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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作为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的主要政治指导理念ꎬ 保守民

主理念涉及国家观、 政府观、 政治观、 民主观、 世俗主义观、 宗教观、
社会观、 经济观等多个方面ꎮ 在该理念指导下ꎬ 正义与发展党实施了一

系列政治改革ꎬ 主要涉及 １９８２ 年宪法、 普通法、 司法制度、 行政机构、
文军关系等ꎮ 就改革成效而言ꎬ 在土耳其民主得到巩固的同时ꎬ 困扰该

国民主发展的长期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ꎬ 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一些做

法也受到颇多非议ꎮ 此外ꎬ 从文明交往自觉角度观察ꎬ 正义与发展党的

保守民主理念和政治改革遵循着文明交往自觉的基本规律ꎬ 但 “土耳

其模式” 在中东其他国家不可复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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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ꎬ 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 (下文简称 “正发党”ꎬ 英文缩写为

“ＡＫＰ” 或 “ＪＤＰ”)ꎬ 赢得了该国第 ２２ 次全国大选ꎬ 并获得了单独组建政府

的资格ꎮ 此后ꎬ 在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１１ 年大选中再次胜选ꎬ 成为土耳其历史上第一

∗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泽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 “周边国家宗教发展

趋势及其对我国社会稳定和文化安全的影响” (１４＠ ＺＨ０２８)、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土耳其正义与

发展党执政理念与实践研究” (１３ＣＳＳ０２０)、 河南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 年人文社会科学项目 “中东国家的伊

斯兰政党” (２０１５ － ＱＮ － ５２１) 和河南科技大学 ２０１５ 年青年项目 “伊斯兰政党与中东国家政治” 的前

期成果ꎮ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修改建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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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连续 ３ 次赢得全国大选的政党ꎻ 而在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７ 日的土耳其大选中ꎬ 正

发党获得了 ４０ ６６％的选票和 ２５８ 个议席ꎬ 虽未获得单独组建政府的议会多

数ꎬ 但仍彰显了该党巨大的影响力ꎮ 伴随着正发党的崛起与上台执政ꎬ 国外

学术界对该党和土耳其发生的新变化进行了全方位考察ꎬ 涌现了大量成果ꎮ
与此同时ꎬ 国内学界亦开始了相关研究ꎮ 那么ꎬ 支撑正发党实行土耳其政治

改革的内在机理何在? 本文拟在考察土耳其正发党的 “保守民主” 理念内核

的基础上ꎬ 阐述正发党的政治改革ꎬ 并从文明交往自觉理论视角予以评价ꎮ

保守民主理念的主要内容

在 ２００２ 年选举前ꎬ 正发党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意识形态ꎬ 其保守民主意识

形态是在执政之后提出的ꎮ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ꎬ 埃尔多安宣布该党支持 “保守主

义”ꎬ 包括多元主义和宽容ꎮ① 为推进保守民主理念ꎬ 正发党于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１０ ~
１１ 日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了 “保守民主与世界政治” 的国际会议ꎬ 埃尔多安在

会议上阐述了正发党的保守立场ꎮ 该党理论家、 埃尔多安的政治顾问雅尔

琴埃克多安 (Ｙａｌçıｎ Ａｋｄｏ ｇ̆ｌａｎ) 还专门撰写了名为 «正发党和保守民主»
的小册子ꎬ 在土耳其国内公开出版发行ꎬ 传播该理念ꎮ②

何为 “保守民主”? 雅尔琴埃克多安作了最为精辟的论述ꎮ 在 «保守民

主政治认同的含义» 一文中ꎬ 埃克多安写道: “２０ 世纪以意识形态世纪著称ꎬ
自由主义、 法西斯主义、 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 在不同时期成为潮

流ꎮ 一些思想家认为ꎬ 虽然保守主义的基本哲学和构成要素仍处于持续争论

中ꎬ 但它是能够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相媲美的重要意识形态ꎮ”③ 在这篇文

章中ꎬ 埃克多安总结了保守民主人士的政治观ꎬ 这种政治观有两个基本点:
其一ꎬ 保守民主赞同有限的、 界定清晰的政治权力形式ꎮ 它不能接受导致压

迫国家的威权或极权政治生态ꎮ 文官或民主政治最大的敌人是威权和极权倾

向ꎬ 如果不加以限制ꎬ 会出现法律实施中的专断、 真正代表参与度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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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人和集体自由的无视等现象ꎮ 其二ꎬ 保守民主认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是

人民主权和法治ꎬ 而其根基是合宪性和普遍接受的规范ꎮ 这些要素是政治权

力的基础ꎬ 政治领导人通过承认全民意志来获得合法性ꎮ 因此ꎬ 政治合法性

也基于共同认可的民族认同ꎮ 埃克多安认为ꎬ “我们所理解的保守主义并非保

护所有现有制度和关系ꎬ 而只是其中一部分ꎮ 保守并不意味着反对变革和进

步ꎬ 而是在不失去本性的前提下适应变化”ꎮ①

笔者通过分析该党的纲领、 选举宣言、 领导人讲话、 理论家的著作以及

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ꎬ 认为正发党 “保守民主” 理念的主要内容可概

括为以下几方面ꎮ
(一) 国家观

正发党的国家观融合了社会国家、 宪政国家、 民族国家、 有限国家等几

种影响深远的国家学说ꎮ
第一是社会国家观ꎮ 以社会国家概念为例ꎬ 该党党纲 ５ 次提及这一概念ꎮ

党纲之公共行政部分有言ꎬ “国家有义务承担社会福利职责”ꎮ② 埃尔多安也

曾指出ꎬ “国家应积极参与制订社会政策ꎬ 而私人部门应主导经济领域”ꎮ③

由此ꎬ 土耳其学者齐亚厄尼斯和凯伊曼认为ꎬ 正发党试图 “建立国家、 经

济与社会政策之间的纽带”ꎮ④ 美国著名的土耳其问题研究专家犹他大学学者

哈坎雅乌兹 (Ｍ Ｈａｋａｎ Ｙａｖｕｚ) 也认为ꎬ 埃尔多安视国家为改善日常生活的

公共服务的工具ꎮ⑤ 埃尔多安一直认为ꎬ 国家的存在是为了服务人民ꎬ 其基本

职责是消除妨碍实现个人潜能的障碍ꎮ⑥

第二是宪政国家观ꎮ 正发党支持修宪ꎬ 认为土耳其可依照社会契约观念ꎬ
在最大可能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制定符合民主、 法治标准的宪法ꎮ 而在 ２００７ 年

选举宣言中ꎬ 该党正式提出了制定新宪法的主张ꎮ 目前ꎬ 土耳其正在为制定

一部新的公民宪法而努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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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民族国家观ꎮ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ꎬ 埃尔多安在正发党第一次大会

