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亚经济 /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

大国战略对中国与哈萨克斯坦
投资合作的影响

孙　 铭

　 　 【内容提要】 　 随着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哈萨克斯坦“光明之

路”新经济政策战略对接(以下简称战略对接)序幕的拉开ꎬ两国经贸关系

迈入了新阶段ꎮ 中哈战略对接是一项复杂的长期性系统工程ꎬ不仅是两国

事务ꎬ也是国际性事务ꎬ涉及美、日、欧、俄等多国在哈利益ꎬ涵盖经济、政治、
安全、外交等多个领域ꎬ而投资合作是重点ꎮ 因此ꎬ本文主要从中国与美、
日、欧、俄各国强化在哈利益的角度分析中国未来扩大对哈投资时应特别注

意的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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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出访哈萨克斯坦期间提出“丝绸之路

经济带”战略构想ꎮ 对此ꎬ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指出ꎬ“丝绸之路经济带”构
想具有“５Ｃ”(俄语)优势ꎬ即速度、服务、价格、保障和安全①ꎮ 根据中哈元首

达成的共识ꎬ加强两国经贸关系的战略对接工作已全面启动ꎮ 对中国来说ꎬ
进一步加强对哈直接投资已是大势所趋ꎬ特别是在近两年哈吸引外资走弱的

背景下(２０１４ 年哈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９６ 亿美元ꎬ同比下降 ６ ４％ ②ꎻ２０１５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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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７５ 亿美元①)ꎮ 然而ꎬ中国希望加强对哈投资合作

不仅仅是两国事务ꎬ而是涉及美、日、欧、俄等多国在哈利益ꎬ可谓“牵一发而

动全身”ꎮ 因此ꎬ本文主要从中国与美、日、欧、俄各国同时强化在哈利益的角

度分析中国未来扩大对哈投资时应特别注意的问题ꎮ

一　 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直接投资的分布

中国目前对哈直接投资的领域较为单一ꎬ行业分布不均衡ꎬ主要集中于

能源资源和矿产资源的开发等ꎬ而对非能源行业ꎬ如制造业、服务业的直接投

资力度则较弱②ꎮ 中国在哈投资的大项目有:中哈石油管道项目、“ＰＫ”项目、
“ＡＭＤ”项目、“ＫＡＭ”项目、曼格斯套项目、阿克纠宾项目、北布扎奇项目、
肯—阿西北管道项目、里海达尔汗区块项目、“中石化” “ＦＩＯＣ”和中亚项目、
阿斯塔纳北京大厦项目、卡拉赞巴斯油田项目、中哈铀开采项目、阿克套沥青

厂和鲁特尼奇水电站项目等③ꎮ
根据中国经济专家预测ꎬ到 ２０２０ 年ꎬ中国石油消费总量将达 ５ ５ 亿 ~ ６

亿吨ꎮ 目前ꎬ中国从超过 ３０ 个国家进口原油和天然气ꎬ中国的油气进口结构

为:５６％来自中东ꎬ２７％来自非洲ꎬ１３ ５％来自亚洲和太平洋ꎬ３ ５％来自拉丁

美洲ꎮ 中东不断恶化的社会政治环境正在严重威胁着该地区石油出口的稳

定ꎮ 因此ꎬ近年来ꎬ在中国能源战略中ꎬ中亚里海地区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

用ꎮ 为进一步加强合作ꎬ中哈战略对接已为两国经贸合作设定了具体方向ꎬ
分别是:加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的全面对接ꎻ深化

产能合作ꎬ尽快签署产能与投资合作政府间协议ꎬ在双方确定的产能合作项

目清单框架内ꎬ推进成熟的项目尽快落地ꎬ加紧研究建立中哈产能合作基金ꎻ
推动贸易平衡稳定发展ꎬ加强基础设施、装备制造、建材、石油化工、汽车、农
业等领域合作ꎬ尽早实现双边贸易额达到 ４００ 亿美元的目标ꎻ做大做强互联

互通合作ꎬ共同推进“中国西部—欧洲西部”以及哈境内主要公路建设ꎬ为相

关中欧班列的运行提供更好保障ꎬ打造顺畅稳定的亚欧铁路大通道ꎻ密切毗

邻地区合作ꎬ充分发挥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的优势ꎬ加紧商谈«毗

—５７—

①

②
③

Президент РК:В Ｉ полугодии ２０１５ года в Казахстан привлечено инвестиций на
７ꎬ５ млрд у е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ｎｆｏｒｍ ｋｚ / ｒｕ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８４９１０８

田川:«中国对哈萨克斯坦贸易与直接投资关系研究»ꎬ«欧亚经济»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ꎮ
中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哈萨克斯坦(２０１４)»ꎬｈｔｔｐ: / /

