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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从中亚经济发展的进程来看ꎬ建立市场经济的条件基本形成

后ꎬ出口导向型成为中亚国家普遍选择的发展战略ꎮ 随着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

展ꎬ中亚国家经济依附也逐步多元化ꎬ从单一中心转向多中心ꎬ即全球中心、地区

中心和国家中心ꎮ 通过运用合作博弈论中地形理论、集中比较与统计分析相结合

的方法发现ꎬ多中心对中亚经济依附性增长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ꎮ 全球中心是中

亚经济依附性增长的前提ꎬ中亚经济对其依附水平仅次于国家中心ꎮ 全球中心促

使中亚国家制度变革、选择市场化并融入世界经济ꎮ 地区中心是经济增长的必要

条件ꎬ中亚对东亚的依附水平要高于西欧和北美ꎬ但西欧的潜力巨大ꎬ因为它能弥

补中亚对资金、技术和市场的需求ꎮ 国家中心是经济增长基础ꎬ是目前中亚经济

依附水平最高的中心ꎮ 中亚“有限接触或融合”的合作策略既维持了与传统依附

国的关系ꎬ又增加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凝聚力ꎮ 作为边缘地区ꎬ中亚经济增长离不

开对多中心的依附ꎬ多中心也会激励中亚经济形成自己的特色ꎮ 在数字化世界

中ꎬ中亚国家的边缘地位在时空上会有所改善ꎬ但依然会在资金和技术上依附多

中心ꎬ从而实现经济增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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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共有 ４４ 个国家被国际社会认定为内陆国家ꎬ中亚是内陆国家分布

最集中的地区之一ꎮ 中亚位于欧亚大陆中枢ꎬ是连接欧洲和亚洲的枢纽ꎮ 但

是ꎬ无论从经济空间还是从全球价值链来看ꎬ中亚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属于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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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地区ꎮ 在既有研究中ꎬ边缘地区通常指世界经济体系中生产低级商品(即
生产这种商品的劳动报酬较低)的地区①ꎬ而发达国家占据国际分工的中心

地位ꎬ形成中心地区ꎮ
依附概念在讨论拉丁美洲不发达与发展的问题中产生②ꎬ但能应用于分

析中亚经济的依附状态ꎮ 受空间位置、经济结构和商品所限ꎬ中亚地区经济对

外贸易渠道狭窄ꎬ紧密地依附在少数贸易伙伴身上且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ꎬ
属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ＥＭＤＥ)ꎮ 根据世界银行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公布的

«全球经济展望»报告ꎬ预计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 ２０２１ 年的增长率为

５％ꎬ中亚地区的增长率低于其平均水平并将温和复苏ꎬ预计 ２０２１ 年增长

３ ３％ꎬ２０２２ 年增长 ３ ８％ꎮ 若按国家细分ꎬ哈萨克斯坦 ２０２１ 年增长 ２ ５％ꎬ２０２２
年增长 ３ ５％ꎻ塔吉克斯坦 ２０２１ 年增长 ３ ５％ꎬ２０２２ 年增长 ５ ５％ꎻ乌兹别克斯

坦 ２０２１ 年增长 ４ ３％ꎬ２０２２ 年增长 ４ ５％ꎻ吉尔吉斯斯坦 ２０２１ 年增长 ３ ８％ꎬ
２０２２ 年增长 ４ ５％③ꎮ 与拉丁美洲、南亚、中东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等边缘

地区相比ꎬ２０２１ 年中亚经济增长预期略低于拉丁美洲(３ ７％ )ꎬ与南亚持平ꎬ
高于中东北非(２ １％ )和撒哈拉以南非洲(２ ７％ )ꎮ

对于中亚地区经济增长的原因ꎬ研究者大都认为是自然资源、物质资本、
科学技术和人力资源共同作用的结果ꎬ但除自然资源外ꎬ其余要素在中亚国

家的优势并不突出ꎮ 对此ꎬ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地处边缘地区的中亚如何

实现了依附性增长?

一　 文献回顾

在国际经济体系中ꎬ中亚地处边缘地区ꎬ但中亚地区国家又属于转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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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ꎬ尤来寅等译:«现代世界体系:１６ 世纪的资本主义

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系的起源»ꎬ高等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ꎬ第 ４００ 页ꎮ
依附是一种限定性的概念ꎬ即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

发展和扩展ꎮ 两国或更多国家的经济之间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与世界贸易之间存在着相

互依赖的关系ꎬ但结果是某些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简称主导国)能够扩展和加强自

己ꎬ而另外一些经济上处于从属地位的国家(简称依附国)ꎬ其扩展和自身的加强则仅是

前者扩展对后者的近期发展可以产生积极的或消极影响的反映ꎬ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就呈

现依附的形式ꎮ 参见[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著ꎬ杨衍永、齐海燕、毛金里、白凤

森译:«帝国主义与依附»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ꎬ第 ３０２ ~ ３０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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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国家ꎮ 因此ꎬ对中亚经济依附性增长的文献回顾需要从体系和单元两个理

论层次进行分析(即通则与个案解释相结合)ꎬ这样不仅有利于更好地在不同

理论体系中理解中亚地区经济依附性增长ꎬ也为文中提出的主要观点做理论

铺垫ꎮ
在体系分析中ꎬ研究边缘地区经济的出发点是:世界经济的演进是不均

衡的ꎬ财富和经济活动大量集中在中心地区ꎬ而边缘地区在资金、市场和技术

上紧密地依附于中心地区ꎮ 于是ꎬ探索边缘地区经济增长问题便成为国际政

治经济学关注的内容之一ꎬ并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发现ꎮ
(一)以国家为中心的“可发展国家理论”
相对典型的观点有以下几种ꎮ
１ 与发达经济体相比ꎬ欠发达国家的政府更需要在经济活动中扮演活

跃的干预者角色ꎮ 在大多数亚非拉国家ꎬ政府作为一个重要和活跃的经济行

为体进行着各种模式的经济干预ꎮ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ꎬ政府的经济角色与快

速工业转型和促进平等联系在一起ꎮ 在另一些国家里ꎬ政府与官僚们将社会

的经济资源窃为己有ꎬ不但没有激发经济增长ꎬ而且还帮助财富向不事生产

的精英转移ꎮ 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ꎬ政府干预功过参半:政府帮助解决了一

些重要的经济问题ꎬ但与此同时漏掉了另一些经济问题ꎬ并且制造了新的问

题ꎮ 组织和运用国家权力的方式对全球边缘地区工业化速度和模式有着决

定性的影响①ꎮ
２ 注重对外开放与国家增长的关系ꎮ 政策制定者必须关注经济增长的

基础性因素———投资、宏观经济稳定、人力资本和良好的政府治理方式ꎬ不要

让国际经济一体化支配他们对发展问题的思考ꎮ 在此基础上形成三个命题ꎮ
一是开放本身并不是一种可以依赖的、能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机制ꎬ决定经

济增长的基础因素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技术进步ꎬ开放有助于这

些基础因素的出现ꎻ二是开放将可能产生使国家间收入和财富差距扩大的压

力ꎬ因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增大了发展中国家对技能的需求ꎬ受益者恰好是

具有高技能和高报酬的人ꎻ三是开放会使许多国家在遭遇可能引起国内冲突

和政治动荡的外部冲击时变得不堪一击ꎬ这些国内冲突和政治动荡不仅对本

国有害ꎬ而且还会进一步延长和扩大外部冲击所产生的影响ꎬ一国无论其贸

易导向或经济质量怎样ꎬ都不能完全躲避冲击的影响ꎬ因此ꎬ让开放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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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家应对世界经济波动的关键组成部分①ꎮ
(二)强调市场全面发挥作用的国际贸易增长诱发论

该理论强调ꎬ建立在自由贸易、专业化和国际分工基础上的相互依存的

世界经济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发展ꎮ 商品、资本和技术的流动提高了资源配置

的最佳效果ꎬ从而使发展从发达国家传向不发达国家ꎮ 贸易可以起到“经济

增长的发动机”作用ꎬ因为欠发达国家借助贸易可以获得资本和技术并进入

世界市场ꎮ 在市场的作用下ꎬ经济发展的许多要素已从世界经济中发达的中

心地区扩散到外围的欠发达国家ꎮ 这种扩散的速度和方向取决于经济因素ꎬ
对外贸易的数量、条件和构成ꎬ国际货币的结构②ꎮ 在支持新自由主义的学

者看来ꎬ欠发达国家未能适应国际市场的变化ꎬ一切源于它们选择的国家制

度ꎮ 在这种理论取向的驱动下ꎬ国际金融机构及学者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拉丁

美洲和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学理论ꎬ统称为“华盛顿共识”③ꎮ
(三)把发展问题归咎于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边缘论和依附论

