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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欧盟之路中的美国因素

    谢先泽  石  坚

[摘要 ] 2005年 10月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艰难启动, 但入盟谈判只是新的开始。欧盟是否接纳土耳

其, 何时接纳,仍是一个未知数。欧盟一方面需要土耳其的加盟,另一方面又担心土耳其加盟后所带来

的负面影响。美国对土耳其入盟的积极支持,加深了欧盟对负面影响的疑虑。土耳其的欧盟之路也因

此增添了更多的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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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盟是当今世界最大、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
域性组织。 2004年 5月 1日,欧盟在经历第五次

扩大后,成员国数量从 10个增加到 25个。尽管

土耳其 41年来苦苦追求加入欧盟,结果是又一次

被拒之门外。欧盟各国领导人于 2005年 10月开

始土耳其的入盟谈判。入盟谈判只是新的开始,

欧盟是否接纳土耳其, 何时接纳, 仍是一个未知

数。欧盟一方面需要土耳其的加盟, 另一方面又

担心土加盟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需要考虑众多

复杂因素。这看似只是欧盟和土耳其之间的事

情,但由于美国积极支持土耳其、呼吁欧盟接纳土

耳其, 使欧盟对美国的动机产生疑虑, 土耳其欧盟

之路也因此增添了更多的变数。

一、土耳其欧盟之路的过去

早在 1963年,一心想 /揭开面纱、走向西方0
的土耳其就表示要加入欧洲共同体 (欧盟前身 ),

并与其签署了 5联系国协定 6。此后几十年, 由于

土耳其在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等领域与欧盟存

在诸多差异,加之上世纪 70年代出现的塞浦路斯

问题, 土耳其的入盟问题被一拖再拖。 20世纪 90

年代初,欧盟积极筹划东扩, 但对土耳其却一直冷

淡,致使土耳其于 1997年宣布停止与欧盟的政治

对话。

1999年 12月,欧盟赫尔辛基首脑会议确定土

耳其为入盟候选国,但以土耳其在政治、人权和保

护少数民族权利等方面不符合欧盟标准为由, 拒

绝启动与土的入盟谈判。 2004年上半年, 土耳其

在刑法改革中拟将通奸列为犯罪。欧盟对此表示

反对, 并声言将其与入盟谈判挂钩。在欧盟的压

力下, 土耳其被迫取消了这项议案。这场刑法改

革风波差点将土入盟谈判的建议打入冷宫。

由于土耳其的多方努力, 欧盟同意于 2005年

10月开始与土耳其的入盟谈判。经过了 41年, 土

耳其终于走到了进入欧盟大门前的最后一段路,

可见土耳其的入盟之路是何等漫长和艰难。

二、土耳其欧盟之路的前景

虽然欧盟已经于 2005年 10月正式启动土耳

其的入盟谈判,关于土耳其欧盟之路的前景, 确切

地说,土耳其何时能跨入欧盟大门成为 /基督教俱
乐部 0、/富国俱乐部 0的一员,需要考虑众多的因

素。法国总统希拉克曾说, 启动入盟谈判并不意

味着土耳其马上就要入盟。此事首先还要谈判,

这个过程可能长达 15年!
[ 1]

为什么土耳其迟迟拿不到欧盟 /入场券0呢?

总起来看, 土耳其加入欧盟主要面临以下几个方

面的阻碍因素:

其一,土耳其民主制度尚不完善, 存在人权问

题。尽管土耳其经历了一百多年的西方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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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还不成熟,仍未

达到入盟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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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是 /国家的精华 0。[ 2]

20世纪 60年代以来, 土耳

其曾发生了四次军人政变, 给人一种政局不稳的

印象。此外, 欧盟指责土耳其 1982年宪法的某些

内容, 如不许大学生参加政党, 选民年龄为 20

岁, 各党不得成立妇女和青年组织;还指责土耳其

政府刑讯、监禁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以及人权

纪录太差等。在欧盟看来, 库尔德人问题比较集

中地体现了土耳其的人权问题。长期以来, 土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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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境内的库尔德少数民族实行 /土耳其化 0政
策, 对库尔德工党游击队一直进行军事镇压。

[ 3 ]

对此欧盟认为, 土耳其政府的库尔德政策严重违

反了欧盟一向标榜的民主和人权原则, 强烈要求

土政府尊重库尔德人的基本生存权利, 停止镇压,

以民主、和平的方式解决其境内的库尔德人问题。

迫于欧盟的压力, 土耳其近年来做了一些妥协,

但仍未达到欧盟所要求的人权标准。

其二, 土耳其的经济发展水平尚未达到欧盟

的标准。自 20世纪 80年代开始, 土耳其大力推

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并保持了近 20年的经济强

劲增长, 年平均增长率达 5. 5%。但在实现经济

高速增长的同时, 也出现了高通货膨胀率、高财政

赤字、高失业率以及社会收入分配严重不均等问

题。1999年以来, 由于两次大地震和受亚洲及俄

罗斯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出现负增长。目前, 土

耳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 3000美元, 只及欧盟

的 22% , 在入盟申请国中位居最后, 而其通货膨

胀率则达 57. 6%。因此欧盟认为, 土耳其与欧盟

国家在经济上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 4 ] ( p. 42)

