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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与土耳其在政治与经济领域的外交关系近年来已有显著改善。然而，

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双方民众间交往的亲善度特别低。这些因素包括“东突厥斯

坦”问题、对往昔历史的考虑、贸易失衡问题以及双方媒体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负面

和敌视的态度等。为了解决双方民众彼此间亲善度较低的问题，双方不仅应该借助制

度化的对话与交流来加强联系，而且应该通过非正式的社会与文化方面的互动来增进

彼此间的了解。本文旨在分析土耳其和中国民众的观念对两国间的双边关系的影响。

通过观察当前中国与土耳其的关系，探讨两国公众的态度是否会成为国家间关系的主

要阻力之一，是否会对决策者造成深刻的影响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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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国际关系领域，认知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结构、态度、行动与反

应的解读过程；而这种认知究竟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则取决于两种文化在先

                                                        
① 本文为作者在“首届中土高层论坛”国际研讨会的发言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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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相互交往中获得的历史经验。这也叫做“转化”。两种文化间对彼此的期待

与需求，与“转化”过程中获取的信息同样重要。
①
 

就国际关系而言，从一个民族的角度出发，谈及另一个民族的叙事、艺术

作品、新闻、传言等认知形式，可以感受到该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认知态度。

这些认知形式所塑造的解读，会形成不同民族对彼此的偏见与同情，并不断传

承下去。两个民族在文化、经济、政治和教育领域的合作，能够部分反映各自

对另一方的认知。双方错误地认知对方的军事实力、行事动机、国内政治、公

众舆论、决策者的处境及权力平衡态势，虽然并不会必然导致双边关系受到限

制，亦不见得会必然引起冲突，但可能产生负面的、有时甚至是截然不同的环

境与情势
②
。 

民族间错误的认知，会导致彼此错误地解读对方的需求与行动，错误地理

解另一方的期待、不足以及优先考虑之事项，进而可能形成偏见。但在学术界，

特别是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通常总是最大限度地强调各国在政治、经济、文

化、和军事等领域的双边关系。研究文献通常不会关注两国对彼此的认知。与

此同时，外交政策分析家和决策者也经常忽略公众舆论的影响。但我们知道，

决策者需要公众的支持，因为决策者只有在精确地解读公众想法的基础上，才

能在国家最高层面作出决策。实际上，研究表明，决策者关于普通国民的想法

的假定，常会对其外交政策的抉择形成启发，或带来压力，或提供有益的参考

信息。 

因此，我们强调，冷战以后，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成为决策进程中非常重要

的行为体。在论证这些观点时，常会列举诸如中日关系和土耳其—希腊关系等

例子。这些例子确实能说明问题。但本文认为，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公众的态

度是否成为一项主要的障碍，并在土中关系的问题上，对决策者形成深刻影响。 

 

一、土耳其对华政策概述 

 

追溯历史，突厥人与中国人早在公元前 6 世纪就已建立了联系，但在帝国

秩序瓦解后的关系却并不遥远。伊斯兰教圣训有言：“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

                                                        
① İnceoğlu,M. Tutum,Algı,İletişi (Attitudes,perception,communication), Ankara: Elips Publishing, 
2004, p.92-93. 
② Jervis.J.,“War and misperception”,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988,Spring, 
Vol.18, 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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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在土耳其，这一圣训家喻户晓。不过，这一圣训一方面强调科学与求知的

重要性，另一方面则表明土耳其离中国有多遥远。这对土耳其的对华政策有直

接影响。在此背景下，笔者对土耳其的周边地区进行仔细观察之后得出的第一

个结论就是，土耳其过去从未形成对亚洲的政策。不可否认，土耳其过去曾想

发展对亚洲各地区的政策，但苏联是一个障碍。
①
笔者得出的第二个结论是，中

土之间有很多相似性，中土的历史有诸多重叠之处，尤其是土耳其和中国在 19

世纪的历史事件的相似之处，令人称奇。例如，在奥斯曼帝国和中华帝国的历

史中，双方在家庭生活与王朝重建等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两国封建主义的理

念有很多相似之处，与西方的封建主义不同；两国在思想启蒙时期的政策相似；

两国对外来势力的态度相同；两国在西方势力入侵时的遭遇相似：都被迫作出

相同的让步，出现相似的屈从，在诸多相同问题的综合作用下而爆发内乱，其

金融体系都因为不平等条约而落入外国人的手中，等等。
②
 

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对土耳其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行为体。不仅如