上的讲话中ꎬ 宣称正发党用以妥协与和解为基的政治取代了以冲突为基的政

治ꎮ 他认为保守民主是弥合国家与社会鸿沟、 团结中心与边缘的手段ꎬ “代表

着社会中心”ꎮ 在他看来ꎬ 共和观念与民主观念并不冲突ꎮ 埃尔多安指出ꎬ 凯

末尔阿塔图尔克是共和观念之源ꎬ 理应是 “我们最坚实的基础”ꎮ 他还强

调ꎬ 宗教、 种族、 地区民族主义是正发党的 “红线”ꎮ① 埃尔多安还认为ꎬ
“土耳其共和国的立国原则是共和主义、 国家主权、 民族国家和世俗主义”ꎮ②

换言之ꎬ 共和国的立国原则在正发党的骨干中已经内化ꎬ 成为不能被挑战的

基本原则ꎮ 那么ꎬ 如何保护这些立国原则? 埃尔多安称ꎬ 立国原则需要通过

同时保护共和国原则和民主加以实现ꎬ 而不是仅仅实施有限民主ꎮ③

第四是有限国家观ꎮ 该党理论家埃克多安称ꎬ 国家应该运行良好、 小且

有活力、 有效率ꎬ 应防止政府冗余和浪费ꎮ 在 ２００２ 年选举宣言中ꎬ 正发党宣

称国家干预这些制度和价值观 (家庭、 学校、 财产、 宗教和道德)ꎬ 会导致冲

突和失序ꎮ 言外之意是ꎬ 国家不应该干预这些制度和价值观ꎮ④ 在提及 “国家

权力” 时ꎬ 正发党领导人谈论更多的是 “受限制的政治权力”ꎮ 在该党领导人

看来ꎬ 国家必须由公民来定义、 塑造和管理ꎮ⑤ 因此ꎬ 正如一些学者所言ꎬ 正

发党的保守民主理念包含了自由主义元素ꎬ 因为该党支持小国家或更小国家

主张ꎮ⑥

(二) 政府观

正发党的政府观包括: 在政治权威与政治合法性方面ꎬ 正发党承认少数

服从多数的政治治理原则ꎬ 亦宣称政治合法性应以人民主权为基础ꎮ 即政治

权威需要以民众支持为支撑ꎬ 国家法律、 规则和价值观应该符合时代需要并

获得民众认同ꎮ 上述要点在该党的 «新土耳其契约» (Ｎｅｗ Ｔｕｒｋｅｙ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文件中亦有体现ꎮ 正发党指出ꎬ 政治合法性是公民间社会契约和共识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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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物ꎻ 公民是政治秩序的最初缔造者ꎬ 国家只是政治秩序的表象ꎮ①

在政府的职能等方面ꎬ 正发党认为应秉持有限的政府观ꎮ 在中央和地方

政府的关系上ꎬ 正发党强调分权ꎬ 扩大地方政府的权力和财政来源ꎮ
(三) 政治观

正发党对政治内涵作了不同解读ꎬ 进而提出了 ９ 种不同类型的政治②:
第一是妥协政治ꎮ 保守民主认为ꎬ 妥协文化是政治领域的基础ꎮ 政治只

有建立在妥协的基础上ꎬ 社会差异在政治领域的表达才成为可能ꎮ 正发党的

理论家埃克多安亦认为ꎬ “政治应该建立在和解、 融合和宽容之上ꎬ 而非冲

突、 拉帮结派ꎮ 为推动政治生活的渐进变革ꎬ 我们必须保留现有政治架构的

某些价值观和特征ꎮ”③

第二是团结政治ꎮ 正发党把自己定位为在既有价值观和原则基础上出现

的不同政治传统的个人的集合体ꎮ 而以宗教、 派别或族群认同为中心的认同

政治ꎬ 会造成政治分极化ꎬ 甚至发生一些极端政治事件ꎮ 正发党认为所有社

会部门的问题是政治问题ꎬ 应尝试在民主框架内解决这些问题ꎮ 通过支持团

结政治ꎬ 正发党要成为土耳其团结的保障ꎮ
第三是政治正常化ꎮ 正发党提出的政治认同最重要的目标是实现土耳其

政治的正常化ꎮ 十余年来ꎬ 土耳其政治一直处在源于宗教与政治、 传统与现

代、 宗教与国家、 国家–社会–个人关系造成的冲突的阴影下ꎮ 这些冲突缩

小了政治空间ꎬ 造成了大量问题ꎮ 正发党尝试重新建构这些关系ꎬ 实现政治

正常化ꎮ 而该党连续胜选的事实似乎表明已经实现了政治正常化ꎮ
第四是有原则的政治ꎮ 作为一个保守民主人士的政党ꎬ 正发党能够立即

实施真正的、 规范的政治ꎬ 能够在原则、 传统之间建立合理的联系ꎬ 做出符

合价值观的政策选择ꎻ 而在政治治理层面ꎬ 正发党需坚持其原则立场ꎮ
第五是改革主义政治ꎮ 正发党已经开启了共和国历史上最全面的变革和

转型运动ꎮ 该党认为保守主义反对威权和激进变革ꎬ 它要在渐进和社会动态

解读的基础上完成 “静悄悄的革命”ꎮ 而采用极权手段和强力方式改变社会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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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造成了负面的社会经济、 文化和政治影响ꎮ① 正发党理论家埃克多安

认为ꎬ 引入这一概念的目标是为正发党创造独特的政治空间ꎬ 也为土耳其引

入新的政治道路ꎮ②

第六是智慧政治ꎮ 正发党将以最佳的方式处理问题ꎬ 积极革除弊病并与

其他非法组织做斗争ꎮ 从塞浦路斯问题到亚美尼亚问题ꎬ 从民主开放到文军

关系ꎬ 都表明正发党优先选择智慧政治ꎮ 正发党关注小问题的同时ꎬ 也全面

参与处理大问题ꎮ 正发党将继续坚持保守民主的政治构想ꎬ 塑造土耳其的

未来ꎮ
第七是现实主义政治ꎮ 长期以来ꎬ 土耳其政治见证了模糊的、 猜疑的、

不透明的政治行为和虚假的政治话语ꎮ 基于以往执政党的履政实践教训ꎬ 正

发党的党纲和施政纲领均结合土耳其发展现实ꎬ 明确定义与解析了政治之内

涵ꎬ 避免了一些别有用心人士对正发党政治话语的曲解ꎮ
第八是服务政治ꎮ 正发党认为ꎬ 政治是服务社会的工具ꎬ 也就是 ４ 种政

治概念或观点当中的 “作为公共事务的政治”ꎮ③ 在埃尔多安看来ꎬ 政治与服

务、 改善日常生活和阐述人民诉求有关ꎮ④ 该党的理论家埃克多安也称ꎬ 正发

党的纲领提供的是服务而非认同ꎮ⑤ 正发党的 «新土耳其契约» 第一条有言ꎬ
“所有的政治理念和制度必须服务于人民需求ꎬ 反映超越时空的、 变化的环境

和诉求ꎬ 而那些不能为人民服务、 回应社会诉求变化的政治秩序ꎬ 不会持续

长久ꎮ”⑥ 该文件第 ３４ 条和第 ３５ 条亦声称ꎬ 国家机构和机关不是向人民强加

霸权的部门ꎬ 必须为人民服务ꎮ 如此ꎬ 人民得以掌控国家ꎬ 国家成为人民的

仆人ꎮ⑦ 哈坎雅乌兹 (Ｍ Ｈａｋａｎ Ｙａｖｕｚ) 也提到ꎬ “在土耳其个案中ꎬ 我们

见证了后伊斯兰主义过程或从认同政治向服务政治的转型”ꎮ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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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是清廉政治ꎮ 为了与之前的政党进行区别ꎬ 正发党领导层提出了新

的与 “政治中心” 相对的 “社会中心” 概念ꎮ 由此ꎬ 正发党表明了其使命和

原则是正义、 发展和清廉政治ꎮ 该党负责组织事务的副主席哈亚提亚泽哲

(Ｈａｙａｔｉ Ｙａｚıｃı) 称ꎬ 在前两次大会期间ꎬ “正发党对任何被指控有腐败行为的

人均零容忍”ꎮ① 由此可见ꎬ “清廉政治” 是该党领导层呼吁的 “新政治风格”
的重要体现ꎮ

(四) 民主观

自 １９４６ 年实行多党制以来ꎬ 土耳其多党民主已经走过了近 ７０ 年的发展

历程ꎮ 然而ꎬ 该国民主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ꎮ 那么ꎬ 正发党是怎么看待民主

