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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外中 亚研究及主要观点综述

李 中 海

中 亚研究是国际政治研究 的重要组 成部分 。 苏联解 击极端宗教组 织 的 同时 与 温 和的伊斯 兰教组 织 和人员

体前 国外学术界对中 亚地区的研究多集 中 于历史 学 、 人 进行对话
； 第三种 以塔吉克斯坦为代 表

，
将伊斯兰教组织

类学 、 东方学和 突厥学 等范 畴 内 ； 苏联解体后
，
中亚 五 国 和政党纳人其政权体系 内 ，

双方既合作又斗争 。 国 外 中

作为独立的政治 实体进人世界政治舞台 ，
开始引 起 国外 亚研究 的第五组问题侧重研究外 部力量与 中亚 国 家之间

学者尤其是国 际政治学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 。 他们 推 出 的关系问题 。 作者认为 俄罗斯是中 亚地 区 的关键外 部

大量学术著作和 论文
，
对 中亚 问题进行 了 多角 度多 领域 力量 其 目 标有三 ：

一

是保障地区稳定 ；
二是利用 中亚 国

的研究 。 这里的 中亚专指
“

中亚五国
”

。 关于
“

中亚
”

的概 家地缘政治潜力 提高俄国 际地位 三是使国 际社会承认

念界定
一直存在不 同标准 。 年 月 ， 哈萨克斯坦 、 俄罗斯在 中亚地区的地位 。 美 国 的 目标是将俄罗斯从 中

乌兹别克斯坦 、 土库曼斯坦 、 塔吉克斯坦和吉 尔吉斯斯坦 亚地 区排挤 出 去 。 中 国 执行谨慎的 中 亚 政策 ， 成功使用

五国 的 国家元首 在塔什干 召 开峰会 正 式确 定 将上述五 了 自 己 的
“

软 实力
”

。 美 国力 图破坏中 国 的 中 亚政策 ， 在

国 统称为
“

中 亚
”

（ 取代苏 联时 期
一

这
一

地区鼓吹所谓
“

中 国威胁论
”

。 俄罗斯和中 亚 国 家 内

直 沿 用 的
“

中 亚 与 哈 萨 克 斯 坦
”

（ 部对这
一

论调也 有不少 支持者 。 欧盟 的中 亚政策没有 历

这
一

称谓 。 因此 作为政治 概念的
“

中亚
”

所 史包袱 也不像美 国那样致力 于输出 民 主价值观 因此受

包含的 国 家范围清晰明确 。 本文对 国 外 中亚研究状况及 到 中亚 国 家的 欢迎 。 欧 洲 的学者认为 ，
欧盟在 中 亚 的存

国 外学者提出 的主要观点进行综合整理和介绍 。 在有利 于平衡中美俄等 外部力量对中 亚 的影响 。 本书 的

一 近年俄罗斯学者的中亚研究成果
—

’
巾—— ■ 自

进程 ； 中 亚的转型 尚未完成 ； 中亚的未来取决于 本地区各

俄罗斯是国 外中 亚问题研究 的重 要力 量 俄 罗 斯科 国能否 找到成功的转型模式 。

学院下属的世界经济 与 国 际关系研究所和 东方学所
、 莫 莫斯科国 际关系学院欧洲大 西洋安 全中心研究员 卡

斯科国 际关系学院等科研和教学机构 都有
一 批长期从事 赞采夫在 年推 出 著作 《 规则 不 明 的

“

大博弈
”

： 世界

中 亚问题研究的学者 。 他们发表 过大量文 章和 著作 。 在 政治与 中亚》 他指 出
，
从地理 、 文 化 、 经济和安 全空间 等

此仅撷取他们的部分研究成果 并介绍 其中 的主要观点 。 维度看 中亚是一 个具有多 样性和 身份认 同 多变性 的地

俄罗斯科学 院东 方学所所长 纳乌 姆金 在其主 编 的 区 。 中亚 国家没有接受任何普世标准 、 价值观和原则 其

《 改变 中亚的年代》
一

书中 将中 亚研究划分出 五组 问题 。 地区认同也不确定 。 因此 ，
中 亚是一个不确定性 、 不稳定

第
一

组为 中亚 转型问题 。 作者认为 ， 中 亚 国 家政治 系统 性和不可预知性相结合的混合体 。 西方对中亚地区发 展

和发展模式的转型 尚 未完 成
，
目 前中 亚 国家仍处 在 转型 前景有多种替代方案 ：

一是巩固 中亚 国家 的独立 二是中

过程中 。 第 二组为研究工具和意 识问题 。 作者认为
， 西 亚地区可能发展 成为

“

突厥世界
”