此，亚洲市场的勃勃生机，有利于土耳其实现其外交政策的目标，因而影响着

土耳其对中国的政策。如今，土耳其是中东、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关键性的战略

行为体，而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并有望在 21 世纪成为全球性的行为体。

所以，土耳其和中国作为两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应当提升相互了解与信任。可

                                                        
① 更多相关信息可见于：Kamuran Gürün，《土耳其-苏联关系 1920-1953》(Türk-Sovyet 
İlişkileri (1920-1953) (Turkey-Soviet Relations 1920-1953) , 安卡拉：土耳其历史学社 2010年; 
Cemil Hasanlı，“土耳其—苏联关系：从不偏不倚状态到冷战时期 1939-1945”(Tarafsızlıktan 
Soğuk Savaşa Doğru Türk-Sovyet İlişkileri (1939-1953)), (Turk-Soviet Relations, from impartiality 
to Cold War 1939-1945), İstanbul: Bilgi Publishing, 2011; Nicholas Tamkin, 《英国、土耳其、与
苏联：地中海东部地区的战略、外交、与情报》(Britain, Turkey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0-45: 
Strategy, Diplomacy and Intelligence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Palgrave MacMillan, 2009; 
Robert M. Cutler, “帝俄和苏联与希腊和土耳其的关系：从国际体系的比较视角出
发 ”(“[Russian Imperial and] Soviet Relations with Greece and Turkey: A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Systems Perspective,” 载于Dimitri Constas主编，《1990年代的希腊-土耳其冲突》
(The Greek-Turkish Conflict in the 1990s)，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 1991年，第 183–206页。 
② 关于奥斯曼帝国历史的更多信息可见于：M. Şükrü Hanioğlu, 《奥斯曼帝国晚期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2008年；Stanford J. 
Shaw, 《奥斯曼帝国和现代土耳其的历史：第 1卷：奥斯曼帝国的兴衰 1280-1808》(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Volume 1, Empire of the Gazis: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Ottoman Empire 1280-1808), 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1977年版；Stanford J. Shaw & Ezel 
Kural Shaw, 《奥斯曼帝国和现代土耳其的历史：第 2卷：改革、革命、与共和国：现代土
耳其的兴起 1808-1975》(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Volume 2, Reform, 
Revolution, and Republic: The Rise of Modern Turkey 1808-1975), 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197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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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的是，近年来在土中关系中存在的障碍正逐渐得到消除，两国政府间的关系

也得到持续的改善。 

 

