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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政变后吉尔吉斯斯坦面临的安全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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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亚民主岛国吉尔吉斯斯坦是中亚国家中开放程度最高、较为贫困、政局脆弱度也较高的国家。2010 年 4 月政变

后由总统制过渡为中亚首个议会制国家。3 年来，阿坦巴耶夫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定局势、发展经济，取得了一定成就，

国内局势总体保持稳定，紧张的民族关系有较大的缓和，近期不会发生较大的国内冲突或骚乱。但从长远看，影响吉国内社

会政治稳定的因素依旧没有真正消除，国内安全局势仍比较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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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6 月 27 日举行的全民公决使吉尔吉斯斯坦成为

中亚首个议会制国家，然而，吉尔吉斯斯坦的议会制道路

注定并非一帆风顺，需受到国内诸多方面的掣肘。2012 年
4 月 18 日，吉尔吉斯斯坦国防委员会秘书塔巴尔季耶夫与

联合国反恐委员会执行主任迈克·史密斯就反恐合作进行

会谈时透露，吉国内安全威胁来自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

义、毒品走私和腐败。

一、境内因素

(一) 反对派与政府间的博弈是危及国内政治稳定的
最主要因素

吉国自独立以来的两次政权更迭都源于反对派的 “搅

局”，2012 年吉国反对派活动也非常活跃。2012 年 10 月 3
日，大量抗议者聚集在比什凯克政府大楼外，要求库姆托

尔金矿国有化、释放祖国党领袖塔什耶夫及其他该党成员。
后向吉总统和议会所在地“白宫”发起冲击，并宣布将夺

取政权。2013 年 6 月，反对派继续借此议题向政府发难，

在北部举行有组织抗议活动，在南部占领了贾拉拉巴德州

行政大楼，并且封锁了比什凯克和奥什之间的战略公路，

迫使总统阿坦巴耶夫对北部地区实施军事管制，并威胁在

南方实施戒严。
根据“拥护民主和公民社会联盟”公益组织所进行的

全民调查所得出的结论。41% 的吉尔吉斯斯坦人对新政府

人员组成表示不满，37% 的人表示在下次选举时不会为目

前议会中的前 5 个大党投票。41% 的吉尔吉斯斯坦人对新

政府人员组成表示不满，37% 的人表示在下次选举时不会

为目前议会中的前 5 个大党投票。
目前总统阿坦巴耶夫政局掌控能力还是比较强，美、

俄两国对其国内政治稳定也具有较高的共识，短期内反对

派开展的各类政治集会和街头抗议活动应该不会对大局造

成较大影响。
( 二) 国内经济社会局势存在进一步恶化的可能
“财富与民主之间的相关意味着向民主的过渡必定主要

发生在那些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因为“在穷国，民

主化是不可能的; 在富国，民主化已经发生过了。”社会的

价值观念是与分配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罗纳德·英

格哈特认为，财富本身并不会导致民主，而是经济发展导

致文化价值的变化，比如宽容度和信任度的增加，从而导

致民主。在传统社会，强调保持稳定，反对流动。工业社

会则强调财富的积累。没有物质上的安全感，就会压制很

多个人的自由与权利。而有了经济的繁荣和安全感，就会

宽容，就会有多元化。社会经济问题的好坏实质就是一个

统治绩效问题。统治绩效对于一个在经济落后的国度里建

立起来的政权来说尤其必要。这也是政权合法性的最有力

的支持和证明。吉尔吉斯斯坦自独立以来，政治精英一直

忙于内耗，精力没有放在经济上，至今没有找到一条适合

本国发展的道路。百姓生活水平并不见明显改善。2012 吉

国内的 124. 5 个家庭中有 12. 3 万个家庭 ( 将近 10% ) 生活

在贫穷线下，即每月收入低于 100 美元。7 月份吉尔吉斯斯

坦国家统计委发布 2012 上半年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初步统计

数据。数据显示，受库姆托尔金矿减产影响，吉国经济降

幅较大。2012 年 1 － 6 月，吉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 GDP ) 为
1149. 19 亿 索 姆 ( 约 合 24. 33 亿 美 元 ) ， 同 比 实 际 下 降
5. 6%。糟糕的经济状况导致联合执政政府倒台，

考虑到国际社会对 2013 年全球经济走势并不乐观的预

计，吉国内经济形势如果持续下行可能会成为反对派打击

政府的重要“武器”，不排除反对派借此发起更大规模的

街头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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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引发相关犯罪案件增多及
出现新的金融风险

吉尔吉斯斯坦作为阿富汗毒品重要“转运中心”，其国
内社会、经济发展都深受“毒”害，而且毒品问题也对吉
国的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造成了威胁。2012 年前 9 个月，吉
尔吉斯斯坦在案的毒品案件达 1352 起，警方共缴获 13 吨毒
品、898 公斤麻醉品，其中包括 100 多公斤海洛因。内务部
打击有组织犯罪部门拘捕 129 名有组织犯罪团伙的成员; 警
方同时查获 448 起在职腐败案，涉案金额约 220 万美元。

