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  页 新闻中心 出 版 物 学术研究 学术资料 俄欧亚博览 多 媒 体 学会中心 学术网站 联系我们

 
当前位置 >> 首页 >> 正文

 

改革年代的哈萨克斯坦经济 

  赵常庆（笔名：沈晋） 来源：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0年第8期 

 

   哈萨克斯坦是在生产严重变形和原料型经济的条件下开始改革进程的。80年代末，危机表现得特别明显。这与世界市场的行情变化特

别是作为外汇主要来源的能源原料市场行情的变化有关，同时也与军工生产的转产有关。如果说80年代中期，经济的某种惯性还可能保证国

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的话。那么从1990年起，在许多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已经开始下降。哈萨克斯坦推行的是从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

体制过渡的经济改革。对该国来说，转型过程，这不仅是彻底改造整个生产关系体系的过程，而且要解决在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中的各项任

务，保证国家的完整和经济独立。  

  在对哈萨克斯坦经济改革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结果进行评价时，无论是按经济关系转型的深度，还是按改革的主要方面来划分，均可分成

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91——1993年)是在卢布区条件下进行经济改革；第二个阶段(1994——1998年上半年)是推行在独立货币体系条件

下保持财政稳定和达到经济增长的方针；第三个阶段(1998年下半年——1999年)是推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和克服世界金融危机带来的消极后

果的方针。 

  对哈萨克斯坦来说，1991——1994年是国内生产总值下降最严重的的年份。从1995年起，降幅趋缓。从1996年中期开始至1997年，国内

生产总值有所增长。1998年哈萨克斯坦经济增长势头一直持续到俄罗斯发生8月金融危机时，此后经济增长速度放慢。1991——1998年国内

生产总值减少，这与经济主要部门生产下降有关。例如，1999年工业实际物量指数只相当于1990年的50％，农业相当于45％，建筑业(1998

年与1990年相比)只相当于10．3％。在改革年代哈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度下降，其中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下降(1999年与1993年相比下降了

10．3个百分点)，导致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和社会的贫困化加剧。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只相当于80年代中期水平。1999年下半年，国内经济出

现活跃迹象，1——12月国内生产总值与上年同比增长1．?％。增长主要是靠农产品增长21．6％取得的。 

  共和国工业发展不平衡，工业生产下降最严重的是1992——1994年，当时每年平均下降19％。1995——1997年工业生产呈现出某种稳定

迹象。如果说1994年工业生产与上年同比下降了约30％，那么1995年与上年同比只下降了8．2％，而1996——1997年工业生产还出现了增

长，分别为0．3％和4％。1995——1997年工业生产年平均下降速度仅为1．5％。至1999年底，经济变化最大的的部门仍然是工业，增长速

度为2．2％，超过了1998年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1.7％)。增长主要是靠采矿业和加工工业生产增长取得的。而且采矿业增长速度

超过加工工业。 

  在改革的最初年代，呈现出工业基础部门的产品价格快速增长的情况，能源和钢材的国内价格和世界价格已经开始拉平。1992－1994年

工业产品价格增长11300倍。1995——1997年在实际经济部门中，价格增长速度已经放慢，这是靠硬性预算财政政策工具、对垄断市场价格

的监控、减少发放信贷的数量和减少用于劳动报酬的支出所取得的。由于1998年亚洲和俄罗斯经济危机所导致的世界原料价格下降，使工业

生产企业产品价格下降了5．5％。过去的一年生产企业产品价格又出现了快速增长，这一年哈萨克斯坦工业产品价格上涨了18．8％。工业

企业产品价格上涨的原因是世界石油和金属的行情有所改善，哈萨克斯坦货币贬值和进口原料价格上涨。 

  农业部门和整个经济一样，其改革总目标是提高本国生产效率，增加产品产量，改进产品质量，使产品的成本能降到在世界市场上具有

竞争力的水平，充分满足人民对食品的需求和工业对原料的需求。 

  从改革一开始，共和国农业生产者的结构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非国有制形式成为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其比重已从1990年的略超过1

／3，达到1999年的99％。已经完成了国营农场的私有化和集体农庄的改革，从而导致经营主体的数量增加15倍。过去的一年，是近年来首

次农业产值大幅度增长的一年，与1998年相比增长了28．9％。哈萨克斯坦许多农作物的增长速度都超过了独联体其它国家的指标。这一成

果的取得主要是天公作美。我国农业总产值增长主要是靠粮食增产取得的，粮食增产一倍多，土豆增产了1／3。1991——1996年，固定资产

投资增长持续下降。上述年间固定增产投资额减少了90％。1997——1998年投资有所活跃，1997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11．6％，1998年增

长了41．9％。1999年固定增产投资与上年同比增长3．8％。 

  去年9个月，国外投资占对非财政项目投资总额的25％。发行本国货币使哈萨克斯坦有可能推行配套的经济政策。1995--1998年执行硬



性的财政政策保证了共和国国家预算赤字对国内市场总值比例幅度有所下降。然而这种下降是由于纳税减少而造成国家预算收入减少的情况

下取得的。预算赤字由1995年的4％减少到的1996年的2．6％。1997年重新增长到3．7％。从1998年1月开始将内债和外债的进款数量与国家

偿还的差作为预算赤字数量。1999年国家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外债构成赤字拨款的主要部分。1999年外债占赤字总数的71．

5％。 

  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在1997——1998年间对哈萨克斯坦经济产生了消极影响。这表现为外资进入减少，甚至外国投资者从独联体市场

