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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的区域一体化机制，已建立

的诸如欧亚经济共同体、上海合

作组织、“亚信会议”、“欧安组

织”、“集安组织”、美国的“新

丝绸之路计划”等各种区域和次

区域合作机制，既合作又竞争，

取得实质性成效的很少，尚未形

成一个具有绝对影响力的区域组

织。区域合作的总体水平相对偏

低，在机制建设与创新等方面都

需要完善和提高。如何发扬包容

互鉴、互利合作的“丝绸之路”

精神，统合域内各种机制的合

作，发挥该地区持续稳定发展的

潜力，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3. 区域发展差距拉大

经过 20 多年的独立发展，

中亚各国发展差异日益明显。各

国贫富差距、南北地区发展差

异、国家发展差异越来越大，逐

步形成了哈萨克斯坦一强四弱的

格局，中亚区域内的竞争和发展

不平衡等也将对中国与中亚五国

的未来合作带来严峻挑战。

4. 政局变动和冲突时有发生

中亚各国普遍采用威权政

“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和中亚五国合作风险浅析

中亚五国位于亚欧大陆的

地理中心，是重要的交通枢纽，

东面是中国，西北方是俄罗斯，

西面临里海，西南方和南方分别

是伊朗和巴基斯坦，战略位置关

键。中亚国家资源丰富，凭借丰

富的资源，中亚已成为经济持续

高增长地区。自 2013 年以来，

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框架下，

中国与中亚国家在多个领域的合

作取得了重要成果。共建丝绸之

路经济带已纳入中国与中亚五国

签署的联合宣言等政治文件 ；基

础设施建设领域成果丰硕，新亚

欧大陆桥和中国—中亚—西亚经

济走廊已现雏形 ；金融合作稳步

开展，中国与中亚国家本币互换

的规模不断扩大，中国为中亚国

家提供优惠贷款的数额日益增

多，产能合作硕果累累。未来，

中国和中亚五国的合作将进一步

深化和拓展，但是，随着中亚五

国自身发展面临的一些问题及大

国之间的博弈，中国和中亚五国

在未来的合作中也将面临一些风

险，值得关注。

一、政治风险

1. 区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冷战”以后，中亚五国随

即成为宗教、民族以及各种政治

势力的交汇地。近年，随着中

东、北非局势的动荡波及全世

界，俄罗斯和中亚等地在政治与

安全领域动荡的压力逐步加大。

中亚国家领导人政权交替进入敏

感期，域外势力影响下各国反对

派势力日趋活跃 ；中亚区域内部

的水资源和领土争端等不断，在

中亚五国周边形成的极端宗教主

义、恐怖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势

力不断向中亚五国渗透，致使中

亚五国成为“三股势力”滋生

地，虽然还没有发生特别重大冲

突，但暗流涌动，是地区内最大

的安全威胁，也是中国与中亚国

家合作中面临的重大障碍。从外

部看，俄、中、美、欧、日、印

等国与中亚国家在安全、经济、

人文领域的合作竞争加剧。

2. 区域合作机制竞争加剧

中亚地区存在着很多方向

康 磊   祁 婧

摘  要 ：中亚五国位于亚欧大陆的中部，是重要的交通枢纽，资源丰富，战略位置关键。“一带一路”框架

下，中亚五国是中国“一带”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西进的必经之路，是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对于建设好“丝

绸之路”经济带有着极为重要的政治经济意义。未来规划中的“中巴经济走廊”一旦畅通，将为中亚国家提供一条

最便捷的南方出海通道，意义重大。但是，中亚五国发展基础不一，有自身独特的政治经济特点，我们要充分认识

到与中亚五国合作中的潜在风险，发挥优势、规避风险，更好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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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体制，政局存在脆弱性和不确

