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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五国经济特征与经济发展探析 

 

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自宣布独立以来，凭借其独特

的战略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逐渐成为世界政治与经济版

图中十分重要的一环，并吸引了众多外国投资者的关注。近

年来，出于政治、能源、外交、安全等方面的考虑，中国与

中亚五国的关系愈加密切，中亚五国的战略意义与经济意义

更加明显。在此背景下，研究其经济特征与发展趋势具有较

强的现实意义。 

表 1 2010 年中亚五国人均 GDP 比较  哈萨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人口（百万） 15.759 5.042 27.445 5.334 6.879 人均 GDP（美元） 8764 3560 1411 865 820 数据来源：联合国（UN），环球透视（IHS Global insight）。  
一、中亚五国经济特征 

（（（（一一一一））））政局变化影响经济增长政局变化影响经济增长政局变化影响经济增长政局变化影响经济增长    



自苏东剧变后，中亚五国政局总体上向渐趋稳定的方向

发展，但也受到西方主导的颜色革命的冲击，地区形势的复

杂性日益凸显。中亚五国地缘战略位置特殊，经常深陷东、

西方大国的利益之争，民族关系、宗教关系敏感而复杂，各

种势力交错渗透；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各国社会经济发展差

距逐渐拉大，内、外部矛盾增多，资源分布和财富分配的不

平衡以及阿富汗战争的影响，还使该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容易

发生新的冲突和动荡。九十年代初以来，中亚地区从来不缺

“区域热点”，从二十世纪 90 年代的塔吉克斯坦内战、“三

股恶势力”的蔓延与合流，到二十一世纪前十年的大国地缘

政治“游戏”、乌兹别克斯坦的“安集延事件”、吉尔吉斯斯

坦两次导致政权易主的大骚乱，都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

注和深切担忧。 

在地区局势错综复杂，各方关注度上升的基础上，虽然

结合程度不同，但中亚五国的政治制度基本属于原苏联集权

体制与西方标榜的民主制度的结合体，相对集权的政治制度

更易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大影响；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强力政治

人物控制局面，而领导人及其利益集团能够对经济体制、政

策制定、发展方向等起到决定性作用。五国中，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

政局稳定，纳扎尔巴耶夫的执政地位非常稳固，在哈萨克斯

坦政治生活中长期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即使其因年事过高

而退休，其确定的内外政策仍会在今后多年内深刻影响哈萨



克斯坦经济发展；土库曼斯坦土库曼斯坦土库曼斯坦土库曼斯坦政局稳定，总统别尔德穆哈梅

多夫的经济政策趋于保守，但凭借能源发展经济的单一模式

在客观上也在推动本国的开放程度；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政局暗流

涌动，卡里莫夫的强人政治使得其身后可能出现巨大的统治

真空，来自不同地区的政治集团有可能为权力归属展开明争

暗斗，在此情况下，强有力的控制方式使经济的改革开放受

到一定限制，而国内大量的失业人口和宗教极端势力的蔓延

有可能突发性影响现有经济环境和经济政策的执行；吉尔吉吉尔吉吉尔吉吉尔吉

斯斯坦斯斯坦斯斯坦斯斯坦政局难言稳定，国内矛盾重重，弱势政府难以保持经

济政策的稳定性与连贯性，在中亚五国中经济增长最易受到

政局动荡的影响；塔吉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政局近年来相对稳定，但宗教

势力以及地区间矛盾的根深蒂固大大延缓了现代化进程，经

济体制的僵化在短期内难有改变。 

 

图 1 中亚五国政治局势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力  
（（（（二二二二））））资源禀赋差异决定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差异决定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差异决定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差异决定经济发展与与与与变迁之路变迁之路变迁之路变迁之路    

中亚自然资源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储量较大，但分

布非常不平衡，这使得中亚五国经济发展潜力存在巨大差异。

同时，由于经济基础薄弱，经济机构单一，资源禀赋的差异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亚五国经济发展与变迁之路的差异。

具体而言，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国家拥有丰富的石油和

天然气资源，如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哈萨克斯坦 
〉〉〉〉 〉〉〉〉〉〉〉〉〉〉〉〉



