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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参与哈萨克斯坦经济特区投资的
主要障碍和合作对策

郭　 辉

【内容提要】 　 哈萨克斯坦设立了 １０ 个功能明确的经济特区ꎬ其中中

国投资较少ꎬ主要分布在曼吉斯套州的阿克套海港经济特区和阿拉木图州

的霍尔果斯东大门经济特区ꎮ 虽然哈萨克斯坦为经济特区发展实施了优惠

政策ꎬ但总体看运营效果较差ꎮ 未来ꎬ哈萨克斯坦若想吸引中国等外国投资

者参与经济特区建设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哈政府在六个方面的改革:一是修

改经济特区法以减少引资的限制条件ꎻ二是根据各特区资源禀赋合理设计

优先产业目录ꎬ防止产业重复布局ꎻ三是加大优惠力度引进相关辅助性产业

和生活配套服务部门ꎬ以完善地区产业结构ꎻ四是着力推动制度规范以改善

国内营商环境ꎻ五是完善经济特区内外的基础设施以增强引资吸引力和地

区间协作ꎻ六是引进和培养国内管理、技术和服务型人才ꎮ 鉴于哈国内营商

环境差和经济特区的限制措施等障碍ꎬ中国政府应考虑构建国内企业在哈

投资安全保护机制ꎬ引导更多企业开展制造业合作ꎬ形成比较优势分工ꎬ在
中亚国家形成示范效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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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区一直被哈萨克斯坦视为加快地区发展、促进国内经济更快融入

世界经济体系ꎬ吸引投资、发展新技术和运用现代管理经营方法ꎬ完善制造业

生产体系以及解决就业等问题的重要途径ꎮ
２００１ 年以来ꎬ哈萨克斯坦政府陆续设置了 １０ 个不同类型的经济特区ꎬ不

断完善经济特区法律ꎬ借鉴国际经验ꎬ实施一系列相关的优惠政策ꎮ 虽然经

济特区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ꎬ但实际运营效果并不理想ꎮ 究竟哪些因素阻碍

了经济特区成为区域的增长极? 中国在哈萨克斯坦经济特区投资很少ꎬ主要

集中在曼吉斯套州的阿克套海港经济特区和阿拉木图州的霍尔果斯东大门

经济特区ꎬ尤其是两国围绕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的跨境经济开发

区的经贸合作表现为“中国热、哈萨克斯坦冷”的现实局面ꎮ 导致这种局面的

障碍是什么? 为此ꎬ本文主要梳理哈萨克斯坦现有 １０ 个经济特区的定位和

现实发展情况ꎬ从哈萨克斯坦角度剖析其经济特区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ꎬ重
点探讨中国参与哈经济特区运营的主要障碍因素ꎬ梳理中国在哈经济特区的

投资情况ꎬ并提出未来中国参与哈经济特区的对策建议ꎮ

一　 哈萨克斯坦经济特区发展历程

哈萨克斯坦发展经济特区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至

２０００ 年ꎬ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ꎬ哈萨克斯坦开始探索建立经济特区ꎮ １９９０
年颁布«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自由经济区法»ꎬ该法成为当时

建设经济特区的基础ꎬ明确了有关经济特区经营和优惠政策的初步方案ꎮ
１９９１ 年哈萨克斯坦设立首批经济特区ꎬ包括原热兹卡兹干州的扎伊列姆—
阿塔苏经济特区、原塔尔迪库尔干州的阿拉库利经济特区和扎尔肯特经济

特区、科斯塔奈州利萨科夫经济特区、阿拉木图市阿塔肯特自由贸易区等ꎮ
由于当时经济特区运营的法律机制和组织机制不完善ꎬ特区管理当局在财

务、税务和其他问题上没有充分自主权ꎬ经济特区创建前没有经过顶层规

划以及管理机制不明晰、缺少监督考核机制等因素ꎬ这一阶段哈萨克斯坦

经济特区发展极为缓慢ꎬ没有发挥相应的功能ꎮ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ꎬ哈发布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经济特区实施的若干问题»总统令ꎬ中止经济特区

建设ꎮ
２０００ 年哈萨克斯坦重启经济特区建设ꎬ陆续建立了 １０ 个经济特区ꎮ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哈颁布«哈萨克斯坦经济特区法»ꎬ旨在提高经济特区管理

和运作效率ꎬ从法律上对经济特区的设立目的以及特区企业享有的优惠等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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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明确规定①ꎮ ２０１３ 年年初ꎬ哈萨克斯坦对该法进行了修订ꎮ 根据新法案ꎬ
经济特区可以在属于公民私有财产和非国家法人财产的土地上建立ꎮ 经济

特区企业可以使用资金、银行担保、委托、财产抵押、保险合同等进行担保ꎬ并
可使用上述一种或几种担保方式ꎮ 而以前法律规定担保只能使用经常账户

的现金存款ꎬ此规定减轻了经济特区内企业的负担ꎮ
截至目前ꎬ哈萨克斯坦共有 １０ 个经济特区ꎬ主要包括:阿斯塔纳市的阿斯

塔纳—新城经济特区、曼吉斯套州的阿克套海港经济特区、阿拉木图市的创新

技术园经济特区、南哈萨克斯坦州的奥恩图斯季克经济特区、阿特劳州的国家工

业石化技术园经济特区、阿克莫拉州布拉拜经济特区、巴甫洛达尔州的石化工业

经济特区、卡拉干达州的萨雷阿尔卡经济特区、阿拉木图州的霍尔果斯东大门经

济特区和江布尔州的塔拉兹化学园经济特区ꎮ 这些经济特区侧重于发展高科技

产业、化学制品、仓储物流、石化工业、冶金工业、旅游业和纺织业等ꎮ

二　 哈萨克斯坦经济特区发展现状

据哈萨克斯坦投资和发展部投资委员会报道ꎬ截至 ２０１７ 年年底ꎬ哈 １０
个经济特区共实施了 １５６ 个项目ꎬ总投资额达 ８ ０００ 亿坚戈ꎬ创造就业岗位

１ ３ 万个②ꎮ 哈国内学者认为经济特区存在实际运营企业数量少、基础设施

不完善、对区域经济带动作用弱等现实问题ꎬ与经济特区的预期目标不符ꎮ
从经济特区的产出看ꎬ发展较好的是阿斯塔纳—新城经济特区、阿克套海港

经济特区和国家工业石化技术园经济特区ꎬ其他经济特区发展不理想ꎬ尤其

是奥恩图斯季克经济特区和创新技术园经济特区的利润很低ꎻ从基础设施完

善程度看ꎬ奥恩图斯季克经济特区、布拉拜经济特区、阿斯塔纳—新城经济特

区和萨雷阿尔卡经济特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较好ꎬ其他经济特区基础设施都不

完善ꎮ 显然ꎬ各经济特区的发展差异明显ꎮ
(一)阿斯塔纳市的阿斯塔纳—新城经济特区

该特区位于阿斯塔纳市ꎬ设立于 ２００１ 年ꎬ运营至 ２０２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ꎮ 特

区设立的目的是吸引投资和先进建筑技术ꎬ生产高技术和具有竞争力的建材

产品ꎬ建设现代基础设施ꎬ加快阿斯塔纳城市发展ꎮ 特区包括新行政商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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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和工业园ꎮ 特区建立以来面积扩大了 ６ 倍ꎬ目前占地面积为 ７ ０９２ ９ 公顷ꎮ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７ 年ꎬ该经济特区政府投资 ２１９ ２ 亿坚戈ꎬ私人投资 １ ５２６ 亿坚戈ꎮ
总投资中 ４０％为经济特区企业自有资金ꎬ３５％为外国投资ꎬ２５％为预算资金ꎮ
特区上缴税收 ６１５ 亿坚戈ꎬ吸纳了 １１４ 家建筑类企业①ꎬ注册登记了 ２６９ 个项

目ꎬ其中包括 ８０ 个交通基础设施、６５ 个社会日用设施、６９ 座居民楼、３２ 座行政

楼和 ２３ 个生产设施ꎮ 目前ꎬ２０４ 个设施已投入使用ꎬ其余 ６５ 个设施尚在建设之

中ꎮ 特区产业优先发展方向为建材、机器制造、木材加工、家具、化工制品、非金

属矿产品、家用电器和电器设备、交通运输工具、航空航天飞行器、电子元器件、
造纸、橡胶和塑料制品、制药以及新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ꎮ

(二)曼吉斯套州的阿克套海港经济特区

该经济特区位于曼吉斯套州阿克套市ꎬ２００２ 年 ４ 月成立ꎬ运营至 ２０２８ 年

１ 月 １ 日ꎮ 特区位于里海东岸ꎬ其中阿克套海港是哈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物

流终端ꎬ是国内转运各种干货、原油和石油产品的唯一国际海港ꎮ 凭借阿克

套海港的区位优势和阿克套市的石油天然气工业基础ꎬ该特区计划借助国际

机场、火车站和港口逐步扩大跨里海国际运输通道的运力ꎬ增加连接跨里海

国际运输通道(经中国、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土耳其和乌克兰到

达欧洲)的港口数量ꎬ除阿克套、库雷克、巴库外ꎬ拟吸引包括萨姆松在内的土

耳其港口加入ꎬ将该经济特区打造成最主要的交通物流枢纽和石化深加工基

地ꎮ 该经济特区从建立至 ２０１７ 年ꎬ政府投资 ７８ 亿坚戈ꎬ私人投资 ９４６ 亿坚

戈ꎬ共有 ３３ 家企业入驻ꎬ上缴税收 ２３６ 亿坚戈ꎮ 在经济特区注册的 ３１ 个投

资项目中开工的仅有 ５ 个ꎬ运营效果不理想ꎮ
(三)阿拉木图市的创新技术园经济特区

该经济特区设立于 ２００３ 年ꎬ运营至 ２０２８ 年 １ 月 １ 日ꎮ 设立的目的是:发
展信息技术产业ꎬ开发、生产信息技术领域新产品ꎮ 特区占地面积为 １６３ ０２
公顷ꎮ 特区内企业除了一般优惠外ꎬ还享有额外的税收优惠:如符合税收立

法规定的条件ꎬ全部免缴社会税ꎻ适用“超区域原则”(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ꎬ根据该原则ꎬ如果符合哈萨克斯坦立法规定的要求ꎬ在信息技术工业

