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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地区重要的转型经济体和贸易

国ꎮ 当前形势下ꎬ 乌兹别克斯坦的贸易地理格局正在不断扩大ꎬ 贸易商品

种类更加多元化ꎮ 独联体国家、 中国等是乌兹别克斯坦重要的贸易伙伴ꎮ
乌实施的经济改革以及更为积极的贸易政策将进一步促进其对外贸易的发

展ꎬ 进而对贸易地理产生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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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是内陆国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必经之路ꎬ 同时又深受地理位置、
国民经济以及国际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ꎮ 自 １９９１ 年独立以来ꎬ 为了突破

“双重” 内陆国的制约ꎬ 乌兹别克斯坦非常重视发展国际贸易ꎬ 不断融入国

际市场ꎮ 当前ꎬ 乌已经成为中亚地区重要的转型经济体和贸易国ꎮ 作为中

亚地区近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一直保持在 ７％以上的国家ꎬ 乌兹别克斯坦

贸易地理格局的特征及发展趋势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兼具特殊性和一般性ꎮ
本文旨在对乌兹别克斯坦的贸易地理格局及趋势进行分析ꎬ 为以乌兹

别克斯坦为代表的中亚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贸易地理相关研究提供有益的

支持和补充ꎮ 论文结构安排如下: 首先ꎬ 整体分析中亚近邻经济发展的相

对表现以及乌兹别克斯坦国民经济发展状况ꎻ 其次ꎬ 聚焦乌兹别克斯坦贸

易地理格局ꎬ 具体包括自然和人文条件、 贸易概况、 出口贸易地理和进口

贸易地理等ꎻ 最后ꎬ 展望乌兹别克斯坦贸易地理的发展趋势及前景ꎮ

—８９—



　 Страны Центраʌьной Азии / 中亚五国

一　 乌兹别克斯坦国民经济发展概况

(一) 中亚国家①总体经济表现

中亚国家地处亚欧大陆的地理中心ꎬ 彼此领土相连、 文化相近ꎮ 历史

上ꎬ 这里是连接亚洲东部与欧洲的交通要道ꎬ 著名的 “丝绸之路” 从这里

经过ꎮ 凭借重要的地理位置、 丰富的自然资源、 独特的文化风俗以及快速

增长的国民经济ꎬ 中亚国家在世界地缘经济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ꎮ
从经济表现来看ꎬ ２０１５ 年中亚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为 ３ １％ ꎬ ２０１６ 年降

至 ２ １％ ꎮ 原因主要在于油价持续低迷、 俄罗斯经济衰退以及包括中国在内

的主要贸易伙伴国经济增长放缓等诸多因素ꎮ 从整体情况来看ꎬ 石油收入

下降对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的影响更为严重ꎬ 前者甚至因此陷入经济

衰退ꎮ
据预测ꎬ ２０１７ 年中亚国家 ＧＤＰ 平均增速有望达到 ３ １％ ꎮ 格鲁吉亚、

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通货膨胀将有所减轻ꎬ 亚美尼亚甚至会出现

通货紧缩ꎮ 除阿塞拜疆 ＧＤＰ 会出现负增长以外ꎬ 其他中亚国家均能实现经

济增长ꎮ 从 ２０１７ 年 ＧＤＰ 增速预测来看ꎬ 最高为乌兹别克斯坦 (７％ )ꎬ 其

他依次是土库曼斯坦、 塔吉克斯坦、 格鲁吉亚、 吉尔吉斯斯坦、 哈萨克斯

坦和亚美尼亚ꎮ 从通货膨胀率来看ꎬ 中亚国家通货膨胀率平均在 ７ ８％ ꎬ 乌

兹别克斯坦最高ꎬ 达到 ９ ５％ ꎮ 从经常账户余额占 ＧＤＰ 比重来看ꎬ 预计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只有阿塞拜疆和乌兹别克斯坦会有贸易顺差ꎮ ２０１７ 年乌

兹别克斯坦经常账户余额占 ＧＤＰ 比重为 ０ ２％ ꎬ 预计 ２０１８ 年这一比重会有

所增长ꎬ 升至 ０ ４％ ꎮ 其他中亚国家均有不同程度的贸易逆差 (见表 １)ꎮ

表 １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年中亚国家经济发展预测 (％ )

　 　 　 　 指标

国家　 　 　

ＧＤＰ 增速 通货膨胀率 经常账户余额占 ＧＤＰ 比重

２０１７ ｆ ２０１８ ｆ ２０１７ ｆ ２０１８ ｆ ２０１７ ｆ ２０１８ ｆ

亚美尼亚 ２ ２ ２ ５ １ ２ １ ８ － ２ ３ － ２ ０

阿塞拜疆 － １ １ １ ２ ９ ０ ８ ０ ５ ９ １１ ４

—９９—

① 依据 «２０１７ 年亚洲发展展望» 的划分标准ꎬ 论文中的中亚国家包括亚美尼亚、
阿塞拜疆、 格鲁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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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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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吉亚 ３ ８ ４ ５ ４ ２ ４ ５ － １２ ０ － １１ ５

