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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土以关系 60 多年的发展史大致可以划分为 4 个阶段。

阿拉伯和美国因素对双边关系影响明显、双边关系具有非对称性和非常

态性、正发党重塑了土以关系、双方认同基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是土以

关系的主要特征并影响着土以关系的未来。鉴于叙利亚局势的持续恶化

已经外溢至土耳其和以色列，以色列在 巴勒斯坦问题上已经做出新的姿

态，土以关系从短期来看恢复和改善的基本条件正在齐备。从长远来

看，由于中东地区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土以国内民意对双边关系影响的权

重 日渐增加，双边关系的非对称性并未发生根本改观，土以关系未来发

展难以一帆风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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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5 月 31 日，加沙国际救援船队遭以色列袭击，由此引发的土耳其

与以色列关系降至二秘级已过去两年多，双边关系依然未有根本性改观。由

于土耳其和以色列在中东地缘政治格局中地位特殊，发展道路各具特色却又

都认同西方文明，由此二者外交关系的变动一直非常惹目。当下叙利亚局势

的持续动荡和恶化，增加了土以关系的变数和学界的关注度。国内学术界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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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关注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变化
①

，但土以关系、尤其是土以关系的特点未引

起国内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因此，本文试图通过综述学术界关于土以关系的

研究视角和关注的问题，以及土以关系的发展演变，来研究土以关系的特征

和未来走向。

学术界对土以关系的研究概述

土耳其属于穆斯林 - 突厥文化，而以色列属于犹太文化，双边关系曾因

此被称为不同文化相处的典范，有助于破解 “ 文明冲突” 的魔咒，更因双方

的友好极大地服务于西方在中东的利益而为西方推崇备至。另一方面，学界

经常用 “ 奇特组合”、“ 舞台效应”、“ 以色列的情妇怨艾” 这 3组词来描述土

以关系的特殊性，厄梅尔 ·塔什珀纳尔指出，土以关系往往具有一定的 “ 舞

台效应”， 是不同政治话语和意识形态的高度浓缩和集中反映。
②

土以这一

“ 奇特组合”， 引起学界所高度关注，关 于该问题研究也产生了大量学术成

果。
③

学术界对土以关系主要有建构主义和现实主义两个观察视角，关注的问

题则集中于探讨双边关系遭受挫折的原因、影响和土以关系的前景。

（一）学界的研究视角

1 ．建 构主义的视 角

于杰尔 ·博 兹达利 奥 卢 （Y ucel B ozdaglioglu）指 出， 自从 以色 列建 国以

来，土耳其是中东地区唯一与以色列长期保持良好双边关系的国家，可从历

史、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出发来探究原因。就历史而言，从奥斯曼帝国建立

① 国内关于土耳其外交的研究则日渐增多，《西亚非洲》杂志 2011年第 9 期刊出专栏 “ 土耳其

对外政策与外交关系：变化与演进”， 内容涉及中国与土耳其新型战略伙伴关系、认 同视角下的土耳

其对外政策、土耳其对西巴尔干地区政策的新变化 、土耳其对非洲战略与政策评析、土耳其申请加入

欧盟视角下的库尔德问题等多个题材 ，展现了当下土耳其问题研究的热度和热点问题。具体篇目包括 ：

肖宪 ：《构建中国与土耳其新型战略合作关系》，载 《西亚非洲》 2011年第 9 期 ，第 14 ～28 页 ；谢立

忱：《认同视角下的土耳其对外政策》，载 《西亚非洲》2011年第9期，第 29～40页；王泽胜：《土耳

其对西巴尔干地区政策的新变化》，载 《西亚非洲》 2011年第 9 期，第 41 ～52 页；张春：《土耳其对

非洲战略与政策评析》，载 《西 亚非洲》 2011年第 9 期，第 53 ～67 页；郑东超：《土耳其申请 加入欧

盟视角下的库尔德问题》，载 《西亚非洲》2011年第 9 期，第 68 ～77 页。

② S o u th E a st E u ro p e an S tu d ie s a t O x ford， T urkey 's F oreig n P o licy in a C h a n g in g W orld : O ld a lig nm en ts

a nd n ew n eig h bo urh ood s , In tern a tio n a l C on fere n ce , 3 0 A p ril - 2 M ay 2 0 1 1 , S E E S O X , 2 0 1 1 , p . 13 .

③ A m ik am N a c h m a n i, T u rkey : F a c in g a N ew M illen n iu m , M a n c h e ste r a n d N ew Y o rk : M a n c h e ste r U n i-

v e rsity P ress , 2 0 0 3 , p . 2 0 2 ．



伊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土耳其都是犹太人的朋友。1948 年以色列建国后，

土耳其又是中东地区第一个承认以色列国的国家。同样 ，犹太人是土耳其人

全天候的朋友，无背叛之虞。双方历史地形成的彼此良好的形象被移植到现

代双边关系之中。就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而言，以色列建国后的西方认同，

以及以色列与西方尤其是与美国之间良好的关系，使得土耳其颇有同路人之

感，对土以关系产生了积极影响。土以关系对双方的影响可以形象地概括为：

土耳其是以色列通往中东之门，以色列是土耳其通往西方之门。
①

于杰尔 ·博

兹达利奥卢较多强调了双方形象的建构在土以关系中的决定性作用，双方利

益则由各自的认同来界定，这种双边关系不仅提升了土耳其的西方认同，而

且也提升了以色列的中东身份。而任何一方认同的变化都将导致双边关系的

变化，如 20世纪 70 ～80 年代以来，受土耳其 - 阿拉伯关系好转的影响，土

以关系处于低潮和蛰伏期。
②

巴里 ·罗宾 （B arry R ubin）认 为，土以友好关系

是 自然发展而来的结果，原因在于它们同是中东地区民主的、世俗的、西方

的和非阿拉伯国家。
③

巴里 ·布赞和奥利 ·维夫也认为，以色列和土耳其之间没有历史恩怨，

两者一致反对宗教极端主义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它们都对叙利亚、

伊朗和伊拉克抱有敌对态度。它们都是西方化国家，与欧盟的关系麻烦不断，

但是与美国关系密切。从 1996年开始，两国开展了广泛的公开军事合作，包

括互通情报、联合军演和大规模武器贸易。在相当程度上 ，它们的军事需求

和备战能力是互补的。在反对恐怖主义和希腊 - 土耳其争端问题上，它们走

得更近。它们互相扶持，一起对华盛顿施加强大影响。在 1998年土耳其威胁

对叙利亚诉诸武力之时，这种伙伴关系几乎肯定发挥了作用，迫使叙利亚不

得不对土耳其做出让步，减少了对土耳其库尔德人的支持，并驱逐库尔德工

人党领导人厄贾兰。
④

历史上的友好、共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共同的他者强

化了双方的相互认同。在这个意义上讲，土以双边关系具有强烈的建构主义

① Y u cel B ozdag lioglu， T urkish F o reign P olic y a n d T urkish ld entity : A C on structive A pp roach , N ew Y ork :

R outled ge , 2 00 3 , p p .14 1 - 15 8 .

② Ib id .

③ B u len t A ra s , “ T h eA cad e m ic P erce p tion s o f T urk ish - Israe li R ela tio n s” , T urkish J oum al of Intern a -

tional R ela tions , S p rin g 2 00 2 , V ol. 1 , N o . 1 , p . 8 .

