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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2 0 1 3年以来 ， 中 亚地 区并未进入新 的不稳定期 ， 安全局 势整体保持稳定 。 但 由于影响 中亚地 区局势 的主

导性 因素没有得到 弱 化或 缓解 ， 反而掩藏在相 对平静 的地 区局 势下不断聚合发酵 ， 并有可能 与后撤军 时代 阿富汗

混乱的政治安全局 势产 生叠加 效应 ， 使得中 亚安全局 势 的稳定显得异常脆 弱 ， 其未来走势也充满不确定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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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中亚地区 出乎意料的平静一没有范力度加大导致很多恐怖袭击被提前制止 。 以哈萨

发生大的
“事件

”

，
地区局势总体保持稳定 。 但另一 克斯坦为例 ， 境内涉恐涉暴案件在 2 0 1 1年集中爆发

方面 ，
地区

“

三股势力
”

趋于活跃 ， 国际化进程加快 ， 后 ， 从 2 0 1 2年至 2 0 1 4年 1 0月份 ， 公开报道中并未出

部分国家内部政治伊斯兰势力 的发展势头令人担现涉恐涉暴案件的发生 ， 但共制止 3 3起涉恐涉暴案

忧 ， 毒品走私及其衍生犯罪活动 日 益猖獗 ， 边界领件 （见表 1 ） 。

土及水资源纠纷频发 。 这些掩藏在相对平静的地区

局势下的不稳定因素正在不断聚合发酵 ， 并有可能表 1 哈萨克斯坦涉恐 ？步暴案件统计 （ 2 0 1 1
二

2 0 1 4 ）

与后撤军时代阿富汗混乱的政治安全局势产生叠年份


2 0 1 1 2 0 1 2 2 0 1 3 2 0 1 4

加效应 。涉恐涉暴案件 （起 ） 1 1 （发生 ） 2 4 （制止 ） 9起 （制止 ）

2 1人死

一

、 2 0 1 3年以来中亚地区登记恐怖主义和
￣“ ̄

安全局势波澜不兴
浦擁罪 庞 ）



2 0 1 0— 2 0 1 3年的中亚地区安全局势分别受到吉这与中亚国家当局采取的
一

系列 旨在保护国

尔吉斯斯坦南部民族冲突 、 哈萨克斯坦
“

扎瑙津事家安全的反恐举措密不可分 ， 主要包括 ：
1 ．完善司

件
”

、塔吉克斯坦“霍罗格事件
”

的冲击 。 2 0 1 3年年底法体系 ， 加大惩治力度 。 中亚国家相继完善与打击

有专家认为中亚将进人新的不稳定期？
 ，

一

年过去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相关的法律 。 近年来 ，
哈萨克

了 ，
没有大事件也没有大变化 。斯坦 、 塔吉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都出 台了新的

2 0 1 3年以来 ， 中亚地区形势维持着基本稳定的反恐法 ’ 哈萨克斯坦与塔吉克斯坦都通过了有关打

态势 ’ 呈现出平稳 、 安静的一面 。 这主要表现在以击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法案修正案 。 2 ． 开展正面宗

下两个方面 ：教知识教育和常识的普及 ， 提高公众辨别能力 。 中

（

一

） 中亚地 区 的涉 恐涉暴案件有所减少亚国家已意识到发挥传统宗教的正能量以抵御极

进入 2 0 1 3年后 ， 哈萨克斯坦的暴力恐怖事件发端主义的渗透 。 2 0 1 2年底 ， 哈萨克斯坦开通反恐网

生率有较大幅度下阵 ，
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站

＂

ｃｏｒｎｉｔｅｒ
－ｔｅｒｒＯＴ ．

ｋｚ
”

。 该网站旨在向哈萨克斯坦国

坦也没有 出现严重恐怖袭击事件 ， 这在很大程度民 ， 特别是青年人介绍有关极端组织的危害 ，
使其

上不是案件绝对数量的减少 ’ 而是各国政府打击防远离此类组织 。 2 0 1 3年 ， 哈萨克斯坦
＂

Ｅ＾ Ｉｓｌａｍ
＂

网站

＊ 收稿 日期 ： 2 0 1 4 ＂ 0 9 －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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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

