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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新疆与外高加索三国经济发展水平比较

(一)外高加索三国经济发展概述

１ 阿塞拜疆经济状况

１９９１ 年后ꎬ阿塞拜疆经济状况急剧恶化ꎬ各生产部门处于半瘫痪状态ꎬ
１９９５ 年达到最低谷ꎬ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比苏联解体之前的 １９９０ 年下降

５８ １％ ꎬ连续几年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使居民的生活水平大幅下降ꎬ通货

膨胀率曾接近 １ ６００％ ꎬ国家外汇储备几乎为零ꎮ 在这种背景下ꎬ１９９５ 年年初

政府出台了全面稳定经济计划战略ꎬ１９９６ 年经济开始恢复ꎬ２００５ 年 ＧＤＰ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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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１９９０ 年ꎬ２０１２ 年达到 １９９０ 年的 ２ ３４ 倍ꎮ ２０１２ 年以来ꎬ阿塞拜疆经济一直

保持稳定的发展态势ꎬ政府大力推进经济ꎬ发展多元化战略ꎬ扶持非石油行业

经济发展ꎬ促进各领域之间均衡发展ꎬ实施以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电信业

拉动经济的政策ꎬ使国民经济抵御风险的能力大幅增强ꎮ 世界银行统计数据

显示ꎬ２０１３ 年阿塞拜疆 ＧＤＰ 为 ７３５ ６ 亿美元ꎬ同比增长 ７ ０３％ ꎮ

图 １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２ 年外高加索三国 ＧＤＰ 变化 (单位:亿美元)

注:以 ２００５ 年为不变价格ꎮ
资料来源: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ꎬｈｔｔｐ: / / ｕｎｓｔａｔｓ ｕｎ ｏｒｇ / ｕｎｓｄ /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ｈｔｍ

２ 亚美尼亚经济状况

亚美尼亚 １９９１ ~ １９９３ 年经济下滑极其严重ꎮ 由于持续的纳卡冲突ꎬ阿
塞拜疆和土耳其关闭了通向亚美尼亚的输油管道和公路运输ꎬ而且国内大部

分机械制造企业军事化ꎬ民用工业生产严重不足ꎮ 与 １９９０ 年相比ꎬ１９９３ 年亚

美尼亚 ＧＤＰ 下降 ５３ １％ ꎮ
２００４ 年ꎬ亚美尼亚经济发展态势良好ꎬＧＤＰ 超过苏联解体前水平ꎮ 政府

在吸引外资、扶持中小企业、发展高科技产业、扩大内需等方面取得较好成

效ꎮ 但资源匮乏、出口结构单一、投资和资金不足等因素仍然制约经济发展ꎮ
受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ꎬ经济增速放缓ꎬ２００９ 年下滑最为严重ꎮ 为此ꎬ
亚政府积极采取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ꎬ努力消

除国际金融危机影响ꎬ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很大的推动作用ꎮ 世界银行数据

显示ꎬ２０１３ 年亚美尼亚 ＧＤＰ 为 １０４ ３ 亿美元ꎬ已恢复到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

水平ꎮ 与其他外高加索国家相比ꎬ亚美尼亚 ＧＤＰ 水平最低ꎮ
３ 格鲁吉亚经济状况

独立后ꎬ格鲁吉亚原有经济模式和经济联系遭到破坏ꎮ １９９１ ~ １９９４ 年格

鲁吉亚经济陷入严重危机ꎮ １９９４ 年 ＧＤＰ 达到最低水平ꎬ为 ３３ 亿美元ꎬ实际

下降 ７２ ３％ ꎮ １９９６ 年后ꎬ国内局势趋于稳定ꎬ政府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恢

复和重建上来ꎬ大力推行经济改革ꎬ实行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ꎬ并得到国际金

融组织和西方国家的大力支持ꎬ国民经济开始复苏ꎬ但仍处于低速增长状态ꎮ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ꎬ２０１３ 年格鲁吉亚 ＧＤＰ 为 １６１ ３ 亿美元ꎬ同比增长 ３ ２％ 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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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依然没有达到 １９９０ 年水平ꎮ
(二)中国新疆与外高加索三国经济发展水平比较

