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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自中亚国家独立以来ꎬ 主要域外大国俄罗斯、 美国

和中国在中亚形成 “错位竞争” 互动关系模式ꎮ “错位” 主要体现在:
一是俄美中对中亚地区的定位有差别ꎻ 二是在俄美中对中亚的投入上ꎬ
俄罗斯投入最多ꎬ 中美次之ꎻ 三是俄美中在中亚的影响分领域ꎬ 俄主要

在政治和安全领域ꎬ 美主要在社会领域ꎬ 中则主要在经济领域ꎮ 形成这

一模式的主要原因: 一是俄美中在中亚的战略目标不同ꎬ 俄试图恢复在

中亚的传统优势地位ꎬ 美致力于 “遏制、 整合和塑造”ꎬ 中则追求稳定

西部边疆和发展 “一带一路”ꎻ 二是俄美中在中亚的威胁和机会感知不

同ꎬ 俄对中亚威胁和机会感知较高ꎬ 美较低ꎬ 中则三者居中ꎻ 三是俄美

中在中亚的比较优势不同ꎬ 俄主要在历史、 文化、 经济领域ꎬ 美在规范

和机制、 盟友两个方面ꎬ 而中主要在经济领域ꎮ “错位的竞争” 模式在

短期内维持了中亚地区的秩序稳定ꎬ 也使中亚国家开展 “多元平衡”
外交成为可能ꎮ 然而ꎬ 近年来俄美中对中亚地区的关注和投入增大ꎬ 互

动关系中 “错位” 的程度正趋于减弱ꎬ 域外大国在中亚地区的竞争将

日益激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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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亚地区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更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首倡之地

与重要节点ꎮ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ꎬ 中亚地区成为域外大国竞相争夺的

热点区域ꎬ 美国、 欧盟、 日本、 土耳其、 印度等纷纷加大了对中亚的关注与投

入①ꎮ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ꎬ 中国与中亚国家举办首届中国—中亚峰会ꎬ 中国与中亚国家

领导人签署 «中国—中亚峰会西安宣言»ꎬ 并通过 «中国—中亚峰会成果清单»ꎬ
致力于加强双方在政治、 经济、 安全、 人文等领域的合作ꎬ 共建中国—中亚命运

共同体ꎮ 大国在中亚地区的互动不仅影响着中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ꎬ 更对中国的

中亚政策具有重要影响ꎮ
对于大国在中亚地区的存在与互动ꎬ 国内外学术界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并取得

了不少研究成果ꎬ 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其一ꎬ 关注大国 (主要是俄罗斯、 美国和

中国) 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及其排序②ꎻ 其二ꎬ 关注大国在中亚地区的竞争与合

作ꎬ 既包括战略层面ꎬ 也包括经济、 安全、 军事等多个领域③ꎬ 少数研究试图提

炼大国在中亚地区的互动模式ꎬ 诸如 “新大博弈”(Ｎｅｗ Ｇｒｅａｔ Ｇａｍｅｓ)④、 “套娃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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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Ｍａｔｒｉｏｓｈｋａ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①、 “中俄便利轴心” (Ａｘｉｓ ｏｆ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②、 “无声

的协调”③ 等ꎮ 其中ꎬ “新大博弈” 主要用来描述冷战结束以来大国在中亚地区

的竞合关系ꎻ “套娃霸权” 意指中亚地区存在不同层次的霸权ꎬ 这些霸权国在竞

争时也不得不学会共存ꎻ “中俄便利轴心” 表明中俄两国在中亚地区形成了一种

“便利伙伴关系”ꎬ 意味着中俄在中亚地区致力于通过合作和协调来追求各自的

利益并维护该地区的稳定ꎻ “无声的协调” 主要表现为大国在中亚互动时通过遵

循 “潜规则” 而形成了具有一定默契的合作ꎮ 而 “错位竞争” 这一概念是在使

用 “新大博弈” 和 “套娃霸权” 对中亚地区形势和秩序进行描述的基础上提出

的ꎬ 它不同于 “中俄便利轴心” 与 “无声的协调” 主要强调大国在中亚的合作ꎬ
而是更多地分析大国在中亚地区的竞争形式ꎮ 显而易见ꎬ 这些概念或多或少地反

映了大国在中亚地区互动关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ꎮ 整体来看ꎬ 既有研究为本文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ꎮ
本文通过考察 ３０ 多年来主要域外大国在中亚地区的互动ꎬ 认为俄罗斯、 美国

和中国在中亚地区形成了可以被称之为 “错位竞争” 的互动关系模式ꎬ 并且这一互

动关系模式与中亚地区的稳定息息相关ꎮ “错位竞争” 的互动关系模式主要从竞争的

角度审视大国在中亚地区的互动ꎬ 或可对主要关注合作的 “无声的协调” 进行一定的

补充ꎬ 进而呈现完整的大国在中亚地区 “竞争共生” 或 “差序互动” 的图景ꎮ

一　 新形势下大国在中亚的竞合

中亚地区位于欧亚大陆的中心ꎬ 处在联通东西、 贯穿南北的十字路口ꎮ 长期

以来ꎬ 中亚地区是大国竞逐的重要场所ꎬ 阿拉伯帝国、 蒙古帝国等历史上先后在

此建立过有效统治ꎮ １９ 世纪中叶至 ２０ 世纪初ꎬ 大英帝国和沙皇俄国在中亚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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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向红: « “无声的协调”: 大国在中亚的互动模式新探»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２２ 年第 １０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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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场争夺主导权和影响力的竞争ꎬ 被称之为 “大博弈”ꎮ 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

金德在 １９０４ 年提出 “谁统治东欧ꎬ 谁就能统治心脏地带ꎻ 谁统治心脏地带ꎬ 谁

就能统治世界岛ꎻ 谁统治世界岛ꎬ 谁就能统治世界” 的论断ꎬ 中亚地区就属于

“心脏地带”①ꎮ 这一论断长期以来是理解该地区地缘战略价值的基础ꎮ １９９１ 年

苏联解体后ꎬ 中亚地区出现了 “权力真空”ꎮ 与此同时ꎬ 因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里海

能源的新发现ꎬ 西方一度将里海视为 “第二个波斯湾” 或 “第二个中东”ꎬ 而濒

临里海的中亚地区地缘经济价值也日益提升ꎮ 在这一情况下ꎬ 美国、 中国、 土耳

其和伊朗等国纷纷介入中亚地区ꎬ 试图争夺在该地区的影响力ꎮ 早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一些学者就提出 “新大博弈” (Ｎｅｗ Ｇｒｅａｔ Ｇａｍｅ) 一词ꎬ 用以隐喻大国在

中亚地区的互动ꎮ 近年来ꎬ 由于中亚地区经济增长、 政治实力和自主性增强等ꎬ
域外大国加大了对中亚事务的关注与介入ꎮ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ꎬ 俄罗

斯无暇进一步保持对中亚国家的影响力ꎮ 在这一背景下ꎬ 美国及其盟友加大了对

中亚地区的介入力度ꎬ 试图对冲俄罗斯和中国的影响力ꎮ 由此导致这两年中亚地

区可谓 “热闹非凡”ꎬ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ꎮ
一是域外大国纷纷更新中亚战略或倡议ꎮ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ꎬ 中国明确了中亚政策

的目标ꎬ 提出建设 “稳定、 繁荣、 和谐、 联通的中亚”ꎬ 进而 “携手建设守望相

助、 共同发展、 普遍安全、 世代友好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②ꎮ 美国和欧盟

重新调整了自身的中亚战略ꎮ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ꎬ 欧盟发布题为 «欧盟与中亚: 更坚

实伙伴关系的新机遇» 的联合声明ꎬ 希望 “与中亚国家建立更加坚实、 现代与

开放的伙伴关系ꎬ 并把中亚地区打造成一个可持续的、 具有弹性的、 繁荣的与互

联互通的政治经济空间”③ꎮ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ꎬ 美国发布了 «美国的中亚战略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５): 加强主权和促进经济繁荣»ꎮ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ꎬ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

赖斯 (Ｎｅｄ Ｐｒｉｃｅ) 宣布了美国近年在中亚政策的主要方向ꎮ 普赖斯指出ꎬ 美国将

致力于成为中亚国家可靠的伙伴ꎬ 继续支持中亚国家的独立、 主权和领土完整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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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强调增强美国与域内国家之间的互动是美国中亚政策的基础ꎮ 同时ꎬ 美方还表

示ꎬ 它将在商业和经济联系、 专业交流、 教育和英语教学、 医疗保健、 核不扩散

和安全、 社会和大众媒体能力建设、 区域贸易和能源安全等领域同中亚国家开展

双边或多边合作①ꎮ 除美国、 俄罗斯等主要大国外ꎬ 印度、 土耳其等国也出台了各

自的中亚政策或倡议ꎮ
二是域外大国纷纷构建 “Ｃ５ ＋ １” 机制ꎮ “Ｃ５ ＋ １” 机制是指五个中亚国家

( “Ｃ５”) 和一个外部伙伴国 ( “１”) 定期举行的外交对话平台ꎬ 主要包括部长级会

议和元首级会议ꎮ “Ｃ５ ＋１” 机制最早可以追溯至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ꎬ 日本时任外相川口

顺子 (Ｙｏｒｉｋｏ Ｋａｗａｇｕｃｈｉ) 在访问中亚国家期间提出的 “中亚五国 ＋ 日本” 对话机

制ꎬ 试图通过这一平台加强与中亚国家在政治、 经济、 文化和安全领域的合作ꎬ 截

至目前已经举行 ９ 次 (最近一次在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ꎮ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ꎬ 韩国与中亚国家