欧盟担

心, 80%的人口生活在温饱线以下的土耳其一旦

加入欧盟, 不仅会加重欧盟的经济负担, 而且会

搅乱欧盟的经济秩序, 对欧盟形成更大的就业压

力。

其三, 历史传统和宗教文化因素。历史上,

土耳其曾建立过强大的奥斯曼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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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民族向来英勇好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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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为欧盟内反对土耳其入盟的人提供了口
实。欧盟主流民意认为, 土耳其在历史、地理和宗

教文化上都是一个穆斯林国家, 是一个不稳定的、

落后的东方国家, 不属于基督教文化圈,不能成为

欧盟成员国。法兰西学院院士阿兰 # 贝藏松指
出, 土耳其比欧洲其他地方进化要晚, /欧洲与这
个差异巨大的文明混合是危险的 0。[ 5]

欧盟不情愿

一个伊斯兰教异质文化加入 /基督教俱乐部 0, 所
以对土耳其迫切的入盟要求反应冷淡。文化和宗

教上的差异是西欧长期拒绝土耳其的重要原因之

一。法国前总统德斯坦曾明确表示, 土耳其入盟

就意味着欧盟的终结 0。近来民意测验结果表明,

67%的法国人和 55% 的德国人反对土耳其入

盟。
[ 6]

其四,土耳其入盟可能对法德在欧洲的主导

地位构成挑战。土耳其入盟将挑战以 /法德为轴
心 0的欧洲主导地位, 这是阻碍土耳其入盟的另一

个深层因素。按照目前的人口增长率, 土耳其将

在 5年后超过德国成为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而

欧洲议会是按各成员国人口比率来分配席位的,

土耳其在获得议会最多数席位后, 就有可能从自

身利益出发对欧盟的立法和行政施加影响。这自

然是主导欧盟事务的法德两国所不愿看到的。

除了上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原因外, 妨碍土

耳其尽快加入欧盟的不利因素就是在塞浦路斯问

题上与希腊的矛盾。自 1974年以来, 塞浦路斯一

直处于分治状态, 南、北两部分分别由希腊和土耳

其控制。近 30年来, 欧盟和联合国为推动塞浦路

斯问题的解决做了大量工作, 但进展甚微。土耳

其和希腊在此问题上的分歧增加了土耳其入盟的

难度。

在展望土耳其欧盟之路的前景时, 除了考虑

上述阻碍因素外, 还需要考虑欧盟自身对土耳其

入盟所带来的战略、安全、反恐等方面价值的评

估,
[ 7 ]
以及美国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三、土耳其欧盟之路中的美国因素

冷战以来,受各自利益驱动,美国和土耳其总

体上保持着紧密的同盟关系。对土耳其加入欧盟

的追求,美国给予了有力的支持。 2004年 6月 27

日,布什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同土耳其总理埃尔

多安会晤时重申, 美国将竭尽全力支持土耳其加

入欧盟。他还表示, 欧盟应该就最终接受土耳其

成为会员的事宜提出一个具体的日期。
[ 8]
美国为

何大力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呢?

土耳其是美国欧亚棋盘上的重要支轴: 地缘

政治理论是美国制定外交政策及全球战略的理论

基础。20世纪初,英国著名地理学家麦金德提出

/大陆心脏 0说, 认为 /谁统治东欧, 谁就能控制大

陆心脏; 谁统治大陆心脏, 谁就能控制世界岛 (欧

亚大 陆 ); 谁 控制 世 界 岛, 谁就 能 统 治 世

界。0 [ 9] ( p. 71)
到 20世纪中叶,美国学者斯皮克曼在

此基础上又提出了 /边缘地带 0理论。斯皮克曼认
为,如果在欧亚大陆的周围建立起新的工业力量

和交通中心,那么欧亚大陆的 /边缘地区 0在战略
上会比大陆心脏更为重要。斯皮克曼得出的结论

是:谁统治边缘地带, 谁就能统治欧亚大陆; 谁统

治欧亚大陆, 谁就能控制世界的命运。
[ 10] ( p. 133 )

