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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在中國政策中之可能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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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hand E.P. Faez 

伊朗馬贊達蘭大學計量經濟學與經濟發展學博士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壹、前言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於概述伊朗的內部結構，特別是政治和經濟

結構，目的是論述為何伊朗會和中國有如此廣泛的合作，並且提出

相關證據。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是無神論的社會，而伊朗的憲法是

基於有神論的伊斯蘭教教義，然而，儘管如此，伊朗和中國依然存

在 40 年以上的商業經濟夥伴關係。如此牢固的夥伴關係，可能因為

彼此有著超過 2500 多年的共同歷史；或者可能是因為伊朗和中國都

有著對美國及其所帶來的一切感到不滿與仇恨。 

鑑於兩國之間的地緣政治重要性以及兩國之間的聯盟，在彼此

學者和政策制定者之間確實具有分析重要性。為了進一步闡明這一

論點，本文將論述如下：首先將討論伊朗的政治結構以及伊朗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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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其自身政治制度的看法。再者，將從幾個角度分析伊朗的經濟，

重點是其勞動力市場。最後，將簡要介紹伊朗與中國的關係。  這將

輔以探討關於「一帶一路」倡議（BRI）對伊朗國家及其國際地位可

能產生的影響。 

   

貳、伊朗的政治結構 

在這一部分，將探討並且概述伊朗政治結構。這裡的主要目的

是為伊朗是一個民主國家，其政治缺陷是人為錯誤而不是設計錯誤

的結果提供一些證據。 

 

一、總體結構 

1979  年，在許多人喪生和代價高昂的社會革命之後（伊朗伊斯

蘭革命），伊朗 2500 年來首次成為民主國家。伊朗的國家名稱和結

構從以國王為首的貴族制度改變為由最高領袖監督宏觀戰略的伊斯

蘭共和國，而由人民選舉產生的總統將監督國家的運作國家。伊朗

憲法由 177 條組成，其中許多條文堅持人民具有在國家做出關鍵決

定時的權利和義務。與亞伯拉罕林肯的名言相同： 

政府是民有、民治、民享… 

在伊朗憲法的某些條款中可以找到完全相同的論點。例如，第

3 條第 7 部分明確指出： 

全體人民充分參與並決定他們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命運 

根據伊朗憲法，每個決定都必須由人民做出；直接民主或透過

代理人制度（間接民主）。直接選舉包括選舉精英委員會成員，然

後再任命最高領袖；透過全國自由選舉選出總統；也選舉出國會議

員。之後，最高領袖與「權宜鑑定委員會」一起選出司法機構的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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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人，然後由他選出監護人委員會的 6 名法律專家；他們需要得到

議會的批准才能上任。總統將選出議會必須批准的內閣成員。最高

領袖將在監護人委員會中任命  6 名神職人員。 

圖 1：伊朗的政治結構 

 

與其他民主國家一樣，伊朗的政治體制中也有一些制衡的機

制，以防止任何政治機構變成不負責任的獨裁者。事實上，伊朗憲

法第  3  條第  6  部分就很明確地指出，根除任何形式的「獨裁、不

負責任和壟斷行為」是每個伊朗人的責任。伊朗憲法規定中主要的

制衡機制如下： 

（1）精英委員會（由人民選出）將監督最高領袖的行動和決定； 

（2）監護委員會將確保議會的法令符合憲法和伊斯蘭教義； 

（3）議會（由人民選舉）將監督總統及其內閣的行動，確保他

們不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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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司法機構將監督包括最高領袖和總統在內的每一位伊朗人

的行為，以確保他們遵守法律。 

這些論點證明伊朗是一個完全成熟的民主國家，每一個決定都

是由人民所做出的。  透過直接民主或間接民主的方式。然而，正如

下一節所示，在實踐中，伊朗並不是一個功能齊全的民主國家。 

圖 2：伊朗人民對其政治的信心 

 

