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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乌兹别克斯坦与独联体国家关系中俄罗斯处于首位，而且在乌对外战略中俄罗斯也处于特殊地位。因 

为从国家安全利益、国内稳定、历史上形成的密切的经济联系来看，乌兹剐克斯坦都离不开俄罗斯。为了保住 自己柔软 

的“南腹部”，俄罗斯也 日益重视与乌开展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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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独联体国家中，乌兹别克斯坦与俄罗斯的关系 

比较特殊，即自主性强，离心较重。纵观独立 l2年以 

来乌兹别克斯坦与俄罗斯经贸关系的发展，我们不难 

发现，除了经济因素外，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受政治 

因素的影响较重。 

一

、 独立后俄乌关系的发展 

影响俄乌关系发展的因素很多，包括政治、经济、 

历史、民族、国际等各个方面，我们把俄乌两国关系的 

发展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 

1．分道扬镳阶段 

从 1991年 l2月到 1993年9月，即独联体经济的 

“非一体化”阶段。在这期间，由于俄罗斯在经济上极 

力想“甩包袱”，对中亚“穷兄弟”不闻不问。认为只要 

与西方国家密切关系，就会财源滚滚，经济恢复与发 

展指日可待。而乌兹别克斯坦为了保住来之不易的 

政治与经济独立，也力图与俄罗斯保持远距离。尽管 

当时乌兹别克斯坦也说俄罗斯是它的“第一伙伴”，并 

于 1992年5月与俄罗斯签署了为期 l0年的《乌俄国 

家关系基础、友好、合作条约》，但只是停留在书面和 

口头上。在独立之初，乌国把外交重点放在与穆斯林 

国家，主要是与土耳其的关系发展上。 

2．重新整合阶段 

从 1993年9月到 1996年5月。独联体内部一系 

列事件的发生，使俄罗斯意识到其“甩包袱”政策的失 

误。在叶利钦总统的督促下，俄外交部调整了其独联 

体政策，尤其重视加强对中亚地区的控制，力保最后 
一 个势力范围。独联体经济一体化由此出现了启动 

的迹象。乌国由于文化、军事、民族，尤其是经济上对 

俄罗斯的依赖短时间内难以完全消除，因此开始重视 

与俄罗斯的关系。在这期间，两国领导人往来频繁。 

1994年3月，卡里莫夫首次正式访俄，与叶利钦总统 

就发展和加强两国合作关系问题进行会谈，签署了乌 

俄两国关系和友好合作条约、两国调整军事和经济一 

体化、航空运输、免征双重税收等框架性文件。1995 

年7月，俄总理切尔诺梅尔金访乌，与卡里莫夫总统 

就加强两国经济关系和科技合作问题举行会谈，签订 

了关于两国财政信贷合作、科技合作、两国货币相互 

兑换、两国外交部合作、建立“伊柳辛”跨国联合工业 

集团、乌俄纺织业控股公司等 l0多项合作协议。此 

外，乌俄两国企业界领导人开始相互交往，以便发展 

直接合作。1994年 1月25日，在塔什干举行乌俄 100 

多家企业领导人会晤，商谈相互供货和直接合作问 

题，乌俄工业家联合会主席霍贾耶夫和沃尔斯基签订 

了经济合作协议。1995年 l2月 8日，俄罗斯工业家 

联合会主席沃尔斯基访问乌兹别克斯坦，与乌政府领 

导人讨论扩大两国企业家之间直接合作问题。截止 

到 1996年初，乌俄合资企业已有 100多家。1996年 

初，俄外长普里马科夫一上任就出访了乌兹别克斯 

坦。俄乌两国领导人对双边关系的重视可见一斑： 

3．整合与分化并存 

从 1996年6月到 1999年下半年。应该承认，白 

俄罗斯开始调整其独联体政策一直到独联体政策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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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形成，以及在独联体政策的实际运用过程中，俄罗 

