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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自 １９９１ 年独立以来ꎬ 哈萨克斯坦不但成功巩固了国家主权ꎬ
在政治、 经济、 社会发展等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ꎬ 而且在外交领域赢得了

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ꎬ 使哈萨克斯坦成为全球治理舞台中最为活跃的中亚国家ꎮ
在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中ꎬ 哈萨克斯坦将自己定位为 “有实力的重要地区大国”ꎬ
奉行以巩固主权独立和维护国家利益为中心的 “全方位务实平衡” 外交战略ꎬ
通过建立睦邻友好信任带的 “近邻外交” 和以伙伴关系为基础的 “远邻外交”ꎬ
拉近与世界各大国及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ꎬ 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扮演着 “沟

通者” 和 “调停者” 角色ꎬ 积极推动中亚地区内部的一体化进程ꎬ 广泛参与全

球与地区性国际组织ꎬ 在核不扩散和文明对话等领域提出了各种有影响力的倡

议ꎬ 力图将本国的利益和世界的利益融为一体ꎬ 为哈萨克斯坦的发展赢得了很大

的机遇和空间ꎬ 使哈萨克斯坦在国际社会中的能见度不断提升ꎮ 作为中亚国家经

济发展最为成功、 外交最为活跃、 国际影响力最为显著的国家ꎬ 哈萨克斯坦参与

全球治理的实践经验值得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ꎮ
【关 键 词】 　 哈萨克斯坦　 全球治理　 纳扎尔巴耶夫　 平衡外交

【作者简介】 　 邱昌情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博士ꎮ

自 １９９１ 年独立以来ꎬ 哈萨克斯坦就置身于经济全球化、 国际政治格局多极

化和地区一体化的大潮之中ꎮ 为应对全球化时代复杂国际局势和大国竞争所带来

的各种挑战ꎬ 哈萨克斯坦从中亚地缘政治现实出发ꎬ 将自己定位为 “有实力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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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地区大国”①ꎬ 凭借地缘优势、 丰富的能源资源和政治领袖的个人魅力ꎬ 积极

参与地区和全球事务ꎬ 使哈萨克斯坦成为独联体国家中参与全球治理最为活跃的

国家ꎮ 独立之初ꎬ 深处欧亚内陆腹地的哈萨克斯坦所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复杂艰

险ꎮ 如何巩固国家政权ꎬ 防止发生类似 “颜色革命” 的冲击ꎬ 推动本国经济加

速发展ꎬ 同时避免其他国家对本国经济命脉的控制ꎬ 成为哈萨克斯坦面临的重要

挑战②ꎮ 在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带领下ꎬ 哈萨克斯坦国家主权不断巩固、 政治局

势稳定、 经济发展形势向好ꎬ 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ꎬ 逐步成为独联体综合实力

最强的国家之一ꎬ 并在国际社会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ꎬ 这为哈萨克斯坦深度参与

全球治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ꎮ ２０１８ 年哈萨克斯坦 ＧＤＰ 跻身于世界 ５０ 强ꎬ ＧＤＰ 增

速 ４ １％ ꎬ 根据瑞士洛桑国际发展学院发布的 «２０１９ 年世界竞争力报告»ꎬ 哈萨

克斯坦在全球国家竞争力排行榜上位居第 ３４ 位③ꎮ 在哈萨克斯坦发布的 «２０５０
年发展战略» 中还提出了在 ２０５０ 年前实现跻身全球发达国家 ３０ 强的宏伟目标④ꎮ
随着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ꎬ 哈萨克斯坦增强了在全球治理舞台上的信心ꎬ 双边和

多边关系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ꎮ 从哈萨克斯坦历年来总统国情咨文、 «对外

政策构想» 和 «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战略» 等官方文件来看ꎬ 哈萨克斯坦参与

全球治理的战略主要包括: 一是确保优先方向ꎬ 包括俄罗斯、 中国、 美国、 欧

盟、 中亚国家间关系ꎻ 二是积极发展伙伴关系ꎬ 包括印度、 日本、 南亚、 东南

亚、 中东、 拉美、 伊斯兰国家等ꎻ 三是注重多边合作ꎬ 争取在重要国际机制中发

挥重要作用ꎬ 包括发展与联合国、 欧亚经济联盟、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上海合作

组织、 亚信会议、 突厥语国家元首会议、 欧安组织、 伊斯兰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

的关系ꎬ 不断推动哈萨克斯坦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ꎻ 四是在全球治理舞台提出了

诸多有影响力的倡议ꎬ 如核不扩散、 文明对话、 Ｇ － Ｇｌｏｂａｌ 国际计划等倡议ꎮ 作

为独联体国家经济发展最为成功、 外交活动最为活跃、 国际影响最为显著的国

家ꎬ 哈萨克斯坦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经验值得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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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一　 哈萨克斯坦参与全球治理的举措及表现

在独立后的二十多年里ꎬ 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利用哈萨克斯坦在中亚地区的

地理枢纽地位ꎬ 以国家利益为导向ꎬ 巧妙地平衡与大国和周边国家的合作关

系ꎬ 灵活地周旋于联合国和各种国际组织之间ꎬ 使哈萨克斯坦巩固了国家政

权ꎬ 获得了国际承认ꎬ 打开了对外交往局面ꎬ 并在全球治理舞台中占据一席之

地ꎬ 享有良好的声誉和国际形象ꎮ 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明确将哈萨克斯坦定位为

“有实力的重要地区大国”ꎬ 外交上奉行 “全方位务实平衡” 政策ꎬ 力争使哈

萨克斯坦成为全球治理舞台中不可或缺、 有活力的组成部分ꎮ 随着国力的不断

增强以及国际形势的新变化ꎬ 哈萨克斯坦开始逐渐把视野转向全世界ꎬ 积极参

加各种国际组织ꎬ 分别担任欧安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 伊斯兰合作组织、 集体

安全条约组织的主席国ꎬ 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调停ꎬ 就世界发展、 地

区安全、 文明对话等热点问题提出了诸多倡议ꎬ 为哈萨克斯坦赢得了发展空间

和国际声誉ꎮ 近年来ꎬ 哈萨克斯坦在全球治理舞台上异常活跃自信ꎬ 正在日益

型塑哈萨克斯坦的国际形象ꎮ

(一) 实施 “全方位务实平衡” 外交战略ꎬ 通过建立睦邻友好的

“近邻外交” 和以伙伴关系为基础的 “远邻外交”ꎬ 拉近同邻国和大国

之间的关系

独立初期ꎬ 哈萨克斯坦从零开始ꎬ 迈出了融入全球治理进程的第一步ꎮ 面对

世界多极化的国际格局和动荡不定的中亚地区局势ꎬ 哈萨克斯坦的首要任务是巩

固国家主权ꎬ 谋求国际社会的承认ꎬ 为本国经济发展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ꎮ 为

此ꎬ 哈萨克斯坦奉行以巩固独立主权和维护国家利益为核心的 “全方位务实平

衡” 外交政策ꎬ 在各个大国和地区之间左右逢源ꎬ 以谋求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

