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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中国政府的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倡议得到了土耳其

各界的积极而有建设性的反应ꎬ 前景乐观ꎮ 土耳其与中国需求与优势互

补ꎬ 在 “新丝绸之路” 规划上都有自己较为成熟的方案ꎬ 可以实现战

略对接ꎮ 中、 土双方未来可以探索在交通、 能源、 投资、 文化旅游、 多

边制度 ５ 个方面开展合作ꎮ 然而ꎬ 我们也不能忽略双方对 “一带一路”
的认识上信息不对称甚至有时出现误解的情况ꎬ 况且土耳其的地缘政治

经济关系较为复杂ꎬ 中、 土在 “一带一路” 框架下的合作也可能面临

诸多风险ꎮ 总体而言ꎬ 中、 土双方无根本利益冲突ꎬ 现有风险可以通过

两国加强政策沟通、 民间交流而化解ꎮ 只要两国坚持复兴丝绸之路的理

想ꎬ 采取务实态度ꎬ 就可能促成中土间更加紧密的互利合作ꎮ
关 键 词　 “一带一路” 　 “丝绸之路倡议和驿站项目” 　 中土

关系　 地缘政治与经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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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的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倡议得到了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广大亚

欧国家的积极认同与响应ꎬ 当前处于具体规划与落实阶段ꎮ 土耳其与中国都

是有着古老文明和强劲经济发展活力的新兴发展中国家ꎬ 是落实 “一带一路”
倡议的重要国别ꎮ 土耳其的 “丝绸之路倡议和驿站项目” (Ｉｐｅｋ Ｙｏｌｕ Ｇｉｒｉşｉｍ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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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倡议下中国与土耳其的战略合作　

ｖｅ Ｋｅｒｖａｎｓａｒａｙ Ｐｒｏｊｅｓｉ) (简称 “新丝绸之路” 计划) 和中国的 “一带一路”
倡议相对接ꎬ 将为双方带来大量合作机会ꎮ 但是ꎬ 由于双方认知差异与不同

地缘政治经济关系的影响ꎬ 双方合作中也存在不少风险ꎮ 因此ꎬ 加深对中、
土双方国家战略考虑ꎬ 特别是土方复杂反应背后因素的分析ꎬ 将有助于我们

全面地理解彼此的偏好与期望ꎬ 理解双方在 “一带一路” 合作中的机遇与

风险ꎮ

中国和土耳其共建 “一带一路” 的战略契合点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ꎬ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外交部、 商务部联合发布的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下称 «愿
景与行动») 中指出ꎬ “一带一路” 贯穿亚欧非大陆ꎬ 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

圈ꎬ 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ꎬ 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ꎮ 其中ꎬ
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 俄罗斯至欧洲 (波罗的海)ꎻ 中国经中

亚、 西亚至波斯湾、 地中海ꎻ 中国至东南亚、 南亚、 印度洋ꎮ «愿景与行动»
同时提出ꎬ 沿线各国资源禀赋各异ꎬ 经济互补性较强ꎬ 彼此合作潜力和空间

很大ꎬ 要以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 民心相通 (所谓

“五通”) 为主要内容ꎬ 重点展开合作ꎮ①

土耳其是连通三大洲的重要地区大国ꎬ 与其他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相

比ꎬ 土耳其特点突出: 其一ꎬ 地理位置重要ꎮ 土耳其既是一个中东国家ꎬ 又

是一个与中亚有着密切关系的突厥语国家ꎻ 既是一个北约成员国ꎬ 又是准欧

盟国家ꎻ 但世俗化程度较高ꎬ 长期以来被西方看作是伊斯兰现代化的榜样ꎮ
由于中东是当代国际关系的热点地区ꎬ 并与中国能源安全紧密相关ꎬ 因此土

耳其与中国也有着十分紧密的安全和经济合作关系②ꎬ 土耳其的多重身份对中

国落实 “一带一路” 倡议具有特别意义ꎮ 其二ꎬ 经济发展活跃ꎮ 土耳其是二

十国集团 (Ｇ２０) 成员ꎬ 其经济近年实现了跨越式发展ꎬ 正在从一个经济基

础较为落后的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化的工业国快速转变ꎮ ２０１４ 年ꎬ 土耳其国内

生产总值为 ７ ９９５ 亿美元 (人均约 １ ０５４１ ９ 美元)ꎬ 经济总量排行全球第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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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发布: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２０１５ － ０３ / ２８ / ｃ＿ １１１４７９３９８６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５ － ０９ － １６ꎮ

肖宪: «建构中国与土耳其新型战略伙伴关系»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１ 年第 ９ 期ꎬ 第 １４ ~２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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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ꎬ 在西亚北非地区位居第一ꎬ 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ꎮ① 由此ꎬ 土耳其被视

为有特殊地缘政治地位的中等强国ꎮ② 布热津斯基在 «大棋局» 中将土耳其

视为欧亚大陆这一全球大棋盘上的地缘政治 “支轴” 国家之一ꎮ③ 基于上述

因素ꎬ 如土耳其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 建设ꎬ 将对该倡议的落实产生较为重

要的影响ꎮ
事实上ꎬ 土耳其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早期就有建设当代丝绸之路的倡议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土耳其政府海关和贸易部发起了 “新丝绸之路” 计划ꎬ 主要目的是

通过简化和协调海关程序ꎬ 促进丝绸之路沿线边境口岸贸易便利化ꎬ 形成一

条可以吸引外国商人的商业路线ꎮ 首届国际丝绸之路论坛于 ２００８ 年举行ꎬ 此

后由参与国家轮流主办ꎮ 其中ꎬ “驿站项目” (Ｋｅｒｖａｎｓａｒａｙ Ｐｒｏｊｅｓｉ) 是落实土

耳其 “新丝绸之路” 计划的具体举措ꎬ 旨在通过加强沿线海关部门和企业

之间的合作ꎬ 提高通关效率ꎬ 打击犯罪活动ꎬ 实现地区贸易高效安全的

“互联互通”ꎮ 目前ꎬ 该项目第一阶段 “路线确定试点” 已经完成ꎬ 包括进

行土耳其、 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 ６ 个口岸的可行性调研ꎮ 第二阶段 “北干

线工程研究” 业已展开ꎬ 相关人员正在进行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

边境口岸调研ꎮ ２０１３ 年ꎬ 第六届国际丝绸之路论坛通过的 «加巴拉宣言»
则明确肯定了 “驿站项目” 的可行性ꎬ 并主动邀请中国和南线沿线国家参

与该项目ꎮ
如上所述ꎬ 中国提出的 «愿景与行动» 和土耳其的 “新丝绸之路” 计划

存在战略契合之处ꎮ 从土耳其的视角看来ꎬ 两国在 “丝绸之路” 上合作的必

要性在于: 其一ꎬ 中国与土耳其分别位于古丝绸之路的东西两端ꎬ 由于经济

实力差距ꎬ 两国在经贸关系上存在不对称性和相互依赖性ꎮ 土耳其要想完整

实现其 “新丝绸之路” 计划ꎬ 需要中国在亚欧大陆上提供公共物品ꎮ 正如一

些专家所言ꎬ “在中亚ꎬ 国家间缺乏区域合作ꎬ 整个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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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土耳其国家档案及 ２０１４ 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排名ꎬ 载世界银行数据库: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ｂａｎｋ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ꎬ ２０１５ －０９ －１６ꎮ

“中等强国” 是一个国际关系领域的专用术语名词ꎬ 专指综合国力发展态势良好ꎬ 拥有可观

的物质基础ꎬ 能够独立参与国际秩序规制的有限运作ꎬ 具备适度实现本国战略意志的足够权威的国家ꎮ
Ｓｅｅ Ａｄａｍ Ｃｈａｐｎｉｃｋꎬ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Ｃａｎａｄ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ꎬ
Ｖａｎｃｏｕｖ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５ꎬ ｐ ３２

