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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末尔改革中的苏联因素及其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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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凯末尔改革的参照物不仅仅是西方先进国家 ,正在发展强大的苏联越来越引起凯末尔的注意, 可以说凯末尔初

期的改革受到英法等西方国家的影响大一些,随着改革的深入 ,苏联因素的影响逐渐加大, 尤其是在经济方面, 凯末尔国

家主义的经济原则就是受苏联因素影响的典型,苏联工业化的经验是凯末尔国家主义借鉴的主要蓝本,土耳其的/ 第一

个五年计划0也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实行的, 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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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发生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土耳其凯末尔改革,是资产阶级

民主化改革的一个典型,给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参考。学术

界对关凯末尔改革的专著很少,刘竞主编5苏联中东关系史6(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 1987年)论述了彼得一世时起到20世纪 80 年代初近

300余年沙俄与苏联和中东国家的关系史,由于时间跨度大,涉及国

家多,对凯末尔改革时期与苏联的关系也只是一笔带过;肖宪等著的

5沉疴猛药 ) 土耳其凯末尔改革6(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突出了

凯末尔本人及其改革,但对外部因素尤其是苏联因素的影响很少论

及。国内外研究凯末尔改革的论文非常多,国外有 Hans KohnHans

Kohn, Ten years of the turkish republic; Fitzroy Maclean, The eatern

question in modern dress; Walter Livingston Wright Jr, Truths about

turkey等等。国内如彭树智5凯末尔的改革6、5凯末尔的对外政策6,

黄维明5凯末尔与国家主义6,黄志高5凯末尔革命与二十世纪二十年

代共产国际、苏联的对华工作6等等,这些文章都涉及到凯末尔改革,

但都对其中的苏联因素没有做深入的研究, 本文试图通过对凯末尔

改革中苏联因素的探究,以对凯末尔改革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二、凯末尔改革及影响因素

凯末尔改革是在凯末尔革命胜利的前提下进行的。凯末尔革

命( 1919~ 1923)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穆斯塔法# 凯末尔#阿塔

图尔克为首的土耳其资产阶级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瓜分、捍卫民族

独立主权和建立民族国家为目的而发动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土

耳其通过凯末尔革命,摆脱了西方殖民主义的束缚,在政治上获得了

完全的独立。但由于西方殖民主义的长期掠夺和多次战争的破坏,

土耳其共和国经济十分落后,工业不发达,贸易逆差也非常严重,法

制不健全,社会生活中宗教色彩过浓,这些严重阻碍着新成立的土耳

其共和国的发展,因此,一个行之有效的对政治、社会、社会文化方面

的改革迫在眉睫。

凯末尔改革大体包括世俗化的社会改革、民族化的文化改革及

国家主义的经济改革三个方面。其宗旨在于力图革除封建神权的

遗毒,借鉴世界一切文明成果,使土耳其走出困境,走向富强。

1.凯末尔改革中的西方因素

凯末尔改革受西方的影响比较大。主要是受到了西方先进生

产力,民主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影响。

例如,受西方政治制度的影响,1924年 3月,土耳其废除了哈里

发制度,4月大国民议会宣布立法权属国民议会,撤销宗教和教会事

务部,封闭宗教学校,废除宗教法庭。1926年大国民议会颁布了一

系列参照西方法律制定的新法,废除多妻制和随意休妻等限制妇女

权利的制度。

同时,在社会生活方面,凯末尔又实行了/帽子革命0,禁止戴费

兹帽,所有国家职员必须戴礼帽,在办公室应该脱帽,要像欧洲人那

样互相打招等等,这些也是仿照西方的生活方式所做出的改革。另

外还规定,没有正式宗教职务的人一律不准穿用宗教袍服或佩戴宗

教徽记,1928年宪法中伊斯兰教的国教地位被取消, 1926年用格里

高利历取代伊斯兰教历, 1935 年把星期日改休息日, 1935年禁止妇

女戴面纱,,同时还规定学校取消宗教课程。

凯末尔经济改革初期的经济政策也是受西方经济制度的影响。

凯末尔大胆引进外资,吸收西方先进的技术,积极鼓励私人经济的发

展。1927 年,土耳其政府颁布了5奖励工业法6,给予私人企业免征免

税,降低运输价格等一系列优惠条件。这使土耳其的私人企业确实

有了一定的发展。

2.凯末尔改革中的苏联因素

如上所述,在凯末尔改革初期,西方因素的影响较大,但随着改

革的逐步推进,困难也逐渐加深。在国内,由于受传统轻视工业,注

重经商的观念的影响使国内的工业很不景气,而土耳其为恢复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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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誉以争取国外的投资,从1928年开始偿还奥斯曼帝国所欠的高达

