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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通过对中国知网(ＣＮＫＩ)的数据统计分析可以发现ꎬ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８
年间中国中亚研究知识增长显著ꎮ 具体表现为研究成果呈倍数增长ꎬ研究者数量

明显增加ꎬ研究成果认可度也有较大提高ꎮ 在知识发现方面ꎬ根据设定的 ７ 个研究

领域ꎬ研究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的比重最高ꎬ其次为研究中亚地区格局(或秩序)
问题ꎬ比重最低的是研究中亚地区(国家)宗教问题ꎮ 尽管中国中亚研究的学术贡

献显著ꎬ但也存在许多问题ꎬ比较突出的结构性问题是重政策取向ꎬ轻基础研究ꎻ百
家争鸣多ꎬ原创知识少ꎻ研究队伍相对数量大ꎬ绝对数量少ꎮ 鉴此ꎬ完善学理空间ꎬ
聚焦方法论、学术共识和学科建设三大要素ꎬ是未来中国中亚研究的努力方向ꎮ

【关 键 词】 　 中国中亚研究　 知识增长　 知识发现　 研究方法

【作者简介】 　 肖斌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ꎮ

“中亚”的概念是在自然和文化的双重作用下形成的ꎮ 德国地理学家亚历山

大冯洪堡受沙皇俄国邀请ꎬ自 １８１１ 年至 １８２９ 年完成了亚洲探险项目ꎬ于 １８４３
年出版了三卷本«中央亚细亚»①ꎮ 洪堡在其著作中根据地质特征勾画了“中亚”ꎬ
这是“中亚”概念首次出现在国际学术界ꎮ 此后ꎬ德国探险家、地理学家费尔南

多冯李希霍芬在其三卷本«中国»(１８４７ 年)中ꎬ根据水系定义了“中亚”ꎮ 与

洪堡的概念相比ꎬ李希霍芬的“中亚”在地理范围上要小ꎮ 在冷战结束前ꎬ“中亚”
的概念基本上以沙皇俄国(苏联)的定义为准ꎬ地理范围包括今天的吉尔吉斯斯

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ꎮ 冷战结束后ꎬ在 １９９２ 年 １ 月举行的

塔什干会议上ꎬ因哈萨克斯坦的加入ꎬ中亚国家的地理概念从原来的四国增加到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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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１９９２ 年出版的«中亚文明史»中ꎬ把“中亚”定义为“阿富

汗、伊朗东北部、巴基斯坦、印度北部、中国西部、蒙古和原苏联中亚共和国”①ꎬ但
国际学界通常把中亚五国(即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

和乌兹别克斯坦)所处的地理和人文空间称之为“中亚”ꎬ这是当前国际学界定义

“中亚”的两个要素ꎮ
中国学界基本上沿用了国际学界对“中亚”的定义ꎬ当然这也与早期中国研究

者的学科背景有关ꎮ 早期中国的中亚研究人员大都从事苏联政治和经济、苏联史、
苏联民族关系、国际共运史和俄语语言文学等学科的研究ꎮ 在研究层次上ꎬ中国的

中亚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世界体系中的中亚、中亚地区和中亚国家ꎬ研究议题涉及

政治、经济、军事、人文等所有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ꎮ 对于早期中国研究者而言ꎬ任
何一个层次和议题的中亚研究都是开拓性的ꎮ 因为在全球历史进程中的绝大多数

时间里ꎬ中亚都处于边缘地位或附属于苏联史中ꎬ中国学界对于中亚的认识缺少足

够的学术积累ꎮ 可以看出ꎬ中国早期从事中亚研究的研究者们ꎬ在极为简陋的学术

环境中极深研几ꎬ为中国中亚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学术基础ꎮ
本研究目的是通过回顾中国中亚研究 ２６ 年的发展历程ꎬ分析知识增长和知识

发展的贡献及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ꎮ 在选择分析单位上ꎬ以通用的中亚概念为基

础ꎬ选择地区及国家两个单位ꎮ 时间维度则属于历史研究ꎬ即 １９９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ꎮ 为了提高研究的信度和效度ꎬ我们选择中国知网(ＣＮＫＩ)作为基础数据

库进行随机抽样ꎮ 检索条件设置为三个:(１)主题为“中亚”ꎻ(２)时间从 １９９２ 到

２０１８ 年ꎻ(３)文献分类为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Ｉ 辑、社会科学 ＩＩ 辑和经济与

管理学ꎬ符合上述 ３ 个条件的属于“初次检索结果”ꎮ
初次检索结果只能说明中国中亚研究的数量或事实ꎬ并不能解释中国中亚研

究关注的议题及结果ꎮ 为此ꎬ在“初次检索结果”的基础上ꎬ本研究进行了二次筛

选ꎮ 二次筛选设定了两个条件:(１)可证伪性②ꎬ即研究结果(解释、预见)在逻辑和

原则上有可能被经验反驳ꎮ (２)符合一定的引用率ꎮ 引用率是国际学术界判断科

学论文内在价值的常用指标ꎬ本研究的标准是同期文章的平均引用率ꎬ在同时满足

条件 １ 和 ２ 的基础上ꎬ本研究在“初次检索结果”中确定所要分析的文献ꎮ 需要说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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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是ꎬ上述研究方法也存在着一定缺陷ꎮ 因为所有文献来源都是根据关键词“中
亚”为标准的ꎬ一些研究中亚国家的文献因缺少中亚这个关键词而被数据库排除在

外ꎬ即出现残缺资料的现象ꎮ 为了减少残缺资料带来的问题ꎬ根据研究议题ꎬ又引

入了中亚国家国名作为关键词扩大了检索ꎬ从而降低了残缺资料可能带来的认识

偏差ꎮ

一　 中国中亚研究的知识增长

初次检索结果显示ꎬ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８ 年间ꎬＣＮＫＩ 以“中亚”为主题的期刊论文共有

１０ ０２２ 篇ꎬ博硕学位论文共计 １ ０３５ 篇ꎮ 这是分析中国中亚研究现状的重要基础ꎬ
这些成果呈现出如下特点:

１ 中国中亚研究整体发展快ꎬ但受政策影响ꎬ研究成果数量呈现出“过山车”
式涨落现象ꎮ 从图 １ 可见ꎬ期刊论文研究成果最多的年份是 ２０１５ 年ꎬ共 ９３０ 篇ꎬ最
少的年份是 １９９３ 年ꎬ共 ９４ 篇ꎬ年平均 ３７１ 篇ꎮ ２００６ 年是中亚研究的重要分水岭ꎬ
中国中亚研究开始出现明显上升势头ꎮ

图 １　 中国中亚研究成果数量(１９９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ꎬ单位:篇)
数据来源:中国知网ꎮ

从中国研究者关注的议题来看ꎬ２００６ 年中国中亚研究出现热潮的直接原因

是:中亚国家发生了社会运动(２００５ 年 ３ 月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的“郁金香革

命”)、上海合作组织成立 ５ 周年、美国中亚政策的变化和里海大陆架发现油气资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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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ꎮ 从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７ 年ꎬ研究成果数量明显上升ꎬ因“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ꎬ中
国中亚研究出现了“井喷式”的发展ꎬ围绕“一带一路”ꎬ中国学界从地缘政治、人
文、西部安全、贸易互补、能源合作、形象建设、语言、金融等领域对中亚进行了分析

和研究ꎮ 这是自 １９９２ 年以来中国中亚研究成果最多的时期ꎮ 但是ꎬ若从研究方法

来看ꎬ在运用科学方法方面还存在较大不足ꎮ
２ 认可度较高的研究成果大都是同类选题研究较早的、内容数据丰富的议

题ꎬ研究者通常以长期从事俄罗斯和中亚研究的学者为主ꎮ
为了能够从既有研究中分析出中国中亚研究的规律ꎬ提炼出中国中亚研究的

特点ꎬ在既有数据集(即初次检索的 １０ ０２２ 文献)基础上进行了第二次筛选ꎮ 通过

数据分析ꎬ符合二次筛选条件的文献共计 ４ ８１９ 篇ꎮ 因科学论文的引用率是反映

论文被使用和重视程度的重要指标ꎬ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出中国中亚研究的

认可度ꎮ 为此ꎬ我们对 ４ ８１８ 篇文献进行了概率抽样ꎬ即通过年平均引用率(去掉

一个最低和最高引用率ꎬ简称:ＡＶＰＣＳ)来选择有代表性的文章(见表 １)ꎮ 需要说

明的是ꎬ不是所有高引用率的学术文章都能反映中国中亚研究的进展ꎬ受中国宏观

发展政策影响ꎬ部分政论或策论文引用率较高ꎬ但研究者并非是长期从事中亚研究

的研究者ꎮ

表 １　 中国中亚研究的年平均引用率(１９９２ 年 １ 月 ~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①

年份 篇数 平均引用率 被引用频率最高的期刊论文(单位:次)

１９９２ ８３ １ ３７ 试析中亚及高加索地区伊斯兰教的复兴(张佩贤)

１９９３ １１１ １ ３２ 独立一年来的中亚经济(刘清)

１９９４ ３９ ０ ０３ 中亚五国的宗教问题及其对政局的影响(沈翼鹏)

１９９５ ５９ ２ ４９ 中亚民族问题及其趋势(季志业)