建立了副外长级别的 “韩国—中亚合作论坛”ꎬ 旨在促进韩国与中亚国家的全面合

作关系ꎬ 到目前为止已经举行 １６ 次 (最近一次在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ꎮ ２００８ 年欧盟与中

亚举行首届部长级会议ꎬ 截至目前已经举行 １９ 次 (最近一次在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ꎬ 下

一届中亚—欧盟部长级会议定于 ２０２４ 年在土库曼斯坦举行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ꎬ 时任美

国国务卿克里在访问中亚国家期间成立了 “Ｃ５ ＋１” 机制ꎬ 首次六国外长会议在乌

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召开ꎮ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ꎬ 印度与中亚国家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首次

“印度—中亚” 外长对话会议ꎮ 同年ꎬ 俄罗斯也与中亚国家开始举办部长级会议ꎮ
２０２０ 年７ 月ꎬ 中国与中亚五国首次举行外长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ꎬ 标志着中国—中亚

“Ｃ５ ＋ １” 外长会晤机制的正式确立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近两年来ꎬ 域外大国开始

纷纷将 “Ｃ５ ＋ １” 机制从部长级提升至元首级ꎮ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ꎬ 俄罗斯举办了首

届俄罗斯—中亚国家领导人峰会ꎮ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ꎬ 中国—中亚峰会发布 «西安宣

言»ꎬ 正式成立 “中国—中亚元首会晤机制”②ꎮ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ꎬ 美国总统拜登与

中亚五国领导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ꎬ 将美国—中亚 “Ｃ５ ＋ １” 对话机制

提升到元首级ꎮ 此外ꎬ 在第 ７８ 届联合国大会期间ꎬ 日本外相上川阳子 (Ｙｏｋｏ
Ｋａｍｉｋａｗａ) 与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外长穆拉特努尔特列乌 (Ｍｕｒａｔ Ｎｕｒｔｌｅｕ) 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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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会谈后宣布ꎬ 日本与哈萨克斯坦已同意于 ２０２４ 年举办中亚—日本峰会①ꎮ
总之ꎬ 域外大国纷纷出台中亚战略或倡议ꎬ 加之 “Ｃ５ ＋ １” 机制的兴起与扩

散ꎬ 或许意味着中亚地区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正在上升ꎮ 外部力量纷纷介

入中亚ꎬ 既是俄罗斯在中亚 “准单极” 权力结构松动的结果ꎬ 又进一步对这一

权力结构造成了冲击ꎮ 在此背景下ꎬ 中亚国家乘势加强 “多元平衡外交”ꎬ 积极

与包括俄罗斯、 美国、 中国在内的各国加强友好关系与合作ꎮ 这在一定程度上使

得域外大国在中亚地区的竞争更为激烈ꎬ 而中亚地区是否能维持长期以来相对稳

定的状态也引起了诸多关注ꎮ

二　 大国在中亚的 “错位” 竞争

通过对俄美中三国中亚政策的梳理ꎬ 可以看出大国在中亚地区开展的竞争是

“错位” 而非 “同质化” 的ꎬ 即俄美中三国根据自身相对优势致力于在中亚地区

政治、 经济、 安全等不同领域扩大影响力ꎮ 它们致力于维护或扩大在中亚的影响

力ꎬ 竭力将相对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ꎬ 但避免展开针锋相对的竞争ꎬ 希望借此实

现自身的战略目标ꎮ 具体来看ꎬ 俄美中三国在中亚开展 “错位” 的竞争主要体

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三国对中亚地区的定位有一定差别ꎻ 二是三国对中亚地区的

投入有明显差异ꎻ 三是三国在中亚地区主导性的影响领域有区别ꎮ

(一) 俄美中三国对中亚地区的定位有一定差别

苏联解体后ꎬ 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关系由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关系转变为独立

国家之间的关系ꎮ 在独立初期ꎬ 俄罗斯实行向西方 “一边倒” 的外交政策ꎬ 并

将中亚五国视为妨碍自身经济发展的 “包袱”ꎬ 拉开了与中亚国家的距离ꎮ 亲西

方政策失败后ꎬ 俄罗斯迅速调整对外政策ꎬ 将包括中亚地区在内的独联体、 后苏

联空间视为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ꎮ 俄罗斯将中亚地区视为自身的 “特权利益区”
与 “势力范围”ꎮ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ꎬ 俄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提出了俄罗斯在世界新秩

序下的五项外交政策原则ꎬ 其中第五条表示ꎬ “和其他国家一样ꎬ 俄罗斯在某些

地区拥有特权利益ꎮ 这些地区的国家与俄罗斯有着特殊的历史关系ꎬ 并作为朋友

８２

① 「中央アジアと首脳会合、 ２４ 年に初開催へ　 対中国の要衝」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ｉｋｋｅ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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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好邻居联系在一起ꎮ 俄罗斯将特别关注在这些地区的工作ꎬ 并与其建立友好关

系”①ꎮ ９ 月ꎬ 梅德韦杰夫又表示ꎬ “俄罗斯的邻国毫无疑问是传统上与我们关系

密切的国家ꎬ 它们代表着俄罗斯联邦的传统利益范围”②ꎮ 目前ꎬ 俄罗斯一共公布

了六版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ꎬ 在前五版对外政策构想中ꎬ 俄罗斯均将独联体

国家视为对外政策的最优先方向ꎻ 在 ２０２３ 年的对外政策构想中ꎬ 俄罗斯改变了措辞ꎬ
将 “近邻地区” 定位为对外政策的最优先方向ꎮ 但无论是独联体国家还是近邻地区ꎬ
中亚地区均是重要的组成部分ꎮ 中亚地区在战略层面为俄罗斯提供了重要支撑ꎬ 是俄

罗斯实现大国复兴的基础之一ꎮ 此外ꎬ 情感因素也在其中发挥着一定作用ꎮ
美国是最早承认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和乌

兹别克斯坦五个新独立国家的国家之一ꎮ 但在 １９９１ ~ ２００１ 年期间ꎬ 美国将中亚

地区视为 “俄罗斯的后院”ꎬ 并未对其给予特别关注③ꎮ 美国中亚问题专家斯塔

尔也表示ꎬ “在这十年间ꎬ 美国政府并没有一个单独的地图将中亚置于关注的中

心”④ꎮ ２００１ 年 “９１１” 事件爆发后ꎬ 美国将反恐作为国家安全政策的核心ꎬ
将经略中亚视作反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美国加大了对中亚地区的关注ꎬ 但中

亚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美国介入阿富汗的 “跳板”⑤ꎮ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ꎬ 美国公布

了 «美国的中亚战略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５): 加强主权和促进经济繁荣»ꎬ 在新的中亚

战略中表示 “无论美国在阿富汗的参与程度如何ꎬ 中亚都是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

至关重要的地缘战略地区”⑥ꎮ 美国首次将中亚地区视为独立的地缘政治板块ꎬ

９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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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２ 日ꎮ
转引自郑羽: «苏联解体以来美国对中亚政策的演变 (１９９１ ~ ２００６)»ꎬ 载 «俄罗斯中

亚东欧研究» ２００７ 年第 ４ 期ꎮ
Ｈｕｎｔｅｒ Ｓｔｏｌｌꎬ “Ａ Ｃａｓｅ ｆｏｒ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Ｕ Ｓ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ａｎｄ

ｏｒｇ / ｂｌｏｇ / ２０２３ / ０９ / ａ － ｃａｓｅ － ｆｏｒ － ｇｒｅａｔｅｒ － ｕｓ －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ｉｎ －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ａｓｉａ 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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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阿富汗视为中亚一部分ꎬ 这标志着美国对中亚地区的重视程度有所提升ꎮ 然

而ꎬ 言辞虽然如此ꎬ 在行动上ꎬ 美国更为重视东亚、 中东、 欧洲等区域ꎬ 中亚在

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实际地位要低得多ꎮ
中国在 １９９２ 年 １ 月便与中亚五国建立了外交关系ꎬ 自此双边关系稳步提升ꎮ

中亚地区在中国对外战略布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ꎮ 中国一直以 “大国是关键、 周

边是首要、 发展中国家是基础、 多边是重要舞台” 作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和框

架ꎮ 就大国来看ꎬ 中亚地区由于战略位置重要、 资源丰富ꎬ 成为域外大国竞合的

重要场域ꎻ 就周边来看ꎬ 中亚国家紧邻中国西部地区ꎬ 其中哈、 吉、 塔三国更是

与中国直接接壤ꎬ 是中国重要的周边地区ꎻ 就发展中国家来看ꎬ 中亚国家均是发

展中国家ꎬ 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具有诸多共同利益ꎻ 就多边来看ꎬ 中亚国家

除永久中立的土库曼斯坦外ꎬ 哈、 吉、 塔、 乌均是上海合作组织 (简称上合组

织) 的成员国ꎮ 因此ꎬ 中亚在中国对外战略的四个方向上均具有重要地位ꎮ 此

外ꎬ 中亚国家是 “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要区域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ꎬ 习近平主席在访

问哈萨克斯坦期间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ꎬ 中亚地区成为 “一带一路” 的首

倡之地ꎮ 从东西方向来看ꎬ 中亚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北线 (中国经中亚、 俄罗斯至