[美国]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ꎬ 上海人民出

版社ꎬ ２００７ 版ꎬ 第 １８０ 页ꎮ



“一带一路” 倡议下中国与土耳其的战略合作　

和土耳其经济能力有限等问题让安卡拉很难进一步加强与该地区国家的合作ꎮ
因此ꎬ 土耳其针对该地区提出的一些重大项目设想尚未能够实现ꎮ”① 其二ꎬ
近年来ꎬ 中、 土双边贸易额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ꎬ 且归因于两国货物贸易结

构②ꎬ 土耳其对中国贸易赤字进一步扩大③ꎬ 这成为中土经济关系的首要问

题ꎮ 土耳其政府意识到短期内很难扭转上述状况ꎬ 需借助 “丝绸之路” 概念ꎬ
与中国发展包括跨国直接投资在内的多样化经济关系ꎬ 以期成为减少土耳其

与中国贸易逆差的主要途径ꎮ
就 «愿景与行动» 的具体合作领域而言ꎬ 土耳其似可成为中方落实 «愿

景与行动» 中 “合作与重点” 部分愿景的重要抓手ꎮ 这主要基于以下事实:
在 “设施联通” 方面ꎬ 特别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 “一带一路” 建设

的优先领域ꎮ 一方面ꎬ 土耳其在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强烈的资金和技术

需求ꎬ 该国基建市场在中国相关企业看来潜力巨大ꎮ 另一方面ꎬ 土耳其是欧

亚大陆交界处的关键节点ꎬ 是中东地区重要的交通与能源枢纽: 土耳其连接

的欧洲 “Ｅ８０”、 “Ｅ９０” 公路可直通伦敦ꎬ “一带一路” 倡议多条计划路线也

都经过该国④ꎬ 如 “一带一路” 铁路成功延伸至土耳其ꎬ 并与土耳其计划中

的 “东西高铁” 对接ꎬ 将实现中国与中亚、 西亚、 北非、 东欧的全面联通ꎬ
打通 “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 的运输大通道ꎻ 土耳其还是中东、 中亚与里海

地区的石油天然气输往欧洲的通道ꎮ 未来ꎬ 土耳其依然是联通 “丝绸之路经

济带” 各部分基础设施的重要桥梁ꎮ
对于 “贸易畅通” 部分ꎬ «愿景与行动» 强调: 投资贸易合作是 “一带

一路” 建设的重点内容ꎮ 中国是土耳其第三大贸易伙伴ꎬ 土耳其外贸部专门

推出 “中国市场促进计划”ꎬ 扩大对中国商品出口的多样性ꎮ ２０１３ 年ꎬ 中国

３７

①

②

③

④

Ｓｅｌçｕｋ Çｏｌａｋｏｇｕꎬ “Ｔｈｅ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Ｓｉｎｏ －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Ｗｅｅｋｌｙ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３０ꎬ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４ 年ꎬ 土耳其出口中国的前三大产品分别是矿产品、 化工产品、 纺织品及原料ꎮ 其中ꎬ 矿

产品占到对中国出口总额的 ６２ ９％ ꎮ 而土耳其则主要从中国进口机电产品、 纺织品、 贱金属及制品ꎮ
其中ꎬ 机电产品约占了从中国进口量的一半ꎮ

２０１４ 年ꎬ 土方对中方逆差 ２２０ ２ 亿美元ꎬ 增长 ４ ４％ꎮ 中国为土耳其第 １９ 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

进口来源地ꎬ 同时也依然是土耳其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ꎬ 该逆差额占同年土耳其总贸易逆差的 ２６ ２％ꎮ
参见 «国别贸易报告: ２０１４ 年土耳其货物贸易及中土双边贸易概况»ꎬ 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ｃｏｕｎｔｒｙｒｅｐｏｒｔ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ｒｅｃｏｒｄ / ｖｉｅｗ１１０２０９ ａｓｐ? ｎｅｗｓ＿ ｉｄ ＝ ４２７８０ꎬ ２０１５ － ０６ － １４ꎮ

Ｇöｋçｅｒ Ｔａｈｉｎｃｉｏｇｌｕꎬ “ＹｅｎｉＩｐｅｋＹｏｌｕｉçｉｎＴüｒｋｉｙｅｋｉｌｉｔｏｌａｃａｋ (土耳其将成为新丝绸之路的关键)”ꎬ
Ｍｉｌｌｉｙｅｔ ( 土耳其 « 民族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ｉｌｌｉｙｅｔ ｃｏｍ ｔｒ / ｙｅｎｉ － ｉｐｅｋ － ｙｏｌｕ － ｉｃｉｎ － ｔｕｒｋｉｙｅ ｋｉｌｉｔ /
ｅｋｏｎｏｍｉ / ｄｅｔａｙ / ２０５０１１４ /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５ － ０７ －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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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与土耳其的进出口总额达到 １ ６ 亿美元ꎬ 同比实现 １２１％的增长ꎮ 中国与

土耳其在 “一带一路” 上紧密合作ꎬ 有利于落实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ꎮ 此

外ꎬ 土耳其自身经济发展成就较突出ꎬ 且长期致力 “入欧”ꎬ 与西方国家经济

制度联系密切ꎻ 该国多年来致力于地区贸易便利化ꎬ 已产生了 “驿站计划”
等区域性成果ꎮ 未来ꎬ 包括中国在内的 “丝绸之路” 沿线投资者都可以较便

利地进入土耳其周边拥有 １５ 亿人口、 综合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２５ 万亿美元、
国际贸易额达到 ８ 万亿美元的潜在市场ꎮ①

“资金融通” 是 “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要支撑ꎮ 土耳其既有强烈的资金

需求ꎬ 也能提供一定的合作基础ꎮ 该国银行业发达ꎬ 资本流通自由ꎬ 其证券

交易所曾名列世界第五位ꎬ 是伊斯兰世界中金融业较为发达的国家ꎮ 土耳其

已经申请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ꎻ ２０１４ 年ꎬ 中国工

商银行收购了土耳其纺织银行 (Ｔｅｋｓｔｉｌｂａｎｋ) ７５ ５％的股份ꎬ 中、 土两国在金

融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有了新进展ꎮ 未来ꎬ 中、 土在 “一带一路” 倡议下的

货币合作ꎬ 不仅有利于推进两国贸易投资关系ꎬ 还有助于人民币在中东地区

的流通ꎮ
在 “民心相通” 方面ꎬ «愿景与行动» 强调: 人文交流与合作是 “一带

一路” 建设的社会根基ꎮ 土耳其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ꎬ 近年来ꎬ 赴土耳其旅

游的中国游客人数不断增长ꎬ 增长势头持续而迅猛ꎬ 双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ꎮ
需特别指出的是ꎬ 凭借多重的身份认同和世俗化的 “土耳其模式”ꎬ 土耳其与

伊斯兰、 基督教文明均关系密切ꎬ 有利于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亚欧各文明ꎬ
特别是中华文明与伊斯兰世界间的交流ꎮ 以中国与中亚里海国家关系为例ꎬ
中国尽管存在明显的技术、 资金吸引力ꎬ 却由于文化差异ꎬ 远不及土耳其与

