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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与日俱增, 其作用逐渐扩大到政治领域、军事防务、经济利益和沟通东西文明等多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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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地跨欧亚大陆, 毗邻黑海、地中海和爱琴海, 接近里海, 它控制下的咽喉要道是: 博斯

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 这两个海峡沟通了黑海和地中海。因为地中海是亚非欧三大洲的海峡

交通咽喉, 是沟通大西洋和印度洋之间的战略要道, 历史上长期以来是维持大英帝国生存的 /海
上生命线0, 所以大国对海峡交通要道的争夺从未停止过。正如英国的一位战略分析家所说的:

/谁控制了直布罗陀海峡, 谁就控制了地中海; 谁控制了达达尼尔海峡, 谁就控制了黑海。0¹ 土耳
其地处欧亚要冲, 是对中亚和中东地区具有重要影响的地区大国, 同时也是美国欧亚战略中的重要

棋子。

冷战后, 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 (黑海海峡 )、伊兹密尔 (爱琴海 )、伊斯肯德仑 (东地中海 )

和萨姆松 (黑海 ) 等重要港口都建有美国和北约组织的海军基地, 整个安纳托利亚地区, 特别是

靠近俄罗斯地带布满了美国和北约组织的机场和军事基地。这说明冷战后土耳其对美国欧亚战略布

局的作用不减反增。

一、在中东遏制俄罗斯向南扩张

土耳其在地缘方面遏制着俄罗斯, 因为俄罗斯只有通过海峡, 才能进入阿拉伯世界和地中海,

而能否顺利通过海峡, 意味着是否有能力对抗美国。

在中东最能够对俄罗斯产生遏制作用的也只有土耳其。它可以遏制俄罗斯南下的三个非阿拉伯

国家。伊朗已经从美国最坚定的盟友转而反对美国, 1979年苏入侵阿富汗把土耳其再次推进了美

国的怀抱。 1981年, 希腊社会主义政党的兴起使得土耳其在巴尔干国家中的分量也增加了, 美国

认为土耳其经过 1980年的军事政变后, 与美国利益高度一致, 土美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和谐。

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战略学家布热津斯基特别强调了冷战后土耳其遏制俄的战略作用, 他指

出: /土耳其稳定着黑海地区, 控制着从黑海到地中海的通道, 在高加索地区抗击俄罗斯的力量,

仍起着削弱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影响的作用, 并是北约的南部支撑点。土耳其如果不稳定就可能在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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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引起严重的暴力冲突, 使俄罗斯更容易重新控制新独立的高加索国家。0 ¹

二、在输出里海能源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近十年来, 里海周边的 外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已发展成为继中东之后世界新的能源供应地, 油

气开发前景十分乐观。世界大国对该地区能源窥视并展开了十分激烈的竞争。里海蕴藏的石油和天

然气为加强美国与土耳其在经济和战略领域的合作提供了机会。里海位于俄罗斯、阿塞拜疆、哈萨

克斯坦和伊朗之间, 约占世界石油总储量的 8%。按欧洲人较为保守的估测, 里海的天然气储量约

14亿立方米, 占世界总储量的 413%。美国 2002年 9月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指出, 要把对里

海的开发作为提高美国能源安全的途径。土美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主要体现在里海的能源输出上。在

能源问题上, 土耳其为维护美国的地区战略利益发挥了重大作用。土耳其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

起到了联结东西方能源通道的枢纽作用。美国希望通过土耳其把里海和中亚的油气资源引入国际市

场。美国此举的战略考虑是阻止俄罗斯在这个地区重新占据政治和军事主导地位。这个计划还可达

到美国双重遏制的战略目标: 削弱伊朗在输出里海能源上的作用和减少高加索及中亚对俄罗斯的依

赖。

有关人士提出了各种修建石油和天然气运输管道的设想, 并对东线、南线、西线和北线进行了

考察, 认为只有后两条管道线具有可行性。由于地理和地形方面的原因, 修建从里海向东的石油管

道几乎不可能。至于南线, 阿富汗的动乱不定和伊朗的反美西方政策, 也使得西方人不愿考虑在这

两个国家投资。只有经过土耳其的西线和经过俄罗斯的北线, 目前还具有可行性。但是美国希望绕

过俄罗斯, 让哈萨克斯坦和阿塞拜疆的里海原油经过格鲁吉亚运往土耳其 ) ) ) 这就是美国倡导的巴

库 ) 杰伊汗管线方案。这条管线计划从哈萨克斯坦的阿克套经巴库、第比利斯至土耳其的杰伊汗,

全长 1730公里, 年输油能力 5000万吨, 投资 25亿美元, 预计 2007年建成。巴库 ) 杰伊汗输油管
道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程, 它牵涉到美、俄、伊朗、土、国际石油公司等各方的利益。它需要穿过

