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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对 抗 到 合 作 

1979年以来沙特与伊朗的关系 
 

吴 冰 冰 
 

摘 要 1979年伊朗进行伊斯兰革命 80年代 伊沙关系在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发展 朝觐 地区

安全和石油等问题上出现持续紧张和对抗 1989年霍梅尼逝世和伊朗的外交政策趋向务实使伊沙

关系出现转机 1991年双方恢复了外交关系 1997年伊斯兰会议组织第八次首脑会议在德黑兰召

开 大大加快了两国关系的发展 双方高层频繁互访 在经济贸易 文教卫生 环境 能源 交

通以及安全领域展开广泛的合作 这种合作有利于海湾安全 促进了伊斯兰世界的团结和发展

使欧佩克能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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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特和伊朗都是海湾地区的大国 两者

的关系对海湾地区 中东乃至伊斯兰世界都

具有重要影响 本文主要探讨1979年伊朗伊

斯兰革命以来沙特和伊朗的关系 在80年

代 沙特和伊朗关系的主要特点是紧张与对

抗 在90年代的主要趋势是缓和与合作  

紧张与对抗(1979 1990) 

    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到1991年海湾

战争结束 沙伊关系主要围绕着现代伊斯兰

主义 海湾安全和石油三个问题展开  

    二战后 沙特一直奉行保守而谨慎的防

御性外交政策 力求不介入地区冲突 50

70年代 它先后成功地经受了埃及和伊拉克

革命提出的挑战 但是从1979年起来自伊朗

的挑战比前两次更有威胁  

    1979年 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 建立了

伊斯兰共和国 在外交上提出 不要东方

不要西方 只要伊斯兰 的口号 伊朗外交

政策的目的在于脱离西方阵营 同时也不进

入东方阵营 同两个超级大国都保持距离

这是伊朗历史上所实行的中立政策的继续

伊朗在卡迦王朝末期和二战初期曾试图推行

中立政策 但均以失败告终 二战结束后

伊朗再次试图在东方和西方阵营之间维持一

定程度的中立 1953年亲西方的法泽鲁

拉 扎希迪担任首相后 伊朗开始执行完全

倒向西方的外交政策 伊朗在伊斯兰革命后

奉行中立政策 积极介入国际和地区事务

推行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 伊朗提出

的 不要东方 不要西方 只要伊斯兰 的

主张包括三个含义 以伊斯兰作为处理国与

国关系的基础 伊斯兰 指的是政教合一

的伊斯兰体制 在此过程中伊朗起表率和核

心作用 有义务输出伊斯兰革命  

    伊朗和沙特在宗教问题上展开论战 霍

梅尼在 伊斯兰政府 中指出君主制和世袭

制是违背伊斯兰的 这是推翻巴列维王朝的

思想武器 伊朗将沙特的瓦哈比派称作孤立

的少数派 将沙特王室同巴列维王朝相比

认为他们都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将瓦

哈比派乌里玛视为沙特王室手中的政治工

具 尤其是 教令委员会 主席谢赫阿卜

杜 阿齐兹 伊本 巴兹及其他沙特高级宗



 

