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耳其共和国位于欧洲和亚洲结合地带，其领土

97%位于亚洲境内，3%在欧洲，95%的人口信奉伊斯兰

教。 由于历史的原因，土耳其向来以欧洲国家自居。 近代

以来，融入欧洲一直是土耳其的梦想，锲而不舍地积极寻

求加入欧盟，然而欧盟却一次又一次把它拒之门外。

一、土耳其希望加入欧盟的原因

除地理因素外，土耳其历史上与欧洲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奥斯曼帝国的版图曾经一度覆盖到从东南

欧到西南欧的广大欧洲地区，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地

缘扩张使其在欧洲拥有一个地缘政治大国的地位。十

八九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崛起时，奥斯曼帝国却由盛转

衰， 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灭亡， 其本土沦为英、
法、意的半殖民地。

1923 年，现代土耳其的国父凯末尔领导的“青年

土耳其”运动推翻了奥斯曼帝国的腐朽统治，建立了

土耳其共和国。凯末尔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就

认为，加强同世界“主流”国家的联系，对土耳其的未

来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凯末尔一再向国

人强调，世界上有许多民族，但是只有一种文明即“现

代文明”，土耳其只有“脱亚入欧”才能获得新生。 为

此，凯末尔在其担任土耳其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期间采

取了许多政策措施。 例如，将首都从历史包袱过于沉

重的伊斯坦布尔迁到安卡拉，并在那里仿照欧洲国家

的首都模样建设一座新兴的城市；采用罗马字母代替

阿拉伯字母； 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脱亚入欧”
一直是土耳其建国以来的基本国策。 建国之始，土耳

其向外派驻的 26 个外交机构中，就有 19 个在欧洲国

家，足见其对欧洲的高度重视。 凯末尔说：“尽管欧洲

对土耳其人存有偏见……但土耳其人总是至终不愈

地向往着欧洲……为了成为现代文明国家，我们别无

选择。 ”［1］二战后，土耳其融入西方的步伐加快，先后

加入了欧洲理事会、北约、经合等组织，确立了其在欧

洲的安全、政治和经济地位。 1963 年，土耳其同欧盟

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签署了《安卡拉协定》，成为该组

织的联系国。 从此，土耳其正式驶入了通往欧盟的轨

道。 1987 年 4 月， 土耳其正式提出加入欧共体的申

请。 1999 年赫尔辛基峰会后， 土耳其成为欧盟候选

国。 2004 年 12 月 16 日， 欧盟终于宣布同意于 2005
年 10 月 3 日启动与土耳其的入盟谈判［2］。

二、土耳其加入欧盟受阻的原因

（一）地缘因素

冷战后，欧盟通过实施东扩战略、共同外交和安

全政策，试图掌握欧洲大陆的主导权，但并不想把欧

洲的政治版图无限扩大。 土耳其地处欧洲的最远端，
无论从政治版图还是从地理归属来讲，它都难划入欧

洲范畴。 如果土耳其入盟的话，欧盟的疆域将超越欧

洲，濒临中东热点地区。 欧盟担心这将失去战略缓冲

地带，卷入中东地区复杂的政治矛盾和斗争中。 身处

这样的地缘政治环境中，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

和冷战对峙的欧洲来说，最关心的莫过于欧洲的地缘

和平和稳定。
（二）文化和宗教

土耳其是个典型的伊斯兰国家，历史上强大的奥

斯曼帝国，鼎盛时期的疆域和势力扩展到整个巴尔干

半岛、西亚和北非地区。 土耳其民族向来好战，20 世

纪初驱逐犹太人、迫害基督教东正教徒、屠杀亚美尼

亚人等“劣迹”，为欧盟内反对土耳其入盟的人提供了

口实。 欧洲联盟一向自诩为“基督教俱乐部”，到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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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止，其所有的成员国都是以信仰基督教为主流的国家。
虽然现代土耳其自凯末尔以来进行了全面的世俗化改