尔吉斯斯坦 、 哈萨克斯坦政治发展 比较研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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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5年

正式上线 ， 该网站主要提供传统伊斯兰教育 ， 旨在同样对于中亚地区公众来说 ， 见证了中东变局

提升人们对伊斯兰文化价值的兴趣 ， 扩大么
、众对宗及乌克兰危机等一系列事件 ， 其对民主政治的参与

教的认知 ｏ 中亚国家安全与执法部门官员还通过讲也有了更为理性的认识 ，
民心思稳成为 中亚国家大

座 、 研讨会等形式向民众介绍各种极端主义的特点多数公众的主流 。 从政府层面来讲 ，
经历了独立二

与危害 。十余年来的发展 ， 中亚国家政府的治理能力都得到

此外 ’ 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当局还注重了不同程度的提升 ， 加之国家领导人的政治能力和

从传统民族特性出发 ， 积极引导公众的宗教信仰 。 个人威望等因 素使得当前中亚局势脆弱的稳定得

纳扎尔 巴耶夫表示 ：

＂戴阿拉伯风格的希贾布使我以维持 。

们的妇女回到中世纪 ’ 这不是我们该走的路 。

“

二 、 影响 中亚地区安全局势的关键性
（
二

） 中亚地 区没有发生－起较大规频群体因素并未得到解决
性事件

2 0 1 3年至今 ， 中亚国家都没有发生类似于
“

扎
‘

瑙津事件
“

与嚯罗格事件
”

之类的群体性事件 。 即 ｆ
使様头撤翻勸贿酷尔魏顏 ， 鉴于

日ｔ
其当前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 ，

虽然在春暖花开的 3－ｉｆ
4月 开贿头政治运动 已经成为常态 ，

但抗议繊
ｆ

与次数在持续减少 （如表 2 ） 。

巨大隐患 。

表 2 吉尔吉斯斯坦集会活动情况统计 （觀
一腿年 ）（

一

） 权力 交接依旧是引 发中 亚 国 家政局动 荡

的重要因素

＝
2 0 1 2 2 0 1 3

＿＿ 2 0 1 4 （
－－

＾
）

当前

‘

’ 随着 中亚地区两位开国总统步人古稀之
集会活动1 2 8 6 7 8 2 3 8起正式活动和 4 4起集会＾^

年 ， 乌兹别克斯坦与哈萨克斯坦两国的政权交接问

值得注意的是 ，
近年来在吉尔吉斯斯坦频发的题

，
都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 。 这不仅是因为这两个

街头抗议活动没有也不会导致在近期 出现新的
“

颜国家在本地区举足轻重的地位 ， 更重要的是这两位

色革命
”

的爆发 ， 出现类似
＂

乌克兰危机
， ，

那样的局总统虽然年事 已高 ， 但均未选定接班人 ， 并且迄今

面 。

一

方面 ，
近年来集会抗议活动 的规模有所缩为止 ，

两国均未形成相对稳定的政权交接机制 ｏ
一

小 ， 参与人数有所减少 ， 暴力程度和破坏性都有所旦政权交接过程出现意外 ’ 引发精英内部激烈的权

下降 ， 吉国政府在应对类似政治斗争运动时更加 自力争斗和血腥的政治清算 ， 其对地区局势的影响将

如
；
另一方面 ， 历经多次颜色革命和骚乱事件之后 ’