根据各区域 ２０１３ 年人均 ＧＤＰ 水平ꎬ结合世界银行 ２０１４ 年公布的经济体

分类标准ꎬ中国新疆属于上中等收入水平地区(２０１３ 年人均 ＧＤＰ 为 ６ ００３ 美

元)ꎬ阿塞拜疆也属于上中等收入水平国家(２０１３ 年人均 ＧＤＰ 为 ７ ８１１ 美

元)ꎬ亚美尼亚则属于下中等收入水平国家(２０１３ 年人均 ＧＤＰ 为 ３ ５０４ 美

元)ꎬ格鲁吉亚也属于下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２０１３ 年人均 ＧＤＰ 为 ３ ６０２ 美

元)ꎮ 可见ꎬ阿塞拜疆在外高加索三国中经济发展水平最高ꎬ而中国新疆的经

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阿塞拜疆ꎮ
图 ２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３ 年中国新疆与外高加索三国人均 ＧＤＰ 变化 (单位:美元)

资料来源:«新疆统计年鉴(２０１４)»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ｊｔｊ ｇｏｖ ｃｎ /

二　 中国新疆与外高加索三国三次产业发展比较

(一)中国新疆三次产业发展概况

１９９２ ~２０１３ 年ꎬ新疆第一产业占比持续下降ꎻ第二产业占比在波动中稳步

上升ꎬ尤其在 ２００５ 年以后上升迅速ꎻ第三产业占比稳步上升ꎬ后期开始下降ꎮ
这成为该时段新疆产业结构演进的显著标志ꎮ ２０１３ 年中国新疆农业在 ＧＤＰ 中

的占比为 １７ ６％ꎬ工业在 ＧＤＰ 中的占比为 ４５ ２％ꎬ第二产业依然占主导地位ꎮ
图 ３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３ 年中国新疆三次产业结构演变(％)

资料来源:同图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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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ꎬ中国新疆逐渐形成了以农牧业、矿业及其产品初加工为主的、
由半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的资源型经济ꎮ 第一产业产出效益较低ꎬ深加工附

加值低ꎻ第二产业发展迅速ꎬ尤其是能源矿产等资源产业发展迅速ꎻ第三产业

发展迅速ꎬ其中传统行业增长较快ꎬ但新兴产业发展较落后ꎮ
(二)阿塞拜疆三次产业发展概况

１９９２ 年ꎬ阿塞拜疆农业在 ＧＤＰ 中的占比为 ２８ ５％ ꎬ在产业结构中占比最

低ꎻ１９９４ 年ꎬ农业在 ＧＤＰ 中的占比增至 ３３％ ꎬ超过第二产业ꎻ２０１３ 年则降至

５ ６％左右ꎮ 尽管阿塞拜疆政府很重视农业ꎬ但农业发展仍然相对落后ꎬ一直

存在资金投入不足、生产效率低下、技术落后等问题ꎮ 阿塞拜疆第二产业主

要包括石油化工、石油加工、有色冶金、机械制造、食品、轻工业等ꎮ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８ 年ꎬ由于能源的开发ꎬ第二产业在 ＧＤＰ 中的占比不断上升ꎬ２００８ 年为

７０ ２％ ꎻ２００９ 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ꎬ第二产业占比降至 ６１ １％ ꎻ２０１３ 年第

二产业占比为 ６１ ９％ ꎮ 阿塞拜疆第三产业发展不平衡ꎬ１９９２ 年以来占比呈

周期性波动ꎬ大致维持在 ２０％ ~４０％ ꎻ２０１３ 年阿塞拜疆第三产业占 ＧＤＰ 总量

的 ３２ ４％ ꎮ
与中国新疆产业结构相比ꎬ２０１３ 年ꎬ阿塞拜疆第一产业在 ＧＤＰ 中的占比

低于新疆ꎻ第二产业占比高于新疆ꎻ第三产业占比则低于新疆ꎮ 因此ꎬ阿塞拜

疆三次产业结构与中国新疆比较相似ꎬ表现为第二产业占主导地位、第一产

业占比不断下降、第三产业占比在波动中上升ꎮ

图 ４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３ 年阿塞拜疆三次产业结构演变(％)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三)亚美尼亚三次产业发展概况