革，人民的生活方式也大多西欧化，但其 90%以上的人口

是穆斯林。 1983 年成立的土耳其繁荣党的纲领主张伊斯

兰生活方式，得到了社会从上到下的认同。 这些都使欧洲

人认为土耳其人的价值观、态度、生活方式和他们不同，
土耳其性质上仍属于一个世俗化很高的伊斯兰国家［3］。

（三）政治因素

首先， 土耳其国内的政治状况阻碍其加入欧盟。
欧洲联盟始终把宣传“民主和人权”作为政治建设的

中心任务。 在扩大问题上，欧盟也把申请国的民主状

况作为重点考察对象。欧盟指责土耳其公民在土耳其

不能充分地、自由地发表意见，并多次要求土耳其政

府扩大自由表达意见的程度，释放在押的库尔德血统

的议员。 在对待库尔德人问题上，土耳其更是饱受欧

盟的批评。 欧盟要求土耳其承认库尔德民族，赋予其

广泛的自治权利，以民主和政治的方式和平解决库尔

德党问题， 并将解决此问题和加入欧盟直接挂钩，在

达到西方人权前，不接受其入盟。
其次，欧盟认为土耳其的民主制度不成熟。 尽管

土耳其经历了一百年的西方化进程，并且也按照欧洲

的政治模式建立了多党民主政体。 但是在欧盟看来，
这种民主制度还不成熟，仍未达到入盟标准。诚然，较

之其他伊斯兰国家，土耳其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法制

化和世俗化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但它的政治体制仍

带有浓重集权的色彩。 在土耳其，军队的地位和作用

比较突出，军队被认为是国家“唯一的健康机体”，是

“国家的精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土耳其曾发生

了 4 次军人政变。虽然军人干政的目的是维护和促进

世俗政党的团结，防止伊斯兰主义势力的复活，但毕

竟给人一种政局不稳的印象。 1980 年欧盟以土耳其

发生军事政变为由，冻结了对它的经济援助。
最后， 土耳其的政治分量和外交立场让欧盟担

忧。目前土耳其的人口有 7000 多万，按照目前的人口

增长率，土耳其将在不久超过德国成为欧洲人口最多

的国家。而欧洲议会是按照各成员国人口比率来分配

席位的，土耳其在获得议会最多席位后，就有可能从

自身利益出发对欧盟立法和行政施加影响。土耳其奉

行追随美国的政策，美国希望土耳其入盟来改变以法

德为中心的主导地位， 从而对欧盟施加更大的影响。
因此， 土耳其入盟将使欧盟内部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这是欧盟不得不认真考虑的深层次问题。

三、土耳其与欧盟关系的前景分析

（一）欧盟在政治上需要土耳其

作为北约成员国，土耳其是维护中东和平的重要

力量，欧盟在政治上需要土耳其。 土耳其同欧洲国家

的关系自二战后就起起伏伏，苏联解体后中东问题开

始凸现出来，土耳其凭借自己的地理优势、宗教、语言

等条件，积极扩大自己在这一地区的影响。 而且作为

北约的成员国，又有美国在背后撑腰，使其成为了西

方国家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 可以说，
从巴尔干、高加索、伊拉克北部民族斗争到塞浦路斯

