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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无论以历史、 语言、 民族、 宗教等为基本领域的中亚文化研

究ꎬ 还是侧重于当代时政分析的中亚问题研究ꎬ 中亚学在中国都属于比较年轻的

学科ꎮ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ꎬ 在国家对外政策迫切需要的促进下ꎬ 对中亚地区

的基础研究和动态关注逐渐发展起来ꎮ 从研究队伍到研究成果ꎬ 从资料积累到学

科建设ꎬ 中亚问题研究大大促进了中国中亚学的发展ꎮ 中国与中亚关系发展中的

现实性因素大量出现ꎬ 决定了中国中亚问题研究近年来的发展趋势ꎬ 同时也凸显

了中国中亚研究所存在的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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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ꎮ

２５ 年前ꎬ 中亚这个地理概念对多数中国人而言还是很陌生的ꎮ 苏联解体以

后ꎬ 人们对中亚了解的热情和程度迅速上升ꎮ 除了中国国际环境发生重大改观

外ꎬ 中国学术界在中亚研究领域的贡献在这一变化的过程中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

作用ꎮ 经过 ２５ 年的发展ꎬ 中国中亚学研究已经初具规模ꎮ 尤其是侧重于时政和

形势分析的中亚问题研究ꎬ 在中国新世纪外交、 周边安全和经济合作需求的促进

下得到了长足发展ꎮ 这种发展的阶段性结果不仅是中国国内社会对中亚常识的普

及和认知度的提高ꎬ 更重要的是在国家关系层面提供了理性而全面的知识ꎬ 为我

国政府有关部门了解这一重要地区提供了准确、 及时的信息和建议ꎮ 回顾和盘点

中国中亚问题研究的发展进程ꎬ 针对时代需要系统梳理已经取得的成就ꎬ 对这一

学术领域的巩固与成熟应是具有一定意义的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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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中亚学发展沿革

无论是历史学还是地理学ꎬ 在中国古代和近代的传统学术研究中均未出现过

“中亚” 这个概念ꎮ 在古代中国人对世界认知不充分的 “天下观” 中ꎬ 将包括中

亚地区在内的河西走廊以西广大地域空间笼统称为 “西域”ꎮ 这种 “天下观” 是

中国封建社会帝王宗法制度的地缘认识基础ꎬ 并且在此基础上派生出了中原王朝

处理与周边地区关系的特殊方式ꎬ 后来学者将其称为 “朝贡体系”①ꎮ 这是建立

在农业文明之上的、 对辽阔疆域和领土并无扩张和占有渴望的中原王朝创造的一

种特殊的边疆治理与周边外交相结合的政策手段ꎬ 其目的是在农业区与游牧区之

间建立一条缓冲地带ꎮ 所谓 “朝贡体系” 在历史实践中主要包含三种措施ꎬ 一

是策封ꎬ 二是和亲ꎬ 三是岁币ꎬ 即分别从政治上 (多数是名义上)、 亲缘上、 经

济上确立所谓 “羁縻” 关系ꎮ 恰恰是为了构建这种特殊的关系ꎬ 中亚地区开始

正式纳入中国中原王朝上层和学者的视野ꎮ 由于地域上的遥远距离和沙漠、 戈

壁、 山川等自然地理障碍的存在ꎬ 个人和民间活动对中国人了解中亚的贡献是有

限的ꎮ 尽管在先秦时代的史料中已经有了关于西域风土人情的零星记载ꎬ 但出现

系统而精确的描述还是在西汉以国家行为对西域采取行动之后ꎮ 向达在 «中西交

通史» 中认为ꎬ “汉以后张骞凿空ꎬ 发现了西域这一大块地方”ꎬ “整个中国同外

族发生关系ꎬ 一天密似一天”②ꎮ 受中国传统史观影响ꎬ 至今仍有学者愿以中原

视角将中亚地区纳入西域这一笼统的地域范畴内考察ꎮ 如余泰山主编的 «西域通

史» 即按照中国中原居民的认识习惯ꎬ 将 “西域” 这一相对含混的地理概念分

为广义和狭义两种ꎮ 广义的西域即指古代中亚地区ꎬ 而狭义则仅指历史上的新

疆③ꎮ 用这种视角研究中亚有其学术逻辑ꎬ 建立在中国古代丰富史籍基础上的西

域史研究本身ꎬ 并没有将中亚与新疆作地理上或文化上的严格区分ꎮ 总之ꎬ 中国

学术史上西域与国际学术史上中亚的地理含义ꎬ 在某种特定的语境下是可以重合

的ꎬ 而在另外一种特定语境下又是不完全重合的④ꎮ 在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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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赫秀: «中国古代朝贡关系研究综述»ꎬ 载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ꎬ 第 １２５ 页ꎻ 梁伯
华: «近代中国外资的巨变———外资制度与中外关系的研究»ꎬ 台北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０ 年版ꎬ 第 ６ 页ꎻ 李云
泉: «古代朝贡制度史论: 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ꎬ 新华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ꎮ