１９９６ ６１ ２ ４２ 中亚五国独立以来政治经济形势述评(常庆)

１９９７ ７２ ３ ６１ 大国及地区势力对中亚高加索的争夺及其影响(冯玉军)

１９９８ ７６ ５ ４１ 美国的石油地缘战略与中国西藏新疆地区安全———从美国南亚和
中亚外交新动向谈起(张文木)

１９９９ ５４ ４ ６１ 国际新格局中的中亚五国(孙壮志)

２０００ ８２ ５ ８４ 中亚五国的地缘战略地位(孙壮志)

２００１ １６１ ７ ３４ “中亚”: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的思考(潘志平)

４

① 若期刊论文被引用频率相同ꎬ则以研究内容为中亚和最早发布时间为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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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 １２９ ９ ６３ 三个“极端主义”与中亚安全(陈联璧)

２００３ ８７ ９ ７ 论上海合作组织的机制化(许涛)

２００４ １１７ １０ ５９ 中国与中亚地区经济合作(陈玉荣)

２００５ １５６ １１ ２１ 美国中亚战略棋盘上的非政府组织(李立凡、刘锦前)

２００６ １６７ １０ ７２ 中国—中亚新丝绸之路经济发展带构想(朱显平、邹向阳)

２００７ １８０ １０ ３ 苏联解体以来美国对中亚政策的演变(１９９１ ~ ２００６)(郑羽)

２００８ １５３ ９ ７７ 中亚五国农业及与中国农业的互补性分析(布娲鹣阿布拉)

２００９ １５０ ８ ４３ 中亚国家贸易便利化发展及其评价(胡颖)

２０１０ １８６ ９ ５９ 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潜力测算及分析———贸易互补性指数与引力
模型研究(毕燕茹、 师博)

２０１１ １４６ ８ ６２ 中亚孔子学院发展现状、问题与策略研究(梁焱、焦健)

２０１２ １６７ ７ ２７ 美国新丝绸之路战略探析(赵华胜)

２０１３ １７６ ６ ６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一体化战略路径与实施对策(王保忠、何炼成、
李忠民)

２０１４ １９７ １４ ２１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内涵、定位和实现路径(胡鞍钢、马伟、鄢
一龙、)

２０１５ １１１ ８ ６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中国的中亚政策(袁胜育、汪伟民)

２０１６ １７５ ３ １９ “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想象与地区合作(曾向红)

２０１７ １１６ ０ ４８ 中国与中亚区域贸易合作治理研究———兼论“一带一路”倡议下共
建自贸区的可行性(韩永辉、 罗晓斐)

２０１８ ７０ ０ ３６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中亚 ５ 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研究(魏蕾)

３ 研究机构不断增多ꎬ博硕士学位论文有较大幅度增长ꎮ

除学术期刊文章外ꎬＣＮＫＩ 的博硕学位论文也是中国中亚研究的重要基础ꎮ 与

１９９９ 年相比(见图 ２)ꎬ近年有关中亚研究的博硕学位论文有了较为明显的增加ꎬ平
均每年有 ５１ 篇博硕士论文ꎬ但是总体发展不均衡ꎮ 在中国教育部的鼓励和“一带

一路”倡议的推动下①ꎬ国内高校扩大了国内外招生规模并加强了研究力量ꎬ兰州

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

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已是我国授予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留学生学位的主

力机构ꎬ有关中亚研究的学位论文数量大幅增加ꎮ

５

①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７ 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１０ 日)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ｅ ｇｏｖ ｃｎꎻ«教育部关于印发
‹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培育和建设暂行办法›的通知»(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１ 日)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ｅ ｇｏｖ 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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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中国中亚研究的博士硕士论文数量(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数据来源:中国知网ꎮ

　 　 在对涉及中亚议题的 １ ０３６ 篇博硕学位论文二次筛选后ꎬ符合 ＡＶＰＣＳ 的博硕

学位论文共计 ３３０ 篇ꎬ占已发表学位论文的 ３１ ８５％ (见表 ２)ꎮ 从被引用频率最高

的博硕士学位论文来看ꎬ在中国研究中亚问题的博硕士学位论文中ꎬ以中亚(地区、
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为视角的学位论文略低于中国—中亚关系(经济、安全、文
化等)的学位论文数量ꎬ政策对博硕士学位论文选择中亚议题的影响是正相关关

系ꎬ其中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中亚地区安全、族群关系、能源、文化、经济等内容是

博硕士学位论文最为常见的选题方向ꎮ

表 ２　 中国中亚研究博硕学位论文的 ＡＶＰＣＳ(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①

年份 篇数 平均引用率 被引用频率最高的博硕士学位论文(单位:次)

２０００ ３ ９ 国际新格局中的中亚五国(孙壮志)

２００１ ２ ３ 论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的政治、经济与对外关系(徐海燕)

２００２ ５ ７ 俄罗斯能源外交:理论与实践(庞昌伟)

２００３ ９ ６ 论中亚五国民族问题、民族政策及其影响(李厚建)

２００４ ７ ６ 哈萨克斯坦政治转轨研究(于坚)

２００５ １３ ４ 上海合作组织研究(李敏伦)

２００６ １３ ５ 试析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徐浩淼)

２００７ ２３ ４ 冷战后中亚地缘政治格局变迁与新疆安全和发展(蒋新卫)

２００８ １０ ４ 初级阶段中亚留学生汉语学习动机研究(侯创创)

６

① 若期刊论文被引用频率相同ꎬ则以研究内容为中亚(地区、国家、上海合作组织)和最早发布时间为
准ꎮ



学科建设与区域国别研究　

２００９ ２８ ４ 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研究(焦一强)

２０１０ ２８ ５ 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研究(毕燕茹)

２０１１ １５ ６ 吉尔吉斯斯坦汉语教学现状研究(史王鑫磊)

２０１２ １８ ４ 中国与中亚能源开发合作研究(张辛雨)

２０１３ １６ ４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金融合作研究(秦姗姗)

２０１４ ３０ ３ 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高等教育合作研究(申建良)

２０１５ ３８ ２ 推进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投资便利化研究(韩东)

２０１６ ４８ １ 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增长潜力及路径研究
(吾斯曼吾木尔)

２０１７ ２１ １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可行性研究(林彩)

２０１８ ３ １ 中国电影在中亚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胡凯)

４ 研究议题不断扩展、数量增加较快ꎮ 为了梳理出中国中亚研究的学术贡

献ꎬ在对既有 ５ １４８ 篇文献(４ ８１８ 篇期刊文章和 ３３０ 篇博硕士学位论文)进行归类

基础上ꎬ根据研究议题设置了中外关系(简称:ＣＦ)、族群(简称:ＥＴ)、社会经济(简
称:ＥＣ)、人文(简称:ＨＩ)、国别政治(简称:ＰＯ)、宗教(简称:ＲＥ)和地区政治(简
称:ＲＰ)七大类内容(见表 ３)ꎮ 在上述分类的基础上ꎬ根据中国中亚研究年平均引

用率ꎬ归纳的出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８ 年中国中亚研究议题的变化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自中亚

国家独立以来ꎬ中国知网最早有关中亚问题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是 ２０００ 年发布的ꎬ
因此ꎬ学位论文的统计要晚于学术论文ꎮ

表 ３　 中国中亚研究议题分类

分类 涉及的问题

ＣＦ 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ꎬ包括经济和投资ꎮ

ＥＴ 民族政策、移民、突厥文化、跨境民族、传统社会、东干人ꎮ

ＥＣ 金融、贫困、贸易和投资、资源保护及开发、技术合作ꎮ

ＨＩ 历史、语言、文化、留学生和孔院教育ꎮ

ＰＯ 国内政治、对中亚政策、中亚国家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ꎮ

ＲＥ 宗教思想、宗教派别、宗教文化影响、宗教极端势力ꎮ

ＲＰ 上海合作组织、三股势力 颜色革命、地缘政治、毒品和跨国犯罪ꎮ

为了发现中国中亚研究的规律及研究者偏好ꎬ选择的方法是跟踪式研究ꎬ即通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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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监测一段时间内研究内容数量的变化①ꎮ 通过对 ５ １４８ 篇文献梳理和筛选ꎬ将中

国中亚研究(学术和学位论文)作如下统计分类(见表 ４ 和表 ５)ꎮ
从表 ４ 可以看出ꎬ自 １９９２ 年以来ꎬ中国中亚研究的学术论文能够达到 ＡＶＰＣＳ

的文章有 １ ５７４ 篇ꎬ其中 ＣＦ 类的文章占比最高达到 ３０％ ꎬ其次是 ＲＰ 类为 ２３％ ꎬＥＣ
类为 １５％ 、ＰＯ 类为 １３％ 、ＨＩ 类为 １１％ 、ＥＴ 类为 ５％ 、ＲＥ 类为 ３％ ꎮ 受“一带一路”
倡议的影响ꎬ中国中亚研究学术论文的认可度在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达到了有记录

