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徘徊在十字路口的中亚国家经济

刘华芹

【内容提要】 　 本文从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和国际合作格局两个层面

分析了目前中亚国家经济困境的成因ꎮ １０ 多年来ꎬ 这一模式使中亚国家

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ꎬ 助其跨入工业化发展阶段ꎬ 但也形成了对外部市场

的依赖ꎬ 加剧了经济下滑势头ꎮ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

预测ꎬ 至 ２０２０ 年中亚国家整体经济形势和对外贸易前景并不乐观ꎮ 着眼

于长远发展ꎬ 中亚国家面临工业化阶段调整经济结构的艰巨任务ꎬ 需要进

一步对外开放ꎬ 国内应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ꎮ 与此同时ꎬ 中亚国

家相继进入政府更迭的政治周期ꎬ 各国政府能否作出既促进经济可持续发

展ꎬ 又保持政局稳定的抉择ꎬ 对各国而言是一场严峻的考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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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２０１５ 年以来ꎬ 受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以及俄罗斯经济大幅

下滑的叠加影响ꎬ 中亚各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ꎬ 且这一势头仍在延续ꎮ 中国

是中亚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ꎬ 其经济发展状况不仅直接影响双边贸易ꎬ 而且

其经济萧条引发国内社会动荡ꎬ 将波及中亚地区整体安全稳定ꎮ 中亚地区是

中国推进 “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的重要区域ꎬ 其未来经济走势值得我们关注ꎮ

一　 中亚国家经济困境的深层次原因

(一) 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带来的双向影响

独立 ２５ 年来ꎬ 中亚国家相继走上了自主的经济发展道路ꎬ 此间恰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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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全球化快速发展时期ꎮ 中亚各国迅速摆脱原苏联的经济羁绊ꎬ 积极拓展

国际市场ꎬ 逐渐融入国际分工体系ꎮ 作为后起国家ꎬ 其参与全球分工的有

效方式是国际贸易ꎬ 即一般的货物贸易ꎮ 各国的资源禀赋及其国际比较优

势成为其参与国际分工的主要支撑ꎮ 中亚国家是能源和矿产资源富集区ꎮ
石油储量为 ４２ ８ 亿吨ꎬ 占世界总量的 ２ １％ ꎻ 天然气储量为 １１ ８ 万亿立方

米ꎬ 占世界总量的 ６ ２％ ꎻ 铀资源量占世界总量的 １１ ７％ ꎮ 哈萨克斯坦的

煤矿资源探明储量居世界第八位ꎮ 中亚五国的铁、 锰和铬黑色金属矿产占

世界比重分别为 ４ ９％ 、 １３ ５％ 和 ５１ ４％ ꎮ 此外ꎬ 中亚地区钨、 钼、 铜、
锌、 锑和铝土矿的储量在世界上也占突出地位①ꎮ 经历 １０ 多年的快速发展ꎬ
中亚各国通过大宗商品贸易不仅完成了本国经济发展的原始积累ꎬ 而且成

功迈入更高的经济发展阶段ꎮ
图 １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中亚五国人均 ＧＤＰ 水平 (单位: 万美元)

资料来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１ 各国相继跨入工业化发展阶段ꎬ 人民脱贫致富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ꎬ ２０１４ 年哈、 吉、 塔、 乌、 土五国的人均国民收

入 (ＧＮＩ) 分别达到 １ １６７ 万美元、 １ ２５０ 美元、 １ ０６０ 美元、 ２ ０９０ 美元和

８ ０２０美元ꎬ 当年低收入国家的这一标准为 １ ０４５ 美元ꎬ １ ０４６ ~ ４ １２５ 美元为

中低收入国家②ꎬ 因而乌、 塔、 吉三国已经脱贫ꎬ 步入中低收入国家行列ꎬ
哈、 土两国成为中高收入国家ꎮ

依据一般工业化阶段的理论ꎬ 人均 ＧＤＰ 与工业化发展阶段之间存在一

定对应关系ꎮ 按照 ２０１０ 年的水平ꎬ 人均 ＧＤＰ 为 ８２７ ~ １ ５４６ 美元时ꎬ 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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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正、 蒋峥: «中亚五国优势矿产资源分布及开发现状»ꎬ «中国国土资源经

济» 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期ꎮ
世界银行网站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ꎬ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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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前工业化阶段ꎻ 当人均 ＧＤＰ 为 １ ５４６ ~ ３ ３０８ 美元时ꎬ 该国处于工业化

初期阶段ꎻ 而人均 ＧＤＰ 为 ３ ３０８ ~ ６ ６１５ 美元时ꎬ 该国应处于工业化中期阶

段①ꎮ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ꎬ ２０１５ 年ꎬ 哈、 吉、 塔、 乌、 土五国

