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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土耳其 “百年愿景” 蕴含着正发党和埃尔多安打造 “新土耳

其” 的全面设想， 其经济内涵尤为丰富和关键， 是土耳其百年强国梦核心理

念的历史延续， 也是埃尔多安时代国家经济治理成就的象征， 并影响着土耳

其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 围绕 “百年愿景” 的经济规划， 埃尔多安领导下的

土耳其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经济改革与调整措施， 以投资与出口为主要经济增

长动力， 在内外不利局面下努力稳定和推动经济增长。 在建国百年到来之际，
从土耳其的经济总量、 出口额、 通胀率和失业率等主要指标看， “百年愿景”
所设定的多数宏观经济目标未能如期实现。 土耳其经济结构性问题凸显、 国

内政治纷争和国际环境冲击等内外不利因素， 共同阻碍了 “百年愿景” 经济

目标的实现。 在 ２０２３ 年大选与建国百年背景下， 土耳其经济问题政治化趋势

上升， 经济困境的延宕制约了其内外转型进程， 也势必影响土耳其的国家发

展路径及其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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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 “２０２３ 愿景” （２０２３ Ｖｉｚｙｏｎ）， 即土耳其版的 “百年愿景”， 是时

任总理埃尔多安在 ２０１１ 年提出的涵盖众多领域的国家发展规划， 希望以更加

辉煌的发展成就迎接 ２０２３ 年土耳其共和国建国百年。 之后， 土耳其各政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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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在政治、 经济、 教育、 能源、 基础设施、 外交政策、 旅游、 科技、 社会等

领域纷纷推出了以 ２０２３ 年建国百年为时间节点的一系列发展规划。 这些陆续

推出的各领域发展规划与最初的 “２０２３ 愿景” 一起， 共同构成了土耳其的

“百年愿景”， 凸显了土耳其期望跻身世界先进国家行列、 成为一支重要全球

性力量的雄心壮志。① 此前第一个十年执政取得的优异经济发展成就是埃尔多

安及正义与发展党 （ＡＫＰ， 简称 “正发党”） 提出 “百年愿景” 的主要背景

和基础。 其中， 广受外界关注的经济目标与规划是 “百年愿景” 的核心内容，
经济内涵也成为理解土耳其 “百年愿景” 的关键维度之一。 然而， 自该愿景

提出以来， 土耳其进入了一个不确定性显著上升的新转型期， 经济增长起伏

不定， 脆弱性更加突出， “百年愿景” 所设定的经济发展目标面临一系列重大

挑战。 ２０２３ 年， 土耳其先后经历大地震和争夺激烈的大选， 并将迎来建国百

年纪念， 而严峻的经济挑战和难以如期实现的发展目标， 使埃尔多安和土耳

其政府饱受国内外指责。
“百年愿景” 的宏大经济目标和严峻的经济形势背后， 是土耳其近年备受

争议的国家经济治理模式， 国家治理的理想目标遭遇持续难解的现实困境。
部分学者从制度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进行解读， 认为埃尔多安治下的土耳其

经济治理是 “威权新自由主义” “民粹新自由主义” 的表现。② 随着土耳其经

济问题日益凸显， 舆论多将其指向埃尔多安经济政策的失误，③ 并用 “非正

统” “埃尔多安经济学” 来形容土耳其近年非常规的经济政策。 还有学者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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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其经济问题归因为政治危机特别是实行总统制带来的混乱。① 实际上， 土耳

其当下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并不能简单归因于埃尔多安本人或正发党政府的政

策失误， 土耳其经济也并未如外界担忧的那样走向崩溃。 对于土耳其的经济

治理表现， 既需要结合其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加以系统分析， 也需考虑土耳

其不同时期的内外环境变化进行综合考察。 因此， 在土耳其建国百年背景下

重新审视 “百年愿景” 的经济内涵及其成效和挑战， 对于把握土耳其经济治

理的前景与国家发展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一　 土耳其 “百年愿景” 的缘起及其经济内涵

土耳其共和国在 １９２３ 年建立后， 一直努力追求成为一个西方式的现代化

强国。 在国内政治变革和国家发展战略调整的历史进程中， 土耳其经济发展

模式深受不同时期国家政治定位与意识形态影响， 经历了复杂曲折的探索与

演变过程。
１９２３ 年至 １９４６ 年是土耳其摆脱帝国和殖民经济遗产并在动荡的内外环境

中艰难探索经济自立的时期。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的经济基础是衰败不堪的

奥斯曼帝国经济遗产。② 土耳其既深知自身经济实力的弱小和西方的强大， 也

对近代以来奥斯曼帝国深受西方列强经济侵略与控制的历史深有感触。 为了

实现经济独立， 土耳其一方面谨慎而分步骤地收回经济主权， 清理帝国和殖

民经济残余， 另一方面在经济领域树立了现代化、 西方化的发展目标， 并逐

步确立了国家主义发展原则。 实际上， 土耳其建国后在经济上仍带有封建和

买办特征， 只是在土耳其的历史叙事中为了突出凯末尔的形象， 帝国向共和

国转变的割裂程度被某种程度上夸大了。③ １９２９ 年土耳其取得关税自主权，
而世界经济危机推动土耳其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开始学习借鉴苏联式的经济发

展模式， 短暂实施了 “五年计划”， 尝试实行进口替代战略， 向国家主义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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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模式前进， 以谋求更大的经济独立。 在土耳其看来， 西化的政治与经济愿

景是跻身先进国家行列的必由之路， 同时需要借助多种方式维护自身经济独

立。 国家主义包含土耳其人民追求民族独立的深层期盼， 是数代土耳其国家

领导人共同探索出的一条经济发展之路， 并对之后的发展道路产生了深远

影响。①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后期至 ８０ 年代初是土耳其探索本国经济发展模式， 并逐

渐过渡到全面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和国家主义的经济发展阶段。 １９４６ 年开启的

民主化改革结束了土耳其共和国前期的绝对威权时代， 经济制度随之也出现

了松动， 但现代化和西方化依然是土耳其历届政府的主要追求目标。 土耳其

逐步形成私人资本、 国家资本和外国资本 “三足鼎立” 的经济格局， 其中私

人资本与外国资本联系密切。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民主党执政时期， 自由主义的经

济政策一度推动了土耳其经济快速发展， 后来经济形势恶化又使之放弃了这

一政策， 民主党集权和社会动荡最终引发了 １９６０ 年的军事政变。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后， 以 “五年计划” 方式发展经济成为土耳其经济发展的固定模式，
进口替代战略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由于军方势力直接介入经济领域， 成为不

容忽视的经济力量之一， 土耳其经济格局由之前的 “三足鼎立” 演变为 “四
强逐鹿”， 影响了土耳其经济发展长达 ４０ 余年。② 这一时期， 土耳其周期性经

济危机与政治动荡相互交织， 军方在 １９７１ 年和 １９８０ 年又发动两次政变， 政

治动荡严重影响了土耳其的经济发展规划与进程。 长期坚持的进口替代型发

展战略虽然维持了国家的经济独立， 但经济发展成效并不显著， 并加剧了社

会秩序动荡。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之后， 土耳其进入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治理和发展阶段， 经

济领域的自由化改革推动了经济快速发展。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土耳其经济经历了

一次重大转型， 并产生了长期影响。③ １９８３ 年开始担任土耳其总理的图尔古

特·厄扎尔引进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推行货币、 物价与贸易改革， 开启了

全球化、 自由化、 市场化的经济发展道路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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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期， 土耳其加强了与欧洲的联系， 更为明确地要求加入欧盟， 以成为欧

