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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等强国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力量ꎮ 世界政治动荡

和全球治理失序使一些国家将追求中等强国地位作为主要目标ꎬ 进而在

特定问题领域和地区事务中发挥影响力ꎮ 哈萨克斯坦独立后ꎬ 不断积累

的人口、 经济和军事实力等物质资源增强了它追求中等强国地位的实力

基础ꎬ 而中亚国家区域合作机制的初现进一步增强了哈萨克斯坦追求中

等强国地位的意愿ꎮ 此外ꎬ 大国在中亚地区的竞争与合作则为哈萨克斯

坦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契机ꎮ 在外交层面ꎬ 哈萨克斯坦实行多元平衡的

外交战略ꎬ 在政治、 经济、 文化及全球治理等多个领域开展外交活动ꎬ
寻求国际社会对其中等强国地位的承认ꎮ 基于学术界对中等强国地位的评

估路径ꎬ 从功能性、 行为性、 等级性及观念性四个层面对哈萨克斯坦追求

中等强国地位的外交实践效果进行评估可以发现ꎬ 哈萨克斯坦并非完整意

义上的中等强国ꎬ 在它追求中等强国的过程中ꎬ 面临各种国内外因素的限

制ꎬ 这对哈萨克斯坦追求中等强国地位构成了重要挑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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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ꎬ 受俄乌冲突、 新冠肺炎疫情和阿富汗塔利班上台等多重因素叠加影

响ꎬ 中亚地区形势演变加速ꎮ 一方面ꎬ 大国与中亚国家的互动加强ꎬ 中亚地区

“大博弈” 呈现新的发展态势ꎻ 另一方面ꎬ 面对地缘政治风险和各种挑战ꎬ 中亚

国家外交主动性增强ꎬ 积极开展对外合作ꎮ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７ 日ꎬ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

卡耶夫在 «阿斯塔纳时报» 发表文章ꎬ 明确将哈萨克斯坦定位为 “中等强国”ꎬ
并主张 “全球中等强国借此契机团结一致以便在日益分化的世界中共同寻找新的

前进道路”①ꎮ ６ 月 ８ 日ꎬ 托卡耶夫在阿斯塔纳论坛开幕式的演讲中再次强调ꎬ 中

等强国应当在联合国安理会中拥有更具分量的发言权ꎬ 重申外交、 对治和全球伙

伴关系对于应对当下挑战、 实现持久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②ꎮ
然而ꎬ 关于哈萨克斯坦的中等强国地位和为此开展的外交实践ꎬ 学术界具有

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ꎮ 一种观点认为哈萨克斯坦目前并不具备中等强国地位ꎮ 如

伊万萨弗兰克等人指出ꎬ 中亚地区 “既未建立起国际机制ꎬ 又未出现中等强国

的治理”③ꎮ 哈萨克斯坦虽然具有成为中等强国的潜力ꎬ 并奉行积极的多元外交

政策ꎬ 但 “奉行积极的外交并不能解决国内稳定问题ꎬ 更无法弥补物质实力的缺

陷”ꎬ 从而使其在追求中等强国的过程中 “徒劳无功”ꎬ 哈萨克斯坦外交政策目

的是维护主权ꎬ 在大国之间保持平衡ꎬ 但 “这种策略无法为促进地区国家的发展

提供足够的支持ꎬ 因此也无法为其成为中等强国提供物质基础”④ꎮ
另一种观点认为哈萨克斯坦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中等强国ꎮ 拉查尔范德希

尔等人认为哈萨克斯坦奉行的多元平衡外交政策正是中等强国的典范⑤ꎮ 德国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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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安全事务研究所 (ＳＷＰ) 发布研究报告 «中等强国———国际政治中的新兴影

响力领袖»ꎬ 明确将哈萨克斯坦列入中等强国行列ꎬ 认为哈萨克斯坦构成中等强

国ꎬ 不仅是其地缘位置、 资源优势和处于发展中的多元化经济等因素使然ꎬ 也在

于其多元平衡外交政策的成功ꎬ 这种政策使哈萨克斯坦 “在保持与传统大国关系

的同时ꎬ 努力扩大与全球伙伴的联系和合作”ꎬ 从而 “不仅确保了哈萨克斯坦的

国际地位ꎬ 也为其提供了在复杂地缘政治环境下的发展机遇”①ꎮ
从外交实践来看ꎬ 哈萨克斯坦已基于中等强国的认知和追求ꎬ 更为积极和主

动地开展了多元平衡外交实践ꎮ 那么ꎬ 哈萨克斯坦为何寻求中等强国地位? 哈萨

克斯坦中等强国外交实践的效果如何?

一　 何谓 “中等强国”?

在国际政治中ꎬ 中等强国一般是指实力介于大国和小国之间、 具有中等力量

或规模的国家ꎮ 中等强国虽然并不具有大国的全球影响力ꎬ 但凭借数量优势及在

地区及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ꎬ 被视为重塑当前国际体系格局的重要国际力量ꎮ 目

前ꎬ 国内外学术界有关中等强国的研究主要从四个视角展开ꎮ
第一ꎬ “中等强国” 的概念及条件界定ꎮ 关于 “中等强国” 这一学术概念ꎬ

学界目前尚未达成一致ꎮ 现实主义认为ꎬ 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的首要目标是追求

权力和确保生存ꎬ 因此对中等强国的判断取决于物质基础ꎬ 人们可以通过定量评

估一个国家的 ＧＤＰ、 人口、 军费开支、 贸易等来判断一个国家是否为中等强国ꎮ
自由主义则更多关注中等强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合作行为ꎬ 认为在体系的压力和影

响下ꎬ 中等强国由于不能单独采取有效行动ꎬ 通常选择与其他符合自身利益的中

等强国进行联系与合作以维护内部制度和社会偏好ꎮ 建构主义则视中等强国为一

种 “建构性身份”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ꎬ 通过诸如构成性规范、 社会目的、 比

６７

① “Ｇｅｒｍａｎ Ｔｈｉｎｋ Ｔａｎｋ Ｒａｎｋｓ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ａｓ ‘ Ｗｏｒｌｄ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ｕｒａｃｔｉｖ ｃｏｍ / ｓｅｃｔｉｏｎ /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ａｓｉａ / ｎｅｗｓ / ｇｅｒｍａｎ － ｔｈｉｎｋ － ｔａｎｋ － ｒａｎｋｓ －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 ａｓ － ｗｏｒｌｄ －
ｍｉｄｄｌｅ － ｐｏｗｅｒ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１４ 日ꎮ



追求中等强国地位的身份认知与行为选择: 哈萨克斯坦的实践及成效　

较关系、 自我认同和主体间性等概念框架ꎬ 概念化中等强国的自我身份构建①ꎮ
第二ꎬ 中等强国的特征与作用ꎮ 有学者认为可以通过三个主要特征来识别中

等强国: (１) 在谈判过程中ꎬ 政府必须具有影响全球协商的权威ꎻ (２) 国家融

入世界政治和经济的程度ꎻ (３) 支持世界各地公民社会权利的外交声誉和政治

意愿②ꎮ 且中等强国的领导权不同于美国的全球领导权ꎬ 中等强国领导权集中于

局部领域、 地区范围内ꎬ 主要作用是协调问题、 化解矛盾、 稳定地区动荡局势ꎬ
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机制的形成和完善③ꎮ 中等强国通常具有区域和全球两方面

的身份认知ꎬ 在区域层面中等强国往往以区域大国的身份自居ꎬ 而在全球层面又

强调自身的中等强国身份认知④ꎮ 相较于小国ꎬ 中等强国凭借在国际体系中较高

的地位优势与影响力ꎬ 往往更能影响大国竞争态势和力量对比关系⑤ꎮ
第三ꎬ 中等强国的类型划分ꎮ 根据指标差异中等强国有不同的划分标准ꎮ 基

于人口规模与国土面积的大小ꎬ 孙西辉认为中等强国可以划分为 “大型中等国

家” “普通中等国家” 和 “次级中等国家”ꎻ 而基于国家 ＧＤＰ 和军费开支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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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ｒ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ꎬ ＩＲＳＴＩꎬ Ｖｏｌ ９７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２２ꎬ ｐ ５７

戴维来: «中等强国的国际领导权问题初探»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ꎮ
王琛: «印尼的中等强国外交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基于双重身份认知视角的分析»ꎬ

载 «东南亚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ꎮ
张耀: «中美战略竞争与亚太中等强国的行为选择———以美国 “印太战略” 升级为契

机»ꎬ 载 «东南亚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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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ꎬ 中等强国可以分为 “强盛中等国家” “富裕中等国家” 和 “一般中等国

家”①ꎮ 沈陈根据对中等强国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 中英文 “Ｍｉｄｄｌｅ” 词义的理解

( “中间大小”、 “中等权力” 和 “折中立场”) 将中等强国划分为 “中等规模的

强国” (Ｍｅｄｉｕｍ － ｓｉｚｅｄ Ｐｏｗｅｒ)、 “中间等级的强国” (Ｍｉｄｄｌｅ －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和

