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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复合联盟战略” 是主权国家基于多维地理空间ꎬ 维护多重

目标ꎬ 依靠多种动员手段ꎬ 与多重合作对象建立的差序化复合安全共同体ꎬ
其中促进变量与阻碍变量处于一组动态平衡之中ꎮ 阿拉伯剧变以来ꎬ 中东地

区多极化趋势加速ꎬ 土耳其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ꎬ 主动塑造安全合作架构ꎬ
形成任务导向型的复合联盟战略: 在欧洲方向ꎬ 调整与北约的不对称军事联

盟ꎬ 寻求对等伙伴地位ꎻ 在中东地区ꎬ 以塑造伊斯兰国家的发展模式、 推广

现代伊斯兰为指归ꎬ 打造亲穆兄会联盟ꎻ 在中亚地区ꎬ 以族裔认同为抓手ꎬ
推动泛突厥联盟ꎮ 土耳其复合联盟战略具有互补性、 塑造性和动态性ꎬ 与安

全合作伙伴既联合又斗争ꎬ 各联盟之间既牵制又联动ꎬ 体现了土耳其重塑地

区秩序的大国角色定位ꎮ 就成效而言ꎬ 土耳其借助复合联盟战略增强了地区

影响力ꎬ 彰显了自身外交的独立性和战略自主性ꎬ 但也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ꎮ
对内ꎬ 它加重了土耳其的经济负担ꎬ 有透支国家战略资源的风险ꎻ 对外ꎬ 它

加剧了对手的安全困境ꎬ 引起地区格局的阵营化ꎮ 土耳其的复合联盟战略是

其身份多样性、 大国角色定位和国内物质能力平衡的产物ꎬ 反映了新时期联

盟政治的功能化转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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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ꎬ 与中东大多数奉行独立外交和不结盟外交的阿拉

伯国家不同ꎬ 土耳其坚定地实施 “西向外交”ꎬ 致力于全方位融入西方的政

治、 经济和安全体系ꎮ １９５２ 年ꎬ 土耳其作为地中海国家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

织 (简称 “北约”)ꎬ 确立了安全政策的西方定位ꎮ① 冷战时期ꎬ 土耳其充当

了北约遏制苏联的 “东南门户”ꎬ 对中东事务保持相对超脱的态度ꎮ 两极格局

终结后ꎬ 它又转身成为欧美在中东推行民主化改造的 “民主样板”ꎮ 对于盟国

发起的军事行动ꎬ 如海湾战争和阿富汗战争ꎬ 土耳其也积极配合ꎮ 由于奉行

亲西方外交ꎬ 坚持刚性的世俗主义模式ꎬ 土耳其与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是

疏离的ꎮ 然而ꎬ 自 ２０１１ 年以来ꎬ 土耳其逐渐偏离西方导向的联盟战略ꎬ 倾向

于更具灵活性和多样性的联盟政治ꎬ 呈现多面下注、 四处出击的态势ꎬ 引起

地区国家的高度关注ꎮ 如何理解土耳其日益偏离传统轨道的行为? 如何解释

土耳其与传统盟友或敌人之间 “亦敌亦友” 的模糊关系? 厘清上述问题有助

于学界更加全面地把握土耳其的战略取向ꎮ
对于土耳其的联盟战略ꎬ 国际学界的研究聚焦以下几方面: 第一ꎬ 从

联盟形成的视角ꎬ 考察土耳其联盟政治的历史起源ꎬ 分析其加入北约的动

机、 过程和结果ꎬ 以及它与欧美联盟关系的演化ꎻ② 第二ꎬ 从联盟管理的视

角ꎬ 探讨北约在塞浦路斯危机、 古巴导弹危机和东地中海油气资源争端中

的角色ꎻ③ 第三ꎬ 从联盟转型的视角ꎬ 分析土耳其在北约内部的 “偏航” 行

为ꎬ 阐述土耳其与北约在安全感知、 身份认同和现实利益的分化ꎬ 如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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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以北约为基础的美欧联盟习惯上也被称为 “跨大西洋联盟” (Ｔｒａｎｓ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或 “大西

洋联盟”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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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Ｎｏｖ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ｕｂꎬ Ｉｎｃ ꎬ ２００３ꎻ Şｕｈｎａｚ Ｙıｌｍａｚꎬ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ＮＡ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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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１２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４８１ － ４９５ꎻ Ｍ Ｖｅｄａｔ ＧÜＲＢÜＺꎬ “Ｔüｒｋ － Ａｍｅｒｉ ｋ̇ａｎ Ｉ ｌ̇ｉ ş̇ｋｉ ｌ̇ｅｒｉ ｎ̇ｄｅ Ｉ ｔ̇ｔｉ ｆ̇ａ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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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ｎｄ Ｂｌａｃｋ Ｓｅ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１２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５５５ － ５７３ꎻ Ｂａｈａｒ ＺＭＲꎬ “ｋｉ Ｍüｔｔｅｆｉｋ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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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ｙı １０ꎬ Ｙıｌ ２０１７ꎬ ｐｐ １７７ － １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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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俄制 “Ｓ － ４００” 防空导弹系统对联盟紧密性的影响ꎻ① 第四ꎬ 从联盟形

态的视角ꎬ 探究正义与发展党 (以下简称 “正发党”) 时代土耳其主导的泛

突厥联盟和亲穆斯林兄弟会 (以下简称 “穆兄会”) 联盟ꎮ② 与此同时ꎬ 国

内学界也注意到土耳其与欧美盟友的分歧ꎬ 指出美国与土耳其是 “不同

路的联盟” ꎮ③

以上可以看出ꎬ 学术界对于土耳其的联盟战略已有一定研究ꎬ 但缺乏前

沿性、 系统性和整体性ꎮ 第一ꎬ 学界对土耳其联盟问题的关注多集中于冷战

初期ꎬ 滞后于现实的发展ꎮ 第二ꎬ 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土耳其与北约的关系ꎬ
带有明显的欧美中心主义色彩ꎮ 这类研究倾向于将土耳其在北约框架之外寻

求安全合作当作一种工具性的 “补救” 或 “对冲”ꎬ 未从土耳其的视角考虑

其联盟战略的特殊性ꎮ 第三ꎬ 现有研究尚未将土耳其的安全合作伙伴置于一

个系统的联盟谱系中进行整体研究ꎮ 第四ꎬ 现有研究往往从经典联盟理论出

发ꎬ 将 “联盟” 界定为主权国家之间具备法律效力的安全合作关系ꎬ 而忽略

建立在期望、 默契和互信基础之上的非正式安全合作机制ꎮ 在国际安全研究

领域ꎬ 为了对联盟的产生、 运作和瓦解进行学理分析ꎬ 对联盟进行狭义的界

定是必要之举ꎮ 然而ꎬ 如能考察一国的联盟政治ꎬ 对联盟进行广义的定义则

更为恰当ꎮ 这是因为ꎬ 对大多数国家来说ꎬ 安全合作通常处于一个连续和动

态的光谱之中ꎬ 其本身具有整体性ꎬ 并不能割裂地进行分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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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７９ꎬ Ｎｏ ６ꎬ ２０１９ꎬ ｐｐ １５ － ３２ 曹鹏鹏: «土美联盟机制化问题: 内涵、 路径与展望»ꎬ 载

«中东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１２９ ~ １４６ 页ꎻ 郑东超: «美土关系会去同盟化吗?»ꎬ 载 «当代世界»
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１ 期ꎬ 第 ６１ ~ ６４ 页ꎻ 王晋: «盟友还是对手? 俄罗斯与伊朗、 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关

切与挑战»ꎬ 载 «俄罗斯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３９ ~ ６２ 页ꎮ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

一　 土耳其复合联盟战略的内涵与特征

近年来ꎬ 土耳其的对外安全合作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原有的框架ꎮ 土耳其

与北约盟国的关系更多时候是作为 “问题” 而出现的ꎮ 在北约框架之外ꎬ 土

耳其以高度灵活的方式与俄罗斯、 伊朗、 阿塞拜疆、 卡塔尔、 利比亚民族团

结政府、 “北塞浦路斯” 地区等国家或政治实体开展安全合作ꎬ 在联盟战略上

呈现多面下注、 四处出击的态势ꎮ 对上述变化的理解ꎬ 既需要参照联盟理论

的一般假设ꎬ 也需要考察土耳其的特殊语境ꎮ
(一) 理论背景

在后冷战时代ꎬ 非传统安全日益成为经典军事联盟合作的内容ꎬ 同时各种

以地区经济和政治合作为基础的联盟 (如欧盟和东盟) 也不断涉及安全合作ꎬ
联盟的边界日益模糊化ꎮ 因而ꎬ 狭义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军事联盟概念难以契合

国际政治的新趋势ꎮ 在中东地区ꎬ 情况更为复杂ꎮ 由于中东民族国家的合法性

普遍面临危机ꎬ 部落、 族裔和宗教组织等 “准国家行为体” 皆是安全合作的主

体ꎮ① 正因为如此ꎬ 博弈具备行动自主性的准国家行为体已经成为地区和域外大

国塑造地区格局的重要途径ꎬ 如伊朗与什叶派武装ꎬ 土耳其与穆兄会组织ꎬ 美

国与库尔德民兵之间的代理关系ꎮ 同时ꎬ 土耳其地缘政治和身份认同的多样性也

深刻塑造了它的对外安全政策ꎬ 对其联盟战略的分析需要融合不同的理论框架ꎮ
第一ꎬ 现实主义理论视野下的 “权力平衡论” “威胁平衡论” 和 “利益平

衡论”ꎮ 在结盟对象的选择上ꎬ 持 “权力平衡论” 的学者认为ꎬ 国家会与实力较

弱的一方结盟ꎬ 以制衡强者ꎻ 持 “威胁平衡论” 的学者认为ꎬ 国家倾向于和威

胁较小的一方结盟ꎬ 以制衡威胁较大的一方ꎻ 持 “利益平衡论” 的学者认为ꎬ
国家会依据自身利益偏好选择结盟对象ꎬ 因此经常出现弱国追随强国的现象ꎮ②

８２１

①

②

本文中 “民族” 和 “族裔” 存在一定的区别ꎮ 英文中的 “ ｎａｔｉｏｎ” 是一个具有政治属性的复

合概念ꎬ 与 “国家” 可互换ꎬ 而中文中 “民族” 则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ꎬ 可泛指一切具有文化共性

的群体ꎮ 在很多语境中ꎬ “ｎａｔｉｏｎ” 和 “民族” 并不能和谐对应ꎮ 为了避免混淆ꎬ 本文中的民族指的是

具有政治属性的 “国族”ꎬ 而来自人类学概念的 “族裔” (ｅｔｈｉｃ) 更注重文化属性ꎬ 不涉及建立国家的

预设目标ꎮ 参见刘胜湘主编: «国际政治学导论»ꎬ 北京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０ 年版ꎬ 第 ７７ ~ ８１ 页ꎻ 牛新

春: «对 “民族” 概念的一些思考»ꎬ 载 «现代国际关系»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１ ~ １０ 页ꎮ
曹玮、 杨原: «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古代朝鲜半岛国家 “两面结盟” 之谜»ꎬ 载刘丰主

编: «联盟政治: 理论与实践»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８ 年版ꎬ 第 ３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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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ꎬ “威胁平衡论” 是联盟起源的主流理论ꎬ 综合实力、 地缘邻近性、 进攻

实力和进攻意图被认为是 “威胁” 的主要决定因素ꎮ① 作为 “威胁平衡论”
的补充ꎬ 帕特里夏韦茨曼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Ａ Ｗｅｉｔｓｍａｎ) 区分了联盟的内部威胁和

