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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耳其与西方盟友之间近年龃龉不断。 2003

年土耳其议会投票拒绝美国借道土耳其攻打伊拉

克,美土盟友关系出现巨大裂痕。 2005年以来, 土

耳其与欧盟之间的入盟谈判鲜有进展, 欧盟还因塞

浦路斯问题部分冻结了谈判,这让土耳其十分不满。

2010年 5月以色列在公海袭击人道主义救援船并

导致 8名土耳其公民死亡, 土以关系急剧恶化。在

与传统盟友关系趋于紧张的同时, 土耳其与非西方

国家特别是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关系明显改善, 与亚

美尼亚、叙利亚、伊朗等国实现了政治和解, 与中东

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快速发展,土还促成了叙以和

谈、伊拉克教派和解以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会谈。

种种迹象表明,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开始出现转型。

一、从西方到东方:土耳其的外交转型

土耳其长期以来奉行 /脱亚入欧0外交战略,但

向西方一面倒的对外政策没有让土耳其获得西方的

青睐, 反而影响了其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深入发展。

近年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土耳其出于本国

利益考虑开始调整对外政策,探寻多元外交路线,日

益重视发展与非西方国家特别是中东伊斯兰国家的

关系,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推行 /零问题 0

政策, 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长期以来,土耳其与

中东邻国关系一直冷淡,与叙利亚、伊朗、伊拉克等

国还存在边界争端、水资源争夺、意识形态斗争等矛

盾, 在中东地区比较孤立。 2002年土耳其正义与发

展党执政后,为摆脱外交窘境,与所有邻国以及地区

和全球行为体保持最大可能的良好关系, 推行 /零

问题 0政策, ¹ 开始 /从西方到东方 0的外交政策转

型,不再一味追随西方。2009年 10月, 土耳其与亚

美尼亚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 结束了两国间的长期

纷争与对抗;在长期困绕希土关系的塞浦路斯问题

上, 土也一改常态, 土总理埃尔多安许诺有关方面达

成协议后土将从塞撤军。在土耳其积极推动下, 塞

浦路斯问题有望近期达成解决方案。此外, 土耳其

还与叙利亚、伊朗实现了政治和解,双边经贸关系快

速增长。以土叙关系为例,正发党上台后,两国关系

不断升温。2004年 1月叙总统巴沙尔对土耳其进

行了历史性访问, 在会谈中两国领导人同意消除分

歧, 建立相互信任, 并表示在实现中东和平以及反对

伊拉克库尔德人独立等方面进行合作。两国还签署

了有关促进投资、避免双重征税和促进旅游业发展

三项协议。此后,两国高层互访频繁并富有成效,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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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了包括建立自由贸易区协议在内的多项协议,双

