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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精英如何认知土耳其外交?∗

[土耳其] 萨瓦斯根奇　 [土耳其] 法提赫阿吉

　 　 内容提要　 ２０１４ 年ꎬ 土耳其法提赫大学在中东 ９ 个国家做了题为

“中东精英的土耳其观” 的问卷调查ꎮ 对于 “如何认知土耳其外交” 这

一议题ꎬ 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 “阿拉伯觉醒” 发生后ꎬ 土耳其外交政

策已然发生明显变化ꎬ 其对外政策超出了自身能力ꎻ 土耳其虽仍属中东

地区大国ꎬ 但威望有所下降ꎻ 在对待伊斯兰极端组织问题上ꎬ 土耳其并

没有采取支持的态度ꎻ 土耳其在解决叙利亚危机方面ꎬ 应扮演调停的角

色ꎻ 面对变局后的埃及ꎬ 土耳其宜密切与之发展合作关系ꎮ 基于近几年

土耳其所遇到的地区外交挫折ꎬ 土耳其政府应采用新外交理念ꎬ 调整对

外政策ꎬ 方能拓展其外交空间ꎮ
关 键 词　 舆情　 “阿拉伯觉醒” 　 土耳其　 对外政策　 中东精英

作者简介　 萨瓦斯根奇 ( Ｓａｖａｓ Ｇｅｎｃ)ꎬ 土耳其法提赫大学

(Ｆａｔｉ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国际关系系教授ꎻ 法提赫阿吉 (Ｆａｔｉｈ Ａｇｉｌ)ꎬ 北京

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博士生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ꎮ

导　 言

土耳其经济主要以出口和旅游为依托ꎬ 而在图尔古特 厄 扎 尔①

(ＴｕｒｇｕｔÖｚａｌ) 时期ꎬ 土耳其在开拓海外市场的同时ꎬ 在外交方面也尝试做出了

一些改变ꎮ 拉近与阿拉伯国家的距离、 加强与中亚地区国家的联系、 申请加

∗本文对中东变局的性质 (如 “阿拉伯觉醒”) 和土耳其政治与外交的相关观点ꎬ 仅代表作者的个

人学术观点ꎮ ———编者

①　 图尔古特厄扎尔曾任土耳其总理 (１９８３ ~ １９８９ 年) 和第八任总统 (１９８９ ~ １９９３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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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欧盟等ꎬ 都是厄扎尔总统迈出的勇敢步伐ꎮ 在此举措下ꎬ 土耳其外交政策

的视野得到了扩展ꎬ 其国际角色与地位也得到了提升ꎮ 然而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经济危机爆发之时ꎬ 安卡拉政府又将注意力聚焦于应对 “二二八” 军事

政变①ꎬ 在内政上采取针对异见人士的抓捕行动ꎬ 而在外交上选择了与以色列

进行战略合作ꎮ
在正义与发展党 (简称 “正发党”ꎬ 英文缩写为 “ＡＫＰ”) 执政的前两个

任期ꎬ 土耳其在外交方面提到和出台过一些具有土耳其特色的新概念和让人

激动的新政策ꎬ 如 “与邻国零问题”、 “与其他国相互免签政策”、 “软实力”、
“模式国家”、 “多边外交”、 “建立秩序的国家” 等ꎮ 然而ꎬ 自 “阿拉伯觉

醒”② 以来ꎬ 土耳其并没有完全把握好该运动的趋势以及阿拉伯国家的需求ꎬ
同时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潜力的边界ꎮ 因此ꎬ 不久前还在支持阿拉伯国家举行

集会的安卡拉政府ꎬ 如今却连向那些国家派遣大使都不能实现ꎮ “阿拉伯觉

醒” 发生后ꎬ 土耳其对该运动不仅做出了错误的预测ꎬ 还在外交上突出了理

想主义与地缘文化ꎮ 土耳其的这种外交政策在令人失望的 “阿拉伯觉醒” 后ꎬ
面临着外交方向模糊的危机ꎮ 在中东地区发生 “阿拉伯觉醒” 和其他问题之

前ꎬ 土耳其在中东地区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重要国家ꎬ 但地区形势的变化以

及对该地区所推行的失当政策ꎬ 导致土耳其失去了该地区主导性国家的身份ꎮ
正发党的外交政策可分为两个时期进行分析: 在 “阿拉伯觉醒” 之前ꎬ 土耳

其与邻国关系的问题解决得很好ꎬ 不但可以互免签证ꎬ 而且安卡拉政府申请加入

欧盟的行动也在积极进行ꎮ 然而ꎬ 当人们开始进行大规模街头抗议之时ꎬ 土耳其

却放弃了原有的政策ꎬ 试图变成为穆斯林兄弟们挺身而出的 “带头大哥”ꎬ 还在外

交中凸显 “新奥斯曼帝国” 思想ꎮ 以前在周边国家扮演调解员的角色ꎬ 能和伊朗、
以色列和叙利亚同时进行对话的土耳其ꎬ 却在突尼斯政变发生后ꎬ 放弃了平和而

有控制的外交政策ꎬ 中心国家的思想在土耳其的外交政策中开始展现ꎮ 在与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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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二二八” 军事政变指在 １９９７ 年 ２ 月 ２８ 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军方发出军事备忘录ꎬ 最

后间接地推翻奉行伊斯兰主义的民选政府ꎬ 但在此过程中并没有推翻国会或废除国家宪法ꎮ 土耳其军

方出动 ２０ 辆坦克、 １５ 辆装甲车ꎬ 在事先聚集的大量电视、 摄影记者面前展示了军队捍卫政教分离原

则的决心ꎮ 在军方的强大压力下ꎬ 宗教色彩浓厚的总理埃尔巴坎 (Ｅｒｂａｋａｎ) 最后不得不在当年６ 月１８
日辞去职务ꎮ 此举被一名土耳其海军大将视为 “后现代政变”ꎮ