 41

教权威  

   在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之初 沙特立即表

明自己对于新的伊朗政权没有敌意 强调两

国共同的伊斯兰因素 沙特国王哈立德在给

霍梅尼的贺电中表示 对伊朗共和国以伊斯

兰为基础表示满意 但沙特很快意识到伊朗

伊斯兰革命是对它的最大挑战 是对它的

存在和安全 社会和宗教凝聚力 以及伊

斯兰合法性 的严重挑战 沙特同巴列维王

朝表面上有一定的相似性 都是君主制国家

和富裕的石油国家 都在经历快速的现代化

和社会经济变迁 沙特担心自己会成为伊朗

伊斯兰革命的下一个对象 1979年 沙特发

生的麦加清真寺事件 给沙特敲响了警钟

使沙特国内关于现代化和伊斯兰传统之间关

系的争论更显突出  

    沙特极力驳斥伊朗的攻击 否认同巴列

维王朝有相似性 沙特声称自己是纯粹的伊

斯兰 反对政教分离 王室总是根据伊斯兰

进行统治 而不是像巴列维王朝那样反对伊

斯兰 政府和王室都竭诚为伊斯兰服务 沙

特王室同乌莱玛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沙特

是唯一设有宪法的穆斯林国家 其宪法就是

古兰经 1984年 沙特采用了在内容和

形式上更具伊斯兰特性的国歌 1986年 法

赫德国王命令将 陛下 的称呼改为 两圣

地仆人 同年 沙特指责伊朗政权残暴

认为伊朗是在输出恐怖主义和帝国主义  

    双方在论战的同时还发展各自的组织力

量 伊斯兰会议组织和穆斯林世界联盟等重

要的泛伊斯兰组织基本上都在沙特的控制之

下 伊朗指责它们是西方帝国主义和沙特王

室的工具 试图建立新的组织来取代它们

1983年 伊朗资助的第一届伊斯兰思想大会

在德黑兰召开 1983年 伊朗组织召开了第

一届星期五领拜人世界大会 沙特则更广泛

地通过穆斯林世界联盟和伊斯兰会议组织来

传播沙特式的伊斯兰 穆斯林世界联盟每年

从沙特政府获得1亿沙特里亚尔的资助 沙特

投资10亿美元设立投资公司 为根据教法规

定从事交易的穆斯林提供帮助 同时设立

费萨尔伊斯兰服务奖  

    双方斗争最激烈的是朝觐问题 霍梅尼

在 伊斯兰政府 中提出 朝觐不仅是宗教

事务 更是政治事务 伊朗要求朝觐者在朝

觐期间从事政治活动 也就是通过示威游行

反对伊斯兰的敌人 在1979 1982年的朝觐

中 沙特的安全部队都同伊朗朝觐者发生了

冲突 1982年霍梅尼的私人代表穆萨维 霍

伊尼哈由于在朝觐过程中组织政治游行被逮

捕 1983年 两国达成某种妥协 伊朗朝觐

者的人数上升到15万人 是各国中最多的

1983 1986年朝觐在平静的气氛中进行

1987年的朝觐季节爆发了最严重的冲突 据

沙特估计 在1987年7月31日 有409人在冲

突中死亡 其中伊朗朝觐者275人 沙特安全

部队85人 其他国家的朝觐者42人 此后伊

朗将沙特称为头号敌人 1988年4月 双方断

绝外交关系 沙特通过伊斯兰会议组织控制

伊朗的朝觐人数 在1988年3月安曼会议上

伊斯兰会议组织通过一个朝觐名额分配制

各穆斯林国家每1000人分配一个朝觐名额

伊朗因此获得了45000个朝觐名额 但霍梅尼

决定抵制朝觐  

    伊朗在宗教方面对沙特的另一个挑战是

煽动沙特东部省哈萨的十叶派穆斯林 沙特

有30多万十叶派信徒 主要集中在盛产石油

的东部地区 1979年夏 在哈萨流传着号召

十叶派不要同沙特王室合作的小册子 还有

霍梅尼反沙特的录音带 在这个背景下

1979年11月底和1980年2月初 哈萨发生了两

次大规模示威活动 沙特立即予以镇压 逮

捕了肇事的十叶派领袖 接着就执行了旨在

改进哈萨地区十叶派生活水平的综合计划

哈萨地区从此恢复了平静  

    在巴列维王朝时代 伊朗就试图确立在

海湾的霸权 伊朗和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

存在领土纠纷 包括阿布穆萨岛和大小通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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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 巴林 阿拉伯河和胡齐斯坦四个问题

