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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８ 日，索马里与土耳其签署了为期十年的《国防与经

济合作框架协议》，引发国际社会对双方关系的重视。 自 ２０１１ 年索马里饥荒爆发以

来，土耳其通过人道主义援助积极发展与索马里关系，对索马里的援助超过土耳其对

其他非洲国家的援助。 在横向合作方面，双方在粮食、教育、医疗、经贸、军事安全，以

及能源安全领域建立了稳定而长期的合作关系。 纵向上，土耳其与索马里的关系逐

步从援助国—受援国转向盟友关系，双方在维护索马里主权稳定、打击恐怖主义和海

盗方面展开深入合作。 本文认为，土耳其将发展与索马里关系视为土耳其与非洲国

家建立“南南合作”的重要实践。 土耳其以索马里为切入点加速深化与非洲国家的

南南合作伙伴关系，进而拓宽其外交空间。 土耳其发展与索马里关系具有把人道主

义援助与地缘政治利益追求相结合、政府与非政府行为体协同参与，以及通过制度化

手段形成稳固和长期的联盟关系等特点。 但土耳其发展与索马里关系仍有一定限

度，并使得非洲之角和红海地区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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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２１ 日，索马里内阁和议员正式批准了该国与土耳其签订的《国

防与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此项为期十年的防务协议授权土耳其保卫索马里漫

长的海岸线，并帮助索马里联邦政府重建海军，这使双方关系备受国际社会关

注。 索马里地处东非大陆，又被称为非洲之角国家，不仅是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

国，也是欠发达的南方国家，与阿拉伯半岛隔海相望，与吉布提、埃塞俄比亚、肯

尼亚、亚丁湾和印度洋接壤，扼守红海海运贸易通道，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自

１９９１ 年索马里爆发内战以来，该国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索马里兰等地区长

期游离于联邦政府管辖之外并寻求独立。 因此，索马里被视为典型的“失败国

家”。① 索马里危机带来的国内社会不稳定以及周边的安全问题引发国际社会的

长期关注，使得美国、欧盟、沙特、伊朗、埃塞俄比亚、土耳其等多个外部力量陆续

介入索马里问题。 特别是土耳其，作为中东伊斯兰国家和北约成员国，近 ２０ 年

来一直通过索马里为切入点来推行土耳其与非洲国家的南南合作。 在当前全球

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背景下，对当前全球南方国家间的南南合作展开研究具有

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文以南南合作为视角深入分析土耳其发展与索马里关系的

背景、重点合作领域、合作特点以及合作原因，以更好理解土耳其与索马里关系

的特殊性。

国内学界对土耳其发展与索马里关系的研究成果比较缺乏，主要是关注索

马里危机、索马里国家分裂与认同、索马里极端主义，以及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

边界冲突等问题。② 对于土耳其介入索马里的原因，邹志强认为，土耳其试图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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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在非洲之角的军事存在。① 孙德刚和邹志强认为土耳其正借助在索马里的军

事部署，实施“南下战略”，打造地中海—红海—印度洋战略走廊。②然而，国内学

界对于土耳其与索马里发展关系的内在逻辑，以及双方合作的领域和特点的研

究还有待加强。 相比国内学界，国外学界对土索关系的研究更为精细，涉及人道

主义援助、医疗救助、军事合作等多个领域。 首先，从人道主义研究视角出发，学

界普遍认为，自 ２０１１ 年以来，土耳其对索马里强调从人道主义援助逐步过渡到地

缘政治追求。③ 凯瑟琳·阿吉利斯等学者指出，土耳其对索马里的医疗卫生援助

可能加剧了地区冲突。④ 其次，从军事安全研究视角出发，２０１７ 年土耳其在索马

里首都摩加迪沙部署海外军事基地一事，⑤导致学界对土索关系的研究重心从早

期的人道主义援助，转向土耳其在该地区的军事部署和与安全相关的问题。⑥ 最

后，目前学界对土索关系发展的动因尚未达成共识。 布莱登·坎农认为，土耳其

发展与索马里关系的主要动机是希望国际社会承认其为一个新兴大国。⑦ 保罗·

安东洛普洛斯等学者则认为，域外大国在非洲展开战略布局，重视在吉布提部署

军事基地而忽视了索马里的重要性，给了土耳其在索马里增加军事存在的机

会。⑧ 也有学者认为土索关系与双方历史关系以及土耳其在索马里的地缘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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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和经济利益相关。①

总体来看，学界对于土耳其与索马里关系的主要研究重点包括人道主义、医

疗援助、军事安全等领域。 然而，对土耳其发展与索马里关系的原因，学界尚未

达成共识。 此外，学界对土耳其与索马里合作特点的论述较少，也未以南南合作

为视角系统论述土耳其发展对索马里关系的动因、内容和特点，这是本文的分析

重点。

二、土耳其发展与索马里关系的背景与历史进程

土耳其发展与索马里关系与土耳其对非政策转向南南合作的背景契合。 对

这一背景进行简要分析有助于更全面和深入地理解土索关系的发展史。

（一）土耳其推动对非洲开放政策，寻求南南合作

以埃尔多安为首的正义与发展党（以下简称正发党）执政以来，土耳其开始

重视发展与南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并将非洲国家视为建立南南合作的重点区域

之一，从而逐步形成了土耳其的非洲战略。

土耳其发展与非洲的关系可分为三个时期。 首先是奥斯曼帝国时期，部分

北非地区当时属于奥斯曼帝国的管辖范围，土非关系发展良好。 第二个时期是

自 １９２３ 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至 １９９８ 年土政府提出“非洲开放计划”之前，双方

关系相对冷淡。 尽管土耳其于 １９２６ 年在埃塞俄比亚开设大使馆，但其对非洲的

关注有限。 直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许多非洲国家脱离西方殖民体系并独立后，土耳

其才开始意识到对非政策的重要性，但其当时仍未能制定长期有效的政策。② 为

摆脱对西方的外交依赖，土耳其需要发展多元平衡的外交关系。 １９７９ 年，时任土

耳其外交部长京迪兹·厄克钦提出了一个《非洲行动计划》来发展与非洲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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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包括在索马里和坦桑尼亚新增大使馆，并加强与尼日利亚、肯尼亚、苏丹、

