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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２３年：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治理

体系的重构及其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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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独立后的吉尔吉斯斯坦以新的国家价值理念为指导，在国家行政、经济和社会领域进行改革与重构，在政治领域确立

了以议会为核心的国家政权，行政管理体制日趋优化与高效；在经济领域里倡导分步骤、有计划的私有化改革；在社会领域重

视包括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大众传媒、政党、民族宗教团体等组织的规范与培育。当前，从国际评估机构的各项指标看，

该国家治理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各项指数都取得了持续进步。实践表明，虽然制度设计是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点内

容，但在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中还须关注自身国情、民族性及其所处时代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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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

化改革的总目标，其实现的前提和基础是对于现代

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结构有清晰、明确、科学的认识

和把握。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由价值、制度和行动

三个层面构成的结构，包括理念、制度和行动三个层

次。总体说来，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主体是政府［１］。

政府在治理中起着核心作用。正如格里．斯托克指

出的，“治理是出自于政府”［２］。其中，中央政府承担

“元治理”的角色，是制度的制定者、体制的调整者、

运行中的监督者；地方政府是具体政策的实施者，同

时又是具有区域性的自主权的，承接政府与市场、社

会的载体。

在现代社会，趋于复杂多元的现代国家需要多

元化的治理方式。而治理方式的多样化必须以治理

主体多元化为前提。现代社会的治理主体不仅包括

政府，又包括社会公共团体和非政府组织，以做到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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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坚守国家基本价值理念，又能满足市场，社会不同