“阿拉伯觉醒” 指 ２０１０ 年年底至今在中东发生的一系列打着民主旗号的政变ꎬ 包括发生在突

尼斯、 埃及等国的政治变局ꎮ 这一系列变化也被称为 “阿拉伯之春” 或 “阿拉伯革命”ꎬ 为与调查原

文保持一致ꎬ 本文统一采用 “阿拉伯觉醒” 的表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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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的冲突中ꎬ 中东国家的人们举着埃尔多安的大照片ꎬ 在游行过程中发生摩擦ꎬ
其中尤以马尔马拉号事件①最有代表性ꎮ 土耳其国民在国际上的地位受到打击ꎬ
巴沙尔政府毫无征兆地将土耳其飞机击落ꎬ 两名飞行员身亡ꎮ 紧接着ꎬ 在雷

伊汉勒 (Ｒｅｙｈａｎｌｉ) 镇②发生的爆炸袭击ꎬ 开始使安卡拉试图成为中东地区拯

救者的想法落空ꎮ 以戏谑埃尔多安和土耳其为主题的漫画开始在阿拉伯媒体

上刊载ꎬ 伴随着突尼斯变局的发生ꎬ 埃及也发生了政权更迭ꎮ
正如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土耳其在中亚地区热衷于建造 “新奥斯曼帝国” 的思

想却又被迫在短时间内收回了一样ꎬ 埃尔多安也在中东地区经历了一次惨痛的

教训ꎮ 在访问日本的过程中ꎬ 埃尔多安曾说: “毫无疑问ꎬ 土耳其没有主张成为

地区性或全球性的国家”③ꎮ 如果考虑这句话背后的深层含义ꎬ 我们可以看出土

耳其相关政策倒退的迹象ꎮ 在土耳其的周边ꎬ 除了希腊、 保加利亚和伊朗以外ꎬ
其他国家诸如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有矛盾ꎬ 而乌克兰、 格鲁吉亚、 伊拉克、
叙利亚甚至塞浦路斯或者自身已经分裂ꎬ 或者存在严重冲突ꎮ 奥斯曼帝国时代

的大区域合作式的国家、 形成大联邦制国家的形式已经不能适应现在中东的政

治形势ꎬ 甚至还为土耳其的政治安全问题带来了隐患ꎮ
与土耳其对外政策相关的人士已经就 “土耳其对外政策有明显变化” 这一论

题达成一致ꎬ 同时也重新开始讨论土耳其对外政策的 “真正目标”ꎮ 在这些讨论当

中ꎬ 不仅有关于 “阿拉伯觉醒” 中土耳其进行的比较平衡与积极的对外政策的观

点ꎬ 还有随着 “阿拉伯觉醒” 安卡拉超出自身的能力制定对外政策目标的观点ꎮ
与此同时ꎬ 土耳其本土有关学者和决策者却对此言之甚少ꎮ 土耳其外交将许多时

间花费在中东地区ꎬ 而该地区的精英又如何关注土耳其ꎬ 如何通过对外政策来评

定土耳其的选择呢? 对 “阿拉伯觉醒” 过程中的埃及政变与叙利亚问题而言ꎬ 中

东精英认为土耳其扮演了何种角色ꎬ 他们又对这些问题有什么看法?
法提赫大学 (Ｆａｔｉ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国际关系与伊斯坦布尔研究院 ( Ｉｓｔａｎｂｕ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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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蓝色马尔马拉号” 事件指在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８ 日ꎬ 由土耳其的非政府组织人道主义救援基金会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Ｒｅｌｉｅｆ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领导的一支民间船队在蓝色马尔马拉号 (Ｍａｖｉ Ｍａｒｍａｒａ) 引导下试图

打破以色列对加沙的封锁提供人道援助ꎮ ５ 月 ３１ 日ꎬ 以色列军队在国际水域拦截了土耳其船队后ꎬ 以

色列军队对马尔马拉号上的船员进行袭击ꎬ 造成 ８ 名土耳其人和一名土耳其裔美国人的死亡ꎬ 导致土

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ꎮ
雷伊充勒镇位于土耳其东南部地中海沿岸ꎬ 毗邻与叙利亚接壤的边界ꎮ
这是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７ 日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访问日本过程中回答记者问题时提出的说法ꎬ ｓｅｅ

“Ｅｒｄｏ ｇ̌ ａｎ: Ｋüｒｅｓｅｌ ｇüç ｏｌｍａ ｈｅｄｅｆｉｍｉｚ ｙｏｋ!”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ｕｎｙａｂｕｌｔｅｎｉ ｎｅｔ / ｈａｂｅｒｌｅｒ / ２８５５１８ / ｅｒｄｏｇａｎ －
ｋｕｒｅｓｅｌ － ｇｕｃ － ｏｌｍａ － ｈｅｄｅｆｉｍｉｚ － ｙｏｋꎬ ２０１５ － ０４ － ２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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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从 “中东精英对土耳其对外政策有什么看法” 这一问题出发ꎬ 决定进

行针对土耳其对外政策的实际调查ꎬ 该调查的目标是试图给决策者与政治学家

提供可参考的数据ꎮ 本次调查没有把普通老百姓作为调查对象ꎬ 而是把能够直

接或间接影响决策过程的人物选择为调查对象ꎮ 这些人群的教育水平、 经济能

力与社会地位相对较高ꎬ 我们姑且把他们称为精英ꎮ 考虑到调查的效果ꎬ 该研

究选择了面对面调查方式ꎮ 在法提赫大学的资金支持下ꎬ 通过在巴勒斯坦、 摩

洛哥、 以色列、 伊拉克、 利比亚、 埃及、 叙利亚、 突尼斯和伊朗做的调查研究ꎬ
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的也是有趣的结果ꎮ 精英调查与一般的舆论调查不同之处在

于ꎬ 如果能够在精英中得到 ３０ 至 １００ 人的调查样本ꎬ 就可以得到良好结果ꎮ 在

调查中ꎬ 除了伊朗ꎬ 在每个国家大约收集了 ５０ 份问卷调查ꎬ 总共有 ５００ 多位中

东国家的学者、 媒体人、 商人和作家参与完成了问卷调查ꎮ 分析调查的结果后

得出了对土耳其和区域内国家发展方向的一些分析ꎮ 有关参加调查对象的细节ꎬ
调查者分别根据行业、 人口或民族的区别ꎬ 附于调查报告中ꎮ①

中东国家精英如何看待土耳其对外政策?

