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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问!参加此次大选角逐的各

方力量"主要政策要点是什么#

答：伊朗国内有两大基本政
治派别! 即保守派和改革派!介

于两者之间的是温和保守派!伊

朗国内将其称之为中间派"

进入 !"世纪后半期以后!

三大派别之间的互动构成了伊

朗国内政治舞台的主要内容"以

!""#年总统选举为标志! 由于

不满保守派咄咄逼人的攻

势! 以资深政治家拉夫桑

贾尼为代表的温和保守派

和以哈塔米为代表的改革

派事实上已经结成政治联

盟" #两弱$联合对抗#一

强$ 已经成为伊朗国内政

治的主要特点%

宗教系统掌控选举的

能力不可低估! 但同样也

不可高估" 尽管宪监会可

以通过资格审查取消部分

报名人士的资格! 但并不

能完全关闭非保守派参与

选举的大门"同样!最高宗

教领袖对选举的影响也是

有限的"据分析!最高宗教

领袖哈梅内伊虽然能够利

用宗教权威引导选民投

票! 但他能够直接影响的

选民约为 $"" 万至 %""

万! 仅相当于选民总数的

&'(至 &)("

鲁哈尼在第一轮便赢

得了 *"+$&(的选票!而选

前颇有人气的卡利巴夫仅

获得 &)+*)(的选票! 这样的结

果着实让专家和学者大跌眼镜"

然而!,'个百分点的差距既不能

表明鲁哈尼与卡利巴夫个人之间

的实力差距! 也不是两大竞选团

体之间的实际距离! 只能表明温

和保守派和改革派一旦联合!的

确具备问鼎总统宝座的实力"

如同大多数国家一样!伊朗

总统候选人需要宣传自己的政

策主张" 但客观来说!几位主要

候选人在竞选期间的言论并没

有特别大的区别" 总体而言!无

非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强调对

伊朗伊斯兰体制和原则的忠诚

以及对最高宗教领袖哈梅内伊

的忠诚'二是强调在对外政策上

既要维护国家利益!又要改善对

外关系' 三是承诺改善经济!增

加就业!解决民生问题%

针对第三项内容!温

和保守派候选人鲁哈尼的

竞选口号为 #慎重与希

望$%他承诺!如果当选!他

将致力于解决失业和高通

胀问题并尊重专家的意

见%卡利巴夫强调!伊朗需

要经济结构调整! 认为伊

朗的经济潜力巨大! 但治

理体系存在问题! 并承诺

将依靠专家和青年人实现

国民经济无须依赖石油收

入的目标% 尽管几名候选

人的经济主张有一些实质

性内容! 不过并未充分展

现各自派别的政策立场%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各

派的政策区别不大! 根据

三大政治派别一贯的主张

和举措-他们的立场存在实

质性区别% 政治上!保守派

和温和保守派均坚持伊斯

兰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正

统地位! 改革派则主张更

多的言论( 新闻和社会自

由!主张建立更加开放的社会'经

济上! 保守派主张国家对经济活

动的主导! 温和保守派和改革派

则主张更加市场化的经济运作方

式'外交上!保守派主张对西方国

家采取强硬的立场! 而温和保守

派和改革派则主张缓和与西方和

周边国家的关系%选民则根据候

选人的一贯主张作出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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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自贸协定谈判前景难乐观! ! ! ! !"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
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欧盟与美
国正式启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
（##$%）的谈判。

欧美欲“抱团”
专家认为，欧美“抱团”成立世

界最大的自贸区，将对全球贸易规
则的制定产生重要影响，但鉴于双
方分歧较多，这一谈判预计将异常
艰难。
欧美自贸协定谈成后，世界上

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将诞生。该协定
将不仅仅涉及关税减免，更重要的
是削除非关税贸易壁垒，让欧美市
场融为一体，包括相互开放银行业、
政府采购等，统一双方的食品安全
标准、药品监管认证、专利申请与认
证、制造业的技术与安全标准，并实

现投资便利化等。
欧美期待此举能为各自的经济

注入活力。欧委会近期发布的一份
研究结果显示，占全球经济总量一
半、全球贸易额三分之一的欧美两
大经济体签署自贸协定每年将分别
给欧盟和美国经济创造 !!&'亿欧
元和 &('亿欧元的产值。

要抢主导权
分析人士指出，面对诸多新兴

经济体在国际经贸体系中竞争力和
话语权的提升，牢牢把握未来国际
经贸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和主动权是
##$%的重要目标。一位欧盟贸易问
题智囊曾说，“如果欧美现在不行
动，!'年、)'年后将难再有机会。”

范龙佩强调说，欧美自贸协定
谈判的目的是“让欧洲和美国成为
世界标准的设定者，这具有核心战
略意义。”