ｆｅｃ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ｇｂｄｑｚｎ /



欧亚经济 /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

邻地区合作规划纲要»ꎻ推进科技、矿产资源等领域的合作ꎮ 根据此规划ꎬ可
以看出ꎬ中国未来对哈直接投资的重点领域仍以打能源牌为主ꎬ同时扩大基

础设施、运输领域的合作ꎬ以科技等作为配套ꎮ
在对哈直接投资中ꎬ“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和中信集团是最积

极的投资者ꎮ 例如ꎬ“中石油”及其子公司持有“中石油”—阿克托别油气股

份公司 ９４ ４％的股权ꎬ是哈西北部扎纳若尔和肯基亚克油田的作业者ꎮ “中
石油”还控制着曼吉斯套油气公司的石油销售ꎮ 目前ꎬ曼吉斯套油气公司是

哈最大的油气开采企业之一ꎬ开采量占哈国内的 ８％ ꎬ开采 １５ 个油气田ꎬ最初

探明储量为 ９ ６９ 亿吨ꎬ其中卡拉姆卡斯和热特巴依为最主要的油田ꎬ原油年

均开采量超过 ５００ 万吨ꎮ 从 ２００７ 年起ꎬ中信集团与哈国家油气勘探开发公

司共同管理卡拉赞巴斯油气股份公司的资产ꎬ其原油年开采量超过 ２００ 万

吨ꎬ列哈最大的石油开采企业前十名ꎮ 除里海资源投资公司外ꎬ阿特劳州主

要的油气田勘探公司萨章库拉克有限责任公司和普利卡斯皮昂皮特罗列

乌姆有限责任公司都隶属于“中石化”ꎮ 乌拉尔油气公司在西哈萨克斯坦州

的费德罗夫斯克从事油气勘探ꎬ其中 ２２ ５％ 的股份属于“中石化”ꎮ 中国在

哈对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加工和销售以及石油服务的影响不断扩大ꎮ 为

建设和养护中哈石油管道成立了中哈管道合资公司ꎬ“中石油”管理着哈三大炼

油厂之一的齐姆肯特炼油厂ꎬ“中石油”加油站点规模在哈石油产品销售市场上

居第三位ꎮ 在石油服务公司中ꎬ中哈长城钻井公司也独树一帜①ꎮ
为探寻防风险干扰的有效途径ꎬ哈积极开展与中国的合作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ꎬ中哈两国签署了金额为 ７０ 亿元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ꎬ协议有效期

为三年ꎬ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ꎬ两国中央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

互换协议ꎬ同时签订了新的双边本币结算和支付协议ꎮ 此次ꎬ双边本币互换

规模仍为 ７０ 亿元人民币ꎬ协议有效期三年ꎬ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ꎮ 双边本币

结算和支付协议的签订标志着中哈本币结算范围已从边境贸易扩大到一般

性贸易ꎮ 上述举措不仅有效保护了两国经贸往来的稳定性ꎬ更为两国经贸合

作筑起了防火墙ꎬ起到隔离风险的作用ꎮ
总的来说ꎬ中哈投资合作在两国战略对接的推动下具有十分广阔的前

景ꎮ 中国对哈能源需求仍将持续较长一段时间ꎬ且与哈加强合作有助于中国

西部大开发的不断推进和过剩产能的转移ꎮ 而哈亟须推动国内基础设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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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ꎬ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ꎬ其中涉及物流、新工业区建设、住宅建设和电力、热
力供应等多个方面ꎬ更多吸引中国投资符合其经济发展战略ꎮ

二　 中哈未来投资合作面临美、日、欧、俄等多国压力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ꎬ哈萨克斯坦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累计 ２ １５０ 亿美元①ꎬ
其中欧洲国家是哈最大投资来源地(见表 １)ꎬ而吸引各国不断扩大对哈投资的

根本原因在于政治安全考虑和能源需求ꎮ 目前ꎬ美、日、俄、欧以及中国等 ５０ 多

个国家在哈投资开发油田ꎬ哈也出台了有关投资的法律法规保障外国和本国投

资者的利益ꎮ 自 ２０１５ 年ꎬ哈根据“先到先得”的原则开始实行取得勘探权的简

化程序和竞争交易②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美、日、欧、俄等国家竞相布局ꎬ中哈战略

对接自然会受到影响ꎮ 从多边角度看ꎬ中哈战略对接涉及美、日、欧、俄等多国

在哈利益ꎮ 因此ꎬ在未来的战略对接过程中ꎬ中国不仅要从中哈关系角度出发ꎬ
还必须要以国际视角从多边角度审视、分析在对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问题ꎮ

表 １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外国对哈直接投资存量 (单位:万亿坚戈)

