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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o三 o法 案 0
与 伊 斯 坦 布 尔 市 政 改 革 解 读

*

车效梅  侯志俊

  内容提要  1984年颁布的 /三 o 三 o 法案 0 为土耳其市政改革开辟了新的发展前景。

该法案的出台与土耳其城市化发展和政治民主化进程密不可分。但是, 该法案本身的缺陷,

特别是中央政府与市政府、大市政府与地方市政府责权界限不明制约市政改革的能效, 土耳

其政治集权化的诸多特征和资源分配不均的弊端也使市政改革作用大打折扣。 /三 o三 o 法
案 0 在调动市政府工作积极性、激励市民参政、协调城市规划和发展, 及促进土耳其政治

民主化进程方面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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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土耳其政府颁布的 /三 o三 o法案0 不仅在伊斯坦布尔城市发展史上, 而且在土耳其城

市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该法案旨在建立一个大城市市政结构, 使大城市通过有计划的、程序的、

有效的和协调的方式执行城市服务职能。¹

/ 三 o三 o法 案 0与 市 政 改 革

20世纪 80年代, 土耳其中央集权化进一步得到加强。在市政府问题上, 一方面, 军方官员直接

任命大城市市长, 暂停市议会活动, 执行委员会接管了本应由市议会履行的职责, 等等º; 另一方

面, 在 1980~ 1983年军人干政期间, 中央政府提高了市政府在国家税收收入中分享的份额。据统计,

1980~ 1984年, 市政府得到的税收增加了近三倍。» 1983年祖国党执政后, 为市政府提供了更多的

资金, 授予市政府更大的权力, 如 /内务部的监护权被限制在批准任命都市市政府秘书长, 及在市

政府内部增加新的公务员职位范围之内 0¼。当时, 对市政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执政党出台了

/三 o三 o法案0。该法案于 1984年 3月首次由部长会议审议通过, 6月 27日国会将该法案制定成法

律。土耳其政府颁布 /三 o三 o法案 0, 有下列重要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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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三o 三o 法案 0 的出台体现了城市化发展的需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土耳其城市化

进入迅猛发展阶段。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爆炸式发展导致城市人口规模迅速扩增, 并产生一系列问

题, 其中之一即城市管理部门效率低下, 城市得不到有效整治, 这使伊斯坦布尔等城市的发展面临诸

多问题, 如市政收入远远滞后于发展需求、地方政府在公共总支出中所分享的份额很少, 及中央政府

忽视市政府的作用。城市管理由此引入现代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管理体制和机制。 /增多的城市问

题 0 要求 /一个新的和更好的管理机构0, 其目的是更有效地处理快速城市化问题, ¹ 城市政治改革

遂成为社会的普遍诉求。 20世纪 70年代后期, 市政管理的困境经常被提上国家议事日程, 人们开始

思考通过地方政府分权的办法改组市政府, 以使城市服务更加有效与协调。

其次, /三o 三o 法案 0 应合了国内政治民主化发展的形势。  20世纪 60年代, 土耳其经济高

速增长, 社会各阶级都从中受益, 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不明显。但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 手工业者、

小商人日益受到大工业家和大商人排挤。救国党的兴起反映了 /居住在伊斯坦布尔等大城市的大工

业家、大商人与居住在安那托利亚的手工业者、小商人的利益冲突0º。该党的支持者主要是小店主、

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小城镇的宗教人士。而当时的正义党则主要代表大城市的大工业家和大商人的利

益。随着经济现代化的发展, 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纷纷破产, 进入城市工人阶级的行列。70年代, 城

市化迅速发展, 议会中越来越多的城市选民和城市化选区的增加彰显了城市政治的重要性, 及其在国

家政治中的影响。城市在国家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国民议会中越来越多的席位开始分配给大城市,