不发达理论认为ꎬ欠发达国家经济畸形和不发展是世界市场经济运行中

的固有特征ꎮ 国际体系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之间不只是相互

依存关系ꎬ它们还是一个统一体ꎮ 一个国家推行的经济贸易政策取决于它在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ꎮ 不仅处于中心地带的拥有生产力优势的

霸权国支持自由贸易ꎬ那些处于边缘地带的国家也同样拥护自由贸易ꎮ 没有

完全处于中心地带的国家和半边缘地带的国家努力想向中心地位靠拢ꎬ它们

一般都是政府主导型经济ꎬ采取的是保护主义政策④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为了

寻找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距ꎬ修正发展理论对欠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认

识ꎬ依附论兴起ꎮ 依附论提出ꎬ发展理论强调的是欠发达国家中阻碍经济

增长的国内因素ꎬ而依附论考察的是国内外因素的相互作用ꎮ 在依附论看

来ꎬ无论怎样ꎬ依附状态导致依附国处于落后和受主导国支配控制的局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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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贸易、资本和社会政治方面的优势是主导国能够支配依附国的条件ꎮ
依附的基础是国际分工ꎬ在国际分工中某些国家的工业获得发展ꎬ同时限

制了另一些国家的工业发展ꎬ使后者受到由世界统治中心控制的增长条件

的制约①ꎮ 从世界经济本质来看ꎬ依附论的分析方法和分析范畴具有很强的生

命力ꎬ并得到现实主义阵营的部分认可ꎮ 与此同时ꎬ现实主义阵营学者对依附

论也提出批评ꎬ实际上ꎬ欠发达国家的依附性和脆弱性“恰恰是由于它们的落后

造成的ꎬ而非依附和脆弱造成了它们的落后”ꎮ 同时也由于它们是“强国世界里

的弱者”ꎮ 它们的困难来自国内的低效率ꎬ而不是对外部世界的依赖②ꎮ
上述理论都适用于解释中亚经济依附性增长ꎮ 例如ꎬ以下要素在中亚

经济增长中都发挥着关键作用:经济制度中的国家资本主义成分、对外开

放中政府的主导作用、市场经济(或通过改革发展市场经济)比例、解决国

内低效率的治理水平、协调与俄罗斯和其他经济体的经济关系等ꎮ 以中亚

地区市场经济水平最低的土库曼斯坦为例ꎬ为了促进经济增长ꎬ土库曼斯

坦政府主导了一系列经济改革ꎬ包括发展多元经济结构、促进对外贸易和

国际金融合作、向数字经济过渡和促进私营经济发展等③ꎮ 当然ꎬ我们也要

看到ꎬ土库曼斯坦仍需要更有效的改革、继续推动经济结构的多元化、消除对

私营部门发展的限制、改善营商环境和发展人力资本等ꎬ为经济增长释放更

多的活力ꎮ
在单元层面ꎬ学界对中亚地区经济增长的研究大都集中在资源开发、产

业结构和外国直接投资等议题上ꎬ从依附角度分析中亚地区经济增长的研究

不多见ꎮ 原因是按照地区经济体的标准来衡量ꎬ中亚地区还有非常大的差

距ꎮ 不过ꎬ若从空间经济、经济史和政治联系来考虑ꎬ中亚可看成对外依赖较

强、组织松散、社会经济联系密切的“准地区经济体”ꎮ 针对中亚经济体的经

济增长问题ꎬ学界提出以下观点ꎮ
中亚地区经济增长取决于该地区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能力ꎮ 针对

这一议题ꎬ亚洲开发银行的经济学家提出五点建议:一是中亚国家需要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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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与依附»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ꎬ第 ２９６ 页ꎬ第 ３０２ ~ ３０３ 页ꎮ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ꎬ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争

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ꎬ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ꎬ第 ４９３ 页ꎮ
Экономика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ｔｍ/ ｒｕ/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４ꎻ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Ｔｕｒｋｍｅｎｉｓｔａｎꎬ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ｏｎ Ａｐｒｉｌ １７ｔｈ ２０２１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ｉｕ ｃｏｍ / ＦｉｌｅＨａｎｄｌｅｒ ａｓｈｘ? ｉｓｓｕｅ＿ｉｄ ＝ ９５０５９３４ ７８＆ｍｏｄｅ ＝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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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一体化进程ꎬ通过内部的生产网络促进区域内贸易ꎬ增加价值ꎬ带来成本

和效率上的收益ꎬ吸引外国资本投入ꎻ二是通过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计划

(ＣＡＲＥＣ)和倡议加强贸易合作ꎬ提高地区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ꎻ三是通过

政策支持促进中小型企业的国际贸易活动ꎬ据亚洲开发银行统计ꎬ２０１８ 年在

中亚大约有 ４０％以上的贸易融资申请被金融机构拒绝ꎻ四是提升经济体的经

济自由度指数ꎻ五是采取有效的措施使经济和贸易组合向多元化发展ꎬ降低

对石油和矿产品的依赖ꎬ使加工业和服务业具有较好的发展潜力①ꎮ
对于中亚地区经济增长的原因ꎬ有研究者认为来自四个方面:一是乌兹别

克斯坦改革增加了中亚地区的连通性和贸易自由ꎬ促进了中亚地区的出口和投

资ꎬ改善了中亚农业、制造业和商业的条件ꎻ二是中亚地区基础设施随着“一带

一路”的发展而发展ꎬ并推动中亚地区农产品出口增长了 ９％、食品加工业出口

增长了 １７％、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了 ７％以上ꎻ三是与南亚地区加强了经济联系ꎬ
为出口和服务贸易多元化增加了路径ꎻ四是地区性挑战增多ꎬ中亚国家间合作

意愿增强②ꎮ 建设交通、通信和能源等“硬”基础设施的同时ꎬ中亚国家还要同

步建设“软”基础设施ꎬ具体实现路径包括善治、公平有效的税收制度、鼓励私营

部门竞争、有效的国家—私人伙伴关系和有助于企业发展的政策等③ꎮ
综上ꎬ以地区经济体为视角讨论中亚地区经济增长的研究相对有限ꎮ 这是

因为ꎬ一方面ꎬ中亚地区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ꎬ研究者的兴趣不足ꎻ另一方面ꎬ
中亚不是一个活跃的地区经济体ꎮ 此外ꎬ尽管学界对欠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理论

有较好的研究基础ꎬ但这些理论并没有受到从事中亚经济研究学者的重视ꎮ 加

上缺乏对中亚国家政治和社会的深入了解ꎬ研究者通常把自己的研究聚焦于国

家间的双边互动ꎬ诸如贸易互补性、中国新疆与中亚国际经济贸易关系、合作优

势(农业和能源)、金融合作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等方面④ꎬ对地区层面增

—８２—

①

②

③

④

Ｍｉｎｓｏｏ ＬｅｅꎬＦｉｖｅ Ｋｅｙｓ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ꎬｈｔｔｐｓ: / /
ｂｌｏｇｓ ａｄｂ ｏｒｇ / ｂｌｏｇ / ｆｉｖｅ － ｋｅｙｓ － ｔｏ －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ａｓｉａ － ｇｌｏｂａｌ － ｖａｌｕｅ － ｃｈａｉｎｓ

Ｌｉｌｉａ Ｂｕｒｕｎｃｉｕｃ ａｎｄ Ｉｖａｉｌｏ Ｉｚｖｏｒｓｋｉꎬ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ｅｄｕ / ｂｌｏｇ / ｆｕｔｕｒｅ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１３ /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ｉｎｇ －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
ｉｎ －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ａｓｉａ /

Ａｒｉｅｌ Ｃｏｈｅｎꎬ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Ｓｏｆｔ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Ｐａｔｈｗａｙ ｔｏ
Ｇｒｏｗｔｈꎬ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ｃ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ｒｇ / ２０１９ / １１ /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ａｓｉａ /

肖斌:«中国中亚研究:知识增长、知识发现和努力增长方向»ꎬ«俄罗斯东欧中亚

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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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原因没有进一步讨论ꎮ

二　 中亚的依附性增长:
复杂系统下的多中心依附

　 　 在近 ３０ 年的发展进程中ꎬ中亚地区社会经济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见
表 １)ꎮ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ꎬ尽管中亚社会经济在 ２０２０ 年有所衰退ꎬ但国际

金融组织对中亚经济增长还是保持了乐观预期①ꎮ

表 １ １９９２ ~ ２０２１ 年中亚国家 ＧＤＰ 增长率(％)