以来的峰值ꎬ分别有 １０２ 篇和 １４９ 篇文章达到 ＡＶＰＣＳꎬ同期 ＣＦ 类年 ＡＶＰＣＳ 也达到

了有统计以来的峰值ꎬ２０１５ 年为 ５２ 篇ꎬ２０１６ 年为 ７８ 篇ꎬ文章关键词多以“丝绸之

路经济带下”(或“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或“一带一路”)作为条件来分析中国与

中亚国家的关系ꎮ 除 ＥＣ(２０１５ 年 ２１ 篇)类外ꎬ其余类别出现 ＡＶＰＣＳ 峰值的年份都

有不同ꎬＥＴ 类 １９９６ 年有 ６ 篇、ＨＩ 类 １９９８ 年有 １２ 篇、ＰＯ 类 ２００７ 年有 ２４ 篇、ＲＥ 类

１９９２ 年有 ６ 篇、ＲＰ 类 ２００６ 年有 ３６ 篇ꎮ 但因相当多的研究者并不长期从事中亚研

究ꎬ当“一带一路”逐渐从“大写意”进入“工笔画”阶段时ꎬ中国中亚研究学术论文

的 ＡＶＰＣＳ 明显下降ꎬ甚至低于第三峰值 ２００９ 年的 ９５ 篇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受培养

模式的影响ꎬ兰州大学研究生与导师合作的有关中亚议题学术论文的认可度(达到

或超过 ＡＶＰＣＳ)最高ꎮ

表 ４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８ 年中国中亚研究议题(学术论文)

年份 ＣＦ ＥＴ ＥＣ ＨＩ ＰＯ ＲＥ ＲＰ ＡＶＰＣＳ

１９９２ ２ ３ ４ ６ ５ ６ ６ ３２

１９９３ １ ５ ５ ３ ４ ２ ２ ２２

１９９４ ３ ４ ３ ６ ０ ３ １ ２０

１９９５ ２ ２ ７ １１ ５ ２ ３ ３２

１９９６ １ ４ ８ １０ ４ １ ７ ３５

１９９７ ２ ６ ３ ６ １ １ ６ ２５

１９９８ ５ ３ ４ １２ ３ ３ ３ ３３

１９９９ ３ ３ ４ ２ ５ ４ １０ ３１

２０００ ４ ３ ４ ８ １ ２ ３ ２５

２００１ ２ ３ ８ ７ １０ ５ １２ ４７

８

① 〔美〕罗杰皮尔斯:«政治学研究方法:实践指南»ꎬ张睿壮等译ꎬ重庆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ꎬ第 ４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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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 ８ １ ４ ３ １０ ４ １８ ４８

２００３ ６ ３ ８ ５ ３ １ １３ ３９

２００４ １０ ２ １５ ０ ４ １ ２０ ５１

２００５ ５ ５ ４ ５ １３ １ ２３ ５６

２００６ １４ ２ ８ １ １０ １ ３６ ７２

２００７ ２７ ３ １１ ５ ２４ １ ２７ ９８

２００８ １６ １ ７ ４ １２ １ １４ ５５

２００９ ３６ ４ １２ ８ １４ １ ２０ ９５

２０１０ ２２ ４ １０ ８ ７ ０ １２ ６３

２０１１ ３７ ５ ８ １３ １２ ３ １０ ８８

２０１２ ２１ １ １０ ８ １０ １ ２０ ７１

２０１３ ２９ ０ １２ ９ ８ １ １２ ７１

２０１４ ２５ ０ １６ ２ ６ ２ １０ ６１

２０１５ ５２ ０ ２１ ４ ７ ２ １６ １０２

２０１６ ７８ ４ １０ １０ １１ ３ ３３ １４９

２０１７ ３９ １ ８ １１ ７ １ １７ ８４

２０１８ ２９ １ １５ ７ ５ ０ １１ ６８

　 　 注:笔者自制ꎬＡＶＰＣＳ 是指当年满足平均引用率的文章总数(单位:篇)ꎮ

从表 ５ 可以看出ꎬ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中国中亚研究学位论文能够达到年平均

引用率的共计有 ５３７ 篇ꎬ其中 ＣＦ 类占比最高 ( ３２％ )ꎬ其次分别为 ＨＩ 类

(２１％ )、ＰＯ 类 ( １６％ )、 ＲＰ 类 ( １４％ )、 ＥＣ 类 ( １１％ )、 ＥＴ 类和 ＲＥ 类 ( 各为

３％ )ꎮ 与学术论文大致相同ꎬ受“一带一路”倡议影响ꎬ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学位

论文符合年均引用率的最多ꎬ分别为 ５１ 和 ８３ 篇ꎮ 在学位论文中ꎬ除 ＣＦ 类别

外ꎬ其余类别出现年均引用率峰值的时间分别为:ＥＴ 类 ２００４ 年 ４ 篇、ＥＣ 类

２０１６ 年 ８ 篇、ＨＩ 类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篇、ＰＯ 类在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１６ 年都是 ７ 篇、ＲＥ 类

２００６ 年 ５ 篇、ＲＰ 类 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都是 １２ 篇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ＣＦ
类中涉及“一带一路” 、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经贸关系的学位论文数量最多ꎻ
ＨＩ 类别中来华中亚国家留学生的学位论文数量最多ꎬ且大都出自新疆师范大

学ꎻＲＰ 类则是学位论文非常常见的选题ꎮ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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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８ 年中国中亚研究议题(学位论文)

年份 ＣＦ ＥＴ ＥＣ ＨＩ ＰＯ ＲＥ ＲＰ ＡＶＰＣＳ

２０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２００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３

２００２ ３ １ １ ３ ２ ０ ２ １２

２００３ ３ １ ２ １ ２ ０ １ １０

２００４ １ ３ １ ０ ４ ０ １ １０

２００５ ４ ０ ２ １ ２ １ ２ １２

２００６ ９ ０ ５ １ ５ ５ ２ ２７

２００７ ３ １ ３ １ １１ １ ５ ２５

２００８ １０ ２ ６ ０ ９ １ １ ２９

２００９ １８ ０ ２ ６ ５ １ ４ ３６

２０１０ １２ ２ ４ ９ ６ ３ １２ ４８

２０１１ ６ １ ３ ７ ２ ０ ３ ２０

２０１２ ９ ２ ５ １９ ５ ０ ３ ４３

２０１３ １３ ０ ３ １４ ８ ０ ５ ４３

２０１４ １５ ２ ７ １５ ２ １ ２ ４４

２０１５ １７ １ ４ ９ ６ ２ １２ ５１

２０１６ ３３ ０ ８ １８ １１ １ １２ ８３

２０１７ ９ ０ ２ ６ ７ １ ５ ３０

２０１８ ３ ０ ０ ３ ０ ０ ２ ８

　 　 注:笔者自制ꎬＡＶＰＣＳ 是指当年满足平均引用率的文章总数(单位:篇)ꎮ

综合以上统计分析可以看出ꎬ自 １９９２ 年以来中国中亚研究取得了较大的

发展ꎬ无论从研究成果被认可的数量上ꎬ还是从研究者队伍的数量和结构上ꎬ
都能看到积极的变化ꎮ 从中国中亚研究发生变化的规律可以看出ꎬ政策因素

是研究者的直接动力ꎮ 尽管传统方法依然在中国中亚研究中占主要地位ꎬ但
是通过统计文献能够看到ꎬ近年来从事中亚问题的研究者越来越多地使用科

学方法ꎬ对微观问题进行科学探索ꎬ为发展中国中亚研究的理论“硬核”贡献了

智慧ꎮ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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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中亚研究的知识发现

知识发现是所有社会科学进步的阶梯ꎮ 尽管经验主义在中国中亚研究中占有

较高的比例ꎬ但是经验主义认识下中国中亚研究对于增强知识发现方面依然是有

较大贡献的ꎮ 为了能够说明中国中亚研究的知识贡献ꎬ依据上文分类ꎬ本节从 ＣＦ、
ＥＴ、ＥＣ、ＨＩ、ＰＯ、ＲＥ、ＲＰ 这样 ７ 个类别ꎬ以认可度高低(符合 ＡＶＰＣＳ 且排名在前 １０)
为标准ꎬ分析中国中亚研究的知识发现ꎮ

１ ＣＦ 类的研究成果多、政策取向强ꎮ ＣＦ 类在数量上是中国中亚研究最多的ꎮ
从研究议题上可以看出ꎬ研究者能把自己的研究与现实需要紧密结合起来ꎬ体现出研

究者在学术研究中的政策取向意识非常强ꎮ 在既有的 ４７９ 篇文章(符合 ＡＶＰＣＳ)中ꎬ
通过分析引用率排前 １０ 的文献ꎬ我们可以把 ＣＦ 类讨论最多的议题生成图 ３ꎮ

图 ３　 ＣＦ 类的主要议题

图 １ 所示ꎬ在 Ａ 类(经济贸易)中ꎬ最常见的选题是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互补

性、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经济贸易关系ꎮ 在具体的行业方面ꎬ由于农业和能源是中

亚国家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的合作领域ꎬ研究农业和能源是 Ａ 类行业研究中出现频

率最高的ꎮ 随着上海合作组织及中国与中亚国家经济贸易合作的发展ꎬＢ(金融投

资)类研究逐渐增多ꎬ很多研究者开始讨论金融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

金融合作、中亚区域金融中心、人民币在中亚地区国际化等问题ꎮ 但因金融制度、
国际竞争力、大国间关系等问题ꎬ中国与中亚国家的金融合作实践还不足以支撑研

究议题的深入发展ꎮ Ｃ(合作策略)类的研究者大都来自专业智库或有直接联系

者ꎬ更偏好从历史和现实问题出发对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进行分析ꎬ常见的议题包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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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边境问题、跨界民族、中国中亚政策等ꎮ Ｄ(丝绸之路经济带)类是近年来中国中