在有关调查结果与公众舆论的这份报告里ꎬ 我们试图调查土耳其对外政

策的首要目标和中东国家精英对土耳其的认知ꎮ 有关中东国家如何看待土耳

其所主张的地区性国家的口号ꎬ 这对于土耳其学者和对外关系的决策者有很

大帮助ꎮ 按照惯例ꎬ 我们还将 ２０１４ 年的研究结果同前一年的进行比较ꎬ 以提

供更多的思考和帮助ꎮ 在研究当中ꎬ 与 ２０１３ 年比较最突出、 也最重要的一

点ꎬ 就是像国内有关土耳其对外政策的争论一样ꎬ 土耳其的对外政策有很大

的变化ꎮ 针对 “土耳其在国际政治中是否增加了自己的话语权” 这个问题ꎬ
有 ７３ ４％的人回答了 “是”ꎬ 表明中东国家的精英们在国际政治中还是把土

耳其看作很重要的国家之一ꎮ 但对于同样的问题ꎬ 在 ２０１３ 年的受访者有高达

８５％的人回答了 “是”ꎮ 这说明ꎬ 虽然土耳其在中东精英眼里是重要的地区国

家ꎬ 但对中东 “精英” 的吸引力却没有达到 ２０１３ 年的水平ꎮ

１１１

① “Ｈｏｗ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ｌｉｔｅｓ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１４)”ꎬ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ｅｄ ｐｅｏｐｌｅꎬ ｈｔｔｐ: / / ｉｒ ｆａｔｉｈ ｅｄｕ ｔｒ / ? ｐｒｏｊｅｃｔ１ꎬ ２０１５ － ０４ －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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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土耳其对外政策的目标超出自身的能力

在 “土耳其是否采取了超出自身经济和军事能力的对外政策” 这个问题

上 (参见图 １)ꎬ ４９％受访者的答案是肯定的ꎬ ２０１３ 年同样选项的受访者人数

比例则是 ４５％ ꎮ 中东地区的受访者用不成功来定义 “阿拉伯觉醒” 时期的土

耳其外交政策ꎮ 并且ꎬ 他们趋向于认为土耳其制定的对外政策目标没有太高

成功率ꎬ 这是因为: 无论是叙利亚危机ꎬ 还是埃及和伊拉克动乱ꎬ 都波及土

耳其ꎬ 且对土耳其带来非常大的负面影响ꎮ 仅有 ２７ ５％ 的受访者认为ꎬ 土耳

其对外政策与其能力是相匹配的ꎮ

图 １　 土耳其是否采取了超出自身经济和军事能力的对外政策?

资料来源: “Ｈｏｗ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ｌｉｔｅｓ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 ２０１４ )”ꎬ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ｅｄ ｐｅｏｐｌｅꎬ ｈｔｔｐ: / / ｉｒ ｆａｔｉｈ ｅｄｕ ｔｒ / ? ｐｒｏｊｅｃｔ１ꎬ ２０１５ －

０４ －２５

(二) 中东民众对土耳其的同情日益减少

对于 “如果将与贵国的关系程度由好至差 (即第一至第五) 分别排名ꎬ
您把土耳其排在第几位” 的问题ꎬ ２０１３ 年受访者答案是 “１” 的人数比例为

１８％ ꎬ 而 ２０１４ 年的比例仅为 ８％ ꎻ 答案是 “２” 的比例则从 ２３％ 下降到了

１１ ６％ ꎮ 根据受访者的描述ꎬ 土耳其与受访者所在国家的关系ꎬ 正是从 ２０１３
年开始走向下坡路的ꎬ 其中尤以阿拉伯人对土耳其的同情度最少ꎮ 从这个问

题研究得出的另一个重要的结论是ꎬ 土耳其的邻国在提及地区大国时ꎬ 排在

第一位的国家不再是土耳其ꎮ 而 ２０１３ 年的受访者中ꎬ ３２％的人都认可土耳其

是该地区第一大国ꎬ 但在 ２０１４ 年的研究中ꎬ 伊朗已经取代了了土耳其的位置

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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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排位第一 (参见图 ２)ꎮ ２０１４ 年的结果中ꎬ 土耳其以 ２０％ 比例位居伊朗之

后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尽管 ２０１４ 年土耳其将地区第一大国的位置拱手让给伊

朗ꎬ 但受访者还是把土耳其看作是地区大国ꎬ 不过排名降至第二ꎮ 与 ２０１３ 年

相比ꎬ 土耳其的地位有所下降ꎮ

图 ２　 在中东地区哪个国家是地区大国

资料来源: Ｈｏｗ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ｌｉｔｅｓ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１４) 

但对 “未来十年里在中东地区哪国会成为地区大国” 的问题 (参见图

３)ꎬ ３６％的受访者回答为土耳其ꎮ 尽管这一问题回答者的比例从 ２０１３ 年的

６０％下降到 ３６％ ꎬ 但这依然表明中东 “精英” 对土耳其的未来抱有希望ꎮ 如

果土耳其能够从错误中吸取教训ꎬ 并执行更灵活的对外政策ꎬ 依然会为成为

地区大国铺平道路ꎮ 尤其是在同一个调查问题上ꎬ 伊朗仅仅得到了 ２０％ 的支

持ꎬ 这一点值得我们作更多思考ꎮ

图 ３　 未来十年在中东地区哪国会成为地区大国?

