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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 � � � 专家调查法, 通过邀请相关领域的部分专家和

青年学者,对影响中国伊朗关系的主要因素进行权重和状态赋分, 将获取的数据汇总、分析和

修正,得到中伊关系的现状和未来的评价结果是:中伊关系的现状处于中等水平,但是未来两

国关系得到加强的可能性极大,特别是在能源、经济贸易合作、国际重大问题等领域的合作会

进一步发展,从而具备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或者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但是美国因素将是影响

中伊关系的重大、长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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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中 �伊 (朗 )关系的现状特征

中国与伊朗的交往已经走过了 2000多年的历

程,古老历史的文明和经济的融通克服了万水千山

的阻隔。如今, 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保持平稳发

展,主要体现在两国高层保持着密切的接触。2008

年,胡锦涛主席会见来华出席北京残奥会开幕式的

伊朗总统内贾德,温家宝总理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

阿斯塔纳总理会议期间会见伊朗第一副总统达乌

迪,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

伊朗副总统阿里阿巴迪,杨洁篪外长两次与伊最高

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贾利利通话,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和全国政协副主席杜青

林、商务部长陈德铭先后访伊, 司法部副部长张苏

军和文化部副部长赵维绥先后率团访问伊朗; 伊朗

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外交部长、商务部长、文

化与伊斯兰联络组织主席先后访华, 伊副外长穆赫

森  塔拉伊来华出席博鳌亚洲论坛 2008 年

年会
[ 1]
。

一方面,经贸合作深入开展, 能源合作前景广

阔。2008年, 双边贸易持续保持较快增长势头。

商务部长陈德铭访伊,与伊外长穆塔基共同主持召

开了中伊经贸科技联委会第 13次会议。 2008年

前 8个月, 伊朗向中国出口占伊朗出口总额的 7.

84%, 从中国进口占伊朗进口总额的 8. 7%。另

外,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伴随着能源等自然资源

缺口的进一步加大, 亟须从海外市场进口石油、天

然气等能源,在中国打造的 !能源版图 ∀中,伊朗成

为一块备受关注的热土。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信息

网提供的海关统计数据, 2007年我国从伊朗进口

的原油已增至 2 053. 7万吨,占同期我国进口原油

总量的 13%。从油气资源的贸易方面看, 伊朗已

日益成为我国最为主要的原油进口国之一。作为

世界第二大石油生产国、欧佩克第二大石油输出

国
[ 2]
,石油是伊朗经济命脉和外汇收入的主要来

源之一, 石油收入占伊朗外汇总收入的 80% 以

上
[ 1]
。伊朗也需要同石油需求巨大的新兴经济体

中国开展能源合作。可以说,两国开展能源合作的

前景是十分广阔的。

另一方面, 文化交流成果丰硕, 地方交流日益

密切。 2008年,两国司法、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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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丰硕。 2008年 5月,伊朗文化与伊斯兰联络

组织主席迈赫迪  穆斯塔法维访华, 双方签署

2007至 2010年文化交流协定执行计划。同年 5月,

文化部副部长赵维绥率团访问伊朗,双方签署了 #中

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文化与伊

斯兰联络组织文化谅解备忘录∃。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主席努尔 白克力、青海省副省长王令浚、宁夏回