亚研究非常热门的议题ꎬ与中亚研究相关的问题都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联系在

一起ꎮ 在 ＡＶＰＣＳ 的基础上ꎬ结合引用率排名ꎬ归纳出自 １９９２ 年至 ２０１８ 年中国中

亚研究 ＣＰ 类中认可度高的研究结论及研究者(见表 ６)ꎮ

表 ６　 ＣＰ 类认可度高的研究结论及研究者

类别 研究结论 研究者

Ａ

通过引力模型得出ꎬ中国和中亚五国具有较大贸易互补性(毕燕
茹、师博ꎬ２０１０ 年)ꎮ

通过区位熵和 Ｇ － Ｌ 指数分析ꎬ中国与中亚的贸易规模优势显著、
贸易结构互补性优势并不显著、产品可替代性强(郭扬、李金叶ꎬ
２０１８ 年)ꎮ

综合考虑中亚国家公司所得税和股息预提税政策ꎬ投资中亚五国ꎬ
公司组织形式的选择、股权架构的设计和债权来源的选择非常重
要(王素荣、赵珊珊ꎬ２０１８ 年)ꎮ

中国和中亚国家农产品贸易互补性和互利性强(布娲鹣阿布拉ꎬ
２００８ 年)ꎮ

“泛亚全球能源桥梁”ꎬ中国则成为能源战略枢纽(许勤华ꎬ２００５
年)ꎻ能源合作可选择贷款换石油、产量分成、联合经营、技术服务
四种模式(杨宇、刘毅、金凤君ꎬ２０１５ 年)ꎮ

建立中亚自由贸易(何伦志、王德全ꎬ２０００ 年)ꎻ“环新疆经济圈”
(祝宏辉、于鸿君ꎬ２００７ 年)ꎮ
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间的跨境旅游需选择互为市场、市场—产品共享、
要素协同模式(普拉提莫合塔尔、海米提依米提ꎬ２００９ 年)ꎮ

高志刚、刘伟、王志远、
朱新鑫、李豫新、龚新
蜀、张晓倩、谭晶荣、魏
蕾、杨中强、毛汉英、王
海燕、段秀芳

Ｂ

在上合框架下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要采取“双轮驱动”策略
(朱显平、张建政ꎬ２００７ 年)ꎻ建立上海合作组织区域贸易清算支付
体系、建立区域开发性融资安排、建立区域合作性融资安排(何剑、
陈文新ꎬ２００９ 年)ꎮ

对中亚国家直接投资方面ꎬ需选择资源获取型和市场占有型投资模
式ꎬ投资方式以合资经营为主ꎬ区位选择应以各国中心城市和资源
富集区为主ꎬ次级城市和资源富集区为辅ꎻ行业选择上需要加大对
中亚国家的前瞻性高科技产业的投资(段秀芳ꎬ２０１０ 年)ꎮ

马广奇、李洁、孙庆刚、
秦放鸣、王军、王倩、魏
东赞、刘建伟、张文中、
孙钰、李东阳、杨殿中、
李庆红、玉素甫阿布
来提、郜志雄、王颖

Ｃ

中国与中亚各国发展关系所遇到的问题是边界问题ꎬ但因没有历
史包袱ꎬ边界问题的解决相对容易(邢广程ꎬ１９９６ 年)ꎻ国情变化会
对跨境民族的迁徙和心理变化产生影响ꎬ把搞好经济放在至关重
要的位置ꎬ把经济搞上去是稳定跨境民族地区形势的重要保证(常
庆ꎬ１９９８ 年)ꎻ民族主义泛滥是影响中亚和中国西部边疆地区稳定
的现实问题(丁建伟ꎬ２００４ 年)ꎮ

能源领域合作是重点、交通运输领域合作是优先方向(陈玉荣ꎬ
２００４ 年)ꎻ全方位地发展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石泽ꎬ２００６ 年)ꎮ

曾向红、丁晓星、陈贵、
凌激、冯连勇、沈剑锋、
马斌、陈瑛、依马木阿
吉艾比布拉、张耀、赵
雅婷、侯艾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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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中国对中亚政策仍旧存在工具不足的弱点ꎬ且受到美国、俄罗斯、中亚
国家政局和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柳丰华ꎬ２００７ 年)ꎻ在上海合作组织中ꎬ
中国的竞争心态比较弱ꎬ俄罗斯的竞争心态较强ꎻ中国对中亚需选择建
设性介入的策略(赵华胜ꎬ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１ 年)ꎮ

Ｄ

新丝绸之路经济发展带是交通经济带ꎬ即以交通干线或综合运输通
道作为发展主轴ꎬ以轴上或轴两侧范围内、符合条件的大中城市为
依托ꎬ以发达的产业ꎬ特别是二、三产业为主体的、发达的带状经济区
域(朱显平、邹向阳ꎬ２００６ 年)ꎻ中亚经济带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
区ꎻ环中亚经济带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区ꎻ亚欧经济带是丝绸之路
经济带的拓展区(胡鞍钢、马伟、鄢一龙ꎬ２０１４ 年)ꎮ

丝绸之路经济带落实的客观困难较多ꎬ阻力不小ꎬ实施过程将是长
期的ꎬ应逐步推进(丁晓星ꎬ２０１４ 年ꎻ杨恕、王术森ꎬ２０１４ 年)ꎮ

大国关系、相关国家的合作意愿度和理性认识等是影响“丝绸之路
经济带”推进的基本因素ꎬ重视和挖掘这些基本因素ꎬ将会对有效
地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起到更多的正面作用①ꎮ

赵华胜、孙壮志、白永
秀、王颂吉、邢广程、蒋
姮、 林 跃 勤、 李 自 国、
韩璐

２ ＥＴ 类中的族群关系及“泛突厥主义”是研究焦点ꎮ 受多种因素影响ꎬ从
１９９２ 年至 ２０１８ 年ꎬＥＴ 类能够达到 ＡＶＰＣＳ 标准的平均每年不超过 ３ 篇ꎬ共计 ７３
篇ꎮ 在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５ 年甚至出现了空白ꎬ即没有论文的认可度符合 ＡＶＰＣＳ 标准ꎬ引
用率最高的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陈联璧先生的文章ꎮ 在其

«中亚五国民族关系问题»一文中ꎬ陈联璧讨论了独立后ꎬ中亚国家因突出主体民

族地位ꎬ与其他民族特别是俄罗斯族的矛盾②ꎮ 在既有的 ７３ 篇文章(符合 ＡＶＰＣＳ)
中ꎬ通过分析引用率排前 １０ 的文献ꎬ我们可以把 ＥＴ 类讨论最多的议题生成图 ４ꎮ

图 ４　 ＥＴ 类的主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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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王海运等:«“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背景、潜在挑战和未来走势»ꎬ载«欧亚经济»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ꎮ
陈联璧:«中亚五国民族关系问题»ꎬ载«东欧中亚研究»２００１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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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所示ꎬＡ 类最常见的议题有两个:一是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的关系ꎻ二
是泛突厥主义和“东突”恐怖势力的影响ꎮ Ｂ 类经常讨论的议题是旅居中亚国家的

外国移民ꎮ Ｃ 类主要讨论的是跨界民族对新疆的影响ꎮ Ｄ 类是围绕东干人文化进

行分析ꎮ 在 ＡＶＰＣＳ 的基础上ꎬ结合引用率排名ꎬ归纳出自 １９９２ 年至 ２０１８ 年中国

中亚研究 ＥＴ 类中认可度高的研究结论及研究者(见表 ７)ꎮ

表 ７　 ＥＴ 类认可度高的研究结论及研究者

分类 研究结论 研究者

Ａ

为了整合国内具有分裂性的政治文化ꎬ中亚国家开展声势浩大的
历史寻根运动ꎬ建立一套有利于培养爱国主义的教育制度来构建
一个国家民族(曾向红、杨恕ꎬ２００６ 年)ꎮ

中亚各国民族问题始终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ꎬ整个地区总体上保持
基本稳定态势ꎬ但局部地区的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李琪ꎬ２００７ 年)ꎮ

中亚民族问题主要集中在主体民族与俄罗斯人的关系、主体民族
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泛突厥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三股恶势力(陈
联璧ꎬ２００１ 年ꎻ余建华ꎬ２００２ 年)ꎮ

经济因素依然是影响中亚民族和宗教问题的决定因素(潘志平、王
智娟ꎬ１９９４ 年)ꎻ正是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共同威胁使中
苏两国有了切合点ꎬ从而和平解决了新疆问题(薛衔天ꎬ２００３ 年)ꎮ

研究中亚地区的民族史和文化史需考虑到突厥、印欧语族、中原三
种源流(王治来ꎬ１９９７ 年)ꎮ

在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里ꎬ语言问题直接关系到民族问题解决成
败(邓浩ꎬ１９９８ 年)ꎮ

