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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地区财政经济形势分析

雷　 婕　 丁　 超　 童　 伟

【内容提要】 　 中亚国家通过制定中长期财政发展规划、 强化国家战

略与财政预算的结合、 优化税收制度、 降低国家债务等方式ꎬ 不断推进财

政制度改革ꎬ 基本实现了国家财政收支的稳定增长ꎮ 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

和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ꎬ 中亚各国财政经济的发展状况并不均衡ꎬ 在财政

赤字和国家债务水平等方面差异巨大ꎮ 与此同时ꎬ 财税改革也并未使中亚

国家的财政状况得到根本性改善ꎮ 一是财政收支规模仍处于较低水平ꎬ 二

是财政制度改革还主要集中于税收制度改进阶段ꎬ 以结果为导向的现代预

算制度构建还相对缓慢ꎮ 本文即是对中亚国家财税改革发展状况及财政经

济形势的总体分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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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博士研究生ꎻ 童伟ꎬ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研

究员、 博士生导师、 经济学博士ꎮ

近年来ꎬ 为促进本国经济发展、 拓宽财政收入来源、 维持财政收支平

衡ꎬ 中亚五国一方面加大财政投入ꎬ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ꎬ 减轻税收负担ꎬ
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ꎬ 另一方面致力于加强国家中期战略规划与财

政预算决策之间的关联ꎬ 提高财政支出绩效ꎬ 使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得到一

定程度的好转ꎮ

一　 中亚国家财政制度改革及政策演变

(一) 哈萨克斯坦

２０１２ 年ꎬ 哈萨克斯坦制定了 «哈萨克斯坦—２０５０ 年» 战略ꎮ 根据该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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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ꎬ 哈萨克斯坦实行了更加开放的税收政策ꎬ 通过改进海关管理和组织方

式ꎬ 简化纳税申报程序ꎬ 为生产领域和新技术领域的纳税人和企业提供更

多的优惠ꎬ 鼓励和吸引国内外投资ꎮ
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ꎬ 资产合法化政策在哈萨克斯坦得到广泛实

行: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前哈萨克斯坦公民可自行公开其拥有的资金、 不动产

等财产ꎬ 自行公开的财产可得到财税等方面的大赦和豁免ꎻ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后ꎬ 所有公民的财产须全部公开ꎬ 凡哈萨克斯坦公民ꎬ 无论身在何处ꎬ
政府都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清查其收入来源和纳税情况ꎬ 并确定相应的税收

课征或处罚决定ꎮ
哈萨克斯坦的资产合法化始于 ２００１ 年ꎬ 当年即为政府带来 ４ ８ 亿美元

的财政收入ꎮ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年为资产合法化第二阶段ꎬ 累计财政增收 ７０ 亿美

元ꎮ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 年为资产合法化第三阶段ꎬ 已获得财政收入 ２０ 亿美元ꎮ 对

于哈萨克斯坦来说ꎬ 资产合法化的实施在促进财产和资本重新进入市场流

通ꎬ 进一步打击影子经济方面具有重要意义ꎮ
对于财政支出ꎬ 哈萨克斯坦一直实行 “量力而行、 实事求是” 的财政

政策ꎬ 即在财政收入增幅有限的情况下ꎬ 对所有财政支出进行全面清理ꎬ
将低效或无效的财政支出项目以及可通过市场解决的项目全部清出财政支

持范围ꎮ 同时ꎬ 为缓解财政支出压力ꎬ 哈萨克斯坦还大力推动 ＰＰＰ 发展模

式 (又称为公私合作模式ꎬ 即 Ｐｕｂｌｉｃ － Ｐｒｉｖａｔｅ － Ｐａｒｔｎｅｖｓｈｉｐ 的字母缩写)ꎬ
将私人投资引入民生项目的投资和建设之中ꎮ

(二) 乌兹别克斯坦

为确保经济快速稳定增长ꎬ 乌兹别克斯坦持续推动税收制度改革ꎬ 以

降低企业和公民的税收负担ꎮ 根据乌兹别克斯坦经济部数据ꎬ 通过简化税

制、 完善税收系统ꎬ 乌兹别克斯坦税收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由

１９９６ 年的 ４１％降至 ２０１３ 年的 ２０ ５％ ꎬ 下降约一半①ꎮ
为降低税负ꎬ 乌兹别克斯坦调低了工业领域中小企业的税率、 统一社

会费费率、 法人所得税税率和个人所得税税率ꎮ ２０１２ 年ꎬ 针对工业领域中

小企业的税率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１３％降至 ５％ꎻ 此外ꎬ 与 ２０１４ 年相比ꎬ ２０１５ 年个

人所得税税率由 １０％ 降至 ７ ５％ꎻ 小微企业及农场主的统一社会费费率从

２５％降至 １５％ꎬ 建筑领域的小微企业所需缴纳的统一社会费费率也由 ６％降

至 ５％ꎮ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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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ꎬ 从 ２００９ 年起ꎬ 乌兹别克斯坦开始针对商业银行不同的业务活动

