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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ꎬ 该国的社会治理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特

点ꎮ 在经历社会治理理念与国家政权建设及国家治理相协调、 社会治理主体

从政府主导转向多元共治、 社会治理社会化程度提升发展阶段后ꎬ 土耳其进

入正义与发展党政府主导的多元融合、 复合性社会治理发展时期ꎮ 这一时期ꎬ
土耳其主要通过三重路径推进社会治理: 以推动经济增长为核心诉求ꎬ 稳定

社会基础ꎻ 构建覆盖多领域的社会治理体系ꎬ 促进社会公平ꎻ 强化伊斯兰文

化纽带和国族认同意识ꎬ 降低社会冲突风险ꎮ 正义与发展党对土耳其 ２０ 年的

社会治理取得了显著的成果ꎬ 保持了社会稳定ꎬ 尤其是在 ２１ 世纪前 １０ 年ꎬ
土耳其国民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ꎬ 社会发展也实现了长期稳定ꎮ 但与此同时ꎬ
土耳其政府的社会治理也面临以下突出难题: 经济增速减缓ꎬ 影响民生改善ꎻ
社会治理重心上移ꎬ 社会组织的作用受到抑制ꎻ 社会控制强化ꎬ 加剧了社会

分裂和对立ꎮ 从 “全球南方” 视角看ꎬ 发展中国家正在探索提升政府社会治

理能力现代化之路ꎬ 而来自土耳其社会治理理念、 机制、 方式、 内容等方面

的得失给其他国家带来一定启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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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执政时期的社会治理评析　

在现代化语境下ꎬ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可发挥

维护社会稳定、 促进社会发展、 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独特作用ꎮ 纵观土

耳其百年历史ꎬ 土耳其共和国首任总统凯末尔面对该国落后的经济社会发

展状况ꎬ 提出了缔造一个现代、 民主及世俗的国度的构想ꎬ 由此诞生了凯

末尔主义ꎮ 凯末尔主义的政治经济思想体系对土耳其社会治理的影响极其

深远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正义与发展党 (以下简称 “正发党”) 走上土耳其政

治舞台中心ꎬ 在长达 ２０ 多年执政期间ꎬ 土耳其政府持续完善社会治理体系

建设ꎬ 努力提升执政党的治国理政能力ꎮ 尤其 ２０１３ 年加齐公园事件后ꎬ 土

耳其加入欧盟进程基本停滞ꎬ 社会治理问题不断受到来自国际社会和人权

组织的批评ꎮ① 面对社会思潮、 国际环境和社会需求的变化ꎬ 正发党不断调

试和完善社会治理方式ꎬ 通过多元社会组织参与ꎬ 鼓励土耳其青年、 小企

业主和工业企业适应时代发展需要ꎬ 积极参与社会治理ꎬ 取得了一定成效ꎮ
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人力资本指数显示ꎬ ２０２０ 年ꎬ 土耳其在全球人力资本

指数 １５７ 个国家中排名第 ５３ 位ꎬ 虽然低于欧洲国家ꎬ 但高于中等收入国家

平均水平ꎮ 这表明土耳其社会治理水平有很大提升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在土

耳其通货膨胀居高不下、 经济治理绩效不佳的情势下ꎬ 正发党在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举行的土耳其大选中再次获胜ꎬ 其原因多元ꎬ 但社会治理的正效应是观

察此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ꎮ
一般而言ꎬ 社会治理指在执政党领导下ꎬ 以政府及非政府力量作为治理

主体ꎬ 将社会作为治理对象ꎬ 运用政治的、 经济的、 行政的、 法律的、 文化

的、 教育的等多种手段ꎬ 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治理活动ꎬ 并以实现社会的

发展及长治久安作为治理目标ꎮ② 学界有关土耳其社会治理的研究ꎬ 既包含宏

观的政府治理政策、 措施ꎬ 也包含土耳其社会的发展变化以及对土耳其社会

不同力量的研究ꎮ 在社会思潮方面ꎬ 丹尼尔尼尔森 － 德哈纳斯 (Ｄａｎｉ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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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Ｉｍｒｅｎ Ｂｏｒｓｕｋ ａｎｄ Ｐａｕｌ Ｔ Ｌｅｖｉｎ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ｕｒｋｅｙ’ ｓ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ꎬ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ｎｄ Ｂｌａｃｋ Ｓｅ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２１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２１ꎬ ｐｐ １７５ － １８７

不同学者对社会治理的认识不同ꎬ 存在一些差异ꎬ 本文结合学界对社会治理概念的共性以及

土耳其国情加以界定ꎮ 相关研究参见王浦劬: «国家治理、 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含义及其相互关

系»ꎬ 载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１３ 页ꎻ 俞可平: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ꎬ 载 «前线» 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５ ~ １３ 页ꎻ 俞可平: «社会自治与社会治理现代化»ꎬ 载 «社会

政策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７３ ~ ７６ 页ꎻ 孙晓莉: «西方国家政府社会治理的理念及其启示»ꎬ 载

«社会科学研究» ２００５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７ ~ １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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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ｌｓｓｏｎ ＤｅＤａｎａｓ) 与马拉特希特林 (Ｍａｒａｔ Ｓｈｔｅｒｉｎ) 对土耳其社会中伊斯兰

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发展进行了研究ꎬ 认为土耳其社会中伊斯兰主义的强化促

进了民粹主义的流行ꎮ① 在制度与社会关系方面ꎬ 索娜尔扎普塔伊 (Ｓｏｎｅｒ
Ｃａｇａｐｔａｙ) 对土耳其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民族主义发展进行了研究ꎬ 分析了土耳

其政府政策对土耳其社会塑造的影响ꎮ② 在社会治理成效评估方面ꎬ 谢夫凯

特帕慕克 (Şｅｖｋｅｔ Ｐａｍｕｋ) 在达龙阿西莫格鲁 (Ｄａｒｏｎ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的制度

