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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水资源纠纷由来与现状

莉  达*

  近几年,水资源纠纷已成为阻碍中亚国家间和

睦相处的最棘手问题之一。中亚地区水资源紧缺,

各国对跨界水资源利用的立场分歧巨大, 由于缺乏

有效协调跨界水资源分配的地区多边机制, 水资源

纠纷日趋尖锐化。
*

一、中亚水资源问题由来

  (一 )跨界河流众多。中亚地区有许多跨界河

流,其中主要有阿姆河、锡尔河、楚河、塔拉斯河、伊

犁河、塔里木河和额尔齐斯河等,它们都属流经两个

国家以上的跨界河流。目前,中亚国家水资源纠纷

的焦点,就是能否在阿姆河和锡尔河及其支流上修

建大型水电站问题。

阿姆河是亚洲主要内陆河之一, 发源于塔吉克

斯坦境内的帕米尔山区,流经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

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注入咸海。以瓦赫什河与喷赤河

的汇合处为起点,全长 1415公里,流域面积 4615万

平方公里,是中亚水量最充沛的大河。从努库斯以

上为上游,河道多变, 落差大,水力资源丰富,年均降

水量达 1000毫米,多集中于冬春。中游区年降水量

200毫米, 下游区不到 100毫米。春夏季融雪为主

要水源,每年 6月后流量增大。河口处年平均流量

1300立方米 /秒,每年注入咸海总水量约 43亿立方

米。¹ 目前在阿姆河流域已建成了中亚最大的努列

克水电站、阿姆河流域最大的罗哈京斯基水渠和卡

拉库姆运河等综合性水利工程,还修建了一系列的

季节性调节水库,可防洪、灌溉和发电。

锡尔河为亚洲中部的内陆河, 源自吉尔吉斯斯

坦境内的天山山脉, 其上源由北支纳伦河和南支卡

拉河流汇合而成,经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

萨克斯坦注入咸海, 是流经中亚的最长河流, 全长

3019公里 (含上游纳伦河 ) , 流域面积 2119万平方

公里, º年流量 1411亿立方米。河水湍急, 水资源

丰富,建有托克托吉尔水电站 (吉境内 )、凯拉库姆

水电站 (塔境内 )和恰尔达拉水电站 (哈境内 )。被

锡尔河水灌溉的费尔干纳和塔什干绿洲,是中亚最

重要的经济区,中下游河段绿洲是哈重要的灌溉农

业区之一,灌溉面积达 220万公顷。

楚河位于锡尔河的右方, 发源于吉尔吉斯斯坦

境内的泰尔斯凯山和吉尔吉斯山, 由朱瓦纳雷克河

和科奇科尔河汇合而成,河流向东北,经伊塞克湖盆

地, 然后转向西北,在比什凯克西北 50公里处进入

哈萨克斯坦境内,继而横穿穆云库姆沙漠,最后汇入

阿克扎伊肯湖, 成为吉、哈两国的界河。河流全长

1067公里,流域面积 6125万平方公里,年流量 1912

亿立方米。» 楚河上建有奥尔托托科依水库。楚河

河水灌溉着比什凯克附近的沃土, 距离中亚最美丽

的高山湖泊伊塞克湖西岸仅 3公里。

楚河流域西北方是塔拉斯河流域, 塔拉斯河发

源于吉尔吉斯斯坦境内, 由卡拉科尔和乌奇柯绍依

两河汇合而成,吉尔吉斯河段长 294公里,向西穿越

塔拉斯河谷,在哈萨克斯坦穆云库姆沙漠消失。

伊犁河是亚洲中部的一条内陆河, 也是中国与

哈萨克斯坦的界河,主源特克斯河发源于哈萨克斯

坦境内的汗腾格里主峰北侧冰山群, 向东流经中国

新疆昭苏、特克斯县, 转向北经巩留县、纳巩乃斯河

后始称伊犁河,转向西汇入雅马渡纳喀什河,经伊宁

市后向西进入哈萨克斯坦境内, 最后注入巴尔喀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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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该河全长 1236公里,流域面积 15112万平方公