农业是亚美尼亚的支柱产业ꎬ１９９３ 年农业产值占 ＧＤＰ 的 ５１ ４％ ꎬ农业劳

动人口占劳动总人口的 ３６％ ꎮ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３ 年ꎬ农业在 ＧＤＰ 中的占比为

１８％ ~２２％ (见图 ５)ꎬ表明亚美尼亚依然是典型的农业国ꎮ ２００８ 年ꎬ第二产

业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大幅萎缩ꎬ在 ＧＤＰ 中的占比从 ４３ ５％降至 ２０１３ 年

的 ３１ ５％ 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亚美尼亚第三产业处于萧条状态ꎻ２００８ 年以后ꎬ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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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整体恢复的带动下ꎬ第三产业有所发展ꎻ２０１３ 年第三产业在 ＧＤＰ 中的

占比为 ４６ ６％ ꎮ
亚美尼亚与中国新疆产业结构存在较大的差异ꎬ亚农业在 ＧＤＰ 中的占

比远高于中国新疆ꎮ 此外ꎬ工业不断萎缩ꎬ表示亚美尼亚产业结构落后于中

国新疆ꎮ

图 ５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３ 年亚美尼亚三次产业结构演变(％)

资料来源:同图 ４ꎮ

(四)格鲁吉亚三次产业发展概况

独立后ꎬ格鲁吉亚经济危机严重ꎬ农业生产受到极大影响ꎬ１９９４ 年农业在

ＧＤＰ 中的占比最高ꎬ为 ６５ ９％ ꎻ１９９６ 年经济开始恢复ꎬ农业逐步下降ꎻ２０１３ 年

占比略有提高ꎬ达到 ９ ３％ ꎮ １９９２ 年格鲁吉亚第二产业开始迅速下降ꎬ在
ＧＤＰ 中的占比从 ２３ ９％ 降至 １９９４ 年的 １０ ３％ ꎮ 在此背景下ꎬ格鲁吉亚自

１９９８ 年开始大力支持非传统能源项目的发展ꎮ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９ 年ꎬ工业在 ＧＤＰ
中的占比从 ２６ ８％降至 ２１ ９％ ꎻ２０１３ 年增至 ２３ ９％ ꎮ 格鲁吉亚第三产业在

独立初期占比最低ꎬ从 １９９２ 年的 ２３ ９％降至 １９９４ 年的 １０ ３％ ꎻ２０１３ 年占比

为 ６６ ８％ ꎮ
总体而言ꎬ格鲁吉亚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与其他外高加索国家相比呈现

比较稳定的发展趋势ꎬ第二产业的比重较低ꎮ 与中国新疆相比ꎬ格鲁吉亚产

业结构更合理ꎮ

图 ６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３ 年格鲁吉亚三次产业结构演变(％)

资料来源:同图 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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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国新疆与外高加索三国对外贸易分析

随着中国新疆进一步加快向西开放的步伐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ꎬ与外高

加索三国贸易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ꎮ 具体而言ꎬ中国新疆与外高加索三国贸

易关系特点可以总结为以下五个方面ꎮ
(一)中国新疆与外高加索三国进出口贸易额缓慢增长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３ 年ꎬ中国新疆与外高加索三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进口额为

零)从 １ ５７８ ２ 万美元增至 ２ ５１７ 万美元ꎬ增长 ５９％ ꎮ 其中ꎬ与格鲁吉亚进出

口贸易额从 ５６ 万美元增至 １０５ ４ 万美元ꎬ增长 ８８％ ꎻ与阿塞拜疆进出口贸易

额从 １ ５２２ ２ 万美元增至 ２ ４１０ ５ 万美元ꎬ增长 ５８％ ꎻ而与亚美尼亚进出口贸

易额在 ２００９ 年前为零ꎬ２０１０ 年达到 １３１ ４ 万美元ꎬ２０１３ 年降至 １ １ 万美元ꎬ
下降 ９０％ ꎮ ２０１３ 年ꎬ阿塞拜疆已成为中国新疆在外高加索地区的最大贸易