欧洲) 和中线 (中国经中亚、 西亚至波斯湾、 地中海) 的交汇点ꎮ 从南北方向

来看ꎬ 经中亚、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连接印度洋ꎬ 可以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与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贯通ꎬ 进而实现 “一带一路” 建设海陆联动发展ꎮ 因此ꎬ
中国将中亚地区视为 “一带一路” 建设的支点ꎮ

简要梳理俄美中三国对中亚的定位即可发现ꎬ 俄罗斯将中亚地区视为对外

政策的优先方向ꎬ 中国将中亚地区视为重要周边ꎬ 而中亚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

不算优先ꎮ 俄美中三国对中亚地区定位的不同ꎬ 也直接影响了三国对中亚地区

的关注与投入ꎬ 造成大国在中亚地区竞争中 “错位” 的进一步增强ꎮ

(二) 俄美中三国对中亚地区的投入有一定差异

对外援助是一国追求对外政策目标的重要手段ꎬ 如美国将发展援助与外交、
国防并列为对外战略的三大支柱ꎮ 通过援助项目的规模、 范围和类型ꎬ 可以管窥

援助国对受援国的战略意图和外交目标ꎮ 对外援助规模则直接反映了国家在对外

政策中对某一地区的关注程度和投入情况ꎮ 与此同时ꎬ 领导人访问是国家间对外

交流和互动的重要形式ꎮ 领导人之间的频繁互访不仅表明了双方国家之间的密切

关系ꎬ 还体现了双方对彼此关系的重视程度ꎮ 总统、 总理ꎬ 或者外交部长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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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级领导人的访问ꎬ 也能表现出国家对某一地区关注程度的差异ꎮ 因此ꎬ 我们衡

量俄罗斯、 美国和中国对中亚国家的投入ꎬ 主要考虑两个因素ꎬ 一是对外援助情

况ꎬ 二是领导人访问情况ꎮ
其一ꎬ 对外援助情况ꎮ 对外援助是俄罗斯对外战略和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独联体地区是俄罗斯对外援助的优先方向ꎮ 苏联解体后ꎬ 俄

罗斯面临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ꎬ 因此这一阶段俄罗斯并没有向中亚国家提供实质

性援助ꎮ 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恢复与增强ꎬ 俄罗斯开始将中亚地区作为对外援助

的重点方向ꎮ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ꎬ 普京总统批准 «俄罗斯联邦参与国际发展援助构

想»ꎬ 规定了俄罗斯在国际发展援助领域的国家政策的目标、 原则和主要方向ꎮ
其中ꎬ 俄罗斯把援助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独联体国家视为最优先的方向①ꎮ 俄罗

斯对中亚国家的援助主要投向医疗卫生、 农业粮食、 人道主义以及教育和机构能

力建设等领域ꎮ ２０１７ 年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称: “近十年来ꎬ 俄罗斯向中亚

国家提供了约 ６７ 亿美元援助ꎮ 其中在双边基础上向中亚国家提供经济援助超 ４０
亿美元ꎬ 通过联合国向中亚国家提供的援助超 ５ ７ 亿美元援助ꎬ 通过世界银行和

其他机构提供的援助超 １３ 亿美元ꎬ 通过欧亚经济联盟 (来自俄罗斯向欧亚稳定

与发展基金的捐款) 提供的援助超 ５ ９２ 亿美元ꎮ”② 从国别看ꎬ 吉尔吉斯斯坦和

塔吉克斯坦是中亚地区接受俄罗斯援助最多的两个国家ꎬ 而哈萨克斯坦、 土库曼

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从俄罗斯获得的援助相对较少ꎮ
对外援助作为美国中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一直是美国维护地区安全、 推

进对外战略的重要工具ꎮ 中亚国家独立初期美国便开始了对其援助ꎬ 是该地区主

要援助国之一ꎮ 美国对中亚国家援助的涵盖领域相当广泛ꎬ 既涉及经济发展、 政

治改革ꎬ 又涉及地区安全、 环境保护和人道主义等议题ꎮ 美国 ２０１９ 年公布的

«美国的中亚战略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５)» 指出ꎬ “自中亚国家独立以来ꎬ 美国向该地区

提供了超过 ９０ 亿美元的直接援助ꎬ 并牵头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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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开发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提供了逾 ５００ 亿美元的贷款和技术援助”①ꎮ
中国对中亚地区的援助情况官方并未公布ꎬ 没有具体的数据ꎮ 但据估计ꎬ 自

中亚国家独立以来ꎬ 中国向中亚国家提供无附加条件的无偿专项援助额达数十亿

美元②ꎮ 此外ꎬ 近年来中国宣布了一系列针对中亚地区的援助计划ꎮ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ꎬ 习近平在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 ３０ 周年视频峰会上称ꎬ “未来三年中国将向中

亚国家提供 ５ 亿美元无偿援助ꎬ 用于各国民生项目建设”③ꎮ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ꎬ 习近

平在中国—中亚峰会上表示ꎬ “为助力中国同中亚国家合作和中亚国家自身发展ꎬ
中方将向中亚国家提供总额 ２６０ 亿元人民币的融资支持和无偿援助”④ꎮ

其二ꎬ 领导人访问情况ꎮ 自 ２０１２ 年普京再次出任俄罗斯总统以来ꎬ 共访问

中亚国家 ４４ 次ꎬ 其中哈萨克斯坦 １７ 次、 吉尔吉斯斯坦 １０ 次、 塔吉克斯坦 ７ 次、
土库曼斯坦 ４ 次、 乌兹别克斯坦 ６ 次ꎮ 自中亚国家独立以来ꎬ 美国总统暂未访问

过中亚国家ꎮ 以 ２００９ 年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开始统计ꎬ 美国国务卿共访

问过中亚国家 １４ 次ꎬ 其中哈萨克斯坦 ４ 次、 吉尔吉斯斯坦 ２ 次、 塔吉克斯坦 ２
次、 土库曼斯坦 １ 次、 乌兹别克斯坦 ５ 次ꎮ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

以来ꎬ 共访问中亚国家 １２ 次ꎬ 其中哈萨克斯坦 ４ 次、 吉尔吉斯斯坦 ２ 次、 塔吉

克斯坦 ２ 次、 土库曼斯坦 １ 次、 乌兹别克斯坦 ３ 次ꎮ 可以看出ꎬ 俄罗斯对中亚国

家的访问最为频繁ꎬ 中国次之ꎬ 而美国领导人访问的层级较低ꎬ 访问频率也最

低ꎮ 俄罗斯和中国对中亚国家的频繁访问ꎬ 反映了俄中两国对中亚地区的持续重

视ꎬ 以及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密切关系ꎮ 总之ꎬ 通过对外援和领导人访问情况两个

要素的综合分析可以发现ꎬ 俄罗斯对中亚地区的投入最多ꎬ 美国和中国对中亚地

区的投入次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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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俄美中三国在中亚地区主要影响领域有区别

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主要在政治和安全领域ꎮ 截至目前ꎬ 俄罗斯与哈

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建立了战略伙伴和联盟关系ꎬ 与乌兹别克

斯坦、 土库曼斯坦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ꎮ 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影响力的主要支柱是

政治精英的信任ꎬ 俄罗斯与中亚地区政治精英的 “形成、 支持、 替换或维持之间

具有密切关系”①ꎮ 在 １９９１ 年苏联解体、 中亚五国独立后ꎬ 中亚的政治精英并没

有实现真正的代际更迭ꎬ 该地区掌权的精英实际上与苏联最后阶段掌权的精英是

同一批人ꎬ 而这些政治精英深受苏联、 俄罗斯的影响ꎮ 同时ꎬ 俄罗斯人原初在中

亚国家政治体系中担任着重要职务ꎮ 尽管随着中亚国家建设进程的加强ꎬ 俄罗斯

人在该地区ꎬ 特别是在行政部门的比例明显减少ꎬ 但俄罗斯对中亚地区的政治精

英仍有直接影响ꎬ 中亚国家掌权的政治精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俄罗斯的外部支

持ꎬ 尤其是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ꎮ 虽然中亚国家政治精

英对俄态度的代际差异尤为明显ꎬ 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乌马罗夫认

为ꎬ 中亚国家领导层仍然 “与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保持着巨大的信任”②ꎮ
此外ꎬ 俄罗斯在中亚安全领域也具有较强的影响力ꎮ 俄罗斯主要通过集体安

全条约组织 (简称集安组织) 和上合组织与中亚国家开展安全合作ꎮ 集安组织

旨在加强安全、 维护国际和区域的安全与稳定ꎬ 在集体原则的基础上保护成员国

的独立、 领土完整和主权ꎮ 中亚地区中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三国是集安组织成员ꎮ 集安组织曾于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向哈萨克斯坦派遣集体维和部

队ꎬ 帮助维持了其国内稳定ꎮ 与此同时ꎬ 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四国同为上合组织成员ꎮ 俄罗斯在上合组织框架下ꎬ
与中亚国家在打击 “恐怖主义、 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 等领域积极开展安全合

作ꎮ 此外ꎬ 俄罗斯在中亚地区还拥有军事基地ꎬ 包括驻吉尔吉斯斯坦的坎特空军

基地、 驻塔吉克斯坦的第 ２０１ 军事基地ꎬ 其中ꎬ 第 ２０１ 军事基地是俄罗斯在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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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军事基地ꎮ 这代表着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绝对影响力ꎮ 而美国虽曾在中亚