有差别地征收利润税ꎬ 目前该项政策实施期限被延长至 ２０２０ 年ꎮ 按该项政

策规定ꎬ 在为期 ３ 年及以上的信用投资项目中ꎬ 商业银行所占份额在

３０％ ~４０％的项目ꎬ 其利润税税率为 ８０％ ꎻ 份额在 ４０％ ~ ５０％项目的税率

为 ７５％ ꎻ 份额超过 ５０％的项目ꎬ 其利润税税率为 ７０％ ①ꎮ
(三) 吉尔吉斯斯坦

根据 ２０１２ 年发布的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年吉尔吉斯斯坦稳定发展战略»ꎬ 吉

尔吉斯斯坦将促进宏观经济发展、 实现财政预算平衡、 保障债务规模可持

续性以及推进结构性经济改革确定为财政经济发展的主要战略目标ꎮ 为此ꎬ
吉尔吉斯斯坦将中期财政制度改革的任务设定为:

１ 增加基础设施和能源领域投资

财政赤字是长期困扰吉尔吉斯斯坦的一个重大财政问题ꎬ 也是影响吉

尔吉斯斯坦政府投资增长的主要限制性因素ꎮ 在经济增长缓慢、 索姆汇率

不断下跌的情况下ꎬ 吉尔吉斯斯坦政府不得不通过国际贷款来增加基础设

施建设投资ꎮ 据有关部门分析ꎬ 在大规模政府投资推动下ꎬ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７ 年

吉尔吉斯斯坦 ＧＤＰ 每年将提高 ７ ４ 个百分点ꎮ
吉尔吉斯斯坦政府获得的国际贷款大部分源自中国进出口银行以及

“亚投行”、 世界银行、 伊斯兰开发银行和瑞士政府ꎮ 在中国对吉贷款中赠

款高达 ３５％ ꎬ 其余贷款的偿还条件也非常优惠ꎮ
２ 实行强硬的税收政策

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在此方面采取的措施有: 缩小税收减免范围ꎬ 提高

增值税征收水平ꎻ 逐步取消营业税ꎻ 缩小、 简化税制适用范围ꎻ 简化会计

报表制度等ꎮ 此外ꎬ 吉政府还计划重建国家纳税服务管理系统ꎬ 加强税收

监管力度ꎮ
３ 优化支出结构

为最大限度地节约财政资金ꎬ 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大幅度缩减经常性支

出ꎬ 不断提高资本性支出ꎬ 除给予低收入群体的社会补贴依然受到保障外ꎬ
其他支出ꎬ 如商品和服务性支出以及公务人员的工资支出都在逐渐减少ꎮ
与此同时ꎬ 吉尔吉斯斯坦还将完善政府采购机制ꎬ 把提高各经济部门预算

补贴效率作为其财政改革的优先方向ꎮ

—７２—

① Дифференцированные ставки налога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продлены до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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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塔吉克斯坦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ꎬ 塔吉克斯坦审议并通过了新的税收基本法ꎮ 该法将税收

种类由 ２１ 类减至 １０ 类ꎮ 其中ꎬ 国家税由 １７ 类减至 ８ 类ꎬ 地方税由 ４ 类减

至两类ꎬ 部分性质相近的税种被合并ꎬ 多个税种ꎬ 如零售销售税等被取消ꎮ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ꎬ 塔吉克斯坦政府提出要对 ２０１２ 年版税法典进行修订ꎬ 主

要方向是简化税制和降低税收负担ꎮ 具体方向为: (１) 对社会费费率实行

累退制ꎬ 即当工资达到一定水平ꎬ 社会费费率下降ꎬ 雇主税收负担不增ꎬ
以增强雇主提高雇员工资的意愿和可能性ꎻ (２) 降低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ꎬ
以扩大生产、 增加工作岗位、 提高投资吸引力①ꎮ

塔吉克斯坦推出这一税收改革的出发点在于ꎬ 仅仅依靠增加税收的方

式来充实财政资金是不现实的ꎬ 也是不可取的ꎬ 财政收入规模的提高取决

于多重因素②ꎬ 如提高工业产能、 增强企业活力和创造力、 提升引资能力、
提高财政支出效率和透明度等ꎮ

(五) 土库曼斯坦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ꎬ 土库曼斯坦通过了 «土库曼斯坦 ２０１６ 年国家预算法»ꎬ
将国家预算的主要任务确定为: 继续促进经济多样化ꎬ 进行财税制度改革ꎬ
确保预算政策与 «土库曼斯坦国民社会经济发展纲要 (２０１１ ~ ２０３０)»、
«土库曼斯坦社会经济发展纲要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６)» 中确定的宏观政策密切相

关ꎮ 为推动经济发展、 稳定社会环境ꎬ 土库曼斯坦还提出: 要根据国内外

形势的变化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ꎬ 增强企业竞争力ꎻ 有效利用投资ꎬ 促进

内部技术革新ꎻ 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ꎮ
根据 «土库曼斯坦 ２０１６ 年国家预算法»ꎬ 土库曼斯坦将预算支出的主

要方向设定为: 改善公民生活水平ꎬ 提高公民福利ꎬ 扩大教育、 医疗等社

会领域的支出③ꎮ 及时、 有针对性地实现预算支出是土库曼斯坦预算政策

的重要原则ꎮ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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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ꎬ 中亚五国都先后开展了财政税收改革ꎬ 但从各国财政改革