洲发达国家为目标进行国内改革。 厄扎尔政府的经济政策成效显著， 对外贸

易成为主要增长动力， 推动土耳其成长为新兴工业化国家。 然而， 土耳其在

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 也出现了外贸逆差扩大、 贫富分化加剧、 外债大幅增

长、 私有化进程阻力重重等问题。 此外， 在经济治理领域， 土耳其国内财政

与金融改革较为滞后， 监管制度不完善，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忽视了工业

体系和工业能力的持续提升和完善。 这为后来土耳其国内经济金融危机埋下

了隐患。 在国内危机迭起、 政府更迭频繁背景下， １９９１ 年开始的金融自由化

改革持续了 ８ 年，① １９９９ 年和 ２００１ 年的严重金融危机既重塑了土耳其与国际

金融机构及国际资本的关系， 也推动了土耳其国内政局的重大变化。
２００２ 年正发党执政以来， 土耳其进入深度推行私有化、 自由化的经济改

革和调整阶段。 正发党的长期执政结束了过去数十年土耳其政局的周期性混

乱局面。 正发党政府在经济领域推行更为深入的改革调整措施， 既重视全球

化和融入世界经济， 又支持伊斯兰传统价值。 一方面， 正发党政府延续了新

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大力推进自由化、 市场化、 私有化， 进一步融入全球经

济体系， 土耳其经济的外向型特征更趋明显。 正发党执政后致力于发展经济，
扭转了长期处于低谷状态的经济形势， 形成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势头， 得到

国内民众的广泛认可和国际社会的赞许。② 另一方面， 相对保守的安纳托利亚

新兴工商业阶层快速壮大， 成为传统世俗的西部大企业集团之外的新经济力

量。 土耳其私人资本领域形成了以工商业联合会 （ＴÜＳＩＡＤ） 和独立工商业联

合会 （ＭÜＳＩＡＤ） 为代表的两强并立格局， 为土耳其经济注入了温和伊斯兰主

义色彩。 在正发党执政的第一个十年， 土耳其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水平与新

自由主义改革及其融入全球经济密不可分， 并受益于全球资本流动的加快。③

经济快速增长的 “奇迹”④ 为土耳其在国际上赢得了巨大声誉， 使之作为新

兴工业化国家的主要代表之一而受到全球高度赞誉， 这一时期可谓土耳其经

·８７·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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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ｈｍｅｔ Ａｙ ａｎｄ Ｚｅｙｎｅｐ Ｋａｒａçｏｒ， “２００１ Ｓｏｎｒａｓｉ Ｄöｎｅｍｄｅ Ｔüｒｋｉｙｅ Ｅｋｏｎｏｍｉｓｉｎｄｅ Ｋｒｉｚｄｅｎ Ｂüｙüｍｅｙｅ
Ｇｅçｉş Üｚｅｒｉｎｅ Ｂｉｒ Ｔａｒｔｉşｍａ”， Ｓｅｌçｕｋ Ü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ｅｓｉ Ｓｏｓｙａｌ Ｂｉｌｉｍｌｅｒ Ｅｎｓｔｉｔüｓü Ｄｅｒｇｉｓｉ， Ｓａｙı １６， ２００６， ｓ. ７０.

哈全安： 《土耳其通史》，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 第 ２５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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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３２， Ｎｏ. ４， ２０１１， ｐ. ７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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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１６， Ｎｏ. ２， ２０１４， ｐｐ. １３７ － １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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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的 “黄金时代”。
“百年愿景” 正是在正发党执政时期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被提出来的。 在

连续 ３ 次选举胜利且取得优异执政成绩的背景下， 埃尔多安于 ２０１１ 年推出了

雄心勃勃 “２０２３ 愿景”， 期望在建国百年之际将土耳其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大国， 该愿景在随后得到进一步充实与丰富。 “百年愿景” 官方文件推出

后， 埃尔多安反复予以强调和重申， 使之内化于土耳其政府各项政策与制度

之中， 通过推出新的发展规划并根据形势进行动态调整， 愿景内容与影响得

到进一步拓展与深化。 因此， 土耳其 “百年愿景” 是一个不断调整完善、 内

涵丰富的国家治理纲领， 成为埃尔多安时代土耳其国家治理承接前期执政成

就并开启新阶段宏大愿景的重要象征。 就经济内涵来看， “百年愿景” 的主要

目标包括使土耳其成为世界前十大经济体， 经济总量达到 ２ 万亿美元， 人均

国民收入达到 ２. ５ 万美元， 年出口额达到 ５ ０００ 亿美元， 永久性地降低通货膨

胀率， 失业率降至 ５％ ， 就业率增加 ５０％以上。① 此外， 愿景还包含进行大规

模建设公路、 铁路、 航空交通及能源基础设施， 打造全球制造业和物流中心，
鼓励科技创新， 大力发展旅游业等丰富内容。

“百年愿景” 的经济内涵延续了土耳其的百年强国梦， 更蕴含着正发党打

造一个 “新土耳其” （Ｙｅｎｉ Ｔüｒｋｉｙｅ）② 的宏大构想， 并体现出土耳其的经济治

理理念与路径特色。 其一， “百年愿景” 的经济目标是土耳其百年强国梦核心

内涵的历史延续。 回望过去， 近百年来土耳其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周期性起

伏， 经济发展模式经历了从国家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复杂演变， 经济发展愿

景也发生了从成为西方式的先进国家到全球领先大国的微妙转变。 随着经济

崛起与国际影响力的上升， 土耳其在身份定位和内外政策之中更为明确地寻

求战略自主与大国地位， 而经济始终是其百年强国梦的核心内涵和关键基础。
“２０２３ 愿景” 宣称其目标是以可持续的增长促进人类共同繁荣， 建设一个达

到世界先进水平、 全球竞争力强大的土耳其。 其二， “百年愿景” 的经济内涵

彰显了埃尔多安时代的经济治理特色。 正发党执政前期， 土耳其政府不仅敏

·９７·

①

②

“２０２３ Ｓｉｙａｓｉ Ｖｉｚｙｏｎ”， ＡＫ Ｐａｒｔｉ，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ｋｐａｒｔｉ. ｏｒｇ. ｔｒ ／ ｐａｒｔｉ ／ ２０２３ － ｓｉｙａｓｉ － ｖｉｚｙｏｎ， ２０２２ －
１０ － １６； “ Ｔｕｒｋｅｙ － ２０２３ Ｖｉｓｉ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ｎｌｉｎｅ，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ｆｏ ／ ｒｅｃｏｒｄ ／
ｔｕｒｋｅｙ － ２０２３ － ｖｉｓｉｏｎ， ２０２２ － １０ － １６.

参见刘义： 《埃尔多安 “新土耳其” 论与 “土耳其模式” 的危机》，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 第 ４ ～ 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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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地把握和有效地回应了国内持续上升的保守主义、 民族主义趋势， 也借助

世界民主化与全球化浪潮， 在新一轮全球经济增长周期中取得了耀眼的经济

发展成就， 并重塑了国内政治格局。 这为埃尔多安长期执政奠定了核心基础，
也促使其继续提出更具雄心的发展战略， “百年愿景” 的宏大经济目标正是其

治理理念与特色的鲜明体现。 可以说， “百年愿景” 既是正发党与土耳其的愿

景， 更是埃尔多安本人的愿景。① 其三， 以经济内涵为中心的 “百年愿景”
深刻影响到土耳其的经济发展路径与国家长远发展前景。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埃尔

多安将自己当选为土耳其首位全民直选总统的当天视为 “新土耳其的生日”。
此后， 埃尔多安在政治集会上频繁使用 “新土耳其” 一词， “新土耳其” 成

为在埃尔多安的领导下、 符合其原则的国家重生的代名词。② 埃尔多安反复提

出要塑造一个不同于以往的 “新土耳其”， “百年愿景” 是塑造强大 “新土耳

其” 的外在体现与实现路径。 由此， “百年愿景” 经济目标能否实现不仅事关

土耳其经济发展的前景， 也关系到埃尔多安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及 “新土耳其”
的前途。

二　 土耳其 “百年愿景” 下经济治理实践

正发党执政前期推行的改革措施推动了经济快速增长， 土耳其经济在经

历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显示出强劲的恢复能力， ２００９ 年的首次负增长之后

又很快实现了反弹，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 ８. ４％和 １１. ２％ 。③

但正发党政府在取得耀眼经济发展成就的同时， 也更加固化了以外向型和服

务业为主、 高度依赖外资流入的经济发展路径， 深层次的经济结构性问题愈

加难以改变。 ２０１１ 年以来， 土耳其政府围绕 “百年愿景” 经济目标开启了新

的国家经济治理征程。 这一时期， 随着外部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 土耳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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昝涛： 《历史视野下的 “土耳其梦” ———兼谈 “一带一路” 下的中土合作》，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 第 ７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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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韧性彰显的同时， 其弊端也逐步显露出来， 围绕 “百年愿景” 的经