两个高加索国家, 而这两国现在受俄罗斯的影响还很深。尽管各国都表示在此项目上进行密切配

合, 但由于相互之间缺乏信任和了解, 可能会引起许多误解, 影响计划的实施。美国支持建立这条

管线的真实意图是绕开俄罗斯和伊朗, 防止俄伊两国控制里海能源。西方专家也承认, 该管线经济

价值极其有限, 算是一条名副其实的 /政治管线0。此外, 美国还提出要搞一条从土库曼斯坦经里

海、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土耳其至欧洲的里海输气管道。美方认为, 这条天然气管线计划将为连

接横贯东西方的能源走廊提供可能。而这一切都依赖于土耳其的支持和合作。

三、美国中东防务的脊梁骨

美国在土耳其进行大规模经济援助的同时, 又与土耳其在安全领域进行了各种合作, 建立了事

实上的战略同盟关系。这种安全领域方面的合作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是中东防务组织中的合作, 二

是在安全事务中的合作。 1954年 4月 2日, 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卡拉奇缔结了 5促进共同合作条

约 6。土耳其和巴基斯坦都是穆斯林国家, 被美国看作是吸引中东其它穆斯林国家参加的有力诱

饵。1954年 9月 8日, 英、法、澳、新、菲、泰和巴基斯坦外长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签订了东南

亚集体防务条约协定, 建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当时, 北端的北约组织早已建立起来, 南端的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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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条约组织也建立了起来, 但缺少中间这个环节。因此, 美国以巴基斯坦、土耳其 5促进共同合

作条约 6 为轴心, 这样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联盟就建立起来。经过英、美政府的撮合, 伊拉克和土

耳其于 1955年 2月 24日缔结了互助合作条约, 这就是人们所称的 /巴格达条约 0。伊土条约为美

国策划中东 /北层军事联盟0 的建立铺平了道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谈到巴格达条约组织性质

的问题时说过, 巴格达条约组织的基本目的 /就是建立一条抵抗苏联的坚强纽带0¹。

四、沟通西方与伊斯兰两种文明

从宗教和文明的视角看, 土耳其是沟通西方与伊斯兰两种文明的桥梁。土耳其是世俗化程度较

高的伊斯兰国家。20世纪前期, 土耳其通过世俗化和现代化改革和西方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 取

得了国家的安宁和繁荣。从而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道路上较为成功的穆斯林国家。它实行政教分离

的世俗化方针, 采用的是西方的议会制政体; 奉行亲美和亲西方的政策, 自称为传统上是一个

/欧洲国家0, 极力要求加入欧盟, 它是北约成员中唯一的伊斯兰国家, 是美在欧亚大陆交接处的

战略桥头堡。二战结束以后, 土耳其一直积极配合美国的对外政策。土耳其和希腊在美苏开始的冷

战中不自觉地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成为杜鲁门主义出笼的直接原因。杜鲁门主义出台后, 成为

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美土战略同盟关系发展的基础。在这一思想指导下, 美国先后对土耳其在政

治、经济和军事领域进行了大规模援助, 从而使土耳其加强了对美国的依赖。这项政策的推行不仅

使美土建立了战略同盟关系而且使土耳其成为美国在中东实现战略利益的 /马前卒 0。从二战结束

到 20世纪 60年代初, 在一系列重大的国际事务中, 土耳其都紧紧追随美国, 不遗余力地为美国的

全球战略服务。美土战略同盟关系的建立, 使土耳其选择了一条完全追随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 也

使土耳其在整个穆斯林世界独树一帜。美国希望土耳其成为伊斯兰世界民主的、自由的和自由市场

的榜样, 以及在这个地区成为维护西方利益的代表。正如美前总统克林顿所说: /只有在土耳其,

西方和穆斯林世界才能和平地、和睦地相处。0º 然而在突厥语系国家之外的穆斯林世界, 土耳其

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 因为奥斯曼帝国的长期统治和压迫使整个阿拉伯世界对今天的土耳其仍抱有