刘庚岑、沈翼鹏、高永
久、胡尚哲、乌小花、郑
粤琦

Ｂ

民族主义、语言文化政策、干部任用、双重国籍等因素诱发了中亚地区
的俄罗斯人问题(吴家多ꎬ１９９８ 年)ꎮ

受历史形成的生存条件(即自然—社会—历史)和观念形态的影
响ꎬ中亚维吾尔人至今保留着许多本民族历史积淀下来的文化特
征(李琪ꎬ２０００ 年)ꎮ

受民族内部矛盾、对外扩张以及商业贸易等因素影响ꎬ乌兹别克人
从钦察草原迁到中亚并向四周扩散ꎬ其社会文化发生了很大变化
(刘有安ꎬ２００８ 年)ꎮ

纪大椿、朱陆民、汤希、
丁佩华

Ｃ

跨界民族问题具有国际政治的特性ꎬ跨界民族问题不仅会减弱(或
瓦解)国家的凝聚力ꎬ也会因境内外跨界民族的相互声援危及国家
领土主权(毛欣娟ꎬ２００６ 年)ꎮ

如果一个跨界民族内部的向心力增强ꎬ其对所在国的离心力就会
增大ꎬ这两种力量严重失衡的结果ꎬ就是跨界民族与所在国的冲突
和分离(艾莱提托洪巴依ꎬ２０１１ 年)ꎮ

吴宏伟、郭梅花、肖锐、
胡琦、肖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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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东干民歌的保存借助于音乐和语言的双重载体(赵塔里木ꎬ１９９９ 年)ꎮ

东干语文学是回族学的一部分ꎬ它与汉学(中国学)、中亚学都有密
切关系ꎬ中国回族学应该对其进行全方位的研究(王国杰ꎬ２０００
年ꎻ胡振华ꎬ２０１２ 年)ꎮ

在东干文学里ꎬ“乡庄”是东干人的民族文化之“根” (常文昌和高
亚斌ꎬ２０１０ 年)ꎮ

丁宏、杨文炯、孟长勇、
海峰、毕新惠、杨峰、杨
建军、常文昌

３ ＥＣ 类研究议题宏观层面多、微观层面少ꎮ ＥＣ 是中国中亚研究科学方法应

用较多的类别ꎮ 但受学术背景影响ꎬ早期从事 ＥＣ 议题的研究者很少用科学方法ꎬ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 ２０１６ 年ꎬ当前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使用科学方法从事 ＥＣ
类研究ꎮ 但是ꎬ若根据流派来分析ꎬＥＣ 类中认可度高的研究多集中在宏观层次ꎬ诸
如消费者行为、生产者行为、分配、福利等微观层次的研究较少ꎮ 在既有的 ２２９ 篇

文章(符合 ＡＶＰＣＳ)中ꎬ通过分析引用率排前 １０ 的文献ꎬ我们可以把 ＥＣ 类讨论最

多的议题生成图 ５ꎮ

图 ５　 ＥＣ 类的主要议题

图 ５ 所示ꎬＡ 类是很多研究者自中亚国家独立后讨论的议题ꎬ直到 ２００１ 年以

后ꎬ该议题才逐渐冷却ꎻＢ 类属于长期讨论的议题ꎬ其中水资源治理是研究者关注

较多的内容ꎻＣ 类是常见的议题ꎬ通常是以中亚经济一体化或自由贸易区为研究内

容ꎬ近年来讨论中亚国家贸易便利化的议题逐渐增多ꎻＤ 类通常以上海合作组织、
“一带一路”背景分析中亚地区经济发展的合作方式ꎮ 在 ＡＶＰＣＳ 的基础上ꎬ结合引

用率排名ꎬ归纳出自 １９９２ 年至 ２０１８ 年中国中亚研究 ＥＴ 类中认可度高的研究结论

及研究者(见表 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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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ＥＣ 类认可度高的研究结论

研究结论 研究者

Ａ

东欧中亚国家转轨的共性:一是具有社会剧变性质ꎬ而不是通常意义的
“激进”或“渐进”ꎻ二是自由市场经济色彩浓厚(王金存ꎬ１９９３ 年)ꎮ

中亚五国的经济转轨是被动的ꎬ是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和国内形
势的压力下开始的ꎬ这就决定了中亚国家形成健全的市场经济的
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孙壮志、刘清鉴)ꎮ

中亚国家经济改革都选择了社会市场经济模式ꎬ不同的是国家对
经济的干预程度(常庆ꎬ２００１ 年)ꎮ

水资源污染和短缺、核污染、工业污染、大气污染是中亚生态环境
问题(杨恕、田宝ꎬ２００２ 年)ꎮ

张养志、郑国富、汪金
国、王噶

Ｂ

水危机以及因水而起的争端正在影响着中亚地区的安全环境ꎬ水
资源在中亚安全中起着诱发冲突和促进合作的双刃剑作用(冯怀
信ꎬ２００４ 年)ꎻ 解决中亚水资源问题可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建立
“多层次计划”(李立凡、刘锦前ꎬ２００５ 年)ꎮ

中亚五国水资源开发利用的主要问题是:一是产水与用水空间分
布差异巨大ꎬ用水关系复杂ꎬ跨界水资源利用矛盾十分突出ꎻ二是
水资源管理难度大ꎬ秩序较混乱ꎬ导致利用十分粗放ꎬ效率不高ꎻ三
是长期以来对水土资源的掠夺性开发ꎬ引发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
题ꎬ尤其是咸海生态环境问题①ꎮ 中亚地区水资源逐渐无法满足
经济社会发展需求ꎬ塔吉克斯坦匹配度最高ꎬ哈萨克斯坦匹配度最
差ꎬ空间上的差异性主要由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不同
等造成②ꎮ

徐海燕、蒲开夫、王雅静

Ｃ

中亚地区的一体化主要表现为四个层次:一是中亚五国的经济合作ꎻ二
是中亚与西亚地区国家的经济合作ꎻ三是中亚与独联体国家的经济合
作ꎻ四是中亚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姚大学ꎬ２００５ 年)ꎮ

中亚联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内在根据是利益法则的驱动(秦放鸣ꎬ
１９９９ 年)ꎮ

中亚国家贸易便利化各领域发展失衡ꎬ严重制约了区域内的贸易
增长ꎬ中国应积极推动中亚地区贸易便利化发展(胡颖ꎬ２００９ 年)ꎮ

对于促进中亚国家贸易便利化ꎬ重点需要扩展物流服务市场、协调边境
手续以及共同投资跨界合作项目(艾赛提江、郭羽诞ꎬ２０１２ 年)ꎮ

玉素甫阿布来提、鲍
敦全、何伦志、常永胜、
王维然、王志远、张宁、
段秀芳、常庆、唐世平、
周明、孙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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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邓铭江、龙爱华、章毅、李湘权、雷雨:«中亚五国水资源及其开发利用评价»ꎬ载«地球科学进展»２０１０
年第 １２ 期ꎮ

郝林钢、左其亭、刘建华、韩春辉、马军霞:«“一带一路”中亚区水资源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匹配度分
析»ꎬ载«水资源保护»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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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自然资源和交通领域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模式的工
作重点(唐朱昌ꎬ２００６ 年)ꎮ

哈萨克斯坦在中哈贸易自由化中能获得更为积极的经济效应(张
恒龙、周元诚ꎬ２０１５ 年)ꎮ

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贾俐贞ꎬ２００７ 年)ꎮ

中亚国家的经济市场化进程、经济体制模式选择、政治治理模式、
政治体制模式选择都受到经济安全问题的显著影响(刘欢、徐坡
岭ꎬ２０１８ 年)ꎮ

高志刚、倪超军、李豫
新、张晔、毕燕茹、陈小
鼎、马茹

４ ＨＩ 类研究议题多以古代中亚诸族关系、中亚来华留学生教育为主ꎮ ＨＩ 类

是中国中亚研究的重要基础ꎬ研究者主要来自历史、民族、语言、文学等人文学科ꎮ
在早期ꎬ研究者更偏好于研究历史上活跃于中亚地区的文化交流、语言、游牧文化、
西方探险家的科学考察等等ꎮ 从 ２００７ 年开始ꎬ关注中亚国家留学生教育的研究呈

现出井喷式增长ꎮ 近年来ꎬ研究者不断地从时序、情景、变迁中分析中亚社会内部

的发展脉络ꎬ以及中国与中亚国家间的历史互动关系ꎮ 在既有的 １７４ 篇文章(符合

ＡＶＰＣＳ)中ꎬ通过分析引用率排前 １０ 的文献ꎬ我们可以把 ＨＩ 类讨论最多的议题生

成图 ６ꎮ

图 ６　 ＨＩ 类的主要议题

图 ６ 所示ꎬＡ 类大都是从事古代史的研究者感兴趣的议题ꎬ其中塞尔柱人和粟

特人的研究认可度高ꎻＢ 类主要聚焦于隋唐时期的中亚宗教及艺术ꎻＣ 类通常聚焦

于近代中亚和苏维埃时期中亚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ꎻＤ 类主要是国际教育ꎬ重点

是中亚来华留学生ꎮ 在 ＡＶＰＣＳ 的基础上ꎬ结合引用率排名ꎬ归纳出自 １９９２ 年至

２０１８ 年中国中亚研究 ＨＩ 类中认可度高的研究结论及研究者(见表 ９)ꎮ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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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　 ＨＩ 类认可度高的研究结论及研究者

种类 研究结论 研究者

Ａ

古代中国与中亚地区诸族交往紧密ꎮ 进入古代中国的中亚人ꎬ经
过将近 １００ 多年在中国的民族融合后ꎬ成为中国民族的组成部分
(韩康信ꎬ１９９２ 年ꎻ熊义民ꎬ１９９３ 年)ꎮ