化ꎮ 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曾指出: “由于地缘位置和经济实力的原因ꎬ 哈萨克斯坦

的前途不仅在亚洲ꎬ 也在欧洲ꎻ 不仅在东方ꎬ 也在西方ꎮ”① 目前哈萨克斯坦已

经与 １３９ 个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ꎬ 是 ７３ 个国际组织的正式成员国ꎬ 在约 ７０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中设有驻外使团ꎬ 与不同的地区、 不同体制的国家建立起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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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哈〕 卡托卡耶夫: «哈萨克斯坦: 从中亚到世界»ꎬ 赛力克纳雷索夫译ꎬ 新华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
版ꎬ 第 ２２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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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交关系①ꎮ 受特殊的历史和地缘关系的影响ꎬ 哈萨克斯坦特别重视与俄罗斯

保持传统友好关系ꎬ 并将其置于外交战略最优先地位ꎬ 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

合作默契ꎮ 哈俄关系的顺利发展无疑是哈萨克斯坦走出中亚地区ꎬ 深入参与全球

事务的基础ꎮ 与此同时ꎬ 哈萨克斯坦选择能给予其安全保障ꎬ 同时又能满足其经

济需求的大国建立以伙伴关系为基础的 “远邻外交”ꎬ 同美国、 中国、 日本、 印

度、 伊斯兰国家均保持了友好合作的关系ꎬ 巧妙地维持与俄罗斯、 美国、 中国等

世界大国之间的平衡关系ꎬ 保持其外交的自主性ꎬ 从而为其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支

持ꎮ 总之ꎬ 哈萨克斯坦通过自身的大国平衡外交ꎬ 寻求与其他重要大国的共同利

益ꎬ 在俄罗斯、 美国、 中国等大国之间纵横捭阖ꎬ 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ꎬ 同时也

保持了外交自主性ꎬ 在中亚地区事务中扮演 “领头羊” 角色ꎬ 提升了本国的国

际地位ꎮ

(二) 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扮演 “沟通者” 和 “调停者” 角

色ꎬ 为地区热点问题的和平解决积极发出倡议并提供平台

哈萨克斯坦独立至今始终谋求以和平、 对话、 协商的方式解决地区热点问

题ꎬ 未与其他国家出现过大规模军事冲突ꎮ 不仅如此ꎬ 哈萨克斯坦还通过调停斡

旋协助解决地区冲突和危机ꎬ 并积极发出各种倡议和提供对话平台ꎮ 纳扎尔巴耶

夫总统睿智果敢ꎬ 政治经验丰富ꎬ 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多次充当矛盾各方的

调停者ꎬ 得到了诸多国家的信任ꎮ 在塔吉克斯坦内战、 纳卡冲突、 阿富汗问题、
乌克兰危机、 叙利亚危机甚至更远的伊朗核问题等地区热点问题上ꎬ 都能感受到

哈萨克斯坦的存在及影响力ꎮ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５ 日ꎬ 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提出了建立

“Ｇ － Ｇｌｏｂａｌ 国际项目”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Ｇ － Ｇｌｏｂａｌ)ꎬ 将阿斯塔纳经济论坛

(ＡＥＦ) 打造成为全球对话与沟通的重要平台ꎬ 旨在解决当前全球面临的危机与

挑战②ꎮ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ꎬ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欧洲国家的一些领导人曾

致电纳扎尔巴耶夫ꎬ 希望他充当俄乌关系的调解人ꎬ 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

总统波罗申科传话ꎬ 彰显了哈萨克斯坦作为地区大国的影响力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ꎬ 土耳其在叙利亚边境击落俄罗斯战机后ꎬ 俄土关系急转直下ꎬ 纳扎尔巴耶夫

利用自己与普京和埃尔多安两人的私交积极调停ꎬ 最终成功将俄罗斯和土耳其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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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到谈判桌上ꎮ 从 ２０１６ 年至今ꎬ 叙利亚危机阿斯塔纳和谈进程已经举行了 １４ 轮高

级别会谈ꎬ 充分体现了哈萨克斯坦在地区热点问题中发挥了 “小国大外交” 的

担当ꎬ 赢得了与会各方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ꎬ 阿斯塔纳和平进程已经成为国际

社会公认的解决叙利亚危机和平进程的重要对话平台ꎮ 哈萨克斯坦为地区热点问

题和冲突的和平解决积极努力与斡旋ꎬ 并提供各种对话平台ꎬ 力图打造哈萨克斯

坦的 “东方瑞士” 形象ꎮ

(三) 倡导宗教、 文明对话与交流ꎬ 打造全球宗教信仰对话中心

哈萨克斯坦非常重视国家软实力在国际竞争中的作用ꎬ 多元和谐的伊斯兰文

化正在成为哈萨克斯坦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软实力资源ꎮ 哈萨克斯坦地处世界文

明、 文化碰撞与交汇中心ꎬ 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 多宗教国家ꎬ 境内生活着 １４０
多个民族ꎬ 多达 １７ 种宗教信仰ꎬ 为哈萨克斯坦建立同地区外多文明国家的联系

奠定了基础①ꎮ 进入新世纪ꎬ 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提出了通过文明对话与交流来实

现国际社会全面和谐的战略构想ꎮ 他认为地处各大文明结合部的哈萨克斯坦不应

是文明冲突的前沿ꎬ 而应该成为不同文明之间开展文明对话与沟通的桥梁②ꎮ 自

２００３ 年起ꎬ 哈萨克斯坦国内举办世界及传统宗教大会ꎮ 大会由哈萨克斯坦总统

纳扎尔巴耶夫倡议ꎬ 哈萨克斯坦政府筹办ꎬ 每三年召开一次ꎬ 旨在推动世界各宗

教教派进行对话ꎬ 在不同的宗教信仰中寻求和平共处模式ꎮ ２０１１ 年ꎬ 哈萨克斯

坦还主办了伊斯兰合作组织第 ３８ 次外长会议ꎬ 加强成员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ꎬ
旨在消除西方国家的 “伊斯兰恐惧症”③ꎮ 目前ꎬ 哈萨克斯坦正在成为全球宗教

信仰间对话中心ꎬ 纳扎尔巴耶夫主张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文明之间相互协作ꎬ 反

对人为制造 “文明冲突”ꎬ 反对将国际恐怖主义现象与特定的民族和宗教相挂

钩ꎮ 哈萨克斯坦还依托联合国、 上海合作组织、 亚信会议、 联合国文明联盟等机

制来倡导不同文明间的合作ꎮ 此外ꎬ 哈萨克斯坦还以文化为纽带ꎬ 通过发展与斯

拉夫文化圈、 突厥—伊斯兰文化圈乃至亚洲文化圈相关国家间的关系④ꎮ 进入新

世纪ꎬ 哈萨克斯坦将发展国内多元文化的经验推向国际ꎬ 在不同的会议场合ꎬ 发

出了国际社会通过文明对话与合作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倡议ꎬ 不仅体现了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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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韦进深、 舒景林: «哈萨克斯坦国家发展与外交战略研究»ꎬ 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２０１６
年版ꎬ 第 ８５ 页ꎮ