年份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哈萨克斯坦 － ５ ３ ０ ５ － １ ９ ２ ７ ９ ８ ９ ７ ７ ３ ４ ５ － ２ ５ ２ ５

吉尔吉斯斯坦 － １３ ０ ７ １ ２ １ ３ ７ ５ ４ － ０ ２ － ０ ５ ４ ５ － ８ １ ３ ８

塔吉克斯坦 － ２９ ０ － １６ ０ ５ ３ ３ ７ ８ ３ ６ ６ ６ ５ ７ １ ７ ５ ３ ５

土库曼斯坦 － １４ ０ ６ ７ ７ １ １６ ０ ５ ５ １３ ０ ９ ２ ３ １ － １ １ ３ ２

乌兹别克斯坦 － １１ ０ １ ７ ４ ３ ４ ３ ３ ８ ６ ９ ７ ６ ５ ６ ５ ６ ３ ５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世界银行数据(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ｃｏｕｎｔｒｙ)和 ＥＩＵ 国

家数据«土库曼斯坦报告» (ｈｔｔｐ: / /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ｅｉｕ ｃｏｍ / ＦｉｌｅＨａｎｄｌｅｒ ａｓｈｘ? ｉｓｓｕｅ＿ｉｄ ＝ ９５０５９３４
７８＆ｍｏｄｅ ＝ ｐｄｆ)制作ꎮ

(一)复杂系统与中亚经济的依附性增长

研究中亚经济的依附性增长需要从复杂系统入手ꎬ这是提高研究结论可

信度的基础ꎮ 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由一个或多个系统组成ꎬ这些系统是静态

的ꎬ也有可能是动态的ꎮ 在动态系统中ꎬ组织关系或松散或紧密ꎬ或稳定或不

稳定ꎬ并对负反馈作出不同的回应ꎮ 尽管系统内部存在相互依存关系ꎬ但是

每个系统都有自己的边界ꎮ 在这个意义上ꎬ我们能够发现ꎬ与国内政治经济

体系相比ꎬ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属于复杂系统ꎬ它在自助的国际体系下涉及的

不可控变量更多ꎮ 作为研究对象ꎬ复杂系统从自然科学中的混沌理论演进而

来ꎬ特指由许多可能相互作用的要素所组成的系统ꎮ 系统之所以复杂ꎬ是因

—９２—

①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Ｄａｔａꎬ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ＴＭꎻ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ꎬ ｈｔｔｐ: / / ｐｕｂｄｏｃｓ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ｅｎ / ９７４４４１５９９８３８７３４０７０ / Ｇｌｏｂａｌ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 Ｊａｎｕａｒｙ － ２０２１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 ＥＣＡ ｐｄｆꎻ Ｔｕｒｋｍｅｎｉｓｔａｎꎬ
ｈｔｔｐ: / /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ｅｉｕ ｃｏｍ / ＦｉｌｅＨａｎｄｌｅｒ ａｓｈｘ? ｉｓｓｕｅ＿ｉｄ ＝ ９５０５９３４７８＆ｍｏｄｅ ＝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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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要素关系所产生的不同特性ꎬ例如ꎬ非线性、涌现、自发秩序、适应和反馈循

环等ꎮ 复杂系统可能具有以下特征:连锁性失效ꎬ开放系统ꎬ系统有记忆ꎬ套
叠系统ꎬ多样性的动态网络ꎬ产生涌现现象ꎬ非线性和反馈循环①ꎮ 尽管上述

特征不会同时在中亚地区出现ꎬ但若折射到中亚地区ꎬ可以发现有多个复杂

系统特征存在ꎬ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个特征ꎮ
１ 区域生态问题将引发连锁性失效

地区生态环境危机是影响中亚经济增长最大的挑战ꎮ 受全球气候变暖

影响ꎬ中亚地区气候呈现暖湿的变化趋势:一方面ꎬ降水有所增加ꎬ但无法抵

消因为冰川加速融化带来的水资源总量减少ꎻ另一方面ꎬ降水更多地集中在

冬季ꎬ夏季炎热ꎬ地表水蒸发量大②ꎮ 在中亚水资源总量减少的同时ꎬ咸海流

域人口快速增加ꎬ生态环境过载严重ꎮ 地处欧亚大陆腹地的咸海流域占地

１７６ 万平方公里ꎬ占中亚地区面积的 ３７％ ꎬ包括锡尔河、阿姆河、捷詹河、木尔

加布河和卡拉库姆运河(连接阿姆河、捷詹河和木尔加布河)等水系ꎬ人口大

约占中亚总人口的 ４２％以上ꎮ 若生态环境不能改善且人口持续增加ꎬ将产生

连锁性失效的问题ꎬ导致资源耗竭、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停滞ꎮ
２ 开放系统形成的前提是经济自由

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ꎬ社会的系统性开放就变成欠发达国家经

济可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ꎬ蓬勃的市场经济促进了开放社会的稳定ꎬ竞争激

烈的市场为经济长期繁荣提供了条件ꎬ从而促进了社会组织的稳定③ꎮ 中亚

地区经济自由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ꎬ但国家间差异较大ꎮ 与 ２０１１ 年相比ꎬ中
亚国家经济自由度的全球排名都有明显提高ꎬ这意味着中亚经济增长速度和

繁荣水平不断向好ꎬ其中哈萨克斯坦经济自由度表现最好ꎬ乌兹别克斯坦进

步最大(见表 ２)ꎮ 但是ꎬ若在中亚国家之间比较ꎬ经济自由度水平差距较大ꎬ
最高与最低在全球排名相差 １３３ 位(根据 ２０２１ 年数据)ꎮ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

明ꎬ中亚国家间在贸易政策、政府财政开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货币政策、资
本流动和外国投资、银行业和金融业、工资和物价、产权、规制、非正规市场活

动等十大领域上的差距非常显著ꎮ

—０３—

①
②

③

Ａｌａｎ Ｒａｎｄａｌｌꎬ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ａｕｔｉｏｎ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１１
肖斌:«“拯救咸海国际基金”面临的挑战及其发展前景»ꎬ«世界知识»２０１８ 年

第 ２１ 期ꎮ
Ｂａｓ ｖａｎ ＢａｖｅｌꎬＯｐｅｎ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Ｓｏｃｉｏ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ꎬ２０２０ꎬＶｏｌ １８ꎬＮｏ ３ꎬｐｐ ７９５ － ８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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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１ 年中亚国家经济自由度指数全球排名

年份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哈萨克斯坦 ６８ ４２ ４１ ５９ ３９ ３４

吉尔吉斯斯坦 ９６ ８９ ７８ ７９ ８１ ７８

塔吉克斯坦 １４９ １０９ １０６ １２２ １５５ １３４

土库曼斯坦 １７４ １７０ １６９ １６４ １７０ １６７

乌兹别克斯坦 １６６ １４８ １５２ １４０ １１４ １０８

资料来源:美国传统基金会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ｏｒｇ / ｉｎｄｅｘ /
注:数值区间:１ ~ １８３ꎬ１ 表示排名最高ꎮ

３ 系统记忆的双重影响

苏联历史遗产对中亚地区经济发展影响深重ꎬ并在两方面对中亚经济产

生影响:一是苏联时期经济政策的影响ꎻ二是俄罗斯的影响ꎮ
在苏联时期ꎬ根据地域原则管理工业和建筑业ꎬ目的是体现经济的专门

化和综合化发展ꎮ 依照苏联最高苏维埃 １９５７ 年 ５ 月 １０ 日颁布的«关于进一

步完善国民经济管理组织»的法令ꎬ苏联建立了 １０４ 个经济行政区ꎬ其中在中

亚地区加盟共和国设立了 １７ 个经济行政区(哈萨克加盟共和国 ９ 个ꎬ乌兹别

克加盟共和国 ５ 个ꎬ吉尔吉斯、塔吉克和土库曼加盟共和国各 １ 个)①ꎮ 经过

苏联化改造ꎬ中亚 １７ 个经济行政区以生产农产品和畜产品为主并严重依

赖俄罗斯市场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苏联也曾在中亚建立了纺织、机械制造、
飞机制造、电机和石油加工工业ꎬ但这些工业都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ꎮ
因为只有 ７％ ~ １０％的企业直属加盟共和国ꎬ其余工业企业则属于全苏的

直属企业ꎮ 更为严重的是中亚企业中的管理和技术人员以斯拉夫人为

主②ꎮ 上述发展模式促进了中亚经济的依附性增长ꎬ但也给中亚带来灾难性

的经济危机ꎮ 在独立初期ꎬ中亚经济一落千丈、反复震荡ꎬ直到 １９９８ 年才呈

现增长趋势ꎮ
俄罗斯对中亚经济的影响巨大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ꎬ俄罗斯与欧亚经济