园区外注册登记的法人视为创新技术园企业ꎻ软件折旧率提至 ４０％ (一般规

定仅为 １５％ )ꎮ 目前该特区有 １３８ 家企业ꎬ实际开工生产的有 ７５ 家ꎮ 从建立

至 ２０１７ 年ꎬ政府投资 ２０５ 亿坚戈ꎬ私人投资 ２５０ 亿坚戈ꎬ上缴税收 １４１ 亿坚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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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ꎬ为 ３ ６９５ 人提供了就业岗位ꎮ
(四)南哈萨克斯坦州的奥恩图斯季克经济特区

该经济特区位于南哈萨克斯坦州萨依拉木县ꎬ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ꎬ运营至

２０３０ 年 ７ 月 １ 日ꎬ占地面积为 ２００ 公顷ꎮ 该特区定位于发展纺织工业ꎬ拟打

造成哈南部地区的棉纺织品基地ꎬ重点生产服装、丝绸面料、无纺布及其制

品、地毯、挂毯、棉浆、高级纸张以及皮革制品ꎮ 从特区建立至 ２０１７ 年ꎬ政府

投资 ８２ 亿坚戈ꎬ私人投资 ２７８ 亿坚戈ꎬ上缴税收 ２３ ６ 亿坚戈ꎬ有 ２３ 家企业进

驻ꎬ提供了 １ ２３７ 个就业岗位ꎮ
(五)阿特劳州的国家工业石化技术园经济特区

该经济特区位于阿特劳州ꎬ设立于 ２００７ 年ꎬ运营至 ２０３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ꎬ
占地面积为 ３ ４７５ ９ 公顷ꎮ 该特区旨在利用创新科技发展石化生产、原油深

加工以及生产高附加值石化产品ꎮ 重点生产聚乙烯和聚丙烯、塑料薄膜、包
装袋、管材、配件、技术设备、塑料瓶等ꎮ 从特区建立至 ２０１７ 年ꎬ政府投资

１ １０７亿坚戈ꎬ私人投资 ２ ６７８ 亿坚戈ꎬ进驻企业 １３ 家ꎬ创造就业岗位 ５５１ 个ꎮ
(六)阿克莫拉州的布拉拜经济特区

该经济特区位于阿克莫拉州秀琴斯克市ꎬ设立于 ２００８ 年ꎬ运营至 ２０３３
年 １２ 月 １ 日ꎮ 特区设立的目的是建设旅游基础设施ꎬ发展旅游业ꎮ 特区占

地面积为 ３７０ 公顷ꎬ目前已进驻 ３ 家企业ꎬ主要是布拉拜湖旅游酒店、主题公

园和博罗沃厄里科国家俱乐部等项目ꎮ
(七)巴甫洛达尔州的石化工业经济特区

该经济特区设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ꎬ运营至 ２０３６ 年 １２ 月 １ 日①ꎬ位于巴甫

洛达尔市北部工业区ꎬ现有面积 ３ ３００ 公顷ꎮ 此特区的设立是哈萨克斯坦重

振化学工业计划的一部分ꎮ 由于哈萨克斯坦几乎所有的化工品都依赖进口ꎬ
因此该经济特区的宗旨是吸引和发展化学、石化工业ꎬ尤其是生产环保、高附

加值的出口导向型产品ꎮ 从成立至 ２０１７ 年ꎬ政府投资 ３７ 亿坚戈ꎬ私人投资

５０２ 亿坚戈ꎬ上缴税收 ２０ 亿坚戈ꎮ 目前该经济特区进驻企业 ２６ 家ꎬ主要生产

消毒材料、农业化学品、防冻液ꎬ加工聚乙烯和煅烧石油焦等ꎬ创造就业岗

位１ １９５ 个ꎮ
(八)卡拉干达州的萨雷阿尔卡经济特区

该经济特区位于卡拉干达州ꎬ设立于 ２０１１ 年ꎬ运营至 ２０３６ 年 １２ 月 １ 日ꎮ

—９３—

① «哈萨克斯坦将新建 ３ 个经济特区»ꎬｈｔｔｐ: / / ｋｚ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ｄｄｇｋ / ｚｗｑｉ￣
ｈｏｕ / ２０１１０８ / ２０１１０８０７７０７２４２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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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特区设立的目的是发展冶金工业和金属加工业ꎬ尤其是吸引世界品牌生产

者入驻特区ꎬ开展制成品生产ꎮ 特区占地面积为 ５３４ ９ 公顷ꎮ 从成立至 ２０１７
年ꎬ政府投资 ２５２ 亿坚戈ꎬ私人投资 ４４１ 亿坚戈ꎬ上缴税收 ２１ 亿坚戈ꎬ吸引企

业 １０ 家ꎬ提供了 ６５３ 个就业岗位ꎮ
(九)阿拉木图州的霍尔果斯东大门经济特区

该经济特区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ꎬ运营至 ２０３５ 年ꎮ 位于阿拉木图州潘

菲洛夫区ꎮ 特区主要由霍尔果斯陆港、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和

２２０ 公顷的配套工业园区组成ꎬ总占地面积为 ５ ７４０ 公顷ꎮ 该经济特区位于

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前往独联体国家、欧洲、波斯湾和其他地区重要路线的交

汇处ꎬ对于发展多模式物流、组织大型工业生产和贸易具有先天地理优势ꎮ
该特区设立的目的是将阿拉木图州建设成跨境运输和世界级配送物流中心ꎬ
保障出口贸易活动的利益和实现哈萨克斯坦转运潜能ꎻ通过招商引资引进原

料加工业、制造业和化工制药并建成工业中心ꎬ以促进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和

文化交流ꎮ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正式运营ꎬ１２ 月 ２５ 日霍尔

果斯东大门经济特区陆港也正式投入使用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年初ꎬ霍尔果斯东

大门陆港过货量为 １３ ５ 万个标准集装箱ꎬ２０２０ 年计划达到 ５０ 万个标准集装

箱ꎮ 哈资本网站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０ 日报道ꎬ哈萨克斯坦将提升从霍尔果斯东大

门经济特区到里海和阿克套港、库雷克港ꎬ之后经正在建设的巴库—第比利

斯—阿哈尔卡拉基—卡尔斯(土耳其)铁路最终抵达南欧这一条跨境运输走

廊的运力ꎮ 这将大大提高该经济特区的跨境运输能力ꎬ使来自中国及亚太国

家和地区的货物过境哈萨克斯坦运往俄罗斯、中亚和欧洲各国ꎬ也可将哈国

内商品通过霍尔果斯口岸大量运至中国及亚太其他国家ꎮ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７ 年ꎬ该
经济特区政府投资 ３６８ 亿坚戈ꎬ私人投资 ３７０ 亿坚戈ꎬ共引进 ６９ 家企业ꎬ上
缴税收两亿坚戈ꎮ 哈政府于 ２０１６ 年上半年批准在该经济特区建设一座可容

纳 １０ 万居民的新城建筑计划ꎮ 但实地调研发现ꎬ该经济特区发展缓慢ꎬ基础

设施大多处于前期筹划和建设中ꎬ对哈边境区域经济发展贡献很低ꎮ
(十)江布尔州的塔拉兹化学园经济特区

该经济特区设立于 ２０１２ 年ꎬ由萨姆鲁克—卡泽纳国家基金和联合化工

公司共同参与建设ꎬ２０１３ 年开始启动ꎬ运营至 ２０３７ 年 ７ 月 １ 日ꎬ特区内企业

将享受 ２５ 年的税收优惠政策ꎮ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７ 年ꎬ政府投资 ３６１ 亿坚戈ꎬ私人投

资 １４７ 亿坚戈ꎬ上缴税收 １４ 亿坚戈ꎬ进驻企业 ５ 家ꎬ目前还未正式开工ꎬ提供

了 １７３ 个就业岗位ꎮ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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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哈萨克斯坦发展经济特区的现实依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ꎬ哈萨克斯坦建立经济特区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ꎬ
但是继续发展经济特区的诉求仍然非常迫切ꎮ ２００１ 年以来ꎬ哈萨克斯坦陆续

启动了具有行业方向的 １０ 个经济特区ꎬ并规定了各经济特区的产业优先目

录ꎮ 外国企业在哈相关管理部门申报后才能享受经济特区的相关优惠政策ꎮ
哈萨克斯坦大力发展经济特区的现实依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ꎮ
(一)制造业滞后ꎬ完善工业体系迫在眉睫

哈经济受国际市场能源和矿产资源价格的影响较大ꎮ 受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

融危机和 ２０１４ 年国际油价下跌影响ꎬ哈采掘业生产下降ꎬ造成经济波动(见
图 １)ꎮ ２００８ 年哈 ＧＤＰ 增长率降至 ３ ３％ ꎬ２００９ 年更跌至 １ ２％ ꎮ ２０１０ 年

ＧＤＰ 增速回升至 ７％ ꎬ２０１１ 年为 ７ ５％ ꎬ２０１２ 年为 ５％ ꎬ２０１３ 年为 ６％ ꎮ ２０１４
年受油价影响 ＧＤＰ 增速降至 ４ ３％ ꎬ２０１５ 年仅为 １ ２％ ꎬ２０１６ 年进一步降至

１％ ꎬ２０１７ 年油价开始回升ꎬＧＤＰ 增速升至 ４％ ꎬ２０１８ 年为 ４ １％ ①ꎮ 造成这种

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哈萨克斯坦工业结构呈现采掘业一业独大、制造业滞后的

现实局面(见图 ２)ꎮ 主要表现在:

图 １ 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８ 年哈萨克斯坦 ＧＤＰ 增速与油价变化趋势(单位:美元 /桶)

注:三大原油期货均价由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年均价格、迪拜原油期货年均价格和西

德克萨斯原油期货年均价格进行算术平均得到ꎮ

资料来源:哈萨克斯坦 ＧＤＰ 增速来自哈统计委员会网站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 ｇｏｖ ｋｚꎻ油

价数据来自国际能源署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ｅａ ｏｒｇ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１４—
① 哈萨克斯坦统计委员会网站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 ｇｏｖ ｋ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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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哈经济对石油出口收入的依赖性持续增加ꎮ 根据哈萨克斯坦统计