外部威胁ꎬ 当联盟的内部威胁程度高而外部威胁低时ꎬ 联盟凝聚力较低ꎻ 当

联盟的内部威胁低而外部威胁高时ꎬ 联盟凝聚力较高ꎮ②

第二ꎬ 准联盟理论视野下的 “多元平衡论”ꎮ 在传统联盟理论者看来ꎬ
“联盟” 系主权国家间具备法律效力且针对特定敌人的安全合作关系ꎮ 但该定

义无法解释国际舞台上存在的众多有实无名的安全合作ꎮ 国内学者孙德刚将

这类非正式的安全管理机制定义为 “准联盟”ꎬ 指出它是一种介于中立和结盟

的 “中间地带”ꎬ 具备隐蔽性、 易变性和不稳定性ꎮ 准联盟的基础既不是 “权
力平衡”ꎬ 也不是 “威胁平衡”ꎬ 而是 “多元平衡”: 促进联盟建构的变量

(安全威胁、 发展利益、 意识形态和文化认同) 和制约联盟关系的变量 (分
歧、 牵连、 抛弃和挑衅) 形成一组动态多元的平衡关系ꎮ③ 准联盟理论拓展了

联盟研究的外延ꎬ 准国家行为体被纳入分析范畴ꎬ 非正式的安全合作关系得

到重视ꎮ
第三ꎬ 建构主义视野下的身份认同理论ꎮ 有学者基于建构主义理论ꎬ 认

为身份对于人们如何识别威胁至关重要ꎬ 因为国际政治不仅由物质因素推动ꎬ
也受到规范、 文化、 理念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ꎮ 受建构主义理论的启发ꎬ
土耳其学者将国家内部的身份互动引入对外政策分析ꎬ 探讨身份竞争对外交

的影响ꎮ 例如ꎬ 宇杰尔波兹达勒奥卢 (Ｙüｃｅｌ Ｂｏｚｄａｇｌıｏｇｌｕ) 认为ꎬ “西方认

同危机” 是后冷战时代土耳其外交政策调整的主要原因ꎮ④ 哈桑克赛巴拉班

(Ｈａｓａｎ Ｋöｓｅｂａｌａｂａｎ) 指出ꎬ 土耳其的世俗民族主义、 伊斯兰民族主义、 世俗

自由主义和伊斯兰自由主义对于 “我们是谁? 我们的朋友、 对手和敌人是

谁?” 有着不同的理解ꎬ 进而塑造出不同的战略取向ꎮ⑤ 丽泽欣茨 ( Ｌｉｓｅｌ

９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美国] 斯蒂芬沃尔特著: «联盟的起源»ꎬ 周丕启译ꎬ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８ 年版ꎬ 第 ２０ ~
２３ 页ꎮ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Ａ Ｗｅｉｔｓｍａｎꎬ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Ｐｒｏ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Ｐｅａｃｅꎬ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ｏｆ Ｗａｒꎬ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４ꎬ ｐｐ ２５ － ２８

孙德刚著: «多元平衡与 “准联盟” 理论研究»ꎬ 时事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 年版ꎬ 第 ６７ ~ ７６ 页ꎮ
Ｙüｃｅｌ Ｂｏｚｄａｇｌｉｏｇｌｕꎬ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０３ꎬ ｐ ５７
Ｈａｓａｎ Ｋöｓｅｂａｌａｂａｎꎬ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ｓｌａｍ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ꎬ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１１ꎬ ｐ ｘｉ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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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ｎｔｚ) 则强调ꎬ 正发党和民族行动 (ＭＨＰ) 的选举联盟推动了族裔和宗教话

语在土耳其外交政策中的强势回归ꎮ①

由此ꎬ 作为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联盟问题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讨论ꎬ
仅在联盟起源上就有现实主义、 新现实主义、 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分

野ꎮ 从研究视角上来看ꎬ 联盟理论研究可分为两类: 其一是基于成本—效益

分析的理性主义视角ꎻ 其二是强调宗教、 族裔、 文化等身份认同因素的建构

主义视角ꎮ 对于土耳其这样的具备复合身份的国家ꎬ 塑造其联盟偏好的基础

也是多样的ꎬ 同时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次ꎬ 单一理论的解释有很大的局限

性ꎮ 例如ꎬ 自由制度主义不能解释土耳其对 “制度化联盟” (北约) 的疏离ꎻ
作为联盟起源的主流理论ꎬ “威胁平衡论” 也不能解释在共同外部威胁缺失的

情况下土耳其为何与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开展安全合作ꎮ 在联盟的定义和理

论选择上ꎬ 本研究坚持问题导向ꎬ 有选择地借鉴不同的范式ꎮ
基于联盟研究的新进展和土耳其联盟战略的新实践ꎬ 本文探讨的联盟是

主权国家与政治实体在正式或非正式的安全协定之上协调立场和政策ꎬ 针对

共同威胁或关切形成的安全合作关系ꎮ 根据该定义ꎬ 联盟有正式和非正式之

分ꎬ 前者基于明确的安全承诺ꎬ 后者是一种非正式的安全合作关系ꎮ 由于制

度化水平的差异ꎬ 非正式联盟也有强弱之分ꎬ 其中非正式的强联盟可归为

“准联盟”ꎬ 非正式的弱联盟可归为 “弱链式联盟”ꎮ② 由于军事安全合作是联

盟的内核ꎬ 因此联盟概念可以识别出 “伙伴关系” 中的特殊类别ꎮ 例如ꎬ 土

耳其与非洲、 巴尔干国家的关系和它与卡塔尔、 阿塞拜疆、 “北塞浦路斯” 地

区的关系都可以用程度不等的 “伙伴关系” 加以概括ꎬ 但两者的区别在于:
后者除了 “伙伴关系” 之外还涉及安全合作ꎮ 不过ꎬ 安全合作到底达到什么

样的程度才能称之为联盟ꎬ 目前学术界并没有共识ꎮ 从军事演习、 情报共享、
武器研发、 军售、 战时协商、 中立到攻守同盟都是军事安全合作ꎬ 其中存在

很大差别ꎮ 为了不过分稀释联盟的内涵ꎬ 保证这一概念的有效性ꎬ 本文中的

０３１

①

②

Ｌｉｓｅｌ Ｈｉｎｔｚꎬ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ｓｉｄｅ Ｏｕ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８ꎬ ｐｐ ５ － １０

准联盟 (ｑｕａｓｉ －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实体在次级安全合作方针之上形成的安全

管理模式ꎬ 其本质是 “联而不盟”ꎬ 参加孙德刚: «联而不盟: 国际安全合作中的准联盟理论»ꎬ 载

«外交评论 (外交学院学报)» ２００７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５９ ~ ６７ 页ꎻ 弱链式联盟 (ｗｅａｋ － ｌｉｎｋ ｅｎｔｅｎｔｅ) 具有

临时性和任务导向性ꎬ 其本质特征是 “弱联弱盟”ꎬ 参见孙德刚、 凌胜利: «多元一体: 中东地区的弱

链式联盟探析»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５２ ~ ５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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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联盟” 需满足三个条件: 针对外部敌人ꎻ 签订非正式的安全合作协

议ꎻ 开展有限的安全合作ꎮ
(二) 概念界定

由于安全合作的敏感性ꎬ 土耳其官方并没有提出过明确的 “联盟战略”ꎬ
但是我们仍可以从官方表述和学术研究中获得一定的参考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埃尔多

安的首席顾问达武特奥卢 (Ａｈｍｅｔ Ｄａｖｕｔｏｌｕ) 指出ꎬ 土耳其不再是一个想当然

的 “结盟对象”ꎬ 而是一个追求自身区域和全球影响的国家ꎮ① 从其 “战略纵

深” 理论不难看出ꎬ 身份认同、 历史遗产和地理空间的复合身份是土耳其建

立联盟体系的资产ꎮ② 作为 “土耳其梦” 的实践者ꎬ 埃尔多安在涉外事务中

对卡塔尔、 利比亚、 阿塞拜疆、 中亚突厥语国家等动辄以 “兄弟” 相称ꎮ 这

种看似私人化的表达其实反映了土耳其对 “朋友圈” 的基本看法ꎮ 根据学者

研究ꎬ 土耳其外交话语中频繁出现的 “兄弟” (ｋａｒｄｅş) 一词ꎬ 通常用于指称

穆斯林或突厥裔为主体的国家或政治实体ꎮ③ 此外ꎬ 土耳其学者近来热衷讨论

的 “全球战略” 或 “大战略” 也不乏对联盟问题的关注ꎮ④ 这些都为土耳其

联盟议题的概念化提供了参考ꎮ
为了解释阿拉伯剧变以来土耳其安全合作形式的多样化ꎬ 本文基于现有

研究成果和土耳其联盟政治的实践ꎬ 提出 “复合联盟” 概念: 土耳其为实现

多重目标ꎬ 在多维地理空间ꎬ 借助多种动员手段ꎬ 与不同合作对象建立复合

安全共同体ꎮ 其中ꎬ 制衡威胁、 利益诉求、 传播意识形态、 塑造权力格局等

１３１

①

②

③

④

Ａｈｍｅｔ Ｄａｖｕｔｏｌｕꎬ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２００７”ꎬ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Ｖｏｌ １０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０８ꎬ ｐ ９０

关于达武特奥卢的 “战略纵深” 理论ꎬ 可参考苏闻宇: «从 “战略纵深” 看土耳其 “零问题”
外交政策的转变———兼谈土耳其的国际身份定位»ꎬ 载 «国际论坛» 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６６ ~７０ 页ꎮ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Ｋａｒａｔａşꎬ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 ｉｎ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Üｓｋüｄａｒ Ü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ｅｓｉ
Ｓｏｓｙａｌ Ｂｉｌｉｍｌｅｒ Ｄｅｒｇｉｓｉꎬ ｓａｙı １２ꎬ Ｍａｙıｓ ２０２１ꎬ ｐｐ ３７ － ６９

Ｈａｓａｎ Ｙüｋｓｅｌｅｎꎬ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２０ꎻ Ｂｕｌｅｎｔ Ｇｏｋａｙꎬ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ｕｎｄｅｒ Ｄａｖｕｔｏｇｌｕ: Ｆｒｏｍ 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
ｔｏ ａ ‘ Ｎｅｗ’ Ｇｒ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ａｕｌｔｌｉｎｅｓꎬ Ｖｏｌ ２ꎬ Ｎｏ ２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５ꎬ ｐｐ ４４ － ４９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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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变量” 与牵连、 挑衅、 安全困境等 “阻碍因素” 构成一组动态平衡ꎬ
土耳其决策者需要在评估收益与成本的基础上决定联盟战略的政策取向和风