国　 家(地区) 外国对哈直接投资存量

荷　 兰 １０ ４８２ ６１
美　 国 ３ ４７７ ５４
瑞　 士 ２ ２３９ ０４
中　 国 ２ １９９ ５９
法　 国 ２ １００ １０
英　 国 ２ ０７６ ５６

维尔京群岛(英) １ ９１０ １９
俄罗斯 １ ５４３ ９３

其他国家 １１ ３３２ ８３

　 　 资料来源:哈萨克斯坦中央银行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ａｎｋ ｋｚ /

(一)美国因素

１ 美国的战略考量

美国以“新丝绸之路”计划为核心ꎬ将提升和扩大与中亚国家的关系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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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长期目标ꎮ 随着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的提出和俄罗斯欧

亚经济联盟推进速度的加快ꎬ２０１３ 年美国继续借阿富汗问题推进“新丝绸之

路”计划ꎬ积极改善与中亚国家的关系ꎮ 这一年ꎬ美哈签署了«低排发展战略

备忘录»和«提高双边科学和技术合作支持绿色经济和健康生活协定»①ꎮ 作

为全球科技实力最强的国家ꎬ美国是完全符合哈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划

(ＥＩＴＩ)要求的国家之一ꎮ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ꎬ美新任驻哈大使乔治克洛尔在会见

哈国务秘书库莉莎拉时指出ꎬ美哈将在安全、地区合作、核武器不扩散、提升

经贸合作和投资水平以及教育等方面加强相互协作②ꎮ 还要注意的是ꎬ近年

来ꎬ美国打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ＴＰＰ)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

伴协议»(ＴＴＩＰ)ꎬ不断推进其在亚太的存在ꎮ
２ 哈萨克斯坦的战略考量

对哈萨克斯坦来说ꎬ发展与美国的关系是其对外战略的重要方向之一ꎮ
哈是能源型国家ꎬ工业化程度较低ꎬ经济发展长期受外部因素干扰ꎮ 而美国

作为世界经济强国ꎬ对全球经济格局起举足轻重的作用ꎮ 为此ꎬ哈自然希望

得到美国帮助ꎬ使经济尽快摆脱危机ꎬ走上发展之路ꎮ 同时ꎬ哈参与国际事务

也需要美国的支持ꎮ 因为哈政府深知ꎬ如果缺乏美国的帮助ꎬ加入 ＷＴＯ、
ＩＭＦ、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几乎不可能ꎮ

３ 美哈经贸合作的重点方向

目前ꎬ美哈经贸合作水平较低ꎮ ２０１３ 年ꎬ美哈进出口贸易额为 ２７ ５ 亿美

元ꎬ同比增长 ９％ ③ꎮ ２０１４ 年ꎬ美哈进出口贸易额有所下降ꎬ为 ２４ 亿美元ꎮ 但

值得注意的是ꎬ截至目前ꎬ美国对哈投资总额超过 ２１０ 亿美元ꎬ在哈的美哈合

资企业有 ４７０ 多家④ꎬ其中早在 １９９３ 年就开始在哈业务的田吉兹雪佛龙公司

(占 １５ 年来外国对哈油气投资总额 １ ６５７ 亿美元的 ２７％ 、石油开采量的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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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天然气的 ３８％ )拥有哈石油储量的 ２４％ ꎬ高居外国公司榜首①ꎮ ２０１５ 年ꎬ
美国又有 ４７ 家企业在哈设立子公司或代表处ꎮ 未来ꎬ美哈将在能源、基础设

施建设、农业和教育领域进一步加强相互协作②ꎮ
从美战略布局和美哈关系走势看ꎬ美国扩大在哈影响除依靠经贸合作

外ꎬ还主要从政治和安全角度入手ꎬ旨在挤压俄罗斯ꎬ抵制中国ꎬ推进反恐和

安全保障ꎬ加强与伊斯兰国家关系以及推进民主、保障能源和推进市场经济

制度ꎮ 当然ꎬ美国加大对哈投资和经贸往来是一种必然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哈
未来亲美倾向会进一步提升ꎮ 中美在哈的存在或将出现一个对抗大于合作

的局面ꎬ战略上的遏制与经济上的围堵同步进行ꎮ 由此可见ꎬ妥善处理中、
美、哈三方利益将是中哈战略对接的核心问题之一ꎮ

(二)日本因素

１ 日本的战略考量

在中亚地区树立政治大国形象是日本的对外战略重要方向之一ꎮ 然而ꎬ
随着中国在中亚地区影响的不断上升ꎬ日本认为ꎬ中国已对其政治大国的目

标和亚洲盟主的地位造成了影响ꎬ因而不断在中亚事务中表现出牵制中国的

意图ꎬ加强与哈等中亚国家的关系为日本在“入常”、钓鱼岛等国际性问题上

寻求声援也是日本当局的重要考虑ꎮ
２００６ 年ꎬ日本外务大臣麻生太郎先后发表题为«使中亚成为“和平与稳

定”的走廊»、«“自由与繁荣之弧”———开创日本外交新天地»的演讲ꎬ提出要

通过“价值导向外交”将欧亚大陆外延的东北亚、中亚、高加索、土耳其、中东

欧直至波罗的海各国连成“自由与繁荣之弧”ꎬ将中亚建成“和平与稳定”的
走廊ꎮ 这一年ꎬ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在卸任之前对哈萨克斯坦进行了正式