〔哈〕 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 «国际社会全面革新战略与文明合作»ꎬ 哈萨克斯坦驻中国大使
馆 ２０１０ 年版ꎬ 第 １２１ 页ꎮ

何建宇: «美国霸权的演进与 “伊斯兰恐惧症”»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ꎮ
韦进深、 汪宁: «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中的文化因素探析»ꎬ 载 «国际展望» 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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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国际议程的能力ꎬ 更体现出哈萨克斯坦对于全球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怀ꎮ

(四) 开展国际组织外交ꎬ 利用国际多边机制在更广阔的全球治

理舞台发声

哈萨克斯坦自独立以来ꎬ 对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组织外交十分活跃ꎬ 先后

参加了一系列国际组织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ꎮ 哈萨克斯坦通过开展国际组织外

交ꎬ 旨在通过多边舞台广泛宣介哈萨克斯坦的外交政策与主张ꎬ 力争在更广阔的

全球治理舞台发声ꎮ 截至目前ꎬ 哈萨克斯坦已经是 ７３ 个全球和地区性国际组织

的正式成员国①ꎮ １９９２ 年 ３ 月 ２ 日ꎬ 哈萨克斯坦被接纳为联合国成员ꎮ 哈萨克斯

坦非常重视这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政府间国际组织ꎬ 支持联合国在全球安全与冲

突解决中的核心地位ꎬ 将参与联合国事务视为吸引世界舆论注意力ꎬ 展现领袖形

象ꎬ 阐述内政外交政策ꎬ 获得国际社会承认的重要平台②ꎮ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ꎬ 纳扎

尔巴耶夫总统在首次出席第 ４７ 届联合国大会上阐述了哈萨克斯坦独立后的外交

构想和主张ꎬ 并提出了举办 “亚洲相互协作和信任措施会议” 的建议ꎬ 引起了与

会国家的关注与重视ꎮ 此后ꎬ 哈萨克斯坦在联合国大会等不同场合分别提出了建

立联合国维和基金、 联合国预防外交地区中心、 联合国中亚委员会等倡议ꎬ 得到

了相关会员国的响应ꎬ 其提出的倡议如今大都已经实现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哈萨克斯坦

正式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特别委员会的成员ꎬ 并先后参与了联合国在伊拉克、 海

地、 西撒哈拉、 科特迪瓦、 利比里亚等地的维和行动ꎮ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ꎬ 哈萨克斯坦

成为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ꎬ 这也是中亚第一个进入安理会的国家ꎬ 为哈萨克

斯坦直接参与解决全球性问题、 提升国际影响力提供了重要平台ꎮ 哈萨克斯坦在

担任主席国期间ꎬ 在关于阿富汗问题、 核裁军和不扩散、 反恐、 非洲地区和平与

安全、 联合国改革等领域主持了 １ ０００ 多场公开和闭门会议ꎬ 为理事会主席通过

１１５ 项决议和 ４８ 项声明作出了贡献ꎬ 成功地履行了担任安理会非常理事国期间的

职责③ꎮ 在经济领域ꎬ 哈萨克斯坦还积极参加世界贸易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 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活动ꎬ 推动实施联合国经社理事会 “中亚经济专门

计划”、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丝绸之路区域合作项目” 等项目ꎬ 力图在发展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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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得到这些组织的援助与支持ꎮ
哈萨克斯坦也是区域合作的积极参与者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创设者ꎮ 哈萨克

斯坦参与区域性国际组织或机制大致可以分为几类: 一是由独联体成员国家发起

建立的多边合作机制ꎬ 主要有独联体、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欧亚经济联盟ꎮ 二是

由周边大国主导ꎬ 如上海合作组织、 欧安组织、 伊斯兰合作组织、 突厥语国家首

脑会议、 北约伙伴关系合作计划等ꎮ 三是由哈萨克斯坦倡导发起的区域性合作机

制ꎬ 如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 世界和传统宗教大会、 中亚国家联盟等ꎮ
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提出建立 “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 的倡议得到了包

括中国在内的 １６ 个亚洲国家的积极响应ꎮ 如今ꎬ 亚信会议已经建立起国家元首

或政府首脑会议、 外长会议、 高官委员会会议、 特别工作组会议等各种级别的对

话机制ꎬ 该机制迄今为止已有 ２７ 个成员国ꎬ １３ 个观察员国或国际组织ꎬ 成为各

相关方就亚洲安全问题进行对话与磋商的论坛①ꎮ 哈萨克斯坦作为亚信会议的倡

导国ꎬ 在亚信会议机制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力ꎬ 这也是哈萨克斯坦为建立亚洲地区

的集体安全新架构所做出的重要机制性贡献ꎮ 众多国际组织成员的身份尤其是创

始成员国身份ꎬ 足以证明哈萨克斯坦在国际社会中的认可度和国际影响ꎬ 为其更

好地融入全球治理进程提供了重要支撑ꎮ
此外ꎬ 哈萨克斯坦也十分重视通过举办主场外交活动提升其国际形象ꎬ 主动

要求和赞助一些国际会议在哈萨克斯坦召开ꎬ 以扩大其国际影响ꎮ 近年来ꎬ 哈萨

克斯坦成功举办了 ２０１７ 年上海合作组织元首理事会会议、 ２０１７ 年世界博览会和

有关叙利亚问题的 “阿斯塔纳和谈进程” 等系列主场外交活动ꎮ 一系列国际盛

会使哈萨克斯坦闪耀在国际媒体的聚光灯之下ꎬ 不断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ꎮ
２０１７ 年阿斯塔纳世博会以 “未来能源” 为主题ꎬ 向全世界展示了哈萨克斯坦繁

荣的经济形象和开放包容的文化形象ꎬ 彰显了世界能源出口大国在发展绿色、 清

洁能源所发挥的重要表率作用ꎬ 这也是中亚国家历史上第一次举办世界博览会ꎬ
大大提升了哈萨克斯坦的国际形象和国际知名度ꎮ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

在闭幕式上发言说: “阿斯塔纳专项世博会共举办了 ６ ０００ 多场活动ꎬ 哈萨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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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目前共有 ２７ 个成员国ꎬ 分别是: 阿富汗、 阿塞拜疆、 中国、 埃及、
吉尔吉斯斯坦、 蒙古、 巴基斯坦、 巴勒斯坦、 俄罗斯、 塔吉克斯坦、 土耳其、 乌兹别克斯坦、 泰国、 韩
国、 约旦、 阿联酋、 越南、 伊拉克、 巴林、 柬埔寨、 卡塔尔、 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ꎮ 观察员国有 １３ 个ꎬ
分别是: 印度尼西亚、 日本、 老挝、 马来西亚、 菲律宾、 乌克兰、 美国、 白俄罗斯以及联合国、 欧安组
织、 国际移民组织、 阿拉伯国家联盟和突厥语国家议会大会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ꎬ 亚信会议第四次峰会在中国上
海举行ꎬ 中方首次担任亚信会议主席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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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作为欧亚地区持续发展国家的形象得到进一步提升ꎬ 世界对哈萨克斯坦的独特