乌干达等国家的双边关系。① １９９８ 年，土耳其政府提出了“对非洲开放计划”，但

此时土耳其对非关系的战略性尚未确立。②该政策旨在提升土耳其与非洲国家的

政治、经济和文化合作，并提升外交层级，但由于当时土耳其国内政治动荡，该政

策未能得到充分落实。 然而，这一计划为后来正发党实现对非政策转型奠定了

基础。③ 第三个时期是 １９９８ 年至今，特别是正发党上台后于 ２００５ 年再次推出“对

非洲开放”政策以来，④土耳其对非政策基本成型。⑤ ２００５ 年，土耳其成为非洲联

盟观察员，并在 ２００８ 年非洲联盟峰会上被宣布为非洲大陆战略伙伴。⑥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首届“土耳其—非洲合作峰会”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会议通过了《伊斯坦布尔

宣言》和《土耳其与非洲伙伴关系合作框架》，并共同制定了《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实施

计划》，初步奠定了正发党对非政策框架。⑦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２２ 年，土耳其驻非洲国

家大使馆的数量从 １２ 个增加至 ４４ 个。⑧

需要注意的是，正发党在 ２００５ 年完成对非政策调整后便决定与南方国家建

立友好关系，加入到南南合作行列当中。⑨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０７ 年，土耳其的南南合作

基金增加了 ２０ 倍。 ２００７ 年，土耳其对南南合作预算的净支付额为 ６． ０２ 亿美元。

此外，土耳其是与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签订伙伴关系协定的 １５ 个国家之一。�I0

土耳其将南南合作视为对外（尤其是对非洲地区）发展援助的重要内容，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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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至 １３ 日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联合国第四次发展中国家问题会

议上推动签订了《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该文件致力于解决南方国家面临的紧

迫问题。① 由此可见，２０１１ 年后，土耳其加大对非洲地区的投入与其致力于加入

南南合作密切相关。 此外，正发党上台以来试图减少对西方的依赖，致力于依靠

自身发展国防与安全，因此与非洲国家建立安全合作关系属于题中应有之义。②

从上述背景来看，土耳其发展与索马里关系背后存在一定内在逻辑。 土耳

其“对非开放”推动了其与非洲国家建立南南合作伙伴关系，而索马里成为土耳

其发展与非洲国家南南合作的重要切入点和“实验点”。

（二）土耳其与索马里关系的历史进程

土耳其与索马里以及非洲大陆的关系可追溯至 １４ 世纪末 １５ 世纪初的奥斯

曼帝国时期。③ 当时奥斯曼帝国的势力范围几乎涵盖北非与东非，包括埃及、利

比亚、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索马里、厄立特里亚、吉布提等地。 在殖民主义浪潮

时期，奥斯曼帝国在东非地区应对葡萄牙人的扩张并在北非地区展开与西班牙

的竞争。④ １９２３ 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来，土耳其与索马里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

四个阶段：冷淡期、破冰期、预热期和蜜月期。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出于国内发展重心的考虑以及殖民主义等问题，土耳

其与非洲大陆的关系较为冷淡。 冷战期间，土耳其政府开始将目光投向非洲获

得独立的国家，如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⑤ １９６０ 年索马里独立后与苏联建立了紧

密的联系，而土耳其此时已经加入北约阵营，土索关系十分冷淡。 直到索马里与

苏联关系破裂，土索才开始建立外交关系。 １９７９ 年双方分别在安卡拉和摩加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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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互设大使馆，但在 １９９１ 年索马里内战爆发后大使馆关闭。① 在索马里内战期

间，土耳其在联合国授权下进入索马里展开维和行动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②

２００５ 年土耳其正发党提出“对非开放”寻求南南合作后，土耳其与索马里关

系进入“破冰期”。 ２００７ 年，埃尔多安在非洲联盟会议③期间与索马里时任总统艾

哈迈德会晤，双方讨论了土索关系的发展，埃尔多安同意索马里代表团访问土耳

其。④此次会晤标志着土索关系的“破冰”，也为下一阶段开启土索南南合作“预热

期”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２００９ 年，索马里过渡联邦政府请求土耳其参与维持

索马里国内和平的工作，⑤但由于土耳其当时缺乏足够的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土

耳其向联合国和非盟寻求帮助。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１ 日 ～ ２３ 日，第一届索马里问题峰

会在伊斯坦布尔召开，虽未取得实质性成果，但增强了国际社会对索马里危机的

关注，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土耳其在索马里事务上的发言权。⑥

２０１１ 年索马里严重饥荒造成的国内人道主义危机给土耳其提供了与索马里

建立南南合作的重要契机。 饥荒爆发后，埃尔多安率领土耳其代表团访问摩加

迪沙，这是近 ２０ 年来非洲以外的领导人首次访问该国。 埃尔多安宣布将在摩加

迪沙开设大使馆，呼吁国际社会关注索马里的长期发展。⑦ 此次访问也标志着双

方的南南合作开始进入“预热期”。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埃尔多安在联合国大会上

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帮助索马里缓解人道主义危机，建设和平与稳定的

索马里。⑧ “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发生了重大调整，从周边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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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外交转向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 土耳其对非洲地区采取更加积极的外交政

策，也预示着土索关系的进一步升温。

２０１６ 年，埃尔多安再次访问索马里，宣布土耳其将加强与索马里的经济、外

交和军事关系。 访问期间，埃尔多安与索马里领导人签署了土耳其在摩加迪沙

建立海外军事基地、帮助训练索马里军队的协议。① 这标志着土索关系进入南南

合作的“蜜月期”，双方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进一步加深。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土耳其在摩加迪沙部署的最大的海外军事基地落成，用于训练一万名以上的索

马里士兵，帮助维护索马里的地区安全稳定。②索马里联邦政府同意土耳其在摩

加迪沙部署军事基地是出于需要外部力量帮助其提升军力的考虑。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索马里政府批准并得到其国际伙伴认可的《索马里安全公约》明确规定，联邦

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政治稳定和重新配置武装部队。 当 ２０２１ 年非盟驻索马里特派

团开始收缩后，索马里联邦政府必须重建自己的部队来接管地方安全事务。③ 然

而，为了控制安全局势和击败反政府武装，索马里需要训练有素和装备精良的部

队，而联合国对索马里的禁运减少了其获得武器的机会，削弱了其军事能力。④

在此背景下，索马里选择与土耳其在军事与安全领域深化合作，希望土耳其

帮助索马里训练军队、为索马里提供军事武器、帮助联邦政府制衡威胁力量、帮

助索马里游说解除武器禁运，以及学习土耳其的政变应对处理模式。 但是由于

土耳其自身的利益考量和国际社会对索马里的相应国际规范限制，索马里的目

标并非都能实现。⑤当然，这并不妨碍两国在多领域开展南南合作关系，尤其是在

军事与安全方面继续深化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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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南合作下土耳其发展对索马里关系的重点领域与特点