这些国家的交流深入ꎮ 中国要切实推动并长期保证 “一带一路” 倡议的落实ꎬ
有必要重视土耳其在文化沟通方面的独特作用ꎮ

综上ꎬ 我们可以看出ꎬ 凭借着独特的区位优势、 文化传统、 多重身份ꎬ
土耳其在促进欧亚大陆各国的政策沟通上ꎬ 有关键的 “中间者” 地位ꎬ 可以

帮助中国拉近与倡议沿线国家ꎬ 甚至一些域外大国的距离ꎮ 土耳其的 “新丝

绸之路” 计划与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的 “互联互通” 概念较为契合ꎬ 双方

４７

①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土耳其 (２０１４ 年版)»ꎬ 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ｆｅｃ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ｇｂｚｎ / ｕｐｌｏａｄ / ｔｕｅｒｑｉ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５ － ０７ － １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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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贸投资、 人文领域合作有较稳固的基础ꎬ 在一些具体合作项目上也已经

达成一致ꎬ 甚至获得 “早期收获成果”①ꎮ 两国在 “一带一路” 倡议中的合

作ꎬ 有利于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政策与战略对接ꎬ 为打造互利共

赢的 “利益共同体” 和共同发展繁荣的 “命运共同体” 指明方向ꎮ 此外ꎬ 中

方 “一带一路” 倡议在合作范围、 参与国家数目、 国家实力上ꎬ 都远超土方

倡议ꎬ 而且前者极具开放性ꎬ 依然会依靠沿途现存的合作机制来实现ꎬ 不会

造成战略重叠与竞争ꎮ 因此ꎬ 笔者认为ꎬ 土耳其既有意愿ꎬ 也有能力将其相

关战略与中方倡议对接ꎬ 推进双方在 “一带一路” 倡议框架下的务实合作ꎻ
也只有在这种合作下ꎬ 土方会增大实现 “新丝绸之路” 计划成功的可能性ꎮ
加强政策沟通是 “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要保障ꎮ ２０１１ 年ꎬ 中国从利比亚大撤

侨ꎬ 就将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作为中转站ꎬ 得到土耳其政府及航空公司的大力

支持ꎮ②

中国与土耳其都是有着古老文明和强劲经济发展活力的新兴发展中国家ꎬ
如将 “丝绸之路经济带” 设想看作亚欧大陆沿途国家通过 “互联互通” 共同

拓展国家生存空间需求的集中反映ꎬ 我们则不难理解土耳其在亚欧大陆也提

出了类似的战略——— “新丝绸之路” 计划ꎮ 因此ꎬ 在分析土耳其对 “一带一

路” 倡议的反应之前ꎬ 笔者首先分析了土耳其在相近区域的国家战略ꎬ 以更

好地从土耳其的角度理解 “一带一路” 倡议ꎬ 进而分析中、 土两国合作的机

遇与风险ꎮ

土耳其各界对于 “一带一路” 倡议的反应及其原因

目前ꎬ 土耳其政府已经任命科莱踏雅革尔 (Ｋｏｒａｙ Ｔａｙｇａｒ) 大使为中土

５７

①

②

例如ꎬ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５ 日ꎬ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连接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与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之间

的高速铁路二期工程顺利通车ꎬ 这是中国企业在海外建成的第一条高铁ꎬ 标志着中土双边经贸合作的深

入发展ꎬ 也是 “一带一路” 倡议的早期收获成果ꎮ 参见 «中国企业承建土耳其高铁顺利通车»ꎬ 载中华

人民共和国驻土耳其共和国大使馆网站: ｈｔｔｐ: / / ｔ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ｍｂａｓｓｙ ｏｒｇ / ｃｈｎ / ｚｔｇｘ / ｔ１１８０４１３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５ －０７ －
０２ꎮ ２０１４ 年ꎬ 中国工商银行收购了土耳其银行 (Ｔｅｋｓｔｉｌｂａｎｋ) ７５ ５％的股份ꎬ 为两国企业提供更便利的金

融服务ꎮ Ｓｅｅ Ｇüｌ Ｔａşｔı: “Çｉｎ’ ｄｅｎ ｇｅｌｅｎ ｙａｔıｒıｍ ｙüｚｄｅ ４７ ａｒｔｔı (中国在土投资增长了 ４７％ )”ꎬ Ｄüｎｙａ (土
耳其 «世界报»)ꎬ ８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４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ｕｎｙａ ｃｏｍ / ｃｉｎｄｅｎ － ｇｅｌｅｎ － ｙａｔｉｒｉｍ － ｙｕｚｄｅ － ４７ － ａｒｔｔｉ －
２４０９６１ｈ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５ － ０７ － ０２

«近千名从利比亚撤离的中国公民经土耳其回国»ꎬ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１ －
０３ / ０２ / ｃ＿ １３７５６３３７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５ － ０９ － ０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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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问题特使ꎬ 由此可见土耳其方面对中土丝路合作的强烈兴趣ꎮ 但是就土

耳其国内各界舆情而言ꎬ 该国政界、 商界、 学界与公众对 “一带一路” 反应

不一ꎮ
土耳其官方对于 “一带一路” 为土耳其带来的经济机会ꎬ 特别是基础设

施建设的机遇充满期待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ꎬ 在伊斯坦布尔新马尔马拉海底隧道开

通仪式上ꎬ 时任土耳其总统的居尔表示ꎬ “新丝绸之路” 不会止于土耳其与中

国之间ꎬ 将延伸到西方ꎬ 扩大贸易ꎬ 促进参与国共同繁荣ꎮ① 现任土耳其总理

达乌特奥卢、 副总理巴巴詹和交通部长曾多次表示ꎬ 土耳其愿意积极融入

“一带一路” 建设ꎬ 真诚且迫切地期待与中方在铁路领域开展合作ꎬ 希望 “东
西铁路” 早日取得实质性进展ꎮ 但与此同时ꎬ 土方也有官员持谨慎态度ꎬ 表

示土耳其需要了解更多中国提出 “一带一路” 倡议的意图ꎬ 同时考察中国与

“一带一路” 倡议有关的实际行动ꎮ②

土耳其商界认为ꎬ 虽然中、 土两国在纺织品等行业上有竞争关系ꎬ 但由

于中国是其巨大的商品市场和投资来源地ꎬ 因此两国在 “一带一路” 倡议下

合作会产生很多商机ꎮ ２０１４ 年ꎬ 土耳其菲巴集团 ( ＦＩＢＡ Ｇｒｏｕｐ) 和特克

莫 (Ｔｕｒｋ Ｍａｌｌ)公司在中国辽宁省沈阳市建有星摩尔购物广场项目ꎬ 这是目前

土耳其在中国金额最大的单笔投资 (２ ５ 亿美元)ꎮ 土耳其菲巴集团土耳其籍

首席执行官白浪 (Ｂüｌｅｎｔ Ｕｌｕｓｏｙ) 先生表示ꎬ 他和很多在中国生活的土耳其人

曾就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 倡议有过交流ꎬ 在华土耳其人都希望包括土耳

其在内的国家能重视这一倡议ꎬ 积极地参与其中ꎮ③ 一些土耳其企业家希望

中、 土两国之间纺织品、 食品的进出口能因此变得更为顺畅ꎮ 土耳其伊尔斯

亚斯 (Ｅｒｃｉｙａｓ) 钢管公司副主席埃姆雷 (Ｅｍｒｅ Ｅｒｃｉｙａｓ) 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进一步表示ꎬ 希望沿线国家都能参与其中ꎬ 加强合作ꎬ 达成具有协调作用