④ [英国] 巴里 ·布赞、[丹麦] 奥利 ·维夫著；潘忠岐、孙霞等译：《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
安全结构》，世纪出版集团，2010 年版 ，第 201页。



色彩。

反过来，学者也注意到双方以世俗主义和西方认同为基础的共同世界观，

由于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的上台执政和亲伊斯兰因素激增而出现裂痕。菲利

普 ·罗宾斯 （Philip R obins）早在 20世 纪 90 年代就提出伊斯兰主义影响的上

升可能伤害到土以关系。
①

奥芙拉 ·本希奥 （O fra B engio）也指出，土以联盟

很可能会受到两个事件影响，其一为正发党在选举中压倒性的胜利；其二为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以色列作为美国政策无可置疑的支持者而出现，土耳

其却成为美国中东政策的反对者。这样，土以关系最好的结果是经历痛苦的

调整期。
②

由此看来，建构主义将土以关系的波折归咎于共同价值观遭到了

侵蚀。

2 ．现 实主 义 的视 角

现实主义理论在分析 20世纪 90 年代土以关系的提升方面有较强的说服

力。有学者指出，土耳其在 90年代由于面临多重安全挑战而需要以色列的支

持 ，因此双边关系进入快速发展期，其中包含了众多的复杂因素。第一，库

尔德分裂主义和伊斯兰主义对土耳其国家安定和领土完整构成威胁，土耳其

与叙利亚和伊朗关系恶化，而且叙利亚和伊朗又支持库尔德分裂主义。与之

相反，土以友好则可以维护土耳其领土和国家完整，保护世俗主义。第二，

土耳其渐增对阿拉伯人的失望情绪，尤其是阿拉伯人在事关土耳其核心国家

利益的塞浦路斯问题上表现出的冷漠。美国却强烈支持土耳其与以色列深化

双边关系，这使得土耳其和以色列合作成为富有吸引力之选择。第三，1991

年开启的阿以和平进程扫除了最后一道障碍，土以关系进入黄金期。这一时

期军方在外交决策中有很大分量，他们认为自身总体生存环境不佳，强调与

以色列结盟对抗中东邻国，并推崇使用武力。
③

纳苏赫 ·乌斯卢 （N asuh U slu）也认为：20 世纪 90 年代由于 巴以关系的

缓和以及土耳其军方的积极推动，土以关系得到改善，也加大了土耳其在美

国战略天平中的权重。同时，土以友好关系潜藏着恶化土耳其与中东国家关

① P h ilip R ob in s， T urkey a n d t h e M id d le E a st, L on d o n : R oyal In stitu te o f In tem atio na l A ffa irs , 19 9 1 ,

p . 8 6 .

② O fra B eng io , T he T urkish - IsraeliR elation sh ip - c h a ng ing T ies of M id d le E astern O utsid e , N ew Y ork :

P algrave , 2 00 4 , p . 17 1 .

③ M e ltem M ü ftü ler - B a c  & Y ap rak G ü rsoy , “ Is T h e re a E u rope a n iza tio n o f T u rk ish F oreig n P olicy ? A n

A d d en d u m to th e L iteratu re o n E U C an d id ates” , T urkish S tu d ies , V o 1. 1 1 , N o .3 , 2 0 10 , p p .4 0 5 - 4 2 7 ．



系的风险。土耳其如果希望在区域事物中扮演重要角色，那么其外交政策就

应更具灵活性，在改善与以色列关系方面尤其要慎之又慎。以疏远阿拉伯人

为代价来发展土以关系，将会使得土耳其外交政策严重受限。2001年国际及

区域局势的变化将土以关系引向新的十字路口。
①

可见，纳苏赫 ·乌斯卢更从

现实主义的视角来探讨土耳其的以色列政策，剖析了土耳其中东外交的尴尬，

尤其是双边关系中潜藏的危机。

莉 诺 · 马 丁 （L enore G .M artin ）更 多 强 调 土 耳 其 中东 外 交 的两 难 境 地，

她谈及土耳其在中东奉行消极中立政策到积极的中东政策之转变，尤其是

1996年以来土耳其和以色列双边关系提升的背景之下。莉诺 ·马丁同时指出，

土以关系越密切，土耳其就越难处理与中东其他国家的关系，而土耳其主动

为土以双边关系降温，势必会导致土耳其国内文官政府与军方的关系再度

紧张。
②

现实主义理论证明土耳其在中东难以避免零和游戏的尴尬局面，必须在

以色列与中东其他国家之间进行平衡和选择，而巴以和平进程的进展，土耳

其国内文官政府和军队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土耳其作为一个中等国家在实

力方面的限制等都制约着土耳其的抉择。

（二 ）近期学界关注的主要问题

新世纪以来土以关系急转直下，使得学术界在近期更多地关注到土以关

系遭受挫折的原因、影响和双边关系的前景。

1 ．土 以关 系遭 受挫折的原 因及 其影响

21世纪初期国际社会评价土以关系的主调是 “ 双边关系正在下沉”。 关

于缘由的分析，主流观点认为，土耳其主要是正发党以及埃尔多安，应该承

担主要责任。有观点认为，土耳其抓住 “ 加沙国际救援船队事件” 不放，目

的在于证明正发党领导下的土耳其已经成为逊尼派伊斯兰世界的领袖，这一

事件与在 2009年达沃斯峰会上埃尔多安与土耳其总理佩雷斯的冲突相互呼

应。
③

这种观点实际是强调土以关系的表演性质，并指责土耳其应该为双边关

① N as u h U slu， T urk ish F o reig n P o licy in th e P ost - C o ld W ar P erio d , N ew Y o rk : N o v a S c ie n c e P u b lis h -

ers , 2 00 4 , p .9 8 , p p .10 2 - 10 5 .

② L e n o re G . M a rtin a n d D im itr is K e rid is , e d s , T he F utu re of T urk ish F oreig n P olicy , C am b rid g e : M IT

P ress , 2 0 04 , p p . 18 1 - 18 6 .

③ A n a t L ap id o t - F irilla , “ S in k in g T urk ey - Israe l R ela tio n s” , T he J erusa lem P ost , J u n e 1 st, 2 0 10 ．



