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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近年来，土耳其与俄罗斯日
益走近， 对土耳其与西方的关系产
生哪些影响？

答：虽然“入欧”之路迟迟没有
进展，但土耳其发现，如果转变一下

思路，或许就会打出一片新天地。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曾经公开
抱怨说：“我们等待了好多年， 期待

加入欧盟，我们为此感到精疲力尽，

这一状况或许会迫使我们做出最终

选择”。

欧盟以及美国都认为，能够“拴

住” 土耳其的一个根本性因素是俄

罗斯的威胁。 2020年丹麦国际问题
研究所报告也认为， 土耳其与俄罗

斯的走近只是一种对冲战略， 是为
了获得西方盟友的让步。

但西方国家或许没有意识到，

当土耳其作为西方的“一员”与俄罗

斯对立的时候， 俄罗斯的确是土耳

其的威胁， 在这一局面下土耳其的

确需要欧盟， 需要美国的支持来获
得自身的“安全感”。但是，土耳其为

什么一定要与俄罗斯对立呢？ 如果
与俄罗斯的对立局面不复存在，那

么欧盟、美国对土耳其的“安全感”

也就失去了意义， 土耳其自己就能

掌握自己的国家安全。

对于这一点， 从 2015年 11月
土耳其击落俄罗斯苏-24战机，土

俄关系交恶之后，土耳其“惶惶不可
终日”地希望得到美欧的支持，但是

什么也没等到，到 2016年 7月土耳
其发生未遂政变之后， 土俄关系转

暖，乃至迅速进入“蜜月期”就可以
得到印证。

正是土俄关系的变化扭转了土

耳其的安全局面，土耳其发现，自己

的对外关系资源一下子盘活了，有
了跟欧盟、 跟美国打嘴仗的底气和

王牌，土耳其终于可以“平视”欧盟
和美国了， 可以斥责欧盟国家的某

些领导人，可以在《纽约时报》上公
开摊牌：美国如果再这样下去，对不

起，我们要“寻找新朋友”了。

埃尔多安致力于建设一个 “新
土耳其”，就是希望在对外战略上调

整传统亲美、亲西方的外交路线，积
极参入中东事务，重视发展与中国、

俄罗斯等国的关系， 奉行多维度和
更加独立的外交政策。如今的“亚洲

新倡议” 与积极活跃的多边外交行
动等，无疑都是“新土耳其”蓝图路

径的体现。

平视欧美？土耳其对外政策的新维度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郭长刚

    最近土耳其与西方国家矛盾再
起。美国、法国等 10国驻土大使日前
发布干涉土耳其内政的联合声明，遭
到土方强硬回击，总统埃尔多安威胁
将这 10国大使列为“不受欢迎的人”，
双方关系一度陷入危机。

近年来，土耳其与美欧国家龃龉不断。土耳其为
何表现强硬？双方未来关系走向如何？我们请专家为
您详细解读。 ———编者

深
海评 这 50年，“中国方案”助推联合国发展和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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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土耳其与欧盟关系走向如
何？ “入欧”能否实现？

答：对美国和欧盟而言，土耳
其的地缘政治意义仍然是不言而

喻的，因此必须确保土耳其不能背
离西方， 这也是 1999年欧盟赫尔

辛基峰会接纳土耳其为候选成员
国的战略考量所在。而对土耳其来

说，冷战结束后，他们一心想加入

欧盟， 虽然 1999年获得了欧盟候
选成员的资格， 但直到 2005年才

正式开始入欧谈判，谈判谈了十几
年，双方分歧越来越大，共识越来

越少。 土耳其开始意识到，“入欧”

只是西方给自己的一张画饼。

土耳其学者认为， 冷战之后，

文化问题被引入到土欧关系中。欧

盟政治一体化包括两个维度，一个
是“深度”，即加强成员国之间的政

治合作， 创建相应的政治机构，并
形成一致的对外政策和安全政策；

第二个是“广度”，即吸收接纳新的
成员。 1993年哥本哈根峰会出台

了接纳新成员的相关标准，即著名
的哥本哈根标准。

2001年 5月， 欧盟委员会主
席罗马诺·普罗迪指出，“新欧洲”

