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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引领和经济优先
———哈乌经济改革及其异同比较(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３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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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近年来ꎬ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实现了第一次政权交

接ꎮ 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ꎬ两国深感向多样化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

性ꎬ在经济领域纷纷推行自由化改革ꎮ 然而ꎬ由于政权稳固性、商业阶层独立

性以及总统自身形象的不同ꎬ哈乌经济改革在路线、力度和效果方面存在差

异ꎮ 哈精英集团内部存在一定的权力斗争ꎬ导致新任总统调整原来经济优先

的路线ꎬ转而以政治改革引领经济发展ꎮ 此外ꎬ新任总统“传统政治精英”的

形象也使其经济改革更多遵循前任路线ꎬ尚无大的调整ꎮ 相比而言ꎬ乌稳定

的政治环境为经济改革奠定了良好基础ꎬ新任总统致力于打造的“年轻技术

官僚”形象也使其赢得民众较为广泛的支持ꎬ从而得以大力推行经济优先的

改革方案ꎮ 乌国内经济情况迅速好转ꎬ有望走上较快的经济发展轨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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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ꎻ何舒雯ꎬ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２０２０ 级本

科生ꎮ

中亚国家独立以来经历了从寻求经济转型到谋求经济发展的过程ꎮ 作

为苏联地方行政区转变而来的新兴独立国家ꎬ中亚各国首先要解决经济体制

转型问题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这种经济转型与发展是在特定时空背景下进行

的ꎮ 鉴于曾长期作为苏联加盟共和国存在而无独立建国的历史ꎬ中亚各国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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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之后ꎬ必须巩固国家主权、增强民族认同ꎬ并基于其经济现实探索符合国情

的发展道路ꎮ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ꎬ连续执政 ２７ 年的乌兹别克斯坦政坛“常青树”———铁腕总

统卡里莫夫因病突然去世ꎮ 为确保政权平稳运行ꎬ同年 １２ 月ꎬ乌兹别克斯坦

提前举行总统大选ꎬ时任总理米尔济约耶夫成功当选ꎬ该国由此步入“后卡里

莫夫时代”ꎮ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ꎬ执政 ２８ 年的纳扎尔巴耶夫辞去哈萨克斯坦总统职

务ꎬ同年 ６ 月ꎬ托卡耶夫当选新任国家领导人ꎮ 不到 ３ 年ꎬ中亚两大强国纷纷

实现了独立以来的第一次权力交接ꎮ 面对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化给国家发展带

来的各类风险ꎬ哈乌新任总统上台后亟须解决本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ꎮ
由于高度依赖能源产业拉动经济增长ꎬ这种长期形成的单一经济结构使国家经

济发展呈现周期性波动ꎮ 为使国家经济走出困境ꎬ哈乌现任领导人均将推动经

济自由化、多样化发展作为改革的重点方向ꎬ试图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对外

贸易、改革金融业、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等措施推动国家经济向好发展ꎮ
时至今日ꎬ哈乌经济改革已实施了多年ꎮ 鉴于两国的经济改革既有相似

之处又有一定的差异ꎬ对其进行较为系统的比较有助于更准确地评估改革成

效ꎮ 为此ꎬ本文首先对哈乌经济改革的历程和主要内容进行回顾ꎬ然后进行

比较并简要讨论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因哈乌经济改革涉及的内容和问题过于庞

杂ꎬ本文对改革的分析和比较主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展开ꎮ

一　 政治引领:哈萨克斯坦的经济改革

哈萨克斯坦是中亚最主要的经济体ꎮ 独立以来ꎬ纳扎尔巴耶夫领导的哈

萨克斯坦政府一直奉行先经济、后政治的原则ꎬ使得该国在短时间内实现经

济快速发展ꎬ国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ꎮ 目前ꎬ哈萨克斯坦 ＧＤＰ 已经超过中亚

其他四国之和ꎮ 然而ꎬ不均衡的经济结构和腐败问题仍在侵蚀着国家的根

基ꎬ在托卡耶夫上台之前ꎬ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已经存在较多隐患ꎮ 新形势下ꎬ
为了国家发展的需要ꎬ托卡耶夫领导的新一届政府积极开启向新经济增长模

式转型的进程ꎮ 鉴于现行经济变革是哈领导人首次更迭后的大力之举ꎬ能够

引领国家经济发展的方向ꎬ意义重大ꎬ因此ꎬ本文对此次经济改革的背景、进
程与内容做简要梳理ꎮ

(一)改革背景

哈萨克斯坦选择的转型道路因其价格放开的策略而更接近于“休克疗

法”ꎬ即迅速放开价格让市场经济中的其他因素也随之放开ꎮ 独立初期ꎬ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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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油价、低效的管理、腐败现象以及 １９９８ 年金融危机ꎬ哈萨克斯坦的经济潜力

在 ２０００ 年前未能得到充分发挥ꎮ 但得益于油气资源富集和政局稳定ꎬ在国际

油价高涨时期哈经济增速也迅速提升ꎮ 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哈萨克斯坦经济得到

恢复ꎬ开始进入良性发展轨道ꎮ 作为中亚第一大经济体ꎬ哈萨克斯坦在瑞士洛

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公布的«２０２３ 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排名第 ３７ 位ꎬ成为中

亚五国中最有竞争力的国家①ꎮ
然而ꎬ受制于长期依赖能源出口拉动经济增长ꎬ哈萨克斯坦的发展也难

逃“资源诅咒”陷阱ꎮ 具体来说ꎬ这种短板聚焦在汇率风险、价格风险和“荷
兰病”风险三方面ꎮ 汇率风险体现在资源出口创汇大量流入国内ꎬ导致本币升

值ꎬ对制造业产品出口带来抑制效应ꎻ价格风险体现在资源出口价格受国际市

场波动影响ꎬ价格起伏的可预见性差ꎻ而“荷兰病”风险则体现在能源行业对资

金和劳动力产生虹吸效应ꎬ制约非能源类产业的发展②ꎮ 总之ꎬ单一的经济增

长模式抑制了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增长ꎮ 自 ２０１４ 年能源价格“跳水”后ꎬ哈萨克

斯坦ＧＤＰ 增长率从６％下跌ꎬ此后一直维持在４％以下的低位ꎬ突如其来的新冠

疫情更是让依靠能源产业的国家经济陷入负增长ꎬ民众开始对经济状况的恶化

表现不满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ꎬ托卡耶夫就任哈萨克斯坦总统ꎮ 他在就职演讲中提到:

“世界进入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ꎬ哈萨克斯坦面临新的挑战和威胁ꎮ 经济、社
会和政治进步是我们应对当代挑战的唯一正确选择ꎮ”③同年 ９ 月ꎬ托卡耶夫

发布其首份国情咨文ꎬ强调要从摒弃资源思维、提高国有企业效率、扶持中小

企业发展、支持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拓展、建立发达的农工综合体、建立公平

的税收与健全的金融监管体系、有效使用国家基金、提高工资水平等方面入

手ꎬ形成更加发达而包容的经济模式ꎮ 总之ꎬ托卡耶夫执政以来ꎬ针对资源型

经济模式累积的弊病ꎬ将经济自由化、多样化作为发展目标推进改革ꎮ
(二)改革进程

托卡耶夫上台之初对经济领域改革的要求主要集中于以下几方面:调
整产业结构ꎬ实现经济现代化与多样化ꎻ减少行政干预ꎬ扶持中小企业ꎬ促
进经济自由化发展ꎻ改革金融业ꎻ扩大对外贸易ꎻ改善民生ꎮ 这五大方面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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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确定了国家经济改革的总体框架ꎮ 随后ꎬ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２１ 年的国情咨文

也遵循首份国情咨文的经济改革思路并就具体措施进行补充ꎮ 然而ꎬ值得

关注的是ꎬ从托卡耶夫总统发布第二份国情咨文起ꎬ哈萨克斯坦在经济领

域的改革就有所收缩ꎮ 中国学者肖斌指出ꎬ托卡耶夫第二份国情咨文表达

的改革意愿虽然较强ꎬ但改革力度与同年 １ 月发布的新经济改革方案相比

有所减弱ꎮ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托卡耶夫提出的新经济改革方案欲在国家干预经

济的规模、预算体系以及财政投融资预算的总额和方向等方面作出较大调

整ꎮ 肖斌认为进行较大调整的原因是:在新冠疫情影响下ꎬ托卡耶夫的政

治实践要符合国内的政治现实ꎬ在哈政局稳定面临一定挑战、部族政治影

响犹存的情况下ꎬ作为一个以国家为中心推进改革的实体ꎬ率先提高政治

权威效力成为关键①ꎮ
随后ꎬ２０２２ 年哈萨克斯坦发生的“一月危机”更是坚定了托卡耶夫转

变改革路线、将政治改革作为优先着力点的想法ꎮ 事件发生后ꎬ托卡耶夫

迅速发声ꎬ表示要深化改革以应对危机ꎮ 他将工作重点放在政治改革上ꎬ
认为“政治现代化是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和大规模社会经济改革的先决条

件”ꎮ 虽然托卡耶夫也强调有必要迅速在经济和公共管理领域全面推进一

系列系统性的改革措施ꎬ只有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改革相互结合才能筑牢成

功建设新哈萨克斯坦的基石②ꎬ但并未对经济领域的改革做系统性安排ꎬ而
是更多集中在反危机的短期经济措施上ꎮ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ꎬ托卡耶

夫认为国家发生动乱的主要原因出现在政治层面ꎬ需要实行先政治后经济

的改革路线ꎮ
直到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ꎬ在最新一份国情咨文«公正的哈萨克斯坦的经济方