格特征ꎮ
复合联盟战略具有如下内涵: 第一ꎬ 在地理空间层面ꎬ 土耳其不再坚持

传统的西方导向ꎬ 而是选择在大周边拓展安全合作的范围ꎻ 第二ꎬ 在目标层

面ꎬ 既包括政治、 经济和安全层面的 “硬目标”ꎬ 也包括意识形态、 身份认同

层面的 “软目标”ꎻ 第三ꎬ 在结盟形态层面ꎬ 正式联盟与非正式联盟互为补

充ꎻ 第四ꎬ 在结盟对象层面ꎬ 西方民主国家、 非西方国家和具备国家属性的

政治实体均是安全合作的对象ꎻ 第五ꎬ 在动员手段层面ꎬ 安全动员、 利益动

员、 价值动员和族裔动员相互配合ꎮ 复合联盟战略旨在维护土耳其的整体国

家利益ꎬ 是大西洋联盟、 亲穆兄会联盟和泛突厥联盟相互叠加的联盟战略ꎮ
(三) 基本特征

从联盟的类型来看ꎬ 冷战时代土耳其与北约是点与点的单维联盟ꎬ 正发

党时代的复合联盟是以土耳其为中心的多维联盟ꎮ 在正发党执政的 ２０ 年里ꎬ
土耳其联盟政治的重心大体经历了从西 (西方国家) 向南 (阿拉伯国家) 再

向东 (突厥语国家) 的转移ꎬ 目前处于相对平衡的态势ꎮ 从身份认同的视角

来看ꎬ 土耳其的 “合作伙伴” 构成了一个以其自身为中心的、 以亲疏关系为

依据的差序格局: 第一圈层是突厥化的政治实体 (“北塞浦路斯” 地区、 阿塞

拜疆、 中亚突厥语国家)ꎻ 第二圈层是亲穆兄会的政治实体 (卡塔尔、 利比亚

民族团结政府、 哈马斯等)ꎻ 第三圈层是与土耳其维持友好关系的政治实体

(巴基斯坦、 印度尼西亚、 科索沃、 阿尔巴尼亚等)ꎮ 在土耳其外交话语中ꎬ
这三类政治实体都可以被称为 “兄弟”ꎬ 不同之处在于: 前两者可以发展为

“盟友”ꎬ 而最外层的政治实体通常只是土耳其拓展影响的 “伙伴”ꎮ 可以看

出ꎬ 土耳其试图利用多元身份打造复合型的安全合作网络ꎮ 除此之外ꎬ 复合

联盟战略还有如下特征:
第一ꎬ 复合联盟战略具有互补性ꎮ 从类型划分来看ꎬ 土耳其参与的联盟

具有正式与非正式之分ꎬ 前者以防御性见长ꎬ 后者进取性明显ꎬ 两者在功能

上是互补性的ꎮ 在制度化较高的大西洋联盟中ꎬ 土耳其没有发言权ꎬ 甚至在

共同威胁的判断上ꎬ 其核心关切也遭盟友忽视ꎬ 但北约为土耳其提供了抵御

威胁的制度性力量ꎬ 这是土耳其在热点问题上与俄罗斯竞争的底气ꎮ 在制度

化较弱的非正式联盟中ꎬ 土耳其的 “盟主” 地位虽然没有法律保障ꎬ 但它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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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获得了西方不愿提供的安全公共产品ꎮ 例如ꎬ 为了制衡希腊、 塞浦路斯、
埃及、 以色列等国在东地中海油气开发上对自己的孤立ꎬ 土耳其一方面与亲

穆兄会联盟的追随者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合作ꎬ 签署海事管辖权谅解备忘录ꎻ
另一方面寻求在突厥语国家合作框架下推动 “北塞浦路斯” 地区的承认ꎬ 或

者至少加深土耳其、 阿塞拜疆和 “北塞浦路斯” 地区的联动ꎬ 形成 “一族三

国” 的局面ꎬ 以此增强海洋权益主张的合法性ꎮ 因此ꎬ 作为一个整体ꎬ 土耳

其的联盟战略兼具外部指向性和内部指向性ꎻ 兼具防御性和进取性ꎻ 兼具保

持存量和拓展增量的特点ꎮ

表 １　 土耳其参与的联盟类型划分

联盟名称
土耳其与北约的

军事联盟
土耳其领导的
泛突厥联盟

土耳其领导的
亲穆兄会联盟

联盟性质 正式联盟 非正式强联盟 非正式弱联盟

推动因素 安全合作 族裔联合 意识形态

合作动机
在黑海、 高加索和中
东地区制衡俄罗斯的
影响

增加在中亚和东地中
海地缘竞争的砝码

与传统伊斯兰势力竞
争ꎬ 塑 造 地 区 发 展
模式

合作载体
１９４９ 年 «北大西洋公
约»

２０１０ 年土耳其与阿塞
拜疆签署的 «战略伙
伴关系和相互支持协
议»、 ２０２１ 年 «舒沙
宣言»

２０１５ 年 «土耳其 － 卡
塔尔军事合作协定»ꎻ
２０１９ 年 «地中海海事
管辖权谅解备忘录»
和 «安全和军事合作
谅解备忘录»

主导国 美国 土耳其 土耳其

支点国 英、 法、 德 阿塞拜疆 卡塔尔

追随者 乌克兰等
“北塞浦路斯” 地区、
土库曼斯坦、 吉尔吉
斯斯坦等

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
巴勒斯坦哈马斯等

合作主体 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 ＋政治实体 民族国家 ＋政治实体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第二ꎬ 复合联盟战略具有主动性ꎮ 在土耳其参与的三组联盟中ꎬ 制度化

最弱但功能最强的当属亲穆兄会联盟ꎮ 土耳其最初想要借助穆兄会政党塑造

阿拉伯国家的政治转型ꎬ 发挥文化 “软实力” 的作用ꎮ 然而ꎬ 随着中东滑向

持续战争ꎬ 特别是由于库尔德武装的发展壮大ꎬ 土耳其无暇他顾ꎬ 不得不采

取 “软硬兼施” 的政策ꎬ 频繁发动跨境军事行动ꎮ 埃及穆尔西政权被推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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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ꎬ 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成为土耳其在北非的支点ꎮ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ꎬ 利比亚与

土耳其双方签署关于海事管辖权的划界协议ꎬ 招致希腊、 塞浦路斯和欧盟的

强烈反对ꎮ 为了扶持民族团结政府ꎬ ２０２０ 年土耳其直接出兵利比亚ꎮ 这一行

动凸显了复合联盟战略的进取性ꎬ 土耳其一方面不惜用武力保障盟友的地位ꎻ
另一方面又通过破坏游戏规则ꎬ 力图在东地中海制造 “争议”ꎬ 为其海洋权益

主张创造空间ꎮ 不仅如此ꎬ 土耳其在纳卡冲突中的积极介入ꎬ 在叙利亚北部

的频繁动武ꎬ 在卡塔尔断交危机中的强硬立场ꎬ 均表现出主动塑造时局的

特征ꎮ
第三ꎬ 复合联盟战略具有动态性ꎮ 土耳其主导的非正式联盟具有明显的

任务导向ꎬ 强调根据任务的需要确定合作伙伴ꎮ 这意味着原有合作框架的升

级和调整可为新危机的解决提供平台ꎮ 例如ꎬ 在北约从阿富汗撤军造成的乱

局中ꎬ 土耳其积极寻求保留喀布尔机场的运营权ꎬ 以便在后美国时代的中亚

获得地缘政治支点ꎮ 然而ꎬ 土耳其与阿富汗并不接壤ꎬ 发挥影响的实力有限ꎬ
为此它调动复合联盟的多渠道优势ꎬ 打出 “联盟组合牌”ꎮ 首先ꎬ 土耳其向北

约阐述由其维护喀布尔机场 (阿富汗与西方世界的 “窗口”) 的重要性ꎬ 得

到北约的认可ꎻ 其次ꎬ 土耳其与亲穆兄会盟友卡塔尔①进行密切合作ꎬ 向阿富

汗当局推销土耳其运维喀布尔机场的必要性ꎻ 最后ꎬ 土耳其还在突厥语国家

合作框架下积极协调立场ꎬ 争取阿富汗北方邻国的支持ꎮ 由于阿富汗塔利班

掌权ꎬ 土耳其的如意算盘以失败告终ꎬ 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土耳其在热点问题

上利用复合联盟追求利益的基本策略ꎮ

二　 土耳其复合联盟战略的实践

对于土耳其来说ꎬ 北约虽是防御性的安全合作框架ꎬ 但更多时候是美国

的霸权工具ꎮ 阿拉伯剧变之后ꎬ 北约非但没有满足土耳其的安全需求ꎬ 缓解

其地缘政治焦虑ꎬ 反而不顾其核心关切ꎬ 在库尔德人问题上频繁挑战其底线ꎮ
在这种背景下ꎬ 不管是为了制衡威胁ꎬ 还是拓展利益ꎬ 单一的亲西方联盟均

无法满足土耳其的现实需求ꎮ

４３１

①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ꎬ 阿富汗塔利班驻多哈政治办事处成立ꎮ 该机构在阿富汗塔利班与美国、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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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西洋到大周边: 土耳其复合联盟战略初探　

(一) 调整与北约的制度化联盟

在冷战时代ꎬ 为了制衡苏联的威胁和实现成为 “西方国家” 的梦想ꎬ 土

耳其将国家安全战略紧密地捆绑于北约战车之上ꎮ 根据沃尔特对中东联盟政

治的考察ꎬ 共同的外部威胁是联盟建立的主要原因ꎮ① 反过来也可以说ꎬ 威胁

的非对称性将削弱联盟的凝聚力ꎮ ２０１１ 年以来的叙利亚战争放大了土耳其与

北约盟国的分歧ꎮ 首先ꎬ 土、 叙有 ９１１ 公里的边境线ꎬ 土、 欧对威胁的感知

存在本质性的差异ꎻ 其次ꎬ 大国的介入使叙利亚成为代理人的战场ꎬ 俄罗斯

和伊朗力挺阿萨德政府ꎬ 北约盟国却不愿过多介入ꎻ 再次ꎬ ２０１３ 年叙利亚发

生化武袭击后ꎬ 美国并没有坚持其 “红线” 立场ꎬ 加重了土耳其的不安全感ꎻ
最后ꎬ 随着 “伊斯兰国” 的崛起ꎬ 北约的目标转变为打击恐怖主义ꎮ 为此ꎬ
美国选择与叙利亚的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 (ＹＰＧ) 合作ꎮ 这一行为彻底

激怒了土耳其ꎬ 在它看来ꎬ 该组织是恐怖组织库工党 ( ＰＫＫ) 的叙利亚分

支ꎮ② 在外部敌人缺失、 内部分歧又不断激化的情况下ꎬ 土耳其扭转了合作方

向ꎬ 转而与俄罗斯、 伊朗在叙利亚问题上开展务实合作ꎮ 可以说ꎬ 叙利亚战

争是土耳其与西方关系的重要转折点ꎮ③

在叙利亚问题之外ꎬ 土耳其与西方的联盟关系日益议题化ꎮ 首先ꎬ 土耳

其的入欧谈判处于冻结状态ꎮ 在阿拉伯剧变之前ꎬ 正发党政府基于西方的民

主、 人权、 法治、 少数族裔权利保护等原则实施了诸多西方导向的改革ꎻ
２０１１ 年之后ꎬ 土耳其虽仍然强调加入欧盟的重要性ꎬ 但是这种表态已经沦为

外交修辞ꎬ 不再转化为国家改革的动力ꎬ 欧盟之于土耳其的外部规范价值几

乎不复存在ꎮ 其次ꎬ 土耳其与欧美的政治联盟转向具体议题合作ꎮ 在冷战时

代ꎬ 北约既是军事联盟ꎬ 也是价值观联盟 (民主国家)ꎮ 然而ꎬ 近年来土欧合

作主要围绕 “低政治” 领域的议题展开ꎬ 如气候变化、 公共卫生、 难民安置、
遏制恐怖主义等问题ꎮ 再次ꎬ 土耳其在安全上采取独立政策ꎬ 在防务方面降

低了对北约的依赖ꎬ 这表现为: 购买俄罗斯 “Ｓ － ４００” 导弹系统ꎻ 积极拓展

海外军力ꎬ 在卡塔尔 (２０１５ 年) 和索马里 (２０１７ 年) 建立军事基地ꎬ 在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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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美国] 斯蒂芬沃尔特著: «联盟的起源»ꎬ 第 １５７ 页ꎮ
Ｊｉｍ Ｚａｎｏｔｔｉꎬ Ｃｌａｙｔｏｎ Ｔｈｏｍａｓꎬ “Ｔｕｒｋｅｙ: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Ｕ 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ＣＲＳ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Ｒ４１３６８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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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和利比亚独立开展军事行动ꎬ 长期在伊拉克北部和 “北塞浦路斯” 地区维