里。中国段河长 442公里, 流域面积 516万平方公
里,年流量 153亿立方米, 是中国水量最大的内陆

河。¹ 伊犁河流域除常年接受大西洋等水域水汽补

给外, 再加上各类大小冰川 1600多条, 冰川总面积

2100多平方公里, 有大量的冰雪融水, 是中国西北

地区著名的丰水区。伊犁河自中国伊宁市至哈萨克

斯坦的巴卡纳斯港可季节性通航,再往下可行汽艇。

在哈萨克斯坦境内的伊犁河上建有卡普恰盖水库,

用于发电和灌溉,也是城市居民的休养地。

塔里木河是中国最长的内陆河, 源于中国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盆地北部,上源阿克苏河、叶尔

羌河及和田河在阿瓦提县肖夹克附近汇合后称塔里

木河。从叶尔羌河源起, 全长达 2480公里,流域面

积 1918万平方公里, º干流无支流注入, 历史上沿

河引水灌溉,加上渗漏蒸发,越向下游水量越小。全

流域水资源总量约为 4363亿立方米, 其地表水流量

约为 391亿立方米, 流经中、吉、塔三国。流域内有

优越的光热资源和丰富的土地、石油、天然气资源,

特别适合农业生产和石油化工工业的发展, 现有耕

地 1300多万亩。

额尔齐斯河为鄂毕河的最大支流,发源于中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部阿尔泰山东南部, 由北往南,

在可可托海附近和支流喀喀依尔提河汇合, 流到富

蕴县, 然后折向西,汇集了从阿尔泰山上流下来的大

小支流,经中国流入哈萨克斯坦的斋桑泊,继续北流

进入俄罗斯,最后在汉特 ) 曼西斯克城附近汇入鄂

毕河。额尔齐斯河全长 4248公里,流域面积 16413

平方公里。中国段河长 546公里, 流域面积 5万多

平方公里,年流量 108亿立方米, 水量在新疆仅次于

伊犁河,是中国唯一的北冰洋水系河流。»

伊希姆河是额尔齐斯河左岸支流,发源于哈萨

克斯坦丘陵北部边缘的尼亚兹山, 流经哈萨克斯坦

及俄罗斯,最后汇入额尔齐斯河。河长 2450公里,

流域面积 1717万平方公里。¼

(二 )地表水资源分布极不均匀。中亚可用的

水资源主要是地表水、地下水和回收水。中亚几条

跨界河流的地表水主要靠高山融雪和夏季降雨补

充。中亚地表水资源分布极不均衡, 位于上游的塔

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地表水资源分别占整个

地区的 4314%和 2511%,其地表水资源总和超过整

个中亚地区的 2 /3, 但它们实际用水量不足地区总

用水量的 10%; 而下游的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

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的地表水资源总和只有 30%

左右,仅为整个地区总量的 1 /3,其需求总量却超过

总用水量的 85% ,其中土库曼斯坦所用水的 75%需

从外源引入,素有 /水比油贵 0的说法。½

(三 )供需矛盾日益尖锐。 ( 1)干旱导致水量减

少。中亚地处欧亚大陆腹地,远离海岸线,气候炎热

干燥,水蒸发量远大于降雨量。阿姆河三角洲的年

蒸发量达 1798毫米,比降水量高 21倍,沙漠面积近

150万公顷, 占该地区总面积的 1 /4以上。气候变

暖也影响到中亚各大河的水量, 帕米尔高原冰川锐

减和天山地区的雪山正加快消失, 15) 20年后, 地

区水资源将减少 1 /3。¾ ( 2)人口增长过快。中亚

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 2800立方米, 远低于世界人均

水资源占有量 7500立方米。其中乌、土人均水资源

占有量分别为 217立方米和 702立方米, 属严重缺

水国家。虽然中亚水资源尚能保障目前地区 5000

多万总人口的需要,但预计到 2020年中亚人口增至

6000多万时, 中亚地区的用水量将增加 40%, 超过

水资源的自然增长量, 将出现灾难性缺水。 ( 3)高

耗水型的经济。几乎所有中亚国家都是典型的农业

国, 农业在中亚国民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较大,主要

的农作物棉花、水稻等耗水量极大,占整个农作物用

水量的 90% ,人均农耕地的耗水量相当于发达工业

国家的 9倍。¿ 塔、吉将用水量巨大的水利发电作

为支柱产业,使原本水资源紧缺的下游国家更为担

忧。 ( 4)缺乏有效的协调管理。苏联时期, 中央对

中亚水资源实行集中管理, 推行用水配额和损失补

偿制,水资源得到合理调配和利用。苏联解体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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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五国在水资源问题上缺乏统一有效的协调和管