2012 年 7 月份，吉官方数据表明吉国有 10705 名瘾君
子。4 年间，吉尔吉斯斯坦吸毒成瘾者人数上升 26. 5%。
毒品走私和相关贸易的扩散，以及吸毒人群的增多将会导
致吉国内安全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并脆弱化。一方面，毒品
泛滥会导致相关犯罪活动的增多危及社会治安，与毒品贸
易相关的洗钱活动和贿赂舞弊会进一步扰乱该国脆弱的金
融体系，增加社会风险。此外，有消息称，贩毒集团为了
反击政府对其的打击有可能与反政府力量例如前总统巴基
耶夫集团的成员联合制造社会混乱。

( 四) 民族矛盾有所缓解，但依然存在激化的可能
2010 年奥什发生了严重的民族骚乱的原因不能简单的

归结为民族间的敌对和仇视，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不同民
族占有政治和经济资源的不均。这一问题到目前仍未得到
妥善的解决。2012 年初，政府教育部门制定政策允许乌兹
别克语水平考试在吉国南部地区被作为与国语和官方语言
并列的考试项目。这一政策引发了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强烈
的不满情绪。5 月，吉尔吉斯斯坦教育部表示反对该国部
分民族主义团体“推动清除乌兹别克语的运动”。教育部
称将坚持自身立场，并称“允许乌兹别克语水平考试”这
一政策完全合乎宪法有关赋予少数民族公平机会的规定，

少数民族有权使用其自身语言。总统阿坦巴耶夫和总理奥
巴巴诺夫都发表声明支持教育部的立场。这场风波说明实
现两个民族之间真正的和解依旧困难重重。

二、外部因素

(一) 进入 2013 年，美俄在中亚争夺加剧，美俄博弈
成为危及吉国内安全稳定的重要外部因素

进入 2013 年之后，随着奥巴马中亚地区政策进一步明
朗化，其与俄罗斯在本地的争夺趋于激烈。在中亚地区，

美国的组合拳包括安全方面的中亚禁毒倡议项目、经济层
面的新丝绸之路战略及军事领域的北约与中亚国家伙伴关
系计划以及与此相关的北方分配网络，而俄罗斯则在打造
自己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快速反应部队、旨在 “苏联化”
的关税同盟以及独联体一体化空间。在吉尔吉斯斯坦主要
节点问题是玛纳斯国际转运中心在 2014 年之后的命运。这
个问题并非当下就要解决的问题，而且出于各自目的，美
俄两国都不希望经历过两次政变的吉国再生变故，同时，

接受教训的阿坦巴耶夫也没有急于在该问题上表态，所以
这个因素目前并未进一步发酵成为影响当下吉国内安全稳
定的显性因素。

( 二) 地区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活动出现扩散趋
势，与吉国本土的极端力量相互呼应，成为危及吉国内安
全的主要威胁

2012 年 10 月，吉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塔汉诺夫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 受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中东局势的影响，

伊斯兰圣战联盟和突厥斯坦伊斯兰党 ( 前“乌伊运”) 等
军事组织在吉境内活动较之前活跃，原因是资助伊斯兰圣
战联盟和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在
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中东地区有基地。乌伊运在吉国的渗
透活动值得高度关注。2012 年吉国取缔 8 个极端宗教主义
和极端民族主义组织，分别是: 基地组织、塔利班组织、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库尔德国民大会、东突厥斯
坦解放组织、伊斯兰运动联盟、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和伊扎
布特。吉内务部发布报告称，2012 年前 9 个月，警方逮捕
169 名宗教极端组织成员，7671 份极端主义宣传品 ( 包括
2404 本书、1863 张压缩光盘、622 个电脑闪存) 。记录在
案的极端主义犯罪案件有 193 起，其中已开庭审理 124 起。
吉政府自 2012 年 4 月起即一直监视极端组织的在线活动，

这些极端组织经常利用互联网传播信息招募成员。吉国内
务部称网上圣战主义信息扩散与极端主义犯罪的上升之间
存在直接联系。与 2011 年相比，2012 年这类犯罪数量增长
超过 20%。吉国政府强力部门加大了对国内伊扎布特组织
及成员的打击力度。

宗教的消亡“需要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定的物质

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

的自然产物。”作为宗教异化产物的极端主义存在具有社会

经济基础。鉴于吉尔吉斯斯坦糟糕的经济条件，极端主义

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将继续存在。此外，吉国内南北矛盾

依然比较尖锐。

三、结 语

应该说，阿坦巴耶夫政府对吉国的社会政治局势和面

临的主要问题的认知还是比较明确的，并采取了大量的积

极措施应对挑战，2012 年吉国政府改组政府并撤换了不称

职的官员，设立经济犯罪局加强对腐败的惩治; 加大立法

力度，通过立法规范国内抗议集会活动，约束反对派的街

头政治; 努力修复国内民族关系; 加大对国内宗教极端主

义组织和活动的打击力度，积极加强地区禁毒和反恐合作。
与俄罗斯和美国都保持了比较良好的双边关系。这一系列

的举措还是收到了成效的。但总体看，2013 年吉尔吉斯斯

坦国内安全局势依旧很脆弱， “燃点”比较多，国内经济

发展下行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奥什骚乱的后遗症并

未完全消除，反对派的力量正在逐渐加强，针对政府的街

头抗议和冲击政府行为时有发生，新一轮“革命”的苗头

已经显现。但吉国内局势发生突变的可能性总体较低。一

方面，阿坦巴耶夫政府目前的系列举措总体看是比较有效

的。另一方面，从大国立场看，无论俄美都不希望吉国出

现新一轮革命，因此会采取一些举措，帮助阿坦巴耶夫稳

定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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