资料来源: Ｈｏｗ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ｌｉｔｅｓ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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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ꎬ 国际社会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是ꎬ 土耳其是不是中东国家制度

的现代榜样? 在调查中ꎬ ２０１３ 年有 ６７％ 的肯定回答比率ꎻ 但是到了 ２０１４ 年ꎬ
这一比率则降至 ６０ ９％ ꎮ 因而ꎬ 对于这一问题ꎬ 即调查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ꎬ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分析得出结论ꎮ 第一ꎬ 土耳其仍然被中东受访者们认为

是 “模式国家”ꎻ 第二ꎬ 即便在中东地区整体环境的民主标准很低、 安全问题

严重的大环境下ꎬ 中东国家将土耳其看作 “模式国家” 的意向还是有明显的

下降ꎮ 与 ２０１３ 年的调查相比ꎬ 虽然土耳其的 “模式国家” 地位有下降ꎬ 但是

土耳其凭借其民主制度ꎬ 并不妨碍其继续成为中东精英所关注的 “模式

国家”ꎮ
作为具有穆斯林背景的政党ꎬ 正发党扮演了土耳其民主化的领导角色ꎮ

它在对外关系上宣称土耳其是现代主权国家ꎬ 对内却违背 “哥本哈根标

准”①ꎬ 将国家的情报局置于自身系统的中心ꎬ 使得国家与腐败问题、 独裁问

题愈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ꎬ 这样一来ꎬ 土耳其政府的腐化反过来也成为 “民
主化” 与伊斯兰无法共生的证据ꎮ 笔者认为ꎬ 土耳其是伊斯兰世界中最民主、
最世俗化的国家之一ꎬ 但在这样的国家里ꎬ 一旦带有伊斯兰背景的政党执政ꎬ
就会使其中的民主成分逐渐被抵消ꎬ 最后带领土耳其一步步走向独裁国家ꎬ
这就给始自 ２０１０ 年底以来处于 “阿拉伯觉醒” 运动中的国家留下了负面印

象ꎮ 埃及发生政变的时候ꎬ 得到了来自中东和地区外的大量支持ꎬ 其中的一

个源头可能就是来自土耳其的有伊斯兰背景的寡头集团ꎮ 然而ꎬ 此举对埃及

乃至整个地区的战略太过于积极ꎬ 导致地区内外的国家想要极力避免使埃及

成为下一个土耳其ꎮ
(三) 土耳其是否支持边缘化的组织?
在 “伊斯兰国” (ＩＳＩＳ) 出现后ꎬ 西方国家与中东国家都认为ꎬ 土耳其支

持或默许 “伊斯兰国” 的发展ꎮ 针对中东精英提出的一个调查问题是: “你认

为土耳其在中东地区内是否支持边缘化的组织②” (参见图 ４)ꎬ 有 ２５ ２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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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哥本哈根标准” 是用来衡量一国是否有资格加入欧盟的一系列标准ꎮ 它是由欧洲理事会于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制定的ꎮ 如某国家要加入欧盟ꎬ 必须达到哥本哈根标准所要求的政治

和经济条件ꎮ 政治方面ꎬ 它主要要求候选国有稳定的民主制度、 尊重人权、 法制和保护种族少数、 宗

教少数、 人数的少数ꎻ 经济方面ꎬ 它要求候选国真正地实行市场经济ꎻ 法律方面ꎬ 则要求候选国接受

欧盟法系中的公共法、 规则和政策ꎮ
本文所指的 “边缘化组织” 是 “阿拉伯觉醒” 后在中东出现的不同的极端组织ꎬ 尤其是在叙

利亚内战打着反对巴沙尔政府旗号出现而后来走向极端的一些组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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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回答了 “是”ꎬ ４３％回答了 “不是”ꎬ ２２ ６％选择了 “无力判断”ꎬ ９％
则选择 “不愿回答”ꎮ

图 ４　 土耳其是否在叙利亚支持极端组织?

资料来源: Ｈｏｗ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ｌｉｔｅｓ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１４) 

如果土耳其政府主张无需对比就足以认定 “伊斯兰国” 为恐怖组织ꎬ 那

么ꎬ 它在类似问题上的态度也应当有相应的转变ꎮ 在这些改变中ꎬ 首当其冲

的就是重新思考其境内的库尔德问题ꎮ 土耳其既然在伊拉克问题上承认库尔

德自治区ꎬ 那么在叙利亚问题上也应该做好准备ꎬ 因为这也是在所难免的ꎮ
库尔德人在叙利亚试图建立自治区ꎬ 无论叙利亚的政治体制是联邦制还是邦

联形式ꎬ 都需要与叙利亚的政治体制相匹配ꎬ 这一点对于地区的和平是不可

或缺的ꎮ 在伊拉克问题上ꎬ 土耳其出于对自身分裂的担忧ꎬ 支持伊拉克的领

土完整ꎬ 但对叙利亚库尔德人问题来说ꎬ 则必须用及早和灵活的方式来对待ꎮ
叙利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ꎬ 土耳其政府没有像与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 (ＰＫＫ)
那样较早地与当地库尔德人取得联系ꎬ 基于巴尔扎尼 (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

政府总理) 和安卡拉政府在态度上的原因ꎬ 该地区的控制权完全被民主统一

党 (ＰＹＤ) 掌握ꎮ 如果土耳其在国内与库尔德人达成和平协议ꎬ 并且库尔德

工人党效仿西方国家范例 (例如爱尔兰共和军)ꎬ 愿意放下武器ꎬ 通过谈判的

方式与土耳其实现政治一体化ꎬ 则叙利亚库尔德人即便被民主统一党控制ꎬ
也不足以被视为大的问题ꎮ 但实际的情况并没有设想中乐观ꎬ 安卡拉政府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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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全面分析库尔德问题ꎻ 而且ꎬ 当提及科巴尼与迪亚巴克尔关系①的时候ꎬ 我

们需要进行多角度思考ꎬ 因为其中的问题极其复杂ꎮ
如果说 “伊斯兰国” 问题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小的灾难ꎬ 那么该问题对土