向»中ꎬ托卡耶夫才又着重提出经济改革的相关目标ꎬ就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影

响ꎬ使经济摆脱垄断ꎬ修改宏观经济政策ꎬ改革税收、预算政策和行政管理体

制等提出许多新的举措ꎮ 他还指出ꎬ在开展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ꎬ对整个社

会经济领域的改革也要同步进行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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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斌:«托卡耶夫执政一年:传承和改革路»ꎬ«世界知识»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９ 期ꎮ
«哈萨克斯坦总统国情咨文‹新哈萨克斯坦:革新和现代化之路›全文»ꎬｈｔｔｐ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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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ꎬ托卡耶夫担任哈萨克斯坦总统以来ꎬ通过每年发表国情咨文并辅

以其他官方文件为本国经济改革提供方针指导ꎮ 哈现行经济改革受“一月危

机”的影响ꎬ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ꎮ 在前一时期ꎬ经济改革先于政治改

革ꎮ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ꎬ在首次发表的国情咨文中ꎬ托卡耶夫延续前任总统的风格ꎬ
用较多篇幅阐述了经济改革须重视的五大方向ꎬ此后发布的文件也基本延续

这一方针ꎮ 然而ꎬ“一月危机”显露了哈政治结构的诸多弊端ꎬ加速了国内政

治改革的步伐ꎮ 因此ꎬ后一时期政治改革引领经济改革ꎮ 哈萨克斯坦改革的

路线变化证明ꎬ良好的政治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基础ꎮ 没能妥善解决政治权力

内部关系就较快推进经济改革有可能引发更大的危机ꎮ

表 １ 哈萨克斯坦现行经济改革的主要指导文件

文件名称 发布时间

国情咨文«建设性的社会对话———哈萨克斯坦稳定与繁荣的基础»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国情咨文«新现实中的哈萨克斯坦:行动时刻»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国情咨文«人民团结和系统性改革———国家繁荣的坚实基础»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国情咨文«新哈萨克斯坦:革新和现代化之路»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国情咨文«公正的国家ꎬ统一的民族ꎬ福利的社会»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国情咨文«公正的哈萨克斯坦的经济方向»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三)改革内容

“一月危机”成为哈萨克斯坦政治改革的转折点ꎬ促使其在政治领域进行

了较大规模的调整ꎬ托卡耶夫的“新经济政策”基本延续了其执政初期的改革

路线ꎮ
１ 调整产业结构ꎬ实现经济现代化与多样化

凭借自身资源富集的优势ꎬ哈萨克斯坦长期依靠能源出口拉动经济增

长ꎮ 据统计ꎬ化石能源占该国一次能源供应总量的 ９８ ５％ ꎬ其中煤炭占比接

近一半ꎬ天然气占比为 ２７ ５％ ꎬ石油占比为 ２３ ９％ ꎬ风能、太阳能和其他能源

仅占 ０ ２％ ①ꎮ 能源出口型经济虽然使哈萨克斯坦在 ２１ 世纪初较快实现了

经济增长ꎬ但这种单一的产业结构容易受到国际油价波动的影响ꎬ在很大程

度上ꎬ国家经济发展由国际油价决定ꎮ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ꎬ首任总统纳扎尔

巴耶夫继哈萨克斯坦 ２０３０ 年发展战略之后ꎬ又推动实施了 ２０５０ 年发展战

略ꎬ该战略以推动经济改革和加快经济增长为目标ꎬ使哈萨克斯坦到 ２０５０ 年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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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世界前 ３０ 名发达国家之列ꎮ 哈希望通过现代化和加强国际竞争力的努

力ꎬ尤其是强化非油气部门来实现国家经济的多样化发展ꎮ
托卡耶夫执政后延续了这一方针ꎬ在调整产业结构上下大功夫ꎬ力图实

现经济现代化和多样化发展ꎮ
在农业领域ꎬ要改变农业原料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ꎬ实现从初级产品

生产到高附加值产品生产的过渡ꎬ并优先考虑肉类、牛奶和粮食的深加工ꎬ
发展工业化温室种植等有前景的领域ꎮ 托卡耶夫强调ꎬ现代农业是高科技

产业ꎬ土地和气候不再是农业成功的决定性因素ꎬ创新解决方案已脱颖而

出ꎮ 如果没有现代科学ꎬ农业部门的状况不仅会停滞不前ꎬ而且会恶化ꎮ
因此ꎬ要采取措施发展农业科学ꎬ将国家农业研究与教育中心转变为纵向

一体化的农业技术中心ꎬ并与外国农业科学中心建立全面的科研和实践合

作关系①ꎮ
在工业领域ꎬ首先ꎬ要坚持发展工业和制造业ꎬ促进非能源产业的繁荣ꎮ

其中ꎬ重点关注金属深加工ꎬ石油、天然气和碳化学ꎬ重型工程ꎬ铀转化和浓

缩ꎬ汽车零部件生产ꎬ化肥等领域ꎬ创建高附加值加工集群ꎮ 其次ꎬ能源行业

内部加快可再生能源项目建设ꎬ注重能源安全问题ꎬ避免过度依赖他国能源ꎮ
“一月危机”使托卡耶夫意识到增加可销售天然气资源是政府和国有天然气

公司的优先任务ꎬ有必要加快建设新的天然气加工厂ꎮ 此外ꎬ哈萨克斯坦也

非常注重国家的数字化建设ꎮ 托卡耶夫总统在主持召开关于落实«数字化的

哈萨克斯坦国家规划»工作会议时指出ꎬ有必要在建立符合全球标准并兼顾

市场需求和公民利益的法律监管制度的基础上ꎬ在本国重要领域和行业引入

人工智能技术ꎬ加快经济数字化转型步伐②ꎮ 在 ２０２３ 年发布的国情咨文中ꎬ
托卡耶夫进一步强调ꎬ将哈萨克斯坦打造成信息技术国家是一项重要战略

任务ꎮ
在旅游业领域ꎬ要进一步发挥旅游资源优势ꎬ促进旅游业繁荣ꎮ ２０１９ 年ꎬ

哈政府颁布«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５ 年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发展旅游业国家纲要» 和

«２０２３ 年前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旅游业发展构想»两份文件ꎬ组建成立国家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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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公司ꎬ以引领本国旅游业发展的方向ꎮ ２０２１ 年ꎬ哈启动 ５７ 个旅游业投资项

目ꎬ总投资额达 ４ ５４５ 亿坚戈ꎬ创造了 ５ ０００ 余个就业岗位①ꎮ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ꎬ
哈文化和体育部部长阿斯哈特奥拉洛夫在相关会议中提到ꎬ哈萨克斯坦已

通过«２０２３ ~ ２０２９ 年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旅游业发展构想»ꎬ将旅游业作为该

国经济发展的优先事项ꎮ 此后ꎬ哈萨克斯坦政府又决定自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９ 日

起取消针对外国游客的旅游税ꎬ此举吸引更多外国游客赴哈ꎮ 随着政府在旅

游领域投入的不断增多ꎬ旅游业将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之一②ꎮ
在交通运输业领域ꎬ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得到重视ꎮ 哈国内交通基

础设施薄弱ꎬ铁路运输、公路运输和管道运输是哈萨克斯坦的主要运输方式ꎬ
其中铁路运输承载了全国超过一半的货运量和客运量ꎬ然而ꎬ铁路建设仍未能

达到相应水平ꎬ主要表现为铁路状况不好、维修质量不高、管理体系不完善等ꎬ
削弱了铁路运输在哈货运市场上的竞争力ꎮ 众所周知ꎬ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是

产业发展的基础ꎮ 因此ꎬ托卡耶夫上台后大力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ꎮ ２０１９
年ꎬ哈政府对国家级道路建设拨款 １ ８６４ 亿坚戈ꎬ对道路维修改造投入约 ８ ４２３
亿坚戈ꎬ用于解决交通基础设施问题③ꎮ 同年ꎬ哈政府制定«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５ 年哈

萨克斯坦共和国“光明之路”发展基础设施国家纲要»以实现交通基础设施

现代化ꎮ 具体来看ꎬ哈计划建设、改造 ２ １ 万公里国家级公路ꎬ维修 ２ ７ 万公

里地方级公路ꎬ实施 １１２ 个基础设施项目ꎬ共计创造 ５５ 万个工作岗位④ꎮ
总之ꎬ哈现行的经济改革注重促进农业、工业、旅游业多方协调发展以

及完善基础设施建设ꎬ以此逐渐突破之前单一的能源型经济发展模式ꎮ
２ 减少行政干预ꎬ扶持中小企业ꎬ改善营商环境

经济自由化改革的基本指向是减少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ꎬ如逐步放弃

政府对市场的价格管控ꎬ继续削减国有、准国有企业的数量等ꎮ 托卡耶夫在

其首份国情咨文中指出ꎬ有效运营的小型企业是城乡发展的坚实基础ꎬ因此ꎬ
要摆脱以往家长式管理对小型企业的限制ꎬ并将国家基金中约 １ ０００ 亿坚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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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扶持小型企业发展①ꎮ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ꎬ政府又专门通过了«２０３０ 年前哈萨

克斯坦共和国中小企业发展构想»ꎮ 根据该构想ꎬ中小企业产值应从占哈

ＧＤＰ 的 ３３ ５％增至 ４０％ ②ꎮ 为此ꎬ政府将致力于减少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束缚ꎬ
提高预算支出和现行中小企业支持机制的有效性ꎮ 近年来哈政府采取的诸多

措施在推动中小型企业的稳定发展上取得了一定成效ꎮ ２０２３ 年上半年ꎬ哈中小

企业产值从２０２２ 年同期的２３ 万亿坚戈增至２９ 万亿坚戈ꎬ占哈ＧＤＰ 的３６ ４％ꎮ
中小企业就业人数增加 ５０ 万ꎬ达 ４３０ 万人③ꎮ 然而ꎬ托卡耶夫在 ２０２３ 年发表的

