仿，成为削弱美元霸权的重要途径。
在战略上，伊朗突破了美国的遏制围堵，而且借

此使美在海湾地区进一步陷入困境。出任总统以

后，特朗普便试图在中东地区构筑以遏制伊朗为主

要任务的所谓“中东版北约”或“阿拉伯版北约”，后

又于 2019 年 7 月提出组建“护航联盟”的设想，以

遏制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然而，美国盟友

以及中东地区国家并不积极，上述计划均不了了之。
在多边联盟难以落实的情况下，美国主要还是通过

增加军力的方式遏制伊朗。2019 年上半年因为伊

美对抗升级，5 月下旬美国决定在中东地区增加

1500 名驻军，③6 月中旬再宣布增加 1000 名驻军。④

9 月，在沙特石油设施遭到袭击之后，特朗普政府再

度考虑在海湾地区增加军事力量。
伊朗对美国的遏制实施了全线反击。在叙利

亚，伊朗没有进行战略收缩，而是实现了军事存在，

而后作为“阿斯塔纳进程”的三方之一保持政治和

外交影响，并通过参与重建保持经济影响。⑤ 2019
年 1 月中旬、3 月中旬以及 5 月下旬，伊朗外长扎里

夫和总统鲁哈尼密集访问伊拉克，拜会伊拉克总统、
总理以及西斯塔尼等宗教界精英，与伊拉克签署了

金额高达 200 亿美元的合作协议，⑥以加强与伊拉

克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合作，也是为了抵消美国总统

特朗普 2018 年 12 月下旬突访伊拉克所造成的影

响。
伊朗还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进行了积极反

制。一是以实际军事行动表达威慑之意。2019 年 6
月 20 日，伊朗军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一架

RQ－4“全球鹰”无人机; 7 月 20 日，伊朗则在霍尔木

兹海峡抓扣了英国油轮“史丹纳·帝国”号，以报复

英国协助直布罗陀当局抓扣伊朗油轮“格蕾丝 1
号”，而英国的行为显然是受到美国的指使。二是

提出“霍尔木兹和平倡议”应对美国构建以遏制伊

朗为主要目标“护航联盟”设想。2019 年 9 月，伊朗

总统鲁哈尼在第 74 届联大发言时，提出了“霍尔木

兹和平倡议”，主张在海湾地区建立以伊朗等地区

国家为主导，以互不侵犯、以互不干涉内政为基础性

原则的集体安全。⑦

伊朗在军事和战略上的反制取得了明显的成

效。伊朗不仅比较成功地化解了美国的战略讹诈，

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战略主动权。特朗普政府屡屡表

示“一切选项”都有可能，暗示其对伊朗极限施压是

以军事手段为后盾。但是，伊朗击落美国无人机、抓
扣英国油轮之后，特朗普政府慑于伊朗可能的报复，

并未对伊实施军事打击。伊朗的上述行动试出了美

国的底线，也即美国并没有对伊使用军事手段的政

治勇气和决心。不仅如此，通过上述军事和外交行

动，伊朗突显了其独特的战略地位，在一定意义上彰

显了其应对霍尔木兹海峡复杂安全形势的能力。

二、伊朗反制极限施压的必然性

伊朗对于美国的极限施压进行全面反制的行为

并不是偶然选择，而是植根于伊朗独特的战略文化

以及伊美互动的经验教训，也是因为美国在伊朗问

题上抱持不切实际的目标。
第一，伊朗的反制植根于伊朗独特的战略文化。

“伊朗历史是一部盛衰荣辱交替出现的交响曲，既

有雄霸地区乃至世界的辉煌历史，也有丧权亡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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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惨过去。”①伊朗独特的历史造就了其独特的民族