哈萨克斯坦 ２ ４ ２ ２ ８ ０ ７ ０ － ３ ４ － ３ ０

吉尔吉斯斯坦 ３ ０ ３ ５ ５ ０ ４ ０ － １３ ０ － １３ ５

塔吉克斯坦 ４ ８ ５ ５ ８ ０ ７ ０ － ５ ５ － ６ ０

土库曼斯坦 ６ ５ ７ ０ ６ ０ ６ ０ － １５ ０ － １３ ０

乌兹别克斯坦 ７ ０ ７ ３ ９ ５ １０ ０ ０ ２ ０ ４

平均 ３ １ ３ ５ ７ ８ ７ ３ － ３ ０ － １ ７

注: ｆ 表示预测数据ꎮ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７ 年亚洲发展展望» 整理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ｄｂ.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 / ａｓｉａｎ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１７ － ｍｉｄｄｌｅ － ｉｎｃｏｍｅ －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二) 乌兹别克斯坦经济发展概况

与其他独联体国家一样ꎬ 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发展也经历过一段下滑

期ꎮ 但受益于政府及时得当的政治、 经济改革举措ꎬ 乌兹别克斯坦自 １９９５
年开始经济逐步复苏ꎮ 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国家中率先恢复经济的国家ꎬ
目前经济发展状况在中亚地区也是最平稳的ꎮ

２０１６ 年ꎬ 乌兹别克斯坦 ＧＤＰ 为 ６７２ 亿美元ꎬ 人均 ＧＤＰ 为２ １１１美元①ꎮ
基尼系数为 ０ ３５２ ７②ꎮ ２０１６ 年 ＧＤＰ 增速为 ７ ８％ ꎬ 与 ２０１５ 年的 ８％相比有

所下降 (见图 １)③ꎮ 通货膨胀率略低于 ８ ４％ ꎬ 经常账户出现小幅盈余ꎮ
据预测ꎬ ２０１７ 年乌 ＧＤＰ 增速为 ７％ ꎬ ２０１８ 年升至 ７ ３％ ꎬ 经常账户会进一

步改善④ꎮ 同时ꎬ 由于货币贬值及政府支出增加等因素ꎬ 预计通货膨胀率

在 ２０１７ 年将升至 ９ ５％ ꎬ ２０１８ 进一步升至 １０％ ꎮ 从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及走

势来看ꎬ 实施金融业改革是乌经济实现良性运行的关键所在ꎮ
乌兹别克斯坦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主要在于乌的外部环境ꎮ 重要贸易

伙伴国经济出现收缩ꎬ 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乌兹别克斯坦经济增长放缓的趋

势ꎮ ２０１６ 年乌兹别克斯坦工业和农业增长率分别从 ２０１５ 年的 ８％ 和 ６ ８％
全部降至 ６ ６％ ꎮ 服务业增长率从 ２０１５ 年的 ９ ８％ 升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１０ ７％ ꎬ
这反映出乌兹别克斯坦金融业、 贸易和电信业呈现繁荣发展的态势ꎮ 在基

—００１—

①
②

③
④

ｈｔｔｐｓ: / / ｃｎ ｋｎｏｅｍａ ｃｏｍ / ａｔｌａｓ / / ｔｏｐｉｃｓ / ｄａｔａｓｅｔ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ｄｂ ｏｒｇ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 / ｅｃｏｎｏｍｙ
同②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ｄｂ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ａｓｉａｎ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ｏｕｔｌｏｏｋ － ２０１７ － ｍｉｄｄｌｅ －

ｉｎｃｏｍｅ －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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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和住房领域的公共投资使建筑业增长 １２ ８％ ꎮ

图 １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６ 年乌兹别克斯坦 ＧＤＰ 增速 (％)

资料来源: 同表 １ꎮ

从需求来看ꎬ 投资是乌兹别克斯坦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ꎮ ２０１６ 年乌兹

别克斯坦固定资本总额增长率为 ９ ４％ ꎬ 略低于 ２０１５ 年的 ９ ９％ ꎮ 这在一

定程度反映来自商业银行、 重建与发展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的融资更少ꎬ
更多的投资集中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现代化改造上ꎮ 国家专项投资减

