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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欧亚局部动荡的根源和影响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    强晓云

2020 年夏秋之际，从白俄罗斯到外高加索再到中亚腹地，广袤的
欧亚地区出现了一系列的局部动荡。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围绕纳卡地
区的武力冲突持续升温，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分别在总统大选、
议会大选后出现了国内局势的动荡变化。目前，欧亚地区的局部动荡
依然在延续，动荡爆发的根源值得关注。

一、欧亚地区发生局部动荡的原因

整体而言，当前欧亚地区局部爆发的政治动荡更多地是源于地区
内部的因素。首先，在发生政治动荡和军事冲突的国家和地区，长期
存在着不同部族之间、次区域不同种族之间的矛盾。白俄罗斯的政治
危机源于国内对卢卡申科大权独揽的不满；除此之外，其他热点国家
与地区的危机均涉及长期存在的部族与种族冲突。纳卡地区武装冲突
的根源是亚美尼亚人与阿塞拜疆人在特定地区归属上存在分歧，这一
分歧并非现在才出现，而是历史上长期积累的。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危
机的背后是一直存在的南方与北方部族联盟之间的政治斗争。自吉尔
吉斯斯坦独立以来，南方与北方地区的矛盾始终存在，南北矛盾的可
调和度直接影响着吉国政局的稳定性。

其次，长期存在的制度建设特性也是欧亚地区发生局部动荡的另
一深层原因。一是部分国家的制度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例如，地
处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在独立后经历了两次“颜色革命”，政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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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统制转向议会制。然而，政体的稳定程度始终受到权力分配格局
变动的影响，随不同时期总统与总理权势的消长而不断变化。同时，
不论是白俄罗斯还是吉尔吉斯斯坦，两国在独立后一直未能建立起能
够有效保障政治稳定的权力更替制度，导致每到议会或总统大选时期，
国内政局就多有波澜，甚至出现通过非正常手段实现政权更迭的情形。
二是部分国家的政党制度建设有待完善。白俄罗斯的政党制度难以有
效缓解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矛盾，吉尔吉斯斯坦的政党制度则很难平
衡部族与地域矛盾。吉尔吉斯斯坦常住人口约 640 万人，而政党却多
达 200 余个。如此党派林立却一直没有形成某个可以赢得半数以上民
众支持的政党，多届政府都以多党联盟的形式构成。吉尔吉斯斯坦政
党制度发展的特殊性既导致执政联盟政府长期不稳定，也难以解决政
治实践中部族和地区利益高于国家利益的问题。另外，政党制度的缺
陷也时常成为抗争政治滋生的重要导火索。

再次，新冠疫情激化了原有的国内政治矛盾。2020 年初暴发的新
冠肺炎疫情来势凶猛，覆盖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对很多国家的国民
经济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欧亚地区部分国家也深受重创，经济陷
入停滞，国民收入大幅缩减，长期积累的国内政治矛盾进一步激化。
据亚洲开发银行预测，由于新冠疫情的经济影响以及油气价格下跌导
致产量下降，哈萨克斯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将在 2020 年
降至 1.8％。据哈萨克斯坦国民经济部预测， 2020 年哈萨克斯坦的国
内生产总值将达到 69.7 万亿坚戈（1555 亿美元），比 2019 年减少 0.9％。
世界银行发布报告称，由于一揽子刺激政策只能在疫情消退后帮助经
济恢复增长，预计 2020 年哈萨克斯坦经济将萎缩 3%。吉尔吉斯斯坦
经济部则预测，2020 年吉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 5.6%。俄罗斯联邦经济
发展部曾预测，2020 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 3.9%。根据俄罗斯
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0 年第二季度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
8%。白俄罗斯统计委员会的数据显示，白俄罗斯的工业生产在 2020
年 1 月至 7 月期间同比下降 2.50％。2020 年 5 月世界银行发布报告，
预测 2020 年白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 4%。

新冠疫情使很多国家经济下滑势头加剧，失业率上升，社会民众
对政府的政策产生不满，国内不同部族、不同派别之间的矛盾上升，
议会大选或总统大选为民众表达政治诉求提供了机会。可以说，新冠
疫情加剧了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衰退形势，进一步凸显了
长期存在的国内政治矛盾和体制缺陷，这也是近期欧亚部分国家的政
治动荡参与人数众多、社会冲击巨大的主要原因。雪上加霜的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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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秋季，各国似乎都出现了疫情反弹的情况。一旦疫情在未来持续数
年，欧亚部分国家还将有发生反复动荡的可能性。