定性，政局变动时有发生。以塔

吉克斯坦为例，多变地政治因素

对中塔经济活动产生很大影响。

2012 年，塔政府军与当地非法

武装人员交战，阻断了塔中公路

的通行，许多投资合作项目建设

材料的运输受到影响 ；2014 年 1

月 11 日，塔吉克斯坦与邻国吉

尔吉斯斯坦发生边境冲突，导致

中塔两国过境吉尔吉斯斯坦的货

物遭到近 3 个月的停运。吉尔吉

斯斯坦的政治风险也不容忽视，

2005 年至今，吉政权已两次非

正常更迭，造成社会动荡、经济

下滑，给外资企业经营造成极大

影响。此外，“中国威胁论”在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

也大有市场，给中国和中亚五国

的合作带来很多负面影响。

二、政策和法律风险

1. 政策限制多，市场经济环

境普遍较差

塔吉克斯坦 GDP 总量及人

均指标均较低，获取融资的难度

和成本较大。塔政府因财力限

制，及近年举债过多，使政府主

导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开

工受到限制。银行系统薄弱，贷

款利率较高导致融资成本增高，

获取信贷成本非常高，使得经营

项目经常无法筹措到足够资金，

且索莫尼存在贬值趋势而导致汇

率风险。塔吉克斯坦过分依赖在

俄罗斯劳工汇回的工资收入，汇

入额占全国 GDP 的将近一半，

俄罗斯经济一旦下滑，必然会冲

击塔吉克斯坦劳工在俄罗斯就

业，进而严重影响国家经济。世

界银行发布的《2015 年营商环

境报告》显示，塔吉克斯坦在全

球营商环境排名位列第 132 位。

土库曼斯坦采取高度集中的政经

体制，仍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

济过渡的转型期，市场机制不发

达，法律法规变化较大，政府机

构经常对外资企业或涉外合作项

目进行行政干预和检查。中资企

业近年来在土库曼斯坦普遍面临

企业注册难问题，土库曼斯坦现

行法律也不允许外方在合资企业

中控股。乌兹别克斯坦对外开放

程度较低，社会体制封闭保守，

计划经济色彩浓厚，与中国体制

差异较大且远未与国际接轨。乌

政策调整人为因素较大且较为频

繁，行政审批手续繁琐。外汇短

缺，对外汇汇入和汇出管理严

格。法律规定外汇可自由兑换和

自由汇出，在实际业务操作中，

办理手续繁杂，花费时间长，调

汇问题是目前影响中资企业在乌

投资的主要问题之一。乌企业、

银行每年因“调汇”问题拖欠中

国企业债务 5000 万美元以上。

由于乌央行要求企业外汇收入的

50% 强制结汇，而在企业用汇时

又很难兑换，客观上造成中国企

业被迫将外汇收入在乌进行再投

资，难以将收入汇回国内。哈萨

克斯坦对战略资源和重点行业的

控制力不断增强，政策调整力度

加大，对外资企业的管控程度日

益严格。哈在很多行业对外国投

资者都有严格的限制，近年来，

在诸如企业注册、劳务许可、税

收、企业采购等方面频频针对外

资及外资企业出台新政策，且大

多是直接的限制性措施，进一步

加重了企业经济负担。

2. 政策执行不稳定，获得

劳动许可和签证难度大

哈萨克斯坦对外国员工申

请劳动许可的规定仍然是阻碍

外国投资的主要困难之一。自

2001 年起，哈建立了外国员工

申请劳动许可的数量限制系统，

该系统每年根据全国总劳动力数

量制定发放许可配额，获取劳务

许可和商务签证难度非常大。

2014 年引进外国劳务配额为经

济活动人口的 0.7%，即不超过

6.3 万人。企业人员难以及时、

足额获取外国劳务许可和签证，

审批程序复杂、时间长，一般

需要 4-5 个月以上，办理成本

高。商务签入境后在连续停留时

间方面受限，附加条件苛刻，持

工作签在哈人员工作常驻场所受

限。且哈对外资公司检查和处罚

较重，费尽周折取得的劳务许可

可以轻易被取消。塔吉克斯坦在

1992 年颁布的《投资法》中有

塔方员工总数不得少于 70% 的

规定，为吸引外资，塔吉克斯坦

在 2007 年颁布的《投资法》中

取消了这个限制。但在实际执行

中，政府通过投资协议等方式强

行增加用工比例要求，且规定更

高的塔方员工雇佣比例，这些都

增加了中资企业的运营成本。另

外，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规模有

限，塔对外来务工者的需求并不

大。近年来，中资企业劳务人员

与公司的劳动争议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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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以来，塔吉克斯坦出现