的利益诉求。政府不再凌驾于社会、市场之上，而是

通过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要素发展经济、

通过公民的自主或互助实现自我管理，充分释放公

民的志愿精神和自治精神，为国家的发展提供必要

的有益的补充。具体来讲，就是以“规范权力”来确

立国家制度运行体系的民主化、以“价格机制”来保

障市场运行的原初守则、以“保护权利”来确立公民

个人与社会自治的原则。

苏联解体后，吉尔吉斯斯坦完成了一个从加盟

共和国到真正的独立国家的转型，在独立自主的原

则基础上，该国不断探索构建适合本国国情的新型

国家治理体系，初步形成了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

会治理三个重要的治理次级体系［３］。

一、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治理体系建构及

其特征

（一）国家价值理念的确立

吉尔吉斯斯坦（后文简称吉国）从戈尔巴乔夫改

革时期开始启动民主化和市场化改革。随着自由

化，民主化思潮的深入，苏联传统的社会生产、生活

方式和价值观念受到挑战。各个阶层和集团从自身

利益出发，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思想理论，各种政治思

潮异彩纷呈，令人眼花缭乱，但没有一种思想能够统

领吉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混乱导致了国家认同的缺

失、思想道德退化，社会停滞不前。为了尽快结束这

一局面，吉国第一任总统阿卡耶夫在执政伊始以美

国兰克林罗斯福提出的人的四项基本自由：信仰自

由、言论自由、远离恐惧的自由和摆脱贫困的自由，

使吉国走向“民主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道路。”发

誓将吉国建成中亚“民主岛”和独联体社会经济改革

的领头羊，并以西方政治体制为模板，通过根本性的

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务实”的外交政策，构建

了西方式的政治体制。

受苏联解体初期特殊政治氛围影响，这一“道

路”是以承认西方文明的主导地位，以西方式的发展

道路为蓝本的。为此，吉国提出在国家意识形态领

域推行“多元化和自由化”，以唤醒民众的政治参与

热情，同时“消除意识形态领域的独断和压制异己思

想的机制”为目标。但是片面追求西方价值观对在

苏联时期形成的文化造成强大的冲击。在独立二十

多年，吉国政权在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１０年两度发生了政

权的非正常更迭，这使得国家的政治精英不得不承

认：“国家当前缺乏相应的机制来完成这一使命。”［４］

这在实际上反映出当时国家在构建价值理念的矛盾

与困境。

２０１０年，新一届政权成立以来，特别是２０１１年

１２月１日，吉国首次实现了独立以来的最高权力和

平和顺利移交。至此，吉国才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

发展时期。吉国不仅像俄罗斯一样成立了总统直属

的国家历史科学发展委员会，而且在１０月召开会

议，要求编制符合本国历史逻辑的、观点正确、统一

的历史教科书［５］。在涉及民族国家属性和文明的归

属问题上，开始树立了遵循传统价值观理念。吉国

正在寻找、挖掘、国家历史传统的价值观，而不是只

让外来的，特别是西方意识形态统领国家主流思想。

（二）制度构建及其运行

１．国家行政体制设计及其运行

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与实施需要一个良好政治

秩序。而建立和维护政治秩序的关键是存在一个强

大的政治权威，由于在历史上是一个以部族文化为

核心的共同体，维持各部族之间、特别是南、北方部

族之间的利益平衡是吉国政治发展的出发点和立足

点，这使得国家政治体制设计时候面临着两大难题：

一是部族利益的实现首先体现在能否在国家权力机

构中，即议会中获得一席之地，这使国家面临着实现

总统制与议会制的选择。总统与议会之间的权力平

衡是维持稳定的主要因素。二是部族主义被划归到

传统实践，信仰和制度之列，这使得建构现代国家政

治体制时候不得不考虑到具体国情中的传统文化的

要素。经过２３年政治发展，其国家政治体制设计历

经曲折。

（１）分阶段确立了以议会为核心的国家政权。

第一阶段（独立后至２００２年３月）实施总统制，

国家政局保持基本稳定。１９９３年５月５日，吉国议

会通过独立后第一部宪法，规定吉国是建立在法制、

世俗国家基础上的主权、单一制民主共和国，实行立

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总统为国家元首。在阿卡

耶夫总统的治理下，国内政局总体稳定。但是，２００２

年３月民族主义者挑起“阿克瑟事件”，被普遍认为

是吉国民主运动里程牌。此后的国家通过数次修改

宪法，总统权力开始逐步削弱，国家政局的稳定性面

临挑战。

第二阶段（２００２年３月至２０１０年４月）是国家

政权动荡时期，国家各政治党派活跃，通过数次修宪

展开政治较量。总统、会议、总理之间围绕国家最高

权力展开争夺，导致国家领导层、法院和政治体系的

合法性受到质疑，也为此付出了两次政权更迭的代

价。第一次为２００５年发生的“郁金香革命”，导致吉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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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首任总统阿卡耶夫政权被推翻，而２０１０年４月发