国家设立四处军事基地①ꎬ 但由于 “颜色革命”、 安集延事件以及俄罗斯的持续

反对ꎬ 这些基地先后被中亚国家关闭ꎮ 尽管近年来美国意图再次在中亚国家设立

军事基地ꎬ 但中亚国家基于历史记忆对此始终持谨慎态度ꎮ
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主要在社会领域ꎮ 美国国际开发署是执行美国中亚

战略的重要机构ꎮ 中亚国家独立以来ꎬ 美国国际开发署一直与该地区的政府、 机

构和民众合作ꎬ 推动建立一个 “互联互通、 独立、 抵御战略竞争对手的自力更生

的中亚”②ꎮ 美国国际开发署在中亚地区实施项目侧重于三个主要的 “转型”: 一

是向更加市场化的经济转型ꎻ 二是向更加有效、 透明和民主的治理转变的政治转

型ꎻ 三是促进社会部门ꎬ 特别是在卫生和教育领域向可持续发展转型③ꎮ 目前ꎬ
美国国际开发署在其新的区域发展合作战略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 ＲＤＣＳ) 中确定了五个优先领域: 能源、 贸易、 跨界水资源管理、 打击

暴力极端主义和打击人口贩运④ꎮ 此外ꎬ 美国国际开发署还推出了中亚媒体计划

(Ｍｅｄｉａ ＣＡＭＰ)ꎬ 该计划预算 １ ５００ 万美元ꎬ 实施时间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ꎬ 目前已用哈萨克语、 塔吉克语、 乌兹别克语和俄语发表了超过

４ １８５篇文稿ꎬ 并且在哈乌塔三国培训了 ２ ８３０ 名媒体专业人员⑤ꎮ 除美国国际开

发署外ꎬ 诸多非政府组织也在美国的中亚政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ꎬ 包括美国国家

民主基金会、 索罗斯基金会、 “自由之家” 等ꎬ 它们在中亚地区广泛开展活动ꎬ
涵盖经济、 教育、 媒体、 卫生、 安全等领域⑥ꎮ 尽管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具有较强

的 “软实力” 基础ꎬ 但因中亚国家 “去俄化” 政策ꎬ 以及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

基金会相对于美国覆盖面较小等诸多因素ꎬ 因此在中亚地区社会领域美国的影响

力更强ꎮ

４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即吉尔吉斯斯坦的玛纳斯空军基地、 乌兹别克斯坦的哈纳巴德军事基地、 塔吉克斯

坦库利亚布军事基地ꎬ 以及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附近的军事基地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ｓａｉｄ ｇｏｖ /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ａｓｉａ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 ｏｕｒ － ｗｏｒｋ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ꎮ
Ｉｂｉｄ
Ｉｂｉ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Ｍｅｄｉａ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ｓａｉｄ ｇｏｖ /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ａｓｉａ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 ｆａｃｔ －

ｓｈｅｅｔｓ /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ａｓｉａ － ｍｅｄｉａ － ｐｒｏｇｒａｍ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ꎮ
刘赛、 石岚: «论美国非政府组织在中亚的活动与角色»ꎬ 载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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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位的竞争”: 大国在中亚地区的互动新态势　

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主要在经济层面ꎮ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ꎬ 以及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中国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ꎬ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取得了实

质性突破ꎬ 中国逐渐成为中亚地区最大的贸易和投资伙伴ꎮ
２０２３ 年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额达到 ８９３ ７４ 亿美元ꎬ 相较于 ２０２２ 年增长超

２７ ３１％ ꎬ 创历史新高①ꎮ 以哈萨克斯坦为例ꎬ 中国是哈萨克斯坦最大的贸易伙

伴ꎮ 哈萨克斯坦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ꎬ ２０２３ 年哈萨克斯坦与中国的贸易额为

３１４ ８２ 亿美元ꎬ 而同年哈萨克斯坦对外贸易总额为 １ ３９８ ３３ 亿美元ꎬ 中国占

比 ２２ ５％ ꎻ 其中ꎬ 哈萨克斯坦对华出口额为 １４７ １０ 亿美元ꎬ 占哈国出口总额

的 １８ ７％ ꎬ 排名第二ꎬ 仅次于意大利的 １８ ９％ ꎬ 哈萨克斯坦自华进口额为

１６７ ７２ 亿美元ꎬ 中国在哈萨克斯坦进口结构中的份额达到 ２７ ４％ ꎬ 排名

第一②ꎮ

表 １　 ２０２３ 年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贸易额 (单位: 亿美元)

类别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出口额 ２４６ ９７ １９７ ２１ ３６ ７７ ９ ５７ １２３ ８９

进口额 １６３ ２４ ０ ８３ ２ ４９ ９６ ３３ １６ ４４

贸易总额 ４１０ ２１ １９８ ０４ ３９ ２６ １０５ ９０ １４０ ３３

　 　 资料来源: ｈｔｔｐ: / / ｓｔａｔｓ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ｇｏｖ ｃｎ /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年底ꎬ 中国对中亚地区投资累计约 ４００ 亿美元ꎻ 其中ꎬ 对哈萨

克斯坦的投资额是 ２１４ 亿美元ꎬ 对吉尔吉斯斯坦的投资额是 ４６ 亿美元ꎬ 对乌兹

别克斯坦的投资额是 １００ 多亿美元ꎬ 对塔吉克斯坦的投资额是 ３０ 多亿美元③ꎮ 截

至 ２０２２ 年底ꎬ 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存量超 １５０ 亿美元ꎬ 对中亚五国的投资

流量约为 １１ ６５ 亿美元④ꎮ 中国对中亚地区的投资涉及基础设施、 能源、 矿产、
轻工业、 制造业等诸多领域ꎮ

５３

①
②
③

④

ｈｔｔｐ: / / ｓｔａｔｓ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ｇｏｖ ｃｎ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１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ｓｔａｔ ｇｏｖ ｋｚ / ｒｕ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１ 日ꎮ
«国际观察: 中国同中亚五国的关系进入新时代»ꎬ 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２２ / ０１２６ / ｃ１００２ － ３２３４０６７６ 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ꎮ
«２０２２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ꎬ ｈｔｔｐ: / / ｉｍａｇｅｓ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ｈｚｓ / ２０２３１０ /

２０２３１０２７１１２３２０４９７ ｐｄｆ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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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２０２２ 年中国对中亚国家的直接投资情况 (单位: 亿美元)

类别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投资存量 ６９ ７９ １５ ３７ １８ ９３ ２ ２５ ４５ ０８

投资流量 ３ ５６ ０ １０ ４ １９ ０ １０ ３ ７０

　 　 资料来源: «２０２２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ꎬ ｈｔｔｐ: / / ｉｍａｇｅｓ ｍｏｆ 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ｈｚｓ / ２０２３１０ / ２０２３
１０２７１１２３２０４９７ ｐｄｆ

总之ꎬ 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主要在政治和安全领域ꎬ 美国在中亚地区

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社会领域ꎬ 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ꎮ
俄美中三国在中亚地区主导性的影响领域分布的差别ꎬ 是大国 “错位” 竞争的

重要体现ꎮ

三　 大国为何在中亚会出现 “错位” 的竞争?

俄美中三国在中亚的 “错位” 竞争ꎬ 主要体现在三国对中亚地区的定位ꎬ
三国对中亚地区的投入ꎬ 以及三国在中亚地区主导性的影响领域三个方面ꎮ 造成

这种 “错位” 竞争的原因ꎬ 主要是俄美中三国中亚政策的战略目标存在差异、
俄美中三国对中亚地区威胁和机会感知有较大不同ꎬ 以及俄美中三国的比较优势

有明显区别ꎮ

(一) 俄美中三国中亚政策的战略目标存在差异

俄罗斯中亚政策的战略目标ꎬ 主要是通过政治、 经济、 安全、 文化等领域的

具体举措ꎬ 遏制美国及其盟友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ꎬ 与此同时恢复自身在中亚地

区的传统影响ꎮ 普京将俄罗斯国家复兴作为首要目标ꎬ 并且认识到俄罗斯复兴的

前提是在后苏联空间占据优势地位ꎮ 因此ꎬ 俄罗斯将包括中亚地区在内的后苏联

空间视为提升国际地位的战略依托ꎬ 以及应对西方国家挑战的重要场域ꎮ 自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ꎬ 俄罗斯和美国的地缘政治竞争加剧ꎬ 美国试图通过推进

北约东扩、 增强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等举措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ꎮ 在中亚地

区ꎬ 俄罗斯面临着来自美国及其盟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挑战ꎮ “俄罗斯将中亚

视为其近邻ꎬ 并希望阻止其他大国ꎬ 特别是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ꎮ”① 因此ꎬ 在

６３

① Öｚｇｅ Ｅｌｅｔｅｋꎬ “Ｒｕｓｓｉａ’ｓ Ｎｅｗ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ｎｋａｓａｍ ｏｒｇ / ｒｕｓｓｉａｓ －ｎｅｗ －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ａｓｉａ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 ? ｌａｎｇ ＝ ｅｎ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ꎮ



“错位的竞争”: 大国在中亚地区的互动新态势　

这一背景下ꎬ 俄罗斯中亚政策的另一主要目标是防止中亚国家退出俄罗斯的经济

和地缘政治空间ꎬ 并防止 “近邻地区” 中亚作为俄罗斯周围的 “安全地带” 进

一步受到外部力量的控制①ꎮ
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斯蒂芬布兰克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Ｂｌａｎｋ) 指出ꎬ 美国