；
三是实 现中 亚 内 部的

方国 家对中 亚的研究 带有 思辨性
， 但同 时他们猜测 俄罗

一体化
；
四 是将中 亚纳 人丝 绸之路计划或 其他一体化框

斯将中 亚视为其领土 的延 伸 ，
提出 要将中 亚与俄罗斯隔

离 开来 ，
这种 意识对俄罗斯是 充满恶 意 的 。 第 三组是 国 ① 详见联合国 教科文组 织 《 中亚文 明 史 》 （ 第

一卷 ） ， 中国

别研究 是对 中亚各国历史 、
国 情及现状的研究 。 第 四组 对外翻译 出版公司 年版 ， 第 页

；
王治来 《 中 亚 通

山
史 （古代卷 ） 》 （ 上 ） ， 新疆人 民 出 版社 年版 ， 第 页 。

使 重对 教 问题的研九 。 作者提 出
， 中 亚五 国 政府 与伊 ② 。 凡

斯兰教之间存在三种关系模式 。 第
一种 以 乌兹别克 斯坦 ：

和 土库曼斯坦为代表 对宗教组织和人员 进行全面打击 ；

、 ③

第二种以 哈萨克斯坦和吉 永吉 斯斯坦为 代表 在 全面打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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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内 ；
五是将中 亚纳人

“

大 中 东
”

框架 内 ；
六是 将其纳 人 研究的主要机构之一

。 该中心在资深学者鲁 默 （

“

大中 亚
”

框架 内
；
七是欧洲大西洋联 盟 向东 扩展后

， 将中 主持下推出 了 中亚研究的一系列成果 如 《转轨 中 的

亚纳人其中 。 西 方针对 中 亚发 展 前景 的设计没 有连 贯 中亚 ： 政治与经济发展的两难困境 》 （ 年 ）
、 《 中亚

： 独

性
， 同样是多 变 的 。 其他外部力量 也在争取将中 亚地区 立的挑 战 》 （ 年 ） 、 《 中 亚 与 新 的全 球经济 》 （

纳人可控制的地缘政治板块 内 ，
对 交通 和能源 运输管道 年 ） 、 《 中 亚

： 正在聚集 风暴 》 （ 年 ） 、 《 转轨结束的 中

走 向 的争夺是对中亚政策 的重要组 成部分。 外部力 量在 亚》 （ 年 ） 。

中亚是既合作 又 竞争 的关系 。 最后 作者得出 三 点结论
： 这些著作介绍了 世纪 年代以来中 亚 国 家的政

一是地理位置越往东 的 国 家 ， 其地缘政治 的不 确定性越 治经济发展
、经济危机及 日 益突 出 的地区 内 矛盾 、 向市 场

高 ；

二是中 亚 国 家形 成的 政治制 度 可能 吞噬或浪费掉来 经济转轨中 出 现 的主要 问题 、 地区 经济与全球化进 程 的

自 外部的援助 三是 中亚 国 家从表 面来看 ， 不 排斥任何形 适应以及地区 经济 中期 发展前景等 。 作者认为 ， 中 亚独

式的
一体化 但也不愿意在

一体化组织 内 承担任何责任
’ 立 以来

一

直 同 时面 对政治 民 主化和 经济市 场化两 大 问

中亚国家是否加人

，
退 出某 地 区性 国 际组织 不 是该 题 各国 从统 经济 空 间 内 的协作 关系转变为 相互竞争

—
耐抗的关系 ， 这种 转变 引 起严重 的政治 和社会 后 果 。

巾亚各国 在贸易 、交通运输 、 油气及水资源领域的对抗没
巾 心

有 絲 麟可嫌化为■雌 。 中 亚 国家 在经

济领域存在的主要问 题有 ： 经济发展依赖于 自 然资 源 初

级化问题越 来越严重 工业部门 缺少 投资 ，
吸引 外资 不

力
，
国际收支失衡 外债增加

，
农业改革裹足 不前等

，
他们

区发展前景难以 预测 地区发展有多样化特点
； 俄罗斯无

法也不愿意阻止 中 亚国 家与外部力 量之间 发展合作 ’ 但

她同时强调指 出
， 俄罗斯与 中亚 国 家间 的历史文 化联系

必须得以保持和发展②
。

国之间

，
平衡 ’ 哈俄关系

“

若
，

离
’ ’

’
哈 关系

“

不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 国 际关系職所的前科夫

和列 兹尼科赃 年 出腳 《 巾 亚与 巾 目 ： 全靴条
为 ’