“中间地带的强国”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 ｒｅｇｉｏｎ Ｐｏｗｅｒ)②ꎮ 乔达安 (Ｅｄｕａｒｄ Ｊｏｒｄａａｎ) 则

将中等强国分为传统和新兴两类 (见表 １)ꎬ 并认为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结

构与行为间的差异ꎬ 同时作者指出传统中等强国有澳大利亚、 加拿大和挪威等ꎬ
新兴中等强国则以阿根廷、 马来西亚、 南非为代表③ꎮ

第四ꎬ 中等强国的外交行为选择ꎮ 中等强国受其中等规模国家实力的限定ꎬ
其外交行为一般可采用选边、 结盟、 中立、 对冲、 制衡、 疏离、 参与多边国际机

制等单一策略或多种策略组合ꎮ 除受国际体系结构性因素制约外ꎬ 中等国家的对

外行为选择同样受到国内因素 (地理位置、 政治精英、 利益偏好、 威胁感知等)
的影响④ꎮ 为了在某些具体功能领域中增加话语权、 发挥主导作用甚至扮演领导

者角色ꎬ 中等强国往往倾向于选择体现自身比较优势的 “利基外交” (Ｎｉｃ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ꎬ 也译为 “功能外交” 或 “优势外交”)ꎮ 利基外交源于管理学概念ꎬ
在国际关系领域主要是指中小国家将外交资源集中在最能产生回报比的特定领

域ꎬ 如沙特的利基外交为能源和宗教ꎬ 印尼的利基外交为环境与气候等⑤ꎮ
第五ꎬ 中等强国的世界观ꎮ 比利时学者特克斯特拉 (Ａｌｂｅｒｔｏ Ｔｕｒｋｓｔｒａ) 认为中

等强国虽然包括不同的国家群体ꎬ 但它们具有一些共同特征: 厌恶零和世界观及陷

８７

①

②

③

④

⑤

孙西辉: «中等强国的 “大国平衡外交” ———以印度尼西亚的中美 “平衡外交” 为

例»ꎬ 载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ꎮ
沈陈: «超越西方语境下的 “中等强国”: 模糊性、 特征化与再定位»ꎬ 载 «太平洋

学报» 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ꎮ
Ｅｄｕａｒｄ Ｊｏｒｄａａｎꎬ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ａ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ｓ ”ꎬ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３０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０３ꎬ ｐｐ １６５ － １８１

孙通、 刘昌明: «中等强国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行为逻辑: 基于竞争烈度、 依赖结构

与利益偏好的解释»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２０２１ 年第 ７ 期ꎮ
关于 “利基外交” 的内容可参见: Ａｎｄｒｅｗ Ｆ Ｃｏｏｐｅｒꎬ “Ｎｉｃ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ꎬ ｉｎ Ａｎｄｒｅｗ Ｆ Ｃｏｏｐｅｒ ｅｄꎬ Ｎｉｃ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１９９７ꎬ ｐｐ １ － ２４ꎻ 王琛: «冷战后东南亚国家的 “利基外交”»ꎬ 载 «国际政治研

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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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大国对峙ꎬ 拥有制定独立外交政策方针的决心ꎮ 虽然这些国家的实力无法单独与

大国相媲美ꎬ 但仍然可以通过汇集资源以联盟的方式来影响或塑造结果①ꎮ

表 １　 传统中等强国与新兴中等强国的差异对比

　 　 　 　 　 类型
项目　 　 　 　 　 　 　 传统中等强国 新兴中等强国

结
构
差
异

民主传统 稳定的社会民主
相对不稳定ꎬ 新近的民主化存

在一些非民主化的方面

中等强国崛起时间 冷战时期 冷战结束后

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核心 半边缘

国内财富分配 非常平等 高度不平等

地区影响力 低 高

感知中立性的来源 区域矛盾和相对不重要 区域自我联想和意义

行
为
差
异

区域定位 相对低 适度高

对区域一体化与合作的态度 矛盾的 渴望 (经常担任领导角色)

深刻影响全球变化的行动性质 安抚和合法化 改革和合法化

国际身份建构的目的 与区域大国维持差异 与区域小国维持差异

　 　 资料来源: Ｅｄｕａｒｄ Ｊｏｒｄａａｎꎬ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ａ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ｓ”ꎬ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３０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０３ꎬ ｐ １６９

根据表 １ 罗列的项目ꎬ 结合哈萨克斯坦的具体实践可以发现ꎬ 自冷战后哈萨

克斯坦便谋求成为中亚区域层面的 “领头羊”ꎮ 哈萨克斯坦进行了政治、 经济和

社会现代化改革ꎬ 并逐渐成为区域的枢纽国家ꎬ 试图在不同的冲突中寻求妥协立

场ꎬ 扩大在中亚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ꎬ 这些表现符合 “中间等级” 强国

(即追求中等权力) 的定义ꎮ 但哈萨克斯坦在加强民主体制、 缩小贫富差距、 平

衡乌兹别克斯坦影响力、 发展出引领全球变化的改革行动等方面仍存在不足ꎮ 因

此ꎬ 哈萨克斯坦对身份的认知可归于新兴中等强国ꎬ 但它的中等强国建设仍处于

未完成状态ꎮ 为此ꎬ 托卡耶夫继任哈萨克斯坦总统以后ꎬ 明确提出了中等强国的

９７

① Ｅｄｕａｒｄ Ｊｏｒｄａａｎꎬ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ａ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ｓ ”ꎬ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３０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０３ꎬ ｐｐ １６５ － １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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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目标ꎬ 并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开展了更为广泛的外交实践ꎮ

二　 哈萨克斯坦追求中等强国地位的有利条件

中等强国身份可以赋予相关国家在国际体系中作为重要国家行为体的地位并由

此获得相应的收益ꎮ 随着全球诸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ꎬ 中等强国虽然不能

从根本上决定或改变大国主导的规则体系ꎬ 但他们却可以通过影响地区事务、 促进

合作、 弥合差距、 倡导全球规范、 促进经济发展ꎬ 进而影响国际秩序的演变方

向①ꎮ 中等强国地位成为哈萨克斯坦的目标ꎬ 是因为它具备三个有利条件ꎮ

(一) 自身具备的物质资源

首先ꎬ 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地区面积最大的国家ꎬ 兼具东西方双重地缘战略位

置ꎬ 是联结欧亚大陆的交汇处ꎬ 是地缘战略博弈中的 “枢纽地带”ꎮ 布热津斯基

曾指出ꎬ “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重要性不是来自它们的力量和动机ꎬ 而是来自它

们所处的敏感地理位置以及它们潜在的脆弱状态对地缘战略棋手行为造成的影

响ꎮ”② 作为欧亚大棋局中潜在的地缘支轴国家ꎬ 哈萨克斯坦处于以俄罗斯为代

表的 “欧亚大陆辖区”、 以美国为代表的 “海洋辖区” 及以中国为代表的 “东亚

辖区” 结合部ꎬ 是美、 俄、 中、 印、 伊斯兰五大世界力量间的缓冲地带ꎮ 独特的

地缘政治地位、 重要的能源经济价值ꎬ 使哈萨克斯坦地缘战略地位逐渐凸显ꎬ 成

为大国势力角逐的新的地缘战略目标③ꎮ
其次ꎬ 哈萨克斯坦能源资源丰富ꎬ 是世界上主要的化石燃料生产国及能源出

口国ꎮ 国际能源署发布的数据显示ꎬ ２０１８ 年哈萨克斯坦是世界第九大煤炭生产

国 (１ ０８ 亿吨)ꎬ 其原油产量 (９ １９０ 万吨) 位居世界第 １７ 位ꎬ 天然气产量

(３８７ 亿立方米) 位居世界第 ２４ 位ꎬ 同年ꎬ 哈萨克斯坦的能源总产量是其能源需

求的两倍以上ꎬ 成为全球第九大煤炭出口国、 第九大原油出口国和第 １２ 大天然

０８

①

②

③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ｓ: Ｒｉｓ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ｏｎｔｒｏｌｒｉｓｋｓ ｃｏｍ/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ｓ / ｍｉｄｄｌｅ － ｐｏｗｅｒｓ?ｕｔｍ＿ ｒｅｆｅｒｒｅｒ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ｏｇｌｅ ｃｏｍ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ꎮ

〔美〕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大棋局: 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ꎬ 中国国际

问题研究所译ꎬ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ꎬ 第 ５５ 页ꎮ
李同昇、 龙冬平: «中亚国家地缘位置与中国地缘战略的若干思考»ꎬ 载 «地理科学

进展»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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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出口国①ꎮ 除此之外ꎬ 哈萨克斯坦还具有矿物及稀土方面的优势ꎬ 其中铀储量