边合作走向机制化,两国经贸关系快速发展。

二是公开反对以色列的强硬政策,积极维护地

区和平。土耳其是伊斯兰国家中第一个承认以色列

的国家,与以色列关系长期友好, 20世纪 90年代两

国还建立了军事同盟关系。长期以来, 土耳其支持

中东和平进程, 但在巴以、阿以问题上实行平衡政

策,极力避免卷入中东事务和开罪以色列。正发党

政府上台后,土耳其改变了以前在地区事务上袖手

旁观的态度,积极介入中东事务,努力发挥土耳其在

促进地区稳定与发展中的作用。土耳其撮合了叙以

和谈、巴以会谈以及伊拉克教派和解, 以期维护 /广

泛和平 0。以色列在中东实行强硬政策, 拒绝在定

居点问题上作出让步, 并多次袭击巴勒斯坦哈马斯

和黎巴嫩真主党等反以激进势力, 使中东和平进程

停滞不前,土耳其开始旗帜鲜明地反对以色列的强

硬政策,承认哈马斯政府的合法性,甚至不惜牺牲两

国之间的战略盟友关系, 抗议以色列袭击加沙的

/铸铅行动0,反对以色列封锁加沙的政策。在 2010

年 5月以色列袭击土耳其非政府组织的人道主义救

援船并导致人员伤亡后,土对以政策更趋强硬。

三是开拓对非关系, 实行多方位外交。土耳其

近年来多方位外交日益凸显,特别是高度重视对非

关系, 高层领导人多次出访非洲国家,土非政治关系

日益密切。土耳其将 2005年宣布为 /非洲年 0, 非

盟继 2003年接受土为观察员后, 2008年又确定非

土关系为 /战略伙伴 0关系。近年来土耳其与非洲

的经贸关系发展较快, 双方贸易额从 2003年的 50

亿美元增长到 2009年的 150亿美元。¹ 为了进一步

促进土非经济合作, 2008年 8月土耳其首次举办了

/土耳其 -非洲合作峰会0, 2010年 5月又举办了土

耳其 -非洲商务论坛。土耳其还计划将驻非大使馆

从 12个增加到 27个, 以加大对非工作和扩大影响

力。随着近年来国内政局逐渐稳定和国家实力快速

增长, 土耳其开始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实行多方位外

交,努力在国际社会发挥自身独特作用。土耳其不

再刻意与重要伙伴国家建立排他性关系, 在与西方

盟友保持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的同时,谋求发展与

俄罗斯、中国等大国的关系。土俄合作不断深入,两

国签署公民旅行互免签证协议, 俄罗斯同意修建将

俄罗斯黑海石油输往土耳其的输油管道和在土耳其

援建一座耗资 200亿美元的核电站。º 中土两国高

层互访频繁,政治互信增强, 在贸易、工程承包、相互

投资等领域的双边经贸合作快速发展。中土双边贸

易额在 2000年首次突破 10亿美元, 2008年快速增

长到 125. 68亿美元, 中国成为土第三大进口来源国

和第四大贸易伙伴。2009年, 中国对土实际投资达

到 2. 96亿美元。从 2007年到 2009年中国公司在

土耳其承包工程合同额为 46. 5亿美元, 是以往累计

合同额的 6倍多。»

二、土耳其外交转型的背景

土耳其调整外交政策,不再一味追随西方,开始

按照自身利益和需要开展独立自主外交,发展与非

西方国家特别是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并已取得

明显效果,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也有所提高。这既与

其国内政局稳定、人心思变有关, 也与国际大环境的

深刻变化有关。

土耳其是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 但伊斯兰文化

传统根深蒂固。建国后土耳其选择了世俗化、现代

化的国家道路, 确立了 /脱亚入欧 0外交战略, 1982

年新宪法明确规定土为民族、民主、政教分离和实行

法治的国家。土实行世俗化和共和体制,绝对禁止

政党和社会组织利用伊斯兰教从事政治和商业活

动。土耳其世俗化主要盛行于大城市,支持者多为

控制军队、政府及教育部门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以

及工商界人士,伊斯兰教传统在文化教育和经济水

平比较落后的广大农村地区影响深远,这导致土耳

其的世俗化缺乏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主要是通

过法律和军队来强制实现。长期以来,土耳其政局

动荡、经济发展缓慢。为了维护世俗化和国内政局

的稳定,土军方为首的世俗力量一再打压反对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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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多次取缔宗教党, 甚至还发动了四次军事政变以