和平统一，从巴以和平、打击国际贩毒和国际恐怖主

义到输油管道的建设， 哪一样都离不开土耳其的参

与。 正如基辛格所说：该地区最强大的军事大国土耳

其是关键国家，它与西方结盟，对以色列示好，并且由

于地理位置使其不可或缺，因而对敌对各方都具有重

要性［4］。 欧盟从长远利益出发，为了维护自己在中东

的经济利益，增强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离不开土

耳其的支持。 在欧盟 323 万 km2 的土地上，承载着近

4 亿的人口，这使得原本就缺矿少油的欧盟更加不堪

重负，许多战略物资只能依赖进口。 据统计，2000 年

欧盟进口的石油、 天然气共耗资 84 亿欧元， 其中的

70 亿欧元流向了伊朗，占总额的 83.3%，剩余部分也

主要是从中东其他国家进口。欧盟在中东有着巨大的

经济利益，然而它在解决中东问题上却没有多少发言

权。 土耳其与中东的叙利亚、伊拉克、伊朗接壤，又是一

个伊斯兰国家，一旦将其纳入欧盟范围，那么欧盟进入

中东便有了一个牢固的前沿基地，可能帮助欧盟在中东

事务、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发挥显著影响，并且将欧洲的

政治疆界东扩到阿拉伯世界，这是几十年来欧盟一直想

达到的一个战略目标。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欧盟离不

开土耳其，是应该希望土耳其加入欧盟的。
（二）争议难消除，入盟仍存变数

土耳其 1963 年就与欧共体签署了联系国协议，
而签署这一协议是入盟的起步之举。在此后的数十年

里，土耳其一直希望向西方靠拢，成为欧盟的一员。土

耳其 1987 年申请入盟，但直到 1999 年才获得候选国

资格。 此后 5 年中，土耳其按欧盟的入盟标准进行了

改革，但欧盟一直认为土耳其在政治上未达标。 实际

上，让土耳其加入欧盟一直是引发争议的问题，例如

宗教、塞浦路斯问题等，而在一些问题上土耳其反对

将其与入盟挂钩。 可以预见，短期内这些争议很难消

除。 2005 年，土耳其同欧盟达成启动土耳其的入盟谈

判。不过，欧盟领导人曾表示，即使启动土耳其的入盟

谈判，土耳其还要等待 10 年甚至 15 年才可能最终加

入欧盟。 这意味着，双方要在漫长的谈判过程中谨慎

行事，以免功亏一篑。
根据欧盟的规定，与候选国之间的入盟谈判包括

30 多项内容，而且要由所有成员国认可。 入盟谈判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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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后，土耳其要与 25 个欧盟成员国分别谈判。几年之

后， 土耳其还必须与在其之前入盟的新成员进行谈

判。 按欧盟规定，任何一个成员国都可以否决土耳其

的入盟资格。 仅从谈判的规模来说，土耳其加入欧盟

的前途仍存在许多变数。 另外，在欧盟启动与土耳其

的入盟谈判后，土耳其必须根据欧盟的要求进行痛苦

的改革。 要满足欧盟设定的政治、经济和司法等入盟

标准，对于土耳其来说不容易，许多艰难的改革将使

土耳其不断面临重大的挑战。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尽管土耳其在加入欧盟的道

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但由于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存在

着争议，而这些因素过去是欧盟迟迟不向土耳其开启

入盟谈判大门的主要考虑，今后也仍然会成为抵制土

耳其入盟的障碍。 因此，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道路仍将

是漫长和曲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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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经济组织提出苛刻的条件，在双边贸易问题上向其

施压，俄被排斥在世贸组织之外。 俄罗斯在国际贸易

领域遭受西方国家的贸易歧视和不公正待遇，贸易收

支难以平衡。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尽管不是西方阵营的直接敌

人，但却处处受到排挤。 美国在具体的外交行动中越

来越不顾及俄的核心利益。 在科索沃战争后，独联体

国家被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强大的军事力量所震慑，加

快了脱俄入美的步伐。 美国在解决地区冲突问题中，
常常是在没有俄参与的情况下自行其是。按照布热津

斯基《大棋盘》的设想，要把俄至少肢解为欧洲部分、
西伯利亚和远东三个国家； 按照美联邦情报局的想

法，要把俄分裂成 6~8 个国家。 俄政治学者马尔科夫

说，如果“精英阶层”继续热中于瓜分国家财产而不去

考虑国家的前途，美国的想法完全有可能变成现实。
叶利钦推行亲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毁坏了

俄罗斯的强国形象，导致国家外交软实力衰落。 对友

好国家来说， 俄罗斯再也不是坚强有力的政治靠山，
可以支撑它们抗击西方霸权主义的威胁；对敌对国家

来说，俄罗斯似乎是一只无力的北极熊，不再是能够

左右它们对外政策的关键性因素。俄罗斯在国际力量的

对比关系中，除了与美国的差距不断拉大，与其他大国

如中德法英等国在综合国力的对比上也处于劣势。
总之，叶利钦的执政给俄罗斯国家、社会和人民

带来的是痛苦和灾难，俄罗斯国力衰落，昔日的辉煌

已经不在。 正如普京所言，俄二三百年来首次真正面

临沦为世界二流或三流国家的危险。 “现在国家的忍

耐能力、 生存能力以及建设能力都已处于枯竭的边

缘。 社会简直要崩溃。 ”［3］6 这是叶利钦执政造成的严

重的社会后果。 严酷的现实处境，以及不甘做弱国的

俄罗斯民族特性，使他的继任者普京在逆境中构思复

兴俄罗斯的强国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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