国情咨文中仍表示ꎬ中小型企业的发展速度还不够ꎬ要成功过渡到新的经济模

式ꎬ就必须以“手动模式”切实提高中小型企业的发展速度ꎮ 因此ꎬ政府应修改

法律ꎬ鼓励小企业合并ꎬ并为每家中型企业制定具体计划ꎬ以提高产能并将产量

扩大 ２ ~３ 倍ꎮ 为落实总统下达的任务ꎬ哈国民经济部提议进一步简化中小企

业监管程序、鼓励缴税和增加投资、减少行政负担、加大支持力度等ꎮ
３ 改革金融业

２０１９ 年ꎬ哈金融业发生的最大事件是政府对金融监管系统的改革ꎮ 首先ꎬ
哈政府对央行进行改组ꎬ并将央行的监管职能移交金融市场监管和发展署ꎮ 其

次ꎬ哈央行在监管职能中引入“动机推定”概念ꎬ金融监管机构对银行业实施风

险导向监管制度ꎬ此举对促进哈金融市场的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④ꎮ 为保障金

融市场稳定和国家经济增长ꎬ哈萨克斯坦 ２０２２ 年出台«２０３０ 年前哈萨克斯坦共

和国金融业发展构想»ꎬ在市场机制基础上扩大银行信贷投放ꎮ ２０２３ 年ꎬ托卡

耶夫又批准通过了新的税法典ꎬ内容包括调整税务管理的有关规定、强化税收

的再分配功能ꎬ确保税收控制的全面数字化以及最大限度地消除税收腐败等ꎮ
４ 扩大对外贸易

托卡耶夫在讲话中多次指出ꎬ应当充分发掘本国的贸易和物流潜力ꎬ扩大

国产商品销售市场ꎬ并为增加国产商品供应创造条件ꎮ 因此ꎬ自其上任以来ꎬ历
年国情咨文都提到要实现经济多样化、扩大国产商品种类和出口地域范围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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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ꎬ扩大对外贸易成为哈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为实现油气出口多元化ꎬ
哈萨克斯坦计划发展两条新的线路:向西建设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ꎬ直接向欧

洲国家输送油气ꎻ向东挖掘中哈石油管道的潜力ꎬ不断提升阿特劳—肯基亚克

和肯基亚克—库姆科尔石油管道通过阿拉山口向中国的输送能力ꎬ扩大对外贸

易市场ꎮ 此外ꎬ哈贸易和一体化部启动出口商网上培训计划ꎬ为哈生产商在阿

里巴巴、“ｅＢａｙ”等国际电商平台推广业务提供培训服务ꎮ ２０２０ 年ꎬ进驻国际电

商平台的哈生产商签署协议金额达 １ ６４０ 万美元ꎬ获得超过 ５００ 份国际订单ꎬ合
作伙伴来自中国、德国、摩洛哥、沙特阿拉伯、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
克兰等多个国家ꎮ 根据哈贸易和一体化部的工作计划ꎬ２０２１ 年新增 ５０ 家生产

企业入驻阿里巴巴电商平台ꎬ并开设哈萨克斯坦国家馆ꎬ进一步扩大哈产品知

名度和销售额①ꎮ 在政府的大力推进下ꎬ２０２１ 年以来ꎬ虽受新冠疫情、大国博弈

的冲击ꎬ全球贸易形势不容乐观ꎬ但哈萨克斯坦对外贸易总体上保持积极态势ꎮ
２０２２ 年ꎬ哈萨克斯坦 ＧＤＰ 达到 １０４ 万亿坚戈ꎬ吸引了创纪录的 ２８０ 亿美元外国

直接投资ꎬ对外贸易额也达到创纪录的水平②ꎮ ２０２３ 年１ ~ ７月ꎬ哈对外贸易额

同比增长 ５ ７％ ꎬ总额达到 ７９５ 亿美元③ꎮ

表 ２ ２０１７ ~ ２０２２ 年哈萨克斯坦对外贸易情况 (单位:亿美元)

年份 进出口总额 进口额 出口额 贸易差额

２０１７ ７７５ ７０ ２９２ ６６ ４８３ ０４ １９０ ３８

２０１８ ９３４ ９０ ３２５ ３４ ６０９ ５６ ２８４ ２２

２０１９ ９５０ ６６ ３７７ ５７ ５７３ ０９ １９５ ５２

２０２０ ８３６ ６９ ３７２ ２２ ４６４ ４７ ９２ ２５

２０２１ １ ０１７ ９６ ４１１ ７１ ６０６ ２５ １９４ ５４

２０２２ １ ３４４ ００ ５００ ００ ８４４ ００ ３４４ ００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数据整理而得ꎬｈｔｔｐｓ: / / ｓｔａｔｓ ｗｔｏ ｏｒ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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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８ 个月哈萨克斯坦经济增长 ４ ９％ »ꎬｈｔｔｐｓ: / / ｃｎ ｉｎｆｏｒｍ ｋｚ / ｎｅｗｓ / ８ － ４ － ９＿
ａ４１１０９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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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改善民生

民生问题涉及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ꎬ关系国家稳定、经济发展等诸多方面ꎬ
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ꎮ 托卡耶夫多次强调“人民是我们国家的主要财富”ꎬ将
民生福祉的重要性提升到新的高度ꎬ陆续出台大批惠民政策以解决民生问题ꎮ
在新冠疫情后ꎬ完善医疗卫生体系也成为“新哈萨克斯坦”发展战略在该领域的

首要目标ꎮ 哈投入了大量财政资金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补贴并建立强有力的

初级医疗卫生救助体系ꎮ 哈政府表示ꎬ到 ２０２５ 年将医疗卫生领域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增至 ５％ꎬ人均预期寿命提高至 ７５ 岁ꎬ医疗服务质量满意度增至 ８０％①ꎮ
在帮扶低收入群体方面ꎬ推行为贫困人口免除债务政策ꎬ将减免多达 １ / ６ 人口

所累积的不良银行借债ꎮ 在教育领域ꎬ将扩大学前教育覆盖率、建设新学校和

提高教育工作者薪酬作为政府工作的优先事项ꎮ ２０２２ 年哈教育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４７％ꎬ达２ ５７０ 亿坚戈②ꎮ 新哈萨克斯坦发展战略还着眼于持续完善

社会保障体系ꎮ 托卡耶夫在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的国情咨文中明确表示ꎬ将继续提

高最低工资水平、养老金额度和失业救济标准ꎮ
综上所述ꎬ托卡耶夫执政以来在调整产业结构、扶持中小企业、改革金融

业、扩大对外贸易和改善民生等多方面发力ꎬ力图取得经济改革的重大突破ꎮ

表 ３ 哈萨克斯坦现行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

改革任务 具体措施

调整产业结构

农业上ꎬ摆脱农业原料出口导向型结构ꎬ加大高附加值产品的生
产ꎻ工业上ꎬ坚持发展工业和制造业ꎬ促进非能源产业的繁荣ꎻ旅
游业上ꎬ发挥旅游资源优势ꎬ启动旅游业投资项目ꎻ交通运输业
上ꎬ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

扶持中小企业发展
逐步放弃政府对市场的价格管控ꎻ继续削减国有、准国有企业的
数量ꎻ简化中小企业监管程序ꎻ鼓励缴税和增加投资等

改革金融业 实施风险导向监管制度ꎻ出台新版税法典ꎻ扩大银行信贷投放

扩大对外贸易 启动出口商网上培训计划ꎻ修建新的线路ꎬ提高能源输送能力

改善民生
完善医疗卫生体系ꎻ推行为贫困人口免除债务政策ꎻ建设新学
校ꎬ提高教育工作者待遇ꎻ持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资料来源:根据表 １ 中所列文件的内容总结ꎮ

—１３—

①

②

«哈萨克斯坦拟推进实施 １０ 个国家项目»ꎬｈｔｔｐ: / / ｋｚ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
ｘｗ / ２０２１０７ / ２０２１０７０３１８０００９ ｓｈｔｍｌ

«哈萨克斯坦教育投资增加 ４７％ »ꎬｈｔｔｐｓ: / / ｃｎ ｉｎｆｏｒｍ ｋｚ / ｎｅｗｓ / ４７ ＿ａ４００９５５４ / ?
ｓｈａｒｅ＿ｔｏｋｅｎ ＝ ６０ｆ４ｆｆｂ１ － ７０ｆ５ － ４６ｄ８ － ａｅｃａ － ００ｅｆａｂ６ａａ９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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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经济优先: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改革

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仅次于哈萨克斯坦的第二大经济体ꎮ 独立之初ꎬ在
国家发展模式的选择上ꎬ首任总统卡里莫夫并没有进行激进和彻底的市场经

济改革ꎬ而是选择了较为保守的方式ꎮ 在卡里莫夫的领导下ꎬ乌经济发展平

稳ꎬ但这种封闭的模式也产生了一些问题ꎬ导致经济发展缓慢ꎮ ２０１６ 年米尔

济约耶夫接任总统后锐意革新ꎬ推动经济外向型发展ꎬ较大地突破了前任的

经济政策ꎬ引领了本国发展的新方向ꎮ
(一)改革背景

乌兹别克斯坦在独立初期选择了一条与哈萨克斯坦不同的渐进式转型

道路ꎬ总统卡里莫夫反对进行大规模市场开放ꎬ设法保护本国产业ꎮ 虽然受

制于管理体制不完善等问题ꎬ乌在转型初期出现经济混乱和衰退的现象ꎬ但
与哈萨克斯坦类似ꎬ很快就实现了经济增长ꎮ １９９６ 年乌 ＧＤＰ 同比增长

１ ７％ ①ꎬ此后 ＧＤＰ 一直保持稳定增长ꎬ但依旧具有能源依赖型国家的诸多特

征ꎮ 米尔济约耶夫就任总统时ꎬ国家经济面临通货膨胀率高、贫富差距大、能
源短缺、对外开放程度低等问题ꎮ 基于此ꎬ新任总统将推动经济现代化、多样

化、自由化发展作为改革的核心ꎮ
(二)改革进程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ꎬ米尔济约耶夫以总统令形式颁布了其执政的纲领性文件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进一步发展行动战略»ꎮ 根据该文件ꎬ乌又分别制定了