阻止宗教势力掌权。在此背景下, 土不可能在外交

上有所创新,只能沿用建国之初确立的西向战略。

2002年宗教色彩浓厚的正义与发展党在虔信

宗教的中下层穆斯林民众支持下赢得大选, 单独执

政,并逐步推行亲伊斯兰政策。为了协调各方矛盾

和维护政治稳定,新政府力争在世俗与宗教之间维

系平衡,不反对世俗主义的同时也倡导更广泛的宗

教权利,积极争取加入欧盟的同时致力于发展与伊

斯兰世界的联系。由于亲伊斯兰政策在国内有一定

的民意基础,新政府的做法得到世俗主义力量的容

忍,从而为土外交政策的转型打下了基础。

为了摆脱危机和发展经济, 埃尔多安政府执政

后,大力推行经济自由化改革, 积极拓展东方市场,

使土耳其经济发展步伐加快。土耳其经济发展存在

着能源匮乏、贸易逆差等诸多限制。目前,土耳其使

用的能源大约 74%需要进口, 2008年土耳其的石油

生产量仅为 4. 612万桶 /天, 但土的石油消耗量高达

67. 55万桶 /天。¹ 为了满足国内能源需求, 土耳其

不得不开拓东方市场, 与沙特、伊朗、伊拉克、俄罗

斯、土库曼斯坦以及阿塞拜疆等国签署一系列能源

协议。随着国民经济的飞快发展, 土耳其对外贸易

额不断增加, 中东国家成为其主要贸易顺差国。

2010年 1- 6月土出口比上年同期增长 14. 7% ,产

品主要销往周边或邻近的伊拉克、伊朗和俄罗斯等

国。º 2010年 1- 5月近东和中东国家在土耳其的

直接投资达到 9800万美元, 其中仅海湾国家的投资

就达 8200万美元,高于许多西方国家。»

日益密切的经贸联系拉近了土耳其与东方国家

的关系,成为土调整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之一。以

土耳其和伊朗关系为例,两国长期是地缘竞争对手,

关系并不友好。由于两国能源领域的互补性很强,

近年来能源合作不断深化, 伊朗成为土耳其第二大

天然气供应国,在欧美加紧制裁伊朗之际,土耳其从

自身利益出发坚持发展土伊能源合作, 2009年承诺

投资 55亿美元联合开采伊朗南帕尔斯天然气田,

2010年双方同意在土耳其修建一条长 660公里连

接伊朗和欧洲的输气管道。¼ 随着经贸关系特别是

能源合作的深入发展,土伊关系日益密切,两国高层

互访不断,双方互信增加,伊朗还接受土耳其调解伊

朗核危机,同意在土耳其境内进行核燃料交换。

正发党政府上台之初在对外政策上延续 /脱亚

入欧 0的传统政策, 将加入欧盟作为主要外交目标

并作出了切实努力。但是, 欧盟为土耳其入盟设置

了较高的门槛,欧盟大部分民众和部分成员国都反

对土耳其加入欧盟, 这增添了土耳其入盟的困难。

近年来土耳其入盟进程鲜有进展, 大大挫伤了土民

众的入盟热情, 土耳其人对加入欧盟的支持率从

2002年的最高峰值 74%下降到目前的 50%左右。½

随着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 土耳其成为地区大国乃

至世界大国的要求日益强烈,在加入欧盟受挫后,土

耳其开始寻求在东方扩大外交空间, 欧盟不再是土

对外关系的中心。¾ 近年来, 土耳其经济发展速度

仅次于中国和印度,国内生产总值上升为世界第 16

位, 经济实力的增长增强了土耳其人的民族自豪感

和外交自信心,土耳其外长达乌特奥卢公开表示,特

殊的地理位置、历史和经验决定了土耳其在建立全

球新秩序中能够发挥有效作用, 土耳其的前景是同

邻国在安全与经济领域实现一体化, 主导地区秩序

建设并进而成为全球最具影响的 5至 6个大国之

一。¿ 在大国意识的主导下, 正发党政府的外交目

标发生转变,不甘于充当西方小伙伴,而是积极发展

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以提升自身在地区和全球的地

位和影响力。

土耳其调整外交政策的另一重要外部原因是伊

拉克战争后土耳其的地缘环境发生变化。美国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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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伊拉克战争改变了土耳其的地缘战略环境, 破坏

