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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土耳其对中国崛起的看法，主要基于两个基本维度：中国与土耳其之间的经贸和政治关系。

尽管中国对土耳其的出口具有明显的顺差优势，但这并未改变土耳其视中国崛起为机遇的看法，土耳其

也对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抱有希望；在政治上，土耳其在中亚地区与中国存在互补利益，土耳其有接近

上海合作组织的趋势。在此情况下，它可能会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在反恐领域的合作，从而有利于中国应

对“东突”问题。中土两国应致力于发展双赢的双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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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09CZJ004）阶段性研究成果。 

 

土耳其有 7200 万人口，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无论从其历史，还是从其现状来说，土耳其都

是世界上值得重视和研究的国家。认识和了解土耳其，对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崛起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我国的土耳其研究目前尚十分薄弱，但随着中国在中亚和中东地区日益显现的利益存在，

对这些地区的认识和深入研究势在必行。作为北约成员的土耳其是中东地区大国，同时与中亚地

区有着民族、宗教和文化上的复杂联系，对这些地区有很大影响。土耳其还是“东突”势力的“大

本营”之一。因此，认识和研究土耳其，特别是它对中土关系、中国崛起的一些基本看法，将对

我国国际政策的制定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有助于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一、中土关系概况 
 

要理解土耳其对中国尤其是中国崛起的看法，就必须先了解中土两国关系的历史。 

中土领导人会晤时，一般都会强调，两个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段历史的

悠久程度可谓绵延千年之久。
[1]
但实际上，自突厥西迁和皈依伊斯兰教之后，两者在长期历史过

程中都经历了巨大变化，双方基本上未再发生过密切联系，他们各自在亚洲的东西两端埋头发展，

创造出自身与众不同的历史和文明。 

土耳其共和国于 1923 年建立。1934 年，凯末尔党人领导下的土耳其与国民党领导下的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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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实现了双边关系的正常化。作为该时期双方友好的一个象征，我们看到，蒋介石亲笔签名并

赠送给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的一张军容大照，现今仍放置在位于安卡拉的凯末尔陵墓博物馆内。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土耳其长期与台湾当局保持往来，直到 1971 年中土建交。在这一时

期爆发的朝鲜战争中，作为美国的铁杆盟友，土耳其曾派遣一支部队参加了美国领导的所谓“联

合国军”。在战场上，土中两国军队曾经直接遭遇，土耳其士兵曾与中国人民志愿军激烈交战。从

这个方面来说，两个古老民族在现代历史上的第一次重新直接相遇，竟然是在朝鲜战场上。更为

重要的是，这次战争在两个民族的心理上都留了负面影响。从中国一方来说，土耳其一直就是美

帝国主义的“走狗”，特别是在整个五十年代的门德列斯政府时期，中国政府不断谴责其“帝国主

义走狗”的政治路线。①在土耳其这一方，根据乔达西（Çağdaş Üngör）的研究，土耳其有关朝鲜

战争的回忆录、记者报道和报刊评论“设定了土耳其人理解东亚国家特别是红色中国的维度”，而

且，“通过把中国的军人描写成邪恶之敌、可怜的战俘或者是共产主义的幼稚信仰者，这些叙述构

建起了土耳其人关于这块陌生土地及其人民的长期形象。”
[2]405-420

 

冷战期间，意识形态斗争对各国都影响很大。土耳其的统治精英在冷战期间维持了一种非常

强势的反共立场。中国方面在 20 世纪六十年代曾公开声明支持土耳其国内的左派运动，《人民日

报》也在其社论中表示支持土耳其人民。
[3]
结果，直到今天，很多不了解中国的土耳其人，在心

目中还保留着一个红色中国的印象。 

土耳其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是在 1971 年，其背景是中美关系的改善。自 1971
年 8 月 4 日中土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发展顺利，特别自八十年代起，高层互访增多，关系发展较

快。其间，中土双方还就不同问题达成了多项双边协定。不过，从各个方面来看，中土两国关系

可以说仅处于正常和较平淡状态。直到现在，普通土耳其人对东亚的认识主要还局限于日本、韩

国，中国仍排在第三位。 

近年来，中土两国在经贸往来、技术合作和文化交流方面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不过，中土之

间的贸易额在各自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例并不大，而且土耳其一直处于较大的逆差状态。我国