在中亚地区有五大政治目标: 一是在中亚尤其是阿富汗地区取得反恐战争的胜

利ꎬ 以实现并维持该地区的稳定ꎻ 二是防止地区帝国的出现ꎻ 三是防止中亚国家

的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兴起进而导致国家走向失败ꎻ 四是保持西方对该地区能源

资源 “不受限制的市场准入”②ꎮ 同时ꎬ 布兰克指出ꎬ 尽管美国将中亚地区的民

主化视为目标之一ꎬ 但当其与美国在该地区的其他目标发生冲突时ꎬ 美国政府在

追求这一目标时似乎 “陷入沉默”③ꎮ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ꎬ 美国政府公布的 «美国的中

亚战略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５)» 中ꎬ 美国提出中亚战略的六大目标ꎬ 包括支持和加强中

亚各国以及整个地区的主权和独立ꎬ 减少中亚地区的恐怖主义威胁ꎬ 扩大并维持

对阿富汗稳定的支持ꎬ 鼓励中亚与阿富汗互联互通ꎬ 推进中亚国家的法治改革和

尊重人权ꎬ 促进美国在中亚的投资和发展④ꎮ 在美国的新中亚战略中ꎬ 美国政府

依然坚持 “遏制、 整合与塑造” 三大战略目标ꎮ 这包括遏制俄罗斯和中国的影

响力ꎬ 致力于将中亚国家融入西方自由主义秩序ꎬ 以及塑造这些国家的发展和地

缘政治方向⑤ꎮ 然而ꎬ 美国的新中亚战略中 “遏制” 的意图有所加强ꎬ 美国政府

将俄罗斯与中国视为明确的 “遏制” 对象ꎬ 并对这两国在中亚地区的活动进行

了更进一步的攻击和排斥ꎮ
中国对中亚地区的战略目标主要聚焦于安全和经济两个方面ꎮ 在安全领域ꎬ

其首要目标在于维护中亚地区的稳定ꎬ 以确保中国西部边疆ꎬ 尤其是新疆地区的

７３

①

②

③
④

⑤

Морозов Ю В Влияние во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США на обеспечение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и на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интересы России в регионе ｈｔｔｐｓ: / / ｒｕ ａｐｉｒｃｅｎｔｅｒ ｏｒｇ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８６７? ｙｓｃｌｉｄ ＝ ｌｐｘｏ７ｚｅ０ｏ４１２９０５０９８９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ꎮ

Ａｍｙ Ｌｉｅｄｙꎬ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 Ｒｉｖａｌｒｙ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ｉｌｓｏｎｃｅｎｔｅｒ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ｔｈｅ － ｇｒｅａｔ － ｐｏｗｅｒ － ｒｉｖａｌｒｙ －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ａｓｉａ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ꎮ

Ｉｂｉｄ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５: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０ / ０２ / ＦＩＮＡＬ － ＣＥＮ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Ｇｌｏｓｓｙ －２ －１０ －２０２０ －５０８ ｐｄｆ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ꎮ

曾向红: «遏制、 整合与塑造: 美国中亚政策的战略目标»ꎬ 载 «俄罗斯研究» ２０１３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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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与稳定ꎮ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和中国新疆接壤ꎬ 中亚地

区的恐怖主义、 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极易渗透到中国的西部边疆ꎬ 从而对中国的

国内安全与稳定造成负面影响ꎮ 在经济领域ꎬ 中国的战略目标包括更好地建设和

推动落实 “一带一路” 倡议ꎬ 致力于加强与中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和互联互通ꎮ
通过落实这一倡议ꎬ 中国旨在促进亚洲及欧洲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往来ꎬ 实现区域

间的共同繁荣发展ꎮ 中国对中亚地区在安全与经济方面的战略目标是相辅相成而

非割裂的ꎮ 中亚是中国落实 “一带一路” 的关键节点与重要区域ꎬ 中亚的安全

与稳定ꎬ 不仅有利于 “一带一路” 倡议在中亚地区的推进ꎬ 更有利于 “一带一

路” 在中东欧地区的延伸与联通ꎮ 此外ꎬ 与俄罗斯、 美国等其他大国的中亚政策

中所具有的地缘政治角逐和冷战思维不同ꎬ 中国的中亚政策展现出明显的 “亲诚

惠容” 特点ꎮ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ꎬ 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中亚峰会上就建设一个什么样

的中亚提出 “四点主张”ꎬ 强调建设 “稳定的中亚、 繁荣的中亚、 和谐的中亚、
联通的中亚”ꎬ 包括维护中亚国家主权、 安全、 独立和领土完整ꎬ 促进中亚国家

经济发展ꎬ 推动中亚成为欧亚大陆互联互通枢纽等①ꎮ 中国的中亚政策以不干涉

中亚国家内政为前提ꎬ 尊重中亚国家的主权和独立ꎬ 不推行霸权主义ꎬ 倡导睦邻

友好ꎮ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合作不仅着眼于自身利益ꎬ 更注重促进中亚地区的经济

社会发展ꎬ 推动双方共同利益最大化ꎬ 以实现共同繁荣ꎮ

(二) 俄美中三国对中亚地区威胁和机会的感知有较大不同

地理毗邻性是影响一国威胁感知的重要因素ꎮ 斯蒂芬沃尔特提出ꎬ 影响一

国威胁感知主要有四个因素ꎬ 包括综合实力、 地理毗邻性、 进攻实力和侵略意

图ꎮ 其中ꎬ 关于地理毗邻性ꎬ 沃尔特认为国家投送实力的能力随着距离的远近而

变化ꎬ 临近的国家比距离远的国家构成更严重的威胁②ꎮ 同时ꎬ 地理毗邻性会强

化国家间安全关系的紧密性或者说相互依赖ꎬ 亦即一国与另一国的地理距离越

近ꎬ 那么该国对另一国的威胁和机会感知度就越高ꎬ 反之ꎬ 对另一国的威胁和机

会感知度就越低ꎮ
俄罗斯位于欧亚大陆北部ꎬ 而中亚地区位于欧亚大陆中心ꎬ 中亚国家均是俄

罗斯的 “近邻地区”ꎮ 其中ꎬ 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接壤ꎬ 两国陆地边界有 ７ ５００

８３

①

②

«习近平就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中亚提出 “四点主张”»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ｙａｏｗｅ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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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公里ꎬ 是世界第二长陆地边界ꎬ 仅次于美国和加拿大的陆地边界ꎮ 因此中亚地

区的安全与稳定对于俄罗斯至关重要ꎮ 俄学者强调ꎬ “由于地理原因ꎬ 倘若哈萨

克斯坦境内局势失控ꎬ 这么长的边界不可能完全关闭俄罗斯相当一部分制造

业力量集中在俄哈边界线附近地区ꎮ 哈萨克斯坦是我们通往中亚的陆上桥梁ꎮ 我

们与土库曼斯坦还有通过里海的替代交通路线ꎬ 但与乌兹别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

坦、 塔吉克斯坦都没有替代路线ꎬ 我们绕不开哈萨克斯坦ꎮ”① 因此ꎬ 在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哈萨克斯坦发生骚乱时ꎬ 俄罗斯领导集安组织迅速介入ꎬ 帮助哈萨克斯坦稳

定了国内局势ꎮ 同时ꎬ 俄罗斯与中亚地区紧密相连的地缘关系ꎬ 也给予了俄罗斯

更加敏感的机会感知ꎮ 俄罗斯与中亚地区的经济紧密相连ꎬ 俄罗斯是中亚第二大

贸易伙伴国ꎬ 仅次于中国ꎬ 并通过欧亚经济联盟等机制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ꎮ
但地理毗邻性不仅影响俄罗斯的威胁感知ꎬ 也影响着中亚国家的威胁感知ꎮ

自独立以来ꎬ 中亚国家始终将维护国家独立、 主权和领土完整视为第一要务ꎮ 受

历史记忆与地理毗邻性的影响ꎬ 中亚国家对俄罗斯有种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ꎮ
１９９７ 年哈萨克斯坦将首都从南部的阿拉木图迁至中北部的阿斯塔纳ꎬ 意图保证

俄罗斯族裔集中的哈萨克斯坦北部地区政治稳定ꎬ 维护国家安全ꎮ ２００８ 年的俄

格战争、 ２０１４ 年克里米亚入俄以及 ２０２２ 年俄乌冲突的爆发ꎬ 均加深了中亚国家

对俄罗斯的恐惧和疑虑ꎬ 为此ꎬ 中亚国家有动机与俄罗斯保持一定距离ꎬ 并尝试

通过发展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来平衡俄罗斯的影响力ꎮ 美国与中亚国家相距

甚远ꎬ 降低了中亚国家对美国的威胁感知ꎬ 美国虽然能向欧亚大陆投射力量ꎬ 但

并不能对中亚国家造成直接威胁ꎬ 因此被中亚国家视为制衡俄罗斯的 “完美”
选择②ꎮ 同时ꎬ 地理距离也影响了美国对中亚国家的机会感知ꎮ 由于距离遥远ꎬ
美国在中亚地区的经济机会较小ꎮ

中国与中亚国家地理同样邻近ꎬ 但与俄罗斯相比ꎬ 中国与中亚国家没有复杂

的历史纠葛ꎮ 相较于俄罗斯仅与哈萨克斯坦接壤ꎬ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

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接壤ꎬ 并且乌土两国也是中国的 “大周边” 国家ꎮ 其中ꎬ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边界长达 １ ５３３ 公里ꎮ 中亚地区的稳定与否ꎬ 直接影响中国