问题的呢? 该党又提出了怎样的民主主张? 综合该党的主要官方文件和领导

人讲话ꎬ 该党的民主观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ꎮ
第一ꎬ 民主是什么ꎬ 民主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 民主是一种宽容、 对话

和谈判机制ꎬ 其中的法治和治理原则由人民的意志所塑造ꎮ 正发党认为ꎬ 权

利、 自由、 平等、 宽容是当代民主价值观念的核心理念ꎮ 该党的纲领和选举

宣言中都多次提及这些理念ꎮ 以平等为例ꎬ 正发党主张ꎬ 土耳其公民不论性

别、 族群、 信仰和观念如何ꎬ 一律平等ꎮ 因此ꎬ 该党目标之一是 “发展公民

身份意识ꎬ 国民共享属于国家的荣誉ꎮ”② 以自由为例ꎬ 在党纲 “基本权利与

政治原则” 部分提到ꎬ 自由是民主的基础ꎬ 任何个人和组织的压迫是不可接

受的ꎻ 尊重个人权利和自由ꎬ 是实现社会安定、 人民能够接受民主制度的基

本条件ꎮ③

第二ꎬ 何为发达民主? 如何实现发达民主? 在土耳其 «２０２３ 年远景»
中ꎬ 正发党把发达民主定义为 “一种制度化的自由民主ꎬ 其中个人不可缺少

的、 不可转移的、 不受侵犯的权利和自由应能够实现并得到保护ꎬ 不受到各

种国家权威的侵害ꎮ 发达民主中的公民意志对国家制度有直接影响ꎬ 它不仅

通过选举ꎬ 而且通过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决策与管理来体现ꎮ”④ 该党旨在达

到发达民主标准ꎬ 希望成为有良好制度支持的强大民主的样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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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ꎬ 主张参与民主ꎮ 正发党认为民主是一个推动和促进人民广泛参与

的过程ꎮ 该党的理论家埃克多安亦认为ꎬ 真正的民主意味着所有的社会问题

都会被涉及并讨论ꎬ 所有的社会诉求都能够被倾听ꎬ 所有的社会发展项目都

能够被监察ꎮ① 正发党的 «新土耳其契约» 文件指出ꎬ 自由、 透明的选举仍

将是土耳其政治稳定的核心内容ꎮ 在此种意义上ꎬ 选举政府官员和竞选公职

的权利不能被限制、 僭越或忽视ꎮ② 而该文件第 ４４ 条则指出ꎬ 要开拓新的参

与渠道ꎬ 巩固参与民主ꎬ 在基层实施地方自治原则ꎮ 此外ꎬ 正发党纲领还特

别提及公投这种选举方式ꎬ 公投作为一种工具应给予足够重视ꎮ 人民意志不

仅仅限于在选举中投票ꎬ 而且民众能参与公决ꎮ
第四ꎬ 支持多元主义民主ꎮ 正发党的民主是多元主义的ꎬ 不同于繁荣党

的多数人民主ꎮ 该党认为ꎬ 不同政治选择之间的竞争是健康民主体制不可或

缺的前提条件ꎬ③ 宪法保护少数派的权利是强化多元民主的一个要素ꎮ 该党纲

领多次提到加强公民社会组织的必要性ꎬ 提高它们在中央和地方政策制定中

的地位ꎮ④ 正发党认为ꎬ 土耳其社会的异质性能够丰富多元主义民主ꎮ⑤

第五ꎬ 入盟与推进土耳其民主化进程ꎮ 加入欧盟一直是土耳其多年来的

梦想ꎮ 实施符合欧盟标准的改革常与推进土耳其国内民主化联系在一起ꎬ 欧

盟标准是否内化成为检验土耳其民主水平的重要标尺ꎮ 正发党认为ꎬ 入盟是

“土耳其现代化进程的自然结果”ꎬ “欧盟经济和政治标准的实现是土耳其国家

和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ꎮ⑥ ２００４ 年ꎬ 时任土耳其外长的阿卜杜拉
居尔表示ꎬ “我们完全认识到推进改革符合土耳其本国的利益ꎮ 这亦会惠及我

国人民ꎮ 土耳其改革进程还未完成ꎬ 改革之路不可逆转ꎮ”⑦ 因此ꎬ 加入欧盟、
实施欧盟的规范和制度是巩固土耳其化民主的重要外部推力ꎮ

(五) 世俗主义观

世俗主义是理解土耳其政治发展史的关键词之一ꎬ 也是最受争议的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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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ꎮ 土耳其政界、 学界和西方学界都对世俗主义在土耳其的发展演变做出

了不同解读ꎮ 那么ꎬ 保守民主的世俗主义观是怎样的呢? 正发党纲领有言ꎬ
“为了政治、 经济和其他利益而利用宗教ꎬ 或利用宗教向那些不同思想和不同

生活的人施加压力ꎬ 也是不能被接受的ꎮ”① 而埃尔多安的这段访谈ꎬ 充分地

展现了其对世俗主义的解读: 世俗主义ꎬ 作为社会和平与民主的关键保障ꎬ
是一个拥有两个维度的概念ꎮ 世俗主义的第一个维度是国家不应该依照宗教

法律组建ꎬ 这需要一个标准的、 统一的、 不可分的法律秩序ꎮ 世俗主义的第

二个维度是国家应该是中立的ꎬ 对各种宗教信仰保持同等距离ꎬ 应该是个人

宗教和信仰自由的保障ꎮ② 埃尔多安总是强调他们对民主ꎬ 甚至西方模式的世

俗主义体制持欢迎态度ꎮ 实际上ꎬ 在正发党的实践中ꎬ 伊斯兰的作用常常被

降至个人层面ꎮ
土耳其议长、 正发党党员阿林奇认为ꎬ 在土耳其ꎬ 世俗主义应该以一种

更为自由的方式加以解释ꎬ 这种解释强调个人宗教权利和自由ꎮ 对他而言ꎬ
这种新的世俗主义版本强调土耳其处于文明十字路口的事实ꎮ 一方面ꎬ 土耳

其是西方的一部分ꎻ 另一方面ꎬ 土耳其人口主要是穆斯林ꎮ 在阿林奇看来ꎬ
土耳其的世俗主义应该考虑这种双重社会文化背景ꎮ 他强调ꎬ 世俗主义在土

耳其的重新解释和真正实施ꎬ 会对全世界世俗主义辩论做出巨大贡献ꎮ③ 同

时ꎬ 阿林奇在议会讲话中ꎬ 还声称世俗主义应该是社会和平与妥协的机制ꎬ
世俗主义要求国家对各种信仰保持中立ꎮ④ 正发党的理论家埃克多安则认为ꎬ
土耳其的世俗主义需要通过民主变得更强大ꎬ 以更好地保护宗教自由ꎮ 对他

来说ꎬ “对世俗主义的特别解读ꎬ 即凯末尔主义者的世俗主义ꎬ 是专断的、 极

权的、 雅各宾式的意识形态或生活方式ꎬ 它会导致冲突而非社会和平ꎮ”⑤ 正

发党党员亦赞同美国类型的世俗主义ꎬ 这种世俗主义对思想自由非常敏感ꎬ
把宗教价值观解释为指导社会行为的道德价值观ꎮ

正发党政治家对世俗主义的理解是矛盾的ꎮ 与多数中右政党一样ꎬ 正发

党认为世俗主义并非旨在塑造公民的日常生活或认同全面的公共政策ꎮ 相反ꎬ

５６

①
②
③
④
⑤

党纲第一部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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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主义是设计用来保护宗教自由和实践不受国家影响的宪法原则ꎮ① 同时ꎬ
正发党的政治家还认为世俗主义在土耳其已经内化ꎬ 凯末尔所确立的立国原