持军事存在ꎻ 扶植本土国防工业发展ꎬ 减少对西方武器的依赖ꎮ 在美国对土

耳其实施制裁后ꎬ 双方甚至出现了国防工业脱钩的趋势ꎮ
土耳其与北约联盟关系的疏离在乌克兰危机中亦有明显表现ꎮ 自 ２０１４ 年

克里米亚问题产生以来ꎬ 土耳其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关系上采取了平衡的政策ꎮ
一方面ꎬ 土耳其在政治和外交上积极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ꎬ 不承认

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 “吞并”ꎬ 并在多边舞台呼吁保护 “鞑靼人” (被视为突

厥人的一支) 的民族权利ꎮ 在军事和安全领域ꎬ 土、 乌还在武装无人机、 海

军舰艇、 航空发动机等领域开展合作ꎬ 引起俄罗斯的强烈不满ꎮ 但与此同时ꎬ
在 ２０２２ 年的俄乌冲突中ꎬ 土耳其并未追随北约的立场ꎮ 例如ꎬ 它虽对冲突双

方 “关闭” 了土耳其海峡 (有损于俄罗斯的利益)ꎬ 但并没有将俄罗斯的军

事行动称为 “侵略”ꎬ 亦未跟风欧美加入对俄罗斯的制裁ꎮ 与北约保持距离而

非与之捆绑ꎬ 使土耳其作为相对独立的第三方得以在俄乌之间、 西方与俄罗

斯之间维持平衡ꎬ 进而为斡旋危机和发挥大国角色留下想象的空间ꎮ 可以看

出ꎬ 对于周边危机频发的土耳其而言ꎬ 与北约高度同调的传统联盟战略已经

不再契合其多元化的利益需求ꎮ
土耳其与北约虽然存在诸多分歧ꎬ 但两者分道扬镳的可能性很小ꎮ 首先ꎬ

土耳其与北约盟国之间的内斗并不涉及联盟主导权的争夺ꎬ 主要是 “分配性

战略分歧”ꎬ 即在联盟主要敌人的界定上存在认知偏差ꎻ 其次ꎬ 土、 俄安全合

作虽然对北约的联盟凝聚力造成破坏ꎬ 但土耳其购买 “Ｓ － ４００” 很大程度上

是为了提升自身 “议价权”ꎬ 增加讨价还价的筹码ꎬ 这种实用主义策略决定了

分歧的可控性ꎮ 最后ꎬ 土耳其与北约的联盟机制并未遭到根本性的破坏ꎮ
２０２１ 年土耳其从波兰接手北约快速反应部队下设的 “北约高度戒备联合特遣

部队” (ＶＪＴＦ) 的指挥权ꎬ 约 ６ ４００ 名北约国家的士兵在这支机动部队中服

役ꎮ① 土耳其第 ６６ 机械化步兵旅 (４ ２００ 名士兵) 成为该部队的核心ꎮ② 从北

约军队指挥权的正常交接可以看出ꎬ 联盟内斗并未影响土耳其在北约的角色ꎮ
从现实政治的视角来看ꎬ 北约为土耳其提供了平衡俄罗斯影响的制度力

６３１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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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ꎮ 如果退出北约ꎬ 土耳其将无法阻止塞浦路斯的加入ꎬ 这样东地中海的平

衡将更有利于希腊ꎮ 同时ꎬ 对北约来说ꎬ 土耳其的军队和空军基地也是重要

的战略资产ꎮ① 此外ꎬ 作为北约中唯一的伊斯兰国家ꎬ 土耳其可以在某些行动

中发挥独特的 “桥梁” 作用ꎬ 如阿富汗战后重建ꎮ 因而维持北约框架下的机

制性联系ꎬ 对双方都是必要的ꎮ 不过ꎬ 由于双方预期的变化ꎬ 大西洋联盟如

今是利益驱动的和交易性的ꎮ 西方视土耳其为 “威权国家”ꎬ 指责其与俄罗斯

的安全合作破坏了北约的联盟紧密性ꎻ 土耳其则不愿意充当西方的 “二等公

民”ꎬ 要求美欧以平等的姿态对待自己ꎮ 从战略依附到战略自主的转变是土耳

其与北约联盟关系发生变化的深层次原因ꎬ 但是相互需要又决定了两者维持

着 “斗而不破” 的局面ꎮ
(二) 领导亲穆斯林兄弟会联盟

意识形态是一种带有价值评价内涵的标准、 取向和认知工具ꎬ 对国家外

交政策产生重要影响ꎮ② 除了与政治制度有关的政治意识形态之外ꎬ 宗教往往

成为意识形态的主要依托ꎮ 近代以来ꎬ 面对西方的挑战ꎬ 伊斯兰世界围绕如

何实现复兴产生了两种思潮: 西方化的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ꎮ 凯末尔主义

和阿拉伯社会主义是世俗主义道路的代表ꎬ 而埃及、 摩洛哥、 突尼斯、 叙利

亚、 卡塔尔的穆兄会则是伊斯兰现代主义的代表ꎮ 土耳其的伊斯兰由于经历

现代化改革的 “祛魅” 和军方的严厉打压ꎬ 逐渐摆脱了僵化立场ꎬ 提出温和、
包容与调和的纲领ꎬ 最终创造了 “土耳其模式”ꎮ 正如学者所言ꎬ 所谓 ２１ 世

纪的 “土耳其模式” 即是 “穆兄会式的正发党模式”ꎮ③ 阿拉伯剧变初期ꎬ
“土耳其模式” 在转型中的阿拉伯国家颇具影响ꎬ 引起学术界的广泛讨论ꎮ④

正发党并不寻求国家体制的颠覆ꎬ 而是试图 “软化” 那种精英属性的刚性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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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关于 “土耳其模式” 的研究ꎬ 可参见王林聪: «论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下的土耳其

“民主模式”»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０９ 年第 ８ 期ꎬ 第 ２０ ~ ２５ 页ꎻ 王林聪: « “土耳其模式” 的新变化及

其影响»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８２ ~ ９７ 页ꎻ 昝涛: « “土耳其模式”: 历史与现实»ꎬ 载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１０ ~ ２２ 页ꎻ 李秉忠: « “土耳其模式” 刍

议»ꎬ 载 «欧洲研究» 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１３６ ~ １５１ 页ꎻ 吴冰冰: «中东变局与土耳其模式»ꎬ 载 «读
书»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１ 期ꎬ 第 ７５ ~ ８０ 页ꎻ 刘义: «埃尔多安 “新土耳其” 论与 “土耳其模式” 的危机»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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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主义ꎮ 在其主政下ꎬ 土耳其的政治伊斯兰走上与世俗化、 经济全球化和政党

制度的融合道路ꎮ 与伊朗什叶派伊斯兰的革命性、 沙特传统伊斯兰的保守性相

比ꎬ 土耳其的伊斯兰因呈现出更多 “现代属性” 而被视为 “现代伊斯兰” 的代

表ꎮ 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下ꎬ 土耳其支持阿拉伯国家内部被压制的伊斯兰改

革派上台执政ꎬ 反对军队干政ꎬ 反对君主制国家的统治者对权力的垄断ꎮ
土耳其的政治伊斯兰与穆兄会的发展是平行的关系ꎬ 但正发党的前身ꎬ

即埃尔巴坎 (Ｎｅｃｍｅｔｔｉｎ Ｅｒｂａｋａｎ) 领导的更为激进的民族观念运动 (Ｍｉｌｌｉ
Ｇöｒüş) 则与穆兄会网络保持了密切互动ꎮ① 正发党与穆兄会同属温和的伊斯

兰派别ꎬ 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上有相似性ꎮ 通过支持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

政党和组织ꎬ 如埃及的自由与正义党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Ｐａｒｔｙ)、 突尼斯的

伊斯兰复兴党 (Ｅｎｎａｈｄａ)、 摩洛哥的公正与发展党 (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ｙ)、 约旦和叙利亚的穆兄会力量等ꎬ 土耳其试图塑造这些国家的转型ꎬ 进

而扩大地区影响力ꎮ② 在穆兄会问题上ꎬ 卡塔尔是土耳其的天然盟友ꎮ 卡塔尔

尽管也是部落君主制国家ꎬ 其统治者也属于瓦哈比派ꎬ 但与沙特的 “沙漠瓦

哈比主义” 相比ꎬ 卡塔尔的 “海上瓦哈比主义” 对什叶派和穆兄会更加宽

容ꎮ③ 在阿联酋、 埃及、 沙特等国ꎬ 穆兄会往往成为统治者政治合法性的竞争

者和挑战者ꎬ 最终招致镇压ꎻ 与之不同ꎬ 卡塔尔的穆兄会则罕见地开辟了一条

与政府共治、 共生和共存的道路ꎮ 在乱局中ꎬ 卡塔尔借助穆兄会网络的组织力

量ꎬ 积极介入别国政治进程ꎬ 成为地区教派纷争的 “幕后玩家”ꎮ④ 因此ꎬ 土耳

其与卡塔尔的关系具有浓厚的教派背景ꎬ 并被中东局势的发展所强化ꎮ
在阿拉伯剧变之前ꎬ 土、 卡试图通过联合斡旋地区危机提高国家威望ꎮ

２０１１ 年之后ꎬ 两国从区域问题的 “调节者” 转变为 “行动者”ꎮ 土耳其视乱

局为机遇ꎻ 卡塔尔则试图实现 “小国大业”ꎬ 利用穆兄会网络在海湾之外拓展

影响ꎬ 摆脱沙特的威胁ꎮ⑤ 两国在穆兄会问题上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ꎮ 在巴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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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ꎬ 土耳其宣称哈马斯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ꎬ 主张将其纳入主流政

治进程ꎬ 卡塔尔则向哈马斯提供财政支持ꎻ 在埃及ꎬ 两国支持的穆尔西一度

上台执政ꎬ ２０１３ 年军方接管政权后ꎬ 两国严厉谴责塞西政府缺乏合法性ꎻ 在

叙利亚ꎬ 两国呼吁阿萨德进行政治改革ꎬ 遭到拒绝后转而积极支持叙利亚自

由军 (ＦＳＡ) 和与穆兄会结盟的叙利亚全国委员会 (ＳＮＣ)ꎻ 在利比亚ꎬ 两国

站在民族团结政府一边ꎬ 反对哈夫塔尔将军 (Ｍａｒｓｈａｌ Ｈａｆｔａｒ) 领导的世俗派

力量利比亚国民军 (ＬＮＡ)ꎮ 由于埃及、 巴林、 沙特、 俄罗斯、 阿联酋、 叙利

亚等国相继宣布穆兄会为恐怖组织ꎬ 土耳其成为各类穆兄会团体的流亡中心ꎮ
据估计ꎬ 约有 ８ ０００ 名穆兄会成员和 ３ ０００ 名活动家在土耳其避难ꎮ①

随着地缘政治博弈的加剧ꎬ 亲穆兄会联盟的动员手段由彰显 “软实力”
向发挥 “硬实力” 转变ꎮ ２０１５ 年土、 卡设立 “高级别战略合作委员会”ꎬ
２０１６ 年在 “未遂政变” 中埃尔多安得到卡塔尔的坚定支持ꎬ 在 ２０１７ 年的

“断交危机” 中土耳其则投桃报李ꎬ 向卡塔尔提供紧急物资援助ꎬ 且迅速增加

了军队部署ꎬ 帮助卡塔尔摆脱立体封锁和入侵威胁ꎮ 在军事层面ꎬ 两国 ２０１５
年生效的军事合作协议得到升级ꎬ 多哈的土耳其军事基地得到扩建ꎮ 作为回

报ꎬ 卡塔尔承诺对土耳其投资ꎬ 并参与伊斯坦布尔的港口开发ꎮ② 在利比亚ꎬ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ꎬ 土耳其与穆兄会主导的民族团结政府签订 «地中海海事