了限制外来劳务人员赴塔的趋

势，严格规定在塔投资及工程承

包项目招收塔吉克斯坦本地劳务

人员的比例，在发放签证和劳动

许可方面的尺度较为严格，影响

了外资企业在塔的经营。土库曼

斯坦对外籍劳务管理严格，强制

性要求外国公司必须遵守外籍员

工和土籍员工之比达到 3:7，且

资方无权随意解雇当地员工。乌

兹别克斯坦签证拘留制度趋严，

办理劳务许可和签证程序繁杂、

费用高，给外国投资者造成很大

困扰。

3. 法律风险大，权力寻租

现象较为普遍

中亚五国审批程序较为复

杂，“潜规则”盛行，腐败较为

严重，有法不依现象十分严重，

“ 灰 色 清 关 ” 现 象 一 直 未 能 根

除，商品有时仍需通过变相行贿

等方式才能过关，对从商者利益

造成很大损害。“透明国际”组

织发布的“2013 年全球清廉指

数”显示，哈萨克斯坦在 175 个

国家 / 地区中名列第 140 名，仅

得 26 分，哈土地投资壁垒高，

2003 年《土地法》规定，外国

个人和企业只能租用土地，且期

限不得超过 10 年。塔吉克斯坦

排名第 154 位，塔政府部门办事

效率较低，执法过程中任意性较

大，勒拿卡要等腐败现象较为严

重和普遍，执法司法环境对投资

者保护不足，使企业容易受到执

法人员摆布，在出现分歧时中资

企业更容易处于被动地位，甚至

被恶意欺诈，这在造成运营成本

增加的同时，加大了在塔中资企

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的经营风

险。乌兹别克斯坦计划经济色彩

浓厚，在经济生活中很大程度上

仍保持行政干预手段，经常出现

权力寻租现象。

4. 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社

会治安状况存在隐患

中亚各国境内基本没有高

速公路，部分国家和地区存在严

重电力短缺，金融体系发展滞

后，换汇程序复杂，效率低，外

资企业在当地融资面临很大困

难。以塔吉克斯坦为例，塔交

通、电力基础设施落后是困扰中

资企业较大难题，与邻国关系不

睦又使上述问题更加突出。企业

货物运输常因自然及人为原因受

阻，工程承包及投资项目的设

备、原材料及产品成本较高，运

输周期较长，并且经常无法按期

到达，矿产开发企业无一不为道

路建设和企业供电付出很大的成

本。中亚五国社会治安情况普遍

不太稳定，以哈萨克斯坦为例，

受金融危机影响，哈经济不景

气，失业增加，社会治安环境恶

化。近年来，曾发生中石油职工

被杀案、中国工商银行营业所门

前持枪抢劫案及匪徒进入中资企

业项目驻地抢劫、入室偷盗等恶

性治安案件。

2017 年以来，中亚国家经

济形势开始出现新的分化。由

于世界油气价格大跌等因素影

响，哈萨克斯坦经济将延续始于

2014 年的低速增长态势，前景

不容乐观 ；乌兹别克斯坦因为相

对较为自足的经济环境和较为健

全的产业分工体系和多年布局，

将持续稳健增长的态势 ；尽管土

库曼斯坦开始步入个位数的相对

低速增长阶段，其增速依然延续

在世界经济增速排行榜上一直处

于的领先地位 ；吉尔吉斯斯坦和

塔吉克斯坦经济自足性不够，仍

旧会以依靠外来援助和贷款为

主，前景堪忧。中亚五国是“一

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支点，中国

与中亚国家关系将会得到进一步

发展。在未来与中亚五国的合作

中，我们必须重视并想办法克服

这些潜在风险，有条不紊继续推

进中国与中亚五国战略对接，全

面展开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下合

作项目建设，开始启动“一带一

路”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为

“一带一路”战略以及中亚地区

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注入新的

活力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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