斯一直都很重视与乌及中亚其他 4国的关系。1997 

年底 ，时任总理的切尔诺梅尔金出访乌国，加紧了对 

乌的工作，以期恢复对“传统领地”的密切关系。1998 

年 l0月 l1日俄总统叶利钦首次访问了乌兹别克斯 

坦，并与塔吉克斯坦签署了《俄乌塔三国全面合作宣 

言》和《俄乌 1998--2007年深化经济合作协定》等合作 

文件。但是自1996年6月，乌兹别克斯坦出现了较强 

的离心倾向，迅速发展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力图排挤 

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充当地区强国。卡里莫夫频频 

出访一些发达国家，在寻求支持、引进西方资金和先 

进技术设备的同时，努力推进乌与美国及北约的关 

系。1999年2月 23日，乌国宣布退出独联体集体安 

全条约和稍后加入“古阿姆”集团，标志俄乌关系降至 

冰点。 

4．良性发展阶段 

1999年7月未开始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 

坦和塔吉克斯坦 3国交界处出现的武装动乱使乌兹 

别克斯坦开始谋求与俄罗斯改善关系。在以俄为轴 

心的独联体国家广泛合作机制难以启动的情况下．俄 

罗斯将会更多地利用双边和多边合作组织，突出发展 

在经济、安全等特定领域中的合作关系，开辟新的合 

作模式，运用“准联合体”方式加强联系，以弥补独联 

体缺乏凝聚力的不足，并重点加大对乌等离心倾向较 

重国家的工作力度，力图通过小范围结盟，保持对其 

“传统领地”的控制。2000年4月 15日，普京出访乌 

兹别克斯坦并与其签署了向俄供应天然气的协定。 

普京还以增加乌兹别克斯坦油气出口过境量等经济 

手段拉近与乌国的关系，其意图就是想通过加强双边 

经济合作，达到既获得利益，又控制整个发展进程的 

目的。2003年7月，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阿列克谢·米勒对塔什干进行了工作访问。双 

方会谈的主要议题是发展俄天然气工业股份有限公 

司与乌在天然气领域的战略合作和落实2002年 l2月 

17日俄天然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乌国家石油天然 

气控股公司达成的协议。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不仅进口乌兹别克斯坦的天然气，还从事经乌 

向其它国家转运天然气的业务。目前，俄乌两国在天 

然气领域的合作正步入实质性的阶段。 

二、货物贸易的发展 

尽管俄乌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会因政治关系的 

不和谐而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苏联时期建立起来 

的传统经济联系仍然在共同的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从进出口商品结构来看，两国间经济领域仍 