很难想象 。

绝大多数吉国 民众在心理上是反对非法抗议活动 ，哈萨克斯坦能否顺利实现制度化的权力交接

并认为吉 国正朝着法治国家方向发展 。？纳扎尔巴耶夫已明确表态其短期 内并无退休打算
，

根据 2 0 1 4年 3 月对吉国 民众进行的调査 ，
1 3％并声称 ， 未来哈萨克斯坦的权力交接应该通过

一

种

受访者害怕任何形式的骚乱和示威 。 绝大多数吉国制度化的形式完成？
。 依靠相对合理的制度安排和

民众反对非法抗议行动 ， 如封锁道路 、 占领建筑物有序运作而非个人保持社会政治生活的稳定 ， 并

和其它形式 ，

8 9％受访民众支持合法的抗议活动 ，
稳步推进 国家建设——这是相对成熟的西方的发

比如收集签名以及书面和 口头的请求 ，
也有 6 4％受达国家政治发展的普遍特征 ， 这不仅需要相对精

访民众支持和平集会的形式
，

4 9％ 受访民众支持合密的制度设计 ， 还需要相对稳定并能获得社会大部

法罢工的活动 。 5 8％受访民众认为吉国正在朝着法分成员接受的支撑这
一

制度安排的现代政治文化 ，

治国家方向发展 ，
7 2％受访民众认为吉国不缺乏 民内部各精英集 团之间能够在 出现严重分歧时依然

主 ， 认同吉国当前的 民主形式 ，
3 8％受访民众认为坚持基于价值共识最终达成妥协 ，

而不是动辄诉诸

民主意味着对人权的尊重 ，

3 3％受访民众认为民主于街头暴力革命 。 这些要素绝非能够通过 自上而下

是 自 由和公正的选举以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Ｍ
。的行政命令在短短数年建立起来 ， 社会政治发展有

这也表明 ： 历经反复变动 ， 吉 国民众的民主参与能自 己的规律 。

力已经有一定提高 ，
正在逐步趋于理性 ， 这对吉尔值得关注的是 ， 从 2 0 1 2年 9月 ’ 马西莫夫总理辞

吉斯斯坦和邻国都是
一

个好消息 0职至今 ， 哈萨克斯坦进行 4次较大规模的政府改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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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两度易人 。 这不禁让人将此与总统为选择接班正在中亚各国的年轻人中迅速扩散 ， 极端组织加

人的举动联系起来 。 但这也只是外界猜测 。 未来数大了在年轻人 、 妇女 、 政府部门雇员中的宣传和招

年 ， 权力交接问题依旧是哈萨克斯坦社会政治生活募力度 。 仅 2 0 1 3
—

年 ， 哈萨克斯坦登记 2 8起与极端

中一个最有可能引发混乱的因素 。主义有关的刑事案件 ， 安全人员在阿斯塔纳和阿特

乌兹别克斯坦权力斗争表面化？ 与哈萨克斯坦劳捣毁 3伙恐怖组织 ， 逮捕 2 4名参与者 ， 并收缴包
一

样 ，
政权交接问题也是未来数年内影响乌兹别克含极端主义信息 的 1 1 4 0 0份印刷材料 、

1 2 0 0份电

斯坦政局稳定的最大因素 。 2 0 1 2年 3月 乌兹别克斯子资料以及 1 3台电脑⑷
； 在塔吉克斯坦 ， 当局共逮

坦总统卡里莫夫通过新的选举法 ， 把本应在 2 0 1 4年捕 1 0 2名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嫌疑犯 ， 其中 ， 3 1人被

举行的总统选举推迟到 2 0 1 5年 。 此举说明他在交指控为 ＂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 （ ＩｓｌａｍｉｃＭｏｖｅ
－

班的问题上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做准备 。 2 0 1 3年年底ｍｅｎｔｏｆ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 ）

”

成员 ’ 有 1 7人被指控为
“

安拉

至 2 0 1 4年春
，
乌兹另 （ 1克斯坦第一家庭报出的

一系列战士 ”

 （
ＪａｍａａｔＡｎｓａｒｕｌｌａｈ ） 成员 ［

5
】

。 据不完全统计
，

新闻 ， 结果以卡里莫娃被软禁暂时告
一

段落 。 这表目前活跃在中亚地区的极端宗教组织超过 1  8 0 0个 。

明乌 国 内部各派政治势力正围绕接班人问题展开这其中包括了地区内固有的极端组织与 国际极端

激烈的权力斗争 。 各派政治势力权力斗争的失控和组织。

新领导人对政局掌控能力的不足都将导致乌国政地区内固有极端组织活动活跃 。 在这部分组织

局发生动荡 。中 ，

“

伊扎布特 （Ｈｉｚｂｕｔ－Ｔａｈｒｉｒ ）

”