则必须予以捍卫ꎮ 但其捍卫的世俗主义原则却不同于激进世俗主义ꎬ 而是土

耳其穆斯林版本的世俗主义ꎮ
(六) 宗教观

正发党的宗教观主要涉及宗教的地位、 宗教与政治、 宗教与国家的关系

等方面ꎮ 第一ꎬ 正发党明确界定了宗教的地位及其与政治、 民主的关系ꎮ 正

发党认为ꎬ 宗教 (伊斯兰教) 是 “社会实体和传统的一部分”ꎬ 与民主是兼

容的ꎮ 该党的布尔萨议员埃尔图格鲁尔雅尔琴巴耶莱暗示ꎬ 正发党的目标

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改造文化价值观ꎬ 即作为政治认同的伊斯兰是能够被接受

的ꎬ 而非仅仅把宗教降为意识形态ꎮ② 正如该党前主席埃尔多安所言ꎬ “正发

党的前身以 ‘政治共同体’ 形式及意识形态为基础ꎬ 只吸引这种意识形态的

支持者ꎮ 这种政治是危险政治ꎬ 因为它导致两极化ꎬ 划清了宗教与政治的界

限ꎮ 以宗教之名成立政党对宗教是不公正的ꎬ 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应该是维

持世俗体制ꎮ”③ 在沙特参加一个商业会议时ꎬ 埃尔多安称ꎬ “我不认为伊斯

兰共同市场的概念能够被接受ꎮ 不论发生了什么ꎬ 我们没有把政教关系建立

在族裔和宗教基础上ꎮ 如果我们开始建立这些制度ꎬ 土耳其就会出现极端化

情况ꎮ”④

第二ꎬ 正发党肯定了宗教价值观的重要作用ꎮ 雅乌兹认为ꎬ 对正发党的

领导层来说ꎬ 伊斯兰是土耳其人民的认同、 道德源泉以及土耳其国家的合法

性渊源ꎮ 换言之ꎬ 伊斯兰是民族纽带、 认同根源和合法性的主要渊源ꎮ⑤ 而艾

娃吉利娅阿夏尔丽丝 (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ａ Ａｘｉａｒｌｉｓ) 也认为ꎬ 在该党的保守民主理念

中ꎬ 伊斯兰是文化标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ａｒｋｅｒ)ꎮ⑥

(七) 社会观

正发党对社会的认识主要涉及社会多样性、 社会文化与政治的关系、 国

家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ꎮ

６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Ｍ Ｈａｋａｎ Ｙａｖｕｚ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１６０
Ｌｅｍａｎ Ｓｉｎｅｍ Ｔｏｐｃｕｏｇ̆ｌｕ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７９
Ｉｂｉｄ ꎬ ｐ ８０
Ｉｂｉｄ
Ｍ Ｈａｋａｎ Ｙａｖｕｚ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９６
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ａ Ａｘｉａｒｌｉｓ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１００



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的保守民主理念与政治改革探析　

第一ꎬ 正发党承认社会的多样性和异质性ꎮ 不同社会、 族群、 政治和宗教认

同被认为是财富之源ꎬ 而非威胁ꎮ 该党２００２ 年选举宣言称ꎬ 正发党不仅承认差异ꎬ
而且鼓励他们以其认同参与政治ꎮ 在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公布的 «新土耳其契约» 中ꎬ 正

发党指出ꎬ 土耳其的族群、 宗教、 派别、 地域多样性反映了我们共有的、 丰富的

古老历史遗产ꎬ 是所有公民作为国家的平等、 合法主人的最坚实基础ꎮ①

第二是关于社会文化与政治的关系ꎮ 政治领域以文化和解为基础ꎬ 这是因

为: 以和解为基础ꎬ 政府可以在政治领域解决社会差异与分歧ꎮ 各种社会文化

集团就能够参与政治ꎬ 而由民主多元主义产生的宽容政治ꎬ 会增加公共辩论的

多样性ꎮ 因此ꎬ 土耳其政治过程容纳不同集团和声音ꎬ 可以推进参与民主ꎮ②

第三是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ꎮ 正发党主张要充分发挥公民社会组织的

作用ꎮ 该党的 «新土耳其契约» 文件提到ꎬ 公民社会是参与民主和多元民主

的基础ꎬ 基于此ꎬ 政府应消除公民社会积极参与民主治理的各种障碍ꎮ③

第四是关于社会正义观ꎮ 正发党支持社会正义ꎬ 强调传统ꎬ 特别是那些

与家庭有关的传统ꎮ④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ꎬ 土耳其议会就通奸定罪进行讨论时ꎬ 埃

尔多安称ꎬ “对我党而言ꎬ 家庭是神圣的制度ꎮ 家庭越强ꎬ 民族越强ꎮ 如果家

庭被削弱了ꎬ 民族注定会毁灭”ꎮ⑤

(八) 经济观

这里所说的经济观ꎬ 并非具体的经济政策ꎬ 而是从经济与政治关系的角

度来论述的ꎮ 第一ꎬ 强大的经济有利于土耳其民主建设ꎮ 正发党领导人指出ꎬ
他们优先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ꎬ 而非宗教问题ꎮ 在埃尔多安看来ꎬ 为建设繁

荣的国家和捍卫民主ꎬ 土耳其需要以强大的经济为根基ꎬ 优先处理经济衰退、
失业、 不平等收入分配、 政治自由、 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障体系等最紧迫的问

题ꎮ 因此ꎬ 正发党提出了三大战略: 一是通过实行私有化和吸收外国投资ꎬ
“实现土耳其经济与世界市场的一体化”ꎻ 二是强调经济生活去官僚化ꎬ 给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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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经济增添活力ꎻ 三是在注重发展经济的同时ꎬ 充分考虑 “社会维度” 和

“社会正义” 等因素ꎮ① 第二ꎬ 正发党承认民主、 法治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ꎮ
该党的 «新土耳其契约» 文件指出ꎬ “目前ꎬ 所有现代案例都表明一国经济发

展与民主和法治直接相关ꎮ”② 换言之ꎬ 在缺乏明确、 透明的法律规定时ꎬ 一

国吸引长期投资或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ꎮ 因此ꎬ 正发党要保持和推进

民主和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助联系ꎮ③

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政治改革实践

自 ２００２ 年执政以来ꎬ 从所涉及的领域来看ꎬ 正发党政府的政治改革实践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ꎮ
(一) 修宪与制宪

截至 ２０１２ 年ꎬ 土耳其已对现行的 １９８２ 年宪法已经进行了 １７ 次修改ꎬ 其

中的 ７ 次修改都是在正发党执政时期ꎮ④

２００７ 年ꎬ 土耳其国内围绕宪法问题发生了宪法危机ꎮ 在宪法危机发生后ꎬ
致力于改革的正发党在 ２００７ 年议会选举宣传中ꎬ 提出了制定一部新宪法的政

治承诺ꎬ 预示着土耳其的宪法政治发生了从修宪到制宪的大转变ꎮ 土耳其大

国民议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正式启动了制宪进程ꎬ 计划到 ２０１２ 年年底公布

新宪法草案ꎬ 然而ꎬ 到截止日期ꎬ 土耳其的制宪进程并未完成ꎮ 制宪成为土

耳其国内各种力量博弈的舞台ꎬ 总统制是各方争论的焦点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ꎬ 正

发党就政府体制问题向议会宪法协调委员会提出建议ꎬ 主张实行总统制ꎬ 而

共和人民党和民族行动党反对实行总统制ꎬ 结果造成委员会运转危机ꎬ⑤ 并导

致新宪法草案流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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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宪进程中的总统制之争一直延续至今ꎮ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３ 日ꎬ 反对党共和