济发展举措不得不随着内外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 经济治理模式遭遇持续

挑战。 相对而言， ２０１１ 年之前土耳其的经济政策深受新自由主义理念和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 欧盟等外部规范性力量的影响， 更具市场化和自由化特征；
之后土耳其经济政策呈现出受到伊斯兰资本影响、 国家干预增强的特征， 并

与埃尔多安的威权主义相适应出现保守化倾向， 土耳其经济在内外因素影响

下危机频现。
（一） “百年愿景” 语境下的土耳其经济政策

第一， 针对本国经济结构特点， 土耳其政府将投资与出口作为主要经济

增长动力。 正发党执政前期经济高速增长背后， 是日益强化的外向型经济结

构， 完全开放的金融市场、 资本快速流动和持续的经常项目逆差使土耳其经

济高度依赖外来资本流入。 土耳其提出 “百年愿景” 后， 在国际宏观经济下

行和国内经济增长乏力背景下， 为了弥补国内储蓄不足和经常账户赤字， 更

为重视以投资与出口推动经济继续增长。
在国内经济层面， 一方面， 土耳其推出了更为系统的投资吸引政策， 提

升国内工业区、 自由区的运营效率， 努力改善投资环境， 打造最佳投资目的

地国形象。 ２０１２ 年， 土耳其颁布了投资激励计划， 对在指定落后地区投资以

及大型项目投资给予更多激励与优惠。 ２０１４ 年， 土耳其推出融资担保政策，
带动了一大批交通领域大型项目的落地。 ２０１６ 年底， 土耳其推出 “投资吸引

中心” 项目， 进一步向东部地区省份的投资提供倾斜政策。 土耳其政府发布

的 “外国直接投资战略 （２０２１—２０２３）” 显示，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２０ 年土耳其共吸

引外国直接投资 ２ ２５１ 亿美元， 其中 ２０１１ ～ ２０２０ 年的十年为 １ ３０８ 亿美元。 土

耳其希望到 ２０２３ 年将该国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中的占比提高到 １. ５％ ，
为此制定了 １１ 项战略， 并据此采取 ７２ 项具体行动。① 另一方面， 土耳其扩大

了国内投资力度， 利用政府和财团资金推进房屋与基建投资， 并力争引导国

内投资流向。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 “百年愿景” 的重要内容， 面对经济增长

乏力和外部不利因素的冲击， 土耳其政府大力开展建筑、 交通、 能源和电力基

础设施建设， 推出了国内通讯网络、 智能电网发展规划等， 并实施 “中间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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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 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３. ｐｄｆ， ２０２３ － ０３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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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 打造国际交通与能源枢纽。 埃尔多安多次表示， 土耳其在投资、 就业、
生产、 出口和经常账户盈余的基础上启动了增长进程， “开始了一场历史性的经

济转型”。①

在对外经济关系层面， 土耳其一方面更为重视出口部门对于经济发展的

拉动作用， 努力优化出口结构。 土耳其政府认为出口可以起到 “立竿见影”
的经济带动效果， 也有利于稳定国内资金供应和就业稳定。 埃尔多安多次强

调出口对于土耳其的重要性， 将之列为经济发展的四大优先目标之一， 认为

出口系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源。② 土耳其政府发布的 “２０２３ 出口战略” 提出，
从生产和出口两个方面提升出口产品结构， 转向以先进技术和研发为基础的

高附加值领域。③ 另一方面， 土耳其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开展经济外交， 积极推

动本国出口和吸引外来投资。 近年， 埃尔多安频繁出访亚太、 非洲、 中亚、
中东等地区相关国家， 主动设定双边经贸发展目标， 努力扩大贸易往来规模，
拓展外部投资来源， 为国内经济增长寻求外部动力。 在继续巩固来自欧美的

投资之外， 土耳其还积极寻求来自海湾阿拉伯国家、 俄罗斯、 中国的直接投

资与资金援助。 ２０１８ 年里拉危机爆发后， 中东 “盟友” 卡塔尔紧急向土耳其

投资了 １５０ 亿美元。 土耳其近来积极与海湾阿拉伯国家改善关系并签署了多

项经济合作协议， ２０２１ 年阿联酋领导人承诺投资 １００ 亿美元， ２０２３ 年沙特承

诺向土耳其央行存入 ５０ 亿美元，④ 这对土耳其脆弱的里拉汇率与经济稳定发

挥了一定支撑作用。

·２８·

①

②

③

④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Ｔｕｒｋｅｙ， “Ｗｅ Ｈａｖｅ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ｂｙ
Ｌａｕｎｃｈｉｎｇ 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３１，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ｃｃｂ. ｇｏｖ. ｔｒ ／ ｅｎ ／ ｎｅｗｓ ／ ５４２ ／ １３４１６８ ／ － ｗｅ － ｈａｖｅ － ｓｔａｒｔｅｄ － ａ －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ｉｎ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ｂｙ － ｌａｕｎｃｈｉｎｇ － ａ － ｐｒｏｃｅｓｓ － ｏｆ － ｇｒｏｗｔｈ － ｂａｓｅｄ － ｏｎ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 ａｎｄ － ｅｘ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２０２２ － ０９ － １５.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Ｔｕｒｋｅｙ，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ｓ Ｉｔｓ Ｔｒｕｍｐ Ｃａｒｄ ｔｏ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ｓ Ｔｏｐ １０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８，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ｃｃｂ. ｇｏｖ. ｔｒ ／ ｅｎ ／ ｎｅｗｓ ／ ５４２ ／ １３０５４７ ／ －
ｔｕｒｋｅｙ － ｓ － ｅｘｐｏｒｔ －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 ｉｓ － ｉｔｓ － ｔｒｕｍｐ － ｃａｒｄ － ｔｏ － ｆｅａｔｕｒｅ － ａｍｏｎｇ － ｔｈｅ － ｗｏｒｌｄ － ｓ － ｔｏｐ － １０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２０２２ － ０９ － １５.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Ｔｕｒｋｅｙ，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Ｔｕｋｅｙ ｆｏｒ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ｒａｄｅ.
ｇｏｖ. ｔｒ ／ ２０２３ － ｅｘｐｏｒｔ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２０２２ － １０ － １３.

“ＵＡＥ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ｓ ＄ １０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ｕｎｄ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Ｇｕｌｆ Ｎｅｗｓ，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４，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ｇｕｌｆ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ｕａｅ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ｕａｅ －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ｓ － １０ － ｂｉｌｌｉｏｎ －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ｆｕｎｄ － ｉｎ － ｔｕｒｋｅｙ －
１. ８３９３１４１９；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ｔｏ Ｄｅｐｏｓｉｔ ＄ ５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ａｆｔｅｒ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Ａｌ －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Ｍａｒｃｈ ６，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ｌ －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ｃｏｍ／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 ／ ２０２３ ／ ０３ ／ ｓａｕｄｉ － ａｒａｂｉａ － ｄｅｐｏｓｉｔ － ５ － ｂｉｌｌｉｏｎ － ｔｕｒｋｅｙ － ａｆｔｅｒ －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２０２３ － ０４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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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围绕 “百年愿景” 目标加强经济发展规划， 土耳其政府持续推出

经济改革调整措施。 ２０１１ 年之后， “百年愿景” 成为土耳其国家发展的战略

性指导文件， 无论是国家发展 “五年计划” 还是各产业部门的发展计划均以

其为核心， 并制定了详细的分阶段实施计划。① 依托 “五年计划” 和为期三

年的 “中期规划”， 土耳其政府将 “百年愿景” 设定的经济目标分解为具体

的中短期发展目标， 并根据形势变化进行动态调整。 ２０１３ 年， 土耳其发布了

第十个 “五年计划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其目标是到 ２０１８ 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１. ３ 万亿美元，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提高至 １. ６ 万美元， 出口达到 ２ ７７０ 亿美

元， 失业率降至 ７. ２％ ； 改善基础设施， 发展创新经济， 降低出口依赖等。②

２０１９ 年， 土耳其公布了第十一个 “五年计划 （２０１９—２０２３）” 提出的目标更

趋务实， 计划到 ２０２３ 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１. ０８ 万亿美元， 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提高至 １２ ４８４ 美元， 出口达到 ２ ２６６ 亿美元， 失业率下降至 ９. ９％ ， 通货膨