如伊斯坦布尔、安卡拉、伊兹密尔, 等等。因此, 六七十年代在阶级结构嬗变的冲击下, 共和人民党

政治方向由权威性的国家主义者向中左方向转变。尤其是 1972年比伦特#埃杰维特继伊诺努成为党

的主席后, 共和人民党为了在城市移民和工人阶级中争取选票, 明显地疏远了军队, 并执行了中左路

线。在一党制时期, 农民、城市下层、小资产阶级由于其社会边缘地位, 并被排除在政治参与之

外, » 而多党制的实施使他们得以用手中选票维护自身利益, 并推动土耳其政治民主化的发展。 80年

代后, 中央进一步将权力下放给许多大城市, 地方政府也获得了更大的自治权。 1983年 11月, 祖国

党赢得全国大选后, 对市政体制进行改组成为该党执政的既定目标之一。祖国党政府在政治上和行政

管理上奉行地方分权的思想, /地方政府在某种意义上发扬独立自主, 遵从孟德斯鸠学说, 以与其他

政府保持均等势力为基础分配权力, 在政治上倡导相互平等, 为市民创造条件, 使他们有广泛机会参

与公共政策的制订和实施, 督促政府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 为提高社会福利作出贡献 0¼。祖国党领

导者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倾向有助于大城市市政府实现地方分权。

因此, 聚集市政发展的 /三o 三o 法案 0 应运而生。它赋予重组伊斯坦布尔市政府的权力, 在

该市政府监督和协调下, 将都市政府划分为 15个地方市政政府。具体内容如下: 对涉及城市发展的

主要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项目进行战略性规划; 对大城市制订总体规划, 并确保地方市政府规划与总

体规划一致; 对交通运输及相关活动进行调控; 建设娱乐设施、保护环境; 提供排水、供水和供暖等

服务; 增加食品和饮料设备, 确保饮食卫生; 加强固体废弃物的处理; 保留部分土地建造公墓; 管理

那些 /会对大城市地区造成全面影响的经济活动0。直接赋予地方市政府的职能包括: 建设和维护大

城市地区中的非主干街道; 提供健康和兽医服务; 清洁街道和回收废物; 监管价格和控制市场; 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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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公共卫生; 详细说明土地利用规划; 授予建筑许可证; 控制建筑业。¹

/三 o三 o法案0 改革了大市政府的机构。大城市市长通过选举产生, 大城市议会由地方市政 1 /

5议员和地方市长组成。大城市议会由大城市市长主持, 协调大城市市政府和地方市政府之间, 以及

地方市政府之间的政策。 /三o 三o 法案 0 规定, 由指定秘书长取代以前的市长助理, 成立大城市市

政执行委员会, 该委员会由大城市市政府官员组成。大城市市长有审查大城市议会和地方议会所有决

议的权力, 加强大城市市长 (相对于地方市长 ) 对城市事务的控制权。当大城市市长认为上述决议

有不妥之处时, 有权要求相关市议会重新讨论上述决议。市议会要驳回大城市市长对决议的否决, 须

得到市议会 2 /3多数议员投票通过。º

/三 o三 o法案0 授予了大城市议会审查地方市政预算的权力, 取代了与规定相矛盾的预算案,

修正了不合理预算, 并中止了用于地方市政府活动、但未得到授权的预算项目。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改

善了大市政府的收入状况。此外, /三o 三o 法案 0 创立了大众选举地方市长的制度。民众参与选举

地方市长, 为分配权力和职责开辟了新的发展前景。

/ 三 o三 o法 案 0对 市 政 发 展 的 局 限 性

(一 ) /三o 三o 法案0 本身的缺陷
/三 o三 o法案0 颁布后, 伊斯坦布尔市政改革拉开序幕, 大城市市政发展迅速, 权威和控制地

位上升。然而, 法案本身的缺陷也逐渐显露, 导致责权不明, 具体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1中央政府与市政府责权界限不明。  尽管中央政府授予地方大量的权力和资源, 但它依然明