委员会数据ꎬ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３ 年ꎬ能源资源型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由 ６４ ５％增

至 ８０％ ꎬ２０１５ 年占 ７１ ５５％ ꎬ２０１６ 年占 ６８ ７％ ꎬ２０１７ 年占 ６８ ５６％ ꎮ 近年该

指标虽有下降ꎬ但总体仍高于 ６０％ ①ꎮ
二是采掘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过高ꎮ 根据哈统计委员会数据ꎬ２０１３ 年ꎬ

哈采掘业产值约为 ７２１ ８ 亿美元ꎬ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高达 ６０ ３％ ꎻ加工

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仅为 ２１ ２％ ꎮ ２０１４ 年ꎬ采掘业产值约为 ６２８ 亿

美元ꎬ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达 ６０ ８％ ꎻ加工业产值从 ２００１ 年的 ６８ 亿美元增至

３２８ 亿美元ꎬ占比升至 ３１ ３２％ ꎮ ２０１５ 年ꎬ采掘业产值约为 ７８９ ４８ 亿美元ꎬ占
工业总产值比重为 ５０ ４７％ ꎻ加工业产值约为 ４２９ ７２ 亿美元ꎬ占工业总产值

比重为 ３０ ９２％ ꎮ ２０１６ 年ꎬ采掘业产值为 ２７１ ８ 亿美元ꎬ占工业总产值比重

为 ４９ ３９％ ꎻ加工业产值为 ２２５ ３ 亿美元ꎬ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约为 ４２ ２９％ ꎮ
２０１７ 年采掘业产值占工业总值的比重为 ５１ ８９％ ꎬ而制造业占 ４０ ４１％ (见图

２)ꎮ 显然ꎬ哈制造业发展相对缓慢ꎮ

图 ２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７ 年哈萨克斯坦工业结构(％)

资料来源:哈萨克斯坦统计委员会网站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 ｇｏｖ ｋｚ

三是生产要素更多地流向采掘业ꎬ对制造业形成“挤出效应”ꎮ 一方面ꎬ
哈吸引的直接投资大多流向采掘业以及与勘探和钻探等相关的科学技术服

务业ꎮ 哈开采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总投资的 ３０％以上ꎬ而对加工业的投资仅

占 １２％ ꎮ 从哈央行统计数据看ꎬ１９９３ ~ ２０１７ 年ꎬ流入哈萨克斯坦的直接投资

共进入 １６ 个领域ꎬ投资最多的三大领域是科学技术服务业、采掘业、批发和

—２４—

① «２０１７ 年哈萨克斯坦对外贸易情况»ꎬｈｔｔｐ: / / ｋｚ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ｓｃｄｙ / ２０１８
０３ / ２０１８０３０２７１９０３６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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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业等ꎮ 从 ２０１７ 年上半年直接投资存量数据看ꎬ科学技术服务业的外资

投入最多ꎬ占 ３５ ０２％ ꎻ采掘业位居第二ꎬ占总投资的 ２７ ６９％ ꎻ制造业位居第

三ꎬ占 １２ ６７％ ꎻ之后依次是批发和零售业(８ ９５％ )、金融保险业(４ ９３％ )、
建筑业(３ ４１％ )①ꎮ 与能源和资源勘探相关的专业技术服务业、采掘业、制
造业中的冶金行业是吸引直接投资的前三大行业ꎬ因为采掘业、制造业中的

冶金行业利润大于其他行业ꎬ资本逐利使得外来投资大多流向资源和能源行

业ꎮ 另一方面ꎬ哈采掘业平均工资高于其他行业ꎬ造成国内劳动力更倾向于

流入采掘业等高薪行业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公布的国别报告指

出ꎬ哈萨克斯坦经济中已出现“荷兰病”的迹象ꎬ形成了不良的贸易条件ꎬ并存

在经济运行中费用增加和腐败等问题ꎮ
与采掘业相比ꎬ制造业在产业前后向关联度、技术更新和创新、培养企业

家才能和吸纳就业等方面都有促进作用ꎬ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ꎮ 而哈

萨克斯坦过分依赖采掘业ꎬ“挤出效应”导致制造业发展缓慢ꎬ并拖累了人力

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ꎬ最终延缓经济增长的脚步ꎮ 哈萨克斯坦已充分意识到

其畸形经济结构的潜在危险ꎬ因此完善工业ꎬ尤其是制造业体系、实现经济结

构多样化已成为政府的改革目标ꎮ 哈政府在境内陆续建立 １０ 个经济特区和

地区级工业技术园区ꎬ希望以此完善制造业体系ꎬ增强工业制成品生产能力ꎬ
提高国家工业创新水平ꎻ期望招商引资ꎬ引进先进的原料加工业ꎬ把经济特区

建成工业中心ꎬ以此带动区域经济发展ꎻ也希望从中国等国家获得有关经济

特区和工业园区的发展经验ꎬ与相关国家开展产业合作带动制造业发展ꎬ促
使经济结构向多元化转变ꎮ

(二)技术创新能力和管理经验匮乏ꎬ借经济特区提升工业创新能力

在原苏联的经济分工体系中ꎬ哈萨克斯坦主要是能源、原材料产地ꎬ粮食产

地和制成品销售市场ꎬ由于制造业发展滞后ꎬ哈利用本国原材料加工生产消费

品和工业品的能力较弱ꎮ 据哈产业发展研究院数据ꎬ哈国内轻工业消费品中仅

有 ７ ３％为本国生产ꎬ其余 ９２ ７％都需要从国外进口②ꎮ 由于哈萨克斯坦产业

发展面临人才短缺、技术创新体系不完善、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工业能耗较大、
技术调节体系不发达等现实问题ꎬ因此ꎬ哈政府充分意识到利用外资和创新技

术提高加工业竞争力ꎬ向创新型经济转型是大规模工业化的必经之路ꎮ
根据«全球创新指数»报告ꎬ２００９ 年哈萨克斯坦的全球创新指数在 １２５

—３４—

①
②

哈萨克斯坦中央银行网站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ａｎｋ ｋｚ
哈萨克斯坦产业发展研究院网站:ｈｔｔｐ: / / ｋｉｄｉ ｇｏｖ ｋ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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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中排名第 ７２ 位ꎬ２０１２ 年在 １４１ 个国家中排名第 ８３ 位ꎬ２０１７ 年在 １２７
个国家中①排名第 ７８ 位(见图 ３)ꎮ 虽然哈萨克斯坦在中亚国家排名第一位ꎬ
但在全球排名中仍比较落后ꎮ 这说明该国的科技创新、科研成果和创新效率

等多项指标都比较落后ꎮ

图 ３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７ 年哈萨克斯坦全球创新指数(ＧＩＩ)排名变化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ｉｐｏ ｉｎｔ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哈萨克斯坦工业化进程中最主要的问题依然是科技投入不足、人才匮乏

以及科技与生产相互脱节ꎬ造成大部分研究成果难以推向市场ꎮ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６
年ꎬ虽然哈在创新企业数量和从事创新活动的人数等方面都呈现增长趋势

(见表 １)ꎬ但不容乐观的是ꎬ哈萨克斯坦的创新活动投入占 ＧＤＰ 的比重逐年

下降ꎬ２０１６ 年降至 ０ １４％ ꎻ同期创新产品和服务占 ＧＤＰ 的比重呈现波动下降

趋势ꎬ２０１６ 年降至 ０ ９５％ ꎮ 这与哈制造业企业创新活动不足有密切关系ꎮ
哈统计委员会数据显示ꎬ２０１６ 年哈萨克斯坦共有加工企业 ４ ３６７ 家ꎬ其中创

新型企业仅有 ４６０ 家ꎬ占加工业企业总数的 １０ ５％ ꎮ
«哈萨克斯坦—２０５０»战略中提出的目标很宏伟ꎬ但要想在经济领域实现

工业创新能力、农业现代化、跨境运输和电子商务等具体目标ꎬ必须大力提高

本国技术创新能力和水平ꎮ 目前ꎬ哈经济特区的管理经验匮乏、技术创新能

力滞后ꎬ有意向其他国家汲取经验ꎬ例如将部分特区交给拥有丰富管理经验

的阿联酋企业管理②ꎮ 哈萨克斯坦在如何建立现代化、成熟的市场经济体

制方面缺乏经验ꎬ这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特区吸引先进技术和管理

—４４—

①

②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ｉｐｏ ｉｎｔ / ｐｏｒｔａｌ / ｅｎ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ꎬ在 ２０１７ 年 报 告 中ꎬ 全 球 创 新 指 数

(ＧＩＩ)通过 ８１ 项指标对全球 １２７ 个经济体的创新能力和可衡量成果进行评估ꎮ ８１ 项指标

分为制度、人力资本与研究、基础设施、市场成熟度、商业成熟度、知识与技术产出、创意产

出等七大类ꎮ ２０１７ 年主要考量农业领域和食品生产领域的创新能力ꎮ
«哈投资发展部长:哈萨克斯坦可将工业特区交由阿联酋企业管理»ꎬｈｔｔｐ: / / ｋｚ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７０５ / ２０１７０５０２５８２９１０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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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以及创新型产业发展实效的提升ꎮ 因此ꎬ哈欲将 １０ 个经济特区建设

成创新活动的载体ꎬ以增强企业创新能力ꎬ向创新型产业转型ꎮ

表 １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６ 年哈萨克斯坦创新活动主要指标

年份
创新活动投入占 ＧＤＰ

比重(％ )
从事创新活动的

人数(万人)
创新企业占全国
企业的比重(％ )

创新产品和服务
占 ＧＤＰ 比重

(％ )

