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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影响中国对中亚援助质量的研究几乎没有。有研究表明援

助波动是影响援助效率的重要因素（Hudson & Mosley（2008)，

Markandya(2010)，Mallik(2012)，Hudson(2015) 等）。因此，要提升

中国对外援助效率，梳理中国对外援助波动特征显得尤为必要。

二 、中国对中亚援助变动特征

21 世纪以来，中国对中亚各国援助总体不断增长，但在援

助规模、援助资金来源、援助增长率、援助占当地 GDP 比重等

方面都存在较大的波动。下文所统计的援助包括贷款（不包括

债务延期）、捐赠、出口信贷、债务延期、债务减免、提供奖学

金、独立的技术援助及其他。

( 一）总援助规模在波动中增长

首先，援助总规模逐渐增长。从图 1 可知，中国对中亚各

国从进入 21 世纪以来，援助总额不断增加，不过期间也略有

波动。2000 年到 2005 年，对中亚各国援助总额均未超过 10 亿

美元，在 2006 年出现一次高峰期，援助总额为 31.38 亿美元。

2009 年与 2011 年援助总额分别达到了 127.83 亿美元和 122.33

新世纪以来中国对中亚援助资金变动统计与原因分析

一、引言

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出现了

五个新独立的国家，分别是哈萨克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

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中亚五国

位于欧亚大陆中部，自古以来就是东

西方文化交流和欧亚经贸往来的桥

梁。苏联解体后，由于拥有丰富的自

然资源和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中亚

国家成为中国的外交重点。

中国是最早承认中亚五国独立并

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中

国很重视与中亚各国的关系，从 1991

年开始，中国对中亚五国只有少量经

济援助，但金额不断增加 ；到 2001

年之后，随着中亚地位的上升和中国

经济实力的增长 , 中国对中亚的援助

力度逐渐加大 ；2010 年至今，中国对

中亚各国援助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在

资金援助的同时，还大力开展技术援

助，更多关注到民众的切身福利。

新世纪以来，中国对中亚的援

助逐渐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部分

学者也开始关注中国对中亚援助的研

究。该领域的研究目前主要限于一般

性的援助特征、现状和国际比较，

熊青龙  李凤娇

摘  要 ：本文研究了中国对中亚各国援助的波动特征，分别从援助规模、援助资金来源、援助增长

率、援助占当地 GDP 比重四个方面进行统计与分析。本文认为双方经济发展水平、双边经贸关系发展和地

缘政治是产生波动的主要因素。为进一步减少波动，提出援助应保持连续性、加强与其他援助国家的交流与

合作以及增强援助能力建设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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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中国对中亚各国援助总体规模变化（2000-2014 年）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 AidData 数据整理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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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是 2000 年到 2014 年出现的两次高峰值，

总体规模显著增加。

其次，中国对中亚各国援助规模存在较大差

异。从表 1 可知，从 2000 -2014 年中国对中亚各

国的援助总额有明显差异，依次是哈萨克斯坦约

为 172.34 亿美元、土库曼斯坦约为 109.43 亿美

元、乌兹别克斯坦约为 82.51 亿美元、吉尔吉斯

斯坦约为 29.89 亿美元和塔吉克斯坦约为 27.99 亿

美元。其中，在 2000-2014 年对哈萨克斯坦、乌

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三个国家出现明显的高

峰值 ；在 2009 年，对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

援助额分别达到 69.21 亿美元和 54.28 亿美元 ；

在 2011 年，哈萨克斯坦为 37.51 亿美元，乌兹别

克斯坦为 35.58 亿美元，土库曼斯坦为 45.51 亿美

元。中国对中亚各国的援助总额虽有差异，但自

21 世纪以来，中国对各国的援助总体不断增加。

最后，中国对中亚各国的援助次数不同。

从表 1 可知，援助次数最多的是塔吉克斯坦，从

2000-2014 年，每年都有援助，只是援助额较少，

总额为 27.99 亿美元，占援助总额的 6.63% ；对哈

萨克斯坦援助额高达 172.34 亿美元，占中亚各国

援助总额的 40.82%，援助次数为 13 次 ；吉尔吉

斯斯坦援助次数为 13 次，占援助总额的 7.08% ；

表 1  中国对中亚各国历年援助额（2000-2014 年）
单位 ：亿美元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 AidData 数据整理制作。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合计