生的革命，吉国第二任总统巴基耶夫政权再次被

推翻。

第三阶段（２０１０年４月至今）实行议会－总统

制，是国家政权相对巩固，各种方针政策能够得到有

效落实。首先是政权被推翻后的临时政府于２０１０

年６月颁布新宪法，改革政体，确定议会－总统制，

以平衡各派政治利益，恢复政局稳定。２０１１年１２

月１日，阿·阿坦巴耶夫正式就任吉国的第三任总

统，从而首次实现了独立以来的最高权力的顺利移

交。国家政体也首次由总统制过渡到议会－总统

制。政治权利的划分符合部族传统的基础，并在议

会中形成了反映多种政治诉求的多党派政治联盟。

２０１５年５月，吉国对再次就拟修改宪法事宜进行磋

商，其主要内容就是强化总理权力，包括授予总理任

命和解除部长职务的权力，以及单独任命和解除市

长、州长职务的权力、拟授予各党派撤销本党党员议

员职位的权力、拟提高议会实施司法改革的能力为

主要内容［６］。

综上，独立２３年以来，吉国经历了三任总统、４

届议会、１９任政府总理（截止２０１５年５月）。但国

家并不因为新政府的组建，以及内阁成员的频繁更

换而变得更为有效率。特别是实行议会制以来的首

届政府寿命仅存８个月的时间。

（２）确立了以廉洁高效为目标的行政管理体系

第一，净化行政机构队伍，提高行政效率。通过

反腐手段净化机构队伍是新总统上台伊始就着力推

行的吏治策略。腐败问题在吉国触目惊心：２００８年

吉国被列入全球３０个最腐败国家。２０１４年的统计

表明，大约７０％的投资者因腐败问题而离开了吉

国，２０％的国有资金流入了手脚不干净的官员的口

袋。”［７］从２０１４年２月起，国家对政府公职人员进行

核查，并编制人员“黑名单”，追究其相应责任。［８］。

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８日，因腐败问题，政府再次被

解散［９］。

第二，强化对官员的问责制度，对高层人事进行

调整也是十分有效的策略。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６日，吉

国先后更换了重要城市的市长，因改革举措不利，包

括文化信息旅游部长、内务部长、交通与通讯部部

长、财政部、卫生部长和金融市场管理与监察署署长

等多名高官职位被免职或调任。此外，２０１４年７月

２５日吉军事法庭以大规模屠杀等罪名缺席判决前

总统巴基耶夫和前总理乌谢诺夫无期徒刑，使这一

令多方关注的事件有了最终的结果。［１０］

第三，提高社会管理的信息化水平。吉国一向

坚称自己是民主、自由选举的国家，但独立２３年已

经连续两次在选举之际遭遇以街头暴政方式实现政

权的非正常更迭。２０１５年下半年，吉国斯坦迎接即

将到来的议会选举，在这一“逢选必乱”的敏感时期，

吉国政府进一步强化了社会管理的信息化水平。在

２０１４年２月７日提出以公民生物特征数据为基础，

实现对公民身份识别的议案。１１月中旬，政府相关

部门已经确定了资金来源，在全国七个州，两个直辖

市，市辖区内，确立了９５０个数据存储设备的供应

商，并在首都比什凯克市开展人口登记的试点工作，

并在２０１５年７月１日前全部完成户籍统计

工作。［１１］

经过２３年政治发展，吉国在政治结构、政治发

展、政治稳定取得阶段性的成果。由于国家－政府

－市场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监督职能正在强化，政

治透明度正在加强，而议会也受到了正逐渐成熟和

更为政治化的社会的密切关注［１２］。在公开、透明的

机制下，国家治理的政治体系正向好的方向发展。

２．国家经济体制结构及其运行

独立以来，吉国是推进市场经济步子迈得最大

的国家，是中亚五国中第一个发行本国货币的国家，

是中亚地区经济开放程度最高、最自由的市场经济

国家，也是独联体国家中首个加入世贸组织的国家。

私营企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比重越来越大，成为吸

收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渠道。２０１４年，吉国经济主体

保持持续增长，达到６０．３６万个，比上年增长４％。

其中，私营主体约占９８％，国有和市政主体制占

２％
［１３］；但是，吉国的经济也有其发展瓶颈。受激进

改革的影响，其贫富之间差距非常大，在最富裕

２０％人群的收入在所有年份都数倍于最贫困２０％

人群的收入，１９９３年达到２２．７倍，居于中亚五国之

首。由于自然资源匮乏。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以

冶金和食品加工为主的工业，以零售批发和交通通

讯为主的服务业，以及建筑业等行业的带动。２０１４

年，吉向外国贷款规模大，债务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

的５４％，已接近６０％的“警戒线”
［１４］。

吉国进入政治稳定时期后，新总统阿坦巴耶夫

在２０１２年１２月提出了新目标：“吉国应当成为政治

上和经济上稳定发展的民主国家，未来五年ＧＤＰ年

均增长率不低于７％，贫困率将由３７％降至２５％，

人均寿命从６９提高到７３岁；到２０１７年要创造３５

万个工作岗位，并且要进入全球营商环境排行榜的

前三十位。”［１５］随着政局稳定和经济发展计划的确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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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２０１３年１月，吉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位居独联