向达: «中西交通史»ꎬ 中华书局 １９３４ 年版ꎬ 第 ２ 页ꎮ
余泰山: «西域通史»ꎬ 中州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ꎬ 第 １１ 页ꎮ
赵华胜: «中国的中亚外交»ꎬ 时事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ꎬ 第 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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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界、 民族意识远未形成的古代中亚ꎬ 以中原视角划出西北民族文化发展的主

线ꎬ 不失为一种可取的观察视角和研究思路ꎮ
中亚学作为国际学术体系的一部分ꎬ 至今在中国还应算是一门年轻的学科ꎬ

它的起步应该是在苏联学术制度影响下始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到 ８０ 年代初①ꎮ 由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曾经历过的特殊历史时期ꎬ 中国文化、 教育及科研系统的建立

基本照搬苏联既有体系ꎮ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ꎬ 中亚学作为一个 “小众” 学术门

类ꎬ 在苏联学者已有的学科建设和学术成果基础上ꎬ 完成了向中国社会科学的移

植和本土化过程ꎮ 因此ꎬ 中国的中亚学发展在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俄罗斯中亚学

流派的色彩ꎬ 这也就不足为奇了ꎮ 贵阳师范学院的项英杰教授充分研究并吸取了

俄苏中亚学者巴托尔德②的中亚观ꎬ 在界定中亚学研究范畴时作出了比较全面的

概括ꎬ “我们研究的范围是以阿姆河与锡尔河两河流域为中心ꎬ 以现今中亚五个

共和国ꎬ 即哈萨克、 乌兹别克、 吉尔吉斯、 土库曼和塔吉克为主体ꎮ 附带涉及其

周邻的有历史上疆域盈缩关系的地区ꎬ 如伊朗东部、 阿富汗、 巴基斯坦、 印度北

部、 西伯利亚西部、 乌拉尔西部ꎬ 以及我国的新疆和西藏ꎮ”③ 同一时期ꎬ 北京

大学的张广达教授提出ꎬ “关于中亚范围的大小ꎬ 学界的说法因人而异ꎮ 实际上ꎬ
人们也难以划出固定的、 确切的范围ꎬ 因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ꎬ 从政治形势来

看ꎬ 从四周几大文明的交互影响看ꎬ 中亚的范围也确实可大可小ꎮ 今天ꎬ 人们比

较一致的看法是把阿姆河、 锡尔河流域的几个苏联中亚加盟共和国看成是中亚的

西部ꎬ 而把与之毗邻的地区也包括在中亚范围以内ꎮ”④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期ꎬ 在

中亚学刚刚进入中国学者的书斋和课堂时ꎬ 中亚学术概念定义明显受到了俄罗斯

(苏联) 中亚学流派和风格的影响ꎮ 但是ꎬ 中国学术界并不是简单地接受了俄罗

斯中亚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ꎬ 而是在传统的人文科学研究领域中又开拓出了一个

重要的边缘地带ꎮ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ꎬ 中国学术界部分学者开始涉足中亚研

究ꎮ 新疆社会科学院的王治来教授凭借多年从事新疆历史研究和实地考察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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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常庆教授在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０２ 年第 ４ 期发表 «中国当代 “中亚学” 的形成与现状»
一文中认为ꎬ 中国的中亚学 “基本是在 １９９１ 年苏联解体、 中亚五国独立后起步的”ꎮ 其实在苏联解体前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一些国内高等学校就已经有一批学者从事中亚历史、 文化、 民族研究ꎬ 如贵阳师范学院
的项英杰教授、 北京大学的张广达教授、 新疆社会科学院的王治来教授 (后调至湖南师范学院) 等ꎮ 包括
中国研究中亚历史的早期成果 «中亚史纲»、 «中亚近代史» 也分别完成于 １９８６ 年和 １９８９ 年ꎬ 而作为国内
第一种中亚学研究的学术刊物 «中亚丛刊»ꎬ 第一期更是在 １９８３ 年就已经问世ꎮ

巴托尔德瓦西里弗拉基米洛维奇 (Бартольд Васил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ꎬ １８６９ － １９３０)ꎬ 德裔俄
罗斯人ꎬ 世界公认的最伟大的中亚学家之一ꎬ 也是俄罗斯中亚学的集大成者ꎮ

项英杰: « ‹中亚丛刊› 第 １ 期编后记»ꎬ 载 «中亚丛刊» １９８３ 年第 １ 期ꎮ
张广达: «研究中亚史地的入门和参考书»ꎬ 载 «新疆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１９８３ 年第 ８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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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ꎬ 开始了中亚历史研究ꎬ 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先后完成了 «中亚史» (第一卷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０ 年出版)、 «中亚史纲» (湖南教育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出