仍是地区内最大

吉尔吉斯斯坦 2 0 1 5年大选是否成为南北再度的极端组织 ， 其互动重点地区在吉尔吉斯斯坦南

政治摊牌的节点 ？ 吉尔吉斯斯坦社会经济总体水平部奥什 、 贾拉拉巴德与塔吉克斯坦北部索格特州 。

发展较低 ， 社会矛盾复杂突出 ，
2 0 1 0年确立的议会最近几年

’
“

伊扎布特
＂

在吉尔吉斯斯坦非常活跃 ，

内阁制和多党制加剧了 国内政治利益诉求的多元仅在该国南部的支持者数量就增加了 3倍 ， 人数大

化和晬片化 ， 实现社会各阶层利益整合 、 构筑不同约为 2 5  0 0 0到 3 5 0 0 0余人
，
主要是在奥什 、 贾拉拉

利益团体间价值共识的难度较大 。 2 0 1 4年初吉国成巴德和巴特肯州 。 影响力 已经扩散至军队 、 政府

立的新的反对派联盟 ， 年底故乡党和共和国党的合部门和学校Ｗ ， 并以青年学生与妇女为主要招募对

并谈判也开始紧锣密鼓进行 。 种种迹象表明 2 0 1 5年象 。 吉尔吉斯斯坦内务部打击极端主义局局长热

选举年到来之前 ， 吉尔吉斯斯坦国 内各政治力量加恩别科夫 （
Ｅｍ ｉｌＪｅｅｎｂｅｋｏｖ ） 称 ， 吉国境内

“

伊扎布

剧内部整合 ， 新
一轮权力斗争序幕 巳经拉开 。特

“

组织中女性成员占 比由 6 ． 1 ％上升至 7 ． 4％ ， 平均

近年来 ， 在国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 吉尔吉年龄约为 2 5
— 3 0岁缺乏教育程度的女性成员Ｗ

。 此

斯斯坦在野政治势力 已经习惯于运用街头政治抗外 ， 当前在中亚地区较为活跃的极端组织还有
“

乌

议这种成本低 、效应大的政治斗争手段表达政治利伊运
”

嗔主卫士
”

与 2 4
“
Ｇｒｏｕｐ

”

等 。

益诉求 ， 未来 由多党竞争引发的大规模民众抗议运以
“伊斯兰 国

”

为代表的新生极端恐怖组织加

动极有可能变成
一

种具有季节性特点 的常态化社强对中亚地区渗透 。 进人 2 0 1 4年 ，

“

伊斯兰国
＂

迅速

会政治现象。 这会成为阻碍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国内发展壮大 ，
成为中东地区危险系数最高 、扩张速度

政治稳定的最大问题 ， 并为大国介人吉尔吉斯斯坦最快的恐怖武装组织 ’ 给地区与全球安全造成严重

内政提供
“方便之门

”

。 最危险的是 ， 这种混乱 、 低威胁 。 借助其强大的财力 、 高效的组织管理模式 、

效率和令民众失望的政治生态为政治伊斯兰的
＇

决强劲的宣传攻势与现代的跨国招募手段 ，

＂伊斯兰

速传播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制度空间 。 落后的国
”

的意识形态与组织成员在中亚地区的扩散与发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 严重的地区和民族矛盾 ，
碎片展已对相关国家的安全局势构成威胁 。

化的利益集团和虚弱 的议会制使得吉尔吉斯斯坦当前在中亚 4 国 （除土库曼斯坦外 ） 都出现
＂

伊

成为中亚地区最不稳定的国家 。斯兰国
”

的活动迹象 ，
主要表现在通过分发或传播

（
二 ）

＂

三股势 力
”依旧 是本地区 最大的 非传统宣传品 ， 招募

“

圣战者
”

（见表 3 ） 。

安全威胁这些极端分子对中亚国家安全的威胁主要表

虽然近来年
“

三股势力
”

并未做大成事 ， 但其人现在两个方面 ： 其一 ， 其在中东地区获取的
＂

实

员招募活动 与意识形态的扩散须高度关注 。 作为战
”

经验如武器使用 、制爆技术将使其有可能在
“

回

滋生暴力恐怖组织和行为
“温床

”

的宗教极端主义流
”

后制造更有杀伤力的暴恐事件
；
其二 ，

“

回流
＂

圣



＿

9 4



新疆大学学报
（
哲学 ？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 0 1 5年

战分子带回 的极端思想将对地区内宗教极端主义国家 “毒瘤
”