理,滥用和浪费水资源情况严重,因水资源缺乏管理

而造成近 17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二、水资源紧缺引发严重后果

  (一 )生态环境恶化。各国忽视环保, 水污染严

重,可用的水资源减少。农业、工业和采矿业排出的

硝酸盐、杀虫剂、重金属和碳氢化合物等污染物造成

中亚地区地表水的污染, 乌拉尔河和额尔齐斯河的

一些支流受污染最为严重。现排入阿姆河的污水已

占到其流量的 35% ;每年约 717亿立方米的废水和
大量无机肥料等污染物流入巴尔喀什湖; 别尔迪斯

湾水体中铜的浓度达到最高限度的 30) 35倍, 锌的

浓度为最高限度的 l12) 213倍; 咸海因水质变差,

已成为一片 /死海 0,生活在咸海的数十种鱼类濒临

灭绝。加之缺水,咸海水量锐减,水位下降 20多米,

被分成了北 (小 )咸海、东咸海和西 (大 )咸海三部

分。咸海沿岸及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恶化, 大片土

地盐碱化和沙漠化。每年中亚因土地的盐渍化导致

损失约 20亿美元,并呈逐年增长势头。地区 1 /3的

居民没有安全的饮用水, 生态危机直接影响了周边

3500万人的生命安全,居民发病率急剧上升, 癌症

增加了 30倍,关节炎增加了 60倍,妇女贫血病局部

地区达到 80% ,婴儿死亡率达 l0j , ¹出生率下降。

(二 )社会经济发展受阻。中亚水资源分配问

题无法解决,严重影响各国经济发展。缺水常导致

各国农业减产, 2000年哈棉花产量同比减少 30% ,

2001年乌的水稻产量同比下降 50%。 16年来, 因

蓄水发电和夏季缺水, 乌、哈经济损失高达几亿美

元。º

(三 )影响周边国家关系。水资源纠纷已成为

当前困扰中亚国家间关系的最主要矛盾之一。乌兹

别克斯坦多年来一直坚决反对塔吉克斯坦、吉尔吉

斯斯坦在跨界河流及其支流上修建大型水电站,导

致塔境内的泽拉夫尚水利项目进展缓慢, 颇具争议

的罗贡水电站工期被延, 以及吉境内的坎巴拉塔水

电站施工受阻,使乌塔、乌吉关系一直难以改善。尤

其在民族分散杂居、领土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中

亚灌溉和饮用水的缺乏已不止一次地成为冲突的原

因。 1992年, 因跨界河流纠纷, 乌空降部队兵临吉

边界,向吉施压;乌兹别克斯坦索赫区胡什亚尔村和

吉尔吉斯斯坦恰尔巴克及巴特肯区的居民曾多次因

水资源分配问题发生冲突。今年初, 梅德韦杰夫总

统出访乌兹别克斯坦时对乌方关于反对在中亚跨界

河上修建大型水电站所持立场发表了相应的声明,

随后塔方把梅德韦杰夫的讲话解读为对乌立场的支

持, 由此引发了一场俄塔外交冲突,差点使拉赫蒙总

统取消访俄日程。有专家预测, 今后不排除中亚国

家再度因争夺水资源而引发冲突的可能。此外, 水