塞尔柱人是早期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劫掠者ꎬ又是游牧和农耕世
界使者和早期东西方交通的开拓者(彭树智ꎬ１９９４ 年)ꎻ塞尔柱人形
成于中亚、统治重心在中亚ꎮ 塞尔柱国家深受呼罗珊历史传统的影
响ꎬ并对中亚社会经济产生了两百多年的影响(敬东ꎬ１９９５ 年)ꎮ

随着安史之乱的结束ꎬ突厥作为一个部族和一个时代ꎬ已经真正的结束
了ꎮ 在历经很长的时期之后ꎬ突厥只是语族的名称(魏良弢ꎬ２００５ 年)ꎮ

佩戴黄金装饰的习俗是夏商之际从草原传入中国北方地区的ꎬ并
在西周时期被一些汉地贵族所模仿ꎮ 春秋至战国早期ꎬ黄金装饰
在中国北方地区逐渐流行ꎬ并在战国晚期融入汉地造型艺术中(马
健ꎬ２００９ 年)ꎮ

徐黎丽、陈之骅、仲高、
蓝勇、张广达、王茜、王
治来、孙机、李方、周伟
洲、魏良弢

Ｂ

６ ~ ８ 世纪中叶以康国为中心的粟特地区ꎬ以信奉祅教为主ꎻ粟特地
区的事火之道实际上是波斯拜火教与中亚当地流行的自然崇拜之
结合(许序雅ꎬ２００２ 年)ꎮ

唐代长安等地所流行的祆教、景教、摩尼教及佛教等宗教深受中亚
等地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影响ꎬ是带有中亚风格与色彩的宗教(韩
香ꎬ２００６ 年)ꎮ

佘太山

Ｃ

中亚国家语言由阿拉伯语、波斯语、俄语、突厥语族乌古斯词等组
成ꎬ历史上受多种因素作用ꎬ中亚国家曾对字母进行过拉丁化和斯
拉夫化改革(胡振华ꎬ１９９６ 年)ꎮ

比较近代四次大规模中亚科学考察ꎬ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之所以能够
成功是因为中外团员能相互尊重、理解和支持(王云ꎬ１９９８ 年)ꎮ

阿拜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对哈萨克哲学思想的影响(木拉提黑尼
亚提、阿合买提艾赛因ꎬ２０００ 年)ꎮ

王尚达、王文、张宏莉、
王国杰、潘志平、张文
德、王胜、 常玢、 张健、
杨恕

Ｄ

学习动机、教学手段、学习基础、教师的角色等因素ꎬ都是影响中亚
来华留学生学习效果的原因ꎬ需要在教学方法和内容上创新ꎻ中亚
孔院存在社会知名度不高、影响力不够、中外方配套资金不到位、
缺乏与当地社会各界之间的广泛联系、业务范围狭窄、汉语教学层
次单一、生源流失量大、学生难以管理等问题(伊莉曼艾孜买提ꎬ
２００７ 年ꎻ梁焱、焦健ꎬ２０１１ 年)ꎮ

张全生、郭卫东、范祖
奎、 胡 炯 梅、 侯 创 创、
陈艳

５ ＰＯ 类研究议题多以对外政策分析为主ꎮ ＰＯ 类考察的对象是主权国家ꎮ 在

研究视角上ꎬＰＯ 类是一块多棱镜ꎬ它可以通过不同角度比较分析国别政治ꎬ让研究

者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政治程序运转和变革方式①ꎮ 在 ＰＯ 类中ꎬ研究者多以历史

８１

① 〔美〕加布里埃尔Ａ 阿尔蒙德等:«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视野» (第八版)ꎬ杨红伟等译ꎬ上海人民
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ꎬ第 ３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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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政治过程、外部压力等为切入点ꎬ分析对外政策、权力政治、国家发展战略等议

题ꎮ 设置本类别的初衷是为了突出国别政治ꎬ但通过梳理文献可以发现ꎬ在 ＰＯ 类的

研究中ꎬ符合 ＡＶＰＣＳ 且引用率排名前 １０ 的学术论文主要都集中在美国对中亚政策

上ꎬ涉及中亚国家内政文章的引用率都不高ꎮ 在既有的 ２０１ 篇文章(符合 ＡＶＰＣＳ)
中ꎬ通过分析引用率排前 １０ 的文献ꎬ我们可以把 ＰＯ 类讨论最多的议题生成图 ７ꎮ

图 ７　 ＰＯ 类的主要议题

图 ７ 所示ꎬＡ 类主要内容是美国中亚政策(战略)ꎬ包括促进中亚国家民主、发
展与中亚国家能源关系、阿富汗政策等ꎻＢ 类主要内容分析俄罗斯中亚政策ꎬ包括

地缘政治、欧亚经济联盟、能源关系等ꎻＣ 类主要内容是族际政治、政党制度、能源

外交、政治现代化、外交政策等ꎻＤ 类主要内容是介绍日、德、印等国与中亚关系ꎮ
在 ＡＶＰＣＳ 的基础上ꎬ结合引用率排名ꎬ归纳出自 １９９２ 年至 ２０１８ 年中国中亚研究

ＰＯ 类中认可度高的研究结论及研究者(见表 １０)ꎮ

表 １０　 ＰＯ 类认可度较高的研究结论及研究者

种类 研究结论 研究者

Ａ

美国对中亚国家的政策采取了巩固独立 、加强多元化、纳入势力
范围“三步走”战略(郑羽ꎬ２００７ 年)ꎮ

一个在美国主导下的地缘政治多元化的局面正在中亚和外高加索
出现(胡尚哲、高永久ꎬ２００６ 年)ꎮ

美国中亚政策仍将在平衡安全、民主、能源这三个战略目标之间摇
摆(曾向红ꎬ２００８ 年)ꎮ

美国对中亚—里海地区的能源政策在促进商业利益上更有效ꎬ促
进其他利益则困难重重(罗振兴ꎬ２００５ 年)ꎮ

赵华胜、许涛、潘光、张
屹峰、常玢、成宁、赵龙
庚、赵会荣、邵育群、高
祖贵、朱永彪、王传剑等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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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美国在南亚中亚的外交ꎬ有遏制俄国势力南下和堵截中国向西部打通
能源通道的战略意图(张文木ꎬ１９９８ 年)ꎮ

组织论坛型、网络参与型、情报搜集型、直接介入型是活跃在中亚
地区且有美国背景的非政府组织类型(李立凡、刘锦前ꎬ２００５ 年)ꎮ

Ｂ

俄罗斯对中亚采取双边为主、多边为辅的政策(柳丰华ꎬ２００７ 年)ꎮ

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与中亚国家关系的
密切程度(杨恕、杨倩ꎬ２００６ 年)ꎮ

俄罗斯在中亚的能源战略目标ꎬ取决于中亚在俄罗斯能源战略中的
重要性(冯玉军ꎬ２００７ 年)ꎻ里海盆地油气外运管网是大国地缘政治
的焦点(庞昌伟ꎬ２００６ 年)ꎮ

赵华胜、赵会荣、赵常
庆、粟瑞雪、李燕、冯春
萍、李维花、刘乾、高楠

Ｃ

中亚贫困问题是虚、实两个方面构成ꎬ即生活水平和不正常社会现
象(孙壮志ꎬ１９９５ 年)ꎮ

威权政治是中亚国家转型时期形成的民主政治模式ꎬ呈现出一种
刚性结构的民主政治倾向(朱新光、武斌、张深远ꎬ２００８ 年)ꎮ

中亚国家构建与巩固个体、集体身份的政治过程是在去俄罗斯化、
“在地化”、“国际化”相互作用下实现的(杨成ꎬ２０１２ 年)ꎮ

哈萨克斯坦过度张扬的国族“创建”过程ꎬ不利于众多其他民族对
国家的认同(包胜利ꎬ２００６ 年)ꎮ

文化因素直接影响着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韦进深、
汪宁ꎬ２０１２ 年)ꎮ

乌兹别克斯坦奉行的平衡外交ꎬ总统是外交决策的关键因素ꎻ乌兹别克
斯坦经济转轨和改革之初选择的是渐进模式(赵会荣ꎬ２００７ 年)ꎮ

在全球化进程中被边缘化ꎬ加之政府治理能力低、大国博弈剧烈ꎬ导致
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出现周期性的变动(雷琳、罗锡政ꎬ２０１１ 年)ꎮ

为复兴主体民族文化ꎬ塔吉克斯坦选择渐进式、温和型的“去俄罗斯
化”政策(张宏莉、张玉艳ꎬ２０１０ 年)ꎮ

于飞、包毅、廖成梅、吴
宏伟、张宏莉、杨志刚、
赵常庆、王智娟、潘志
平、李湘权、吴淼、丁志
刚、许涛、刘庚岑、王鸣
野、邓浩、张宁、焦一强、
曾向红、陈联璧、秦放
鸣、依马木阿吉艾比
布拉、阿布来提麦麦
提、周明、张来仪、陈超、
李玉顺、孙永祥