巾賴細转轨纖 经棘 各赃转 过程 中 均

件下 的经济合作》 书 从全雜 手 麻餅价巾 目
職了 各麟色随治纖 ’ 但軸外随胸下 或 在

与 中 亚国 家之间 的经 济合作 。 作者 认为 ， 中 国 是 中 亚经
姓政权更迭 的情况下

’
中 亚 国 家可 能还 会进行激烈 的

济空 间重碰翻麵参与者 ， 巾酬肺场 化和 非市
，■ —

场化的竞争优势 依靠业巳 建立 的全球或地区合作机制 ，

㈣

与 中 亚国 家进行经济合作 ，
目 的在 于解决 自 身 发展中 产 美国 霍普金斯大学在 年建立了 中亚 与高加索研

生 的核心问题 。 中 亚国家无力 与 中 国 在非 资源领域展开 究所 其中亚研究 引 人注 目 。 该所所长斯塔尔 在 年

竞争 这限制 了 中 亚国 家 经济 增 长前景 和 经济结构 的调 《外交》 杂志第 四期发 表题为 《与 中 亚的伙伴关系 》

一

文
’

整 。 该书的结论是 ： 第
一 未来 十年中 国与 中 亚 国 家之间 提出 了 关于

“

大中 亚计划
”

的设想 在很大程度上 得到 美

的经济合作将快速发展 这符合全球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

国政府的认同 。 该文认为 美国应对中 亚加大经济 、 民 主

因 为中 国 已 成为世界经济 中 心 之一

。 第 二
，
中 国 与 中 亚 和人权的影响力度 ，

以 阿富汗 为中 心 将中 亚与 南亚作为

国 家在商品 、 服 务 、投 资 和技术领域的合作快速发展 但
一个地缘政治板块来解决问题 实施

“

大 中 亚地区合作与

由 于经济总体规模不 可 比 双方的经济 合作将是非 对称

性的 。 第三 中 国 在 中 亚 的经 济利 益与 哈 萨克斯坦关系

密切 哈将成为 中 国在中 亚的重要伙伴 。 第 四
， 中 国 对中

办斯 瓶康卓 卞 此 食 山 士 儿山
① ，

“

亚 的能源和资源 求将不 断提髙 ， 中亚 将成 为 中 国 能
。

：

源 资源附庸 。 第 五
，
上海合作 组织将为双方的经济合作 ，

提供政治保障 。 因 此
， 中 国在经 济上 的崛起将成为 中亚

②

： ：

地区的挑战 双方加 强经济合作也将直接触及 俄罗 斯在

中 亚的利益③ ③ 张 ’ ：

， ：

二 美国及欧洲 国家对中 亚
④

转型与发展趋势的研究 ，

，

哈佛大学戴维斯俄罗斯与欧亚研究 中 心是美 国 中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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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伙伴关系 的计划
” ①

。 年在斯塔尔教授的 主持 地区合作 障碍与机会》 中指 出
， 中 亚地 区应以 地区 的 自

下 该研究所出 版了
一

系列著作 如 《 中亚 的裙带政治 、 威 我认同 和地 区 自 决 为基础
，
发展 与 欧盟 的

一体化合作 。

权统治与议会》 、 《 中亚 和高加索的伊斯兰极端主义》 、 《 美 德国联邦政治教育 中心在 年推 出一

部名 为 《 中 亚政

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关系剖析》 、 《 中 亚经济》 等②
。 年 权的马赛克 传统 、

局 限与企图 》 的著作
，
这

一

著作在写作

该研究所牵絲颇 版了 《 新麵之路 ： 大巾細翅肖
过程巾 吸纳 了 来 賤 、

法雜酬 料学者 ， 体现出

贸易 》 书③
。 该书觀人有 来 自 中 亚 、 阿 富 汗 、 阿 塞拜

了《 巾—

疆
、 印度 、 中 国

、
土耳其和 俄罗 斯的许多 学者 。 其主要 观

巾

点是 ： 新的时代为 西欧 、 中 国
、 中 东 和印度 的交通基础

施互联互通开 辟了新 的可 能性 ， 由 这棚 家建立起来 的

新丝绸之路能大发歸力 ’
斯塔尔认力 ，難娜瓶

一

经綱馳翻外巾麵細重点之 。 錢醜
■ 。

桥大学 出祖出 版 、 麦 克曼所著 的 《 经 济 自 治 与 民主
： 俄

由美国霍 普金斯大 学出 版社出 版 、 切 拉 比和 林茨 主 罗斯和吉尔 吉斯斯坦的混合 制度》 以及 普林斯顿大学 出

编 的 《 苏 丹式 制 度 》 对 中 亚 国 家 的政治 制 度 进行 了 分 版社出 版 、 庞弗雷特所著 的 《 独立 以 来 的 中 亚经济 》 就是

析④
。 作者 以对拉丁美洲

、
非洲和亚洲 国 家的苏丹式 制度 这类研究成果⑥

。 麦 克曼 的著作对俄 罗斯和吉 尔吉 斯斯

进行分析和归 纳为 基础 对 中亚 国 家的 政治 制度 进行 比 坦的经济政策进行了 比 较分析 ，
指 出 经济改 革 与 民 主制

较和分析 提出 中亚国家 的威权主义政治 制度 为
“

苏丹式 度密切相关 俄罗 斯和吉 尔 吉斯斯坦经济 及制 度是
“

杂

制度
”