的会议机制ꎬ 并简化各国签证政策ꎮ
土耳其学界也对 “一带一路” 表达了较明显的渴望ꎮ 土耳其外交部战略

６７

①

②

③

“Ｃｕｍｈｕｒｂａşｋａｎı Ｇüｌ'üｎ Ｍａｒｍａｒａｙ ａçıｌış ｋｏｎｕşｍａｓı (总统居尔在伊斯坦布尔马尔马拉海底隧道开幕

式上发表的演讲)”ꎬ ＴＲＴꎬ ２９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４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ｒｔｈａｂｅｒ ｃｏｍ / ｖｉｄｅｏｌａｒ / ｃｕｍｈｕｒｂａｓｋａｎｉ － ｇｕｌｕｎ －
ｍａｒｍａｒａｙ － ａｃｉｌｉｓ － ｋｏｎｕｓｍａｓｉ －２０１６８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５ －０７ －１２

Ｓｅｒｋａｎ Ｄｅｍｉｒｔａş: “Çｉｎ’ ｄｅｎ ‘ ｓｔｒａｔｅｊｉｋ’ Ｉｐｅｋ Ｙｏｌｕ ｈａｍｌｅｓｉ (中国有 “战略性” 的丝绸之路行

动)”ꎬ Ｈüｒｒｉｙｅｔꎬ ５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４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ｕｒｒｉｙｅｔ ｃｏｍ ｔｒ / ｅｋｏｎｏｍｉ / ２６７４４９８８ ａｓｐꎬ ２０１５ － ０７ － １５ꎮ
« “希望在中国再待 １０ 年” 土耳其企业家看” 一带一路” 倡议»ꎬ 载人民网: 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 / ２０１４ / ０９２０ / ｃ３８７６０２ － ２５７００２２８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５ － ０８ － ０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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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 ( ＳＡＭ) 兼土耳其国际战略研究所 ( ＵＳＡＫ) 顾问克拉克格

鲁 (Ｓｅｌçｕｋ Çｏｌａｋｏｇｌｕ)教授认为ꎬ 土耳其和中国是两个最渴望复兴 “丝绸之

路” 的国家ꎬ 在 “丝绸之路经济带” 相关自由贸易协定的促进下ꎬ 两国人民

的生活水准将获得大大提高ꎮ 而且ꎬ 国家之间创建共同的 “福利区”ꎬ 能消除

各国民众间的障碍ꎮ①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ꎬ 在中、 土官方共同主办的 “共建

‘一带一路’: 历史启示与时代机遇” 的国际研讨会上ꎬ 土耳其海峡大学亚洲

研究中心主任阿迪里 (Ａｌｔａｙ Ａｔｌı) 认为ꎬ “新丝绸之路” 使国与国之间关系更

加密切ꎬ 特别是陆上交通通道的建设对土耳其尤为重要ꎮ 实现互联互通固然

重要ꎬ 但 “一带一路” 建设不应局限于此ꎬ 还要发展 “经济带”ꎬ 形成经济

共同体ꎮ
值得关注的是ꎬ 土耳其普通公众对 “一带一路” 倡议了解甚少ꎬ 其中也

不乏质疑之声ꎮ 例如ꎬ 土耳其著名报纸 «自由报» (Ｈüｒｒｉｙｅｔ) 评论员德米尔

塔斯 ( Ｓｅｒｋａｎ Ｄｅｍｉｒｔａş) 在其撰写的 «中国通过丝路踏入中亚是战略性举

动»② 一文中表示ꎬ 土耳其虽从正面评估这一项目ꎬ 但同时也需持谨慎态度ꎬ
需要进一步了解中国在具体举动背后的意图ꎮ 总体看来ꎬ 土耳其民众更关注

欧洲或周边国家的新闻ꎬ 而有关中国的信息大多来自西方媒体ꎬ 或数量有限

的生活在土耳其的中国维吾尔族人ꎮ 因此ꎬ 土耳其民众对中国的关注点更多

聚焦所谓的 “维吾尔问题”③ꎬ 对 “一带一路” 倡议及可能带来的利益认知则

十分有限ꎮ
总体而言ꎬ 土耳其各界对 “一带一路” 的反应是积极而有建设性的ꎬ 但

在看好土耳其参与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的前景的同时ꎬ 我们也不能忽略土

方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引致的冷漠甚至误解ꎬ 这可能构成双方合作的风险ꎮ 笔

者认为ꎬ 中土新丝绸之路合作中影响土耳其反应的主要因素ꎬ 可用 “欧亚主

义” 来概括ꎮ
欧亚主义ꎬ 来源于 １９ 世纪 ２０ 年代的俄国思潮ꎬ 即认为本国 “既非欧洲

７７

①
②

③

[土耳其] 克拉克格鲁: «中国经济准备步入新常态»ꎬ 载 «法制晚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９ 日ꎮ
Ｓｅｒｋａｎ Ｄｅｍｉｒｔａş: “ Çｉｎ’ ｄｅｎ ‘ ｓｔｒａｔｅｊｉｋ’ Ｉｐｅｋ Ｙｏｌｕ ｈａｍｌｅｓｉ (中国的 “战略性” 丝绸之路行

动)”ꎬ Ｈüｒｒｉｙｅｔ ( 土 耳 其 « 自 由 报 »)ꎬ Ｊｕｌｙ ５ꎬ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ｕｒｒｉｙｅｔ ｃｏｍ ｔｒ / ｅｋｏｎｏｍｉ /
２６７４４９８８ ａｓｐꎬ ２０１５ － ０７ － ０５

近期ꎬ 土耳其媒体有关 “中国新疆禁止穆斯林宗教活动” 的不实报道ꎬ 引发了土耳其境内多

起反华游行ꎻ 中国国内民调也显示ꎬ 超过六成的网民对土耳其印象呈负面ꎮ Ｓｅｅ ｈｔｔｐ: / / ｗａｒ １６３ ｃｏｍ /
１５ / ０７０９ / ０８ / ＡＵ２Ｎ４ＪＨＥ０００１４ＯＭＤ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５ － ０７ －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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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ꎬ 也非亚洲国家ꎬ 而是处于欧亚之间ꎬ 是连接欧亚文明的桥梁”ꎮ① 地跨

两大洲的土耳其也在欧亚主义 (土耳其语: Ａｖｒａｓｙａｃıｌıｋ) 理念下痛苦地摇摆ꎮ
土耳其与中亚、 中东地区历史上就有着文化、 语言联系ꎬ 土耳其人倾向于认

为自己是东方人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ꎬ 土耳其政治上认定自己是欧洲国家ꎬ
制度上向西方靠拢ꎬ 多年来致力于加入欧盟ꎮ 但由于其希望成为一个地区大

国ꎬ 与欧洲盟友在外交政策上的裂痕逐渐增加ꎬ 土耳其只好把注意力重新放

回亚欧之间ꎮ
冷战结束后ꎬ “欧亚主义” 思潮在土耳其复兴ꎬ 在对外政策中发挥着重要

影响ꎬ 该国外交政策试图从 “向西看” 变为既 “向西看” 又 “向东看”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土耳其总理达乌特奥卢 (Ｄａｖｕｔｏｇｌｕ) 在其著作 «战略纵深: 土耳其