胀率降至个位数。③ 此外， ２０１８ 年， 土耳其还公布了三年经济规划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１）， 确定了三大经济政策支柱———坚持平衡发展、 严格财政纪律与推动经

济转型。 ２０２０ 年， 土耳其公布了新一期三年经济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２３）， 提出

在此期间实现年均经济增速 ５％左右， 重点关注出口、 高附加值生产和就业

等领域。 ２０２２ 年， 土耳其公布的三年经济规划 （２０２３—２０２５） 则重申， 将

继续坚持低利率政策， 优先考虑生产、 增长和出口， 争取稳定汇率、 降低

通胀、 实现经常账户盈余， 计划将年均经济增长率维持在 ５％ 以上； 通胀率

和失业率降至 １０％以下。④

此外， 正发党政府加强了对经济治理机构和经济监管模式的改革。 ２０１３
年民众抗议、 ２０１５ 年大选争议、 ２０１６ 年未遂政变等一系列国内政治经济事件

发生后， 土耳其政府开始认真思考和尝试进行经济改革， 努力稳定经济增长。
特别是 ２０１８ 年实现总统制改革之后， 土耳其经济治理与监管模式发生重大变

·３８·

①
②

③

④

魏敏、 李炜懿： 《土耳其 〈２０２３ 年愿景〉： 路径、 成效和中土合作前景》， 第 ９５ 页。
“Ｏｎｕｎｕｃ Ｋａｌｋıｎｍａ Ｐｌａｎı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８）”， Ｔ. Ｃ. Ｃｕｍｈｕｒｂａşｋａｎｌıｇı Ｓｔｒａｔｅｊｉ ｖｅ Ｂüｔçｅ Ｂａşｋａｎｌıｇı，

２０１３ － ０７ － ０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ｂｂ. ｇｏｖ. ｔｒ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２ ／ ０７ ／ Ｔｈｅ＿ Ｔｅｎｔ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８. ｐｄｆ， ２０２３ － ０４ － ０８.

“Ｏｎ Ｂｉｒｉｎｃｉ Ｋａｌｋıｎｍａ Ｐｌａｎı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３）”， Ｔ. Ｃ. Ｃｕｍｈｕｒｂａşｋａｎｌıｇı Ｓｔｒａｔｅｊｉ ｖｅ Ｂüｔçｅ Ｂａşｋａｎｌıｇı，
２０１９ － ０７ － 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ｂｂ. ｇｏｖ. ｔｒ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２ ／ ０７ ／ Ｅｌｅｖｅｎｔｈ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Ｐｌａｎ ＿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３. ｐｄｆ， ２０２３ － ０４ － ０８.

《土耳其发布三年经济规划促增长降通胀》，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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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经济治理政治化影响加深， 政府扩大了监管权限， 将中央银行作为主要

反周期工具， 提升了对经济的参与力度。① 这一时期， 埃尔多安连续更换了 ４
位央行行长和 ３ 位财政部长， 改组了货币政策委员会， 新成立了 “公共财政

转移办公室” 和 “金融管理委员会” 等机构， 以推行围绕低利率为核心的

“新经济政策”。 同时， 土耳其政府加快了经济改革和调整的步伐， 在 “五年计

划” 和 “中期规划” 之外频频推出新的短期经济发展规划。 例如，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和 １２ 月， 政府先后公布了总统制下的两个 “百日行动计划”， 确定优先和重点

发展领域、 项目及预算， 推动形成新的投资激励模式， 力图扭转不利局面。
第三， 面对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 土耳其政府推行经济增长优先的 “新

经济政策”。 ２０１８ 年里拉危机之后， 土耳其政府正式宣布实行 “新经济政

策”， 以降低通胀率和财政赤字。 此后， 政府又多次将应对危机而出台的各类

经济政策冠之以 “新经济政策” 或 “新经济模式”。 ２０１８ 年公布的三年经济规

划正式名称就是 “新经济计划”； ２０２０ 年公布的三年经济规划主题为 “新稳定、
新常态、 新经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埃尔多安公布的新经济改革方案， 其核心内容包

括宏观经济政策和结构性政策改革两大部分， 承诺开启一个 “新经济时代”。②

“新经济政策” 的核心理念是 “以降息抗通胀”， 也被外界称为 “埃尔多

安经济学”。 埃尔多安认为经济增长放缓的关键原因在于中央银行提高利率所

引起的负面效应， 即提高利率后银行无法通过借贷来维持强制准备金， 并倾

向于实行高利率放贷， 这就使得为企业提供的贷款变得更加稀有和昂贵， 由

此会减缓经济增长。 埃尔多安还认为， 高利率会导致原本借贷较多的企业生

产成本增加， 企业将增加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后将推升价格走高， 进而加剧

通胀情势。 因此， 为了促进经济增长、 应对通胀， 土耳其应当采取低利率政

策。 在埃尔多安看来， 采取传统的加息政策无法阻止因美联储加息所导致的

资本外流， 且会导致外汇储备大量流失， 引发汇率大幅波动。 而降息政策可

以促进出口和降低企业借贷成本， 出口增加将带来企业收入上升， 扩大国内

就业， 增加民众收入。 同时， 土耳其欲通过改革实现投资、 就业、 生产、 出

·４８·

①

②

Üｍｉｔ Ａｋçａ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 ２７，
Ｎｏ. １， ２０２１， ｐ. ８１.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Ｅｒｄｏｇａｎ Ｕｎｖｅｉｌ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ｆｏｒｍ Ｐａｃｋａｇｅ”， Ｈüｒｒｉｙｅｔ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 Ｍａｒｃｈ １２，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ｈｕｒｒｉｙｅｔｄａｉｌｙ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ｅｒｄｏｇａｎ － ｕｎｖｅｉｌｓ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ｒｅｆｏｒｍ － ｐａｃｋａｇｅ － １６３０８４，
２０２２ － ０８ －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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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和经常账户盈余， 以此为基础推动经济稳定增长， 并摆脱高利率—低汇率—
高通胀的恶性循环。①

作为土耳其经济发展规划的重要补充， 埃尔多安力推出的 “新经济政策”
是土耳其经济陷入危机后做出的适应性调整改革措施。 “新经济政策” 实质上

是以降息促增长， 但蕴含着引发里拉贬值和推升通胀的巨大风险， 从现实来

看也并没有获得市场认可。 面对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严重的里拉贬值和通胀飙升，
土耳其政府继续加大对外向型企业的信贷支持， 促进出口增长， 通过 “里拉

化战略”② 控制国内外汇资产流出， ２０２２ 年仍继续实行降息政策； 同时综合

采取提高最低工资和退休金、 就业与食品补贴等多种方式保障民众的基本需

求， 维持就业与社会稳定。
（二） “百年愿景” 主要经济目标未能实现

“百年愿景” 的宏大经济目标反映了土耳其对经济发展成就的高度重视和

重大期许， 愿景的提出客观上也推动了土耳其在经济领域的调整与改革进程。
但是 “百年愿景” 经济目标提出后， 土耳其经济自 ２０１２ 年起陷入低速增长和

震荡状态， 波动性和脆弱性特征日益突出。 ２０１８ 年以来， 土耳其经济更是在

内外因素作用下数次发生金融危机， 严重冲击了经济稳定。 在此期间， 土耳

其根据本国经济结构特点将重心放在通过投资、 出口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方

面， 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从成效来看， 土耳其政府的经济

发展规划和 “新经济政策” 在促进出口增长、 维持就业规模、 保持经济稳定

和应对经济危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效避免了危机蔓延和经济崩溃，
这也反映出土耳其经济的多元化产业基础和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然而， 从主

要宏观经济指标的现实表现来衡量， 土耳其在 ２０２３ 年到来之际未能实现 “百
年愿景” 所设定的经济发展目标。

第一， 土耳其经济增长表现出波动性和失衡性特征， 未实现成为全球十

大经济体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２. ５ 万美元的愿景。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数据， 以可比价格测算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２０１２ ～ ２０２１ 年间土耳其有 ６

·５８·

①

②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Ｔｕｒｋｅｙ，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ｌｙ Ｍａｒｃｈ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Ｉｔｓ Ｇｏ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Ｔüｒｋｉｙｅ”，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２，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ｃｃｂ. ｇｏｖ. ｔｒ ／ ｅｎ ／ ｎｅｗｓ ／ ５４２ ／ １３９２１０ ／ － ｏｕｒ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ｌｙ － ｍａｒｃｈｅｓ － ｔｏｗａｒｄｓ － ｉｔｓ － ｇｏａｌ － ｏｆ － ｔｈｅ － ｇｒｅａｔ － ａｎｄ －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 ｔｕｒｋｉｙｅ，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０９.

