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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對中亞政經社會影響力

曾怡碩

網路安全與決策推演研究所

壹、前言

過去論點認為俄羅斯與中國在中亞施展各自影響力並相安無事，是

因為俄羅斯重心在安全層面，而中國則著重經濟影響。俄烏戰爭爆發後，

俄羅斯很可能自顧不暇，中亞國家在安全議題上也未必仍緊隨俄羅斯，

外界開始關注中國是否趁機擴張其在中亞安全層面的影響力。但對於中

國如何操作在中亞政經社會影響力，卻較少見分析。有鑒於此，本文將

探究中國如何操作其對中亞影響力，著眼於中國對中亞輸出網通基礎設

施推動 5G、智慧城市、網路監控之餘，是否進一步操弄媒體訊息，並藉

機擴張其軟實力影響，同時透過滲透收買政治菁英，擴張其對中亞各國

之影響力。

接續首先盤點中國在中亞之影響力，主要檢視當前俄烏戰爭地緣政

治影響下，中共在中亞影響力的進展與侷限。其次，進一步檢視中國對

中亞在數位建設、經濟依賴、媒體操作、政商收買以及其他在教育、文化、

旅遊等軟實力領域所積累的影響力。最後，總結研究發現並析論中國現

階段於中亞發揮影響力樣態之延續與改變。

貳、中國在俄羅斯勢力下發展對中亞影響力

過去普遍認為，中國對於中亞的經營與影響背後並無一套大戰略，

但經過長期經營與滲透擴張，中國在中亞成為一個「不經意創造的帝

國」。1北京對中亞的大國感興趣是著眼於這區域的資源，更重要的是結

1.  Bernardo Mariani, “China’s Role and Interest in Central Asia,” Saferworld Briefing , October 2013, 
https://www.saferworld.org.uk/resources/publications/770-shifting-geopolitics-in-central-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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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這些威權政府鎮壓維吾爾少數民族，2中國公安部出資在塔吉克建立了

一個新的軍事基地，以應對來自阿富汗的威脅，並支持中國在該地區的

「帶路倡議」。3

俄烏戰爭後，俄羅斯兵力、資源投注在烏克蘭戰場，其在中亞維持

安全的角色雖呈消減之勢，中國在中亞安全方面會否擴張並取而代之，

一時之間引發熱議。4一般認為，俄羅斯領導的「集體安全條約組織」

（Collective Security Treaty Organization, CSTO）仍最具影響力，且

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和烏茲別克都仿效俄羅斯禁止 LGBT宣傳，並加

強對獨立媒體、親西方非政府組織的控制。然而中國其實無意取代俄羅

斯在中亞的安全角色，並不準備充當該地區的擴張主義大國。5不同於俄

羅斯在中亞動員或部署大量軍隊，中國在應對安全威脅方面的措施是引

入新的安全理念，例如管理和監視異議人士與抗議活動。隨著中國向中

亞輸出這些規範，過去在中亞擁有最佳市民社會典範的吉爾吉斯，其市

民社會空間正在迅速縮小。6

俄羅斯在中亞的影響力雖見消退，但中亞國家仍有眾多移民在俄羅

斯，光是 2022年就有超過 1,000萬中亞勞務移民抵達俄羅斯，比 2021

年增加 200萬人。7俄語系的教育及媒體傳播對中亞的影響深遠，並非一

時半刻就會瓦解。8另一方面，中亞國家展現相對自主性，在俄烏戰爭前

2.  侍建宇，〈《中國斯坦：不經意創造的中亞帝國》導讀〉，《報導者》，2023年 10月 15日，https://
www.twreporter.org/a/bookreview-sinostan-china-s-inadvertent-empire。

3.  Asel Doolotkeldieva and Erica Marat, “Why Russia and China Aren’t Intervening in Central Asia,” 
Foreign Policy, October 4, 2022,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10/04/tajikistan-kyrgyzstan-russia-
china-intervention-central-asia/.

4.  Maria Blackwood, Ricardo Barrios, Rebecca Nelson, and Michael Sutherland, “Central Asia: 
Implications of Russia’s War in Ukraine,”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R47591, June 9, 
2023

5.  蔡先靖，〈中俄正在爭奪中亞〉，《銳報導》，2023年 7月 2日，https://vigormedia.tw/中俄正在爭
奪中亞 /。

6.  William Yang, “What is China’s Strategy for Central Asia?” DW, May 16, 2023, https://www.
dw.com/en/what-is-chinas-strategy-for-central-asia/a-65637703.