人均 ＧＤＰ 分别为 ９ ７９６ 美元、 １ １１３ 美元、 ９２２ 美元ꎬ ２ １２１ 美元和 ６ ６２２ 美

元ꎮ 此外ꎬ 城镇化率也是衡量工业化阶段的重要指标ꎮ 因哈城镇化率为

５５％ ②ꎬ 土城镇化率为 ５０％ ③ꎬ 乌城镇化率为 ５１％ ④ꎬ 三国城镇化率均不足

６０％ ⑤ꎬ 经初步判断ꎬ 塔吉两国处于前工业化阶段ꎬ 乌处于工业化初级阶

段ꎬ 而哈土步入工业化中期起飞阶段ꎬ 哈萨克斯坦的水平更高一些ꎮ
２ 形成了对外贸易多元化的市场格局

独立之初ꎬ 受传统经济联系影响ꎬ 中亚国家的对外贸易以俄罗斯和欧

洲国家为主ꎮ 经过 １０ 多年的发展ꎬ 根据哈萨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所专家的

统计ꎬ ２０１１ 年中亚五国对外贸易的国别结构呈三足鼎立局面ꎬ 中国占

２６ １％ 、 欧盟占 ２６％ 、 独联体国家占 ２３％ ⑥ꎬ 其开放格局趋于平衡ꎮ
上述两大因素不仅使中亚国家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ꎬ 而且为其未来

的经济增长奠定了良好基础ꎬ 这也是中亚国家 １０ 多年来取得的巨大经济成

就ꎮ 但常言道ꎬ “甘蔗哪有两头甜”ꎬ 高度开放的经济模式使中亚国家对外

部市场形成了较强的依赖性ꎮ ２０１５ 年乌兹别克斯坦对外贸易依存度为

４３ ８３％左右ꎬ 中亚其他四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均超过 ６０％ ꎬ 吉尔吉斯斯坦

高达 ９３ ４４％ ꎬ 极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使其经济具有明显的脆弱性ꎮ 在国际

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下跌、 主要贸易伙伴———中俄两国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

下ꎬ 中亚国家经济受到巨大冲击ꎬ 经济发展步入下行通道ꎮ
(二) 既有国际经济合作格局的双重作用

中亚国家独立 ２５ 年来ꎬ 原苏联时期形成的生产力布局仍发挥着重要作

用ꎮ ７０ 多年打造的统一商品市场、 劳动力市场以及资本市场仍支撑着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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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经济» 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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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２ ２０１５ 年中亚各国对外贸易依存度 (％)

资料来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和世界贸易组织网站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ꎻ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ｔｏ ｏｒｇ

经济运转ꎬ 彼此互联互通保持了一定水平ꎬ 这虽然避免了中亚国家独立之

初经济严重衰退ꎬ 但紧密的经济联系也在彼此之间产生了一定传导效应ꎬ
俄罗斯经济下滑、 通货膨胀率上升以及卢布贬值迅速波及中亚国家ꎬ 使这

些国家原本十分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ꎬ 加剧了经济下行势头ꎮ
图 ３ ２０１５ 年俄罗斯及中亚国家通货膨胀率 (％)

资料来源: 欧亚经济委员会网站和中国驻中亚国家大使馆经商参处网站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ｒｇꎻ ｈｔｔｐ: / / ｕｚ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ꎬ ｈｔｔｐ: / / ｔｊ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ꎻ ｈｔｔｐ: / /

ｔｍ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二　 未来五年中亚国家经济发展并不乐观

中亚国家已步入工业化发展的不同阶段ꎬ 与前一阶段相比ꎬ 未来各国经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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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ꎬ 大力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ꎬ 以实现

经济转型升级ꎮ 对各国而言ꎬ 经济结构调整将是长期任务ꎮ 根据工业化进程

的发展规律ꎬ 此阶段各国经济将保持低速增长ꎬ 实现高速增长的概率较低ꎮ
(一)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中亚国家 ＧＤＰ 将缓慢回升

今后一个时期全球经济呈现长期性停滞的发展势头ꎬ 因而国际市场大

宗商品ꎬ 包括石油、 天然气等能源产品以及矿产品的价格短期内仍难有起

色ꎬ 中国经济进入转方式、 调结构的新常态ꎬ 至 ２０２０ 年 ＧＤＰ 年增速将保持

在６ ５％ ~７％中高速增长区间ꎮ 俄罗斯经济也步入低油价的新常态ꎬ 预计

２０１７ 年经济才能触底反弹ꎬ 低速增长将成为新趋势ꎮ 受上述外部因素的综

合影响ꎬ 未来五年中亚国家整体经济形势难以实现根本性好转ꎮ

表 １ 未来中亚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风险及关注度

风险类别 关注度 (％ )
财政危机 １００
通货膨胀 ８６

失业 ７１
金融风险 ５７

资料来源: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ｉｓｋｓ ２０１６ꎬ ｈｔｔｐ: / / ｗｅｆｏｒｕｍ ｏｒｇ