##$% 谈成后形成的巨大利益
圈将对国际经贸规则产生重要影
响。欧盟贸易委员德古赫特曾经将
##$%比喻成“欧美所需要的新贸易
规则的政策实验室”，包括监管障
碍、公平竞争政策、本土化要求等方
面。他说：“欧美的经济总量意味着，
许多想进入我们市场的国家将不得
不遵守我们制定的规则。”

障碍难题多
由于涉及包括金融、食品等诸

多产业的监管、技术标准等政策方

面的统一，多位资深欧盟专家并不
看好欧美自贸谈判的前景。布鲁塞
尔欧洲与全球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
员安德烈·萨皮尔认为，欧美几乎不
可能按照目前的设想谈成一个“真
正重量级”的自贸协定。
萨皮尔说，欧美决定要进行自

贸协定谈判的背后更多是“政治考
量”。“然而仅凭‘政治动力’不足以
促成双方最终达成一个具有深远意
义的经济协议，因为欧美在统一监
管方面需要面对的障碍和难题太
多，如银行业监管、食品安全。”
萨皮尔说，欧美双方需要做的

几乎等同于建立一个跨大西洋的单
一市场，然而欧盟经过数十年的努
力依然没有建成一个欧洲的统一市

场，更不用说欧美之间了。
仅从欧盟成员国向欧委会“授

权”的难度就足以看出欧美自贸谈
判的复杂程度。经过近 !'个小时的
谈判，德古赫特宣布，欧盟成员国已
经授权欧委会与美国启动自贸协定
谈判，由于法国的坚决反对，“影音
产业”将暂不列入谈判内容。
欧美双方此前曾原则上决定该

自贸谈判将涵盖所有产业。分析人
士认为，欧委会仅获得“缩水版”的
授权对欧美自贸谈判不是个好兆
头，美国可能会“以牙还牙”，要求将
自己不愿意开放的产业排除在外，
可能使得谈判一开始就陷入僵局。
作为世界上最为强势的发达经

济体，欧盟和美国在贸易谈判很少
也不习惯让步，而这次双方都要在
谈判中做出诸多妥协，难度可想而
知。 新华社记者 张正富 闫磊

换届之后，伊朗政局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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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派竞逐选票分散
鲁哈尼趁势脱颖而出