敌意和戒心。伊朗和其它非突厥语系国家的穆斯林与土耳其的世俗主义者互不相容, 互相持敌视态

度, 而土耳其则能抑制伊朗在中东的扩张, 并对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

斯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使它们不致落入伊朗的势力范围, 这正迎合了美国的利益诉求。

五、美国反恐战争的支持者和参与者

/ 9# 110 事件后, 美国把反恐作为其对外战略的主要目标之一, 美国则把土耳其视为反恐联

盟中的重要成员。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 / 9# 110 事件和随后美国对阿富汗发动的反恐战争和伊拉

克战争中, 土耳其又一次表现了其无可替代的重要性。对美国来说, 土耳其的重要性一方面表现在

军事上 ) ) ) 土耳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可以为美国及其盟国的军事行动提供极大的便利。更重要的是另
一方面, 即政治上的象征意义 ) ) ) 土耳其作为北约中唯一的穆斯林国家, 它的支持和参与可以消除

人们关于反恐战争就是西方国家同穆斯林世界对抗的看法。

/ 9# 110 事件后, 土耳其外交部迅速做出反应, 在伊斯兰国家中率先发表声明, 谴责恐怖主

#51#

冷战后土耳其在美国欧亚战略格局中的地位及作用

¹

º

1美2 沃尔特# 拉弗贝: 51945~ 1975年美苏冷战对话6, 商务印书馆, 1980年版, 第 168页。

Rem ark by C linton at quanta lecture, G eorg etow n Un iversity, Wh iteH ouse O ffice o f the Press Secretary, November

8, 1999.



义, 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 土外长杰姆说: /反对恐怖主义没有宗教信仰、地理界限和其它理由,

土耳其将站在美国一边, 与恐怖主义作斗争。0 另据路透社报道, 当美国宣布 / 9# 110 事件为恐
怖袭击后, 土耳其总理埃杰维特同高级官员进行了长达 3个小时的紧急会议, 会后发表声明说:

/作为美国可靠的盟国和朋友, 土耳其支持美国打击恐怖主义行动。0 他表示, 土耳其在其义务范

围内将尽全力为对付国际恐怖主义做出贡献。

土耳其之所以对 / 9# 110 事件迅速做出反应, 并全力支持反恐战争, 除了加强土美关系需要

外, 部分原因还在于土耳其自身的战略考虑。国际恐怖主义的泛滥在很大程度上, 可以证明土耳其

十余年来坚持打击库尔德工人党的正确性。此外, 作为一个穆斯林占总人口 99%的国家, 土耳其

也认为中东、中亚和亚洲其它地区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土耳其世俗政府构成了主要的安全威胁。

随着反恐战争的进行和美国把土耳其的邻国伊朗和叙利亚视为流氓国家, 美土合作关系发生了进一

步的变化。总之, 对地区安全考虑, 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 开发里海石油资源、提高土耳

其的战略价值等因素, 使土耳其成为一个愿与美国合作的中东穆斯林国家。

土耳其对美国欧亚战略的重要性使长期以来美土关系较紧密, 美国给予土耳其大量援助, 直至

目前对土耳其越境打击库尔德游击队采取克制态度。但是这种出于实际利益的现实主义双重标准将

有可能增加该地区的变乱或者最终损害美国在欧亚的利益, 因为土耳其进入一场同库尔德人的战

争, 无疑将使它像叙利亚和伊朗那样成为中东危机舞台上的新角色, 也许还会加入伊朗和叙利亚的

反美轴心。

土耳其是北约成员, 亦是美国的盟友, 但安卡拉害怕美国对伊拉克的政策导致在伊拉克北部建

立一个独立的库尔德国家, 害怕这会导致土耳其南部库尔德人的分裂倾向抬头。土耳其反对建立库

尔德国家的立场同美国的两个劲敌叙利亚和伊朗的立场基本是一致的, 因为伊朗和叙利亚也有很多

库尔德人。土耳其外长和叙利亚外长已签署了加强经济、政治、安全和能源方面合作的协议。尽管

土耳其对美国在伊拉克所实行的政策感到失望, 但它仍然同西方安全机构有紧密的联系, 仍然希望

加入欧盟, 土耳其是该地区为数不多的几个同叙利亚的死敌以色列在安全和贸易方面有密切关系的

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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