资源成为中亚各国对外施压的政治手段并被广泛应

用, 更加剧了地区各国间的紧张关系。

三、解决水资源纠纷困难重重

  (一 )各国利益碰撞激烈、分歧扩大。近年来,

中亚水资源问题的斗争焦点集中在跨界河流中修建

大型水电站的问题上, »各方立场不一, 斗争激烈。

乌兹别克斯坦认为水不是商品,不能买卖,不允许将

水作为威胁他国的工具, 主张由上下游国家共同管

理地区水资源。最近,卡里莫夫称邻国的水利工程

项目是 /轻率的举动0, ¼坚决反对在跨界河流上游

修建大型水电站,反对第三国参与调解水资源矛盾,

认可在内河上修小型水电站但须征得邻国同意并符

合国际环保认证标准。土、哈支持乌立场。

塔吉克斯坦水力资源丰富, 总量约 5270亿千

瓦 /年,居世界第 8位,位居独联体国家第 2位,人均

拥有量居世界第 1位。但其目前水电资源利用率仅

占实际资源总量的 3%, 全国年电力总量缺口达 20

亿千瓦时,常因电力短缺而停电, 严重时每天断电

10) 12小时, 首都也不例外。塔认为, 水电是塔主

要能源、主要经济支柱和重要的外商投资领域,对塔

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主张 /水电兴国 0发

展战略,准备让今年 4月 15日竣工的桑格图德 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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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站立刻投入生产, 打算尽快建成罗贡水电站¹

和桑格图德 2号水电站。º 预计上述 3个水电站产

电后, 塔全国年发电量将达到 310) 330亿千瓦时,

而塔国内电力需求量约 230) 250亿千瓦时,这样每

年将有 80) 100亿千瓦时的剩余电力可供出口。此

外,另拨款 416亿美元改造现有水利工程, 计划

2025年前建成 61座小型水电站, 以满足国内用电

需求, 拉动经济增长, 提升其供电能力。

吉尔吉斯斯坦认为邻国的担心是杞人忧天,称

/在国内建水电站不会损坏邻国利益, 现有的和在

建的水电站不仅能调节吉的水资源, 且乌、哈也能从

中获利 0。巴基耶夫总统称吉应得到有偿的蓄水和

供水服务,无偿供水已给吉经济带来巨大损失,建议

继续政府间协商解决此事。吉与塔形成 /能源联

盟 0, »同乌、土、哈结成的 /水联盟 0针锋相对,坚决

捍卫自主决定修建大型水电站的权力, 与下游国分

歧日渐扩大。

(二 )外商控股大型水电站使局势复杂化。 1、

外部势力趁 /需 0而入。保障中亚地区生活用水和

工农业用水是该地区最迫切和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水资源丰富的塔、吉要解决蓄水和电力不足问题,急