２００４ ０ ２５ １ ６７ ２ ３ １ ２７

２００５ ０ ２８ １ ８９ ３ ４ １ ５８

２００６ ０ ２４ １ ９６ ４ ８ １ ５３

２００７ ０ ２１ １ ７８ ４ ８ １ １９

２００８ ０ ２２ １ ６３ ４ ０ ０ ６９

２００９ ０ ２３ １ ５８ ４ ０ ０ ４９

２０１０ ０ １５ １ ７０ ４ ３ ０ ６５

２０１１ ０ １５ １ ８０ ５ ７ ０ ８４

２０１２ ０ １６ ２ ０４ ５ ７ １ ２２

２０１３ ０ １７ ２ ３７ ８ ０ １ ６１

２０１４ ０ １７ ２ ５８ ８ １ １ ４６

２０１５ ０ １７ ２ ４７ ８ １ ０ ９２

２０１６ ０ １４ ２ ３０ ９ ３ ０ ９５

资料来源:同图 ２ꎮ

(三)欲打造中亚过境运输枢纽和跨境物流体系ꎬ但国内交通基础设施

滞后

哈萨克斯坦是欧亚地区跨境运输的主要节点ꎬ致力于发展物流、金融、商
务、创新技术和旅游在内的完整的国际枢纽综合体ꎬ目标是成为中亚地区最

大的商业过境运输枢纽和连接欧亚的特殊桥梁ꎮ 未来ꎬ哈不仅要将本国生产

的产品通过跨境运输走廊出口至周边国家、外高加索地区及欧洲ꎬ而且还要

加强与中国的合作ꎬ将其产品销往亚太地区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ꎬ哈通过“光明之

路”计划ꎬ旨在推进基础设施建设ꎬ推动中国—哈萨克斯坦—西亚、中国—哈

萨克斯坦—俄罗斯—西欧、中国—哈萨克斯坦—南高加索—土耳其—欧洲交

通走廊建设ꎮ
但哈交通基础设施仍然存在一些问题ꎬ阻碍哈实现跨境运输和经济特区

发展ꎬ主要表现为:一是公路基础设施较为落后ꎮ 哈国内运输主要依靠公路ꎬ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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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其国内公路密度基本维持在每千平方公里 ３１ 公里ꎬ２０１６ 年公路货运量

占总运输量的 ８５ ２９％ ꎬ货物周转量为每公里 １ ６３２ ６３ 亿吨ꎮ 虽然哈国内南

北方向的汽车运输基础设施比东西方向的相对发达ꎬ但公路基础设施整体落

后ꎬ大约只有 ３７％ 的国道和 ９％ 的地方公路状况良好ꎬ大多数为三级公路ꎮ
二是国内铁路网密度较低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ꎬ哈国内铁路长度为 １ ５５２ ９８ 万公

里ꎬ铁路网密度约为每万平方公里 ５６ ９９ 公里ꎬ远低于中国的 １３２ ２ 公里ꎬ更
低于美国的 ２４８ ２ 公里、日本的 ５３０ ５ 公里、英国的 ６７４ ６ 公里和德国的

９４８ ２ 公里ꎬ而且其国内铁路大多呈南北走向ꎬ这显然不能完全满足中国、俄
罗斯、欧洲等国家日益增长的运输需求ꎮ 三是哈国内终端仓储物流设施不完

善ꎮ 目前ꎬ哈国内有 １９ 个物流终端和仓库ꎬ其中只有 ６ 个物流终端的级别为

“Ａ”级ꎬ配套设施较完善ꎬ多数集中在大型工业中心城市ꎬ其他的物流终端级

别较低且相距甚远①ꎮ 考虑到哈国内交通基础设施不能满足其经济发展的

现实需要ꎬ因此ꎬ哈设立经济特区的目的不仅是要将自身打造成中亚过境运

输枢纽ꎬ而且要在国内各区域之间形成互联互通的交通网络ꎬ以降低区域间

的生产贸易成本、扩大市场效应、增加区域间生产和消费的经济往来ꎬ为促进

区域间专业分工创造积极条件ꎮ
(四)制造业滞后不能有效吸纳就业ꎬ欲借经济特区创造就业岗位

在苏联分工体系中ꎬ哈萨克斯坦重点发展粮食种植、黑色金属和有色金

属冶炼及石油开采ꎬ因此其工业结构以采掘业、冶金工业和化学工业为主ꎮ
苏联分工体系瓦解后ꎬ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存在的大量隐性失业人口进一

步恶化了哈国内就业状况ꎮ 独立后哈虽然采取多种措施发展经济、促进就

业ꎬ但并未改善制造业体系不完善、存在大量隐性失业人口的现实问题ꎮ
哈萨克斯坦独立后前 １０ 年ꎬ人口总量呈下降之势ꎮ 哈国家统计委员会

数据显示ꎬ１９９１ ~ ２００２ 年哈国内人口减少 １７０ 万ꎬ直至 ２００３ 年人口增长才逐

渐趋于稳定ꎬ人口自然增长率逐渐上升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ꎬ哈国内总人

口达 １ ８１３ ７３ 万ꎬ其中城市人口为 １ ０４１ ３２ 万ꎬ占总人口的 ５７ ４％ ꎻ农村人

口为 ７７２ ４１ 万ꎬ占总人口的 ４２ ６％ ꎮ
在经济结构单一的现实情况下ꎬ人口增长无疑给哈萨克斯坦带来了就业

压力ꎮ 因为哈工业化程度不高ꎬ制造业体系不完善ꎬ无法吸纳新增的就业人

口ꎬ大量人口沉淀在农业和服务业ꎬ形成了隐性失业ꎮ 根据哈统计委员会数

—６４—

① 贾瑞卿、齐延娟:«道路畅通带动商贸物流ꎬ推动经济发展向好———哈萨克斯坦在

“丝绸之路经济带”构建中的定位研究»ꎬ«中亚信息»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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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ꎬ２０１７ 年哈国内劳动力为 ９０１ ３１ 万人ꎬ其中第一产业吸纳劳动力 １３７ ４４
万人ꎬ第二产业吸纳 １７３ ９３ 万人(工业和建筑业分别吸纳 １０７ ５９ 万人和

６６ ３４ 万人)ꎬ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 ５４５ ８３ 万人ꎮ 虽然近年哈失业率基本维

持在 ５％左右ꎬ但由于制造业发展滞后ꎬ无法吸纳更多的劳动力ꎬ国内形成了

自雇人口和移民ꎮ 根据哈官方统计ꎬ在 ９０１ ３１ 万劳动人口中ꎬ有 ８５７ ２１ 万

人实现就业ꎬ其中 ２１７ ６１ 万人是自雇人口ꎬ６３９ ５９ 万人为从业员工ꎬ４４ １ 万

为失业人口(见表 ２)ꎮ 哈国内相关专家认为ꎬ哈自雇人口概念不清ꎬ其存在

可能是为了隐瞒失业率ꎬ如果算上自雇人口ꎬ哈真实失业率可能接近 ３０％ ꎮ
“哈萨克斯坦分析在线”首席分析师谢尔盖伯利加罗夫指出ꎬ自雇人口存在

的原因主要是这部分人口缺乏基本生活资料ꎬ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ꎬ实质更

像失业①ꎮ 另一方面ꎬ哈平均每年向独联体国家迁徙的移民总量约为 ２ ６ 万

人ꎬ这些移民迁徙的动因除了家庭因素外ꎬ大多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或更

好的发展前景ꎮ 基于此ꎬ哈设立经济特区的目的是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ꎬ以
解决国内劳动力就业问题ꎮ

表 ２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７ 年哈萨克斯坦劳动力市场主要指标 (单位:万人)

主要指标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劳动力
人口

７４７ ９１ ７９０ １７ ８６１ ０７ ８７７ ４６ ８９８ １９ ９０４ １４ ８９６ ２０ ８８８ ７６ ８９９ ８８ ９０１ ３１

就业
人口

６６９ ８８ ７２６ １０ ８１１ ４２ ８３０ １６ ８５０ ７１ ８５７ ０７ ８５１ ０１ ８４３ ３３ ８５５ ３４ ８５７ ２１

其中:
从业员工

３８６ ３３ ４６４ ０５ ５４０ ９４ ５５８ １４ ５８１ ３７ ５９４ ９７ ６１０ ９７ ６２９ ４９ ６３４ ２８ ６３９ ５９

自雇
人口

２８３ ５５ ２６２ ０４ ２７０ ４８ ２７２ ０２ ２６９ ３４ ２６２ １０ ２４０ ０４ ２１３ ８４ ２２１ ０５ ２１７ ６１

失业
人口

７８ ０３ ６４ ０７ ４９ ６５ ４７ ３０ ４７ ４８ ４７ ０７ ４５ １９ ４５ ４２ ４４ ５５ ４４ １０

失业率
(％ ) １０ ４ ８ １ ５ ８ ５ ４ ５ ３ ５ ２ ５ ０ ５ １ ５ ０ ４ ９

青年失
业率(１５ ~
２４ 岁ꎬ％ )

１９ １ １３ ４ ５ ２ ４ ６ ３ ９ ３ ９ ３ ８ ４ ２ ３ ８ ３ ８

—７４—

① «哈国超 ２００ 万的“影子人口”该不该纳税?»ꎬｈｔｔｐｓ: / / ｍｐ ｗｅｉｘｉｎ ｑｑ ｃｏｍ/ ｓ? ＿＿ｂｉｚ ＝
ＭｚＩｘＯＤｃ１ＭＴＭｘＯＱ ＝ ＝ ＆ｍｉｄ ＝ ２２４７４８９５９８＆ｉｄｘ ＝ ４＆ｓｎ ＝ ３０３ａ２１ａ７５９９ｅ９７ｅ１９９９ｂ９ａ５３３４８４ｂ
５ｄ２＆ｃｈｋｓｍ ＝ ９７ｅ４９００６ａ０９３１９１００９９ｅｃｅ６６４ｅ４６ｄ４ｂ３９４２３ｂ５３０ｄ３９８７２ｂｄ４ｅ６４３ａｄ８３ｂ９８１３ｅ２ｆ８
３ｄ４ｃ１ｃａｄ８ｃ＆ｍｐｓｈａｒｅ ＝ １＆ｓｃｅｎｅ ＝ ２３＆ｓｒｃｉｄ ＝ ０４０７８ＨｊＬＣｆ６ｅＮＨｙａｕｈｘａＸｌＤ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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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失
业率(１５ ~
２８ 岁ꎬ％ )

１６ １ １１ ５ ６ ６ ６ ３ ５ ４ ５ ５ ４ ２ ４ ４ ４ １ ４ ０

长期失
业率(％ ) ７ ６ ４ ３ ２ ２ ２ １ ２ ５ ２ ５ ２ ４ ２ ５ ２ ２ ２ ３

平均失
业期(月) — １４ ６ ８ ９ ７ ８ ８ ４ ７ ４ ７ ３ ６ ８ ６ ９ —

非劳动力
人口

３１７ ５８ ３４７ ６９ ３４８ ７７ ３４７ ７３ ３５３ ８７ ３５６ ９４ ３７１ ５９ ３８６ ７４ ３８５ ５０ ３９０ ５５

注:∗为 ２０１７ 年第三季度数据ꎻ１５ ~ ２４ 岁青年失业率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进行