难除 。 塔吉克斯坦媒体甚至公开呼吁大

快速蔓延的态势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 使中亚国家麻合法化 ， 并且认为政府应当考虑利用收缴来的大

安全面临更为严重的威胁 。麻盈利 。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亚高加索研究所研究员
表

：

中亚地区国家参加ＩＳ或在叙利亚圣战的武塞巴斯蒂安佩鲁斯 （ Ｓｅｂａｓｔ ｉｅｎＰｅｙｒｏｕｓｅ ） 将中亚国
钱〒入数


家毒品交易分为三类

＂

颜色
”

：

“

绿色
”

交易——极端

国家哈 乌塔 吉 土分子为武装活动筹集资金 ；

“

黑色
＂交易个人为

人数 （名 ） 3 0 0 5 0 0 3 0 0 1 5 0 3 6 0

￣

当地市场提供毒源 ；

＂红色
＂

交易——与政府官员合
“

作的大规模有组织犯罪网络的大宗交易叫 。 当前
相对其他二国 ，

土库曼斯坦和
，
兹别克醒总

国际社会与 中亚国家政府打击毒品犯罪的重点在
体管控比较严厉 ， 外部宗教极 ｉＷ主义思潮和人贝渗 于＂绿色

＂

与
＂

黑色
”

交易 ，
但

“

红色
”

交易的毒品量最
ＳＦ 。

大 。 由此看来 ， 中亚国家禁毒之路将依然账 ， 毒

舰剩職可预細絲備是影响社会发展
全稳定构成危害 。 特别是 2 0 1 4年夏季以来 ，

阿富汗的重要因素 。

塔利班对土库曼斯坦边境哨所发动的
一

系列袭击 ，（
三

） 边界争端与 水资源纠纷进入高发期
打破了长久以来两国边境的宁静 。水资源问题与边界问题是困扰中亚国家发展

就目前来看 ，
虽然中亚国家政府已采取多重举的瓶颈 ， 并在近年来频频引发冲突 。 特别是水资源

措遏制宗教极端主义的传播 ’
但成效并不显著 。 最纠纷导致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之间的关系

