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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年俄羅斯所發生的「819事件」加速了蘇聯的解體，一連串中亞民族國

家建立的骨牌效應由此產生。8 月 31 日烏茲別克在中亞 (Central Asia,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а)率先宣布獨立，並成立了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Republic of 

Uzbekistan, Республика Узбекистан)，與此同時，吉爾吉斯坦的最高蘇維埃發表

「國家獨立宣言」，呼籲世界各國承認吉爾吉斯坦共和國(Republic of Kyrgyzstan, 

Республика Киргизстан)為獨立的主權國家。同年 9月 9日，塔吉克斯坦最高蘇

維埃亦發布國家獨立聲明，宣布塔吉克斯坦共和國 (Republic of Tajikistan, 

Республика Таджкистан)為獨立的主權國家。而土庫曼在 10月 27日經由全民公

決，由最高蘇維埃宣布國家獨立，且頒布國號為土庫曼斯坦共和國(Republic of 

Turkmenistan, Республика Туркменистан )。中亞最大國哈薩克 4個月後，於 12

月 1日哈薩克最高蘇維埃宣布國家獨立，並在 12月 16日正式頒布了「哈薩克斯

坦共和國獨立法」 (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1。

12月 21日中亞五國發展了「阿拉木圖宣言」(Alma-Ata Declaration)，與其他獨
                                                 
1 “К истории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Казахстана”, Welcome to the Official Kazakhstan,  

http://www.president.kz/articles/Sover_Kaz/Sover_Kaz.asp?lng=ru&art=history_10 (上網檢視日
期：2005 年 4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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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體國家宣布了蘇維埃聯邦不再停止存在，12月 25日蘇聯宣告解體，中亞五國

也成為獨立的主權國家。很快地，在 1992 年 3月 2日的聯合國大會第 46次會議

上，中亞五國獲得了國際社會的認可，成為聯合國的正式會員國，為整個國際社

會注入新血，帶來新的氣象。 

位於歐亞板塊中心的中亞國家，其獨立後為了穩定國內經濟的發展，不斷地

尋求外援，過去的蘇聯，礙於其本身顛簸的經濟發展與混亂的政治局勢，對於這

些中亞國家也是愛莫能助，於是中亞各國轉而向有同胞情誼，同為阿拉子民，具

有伊斯蘭信仰的國家伸手，這些國家也是要求有所利益的交換，既然中亞五國聲

稱自己也是阿拉的子民，當然要有具體行動表現出來，獲得其他國家的認可。於

是在中亞獨立之後，伊斯蘭教復興運動開始蓬勃發展，各種宗教活動紛紛熱烈展

開，包括清真寺的成立、經書的廣泛發散與宗教教育事業的發展，都隨之而來，

甚而有宗教政黨的成立，如塔吉克的伊斯蘭復興黨 (Islam Revival Party of 

Tajikistan, IRPT)。 

在此同時，當然也有負面的影響。如阿富汗的塔利班(Taliban)政權，在中亞

地區扶植其勢力，給予軍事上的援助，任意地行使恐怖活動造成中亞國家的政治

動亂，如塔吉克的內戰，便與此有關。2000 年美國「911事件」之後，美國為了

加強國土安全，對伊斯蘭國家特別加緊防範，而「烏茲別克的伊斯蘭運動」 

(Islamic Movement of Uzbekistan, IMU; Боевики Исламе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ИДУ)，也被列為重點打擊的恐怖份子對象，於是美國進駐烏茲別

克建立軍事基地，鄰近的俄羅斯、中國也分別因為車臣事件、新疆分離運動，積

極透過「上海合作組織」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Шанхай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а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ШОС)與中亞國家共同來加強國家安全的合作。惟

各種國際勢力的介入，所帶來各種推拉的力量，反而加深了中亞國家政治發展的

不穩定。 

中亞各國獨立之後，因為打著民族國家的旗號而獨立，其複雜的民族問題更

是深刻而直接地影響其國內的發展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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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亞的民族問題由其關聯程度可分為以下三類：一、主體民族與俄羅斯人2之

間關係；二、主體民族與非主體民族的關係3；三、伊斯蘭復興運動。其中伊斯

蘭復興運動的問題在「911事件」之後，已受到國際間高度的重視，為了加強國

家的安全，提供詳細周延的軍事計畫，各國的專家學者對此已有深入的了解，我

國也有相關資深的學者對此進行深入研究；第二類主體民族與非主體民族的問題

受到中亞最大民族烏茲別克人的影響，因為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的領土位於中亞

地區的中央，與周圍國家或多或少都有領土的糾紛，而在邊境上存有民族衝突的

問題，但尚未對中亞國家的政治局勢有重大的影響。 

其中中亞各國主體民族與俄羅斯人的關係，因著過去帝俄與蘇聯時期的臍帶

相連，斯拉夫民族的移入，與蘇聯時期的權力附屬於克里姆林宮，儘管中亞五國

獨立，但蘇聯遺緒(Soviet Legacy)對其政治、經濟、社會上所遺留下的影響，是

不容抹滅，也是各國都難以迴避的問題。其中又以與俄羅斯鄰近，有著較長邊界

的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影響更深。俄羅斯人的問題，在俄羅斯與中亞各國間所引發

的政治、外交、經濟等問題，已成為各國間雙邊、多邊關係中一個嚴肅課題。因

此，對此一問題的探源與剖析更為必要，如此才可尋找出中亞國家政治、經濟與

社會發展遲緩的解決之道，也是本文要研究的方向。 

                                                 
2 請參見本章第五節名詞解釋。 
3 主體民族是指以民族命名國名的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