的步伐来看ꎬ 以结果为导向的预算改革推进较为缓慢ꎬ 现代财政制度的构

建还处于较低层级ꎮ 从改革阶段来看ꎬ 中亚五国还主要集中在税制改革阶

段ꎬ 利用财税政策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手段仍非常有限ꎮ

二　 中亚国家的财政经济运行

独立以来ꎬ 中亚五国先后建立起市场经济制度并进行了相应的财税制

度改革ꎬ 但由于自然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迥异ꎬ 各国的财政经济运行状况

存在一定的差异ꎮ
(一) 哈萨克斯坦

经过一系列的改革ꎬ 哈萨克斯坦财政经济状况表现良好ꎮ 如图 １ 所示ꎬ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５ 年ꎬ 除 ２００９ 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财政收支有所下降外ꎬ 其余

年份财政收支均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增长态势: ２０１５ 年财政收入为 ７ ７１１ ２
万亿坚戈ꎬ 与 ２００８ 年相比增长 ９０ ８５％ ꎻ 财政支出为 ８ ６２６ ９ 万亿坚戈ꎬ 增

长 ９７ ２４％ ꎬ 略高于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ꎮ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１ 年ꎬ 哈萨克斯坦财政赤字增速较为缓慢ꎬ 而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年

呈现剧烈波动且不断扩大的态势: ２０１５ 年财政赤字比 ２０１１ 年增长

６１ ０５％ ꎬ ２０１４ 年达到最高值ꎬ 为 １ ０８６ ７ 万亿坚戈ꎬ ２０１５ 年赤字情况有所

缓解ꎬ 降至 ９ １５７ 亿坚戈ꎮ
图 １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年哈萨克斯坦财政收支状况 (单位: 万亿坚戈)

资料来源: 哈萨克斯坦财政部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ｉｎｆｉｎ ｇｏｖ ｋｚ /

哈萨克斯坦财政收入主要由税收收入、 非税收入、 出售固定资产收入、
转移支付和预算贷款收入等组成ꎮ 与 ２０１４ 年相比ꎬ ２０１５ 年哈萨克斯坦各收

入来源均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 税收收入为 ４ ８８３ ９ 万亿坚戈ꎬ 占总收入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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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６３ ３４％ ꎬ 同比增长 ８ １％ ꎻ 非税收入为 ２ ２４８ 亿坚戈ꎬ 占 ２ ９２％ ꎬ 同比

增长 １０ ６％ ꎻ 转移支付项收入为 ２ ４５６ ４ 万亿坚戈ꎬ 占总收入的 ３１ ８６％ ꎮ
此外ꎬ 出售固定资产收入和预算贷款收入分别为 ６９７ 亿坚戈和 ６８２ 亿坚戈ꎮ

２０１５ 年哈萨克斯坦财政支出为 ８ ６２６ ９ 万亿坚戈ꎬ 主要集中于社会救

助和社会保障、 教育、 医疗三大民生领域ꎬ 支出规模分别为 １ ７１３ ５ 万亿坚

戈、 １ ３６４ ７ 万亿坚戈和 ８ ６３９ 亿坚戈ꎬ 约占财政支出总额的一半左右ꎮ 其

余的支出项目为: 文化、 体育和旅游支出为 ２ ９３８ 亿坚戈ꎬ 住房和公用事业

支出为 ４ ４３０ 亿坚戈ꎬ 农林渔业支出为 ３ ７６０ 亿坚戈ꎬ 交通通信支出为６ ８１７
亿坚戈等ꎮ

哈萨克斯坦国家债务包括政府债务 (内债和外债)、 央行债务和地方行

政机关债务ꎮ 其中ꎬ 政府债务在哈萨克斯坦国家债务中占绝对主导地位ꎬ
２０１４ 年其比重甚至高达 ９９ ５７％ ꎮ

从图 ２ 可以看出ꎬ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４ 年哈国家债务增速较为缓慢ꎬ 而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 年政府债务 (包括外债) 激增ꎬ 导致国家债务急剧增长ꎮ 根据哈萨克

斯坦财政部公布的数据ꎬ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哈债务总额为 ８ ２４ 万亿坚

戈ꎬ 同比增长 ４６ ９％ ꎮ 其中政府债务为 ７ ９５ 万亿坚戈ꎬ 占 ９６ ４４％ ꎻ 央行

债务为２ ９１１亿坚戈ꎬ 占 ３ ５３％ ꎮ
图 ２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６ 年哈萨克斯坦国家债务结构 (单位: 万亿坚戈)

资料来源: 同图 １ꎮ

(二) 乌兹别克斯坦

近年来ꎬ 乌兹别克斯坦的财政运行状况较为良好ꎬ 财政收入和财政支

出均逐年上涨ꎬ 且收入一直高于支出ꎬ 实现了财政盈余ꎮ 从图 ３ 可以看出ꎬ
２０１５ 年乌财政收入为 ３６ ４９２ ７ 万亿苏姆ꎬ 是 ２００８ 年 (８ ７６０ ８ 万亿苏姆)
的 ４ １６ 倍ꎻ 财政支出为 ３６ ２８９ ８ 万亿苏姆ꎬ 是 ２００８ 年的 ４ ４３ 倍ꎬ 略高于

财政收入的增长ꎮ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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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３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５ 年乌兹别克斯坦预算收支状况 (单位: 万亿苏姆)