。 作者认为 中 亚 国 家 的威权制度 是与苏联 时期 高 交
”

的
，
即政治威权主义与经济 自 由 主义相 混合 ， 同时 ，

其

度集权的官僚主义密切 相 关的 ， 它 形成于勃列 日 涅 夫时 政治体制 中有 民 主因 素 和 民 主安排 但国 家对经济仍进

期 。 目前 ，
土库曼斯坦所形成的政治制度 是最典型 的

“

苏 行零星 的干预 。 庞弗 雷特的著作是对中 亚 国 家基本经济

丹式制度
”

， 乌兹别 克斯坦和哈萨克 斯坦政权也是带 有强 问题的研究 介绍 了 中亚 国家独立以 来的经济发展状况 。

大王朝特点 的极端个人化的威权制 度 。 这种 制度可 能 引

起政治精英的对抗 并最终导致现行制度 消亡 在特定条

—

件下
， 乌兹别克斯坦的伊斯兰原教 旨 主义 和极端宗教主

地缘政治问 题是中 亚研究
一

的重 点 ’ 自 苏联解体及中

义可 能替代苏丹式制度 。 本书的结论是 ： 中 亚国 家面 临
的

〔

着两难选择 要 么聽维 持苏丹式制度 ，
要么建立 以 法律

为基础的 国 家制度和官僚体系 。

美国 卡 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是活跃在俄罗斯和 中 亚

地区的研究 机构 该基金会在 年发表了 基金会学者 ① ，

奥尔科特的著作《 中亚 的第 二次机会 》
⑤ 该书 由于 已 译

② ，

成中 文并在 国 内 出版 在 中 国 学术 界有
一

定影 响 。 奥 尔
：

科特认为 ， 中 亚国 家在 年前后完成了转轨进程
，
但中 ，

； ， ， ，

亚社会与俄罗斯仍有 千 丝万 缕 的联系 ，
西方 国家应该给

：

中亚 国家提供新 的转 型的机会
， 支持这

一

地 区完 成新的 化疫。

政治变革 ，
这就是中 亚的第 二次机会 。 该书 的 出 版与后

°

：

苏联空 间发生
“

颜色革命
”

的时间相吻合 ，
因此

，
有人认为 ：

謝
“

颜色革命
”

起到了 影响和推动作用 。 ’ 二二
德国学术界同 样重视中亚 问题的研究 。 从 年起

德国 的弗里德里赫 厄 贝 特基金会推出 了
一

系列 著作 ，

’

③ ， ：

比如 《 中 亚
： 内部观察 》 、 《 历史与认同 ： 吉尔 吉斯斯坦共和

：

国》 等
，

对中亚发 展问题进行分析 。 历史学家瓦科奇 的著
④ ， ，

作《 欧盟的 中 亚政策 ： 利益 、 结构与 改革选择 》对中 亚国家
：

的政治制度 进行了分析 提出 了
一

些新概念
，
比如称吉尔 ⑤ 邱皿

吉斯斯坦的制度为
“

民 主专制
”

， 称土库曼斯坦为
“

新极权

主义
”

等 。 瓦科奇认为
， 中 亚国 家没有 消除 贫 困 ，

一

些国

家抗拒改革 民 主和人权状况一如过去
， 他还对欧盟 的中

亚 政策提出 了 自 己 的建议 。 学者李斯特在 其著作 《 中亚
， ：

— —



俄罗斯东欧中 亚研究 年第 期 综 述

特将中亚独立称为
“

弹射式的独立
”

。 其他西方学者关 者批评美国 和西方国家在 世纪 年代奉行的 中亚 政

注的 主要问题还有
： 中亚 新独 立 国家 将 向 何处去 ？ 中亚 策 。 美 国学术界 出现 了

“

安全管理者
”

这样 的概念④
， 其

国 家将在多大程度上彻底脱离 俄罗斯的控制 ？ 影 响 中亚 核心是在 中亚国家面临 国 际恐怖 主义威胁且无力 自 保 情

地区稳定 的危险到底有 多大？ 伊斯兰世界对 中亚 国家 到 况下
，
美 国应该承担起 中亚地区安全管理者的角色 ， 实 际

底有 多大的 吸引 力 ？ 在 中 亚 国 家独 立初 期
，
西 方学者就 上

，
这一概念的提出 意在为 美国 在 中亚 的 军事 存在提 供

巳 明 确 了西方需要应对 的威胁和挑战 ， 其中 包括 ： 俄罗斯 理论支持 。 与此相衔接 的另
一个概念是

“

战略屏 障
”