主要是从土耳其进口少量的石材、矿物等，而土耳其对中国的电器、机械及零配件需求比较大。

中土两国的贸易也缺乏互补性，土耳其稀有金属矿物资源比较丰富，但土是贫油国，能源主要依

赖进口。土耳其的皮革和毛纺织品也主要出口到欧洲，但其成本比中国高，无疑感受到了与中国

竞争的巨大压力，并处于下风。就是在土耳其的国内市场上，同样品质的同类产品，也是中国货

更便宜。由于土耳其人的购买力较弱，普通民众也喜欢使用廉价的中国商品，这对土国内市场也

是个巨大压力。 

在文化方面，中土两国的交流与合作关系也不断发展。1993 年 11 月，中土签署了两国政府

文化合作协定，交流项目涉及文化、体育、教育、新闻等各个领域。2001 年 12 月 14 日，两国签

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和土耳其共和国旅游部关于中国公民组团赴土耳其旅游实施方案

的谅解备忘录》，土耳其成为中国公民旅游目的地。作为一个旅游业大国，土耳其看重的是正在崛

起的中国这个潜在的游客市场。 

                                                        
① 毛主席曾说，当前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是美帝国主义，在很多国家有它的走狗。帝国主义所支持的人，正是

广大人民所唾弃的人。蒋介石、李承晚、岸信介、巴蒂斯塔、赛义德、曼德列斯（时任土耳其总理，1960 年 5 月

27 日在政变中被捕，次年被判绞刑遭处决—引者注）之流，或者已经被人民所推翻，或者将要被人民所推翻。参

见《人民日报》1960 年 5 月 10 日新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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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更看重土耳其的是其在安全与反恐领域的合作，这个问题涉及中国的“东突”问题，因

为，土耳其是“东突”势力活动的重要“根据地”之一。在此问题上，中方需要的是土耳其表达

明确的态度。诚如一位学者所言，土耳其长期以来都是“东突”分裂势力避难中心，只要中国新

疆的分裂运动持续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土耳其将很难保持中立。
[4]173

近年来，随着具有浓厚伊

斯兰主义背景的正义与发展党（AKP）日益巩固其在土耳其一党独大的地位，土耳其在国际政治

上日益表现出“泛伊斯兰主义”的倾向，开始高姿态地涉入巴勒斯坦问题、伊核问题等复杂且棘

手的中东事务。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伊斯兰主义倾向是冷战后土耳其重新寻求国家定位的表现，

也是“新奥斯曼主义”的外交政策在土耳其逐渐明晰化的表现。近年来土耳其国内所发生的这些

变化，不可避免地也会影响到其对“东突”的态度。
①
 

 

二、贸易不平衡问题 
 

世人关于中国崛起的理解，几乎总是关乎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经济总量的巨大增长。土耳

其对中国崛起的理解也主要着眼于两个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就中土经贸关系而言，土耳其主要

关注两个问题：一是贸易的不平衡问题，二是关于中土两国之间在相同产业部门领域的激烈竞争

问题。 

中土两国之间的贸易发展非常迅速。据安卡拉贸易署（ATO）在 2005 年发布的《中国报告》，

中国在土耳其市场上正以“喷气式飞机”般的速度发展：“10 年前，在那些我们从之进口最多的

国家中，中国位居第 18 位；2005 年，中国已经上升为第 4 位；在 2004 年它还是第 6，那时，我

们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额是 45 亿美元。土耳其从中国的进口变成了 68 亿美元，增长了 53%。同年，

我们从中国的进口占我国总进口额的 6%。” 

统计资料显示，中土双边贸易很不平衡，中国对土耳其保持着很高的顺差。这种不平衡使土

耳其感到不安。而随着中国对土耳其的优势逐渐向高科技领域的渗透，土耳其逐渐意识到问题的

严重性。安卡拉贸易署主席司南·阿以贡（Sinan Aygün）曾提到，在高科技领域，中国也已经开

始主导土耳其市场，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发展。阿以贡说：“在 2005 年，根据进口数据，土

耳其所有的产业部门都处于中国的全面入侵形势之下。而这一形势在 2006 年将变得更加令人沮

丧……来自中国的各种货物都倾泻到土耳其市场上……我想提醒的是，在 2006 年，土耳其经济已

被中国所击垮。”
[5]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对土耳其的挑战还是一个新鲜事物，两国之间的传统竞争主要是围绕相似