联盟成员国贸易总额是 ５０１ ４ 亿美元ꎬ俄罗斯与中亚国家贸易总额是 ３３１ ４
亿美元ꎮ 此外ꎬ俄罗斯是中亚国家重要的外汇来源国ꎮ 根据俄罗斯学者统

—１３—

①

②

[苏联]В М 柯斯帖尼科夫著ꎬ李仲三等译:«苏联经济区»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６１ 年

版ꎬ第 ２ 页ꎮ
[俄]Ｐ Φ 阿巴佐夫ꎬ盛夏得、武及译:«中亚国家在后苏联时期经济一体化的解

体»ꎬ«国外财经»１９９６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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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ꎬ截至 ２０１８ 年约有 ４２０ 万中亚籍劳务人员在俄罗斯工作ꎬ每年中亚籍劳务

人员从俄罗斯汇往中亚国家大约 ９５ 亿美元ꎮ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对旅俄中亚

籍劳务人员有较大影响ꎬ但中亚籍劳务人员向国内汇款依然保持一定水平ꎮ
根据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统计数据ꎬ２０２０ 年第三季度从俄罗斯汇往中亚的外

汇达 １２ ８７ 亿美元ꎮ 在社会影响方面ꎬ当前俄语依然是中亚国家的交流和工

作语言ꎻ中亚国家 ７０％的电视、互联网和印刷品等使用俄语ꎻ３０％的商铺招牌

使用俄语ꎻ８０％的食品来自俄罗斯ꎻ１５ 万多名中亚国家学生在俄罗斯高校

学习①ꎮ
４ 多样性动态网络的竞争效应

中亚经济增长依附于地区内复杂的多边合作机制ꎮ 目前ꎬ除双边合

作机制外ꎬ在中亚地区还活跃着不少多边合作机制ꎬ如世界贸易组织、欧
亚经济联盟、独立国家联合体、上海合作组织、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
“Ｃ５ ＋ １”对话机制(美国、日本)等ꎬ这些机制均遵循不同的原则与中亚

国家展开合作ꎮ
多边合作组织对中亚经济增长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ꎬ弥补了中亚经济

在市场、资金、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不足ꎮ 在中亚经济结构中ꎬ农业是受益

最大的产业ꎬ部分产品已建成全产业链ꎬ包括种植、采购、贸易、物流、加工

和研发等ꎮ 例如ꎬ中亚水果出口产能已开发 ３０％ ꎬ预计到 ２０３０ 年ꎬ仅水果

出口一项就能给中亚农民带来 ２７ 亿美元的收益ꎮ 随着数字贸易ꎬ互联互

通ꎬ加工、储藏和运输能力进一步提高ꎬ中亚国家间的合作进一步加强ꎬ中
亚经济还会有非常快的增长ꎮ 然而ꎬ我们也要看到多边合作机制的复杂

性ꎮ 出于不同的政治理念和国家利益ꎬ多边合作机制的主导国之间还存在

着竞争ꎬ相互竞争产生的效应比较积极ꎬ它使中亚经济发展路径有多种选

择并因此受益ꎮ
(二)多中心与中亚经济依附性增长的关系

从中亚经济发展的进程来看ꎬ建立市场经济的条件基本形成后ꎬ出口导

向型成为中亚国家普遍选择的发展战略(见图 １)ꎮ 围绕出口导向型发展战

略ꎬ中亚国家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ꎬ重点发展了能源、有色金属、农业畜牧业

生产和加工及配套的机械制造业ꎮ 在溢出效应的作用下ꎬ出口导向型经济为

中亚国家的发展打下了基础ꎮ 当然ꎬ中亚国家在产业结构、货币金融、价格、
非国有化等方面的改革对经济发展也有直接影响ꎮ

—２３—
① 肖斌:«美国的新中亚战略将是有限的竞争战略»ꎬ«世界知识»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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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１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９ 年中亚国家货物和服务出口占 ＧＤＰ 的比重(％)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制作ꎬ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ｃｏｕｎｔｒｙ

随着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ꎬ中亚国家经济依附也逐步多元化ꎬ对俄罗

斯的依附水平有较大的下降ꎮ 除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外ꎬ中国、日本、韩国、土
耳其、英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和美国等成为中亚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国ꎮ
为了扩大出口和实现增长ꎬ中亚国家非常重视基础设施建设ꎬ变化最明显的

是物流绩效ꎮ 作为双内陆国家的乌兹别克斯坦的物流绩效指数从 ２００７ 年的

２ ７ 增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３ １ꎬ哈萨克斯坦则从 ２００７ 年的 ２ １ 增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２ ７①ꎮ 与此同时ꎬ物流绩效指数表现较好的中亚国家出口价值指数也有较

大提高ꎮ 例如ꎬ哈萨克斯坦的出口价值指数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６０ 增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６５０(见图 ２)ꎮ

图 ２ 中亚国家出口价值指数(２０００ 年 ＝１００)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ꎮ

—３３—

①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ｄ ＬＰＩ ꎬｈｔｔｐｓ: / / ｌｐｉ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ꎻＫａｍａｌｂｅｋ Ｋａｒｙｍｓｈａｋｏｖ ａｎｄ Ｂｕｒｕｌｃｈａ
Ｓｕｌａｉｍａｎｏｖａꎬ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ｎꎬＡＤＢＩ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Ｓｅｒｉｅｓꎬ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ｄｂ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６３６６５１ / ａｄｂｉ －
ｗｐ１１８４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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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ꎬ中亚经济从单一依附转向多中心依附ꎮ 多中心是一个复杂

的概念ꎬ通常由技术、资金和市场处于优势的发达国家主导ꎮ 以数字竞争力为

例ꎬ全球排名前 １０ 位的都是发达国家①ꎮ 但是ꎬ在国际政治经济现实中ꎬ发达

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影响不必然是线性关系ꎬ还存在着滞后效应ꎬ即
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影响是间接的、中介性和滞后的ꎮ 造成滞后效应的直

接原因是地区主义的发展并形成了北美、西欧和东亚三大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的

地区中心ꎬ其中东亚经济发展的潜力最为突出ꎮ 根据世界银行估计ꎬ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ꎬ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经济增长有所放缓ꎬ但受中国经济强劲反弹影

响ꎬ２０２１ 年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经济增长预计达到 ７ ４％ꎬ高于西欧和北美②ꎮ 地

区主义的溢出效应吞噬了发达国家(尤其是单个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影

响ꎬ让欠发达国家有了更多的选择ꎬ从而降低了依附水平ꎮ 因此ꎬ从层次上来

看ꎬ多中心可以分为全球中心、地区中心和国家中心ꎮ 全球中心指发达国家主

导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全球性的国际机制ꎬ如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等ꎻ地区中心则指西欧、北美和东亚三大经济中心ꎻ国家中心指对欠

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有较大影响且在特定的区域内有共同市场的国家ꎮ
(三)多中心与中亚经济依附性增长:观点及方法

多中心与中亚经济依附性增长的逻辑是ꎬ在自助的国际体系中ꎬ中亚国

家选择了国家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ꎬ并依附与其

经济增长有关联的中心ꎬ中心数量越多越有利于中亚经济实现依附性增长ꎮ
这是因为ꎬ首先ꎬ全球中心规制了中亚经济ꎬ不仅能使中亚经济更好地融入全

球经济体系ꎬ成为全球价值链中的组成部分ꎬ而且能使中亚国家规避贸易保

护主义ꎮ 在中亚贸易、金融和货币制度逐步对接全球经济体系后ꎬ中亚地区

外资规模不断增长ꎮ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９ 年ꎬ中亚地区吸引外资 ３ ７８２ 亿美元ꎬ其中

欧盟投资占 ４０％ ③ꎮ 其次ꎬ地区中心为中亚经济提供了更多的合作机会ꎬ扩

—４３—

①

②

③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Ｒａｎｋｉｎｇ ２０２０ꎬ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ｉｍｄ ｏｒｇ / ｗｃｃ /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
ｃｅｎｔｅｒ － ｒａｎｋｉｎｇｓ / ｗｏｒｌｄ － ｄｉｇｉｔａｌ －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 ｒａｎｋｉｎｇｓ － ２０２０ /

