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民网：               小时读者热线：      编辑邮箱：                 读者来信：                    年 月8日 星期四

本版编辑∶杨一帆

论坛 /

埃尔多安渴望开启“土耳其世纪”
郭长刚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面对“执政20年来最严峻的挑战”，土耳
其总统埃尔多安经过两轮投票再次获得连任，
令国际社会瞩目。
选举结果出炉的背后，土耳其社会有怎样

的动向？埃尔多安的连任，对于地区形势与国
际热点有着怎样的影响？我们请专家为您解
读。 ——编者

问：埃尔多安为何称此次选举
为“土耳其的胜利”？
答：事实表明，大选的结果“出人

意料”：首轮投票，曾被民调一致看好的
反对派候选人克勒奇达尔奥卢居然没
有胜出，只获得了  .  %的选票，比埃
尔多安的  .  %少了 .  %。在受地
震影响最严重的  个省份中，埃尔多
安甚至在 个省中的得票率都超过了
克勒奇达尔奥卢。进入决选投票，埃尔
多安趁势以  .  %的得票率第三次赢
得总统大选。

胜选后，埃尔多安对支持者们说：
“我们不是唯一的赢家。土耳其是赢
家，我们的民主是赢家。今天没有人
输。所有    万人都赢了。现在是围
绕我们的国家目标和国家梦想团结起
来的时候了。”

此次大选中，两大阵营都打起了民
族主义牌。反对派阵营的民族主义话
语瞄准叙利亚难民问题。土耳其境内
大约有   万叙利亚难民，不仅容易滋
生恐怖主义问题，而且在土耳其经济不
景气和大地震灾害叠加的情况下，容易
成为土耳其社会的沉重负担。反对派
利用公众对难民的不满，利用民族主义
作为攻击埃尔多安收留难民的理由。

但埃尔多安对如何打民族主义这
张牌更有心得。自    年修宪公投以
来，民族主义就是埃尔多安屡试不爽的
王牌。本次大选中，埃尔多安坚定的
“反恐”立场以及对西方国家的强硬态
度，使其赢得了更多民族主义选民的支
持，被认为更能维护土耳其的国家利益
与国家安全。

首先，当亲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的
人民民主党宣布支持克勒奇达尔奥卢
之后，埃尔多安便开始指控克勒奇达尔

奥卢“和恐怖分子合作”，其当选将给土
耳其带来国家危机。自    年以来，
库尔德工人党在土耳其策划了上万起
恐怖袭击活动和绑架事件，被土耳其、
美国及欧盟列为恐怖组织。埃尔多安
此举在相当程度上成功将大选的主题
从人们对经济的不满转移到了对“国家
生死存亡”的忧虑。

埃尔多安的民族主义牌还有另一
面，那就是对美西方等外部势力的谴
责。针对美国驻土耳其大使会见克勒
奇达尔奥卢一事，埃尔多安曾对此愤怒
地表示：“我们需要在这次选举中给美
国一个教训！”针对英国《经济学人》杂
志“倒埃”的封面文章，埃尔多安在社交
媒体上说：“我们不会允许我们的国内
政治被杂志的封面所左右，也不会允许
国家意志被杂志的封面所左右，这些杂
志是全球大国的政治工具。”

土耳其社会针对美西方的民族主
义情绪也可以从海外土耳其人的投票
结果中得到体现。    年大选的时候，
参与投票的海外土耳其选民总共有
   . 万人，大多数来自欧洲，其中德国
就有  万多人，支持埃尔多安的占了
  . %。本次大选注册的海外土耳其选
民达   多万人，参加投票的约   万，
埃尔多安的支持率为  .  %，克勒奇
达尔奥卢的支持率仅为  .  %。

很有意味的是，相隔 年，不仅海
外的土耳其人对埃尔多安的支持率保
持了稳定，埃尔多安在    年大选和
本次大选决选的总支持率也都保持在
  %上下，变动不到 %。考虑到土耳其
国内经济社会状况的巨大变化，选民看
似投给埃尔多安，其实是投给了国家和
民族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埃尔多安的
胜选确实是“土耳其的胜利”。