伙伴ꎮ
(二)中国新疆与外高加索三国进出口贸易发展不稳定

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８ 年ꎬ中国新疆与外高加索三国进出口贸易额波动不大ꎻ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ꎬ进出口贸易额波动幅度相对较大ꎬ尤其是与阿塞拜疆和格鲁

吉亚的贸易额下降幅度较大(见图 ７)ꎻ国际金融危机后的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１ 年ꎬ中
国新疆与外高加索三国进出口贸易额呈现恢复性增长ꎬ２０１１ 年超过 ２００８ 年

水平(达到 ４ ４８３ ２ 万美元)ꎻ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ꎬ中国新疆与外高加索三国的贸

易额呈现下降趋势ꎮ

图 ７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３ 年中国新疆与外高加索三国进出口增长率变化(％)

资料来源: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４ 年«新疆统计年鉴»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ｔｊ ｇｏｖ ｃｎ /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３ 年ꎬ中国新疆与外高加索三国进出口贸易发展大体可以分为

以下几个阶段: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８ 年为快速上升阶段ꎻ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为下降阶段ꎻ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年为快速上升阶段ꎻ２０１１ 年以后为下降阶段(见图 ８)ꎮ

—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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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３ 年中国新疆与外高加索三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及增长率变化

资料来源:同图 ７ꎮ

(三)中国新疆对外高加索三国的出口贸易发展不平衡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３ 年ꎬ中国新疆对外高加索三国的出口贸易总额从１ ５７８ ２万
美元增至 ２ ３９２ １ 万美元ꎬ增长 ５１％ ꎮ 其中ꎬ对阿塞拜疆的出口额从１ ５２２ ２
万美元增至 ２ ２９２ 万美元ꎬ占新疆向外高加索三国出口总额的 ９５％ ꎻ对格鲁

吉亚出口额从 ５６ 万美元增至 ９９ 万美元ꎬ增长 ７７％ ꎬ２０１２ 年达到最高水平ꎬ
为 １１０ ７ 万美元ꎻ对亚美尼亚的出口额从 ２００４ 年的 ０ ４ 万美元增至 ２０１３ 年

的 １ １ 万美元ꎬ其中 ２０１０ 年达到最高水平ꎬ为 １３１ ４ 万美元ꎮ 也就是说ꎬ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年中ꎬ中国新疆对外高加索三国的出口贸易增长幅度不一

致ꎬ表现出较大的周期性波动特征ꎮ
(四)中国自外高加索三国的进口贸易发展也不平衡

２０１３ 年ꎬ中国新疆自外高加索三国进口总额为 １２４ ９ 万美元ꎮ 自阿塞拜

疆进口额从 ２００４ 年的 ０ ４ 万美元增至 ２０１３ 年的 １１８ ５ 万美元ꎻ自格鲁吉亚

的进口额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０ ４ 万美元增至 ２０１３ 年的 ６ ４ 万美元ꎻ自亚美尼亚的

进口额除了在 ２００９ 年达到 ０ ４ 万美元之外ꎬ一直为零ꎮ ２０１３ 年ꎬ在外高加索

三国中ꎬ阿塞拜疆成为中国新疆进口商品主要来源国ꎮ
虽然中国新疆自外高加索三国的进口额总体上呈增长趋势ꎬ但依然存在

周期性波动: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７ 年为上升阶段ꎻ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０ 年为递减阶段ꎻ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３ 年为上升阶段ꎮ

(五)中国新疆长期处于贸易顺差地位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３ 年ꎬ在与外高加索三国的进出口贸易中ꎬ中国新疆一直处于

顺差地位ꎬ２００８ 年最高ꎬ为 ４ ４６４ ８ 万美元ꎬ２００４ 年最低ꎬ为 ９０６ ５ 万美元ꎮ
总而言之ꎬ中国新疆与外高加索三国贸易基本上呈增长趋势ꎬ但存在明

显的周期性波动ꎮ 今后ꎬ随着两个区域之间贸易不断发展ꎬ周期性波动特征

将更为明显ꎬ贸易的不稳定性仍将会存在ꎬ甚至可能对中国推进的“丝绸之路

—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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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带”战略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ꎮ