撤离。此外，独联体国家的外贸受世界能源价格的急剧下降的影响而蒙受重大打击。世界原油和金属价格的下降导致哈萨克斯坦主要出口商

品价格与1997年底相比下降了约20％。亚洲国家市场需求的减少对哈萨克斯坦经济影响不大，因为亚洲市场对哈萨克斯坦作用不大。另外一

个后果是，俄罗斯市场的萎缩使哈萨克斯坦1997年对俄出口减少了1／3。受俄罗斯经济危机的影响，独联体其它国家对哈萨克斯坦商品的需

求也减少。坚戈与美元、卢布和其它独联体货币的汇率日益增长的失衡，也使外贸形势日趋恶化。这极大地影响了哈商品在独联体国家市场

上的竞争力。 

  去年在独联体各国外贸中，与独联体以外国家的贸易仍然占压倒部分。与上年同期相比，独联体国家之间的贸易合作出现了进出口业务

下降的趋势。目前，大多数独联体国家对独联体以外的国家的出口都超过对独联体国家的出口，哈萨克斯坦也是如此。哈萨克斯坦对独联体

外国家的出口超过对独联体国家出口50％。与1998年相比进口超过了11个百分点。独联体国家内出口业务下降，既与出口商品数量下降有

关，也与出口商品的价格下降有关。一些国家增加了向独联体外国家出口原油、石油加工产品、天然气和有色金属的数量。哈萨克斯坦原油

出口增长o．7倍，未加工铅增长o．3倍。在独联体国家传统进口商品结构中主要是机器、设备、运输工具、消费品、化工产品、金属及金属

制品。例如，哈萨克斯坦从独联体外国家进口的机器制造产品占进口总额的54％。 

  哈萨克斯坦曾经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甚至转化为恶性通货膨胀，例如，在实行价格自由化后的1992、1993和1994年，哈萨克斯坦的消费

价格指数年增长相应为30．6倍、22．?倍和12．6倍。由于实行硬性货币信贷政策，1996——1997年通货膨胀速度得以减缓到1．1——1．5

倍。去年除坚戈贬值外，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下降，俄罗斯和其它国家危机的后果和竞争的加剧，都对哈萨克斯坦粮食市场的价格形势产

生影响。1999年1——12月，(与1998年12月比较)月平均价格增长1．4％，而1998年同期仅为0．16％。 

  近5年，共和国出现了名义货币收入增长速度持续下降的趋势，从1995年的272．7％降至1999年的112．8％。居民货币收入增长速度落

后于消费价格增长速度，导致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下降(实际指数与上年同比，1995年为99．6％，1996为100．6％，1997年为103％，1998

年为99．8％，1999年为104．4％)。 

  居民货币收入的差距不断拉大，导致低于贫困线以下收入的居民比重的增加，如果说1996年有34．6％的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低于贫困

线，那么1999年则增加到43．4％。在1992——1998年独联体国家生产下降的情况下，在国民经济部门就业的人口比重，无论是从占人口总

体数量上看，还是占有劳动能力的人口数量上看，都在下降。不利的人口进程在发展(人口自然增长率在下降，居民迁徒增加)和居民的健康

潜力指标在恶性化(平均寿命在缩短，患病率增加)。1999年哈萨克斯坦有36．24万人到职业介绍所求职，同期，全国安排就业的只有7．29

万人，占求职者总数的20．1％。 

哈萨克斯坦主要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与上年同比) 

※结算数据※※根据关税统计并考虑非组织贸易 

  哈萨克斯坦1999年12月底，官方统计的失业率仍然是同年1月的水平——3．9％。1999年和大多数独联体国家一样，哈萨克斯坦经济出

现了复苏的迹象。这首先表现在国 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7％，工业产值增长了2．2％。然而，增长幅度并不大，而且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

仍然很高，消费需求仍然有限。 

  这就是说，过渡时期的哈萨克斯坦经济仍处在持续危机之中。经济危机发展的最初阶段与前苏联各共和国之间经济关系的中断、企业间

已形成的联系的破坏以及原有的销售市场的破坏有关。哈萨克斯坦出现的危机还表现在生产数量的减少、经济利润总体下降、亏损企业增

加、经营主体盈利率的下降，导致了拖欠增多、内债和外债的增加。 

  1994年 1995年 1996年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国内总产值 87．4 91．8 100．5 101．7 98．1 101．7

工业产值 71．9 91．8 100．3 104．0 97．6 102．2

农业总产值 79．0 75．6 95．0 99．2 81．1 128．9

固定资产投资 85．0 57．5 60.1 111．6 141．9 103．8

零售商品周转额 47．0 85．6 133．3 129．3 119．1 106．8※

对外贸易额额※※   145．0 108．1 108．4 91．9 82．0

出口额   166．9 113．7 107．0 84．1 95．2

进口额   130．4 103．4 109．7 99．0 71．7

居民人均货币收入 1431．4 272．7 137．8 120．2 106．0 112．8

居民人均货币支出 1416．3 272．0 137．0 119．5 108．0 111．2

实际可支配货币收入   99．4 100．6 103．0 99．8 104．4

消费价格指数(年底与上年12月的％) 1258．3 160．3 128．7 111．2 101．9 117．8 

官方公布失业率(年末) 1．1 2．1 4．2 3．8 3．7 3． 9



  为了实施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从最主要的目标出发，恢复和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为此，应该贯彻更加积极的货币信贷政策、预算

税收政策和投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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