今后ꎬ 中亚国家经济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将来自财政危机、 通货膨胀、
失业增加以及金融风险等ꎮ 能源和矿产资源商品出口下降导致政府财政收

入减少ꎬ 而国家债务增加可能引发财政危机ꎬ 这将是中亚国家经济发展的

首要风险ꎮ 此外ꎬ 经济增速放缓致使失业率上升ꎬ 而本币贬值以及外汇流

失将加剧通货膨胀ꎬ 这些因素亦将直接威胁中亚国家的经济发展ꎮ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ꎬ 受上述因素的综合影响ꎬ ２０１６ 年中亚

国家经济增速仍将进一步放缓ꎬ ２０１７ 年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

增速可能继续下滑ꎬ 但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三国经济

将止跌回升ꎮ ２０１８ 年中亚五国经济将全面小幅攀升ꎮ ２０２０ 年吉尔吉斯斯坦

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的 ＧＤＰ 将恢复到 ２０１４ 年的水平ꎬ 而哈萨克斯坦、 塔吉

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三国的经济仍难以达到 ２０１４ 年的水平ꎮ
(二) 未来五年中亚五国对外贸易复苏艰难

预计未来几年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仍将持续低迷ꎬ 中国经济放缓、 俄罗

斯经济下滑导致国内需求萎缩ꎬ 加之欧盟经济复苏缓慢ꎬ 中亚国家面临的

外部市场环境依然十分严峻ꎬ 对外贸易前景并不乐观ꎮ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

预测ꎬ ２０１６ 年除乌兹别克斯坦对外贸易规模略有上升外ꎬ 其他四国对外贸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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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仍呈下降态势ꎮ ２０１７ 年中亚五国对外贸易将全面小幅回升ꎬ 但至 ２０２０ 年

只有乌兹别克斯坦对外贸易总额将超过 ２０１４ 年的水平ꎬ 其他四国对外贸易

进出口规模仍难以恢复到 ２０１４ 年的水平ꎮ

三　 中亚国家中长期经济发展前景展望

着眼于长远发展ꎬ 中亚国家将普遍面临引资、 引智、 引技术、 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及调整经济结构的艰巨任务ꎮ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ꎬ 对内推动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乃是各国政府未来经济政策的重要方向ꎮ
(一)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中亚国家具有明显的内陆经济特点ꎬ 对外开放是其获得经济发展动力的重

要方向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ꎬ 联合国在维也纳召开了内陆发展中国家大会ꎮ 会上奥地

利外长库尔茨指出ꎬ 奥地利作为一个内陆国家能够成为发达国家得益于欧洲一

体化发展ꎮ 可见ꎬ 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可使中亚国家利用外部市场提升自

身经济发展水平ꎮ 但如何确定本国未来区域经济合作的方向是各国面临的共同

难题ꎮ 从实践来看ꎬ 基于多重因素考量ꎬ 中亚主要国家更倾向于参与欧亚经济

联盟ꎮ 但纵观历史发展并着眼于现实 ꎬ 这一选择仍存诸多疑虑ꎮ
１ 独联体框架内多个次区域合作组织未使成员国受益

苏联解体后ꎬ 在独联体框架内成立了多个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ꎬ 其中

规模最大的是独联体自由贸易区ꎮ 此外还有欧亚经济共同体、 中亚合作组

织、 “古阿姆” 集团以及欧亚经济联盟等ꎬ 但未曾有一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

取得明显成效ꎮ 究其原因ꎬ 其一ꎬ 成员国经济结构趋同ꎬ 经济互补水平低ꎻ
其二ꎬ 各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仍全部或部分地沿袭了原苏联的合作原则和

范式ꎬ 未遵循国际通行的平等互利市场化规则ꎻ 其三ꎬ 缺乏强大的外部经

济拉动力ꎮ 从全球经济合作实践来看ꎬ 在国际经济合作中发达国家之间的

合作、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合作成功的范例较多ꎬ 而 “南南合作”ꎬ
即新兴经济体之间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成功范例较少ꎬ 这主要源于缺

少强大的外部拉动力ꎮ 唯一成功的范例是上海合作组织ꎮ 中国以强大的市

场和大量资金拉动了中亚国家经济发展ꎬ 使其脱贫致富ꎮ
图 ４ 显示ꎬ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年间ꎬ 哈萨克斯坦人均 ＧＤＰ 增幅为 ２ ６

