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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伊朗总统候选人易卜拉欣·莱希在德黑兰的一个
投票站投票后向媒体致意。

新总统的
三个侧面

作为一名宗教人士，莱希曾
掌管财力雄厚的宗教基金会；作
为一名司法系统官员，他大力打
击腐败；作为一名保守派政治人
物，他对美国态度强硬，但在伊
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恢复履约谈
判上又展现出务实态度。

宗教人士

此次总统选举期间，无论是
进行候选人登记，还是参加电视
辩论，莱希都头戴黑色头巾、身
披黑色长袍，与其他候选人的西
装革履相比显得格外特别。

莱希15岁开始在什叶派圣
城库姆的宗教学院学习，师从伊
朗一些显赫的宗教人士。他从
17岁开始就在政治上积极反对
推行西方化和世俗化的巴列维
王朝政权，曾参加德黑兰大学学
者和宗教人士静坐等示威活动。

虽然莱希后来长期在司法
系统担任公职，但他一直坚持在
宗教学校担任教职。而他作为
宗教人士的身份为他在政治上
的发展助力不少。2016年，他被
哈梅内伊任命为伊马姆·礼萨圣
地监护人，并掌管伊朗财力最雄
厚的宗教基金会阿斯坦·古德
斯·拉扎维组织。

反腐斗士

莱希担任公职的履历集中
在司法系统。1979年伊朗伊斯
兰革命后，他进入检察体系，从
伊朗首都德黑兰以西的卡拉季
起步，先后担任哈马丹省检察
官、德黑兰检察官等重要职务，
2014年出任伊朗总检察长。

莱希曾领导伊朗总监察办
公室，重点打击腐败行为。2019
年，他又被任命为伊朗司法总
监，上任后大力打击腐败，包括
惩治司法系统内部的不作为、辞
退不合格法官、起诉腐败受益
者、审判高级官员亲属等。这些
反腐行动让他在支持者中受到
广泛称道。

反腐也成为莱希在此次竞
选中重点宣传的一个议题。在
解释为何决定竞选总统的声明
中，莱希把打击腐败列为他的首
要任务。

强硬保守派

在政治立场上，莱希属于保
守派。2017年，他作为保守派代
表参加上届总统选举，但不敌代
表改革派阵营的现任伊朗总统
鲁哈尼。

由于伊朗保守派对美国态
度强硬，对伊核协议多有批评，
当时就有舆论担心，莱希上台
后，伊核协议相关方正在维也纳
就美伊两国恢复履约问题进行
的会谈可能前景堪忧。但莱希
在竞选中表示，他如果当选将建
立强力政府维护伊核协议。其
官网上发布的一份外交政策文
件说，莱希政府“会把伊核协议
推回到原来的轨道”。

分析人士认为，考虑到莱希
的对美强硬立场，加上他本人还
受到美国制裁，他任内的美伊关
系恐怕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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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总统的
三大挑战

分析人士指出，在缺乏有力
竞争者的情况下，莱希赢得伊朗
总统选举毫无悬念。但他上台
后将面临诸多问题，重振伊朗经
济、防控新冠疫情、摆脱美国制
裁将是最为急迫的四大挑战。

首先是重振伊朗经济和解
决通货膨胀问题。美国单方面
退出伊核协议后，重启并新增了
一系列对伊制裁措施，对伊朗经
济发展造成严重冲击，导致伊朗
外汇短缺、货币贬值，国内通货
膨胀不断加剧。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今年4月发布的数据显示，
去年伊朗通胀率为36.5%，而今
年这一数字将升至39%。

物价不断攀升也使伊朗民
众生活愈发艰难。有分析指出，
伊朗经济萧条，通胀和失业率高
企，导致民众不满情绪不断累
积。新政府可能需要及时出台
措施解决经济问题。

其次是控制伊朗目前依然
严峻的疫情。伊朗卫生部公布
的数据显示，该国18日新增新冠
确诊病例10100例，累计确诊病
例已超过300万例。在伊朗8000
多万人口中，只有约90万人接种
了第二剂新冠疫苗，占比仅为约
1%。

严峻的新冠疫情导致不少
民众失业，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生
活的艰辛。伊朗议会研究中心
一项研究显示，有多达643万伊
朗人可能会因新冠疫情失业，这
一数字相当于全国近25%的劳
动力人口。

第三是摆脱美国的制裁。
这是莱希面临的最核心问题，因
为正是美国制裁导致伊朗经济
陷入困境，并加剧了医疗资源短
缺，使伊朗在疫情面前变得更加
脆弱。

德黑兰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主任哈米德·瓦法埃认为，莱希
上台执政在外交方面的重点问
题就是解除美国制裁，但这绝非
易事。今年4月起，伊核协议相
关方代表在维也纳就美伊恢复
履约问题开始会谈，至今已持续
两个多月仍未达成共识。