少了 ２０％ ꎬ 主要投资在道路和社会项目上ꎮ 政府对来自亚洲和俄罗斯的能

源石化领域的投资者进行保护以吸引投资ꎬ 因此ꎬ 外国投资占投资总额的

比重从 ２０１５ 年的 ２０ ４％升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２１ ９％ ꎮ

二　 乌兹别克斯坦贸易地理格局

(一) 自然地理条件

乌兹别克斯坦位于中亚中部 (北纬 ４１°１６′ꎬ 东经 ６９°１３′)ꎮ 东部、 东南

部与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相接ꎬ 南邻阿富汗ꎬ 西部与土库曼斯坦毗

邻ꎬ 北部和东北部与哈萨克斯坦相连ꎮ 由于地理位置特殊ꎬ 乌兹别克斯坦

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 “双重” 内陆国之一ꎮ 乌兹别克斯坦总面积约为

４４ ７４ 万平方公里ꎬ 世界排名第 ５６ 位ꎮ 全境地势东高西低ꎮ 东部和南部地

处天山山系和吉萨尔—阿赖山系的西端ꎬ 西部和北部有克孜勒库姆沙漠和

占全境面积达 ８０％的平原低地ꎮ 阿姆河、 锡尔河和泽拉夫尚河是境内主要

河流ꎮ 夏季炎热而漫长ꎬ 冬季寒冷而短促ꎮ 年均降水量山区为１ ０００毫米ꎬ
平原低地为 ８０ ~ １００ 毫米ꎮ 乌兹别克斯坦属严重干旱的温带大陆性气候ꎮ
该国没有海岸线和出海口ꎮ

—１０１—



欧亚经济 /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二) 人文地理条件

凭借地处连接东西方和南北方的中欧及中亚交通要冲ꎬ 乌兹别克斯坦

历史上就是重要商贸之路的汇合点ꎬ 更是东西方融合、 各种文明相互对话

的活跃之地ꎮ 乌兹别克斯坦全国划分为 １ 个直辖市 (塔什干)、 １ 个自治共

和国 (卡拉卡尔帕克斯坦自治共和国ꎬ 首都努库斯) 和 １２ 个州 ꎮ 从区域

经济实力来看ꎬ 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地区较西部地区更为发达ꎮ 在 ２０１６ 年易

于开展商业活动的国家排名中ꎬ 乌兹别克斯坦排名第 ８７ 位ꎮ
２０１５ 年乌兹别克斯坦人口达到 ３ １３０ 万ꎬ 共有 １２９ 个民族ꎬ 包括乌兹

别克族 (７３％ )ꎬ 俄罗斯族 (８％ )、 塔吉克族 (５％ )、 哈萨克族 (４％ )、
鞑靼族 (３％ )、 卡拉卡尔帕克族 (２％ )、 吉尔吉斯族和土库曼族等ꎮ 居民

大多信奉伊斯兰教ꎬ 属逊尼派ꎮ 官方语言为乌兹别克语 (属阿尔泰语系突

厥语族、 ７４ ３％ )ꎬ 通用语为俄语 (１４ ２％ )ꎬ 还有塔吉克语 (４ ４％ )、 其

他语言 (７ １％ )ꎮ 在卡拉卡尔帕克斯坦自治共和国ꎬ 卡拉卡尔帕克语和乌

兹别克语均为官方语言ꎮ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５ 年ꎬ 乌兹别克斯坦人口密度从每平方公里 ５８ 人增至每平方公里

７０ 人ꎮ ２００５ 年人口增长率为 １ ２％ꎬ ２０１０ 年达到最高值 ２ ９％ꎬ ２０１１ 年为

２ ７％ꎬ 之后有所下降ꎮ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人口增长率分别为 １ ７％和 １ ８％ꎮ 乌

兹别克斯坦失业率一直很低ꎬ ２００５ 年最高为 ０ ３％ꎬ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２ 年保持在

０ １％ ~０ ２％ꎬ ２０１３ 年以来失业率均为零ꎮ 乌兹别克斯坦的城市化水平也在不

断提升ꎬ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５ 年城市化率从３６ １％升至５０ ７％ꎬ 中间略有波动 (见表２)ꎮ

表 ２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５ 年乌兹别克斯坦人口状况

年份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总人口
(万) ２ ６２０ ２ ６５０ ２ ６９０ ２ ７３０ ２ ７８０ ２ ８６０ ２ ９３０ ２ ９８０ ３ ０２０ ３ ０８０ ３ １３０

人口密度

(人 / ｋｍ２)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６ ６７ ６８ ６９ ７０

人口
增长率
(％ )

１ ２ １ ２ １ ４ １ ６ １ ７ ２ ９ ２ ７ １ ５ １ ６ １ ７ １ ８

失业率
(％ ) ０ ３ ０ ２ ０ ２ ０ １ ０ ２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城市化
率 (％ ) ３６ １ ３６ ０ ３５ ９ ３５ ８ ５１ ６ ５１ ４ ５１ ２ ５１ ２ ５１ １ ５０ ９ ５０ ７

资料来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ｄｂ ｏｒｇ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 /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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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贸易发展概况