«２０１７ ~ ２０２１ 年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五个优先发展方向行动战略»以及«进
一步实施 ２０１７ ~ ２０２１ 年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五个优先发展方向行动战略的

措施»ꎮ 米尔济约耶夫在上述文件中明确表示ꎬ要以经济自由化为改革核心ꎬ
在经济领域推行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自由化发展、改革金融业、扩大对外

贸易以及改善民生等举措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ꎬ米尔济约耶夫以 ８０ １％的得票率

获得连任ꎬ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制定了«２０２２ ~ ２０２６ 年新乌兹别克斯坦发展战

略»②ꎬ新战略包括七大重点发展方向和 １００ 个具体目标ꎬ是对前一任期经济

—２３—

①

②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 ＧＤＰ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ꎬ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 ｖｉｅｗ ＝ ｃｈａｒｔ

Стратегия развития Нового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на ２０２２ － ２０２６ годы ｈｔｔｐｓ: /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ｕｚ / ｒｕ / ｐａｇｅｓ / ｖｉｅｗ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ｍｅｎｕ＿ｉｄ ＝ １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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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深化ꎬ拟使乌兹别克斯坦能够尽快迈入世界中高收入水平国家行列ꎮ
该国从此迎来新乌兹别克斯坦建设时代ꎮ 随后ꎬ米尔济约耶夫在 ２０２２ 年国

情咨文以及 ２０２３ 年就职演说中也一再强调经济改革的重要性ꎬ不断完善经

济改革的具体措施ꎮ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ꎬ乌兹别克斯坦又顺利通过宪法修正案ꎬ制
定并开始实施«乌兹别克斯坦 ２０３０ 年战略»ꎮ 米尔济约耶夫宣布ꎬ２０２４ 年为

“青年和商业支持年”ꎬ将以此为抓手确保人民的利益ꎬ强振国民经济①ꎮ 总

之ꎬ米尔济约耶夫上台之初就将经济改革作为核心考虑事项ꎬ之后也不断完

善在此领域的改革措施ꎮ

表 ４ 指导乌兹别克斯坦现行经济改革的相关文件

文件名称 发布时间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进一步发展行动战略»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０１７ ~ ２０２１ 年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五个优先发展
方向行动战略»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０２２ ~ ２０２６ 年新乌兹别克斯坦发展战略»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０２２ 年总统国情咨文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乌兹别克斯坦 ２０３０ 年战略»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三)改革内容

经济改革是米尔济约耶夫新政的优先方向ꎬ主要目的是推动经济自由化

发展ꎬ消除行业垄断ꎬ为私营经济创造更加公平的营商环境ꎬ以及加强与国际

社会的合作ꎮ 米尔济约耶夫将进一步推动经济自由化确定为国家优先发展

的五个方向之一ꎬ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促进国家经济增长ꎮ
１ 调整产业结构ꎬ实现经济现代化与多样化

苏联时期ꎬ乌兹别克斯坦主要作为苏联的原料基地而存在ꎬ产业结构畸

形发展ꎮ 尽管乌工业基础在中亚地区较强ꎬ但总体而言还是一个农业国ꎮ 其

工业结构以原料产业为主ꎬ轻工业发展落后ꎮ 鉴于有色金属、油气、黄金储备

丰富ꎬ随着苏联经济的发展ꎬ乌能源工业的地位开始凸显ꎮ 独立之后ꎬ畸形的

经济结构短时期内难以改变ꎬ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持续的消极影响②ꎮ
在农业领域ꎬ乌兹别克斯坦本身拥有发展农业的优越条件ꎬ包括丰富的土地、

—３３—

①

②

«乌兹别克斯坦着力强振经济»ꎬ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ｓ? ｉｄ ＝ １７８８７４２１４８
９４３３８５０８５＆ｗｆｒ ＝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 ＝ ｐｃ

薛旺兵、孙华:«乌兹别克斯坦经济改革历程探析»ꎬ«西伯利亚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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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气候和劳动力等资源ꎮ 为了摆脱落后的农业发展模式ꎬ乌国内广泛采用先进

科学技术ꎬ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ꎬ加大资金支持力度ꎬ促进农业生产机械

化ꎮ 此外ꎬ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全球粮食市场波动巨大ꎬ也使乌兹别克斯坦愈加

重视粮食安全问题ꎮ 乌暂停提高食品进口关税ꎬ暂时取消对食品的进口限制ꎬ并
强化反垄断委员会处理不合理涨价、不正当竞争和阻碍市场准入等案件的职权ꎮ

在工业领域ꎬ大力发展纺织业和能源业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ꎬ米尔济约耶夫签

署关于加快纺织和针织业发展的总统令ꎬ为乌纺织业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ꎮ
作为中亚最大的棉花生产国和出口国以及全球棉花主产国ꎬ乌一贯重视棉花

种植ꎬ但主要出口初级加工产品ꎬ并没有意识到延长产业链、发展相关加工业

的重要性ꎮ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ꎬ乌正着力发展纺织纵向产业链ꎬ提高出口棉

纱税ꎬ对染色纱线给予 １０％的补贴ꎬ鼓励发展棉花种植、农机、纺织印染、服装

加工①ꎮ 经过一系列努力ꎬ国际纺织工业联合会(ＩＴＭＦ)总干事克里斯蒂安 －
辛德勒认为ꎬ近年来乌兹别克斯坦已经顺利跻身于优质棉花生产国之列ꎬ具
备成为世界纺织业重要参与者的必要条件ꎬ未来要从产品种类多样化、采用

人造纤维、吸引新客户和拓展新市场等方面着力ꎬ继续充当中亚纺织业的领

导者②ꎮ 乌兹别克斯坦能源资源丰富ꎬ黄金、石油、天然气是三大国民经济支

柱ꎮ 受益于自身丰厚的能源储量ꎬ乌能源业得到较快发展ꎬ但能源利用效率

较低ꎬ存在过度开发、低效加工、高污染、高损耗等不合理的现象ꎮ 为了保持

能源业的健康发展ꎬ乌对现行税法典进行了补充和修订ꎬ进一步完善促进可

再生能源发展的税收激励政策ꎮ 米尔济约耶夫总统也曾召开专题视频会议ꎬ
研究部署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事宜③ꎮ

除纺织业和能源业外ꎬ米尔济约耶夫执政后也重视非能源行业的发展ꎬ
采取多项措施着手发展核工业、航天航空工业以及国防工业④ꎬ高科技产业

成为重点扶持领域ꎮ 在米尔济约耶夫新政之下ꎬ高科技产业坚持出口导向ꎬ
注重生产具有竞争力的技术密集型产品ꎬ鼓励行业创新和引资ꎮ ２０１７ 年乌成

—４３—

①

②

③

④

«乌兹别克斯坦:延展产业链ꎬ激发纺织活力»ꎬｈｔｔｐｓ: /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ａ / ６０４６
８９８５３＿１２０９４３４７５

«乌兹别克斯坦的纺织业:十年转型与全球认可»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１６３ ｃｏｍ / ｄｙ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Ｐ６１ＦＧＲ１０５３２３８ＦＱ ｈｔｍｌ

«乌兹别克斯坦大力促进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ꎬｈｔｔｐ: / / ｕｚ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２２０６ / ２０２２０６０３３２１０６１ ｓｈｔｍｌ

韩增华、薛凤珍:«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两国产业结构转型路径及其财政支

持政策倾向比较»ꎬ«经济研究参考»２０１８ 年第 ６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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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创新发展部ꎬ指导本国创新产业发展ꎮ 根据«２０２２ ~ ２０２６ 年新乌兹别克斯

坦发展战略»ꎬ乌决定建立集行业、地区和科研为一体的创新产业发展体系ꎬ
并出台鼓励企业创新的优惠政策①ꎮ

在旅游业领域ꎬ乌采取多项鼓励措施使旅游业成为国民经济的增长点之

一ꎮ 乌兹别克斯坦位于“丝绸之路”交通枢纽上ꎬ地理位置优越ꎬ自然条件适

宜ꎬ旅游资源丰富ꎬ具备发展旅游业的良好基础ꎮ 自独立后ꎬ该国就重视旅游

业发展ꎬ将其视为经济发展的优先方向②ꎮ 然而ꎬ缺乏资金投入、相关配套基

础设施建设不足、高素质专业人才较为匮乏等弊端阻碍了旅游业的可持续发

展ꎮ 为了进一步发挥旅游资源的优势ꎬ米尔济约耶夫要求对旅游业进行全面

改革ꎬ提高该领域的国家政策水平ꎮ 他签署了«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进一步

发展国内游和朝圣游的措施的总统令»«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５ 年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

旅游业发展构想»等政府文件ꎬ重申旅游业的战略产业地位ꎬ希望旅游业能够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ꎬ成为国家经济稳定增长的“助推器”ꎮ
２ 扶持中小企业ꎬ改善营商环境

«２０１７ ~ ２０２１ 年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五个优先发展方向行动战略»指

出ꎬ要强化私营部门的作用ꎬ为私有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ꎮ 为加快工业企

业和社会项目私有化速度ꎬ２０１７ 年 ２ 月ꎬ米尔济约耶夫总统签署命令ꎬ成立小

企业和私营部门发展援助基金ꎬ到同年 ９ 月ꎬ该基金已经向 ２ １６２ 家出口商提

供了法律、财政和组织援助ꎮ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ꎬ米尔济约耶夫还改组成立了国家