系的倒退承担责任。持有类似观点的学者数 目不小 ，埃夫拉伊姆 · 因巴尔

（E fraim Inbar）就 指出，双边关系恶化的责任完全在土耳其一方，以色列完全

是无辜的受害者。土耳其对以色列采取的敌视态度实际上是土耳其外交政策

转型的一个主要部分，土耳其正远离西方，这也表现在土耳其在哈马斯问题

上与西方的分歧。

然而，现在尚难以判断土耳其在这样一个外交方向上会坚持多久。
①

以色

列驻土耳其外交官莱维 （L evy）更是指责，以色列与土耳其的外交裂缝在于

埃尔多安对以色列的仇恨，  “ 他是一个原教旨主义者，对我们充满宗教仇

恨”。②
而美 国前驻土 耳 其 大使 詹 姆 斯 · 杰 弗里 （Jam es Jeffrey）颇 有 同感，

“ 我们与土耳其政府官员和民众的接触和讨论似乎都在证实莱维的观点，即双

边关系恶化的原因在于埃尔多安讨厌以色列”。③
这一观点强调了国家主要政

治领导人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一国外交的走向。中国学者王泽胜也注意到土耳

其实践与推行独立性和全面性的外交新思维的结果之一，就是强力谴责以色

列的侵略政策，而不一味迁就和支持以色列。
④

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认为以色列应该承担责任。尼姆罗德 ·戈伦指出，

2011年 6 月正发党第三次赢得议会选举本可以成为土以改善关系的良机，然

而由于以色列固执地拒绝道歉从而导致了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
⑤
贝尔纳 ·乌

尊指出正发党追求，通过改善土耳其与中东国家关系从而提升土耳其和西方

在中东的利益，并非刻意针对以色列。贝尔纳 ·乌尊同时认为这一外交转向

对土耳其而言存在两个风险：其一是利益追求过于分散；其二，埃尔多安尖

刻的评论可能引发民族主义和民粹正义情绪的上涨。诉诸历史，土耳其从来

不是反犹的温床，这种高涨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却有将其导向这一方

① E fra im In b a r， “ T u rk e y sa y s g o o d b y e to Isra e l a n d th e W est “ , B E S A C en ter P ersp ectives P a p ers ,

N o . 10 8 , Ju n e 6 , 2 0 10 .

② B a rc in Y in a n c , “ W ik iL e a k s R e le a se s to C o m p lic a te Isra e li A m b assa d o r ' s J o b in T u rk e y” , H urriy etd a i-

ly n ew s , N o v em b er 3 0 , 2 0 10 .

③ U m it E n g in so y , “ Israel, U S a g re e : T urk ish g ov ' t ‘ h a tes ' Isra el” , H urriy etd a ily n ew s , N ovem b er 2 9，

2 0 10 ．

④ 参见王泽胜：《土耳其对西巴尔干地区政策的新变化》，载 《西亚非洲》2011年第 9期，第 50页。

⑤ S e e N im ro d G o re n， “ A n U n fu lfilled O p p o rtu n ity for R ec o n c ilia tio n : Isra e l a n d T u rk e y d u rin g th e A ra b

S prin g” , Insig h t T urkey , V ol.14 , N o.4 , A p ril 1 , 2 0 12 , p p . 12 1 - 13 5 ．



向的可能性。
①

土耳其驻美大使纳米克 ·唐 （H .E
.

N am ik Tan）提 及土以关 系

时指出，土以友好关系源远流长，双边合作关系 60 多年来从未间断。土耳其

是第一个承认以色列的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也是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承

认以色列的国家。以色列现行政策冒着失去中东最好的朋友的风险，最终导

致其全球孤立地位。土以关系的改善，关键看以色列，以色列应该改变其现

有的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政策。
②

相比较而言，中国学者的论述更为客观和全面。汪波从国家政治领导人

意识形态倾向性与个性、国家内部社会潮流转变和政治局势发展、伊拉克战

争后地区国际政治环境变化以及库尔德问题发展的国际化与复杂化等三方面

分析了两国关系恶化的原因。由此判定，这一恶化将导致该地区国家之间安

全联盟的重组，中东和平进程的前景以及地区跨国性库尔德问题的发展带来

更多变数。
③

李秉忠则从更长时段出发，认为国际背景转变、土耳其政坛力量

变化，以及以色列外交缺陷凸显是两国关系恶化的主因。
④

国际及区域格局变

迁、土以双方外交的各自调整以及政治领导人个人的作作在双边关系恶化过

程中扮演的角色应客观分析。

2 ．土 以 关 系的 前 景

学界对土以关系的前景，总体上持乐观态度，认为双边关系一方面较从

前更趋复杂化，另一方面又不至于向更深程度恶化。伊尔凯尔 ·艾蒂尔克认

为土以关系难以逃脱以下两个深层因素的制约：第一，土以关系与以色列对

巴勒斯坦人态度紧紧捆绑在一起；第二，双边关系深度已经使得分离非常复

杂和困难。
⑤

有学者谈到达沃斯事件时认为，该事件表明土以和解对于区域和

平意义重大，双方应该以此为契机重新思考双边关系。如所有双边关系一样，

① B ern a U zu n， “ T u rk ish - Israeli R ela tio n s in th e sh ad ow o f A K P p art y” , T ela viv N o e s , D ec em b e r 2 4 ,

2 0 0 9 , p .3 .

② H . E .N a m ik T an , “ T u rk ish - U . S R ela tio n s in a C h an gin g W orld” , C S IS , J u ly 2 2， 2 0 10 ．

③ 参见汪波：《土耳其与以色列当前关系危机的原因分析》，载 《国际观察》2011年第 4 期，第

47～53页。

④ 参见李秉忠：《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恶化的原因及其启示》，载 《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

12 期，第 28 ～32 页。

⑤ lk e r A y tü rk， “ B e tw e e n C ris is a n d C o o p e ra tio n : T h e F u tu re o f T u rk ish - Isra e l R e la tio n s” , I n sig h t

Tu rkey , V ol. 11 , N o. 2 , 2 00 9 , p p . 57 - 7 4 ．



土以关系也有社会、政治和心理的维度。
①

奥芙拉 ·本希奥认为，土以双方仍

有重大的利益关切使得双边必须维持紧密关系。
②

概而言之，一些深层次的规

定使得土以关系不会走得太远。李秉忠谈及土以关系的前景时指出，土耳其

实力有限、土以关系恶化机会成本增大，以及土耳其战略的西方取向，决定

了两国关系仍有回暖空间。
③

当然也不乏持悲观态度者。厄梅尔 ·塔什珀纳尔认为，以色列与土耳其

的问题是结构性的，已经达到不可修复的地步。在他看来，土耳其的要求不

仅仅是道歉，而且要结束加沙的封锁状态，内塔尼亚胡政府据此认为土耳其

的索价过高，这才是双边关系难以修复的真正原因。双边关系 90 年代的黄金

时代归因于奥斯陆和平进程，今天在和平进程缺乏的情况下，双边关系就会

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土以关系也就难以回复到 90 年代的黄金期。就此看

来，90年代所呈现的是双边关系的异态而非常态。
④

巴里 ·拉宾则主要从土

耳其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入手，认 为土以关系至少在正发党任期内难以改

变。
⑤

尼姆罗德 ·戈伦则从以色列国内政治入手，认为土以关系有可能在以色

列大选后方可能改善。
⑥

中国学者高祖贵认为，土耳其出于顺应阿拉伯国家民

众的反以情绪和提升地区影响力的需要，在有关以色列的一系列问题上态度

日趋强硬，以色列面临失去在中东地区唯一盟友的危险。土耳其和美国注重

处理与阿拉伯国家关系加剧了以色列的孤立处境，以色列整个安全环境明显

恶化。
⑦

概而言之，学界针对土以关系的诠释的分歧实质上是在讨论现实主义主

导土以关系，还是建构主义占有更大份额。现实主义强调地缘政治和国家利

益在土以关系中的作用，认为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所占分量较轻。建构主

① G ■k h an B ac ik， “ T u rk ish - Isra eli R elatio n s afte r D avos : A V ie w from T u rk e y” , In sig ht T urkey ,

V o l. 1 1 , N o .2 , 2 0 0 9 , p p .3 1 - 4 1.