乌兹别克斯坦是世界第三大棉花出口国ꎮ 乌实施过度管制的贸易政策ꎬ
旨在维持硬通货储备ꎬ 留给进口的空间很小ꎬ 国家的外贸收入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黄金和棉花的国际价格ꎮ 由于金价自 ２００６ 年以来呈现上涨趋势ꎬ
因此国家持续获利于较高的黄金价格ꎮ 乌兹别克斯坦的进口管制政策很严

格ꎬ 关税也很高ꎬ 主要进口机械设备、 化工产品、 食品、 黑色及有色金

属等ꎮ

表 ３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５ 年乌兹别克斯坦对外贸易状况 (单位: 亿美元)

年份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出口 ５４ ０９ ６３ ９０ ８９ ９２ １１４ ９３ １１７ ７１ １３０ ２３ １５０ ２１ １３６ ００ １４３ ２３ １３５ ４６ １２４ ６９

进口 ４０ ９１ ４７ ８２ ６７ ２８ ９７ ０４ ９４ ３８ ９１ ７６ １１３ ４５ １２８ １７ １３９ ４７ １３９ ８４ １２４ １７

贸易
差额

１３ １８ １６ ０８ ２２ ６４ １７ ８９ ２３ ３３ ３８ ４７ ３６ ７６ ７ ８３ ３ ７６ － ４ ３８ ０ ５２

注: 出口为 ＦＯＢ 计价ꎬ 进口为 ＣＩＦ 计价ꎮ
资料来源: 同表 ２ꎮ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５ 年ꎬ 乌兹别克斯坦出口额呈波动上升趋势ꎮ ２００５ 年乌兹别

克斯坦出口额为 ５４ ０９ 亿美元ꎬ ２０１１ 年达到最高值 １５０ ２１ 亿美元ꎬ ２０１５ 年

出口额为 １２４ ６９ 亿美元ꎮ 从增长幅度来看ꎬ 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８ 年为快速增长期ꎬ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１ 年为平稳增长期ꎬ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５ 年为波动

增长期ꎮ 与此同时ꎬ 乌兹别克斯坦进口规模也呈现波动上升趋势ꎮ ２００５ 年

进口额为 ４０ ９１ 亿美元ꎬ ２００８ 年进口额达到第一个高值 ９７ ０４ 亿美元ꎬ
２０１４ 年进口额达到第二个高值 １３９ ８４ 亿美元ꎬ ２０１５ 年进口额为 １２４ １７ 亿

美元ꎮ 乌兹别克斯坦的进口明显经历了三个台阶: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８ 年为快速增

长ꎬ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年略有回落ꎬ ２０１１ 年又开始快速增长ꎬ ２０１５ 年进口额略有

下降ꎮ
从贸易差额来看ꎬ 除 ２０１４ 年出现贸易逆差 ４ ３８ 亿美元以外ꎬ 其余年

份均为贸易顺差ꎮ ２００５ 年贸易顺差为 １３ １８ 亿美元ꎻ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９ 年基本在

２０ 亿美元左右ꎬ ２００６ 年为 １６ ０８ 亿美元ꎬ ２００９ 年为 ２３ ３３ 亿美元ꎻ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年贸易顺差进一步增长ꎬ ２０１０ 年为 ３８ ４７ 亿美元ꎬ ２０１１ 年为 ３６ ７６ 亿

美元ꎻ 自 ２０１２ 年开始ꎬ 乌兹别克斯坦进口规模与出口规模大致接近ꎬ 贸易

差额明显降低ꎬ 不到 ８ 亿美元ꎻ ２０１３ 年再次减至 ３ ７６ 亿美元ꎻ ２０１４ 年出

现贸易逆差 ４ ３８ 亿美元ꎻ ２０１５ 年出现贸易顺差ꎬ 为 ５ ２００ 万美元ꎮ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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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４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５ 年乌兹别克斯坦外贸年均增长率 (％ )

年份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出口 １１ ５ １８ １ ４０ ７ ２７ ８ ２ ４ １０ ６ １５ ３ － ９ ５ ５ ３ － ５ ４ － ８ ０
进口 ７ ２ １６ ９ ４０ ７ ４４ ２ － ２ ７ － ２ ８ ２３ ６ １３ ０ ８ ８ ０ ３ － １１ ２

资料来源: 同表 ２ꎮ

从乌兹别克斯坦外贸的年均增长率来看ꎬ 无论是出口增长率还是进口

增长率都具有震荡下降的趋势ꎮ 从出口年均增长率来看ꎬ ２００５ 年为

１１ ５％ ꎻ ２００６ 年增至 １８ １％ ꎻ ２００７ 年达到最高点 ４０ ７％ ꎻ ２００９ 年降至

２ ４％ ꎻ 自 ２０１０ 年又开始上升ꎬ ２０１１ 年达到 １５ ３％ ꎮ 此后ꎬ 除 ２０１３ 年达到

５ ３％以外ꎬ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出口增长率均为负值ꎬ ２０１２ 年最低

为 － ９ ５％ ꎮ 从进口增长率来看ꎬ 同样经历了大起大落: ２００５ 年进口增长率

为 ７ ２％ ꎻ ２００６ 年升至 １６ ９％ ꎻ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跃升到 ４０％以上ꎻ 但随即出