“里拉化战略” 是通过政策强制和激励诱导， 推动私人银行和实体部门间接向央行出售外汇，
然后将现金投资于受外汇保护的里拉存款账户， 这样既增加了央行外汇储备， 也有助于政府的里拉存

款保障计划的可持续性， 从而稳定里拉汇率， 增加政策缓冲， 防范可能的外汇市场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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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经济增长率低于 ５％ ， 而货币贬值、 通货膨胀带来以美元计价的国内生产

总值显著缩水。 土耳其的国内生产总值在 ２０１３ 年达到 ９ ５７５ 亿美元的峰值之

后出现了持续下降， 直到 ２０２１ 年才有所回升， 但 ２０２２ 年土耳其的国内生产

总值也只是回升至 ８ ５３５ 亿美元。 同期，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 １２ ４９０ 美元的

高点一路下滑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８ ６１０ 美元， ２０２２ 年才回升至 ９ ９６０ 美元。① 跻身世

界前十大经济体是 “百年愿景” 设定的标志性目标， 然而土耳其的全球经济

总量排名从高峰时期的全球第 １７ 位滑落至第 １９ 位。② 这与 “百年愿景” 设定

的经济总量、 人均收入和全球经济排名目标相距甚远， 且短期内难以实现该

目标。
第二， 土耳其对外贸易额呈现波动增长态势， 并长期处于高水平赤字状

态， 出口虽然大幅扩张但并未实现设定目标。 根据土耳其国家统计局

（ＴÜＩＫ） 数据，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２０ 年， 土耳其对外贸易总额基本维持在 ４ ０００ 亿

美元左右， 年平均出口额约为 １ ４７０ 亿美元； 而年平均贸易赤字达到 ６３７ 亿美

元，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长期保持在 ５％ ～ １０％ ， 只有 ２０１９ 年因进口萎缩

贸易赤字降至 ５％以下。③ 长期的经常项目赤字给土耳其的外汇流入和资本市

场稳定带来重大挑战。 ２０２１ 年和 ２０２２ 年， 土耳其对外贸易出现大幅增长， 出

口额分别增长至 ２ ２５２ 亿美元和 ２ ５４１ 亿美元， 进口额分别达到 ２ ７１４ 亿美元

和 ３ ６３７ 亿美元； 而贸易赤字也屡创新高， 特别是 ２０２２ 年贸易赤字高达１ ０９６
亿美元， 上升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１２. ８％ 。④ 即使如此， 这与 “百年愿景”
设定的出口额达到 ５ ０００ 亿美元的目标依然存在较大差距。

第三， 里拉贬值和通货膨胀相互交织， 就业与民众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一方面， 土耳其经济长期深受货币贬值困扰， 里拉成为全球表现最差和最易

于受到冲击的新兴市场货币之一。 从 ２０１３ 年开始， 土耳其里拉就呈现持续贬

值的态势， ２０１８ 年以来更多次出现剧烈贬值， 一再跌破历史纪录， 造成国内

金融市场动荡。 根据土耳其中央银行 （ ＴＣＭＢ） 数据， 里拉兑美元汇率从

·６８·

①
②

③

④

ＩＭＦ，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Ｄａｔａ： Ｔｕｒｋｅ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 ｅｎ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ＴＵＲ， ２０２３ － ０４ － ２５.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Ａｐｒｉｌ １０，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ｅｎ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ｔｕｒｋｅｙ ／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２０２３ － ０４ － ２５.
ＴＵＲＫＳＴＡＴ （ＴÜＩＫ），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ｔｕｉｋ. ｇｏｖ. ｔｒ ／ Ｋａｔｅｇｏｒｉ ／ ＧｅｔＫａｔｅｇｏｒｉ？

ｐ ＝ Ｆｏｒｅｉｇｎ － Ｔｒａｄｅ － １０４， ２０２３ － ０４ － １６.
ＴＵＲＫＳＴＡＴ （ＴÜＩＫ），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ｂｙ Ｙｅａｒ， ２０１３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ｔｕｉｋ. ｇｏｖ. ｔｒ ／ Ｋａｔｅｇｏｒｉ ／

ＧｅｔＫａｔｅｇｏｒｉ？ ｐ ＝ ｄｉｓ － ｔｉｃａｒｅｔ － １０４＆ｄｉｌ ＝ ２， ２０２３ － ０４ －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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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年年初的 １. ７７ ∶ １ 一路贬值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初的 １８. ６ ∶ １。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和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土耳其金融市场几度出现严重震荡。 在 ２０２１
年末的货币危机中， 里拉兑美元汇率从 １３. ３∶１ 快速跌破 １８∶ １ 大关。 因政府紧

急出台储蓄担保补偿方案， 里拉反弹并保持了短期稳定， 但 ２０２２ 年中期之后

重新出现持续贬值趋势， ８ 月以后再次跌破 １８∶ １ 大关。① 虽然外界一直质疑土

耳其的货币政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多次建议加息， 但土耳其政府并没有

改变其既定政策。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至 １１ 月， 土耳其央行连续 ４ 次降息， 基准利率

降至 ９％的低位，② 随之里拉汇率再次进入快速贬值通道。
另一方面， 土耳其一直面临着较大的通胀和就业压力， 政府设定的通胀

率和失业率目标从未实现。 ２０１７ 年之前土耳其的通胀率控制在 １０％ 以下，
２０１８ 年因里拉危机而飙升至 ２０. ３％ ， 之后两年降至 １５％以下。 ２０２１ 年实行宽

松货币政策之后又出现新一轮上涨， 并在当年 １２ 月严重的里拉危机之后开始

快速攀升。 ２０２２ 年之后通胀率更是一路飙升， 从当年 １ 月的 ４８. ６９％ 升至 １０
月的 ８５. ５１％ ， 创下 ２４ 年来的最高纪录， 持续处于高通胀状态。③ 通货膨胀叠

加世纪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后的能源危机， 加剧了土耳其国内民生困难， 面包

等食品、 生活用品及房屋价格出现大幅上涨， 民众购买力受到严重削弱； 能

源进口和交通运输成本飙升造成企业经营更加困难， 失业率也处于高位。 土

耳其官方失业率长期维持在 １０％左右， 并未有显著下降， 其中 ２０１９ 年和 ２０２０
年还上升至 １３％以上，④ “百年愿景” 设定的降低通胀率和失业率的目标亦未

能实现。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百年愿景” 提出后的近十余年来， 土耳其经济未

能重现正发党执政前期的持续高速增长态势， 也未能实现预期的主要经济发

展目标， 这从土耳其政府和国际经济机构的统计数据中得到了验证。 近年来

土耳其政府力推的 “新经济政策” 虽然能够基本稳住经济形势， 短期内推动

·７８·

①
②

③

④

参见土耳其中央银行 （ＴＣＭＢ） 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ｃｍｂ. ｇｏｖ. ｔｒ， ２０２３ － ０２ － ２５。
ＴＣＭＢ，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Ｒａｔｅｓ （２０２２ －４７）”，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４，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ｃｍｂ.

ｇｏｖ. ｔｒ ／ ｗｐｓ ／ ｗｃｍ ／ ｃｏｎｎｅｃｔ ／ ＥＮ ／ ＴＣＭＢ ＋ ＥＮ ／ Ｍａｉｎ ＋ Ｍｅｎｕ ／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ｓ ／ Ｐｒｅｓ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２０２２ ／ ＡＮＯ２０２２ －
４７， ２０２３ － ０４ － １２.

ＴＵＲＫＳＴＡＴ （ＴÜＩＫ），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ｉｃｅ Ｉｎｄｅｘ”， Ｍａｒｃｈ ３，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ｔｕｉｋ. ｇｏｖ. ｔｒ ／ Ｂｕｌｔｅｎ ／
Ｉｎｄｅｘ？ ｐ ＝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 Ｐｒｉｃｅ － Ｉｎｄｅｘ －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 ２０２２ － ４５７９１＆ｄｉｌ ＝ ２， ２０２３ － ０２ － ２３.