二、土中官方层面的交流与合作 
 

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土之间的外交关系近年来得到显著改善。在 2009

年土耳其总统阿卜杜拉·居尔访华期间，双方签署了七项文件，以推动双方在

外交、能源、文化遗产、大众传媒、贸易与金融等领域的合作。
①
在 2010 年中

国总理温家宝访问土耳其期间，中土签署了“关于建立和发展战略合作关系的

联合声明”。
②
这是中国第一次与西亚北非地区的国家签署战略合作协定。 

2010 年 1 月，中国外长杨洁篪访问了土耳其，而在 2010 年晚些时候，土

耳其外长达武特奥卢（Davutoğlu）也访问了中国。2012 年时任中国国家副主

席习近平与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的互访，则进一步增强了双边关系。习近平访

问伊斯坦布尔时，有 100 多个中国公司的代表随同前往。
③
索拉科古鲁

（Çolakoğlu）强调，这些高层互访清楚地表明，双边关系已发展到历史性的

转折点，因而可将这些互访解读为一个信号，它预示着土耳其与中国间的双边

关系在不远的未来会出现飞跃性的发展。
④
 

这些互访为土耳其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带来了新的视野。看来，互访所推动

的种种举措已弥补了双方政府间过去因缺少互信而遭遇的损失。土耳其成为“上

海合作组织”的对话伙伴国，就是双边关系发展的一个最好例证。 

双边经济与商业关系也随着政治关系的改善进程而发展。在 2011 年，中国

在土耳其的出口对象国中排位第 16，同时在土耳其面向亚太地区的出口目的国

里排在第一位。土耳其 2011 年对中国的出口额达到 24 亿美元，与 2010 年相比

增加了 9%（2010 年的出口额为 22 亿美元）。同时，2011 年中国也是土耳其第

三大进口对象国，土耳其这一年从中国进口的价值总额达到217亿美元，与2010

年相比增长了 40%（2010 年的进口额为 171 亿美元）。2011 年土耳其与中国之

                                                        
① 《土耳其总统来访，聚焦于商务》，载《中国日报》2009年 6月 25日。 
② 《中国和土耳其发表关于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10 年
10月 9日。 
③ R. Kutay Karaca, “On the Misperceptions Between the Peoples of Turkey and China”,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Studies (in Asia), Vol. 7, No. 1, 2013. 
④ Çolakoğlu, S.,“Turkey-China Relations:Seeking A Strategic Partnership”，参见 http://www. 
eurasiareview.com/17042012-turkey-china-relations-seeking-a-strategic-partnership-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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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双边贸易总额为 241 亿美元，土耳其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为 192 亿美元。
①
同

时，双边投资合作关系也在改善。中国对土耳其基础设施工程的投资贡献与日

俱增。土耳其公司与中国公司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联合开发了一些项目。2002～

2011 年期间，中国对土耳其的直接投资存量累计达 5000 万美元，而土耳其对

中国的直接投资存量则总计 700 万美元。 

 

三、土中民间层面的彼此认知 

 

在涉及大众舆论的各项研究中，亲善度（或亲善率）是测量双边民众间相

互认知态度的一项重要指标。同时，这也是衡量不同国家的民众在双边战略合

作、社会沟通、媒体交流、心理认同等方面的相互关系发展程度的重要方式。

那么，中国人对土耳其的认知是怎样的呢？ 

一项调查显示，中国民众对两项关键词最敏感：“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营

地”（12.2%）和“帝国的继承者”（11.3%）。 

 

表 1：中国公民对土耳其的认知
②
               （单位：%） 

关键词 百分比% 关键词 百分比%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 12.2% 政教分离 1.7% 

奥斯曼帝国 11.3% 特洛伊 1.7% 

亚欧之间 9.6% 安卡拉 1.6% 

伊斯坦布尔 9.0% 凯末尔 1.4% 

亲美 6.9% 举重 1.4% 

突厥人 6.8% 足球 1.3% 

北约成员国 6.4% 肮脏混乱 1.1% 

少数民族问题 6.0% 漂亮女孩 1.0% 

穆斯林 4.6% 香料 0.9% 

丝绸之路 3.6% 舞蹈 0.9% 

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 3.3% 安卡拉羊 0.7% 

                                                        
① 土耳其经济部数据参见 http://www.eurasiareview.com/17042012-turkey-china 
-relations-seeking-a-strategic-partnership-analysis/。 
② 表格数据来自环球调查：“想到古巴、伊朗、以色列，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http://survey.huanqiu.com/result.php?s=SFFzdXJ2ZXlfNDI5NQ@`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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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 3.2% 间谍 0.4% 

发展中国家 1.9% 帅哥 0.2% 

 

在中国民众对土耳其的认知中，新疆问题占据主导性的位置。“亲美”、“北

约成员国”、“穆斯林”等关键词，显示出中国民众的认知状态，反映出两国间

的差异。但另一方面，中国老百姓掌握着关于土耳其的历史、地理位置、某些

特征的信息是正确的。总体而言，在中国民众眼里，中国和土耳其是缺乏共性

的两个国家。 

2012 年 3 月 19 日至 20 日，环球网进行了有关中国人对土耳其的亲善度调

查。共有 2357 名受调查者作出回应，表明他们心中对土耳其的亲善度。 

 