需大量资金维修改造现有水电站设备, 新修大型水

电站。因财力匮乏,修健水电站又耗资大、工期长,

塔吉两国不得不寻求国际援助,积极对外招标,这为

外部势力渗透中亚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外商趋之若

骛,纷纷前来考察和接洽投资事宜。但由于建水电

站资金需求量巨大, 目前以国家为单位的投资商只

有俄、美和伊朗等国对塔水电站进行了实质性投入。

德国、波兰、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也各自派出专家

组对塔水电站进行了考察,并签署了一些合作意向。

2、外商以大股东身份掌控中亚战略水资源。建

设桑格图德水电站¼、罗贡水电站和帕米尔水电站

是塔当前国家能源发展的优先方向, 也是吸引外资

的主要领域。建在瓦赫什河流上的罗贡水电站总装

机容量为 360万千瓦, 年发电量 131亿千瓦时, 总造

价 32亿美元,投资回收期为 1315年。罗贡水电站

始建于 1976年,预计建成后发电量将超过目前中亚

最大的努列克水电站。½ 2004年, 俄铝业公司向罗

贡一期工程投入 516亿美元的资金, 但至今双方未

就股权分配达成协议, 无奈之下塔声明独自续建。

2005年 1月, 俄、塔和伊朗三方签署了瓦赫什河上

桑格图德水电站梯级建设协议。¾ 按协议, 俄政府

以购买桑格图德公司 215亿美元股份的方式, 投资

建设桑格图德 1号水电站, ¿塔俄分别占 25% 和

75%的股份;伊朗出资 98%并负责桑格图德 2号水

电站的施工, À塔只拥有 2%的股份。这样一来, 俄、

伊已成为上述两大水电站的大股东, 实际控制了桑

格图德水电站。美国也不甘示弱, 联手阿迦汗基金

对帕米尔水电站二期 2号机组投了几千万美元的建

设资金。Á

与此同时,吉也积极对外招商引资, 与哈、俄组

建合资企业, 合建坎巴拉塔水电站, �lu三方各占

34%、33%和 33%的股份。�lv 今年 2月初,吉俄签署

俄参与建造坎巴拉塔 1号水电站的政府间协议, 俄

向吉提供 17亿美元优惠贷款,用于建造坎巴拉塔 1

号水电站。�lw 由此可见, 俄美等从长计议, 千方百计

参与中亚大型水利设施的投资和建设,想通过控制

中亚的战略水资源,来左右中亚国家的内外政策,达

到在该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的最终目的。

3、水资源纠纷牵涉第三方利益。中亚地区的水

资源主要是指阿姆河和锡尔河等注入咸海的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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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吉克斯 坦计划独立建造罗贡水电 站 0, ht tp: / /
www1 xjj jb1 com /details1 asp? n ew sid= 37315

/塔吉克斯坦桑格图德 1号电站 40%的土建工程已完成 0,
h ttp: / /pv1 au tooo1net /com / /273341h tm l

�1�Ç¾±µ̧À¿À³: �Àµ¿À - Ï¿¶Ấ¶ÄºÉ¶Ã¼±Ñ ÁÂÀ²½¶¾±
�¶¿ÄÂ�¹ºº º ¶¶ Â¶Ê¶¿º¶, 17: 40 2710412009, ht tp: / /
www1 centras ia1 ru /new s1php? st= 1241070060

桑格图德水电站是瓦赫什河上梯级开发的第五个工程项
目,于 1980年开工, 1992年因塔内战停建, 该水电站建成后,塔吉克
斯坦的电力供应才能实现自给自足。它不仅能弥补国内的电力缺
口,还可出口部分电力。

努列克水电站位于瓦赫什河上中游,距首都杜尚别约 75公
里,始建于 1961年,总装机容量为 300万千瓦,世界排名第十六位。
它是塔电力供应的支柱,年发电量 112亿千瓦时,占全塔年发电总量
的 2 /3,是塔全国两大电力供应系统 (北塔和南塔 )中南塔吉克斯坦
电力系统的心脏和中枢。目前努列克水电站存在的问题是设备老
化,需要大规模的技术改造。

桑格图德水电站投资约 712亿美元,年发电能力为 27亿千
瓦时,位于瓦赫什河流域。

桑格图德 1号水电站装机容量 67万千瓦,总投资为 41827
亿美元,塔政府于 1996年 4月 4日发布命令,决定将桑格图达 1号
水电站改组为股份制公司。 2004年 10月 16日,俄塔两国政府签署
5关于俄出资参与桑格图德 1号水电站建设程序及条件的协议 6,俄
政府以购买桑格图德公司 215亿美元股份的方式,投资建设桑格图
德 1号水电站。该水电站已于 2009年 4月 15日竣工。

桑格图德 2号水电站建设资金为 118亿美元, 装机容量 22
万千瓦,为已开工建设的桑 1号电站的 1 /3。

阿迦汗基金是一个私立的、非宗教派性的国际组织基金会,
致力于改善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最贫困地区人民的生活条件与机会。

坎巴拉塔水电站建在位于锡尔河上游的纳伦河上。
�Ã¶¿ºÑ�ÀÂºÊÁÀ½¶È: �Àµ¿Í¶Â¶ÃÅÂÃÍ�¶¿ÄÂ±½Î¿À»�¹ºº

³¼À¿Ä¶¼ÃÄ¶Â¶́ºÀ¿±½Î¿À́ÀÃÀÄÂÅµ¿ºÉ¶ÃÄ³±1
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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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几大水电站均建在该水系内, 罗贡水电站和桑