耳其而言ꎬ 则可能如同世界末日一般ꎮ 当美国在远离其领土的地方进行军事

行动的时候ꎬ 土耳其却在面对国内叙利亚难民和 “伊斯兰国” 同情者的选择

上难以判断ꎮ 一旦发生战争ꎬ 土耳其国内的叙利亚难民总数还将继续增加ꎮ
已经接纳了约 ２００ 万叙利亚难民的土耳其ꎬ 如果不解决 “伊斯兰国” 问题ꎬ
可能还会面临更多即将涌入土耳其的难民ꎬ 而且在战争状态下ꎬ 也无法将他

们全部遣返回叙利亚ꎮ
(四) 土耳其在解决叙利亚问题上扮演何种角色?
针对中东地区最热议的叙利亚问题ꎬ 即前文提到的 “土耳其在解决叙利

亚问题上应该扮演怎样角色” 这一问题 (参见图 ５)ꎬ ６５％ 的中东精英建议

“叙利亚应先实现停火并通过回到谈判桌解决叙利亚问题”ꎻ 同时ꎬ ３５％ 的中

东精英坚定支持叙利亚反对派ꎬ ２５％ 的人则认为安卡拉政府在这个问题上ꎬ
应该保持中立ꎻ 只有 １０％的人要求土耳其政府支持巴沙尔政权ꎮ

图 ５　 土耳其解决叙利亚问题是否需采用停火和谈判方式?

资料来源: Ｈｏｗ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ｌｉｔｅｓ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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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科巴尼是位于叙利亚北部的城镇ꎮ 该地方的主要人口是库尔德人ꎮ 叙利亚内战爆发后ꎬ 叙利

亚政府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撤出ꎬ 库尔德反政府武装人民保卫军 (ＹＰＧ) 占领该地ꎮ 此后ꎬ 科巴尼由库尔德

人控制ꎮ ２０１４ 年ꎬ “伊斯兰国” 武装进攻该城市ꎬ 当地约 ２０ 万居民逃往土耳其ꎮ 当时ꎬ 以库尔德人为

主要人口的土耳其迪亚巴克尔城市的人民游行要求土耳其政府帮助该地区的库尔德人ꎮ 土耳其政府对

该问题没有很快做出反应ꎬ 但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０ 日土耳其外交部长表示土耳其政府将允许伊拉克库尔德

战士过境增援科巴尼库尔德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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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一直被孤立ꎬ 它与卡塔尔所进行的联合给叙利

亚带来民主的承诺也是无法实现的ꎬ 但安卡拉政府不愿直面这一现实ꎮ 叙

利亚自由军在短时间内一度被政府军压制ꎬ 不仅由此产生了大量难民ꎬ 也

随之带来了 “伊斯兰国” 问题ꎮ 当时ꎬ 既然巴沙尔没有被赶下台ꎬ 土耳其

政府为何不能支持以双方停火并进行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呢? 难道这

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吗? 如果两年前成功运作了这种解决方案ꎬ 那么 “伊
斯兰国” 也就不可能成为如现在一般的重要地区角色了ꎮ 恰恰相反ꎬ 这个

机会已经被错过了ꎮ 为了国内和平而选择与恐怖分子谈判的土耳其政府ꎬ
在叙利亚问题上却坚持将巴沙尔视为杀人犯而拒绝与之和谈ꎮ 现在ꎬ 为了

解决 “伊斯兰国” 的问题ꎬ 土耳其政府可能仍然需要承认巴沙尔政权并与

其实现停火ꎮ 在此之前ꎬ 美国在袭击位于叙利亚的 “伊斯兰国” 基地时ꎬ
都曾知会大马士革政府ꎮ 这就表明ꎬ 美国政府已经在事实上承认巴沙尔的

地位ꎮ
(五) 土耳其与埃及外交关系走向

关于 “埃及发生政权更迭以后ꎬ 安卡拉政府与开罗政府应该在何种程度

上发展关系” 这道题的回答中 (参见图 ６)ꎬ ３３ ４％的中东精英都建议两国实

现关系正常化ꎬ １１％的受访者则建议两国应像合作伙伴一样开展关系ꎬ 所以

总的来说ꎬ 有高达 ４４ ４％的受访者都认为两国应该拥有正常关系ꎬ 甚至开展

更为密切的合作ꎮ 此外ꎬ 有 ２３ ５％ 的受访者选择 “土耳其政府应当与埃及的

塞西政府保持距离”ꎬ 还有 １５ ２％ 的受访者认为 “安卡拉政府应当冻结与开

罗政府之间的联系”ꎮ 当然ꎬ 此处需要说明的是ꎬ “伊斯兰国” 袭击土耳其驻

摩苏尔领事馆事件①ꎬ 发生在本次调查完全结束之后ꎮ
(六) “阿拉伯觉醒” 后的 “新中东” 是否实现了民主化目标?
２０１４ 年本次调查新增了一个问题ꎬ 即 “阿拉伯觉醒是否达到了预期愿望

与目标” (参见图 ７)ꎮ 对于这个问题ꎬ 得到的答案是所有问题中最明确、 也

是得到否定最多的一个ꎮ ８６ ７％ 的受访者认为ꎬ 以民主化和自由化为名义的

“阿拉伯觉醒” 已经失败了ꎬ 而认为 “阿拉伯觉醒” 获得成功的比例却只有

可怜的 ６％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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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事件是指在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１ 日ꎬ 土耳其驻伊拉克摩苏尔领事馆被 ９００ 多名 “伊斯兰国” 武

装分子占领ꎬ 包括领事在内的 ４９ 名外交人员被绑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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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土耳其政府与埃及政权更迭后的塞西政府应在何种程度上发展关系?

资料来源: Ｈｏｗ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ｌｉｔｅｓ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１４) 

图 ７　 “阿拉伯觉醒” 是否达到了民主化的预期愿望与目标?

