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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15 日晚，土耳其突发军事政变，首都安卡拉、
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均发生爆炸和激烈交火。总统埃尔多
安不得不中断假期，紧急从西南部度假地飞往伊斯坦布尔。
局势在不到一天时间里得到控制。分析人士指出，埃尔多安
并没有因此次政变动摇地位，反而可能获得了巩固其统治的
良机。

此次政变的发生具有一定必然性：首先，埃尔多安和军
队的矛盾渐深。埃尔多安掌控的正义与发展党（正发党）是
伊斯兰政党，包括军队在内的世俗力量认为埃尔多安以及正
发党正引导国家偏离世俗化方向，对此深怀不满。其次，自
视为土耳其世俗政权和宪法秩序保卫者的军队在土政治生
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曾多次发生过军人干政甚至军事政
变。此外，近期土耳其安全局势不断恶化，恐怖袭击频发，库
尔德问题越发严重，埃尔多安改内阁制为总统制的意图更是
遭到诸多质疑。

但政变的“短命”同样具有一定必然性。
首先，土耳其政局今非昔比。正发党经过十多年的执

政，在土耳其政坛的地位不断增强，也有着较强的民意基础。

其次，政变在军队内部并未得到一致支持。埃尔多安在
与军方多年的博弈中，策略日益娴熟，尤其是军队中反对埃
尔多安的高层将领几年前基本已被清洗。对比历史上几次
成功的军事政变，此次发动政变的只是“一小撮”军官，并非
军队主流力量，缺乏缜密的谋划和强有力的领导，军队内部
没有形成合力。

第三，土耳其社会对军人干政的接受度逐渐降低。随着
土耳其经济的发展，土耳其民众逐渐习惯于文人政治。此次
政变不仅遭到了民众的反对，就连反对党也纷纷表示谴责。

此外，土耳其当前面临的国际环境也不利于政变成功。政
变发生后，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谴责政变，呼吁支持民选政府。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政变充分暴露了土耳其军队内部分
歧，也给了埃尔多安进一步“肃清”军队中反对者的理由。分
析人士认为，此次政变失败后，军方在土耳其国内政治领域
的影响力可能被终结，埃尔多安政权将获得更多民意支持。
近年来，埃尔多安一直在寻求扩大总统权力，此次事件后，在
从内阁制转向总统制、修改宪法、进一步限制军方权力等方
面，他都将占据更大优势。

政变“短命”有何必然性

土耳其政变土耳其政变
美国被指背后美国被指背后““捅刀捅刀””
克里叫冤

美国国务卿克里16日表示，美愿意
为土耳其调查 15 日未遂军事政变提供
协助，但有关对美在这次政变中扮演任
何角色的暗示或指责都完全不实，会损
害美土双边关系。

土耳其15日晚突发军事政变。土
总理耶尔德勒姆16日说，不包括政变军
人在内，这次政变已导致至少 161 人死
亡、1440人受伤。土政府随后指责流亡
美国的土耳其人费图拉·居伦是政变的
幕后主使，并要求美政府将他引渡回土
耳其。

美国务院随后发表声明说，克里
16 日与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通了电
话。恰武什奥卢向克里通报了土耳其
最新局势，强调土政府依然控制着所有
政府机构。

克里重申美支持土耳其民选政府，
但他同时敦促土政府在调查这次未遂
政变主谋的过程中“保持克制，并尊重
适当程序和国际义务”。

双方还讨论了土耳其作为北约盟
友和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联盟关
键成员的重要性，强调需要重点确保土
耳其继续为反恐行动提供支援。

土耳其当天关闭了该国南部因吉
尔利克空军基地的领空，以美国为首的
多国联盟从该基地对“伊斯兰国”发动
的空中打击行动被迫中止。

虽然土耳其和美国同为北约成员
国，但两国在叙利亚内战以及如何对待
叙利亚库尔德人组织等问题上一直存
在尖锐分歧。

政变军官和士兵被勒令脱掉外衣仅剩内裤投降。

何人发动政变？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

安 16 日指责流亡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
宗教人士费图拉·居伦是此次政变的幕
后策划者，理由是其领导的“居伦运动”
成员也参与到此次政变中。居伦对此予
以否认。

按照埃尔多安的说法，土耳其军队
中的“一些人”一直在“听从来自（美国）

宾夕法尼亚的指令”。同一天，土耳其司
法部长贝基尔·博兹达接受电视采访时
说，“居伦运动”成员被发现参与这一政
变。对此，居伦在一份简短声明中坚决
予以否认，并以“最强烈方式谴责”这次
政变。“对一个在过去 50 年的多次政变
中受到伤害的人来说，被指控与这种（政