② O fra B e n g io , “ A lte rc a tin g In te rests a n d O rie n ta tio n s b e tw ee n Israe l a n d T u rk e y : A V ie w fro m Isra e l” ,

I nsig h t T urkey , V o l. 1 1 , N o.2 , 2 0 0 9 , p p .4 3 - 5 5 ．

③ 李秉忠 ：前引文。

④ 0 m er T asp in ar， “ D ec ip h erin g Israel's B eh a v io r” , T od a y szam a n , S ep .5 , 2 0 1 1 .

⑤ B arry R ub in , T urk ish - Israeli R ela tion s in th e S h ad ow o f th e A rab S p rin g , M eria , h ttp : / / w w w .gloria -

c e n te r. o rg/ 2 0 12 / 0 4 / tu rk ish - israe li - re la tio n s - in - th e - sh a d o w - o f - th e - a rab - s p rin g , 2 0 12 - 0 4 - 2 7 .

⑥ N im ro d G o re n , o p . c it.

⑦ 参见高祖贵：《中东大变局对以色列的影响》，载 《国际问题研究》2012 年第 3 期，第 97 ～

106 页。



义则强调观念、理想、基本价值观、规范等要素在土以关系中压倒性的作用，

他们认为土以关系蜜月期的主要动因是亲西方这样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土耳

其国内伊斯兰主义势力的上升则是导致双方关系疏远的动因。事实上土以关

系 60多年的发展非常复杂，需要进行较为详细的梳理。

土以关系的历史演变

土 以关 系 60 年 多年 的发 展一波三 折，可 以 1949 年、 1967 年、 1991 年、

2008年为界粗略地划分为 4 个 阶段。

（一 ）1949 年土耳其承认以色列，土以关系开局良好

以色列 1948 年 5 月 14 日建 国之后，虽然在国际上得到美国和苏联的支

持，但是在中东却处于孤立隔绝的境地。土耳其主要出于对抗阿拉伯民族主

义的考虑，于 1949 年正式从外交上承认了以色列，奠定了双边关系的良好开

局。以色列和土耳其双方在 50 年代建立了外交关系，这对以色列无疑意义重

大。这一时期的土以关系，为以色列 - 苏联关系的阴影所笼罩，多少有点

“ 羞涩”。冷战的爆发和土、以同属西方阵营的现实，减少了苏联因素对土以

关系的影响，美国因素转而激增，“ 在五十年代中期之后的苏联政策当中，支

持阿拉伯对抗以色列一直是其中的重要方针之一，这个方针在六十年代和七

十年代表现得更为强烈。… … 在这个关系之下，美国成为以色列最主要的外

交、战略，以及接下来的财政方面的支持来源。” ①
苏联因素对双边关系的影

响逐渐降低，然而阿拉伯因素的影响却明显增大。1958 年伊拉克退出 《巴格

达条约》后，土耳其与以色列、伊朗、埃塞俄比亚签订了 《秘密协定》，用以

对抗阿拉伯民族主义。然而，这并不能割断土耳其与阿拉伯世界千丝万缕的

联系，消除土耳其对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同情，阿拉伯因素由微

而显地影响到土以关系的通畅发展。

（二 ）1967 年阿以战争爆发，双边关系出现龃龉

土耳其对以色列态度一直比较模糊和摇摆，60 年代开始逐渐从严格中立

转向了亲阿拉伯的倾向性中立，标志性事件就是 1967 年为支持阿拉伯国家，

① [英国] 伯纳德 ·刘易斯著；郑之书译：《中东— — 自基督教兴起至 20世纪末》，中国友谊出

版社，2004年版，第 380 页。



不惜损害与美国关系。土耳其在 60年代向阿拉伯国家伸出橄榄枝，并于 1969

年加入 “ 伊斯兰会议组织”。 土耳其对以色列矛盾的态度，在 1956、1967 以

及 1973 年的 3 次 中东战争中得到最为明显的体现，表明土耳其在平衡中已经

有所倾斜，土以关系由此出现龃龉。1956 年 “ 苏伊士运河战争” 后，土耳其

与以色列关系降至临时代办级别。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土耳其禁止美

国进入英克尔克空军基地以支持以色列，战后又赞成联合国关于以色列撤出

所 占领土换取和平之 “ 242号决议”。 1973年战争中土耳其像前两次一样采取

了亲阿拉伯的立场，不允许美国使用英克尔克空军基地来支持以色列。1974

年承认 “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代表。1975 年投票赞同

联合国通过的将犹太复国主义等同于种族主义的决议。
①

另外，20世纪 70 年

代土耳其在石油和塞浦路斯问题上需要求助于阿拉伯国家，因而更大程度上

削弱了土以关系，土以关系出现较大裂痕。1980 年 9 月 12 日军事政变发生

后，土耳其在西方陷入孤立，与阿拉伯国家关系则得到发展。1980年 11月以

色列通过 “ 耶路撒冷法案”，宣布耶路撒冷为永久首都，土以关系跌入低谷。

1980 年 11 月 26 日，土耳其将双边关 系降至二秘级，并 于 1981 年 2 月起

生效。

（三 ）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土以关系步入黄金期

海湾战争导致的阿拉伯也界分裂、战后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友好态度、

石油经济作用的一度式微，以及巴以和平进程的推进等，使得 90 年代初期土

以双边关系发展处于黄金期。
②

以 1991年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开始马德里和

谈为契机，土耳其 12 月 19 日宣布将土耳其驻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外交代表

同时提升到大使级别，土、以双方开始互派大使，并于 1992 年全面恢复了大

使级外交关系，双边关系进入一个较快发展期。1993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和以色列的代表签署了 《原则宣言》，其他阿拉伯国家也开始与以色列和谈，

土以关系有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环境。土耳其于 1996 年与以色列开展了大规模

的情报交流和联合军事演习，标志着 “ 战略伙伴” 关系的启动。
③

在经贸、

① O fra B e n gio， T he T urkish - Isra eli R ela tio n sh ip - C ha n g in g T ies of M id d le E a stern O utsid e , N ew Y ork :

P alg rave , 2 0 0 4 , p . 7 4 .

② O fra B e n g io , o p . c it. , p p .7 8 - 7 9 .

③ S e v il K u c u k k o su m , “ T u rk e y S la m s Isra e l w ith L a st M in u te d e a l d ea d” , H u rriy etd a ily n e w s , S e p te m b e r

2， 2 0 1 1 ．



通商、军事等领域也相互结盟，土耳其可以借以色列之力应对当时险恶的周

边环境。厄梅尔 ·塔什珀纳尔归纳了 20 世纪 90 年代双边关系改善的因素：

繁荣党证明其权力的一种方式；土耳其与希腊步入战争边缘；土耳其与 2/3

的邻国存在问题。
①

土耳其与邻国麻烦越多，土以关系就越活跃，正是得益于

以色列坚定的支持，土耳其对邻国推行强硬外交，因此获得 “ 后冷战时代的

勇士” 之称号。以色列也非常推崇土耳其在中东的重要作用，拉宾遇刺后出

任以色列总理的佩雷斯认为，土耳其是伊斯兰世界的发动机和区域性超级大

国。
② 90年代后期土耳其与邻国关系逐步改善，同时积极介入阿以和平进程，

土以关系黄金期得以延续。

（四 ）2008 年 以色列进攻加沙，双 边关系出现大的波折

土以关系的软肋还是巴勒斯坦问题，双方矛盾因 2000 年巴勒斯坦人的

“ 阿克萨暴动” 而公开化和激化。2002年 “ 阿克萨暴动” 引发的以色列镇压，

导致 1 500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土耳其总理埃杰维特指责沙龙对巴勒斯坦人的