只有通过建构“一个真正的欧洲共
同体”方能实现，而一个真正的欧

洲共同体应该由那些虽然来自不
同的国家，但却有着共同的身份意

识、共同的理想和目标，并愿意为
这些目标而一起奋斗的人们组成

的，“共同的欧洲文化”是必须的。

要界定所谓的“欧洲文化”，就
意味着先要对“欧洲”进行界定。一

些学者从宗教的维度界定欧洲，一
些学者从地理的维度界定欧洲，也

有一些学者认为，欧洲是一个“价
值观共同体”， 但不管采用何种界

定标准，土耳其都被排除在欧洲的

版图之外。

即使在土耳其正式成为欧盟

候选成员之后，土耳其与欧洲属于
“完全不同的文化世界” 仍然是土

耳其不能成为欧盟正式一员的最
主要借口。被称为“欧盟宪法之父”

和“现代欧元之父”的法国前总统
瓦勒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就曾公

开表示，让土耳其加入欧盟“将是欧
盟的末日”，因为土耳其有着“不同

的文化， 与我们的生活方式完全不
一样”。 “土耳其的首都不在欧洲，

95%的人口居住在欧洲之外， 它根
本就不是一个欧洲国家。 ”“土耳其

太大了，太穷了，太穆斯林了”。 德
斯坦公开说的这些话，其实也是欧

盟很多领导人私下所谈论的。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官网曾

刊发一篇文章透露，对欧盟国家高
级官员的调查结果显示，几乎所有

的欧洲国家都觉得应该 “维持”土
耳其入欧申请的现状，但无需进一

步“推进”。这或许就是欧盟与土耳
其斗而不破，土耳其总是无法成为

欧盟正式一员的原因所在。

郭长刚

    问： 土耳其近来为何对西方表
现强硬？

答： 土耳其最近对西方似乎很
硬气， 总统埃尔多安此前威胁要将

10国大使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在
土耳其的强硬回击下， 西方国家释

放缓和关系的信号。 25日，埃尔多
安虽然收回“逐客令”，但仍然告诫

这些大使今后发表言论要更谨慎。

此外， 土耳其积极谋划在阿富
汗的影响力， 召开突厥语国家联盟

的各种会议， 加强与东盟以及相关
国家的合作， 埃尔多安执政以来第

28 次出访非洲……土耳其的这一
系列外交举动，似乎在向世人宣布：

土耳其无需再乞求美国或者欧盟的
“接纳”，没有了美国和欧盟的羁绊，

土耳其的对外关系海阔天空。

2019年 8月，土耳其外长恰武

什奥卢宣布，土耳其将实施“新亚洲
倡议”，目标是增进与亚洲国家在教

育、国防工业、投资、贸易、技术、文
化等领域的合作， 并加强与亚洲国

家的政治对话。

土耳其方面表示， 之所以实施

这一倡议， 是因为世界上经济发展

的重心已经由西方转向亚洲。 考虑
到当时土耳其因为购买并装备俄罗

斯的 S-400 导弹防御系统以及在
东地中海地区的油气资源勘探正受

到美国和欧盟相关国家的制裁，恰

武什奥卢还特别声明，土耳其的“亚
洲新倡议” 并不意味着土耳其外交

政策重心的转移，土耳其并没有“背
向西方”，只是为了使自己的经济合

作伙伴更加多样化。

但是， 恰武什奥卢的解释并未
能解除西方的疑虑。 自从埃尔多安

领导的正发党自 2003年执政以来，

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东向”

外交政策越来越明显， 与美国和欧
盟的关系却是龃龉不断， 隔阂不断

加深，大有“脱离”西方阵营的趋势。

对西方而言，冷战结束后，土耳
其失去了之前遏制前苏联的地缘政

治战略意义， 美国和欧洲需要调整

对土关系。

2000年，美国兰德公司发布了
一份“土耳其与西方关系的未来”的

研究报告，这份报告认为，冷战结束

以来， 土耳其社会内部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 其中两个方面的变化对土
耳其与西方关系的未来具有特别的