体国家首位，达到１０．５％
［１６］，经济发展有了质的提

高。据世界银行评估，２０１４年吉人均收入达１２００

美元，已跨入中等收入水平国家的行列［１７］。

３．社会组织培养及其运行

随着政治生活不断走向成熟，吉国公民的民主

意识、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日益增强，吉国十分重视

培养强大的公民社会，特别是重视非政府组织、非盈

利组织、大众传媒、政党、民族宗教团体等社会组织

的规范与培育，以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治理。

（１）非政府组织与非营利组织的发展

早在独立前夕的１９９１年２月１日，吉国共和国

最高苏维埃便通过《社会组织法》。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１

日，议会再次通过《非营利组织法》。［１８］将非盈利组

织分为社会联合会、基金、机构等三种形式。由于法

律规范过于简单，既未对严格限制外国政府，或者组

织，个人在吉国注册的条件，也未对其资金来源和监

管做出说明。非政府与非营利组织曾是外部势力觊

觎吉国，增强外部势力影响力的主要中介和途径。

例如２００５年３月的政府更迭中，吉国非政府组织

“反腐败公民联盟”就认为，议会选举是“不自由、不

公正和不透明的”，没有履行其关于进行公正选举的

国际承诺［１９］。当前，非政府组织常常利用人们对经

济停滞、生活日趋贫困化的不满情绪动员各种政治

力量参与政治斗争，对国家政治稳定产生威胁。

（２）大众传媒的运作

独立后，吉国大众传媒业迎来发展机遇。据哈

文化与信息部统计（截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吉国

共有超过９００家大众传媒企业注册，其中大部分是

报纸和杂志。３９家电视台、３５家广播电台、２５家有

线电视、３家卫星电视和５家通讯社。与此同时，市

场上还有２６４４家外国传媒的各类产品；约有１０００

多个网站以“．Ｋｇ”注册域名；全国共有９种民族语

言报刊和广电节目，除了柯尔克孜语语和俄语外，还

有乌克兰语、朝鲜语、维吾尔语、土耳其语、东干语

等；有来自２０多个国家的１００多个媒体在吉国设立

了办事处，包括ＢＢＣ、路透社、法新社、新华社、塔斯

社、国际文传电讯社等。在电视市场上，国产电视节

目市场占有率约７５％，其余２５％为外国电视节

目［２０］。近十年来吉国国家政局的动荡与吉国落后

的媒体、无序的民主、混乱的管理与有着一定的

联系。［２１］

（３）主要政党概况

吉国宪法规定实行多党制。独立以来，政党在

吉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增加，行动也在日趋

规范。

根据吉国司法部统计的资料，１９９２年１月，正

式登记的政党只有２个，１９９５年有１９个，２００１年有

３２个，２０１２年有１６３个，２０１３年有１８１个。２０１４

年，在其司法部正式登记注册并开展活动的政党有

１４０余个。在最新的议会选举中，只有五大政党得

票率跨国３％的门槛，即故乡党、社会民主党、尊严

党、共和国党和祖国党为主要政党，也是议会中的五

大党派。２０１４年３月，社会民主党、尊严党和祖国

党宣布组成新的执政联盟，共和国党和故乡党成为

议会反对党［２２］。

（４）民族宗教团体及其作用

吉国境内民族多和民族构成复杂。政治建构

中，负责讨论民族关系，制定民族政策，保护民族多

样性，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的机构主要有三个：一是

２０１１年设立的“民族宗教政策以及与公民组织协作

处”，负责向总统汇报民族宗教情况，为总统制度民

族宗教政策提供参考。二是国家监察院，作为独立

于总统，政府，议会和司法机构的独立单位，主要保

护人权，包括少数民族权力，收录和调查少数民族权

力被侵害事件。三是民间社会组织“吉国人民大

会”，负责落实国家民族政策。

为了保存和发展民族多样性，传承民族文化和

语言，吉国境内组建了多个民族文化中心，仅人民大

会的会员单位就有３２个，如乌孜别克族文化中心，

俄罗斯族和谐文化中心，东干文化中心，维吾尔统一

文化中心，乌克兰别列吉亚女神文化中心，犹太人灯

塔文化中心等。

二、国际组织对治理绩效的评估

随着吉国综合国力上升，作为中亚地区大国及

强国地位在国际社会中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一些

世界性的权威组织将吉国作为观察的对象，通过一

系列比较直观的量化指数，对其发展水平和能力进

行考核。虽然部分量化指标带有西方的意识形态的

偏见和“水土不服”的缺陷，但基本反映出某些共识，

因此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一）政治发展指数

从表１－３数据看出，吉国的政治发展指数总体

处于较低水平。国家民主化指数方面，西方学者将

世界国家按照民主化程度高低划分为：完全民主化

国家，不充分民主化国家，混合体制国家，以及威权

体制国家。吉国是中亚五国中唯一一个被列入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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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国家（在１６７个国家中排名１０６位），而哈萨克斯