年份
哈萨克
斯坦

0.03

0.00

3.90

0.05

0.00

4.28

7.37

4.77

4.13

69.21

7.95

37.51

27.13

1.01

5.00

172.34

乌兹别克
斯坦

0.00

0.65

0.08

0.73

8.42

0.00

3.99

3.62

0.00

1.00

4.72

35.58

3.33

13.99

6.40

82.51

吉尔吉斯
斯坦

0.00

0.46

0.07

0.16

0.28

0.20

1.63

0.00

1.58

2.87

0.07

3.43

7.04

11.45

0.65

29.89

塔吉克
斯坦

0.08

0.01

0.01

0.13

0.02

0.01

11.95

1.78

4.14

0.47

0.62

0.29

0.77

1.96

5.75

27.99

土库曼
斯坦

0.28

0.00

0.07

0.70

0.00

2.02

6.44

0.00

0.00

54.28

0.13

45.51

0.00

0.00

0.00

109.43

乌兹别克斯坦援助次数为 12 次，占援助总额的

19.54% ；援助次数最少的土库曼斯坦为 8 次，但

援助总额占比为 25.92%，仅次于哈萨克斯坦。

（二）援助资金来源发生变化

援助资金主要来自政府机构和国有银行，但

不同年份资金具体来源变化较大。从 2000-2014

年援助资金累计达 422.17 亿美元，来自政府机构

援助的资金达 415.18 亿美元。其中，大部分资

金来自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发展银行，分别达

188.71 亿 美 元 和 184.03 亿 美 元， 占 比 为 44.70%

和 43.59%。未指明的中国政府机构为 25.79 亿美

元，占比 6.11%。从表 2 可知，中国进出口银行

除了 2000 年和 2005 年未提供援助资金，其它每

年都有援助，而且呈逐渐增加的趋势。

中国发展银行自 21 世纪以来援助资金逐渐

增多，成为第二大援助资金来源。2000-2004 年 ,

中国发展银行援助资金为零，中国进出口银行和

未指明的中国政府机构是主要资金来源 ；从 2005

年，中国发展银行开始进行资金援助，至 2014 年

从未间断，在 2009 年和 2011 年分别达 55.64 亿美

元和 84.91 亿美元，累计达 184.03 亿美元，占比

43.59%，仅次于中国进出口银行。国有企业以及

政府和国有企业合作的援助趋势有所增加，中国

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联合援助资金为 2.36

亿美元，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银

行分别在 2003 年、2014 年和 2010 年都有参与援助。

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联合援助资金比重有所

增加。2010 年，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

参与援助，资金为 2.36 亿美元 ；国有企业的参与

援助的意识逐渐增强，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

银行和中国银行在进入 21 世纪以来对中亚各国都

有不同程度的援助资金。

（三）中国对中亚援助增长率波动较大

新世纪以来，中国对中亚各国援助不断增

长，但增长率波动较大，部分年份出现了负增长。

2001 年 较 2000 年 增 长 188%，2002 年 较 2001 年

增长了 266%，2004 年较 2003 年增长了 390%，

2006 年较 2005 年增长了 381%，增长率波动最大

的是 2009 年较 2008 年急剧增加了 1197% ；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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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国对中亚各国援助增长率变化（2000-2014 年）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 AidData 数据整理制作。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年份
哈萨克
斯坦

-100.00%

100.00%

-98.64%

-100.00%

100.00%

72.10%

-35.25%

-13.31%

1573.11%

-88.52%

372.00%

-27.70%

-96.25%

391.76%

乌兹别克
斯坦

100.00%

-87.44%

796.26%

1047.42%

-100.00%

100.00%

-9.25%

-100.00%

100.00%

371.29%

654.04%

-90.62%

319.24%

-54.28%

吉尔吉斯
斯坦

100.00%

-84.47%

127.52%

63.22%

-27.12%

733.18%

-100.00%

100.00%

81.74%

-97.54%

4759.40%

105.17%

62.75%

-94.33%

土库曼
斯坦

-100.00%

100.00%

926.73%

-100.00%

100.00%

217.38%

-100.00%

100.00%

100.00%

-99.76%

34897.21%

-100.00%

0.00%

0.00%

塔吉克
斯坦

-83.67%

-0.58%

823.12%

-87.81%

-23.28%

101292.84%

-85.13%

132.76%

-88.73%

33.42%

-52.71%

161.97%

154.89%

192.61%

2010 年出现增长后，从 2011 年至 2014 年连续三

年出现负增长，2010 年涨幅跌至 -89%。

从表 3 可知，中国对中亚各国援助的重点国

家是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中国对哈萨克斯

坦援助资金最多，但援助增长率波动较大，2001-

2008 年几乎都是负增长，2009 年达到涨幅最高点

1573.11%， 在 2013 年 出 现 -96.25%， 到 2014 年

又增长了 391.76%，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的援助资

金波动变化，与 2013 年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

带”有一定关系。

（四）中国对中亚援助规模占当地 GDP 占比

波动较大

中国对中亚各国的援助金额不断增加，同时

当地经济规模也不断增长，因此国际援助占当地

GDP 比重起伏波动较大。

从图 2 可知，21 世纪以来，整体上中国对

中亚各国提供的援助占当地 GDP 的比重波动较

大。2000 年至 2005 年中国援助规模占当地 GDP

比重波动较小 ,2005 年援助占比为 4.10% ；2006

年出现了第一次大波动，总占比达 57.43%，达

到 21 世纪以来增幅最高点。2007 年总占比又降

表 2  中国对中亚各国援助资金来源变化（2000-2014 年）
单位 ：亿美元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合计