性，这主要表现为两种心态，一是基于波斯帝国辉煌

大业的大国心态，二是缘于屈辱历史的受害者心理。
波斯帝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

帝国，其辉煌历史仍然是 2500 年后的当代伊朗傲视

西方群雄以及周边国家的心理基础。伊朗外长扎里

夫便常常以“波斯文明的继承者”②指称伊朗。同

时，伊朗还经历了漫长的屈辱历史，曾经遭遇过阿拉

伯人和蒙古人的侵略、征服，近代沦为英国和沙俄的

殖民地，当代则长期饱受强权政治之苦。这种屈辱

历史培育了伊朗面对外部威胁十分敏感的民族心

理。伊朗的什叶派宗教也是影响伊朗战略行为的重

要文化因素。独特的民族心理和宗教文化历经千年

变迁，沉淀为民族性格，是伊朗反制政策的重要文化

基因。正如基辛格指出，伊朗“骨子里仍然保持着

独立，维持着自己特有的世界观”。③ 漫长的屈辱历

史、波斯帝国的辉煌，以及阿里遭遇篡权、侯赛因反

抗强权的独特历史则赋予什叶派伊朗以反抗强权、
追求公正的宗教文化，塑造了伊朗的民族文化，注定

了现代伊朗将大国雄心、受害者心理和反抗强权文

化集于一体，构成其反制极限施压的情感动力和思

想源泉。
第二，伊朗的反制缘于伊美历史恩怨的教训。

伊朗的民族心理和宗教文化具有反抗强权、反对不

公正对待的因子，但之所以在当代具体化为现实战

略和政策，是因为美国对待伊朗的政策为之提供了

动力和路径。换言之，伊斯兰革命以来，伊美关系的

发展特别是美国对伊政策，使得伊朗对改善伊美关

系失去了信心。
伊朗在拉夫桑贾尼总统任职期间 ( 1989 ～ 1997

年) 不惜以优惠条件开发石油资源争取与美缓和关

系，但美国经国会通过、克林顿政府批准而实施了制

裁伊朗的“达马托法”，致使拉夫桑贾尼政府徒劳无

功。哈塔米政府 ( 1997 ～ 2003 年) 在“9·11 事件”
后明确承诺为美国军事打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提供

方便，如开放空中通道、提供救援等，还劝服阿富汗

北方联盟接受美国关于阿富汗政治过渡的有关安

排，但小布什政府却将伊朗列为“邪恶轴心”和“暴

政前哨”国家。鲁哈尼总统试图通过谈判达成伊核

协议、实现伊朗与美西方关系的全面缓和，④但特朗

普政府全盘否定伊核协议，重启各项对伊制裁。

伊斯兰革命后伊美关系的发展似乎走进了一种

怪圈，每当伊朗试图改善对美关系、或者说每当伊美

关系即将转圜之际，美国对伊政策便会急剧逆转。

伊朗的拉夫桑贾尼、哈塔米以及鲁哈尼三任总统任

期改善伊美关系的经历莫不如此。其症结在于，美

国国内存在强大的反伊朗政治势力，既包括因为

1979 年人质危机所形成的反伊势力和亲以色列的

政治团体。它们为了各自小集团的利益而不乐见伊

美关系的改善，希望美国对伊朗实施永久性的打压

政策。

通过谈判达成伊核协议曾在伊朗与美关系缓和

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特朗普政府的倒行逆施意味

着伊朗改善对美关系的努力前功尽弃，使得伊朗更

多的政治精英进一步丧失了对改善伊美关系的信

心。正如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会见前来游说伊朗的日

本首相安倍晋三时所表示的，伊朗对美国“没有信

任”，不 会“重 复”伊 核 谈 判 达 成 协 议 的“痛 苦 体

验”。⑤ 2019 年 11 月初，在纪念伊斯兰革命期间占

领美国使馆事件的活动中，哈梅内伊指出，“那些把

与美国恢复谈判视为解决国家面临问题办法的想法

是百分之百的错误”。⑥ 以此观之，强硬反制合乎逻

辑地成为了伊朗的必然选项。

第三，伊朗的反制也是因为特朗普政府极限施

压的目标超过了限度。诚然，极限施压作为一种策

略手段有时的确能够取得成功，帮助施压者实现目

标。特朗普总统上任后屡屡使用极限施压，与他在

商业经历中多次运用类似手段并取得成功有关。然

而，其商业上的成功经验并不必然适用于外交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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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实践。商业领域涉及的是经济利益，是相对容易