推动企业私有化和发展竞争委员会ꎬ以指导企业私有化领域的相关工作ꎮ 受

益于政府扶持中小企业的力度之大ꎬ乌小企业和私营部门呈现快速发展趋

势③ꎮ ２０１６ 年ꎬ乌新增小企业 ３ ２ 万家ꎬ同比增长 １８％ ꎬ其产值占 ＧＤＰ 的比

重为 ５６ ９％ ④ꎮ ２０２３ 年 １ ~ ９ 月新增 ６ ７７ 万家ꎬ至此ꎬ乌小企业总数达 ４１ ８７
万家ꎬ对乌贸易的贡献度达 ３８ ６％ ⑤ꎮ

—５３—

①

②
③

④

⑤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批准‹２０２２ － ２０２６ 年创新发展战略›»ꎬｈｔｔｐ: / / ｕｚ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２２０７ / ２０２２０７０３３３３０９２ ｓｈｔｍｌ

宋志芹:«乌兹别克斯坦旅游业发展评析»ꎬ«西伯利亚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ꎮ
«乌总统下令改组国家私有化、反垄断和发展竞争委员会»ꎬｈｔｔｐ: / / ｕｚ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７０４ / ２０１７０４０２５６２７５８ ｓｈｔｍｌ
«乌兹别克斯坦 ２０１６ 年经济增长 ７ ８％ »ꎬｈｔｔｐ: / / ｕｚ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７０１ / ２０１７０１０２５０８５６４ ｓｈｔｍｌ
«乌兹别克斯坦小微企业数量达 ４１ ８７ 万家»ꎬｈｔｔｐ: / / ｕｚ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２４０１ / ２０２４０１０３４６５４４６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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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改革金融业

乌兹别克斯坦经济改革最引人注目的一项就是汇率自由化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ꎬ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公布了米尔济约耶夫签署的«关于货币政策的优先方

向的决议»草案ꎮ 该草案建议减少国家对货币的控制ꎬ采取措施保护营商环

境ꎮ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发布的第 ５１７７ 号«关于货币政策自由化的优先措施的总统

令»也明确指出要取消外汇兑换管制ꎬ实行市场调节汇率制度ꎮ 这些规定均

是为了应对之前乌存在的三种汇率弊端(交易所汇率、官方汇率和黑市汇率)
以及企业外汇收入 ５０％强制结汇政策ꎬ这种严苛的外汇管理严重影响了投资

和出口ꎮ 新总统上任以来积极推行货币自由化ꎬ实行统一市场汇率ꎮ 在放开

管制后ꎬ乌兹别克斯坦外汇储备有所增加ꎮ ２０１７ 年年底ꎬ乌黄金外汇净储备

达到 ２６６ 亿美元ꎬ与年初相比增长了 ４０％ ①ꎮ 此后几年外汇储备均呈现平稳

增长态势ꎬ２０２２ 年年底为 ３５７ ７ 亿美元ꎮ 虽然 ２０２３ 年全年乌外汇储备达

３４５ ６ 亿美元ꎬ相比 ２０２２ 年有所下降ꎬ但仍远超此轮改革前的平均水平②ꎮ
由于乌兹别克斯坦政府理顺了货币汇率的形成机制ꎬ国家形象和投资环境都

得到改善ꎬ经济状况也明显好转ꎮ
４ 扩大对外贸易

首任总统在位期间ꎬ乌兹别克斯坦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ꎬ这一方针

虽然促进了政治稳定ꎬ但与国际市场接轨不足也导致乌经济发展空间较为封

闭ꎮ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ꎬ米尔济约耶夫上台后积极推动贸易国际化发展ꎬ改
组成立投资与对外贸易部ꎬ以进一步提升出口潜力ꎬ推动本国优势产品进入

国际市场ꎬ还免除所有商品的出口关税(政府规定的商品除外)ꎬ取消相关商

品出口许可审批制度ꎬ取消进口货物装运前强制检查程序ꎮ 为了向国际贸易

规则靠拢ꎬ乌引入 ＩＳＯ 国际标准认证体系并重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程ꎮ 在

政府积极推动下ꎬ乌对外贸易取得重大进展ꎬ２０１７ 年以来对外贸易额基本呈

逐年增长趋势ꎮ ２０２３ 年对外贸易总额达 ６２５ ６７ 亿美元ꎬ同比增长 ２５ ９％ ꎻ
其中ꎬ出口额为 ２４４ ２６ 亿美元ꎬ同比增长 ２６ ５％ ꎻ进口额为 ３８１ ４１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２４ ２％ ꎻ贸易逆差为 １３７ １５ 亿美元③ꎮ

—６３—

①

②

③

«乌兹别克斯坦 ２０１７ 年黄金外汇储备 ２６６ 亿美元»ꎬｈｔｔｐ: / / ｕｚ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８０１ / ２０１８０１０２７００９７３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３ 年乌兹别克斯坦黄金和外汇储备减少 １２ 亿美元»ꎬｈｔｔｐ: / / ｕｚ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２４０１ / ２０２４０１０３４６５４５１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３ 年乌兹别克斯坦外贸总额近 ６２６ 亿美元»ꎬｈｔｔｐｓ: / / ｓｃｏｃｓｐ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３４ /
１００３０２０３１８４５６０９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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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２０１７ ~ ２０２３ 年乌兹别克斯坦对外贸易情况 (单位:亿美元)

年份 进出口总额 进口额 出口额 贸易差额

２０１７ ２２１ １４ １２０ ３５ １００ ７９ － １９ ５６

２０１８ ２８２ ３３ １７３ １２ １０９ ２１ － ６３ ９１

２０１９ ３５８ ９０ ２１８ ６６ １４０ ２４ － ７８ ４２

２０２０ ３３０ ７９ １９９ ５５ １３１ ２４ － ６８ ３１

２０２１ ３７７ ８７ ２３７ ２４ １４０ ６３ － ９６ ６１

２０２２ ５００ １０ ３０７ ００ １９３ １０ － １１３ ９０

２０２３ ６２５ ６７ ３８１ ４１ ２４４ ２６ － １３７ １５

资料来源:同表 ２ꎮ

５ 改善民生

乌现任总统米尔济约耶夫拥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ꎬ曾先后任塔什干市

米尔佐 －乌鲁格别克区区长、吉扎克州州长、撒马尔罕州州长ꎬ地方任职经历

使其对民生问题更为了解和重视ꎮ 在其领导下ꎬ乌兹别克斯坦实施了全面的

改革以保障民生ꎮ 在住房领域ꎬ国家推出多种新式标准住房并向农民提供优

惠贷款ꎮ ２０１７ 年以来ꎬ全国新建住房 ３２ ６ 万套ꎬ人均住房供应量增长 １８％ ꎬ
银行也为 ２１ 万个家庭提供了 ３３ 万亿苏姆的抵押贷款ꎮ 同时ꎬ乌兹别克斯坦

建筑商积极参与本国现代化建设ꎬ从根本上改变了城镇和村庄形象ꎬ有助于

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①ꎮ 在医疗领域ꎬ根据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发布的«进一步

改善居民药品和医疗用品保障的措施的总统令»ꎬ国家在 ５ 年内投资 ２ ２４ 亿

美元落实 ６７ 个医药领域的项目ꎬ并通过加大预算投入、推动医疗卫生体系数

字化、提高医疗服务覆盖率、引入健康保险等方式推动医疗卫生体系发展②ꎮ
在教育领域ꎬ致力于建设包容、公平、安全和健康的学校ꎬ提高教育的质量与

意义ꎬ培养学生生活、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的学习技能ꎬ培训高素质教师ꎬ促进

教育数字化转型ꎮ ２０２３ 年作为乌兹别克斯坦的“关爱人和优质教育年”ꎬ政
府在教育层面实施了一系列更有力的措施ꎮ 总之ꎬ乌通过建立系统的民生保

障网络促进了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ꎮ

—７３—

①

②

«乌兹别克斯坦建设部长巴蒂尔扎基罗夫:建筑行业进入发展新阶段»ꎬ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ｓ? ｉｄ ＝ １７８４２５１５２７０９８６４３５６６＆ｗｆｒ ＝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 ＝ ｐｃ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Узбекистан от ３１ １０ ２０１６ г № ПП －
２６４７ " О мерах по дальнейшему улучшению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населения лекарственными
средствами и изделиями медицинского назначения" .ｈｔｔｐｓ: / / ｌｅｘ ｕｚ / ｄｏｃｓ / ３０６０６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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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乌兹别克斯坦现行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

改革任务 具体措施

调整产业结构
促进农业生产机械化ꎬ重视粮食安全ꎻ大力发展纺织业、能源业
以及高科技产业ꎻ对旅游业进行全面改革ꎬ提高该领域国家政策
水平

扶持中小企业
成立小企业和私营部门发展援助基金ꎻ成立国家推动企业私有
化和发展竞争委员会

改革金融业 汇率自由化改革

扩大对外贸易

改组成立投资与对外贸易部ꎻ免除所有商品的出口关税ꎻ取消相
关商品出口许可审批制度ꎻ取消进口货物装运前强制检查程序ꎻ
积极向国际贸易规则靠拢ꎬ引入 ＩＳＯ 国际标准认证体系ꎻ重启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进程

改善民生

推出了多种新式标准住房并向农民提供优惠贷款ꎻ推动医疗卫
生体系数字化ꎬ提高医疗服务覆盖率ꎬ引入健康保险ꎻ建设包容、
公平、安全和健康的学校ꎬ提高教育质量ꎬ培养学生学习技能ꎬ培
训高素质教师ꎬ促进教育数字化转型