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 伊朗因内乱在战争初

期无法组织有效的防御 在战争中阿拉伯国

家阵营分明 只有利比亚 南也门和叙利亚

支持伊朗 包括沙特在内的其他阿拉伯国家

都站在伊拉克一边 1980年11月 海湾六国

同意签署集体安全条约 1981年5月 海湾合

作委员会成立 沙特遂开始依靠海湾合作委

员会抗衡伊朗  

    伊朗经济依赖国际市场 外汇来源主要

是石油收入 1973年后 伊朗和沙特开始争

夺欧佩克领导权 1979 1980年供应短缺

斗争趋缓 1974 1978年和1981 1985年供

应过剩 则斗争激烈 伊朗革命后 沙特成

为欧佩克中决定石油价格的关键因素 沙特

呼吁增产 保证西方的石油需求 并用石油

价格压制伊朗 1981年 沙特要求欧佩克成

员国同其一起降价 导致1982年油价大跌

1985 1986年 伊朗攻克伊拉克的法奥 沙

特发挥影响 令油价下跌 加之欧佩克国家

放弃限产保价政策 使伊朗蒙受重大损失

1986年8月 在世界大国的压力下 沙特和伊

朗达成限产保价协议 1990年5月12日 伊朗

石油部长在国际石油大会上大谈经济问题

表示要加强同欧佩克尤其是沙特的合作  

    1988年 伊朗接受了联合国安理会598号

决议 两伊战争结束 此后伊朗同海湾国家

的关系有所改善 同年 科威特恢复同伊朗

的外交关系 9月 阿曼外长访问德黑兰 沙

特的对伊政策有所缓和 但1987年的朝觐事

件和双方在朝觐名额上的分歧仍留有影响

1989年6月3日 霍梅尼逝世 拉夫桑贾尼当

选总统 开始实施务实的外交政策 9月3

日 海合会国家发表宣言 提出同伊朗建立

友好关系 1988 1990年 沙特和伊朗各自

调整与对方的政策  

缓和与合作(1990 2000) 

    霍梅尼去世后 阿亚图拉阿里 哈梅内

伊担任国家最高领袖 拉夫桑贾尼担任总

统 拉夫桑贾尼主张推行务实的政策 得到

哈梅内伊的支持 接着,伊朗修改宪法 取消

总理职位 从1981年以来一直担任总理的米

尔 侯赛因 穆塞维是著名的强硬派 修宪

使他失去了权力 这为伊朗推行务实的外交

政策扫除了一个障碍 1992年 强硬派在议

会选举中受挫 1997年5月 以开明 宽容著

称的政治家哈塔米以明显优势战胜保守派

当选伊朗总统 在去年2月18日的议会选举

中 务实的改革派又一次取得了决定性胜

利  

    伊朗务实的外交政策主要体现在努力改

变自己宗教极端主义的形象 改善同海湾阿

拉伯国家和欧洲国家的关系方面 但是 90

年代初期和中期国际局势的变化又为伊朗对

外推行自己的现代伊斯兰主义主张提供了良

机 海湾危机使很多阿拉伯人开始怀疑泛阿

拉伯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 而转向了伊斯

兰信仰 苏联解体后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新独

立的国家试图通过伊斯兰教明确自己的国家

特性 巩固国家独立 在阿富汗 苏丹 阿

尔及利亚和埃及等国 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

迅猛发展 这些因素使得伊朗在执行务实外

交政策的同时 继续坚持伊斯兰革命和泛伊

斯兰主义 90年代后期 现代伊斯兰主义运

动的国际影响逐渐减小 伊朗国内的改革和

温和派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 从总体上看

输出伊斯兰革命在伊朗外交政策中的地位正

在减弱  

    海湾战争期间 拉夫桑贾尼的务实主张

占据上风 伊朗在海湾战争中严守中立 并

努力进行斡旋 海湾战争使伊朗国内的强硬

派受到沉重打击 拉夫桑贾尼务实的外交政

策得到巩固和加强 海湾战争爆发后 海合

会国家开始反思与伊朗的关系 1990年12

月 海合会国家首脑会议欢迎与伊朗建立更

良好的关系 主张将伊朗纳入地区安全安排

中 战后 伊朗同海合会国家的关系明显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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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尤其是同沙特的关系 1991年3月双方恢