Ｄ

日本对中亚的“政治战略型”外交和“政治大国”论(沈旭辉、刘鹏ꎬ
２００７ 年ꎻ王疆婷ꎬ２０１４ 年)ꎮ

因中亚德裔侨民的存在以及经济和环境因素的影响ꎬ德国成为欧
盟中亚政策的积极推动者(杨恕、后俊ꎬ２０１２ 年)ꎮ

受地缘政治和宗教因素影响ꎬ土、伊两国有强烈的愿望发展与中亚
国家关系(常玢ꎬ２００１ 年)ꎮ

程传林、沈海涛、徐立
恒、唐志超、李荣、苏春
雨、李琰

６ ＲＥ 类研究议题多集中在宗教极端主义和伊斯兰在中亚的传播ꎮ ＲＥ 类是中

国中亚研究成果数量最少的议题ꎬ但它是最有中亚区域和国别特色的ꎮ 从研究领

域上来看ꎬＲＥ 类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政治文化ꎮ 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的集体历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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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组成这个体系的个人的生活历史产物①ꎮ 由于宗教因素对中亚政治文化有着

最为深刻的影响ꎬ为此ꎬ设计 ＲＥ 类的目的是为了考察中国中亚研究中对中亚宗教

文化研究ꎮ 在既有的 ５３ 篇文章(符合 ＡＶＰＣＳ)中ꎬ通过分析引用率排前 １０ 的文

献ꎬ我们可以把 ＲＥ 类讨论最多的议题生成图 ８ꎮ

图 ８　 ＲＥ 类的主要议题

根据图 ８ 所示ꎬＡ 类主要内容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对中亚影响ꎻＢ 类主要活跃在

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极端组织ꎻＣ 类主要内容是苏联解体后对伊斯兰对中亚的影响ꎻ
Ｄ 类主要内容是中亚国家特有的伊斯兰思想苏菲主义ꎮ 在 ＡＶＰＣＳ 的基础上ꎬ结合

引用率排名ꎬ归纳出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８ 年中国中亚研究 ＲＥ 类中认可度高的研究结论及

研究者(见表 １１)ꎮ

表 １１　 ＲＥ 类认可度较高的研究结论及研究者

种类 研究结论 研究者

Ａ

中亚地区宗教形势恶化是苏联解体的产物ꎬ也与伊斯兰原教旨主
义快速传播和中亚国家国内形势有关(常庆ꎬ２０００ 年)ꎮ

伊斯兰极端主义是伊斯兰教政治化的一个结果(杨恕等ꎬ２００８ 年)ꎮ

当前中亚宗教极端势力总体呈上升趋势ꎬ内生性、政治化倾向明
显ꎬ宗教极端思想扩散比较突出(苏畅ꎬ２０１３ 年)ꎮ

李琪、石岚、杨倩、王噶、
张来仪、吴云贵、陈联
壁、徐浩淼、苏畅

Ｂ 瓦哈比派站在中亚国家世俗政权的对立面ꎬ扮演着政治反对派的
角色(邓浩ꎬ１９９９ 年)ꎮ

王冠宇、王智娟、周华、
许依娜、王志国、邓晓
艳、张文灿、余学会

１２

① 〔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ꎬ楚复耘译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６ 年版ꎬ第 １６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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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圣战派萨拉菲”在中亚的活动具有以社会下层为动员对象、缺乏
统一组织、以强力部门为主要攻击目标等特征 (杨恕、蒋海
蛟ꎬ２０１４ 年)ꎮ

Ｃ

伊斯兰教传入中亚以后ꎬ也有一个民族化和本土化的过程ꎮ 十月
革命以前ꎬ伊斯兰教已经不仅仅作为一种制度而存在 ꎬ它还是一
种生活方式ꎮ 十月革命后ꎬ伊斯兰教经历了世俗化改造过程ꎬ宗教
政策时常在激进与温和间摇摆ꎬ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亚信教
群的生活方式ꎬ这也是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的宗教复兴社会基础
(常玢ꎬ２００１ 年)ꎮ

王治来、潘志平、蓝琪、
沈翼鹏、杨建新、高永
久、王慧敏、张佩贤

Ｄ

中亚苏菲主义是政治、当地民族文化密切结合的产物(韩中义ꎬ
１９９８ 年)ꎮ

一部苏菲主义史ꎬ也就是一部中亚政治和思想文化史ꎬ也就是伊斯
兰教在中亚传播和发展的历史(张文德ꎬ２００１ 年)ꎮ

陈德成、张中复、陈国
光、杨怀中、白海提、金
宜久

７ ＲＰ 类的研究议题视野宽阔、思想性强ꎮ ＲＰ 类是中国中亚研究成果最多的

议题ꎬ地区秩序、上海合作组织、颜色革命、大国博弈等是 ＲＰ 最常见的研究领域ꎮ
在既有的 ３６５ 篇文章(符合 ＡＶＰＣＳ)中ꎬ通过分析引用率排前 １０ 的文献ꎬ我们可以

把 ＲＥ 类讨论最多的议题生成图 ９ꎮ

图 ９　 ＲＰ 类的主要议题

图 ９ 所示ꎬＡ 类主要内容是地区格局理论和现实ꎻＢ 类主要是上海合作组织对

中亚地区的作用ꎻＣ 类主要讨论“颜色革命”的起因及影响ꎻＤ 类主要内容分析大国

在中亚地区的博弈ꎮ 在 ＡＶＰＣＳ 的基础上ꎬ结合引用率排名ꎬ归纳出自 １９９２ 年至

２０１８ 年中国中亚研究 ＲＰ 类中认可度高的研究结论及研究者(见表 １２)ꎮ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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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２　 ＲＰ 类认可度较高的研究结论及研究者

种类 研究结论 研究者

Ａ

中亚地区不能成为世界舞台的主角ꎬ但完全有可能成为不能被忽
视的配角ꎬ在平衡国际力量方面是一个有分量的砝码(孙壮志ꎬ
２０００ 年)ꎮ

中亚在“石油心脏地带” 的形成过程中将起到重要的地域能源连
接作用ꎬ从而深刻影响到世界能源地缘政治的发展变化(王亚栋ꎬ
２０００ 年)ꎮ

中俄美在中亚关系的核心问题是避免大国在中亚形成以角逐和对
抗为特征的前景ꎬ 更高的目标是形成制度性的合作框架(赵华胜ꎬ
２００４ 年)ꎮ

毒品问题是中亚地区的社会公害(邓浩ꎬ２００１ 年)ꎮ

杨恕、杨成、李淑云、陆
俊元、顾炜、李捷、雍通、
汪金国、许勤华

Ｂ

中亚地区形势的变化是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机遇和挑战(赵华胜ꎬ
２００２ 年)ꎮ

上海合作组织机制化建设是新型国家关系和新安全合作模式的探
索性外交实践(许涛ꎬ２００３ 年)ꎮ

主导国的合作关系避免了上海合作组织和欧亚经济共同体之间发
生竞争(王树春、万青松ꎬ２０１２ 年)ꎮ

潘光、莫洪宪、高飞、姜
毅、邢广程、王奇、杨恕、
张会丽、王海燕、李进
峰、李新、李兴、胡健、余
建华、孙壮志、赵鸣文、
曾向红

Ｃ

“颜色革命”加速了独联体的分化(陈玉荣ꎬ２００５ 年)ꎮ

“颜色革命”直接导致俄罗斯对“变色国家”的影响力急剧下降 ꎬ俄
罗斯与中亚国家已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抵御“颜色革命”的主要平
台(吴大辉ꎬ２００６ 年)ꎮ

季志业、许涛、达巍、丁
晓星、蒋莉、陈向阳、曾
向红、杨恕

Ｄ

在大国和地区势力的争夺下ꎬ中亚将成为世界战略格局调整的重
要环节(冯玉军ꎬ１９９７ 年)ꎮ

在中亚地区存在着作为中亚区域的核心三角关系、跨欧亚区域的
三边关系和全球层面的三边关系(冯绍雷ꎬ２００９ 年)ꎮ

新“丝绸之路” 加速了中亚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建(柳丰华ꎬ
２００７ 年)ꎮ

赵青海、许勤华、赵会
荣、李红强、潘志平、胡
红萍、高飞、耶斯尔、韩
隽、郭沅鑫、欧阳向英、
许涛、曾向红、杨双梅、
杨进

通过回溯上述 ７ 个研究领域学术论文的认可度ꎬ可以看到ꎬ中国中亚研究在知

识发现方面有着长足的进步ꎬ学理空间初具规模ꎮ 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是中国中

亚研究的两大支柱之一ꎬ是绝大多数研究者感兴趣的议题ꎬ并形成了丰厚的研究基

础ꎮ 这体现出研究者对国家发展所怀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ꎮ 中亚国家属于多民族

国家ꎬ了解族群关系是中国中亚研究内容之一ꎬ这为更进一步探索新独立的多民族

国家的政治稳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ꎮ 社会经济发展是中国中亚研究的热点ꎬ但研

究者的兴趣集中在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资源保护和开发等区域治理方面ꎮ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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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研究是构成中国中亚研究的重要一环ꎬ在人和社会变革的共同作用下ꎬ中亚地区

的历史运动轨迹、文学、艺术、语言等发生着一次又一次的变化ꎬ催生了研究者对中

亚国家文明模式和历史发展规律的思考ꎮ 通常情况下ꎬ有关中亚的国别研究都存

在一个抽象的历史背景ꎬ大国的地缘政治、新兴国家重建及对外政策的选择是研究

者最感兴趣的话题ꎬ这对完善对外政策分析工具、提高如何促成有效政府的认识非

常有益ꎮ 中亚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中心ꎬ各大宗教对中亚都有深远的影响ꎬ其中伊