围绕南南合作为主线，土耳其与索马里建立了紧密且多领域的合作关系。

横向上看，双方从人道主义援助逐步拓展到多领域的合作，并建立了相互信任。

纵向上看，双方关系不断深化发展进而形成稳固的盟友关系。 土耳其发展对索

马里的双边关系的努力呈现出三大特点：人道主义援助与地缘政治利益追求相

结合、政府与非政府行为体协同参与，以及通过制度化形成联盟关系。

（一）土耳其发展对索马里关系的重点领域

自埃尔多安首访索马里以来，土耳其坚持南南合作为主线并以人道主义外

交为切入点，在多个领域积极发展与索马里关系。 从最初的粮食援助、医疗救

助、教育援助，再到经贸合作、军事与安全合作以及能源合作，土耳其与索马里的

合作已经逐步扩展并深化。

（１）粮食援助

由于长期遭受到干旱影响，索马里一直面临粮食短缺问题。 作为中东粮食

产量大国，土耳其国内粮食供给十分充足，粮食援助成为土耳其对外援助的重要

方面。 ２０１１ 年，索马里遭遇严重饥荒，埃尔多安首次访问索马里，开启了土耳其

对索马里的人道主义援助，对索粮食援助成为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起点和重点

领域之一。 自此，土耳其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商业公司积极向索马里提供粮食

援助，践行其人道主义外交。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２ 日，土耳其政府向索马里北部地区

运送了超过 ８５００ 吨粮食和其他生活物资，帮助缓解干旱影响。 此外，土耳其还向

摩加迪沙运送了至少 １． １１ 万吨粮食。 土耳其对索马里兰和邦特兰地区也进行了

粮食援助。① 从非政府组织层面来看，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由于非洲之角国家的严

重干旱仍在继续，土耳其一家非政府组织向索马里 １０００ 个家庭提供了粮食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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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① 此外，从商业公司层面来看，土耳其航空公司作为唯一一家为索马里提供

航空服务的国际航空公司，自 ２０１１ 年索马里饥荒以来长期参与土耳其对索马里

的人道主义援助。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３ 日，土耳其航空公司运载了 ６０ 多吨粮食和医疗

用品抵达摩加迪沙，帮助索马里缓解饥荒问题。②

（２）医疗卫生合作

自 １９９１ 年索马里内战爆发以来，该国面临着诸多公共卫生问题，如药物滥

用、孕妇儿童死亡率和癌症发病率上升等。③ 医疗救助成为土耳其参与索马里人

道主义援助的关键领域之一。 土耳其的医疗援助主要由卫生部门、伊斯坦布尔

市政府，以及土耳其国际合作与发展署等官方机构参与。④ 土耳其在索马里的医

疗援助主要包括修建和运营当地医院等。 例如，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５ 日，埃尔多安出

席了土耳其在摩加迪沙修建的索马里土耳其培训和研究医院（随后以埃尔多安

的名字命名）的开幕仪式。 该医院由土耳其国际合作与发展署按照国际标准建

造，拥有 ２００ 个床位，配备了成人和儿童重症监护室、手术室和产房等设施。 为了

确保医院稳定运营，土耳其与索马里签署协议共同管理医院。 土耳其卫生部在

五年内提供专业人员和约 ８５６０ 万美元的资金支持，之后医院交由索马里运营。⑤

在长期的合作中，土耳其与索马里在医疗卫生领域保持着紧密的合作，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４ 日，为解决索马里心脏病患者无法出国接受手术的问题，该医院开设了开胸

手术室，并由土耳其专家协助进行首批手术。⑥ 新冠疫情期间，土耳其积极向索

马里提供医疗援助。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４ 日，埃尔多安宣布向索马里提供防护服、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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罩、紧缺医疗设备（如呼吸机）等医疗用品。①

（３）教育援助合作

教育援助是土耳其南南合作中软实力的关键体现，对土耳其与索马里关系

的发展至关重要，尤其是考虑到两国有共同的宗教信仰。 双方在教育领域展开

了长期合作，重点是支持索马里儿童接受教育和促进索高等教育的发展。 ２０１１

年起，土耳其积极参与索马里教育事业，尤其注重学校重建和支持儿童教育。 例

如，土耳其机构尼罗河组织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在索马里开设了首个学校，并在摩加迪

沙和哈尔格萨共开设了四所学校，为当地学生提供教育服务。② 此外，鉴于索马

里内部长期冲突导致的儿童流离失所问题，土耳其于 ２０１８ 年向肯尼亚东北部城

镇达巴布达的索马里孤儿提供了教育、食物和水。③ 在摩加迪沙，仅有私人机构

提供教育，这让许多贫困家庭无法负担。 为此，土耳其马里夫基金会为儿童提供

奖学金支持，并在哈尔格萨和摩加迪沙的三个校区为约 １２００ 名学生提供教育。④

近年来，土耳其通过“土耳其奖学金”计划为国际学生提供高等教育奖学金，成为

其重要的软实力活动之一。⑤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土耳其与索马里教育部高层在

安卡拉就教育合作事宜进行会谈，讨论了土耳其对索马里学生提供奖学金和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５ 日土耳其国内军事政变未遂后恢复索马里学生在土留学等事

宜。⑥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０ 日，索马里内阁批准了两国合作协议，数千名索马里儿童将

得到土耳其的教育援助。 此外，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土耳其帮助摩加迪沙大学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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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一个先进的实验室，提高了摩加迪沙大学的教育质量。①

（４）经济贸易合作

自索马里内战爆发以来，其经济长期处于崩溃状态，主要是由私营部门支

撑。② ２０１２ 年，索马里国内人均 ＧＤＰ 仅有 ４３７． ５１ 美元，而 ２０２４ 年其国内人均

ＧＤＰ 为 ７５６． ９８ 美元，尽管仍然低于其周边的非洲国家，但索马里的国内经济开

始出现上升趋势。③ 在索马里经济状况改善过程中，外部投资和贸易往来起到一

定作用，而土耳其则是索马里的重要贸易合作伙伴之一。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７ 日，摩加

迪沙举办了 ２０ 年以来的首次索马里商业论坛，成立了索马里—土耳其商业协

会。④随着土耳其新兴企业寻找新市场的努力，索马里成为土企业的目标。 此外，

索战后重建期间建筑行业的发展为土索双方的经济投资合作提供了机遇。⑤

２０１７ 年，土耳其与索马里签署了《土耳其共和国与索马里联邦共和国政府发展合

作协议》，标志着双方经贸关系进入快速发展通道。 土耳其公司开始在索马里进

行投资，一些公司已经获得了摩加迪沙港口和机场的高级合同，而许多索马里商

人也在土耳其开设企业。 此外，土耳其还在重建索马里基础设施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包括修复和铺设道路。 索马里是一个严重依赖进口的国家，２０２０ 年土耳