管辖权谅解备忘录» 和 «安全和军事合作谅解备忘录»ꎮ③ ２０２０ 年初ꎬ 土耳其

议会通过出兵利比亚的决议ꎬ 以反击哈夫塔尔对的黎波里的围攻ꎮ 土耳其此

次出兵与东地中海油气资源争端存在密切的关联ꎬ 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上的

考虑决定了土耳其对利比亚的重视ꎬ 而意识形态则塑造了土耳其对民族团结

政府的支持和对哈夫塔尔的敌视ꎮ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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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ꎬ 亲穆兄会联盟符合非正式联盟的三个标准: 针对外部敌人 (沙特、
阿联酋、 埃及等)ꎻ 签订非正式的安全合作协议ꎻ 开展有限的安全合作 (武装

介入、 军事基地、 军售等)ꎮ 该联盟的主导者是土耳其ꎬ 支点国是卡塔尔ꎬ 追

随者包括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 哈马斯、 穆兄会政党等ꎮ 主导者与支点国、
追随者构成了类似 “中心—外围” 式的轴辐形关系网ꎮ 在该联盟的形成过程

中ꎬ 意识形态即现代伊斯兰塑造了土耳其对 “盟友” 和 “敌人” 的基本认

知ꎬ 但是地缘重要性 (如卡塔尔、 利比亚) 和引起 “牵连” 的可能性 (如埃

及、 沙特、 阿联酋) 则决定了土耳其对盟友的支持程度和介入方式ꎮ 在该联

盟内部ꎬ 土耳其与卡塔尔的合作已经具备较高的战略安全属性ꎬ 土耳其与其

他穆兄会组织或政治实体的合作更多是出于宗教动员的需要ꎮ 该联盟具有非

传统性ꎬ 合作主体同时包括主权国家和政治实体ꎬ 在动员手段上宗教软实力

与军事硬实力相互配合ꎮ
(三) 推动泛突厥联盟的发展

由于土耳其的民族主义建立在对中亚 “突厥故土” 的想象之上ꎬ 因此

文化层面的 “中亚情结” 是土耳其的底色ꎮ① 历史地看ꎬ 泛突厥主义的复燃

与国际格局的演变密切相关ꎮ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ꎬ 俄国 /苏联在军事上的

(暂时) 失利都曾激发土耳其的泛突厥热情ꎮ② 苏联解体后ꎬ 突厥语国家的

独立再次引发土耳其对 “泛突厥联合” 的盲目乐观ꎮ 土耳其总理德米雷尔

(Ｓｕｌｅｙｍａｎ Ｄｅｍｉｒｅｌ) 宣称未来的 “突厥语世界从亚得里亚海延伸到中国的长

城”ꎮ③ 还有政客认为ꎬ 欧盟不是唯一的选项ꎬ 土耳其现在有机会建立自己的

联盟ꎮ④ 然而ꎬ “突厥联盟” 构想与中亚国家的独立诉求相悖ꎬ 而且土耳其无

力替代俄罗斯在中亚的地位ꎮ
正发党上台后ꎬ 土耳其的泛突厥联合理想呈现出 “远交近攻” 的特征ꎮ

在 “远交” 方面ꎬ 土耳其的中亚政策回归实用主义: 不再将美欧视为主要伙

伴ꎻ 接受俄罗斯在中亚的地位ꎻ 寻求 “一带一路” 倡议与 “中间走廊” 框架

０４１

①

②

③
④

昝涛著: «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 １９ 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ꎬ 三联书店ꎬ ２０１１ 年版ꎬ
第 ３８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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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接ꎮ① 与此同时ꎬ 土耳其也在积极推动泛突厥合作的制度化ꎮ ２００９ 年土

耳其、 阿塞拜疆、 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四国签署协议ꎬ 成立 “突厥语

国家合作委员会”ꎬ 秘书处设在伊斯坦布尔ꎮ 近年来该组织走上扩容之路ꎮ
２０１８ 年匈牙利成为观察员ꎬ ２０１９ 年乌兹别克斯坦正式加入ꎬ ２０２０ 年乌克兰表

示希望成为该组织观察员ꎮ② 在土、 乌频繁互动的背景下ꎬ 乌克兰的目标是将

该组织开辟为对俄罗斯斗争的新平台ꎮ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３ 日阿富汗也提出观察员

资格申请ꎮ③ 塔利班掌权后ꎬ 土耳其召集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外长会议ꎬ 积

极协调应对阿富汗危机ꎮ④ 其秘书长巴格达德  阿姆里耶夫 ( Ｂａｇｈｄａｄ
Ａｍｒｅｙｅｖ) 称ꎬ 目前大约有 １５ 个国家在寻求观察员地位ꎮ⑤ 但该组织尚未就扩

容步骤达成一致意见ꎮ
在 “近攻” 方面ꎬ 土耳其积极利用 “突厥身份” 的工具价值ꎬ 在高加索

和东地中海地区展开地缘政治博弈ꎮ 在高加索ꎬ 土耳其与阿塞拜疆经常用

“一族两国” (Ｂｉｒ ｍｉｌｌｅｔꎬ ｉｋｉ ｄｅｖｌｅｔ) 概括其特殊关系ꎬ⑥ ２０１０ 年两国签署 «战
略伙伴关系和相互支持协议» (ＡＳＰＭＳ)ꎮ 在 ２０２０ 年的纳卡冲突中ꎬ 土耳其给

予阿塞拜疆以全力支持ꎬ 如出售攻击型无人机ꎬ 派遣军事顾问和雇佣兵参战ꎮ
俄罗斯出于战略考虑ꎬ 不愿把阿塞拜疆彻底推向土耳其ꎬ 在冲突中并未偏袒

任何一方ꎬ 这就为土耳其的积极作为提供了空间ꎮ⑦ 在土耳其的支持下ꎬ 阿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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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疆取得胜利ꎬ 收复大片领土ꎮ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土、 阿签署 «舒沙宣言»
(Ｓｈｕｓｈａ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ꎬ 规定两国在军事技术、 联合军演、 网络安全等领域深化

合作ꎬ 并对威胁国采取联合防御措施ꎮ① 在东地中海ꎬ 土耳其试图将 “北塞浦

路斯” 纳入泛突厥议程ꎬ 将 “一族两国” 拓展为 “一族三国”ꎬ 推动 “北塞

浦路斯” 地区获得国际承认ꎬ 增强海洋权益主张的合法性ꎮ «舒沙宣言» 签订

之后ꎬ 阿塞拜疆议会代表团对 “北塞浦路斯” 地区的 “历史性访问” 即是对

土耳其政策的响应ꎮ②

土耳其高调介入纳卡冲突ꎬ 既是为了巩固其在高加索的地位ꎬ 也是想借

此增强在突厥语国家中的威望ꎬ 领导 “突厥语国家” 的地区整合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六国领导人 (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五国和土库曼斯坦) 宣布 “突厥

语国家合作委员会” 改名为 “突厥语国家组织”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ｕｒｋｉｃ
Ｓｔａｔｅｓ)ꎬ 土库曼斯坦和匈牙利作为观察员加入该组织ꎮ 与会国通过了 «突厥

语国家组织展望 (２０４０)» 及第一步的实施方案 «突厥语国家组织战略

(２０２１—２０２６)»ꎮ 从具体内容来看ꎬ 该组织的长期目标是协调经济政策ꎬ 打破

贸易壁垒ꎬ 逐步实现经济一体化ꎮ③ 从现实政治来看ꎬ 突厥语国家组织既是

土耳其拓展外交空间的渠道ꎬ 也是争取国际支持的重要机制ꎬ 这在纳卡冲

突和叙利亚北部缓冲区的建立过程中均有体现ꎮ 土耳其推动其 “改名易姓”
虽被看成是泛突厥主义的胜利ꎬ 但更多是基于实用主义ꎮ 对正发党政府来

说ꎬ 民族主义话语可为 ２０２３ 年大选积累政治红利ꎻ 同时ꎬ 在中美、 俄美关

系趋紧的背景下ꎬ 土耳其凭借该组织亦可在与欧美的博弈中获得更多的

筹码ꎮ
在美国战略收缩的背景下ꎬ 中亚再次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ꎮ 土耳其试图

在现存的合作框架 (俄罗斯主导的集安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 中国主导的上

合组织、 印度发起的 “欧亚南北走廊”) 之外ꎬ 以 “族裔认同” 为抓手ꎬ 作

为关键一方加入中亚的 “大博弈”ꎮ 然而ꎬ 中亚国家的目标是拓展合作ꎬ 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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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处树敌ꎻ 是协调政策ꎬ 实现伙伴关系的多元化ꎬ 而非卷入不必要的地缘竞

争ꎮ 例如ꎬ 埃尔多安尽管长期呼吁突厥语国家采取行动ꎬ 打破 “北塞浦路斯”
地区的孤立ꎬ 但成员国迄今无一响应ꎮ 这是因为ꎬ 承认 “北塞浦路斯” 意即

恶化与希腊及欧盟的关系ꎬ 对于中亚和高加索国家而言这是不能承受之重ꎮ
归根到底ꎬ 土耳其在中亚的硬实力有限ꎬ 而宗教、 文化和教育软实力尚不能

弥补理想与现实的差距ꎮ
对于新成立的突厥语国家组织ꎬ ２０２２ 年初哈萨克斯坦骚乱事件是对其可

靠性的首次重要考验ꎮ 在骚乱发生之后ꎬ 土耳其召集成员国召开线上会议ꎬ
表达对哈萨克斯坦政府和人民的支持ꎮ① 土耳其国防部长还发表了颇为硬气地

声明ꎬ 称土耳其有能力向 “哈萨克斯坦兄弟” 提供援助ꎮ② 然而ꎬ 土耳其的

表态虽密集ꎬ 最终解决危机的却是俄罗斯领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ꎮ 应哈总

统托卡耶夫 (Ｋａｓｓｙｍ － Ｊｏｍａｒｔ Ｔｏｋａｙｅｖ) 要求ꎬ 集安组织军队帮助其实现了和

平ꎮ 需要强调的是ꎬ 哈萨克斯坦不仅是 “突厥语世界” 的 “东方门户”ꎬ 还

是泛突厥议题的引领者ꎬ ２００９ 年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的成立和 ２０２１ 年突厥

语国家合作委员会的改名ꎬ 均出于哈萨克斯坦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

(Ｎｕｒｓｕｌｔａｎ Ｎａｚａｒｂａｙｅｖ) 的倡议ꎬ 而他本人还是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的荣誉

主席ꎬ 被称为 “突厥语国家一体化的总设计师”ꎮ 因此ꎬ 集安组织出兵哈萨克

斯坦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ꎬ 土耳其的泛突厥议程及其在中亚寻求 “战略纵深”
的企图遭受严重挫折ꎮ

综上ꎬ 泛突厥联盟符合非正式联盟的三个标准: 针对外部敌人 (亚美尼

亚、 希腊等)ꎻ 签订非正式的安全合作协议 (土耳其与阿塞拜疆签署的 «战略

伙伴关系和相互支持协议» 和 «舒沙宣言»)ꎻ 开展有限的安全合作 (军事支

援、 联合防御等)ꎮ 其中主导国为土耳其ꎬ 支点国是阿塞拜疆ꎬ 追随者包括

“北塞浦路斯” 地区和中亚突厥语国家ꎬ 辐射区包括匈牙利、 克里米亚地区、
俄罗斯的突厥语地区等ꎮ 该联盟具有多层次性ꎬ 作为整体的 “泛突厥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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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遥不可及ꎻ 在战略安全领域ꎬ 土耳其与阿塞拜疆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合作