意义： 一是土耳其的民族主义以及
对涉及领土主权问题与日俱增的敏

感性， 二是土耳其社会内部传统与
变革的力量之间的张力越发明显，

这些变化都不利于美欧与土耳其发

展更为密切的关系。

报告还认为， 土耳其外交政策

的重心将会在欧洲、欧亚、中东以及
土美关系之间进行选择， 但最有可

能的是，土耳其会基于国家利益，追
求一种多边框架内的对外政策。

不过，对于土耳其而言，在国家
安全方面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潜在的

威胁是西方与俄罗斯的冲突。 西方
与俄罗斯之间任何新的竞争， 土耳

其都会被顶在最前面。

世界上最容易产生冲突的地

区，从巴尔干到东地中海，再到高加
索、中亚、海湾，这些地区都在土耳

其的周边。一旦这些地方发生危机，

土耳其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 “溢出

效应”的影响，包括难民问题、跨国
犯罪、族群冲突等，因此，为了避免

冲突叠加， 美国与欧盟仍将是土耳
其外交政策的核心。

“入欧”只是一张画饼

土耳其“东向”日益明显

“新土耳其”寻找新朋友

    1971年 10月 25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50年来，中国和联合国实现了深度

融合：联合国成为中国引进资金、技
术、人才和信息的重要渠道。与此同

时，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安理
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也愈发自信地

提出“中国方案”和“中国建议”，引

领和推动联合国事业的发展。

中国带来新的气象
在安全领域，中国坚决反对在

国际事务中动辄使用或威胁使用武

力。西方在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

等地的军事行动和强力的政权颠
覆，造成了国际和地区局势长期动

荡不安的严重后果。

为避免悲剧再次上演，从 2011

年到 2017年，中国连续六次动用安

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维护叙
利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围绕朝鲜

半岛核问题、伊朗核问题、阿富汗、
缅甸、叙利亚、苏丹、南苏丹等诸多

重大地区热点问题，中国捍卫不干

涉内政原则，斡旋调解，力争以政治
途径化解分歧和冲突。
在维和领域，中国成为安理会

成员国中最大的出兵国，组建了
8000 人的维和待命部队和 300 人

的常备警察部队。
与安全议题相比，中国在发展

领域的表现尤其引人注目。中国积
极倡导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

架的核心位置，今年 9月在第 76届
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习近平主席

进一步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推动

发展议程，中国设立多笔专项基金。

与此同时，还搭建了南南合作与发
展学院、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可持续

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国际可
持续交通创新和知识中心等多个平

台。“一带一路”被写入多份联合国
文件，与 2030发展议程和联合国各

机构、基金和项目对接。

中国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特别
是在减贫、卫生、教育、妇女权益、基

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卓越成就，为
联合国发展议程总体框架的推进和

具体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在发展领域所积累的丰富理念

和经验，势必将通过“一带一路”及
系列发展倡议和发展平台重塑联合

国的发展议程，惠及众多处于发展
进程中的国家。

在人权领域，中国也愈发积极
地发挥影响力。中国一方面加入或

批准 26项国际人权文书，包括 6项
核心人权公约；另一方面将生存权

和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与

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起维护、丰富和

发展了人权内涵和人权理论。近年
来，中国深入参与多边人权机制工

作，推动人权理事会通过“发展对享
有所有人权的贡献”“在人权领域促

进合作共赢”“殖民主义遗留问题对
享有人权的负面影响”、反对单边强

制措施等决议，多次代表发展中国

家要求“落实发展权”“减贫促人权”
“促进国际人权合作”“促进全球疫

苗公平分配”等，为全球人权治理贡
献了中国智慧和力量。

是博弈场也是舞台
近年来，中国积极发挥影响，推

动联合国的变革和发展，重塑联合

国的议程，源于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中国已经成为联合国的

支柱会员国，中国目前常规预算分
摊占比 12%，维和预算经费的分摊

比例则高达 15.22%。作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在安全、发展和人权各领
域，中国角色和地位都越来越重要。

任何全球和地区问题的解决都很难

脱离中国的合作，也离不开中国的
方案和建议。

第二，2001 年以来，气候、难
民、传染病、粮食等全球性和地区性

问题不断凸显，要求联合国发挥更
大作用。但美国不断绕开联合国，采

取单边举动。这种单边冲动在特朗

普任内达到顶峰，美国退出联合国
多个机构和条约，并大幅压缩供资

金额、拖延摊派会费，导致联合国举
步维艰。中国加大对联合国的支持，

及时全额缴纳会费，维护了二战以
来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多边机制和多

边体系。

第三，在中美关系紧张的背景
下，联合国成为部分西方反华势力

疯狂攻击和打压中国的舞台。在中
美关系短期难以缓解的背景下，中

国对联合国和多边主义的坚定支
持，既有利于维护国际多边合作机

制和平台，也有助于更好地反击这

些反华势力，维护中国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