Ｅｋａｔｅｒｉｎｅ Ｔ Ｖａｓｈａｋｍａｄｚｅꎬ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ｆｏｒ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ｎ Ｓｅｖｅｎ
Ｃｈａｒｔｓꎬｈｔｔｐｓ: / / ｂｌｏｇｓ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ｏｕｔｌｏｏｋ － ｅａｓｔ － ａｓｉａ － ａｎｄ －
ｐａｃｉｆｉｃ － ｓｅｖｅｎ － ｃｈａｒｔｓꎻＳｕｂｄｕｅ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ｇｌｏｂａｌ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Ａｉｄａｎａ ＹｅｒｇａｌｉｙｅｖａꎬＦＤＩ ｔｏ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Ｒｅａｃｈｅｄ ３７８ ２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Ｏｖｅｒ Ｐａｓｔ １３ Ｙｅａｒ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ａｓｔａｎａ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２０ / １２ / ｆｄｉ － ｔｏ －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ａｓｉａ － ｒｅａｃｈｅｄ － ３７８ － ２ － ｂｉｌｌｉｏｎ － ｏｖｅｒ －
ｐａｓｔ － １３ － ｙｅａｒ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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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了中亚出口规模ꎬ优化了产业结构ꎬ增加了就业机会ꎬ促进了中亚经济增

长ꎮ 西欧、东亚和北美地区发达国家和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都与中亚国家建

立了广泛的经济联系ꎮ 再次ꎬ国家中心是中亚经济增长的“稳定器”ꎬ对外依

附于俄罗斯主导的多边经济合作机制ꎬ对内依附于中亚国家间的相互合作ꎮ
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地区的主要谷物生产国ꎬ目前中亚只有哈萨克斯坦小麦能

够自给自足并且向邻国出口小麦和面粉ꎮ 塔吉克斯坦一半的小麦消费量来

自哈萨克斯坦ꎮ 乌兹别克斯坦东部的费尔干纳河谷、塔吉克斯坦北部和吉尔

吉斯斯坦西南部主要生产各种水果、蔬菜和坚果ꎬ除国内市场消费外ꎬ上述地

区农产品还销往周边国家ꎬ哈萨克斯坦则是重要的出口目的国ꎮ
为了提高研究信度和效度并克服案例或数据统计中的难度及局限性ꎬ通

常选择集中比较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①ꎮ 此外ꎬ中亚国家统计和信息发

布能力差异较大ꎬ很难全部依据直接证据来分析问题ꎬ因此ꎬ需要引用其他学

者的研究文献以及国际组织及金融机构的报告ꎮ

三　 多中心与中亚经济的

依附性增长:依附水平及影响

　 　 从互动的性质看ꎬ多中心依附属于合作博弈行为ꎮ 合作博弈形成的基

本条件包括:一是整体收益要大于每个参与者单打独斗的收益之和ꎻ二是

每个参与者都能获得比不合作时更多的收益ꎬ即存在帕累托改进性质的分

配原则ꎮ 按参加博弈局中人的数量划分ꎬ多中心依附属于 Ｎ 人合作博弈ꎬ
即 Ｎ > ２ 合作博弈ꎮ 这实际上又引发一个问题ꎬ即对各个中心的依附程度ꎮ
在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之前ꎬ需要再次确定ꎬ在复杂系统下讨论多中心与

中亚经济的依附性增长是前提条件ꎬ因为国家中心主义影响合作的结构性

要素ꎬ而国家中心主义是以国家利益为导向ꎮ 尽管国家安全和主权独立是

国家利益优先选择的指标ꎬ但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ꎬ国家也不排斥让渡

一些国家利益ꎮ 对于中亚国家而言ꎬ经济增长对维护国家安全和保持主权

独立有直接影响②ꎮ 于是ꎬ前面所讨论过的连锁性失效、开放系统、系统记

—５３—

①

②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ＬＧｅｏｒｇｅꎬ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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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ꎬＶｏｌ １３ꎬＮｏ １ꎬｐｐ ８６ － ９４ꎻＧａｖｉｎ ＨｅｌｆꎬＬｏｏｋ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ｒｏｕｂｌ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Ｖｉｏｌｅｎｔ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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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多样性的动态网络等便成为影响中亚经济增长的结构性问题ꎬ设定这些

结构性问题在非战争状态下长期存在且相对稳定ꎮ 在完成控制变量的设定

后ꎬ分理论和实践两个部分讨论多中心对中亚经济增长的依附程度ꎮ 在理论

层面ꎬ选择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和斯科特贝内特的地形理论(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Ｔｈｅｏｒｙ)ꎻ在实践层面ꎬ主要分析全球、地区和国家中心对中亚经济依附性增

长的影响ꎮ
(一)复杂系统下多中心与中亚经济的依附水平

在地形理论中ꎬ聚合是核心概念ꎮ 聚合是指系统的一种组织过程ꎬ即将

其中一致性高的元素放在一起ꎬ而将一致性低的元素拿开ꎮ 地形理论对于研

究复杂系统的动力机制解释力非常强①ꎮ 地形理论基于这样的事实ꎬ对于国

家而言ꎬ判断每种潜在合作的收益非常困难:一是一国考虑与其他国家保持

关系时ꎬ并不把系统中其他国家的因素考虑进去ꎻ二是提升合作水平是渐进

的行为ꎬ即通过与各个参与方互动来实现ꎮ
地形理论包括以下内容:第一ꎬ有 Ｎ 个参与方组成一个集合ꎬ其中参与

方的规模(简称 ＳꎬＳ ｉ > ０)反映该参与方对其他参与方的重要性ꎮ 若以国家

为对象ꎬＳ ｉ可以用人口、工业、军事因素或其他综合构成来衡量ꎮ 第二ꎬ核心

前提是ꎬ每一对参与方 ｉ 和 ｊ 之间都存在合作倾向ꎬ用 Ｐ ｉｊ表示ꎮ Ｐ ｉｊ用于衡量

参与方在同一框架内合作的意愿度有多高ꎮ 第三ꎬ格局指参与方之间的分

隔类型ꎬ即每个参与方分到某一(唯一)组中的一种布局状态ꎮ 例如ꎬ“冷
战”时期欧洲的非中立国家通常归属华约或北约两大组织ꎮ 一种具体的格

局ꎬ用 Ｘ 表示ꎬ决定了其中任意两个参与方之间的距离ꎬ用 ｄ ｉｊ表示ꎮ 第四ꎬ
受挫感是衡量在特定格局下设定的参与方想要接近或疏远其他参与方的

愿望的实现程度ꎮ 若出现下列情况ꎬ参与方的受挫感就能最小化:一是与

有正倾向的参与方处于同一个合作框架内ꎬ否则ꎬＰ ｉｊ > ０ 而 ｄ ｉｊ > ０ꎬ受挫感

就不会达到最小值ꎻ二是与具有负倾向的参与方处于不同合作框架内ꎬ即
Ｐ ｉｊ < ０而 ｄ ｉｊ > ０ꎮ 从地形理论的机理可以看出ꎬ均衡点不一定是全局最优ꎬ
没有一种格局能满足每个参与方的愿望ꎮ 地形理论能够用规模和双边倾

向计算出每个可能的格局能量大小ꎬ然后绘出相应的地形图ꎬ用以预测系

统的动力机制②ꎮ

—６３—

①

②

[美]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著ꎬ梁捷、高笑梅等译:«合作的复杂性:基于参与者

竞争与合作的模型»ꎬ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２００８ 年版ꎬ第 ７５ 页ꎮ
同①ꎬ第 ７６ ~ ８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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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地形理论符合研究中亚经济依附性增长的需要且有较强的兼容性ꎬ
本研究选择该理论分析中亚经济对多中心的依附水平ꎮ 根据地形理论的动

力机制和所要解释的问题ꎬ对地形理论中的挫折感模型进行简化处理ꎬ即通

过 Ｆｉ(ｘ)比较中亚经济对全球、地区和国家中心的依附水平ꎮ Ｆｉ(ｘ)数值越高

依附水平就高ꎮ 即:
Ｆｉ(ｘ) ＝∑〔ＳｊＰｉｊ ＋ ｄｉｊ(ｘ)〕ꎬｉ≠ｊ
Ｓｊ表示中心的规模ꎬ以国家数量来衡量ꎬ限定为在中亚国家贸易中进口

或出口排在前 １０ 位的国家ꎮ Ｐｉｊ表示合作收益ꎬ选择一定时期中亚国家主要

贸易伙伴国进出口贸易额占比的平均值ꎮ Ｓｊ与 Ｐｉｊ是正相关关系ꎬ即与中亚国

家建立贸易关系的国家越多ꎬ中亚国家合作收益也相应增加ꎬ依附水平也不

断提高ꎮ ｄｉｊ(ｘ)表示中亚国家在格局 Ｘ 中的疏密关系ꎬ测量指标是在格局 Ｘ
中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或自由贸易区ꎬ有 １ 个加 ５ꎬ有两个及以上加 １０ꎬ没有

