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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吉尔吉斯斯坦为我国西邻，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接壤。
吉尔吉斯斯坦地处山区，河流、湖泊众多，自然资源丰富，水电是重要的出口资源。
 　　吉尔吉斯斯坦同我国有11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
早在2000多年前，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就把我们两国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最近十多年来，两国的交往更加频繁，诸多领域的合作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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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庚岑，1940年5月生于河南省南阳市。
1964年毕业于郑州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
长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
研究员。
1990年4～6月和1999年4-10月，曾分别赴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和吉尔吉斯国立民族大学进行学术访问。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世界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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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吉尔吉斯斯坦，也称吉尔吉斯共和国，位于中亚东北部。
面积19?99万平方公里；人口501万（2003年1月1日）。
　　吉尔吉斯斯坦原是苏联一个加盟共和国。
1990年12月15日，发表“主权宣言”。
1991年8月31日，宣布独立。
1992年3月2日，加入联合国，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
“吉尔吉斯斯坦”在突厥语中是“吉尔吉斯人的国家”或“吉尔吉斯人生活的地方”的意思。
关于“吉尔吉斯”的族名来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人说，“吉尔吉斯”是指“四十‘百户”，也就是“四十个部落”；有人说，“吉尔吉斯”是指“
四十个姑娘”；有人把“吉尔吉斯”解释为“草原人”，也有人认为“吉尔吉斯”是“黑头发人”的
意思。
吉尔吉斯斯坦是多民族国家，共有90多个民族。
其中，吉尔吉斯人是主体民族，共计333?3万多人，占全国总人口的66?9％（2003年1月1日）。
　　吉尔吉斯斯坦自然资源丰富。
主要矿产是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
其中，汞和锑是该国优势矿产，其产量在独联体国家名列前茅。
吉尔吉斯斯坦地处山区，河流、湖泊众多。
水电是重要的出口资源。
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小巧玲珑，素有“花园式城市”的美名；有“热湖”之称的伊塞克湖，山
水相映，风光旖旎，是闻名遐迩的旅游、疗养胜地。
　　吉尔吉斯斯坦是我们西部的友好近邻，两国拥有11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
早在2000多年前，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就把我们两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1991年12月27日，中国承认吉尔吉斯斯坦独立。
翌年1月5日，中吉正式建交。
最近十多年的事实充分证明，我们是好邻居、好伙伴和好朋友。
两国人民友好交往，和睦相处，在政治、经贸、文教、科技和军事等诸多领域的合作方面取得了丰硕
成果。
　　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编纂的《列国志》系列丛书中的一卷。
编写该书的目的是向国内读者全面介绍吉尔吉斯斯坦的有关情况。
本书资料主要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书籍和报刊，也参考了国内出版物和其他国家的有关资料。
其中，重要参考资料是O.伊布拉伊莫夫主编的《吉尔吉斯斯坦百科全书》（比什凯克2001年俄文版）
、王沛教授主编的《中亚四国概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版）和马大正、冯锡时先生主编的《
中亚五国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2月版）。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曾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领导和该所中亚研究室、图书资
料室和科研处有关同志的支持。
吉尔吉斯斯坦驻华大使埃尔兰·阿勃德尔达耶夫先生在百忙中为本书认真作序。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还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张达楠教授、张森教授、中央民族大
学胡振华教授和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艾莱提·托洪巴依先生的帮助。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为本书出版发行也付出了大量心血与汗水。
在此，谨向上述部门和各位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深深的敬意。
　　我们在着手编写本书时曾制定出“全、新、准”三字方针。
“全”即本书内容、资料要齐全；“新”即引用的数字、资料要新；“准”即要求在取材、阐述方面
要尽量准确，力争奉献给读者一本真实可信的《吉尔吉斯斯坦》。
然而，由于搜集到的资料有限和作者水平有限，加之本书内容广泛，上述三字方针没有完全做到，还
可能有疏漏甚至错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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恳请读者朋友谅解和指正。
　　作者　　2004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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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吉尔吉斯斯坦驻华大使序　　尊敬的中国朋友们：　　吉尔吉斯斯坦经受住了历史性挑战，克服
了各种暂时困难，现在正处于本国发展的重要阶段。
由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阿斯卡尔·阿卡耶夫开创的改革已进行了12年。
由于坚持不懈和目标明确的努力，国家在形成民主社会和建立市场经济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和进步。
　　吉尔吉斯斯坦认为发展和加强同外国的联系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方面，我想特别自豪和非常满意地指出，吉中关系堪称国家间合作的典范。
　　吉中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与合作源远流长。
历史学家们把两国关系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
当时伟大学者司马迁在其名著《史记》中首次提及“吉尔吉斯”这个民族名称。
　　在吉尔吉斯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来的最新时期，双边合作已进入一个最高的
发展阶段。
根据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的原则，彻底解决了历史遗留给我们的所有问题。
在这方面，2002年6月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阿·阿·阿卡耶夫访华期间根据双方意愿签署的《睦邻友好
合作条约》对两国的合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从总体上规划了在业已开始的21世纪共同发展的前景。
　　我相信，《吉尔吉斯斯坦》能使中国读者得到有关吉尔吉斯斯坦非常充分而又全面的信息，能使
他们更好地知悉和了解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制度以及她所执行的对内对外政策。
　　借此机会谨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为出版《吉尔吉斯斯坦》所做的不懈努力表示感谢。
　　致以最良好的祝愿。
　　吉尔吉斯斯坦驻华特命全权大使　　埃尔兰·阿勃德尔达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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