资料来源: Ｈｏｗ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ｌｉｔｅｓ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１４) 

　 　 对于 “阿拉伯觉醒” 失败原因的总结ꎬ 有 ４０％的受访者认为首要原因是

在地区内没有足够的民主文化基础ꎬ 还有 ３５％的人选择了另一个原因ꎬ 即地

区大国对 “阿拉伯觉醒” 没有提供有力的支持ꎬ 而且也没有充分的经济资源

保证民主化的推动ꎮ 另外ꎬ ３３％ 的人认为派别冲突是使 “阿拉伯觉醒” 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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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重要原因ꎻ ２５％的受访者将 “阿拉伯觉醒” 的失败归咎于其所涉及国

家中的独裁者及其支持者对该运动进行的抵制ꎮ 相应地ꎬ 面对 “以失败而告

终的 ‘阿拉伯觉醒’ 中ꎬ 哪些国家的决策是积极的” 这一问题ꎬ 土耳其、 伊

朗、 卡塔尔得到了几乎相同的 ２５％的选择ꎬ 沙特阿拉伯的影响力则相对于以

上三国要小得多ꎮ
综上所述ꎬ 我们发现: 依照 １９１６ 年 «赛克斯–皮科协定» 进行划分并在

１９１８ 年基本成型的中东地区ꎬ 随着 “阿拉伯觉醒” 而进行的尝试ꎬ 得到了不

如预期的结果和经验ꎮ “潘多拉魔盒” 就此被打开ꎬ 已经没有办法再将这些国

家的政治制度恢复到原来以西方为中心的独裁制度ꎬ 也没有办法建立民主和

多方参与的政治制度ꎮ 在中东地区所存在的景象ꎬ 在政治学中只有一个称谓ꎬ
即 “混乱”ꎮ 在伊拉克、 利比亚和叙利亚ꎬ 已经不存在一个有强大控制力的政

府ꎬ 突尼斯仍在试图建立稳定的政治制度ꎮ “基地” 组织、 努斯拉(Ａｌ －
Ｎｕｓｒａ)、 “伊斯兰国” 这些恐怖组织ꎬ 都在试图成为 “新中东” 不可忽略的参

与者ꎮ 此时此刻ꎬ 中东研究专家已经无法预见地区的未来走势ꎻ 相反ꎬ 现在

是属于占卜师的时间ꎮ 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下ꎬ 除了预测未来的苦难ꎬ 其他具

体的事务都很难预料ꎮ
经历了 “阿拉伯觉醒” 后的 “新中东”ꎬ 民族国家的边界已经失去了意

义ꎮ 现在ꎬ 不同民族、 不同宗教、 不同派别都在共享同一个国家ꎮ 但由于这

些主体间的矛盾和冲突ꎬ 国家这个概念也逐渐失去了其本来意义ꎮ 当下ꎬ 这

个问题日益严重ꎬ 同时也愈发深刻ꎮ 以前在地区问题中最为重要的巴勒斯坦

问题ꎬ 似乎也失去了其重要性ꎮ 一个世纪前签订的 «赛克斯–皮科协定» 带

来的秩序正在告别历史ꎬ 却没有新的秩序替代它的位置ꎮ
中东地区频繁发生的冲突ꎬ 已经使该地区疲于应对ꎬ 此时需要在该地区

出现更多的国家间合作ꎬ 以实现平衡ꎮ 同时ꎬ 我们必须承认的是ꎬ “阿拉伯觉

醒” 已经以失败而告终ꎮ 以推翻权威政府为出发点的行为者ꎬ 在当前这一阶

段是失败的ꎻ 即便它们恢复到原点ꎬ 也需要很多年时间ꎮ 通过过去 ４ 年多的

事实ꎬ 我们可以觉察到ꎬ 在中东地区什么是不应该发生的ꎮ 没有民主文化、
多元化、 不同媒体和个人自由保护的中东地区ꎬ 还没有准备好迎接民主制度ꎬ
甚至还无法面对混合的民主制度ꎮ ３ 年前ꎬ 把民主制度解释为投票箱的国家ꎬ
在经过了 “阿拉伯觉醒” 的教训后ꎬ 将民主化的标准重新定义为: 在有安全、
有经济发展和有未来的国家生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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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在这些失败的场景中ꎬ 由于对外政策的选择和国内独裁化的行为ꎬ
在 “阿拉伯觉醒” 中也承受了相应的损失ꎮ 首先ꎬ 安卡拉政府没有解决库尔