版)、 «中亚近代史» (兰州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出版)ꎮ 贵州师范学院的项英杰教

授立足中西交通史研究ꎬ 兼容并蓄苏联、 法国、 德国学者的学术优势ꎬ 在贵阳师

范学院带出一支中亚文化研究团队ꎮ 北京大学的张广达教授同样吸收了俄罗斯及

苏联中亚学者的成果ꎬ 将自己的唐史研究作为平台涉足中亚历史研究领域ꎮ 南京

大学的刘迎胜教授则凭借语言优势和蒙元史研究功力ꎬ 将研究方向定位于蒙古征

服和统治时期的中亚ꎮ 兰州大学的马曼丽教授和新疆大学的冯锡时教授凭借对俄

文材料和满清史料的把控能力ꎬ 填补了西部蒙古 (卫拉特蒙古ꎬ 中国明朝史籍中

称为 “瓦剌”) 及准噶尔部控制中亚与新疆时期的历史研究空白ꎮ 南京大学的魏

良弢教授选择了对新疆维吾尔民族形成和发展产生关键影响的喀喇汗王朝、 西辽

王朝、 叶尔羌汗国历史ꎬ 成为中国中亚学研究较高产的学者之一ꎬ 并带出了一大

批后来成为各领域学术骨干的中亚学人ꎮ 这些中国学者的学术活动成熟期多数都

在苏联解体之前ꎬ 他们在中亚学各个领域取得的成就标志着中国中亚学雏形的出

现ꎬ 并为后来的发展与丰富奠定了重要学术基础ꎮ
从这些早期中国中亚学研究及其成果来看ꎬ 明显带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各

自为战ꎬ 还未形成学术体系和研究梯队ꎬ 研究的方向和领域大多取决于研究者的

特长与兴趣ꎻ 二是多数集中于历史、 文化等纯学术领域ꎬ 尚难形成基本的实用研

究面ꎻ 三是对中亚当代问题几乎没有涉足ꎬ 对中亚各共和国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

研究似乎还难以从对苏联的整体研究中独立出来 (客观讲ꎬ 在戈尔巴乔夫开始以

“新思维” 主导改革后ꎬ 中亚各共和国出现了一系列政治剧变前的社会嬗动ꎬ 遗

憾的是并没有引起多少中国学者重视)ꎮ 除了社会需求还没有上升到国家政策支

持的层面外ꎬ 历史条件的限制是形成这种学术局面和学科困境的主要原因ꎮ 首

先ꎬ 中苏关系解冻不久ꎬ 中亚地区作为苏联版图的一部分相当封闭ꎬ 尤其对于刚

刚结束敌对状态的中国而言ꎬ 中亚还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政治地理概念①ꎻ 其次ꎬ
中国的改革开放起步不久ꎬ 除了中文史料外ꎬ 涉及中亚问题的俄文、 英文等外国

学术资料还很难正常交流ꎬ 获取渠道和文献的成本都不是一般中国学者所能具备

的ꎻ 再次ꎬ “文革” 后形成学术断层ꎬ 新一代学者尚在高校和研究院所受教育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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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和 ９０ 年代初ꎬ 尽管中苏间学术交流已经展开ꎬ 在社会科学领域互派学者和研
究生时ꎬ 苏联方面对中国赴苏的中亚学科学者、 学生都要进行严格审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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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力量 (尤其是外语人才) 受到严重限制ꎮ

二　 中亚问题研究现状

俄罗斯中亚学的发展与沙俄对中亚地区的征服和统治是同步的ꎮ 同样ꎬ 中国

中亚学在俄罗斯学术影响下起步ꎬ 其中也包含了俄苏统治中亚地区近两个多世纪

的文化垄断意义ꎮ 这一历史性的客观影响形成了在中国从事中亚问题研究的人员

大多具有俄语或苏联研究背景的现实ꎬ 而且这种特色一直延续至今ꎮ
苏联解体后ꎬ 中亚五国获得独立ꎮ 这一重要的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不仅在中国

西部周边出现了清朝以来的重大形势变化ꎬ 也使中国的中亚学重心由传统的基础

研究转向现实问题研究ꎮ 随着一个强权中心的消失ꎬ 原本处于受控状态的各种地

区性因素在中亚活跃起来: 民族问题、 宗教问题、 边界问题、 跨界河流问题等

等ꎬ 成为中国外交、 国家安全、 经济合作等领域有效工作必须做出基本定位和判

断的新课题ꎮ 这一国家层面的需求大大促进了中国中亚学研究 (尤其是中亚现实

问题研究) 的发展ꎬ 并在不算长的时间里迅速充实、 壮大ꎬ 初步形成了社会科学

研究的学科梯队ꎮ
以苏联解体为标志ꎬ 中国中亚问题研究机构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ꎬ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ꎬ 主要体现为原来从事苏联、 东欧问题研究的机构