约占世界总储量的 １２％ ꎬ 铀产量约占世界总储量的 ３３％②ꎮ 随着世界向清洁能源

转型ꎬ 它还制定了大力开发太阳能、 风能和绿色氢能等可再生能源的计划ꎮ 哈萨

克斯坦的能源和资源优势吸引了一批国际投资者ꎮ 尤其在当前动荡不安的国际局

势下ꎬ 哈萨克斯坦正在依托能源外交巩固其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并扩大伙伴关

系ꎮ 凭借资源优势ꎬ 哈萨克斯坦还积极发展能源和矿物资源行业ꎬ 积极参与全球

产业链合作ꎮ
最后ꎬ 自 １９９１ 年独立以来ꎬ 哈萨克斯坦成为世界上快速增长的转型经济体

之一③ꎮ 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ꎬ 哈萨克斯坦的 ＧＤＰ 从 １９９１ 年的 ２５０ 亿美元

增加到 ２０１９ 年的 １ ８２０ 亿美元ꎬ 增长了 ６ ２８ 倍④ꎮ ２０２２ 年哈萨克斯坦国内生产

总值为 ２ ２０４ ７２ 亿美元ꎬ 同比 ２０２１ 年增长 ３ ２％ ꎬ 几乎是同年中亚第二大经济

体乌兹别克斯坦 (ＧＤＰ ８０４ 亿美元) 的 ３ 倍ꎬ 稳居中亚第一⑤ꎮ «哈萨克斯坦

２０５０ 战略» 显示ꎬ 哈萨克斯坦现阶段主要目标是将自身建设成为国家强大、 经

济发达和拥有普遍劳动机会的福利社会并实现在 ２０５０ 年前跻身世界发达国家前

３０ 强行列的目标⑥ꎮ
物质资源的增长为哈萨克斯坦追求中等强国地位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ꎮ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ꎬ 哈萨克斯坦颁布 «２０２０ ~ ２０３０ 年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对外政策构

想»ꎬ 首次明确哈国作为地区中等强国地位的对外战略ꎮ «构想» 指出ꎬ 哈萨克

１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ｒｏｆｉｌｅ”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ｅａ ｏｒｇ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 ｅｎｅｒｇｙ － ｐｒｏｆｉｌｅ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ꎮ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ｅ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ｅｃｕｒ ｉｔｙ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ｒｇ /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ａｎｄ －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ｅ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 －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２７日ꎮ

Ａｍａｎｔａｙ Ａｋｂｏｔａ ａｎｄ Ｊｕｎｇｈｏ Ｂａｅｋꎬ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６ꎬ Ｎｏ １９ꎬ ２０１８ꎬ ｐｐ １ － １１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ｄａｔａ ｉｎｆｏ / ａｓｉａ /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ｈｐ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ꎮ

参见: «哈萨克斯坦国家概况»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ｇｊｈｄｑ＿ ６７６２０１ / ｇｊ＿ ６
７６２０３ / ｙｚ＿ ６７６２０５ / １２０６＿６７６５００ / １２０６ｘ０＿６７６５０２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１０ 日ꎻ «乌兹别克

斯坦国家概况»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ｇｊｈｄｑ ＿ ６７６２０１ / ｇｊ ＿ ６７６２０３ / ｙｚ ＿ ６７６２０５ / １２０６ ＿ ６
７７０５２ / １２０６ｘ０＿６７７０５４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１０ 日ꎮ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 ２０５０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ｋｏｒｄａ ｋｚ /
ｅｎ /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５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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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实行全方位、 务实的积极对外政策ꎬ 在安全、 合作与发展等国际议题上作出

自己的贡献ꎮ 在全球和地区形势不断变化的背景下ꎬ 哈萨克斯坦必须在务实和系

统分析的基础上ꎬ 确保更加有效和系统地推动哈萨克斯坦的国际倡议①ꎮ

(二) 中亚国家间区域合作机制初露端倪

冷战结束后ꎬ 区域合作蓬勃发展ꎮ 作为新的地缘政治板块ꎬ 中亚国家间的区

域合作机制构建才刚起步ꎬ 并未形成有影响力的区域合作机制ꎬ 规范化、 制度化

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的区域合作机制 (如欧盟、 东盟、 非盟)ꎮ 区域合作机制的

初现ꎬ 意味着地区国家有机会主导该类机制的发展ꎮ
哈萨克斯坦一直在推动组建中亚国家间的合作机制ꎮ 早在 １９９４ 年ꎬ 哈萨克

斯坦就推动成立了 “中亚经济联盟”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Ｕｎｉｏｎ)ꎬ 成员为哈

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ꎮ １９９８ 年更名为 “中亚经济合作组织”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１９９９ 年塔吉克斯坦加入ꎬ ２００２ 年该组织更

名为中亚合作组织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ꎮ 随着俄罗斯的加入ꎬ
哈萨克斯坦主导的中亚国家间的一体化机制被纳入俄罗斯主导的欧亚区域合作进

程中ꎬ ２００５ 年该组织并入欧亚经济共同体ꎮ 但哈萨克斯坦并未放弃组建中亚国

家区域合作机制的努力ꎬ ２０１８ 年首届中亚国家元首协商会议在哈萨克斯坦举行ꎬ
中亚国家区域合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ꎮ 托卡耶夫担任哈萨克斯坦总统后ꎬ 在推动

中亚地区合作机制方面ꎬ 保持了与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政策连贯性ꎮ 在经

济、 安全、 文化、 互联互通等领域加强合作ꎬ 并通过 “中亚 ＋ ” 机制加强与域

外大国的互动ꎮ 对哈萨克斯坦来说ꎬ 推动构建中亚国家的合作机制ꎬ 是哈萨克斯

坦中等强国地位的重要体现ꎮ

(三) 域外大国对中亚地区关注度加大

近年来ꎬ 地区形势使大国在中亚的互动加强ꎬ 中亚地区既呈现出强调对抗和

竞争的 “新大博弈” 特征ꎬ 也存在地区治理和管控彼此关系的 “无声的协

调”②ꎮ 由于中亚地区并不存在某个大国建立的地区霸权秩序ꎬ 哈萨克斯坦可通

２８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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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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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求中等强国地位的身份认知与行为选择: 哈萨克斯坦的实践及成效　

过建立或强化区域机制追求中等强国地位ꎮ
一方面ꎬ 介入中亚地区事务的域外大国关注的重点是在与其他大国的博弈中

赢得胜利ꎬ 因此加强与域内国家合作ꎬ 这为哈萨克斯坦在大国竞争中采取多元平

衡外交战略、 扩大影响力提供了条件ꎮ 俄乌冲突爆发后ꎬ 美国将哈萨克斯坦视为

在中亚地区维持和平稳定、 推广民主价值观与人权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 “战略

伙伴”①ꎮ 俄罗斯将哈萨克斯坦视为在独联体、 集安组织、 欧亚经济联盟等合作

机制中的重要合作伙伴ꎬ 哈萨克斯坦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 “绝对优先方向”②ꎮ
而哈萨克斯坦一直是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的支点国家③ꎮ 哈萨克斯坦是 “一带

一路” 的首倡地ꎬ 中哈关系也率先升级为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ꎮ 哈萨克斯坦已

成为中国在中亚地区可靠的战略伙伴④ꎮ
另一方面ꎬ 哈萨克斯坦与域外大国的合作能够推动地区问题的治理和域内国

家经济的发展ꎬ 加入域外国家组建的地区合作组织能够扩大哈萨克斯坦在地区事

务中的影响力ꎮ 如在阿富汗问题上ꎬ 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积极为美国领导下的

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提供后勤支持ꎮ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ꎬ 中亚国家开始在区域外

交中发挥作用ꎬ 支持阿富汗发展和地区一体化ꎬ 哈萨克斯坦在其中发挥了带头作

用⑤ꎬ 与阿富汗寻求在经贸、 运输和物流、 人道主义支持方面的合作⑥ꎮ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ꎬ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联合国首届中亚经济体特别计划 ( ＳＰＥＣＡ)
首脑峰会上概述了哈萨克斯坦的愿景ꎬ 并提议在阿拉木图建立联合国中亚和阿富

３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Ｎａｚａｒｂａｙｅｖꎬ Ｔｒｕｍｐ Ｅｌｅｖａｔ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ｄｕｒｉｎｇ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ａｓｐｉａｎｐｏｌｉｃｙ ｏｒｇ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ｎａｚａｒｂａｙｅｖ － ｔｒｕｍｐ － ｅｌｅｖａｔｅ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
ｄｕｒｉｎｇ －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 ｍｅｅｔｉｎｇ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１０ 日ꎮ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ｓ ａｎ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ｕｓｓｉａ’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ｈｔｔｐ: /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ｕ / ｅｎ / ｎｅｗｓ / ４９８８５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１０ 日ꎮ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 Ｌｉｎｃｈｐｉ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ｈｔｔｐｓ: / / ａｚｅｒｔａｇ ａｚ / ｅｎ /
ｘｅｂｅｒ /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ｌｉｎｃｈｐｉ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 １９７４２３２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１０ 日ꎮ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ｈｔｔｐｓ: / / ｔｉｍｅｓｃａ ｃｏｍ/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
ａｎｄ － ｃｈｉｎａ －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１０ 日ꎮ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ｓ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Ｐｏｓｔ － ＵＳ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 －
ｉｒ ｉｎｆｏ / ２０２３ / ０８ / ０４ / ｏｐｉｎｉｏｎ －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ｓ －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ｓ － ｆｏｒ －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 ｐｏｓｔ － ｕｓ －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１０ 日ꎮ