人民党极力反对总统制ꎬ 该党领导人科勒迟达奥卢称ꎬ 只要共和人民党存在ꎬ
就坚决反对实行总统制ꎮ① 而正发党依然不遗余力地支持总统制ꎮ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４ 日ꎬ 土耳其总理奥卢在接受土耳其电视台第七频道采访时称ꎬ 一些人认

为总统制会催生威权主义ꎬ 其证据是什么? 那些有政治学知识的人都知道在

总统制和议会制下都能实施民主ꎮ 在比较政治研究中ꎬ 两者都被描述为民主

体系ꎮ 威权倾向亦可能来自议会制ꎬ 阿道夫希特勒就是明证ꎮ② 而现任总统

埃尔多安也为正发党加油鼓劲ꎬ 称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７ 日是土耳其人民展现其支持

新土耳其意志的日子ꎮ 他号召人们支持正发党ꎬ 使其获得修改宪法的多数支

持ꎮ③然而ꎬ ６ 月 ７ 日的选举结果表明正义与发展党并没有获得修改宪法的多

数支持ꎬ 亦未获得单独组建政府的资格ꎬ 只能求助于其他 ３ 个政党来组建联

合政府ꎮ 换言之ꎬ 土耳其将出现一个怎样的政府ꎬ 还需各方的协商与博弈ꎮ
同时ꎬ 联合政府能够支撑多久ꎬ 土耳其是否会举行提前大选ꎬ 亦是未知ꎮ 而

就制宪进程的未来趋势而言ꎬ 总统制问题仍将是土耳其各方争论的焦点ꎬ 议

会各政党很难就此问题达成一致ꎮ
(二) 普通法改革

普通法改革是正发党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ꎮ 土耳其司法部的 «土耳其司

法改革报告» 显示ꎬ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４ 年ꎬ 联合政府和正发党政府先后实施了 ９ 个

一揽子改革方案ꎬ 内容涉及表达自由、 结社自由、 集会自由、 宗教自由、 出

版自由、 废除死刑、 禁止虐待、 少数民族权利、 国际人权保护、 文军关系

等ꎮ④ 如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的 «土耳其结社法案» 规定ꎬ 协会不经审批ꎬ 可接受外国

援助ꎬ 或与之合作及举办活动ꎻ 协会无需告知当地政府官员组织集会的时间和

地点ꎬ 也无需邀请政府官员与会ꎻ 非政府组织可开设海外代表处ꎻ 没有法院传

票ꎬ 安全部队不再限制协会ꎻ 取消对学生会的限制ꎻ １５ 岁以上儿童可组建协会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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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ｎｏｔ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Ｄｉｃｔａｔｏｒｓｈｉｐ: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ＰＭ Ｄａｖｕｔｏ ｇ̆ ｌｕ ”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ｕｒｒｉｙｅｔｄａｉｌｙ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 ｓｙｓｔｅｍ － ｎｏｔ － ｔｈｅ － ｓｏｕｒｃｅ － ｏｆ － ｄｉｃｔａｔｏｒｓｈｉｐ － ｔｕｒｋｉｓｈ － ｐｍ －
ｄａｖｕｔｏｇｌｕ ａｓｐｘ? ｐａｇｅＩＤ ＝ ２３８＆ｎＩＤ ＝ ７７９２３＆ＮｅｗｓＣａｔＩＤ ＝ ３３８ꎬ ２０１５ － ０３ － １４

“Ｕ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ｏ Ｌｉｍｉ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ｕｒｋｅｙ: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ꎬ ｏｐ ｃｉｔ
Ｅｒｇｕｎ Öｚｂｕｄｕｎ ａｎｄ Öｍｅｒ Ｆ Ｇｅｎçｋａｙａꎬ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Ｂｕｄａｐｅｓｔ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ｐｐ ７３ －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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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组织可提出临时纲领或倡议ꎻ 允许非政府组织买卖不动产ꎮ①

正发党政府的部门法改革几乎涉及土耳其的所有法律ꎬ 如刑事法律、 民

事法律、 经济法律 (包括银行法、 商法、 外国直接投资法)、 公共行政法律、
市场方面法律以及其他方面法律等ꎮ 以商法为例ꎬ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ꎬ 土耳其

议会通过了 «新土耳其商法»ꎬ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开始生效ꎮ
(三) 行政机构改革

正发党政府试图实现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的变革ꎬ 将中央政府的一些职

能转移给地方政府ꎬ 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自主权ꎮ 正发党的纲领认为ꎬ “公共

管理的基础是服务人民ꎮ 对中央政府而言ꎬ 最关键的是更好地服务公民、 提

高服务效率和质量ꎮ”② 而从实践层面看ꎬ 行政机构改革主要包括中央政府机

构改革和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两个方面ꎮ
第一ꎬ 改革中央政府行政机构ꎮ 居尔政府时期ꎬ 正发党成功地改组了国

家安全委员会ꎬ 在土耳其历史上第一次由文职官员担任该委员会主席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ꎬ 埃尔多安大选获胜后ꎬ 宣布取消 ８ 个国家部长职位ꎬ 将中央部委数

量调整为 ２５ 个ꎬ 并更换了几个中央部委的名称ꎮ 例如ꎬ 依照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的第

６４１ 号行政令ꎬ 成立于 １９６０ 年的国家计划组织 (ＳＰＯ) 被重组为国家发展部ꎻ
为鼓励外国投资ꎬ 土耳其政府宣布在总理府下设投资支持与促进局 (ＩＳＰＡＴ)ꎻ
为推进该国人权事业ꎬ 在总理府下设人权事务办公室ꎮ 此外ꎬ 为推动入盟进

程和入盟谈判ꎬ 土耳其还专门成立了欧盟事务部ꎮ③

第二ꎬ 改革地方行政机构ꎮ 土耳其地方行政改革主要采取立法和行政命

令两种方式ꎬ 前者主要包括 ２００５ 年通过的特别省行政法、 市政法ꎬ 后者主要

包括 ２００６ 年以来成立的地区发展署ꎮ
其一ꎬ 正发党地方政府改革的主要方式通过议会立法推动地方行政体制

改革ꎮ ２００５ 年土耳其议会先后通过了 «特别省行政法» (第 ５ ３０２ 号法令)、
«市政法» (第 ５ ３９３ 号法令)ꎬ 以通过法律方式确保地方自治权利ꎮ 例如ꎬ
«市政法» 第八条规定了协商参与权ꎻ 第九条规定地方行政单位———市、 区之

间的关系: 市政管理部门关注所辖区居民的诉求ꎬ 通过财政资金拨款扶植辖

区的发展ꎻ 第 １３ 条规定当地居民有权参与市政决策ꎬ 市政委员会是市政的决

０７

①
②
③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ａｌｅ ａｎｄ Ｅｒｇｕｎ Öｚｂｕｄｕｎ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５９
党纲第四部分第二小节中央政府ꎮ
土耳其欧盟事务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ｂｇｓ ｇｏｖ ｔｒ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ｌ ＝ ２ꎬ ２０１５ － ０３ － １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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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机构ꎬ 由居民选出的代表组成ꎬ 等等ꎮ
其二ꎬ 成立地区发展署ꎬ 协调地区发展ꎮ 自 ２００６ 年以来ꎬ 土耳其政府通

过行政命令成立了 ２６ 个地区发展署ꎬ 如伊斯坦布尔发展署、 安卡拉发展署、
伊兹密尔发展署、 西地中海发展署、 东马尔马拉发展署、 东黑海发展署、 东

南安纳托利亚发展署和北安纳托利亚发展署等ꎮ
(四) 司法机构改革

司法机构改革是正发党执政时期土耳其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ꎮ
为推动司法机构改革ꎬ 土耳其各政府部门之间通过协调与沟通ꎬ 制定了多个