因国际形势变化而转向针对中亚问题研究 (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

究所、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

所、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亚研究室、 上海社会科学院东欧中西亚研究所、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俄罗斯中亚研究所、 中国人民大学东欧中亚研究所、 华东师

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等)ꎬ 也有个别是此前已经将中亚确定为研究方向的

(１９８０ 年成立的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 １９８７ 年成立的新疆大学中亚文化研

究所等) 和在原相近学科基础上应形势研究之需新建的中亚研究机构 (如 １９９４
年成立的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ꎮ 第二阶段ꎬ 新旧世纪之交ꎬ 以中亚地区极端主

义、 恐怖主义、 分裂主义频繁作乱和上海合作组织成立ꎬ 以及九一一事件后 “阿
富汗反恐战争” 为标志ꎬ 随着国家层面需求的上升ꎬ 国内高等院校纷纷将中亚纳

入各自的国际问题和国际政治研究领域ꎬ 这一时期成立的中亚问题研究机构有:
中央民族大学东干研究所 (２０００ 年成立)、 陕西师范大学中亚研究所 (２００４
年)、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 (２００５ 年成立)、 新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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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研究院 (２００７ 年在原中亚文化研究所基础上扩建而成)、 新疆师范大学新疆

与中亚跨境民族研究中心 (２００８ 年成立) 等ꎮ 第三阶段ꎬ 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后ꎬ
以全球金融危机、 中东 “阿拉伯之春” 和北约阿富汗撤军为标志ꎬ 特别是在教

育部指导下ꎬ 各高校服务国家外交战略ꎬ 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措施提供智力支

持ꎬ 部分高校和研究机构启动了区域和国别研究基地建设ꎬ 又有一大批中亚研究

机构在国内各高校出现ꎬ 其间成立的主要有: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亚研究中心

(２０１１ 年成立)、 上海大学上海合作组织公共外交研究院 (２０１１ 年成立)、 新疆

财经大学中亚经贸研究院 (２０１２ 年成立)、 西北大学中亚学院 (２０１４ 年成立)、
西安外国语大学中亚学院 (２０１４ 年成立) 等ꎮ

苏联解体后近 ２５ 年来ꎬ 中国中亚问题研究得到快速发展ꎮ 无论是科研院所

还是高等院校ꎬ 均产生出颇为可观的研究成果ꎬ 基本满足了政府外交、 国家安

全、 经济合作等方面的决策咨询需求ꎮ 首先ꎬ 是根据地缘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ꎬ
协助了解中亚基本情况的基础研究成果ꎮ 这一类的专著有王治来、 丁笃本撰写的

«中亚通史» (新疆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 年)ꎬ 王沛撰写的 «中亚五国概况» (新疆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６ 年)ꎬ 马大正与冯锡时主编的 «中亚五国史纲» (新疆人民出

版社ꎬ ２００５ 年)ꎬ 赵常庆撰写的 «中亚五国概论» (经济日报出版社ꎬ １９９９ 年)
和 «中亚五国新论» (昆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ꎬ 胡振华撰写的 «中亚五国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６ 年)ꎬ 邢广程撰写的 «崛起的中亚» (三联书店

(香港) 有限公司ꎬ １９９３ 年) 等ꎮ 其次ꎬ 与历代中国对中亚地区的主要利益关切

相一致的ꎬ 是苏联解体后中国中亚问题研究依然将注意力首先集中在地区安全

上①ꎮ 这一类的专著主要有: 孙壮志撰写的 «中亚新格局与地区安全» (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１ 年) 和 «中亚安全与阿富汗问题» (世界知识出版社ꎬ ２００３
年)ꎬ 王桂芳撰写的 «中亚战略格局与中国安全» (军事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４ 年)ꎬ
张锡模 (台湾) 撰写的 «中亚区域安全净评估» (远景出版事业有限公司ꎬ ２００７
年)ꎬ 苏畅撰写的 «中亚宗教极端主义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０９ 年)ꎬ
陈继东撰写的 «中亚———南亚的恐怖主义与地区安全» (四川巴蜀书社有限公

司ꎬ ２０１３ 年)ꎬ 古丽阿扎提吐尔逊和阿地力江阿布来提撰写的 «中亚跨国犯

罪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 年) 等ꎬ 相关的论文主要有: 许涛的 «中
亚国家安全战略取向与中国西部安全环境» ( «战略与管理»ꎬ １９９９ 年) 和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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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亚地区安全面临的新挑战———关于中国与中亚国家发展安全合作的思考»
( «和平与发展»ꎬ ２０１４ 年)ꎬ 李青燕的 «阿富汗重建搅动地区安全局势» ( «当代

