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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李秉忠：土美关系横亘着结构性矛盾

李秉忠

2018 年 8 月 14 日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把对土耳其钢铝制品关税翻倍，导致土耳其里拉大幅贬值，使土美

关系的恶化程度进一步加剧。事实上，土美关系恶化经历了一个较长过程，这一外交危机很

大程度上是美国对土耳其内政不满的体现。两国关系恶化与当下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也有耦

合性，是国际格局转化的某种体现。

因在叙利亚问题、埃及军政府、居伦运动以及以色列问题上的立场分歧，双方关系早在

2013 年就出现了裂痕。2013 年底，埃尔多安暗示美国驻土耳其大使为不受欢迎的人，称其

想用阴谋手段推翻正发党政府。经历 2016 年未遂政变和 2017 年总统制公投后，土耳其被西

方认为日渐背离亲西方的民主道路。美国政府 2017 年底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没有提及美土

战略伙伴关系，这在正发党执政以来极为罕见，标志着两国关系遭遇某种持久性的衰退。美

国政界和学界开始提出对土耳其加以遏制，于是逐渐演变成今年 6月美国暂停对土交付预订

的 F-35 战机，旋即对土耳其两名内阁部长实行制裁，再到现在加大对土耳其钢铝产品关税

征收力度。

土美关系中横亘着一些结构性矛盾，这成为双方关系恶化的根本动因。比如，库尔德问

题与土耳其亲西方外交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就是这样的结构性问题。海湾战争中，土

耳其为证明与美国的友谊而加入对伊拉克作战，结果催生了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自治。由于

至少一半库尔德人生活在土耳其，这也从根本上损害了土耳其国家利益。基于这一教训，土

耳其在 2003 年开始的伊拉克战争中“忤逆”美国意志，拒绝美国在土耳其南部开辟对伊拉

克第二战线的要求，颠覆了美国认为土耳其理应配合自身战略的固有理念。到了叙利亚战争，

土美冲突进一步显性化。土耳其将库尔德武装视为敌人，美国则将其视为共同打击“伊斯兰

国”的一支重要地面力量。双方对“敌人”认知的根本对立，是双方国家利益冲突的表现。

这种国家利益冲突还体现在土耳其的国家走向上，这也是土美结构性矛盾的另一表现。

美国只能接纳一个世俗、亲西方并在中东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土耳其。美国前国家安全事

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对西方有关土耳其立场的底线有过经典论述，“只要土耳其国内政治不大

幅度转向伊斯兰化，美国就应利用自己在欧洲的影响促使土耳其加入欧盟，并坚持把土耳其

当作一个欧洲国家来对待。”但西方对当前土耳其境况的基本判断，是政治伊斯兰和土耳其



民族主义力量异常强大，土耳其越来越不再是西方驯服的盟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特朗普

声称美国与土耳其关系远不如往昔。当下美土外交危机，很大程度上就源于美国对土耳其内

政不满。

美国现在发动“经济战”，无疑会对土耳其经济造成严重打击。2016 年土耳其经济出

现活力下降迹象，但得益于财政政策刺激，2017 年仍实现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强劲增长。

不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也带来问题，尤其是通货膨胀加大、失业率高企和货币贬值等，再

加上难民问题，土耳其经济更是不堪重负。也就是说，土耳其经济结构中隐藏着的问题是土

耳其里拉暴跌的根本原因，而美国的制裁则是雪上加霜。

但土耳其遭受的具体打击有多大，则要看美国制裁的持续时间、制裁范围是否扩大以及

下一步土耳其经济政策的选择等因素。但总体而言，土耳其毕竟是中东经济大国和重要的新

兴经济体，其经济脆弱性不宜被夸大。它最终会在符合国家利益的经济政策之间做出调和，

而且欧盟、俄罗斯等一些国家也是土耳其可选择的合作伙伴。另外在中东局势前途未卜的当

下，美国对土耳其的“管理”应该也有一定限度，不会过度扩大。

综合来看，土美关系短期内难有根本改善的可能，双方仍将维持现有的“冷漠”状态。

土耳其现在奉行的政策、对待“居伦运动”的立场以及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行动，短期