访问ꎮ 在小泉纯一郎访哈之后ꎬ日本政府仍然继续派遣官民使团出访哈萨克

斯坦ꎮ 自此ꎬ日哈两国企业正式开始了能源合作ꎮ
２ 哈萨克斯坦的战略考量

一直以来ꎬ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都是以利用外部因素促进本国经济稳定

发展为根本目标ꎮ 要实现经济稳定、快速的发展ꎬ必须打造多元化的经济发

展模式ꎬ减少经济脆弱性和高对外依存度ꎮ 除积极发展同美、俄、中、欧等大

—９７—

①

②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哈萨克斯坦能源综述:储备、开采和

投资»ꎬｈｔｔｐ: / / ｋｚ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ｚｔｄｙ / ２０１５１１ / ２０１５１１０１１９１２４２ ｓｈｔｍｌ
Вам надо поддерживать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связи со всеми странам ｈｔｔｐ: / / ｆ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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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ｒａｎａｍｉ



欧亚经济 /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

国关系外ꎬ还不断密切与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的关系ꎮ 对于日本ꎬ哈认为ꎬ
哈日关系的重点是经济合作ꎬ主要包括三个方向ꎬ即贸易、贷款和经济援助ꎮ
除了具备资金优势外ꎬ日本还具有很高的科技水平ꎬ特别是在交通等基础设

施和能源开发领域①ꎮ 另外ꎬ哈认为ꎬ日企对哈私有化改造的参与有可能会

促进国家间的合作ꎮ 哈第二轮私有化涉及其关键经济资产ꎬ包括金属矿山、
石油开采、能源、交通、通信领域的企业和基础设施②ꎮ

３ 日哈经贸合作的重点方向

未来ꎬ日哈合作的重点仍将以能源为主ꎬ日本国际石油开发株式会社

“Ｉｎｐｅｘ”拥有哈在里海卡沙甘石油产地 ７ ６％的股份ꎬ尽管与其他国家相比该

份额不高ꎬ但前景广阔ꎮ 除能源合作外ꎬ日哈将进一步加强在汽车制造、物流

运输等领域的合作ꎮ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２ 年ꎬ日哈贸易总额达 ７０ 亿美元ꎬ双方进出口

基本持平ꎬ日本向哈出口商品共计 ３４ 亿美元ꎬ自哈进口共计 ３５ 亿美元ꎮ 日

本在哈项目 ４５ 个ꎬ价值 ２６０ 亿美元ꎬ日哈成立的以开采铀和稀土金属为主的

联合企业共计 ７０ 多家③ꎮ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年ꎬ日哈贸易额实现 ５０％的增长ꎬ达 １６
亿美元ꎮ ２０１２ 年ꎬ日哈贸易额首次突破 ２０ 亿美元ꎮ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ꎬ哈投资和

发展部代表团访日ꎬ双方签署一系列加强石油、核能等领域合作的协议ꎬ计划

在今后几年进一步扩大两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合作ꎮ 其中有:哈“Ｋａｚｎｅｘ”
公司与日本“Ｃｈｉｙｏｄａ”公司签署备忘录共同生产钼制品ꎻ哈“Ｄａｌａ Ｍｉｎｉｎｇ”矿
山开采公司与日本大型企业“ Ｉｔｏｃｈｕ”签署协议联合开发卡拉干达州的钨钼

矿ꎻ哈无缝钢管生产企业“ＫＳＰ”公司计划与日本企业合作扩大钢材出口等ꎮ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ꎬ日本经济贸易工业部代表团访哈ꎬ双方就扩大两国经贸合作、扩
大对哈直接投资等议题进行了磋商ꎮ 双方均表示ꎬ支持由哈日政府与民间联

合委员会制定的“更新版加强经济和投资关系路线图”ꎮ 哈方欢迎日本高新

技术企业积极参与哈大型项目的建设ꎮ 双方商定尽快签署自由化、鼓励和相

互保护投资协议ꎮ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底ꎬ日本对哈直接投资超过 ６２ 亿美元④ꎮ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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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朱永彪、杨恕:«日本与中亚接近的原因探析»ꎬ«日本学刊»２００７ 年第 ２ 期ꎮ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日本支持哈萨克斯坦进行经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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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式访问哈萨克斯坦ꎬ安倍此行旨在进一步密