发展规划和行动计划ꎮ 土耳其国家计划组织制定的第九个发展计划中专门论

及司法改革战略ꎮ①

２００９ 年ꎬ 土耳其司法部公布了 “司法改革与行动计划战略”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ꎮ 该文件勾画了司法改革的战略目标: 加强司

法机构独立ꎻ 实现司法机构的中立性ꎻ 改善司法机构的效率和效用ꎻ 提高司

法机构中人员的职业能力ꎻ 发展司法机构的行政体系ꎻ 便利诉诸司法ꎻ 完善

判决执行制度ꎬ 等等ꎮ② ２０１１ 年ꎬ 土耳其司法部又颁布了新的 “司法战略文

件”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ꎬ 其中阐述了土耳其司法改革的优势、 劣势、 机遇和挑战ꎮ③

这些司法改革方案均涉及综合性法律ꎬ 其目的是为了实现两大基本目标: 一

是通过缩短审判周期ꎬ 加快司法结果的实施ꎻ 二是开启人权领域的改革ꎬ 特

别是公正审判权、 媒体和个人自由ꎮ④ 此外ꎬ 土耳其政府还欲通过改变基本法

律规定ꎬ 实现与欧盟标准的对接ꎮ
在 “司法改革与行动计划战略” 的指导下ꎬ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ꎬ 土耳其公

１７

①

②

③
④

２００６ 年６ 月２８ 日ꎬ 第九个发展计划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３) (第８７７ 号) 是最重要的文件ꎬ 决定土耳其未来

７ 年的发展战略ꎬ 在 “改善司法体系” 部分ꎬ 在展现近年来的发展和不足之后ꎬ 强调当前司法的需要ꎮ 据此ꎬ
在第９ 个发展计划框架下ꎬ 研究成立由大学、 司法机构、 公民社会和司法部参加的 “司法机关特别专家委员

会”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Ｅｘｐｅｒｔｉｓ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准备报告以决定具体措施ꎮ 参见第九个发展计划英文

本: Ｉ
.
ｓｍａｉｌ Ａｋｓｅｌꎬ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ｏｆ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Ｔｈ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Ａｎｋａｒａꎬ ２０１３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ｇｏｖ ｔｒ /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５ －０３ －１４ꎮ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 Ａｎｋａｒａꎬ ２００９ꎬ ｐ １１ꎻ Ｎａｉｍ Ｋａｒａｋａｙａ Ｈａｎｄｅ

Öｚｈａｂｅşꎬ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Ｐａｃｋａｇｅｓ: Ａ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Ｆｒｅｅｄｏｍｓ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３ ｐ 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ｅｓｅｖ ｏｒｇ ｔｒ / ａｓｓｅｔ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ｆｉｌｅ / ０６１２２０１３１６１５１７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５ －０３ －１４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ｌａｎ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ꎬ ｐｐ ３２ － ３５
Ｎａｉｍ Ｋａｒａｋａｙａ Ｈａｎｄｅ Öｚｈａｂｅşꎬ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Ｐａｃｋａｇｅｓ: Ａ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Ｆｒｅｅｄｏｍｓ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３ꎬ ｐ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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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了第一个司法改革方案——— «为加快提供司法服务的目的而修订的若干法

律»ꎬ 即第 ６ ２１７ 号法令ꎬ 该法令由 ３３ 个条款和 ４ 个临时条款组成ꎮ 该方案直

接导致其他 １７ 部法律的修改ꎮ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ꎬ 土耳其政府又以政府行政

令方式通过了第二个司法改革方案ꎬ 该方案由 ４４ 个条款组成ꎬ 内容主要涉及

司法部的结构设置和司法机构的行政管理ꎮ 然而ꎬ 其中的一些条款被宪法法

院驳回ꎬ 仍然有效的条款包括: 在司法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署之下成立了人权

司ꎬ 修改了国家委员会法、 上诉法院法、 法官与检察官法、 司法学院法、 最

高法官与检察官委员会法ꎮ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ꎬ 土耳其公布了第三个司法改革

方案——— «修改若干法律以改善司法服务的效率和媒体犯罪中审判和判决的

延迟»ꎬ 即第 ６ ３５２ 号法令ꎮ 该法令包括 １０７ 个条款和 ３ 个临时条款ꎮ 为加快

审判过程ꎬ 第三个司法改革方案修改了有关破产和债务实施的审判、 犯罪案

件、 行政法律案件ꎮ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ꎬ 土耳其公布了第四个司法改革方

案——— «修改与人权和表达自由若干相关的法律»ꎮ 该法案由 ２７ 个条款组成ꎬ
关注人权领域的修改ꎬ 修改了反恐法和土耳其刑法ꎮ①

(五) 文军关系的调整与变化

在共和国成立之后ꎬ 军队一直扮演着世俗体制保护者的角色ꎬ 曾经 ４ 次

成功干政ꎬ 且密谋或发动过多次不成功的政变ꎮ 正发党上台后ꎬ 力图实现对

军队的完全控制ꎮ 在欧盟标尺和国内民众的 “反监护体制” 诉求的共同推动

下ꎬ 正发党通过立法改革 (改革国家安全委员会)、 司法改革和审判 (军队法

院、 艾尔盖内孔案)、 立法机构调查 (成立议会调查委员会) 的方式实现了对

军队的控制ꎬ 推动了土耳其民主化进程和政治现代化进程ꎬ 达到了欧盟有关

文军关系的标准ꎮ
必须指出的是ꎬ 当下ꎬ 军队依然能够通过正式或非正式机制对土耳其政

治产生重要影响ꎮ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ꎬ 在与埃尔多安就案件审判问题发生分歧

后ꎬ 土耳其总参谋长称总计有 ２５０ 名军官 (１７３ 名现役ꎬ ７７ 名退役) 被逮捕ꎬ
称这些逮捕行动违反法律原则、 公正、 正义和良知ꎮ② 他与陆、 海、 空司令集

体请求辞职ꎬ③ 但政府很快平息了风波ꎬ 短时间内任命了新的总参谋长和各军

２７

①
②

③

Ｎａｉｍ Ｋａｒａｋａｙａ Ｈａｎｄｅ Öｚｈａｂｅş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ｐ ９ － １０
Ｄｒ Ｕｇ̆ｕｒ Ｂｕｒç Ｙｉｌｄｉｚꎬ “Ｃｉｖｉｌ －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ｙ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Ｅｇｅ Ｓｔｒａｔｅｊｉｋ Ａｒａşｔıｒｍａｌａｒ Ｄｅｒｇｉｓｉꎬ Ｃｉｌｔ ３ꎬ Ｓａｙı ２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３３ －３４
在集体辞职前ꎬ 将军们要求埃尔多安延长这些军官们的任期ꎬ 被埃尔多安拒绝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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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司令ꎮ 欧盟认为该事件表明土耳其正成为更加民主的国家ꎮ① 一些学者称ꎬ
这是 “土耳其的夏日革命”ꎬ 土耳其高层军官的集体辞职预示着该国文军关系

的巨大变化ꎮ② 土耳其 «民族报» 的专栏作家阿斯利阿伊丁塔什巴什 (Ａｓｌｉ
Ａｙｄｉｎｔａｓｂａｓ) 称ꎬ “这有效地终结了军队在土耳其民主中的作用ꎬ 这是土耳其

第一共和国终结和第二共和国开始的标志性时刻ꎮ”③ 从目前形势看ꎬ 土耳其

已经基本上实现了文官精英对军队精英的民主统制ꎬ 军队精英对政治领域的

影响力被大大削弱ꎮ

对正义与发展党保守民主及其实践的相关评价

在阐述正发党的保守民主理念和政治改革实践后ꎬ 本文尝试从文明交往

自觉理论的角度提出如下相关思考ꎮ
第一ꎬ 土耳其正发党产生于土耳其历史的转折时期ꎬ 把握住了世纪之交

土耳其历史发展的主题ꎮ 按照文明交往的规律ꎬ 转折时期大都发生在时代的

交叉点上ꎻ 转折时期ꎬ 是承上启下、 继往开来的时期ꎮ④ 而世纪之交的土耳其

亦来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ꎬ 外有全球化和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入盟进程ꎬ 内有