变）企图有牵连尤其让人感觉受侮辱。”
居伦说，“我以最强烈方式谴责土耳其发
生的政变企图……政府应该通过自由和
公正的选举，而非武力来取得胜利。”

居伦现年 75 岁，1999 年移居美国
“自我流放”。迄今，这名宗教人士的组
织在土耳其警察、安全机关、司法系统等
国家机构有相当大影响力。

法新社报道，居伦早年一直是埃尔多
安的亲密盟友，但其在土耳其媒体、警察
和司法系统的广泛影响力让埃尔多安越
来越生疑，两人此后分道扬镳，居伦移居
美国后深居简出，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
土耳其政府先前多次指责“居伦运动”企
图推翻土耳其现政权，但遭到后者否认。

和很多东南亚国家一样，泰国的军人政治长达几十年，
有着军人干政的传统。在此期间，发生军事政变的次数几乎
与民主选举一样多。从 1932 年起，泰国共发生了二十四次
政变，其中军事政变十七次。军人直接执政八次。截至
1992 年的六十年时间里，泰国政府有五十一年被控制在军
人或者军人背景的政治家手里。

从表面来看，有几个主要原因。首先，泰国、菲律宾、印
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推行的是美式民主体制，但本国的经
济发展基础、民众教育水平等远远达不到实施西方民主的基
础要求。其次，政局不稳以及经济踏步不前也使得政变频
繁。菲律宾 8500 万人口的近一半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个
国家所谓的民主也只是有钱人的民主，普罗大众的民主权利
则无从谈起。在泰国，由于他信家族向新加坡淡马锡公司出
售大部分股权，反对派组织要求他信下台。他信宣布解散国
会下议院，并重新举行大选。然而，由于他信领导的泰爱泰
党是泰国第一大党，选举不能充分反映民主，因此，尽管他信

获胜，但大选仍被法院以“存在舞弊行为”宣布无效。泰国政
治局势再度陷入泥潭。

可以说，经济、民主基础薄弱，政治体制不健全，以及军
队干政的传统是引发动乱的直接导火索。

与大多数中东国家的现代化一样，埃及的现代化也有一
个主要特点是政治变革引导经济变革。中东社会变迁先是
从政治层面展开的。中东各民族国家的建立，基本上采取了
先进行政治变革，即夺取政权，取得独立自主发展的条件，然
后进行经济变革，通过经济变革巩固政治变革的成果。

综合新华社等报道

还有哪些国家政变多发？

土耳其为何多发政变？
据报道，从1960年以来，不算15日的政变，土耳其已经

发生至少 6 次军事政变，其中包括 4 次成功政变和 2 次未遂
政变。政变多发导致政局动荡，也给土耳其的国家形象造成
严重的负面影响。人们不禁要问，土耳其为何政变多发？

政治原因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土耳其发生革命，其领导

人是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因此这场革命被称为
“凯末尔革命”。

这场革命中诞生了土耳其共和国，而军人一直在共和国
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军队实力强大。该国被誉为
西亚和中东地区除以色列之外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
1952 年土耳其加入北约，其军队被认为是北约第二大常规
部队，总兵力约 60 万。强大的军事力量一直不甘于置身政
治生活之外，这是土耳其屡屡发生军人干政甚至军事政变的
一个重要原因。

宗教原因
土耳其的绝大多数国民都信奉伊斯兰教。凯末尔建立

现代土耳其之后，严格执行政教分离，军人也成为政教分离
政策的坚定捍卫者。但是，由于文化和历史传统，宗教对土
耳其政治生活的影响一直很大，一些政治人物在成为国家领
导人后，或明或暗地企图把一些宗教教义引入施政纲领，从
而引发世俗开明派与宗教保守派的斗争。这是导致土耳其
多次发生军人干政甚至军事政变的另一个原因。

文化原因
土耳其国土的大部分位于亚洲，而且其历史和文化都有

着浓郁的东方色彩，但是很多土耳其人却把自己看成是一个
欧洲国家和西方世界的一员。这种情况也导致土耳其的政
治倾向经常在东方与西方之间摇摆不定。一旦国家政策向
某一个方向过分倾斜，就有可能导致政局混乱，这个时候，土
耳其军队往往会介入发挥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