第二类国家则缺乏油气资源的支撑，经济发展困难较多，如

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第一类国家主要依靠能源发展

经济，表现出明显的资源依赖性，在国际能源商品价格居高

不下之时，国家借机积累了巨额财富，并以此作为解决民生

问题、抵御外部风险传导和发展其它产业的基础。在这一过

程中，国家经济实力与能源储量、产量等要素紧密联系，经

济发展显现出相当程度的路径依赖特征，而对外开放程度以

及由此引致的政策变化，在短期内都将为这一发展途径服务。

在这三个国家中，哈萨克斯坦经济实力最为强劲，乌兹别克

斯坦经济相对多元，但三国经济活力与开放程度仍显不足，

其他行业的发展仍需政府政策的强力推动。第二类国家经济

发展缺少强大的能源资源禀赋的支撑，能源外部依赖性很强，

农业、矿业和贸易领域对其意义重大。在很大程度上，第二

类国家自身的政策调整与变化对经济发展方向能够更多的

起到支配作用，并体现出对自身现有资源的极度重视，经济

发展方向的不稳定有可能更加明显。 

（（（（三三三三））））外部依赖性特征较为明显外部依赖性特征较为明显外部依赖性特征较为明显外部依赖性特征较为明显    

中亚五国的外部依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世界经济

和国际贸易形势的依赖，这主要表现为五国经济结构单一以

及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时需要与外部互通有无的需要；

二是在区域内资源流动网络中，第二类国家与第一类国家的

相互依赖，这主要是由各自的资源禀赋决定的—第二类国家



需要第一类国家的能源，而第一类国家需要在水资源问题上

与第二类国家沟通

1
。虽然在既有发展路径下，能源出口收入

积累的财富或经济多元化发展可以部分抵消外部经济波动

带来的风险，政府也意识到外部依赖性过大的负面影响，但

五国缺乏经济结构转型的迫切性与必要条件，中短期内难以

表现出主要依靠国内需求、实体经济全面发展、依靠自身经

济体系拉动经济增长的态势。 

二、中亚五国经济发展趋势 

（（（（一一一一））））短期内经济形势相对稳定短期内经济形势相对稳定短期内经济形势相对稳定短期内经济形势相对稳定    

2008-2010 年，虽然金融危机在全世界范围内深度演变

扩散，但中亚五国宏观经济并未因此陷入衰退。除近年来能

源出口带来大量资金外，与世界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相对较

低、国内需求并未显著减弱以及作为新兴经济体所具备的增

长惯性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了外部风险的冲击。但另

一方面，国际能源价格的下降显著降低了中亚国家的经济增

长速度，而在金融体系相对开放的哈萨克斯坦，银行业危机

也对经济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2009 年年末以来，随着国际

能源价格逐步上升，海外劳工侨汇有所恢复，中亚五国经济

复苏势头明显。 

                                                        
1
 上游的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坚持建设大型水电站，要多截水以谋取经济利益，而下游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国力相对较强，立场强硬。历史上，乌兹别克人和吉尔吉斯人为争水发生过械斗，如果上、下游国家不能达成协议，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图 2 中亚五国实际 GDP 增长率比较 

 

在中亚五国中，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经济发展态势向好。但另一

方面，哈萨克文斯坦并没有摆脱对能源行业的过度依赖，虽

然政府已经决定大力推进经济多元化发展，但这一进程十分

缓慢，能源生产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在金融体系上，

外资的进入使得银行业快速扩张，但风险防控机制并没有随

之建立。在政府和货币当局积极援助的情况下，哈萨克斯坦

的银行体系已经趋于稳定，但仍存在下述风险：首先，银行

业管理框架仍不健全，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仍会对银行业带

来较大冲击；其次，信贷扩张可能继续成为保持经济发展的

“有力武器”，但在经济发展前景不确定性增大的情况下，

由此可能带来的不良贷款率升高、资产质量下降等问题不容

忽视。除银行业外，汇率管理也是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在油价高涨时期，中央银行可以对外汇市场进行强力干预，

以严格禁止本币升值，但这一举措易导致通货膨胀水平升高，

从而加大对内宏观政策调整的难度。土库曼斯坦与乌兹别克土库曼斯坦与乌兹别克土库曼斯坦与乌兹别克土库曼斯坦与乌兹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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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斯坦斯坦斯坦经济发展水平逊于哈萨克斯坦，对天然气、棉花、黄金