切两国关系ꎬ加强两国在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①ꎮ 同时ꎬ日本将不遗余

力地支持哈进行经济结构改革ꎮ ５０ 家日企已在哈投资 ７ ２ 亿美元②ꎮ
综合上述情况ꎬ从日本战略布局和日哈关系走势看ꎬ两国经贸关系将稳

步发展ꎬ特别是在能源开发、投资和技术合作方面ꎬ日本必然会进一步加大投

资ꎮ 为此ꎬ未来中国企业将面临日本企业资金、竞争力和技术优势的压力ꎮ
同时ꎬ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国ꎬ必然会与美国协作共同遏制中国与哈萨克斯坦

的战略对接ꎬ加大对哈投资规模ꎬ挤压中国在哈利益空间ꎮ
(三)欧洲因素

１ 欧洲的战略考量

２００７ 年是欧盟与中亚关系的新起点ꎬ这一年欧盟制定了首份中亚战略文

件«欧盟与中亚:新伙伴关系战略»ꎬ决定全面深化与中亚国家的合作ꎮ 欧盟

发展与中亚国家的关系主要以援助为主线ꎬ通过塔西斯计划(ＴＡＣＩＳꎬ对新独

立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和计划)、欧盟民主与人权指导计划和食品安全计划等

对中亚国家的发展实施援助ꎮ 而哈萨克斯坦一直被欧洲视为理想的投资目

的国ꎬ因为哈具有稳定的经济形势和良好的投资环境③ꎮ ２０１４ 年ꎬ欧盟与哈

签署了关于扩大伙伴关系的新协议ꎮ 该协议是一个全方位文件ꎬ在原有的基

础上不仅包括双方的共同利益ꎬ还涉及共同价值观、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互
利互惠等内容ꎬ其中贸易投资现代化部分是该协议的重点内容ꎮ 根据欧哈双

方达成的一致意见ꎬ未来在制定合作路线图和签署继续深化具体领域的合作

协议时ꎬ都将以该协议作为法律基础④ꎮ 当然ꎬ欧洲发展对中亚ꎬ特别是对哈

关系的主要原因还在于自身安全战略的需要ꎬ希望通过开辟新的对外合作纾

解内部矛盾ꎬ同时也希望通过构建新的合作区域应对美国和俄罗斯在政治、
经济、能源等领域的压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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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ремьер － министр Японии Синдзо Абэ: Надеюсьꎬ мой визит в Казахстан
послужит дальнейшему сближению наших стран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ｎｆｏｒｍ ｋｚ / ｅｎｇ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８３２１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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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哈萨克斯坦的战略考量

哈萨克斯坦的外交实践重视发展与西欧各国、欧盟的关系ꎬ其主要原因包

括:获得西欧的资金和技术上的帮助ꎻ学习欧洲市场经济的经验ꎻ通过欧洲的支

持ꎬ参加主要国际经济、金融组织ꎻ不断扩大区域化市场规模ꎬ分解对外依存度ꎮ
根据政府计划ꎬ哈将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与欧盟的经贸合作并有意成为连接欧亚

的桥梁ꎮ 而通过哈萨克斯坦ꎬ欧洲伙伴能够进入欧亚经济联盟的庞大市场ꎮ
３ 欧哈经贸合作重点方向

近 １０ 年来ꎬ欧哈经贸关系高速发展ꎬ除欧佩克组织国家外ꎬ哈萨克斯坦

是欧盟仅次于俄罗斯和挪威的能源供应国ꎬ而欧盟也是哈最主要的贸易伙

伴ꎮ 这期间ꎬ欧哈贸易总量增长 １３ 倍ꎬ欧洲各国对哈投资增长 １０ 倍ꎬ哈 ５０％
的贸易额和投资都来自欧洲(见表 ２)ꎮ 其中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３ 年ꎬ欧盟对哈援助

达 ５ ６７０ 万欧元ꎬ涉及司法、教育、医疗、公共事业和地方发展等①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ꎬ英国首相卡梅伦对哈进行正式访问ꎬ卡梅伦是第一位访问哈萨克斯坦以及

中亚地区的在任英国首相ꎮ 双方签署了«英哈两国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以
及 １４ 项总价值达 １０ 亿美元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ꎬ涉及科技、能源等领域ꎮ

表 ２ ２０１３ 年年底哈萨克斯坦主要外资国别来源及所占比重

排名 国家 /地区 外国对哈直接投资存量(亿美元) 比重(％ )