存在一定依赖性，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难 

以完全割断。俄希望进一步占据和拓展乌市场，确保 

在乌市场基本经济利益份额；乌国虽然依赖西方投资 

使国内经济实现较平稳回升，但在能源、航空等工业 

领域仍需要与俄开展合作，一方面希望通过俄领土输 

出石油和天然气，另一方面希望把产品打入俄罗斯市 

场。但是，随着进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乌国必将扩 

大工业制成品(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 

而减少原材料和半制成品(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生 

产和出口。因此，俄乌两国的经济互补性将逐渐减 

弱，x~'t-经贸关系的发展也会受到影响。 

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独立后的俄乌经贸关系 

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总的看来，独立之初的两国贸 

易联系还是比较稳定的，尽管贸易额不大。但乌兹别 

克斯坦对俄罗斯经济的依赖程度不断下降，且这种趋 

势还在发展。自1997年以来，俄罗斯与乌兹别克斯坦 

的双边贸易额逐年下降，双边贸易额跌落近一半。但 

是，随着俄罗斯经济的恢复性增长以及俄乌两国对外 

经济政策的调整，本世纪初，俄乌两国之间的经济联 

系也较以往密切。2001年两国间的贸易总额在经过 

几年的下滑后又开始上升。 

三、影响因素分析 

1．西方国家的拉拢、离间政策 

1997年7月，美国的中亚战略出台，其目标是使 

中亚地区成为美国2l世纪战略能源基地和制衡俄罗 

斯扩大势力范围的地缘政治支点。美国推行其中亚 

战略的典型表现是迅速发展与乌的关系，扩大对乌的 

出口，增加对乌的经济援助，在 1992--2002十年间，美 

国政府在财政援助计划框架内向乌兹别克斯坦共提 

供了约5亿美元的援助。2002年，乌兹别克斯坦从美 

国农业部获得了价值4800万美元的粮食援助 2003 

年，美国计划在经济领域继续对乌进行援助，其中主 

要包括在税收、银行及乌加入世贸组织等方面给予援 

助。同时，西方其他国家也纷纷进入乌，提供了数量 

不等的贷款，并投资建立了一批合资企业。由于西方 

国家的介入，增加了乌对俄的离心倾向。 

2．乌对俄罗斯的戒备 

乌对俄罗斯大民族主义和国家主权具有高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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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备和敏感。卡里莫夫在其著作《临近 2l世纪的乌 

兹别克斯坦》一书中写到，“目前俄国内尚存在沙文主 

义的势力和主张，某些政治家还不能克服过去的帝国 

思维，打算用高压手段使独联体国家屈服于俄。”并指 

出，“只有在相互平等、相互尊重利益的基础上发展双 

边关系，才是摆脱沙文主义影响，增加彼此信任的惟 
一 出路”。由于乌兹别克斯坦对国家主权的高度敏 

感，致使其虽然赞同在特定的领域、部门实现有限经 

济一体化，但坚决反对在独联体内建立任何超国家机 

构，更反对建立政治、军事联盟。让人困惑的是，卡里 

莫夫政府积极倡导中亚一体化，但却坚决反对由俄、 

白、哈、吉、塔组成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和俄白联盟，认 

为这是“为俄试图恢复旧苏联的统治开了不好的先 

例”，也暴露了其欲充当中亚霸主的野心。 

3．乌境内俄罗斯族人的法律地位问题 

苏联解体时，乌境内生活着 8％的俄罗斯族人，虽 

然有一部分人已经陆续回迁俄罗斯，但留下的还占多 

数。这些俄罗斯人要求乌国政府给予双重国籍的要 

求遭到乌当局的拒绝，而类似的问题在土库曼斯坦和 

塔吉克斯坦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保护境外俄罗斯族 

人的利益，是俄罗斯历届政府的首要任务，俄罗斯领 

导人不止一次地宣称：俄罗斯将不惜任何手段，维护 

境外俄罗斯人的利益。因此，这个问题解决的好与坏 

将直接关系到俄乌两国关系的发展。 

4．乌国的自然优势 

乌兹别克斯坦拥有很大的生产潜力、发达的工业 

基础设施、良好的气候、丰富的农业和矿业资源。乌 

兹别克斯坦不像有些独联体国家严重依赖俄燃料动 

力资源。独立后的乌兹别克斯坦经过卓有成效的渐 

进经济体制改革，经济逐渐进入恢复性增长。近年来 

乌国的石油天然气部门获得蓬勃发展。天然气和石 

油完全能满足国内需求，不再进口原油和许多种石油 

产品。乌国拥有中亚统一动力系统 50％的振荡生产 

设备，这不仅能保障国内电力需求，而且有一部分电 

力可以出口。目前，在机器制造和石油工业部门中外 

国投资者占据主要地位。将来，随着新的石油、天然 

气管道的开通及路上交通的改善，俄乌经济联系还会 

进一步减少。最后，俄经济在短期内尚难以实现繁 

荣，在与西方国家角逐中不占优势。随着西方加紧在 

乌的活动，俄的影响势必还会受到削弱。这也是影响 

俄乌两国经济贸易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 

四、结 束 语 

尽管乌兹别克斯坦与俄罗斯之间矛盾重重，离心 

日重，但双边关系的发展将是长期的。从短期来看， 

由于俄乌两国历史上形成的紧密的经济联系、政治上 

需要相互支持、安全领域需要相互配合等原因，俄乌 

两国的关系仍将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良性发展下去。 

从长期看，尽管乌兹别克斯坦对俄罗斯的经济依赖程 

度正在下降，但从政治、军事层面上来看，俄乌关系的 

发展也将是长期的，而政治、军事关系的改善，也必然 

会带动经贸关系的发展。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多极 

化的趋势明显加强，乌国将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与俄罗斯之间寻求平衡的支点，而俄罗斯也必将继续 

实行全方位的务实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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