政策是 “ 大屠杀”。 另外 ，美以关系在伊拉克战争后的微妙变化也值得关

注。
③ 2004年埃尔多安指责以色列暗杀 “ 哈马斯” 精神领袖亚辛是 “ 恐怖主

义”。 时隔几个月，他再次指责以色列人在加沙的政策为 “ 国家主导的恐怖主

义”。④
总体而言，双边关系此时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2004 年土耳其提出向

以色列输送淡水，以换取后者的武器。双边关系的急转直下发生于 2007 年正

发党赢得第二任期和 2008年以色列进攻加沙之后。 《经济学家》刊文认为，

2008年以色列炮击加沙事件是土以关系的转折点。
⑤ 2009 年达沃斯峰会上，

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与以色列总理佩雷斯发生争执，拂袖而去，为土以关系

的戏剧性特点增添了新的色调。以加沙国际救援船队 2010 年 4 月遭遇以色列

军 队袭击事件为界标，201 1年 9 月土耳其要求以色列大使限期离境，将双边

外交关系降至二秘级，土以关系降至谷底，双边关系的缓和至今仍未有突破

性进展。以色列失去一个难得朋友的同时，土耳其也失去了一个坚定的盟友。

① S o u th E ast E u ro p ea n S tu d ie s a t O xford， T urkey 's F o reign P olicy in A C ha ng in g W orld : O ld A lig nm ents

a n d N ew N eig h b o u rh o o d s , 2 0 1 1 .

② A m ik a m N a c h m a n i , o p . c it. , p .2 0 2 .

③ S ou th E ast E u ro p ea n S tu d ies a t O x ford , T urkey 's F oreig n P olicy in A C h a n g in g W orld : O ld A lig n m en ts

a nd N ew N eigh bourhood s, 2 0 10 .

④ A n n D ism orr , T urkey D ecod ed , L on d o n : S A Q I , 2 0 0 8 , p p . 17 7 - 17 9 .

⑤ “ Is T urk e y T u rn in g ? T u rk ey is R eth in k in g Its P la ce in th e W orld” , E con om ist, J u n e 10， 2 0 10 ．



土以关系 60 多年来的波折表明，利益与身份认同感在历史进程中具有可

塑性，正是共同的 “ 西方身份” 认 同将土、以绑在一起，并保证双边关系不

至于走得太远。与此同时，在具体的实践中，共有观念有时会与国际及区域

结构和具体国家利益发生冲撞，从而影响到土以关系。无论是 60 年代末期到

80 年代的不睦，还是 90 年代的蜜月期，实质上是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互作

用的产物。新世纪以来，双方的共有观念发生了一定的分化，土耳其争当区

域领袖的政治抱负与以色列中东利益也产生了分野，导致双边关系呈下降趋

势。因此，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可较为中肯地诠释土以关系的变化，

这也是由土以关系的特点所决定。

土以关系发展演变的主要特征

土以关系在中东乃至世界政治舞台上都是一组特殊的双边关系，它具有 4

个特点：阿拉伯和美国因素对双边关系影响明显，双边关系具有非对称性和

非常态性，正发党重塑了土以关系，双方认同基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一）阿拉伯和美国因素的双重影响

由于土耳其与以色列特殊的地缘政治和迥异的文化背景，土、以组合一

直被冠以 “ 奇特姻缘” 之称谓，这一奇特组合易受外来因素的作用，美国与

阿拉伯是其中的两个恒定因素 ，集中表现为 “ 土 - 以 - 阿拉伯” 和 “ 土 -

以 -美 国” ①
这两组复杂关系及其相互作用。

凯 末尔 ·居 尔塞尔 （C em al G ürsel）将 军一语 道破 以色列在 中东的微 妙处

境，诠释了土以双边关系中的阿拉伯因素。1960 年 5 月土耳其发生军事政变

后 ，以色列希望借此提升与土耳其外交关系，凯末尔 ·居尔塞尔将军答复道：

“ 土耳其与以色列发展双边关系，类似于我们爱上一个同时被许多男人追求的

女人”。②
以色列的微妙处境成为双边关系中难以逾越的障碍，导致 “ 以色列 -

土耳其 -阿拉伯国家” 3 对关系两两排斥，土耳其处于居间位置，竭力扮演

① S ee O fra B en g io， “ T h e H isto ric al E vo lu tio n o f th e Isra eli - T urk ish R ela tio n sh ip” , in B ru ce M ad d y -

W e itzm a n a n d A sh e r S u sse r , “ T u rk ish - Isra e li R e la to n s in a T ra n s - A tla n tic C o n te x t” , T h e M o sh e D a y a n C e n -

te r , T el A v iv U n iv e rsity , 2 0 0 5 , p . 5 1 .

② A h m e t D a vu to g lu , “ T u rk e y ' s F o re ig n P o lic y V is io n : A n A sse ssm e n t o f 2 0 0 7” , In s ig h t T urkey ,

V o l. 10 , N o . 1 , 2 0 0 8 , p p .7 7 - 9 6 ．



着平衡者的角色。然而，如同玩跷跷板一样 ，平衡并不是主要状态。纳克曼

尼就此断言，土以关系是修复中东关系的桥梁，以色列在土以关系中颇有

“ 情妇情结— — 委曲求全” 之怨艾，土耳其也抱怨这种关系的 “ 零和游戏”

性质。
①

这表明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共同受制于它们与中东其他国家，尤其是

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突出表现就是阿以关系与土以关系变迁的相关性。

虽然土耳其认为自己与以色列的共同之处多于同阿拉伯国家的共同之处，然

而现实的考虑也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
② 1997 年召开的 “ 伊斯兰会议组织”

第八次首脑会议宣布成员国深切关注土耳其与以色列的军事合作，要求土耳

其立即停止。
③

这就不难理解 80 年代土耳其为改善与阿拉伯国家关系而将土

以双边关系降至二秘级；90年代巴以冲突的缓和较大程度地改善了土以关系，

因此土以关系达到黄金期；21世纪阿以和平受挫一直制约着土以关系的发展。

“ 土 - 以 -美国” 这 3对关系中大体上是两两相互强化，以色列处于居间

位置，美国享有最后的发言权，证明了土以关系中美国因素举足轻重。这一

组关系的核心在于土耳其对西方文明的认同与追求，建国之初，土耳其共和

国缔造者就认定西方文明是世界唯一的文明，成为西方文明国家的一员是土

耳其既定的战略目标。与此相关的是，土耳其记忆中的阿拉伯人是在其背后

捅刀的 “ 背叛者”， 以色列人则是全天候之朋友。这样土耳其、以色列将自己

锚定在西方的战略选择、它们的地缘政治和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从深层次

上决定了土耳其 - 以色列关系、土耳其 - 美国关系，以及以色列 -美国关系

的良性互动关系。冷战期间，土以双方都是美国在中东坚定的盟友，中间的

坎坷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双边关系的良性走向。土耳其与美国关系往往可以

借 助于以色列的力量。梅 尔泰姆 ·米夫蒂莱尔 - 巴克 （M eltem M uftuler- B ac）

指出，土以关系在 90年代晚期的升温，也增加了土耳其与美国关系的砝码。
④

这一结构性因素对上一结构性因素产生了深刻影响，土耳其外交调整最为顾

及的还是美国因素，因此土以关系受到土美关系和美以关系的深刻影响，这

使得土以关系不至于走得太远。

① A m ik a m N a ch m a n i，o p . c it. , p p .2 0 1 , 2 3 7 - 2 3 8 .