文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ꎬ 本届世博会已经成为能源领域先进思想和技术桥梁的象

征ꎮ”① 哈萨克斯坦在举办大型国际赛事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ꎬ 比如第七届亚洲

冬季运动会、 第 ２８ 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等ꎬ 哈萨克斯坦还获得了 ２０２１ 年世界武

博会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ｍｂａｔ Ｇａｍｅｓ) 举办权ꎬ 这些均向世界展示了哈萨克斯坦的国际形

象ꎬ 有利于哈萨克斯坦在全球治理舞台中发出自己的声音ꎮ

哈萨克斯坦倡议或参与的重要全球治理机制

加入时间 国际机制 角色体现 主要议题

１９９２ 年 ３ 月 联合国 会员国 维护世界和平、 发展与人权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 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 倡议者 促进亚洲区域内对话与互信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 伊斯兰合作组织 成员国
支持穆斯林人民保障其尊严、 独立和
民族权利的斗争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上海合作组织 创始成员国 打击三股势力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中亚国家联盟 倡议者
推动中亚各国共同应对地区经济和政
治领域的挑战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 独联体 创始成员国
提高中亚地区军事防御能力ꎬ 防止地
区性的武力争端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 成员国
加强突厥语国家合作和发扬突厥语
传统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欧亚经济联盟 发起者
取消联盟成员国间的关税ꎬ 实现五国
之间在商品、 劳务、 资本和劳动力方
面的自由流动ꎬ 形成共同市场

(五) 成为核不扩散领域的典范ꎬ 开创和平发展及核裁军的有效

治理模式

推动核不扩散是哈萨克斯坦参与全球治理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在苏联解体

后ꎬ 中亚地区留下了大量的核遗产ꎬ 哈萨克斯坦成为世界第四大核武国家ꎬ 哈萨

克斯坦继承了前苏联 ７ ６％ 的核力量②ꎮ 虽然哈萨克斯坦是核大国ꎬ 但是在当时

的背景下ꎬ 国内连基本的技术和维护人员均缺乏ꎬ 这对哈萨克斯坦来说保留核武

库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ꎮ 在此背景下ꎬ 哈萨克斯坦宣布放弃国内存留的核武器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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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孙力主编: «中亚国家发展报告 (２０１８)»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ꎬ 第 １３ 页ꎮ
何玉阳: «哈萨克斯坦弃核的理性分析»ꎬ 载 «东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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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 １９９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关闭了塞米巴拉金斯克核武器试验场ꎬ 为哈萨克斯坦赢得

了良好的国际声誉ꎬ 也得到了美国、 俄罗斯、 中国等核俱乐部国家的安全保证ꎮ
不仅如此ꎬ 哈萨克斯坦还与其他中亚国家一起加入了核不扩散条约、 全面禁止核

试验条约ꎮ １９９７ 年 ２ 月 ２７ 日ꎬ 中亚五国元首共同发表 «阿拉木图宣言»ꎬ 支持

建立中亚无核区ꎮ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８ 日ꎬ 中亚五国在哈萨克斯坦的倡导下签署了

«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ꎮ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０ 日ꎬ 继乌兹别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交存条约批准书以后ꎬ 哈萨克斯坦最后批准了该条约ꎮ
中亚无核区是世界第五个区域性无核区ꎬ 也是无核区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

件①ꎮ 哈萨克斯坦还在联合国大会上倡议将每年的 ８ 月 ２９ 日设立为 “禁止核试验

日”ꎬ 该提案获得了联合国第 ６４ 届大会一致通过ꎬ 这一天不仅致力于悼念核试验

受难者ꎬ 更致力于敦促全世界建立无核化的自由世界ꎮ② 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曾发表声明: “ «中亚无核区条约» 的生效将加强全球核不扩散机制ꎬ 彰显无核

区的战略和道义价值ꎬ 并显示在实现无核世界方面取得更大进展的可能性ꎮ”③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７ 日ꎬ 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了由哈萨克斯坦提出的无核化世界宣言ꎬ
该宣言的通过充分验证了纳扎尔巴耶夫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正确性

和前瞻性ꎮ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 日ꎬ 哈萨克斯坦签署了 «禁止核武器条约»ꎬ 哈萨克斯

坦成为第 ５７ 个签约国ꎮ 在当前国际社会面临严峻的核扩散形势下ꎬ 哈萨克斯坦

通过弃核战略ꎬ 不仅有利于保障哈萨克斯坦自身的安全ꎬ 对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

和无核世界的建设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六) 推动中亚一体化ꎬ 彰显哈萨克斯坦在中亚地区的 “领导者”
角色

纳扎尔巴耶夫总统认为: “当今时代ꎬ 弱小国家不依靠一体化是很难生存的ꎬ
没有一体化就没有发展ꎬ 以自愿、 平等为基础的中亚一体化是未来的发展趋势ꎬ
也是哈萨克斯坦谋求地区强国战略的重要一步ꎮ”④ 中亚国家有着基本的地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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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另外四个无核区条约分别位于拉美、 南太平洋、 东南亚、 非洲ꎮ １９６７ 年 ２ 月 １４ 日在墨西哥城签
订的 «拉美及加勒比禁止核试验条约»ꎻ １９８５ 年 ８ 月 ６ 日在库克群岛举行的拉罗汤加会议上缔结的 «南太
平洋无核区条约»ꎻ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签署的 «东南亚无核区条约»ꎻ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 １１ 日在开罗签署的 «非洲无
核区条约»ꎮ

«第六十四届联大决议»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ｚｈ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ｖｉｅｗ＿ ｄｏｃ ａｓｐ? ｓｙｍｂｏｌ ＝ Ａ / ＲＥＳ / ６４ /
３５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ａｂｌ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ｐｏｋｅｓｐｅｒｓ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ｙ Ｉｎｔｏ Ｆｏｒ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ｎ ａ Ｎｕｃｌｅａｒ － Ｗｅａｐｏｎ － Ｆｒｅｅ Ｚｏｎｅ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ａｐｐｓ / ｓｇ / ｓｇｓｔａｔｓ ａｓｐ? ｎｉｄ ＝ ３７４６

〔哈〕 努纳扎尔巴耶夫: «前进中的哈萨克斯坦»ꎬ 民族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ꎬ 第 ２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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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识ꎬ 相同的宗教信仰和历史文化传统ꎬ 独立后又面临着相同的地缘政治环境