倍ꎬ 吉尔吉斯斯坦为 ２ ７ 倍ꎬ 塔吉克斯坦为 ３ ３ 倍ꎬ 乌兹别克斯坦为 ５ ６
倍ꎬ 土库曼斯坦为 ２ ４ 倍ꎬ 而此间俄罗斯的人均 ＧＤＰ 增幅为 １ ９ 倍ꎬ 中亚

五国的人均 ＧＤＰ 增幅远高于俄罗斯ꎬ 这主要得益于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ꎮ

—７—



欧亚经济 / 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

　 　 图 ４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５ 年俄罗斯和中亚国家人均 ＧＤＰ 增幅比较 (单位: 万美元)

资料来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２ 欧亚经济联盟未取得预期成效

２０１０ 年关税同盟正式启动ꎬ ２０１５ 年欧亚经济联盟开始运行ꎬ ５ 年间该

区域组织未达到预期目标ꎮ 受俄罗斯经济拖累ꎬ 区域经济和贸易指标逐年

恶化ꎬ 成员国之间贸易摩擦不断ꎬ 前景堪忧ꎮ 从哈萨克斯坦参与关税同盟

及欧亚经济联盟的合作成效看ꎬ 区域贸易呈现以下两大特点ꎮ
图 ５ ２０１１ 年关税同盟和 ２０１５ 年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贸易比例

资料来源: 欧亚经济委员会网站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ｒｇ

一是贸易结构固化制约其未来发展ꎮ
图 ５ 显 示ꎬ ５ 年 间 俄、 哈、 白 三 国 的 贸 易 比 重 几 乎 维 持 在

８４％ ∶ １１％ ∶ ５％的水平ꎬ 呈固化态势ꎮ 贸易结构是产业结构的反映ꎬ 产业结

构趋同使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之间难以产生贸易替代效应ꎬ 贸易转移效果

不明显ꎮ 未来各国难以通过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带动产业结构调整ꎮ
二是加强与域外国家贸易将削弱欧亚经济联盟的凝聚力ꎮ
从关税同盟到欧亚经济联盟ꎬ 较低的经济互补性导致成员国与域外国

家的贸易额大于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额ꎬ 这加重了成员国的离心倾向ꎮ 以哈

萨克斯坦为例ꎮ 图 ６ 显示ꎬ ２０１１ 年哈萨克斯坦加入关税同盟时ꎬ 与域外国

家贸易额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 ８１ ８％ ꎬ 与成员国的贸易额仅占 １８ ２％ ꎮ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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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ꎬ 与域外国家的贸易额占比为 ７９ ２％ ꎬ 与成员国贸易额占比为

２０ ８％ ꎬ 域外与域内国家的贸易份额呈 ８∶ ２ 的总体格局ꎮ 显然ꎬ 仅依靠欧

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之间的合作难以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更大动力ꎮ
图 ６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哈萨克斯坦区域贸易结构对比

资料来源: 同图 ５ꎮ

(二) 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自独立以来ꎬ 中亚国家开始了市场经济改革进程ꎮ 由于各国选择了不

同发展道路ꎬ 因此ꎬ 目前各国的市场化水平差异较大ꎮ 乌兹别克斯坦和土

库曼斯坦的市场开放度较低ꎬ 在 «全球竞争力报告» 中缺少相应排名ꎮ 根

据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ꎬ 中亚国家在商业复杂程度及金融市

场发展方面与世界平均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ꎬ 而这些因素将直接影响其吸

引外资的成效ꎮ 在全球 １４４ 个参评国家中中亚国家处于中间偏后的位置ꎬ
因而其营商环境和金融市场建设亟须改进ꎬ 否则将严重制约其经济发展ꎮ

表 ２ 中亚国家商业复杂程度及金融市场发展全球排名

国别 商业复杂程度 金融市场发展

哈萨克斯坦 ７９ ９１
吉尔吉斯斯坦 １１８ １０２
塔吉克斯坦 ７８ １１０

乌兹别克斯坦 — —

土库曼斯坦 — —

资料来源: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ｅｆｏｒｕｍ ｏｒｇ

在中亚国家步入经济结构调整关键阶段的同时ꎬ 各国也进入政府更迭、
换届选举的政治周期ꎬ 政治周期与经济周期叠加将加大经济调整的难度ꎮ
未来ꎬ 各国政府能否突破既有经济合作格局的制约ꎬ 选择更符合其经济发

展方向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ꎬ 能否摆脱现有体制的束缚ꎬ 深化市场经济改

革ꎬ 将直接关系到其未来经济发展前景ꎮ
(责任编辑: 高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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