世界»ꎬ ２０１３ 年) 等ꎮ 第三ꎬ 中亚各国的独立与冷战后世界能源市场的波动期相

重合ꎬ 中亚地区的能源潜力引起国际社会关注ꎮ 这一类的研究成果也成为中国中

亚问题研究的特色领域ꎬ 例如: 许勤华撰写的 «新地缘政治: 中亚能源与中国»
(当代世界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 年)ꎬ 张宁撰写的 «中亚能源与大国博弈» (长春出版

社ꎬ ２００９ 年)ꎬ 徐洪峰和李林河撰写的 «美国的中亚能源外交» (知识产权出版

社ꎬ ２０１０ 年)ꎬ 柴莉撰写的 «中国与中亚国家能源合作对策研究» (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 年) 等ꎮ 第四ꎬ 苏联解体使中亚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历

史性变化ꎬ 世界性大国、 国家集团以及地区性大国的影响力纷纷以不同方式渗入

中亚地区ꎮ 中亚各国独立后为弥补国家能力建设的不足ꎬ 普遍采取了多边平衡外

交政策ꎬ 更使得地区各种战略力量和国家关系的复杂性加剧ꎮ 针对这一特殊地区

政治现象的研究也成为中国学者们关注的领域ꎬ 形成了一些具有较高水准的研究

成果ꎬ 例如: 王治来等编著的 «中亚国际关系史» (湖南出版社ꎬ １９９７ 年)ꎬ 孙

壮志撰写的 «中亚五国对外关系» (当代世界出版社ꎬ １９９９ 年) 和 «中亚国家

的跨境合作研究» (上海大学出版社 ꎬ ２０１４ 年)ꎬ 王鸣野撰写的 «美国的欧亚战

略与中南亚五国» (新疆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３ 年)ꎬ 赵华胜撰写的 «中国的中亚外

交» (时事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 年)ꎬ 柳丰华撰写的 «俄罗斯与中亚» (经济管理出版

社ꎬ ２０１０ 年)ꎬ 赵常庆撰写的 «颜色革命在中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１
年) 和 «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析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ꎬ 梁超主

编的 «中亚博弈新视角»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１ 年)ꎬ 曾向红撰写的 «遏
制、 整合与塑造: 美国中亚政策二十年» (兰州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 等ꎬ 以及

大量学术论文ꎬ 如: 潘光、 张屹峰的 « “大中亚计划”: 美国摆脱全球困境的重

要战略步骤» ( «外交评论»ꎬ ２００８ 年第 ２ 期)ꎬ 邵育群的 «欧盟新中亚政策评

述» ( «欧洲研究»ꎬ 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ꎬ 赵会荣的 «欧盟的中亚政策» ( «俄罗斯东

欧中亚研究»ꎬ ２００８ 年第 ６ 期)ꎬ 韩隽的 «“安集延事件” 后美国中亚政策的调整

及影响分析» ( «新疆社会科学»ꎬ 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１ 期)ꎬ 张宁的 «北约与中亚国家

的 “和平伙伴关系计划”» ( «国际资料信息»ꎬ 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ꎬ 赵华胜的 «浅
评中俄美三大战略在中亚的共处» ( «国际观察»ꎬ 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ꎬ 杨恕、 郭旭

岗的 «美国对哈萨克斯坦公共外交述评» ( «俄罗斯东区中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 等ꎮ 第五ꎬ 除了地区历史以外的民族、 人口、 宗教、 文化、 政治等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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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项基础研究ꎬ 也是国内中亚学界较为重视的领域ꎮ 这一类的研究成果也颇为

丰富ꎬ 例如: 安维华、 吴强、 刘庚岑撰写的 «中亚穆斯林文化» (中央民族大学

出版社ꎬ １９９９ 年)ꎬ 潘志平撰写的 «民族自决还是民族分裂» (新疆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９ 年) 和其主编的 «中亚的民族关系———历史与现状» (新疆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３ 年)、 «中南亚的民族宗教冲突» (新疆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３ 年)ꎬ 陈联壁、 刘

庚岑、 吴宏伟撰写的 «中亚民族与宗教问题»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２ 年)ꎬ
吴宏伟撰写的 «中亚人口问题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４ 年)ꎬ 李琪撰

写的 «中亚维吾尔人» (新疆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３ 年)ꎬ 包毅撰写的 «中亚国家的

政治转型»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 等ꎬ 相关的研究论文有: 季志业的

«中亚民族问题及其趋势» ( «现代国际关系»ꎬ １９９５ 年第 １０ 期)ꎬ 黄陵渝的 «塔
吉克斯坦的伊斯兰教» ( «东欧中亚研究»ꎬ １９９７ 年第 １ 期)ꎬ 常玢的 «苏联解体