年龄分类ꎻ１５ ~ ２８ 岁青年失业率根据«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家青年政策法»进行年龄

分类ꎮ
资料来源:同表 １ꎮ

(五)经济特区产业配套和基础设施滞后ꎬ欲引资改变这一状况

据哈中央银行各州吸引直接投资的数据ꎬ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 日ꎬ阿特劳

州遥遥领先ꎬ吸引直接投资 ４４ ３２５ 亿美元ꎬ占哈引资总量的 ４２ ２５％ ꎮ 主要

原因是阿特劳州位于里海海域ꎬ储藏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及其他资源ꎬ矿盐

储量也居世界前列ꎮ 这里是哈采掘业的集中地ꎬ每年创造的利润是哈主要经

济来源之一ꎬ所以集中了近 ４５％ 的直接投资ꎮ 阿拉木图市位居第二位ꎬ占哈

引资总量的 １６ ３３％ ꎮ 主要原因是阿拉木图作为哈前首都ꎬ不仅是该国金融

中心和交通枢纽ꎬ还是独联体三大金融中心之一ꎬ更是中亚地区工业、经贸、
服务业中心城市之一ꎮ 东哈萨克斯坦州因地下矿产资源储量(主要有铅矿、
锌矿、锡矿、钨矿、铝矿、锰矿、金矿、汞矿、锑矿、褐煤、煤炭、热页岩和建筑材

料等)比较丰富ꎬ吸引外资量位居第三ꎬ占哈引资总量的 １３ ３７％ ꎮ 阿克托别

州是哈机械制造业、金属加工业中心ꎬ引资量位居第四ꎬ占哈引资总量的

７ １８％ ꎮ 工农业发展较平衡的西哈萨克斯坦州吸引了 ４ ６％ 的直接投资ꎬ位
临里海的曼吉斯套州因为发展海港物流和石化产业也吸引了 ３％ 的外国投

资ꎬ其余各州尤其是北哈萨克斯坦州、江布尔州、阿克莫拉州和阿拉木图州的

引资量非常小ꎮ 综合看ꎬ外资注入较多的区域大多以能源开发、金属资源采

掘和加工为主导产业ꎬ外资的地区配置、行业配置极不均衡(见表 ３)ꎮ

表 ３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７ 年上半年直接投资流入哈各州存量分布 (单位:亿美元)

区域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阿特劳州 ９１ ３５７ ６８ ２１０ ８５ ０５１ ４４ ３２５

阿拉木图市 ４９ ４９２ ２７ ４３３ ４６ ８６９ １７ １０２

东哈萨克斯坦州 ２６ ３８５ １７ ９６１ ２４ ５８５ １４ ００４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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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托别州 １４ １８９ ３ ６８０ １１ ８３０ ７ ５１９

西哈萨克斯坦州 １６ ２８１ １３ ９６７ １３ ５６８ ４ ８０９

曼吉斯套州 １６ ０９４ ２ ２７３ ４ ７９５ ３ ７４２

阿斯塔纳市 ６ ７６１ ４ ２４０ ２ ０６１ ２ ３０６

巴甫洛达尔州 ３ ４６９ ４ ５８３ ４ ７１４ １ ８３５

南哈萨克斯坦州 ２ ３４３ ２ ９５８ ２ ８３５ ２ ３２０

克孜勒奥尔达州 ３ ５９０ １ ６９２ ２ ０６８ １ ３８６

科斯塔奈州 ３ ３５２ ０ １４４ ３ ５８１ １ ２３５

卡拉干达州 ０ ７１１ ０ ３１７ ３ ０４２ ２ ０６９

阿拉木图州 ２ ３５３ １ ３０１ １ ００６ ０ ９９０

阿克莫拉州 － ０ １３２ ０ １５６ ２ ５３４ ０ ２８８

江布尔州 ０ ９４４ － ０ ３０９ １ ４９６ ０ ７１２

北哈萨克斯坦州 ０ ０６７ － ０ １３５ ０ ０２５ ０ ０７５

存量总计 ２３７ ２５５ １４８ ４７２ ２１０ ０６０ １０４ ７１６

资料来源:哈萨克斯坦中央银行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ａｔｉｏａｎｌｂａｎｋ ｋｚ

从吸引直接投资前五位的州市可以发现ꎬ外来投资主要集中在资源开发

项目ꎮ 外国投资者对哈加工业的投资积极性很低ꎬ一个重要原因是哈交通物

流、电力和供水等基础设施薄弱ꎬ相关产业配套严重缺乏ꎮ 因此ꎬ哈欲借经济

特区的优惠政策吸引大量外资企业进入ꎬ以提升经济特区内产业配套能力和

完善基础设施ꎮ
(六)利用经济特区学习经验ꎬ培养人才和提高劳动力素质

目前ꎬ哈劳动力市场有三个特点:一是国内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主要以

初等教育为主ꎬ占劳动力人口的近 ５０％ ꎬ而高等教育人口占劳动力人口的比

重最少ꎬ平均不到 ５％ ꎮ 尤其缺乏高技能人才和管理型人才ꎬ包括工程技术人

员、ＩＴ 人才、会计、营销经理、医护人员和教师等ꎮ 这就导致哈国内企业和外

国公司对专业技术人员和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比较旺盛ꎬ劳动力市场供需结构

性矛盾非常突出ꎮ 二是哈居民不愿意从事低收入的简单体力劳动ꎬ因此ꎬ每
年都有从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邻近国家进入哈萨克

斯坦从事农业、建筑业、城市保洁等低技能工作的临时工和季节工ꎮ 三是哈

国内劳动力普遍存在专业技能缺乏、工作效率低下等现实问题ꎮ
引发哈劳动力结构不匹配的最主要原因是国内采掘业一业独大、制造业

落后的现实局面ꎮ 采掘业是哈萨克斯坦工资水平最高的行业ꎬ只有个别年份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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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专业技术领域和金融业(见表 ４)ꎮ 由于采掘业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ꎬ吸
纳的劳动力有限ꎬ哈萨克斯坦统计年鉴数据显示ꎬ其就业比重约为 ２％ ~３％ ꎮ
由于该行业对劳动力的技能水平要求不高ꎬ而且工资水平高ꎬ使得年轻人更

多地涌入采掘业及相关产业ꎬ从而放弃对自身能力的培养ꎮ 这就造成两个后

果:一是劳动力和资本更多地流入采掘业ꎬ制造业部门不得不花费更大的代

价来吸引劳动力ꎬ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削弱了制造业的产品竞争力ꎬ间接

导致哈不能有效通过制造业培养产业工人和企业家ꎬ最终导致制造业进一步

衰退ꎮ 二是哈自然资源出口收入增加造成对制造业产品和不可贸易部门(如
房地产、建筑业和服务业等)产品的需求ꎬ由于制造业滞后ꎬ无法实现有效供

给ꎬ于是哈通过进口外国制成品来满足国内需求ꎬ这对哈制造业无疑又是一

个灾难ꎮ 对不可贸易部门的产品需求无法通过进口来满足ꎬ于是哈采掘业的

迅猛发展带动了房地产、建筑业、金融业、贸易零售业等行业的蓬勃发展ꎬ使
这些行业的平均工资处于较高水平(见表 ４)ꎮ 因此ꎬ哈国内年轻人不愿意继

续求学ꎬ而选择进入这些快速发展的行业工作ꎮ 在资源转移效应和支出效应

的共同作用下ꎬ这将减缓哈人力资本积累ꎬ影响技术创新水平ꎬ最终延缓经济

增长ꎮ 因此ꎬ哈设置经济特区旨在通过招商引资引进先进技术以及科学的管

理方法和经验ꎬ通过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和学习效应优化本国人力资本存

量ꎬ培养企业家ꎬ提升劳动力专业技能水平ꎬ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ꎮ

表 ４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７ 年哈萨克斯坦各行业月均收入情况 (单位:万坚戈)

类别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总体平均月收入 ７ ７６ ９ ００ １０ １３ １０ ９１ １２ １０ １２ ６０ １４ ２９ １４ ８０

农业、林业和渔业 ３ ６５ ４ ５０ ５ １０ ５ ８３ ６ ６５ ７ ２５ ８ １６ １０ ４３

工业 ９ ３１ １０ ７４ １２ １８ １３ ８９ １５ ９８ １７ ４４ １９ ５３ ２０ ８５

　 　 采矿和采石 １４ ８１ １６ ９７ １７ ８２ ２１ ０４ ２５ １７ ２７ ５６ ３１ ２６ ３３ ０５

　 　 制造业 ７ ８８ ９ ０１ １０ ３５ １１ ３９ １２ ７５ １３ ７４ １５ ３６ １６ ４５

　 　 电力、燃气、热力和空调
供应

７ ０８ ８ １１ ９ １８ １０ ４３ １１ ６７ １２ ４３ １３ ６７ １３ ９８

　 　 供水ꎬ污水处理、废物处理 ４ ８７ ５ ３０ ６ ２０ ６ ９３ ７ ８４ ８ ５２ ９ ３９ １０ １６

建筑业 １０ ４４ １１ ０２ １１ １９ １１ ９３ １４ ０３ １５ ４８ １７ ９２ ２０ ５９

批发和零售业ꎬ汽车和摩托车
维修

７ ４０ ８ ４６ ９ ５１ １０ ３４ １１ ７２ １２ １０ １３ １１ １４ ４９

运输和存储 ９ ７４ １１ ２８ １２ ９５ １４ １７ １６ ００ １６ ６１ １７ ６８ １９ ８１

—０５—



Статьи на актуальные темы / 要文特约

住宿和餐饮业 ７ ０８ ７ ８６ ８ ２０ ９ ２０ １０ ４４ １１ ６５ １２ ７８ １４ ０４

信息和通信业 １１ ０８ １２ ８７ １４ ４０ １５ ６０ １７ ３９ １８ ０８ ２０ ４２ ２１ ５７

金融和保险业 １５ ８１ １８ ００ １９ １０ ２０ ５６ ２２ ０８ ２３ ６７ ２８ ４３ ２７ ２８

房地产业 ６ ８０ ７ ８１ ８ ８７ １０ ０１ １０ ８１ １０ ９３ １２ ３３ １５ １４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１４ ０３ １７ １８ １９ ９５ ２１ １６ ２５ ０８ ２５ ５２ ３２ ３７ ２７ １１