显表现出中央集权的特质。中央政府对大市政府的思维逻辑是: /我为你提供权力和收入, 你需按我

为你指定的方式, 代我履行确定的职能。0» 祖国党领导人希望市政府成为中央政府职能的 /扩展 0。
对于市政府应该如何提供服务, 其中做出了详细指示, 但执行情况却有所不同。

1984~ 1989年, 执政的祖国党司职都市市长期间, 中央政府与之合作常常表现得不甚顺利。例

如, 囿于高通货膨胀问题, 财政部在向市政府调拨已审定的资金时, 拖期现象时有发生。如果担任大

市政府的市长来自反对党, 情况则更为糟糕, 这个市长需要拥有非凡的政治技巧, 才能使自己的市政

府不至陷入经济困境, 能够顺利地完成任期。政府还通过其他方式, 使市政府处于财政困境。以前,

国家通常每五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 现改为每隔十年进行。这对市政府产生了不利影响, 因为他们在

国家税收中所得的份额是以居住在本市的人口为依据。当然, 市政府也有自己的应对之策, 比如市政

府经常推迟交纳财产税的截止日期, 直到法律允许的最终期限。¼

21大市政府与地方市政府责权界限不明。  /三 o三 o法案0 明示: /新法案的目标是使大城市
市政府能够有计划、可控制、有效和协调地提供相应服务。0 该法案还规定, /大城市市政府需要对
那些财政资源不充足的地方市政府提供财政援助0½ , 以使伊斯坦布尔地区成为一个完整的市政系统。

事实上, 改革者却未能预见到两级市政政府之间出现的冲突。法案规定, 每个大城市地区设立一个大

城市市政府和多个地方市政府。其基本构想是: 大城市市政府作为更高一级的实体, 确定城市发展方

向、指导和审查地方市政府。大城市市政府的职责是: 为规划城市主要广场和大街投资项目; 建设主

要公共汽车站、火车站和飞机场; 规划公共卫生; 建设公园、娱乐场所和设置运动器材; 建造供水、

污水处理、供暖供气系统; 设立食品项目抽查的化验室; 为公共墓地分配土地和建造垃圾处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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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总之, 全市所有主要工程筹备、贯彻执行和监督指导都需通过大城市市政府。¹

/三 o三 o法案0 规定, /未被大市政府涵盖的那些城市服务职能属于地方 0, 如处理垃圾、维修
二级公路、颁发 /二级和三级 0 建设许可证等职能。这些规定为地方和大城市政府执政奠定了基础,

但与此同时, 由于两级市政府的职责界限划分不明, 矛盾冲突自然不可避免。地方市长指出, /哪里
是大市政府职责的终点, 哪里是地方市政府职责的起点, 关于两者职责范围间的界限, 并无明确标

准 0。大市政府有关基础设施项目的规划、监督, 以及在颁发工程许可证等行使权力方面, 常常与地

方市政府相交叉, 其主要冲突领域表现为: 签发建设许可证; 城市房地产所有权; 主要街道维修保

养, 以及主干道旁广告牌的广告费使用, 大城市市政府权限超越地方市政府控制范围, 特别是在管制

巴扎和购物区方面。º 总之, 大城市市政府倾向于垄断执行那些引人注目、且广受大众欢迎的项目,

而会把那些费力不讨好的项目交给地方市政府执行。

中央政府与市政府责权界限不明, 大市政府与地方市政府责权界限不明。导致市政行为是以一种

不协调方式来执行, 导致对地方政府不信任。» 城市化发展呼唤地方市政府和大城市市政府合作, 共

同处理那些棘手问题。¼ 但是法案一方面让地方市政府在政治上扮演一种新角色, 另一方面却保持大

市政府官僚机构的角色不变, 其结果是改革效果大打折扣。

(二 ) /三o 三o 法案0 反映出土耳其政治集权化的诸多特征 ½

从伊斯坦布尔市政制度的历史发展来看, 在奥斯曼帝国时期, 哈里发或苏丹的代表负责城市管理

和司法, 在其之下存在着一整套严格的城市行政管理体系: 省督、法官、市场监督员和公共道德监督

员、社团谢赫和少数民族社团谢赫、行会谢赫等, 不存在市政制度。¾ 随着殖民主义的入侵, 欧洲市

政制度也开始逐步在伊斯坦布尔城市中出现。在青年土耳其统治期间, 西式市政概念成为城市机构的

一部分, 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 其政体显示出强烈的中央集权色彩。地方政府依然秉承中央