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斯坦分别

位于第１４３、１５１、１６１、１６２位，属于威权体制的国家。

世界和平基金会把世界各国划分为稳定国家，中等

程度的稳定国家，较危险国家，极危险国家四种类

型，中亚地区除了哈萨克斯坦属于中等稳定的国家

之外，吉国与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

坦一起均属于较危险的风险国家行列；吉国的世界

和平指数在世界１６２国家中排名较低，为１２１位。

位于其他四国之后，属于较为动荡的国家；但在法制

权威性指数方面，在中亚地区属于法制权威性水平

较高的国家；在国家遭受恐怖主义风险指数（即恐怖

主义指数）方面，吉国位于第１１２位，属于仅次于土

库曼斯坦（１２４位）的低风险国家。在国际清廉指数

方面，其总体属于腐败比较严重国家。

表１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政治发展指数

国家

机构的

稳固性

政治

稳定

政府工

作效率

立法

质量
法制

遏制

腐败

国别 指数 指数 指数 指数 指数 指数

吉尔吉

斯斯坦
３０．３３１９．４３２８．７１４１．６３ １２．８ １１．４８

澳大利亚

（最高值）
９４．３１８３．４１９４．７４９７．１３９５．７３ ９３．７８

北朝鲜

（最低值）
０ ２７．４９ ０．４８ ０ ８．０６ ３．３５

表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政治发展其他指数

年度
国家民主化指数

　　２０１２年

国家脆弱性指数

　　２０１４年

全球和平指数

　　２０１４年

法治权威性指数

　　２０１４年

恐怖主义指数

　　２０１４年

国别（性质）位次／总数 指数
位次／总数风

险国家类型
指数

位次／总数／

国别
指数

位次／总数／

国别
指数

位次／总数／

国别
指数

吉尔吉

斯斯坦

１０６／１６７

混合体制
４．６９

６２／１７８

较危险国家
８２．２ １２１／１６２ ２．２４９７４／１０２ ０．４７ １１２／１２４ ０．１

指数排名

第一的国家

１／１６７挪威

（民主体制）
９．９３

１／１７８南苏丹，

极度危险国家
１１２．９

１／１６２

叙利亚
３．６５０

１／９９

委内瑞拉
０．３１

１／１２４贝宁、

博茨瓦纳等

１２４

伊拉克

指数排名

最后的国家

１６７／１６７

北朝鲜

（威权体制）

１．０８

１７８／１７８

芬兰高稳

定性国家

１８．７
１６２／１６２

冰岛
１．１８９

９９／９９

丹麦
０．８８

贝宁

１２４／１２４
０

　　根据北京工商大学、《中国对外贸易》杂志社的《世界经济风险指数与主权国家评级》中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相关资料整理。