和国家转型的任务ꎬ 这将是中亚国家连在一起最为重要的纽带ꎮ 哈萨克斯坦作为

独联体国家实力较强的国家ꎬ 需要扮演中亚一体化 “领头羊” 的角色ꎮ 自独立

以来ꎬ 哈萨克斯坦积极推动中亚一体化进程ꎬ 包括建立欧亚联盟和中亚国家联盟

等ꎮ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 ９ 日ꎬ 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

坦四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 «独联体国家军事安全构想的协议»ꎮ １９９５ 年 ４ 月ꎬ 三

国通过了到世纪末的经济一体化纲要ꎬ 正式建立中亚联盟ꎮ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ꎬ 俄罗

斯加入中亚合作组织ꎬ 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乌兹

别克斯坦四国一致同意将该组织合并入欧亚经济共同体ꎮ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ꎬ 纳扎尔巴

耶夫总统在议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正式提出了 “中亚国家联盟” 这一主张ꎮ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ꎬ 哈萨克斯坦议会通过了关于 “批准独联体自由贸易区” 的法案ꎬ 在推

动独联体国家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迈出重要一步ꎮ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５ 日ꎬ 中亚国家领

导人工作会议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ꎬ 中亚五国领导人共同发表了 «中
亚国家首脑纳吾鲁孜节联合声明»ꎬ 这是中亚地区第一次在没有外部力量参与的

情势下ꎬ 尝试通过和平协商来解决本地区的问题ꎬ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最为活跃的国家ꎬ 在国际社会赢得了很

好的声誉ꎮ 哈萨克斯坦的全方位务实平衡外交为其国家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

境ꎬ 在中亚地区的大国地位得到巩固ꎬ 大大提升了哈萨克斯坦的国际影响力ꎮ 随

着哈萨克斯坦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ꎬ 哈萨克斯坦参与全球治理的意识和主动性也

在不断增强ꎮ

二　 哈萨克斯坦参与全球治理的动力及诉求

哈萨克斯坦通过参与全球治理进程ꎬ 致力于巩固独立后的国家主权ꎬ 获得国

际社会的承认ꎬ 最大化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ꎬ 谋求在中亚地区的 “领导者” 地

位ꎬ 通过参与全球和地区多边机制强化哈萨克斯坦在重大国际和地区议题中的发

言权以及议程设置能力ꎬ 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ꎮ
(一) 巩固国家主权和维护国家利益ꎬ 为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塑造

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

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在积极推行国内政治经济改革、 巩固国家主权的同时ꎬ
也积极通过融入国际社会寻找和确定自己的国际定位ꎬ 为哈萨克斯坦参与全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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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事务治理塑造良好的国际环境ꎮ 作为独联体大国ꎬ 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缺乏

参与全球治理的经验ꎮ 巩固国家主权ꎬ 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ꎬ 最大限度的维护其

国家利益是哈萨克斯坦政府制定对外战略的基本原则ꎮ 哈萨克斯坦现任总统托卡

耶夫就曾表示: “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巩固自己的国家体制、 融入国际大家

庭和世界经济ꎬ 相互支持并共同努力以保证地区和全球的安全与稳定ꎮ”① 哈萨

克斯坦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也在多个场合表示ꎬ 哈萨克斯坦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就

是要保证国家主权的独立ꎬ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民族、 国家利益、 国家安全是其

首要的利益ꎬ 只有在生存的基础上ꎬ 一个国家才能够去谋求国家利益ꎮ 哈萨克斯

坦总统通过频繁出访ꎬ 就建立国际政治、 经济新秩序提出了具有全局性和局部性

建设性意见ꎮ 通过积极融入国际组织ꎬ 加强与大国和邻国的关系ꎬ 通过弃核等行

为ꎬ 消除国际社会的疑虑ꎬ 获得了美国、 俄罗斯等政治军事大国对其安全保障的

承诺ꎬ 并签署了一系列有关国家安全方面的条约与协议ꎬ 消除了独立初期大多数

国民对国家安危的担心ꎬ 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ꎬ 从而为哈萨克斯坦营造了一个

良好发展经济、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国际环境ꎮ 此后ꎬ 哈萨克斯坦迎来了外交承

认的高潮ꎬ 到目前为止ꎬ 已经得到了近 １４０ 多个国家的承认ꎮ 与此同时ꎬ 保持中

亚地区的繁荣稳定是哈萨克斯坦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目标ꎮ 中亚地区充斥着

各种矛盾ꎬ 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非常突出ꎮ 恐怖主义、 武器走私、 毒品、 宗教

纷争、 俄乌危机等都是哈萨克斯坦所面临的重要威胁ꎮ 哈萨克斯坦的命运与中亚

区域治理休戚相关ꎬ 中亚地区如果动荡不定ꎬ 会直接影响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发展

以及走向世界ꎬ 只有中亚地区得到善治ꎬ 哈萨克斯坦才能有更多的精力参与全球

治理ꎮ
(二) 谋求在中亚地区事务治理中的主导权ꎬ 强化地区领导国

角色

地区治理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是哈萨克斯坦参与全球治理的基础

和核心ꎮ 中亚地区是哈萨克斯坦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依托区域ꎬ 作为参与全球治

理努力的重要部分ꎬ 哈萨克斯坦在地区层面高度重视巩固于俄罗斯的传统关系ꎬ
积极引领并鼓励加强中亚国际间合作ꎬ 推动中亚一体化进程ꎬ 增强地区影响力ꎮ
哈萨克斯坦作为独联体大国ꎬ 具有丰富的能源资源和地缘政治优势ꎬ 在中亚地区

产生了地理优越感和中亚地区大国情结ꎮ 近年来ꎬ 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快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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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哈〕 Ｋ 托卡耶夫: «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ꎬ 载 «外交学院学报» ２００２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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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ꎬ 哈萨克斯坦一步步向着中亚地区强国的目标迈进ꎮ 在独联体内ꎬ 纳扎尔巴耶

夫利用自己的威望和影响力ꎬ 广泛活动ꎬ 既充当 “和事佬”ꎬ 有充当各种主张的

“倡议者” 和 “引领者”ꎬ 在增强独联体国家的凝聚力方面ꎬ 纳扎尔巴耶夫发挥

着独特作用①ꎮ 为谋求在中亚地区的主导权ꎬ 哈萨克斯坦一直试图摆脱俄罗斯的

影响和束缚ꎬ 优先处理好与俄罗斯的关系ꎬ 通过开展 “多向度外交”ꎬ 平衡大国

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ꎬ 增强自身在中亚地区事务中的话语权ꎮ 通过构建建立亚信

会议、 上海合作组织、 欧亚经济联盟、 中亚国家联盟等地区性组织机制ꎬ 并通过

举办各种多边盛会搭建平台ꎬ 提供国际公共产品ꎬ 向国际社会彰显哈萨克斯坦

“小国办大外交” 的雄心ꎬ 大大提升了哈萨克斯坦在国际社会的能见度ꎬ 凸显出

哈萨克斯坦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ꎮ

(三) 通过参与全球和地区多边机制强化哈萨克斯坦在重大国际

和地区议题中的发言权及议程设置能力ꎬ 丰富了哈萨克斯坦参与全球

治理的渠道

新兴发展中国家虽然个体行为能力有限ꎬ 但在国际组织多边机构中却常常能

发挥重要作用②ꎮ 多边主义是哈萨克斯坦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名片ꎬ 哈萨克斯坦