其与索马里双边贸易额达 ２． ８ 亿美元，土耳其企业在索马里的投资总额已达 １ 亿

美元。⑥ １９９５ 年至 ２０２２ 年间，索马里对土耳其的出口额以每年 ４． ５１％ 的速度增

长，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７５． ９ 万美元增至 ２０２２ 年的 ２５０ 万美元。 在此期间，土耳其对索

马里的出口额以每年 ２５． ２％的速度增长，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８９． ７ 万美元增长至 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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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３． ８６ 亿美元。① 自 ２０１８ 年开始，土耳其国内经济危机成为埃尔多安政府面

临的主要问题。 因此，索马里作为土耳其扩大商品出口的重要目的地的地位凸

显，两国经济存在一定互补性，这也为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夯实了基础。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８ 日，土耳其和索马里签署的国防和经济合作协议中也再次明确了土索双方

在经济领域合作的重要性。

（５）军事与安全合作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８ 日，土索签署的《国防与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是两国关系的里

程碑。 这份为期 １０ 年的防务协议旨在授权土耳其保卫索马里的海岸线并协助

其重建海军。 这表明双方的军事与安全合作已经进入深化阶段，双方建立了可

靠的信任机制，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军事同盟关系。 自 ２００９ 年以来，两国签署了多

项军事与安全合作协议，包括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２ 日在伊斯坦布尔签署的《军事领域

的训练、技术与科技合作》框架，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在安卡拉签订的《军事训练合

作协定》，以及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５ 日在摩加迪沙签署的《国防工业合作协定》。② 此

外，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３０ 日，土耳其耗资 ５０００ 万美元在摩加迪沙部署了其最大的海外

军事基地，为索马里提供必要的军事支持。③ 长期以来，土耳其军事基地不仅为

索马里军队和警察提供军事培训，也帮助索马里打击恐怖主义和其领海内的海

盗问题，维护索马里的海洋安全。④ 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自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起，土耳其国内的反恐中心为来自索马里的 １５０ 名士兵提供突击队训练。⑤ 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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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在联合国尚未完全对索马里解除武器禁运①的情况下仍然向索马里提供

旗手无人机，用于帮助索马里军方打击青年党等恐怖组织。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索马里

军官开始在土耳其接受无人机的使用培训。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土耳其向摩加迪

沙军方交付了旗手⁃ ＴＢ２ 无人机。②

（６）能源合作

长期以来，支持海上能源开采一直是土耳其外交政策中的重要内容。 作为

非洲之角沿海国家，索马里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预计石油储量至少达

３００ 亿桶。③ 因此，能源领域的勘探和开采成为土耳其与索马里发展关系的重点。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 日，时任土耳其外交部长梅夫吕特·恰武什奥卢和索马里外交和

投资促进部部长在摩加迪沙签署了《全面能源和矿业合作谅解备忘录》，旨在建

立全面能源和采矿合作，促进石油、天然气、电力、矿产和能源领域的发展，鼓励

私营和国有企业投资两国的能源和采矿业。④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７ 日，土耳其能源部长

阿尔帕尔斯兰·巴亚克塔尔表示，土耳其与索马里签署了一项海上石油和天然

气合作协议，两国将在索马里陆地和海洋区联合进行石油勘探、评估、开发和生

产。⑤ 双方还将在索马里国内水域和近海区进行碳氢化合物勘探和钻探活动，共

同发展索马里索石油和天然气行业。⑥

（二）土耳其发展对索马里关系的特点

土耳其发展与索马里关系可以归纳为三个特点：首先，通过人道主义援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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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２ 年 １ 月以来，联合国安理会对索马里实施武器禁运，虽然中途有放宽禁运的时间，但直到 ２０２３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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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任，然后将人道主义援助与地缘政治利益追求相结合；其次，土耳其发展对

索马里关系呈现多重主体参与的特征；最后，在建立了信任基础的情况下，以签

署正式安全防务协议的制度化手段，建立长期的军事与安全同盟。

（１）软硬实力并重：人道主义援助与地缘政治利益相结合

自 ２０１１ 年索马里饥荒爆发以来，土耳其对索马里的人道主义援助超越了传

统意义上的援助，建立了更深层次的人道主义外交关系。 土耳其在处理索马里

事务时不同于欧洲国家。 正发党常指责西方在干预叙利亚和索马里人道主义危

机过程中的“失败”。① 土耳其在南南合作中并不局限于经济发展与人道主义援

助，而是将对索马里的人道主义援助与追求地缘政治利益相结合，形成软实力与

硬实力并重的特征。 这与西方国家介入索马里的行动形成鲜明对比，后者通常

注重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偶尔会结合军事支持，但很少将二者整合在一起。②

土耳其的人道主义外交也不同于沙特和阿联酋，后者倾向于“用人道主义外交掩

饰其军事行动和利益追求”。③

土耳其的人道主义援助工作始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主要是向贫困或战乱

国家提供粮食援助。④ 自 ２００２ 年正发党上台以来，人道主义援助被运用到外交层

面，并成为土耳其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第五届年度大使会议

上，土耳其前外交部长艾哈梅特·达武特奥卢首次提出人道主义外交，并得到正

发党延续使用。⑤ 达武特奥卢认为，人道主义外交不应该仅限于常规的人道主义

援助，⑥“人道主义外交为像土耳其这类的国家提供了一个外交框架，使其能够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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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看似矛盾的人道主义政策和基于军事、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外交政策。”①从土耳