与经济发展范式的基础上ꎬ 以土耳其为对象ꎬ 研究了土耳其不同历史阶段下

不同制度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ꎬ 从健康水平、 教育等多维度考

察了土耳其社会治理的成果ꎮ③ 比尔吉亚班哲 (Ｂｉｌｇｅ Ｙａｂａｎｃｉ) 认为ꎬ 正发

党执政后ꎬ 土耳其政府没有为非政府组织的扩张提供适宜的政治和法律环境ꎬ
但是ꎬ 土耳其非政府组织在规模和公民参与的多样性方面都有所扩大ꎮ④ 总体

看ꎬ 学界围绕土耳其社会治理问题已有一些学术成果ꎬ 但对于埃尔多安领导

的土耳其政府社会治理研究尚不充分ꎮ 鉴此ꎬ 本文拟在梳理土耳其社会治理

历史演变的基础上ꎬ 考察正发党政府在社会治理方面的施政特点及其成效ꎬ
解析当下土耳其社会治理面临的难题ꎮ

一　 土耳其共和国社会治理的演变和特征

土耳其共和国百年发展见证了土耳其宪法制度的变化ꎬ 而一个国家正式

的宪法制度会通过经济政策影响其他政策决策ꎮ⑤ 土耳其选举制度和政府形式

的改变是国内不同政治力量角逐的结果ꎬ 反映了土耳其社会思想的快速变化ꎬ
也塑造并深刻影响着土耳其不同发展时期的社会政策和社会治理方式ꎮ 正由

于政治体制的变革和社会经济及其他因素的互动ꎬ 使土耳其不同时期的社会

治理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特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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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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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ｎｅｒ Ｃａｇａｐｔａｙꎬ “Ｒａｃｅꎬ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Ｋｅｍａｌｉｓｍ: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３０ｓ”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４０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０４ꎬ ｐｐ ８６ － １０１

参见 [土耳其] 谢夫凯特帕慕克著: «失衡的世纪»ꎬ 安晶璐译ꎬ 中信出版集团ꎬ ２０２３ 年版ꎮ
Ｂｉｌｇｅ Ｙａｂａｎｃｉꎬ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Ｔａｍｅｄ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Ｃｏｎ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ａ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 Ｒｅｇｉｍｅ”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Ｖｏｌ １５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１９ꎬ ｐｐ ２８５ － ３０６
[瑞典] 托斯坦佩森、 [意大利] 吉多塔贝林尼著: «制度的经济效应»ꎬ 廉晓红译ꎬ 商务

印书馆ꎬ ２０１９ 年版ꎬ 第 ８９ ~ １３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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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会治理理念与国家政权建设及国家治理相协调 （１９２３ ~１９４６年）

１９２４ 年ꎬ 大国民议会通过了土耳其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 «土耳其共和国

宪法»ꎬ 这部宪法是土耳其历史上的第二部宪法ꎮ① 该部 «宪法» 明确写道:
土耳其为共和国ꎬ 土耳其语是国语ꎬ 伊斯兰教为国教 (这一条被 １９２８ 年 «宪
法» 删除)ꎮ «宪法» 还规定凡是土耳其人ꎬ 不分种族和信仰都是土耳其共和

国的公民ꎬ 国家保证公民的言论、 思想、 出版和旅行自由ꎮ 在扩大选举权方

面ꎬ «宪法» 取消了只有纳税人才有选举权的限制ꎮ １９３４ 年ꎬ 土耳其取消男

性公民才有选举权的限制ꎬ 允许妇女参加选举ꎮ② 建国之初ꎬ 由于土耳其社会

力量刚刚觉醒ꎬ 自身力量有限ꎬ 因此在社会治理实践中更加依赖政府的力量ꎬ
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治理模式ꎮ 这一时期ꎬ 政府依靠自身的强制力推

动着社会的西方化及世俗化进程ꎮ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末ꎬ 政府从国家的教育和政

治体系中完全去除了宗教因素的影响ꎮ③ 在经济发展方面ꎬ 政府坚持实行国家

主义ꎬ 确保政府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ꎮ 在社会政策方面ꎬ 土耳其

政府对各类社会活动统筹安排ꎬ 使之能够朝着国家设定的目标行进ꎮ 这一时

期ꎬ 土耳其社会治理的主要成就是通过经济复兴推动了土耳其社会的转型ꎮ
土耳其社会中世俗力量逐渐壮大ꎬ 西化、 世俗化的政治精英群体茁壮成长ꎬ
并在政治上发挥愈加重要的作用ꎮ １９３８ 年ꎬ 凯末尔总统逝世ꎬ 其继任者既无

凯末尔总统所拥有的个人魅力ꎬ 也缺乏控制社会中日益增强的反对力量政治

诉求的能力ꎮ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ꎬ １９４６ 年土耳其政治体制由一党制转变为

多党选举制ꎮ 总的来看ꎬ 这一时期ꎬ 土耳其社会治理呈现自上而下方式ꎬ 缺

乏有足够影响力且将社会组织起来并整合社会资源的组织ꎬ 政府在社会治理

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ꎮ
（二） 社会治理主体从政府主导转向多元共治 （１９５０ ~ １９７８ 年）

虽然土耳其政治体制在 １９４６ 年从一党制转变为多党制ꎬ 但共和人民党依

然在大选中胜出ꎬ 继续执政ꎮ 然而ꎬ 反对党民主党的力量逐渐增强并在 １９５０
年大选中胜出ꎬ 成为执政党ꎮ 土耳其政府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期采取了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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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奥斯曼帝国晚期ꎬ 土耳其历史上出现第一部宪法ꎬ 即 １８７６ 年颁布的 «宪法»ꎬ 土耳其共和国

建立后又相继颁布了 １９２４ 年 «宪法»、 １９６１ 年 «宪法» 和 １９８２ 年 «宪法»ꎮ 通过制定和颁布宪法ꎬ
土耳其逐步确立了代议制国家政治体制ꎮ

杨兆钧著: «土耳其现代史»ꎬ 云南大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０ 年版ꎬ 第 ２１ ~ ２５ 页ꎮ
参见世界银行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１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ｃｕｒａｔｅｄ / ｅｎ / ４９４９３１４６８１７２１７０２８２ / ｐｄｆ /

ＵＮＮ３０００Ｔｕｒｋｅｙ０００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０ｒｅｐｏｒｔ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４ － ０５ － ０８ꎮ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４ 年第 ６ 期

展农业为核心的经济政策ꎬ 增强了家庭农场主的力量ꎮ 之后ꎬ 土耳其政府实

施的进口替代工业政策又促进了工业化和城市化ꎬ 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工商业

团体逐步成立ꎮ 大量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ꎬ 不仅壮大了工人阶层ꎬ 也

促进了各种非正式关系网在城市中的产生和发展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 多党联合

政府成为土耳其政治生活中的突出现象ꎬ 多党选举制在政治上使不同的社会

力量能够通过选举参与政府和社会治理ꎬ 极大地提升了土耳其公民的政治参

与意识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后期ꎬ 工人、 大学生、 知识分子、 教师等左翼政治力

