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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苏联解体，成立了15个主权共和国，这标志着当代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突变、经营方式的转变和世界经济关系体系的改变，所有这一切都引发了原苏联各
共和国的阵痛。
原苏联里海地区国家也没有逃过这个厄运，尽管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它们的经济也同样经历了最
严峻的危机。
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形势开始逐步发生变化，俄罗斯、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
坦积极开采包括里海地区在内的能源资源，逐渐克服了经济危机。
　　自20世纪90年代始，里海地区成为东西方国家利益角逐的中心。
苏联的解体给国际社会提供了参与开发里海能源的机遇，油气（尤其是石油）的探明和证实储量成为
国际石油公司高度关注的对象。
里海地区由于油气储量丰富被称为第二个波斯湾。
该地区石油对保障欧洲的能源供应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里海的油气资源对亚洲市场同样具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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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里海沿岸五国的经济现状及其对当代国际关系与世界政治的影响进行了综合研究，重点分析了
这些作为世界油气新产区国家的能源综合体的现状与发展前景，揭示了里海沿岸国家能源综合体的发
展战略、出口选择、跨国石油公司在这一地区的投资以及里海地区的法律和地区政治问题。
也为研究中亚里海相关问题和了解俄罗斯对中亚的经济和能源战略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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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里海地区经济概况　　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领袖共同签署了别洛
韦日协议。
它是苏联解体的标志，被大多数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称为是20世纪世界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
苏联解体的原因及其影响目前仍是各界议论的焦点。
　　在1990年3月举行的全苏人民公决中，大多数苏联公民表决保留苏联和支持进行必要的改革，1991
年夏天还曾起草改革联邦国家体制的新联盟条约，但是保留苏联完整统一的设想最终还是失败了。
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作为联邦制国家的苏联建立于l922年，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演变为一个典型的中央集权国家，
即由中央统一管理并力图消灭加盟共和国之间、联邦主体之间差异。
共和国之间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长期被忽视，困难越积越多，没有得到及时解决。
在转型时期尽管民族间的冲突很激烈，但仍被拖延至1990——1991年才开始解决。
长期积累的矛盾使苏联解体成为必然。
　　苏联承认民族自决权，各加盟共和国不是按照地域，而是按照民族区域划分。
1924年、l936年、1977年所颁布的苏联宪法中均包含有加盟共和国主权的条款。
正是这些条款在民族矛盾激化期间加速了苏联解体的进程。
　　苏联时期形成的统一国民经济综合体保障了各加盟共和国的经济一体化。
但当经济危机加剧时，各共和国经济联系断裂，各自为政，而中央政府对此毫无应对措施。
　　苏联的政治体制是高度中央集权，实际掌权者不是国家，而是共产党。
而苏共危机及其领导地位的丧失必然导致苏联的解体。
思想意识形态的统一保障了苏联的统一与完整，而共产主义信仰危机为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创造了空
间。
　　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危机导致了中央权威的弱化和加盟共和国及其政治精英的强势。
民族精英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个人动机上都更希望苏联解体。
1990年各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昭示了民族党政精英们的意图。
　　历史事件的意义需要时间的检验。
历史学家、政治家，以及原苏联公民仍受到解体的影响，因此，尚不能做出客观公正的结论。
我们目前看到的只是现象，如苏联解体后出现了新的独立主权国家、欧洲和整个世界的地缘政治状况
发生了根本变化、经济联系的破裂成为俄罗斯和其他原苏联共和国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出现了
俄罗斯境外的俄罗斯族人生存问题和少数民族间矛盾激化等严峻问题。
　　当代沿里海国家，即俄罗斯、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伊朗的经济体制在很大程度
上受以下因素影响，即上述五国中的四国曾经是苏联的成员国，现成为独联体主权国家。
这些国家从历史上受俄罗斯的庇护，但在新的地缘政治条件下，正在努力向工业发达的西方国家靠拢
。
　　1991年苏联解体后，原苏联国家无一例外地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并波及所有的经济领域，其
原因首先在于各加盟共和国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它们之间多年形成的经济联系断裂。
而技术和生产联合的中断直接导致工业生产的大幅下滑。
苏联时期积聚的经济潜力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显得没有竞争力。
　　在原苏联生产的大部分产品竞争力都很低下的背景下，独联体国家向新的经济运行模式转轨从历
史角度衡量只用了相当短的时间。
但客观地讲，独联体国家所面临的金融和技术方面的困难注定其不可能快速重新构建已存在几十年的
生产和合作联系。
它们所具有的物质基础和经验只能维持经济不致于全面瘫痪。
在十年改革期间独联体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逐步下降，2000年的水平尚未达到1991年解体前的50％，
这导致使得新兴独联体国家之间经济联系更加脆弱。
　　原苏联国家非一体化进程是导致建立经济合作机制失败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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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国家之间建立伙伴关系绝非易事，首先是因为他们之间的经济结构相近，主要依赖原材料。
19世纪90年代末期，当这些国家开始在国际市场上以竞争者而不是合作伙伴出现时，这种特征显得尤
其突出。
　　尽管如此，这些国家仍在不断努力在地区间建立多方面合作关系。
俄罗斯、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均加入了独联体。
上世纪末这些国家间主要开展的是地区间的合作，而其他组织成员国间则是开展深度一体化合作。
2000年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签署了成立欧亚经济共同体的条
约，该组织是在1995年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签署的海关同盟基础上扩建的。
　　中亚合作组织和古阿姆集团也是该地区重要的合作组织。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于2002年2月28日签署了成立中亚合作组织的
条约。
古阿姆集团成立于1997年，其成员国包括格鲁吉亚、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和摩尔多瓦。
　　古阿姆集团主张在没有俄罗斯参与的情况下维护地区安全。
古阿姆集团联合的成员主要是没有加入地区安全条约的独联体成员。
尽管成立之初它宣称其设立宗旨只是加强里海地区油气资源的开采与运输，但事实表明，其仍有军事
政治联盟的倾向。
目前该集团将其成员国在军事上的合作解释为是为了保证管道的安全。
在未来也不排除其在军事政治领域的合作将进一步加强的可能性。
目前，古阿姆集团国防部长会晤保持定期举行，也就是说已建立了该集团在军事领域的协调机制。
　　国际合作组织是该地区最大的合作组织之一。
该组织建立于1992年，旨在讨论交通运输、通讯和能源领域的合作问题，其成员国包括：阿富汗、阿
塞拜疆、伊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土耳其和乌兹别
克斯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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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20世纪90年代始，里海地区成为东西方国家利益角逐的中心。
苏联的解体给国际社会提供了参与开发里海能源的机遇，油气（尤其是石油）的探明和证实储量成为
国际石油公司高度关注的对象。
里海地区由于油气储量丰富被称为第二个波斯湾。
该地区石油对保障欧洲的能源供应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里海的油气资源对亚洲市场同样具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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