现了两年的负增长ꎬ 之后ꎬ ２０１１ 年为 ２３ ６％ ꎬ ２０１２ 年为 １３％ ꎻ ２０１３ 年为

８ ８％ ꎻ ２０１４ 年进一步下降为 ０ ３％ ꎻ ２０１５ 年进口增长率出现负值ꎬ 为

－ １１ ２％ ꎮ
在国际合作方面ꎬ 乌兹别克斯坦与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同属中亚

国家联盟成员ꎬ 这两国是中亚国家中与乌兹别克斯坦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

国家ꎮ 目前ꎬ 有 １０ 个国家与乌兹别克斯坦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 (见表 ５)①ꎮ

表 ５ 与乌兹别克斯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

白俄罗斯 俄罗斯

格鲁吉亚 土库曼斯坦∗

哈萨克斯坦 乌克兰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摩尔多瓦 阿塞拜疆

注: ∗ 双边协定中ꎬ 双方议定的清单上列明的进口货物不征收关税ꎮ

(四) 出口贸易地理

从出口贸易地理来看ꎬ 乌兹别克斯坦的出口贸易地理方向比较集中ꎮ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５ 年ꎬ 排前十位的主要出口对象国包括俄罗斯、 中国、 中亚近邻、
法国和瑞士等国家ꎮ ２００５ 年ꎬ 乌第一大和第二大出口对象国是俄罗斯和中

—４０１—

① 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协定构成了区域贸易优惠条件的多边法律框架ꎮ 这些协定规

定了自由贸易制度ꎬ 即免除关税以及消除贸易中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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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ꎬ 出口额分别是 ８ ２ 亿美元和 ４ １ 亿美元ꎻ 随后是土耳其、 哈萨克斯坦ꎬ
出口额在 ２ ３ 亿美元以上ꎻ 至乌克兰、 孟加拉国的出口额超过 １ ６ 亿美元ꎻ
至土库曼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和瑞士的出口额依次在６ ９１０万美元、 ５ ４６０万
美元和 ４ １００ 万美元ꎻ 至法国的出口额为 ３ ９６０ 万美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俄罗斯、 中国和土耳其依然是乌兹别克斯坦排名前三位的出

口对象国ꎬ 出口额分别为 １３ ７５９ 亿美元、 １１ ８１１ 亿美元和 ７ ８３１ 亿美元ꎻ
除了至乌克兰和瑞士的出口额减少以外ꎬ 至其他贸易伙伴国的出口额均显

著增加ꎬ 至孟加拉国、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土库曼斯坦和法国的

出口额分别为 ５ １７７ 亿美元、 ４ ３０４ 亿美元、 １ ６１７ 亿美元、 １ ５０４ 亿美元

和 １ ０１６ 亿美元ꎮ
２０１５ 年乌兹别克斯坦排名前三位的出口对象国是瑞士、 中国和哈萨克

斯坦ꎬ 贸易额依次为 １６ ８７８ 亿美元、 １１ ５１６ 亿美元和 ９ ２７８ 亿美元ꎻ 至土

耳其、 俄罗斯和孟加拉国的出口额则降至 ６ ４６９ 亿美元、 ５ ４７１ 亿美元和

４ ４９７ 亿美元ꎻ 至吉尔吉斯斯坦、 土库曼斯坦和法国的出口额有所上升ꎬ 分

别为 ２ １８ 亿美元、 ２ ０５９ 亿美元和 １ ５８９ 亿美元ꎻ 而至乌克兰的出口额进

一步减少ꎬ 为 ５ ６７０ 万美元ꎮ

表 ６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５ 年乌兹别克斯坦出口贸易地理方向 (单位: 亿美元)

年份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出口
(总额)３６ １４１ ５２ ５７９ ６３ １４５ ７５ １１０ ４８ ０１７ ５６ ７８２ ５７ ８４９ ５９ ２５８ ７８ ６２３ ６８ ５７３ ６５ ５３１

