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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东外交三十年 (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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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从五个方面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中东外交的深入发展: ( 1)能源合作不断增强,中东

已成为中国石油进口最重要的地区; ( 2)同阿盟、海合会等中东地区与次地区组织之间的合作不断加强; ( 3)

参与中东和平进程的程度加深,机制渐趋健全; ( 4)在伊拉克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 5)在伊朗问

题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的基础上, 从中美在中东战略竞争加剧的角度,分析了中国中

东外交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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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在5中国中东外交三十年 6 (上 ) ( 5宁夏社会科学62008年第 5期 )一文中,从中国中东外交

的总体转型、双边关系、政治互信与合作、经贸合作、文明对话五个方面, 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中东

外交的深入发展。本文将继续从能源合作、同中东区域组织的关系、中东和平进程、伊拉克问题、伊朗问

题五个方面继续探讨中国中东外交的发展。

一、能源合作领域的相互依存日益加深

众所周知,石油供求矛盾的发展使中国在 1993年成为油品净进口国, 1996年成为原油净进口国。

中国进口石油的一半左右依赖中东, 其中从沙特和伊朗进口的石油占中国进口石油的 30%左右
[ 1]
。

从 20世纪 90年代开始,中国进口中东石油的数量上升趋势明显。从 1990年的 115. 36万吨增至

2002年的 3 539. 12万吨, 12年间扩大了近 30倍。我国从中东进口石油占总进口石油的比例自 2000年

以来已超过 50%。
[ 2]
随着中国从中东进口石油的不断增长 (参见下表 ) , 双边能源合作日益 /具有深厚

的物质基础、双赢互利的发展前景及长期性和战略性的内涵 0 [ 3] 31
。在此背景下,能源外交已经在中国

的中东外交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能源安全已经成为中国中东外交的首要考虑0 [ 4]
, 中国对沙特、

伊朗、伊拉克以及海合会的能源外交尤其引人注目
[ 5 ]
。当然, 受中东地区复杂局势的制约以及与美国

等西方国家石油利益的竞争关系,中国与中东的能源合作依然面临诸多的问题与挑战。

二、同中东地区与次地区组织的合作不断加强

20世纪 80~ 90年代, 中国同阿拉伯联盟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1982年阿盟代表团访问中国; 1993

年阿盟秘书长马吉德访华; 1997年钱其琛在访问中东期间会见阿盟秘书长马吉德,提出发展中国与阿

拉伯国家关系的四点建议; 1998年阿盟理事会作出加强对华关系决议; 1999年唐家璇在开罗阿盟总部

会见阿盟秘书长马吉德,双方签署了 5关于建立政治磋商机制的谅解备忘录 6。 2000年 11月阿盟秘书

长马吉德致函中国,赞赏中国在阿以冲突问题上为寻求和平、公正的解决方法所作的努力。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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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2002年中国从中东进口石油的情况 (单位: 百万桶 )

年度 1990 1992 1994 1996 1998 2000 2002

中国从中东进口石油 8. 42 31. 60 35. 87 88. 34 121. 68 276. 67 258. 36

中国石油总进口 21. 33 82. 91 90. 13 165. 10 199. 45 512. 94 506. 67

从中东进口占总进口的比例 39. 47% 38. 12% 39. 79% 53. 50% 61. 00% 53. 93% 50. 99%

  资料来源: Jin L iangx iang, Energy F irst: Ch ina and theM iddle E ast, M iddle East Quarte rly, Spring 2005, h ttp: / /www.

m eforum. org / artic le /694。

9# 11事件发生后,中国与阿盟多次就中东热点问题交换意见。 2004年胡锦涛在访问埃及期间会

见阿盟秘书长穆萨,提出了建立中阿新型伙伴关系的四点建议: ( 1)以相互尊重为基础,增进政治关系;

( 2)以共同发展为目标,密切经贸往来; ( 3)以相互借鉴为内容, 扩大文化交流; ( 4)以维护世界和平促

进共同发展为宗旨, 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此次会谈中, 双方宣布正式成立 /中阿合作论坛 0。