出口的依赖性较强，较高的天然气出口收入能够使政府财政

得到强有力的保障。与此同时，两国政府还需要解决以下几

个方面的问题：首先，继续推动私人经济部门改革，吸引外

国投资以拉动经济增长；其次，在吸引外国资本的同时，获

得更多的技术支持，以改变陈旧、低效的生产体系；再次，

为外国投资者提供可靠的安全保证，降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

府设立的行业进入门坎。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1

年 10月发布的《中东和中亚地区经济展望》，受油气价格上

升推动，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2011 年

经济增长率将达到 6.5%、9.9%和 7.1%，2012年分别为 5.6%、

7.2%和 7.0%，高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相对于上述三个国家，

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缺乏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在国际

贸易体系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经济发展面临更多困难。但

在短期内，随着侨汇以及国内需求的增长，两国的经济增长

率尚可保持较高水平，2011 年和 2012 年经济增长率有望达

到 6%以上。但是，中亚五国的通货膨胀率升速较快，2011

年和 2012 年都将居高不下，并成为影响经济增速的主要负

面因素之一。 

表 2 2012 年中亚五国主要经济指标预测  哈萨克 土库曼 乌兹别克 吉尔吉斯 塔吉克 实际 GDP 增长率（%） 5.6 7.2 7.0 6.0 6.0 通货膨胀率（%） 7.9 7.2 11.8 9.4 10.0 经常账户/GDP（%） 4.6 -2.6 7.4 -7.6 -6.7 外债总额/GDP（%） 13.0 26.8 14.0 54.6 38.6 



官方储备（亿美元） 486 -- 248 21 7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环球透视（IHS Global insight）。  
（（（（二二二二））））能源能源能源能源行业至关重要行业至关重要行业至关重要行业至关重要    

能源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与能源行业对中亚五国

至关重要。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地区最大的经济体，石油储量

近 400亿桶，世界排名第九，石油产量约占全球的 2%，是世

界二十大产油国之一。哈萨克斯坦能源业发展具有得天独厚

的优势。首先，拥有中亚地区最多的石油储量；其次，地理

位置优越，靠近既有的石油管道和有偿付能力的石油进口国；

再次，前苏联在哈萨克斯坦的投资较多，可以利用相对完善

的既有设施弥补基础设施建设上的不足。目前，哈萨克斯坦

仍希望进一步扩大石油生产能力，以尽快成为世界重要产油

国。但另一方面，税负过重、开采成本过高、需要使用俄罗

斯的石油输送管道等问题制约了能源行业的增长速度。在此

情况下，哈萨克斯坦积极开辟新的输油管道，并已经从高加

索至中国的管道中受益。可以预见，石油管道的铺设对哈萨

克斯坦能源业的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此外，哈萨克斯坦仍

在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进程，以期刺激国内需求，加快资本

市场建设。但是，这一措施能否被外国投资者所接受，能否

使投资者合理共享石油出口收益仍存疑问。 

土库曼斯坦土库曼斯坦土库曼斯坦土库曼斯坦的石油与天然气资源非常丰富，石油和天然

气的远景储量分别为 68亿吨和 22.8万亿立方米。但是，土

库曼斯坦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商业与投资环境较差，政府管



制严格，这使得能源业的技术革新与规模扩张缓慢。长期以

来，其天然气主要通过俄罗斯的管道出口，但近年来也在修

建通往中国和伊朗的输气管道。此外，土库曼斯坦正在商讨

建立横穿里海、途经阿塞拜疆和土耳其直至西方国家的西向

管道以及途径阿富汗直至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南向管道。随着

管道输送能力的提升，土库曼斯坦的能源开采能力有望持续

扩张。 

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拥有丰富的天然气、石油及各种矿产资源，

但在政府管制、商业和投资环境较差的情况下，其并非重要

的能源出口国，相当比例的天然气和石油主要用于国内消费。

近年来，政府希望提升能源出口能力，通过出口更多的能源

到俄罗斯等国以增加税收收入，并于 2009 年底计划经由中

亚邻国向中国输出天然气。但是，在缺乏大规模外国投资的

情况下，乌兹别克斯坦难以在短期内大幅提升能源出口收入。 

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缺乏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塔

