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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疆是中国西北之边疆宝地，“在吾国常人视之，以为边疆，无足轻重，而以亚洲全局观之，实
为中枢”（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
左宗棠曾指出：“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若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
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
”可见新疆之战略位置重要。
“盖汉弱匈奴，唐灭突厥，必先征定西域，巩固河湟；宋明失西域，则侵陵与辽金，灭亡与蒙满，若
夫南宋南明，皆退婴南服，终至退无可退”（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
汉唐之所以盛强，宋明之所以衰弱，虽非全关于西域之有无，然无土地以为凭藉，成就大业或长治久
安实属艰难。
　　纵观历史，在一个幅员广大的多民族国家，欲缔造盛世，首先必须解决边疆和民族问题，消除隐
忧潜患。
汉、唐、清三朝盛世的出现是与边疆和民族问题得以有效解决相伴随的。
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在经历“白登之围”后，深知以当时的国力，无法与匈奴抗衡，只好奉行“和亲
”政策；汉景帝时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到汉武帝时远征匈奴，丈规模战争持续了几十年。
唐太宗为解除突厥的军事威胁，派兵十余万分路征讨，又征伐吐谷浑，消除边患；之后又对突厥降众
实行开明的统治政策，使得其他北方各族首领归心朝廷。
清代康熙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抗击沙俄入侵，乾隆平定准噶尔、大小和卓、大小金川等，实行
民族和衷共济，有效地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和边疆的安宁，使盛世的出现和保持成为可能。
当然，历代王朝盛极而衰，也常常与边疆和民族问题不能有效把握有关。
数千年来治乱兴亡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汲取和深思。
　　今天，新疆作为中国向西开放的门户，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资源优势在我国的经济政治领域具有
特殊的战略地位。
丰富的资源，众多的民族，多元的文化，是我们进行大开发和大建设的宝贵财富。
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提高劳动者素质技能加快经济发展、保持西北边疆政治大局稳定和文
化繁荣应成为我们共同的宗旨和期盼。
“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与“通古今之变”应成为我们这代学者和管理者的期许之一。
　　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西北边疆》学刊，肩负着提高学术水平和服务决策
实践双重使命，我们期待着其中的成果能为西北边疆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贡献
力量。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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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之一，自2000年11月成立
以来，秉持稳疆兴疆、富民固边、立足新疆、服务西北、面向中亚、提升水平、加快发展的宗旨，在
西北边疆经济社会、历史宗教、语言文化、中亚历史与现状等领域开展学术和现状对策研究，取得了
一些成果。
本书即为该中心的系列丛书之一，书中从政治法律外交、经济社会生态、历史文化语言等方面展示该
中心和相关机构研究人员的近期研究成果。
    本书适合于从事和关心新疆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及相关专业大专院校
师生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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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政治法律外交编　　当前新疆周边的地缘政治格局　　一、“颜色革命”后的中亚　　（二）哈
萨克斯坦：政局稳定、经济鹏飞　　2005年底哈萨克斯坦也举行新一届总统大选，但未发生“颜色革
命”。
其实，哈萨克斯坦逃过了“颜色革命”的这一劫，归根到底还是美国人在关键时刻放了纳扎尔巴耶夫
一马。
和许多中亚国家领袖一样，纳扎尔巴耶夫是美国政客口中的“独裁者”，更被攻击为贪污腐败的典型
。
然而，美国最终没有对纳扎尔巴耶夫下手，其原因是：　　（1）美国认识到，哈萨克斯坦现总统派
与反对派力量对比悬殊，谁也不想跟“政坛失意者俱乐部”打交道；　　（2）美国在哈萨克斯坦有
巨大的石油投资和利益，若贸然在该国推动“颜色革命”，风险过大；　　（3）“安集延事件”后
与乌兹别克斯坦交恶，哈萨克斯坦成为替代乌兹别克斯坦“位置空缺”，以实现华盛顿在该地区的利
益。
　　“颜色革命”得逞于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除了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在其中发挥作用外
，与这两个国家经济发展停滞、人民生活极度贫穷有关。
一个是政权更迭，一个是暴乱被镇压，其差别就在于阿卡耶夫和卡里莫夫的掌控能力。
　　哈萨克斯坦则完全不同于上述两国，近五六年凭借石油工业的大发展及由此而来的源源不断的石
油美元，其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普遍得以改善。
纳扎尔巴耶夫在2006年总统咨文中提出，未来十年内哈萨克斯坦进人世界前五十名最具竞争力国家行
列的发展战略。
哈萨克斯坦现在人均CDP究竟有多少，众说纷纭。
2006年的一些报道说在3000多美元，2007年上半年的说法在5000多美元。
据最新报道，总统纳扎尔巴耶夫2007年6月16日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市表示，2007年哈萨克斯坦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有望达到7000美元。
上述数字可能有点水分，但无论如何，哈萨克斯坦无疑已为中亚的首富，其国民的信心倍增，甚至于
牛气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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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适合于从事和关心新疆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及相关专业大专院校师
生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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