2004年 9月,中阿合作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在阿盟总部召开, 签署了 5中国 ) 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宣

言 6和5中国 ) 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行动计划6。2005年中阿合作论坛高官会议在北京召开, 研究落实

5中国 ) 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行动计划6的具体步骤。 /中阿合作论坛企业家大会 0也于同年在北京召

开。
[ 6]

2005年第 18次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专门通过决议,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2006年 /中阿合作论坛 0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召开。胡锦涛在会见阿拉伯国家代表时, 总结了

中阿关系的成功经验: ( 1)双方相互尊重, 彼此信赖, 真诚相待; ( 2)双方互利互惠, 合作共赢, 共同发展;

( 3)双方相互支持,密切配合,维护共同权益。唐家璇在讲话中提出中阿应成为友好互信的伙伴, 共同

发展的伙伴,促进不同文化和谐共处的伙伴, 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稳定的伙伴。会议签署了 5中国 )
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二届部长会议公报 6、5中国 ) 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2006至 2008年行动执行计

划 6,以及建立企业家大会机制和环境合作机制等文件。对此, 俄罗斯 5政治杂志 6作出高度评价:中阿

合作论坛第二届部长会议取得了丰硕成果,,中阿合作的巩固不仅能够解决各种地区和局部问题, 也

起到显著改变全球力量对比的作用。
[ 7]

海湾合作委员会 ( GCC,以下简称海合会 )于 1981年 5月 25日宣布成立,两天后中国就与海合会建

立了外交联系; 1992年中国贸促会和海合会联合在北京举办 /中国与海湾国家工业经济合作研讨会 0;

1996年中国与海合会决定建立定期磋商机制,以增进双方的经济与贸易合作, 每年轮流在北京和海合

会秘书处总部所在地利雅得举行磋商会议
[ 8]
。 1998年 3月召开的第 66届海合会外长理事会首次将发

展对华关系写入会议决议。此外,自 1990年起,我国外长每年赴纽约出席联大期间均与海合会六国外

交大臣或其代表进行会晤,就共同关心的国际与地区问题及中国同海合会的关系交换看法
[ 9]
。

2004年 7月,海合会秘书长和六国财长联合访华,双方签订了 /经济、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框架协

议 0,并宣布启动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 2005年 4月和 6月,中国与海合会分别在利雅得和北京进行

了两轮自由贸易区谈判, 2006年 1月双方在北京进行了第三轮自由贸易区谈判。
[ 8]
为加强双方关系, 胡

锦涛提出,双方应充分发挥政治磋商机制的作用,加强交流, 增进互信, 共同维护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稳

定;发挥经济互补性强的优势, 扩大经贸合作, 加快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发展双方在投资和金融领域的

合作; 完善能源对话机制, 共同维护国际能源市场稳定, 深化双方在能源领域的互利合作
[ 10]
。

三、参与中东和平进程的程度加深,机制渐趋健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调整了对巴勒斯坦和阿以冲突问题的政策。1988年, 钱其琛宣布了中国关于

解决中东问题的五点主张:中东问题应通过政治途径解决;阿拉伯被占领土应予以归还;巴勒斯坦人民

的合法权利应予以恢复,以色列的安全也应得到保证;支持召开有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参加的中东国

际和平会议;支持中东各方进行各种形式的对话,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双方互相承认
[ 11] 368

。中国首次强

调了以色列安全以及双方互相承认的重要性。

1991年马德里和会召开, 中国积极支持中东和平进程并为此不断作出努力。1997年钱其琛阐述了

中国关于中东问题的五点主张: 以联合国有关决议为基础, 遵循 /以土地换和平 0的原则, 推进中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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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认真履行已达成的各项协议;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和暴力行为;加强地区经济交流与合作,阿以

间逐步建立相互信任,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国际社会有责任为实现中东全面、公正、持久的和平作出努