９３

①

②

В чем Россия критически зависит от Казахстана. ｈｔｔｐｓ: / / ｖｚ ｒｕ / ｓｏｃｉｅｔｙ / ２０２２ / １ / ７ /
１１３７６４１ 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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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的安全与稳定ꎮ 因此ꎬ 中国对中亚地区的威胁感知较高ꎮ 同样ꎬ 受益于

与中亚的地理毗邻性ꎬ 中国对中亚地区的机会感知也较高ꎮ 中国因此提出与中亚

国家共建 “一带一路”ꎬ 加强与中亚国家的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 资

金融通与民心相通ꎮ ２０２２ 年中国更是提出要与中亚国家共建 “守望相助、 共同

发展、 普遍安全、 世代友好” 的 “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ꎮ
因此ꎬ 整体来看ꎬ 俄罗斯对中亚国家的威胁与机会感知比较高ꎬ 所以对中亚

地区的投入也较多ꎮ 美国对中亚国家的威胁感知较低ꎬ 机会感知也比较低ꎻ 而中

国的威胁感知与机会感知相对美国较高ꎬ 相对俄罗斯较低ꎬ 整体来讲比较平衡ꎮ
俄美中三国对中亚地区的威胁与机会感知ꎬ 不仅直接影响到俄美中三国对中亚地

区的心态ꎬ 也影响到中亚国家对俄美中三国的认知ꎮ 由于地理毗邻性不会发生变

化ꎬ 因此三国的威胁与机会感知相对稳定ꎬ 这也是导致中亚地区出现错位竞争非

常重要的原因ꎮ

(三) 俄美中三国的比较优势有明显区别

俄罗斯的比较优势体现在历史、 文化、 经济等等一系列领域ꎮ 苏联时期ꎬ 中

亚国家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ꎬ 俄罗斯文化成为中亚国家的主流文化ꎬ 在中亚地区

有较为深远的影响ꎮ 尽管独立后中亚五国均推行了不同程度的 “去俄罗斯化”
政策ꎬ 但中亚国家民众仍对俄罗斯文化具有较高的认同感ꎬ 俄语仍是中亚国家的

主流语言之一ꎮ 同时ꎬ 俄罗斯与中亚五国有着广泛而深入的经济联系ꎮ 苏联在中

亚国家之间建设了大量交通和工业基础设施ꎮ 例如ꎬ １９６０ ~ １９８８ 年修建的 “中
亚—中心” 天然气管道系统ꎬ 从土库曼斯坦经乌兹别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最终抵

达俄罗斯ꎬ 至今仍是中亚向俄罗斯和西欧国家输出天然气的主要路线ꎮ 因此ꎬ 这

一基建遗产使得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发展经济合作具有相对优势ꎮ 同时ꎬ 在苏联解

体初期ꎬ 俄罗斯试图与中亚国家推进经济一体化ꎮ １９９３ 年 ９ 月ꎬ 独联体各国就建

立经济联盟达成协议ꎬ 此后俄罗斯还与部分中亚国家建立了关税同盟ꎮ ２０１５ 年

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等国成立了欧亚经济联盟ꎬ 之后吉尔吉斯斯坦也加入了该组

织ꎮ 此外ꎬ 中亚国家在经济上依赖来自俄罗斯的劳务汇款ꎬ 劳务汇款约占吉尔吉

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国内生产总值的 ３０％①ꎮ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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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中亚事务中的比较优势表现在主导的规范或机制以及强大的盟友网络

两方面ꎮ 其一ꎬ 二战以来ꎬ 美国逐渐从权势霸权转向制度霸权ꎬ 建立了一种涵盖

政治、 经济以及其他领域的制度霸权网络ꎮ 例如ꎬ 美国在安全和经济两大领域的

国际制度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ꎬ 在安全领域ꎬ 美国领导成立了联合国等国际组

织ꎻ 在经济领域ꎬ 美国领导成立了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

等国际组织ꎮ 独立以来ꎬ 中亚国家均将融入国际体系、 积极参与全球事务作为重

要的目标之一ꎮ 美国作为国际规范和机制建设的主要推动者ꎬ 对中亚国家具有较

强的吸引力ꎬ 这为美国的中亚政策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支持和便利ꎮ 其次ꎬ 美国

庞大的同盟体系为美国推行自身的中亚政策提供了支持和合作伙伴ꎬ 使其能够更

加灵活地应对各种挑战ꎮ 二战结束后ꎬ 美国为确立和维护其主导的霸权秩序ꎬ 开

始组建全球同盟体系ꎬ 其中以 １９４９ 年北约的成立为主要标志ꎮ 此后ꎬ 美国与日

本、 韩国、 菲律宾等国建立一系列双边同盟ꎬ 逐渐构筑起遍布全球的同盟网络ꎮ
其中ꎬ 欧盟一直是美国在中亚地区的盟友与合作伙伴ꎮ 美国在 «美国的中亚战略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５)» 中指出ꎬ “为保持中亚国家的主权、 独立和领土完整ꎬ 美国与包

括欧盟和 Ｃ５ ＋ １ 机制各国在内的志同道合伙伴进行磋商和协调ꎬ 最大限度地开展

合作”①ꎮ 美国和欧盟的中亚政策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叠的ꎬ 两者一直宣称致

力于在中亚地区推动民主价值观和人权保护ꎬ 并且均将遏制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

影响力视为目标之一ꎮ
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比较优势主要在经济领域ꎮ 中亚五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

较为悬殊ꎬ ２０２２ 年哈萨克斯坦人均 ＧＤＰ 为 １１ ２４３ ７ 美元ꎬ 土库曼斯坦人均 ＧＤＰ
为 ７ ２９７ ２ 美元ꎬ 乌兹别克斯坦人均 ＧＤＰ 为 ２ ２５５ ２ 美元ꎬ 吉尔吉斯斯坦人均

ＧＤＰ 为 １ ６０６ ７ 美元ꎬ 塔吉克斯坦人均 ＧＤＰ 为 １ ０５４ ２ 美元②ꎮ 其中ꎬ 哈萨克斯

坦与土库曼斯坦两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ꎬ 另外三国则相对较低ꎮ 中国是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ꎬ 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ꎬ 中国经济发展可以成为世界经济的重

要引擎ꎬ 尤其对中亚地区经济增长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ꎮ 中亚国家可以搭乘中国

发展的 “快车” “便车”ꎬ 共享市场增长机遇ꎬ 推动本国经济进一步增长ꎮ 此外ꎬ

１４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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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１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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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国家整体上仍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ꎬ 加快推进国家工业化、 促进产业转型升

级是中亚各国面临的共同任务ꎮ 而中国拥有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知识密集

型、 技术密集型等产业类型ꎬ 是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制造业门类的国

家①ꎬ 这为中国与中亚国家开展产能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ꎮ

四　 “错位的竞争” 与中亚局势的演变

“错位的竞争” 与中亚局势的演变密不可分ꎬ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错位

的竞争” 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中亚地区的稳定ꎻ 同时ꎬ “错位的竞争” 为中亚国

家开展 “多元平衡” 外交保留了一定空间ꎮ
其一ꎬ “错位的竞争” 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中亚地区的稳定ꎮ 截至目前ꎬ 积

极参与中亚事务的行为体众多ꎬ 包括俄罗斯、 美国、 中国、 欧盟ꎬ 以及土耳其、
印度、 伊朗等ꎮ 其中ꎬ 俄罗斯和中国在中亚地区形成了 “相互尊重” 的互动关

系模式ꎬ 两国在中亚地区存在一定的协作和明显的协调ꎮ 俄罗斯支持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 倡议ꎬ 中国支持俄罗斯在欧亚经济联盟框架内推动一体化进程ꎬ 并

且两国积极推动 “欧亚经济联盟” 建设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对接ꎬ 并在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签署了 «中俄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

作的联合声明»ꎻ 此外ꎬ 俄罗斯和中国在上合组织框架内为打击 “三股势力”、
维护中亚地区稳定也积极开展安全合作ꎮ 然而ꎬ 美国却并未与俄罗斯、 中国形成

明显的协调ꎬ 美国与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存在更多竞争性ꎮ 中亚国家独立以来ꎬ 美

国在中亚地区始终追求 “遏制、 整合与塑造” 三方面的战略目标ꎬ 其中遏制主

要是指遏制俄罗斯、 伊朗与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ꎬ 直接针对俄罗斯与中国ꎮ
然而ꎬ 在东欧、 高加索和中亚三个欧亚地区的次区域中ꎬ 中亚地区却保持了

相对较高的稳定性ꎮ 相比之下ꎬ 东欧次区域在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发生俄乌冲突ꎬ 成为

俄罗斯和北约对峙的前线ꎻ 高加索次区域则在 ２０２０ 年以来多次发生纳卡冲突ꎬ
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冲突陷入 “冻结” 再 “解冻” 的循环而迟迟得不到彻底

解决ꎻ 而中亚地区尚未发生大规模的国家间冲突与对抗ꎮ 这并不是说中亚地区完

全没有矛盾和冲突ꎬ 而是指相较于其他次区域ꎬ 中亚地区的国家间紧张局势和大

２４

① «坚定不移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ｄ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ｘｗｄｔ / ｚｔｚ ｌ / ｓｒｘｘｇｃｘｊｐ
ｊｊｓｘ / ｘｊｐｊｊｓｘｊｙｑｋ / ２０２３０１ / ｔ２０２３０１１７＿１３４６８５６ 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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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冲突相对较少ꎮ 对此ꎬ 鲁斯杜耶蒙德提出了 “套娃霸权” (Ｍａｔｒｉｏｓｈｋａ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 的概念ꎬ 其中全球霸权美国、 地区霸权俄罗斯、 具有次地区霸权抱负