的产业结构所进行的。②根据一家土耳其研究机构所作的《国家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与

土耳其之间的问题集中于两国之间纺织业部门的不可避免的竞争上。
[6]
其实，这也是土耳其最早

和最深切地感到中国之竞争压力的领域。据统计，尽管土耳其与欧洲之间空间距离非常近，土耳

其的纺织品还是无法同中国在欧洲市场上进行竞争，因为中国的优势在于低廉得多的劳动力价格。 
土耳其国务部长库尔夏德·图兹曼（Kursad Tuzmen）于 2006 年访华，并在此期间接受了一

                                                        
① 2009 年新疆“7•5”事件发生后，土耳其总理艾尔多安就曾口出狂言，以“种族灭绝”的言论激怒了中国民众。

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可详参昝涛：《土耳其与“东突”的“不解之缘”》，载《中国经济》2009 年第 83 期。 
② 根据 Global Trade Negotiations “Turkey Summary” 2004 年的统计，土耳其的主要出口产业是纺织、制衣，然后

是农产品、钢铁和机械。显然，这与中国的出口有很大的重叠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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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专访。图兹曼说：“贸易逆差并不是大问题。但是如果分析一下土耳其对中国的产品出口和中国

对土耳其的出口，就会发现一些有趣的问题。以 2005 年为例，土耳其对中国的出口仅为 5 亿～6
亿美元，而中国对土耳其出口为 76 亿美元。”图兹曼继续说：“我认为这是中国有关部门需要考虑

的，因为这样的贸易逆差并不是可持续的……我们希望向中国展示我们的潜在能力，因为中国将

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和产品制造地。”
[7]
图兹曼还责难中国的高关税：简单地说，我们的海关关

税非常低——当然这不仅仅针对中国，由于我们和欧盟有贸易协议，我们的平均关税只有 3％～

3.4％；相反，当同一个产品出口到中国市场的时候，关税高达 20％～40%，虽然现在中国也是

WTO 成员，但是为了保护国内的产业，中国的关税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不过中国在不断降低

关税，这需要时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土耳其经济官员谈论土中贸易的不平衡问题时，他们从来没有放弃

对未来的希望，因为，他们相信，不利的条件会随着时间发展而得到改变和解决。图兹曼说：“在

我看来，如何快速增加双边贸易额是最主要的。70 亿美元甚至 100 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对一个大

的贸易伙伴来说不是什么大事情……对于两国来说，土中之间的贸易额是非常低的。”
[7] 

总体上说，土耳其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上。土耳其人一直渴望从中国这个占世

界人口 1/5 的巨大市场上获得其应有的份额。早在 20 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土耳其总统柯南·埃

夫伦（Kenan Evren）就曾说：“如果每个中国人都能买我们一个橙子，那我们就富了。”
[8]7

今天，

诚如图兹曼所言：“我们希望在中国开拓的另一个领域是关于支付平衡的，也就是旅游业。现在中

国每年有超过 1500 万人出国旅游，土耳其大约只吸引了 8 万游客①，这是很低的数字。有些国家

一年会有超过 200 万的游客到土耳其旅游。我们很高兴邀请中国朋友来土耳其看看。虽然这不能

解决我们的贸易失衡问题，但是可以解决支付平衡问题。”
[8] 

然而，对土耳其商人来说，他们却有着不同的感受。土耳其政府感到了来自国内商人的压力，

这些商人对中国商人及商品在土耳其市场的存在感到不安。一般来说，中国商人会使用因公护照，

根据中土两国在 1989 年的协定，持有这样的护照，在彼此的国家无需签证而待一个月的时间。然

而，根据来自中国外交部的可靠消息，近年来，持有中国普通因公护照的中国生意人在土耳其被

拒绝入境。这可能是土耳其政府面对本国商人压力所采取的行动。根据土耳其方面的资料，土耳

其的中小企业感觉到他们在最近举行的一个商贸洽谈会上感觉到了“中国经济威胁”的存在。土

耳其商人力图在战后的伊拉克市场上有所作为，但他们发现中国商人的存在使他们倍感压力与威

胁。这个洽谈会是在土耳其东南部的最大城市加齐安泰普（Gaziantep）举行的，时间是 2008 年 5
月。

[9]
 