力,中国愿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
[ 12]
。

自 2000年巴以冲突再度加剧,中东和平进程受阻后,中国希望有关各方切实执行联合国有关中东

问题的决议,坚持遵循 /土地换和平 0的原则,实现中东地区全面、公正、持久的和平。中国坚定支持巴

勒斯坦人民争取恢复包括建立独立国家在内的合法民族权利,呼吁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军事进攻、

定点清除和修建隔离墙的举动。江泽民和胡锦涛等国家领导人多次阐述中方对中东和平进程的立场,

积极做有关各方的工作。中国为中东和平进程所作的外交努力, 得到了包括巴以在内的国际社会的认

可。2002年,以色列外长佩雷斯表示,以色列欣赏中国所作的外交努力, 中国在未来在中东和平进程中

将发挥广大的作用。
[ 4 ]
为加强中国对中东和平进程的参与能力,自 2002年以来, 中国政府先后派王世杰

和孙必干任中东问题特使,多次前往中东地区,宣传中方主张,积极劝和、调解。中国向中东派遣特使,

既是为了适应国际形势特别是中东地区形势的变化, 也是随着中国国力增强、自身大国地位进一步巩

固,对地区事务影响力提升的客观情况使然。
[ 13]

2003年底, 唐家璇提出了中国对中东问题的四点主张: ( 1)建立互信,恢复和谈; ( 2)重启 /路线图0
计划, 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 3)积极谋求实现中东全面持久的和平; ( 4)国际社会应加大促和力

度。
[ 14]

2004年, 中东和平进程严重受挫, 在以色列全力推进 /单边行动0、加紧修建 /隔离墙 0、阿拉法特

病逝的关键时刻,唐家璇出访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提出了中国关于中东问题的四点主张:逐步建立互信,

尽快恢复和谈;加快落实 /路线图 0计划,尽早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召开由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有关

各方参加的中东和平会议;致力于实现中东地区全面持久的和平。
[ 7]

在 2007年下半年召开的中东问题安纳波利斯会议上,杨洁篪外长提出了五点主张:尊重历史,彼此

兼顾,把握和谈方向; 摒弃暴力, 排除干扰,坚定和谈信心; 全面推进, 平衡发展, 营造和谈气氛; 重视发

展,加强合作,夯实和谈基础;凝集共识,加大投入, 加强和谈保障
[ 15]
。中国强调在中东和平 /路线图0

和 /阿拉伯和平倡议0基础上,启动最终地位谈判,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是和谈的方向;摒弃暴力, 坚

持对话,甚至必要的妥协是和谈的重要手段;平衡推进中东问题各线的谈判,稳妥处理中东地区其他热

点问题是和谈的重要基础;加大对巴勒斯坦人道主义援助,推进区域经济合作是和谈的重要条件;建立

广泛参与、平衡有效的多边促和机制、监督机制和执行地制是和谈的重要保障。这些主张反映了中国推

动中东和平进程的新思考,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赏。 2007年, 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四度出访地区国家,

出席了援助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国际会议, 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

四、在伊拉克问题上发挥了重要建设性作用

在 1990~ 1991年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中,中国明确反对伊拉克吞并科威特, 但始终强调用和平手

段解决危机,不赞成对伊拉克动武。根据这一原则立场,中国对安理会通过政治、外交、经济等手段迫使

伊拉克撤军的决议都投了赞成票,但对授权美国对伊拉克使用武力的 678号决议投了弃权票。海湾战

争后, 中国主张伊拉克应全面、切实地执行安理会的有关决议,同时认为伊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和安全关

切应予以尊重。在武器核查危机中, 中国不赞成对伊拉克使用武力, 呼吁有关各方采取克制和灵活态

度,通过对话解决分歧。在 1998年初举行的安理会上,中国与俄、法一起主张结束对伊拉克的制裁。
[ 16]