前后的中亚国家伊斯兰教状况» (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ꎬ ２００１ 年第 ５ 期)ꎬ 高

永久、 徐亚清的 «论中亚的民族主义问题» (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ꎬ ２００３ 年第 ４
期) 等ꎮ 第六ꎬ 由于苏联时期中亚地区所处的边缘位置和出于统一国家治理目的

的领土与资源划分ꎬ 独立后的中亚各国都受到原有经济联系断裂的冲击ꎮ 建立新

型的区域经济合作关系ꎬ 是中亚各国克服现实经济困境和抵御全球化风险的唯一

出路ꎮ 但在目前的各国关系条件下和大国强权影响下ꎬ 不同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方

案使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方向长期处于纠结之中ꎮ 这一曲折进程也被中国学者纳

入了研究视野ꎬ 主要成果有: 秦放鸣撰写的 «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研

究» (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０ 年)ꎬ 朱星光撰写的 «上海合作组织视角下的中亚地区

治理理论与实践»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９ 年)ꎬ 吴宏伟撰写的 «中亚地区发

展与国际合作机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１ 年)ꎬ 王维然撰写的 «中亚区

域经济一体化研究» (知识产权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 等ꎬ 同一问题的学术论文有:
秦放鸣的 «中亚经济联盟的进程与前景» ( «东欧中亚研究»ꎬ １９９９ 年第 ４ 期)ꎬ
王郦久的 «俄 “欧亚联盟” 战略及其对中俄关系的影响» ( «现代国际关系»ꎬ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ꎬ 韩隽与郭沅鑫的 « “新丝绸之路愿景” ——— “大中亚计划” 的

２０１１ 版?» ( «新疆大学学报 (哲学、 人文社会科学版)»ꎬ ２０１２ 年第 ９ 期)ꎬ 李建

民的 «欧亚经济联盟面临的困难于挑战» ( «欧亚经济»ꎬ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 等ꎮ
在研究机构建设和个人学术成果日见丰实的基础上ꎬ 国内一些中亚问题研究

实体积极推动搭建了若干学术交流平台ꎮ 最早创建的是 “全国中亚问题研讨

会”ꎬ 初期由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 甘肃省国际友好联络会、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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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轮流主办ꎬ 隔年召开一次ꎮ 后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 陕

西师范大学中亚研究所、 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等单位加盟ꎬ 改为每年召开

一次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ꎬ “第十六届全国中亚问题研讨会” 由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

研究所主办ꎬ 在乌鲁木齐市召开①ꎮ 其次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中亚

南亚研究中心暨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每年举办的 “中亚与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学

术研讨会”ꎮ 这一平台不仅汇集国内著名中亚问题专家ꎬ 而且还根据主题需要邀

请中亚各国学者、 外交官参加研讨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ꎬ “第十二届中亚和上海合作组

织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上海政法学院举行ꎬ 来自俄罗斯、 乌兹别克斯坦、 哈萨克

斯坦、 塔吉克斯坦、 美国、 土耳其等国学者、 官员与中国学者就 “中亚和上海合

作组织面临的安全挑战”、 “一带一路的重要意义及其对中亚和上海合作组织的

影响”、 “中亚和上海合作组织的文明对话和人文合作” 等问题进行交流②ꎮ 目

前ꎬ 在国内活跃的另外一个中亚问题研究的学术平台是 “中国社会科学论坛———
中亚论坛”ꎮ 这个学术平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于 ２００９ 年创

办ꎬ 隔年举办一次ꎮ 虽然 “中国社会科学论坛———中亚论坛” 作为国内中亚问

题研究学界交流平台创办较晚ꎬ 但却以国家智库的一流阵容吸引国内从事中亚问

题研究的大部分学者踊跃参与ꎬ 并充分运用其国际影响ꎬ 将中亚各国驻华使节、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官员、 相关国家中亚问题专家邀请到会ꎬ 实现与中国学者间

的对话ꎬ 为国内中亚问题研究拓展更广阔的视野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ꎬ 主题为 “中国

与中亚———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 利益、 责任与命运共同体” 的 “中国社会科

学论坛———第四届中亚论坛”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上海大学联合主办ꎬ 由中国社

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研究院、 上海市人民政

府、 上海大学上海合作组织公共外交研究院共同承办ꎬ 并首次在京外 (上海大

学) 举行ꎮ 另外ꎬ 从 ２０１２ 年开始ꎬ 新疆大学与清华大学共同举办了不定期的

“中亚发展论坛”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举办了第一届 “中亚发展论坛”ꎬ 主题为 “后危机