１ 荷兰 ５６１ ３ ４５ ２４

２ 美国 １３７ ６ １１ ０９

３ 法国 ９１ ０ ７ ３３

４ 中国 ５６ ７ ４ ５７

５ 维尔京群岛(英属) ４８ １ ３ ８８

６ 日本 ４０ ７ ３ ２８

７ 瑞士 ２７ ４ ２ ２１

８ 英国 ２０ ７ １ ６７

９ 俄罗斯 ２０ ５ １ ６５

１０ 奥地利 １９ ４ １ ５６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哈萨克斯坦(２０１４)»ꎬ
ｈｔｔｐ: / / ｆｅｃ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ｇｂｚｎ / ｇｕｏｂｉｅｚｈｉｎａｎ ｓｈｔｍｌ? ＣＯＬＬＣＣ ＝ １１６１７２５９１９＆

—２８—

① 徐刚:«欧盟对中亚援助(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３):一个周期及其评估»ꎬ«中亚国家发展报

告(２０１４)»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ꎬ第 １４１ 页ꎮ



　 Страны Центраʌьной Азии / 中亚五国

根据哈国家银行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数据ꎬ欧盟国家在哈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份

额中占哈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 ４５ ５％ ꎬ连续 ５ 年居于首位ꎮ ２０１４ 年ꎬ欧
洲国家对哈经济投资约 １０８ 亿美元ꎬ其中荷兰以 ７０ 亿美元居第一位ꎮ 应注

意的是ꎬ吸引欧洲国家投资的不仅是哈的能源资源ꎬ其经贸、农业、交通运输、
制造业等也是欧洲各国重点投资的领域ꎮ 法国、德国和英国等是完全符合哈

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划(ＥＩＴＩ)要求的国家ꎬ其科技优势深受哈重视ꎮ 目前在

哈投资的欧洲大型企业有:意大利的埃尼集团、英荷壳牌集团、法国的

“Ｄａｎｏｎｅ Ｂｅｒｋｕｔ”公司、法国的阿尔斯通公司和道达尔公司、西班牙的“Ｔａｌｇｏ”
火车制造公司和法国的空中客车直升机公司、德国的“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 Ｃｅ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水泥生产商等①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ꎬ欧盟对哈萨克斯坦直接投资超

过 １ ０００ 亿美元②ꎮ
综合上述情况ꎬ从欧洲战略布局和欧哈关系走势看ꎬ欧哈合作将长期保

持并会不断扩大和深化ꎮ 一方面ꎬ在国际油价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ꎬ特别是

美国全面放开石油出口的背景下ꎬ哈经济将面临更大下行压力ꎬ对欧依赖度

必然增强ꎻ另一方面ꎬ欧洲或将借机加大与哈投资合作ꎬ以求赢得更大市场和

利益ꎬ特别是在能源方面ꎬ进一步达到减少对中东和俄罗斯的依赖ꎮ 对中国

来说ꎬ未来欧哈合作将与中哈战略对接形成彼此相望的局面ꎬ应攻守结合ꎮ
另外ꎬ在与哈战略对接时还应考虑到与“一带一路”沿线中东欧国家的对接问

题ꎬ形成“你中有我ꎬ我中有你”的态势是一种必然ꎮ
(四)俄罗斯因素

１ 俄罗斯的战略考量

为保持在欧亚地区的影响力ꎬ俄罗斯一步步推动建立关税同盟和欧亚经

济联盟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ꎬ欧亚经济联盟正式启动ꎬ目前成员国有俄罗斯、白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ꎮ 俄总统普京曾表示ꎬ欧亚经

济联盟将成为独联体地区的一个经济引擎ꎬ一个新的世界经济中心③ꎮ
长期以来ꎬ俄罗斯一直视中亚地区为其重要战略依托和传统势力范围ꎮ

俄在多边层面组建欧亚经济共同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重要区域组织ꎬ在
双边层面则有选择地加强与中亚地区颇有影响力国家的关系ꎮ 而哈作为俄

—３８—

①

②

③

Экономика Казахстана остаётся привлекательной для инвесторов из ЕС ｈｔｔｐ: / /
ｉｎｏｚｐｒｅｓｓ ｋｇ / ｎｅｗｓ / ｖｉｅｗ / ｉｄ / ４５８８１

На долю ЕС приходится свыше １００ млрд долларов иностанных инвестиций в
Казахстан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ｚａｋｏｎ ｋｚ / ４７５２０７６ － ｎａ － ｄｏｌｊｕ － ｅｓ － ｐｒｉｋｈｏｄｉｔｓｊａ － ｓｖｙｓｈｅ －１００ ｈｔｍｌ

王义桅:«绸缪“一带一路”风险»ꎬ«中国投资»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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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盟友ꎬ在俄战略视野里ꎬ哈是其整合中亚地区力量的一个关键环节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ꎬ俄哈签署了«俄哈 ２１ 世纪睦邻友好同盟条约»ꎮ 根据条约规