进入 21世纪后,在从对伊武器核查到伊拉克战争前后,中国始终坚持维护 5联合国宪章6和国际法

基本原则,主张在联合国框架内政治解决伊拉克问题,反对 /先发制人 0打击的单边主义行为; 同时又在

本国力量和利益所及的范围内进行斡旋与斗争,采取战略明确、战术超脱的灵活策略,在坚持国际道义

的同时,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 既发挥了负责任大国应有的作用, 又成功地实现了 /韬光养晦 0与
/有所作为0外交方针的辩证统一。[ 17]

在主战与反战阵营之间, 中国根据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 对

某些立场给予认同,对另外一些主张则保持适当距离。国际舆论评价说: /从战略角度看,中国是反战

的,但从战术角度看, 它正试图使自己尽可能远离主战派和反战派这两个阵营。因此,当联合国安理会

出现分歧时,对中国而言发挥影响的最佳方式就是在双方之间进行仲裁,以阻止安理会全面崩溃。0
[ 17]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中国坚定支持伊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主张通过政治进程, 以和平、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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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解决各派的分歧,实现伊的安全与稳定。中国主张伊拉克的统一、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应得到

维护, 应尽快实现 /伊人治伊0,伊新政权应具有广泛代表性, 奉行睦邻友好政策;各方在伊的合法权益

应得到充分尊重和维护;联合国应在伊重建中发挥全面作用。在安理会通过有关涉伊问题的决议中,中

国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受到各方重视与好评。
[ 14]
为此,中国通过多边和双边两个渠道积极开展工

作。中国积极参与推动伊拉克政治经济重建的国际会议。2007年 5月, 杨洁篪外长出席了在埃及召开

的 /伊拉克国际契约0和伊拉克周边外长扩大会议, 阐述了中国对伊拉克问题的原则立场, 指出团结、稳

定和发展是伊拉克问题面临的三项主要任务, 其中团结是关键,伊不同民族与教派应加强对话,促进和

解,保障所有人平等参与政治生活,公平分享财富, 把政治解决放在突出位置, 通过综合治理实现稳定;

同时强调伊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以及联合国支持伊政治经济重建的重要性; 宣布中国政府向伊提供 5

000万元人民币无偿援助,并愿大幅度减免伊拉克欠中方债务
[ 18 ]
。

五、在伊朗问题
¹
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对于 1979年伊朗革命,中国 /认为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差异不应成为发展两国关系的障碍。中国

不干涉伊朗内政,不赞成也不参与对伊朗进行的制裁 0 [ 16]
。两伊战争中,中国均 /采取表明自己的立

场,但不直接介入的政策, 同时也反对外部势力的插手和干预,希望各国通过和平途径自己解决 0 [ 19] 419
。

自 2003年伊朗核问题凸现以来, 中国一直面临沉重压力。新加坡 5联合早报 6评价说: /一方面, 作

为现行国际体系的重要成员,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利益交织日益广泛, 它必须维持与它们的建设性

合作关系;而另一方面,伊朗是中国进口能源的来源地之一, 也是中东地区和伊斯兰世界的重要成员。

中国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强硬措施, 不仅会打乱自己的能源战略部署, 而且还有可能损害它与中东国家

的良好关系。0 [ 20]
在伊朗核问题上, 中国始终坚持三条基本原则: 第一,伊朗不应坚持开发核武器;第二,

国际社会不应谋求以武力解决伊朗核问题;第三,应通过谈判、沟通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因此,坚持维

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积极推动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全面合作,通过对话政治解决伊核问题, 维

护中伊关系的正常发展,是中国的基本立场。
[ 4 ]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中国始终反对把伊朗核问题交给安

理会处理,主张由欧盟在美伊之间进行外交斡旋。

自欧盟三国的外交协调陷入僵局和 2006年 1月伊朗恢复铀浓缩活动以来,伊朗核问题经历了在国

际原子能机构内协调,在六国机制内磋商,在联会国安理会内讨论三个不同而又彼此关联、交叉的阶段。

中国从一开始就努力争取伊朗核问题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内得以解决,并通过双边途径做伊朗工作,敦促