是众多全球或地区性国际组织的成员ꎬ 并且还在某些国际组织中占据重要地位ꎮ
哈萨克斯坦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主要借助一系列国际和地区性多边组织ꎬ 向世界

展示本国对全球和地区事务的看法、 主张和诉求ꎬ 希望通过参与多边合作进入到

因本国身份和实力限制而无法参与的全球决策体系ꎬ 在某些地区事务中扮演引领

者甚至是领导者角色ꎬ 从而将哈萨克斯坦的力量从大国权力政治中释放出来ꎬ 拓

宽了其参与全球治理的维度和深度ꎬ 同时增强哈萨克斯坦的国际影响力ꎮ 在当今

世界大发展、 大变革、 大调整的背景下ꎬ 国际金融危机、 气候变化、 能源安全、
跨国犯罪、 人道主义危机等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ꎬ 而多边国际合作成为主权国家

应对这些问题的重要平台ꎮ 哈萨克斯坦希望通过这些多边平台发展和强化与各成

员国的双边和多边关系ꎬ 共同应对当前面临的地区和全球治理热点问题ꎬ 谋求在

诸多全球治理议程中的发言权和议程设置能力ꎬ 推动哈萨克斯坦不断走向世界舞

台的中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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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常庆: «哈萨克斯坦独立后的对外政策»ꎬ 载 «东欧中亚研究» １９９３ 年第 １ 期ꎮ
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Ｋｅｏｈａｎｅꎬ “Ｌｉｌｌｉｐｕｔｉａｎ’ｓ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Ｓｍａｌｌ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ꎬ Ｖｏｌ ２３ꎬ Ｎｏ ２ꎬ １９６９ꎬ ｐ ２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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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哈萨克斯坦参与全球治理面临的制约因素及挑战

哈萨克斯坦凭借其独特的地缘战略位置、 能源资源优势以及灵活务实的多元

务实平衡外交政策ꎬ 最大限度地发掘了本国的外交资源ꎬ 在全球治理舞台中长袖

善舞ꎬ 不断实现并拓展其国家利益ꎬ 为哈萨克斯坦的发展赢得了不少机遇和空

间ꎬ 对外展现了良好的国际形象ꎮ 随着哈萨克斯坦对全球治理进程的深度参与ꎬ
全球化也从经济、 政治、 社会、 文化、 外交等各领域深刻地影响着哈萨克斯坦国内

各个阶层以及每个行为者ꎮ 虽然哈萨克斯坦在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中表现活跃ꎬ 并在

诸多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ꎬ 但其局限性也很明显ꎬ 面临诸多限制因素和现实挑战ꎮ

(一) “后纳扎尔巴耶夫” 时代哈萨克斯坦国内政局稳定存在不确定性

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任期间形成了哈萨克斯坦的 “多元平衡务实外交” 战

略理念ꎬ 提升了哈萨克斯坦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ꎮ 哈萨克斯坦独立以来的成绩均

是在纳扎尔巴耶夫总统长达近 ３０ 年的 “强人政治” 背景下获得的①ꎬ 期间虽然

经历多次选举ꎬ 仍稳居总统高位ꎬ 被称为哈萨克斯坦政坛的 “常青树”②ꎮ 纳扎

尔巴耶夫总统是一位非常务实的领导人ꎬ 有着睿智的政治经验和高瞻远瞩的眼

光ꎮ 作为哈萨克斯坦国家战略制定的最高领导人ꎬ 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亲自领导设

计哈萨克斯坦的对外战略ꎬ 并通过每年的国情咨文ꎬ 对哈萨克斯坦的对外战略进

行灵活调整ꎬ 为哈萨克斯坦赢取了有利的国际地位ꎮ 这期间纳扎尔巴耶夫带领哈

萨克斯坦恢复经济、 稳定政局ꎬ 使哈萨克斯坦综合国力不断提升ꎬ 成为中亚地区

的 “领头羊”ꎬ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ꎬ “纳式外交” 也得到了国内民众和

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ꎮ 但恰恰也因为如此ꎬ 哈萨克斯坦的政权交接问题也引起了

国内国际的高度关注ꎬ 使哈萨克斯坦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③ꎮ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９ 日ꎬ 执政近三十年的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突然宣布提前结束自己的总统权力ꎬ
这一重大消息立即引起诸多议论ꎮ 豪无疑问ꎬ 哈萨克斯坦的内政外交均充满着纳

扎尔巴耶夫总统的个人魅力色彩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２ 日ꎬ 托卡耶夫正式宣誓就职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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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纳扎尔巴耶夫总统自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当选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ꎬ １９９５ 年通过哈萨克斯坦的全面公
决ꎬ 将其总统任期延至 ２０００ 年ꎬ 在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１１ 年与 ２０１５ 年的选举中获得连任ꎬ 担任总统至
２０１９ 年ꎮ

胡梅兴: «哈萨克斯坦政坛的常青树: 纳扎尔巴耶夫»ꎬ 载 «国际资料信息» 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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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哈萨克斯坦的新总统ꎬ 在哈萨克斯坦总统实现权力交接后ꎬ 未来托卡耶夫的外

交政策将直接影响哈萨克斯坦的政治稳定与发展走向ꎮ 在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执政

期间ꎬ 哈萨克斯坦社会经济指标在独联体国家中处于领先地位ꎬ 带有历史光环的

“魅力型总统” 的政策影响力过大ꎮ 问题在于当拥有巨大威望的领袖抽身而去ꎬ
继任者是否能够填补纳扎尔巴耶夫所留下的空白? 特别是在西方国家在中亚地区

大力输出 “颜色革命” 的大背景下ꎬ 哈萨克斯坦自然也成为现有政治体制与

“颜色革命” 角力的试验场ꎮ 现任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曾长期担任哈萨克斯

的外交部长ꎬ 是大国平衡外交政策的拥护者ꎮ 他在宣誓就职前也曾表示哈萨克斯

坦会在大选后保持国家政策的连续性ꎬ 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执政期间的外交方

针将会被延续ꎬ 带领国家迈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ꎮ 从哈萨克斯坦的长远发展来

看ꎬ 合理的制度比魅力领袖更为重要ꎬ 国家领导人需要从魅力型转换为法理型权

威ꎮ 随着哈萨克斯坦进入权力交接状态ꎬ 未来哈萨克斯坦参与全球治理的深度将

取决于 “后纳扎尔巴耶夫” 时代哈萨克斯坦内部政治的稳定以及政治经济体制

结构的逐步巩固与完善ꎮ

(二) 大国博弈中亚给哈萨克斯坦参与全球治理带来不确定性

冷战结束后ꎬ 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诸多新变化ꎬ 中亚地区成为地

缘政治争夺的重要区域ꎮ 哈萨克斯坦位于欧亚大陆腹地的中亚地区北部ꎬ 周边大

国环伺ꎬ 北与俄罗斯相邻ꎬ 东部与中国接壤ꎬ 西南部与里海相望ꎬ 拥有独特的地

缘政治优势ꎬ 是连接欧亚大陆的重要桥梁ꎮ 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认为中亚地

区是世界的 “心脏地带”ꎬ 谁统治心脏地带ꎬ 谁就能主宰世界岛ꎻ 谁统治世界

岛ꎬ 谁就能统治全世界①ꎬ 这也充分说明了中亚地区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重要

性ꎮ 哈萨克斯坦作为中亚地区最大的内陆国家ꎬ 具有其他中亚国家无可比拟的地

缘政治优势ꎬ 被美国著名战略家布热津斯基视为潜在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②ꎮ 加