年份
中国进
出口银
行

0.55

3.89

0.01

7.75

25.83

8.39

1.03

71.03

6.90

20.65

18.20

19.53

4.95

188.71

中国发
展银行

4.28

3.68

1.56

4.14

55.64

0.94

84.91

18.20

4.68

6.00

184.03

未指明
的中国
政府机
构

0.39

0.58

0.25

1.05

0.95

2.24

1.87

0.22

4.68

1.16

0.36

0.11

1.87

4.22

5.84

25.79

中国
公安
部

0.00

0.00

中国进
出口银
行和中
国人民
银行

中国进
出口银
行和中
国工商
银行

中国
工商
银行

中国
农业
银行

中国
银行

16.65

16.65

2.36

2.36

0.71

0.71

1.00

1.00

0.00

2.92

2.92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 AidData 数据整理制作。

至 6.86%，2008 年至 2014 年间，援助规模占当地

GDP 比重波动比较大，但相比 2000 年至 2005 年，

总体上援助总占比在波动中不断增长。从表 4 可

知，在中亚五国中，中国援助占当地 GDP 之比最

高的是塔吉克斯坦，总占比为 69.19%，2006 年对

塔吉克斯坦援助占比值高达 42.22%，2005 年最

低，为 0.05% ；中国援助占当地 GDP 之比最低的

是哈萨克斯坦。

三、中国对中亚援助波动原因分析

从上文可知，中国对中亚各国的援助总体规模

不断增长，从不同指标看也存在较大波动。影响援

助波动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具体到中国对中亚地区

援助看，导致这些波动的原因主要包括双方经济发

展状况、双边经贸关系发展和地缘政治因素。

（一）双方经济发展状况原因

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长，为援助中亚各国提

供了坚实的基础保障。2010 年中国 GDP 总量超

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2014 年中国 GDP 总量

破 10 万亿美元。随着国力的增长，中国有能力逐

渐加大对中亚国家的援助规模，因而对中亚地区

的援助规模总体呈现增长趋势。

21 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波动较大，总体

呈下降趋势，中国往往根据国内经济情况提供力所能

开放 OPEN北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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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援助，这些考虑自然导致中国对中亚各国的援助增长率波动较

大。此外，新世纪以来中亚地区经济增长也较快，部分年份增速快

于中国对其援助增速，导致中国对该地区援助占当地 GDP 比重发生

较大波动。而具体到中亚五国，各国的每年经济增长速度也并不完

全一致，也会导致中国对各国援助占该国GDP比重产生较大的波动。

（二）双边经贸关系发展原因

新世纪以来，中国与中亚地区国家的贸易、投资等经贸关系

更加紧密，更紧密的经贸关系促进中国增加对该地区的援助。进

入 21 世纪，中亚各国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除哈萨克斯

坦外，其他四个国家的经济仍然没有得到快速发展。整体看，我

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规模总额呈现高速增长态势。但由于各

          图 2  中国援助规模占当地 GDP 比重（2000-2014 年）

数据来源 ：笔者根据 AidData 和 World Bank 数据整理制作。

表 4  中国对中亚各国援助占当地 GDP 占比（2000-2014 年）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AidData和World Bank数据整理制作。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合计