其的角度来看，人道主义外交不仅仅是援助，还需要更全面、更长期的承诺和参

与，并且将外交战略、政治和经济利益包含其中。 土耳其认为这不仅有助于受援

国，也符合土耳其的利益。② 此外，土耳其提出了与西方民主和自由不同的第三

条道路———“安卡拉共识”，即向非洲国家分享土耳其的国家发展模式，侧重于建

立政治平等、经济共同发展的长期的伙伴关系。③ 在对外推进南南合作过程中，

土耳其对索马里的人道主义援助并未否认其政治含义。 一方面，土耳其在人道

主义援助方面遵循国际规范，广泛支持索马里在饥荒、贫困、卫生等多个领域的

需求，赢得了索马里联邦政府和民众的认可，从而建立了信任；另一方面，土耳其

在向索马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同时追求地缘政治利益，增强了其在南方国家

尤其是在非洲的地缘政治影响力。 总而言之，通过人道主义外交，土耳其实现了

在人道主义援助和地缘政治利益追求上的平衡。

（２）多重主体参与：政府和非政府行为体协同参与索马里事务

自 １９９８ 年起，土耳其国内政府、非政府组织、市民社会，以及反对党共和人民

党都开始重点关注对索马里的援助问题。④ 不同于土耳其介入叙利亚和利比亚

事务时的做法，土耳其非政府组织对索马里事务的参与力度相当高，形成了以土

耳其政府为主导，以非政府组织参与为辅的对索关系发展路径。

相比于政府，非政府组织参与索马里事务存多个优势，它们具有更大的流动

性和灵活性，在当地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在索马里官员之间以及在非国家行为

体和基层之间建立了广泛的网络，其援助成果有助于政府兑现谈判承诺。⑤ 土耳

其非政府组织对索马里的援助案例非常丰富。 例如，土耳其红新月会以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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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对索马里的人道主义援助行动，通过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

协调办公室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等国际组织向索马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增强了

土耳其的国际影响力。① ２０１１ 年中期，土耳其发起了重要的人道主义援助和经济

发展行动，以帮助解决索马里中部和南部地区的饥荒问题。② 在参与索马里援助

的土耳其非政府组织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土耳其合作与协调署、人道主义救

济基金会和 Ｋｉｍｓｅ Ｙｏｋ Ｍｕ 慈善组织。③ 土耳其合作与协调署长期在摩加迪沙支

持当地重建工作，其在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帮助建设了马拉斯冰淇淋和乳制品生产厂。④

人道主义救济基金会长期致力于对非发展援助，其自 １９９６ 年开始向索马里提供

人道主义援助，⑤代表性行动如成立保健中心提供体检服务。⑥ Ｋｉｍｓｅ Ｙｏｋ Ｍｕ 在

２０１１ 年索马里饥荒期间向摩加迪沙捐赠援助物资并在当地开设学校，为索马里

学生提供赴土学习的机会。 时任索马里总统艾哈迈德向该组织颁发了“杰出服

务勋章”。⑦ 此外，大多数土耳其人在索马里的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都有一定的

宗教背景，⑧通过共同的伊斯兰宗教文化建立了索马里民众与土耳其民众之间的

“精神纽带”，体现了土耳其的对外软实力输出。

（３）关系制度化：建立联盟实现伙伴关系稳定化和长期化

２０１７ 年，土耳其在摩加迪沙部署军事基地标志着索马里与土耳其建立联盟

的起点，双方通过制度化手段建立联盟，追求利益互补。 对于索马里而言，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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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与主权统一长期以来都是重大挑战。 土耳其与索马里建立联盟有助于索马

里联邦政府重建独立于部族关系的部队、打击青年党等恐怖组织并通过训练索

马里军队来控制更多的地区，维护主权完整。①

在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兰当局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索马里联邦

政府再度面临主权侵犯问题，与埃塞俄比亚的关系日益紧张。 而自 ２０１７ 年卡塔

尔断交危机以来，索马里联邦政府与阿联酋关系破裂，阿联酋转向支持索马里兰

并且支持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兰所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使得索马里政府认为外

部威胁增加。② 出于长期以来国内主权不完整和外部威胁的增大，索马里需要与

一个值得信任的外部力量通过制度化的手段建立长期的军事与安全同盟以应对

安全威胁。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８ 日，土耳其与索马里签订的《国防与经济框架协议》标志着双

方通过制度化的手段建立起正式联盟。 此举加强了索马里的国防安全，并显著

增强了土耳其在非洲之角的海上力量，为其未来的大型国防外交开辟了道路。③

不同于美国、非洲联盟等外部力量，自索马里内战爆发以来，土耳其对索马里的

支持与援助没有中断过，而联盟为保持双方稳定而持久的关系提供了新支撑。

在外部力量当中，土耳其具备多种优势：土耳其与索马里存在合作先例，并且土

耳其通过人道主义援助与索马里建立起了相互信任机制；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

具备一定军事实力；土也是伊斯兰国家，土索双方存在文化共通性。

四、南南合作下土耳其发展对索马里关系的原因及评估

在当前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并且重塑国际力量格局的背景下，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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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展与索马里关系十分重视，这一外交导向背后有着深刻的原因。 双方关系

的发展不仅是南南合作的趋势，还受到多重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也与土耳其在

索马里周边地区的利益相关。 不过，由于索马里的特殊地缘位置和其与周边的

复杂关系，土耳其发展与索马里关系存在一定限度，这将对地区局势产生一定影

响。

（一）土耳其发展对索马里关系的原因

土耳其官方对索马里政策主要有五个方面：消除索马里的国际孤立地位、提

供持续和全面的人道主义援助、通过中期和长期的发展援助项目重建索马里基

础设施、帮助恢复索马里国内安全以及支持非盟在索马里的维和行动、支持索马

里国家重建和促进主权统一。① 这一政策目标背后有多重原因。

（１）全球层面：通过南南合作扩展外交空间

从全球层面来看，土耳其发展与索马里关系是土耳其积极推行南南合作以

及土耳其对非发展援助的重要实践，旨在通过发展深化与索马里的关系向其他

非洲国家树立南南合作的典范，从而深化与非洲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联系。② 当

前，土耳其与全球北方国家间的关系并不稳定。 长期以来因为对库尔德工人党

恐怖组织认定等问题分歧不断，使得土耳其的全球伙伴关系面临重要挑战。 在

当前全球南方力量崛起背景下，南南合作为土耳其扩展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平衡

“南北”与“东西方”关系起到重要作用。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像索马里这样

的南方国家不仅没有逐步缩小与北方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反而由于内乱、

缺乏治理、自然灾害等原因与北方国家差距越来越大，使其难以成为一个平稳发

展的非洲国家。 索马里危机使得域外大国对其采取积极的发展援助措施。 尽管

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自 １９９３ 年以来对索马里提供了财政援助和军事支持，但并

未塑造一个和平与稳定的索马里。③ 这为土耳其在非洲大陆打开新的“外交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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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提供了切入点。 而“外交空间的竞争本质上是竞争的朋友多寡，也即国际体