关系ꎻ “北塞浦路斯” 地区处于其卵翼之下ꎬ 势单力薄ꎬ 且面临合法性难题ꎬ
难有作为ꎮ ２０２１ 年升级的突厥语国家组织尽管有意通过建立区域经济、 外交

和安全综合体在大国竞争中谋求独立性ꎬ 但目前仍停留在经济发展、 人文交

流和文化推广等低政治领域ꎮ
通过对上述土耳其参与的三组联盟的考察ꎬ 可以发现它们并非是一种静

态的、 独立的关系ꎬ 而是存在复杂的互动ꎮ 冷战时代ꎬ 土耳其与西方的联盟

是一种非对称的等级结构ꎬ 其中主导国和追随者有相对固定的位置ꎮ 与之相

对ꎬ 土耳其打造的复合联盟ꎬ 在整体上既相互联动又彼此牵制ꎮ 为突出比较

优势ꎬ 土耳其可以根据现实需要ꎬ 在不同议题中通过 “云合作” 的模式ꎬ 打

出差异化的 “联盟组合牌”ꎮ 在黑海地区ꎬ 北约是土耳其抵制俄罗斯影响的重

要平台ꎻ 在利比亚ꎬ 土耳其利用亲穆兄会联盟对抗俄罗斯、 沙特、 埃及等国

对哈夫塔尔的支持ꎻ 在东地中海和中亚地区ꎬ 土耳其主导的泛突厥联盟和亲

穆兄会联盟形成联动之势ꎮ 可以看出ꎬ 土耳其参与的大西洋联盟对俄罗斯的

牵制性更为明显ꎻ 土耳其主导的亲穆兄会联盟与泛突厥联盟之间的联动性更

为突出ꎮ 在复合联盟中ꎬ 敌与友已经不再具备非此即彼的确定性ꎬ 亲疏关系

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判断ꎮ 这种非典型的联盟形态本质上是土耳其战略自主的

体现ꎬ 其内核是土耳其中心主义ꎮ

三　 土耳其复合联盟战略的动因

就土耳其联盟战略而言ꎬ 不少学者尝试依据特定的变量ꎬ 如伊斯兰主义、
民族主义、 选举政治等方面分析其动因ꎮ 实际上ꎬ 土耳其复合联盟战略的驱

动力来自多种因素ꎬ 既包括国际体系嬗变造成的不确定性、 地区格局重塑带

来的机遇和挑战ꎬ 也包括土耳其国家角色的转变ꎬ 以及埃尔多安的个人抱负ꎮ
上述因素构成了一个 “体系—单元—个人” 的立体分析视角ꎮ

(一) 体系因素: 从一超独霸到群雄逐鹿

国际格局演变对一国联盟战略有直接的影响ꎮ 联盟理论认为ꎬ 在两极和

单极结构中ꎬ 作为 “极” 的国家有较大的自由度ꎬ 可选择与具有相似意识形

态和政治体制的国家结盟ꎻ 其他国家的联盟选择则受到较大的限制ꎬ 即要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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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作为 “极” 的国家结盟ꎬ 要么采取 “非暴力不合作” 的方式ꎬ 进行软制

衡ꎮ① 从土耳其的结盟历史来看ꎬ 欧洲格局的机会结构和制衡俄国 /苏联的刚

性需求ꎬ 通常构成其联盟战略的两大变量ꎮ 在 １９ 世纪欧洲的多极格局时代ꎬ
奥斯曼帝国通常可利用欧洲的 “大国协调” 机制保全利益ꎬ 同时又与海权强

国结盟ꎬ 对抗沙俄的陆权威胁ꎮ 在两极格局或两大阵营对峙时期ꎬ 土耳其因

其 “地缘战略支点” 的地位而沦为大国的竞技场ꎬ 难以独善其身ꎬ 这时它倾

向于加入与俄国 /苏联对峙的阵营ꎬ 如一战和冷战ꎻ 在单极格局中ꎬ 土耳其则

通过追随战略ꎬ 强化自己在联盟中的地位ꎬ 如冷战结束初期ꎮ 然而ꎬ 国际格

局并不是静态的ꎮ 在单极格局向多极格局转变的过程中ꎬ 单极秩序的衰落为

地区大国减少对等级秩序的依赖提供了机会ꎬ 国际社会中的 “中等强国”②

在盟友的选择上可获得与其自身实力不相匹配的地位ꎮ 这时ꎬ 更具灵活性的

复合联盟便成为其理想的选择ꎮ

表 ２　 国际格局嬗变与奥斯曼 /土耳其的联盟战略

国际格局 安全合作方式 时间 盟友 敌人 案例

多极格局 制衡威胁 １９ 世纪 英国和法国 沙皇俄国 克里米亚战争

两极格局或
两大阵营对峙

制衡威胁 一战和冷战 德国 /北约 俄国 /苏联 朝鲜战争

单极格局 追随利益 冷战结束后 北约盟国 由北约界定 海湾战争

从单极到多极 复合联盟 中东变局以来 亦敌亦友 叙利亚战争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ꎮ

当前ꎬ 国际格局的多极化主要表现为美国主导的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的衰落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ꎮ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之后ꎬ 全球权力中心东移ꎮ
２０１６ 年特朗普当选之后ꎬ 美国削弱对国际秩序的承诺ꎮ③ 与之相对ꎬ 以中国、
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政治和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ꎮ 在向多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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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过渡的进程中ꎬ 国际体系向多中心结构演变ꎬ 不确定性普遍增加ꎮ 正如

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 (Ｍｅｖｌüｔ Çａｖｕşｏｌｕ) 所言: “在全球和地区层面ꎬ 政治

和经济权力斗争加剧了危机ꎬ 并在体系中滋生紧张和动荡ꎮ 多边主义正在倒

退ꎮ 为维护全球和平、 繁荣与稳定而建立的国际组织变得失效ꎮ”① 多极世界

造成的权力扩散使土耳其难以识别和确定自己面临的威胁ꎬ 联盟行为也变得

更加不可预测ꎮ 与此同时ꎬ 全球右翼民粹主义兴起ꎬ 许多领导人通过诉诸民

粹主义巩固权力ꎬ 战略上的独立自主成为强人政治的表现ꎮ
长期以来ꎬ 美国以 “改造” 中东为己任ꎬ 充当中东的秩序供给者ꎮ 然而ꎬ

为了实现 “亚太再平衡”ꎬ 美国放弃了 “大规模直接干预” 战略和 “民主化

改造” 战略ꎬ 回归 “离岸平衡” 的常态ꎮ 结果ꎬ 美国既无心斡旋中东问题ꎬ
也不想继续深陷中东泥潭ꎬ 并相继终止或减少在利比亚 (２０１２ 年)、 也门

(２０１４ 年)、 叙利亚 (２０１５ 年)、 伊拉克 (２０１９ 年) 和阿富汗 (２０２１ 年) 的

军事投入ꎮ② 并非偶然的是ꎬ 上述这些地区恰恰是土耳其着重发力的地区ꎮ 在

战略收缩背景下ꎬ 美国在中东的联盟政策也发生了变化: “与长期的竞争对手

改善关系ꎬ 可以减少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消耗ꎻ 与传统盟友的关系有所弱化ꎬ
却不会引发盟友体系的解体和失控ꎮ”③ 因此ꎬ 美土联盟关系的弱化是美国战

略收缩的一种表现ꎬ 并为土耳其的积极作为提供了空间ꎮ
对土耳其而言ꎬ “新中东” 既是机遇也是挑战ꎮ 阿拉伯剧变之前ꎬ 正发党

政府试图通过扮演 “调解者” 获得地区影响力ꎮ 然而ꎬ 随着叙利亚内战和大

国地缘政治竞争的激进化ꎬ 土耳其放弃与邻国 “零问题” 原则ꎬ 试图成为

“秩序建设者”ꎬ 更加频繁地使用武力解决问题ꎮ④ 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表

示: “由于土耳其的地缘政治位置ꎬ 预见和管理周围的缺陷、 脆弱性和危机的

能力至关重要ꎮ 在这样的环境下ꎬ 我们的外交政策方针将考虑各种情况ꎬ 并

制定危机解决方案ꎮ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我们必须提出新想法、 新倡议和新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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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的时期ꎮ”① 从联盟战略来看ꎬ 土耳其所谓的 “新举措” 即积极构建以自己

为中心的联盟网络ꎬ 深度介入地区事务ꎬ 争夺地区领导权ꎮ 然而ꎬ 体系层面

的变化也使土耳其面临多样化的威胁: 周边局势恶化、 恐怖主义、 难民危机

导致的社会动荡ꎬ 库尔德势力壮大导致的主权安全威胁ꎬ 美国包庇居伦运动

带来的政权安全威胁等ꎮ 威胁的多样性需要更为灵活的应对手段ꎬ 对土耳其

来说ꎬ 与北约绑定的联盟战略已经无法满足其对外关系多样化的需要ꎮ
(二) 单元因素: 从战略依附到战略自主

学者阿诺德沃尔弗斯 (Ａｒｎｏｌｄ Ｗｏｌｆｅｒｓ) 将国家的外交目标分为两类:
占有性目标和环境目标ꎮ 前者指领土、 资源、 市场、 成员国地位等排他性的

目标ꎻ 后者指的是一国试图塑造国外的事态ꎬ 建立有利于本国生存与发展的

环境ꎬ 包括友善、 秩序、 规则与和平ꎮ 环境目标不是排他的ꎬ 一国在追求环

境目标的时候需要与其他国家合作ꎮ② 在冷战时代ꎬ 土耳其的环境目标聚焦于

西方ꎮ 在后冷战时代ꎬ 突厥语国家的独立、 南斯拉夫的解体和伊拉克库尔德

人的自治使土耳其意识到其族裔、 文化和宗教身份的超国家性ꎮ 在全球宗教

复苏的背景下ꎬ 土耳其无法回避 “身份之谜”ꎮ③ 在国际舞台上ꎬ 土耳其需要

更加清晰地阐释自己的位置和目标ꎮ 在此过程中ꎬ 土耳其出现了诸如 “桥梁

国家” “边疆国家” 和 “世界国家” 的讨论ꎮ 不过ꎬ 这些讨论似乎始终存在

一个元框架ꎬ 即都以维持与西方制度性联系为前提ꎬ 探讨如何弥补土耳其对

西方重要性的下降ꎮ
随着土耳其加入欧盟进程的持续受挫ꎬ 作为一种替代性的地缘政治愿景ꎬ

“欧亚主义”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ｉｓｍ) 逐渐获得影响ꎮ 其基本内涵包括: 倡导大国独立

意识ꎻ 反对西方对土耳其的把控ꎻ 重视同突厥语国家之间的合作ꎻ 寻求与俄

罗斯、 伊朗建立联盟关系ꎮ④ 到正发党时代ꎬ 土耳其的本土地缘政治思想日趋

成熟ꎮ 其中代表性人物当属学者出身的政治家达武特奥卢ꎮ 他断言ꎬ 自信的

国家根据战略来定义威胁ꎬ 顺从的国家则根据威胁制定战略ꎮ 他批判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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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于短期战术而缺乏宏大战略眼光ꎬ 呼吁关注土耳其地理和历史的丰富性ꎬ
因为这些才是国家力量的源泉ꎮ 达武特奥卢反对将土耳其定义为地区大国ꎬ
因为这类国家通常只是超级大国的追随者ꎬ 而非自己战略的实践者ꎮ 他倾向

于将土耳其定义为一个具备多重地理和文化身份的 “中心国家”ꎮ①

在正发党时代ꎬ 土耳其的内政发展进一步推动了战略上的自主性ꎮ 首先ꎬ
军队被驯服ꎬ 长期掣肘土耳其与伊斯兰世界发展关系的隐性力量被边缘化ꎮ
其次ꎬ 正发党和民族行动党 (ＭＨＰ) 从 ２０１８ 年开始正式组成执政联盟ꎮ 前者

