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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意识形态领域的大国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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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3K〗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赵常庆 

  本文所说的中亚，是指位于我国西方、与我国毗邻的5个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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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总面积约40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800万。这一地区是事关我国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地区，也是大国激烈博弈的地区。该地区由于拥有丰

富的自然资源和重要的战略地位，〖HTH〗人们普遍认为，大国博弈中亚是为了争夺那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以及占据有利的战

略位置，以实现本国的诉求。但是还要看到，在大国博弈的背后存在意识形态之争。〖HTF〗换言之，大国尤其是俄美两家都想在中亚推广自己的

国家理念和模式，这也是导致大国博弈的重要原因。 

  社会主义在中亚有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传播与实践，尽管苏联解体使得社会主义制度在这里终结，但资本主义也尚未立足。这些国家向哪里发

展还不明确。在这些国家中，有人为“西方模式”大唱赞歌，追随美国大搞“颜色革命”；有人对社会主义情有独钟，念念不忘，在为实现社会

主义理想奋斗；但多数人面对国家现实，不问主义，只讲利益。在这里，中间派势力得到“不讲主义”的多数人的支持，“左派”和右派都是少

数。各种势力进行着激烈的角逐，而各种势力的角逐并非完全是依靠自身能量，在其背后都有大国的支持。从全球格局来看，中亚地区不是意识

形态真空地区，这里的社会主义与左派势力、中间派势力、右派势力之间在进行着激烈的搏斗，且短期内难有明确的结果。 

  〖HTH〗一、社会主义在中亚并没有被遗忘〖HTH〗 

  在中亚，没有忘记社会主义的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仍存在于中亚国家的共产党人，他们在各自的国家还有一定的影响，是公开声明要推行

社会主义的人。〖HTF〗他们理解的社会主义与我们认同的社会主义之间存在一些差异。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上与俄罗斯的共产党人相似，有的类似

于久加诺夫派，有的类似于共产主义工人党，也有的类似于朝鲜劳动党人。他们有一定的社会影响，有的在议会中还拥有席位。比如哈萨克斯坦

共产党、吉尔吉斯共产党主义者党、塔吉克共产党等。他们在各自国家独立初期都颇具实力，哈萨克斯坦共产党的党员数量一度达到5万多人，曾

在议会中位居第二位。分裂后的哈共人数也不少于3万人。吉共是吉国内党员人数最多的政党，党员达2.5万人。塔共有党员7万人，在议会下院拥

有14个席位。〖HTH〗当今世界上党员人数过万的共产党组织有30个（不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中亚地区就有3个。〖HTF〗如果按党员

占该国人口比例来看，塔吉克斯坦600万人中有7万名塔共党员，吉尔吉斯斯坦500万人中有2.5万名党员，比例不算小，可以排在30个政党的前几

位。 

  中亚国家共产党都说要“遵循马列主义”或者“在马列主义原则基础上开展活动”，在“社会主义原则基础上”维护劳动者的利益和建设民

主法制国家。它们具有如下特点：第一，承认共产党犯过错误，但不否定共产党存在的合理性和党的历史；第二，独立初期与执政当局有很好的

合作关系，随着各国改革的深入和权力分配的歧见，有的成为反对党；第三，与俄共关系密切，受俄共影响较大；第四，赞赏中共的成就，不反

华；第五，坚持公有制等重要原则，主张维持苏联时期的社会保障制度。〖HTH〗 

  另一部分是那些没有忘记社会主义、但又不是共产党员的人。他们曾经为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做出过贡献，至今仍对社会主义怀有感情，这

其中也包括一些年轻人。〖HTF〗其中有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而奋斗的人，也有借政治斗争谋取私利的人，这也是为什么在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独

联体国家的共产党不断分裂的原因之一。 

  中亚国家独立后经济发生危机，社会出现严重分化，大多数居民生活水平至今尚未恢复到苏联时期的水平。怀念苏联在公开场合讲得不多，

在私下交往中随处可见。他们虽然没有说是在怀念社会主义制度，但对昔日生活和社会福利制度的怀念，无疑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怀念。这