族自治区副主席李锐、银川市委书记崔波等率团访

问伊朗。伊朗霍拉桑 拉扎维省副省长礼萨 阿布

都马莱基、吉兰省省长鲁赫阿拉  贾拉玛尼率团访

华。 2008年 1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伊朗霍拉

桑 拉扎维省正式缔结友好省际关系 [ 1]
。

事实说明,中伊关系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学

术界需要对于变化中的中伊关系进行更深层次的

研究, 比较客观地刻画出两国关系的现状, 把握其

发展趋势, 为推动两国的友好合作奠定基础, 这就

需要探索研究方法的改进。

二、中伊关系的定量研究

(一 )研究方法

本文将尝试对中伊关系现状和未来采用定量

的方法来分析。国家关系涉及政治、经贸、文化等

多方面的因素, 各因素错综复杂, 且处于不断变化

之中, 仅仅定性研究难以把握要旨。本文采用专家

调查与赋分法来分析和预测中伊关系。

此次采用派生的专家调查法
[ 3]
, 在经典专家

调查法基础上做了以下调整: ( 1)根据课题组前期

研究资料和成果, 向专家提供与调查因素有关的、

专家不十分了解的背景资料。 ( 2)前期对影响因

素进行初步筛选和整理,将确定的评价中伊关系的

主要因素提供给专家,由专家对这些因素进行评价

并提出修改意见, 以使调查更加有效。 ( 3)在征询

专家意见的同时, 要求专家进行自我评价, 以提高

权重的精确度。 ( 4)以国内相关领域的部分资深

专家作为调查主体, 同时选取部分青年学者作为对

比组辅助调查, 与调查主体的结论进行对比和验

证,并从年龄结构的层次上丰富此次调查的内容。

(二 )调查步骤及调查表内容

本次调查经历了两轮咨询,通过向国内其他相

关科研机构研究人员当面发放或邮寄调查表的形

式对国内资深专家进行调查。

第一轮,向专家提供经课题组筛选整理的中伊

关系影响因素,请专家对影响因素进行评价, 并提

出修改意见。然后进行综合分析整理,确定将八项

影响因素作为评价指标: 商品贸易、能源贸易、投

资 � 技术合作、外交 � 国际合作、军事交流、文化交
往、宗教交流、历史恩怨。

第二轮,发放调查表, 调查表设计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反映专家的个人信息;第二部分是对影响

因素赋分: 调查表提供调查内容的背景说明和填表

说明, 首先要求专家根据自己对中国伊朗关系的关

注和判断以及自己擅长的专业领域和经验来对各

因素进行权重赋分 (范围 0~ 1. 0), 然后根据自己

的判断对中伊关系现状赋分 (赋分区间为 1 ~ 5

分 )并且按照权重赋分计算单项得分和总得分; 接

着要求被调查者对中伊关系的未来 ( 2020年 )状况

赋分 (赋分区间同样为 1~ 5分 )进行赋分,最后按

照单项要素的权重值计算单项得分和总得分。

(详见表 1)。此外, 第二轮的调查, 还设计了两个

开放式问题:中国媒体对伊朗的认知度和您对中伊

关系的看法。

表 1� 中伊关系专家调查表

影响因素 判断依据 现状特征 因素权重 现状得分 未来得分

商品贸易

能源贸易

投资�技术合作

外交�国际合作

军事交流

文化交往

宗教交流

历史恩怨

综合结论

双边贸易额、商品结构等

双边能源贸易额、合作前景等

相互投资额、重大投资项目等

双方政府、外交法律政策、近期双方重大国际事务

举措

军售额、品种、军界交往程度

民间协定、交流

双边宗教交流、教徒交流

两国间发生的重大事件

综合前述八项 合计 ( 1. 0) � �

29

第 2期 � � � � � � � � � � � � 赵宏伟,等:中伊 (朗 )关系的现状与未来 �



� � 最后,根据调查获得的两国现状和未来关系的

综合分值,采用 EXCEL 2007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和

统计分析。按照专家调查法规定的有关指标计算

方法, 分析专家权威程度、专家意见集中程度、赋分

汇总等调查结果,进一步得出本次调查的结论。

(三 )调查结果分析验证

1. 专家情况分析

( 1)专家的代表性和预测的可靠性。专家的

选取是决定专家调查法预测成败的关键
[ 4]
。此次

调查选取了 43位资深专家作为调查主体, 专家来

源包括伊朗驻华大使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

院、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所、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东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北京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北京外交