是现代政治伊斯兰的代表ꎬ 后者是激进民族主义的代表ꎻ 前者主张普及 “土
耳其模式” 和土耳其版本的伊斯兰ꎬ 充当伊斯兰世界的 “领头羊”ꎬ 后者则以

泛突厥主义和 “欧洲怀疑论” 著称ꎮ 两党的联合使土耳其的联盟政治更加注

重宗教和族裔价值ꎮ 在内政层面ꎬ 强烈的反西方情绪是正发党获得国内支持

的重要机制ꎬ 而与西方频繁发生的危机也是政治动员的有效手段ꎮ 由此可以

看出ꎬ 土耳其国内伊斯兰话语和民族主义话语的融合ꎬ 在联盟战略层面对应

的则是亲穆兄会联盟和泛突厥联盟的配合ꎮ
在评估风险与收益之后ꎬ 正发党政府树立了三个层次的目标: 第一ꎬ 维

持国家生存ꎬ 获得战略自主ꎬ 在外交上灵活有度ꎬ 避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受到损害ꎻ 第二ꎬ 维持传统联盟关系的同时ꎬ 建立新的合作关系ꎬ 采取战略

平衡政策ꎬ 减少对盟友的过度依赖ꎻ 第三ꎬ 提高国家地位ꎬ 实现政治和经济

上的区域优势ꎬ 通过跨境行动、 建造军事基地、 发展军事工业和购置先进武

器系统等方式提高防御能力ꎮ② 上述三点分别是土耳其的总体战略目标、 外部

手段 (联盟战略) 和内部途径ꎮ 可以看出ꎬ 土耳其的复合联盟战略是其整体

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ꎬ 体现出维持存量和拓展增量并存的特点ꎮ
(三) 个人因素: 埃尔多安的大国抱负

在当代土耳其政治生活中ꎬ 埃尔多安无疑是最重要的人物ꎬ 其个人影响

在土耳其历史上是罕见的ꎮ 不过ꎬ 埃尔多安也是一个无法简单定性的人物ꎬ
其个人特质如何影响联盟政治很难有共识性的答案ꎮ 埃尔多安成长于伊斯坦

布尔犯罪猖獗的卡斯姆帕萨 (Ｋａｓıｍｐａşａ) 社区ꎬ 该地区保守主义特征明显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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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民之间有深厚的团结意识ꎮ 在中学时代ꎬ 埃尔多安在伊玛目 － 哈蒂普

(Ｉｍａｍ Ｈａｔｉｐ) 学校接受教育ꎬ 后来进入马尔马拉大学学习经济和商业ꎮ １９７６
年他加入了宗教与民族色彩浓厚的土耳其全国学生联盟 (Ｍｉｌｌｉ Ｔüｒｋ Ｔａｌｅｂｅ
Ｂｉｒｌｉｇｉꎬ ＭＴＴＢ)ꎮ 在当时的学生群体中ꎬ 该组织是反共、 反凯末尔主义和反精

英主义的中心ꎮ 进入政坛后ꎬ 埃尔多安成为埃尔巴坎的追随者ꎮ 保守的成长

环境和教育背景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ꎮ 对埃尔多安来说ꎬ 伊斯兰既是身份认

同的来源ꎬ 也是一种可以投入到政治领域的精神资本ꎮ① 埃尔多安的强势个性

决定了他对战略自主的重视ꎬ 而在问鼎权力之前与世俗国家机构长期的博弈

又使他形成了隐忍、 灵活和任务导向的行事风格ꎮ
埃尔多安当政后ꎬ 其个人影响逐渐获得制度性的支持ꎮ 正发党认为ꎬ 议

会中的官僚主义和党派竞争ꎬ 以及总统与总理权责不明、 相互制衡限制了决

策灵活性ꎬ 削弱了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ꎬ 这也是埃尔多安推动总统制改革的

重要理由ꎮ 军权的弱化和总统制改革导致埃尔多安大权独揽ꎮ 通过绕过外交

程序ꎬ 土耳其外交表现出强烈的 “个性化” 和 “埃尔多安化”ꎮ② 例如ꎬ 埃尔

多安与特朗普的私人关系使得奥巴马时代一度陷入僵局的美土关系出现转机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ꎬ 特朗普与埃尔多安通电话后ꎬ 宣布从叙利亚撤军 (尽管至今仍

没有实现)ꎮ③ ２０１５ 年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之后ꎬ 同样是埃尔多安与普京的

“个人接触” 使双边关系得以回暖ꎮ 自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以来ꎬ 埃尔多安与普京进

行了 ２０ 多次会晤ꎮ 在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的索契访问中ꎬ 陪同埃尔多安出访的是情报

局长和两名助理ꎬ 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均不在列ꎮ④ 埃尔多安对决策的垄断决

定了其个人的价值偏好不可避免地对土耳其的联盟战略形成一定影响ꎮ
埃尔多安认为ꎬ 正发党的崛起代表了伊斯兰世界的新浪潮ꎮ 这种定位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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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其干预叙利亚危机和 “保卫” 卡塔尔增添了宗教色彩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 宗教

感情定义了土耳其对埃及塞西政府的敌意ꎬ 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普遍同情ꎬ 对巴

勒斯坦的关注ꎬ 以及对哈马斯的支持ꎮ 在巴以问题上ꎬ 埃尔多安 “不合时宜地”
成为穆斯林的 “旗手”ꎬ 这说明土耳其对中东事务的介入很多时候并非出于物质

上的考虑ꎮ 在埃尔多安的意识中ꎬ 通过引领伊斯兰世界的民粹主义浪潮ꎬ 伊斯

兰国家 (在土耳其的带领下) 将有能力与西方 “旧势力” 对抗ꎮ 值得注意的

是ꎬ 埃尔多安对伊斯兰政治的看法并非出于宗派主义ꎬ 他对逊尼派与什叶派的

分歧几乎不感兴趣ꎬ 他支持伊朗融入国际社会ꎬ 而非将之排除在国际体系之外ꎮ
在与西方的关系上ꎬ 埃尔多安试图将土耳其定义为反对美国乃至西方霸

权的领导者ꎮ 埃尔多安呼吁对联合国安理会进行改革ꎬ 削弱西方的主导地位ꎮ
他认为ꎬ 西方根本上是虚伪的ꎬ 其权力正在下降ꎬ 在新兴的多极体系中ꎬ 土

耳其应发挥重要作用ꎮ 在这方面ꎬ 埃尔多安与纳赛尔有相似之处ꎬ 但两者的

政治野心都超出了国家的实际能力ꎮ① 权威主义的政治风格导致埃尔多安失去

自由主义者、 世俗派和库尔德人的支持ꎬ 为此他更倾向于诉诸民族主义和伊

斯兰话语动员国内支持ꎮ 在国际舞台上ꎬ 埃尔多安有意借助突厥语国家合作

机制塑造该群体领导人的形象ꎬ 以此巩固民族主义者和保守派的选举基本盘ꎮ
在埃尔多安的意识中ꎬ 土耳其的大国角色既包括意识形态 (政治伊斯兰) 的

引领角色ꎬ 也包括区域多边机制 (突厥语国家组织) 的主导角色ꎮ

四　 土耳其复合联盟战略的绩效

国际社会是一个自助的体系ꎬ 在超国家权威缺席的前提下ꎬ 国际实体结

盟和准结盟ꎬ 不管是进攻性的还是防御性的ꎬ 都不可避免地导致安全困境的

出现ꎮ 土耳其的复合联盟战略首先招致北约的不满ꎬ 同时还对地区国家、 土

耳其自身实力和联盟政治产生影响ꎮ
第一ꎬ 就联盟政治而言ꎬ 土耳其复合联盟战略既有特殊性又有普遍性ꎮ

土耳其是一个多元身份共存的国家ꎬ 族裔、 宗教和安全上的需求塑造了它

的利益多样性ꎬ 如今的大西洋联盟既无法满足其安全需求ꎬ 也无法提供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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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语境下那种 “全盘西化” 的改革动力ꎮ 因而ꎬ 土耳其对西方的背离和

对复合联盟的追求ꎬ 需置于特殊的语境中来理解ꎮ 但与此同时ꎬ 土耳其的

案例也表明ꎬ 在国际体系向多中心的演变过程中ꎬ 权力更加扩散ꎬ 威胁更

加难以识别ꎬ 联盟行为也更加不可预测ꎮ 在这种背景下ꎬ 国家在安全合作

上表现出功利性的趋势: 从正式联盟转向议题联盟ꎬ 由盟约导向转向任务

导向ꎬ 从注重原则转向更加注重效率ꎮ 在百年变局背景下ꎬ 多面下注可能

成为国际安全合作的普遍现象ꎬ 联盟形态将更趋于多元化ꎬ 联盟边界也将

更加模糊ꎮ 如果说ꎬ 典型的联盟是 “根据威胁找敌人”ꎬ 新时代的联盟则是

“根据议题找盟友”ꎮ
第二ꎬ 就地区格局而言ꎬ 土耳其的联盟战略重塑了中东国家的力量对比ꎬ

加速了地区格局重塑ꎮ 阿拉伯剧变以来ꎬ 随着埃及的衰落ꎬ 中东地区秩序加

速重组ꎬ 新格局已经初见端倪ꎮ 具体来说ꎬ 中东伊斯兰世界围绕三个权力中

心形成鼎立局势: 其一是沙特领导的 “瓦哈比—萨拉菲联盟”ꎬ 得到阿联酋、
巴林、 埃及、 美国的支持ꎻ 其二是伊朗领导的 “什叶派抵抗联盟”ꎬ 得到黎巴

嫩真主党、 叙利亚、 伊拉克、 俄罗斯的支持ꎻ 其三是土耳其领导的 “亲穆兄

会联盟” 和 “泛突厥联盟”ꎬ 得到卡塔尔、 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 哈马斯、
“北塞浦路斯” 地区和中亚突厥语国家的拥护ꎮ 在对待域外大国的态度上ꎬ 沙

特与美国合作ꎬ 伊朗与俄罗斯合作ꎬ 土耳其则在美、 俄之间实施对冲ꎮ 三大

权力中心在宗教认同、 发展模式和地区主导权问题上的复杂博弈成为地区格

局演化的重要驱动力ꎮ 同时ꎬ 这种 “新冷战” 态势加深了海湾合作委员会的

内部裂痕ꎬ 将中东危机投射到东地中海和非洲之角ꎬ 延长了利比亚、 索马里

和叙利亚的冲突ꎬ 具有破坏性的一面ꎮ 然而ꎬ 这并不意味着中东进入阵营对

垒的联盟政治时代ꎬ 因为三国所塑造的次体系是一种弱化的、 边界模糊的关

系网ꎬ 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和动态性ꎬ 呈现出你中有我ꎬ 我中有你的态势ꎮ 在

三大权力中心之间还存在大片的 “中间地带” (伊拉克、 叙利亚、 利比亚、 苏

丹、 索马里、 吉布提等国)ꎬ 其中很多国家会对大国竞争保持超脱态度ꎬ 而联

盟追随者也会对联盟的假想敌进行符合自身利益的设定ꎮ
第三ꎬ 就成效而言ꎬ 复合联盟战略彰显了土耳其的大国地位ꎬ 增强了

它的地区影响力ꎬ 有利于正发党政府巩固执政地位ꎮ 然而ꎬ 土耳其在扩张

联盟体系的同时ꎬ 也加剧了敌对国家的安全困境ꎬ 激起地区国家的联合反

对ꎮ 土耳其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北部的军事行动ꎬ 不可避免地招致两国的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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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ꎻ 在东地中海油气资源开发上的 “搅局” 行为ꎬ 引起塞浦路斯、 希腊、
埃及、 以色列、 法国的联合抵制ꎻ 对穆兄会的支持招致埃及、 沙特、 阿联