些人构成了共产党人的社会基础，其积极分子是共产党的支持力量。〖HTH〗 

  除共产党外，中亚国家还存在一些左翼政党和社会团体。它们与欧洲国家的一些左翼政党不同，多半能与执政当局合作。〖HTF〗它们以某个

社会阶层或社会集团为依托，以工人、农民、妇女、青年为主要工作对象，如哈萨克斯坦的公民党、农民党等就属于这类组织。此外，中亚国家

还活跃着一些类似于社会党的政党，在其的纲领中包含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HTH〗二、中亚政党受俄罗斯的影响较大〖HTF〗 

  中亚国家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不仅表现在经济、外交等方面，也表现在政党之间的联系上。由于存在彼此互动的关系，俄罗斯政党形势变化

对中亚国家的影响较大。 

  中亚国家与俄罗斯一样，国内政党也划分为三类：左派、右派和中间派。目前在中亚国家掌权的主要是中间派的政党，如哈萨克斯坦祖国

党、乌兹别克斯坦的人民民主党、塔吉克斯坦的人民民主党等。像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统一俄罗斯党的关系一样，中亚国家总统与被称作“总统



 

党”的执政力量之间同样保持密切的关系，总统既是这些亲总统政党的保护神，是这些政党的精神领袖，也将这些政党作为自己的依托力量。中

亚国家的显著特点之一，是人民群众对各自的领袖很迷信，但不喜欢走极端，因此，尽管左派和右派政党都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但影响都不大，

这也是共产党阵营左派力量的影响下降的原因之一。〖HTH〗 

  中亚国家共产党在国家独立后的变化轨迹与俄罗斯共产党相似 ——党员人数在减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在下降。〖HTF〗哈共

曾是国家的第二大党，其推选的总统候选人曾获得过12.08％的选民支持。在1999年议会选举中赢得17.75%的民众支持率，成为进入议会的四大

政党之一。可是，由于该党发生分裂，提出的口号过“左”，如反对一切私有化，反对价格自由化等，在2004年的议会选举中未能进入议会。在

2005年总统选举中该党推选的候选人也得票寥寥。这一点与俄罗斯共产党极其相似。俄罗斯共产党的分裂对中亚国家共产党的走向产生了消极的

影响，直接导致这些国家共产党内部分歧加大，甚至分裂，对哈共的影响尤其严重。〖HTH〗 

  如果我们认为俄共仍然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党，是值得重视的左翼力量，那么，对中亚国家的共产党也应该这么看。 

  〖HTH〗三、如何评价中亚国家政权党〖HTF〗 

  目前，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等拉美国家的动向令人瞩目。查韦斯等人的左翼表现成为国际社会的一道新风景线。欧洲国家也存在着左翼和右

翼之分，在剧变后的中东欧国家不断出现左右翼势力轮流执政的情况。我国的近邻蒙古也是如此。那么，中亚国家的政权党属于什么性质？这些

国家的发展前景将会怎样？ 

  我们不用执政党而用政权党或者用“亲总统党”表述中亚国家一些政党，如哈萨克斯坦的“祖国党”、乌兹别克斯坦的“人民民主党”、塔

吉克斯坦的“人民民主党”等，是因为它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执政党，只有土库曼斯坦的民主党具有执政党的性质。中亚国家的政权党都源于

共产党。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也都是原共产党的干部，其中哈、乌、土三国总统还是原共和国共产党党中央“第一书记”。 

  这些国家独立后国内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最大变化有以下几点：第一，在政治方面实行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第二，在经济方面实

行所有制多元化，变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为社会市场经济，变平均主义的分配为按劳和按资分配；第三，在意识形态方面同样主张多元化。当

然，上述变化在各国也不完全相同。〖HTH〗在这些国家，尽管意识形态已经多元化，但都强调本国的特殊性，认为西方制度不完全适合本国国

情，坚持国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调控作用，强调国家发展的社会福利目标，强调社会的公正性和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对西方国家对其内部事

务的指责不予理会。但中亚国家领导人也借批判苏联的许多错误为名，否定马列主义的指导意义，否定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不承认本国是在建

