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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被现代地缘政治学鼻祖麦金德称为“世界岛”的中亚地区位于亚欧大陆腹地，这里历来是各种势力极
为重视并激烈博弈之所在。
20年前这里出现了五个新兴的主权国家，被统称为中亚五国。
中国与它们不仅山水相连，而且有着古老“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因此，尽管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社
会制度、意识形态不同而且国力悬殊，但中国始终本着“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的原则，在中亚国家
经历改革与发展、幻灭与重生，历经磨难负重前行的过程中，一直与它们相互支持、多方合作，使相
互关系厚积薄发、越来越好，真正成为“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

著者（赵常庆）从事苏联及中亚国家研究工作近40年，《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析论》中他对自己花费
毕生精力的研究所得加以梳理，不仅全方位地介绍了中国与中亚国家间20年来友好关系的发展历程，
而且还介绍了中亚各个国家的具体国情与20年间的变化。
《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析论》内容翔实、脉络清晰、观点分明、立论有据，不枉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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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咸海问题已经造成巨大的生态灾难，因此，维护生态安全也是各国，特别是乌、哈两国特别关注
的事情。
　　中亚国家独立后已经经历过几次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使它们吃尽苦头。
这些经济危机与各国经济结构和管理失误有关，但更多是国外势力作用的结果。
1998年的金融危机和2008年开始并至今仍未完全克服的国际金融危机，都给中亚国家脆弱的经济造成
重大损失。
经济安全自然成为各国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针对上述安全问题，中亚国家制定了并非完全相同的安全战略和安全政策。
　　从传统安全角度，各国的重点皆放在维护国家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和边界不受侵犯方面，但各
国的方法有一定的差异。
例如，哈萨克斯坦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它的敌人，对任何国家都没有领土和其他要求。
哈萨克斯坦坚持边界不可侵犯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无条件地反对使用武力解决国家之间的矛盾
和争端。
承诺不首先使用武力。
该国还主张，一切国际争端要在国际法范围内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军事行动公开，实行加强安全信任
的措施。
　　乌兹别克斯坦从本国的具体情况出发，认为极端势力和恐怖势力是对国内安全的最大威胁，强调
武装力量除保证国家统一和边界不受侵犯外，还担负维护国家安全的重任。
　　土库曼斯坦则实行“积极中立”政策，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不与任何国家结怨，充分利用联合
国赋予的“中立国”的地位，利用国际舆论维护自身安全。
土库曼斯坦特别担心其周边国家的动荡会波及本国，因此，将促进周边地区的稳定作为维护自身安全
的重要任务。
　　从近20年的实践来看，多数中亚国家并没有将美军和西方国家军事力量进驻中亚视为对自身安全
的威胁，甚至认为这对本国的安全有利。
在该问题上中亚国家的看法与俄罗斯和中国存在差异。
　　与传统安全相比，中亚国家更重视非传统安全威胁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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