格图德水电站都建在跨界河流阿姆河的第二条径流

瓦赫什河上,坎巴拉塔水电站建在跨界河流锡尔河

上游的纳伦河上。截流蓄水发电, 必然会影响下游

国家的农业灌溉和生活用水量,引起它们的强烈不

满。届时,不光影响到塔乌、吉乌等双边关系, 势必

引发诸如俄、塔、乌及吉、乌、哈等三方利益的摩擦与

冲突, 使中亚水资源纠纷问题更加复杂化和尖锐化,

增加解决的难度。

(三 )现有协调机制效力低下。目前, 参与中亚

水资源协调工作的国际组织有拯救咸海国际基金

会¹、跨国水利协调委员会º、上合组织和欧亚经济

共同体等。近几年来, 这些组织在协调水资源合理

利用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如 2003年, 欧亚经济共同

体能源政策委员会在杜尚别第四次会议上, 提议在

欧亚经济共同体范围内组建一个被授予水资源调配

权的国际组织,将审议水资源问题列入议事日程和

规划内; 2004年 2月,俄政府制定 /上海合作组织成

员国在现代政治经济条件下合理利用水资源的规

划 0,并组建了一个联合工作小组; 2005年,欧亚经

济共同体成员国首脑在莫斯科峰会上签署了一系列

水资源合作文件,其中包括协作开发锡尔河和阿姆

河流域水能资源的原则性文件; 2006年 8月, 在欧

亚经济共同体索契首脑峰会上,通过了有效利用中

亚地区水资源多边合作协议; 2008年, 欧亚经济共

同体成员国拟定了 /水问题0国际专项计划等, 该计

划由俄哈成立的欧洲发展银行负责财政拨款。» 尽

管各方在水资源纠纷问题上加强协调, 建立了会晤

协商平台,召开国际协调会议和首脑峰会,签订了国

际协议,但因中亚各国内政因素的制约和水资源利

用多方合作的复杂矛盾, 其收效甚微。 2006年 8月

制订的水资源利用多边合作协议始终无法落实,设

立国际水利研究院的决定久拖未果。今年 4月 28

日,阿拉木图拯救咸海国际会议无果而终。¼ 甚至

主张在主权平等、区域完整和互利基础上解决问题

的 5联合国保护和使用跨界河流和湖泊公约 6和 5国

际河流使用权公约 6, ½也因各方分歧巨大, 一直无

法为它们所接受,无法对解决跨界河流问题起到借

鉴作用。

四、学者对解决中亚水资源问题的建议

  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学者就解决水资源

纠纷提出了一些建议:

(一 )各国应达成妥协,共同解决。各国应重视

开发内部资源,通过农业灌溉现代化、应用储水技术

等手段节约用水, 保护自然环境,减少水质污染, 延

长自然水源使用期限;拟定水资源利用阶段性方案,

推行水资源一体化管理, 在跨界水资源管理和使用

方面加强合作,巩固互信, 缩小分歧, 逐渐扩大共同

利益;建立相关问题的合作平台, 发展地区和国家级

的信息系统;制定和完善水资源合作方面的法律文

件; 优化锡尔河和阿姆河的水资源配置;完善中亚国

家水利监管机制,提高其透明度。

(二 )根本改变现在的用水方式。现在中亚主

要靠水库和运河供水,夏季下游国需大量用水灌溉

时,上游国要蓄水发电。冬季上游国水量充足后又

开闸放水,使下游国苦不堪言。这一矛盾需要根本

解决,若不能就发电蓄水和灌溉用水达成妥协,不如

将二者分开。对现有水库和运河进行改造和修复,

水库的水将专用于发电, 另在恢复施工的罗贡水电

站下方修建几个专门用于下游灌溉的小型水库, 也

可建类似石油天然气管道的输水管道满足下游农业

生产和生活需要。

(三 )继续发挥国际组织的协调 (下转第 1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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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咸海国际基金会: 1993年中亚五国决定成立拯救咸海
国际基金会,负责为拯救咸海、恢复咸海生态环境的共同行动和远景
规划拨款,其宗旨是采取切实措施治理咸海,克服咸海流域面临的生
态危机,改善咸海流域的社会经济环境。到目前为止,中亚五国已先
后投入 20亿美元,用于咸海的治理工程。在联合国、世界银行亚洲
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帮助下寻求解决咸海生态问题的方法,但至
今未取得实际进展。