做出妥协的，但外交和战略实践在国家交往中往往

服务于主权和安全等核心国家利益，是无法让步的。
伊朗之所以选择强硬反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作为主权国家，它无法达成美国极限施压战略的目

标。根据特朗普总统 2017 年 1 月 20 日上任以来的

多次讲话分析，特朗普政府在伊朗问题上的目标主

要包括: 签署一项新的协议，既对伊朗的核开发活动

进行永久性限制，又对伊朗的导弹等常规军备建设

进行限制，还要求伊朗改变扩张性的地区政策。①

而 2018 年 5 月 21 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美国保

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的讲话中，更是向伊朗提出了

12 项要求，内容虽没有超过特朗普的历次讲话，但

各项要求更加具体，比如在伊朗改变地区政策方面，

伊朗需停止对真主党、哈马斯等地区亲伊朗力量的

支持，伊朗从所有周边邻国撤出军队等。②

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上述要求没有国际法基

础，而且远远超过了主权国家所能接受的限度。比

如，导弹能力建设并不属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

范畴，对核开发活动的永久性限制也是作为主权国

家的伊朗无法接受的。事实上，无限期协议等于将

对国家的限制绝对化，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在实

践中更不可能行得通。“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虽然

禁止无核国家发展核武器，但同样也保障无核国家

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伊朗也许能够接受不发展核

武器的要求，但要求其承诺永远不进行用于和平目

的的核能力建设，则是超过了其政府所能接受的限

度。同理，即使是重新谈判协议的要求本身也难以

为主权国家所接受。伊朗完全有理由认为美国并没

有严肃对待两国外长历经 17 天艰苦谈判才达成的

协议，更难相信新的协议即便达成了就能得到美国

的严肃对待和认真履行。

三、伊朗反制的战略影响

伊朗是个有着 8500 万人口的地区大国，美国则

是全球性超级大国，伊朗对美国的反制必然造成多

方面的深刻影响，包括打击奉行单边主义政策的美

国在中东地区的威望、加速作为地区大国的伊朗向

东看的战略转向等，其中关涉美国的影响更具有深

层性且牵涉面比较广。

第一，伊朗的反制增强了国际社会抵制美极限

施压的信心。自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美国将极限

施压作为推行外交政策的手段，中国、欧盟、日本、土
耳其、印度、墨西哥、伊朗、委内瑞拉等都一度是极限

施压的目标，凸显了美国试图在既有国际体系和多

边框架之外谋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自私本性。因其

涉及国家众多，极限施压也是美国对国际秩序具有

重大破坏性影响的总体外交战略，故而遭到了广泛

抵制。中国作为遭受施压的一方坚决维护国家主

权，并在此原则之下与美进行贸易谈判，维护自身利

益。欧盟 外 交 和 安 全 政 策 高 级 代 表 莫 盖 里 尼 于

2019 年 11 月 12 日表示，欧盟支持通过“极限外交

( Maximum Diplomacy) ”实现和平和安全，③言语之

中包含了对美极限施压的不满，有委婉批评之意。

各个受压对象虽然分布于世界各地，但在一定意义

上也形成了共同抵制美极限施压的潜流甚至是共

识。

伊朗是中等强国，其反制作为国际社会抵制美

极限施压的重要组成部分产生了一定示范作用。首

先，伊朗在反制过程中增强了信心。2019 年 6 月伊

朗在海湾地区击落美国无人机既是其军事反制措施

的组成部分，也体现了其驾驭局面的能力。此后不

久，伊朗于 7 月在该地区扣押了一艘英国油轮，其行

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美国在无人机被击落后没

有后续对伊强硬手段，伊朗的信心进一步增强。尽

管伊朗因为制裁而在经济上面临困难，未来也有可

能寻求转圜，但可以预期，伊朗反制美极限施压的信

心不会动摇。伊朗最高领袖等决策者多次明确表

示，伊朗不会在美国没有取消制裁的情况下与美会

谈，体现出其坚持抗争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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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伊朗反制尤其让一些中小国家看到了抵