中国 ４ １００ ５ １４４ ３ ３０３ ３ ００４ ３ １７６ １１ ８１１ ７ ３３４ ９ ９２１ １７ ４４１ １４ ５１１ １１ ５１６

俄罗
斯

８ ２００ １１ ７２４ １３ ３０８ １１ ８９６ ７ ６９３ １３ ７５９ １０ ４３８ １２ ６４４ １１ ４２６ ７ ９５７ ５ ４７１

瑞士 ０ ４１０ ０ ４１０ ０ ０２３ ０ １０２ ０ １１９ ０ ３１６ ０ ０８４ ４ ７８０ １４ ０８９ １１ ９８０ １６ ８７８

哈萨
克斯坦

２ ３１３ ２ ９０１ ４ ８９５ ４ ６９２ ２ ７６７ ４ ３０４ ７ ００５ ７ ４２９ ８ ７５１ ９ ２７５ ９ ２７８

土耳
其

２ ３５９ ３ ７７９ ５ ５８０ ５ ２８０ ３ ７５５ ７ ８３１ ８ ５４４ ７ ３９４ ７ ４１３ ７ ０９７ ６ ４６９

孟加
拉国

１ ６３１ ２ ３１２ ２ ５７９ ３ ５３０ ３ ４０５ ５ １７７ ４ ３２２ ４ ４５４ ５ １０９ ５ ５４８ ４ ４９７

—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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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
吉斯
斯坦

０ ５４６ ０ ５９１ １ ２０８ １ ４５５ １ ２７３ １ ６１７ １ ８１１ １ ８８８ １ ９８８ ２ ０８４ ２ １８０

土库
曼斯坦

０ ６９１ ０ ８５３ １ １０５ １ ３９６ １ ３０８ １ ５０４ １ ７３０ １ ９３０ ２ １６０ ２ ０５８ ２ ０５９

乌克
兰

１ ８６７ ３ ８００ ４ ９６４ １９ ２５７ １４９１ ６ ０ ７４３ ５ ８５３ ０ ９９１ ０ ８３３ ０ ６６２ ０ ５６７

法国 ０ ３９６ ０ ５７５ １ ８９８ ０ ０９８ １７７ ６ １ ０１６ １ ４１９ １ ４２５ １ ５０１ １ １７２ １ ５８９

资料来源: 同表 ２ꎮ

(五) 进口贸易地理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５ 年ꎬ 乌兹别克斯坦的进口同样迅速增长ꎮ ２００５ 年ꎬ 俄罗斯

是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ꎮ 来自俄罗斯的进口贸易额为 ９ ４６６
亿美元ꎬ 远高于排名第二位韩国的进口额 ５ ４２４ 亿美元ꎻ 来自德国、 哈萨

克斯坦和中国的进口额依次是 ３ １２５ 亿美元、 ２ ６６９ 亿美元和 ２ ５３２ 亿美

元ꎻ 来自土耳其和乌克兰的进口额分别为 １ ６６２ 亿美元和 １ ６５７ 亿美元ꎻ
排名前十位的进口国还包括美国、 日本和吉尔吉斯斯坦ꎮ

２０１０ 年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一、 第二大进口来源国依然是俄罗斯和韩国ꎬ
进口额达到 １８ ２９９ 亿美元和 １５ ８２５ 亿美元ꎻ 来自中国的进口额显著增加ꎬ
达到 １２ ９５９ 亿美元ꎻ 哈萨克斯坦为 １２ ０８８ 亿美元ꎻ 来自德国的进口额为

７ ７６２ 亿美元ꎻ 来自土耳其的进口额为 ３ １０９ 亿美元ꎻ 其他主要进口国依次

为吉尔吉斯斯坦、 乌克兰、 美国和日本ꎮ
２０１５ 年ꎬ 中国已经超过俄罗斯成为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ꎬ

来自中国的进口额达到 ２４ ６０６ 亿美元ꎬ 来自俄罗斯的进口额为 ２４ ５８９ 亿

美元ꎻ 其次是韩国和哈萨克斯坦ꎬ 进口额依次为 １４ １２５ 亿美元和 １２ ７４１
亿美元ꎻ 来自德国和土耳其的进口也都超过 ５ 亿美元ꎬ 分别是 ５ １６４ 亿美

元和 ５ ３７５ 亿美元ꎻ 其他主要进口来源国是吉尔吉斯斯坦、 日本、 乌克兰

和美国ꎮ

表 ７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５ 年乌兹别克斯坦进口贸易地理方向 (单位: 亿美元)

年份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进口
(总额) ３５ ６７８ ４４ ９１９ ７０ ３０１ １０１ ２６５ ９０ ２８５ ９３ ０６６ １０８ ３２６ １１９ ９１６ １４０ ２７８ １４７ ３７７ １１８ ０８９

俄罗斯 ９ ４６６ １１ ９４９ １９ ０１９ ２２ ９８３ １８ ６３５ １８ ２９９ ２１ １６６ ２５ ５６７ ３０ ８４３ ３４ ３３１ ２４ ５８９

—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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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２ ５３２ ４ ４６７ ８ ４２６ １４ ０５１ １７ １５９ １２ ９５９ １４ ９４９ １９ ６２３ ２８ ７４９ ２９ ４２１ ２４ ６０６