② J a c o b A b a d i, “ Isra e l a n d T u rk e y : F ro m C o v e rt to O v e rt R e la tio n s” , h ttp : / / w w w . s e ta v . o rg/ u p s / d o -

sya/2 8 7 2 4 .p df, 2 0 12 - 0 6 - 2 7 .

③ M ah m u t B ail A yk a n , “ T h e T urk ish - S yria C risis o f O cto b e r 19 9 8 : A T urk ish V ie w” , M id d le E a st P ol-

ic y , V ol. V I, N o.4 , Jun e 19 9 9 , p p . 17 4 - 19 1.

④ M eltem M u ftu ler - B ac , “ T u rk e y a n d Israel: A n E vo lvin g P artn ersh ip” , A C P R P o licy , N o .4 7， 19 9 8 ．



（二 ）非对称性和非常态性

土以关系具有非对称性，土耳其拥有双边关系决定权的较大份额。以色

列独特的地缘政治和复杂的历史包袱，使得它在区域中受到阿拉伯世界的敌

视，生存环境非常险恶。土耳其却在宗教和文化上与中东多数国家有着亲缘

关系，对地区事务中处于孤立地位的以色列而言，土耳其无疑是其重要的战

略资源，这就决定了土耳其对以色列关系的优势地位。1947 年土耳其对联合

国巴、以分治决议案投了否决票；1949 年 3 月 28 日，土耳其官方承认了以色

列的合法存在；50年代，土耳其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充当诚实的掮客；

70年代，土耳其受能源危机之影响，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在阿以冲突中采取

更加平衡的立场，拒绝与美国合作，疏远与以色列关系；80年代 ，将双边关

系降至二秘级；21世纪初，土耳其再次将双边关系降至二秘级。这表明土以

关系长期处于不对等地位，几乎所有的改善和提升双边关系的动议都来 自于

以色列，决断权却常常取决于土耳其。这也从另一角度印证了外交上的建构

性与现实主义之间的持续博弈。土以关系的非对称性也表现在秘密外交渠道

在双方交往中的重要性，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在 90 年代之前存在着两个对比

鲜明的渠道：秘密战略渠道和公开的外交渠道。前者是亲密而密集；后者低

调而不太引人注意。1990年的海湾危机使得这两渠道公开地合二为一，双方

在政治和战略上公开接近和合作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凸显了土耳其后冷战时

代的战略重要性：土耳其重返中东国际舞台，积极介入中东事务）。
①

土耳其

在双边关系中的优势地位是以色列情妇怨艾的根源。

土耳其外交调整期往往是双边关系接受考验期，再次证明了土以关系的

非对称性和非常态性，这里面有正面案例也有反面案例。正面典型的案例是，

20世纪 90年代土耳其全面介入中东事务，土以关系则得以提速。阿米卡姆 ·

纳赫曼尼指出，1991年海湾战争为土耳其中东政策的分水岭。在此之前 ，土

耳其刻意回避其在中东地区的战略位置，坚持不懈地追求西方的接纳。以此

为界标，土耳其开始谨慎地涉足中东事务。如果加入 “ 巴格达条约组织” 尚

为权宜之计，土耳其此次涉足中东具有持久性。
②

重返中东的土耳其四面楚

歌，加上库尔德问题的激化，因而焏需以色列的支撑。有史以来，土耳其从

① O fra B en g io， o p .c it. , p p .2 3 - 2 4 .

② A m ik a m N a c h m a n i , o p . c it. , p p . 2 0 1， 2 3 7 - 2 3 8 ．



未像 90年代一样需要以色列的友谊，因而迎来了双边关系黄金期。海湾战争

为土耳其重返中东铺平了道路，双方作为美国坚定的盟友并肩作战，同时土

耳其积极地开始介入中东事务。… … 土耳其前驻美大使指出：土耳其应积极

参与到区域建设中来，而不该成为其他国家的建筑材料。
①

从长远来看，中东

复杂的外交局面，要求土耳其更加注意外交的平衡，而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

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为土以关系埋下了隐患。21世纪土以关系的发展印证了

这一判断，也提供了土以关系的反面案例。

21世纪的头十年是冷战结束以来土耳其在中东和欧洲地缘政治格局中扮

演角色最为重要的一个时段，土耳其政治家意识到时代的变迁和涌动的机会，

伍罗德 ·威尔逊中心土耳其语美国关系研究专家伊恩 ·莱塞指出，土耳其正

在重新筹划外交图景和重新判断远近亲疏，致力于开展积极、多元的外交政

策。②土耳其的安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外交导向也由安全型转向对 “ 软

权力” 的强调。第一 ，土耳其与叙利亚和伊朗关系转好 ，显著降低了以色

列在南部支持的必要性。反过来，2003 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后，伊

拉克北部库尔德民族主义成为土耳其安全的最大威胁 ，而库尔德斯坦 自治

政府与以色列之间有密切合作，这令土耳其政府深感不安。第二，土耳其

与美国关系在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的蜕化。第三，土耳其国内文官与军方

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文化和商业利益成为在土耳其区域事务中最主要追

求。第四，2008 年 12 月 ～2009 年 1 月，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成为

双方关系新时代的开端。土耳其对安全和威胁都有了新的理解，土以关系

短时间内难以恢复到从前。
③

致力于扮演区域重要角色的土耳其与以色列渐

行渐远，中东大变局加剧了这一趋势，而且中东大变局以来美国对土耳其

的区域作用前所未有地倚重，这种作用以色列难以企及，使得土以关系非

对称性将会持久。这也表明后冷战时代，外交领域的意识形态色彩显著降

低 ，现实主义影响增大。

① A m ik a m N a ch m an i，o p . c it. , p p .2 3 - 2 4 .

② Ian O . L e sse r , “ B e y o n d su sp ic io in , R e th in k in g U S - T u rk ish R e la tio n s” , W oo d ro w W ilso n I n tern a tio n -

a l C en ter for S c h o la rs , h ttp : / / w w w .g m fu s. o rg / w p - c o n te n t/ b lo g s. d ir/ 1/ file s_ m f/ / g a ile rie s/ c t_ n e w s_ a r-

ticle _ a tta ch m en ts/ L esser_ B eyo n d _ S u sp ic io n. p d f. , 2 0 12 - 0 5 - 18 ·

③ G on u l T ol, “ T u rk ey an d Israel: W h at L ie s B eh in d th e R ece n t V olte F ace” , h ttp : / / w w w · m e i· e d u /

L ib rary/ O n lin e R eso u rc es/ C o un tries/ T urk e y/ tab id / 58 4 / ctl/ D etail/ m id / 2 9 32 / x m id / 89 4 / x m fid / 3 6 / D efault. a sp x ,