之哈萨克斯坦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ꎬ 中美俄等大国都将哈萨克斯坦作为拉拢与合

作的对象ꎬ 这为哈萨克斯坦推行全方位的外交政策奠定了基础ꎮ 但哈萨克斯坦的

特殊之处就在于ꎬ 其所处的中亚地区周边不仅大国环伺ꎬ 而且民族问题、 贫困问

题、 发展问题、 恐怖主义等地区热点问题众多ꎮ 更重要的是ꎬ 国际体系中的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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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美国与俄罗斯的主要交锋区域就在中亚ꎬ 这就使哈萨克斯坦全球治理战略的展

开面临更多掣肘ꎮ 尽管国际格局变动、 国际体系转型给予了哈萨克斯坦外交更多

运筹空间ꎬ 但中亚地区大国博弈的现实成为哈萨克斯坦诸多国际倡议难以超越的

现实ꎮ 哈萨克斯坦独特的地缘位置深刻地影响了其外交政策ꎬ 既需要维持与俄罗

斯的传统联系ꎬ 同时也与中国发展睦邻友好关系ꎮ 哈萨克斯坦作为地缘政治战略

支点上的地区强国ꎬ 其生存之道是周旋于大国之间ꎮ 独特的地缘战略位置和能源

资源既赋予了哈萨克斯坦拓展其国家利益的有利条件ꎬ 提升了哈萨克斯坦在大国

对外整体方针中的地位ꎬ 为哈萨克斯坦制定灵活的外交政策增添了筹码ꎬ 但也为

其外交战略的运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ꎮ 在与各大国周旋的过程中ꎬ 哈萨克斯坦需

要小心应对ꎬ 在各大国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ꎮ 尤其是乌克兰危机后ꎬ 中亚的地

缘政治格局也在大国博弈中发生了深刻变动ꎮ 在乌克兰危机中ꎬ 由于哈萨克斯坦

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的表态ꎬ 使得哈萨克斯坦与乌克兰的关系迅速恶化ꎬ 俄罗斯合

并克里米亚ꎬ 受到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ꎬ 尽管如此ꎬ 哈萨克斯坦还是坚定地支持

俄罗斯的行动ꎬ 延续了外交战略中的 “俄罗斯优先” 原则ꎮ 而美国与俄罗斯的

关系则更加恶化ꎬ 在此情势下ꎬ 如何延续好多元务实平衡外交战略ꎬ 找到自身利

益的平衡点ꎬ 在大国之间纵横捭阖ꎬ 维护好自身国家利益ꎬ 这也是摆在哈萨克斯

坦新政府面前的一个无法回避的新课题ꎮ

(三) 参与全球治理意愿与国家综合实力之间的矛盾

主权国家参与全球治理与国家综合实力有很大的关系ꎬ 综合国力的强大与否

决定了一个国家融入世界进程和参与全球治理的深度ꎮ 全球治理问题的复杂性、
艰巨性要求巨大而长期的投入和各种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ꎬ 实力强大的国家往往

能在全球治理进程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ꎮ 从目前来看ꎬ 哈萨克斯坦的综合实力

尚未形成对其 “全方位务实平衡外交” 战略的强支撑ꎬ 哈萨克斯坦还只是全球

治理舞台中的一支新生力量ꎮ 国家综合实力的不足在客观上影响了哈萨克斯坦在

全球治理进程中影响力的发挥ꎮ 近年来ꎬ 哈萨克斯坦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基础是

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家实力的不断上升ꎮ 尽管哈萨克斯坦在中亚国家中处于毫

无争议的经济发展领头羊地位ꎬ 但是在当今新型全球治理体系中ꎬ 相比其他新兴

大国ꎬ 哈萨克斯坦在政治、 经济、 军事、 外交等各领域ꎬ 同印度、 中国、 巴西等

幅员辽阔、 人口众多ꎬ 经济增长更为强劲的国家相比ꎬ 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ꎬ 导

致哈萨克斯坦在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中仍然面临意愿与能力之间的落差ꎬ 话语权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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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ꎬ 大大制约了哈萨克斯坦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ꎮ 面对当前全球治理秩序转型ꎬ
哈萨克斯坦尽管已经活跃于诸多全球治理机制和平台中ꎬ 积极引领议题方向ꎬ 意

图在其中占据一席之地ꎬ 但很多方面还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和挑战ꎮ

２０１７ 年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综合指数

排名 国家
全球机制
创设得分

全球机制
维护得分

全球决策
参与得分

全球责任
承担得分

总得分

２４ 哈萨克斯坦 ９ ３８ ９６ ３７ １７ ９１ ５９ １７ １８２ ８３

　 　 数据来源: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国家治理指数报告 (２０１７ 年)ꎮ

四　 哈萨克斯坦参与全球治理的前景展望

哈萨克斯坦自 １９９１ 年独立至今ꎬ 不但在矛盾重重、 民族关系复杂、 大国竞

争异常激烈的中亚地区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机遇ꎬ 为国家的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

周边环境ꎬ 而且在全球治理舞台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ꎬ 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关

注与尊重ꎮ 哈萨克斯坦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是建立在 “多元务实平衡外交” 的

基础之上ꎬ 从哈萨克斯坦走向欧亚ꎬ 再从欧亚走向全世界ꎬ 使哈萨克斯坦一步步

向地区强国目标迈进ꎮ 哈萨克斯坦通过 “多元平衡” 外交战略客观、 灵活地处

理复杂的全球事务ꎬ 给世界各国留下了地区事务的领导者、 全球治理议程倡议者

的印象ꎮ 未来ꎬ 哈萨克斯坦亟需借助其地缘战略优势ꎬ 明确中亚 “地区强国”
的定位ꎬ 以安全、 发展和稳定作为哈萨克斯坦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出发点ꎬ 提升