! ! ! !问! 伊朗独特的政治体制是什么

样的# 鲁哈尼为何最终胜出#

答! 伊朗的政治体制是在特殊的

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伊斯兰革命之后

建立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既具有 #伊

斯兰性$!也具有#共和性$%

具体而言!伊朗有两套政治系统%

一方面!如同大多数现代国家一样!伊

朗也有由行政( 立法和司法三大相互

制约的权力机关组成的政治体制!此

为世俗系统'另一方面!在中央政府层

面!伊朗又有一套宗教权力体系!主要

由最高宗教领袖( 宪法监护委员会以

及负责最高领袖选拔和罢免事务的专

家会议组成%

尽管根据宪法! 宗教系统的权力

高于世俗系统! 但为了协调两者之间

的矛盾! 特别是议会和宪法监护委员

会之间纷争!上世纪 %"年代末!伊朗

成立了#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仲裁

两者之间的矛盾% 该委员会的现任负

责人为伊朗资深政治家拉夫桑贾尼%

掌控选举是宗教系统监控世俗系

统的主要手段之一% 宪监会不仅可以

审查议员和总统候选人的资格! 而且

可以最终裁决选举是否有效%其间!最

高宗教领袖也可以直接干预%

在此次总统选举中! 宪法监护委

员会从 )%)名报名的人士中通过了 %

名候选人的资格% 其中包括来自强硬

保守派的 *位&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

员会秘书贾利利( 最高宗教领袖哈梅

内伊的外交顾问维拉亚提( 德黑兰市

长卡利巴夫( 前议长阿德尔和前伊斯

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雷扎伊' 来自温和

保守派的 &位& 前最高国家安全委员

会秘书鲁哈尼'来自改革派的 &位&前

第一副总统阿里夫'独立候选人 &位&

前石油部长(前邮电部长加拉奇%

早在报名之前!维拉亚提(卡利巴

夫和阿德尔就结成了竞选联盟! 在其

中 &人领先的情况下! 其他 !名候选

人退出选举! 以确保该候选人能够最

终胜选%正式投票之前!阿德尔已经按

照约定退出了选举%同时!改革派候选

人阿里夫也退出了竞选! 目的是为鲁

哈尼提供更多的空间%因此!选举实际

上是 )个人之间的角逐%

宪监会通过的表面上有利于保守

派的候选人名单!被证明是弄巧成拙%

由于保守派候选人过多! 导致选票分

散!战斗力大大下降%

相反! 改革派候选人阿里夫及时

退出!为鲁哈尼腾出了空间!鲁哈尼最

终出人意料地在第一轮投票中便成功

脱颖而出%

总统仅扮演次要角色
政策不会有根本改变

! ! ! !问!换届之后"伊朗在核问题上的

立场会否发生变化# 与西方的关系会

不会发生重大转变#

答!鲁哈尼当选后!伊朗外交政策

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可能性不大% 这是

由伊朗的体制决定的! 也是由目前伊

朗政治权力分配的实际状况决定的%

根据伊朗宪法! 最高宗教领袖所

掌握的权力远远超过总统制国家中的

总统% 最高领袖不仅可以利用其宗教

权威引导国内政治导向! 还直接掌握

国家的武装力量! 对各权力机关的人

事任免拥有否决权! 在重大内外政策

上更是#一言九鼎$!而总统相对而言

则是一个次要角色%因此!无论谁当选

总统! 伊朗内政外交政策发生逆转性

变化的可能性都不大% 最高领袖有足

够的政治资源确保既定的政治路线%

另一方面! 总统一旦选出并经认

可!便具有了合法性!在内政外交上虽

受到牵制!但有一定的自主空间%此次

大选中! 鲁哈尼首轮便以过半选票当

选! 这一结果不仅为其提供了执政自

信! 而且也为其发挥总统的自主性提

供了坚实的基础%

具体而言!在伊核问题上!鲁哈尼

将展示一定的灵活性! 但难以有实质

性的作为% 温和保守派主张尽可能地

维护伊朗的合法核权利! 但如果面临

难以承受的压力和代价! 可以做出让

步%事实上!早在鲁哈尼担任伊核问题

最高谈判代表期间! 哈塔米政府曾经

与英法德在 !""'年 &!月达成 #巴黎

协议$!一度暂停了铀浓缩活动!伊核

问题也一度有所缓和%

可以预期! 鲁哈尼将在伊核问题

上力主灵活路线! 包括暂缓核设施建

设的步伐等! 但鲁哈尼究竟能够走多

远!存在许多不确定性%

鲁哈尼在核问题上的务实路线将

受到多方掣肘%目前!伊朗掌握核问题

话语权的机构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

会! 负责人为此次选举的另一名候选

人贾利利! 他曾经担任哈梅内伊办公

室的负责人! 而且是现任伊核问题最

高谈判代表%

同时! 鲁哈尼出任总统并不能改

变伊朗主要权力机关严重保守化的现

实% 不仅总统的权力要直接受到最高

领袖和宪监会的制约! 而且还受到保

守的议会和司法部门的牵制% 由于改

革派对宪监会资格审查的不满而消极

应对上届议会大选! 议会席位几乎全

被保守派人士掌握%

更何况伊核矛盾能否缓和! 既不

是鲁哈尼个人所能够决定! 甚至也不

是伊朗单方面能够改变的%美国对伊朗

的经济制裁不断升级!其中相当一部分

已经被上升到美国法律的高度% 即使

美伊双方均愿意妥协! 美国也难以在

可接受的时间内满足伊朗的要求%

在外交上! 鲁哈尼将展现与前任

完全不同的风格! 但改变仍将是有限

的% 改善对美关系必然在伊朗国内激

起强烈反对! 鲁哈尼很难有实质性行

动% 但是!在对欧关系方面!阻力相对

较小! 可能会成为鲁哈尼缓和与西方

关系的切入点%

另外! 鲁哈尼在总统任期内也有

可能采取措施! 发展与周边逊尼派阿

拉伯国家的关系! 扭转前任造成的不

良影响%

进入鲁哈尼时代以后! 中伊关系

只会巩固加强!不会弱化%未来相当长

一段时间内!伊朗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伊朗将延续其具有高度共识的 #向东

看$政策!并继续将外交上奉行公正和

独立精神的中国视为可以赖以缓解西

方压力的伙伴%

自拉夫桑贾尼上世纪 #"年代出

任总统以来! 强调经济一直是温和保

守派的基本主张%鲁哈尼上任之后!当

务之急便是改善经济! 无论如何也不

会忽视中国% 由于西方国家与伊朗之

间的关系恶化!中国成为伊朗全方位(

最重要的经济合作对象%

内贾德一般被视为保守派的代表

人物!但就其屡屡发表要将#以色列从

地图上抹去$之类的言论而言!他似乎

更像是一个激进的民粹主义者% 随着

任期结束! 内贾德那种口无遮拦的外

交风格也将成为历史%

温和保守派总统候选人鲁哈
尼15日当选伊朗第11届总统。

分析人士指出，鲁哈尼从多
名强硬保守派候选人的围堵中胜
出，令人颇感意外。这匹“黑马”的
出现，反映了伊朗民众“求变”的心声。他上台后，
伊朗与西方的关系以及核问题谈判方面会不会出
现变化？我们请专家为您分析。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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