第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苏联将东欧国家纳入自己

的直接控制之下, 占据了欧亚大陆心脏地带。而

美国则仰仗其在战争中膨胀起来的政治、军事实

力,企图建立世界霸权。美国在 /大陆心脏0学说、
/边缘地带 0学说的驱使下, 提出对苏联实行 /遏
制0战略, 在欧亚大陆外围建立政治军事同盟体

系,对苏联形成包围, 阻止苏联控制心脏地带, 进

而统治欧亚大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表明美国

在争夺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取得了战略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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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为了获取冷战后的最

大利益,美国的目标是向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逼

近,以实现控制欧亚大陆的梦想。

土耳其地跨欧亚两洲, 其欧洲部分位于巴尔

干半岛的东南部, 亚洲部分位于小亚细亚半岛。

境内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扼黑海和

地中海通道的咽喉, 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土耳其

东北和东面与原苏联接壤, 南面与伊朗、伊拉克、

叙利亚等中东国家为邻, 西面隔爱琴海与希腊相

望。土耳其的农业生产条件较好, 国际贸易条件

便利。土耳其境内的安纳托利亚高原是幼发拉底

河和底格里斯河的发源地, 水利资源比较充足。

土耳其的铬矿储量居世界前列, 褐煤储量也非常

丰富。从地缘政治角度看, 土耳其具有毗邻苏联

和中东腹地的双重价值, 特别是冷战结束和苏联

解体后,土耳其的地缘战略意义又衍生出新的含

义。土耳其北面是中亚国家, 东面有外高加索国

家,对此,布热津斯基指出: /土耳其稳定着黑海地
区,控制着从黑海去地中海的通道,在高加索地区

抗衡俄罗斯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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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不稳定可能将在南巴尔干引起更严重的暴力冲