斯兰教的影响最为深刻ꎮ 尽管宗教在中国中亚研究中的成果较少ꎬ但是在解释中

亚地区伊斯兰化和政治化方面ꎬ研究者的知识贡献是巨大的ꎮ 区域研究是中国中

亚研究的另一大支柱ꎬ研究者根据国家偏好与国际压力、地区秩序的制度动力、外
部力量对地区秩序的分化及整合等分析了中亚地区政治的发展脉络ꎬ为进一步拓

展区域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ꎮ

三　 推进中国中亚研究的努力方向

尽管在知识增长和知识发现方面都有较大进步ꎬ但是并不表明中国中亚研究

的学理空间是合理的ꎮ 就目前的研究积累而言ꎬ中国中亚研究在议题上还存在以

下问题:一是重政策取向ꎬ轻基础性研究ꎮ 例如ꎬ“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ꎬ有关中

国与中亚关系的研究快速增长ꎬ其中胡鞍钢等撰写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内

涵、定位和实现路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提出后ꎬ引用率最高的文章ꎬ该文站位

高ꎬ思想性强ꎮ 令人思考的是ꎬ国内长期从事欧亚地区问题的研究者引用该文比例

非常低ꎬ只占全部引用的 ２ １％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ꎮ 基础性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索

自然规律ꎬ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理论和方法ꎬ是科技发展、经济振兴和社会

进步的基础①ꎮ 从学术论文的认可度可以看出ꎬ在中国中亚研究中基础性研究的

数量非常少ꎬ甚至还有很多空白ꎮ 例如ꎬ哈乃斐派对于中亚伊斯兰世界影响巨大ꎬ
但国内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专业和系统的研究ꎮ 很多研究者都认识到研究独立后

中亚国家青年问题的迫切性ꎬ但至今尚无此类议题的研究成果ꎮ 二是百家争鸣多ꎬ
原创知识少ꎮ 毋庸置疑ꎬ百家争鸣是知识的源泉ꎬ但是百家争鸣只能反映出知识增

长在量上的变化ꎮ 仅从数量上看ꎬ与 １９９２ 年相比ꎬ中国中亚研究学术期刊发文量

增加了 ４ ８８ 倍ꎬ但是原创性知识并没有显著性增加ꎮ 例如ꎬ引力模型被广泛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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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许智宏:«关于基础性研究工作的几个问题»ꎬ载«中国科学院院刊»１９９７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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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国际贸易研究中ꎬ是测算贸易潜力的工具ꎮ 在中国与中亚国家经济关系研究中ꎬ
引力模型是被应用最多的工具ꎬ得出的结论大体一致ꎬ即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互补

性强ꎮ 当其他研究者用了不同的分析工具后ꎬ对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关系又有了

新结论ꎬ认为尽管中国对中亚国家贸易规模大、互补性强ꎬ但是也存在着产品可替

代性强问题ꎮ 在美国对中亚政策上ꎬ研究者更感兴趣的是归纳和解释美国中亚政

策中的目标ꎬ在探索美国中亚外交的规律上还存在解释力不足的问题ꎮ 三是研究

队伍相对数量大ꎬ绝对数量少ꎮ 从学术期刊和博硕士论文的数量来看ꎬ自 １９９２ 年

至 ２０１８ 年中国中亚研究人员相对数量呈倍数增长ꎬ但只有 １９１ 名研究者的成果认

可度高ꎬ其中长期从事中亚研究的占 ５６ ５％ ꎮ 近 １０ 年来ꎬ随着老一代研究者退休

以及部分研究者升职或转行ꎬ当前长期(或比较活跃的)从事中亚研究的只占 ３５％
(１９１ 名研究者)ꎬ绝对数量少ꎬ而且年龄结构不合理ꎬ呈“倒金字塔”ꎬ青年学者数量

非常少ꎬ且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兰州、西安和乌鲁木齐ꎮ 因绝对数量少ꎬ研究者

在中亚问题上普遍存在着跨领域现象ꎮ 这一方面可以解释为研究者的研究能力

强ꎬ另一方面又能解释为研究领域专业分类不细、学术门槛低的问题ꎮ 需要强调的

是ꎬ跨领域与跨学科不同ꎬ跨学科是通过整合(或交叉)社会科学内(或社会科学和

自然科学之间)的科学发现对某一领域进行研究ꎮ
由于处于国际问题研究中的边缘地位ꎬ中国中亚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没有获

得足够的重视ꎮ 再加上一些短期因素ꎬ诸如相关部门对科研经费的管理政策、专业

研究人员缺少赴中亚国家考察的机会、与发达国家中亚研究机构交流少等问题叠

加ꎬ中国中亚研究存在的问题有积重难返的可能性ꎮ 针对自己所发现的问题ꎬ一些

长期从事中国中亚问题的研究者基于不同的学术视野ꎬ也提出一些有建设性的解

决方案ꎬ但依然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学术共识ꎮ 在蹈袭前人的基础上ꎬ结合本文发

现的问题ꎬ完善学理空间可能是未来中国中亚研究的努力方向ꎮ 完善学理需聚焦

方法论、学术共识和学科建设三大要素ꎮ
完善方法论是中国中亚研究实现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ꎮ ２６ 年来ꎬ中国中亚研

究发展迅速ꎬ但受“学术人文化”的影响ꎬ中国中亚研究创新成果并不多见ꎬ距离国

际先进水平还有巨大差距ꎮ 为此ꎬ加强方法论的自觉性ꎬ进行实证主义研究是中国

中亚研究的努力方向ꎮ 早在 １８６０ 年ꎬ实证主义被沃尔彼埃尔收入到«法文词典»
里ꎬ最终由奥古斯特孔德创立为一种哲学体系ꎮ 经过 ２００ 多年发展ꎬ实证主义已

广泛应用于世界先进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中ꎬ中国中亚研究才处于起步和探索阶

段ꎮ 当然ꎬ主张实证主义并不意味着否定经验主义ꎬ二者平衡发展可能更符合中国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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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研究现实和发展需要ꎮ
凝聚学术共识是促进知识向上增长的关键路径ꎮ 鉴往知来ꎬ大多数社会科学

研究的发展ꎬ都是先有一定量的积累ꎬ但是有量的积累并不代表所研究领域必然发

生质的变化ꎮ 因为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同范式之间存在不可通约性ꎬ很容易出现“鸡
同鸭讲”的现象ꎮ 促进知识向上增长的硬核是ꎬ要推动中国中亚研究概念的科学

化ꎬ使之成为科学研究中的工作语言ꎮ 概念的构建来自于思维想象(观念)上的共

识ꎮ 我们的观念是看起来相关的ꎬ起码是客观的ꎬ但是概念却只是思维的产物ꎮ 只

有通过名义定义、操作定义和现实世界中的测量ꎬ概念才具有科学性①ꎮ 概念科学

化不仅能加强中国中亚研究的科学要素ꎬ而且能使学术争辩在科学化的概念下推

动学术进步ꎮ
中国中亚研究需要与学科建设共同发展ꎮ 作为区域国别研究ꎬ中国中亚研究

涵盖多个一级学科ꎬ但覆盖学科广并不代表中国中亚研究属于成熟的学科体系ꎬ相
反ꎬ中国中亚学科体系不成熟ꎮ 因为成熟的学科体系不但是科学知识的基本的单

元ꎬ而且能够在研究上形成涵盖整个中亚研究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论体系ꎬ在具

体的问题上需通过持续不断地证伪形成“理论饱和”ꎮ 重视学术共同体建设ꎬ社会

科学研究离不开集体实践ꎮ 尽管有可能存在较大分歧ꎬ但社会科学研究者通常会

在原则(或准则)上达成一致ꎮ 美国是国外中亚研究重镇ꎬ多个大学和研究机构都

设有中亚问题研究项目ꎬ并与国内研究者保持着密切的学术交流ꎮ 例如ꎬ美国乔

治华盛顿大学的中亚研究项目(ＧＡＰ)ꎬ经常就特定议题进行跨学科讨论ꎬ在
２０１９ 年 ３ ~ ５ 月期间ꎬ先后资助了主题为苏联时期哈萨克斯坦的大饥荒、中亚社交

媒体的兴起、后卡里莫夫时代乌兹别克斯坦的人力资本改善及社会创新、哈萨克斯

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教育面临的挑战等会议ꎬ有来自或旅美的中亚国家学者作了会

议主题发言ꎮ 与中国中亚研究相比ꎬ美国中亚研究更注重与中亚国家研究者交流ꎬ
在研究议题上更注重中观和微观层面的研究ꎮ

总之ꎬ中国中亚研究从量实现质的飞跃还有很长道路要走ꎬ需要长期从事中国

中亚研究的研究者继续保持热情和学术良心ꎬ同时需要从国家和社会层面对中国

中亚研究创造更多的物质和精神条件ꎬ鼓励更多的研究者长期专注于中亚问题研

究ꎬ这样才有可能使中国中亚研究获得质的飞跃ꎬ进入世界先进研究行列ꎮ
(责任编辑　 李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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