资料来源: 乌兹别克斯坦财政部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ｆ ｕｚ /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５ 年ꎬ 乌兹别克斯坦财政盈余呈现较大的波动ꎮ 受经济危机

影响ꎬ ２００９ 年乌兹别克斯坦财政盈余大幅下跌ꎬ 由 ２００８ 年的 ５ ６３７ 亿苏姆

降至 ７６３ 亿苏姆ꎬ 跌幅达 ８６ ４６％ ꎮ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２ 年ꎬ 乌兹别克斯坦财政盈

余稳步增至最高值 ４ １３７ 亿苏姆ꎮ 但自 ２０１３ 年开始ꎬ 乌兹别克斯坦财政盈

余呈下降态势ꎬ ２０１５ 年为 ２ ０２９ 亿苏姆ꎬ 比 ２０１３ 年 (３ ９７１ 亿苏姆) 下降

４８ ９％ ꎮ 与 ２００９ 年相比ꎬ ２０１５ 年乌兹别克斯坦财政收入增长 ２ ４ 倍ꎬ 支出

增长 ２ ４ 倍ꎬ 财政盈余增长 １ ７ 倍ꎮ
乌兹别克斯坦财政收入由直接税、 间接税、 资源费和财产税以及其他

收入构成ꎮ ２０１５ 年ꎬ 乌直接税收入为 ８ ７９８ ５ 万亿苏姆ꎬ 约占财政收入的

２４ １％ ꎻ 间接税收入为 １９ １９３ ８ 万亿苏姆ꎬ 约占财政收入的 ５２ ６％ ꎬ 其中

包括增值税、 消费税、 关税及运输燃油气税等ꎬ 增值税占间接税的一半以

上ꎻ 资源费和财产税收入为 ４ ８１６ １ 万亿苏姆ꎬ 约占财政收入的 １３ ２％ ꎻ
其他收入为 ３ ６８４ ４ 万亿苏姆ꎬ 占财政收入的 １０ １％ ꎮ

乌兹别克斯坦财政支出的主要方向是社会投资ꎬ 目标在于促进初次分配合

理化ꎬ 推动教育、 医疗等方面的发展ꎮ 如图 ４ 所示ꎬ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年乌财政支出

结构较为稳定: 福利和社会保障领域的财政支出分别占 ５８ ８％和 ５８ ７％ꎬ 用于

经济发展的财政支出占 １０ ７％和 １０ ６％ꎬ 中央投资项目支出占 ５ １％ꎬ 用于维

持国家机关、 行政部门、 司法部门正常运作的财政支出分别占 ４ ５％和 ４ ４％ꎮ
近年来ꎬ 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债务规模一直呈快速上升态势ꎮ ２０１４ 年乌

国家债务规模为 ５４ ５ 亿美元ꎬ 与 ２０１３ 年的 ４８ ７ 亿美元相比上升 １１ ９％ ꎮ
尽管乌国家债务规模不断扩大ꎬ 但从图 ５ 来看ꎬ 其占本国 ＧＤＰ 的比重却在

不断下降ꎬ 由 ２００６ 年的 ２１％ 降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９％ ꎬ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这一比重

保持在 ８ ５％ ~９％之间ꎮ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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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４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５ 年乌兹别克斯坦财政支出结构 (单位: 万亿苏姆)

资料来源: 同图 ３ꎮ

图 ５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４ 年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债务及占 ＧＤＰ 比重

资料来源: ｈｔｔｐ: / / ｒｕ ｔｒａｄ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ｃｏｍ /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三) 吉尔吉斯斯坦

针对长期存在的财政赤字ꎬ 近年来吉尔吉斯斯坦实行了紧缩性财政政

策ꎬ 严格控制财政支出ꎬ 使财政收支状况得到根本性转变ꎮ
图 ６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５ 年吉尔吉斯斯坦财政收支情况 (单位: 亿索姆)

资料来源: 吉尔吉斯斯坦财政部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ｉｎｆｉｎ ｋｇ / ꎻ 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统

计委员会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 ｋｇ /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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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６ 所示ꎬ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５ 年吉尔吉斯斯坦财政收入保持增长态势ꎬ 从

２００８ 年的 ４６６ 亿索姆增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１ ２８１ 亿索姆ꎬ 增长近 １７５％ꎮ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２
年ꎬ 吉尔吉斯斯坦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扩大ꎬ 五年间增长一倍以上ꎮ ２０１３ 年支

出规模有所下降ꎬ 仅为 ２０１２ 年的 ８７％ꎬ 随后重新恢复至上升通道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吉尔吉斯斯坦财政支出为 １ ０５３ 亿索姆ꎬ 与 ２００８ 年相比增长

１３４％ꎬ 远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２０１３ 年吉尔吉斯斯坦财政

收入首次超过支出ꎬ 实现了财政盈余 (１５２ 亿索姆)ꎬ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的盈余

分别为 ２３８ 亿索姆和 ２２８ 亿索姆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吉尔吉斯斯坦财政支出主要集中于

教育 (２５５ 亿索姆)、 社会救助 (２４８ 亿索姆)、 国防 (１４９ 亿索姆)、 社会秩序

和安全 (１２７ 亿索姆) 领域 (见图 ７)ꎮ
图 ７ ２０１５ 年吉尔吉斯斯坦财政支出结构 (单位: 亿索姆)