参见土耳其国家统计局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ｔｕｉｋ. ｇｏｖ. ｔｒ ／ Ｋａｔｅｇｏｒｉ ／ ＧｅｔＫａｔｅｇｏｒｉ？ ｐ ＝ ｉｓｔｉｈｄａｍ －
ｉｓｓｉｚｌｉｋ － ｖｅ － ｕｃｒｅｔ － １０８＆ｄｉｌ ＝ ２， ２０２３ － ０４ －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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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出口和经济增长， 但很难具有可持续性。 当然， 将土耳其的经济问题完全

归因于 “埃尔多安经济学” 的失误和失败并不符合客观事实， 更未抓住问

题的实质。 土耳其经济之所以陷入当下困境， 不仅受到内外多重不利因素

的影响， 更与土耳其历史上长期积累的经济结构性问题密切相关。 结合历

史经验与短期成效来看， 埃尔多安力推的 “新经济政策” 有一定合理性。
鉴于本国和其他新兴国家以加息应对美元紧缩周期仍难逃被国际资本收割

的事实， 土耳其放弃以加息保里拉汇率、 阻止资本外流的传统做法， 转而

采取降息以促进出口、 就业和经济增长的路线， 短期内不失为 “两害相权

取其轻” 的理性选择。 降息政策和里拉贬值的确拉动了土耳其的出口增长，
这从 ２０２１ 年和 ２０２２ 年的出口数据中得到明确体现。 面对严重货币贬值和

通胀危机， 土耳其政府的经济举措也一度扭转了里拉下跌态势， 一定程度

上避免了经济危机蔓延甚至经济崩溃的严重后果。 此外， 在 “百年愿景”
经济目标指引下， 土耳其在交通、 物流、 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取得了

显著成绩， 间歇性的经济逆势增长也体现出土耳其内在韧性与相关政策措

施的积极效应。

三　 影响 “百年愿景” 经济目标实现的多重因素

２０１１ 年以来， 土耳其经济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 同时面临

着国家社会发展、 国内政治变动和国际局势剧变三方面的巨大不确定性。① 虽

然 “百年愿景” 在带动土耳其经济调整改革、 推动基础设施快速发展、 稳定

经济局面等方面产生了多重积极影响， 但这一时期的土耳其经济已很难复制

之前的快速增长模式。 经济失速、 政局动荡和外部冲击相互交织， 加之土耳

其经济结构性问题的不断累积和凸显， 致使 “百年愿景” 所设定的主要经济

目标未能如期实现。
（一） 经济结构性问题带来的增长与治理困境

土耳其经济发展历史进程中累积了诸多结构性弊端， 包括产业体系不健

全且升级困难、 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和外部资金流入、 经济失衡与脆弱性突出

·８８·

① 曾向红、 张峻溯： 《 “帝国怀旧”、 地缘政治机会与土耳其外交的转折》， 载 《外交评论》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第 ７２ 页。



理想之治与现实之困： 土耳其 “百年愿景” 的经济成效评析　

等。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至正发党执政前十年， 土耳其通过新自由主义改革实

现经济外向转型和快速发展， 金融市场完全自由开放， 外资跨境流动日益频

繁， 与外部市场关联密切的出口部门持续扩大。 然而， 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

并没有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实质性升级和内生发展动力的增强， 而前期改革红

利逐步消耗殆尽。 土耳其的产业结构仍长期在中低端徘徊， 技术和产业升级

缓慢， 内生增长动力不足， 加之能源严重依赖进口， 造成长期经常项目赤字，
加深了其对资本项目顺差的依赖， 并逐步推升了国内公私部门的外债水平。
土耳其资本市场高度开放， 使得本国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与全球宏观经济表

现及国际资本流动深度绑定， 更易受到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冲击。 随着改

革放缓和生产率下降， 土耳其经济越来越依赖外部信贷和需求， 这一增长

模式加剧了内外失衡和脆弱性。① 这构成了土耳其经济的主要结构性问题，
催生了近年来土耳其经济 “高外债、 高赤字、 高通胀” 叠加的多重治理

困境。
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凸显严重影响到土耳其经济增长的稳定。 一方面， 高

水平的经常账户赤字与不断走高的外债规模加剧了经济的脆弱性。 ２０１２ 年以

来， 土耳其的政府债务经历了先降后升的 “Ｕ” 形走势， ２０２１ 年政府债务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４１. ８％ ， 国家总外债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５８. ４％ 。②

其中， 短期外债总额已超过其外汇储备额。 截至 ２０２３ 年第一季度， 土耳其的

短期外债为 １ ６１４ 亿美元， 其中私营部门短期外债为 ９０３ 亿美元； ４６％为美元

计价外债， ２５％为欧元计价外债， 二者合计占到 ７１％ 。③ 而同期土耳其的官

方储备资产总额为 １ １４９ 亿美元， 其中外汇储备只有 ６０９ 亿美元。④ 如果剔除

与国内商业银行和外国央行的外汇互换， 净储备将降至负数。 外债攀升和外

汇储备的短缺加深了土耳其经济的脆弱性， 使土耳其经济难以有效抵御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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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外部冲击。① 此外， 由于土耳其经济高度依赖外资流入， 债务负担过高

将带来严重问题， 资金流向与结构不合理将放大其负面效应。② 另一方面， 经

济脆弱性使土耳其经济增长极易受外部冲击而剧烈波动。 ２０１８ 年， 受到美国

经济制裁和里拉危机等因素的影响， 土耳其的经济增长率从上年的 ７. ５％骤降

至 ３％ ， ２０１９ 年进一步降至 ０. ８％ 。 ２０２０ 年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的快速货币与信

贷扩张以及大量的流动性支持推动土耳其实现了经济正增长， ２０２１ 年甚至实

现了少有的超过 １０％的高增长， 但这种增长并非源于经济结构性问题的缓解，
注定难以持续。③ 虽然埃尔多安数十次表示将实现 “百年愿景” 发展目标，
土耳其要走上投资、 生产和出口、 就业增长为基础的发展之路， 但具体方案

与路径始终不甚清晰。
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凸显加剧了土耳其政府的经济治理困境。 面对经济结

构性危机凸显催生出的 “三高” 局面， 土耳其政府力推 “新经济政策”， 希

望通过降息利好出口以促进经济增长， 但这导致短期通胀加剧、 汇率波动和

民生困难， 且产生了相互掣肘甚至冲突的政策困境。 由于土耳其对能源、 中

间产品、 原材料等进口依赖度很高， 货币贬值导致相关产品价格上涨， 推高

了国内终端产品成本和消费品价格， 生产活动各环节物价相互传导， 最终削

弱了严重依赖能源和中间产品进口的外向型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 为应对不

利的资本流动和日益增加的金融脆弱性， 里拉危机后土耳其央行将金融稳定

作为优先任务， 而失去了对通胀的有效控制。④ 面对通胀， 国内民众更愿意持

有美元或欧元， 较高的美元化率代表着较低的消费者信心， 不仅加剧了里拉

贬值的趋势， 也增加了政府维护金融稳定的难度。⑤ 实际上， 货币政策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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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促进具有局限性， 由于土耳其经济更容易受到外部供应冲击和国际金