复全面外交关系 伊朗也恢复了朝觐 6月

沙特外长访问伊朗 海湾战争后 海湾六国

试图同埃及和叙利亚一起建立一个海湾安全

机制 1991年3月 埃及 叙利亚和海合会六

国签署 大马士革宣言 准备由海湾国家

提供资金 由埃及和叙利亚作为骨干力量组

建一支海湾维和部队 7月 大马土革宣

言 签字国外长在科威特举行会议 对宣言

内容进行了重大修改 提出由海合会国家在

自愿的情况下各自求助于埃及和叙利亚的军

队 而不是把它作为骨干力量 关于伊朗在

海湾地区安全中的作用问题 埃及和叙利亚

看法不同 埃及认为应当将伊朗从海湾地区

的安全安排中排除出去 而叙利亚则认为伊

朗应当发挥作用 大马士革宣言 主要代

表了埃及关于海湾地区安全安排的意见 遭

到伊朗的强烈反对 由于这个宣言排除了海

湾地区的两个重要国家伊朗和伊拉克 因此

无法保证海湾地区阿拉伯国家的安全 尽管

大马士革宣言 签字国每年举行两次外长

会议 但是由于海湾国家对实施该宣言持消

极的态度 该宣言事实上已不起作用 在这

种情况下 将伊朗纳入海湾的安全安排就很

重要  

    1992年 伊朗在阿布穆萨岛的问题上不

再遵守1971年同沙迦签署的关于共管的理解

备忘录 1992年4月 伊朗拒绝非阿联酋公民

进入由沙迦管理的阿布穆萨岛南部 阿联酋

派人去伊朗谈判 伊朗不予理会 反倒通过

法律 将领海权延伸到12海里 把这三个岛

屿纳入到它的领海范围 1992年8月 伊朗再

次拒绝非阿联酋公民进入该岛 12月 海合

会六国举行第13届首脑会议 呼吁伊朗取消

在阿布穆萨岛所采取的行动 并停止对大小

通布岛的占领 伊朗坚持认为这是伊朗同沙

迦之间的问题 外部势力不应介入 而沙特

和埃及都表示将帮助阿联酋解决这个问题

这成为影响伊朗同沙特等海湾国家之间关系

的一个问题  

    1997年哈塔米担任总统和伊斯兰会议组

织第八次首脑会议在德黑兰召开 进一步推

动了伊沙关系的改善 哈塔米上台后主张文

明之间的对话 1997年12月伊斯兰会议组织

第八次首脑会议发表了 德黑兰宣言 自

此 伊朗的伊斯兰会议组织主席国身份更有

利于它参与伊斯兰事务 地区事务和国际事

务 1998年 沙特将伊朗的朝觐名额从6万人

增加到8.5万人  

    从1997年12月沙特王储阿卜杜拉亲王代

表法赫德国王率领代表团出席德黑兰伊斯兰

会议组织首脑会议开始 1998年2月伊朗前总

统拉夫桑贾尼访问沙特 1999年5月沙特第二

王储苏尔坦亲王访问伊朗 1999年5月伊朗总

统哈塔米访问沙特 1999年10月伊朗议长努

里访问沙特 2000年9月7日在纽约参加联合

国千年首脑会议的沙特王储阿卜杜拉亲王和

伊朗总统哈塔米举行了会谈 双方高层的频

繁互访和会见极大地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

展  

    两国在多个领域开展合作 1998年5月沙

特和伊朗签订了在经济 贸易投资 教育

科学技术 文化 体育和青年福利领域的合

作协定 根据协定 双方将鼓励合资项目

发展贸易 1998年9月 沙特协商议会批准了

这一协定 2000年7月 沙特内阁会议通过沙

特和伊朗航空运输协定草案 双方的经济合

作也日益发展 1998年11月 在利雅得举办

了伊朗贸易博览会 1999年11月 在德黑兰

举行了第一届沙特工业展览会 1998年的贸

易协定确立了两国贸易关系的框架 到1999

年 两国贸易额超过2亿美元 合资项目金额

超过2.8亿美元 2000年5月 中东最大的石

化公司沙特基础工业公司(SABIC)同伊朗国家

石化公司开展合作 以提高两国工业的全球

竞争力 2000年8月 沙特内阁会议授权苏尔

坦亲王同伊朗签订关于气象 环境保护 保