资料来源: 吉尔吉斯斯坦财政部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ｉｎｆｉｎ ｋｇ /

吉尔吉斯斯坦虽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ꎬ 但实际上政府债务规模非常庞

大ꎬ 债务问题一直是困扰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ꎮ
图 ８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４ 年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债务情况

资料来源: 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统计委员会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 ｋｇ

从图 ８ 可以看出ꎬ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４ 年吉尔吉斯斯坦 ＧＤＰ 不断增长ꎬ 而国家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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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也在逐年增加ꎮ ２００６ 年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债务为 ８２３ 亿索姆ꎬ ２０１４ 年

为 ２ １４８ 亿索姆ꎬ 增长 １６１％ ꎮ 国家债务 (包括担保债务) 占 ＧＤＰ 的比重

从 ２００３ 年的 １００％降至 ２００８ 年的 ４９％ ꎬ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 ２０１０ 年回升

至 ６０％ ꎬ 随着政府反危机措施有效运作ꎬ ２０１３ 年又重新恢复到 ２００８ 年的

债务水平 (４７％ )ꎬ 然而 ２０１４ 年又增至 ５４％ ꎮ
事实上ꎬ 随着 ２０１０ 年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爆发大规模冲突ꎬ 其经济形势进

一步恶化ꎬ 外债规模持续扩大ꎬ 吉尔吉斯斯坦已经不具备独立清偿外债的能

力ꎮ 为此ꎬ ２０１２ 年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通过 «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债务和非国家

债务法» 修正案ꎬ 限制外债规模ꎮ 根据该法案ꎬ 吉外债规模不得超过 ＧＤＰ 的

５０％ꎮ 然而根据吉财政部数据ꎬ ２０１５ 年年底吉外债规模占 ＧＤＰ 的 ６４ ５％ꎬ 实

际上已超过 «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债务和非国家债务法» 规定的标准ꎮ
(四) 塔吉克斯坦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ꎬ 塔吉克斯坦的财政收支保持了稳定的上升态

势ꎬ 不仅实现了财政盈余ꎬ 近两年盈余的增长速度甚至超过财政收支的增长速

度ꎮ 通过图 ９ 可以看出ꎬ ２０１４ 年塔吉克斯坦财政收入为 １４４ 亿索莫尼ꎬ 同比增

长１７ ５％ꎻ 财政支出为１３２ 亿索莫尼ꎬ 同比增长 １３ ８％ꎮ 与 ２００９ 年相比ꎬ ２０１４ 年

塔吉克斯坦财政收支分别增长 １４０％和 １３２％ꎮ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４ 年塔吉克斯坦财政盈余

不断增加ꎬ 由２００９ 年的２６４ 亿索莫尼增至２０１４ 年的１ ２３３亿索莫尼ꎬ 增长３ ７ 倍ꎮ
图 ９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４ 年塔吉克斯坦财政收支状况 (单位: 亿索莫尼)

资料来源: 塔吉克斯坦统计署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 ｔｊ /

塔吉克斯坦的财政收入包括国家收入和地方收入ꎬ 均由税收收入和非

税收入构成ꎮ 其中ꎬ 税收收入主要源自所得税、 社会税、 财产税 (包括土

地税)、 销售税、 增值税、 消费税以及商品服务税等ꎮ 国家收入以增值税为

主ꎬ 其收入占国家收入的一半左右ꎻ 地方收入则以所得税为主ꎬ 其收入约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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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地方收入的 ４５％ ①ꎮ
塔吉克斯坦政府一贯坚持低赤字原则ꎮ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４ 年ꎬ 塔吉克斯坦财

政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约为 ３０％ ꎬ 年均变动幅度控制在 ２％ 左右ꎮ 财政支出

的主要方向为工资支出、 社会保障和帮扶补贴、 利息支付等ꎮ 近年来ꎬ 塔

吉克斯坦支出结构的变化主要体现为社会保障领域的财政支出不断增长ꎮ
塔吉克斯坦的外债主要来自世界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

行ꎮ 近年来ꎬ 塔外债规模呈缓慢上升态势ꎬ ２０１３ 年外债规模最高ꎬ 达 ２１ ９
亿美元ꎬ 与 ２００９ 年相比增长近 ３０％ ꎮ ２０１４ 年外债规模有所下降ꎬ 约为 ２１
亿美元 (见图 １０)ꎮ 得益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农业、 能源、 交通、
医疗和教育等领域外部投资的不断增加ꎬ 塔外债占 ＧＤＰ 的比重不断下降ꎬ
从 ２００９ 年的 ３６％降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２３％ ꎮ

与此同时ꎬ ２０１０ 年以来塔吉克斯坦的偿债率也在不断上升 (见图 １１)ꎮ
贵金属、 交通运输设施和天然气出口的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财政收入增加ꎬ
是国家偿债能力提升的主要因素ꎮ

图 １０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４ 年塔吉克斯坦外债规模及占 ＧＤＰ 比重

资料来源: 塔吉克斯坦财政部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ｉｎｆｉｎ ｔｊ /

图 １１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４ 年塔吉克斯坦偿债率变化 (％)