令人忧虑的问题是宗教极端主义思潮在中亚地区起伏不定
？

。 2 0 1 2年 ， 卡里莫夫曾公开宣称 ， 水资源

的传播进程明显加快 ， 如果不能得到有效遏制 ， 未将有可能成为引发战争的因素 。 水资源对中亚国家

来将会在本地区酿成极大的
＂祸端＂

。 伴随宗教极端的发展至关重要 ， 但是中亚地区最紧迫的问题不是

主义思潮扩散的是政治伊斯兰组织在部分中亚国缺水 ，
而是缺乏可靠的 、 功能化的地区内水资源分

家的快速发展
’
中亚国家普遍取法成熟的 、 世俗化配和协调机制 。 水资源纠纷已经成为引发中亚地区

的政治反对派 ， 在没有更好的选择的前提下 ， 对政内新动荡的显性因素 ， 大国也借中亚国家间的水资

府 日 益不满的民众会越来越倾向 于将政治伊斯兰源纠纷 ， 干预中亚国家内部事务 ， 使问题变得愈加

作为唯
一

的替代性选择 ， 因此 ，
后者未来有可能成复杂难解 。

为 中亚国家世俗政权和执政党最强有力的挑战者 。由于历史原因
，
位于费尔干纳谷地费尔干纳

（三 ） 禁毒形势依然严峻并有可能 出现恶化州 、 纳曼干州 （乌境内 ） 伊斯拉法州 （塔境内 ） 、 巴

根据联合国毒品与犯罪办公室的数据 ， 阿富特肯州 （吉境内 ） 间的部分边界是中亚地区最易发

汗向世界毒品消费市场提供了超过 8 0％的海洛因 ， 生边界冲突的地区 。 围绕土地所有权 、 边界划定和

其中有四分之
一

过境中亚地区 ， 其中绝大部分通水资源的争端经常引起相关国家边境附近村庄的

过塔吉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流转 ［
8

1

。 2 0 1 3年阿富冲突 。 以吉尔吉斯斯坦为例 ，
2 0 1 3年 ， 吉国边境共

汗鸦片产量同比增长 4 9％
， 种植鸦片的省份从 1 5个发生 4 1起冲突 。 其中 ， 吉 、 塔边境发生 2 8起冲突事

增至 1 7个 。 毒品产量的增长也加大了毒品流转地打件 ， 吉 、 乌边境发生 1 2起冲突事件 ， 吉 、 哈边境发

击毒品犯罪的压力 。 2 0 1 3年前 9个月共缴获 1 5 ． 9 吨毒生 1起冲突事件 。 2 0 1 4年伊始至 1 2月初
， 吉 、 塔边境

品 ；
2 0 1 4年前 9个月缴获Ｗ ． 0 9吨毒品 ， 登记 1 5 4 3起共发生 3 2起事件 ， 较 2 0 1 3年增加一倍 ［

ｎ
］

。 由于相关

非法毒品走私案件 。 当前 ， 吉国登记的瘾君子 1万国家间缺乏长效的边界危机管控机制 ， 加之领土问

人 ，
7 0％都是年轻人Ｍ

。 2 0 1 3年 1月 至 1 0月 ，
塔国执题涉及国家的核心利益 ’ 相关国家很难彼此妥协 ，

法和安全机构缴获 5 6 9 3公斤毒品 ， 同 比增长 5 ． 2％ 。边境划界工作的前景不容乐观 。 这也严重制约了地

对于中亚地区毒品犯罪难以遏制的原因 ，

一

方面是区间 的发展与合作 。

由于地缘上毗邻世界上最大的毒源地——阿富汗
；（ 四 ） 大 国博弈加剧并依旧 是影响 中亚地区稳

另
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地区国家体制 内的腐败现象定的最重要外 因

严重 ， 执法部门与政府官员直接参与贩毒使得中亚近年来 ， 俄罗斯与美国在中亚的博弈态势有所

① 中亚新闻网 2 0 1 3年 7月 1 1 日报道 ， 独立非政府组织中亚晴雨表组织的全国性问卷调查显示 ： 塔吉克斯坦民众认为最具

有威胁的国家分别是 ： 乌兹别克斯坦 （ 2 4％ ） 、 阿富汗 （
2 2％ ） 、 美国 （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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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
，
已 由

“

颜色革命”时期的美攻俄守转为俄攻美成不同程度的冲击 ， 国内社会经济矛盾普遍比较突

守 。 2 0 1 4年 ， 美军正式全面撤离玛纳斯转运中心 ，
出 ， 在个别国家已经成为政治反对派甚至极端主义

这也使得俄罗斯终于实现将美军逐出 中亚的夙愿 。 借以挑战政府 、 进行社会动员的重要借口
， 这都会

而同时也有消息认为 ， 美国撤离玛纳斯转运中心后对中亚国家政治统治力造成损害 。

将以别的方式留在中亚 ， 这种方式成本小 ， 不引人再次 ， 目前中亚国家的政局保持稳定 ， 在很大

注 目 ， 更难以觉察 。 对于美国而言
，
其仍然非常重程度上是因为出于各 自需求 ， 美 、 俄在维护中亚地

视中亚 ，截至当前 ， 其在中亚已经形成了以噺丝绸区稳定问题上达成
一定的默契 。 但是随着美军和北

之路愿景 （
ＮｅｗＳｉ ｌｋＲｏａｄ Ｉｎｔ ｉａｔｉｖｅ ）

“

、

“

北方分配约完成撤军计划 ，
以及西方与俄罗斯的相互制裁的

网络 （ＴｈｅＮｏｒ ｔｈｅｒｎＤ 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Ｎ ｅｔｗｏｒｋ ）

“

、

“中升级 ， 这一默契有可能会被打破 。 在后撤军时代 ，

亚禁毒倡议 （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ｓｉａ Ｃｏｕｎｔｅｒ－ｎａｒｃｏｔ ｉｃｓＩｎｉｔ ｉａ－中亚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减弱 ， 美国有能力和

ｔ ｉｖｅ ）

“

三位一体的新中亚政策 ， 其中的一些具体项意愿对中亚局势施加不利影响 ， 在该地区制造
“

可

目 已进人实施阶段 。 近年来 ， 包括国务卿在内 的多控的混乱
”