的国际地位» 中明确表示ꎬ 冷战后ꎬ 特别是 “九一一” 事件后ꎬ 土耳其已

从一个 “边疆国家” 变成一个 “中枢国家”、 “桥梁国家”ꎬ 要为临近地区提

供安全和稳定ꎮ② 该思想直接影响了土耳其的外交战略ꎬ 自此土耳其全方位扩

展了自己在中东、 中亚地区的政治、 经济、 文化影响力ꎮ
鉴于此ꎬ 历史上的 “泛突厥主义” 和 “泛伊斯兰主义” 再度成为土耳其

在中亚扩展影响力的工具ꎮ 土耳其人认为ꎬ 作为突厥西迁部落的一支ꎬ 他们

依然保留了突厥的语言和文化ꎬ 现代土耳其语作为突厥语族的重要方言之一ꎬ
与中亚吉尔吉斯语、 乌兹别克语、 土库曼语、 阿塞拜疆语等数十种语言同属

一个语族ꎮ 而且ꎬ 土耳其人与上述中亚民族都信仰伊斯兰教ꎬ 因此ꎬ 土耳其

自认是一个与中亚地区有重要文化、 语言、 种族和历史联系的国家ꎬ 进而在

中亚推行经济 － 文化上的泛突厥、 泛伊斯兰主义ꎮ 目前ꎬ 土耳其已加入不少

跨区域的欧亚合作机制ꎬ 如经济合与作组织、 土耳其 － 欧亚业务委员会和突

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等ꎬ 这些组织也有助于提升中亚在欧亚大陆上的联通

作用ꎮ

８７

①

②

粟瑞雪: «俄罗斯学者关于欧亚主义问题研究综述»ꎬ 载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２００６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７７ 页ꎮ

达乌特奥卢指出ꎬ 冷战之前与之后土耳其的地缘政治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在冷战期间

的全球关系网地图上ꎬ 土耳其被看成是一个边疆国家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ꎬ 是最为重要的北约成员之一ꎬ
是西方阵营遏制苏联阵营的南大门ꎻ 冷战后ꎬ 土耳其主要被看成是一个沟通东西方的 “桥梁国家”
(ｂｒｉｄｇ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ꎻ 在后 “九一一” 时代ꎬ 土耳其已经成为一个 “中枢国家”ꎮ 从地区影响力来看ꎬ
土耳其是一个中东、 巴尔干、 高加索、 中亚、 里海、 地中海、 海湾以及黑海国家ꎮ 因此ꎬ 土耳其应该

抛弃其作为边缘国家的地位ꎬ 追求新地位: 不仅为自己ꎬ 还要为临近地区提供安全与稳定ꎮ Ｓｅｅ
Ｄａｖｕｔｏｇｌｕꎬ “Ｓｔｒａｔｅｊｉｋ Ｄｅｒｉｎｌｉｋ: Ｔüｒｋｉｙｅ’ ｎｉｎ Ｕｌｕｓｌａｒａｒａｓı Ｋｏｎｕｍｕ”ꎬ Ｉｓｔａｎｂｕｌ: Ｋüｒｅꎬ 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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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ꎬ 土耳其对中东国家也实施了更加全面的外交政策ꎮ 土耳其已

与黎巴嫩、 约旦等国建立高层磋商机制ꎬ 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和阿拉伯联盟举

行经常性战略对话ꎬ 还与埃及、 约旦、 摩洛哥、 叙利亚、 突尼斯等国家签署

了大量经济协定ꎮ 土耳其还坚持发展与伊朗的双边关系ꎬ 协调两国在政治、
经济、 文化和地区事务等领域合作ꎮ① 此外ꎬ 土耳其也努力调解以色列和叙利

亚②、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③之间的关系ꎮ 上述政策不仅使 “土耳其模式” 一度

成为阿拉伯国家关注的目标ꎬ 也显著促进了土耳其对外贸易: ２００２ 年到 ２０１３
年之间ꎬ 中东国家与欧盟国家同为土耳其最主要的贸易对象ꎬ 土耳其对二者

的出口总额多年占该国总出口额的 ７０％ 以上ꎮ④ 而且ꎬ 相对于欧盟ꎬ 土耳其

对中东国家的出口逐年快速增加ꎬ 在短短的 １２ 年内增长了近 １０ 倍ꎬ 远远超

过对欧盟国家的出口额ꎮ⑤

综合前文对土耳其地缘政治经济地位的分析ꎬ 笔者认为ꎬ 土耳其对欧亚

大陆的重视可间接促进中、 土在 “一带一路” 框架下的合作ꎮ 然而ꎬ 上述地

缘政治经济思想同时也对土耳其、 对中土关系造成了负面冲击ꎮ 其一ꎬ 在

“泛突厥主义” 和 “泛伊斯兰主义” 的旗帜下ꎬ 一些土耳其人认为他们与中

国新疆境内的维吾尔族人有 “同胞” 关系ꎬ 土耳其境内也有人同情 “东突”
势力ꎬ 中土两国关系较容易被极端主义者煽动所破坏ꎮ 其二ꎬ 欧亚大陆自麦

金德时代起ꎬ 就被称为 “心脏地带”ꎬ 至今是大国势力角逐之地ꎬ 且大国在该

地有战略冲突ꎮ 土耳其虽然近年来与美国关系有所疏远ꎬ 但作为美国的盟友、
北约的成员ꎬ 其在中亚拓展影响力的过程中一直有美国、 北约的支持ꎮ 一旦

中、 美、 俄等大国特别是北约与中国在中亚的战略发生冲突ꎬ 土耳其就可能

陷入尴尬局面ꎬ 这从北约阻挠且导致中、 土导弹贸易谈判艰难一事可见一斑ꎮ
因此ꎬ 来自域外大国势力的阻挠可能削弱土耳其参与 “一带一路” 倡议合作

的动力ꎮ 其三ꎬ 该国近年在中东、 中亚地区 “有所作为”ꎬ 已经引起争议: 自

９７

①

②

③
④
⑤

Ａｌｅｘｅｉ Ｂａｒｒｉｏｎｕｅｖｏꎬ ŞｅｂｎｅｍＡｒｓｕ: “Ｂｒａｚｉｌ ａｎｄ Ｔｕｒｋｅｙ Ｎｅａｒ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Ｉｒａｎ”ꎬ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 Ｍａｙ １６ꎬ ２０１０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０ / ０５ / １７ / ｗｏｒｌｄ /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 / １７ｉｒａｎ ｈｔｍｌ? ＿ ｒ ＝ ０ꎬ
２０１５ － ０７ － ０８

Ｐｅｔｅｒ Ｗａｌｋｅｒꎬ “ Ｓｙｒｉａ ａｎｄ Ｉｓｒａｅｌ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ｌｙ Ｃｏｎｆｉｒｍ Ｐｅａｃｅ Ｔａｌｋｓ”ꎬ Ｍａｙ ２１ꎬ ２００８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０８ / ｍａｙ / ２１ / ｉｓｒａｅｌａｎｄｔｈｅ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ｓ ｓｙｒｉａꎬ ２０１５ － ０７ － ０９ꎮ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３０ 日ꎬ 土耳其举行土耳其 － 阿富汗 － 巴基斯坦峰会ꎬ 三国总统出席ꎮ
参见土耳其官方国家统计局 (ＴＵＩＫ) 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ｕｉｋ ｇｏｖ ｔｒꎬ ２０１５ － ０７ － ０９ꎮ
同上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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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 年中东变局发生以来ꎬ 土耳其对伊斯兰事务的积极干涉ꎬ 引来阿拉伯联