问：为何此次土耳其总统选举
被一些舆论认为是“2023年世界最
受关注的选举”？
答：此次土耳其大选“世界瞩

目”的关键原因之一，是在大选之前
西方社会态度鲜明，集体唱衰埃尔
多安。《泰晤士报》等欧美媒体将埃
尔多安描述为“民粹主义苏丹”，并
将埃尔多安治下的土耳其视为所谓
“威权国家”。相比之下，美国彭博
社、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将埃尔多
安的竞争对手克勒奇达尔奥卢称为
“土耳其甘地”。在西方媒体的叙事
中，土耳其的两位总统候选人之争，
成了土耳其国家发展的东西方向之
争、“威权与民主”之争。西方国家
希望克勒奇达尔奥卢获胜，主要是
寄希望于他能给土耳其的外交政策
带来深刻变化，修复安卡拉与美欧
以及北约的关系。

另一方面，埃尔多安面临执政
  年来最严峻的挑战。首先是经
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挑战。埃尔多

安此前之所以能连续执政，主要是
因为在他的领导下土耳其得到了全
面发展。但    年之后，土耳其货
币里拉一路跳水贬值。    年之
前，里拉的汇率稳定在 美元兑 至
 里拉之间，如今变成了 美元兑  
多里拉。    年，土耳其的通货膨
胀率达到  %，为世界第二高，也是
土耳其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直到
大选前的 月份，土耳其的通货膨胀
率仍然超过  %。埃尔多安曾经许
诺在土耳其建国百年，也就是    
年要把土耳其带进世界前十大经济
体，如今却只是位列世界第  位。

雪上加霜的是，今年 月初，特
大地震摧毁了土耳其东南部的大片
地区，不仅造成数百亿美元的直接
经济损失，而且给政府的信誉带去
巨大伤害，因为土耳其国内外的诸
多舆论认为搜救不力，部分房屋也
未达到建筑规范要求。这为反对派
候选人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月份的民调显示，克勒奇达

尔奥卢的支持率为  . %，高于埃
尔多安的  . %。在土耳其十家民
调机构发布的大选预测中，埃尔多
安只在两家领先，可以说是全面落
后于反对派候选人。

不过，随着选举胜利，对埃尔多
安来说，这一切暂时已经过去。他
在胜选后表示，通胀是他今后要应
对的最紧迫挑战之一。

土耳其统计局 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土耳其  月通货膨胀率为
  . %，  个月来首次降至   %以
下。外界普遍认为，土耳其通胀水
平有所下降与政府近期免费供应天
然气的政策相关。数据显示，土耳
其 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同比
上涨  . %，环比上涨 .  %。这是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月底赢得竞
选连任后，统计部门首次发布通胀
数据。新上任的副总统杰夫代特 ·

耶尔马兹 日说，他将把抑制通胀
作为优先任务，同时将重点关注改
善投资环境。新任财政部长穆罕默
德 · 希姆谢克 日承诺，土耳其将回
归“理性”经济政策，中期内把通胀
水平“降至个位数”。

问：埃尔多安渴望实现的“土耳
其世纪”，对西方世界意味着什么？
答：对于此次胜选，埃尔多安还

以“土耳其世纪”的概念进行评价。
大选结束的第二天，即 月  日，恰
好是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
于    年征服伊斯坦布尔的周年
纪念日。

埃尔多安表示：“明天我们将纪
念君士坦丁堡被征服   周年，这
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同时也
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希望就像历
史上这个关键时刻一样，以这次大
选为开端的‘土耳其世纪’也将留下
它的历史印记”。埃尔多安表示，土
耳其民族拥有力量和实力，它将在
全球秩序中赢得其应有的地位。

土耳其《每日晨报》表示，随着
西方国家力量的衰减，土耳其将成
为中东、北非和巴尔干地区的“游戏
规则改变者”。

必须看到，埃尔多安的获胜将
影响从北约到欧盟、从俄罗斯—乌
克兰战争到中东、地中海、中亚以及
总体的东西方关系，就连一些事先
声称“让埃尔多安走人”的国家领导
人也不得不纷纷向他表示祝贺。比
较一下他们的贺电内容，就会发现
埃尔多安的“土耳其世纪”似乎确实
有其根据。

美国期待土耳其能作为北约盟
友，继续与北约合作：拜登在社交媒
体上称，“我期待（你）作为北约盟友
继续在双边问题和共同的全球挑战
上一起努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期待拉着土耳其一起“维护”欧洲的
安全与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更期
待埃尔多安一如既往地强调土耳其
的国家主权和独立外交政策，换句
话说，就是不向西方屈服。