为 ０ꎮ 时间截面选择 ２０１９ 年中亚国家主要贸易伙伴国ꎬ数据来源于经济复杂

性观察组织(ＯＥＣ)网站①ꎮ 中亚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国(贸易额排前 １０ 位)
在不同格局 Ｘ(中心)下有 ２５ 个相互交叉但数量不同的国家(见表 ３)ꎮ

表 ３ 中亚主要贸易伙伴国在不同格局(Ｘ)中的数量

Ｘ１ ＝全球中心

ＷＴＯ 成员国

Ｘ２ ＝地区中心

西欧
(按欧盟归类) 北美 东亚

Ｘ３ ＝国家中心

欧洲:意大利ꎬ荷兰ꎬ德国ꎬ法国ꎬ西
班牙ꎬ瑞士ꎬ英国ꎬ比利时ꎬ罗马尼
亚ꎬ克罗地亚ꎬ希腊ꎬ立陶宛ꎬ俄
罗斯
亚洲:中国ꎬ韩国ꎬ土耳其ꎬ印度ꎬ阿
联酋ꎬ格鲁吉亚ꎬ阿富汗ꎬ哈萨克斯
坦ꎬ吉尔吉斯斯坦
北美:美国

意大利ꎬ荷兰ꎬ
德国ꎬ法国ꎬ西
班牙ꎬ瑞士ꎬ英
国ꎬ比利时ꎬ罗
马尼 亚ꎬ 克 罗
地亚ꎬ希腊ꎬ立
陶宛

美国
中国ꎬ
韩国

俄罗斯ꎬ哈萨
克斯坦ꎬ乌兹
别克斯坦ꎬ吉
尔吉斯斯坦ꎬ
白俄罗斯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ꎮ

在表 ３ 的基础上比较统计中亚国家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数据ꎬ结合地

形理论建立表 ４ꎮ

—７３—

① 经济复杂性观察组织网站ꎬｈｔｔｐｓ: / / ｏｅｃ ｗｏｒｌｄ / ｅｎ / ｐｒｏｆｉｌｅ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ｋａｚ? ｔｒａｄｅＳｃａｌｅ
Ｓｅｌｅｃｔｏｒ１ ＝ ｔｒａｄｅＳｃａｌｅ０＆ｔｒａｄｅＳｃａｌｅＳｅｌｅｃｔｏｒ２ ＝ ｔｒａｄｅＳｃａｌｅ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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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４ 中亚经济对多中心的依附水平比较

(Ｘ)

(Ｘ１) ＝ 全球中

心(包括地区和
国 家 中 心 的
ＷＴＯ 成员国)

(Ｘ２) ＝地区中心

西欧 北美 东亚

(Ｘ３) ＝
国家中心

Ｓｊ ２３ １２ １ ２ ５

Ｐｉｊ
(４ ７ ＋ ６ ４) / １００

＝ ０ １１
(２ ６ ＋ ０ ６) /
１００ ＝ ０ ０３

(０ ０４ ＋ １ ２) /
１００ ＝ ０ ０１

(１２ ＋ １６) /
１００ ＝ ０ ２８

(６ ３ ＋ １２) /
１００ ＝ ０ １８

ｄｉｊ(ｘ) ０ ０ ０ ０ １０

Ｆｉ(ｘ)
２３ × ０ １１ ＋ ０

＝ ２ ５３
１２ × ０ ０３ ＋ ０

＝ ０ ３６
１ × ０ ０１ ＋ ０

＝ ０ ０１
２ × ０ ２８ ＋ ０

＝ ０ ５６
５ × ０ １８ ＋ １０

＝ １０ ９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ꎮ

通过表 ４ 数据得出以下结论ꎮ
第一ꎬ因«独联体自由贸易区协定»(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和欧亚经济联盟(经

济区)的存在ꎬ中亚经济对以俄罗斯为主导国的国家中心依附水平最高ꎮ 但

是ꎬ若中亚与其他经济体建立起自由贸易关系ꎬ那么国家中心的优势将会下

降ꎬ经济依附水平也随之降低ꎮ 这可能是影响俄罗斯积极推动上海合作组织

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关键因素之一ꎮ
第二ꎬ中亚经济依附全球中心是大势所趋ꎬ中亚经济对全球中心的依附

性仅次于国家中心ꎬ且发展潜力巨大ꎮ 因为全球中心不仅能给中亚经济带来

规模效应ꎬ而且能激励中亚不断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ꎬ从而使中亚经

济获得可持续性的稳定增长ꎮ
第三ꎬ在地区中心层面ꎬ中亚经济对东亚地区依附水平排列第 ３ 位ꎬ但若

把西欧地区投资和技术要素加入进去ꎬ那么中亚经济对西欧地区的依附水平

可能会与东亚地区持平ꎬ甚至高于东亚地区ꎮ 在三个可比的地区中ꎬ中亚经

济对北美地区的依附水平最低ꎬ考虑到美国正加大对该地区的经济投入ꎬ中
亚经济对北美的依附水平会有所提高ꎮ

(二)复杂系统下多中心对中亚经济依附性增长的影响

在讨论了多中心与中亚经济依附性增长的关系后ꎬ需要对此做进一步的

实证讨论ꎬ从而提高研究的信度ꎮ
１ 全球中心与中亚经济的依附性增长

市场主导型的全球经济体系是发达国家推动并与欠发达国家共同建立

的ꎮ 独立后ꎬ中亚经济在接轨全球经济体系上经历了艰辛的发展历程ꎬ贸易、
货币和金融体系都进行了革命性调整ꎮ 例如ꎬ付出巨大的制度成本ꎬ从卢布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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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ꎬ中亚经济也因卢布大幅贬值而受到严重

冲击①ꎬ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５ 年中亚国家通货膨胀率(取中位数)基本维持在 １０１％以

上ꎮ 尽管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波折ꎬ中亚国家没有放弃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

目标ꎬ并逐步克服了转型初期的种种困难ꎮ
加入多边贸易机制是中亚国家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关键ꎮ 在全球经济

体系中ꎬ多边贸易机制是经济全球化的组织和法律基础ꎬ国际金融机构是促

进经济全球化的直接动力ꎮ 因秉持互惠、透明、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经济发

展、非歧视性原则ꎬ世界贸易组织对于欠发达国家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具有较

强的指标意义ꎮ 在经过 ６ 轮谈判后ꎬ吉尔吉斯斯坦于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成为

世界贸易组织第 １３３ 个正式成员ꎮ 在这之后ꎬ塔吉克斯坦于 ２０１３ 年、哈萨克

斯坦于 ２０１５ 年相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ꎮ 乌兹别克斯坦曾在 １９９４ 年启动“入
世”进程ꎬ但在卡里莫夫推行自给自足政策后ꎬ于 ２００５ 年终止了“入世”工作ꎮ
米尔济约耶夫就任乌兹别克斯坦第二任总统后ꎬ２０１８ 年 ３ 月乌兹别克斯坦重

启“入世”进程ꎬ至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ꎬ乌兹别克斯坦与世界贸易组织已举行了 ４ 轮

谈判ꎮ 为了早日结束谈判ꎬ乌兹别克斯坦和欧盟启动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

合作计划ꎮ 作为中亚国家经济自由度排名最后的国家ꎬ土库曼斯坦在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获得了世界贸易组织观察员国地位ꎬ并有意在 ５ 年内启动“入世”谈
判②ꎮ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亚国家是有利的ꎬ它能协助中亚国家规避贸易

保护主义、扩大市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改善产业结构等ꎮ 仅关税一项ꎬ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中亚国家就获得了很高的收益(见表 ５)③ꎮ

表 ５ ＷＴＯ 成员国中中亚国家免税进口商品的比重(％)

国别 农产品 非农产品

哈萨克斯坦 ８８ ９７

吉尔吉斯斯坦 ９９ ９９

塔吉克斯坦 — １００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制作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ｔｏ 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ｎｅｗｓ＿ｅ /
ｎｅｗｓ２０＿ｅ / ａｃｃ＿２２ｊｕｌ２０＿ｅ ｈｔｍ

—９３—

①
②

③

肖斌:«卢布危机中的货币权力博弈»ꎬ«欧亚经济»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ꎮ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ｅｎｄｏｒｓｅ Ｔｕｒｋｍｅｎｉｓｔａｎ'ｓ ＷＴＯ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Ｓｔａｔｕｓ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ｔｏ 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ｎｅｗｓ＿ｅ / ｎｅｗｓ２０＿ｅ / ａｃｃ＿２２ｊｕｌ２０＿ｅ ｈｔｍ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ｓ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ｔｏ 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ｔｈｅｗｔｏ＿ｅ / ｗｈａｔｉｓ＿ｅ / ｔｉｆ＿ｅ / ｏｒｇ６＿