四　 外高加索三国投资环境和投资规模比较

(一)阿塞拜疆投资环境和规模

根据阿国家统计委员会数据ꎬ２０１３ 年阿塞拜疆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到

９４ 亿美元ꎬ同比增长 ２３％ ꎮ
１ 阿塞拜疆投资领域划分

２０１３ 年ꎬ３０ ６％的资金投向油气领域ꎬ同比增长 ３１ ３％ ꎻ６９ ４％ 的资金

投向非油气领域ꎬ同比增长 １９ ５％ ꎮ 工业领域投资占投资总额的 ４５ ５％ ꎬ同
比增长 ４４ ６％ ꎬ其中制造业投资占 ２１ ８％ ꎬ同比增长 １１０％ ꎮ

２ 阿塞拜疆资金来源划分

根据阿国家统计委员会数据ꎬ来自阿国内资金为 ５５ １２ 亿马纳特(约合

７０ 亿美元)ꎬ占总投资的 ７４ ９％ ꎻ利用外资为 １８ ５ 亿马纳特(约合 ２３ ５ 万美

元)ꎬ占总投资的 ２５ １％ ꎮ 外资中ꎬ占前 １１ 位的投资国分别是:荷兰(１ ８６ 亿

美元)、土耳其(１ ８５９ 亿美元)、英国(１ ４９３ 亿美元)、美国(９ ２５０ 万美元)、
沙特阿拉伯(９ ２４０ 万美元)、瑞士(７ ９４０ 万美元)、德国(４ ５６０ 万美元)、意大

利(２ ２１０万美元)、俄罗斯(２ １８０ 万美元)、法国(１ ４４０ 万美元)和中国(６７０
万美元)①ꎮ 可见ꎬ阿塞拜疆对中国投资者吸引力不够高ꎮ

(二)亚美尼亚投资环境和规模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３ 年ꎬ亚美尼亚共接受外国直接投资超过 ２０ 亿美元ꎮ ２０１３ 年

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为 ５ ９７３ ７５１ 亿美元ꎮ
１ 亚美尼亚投资领域划分

总投资的 ４８％ 和外国直接投资的 ２１％ 主要集中在采矿业ꎬ外国直接投

资的 １９％集中在通信业ꎬ１８％集中在航空业ꎬ７ ７％集中在房地产业ꎮ
２ 亚美尼亚资金来源划分

截至 ２０１３ 年ꎬ对亚美尼亚投资的国家主要有:阿根廷(１ １８ 亿美元)、法
国(９ ９１１ ６８ 万美元)、俄罗斯(８ ６２５ ８３ 万美元)、古巴(７ ６５０ 万美元)、加拿

大(５ ３５６ ０２ 万美元)、德国(２ ２１２ ９６ 万美元)、芬兰(１ ９９３ ７ 万美元)、英国

(１ ０５２ ６５万美元)、瑞士(１ ０２６ ６４ 万美元)②ꎮ ２０１３ 年中国在亚美尼亚投资

—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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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为零ꎬ对亚投资是一个待开发的领域ꎮ
(三)格鲁吉亚投资环境和规模

２０１３ 年ꎬ格鲁吉亚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９ ４２ 亿美元ꎬ同比增长 ３ ３％ ꎮ
１ 格鲁吉亚投资领域划分

２０１３ 年ꎬ能源业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２ ４５ 亿美元ꎬ占总投资的 ２６％ ꎬ是吸

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领域ꎻ依次是金融业(１ ６６ 亿美元)、通信业(１ ４ 亿美

元)和制造业(１ 亿美元)ꎮ
２ 格鲁吉亚资金来源划分

２０１３ 年格前十大投资来源国分别是:荷兰(１ ５３ 亿美元)、卢森堡(１ ４３
亿美元)、中国(８ ９９０ 万美元)、阿塞拜疆(８ １９０ 万美元)、沙特阿拉伯(６ ２００
万美元)、英国(５ ５２０ 万美元)、美国(４ ４８０ 万美元)、捷克(４ ３６０ 万美元)和
马耳他(４ ３２０ 万美元)ꎮ 中国是格鲁吉亚第三大投资国ꎬ投资额远超过其他