二、人民與國家政府的互動 

2021 年 6 月 18 日，伊朗將舉行第 13 屆總統大選。透過大選的

選舉過程，以多數人民選票選出伊朗第 8 任總統，擔任伊朗利益的

代表。正如其他民主國家一樣，伊朗也進行民調，以便了解民眾的

傾向。在最新的調查中，民眾被問到了幾個問題，包括以下三個： 

（1）您會參加即將到來的總統選舉嗎？ 

（2）您認為未來國家會更好嗎？ 

（3）您是否信任《聯合全面行動計劃》（JCPOA）？ 

根據民意調查結果，超過一半的民眾不願意參加即將舉行的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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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選舉。此外，67.2%民眾聲稱他們不相信伊朗未來任何事情會有什

麼改變。換句話說，無論誰當總統，局勢都將保持原樣。最後，對

政府行為的信任度相當低。53.4%  的受訪者表示對《聯合全面行動

計劃》（JCPOA）缺乏信任。總而言之，伊朗的問題不是設計不佳的

政治體系與機制。這取決於在這個機制中活躍且主動的人。 

 

參、伊朗的經濟 

伊朗的經濟狀況，即使不是最重要的，也是當前伊朗和中國之

間互動關係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換句話說，正如以下論點所表明的

那樣，伊朗的經濟狀況不佳正是伊朗在多項國內和國際努力中尋求

與中國建立夥伴關係的主要動機之一。 

 

表 1：伊朗選定的關鍵經濟指標（2020） 

指標  2020  5 年平均值 

通貨膨脹率  34.19%  22.19% 

匯率（伊朗貨幣里亞爾/美金） 250,000  111,891 

經濟成長率  0.80%  4.57% 

基尼係數  40.31%  39.99% 

經濟開放程度  44.73%  45.08% 

 

一、經濟前景 

當新政權（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從巴列維王朝手中奪取政權時，

伊朗正面臨著幾個經濟問題。一方面，在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獲得其

國際合法性之前，它與伊拉克進行了長達 8 年的兩伊戰爭；接著又

是花費 8 年時間重建伊朗革命以及兩伊戰爭的廢墟。正當伊朗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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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開始喘口氣時，一波大規模的國際制裁便開始打擊其經濟。目前

伊朗受到超過  1,600  項的制裁，這一定程度上（如果不能完全解釋）

可以從下表中看得出伊朗癱瘓的經濟。 

鑑於上述數字，可見伊朗相當依賴國際貿易。伊朗長期以來一

直是石油出口國。  它曾經是（同時至今依舊是）該地區乃至全世界

最大石油出口國之一。在伊朗遭受多次的經濟制裁後，其他部份的

表現不佳，可以看出這種依賴國際貿易的一個重要結果。結果，過

去 5 年，不僅通貨膨脹率變高，經濟成長率變低；但也不能忽視這

樣一個事實，也就是並非所有人都平等地從剩下的小型經濟體中受

益。40.31%的基尼係數和 39.99%的 5 年平均值，表示富人從中受益

仍是最多的。 

 

二、勞動力市場 

下圖顯示了伊朗勞動力市場的現狀。圖表顯示的是 40 年來不景

氣的勞動力市場的結果。1979  年的一場伊朗伊斯蘭革命導致了 180

度的政權更迭；隨後與伊拉克進行了長達 8 年的兩伊戰爭；隨後在

14 年的時間裡遭到國際社會 1,600 多次經濟制裁。所有這些，再加

上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人口的大規模增長，已將伊朗的勞動力市

場推向了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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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鑑於此處提供的數字，可以尋求就業的人口中只有不

到一半真的找得到工作。與男性相比，女性的數字要低得更多。出

現這些數字的主要原因是市場對社會新鮮人相當不利的環境。如上

圖所示，勞動力市場中超過  20%  的新移民未能找到他們正在尋找的

工作。結果，大多數新來者不是尋找工作，而是在伊朗境外尋找機

會。目前提供最多的工作是英語檢定考試準備課程、官方翻譯、論

文寫作和外國大學招生諮詢。 

 