突,使俄罗斯更容易重新控制新独立的高加索国

家。0 [ 11] ( p. 63)
而且 /土耳其,作为一个后帝国的国家

仍处于重新界定其身份的过程之中。它受到来自

三个方向的牵引力: 现代主义者希望它成为一个

欧洲国家而倾向西方; 伊斯兰主义者向中东和穆

斯林大家庭倾斜而重视南方; 抱有历史观点的民

族主义者则认为,处于地区主导地位的土耳其在

里海盆地和中亚的各突厥民族中具有新的使命,

从而着眼于东方。三种观点中每一个都设定了不

同的战略轴心。0 [ 12] ( p. 176)
可见, 土耳其在地缘政

治、国际关系、宗教文化等因素中具有独特的地位

和影响,是美国欧亚大陆地缘战略中的重要支轴

国家, 对美国的地区和全球利益有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

9# 11事件后,布什政府对土耳其外交政策有

所调整,从各个方面表现出对盟国土耳其倍加重

视的倾向,具体表现在:大力支持土耳其的经济和

政治改革,大力帮助土耳其渡过金融风波, 支持土

耳其争夺里海油气输送管道, 帮助土耳其扩大在

中东、中亚的影响,通过反恐怖活动巩固美土同盟

关系。
[ 13]
美国对土耳其大力帮助和支持要实现的

战略目标之一便是使土耳其逐步达到欧盟的入盟

标准, 最终成为欧盟成员国。可以推想, 欧盟在考

虑是否接纳和何时接纳土耳其时, 不得不将欧美

关系和美国支持土耳其入盟的动机纳入考虑范

围。

一方面,大西洋联盟伙伴关系将继续维持下

去。首先,美欧结盟已有数十年, 双方互为世界上

最大的贸易伙伴,他们在经济上已融合在一起, 不

可分割;其次, 美欧都面临诸如国际走私、地区冲

突、恐怖活动和核武器扩散等问题, 他们只能密切

合作才能加以应对; 再次, 欧洲军事力量的薄弱使

其在安全上仍离不开美国的保护。除了利益因素

外,美欧关系间还有北约等制度化联系机制, 以约

束双方对联盟的权利和义务, 保障联盟内部关系

的相对稳定性。正是由于利益和机制因素的制

约,美欧盟友关系在可预见的时期仍将保留; 作为

欧盟来讲,在处理美欧关系时,将会在维持盟友关

系大局的前提下,努力使自身利益最大化。

另一方面,冷战结束后, 美欧矛盾上升。伊拉

克问题则使美欧关系降至二战后的最低点。从根

本上讲,美欧关系的变化是国际格局和美欧安全

环境改善的结果, 也是欧洲力量增强及美国实施

单边外交政策的结果。而双方在中东地区的利益

差异及冷战后对世界问题的不同认识加剧了美欧

原有的矛盾。通过伊拉克战争, 我们可以看到美

欧间的关系已非简单的同盟关系, 欧盟已从美国

的战略盟友变成其实施单极战略的重要牵制力

量。二战后, 出于安全战略的考虑, 美欧迅速结

盟。冷战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苏联解

体使美欧外部威胁消失。美欧合作的战略基础发

生动摇,欧盟对美向心力和美欧关系的粘合力减

弱,美欧关系中的矛盾凸显。欧盟经过半个多世

纪的努力, 2004年已扩大到 25国。随着综合实力

的增强,欧盟自信心增大, 渴望在世界上获得与其

实力相称的政治与军事地位, 以便在国际事务中

发挥 /独立一极 0的作用。冷战后, 美国坚持奉行

单边主义政策,信奉美国国家利益永远至上, 而不

必顾及其它国家的反应;如果有必要,美国可以单

独采取军事行动。
[ 14]
小布什上台后,在国际事务中

更是尽显美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 在对外关

系中大大强化了单边主义趋势。退出 5京都议定
书6、撕毁反导条约、攻打伊拉克、加紧发展导弹防
御系统,这些都直接影响了欧盟各国的整体利益,

严重干扰了美欧关系。德国前总理施密特说: 根

据自我评价,美国自认为是全球惟一的超级大国,

根本不需要欧洲盟友的建议, 也无需太顾及其他

国家的利益。
[ 15]
应该说,这句话反映了欧洲对美国

单边主义最为代表性的认识。伴随这种认识是欧

洲人的忧虑与反感, 以及对美国插手欧洲事务的

防范和抵触心理。 2004年 6月 28日, 法国总统希

拉克对美国总统布什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话

提出批评, 认为布什讲话有点 /过分 0, [ 1]
这也反映

出欧盟对布什插手欧洲事务的不满和 /欧洲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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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说了算0的愿望。
关于欧盟对美国支持土耳其入盟的动机的认

识,先得从波兰说起。伊拉克战争使波兰成为 /新
欧洲0的代表, 成为美国在欧洲大陆的坚定盟友。

波兰在 2003年底的欧盟制宪会议上率先发难,率

领欧洲一些中小国家否决了 /老欧洲 0国家倡导的
多数表决制,导致欧洲宪法草案未获通过, 给欧洲

一体化进程蒙上一层阴影。波兰这种 /身在曹营
心在汉 0的态度, 引起 /老欧洲 0国家的极大不满,

德国媒体干脆把波兰形容为美国放在欧盟内部的

/特洛伊木马 0或 /特洛伊木驴0。[ 16 ]
布什总统自上

台以来,在欧盟扩大和北约东扩的问题上, 多次提

出要加快 /扩大 0步伐, 并要求欧盟和北约能够尽

可能多地接纳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从而 /统一
欧洲大陆0, 在他的蓝图上, 甚至还有中亚和高加

索国家的名字。这引起了一些欧洲人的怀疑, 他

们认为华盛顿如此卖力地让欧洲扩大或许别有用

心,因为欧洲变得越大, 它的运转就越不协调, 内

部的关系可能就会越发复杂和多变, 这将使得美

国更有机会对一个松散的欧洲吆五喝六。基于这

种认识,布什卖力地游说欧盟允许土耳其入盟显

得十分可疑, 这使土耳其看上去更像是美国送给

欧洲的又一匹 /特洛伊木马 0。[ 17]

土耳其将来的走向影响到欧美之间的利益。

/在这里,美国人和欧洲人在政治、战略和经济上

的利益远不是一致的。0 [ 18 ]
伊拉克战争后,土耳其

在欧美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伊拉克战争

增强了美国在中东的存在, 大大改变了中东的地

缘政治形势, 美国主导中东的局势比以往更加明

显。与此同时,欧盟在中东的影响力则相对下降,

其经济、政治利益都相应受到影响。欧盟在中东

的战略回旋空间大为缩小。为了保持和扩大自己

在中东的战略利益, 欧盟更加离不开土耳其了。

中东地区对欧盟的战略利益愈重要, 土耳其对欧

盟的意义就愈重要。

综上所述,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断, 即欧盟在考

虑土耳其入盟问题时, 除考虑土耳其面临的阻碍

因素外,还需考虑土耳其的战略价值和美欧关系,

在地缘战略利益层面存在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

需要土耳其加盟;另一方面, 又担心土耳其加盟后

成为美国名副其实的 /特洛伊木马 0,为以后与美
国的角逐带来被动。到底何去何从, 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欧盟对土耳其对外政策走向和国际局势的

判断。在很难做出明确判断的情况下, 面对美国

的压力,欧盟将会在与土耳其的入盟谈判中 /严格
把握 0已经制定的标准, 既将土耳其挡在门外, 又

让美国不至于太丢面子,维护美欧关系大局; 维持

现状,把握主动, 因势而行, 最符合欧盟利益。土

耳其的欧盟之路还很漫长并非没有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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