 
三、“东突”问题 

 
冷战期间，土耳其作为防堵共产主义苏联的“南大门”，其战略地位举足轻重，与美国阵营的

关系可以用“蜜月”来形容。但在冷战结束以后，土耳其逐步丧失了其重要性。作为国际体系中

的一个次级力量，土耳其必须重新思考其国家定位，并调整其与新兴力量之间的关系。面对中国

崛起，理性的反应显然是如何评估和利用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机遇。土耳其人也慢慢意识到，中国

                                                        
① 据土耳其安纳托利亚通讯社报道，2007 年土耳其共接待中国游客 6.8 万人次，比上一年增长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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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崛起将是毫无疑问的，且这将改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版图。 
在土耳其有一个很流行的看法，即中国是一个有希望的、对美国霸权的挑战者，中国是一个

在世界政治领域中日益增加和扩展其影响的、正在崛起的力量。土耳其的观察家们几乎没有人否

定这些看法。正如库泰·卡拉扎（Kutay Karaca）断言：“唯一能够勇敢地挑战和反抗美国最近所

形成的单边世界秩序的国家，就是中国了。”麦赫迈特·厄余特楚（Mehmet Öğütçü）则认为，对

土耳其而言，考虑到中国今日的地位和其未来的潜力，中国与美国同等重要，可能比美国、欧盟

和日本更为重要。对德尼兹·阿若保安（Deniz Ülke Arıboğan）来说，“如果（土耳其）的外交政

策制定者继续坚持维持一种亲欧亲美路线，而不考虑远东作为一个具有未来国际重要性的地区的

话，那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早在 1996 年，哈斯雷特·乔马克（Hasret Çomak）也曾说过：“提

升与这个到 2025 年有希望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的国家(中国)的合作，并提供新的合作机遇，对土耳

其来说是不可缺少的。”
[10] 

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政治影响力，体现在土耳其对“东突”问题的态度上。土耳其国内部分势

力长期以来都是中国的“东突”分裂势力的同情者。然而，随着双边关系的发展以及作为对中国

崛起的反应，土耳其也曾开始收缩和限制其对“东突”势力的同情和支持。1995 年，土耳其总统

苏莱曼·德米雷尔（Süleyman Demirel）访问中国之后，土耳其政府发布了一道由总理麦苏特·耶

尔马兹（Mesut Yılmaz）签署的密令，密令指出，中国政府对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后裔所建立的

社团的活动感到不安，密令要求土耳其各级公务员不得参加这些社团的各类活动和集会。
[10] 

到 2000 年 2 月 14 日，中土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土耳其共和国政府打击跨国

犯罪的合作协议》。2000 年 2 月 15 日，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会见了来访的土耳其内政部长萨

阿德丁•坦坦。朱镕基表示，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并支持中土两国公安、内政警察部门进行友好交往

与合作。中土两国刚刚签署的打击跨国犯罪的合作协议为双方的合作奠定了法律基础，将促进中

土两国政府在打击跨国刑事犯罪、有组织犯罪、毒品犯罪、国际恐怖活动及警用科技装备和情报

信息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坦坦还表示，土耳其政府重视发展与中国政府在各领域的友好合作关

系，绝不允许反华分裂分子利用土领土从事反华分裂和暴力恐怖活动，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创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
[11]

 

2002 年 4 月朱镕基总理与土耳其总理埃杰维特进行了会谈。在这次会谈中，双方还公开地涉

及了“东突”问题。朱镕基表示：我们注意到土耳其政府近年来一再强调新疆是中国领土的一部

分，并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限制在土“东突”分子的反华分裂活动，我们对此表示赞赏。目前“东

突”分子仍在顽固地从事反华分裂活动，一些在阿富汗进行反华恐怖暴力活动的“东突”恐怖势

力正在寻找新的基地，土耳其是其重要的转移方向。中土两国作为地区重要国家，在打击国际恐

怖主义、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负有重要责任，共同打击“东突”恐怖分子，符合两国维护安