肆、伊朗與中國關係 

接下來將以 2015‐20 年兩國貿易作為標的，來討論伊朗與中國

的關係，並分析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BRI）以及伊朗如何成為

其成功的重要資產。將呈現如下。 

 

一、現有的趨勢 

1979 年對伊朗和中國來說都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這一年，伊

朗改變了整個伊朗的政治結構，2500 年來首次開始體驗民主。同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獲得國際承認。也就是說，伊朗與中國兩國從

這一年開始了它們加入國際社會的旅程。 

對作為邪惡的帝國主義世界首領的美國懷有一定的敵意，這共

同的敵意使得中國和伊朗成為了很好的夥伴。因為有共同敵人：美

國。他們彼此需要對方的一些東西；因此，他們於 1979 年開始進行

貿易。在伊朗和伊拉克之間的 8 年戰爭期間邁出了第一步。在此期

間，中國向伊朗提供了許多不同的戰爭產品，包括無限提供 AK47 步

槍給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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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圖所示，伊朗在國際貿易方面相當依賴中國。2015 年以來，

伊朗有 20%以上的對外貿易是與中國進行的。這裡要說明的一個關

鍵點是，直到 2017 年，伊朗對中國的出口份額在一定程度上等於從

中國進口的份額。多年來，由於國際嚴厲的經濟制裁，伊朗的金融

狀況從過去至今仍然與世界其他地區隔絕。因此，它的大部分交易

都是以現金或以物易物的形式進行。而且，2017 年美國退出《聯合

全面行動計劃》（JCPOA），也就是退出伊朗核協議之後，伊朗的貿易

選擇就越來越有限。因此，伊朗與願意無視制裁的國家之間的貿易

份額大幅增加。伊朗的許多國內產品依賴外國居中協調所做出的投

入。自 2017 年以來，在國際極大化實施嚴厲制裁伊朗的情況下，伊

朗增加對中國消費品的依賴似乎成了合情合理的結果。 

換言之，由於伊朗無法在境內生產需求，只能從境外獲取；中

國似乎是伊朗可以接觸到的唯一供應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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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帶一路倡議 

2013 年，中共習近平主席宣布啟動「一帶一路」計畫。後來被

稱為「一帶一路」倡議。這個被一些人稱為最大的全球基礎設施建

設的計畫，主要從中國開始，在陸地和海上連結至歐洲。自 2013 年

以來，該計畫的多個方面在許多國家開始展開施行，包括巴基斯坦

和柬埔寨在內。陸上的「一帶一路」倡議很大一部分是經過中東地

區的。如下圖所示，「一帶一路」近 20%都經過伊朗。 

擁有足夠資本和基礎設施能力，能跟伊朗競爭的唯一中東國家

就只有沙烏地阿拉伯這個國家。然而，沙烏地阿拉伯在政治立場上

更傾向於美國；當然也就成了中國在該地區的主要競爭對手。這反

而又使伊朗成為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是否能夠成功，最不可取代

的合作夥伴。「一帶一路倡議」（BRI）的另一個含義是，如果成功，

它將使對伊朗超過 1,600 項的國際制裁閉嘴。由於伊朗將負責監管一

帶一路將近 20%的地區，這些地區掌控大部分的全球運輸，因此對

伊朗實施制裁似乎或多或少就變得很不切實際。 

這些論點加上伊朗與中國簽署的為期 25 年的備忘錄，證明伊朗

將成為「一帶一路倡議」（BRI）很重要的一部分，因此，這項倡議將

使伊朗在面對許多國際制裁上有更大的影響力。鑑於這一倡議基礎

設施計畫的規模，可以幫助伊朗克服其就業問題。換句話說，儘管

有許多的批評聲浪，但如果公平且確實的施行倡議，「一帶一路倡議」

（BRI）實際上可能是伊朗擺脫 40 年制裁和戰爭所陷入的深淵所需要

的救生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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