行政管理 ９ ５７ ９ ４４ ９ ７１ １０ １０ ９ ４９ １０ ２２ １１ ５０ １５ ６９

公共管理与社会保障 ７ ０４ ８ ５０ ９ ８３ １０ ３５ １０ ６０ １０ ７９ １１ ８９ １２ ０２

教育 ４ ９２ ５ ９２ ６ ７９ ６ ９５ ７ ４８ ７ ７５ ９ ４５ ９ ０４

卫生保健 ５ ４７ ６ ７８ ７ ８０ ８ １０ ８ ８８ ９ １９ １０ ６０ １０ ７４

艺术、娱乐和传媒 ５ ３２ ６ ５２ ７ ４２ ８ ０５ ９ １７ ９ ５２ １１ ０３ １２ ４３

其他服务活动 １２ ５３ １３ ６２ １５ ０５ １５ １６ １６ ０４ ２０ ２８ ２１ ８９ １９ ３２

域外组织和机构的活动 ２３ ６１ ３０ ０９ ３３ １７ — — — — —

注:２０１７ 年为第三季度末的数据ꎮ
资料来源:同表 １ꎮ

四　 中国在哈萨克斯坦经济特区的投资情况

中国在哈萨克斯坦经济特区的投资项目主要集中在曼吉斯套州的阿克

套海港经济特区和霍尔果斯东大门经济特区ꎬ其他经济特区暂无投资ꎮ
(一)中国在阿克套海港经济特区的投资现状

阿克套海港经济特区包括 ６ 个子区和沿海区ꎬ总面积达 ２ ０００ 公顷ꎮ
该经济特区中的第五区块为 ２０１１ 年启动的中国工业园ꎬ面积为 ４ 平方公

里(约合６ ０００亩)ꎮ 中国工业园到阿克套海港的直线距离仅为 ３ 公里左

右ꎮ 该项目由新疆三宝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开发ꎬ２０１４ 年 ５ 月新疆三宝

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与曼吉斯套州签署合作备忘录ꎬ该项目进入实质性

操作阶段ꎮ
(二)中国在霍尔果斯东大门经济特区的投资现状

由于中哈两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ꎬ中国对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的投资

建设进程明显快于哈萨克斯坦ꎬ两国围绕霍尔果斯口岸跨境开发区的建设进

程并不同步ꎬ中国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已全面运营ꎬ而哈萨克斯坦霍尔果斯

东大门经济特区还处于规划建设阶段ꎮ 截至目前ꎬ中国在霍尔果斯经济开发

区投资总额已超过 ２４０ 亿元人民币ꎬ在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的项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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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主要包括酒店、高档写字楼和贸易市场等 １８ 个重点商业项目ꎬ现已建成中

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游客服务中心项目、中科国际贸易中心、义乌

商贸城、苏新中心、国际皮草城、中免商场等ꎬ配套区项目主要集中在农产品

加工领域ꎮ 而由于哈方财力不足、对外引资效果差、产业配套设施薄弱等综

合原因ꎬ２０１１ 年成立的霍尔果斯东大门经济特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尚未完成ꎬ
２０１６ 年上半年才通过建设规划ꎮ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５ 日ꎬ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联合收购了由哈萨克斯坦国家铁路公司持有的霍尔果斯东门无水港

４９％的股权①ꎬ这是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与哈“光明之路”计划在该经

济特区实现对接最重要的项目ꎬ旨在将霍尔果斯东大门经济特区打造成中

欧、中亚路桥服务的国际物流基地ꎮ

五　 中国企业参与哈萨克斯坦经济特区投资的主要障碍

哈经济特区发展差异明显ꎬ且整体效果与预期目标相差很远ꎬ经济特区

的运营效果并不理想ꎮ 哈萨克斯坦是中国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

点国家ꎬ当前中国在哈经济特区的投资较少ꎮ 哈经济特区发展和中国企业参

与哈经济特区投资主要面临以下障碍ꎮ
(一)经济特区优惠政策更多保障其国内利益ꎬ对外国投资形成壁垒

为了保护国家利益ꎬ哈萨克斯坦在经济特区引资方面设置了一些壁垒ꎮ
主要体现在:第一ꎬ进入哈经济特区的企业必须符合各特区的产业支持目录ꎬ
通过审核才能享受经济特区内所有的优惠政策ꎮ 此外ꎬ经济特区倾向于资本

较大的投资方案ꎮ 第二ꎬ给每个经济特区设置 ２５ 年的运营期ꎬ这意味着园区

企业将享受 ２５ 年免征企业所得税、土地税、财产税、进口关税等优惠政策ꎬ但
运营期结束后将享受何种优惠政策并未作出清晰的安排ꎮ ２５ 年的运营期限

违背了制造业投资收益长周期的经济规律ꎬ令外国投资者望而却步ꎮ 第三ꎬ
“哈萨克斯坦含量”是外国投资进入经济特区必须遵守的条件之一ꎮ 外国投

资者只有达到法律规定的“哈萨克斯坦含量”标准(７５％ )才能享受相关优惠

—２５—

① «中国企业受让霍尔果斯东门无水港股权»ꎬｈｔｔｐ: / / ｊｊｓｂ ｃｅｔ ｃｏｍ ｃｎ / ｓｈｏｗ ＿４８９７９
９ ｈｔｍｌꎻ«中远海运集团、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和哈萨克斯坦国家铁路公司签署哈萨克斯

坦霍尔果斯东门无水港股权转让协议»ꎬｈｔｔｐ: / / ｃｏｓｎｅｗｓ ｃｏｓｃｏ ｃｏｍ / ｄｅｔａｉｌ? ｒｅｃｏｒｄ ＝ １＆
ＣｈａｎｎｅｌＩＤ ＝ ４０００＆ｒａｎｄｎｏ ＝ １８３０２＆ｒｅｓｕｌｔｉｄ ＝ ３７４８７ꎬ２０１７ － ０５ －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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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①ꎬ投资条件过于苛刻ꎮ 第四ꎬ哈具有十分严格的外籍劳工配额限制规

定ꎬ且对外籍劳工的受教育程度、专业水平、工作时限等方面设置了较高门

槛ꎬ同时ꎬ进入经济特区的外国投资企业必须雇佣当地劳动力ꎮ 根据哈萨克

斯坦立法ꎬ哈公民在外国投资企业的高管人员比重不得低于 ７０％ ꎬ一般人员

不得低于 ９０％ ꎮ 哈当地员工的素质和工作效率是困扰外国投资企业的主要

问题之一ꎬ这些员工技术操作水平和实践能力较低ꎬ增加了企业的管理和培

训成本ꎮ 上述问题使经济特区缺乏吸引力ꎮ
(二)资金匮乏导致经济特区缺少必要的基础设施

哈萨克斯坦经济特区法规定ꎬ建立经济特区必须具备相应的基础设施ꎬ
但是该国财政并没有拨付足够的资金确保经济特区内的基础设施建设ꎬ导致

大多数经济特区缺少必要的基础设施ꎬ基本的供水、电力等公共服务设施落

后ꎬ成为吸引外资的瓶颈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年底ꎬ１０ 个经济特区基础设施建设总

共投入 ２ ７５０ 亿坚戈ꎮ 其中ꎬ奥恩图斯季克经济特区和布拉拜经济特区的基

础设施建设已完成ꎬ萨雷阿尔卡经济特区的基础设施完善程度为 ９０％ ꎬ阿斯

塔纳—新城经济特区的基础设施完善程度为 ８０％ ꎮ 其他经济特区基础设施

建设处于不同阶段(见表 ５)ꎮ

表 ５ ２０１７ 年哈萨克斯坦各经济特区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经济特区 成立年份
基础设施建设
完成情况(％ )

所占面积
(公顷)

国家工业石化技术园经济特区 ２００７ １０ ３ ４７５ ９

布拉拜经济特区 ２００８ １００ ３７０ ０

石化工业经济特区 ２０１１ ５ ３ ３００ ０

阿克套海港经济特区 ２００２ ３０ ２ ０００ ０

阿斯塔纳—新城经济特区 ２００１ ８０ ７ ５６２ ０

奥恩图斯季克经济特区 ２００５ １００ ２００ ０

塔拉兹化学园经济特区 ２０１２ ５ ５０５ ０

萨雷阿尔卡经济特区 ２０１１ ９０ ５３５ ０

创新技术园经济特区 ２００２ １５ １６３ ０

霍尔果斯东大门经济特区 ２０１１ １０ ５ ７４０ ０

资料来源:哈萨克斯坦国家投资和发展部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ｉｄ ｇｏｖ ｋｚ

—３５—

① 哈萨克斯坦霍尔果斯东大门经济特区管委会网站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ｃｐｓ － ｋｈｏｒｇｏｓ
ｋｚ /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ｐｒｏｊｅｃ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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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霍尔果斯跨境经济区为例ꎬ目前ꎬ中国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已全面运

营ꎬ而哈萨克斯坦还处于规划建设阶段ꎮ 哈方一侧建设进程缓慢的主要原因

有:一是签约时哈没有明确规定将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的建设费

用列入国家预算ꎬ因此缺乏持续的资金注入ꎮ 根据哈对霍尔果斯东大门经济

特区的建设规划ꎬ投资阶段为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８ 年ꎬ从实际情况看ꎬ２０１６ 年上半年哈