设社会主义。〖HTF〗说这些政权党是社会主义政党显然缺乏根据，说他们是“左翼”力量，或者说是“中间偏左”的政党，起码其中某些政党是

“左翼”政党，至今也没有明确的说法。以土库曼斯坦民主党为例，该党不反对政治多元化，但又说国内不具备实现多元化的现实条件，不实行

多党制，目前仍然只有一个政党。该国也没有实行西方意义上的“三权分立”，议会也具有自身的特点。从所有制来看，仍以公有制为主，连农

村也没有完全放弃苏联时期的集体农庄制度。在分配方面，仍存在水、电、天然气和盐免费供应，面包和肉凭票低价供应的做法，国家基本控制

国家财产的分配权，注意保护低收入阶层。特别重视学习中国经验，对华友好。该国目前不存在比民主党更“左”的政党，也不存在与其对立的

右派政党。土库曼斯坦民主党不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政党，但是否属于“左翼”范畴呢？〖HTH〗考察中亚国家的政权党，可发现他们具有如下一

些共同特点：第一，其主要领导人多为原共产党人，不少还曾是各级组织的领导人；第二，与总统保持密切的关系；第三，与俄罗斯的亲总统党

一样，政治行为受俄罗斯的影响较大；第四，都与中国保持友好的关系。〖HTF〗 

  目前判断一个政党是左翼还是右翼并没有统一的国际标准。欧洲国家政党孰左孰右相对明确一些，在世界其他国家往往是根据国内若干政党

之间对照关系而定。另外，通常看其国内经济政策和对外方针，特别是看其对待美国、俄罗斯以及中国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中亚国家除少数

极端亲美的、作为当局反对派的政党为右翼外，多数政党属于中间派或左派政党和组织。因此，〖HTH〗应该将中亚国家的“只讲利益、不讲主

义”的政权党，归到社会主义与左翼力量这一边，起码应视其为社会主义与左翼力量的朋友和国际统战对象，这对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力量有

利。 

  〖HTH〗四、建立反对“颜色革命”的国际统一战线〖HTF〗 

  2003年以来，在独联体国家相继发生了“颜色革命”。2005年在中亚发生了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权更迭、乌兹别克斯坦的“安吉延”事件等。

引起事件发生的原因很多，人们普遍认为，内因为主，但外因同样不可忽视。重要外因之一是美国通过所谓“推广民主”方式改造中亚国家的政

权。〖HTH〗美国为什么要改造中亚国家中间派掌握的政权？第一，认为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在台上执政时间太长，不符合民主国家的标准；第

二，认为中亚国家领导人在国内推行的政策具有“专制”倾向，不符合美国的理念；第三，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和执政党多数与俄罗斯关系密切，

而追随美国的政党始终处于在野或不能合法存在的地位。当然，还有一点是美国没有明说的，这就是中亚国家的领导人都是原共产党人，美国对

他们的信任度很低，总想用亲美分子取而代之。 

  〖HTF〗对于这一点中亚国家领导人都非常明白，在表面上与美国斡旋，对要赶自己下台的美国严加防范。就连“9?11”后曾努力向美国示

好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也与美国闹翻，重返俄罗斯集团。 

  美国在中亚搞“颜色革命”暴露了美国欲在中亚国家深化“美式民主”、建立亲美政权的企图。但同时也说明，中亚是块意识形态分野并不

十分明确的地区，大国为争夺此地在意识形态方面也展开激烈的角逐。美国搞“颜色革命”不仅针对中亚国家，也针对俄罗斯。最近俄美两家关

系比较紧张，其中原因之一是美国对俄罗斯的治国方略不满，认为俄罗斯背离了“民主”。而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再表明独联体是俄外交的第一重

点，就是不让美国进一步改变中亚国家的颜色，或者说，不让中亚国家远离俄罗斯。〖HTH〗 

  美国搞“颜色革命”更深远的意图是针对中国的，目的是遏制社会主义在世界的复兴。〖HTF〗尽管社会主义在中亚有一定的基础，但要使中

亚国家重新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是不现实的。由追随俄罗斯并对华友好的中亚国家的中间派或“左派”力量掌权，对于维护社会主义事业以及维护

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国家关系是有利的。 

  当前有一种说法，不管哪种力量在中亚国家上台，都不会公开反华。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准确。亲美势力上台给中国带来的麻烦

 



肯定要比现在多，就像目前的格鲁吉亚与俄罗斯的关系一样。因此， 

  〖HTH〗从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出发，最好能够与中亚国家建立起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共同抵制“颜色革命”。〖HTF〗至于如何认定和

扩大社会主义和左派力量，需要更深入地研究，特别是要在理论上有所创新，这也包括对中亚国家政党的看法。〖LM〗〖KH16〗〖HJ*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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