制美国极限施压的积极前景。委内瑞拉便是一例。
美国一度扶持委内瑞拉反政府力量，并将推翻马杜

罗领导的政府作为政策目标。但是 2019 年 7 月以

来，委内瑞拉国内局势渐趋平稳，其原因很大程度上

在于马杜罗政府的坚决应对，而其保持信心不仅因

为得到了俄罗斯等大国的坚定支持，也在一定程度

上是因为伊朗反制的示范效应。2019 年 7 月 19
日，就在伊朗抓扣“史丹纳·帝国号”当天，也是在

伊朗外长访问委内瑞拉的当天，委内瑞拉军机升空

对“入侵”其领空的美国一架 EP －3 侦察机实施拦

截，而在此之前，没有报道显示该国空中力量实施过

类似行动。伊朗外长访委与委军机升空拦截美国军

机显然并非时间巧合。当然，委内瑞拉的强硬应对

也与该国与美多年的恩怨有关系。
当前，美极限施压部分得手。比如，墨西哥和日

本等国迫于美国压力，先后对美妥协，与美达成有关

贸易协议，但在其他阵线上尚未取得成功。美国的

极限施压本质上是一种讹诈战略，不仅美国的决策

团队难有确保极限施压的足够智慧和精力，而且美

国战略资源也不足以支撑起多点施压。如果美国施

压的多个对象国同时进行坚决抵制，极限施压的效

果将受到严重削弱; 相反，如果它们选择妥协，则很

可能被各个击破。而伊朗的反制恰恰让世界上遭遇

美极限施压的各国看到积极反制的积极前景。从这

个意义上说，伊朗的反制有利于国际社会形成抵制

极限施压的政治氛围。
第二，伊朗的反制增强了欧洲相对于美国的独

立性。美国和欧洲因为价值观念相近而在诸多重大

问题上结成了同盟，在一些问题上则相互利用，对国

际社会共同的公平、正义等规范具有破坏性作用，也

对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国际和平、稳定秩序造成某种

侵蚀性影响。比如，2011 年欧洲国家主导发动的干

预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得到了美国的支持，破坏了利

比亚的主权、安全和国内稳定; 再如，两者在叙利亚

问题上共同支持叙反政府力量，主张推翻阿萨德政

府，是叙利亚危机久拖不决的重要外部原因。是故，

美欧之间矛盾的积累，特别是欧洲独立性的增强有

利于国际和平与稳定。

伊朗强硬反制美极限施压的重要举措之一便是

加强对欧外交，在伊核问题上分化欧美之间的脆弱

同盟，促使欧洲采取独立于美国的和平、公正、理性

之立场和政策。欧美在伊核问题上有共同利益，如

同其他主要大国一样不希望看到伊朗将其核计划用

于军事目的，但两者在 2015 年所达成的伊核协议问

题上存在尖锐分歧，美国退出了伊核协议，而欧洲国

家主张维护伊核协议。欧盟认为，伊核协议是在欧

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主持下达成的，是欧盟

的重要外交资产，美国退出伊核协议、恢复制裁严重

损害了欧盟在伊朗的经济和其他利益。① 伊朗加强

对欧外交，就可以利用欧美分歧，将落实伊核协议的

压力转嫁给欧洲国家。比如，在美退出伊核协议之

后，伊朗要求欧盟积极兑现继续落实协议的承诺，如

建设伊欧贸易的结算通道等。这些举措确实增加了

欧盟的外交压力，激发了其对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不

满，加深了欧美在伊核问题上的矛盾。2018 年 11
月 2 日，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关

于美国实施新一轮对伊制裁的一段讲话能够说明问

题。她指出“我们对于美国进一步重启制裁感到遗

憾……我们将保护与伊朗保持合法贸易关系的欧盟

企业，只要它们符合欧盟法律以及联合国安理会

2231 号决议”，②言语之中既有无奈也有不满。
正是在伊朗对欧外交攻势之下，欧盟外交与安

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法国及德国外长没有参

加 2019 年 2 月以孤立伊朗为目标的华沙峰会。再

如，伊朗油轮“格蕾丝 1 号”事件也突显了欧美分

歧。2019 年 6 月，直布罗陀当局迫于美国压力，在

英国协助下扣押了一艘伊朗油轮，但不久以后又释

放了该油轮。如此结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欧盟给直

布罗陀当局施加了压力。
伊朗的对欧外交作为其反制美国极限施压的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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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之一进一步促进了欧洲国家以及欧盟对美国盟友