“Ｔｈｒｅｅ Ｐｉｌｌａｒｓ ｏｆ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ｈｔｔｐｓ: / / ａｓｔａｎａ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２３ / ０８ /
ｔｈｒｅｅ － ｐｉｌｌａｒｓ － ｏｆ －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１０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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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可持续发展目标区域中心①ꎮ 该中心的设立有利于将中亚转变为和平、 安全和

可持续发展区ꎬ 并对阿富汗产生积极影响②ꎮ

三　 哈萨克斯坦追求中等强国地位的具体实践

独立以来ꎬ 多元平衡外交策略是哈萨克斯坦追求中等强国地位的有效方式ꎬ 原

因在于: 在全方位嵌入 (Ｏｍｎｉ － Ｅｎｍｅｓｈｍｅｎｔ) 和复合平衡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战略下的多元平衡外交政策ꎬ 可以将主要大国囊括到地区事务和议题中来ꎬ 创造

出重叠的势力范围和地区利益ꎬ 从而避免在大国之间选边站队③ꎮ

(一) 通过软制衡获得外交权威

哈萨克斯坦通过发展与所有域外大国的友好关系ꎬ 形成了一种软制衡 (Ｓｏｆｔ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④ 战略ꎬ 避免在大国博弈中选边站队ꎮ 此外ꎬ 哈萨克斯坦通过积极加

入大国主导的地区组织和制度安排ꎬ 形成了与大国 “战略相互依赖” 的局面ꎬ
提升了哈萨克斯坦的影响力ꎮ

一方面ꎬ 通过 “软制衡” 战略争取大国对哈萨克斯坦中等强国地位的承认ꎮ
在哈萨克斯坦的多元平衡外交政策中ꎬ 大国是哈萨克斯坦重要的外交优先方向ꎮ 遵

循 “多元” 和 “平衡” 两个外交原则ꎬ 哈萨克斯坦将俄罗斯、 中国、 美国、 欧盟

列为外交的优先方向ꎮ 为此ꎬ 哈萨克斯坦构建了囊括所有大国或国家集团的战略伙

伴关系网络ꎬ 形成了多元化外交格局ꎮ 哈萨克斯坦重视与俄罗斯在政治、 经贸、 安

４８

①

②

③

④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Ｔｏｋａｙｅｖ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ＵＮ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ｏｒ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ｈｔｔｐｓ: / / ａｓｔａｎａ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２０２３/ １１/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ｔｏｋａｙｅｖ －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ｓ －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
ｆｏｒ －ｕｎ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 － ｆｏｒ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年６月１０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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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制衡作为次级国家参与国际制衡的一种方式ꎬ 与硬制衡相对ꎬ 是指通过经济策略、 制度

约束或外交纠缠及政治结盟等方式限制大国施行威胁性政策的一种精心策划的、 有针对性的非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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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和人文等多个领域的合作ꎬ 在相互信任、 战略伙伴关系和多边合作的基础上ꎬ 促

进与俄罗斯的盟国关系和一体化发展ꎮ 哈萨克斯坦与中国在发展永久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框架内ꎬ 不断推动中哈双边关系的发展ꎮ 美国作为哈萨克斯坦外交政策的优先

方向ꎬ 哈萨克斯坦重视与之在安全、 经贸和投资等领域的合作ꎬ 在托卡耶夫总统进

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背景下ꎬ 哈萨克斯坦进一步发展与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ꎮ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ꎬ 随着哈萨克斯坦与欧盟间 «伙伴关系扩大与合作协议» 生效ꎬ 哈萨

克斯坦与欧盟的合作领域扩大ꎬ 双方政治、 经济和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ꎮ 通过强化

与大国或国家集团的政治关系ꎬ 哈萨克斯坦形成了对大国在中亚地区的 “软制衡”ꎬ
进而提升了自身的影响力ꎬ 促进大国对哈萨克斯坦中等强国地位的承认ꎮ

另一方面ꎬ 通过积极开展多边外交进一步提升哈萨克斯坦的影响力ꎮ 哈萨克

斯坦是中亚地区多个国际组织和制度安排的积极参与者ꎮ 哈萨克斯坦是独联体的

主要发起国、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创始成员国、 伊斯兰合作组织

和 “突厥语国家组织” 的主要成员ꎬ 也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平伙伴关系方案

的积极参与者ꎮ ２０１０ 年哈萨克斯坦成为首个成功担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轮值

主席国的独联体国家①ꎮ 哈萨克斯坦于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年担任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

理事国ꎬ 这是它在世界舞台上迈出的重要一步②ꎮ
俄乌冲突发生后ꎬ 大国在中亚地区的博弈和互动进一步加强ꎬ 哈萨克斯坦积

极推动中亚国家作为整体与美国、 俄罗斯、 中国、 欧盟等行为体在 “Ｃ５ ＋ １” 机

制下开展合作ꎬ 并不断推动优化机制建设ꎮ 如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宣布 “构建更

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ꎬ 中亚国家与美国建立的 “Ｃ５ ＋ １” 对话机制

提升到元首层次ꎬ 与德国、 日本等国家发展 “Ｃ５ ＋ １” 机制ꎬ 在贸易、 投资、 交

通基础设施、 移民以及气候变化等领域展开密切合作ꎮ 随着一系列合作机制的创

建与升级ꎬ 哈萨克斯坦的影响力得以扩大ꎮ

(二) 开展务实互惠多元经济外交ꎬ 确立欧亚大陆枢纽地位

首先ꎬ 开展务实互惠外交ꎬ 扩大与世界市场的联系ꎮ 在经济外交对象的选择

５８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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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ꎬ ｐｐ ４４ －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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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ꎬ 哈萨克斯坦重视与俄罗斯、 中国、 美国和欧洲国家的经贸合作ꎬ 积极争取来

自大国的投资ꎮ 托卡耶夫在 ２０２３ 年度国情咨文中指出ꎬ ２０２２ 年哈萨克斯坦国内

生产总值为 １０４ 万亿坚戈ꎬ 吸引外来直接投资 ２８０ 亿美元ꎬ 对外贸易额达到 １ ３６０
亿美元ꎬ 其中出口额达到了 ８４０ 亿美元①ꎮ 在地区合作上ꎬ 哈萨克斯坦除推动构

建欧亚经济联盟外ꎬ 还积极与欧盟、 波斯湾国家等建立区域合作制度ꎬ 促进区域

间的贸易合作与经济往来ꎮ ２０２３ 年哈萨克斯坦举办阿斯塔纳国际经济论坛ꎬ 吸

引了包括各国政府领导人、 国际组织、 跨国公司首席执行官和知名专家在内的

１ ０００多名嘉宾参加ꎬ 显示出哈萨克斯坦的外交影响力及其作为战略投资中心和

地缘政治热点的崛起②ꎮ
其次ꎬ 加大国际运输走廊建设ꎬ 凸显哈萨克斯坦的地缘枢纽优势ꎮ “国际南

北运输走廊” (ＩＮＳＴＣ) 作为从俄罗斯经伊朗到印度的连接线ꎬ 是哈萨克斯坦基

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出于运输路线安全化及多元化考虑ꎬ 哈萨克斯坦目前正

在大力推进跨里海国际运输路线 (ＴＩＴＲ) 或 “中间走廊” 的建设ꎬ 作为绕过俄

罗斯到达欧洲和国际市场的替代方案ꎮ 尽管当前该路线存在软、 硬基础设施方面

的局限ꎬ 但却颇具开发前景③ꎮ 通过 “中间走廊” 与 “南北走廊” 联结ꎬ 使处

于交叉汇合点位置的哈萨克斯坦运输战略地位凸显无遗ꎮ
最后ꎬ 促进经济发展多元化ꎬ 增加经济发展韧性ꎮ 由于哈萨克斯坦拥有丰富

的石油、 天然气、 铀等矿藏存储ꎬ 使其经济发展模式长期依赖采掘业和原材料出

口ꎬ 缺乏增长稳定性和持续性ꎮ 为增强经济发展韧性ꎬ 避免陷入中等发达国家陷

阱ꎬ 哈萨克斯坦意识到需要实现经济发展多元化ꎮ 因此ꎬ 哈萨克斯坦尝试与其他

国家加强贸易和其他合作ꎬ 积极推动本国制造业、 医药、 农业等领域的发展ꎮ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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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推动文明间交流对话ꎬ 塑造独立宽容形象