， 这

恢复对中 亚恢复 的危险 ； 伊斯兰 原教旨 主 义的兴起和传 一战 略建议美 国政府在 独联体和 中亚构建 自 己 的战 略屏

播 ； 种族与宗教矛盾 引起的地区局势混乱 大规模杀伤性 障
， 将俄罗斯与 中 亚隔 离开来⑤

。 还有学者提出
“

次级安

武器的扩散等 。

一

些专 家得出 的结论是 ， 为实 现地 区稳 全综合体
”

的概念 他们认为
， 中 亚不是独立的安全系统 ，

定 各国将付出高 昂代价 这一代价就是各国将失去建设 只是业巳 形成的 地缘政治安全系统的边缘地 区 对 中 美

民主 的机会 。 由 于这
一

地 区面 临着安全和稳定 威胁 ， 西 俄三国来说 中 亚地 区不过就是其地缘政治和 战 略利 益

方政治 家也接受 了 中 亚 国 家 自 己 确 定 的发 展模式 ，
虽然 的边缘⑥

。

这些模式不符合西方标准 但也不得不 做出 妥协 。 同 时
， 伊朗学者支持中 亚

“

地缘政治平衡
”

理论 认为 这 一

西方国 家认为 ， 西方应不惜代价支持 中亚 国 家的独立 将 地区的大国不能 与世界大 国分庭抗礼
，
但要积极参与 地

这一地区纳 入有利 于 西方的轨 道 内 。 为此
，
西 方应综合 缘政治博弈

，
对伊朗来说 ，

这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是要 将

使用 民 主的工具 、 制度 的工具 、 政 治经济 工具和能 源及交 自 己视为中 亚国 家对抗美 国 和俄罗 斯 甚至是对付 中 国

通运输的工具等 。 和土耳其的
“

天然保护者
”

。 关于土耳其在 中 亚的 角色 ，

从 世纪 年代中期 以后 西方国 家的 中亚专家开 西方学者认为 土耳其在 世纪 年代曾 希望成为中 亚

始对中亚发展进程及结果感到失 望
， 首 先是 因 为西 方的 国家的

“

老大哥
”

， 但实 际上 并未 出 现这样的局 面 。 其原

价值观 即 民主 、 市场经济和保护人权在中 亚没 有普及 。 因有以 下几点 ：

一

是中亚国 家不愿意充当小伙伴角 色 ；
二

其次 西方没有将 中亚与俄罗 斯隔离开 来 。 此外
，
后苏联 是土耳其对中 亚 国 家的影 响 力是 有限 的

；
三是俄罗 斯明

空间 的每
一

次
一体化努 力都使西方 国 家感 到恐慌和不 确地使土 耳其意识到 ，

中亚是俄罗斯 的
“

战略利益范围
”

。

满 。 针对中亚各 国 的 国 内 进程 西 方学者 的观点 并未成 印度学者支持所谓
“

亚洲大三角
”

（ 由俄罗斯 、 印度 和 中 国

为现实 。 奥尔科特曾 认为 ， 哈萨克 斯坦 是中亚 地 区最薄 构成 ） 概念 即印度应与俄罗 斯和 中 国进行合作 最终 目

弱的
一

环 。 她认为 哈 萨克斯坦可 能发生分裂 不同 的民 标是获得这一地 区 的战 略资 源 保护 中 亚免遭伊斯兰 世

族可能独立成为 不同 的 国 家 有 些 地区可 能被俄罗 斯吞 界 的侵害 （ 主要指来 自 巴基斯坦的侵害 ） 。

并。 阿肯纳 认为 哈 萨克斯坦将走 上多元化 国 家认同 的 年法国学者拉 巴 兰 发表 《是 中亚 还是飞地 的命

模式②
。 运 》

一

书 对中亚地理问题进行分析 认为 中亚处在大 国

在这个时期 ，
欧 洲 国 家首 先是德国 非 常关注 中 亚问 之间的

“

封锁
”