ｅ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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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中亚国家不断地进行改革以适应全球经济体

系的要求ꎮ 在满足人权、劳务、环保和善治等 ２７ 项国际公约要求后ꎬ欧盟委

员会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决定提前给予乌兹别克斯坦普惠制(ＧＳＰ)待遇ꎬ
６ ２００种乌兹别克斯坦产品因此受益①ꎮ 为了让中亚经济更好地融入全球经

济体系ꎬ欧盟与致力于支持中小型企业的国际贸易中心②合作ꎬ设立了针对

中亚国家的出口指导计划ꎬ以提高中亚国家中小型企业的出口潜力ꎮ 目前ꎬ
大约有 ４０ 家土库曼斯坦的中小型企业被纳入该计划③ꎮ

２ 地区中心与中亚经济的依附性增长

统一的全球经济体系不仅促进了经济增长ꎬ而且催生了诸多地区中心ꎬ
形成了西欧、北美和东亚三足鼎立的世界经济格局ꎮ 西欧和东亚在历史上是

对中亚地区经济有直接影响的地区经济中心ꎮ 在公元 ７５０ ~ １２５０ 年ꎬ中亚是

连接欧亚大陆的枢纽ꎬ陆地“丝绸之路”西起古罗马东部终点直抵古代日本首

都奈良ꎮ 今天ꎬ西欧和东亚再次成为助力中亚经济增长的地区中心ꎮ
中亚国家独立不久ꎬ欧盟就与中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ꎬ并根据需要出

台了欧盟中亚战略ꎬ即«欧盟与中亚:新伙伴关系战略»(２００７ 年 ６ 月)ꎮ 为了

适应中亚经济发展需要ꎬ欧盟调整了中亚战略ꎬ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推出了名为

«欧盟与中亚:打造更加坚实的伙伴关系新机遇»的新战略ꎬ能源、贸易和人权

依然是欧盟中亚战略的核心内容ꎬ不同的是ꎬ新战略更注重大国关系和中亚

国家的制度改革ꎮ 除人权领域外ꎬ中亚与欧盟经贸关系发展迅速(见表 ６)ꎮ

表 ６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９ 年欧盟与中亚国家货物贸易增长率(％)

年份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增长率 １９ ４２ １６ － ３ － ６ － １７ － １９ １４ １３ １７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欧盟委员会数据制作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ｅｂｇａｔｅ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ｉｓｄｂ＿ｒｅｓｕｌｔ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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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中心(英语简称:ＩＴＣ)成立于 １９６４ 年ꎬ是世界贸易组织和联合国的合作

项目ꎬ目的是促进包容性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ꎬ并为实现联合国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

贡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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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ꎬ欧盟是中亚国家的第三大贸易伙伴ꎬ也是中亚国家重要的技术、资
金来源地ꎮ 在中亚国家中ꎬ哈萨克斯坦是欧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ꎬ土库曼

斯坦紧随其后ꎮ 在中亚国家与欧盟的合作中ꎬ教育领域最为突出ꎬ吉尔吉斯

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是中亚与欧盟教育合作的重点国家ꎮ 中亚与

欧盟教育合作不仅集中于高等教育ꎬ也集中于职业教育和基础教育ꎬ这将对

中亚国家经济增长产生战略性的影响ꎮ
在世界经济史上ꎬ东亚经济以“雁行模式”经历了日本、亚洲“四小龙”和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三次浪潮ꎮ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密切

相关ꎬ在经过 １５ 年的谈判后ꎬ中国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①ꎮ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ꎬ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ꎮ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ꎬ中
国又超过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ꎮ ２０１３ 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

出后ꎬ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愈发紧密ꎬ中国已成为中亚国家重要的贸

易伙伴国之一(见表 ７)ꎮ

表 ７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０ 年中国在中亚国家的贸易比重(％)

年份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哈萨克斯坦 ４５ ４４ ５１

吉尔吉斯斯坦 １３ １３ ７

塔吉克斯坦 ３ ３ ３

土库曼斯坦 １９ １８ １５

乌兹别克斯坦 １４ １４ １６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制作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ｇｏｖ ｃｎ / ｃｕｓｔｏｍｓ / ３０
２２４９ / ｚｆｘｘｇｋ / ２７９９８２５ / ３０２２ ７４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中亚国家与日本保持着良好的经贸合作关系ꎬ双方通过“中亚 ＋日本”对
话形式在贸易、运输、投资、旅游和地区安全等问题上开展区域性合作ꎮ ２０１４
年日本出台了全球食品价值链战略ꎬ该计划的目标是发展和提高日本食品工

业竞争力ꎬ俄罗斯和中亚国家是重点合作对象②ꎮ 在中亚国家中ꎬ哈萨克斯

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与日本经贸合作较为密切ꎬ也是日本官方贷

款的重要目的国ꎬ２０１８ 财年日本累计向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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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斯坦贷款 １４４ ３２ 亿美元①ꎮ
韩国与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经贸合作较为紧密ꎬ合

作主要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和教育领域ꎮ 例如ꎬ土库曼斯坦国家天然气公

司与韩国现代集团、ＬＧ 集团、日本国际合作银行、韩国进出口银行合作ꎬ在土

库曼斯坦耗资 ３４ 亿美元修建了克英里(Ｋｉｙａｎｌｙ)石化联合体ꎻ韩国是乌兹别

克斯坦第五大进口来源国ꎬ韩国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自由贸易协定有望在近期

签署ꎻ韩国在哈萨克斯坦投资已超过 ７０ 亿美元(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ꎬ
在哈萨克斯坦投资来源国中排名第 １０ 位②ꎬ韩哈两国商品贸易约占哈萨克斯

坦对外贸易总额的 ６ ２％ ꎮ 未来ꎬ科技合作将是推动中亚国家与韩国经济增

长的新动力ꎮ
尽管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一体化水平低于欧盟ꎬ但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经济

实力和市场规模要大于欧盟ꎮ 美国是北美自贸区中与中亚经济合作最为紧

密的国家ꎬ２０２０ 年美国与中亚国家的商品贸易总额为 １５ ３ 亿美元ꎬ与 ２０１９
年相比减少了 ４１％ ꎮ 美国更关注在中亚开展合作项目ꎬ重点合作领域包括贸

易和企业发展、环境与跨境水资源管理、中亚和南亚互联互通、打击人口走私

和暴力极端主义等ꎬ仅支持中亚经济发展一项ꎬ美国国际开发署在 ２０２１ 财年

安排了 ３ １００ 万美元③ꎮ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ꎬ亚伯拉罕基金在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

司的推动下成立ꎬ向乌兹别克斯坦提供 ５ ０００ 万美元的资金ꎬ希望通过投资

扩大与乌兹别克斯坦的伙伴关系ꎻ２０２１ 年 ２ 月ꎬ美国国际开发署与哈萨克斯

坦能源部合作启动了一项为期 ５ 年、耗资 ３ ９００ 万美元的地区能源计划ꎬ目的

是促进哈萨克斯坦在中亚跨境能源贸易中发挥重大作用ꎮ
３ 国家中心与中亚经济的依附性增长

若仅以经济联系来定义国家中心ꎬ那么俄罗斯、中国、日本、韩国、美国和

德国等都有可能成为影响中亚国家经济增长的国家中心ꎮ 但是ꎬ若把特定地

区有共同市场作为控制变量ꎬ那么俄罗斯就是影响中亚经济增长的国家中

心ꎮ 此外ꎬ尽管困难重重ꎬ中亚国家依然努力寻求区域经济一体化ꎮ 因此ꎬ影
响中亚经济增长的国家中心由内外两个要素构成ꎬ外部国家中心是俄罗斯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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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内部国家中心则是中亚国家自身ꎮ
作为外部国家中心ꎬ俄罗斯对中亚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来自贸易、投资、

劳动力移民和发展援助ꎬ并依靠欧亚经济联盟、独联体推进与中亚国家的经

济合作ꎮ 自中亚独立以来ꎬ俄罗斯在中亚投资 ２００ 亿美元ꎻ有 ７ ５００ 家俄罗斯

独资或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合资企业在中亚进行各种商业活动ꎻ在俄罗斯高等

教育机构学习的中亚籍学生有 ４ ６ 万人次获得了俄罗斯政府奖学金ꎻ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６ 年中亚籍劳务人员汇出侨汇 ３７０ 亿美元ꎻ俄罗斯分别免除吉尔吉斯斯坦