哈萨克斯坦主动推介优秀文化ꎬ 构建国家良好形象与声誉ꎮ 民族 /国家形象

是一个国家的心理表征ꎬ 是人们对某一地方的信念和印象的总和ꎮ 国家形象作为

重要的声誉资产ꎬ 影响着国际受众对国家的认知与评判ꎮ 优秀文化是塑造国家正

面形象的重要载体ꎮ 哈萨克斯坦政府正寻求重构不依赖于俄罗斯的历史叙事ꎬ 主

张弘扬其作为欧亚国家的独特身份与民族传统文化ꎬ 通过举办各类国际艺术节、
演出歌剧、 播放优秀影片等方式ꎬ 展现哈萨克斯坦文明、 民主、 开放、 进步的形

象ꎮ 哈萨克斯坦旅游和体育部表示ꎬ 第五届世界游牧民族运动会 (Ｗｏｒｌｄ Ｎｏｍａｄｓ
Ｇａｍｅｓ) 将于 ２０２４ 年 ９ 月 ８ ~ １４ 日在阿斯塔纳举行ꎬ 预计将有来自一百多个国家

的近 ４ ０００ 名运动员参加比赛①ꎮ
哈萨克斯坦倡导文明间交流对话与互鉴ꎬ 致力于缓解民族矛盾与宗教冲突ꎮ

通过兼容性的民族观和宽容多元的宗教政策ꎬ 哈萨克斯坦业已形成了民族多元共

处和宗教共存的局面②ꎮ 为弥合国际社会中民族与宗教间的矛盾与冲突ꎬ 哈萨克

斯坦致力于以中等强国身份参与调解ꎬ 加强不同文明与文化间的相互理解ꎬ 举办

世界和传统宗教领袖大会③以及成立穆斯林理事会哈萨克斯坦分会④ꎮ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ꎬ 托卡耶夫总统在第七届世界和传统宗教领袖大会开幕式中指出: “没有建设

性对话和互利合作ꎬ 任何全球问题都无法得到解决ꎮ 人类生命的神圣价值、 相互

支持、 反对破坏性的竞争和敌意是所有宗教的共同原则ꎬ 而这些原则可以构成新

的世界体系的基础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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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ｍａｒｔ － ｔｏｋａｙｅｖｓ － ｓｐｅｅｃｈ － ａｔ － ｔｈｅ － ｏｐｅｎｉｎｇ － ｃｅｒｅｍｏｎｙ － ｏｆ － ｔｈｅ － ｖｉｉ －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 ｏｆ － ｔｈ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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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推动全球性、 地区性问题治理ꎬ 展现负责任的国际形象

首先ꎬ 哈萨克斯坦积极参与全球和地区安全治理ꎮ 它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反

恐行动ꎬ 协助维护区域和全球安全ꎮ 相关资料显示ꎬ 在 ２０２０ 年参与联合国维和

行动的部队中ꎬ 与其他独联体国家相比ꎬ 哈萨克斯坦派遣 １２９ 人ꎬ 位居第一①ꎮ
除此之外ꎬ 哈萨克斯坦还积极参与 “草原之鹰” 多国维和军事演习ꎬ 在上海合

作组织框架下展开反恐合作ꎬ 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制定 «实现无恐怖主义世界

行为准则» 草案②ꎮ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ꎬ 哈萨克斯坦派遣维和部队赴戈兰高地开展维和

行动ꎬ 这是其首次获得联合国关于独立部署和执行维和任务的授权③ꎮ
叙利亚危机爆发后ꎬ 哈萨克斯坦积极斡旋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因俄罗斯战机

被土耳其击落ꎬ 俄土关系紧张引发外交危机ꎬ 作为俄罗斯和土耳其的重要盟友和

合作伙伴ꎬ 哈萨克斯坦积极调解俄土关系ꎬ 纳扎尔巴耶夫多次与俄罗斯及土耳其

总统会面ꎬ 最终促成俄土危机的和平解决ꎻ ２０１７ 年时任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

巴耶夫呼吁相关各方在阿斯塔纳举行会谈ꎬ 发起 “阿斯塔纳和平进程”ꎬ 迄今已

举行 ２０ 轮会谈ꎬ 实现了建立降级区、 停止冲突各方流血和减少人员伤亡等目标ꎬ
在维护叙利亚国内稳定和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ꎮ

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围绕那卡地区归属问题冲突不断ꎬ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以

来两国多次在边境地区发生激烈武装冲突ꎬ 哈萨克斯坦积极助推两国进行和平谈判ꎬ
呼吁建立长期和平ꎮ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ꎬ 在哈萨克斯坦的调解下ꎬ 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两国

外交部长在阿拉木图举行和平谈判ꎮ 此外ꎬ 哈萨克斯坦还积极创建亚洲相互协作与信

任措施会议等国际协调机制ꎬ 加强成员国间在经贸合作、 环境问题、 边界管理以及有

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等传统、 非传统安全威胁领域建立信任措施④ꎬ 这些举措使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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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ａｚａｋｈ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ｅｒｓ Ｅｍｂａｒｋ ｏｎ Ｕ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Ａｌｍａｔｙ”. ｈｔｔｐｓ: / / ａｓｔａｎａ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２０２４ /
０３ / ｋａｚａｋｈ －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ｅｒｓ － ｅｍｂａｒｋ － ｏｎ － ｕ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ｆｒｏｍ － ａｌｍａｔｙ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１４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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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ｇｒａｍ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ꎬ ｐｐ ３８ － ６４



追求中等强国地位的身份认知与行为选择: 哈萨克斯坦的实践及成效　

萨克斯坦树立起 “亚洲日内瓦” 形象①ꎮ
在国际核不扩散领域ꎬ 哈萨克斯坦积极促进核裁军ꎬ 致力于推广无核世界理

念ꎮ 对核不扩散的积极贡献已成为哈萨克斯坦维护世界安全与稳定的主要标志ꎮ
２００６ 年中亚五国在哈萨克斯坦的倡导下签署了 «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ꎬ 成为北

半球第一个无核区ꎮ ２０１５ 年在哈萨克斯坦倡议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 «建立无核

武器世界宣言»②ꎮ ２０２２ 年哈萨克斯坦在 «禁止核武器条约» 第一次缔约国会议

中提议设立国际信托基金ꎬ 为受核辐射影响的受害者提供援助并为受核污染环境

恢复项目提供资金支持③ꎮ ２０２３ 年在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第 １１ 次审议大会第

一次筹备会期间ꎬ 考虑到哈萨克斯坦对核裁军的贡献ꎬ 哈萨克斯坦当选为审议大

会第二次筹备会主席④ꎮ
其次ꎬ 哈萨克斯坦推进绿色经济发展战略ꎬ 支持全球气候治理议程ꎬ 积极推

行改善全球气候变化的绿色发展政策ꎮ 哈萨克斯坦是世界上最早批准 «巴黎协

定» 的国家之一ꎮ ２０１７ 年哈萨克斯坦成功举办了以 “未来能源” 为主题的世博

会ꎬ 重点关注节能技术和可再生能源⑤ꎮ 根据 ２０１９ 年全球适应指数 ( ＮＤ －
ＧＡＩＮ)ꎬ 哈萨克斯坦的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在 １７７ 个国家中排名第 ４０ 位ꎮ 为防止

气候恶化ꎬ 哈萨克斯坦提出了到 ２０６０ 年实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⑥ꎮ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ꎬ
哈萨克斯坦主办了第三届 “地球生态” 国际环境大会 (ＥＣＯＪＥＲ)ꎬ 该活动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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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环保领域的重要论坛①ꎮ
在地区环境治理上ꎬ 哈萨克斯坦积极参与咸海治理ꎬ 保护里海生态环境ꎮ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７ 日ꎬ 哈萨克斯坦生态和自然资源部长苏莱梅诺娃 (Ｚｕｌｆｉｙａ Ｓｕｌｅｉｍｅｎｏｖａ)
表示ꎬ 哈萨克斯坦正在与世界银行密切合作以维护并重建咸海北半部的生态系

统ꎬ 为减轻生态灾难ꎬ 它不仅致力于技术解决方案ꎬ 还提出基于自然的可持续解

决方法②ꎮ 在里海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ꎬ 哈萨克斯坦与里海沿岸国家签署了 «保
护里海海洋环境框架公约»ꎮ 该公约旨在保护里海海洋环境ꎬ 确保生物资源的保

护、 恢复、 可持续和合理利用③ꎮ 为此ꎬ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哈萨克斯坦政府批准了一项

成立里海研究所的决议ꎮ
最后ꎬ 哈萨克斯坦积极开展国际人道主义援助ꎬ 展现负责任的中等强国形

象ꎮ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ꎬ 哈萨克斯坦成立国际发展合作署ꎬ 标志着哈萨克斯坦对外发展

援助进入新阶段ꎮ 受国家能力和现有资源制约ꎬ 哈萨克斯坦当前重点是为中亚国

家和阿富汗提供发展援助ꎬ 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哈萨克斯坦的全球协同作用ꎬ 哈

官方发展援助也面向高加索、 非洲、 拉丁美洲等地区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ꎬ 哈萨克斯

坦对外提供了 ５ ４２ 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ꎬ 在较短时间内从受援国发展成为国

际捐助国④ꎮ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６ 日ꎬ 为应对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危机ꎬ 哈萨克斯坦

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了 １００ 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ꎬ 展现出负责任的国际担

