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查德·庞弗雷特（Richard Pomfret）凭借

其多年来取得的学术成就，成为中亚五国（哈

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土

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研究的顶尖学者之

一。乌兹别克斯坦执政多年的总统去世后，该国

于 2016 年完成了权力交接，政策制定者、投资

者和学者对该地区的关注日益增加，因此他的新

作《二十一世纪的中亚经济体：铺设新丝绸之路》

（The Central Asian Economies in The twenty - one 

Century: a new Silk Road）非常及时。乌兹别克

斯坦的规模、地理位置及其近来的政治和经济改

革对中亚其他地区产生了影响，促进了区域合作、

跨境贸易和互联互通。全球政治动态和中国在该

地区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也激发了各界对庞弗

雷特这部著作的兴趣。

庞弗雷特带领读者了解了这五个前苏维埃共

和国的经济转型—从中央计划经济到独立的国

家，包括不同程度的市场体系和贸易及投资的开

放性。他概述了从 1991年开始所有中亚国家面临

的三大经济冲击：苏联解体、中央计划经济转型

和恶性通货膨胀。从吉尔吉斯共和国的市场开放

政策到乌兹别克斯坦缓慢的改革政策（截至 2017

年），再到土库曼斯坦的封闭经济，本书描述了这

些国家在应对这些冲击时所采用的多样化策略。

庞弗雷特还分析了自然资源在中亚经济发展中的

作用，哈萨克斯坦是过去 20 年石油开发的主要受

益者。

本书详细描述了中亚五国的政治经济演变。

庞弗雷特充分展示了他对独立后的各国经济模式

和政府政策的深刻见解。本书还分析了不同外部

力量对中亚国家的影响，特别强调了俄罗斯领导

的欧亚经济联盟以及与中国的贸易及投资关系的

影响。

本书特别关注了中亚区域合作面临的挑战和

机遇。部分国家之间的不友好以及时而紧张的关

系限制了区域内贸易和基础设施发展的机会。这

些国家的政府、国际金融机构以及外国投资者对

基础设施投入巨资，有利于提高区域一体化、实

现区域运输潜力最大化并恢复中亚的历史角色，

即连接亚洲和欧洲的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庞弗

雷特在本书的最后一章详细阐述了这种潜力，表

达了对中亚恢复历史影响力的谨慎乐观态度。

如果庞弗雷特能够更多地从私营部门的视角

关注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关注以实现互联

互通和贸易发展为目标的外国直接投资、就业、

软硬基础设施建设之间的关联，这本书的影响力

将会更大。

总体来说，这本书对研究中亚经济的演变以

及评估这些国家在应对 21世纪的挑战和机遇中

的潜力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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