8600万里拉的外债[1] ,再加上 1929年全球爆发的世界性的金融危机

的冲击,刚刚恢复的土耳其国民经济困难重重。在西方经济制度遇

到前所未有的挫败时,以凯末尔为首的有识之士审时度势,将眼光放

到了日益发展壮大的苏联身上。

1925年12的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之后, 苏联开始大规

模进行经济建设。虽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存在过度集中、片面强

调发展重工业与发展速度、行政命令盛行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不

可否认,苏联在 1928年开始的五年计划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当

时金融危机笼罩全球的情况下,苏联模式无疑是一个亮点。正是在

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凯末尔最后决定效法苏联,在社会经济领域内推

行国家主义,即通过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来巩固政治上的独

立和经济上的发展。

当然,苏联在土耳其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和共和国创建初期给予

土耳其的巨大的物质资助,也是凯末尔想效法苏联的原因之一。一

战过后,土耳其与苏联的关系在 1921年5土苏条约6的基础上友好和

平地发展,两个国家发现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与世隔绝,需要互相给

予支持。开始时,土耳其由于国内政治的缘故,对苏联政府毫不让

步,两国的交流是建立对在土耳其共产党严厉镇压的基础之上,同时

也没有影响土耳其与西方国家的友好关系。但最终土耳其发现,它

在很多方面非常需要苏联的帮助。

这样土耳其由经济改革初期的推行发展私人经济转变为由国

家干涉社会经济生活和有计划的发展民族经济的新阶段。1933年,

凯末尔在国家主义经济原则的指导下,聘请苏联专家来土耳其,制定

了发展土耳其民族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凯末尔很早就有国家主义思想的萌芽,但直到 20世纪30 年代

才着手实施。1932年,土耳其共和国总理伊诺努访问了苏联,以学

习工业化建设的经验。苏联提供给土耳其 800万美元资金,用来支

援土耳其的五年计划。接着,大批的苏联专家来土耳其指导第一个

五年计划的实施,并筹划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虽然第二个五年计划

由于二战的爆发没有推行,但在苏联的指导下,土耳其借鉴了许多苏

联工业化的经验,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苏联体制的影响在凯末尔国家主义政策中得到很好的展示。