德问题ꎮ 其次ꎬ 它们也没有满足阿拉维派 (Ａｌｅｖｉ)① 的要求ꎬ 而是继续制造

社会的对立ꎬ 也就无法实现使土耳其成为中东地区模板国家的主张ꎮ 土耳其

无法脱离在该地区发生的派别和民族冲突ꎬ 因此在国内首先需要建立一个相

当稳定与和平的社会ꎬ 这可能是土耳其实现大国目标的第一步ꎮ 土耳其的经

济主要依靠出口和旅游ꎬ 也就意味着土耳其的经济依赖于整个地区的稳定ꎬ
因此土耳其没有绝对的机会与能源大国或有影响力的国家 (如伊朗) 进行全

面的竞争ꎮ 安卡拉政府无论是在内政方面实行减少社会对立的政策ꎬ 还是在

对外关系上重新定位其首要目标ꎬ 都需要再次回归原定的加入欧盟的条件中ꎬ
这也许是土耳其在中东地区令人崩溃的冒险隧道前的最后一个出口ꎮ

结　 语

通过对上述调查结果进行总体评价ꎬ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如果土耳

其继续保持比其他中东国家更民主、 更稳定的状态ꎬ 那么它将是中东地区的

重要角色ꎮ 然而ꎬ 一旦土耳其出现走向独裁的迹象ꎬ 将会导致土耳其失去其

所获得的收益 (收益指的是民主、 经济发展、 地区大国身份等)ꎮ 中东地区精

英期许的土耳其是能够解决问题的土耳其ꎬ 而不是制造问题的土耳其ꎮ 虽然

在 ２０１４ 年的调查中ꎬ 中东精英仍然保持了对土耳其较高水平的评价ꎬ 但是与

２０１３ 年的结果进行对比ꎬ 我们可以发现中东精英对土耳其的好感在几乎所有

方面都有下行的变化ꎮ 考虑到 ２０１３ 年中东国家在民主、 自由、 安全等方面的

退步ꎬ 我们可以认为中东地区精英对土耳其的认知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了原有

水平ꎮ 但是ꎬ 在地区政策方面ꎬ 如果与伊朗进行对比ꎬ 可以发现伊朗在地区

层面日益崛起ꎬ 而土耳其却在明显地退步ꎬ 尤其考虑到土耳其的地区政策是

无法选择和不可持续的ꎬ 这就使得本项研究的结论尤为重要和突出ꎮ 土耳其

在与埃及的关系ꎬ 以及对叙利亚问题的态度方面ꎬ 我们可以从中东地区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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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阿拉维派 (Ａｌｅｖｉ) 是伊斯兰教的一个独立教派ꎬ 教徒主要分布于土耳其ꎮ 目前ꎬ 土耳其政府

不承认阿拉维派的 “组屋” 为宗教场所ꎮ 土耳其政府规定中小学校的穆斯林学生必须上宗教课ꎬ 阿拉

维派抱怨学校的强制性宗教课教授逊尼派教义ꎬ 未有顾及阿拉维派ꎮ 欧洲人权法庭在 ２００７ 年判决土耳

其需要修改学校宗教课程ꎬ 加入对阿拉维派信仰的介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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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中的反映里ꎬ 获取如何重新制定地区政策的线索ꎮ 中东地区在社会不

稳定、 发生内战、 政变和派别冲突等问题十分突出的这段时间ꎬ 作为地区

“模式国家” 的土耳其失去的地位ꎬ 以及与 ２０１３ 年相比退步的土耳其形象ꎬ
对安卡拉政府而言都是应该严肃思考的一个问题ꎮ

未来十年里仍然被看作 “模式国家” 或地区大国的土耳其ꎬ 如果能保持

自身的稳定、 民主和自由性ꎬ 那么还有很大的机会影响中东精英ꎮ 但是ꎬ 假

如土耳其像中东国家一样发生内部冲突ꎬ 甚至都无法保持目前中东精英对土

耳其的好感ꎮ
２０１１ 至 ２０１４ 年ꎬ 众多中东专家伴随着 “阿拉伯觉醒” 的激动所判断和撰

写的预测几乎都没有实现ꎮ 在这些错误的预测当中ꎬ 土耳其外交也受到一定

的影响ꎮ 现在ꎬ 土耳其在中东地区政策上没有一个可选择的 “Ｂ” 计划ꎬ 甚

至提到 “土耳其与哪一个中东国家关系比较好” 的问题时候ꎬ 都难以找到正

确的答案ꎮ 近年来ꎬ “阿拉伯觉醒” 和地区其他的问题导致土耳其周边出现了

不同的边缘化组织ꎮ 在如此环境下ꎬ 除了伊朗、 希腊、 保加利亚之外ꎬ 其他

国家要么有内战ꎬ 要么有民族或派别冲突ꎬ 要么有边界问题ꎮ 对土耳其而言ꎬ
目前的中东地区已经成了其失去的最大经济市场ꎬ 该地区存在如此多的问题ꎬ
在历史上也尚属首次ꎮ

今日的叙利亚ꎬ 可能会成为总结未来中东形势的现实范例ꎬ 而这幅景象

对经济主要以出口和旅游为依托的土耳其而言是个 “灾难”ꎮ 土耳其与伊拉克

的对外贸易规模已经缩小 ６０％ (２０１０ 至 ２０１４ 年)ꎬ 未来土耳其与埃及、 利比

亚、 突尼斯ꎬ 甚至伊朗ꎬ 也都可能会发生类似的情况ꎮ 如果这些双边关系带

来的问题ꎬ 再加上由于地区发生的冲突对土耳其旅游业带来的影响ꎬ 可能会

使土耳其经济陷入僵局ꎮ
原本在地区问题上设想建立奥斯曼联邦的安卡拉政府ꎬ 现在连与地区国

家的双边关系政策都很难执行ꎬ 而与安卡拉政府维持了较好关系的国家ꎬ 其

数字甚至不会超过 ５ 个ꎮ 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ꎬ 正发党政府对埃及、 利比亚

和叙利亚的对外政策不会发生变化ꎮ 把 “阿拉伯觉醒” 解读为革命的 “正发

党化” 的正发党政府ꎬ 对民主和普世价值观与地区的融合产生了负面影响ꎮ
正发党主张用特定价值观解读 “阿拉伯觉醒” 的过程ꎬ 但现在看来ꎬ 正发党

很明显是误读了埃及和叙利亚人民的选择ꎮ
虽然在中东地区ꎬ 叙利亚问题是正发党对外政策进入的一条绝路ꎬ 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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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其崩溃的原因是土耳其外交的身份问题和决策者的优先事项问题ꎮ 在

“阿拉伯觉醒” 之前ꎬ 安卡拉政府实行比较平衡的现实政治ꎬ 随着阿拉伯人民

开始暴动ꎬ 它却失去了理智ꎬ 从此与传统的同盟分离ꎬ 并开始制定超出自身

能力的对外目标ꎬ 甚至对外部世界多次宣示自己的霸权选择①ꎮ 正发党通过与

自身接近的代理人ꎬ 试图控制地区所发生的变化ꎬ 并且试图以秩序建立者的

身份ꎬ 主张引导和治理这一过程ꎬ 该愿望使得世界大国和发生变化的国家对

土耳其产生担忧ꎮ
土耳其对 “伊斯兰国” 政策中所提到 “宝贵的孤独” (Ｐｒｅｃｉｏｕｓ Ｌｏｎｅｌｉｎｅｓｓ)