量崛起ꎬ① 曾经受到压制的宗教力量再度回到社会治理领域ꎬ 非政府组织逐步

在社会治理领域发挥作用ꎮ １９７１ 年ꎬ 土耳其企业家和商人协会成立ꎬ 其成员

由大型企业集团构成ꎬ 下设环境、 能源、 国防工业、 农业和粮食、 旅游业和

交通运输业 ６ 个工作小组ꎬ 各小组领导者则成为政府行业咨询委员会的顾问ꎮ

该协会成立后ꎬ 土耳其其他行业协会随之纷纷成立ꎮ② 伴随着工商业协会等半

官方和民间社会组织的成立ꎬ 土耳其初步形成多元参与社会治理的局面ꎮ③ 这

一时期ꎬ 土耳其政治环境进一步宽松ꎬ 新闻媒体和大学取得自治地位ꎬ 政府

权力处于法律和社会舆论的制约之下ꎮ④

虽然政府依然在社会治理中处于中心位置ꎬ 但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在减

弱ꎮ １９６０ 年和 １９７１ 年土耳其发生了两次军事政变ꎮ 虽然政变后ꎬ 军方并未寻

求建立军人统治政权ꎬ 而是试图建立军人监护政权ꎬ 即依托常规性的制度与

法律机制影响国家事务和保护军队利益ꎬ 但这对土耳其的政治和社会稳定造

成巨大冲击ꎮ 与此同时ꎬ 军事政变也抑制了社会大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意愿ꎬ

深刻影响着土耳其经济和社会发展走向ꎮ 土耳其实现从一党制向多党制的演

变后ꎬ 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开始减弱ꎬ 政治环境逐渐宽松ꎮ 不同社会力量也能

够通过参加选举表达自身的诉求ꎮ 这一时期ꎬ 土耳其经济政策的调整使该国

社会结构相应变化ꎬ 进口替代工业政策推进了土耳其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ꎬ

农村移民增加ꎬ 工人阶层壮大ꎬ 各种地方的、 宗教的非正式关系网在城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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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发芽ꎮ 同时ꎬ 各行业协会也开始出现ꎬ 并开始参与社会治理议程ꎬ 政府主

导、 社会力量参与的社会治理模式遂逐渐形成ꎮ①

（三） 社会治理社会化程度提升 （１９８０ ~ ２００２ 年）

１９８０ 年ꎬ 土耳其发生军事政变ꎮ 之后ꎬ 土耳其国家安全委员会授意筹建

立宪议会ꎬ 拟定新 «宪法»ꎬ 同时宣布废除所有政党和没收政党财产ꎮ １９８２
年 «宪法» 与 １９６１ 年 «宪法» 具有明显不同: 一是总统的行政权力扩大ꎬ 形

成总统与内阁相互制约的二元行政体系ꎻ 二是限制新闻自由、 结社自由和个

人权利ꎬ 强调公民的个人权利不得违背国家利益和公共秩序ꎮ② １９８３ 年 ４ 月ꎬ
国家安全委员会宣布解除党禁ꎮ ６ 月ꎬ 新建政党超过 １４ 个ꎬ 新政党的不断增

多以及在选举中积极争取选民支持的行为带动了土耳其公民参政意识的提高ꎬ
使大选中公民的投票率出现高位态势ꎮ③ １０ 月ꎬ 土耳其举行议会选举ꎬ 投票

率为 ９２ ３％ ꎬ 祖国党赢得大选并作为执政党组成新一届内阁ꎬ 祖国党主席图

尔古特厄扎尔出任总理ꎮ 祖国党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ꎬ 强调维护民族

独立和国家主权ꎬ 倡导自由民主的政治原则和宽松的政治环境ꎬ 主张扩大地

方政府的自治权力ꎮ④ 自此ꎬ 地方政府与具有高度集权传统的中央政府分离ꎬ
在行政和金融方面掌握了更大自主权ꎮ⑤ 厄扎尔政府开启了新自由主义思想主

导的结构调整ꎬ 土耳其从进口替代发展战略转向出口导向发展战略ꎮ 结构调

整不仅推动了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ꎬ 也催生了新兴工商业阶层的发展壮大ꎮ
在社会层面ꎬ 自 １９８４ 年起ꎬ 土耳其政府取消了国有企业享受的优惠和补

贴政策ꎬ 实行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的公平竞争ꎬ 发售国有企业的证券和股票ꎬ
取消私人投资的限制ꎬ 扩大私人投资领域ꎮ⑥ 私人企业的发展壮大使之在社会

治理中起到愈加重要的作用ꎬ 由私人企业主组成的非政府组织广泛覆盖到社

会治理的各个领域ꎮ⑦ 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伊斯兰复兴运动日渐高涨ꎬ 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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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政党异军突起ꎬ 进而挑战世俗政党在土耳其政坛的主导地位ꎮ 这一时期ꎬ
民众广泛参与政治治理是土耳其社会治理的突出特征ꎮ 虽然非政府组织仍然

受到政府的制约ꎬ 但其作用较之前已有显著提升ꎬ 工商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及

城市中的各种地方、 宗教关系网开始活跃于社会治理领域ꎮ 在此背景下ꎬ 土

耳其社会组织发展迅速ꎬ 地位不断提高ꎮ 不同的社会组织广泛覆盖至政治、
经济、 文化、 宗教、 教育、 医疗、 青年、 妇女、 儿童等不同社会领域和社会

阶层ꎬ 在社会治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ꎮ①

（四） 社会治理手段多元融合 （２００２ 年以来）

２００２ 年正发党执政后ꎬ 土耳其社会治理出现诸多新变化ꎬ 尤其是社会

治理在工具、 资源等不同维度呈现出复合化发展的趋向ꎮ 在法律层面ꎬ
２００４ 年ꎬ 土耳其政府修改了 «结社法»ꎬ 从程序上减少了成立社会组织的

难度ꎬ 放宽了对社会组织资金来源的限制ꎬ 土耳其社会组织得到了空前发

展ꎮ② 实行总统制后ꎬ 根据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３ 日 «官方公报» 发布的第 １７ 号

总统令ꎬ 负责管理非政府组织的内政部协会司升格为民间社会关系总局ꎬ
负责制定政府与民间社会关系的战略ꎬ 确保和加强公共组织与非政府组织

之间的协调与合作ꎬ 提高非政府组织的效力ꎮ 政府根据透明度、 问责制和

参与的原则ꎬ 切实有效地向非政府组织提供服务ꎬ 加强社会治理ꎮ 在经济

层面ꎬ 全球化和新一轮经济周期为土耳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机遇ꎬ 使得

土耳其经济在 ２１ 世纪前 １０ 年实现了高速发展ꎬ 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

７ ８％ ꎮ 即使遭受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冲击和阿拉伯剧变带来的地区动荡ꎬ 该