委任的原则, 而非中央权利下放给地方。 1930年该国通过的 /一五八 o法案 0 被视为当今地方组织

的基础, 赋予地方政府执行多项职能, 却未注意市政府控制下的财政问题。20世纪 60年代, 土耳其

政府才首次把地方政府问题列入政治策略议程, 但中央政府仍把地方政府作为工具, 完全受中央政府

控制。唯一的区别是, 早期地方政府只代表中央政府执行城市的日常职能, 而现在以同样的资格执行

发展职能。地方政府的参与可稍微减轻中央政府的沉重负担。 70年代土耳其的城市问题已处于危机

状态, 当时在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伊兹密尔等主要城市的市政选举中, 左翼共和人民党获胜, 但从

1975年起, 中央政府的权力主要掌握在右翼政党联盟手中。联合政府加紧了对市政府的监护。鉴此,

许多市长迫切要求中央权力下放, 取代委派代表, 建立民主、自治市政府, 以地方征税权为基础, 建

立健康的财政体制, 成为节俭的生产性行政管理单位, 且人民可以参与所有的地方事务。¿

1984年 /三 o三 o法案0 新建立的地方自治市取代了早期伊斯坦布尔市政府的副省级部门。大
城市和地方市有选举出的市长与市议会。1989年后, 社会民主党成员任市长期间, 土耳其的市政府

政治化色彩浓厚。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严格监管。 /三 o三 o法案 0 第九条规定, 各级城市市政府选

举机构的成员一旦被调查出他们玩忽职守, 将被内政部长取消职务。À 有些市长为保住官位, 在很大

程度上服务于上层政治发展需要, 而为市民提供高效的社会服务倒成为次要考虑的问题, 这不利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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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的发展。

(三 ) 资源分配不均问题突出

土耳其政府在大城市建立双层市政体制, 以期在政治和行政管理上实现地方分权。关于大城市和

地方市政府之间资源的分配, 法案中有明确规定。而在实践中, 地方市政府对资源分配不均多有抱

怨。如伊斯坦布尔地区由 15个地方市政府组成, 这些地方市政府在人口数量、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

方面差别很大。他们可从本地区获得一定数量的人力资源和资金, 但在分配数额中未能完全符合其实

际情况。

如果我们考察伊斯坦布尔各地区间的投资需求, 可以看出不同城市的差异。我们可据此推测, 那

些居住在非法住房的人口比例较高地区的居民, 与那些路况较差地区相比, 则需要更多的资金, 因而

也需要来自大城市市政府更大力度的援助。¹

/ 三 o三 o法 案 0对 市 政 发 展 的 积 极 作 用

(一 ) 调动市政府的工作积极性

由于土耳其工业化未实现与城市化进程同步发展, 造成城市服务日益不足。 /三 o 三o 法案0 颁
布后, 伊斯坦布尔建立双层市政府, 市政府力图开辟新的资金来源, 为市民提供新服务。虽然土耳其

的诸多城市问题并未迅速得到解决, 但在处理城市问题方面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 1984年后,

随着地方市长进入政府机关, 他们给土耳其的市政活动带来了新的价值观念和活力。º 总理特格特 #

厄扎尔 (Turgut Ozal) 多次强调, 地方政府应当向年轻且有抱负的政治家敞开大门, 提拔一些没有党

派背景的政治领导人, 并且成为一种促进市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手段。中央政府不仅要将一些权力下放

给大城市市政府, 而且要转交给地方市政府, 其中重要职能之一是地方市政府可以制定土地使用规划

和批准建设项目许可。»