韩国 ５ ４２４ ７ １４２ ８ ２３１ １２ ３４９ １２ ６４８ １５ ８２５ １８ ９１０ １９ ４３２ ２１ ６４８ ２２ ３５７ １４ １２５

哈萨
克斯坦

２ ６６９ ４ ２３２ ９ ５９０ １３ ９９３ ９ ８１０ １２ ０８８ １２ ９７４ １４ ７８１ １２ ３９３ １１ ９１０ １２ ７４１

德国 ３ １２５ ３ ０６５ ３ ９５９ ４ ９８３ ５ １１０ ７ ７６２ ７ ４３３ ５ ５３６ ６ １０６ ７ ２７５ ５ １６４

土耳
其

１ ６６２ １ ９３６ ２ ４７６ ３ ７０８ ３ ０７０ ３ １０９ ３ ８９９ ４ ９４９ ６ １８８ ６ ６３３ ５ ３７５

乌克兰 １ ６５７ ２ ３１８ ３ ８１５ ６ ５４８ ４ ４６８ ２ ５１３ ３ ８９１ ４ ７９５ ３ ８７３ ３ ３９４ １ ９１９
吉尔
吉斯
斯坦

０ １８８ ０ ３０６ ０ ８３６ ２ ５５３ ２ ２３４ ２ ８３７ ３ １７７ ３ ３１２ ３ ４８８ ３ ６５６ ３ ８２５

美国 ０ ８０９ ０ ５９３ ０ ９７６ ３ ３０６ １ ０７１ １ １１５ １ １２８ ３ １３１ ３ ９２１ ２ ３４２ １ ５１８

日本 ０ ３８８ ０ １８１ ０ ７１５ ０ ８４４ ０ ９３０ ０ ８５０ ２ ５７０ １ ０７５ １ ３４２ １ ８４９ ２ ７８６

资料来源: 同表 ２ꎮ

三　 乌兹别克斯坦贸易地理的发展趋势与前景

(一) 贸易地理格局不断扩大ꎬ 贸易商品种类多元化

目前ꎬ 乌兹别克斯坦有近２ ０００种商品和服务出口到世界 １６８ 个国

家ꎬ 其中包括欧洲国家、 独联体国家、 亚洲、 北美和南美洲、 非洲和澳

大利亚ꎮ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 出口贸易伙伴国的数量增至 ３１ 个ꎮ ２０１６ 年ꎬ 乌兹别克

斯坦与世界 １７５ 个国家开展对外贸易ꎬ 并与 ８６ 个国家有贸易顺差①ꎮ 受益

于产业结构的多样化ꎬ 乌兹别克斯坦出口结构也发生了变化ꎬ 涵盖了各种

货物和服务贸易ꎬ 而且ꎬ 与前几年相比ꎬ 制成品出口已经超过原材料出口ꎮ
例如ꎬ ２０００ 年棉纤维出口占 ２７ ５％ ꎬ ２０１６ 年降至 ５ ２％ ꎻ 与 ２０００ 年相比ꎬ
２０１６ 年黑色和有色金属出口比重从 ６ ６％降至 ５ ８％ ꎻ 粮食产品出口比重从

５ ４％增至 ５ ７％ ꎻ 化工产品及其制品出口比重从 ２ ９％增至 ６ ９％ ꎻ 能源和

石油产品出口比重从 １０ ３％ 增至 １４ １％ ꎻ 服务业出口比重从 １３ ７％ 增至

２６ ３％ ꎻ 其他商品出口比重从 ３０ ２％增至 ３４ ２％ ꎮ
(二) 独联体国家和中国是重要贸易伙伴

乌兹别克斯坦在独联体国家中的主要贸易伙伴是俄哈ꎬ 独联体之外的

—７０１—
①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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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贸易伙伴包括中国、 土耳其、 阿富汗、 伊朗和韩国ꎮ ２０１６ 年ꎬ 乌兹别

克斯坦对外贸易总额达到 ２４３ ０９４ 亿美元ꎬ 其中ꎬ 与独联体国家贸易额为

８４ ６１５ 亿美元ꎬ 与其他国家贸易额为 １５８ ４７９ 亿美元ꎻ 出口额为 １２１ ７８７
亿美元ꎻ 进口额为 １２１ ３０７ 亿美元ꎮ

表 ８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６ 年乌兹别克斯坦贸易规模 (单位: 亿美元)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６ 年 增长倍数