有分析人士指出，莱希一贯
对美强硬，上台后如保持强硬立
场，伊核谈判取得成果的可能性
将变小。即便莱希上台后积极
推动谈判，美国考虑以色列等中
东地区盟友的态度，也不太可能
彻底解除对伊制裁。因此无论
怎 样 ，双 方 要 达 成 协 议 都 不
容易。

“对伊朗来说，特别是对于
新政府来说，改善经济发展的外
部环境，实现经济增长，改善民
生并恢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非
常重要。”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副研究员金良祥表示，“如果能
够恢复伊核协议，美国取消对其
制裁，这毫无疑问是最好的结
果。但问题是伊核协议能不能
恢复？就现在来看，前景是比较
乐观，但仍有不确定性。不管怎
么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到现在已
经过了四十来年，伊朗的政治和
外交是会趋向务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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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外交政策》杂志报
道，在2006年，由于莱希的
忠诚，他被任命为专家会议
的成员。专家会议这一机
构的地位不可小视，它是由
伊斯兰教神学专家或高级
神职人员组成的特殊权力
机构，伊朗最高领袖就由其
选举产生，而加入该机构是
成为未来最高领袖的最低
要求。

莱希宣布参选后，针对
他的讨论便不仅仅止于“可
否当上总统”。在外界纷纷
推测他是哈梅内伊的继任培
养对象之时，莱希此次当选
总统是否在为未来成为最高

领袖铺路，也受到了广泛
关注。

“目前哈梅内伊年事已
高（现年82岁），不得不将挑
选接班人的问题提上日程。”
金良祥告诉澎湃新闻，哈梅
内伊认为，先做好总统是出
任最高领袖的前提，他自己
便有过这样的经历，先做总
统，后任最高宗教领袖。有
这样的经历之后，最高领袖
才可能更好地把控全局，行
使职权。

除了当总统有助于提升
治国能力，莱希的伊玛目礼
萨圣地监护人角色也颇为重
要。曾在伊朗库姆神学院任

教的穆森·卡迪瓦尔在接受
《卫报》采访时表示，仅担任
伊玛目礼萨圣地监护人这一
事实就使莱希担任最高领袖
职位的机会增加了30%至
40%。

英国外交部前伊朗问题
顾问侯赛因·拉萨姆也强调，
莱希的圣地监护人角色是其
获得领导机会的有力平台。

“莱希还与最高领袖本人及
革命卫队等伊朗关键人物有
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拉萨姆
指出，所有迹象都表明，莱
希成为下一任最高领袖的机
会正在快速增长。

他将是伊朗最高领袖接班人？

当地时间6月18日，伊朗
举行第13届总统选举。近
3000万伊朗人来到投票站，
投票延期到了19日凌晨。

伊朗内政部长法兹利19
日宣布，强硬派代表、司法总
监易卜拉欣·莱希获得近
1793万张选票，得票率近
62%，赢得此次总统选举。

莱希1960年出生在伊朗
什叶派圣城马什哈德，2014
年被任命为伊朗总检察长，
2019年担任伊朗司法总监。
他在大选前的电视辩论中强
调，将把打击腐败作为当选
后施政的重要任务。关于伊
核协议谈判，莱希表示，如果
有利于伊朗民众的利益，他
将继续支持谈判。

在结果公布之前，此次
选举中的另三名总统候选人
都已提前对莱希表示祝贺。

早在大选大幕正式拉开
之前，伊朗半官方的法尔斯
通讯社5月25日在候选人名
单产生后公布了一项民意调
查，预测本次总统选举投票
率将接近53%，强硬派代表
人物莱希甚至被认为将赢得
其中72%的选票。

相较于其他几位曾在伊
朗政府内身居各种要职的
候选人而言，莱希的背景稍
显“另类”，他既不是伊斯兰
革命卫队前领导人穆赫辛·
雷扎伊那样带兵打仗的军
事将领，也非前伊朗央行行
长阿卜杜纳赛尔·赫迈提那
般精通发展经济等门道的
技术官僚，更非前伊斯法罕
省省长穆赫辛·迈赫拉利扎
德那样执掌一方的地方领
导人，莱希在更长的时间里
是一名伊斯兰教什叶派神

职人员。
不过，在当选伊朗总统

之前，莱希已在伊朗司法体
系内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
色。与此同时，莱希与伊朗
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联系紧
密，两人意识形态倾向相似，
莱希对宗教政治的忠诚也让
外界视他为未来接棒哈梅内
伊的热门人选。

伊朗第13届总统选举于
18日举行，共有4名候选人竞
选总统。伊朗总人口8000多
万，此次大选有超过5900万
符合投票资格的选民，参与
投票的选民超过2890万。

根据伊朗选举法，总统
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总统由
选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可
连任一届。在选举首轮投票
中，赢得逾半数选票的候选
人将直接获胜。

司法总监莱希高票当选

伊朗迎来
强硬派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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