如上所述, 尽管伊斯坦布尔地方市政府和大市政府存在摩擦, 但事实上, 伊斯坦布尔大市市长别

德列京 #达兰 ( B edrettin Da lan) 与地方市长一同组成了 /一个有创业动力的团队 0。都市市政府日
趋把工作重点集中在行政管理方面, 制定了有效提供服务的标准, 鼓励地方市政府在提交其相关方案

之前, 同大市政府加强沟通, 交换意见。如果地方市长能够 /细心周到地制订计划 0, 他们的方案就

能获准通过, 因而许多地方市长也会在工作方面增强自信。¼

(二 ) 协调城市规划和发展

市政府职能不断完善是时代发展的要求。在新体制下, 城市得到了较为有效的治理。伊斯坦布尔

实行一种双层市政体制, 各级市政府的市长通过选举产生。这种职责分配和权力分配模式虽然不十分

明确, 却为各级政府通过交涉解决问题敞开了大门, 有利于协调城市规划和发展。如自从祖国党

1983执掌国家权力以来, 市政府控制下的资金开始大量增加, 市政府 1985年的收入是 1981年收入

的 5倍。1983年市政府在国家预算中分享到 317%的份额, 1985年增至 416%。此外, 从财产税而取

得的所有收入都归市政府所有。½ 其结果是, 20世纪 80年代中期, 土耳其主要城市的大市和地方市

长都拥有供自己支配的充足资金, 市政府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供不断增长的大量服务。1984年

创建双层市政体制后已经取得的成就是过去相同时间内所取得成就的 2 ~ 3倍。¾ 正是在此情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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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不断建设排水系统, 建造公园和绿地, 开通新干线, 发展公共交通工程, 对城市基础设施

进行有效更新, 使城市形象得到改善和竞争力大大提高。

(三 ) 激励市民参政, 促进土耳其政治民主化进程

伊斯坦布尔市实行地方分权的另一个重要结果是, 市民与政府间的距离明显拉近。当市民遇到困

难时, 常常到地方市长办公室, 向工作人员诉苦, 要求得到服务, 有时甚至要求市长介入家庭纠纷。

一些地方市政府非法居住区的居民也通过诉说自己的不平之事, 希望政府给予某些服务, 以此得到回

报。因此, 一些地方市政府除了提供有效的城市服务以外, 还能在选民与政策制定者之间架构起一个

密切接触的 /桥梁0, 这些将强化人民参与政治的趋势。伊斯坦布尔的地方市政体制就鼓励平民参与

地方政治活动。

其实, 城市本来就是现代文明的重要载体, 城市所具有的匿名性、民主性、公开性和自由性等社

会属性, 使土耳其地方民主从城市开端, 并在城市率先试行。在城市, 人们的民主意愿较为强烈, 城

市化快速发展使民主思想的传播极为容易, 城市由此成为大众基层民主的摇篮和发源地。 /三o 三 o
法案0 通过的选举制度、民主决策制度和双层市政府制度, 等等, 加强了城市自治权力、改善了城

市选举制度, 健全了城市民主制约机制, 促进了土耳其政治民主化进程。

市政的多元化特别是双层市政府的建立, 使伊斯坦布尔市政府不仅能熟练地执行其方案, 也促进

其他级别政府独立自主地行使职权, 从而形成一种势力均等的市政体制。地方市政府为促进伊斯坦布

尔地区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也作出了贡献。双层市政府的建立, 使大市政府和地方市政府的关系呈现

出一种新内涵。这种关系不仅有助于促进民主化建设, 而且这种体制更具灵活性地运用这种方式, 市

政府将更有效地提供服务。因此, 伊斯坦布尔地区政治上的分权已经实现, 尽管同行政上的分权相

比, 只停留在较小程度上。¹

由于中央和地方之间内部权力之争由来已久, 要采用地方分权模式, 还需要经历一个漫长艰难的

过程。但在他们开始产生最初影响之前, 地方政府必须先获得一些资源, 如职员、金融设备, 等等。

从短期看, 地方市政府须先确定自己在城市管理中所扮演的角色, 然后逐渐在市政管理中产生影响,

并继续谋求选民的支持, 但要获得充分的自治权, 则任重道远。

总之, /三o 三o 法案 0 是土耳其市政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变革。该法案使伊斯坦布尔市政建设