从凯末尔国家主义的运行情况来看,国家主义明显属于计划经济的

范畴。而在当时的世界形势下,也只有苏联在大张旗鼓地实行计划

经济。虽然土耳其经济在本质上是民族资本主义,但是凯末尔效仿

苏联,实行工业化的举措是毋庸置疑的。

土耳其政府为了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先后创办了苏美尔银行

和埃蒂银行,以此来控制工矿、商业、电力等生产部门,并及时向企业

提供资金。据统计,到30年代末全国铁制品生产的100%,钢制品生

产的80%,人造丝制品生产的35%,水泥制品生产的55%,均被美苏

尔银行所控制。而埃蒂银行则控制了土耳其全部的煤矿和铜矿的

生产以及一半以上的铬矿与硫磺矿的生产[1] 。土耳其的农业银行

承担了资助和调控农业生产的职能。从土耳其三大国有银行对土

耳其国民经济的控制可以看出,凯末尔的国家经济实际上是苏联计

划经济的翻版。

在优先发展国有经济的同时,凯末尔还实行对外资企业的国有

化改造,土耳其建国之初,国有经济中的外国资本一直占绝对优势。

由英法控制的奥斯曼银行,享有发行纸币的特权,外国资本控制了土

耳其农产品出口的 50% - 90%。土耳其政府尽一切努力将关系国

民经济命脉的外资其余收归国有,用赎买的方式,逐渐将铁路、码头、

矿山等收归国有。

凯末尔改革中除了国家主义的实施与苏联有很大的关系之外,

在政治上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与冲突。我们都知道,凯末尔改革在

本质上属于资产阶级的性质,但在后期经济改革中又大规模地采用

苏联的管理模式,接受苏联的援助。这种经济上的合作难以避免政

治上的冲突。土耳其在与苏联合作的同时, 又严格镇压国内的共产

主义分子,一方面努力发展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又不得不

在某些方面顺应苏联的指点,穿梭与苏联与西方之间,这贯穿于凯末

尔改革的全过程。

三、凯末尔改革中苏联因素的作用

1.经济作用

凯末尔改革的经济作用,主要是苏联对凯末尔的国家主义政策

的制定与实施的影响。国家主义是凯末尔的六项原则之一,土耳其

在凯末尔国家主义经济原则的指导下,是第一个执行计划经济的发

展中国家。是除了前苏联之外第一个采用中央指令性计划概念,并

像前苏联那样把发展重心放在工业化上的国家[ 2]。

苏联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的经验,是凯末尔借鉴的主要蓝本。

土耳其致力于发展农业,实施土地改革和合作经济,国家银行以比较

优惠的方式提供借贷,创办一些农业学院和培训机构来帮助土耳其

农民。在工业和贸易上,政府鼓励通过减免税收和关税的方式建立

国有企业,强制土耳其政府机关和员工使用土耳其的产品。为推行

/国家主义0,凯末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如创办银行,以此控制

工矿、商业、电力等部门,并向企业提供资金,修改国家进口税则 , 限

制外国货的输入,由国家出资逐步收回外资铁路等等。土耳其的工

业年产值从1928年的 4000万里拉增加到1932年的一亿里拉。

1934 年,土耳其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由国家直接投资兴

办一系列企业。以/国家主义0为指导思想的经济政策 , 促进了土

耳其民族工业的发展。它不仅使土耳其比较顺利地渡过了 1929~

1933 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冲击 , 而且为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工业

奠定了基础。

土耳其不仅建立了一批国有企业 , 私有企业也在国家的保护

下逐步发展起来。这一时期 , 土耳其建立了制糖、火柴、造纸纤维、

人造丝等工业,扩大了棉纺工业,建立了开采硫磺和炼焦工业。据统

计 , 土耳其注册工业的总产值 1927 年为0. 58 亿万里拉 , 1939 年

增加到 3. 31 亿里拉。连接安纳托利亚东西两部以及连接黑海和地

中海的新铁路 , 也用国家资金建筑起来了。1924年到 1939 年 , 土

耳其修筑了近 4000 公里的铁路 , 全国铁路总长达到 6 950 公里。

土耳其政府又不断从外国承租者手中赎回租让企业 , 到 1939 年,

几乎所有的铁路、码头、船坞、煤矿和城市公用事业都转入土耳其政

府手中[ 3]。

2.政治作用

凯末尔改革以前土耳其与苏联一直处于对抗状态。两国的敌

对状态可追溯到17世纪晚期。1628年奥斯曼帝国被欧洲十字军击

败,这场失败成为奥斯曼帝国衰落的开端,在18世纪,俄国逐渐发展

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沙皇政府一直力图寻求地中海的出海口,而土

耳其的存在成了它最大的障碍。因此,他们在地理上的靠近成为他

们长期战争的根源[4]。直到1917 年布尔什维克革命时,俄土之间的

冲突还在继续。

一战后,苏俄政府和新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在反对西方势力上

走到了一起。以列宁为首的苏俄政府给土耳其民族 (转第 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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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把改革纳入法制轨道、依法治国