的乌兹别克斯坦ꎬ 以及中国在中亚安全政治框架内共存ꎮ 美国、 俄罗斯和中国同

时积极参与和影响中亚地区事务ꎬ 共同保障了中亚秩序的大体稳定ꎮ 杜耶蒙德认

为ꎬ 这三个不同层次的霸权无显著竞争ꎬ 甚至具备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合作以加强

各自霸权的潜力①ꎮ
但实际上ꎬ 俄美等域外大国在中亚存在复杂的竞争与合作关系ꎬ 中亚地区秩

序的稳定不能仅用 “套娃霸权” 分析ꎬ 还需提炼大国在中亚的独特互动关系模

式ꎮ 其中ꎬ 新近的一些成果提出大国在中亚地区 “无声的协调” 互动关系模式ꎬ
这一 “无声的协调” 主要表现为主要大国在中亚互动时遵循四个 “潜规则”ꎬ 从

而保障了中亚秩序的整体稳定②ꎮ 不过ꎬ 需要指出的是ꎬ “无声的协调” 互动关

系模式是从合作的角度提出的ꎬ 并未囊括大国在中亚地区的竞争ꎮ 因此ꎬ 我们从

竞争的角度提出 “错位的竞争” 互动关系模式ꎮ “无声的协调” 与 “错位的竞

争” 是一体两面、 相辅相成的ꎬ 两者结合才能描述大国在中亚地区的互动态势ꎬ
即 “差序竞合”③ꎮ “错位的竞争” 这一互动关系模式反映了各国在中亚地区的

战略目标和利益存在差异ꎮ 与俄罗斯、 美国和中国在中亚地区形成的 “无声的协

调” 类似ꎬ “错位的竞争” 同样有助于维持中亚地区的稳定ꎮ 虽然俄美中三国之

间在中亚地区的竞争可能导致一些紧张ꎬ 但各国主要战略目标与利益的错位降低

了它们发生直接对抗和大规模冲突的可能ꎮ 此外ꎬ “错位的竞争” 也避免了任何

一国单方面主导中亚地区ꎮ 各国在政治、 安全、 经济、 社会等不同领域不断寻求

提升自身在该地区的影响力ꎬ 同时ꎬ 在整体影响力方面又相互制约ꎬ 从而在中亚

地区保持了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ꎮ
其二ꎬ “错位的竞争” 为中亚国家开展多元平衡外交保留了较为广阔的空

间ꎮ “多元平衡” 的对外政策包括两个方面ꎬ 其一是多元外交ꎬ 即一国在外交事

务中积极寻求与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合作关系ꎬ 不依赖特定的外交伙伴ꎬ 也不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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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Ｒｕｔｈ Ｄｅｙｅｒｍｏｎｄꎬ “Ｍａｔｒｉｏｓｈｋａ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 Ｍｕｌｔｉ － ｌｅｖｅｌｌｅｄ Ｈｅｇｅｍｏｎ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Ｐｏｓｔ － Ｓｏｖｉｅ ｔ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ꎬ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３５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０９ꎬ
ｐｐ １５１ － １７３

曾向红: « “无声的协调”: 大国在中亚的互动模式新探»ꎮ
类似的概念可参见曾向红、 张峻溯: «敌友难分: 俄罗斯与土耳其的差序互动模式研

究»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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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单一的发展方向ꎬ 追求外交对象的多样化ꎻ 其二是平衡外交ꎬ 即一国通过外

交手段平衡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和关系ꎬ 以确保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自主性和灵

活性ꎮ 独立以来ꎬ 中亚国家大都奉行 “多元平衡” 的外交政策ꎬ 在话语上均强

调与俄罗斯、 美国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ꎻ 在实践中普遍将对俄

关系视为优先发展方向ꎬ 同时通过发展与美国、 中国等域外大国的关系ꎬ 平衡俄

罗斯在中亚地区的绝对影响力ꎬ 进而在确保自身的独立性的基础上追求国家

利益ꎮ
中亚五国或多或少都奉行多元平衡对外政策ꎮ 哈萨克斯坦一直将多元平衡作

为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ꎮ 如在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发布的 «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构想

(２０２０ ~ ２０３０)» 中ꎬ 哈萨克斯坦明确表示将坚持 “多元、 务实和积极的政策”ꎬ
并 “进一步发展与俄罗斯的联盟关系ꎬ 与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ꎬ 与美国

的扩大战略伙伴关系ꎬ 与中亚国家的战略协作ꎬ 与欧盟及其成员国的扩大伙伴关

系和合作”①ꎮ 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虽在不同时期对大国有不同的倾斜ꎬ 而被称

之为 “钟摆外交” (ｐｅｎｄｕｌｕｍ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和 “Ｚ 字型政策” (ｚｉｇｚａｇ ｐｏｌｉｃｙ)②ꎮ 但

总体而言ꎬ 乌兹别克斯坦基本坚持了多元平衡外交的原则ꎬ 没有在俄美等大国之

间选边站ꎬ 且 ２０１６ 年米尔济约耶夫执政以来ꎬ 乌兹别克斯坦对外政策中的多元

平衡因素明显加强ꎮ 土库曼斯坦于独立之初即宣布奉行 “永久中立” 或 “积极

中立” 的对外政策ꎬ 这一政策为土库曼斯坦同时发展与东方和西方ꎬ 尤其是俄罗

斯、 美国和中国三国的友好关系提供了支持和保障③ꎮ 资源相对匮乏、 国力相对

较弱的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同样将发展与俄美中等国的友好关系ꎬ 作为维

护国家独立、 获得外部支持的重要手段ꎮ
大国在中亚地区 “错位的竞争” 是中亚国家实施积极的多元平衡对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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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ｆｏｒ ２０２０ － ２０３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ｋｏｒｄａ ｋｚ / ｅｎ / ｌｅｇａｌ＿ ａｃｔｓ / ｄｅｃｒｅｅｓ / ｏｎ － ｔｈｅ － ｃｏｎｃｅｐｔ － ｏｆ － ｔｈｅ － ｆｏｒｅｉｇｎ － ｐｏｌｉｃｙ － ｏｆ －
ｔｈｅ －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 ｏｆ －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 ｆｏｒ － ２０２０ － ２０３０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ꎮ

Ｖａｄｉｍ Ｒｏｍａｓｈｏｖꎬ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ｓ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Ａｃｔ: Ａ Ｇａｍｅ ｏｆ Ｃｈ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ꎬ ｉｎ Ｈ Ｒｙｔöｖｕｏｒｉ Ａｐｕｎｅｎꎬ ｅｄｓꎬ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ｕｚｚｌｅ ａｒｏｕｎｄ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Ｂｏｒｄｅｒ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ꎬ Ｌｅｖｅｒｋｕｓｅｎ: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Ｂｕｄｒｉｃｈ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ｐ １６１ － １９０

Ｌｕｃａ Ａｎｃｅｓｃｈｉꎬ Ｔｕｒｋｍｅｎｉｓｔａｎ’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ｕｒｋｍｅｎ Ｒｅｇｉｍｅ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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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观条件ꎮ “错位的竞争” 意味着俄罗斯、 美国和中国等主要大国在中亚地区

的利益和战略目标并非完全重叠ꎬ 而是存在交叉、 错位或部分重合ꎮ 在这种互动

关系模式下ꎬ 俄美中之间的竞争并非完全对立ꎬ 各国会在特定领域或议题上开展

竞争ꎬ 并通过不同手段力图巩固自身在中亚地区的地位或影响力ꎮ 这种 “错位”
为中亚国家的 “平衡” 与 “对冲” 提供了可能ꎬ 中亚国家可以基于自身利益ꎬ
在这些大国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ꎬ 进而 “减少或使战略风险最小化ꎬ 维持或

增加行动自由度ꎬ 使战略选项多元化以及塑造目标国的偏好与选择”①ꎮ
中亚国家积极支持并参与主要大国ꎬ 尤其是俄罗斯、 美国和中国的中亚战略

或政策ꎬ 旨在为本国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ꎮ 在经济领域ꎬ 中亚国家对俄罗斯于

２０１１ 年提出、 ２０１５ 年启动的欧亚经济联盟ꎬ 美国 ２０１１ 年提出的 “新丝绸之路计

划”ꎬ 以及中国 ２０１３ 年提出的 “一带一路” 倡议均表示欢迎ꎬ 并以不同方式参与ꎮ
在安全领域ꎬ 中亚国家先后加入欧安组织和北约 “和平伙伴关系计划”ꎬ 其中哈吉

塔三国还是集安组织的成员ꎬ 哈吉塔乌四国是上合组织成员ꎮ 同时ꎬ 中亚国家极力

避免特定国家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过大ꎬ 从而丧失外交独立性ꎮ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ꎬ 乌兹

别克斯坦东部的安集延市发生武装骚乱事件ꎬ 美国对乌兹别克斯坦当局进行抨击ꎬ
两国关系迅速恶化ꎮ 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下令关闭哈纳巴德军事基地ꎬ 加强了与俄罗

斯的关系ꎬ 并在 ２００６ 年重新加入集安组织ꎮ 其后ꎬ 乌兹别克斯坦再次逐渐拉近与

俄罗斯的关系ꎬ 与美国的关系也开始回暖ꎮ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ꎬ 米尔济约耶夫访问美国ꎬ
两国元首签署联合声明ꎬ 乌兹别克斯坦与美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ꎮ 由此可见ꎬ 中亚