全与稳定的根本利益。我们希望中土双方更加密切地合作，共同防止“东突”恐怖分子给中土关

系造成损害。埃杰维特表示，土耳其反对世界上任何恐怖主义活动，土中双方在反恐领域进行了

良好合作；近年来，土中两国在这一领域合作的可能性增加了，我们愿意与中方继续加强在反恐

领域的合作。对于在土耳其部分“东突”分子的活动，土方将加强限制，土耳其政府不会支持“东

突”的恐怖主义活动。
[12]

 

2005 年 6 月，应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邀请，土耳其宪兵部队司令图尔凯里访华，双方进一

步表示要加强在维护社会治安、打击犯罪及反恐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这些围绕安全问题进行的频



 64

繁互访以及签订的协议表明，自“9•11”以来，中土两国在反对“东突”分裂势力这一问题上逐

步达成了共识与合作意向。 

当然，也有一些土耳其强硬派反对针对中国的温和政策，根据这些人的看法，在中土关系中

温和派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是不充分的：首先，强硬派认为，那些搞妥协的人永远不理解经济民族

主义。强硬派认为，对中国而言，土耳其只是一个通往欧洲共同体的跳板(sıçrama tahtası)，那才

是一个有着巨大机会的市场，所以，他们认为，“那种说‘中国已经准备好购买我们所卖的各种东

西，我们不能失去中国’的论调只是无知和毫无成果的假定而已。”其次，强硬派认为，以不干涉

他国内政为理由，对中国的“东突”问题置之不理，“是最不合逻辑的理由”，因为在他们看来，

中国在六十年代对土国内左派的支持是对土耳其内政的干涉。
[13]

 

还有的土耳其强硬派认为：“土耳其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额是非常滑稽的。我们向中国出售 3

亿美元的货物，而他们中国人向我们土耳其人出售了 70 亿美元的货物。这个就是‘商业前景’。

当我们问一个土耳其议员一个问题，我问他为什么你们要给那个勋章
①
，他说：‘那就是个勋章而

已嘛。’这样的回答或许会使我们更加沮丧。”
[11]

 

显然，这些土耳其的强硬派只是把他们的关注点局限于土耳其人和中国维吾尔族人之间的所

谓历史、文化和种族关系，只是目光短浅地盯住中土两国之间暂时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他们对土

耳其与中国有关的其他方面利益是无知的。 

另外一些具有战略视野的土耳其观察家，在思考中土两国的双边关系时，则意识到了一个崛

起的中国在各个方面对土耳其的重要性。他们首先意识到的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中国将在 2030～2050 年间超越美国，并成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他们建议，对于土耳其的国家利

益来说，当前与中国发展一种良好的关系自然是非常重要的。 

比较务实的土耳其人意识到，土耳其有自身的头痛问题，即库尔德工人党（PKK）的恐怖主

义和分裂主义以及塞浦路斯问题。在这两个重要的问题上，土耳其显然也需要中国在国际舞台上

的支持。②在军事技术领域，土耳其希望能够与中国分享一些技术，特别是在导弹技术方面，因为，

“土耳其是一个处于世界上最不稳定地区的国家，在这个地区，它的邻国都拥有导弹。”
[13]

 

冷战结束之后，中土两国在中亚地区逐渐形成了更多的利益交汇。在土耳其的外交方面，由

于历史、文化和能源运输等方面的联系，中亚地区由于有着极大的重要性。首先，由于土耳其与

中亚地区有着种族、文化和历史联系，在后冷战时期，土耳其已经成为中亚国家理想的发展模式，

而且土耳其对这些国家有着多方面吸引力。在经济发展、自由贸易和安全领域，土耳其与中亚之

间的合作也取得了巨大进步，而可以预见，这将在未来继续发展下去。对土耳其来说，冷战后在

中亚出现的众多新国家，为土耳其提高国际地位带来了多种可能性，因为土耳其作为东西方桥梁

的地缘政治地位，对中亚地区来说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在投资、贸易和丰富的能源输出（能源过

道）方面，土耳其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土耳其必须重视它在中亚地区的利益。
[14]

 

