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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宁所著的《哈萨克斯坦独立后的政治经济发展(1991-2011)》为《全球区域地缘政治丛书》的第二辑
。
《哈萨克斯坦独立后的政治经济发展(1991-2011)》共分九章，主要内容分别是：第一章“从加盟共和
国走向独立”，主要介绍1985年至苏联解体前的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也是苏联解体和哈萨克斯坦独
立进程的背景。
正是这些改革让苏联失去执政核心，让各加盟共和国坐大，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从1988年6月开始改革到1991年12月苏联解体的三年半时间里，苏联政治改革历程主要有5个阶段：一
是1988年6月底召开的苏共第19次全国大会，决定启动政治体制改革。
二是1989年3月苏联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决定一切政权转归“人民代表大会”。
三是1990年3月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7月苏共第28
次全国代表大会和12月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从国家和党务两个方面确认取消苏联共产党的领导权，
实行多党制和总统直接领导下的内阁制。
四是1991年“8·19
”事件，导致“新联盟条约”构想失败，加盟共和国独立进程加速。
五是1991年12
月8日《别洛韦日协议》和12月21日《阿拉木图宣言》，加盟共和国决定用“独联体”取代苏联。
苏联解体成为既成事实。
在这个过程中，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于
1990年10月25日通过《主权宣言》，1991年12月10日将国名更改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12月16日宣
布独立，12月21日加入独联体。
第二章“国家基本制度和发展战略”，主要介绍新独立的哈萨克斯坦如何在继承苏联遗产基础上设计
和勾画发展蓝图，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建国战略)和“怎么建设”(发展战略)等重大问题。
从某种程度上说，哈萨克斯坦独立初期的“建国战略”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完善和继续，是扬弃，而
不是全盘否定或另起炉灶，比如巩固三权分立、强化总统制、加大私有化、发展市场经济等，这些做
法在独立前的苏联后期便已开始。
独立后初期，尽管总统和最高苏维埃(相当于议会)对三权分立和市场经济这两个基本原则毫无争议，
但对“如何实现”却各执己见。
因权力斗争，国家无法确定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1995年解散最高苏维埃和通过新宪法后，总统制得到强化，形成了以纳扎尔巴耶夫为核心的领导体制
，开始有条件提升经济和改善民生，国家发展战略集中体现于1997年国情咨文《2030年前战略》。
第三章“独立后的总统、议会和政府关系”，主要介绍近20年来哈萨克斯坦的政治形势。
总统和议会之间围绕宪法权力、选举、政府组成等展开角力，结果总统牢牢把握政权，坚持“先经济
后政治”的发展方针。
由于总统和议会间的权力划分主要反映在宪法上。
由此，以宪法的制定与修改为中心，可以将哈独立20年的政治发展进程大体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
独立后至1995年3月)，总统与最高苏维埃争夺权力，最终总统大胜；第二阶段(1995
年4月至1998年9月)，新宪法确定总统制，总统权力得到加强；第三阶段 (1998年
10月至2005年11月)，总统权力继续巩固，与议会关系比较和谐，社会稳定发展。
第四阶段(2005年12月至今)，总统地位空前巩固，工作重点是提高国家行政管理效率、打击腐败和完
善政党制度。
第四章“独立后的公民社会发展”，主要介绍哈萨克斯坦的非政府组织、政党、民族和宗教发展现状
。
独立后，随着政治生活不断走向成熟，除继续巩固政治秩序以外，哈萨克斯坦还规范和支持各类社会
组织发展，调节社会关系，促进族际与宗教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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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和实践证明，趋于复杂多元的现代国家需要多元化的治理方式，在政府、经济和社会治理结构中
科学合理地实现权力分配。
如果说建立市场经济制度的目的是解决国家在经济领域权力过度集中问题的话，那么发展公民社会就
是要解决国家在社会领域的权力过度集中问题，形成与国家权力既有区别又能和谐共处的社会自治环
境，由公民实现自我管理，通过公民的自主或互助解决一部分社会问题，将部分政府职能剥离给社会
组织，从而减轻政府压力和负担；避免政府和政治事无巨细地覆盖公民全部生活，更好地保障公民自
由；充分释放公民的志愿精神和自治精神，为国家发展寻找新动力。
第五章“独立后的经济发展”、第六章“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第七章“私有化改革”和第八章“财
政金融体制”，主要介绍哈萨克斯坦在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和发展成绩。