表３　透明国际：新政权成立以来吉尔吉斯斯坦的腐败指数

年份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腐败指数（ＣＰＩ） ２．９ ２４ ２４ ２９

参评国家数量 １８３ １７６ １７７ １７４

吉尔吉斯斯坦排名 １６４ １５４ １５０ １３６

　　根据透明国际提供的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Ｉｎｄｅｘ２０１１

－２０１４年相关数据整理

总体说来，尽管吉国在中亚五国中，民主化水平

较高，吉国是中亚五国中唯一一个被列入混合制国

家，但国家的政局方面却是中亚国家最不稳定的，显

示了亚洲地区民主化与政治文化传统的特殊性。

（二）经济发展指数

经济自由度是指政府保护经济活动、消除管束

措施的程度。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国际多家研究

机构对全球范围内不同国度的经济自由化程度进行

评估，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美国传统基金会、洛桑国

际管理发展学院（ＩＭＤ）、世界银行等。从美国传统

基金会的数据（表４）来看，吉国在全球１７８个参评国

家中排名８２位，在中亚地区，仅次于哈萨克斯坦，属

于中等经济自由度国家。

从洛桑学院报告（表５）看，吉国综合得分通常

位于６０～６５区间，在约６０个被调查国家中一般排

在３２～３６位，居中等偏下水平。虽然政府效率较高

（约第２０位左右），但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从而影响

整个国家的综合竞争力。

表４　美国传统基金会：吉尔吉斯斯坦经济自由度指数 满分１００（最高）

平均值
财产

权利

腐败

自由

财政

自由

政府

参与

企业

自由

自由

劳动

货币

自由

自由

贸易

自由

投资

财务

自由

吉尔吉斯斯坦８２／１７８ ６１．３ ２０．０ ２４．０ ９３．６ ５３．２ ７３．７ ８５．０ ７３．８ ８０．２ ６０．５ ５０．０

第１名香港 ８９．６ ９０．０ ７５．０ ９３．２ ８９．７ １００．０ ９５．９ ８１．８ ９０．０ ９０．０ ９０．０

１７８名北朝鲜 １．３ ５．０ ８．０ － － － － － － － －

　　数据来源：美国传统基金会．张明：２０１５－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Ｒ］．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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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竞争力———洛桑学院评价指标 满分１００（最高）

年份 得分 参评国家数量（个） 世界排名 经济表现排名 政府效率排名 商业效率排名 基础设施排名

２００９年 ６１．０４７ ５７ ３６ ４４ ２１ ３４ ４４

２０１０年 ６３．４１８ ５８ ３３ ４３ ２０ ２９ ３９

２０１１年 ６６．１５２ ５９ ３６ ３５ ２１ ３６ ４６

２０１４年 ６２．５０８ ６０ ３２ ３２ ２２ ４３ ４８

　　根据洛桑学院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ｇ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提供的《ＩＭＤＷｏｒｌｄ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相关数据整理