跨国水利协调委员会: �ÏÄÀ»È¶½ÎÐ³À¼ÄÑ²Â¶1991 À́µ±
ÂÅ¼À³ÀµºÄ¶½º³ÀµÀÇÀ¹Ñ»ÃÄ³¶¿¿ÍÇÀẤ±¿À³ÁÑÄº¿¶¹±³ºÃº¾ÍÇÃÄÂ±¿
�¶¿ÄÂ±½Î¿À»�¹ººÁÂº¿Ñ½º¹±Ñ³½¶¿º¶, ¼ÀÄÀÂÀ¶ÁÀ½À̧ º½ÀÀÃ¿À³Å
µ½Ñ ÁÀµÁºÃ±¿ºÑ ³ Æ¶³Â±½¶ 1992 À́µ± �À́½±Ê¶¿ºÑ ¾¶̧µÅ
�¶ÃÁÅ²½º¼À»�±¹±ÇÃÄ±¿, �ÍẤÍ¹Ã¼À»�¶ÃÁÅ²½º¼À», �¶ÃÁÅ²½º¼À»
�±µ̧º¼ºÃÄ±¿, �ÅÂ¼¾¶¿ºÃÄ±¿À¾ º�¶ÃÁÅ²½º¼À»�¹²¶¼ºÃÄ±¿ / �
ÃÀÄÂÅµ¿ºÉ¶ÃÄ³¶³ÃÆ¶Â¶ÃÀ³¾¶ÃÄ¿À́ÀÅÁÂ±³½¶¿ºÑºÃÁÀ½Î¹À³±¿º¶¾º
ÀÇÂ±¿À»³Àµ¿ÍÇÂ¶ÃÅÂÃÀ³¾¶̧ À́ÃÅµ±ÂÃÄ³¶¿¿ÍÇºÃÄÀÉ¿º¼À³0 1 �
ÃÀÀÄ³¶ÄÃÄ³ºº Ã ÏÄº¾ �À́½±Ê¶¿º¶¾ ²Í½± ÃÀ¹µ±¿±
�¶̧ À́ÃÅµ±ÂÃÄ³¶¿¿±Ñ ¼ÀÀÂµº¿±ÈºÀ¿¿±Ñ ³ÀµÀÇÀ¹Ñ»ÃÄ³¶¿¿±Ñ
¼À¾ºÃÃºÑ ( ����) , h ttp: / /www1 icw c - aral1uz /15years / index _
ru1h tm

�Ã¶¿ºÑ�ÀÂºÊÁÀ½¶È: �Àµ¿Í¶Â¶ÃÅÂÃÍ�¶¿ÄÂ±½Î¿À»�¹ºº
³¼À¿Ä¶¼ÃÄ¶Â¶́ºÀ¿±½Î¿À́ÀÃÀÄÂÅµ¿ºÉ¶ÃÄ³±1

IWPR: �±¹¿À́½±ÃºÑ³�� ÁÀ³Àµ¿À - Ï¿¶Ấ¶ÄÉ¶Ã¼º¾
ÁÂÀ²½¶¾±¾ ¿¶ Â±¹Â¶Ê¶¿Í 08: 42 0510512009, ht tp: / /
www1 centras ia1 ru /new s1php? st= 1241514540

�1�Ç¾±µ̧À¿À³: �Àµ¿À - Ï¿¶Ấ¶ÄºÉ¶Ã¼±Ñ ÁÂÀ²½¶¾±
�¶¿ÄÂ�¹ºº º ¶¶ Â¶Ê¶¿º¶ 17: 40 2710412009, ht tp: / /
www1 centras ia1 ru /new s1php? st= 1241070060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及其对 /疆独0组织的资助

在为自己找到 /资助理由0后, NED介绍了所谓

/促进维吾尔族人权与民主0的 4个组织的基本情

况及 NED对它们的资助情况。NED对 /世界维吾

尔大会 0的资助始于 2006年 7月, 当时的大会主席

是艾尔肯 #阿力普提肯 ( Erk in A lptekin)。2006年

11月, 热比娅当选为新主席, 2009年 5月连任。

NED宣称其资助主要用于 /支持维吾尔人权和民

主 0。 /世界维吾尔大会 0将用这笔资金 /准备战略

性报告、召集维吾尔领导人参加的大会,并讨论维吾

尔运动在倡导、超越和民主教育方面的优先事项0。

NED对 /维吾尔美国协会 0的资助始于 2004年 4

月,当时协会主席是特克尔 (N ury Turkel)。 2006年

5月,热比娅在到达美国 14个月后, 在协会的例会

上当选主席, 2009年 5月连任。NED资助了该协会

的 /维吾尔人权项目0,该项目办公室设在美国华盛

顿。NED对 /国际维吾尔人权与民主基金会 0的资

助始于 2006年 9月。该基金会主要以 /促进维吾尔

女性和儿童的人权状况 0为旗号,拥有一个英语、维

吾尔语的双语网站, 出版有关维吾尔女性和儿童人

权方面的报告,办公室设在华盛顿,全职主任为热比

娅。NED于 2007年开始资助 /国际笔会0成员 ) ) )