学院、北京市第二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解放军国

际关系学院、南京大学哲学系、云南大学、广东湛江

师院、武汉大学、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河南大学历

史文化学院以及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历史文化

学院、科技处、出版社等众多单位,其研究领域和分

布区域均有很强的代表性; 另外, 本次选取的专家

均长期从事国际关系研究并对中东问题有着深刻

的认识,知识层次较高, 其中教授 (编审 ) 21人、副

教授 17人、讲师 5人。此外,本次调查还选取了 62

位相关专业的青年学者作为对比调查组, 其中硕士

研究生 57人、本科学生 5人。

( 2)专家的积极性。专家参加调查的积极性

程度即专家的积极系数, 通常用问卷回收率表示

(问卷回收率 =回收的问卷数 /发放的总问卷数 %

100% )。本研究第 1轮发出调查表 110份, 回收

108份,专家积极系数为 98. 2%。除 3份咨询表因

未按要求作答而作废外,其余均按要求完整填写,

调查表的有效率为 97. 2%。第 2轮调查表, 发出

108份,回收 105份,专家积极系数为 97% ,有效率

100%。在满足统计学要求的同时体现了专家们相

当高的积极性。

( 3)专家的权威程度
[ 5]
。专家的权威程度以

专家自我评价为主, 用权威系数 ( Cr )来表示, 一般

由 2个因素决定: 一是专家的判断依据, 用 Ca表

示,计算方法见表 2;二是专家对指标的熟悉程度,

用 C s表示,计算方法见表 3。权威系数 Cr= (C a+

C s) /2。

表 2� 专家判断依据及其影响程度量化表

判断依据
对专家判断的影响程度

大 中 小

理论分析 0. 3 0. 2 0. 1

实践经验 0. 5 0. 4 0. 3

对同行的了解 0. 1 0. 1 0. 1

直觉 0. 1 0. 1 0. 1

表 3� 专家熟悉程度量化表

熟悉程度 熟悉系数

很熟悉 0. 9

熟悉 0. 7

较熟悉 0. 5

一般熟悉 0. 3

较不熟悉 0. 1

结果显示, 资深专家调查组对本次咨询内容的

熟悉程度为 0. 88, 判断依据为 0. 94, 权威系数为

0. 91;青年学者调查组对本次咨询内容的熟悉程度

为 0. 82,判断依据为 0. 76, 权威系数为 0. 79。说

明专家的预测是建立在实践经验和理论基础上的,

本次咨询专家具有较高的权威性。

2.专家意见的集中程度

以各指标的算术平均数 (E )和变异系数 ( �)来

表示专家意见的集中程度
[ 6]
。

E =
 
m

i = 1
a i

m
, � �= 1

m  
m

i= 1
a i - E

2

� � 式中: m代表专家总人数, a i代表第 i位专家

的评分值。

调查结束后,专家调查组 8个指标的平均得分

在 0. 061 1~ 0. 239 0之间,不同专家赋分变异系数

均小于 0. 05, 青年学者调查组 8个指标的平均得

分在 0. 069 8~ 0. 244 2之间,不同学者赋分变异系

数也小于 0. 05。而且将两个调查组之间的赋分结

果进行对比,差异程度也都在 0. 05以内, 有些指标

的结果竟然完全一致,说明专家意见已比较集中。

3.专家意见的协调程度

专家意见的协调系数用来判断全部专家对所

有指标及评价标准给出的评价意见是否存在较大

分歧, 用协调系数W表示。W 的取值范围在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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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 W越大, 表示协调程度越好。本次调查咨询