和乌兹别克斯坦债务 ４ ８８ 亿美元和 ８ ６５ 亿美元ꎻ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对中

亚的双边和多边援助超过 ６０ 亿美元①ꎮ 在货币体系上ꎬ俄罗斯卢布在独联体

和欧亚经济联盟货物与服务贸易中依然占据绝对优势(见图 ３)ꎮ 目前ꎬ中亚

国家中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既是独联体成员国ꎬ又是欧亚经济联盟

成员国ꎻ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是独联体成员国ꎬ土库曼斯坦是独联体

的观察员国ꎮ

图 ３　 　 　 俄罗斯卢布在独联体和欧亚经济联盟商品和服务贸易中的比重(％)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俄罗斯中央银行数据制作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ｂｒ ｒｕ / ｅｎｇ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ｍａｃ

ｒｏ＿ｉｔｍ / ｓｖｓ /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旅俄中亚籍劳务人员数量巨大ꎬ２０１９ 年俄罗斯官方注册的 １ １６０ 万移民

中有 ２０％来自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②ꎮ 通常情况下ꎬ
旅俄中亚籍劳务人员每年大约汇出数十亿美元的侨汇ꎬ其中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受益最大ꎮ 在 ２０２０ 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ꎬ旅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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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籍劳务人员收入受到影响ꎬ与 ２０１９ 年相比侨汇下降了 １６％ ①ꎬ这对吉尔

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经济影响较大ꎮ 据俄罗斯中央银行公布的数据ꎬ截至

２０２０ 年ꎬ通过跨境支付系统从俄罗斯汇往独联体国家的外汇共计 ６１ ９２ 亿美

元ꎬ其中汇往中亚五国 ４８ ８７ 亿美元ꎬ占比为 ７８ ９％ ②ꎮ 虽然旅俄中亚籍劳

务人员汇款对推动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ꎬ但有研究者认为ꎬ该侨汇收入

对中亚经济有一定的负面影响ꎬ降低了中亚国家的经济竞争力ꎬ增加了通货

膨胀风险ꎬ降低了外国投资者的投资兴趣ꎬ阻碍了制造业发展和创造新的就

业机会③ꎮ 无论如何解读旅俄中亚籍劳务人员问题ꎬ中亚经济增长对俄罗斯

的依附将长期保持ꎮ
基于不同的理论价值取向ꎬ中亚国家选择区域经济一体化或自由贸易区

的目的不同ꎮ 在现实主义看来ꎬ中亚国家选择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希望增加本

国相对收益、保护本国的经济福利和国家安全不受外界威胁ꎬ并同时获取全

球经济的绝对收益④ꎮ 上海合作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是活跃于中亚地区的

区域性安排ꎬ但是从上海合作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决策机制来看ꎬ中亚国

家对这种区域外国家主导的区域性安排持“有限接触或融合”的合作策略ꎮ
这是因为ꎬ上海合作组织遵循“协商一致”的议事原则ꎬ而欧亚经济联盟则选

择“一致通过”和“多数通过”⑤混合的议事原则ꎮ
实际上ꎬ中亚国家从独立之初就谋求区域经济一体化ꎮ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ꎬ哈

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总统在塔什干签署«统一经济空间条约»ꎬ４ 月

３０ 日ꎬ吉尔吉斯斯坦宣布加入ꎬ哈乌吉三国统一经济空间建立并设想在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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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系统下的多中心与中亚经济的依附性增长

通、能源、金融、关税、海关和人员往来制度等方面实行一体化ꎮ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ꎬ
塔吉克斯坦加入ꎬ４ 月统一经济空间更名为中亚经济共同体ꎮ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ꎬ
中亚经济共同体再次更名为中亚合作组织①ꎮ 但是ꎬ受美俄关系对立影响ꎬ
俄罗斯开始介入中亚经济一体化进程ꎬ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俄加入中亚合作组织ꎬ最
终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把该组织合并到欧亚经济共同体中ꎬ俄主导了中亚经济一

体化进程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作为推动中亚经济一体化的主导国ꎬ乌兹别克斯坦在安

集延事件后失去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支持ꎬ乌兹别克斯坦不得不接受俄罗斯

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ꎬ但两年后乌兹别克斯坦退出了欧亚经济共同体ꎬ中
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无果而终ꎮ 在米尔济约耶夫就任乌兹别克斯坦第二任总

统后ꎬ中亚国家重启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ꎮ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ꎬ中亚五国领导人在

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现名努尔苏丹)举行了第一次峰会ꎬ第二次峰会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在塔什干举行ꎮ 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吉尔吉斯斯坦国内政治局势

影响ꎬ原计划在 ２０２０ 年举行的第三次中亚领导人峰会被推迟到 ２０２１ 年ꎮ 虽

然已举行的两次中亚领导人峰会没有对经济一体化作出任何承诺ꎬ但是通过

对气候变化、可再生能源和边境管理等问题的讨论ꎬ中亚国家在区域性问题

上已开展了实际合作ꎮ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ꎬ针对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比什凯克发生

的政治动荡ꎬ哈、塔、土、乌四国发表联合声明ꎬ呼吁吉尔吉斯斯坦人民维护国

家的和平与稳定ꎮ 受此前区域经济一体化无果而终的影响ꎬ本轮中亚经济一

体化合作相对谨慎ꎮ
从中亚各国情况看ꎬ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利的要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ꎮ

一是中亚国家政府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占主导作用ꎮ 主要体现在:政府制

定各种计划引导国家发展ꎬ国有经济平均占比 ２２％ ②ꎮ 二是中亚市场有较大

的潜力ꎮ 具体表现在:人口已达 ７ ５００ 多万人(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ꎬ国内生产

总值年增长率保持在 ４％ ~ ７％ ꎬ对外贸易总额为 １ ６８４ 亿美元(２０１９ 年)ꎮ
三是中亚国家间经济联系越来越多ꎬ例如ꎬ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ꎬ乌兹别克斯坦

在中亚国家注册的企业不断增加ꎬ哈萨克斯坦有 ９１９ 家(增加 ７ ８％ )ꎬ吉尔

吉斯斯坦有 １８７ 家(增加 １ ６％ )ꎬ塔吉克斯坦有 １８３ 家(增加 １ ６％ )ꎬ土库曼

斯坦有 １６２ 家(增加 １ ４％ )ꎮ ２０１９ 年ꎬ进入乌兹别克斯坦的外国人中有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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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亚国家①ꎮ

结　 论

本研究基于集中比较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ꎬ运用合作博弈论和中

心—边缘理论对多中心与中亚国家经济依附性增长的关联和演变进行了分

析ꎬ对于厘清复杂系统下中亚经济依附性增长、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具有

积极意义ꎮ 主要研究结论如下ꎮ
第一ꎬ中亚经济依附性增长是常态ꎬ但保持多中心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必

要前提ꎮ 从近 ３０ 年的经济发展历程可以看出ꎬ受空间经济、市场规模和地缘

政治影响ꎬ中亚国家很难通过依附于单一中心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ꎬ多中

心使中亚国家有机会从边缘国家成为次边缘国家ꎬ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也随之提高ꎮ
第二ꎬ促进中亚经济依附性增长的多中心之间相互作用ꎮ 中亚经济对多

中心的依附水平从高到低依次是国家中心、全球中心、地区中心(东亚、西欧

和北美)ꎬ但目前的依附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变数ꎮ 全球中心潜力巨大ꎬ因为这

是中亚经济依附性增长的前提ꎬ它促使中亚国家通过制度变革、选择市场化

融入世界经济ꎮ 依附于地区中心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ꎬ它拉近了中亚经济

与全球三大经济中心的距离ꎬ弥补了经济增长中资金、技术和市场的不足ꎮ
依附于国家中心是经济增长的基础ꎬ中亚国家选择“有限接触或融合”的合作

策略ꎬ这既维持了与俄罗斯的传统经济关系ꎬ又增加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凝

聚力ꎮ
第三ꎬ作为边缘地区ꎬ中亚经济增长离不开对中心的依附ꎬ但经济增长过

程所付出的代价也会比中心大ꎮ 然而ꎬ多中心会激励中亚经济形成自己的特

色ꎬ不出现纯粹的“俄罗斯化”或“美国化”的经济发展模式ꎮ 再结合数字信

息技术来看ꎬ随着数字化的广泛应用ꎬ中亚国家的政治治理能力会有显著提

升ꎬ这也将促进经济增长ꎮ 在数字化世界中ꎬ中亚国家的边缘地位会有所改

善ꎬ但依然会在资金和技术上依附多中心ꎮ
(责任编辑:徐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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