融市场的周期性影响， 货币政策应将物价稳定作为优先目标。① 里拉贬值还带

来外债风险上升， 土耳其主权债务信用面临更大降级威胁， 对金融市场稳定

造成冲击， 增大了系统性金融风险。 近年来， 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 惠誉

和穆迪曾多次下调土耳其的主权信用评级。② 世界银行建议土耳对其经济政策

进行调整， 以提振市场信心， 缓解宏观金融风险， 而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可

能会继续扩大内外失衡。③ 总之， 土耳其政府无法同时兼顾汇率、 通胀和就业

稳定等多重经济目标， 更难以解决长期累积的经济结构性危机， 经济可持续

增长也就难以实现。
（二） 国内政治因素带来的经济问题政治化与经济政策工具化

一方面， 国内政治变革与政治极化带来日益明显的经济问题政治化倾向。
“百年愿景” 提出后， 土耳其相继经历了 ２０１３ 年加齐公园抗议、 正发党与

“居伦运动” 的政治联盟解体、 ２０１５ 年惊险波折的议会选举和 ２０１６ 年未遂政

变等重大政治事件。 国内政治体制发生了从 ２０１４ 年总统直选到 ２０１７ 年修宪

公投、 ２０１８ 年正式改行总统制的巨大变革， 实行近百年的议会制政体改为总

统制。 伴随着土耳其国内政治的体系性变化， 埃尔多安的集权统治色彩更加

明显。 总统制下土耳其的经济决策表现出集中化、 个性化和政治化的特征，
缺乏有效制衡。④ 大权独揽的埃尔多安进一步加强了对经济部门的控制和经济

政策的直接干预， 经济决策掺杂了更多的政治考量， 降低了决策的专业性与

科学性。 此外， 埃尔多安治下的土耳其政商关系和裙带主义广受诟病。 有学

者认为， 经济领域的新世袭主义与选举威权主义、 政治民粹主义和伊斯兰主

义共同构成 “埃尔多安主义” 的四大维度。⑤ 甚至有学者认为， 当前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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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是土耳其脆弱的总统制及其独特经济治理模式的反映。① 与此同时， 随着

土耳其国内政治极化明显， 支持和反对埃尔多安的两大阵营对立严重， 国内

关于总统制与议会制孰优孰劣及埃尔多安威权主义的争议愈演愈烈， 经济问

题的凸显也使之成为国内政党斗争的重要议题。
另一方面， 国内政治纷争下的经济政策工具化影响到长期经济改革与转

型进程。 “百年愿景” 明确提出要坚持推进结构性经济改革， 后来土耳其政府

也提出了诸多经济发展规划， 包括近年力推的 “新经济政策” 都将目标定位

于实现强劲、 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然而， 面对经济问题和政治争议叠加的危

机局面， 土耳其政府更难以集中精力解决结构性问题， 国家长远发展规划和

经济结构性改革让位于优先维持统治地位的短期性、 工具化经济政策， 国内

政治压力更加剧了这一倾向。 在此背景下， 容易带来可见经济与政治效益的

出口部门被赋予了更为优先的地位， 产业升级和投资不足的难题始终得不到

根本性解决。
２０２３ 年大选之前， 经济问题成为国内激辩的重要议题， 对于埃尔多安主

导的土耳其政府来说， 包括经济政策在内的内外政策都不可避免地为赢得总

统大选连任的优先目标服务。 土耳其政府近年所实行的一系列不可持续的经

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本来就不是保持长期的经济稳定， 而只是要在 ２０２３ 年大选

之前促进经济活力。② 为应对高通胀和获取民众支持， 土耳其政府连续提高最

低工资标准， 扩大对中低收入群体的食品与住房补贴支持， 取消退休年龄限

制， 让更多的人可以领取养老金， 迎合了国内民粹主义上升情势。 但持续推

出的补贴措施仍赶不上通货膨胀速度， 并增大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和经济隐患。
此外， 着眼于短期增长的信贷扩张还可能加剧宏观金融风险的积累， 对中长

期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进一步限制了未来经济改革的政策空间。③ 总之， 以服

务政治统治和获得选民支持为目的的短期性经济政策加重了经济结构性困境，
不仅无法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 也为未来长期性改革增添了更大障碍。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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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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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国际环境不利变化带来的持续冲击

有研究发现， 土耳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国内政治因素和外部市场冲击

有关， 如国内大选、 全球金融危机、 欧债危机等。① 其中， 土耳其的经济增长

很大程度上依赖稳定的外部环境和对外关系。 但自 “百年愿景” 提出以来，
之前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不复存在， 周边地缘政治动荡、 美国货币政策调整、
新冠肺炎疫情、 乌克兰危机等不利因素相继对土耳其经济造成重大冲击， 增

大了输入性通胀和货币贬值压力， 也加剧了经济脆弱性风险， 进而影响到经

济增长预期与实际表现。
首先， 高度外向型的土耳其经济深受发达国家经济周期与经济政策的影

响。 金融自由化改革导致资本流入的激增， 加剧了土耳其债务主导、 金融化

的经济增长模式， 也加深了其对外部融资的依赖。② 持续性的经常账户赤字、
国内低储蓄率和高美元化负债使土耳其经济呈现出高度脆弱和波动起伏的特

征。 土耳其对外贸易和外来投资的 ６０％以上来自欧盟， 欧盟对其汽车业、 纺

织业、 建筑业、 旅游业等支柱产业具有系统性影响； 西方国家经济周期直接

影响土耳其的经济表现， 而美欧货币政策调整对其金融市场影响更为显著。
在遭遇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 财政货币政策调整， 或重大地缘政治与外交危

机的情况下， 土耳其经济更易于陷入困境。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 流入土

耳其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资本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且多是短期资本。③ 随着

２０１３ 年之后美元紧缩周期的开始， 土耳其经济陷入了低速增长状态， 里拉呈

现持续贬值趋势。 ２０２１ 年以来美联储新一轮紧缩政策再次增大了土耳其的资

金外流和货币贬值压力， 以及高水平的美元计价外债的还款压力， 土耳其外

汇流动性日益缺乏， 限制了其经济增长空间。
其次， 与美欧关系的波动对土耳其经济稳定产生重大冲击。 毫无疑问， 近

年来土耳其经济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与其和西方关系的逐渐疏远密切相关。④ 近

·３９·

①

②

③

④

Ｓａｙｇｉｎ Ｓａｈｉｎｏｚ ＆ Ｅｖｒｅｎ Ｅｒｄｏｇａｎ Ｃｏｓａ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Ｖｏｌ. ２５， Ｎｏ. ２１， ２０１８， ｐ. １５１８.

Ａｙｃａ Ｚａｙｉｍ，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Ｔｕｒｋｅｙ’ ｓ Ｄｅｂｔ － Ｌｅ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ｅｇｉｍ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 ５０， Ｎｏ. ４， ２０２２， ｐ. ５４３.

Ｙａｈｙａ Ｍ. Ｍａｄｒａ ＆ Ｓｅｄａｔ Ｙıｌｍａｚ，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ｉｎｔｏ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Ｆｒｏｍ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ｔｏ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Ｓｏｕｔｈ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 ｐ. ４４.

Ｎｉｋｏｌａｏｓ Ａ. Ｋｙｒｉａｚｉｓ ＆ Ｅｍｍａｎｏｕｉｌ － Ｍ. Ｌ. Ｅｃｏｎｏｍｏｕ，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ｏｎ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Ｌｉｒ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ｒｄｏｇａ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 ３３， Ｎｏ. ６， ２０２２，
ｐ. ７３１.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期

年来， 土耳其与美欧关系经历了复杂变化， 互信持续下降。 “居伦运动”、 库

尔德人问题、 土耳其购买俄罗斯 “Ｓ － ４００” 防空导弹等争议困扰着土美关系。
总体上， 土美关系疏离的趋势和本质没有改变。① 而土耳其与欧盟在入盟、 民

主、 人权、 难民和反恐等问题上的分歧根深蒂固， 在东地中海、 利比亚等地

区热点问题上相互对立， 土欧关系经常陷入紧张状态。 在此背景下， 美欧多

次试图通过经济手段来压制和重塑土耳其的内外政策。 土耳其入盟进程陷入

停滞， 来自欧盟的投资与拨款受到直接影响；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 ２０１８ 年更是

以霸凌式经济制裁对土耳其进行直接施压， 成为引爆土耳其里拉危机和经济

震荡的导火索。 美欧的经济打压虽未能改变土耳其的内政外交政策， 但对其

经济与金融稳定带来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最后， 土耳其经济受到周边地缘环境恶化的显著影响。 阿拉伯剧变爆发

以来， 土耳其周边地区长期动荡不安， 叙利亚内战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规模难

民危机、 恐怖主义崛起和地缘政治对抗对土耳其经济造成了持续冲击。 土耳

其改变了 “零问题” 外交政策， 以 “新奥斯曼主义” 思潮和 “回归中东” 政

策重塑与周边国家关系， 强势介入叙利亚内战、 利比亚内战、 东地中海油气

纷争②等地区热点问题， 与埃及、 沙特、 阿联酋、 以色列等国争夺地缘政治主

导权。 激进的外交政策倾向加剧了土耳其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和内部经济脆弱

性。 阿拉伯剧变的地缘政治影响深远， 土耳其国内经济频繁遭受冲击。③ 此

外， ２０２０ 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引发全球经济下行和旅游业萧条， 打乱了土