护生物多样性和野生动物 开发和管理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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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谅解备忘录  

    两国对双边关系的评价也日趋积极

1998年9月 沙特阿卜杜拉王储在记者招待会

上谈到沙伊关系时说 我们同伊朗已经掀

开了以对话 坦率和协商为基础的新的一

页 如果伊朗继续它现在的温和道路 一切

都会顺利 1999年6月 阿卜杜拉王储在接

受采访时说 沙特和伊朗是由 宗教 历史

和传统的纽带联系在一起的国家 两国都

有权发展自己的国防力量 发展两国关系对

于解决伊朗和阿联酋的争端有利 1999年9

月 沙特第二王储苏尔坦亲王在访问巴林时

表示 我们认为伊朗是一个友好国家 是

海合会的邻居 我们彼此一直在寻求对双方

都有利的东西 2000年9月6日 阿卜杜拉

王储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说 沙特和其

他海合会国家致力于海湾地区的和平与稳

定 为经济发展和同邻国进行有效的合作创

造有利的环境 海合会国家希望在相互尊

重 互不干涉内政 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双方

争端的基础上同伊朗发展关系 在伊朗方

面 1999年10月 伊朗议长强调了两国之间

的兄弟情谊 去年10月 哈塔米在会见沙特

外交大臣时说 沙特阿拉伯王国和伊朗在

地区和国际层面上的和解产生了积极的影

响 提高了穆斯林世界和穆斯林国家的地

位 哈塔米强调双方在科技 经济和贸易

领域的良好关系非常重要 沙特 伊朗在欧

佩克框架中的合作对于世界石油市场非常重

要 这种合作会维护石油出口国的利益 为

稳定世界石油市场做出了贡献  

伊朗在现代伊斯兰主义问题上也已趋温

和 1998年 哈塔米总统主张在朝觐中不进

行政治活动 沙特积极评价了伊朗在这一方

面的变化 1999年7月 法赫德国王在第二届

协商会议第三年的开幕式上发言 探讨了世

界恐怖主义问题 认为 本地区的形势不

错 他提到沙特和伊朗关系时 认为两国

和海湾地区有着非常多的重要联系 他希望

同伊朗的关系向着对海湾各方都有利的积极

方向发展  

结  论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取得成功 80年

代 伊沙关系在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发展 海

湾安全和石油等问题上出现持续紧张和对

抗 1987年的朝觐冲突和1988年的双方断交

是关系紧张的顶点 随后的两伊战争结束和

霍梅尼去世是双方关系改善的契机 1990

1991年的海湾战争是双方关系的转折点

1991年双方恢复了外交关系 伊朗也恢复了

朝觐 1997年哈塔米担任伊朗总统和伊斯兰

会议组织第八次首脑会议在德黑兰召开 大

大加快了两国关系的发展 哈塔米总统提出

文明对话 的主张后 外交政策更为务

实 伊朗自1997年担任伊斯兰会议组织主席

国以后 有条件更多地介入海湾 中东 伊

斯兰世界的事务 也有利于发展同沙特等国

的关系 从1997年开始 双方高层频繁互

访 在经济贸易 文教卫生 环境 能源

交通以及安全领域展开了广泛的合作 双方

认为 双边合作有利于海湾安全 有利于促

进伊斯兰世界的团结和发展 使欧佩克发挥

更为积极的作用 总的看 90年代双方关系

的主流是缓和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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