的独立性。《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指出，“在所有

分裂欧洲与特朗普政府的问题中，伊朗是其中最为

尖锐的，欧洲人选择与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站在一

边，积极实施与美抵触的政策”。① 欧盟和欧洲国家

独立性的增强有利于欧盟和欧洲国家作为一支独立

的力量在国际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也有利于国际社

会共同抵制美国的单边主义行为。这将不仅体现在

伊核和伊朗问题上，也将会外溢到诸多其他国际问

题上。
第三，伊朗的反制为国际支付体系的多元化注

入了新动力。众所周知，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处

于重 要 地 位，其 在 国 际 贸 易 结 算 中 的 占 比 约 为

79．5%。②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美国与其说是在利

用美元的独特地位服务于国际社会的福祉，不如说

是将美元及其独特地位工具化，以服务于美国的政

治利益，对现行国际经济秩序造成了伤害。美国不

仅凭借美元的独特地位追踪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数

据，而且时常以切断美元的结算通道作为手段服务

于其政治目的。正因此，美元的霸权地位日益引起

国际社会的不满，土耳其总统埃尔杜安等多国政要

便曾经呼吁尽快结束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主导地

位。③

伊朗因为奉行反美政策一直处于美国的制裁之

下，更是美国利用美元霸权地位实施制裁的最大受

害者之一。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的 2012 年 1 月，美

国便对伊朗实施金融制裁，切断了伊朗对外贸易的

美元结算通道。此后，虽然美伊以及有关各方于

2013 年达成伊核临时协议、于 2015 年达成伊核全

面协议，但美国并未恢复伊朗对外贸易的美元结算

通道。美国 2018 年 5 月宣布退出伊核协议之后，分

步恢复了对伊制裁。
金融制裁是美国对伊朗极限施压的重要方面，

而伊朗对之同样实施了强硬反制。伊朗的主要反制

措施就是建设独立于美元的对外贸易支付手段。如

前文所述，在伊朗的要求下，欧盟已经建立贸易支持

工具( INSTEX) ，与印度的贸易本币结算开始运行，

与中国和土耳其之间的贸易结算通道建设正在进行

中。尽管上述机制建设还未能满足伊朗突破经济制

裁的需要，但符合国际社会关于国际贸易支付体系

多元化的强烈要求，未来可望能够发挥越来越大的

作用，其探索本身便是对全球贸易支付体系多元化

的巨大贡献。

四、结 语

伊朗虽然并不是遭遇美国特朗普政府极限施压

的唯一国家，却是对美国上述战略作出最强硬反应

的国家之一。伊朗的强硬反制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些

积极成效，原因既在于伊朗主动通过外交等手段积

极应对，也在于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核协议、实施

极限施压的举措是一项基于单边主义的政策，不仅

缺乏国际法基础，而且破坏了国际社会通行的规则，

与其他“退群”事件一起在国际上触发了众怒。没

有国际社会的支持，伊朗的反制断然难以取得实质

成效。伊朗强硬反制取得积极成效也为国际社会应

对美国极限施压提供了重要启示。特朗普政府所奉

行的极限施压以一己私利和单边主义为基本出发

点，在道义和法理上是脆弱的; 同时对多个国家实施

极限施压也是基于美国有能力实现其目标的错误假

定。然而，如果极限施压的对象都选择妥协或者消

极应对，那么，极限施压将会因其对象被各个击破而

得逞，这将是国际社会的不幸。相反，如果极限施压

的对象都选择强硬反制，那么极限施压作为一种对

国际秩序具有破坏性影响的对外战略将会彻底瓦

解。由此说来，伊朗强硬反制政策的积极意义值得

肯定。○
( 责任编辑: 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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