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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06年一般项目（代号：06BDJ037）的最终成果。
自2003年开始，国际社会流行一个前所未闻的提法：“颜色革命”。
这是由格鲁吉亚、乌克兰发生政权更迭，后又蔓延到吉尔吉斯斯坦引起的。
何谓“颜色革命”，迄今并无明确的界定，因为在传统政治学词典中找不到它的身影，甚至没有替代
的说法。
“颜色革命”是对当时格、乌两国反对派利用“街头政治”方式成功夺权的形象描述，因为他们为聚
集群众反对当局而使用了带有某种颜色或物品的标志物，如旗帜、鲜花、飘带、头巾等。
例如，乌克兰反对派打着橙色旗帜、系橙色领巾，西方媒体就将乌克兰反对派的行动称为“橙色革命
”。
我们可将西方媒体所说的“颜色革命”理解为，是一场针对独联体国家或由原共产党人执政的国家，
选择合适的机会（多利用议会或总统选举），采用“街头政治”，通过和平方式推翻原有政权、建立
亲西方政权的群体性事件。
如果用公式表示，即“颜色革命”=反对派+合适机会+街头政治+和平方式=推翻原有政权+建立亲西
方政权。
这里有几个关键词，第一个是针对原共产党人领导的政权，第二个是“街头政治”，第三个是和平方
式，第四个是建立亲西方政权。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在其编撰的《SIPRl年鉴2005：军备、裁军和国际安全》中写道：“此
举（指格、乌事件——作者注）通过投票箱和温和抵抗制造民主，现已被用得驾轻就熟，发展成一种
在其他国家赢得选举的模式⋯⋯这是美国的创举，带有西方印记的妙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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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颜色革命”是指21世纪初期在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独联体地区发生的一系列以颜色为标志、以和平
和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权变更运动。
　　本书以中亚国家为例，分析中亚国家独立后政治、经济、社会形势变化与“颜色革命”的关系．
探讨“颜色革命”能够在一些国家发生．而另外一些国家却没有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并通过总结中亚
国家执政者的执政经验与教训．分析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对国家兴衰和抵御“颜色革命”的重要性．为
中国应对类似事件提供经验和教训。
　　本书作者皆为中亚方面的专家．对中亚事务有较深入的研究。
本书的内容密切贴近中亚国家的现实．对研究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的学者．和与中亚国家有往来的政
府部门及企事业单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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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经济是政权稳定的基础，经济与人民的生活直接相关，经济好坏直接影响民众对当局的信任程度。
在发生“颜色革命”的格鲁吉亚和乌克兰，都是经济没有搞好。
吉尔吉斯斯坦发生“3·24事件”，也与经济没有搞好有关。
关于该国独立后的经济形势已经在本章第二节有所介绍，这里谈谈吉尔吉斯斯坦经济为什么发展如此
缓慢，人民生活为什么难于提高。
’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原有的与本国之外的经济联系大多中断，一些生产外销产品或者生产配套产
品的企业遇到更大的困难。
例如，吉尔吉斯斯坦有个很大的农业机械厂，主要生产供哈萨克斯坦等国需要的大型联合收割机。
苏联解体后，各国农业体制发生了变化，国营农场或解散了，或改制了，同样遇到经济困难的各共和
国都无力购买大型农业设备。
吉尔吉斯斯坦这家农业机械厂成为该国最早倒闭的企业之一。
该国还有一些生产军工产品的企业，由于是配套企业，俄罗斯不需要它们的产品，企业也无法生存，
大量倒闭。
在比什凯克工厂区可以看到许多空置的已经破乱不堪的厂房，看到的人都会感到心痛。
工厂倒闭，企业人员大量失业，有些人前往俄罗斯谋生，或者移民俄罗斯，不少人需自谋出路。
吉尔吉斯斯坦当局对改变这种状况几乎无计可施。
在吉尔吉斯斯坦，除北方放牧、南部农耕的人外，很多人不是经商就是失业。
国家也想引进外资，但能吸引外资的资源不多，生产黄金的合资企业“库姆托尔黄金经营公司”是数
量很少的大型合资企业之一。
除资源匮乏外，投资环境不好也使外商望而却步。
国家的政治混乱和管理无力以及官员的腐败，增加了经济发展的难度。
国家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发展，而是寄希望于外国的援助。
独立初期，该国将经济困难的原因归罪于苏联时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苏联解体。
可是十几年过去了，经济依然无大起色，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依然不高，甚至不如苏联解体前的水平
。
民众对政府的解释已不相信，无工作可做和收入微薄的人对阿卡耶夫的执政能力产生怀疑，不满情绪
越来越高涨，人民寄希望于更换总统或许能使国家摆脱困境。
经济不好导致民众心态的变化，民心丧失很难使政权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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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颜色革命”在中亚》：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研究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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