国经济也能够较快增长ꎮ 由此ꎬ 正发党政府拥有更多可支配财政资源ꎬ 可

通过转移支付手段ꎬ 用于社会治理领域ꎮ 在政治层面ꎬ ２０１３ 年正发党发布

了 “２０２３ 愿景”ꎬ 启动雄心勃勃的政治改革和发展计划ꎮ ２０１３ 年加齐公园

事件后ꎬ 土耳其政治环境发生变化ꎬ 直至 ２０１６ 年未遂军事政变后ꎬ 正发党

政府在维持社会稳定方面加大资源投入的力度ꎬ 不断强化政府对社会的控

制ꎬ 政治集权加强ꎮ③

０２１

①

②

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课题组编著: «外国非政府组织概况»ꎬ 时事出版社ꎬ ２００９ 年版ꎬ 第

２９７ 页ꎮ
Ｄｉｄｅｍ Çａｋｍａｋｌıꎬ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ｎｄ Ｂｌａｃｋ Ｓｅ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１７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７ꎬ ｐ １１８
Ｍ Ｆ Ａｙｓａｎ ａｎｄ Ｕ Ａｙｓａｎ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ｉｎ Ａ Ａ Ｔａｊｍａｚｉｎａｎｉ ｅｄｓ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Ｗｏｒｌｄꎬ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２１ꎬ ｐｐ １３７ － １５７



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执政时期的社会治理评析　

尽管如此ꎬ 这一时期ꎬ 土耳其社会组织力量仍在持续发展是不争的事实ꎮ
２０１５ 年土耳其社会中活跃的协会有 １１６ １９７ 个ꎬ 各类基金会有 ５ １５８ 个ꎮ① 正

发党执政后ꎬ 土耳其注册的协会和基金会数量分别增加了约 ５０％ 和 １３％ ꎮ②

土耳其社会组织在该国社会治理方面亦在发挥独特作用ꎮ 它们通过联系土耳

其社会中的不同群体ꎬ 整合社会资源并使之得到充分利用ꎮ③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ꎬ
土耳其有 ５５ 处不动产的所有权ꎬ 如清真寺、 教堂、 修道院等宗教场所被整合

到 ４ 个新设立的叙利亚族裔基金会中ꎮ④ 随着这些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ꎬ 它们

不断提出相关倡议或通过组织活动向政府施加一定压力ꎬ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着土耳其的社会治理政策ꎮ⑤

二　 正发党时期土耳其社会治理的路径和成效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ꎬ 全球社会思潮

纷纭多变ꎬ 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相互交织ꎮ 在此背景下ꎬ 正发党领导的土耳

其政府识变应变ꎬ 以打造 “新土耳其” 设想为引领ꎬ 推进一系列国家治理的

调整措施ꎮ 在社会治理领域ꎬ 土耳其政府以国家社会结构现代化为目标ꎬ 强

调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力量参与社会管理ꎬ 致力于不断提高土耳其人民的教

育和生活水平ꎮ 正发党执政时期主要通过以下路径加强社会治理ꎮ
（一） 以推动经济增长为核心诉求， 稳定社会基础

作为发展中国家ꎬ 土耳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且社会组织发展起步较晚ꎮ

１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基金会” 一词来源于阿拉伯语 “Ｗａｑｆ” 或土耳其语 “Ｖａｋｉｆ”ꎬ 指伊斯兰教中接受宗教捐赠

的慈善机构ꎬ 基金会在土耳其社会治理中具有重要作用ꎮ 根据土耳其 «基金会法» (即第 ５ ７３７ 号

法)ꎬ 土耳其基金会包括融合基金会、 必须由创始人后代管理的附属基金会、 非穆斯林社区基金会和

个人基金会 ４ 种类型ꎬ 所有基金会的管理和运行由内政部基金会总局进行监督ꎮ Ｓｅ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 Ｔ Ｒ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ｆ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ｖｇｍ ｇｏｖ ｔｒ / ａｂｏｕｔ － ｕｓ / ａｂｏｕｔ － ｕｓ /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 ｉｎ －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２０２４ － ０９ － ０７

Ｂｉｌｇｅ Ｙａｂａｎｃｉꎬ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Ｔａｍｅｄ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Ｃｏｎ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ａ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 Ｒｅｇｉｍｅ”ꎬ ｐｐ ２８５ － ３０６

Ｙａşａｒ Ｔıｎａｒꎬ “Ｔüｒｋｉｙｅ’ｄｅ Ｙｏｋｓｕｌｌｕｋｌａ Ｍüｃａｄｅｌｅｄｅ Ｓｉｖｉｌ Ｔｏｐｌｕｍ Ｋｕｒｕｌｕşｌａｒıｎıｎ Öｎｅｍｉ ｖｅ Ｒｏｌü”ꎬ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 ３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２２ꎬ ｐｐ １４３ － １４４

“Ｃｅｍａａｔ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 Ｔ Ｒ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ｆ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ｖｇｍ ｇｏｖ ｔｒ /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 ｉｎ － ｔｕｒｋｉｙｅ /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 ｉｎ － ｔｕｒｋｉｙｅ / ｃｅｍａａｔ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ꎬ ２０２４ －０９ －０７

Ｍｅｔｉｎ Ｈｅｐｅｒ ａｎｄ Ｓｅｎｅｍ Ｙıｌｄıｒıｍꎬ “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Ｖｏｌ １１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１ －
１８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４ 年第 ６ 期

基于二者的内在关联ꎬ 经济因素在社会治理中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ꎮ 同时ꎬ
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也决定了土耳其的社会治理水平与其经济发展状况息息

相关ꎮ 一方面ꎬ 经济增长为社会治理提供了资源ꎬ 使得不同主体参与土耳

其的社会治理诉求得以实现ꎻ 另一方面ꎬ 经济发展也在不断塑造土耳其社

会ꎬ 影响社会治理的进程ꎮ 因此ꎬ 在考察土耳其社会治理时ꎬ 我们不仅应

考察其社会的发展变革ꎬ 也应将经济发展视作评估社会治理成效的一个重

要因素ꎮ
与发达国家不同ꎬ 正发党上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经济危机对前任政府执

政合法性的侵蚀ꎮ 也正因如此ꎬ 正发党上台执政后ꎬ 一直将推动经济增长作

为执政的核心追求ꎬ 并通过经济增长来促进社会稳定进而巩固政府的合法性ꎮ
正发党政府延续了厄扎尔时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ꎬ 实行以市场化、 自由

化、 私有化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政策ꎬ 使土耳其经济发展取得一定成效ꎬ 民众

亦不同程度地从良好的经济增长中受益ꎮ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２２ 年间ꎬ 土耳其实现了

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年均 ５ ４％的中高增长率ꎬ 同期人均国民收入 (按实际价值