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并在城市管理方面注入了部分新理念, 但是市政建设仍受到国家政府的制约, 市

民参与多停留在表层, 如何处理国家宏观调控和城市自主发展的关系, 如何在城市管理过程中吸纳市

民的广泛参与, 仍是伊斯坦布尔政府面临的一大挑战。

(责任编辑: 安春英  责任校对: 邢永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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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on from the British Emp ire and theM ass E thnicM igration
of the Boers

SunH ongqi pp133- 38

  TheM ass ethn icm ig ration of the Bow ers known

as the G reat Trek in 1880s is a top ic that canno t be
avo ided in Sou th A frican stud ies. The most im por2
tant and essentia l reason is that the B rit ish Em pire

prom o ted the m igrat ion. A fter becom ing the m aster
of the Cape colony, the B ritish colon ial autho rity

w hich had experienced the Industria l Revolution

prom u lgated a series of land reform m easures so as to

prom o te the cap ita list product ion in the co lony and

law s such as g iv ing the Khoe and B antu equal status

in soc iety, im plem enting A ctNo. 50 o f free em ploy2
m en t and the law s of re leasing slaves so that the

Boers had to collectively escape the C ape colony and

founded two republics of the O range Free State and
Transvaa.l They hence established the A parthe id in

South A frcian interior and inf luenced South A frican

deve lopm ent significantly.

PhilosophicalV iews of Ibn Rushd: A M aster of the
Arab Peripatetic Philosophy

D ing Sh iren pp144- 48

  A long w ith rise o f the Islam in A rab Peninsula,

som e fash ion o f seek ing for know ledge and sp irit o f

deve loping rationality becam e increasing ly popu lar
am ong theM uslim w ho had accepted the Islam. The

recovery of rationality and ca ll for know ledge spent

the Arab 200 years converting the scientific and

cu ltural ach ievem ents that the Greeks created in
centuries into the ir own. In ph ilosophy, an A rab

Per ipatetic schoo l characteristic of the G reek cu lture

cam e in the M uslim academ ic system. A s a m aster

of the A rab Peripatetic Ph ilosophy, Ibn Rushd m ade

inde lible con tributions in m ainta in ing rationality,

spread ing and succeed ing the Greeks ph ilosophy,
w hich greatly accelerated com ing of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 H is philosophy represented the

m a instream thought of the A rab philosophy in the

m edieva l era, re flected the contradict ions betw een
re lig ion and philosophy, and a lso the efforts that the

A rab ph ilosophers m ade in reconc iling such

contradictions.

Decree Law No. 3030 and the Reform of Istanbul
M etropolitanM unicipality

Che X iaomei& H ou Zhijun pp149- 54

  Decree Law No. 3030 issued in 1984 inaugura2
ted new perspectives fo r Turk ish m un icipal reform s.

Decree Law No. 3030 com ing into force w as closely

connected w ith Turk ish mun icipa l developm ent and
po litical dem ocratization. H ow ever, shortcom ings o f

the decree, concerning especially the confused

responsib ilit ies and rights o f the centra l governm ent

and m un ic ipal governm ents, the m etropo litan
governm ents and local m un ic ipal governm en ts, had

constra ined the effect iveness o f the reform s. The
negat ive e lem ents of Turkish centralized po lit ics and

unfa ir resource d istribut ions further d iscoun ted the

re form s. Neverthe less, Decree Law No. 3030 had
played ind ispensab le roles in m otivatingm un icipa lity

w ork and c itizen participat ion, coord inating

m un icipal plann ing and deve lopm ent and acce lera2
t ing po litical dem ocrat iz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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