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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地缘经济：中亚与中国》是汇集多年科研成果而成的一部专著，兼有基础性与应用性，以地
缘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可持续发展等相关理论为指导，在对中国与中亚国家
相关口岸进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采用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比较研究，重点探索
中亚经济以及中国与中亚地缘经济合作的领域、途径、发展趋势等。

　　《新地缘经济：中国与中亚》探讨了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中国与中亚地缘经济合作的优势，
系统分析了中亚国家独立20年来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中东、北非局势对中亚的启示，后金融危机时
期中亚国家综合经济形势及其主要产业的发展动向。
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中国与中亚在贸易、投资、产业以及
科技领域目前及未来的地缘合作与前景，重点分析了中亚能源领域的博弈与地缘合作，提出了促进中
国与中亚地缘经济合作的思考与展望，分析了中国与中亚地缘经济合作面对的挑战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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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海燕，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学士，经济学博士，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多年从事以中亚国家、俄罗斯为主的经济、社会问题研究。
曾在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工作；现在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壁国家开发银行
一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俄罗斯研究中心工作，担任新疆师范大学
法经学院中亚经济方向兼职硕±生导师。
2003-2004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财经大学访学一年，多次出访俄罗斯、中亚国家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或考察。

　　出版《经济合作与发展——中亚五国与中国新疆》，《中国新疆与中亚区域经济贸易》（合著）
、《“颜色革命”袭击下的中亚》等10余部著作；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2项，部委及横向课题6项；
作为主要执笔者参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商务部、农业部等部委级及其他课
题共30余项；在《和平与发展》、《俄罗斯研究》、《世界经济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80余篇，其
中近10篇被人大书报资料中心全文转载。
已发表有关中亚与上海合作组织问题的论文和结项课题成果共计200余万字。
获得国家发改委、省部级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科研奖励1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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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地缘文化与国际关系　　地缘文化是构成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但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在确定国家实力、制定对外战略方面占据了主导地位
，而文化因素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自美国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1993年提出“文明冲突”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目光投向从文化角度研
究国际政治。
冷战结束后，地缘文化一词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中频繁出现的概念，地缘文化以“软”实力的形式在一
国的综合实力构成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地缘文化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战略和政策。
地缘文化深刻影响着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在国家层面影响对外政策的内容，在个人层面影响决策者
的对外决策方法。
总之，地缘文化影响着一个国家对外战略和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地缘文化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内容和目标。
早期研究文化与对外政策关系的学者普遍强调，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性决定这种文化载体对外政策中的
特定文化价值观念。
冷战结束后兴起的建构主义理论认为，文化不仅影响国家行为的各种动机，而且影响国家的基本特征
，即国家认同。
文化的定位功能为确定对外政策提供了观察世界及自身的视角；文化的定向功能决定了对外政策的价
值追求；文化的规范功能为对外政策的选择限定了范围；文化的认同功能为对外政策中确定与别国的
关系提供了文化基础。
从文化角度分析国家对外政策及战略关系的学者认为，国家战略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即战
略文化。
　　地缘文化影响决策者，并通过决策者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
外交政策是由能够代表一个或一群国家的文化和民族性的人制定的。
地缘文化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长大的、能够成为一国利益代表的国家领导人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
反过来，代表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领导人表达了地缘文化需求，他们在制定对外政策的过程中必然有
意无意地把存在于自己意识深层的地缘文化价值观体现出来。
再者，地缘文化影响对外政策制定的机制和过程。
地缘文化影响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而后者则制约着这个国家总的对外政策制定的机
制和过程。
地缘文化影响着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执行手段和实施方式，从而使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拥有独特的文
化和民族特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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