０９

①

②

③

④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Ｂｕｒｄｅｎ: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Ｍｏｂｉｌｉｚｅｓ Ａｌ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ｓ”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ｄｐ ｏｒｇ /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 ｐｒｅｓ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 ｃａｒｂｏｎ － ｂｕｒｄｅｎ －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 ｍｏｂｉｌｉｚｅｓ － ａｌｌ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ｓｅｃｔｏｒｓ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９ 日ꎮ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ｉ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ｄ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ｅ － Ｂａｓｅ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Ａｒａｌ Ｓｅａ ａｎｄ Ｃａｓｐｉａｎ
Ｓｅａꎬ Ｓａｙｓ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 ｈｔｔｐｓ: / / ａｓｔａｎａ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２３ / ０３ /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 ｉｓ －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ｄ － ｔｏ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 ｎａｔｕｒｅ － ｂａｓｅｄ －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 ｆｏｒ － ａｒａｌ － ｓｅａ － ａｎｄ － ｃａｓｐｉａｎ － ｓｅａ － ｓａｙｓ － ｅｃｏｌｏｇｙ －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９ 日ꎮ

“ Ｓｈｒｉｎｋｉｎｇ Ｃａｓｐｉａｎ Ｓｅａ ａｎｄ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Ｌｅａｄ ｔｏ Ｕｎｗａｎｔｅ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 ｈｔｔｐｓ: / /
ａｓｔａｎａ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２３ / ０８ / ｓｈｒｉｎｋｉｎｇ － ｃａｓｐｉａｎ － ｓｅａ － ａｎｄ －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 ｌｅａｄ － ｔｏ － ｕｎｗａｎｔｅｄ －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ꎮ

“Ｏｎ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ＫａｚＡＩＤ’”.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ｋｚ / ｍｅｍｌｅｋｅｔ /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 ｍｆａ － ｔａｌｌｉｎ / ｐｒｅｓｓ / ｎｅｗｓ / ｄｅｔａｉｌｓ / １５０１８４? ｌａｎｇ ＝ ｅｎꎬ 访问

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９ 日ꎮ



追求中等强国地位的身份认知与行为选择: 哈萨克斯坦的实践及成效　

当①ꎮ ２０２４ 年３ 月ꎬ 哈萨克斯坦向塔吉克斯坦运送了 １５ ０００ 吨燃料油并向其提供 ２５ ４２
亿坚戈 (５６５ 万美元) 的人道主义援助ꎬ 以确保该国重要能源设施的稳定运行②ꎮ

综上所述ꎬ 哈萨克斯坦奉行多元平衡外交政策ꎬ 通过软制衡战略维护自身主

权利益ꎬ 获得了外交威望ꎻ 通过利用其资源禀赋及战略优势ꎬ 哈萨克斯坦确立了

欧亚大陆枢纽地位ꎻ 通过在文化领域培育独立国家身份、 倡导宗教文明对话ꎬ 哈

萨克斯坦塑造了独立、 包容的形象ꎻ 通过推动全球性地区性问题治理ꎬ 哈萨克斯

坦展现了负责任的国际担当ꎮ

四　 哈萨克斯坦追求中等强国地位的实践成效评估

对中等强国地位的评估主要看四个方面: 一是功能性的评估ꎬ 强调一国在国

际关系功能领域的影响力ꎻ 二是行为性的评估ꎬ 强调一国参与多边主义及冲突解

决的能力ꎻ 三是等级性的评估ꎬ 强调一国的物质资源ꎻ 四是观念性的评估ꎬ 强调

中等强国地位作为叙事建构的外交政策工具③ꎮ 因此ꎬ 对于哈萨克斯坦中等强国

的实践成效ꎬ 可据此指标进行判断与衡量ꎮ
第一ꎬ 在功能性上ꎬ 哈萨克斯坦在目标功能领域的影响在不断增强ꎮ 这主要

体现在哈萨克斯坦地缘政治地位的提升和在全球产业链中重要性的加强ꎮ 截至目

前ꎬ 哈萨克斯坦占中国至欧洲陆路过境运输量的 ７０％ ꎬ 货物从中国经哈萨克斯

坦运抵欧洲只需 １５ 天ꎬ 比海运节省 ２ / ３ ~ １ / ２ 的时间ꎮ 哈萨克斯坦过境运输的蓬

勃发展ꎬ 不仅使其融入全球市场ꎬ 也助推它成为积极的地区参与者④ꎮ 在俄乌冲

突和巴以冲突背景下ꎬ 全球能源市场动荡ꎬ 为实现能源进口多元化ꎬ 西方愈发认

识到中亚在全球能源安全中的作用ꎮ

１９

①

②

③

④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Ａｌｌｏｃａｔｅｓ ＄ １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ｉｄ ｔｏ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ｈｔｔｐｓ: / /
ａｓｔａｎａ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２３ / １１ /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 ａｌｌｏｃａｔｅｓ －１ － ｍｉｌｌｉｏｎ －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 ａｉｄ － ｔｏ －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
ｐｅｏｐｌｅ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９ 日ꎮ

“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Ｄｏｎａｔｅｓ Ｈｅａｔｉｎｇ Ｏｉｌ ｔｏ Ｔａｊｉｋｉｓｔａｎ ”. ｈｔｔｐｓ: / / ａｓｔａｎａ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２４ / ０３ /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 ｄｏｎａｔｅｓ － ｈｅａｔｉｎｇ － ｏｉｌ － ｔｏ － ｔａｊｉｋｉｓｔａｎ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１３ 日ꎮ

Ｉｖａｎ Ａ Ｓａｆｒａｎｃｈｕｋꎬ Ｖｅｒａ Ｍ Ｚｈｏｒｎｉｓｔꎬ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Ｄ Ｎｅｓｍａｓｈｎｙｉ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ｉｌ Ｎ Ｃｈｅｒｎｏｖꎬ
“Ｔｈ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ｐｏｗｅｒｍａ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ꎬ Ｒｕｓｓｉａ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２０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２２ꎬ ｐ １２０

“Ｔａｐｐ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ｉｔ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ｈｔｔｐｓ: / / ａｓｔａｎａ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２３ /
０２ / ｔａｐｐｉｎｇ －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 ａｎｄ － ｔｒａｎｓｉｔ －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 ｏｆ －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ꎮ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２４ 年第 ４ 期

第二ꎬ 在行为性上ꎬ 哈萨克斯坦对多边主义的参与及对冲突的解决能力在不

断提高ꎮ 虽地处欧亚内陆ꎬ 但哈萨克斯坦一直积极参与国际事务ꎮ 一方面ꎬ 哈萨

克斯坦积极加入多边国际组织ꎬ 并在其中发挥建设性作用ꎮ ２０２４ 年ꎬ 哈萨克斯

坦将担任包含上海合作组织在内的六个国际组织的主席国①ꎮ 另一方面ꎬ 该国在

促进国际调解方面有着良好的记录ꎮ 哈萨克斯坦致力于缓解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

紧张关系、 力图维护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稳定ꎮ 哈萨克斯坦在世界舞台上日益活

跃的积极性和存在感ꎬ 可以为促进全球稳定提供更多的平衡、 对话和外交

资源②ꎮ
第三ꎬ 在等级性上ꎬ 哈萨克斯坦的物质能力不断增强ꎬ 具体可从国土面积、

人口规模、 ＧＤＰ 和军费开支等指标进行衡量ꎮ 就国土面积而言ꎬ 哈萨克斯坦国土

面积为 ２７２ ４９ 万平方公里ꎬ 为亚洲第三大国家ꎬ 仅次于中国和印度ꎬ 世界排名

第 ９ 位ꎻ 就人口规模而言ꎬ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ꎬ 哈萨克斯坦人口规模为 １ ９８９ ９
万ꎬ 世界排名第 ６４ 位ꎻ 就 ＧＤＰ 而言ꎬ 世界银行报告显示ꎬ 截至 ２０１５ 年ꎬ 哈萨克

斯坦国内生产总值达 １ ７００ 亿美元ꎬ 已达到中等偏上国家水平ꎻ ２０２１ 年哈萨克斯

坦的 ＧＤＰ (以购买力平价计算) 排名世界第 ４２ 位ꎻ 在军费开支方面ꎬ ２０２３ 年哈

军费开支为 １０ 亿美元ꎬ 世界排名第 ７２ 位③ꎮ 但横向来看ꎬ 通过与乔达安

(Ｅｄｕａｒｄ Ｊｏｒｄａａｎ) 所列举的以澳大利亚、 加拿大和挪威等为代表的传统中等强国

及与以阿根廷、 马来西亚、 南非等为代表的新兴中等强国作对比 (如表 ２ 所

示)④ꎬ 可以看出ꎬ 哈萨克斯坦作为中等强国的物质实力水平仍处于较低等级ꎬ
其在人口、 ＧＤＰ 和军费投入上仍有待提升ꎮ

２９

①

②

③

④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Ｔａｋｅｓ Ｃｅｎｔｅｒ Ｓｔａｇｅ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２０２４”. ｈｔｔｐｓ: / / ａｓｔａｎａ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２４ / ０１ /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 ｔａｋｅｓ － ｃｅｎｔｅｒ － ｓｔａｇｅ － ｉｎ － ｇｌｏｂａｌ －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 ｉｎ － ２０２４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ꎮ