了中东的力量格局和脆弱的地区平衡。在美国推翻

萨达姆政权后,伊拉克社会一直动荡不安,什叶派和

库尔德人主导战后政府改变了伊拉克权力分配并影

响到地区安定,中东力量格局也发生改变,伊朗在伊

拉克和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上升。伊拉克持续动荡损

害了土耳其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伊拉克是土耳

其的邻国和重要经济伙伴, 土耳其主要从伊拉克进

口石油,伊拉克途经土耳其通向地中海的石油管道

给土带来巨额利润, 战争对伊拉克经济造成巨大破

坏也损害了土耳其的经济利益。战后伊拉克局势动

荡不仅使土耳其周边不稳, 还危及到土耳其的国内

安全。伊拉克库尔德人地区一直是土耳其库尔德分

裂势力的基地,伊拉克库尔德人在战后获得高度自

治权并成为中央政府的主要决策者, 刺激和鼓舞了

土耳其库尔德分裂势力。为了本国的发展与稳定,

土耳其需要更多地关注和介入中东事务。在美军逐

步撤出伊拉克后,中东出现权力真空,这为土耳其扩

大地区影响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土耳其经济快速发

展、政治稳定、与周边国家关系好转, 这也有利于正

发党政府扩大地区影响力。

土耳其利用地区格局变动之机, 主张发挥土耳

其地缘优势, 形成 /战略纵深 0, 改变向欧美一边倒

的不平衡外交,拓展在伊斯兰世界的外交空间,以谋

求更大的选择余地、国际发展空间和政治、经济、安

全利益,并提升其战略地位。¹ 正发党政府也积极

发挥更大的外交作用,如促成叙以谈判、推动伊拉克

教派和解、举办欧盟与伊斯兰会议组织之间的高级

别会议、联合提出联合国不同文明联盟倡议、建设和

发挥土耳其的地区能源通道作用,等等。

三、土耳其外交转型的制约因素

近年来土耳其调整外交政策, 实施外交政策转

型,虽取得明显效果, 但无论从土耳其内部还是从周

边国家以及欧美国家等方面来看, 都存在诸多阻碍

其东向政策深入发展的因素。

第一, 土耳其内部对于外交政策的调整存在分

歧。土耳其一直延续 /文官执政、军人监国 0的传统

政治模式,军方在国家统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土

建国后,军方为捍卫世俗化曾四次通过军事政变推

翻带有浓重伊斯兰色彩的民选政府。 1997年在军

方的反对下,组建不到一年的繁荣党和正确道路党

联合政府被迫解散。繁荣党还因违反宪法规定的世

俗主义原则被取缔。军方为首的世俗力量坚持凯末

尔主义外交传统, 不愿介入中东事务。 2007年 4

月, 土耳其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军方的作用下出台了

国防白皮书,把伊拉克动荡局势和伊朗的敌对态度

视为土耳其未来十年内主要的安全威胁。土军方官

员表示,军事现代化的主要目的是防范来自中东地

区国家的威胁。º 这表明土耳其军方依旧将中东地

区更多地看作是危险, 而不是机会。正发党上台后

试图限制军人干政,借入盟改革之机对给予军方太

多权力的法律进行修改,多次逮捕 /图谋政变 0的军

官和士兵。但是,因长期西方化政策的影响,尽管土

耳其将近 97%的领土位于亚洲,土耳其人却自视为

欧洲人,将欧盟看作是经济乃至心理和政治上的必

然归宿,土耳其军方捍卫的世俗化、西方化路线得到

民众的广泛认同。在民主体制还不稳定以及世俗力

量与宗教势力斗争激烈的情况下, 土耳其军队对国

家政治的影响在相当长时间内不会消失。正发党政

府对外政策的调整如得不到世俗力量的首肯将难以

持续。在土以关系恶化后, 面对土耳其国内对其东

向政策的疑虑,正发党政府高官赶紧出面,一再否认

土放弃入盟目标,国务部长巴厄什甚至明确表示:土

耳其的方向一千年来都是朝向西方的。任何人都没

有改变这一方向的意图, 同时任何人也不存在能改

变它的力量。»

第二,土耳其与周边国家存在历史纠葛、现实差

异以及利益纷争, 合作难以深入发展。土耳其的祖

先是突厥人,在历史上突厥人与阿拉伯人一直争斗

不休。阿拉伯帝国兴盛时, 阿拉伯人曾征服突厥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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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阿拉伯帝国衰落时, 塞尔柱突厥人又征服并长