计算) 也突破了 １ 万美元ꎬ 增长了 １ 倍多ꎮ 伴随着经济增长ꎬ 土耳其进入中

高收入国家行列ꎬ 并减少了贫困人口规模ꎬ 贫困发生率从 ２００７ 年的 ２０％以上

下降到 ２０２１ 年的 ７ ６％ ꎬ 降幅超过一半ꎮ① 经济的高速增长增强了土耳其国

力ꎬ 通胀水平得到了有效控制ꎬ 通胀率长期维持在 １０％以下ꎬ 直至 ２０２１ 年美

联储新一轮加息ꎮ② 经济增长和货币稳定ꎬ 降低了土耳其的失业状况ꎮ 失业率

除了在 ２００８ 年的经济危机以及 ２０１０ 年之后的几次剧烈经济波动之外ꎬ 均能

保持在 １０％以内ꎬ 基尼系数也在十几年间均稳定在 ０ ４ 左右ꎮ③ 由此ꎬ 土耳其

基尼系数处于基本合理区间ꎬ 表明该国贫富差距适当ꎬ 使引发国内严重的社

会动荡和社会危机风险降低ꎬ 益于保持社会稳定ꎮ
与此同时ꎬ 政府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进程ꎬ 并实行扶植私有部

门发展的政策取向ꎬ 使土耳其工商业团体、 协会逐渐发展壮大ꎮ 正发党执政

时期ꎬ 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的 “土耳其商业及企业家联合会” (ＴＵＳＫＯＮ) 开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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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社会经济治理方面崭露头角ꎬ 并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ꎮ 这一时期ꎬ 社会

组织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其一ꎬ 作为经济改革的受益者ꎬ
经济团体或组织对稳步推进经济改革、 构建完善的市场机制具有重要作用ꎻ
其二ꎬ 经济团体或组织不仅在土耳其国内构建起庞大的商业网络ꎬ 还在海外

建立了代表处ꎬ 成为土耳其与国外跨国公司沟通的桥梁ꎬ 推动了土耳其对外

贸易的发展ꎻ 其三ꎬ 经济团体或组织加强了企业家、 商人之间的协作ꎬ 增强

了它们对于应对和冲击的抵抗力ꎮ 一言以蔽之ꎬ 在正发党推动下获得巨大发

展空间的土耳其各经济团体或组织ꎬ 以其独特的力量增强了土耳其经济发展

韧性ꎮ 而低收入者收入的增加ꎬ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ꎬ 从

源头上化解了产生社会深层次矛盾的根源ꎮ
（二） 构建覆盖多领域的社会治理体系， 促进社会公平

在社会治理体系构建方面ꎬ 埃尔多安政府借力于经济增长的红利ꎬ 加大

对社会发展领域的资金投入ꎬ 努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ꎮ ２００３ 年ꎬ 正发党在执

政伊始ꎬ 就颁布了医疗卫生、 社会保险和教育等改革政策ꎮ 政府公布了社会

政策行动计划ꎬ 将医疗服务、 社会保险等方面的改革提上日程ꎮ 同年ꎬ 土耳

其政府将原有的几个 “国家保险计划” 统一在 “一般健康保险” (ＧＨＩ) 综合

医疗卫生保健系统ꎬ 实行三级医疗保健服务ꎬ① 构建全面综合的健康保险体

系ꎮ 正发党政府于 ２００３ 年开始实施 «卫生转型计划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３ 年)» 重组

卫生部ꎬ② 加强了卫生部在卫生系统有关政策制定、 计划、 实施监督、 监测和

评估中的作用ꎬ 并成立了新的公共卫生机构ꎬ 以支持卫生部在疾病预防和保

健服务方面的工作ꎮ 土耳其政府还重新规定了卫生部的职责ꎬ 将医疗保险的

提供与筹资相分离ꎬ 确保医疗资源能够得到更有效的配置ꎬ 以此扩大医疗保

险的覆盖面ꎮ 在社会保障方面ꎬ 土耳其 ９０％ 以上的社会支出用于现金福利ꎬ
公共养老金约占土耳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７％ ꎬ 其中ꎬ 超过 ９０％ 的现金福利用

于养老金支付ꎬ 家庭和儿童福利占 ２ ５％ ꎬ 失业补助占 １ ６％ ꎮ③ ２００８ 年ꎬ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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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其政府对养老金制度进行改革ꎬ 并逐步延长了法定退休年龄ꎬ 扩大了健康

保险的覆盖范围ꎮ 正发党执政时期ꎬ 土耳其政府不断完善私人养老金制度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土耳其开始运行私人养老金制度ꎮ ２０１３ 年ꎬ 政府修改相关法律ꎬ 引

入了国家缴费制度ꎮ① 在社会救助方面ꎬ 土耳其政府成立了家庭和社会政策

部ꎬ 负责管理贫困家庭和儿童ꎬ 向贫困家庭提供有条件的现金转移ꎬ 鼓励儿

童就学和参与疫苗接种计划ꎮ 此外ꎬ 土耳其还通过立法改革ꎬ 提高了退休年

龄和最低缴费期限ꎬ 规定 ２００８ 年以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员ꎬ 领取全额养老

金的最低缴费时间每年增加 １００ 天ꎬ 到 ２０２８ 年达到 ９ ０００ 天ꎮ②

从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看ꎬ 地方政府和社会组织在社会保障方面主要起

补充作用ꎬ 弥补中央政府在能力以及效率方面的不足ꎮ 地方政府虽然能力有

限ꎬ 但它们与受助者联系更为紧密ꎬ 更容易确定了解受助者的需求ꎮ 加之地

方政府依靠其较大的独立性ꎬ 可克服官僚主义作风ꎬ 更高效、 更快速地为受

助者提供援助ꎮ③ 而社会组织在政府重视程度不够或力所不及的妇女、 环境保

护、 教育等领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在女性权益保护方面ꎬ 土耳其妇女工会

(Ｔｈｅ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Ｗｏｍｅｎ’ ｓ Ｕｎｉｏｎ)、 妇女权利保护协会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ｍｅｎ’ｓ Ｒｉｇｈｔｓ) 推动了女性维权和性别平等ꎮ 在环境保护方面ꎬ

土耳其环境问题基金会 (Ｔｈｅ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土

耳其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等组织ꎬ

通过开展活动和宣传ꎬ 提高了人们的环保意识ꎬ 并提高了政府对环境保护的

重视程度ꎮ 例如ꎬ 反核合作平台通过联合各类群体对政府施压ꎬ 延迟了土耳

其政府的核电站计划ꎮ④ 在教育领域ꎬ 一些非政府组织通过整合教育资源ꎬ 建

立起庞大的教育服务体系ꎬ 弥补了政府在教育方面投入的不足ꎮ 据不完全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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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ꎬ ２０２０ 年ꎬ 土耳其有 ３ ７５７ 家教育基金会ꎬ 资助优秀的学生完成相关教