表６　世界银行：２０１５年吉尔吉斯斯坦与其他中亚三国的营商环境指数 满分１８１（最高）

序列 主要指标 吉 乌 塔 哈 序列 主要指标 吉 乌 塔 哈

１ 营商容易程度排名 １０２ １４１ ６６ ７７

２．开办企业 排名 ６５ ９ １６６ ５５

程序（个） ８ ８ ７ ６

时间（天） ８ ７．５ ４ １０

成本（占人均国民收入的

百分比）
２．４ ３．３２３．３０．５

３．申请建筑

许可
排名 ４２ １４９ １６８ １５４

程序（个） １０ ２３ ２４ ２５

时间（天） １４１ １６０２２８７１５６

成本（人均收入的％） ２．１ １．７ １．９ １．５

４．注册财产 排名 ６ １４３ ７０ １４

程序（个） ３ １３ ６ ４

时间（天） ５ ５５ ３７ １１

成本（财产价值的％） ０．３ １．３ ３．７ ０．１

５．获得信贷 排名 ６５ ４０ ３５ ５０

合法权利指数 ８ １ １ ３

信用信息指数 ５ ７ ６ ７

公共注册处覆盖范围（％

成年人）
０ ０ ０ ０

私营调查机构覆盖范围

（％成年人）
３８．２１７．８７．０５１．７

６．投资保护 排名 ３５ １００ ５６ ２５

披露指数 ７ ７ ８ ７

董事责任指数 ５ １ ６ ６

股东诉讼指数 ８ ８ ６ ７

投资者保护指数 ６．３ ５．１ ５．８ ６．６

７．缴纳税款 排名 １３６ １１８ １６９ １７

纳税（次） ５２ ３３ ３１ ６

时间（小时） ２１０１９２．５２０９ １８８

利润税（占利润百分比） ６．４１２．１１７．７ １５．９

劳动税及缴付（占利润百

分比）
１９．５２８．２２８．５ １１．２

其他税（占利润百分比） ３．１ １．９３４．８ １．５

应税总额（％毛利润） ２９ ４２．２８０．９ ２８．６

８．跨境贸易 排名 １８３ １８９ １８８ １８５

出口文件（数） ９ １１ １１ １０

出口时间（天） ６３ ５４ ７１ ７９

出口成本（美元／箱） ４７６０５０９０９０５０ ５２８５

进口文件（数） １１ １３ １２ １２

进口时间（天） ７３ １０４ ７０ ６７

进口成本（美元／箱） ６０００６４５２１０６５０ ５２６５

９．合同执行 排名 ５６ ２８ ４０ ３０

程序（个） ３８ ４１ ３５ ３６

时间（天） ２６０ １９５ ４３０ ３７０

成本（标的额的百分比） ３７ ２０．５ ２５ ２２

１０．企业

破产
排名 １５７ ７７ １４９ ６３

回收率（１美元可收回的美

分数）
１９．２３９．９３６．９ ４３．２

时间（年） ４ ２ １．７ １．５

成本（人均收入的％） １５ １０ ９ １５

　　根据世界银行驻中国办事处提供的相关数据整理。

　　从世界银行指数（表６）来看，吉国经济自由度

排名居中等偏上的位置，对外贸易方面，企业进出口

成本处于中亚地区的平均平，但获得信贷指数在其

他三国中排名居后，在企业破产排名最低，企业破产

后可收回资产的资金回收率低，时间长，成本高。

（三）社会发展指数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ＵＮＤＰ）倾向使用“人类发

展指数”来衡量一国发展情况。

表７　ＵＮＤＰ：吉尔吉斯斯坦与其他中亚四国的健康指数１９８０－２０１３

国别 排名 １９８０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吉 １２５ ０．６６４ ０．７１３ ０．７１１ ０．７２４ ０．７２６ ０．７２９ ０．７３１

哈 ７０ ０．６９３ ０．７２０ ０．６９６ ０．７０９ ０．７１２ ０．７１４ ０．７１６

土 １０３ ０．６３１ ０．６５８ ０．６７６ ０．６９２ ０．６９５ ０．６９７ ０．６９９

乌 １１６ ０．７００ ０．７２０ ０．７２３ ０．７３６ ０．７３８ ０．７４．０ ０．７４２

塔 １３３ ０．６５２ ０．６６０ ０．６７０ ０．７２．０ ０．７２３ ０．７２５ ０．７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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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ＵＮＤＰ：２０１４吉尔吉斯斯坦与

中亚四国人均寿命及世界排名

国别 吉 乌 塔 哈 土

人均

寿命
６７．５ ６８．２ ６７．２ ６６．５ ６５．５

排名 １３２／１９１１２８／１９１１３５／１９１１３７／１９１ １４１／１９１

表９　ＵＮＤＰ：２０１４吉尔吉斯斯坦与

中亚四国教育水平指数及世界排名

国别 吉 哈 土 乌 塔

教育水

平指数
０．６５６ ０．７６２ ０．６７９ ０．６５１ ０．６３９

排名 ８８／１８７ ４４／１８７ ７７／１８７ ９３／１８７ ９７／１８７

ＵＮＤＰ：２０１４年主要社会发展指数以及在全世界排名

各类

指数

人口平

均寿命

社会发

展水平

评价

幸福

指数

教育

水平

教育支出

（占国内生

产总值）％

健康支出

（占国内生

产总值）％

生态

效能

婴儿死亡率

（每一千个

新生儿）

城市化

指标

国别
位次／

总数
指数

位次／

总数
指数

位次／

总数
指数

位次／

总数
指数

位次／

总数
指数％

位次／

总数
指数％

位次／

总数
指数

位次／

总数
指数

位次／

总数
指数

吉尔吉

斯斯坦

１３２／

１９１
６７．５

８３／

１３３
６１．８３

３８／

１５１
４９．０８２

８８／

１８７
０．６５６

２５／

１５３
６．２

８７／

１９０
７

１２５／

１７８
４０．６３

１２５／

１９３
２７

１４９／

１９２
３５．５

第一
１／１９１

日本
８３．６ 挪威 ８８．３６

哥斯达

黎加

１／１５１

６４．０３６

１／１８７

澳大

利亚

０．９２７
１／１５３

东帝汶
１４．０

１／１９０

图瓦卢
２０

１／１７８

瑞士
８７．６７

１／１９３

圣马力诺
１．６

１／１９２

新加坡
１００

最末
１９１／１９１

塞拉利昂
４５．６

中非

共和国
３１．４２

博茨

瓦纳

１５１／１５１

２２．５９１
１８７／１８７

尼日尔
０．１９８

１５３／１５３

阿拉伯

联合

酋长国

１．０
１９０／１９０

东帝汶
１

１７８／１７８

索马里
１５．４７

１９３／

１９３

塞拉

利昂

１１９．２

１９２／

１９２

布隆迪

１１．５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供的世界人文发展指数排名１９８０－２０１４年相关资料整理。