方一侧才通过建设规划ꎬ这意味着该经济特区 ２０１８ 年能否全面运营仍需关

注①ꎮ 二是霍尔果斯东大门经济特区的管理机构频繁变动ꎬ对特区建设的财

政支持不到位ꎬ产业配套和基础设施不完善ꎬ考核监督机制缺乏和引资政策

吸引力弱ꎬ导致该经济特区建设进程拖拉缓慢ꎮ
(三)经济特区缺乏配套产业ꎬ产业重复布局难以形成集聚效应

任何跨国企业进入经济特区生产运营ꎬ不仅要考察区内的优惠政策和基

础设施ꎬ更要考察特区的产业配套能力ꎬ即特区内是否已经形成为企业提供

生产过程所需的各种原材料、辅助设施和相关服务的能力ꎬ也就是为企业生

产运营提供各种中间投入品的能力水平ꎮ 对企业来说ꎬ产业配套能力主要表

现在上下游产业集群的发展上ꎬ即上下游行业的完善程度、企业数量多寡、质
量高低以及上下游企业与本企业之间的距离远近等ꎮ 实地调研发现ꎬ由于哈

萨克斯坦配套产业匮乏、国内营商环境差等原因ꎬ中国多数企业更愿意选择

成本较低的贸易ꎬ而不愿意拓展产业合作ꎮ
同时ꎬ哈经济特区存在产业重复布局的现象ꎬ国家工业石化科技园经

济特区、阿克套海港经济特区、石化工业经济特区和萨雷阿尔卡经济特区

都将石油化工生产列为优先发展产业ꎻ塔拉兹化学园经济特区、阿克套海

港经济特区、石化工业经济特区、阿斯塔纳—新城经济特区和霍尔果斯东

大门经济特区都将化学制品列为优先方向ꎻ阿克套海港经济特区、萨雷阿

尔卡经济特区和阿斯塔纳—新城经济特区则将冶金工业列为优先发展产

业ꎮ 各经济特区的规划与哈总体目标不协调ꎬ一些特区主导产业不突出ꎬ
同质化竞争趋势明显ꎬ这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资金、资源优势ꎬ不利于产业

的集中专业化生产ꎮ 特区内企业和项目关联度不高ꎬ没有形成上下游产业

协作配套ꎬ产业链普遍较短ꎬ大多以初级产品和原材料为主ꎬ终端和高端产

品少ꎮ

—４５—

① 哈萨克斯坦霍尔果斯东大门经济特区管委会官方网站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ｃｐｓ － ｋｈｏｒ￣
ｇｏｓ ｋｚ /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ｐｒｏｊｅｃｔ＿＿１ꎻ«霍尔果斯东大门经济特区新城总体规划将于 ２０１６
年上半年获得批准»ꎬｈｔｔｐ: / / ｋｚ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５１２ / ２０１５１２０１２２２１１０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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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哈萨克斯坦营商环境增加了中国企业进入的隐性成本和壁垒

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ꎬ哈萨克斯坦营

商环境排名从 ２０１５ 年的第 ５３ 位提升至 ２０１６ 年的第 ４１ 位ꎬ后又升至 ２０１７ 年

的第 ３５ 位ꎬ并在保护中小投资者方面进入世界前三位ꎮ 虽然近年哈政府极

力改善营商环境ꎬ但国内仍存在腐败、“灰色清关”、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实施

过程中缺乏法制化监管等问题ꎬ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政治制度的质量ꎬ提供

了寻租机会ꎬ增加了外资企业的隐性成本和壁垒ꎮ 这些壁垒对哈经济特区建

设和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ꎮ 尽管目前哈政府逐步完善投资立法工作ꎬ在打击

职务犯罪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ꎬ但国内权力寻租现象屡禁不止ꎬ给外资企业

投资造成了困难ꎮ 据“透明国际”组织发布的“全球清廉指数”数据ꎬ２０１６ 年

哈萨克斯坦在 １６７ 个国家和地区中清廉指数排名第 １３１ 位ꎬ仅得 ２９ 分①ꎻ
２０１７ 年排名第 １２２ 位ꎬ得分为 ３１ 分ꎬ虽然比 ２０１６ 年上升 ３９ 位②ꎬ但排名依然

居后ꎬ说明哈国内营商环境较差ꎮ 加之哈一些经济特区管理机构频繁变动ꎬ
对于那些已经参与或者正准备参与的中国企业来讲ꎬ无疑面临组织架构和制

度变更的潜在风险ꎬ可能导致中国企业保持一定的戒心ꎬ最终延缓一些经贸

合作的决策和实施ꎮ
(五)经济特区的经济辐射范围和市场容量小ꎬ引资能力差

哈多数经济特区之间的交通设施并不发达ꎬ其空间辐射范围差异较大ꎬ
仅有阿拉木图市、阿特劳市、阿斯塔纳市和卡拉干达市的经济辐射力均为正

值ꎬ其余各州主要城市的经济辐射力为负值(见表 ６)ꎮ 结合经济特区的地理

分布看ꎬ阿斯塔纳—新城经济特区的经济辐射区域可以覆盖哈北部区域ꎬ阿
拉木图市附近霍尔果斯东大门经济特区的经济辐射范围可以覆盖哈东南部ꎬ
西部区域主要靠阿特劳州的国家工业石化技术园经济特区的辐射影响ꎬ中部

区域主要受卡拉干达州的辐射影响ꎬ其余经济特区的发展必然因区域经济辐

射小而发展缓慢ꎮ

表 ６ 哈萨克斯坦各州主要城市的经济辐射力

所在地 经济辐射力 所在地 经济辐射力

阿拉木图市 ６ ７５９ 巴甫洛达尔州巴甫洛达尔市 － ０ ８５３

—５５—

①
②

“透明国际”组织网站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ｏｒｇ / ｒｅｐｏｒｔ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最新全球清廉度排名:哈萨克斯坦排名上升 ９ 位»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ｒａｎｓ ｐａｒｅｎ￣

ｃｙ ｏｒｇ / ｒｅｐｏｒｔ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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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劳州阿特劳市 ３ １６４ 阿拉木图州塔尔迪库尔干市 － ０ ９１１

阿斯塔纳市 １ ６３４ 西哈萨克斯坦州乌拉尔市 － ０ ９３７

卡拉干达州卡拉干达市 ０ ４００ 库斯塔奈州库斯塔奈市 － １ ２２０

南哈萨克斯坦州奇姆肯
特市

－ ０ １２０ 克孜勒奥尔达州克孜勒奥尔
达市

－ １ ３１０

东哈萨克斯坦州厄斯克
门市

－ ０ ２８２ 阿克莫拉州科克舍套市 － １ ６６８

曼吉斯套州阿克套市 － ０ ４１８ 江布尔州塔拉兹市 － １ ７８０

阿克托别州阿克托别市 － ０ ４４７ 北哈萨克斯坦州彼得巴普洛
夫斯克市

－ ２ ００９

资料来源:吉亚辉、王涛:«中心城市经济辐射范围研究———兼论哈萨克斯坦主要城市

空间结构»ꎬ«丝绸之路»２０１５ 年第 ８ 期ꎮ

以中国为代表的外资企业进入哈经济特区进行跨境生产ꎬ不仅要考虑区

域的经济辐射力ꎬ而且要考虑区域的市场容量ꎮ 如果没有足够的市场容量ꎬ
外资企业的获利能力将受影响ꎮ 从哈萨克斯坦各州人口分布看ꎬ人口较多的

州主要是南哈萨克斯坦州、东哈萨克斯坦州、阿拉木图州、阿拉木图市和卡拉

干达州(见表 ７)ꎮ 其余各州人数都低于百万ꎬ市场容量小ꎮ

表 ７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７ 年哈萨克斯坦各州人口分布情况(每年 １ 月 １ 日) (单位:万人)

年份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

总人口 １ ４８６ ６８ １ ５０７ ４８ １ ６２０ ３０ １ ７４１ ７４ １ ８０２ ７８

阿克莫拉州 ７４ ８２ ７４ ７２ ７３ ５１ ７３ ６５ ７３ ６４

阿克托别州 ６６ ８４ ６７ ８６ ７６ ３６ ８２ ２７ ８５ １２

阿拉木图州 １５６ ０３ １５８ ９８ １８３ ６１ ２０１ ５７ ９９ ９３

阿特劳州 ４５ １９ ４６ ３５ ５２ １０ ５８ １５ ６１ ３５

西哈萨克斯坦州 ６０ ２１ ６０ ６５ ６０ ３８ ６２ ９９ ６４ ４０

江布尔州 ９８ ０１ ９９ ２１ １０３ ４５ １０９ ８７ １１１ ６２

卡拉干达州 １３３ ３７ １３３ １７ １３４ ６８ １３７ ８３ １３８ １４

库斯塔奈州 ９１ ９６ ９０ ７４ ８８ ３３ ８８ １５ ８７ ７３

克孜勒奥尔达州 ６０ ３８ ６１ ２０ ６８ ９０ ７５ ３２ ７７ ７６

曼吉斯套州 ３３ ８６ ３６ １８ ５０ ３２ ６０ ６９ ６５ ０８

南哈萨克斯坦州 ２１１ １９ ２１９ ３６ ２５１ １６ ２７８ ８７ ２９０ １１

巴甫洛达尔州 ７４ ８７ ７４ ３８ ７４ ４３ ７５ ５６ ７５ ５９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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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哈萨克斯坦州 ６８ ２１ ６６ ５９ ５９ ２７ ５７ １６ ５６ １０

东哈萨克斯坦州 １４６ ５９ １４４ ２１ １３９ ８０ １３９ ５３ １３８ ３６

阿斯塔纳市 ５０ ２０ ５２ ９３ ６４ ９１ ８５ ３０ １００ １１

阿拉木图市 １１４ ９６ １２０ ９５ １３９ ０７ １５４ ８４ １７７ ４４

资料来源:同表 １ꎮ

(六)经济特区缺乏产业工人和管理人才ꎬ增加了外资企业成本

由于哈制造业发展滞后ꎬ其人力资源结构调整滞后于产业结构调整ꎬ主
要表现在:一是缺乏优秀的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和高技能产业工人ꎬ阻碍了企

业发展ꎮ 二是对从周边国家ꎬ尤其是从中国引进专业人才存有疑虑和担忧ꎬ
国内劳动力供需的结构性矛盾造成经济特区内严重缺乏产业技能型人才和

管理人才ꎮ 三是哈大多数经济特区产业链不够完善ꎬ产业工人和管理人才得

不到系统培训ꎬ阻碍了人力资本积累ꎮ 虽然近几年哈政府大力培养人力资

源ꎬ但实际上对人力资源开发的投入还不够ꎬ高等院校培养的高素质人才占

少数ꎬ严重缺乏技术型和管理类人才ꎬ难以适应经济特区入驻企业的后期发

展ꎬ同时也增加了外资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和开发成本ꎮ
(七)缺乏清晰的经济特区管理、监督和考核机制