盟的点名批评①ꎻ 叙利亚内战开始后ꎬ 土耳其与叙利亚关系围绕着库尔德人问

题急转直下ꎬ 引发多次地缘政治动荡ꎻ 中亚国家也开始警惕土耳其的渗透ꎮ
如果土耳其与中国加强合作ꎬ 经济实力增强ꎬ 有可能引起这些地区对政治平

衡进一步改变的恐惧ꎮ
不过ꎬ 由于中、 土两国都重视多元化、 务实主义和睦邻外交ꎬ 都有运用

经济外交战略从周边国家开始扩大联系网络、 进而打造广阔的地区平衡的想

法ꎬ② 因此ꎬ 从历次中土关系波动看来ꎬ 虽然土耳其政府对 “东突问题” 的

态度偶有反复ꎬ 中、 土两国在一些议题上也有分歧ꎬ 但最终仍能达成共识ꎮ
中、 土双方合作利大于弊ꎬ 现存地缘政治经济关系的负面因素不会根本改变

两国关系的方向ꎬ 中方的 “一带一路” 倡议可谓与土耳其长久的想法不谋而

合ꎬ 相信两国在具体合作中能够妥善处理分歧ꎮ

中国和土耳其在 “一带一路” 合作中的机遇与风险

中、 土在 “一带一路” 合作中拥有诸多机遇ꎬ 这些机遇既与国家战略目

标的兼容性有关ꎬ 也源自经济互补性带来的市场需求ꎮ 同时ꎬ 机遇背后仍存

在一些潜在风险ꎬ 这些风险来自国家、 市场、 社会等各领域ꎮ
土耳其的经济远景是: 在 ２０２３ 年跻身世界前十大经济体ꎬ 贸易总额超过

１０ ０００ 亿美元ꎬ 其中出口总额超过 ５ ０００ 亿美元ꎬ 因而ꎬ 土耳其拥有巨大的贸

易与投资需求ꎮ 而中国正在全面深化改革ꎬ 推动西部大开发ꎮ 因而ꎬ 双方都

在寻找推动合作的 “新抓手”ꎮ “一带一路” 建设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困扰中

土关系的贸易不平衡问题ꎬ 并为双方进一步合作开拓广阔的前景ꎮ
笔者认为ꎬ 就具体合作领域来说ꎬ 双方未来可以探索以下五方面的合作ꎮ

其一是交通合作ꎮ 土耳其现有高铁、 传统铁路线路基本完备ꎬ 但不够密集ꎬ
还需要大量投资ꎮ 土耳其国家战略目标指出ꎬ 在 ２０２３ 年前ꎬ 政府要新建高铁

０８

①

②

据土耳其媒体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报道ꎬ 土耳其外交部部长于 ３ 月 ３１ 日否认了阿拉伯联盟秘书

长阿拉比于前几日发表的讲话ꎬ 阿拉比在讲话中指控土耳其干涉阿拉伯国家内政事务ꎬ 动摇其稳定局

势ꎮ 参见 «阿拉伯国家指控土耳其干涉其内政　 土予以否认»ꎬ 载网易新闻: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１６３ ｃｏｍ /
１５ / ０４０２ / ０９ / ＡＭ６ＥＲＯＯＤ０００１４ＪＢ６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５ － ０９ － ２８ꎮ

Ｒｏｂｅｒｔ Ｒ Ｂｉａｎｃｈｉꎬ “Ｃｈｉｎａ －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Ｏｂａｍａ’ｓ Ｐｉｖｏｔ ｔｏ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ꎬ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ｐｏｒｔ ４９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１１２ － 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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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一万公里 (包括贯穿国境东西的高铁)ꎬ 新建一般铁路近 ５ ０００ 公里ꎬ 新

建公路 １４ ０００ 公里①ꎬ 拟将至少一个国内港口建设成世界十大港口ꎮ② 伦敦国

际商业监测公司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预计ꎬ 从 ２０１１ 年到 ２０１６ 年ꎬ
土耳其运输部门产值每年将增长 １１％ ꎮ 土耳其经济部副部长接受中国媒体采

访时表示: “近年来ꎬ 土耳其已经对铁路做出重要规划ꎬ 并重绘了国内交通系

统路线图ꎬ 这些交通运输规划大约需要 ３ ５００ 亿美元的投资ꎮ”③ 与此同时ꎬ
中国高铁技术全球领先ꎬ 继土耳其安卡拉 － 伊斯坦布尔高速铁路二期工程后ꎬ
已与土耳其开始了 “东西高铁” 建设工程的合作ꎮ 在未来ꎬ 两国的铁路还有

望完善连接中国与伦敦的全球贸易高速公路ꎮ④

其二是能源合作ꎮ 过去十年里ꎬ 土耳其成为世界能源市场需求增长最快

的国家之一ꎮ 然而ꎬ 由于国内可利用的主要能源有限ꎬ 土耳其能源缺口日益

扩大ꎬ 能源对外依存度日益增加ꎮ⑤ ２０１３ 年ꎬ 土耳其本国只能提供所需能源

的 ２６％ ꎬ 其余由进口满足ꎬ 土耳其每年大约要花费 ６００ 亿美元进口化石燃料ꎮ
在电力方面ꎬ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ＥＢＲＤ) 指出ꎬ 该国人均用电量仍远低于欧

盟平均水平ꎮ 因此ꎬ 土耳其正在谋求发展核能电站ꎬ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ꎮ 相

比之下ꎬ 中国核电技术具有明显优势ꎮ 中国迈哲华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Ｔｈｅ Ｍａｒｔｅｃ Ｇｒｏｕｐ) 咨询总监曹寅表示ꎬ “一带一路” 上有核电建设需求的国

家相当多ꎬ 不只是土耳其ꎬ 中国核电早已成功进入巴基斯坦、 哈萨克斯坦和

东南亚国家ꎬ “一带一路” 上的国家核电巨大的需求ꎬ 都将成为中国核电设备

输出的机遇ꎮ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ꎬ 中国国家核电与美国西欧公司联手进入了土耳

其第三座核电站建设的排他性协商ꎮ⑦ 中、 土两国在风能、 太阳能上也有诸多

１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徐颖: «土耳其官员谈新丝路: 应先建铁路网络»ꎬ 载 «瞭望东方周刊»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 日ꎮ
“Ｉｓｔａｎｂｕｌ'ａｍüｔｈｉşｐｒｏｊｅｌｅｒ (伊斯坦布尔的不凡项目)”ꎬ ２４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ꎬ Ｓａｂａｈ (土耳其 «晨

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ａｂａｈ ｃｏｍ ｔｒ / ｅｋｏｎｏｍｉ / ２０１３ / ０９ / ２４ / ｉｓｔａｎｂｕｌａ － ｍｕｔｈｉｓ － ｐｒｏｊｅｌｅｒꎬ ２０１５ － ０７ － ２０
徐颖: 前引文ꎮ
Ａｎｎａ Ｂｅｔｈ Ｋｅｉｍꎬ Ｓｕｌｍａａｎ Ｋｈａｎ: “Ｃ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ｕｒｋｅｙ Ｆｏｒｇｅ ａ Ｎｅｗ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ꎬ ＹａｌｅＧｌｏｂａｌꎬ

１８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３ꎬ ｈｔｔｐ: / / ｙａｌｅｇｌｏｂａｌ ｙａｌｅ ｅｄｕ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ｃａｎ － ｃｈｉｎａ － ａｎｄ － ｔｕｒｋｅｙ － ｆｏｒｇｅ － ｎｅｗ － ｓｉｌｋ － ｒｏａｄꎬ
２０１５ － ０７ － １２

“Ｔｕｒｋｅｙ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ＰＷＣ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ｂｒｄ ｃｏｍ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 /
ｌｏａｎｓ / １４ｂ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５ － ０８ － ０１

«中美联手签署土耳其核电合作备忘录»ꎬ 载东方财富网: 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ｅａｓｔｍｏｎｅｙ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１３５１ꎬ ２０１４１１２６４５０００９９８７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５ － ０８ － ０１ꎮ

«国家核电联手美国西屋拿下土耳其核电项目»ꎬ 载中国电力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ｐｏｗｅｒ
ｃｏｍ ｃｎ / ｎｅｗｓ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１２２４ / ｎｅｗ１２２４４２２ ａｓｐꎬ ２０１５ － ０８ － ０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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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合作ꎮ “一带一路” 将促使中土合作提速ꎬ 携手建设能源走廊ꎮ①