　　从ＵＮＤＰ报告看，吉国在２０１０年以后得益于

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居民生活水平总体快速改善，

除健康指标外，其他发展指标不仅赶上，而且超过独

立前水平。在中亚国家中，排在其他四国之前，已经

跨入了中等指数国家。可以说，吉国独立后，尽管存

在很多困难，但总体状况一直在不断改善，保持着向

前发展的趋势。

三、结论与启示

从吉国现代国家治理建构的历程可以看出，现

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成长，首先涉及正确处理政府、市

场、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三者既相互制约

又相互支撑的合作治理框架。作为利益主体多元化

的社会结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首先意味着在发

挥政府治理主体作用，在保持政权稳定的条件下，才

能发挥市场主体和公民个体的治理职责，解放和增

强社会活力。随着民主化、网络化的发展，现代国家

开始从一个“层级化”向“扁平化”过渡，现代国家治

理也要从传统的科层制管理走向平面型管理，注重

现代治理体系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疏通，从重视政

治体制的内部要素，转而兼顾以团结、利他主义、互

惠和信任为核心特征的非正式社会网络关系，这一

新型治理模式成为现代社会有效的公共事务治理之

道。现代国家治理还应注意民主化与法治化的方

向。在分化的社会结构与多元的利益主体条件下，

民主既是实现超大规模社会的社会整合和有效治理

的重要资源，也是维系动态的政治稳定，在确保政治

活力和增强制度弹性的同时，增强国家治理能力的

基本保障。构建现代国家治理制度还需要讲究理

性。尽管制度设计是国家治理与政治特质的集中体

现。通过宪法和法律来规范政府的公共权力，保障

公民的个人权利为主要内容的制度设计通常具有根

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属性。在具体的制

度设计中，还要体现出以下几方面内容。

第一，国家治理与政治要讲究民族性。政府与

政治的民族性往往与一个国家的成长道路，政治传

统有很大关系。如果单纯的从吉国的制度设计上

讲，它是以西方国家“民主政治”体制建构为蓝本的，

但在西方学者眼中又是典型的“威权体制”。这与苏

联时期的政治建构历史息息相关。这说明，国家治

理本身的制度建构是有生命的，存在继承关系。使

“路径依赖”理论声名远扬的著名经济学家诺斯提醒

人们：“历史是至关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

我们可以向过去取经，而且还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

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联接起来的。今天

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

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２３］。吉国的治

理体制表明，所谓与过去的传统制度，观念实行所谓

彻底的决裂只是一种愿望，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二，国家治理与政治要讲究时代性。社会总

是在不断进步，国家的治理策略也在时而不断地调

试。１９世纪的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提出了著名

的“瓦格纳定律”，他认为：“历史和统计资料表明，国

家有一个向公共领域扩张的明显趋势，随着经济和

文化的进步，这种扩张活动也就在经济和文化这两

个不可分割的国家目标领域展开。这种扩张在它的

起源和状况方面表现的如此有规律而又确定不一，

以至于我们把这种国家（包括地方）活动日益增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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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说成是一种‘规律’也是合适的”［２４］国家治理的

时代性不仅反映在政府的规模上，还反映在国家权

力机关的地位上。特别是在受到“经济危机冲击，政

治，经济和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化的情况下，国家治理

的政治职能和社会职能不断扩大，并由此造成政府

权力结构的变化和职能机构的调整”［２５］。从这个意

义上说，独立至今，吉国只有在强有力的政权下才能

完成新的国家发展使命，这是符合国家治理发展规

律的。

第三，国家治理策略要符合国情并造福民生。

政治学的鼻祖亚里士多德早就告诫人们：“最良好的

政体不是一般现存的城邦所可实现的，优良的立法

家和真实的政治家不应一心向往绝对至善的政体，

他必须注意到本邦现实条件而寻求同它相适应的最

良好政体。……政治学还该考虑，在某些假设的情

况中，应以哪种政体为相宜，并研究这种政体怎样才

能创制，在构成以后又怎样可使它垂于久远。”［２６］在

人类历史上有过各种各样的制度设计，制度的寿命

也有所长短。好的制度不能只看其外表，更要看能

否有效地运行。吉国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其现代

国家治理模式既不完全与西方学者推崇的“至善”体

制相同，也没有与亚洲其他发达国家雷同，而是依据

自己的国情构建自身的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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