系中的追随者和支持者的数量。”①根据土耳其前外交部长达武特奥卢提出的“战

略纵深”总体对外战略，土耳其将非洲战略置于其大周边外交框架下。 尽管非洲

在土耳其的外交优先次序上次于美欧，但发展对非关系对于土耳其试图恢复其

在非洲的软实力和弥补与美欧的力量差距至关重要。② 然而，作为北约成员国和

欧盟成员候选国，土耳其进入到非洲大陆容易造成非洲国家的不信任，其政策容

易被视为一种扩张行为。 因此，土耳其在索马里的人道主义援助和安全合作有

助于土耳其获得非洲国家认可，并为其继续推行非洲战略进而拓宽其外交空间

奠定基础。 为了增加在非洲大陆的影响力，土耳其重视软实力的输出，包括人道

主义援助、宗教和文化外交、教育支持和贸易往来，成为非洲大陆事务的重要参

与者。

（２）地区层面：打造索马里为非洲之角博弈的支点

非洲之角位于非洲大陆最东部，与阿拉伯半岛隔红海相望。 该地区靠近富

含石油资源的海湾国家，并且拥有重要的商业通道，如曼德湾和亚丁湾，因此在

全球秩序中扮演着重要的海上交通枢纽和停靠港的角色。③从地区层面来看，域

外大国在非洲之角的军事基地部署与该地区国家内部的地缘政治互动导致该地

区地缘政治竞争加剧。④ 土耳其大力发展对索马里关系，旨在将索马里打造为非

洲之角、红海和地中海之间的联动性支点，进而更大程度地向周边地区辐射力

量，稳固提升土耳其在该地区的地位。 早在 ２００９ 年，土耳其便开始联合参与索马

里海域的反海盗行动，并定期派遣海军到红海、亚丁湾和阿拉伯海开展护航行

动，进而在非洲之角保持海上军事存在。 为了提升在全球南方中的地缘战略地

位，土耳其将非洲之角视为扩展地缘政治影响力、拓宽安全空间并遏制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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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点区域，而非洲之角四国中，恰好索马里为其提供了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政

治舞台。① 沙特和阿联酋也十分重视在索马里的政治影响力，如阿联酋视土耳其

在摩加迪沙的军事基地为对阿联酋地区利益的威胁，导致双方在索马里进行激

烈竞争。②土耳其和卡塔尔通过分别在索马里和苏丹部署军事基地从而形成土耳

其—卡塔尔—苏丹和土耳其—卡塔尔—索马里两个战略三角，进一步加强了它

们在该地区的地缘影响力。③ 土耳其试图将卡塔尔、索马里和苏丹等国打造成其

中东地缘三角的主要战略支点，并将与此前以土耳其、卡塔尔、哈马斯的“小三

角”非正式联盟拓展为东地中海、海湾和红海的“大三角”联盟。 由此， 土耳其独

特的中东地缘三角战略已经显现。④ 通过在非洲之角展开一系列的军事安全行

动，土耳其稳固并且维持其在非洲和红海地区的海陆双重影响力，从而能够对周

边地区安全问题做出迅速反应。

土耳其发展对索马里关系还包括其他原因，如奥斯曼帝国与非洲之角的历

史和文化渊源。 文化和历史认同在一定程度上为土耳其与该地区国家建立牢固

关系提供了合法性。 在当前国际力量格局调整的时期，土耳其希望通过加强与

索马里的关系，在东非地区和世界政治中取得更加凸显的地缘政治地位。⑤

（３）单元层面：保障土耳其在索马里周边地区的海外利益

单元层面上，土耳其发展与索马里关系，尤其是建立军事联盟，主要是为了

保障土耳其在索马里周边地区的海外利益，包括贸易出口、海上能源勘探，以及

海洋安全。 索马里作为世界上过半航运的必经之地，其战略地位十分显要。 自

２００７ 年开始，土耳其将自身定位于亚非欧的复合型国家，致力于提升其在印度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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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红海保护其商船和经济利益的能力。①尽管非洲国家经济普遍落后，但随着地

区安全性增强，其资源和市场优势凸显，吸引了许多中东国家前往投资。 土耳其

在非洲之角的基础设施投入对其对非洲贸易出口发挥了重要作用。② 因此，在土

耳其与非洲展开南南合作背景下，保护土耳其在索马里周边地区的经济利益安

全是土的重要考量。 土耳其在摩加迪沙的军事基地与苏丹萨瓦金岛的基地形成

有机联动，是土耳其实现其目标的重要保障。 此外，对索马里国防军售也是土耳

其的重大利益之一。③ 非洲是军事装备购买的最大市场之一，土耳其通过对非军

事装备出口和安全部队培训，被视为非洲国家的合作伙伴。④ 土耳其的目标是通

过索马里与东非国家建立战略安全合作，解决其在“阿拉伯之春”后在该区域凸

显的安全问题。 土耳其在索马里的政策表明，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土耳其并非完

全依靠西方，而是制定了一项符合土耳其地缘位置和历史文化并保护其战略利

益的外交政策。⑤

值得注意的是，自 ２０２０ 年来，正发党开始推行“蓝色家园计划”，强调海上利

益对于土耳其的重要性。 海上安全是实现和保障土耳其海上利益的重要前提。⑥

根据土耳其的“蓝色家园计划”，土耳其的海洋政策并非仅限于土耳其的海岸与

海峡，而是延伸至公海，强调遏制海上不安全因素向外扩散，进而保障土耳其在

海上的能源利益。⑦ 对于非洲之角地区的沿海国家，海上安全是这些国家面临的

主要威胁，这为土耳其提供海上援助提供了机会。 当前土耳其在索马里的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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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以及亚丁湾护航等军事行动的重要目标之一便是保障土耳其在海上的能源

安全。

（二）土耳其发展对索马里关系的评估及对地区关系的影响

从 ２０１１ 年至今，土耳其发展对索马里关系比较成功，属于南南合作中的重要

典范，不仅在横向上拓宽了合作领域，也在纵向上从人道主义援助转向军事，并

与索建立了安全盟友的关系。 但是土耳其发展对索马里关系也存在一些限度及

挑战，并且也将对非洲之角和红海地区局势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１）土索南南合作彰显土耳其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

自 ２０１１ 年开始参与索马里人道主义援助以来，土耳其在经济、军事与安全领

域向索马里投入了大量资源，有效缓解了索马里的饥荒和贫困问题，尤其是使索

马里国内的教育、安全和卫生情况得到改善。 土耳其作为全球南方中的重要地

区大国，非洲国家作为全球南方中的主要力量，两者的合作势必对亚非欧大陆连

接处的安全与稳定产生重要支持作用。 土耳其与索马里的合作为土耳其进一步

拓展和深化与其他非洲国家的发展伙伴关系树立了典范，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

非洲国家对土耳其“扩张主义”的疑心。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１ 日，土耳其年度外交论坛

