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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央民族大学胡振华教授要我为他主编的《中亚五国志》写篇序，实在有些惶恐。
因为振华先生年长于我，属于我的师长辈，尽管没有直接师从于他，但在许多问题上经常得到他的帮
助。
不过，中国有句俗话：“恭敬不如从命”，在推辞不了的情况下，只能遵命草拟此文，权当是学习本
书的体会。
　　本书是为高等学校本科生和研究生编写的一部介绍中亚五国情况的教材。
中亚五国是指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它们原是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于1991年下半年先后独立。
中亚五国面积总和约为40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500万。
它们位于欧亚大陆的接合部，与俄罗斯、中国及伊斯兰世界为邻，隔里海与外高加索相望，战略地位
相当重要。
这里居住着100多个民族，是多种文化和多种宗教的交汇地区，各国主体民族大多信仰伊斯兰教。
中亚地区还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以及有色金属资源闻名遐迩。
有人断言，中亚和里海地区将成为21世纪世界石油和天然气的重要供应基地之一。
在当今石油价格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中亚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自然引起各方面的关注。
自古以来，中亚地区就是大国角逐的舞台，至今大国仍在这里展开激烈的博弈。
阿富汗战争和近年来“三股势力”的肆虐，凸现了中亚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
在媒体众多、新闻爆炸的今天，有关中亚的新闻不时见诸报端，说明中亚地区的重要性。
我们说中亚国家重要，还在于它们是中国的邻国。
中亚国家与中国有3300多公里的边境线，居住着10多个跨境民族。
古代有著名的“丝绸之路”，今日有横跨亚欧两大洲的亚欧第二大陆桥，将中国与中亚连接起来。
中亚国家独立后，经过共同努力，中国与它们已经成为“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
中国还与中亚四个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同为“上海合作组
织”的成员。
因此，无论是从安全角度，还是从经济合作角度，中亚五国对中国都是不可或缺的朋友与伙伴。
可以说，当今中国的大学生，不管是学习国际关系专业或涉及中亚问题专业的学生，还是学习其他专
业的学生，在学习国际知识和关注国际局势变化时，如果不了解我国友好邻邦中亚各国的情况，那么
掌握的知识将是不完整的，对将来的工作也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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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经  济苏联十月革命前，哈萨克斯坦是属于经济落后的地区。
沙俄政府的殖民主义政策和保护封建宗法关系的作法，严重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长期以来交通不便
，工农业落后，物质基础十分薄弱，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低。
当时，除了少量小型的采矿业以外，整个经济结构中畜牧业占绝对优势。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实施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的政策，加之哈萨克斯坦非常丰富的矿产和土地
资源，经济迅速地发展起来。
通过苏联时期几十年间的建设，经济实力大大增强。
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建成了著名的卡拉干达钢铁联合体，成为苏联5大钢铁生产基地之一，产量居全
苏第三位；原油产量达到2390万吨／年，跃居全苏第二位，同时石油加工和化工工业也发展起来；原
煤产量增加到9220万吨／年，成为苏联第三大煤炭生产基地；利用其丰富的有色金属矿产资源，建成
了原苏联有色金属冶炼工业中心；50年代开始的大垦荒运动也改变了农业生产落后的状况，成为苏联
最重要的粮食产地之一。
但应当指出，哈萨克斯坦经济体系长期以来轻重工业比例失调，以石油天然气、采矿业(稀有、有色和
黑色金属)、煤炭和农牧业为主，加工工业、机器制造业和轻工业严重落后，大部分日用消费品从其他
加盟共和国进口，加上长期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到20世纪70年代末，经济逐渐失去活力，工
农业生产停滞不前。
苏联解体前夕，社会动荡不安，严重影响了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转，哈萨克斯坦经济出现大幅下滑。
独立后实施全面、稳妥的经济改革，分阶段推行市场经济和私有化，没有采取东欧式的激进“休克疗
法”，相对平稳地实现了经济体制的过渡。
但是由于整个独联体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固有缺陷以及市场经济和私有化改革带来
的巨大震荡，独立之初几年间哈萨克斯坦各项经济指标逐年下降，如1991年与1990年相比，按可比价
格计算，国内生产总值下降11％，工业产值下降0．9％，农业产值下降23％，实际工资收入下降13％
；而1992年与1991年相比，国内生产总值下降5．3％，工业产值下降14％，农业产值上升29％，实际
工资收入下降35％；1993年与1992年相比，这四项指标分别下降9％、15％、7％和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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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苏联解体，中亚各加盟共和国先后宣布独立。
为了适应国际形势发展的新变化，中央民族大学很快就给有关专业的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了“中
亚概论”课。
非常感谢著名中亚史学家王治来教授和当代中亚学专家潘志平研究员，他们给了本人很大的支持和帮
助，正是由于他们赠送了自己的专著及有关的资料，才能编写出一份资料性的简易教材。
在这门新课十几年的教学过程中，深深感到个人的水平和能力是很有限的，应当与专门从事中亚研究
和在中亚长期从事外交工作的同志合作才能编写出一部具有一定水平的教材。
现在奉献给读者的就是几方面的同志集体合作的成果。
在这一集体合作的成果中还有几位只讲奉献，而不愿在编写组成员中署名的同志所付出的劳动。
其中有和李垂发先生一起在乌兹别克斯坦工作，并协助李垂发先生搜集资料和撰写了部分书稿的副研
究员胡金秀女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陈宗振研究员和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程适良教授
对书稿做了认真的审阅；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编辑常远岐先生是本书的责任编辑，他审稿特别仔细，
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总编室主任李飞女士对本书中的中亚各国主体民族
的语言文字一章也做了审校工作；著名当代中亚学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副
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博士生导师赵常庆研究员，在百忙中还抽出宝贵的时间
，为本教材撰写了序言。
我们对以上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中亚各国驻华大使馆的朋友们对本教材的编写很关心，他们也提供了
不少新的资料。
在此，也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中亚的形势不断出现一些新的变化，所以我们这部教材在撰写过
程中曾不断地修改已写好的内容，拖的时间较长，使本教材出版的时间受到了影响。
另外，由于中亚各国的状况不同，掌握资料的情况也不完全一样，加上又是几位同志分头撰写的，各
人的文风也不同，所以，各国情况的介绍也只能是在大的框架上一致。
本教材中还有不少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欢迎大家帮助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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