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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初期美国与土耳其关系的转变
杜 军

【关键词】冷战初期 美土关系 转变

【摘要】二战前土耳其奉行的中立与观望政策已难以维系且不合时宜。在苏联咄咄逼人的对土政策以及与美国争夺中

东霸权的战略因素影响之下，土耳其选择了倒向美国。为了成为美国的战略盟友，土耳其参加了朝鲜战争并赢得了美

国的信任。美土关系从战前的一般地位一跃成为盟友关系。因此，土耳其参加朝鲜战争是美土关系重要的转折点。

政 治

冷战开始初期到土耳其参加朝鲜战争前的美土关系

“在朝鲜战争之前，美国是以尽力争取的态度看待土

耳其的。在美国眼中，土耳其充其量不过是一个‘阻止苏

联力量南下和进入地中海的前沿阵地’”。①

这一阶段的美土关系受到了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

苏土关系的转变。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后实行“国内

和平，世界和平”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其中包括

加强与苏联的友好关系。1921 年 3 月，土耳其与新成立的

苏俄政权在莫斯科签订了《苏土友好条约》。该条约体现

出双方平等互惠的原则。在条约中，苏俄政府完全放弃了

以往强加在土耳其身上的所有不平等条款，还免除了所

欠沙俄的一切债务。总体上，土苏关系在二战爆发前一直

保持着和睦友好的关系。
二战爆发后，土耳其政府立即制定了中立的外交政

策。即土耳其既与英美苏保持着关系也与纳粹德国互通

有无。1941 年 6 月，土耳其与德国签订了《土德友好与互

不侵犯条约》。该条约中规定土耳其向德国提供重要的

战略原料铜、铬等矿石，封锁黑海海峡，禁止美、英援助

苏联的军事物资通过黑海海峡。土耳其政府的政策立即

招致苏联的不满。“苏联认为土耳其的亲德路线使其南

部边境受到了直接的威胁，土耳其这种投机的骑墙政策

是不可容忍的。到战争后期，苏联对土更是施加巨大的压

力，要求土放弃中立政策，立即加入盟国参战。英国和法

国一度也对土耳其的中立政策持怀疑和批评态度，盟国

中只有美国一直对土耳其的中立外交政策给予理解和支

持。”②后来在美国的劝说之下，土耳其向轴心国宣战，结

束了五年之久的中立政策而且加入了联合国。1945 年，

苏联要求监管黑海海峡。美国等西方国家与土耳其都对

苏联的要求感到震惊。苏联的态度是对土耳其国家主权

的严重干涉，而且还将美英等国排除在解决海峡争端的

大门之外。因此，美国得到这一消息之后的反应便是将

“富兰克林·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派往地中海保护土耳其。
美国在中东的力量增长。美国战后在中东的扩张首

先是为其冷战这个大战略服务的。中东自然属于美苏争

夺的势力范围之一。“中东地区的战略地位对争夺世界具

有特殊的重要性，因此，战后中东地区就一直成为美国与

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的重要目标。美国政府历来十分重视

中东北部、东地中海区域的战略地位，认为这是遏制苏联

军事力量进入地中海与中东的防御地带。”③

美国为了不使土耳其落入苏联之手，向土耳其提供

了大量的经济、军事援助而且还在土耳其修建了军事基

地。这个措施是美国加强中东霸权地位的重要一环。美国

对中东如此重视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东的石油资

源。除此之外，中东还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富饶的石油

与天然气资源使得中东成为战后美国在这一地区渗透的

重要原因之一。

土耳其参加朝鲜战争

土耳其倒向西方阵营。二战结束后不久，土耳其又面

临苏联施加的压力。面对苏联的咄咄逼人的外交攻势，土

耳其再次面临着如同二战爆发时必须确立其外交政策的

局面。但土耳其现在面临的局面已经不允许其继续执行

中立政策，而且土耳其所处的重要的战略地位也不允许

土耳其在美苏两个阵营的夹缝中继续保持中立。面对这

种两难的局面，土耳其最终选择了追随西方阵营。在土耳

其看来，苏联如同沙皇俄国一样，其威胁始终比美国大。
沙俄对土耳其的侵略历史在他们的眼中难以抹去。二战

结束之后，苏联以土耳其在二战期间采取的中立政策为

借口对土耳其大肆攻击。苏联的这种做法立刻引起了土

耳其的警觉和恐慌。
与此相反的是，美国没有侵略中东或者殖民中东的

历史。土耳其的政治制度是仿效美英资本主义民主体制

建立的。土耳其的决策者对美国自然而然有一种亲近感，

72



2011/12/中 总第350 期

责 编/张 蕾

况且美国是以隐蔽的方式向土渗透，这种方式在潜移默

化地起作用。相比而言，苏联对土耳其的威胁是赤裸裸的。
“在美土结盟的过程中，土耳其国内的形势，包括政治、经
济、军事乃至整个社会的舆论及其对西方发展模式的认同

感都对其选择‘一边倒’亲美外交方略起了促进作用。”④伴

随着希土危机的出现，美国政府出台了杜鲁门主义。它成

为指导美土关系的总方针。在杜鲁门主义的指导之下，美

国对土耳其进行了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援助。
总之，在这一时期美国对土耳其给予了很高程度的