最后，当前欧亚局部政治动荡或多或少地也存在大国博弈的因素。
2019—2020 年以来，欧盟、美国均出台了新的中亚战略或行动方略，
对中亚以及欧亚地区的政策进行调整和升级。尽管由于新冠疫情的暴
发，这些国家工作重点都放在应对本国疫情上，对欧亚地区事务的参
与度有限，但欧亚地区依然在大国的战略视野当中。

另一方面，欧亚部分国家的多元平衡外交政策导向也使大国在本
地区的博弈成为可能。多元平衡外交是长期处于大国夹缝中的国家在
历史实践中总结的生存之道。欧亚国家大多处于欧洲与亚洲两个大陆
的结合部，长期受到来自东西方不同文明、不同政治、不同传统的冲击，
选择多元平衡外交政策有一定的合理性。欧亚国家的多元平衡外交至
少具有三个内涵：重视睦邻外交、重视东西方外交及重视多边外交。
在这些国家的多元平衡外交政策中，中国是一个外交优先方向，俄罗
斯无疑依然具有无可替代的影响力，美国、欧盟等西方国家同样也是
重要的外交优先方向。

从大国博弈的视角看，当前白俄罗斯的政治危机已经上升为欧盟
与俄罗斯之间的争斗；本次纳卡冲突也有俄罗斯与土耳其之争的背景
（土耳其还是北约的成员国）；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动荡同样具有一
些大国参与的因素。整体而言，导致当前欧亚局部政治动荡的外部因
素是俄罗斯与西方的博弈，未来该地区的政治走向也将是地区国家在
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抉择。

二、欧亚地区局部动荡的重要影响

首先，“街头革命”甚至暴力形式推翻现合法政权行为的负面示
范效应不容忽视。例如，此次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以武力方式召集集
会，短时间内暴力攻陷总统府、议会，继而控制整个首都，已经引起
吉国内和周边国家一些政治观察家的注意。吉前安全理事会主席苏瓦
纳里耶夫直言，“犯罪分子已经取代了政治家，有组织犯罪正在入侵
政权。”吉尔吉斯斯坦的动荡模式已经在本地区内产生一定程度的示
范效应。白俄罗斯反对派受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夺权的刺激，近日已
开始以暴力行为替代前两个月的平静示威，对白俄罗斯的国内社会稳
定构成一定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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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欧亚地区的局部动荡容易造成所在国国内政治的碎片化，
进而刺激极端主义势力恢复性增长及影响力扩大，会加大地区反恐、
反极端主义斗争的难度和复杂性。已经有欧亚地区的学者担忧，如果
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内动荡持续不断，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
围绕纳卡问题的争端僵持不下，欧亚地区有可能出现局部“阿富汗化”
的可能性，即国内政治的碎片化造成一国国内政局不稳、且对周边地
区产生一定安全外溢威胁。同时，政治碎片化也会“促进”原本就存
在的极端主义势力、恐怖主义势力再次上升，这“两股势力”甚至可
能借乱生事、扩大影响。欧亚国家彼此相邻的地缘环境又易使极端主
义势力、恐怖主义势力在本地区内相互策应，一旦形成“三股势力”
合流的局面，将会大幅增加整个地区反恐、反极端主义的难度。

第三，欧亚地区的局部动荡也会对中国与该地区国家的全方位合
作带来相当的政治安全风险。一是政治动荡本身会使在当地的中外合
作项目以及中国企业遭受冲击。政局动荡时期，排外主义时常会加倍
上升，所在国的中外合作项目、中国企业、以及华人华商极易成为街
头抗议分子的宣泄目标。如此不仅会造成人员及财产损失，更会伤害
双方对合作的感情、打击合作的信心。二是动荡产生的政局变化会影
响到中外合作的可持续性。在整个动荡时期内，所在国政局不稳，政
府主要官员频繁更换、中下层官员不作为，不仅会导致该国政策执行
度下降、政策延续性缺失，还会使政府工作重心由重发展转向维稳，
继而造成中外双边合作项目进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利于中国与相关国
家全方位合作的可持续开展。三是动荡平息后，伴随着不同政治派别
的登台，新的领导阶层可能会对与中国合作的理解和态度发生相应变
化，也会对具体合作项目带来一定波动。

总之，当前欧亚部分国家和区域内发生的种种冲突和动荡，非常
值得我们持续关注，更有必要深刻了解各种动荡发生的深层根源和长
远影响，以便为防止地区政治安全出现碎片化局面、维护欧亚地区的
安全稳定做出预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