定ꎬ两国将加强在热点问题上的对话ꎬ强化在经贸、交通走廊建设、合理使用

水资源、军事技术和人文领域的合作ꎮ 然而ꎬ尽管俄在战略上努力维护在哈

的存在ꎬ但处处受到挤压ꎬ特别突出体现在两国经贸合作中ꎮ
２ 哈萨克斯坦的战略考量

哈萨克斯坦视俄罗斯为传统盟友ꎬ哈资深外交家托卡耶夫曾说过:“与俄

罗斯的睦邻、友好、稳定关系对哈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ꎮ 阿斯塔纳无条件地

重视与莫斯科全面合作关系的发展ꎮ 为了巩固这种合作关系ꎬ并将合作纳入

长期稳定发展的轨道ꎬ哈领导人做了很多工作ꎮ 具有原则重要性的是ꎬ莫斯

科同样表现出了重视巩固与哈关系的态度ꎮ 俄清楚地认识到ꎬ哈是其天然盟

友和伙伴ꎬ没有对方的意愿ꎬ积极的合作是不可能的ꎮ”①但在与俄交好的同

时ꎬ哈坚持奉行多元化外交政策ꎬ积极同美国、欧洲、中国、伊朗、土耳其等发

展友好关系ꎮ 在许多原则问题上ꎬ哈并非一味追随俄罗斯ꎬ而是保持独立性ꎮ
例如ꎬ乌克兰危机以来ꎬ哈对俄戒心增强ꎬ不主张欧亚经济联盟过快发展ꎬ更
反对在欧亚经济联盟框架内建立超国家机构ꎮ 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及其他

官员多次重申ꎬ欧亚经济联盟不是政治组织ꎬ只涉及经济ꎬ不涉及政治ꎮ 由于

涉及更多的主权让渡ꎬ未来欧亚经济联盟实现资本、服务的自由流动还需要

跨越不少障碍②ꎮ
３ 俄哈经贸合作的重点方向

俄罗斯是哈最主要的贸易伙伴ꎬ两国进出口商品主要是机械设备和运输

工具、矿产品、冶金及制品、化工产品及橡胶ꎮ 长期以来ꎬ俄一直对哈保持贸

易顺差ꎮ ２０１４ 年ꎬ俄哈进出口总额达 １８９ 亿美元ꎬ占哈进出口总额(１ １９４ 亿

美元)的 １５ ８％ ꎬ俄对哈顺差为 ８５ ５ 亿美元ꎮ 然而ꎬ国际油价持续走低和卢

布暴跌导致俄罗斯经济大幅下滑ꎬ国内通货膨胀严重ꎬ由此催生的负面影响

已经通过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传导至哈萨克斯坦ꎬ严重影响俄哈两国的双边

贸易发展ꎬ下滑趋势明显(见表 ３)ꎮ ２０１４ 年ꎬ哈对俄出口额为 ５１ ８ 亿美元

(同比下降 １１ ９％ )ꎬ自俄进口额为 １３７ ３ 亿美元(同比下降 ２３ ６％ )ꎬ其中机

械设备和运输工具占双方进出口总额的 ２４ ６％ 、矿产品占总额的 ２４ １％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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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哈]卡托卡耶夫著ꎬ赛力克纳雷索夫译:«中亚之鹰的外交战略»ꎬ新华出版

社 ２００２ 年版ꎬ第 ６ 页ꎮ
李建民等:«欧亚经济联盟:理想与现实»ꎬ«欧亚经济»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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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及制品占 １６ ２％ 、化工产品及橡胶占 １３ ２％ ①ꎮ

表 ３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俄哈贸易状况统计表 (单位:亿美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１ ~ ６ 月)
进出口额 １２４ ４ １７９ ７ ２２３ ３ ２３０ ９ ２３４ ９ １８９ １ ７５ ４
同比(％ ) ６２ ２ １４４ ４ １２４ ２ １０３ ４ １０１ ７ ７９ ３ ７９ ３

占哈进出口额的比重(％ ) １７ ４ １９ ２ １８ ９ １７ ４ １７ ９ １５ ８ １９ １
哈对俄出口额 ３５ ５ ５７ １ ６９ ９ ６１ ４ ５８ １ ５１ ８ ２３ ２

同比(％ ) ５７ ０ １６１ １ １２２ ５ ８７ ７ ９４ ６ ８８ １ ７３ １
占哈出口总额的比重(％ ) ８ ２ ９ ０ ８ ５ ７ ３ ７ ０ ６ ６ ７ ５

哈自俄进口额 ８８ ９ １２２ ６ １５３ ３ １６９ ６ １７６ ９ １３７ ３ ５２ ２
同比(％ ) ６４ ６ １３７ ８ １２５ １ １１０ ６ １０４ ３ ７６ ４ ８２ ５