育ꎮ① 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方面ꎬ 一些社会组织亦身其居中ꎮ 例如ꎬ 在 ２０２３

年土耳其大地震中ꎬ 土耳其红新月会等社会组织参与了抗震救灾快速行动ꎮ②

此外ꎬ 土耳其一些社会组织还通过提供技能培训、 小额信贷等方式ꎬ 为贫困

家庭创造就业机会ꎬ 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力量的不足ꎮ③ 综上ꎬ 政府和

社会组织通过自上而下、 自下而上方式构筑了覆盖不同层次、 不同领域的社

会保障体系、 社会救助体系ꎬ 并延伸到社会基层ꎬ 促进了社会公平ꎮ
（三） 强化伊斯兰文化纽带和国族认同意识， 降低社会冲突风险

正发党执政的前十年ꎬ 经济高速发展消解了社会中不同阶级、 不同政见

的群体之间的矛盾ꎮ 但在 ２０１０ 年以来ꎬ 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ꎬ 土耳其经

济发展受阻ꎬ 各种矛盾逐渐显现ꎬ 正发党执政的合法性受到一定侵蚀ꎮ 鉴此ꎬ
正发党加大了社会治理的力度ꎬ 以确保政权的稳固ꎮ

广泛的民族文化认同会唤起民众共同的情感ꎬ 产生极具凝聚力的共同体

意识ꎬ 尤其体现在政治文化方面ꎮ 基于此ꎬ 正发党政府面对国内日益突出的

社会矛盾ꎬ 对土耳其乃至奥斯曼历史进行重新诠释ꎬ 构建新的民族主义话语

体系ꎬ 并强化了政治文化和社会文化的伊斯兰化ꎮ 作为伊斯兰政党的正发党ꎬ
不仅更加强调土耳其社会的伊斯兰属性ꎬ 还采取了诸多措施强化对土耳其社

会的控制ꎬ 尤其是针对居伦运动的清理和管控ꎮ 在社会生活中ꎬ 政府通过赋

予宗教事务部更大权力并通过支持其活动ꎬ 增强伊斯兰教对民众日常生活的

引导和规范作用ꎮ ２０２０ 年ꎬ 土耳其政府将自 １９３４ 年起便作为博物馆开放的圣

索菲亚大教堂改为清真寺ꎮ 在教育领域ꎬ 正发党政府精简了教育部ꎬ 将更多

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ꎻ 同时ꎬ 政府还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ꎬ 并对从学前教育

到高等教育的各阶段教育体系进行了改革ꎬ 批准私人办学ꎬ 增加教育资源的

供给ꎮ 政府还通过重新开放伊玛目—哈提普学校和改革课程ꎬ 强化了社会的

伊斯兰属性ꎬ 也赢得了宗教界人士的广泛支持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政府对土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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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社会中伊斯兰属性的强调也对土耳其社会中女性的地位和权益产生了影响ꎮ
正发党政府不仅逐步取消了对所有国家部门和教育系统的头巾禁令ꎬ 还在加

入欧盟进程受阻之后逐渐逆转了其执政前期推动的男女平等措施ꎬ 并于 ２０２１
年宣布退出 ２０１１ 年签订的旨在保护妇女权益的 «欧洲委员会防止和反对针对

妇女的暴力和家庭暴力公约»ꎮ 此外ꎬ 正发党执政时期ꎬ 政府还从制度层面强

化了社会治理的刚性执行力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土耳其修宪ꎬ 削弱了土耳其司法系统

的独立性ꎬ 减少了自身执政受到的监管ꎮ ２０１４ 年ꎬ 土耳其实现了总统直选ꎮ
２０１７ 年ꎬ 该国通过修宪公投确立了从议会制向总统制的转变ꎬ 强化了执政党

政府的行政干预权ꎬ 确保了其严格的社会治理得以有效实施ꎬ 抗议、 游行、
恐怖主义活动和未遂军事政变等重大社会安全威胁得到遏制ꎬ 也避免了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出现在土耳其政坛的混乱局面ꎮ 但是ꎬ 社会稳定和社会活力的关系

问题成为正发党社会治理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ꎮ

三　 当前土耳其社会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正发党对土耳其 ２０ 年的社会治理取得了显著的成果ꎬ 尤其是在 ２１ 世纪

前 １０ 年ꎬ 国民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ꎬ 社会发展也实现了长期稳定ꎮ 但当下ꎬ
正发党对土耳其的社会治理也面临多重挑战ꎮ

（一） 经济增速减缓， 影响民生改善

正发党政府延续了土耳其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改革ꎬ 进

一步推动土耳其经济向外向型转变ꎬ 增强了土耳其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ꎮ
虽然这是土耳其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ꎬ 但也使土耳其经济易受外部

国际环境的影响ꎮ 近年来ꎬ 经济增长乏力制约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ꎮ 一方

面ꎬ 正发党执政时期土耳其的失业率并没有明显降低ꎬ 且外向型经济模式的

固化使得土耳其经济极易受到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ꎮ 正发党执政的前十年ꎬ
土耳其失业率在 ９％ ~１０％之间波动ꎬ 在 ２００８ 年经济危机发生后ꎬ 土耳其经

济受到巨大冲击ꎬ 失业率快速攀升ꎬ 在 ２００９ 年达到了 １３ ０４％ ꎮ 虽然土耳其

政府通过良好的财政政策快速稳定了经济波动ꎬ 使失业率降至 １０％ 以下ꎬ 但

在议会制转向总统制之后ꎬ 正发党政府的经济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土耳其经济

的波动ꎬ 并导致了失业率再度上升ꎬ 里拉贬值和通胀加剧ꎮ 土耳其失业率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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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突破 １０％ ꎬ 并在 ２０１９ 年达到 １３ ７３％ 的峰值ꎮ① 另一方面ꎬ 通胀率居高不

下ꎬ 且持续攀高ꎮ 作为发展中国家ꎬ 土耳其在美联储加息的周期作用下ꎬ 既

要应对外资撤离的不利经济局面ꎬ 还要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巨大压力ꎮ
通胀的急剧上升对人民的生活水平产生了负面影响ꎮ 以 ２００３ 年的价格为基准

(１００)ꎬ 土耳其消费价格指数 (ＣＰＩ) 在 ２０ 年中增加了 ２０ 倍ꎬ 在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达到 ２ ３１９ ２９ꎮ② 此外ꎬ 虽然在正发党执政的前十年ꎬ 土耳其贫富差距有一定