哈全国企业家联合会主席叶吾杰尼博格特指出ꎬ各个经济特区没有

一个明确的发展规划ꎬ而且国家未设立专门机构对经济特区的发展效果进

行统一考核和监督ꎬ致使国家划拨资金被州政府挪为他用ꎮ 哈法律政策研

究中心主任塔提亚娜兹诺维奇认为ꎬ个别州政府不太重视吸引投资和推

进经济特区的各项工作ꎬ各州政府领导对经济特区工作的消极态度是中央

政府长期头痛的问题ꎮ 尽管哈政府极力促使各州政府尽力做好引资工作ꎬ
可是各州反应不明显ꎮ 在中央政府为经济特区划拨的政府预算资金没有

减少的情况下ꎬ各州政府所做的工作往往更倾向于“保持经济特区的存在”
而不是“促进其发展和繁荣”ꎮ 哈鄂西玛尔有限公司专家布拉提贴米罗

夫指出ꎬ经济特区运行问题主要是因为各州政府严重腐败以及管理机制分

散不统一ꎮ 哈国内学者研究发现ꎬ哈中央政府对经济特区运营未设定清晰

的考核目标和监督机制ꎬ加之政府职能交叉ꎬ行政效率低ꎬ致使办理批复经

济特区的相关手续费时费力ꎬ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特区吸引外资和

实施产业发展的效果ꎮ
(八)中国企业更多选择贸易ꎬ而非制造业投资

哈萨克斯坦工业化程度低ꎬ代表经济实力的制造业比较落后ꎬ制造业仍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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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能源资源加工为主ꎬ通过对外贸易和投资促进制造业产业间和产业内的分

工难度较大ꎮ 中国企业如果进入哈经济特区投资建厂ꎬ需要上下游相关产业

和配套设施的支撑ꎬ由于哈国内各经济特区的配套产业和设施不完善ꎬ无形

中增加了中国企业的成本ꎮ 加之哈国内经济特区法的限制条件ꎬ尤其是 ２５
年的运营期限违背了制造业投资回报长周期规律ꎬ优惠政策设计没有对优惠

期结束后作出详细安排ꎬ这对制造业投资者来说增加了未来的不确定性风

险ꎬ在某种程度上延缓了中国企业投资决策的实施ꎮ 相比之下ꎬ中国企业更

愿意选择与其开展贸易ꎬ而非制造业投资ꎮ

六　 中国在哈萨克斯坦经济特区投资的对策建议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哈“光明之路”计划对接背景下ꎬ哈萨克斯坦有

意发展经济特区ꎬ未来哈若想吸引中国等外国投资者参与其经济特区建设ꎬ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哈政府的改革程度ꎮ 鉴于哈国内营商环境差和经济特区

的限制措施等障碍ꎬ中国应首先了解哈各经济特区的功能定位ꎬ了解其现实

诉求ꎬ借助优势互补ꎬ发挥大国溢出效应ꎮ 本文针对中国参与哈经济特区投

资提出以下建议ꎮ
(一)应考虑构建中国在哈投资企业的保护机制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光明之路”计划对接效果不仅取决于双方政府间

的合作意愿ꎬ更取决于两国在具体产业产能的合作效果ꎮ 当前ꎬ中国与哈萨

克斯坦的经贸合作已遭遇壁垒和障碍ꎬ这些壁垒必然通过投资、贸易、融资、
企业进入等传导途径影响中哈产能合作效果ꎮ 尤其是以哈为代表的中亚国

家普遍对中国存有提防和疑虑心理ꎬ这一点从中亚国家发展旅游业ꎬ给世界

近百个国家免签待遇ꎬ而对中国并未实施此待遇便可看出ꎮ 因此ꎬ中哈两国

政府应继续加强高层沟通机制ꎬ就两国现行经贸合作的主要障碍建立协调机

制ꎬ中国要避免从自我角度去认知和判断哈国家发展意愿ꎬ应充分了解哈国

内情况ꎬ切实发挥中国在哈经贸领域的影响力ꎮ 考虑到哈营商环境较差ꎬ中
国应构建中国企业在中亚国家的投资安全保护机制ꎬ只有当中国企业在哈投

资有保障ꎬ以民营企业为主导ꎬ形成中哈两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合作关系时ꎬ才
能形成示范效应ꎮ

(二)哈萨克斯坦可向中国学习经济特区的发展经验

哈萨克斯坦及其他中亚国家对中国经济特区的发展经验抱有浓厚兴趣ꎬ
如哈萨克斯坦教育部下属的经济研究所对中国经济特区的发展经验非常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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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ꎬ曾向中国学者咨询相关问题ꎮ 哈萨克斯坦缺少发展经济特区的经验ꎬ
可以考虑派出相关人员到中国学习ꎬ中国也可举办系列讲座邀请哈萨克斯坦

相关机构人员来学习ꎮ
近年来ꎬ中亚五国分别设置各自的经济特区以完善本国工业体系的完整

性和多样性ꎮ 从各国经济特区的运营效果看ꎬ吉尔吉斯斯坦的 ４ 个自由经济

区仅有比什凯克自由经济区有实质性发展ꎬ其他 ３ 个流于形式ꎮ 乌兹别克斯

坦共有纳沃伊自由经济区、安格连自由经济区和吉扎克自由经济区等 ３ 个自

由经济区ꎬ相比较而言ꎬ该国自由经济区发展效果稍显著ꎮ 因此哈也可借鉴

乌自由经济区发展的一些成功经验ꎬ特别是吉扎克自由经济区的分区鹏盛工

业园区的一些成功运作经验ꎮ
(三)建议中国组织相关机构跟踪研究哈萨克斯坦经济特区的运营效果

哈萨克斯坦非常重视和支持国内经济特区发展ꎬ也设计了优惠政策及相

关管理条例ꎬ但是中国对哈经济特区发展现状、经济特区法和相关投资优惠

政策等并没有形成清楚全面的认知ꎬ对经济特区的发展规划、优惠政策及法

律法规、产业支持政策、相关管理流程等方面了解得远远不够ꎬ中国企业获取

这些信息的难度和沉淀成本增加ꎬ延缓了中国企业对哈经济特区的投资决

策ꎮ 因此ꎬ未来中国应组织相关机构系统全面地研究哈经济特区的相关政策

法规ꎮ
(四)中国利用比较优势继续参与哈萨克斯坦跨境交通基础设施和物流

服务

由于哈萨克斯坦铁路、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卡车运输设备过于陈

旧ꎬ现有交通运输网络已不适应区域合作及对外发展ꎬ因此ꎬ哈萨克斯坦非常

重视跨境运输体系的建设ꎮ 虽然近年来哈萨克斯坦实施以交通基础设施为

目标的“光明之路”计划ꎬ但总体看提升跨境运输能力任重道远ꎮ 未来中国应

发挥比较优势ꎬ通过世界银行、“亚投行”、丝路基金融资等方式参与哈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ꎬ利用中国集装箱运输能力和陆运、海运、铁路联运综合服务的优

势ꎬ投资哈国内物流运输体系和配套服务体系的项目建设ꎮ
(五)构建中国企业良好形象以消除哈萨克斯坦民众抵触心理

以往中国企业与哈萨克斯坦开展合作时ꎬ在污染治理、产品质量和合

作伙伴等方面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ꎬ这主要是由于中国企业在境外构建企

业良好形象意识淡薄和缺少风险管理意识ꎬ给哈国内持“中国威胁论”观点

的少数人以借机炒作的机会ꎬ如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哈土地法改革掀起国内骚动ꎬ
反对者将矛头指向中国ꎬ显示出哈国内少数民众仍然存有抵触中国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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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ꎮ 因此ꎬ未来中国企业在哈投资生产ꎬ不仅应做好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治

理工作ꎬ做好品牌推广ꎬ还应增加对当地劳动力的培训ꎬ以合法途径和哈政

府构建政企关系ꎬ通过构建中国企业良好形象不断消除哈民众抵触心理ꎬ
深化双方合作ꎮ

(六)中国企业应结合哈经济特区的优势资源开展制造业产能合作

当前哈大多数经济特区为生产型经济特区ꎬ以国家工业石化技术园经济

特区、布拉拜经济特区、创新技术园经济特区、霍尔果斯东大门经济特区和塔

拉兹化学园经济特区为例ꎬ这些经济特区的周边区域具备能源、旅游资源、信
息技术、商贸物流交通、化工产业等相关产业发展的资源条件和一些配套设

施ꎬ因此ꎬ中国政府应考虑设计投资抵免税、补贴、金融支持等政策手段ꎬ鼓励

中国民营企业去哈萨克斯坦一些基础条件较好的经济特区投资ꎬ中国企业应

利用哈经济特区所在区域的特色资源为原材料ꎬ进行产品加工ꎬ发挥中国在

生产工艺和技术、企业管理、资金支持、物流运输和营销渠道等方面的比较优

势ꎬ实施产品生产、销售等后续产业链条上的商业活动ꎬ也可带动与生产相关

的营销、咨询、金融、保险等相关服务的输出ꎮ
(七)中国企业应做好前期市场调研ꎬ构建风险防范措施

首先应从多渠道了解哈政府和各州政府出台的与外国投资相关的法律

法规ꎬ特别是海关、税务、投资、环保、外籍劳务和«哈萨克斯坦含量法»等方面

的法律法规ꎬ客观评估投资环境ꎬ做好投资前期调研工作ꎮ
其次要对哈萨克斯坦市场供求、资源状况、合作伙伴做广泛深入的调查

了解ꎬ避免重复和低水平投资ꎻ与哈萨克斯坦合作伙伴洽谈项目时应当言行

一致ꎻ应遵守哈相关法律法规ꎬ做到合法经营ꎬ中国企业要严格执行哈萨克斯

坦对境外投资、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等相关规定ꎬ履行境外报到备案手续ꎬ加
强中国企业对当地劳工的管理ꎬ保障劳工薪酬等方面的权益ꎬ妥善处理劳资

纠纷ꎬ必要时应通过司法途径保护自己的利益ꎮ
最后ꎬ中国企业在对外交往中应关注民间交往ꎬ更多展示中国商品和中

国企业的正面形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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