时代的中亚: 转型与构建”ꎻ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举办第二届论坛ꎬ 以 “挑战与希望———
２０１４ 年后的亚欧与中国” 为主题ꎻ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举办第三届论坛ꎬ 以 “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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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边疆研究院、 陕西 (高校) 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李琪、 陈东杰、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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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带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为主题①ꎮ 新疆大学中亚研究院充分利用其区位优

势ꎬ 联手清华大学实现资源互补ꎬ 成为国内中亚问题研究界又一引人注目的学术

平台ꎮ 同时ꎬ 陕西师范大学中亚研究所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开始举办 “欧亚和平发展

论坛”ꎮ 首届论坛主题为 “２０１４ 年撤军后的阿富汗与中亚安全”ꎬ 中国社会科学

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四川大学巴基斯坦研究中心、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 北京外国语大学、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的中亚问

题专家和来自美国、 乌兹别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等

国的代表参加了本届论坛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ꎬ 陕西师范大学中亚研究所与本校历史

文化学院合办了 “第二届欧亚和平与发展论坛”ꎬ 论坛以圆桌会议形式和 “丝绸

之路经济带建设与地区安全” 为主题ꎬ 以纪念该所成立十周年的名义举行ꎮ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ꎬ 陕西师范大学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国别研究所在京联合举办了第三

届 “欧亚和平与发展论坛”②ꎮ 随着陕西师范大学中亚研究所被评选为陕西省高

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ꎬ 陕西师范大学 “一带一路” 与中亚区域协同创

新研究中心借助于该校西北史地和西域研究的深厚积累及其在西北地区的广泛学

术联系ꎬ “欧亚和平与发展论坛” 有望成为国内中亚问题研究的又一重要学术交

流平台ꎮ 除了上述几个专门针对中亚研究进行交流的机制化学术平台外ꎬ 中国上

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年度形势研讨会

也是国内中亚问题研究学者们信息和观点交流的重要场合ꎮ

三　 现有问题与发展趋势

中国的中亚学研究毕竟还是一个十分年轻的学科ꎬ 尤其是针对独立后中亚五

国政治、 经济、 安全形势的研究ꎬ 但它在不到 ２５ 年的时间里已经形成相当可观

的规模ꎮ 这样的发展速度本身既说明中国对中亚地区关注度的上升ꎬ 同时也必然

带来一些因无暇及时调整而出现的问题ꎮ 及时对这些问题予以关注ꎬ 有利于我国

中亚问题研究健康发展ꎮ 首先ꎬ 中亚问题研究学术梯队建设尚难满足国家层面的

需求ꎮ 随着中亚地区在我国对外关系中地位的提升ꎬ 专门从事中亚问题研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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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新疆大学—清华大学第三届中亚发展论坛在乌市举办»ꎬ 载 «新疆经济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６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ｅｐａｐｅｒ ｘｊｊｊｂ ｃｏｍ / ｘｊｊｊｂ / ２０１５１２０６ /

西安高校网: “第三届欧亚和平与发展论坛在北京召开”ꎬ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０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ｓｈａｎｘｉｓｈｉｆａｎｄａｘｕｅ
０２９ｇ ｃｏｍ/ ｄａｘｕｅ －２３２３７５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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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不包括同时从事俄罗斯及独联体问题研究的学者) 的数量与政策研究需求

不相匹配ꎮ 尤其与国际问题研究领域中美国、 欧洲、 俄罗斯、 中东等 “热门”
方向相比ꎬ 中亚问题研究队伍不仅显得单薄许多ꎬ 而且作为完整学术研究体系尚

待进一步完善ꎮ 其次ꎬ 我国中亚问题研究力量的配置明显不平衡ꎮ 目前ꎬ 我国中

亚问题研究的学术中心或集中在京、 沪等政治、 经济、 文化发达地区ꎬ 或分布于

邻近中亚的新疆、 甘肃、 陕西等西北省区ꎮ 这种东西两头热而中间冷的格局ꎬ 说

明了中央政府和发达地区决策咨询需要以及西北地方区位优势是推动我国中亚问

题研究发展的基本动力ꎮ 随着改革开放在我国中西部地区不断深入和 “丝绸之路

经济带” 构想转化为国家行动ꎬ 这种研究力量分布不均衡的现状有待改观ꎮ 第

三ꎬ 我国中亚问题研究队伍的基本知识结构亟待更新ꎮ 由于历史原因ꎬ 现在活跃

于我国中亚问题研究领域的学术骨干的教育背景主要是国际政治、 历史、 语言

(其中以俄语为主)、 经济等专业ꎮ 中亚各国独立近 ２５ 年后ꎬ 地区政治、 经济和

对外关系形势均已发生重大变化ꎬ 我国也与所有中亚国家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ꎬ
睦邻合作正在各个领域深入展开ꎮ 在快速发展的形势面前ꎬ 我国中亚问题研究界