后,协调系数为 0. 613, 经卡方检验 P< 0. 05, 可以

认为全部专家对所有指标的整体评价意见比较一

致,评价的结果可取。

根据以上对调查表中数据的分析,专家权威程

度、专家意见的集中程度、专家意见的协调程度均

满足专家调查法对数据统计的要求,因此, 经两轮

调查后基本上达到了调查的目的,在综合专家意见

的基础上可确定本次调查的结论。

(四 )调查结论

1.数据汇总

表 4� 资深专家调查组赋分汇总表

� 因素权重 现状得分 权重得分 未来得分 权重得分

商品贸易 0. 186 1 2. 822 6 0. 558 7 3. 854 8 0. 752 9

能源贸易 0. 239 0 3. 354 8 0. 823 5 3. 774 2 0. 940 0

投资�技术合作 0. 137 9 2. 419 4 0. 331 8 3. 419 4 0. 482 9

外交�国际合作 0. 141 6 2. 871 0 0. 406 5 3. 306 5 0. 465 8

军事交流 0. 088 4 1. 774 2 0. 163 9 2. 290 3 0. 210 6

文化交往 0. 082 9 1. 758 1 0. 150 8 2. 548 4 0. 212 6

宗教交流 0. 062 9 1. 435 5 0. 096 0 1. 774 2 0. 126 8

历史恩怨 0. 061 1 1. 887 1 0. 120 2 2. 338 7 0. 154 7

综合结论 1. 000 0 18. 322 6 2. 651 3 22. 951 6 3. 346 3

表 5� 青年学者调查组赋分汇总表

� 因素权重 现状得分 权重得分 未来得分 权重得分

商品贸易 0. 196 7 2. 866 7 0. 556 7 3. 966 7 0. 779 2

能源贸易 0. 244 2 3. 316 7 0. 832 5 4. 100 0 1. 024 2

投资�技术合作 0. 120 3 2. 533 3 0. 315 7 3. 766 7 0. 464 3

外交�国际合作 0. 141 6 3. 050 0 0. 451 5 3. 766 7 0. 555 5

军事交流 0. 080 8 1. 633 3 0. 132 2 2. 433 3 0. 193 6

文化交往 0. 074 0 1. 758 3 0. 136 8 3. 116 7 0. 236 2

宗教交流 0. 069 8 1. 666 7 0. 121 8 2. 200 0 0. 151 3

历史恩怨 0. 072 7 1. 808 3 0. 135 3 2. 616 7 0. 194 5

综合结论 1. 000 0 18. 633 3 2. 682 4 25. 966 7 3. 598 8

� � 2. 数据分析与结论

可以看出,在因素权重的赋值上, 调查主体对

象 � � � 资深专家组与青年学者组对于中伊关系的

影响因素赋分排序基本相似,且能源贸易的权重值

均接近四分之一。说明国内学界对中伊关系现状

和未来认识的领域性特征具有趋同性,也符合中伊

关系的现状。同时, 对于 !历史恩怨 ∀等因素对中
伊关系的影响权重值普遍较低,说明历史因素对当

代国家关系的影响度不高。由此,可以得出:

结论 1: 能源贸易、商品贸易、外交 � 国际合

作、投资技术合作、军事交流为影响中伊关系中排

名前五位的影响因素, 其中, 能源贸易为中伊关系

的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将专家对于各评价指标的现状得分和未来得

分分别乘以权重,得出现状和未来中伊关系的权重

得分, 权重得分可以科学的反映出专家对中伊关系

综合结论的分值水平, 然后使用 !友好度 ∀这一概
念,对两国关系进行综合评价。

友好度 =国家关系的实际总得分值 /国家关系

满分值,用模型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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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资深专家组与青年学者评价

指标得分对比图

A =  
n

i= 0

(X i %Q i ) / 
n

i= 0

( Yi % Q i ) % 100%

� 式中, A 表示友好度, X i 表示国家关系第 i项指

标的实际得分, Yi表示国家关系第 i项指标的满分

值, Q i表示国家关系第 i项指标的权重值。

结论 2:截至调查时日 2009年 1月, 两国关系

的现状得分为 2. 6513,友好度为 53%, 说明中伊关

系处于中等水平。

结论 3:在可预见的未来时期, 中伊关系将比

现状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两国关系的未来得分

为 3. 3463, 友好度为 67% ,初步达到良好水平。

综合分析回收的调查表, 专家对 !中国媒体对

伊朗的认知度∀和 !专家对中伊关系的看法 ∀两个

开放式问题的回答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结论 4: 中国媒体对伊朗的认知度总体偏低;

以正面报道为主, 但缺乏深层次的了解; 对于伊朗

的报告集中在政治领域、国际热点问题这样的

!点∀上,而对于伊朗民生、文化、宗教等 !面 ∀上的

问题关注度不够。

结论 5:中伊在现实中互有所求, 两国关系发

展意义重大且前景较为乐观。

结论 6: 美国因素将对中伊关系产生重要的

影响;