伊朗釆取措施,加强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谋求通过对话解决问题。但是, 2006年 2月 4日,国际原

子能机构通过一份由美国主导的决议案, 决定把伊朗核争执 /报告 0给联合国安理会。[ 21]
针对这种转

变,中国仍继续主张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在六国机制的框架内, 中国积极与美国、俄罗

斯、英国、法国和德国进行沟通和磋商。2007年 6月,在中国的推动下,六国达成了 /复谈路线图 0和 /谈

判原则和框架联合宣言0, 即 /六国方案0º
。伊朗虽然表示愿同欧方继续探讨复谈文件, 并愿与国际原

子能机构合作解决未决问题,但坚持不放弃铀浓缩活动,伊核问题随之激剧升温, 美国竭力推动安理会

强化对伊制裁,并扬言不排除对伊实施军事打击的可能。在此情况下, 安理会先后通过了关于伊核问题

1737号和 1747号决议。中国基于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以及安理会决议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的严

肃性, 对上述两个决议投了赞成票,但仍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以及有关各方的双边和多边的外交谈判是

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最佳选择。

结束语:中国中东外交面临的压力和挑战

近年来,中东地区作为我国周边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及主要的能源供应地, 对我国国际战略和

能源安全的重要意义日渐凸现, 我国与中东国家相互依存度不断增加
[ 22]
。就中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

而言, 在政治层面,中东是中国重要的战略依托,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离不开阿拉伯 ) 伊斯兰世界的支持

和配合;在经济层面, 中东是中国最大的海外能源供应地、重要商品劳务出口和工程承包市场;在安全层

面,中东 /三股极端势力0通过中亚、南亚向中国西部地区的渗透,构成中国西部边疆稳定的潜在威胁;

在国际体系与国际制度层面,中东问题是联合国框架内大国博弈的重要领域,使得中东成为塑造中国负

责任大国国际形象的重要舞台。但是,随着对中东问题参与程度的提高,中国中东外交所面临的诸多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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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问题与矛盾也日益凸现,并构成中国中东外交的重要掣肘。受篇幅所限, 本文最后仅就中国与美国在

中东战略竞争日趋加剧这一重点问题略谈一二。

中国与美国的中东战略在存在战略共识的同时,也存在着战略分歧,尤其是美方对中国中东战略的

误解使双方在中东存在战略竞争乃至战略紧张的可能。在战略共识方面,中美在打击极端主义和恐怖

主义、消除地区动荡和混乱根源、确保国际能源市场价格合理与稳定等方面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在具体

行动上,中美也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如中国协助美国调查恐怖分子在中国银行的资金;承诺向阿富汗和

伊拉克分别提供 1. 5亿美元和 2 500万美元援助; 准备灵活处理萨达姆时期拖欠中国的 70亿美元债

务;为达尔富尔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与美国、联合国共同支持非盟在苏丹的维和行动等。
[ 23]
但是, 近

年来中国对中东事务参与能力的增强,已经引起美国的高度重视, 并将其视为对美国的挑战。

第一,在战略层面,美国认为中国在中东的战略地位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并通过中东对美国进

行战略牵制。有人撰文指出, 20世纪 80年代,中国在波斯湾的利益尚十分有限,也没有力量向美国发

起挑战。2000年以来,经贸利益、武器销售、能源需求和地缘利益使得中国在中东的存在具有多重战略

动机, 中国已经开始在中东扮演重要的角色,包括发挥抑制美国和其他大国力量的潜在作用。
[ 8]
另有研

究报告指出: /中国日趋老练的外交试图将中东作为对美外交的地缘政治平衡物 ( geopolitica l counter-

w e ight)。在本质上, 北京将中东持久的危机视为使美国难以脱身的有力因素, 而不是视其为对世界和

平的威胁。0 [ 21]
还有略显温和的报告指出: /尽管中国和美国不会在中东展开公开的竞争, 但是中东成

为未来中美竞逐的舞台却是不难想象的。0 [ 1]