的人才结构已显得难以适应ꎮ 传统的中亚研究方法面临更新ꎬ 熟悉中亚基本情况

的国际法、 国际贸易、 国际金融等方面的专家不足正在成为目前制约国内中亚问

题研究发展的短板ꎮ
中亚各国独立二十多年来ꎬ 世界及地区政治、 经济形势都发生了深刻变化ꎮ

针对这些变化和国家对外政策需要ꎬ 中国中亚问题研究也必然将显现出一些侧重

和调整ꎬ 大致会呈现以下几个可能的主要趋势: 第一种趋势是国别研究将明显加

强ꎮ 中亚地区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后ꎬ 各国间的发展差别越来越突出ꎬ 政治体

制、 经济模式、 对外政策等方面ꎬ 中亚各国间原有的共性特征已逐渐被明显的差

异性所代替ꎮ 以往将中亚地区作为单一对象笼统进行考察和研究的方法ꎬ 难以有

效把握今后中亚地区政治、 经济发展线索ꎬ 将中亚五国作为独立单元分别研究将

成为基本方法ꎮ 第二种趋势是服务于 “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ꎮ 中亚是历史上

“丝绸之路” 的重要枢纽地区ꎬ 古代 “丝绸之路” 的繁荣曾经给中亚各民族带来

了经济和文化的重大发展ꎮ 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重要倡

议在中亚各国引起强烈反响ꎮ 为有效推动和保障基础设施、 政策法规、 文化认同

等方面的互联互通ꎬ 在各相关领域开展具体、 深入、 系统的研究工作ꎬ 将是中国

中亚问题研究界的重要任务ꎮ 第三种趋势是关注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变化ꎮ 多数中

亚国家正值社会转型关键期和核心权力更迭期ꎬ 各种社会矛盾逐渐积累ꎬ 构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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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的发展风险ꎮ 其中ꎬ 非传统意义上的宗教极端意识、 民族关系不睦、 绿洲

人口膨胀、 跨国犯罪活动、 生态环境恶化等因素ꎬ 均有可能导致各国发生社会政

治危机ꎮ 持续跟踪这些动态指标ꎬ 是把握地区形势发展变化的重要切入点ꎮ 第四

种趋势是以新的视角观察大国中亚博弈ꎮ 以世界金融危机、 中东 “伊斯兰国”、
乌克兰危机、 北约阿富汗撤军等全球和地区性重大事件为标志ꎬ 美、 俄、 欧等大

国势力在中亚地区的战略角逐的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 “对话” 机制代替了以往

“人权”、 “民主” 方面的批评ꎻ “合作” 与 “援助” 项目代替了直白的资源份额

挤占ꎻ 软实力输出代替了强势的军事存在ꎮ 这些变化对中亚地缘政治走向产生怎

样的影响ꎬ 显然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ꎮ

结　 语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急剧变化ꎬ 置身其中的中国也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ꎮ
在这种双重的变化中找准坐标ꎬ 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界胜任历史使命的重要前

提ꎬ 也是中亚问题研究学人的当前任务ꎮ 虽然中亚学乃至中亚问题研究在中国尚

属于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学科ꎬ 但是它形成时的历史机遇和社会条件赋予了促使

其迅速、 健康发展的强劲生命力: 一是中国中亚学研究的创立具有较高的学术起

点ꎬ 它承袭了世界各国中亚学研究和国内苏联问题研究的方法和原则ꎬ 建立在经

得起历史考验的一系列成熟学术成果之上ꎮ 二是国际环境的巨变和国家政策的倾

斜ꎬ 成为中国中亚学及中亚问题研究及时发展的重要动力ꎮ 尤其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苏东解体带来的中亚地缘政治版图大改写ꎬ 国家层面的需要将中亚学及中亚问

题研究推出了 “小众学科” 的象牙之塔ꎮ 三是学科的特殊性塑造出了一支精干

的学术团队ꎬ 这种特殊性既包括对从业学者知识储备、 语言能力、 理论功底等学

术水准的较高要求ꎬ 也包括对他们耐心、 韧性、 定力等个人素质的考验ꎮ 尤其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９０ 年代时ꎬ 同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中ꎬ 能够坚持在中亚研究的学术

苦旅上一路走来ꎬ 确实要面对许多现实的困难和诱惑ꎮ 这些历史因素为中国中亚

学和中亚问题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ꎬ 一代优秀学者以他们辛勤耕耘和无私付出

开拓出了理想的学术空间ꎬ 也由此赢得了无数后进的敬重ꎮ 随着今后国际关系的

重大变化和我国对外政策不断调整ꎬ 在大批新生力量的参与和推动下ꎬ 中国中亚

问题研究势必会迎来新的繁荣期ꎮ
(责任编辑　 张昊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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