2 0 12 - 0 5 - 13 ．



（三 ）正发党及埃尔多安的重要作用

土以关系在冷战的大背景下表现出强烈的亲西方性，双边关系的微调则

受制于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冷战结束以来 ，土耳其外交一直处于调整期 ，

而大幅度调整则始于正发党 2002年执政。土耳其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尤

其是土耳其在其中的位置和使命，进行了新的阐述和定位，最为根本的因素

是土耳其从根本上突破了中东外围国家的既有定位，开始不遗余力地追求区

域领袖国地位。这一外交定位深刻作用于土以关系，一定意义上也重塑了土

以关系。

现任土耳其外长达乌特奥卢对国际格局做了有利于土耳其的划分，将土

耳其置于国际事务的中心地位，以色列对土耳其的定位则显得茫然，因而影

响了双边关系的正常发展。达乌特奥卢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两极格局是以一

方的突然坍塌而结束，不像之前冲突或战争那样带来了全球和平或新的预防

冲突的国际体系，导致的结果就是从 1989 ～2001年，许多曾经冻结的危机发

展为全球性的冲突。土耳其处于多种文明的交叉处，自己在民族构成上的多

族裔性使得土耳其在形成新的全球秩序中扮演独特的角色，土耳其可以为建

立一个全球新秩序以便解决或者抑制冲突奠定基础。
①

达乌特奥卢针对美国已

故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将土耳其定义为被撕裂的国家的说法，针锋相对地指

出 “ 土耳其不是一个被撕裂的国家，土耳其生存的世界却被撕成碎片，土耳

其是一个试图将这些碎片缀合起来的国家。… … 土耳其传统外交角色就像是

救火员，新纪元中预防火灾的发生成为土耳其外交的主调。” “ 土耳其现在的

作用还远远不够，充满活力的世界应该赋予我们的外交以新的动力。” ②
达乌

特奥卢进一步指出，土耳其外交的远景规划建立在 3 种方法和 5 条操作原则

基础之上。3 种方法指以前瞻性外交模式取代危机导向模式；强调一致性和连

贯性；注重新的话语和新的外交模式，主要是传播土耳其的软实力。5 种操作

原则指的安全和民主的平衡；“ 零问题” 周边睦邻外交政策；积极主动以及在

和平问题上先发制人的外交政策；多维度的外交政策；有节奏的外交政策。
③

① A h m et D a vu to glu， o p . c it. , p p .7 7 - 9 6 .

② F u ly a o ze rk a n , “ F M H a ils T u rk ish R o le in 2 1 s t C e n tu ry as 'W ise C o u n try” , H u rriy etd a ily n ew s , J a n . 3 ,

2 0 1 1.

③ A h m e t D a vu to g lu , “ T u rk e y ' s F o re ig n P olic y O u tlo o k : A n A sse ssm e n t o f th e P res e n t a n d a L o o k in to

th e F u tu re” ； “ T u rk ey ' s F oreig n P olicy V isio n : A n A ssessm en t o f 2 0 0 7” , Insig h t T u rkey , V ol. 10 , N o . 1 ,

2 0 0 8 , p p .7 7 - 9 6 ．



土耳其有所作为外交的首选是区域和平以及与阿拉伯国家改善关系，而阿、

以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矛盾使得土以关系必然受挫，更大程度上受到这一政策

调整的负面影响。

土耳其国内伊斯兰主义色彩的增加、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因素的减少，

也使得土以睦邻关系的基础遭到削弱。《土耳其日报》资深编辑穆斯塔法 ·阿

克约尔认为正发党是一个备受关注的政党，埃尔多安本人同样是一个备受争

议，同时又具有卡里斯玛魅力的人物。正发党是传统保守的伊斯兰价值和现

代自由价值的综合。
①

奥芙拉 ·本希奥指出，埃尔多安似乎受一种类似于弥赛

亚式的方法所指引，这有点类似于 20 世 纪 50 ～60 年代的纳赛 尔。在埃 尔多

安政府领导下土耳其无论在内政还是外交方面都发生了静悄悄的革命。以牺

牲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为代价，土耳其似乎获利丰厚，尤其是对埃尔多安而

言，这样的举动使得埃尔多安以伊斯兰和巴勒斯坦的英雄 自居。
②

无论是对

2008 ～2009 年的加沙战争的激烈言辞和达沃斯峰会的愤然离席，还是对 国际

人道主义救援船队遇袭事件的强硬态度，抑或阿拉伯之春中的英雄形象，埃

尔多安的这些言行都有统一的逻辑，那就是拿以色列开刀，争当区域领袖，

服务于土耳其的全球抱负。随着自身实力的增强，土耳其希望利用中东动荡

的局势来兜售其独特的 “ 软权力”，伊斯兰与民主的结合是这一软权力的最大

卖点，以色列因此成为祭品，双边关系恶化一定程度上是埃尔多安 2002年执

政以来累计效应的体现。

（四）认 同基础正在发生变化

后冷战时代，社会因素对外交的作用更趋凸显。
③

民调显示，土耳其民众

对以色列并不持有友好态度，趋向于认为以色列是土耳其安全的主要威胁，

对土以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土耳其著名智库 “ 土耳其经济和社会研究中心”

（T ESEV ）2010 年 12 月进 行的民调问题 之一为：哪个 国家对土耳其最不友好？

而以色列以 40% 的高票当选为对土耳其最不友好的国家。
④

设 在安卡拉的土

① M u sta fa A k y o l， U n v e ilin g E rd o g an ' s R ea l F a ce , H urriy etd a ily n ew s , M arch 19 , 2 0 10 .

② O fra B en gio , “ T urk ey ' s S trategic U - T urn , Israel ' s T actic al M ista k es” , T ela viv N otes , J u n e 8 ,

2 0 10 .

③ G ok h a n B a c ik , “ T h e L im its o f a n A llian c e : T u rk ish - Isra e l R e la tio n s R ev is ite d” , A ra b S tu d ies Q u a r-

tely , V ol.2 3 , N o.3 , 2 0 0 1 .

④ M e n su r A k g u n , S a b ih a S e n y u c e l G u n d o g a r , a n d e tc , “ F o re ig n P olic y P e rc e p tio n s in T u rk e y” , T E S E V

P olicy P rog ra m m e , T E S E V P u blicatio n s , M ay 2 0 1 1 ．



耳其战略和社会研究中心 （M etroPoll）2011 年 在 土耳其 民众 中就土以关 系的

调查结果显示：63% 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冻结土以关 系，27.9% 认 为应该改善