“Ａｓｔａ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 Ｒｅｎｅｗｅｄ Ｈｏｐｅ 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 ｈｔｔｐｓ: / / ａｓｔａｎａ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２３ / ０５ / ａｓｔａｎａ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ｆｏｒｕｍ － ｒｅｎｅｗｅｄ － ｈｏｐｅ － ｆｏｒ －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ꎮ

数据来源可参见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Ａｌｌ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ｉａ ｇｏｖ / ｔｈｅ － ｗｏｒｌｄ －
ｆａｃｔｂｏｏｋ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 ꎻ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ｄａｔａ
ｉｎｆｏ / ａｓｉａ /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ｈｐ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１０ 日ꎮ

Ｅｄｕａｒｄ Ｊｏｒｄａａｎꎬ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ａ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ｓ ”ꎬ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３０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０３ꎬ ｐｐ １６５ － １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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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２０２３ 年传统与新兴中等强国物质实力对比

国家 国土面积 (万 ｋｍ２) 人口规模 (万) ＧＤＰ (亿美元) 军费开支 (亿美元)

哈萨克斯坦 ２７２ ４９ １ ９８９ ９ ２ ２０４ ７２ １０

澳大利亚 ７６９ ２ ２ ６３９ １６ ７００ ３２０

加拿大 ９９８ ４ ０００ ２１ ７００ ２７０

挪威 ３８ ５ ５５３ ４ ５ ２５０ ３８ ８０

阿根廷 ２７８ ０４ ４ ６６５ ６ ３１１ ３０

马来西亚 ３３ ３ ３００ ３ ４３５ ４０

南非 １２１ ９０９ ６ ２００ ４ ０５６ ３０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互联网资料汇编而成 (注: 由于官方数据暂未更新ꎬ 除图表中的 ＧＤＰ 数据为
２０２２ 年外ꎬ 其余数据均为 ２０２３ 年)①ꎮ

第四ꎬ 在观念性上ꎬ 哈萨克斯坦中等强国地位已获国际社会部分承认ꎮ 从中

等强国概念界定的观念性路径来看ꎬ 追求中等强国地位已成为哈萨克斯坦重要外

交指向与目标ꎮ 早在纳扎尔巴耶夫执政时期ꎬ 已有学者指出哈萨克斯坦是一个正

在崛起的中等强国②ꎮ 近年来ꎬ 有关哈萨克斯坦是中等强国的论断得到了更多学

者的认同ꎮ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９ 日发表于美国 «国家利益» 杂志官网上的一篇文章认

为ꎬ 哈萨克斯坦已成为欧亚大陆上的中等强国ꎬ 其具备中等强国的所有典型特

征: 重要的战略位置、 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行为准则和特殊角

色③ꎮ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ꎬ 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发布了一项针对世界 “中等强

国” 的研究成果ꎬ 将哈萨克斯坦与土耳其、 以色列和印度等国家一道列入 “中
等强国” 名单中ꎮ 研究者指出这些中等强国的共同点是都注重经济发展、 高度重

３９

①

②

③

数据来源可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关于哈萨克斯坦、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挪威、 阿根廷、 马来西亚、 南非等国家的概况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ꎻ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ｂｙ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ｉｓｅｖｏｔｅｒ ｃｏｍ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ｒａｎｋｉｎｇｓ /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 ｂｙ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 ｓｏｕｔｈ －
ａｆｒｉｃａ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１０ 日ꎮ

Ａｎｄｒｅｗ Ｃｈｅｎꎬ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Ｇｅ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ａ Ｍｕｌｔｉｐｏｌａｒ Ｗｏｒｌｄꎬ Ｎａｖａｌ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ｃｈｏｏｌꎬ ２０１７ꎬ ｐｐ １ － １２７ꎻ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ｓ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ｎｓｉｇｈｔｔｕｒｋｅｙ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ｓ － ｍｉｄｄｌｅ － ｐｏｗｅｒ －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 ｔｏ －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ꎮ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Ｅｕｒａｓｉａ’ｓ Ｎｅｘｔ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ｈｔｔｐｓ: /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ｏｒｇ / ｆｅａｔｕｒｅ /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
ｅｕｒａｓｉａ％ Ｅ２％８０％９９ｓ － ｎｅｘｔ － ｍｉｄｄｌｅ － ｐｏｗｅｒ － ２０６４６３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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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安全稳定以及追求战略自主权①ꎮ 当然ꎬ 国际社会依然不乏存在质疑哈萨克斯

坦中等强国地位的声音ꎮ 例如ꎬ 萨弗兰克等人认为中亚国家面临着中等强国建设

困境ꎬ 哈萨克斯坦寻求提高其国际地位ꎬ 并表现得像一个中等强国②ꎮ
通过从功能性、 行为性、 等级性及观念性四个层面来分析哈萨克斯坦追求中等强国

的实践成效ꎬ 可以看出哈萨克斯坦不仅在能源领域及过境运输方面充分发挥利基外交的

优势ꎬ 而且在参与国际组织及促进国际冲突协调方面ꎬ 也承担着推动国际合作的重要角色ꎮ

五　 哈萨克斯坦追求中等强国地位的局限性

尽管哈萨克斯坦在追求中等强国地位的道路上取得了重大成效ꎬ 但同样不容

忽视的是ꎬ 其外交雄心依旧面临一些限制ꎮ 与其他中等强国相比ꎬ 当前哈萨克斯

坦的物质实力水平仍较薄弱ꎬ 比如其 ＧＤＰ 在国际社会中仅处于排名 １０ ~ ５０ 位区

间 (这被视为中等强国的经济指标) 的外缘③ꎮ

(一) 哈萨克斯坦追求中等强国地位所面临的内部制约因素

第一ꎬ 哈萨克斯坦国内贫富两极分化严重ꎬ 对哈萨克斯坦经济的持续增长产

生消极影响ꎮ 据 “世界不平等数据库” 统计ꎬ ２０２１ 年哈萨克斯坦个人净财富收

入前 １０％的人群ꎬ 占国民财富收入总额的 ６０ ６％ ꎬ 而个人净财富收入位于底层

的 ５０％的人群仅占国民财富收入总额的 ４ ６％④ꎬ 哈萨克斯坦收入差距悬殊ꎬ 民

众未能充分享受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红利ꎮ 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乃至两极分化ꎬ 使

国内市场缺乏活力ꎬ 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消极影响⑤ꎮ

４９

①

②

③

④

⑤

“Ｇｅｒｍａｎ Ｔｈｉｎｋ Ｔａｎｋ Ｒａｎｋｓ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ａｓ ‘Ｗｏｒｌｄ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ｕｒａｃｔｉｖ
ｃｏｍ / ｓｅｃｔｉｏｎ /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ａｓｉａ / ｎｅｗｓ / ｇｅｒｍａｎ － ｔｈｉｎｋ － ｔａｎｋ － ｒａｎｋｓ －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 ａｓ － ｗｏｒｌｄ － ｍｉｄｄｌｅ －
ｐｏｗｅｒ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１４ 日ꎮ

Ｉｖａｎ Ａ Ｓａｆｒａｎｃｈｕｋꎬ Ｖｅｒａ Ｍ Ｚｈｏｒｎｉｓｔꎬ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Ｄ Ｎｅｓｍａｓｈｎｙｉ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ｉｌ Ｎ Ｃｈｅｒｎｏｖꎬ
“Ｔｈ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ｐｏｗｅｒｍａ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ꎬ ｐ １２３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ｌｏｗ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ｒｇ / ｔｈｅ －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ｒ /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
ｍｉｄｄｌｅ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１０ 日ꎮ

“Ｗｅａｌｔｈ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ꎬ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ꎬ １９９５ －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ｉｄ ｗｏｒｌｄ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ꎮ

文龙杰: «国家建设视角下哈萨克斯坦骚乱事件评析: 原因与镜鉴»ꎬ 载 «统一战线

学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ꎮ



追求中等强国地位的身份认知与行为选择: 哈萨克斯坦的实践及成效　

第二ꎬ 哈萨克斯坦政治发展进程存在不确定性ꎬ 有可能对哈萨克斯坦政治稳

定造成冲击ꎮ 考察哈萨克斯坦政治权力结构就会发现ꎬ 其政权体系中的部族色彩

浓厚且部族参与并不平衡ꎮ 哈萨克斯坦政治及经济权力的分配往往倾向于掌握政

治话语权的大、 中玉兹部落利益ꎮ ２０２２ 年 “一月事件” 的发生在某种程度上证

明了哈萨克斯坦 “社会政治文化发展的不成熟ꎬ 一旦有某种社会因素被激活ꎬ 就

可以在短时间内形成聚集度高、 杀伤力大、 破坏性强的群体性事件”①ꎮ 当前ꎬ
托卡耶夫总统推行的政治改革涉及总统选举、 议会机制、 政府职能等多个领域ꎮ
虽然哈当前改革的目的在于实现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ꎬ 但随着改革的深