年份
哈萨克
斯坦

0.02%

0.00%

1.58%

0.02%

0.00%

0.75%

0.91%

0.46%

0.31%

6.00%

0.54%

1.95%

1.30%

0.04%

0.23%

14.10%

乌兹别克
斯坦

0.00%

0.57%

0.08%

0.72%

7.00%

0.00%

2.30%

1.62%

0.00%

0.30%

1.20%

7.75%

0.64%

2.42%

1.01%

25.64%

吉尔吉斯
斯坦

0.00%

3.04%

0.45%

0.85%

1.21%

0.79%

5.74%

0.00%

3.08%

6.13%

0.15%

5.53%

10.66%

15.62%

0.87%

54.11%

塔吉克
斯坦

0.98%

0.13%

0.11%

0.81%

0.07%

0.05%

42.22%

4.78%

8.01%

0.94%

1.10%

0.45%

1.01%

2.31%

6.22%

69.19%

土库曼
斯坦

0.97%

0.00%

0.15%

1.17%

0.00%

2.50%

6.27%

0.00%

0.00%

26.85%

0.06%

15.57%

0.00%

0.00%

0.00%

53.54%

国经济发展战略和鼓励外国投资的

产业策略各有不同，中国对中亚各

国在贸易、投资上也会不同，因此

对中亚各国援助的状况会产生波动。 

此外，“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与落实影响中国对该地区的援助。

为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对

该地区的援助意愿自然增强。在共

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中国与

中亚国家经贸合作双边经贸关系的

强化会增加中国对该地区的援助。

（三）地缘政治原因

第一，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国家

关系波动会引致部分援助波动。中

国与中亚各国国家关系紧密程度存

在较大差异，比如乌兹别克斯坦和土

库曼斯坦在对外政策上表现出很强的

独特性和谨慎性，但对国家主权不构

成威胁的国际经济合作还是持欢迎态

度。近年来随着中国与中亚天然气管

道开建，土库曼斯坦与中国建立起更

加密切的经贸关系 ；塔吉克斯坦一直

重视与俄罗斯的传统联系。同时，近

年来与中国的各领域合作也在不断加

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参

与者，吉尔吉斯斯坦十多年来所走过

的道路在中亚各国与众不同。由此，

对中国友好的国家中国所提供的援助

更多，在援助上就表现出了明显的波动。

第二，中国与西方争夺中亚的竞

争，导致受援国接受援助产生波动。

21 世纪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重新

重视加强对中亚各国关系，为促进中

亚国家的民主化进程，美国在中亚国

家推行“颜色革命”，援助也成为其

重要手段。俄罗斯将中亚各国作为其

“后花园”，日本对中亚各国进行官

方发展援助（ODA），提升在该地区

的影响力。所以造成一时间中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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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援助总额增加，使得中国对中亚各国所接受援

助总额的比重呈现波动下降趋势。

第三，中亚各国由于境内受国家领导人对国

内局势掌控能力不强、经济发展缓慢、贫困和失

业严重、贫富差距扩大、民族宗教关系紧张等因

素影响，境外受俄罗斯和美国争夺中亚、阿富汗

局势、中东北非 “阿拉伯之春”、世界经济危机等

因素的影响，独立以来，中亚各国非传统安全始

终面临严峻的挑战和威胁。这些地缘政治原因都

会影响到援助导致不稳定。

四、主要研究结论和启示

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实施，对我国和受援国

双方的政治、经济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形成

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援助模式。例如，对外援

助规模持续增长、贷款是主要援助方式、资金来

源以政府机构为主。中国对中亚各国的援助特征

主要表现为 ：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的援助增长率最

大，对塔吉克斯坦援助占当地 GDP 占比最高 ；援

助各项指标常常出现波动且波动较大 ；各国接受

援助的次数差别较大。

从上文可知，中国对中亚各国的援助具有较

大的波动性，影响这些波动因素是多方面的，主

要包括中国与中亚经济状况、双边经贸关系和地

缘政治因素。援助波动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应与

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减少援助的波动性，具体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中国应保持援助的持续性和连续性，减

少波动性。考虑到援助的国际义务，未来中国的对

外援助规模将随经济实力的增强而增加，其比重也

将会逐渐提高。减少援助的波动并保持连续性，既

要避免资金的巨大波动，又要增加对各国援助的连

续性 ；此外，需要形成一套较为完整、适合中国国

情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对外援助机制。援助机制的有

效实施，可以提高中国对外援助的连续性 , 减少援

助国与受援国的资源浪费，提高援助效率。

第二，加强与其他援助方的交流与合作，减

少援助波动。对外援助是国家利益另外一方面的

发展，不同的援助方对同一个国家援助，彼此间

有利益的冲突和融合。加强援助国家之间的交流

和合作有利于减少彼此间的竞争与冲突，符合各

方的共同利益。而且，通过与其他援助国家的交

流，可以取长补短，提高本国援助水平。目前，

美国、欧盟、日本及国际组织是中亚的主要援助

方，在中亚援助中扮演者重要角色。中国应主动

加强与这些国家和国际组织进行交流与合作，共

同致力于中亚各国的建设和发展。

第三，增强援助能力建设，加大中国人道主

义援助力度。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实

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向遭受战乱和

自然灾害的国家提供了大量的人道主义援助。但

中国目前也是发展中国家，与日本和欧盟一些发

达国家相比，在援助能力上仍有不足，需要增强

援助能力建设，除了物资和资金的援助外，可以

在基础设施、技术开发、人才培养及经贸合作上

进行合作与发展式的援助。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

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中亚各国应充分利用自身的

核心战略优势，在接受援助的同时，提高本国的

经济和贸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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