关注，并将土耳其视为在中东地区对抗和抵制苏联扩张

的工具。显然，土耳其对美国仅仅将其视为抗衡苏联的马

前卒感到不满。土耳其的目标则是与美国建立真正意义

上的战略同盟关系。具体说来，土耳其希望美国等西方国

家将其纳入美国主导下的区域组织。如此以来，即使苏联

胆敢与土耳其兵戎相见，该组织的所有成员国都会对土

耳其进行援助。
土耳其派兵参加朝鲜战争。朝鲜战争爆发后，美英等

国通过操纵联合国授权美国组织“联合国军”对朝鲜内战

进行干涉，共有 22 个国家向朝鲜半岛派遣军队或医疗

队，16 个国家派出了军队。土耳其作为首批主要参战国派

出了一个步兵旅。这支部队完全归美国指挥。主流观点认

为土耳其参加朝鲜战争最直接的动因是土耳其想借此机

会向美国证明其加入西方阵营尤其是北约组织的决心。
虽然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其他方面对土耳其进行

了援助，但土耳其担心有朝一日会被美国所抛弃。既然已

经和苏联划清了界限，若被美国抛弃，处在夹缝中的土耳

其将难以生存。1949 年成立的北约组织给了土耳其新的

希望。因为北约成员国有集体防卫的义务，美英等国愿将

苏土矛盾牵扯到北约防卫当中去。因此，土耳其迫切希望

加入北约，从而牢牢地与美英等西方国家绑在一起。朝鲜

战争给予土耳其一次表现的机会。朝鲜战争后，美国便把

土耳其从战前的对抗苏联的一颗战略棋子提升为盟友级

别。当土耳其申请加入北约时，即使西欧国家存有异议，

美国仍不遗余力的力挺土耳其。正是在美国的极力斡旋

之下，土耳其如愿以偿的加入了北约组织，实现了许久都

没有达成的目标。可以说，土耳其参加朝鲜战争是美国力

主土耳其加入北约的重要决定性因素。

朝鲜战争后的美土关系

朝鲜战争结束以后，美土关系正式升级为战略盟友

关系。双方在各个方面的交往比前两个阶段有了大幅度

质变。这一时期的美土同盟关系有如下几个表现：

美国对土耳其各项援助的攀升。美土关系由朝鲜战

争前的普通关系提升为盟友关系。一方面，土耳其对美国

更加顺从；另一方面，美国对土耳其的援助较之前一阶段

有明显提升。这种增长在美国对土耳其的各项援助当中

都能体现出来。“到 1954~1955 年财政年度，美国的经济

援助金额猛增到 5.43 亿美元。在同时期美国对中东别的

国家的经济援助名单中，土耳其名列第一。”⑤美国对土耳

其的军事援助也节节攀升。从 1950 年到 1966 年，美国对

土耳其的军事援助总额达到 23 亿美元。
美土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加强。在美国对土耳其

进行大规模援助的同时，两国在安全领域进行了合作。早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美国政府就有了希望中东国家

参加集体安全计划的想法。1951 年 10 月，美英法土四国

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会议，会上提出建立中东司令部

的建议。以英美为首的阵营控制之下的中东司令部将成为

中东地区的最高军事机构。它将成为各中东国家武装部队

的最高统帅。苏联同时也对美英等国的做法迅速做出反应

并指出成立中东司令部是“针对苏联的侵略计划”。
面对着这种局面，艾森豪威尔政府又推出了“杜勒斯

计划”。其核心是建立“北层联盟”。即由土耳其、伊朗、伊
拉克和巴基斯坦这些与苏联接壤或靠近的国家组成北层

防御集团，然后西方国家与中东其他国家和这些北层国

家签订军事援助协定从而形成中东的地区性集体防卫体

系。在美国的斡旋下，土耳其与巴基斯坦首先签订了友好

合作协议。随后在美国承诺援助的诱惑之下，伊拉克答应

美国与土耳其签订军事条约。最终在 1955 年 11 月 21
日，该条约签字国在巴格达召开理事会。这标志着巴格达

条约组织正式成立。杜勒斯计划从理论变成了现实。
总之，在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之下，以土耳其参加朝鲜

战争为分水岭，美土关系呈现两个明显的阶段。朝鲜战争

之前，美土关系实质上是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虽然美国

对土耳其给予了足够高的重视，但土耳其仍只是美国的

中东战略的一颗关键棋子而已。朝鲜战争之后，美国从质

的方面提升了美土关系，开始了美土战略同盟关系的时

代，从而真正地打开了美土深入发展关系的阶段。在后来

的时间里，美土关系在美国的中东战略以及全球范围内

的冷战战略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者单位：宁夏师

范学院政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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