其三是经贸合作ꎮ 根据国际经济学理论ꎬ 如果资本主要流入出口部门ꎬ
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间存在互补性ꎮ 中、 土两国不平衡与竞争性并存的贸易

结构ꎬ 以及土耳其储蓄率偏低的现状②ꎬ 使严重的贸易逆差问题难以仅通过贸

易手段来解决ꎻ 促进两国在出口部门的相互投资ꎬ 特别是中国对土耳其的投

资ꎬ 是减少贸易逆差、 减少对方国家同行 “威胁” 的捷径ꎮ 此外ꎬ ２０１５ 年土

耳其与欧盟提升了关税同盟协定③ꎬ 中国制造商可以通过在土耳其投资ꎬ 利用

土耳其生产要素价格相对低廉的优势ꎬ 更有竞争力地瞄准欧盟市场ꎬ 或反向

出口中国市场ꎬ 中、 土纺织企业也可以借此在土耳其联手ꎬ 共同获益ꎬ 减少

冲突ꎮ 土耳其副总理阿里巴巴詹也曾表示ꎬ 两国可以在土耳其建立一个经

贸合作区ꎮ 此外ꎬ 随着土耳其人民币结算的普及ꎬ 两国间的投资额也可能

增加ꎮ
其四是文化旅游合作ꎮ “一带一路” 倡议有利于中、 土双方开展文化合

作ꎮ 除旅游、 影视外ꎬ 教育是值得关注的合作新领域ꎮ 目前ꎬ 两国政府正在

积极推动 «中土关于互设文化中心的协定»、 «中土相互承认学历认证协议»
及 «中土 ２０１４ 至 ２０１７ 年文化交流计划» 等合作协议的签订ꎮ 这些协议将有

力推动两国文化领域合作不断深入ꎬ 为两国在艺术、 教育科技、 传媒和青年

体育方面的全方位多层次、 多渠道交流与合作描绘美好蓝图ꎮ④ 一些土耳其学

者已经提议ꎬ 中、 土两国可以借鉴土耳其与欧盟建立的伊拉姆斯 (Ｅｒａｓｍｕｓ)
高校学生交流计划的成功经验⑤ꎬ 在丝绸之路项目沿线国家间建立一个相似的

交流项目ꎮ
其五是多边制度合作ꎮ 在 “一带一路” 的框架下ꎬ 两国也将有更多机会

２８

①

②

③

④
⑤

高泽华: «中国驻土耳其大使: 两国可探索打造 “四大走廊”»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８ 日ꎮ
据土耳其经济智库 (ＴＥＰＡＶ) 董事总经理顾文萨克 (ＧüｖｅｎＳａｋ) 表示: “土耳其一直存在

严重的经常账户赤字问题ꎬ 这与人们的储蓄有关ꎮ 中国有很高的储蓄率ꎬ 大约为 ５０％ ꎬ 而土耳其储蓄

率则非常低ꎬ 只有 １０％ ꎬ 从来没有超过 ２０％ ꎮ” 参见潘寅茹、 王蕾第: «土耳其大选: 先拼经济 (组
图)»ꎬ 载 «第一财经日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８ 日ꎮ

«欧盟与土耳其宣布升级关税同盟协定»ꎬ 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ｊｙｊｌ / ｍ / ２０１５０５ / ２０１５０５００９７３２００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５ － ０８ － １５ꎮ

同上文ꎮ
Ｓｅｌçｕｋ Çｏｌａｋｏｇｌｕ: “Ｔｈｅ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Ｓｉｎｏ －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Ｗｅｅｋｌｙ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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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国际制度合作ꎮ 例如ꎬ 上海合作组织是当前中亚地区主要多边合作机制ꎬ
主要关注安全、 经济和能源 ３ 个领域ꎬ 近年来引起了土方的关注ꎬ 且有加入

其中的兴趣ꎮ 中、 土双方若能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开展经贸能源合作ꎬ 就

可以成为落实 “一带一路” 倡议的一部分ꎮ
然而ꎬ 如前文所述ꎬ 由于中、 土双方对 “一带一路” 的认识差异ꎬ 以及

地缘政治经济因素和两国信息不对称的存在ꎬ 两国在 “一带一路” 中的合作

也会面临诸多风险ꎮ
其一ꎬ 土耳其对 “一带一路” 倡议及落实细节认知不足ꎮ 土耳其东亚研究

权威专家、 官方智库的代表人物克拉克格鲁认为ꎬ 尽管 “丝绸之路” 是一个古

老的名词ꎬ 但 “一带一路” 倡议还不成熟ꎮ 关于 “一带一路” 框架和贯彻方

式ꎬ 不同国家间有相异的看法ꎬ 有时连对基本重点的理解都存在很大差异ꎮ① 两

国能否加强磋商、 在相关概念与政策上达成一致ꎬ 对 “一带一路” 倡议的落实

至关重要ꎮ 不过ꎬ 随着中方 «愿景与行动» 文件的推广以及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二

十国集团会议在土耳其、 中国的相继召开ꎬ 两国的政策沟通有望加强ꎮ
其二ꎬ 中、 土民间直接交流不足ꎬ 两国关系受 “东突” 问题影响较大ꎮ

“耶鲁全球” 在线网站 (Ｙａｌｅ Ｇｌｏｂａｌ) 发文指出ꎬ 丝绸之路的核心是 “民心相

通”ꎬ 两国民间的交流意愿很重要ꎮ 但据笔者观察ꎬ 中、 土两国会对方语言的人

并不多ꎮ 土耳其关于中国的消息往往是转载自西方媒体和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ꎬ
大多带有政治偏见ꎻ 而中国人也较少通过土耳其媒体直接获得有关土耳其的消

息ꎮ 加之ꎬ 一些土耳其人视中国的维吾尔族人为文化上的 “同胞兄弟”ꎬ 且该国

内有大量当地维吾尔人组织和其他一些同情 “东突” 势力的极端民族主义者、
知识分子和人权组织ꎬ 即使中、 土两国多数普通民众对对方国家都没有敌意ꎬ
但在土耳其反华组织的煽动与刺激下ꎬ 两国在对方眼中的印象都会受到损害ꎮ
根据美国知名民意测验机构皮尤研究中心 (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的调查数据ꎬ
土耳其人对中国的印象比印度人对中国的印象还要糟糕ꎬ 在二十国集团成员国

中ꎬ 土耳其是最不喜欢中国的国家ꎮ②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中国环球网的调查也表明ꎬ
土耳其反华事件发生后ꎬ 中国六成网民对土耳其态度偏负面ꎮ③ 土耳其政府虽

３８

①
②
③

[土耳其] 克拉克格鲁: «中国经济准备步入新常态»ꎬ 载 «法制晚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９ 日ꎮ
同上文ꎮ
«土耳其支持东突超六成网民对土印象呈负面»ꎬ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２１ｃｎ ｃｏｍ / ｈｏｔ / ｉｎｔ / ａ / ２０１５ / ０７０９ /

０８ / ２９７７５８７８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５ － ０９ － １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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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倾向于与中国务实合作ꎬ 埃尔多安在表达反华言论后也着力修补两国关系ꎬ
但根据以往经验ꎬ 土耳其政府在中国维吾尔民族问题上时有反复ꎬ 可能囿于国