资料来源: 同图 １０ꎮ

—５３—
① 以 ２０１４ 年 １ ~ ９ 月塔吉克斯坦财政部公布的数据为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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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吉克斯坦获得国际贷款的贷方既有多边、 也有双边ꎮ ２０１４ 年塔吉克斯

坦获得的多边贷款分别来自于: 世界银行 ３ ２７ 亿美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 １ ４７ 亿美元、 亚洲开发银行 ２ ７７ 亿美元、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０ ０３ 亿

美元、 伊斯兰发展银行 １ １９ 亿美元、 欧佩克基金会 ０ ３８ 亿美元、 欧亚稳定

与发展基金 (原欧亚经济共同体反危机基金) ０ ７ 亿美元 (见图 １２)ꎮ
图 １２ ２０１４ 年塔吉克斯坦多边贷方构成

资料 来 源: Отчёт о состоян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долга на ２０１４ год.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ｉｎｆｉｎ ｔｊ /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４ 年ꎬ 塔吉克斯坦双边贷款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ꎮ ２００６ 年乌

兹别克斯坦与俄罗斯是塔吉克斯坦贷款的主要来源国ꎬ 其中乌兹别克斯坦

占 ４０％ ꎬ 俄罗斯占 １６％ ꎮ ２０１４ 年中国成为塔吉克斯坦最大贷款国ꎬ 占比高

达 ８４％ ꎬ 乌兹别克斯坦降至 １％ꎮ 美国的贷款比重由 ２００６ 年的 ９％降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１％ꎬ 哈萨克斯坦由 ２００６ 年的 ６％降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０ ２％ (见图 １３)ꎮ

图 １３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塔吉克斯坦双边贷方构成

资料来源: 同图 １２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ꎬ 塔吉克斯坦未清偿的债务累计 ２０ ９６ 亿美元ꎮ 其中

双边债务 １０ ４５ 亿美元ꎬ 占未清偿债务的 ４９ ８６％ ꎻ 多边债务 ８ ３３ 亿美元ꎬ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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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３９ ７４％ ꎻ 保障型债务在内的其他债务 ２ １８ 亿美元ꎬ 约占 １０ ４％ ꎮ
(五) 土库曼斯坦

一直以来ꎬ 土库曼斯坦的财政收支状况极不稳定ꎬ 财政收入波动剧烈ꎬ
但财政支出却呈不断上升态势ꎬ 赤字情况严重ꎮ

图 １４ 土库曼斯坦财政收支状况 (单位: 亿美元)

资料来源: ｈｔｔｐ: / / ｒｕ ｔｒａｄ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ｃｏｍ

２０１２ 年土库曼斯坦财政收入水平最高ꎬ 为 ２３ ９ 亿美元ꎬ ２０１４ 年最少ꎬ
仅为 ３ ８ 亿美元ꎬ 两者相差 ２０ １ 亿美元ꎮ 财政支出则从 ２００９ 年的 ２０ ７ 亿

美元增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３２ ５ 亿美元ꎬ 增长 ５７％ ꎮ 过低的财政收入和不断增长

的财政支出使得 ２０１４ 年土库曼斯坦的赤字极为严重ꎬ 达 ２８ ７ 亿美元ꎬ 同

比增长 ２２ １％ (见图 １４)ꎮ
２０１１ 年以来ꎬ 土库曼斯坦国家债务飙升ꎬ 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２９ 亿美元升至

２０１３ 年的 ８７ 亿美元ꎬ ２０１４ 年略有下降ꎬ 但仍高达 ８１ 亿美元ꎮ 国家债务占

ＧＤＰ 的比重与国家债务规模走势基本吻合ꎬ ２００８ 年该比重为 ２ ８１％ ꎬ ２０１３
年为 ２１ １％ ꎬ ２０１４ 年略有下降ꎬ 为 １６ ８％ (见图 １５)ꎮ

图 １５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４ 年土库曼斯坦国家债务情况及占 ＧＤＰ 比重

资料来源: 同图 １４ꎮ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ꎬ 中亚五国财政经济发展状况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ꎬ 除土库曼斯坦外ꎬ 其他四国财政大致运行平稳ꎬ 财政收支逐年

稳定增长ꎮ 乌兹别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财政收入大于财政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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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ꎬ 实现了财政盈余ꎬ 其中塔吉克斯坦的财政盈余增速不断上升ꎬ 而乌兹

别克斯坦的盈余增速有所放缓ꎻ 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财政支出大于收入ꎬ
存在财政赤字问题ꎬ 其中土库曼斯坦赤字较为严重ꎬ 可能存在进一步扩大的

风险ꎮ
第二ꎬ 财政支出以民生服务为主ꎮ 从财政支出方向来看ꎬ 中亚国家在

经济转型过程中都将财政支出的重点放在与公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领域ꎬ
如教育、 医疗等ꎬ 即使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的吉尔吉斯斯坦也没有降低对

低收入群体的政府补贴ꎮ
第三ꎬ 债务规模不断扩大ꎮ 从债务水平看ꎬ 中亚五国债务规模不断扩

大ꎬ 其中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债务问题较为严重ꎬ 国家债务占 ＧＤＰ
的比重较高ꎬ 而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也存在国家债务负担ꎬ 但国家