至于埃尔多安在竞选期间对西
方国家的严厉措辞，不能认为埃尔

多安治下的土耳其一定反美亲俄。
以土耳其现有的国家实力，埃尔多
安只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地缘政治优
势，在美、欧、俄之间搞好平衡，寻求
国家利益最大化。但对美西方而
言，他们将不得不与埃尔多安这个
“难缠”的对手继续缠斗下去。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
下，土耳其无疑是推动世界向多极
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制衡美西
方的一个重要变量。中国将继续
“支持土耳其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
展道路”，而土耳其若想保持对美、
欧、俄、高加索、中亚，以及中东地区
的地缘战略平衡，也需要倚重良好
的中土战略合作关系。

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给埃尔
多安的贺电中所指出的，“中国和土
耳其同为发展中大国和新兴市场国
家，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双方一
定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
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推
动中土战略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
发展”。

今年 月以来，多个拉美国家宣布在
对外贸易中探索使用非美元货币进行结
算，这一现象被国际舆论界概括为拉美国
家追求“去美元化”的迹象。日前，在南美
国家领导人会议上，拉美国家关于“去美
元化”的讨论再次引起各方的关注。

苦衷与雄心

尽管每个国家的情况不尽相同，

拉美国家的“去美元化”现象的产生有
着相似和深刻的国内外背景。

从国内原因来看，阿根廷、委内瑞
拉等拉美国家国内经济饱受通货膨胀
和美元缺乏的困扰，阿根廷还需要偿
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巨额债务。在
对外贸易中采用更为多样化的货币结
算，有利于部分缓解两国在对外支付
中缺乏美元可用的困境。

从国际背景来看，美国的货币与
安全政策冲击了他国对美元信誉的信
任。俄乌冲突以来，美国以冻结美元
资产和限制美元结算等手段对俄罗斯
进行军事制裁，显示出美元“武器化”
的迹象，加剧了已经遭受美元制裁的
委内瑞拉、古巴等拉美国家的警惕。
为应对高企的通货膨胀压力，美联储
采取了激进的升息政策，引发美元资

本回流美国，对拉美国家的货币稳定
和资本市场产生了冲击。

此外，新一轮左翼领导人的执政
浪潮为拉美地区一体化和参与全球金
融治理提供了新的政治动力，巴西的卢
拉政府积极推动在南美地区和金砖国
家范围内的新货币单位，从而降低在国
际贸易结算中高度依赖美元的潜在风
险和脆弱性。

潜力与挑战

拉美是矿产、能源和粮食等大宗
商品的出口地区。传统上，美元是石
油和粮食的定价与结算货币，这也仍
然是当今拉美对外贸易的现实状况。
俄乌冲突以来，迫于美国制裁的俄罗
斯在石油和粮食出口中启用卢布、人
民币和印度卢比等货币结算，开启了

大规模使用非美元货币进行大宗商品
结算的局面。今年 月，中国海油与道
达尔能源达成以人民币结算的进口液
化天然气采购交易，预示着油气贸易
领域跨境结算交易使用非美元结算的
条件正在具备，这对拉美国家在大宗
商品出口中采用非美元货币结算具有
启示意义。拉美的资源富集国如能在
国际贸易中更多使用非美元货币结
算，将会极大提升该地区的“去美元
化”进程。

“去美元化”意味着需要出现替
代性货币备选，非美元的主要国际储
备货币更有望担此重任。考虑到中
国是拉美地区的主要非美贸易伙伴，
人民币成为较欧元、日元、英镑等更
有现实可行性的贸易结算货币。实
际上，正在推动“去美元化”的巴西、

阿根廷、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等拉美
国家确实也把目光投向了人民币，探
索在对华贸易中不同程度地使用人
民币结算。
“去美元化”的另一种选择是创建

南美国家间的类似于欧元的共同货
币单位，这也是巴西总统卢拉最近发
出的倡议。然而，鉴于南美国家经济
水平差异大和区内贸易量小的现实，创
建行之有效的区域共同货币还需要很长
的路。相比而言，委内瑞拉、阿根廷等国
如能接受人民币支付其对华大宗商品出
口，将有助于提升其进口支付能力，但仍
难以彻底缓解其“美元荒”的困境。

综合上述情况来看，拉美国家的
“去美元化”倡议，更主要是为了减少过
度依赖美元的风险，外界对此应有合乎
实际的观察和解读。

第三次赢得总统大选1

选前一度面临严峻挑战

或将成为“规则改变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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