清末新政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法令和章程,但这些只留

于形式而不重视实质精神,最终成为一纸空文。就如清末铁路国有

问题,清政府无视自己已颁布的法令,仅凭一纸圣谕就废除,这使人

们看到了新政的虚伪与欺骗性,进而引发了保路运动,加速了清王朝

的灭亡。因此,在现代化建设中,一定要注重法制建设,将现代化建

设纳入法制轨道,坚持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清除以人治国的

流毒,切实保护各阶层人民的权利,创造一个安全、稳定、公平的社会

环境,这样才能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

5.重视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的连续性

清末新政在1908年慈禧和光绪去世后出现了权力真空,其继

任者没有控制整个局面的权威,这也是新政失败的一个原因。因为

中国现代化的起步晚,基础差,因此,转型期持续的时间也长,这就需

要连续出现几位既有改革热情、又有改革能力的领导人将改革不间

断地推行下去,因此,政权的顺利交接、政策的连续问题也就尤为重

要。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已经历经 60年了,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改

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之所以能够在金融危机这个大背景下吸引全世

界的目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党领导的有力量以及我们政

策的连续性。

6.正确处理对外关系和外来文化

清政府/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0,对外国卑躬屈膝、奴颜

媚骨、相互勾结、祸乱中华,以牺牲民族利益为代价来换取帝国主义

的支持,因而,遭到国民的唾弃,民心背离。以现代化为目标取向的

改革势必要求政府与外国合作往来,但在此过程中,改革集团不能像

义和团那样盲目排外,更不能因贪图小利而丢掉民族主义气质,牺牲

国家权益和民族尊严。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应该有策略性的

迂回,但更要有原则性的鉴定,时刻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作为对外交往

的第一准则,这样的政府才是人民希望看到的政府。

清末新政于今已有百余年了, 虽然它是个失败的案例,但古人

曾说: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0。清末新政作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

一次重要改革,对当今的现代化建设无疑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它

能使我们认识一个后发国家现代化历程的艰难复杂,也能使我们更

深入地理解现代化获得成功的各种制约条件,从而为我们更好地发

展当今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和经验。

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进一步深化改

革,加大改革力度,进一步改善人民的生活, 争取早一天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在这样的历史关头,我们应抓住改革的有利时机,把握改革

的重点,注意改革的全局,并用法治手段为改革保驾护航,只有这样,

才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才能早日进入

现代化国家的行列。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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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战争以很大的支持,同时凯末尔也对苏联采取和平友好的政

策。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外交文件就是 1920 年 4月 26

日凯末尔致列宁的信件。凯末尔在信中提出土苏建立外交关系,

并请求在土耳其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给予帮助。苏联外交人民

委员契切林在 6月 3日的复函中,表明苏俄政府同意苏土之间建

立外交领事关系,并强调说: /苏维埃政府十分高兴地注视着土耳

其人民为自己的独立和主权而进行的英勇斗争,在土耳其目前艰

难的日子里,苏维埃政府为使土俄两国人民联系在一起的友谊奠

定牢固的基础而感到荣幸。0 [ 5] 在1921 年3月 16日,在莫斯科缔结

了苏俄与土耳其之间的友好条约5俄土条约6。1925 年, 签订5俄土

友好条约6 , 1935 年又将友好条约延长了 10年,这对于巩固土耳其

民族政权,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1935 年 11 月,两国政府在安卡

拉签订议定书,它打破了西方各国对土耳其外交上的孤立,在道义

上支持了土耳其。

当然,这种/ 机会主义的友谊0 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冲突。比如

莫斯科对 1923年6 月24日在洛桑举行的海峡会议不甚满意,根据

海峡会议,将会建立一个国际委员会来控制海峡的通航,而且海峡

区域将会被非军事化。这将对苏联产生不利的影响,使其军队无

法在土耳其海峡自由航行。不过,纵观凯末尔改革期间的土苏关

系,还是以合作为主,对双方来说是利大于弊的。这种政治上的对

话为经济上的合作开辟了道路,这样才使苏联对土耳其的经济援

助成为可能。

四、结语

凯末尔改革在土耳其和整个世界现代史上都有重要意义,它

不仅使土耳其摆脱了殖民掠夺与封建束缚,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

而且给其它为巩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国家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凯

末尔改革在总体上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 但其中夹杂着许多社会

主义的因素。在凯末尔改革中,西方因素是主流,但不可忽视苏联

的作用,正是由于苏联对土耳其施加的影响,才使凯末尔改革从最

初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生活方面的改革深入到经济领域,在很大程

度上促进了土耳其经济的发展。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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