对外贸易额 ６２ １２１ ２４３ ０９４ ３ ９

独联体国家 ２２ ９７８ ８４ ６１５ ３ ７

其他国家 ３９ １４３ １５８ ４７９ ４ ０

出口额 ３２ ６４７ １２１ ７８７ ３ ７

独联体国家 １１ ７２２ ４４ １５３ ３ ８

其他国家 ２０ ９２５ ７７ ６３４ ３ ７

进口额 ２９ ４７４ １２１ ３０７ ４ １

独联体国家 １１ ２５６ ４０ ４６２ ３ ６

其他国家 １８ ２１８ ８０ ８４５ ４ ４

贸易差额 ３ １７３ ０ ４８０ —　

独联体国家 ０ ４６６ ３ ６９１ —　

其他国家 ２ ７０７ － ３ ２１１ —

资料来源: 同表 ２ꎮ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国家统计委员会的报告显示ꎬ ２０１７ 年 １ ~ ６ 月ꎬ 乌

兹别克斯坦对外贸易额增长 １１ １％ ꎬ 达到 １２０ ７２ 亿美元ꎬ 比 ２０１６ 年同期

有所增加①ꎮ 其中ꎬ 出口额增加 １３ １％ ꎬ 为 ５９ ７ 亿美元ꎻ 进口额增加

９ ２％ ꎬ 达到 ６１ ０２ 亿美元ꎮ 同期ꎬ 乌兹别克斯坦与独联体国家的贸易额增

加 １２ ６％ ꎬ 达到 ４４ ５ 亿美元ꎬ 其中ꎬ 至独联体国家的出口额增加 １４ ８％ ꎬ
达到 ２３ ７５ 亿美元ꎬ 而来自这些国家的进口额增加 １０ ２％ ꎬ 达到 ２０ ７５ 亿

美元ꎻ 乌兹别克斯坦与其他国家的贸易额增加 １０ ２％ ꎬ 达到 ７６ ２ 亿美元ꎬ
其中ꎬ 出口额为 ３５ ９ 亿美元ꎬ 进口额为 ４０ ３ 亿美元ꎮ 独联体国家在乌兹

别克斯坦对外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为 ３６ ９％ ꎬ 而其他国家则占 ６３ １％ ꎮ

—８０１—

①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ｕｐ ｂｙ １１ １％ ｉｎ Ｊａｎ － Ｊｕｎｅ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 ｔｒｅ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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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９ 乌兹别克斯坦对外贸易结构 (％)

年份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６

对外贸易

独联体国家 ３７ ０ ３５ ８ ４２ ２ ３４ ８

其他国家 ６３ ０ ６４ ２ ５７ ８ ６５ ２

出口

独联体国家 ３５ ９ ３１ ８ ４３ ４ ３６ ３

其他国家 ６４ １ ６８ ２ ５６ ６ ６３ ７

进口

独联体国家 ３８ ２ ４１ １ ４０ ６ ３３ ４

其他国家 ６１ ８ ５８ ９ ５９ ４ ６６ ６
资料来源: 同表 ２ꎮ

(三) 深化经济改革ꎬ 实施更为积极的贸易政策

乌兹别克斯坦正在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ꎬ 政府的一系列举措都

旨在进一步推进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ꎮ 在改善投资环境、 积极吸引外资的

过程中ꎬ 乌兹别克斯坦推动实施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型的贸易发展战略ꎬ
其经济贸易表现在: 独联体国家属中等发展水平ꎬ 但增长与扩大的趋势明

显ꎬ 经济贸易有望实现稳步增长ꎮ 乌兹别克斯坦将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ꎬ
吸引外资ꎬ 加强经济合作ꎬ 着力推进汇率改革ꎬ 在提升对外竞争力的同时ꎬ
吸引外国投资ꎬ 并且优化内部资源配置ꎬ 促进经济增长ꎮ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ꎬ 上海合作组织发布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五个优先发展

方向: ２０１７ ~ ２０２１ 年行动战略»①ꎮ 这一行动战略旨在提高改革效率ꎬ 为实

现现代化和各领域的自由化创造有利条件ꎮ 乌兹别克斯坦五年内的五个优

先发展方向涉及社会政治、 社会经济、 人文等领域ꎮ 其中ꎬ 在经济领域将

进一步发展经济自由化ꎬ 在国际关系领域将执行深思熟虑的、 互利的和建

设性的对外政策②ꎮ 从这一五年发展战略不难看出ꎬ 乌兹别克斯坦将在确

保国家机构能力的基础上继续推行渐进式的经济改革ꎬ 实施良好的宏观经

济政策和出口导向型产业政策ꎮ
(责任编辑: 徐向梅)

—９０１—

①

②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至 ２０２１ 年发展行动战略在上合组织总部发布»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ａｏ１２３ ｃｏｍ / ｍｉｄ / ３１２３８５２８７８３６６４６６９３７

«乌兹别克斯坦驻华大使: “一带一路” 丰富中乌合作新内涵»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ｚｗｗｗ ｃｏｍ / ｘｉｎｗｅｎ / ｇｕｏｊｉ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７０５ / ｔ２０１７０５０４＿ １５８７６６４６ ｈｔ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