资料来源:根据表 ４ 所列文件的内容总结而得ꎮ

三　 哈乌现行经济改革的异同

经过对哈乌现行经济改革的历程进行梳理ꎬ本文认为ꎬ虽然经济结构单

一、贫富差距大等共性使得两国均将推动经济自由化、多样化发展作为改革

方向ꎬ但鉴于政治情况、经济基础不同ꎬ两国经济改革仍存在一些差异ꎮ
(一)哈乌现行经济改革的相似之处

１ 改革背景相似

哈乌独立之初在政治上均围绕强大总统建立起权力相对集中的政治制度ꎬ
在经济上也纷纷探索转型之路ꎮ 虽然两国分别选择了“休克疗法”和渐进式改

革的不同道路ꎬ但基本上都是向市场化经济迈进ꎮ 哈乌基于自身的资源优势ꎬ
２０ 世纪末至 ２０１４ 年ꎬ国家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资源繁荣的影响ꎬ石油和天然

气收入增加缓解了公共支出的压力ꎬ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国内的经济矛盾ꎬ降低

了经济改革的迫切性ꎮ 直到 ２０１４ 年世界能源价格稳步下跌ꎬ再加上不协调的

汇率波动ꎬ两国政府才开始认识到自身经济结构的单一性与脆弱性ꎮ 经历 ３０
年发展的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虽然已经成为中亚两大重要经济体ꎬ但成

就背后也隐藏着腐败和发展不平衡等诸多隐患ꎮ 因此ꎬ两国均意识到实施经济

改革的必要性ꎬ致力于从依赖初级产品出口转向多元化的外向型经济ꎮ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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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改革举措相似

哈乌现行的经济改革均将促进经济自由化、私有化作为发展方向ꎮ 帕梅

拉布莱克蒙也明确指出ꎬ纳扎尔巴耶夫和米尔济约耶夫在经济政策实施方

法上存在诸多相似性①ꎮ 对两国改革措施的具体分析表明ꎬ哈乌都在调整产

业结构、扶持中小企业、改善民生、改革金融业、扩大对外贸易五方面着力ꎮ
在调整产业结构方面ꎬ两国均想改变原本单一的原料依赖型产业结构ꎬ促进

经济多元化发展ꎬ在实施过程中也是将科技融入工农业各个领域ꎬ旨在推进

经济高质量发展ꎻ在扶持中小企业方面ꎬ两国均致力于减少行政干预ꎬ优化营

商环境ꎻ在金融业改革中更是大力推动货币、银行、监管体系建设ꎻ在扩大对

外贸易方面ꎬ成立管理对外贸易的专属部门ꎬ降税减负ꎬ加大对非法贸易的打

击力度ꎻ两国均在改革中大力提倡解决民生问题ꎬ改善人民生活环境ꎮ 托卡

耶夫在采访中多次表示“将始终关注改善民众社会福祉、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等民生问题ꎮ”②米尔济约耶夫在 ２０２１ 年国情咨文中明确表示该年度经济工

作的主要目标是减贫和增进民生福祉③ꎮ
(二)哈乌现行经济改革的差异之处

１ 改革路线不同

纳扎尔巴耶夫执政时期执行先经济后政治的发展战略ꎮ 这一方针促进

了哈社会经济的持续增长ꎬ丰富了人民的物质生活④ꎮ 鉴于前任措施的有效

性ꎬ托卡耶夫继任总统初期ꎬ经济和民生领域仍是其关注重点ꎬ政治领域的改

革内容相对较少ꎮ 例如ꎬ在 ２０２０ 年的国情咨文中ꎬ民生领域的调整占据一半

篇幅ꎬ而有关经济发展的内容则占据了另外 １ / ３ 的篇幅ꎮ 然而ꎬ“一月危机”
使托卡耶夫意识到政治转型的迫切性ꎬ对以往的改革模式进行了调整ꎬ认为

社会政治生活不实现现代化ꎬ就不可能成功完成经济改革ꎮ 因此ꎬ在建设新

哈萨克斯坦的构想中托卡耶夫总统改变了过去稳定优先、自经济领域推动改

革的路径选择ꎬ而是从政治领域寻求体制上的重大调整和突破ꎮ

—９３—

①

②

③

④

Ｐａｍｅｌａ Ｂｌａｃｋｍｏｎꎬ Ａｆｔｅｒ Ｋａｒｉｍｏｖ ａｎｄ Ｎａｚａｒｂａｙｅｖ: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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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１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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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而言ꎬ乌兹别克斯坦现行的国家改革始终以经济为重点ꎬ将推进国家

经济现代化作为首要任务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ꎮ 乌兹别克斯坦虽然

也强调在经济改革的同时完善政治改革ꎬ但鉴于在卡里莫夫任总统期间国家经

济开放程度低、与世界市场接轨不足等隐患日渐突出ꎬ经济改革成为当务之急ꎮ
为什么哈乌两国改革路线有所不同? 本文认为这主要取决于本国政权的

稳定性和商业精英阶层的独立程度ꎮ 独立以来ꎬ中亚五国纷纷实行总统制ꎬ但
鉴于国情不同ꎬ与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的共和体制不同ꎬ中亚的总统权力较

大①ꎮ 虽然在现行国家改革中两国新任领导人均表示要削弱总统权力ꎬ但强大

总统的权力分配格局在短期内似难改变ꎬ哈乌依旧处于“强国家”的治理体系之

下ꎮ 因此ꎬ应该从政治层面特别是国家行为本身去解释哈乌经济改革路线的差

异ꎮ 其中ꎬ国家领导人更迭前后政权的稳定性对推行改革的影响十分显著ꎮ
２０１９ 年ꎬ执政近 ３０ 年的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宣布辞去总

统职务ꎬ推荐托卡耶夫接任ꎬ从形式上实现了国家独立以来的第一次权力交

接ꎮ 但纳扎尔巴耶夫并未远离权力中心ꎬ而是继续担任执政党“祖国之光”人
民民主党主席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等国家要职ꎮ 此外ꎬ纳扎尔巴耶夫在权

力交接前还重组了国家管理体系ꎬ通过制度安排仍保持自己在重大问题上的

决定权ꎮ 托卡耶夫是纳扎尔巴耶夫经多番考察选定的“接班人”ꎬ在纳扎尔巴

耶夫尚未远离权力中心的结构下ꎬ哈萨克斯坦出现了双重领导权问题ꎮ 纳扎

尔巴耶夫周围的一些政治精英认为自己仍有机会取代托卡耶夫ꎬ在与托卡耶

夫的关系上ꎬ政治精英分化为“挺托派”和“倒托派”ꎬ两派之间的博弈降低了

政府治理能力和效率ꎬ为民众的抗议活动制造了机会ꎮ 此外ꎬ国家治理中出

现的问题、反对派声音和民众抗议也被一方出于政治目的用来打击另一方ꎮ
俄罗斯学者罗戈夫认为ꎬ在“一月危机”进入第二阶段时ꎬ民众的抗议成为哈

萨克斯坦权力争夺的工具ꎬ以 １ 月 ４ 日为节点ꎬ民众抗议变为试图颠覆政权

的骚乱ꎬ这背后与“倒托派”推波助澜、试图利用民众打击托卡耶夫有着密切

关联②ꎮ 因此ꎬ权力交接后ꎬ哈政治精英间的权力争夺尚未平息ꎬ侵蚀了国家

政治环境的稳定性ꎮ
本文认为ꎬ商业精英阶层的独立性强弱与其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度成正

—０４—

①

②

高永久、徐亚清:«独立后的中亚五国政治体制»ꎬ«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３ 年第 ５ 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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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战线

学研究»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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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ꎮ 若商业精英阶层的独立性较强ꎬ当其诉求与政府一致时ꎬ表现为支持政府

决策ꎻ而当两者诉求出现分歧时ꎬ商业精英阶层则会通过自身资源优势及途径

向政府施压ꎬ使之满足自身诉求ꎮ 建国之初ꎬ哈萨克斯坦的经济转型道路倾向

于遵循“休克疗法”模式ꎬ迅速放开价格ꎬ推行自由化、私有化改革的举措确实有

利于保护商业精英阶层的私有财产ꎬ促进本国商业精英的成长ꎬ但这也导致他

们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弱ꎮ 托卡耶夫执政之初ꎬ哈萨克斯坦面临严峻的政治和经

济问题ꎬ将改革重点放在政治还是经济上是需要考虑的问题ꎮ 商业精英阶层希

望哈萨克斯坦能够一直遵循纳扎尔巴耶夫 ２０１１ 年就职演说所提倡的经济第

一、政治后行路线ꎬ大力向政府施压ꎬ导致政府继续将工作重点放在经济改革

上ꎮ 然而ꎬ“一月危机”的出现导致国家货币贬值、经济衰退、油价下跌ꎬ民众不

满情绪有所上升ꎮ 在此情况下ꎬ哈政府与商业精英阶层达成共识ꎬ认为只有先营

造良好的政治环境才能为经济改革创造条件ꎬ随之将工作重心转向政治改革ꎮ
相比哈萨克斯坦ꎬ乌兹别克斯坦的权力交接更具平稳性ꎮ 乌国内政治精

英间的关系较为协调ꎬ这与卡里莫夫执政时期的治国方式及米尔济约耶夫树

立权威的手段有关ꎮ 卡里莫夫长期执政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政局产生了深远

影响ꎬ在权力相对集中的国家制度下ꎬ国内反对派力量较小ꎬ利益集团作用不

强ꎬ各派政治力量得以均衡稳定发展ꎬ没有产生激烈的政治冲突ꎬ从而保障了

精英集团内部的团结ꎮ 卡里莫夫去世后ꎬ米尔济约耶夫还面临两位强劲的总

统职位竞争对手———时任乌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阿齐莫夫和国家安全

局局长伊纳亚托夫ꎮ 前者长期在经济领域任职ꎬ曾直接协助卡里莫夫总统建

立中央银行ꎻ后者掌握安全部门ꎬ早在卡里莫夫时期就是乌政坛实际上的二

把手ꎮ 米尔济约耶夫最终取胜ꎬ除自身才能外也是政治精英集团间相互妥协

的结果ꎮ 阿齐莫夫和伊纳亚托夫均属于塔什干集团ꎬ任何一人当选都将导致

该派系权力过度膨胀ꎬ这势必引起在政坛同样具有重要发言权的撒马尔罕集

团的不满ꎮ 相比而言ꎬ让撒马尔罕集团出身的米尔济约耶夫当选总统并承诺

与另外两人分享权力ꎬ由塔什干集团精英继续掌握财政和安全两大核心部

门ꎬ这种彼此制衡的方案显然更能令双方满意①ꎮ 在卡里莫夫的精心运作

下ꎬ乌政治精英内部已达成一定共识ꎬ稳定性也延续到权力交接后ꎮ
米尔济约耶夫继任总统后就着手巩固自身权威ꎮ 他通过对重要部门进

行人事重组和惩治腐败完成了对政府高层的改组ꎮ 相比卡里莫夫的“铁腕”