外高加索国家ꎮ

五　 中国新疆与外高加索三国的合作潜力

(一)中国新疆与外高加索三国开展全方位经贸合作的潜力

１ 阿塞拜疆

阿塞拜疆政府重视非能源经济的开发ꎬ当前正在实施一批大型建设项

目ꎮ 此外ꎬ阿政府十分重视与各国的经贸往来ꎮ 据阿塞拜疆国家统计委员会

的数据ꎬ２０１３ 年阿塞拜疆前五大贸易伙伴国依次为:意大利、俄罗斯、印度尼

西亚、德国和泰国①ꎬ中国居第 １４ 位ꎮ 从进口商品结构来看ꎬ阿塞拜疆进口主

要集中在农业机械设备、交通工具及配件、有色金属及其制品、粮食等商

品②ꎮ 因此ꎬ在开拓阿塞拜疆市场过程中ꎬ中国新疆企业在农业机械、农业技

术和农产品出口等方面拥有一定的优势ꎮ 此外ꎬ阿塞拜疆种植业和畜牧业的

投资单位成本和风险都比较小ꎬ阿得天独厚的气候有利于生长部分适合中国

市场的植物ꎬ如甘草和橄榄等ꎮ 如果在这个领域扩大合作ꎬ将来有助于解决

中国对这些农产品的需求ꎮ
在此背景下ꎬ中阿双方在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０ 日举行的“中国新疆—阿塞拜

—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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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经贸合作”工作组第二次会议决定推进食品和轻工行业的互利合作ꎻ双方

将在中小企业层面加强沟通和交流ꎬ在农业领域开展节水灌溉、有机农产品

生产、育种等方面的合作①ꎮ
２ 亚美尼亚

２０１２ 年ꎬ亚美尼亚前五大贸易伙伴国依次为:俄罗斯、中国、德国、伊朗和

美国②ꎮ 如前所述ꎬ中国新疆与亚美尼亚之间进出口贸易不稳定ꎬ中国新疆

从亚美尼亚进口产品的数量几乎为零ꎮ 而实际上ꎬ在亚美尼亚出口产品结构

中ꎬ宝石及其半加工制品、食品、非贵重金属及其制品、矿产品、纺织品、机械

设备等均可成为中国新疆的进口商品ꎮ 与此同时ꎬ中国新疆也应增加对亚美

尼亚出口产品的种类ꎬ如矿产品、食品、化工产品等ꎮ
３ 格鲁吉亚

目前ꎬ中国新疆与格鲁吉亚的贸易规模不大ꎬ新疆作为中国西部经济发

展势头最强的区域、中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ꎬ与
格鲁吉亚开展经贸合作的地缘优势尚未充分发挥出来ꎮ 其原因在于:一是双

方企业相互了解不够ꎻ二是交通不够便利ꎮ 对于中国新疆企业来说ꎬ格鲁吉

亚毋庸置疑是必须重视和深度开发的市场ꎮ 首先ꎬ格鲁吉亚位于亚洲西南部

高加索地区的黑海沿岸ꎬ北邻俄罗斯ꎬ南接土耳其ꎬ因此ꎬ中国新疆企业可以

把格鲁吉亚当作“跳板”ꎬ辐射周边东欧和独联体国家市场ꎻ其次ꎬ苏联解体以

来ꎬ格鲁吉亚坚持对外开放ꎬ外国企业注册便利ꎬ大部分商品进口关税为零ꎬ
总体关税水平低ꎬ这为中国企业提供了新的合作机会ꎮ

(二)中国新疆与外高加索三国开展能源与自然资源合作的潜力

在外高加索三国中ꎬ阿塞拜疆矿产资源丰富ꎬ金属、非金属矿藏主要分布

于大小高加索山脉ꎬ石油、天然气资源则覆盖平原及南里海水下地带ꎮ 根据

“ＢＰ”公司在 ２０１４ 年公布的«全球能源统计回顾»(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 ２０１４)③ꎬ阿塞拜疆拥有居全球第 ２１ 位的石油储量(占全球的 ０ ４％ )
和居第 ２２ 位的石油产量(占全球的 １ １％ )ꎮ 此外ꎬ阿塞拜疆的天然气最具