债务占 ＧＤＰ 的比重不断下降ꎮ ２０１４ 年以前哈萨克斯坦国家债务情况较为稳

定ꎬ 但近两年外债激增ꎬ 并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ꎮ 同时ꎬ 值得注意的是ꎬ
２０１４ 年中国已成为塔吉克斯坦的最大债权国ꎮ 必须严密注意该国的经济发展

状况、 财政收支状态以及财政赤字情况ꎬ 以保障中国的债权利益不受损害ꎮ

三　 中亚五国与主要经济体国家财政状况比较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４ 年ꎬ 中亚五国财政收支规模总体呈不断上升态势ꎬ 但与世

界主要经济体相比ꎬ 其财政收支规模仍处在较低水平ꎮ
(一) 财政收支规模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４ 年ꎬ 哈萨克斯坦财政收入规模在 ２００ 亿 ~ ４５０ 亿美元之间ꎬ
乌兹别克斯坦在 ６０ 亿 ~ １４０ 亿美元之间ꎮ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土

库曼斯坦财政收入规模偏小: 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财政收入规模在

１０ 亿 ~ ３０ 亿美元之间ꎬ 而土库曼斯坦 ２０１０ 年财政收入规模仅为 ３ ９ 亿美

元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中亚五国及中俄两国财政收入规模 (单位: 万亿美元)

　 国家
年份　 　

哈萨克
斯坦

乌兹别克
斯坦

吉尔吉斯
斯坦

塔吉克
斯坦

土库曼
斯坦

俄罗斯 中国

２００８ ０ ０２３ ９９ ０ ００６ ２８ ０ ００１ １８ — ０ ００２ １８ ０ ５４４ ７０ ０ ８９６ ９０

２００９ ０ ０２７ ２３ ０ ００７ ０８ ０ ００１ ２４ ０ ００１ ３４ ０ ００１ ５８ ０ ４４９ ６６ １ ００３ ５９

２０１０ ０ ０２９ ７８ ０ ００８ ２９ ０ ００１ ２３ ０ ００１ ６０ ０ ０００ ３９ ０ ５２６ ０３ １ ２５８ 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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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 ０ ０３６ ６７ ０ ００９ ５０ ０ ００１ ６７ ０ ００１ ８８ ０ ００１ ０６ ０ ６４７ ７１ １ ６４８ ９０

２０１２ ０ ０３９ ４０ ０ ０１０ ７３ ０ ００１ ８３ ０ ００２ ０３ ０ ００２ ３９ ０ ７６０ １８ １ ８８１ ５７

２０１３ ０ ０４２ ０５ ０ ０１１ ７２ ０ ００２ ０６ ０ ００２ ５９ ０ ０００ ６２ ０ ７４６ ８１ ２ １３１ ５７

２０１４ ０ ０４０ ３９ ０ ０１３ １０ ０ ００２ ０３ ０ ００２ ７６ ０ ０００ ３８ ０ ４７５ ７７ ２ ２６３ １９

资料来源: 根据各国财政部、 统计局数据整理ꎮ

从财政支出规模来看ꎬ 中亚五国财政支出规模与收入规模基本吻

合ꎮ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４ 年ꎬ 哈萨克斯坦财政支出规模在 ２５０ 亿 ~ ５００ 亿美元

之间ꎬ 乌兹别克斯坦在 ５０ 亿 ~ １３０ 亿美元之间ꎬ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

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三国在 １０ 亿 ~ ３５ 亿美元之间 (见表 ２) ꎮ

表 ２ 中亚五国及中俄两国财政支出规模 (单位: 万亿美元)

　 国家
年份　 　

哈萨克
斯坦

乌兹别克
斯坦

吉尔吉斯
斯坦

塔吉克
斯坦

土库曼
斯坦

俄罗斯 中国

２００８ ０ ０２５ ７７ ０ ００５ ８７ ０ ００１ １４ — ０ ００１ ４６ ０ ４７６ １４ ０ ９１５ ３６

２００９ ０ ０２９ ４８ ０ ００７ ０３ ０ ００１ ３１ ０ ００１ ２８ ０ ００２ ０７ ０ ５３０ ６２ １ １１７ ５７

２０１０ ０ ０３３ ３６ ０ ００８ １６ ０ ００１ ４６ ０ ００１ ５３ ０ ００２ １９ ０ ５７８ ０３ １ ３６１ ５０

２０１１ ０ ０４０ ５０ ０ ００９ ３２ ０ ００１ ７８ ０ ００１ ８０ ０ ００２ ５０ ０ ６２１ ３４ １ ７３４ ２０

２０１２ ０ ０４５ ３２ ０ ０１０ ５２ ０ ００２ １１ ０ ００１ ９１ ０ ００２ ６１ ０ ７５１ ５２ ２ ０２１ １７

２０１３ ０ ０４６ ６１ ０ ０１１ ５４ ０ ００１ ７６ ０ ００２ ４５ ０ ００２ ９７ ０ ７７２ ７３ ２ ３１３ ０８

２０１４ ０ ０４６ ３５ ０ ０１２ ９７ ０ ００１ ６２ ０ ００２ ５２ ０ ００３ ２５ ０ ４９０ ８０ ２ ４４７ ２４

资料来源: 同表 １ꎮ

与俄罗斯、 中国财政收支规模相比ꎬ 中亚五国的财政收支体量显然偏

小ꎮ 以 ２０１４ 年数据为例ꎬ 塔吉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土库曼斯坦财政收

支规模不足俄罗斯和中国的 １％ ꎮ 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财政收支规模

相对较大ꎮ 其中ꎬ 哈萨克斯坦财政收支规模约为俄罗斯的 １０％ 、 中国的

２％ ꎻ 乌兹别克斯坦约为俄罗斯的 ３％ 、 中国的 １％ ꎮ
(二) 人均财政收支比较

从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４ 年人均财政收入来看ꎬ 哈萨克斯坦表现突出ꎬ 其人均财政