吉克斯坦只有有限的天然气生产能力，但两国水利能源比较

丰富，水资源开发潜力巨大。目前，俄罗斯正在帮助塔吉克

斯坦提升天然气产量以满足国内需求，但塔吉克斯坦政府对

水电能源更感兴趣，并意图展示在水资源上的主导地位。实

质上，水资源的争夺已经成为中亚地区经济领域的焦点问题，

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发展水电，不仅是出于满足本国

国内需求，还希望能将更多的电力出口到其他国家。鉴于吉



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依赖能源进口的现状，寻求能源发

展多元化对其长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表 3 中亚三国能源出口占总出口额的比重    （单位：%）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哈萨克斯坦 58.1 60.4 59.5 62.4 61.5 土库曼斯坦 88.8 93.4 94.1 94.3 95.2 乌兹别克斯坦 20.2 25.2 34.2 24.8 21.0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三三三三））））困扰经济发展的困扰经济发展的困扰经济发展的困扰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难以根除结构性问题难以根除结构性问题难以根除结构性问题难以根除    

虽然中亚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外国投资者的关注度持续

未减，中亚五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在经济起步阶段也焕发出生

机与活力，但困扰其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难以解决，并在

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能够极大促进经济发展的外国投资的流

入。首先，中亚各国政治体系僵化之势显现，利益集团之间

的争斗易对正常的经济生活产生较大影响，过度集权与强人

政治使得投资政策的稳定性与持续性难以保证，尤其是西方

投资者对中亚国家的政治体制颇有微词，并视为投资的主要

障碍之一。其次，腐败问题严重，官僚作风横行，电信业、

建筑业等行业所受影响颇深，由此带来的投资成本上升以及

效率损失难以估量。再次，经济开放程度不高，经济活力不

足，诸多行业的进入门坎较高或禁止进入，而交通、电信网

络等基础设施建设、法律制度建设的滞后已经成为各方共知

的顽疾。正是由于缺少外国直接投资，中亚地区的炼油产业

投入长期不足，石油出口尚未大幅提高工业技术水平，对国



内其他产业的拉动与刺激作用相对有限。此外，由于地缘与

历史原因，中亚五国经济受俄罗斯经济周期的影响较大，经

济发展的独立性略显不足。 

表 4 中亚五国清廉指数与营商环境  清廉指数排名 营商便利度排名 哈萨克斯坦 120/183 47/183 土库曼斯坦 177/183 -- 乌兹别克斯坦 177/183 166/183 吉尔吉斯斯坦 164/183 70/183 塔吉克斯坦 152/183 147/183 数据来源：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TI）《全球腐败指数报告（2011）》，世界银行（WB）《国际营商环境报告（2012）》。  
三、中亚五国经济发展前景展望 

从资源禀赋的现实影响力、经济增长动力、经济发展方

向、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等多个方面综合考虑，未来五

至十年，中亚各国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制度变迁之路不会发生

大的改变。 

鉴于自然资源的不可复制性与相对独有性，中亚五国的

经济发展之路将更加明显的体现出路径依赖于自我强化特

征。同时，在坚持资源型经济发展之路的基础上，中亚五国

将体现出两个“多元化”。首先是产业多元化。与世界上其

他石油或天然气出口国类似，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

兹别克斯坦将大力发展非能源产业，而吉尔吉斯斯坦、塔吉

克斯坦则更需要摆脱对外部进口的依赖，通过经济多元化刺

激国内需求。其次，能源出口导向的多元化。与政治与外交

博弈导向以及经济利益获取导向相适应，哈萨克斯坦、土库



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在能源网络建设、能源出口等方面将

更加统筹考虑俄罗斯等原苏联国家、东西方国家之间的利益

制衡，逐步谋求经济上的“东西平衡”；吉尔吉斯斯坦与塔

吉克斯坦则可能立足本地区，适时根据上述三国的经济与能

源策略实现地区内的“能源平衡”，并在大国博弈之中寻找

利益空间。根据目前总体形势判断，中亚五国的经济发展之

路不会一帆风顺，投资环境、各项政策的延续性具有一定的

不确定性；但是另一方面，即使政局乃至政治制度发生较大

调整，其宏观经济方向大幅转轨的可能性也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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