工业价值ꎬ主要储藏于阿普希伦半岛和里海ꎮ 阿塞拜疆石油的特点为含硫

少、质量好、提炼工艺简单ꎮ 值得强调的是ꎬ阿塞拜疆本身对油气资源需求较

—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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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ꎬ有较大的能源出口潜力ꎮ 虽然欧盟因债务危机等原因经济复苏困难ꎬ俄
罗斯受西方国家制裁而步履维艰ꎬ但依然没有放弃对阿塞拜疆等外高加索国

家的能源行业投资①ꎬ西方国家和俄罗斯一直是阿最大投资国ꎮ 中国应抓住

机遇积极参加阿塞拜疆的能源合作项目ꎬ这将对两国合作产生很强的带动

作用ꎮ
格鲁吉亚的矿产资源比较贫乏ꎬ主要矿产有锰、铜、煤、多金属矿和重晶

石ꎬ其中锰矿储量丰富ꎮ 格鲁吉亚西部地区临近库塔伊西市的恰图拉是锰矿

主要产地ꎬ估计储量为 ２ ２ 亿吨ꎬ可开采量为 １ ６ 亿 ~ １ ７ 亿吨②ꎮ 据美国

“Ｆｒｏｎｔｅｒ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公司的数据ꎬ在格鲁吉亚西部、东部和黑海地区发现了储

量可观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ꎬ石油储量为 ５ ８ 亿吨ꎬ其中 ３ ８ 亿吨在陆上ꎬ两
亿吨在黑海ꎻ天然气含量为 １ ５２０ 亿立方米ꎬ但开采难度较大③ꎮ “中石油”分
公司“中亚石油”公司在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已有开采难度较大油田的经验ꎬ
这也是中国与格鲁吉亚开展能源合作的机遇ꎮ

(三)基础设施合作

苏联时期ꎬ外高加索地区的交通线路主要是为了保障各加盟共和国与俄罗

斯的联系而建立ꎬ根本不考虑与其他国家的铁路和公路联系ꎮ 因此ꎬ原有的对

外交通设施不仅不能满足外高加索各国之间的贸易需要ꎬ而且也无法保证同外

部世界发展经贸关系ꎮ 这显然不利于三国维护其政治独立和经济安全ꎮ
原先中国出口外高加索商品都采取海运方式ꎬ经伊朗和阿联酋进入阿塞

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市场ꎬ要 １ ~ ２ 个月才能到达目的地ꎮ 随着新疆边

境口岸的快速发展ꎬ许多中国企业和出口商的运输路线逐步转为从新疆阿拉

山口口岸通过哈萨克斯坦铁路到达里海东岸的阿克套港ꎬ再使用轮渡到阿塞

拜疆的巴库港ꎬ然后从巴库沿铁路或公路到达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ꎬ再通过

铁路抵达格鲁吉亚的黑海港口波季港和巴塔米港ꎮ 这条路线在 １９９２ 年已经

开始运行ꎬ运输能力为每年 １ ０００ 万吨左右ꎬ而且运输时间只需一个星期ꎮ 但是

由于外高加索三国及中亚国家交通基础设施较为落后、通关效率低下ꎬ这条运

输通道尚未对中国新疆与外高加索三国经贸合作产生很明显的带动作用ꎮ
如前所述ꎬ外高加索三国具有较好的商业环境ꎮ 此外ꎬ该地区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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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ꎬ有较好的市场辐射作用ꎮ 目前ꎬ外高加索三国与独联体国家(除了格鲁

吉亚与俄罗斯之间外)、土耳其实行自由贸易ꎬ外高加索三国生产的商品可辐

射中东欧、独联体、土耳其ꎬ尤其是乌克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市场ꎮ
因此ꎬ中国与外高加索三国运输走廊路线应该从格鲁吉亚的波季港和巴