第二,把中国与中东日益密切的能源合作视为威胁西方能源安全,制约美国中东政策的重要因素。

在美国看来, /在围绕中东石油的竞争日趋加剧的背景下, 中国具有扩张性的能源政策已经对美国的能

源安全构成了威胁0 [ 21]
。中国与沙特、伊朗等中东国家的能源合作在美国有被日益政治化的趋势。美

国认为中国在伊朗油气部门的投资超过了美国 5伊朗 ) 利比亚制裁法案 6的限制, 并扬言对中国进行制

裁,同时认为中国与伊朗的油气资源合作破坏了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的安排。有人撰文指出, 2004年,

在美国试图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之际, 中国却在当年与伊朗签署了 1 000亿美元的油气合

同;在 2006年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将伊朗核问题提交安理会的决定后, 中国一再坚持拖延进行对伊朗

制裁的讨论。
[ 24]
甚至有人认为,中国介入中东, /至少在理论上讲,为伊朗避开与西方的接触和自信地挑

战西方的利益提供了战略支持0 [ 25]
。对于中国与沙特的能源合作, 在 9# 11事件后美沙关系受到冲击

的情况,更是被美国加以政治化,认为中国与沙特的能源合作使沙特 /正在追求一种通过与中国发展更

加有活力的战略关系而防范美国的战略0 [ 26]
。

第三,中国对中东的武器销售被美国视为影响中东地区稳定、妨碍美国中东战略的因素。有文章认

为, /中国作为中东地缘政治的新角色 0, /已经深入到世界上油气资源最为丰富、冲突最为集中的地区,

中东已经为中国发挥其领导能力以满足其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从巨大的武器销售中获利提供了机会,

与此同时中国却置地区稳定于不顾0。[ 21]
另有文章指出, /武器销售已经成为中国中东战略的重要组成

部分0, /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武器销售在经济和政治目标方面具有广泛的一致性。武器销售和技术转让

帮助中国加强了与中东地区的经济与政治联系,并使其具有了在全球层次的问题上获得发言权的杠杆

( bargaining leverage on g loba-l level issues) , ,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解释美国不得不向中国施加压力
以获得中国在武器销售和技术转让方面半心半意的承诺 ( hal-f hearted comp liance) 0。[ 8 ]

美国还指责中国

向伊朗、利比亚、叙利亚出售的武器, 多大部分又被上述国家提供给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哈马斯等

恐怖组织
[ 21]
。

第四,将中国在联合国关于中东问题决议表决中的立场和做法,视为故意为美国的中东战略设置障

碍。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巴以、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等问题时, 中国代表均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

原则, 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表明自己的态度,并与有关国家协调立场。由于中国坚持联合国在解决

中东问题上的主导作用,坚持通过谈判、对话和发展作为解决中东问题的关键。因此,在部分美国人看

来,中国的中东政策是故意为美国的中东政策设置障碍。

总之,中国与美国在中东的战略竞争已经日益凸现。由于在中东的战略目标不同, 中美在能源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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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反恐政策、防扩散政策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随着中国对中东影响的增强, 在未来中美关系的战略

互动中,双方保持一定的战略竞争是正常的,但中美双方应增进对彼此利益关切的相互理解, 妥善处理

双方的分歧,使其不至影响中美关系的大局,同时也不至对中国的中东外交产生巨大的消极作用。

注释:

¹ 本文中的伊朗问题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两伊战争、伊朗核问题等与伊朗相关的问题。

º 该方案同意伊朗拥有民用核计划,支持伊朗加入世贸组织;承诺向伊朗出售民用飞机零部件; 美准备与欧盟一起

同伊朗谈判; 要求伊朗停止铀浓缩和加工活动等。这是一个包含诸多积极因素、较为平衡的一揽子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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