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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以中国的中亚外交为题目，不过，它反映的是作者个人的看法，而不代表官方的观点。
本书有两个基本视角：一个是作者对中国中亚外交的认识和理解，即对“本体”的认识和理解；另一
个是作者对中国中亚外交的看法和主张，即作者个人的思考和想法。
中国的中亚外交涉及到太多的内容，是非作者的能力所能全面和深入探究的。
本书是作者近年工作的积累，也是比较个性化的一种研究。
本书在内容结构上有七部分：第一部分对中国与中亚关系的历史进行了勾勒，侧重于政治和安全关系
，主要是为了把当代和历史上的中国与中亚的关系联接起来，也是为当代中国与中亚关系提供一个认
识的历史纵深和视野。
第二部分是对中国中亚外交的理论性探讨。
这一部分有四章，包括中国进入中亚的过程，中国在中亚的基本利益和演变，中亚在中国外交中的地
位，中国中亚政策制定的基础。
第三部分内容是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双边关系，对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的关系分别进行了分析，特别是对它们各自的特点进行了表述。
第四部分是对中亚地区大国关系的宏观观察。
它涉及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中亚大国关系的形成和基本特点，另一个是作为中亚三个最有影响的大国
——中、俄、美关系的发展演变。
第五部分是对各大国在中亚的分别考察，包括俄罗斯、美国，以及欧洲、印度、日本，同时探讨了中
国对它们的政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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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收以中国与中亚关系和中国对中亚政策为研究对象。
在这个框架之下，本书对相关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包括中国中亚政策的历史演变、中国在
中亚的基本利益、中亚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中国中亚政治的制定、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双边关系、中
国与中亚地区的在国关系、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等。
本书以探讨和分析为主，以事事件过程的叙述为辅，力图能对中国的中亚外交给予一个全景式的描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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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西域远离中原，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统治主要是通过羁縻的办法，当地少数民族政权基本是在承认中央
王朝条件下的自治，在中原王朝强大时，对西域能实施有效的控制，西域相对平静；而每当中央王朝
受到内忧外患的打击，对西域无暇顾及和力不从心时，西域往往也叛乱频生。
另一种情况是，独立称王的诱惑对西域的地方势力是巨大的诱惑，总有一些野心勃勃的人图谋脱离中
原王朝的控制，建立独立王国。
由此，也经常不断地出现叛乱和分裂的威胁。
以清朝时期来说，在西域发生的较大的叛乱，除了准噶尔叛乱外，还有过策妄阿拉布坦叛乱、葛尔丹
策零的叛乱、阿睦尔撒纳的叛乱、大小和卓叛乱、张格尔叛乱等，可以说，在中国与西域2000多年的
历史里，间歇性的大大小小的叛乱和分裂活动从没有完全停止过，中原王朝一直面临着西域分裂出去
的危险。
概而言之，强大游牧民族的侵扰，经常不断的叛乱，外敌的入侵和领土扩张，构成了历史上中亚对中
国长期性的安全问题。
应对外患，平息叛乱，防止分裂，维持稳定成为中国在西北地区往复循环的战略任务。
安全问题始终是中国在西北地区最大的关切，维持统一、保持安定始终是中国在中亚地区的首要任务
。
中国历史上在中亚地区又一个基本利益或说是主要目的就是保障交通通道的安全和畅通。
中亚的交通安全和畅通对中国有十分重要的政治、安全和经济意义。
这里所说的交通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从中原到西域的交通；另一层意思从西域到南亚、西亚和欧
洲的交通。
这实际上是一条大通道的两个部分，不过它们对中原中央政府的含义不完全一样。
从中原到西域是连接中国内地和西域的通道，自古以来，西出河西走廊一直是从中原到西域的主要道
路。
这条道路距离漫长，行路艰难，从来就是一条危途。
中原官吏到西域任职为官、中央政府向西域调遣兵马、西域政权到中原朝贡觐见、中原和西域之间政
令消息的上通下达，都离不开这条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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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的中亚外交》有两个基本视角：一个是作者对中国中亚外交的认识和理解，即对“本体”的认
识和理解；另一个是作者对中国中亚外交的看法和主张，即作者个人的思考和想法。
中国如何进入中亚中国在中亚的基本利益及演变中国中亚政策的制定基础中亚大国关系的形成和特征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双边关系中国在中亚的挑战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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