理论②ꎬ 也不能解释其所面对的无可选择的情况ꎮ 当中东地区形势发生变化

时ꎬ 土耳其与地区内国家试图签订数量庞大的合约ꎬ 如今却只能在地缘政治

优势带来的机会框架内进行合作ꎮ ５ 年前被选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

国的土耳其ꎬ 最新一次的得票数仅是 ５ 年前得票数的 ３０％ ꎮ 安卡拉政府日益

失去的同情与同盟ꎬ 已经不是地区性的ꎬ 而是全球性的ꎮ 土耳其在外交上已

经没有具体行动的空间ꎬ 安卡拉政府在外交上所再次倡导的加入欧盟的意图ꎬ
想要像当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候选国那样 “令人鼓舞”ꎬ 也是不可实现的目

标ꎮ 由于土耳其政府的互联网禁令、 把司法置于法务部之下、 限制媒体自由、
滋生腐败、 禁止经济市场竞争力的行为ꎬ 以及考虑到欧盟报告中有关土耳其

的悲观看法ꎬ 安卡拉政府在外交上倡导的加入欧盟计划也是完全不现实的ꎮ
在内政与外交上表现出的不一致性ꎬ 使得土耳其成为一个不可预见的国家ꎮ

很多民主的发达国家出于对 “伊斯兰国”、 乌克兰、 伊拉克和叙利亚问题

的担心ꎬ 考虑到土耳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由此而来的地缘政治重要性ꎬ 才不

得不与土耳其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着关系ꎮ 除了这些必要的关系ꎬ 安卡拉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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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Ｓａｖａｓ Ｇｅｎｃꎬ “ Ｈｏｗ ｄｏ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ｒｅｎ Ｅｌｉｔｅｓ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ｃａｄｅｍｉａ ｅｄｕ / ３８１９９８３ / Ｈｏｗ＿ ｄｏ＿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ｌｉｔｅｓ＿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２０１４ －０４ －２５

２０１３ 年ꎬ 曾担任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外交高级顾问的易卜拉欣卡利姆针对土耳其国内学术

界 “土耳其在中东地区日益孤独ꎬ 没有关系好的国家” 这一评价所提出的理论ꎮ “宝贵的孤独” 指的

是十年前的土耳其和现在的土耳其之间有明显的变化ꎬ 十年前土耳其在国际政治或在中东地区没有太

多的话语权ꎬ 甚至世界其他国家十年前也不太关注土耳其对国际政治和中东地区的话语和政策ꎮ 根据

卡利姆的解释ꎬ 今天土耳其因为它所执行的对外政策正确ꎬ 而受到其他国家的排外 (从国际政治和中

东地区上的排外)ꎬ 那么这不是意味着土耳其的孤独ꎬ 更意味着土耳其表现出有尊严的姿态ꎬ 他接受

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 “如果非要用 ‘孤独’ 一词ꎬ 那么应该把该情况解释为 ‘宝贵的孤独’ꎮ 世界各

国对叙利亚、 埃及等问题保持沉默的时候ꎬ 土耳其就不沉默而站在正确方向ꎮ 因此ꎬ 这就是给土耳其

带来 “宝贵的孤独” 的原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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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上没有其他可以行动的空间ꎮ 土耳其现在的景象就像冷战时期因地理优势

而推行的外交政策一样ꎬ 也没有为另一选择所做的准备和努力ꎮ 土耳其外交

需要新的观念: 为了打开新的外交空间ꎬ 首先应该向全世界重新展示出土耳

其是一个可预见的和可靠的民主国家ꎻ 否则ꎬ 离开民主和自由的土耳其ꎬ 无

法实现在全球层面上的吸引力ꎮ 形象地说ꎬ 目前的土耳其正穿着以地缘政治

布料做的 “紧身衣”ꎬ 却试图在一个顶级舞会上翩翩起舞ꎻ 然而ꎬ 现实景象比

想象中的还要悲惨ꎮ

Ｈｏｗ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ｌｉｔｅｓ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ｕｒｋｅｙ] Ｓａｖａｓ Ｇｅｎｃ ＆ [Ｔｕｒｋｅｙ] Ｆａｔｉｈ Ａｇｉｌ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２０１４ꎬ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Ｆａｔｉ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ａｄｅ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ｎａｍｅｄ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ｕｒｋｅｙ ｂｙ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ｌｉｔｅｓ” ｉｎ ｎｉｎ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Ｅｌｉｔｅｓ ｌｉｋ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ａｎｓꎬ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ｉａｎｓ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ꎬ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ｅｎ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ｗｅ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Ｗｉｔｈ ｒｅｇａｒｄｓ ｔｏ
“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 ｍｏｓｔ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ｈｅｌｄ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ｖｉｅｗｓ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ｅｅｍｅｄ ｅｘｃｅｅｄ ｉｔｓ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ｓｏ －
ｃａｌｌｅｄ Ａｒａｂ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ｄｅｓｐｉｔｅ Ｔｕｒｋｅｙ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ｂｅｉｎｇ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ｈｅｒ 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ｄｅｃｌｉｎｉｎｇ ｔｏ ｓｏｍｅ ｅｘｔｅｎｄ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Ｔｕｒｋｅｙ ｉｓ ｎｏｔ
ｂｅｉｎｇ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ｖｅ ｏｎ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ꎬ Ｔｕｒｋｅ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ｌａｙ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ｍｅｄｉａｔ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Ｓｙｒｉａｎ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ｕｒｋｅ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Ｅｇｙｐｔ
ａｆｔｅｒ ｉｔ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ｒｅｃｅｎｔ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ｓｅｔｂａｃ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ｄｏｐｔ ａ ｎｅｗ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ｄｊｕｓｔ ｈｅ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 ｈｅｒ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ｓｐａ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ꎻ “Ａｒａｂ Ａｗａｋｅｎｉｎｇ”ꎻ Ｔｕｒｋｅｙꎻ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ꎻ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ｌｉｔｅｓ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樊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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