内利益集团的压力ꎮ 因此ꎬ 未来虽然在能源、 基础设施建设等具体议题上ꎬ 中

土合作的共同利益大于冲突ꎬ 但也不排除民族、 宗教问题阻碍两国在 “一带一

路” 上的合作ꎮ 如果两国民间交流不能发展起来ꎬ 就无法实现 “一带一路” 倡

议 “五通” 中 “民心相通” 目标ꎬ 也影响其他目标的实现ꎮ
其三ꎬ 面临地缘战略竞争ꎮ 如前文所述ꎬ 土耳其在美国的支持下ꎬ 与中

国同为中亚战略博弈的利益攸关方ꎬ 视中亚为重要战略地带之一ꎬ 并分别尝

试通过历史文化和经济联系建立起对中亚的地缘战略优势①ꎬ 这也是土耳其对

上海合作组织产生兴趣的重要原因ꎮ 因此ꎬ 中、 美在中亚的博弈以及北约对

中国的军事防范ꎬ 都有可能成为限制中、 土合作的不利因素ꎮ 近年来ꎬ 土耳

其在中东地区的负面形象和周边国家对政治失衡的恐惧ꎬ 也可能使中国在该

国的形象受损ꎬ 为中、 土合作蒙上阴影ꎮ 此外ꎬ 土耳其与叙利亚的紧张关系、
因叙利亚内战而涌入土耳其国内的叙利亚难民ꎬ 以及库尔德人问题ꎬ 都大大

增加了中国企业对土耳其投资的风险ꎮ
其四ꎬ 现有国际贸易机制与产品标准存在冲突ꎮ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

伴关系协定” (ＴＴＩＰ) 被认为对中国有较大的战略 “挤压” 效应ꎬ 将成为新

的国际贸易、 投资规则的基础ꎬ 进而影响到整个全球化规则的制订ꎬ 大大提

升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成本②ꎬ 但土耳其政界与企业家都迫切希望本国加入 “跨
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ꎮ 根据土耳其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ꎬ 土耳

其 ５０％ 左右的出口额都来自对欧盟及北美的出口ꎮ 在与欧盟的关税同盟下ꎬ
土耳其自主制定贸易政策的权力受限ꎬ 在进口关税方面从属于欧盟与第三方

的协定ꎮ③ 如果土耳其不能加入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ꎬ 而美

４８

①

②

③

Ｑａｍａｒ Ｆａｔｉｍａꎬ Ｓｕｍｅｒａ Ｚａｆａｒꎬ “Ｎｅｗ Ｇｒｅａｔ Ｇａｍｅ: Ｐｌａｙｅｒｓꎬ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ꎬ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ꎬ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ꎬ Ｖｏｌ ２９ꎬ Ｎｏ ２ꎬ Ｊｕｌｙ －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ꎬ ｐｐ ６２８ － ６３２ꎬ ６３７ － ６３８

江洋、 王义栀: «ＴＴＩＰ 的经济与战略效应»ꎬ 载 «国际问题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１１６ ~
１２３ 页ꎮ

土耳其 １９９６ 年与欧盟国家形成关税同盟ꎬ 与欧盟国家互免关税ꎬ 相互之间没有进出口配额限

制ꎬ 并采取欧盟对第三国在非农产品进口的共同对外海关关税税率ꎮ 因此ꎬ 一旦欧盟与第三方签订

ＦＴＡꎬ 土耳其也必须跟进ꎬ 第三方也签一个相似的协议ꎬ 接受所有欧盟与第三方商定的条款ꎬ 以保证

其与欧盟有共同的权利和市场准入条件ꎬ 防止贸易转移效应ꎮ Ｓｅｅ ｈｔｔｐ: / / ｓｔｄ ｇｄｃｉｑ ｇｏｖ ｃｎ / ｇｓｓｗ / ｒｅｓ /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Ｍａｒｋｅｔ / Ｍｉｄｅａｓｔ / ２１７１＿ ５８１４４４４＿ ３２ ｈｔｍｌꎻ ＫｅｍａｌＫｉｒｉşçｉꎬ“Ｔｕｒｋｅｙ Ｐａｐｅｒｓ － ＴＴＩＰ’ｓ Ｅｎ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Ｗｉｌｓ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ｐｐ ６ － ８



“一带一路” 倡议下中国与土耳其的战略合作　

欧之间谈成了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ꎬ 则很多加入协定国家的

商品将免税进入土耳其ꎬ 但土耳其对美国等非欧盟国家的出口却无法免税ꎮ
这将对土耳其造成巨大的损失ꎬ 若这种状况持续下去ꎬ 有可能使该国国内生

产总值增长率降低 ２ ５％ ꎬ① 令其无法实现跻身世界前十大经济体的梦想ꎮ 因

此ꎬ 在现实经济利益面前ꎬ 从总统埃尔多安到土耳其国内大型商业利益团体ꎬ
包括土耳其工商联合会 (ＴＯＢＢ)、 土耳其工商业协会 (ＴＵＳＩＡＤ)、 土耳其独立

工业家和商人协会 (ＭＵＳＩＡＤ) 和土耳其工商企业家联合会 (ＴＵＳＫＯＮ)ꎬ 都多

次强调土耳其经济以欧洲为中心的重要性ꎬ② 渴望加入被中国学者称为 “经济

的北约” 的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ꎮ 如果土耳其加入该协定ꎬ
中、 土在贸易投资方面合作的门槛和难度将会提高ꎬ 相互吸引力也会随之下降ꎮ

不过ꎬ 上述风险可以通过两国政府加强政策沟通ꎬ 共同推动两国民间、
商界的交流与沟通而化解ꎮ 中土两国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和历史恩怨ꎬ 比较

优势互补性较大ꎬ 在共同经济利益、 相似的国家战略目标的推动下ꎬ 两国围

绕 “一带一路” 倡议合作的可能性依然较大ꎮ
总之ꎬ 土耳其是古丝绸之路的西端ꎬ 与中国同为新兴经济体ꎬ 中、 土

合作业已奠定了全方位的良好基础ꎮ 土耳其自身的国家战略目标和外交渴

求、 作为地理位置关键的 “中等强国” 的地位、 与中国互补的经济需求、
多重身份认同ꎬ 不仅构成了土耳其参与 “一带一路” 倡议的动力ꎬ 也能为

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的开展带来巨大的动力ꎮ 因此ꎬ 土耳其将是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的重要合作国ꎬ 其 “新丝绸之路” 计划与 “一带一路”
可以实现战略对接ꎮ 如两国紧密合作ꎬ 将对其他中东、 东欧、 高加索地区

乃至中亚国家有一定的示范效应ꎬ 也有利于中国处理与域外大国的关系ꎮ
与此同时ꎬ 由于两国政策沟通、 民间沟通的不足ꎬ 以及土耳其本身复杂的

地缘政治经济关系带来的冲击ꎬ 土耳其对中、 土合作的反应并不是绝对乐

观的ꎬ 两国关系也将面临不少挑战ꎮ 在这种背景下ꎬ 土耳其对 “一带一路”
建设的参与及参与效果并不能完全确定ꎬ 需要跟踪观察ꎮ 不过ꎬ 鉴于中国

５８

①

②

Ｋｅｍａｌ Ｋｉｒｉşｃｉꎬ “Ｔｕｒｋｅｙ Ｐａｐｅｒｓ － ＴＴＩＰ’ ｓ Ｅｎ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Ｗｉｌｓ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ｐｐ ３ － ６

Ｋｅｍａｌ Ｋｉｒｉşｃｉꎬ “ Ｔｕｒｋｅ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ꎬ Ｔｕｒｋｅ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ａｐｅｒ ꎬ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ｔ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ꎬ Ｎｕｍｂｅｒ ２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１５ －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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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土耳其两国注重务实外交ꎬ 且无根本利益冲突ꎬ 只要加强全方位的沟通ꎬ
搁置争议ꎬ 寻找共同利益ꎬ 两国就能在具体合作中规避风险ꎬ 妥善处理分

歧ꎬ 达成共识ꎬ 实现合作目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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