化ꎬ 有可能加剧政治精英集团内部矛盾ꎬ 从而使政治改革遭遇巨大的挑战ꎬ 进而

对哈萨克斯坦政治稳定性造成冲击ꎮ
第三ꎬ 哈萨克斯坦国家营商环境较差ꎬ 不利于吸引外资进而限制经济增长ꎮ

腐败问题是哈萨克斯坦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制约因素ꎮ 政治腐败和裙带关系网

络不仅破坏了哈政府优化公共开支的努力ꎬ 也对该国的投资营商环境造成相当程

度的损害ꎮ “世界数据” 信息显示ꎬ 哈萨克斯坦 ２０２２ 年公共部门 “清廉指数”
为 ６４ 分ꎬ 世界排名第 １０３ 位ꎬ 属于中等偏下水平②ꎮ 目前ꎬ 托卡耶夫总统进行的

经济改革ꎬ 将改善营商环境、 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ꎮ
托卡耶夫强调没有宏观经济金融稳定、 经济增长和居民福祉提升ꎬ 就无法维持应

有的投资吸引力水平ꎮ 但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善营商环境ꎬ 哈萨克斯坦就难以形

成投资吸引力ꎬ 尤其是提升在非能源领域的投资吸引力③ꎮ
第四ꎬ 人口和国家军事实力是哈萨克斯坦中等强国地位追求的重要制约ꎮ

５９

①

②

③

许涛: « 欧亚变局下中亚政治与安全格局的重构趋势»ꎬ 载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ꎮ

“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ｄａｔａ ｉｎｆｏ / ａｓｉａ /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ｐｈｐ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ꎮ

有关托卡耶夫的 “新哈萨克斯坦” 发展战略ꎬ 请参见: 杨进: «托卡耶夫提出 “新哈

萨克斯坦计划”»ꎬ 载 «世界知识» ２０２２ 年第 ８ 期ꎻ 张宁: «提前大选ꎬ “新哈萨克斯坦” 时代

正式开启»ꎬ 载 «世界知识» ２０２２ 年第 ２３ 期ꎻ “ Новый Казахстан: Путь Обновления И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ｋｏｒｄａ ｋｚ / ｅｎ / ｓｔａｔｅ － ｏｆ － ｔｈｅ － ｎａｔｉｏｎ － ａｄｄｒｅｓｓ － ｂｙ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ｏｆ － ｔｈｅ －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 ｏｆ －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 ｋａｓｓｙｍ － ｊｏｍａｒｔ － ｔｏｋａｙｅｖ － １７２９ꎻ “Просто Установите
Объединенная Нация Благословенное Общество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ｋｏｒｄａ ｋｚ / ｋｚ / ｍｅｍｌｅｋｅｔ －
ｂａｓｓｈｙｓｙ － ｋａｓｙｍ － ｚｈｏｍａｒｔ － ｔｏｋａｅｖｔｙｎ － ｋａｚａｋｓｔａｎ － ｈａｌｋｙｎａ － ｚｈｏｌｄａｕｙ － １８１４１６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ꎬ 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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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哈萨克斯坦人口规模达到 ２ ０００ 万ꎬ 相比于独立之初ꎬ 人口规模增

长了 ２２ ３％ ꎬ 这体现了哈在人口增长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①ꎮ 然而ꎬ 这一数字与

中等强国所要求的 ３ ０００ 万人的 “门槛” 相比②仍存在巨大的差距ꎮ 在军事实力

方面ꎬ ２０２１ 年 “全球火力指数”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ｒｅｐｏｗｅｒ) 发布的世界各国军队实力报

告显示ꎬ 哈军事实力在全球 １４０ 个国家中位居第 ６２ 位③ꎮ 军事实力的局限使哈难

以应对地区安全形势变化带来的挑战ꎬ 从而在安全问题上严重依赖俄罗斯或其他

国家ꎬ 这对哈萨克斯坦追求中等强国地位形成了掣肘ꎮ

(二) 哈萨克斯坦追求中等强国地位所面临的外部制约因素

第一ꎬ 近年来ꎬ 中亚地区安全形势呈现复杂性的特征ꎮ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ꎬ 阿富汗

塔利班的重新执政给中亚宗教极端势力夺取政权提供了 “样板”④ꎬ 有可能对活

跃在中亚地区的恐怖分子或激进势力产生 “示范效应”ꎮ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ꎬ 俄罗斯对

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ꎬ 增加了大国在中亚地区博弈的烈度ꎮ 在中亚地区内

部ꎬ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和 ７ 月ꎬ 哈萨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相继发生骚乱

事件ꎮ 同年 ９ 月ꎬ 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发生边界交火事件ꎮ 欧亚地区似乎

正在步入苏联解体 ３０ 年后新的动荡期⑤ꎮ 地区安全形势的复杂性对哈萨克斯坦

追求中等强国地位的局部国际环境产生严重影响ꎮ
第二ꎬ 非政府组织对中亚国家的政治稳定产生冲击ꎮ 中亚国家独立后ꎬ 美国

将中亚视为输出民主的重点地区ꎮ 通过民主援助、 输出西方价值观念、 培植亲西

方媒体等方式ꎬ 美国深度介入中亚国家内部事务ꎬ 在中亚地区制造了多起 “颜色

革命”ꎬ 是影响中亚国家政治稳定的主要外部因素ꎮ 据国际非盈利法律中心

(ＩＣＮＬ) 估计ꎬ 哈萨克斯坦约有 ３８ ０００ 个活跃的非政府组织ꎬ 其中大多数由美国

和欧洲国家以赠款和捐赠的方式资助ꎬ 包括美国国际开发署 (ＵＳＡＩＤ)、 美国国

６９

①

②

③

④

⑤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ａｃｈｅｓ ２０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ｈｔｔｐｓ: / / ａｓｔａｎａ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２０２３/ １１/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ｓ －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ｒｅａｃｈｅｓ － ２０ － ｍｉｌｌｉｏｎ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ꎮ

Ｉｖａｎ Ａ Ｓａｆｒａｎｃｈｕｋꎬ Ｖｅｒａ Ｍ Ｚｈｏｒｎｉｓｔꎬ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Ｄ Ｎｅｓｍａｓｈｎｙｉ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ｉｌ Ｎ Ｃｈｅｒｎｏｖꎬ
“Ｔｈ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ｐｏｗｅｒｍａ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ꎬ ｐ １２２

ｈｔｔｐ: / / ｋｚ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２１０３ / ２０２１０３０３０４８２０９ ｓｈｔｍｌ? ｉｖｋ＿ ｓａ ＝ １０２４３
２０ｕ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ꎮ

曾向红、 韩彦雄: «中亚五国外交政策调整新动向及其影响»ꎬ 载 «新疆社会科学»
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ꎮ

许涛: «哈萨克斯坦多边平衡外交的新现实»ꎬ 载 «世界知识» ２０２２ 年第 １９ 期ꎮ



追求中等强国地位的身份认知与行为选择: 哈萨克斯坦的实践及成效　

家民主基金会 (ＮＥＤ) 和 “自由之家” 等①ꎮ 统计数据显示ꎬ ２０２０ 年ꎬ ＮＥＤ 预

算 ６１ ４５０ 美元用于 “捍卫” 哈萨克斯坦人权ꎬ ６９ ９２０ 美元用于 “促进” 公民社

会发展ꎬ ３００ ５５０ 美元用于独立新闻和评论ꎮ 然而ꎬ 西方资助非政府组织的重要

目标是煽动反政权的对抗和宣传②ꎮ
第三ꎬ 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哈萨克斯坦追求中等强国地位构成挑战ꎮ 第四次工

业革命是以人工智能、 清洁能源、 量子信息技术等为主的全新技术革命ꎬ 对技

术、 经济和社会影响深远ꎮ ２０１８ 年ꎬ 哈萨克斯坦提出要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带

来的新的发展机遇ꎮ 然而ꎬ 与发达国家相比ꎬ 哈萨克斯坦在数字技术、 人工智

能、 清洁能源等领域与世界发达国家存在巨大鸿沟ꎮ 哈萨克斯坦提出 «哈萨克斯

坦 ２０５０ 战略» 及多项具体规划以发展高新技术ꎬ 消除与发达国家的 “数字赤

字”③ꎬ 但整体来说ꎬ 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哈萨克斯坦追求中等强国地位构成新的

挑战ꎮ 能否抓住机遇ꎬ 实现跨越式发展ꎬ 是哈萨克斯坦追求中等强国地位的

关键ꎮ
总之ꎬ 中等强国地位是哈萨克斯坦国际战略的新定位ꎮ 追求中等强国地位ꎬ

体现出哈萨克斯坦在国际关系中追求独立自主ꎬ 不愿成为大国附庸的战略逻辑ꎮ
哈萨克斯坦通过开展多元外交不断扩大在国际社会的影响ꎬ 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

认可ꎬ 但它在人口规模、 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等硬指标上仍距中等强国有一定差

距ꎬ 追求中等强国的目标仍面临挑战ꎬ 但它的实践为理解中等国家的对外行为选

择提供了丰富的案例ꎮ
(责任编辑　 胡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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