酋的反对ꎻ 在纳卡冲突上的进攻姿态则加深了亚美尼亚的敌意ꎬ 使两国和

解的道路充满阻力ꎻ 对利比亚战争的介入同样遭到俄罗斯、 阿联酋和沙特

的不满ꎮ 总之ꎬ 在地区无政府状态下ꎬ 土耳其的每一次成功都意味着敌意

的增加ꎮ
由于复合联盟的 “促进变量” 和 “阻碍变量” 处于一组动态平衡之中ꎬ

因而它为我们理解土耳其外交提供了新的视角ꎮ 近年来ꎬ 土耳其在高加索、
波斯湾和北非获益颇丰的同时ꎬ 其对手的立场也变得更加团结一致ꎮ 例如ꎬ
埃及、 以色列、 塞浦路斯、 希腊等国创立的 “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 就对土

耳其采取了孤立态度ꎮ 在货币危机频发和 ２０２３ 年大选的背景下ꎬ 正发党政府

权衡利弊ꎬ 选择主动缓和周边局势ꎬ 降低复合联盟的进攻姿态ꎬ 试图保持前

期成果的同时ꎬ 为国内矛盾的解决和即将到来的大选腾挪空间ꎮ 因此 ２０２１ 年

以来ꎬ 土耳其相继主动与对手 (埃及、 沙特、 阿联酋、 亚美尼亚等国) 缓和

关系ꎮ 不过ꎬ 土耳其在与对手打破僵局的同时ꎬ 也在加强与盟友的关系ꎮ 土

耳其的缓和姿态意在对联盟战略进行纠偏ꎬ 使其更加平衡和稳定ꎬ 但这种调

整很难在短时间里改变联盟政治塑造的敌友观念ꎮ
第四ꎬ 就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而言ꎬ 土耳其的 “偏航” 行为招致盟国不满ꎬ

双方 “斗而不破” 的关系模式虽然得以维持ꎬ 但相互依赖不再是合作的动力ꎬ
而是变成了施压的武器ꎮ 正发党政府试图通过复合联盟实现 “战略自主”ꎬ 但

却无法摆脱经济和军事上对西方的依赖ꎮ ２０２０ 年ꎬ 土耳其与欧盟的贸易总额

约为 １ ４３０ 亿美元ꎬ 与金砖国家的贸易总额则在 ６３０ 亿美元左右ꎮ① 这种经济

关系的不对称性决定了复合联盟战略的脆弱性和战略自主的有限性ꎮ 也因

为如此ꎬ 经济和军事制裁成为西方盟友制约土耳其的有效手段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８ 年特朗普政府对土耳其实施关税制裁ꎬ 导致土耳其里拉暴跌ꎮ ２０１９ 年

土耳其在东地中海的 “挑衅” 行为同样招致欧盟的制裁ꎮ② ２０２０ 年ꎬ 作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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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其购买俄罗斯 “Ｓ － ４００” 的回应ꎬ 美国根据 «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
(ＣＡＡＴＳＡ) 将土耳其排除在 “Ｆ － ３５” 战斗机制造链之外ꎬ 并取消向其交付

“Ｆ － ３５” 的计划ꎮ① 然而ꎬ ２０２２ 年爆发的俄乌战争则为土耳其提供了制衡北

约盟国的筹码ꎮ 首先ꎬ 土耳其非但没有追随盟友联合制裁俄罗斯的步伐ꎬ 反

而与之在能源供应、 粮食运输、 贸易金融等领域保持合作ꎻ 其次ꎬ 土耳其利

用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的申请ꎬ 迫使两国在库尔德工人党、 叙利亚 “人民保

护部队” 和居伦运动等问题上做出让步ꎻ 最后ꎬ 与盟友对乌克兰一边倒的政

策不同ꎬ 土耳其试图在政治上保持中立ꎬ 通过扮演 “中间人角色” 双向渔利ꎮ
俄乌冲突凸显了土耳其对北约的疏离ꎬ 它拒绝履行联盟义务的同时却积极行

使成员国资格所赋予的权力ꎬ 双方关系的交易性和工具性暴露无遗ꎮ
第五ꎬ 就经济发展来说ꎬ 土耳其的复合联盟战略加重了自身经济负担ꎮ

土耳其国内生产总值在 ２０１６ 年达到了 ８ ６３７ 亿美元的峰值ꎬ 而后在 ２０１９ 年大

幅下降到 ７ ５４４ 亿美元ꎬ ２０２０ 年下降到 ７ ２０１ 亿ꎮ 与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相

反ꎬ 在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１９ 年土耳其的军费支出增加了 ３９ ８３％ ꎬ 从 １２３ 亿美元增

至 ２０４ 亿美元ꎮ② 此外ꎬ 近年来土耳其经济愈发脆弱ꎬ 里拉兑美元汇率加速下

跌ꎬ 引发通货膨胀、 资本外流、 债务负担加重等连锁反应ꎮ 里拉下跌自然与

土耳其严重依赖外债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不当的经济政策有关ꎬ 但土耳其与欧

美关系恶化和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也是重要的诱因ꎮ 因此ꎬ 土耳其四处出击

的联盟战略可能超越了与中等强国地位相匹配的适度自主ꎬ 有透支国家战略

资源的风险ꎮ
第六ꎬ 就前景而言ꎬ 土耳其复合联盟战略存在不确定性ꎮ 首先ꎬ 土耳其

与北约盟国的军事联盟依然存在ꎬ 但由于政治互信的降低ꎬ 双方关系的波动

幅度增大ꎬ 战略分歧加深ꎬ 交易性特征明显ꎻ 其次ꎬ 由于内部分歧和大国压

力ꎬ 土耳其主导的泛突厥联盟走向军事联合的可能性很低ꎬ 但是土耳其与阿

塞拜疆已经存在事实上的盟约关系ꎬ 并且有可能拓展到 “北塞浦路斯” 地区ꎻ
再次ꎬ 为了改善外部环境ꎬ 土耳其可能不得不在穆兄会问题上放低姿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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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 年 ２ 月ꎬ 埃尔多安对阿联酋进行了 ９ 年来的首次访问ꎬ 两国关系历经十

年 “冷战” 而走向缓和ꎮ ２０２３ 年既是土耳其的大选之年ꎬ 也是共和国成立百

年的重要时刻ꎮ 作为实现大国梦的重要标志ꎬ 土耳其复合联盟战略所彰显的

自主性将是正发党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ꎮ 但与此同时ꎬ 土耳其当局也不得

不在疲软的国民经济、 积极进取的联盟战略和选民支持之间做出权衡ꎮ

五　 结语

联盟是一种国际现象ꎬ 深受国际体系的影响ꎬ 其产生、 运作和解体有普

遍性和规律性可循ꎻ 联盟也是国家对外政策的产物ꎬ 不同国家在是否结盟、
如何选择盟友和如何管理联盟等问题上往往会有其独特的考虑ꎬ 这是因为外

交决策本身深受国内政治环境、 意识形态、 历史遗产、 风险偏好等具体因素

的影响ꎮ 因此ꎬ 特定国家的联盟战略本身即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ꎮ 就土

耳其而言ꎬ 在很长时间里ꎬ 西方中心论的安全观和世界观是制定国家战略

(安全依赖美国、 经济融入欧洲) 的依据ꎮ 对这一遗产的批判性反思构成正发

党时代土耳其战略思维的起点ꎮ 土耳其的复合联盟战略是其身份多样性、 大

国角色定位和国内物质能力平衡的产物ꎬ 并反映了新时代大国在联盟问题上

的新趋势ꎮ
第一ꎬ 从土耳其的视角来看ꎬ 复合联盟战略是其多元身份的写照ꎮ 中东

大国的联盟战略是地缘政治、 教缘政治和亲缘政治的复合体ꎮ 作为 “战略枢

纽”、 帝国的继承者、 伊斯兰的 “堡垒” 和突厥语国家的 “领头羊”ꎬ 身份的

复杂性是当代土耳其的基本特征ꎮ 国际格局的多极化、 加入欧盟进程的持续

碰壁和北约盟友对其安全关切的漠视为 “土耳其中心主义” 的回归提供了源

源不断的动力ꎮ 那些曾是 “负资产” 的价值和认同ꎬ 转而成为土耳其实现大

国愿望的手段ꎮ 土耳其的战略转变正印证了亨廷顿的预测: “在未来的某一时

刻ꎬ 土耳其可能乐于放弃它像乞丐一样恳求加入西方的令人沮丧和羞辱的角

色ꎬ 恢复它作为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主要对话者的令人印象深刻的、 更高雅的

历史角色ꎮ”① 在新的国际和地区秩序中ꎬ 土耳其放弃西方导向ꎬ 而是选择任

务导向ꎻ 不再捆绑于大西洋联盟ꎬ 而是构建以自己为中心的复合联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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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ꎬ 从中东地区格局来看ꎬ 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收缩和中东国家的转型

为土耳其实现大国抱负提供了机遇ꎮ 阿拉伯剧变以来ꎬ 土耳其更加注重追求

“环境目标”ꎬ 即通过塑造国外事态ꎬ 获得在国际秩序中的有利位置ꎮ “环境目

标” 的实现需要与其他国家合作ꎬ 复合联盟战略应运而生ꎮ 然而ꎬ 土耳其在

追求大国地位的同时ꎬ 中东其他大国亦不甘落后ꎬ 纷纷构建各自版本的 “复
合联盟”ꎮ 由此ꎬ 中东权力格局出现弱阵营化的趋势ꎬ 形成土耳其 (奥斯曼帝

国继承者ꎬ 现代伊斯兰领袖)、 伊朗 (波斯帝国继承者、 什叶派领袖)、 沙特

(逊尼派世界领袖) 和以色列 (塑造地区安全环境) 四大权力中心ꎮ 中东大

国之间的权力平衡限制了某一大国对绝对位置的追求ꎬ 但它们对自己相对位

置的变化会更加敏感ꎬ 其安全互动也会更加频繁ꎮ 这些权力中心与各自的追

随者、 代理人ꎬ 以及美、 欧、 俄、 中等域外大国或国家集团又形成相互联动

和多向传导的复杂关系网ꎮ 中东地区敌与友的界限日益模糊ꎬ 新中东格局方

兴未艾ꎮ
第三ꎬ 从联盟形态的视角来看ꎬ 多层次、 多维度和任务导向型的复合联

盟正成为新时代大国联盟政治的重要特征ꎮ 在大变局下ꎬ 联盟形态也处于转

型之中ꎮ 大国试图从整体国家利益出发ꎬ 调动一切有利因素ꎬ 将所有安全攸

关方纳入自己的战略轨道ꎮ 例如ꎬ 拜登政府根据新的大国竞争需要ꎬ 打造

“模块化的联盟体系”: 战略与安全联盟、 科技联盟、 全球民主治理联盟、 经

济联盟ꎬ 呈现出多维 (民族国家和政治实体)、 分层 (核心成员、 一般成员和

伙伴关系) 和复合 (安全、 利益和价值动员) 的特征ꎮ① 这种 “模块化的联

盟” 明显不同于冷战时代的联盟政治 (阵营对垒、 军事安全导向、 零和博弈、
成员相对固定)ꎬ 联盟模块的选择和合作对象的确定均取决于大国竞争的需

要ꎬ 而有些 “联盟” 只有在非正式安全合作的框架下才能称之为联盟ꎮ 可以

看出ꎬ 土耳其的联盟政治并非孤例ꎬ 而是反映了时代潮流ꎮ 在百年变局下ꎬ
联盟理论研究需要跳出军事安全导向的单维联盟模式ꎬ 探索融合传统安全和

非传统安全的复合联盟研究新范式ꎮ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詹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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