。 实际上 ，
2 0 1 4年以来吉尔吉斯斯坦反对

名美国高官频繁造访中亚国家 ，
双方在加强边界防派力量的整合背后就有美国 因素 ， 近期 ， 吉尔吉斯

卫 、提升打击毒品走私和跨国恐怖主义方面的信息斯坦政府也指责美国干预其内政 。 这一变化势必会

共享等领域内的合作亦有所加深。给未来中亚国家政局走势增加新的不确定性 。

中亚地区属于俄罗斯的 “核心利益区
＂

， 在当前 2 0 1 5年中亚各国将努力保持国 内政局稳定 。 对

独联体四分五裂的情况下 ，
中亚在俄罗斯的对外战塔吉克斯坦而言 ， 将面临来 自三个层面的挑战 ，

略中占据重要位置 。 特别是近年来 ， 俄罗斯利用欧即 2 0 1 5年议会选举中伊斯兰复兴党的挑战 、 俄罗斯

亚经济联盟 、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俄一塔 、 俄一吉经济下行对塔吉克斯坦的冲击 ，
以及阿富汗安全局

双边军事协定三个
＂抓手”

，
从战略层面与技术层面势变化对塔吉克斯坦的影响 。对于吉尔吉斯斯坦而

强化其在中亚的存在 。言 ， 国 内各政治力量将围绕议会选举展开新一轮博

随着后撤军时代的到来 ， 未来美 、 俄在中亚的弈 ， 大国介人不可避免 ， 很有可能引发新的政治动

博弈不会停息 。 对美国而言 ， 最为关键的是如何在荡 。 哈萨克斯坦 、 乌兹别克斯坦面临共同的
“

迷
“一

后撤军时代继续经营中亚 ， 制衡俄罗斯与中 国 。 对般的权力交接问题 ， 能否在 2 0 1 5年揭晓答案仍是疑

于俄罗斯而言
，
是维持好其在中亚的存在 ， 逐步恢问 。 排除这个因素 ， 如果 2 0 1 5年乌兹别克斯坦总统

复其在 中亚事务上的传统影响力 。 这使得俄 、 美博选举顺利完成 ，
两个国家将会延续总体稳定态势 。

弈成为影响 中亚地区局势稳定最终重要的外部因虽然两个国家发生恐怖袭击的可能性将会有所增

素 。 与此同时 ， 影响中亚政局稳定的深层次问题长加 ，
但是不会危及政权稳定 。 不考虑阿富汗因素 ，

期无法得到解决 ，
也使得中亚国家在表面维持基本土库曼斯坦延续 目前超稳定状态的可能性很大 。

稳定的同时 ， 也面临着潜在的威胁 。综合来看 ， 受国 内社会阶级矛盾 、 民族宗教

－ｉ问题等复杂因素影响 ，
加之阿富汗问题外溢效应

二Ｈ 申 3 0 4 匸
的凸显 ， 中亚 国家的政局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增

正如上文所分析的 ， 当前中亚国家政局看似平加 ，
2 0 1 5年中亚国家的选举有可能成为国内不稳定

稳实则 问题重重 。 这首先体现为 ， 保持中亚国家政局势的一个
“

爆发点
”

。 这也使得我国 ”丝绸之路经

局长期稳定的制度基础 、 社会经济基础都比较脆济带
＂

的建设面临诸多挑战 。 中亚作为我国的近邻 ，

弱 。 在制度层面 ， 目前中亚国家政局的稳定在很大是我国西部的安全战略屏障 ，
是我国实施

”丝绸之

程度上依赖总统个人能力和政府的威权统治 ， 而非路经济带”战略的关键节点 ，
也是确保我国能源安

有效的制度安排和国 内政治精英集 团基于稳定政全与实现能源多元化战略的重要依托 。有关方面应

治共识基础上的竞争一协作关系 。

“

超级总统
”

淡出密切关注中亚政治局势走势 ， 提前做好预案 ， 未雨

政治舞台 ， 或政府威权统治所导致的社会压力达到绸缪 。

极限 ， 抑或国 内政治力量之间的权力斗争和利益冲

突的激化都会导致政府执政资源的快速流失 ，
并引

发政ｇ 动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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