期统治阿拉伯世界。历史恩怨给两个民族留下的心

理阴影迄今并未彻底消除。阿拉伯世界支持土耳其

抗衡以色列,但对土耳其的地区大国诉求也心存警

惕。此外, 土耳其与周边伊斯兰国家还存在明显的

现实差异。凯末尔革命后, 土耳其走的是一条与大

多数伊斯兰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 政治上采用民主

共和体制,宗教上实行严格的政教分离,外交上推行

/脱亚入欧0战略,甚至与阿拉伯世界的敌人以色列

建立军事盟友关系。中东伊斯兰国家对西方化、世

俗化的土耳其心存疑忌和抵触情绪, 这不利于相互

关系的深入发展。土耳其与周边国家还存在着复杂

难解的水资源纠纷、边界争端以及地缘竞争,因而,

尽管 /零问题 0政策促进了土与周边国家的政治和

解与经贸交流,但相互关系基础仍比较脆弱。

第三, 西方国家反对并阻止土耳其完全倒向伊

斯兰世界。欧盟尽管迟迟不愿接纳土耳其, 只愿与

之建立 /特殊伙伴关系 0, 但西方也不希望土耳其倒

向伊斯兰世界。因为, 在地缘战略、中东政策、能源

安全等方面,西方都需要土耳其合作。土耳其是西

欧和中欧通往东部俄罗斯的门户, 也是欧盟在中南

欧以及中东扩大影响的战略据点和前沿基地。土耳

其还是欧洲与中东的能源通道,也是西方和里海之

间最合适的能源桥梁。近年来土耳其政治稳定,经

济发展快速,成为地区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在西

方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势力,以及致力于与伊斯

兰世界修复关系和重塑西方形象方面, 土耳其都有

着独特作用。西方绝不愿丧失这个 /小伙伴 0。对

于土耳其与叙利亚和伊朗关系的发展, 美国十分不

满,不断对土施加外交压力。在以色列袭船事件后,

欧盟通过了谴责以色列的决议,美国敦促以色列与

土耳其进行外交接触, 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还指责欧

盟迟迟不愿接纳土耳其导致土以关系恶化。¹ 在土

耳其入盟问题上,欧盟开始积极行动,英国首相和德

国政府表示支持土耳其入盟,欧盟还与土就入盟问

题进行了首次部长级政治对话。

此外, 与西方盟友继续保持友好关系将使土耳

其获得更多利益,也对土耳其 /东向 0政策有一定的

制约作用。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 土耳其日益重

视增强与东方伊斯兰国家的联系, 这有利于获得

/东方0的能源和商品市场, 有利于提升土耳其的地

区影响力和 /软实力 0。但是, 如能走向西方加入欧

盟, 将能使土耳其获得更多利益。从安全利益看,冷

战后,苏联解体及俄罗斯的虚弱大大减轻了土耳其

的安全压力,但土耳其紧邻世界不稳定地区,其周边

安全形势堪忧。不仅如此, 鉴于长期竞争对手希腊

利用双边关系和多边关系牵制土耳其,土也不可能

脱离北约。从政治利益看, 土耳其处于欧亚大陆结

合部,更加强大、发达的欧洲是土始终不能回避的力

量。尽管随着国家实力的增长, 土耳其积极寻求大

国地位,但事实上土耳其目前在国际上的地位与影

响有限,加入欧盟有利于土提升在中东乃至全球的

影响。同时,入盟后土耳其还可以对欧盟决策施加

影响。从经济利益看,欧盟是土耳其最重要的贸易

伙伴和投资者, 2010年 1- 4月土耳其 84%的直接

投资来自于欧盟国家, º同年 1- 6月土耳其对欧盟

出口占到其出口总额的 46. 8%。» 此外, 土耳其劳

动力过剩,失业率很高, 很多青年前往老龄化严重的

欧盟国家工作。加入欧盟后, 土耳其可以利用欧盟

的各种经济政策获得更多利益。

因此,立足于新的国内外环境,根据国家利益需

要实行独立自主外交,日益重视发展与东方国家特

别是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关系, 是土耳其今后外交政

策的走向, 其特点是以继续 /亲西 0为前提, 既 /亲

西0又 /入亚0, 并以 /入亚 0来刺激西方, 争取自身利

益的最大化。土耳其的外交转型不会是完全背离西

方, 也不会是完全倒向东方, 而是尽量在东西方之间

保持利益平衡。o

(责任编辑: 蒋裕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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