—１４—

① 杨子桐:«部族政治、领袖集团与新庇护主义视角下的米氏新政»ꎬ«西部学刊»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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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ꎬ米尔济约耶夫继任总统后表现得相对开明、宽容ꎬ加之他所掀起的反腐

浪潮ꎬ很快赢得了较高的威望ꎬ无论是国内的世俗主义开化派与自由派民众ꎬ
还是有意向为乌兹别克斯坦提供援助的西方国家ꎬ都对米尔济约耶夫寄予了

改革的厚望ꎬ期待他打造一个自由、民主、开放、公平正义的新乌兹别克斯坦ꎮ
最终ꎬ在大约 １８ 个月的时间里米尔济约耶夫便巩固了政权ꎮ 在稳定的政治

环境下ꎬ卡里莫夫执政期间乌经济封闭发展的弊端日益突出ꎬ因此ꎬ政府更愿

意以经济开放为优先事项ꎮ
此外ꎬ乌兹别克斯坦商业精英阶层的独立性较弱也影响了本国经济改革

的路线选择ꎮ 乌兹别克斯坦在建国后拒绝“华盛顿共识”ꎬ对外国直接投资和

金融市场施加强有力的干预ꎬ商业精英阶层参与政治的机会受到较大限制ꎬ难
以通过经济优势获得更大的政治影响力ꎮ 具体到现行的改革中ꎬ不同于哈萨克斯

坦政府需与商业精英阶层协商一致选择改革路线ꎬ乌兹别克斯坦改革路线始终由

政府决定ꎬ商业精英阶层要受政府的强力控制ꎬ更多表现为对政府决策的服从①ꎮ
综上ꎬ哈萨克斯坦双重领导权的情况导致本国政治精英集团内部存在明

显的权力竞争ꎬ这多少削弱了经济改革的基础ꎮ 哈较为独立的商业精英阶层

为了捍卫自身利益也与领导层达成了推进政治改革的共识ꎬ以便为经济发展

创造良好条件ꎮ 乌兹别克斯坦政权核心稳固ꎬ政治改革的诉求没有经济改革

紧迫ꎬ且商业精英阶层在政府的强力管控下也难以发挥较大影响力ꎬ只能在

政府主导的经济改革中起到有限的作用ꎮ

表 ７ 影响哈乌两国现行经济改革路线的因素

国别
因素一:

政权核心的稳定性
因素二:

商业精英阶层的独立性
结果:

改革路线的选择

哈萨克斯坦 稳定性较弱 相对独立 政治改革引领经济发展

乌兹别克斯坦 稳定性较强 独立性差 始终以经济改革优先

２ 改革力度不同

由于改革路线不同ꎬ两国在宏观规划层面的投入也不同ꎮ 哈萨克斯坦现

行改革改变了以往先经济后政治的路线ꎬ尤其是在“一月危机”后更是将系统

的政治改革作为国家改革的重点方向ꎬ这意味着哈政府在经济改革上的投入

有限ꎬ经济改革更多是在政治改革主导下进行的附属改革ꎮ 虽然托卡耶夫在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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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３ 年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强调要促进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融合ꎬ但这一举

措的效果还有待时间检验ꎮ 相比之下ꎬ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在上

任之初就将改革重点放在发展经济上ꎬ这种考量也体现在国家外交层面ꎮ 迟

方指出ꎬ乌兹别克斯坦过去那种基于政治动机的外交已转变为经济驱动的外

交ꎬ经济业绩成为考核外交工作的重要指标①ꎮ
此外ꎬ领导人形象的差异也是政策执行力度不同的另一原因ꎮ 帕梅拉

布莱克蒙指出ꎬ政治精英思想的延续性可能导致在经济政策实施方面缺乏变

化ꎮ 也就是说ꎬ总统和政治精英对经济政策的共识并不会导致国家经济发生

重大变化ꎬ只有总统的思想相对传统精英路线出现一定偏离时才会发生变

化②ꎮ 哈萨克斯坦现任总统托卡耶夫曾长期担任国家外交部门负责人和参

议院议长ꎬ作为本国二号政治人物ꎬ他始终支持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政

策方针ꎬ拥护他的思想路线ꎮ 正是因为托卡耶夫的忠诚和个人能力ꎬ其在

２０１９ 年被纳扎尔巴耶夫推举为哈萨克斯坦总统ꎬ成为政治首脑③ꎮ 继任总统

后ꎬ托卡耶夫也屡次强调要尊重首任总统的历史作用ꎬ在纳扎尔巴耶夫政治

经济政策的基础上进行革新ꎮ 托卡耶夫与纳扎尔巴耶夫属于同一时代的政

治人物ꎬ两者之间的交接并没有时代更替的意味④ꎬ因此ꎬ托卡耶夫依旧带有

“传统政治精英”的色彩ꎬ遵循前任的改革路线并加以调整ꎮ 然而ꎬ“一月危

机”使托卡耶夫意识到改革的局限性ꎬ为了赢得民意ꎬ他加大了改革力度ꎬ努
力塑造倾听国民心声的政府形象以拉近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距离ꎮ

不同于托卡耶夫的“传统政治精英”色彩ꎬ米尔济约耶夫上台后能迅速与

商界达成共识并赢得乌兹别克斯坦民众支持⑤ꎬ这与他自身具有的“年轻技

术官僚”标签有关ꎮ 米尔济约耶夫执政以来十分重视民生问题ꎬ为改善农村

居民生活环境实施了四项举措:增加对农村部门的投资ꎬ改善劳动条件ꎬ采取

措施恢复咸海生态ꎬ通过建设数量充足且负担得起的住房使农村生活向现代

化迈进ꎮ 米尔济约耶夫不属于苏联时期的政治精英ꎮ 弗雷德里克斯塔尔

—３４—

①
②

③

④
⑤

迟方:«米尔济约耶夫新政初探»ꎬ«国际研究参考»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２ 期ꎮ
Ｐａｍｅｌａ Ｂｌａｃｋｍｏꎬ Ａｆｔｅｒ Ｋａｒｉｍｏｖ ａｎｄ Ｎａｚａｒｂａｙｅｖ: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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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ꎮ
王聪:«哈萨克斯坦上院议长托卡耶夫»ꎬ«国际研究参考»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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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ꎬ其在被任命为总理时为乌政坛带来了年轻一代的成员①ꎮ 因此ꎬ相比

“传统政治精英”ꎬ米尔济约耶夫上台后被赋予“年轻技术官僚”这一身份ꎬ树
立了他行事高效、大力推进改革的形象ꎮ

总之ꎬ改革路线不同导致哈乌两国在决策层面对经济改革的重视程度不

一ꎬ而现任总统的自身形象又影响各自政策的执行力度ꎮ 托卡耶夫作为“传
统政治精英”更多的是在遵循已有改革路线的基础上进行调整ꎻ而乌兹别克

斯坦精英集团间的平衡状态得以延续ꎬ米尔济约耶夫作为高效的“年轻技术

官僚”能积极推进经济改革ꎮ

表 ８ 影响哈乌两国现行经济改革力度的因素

国别 因素一:改革路线 因素二:总统形象 结果:经济改革力度

哈萨克斯坦 政治改革引领经济发展 “传统政治精英” 改革力度较小

乌兹别克斯坦 始终以经济改革优先 “年轻技术官僚” 改革力度较大

３ 改革效果

改革力度的差异直接体现在改革效果上ꎮ 在现行改革措施大致相似的背

景下ꎬ理应是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哈萨克斯坦情况好于乌兹别克斯坦ꎮ 但受制

于自身政治环境以及改革力度ꎬ乌近年来的经济发展态势却好于哈ꎮ 据欧洲复

兴开发银行的相关数据ꎬ２０１９ ~２０２３ 年乌兹别克斯坦 ＧＤＰ 增长率、外汇储备总

额以及对私营部门的信贷率都持续高于哈萨克斯坦ꎬ外债率则比哈萨克斯坦

低ꎮ 此外ꎬ虽然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１ 年乌通货膨胀率高于哈ꎬ但目前也呈不断下降趋

势ꎬ２０２２ 年以来更是实现突破ꎬ低于哈萨克斯坦ꎮ 总体来说ꎬ哈乌两国主要宏观

经济指标的对比证明ꎬ在哈乌总统推行经济自由化改革以来ꎬ两国经济情况都

取得了一定的好转ꎬ其中以乌兹别克斯坦的效果更为明显ꎮ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在«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 年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转型报告»中也分析称:“哈萨克斯坦面临