在安塔利亚举行，包括索马里在内的多个非洲国家的高层出席。 埃尔多安将此

次外交论坛定位为解决全球南方关切问题的重要平台。① 此次论坛的召开体现

了土耳其通过南南合作对非洲发展援助取得的重要成就，获得了非洲国家的认

可与支持。 这与土耳其发展与索马里关系紧密相关。 更为重要的是，土耳其在

非洲之角和红海地区的护航、军事演习、训练士兵、反恐、打击海盗等军事行动方

面体现了土耳其作为区域性大国向红海地区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 与此同时，

随着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并要求参与到全球治理和地区治理的事务中，作

为土耳其与非洲国家开展南南合作的“试点”，发展与索马里关系向外界彰显了

土耳其作为全球南方国家代表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与能力，并且形成了区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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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经验。 这为土耳其参与到其他地区治理提供了模版，有效提升了土耳其的国

际声望。

（２）土耳其发展对索马里关系的实力限度与风险

相比于其他全球性大国对非洲的发展援助，土耳其的财政能力和援助人员

力量有限，这可能影响其对索马里援助的长期性。①

首先，尽管土耳其属于全球南方中的地区大国，但其并非像美国、俄罗斯、法

国等全球性大国那样拥有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 因此，土耳其对索马里

的军事与安全支持力度与其他西方大国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例如，在解决索

马里内战问题上，土耳其发挥的作用有限。 自索马里内战以来，土耳其多次参与

索马里联邦政府与索马里兰以及邦特兰之间的调停，但是其调停效果非常有限。

国家分裂和主权不完整仍然是索马里面临的主要问题。 对于索马里的部族问

题，土耳其的了解也十分有限，从而造成其对索马里的援助难以做到全面，而且

对地区和部落的选择有所偏好，这容易加剧部族间冲突。② 其次，自“阿拉伯之

春”爆发以来，土耳其积极介入叙利亚内战、利比亚内战等多个战乱地区事务，由

于军事实力的限制，土耳其参与到索马里的军事力量也十分受限，使得土耳其在

参与打击索马里恐怖组织方面存在力量不足且容易被地方武装针对的问题。 例

如，索马里青年党将土耳其视为“西方入侵者”的代表，对索马里境内的土耳其

人、土耳其相关组织机构，以及军事基地发起多次恐怖袭击。③ 另外，由于地区冲

突问题，土耳其的人道主义援助也面临一些安全风险，如援助物资的到达、援助

对象的安全保障，以及人员安全问题。④ 再者，土耳其对周边地区的过度介入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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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其国家实力与大国抱负不相匹配，容易增加土耳其外交政策所面临的战略风

险。①

土耳其的经济实力也决定了其发展与索马里关系存在一定限度。 尽管土耳

其长期对索马里实施经济援助，但实际上土耳其自身经济也存在一定问题，这成

为其对索政策的硬性制约。② 自 ２０１８ 年土耳其里拉危机爆发以来，土耳其国内通

货膨胀高企，对国内经济造成严重影响。 同时，土耳其国内的难民收容、叙利亚

安全区安置，以及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土耳其大地震的冲击，迫使埃尔多安寻求沙特、阿

联酋等阿拉伯国家的外部经济投资来缓解国内经济危机。 在此背景下，其对索

马里的经济援助能否保持长期稳定仍然是一个问题。 另外，土耳其对索马里的

援助多为直接援助，滋生了索马里联邦政府的腐败问题，③这又加重了土耳其的

负担，并使其承担更大的政治与安全风险。④ 最后，土耳其尽量避免与其他国际

组织在索马里援助上进行合作与协调，其“单边自主”的政策也容易遭致国际社

会的批评。⑤

（３）土耳其发展与索马里关系加剧了地区地缘竞争

在当前地缘政治竞争回归的背景下，土耳其发展与索马里的关系，尤其是双

方签订《国防与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对索马里周边地区局势也不可避免地造成

一定影响。 从全球层面来看，土耳其通过索马里发展对非战略加强了在非洲的

军事存在，引发了法国等殖民过非洲国家的西方国家的不满，⑥并刺激了其他中

东地区强国如沙特、阿联酋和伊朗参与非洲大陆的权力角逐，使非洲大陆的大国

博弈形成多重复合局面，进而对全球南方内部稳定性带来一定挑战。 一方面，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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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地区大国的参与，美国、中国、俄罗斯、法国等全球性大国地缘竞争空间受到一

定程度挤压，使得大国竞争更加激烈，容易造成地区对抗阵营化；另一方面，土耳

其、沙特、伊朗等中东地区大国为了拓宽地缘安全空间，可能引发代理人战争、军

事联盟制衡、制度竞争。 两种地缘政治竞争相互交织，使索马里及其周边地区安

全形势错综复杂。 此外，土耳其参与索马里援助和重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容易

增加非洲国家对土耳其的不信任，使得土耳其发展与索马里关系成为影响土非

关系的重要变量。①

从区域层面来看，土耳其借索马里在非洲之角进行地缘政治力量投射不仅

对其他地区国家产生影响，还容易激化其与沙特、阿联酋等中东国家之间的矛

盾，同时容易使土耳其卷入非洲地区的对抗与冲突中，②加剧非洲之角和红海地

区局势的紧张。

此次索马里与土耳其签署的《国防与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国际性和地区性的影响。 土耳其、阿联酋以及和埃塞俄比亚等周边国家为了追

求地缘政治利益，利用索马里族际冲突展开战略博弈，这不仅加剧了索马里的分

裂斗争，也严重阻碍索马里的重建过程。③ 土耳其与阿联酋对索马里的介入反映

了域外因素日益成为影响索马里内部和解进程的重要变量。 尽管索马里兰已自

行宣布“独立”３０ 余年，但它仍与索马里联邦政府之间保持着接触。 此外，土索

《国防与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对土耳其与埃塞俄比亚友好关系也将产生一

定程度的影响。 最后，中东大国在非洲之角的地缘博弈竞争容易给当地恐怖组

织、海盗等势力提供非法武器装备、资金和新的生产空间，使非洲之角原本的恐

怖主义问题再次变得严峻，加剧了该地区的非传统安全挑战。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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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　 　 论