之中 ，
这

一

地 区 出 现的所有地缘政治问题

题。 欧盟试图厘清其在 中 亚
、 里海 和高加索地区 的利 益 。 都与没有 出海 口 密切相关 。 年刘易斯在剑桥大学 安

欧洲学 者对中 亚问题的 一致看法是 ： 中 亚 是对欧盟具有 全问题研究框架 内推出 了一

部名为 《 中亚专制 的诱惑》 的

绝对重要战略意 义的 地区 这里 的 油气 和其他 资源 是欧 著作 。 他认为 ，
中亚 国 家在阿富汗 战争 后成为 美 国反 恐

洲能源 资源 的主要 来源地 。 欧盟 同时认识到
，
在其他外

的关键盟 友 西方对 中 亚 国 家的经济和 军事援助本应 促

部力量在中 亚地区非常 活跃的情况下 欧盟很难推行协商 进这
一

地区的稳定和 民 主化 但美 国 出 于反恐战争需要
，

一致的 中 亚战略 。 从外部力 量来看 到 年代后 半期 ，

一

些学者开始探寻伊朗和 土耳其对 中亚国 家 的政策 及其所

扮演的角色③
。 结论是 ： 西方对伊朗 向 中亚的扩张和输出

，

伊斯兰革命的担心是多余 的
， 土 耳其也 难以成 为 中亚 国

②
，

：

家发展的样板 。 西方幵始认识到俄罗斯可能成为中 亚稳 ③ ， ， ，
，

定的支持力量 。 在这 一 时期 ， 中 国 的 中 亚政策 成 为西方
‘

、
，

—
：

学者关注的研究课题
， 他们认为 ， 中 国 与 中亚 当地政权找 ④ ， ：

到 了共同语言 ，
两者的制度特点相互适应

，
因此开 始担心 ，

由 闭 邰 盅斗 由 茆 “ 補亦
” 始帝 亜会 ㈢甚 ⑤

中 国 可能成： 为 中 大博 的重 要参与者 。

， ：

年九
一一

事件后
， 美 国及其盟友进人 中亚地 区

，

此后難的政治学和地缘政治研究文献开始分析中亚地

缘政治环境的变化及其对中亚地区 的影 响 。 许多西方学 。

— —



? 综 述 俄罗斯东欧中 亚 研究 年第 期

不得不容忍 中亚国 家 的威权统治 这
一

地区 的政治 制度 球 。 这一

思想 的 核 心是呼 吁西方 干 预 中 亚 地区发 展进

无法改变 。 程 支持将这
一

地 区置于西方控制 之下 的 民主改革⑤
。

一

年美国 学者拉 吕厄尔从俄罗斯民族主义 因 素对 些学者非常关注 中 亚地 区各民 族的文化 和政治命运
， 担

其中 亚战略和政策的影 响 角度 分析了 俄罗斯中 亚政策 心下一代受到意识形 态伊斯兰化的威胁 他们 建议这
一

的形成与制定问 题 这本名 为 《俄罗斯的中 亚政策 与 民族 地区各国 政府 强化 以 爱 国 主 义为基础 的 民族 国 家建设
，

主义的作用》 的著作 ，
更多地分析了 俄罗斯精英争夺 中亚 一些 学者从

“

种族政治学
”

视角 出发考 察中 亚 国 家的 内部

地 区政策主导权及 内 部 斗争 问题①
。 作者认为俄罗 斯与 发展问题 他们 主张 除 了 将建 设民族国 家作 为 最终 目 标

中 亚国 家之间 的关系集 中 在 以下方面 ：

一是所 谓软 实力 外 ，
还要实现 以 主体民族为基础的 民族团结 。

问题 ， 即俄语 和俄罗斯文 化在 中 亚的存在问题
；
二是 中亚

地区的俄族人及俄语居 民问题 ；
三是中 亚 国 家向 俄 罗斯

移民 的问题 。 本书 的结论是 ： 俄罗 斯政治 精英 中 的所有 从国 外学者对 中亚 国别 研 究现 状看 ， 哈萨 克斯坦是

集 团 、 流派 和 团体 虽 然有 意识形态 差异 但都倾向 于保 研究重点。 美 国 著名 的俄罗 斯与 中 亚 研究 学者 、 外 交政

持和加 强俄罗斯在 中亚 的存在 对此没有分歧 。 策委员会成员阿里尔 科恩 著有 多部关于俄 罗斯和 中 亚

同 年 来 自 美国 、俄罗斯和中 国 的三位 中亚 问 题专家 问题的著作 。 在 《 哈萨 克斯坦 ： 通 向 独立 的 道路 》
一

书

鲁 默 、特列 宁和赵华胜联合推 出 了 一 部名 为 《 中 亚 ： 华盛 中 ， 作者指 出
， 哈萨克斯坦的对 内 发展 战略是

“

先经济 后

顿 、莫斯科和北 京视角 》的著作 ， 该书 指出
，
美国对中 亚的 政治

”