也正是在这个方面，土耳其必须面对中国的崛起。随着中国的崛起，区域发展、地区安全和

能源安全等问题正变得越来越重要。2001 年，上海合作组织（SCO）的成立就是为了应对这些安

全需要，上合组织也可以被看做是中国崛起的一个自然发展步骤。 

                                                        
① 2000 年 4 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土耳其时，土耳其总统德米雷尔向江主席授予土耳其国家勋章。 
② 一个土耳其观察家曾经警告那些支持“东突”问题的土耳其人，要提防中国为了报复而利用库尔德问题。参见
“China's Kurdish Policy Is Changing,” Turkish Daily News, February 28,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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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土耳其战略观察家认为，为了维护自身在中亚的利益，土耳其必须接近上合组织，并且

与之发展良好的关系。为此，土耳其必须向中国表明其合作的诚意。而面对中国当下最迫切的需

要，土耳其所能提供的就是其东西方间的桥梁地位和在反恐领域的合作。特别是在反恐方面，根

据这位土耳其观察家的看法，土耳其需要与中国合作以打击困扰中国的“东突”恐怖主义问题，

惟其如此，土耳其才能在上合组织中施加重要影响，并取得中国在其他方面的谅解。
[15]

安全、经

济和能源三个领域是上合组织的最大关切所在，对中国来说，如何通过上合组织取得土耳其在安

全领域的深度合作，应该值得重视。 

 

四、结语 
 

中土两国之间不平衡的贸易发展与纺织等行业的激烈竞争，不断地在土耳其国内引起不安。

但是，这并未改变土耳其视中国崛起为一个机遇的看法。从官方层面来看，土耳其高层领导人的

涉中言论非常谨慎，鲜见“中国威胁”的论调。相反，土耳其总体上把中国崛起作为一个机遇。

土耳其驻华大使奥克塔伊·厄聚耶（Oktay Özüye）在接受一家中文杂志采访时说：“在土耳其，

不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商界人士，都视中国的崛起为机会，而不是威胁。因此，我们正在积极地寻

求与中国伙伴合作……”
[16] 

厄聚耶大使的一番话不能完全被看做是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土耳其正努力加深对中国的了

解。在 2006 年，土教育部长说，土耳其需要精通汉语的专家，这将对土中关系有利，并且也将有

助于土耳其人理解崛起中的中国——一个政治和经济上的大国；土耳其已经准备在一些高中教授

中文，每年有 15～20 名土耳其学生到中国学习；他还强调说，土耳其的“五年千名留学生”计划

就包括中国。土耳其目前已经建立了两所孔子学院，其中第一所成立于 2007 年，设于中东科技大

学。孔子学院的任务是提供汉语教学并帮助土耳其的学生从多方面了解中国。 

总体而言，迄今为止，对中国崛起这个问题，除了一些非常感性的认识以及个别政治家的说

教外，土耳其尚未形成一个系统的中国战略，对土耳其而言，中国事务远不如欧洲、美国、中东

邻国以及中亚重要。但同时，也应看到，随着冷战后土耳其国家定位的逐渐变化，它正在日益把

目光转向“东方”。在此过程中，土耳其逐渐意识到中国的重要性，已经有个别具有长远战略眼光

的土耳其人正在或者已经开始思考这些问题,并开始对中国崛起可能带给土耳其的各种影响进行

研究。可以说，未来的十几年正是土耳其对华战略的形成期，其中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并将随

着中国实力的消长而变化。 

对中国而言，区域大国对中国崛起的看法也应该获得与那些超级大国同样的重要性。在政治

上，作为世界舞台上的一个次级力量，土耳其更渴望的是寻求与中国在各个方面合作的机会，以

提升其自身的利益。中国需要意识到土耳其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以及土作为欧亚之间桥梁的意义。

随着中国力量的日益上升，中国迟早要发展和加深与土耳其之间的关系。所以，土耳其当前关于

中国崛起与未来两国关系的看法，对我们来说是值得重视的，特别不容忽视的是，中土两国在很

多方面存有双赢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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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o-Turkish Relations and Turkey’s Perception of China 
 

ZAN Tao 
 

Abstract   Turkey has its own advantages to negotiate with China. The trade relationship and fierce 
competition in textile exports between Turkey and China have not changed Turkey’s perception of 
China’s rise as an opporunity. Politically, as a minor power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pattern, it is possible 
for Turkey to seek opportunities to cooperate with China in the aspect of anti-terrorism to promote its 
own interests. China and Turkey have win-win interests in many fields, although the two countries have 
not fully realized each other’s potential str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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