/国际维吾尔笔会 0。该笔会包括用维吾尔语写作

的作家、历史学家、诗人等,没有固定的办公室。

综观近些年 NED对 /疆独 0势力的资助, 有两

点特别值得关注: 一是在资助名单中把 /中国 (新

疆 ) 0单列为一项。2005年之前, NED对 /疆独0势

力的资助包含在 /中国 0这一大的分类中; 从 2005

年开始, NED专门设立 /中国 (新疆 ) 0这一分类, 与

/中国0、/中国 (香港 ) 0、/中国 (西藏 ) 0并列, 显示

其对新疆问题和 /疆独0势力的重视。二是资助的

组织逐步增多, 金额越来越大。2004年, NED资助

/维吾尔美国协会0 715万美元,用于促进对维吾尔

族人权状况的广泛报道。 2005年, NED继续资助

/维吾尔美国协会 0,资助金额为 1216万美元,用于

开展 /维吾尔人权项目 0, 以期通过该项目的研究,

吸引国际社会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权状况的关

注。 2006年, NED资助的 /疆独 0组织增加到 3个,

分别为 /国际维吾尔人权和民主基金会 0、/维吾尔

美国协会 0和 /世界维吾尔大会0。其中给予 /维吾

尔美国协会0的资助金额骤增至 2115万美元, /世

界维吾尔大会 0得到 9万美元。 2007年和 2008年,

NED资助的组织在 2006年基础上又新增了 /国际

维吾尔笔会 0, 达到 4个。其中对 /维吾尔美国协

会0的资助金额维持在每年 24) 27万美元之间, 对

/世界维吾尔大会0的资助金额也升至 1316万美元
( 2007年 )和 1416万美元 ( 2008年 )。

º

作为美国对外进行 /民主援助 0的知名基金会,

NED毫不讳言自己对热比娅等领导的 /疆独 0组织

的资助。而近年热比娅的气焰日渐嚣张,为其提供

充沛资金的 NED也难脱干系。 q

  ¹ /Nat ional Endowm en t for Dem ocracy Support for Uyghu r
H um an Rights and Prod emocracy Groups in Ex ile 0, ht tp: / /
www1ned1 org /grants /uyghu r_ factsheet1htm l
  º h ttp: / /www1ned1 org /grants /07 program s /grants- as ia071h tm l
#Ch inaX in jiang

(上接第 29页 )职能。目前, 尽管拯救咸海基金会、

跨国水力协调委员会和上合组织等国际组织在协调

中亚水资源纠纷方面收效甚微,但它们仍在坚持不

懈地做协调工作, 继续发挥其职能。中亚水资源纠

纷的调解离不开国际组织的支持和帮助。因此,拯

救咸海基金会应继续坚持定期召开国际会议, 协商

咸海问题的解决办法。跨国水力协调委员会应发挥

其多方协调职能,以政府计划、学术论坛和刊物的形

式展开工作,负责组织中亚跨界水资源联合管理和

使用合作,使中亚国家避免因水资源纠纷而产生严

重冲突,为国家间的合作和克服困难提供可能,在新

的条约形式下建立牢固的多方合作法律基础。上合

组织对此高度重视,将解决中亚水资源问题列入议

事日程,计划在其框架内通过一个 /多次层计划 0,

重点负责制定合理利用水资源的法律基础文件和开

展科技合作。欧亚经济共同体的优势,是能把成员

国的经济体系现代化和国际关系发展的各种问题与

中亚水资源问题结合起来解决, 把国家水资源战略

融入到各方感兴趣的地区稳定发展共同计划之中,

扩大各个方向的国际合作。世界银行将设立独立委

员会,专门分析罗贡水电站建设项目,并积极与中亚

五国就水资源问题进行对话。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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