，
对外奉行以 欧亚主义 为重点 的全面平衡战略 。 哈

战略面临着三种选择 ：

一

是继续执行过去 的路线 ；
二是放 萨克斯坦作为一个石 油 国 家

，
制 定 了 成熟的能 源发 展战

弃 改变中 亚转型 的思想
， 以 现实政治原则 为基础 集 中解 略

，
既努力避免像其他石油 国家那样陷人发展的陷 阱 ，

又

决安全问题 保护美国利 益 三是执行考虑地区特色和地 不对石油行业进行国有化或将资源 盲 目分配给跨国 石油

缘 政治新现实 的新战 略 。 作者认为
， 俄罗 斯在 中 亚 保护 公司

，
而是致力于在相关地缘政治力 量之间 找到平衡点

，

其政 治和经济影响方面落后 于美 国 和 中 国
，
总体上说 ， 俄 在外 部力量与 国 家利 益之 间找 到平 衡 点 ，

在精 英和 社会

罗斯对 中亚地区的影 响在 不同 时段有不 同 的局 限 如果 大众的财富分配方面找到平衡点⑦
。 也有学 者提 出

，
哈 萨

俄罗斯找到对 中亚地区经济 和社会政治体制进行现代化 克斯坦对外政策的 目标之
一

是制 止中 俄两 国 在 中 亚进行

的力量和机会 这一地区的局势可能随之改变②
。 共同 管制 。

法国学者佩鲁斯的著 作 《 中 国 与 中 亚 接近的经济视 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是法 国研究 中亚 问题的重要

角 》提 出 中 国 与中 亚国 家经贸合作 的三个基本问题 ：

一

是 机构 ， 其中亚研究可追 溯到 世纪 。 目前 卡特琳 普约

双方之间 的合作最初 就有 不平等 性 ；
二是 口 岸在双方经 尔是该学院

“

哈萨 克斯坦研究 项 目
”

负 责人 。 她 在《 哈 萨

贸合作中扮演重 要角 色 ；
三是 中 国 对中 亚经济和基础设 克斯坦》

一书 中指 出
，
哈萨克斯坦具有 明显 的

“

双重性
”

施投 资主 要集 中 在金 属 、水 电 、 基础 设施 、 电 信和 能源领

域 。 最后作者侧 重分析了 双方在能源领域的合作问题
， ①

，

‘

认为这是中 国对中 亚全方位外交中 的关键领域③
。 他还

丨 丄
―

丨
《

认为 中亚地理位置的封闭性决定了 中 国将在这
一

地区未 ② ； ，

来发展 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 中 国在 世纪在中亚 扮演 的 ：

角色就是俄罗斯在过去两个世纪腿演的角色④
。

中亚 的宗教问题尤其是极端宗教 主义是西方学者在 ：

对中亚进冊辦轉关注 题之 。 他 关注点
：

是伊斯兰教 在多大程度 上影响着 中 亚现代 民族国 家 的构 一

建 、 转型和发 展 。 西方学者 著有 大 量专著 和 文章对此进
“

⑤

打分析和探讨 ， 他们得出 的基本结论是
， 伊斯二教是 中亚

：

各民族形成 的新 的民族身份认同中 的最 重要 因 素 之一

。
⑥ 科恩 的 主 要 著作有 ： ：

；

本教问 题还 是 中 亚对外 政策 的考量 因素 。 由 拉希德所
， ；

；

著 、 美国 耶鲁大学出 版社出 版 的 《武装 的伊斯兰在 中 亚的 。
，

°

兴起》 书认为 武装 的伊斯 兴起難俗政党对各种

形式的伊斯兰都进行打压 的直 接结果 作者 同时认为 ， 中

亚巳成为西方反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觀 ’伊斯兰极端
哪

主义 的胜利 不仅将 造成中亚 地区的不稳定 ，
也将 祸乱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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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东方亚洲和西方欧洲 、 哈萨克人和俄罗 斯人 、 新教与 国家政治生活 中 的重要 因 素 ， 在尼 亚佐夫 统治 时期 土库