自己的国家实力ꎮ 随着哈萨克斯坦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ꎬ 哈萨克斯坦的

国家利益与全球治理秩序之间的联系也呈现出日益紧密之势ꎬ 哈萨克斯坦参与全

球治理进程的意识和主动性也在不断增强ꎮ

(一) 明确哈萨克斯坦参与全球治理的中亚地区强国身份定位

国家实力是一国参与全球治理最重要的物质基础ꎬ 哈萨克斯坦参与全球治理

所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是以其对国际形势的认识与态度、 对自身参与全球治理身

份的恰当定位为前提和基础的ꎮ 哈萨克斯坦地处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ꎬ 在中亚地

区与其他国家存在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ꎮ 为了在全球治理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

色ꎬ 哈萨克斯坦必须将国内外资源整合起来ꎬ 探索适合自己的道路ꎬ 保持其经济

快速发展ꎬ 积累起更强大的综合国力ꎬ 为获得更大的全球治理话语权奠定雄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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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基础ꎮ 哈萨克斯坦从前苏联独立出来以后ꎬ 摒弃意识形态的束缚ꎬ 以务实的

态度同世界各国交往ꎬ 积极融入国际社会ꎬ 与西方大国、 周边国家、 伊斯兰国家

均保持了良好的关系ꎬ 这种多元平衡务实外交使哈萨克斯坦成为全球治理舞台中

的一个亮点ꎬ 其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与地位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ꎮ “多元平

衡外交” 已经固定下来成为哈萨克斯坦外交发展的基本模式ꎮ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

深入发展ꎬ 哈萨克斯坦需要更深度地参与到全球治理进程中ꎮ «哈萨克斯坦共和

国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０ 年外交政策构想» 表明ꎬ 哈萨克斯坦首先需要明确自己的身份定

位ꎬ 通过经济发展ꎬ 增强哈萨克斯坦的硬实力ꎬ 成为中亚地区的强国ꎬ 然后才能

走向世界ꎮ 同时ꎬ 作为发展中国家ꎬ 哈萨克斯坦所需要的全球治理范式ꎬ 应能够

充分保障根据本国国情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ꎬ 以及平等发展和参与全球事务的权

利ꎬ 以多边主义为基础ꎬ 通过对话和协商ꎬ 用和平的方式解决矛盾和争端ꎮ

(二) 找准参与全球治理的主攻方向ꎬ 构建价值明确的全球治理战略

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中ꎬ 哈萨克斯坦作为一个地区中等强国ꎬ 毫无疑问难

以兼顾全球治理的各个层面ꎬ 必须根据自身的国家利益需求和外交资源禀赋ꎬ 找

准未来参与全球治理的主攻方向ꎬ 构建一套清晰的全球治理战略ꎬ 这不仅有利于

哈萨克斯坦赢得发展的机遇和空间ꎬ 而且有利于在全球治理舞台上提升自身的国

际影响ꎬ 发出更多代表中亚地区或者中等国家的声音ꎬ 促进世界多极化的发展ꎮ
尽管国际格局变动、 国际体系转型给予了哈萨克斯坦参与全球治理更多的运筹空

间ꎬ 但中亚地区大国博弈的现实却成为哈萨克斯坦诸多国际倡议难以超越的现

实ꎮ 对于哈萨克斯坦来说ꎬ 其参与全球治理不应追求取代大国的地位和影响ꎬ 而

应充分利用大国的支持以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ꎬ 找准自己参与全球治理的优势

领域和主攻方向ꎮ 在全球层面ꎬ 哈萨克斯坦虽然担任过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

国ꎬ 也于 ２０１７ 年成功举办了世界博览会ꎬ 但哈萨克斯坦却难以提出实际性政策

建议并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ꎮ 在地区层面ꎬ 哈萨克斯坦相对于俄罗斯与中国而言

实力稍逊ꎮ 作为中亚地区强国ꎬ 哈萨克斯坦有能力成为亚洲地区共同领导、 合作

领导和协商领导的重要部分ꎬ 因而哈萨克斯坦的巧妙策略在于在中、 俄等大国间

维持平衡ꎬ 通过多边主义弥补自身的实力差距ꎬ 提升哈萨克斯坦的国际影响ꎮ

(三) 保持国内政局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哈萨克斯坦参与全

球治理的关键

作为新独立国家ꎬ 保持国家稳定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ꎮ 在纳扎尔巴耶夫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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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带领下ꎬ 维护国内政局稳定和追求经济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国内绝大多数人的

共识ꎮ 哈萨克斯坦独立至今ꎬ 该国没有发生重大的民族冲突和地区纷争ꎬ 使政府

可以集中精力推进经济改革ꎬ 开展广泛的对外合作ꎬ 使哈萨克斯坦成为独联体国

家中人均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ꎬ 在参与全球治理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好成绩ꎮ 但

随着哈萨克斯坦总统权力的更替ꎬ 正式进入 “后纳扎尔巴耶夫时代”ꎬ 未来哈萨

克斯坦参与全球治理的深度将取决于 “后纳扎尔巴耶夫” 时代哈萨克斯坦内部

政治的稳定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ꎮ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 日ꎬ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发布了其上任后第一份国情咨文ꎬ 高度肯定了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为哈萨克斯坦带

来的光辉成就ꎬ 并将其称为 “纳扎尔巴耶夫模式”ꎬ 并表示会延续首任总统的成

就ꎬ 带领国家迈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①ꎮ 从托卡耶夫总统上任以来的执政理念和

外交布局来看ꎬ 当前哈萨克斯坦仍然会延续前任总统所推行的 “全方位务实平衡

外交” 战略ꎬ 以巩固国家主权和维护国家利益为根本目标ꎬ 着力发展本国经济ꎬ
积极主动地融入全球治理进程ꎮ

进入新世纪ꎬ 哈萨克斯坦凭借丰富的能源资源、 灵活的外交战略以及领导人

的智慧ꎬ 在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中塑造了良好的国际形象ꎬ 大大提升了哈萨克斯坦

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ꎮ 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中ꎬ 哈萨克斯坦将自己定位为 “有实力

的重要地区大国”ꎬ 奉行以巩固主权和维护国家利益为中心的 “全方位务实平

衡” 外交ꎬ 与世界各大国及周边国家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ꎬ 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

题上扮演着 “沟通者” 和 “调停者” 角色ꎬ 推动中亚地区内部的一体化进程ꎬ
积极参与地区与全球性国际组织ꎬ 在核不扩散和文明对话等领域主动提出了各种

有价值的倡议ꎬ 力图将本国的利益和世界的利益融为一体ꎬ 使哈萨克斯坦在国际

社会中的能见度不断提升ꎮ 哈萨克斯坦的全球治理战略符合其国家发展的需求ꎬ
大大提升了哈萨克斯坦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国际影响力ꎮ 但毕竟哈萨克斯坦的

综合国力有限ꎬ 受大国在中亚地区权力的博弈、 哈萨克斯坦国内政治的不确定性

等因素的影响ꎬ 哈萨克斯坦在参与全球治理中很难获得实质性的领导权或话语

权ꎬ 在全球治理进程中承担的责任和能力都是有限的ꎮ
(责任编辑　 陆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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