收入保持在１ ５００ ~２ ５００美元之间ꎬ 远高于中亚其他四国ꎮ 乌兹别克斯坦、 土

库曼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的人均财政收入均在 ５００ 美元以下ꎮ
其中ꎬ 土库曼斯坦人均财政收入波动严重ꎬ 最低时仅为 ７２ ６ 美元ꎮ

以 ２０１４ 年为例ꎬ 哈萨克斯坦人均财政收入为 ２ ２５６ ６ 美元ꎬ 相当于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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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别克斯坦的 ５ 倍、 吉尔吉斯斯坦的 ６ ２ 倍、 塔吉克斯坦的 ６ ６ 倍、 土库

曼斯坦的 ３０ ６ 倍 (见表 ３)ꎮ

表 ３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４ 年中亚五国和中国、 俄罗斯的人均财政收入 (单位: 美元)

　 国家
年份　 　

哈萨克
斯坦

乌兹别克
斯坦

塔吉克
斯坦

土库曼
斯坦

吉尔吉斯
斯坦

中国 俄罗斯

２００８ １ ５６７ ７ ２２７ ４ — ４１０ ９ ２２２ １ ６７４ ４ ３ ８３５ ９

２００９ １ ７６８ ４ ２５３ ８ １７９ １ ２９１ ９ ２３０ ２ ７４９ ７ ３ １６８ ９

２０１０ １ ９２１ ２ ２９４ ０ ２０７ ５ ７２ ６ ２２４ ３ ９４６ ５ ３ ６７８ ６

２０１１ ２ ３６６ １ ３３８ ３ ２４７ ３ ２１２ ２ ２９８ ６ １ ２３３ ６ ４ ５３２ ６

２０１２ ２ ２５１ ３ ３７７ ７ ２６０ ３ ４６８ ８ ３３２ ９ １ ４００ ８ ５ ３１５ ９

２０１３ ２ ３７５ ７ ４０８ ３ ３２８ ０ １２０ ６ ３７５ ２ １ ５７９ ４ ５ ２４０ ８

２０１４ ２ ２５６ ６ ４５３ ２ ３４０ ７ ７３ ７ ３６２ ０ １ ６６９ ４ ３ ３３８ ７

资料来源: 同表 １ꎮ

中亚五国的人均财政收入水平远远低于俄罗斯ꎮ 以 ２０１４ 年为例ꎬ 俄罗斯

人均财政收入分别是哈萨克斯坦的 １ ５ 倍、 乌兹别克斯坦的 ７ ４ 倍、 吉尔吉

斯斯坦的 ９ ２ 倍、 塔吉克斯坦的 ９ ８ 倍和土库曼斯坦的 ４５ ３ 倍 (见图 １６)ꎮ
图 １６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４ 年中亚五国及中俄两国人均财政收入 (单位: 美元)

资料来源: 同表 １ꎮ

２０１４ 年ꎬ 乌兹别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四

国人均财政收入仅为中国的 ２７ １％ 、 ２１ ７％ 、 ２０ ４％ 和 ４ ４％ ꎮ 但哈萨克

斯坦的人均财政收入水平高于中国ꎬ 是中国的 １ ３５ 倍ꎮ
总体而言ꎬ 中亚五国财政收支规模体量偏小ꎬ 各国人均财政收入偏低ꎮ

其中ꎬ 哈萨克斯坦表现较为优异ꎬ 不论是财政收支总体规模还是人均财政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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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ꎬ 都远远超过其他中亚国家ꎮ 乌兹别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

斯坦人均财政收入较低ꎬ 但财政运行状况较为平稳ꎮ 虽然中亚五国经济发

展水平有所差别ꎬ 财政收支水平及能力存在一定差异ꎬ 但各国政府均致力

于增强财政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ꎬ 以为本国经济的发展创造稳定、 良好

的财政税收环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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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Отчёт о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финансового сектора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Осень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ｂｋｒ ｋｇ

１０ Полугодовой обзор исполнения республиканского бюджета Казахстаназа １
полугодия ２０１５ года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ｉｎｆｉｎ ｇｏｖ ｋｚ

１１ Годовой Отчёт ２０１５ Российско － Кыргызский Фонд Развития ｈｔｔｐ: / / ｒｋｄｆ ｏｒｇ
１２ Запрос о трёхлетней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в рамках расширенного кредитного

механизма －доклад персонала и пресс － релиз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Доклад МВФ по
стране №１５ / １１３ Май ２０１５ года

１３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устойчив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на
период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годы ｈｔｔｐ: / / ｃｂｄ ｍｉｎｊｕｓｔ ｇｏｖ ｋｇ

(责任编辑: 农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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