哈萨克斯坦始终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不断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和模式，
现已成为中亚和独联体地区有相当影响力的国家。
独立后头5年，哈经济领域的主要工作是克服经济危机，待形势稳定后便着手落实《2030年前战略》，
总目标是2030年前(独立40周年)跨人世界前50名最具竞争力国家行列。
该战略的第一部分《2010年前战略》已经于2008年提前完成，第二部分《2020年前战略》从2010年起执
行。
如果说独立后的第一个20年里，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原材料生产和出口的话，那么接下来的第二个20年
发展将主要依靠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通过提高人力资源素质、发展非资源领域、提高
“哈萨克斯坦含量”等积极措施，争取可持续发展。
第九章“独立后的对外关系发展”，主要介绍哈萨克斯坦在对外政治、经济与安全合作方面的政策与
成就。
独立后，哈萨克斯坦对外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扩大。
政治方面，哈始终奉行“积极、实用、平衡”的方针原则，重视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多边外交和能
源外交，努力为国内改革、稳定和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国际环境。
经济方面，在积极发展双边经济贸易合作的同时，哈非常重视区域一体化建设。
目前已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成立“统一经济空间”，未来还要发展成
“欧亚联盟”。
安全方面，哈奉行“防御”原则，推进质量建军，依托地区性安全合作机制(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上海
合作组织、北约“和平伙伴关系”等)，构建国家安全防御体系。
哈对外政策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优先方向”，包括俄罗斯、中国、美国、欧盟、中亚及其他独
联体国家。
二是“发展伙伴关系”，包括日本、印度、南亚和东南亚国家、中东国家、拉美国家。
三是“多边合作”，争取在重要国际机制中发挥作用，包括欧亚经济共同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上
海合作组织、突厥语国家元首会议、欧安组织、伊斯兰会议组织、亚信会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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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995年宪法分为序言和正文两部分。
正文共分9章，计98条，其中第一章“总纲”，第二章“人和公民”，第三章“总统”、第四章“议会
”，第五章“政府”，第六章“宪法委员会”，第七章“法院和司法”，第八章“地方国家管理和自
治”，第九章“结语和过渡办法”。
这部宪法是哈国宪政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确定了国家基本制度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为哈国繁荣
稳定奠定了良好基础。
此后虽有若干变动，但只是修改或补充，基本内容并未改变。
因此，当年通过宪法的8月30日后来被确定为“宪法日”，每年都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以示纪念。
 1995年宪法与1993年宪法的相同之处在于：第一，二者都确定哈萨克斯坦是民主的、世俗的、法治的
、社会的国家。
人及其生命、权利和自由是最高价值。
第二，二者都规定国家权力是统一整体。
在此基础上，依据宪法等相关法律实行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彼此间相互制约与制衡。
第三，二者都确定意识形态和政治多元化原则，党政分开，不允许在国家机关中建立政党组织。
第四，二者都保护国家财产和私有财产，但条文中没有“集体所有制”字样。
说明哈萨克斯坦的所有制结构中没有集体所有制，只有三种形态：一是国家；二是私人；三是外资。
 两部宪法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1993年宪法规定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人民代表组成的“最高苏维
埃”。
在宪法文本的排序上，最高苏维埃（第三章）排在总统（第四章）前面。
而1995年宪法则确定了总统制，其第2条第1款明确规定“哈萨克斯坦是单一制和总统制国家”。
在宪法文本中，总统（第三章）排在议会（第四章）前面，同时取消副总统职务，总统权力明显加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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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哈萨克斯坦独立后的政治经济发展(1991-2011)》第一章主要介绍1985年至苏联解体前的戈尔巴乔夫
政治改革，也是苏联解体和哈萨克斯坦独立进程的背景。
正是这些改革让苏联失去执政核心，让各加盟共和国坐大，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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