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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宁所著的《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的政治经济发展(1991-2011)》为《全球区域地缘政治丛书》的第三
辑。

《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的政治经济发展(1991-2011)》共分九章，主要内容分别是：
第一章“建立独立国家”。
主要介绍苏联后期，作为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之一的“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为主权独
立的“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简要历程，以及独立后的国家发展模式。

第二章“自然资源和基础设施”。
主要介绍乌兹别克斯坦的矿产资源和能源、气候变化、水资源，以及交通、管道等基础设施。

第三章“政治发展”。
本章以宪法修改为基础，主要回顾独立后乌兹别克斯坦的政治改革历程，包括总统和政府总理、议会
间的关系，议会体制改革，政党发展等。

第四章“民族和宗教”。
本章主要介绍乌兹别克斯坦的主要民族、民族事务管理、民族间(包括跨界民族)的冲突、宗教基本情
况和宗教管理方式等。

第五章“宏观经济发展”。
本章主要介绍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产权改革，即私有化历程。
经过1992～1996年的小私有化和大私有化，到1995年底，非国有经济占GDP比重已经达到69％，成为
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所有制改革的重点从私有化转移到国有资产管理方面来。
国家通过掌控战略性行业和关键领域，调控经济发展。

二是宏观经济发展，借助GDP、通胀率、失业率等三个主要经济指标，描述乌兹别克斯坦宏观经济的
发展历程和当前现状。
从经济总量看(据乌国家统计局数据)1991年至2011年20年间，乌GDP总值按现价计算增长3．28倍，按
不变价值计算增长1_9倍。
2011年乌GDP总值777
506亿苏姆(约合453．18亿美元)。
 三是国际主要知名机构对乌兹别克斯坦经济环境和质量的评价，包括 IJNDP
的“人类发展指数”、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指数”和美国传统基金会的
“经济自由度指数”等。
总体上，国际知名机构认为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环境相对保守封闭，自由度不足。

第六章“金融和财政体制”。
独立后，乌兹别克斯坦建立了二级银行体制，现行金融体系由央行、商业银行和非金融机构组成。
自1994年发行本币以来，本币苏姆兑美元汇率不断贬值。
尽管2003年实现了货币经常项目下自由兑换，但官方和黑市间的差价越来越大。

乌兹别克斯坦的国家财政预算包括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两部分。
2010
年财政收入和支出基本持平，约为86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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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坚持财政赤字不超过GDP的1％原则。
当前预算收入主要来自税收，占90
9／6以上，支出主要用于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社会领域，占财政总支出的60 9／6以上。

第七章“民生保障”。
本章主要介绍独立后，乌兹别克斯坦在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成就。
乌始终坚持“社会经济”原则，重视社会事业发展和民生保障。

作为国家发展指导纲领的“主题年”，其大部分内容都与社会民生有关，如家庭年、妇女年、健康一
代年、母亲和儿童年、健康年、慈善和医务工作者年、社会保障年等。

第八章“军事和国防”。
本章主要介绍三方面内容：一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军事学说发展和军事改革历程；二是武装力量现状；
三是与北约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对外军事合作现状。

第九章“国际关系”。
本章主要介绍三个内容：一是乌兹别克斯坦对外政策基本原则；二是边界划分与周边安全。
三是对外经济合作，包括对外贸易、外债以及区域经济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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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编撰出版《全球区域地缘政治丛书》旨在汇聚国内外同行，聚焦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展示研究成果
，推动相关学科发展。
张宁所著的《哈萨克斯坦独立后的政治经济发展(1991―2011)》和《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的政治经济
发展(1991―2011)》作为丛书的第二和第三辑，既是中亚在我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的反映，也是上海
大学今后重要的学科发展方向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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