的缩小ꎬ 但随着 ２０１０ 年以来土耳其经济增长放缓ꎬ 贫富差距开始扩大ꎬ 基尼

系数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０ ３９ 增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０ ４４ꎮ③ 近期ꎬ 虽然土耳其失业问题得

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ꎬ 但通胀率并没有显著降低ꎬ 贫富差距也未根本改善ꎮ
长期来看ꎬ 经济发展受阻ꎬ 政府缺乏财政支出用于社会治理ꎬ 这将动摇土耳

其社会稳定的根基ꎬ 影响土耳其社会治理进程的推进ꎮ
（二） 社会治理重心上移， 社会组织的作用受到抑制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使土耳其社会的活力逐渐增强ꎬ 出

现大量社会组织ꎬ 它们在社会治理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ꎮ 但随着正发党重

回社会治理的主导地位ꎬ 增加了对社会控制的力度ꎬ 使社会组织的作用未得

到充分发挥ꎬ 其独立性角色亦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ꎮ④ 其主要表现是: 其一ꎬ
虽然土耳其政府通过立法等手段支持社会组织的发展ꎬ 但基于政府在社会治

理中的主导地位ꎬ 使其依照官方意识形态对社会组织进行取舍ꎬ 并对不同的

社会组织采取不同的态度ꎮ 这使得社会组织获得的主动权有限ꎬ 难以充分发

挥自身能动性ꎬ 也使得社会组织对政府政策的制定影响力式微ꎮ⑤ 其二ꎬ 政府

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地位使之具有决定相关资源的分配权力ꎬ 一些政府官员

由此可以按自身的喜好和需求来分配资源ꎬ 导致出现官商勾结、 裙带关系盛

行以及商业团体对政府的附庸现象ꎮ⑥ 在 ２０２３ 年土耳其大地震中ꎬ 因腐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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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的不合格房屋大量倒塌ꎬ 加剧了此次灾害的损失ꎮ① 其三ꎬ 虽然土耳其的

社会组织的数量快速增加且覆盖领域扩大ꎬ 但土耳其的社会组织主要集中在

伊斯坦布尔、 安卡拉等大城市ꎬ 农村地区覆盖不足ꎬ 且不同社会组织之间普

遍存在着覆盖重叠、 沟通不畅等现象ꎬ 导致用于社会治理的资源难以得到充

分利用ꎬ 从而影响了社会组织效能的充分发挥ꎮ② 固然ꎬ 土耳其的社会发展历

程与西方发达国家并不相同ꎬ 国情存在较大差异性ꎬ 但土耳其同样需要重视

社会组织的独特作用ꎬ 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等其他社会治理主体的平衡ꎮ
(三) 社会控制强化ꎬ 加剧了社会分裂和对立

正发党政府通过强化伊斯兰文化纽带和国族认同意识及其他多种措施加

强了对土耳其社会的控制ꎬ 并维持了自身政权的稳定ꎮ 但长期来看ꎬ 社会控

制的强化对土耳其的社会治理也产生了消极影响ꎮ 其一ꎬ 正发党强化土耳其

社会的伊斯兰属性扩大了土耳其社会的分裂ꎬ 加剧了土耳其社会中伊斯兰主

义和世俗主义的对立ꎬ 影响着土耳其政治局势的走向ꎮ③ 其二ꎬ 伊斯兰属性和

民族主义的加强ꎬ 不仅使土耳其社会日趋保守ꎬ 也对在欧洲国家的土耳其移

民和土耳其社区产生影响ꎬ 加剧了土耳其移民与所在国国民之间的冲突和对

立ꎬ 并进一步对土耳其与欧洲国家的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ꎬ 不利于土耳其加

入欧盟进程的推进ꎮ④ 其三ꎬ 土耳其社会中伊斯兰属性强化的影响也反映在性

别关系方面ꎬ 导致土耳其女性权益受到压制以及加剧性别不平等现象ꎮ 据世界

经济论坛发布的 ２０１２ 年世界性别差距指数ꎬ 土耳其在 １３５ 个国家中排名第 １２４
位ꎬ 表明土耳其社会各个领域中广泛存在性别不平等情况ꎮ 其四ꎬ 政府对官方

意识形态的强调以及拒绝认同不同民族、 不同文化群体ꎬ 强化了土耳其社会中

的民族主义ꎬ 加剧了土耳其国内不同族裔之间的矛盾和对立ꎬ 对其少数族裔的

治理产生了消极影响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正发党政府对社会控制的增强ꎬ 短时期

内虽可带来社会稳定以及埃尔多安在大选中连任总统ꎬ 但也伴生了新的社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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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ꎮ 近年来ꎬ 发生在海峡大学师生抗议政府任命大学校长的事件和新冠疫情防

控期间医生社会组织的罢工事件表明ꎬ 土耳其社会分裂与对立远未平息ꎮ
总之ꎬ 从影响土耳其社会治理的因素看ꎬ 经济发展将长期制约土耳其的社

会治理水平ꎬ 这是因为持续的经济增长是政府实施社会治理政策的物质基础ꎮ
土耳其的经济结构问题仍将是制约政府社会治理水平的核心问题ꎮ 经历了 ４０ 多

年的经济结构改革ꎬ 土耳其经济业已形成依靠投资与出口的外向型体系ꎬ 对出

口贸易的依赖日益增强ꎮ 同时ꎬ 作为资源依赖型国家ꎬ 土耳其国内生产高度依

赖能源进口ꎮ 出口依赖和能源依赖两个因素决定了土耳其经济极易受到外部环

境的影响ꎮ 而且ꎬ 正发党执政后ꎬ 土耳其经济的高速发展更多依赖投资的增加ꎮ
一旦投资减少ꎬ 土耳其经济就很有可能陷入投资减少→增速放缓→投资吸引力

下降的恶性循环之中ꎮ 因此ꎬ 如何调整土耳其的经济结构仍将是制约土耳其社

会治理水平的核心问题ꎮ 此外ꎬ 非政府组织对社会治理的参与水平也将影响土

耳其的社会治理水平ꎮ ２０１６ 年ꎬ 土耳其发生未遂军事政变后ꎬ 正发党逐渐加强

了对土耳其社会的控制ꎬ 各种社会组织、 团体的独立性受到削弱ꎬ 社会组织受

到了不同程度的限制ꎬ 反对政府的声音似乎减弱了ꎬ 但政府的社会治理毕竟不

可能覆盖到社会的方方面面ꎬ 民众的利益则会受损ꎮ 倘若民众的不满情绪难以

有效释放ꎬ 社会治理的隐忧就会持续存在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 土耳其社会的分化