国家以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政权生存为核心目标ꎬ 一旦某一国的力量在中亚国家过

大ꎬ 中亚国家就会逐渐转向其他国家而寻求平衡ꎮ
然而ꎬ 由于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与优势地位ꎬ 长期以来中亚国家在实

施 “多元平衡” 的对外政策中ꎬ 不得不仍优先考虑俄罗斯ꎮ 而近年来ꎬ 域外行为

体纷纷介入中亚ꎬ 以及中亚地区 “准单极” 结构的松动ꎬ 为中亚国家有效落实

“多元平衡” 对外政策提供了契机ꎮ 中亚国家可以与更多域外行为体建立友好关系

与合作ꎬ 追求自身利益ꎮ 但需要注意的是ꎬ 如果俄美中等主要大国在中亚地区的竞

争进一步激烈ꎬ 那么中亚国家 “多元平衡” 对外政策的实施难度将增加甚至难以

为继ꎮ 届时ꎬ 中亚国家难以基于自身利益和战略规划主动采取行动ꎬ 而是需要根据

５４

① 王栋: «国际关系中的对冲行为研究———以亚太国家为例»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０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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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之间的竞争态势作出反应ꎬ 中亚国家的 “多元平衡” 外交将不可避免地走向

“被动”ꎬ 从 “积极主动的多元平衡” 转向 “反应式多元平衡” 的模式①ꎮ

余　 论

中亚国家独立以来ꎬ 主要域外大国俄罗斯、 美国和中国在中亚地区形成了

“错位竞争” 的互动关系模式ꎮ 这一 “错位”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ꎮ 一是俄美中

三国对中亚地区的定位有差别ꎬ 俄罗斯视中亚国家为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ꎬ 中国

视中亚国家为重要周边ꎬ 而对美国而言ꎬ 中亚地区在其对外政策中不算优先ꎮ 二

是俄美中三国对中亚地区的投入不可比ꎬ 通过对援助情况和领导人访问情况两个

要素的考察ꎬ 可以发现俄罗斯对中亚地区的投入最多ꎬ 美国和中国次之ꎮ 三是俄

美中三国在中亚地区的主要影响力分布在不同领域ꎬ 俄罗斯的影响力主要集中在

政治和安全领域ꎬ 美国主要集中在社会领域ꎬ 中国则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ꎮ 形成

这一互动关系模式主要有三点原因ꎮ 一是俄美中在中亚地区的战略目标不同ꎬ 俄

罗斯试图恢复在中亚地区的传统优势地位ꎬ 美国致力于 “遏制、 整合和塑造”ꎬ
中国则追求稳定西部边疆和发展 “一带一路”ꎮ 二是俄美中三国在中亚地区的威

胁和机会感知不同ꎬ 俄罗斯对中亚国家的威胁感知和机会较高ꎬ 美国较低ꎬ 中国

则较为平衡ꎮ 三是俄美中三国在中亚地区的比较优势不同ꎬ 俄罗斯的优势主要体

现在历史、 文化、 经济等一系列领域ꎬ 美国则体现在规范和机制、 盟友两个方

面ꎬ 而中国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ꎮ “错位的竞争” 互动关系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维

持了中亚地区秩序的稳定ꎬ 也为中亚国家开展 “多元平衡” 外交保留了较为广

阔的空间ꎮ 需要强调的是ꎬ 本文提出大国在中亚地区开展 “错位竞争”ꎬ 并不否

认大国在中亚地区战略层面的博弈与对抗ꎬ 而是认为由于域外大国在中亚地区战

略目标、 威胁和机会感知、 比较优势的差异ꎬ 导致了一种非直接对抗的互动模式

的自然形成ꎮ 这一竞争模式并不意味着大国在中亚地区的 “和谐共生”ꎬ 本质上

仍包含着竞争与冲突ꎬ 可谓 “暗流涌动” 的一种短期平衡状态ꎮ
２０２２ 年俄乌冲突以来ꎬ 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影响力有所下降ꎮ 与此同时ꎬ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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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Ｊ Ｓｕｌｌｉｖａꎬ “Ｅｎｄ ｏｆ ａｎ Ｅｒａ?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ｔｅ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ｖｅｃｔｏｒｉｓｍ”ꎬ ｉｎ Ｊｅａｎ －
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Ｃａｒｏｎꎬ ｅｄｓꎬ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Ｌｅｇａｃ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ｕｐｔｕｒｅꎬ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１９ꎬ ｐｐ ３１ － ５０



“错位的竞争”: 大国在中亚地区的互动新态势　

美国为首的西方持续加强在中亚地区的外交活动ꎬ 试图提升在中亚安全、 政治和

经济等领域的影响力ꎮ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ꎬ 美国在与中亚五国的部长级对话中ꎬ 提出美

国军事基地或中转基地返回中亚地区的可能性①ꎮ 同年 ６ 月ꎬ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

令迈克尔库里拉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Ｅｒｉｋ Ｋｕｒｉｌｌａ) 先后访问了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

坦、 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ꎬ 承诺加强与中亚国家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合

作②ꎮ ２０２３ 年以来ꎬ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负责南亚和中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唐纳

德卢 (Ｄｏｎａｌｄ Ｌｕ) 等美国官员多次访问中亚国家ꎬ 讨论安全、 能源、 经贸等

领域的合作ꎮ 同年 ９ 月 １９ 日ꎬ 美国总统拜登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中亚五国总统

举行会谈ꎬ 将 “Ｃ５ ＋ １” 对话机制提升到元首层级ꎬ 并提出 “支持和扩大美国—
中亚伙伴关系”ꎮ 会后ꎬ 双方发表题为 «纽约宣言: 通过安全、 经济和能源伙伴

关系增强 “Ｃ５ ＋ １” 韧性» 的联合声明ꎬ 宣布将加强安全合作、 “Ｃ５ ＋ １ 经济能

源走廊” 建设、 能源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合作ꎬ 以及发展 “Ｃ５ ＋ １ 与人相

关” 的活动ꎮ 其中ꎬ 美国将安全合作视为 “应对地区面临的共同挑战以及维护

中亚国家主权和独立的必要基石”ꎬ 且承诺在发展与中亚地区国家的合作时 “优
先提供维护安全的工具和其他资源”③ꎮ １１ 月ꎬ 美国国务院南亚和中亚事务局宣

布ꎬ 美国与中亚五国启动了 Ｂ５ ＋ １ 商业平台 (Ｂ５ ＋ １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以促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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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ａｄｏｕｔ: Ｕ Ｓ Ｃｅｎｔｃｏｍ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 Ｍｅｅ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ａｊｉｋｉｓｔａｎ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ꎬ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ꎬ ａｎｄ Ｃｈｉｅｆ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ｔａｆｆꎬ Ｊｕｎｅ １７ｔｈꎬ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ｅｎｔｃｏｍ ｍｉｌ / ＭＥＤＩＡ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
Ｖｉｅｗ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３０６７１４１ / ｒｅａｄｏｕｔ － ｕｓ － ｃｅｎｔｃｏｍ －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 － ｍｅｅｔｓ － ｗｉｔｈ － ｔａｊｉｋｉｓｔａｎ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ｄｅｆｅｎｓｅ －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 ａ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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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２０２３ / ０９ / ２１ / ｃ５１ － ｌｅａｄｅｒｓ － ｊｏｉｎｔ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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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一体化、 加强双方经济合作①ꎮ
总而言之ꎬ 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积极介入中亚地区ꎬ 试图与中国

竞争在经济领域的影响力ꎬ 与俄罗斯竞争在安全领域的影响力ꎮ 与此同时ꎬ 俄罗

斯与中国也密切了与中亚国家的联系ꎬ 试图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合作ꎬ 巩固并进一

步增强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ꎮ 俄美中三国对中亚地区的关注和投入增大ꎬ 互动关

系中 “错位” 的程度正趋于减弱———俄美中三国对中亚地区在自身对外政策布

局中的定位都有所提高ꎬ 三国对中亚地区的投入均有所加大ꎬ 三国在中亚地区竞

争影响力的领域正从 “区别” 到 “全面” ———域外大国在中亚地区的竞争预计

将日益激烈ꎮ 但考虑到俄美中三国在中亚地区的比较优势不同ꎬ 而这种比较优势

在短期内预计不会轻易改变ꎬ 三国的竞合仍将保持稳定ꎮ 这种稳定性源于俄美中

三国在中亚地区具备的独特优势和资源ꎬ 包括但不限于历史和文化联系、 经济联

系等方面的因素ꎮ 俄罗斯与中亚国家拥有长期的历史和文化联系ꎬ 在中亚国家的

政治和安全领域具有较高的影响力ꎻ 美国则借助其主导的规范和机制、 盟友关系

与中亚国家展开合作ꎻ 中国则在经济合作方面具有较强优势ꎬ 特别在 “一带一

路” 倡议框架下与中亚国家加强经济联系ꎮ 这些不同的优势和资源使得三国在中

亚地区的竞争更多地依赖于各自的战略布局和长期影响ꎬ 难以在短期内发生重大

变化ꎮ 因此ꎬ 在可预见的未来ꎬ 俄罗斯、 美国和中国这三个主要域外大国在中亚

地区的 “错位竞争” 将继续保持ꎬ 至少短期内不会出现大幅度的改变ꎮ
(责任编辑　 胡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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