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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亚问题的研究，一直是新疆大学长期重点支持研究的领域。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新疆大学就将“中国新疆经济发展与中亚经济文化研究”作为新疆大学“211工
程”的重点学科给予重点扶持建设。
十余年来，我校在这一领域已经形成了一支年富力强的专业学术团队，取得了一批科研成果。
进入21世纪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中亚地区的政治生态、经济生态也不例外。
特别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标志着中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开始。
中国作为上海合作组织举足轻重的成员国，始终在国际组织中发挥作用，并以全新的思维迎接国际风
云变换的挑战，的确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
在教育部及其国内相关专家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有幸承担了“中国的中亚战略与对策研究”这一重大
攻关课题。
按照教育部和相关专家的建设性意见，课题分为三个专题，围绕“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战略
与对策研究”、“大国在中亚地区的能源合作博弈与对策”和“中国能源安全、能源通道与基地建设
”展开。
第一专题由秦放鸣负责，第二专题由何伦志负责，第三专题由何伦志、海米提·依米提负责，拟将出
版的丛书就是课题初步研究成果的具体体现。
丛书之一《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研究》共七章，分别从不同侧面研究和分析中国与中亚国家
区域经济合作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评估了中国与中亚国家在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在
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与中亚国家经济合作，进而推进中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策建议。
第一章主要分析了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的背景、基础和实践过程。
第二章则是对近20年来中国与中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合作发展的评估，并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
第三章提出了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深层次合作的条件，并揭示了与之相关的三大矛盾。
第四章重点构架了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目标及其路径的选择。
第五章给出了为实现深层次合作、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应对策略和政策建议。
第六章指出了在当今金融国际化背景下推进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值得关注的前沿课题。
第七章特别突出了新疆在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战略地位。
参加专题研究并撰写的还有孙兰凤、毕燕茹、师博、张晔、孙庆刚、古丽娜尔·玉素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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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的中亚战略与对策研究”的子项目研究成果之一
。
子项目名称是“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战略及对策研究”。
全书共七章：①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的理论基础与实践；②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发
展与评价；③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条件及与之相关的三大矛盾；④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
合作的发展目标与路径选择；⑤中亚大国博弈、中国的中亚战略与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的对策建议；⑥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深化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思考和选择；⑦新疆在中国与中亚国家
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战略地位。
    本书适合于从事中亚经济、区域经济研究的高校教师、学生，相关研究机构的学者、研究生，以及
从事中亚经济贸易的实际工作者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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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经济技术合作我国与哈萨克斯坦的经济技术合作发展迅速，主要内
容有开办合资企业、承包工程项目以及在资源领域进行合作。
1992年，中国在哈萨克斯坦注册的合资企业为37家，1995上半年达到380家，其后哈萨克斯坦对合资企
业进行整顿，取消部分有名无实的公司，1996年上半年中国在哈萨克斯坦注册的合资企业仅余73家。
2000年中国在哈萨克斯坦注册的中资企业有700家（实际运营的不到200家），总投资6亿美元。
20世纪90年代前期，我国在哈萨克斯坦的合资企业大多为贸易型企业，20世纪90年代后期生产型企业
逐渐增多。
中小型私营企业占绝大多数，大中型国有、知名品牌企业非常少。
这一时期在哈萨克斯坦开办的有影响的合资企业有新疆保温瓶企业公司投资兴建的中哈合资保温瓶厂
，四川天歌轻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阿拉木图加加林缝纫联合体合办的服装厂，中国北京制笔厂
在阿拉木图附近开办的制笔厂，伊犁图片社在江布尔州开办的彩扩中心及饭店、商店等。
由于外部环境、市场竞争、企业经营等原因，早期进入哈萨克斯坦市场的中国企业经营几乎都以失败
告终。
1993～1997年，中国在哈萨克斯坦累计投资为3.2 5亿美元，截至2001年达到7.6 21亿美元，占同期哈萨
克斯坦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8.2 ％。
这个时期最大的投资项目是1997年9月，中国承包阿克纠宾斯克的扎那若尔油田和肯基雅克油田以及乌
津油田，并铺设3000公里输油管道的“世纪工程”项目。
协议投资95亿美元，哈萨克斯坦媒体称是“天文数字”的投资。
（二）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技术合作我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技术合作以兴办合资企业和中
国政府提供无偿援助或无息贴息贷款为主，建立合资企业是主要内容。
1993年，中吉合资企业和中国独资企业只有18家；1997年达328家，实际运营的有93家；到了2000年，
注册企业达到544家，实际运营的有193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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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呈献在读者面前的拙著《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研究》，是中国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
攻关项目“中国的中亚战略与对策研究”（批准号06JZD0012）的子项目之一：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
经济合作战略及对策研究（子项目负责人：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秦放鸣）的研
究成果。
这里的中亚国家主要指中亚五国，即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
曼斯坦。
除土库曼斯坦外，其余四国均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上海合作组织是21世纪建立的一个新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
从创建初期的安全反恐合作为主到现在的安全反恐合作、区域经济合作两轮驱动合作机制的建立，上
海合作组织的区域经济合作正逐步迈向健康发展的轨道。
对此俄罗斯学者的评价是“经贸合作逐渐脱颖而出，取代安全问题成为该组织的工作中心”。
中国是与周边国家区域经济合作的积极参加者和推动者。
虽然，我国与中亚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从总体来看，中国的区域经济合作发展
不平衡，呈现“南高北低”的态势，即南边——我国与东盟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水平，明显高于
北边——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水平。
探究制约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层矛盾，制定正确的中亚战略，提出化解深层矛盾之策，
加快推进我国与中亚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真正实现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战略格局，正是本书撰写
的初衷和现实意义所在。
本书以经济全球化为视角，紧扣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大背景，对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
与特点、条件与矛盾进行了认真梳理，挖掘出制约其区域经济合作的三大深层次矛盾。
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目标与路径选择、大国博弈与中国的中亚战略、国
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深化其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选择、新疆在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战略地
位等现实问题进行了独到的研究与探讨，最后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全书共分七章：第一章，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的理论基础与实践。
第二章，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发展与评价。
第三章，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条件及与之相关的三大矛盾。
第四章，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目标与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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