一系列风险ꎬ通过诺沃罗西斯克的石油运输可能中断ꎬ乌克兰危机升级导致与

贸易、物流相关的问题持续恶化等ꎬ经济增长可能会在短期内放缓ꎮ 而乌兹别克

斯坦得益于其数量庞大和勤劳的劳动力、相对较大的国内市场规模、强大和多样

化的制造能力以及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ꎬ短期内经济将继续保持强劲增长ꎮ”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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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济约耶夫改革刚满 １ 年ꎬ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就赞誉道:“乌兹别克斯

坦成为欧洲和中亚地区改革的领导者ꎬ是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年改善最多的 １０ 个经

济体之一”①ꎮ 随着经济形势的向好发展ꎬ目前ꎬ乌经济改革也已进入新的阶

段ꎮ 库尔帕亚尼迪指出ꎬ在现任总统的努力下ꎬ乌兹别克斯坦已经开始了一

个新的改革阶段ꎬ将进一步关注社会经济发展ꎬ建立开放型经济ꎬ减少国家在

经济中的存在ꎬ通过经济多样化、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高经济增长率②ꎮ
然而ꎬ需要关注的是ꎬ虽然乌经济改革已经取得了较为瞩目的成果ꎬ但依旧存

在贫富差距大、能源短缺等问题ꎬ需要不断完善改革措施ꎮ
相比之下ꎬ哈萨克斯坦的经济改革效果有限ꎮ 泰尔兹扬认为ꎬ虽然托卡

耶夫大力推进经济多样化改革ꎬ但哈萨克斯坦仍继续保持石油丰富国家的核

心特征ꎬ在制造业加速发展和向非能源商品出口结构转型方面进展稍缓ꎮ 托

卡耶夫经济议程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更广泛的反腐败努力ꎬ虽然自 ２０１９
年以来的反腐败行动取得了一定成效ꎬ但该问题盘根错节ꎬ哈政府还须建立更

为长效的反腐机制③ꎮ 总之ꎬ在最新发布的国情咨文中ꎬ托卡耶夫反复强调要

重视经济领域的改革ꎬ但政策实施到落地仍需一段时间ꎬ有待进一步验证ꎮ

表 ９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３ 年哈乌主要宏观经济指标(％)

指标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１ 年 ２０２２ 年 ２０２３ 年

哈 乌 哈 乌 哈 乌 哈 乌 哈 乌

ＧＤＰ 增长率 ４ ５ ５ ７ － ２ ６ １ ９ ４ １ ７ ４ ３ ０ ５ ５ ５ ０ ６ ５

通货膨胀率 ５ ２ １４ ５ ６ ８ １２ ９ ８ ０ １０ ８ １４ ０ １１ ２ １５ ０ １０ ２

政府收支 / ＧＤＰ － ０ ６ － ０ ３ － ７ ０ － ３ ３ － ５ ０ － ４ ７ － ２ ０ － ４ ０ － ０ ９ － ４ ６

经常账户
余额 / ＧＤＰ

－ ４ ０ － ５ ６ － ３ ８ － ５ ０ － ２ ９ － ７ ０ ３ ０ － ３ ３ － １ ５ － ４ ３

净外国直接
投资 / ＧＤＰ

－ ２ １ － ３ ９ － ４ ２ － ２ ９ － ０ ９ － ３ ０ － １ １ － １ ３ — —

—５４—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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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ｓ: / / ｄｚｂ ｗｈｂ ｃｎ / ｈｔｍｌ / ２０１７ － １１ / １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６１２２０９ ｈｔｍｌ

Ｋ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 Ｉｖａｎｏｖｉｃｈ Ｋｕｒｐａｙａｎｉｄｉꎬ Ｓｏｍ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ꎬ Ｉｑｔｉｓｏｄｉｙｏｔ ｖａ ｉｎｎｏｖａｔｓｉｏｎ ｔｅｘｎｏｌｏｇｉｙａｌａｒ Ｉｌｍｉｙ
ｅｌｅｋｔｒｏｎ ｊｕｒｎａｌｉꎬＶｏｌ ４６ꎬＮｏ ２ꎬ２０２０ꎬｐ １００

Ａｒａｍ ＴｅｒｚｙａｎꎬＮｅｗ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ꎬＯｌ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Ｐｏｓｔ － Ｎａｚａｒｂａｙｅｖ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ꎬｈｔｔｐ: / / ｅｕｒａｓｉａ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ｏｒｇ / ｅｎ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 ｃｅｎｔｅｒｓ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 ｏｆ －
ｓｏｃｉａｌ － ａｎｄ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欧亚经济 / ２０２４ 年第 ３ 期

(续表 ９)

指标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１ 年 ２０２２ 年 ２０２３ 年

哈 乌 哈 乌 哈 乌 哈 乌 哈 乌

外债 / ＧＰＤ ８７ ８ ４０ ５ ９６ ２ ５６ ０ ８３ ７ ５７ ７ — — — —

外汇储备 /
ＧＤＰ

１５ ９ ４８ ７ ２０ ８ ５８ ３ １７ ４ ５０ ８ — — — —

对私营部门
的信贷 / ＧＤＰ

２４ ３ ２９ ０ ２５ ６ ３５ ７ — ３５ ８ — — — —

注: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更迭后的经济改革始于 ２０１６ 年ꎬ哈萨克斯坦领导人更迭后

的经济改革始于 ２０１９ 年ꎮ 为方便直观比较ꎬ本文主要选取 ２０１９ 年之后的宏观经济指标ꎮ
资料来源:根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数据整理而得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ｂｒｄ ｃｏｍ /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

ｒｅｐｏｒｔ － ２０２３ － ２４

综上所述ꎬ相似的历史经验、经济结构致使哈乌采取类似的改革措施以

推进经济的自由化发展ꎮ 然而ꎬ政治环境的差异导致两国在改革路线的选取

和改革力度上有所不同ꎬ这直接反映在经济改革的成效上ꎮ 就目前来看ꎬ政
权核心稳定性较弱的哈萨克斯坦在托卡耶夫的领导下ꎬ近年来经济发展态势

出现波动ꎬ而政权核心稳固的乌兹别克斯坦在年轻的米尔济约耶夫带领下大

刀阔斧进行改革ꎬ经济发展态势良好ꎮ

表 １０ 哈乌现行经济改革的异同

国别 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相似之处

改革背景 能源依赖型经济模式蕴藏危机

改革措施
调整产业结构、扶持中小企业、改善民生、改革金融业以
及扩大对外贸易

差异之处

改革路径 政治改革引领经济发展 始终以经济改革为中心

改革力度 有限(延续前任政策) 显著(从封闭到开放)

改革效果 有限 显著

结　 论

在强大总统政治体制下ꎬ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国家行为与其经

济改革成效密切相关ꎮ 本文构建比较分析框架ꎬ初步分析了哈乌在经济改革

上的异同ꎬ并主要从政治层面解释了导致两国经济改革存在诸多差异的原

因ꎮ 哈萨克斯坦政权核心稳定性较弱ꎬ导致精英集团内部存在较为明显的权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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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斗争ꎮ 国内政治环境的动荡难以为经济改革提供良好条件ꎬ使因较早开放

市场而形成的具有较强独立性的商业精英阶层先行呼吁政治改革ꎬ以此为经

济发展奠定基础ꎮ 此外ꎬ现任总统托卡耶夫与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同属

“传统政治精英”阶层ꎬ其实施的经济改革措施更多是对之前政策进行调整ꎬ
尚未实现较大突破ꎮ 相比而言ꎬ在前任总统卡里莫夫平衡政治精英阶层的努

力以及现任总统米尔济约耶夫成功巩固自身权威的背景下ꎬ乌兹别克斯坦政

治环境较为稳定ꎬ精英集团内部关系整体平稳ꎬ这为经济改革打下了良好基

础ꎮ 再加之米尔济约耶夫以“年轻技术官僚”的形象出现ꎬ迅速赢得民众支

持ꎬ使改革得以顺利推进ꎮ
通过对两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的对比ꎬ本文初步认为ꎬ乌兹别克斯坦近

年来的经济发展态势好于哈萨克斯坦ꎮ 亚洲开发银行曾预测称ꎬ如果保持目

前的发展速度ꎬ到 ２０３５ 年ꎬ乌兹别克斯坦将取代哈萨克斯坦成为中亚的经济

领导者①ꎮ 然而ꎬ单纯以经济增速的快慢来推断发展前景是不够准确的ꎬ我
们同样不能忽视经济基础的作用ꎮ 具体到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ꎬ
哈 ＧＤＰ 是乌的 ３ 倍ꎬ虽然乌近年来的经济增速超过哈ꎬ但哈基础雄厚也使其

在找准发展方向后经济恢复速度显著ꎮ 尤其是在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最新一期国情

咨文发布后ꎬ哈加强了在经济领域的投入ꎮ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ｋｚ”统计网站发布的数

据显示ꎬ２０２３ 年哈萨克斯坦 ＧＤＰ 增长率在中亚地区和独联体范围内遥遥领

先ꎮ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ꎬ到 ２０２８ 年ꎬ哈萨克斯坦 ＧＤＰ 将达到 ３ ５４７ 亿

美元ꎬ这将令哈在除俄罗斯外的独联体各国中最为突出②ꎮ 种种数据表明ꎬ基
础较好的哈萨克斯坦在重新重视经济改革的前提下ꎬ其发展仍有乘势而上的可

能性ꎮ 因此ꎬ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状况目前还难以超过作为中亚第一大经济体

的哈萨克斯坦ꎬ但在持续努力下ꎬ乌经济发展前景比较乐观ꎮ
相比之下ꎬ经济形势仍处于波动阶段的哈萨克斯坦首先需要稳定自身政治环

境ꎬ从而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条件ꎮ 而改革成效更为明显的乌兹别克斯坦也须警

惕国内腐败、贫富差距大等因素对国家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ꎬ不断完善改革措施ꎬ
从而为中亚一体化进程加速乃至国际经济秩序向好发展带来更多稳定因素ꎮ

(责任编辑:徐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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