占哈进口总额的比重(％ ) ３１ ３ ３９ １ ４２ ８ ３８ ４ ３６ ２ ３３ ３ ３２ ８

　 　 资料来源:俄罗斯驻哈萨克斯坦贸易代表处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ｕｓｔｒａｄｅ ｋｚ / ｔｏｒｇ＿ｅｋ ｈｔｍ

从俄战略布局和俄哈关系走势看ꎬ哈仍将是俄推动欧亚经济联盟发展的

重要依靠力量ꎬ为此俄会不遗余力地发展对哈经贸合作ꎮ 未来ꎬ以俄主导的

欧亚经济联盟会对中哈的战略对接产生一定的冲击ꎮ 据了解ꎬ俄目前已与哈

绑定ꎬ就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问题与中国展开对话ꎮ 然而

考虑到与中国关系的特殊性和彼此需要ꎬ俄或将在中哈战略对接中起到积极

的助推作用ꎬ并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关键支撑点ꎮ 特别是ꎬ因受经济下滑

和卢布大幅贬值影响ꎬ俄与中国扩大竞争或会心有余而力不足ꎬ从而不得不

在中哈战略对接中作出带有部分附加条件的妥协ꎮ
除上述各国因素外ꎬ来自哈内部的风险也将对中哈战略对接产生直接影

响ꎮ 首先ꎬ政治风险ꎮ 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未来接班人问题ꎮ 预计ꎬ在纳扎

尔巴耶夫卸任后ꎬ哈民族主义情绪抬头的风险有可能加大ꎮ 其次ꎬ金融风险ꎮ
自 ２０１４ 年本币严重贬值以来ꎬ民众对央行和政府的信任每况愈下ꎮ 截至

２０１４ 年年底ꎬ哈外债总额达 １ ５７０ 亿美元ꎬ占哈同期 ＧＤＰ 和外汇收入的比重

分别为 ７４％和 １８３％ ꎬ而这两个指标国际警戒线分别是 ２０％和 １００％ ꎮ 同时ꎬ
哈银行业整体不良贷款率约为 ２６％ ꎬ主导金融市场的六大银行不良资产率超

过 ３ 成ꎬ远高于 １０％ 的国际警戒线ꎮ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０ 日ꎬ哈全面放开汇率市

—５８—

① Итоги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ей и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Казахстан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ｕｓｔｒａｄｅ ｋｚ / ｔｏｒｇ＿ｅｋ ｈｔｍ



欧亚经济 /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

场ꎬ８ 月 ２１ 日坚戈汇率直线下跌 ３０％ ꎬ至此坚戈似乎无升值迹象ꎬ多数存款

人选择美元为储蓄货币ꎬ尤其是实施汇率自由浮动政策后ꎬ美元存款率增长

近 １ ４ 倍ꎮ 目前ꎬ哈银行存款美元化率已高达 ６３％ ꎮ 同时ꎬ外汇存款市场结

构随之发生变化ꎬ银行发放本币贷款也造成了银行外汇资产与本币负债之间

币种的不匹配①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９ 日ꎬ哈央行行长阿基舍夫在回答记者关于

坚戈汇率在年底前是否会有变化时表示ꎬ他难以预测坚戈汇率ꎬ今天的汇率

是明确的ꎬ而明天的汇率则取决于市场行情ꎮ

三　 思考与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ꎬ中哈投资合作水平相比其他国家尚有差距ꎬ且
扩大投资合作的竞争压力较大ꎬ未来必须分层次、分阶段、分类别有序推进ꎮ

第一ꎬ充分考虑美、日、欧、俄等大国的关切ꎬ寻找利益共同点ꎬ突出亲、
诚、惠、容的和平理念与共赢理念ꎮ 同时ꎬ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基础全面展开与

中亚五国的战略对话ꎬ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在中亚地区的传统优势和影响ꎮ
第二ꎬ在中哈战略对接的同时ꎬ与俄及东欧重点国家实施同步对接ꎬ相互

呼应ꎬ尽快形成“一带一路”建设的支撑链ꎬ以建立良好的政治外交环境为首

要ꎬ以形成命运共同体为关键ꎬ做好应对美国 ＴＰＰ 和 ＴＴＩＰ 战略包围的准备ꎮ
第三ꎬ不断提升中哈政治互信ꎬ保持两国友好关系的连续性ꎬ大力巩固与

哈经贸关系中已有的传统优势ꎬ不断提高技术密集型制成品的竞争力ꎬ逐步

加大对哈投资规模ꎬ稳步参与哈国内基础设施建设ꎮ
第四ꎬ注重可持续发展ꎬ不断开拓两国投资合作新模式ꎬ提高中哈本币互

换的成效ꎬ积极扶持地方资本和民营企业参与国家级大型项目ꎬ提高企业整

体活力和竞争力ꎬ加强相关从业人员的培训ꎬ努力推进中哈共同市场的构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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