                     表 2：中国人对土耳其民众的亲善度
①
      （单位：%） 

亲善度 持此态度的人所占百分比 

非常亲善和喜爱 3.1% 

某种程度的亲善和喜爱 14.6% 

某种程度的不亲善和不喜爱 45.5% 

非常不喜欢 22.0% 

不知道 14.8% 

 

从表 2 可以看出，持有“某种程度的不喜爱”的态度的民众占总数的 45.5%，

而持有“非常不喜欢”的态度的民众则占总数的 22%，排在第二位。总体而言，

对土耳其持不太亲善的负面态度的中国人占到受调查者总数的 67.5%。至于中

国人对土耳其持负面态度的原因，刘教授作了归类，并实施了相关调查。其结

果如下： 

 

              表 3：中国人不喜欢土耳其的原因
②
          （单位：%） 

序号 原因 所占比例 

1 
土耳其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总是或明或暗地支持新疆分离主义

势力。 
29.2% 

                                                        
① 表格的数据来自环球调查：“想到古巴、伊朗、以色列，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http://survey.huanqiu.com/result.php?s=SFFzdXJ2ZXlfNDI5NQ@`5^1。 
② 表格的数据来自环球调查：“想到古巴、伊朗、以色列，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http://survey.huanqiu.com/result.php?s=SFFzdXJ2ZXlfNDI5NQ@`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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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历史记忆不太好：土耳其一度推动泛突厥主义势力向中国新疆

渗透；冷战时期中国和土耳其加入不同的阵营，在朝鲜战场上

相互厮杀；中国将土耳其视作美帝国主义的同伙。 

26.0% 

3 
土耳其媒体受西方媒体的影响太深，在很多事情上对中国的评

论极不友好。 
22.3% 

4 土耳其借助贸易不平衡向中国发起经济上的进攻。 7.9% 

5 
土耳其在地理上距离中国过于遥远，中国人对土耳其没什么确

定的印象，也不具备充分的知识。 
6.2% 

6 两国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有很多差异。 4.6% 

7 其他 3.9% 

 

导致中国人对土耳其持负面态度的最主要原因是所谓的“东突厥斯坦”问

题。其他几个原因都与此相关。同时，历史上形成的不信任亦是诸多原因中排

名靠前的一项。中国人认为土耳其媒体受西方的影响，并对此表示谴责。由此

可得出结论：中国民众对土耳其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深感担忧。 

那么，土耳其人对中国的认知是怎样的呢？土耳其的民众通过互联网、报

纸和电视，对中国仅有粗浅的印象。自 1999 年以来笔者就一直在研究中国，并

一直关注土耳其媒体关于中国的信息。土耳其媒体上关于中国的消息，99%都是

谈论中国的经济增长及其对土耳其的影响。在土耳其，学习中文的人数很有限，

关于中国的书籍亦很少。在土耳其，几乎不可能找到中国人写的报告。1999 年，

当笔者开始准备硕士学位论文时发现，土耳其涉及笔者所研究的中国问题的文

献，仅有两份经济研究报告和十来本书，而且其中有三本书是在 1980 年以前出

版的。所以，土耳其人主要通过阅读西方书籍和报告来形成对中国的认知。正

因为如此，关于土耳其人对中国的认知的研究成果很少，土耳其人眼中的中国

形象并不完整。虽然笔者尚未找到关于土耳其人对中国的认知的任何文件、报

告或论文，但笔者认为，土耳其人对中国的认知中不甚友善的态度，主要缘于

新疆问题。 

由于土耳其人对中国认知的相关调查信息比较匮乏，因此笔者引用美国知

名民意测验机构 Pew 公司的调查数据。Pew 公司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土

耳其人对中国的印象比印度人对中国的印象还要糟糕。在 20 国集团中，土耳其

是最不喜欢中国的国家。不过，土耳其人对美国和欧盟的印象比其对中国的印

象还要糟糕。这些数据说明，在中国、美国、欧盟、俄罗斯这几个国际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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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行为体当中，相比较而言，中国反倒是土耳其民众感觉最亲善的国家了。 