和对立将会影响土耳其的社会治理成效ꎮ 正发党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出于维护自

身执政合法性和获得民众支持的目的ꎬ 强化了土耳其社会的伊斯兰属性ꎬ 并鼓

励民族主义的发展ꎮ 虽然这些措施维持了正发党的执政ꎬ 使土耳其社会保持相

对稳定ꎬ 但也加剧了土耳其社会的分化和对立ꎮ 长期来看ꎬ 这会影响土耳其未

来的政治运行和政治局势的走向ꎬ 并进一步削弱土耳其政府的社会治理效果ꎮ

四　 结语

纵观正发党执政的 ２０ 多年ꎬ 前 １０ 年土耳其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为之后

的社会治理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 土耳其在新自由主

义改革的推进中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ꎬ 也推动了社会组织在数量和领域方

面的扩张ꎬ 并形成了政府主导ꎬ 社会组织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治理特点ꎮ 正

发党执政后ꎬ 这种社会治理模式进一步得到发展ꎮ 政府通过发展经济、 建立

广泛覆盖城市和农村人口的医疗保险体系以及持续完善社会保险体系ꎬ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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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土耳其社会的基本需求ꎬ 使土耳其社会在较长时期保持了相对稳定ꎮ 同时ꎬ
在政府兜底的基础上ꎬ 社会组织也在土耳其的社会治理中起到重要的补充作

用ꎮ 非政府组织通过发挥其自身涉及领域广、 更加贴近社会的特点ꎬ 能够有

效地联系政府力所不及的领域ꎬ 实现了对土耳其社会多领域、 多侧面的全面

覆盖ꎬ 提升了土耳其社会治理的效率和效果ꎮ 土耳其构建的覆盖范围广泛的

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卫生体系ꎬ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公平ꎬ 而深入到社

区的社会救助体系ꎬ 有效降低了社会风险ꎮ 同时ꎬ 在加入欧盟的政策驱动下ꎬ
自由宽松的政治环境也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契机ꎮ 土耳其逐步形成了

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的双向社会治理机制ꎬ 社会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ꎮ 虽然ꎬ
正发党的社会治理被认为是对非政府组织的 “驯服” 过程ꎬ 是非政府组织的

政治化、 隔离和残疾ꎮ① 但是ꎬ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的总统大选中ꎬ 埃尔多安总统击

败反对党联盟推举的总统候选人克勒奇达尓奥卢ꎬ 其继续执政足以说明正发

党具有强大的民意基础ꎮ 而在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的地方选举中ꎬ 反对党共和人民党

赢得了包括首都安卡拉、 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在内的 ３６ 个市长席位ꎬ 而正

发党只赢得了 ２４ 个席位ꎮ 正发党在选举中的失败ꎬ 不仅是选民对正发党失望

的经济政策和失当地应对加沙危机的结果②ꎬ 也彰显土耳其民众对正发党治理

的不满情绪持续累积ꎮ
当下ꎬ “全球南方” 国家卓然崛起ꎬ 它们欲通过提升执政党的治国理政能

力而实现国家的现代化ꎮ 土耳其作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ꎬ 其社会治理

具有鲜明的后发国家特点ꎬ 正发党执政时期土耳其的社会治理做法、 经验、
教训给其他 “全球南方” 国家一些启示:

第一ꎬ 需夯实社会治理的经济基础ꎮ 经济发展是 “全球南方” 社会治理现

代化的根本性问题ꎮ 要解决好社会治理问题ꎬ 首先应该重视经济在社会治理中

的基础作用ꎮ 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经济发展受阻、 民众收入难以提高的

困境ꎬ 这也制约着发展中国家社会治理的效果ꎮ 无论是政府ꎬ 还是社会组织ꎬ
都难以在缺乏资源的情况下正常运转ꎮ 因此ꎬ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ꎬ 经济

发展是创造财富和获取资源的必经之路ꎬ 可为社会治理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手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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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创造了更为优渥的生活环境ꎬ 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ꎬ 更为政府和社

会组织提供了支撑其对社会进行治理的资源ꎮ 政府通过为民众提供更多的养老、
医疗、 教育等基础设施和服务ꎬ 能够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效果ꎮ

第二ꎬ 需以法治为基础ꎬ 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ꎬ 平衡政府与社会

组织的作用ꎮ 与发达国家不同ꎬ 广大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水平普遍较低ꎬ 社

会组织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能力上都较为有限ꎬ 因此难以在社会治理中发挥足

够的作用ꎮ 鉴此ꎬ 发展中国家在社会治理中不仅要重视社会组织的作用ꎬ 更

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ꎮ 法治被视作成本最低、 稳定性最好和民众普遍接受

的治理方式ꎮ 正发党执政后ꎬ 通过修宪、 修改 «结社法»、 成立协会司 (后升

格为民间社会关系总局) 等一系列举措ꎬ 赢得了长期执政地位ꎮ 政府一方面

依靠自身国家领导者地位和能够统筹全局的优势ꎬ 对制约社会治理的关键问

题集中处理ꎬ 另一方面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发挥作用提供足够的空间和政策

上的支持ꎬ 保持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独立性ꎬ 促进社会的发展ꎮ 土耳其社

会治理的实践表明法治与发展、 法治与社会治理具有正相关关系ꎮ 以法治思

维和法治方式贯彻国家发展理念ꎬ 可推进社会治理ꎮ
第三ꎬ 需充分调动各社会治理主体的能动性ꎬ 以此激活社会活力ꎬ 以促进

社会公平ꎮ 政府作为国家社会治理的领导者ꎬ 需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等各参与

社会治理主体的作用ꎮ 完善的制度或机制是政府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充分

发挥自身作用的前提ꎬ 因此ꎬ 政府需通过建立完善的机制ꎬ 明晰政府和社会组

织在社会治理中的分工、 领域和内容ꎮ 此举既可以避免政府和社会组织的相互

干涉ꎬ 也可以避免社会治理中的重复作业及资源浪费ꎬ 提升社会治理的效率和

效果ꎮ 正发党作为土耳其的执政党ꎬ 是国家现代化发展事业的领导者ꎬ 同时也

是社会治理最为重要的主体ꎬ 兼具组织者和实施者双重角色ꎬ 它在处理社会稳

定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社会秩序和社会活力之间的关系ꎬ 以及构建自上而

下和自下而上社会机制方面的经验教训ꎬ 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反思ꎮ
此外ꎬ 对于土耳其自身而言ꎬ 需创新社会治理手段ꎮ 在新技术产业革命

的背景下ꎬ 土耳其在资源、 技术、 人口均不占优势的情况下ꎬ 需与时俱进ꎬ
通过互联网、 人工智能、 大数据赋能社会治理ꎮ 在此过程中ꎬ 融入世界经济

体系和科技创新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成为土耳其未来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向ꎮ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詹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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