土耳其发展与索马里的关系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符合其历史关系以及土耳

其对非开放、寻求南南合作的逻辑，并在当前全球南方兴起背景下有了新的意

义。 自 ２００５ 年土耳其政府开始实施对非开放战略以来，土耳其积极寻找打开非

洲大陆的切入点，通过与非洲国家建立南南合作以实现其非洲战略的政治、经济

和安全目标。 ２０１１ 年索马里爆发饥荒为土耳其与非洲国家建立南南合作提供了

一个良好契机，自此土耳其积极发展与索马里关系，通过人道主义外交建立相互

信任。 ２０１７ 年土耳其在摩加迪沙军事基地的部署正式标志着土耳其在发展对索

马里人道主义外交的同时追求地缘政治利益。 通过粮食援助、教育援助、医疗卫

生援助、经贸合作、能源合作以及军事与安全合作，土耳其与索马里在横向和纵

向上都加强了双边关系，最终建立了军事盟友关系，为土耳其发展与非洲国家关

系提供了一个良好南南合作实践案例。

从全球层面来看，土耳其发展与索马里关系，旨在通过索马里进入非洲大

陆，与非洲国家建立起广泛而深入的南南合作伙伴关系，进而拓宽其外交新空

间。 从地区层面来看，土耳其通过在索马里部署军事基地和与索马里达成海上

军事安全协定，加强了其在非洲之角的军事力量投射，构建了非洲之角—红海—

东地中海以及土耳其—卡塔尔—苏丹—索马里的战略关系。 从土耳其自身层面

来看，土耳其发展与索马里关系离不开其对经济安全、能源安全和地缘安全的追

求。

当前土索关系已经上升为盟友阶段，将对非洲之角和红海地区局势带来一

定的消极影响，如加速地区军事基地部署、军事同盟形成、地区军备竞赛，以及增

大代理人战争风险等。 此外，作为全球南方新兴力量，土耳其与其他南方国家在

非洲地区的竞争关系对于南方国家内部稳定性以及全球治理带来一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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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ｕｃｈ ａｓ ｒａｉｌｗａｙｓ ａｎｄ ｐｏｒｔｓ， 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ａｒｇｏ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ｄｕｅ ｔｏ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ｐｉａｎ Ｓｅａ，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ａｔｔｉ⁃
ｔｕｄｅｓ ｏｆ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ｃａ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ＴＲ ｂｙ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ＴＩＴＲ，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ｉｌｗａｙ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ｒｔ ｔｒａｎｓ⁃
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ＴＩＴＲ， ｊｏｉｎｔｌｙ 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ｐｉａｎ Ｓｅａ， ａｎｄ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ＴＩＴ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ｒａｎｓ⁃Ｃａｓｐｉ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Ｒｏｕｔ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ｃｈａｌ⁃
ｌｅｎｇｅｓ，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ｕｔｈｏｒ： Ｈａｏ Ｋｕ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Ｈａｏ Ｋｕｎ

４３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ｕｒｋｉｓｈ⁃Ｓｏｍａｌｉ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Ｓｏｕｔｈ Ｃｏ⁃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ｎ⁃ｙｅａｒ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ａｎｄ Ｔｕｒｋｅｙ ｏｎ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８， ２０２４， ｈａｓ ｄｒａｗ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ｏｎｓｅ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ｍａｌｉ
ｆａｍｉｎｅ ｉｎ ２０１１， Ｔｕｒｋｅｙ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ｉｄ， ｓｕｒｐａｓｓｉｎｇ ｉｔｓ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ｏｔｈｅｒ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ｓｉｄｅｓ ｈａｖ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ｓｔ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ｃｏ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ｒｅａ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ｆｏｏ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ｎ⁃
ｅｒｇ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ａｎｄ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ｈａ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ｓｈｉｆ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ｄｏｎｏｒ⁃ｒｅｃｉｐｉｅｎｔ ｔｏ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ｂｏｔｈ ｓｉｄｅｓ ｅｎｇａｇｉｎｇ ｉｎ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 ｔｏ ｕｐｈｏｌｄ Ｓｏｍａｌｉａ'ｓ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ｂａｔ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ｉｒａｃ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ｒｇｕ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ｕｒｋｅｙ ｖｉｅｗ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Ｓｏｕｔｈ⁃Ｓｏｕｔ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Ｓｏｕｔｈ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ｗｉ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ａｓ ａｎ ｅｎｔｒｙ ｐｏｉｎｔ ｔｏ ｂｒｏａｄｅｎ ｉｔ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ｓｐａｃ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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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ｕｒｋｅｙ'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ｅｘｈｉｂｉｔｓ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ｉｄ ｗｉｔｈ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ｔｈｅ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ｎ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ｍｅａｎ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Ｓｏ⁃
ｍａｌｉａ ｓｔｉｌｌ ｈａｓ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ｌｉｍｉｔｓ ａｎ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ｒ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ｄ Ｓｅａ ｒｅｇ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ｕｒｋｅｙ⁃Ｓｏｍａｌｉ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ｕｒｋｅｙ⁃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ｏｕｔｈ⁃Ｓｏｕｔ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Ｎｉｕ Ｓｏｎｇ，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ｕｎ Ｙｕａｎ， Ｐｈ． Ｄ．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ｉｕ Ｓｏ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ｎ Ｙｕａｎ

７０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Ａｇ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ｏｆ Ａｒｍ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ａｒｍ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 ｈａｖｅ ｈａｄ ａ ｇｒｅａ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ｎｙ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ｈａｖｅ ｒｅｃｉｅｖｅ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ｐｒｅｄｏｍ⁃
ｉｎａｎｔｌ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ａｒｍ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ｌｅ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ｓ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ｃｔｏｒ， ｏｆｔｅｎ ｏｖｅｒｌｏｏ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ｍｏｔｉｖａ⁃
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ｎｏｎ⁃ｓｔａｔｅ 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ｕｐｏｎ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ｄｅｌｖｅ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ａｇ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ａｒｍ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ａｇｅｎｔ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ｇｕｉｄｅ ｔｈｅｉｒ ｄｅｃｉ⁃
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ｗｈｅｎ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ｄｉｖｅｒｇ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 Ｂｙ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ａｒｍ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ｏ ｄｉ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 ａｓ “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ｄｅｖｉａ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ｉｎｇ” ａｎｄ “ ｒｅｂｅｌｌ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ｏｆｆｅｒｓ 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ｆｒａｍｅ⁃
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Ｉｔ ｅｘａｍ⁃
ｉｎｅｓ ｈｏｗ ａｒｍ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ｓｓｅｓｓ 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 ｔｈｒｅａｔｓ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ｐｏ⁃
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ｗｈｅｎ ｆａｃ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ｓ ｆｒ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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