地震灾害、 经济危机、 政治危机ꎬ 土耳其各派政治精英做出怎样的选择至关

重要ꎮ 在这一转折时期ꎬ 如何处理好全球与本土、 挑战与应战、 冲突与整合、
有序与无序之间的关系ꎬ 亦显得至关重要ꎮ 从这一角度看ꎬ 土耳其正发党做

出了正确选择ꎬ 提出了 “渐进性改革” 的政治主张ꎬ 延续了 “新自由主义改

革”ꎬ 实现了土耳其外交的突破性发展ꎮ 换言之ꎬ 正发党秉承的是 “延续性变

革” 理念ꎬ 而非 “断裂性变革” 理念ꎬ 实现了土耳其历史进程的 “延续中的

变革” 和 “变革中的延续”ꎮ 但必须指出的是ꎬ 正发党的各种主张还存在矛盾

之处ꎬ 实现传统与现代性的完美融合并非易事ꎮ 以正发党的保守民主意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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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为例ꎬ 其模糊性和不确定性造成了构建政治大联盟的困境ꎮ 总之ꎬ 我们可

以认为ꎬ 正发党的崛起是建立在土耳其社会自身演化的内在逻辑之上的ꎬ 是

土耳其文明演进连续过程中的一个阶段ꎮ①

第二ꎬ 正发党的政治改革实践ꎬ 呈现了一国内部多维交织的复杂交往图景ꎮ
文明交往自觉论认为ꎬ 冲突与整合是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过程中矛盾和协调的

不同侧面ꎬ 无冲突便无整合ꎬ 无整合难以化解冲突ꎮ 同时ꎬ 冲突作为一个过程ꎬ
也有促进社会变革和协调整合的作用ꎮ 冲突和整合是交替存在和相互转化的ꎬ
抗拒–碰撞–渗透–冲突–渗透是常见的交往过程ꎮ② 在政治改革领域ꎬ 土耳其

各种力量 (政党、 军队、 司法机关、 公民社会组织) 围绕修宪与制宪问题、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的政治危机、 头巾禁令问题、 宗教学校教育问题、 ２０１３ 年大规模抗

议活动和政府腐败问题、 ２０１５ 年的安全法案之争、 库尔德问题、 阿拉维派问题、
文军关系问题等诸多棘手问题上演了 “和” 与 “斗”、 “分” 与 “合” 的 “冲
突与整合” 大戏ꎬ 展现出一国内部交往复杂多变的多维交织图景ꎮ

第三ꎬ 正发党在与土耳其国家、 反对党、 社会行为体的交往互动过程中ꎬ
“实践” 了文明交往自觉论的 “交往互变” 的基本状态ꎮ 在这一交往互动过

程中ꎬ 正发党、 土耳其国家、 反对党、 社会行为体都发生了变化ꎮ 其一ꎬ 文

明交往中的 “八项变化” 在这一过程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ꎮ 以内化和外化

为例ꎬ 欧盟的哥本哈根标准已经逐步内化ꎬ 民主、 人权、 法治等价值观已经

在土耳其生根ꎬ 这些 “内化的标准” 亦成为当前其他中东国家的效仿榜样ꎮ③

一些学者甚至认为ꎬ 哥本哈根标准已经成为正发党巩固民主和强大公民社会

的口号ꎮ④ 再如ꎬ 在土耳其民主化、 现代化进程的推动和正发党转型的影响

下ꎬ 老牌的中左政党共和人民党开始向政治光谱的中间靠拢ꎬ 力图重新塑造

政党形象ꎮ 这一互动过程亦证明了彭树智先生所主张的 “多元化不是并列杂

糅ꎬ 不是没有差异ꎻ 尤其互动中的理论强弱ꎬ 多元与一元、 个人身份与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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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与世界全球是在差异的前提下互变的ꎮ 这种结果是辩证的互动关

系ꎮ”① 其二ꎬ 实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平衡ꎬ 已经被大多数土耳其选民 “内
化”ꎮ 土耳其出现的新中产阶级———安纳托利亚商人———自视自己积极支持传

统价值观ꎬ 并将其与全球构想融合在一起ꎮ② 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ꎬ 当前并

非凯末尔主义国家精英或旧式的商业和城市世俗主义者是土耳其 “现代化的

实施者”ꎬ 而是内陆城市如科尼亚的私人企业家ꎮ 其三ꎬ 土耳其各政治行为体

在土耳其的现代化、 民主化、 欧洲化进程中ꎬ 主张和地位都发生了 “反转”ꎬ 甚

至 “相互异化”ꎮ 代表 “温和伊斯兰” 的正发党放弃先前 “反西方、 反世俗、
反全球化” 的主张ꎬ 实现了新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融合ꎬ 积极推动土耳其的

民主化、 欧洲化进程ꎻ 而传统政党共和人民党、 民族行动党则站在了 “历史的

反面”ꎬ 反对加入欧盟、 反对民主化改革、 反对以民主方式解决库尔德问题ꎮ 代

表 “边缘力量” 的新式精英正发党和代表 “中心力量” 的旧式精英传统政党在

交往互动过程中 “相互异化”ꎬ 土耳其民主巩固在向前进的同时ꎬ 也充满了危机

和不确定性ꎮ ２００７ 年的总统选举危机、 ２００８ 年的正发党未遂取缔案、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和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的政府腐败危机ꎬ 就是明证ꎮ

第四ꎬ “土耳其模式” 对地区国家具有示范效应ꎬ 但不能在中东伊斯兰国家

复制ꎮ 中东剧变后ꎬ 新版 “土耳其模式” 成为地区国家和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ꎬ
然而ꎬ “土耳其模式” 在阿拉伯国家和其他伊斯兰国家是不可复制的ꎬ 主要有以

下几点原因: 首先ꎬ 土耳其现代史与阿拉伯世界的现代史差异较大ꎮ 土耳其从

未丧失独立ꎬ 该国的西方化是具有国内合法性的自觉选择ꎮ 而且ꎬ 土耳其独立

的巩固与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发展相重合ꎬ 不用与中东泛伊斯兰或泛阿拉伯主张

相竞争ꎮ 其次ꎬ 土耳其拥有较长的民主发展史和世俗主义史ꎬ 土耳其的宪政制

度现在运行良好ꎮ 而阿拉伯国家则要发展新规范和构建新认同ꎮ 土耳其拥有强

大的世俗主义历史ꎮ “土耳其模式” 调和伊斯兰与现代性的特征ꎬ 有助于土耳其

伊斯兰主义政党的温和化ꎬ 并能躲避更加强大的世俗力量的压制ꎮ 再次ꎬ 阿拉

伯国家的伊斯兰主义者在称赞 “土耳其模式” 的同时ꎬ 并不赞同采取 “土耳其

模式”ꎮ 在阿拉伯伊斯兰主义集团中ꎬ 正发党样板被认为是温和化、 实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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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治以及伊斯兰、 民主和现代性之间趋同的缩影ꎮ① 突尼斯的格努西称赞土耳其

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ꎬ 限制了军队对人民意志的监护ꎬ 也称赞其公开挑战以色

列ꎮ 但当谈及采取 “土耳其模式” 时ꎬ 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主义组织均持谨慎