与以色列这个昔日盟友之间的关系。关于对土耳其最大的威胁进行调查，结

果 为：42.6% 的受访者认 为最 大 的威胁 来 自美 国；23.7% 认 为是 以色 列；伊

朗为 3%； 希腊 为 2.3%； 伊 拉克为 2.1%； 俄 罗斯 为 1.7%。 此 次民调错 误率

为 2.5%， 可信度为 95%。
①

事 隔一年，该 中心 2012 年 6 月就 2010 年 以色列

袭击国际救援船队的原因进行调查，结 果是 45.3% 的民众认为以色列出于损

害埃尔多安国内和国际声誉 的需要，33.2% 的民众认为以色列为了保 障加沙

封锁不被破坏，其余答案为 “ 不清楚”。②
上述调查表明，至少就土耳其而

言，发展与以色列关系的社会和心理维度发生了微妙变化，民族主义情绪持

续上升。以色列方面则主要表现为前往土耳其旅游人数剧减。利好的因素是

以色列人总体而言对土耳其人并无太多恶意，而且双边贸易并没有因为外交

关 系降级而受到影响，2012 年前 3 个月土以双边贸易额与 2010 年 同期相比超

过 23%。
③

中东大变局使得这块是非之地矛盾更为错综复杂。伊斯兰主义力量影响

明显上升；叙利亚局势持续恶化，国际社会在叙利亚的分歧助长了这一趋势；

伊朗核问题依然是悬在地区上空的 “ 达摩克利特” 之剑；巴以和谈困境重重；

库尔德问题有趋于恶化的倾向，这些矛盾对土以关系的影响深刻而持久。而

且中东剧变发生以来，土耳其对 “ 阿拉伯之春” 积极支持，力争在区域局势

重塑中有所作为；以色列则显得非常被动，采取等待和观望态度，不同的立

场刺激了双方认同的变迁。区域局势的走向，土以经贸往来与民众之间的交

往和认同变迁恐怕是双边关系走向的更深层规定。

土以关系的发展趋势

土以关系的非对称性使得双边关系极其脆弱，极易受到国际格局、区域

① B etü l A k k a y a D e m lrb a s “ P o ll : N e w C H P U n a b le to C o m e to P ow e r , S o lv e K u rd ish Q u e stio n” , T od a y -

sza m a n , M a y 1 , 2 0 1 1 .

② M etroP oll, “ P olitica l A ttitu d e S u rvey - Ju n e 2 0 12” , h ttp : / / w w w .m etrop o ll. c o m .tr , 2 0 12 - 0 7 - 15 .

③ S o n e r C ag a p ta y a n d T y le r E va n s , “ T h e U n e x p e c te d V ita lity o f T u rk ish - IS ra e li T rad e” , R esea rch

N ote s of th e W ash in g to n In stitu te f or N ea r E a s t P olic y , N o. 1 6 , J u n e 2 0 1 2 ．



环境，尤其是与邻国关系的影响。任何一对双边外交得以顺畅发展的首要条

件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之上，双方应该对双边关系拥有几乎同等的否决权，这

显然是土以关系所不具备的条件，土耳其压倒性地拥有双边关系的决定权，

以色列对双边关系的发展具有被动性特点。纵观双边关系史，只有当土耳其

因地区形势严峻有求于以色列、通往西方的大门出现障碍或巴以和平进程取

得重大突破之时，双边关系的不平衡性在短期内方可得到校正，也是土以关

系最为良性发展时期。因此，双边关系从根本上摆脱非常态性则有赖于地区

格局的深刻变革，以此为基础改善双边关系的非对称性。而中东大变局中土

耳其以赢家身份出现，以色列则前所未有地被孤立，导致双边关系的非对称

性非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加剧了。国内民意和舆论对双边关系的影响的权

重也会日渐增加，土以关系未来发展难以一帆风顺。

另一方面，中东局势持续恶化，危机时刻现实主义外交往往更具重要性。

在叙利亚局势持续恶化，尤其是土耳其战机被叙利亚击落事件发生后，土耳

其需要与以色列修补关系，从而更从容地应对叙利亚危机。卡内基国际和平

组 织土耳其专家 亨利 · 巴克尔 （H enry B arkey）认 为土耳其希望在地区事务 中

发挥更大作用，问题是对自己的重要性估计过高。
①

而叙利亚局势持续恶化的

负面效应也已经外溢至以色列，土耳其在中东安全环境急剧恶化背景下，更

需要以色列的友谊。完全失去以色列友谊的土耳其，在中东就失去了一个战

略支撑点和一个比较优势。以色列则开始承认双边关系的非对称性特点，新

任以色列副总理沙乌勒 ·莫法兹于 2012 年 6 月 20 日强调，修复以色列和土耳

其关系事关以色列和土耳其的战略目标，以色列要适应土耳其在中东的超级

大国地位。
②

事实上，早在 2007 年时，以色列情报和防务机构专家已经开始

意识到，传统的阿拉伯大国埃及和约旦影响正在减弱，而土耳其和伊朗正上

升为区域性大国。
③

另外，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象征性地做出姿态，巴以

将有望在近期重启 2010 年以来停滞的中东和平进程。
④

而且，继外长利伯曼

表态愿意与以色列修复关系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强调区域局势已经

① M a ry B e th S h e rid a n， “ T u rk e y ' s F ore ig n P olic y M o v e s R a ise C o n c em in W est a t H o m e ,” W ash in g to n -

p ost, J u n e 6 , 2 0 10 .

② “ T u rk e y is a S u p e rp ow er : Israe li D ep u ty P M” , H urriy etd a ily ne w s , J u n e 2 0 , 2 0 12 .

③ Isra e li in te llig e n c e a n a lys ts : T u rk e y R is in g a s R e g io n a l S u p e rp o w e r , H u rriy etd a ily ne w s , J a n .2 7 ,

2 0 0 17 .

④ “ Isra e li D e p u ty P M h a s b e e n T ask e d to R e viv e M id e a st T a lk s” , H urriy etd a ily n e w s , J u n e 2 9， 2 0 12 ．



发生深刻变化，土以修复关系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①

这些积极信号表明，土

以关系短期内改善的基本条件正在齐备，叙利亚局势的走向将成为土以关系

的关节点。

O n T u rk ish - Isra eli R e la tio n s

L i B in g zh o n g

A b str a c t : T h e h isto ry o f T u rk ish - Isra e li re la tio n s c a n b e ro u g h ly d iv id e d in to

fo u r p e rio d s , a n d th e re ' r e fo u r m a in c h a ra c te ristic s a s fo llo w s : A ra b c o u n trie s ' a n d

A m e ric a ' s s ig n ific a n t in flu e n c e s o n th e r e la tio n sh ip , th e a sy m m e try o f th e r e la tio n -

sh ip , th e r e sh a p in g b y th e J u stic e a n d D e v e lo p m e n t P a rty o f th e re la tio n sh ip a n d th e

p ro fou n d ly c h a n g in g b a se s o f id e n tity o f b o th sid e s. D u e to th e e sc a la tio n o f S y ria s it-

u a tio n a n d its s p illo v e r e ffe c t to T u rk e y a n d Isra e l , a n d Isra e l ' s n e w s ta n c e o n P a le s-

tin e is su e , th e r e la tio n sh ip h a s a c q u ire d n e w d y n a m ic fo r r e n e w in g a n d im p r o v in g in

th e s h o rt r u n . H o w e v e r , in th e lo n g ru n , th e re la tio n sh ip w ill u n d e rg o tu rb u le n c e

s in c e th e c o m p le x r e g io n a l s itu a tio n , t h e in c r e a s in g in flu e n c e s o f p u b lic o p in io n s a n d

t h e la r g e ly u n c h a n g e d c h a r a c te ris tic s o f a s y m m e try in b ila te ra l r e la tio n s .

K e y W o r d s : T u rk ish - Isra e li R e la tio n s ; C o n str u ctiv ism ; R ea lism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樊小红）

① S e rve t Y a n a tm a， “ N e ta n y a h u : W e W an t to R esto re re la tio n s w ith T u rk e y” , T od a y ' s Z a m a n , J u ly

2 4 th , 2 0 1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