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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是新疆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亚与中国西北边疆政治研
究中心”的主要研究成果。
说到中亚与中国西北边疆政治，这是一个很大的研究课题，又是一个具有极大的特殊性和研究难度的
课题。
中亚地区位于欧亚大陆的腹心地带，不仅是连接欧亚大陆和中东的要冲，还是大国势力东进西出、南
下北上的必经之地，西方学者称之为“历史上的地理枢纽”。
中亚五国的成立，使国际政治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加之中亚诸国位于反恐的战略前沿且兼具能源为
主的资源禀赋，这些因素都极大地提升了中亚地区的地缘价值。
在文化的意义上，中亚地区同时体现出东方文明、南亚文明、欧洲一地中海文明的交汇和冲突，因此
，这里被视为“东方”与“西方”文化互动博弈的连接点和接合部。
深刻认识中亚地缘政治格局变迁和我国周边安全环境变化的新特点、新趋势，切实维护我国的国家安
全和稳定，构建于我有利的“睦邻”、“安邻”、“富邻”的和谐的周边国家关系，可谓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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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冷战结束以后，中亚国家成为国际格局中新的地缘战略空间。
中亚地区出现的“权力真空”，使该地区成为大国角逐的新的地缘战略目标。
特别是“9·11”事件后，美国打着反恐的旗号进驻中亚，加剧了该地区政治风险和激烈的能源资源争
夺。
中亚地缘战略地位的变迁对新疆的安全与发展有直接影响。
新疆是我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也是我国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国际恐怖主义渗透和扩
散的最前沿阵地。
因此，分析和认识中亚地缘战略变迁中的态势和问题，对实现新疆的安全和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本文从分析冷战以后中亚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变迁入手，对新疆的安全与发展进行一些理论探索和
对策思考，同时对建构新时期中国中亚地缘战略进行一些理论思考。
    第一章分析冷战后中亚地缘政治地位的变化。
这部分内容立足于冷战后国际政治的动态发展，对中亚地区的地缘位置及其地缘战略意义进行分析。
本章以“9·11”事件为分界线，将冷战后时期分为两个阶段，围绕着国际权力、利益、安全的主题和
内容，分析了中亚地区在以美国、俄罗斯为中心的大国战略角逐中地缘战略地位的变化，阐明了中亚
地区已经成为大国争夺的重要地缘政治板块，而且已经形成了以美国和俄罗斯争夺为主导性矛盾的地
缘政治格局。
    第二章具体分析了“9·11”事件后中亚地区地缘政治博弈态势与中国的战略利益。
本章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内容主要阐述了美国、俄罗斯的对外战略以及它们在中亚地区的主要
战略目标与手段；还分析了以土耳其和伊朗为代表的伊斯兰势力对中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展示了
中亚地区各大战略力量的博弈态势。
第二部分，通过分析中亚国家的地缘政治战略，阐明了中亚地区国家在对外战略上保持与大国关系均
衡的战略原则和推进中亚地区成员国一体化的战略取向。
第三部分，探讨了中亚地区地缘战略博弈及经济区域化发展与中国的和平发展之间的关系。
    第三章探讨冷战后中亚地区地缘经济格局变迁与中国新疆发展的互动关系。
本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通过比较翔实的数据，阐述冷战后中亚地区经济发展的现状以及经济全
球化条件下中亚地区经济对外开放的基本特点。
第二部分，以新疆对外开放战略定位为重心，围绕着提高新疆在中亚地区的贸易地位以及商贸走廊建
设的内容进行分析，探讨了新疆建设“中亚经济高地”的战略规划和开放战略，并对加强新疆与中亚
区域经济合作进行理论分析和思考。
第三部分，在考察中亚地区石油地缘政治形势的基础上，对新疆建设我国能源安全通道的问题进行探
讨和分析。
    第四章是冷战后中亚地区民族、宗教问题与中国新疆安全。
本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考察了中亚国家在民族、宗教领域存在的民族主义、“泛突厥主义”
、“泛伊斯兰主义”等问题。
第二部分，通过对中亚地区“三股势力”和跨国民族中存在的问题的分析，阐述中亚国家地区的民族
、宗教问题给新疆的社会安全与稳定带来的危害。
第三部分，以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自决理论为基础，探讨了我国与中亚的跨国民族“和平跨居”的理论
原则以及新疆实现跨国民族“和平跨居”的途径。
第四部分，分析了宗教在地缘政治中的作用，并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为依据，对新疆地区
宗教政策进行思考。
    第五章是中亚地区民主政治发展问题与新疆地区的政治稳定。
本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对冷战后中亚地区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向和问题进行考察。
第二部分，运用地缘政治理论对中亚地区“颜色革命”进行分析，揭示中亚地区“颜色革命”的原因
，并总结其中的教训。
第三部分，以现代政治治理理论为框架，通过对政治理念系统(或意识形态系统)、政治制度、政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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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以执政党为核心)在国家政治稳定中的作用与功能分析，联系新疆政治民主建设的基本情况，对新
疆实现政治稳定进行探讨和分析。
    第六章是新世纪建构中国中亚地缘战略的理论思考。
本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新时期我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总体外交思想进行阐述。
第二部分，从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地区发展与合作、中亚国家外交诉求三个层面来探讨和思考中国中
亚地缘战略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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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国内研究现状由于中亚五国独立时间不长，且冷战结束初期大国战略争夺的热点地区不是中亚
，所以有关中亚地区的研究一直没有受到主流研究队伍的特别重视，研究专著并不多，主要研究成果
有孙壮志著《中亚新格局与地区安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赵常庆主编《中亚五国概论
》，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王沛主编《中亚五国概论》，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薛君度、邢
广程主编《中国与中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倪国良著《向西开放——中国西北地区与
中亚五国关系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等著作。
直到“9·11”这一国际格局变迁中具有分水岭性质的事件发生后，全球范围的反恐战争拉开大幕，国
内对中亚地区的研究才急剧升温，研究成果也开始多了起来，主要研究著作有赵常庆等著《中亚五国
与中国西部大开发》，昆仑出版社2004年版，《十年巨变——中亚与外高加索卷》，中共党史出版
社2004年版；王桂芬著《中亚战略格局与中国安全》，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丁建伟著《地缘政
治中的西北疆安全》，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杨恕著《转型的中亚和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版；孙壮志著《中亚安全与阿富汗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潘志平主编《中亚政局走势微
妙》，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胡振华主编《中亚五国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秦放
鸣等著《中亚市场新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高永久主编《中亚及新疆——历史学与
民族学专题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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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此书出版之际，我要表达对导师周敏凯教授由衷的感激。
师从周老师的三年学习生活，周老师对我悉心指导，耐心培养，他深厚的学术底蕴、严肃的学术态度
、热情宽厚的人品，使我受益良多。
师恩厚重，谨致谢忱！
在本书写作的过程中，我翻阅了大量的有关论文、论著，了解了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
借鉴、参考并吸收了其中的一些研究成果，主要的都已在注释和参考文献中标明，在此向各有关作者
表示诚挚的谢意。
我要感谢我的爱人杨艳，她在我学术研究的道路上，给予了我极大的支持和鼓励，使我有更多的时间
和精力专注于学业和理论研究工作。
感谢新疆师范大学雷琳教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感谢新疆师范大学中亚与中国西北边疆政治研究中心
的资助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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