塔米港向外延伸至土耳其北部的萨姆松港、保加利亚东部的瓦尔纳港、罗马

尼亚东部的康斯坦塔港和乌克兰南部的敖德萨港口ꎮ
在新形势下ꎬ发展中国新疆至外高加索三国、三国之间及外高加索三国

至土耳其和东欧等区域交通基础设施是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重要

因素ꎮ 建立一套完整的交通基础设施将会使中国新疆与外高加索三国经济

贸易往来上升到更高的层次ꎮ

六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第一ꎬ中国新疆与外高加索三国相比ꎬ经济发展水平仅次于阿塞拜疆ꎬ远
超过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ꎮ 阿塞拜疆 ２０００ 年以后实现快速的经济发展主要

归功于其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ꎬ而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在外高加索地区

依然属于发展水平相对较落后的国家ꎮ
第二ꎬ中国新疆与外高加索三国的进出口贸易总体上呈不断增长趋势ꎬ

但进出口贸易的比重呈现较大的波动性ꎮ 阿塞拜疆是中国新疆在外高加索

三国中最大的贸易伙伴ꎬ但双边贸易额在阿塞拜疆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

较低ꎮ 亚美尼亚是外高加索三国中与中国新疆进出口贸易额最小且贸易波

动较大的国家ꎮ 与阿塞拜疆相比ꎬ格鲁吉亚与中国新疆贸易量要小得多ꎬ但
该国却是与中国新疆经贸往来最稳定的国家之一ꎮ

第三ꎬ外高加索三国已成为世界大国博弈和竞争区域ꎬ这使得中国(新
疆)与外高加索三国经贸合作面临多方面阻碍ꎮ 由于该区域具有丰富的能源

和原材料资源ꎬ尤其是油气资源ꎬ外高加索地区已成为美国、欧盟、俄罗斯、西
亚和中东大国相互竞争合作的地区ꎮ 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中国新疆与

外高加索三国的合作ꎮ
第四ꎬ中国新疆与外高加索三国的经贸合作领域有待进一步扩大ꎬ合作方

式有待进一步完善ꎮ 至今ꎬ中国新疆与外高加索三国的经贸合作主要在能源、
原材料和劳动密集型产品领域ꎬ应进一步深化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领域的

合作ꎬ从粗放式的贸易合作走向集约式、多方位、符合各方利益诉求的合作ꎮ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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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建议

第一ꎬ尽快搭建平台、建立机制、加强交流、增进相互了解与合作ꎮ 应该

增加中国与外高加索三国经贸团组互访ꎬ增进政府部门之间、企业之间的交

流与合作ꎬ使更多的外高加索三国企业了解中国新疆并找到与新疆企业进行

贸易与投资合作的机会ꎬ切实推动两地区的经贸互利合作ꎮ
第二ꎬ利用中国新疆与外高加索三国的经济互补性ꎬ扩大双方经贸合作

领域ꎬ提高合作水平ꎮ 绝大部分外高加索地区非常适合农作物和水果生长ꎬ
但农业总体水平相对落后ꎬ农产品不能自给自足ꎮ 该地区的水电、太阳能、风
能等能源资源以及煤、锰、铁、金等矿产资源十分丰富ꎬ但利用率和开采率较

低ꎬ工业生产比较落后ꎮ 外高加索三国与中方寻求合作的愿望十分强烈ꎮ 因

此ꎬ中国新疆与外高加索三国在农产品加工业、能源资源开发、工业制造、冶
金、建材等方面均有较大的合作潜力ꎮ

第三ꎬ推动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参与外高加索地区基础设施建设ꎮ 为了支持

和保证“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在外高加索地区顺利实施ꎬ中国(新疆)应该在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修复方面做详细的规划与投入ꎮ 外高加索地区交通基础

设施是否发达直接关系到中国商品能否快速便捷地进入欧洲市场ꎮ
第四ꎬ支持中国企业在外高加索三国投资ꎬ走进外高加索市场ꎮ 目前ꎬ“新疆

华凌集团”、新疆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特变电工”等企业在该地区的能源开发

等领域已取得良好成效ꎮ 在此基础上ꎬ其他有实力的企业也应该逐步走进富有潜

力的外高加索市场ꎬ这将对促进中国新疆与外高加索三国的经贸合作产生重要推

动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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