耳其政府的经济发展规划； 而 ２０２２ 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也对土耳其经济造成

直接冲击和重大影响。 土耳其与俄罗斯、 乌克兰两国经济联系均较为密切，
来自俄罗斯的能源进口以及俄、 乌两国的农产品、 游客等对于土耳其经济来

说尤为重要， 乌克兰危机恰逢土耳其经济陷入危机之时， 无疑加剧了其经济

困境。④ 进入 ２０２３ 年， 乌克兰危机、 美国的加息进程都尚未结束， 这均为土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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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其经济前景蒙上了阴影。
总之， 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制约、 顾此失彼的政策困境、 国内政治纷争和

不利国际环境的冲击都阻碍了土耳其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削弱了土耳其政府

的经济政策效果， 共同导致 “百年愿景” 所设定的主要经济目标无法如期

实现。

四　 结语

“百年愿景” 是土耳其长期追求的强国梦和理想治理图景的集中体现， 其

宏大经济目标延续和引领着土耳其对国家经济发展道路的艰难探索。 然而，
正如过去百年土耳其经济发展的曲折历史一样， 当前土耳其对理想之治的追

求同样不会一帆风顺。 回首正发党时代的土耳其经济发展表现， “百年愿景”
提出的 ２０１１ 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近十余年来的土耳其经济动荡现实与之

前快速发展的 “黄金时代” 相比呈现出明显差异。 近年来， 持续的经济困境

使土耳其的 “百年愿景” 和 “新土耳其” 描绘的强国梦想受挫， 使正发党与

埃尔多安 ２０ 年来引以为傲的政绩黯然失色， 也使埃尔多安时代的土耳其国家

治理模式备受争议。 外界甚至认为土耳其进入了一个以经济危机和政治疲惫

为标志的 “土耳其历史上的晦暗时期”①。 在土耳其迎来建国百年纪念的特殊

时刻， 尽管埃尔多安和正发党在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大选中再次赢得了议会和总统选

举胜利， 但经济治理困境仍是摆在土耳其政府面前的关键挑战。 经济问题的

持续积累不仅加大了结构性改革的难度， 其所带来的政治传导效应也在很大

程度上塑造了正发党与土耳其政府的内外政策选择及其限度。
２０２３ 年大选结果表明， 经济问题并不是影响国内政局走向的决定性议题，

外界对土耳其政治与经济走向的误解与误判同样严重。 然而， 经济问题无疑

是土耳其政府面临的最真实和紧迫的挑战之一， 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

将对内政外交产生重要影响。 由于土耳其国内政治极化加剧与经济困境的持

续， 国内各方对于政治制度与国家发展道路的争议并不会随着大选的尘埃落

定而逐渐消失。 虽然近年来埃尔多安反复强调土耳其必将实现发展目标， 并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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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出和建设 “土耳其世纪” 倡议来迎接建国百年的到来， 但是 “百年愿

景” 所设定的经济目标显然未能如期实现， 土耳其政府仍面临严峻而紧迫的

通胀、 就业等民生挑战。 从长远来看， 反思土耳其经济发展历史中所积累的

结构性问题， 采取有效措施实质性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 真正提升土耳其的

产业竞争力和重塑经济发展动力， 应是埃尔多安在新一任期所要推动的核心

议程之一。 此次大选后， 新组建的土耳其政府表现出调整经济政策的倾向，
但鉴于过去多年经济政策的惯性和现实困境， 新的政策调整仍将是一个艰难

和缓慢的过程。 面对尽快降低通胀、 完成地震后重建、 保持金融稳定等短期

性紧迫任务， 土耳其政府依然很难做到集中精力推进前景不明的结构性经济

改革， 长期改革前景仍旧暗淡， 而且仍面临复杂外部环境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百年愿景” 在经济领域所遭遇的困难也将投射到土耳其的外交政策与对

外关系上。 ２００２ 年正发党执政后， 土耳其的外交政策经历了显著转变， 从提

倡相互依存到主张战略自主。① 近年来， 土耳其的多元平衡外交有声有色， 在

从各方获得现实利益的同时显著提升了自身国际地位和议价能力。 然而， 土

耳其经济深受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 政策调整及周边地缘政治环境的影

响， 这不仅限制了其经济政策的选择余地， 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外交政

策与战略自主的限度。 在与美欧关系层面， 虽然近年来土耳其在政治、 外交

甚至安全领域对西方态度日趋强硬， 但经济依赖却成为其与西方关系中的关

键软肋之一， 使土耳其外交上的独立政策诉求受到显著制约。 在地区国际关

系层面， 为了寻求外部资金缓解国内经济困境， 土耳其与周边国家陆续缓和

关系以争取相关国家的直接投资和经济援助。 这些都深刻说明了土耳其经济

脆弱性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 国家整体实力不足是制约土耳其战略自

主和外交政策选择的根本因素， 经济上的外向型高度依赖更束缚了其手脚。
展望未来， “百年愿景” 所设定的全球十大经济体和 “新土耳其” 所期待的

全球中心大国目标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土耳其对理想之治的追求仍将面

临持续的现实之困。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樊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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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ａｓ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ｄ.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üｒｋｉｙｅ ｃｏｕｌｄｎ’ｔ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ｒａｐｉ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ｔ ａｌ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ｊｏｉｎｔｌｙ
ｈｉ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ｏ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ｓｉｏｎ ２０２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２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ｎｎｉ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Ｔüｒｋｉｙｅ， ｔｈｅ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ｓｓｕｅ ｉｓ ｒｉ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ｌａ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ｓ ｉｔ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ｂｏｕｎｄ ｔｏ ａｆｆｅｃｔ Ｔüｒｋｉｙｅ’ 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ｈ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üｒｋｉｙｅ； Ｖｉｓｉｏｎ ２０２３； Ｅｒｄｏｇａｎ； １００ ｔｈ

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 ｏｆ Ｔüｒｋｉｙｅ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ＦＡ ｆｒａｎｃ Ｒｅｆｏｒｍ：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Ｔａｏ Ｔａｏ ＆ Ｚｈａｎｇ Ｚｈｏｎｇｘｉａ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ＦＡ ｆｒａｎｃ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ｗ ｃｕｒｒ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ｈａｔ ｉｓ
ｐｅｇｇ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ｓｕｚｅｒａｉｎｔｙ， ａｎｄ ｉｓ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ａ
ｒｅｍｎａｎｔ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ｅｖｅｎ ａ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Ｉｎ ｌａｔｅ ２０１９，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ＦＡ Ｆｒａｎｃ Ａｒｅａ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ｄ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ｗｉｔｈ ｐｌａｎｓ ｔｏ ｌａｕｎｃｈ ａ ｎｅｗ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ｔｈｅ ＥＣＯ， ｉｎ ２０２０.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Ｆｒａｎｃｅ ｏｎｌｙ ｈｏｐｅｄ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ｔｓ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ｉｍａｇ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ｈａｄ ｎｏ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ｉｎｑｕｉｓｈｉｎｇ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ｈｅｒｅ.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ＦＡ Ｆｒａｎｃ Ａｒｅａ ａｒｅ ｈｉｇｈｌｙ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ｏ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ｏｐｔｅｄ ｔｏ ｋｅｅｐ ＥＣＯ ｐｅｇｇ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Ｅｕｒｏ，
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 Ｆｒａｎｃｅ’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ｎｅｗ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ｔｈｒｅｅ ｙｅａｒ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ｐｌａｎ ｗａｓ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ｄ， ｂｕｔ ＥＣＯ ｈａｓ ｎｏｔ ｙｅｔ ｂｅ
ｉｓｓｕｅｄ. Ｉｔ’ｓ ｏｗｉｎｇ ｐａｒｔｌｙ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ｉ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ＦＡ Ｆｒａｎｃ Ａｒｅａ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ＶＩＤ －１９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ｌｙ ｔｏ ｔｈ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ＥＣＯＷＡＳ ｔｏ ｒｅａｃｈ ａ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ｏｎ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ｉｍｅｄ ａｔ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ｒｉｄ ｏｆ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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