东 正教 、伊斯兰教与萨满教 的混合体 哈 内 外政策 也是按 曼斯坦不可能 按欧洲模式发 展 尼 亚佐夫也认为土 库曼

双重性的原则形成 的 是 各种理论 、 模式 、 文明 和 优先方 斯坦可 以走独特的发展 道 路 而其作出 的一 系列 决策是

向 的结合 哈萨克斯坦的未来取决于 与西方的联系 但亚 失败甚至可笑 的 。 年捷克政治学学 者霍拉 克和希尔

洲 遗产也对哈社会有深 刻影 响 ， 尤其是游牧 文化的影 响 发表 了专著《能够摆脱极权主 义吗 ？ 别 尔德穆哈梅多夫

会不 断呈现出 来 。 普约尔警告哈 萨克斯坦不要过 于崇拜 统治下 的土库曼斯坦 》 该书对佩鲁斯的著作 进行了 学术

游牧文化 哈社会应按照西方模式完成现代化 ； 在 对外政 性分析 作者认为 土库曼斯坦前后两任总统所执行的政

策方面 哈 萨克斯坦应在跨大 陆联系方面发 挥作用 从远 策有天壤之别 尼 亚佐夫时 代的野蛮统治和 令人厌恶 的

景 看 ， 哈 萨克斯坦有 成为 欧 亚地区轴 心 国 家的地缘政治 禁令已成为过去
，
土 巳放弃 自 我封闭型 的政策

，
正在 成为

使命 。 英国 爱丁堡 大学学者 卡 明斯也同 意 这
一

观点
， 同 更加开放和 自 由 的国 家 。 别尔德穆哈梅多夫 总统的对外

时认为哈萨克斯坦的特性在 于威权制度 与单一

制 国家 的 政策非常积极 在世界各大政治力 量之间纵横捭阖 取得

结合 使其得以平衡国 家面临 的主要威胁 即 中 央与边 缘 了效果 。 西方社会希望土库 曼 斯坦从此走上 自 由 化道

之间的矛盾①
。 路 但任何 旨在强化内部 自 由 化的外部干 预 都会加 强这

英国伦敦大学当代中 亚与高加 索 中 心研究人员黛 夫
一国家的不稳定风险 。

在其著作《 哈萨克斯坦 ： 种族 、
语言与权力 》对哈萨克民 族 波兰对中 亚研究的兴趣大增 是国 外 中亚研究 的新现

的总结说 从民族构成来说 哈萨 克人在 哈萨克斯坦获 得 象 。 波兰 的 中亚研究涉及 以下问题
一

是 中亚 历史 问 题 ；

了 在
“

各民族平等之中 的 高人一

等 的地位 ，
这种 地位不 二是中亚转型理论与现实状况

；
三 是中 亚地 区的政治和

是宪法和法律所赋予 的 。 从总体上说 哈萨克人作为 民 社会体系 政治精英和反对派 的形 成 媒体和非政府组织

族集团对其他民族来说 并不 占 有 明显的经济优势 而是 的发展 ； 四 是社会结构现代化问题 侧 重研究 传统与 现代

掌握某种心理符号方面 的优势 （ 比 如哈 萨克语的 国 语地 化的矛盾 、 裙带关系 、文化和语言政策 、 宗教生 活等 ；
五是

位 ） 。 无论在苏联 时期还是在后苏联时期 哈 萨克斯坦的 中亚各民族的文化 、
历史与现实 ；

六是中 亚 的经济 与对外

演变和历史经验都是独特的 它巩固 了 地方精英的权力 ，

政策 问题 。 近 年来 波 兰政治学研究所推 出 十 多部研究

完 成了 国家转轨②
。

中亚 国家历史 、 社会和政治进程的著作 。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中亚和高加 索研究 所也推 出一

些 综上所述 国外 学 者对 中亚 问题 的研究覆盖 了政治

中 亚国 别研究的学术著作 一是鲍耶所著 的 《 哈萨克斯坦 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
，
研究成果 可谓 汗 牛充栋 。 许多著

的议会与政党》 ， 简单介 绍 了 哈 萨克斯坦的政党 制 度 ， 并 作视角新颖 资料扎实 有很强 的理论借鉴意义和学术价

对哈主要政党及其活动 进行了 分析③
。 二是戴利所著 的 值 国 内 学术界应加强有关成果 的介绍 加强 与有关机构

《哈萨克斯坦正在 形 成中 的中 产 阶 级》
④ 提出 了 什么 是 的 国 际学术交流 共同促进 中 亚研究的发展 。

哈萨克斯坦的 中 产 阶级的 问题 认为哈政府经济 政策 的 （ 责任编 辑 陆 齐华 ）

目 标就是形成 中产阶级 政府的任务是保护 中产 阶级
， 使

其免受腐败的影 响 以 及其他威胁 。 三 是马拉特所著的

《 吉尔吉斯斯坦和塔 吉克 斯坦的 民族意识形态 与 国 家 建

设 》
⑤ 考察 了吉塔两 国在 苏联 时期 民 族意识的产 生 以 及

后苏联时期以 新 的 民族认 同 为基础形成 的意识形态 。 作

者认为 ， 中亚 各 国都遭遇 到 了 新的 民 族及意识形 态认同 ①

问题
，
目前中 亚国 家都是多 民族国 家 任何一个国 家都 不

！ ！

‘

：

；

可过分强调主体 民族
， 各 国也都遭遇 到伊斯兰教在新的

意识形态形成中 的地位和作用 问题 。

°

；

：

国外
■

些学者也对土库曼斯坦很感兴趣 ，
写下 了 几 ③ ，

部学术著作 。 比 如 ， 年美国 普林斯顿大 学推 出 了 埃 ：

德加所著 的《 部落民族 苏维埃土库 曼斯坦的建立 》
⑥

，
对 ④

，

土库曼斯坦的历史特点 进行了 研究 ， 揭示 了 尼亚佐夫 时 ：

代土库 曼斯坦政治制 度 的历史 根 源。 法 国 学者 佩鲁 斯

年出版了《 土库 曼斯坦 帝国交叉 口 上 的命运 》
■ 书

，
：

一

认为土库曼脑独立以 后 的

■

年 其国 内 的 切都与尼

亚佐夫 直接相关 ；
由各种裙带 关系 组成 的政治集 团是土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