结论 7:中伊在宗教方面的交流既存在合作的

前景又存在相应的风险。

三、讨论

(一 )研究方法的适用性

专家调查法本质上是建立在诸多专家的专业

知识、经验和主观判断能力的基础上的研究, 因而

特别适用于缺少信息资料和历史数据,而又较多地

受到社会的、政治的、人为的因素影响的信息分析

与预测课题。其最大优点是简便直观,无需建立繁

琐的数学模型, 而且在缺乏足够统计数据和没有类

似历史事件可借鉴的情况下,也能对研究对象的未

知或未来的状态做出有效的预测
[ 7 ]
。因此, 对于

中伊关系现状评价和未来预测,此方法有较强的适

用性。

(二 )修正

由于调查表中选取的专家仅有两名伊朗人,

98%以上为国内专家,对中伊关系的判断均基于中

国的立场, 故在影响中伊关系的指标赋分方面存在

偏颇, 应考虑中伊关系的伊朗对华战略因素进行

修正。

中国在国际舞台奉行经济关系独立于政治的

原则, 两伊战争期间, 美、英、德、法等国出于政治考

虑撤出伊朗,且总是用人权、核武器扩散等政治议

题敲打伊朗,这给中伊经贸的发展提供了绝好的机

会,可以说伊朗希望将中国作为长期的战略伙伴,

选择与中国进行政治合作,选择中国作为主要贸易

伙伴, 以石油贸易换取伊朗的政治、经济利益。中

东问题专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东学院代理院长

加里 斯克 ( G ary S ick) 2005年 7月向 #华盛顿观

察 ∃周刊揭示了伊朗在中伊关系中的政治利益:

!伊朗面临着美国的制裁和国际围剿,因此需要中

国对他的支持, 尤其是中国在安理会的一票否决

权。∀另据新华社 2006年 6月 10日电, 伊朗希望加

入 !上海合作组织 ∀, 寻求与上合作组织成员国进
行更广泛的合作,尤其是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

此外, 美国对伊战略也是影响中伊关系的一个

重要因素。在 2001年出版的 #四年防务报告 ∃中,

美国推出了 !邪恶轴心 ∀说, 并把伊朗定义为除伊

拉克以外最 !无赖∀的国家。美国在伊核问题上采

用强硬态度,经济制裁伊朗,并声称不惜动用武力。

美国因素对中伊关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目前美国的伊朗战略促使伊朗使用能源外

交,加强同中国、俄罗斯等国的经济政治合作;另一

方面, 中美关系对于中美两国来说均是最为重要的

国际关系, 美国不愿看到中伊两国间结成亨廷顿所

说的战略联盟, 必然会阻止伊朗向中国靠近, 而中

国也不会牺牲中美关系同伊朗结盟。此外,如果美

国发动对伊战争, 进而占领伊朗,在美国的意图下

建立伊朗新政权,那将会对中伊关系产生变革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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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三 )中伊 (朗 )关系的评价和预测

正如 2007年胡锦涛主席在比什凯克上合组织

峰会期间与伊朗总统内贾德会晤时对两国关系的

阐述: 两国关系的发展重点是经贸领域合作、人文

领域交流合作, 并向各领域、各层次友好交流合作

全面发展。

在现实条件下, 中伊两国交往仅处于中等水

平,但是从长远来看, 两国互有所求, 没有根本性冲

突,两国关系发展的最大可能是在现有基础上不断

加强, 特别是在能源领域、经济贸易合作领域、国际

重大问题上的合作会进一步加强,逐渐具备建立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或者自由贸易区的基础和条件。

21世纪初期中 (伊 )关系停滞或者出现曲折的可能

性是存在的, 两国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将随伊美关

系、中美关系的变化而变化; 国际能源 (石油、天然

气 )市场情势也是引发变动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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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 is paper uses quantita tive and qualitative m e thod, expe rts d iscussions, inv itation o f a part o f expe rts and young

scho la rs to d iscuss thew e ight and status of the factors influenc ing the re 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Iran, ana ly zes and rev ises

the data. The results ind ica te that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relationsh ip betw een China and Iran reaches m iddle leve ,l that it has

g reat possib ility tha tCh ina and Iran w ill furthe r enhance the ir re lationsh ip in the fie lds of energy, econom y, trade and internation�

a l important issues so tha t strateg ic partner re la tion or free trade zone w ill be estab lished but the facto r o f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im po rtant and long�term fac to r to a ffect the re la tionsh ip be tw een Ch ina and Iran.

Keywords: re 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Iran; affec ting factor; expert survey m ethod; eva luation; pre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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