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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主岛”到“郁金香革命”》

内容概要

《从"民主岛"到"郁金香革命":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从南欧到拉美
，再到东亚，最后是苏东地区，相继出现了一股具有全球性意义的、被亨廷顿称为“第三波”的民主
化改革浪潮，从而开启了上述地区国家以制度变迁为核心的全面的社会转型。显然，就上述广大地区
的社会转型而言，当数前苏东地区的转型最为引人注目。其中，尤以该地区的政治转型为甚，原因是
前苏东国家不同于上述其他三个地区的国家，其政治转型不仅是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态的简单
变迁，而且国家的“颜色”发生了变化，即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由原来的社会主
义转向了资本主义。前苏联中亚地区新独立国家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转型正是在上述这一广阔的宏观
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整个转型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研究中亚基本上是以地区为对象，而缺乏对地区单个国家具体情况作深入仔
细的研究。以政治转型为例，即便是在现有的相关中亚地区政治转型研究十分有限的科研成果中，对
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也往往是比较笼统。如在中亚各国政治体制转型的路径依赖或模式描述上，所得
出的结论就比较宽泛：要么是总统集权制，要么是权威主义。事实上，就权威主义统治状况而言，吉
尔吉斯斯坦与其邻国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是不可等量齐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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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最后，就安全方面而言，反恐领域的合作是中吉合作的亮点，其重大意义应该说要远
远超过两国在包括经济合作在内的其他领域的合作。冷战后，中亚地区成为当今世界安全的一个脆弱
地带。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交界处的费尔干纳盆地是当今中亚宗教极
端势力和恐怖主义滋生、活跃的地带，吉国南部就靠近该地带。由于“三股恶势力”（宗教极端主义
、民族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兴风作浪，严重影响到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和西部边疆的和平稳定
。2002年10月，中吉双方举行了首次反恐联合军事演习，此后，两国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安全合作一
直保持着良好的态势，这对保持西部安宁起到了积极作用。总之，中亚的地缘政治、经济状况以及安
全形势对中国而言既是机遇，同时也有挑战。因此，加强与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在内的中亚国家的睦邻
友好与合作关系，营造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完全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二）研究的理论意义选择
吉尔吉斯斯坦作为研究的对象，笔者认为其理论意义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有助于推动我国
“当代中亚学”学科建设的丰富与发展。“当代中亚学”概念是由我国研究中亚问题著名专家赵常庆
首次提出的。从研究对象与研究领域出发，他对“当代中亚学”的基本界定是：当代中亚学是以中亚
地区和位于该地区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等五国为
基本研究对象，侧重于对该地区和五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对外关系进行综合与国别研究，因
此，属于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国际关系三个二级学科的研究范畴。世界上对“中亚”的涵盖面理解
不同，中国学术界通常把“当代中亚”界定为上述五国。②“当代中亚学”在我国尚属一门年轻的学
科。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以及中亚五个独立主权国家的出现，一门新的学科——“当代中亚
学”在我国学术界盛行起来。在接下来的近20年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历程中，中亚研究一直备受我国学
术界高度关注，且时至今日依然是一个经久不衰的热门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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