态度ꎮ 比如ꎬ 摩洛哥政府发言人穆斯塔法哈利夫 (Ｍｕｓｔａｆａ Ｋｈａｌｆｉ) 强调两国

之间的差异ꎬ 指出土耳其世俗主义和摩洛哥国王宗教合法性的差异ꎬ 决定了伊

斯兰之间的不同互动和各自国家的现有秩序ꎮ② 摩洛哥现政府的司法部长穆斯塔

法拉米德 (Ｍｕｓｔａｆａ Ｒａｍｉｄ) 亦声称ꎬ “在土耳其ꎬ 伊斯兰参照系能够在一个完全

世俗的框架下运行ꎮ 在摩洛哥ꎬ 我们生活在伊斯兰宪法 (第三条和第 ４１ 条) 和伊

斯兰框架下ꎮ 然而ꎬ 实践是世俗的ꎮ 国家有宗教参照ꎬ 我党亦有伊斯兰参照”ꎮ③

再如ꎬ 埃及自由与正义党的议员埃萨姆埃连 (Ｅｓｓａｍ Ｅｌ － Ｅｒｉａｎ) 称ꎬ 世俗主义

是 “埃及人中间非常坏的概念”ꎬ “我们不需要这一概念”ꎮ④ 最后ꎬ “土耳其模式”
本身亦有缺陷ꎮ 雅乌兹认为ꎬ 把土耳其作为伊斯兰民主样板是有问题的ꎬ 土耳其

实验不可能在其他伊斯兰国家复制ꎮ 土耳其依然没有彻底解决有关将政治伊斯兰

融入体系的多个重要问题ꎮ⑤ 换言之ꎬ 正发党塑造的 “民主模式” 还具有不确

定性和模糊性ꎮ⑥ 以认同政治为例ꎬ 考虑到还未解决的问题ꎬ 如库尔德问题、
亚美尼亚问题和世俗宗教分野ꎬ 认同政治可能仍将是土耳其政治认同的一部

分ꎮ⑦ 总之ꎬ 每一个地区国家拥有自己独特的政治和社会结构ꎬ 有着不同于土耳其

的国内和地区环境ꎬ 在这些国家复制 “土耳其模式” 并不现实ꎮ 阿拉伯国家可以

在借鉴 “土耳其模式” 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ꎬ 探寻适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ꎮ
第五ꎬ 土耳其未来的变化方向取决于土耳其各派力量之间的分化组合ꎮ

国外学者预测了土耳其未来发展的几种前景ꎬ 如更加保守的社会、 民主和谐、
军队回归等ꎮ 而国内学者也意识到新版 “土耳其模式” 的局限性和过渡性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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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ꎮ① 在笔者看来ꎬ 土耳其未来的变化方向取决于土耳其各派力量之间的分化

组合ꎮ 其一ꎬ 世俗派、 保守派与库尔德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以及微弱平衡存

在着很大不确定性ꎮ 正发党的多项 “变革政治” 已经搁浅ꎬ 正发党政府亦未

能摆脱 “腐败魔咒”ꎬ 陷入了腐败丑闻和政府危机ꎬ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的大规模抗

议活动和 ２０１３ 年年底的腐败危机就是明证ꎮ 而世俗派、 保守派、 库尔德力量

在世俗主义和民族主义问题上存在着明显分歧ꎬ 如何重构土耳其官方意识形

态是判断土耳其模式未来走向的重要指标ꎮ 其二ꎬ 新宪法进程会对 “土耳其

模式” 产生关键影响ꎮ ２０１１ 年正式启动的制宪进程并没有预想中的顺利ꎬ 土

耳其国内各种力量在制宪问题上分化组合频繁ꎬ 在未来的国家体制问题上存

在明显分歧ꎬ 短期内难以达成共识ꎮ 因此ꎬ 新宪法的制定将是判断 “土耳其

模式” 走向定型的重要标志ꎮ② 其三ꎬ 土耳其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取得巨大成

绩的同时ꎬ 对外依附性逐渐增强ꎬ 亦受到全球经济形势的影响ꎬ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０
年该国经济发展受挫就是明证ꎮ 正如学者所言ꎬ 新版 “土耳其模式” 的特征

之一就是经济增长和繁荣ꎮ 如果土耳其经济出现问题ꎬ 其样板作用也会大打

折扣ꎮ 而自 ２０１２ 年以来ꎬ 土耳其经济增速明显下滑ꎮ 以土耳其里拉对美元的

汇率为例ꎬ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底ꎬ 里拉对美元累计贬值幅度达到

２９％ ꎬ 一度跌至 １ 美元兑换 ２ ３９ 里拉的历史低点ꎮ③ 而进入 ２０１５ 年以来土耳

其里拉再次大幅贬值ꎬ 贬值幅度接近 １０％ ꎻ 根据土耳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

示ꎬ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ꎬ 土耳其其的失业率为 １０ ６％ ꎬ 总失业人数为 ３６９ 万人ꎮ④

其四ꎬ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７ 日大选的结果更好地说明了土耳其国内各派力量之间的

分化、 矛盾与斗争ꎮ 根据土耳其最高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最终选举结果显示ꎬ
正义与发展党的得票率为 ４０ ６６％ ꎬ 获得了 ２５８ 个议席ꎻ 而共和人民党、 民族

行动党、 人民民主党的得票率分别为 ２５ １３％ 、 １６ ４５％和 １２ ９６％ ꎮ 正义与发

展党并未获得组建一党政府的绝对多数ꎬ 若不出意外ꎬ 现任总理奥卢仍会获

得组建政府的授权ꎬ 但选择与哪个政党组建联合政府将成为该党面临的首要

问题ꎬ 甚至有组建政府失败的可能ꎮ 但不论哪些政党组建联合政府ꎬ 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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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碎片化和极化特征将愈加明显ꎬ 各方仍将围绕着制定新宪法、 库尔德

问题、 对外政策等问题展开竞争和博弈ꎬ 正义与发展党要实现其在选举宣言

中提出的各项目标亦会面临着不小的挑战ꎮ
但正如彭树智先生所言ꎬ “在土耳其ꎬ 不同文明之间的长期交往ꎬ 已经在

存异而求同的道路上ꎬ 出现了多样化统一于民族国家的发展趋向ꎮ”① 两种对

立的文明在土耳其民族国家的内部交往中ꎬ 虽不时有冲突和分歧ꎬ 但总的来

说是处于一种容忍、 让步和合作的状态ꎮ② 两种文明之间的交往过程仍在继

续ꎬ 亦遵循着文明交往的基本规律ꎮ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ｄｅａ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ＡＫＰ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Ｚｈｕ Ｃｈｕａｎｚｈ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ｓ ｔｈｅ ＡＫＰ’ ｓ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ｄｅａꎬ ｔｈｅ ｋｅｙ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ꎬ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ꎬ 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ｓｍꎬ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ꎬ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ｉｓ ｉｄｅａꎬ ＡＫＰ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ｕｒｋｅｙ ｈａ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ａ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ｓꎬ ｒｅｆｅｒｒｉｎｇ ｔｏ
１９８２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ꎬ ｃｏｍｍｏｎ ｌａｗꎬ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ꎬ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ｔｏ ｉｔｓ ｅｆｆｅｃｔꎬ ｗｈｉｌｅ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ｎｇ Ｔｕｒｋｅｙ’ 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ꎬ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ｆａ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ｈａｖｅｎ’ ｔ ｂｅｅｎ ｒｅｖｏｌｖｅｄ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ꎬ ＡＫＰ’ 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ｄｅ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ａｃｃｏｒ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ａｗ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ｔｈｅ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Ｍｏｄｅｌ ｃａｎ’ｔ ｂｅ 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ꎻ Ｔｕｒｋｅｙꎻ ＡＫＰꎻ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ꎻ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詹世明)

８７

①
②

彭树智著: «文明交往论»ꎬ 第 ３７３ 页ꎮ
同上书ꎬ 第 ３７４ 页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