 

表 4：土耳其人对世界主要大国的亲善度
①
        （单位：%） 

持亲善态度的土耳其人占调查总数之比例 

         国家 

年份 
中华人民共和国 美国 俄罗斯 欧盟 

2005 40 23   

2006 33 12   

2007 25 9 27 17 

2008 24 12   

2009 16 14 22 13 

2010 20 17 28 16 

2011 18 10 23 18 

2012 22 15 21 16 

 

如果我们将这些调查结果与中国民众对土耳其态度的相关数据作比较，就

可以得出结论：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的身份，土耳其与美国的联盟，其有可

能成为欧盟成员国的前景，在土耳其民众对中国的认知的形成过程中，并不具

有重要影响力。 

 

四、消除土中民众负面认知的原则方法 

 

第一，两国间的文化活动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以促使土耳其和中国的民

众彼此间走得更近。2012 年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问土耳其时,土耳其

总统阿卜杜拉·居尔宣布，2012 年将成为土耳其的“中国文化年”，而 2013 年

将成为中国的“土耳其文化年”。对土耳其总统居尔所宣布的当前中国与土耳其

关系的这一发展态势，我们应给予考虑。中国在世界各国开办孔子学院，以方

便外国人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如今，土耳其也有大学开设了孔子学院。与此

相对应，土耳其也应致力于在中国开设教授土耳其语言与文化的大学院系专业。

此外，我们应该增加双方互换留学生和大学教师与学者的人数。我们的中国朋

                                                        
① 表格的数据来自环球调查：“想到古巴、伊朗、以色列，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http://survey.huanqiu.com/result.php?s=SFFzdXJ2ZXlfNDI5NQ@`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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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应该像欧洲人那样在土耳其大力宣传他们的大学。土耳其也应在中国开展相

同的工作。 

第二，双方应在对方国家积极开展旅游业的宣传。近年来，赴土耳其旅游

的中国游客数量在不断增加，土耳其对此感到很高兴。事实上，旅游业的发展

有助于消除贸易逆差，而贸易逆差是导致双方相互不满意的原因之一。 

第三，在中东、高加索和非洲的很多地区，中国和土耳其可以开展合作。

双方若能够在这些地区联合运作一些工程项目，则能够推动双边关系的进一步

发展。 

第四，两国应互派媒体小组，向对方提供更多的关于自己国家的信息，从

而增进双方民众的相互了解。若双方媒体能直接到对方采编新闻，则可避免双

方民众形成错误的印象。对目前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而言，语言障碍是最大的

挑战。不幸的是，由于英语是国际学术界的通用语言，多数研究者（在开展研

究时）受到西方信息来源的引导。倘若我们的中国同行们能够出版更多的英文

著作，则中国可通过这些英文著作影响其他国家的学者，使其不至于完全受制

于西方信息来源。当然，双方还可以开展关于公众舆论的民意调查，有助于为

增进双边相互了解提供新的渠道。 

第五，两国关系中最根本的问题是新疆问题。显然，这是中国人民的内部

事务。我们和土耳其的媒体亦责无旁贷，有责任教育土耳其的民众，使其认识

到这一点。与此同时，土耳其领导人对涉外事务发表的讲话，也应遵循行事稳

妥周全的原则，真正做到出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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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urkey and China i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ield have improved significantly in recent years. But the degree of 

favorability to people to people exchange is extremely low because of the influ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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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which are mostly stemmed from the issue of “Eastern Turkistan”, the 

thoughts of the past, the trade imbalance and the media’s negative and adverse 

approach to the issues. In order to solve the low favorability problem, both sides not 

only should depend on exchange and dialogue institutionally, but also rely on social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 informally to enhance the mutual understanding accordingly. 

This article tries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the perceptions between Turkish and 

Chinese peoples to the relations of both countries. In case of this the main question 

of this presentation is whether the public’s attitude became a major hinder and 

heavily influenced the decision-makers or not on the basis of Turkish-Chinese 

relations. 

Key Words   Turkey-China Relations; Perception; Public Opinion; Foreign Policy; 

China and the Middle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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