内都不会发生改变。美国的叙利亚政策、要求土耳其方面释放美国牧师布伦森的决心以及在

引渡居伦问题上的态度，短期内同样无法改变。双方极有可能从美国牧师问题上寻找某种突

破口，从而较为体面地将危机控制在适度范围内。

最后要指出的是，土美关系恶化还具有世界意义。特朗普当选后美国的摇摆、欧洲民粹

主义盛行以及全球经济动荡，使当下的全球秩序充满了二战结束以来少有的不确定性和不可

预测性。土耳其和美国这对 60 多年的战略盟友越走越远，埃尔多安和特朗普的性格都有很

强的不确定性，加之土耳其与俄罗斯关系迅速改善，美国的推力又在进一步强化这一趋势，

这些趋势和变化，都为当下世界格局的不稳定和不可预期做了注脚。(作者是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

2.2 陕西师范大学代表团赴喀什大学参加研讨会

2018 年 8 月 17 日至 21 日，受喀什大学邀请，我校冯旭东副校长带领陕西师范大学代

表团赴喀什大学参加“国际反恐形势新发展与中巴经济走廊安全环境评估”大会及“中巴经

济走廊”喀什研究院成立暨首届“喀什—瓜达尔”研讨会。代表团主要成员有陕西师范大学

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李秉忠教授、专职研究员马瑞映教授、李琪教授等。代表团参加了相关

学术交流，并与喀什大学和伊犁师范学院就开展合作研究交换了意见。



此次会议旨在评估当今国际反恐形势的发展及变化，集聚进行“中巴经济走廊”研究的

各方人才，为喀什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的地位提升提供智力支撑、人才储备和创新动

力，旨在服务于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为新疆社会稳定与长治久

安提供高端智库服务。

受邀参加“中巴经济走廊”喀什研究院成立仪式的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全国 50

多所高校、29 个单位和 5个科研院所的近 300 名专家、教授、学者和有关领导。与会专家

学者代表进行了主旨发言，并举行了首届“喀什—瓜达尔”研讨会。

首届“喀什—瓜达尔”研讨会，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为契机推动中国与巴基斯坦的

经济合作、加快瓜达尔港建设、中巴两国商贸物流拓展可塑性研究、中巴两国民心相通、文

化先行路径研究和中巴两国旅游资源开发研究等方面开展了研讨。我中心各研究员分别就相

关议题进行论述，充分发挥专业优势为“中巴经济走廊”的未来发展献计献策。

2.3 伊朗历史与现实研讨小组 2018 年年会在京举行

2018 年 8 月 25 日，伊朗历史与现实研讨小组 2018 年年会暨伊朗与中东格局学术研讨

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举行。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主办，伊朗历

史与现实研讨小组、世界历史所亚洲史学科承办。陕西师范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李秉忠

教授受邀参加此次会议。



研讨会共分三个时段进行。第一个时段围绕“矛与盾——美国与伊朗”议题，探讨特朗

普对伊政策及伊朗的应对措施；第二时段以“攻与守——伊朗与地区格局”为题，分析伊朗

与沙特、土耳其、也门、叙利亚等中东国家的关系及其对区域格局的影响；第三个时段聚焦

“内与外——伊朗内政与中伊关系”，就伊朗民族国家的建构、伊朗国内形势和中伊之间的

交往等问题进行深入研讨。

中心主任李秉忠教授在会议上就土美关系发表了主题演讲。内容主要围绕以下六个方

面：1. 此次土美外交危机以贸易战的方式呈现，应当有所预判却未能够及时指出；2. 土耳

其与美国关系在历史上也有不少波折，但这次冲突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对土美关系具有深

层次的损害；3. 需要强调的是土美外交危机实质上是美国对部分盟友不唯其马首是瞻的严

厉惩罚，目的还在于将土耳其拉回到服务美国利益、顺从美国意志的轨道上来；4. 土耳其

与美国之间横亘着某种结构性的矛盾，这也是双方关系恶化的根本动因；5. 土耳其国内的

反美情绪有发生质变的可能性；6. 土美外交危机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土耳其有可能不配

合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来自陕西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

中心、上海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厦门大学、西南大学、西北大学等学术机构和高等院校

的 30 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