7.  蔡先靖，〈中俄正在爭奪中亞〉。

8.  Asel Doolotkeldieva and Erica Marat, “Why Russia and China Aren’t Intervening in Central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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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積極進行「去俄羅斯化」以擺脫俄羅斯束縛，9哈薩克，烏茲別克和土

庫曼都已決定放棄使用俄文字母，吉爾吉斯、塔吉克也開始討論此一議

題。10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中亞五國一開始也沒有全然表態支持。即

使如此，中亞國家也未必倒向中國。11根據兩年一次的《中亞晴雨表》

（Central Asia Barometer Survey），儘管中國官媒在中亞積極宣揚中國

官方敘事，但中亞社群對中國的觀感越來越趨負面。這種負面輿論的轉

變可歸因於中國對少數民族的鎮壓、「帶路倡議」衍生的大量腐敗醜聞

以及中亞國家民族主義情緒的上升。12

參、互取所需：中國在中亞的經貿投資

印度「觀察家基金會」有研究指出，習近平對中亞的經營戰略，或

以「帶路倡議」帶來的基礎建設及其經貿投資，平息中亞國家對中國鎮

壓維吾爾族的不滿。13過去 31年中國同中亞五國貿易額增長 100多倍，

連續多年位居中亞國家第一大或主要交易夥伴。14 2022年，雙方貿易額

達到創歷史新高的 702億美元，中國民營企業對中亞五國進出口 1,108.8

億人民幣，增長 64.6%，占中國與中亞五國進出口總值的 64.1%。15據

9.  孫超群，〈去你的蘇聯夢？烏俄戰爭一年，中亞國家加速擺脫「俄勢力」〉，《轉角國際》，2023年
2月 21日，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3/6985643。

10.  白樺，〈烏克蘭東歐國家之後 中亞國家也加緊去蘇俄化〉，《美國之音中文網》，2021年 11月
12 日，https://www.voacantonese.com/a/Central-Asian-region-steps-up-De-Russification-and-De-
Sovietization-20211111/6310598.html。

11.  Evan Gershkovich，〈普丁意想不到的挑戰：來自中亞盟友的冷落〉，《華爾街日報中文網》，2022
年7月25日，https://cn.wsj.com/articles/普丁意想不到的挑戰 -來自中亞盟友的冷落 -121658736313。

12.  Elizabeth Woods and Thomas Baker, “Public Opinion on China Waning in Central Asia,” The 
Diplomat , May 5, 2022, https://thediplomat.com/2022/05/public-opinion-on-china-waning-in-
central-asia/.

13.  Ayjaz Wani, “Growing Chinese Influence Over Central Asia,”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Raisina Debate , November 10, 2022, https://www.orfonline.org/expert-speak/growing-chinese-
influence-over-central-asia/.

14.  〈中國同中亞國家共建「一帶一路」碩果累累〉，《中國外交部》，2023年 5月 16日，
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dnzt_674981/zgzyfh/bjzl/202305/
t20230516_11078286.shtml。

15.  黃齊元，〈從一帶一路看中國的新格局〉，《工商時報》， 2023年 11月 15日，https://reurl.cc/
m0Oog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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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海關總署統計，2023年前 4個月中國與中亞五國進出口 1,730.5億

人民幣，較去年同期增長 37.3%。其中，2023年 4月中國與中亞五國單

月進出口規模首次突破 500億人民幣，達到 502.7億人民幣。16

中國對中亞主要進口能源產品、礦產品，中亞小麥、大豆、乾果、

水果、牛羊肉等農產品對中國出口也漸增加。17中國海關總署統計，

2023年前 4個月中國自中亞五國進口能源產品達 324.5億人民幣，占同

期自中亞進口總值 55%；進口農產品 25.8億人民幣，增長 42.9%。中國

對中亞五國出口主要集中在機電、勞動密集型產品，2023年前 4個月中

國對中亞五國出口機電產品達 515.8億人民幣，占同期對中亞出口總值

45.2%。18

中國對中亞國家多享有貿易順差優勢，2023年前 4個月中國對中亞

出口額 1,140億人民幣，進口額 590億人民幣，順差達 550億人民幣，

且進口額也以能源為大宗。以吉爾吉斯為例，2023年第一季自中國進口

額為 9.59億美元，對中國出口額為 890萬美元，中國為吉爾吉斯第一大

交易夥伴和第一大進口來源國。19雖然龐大的貿易順差是否因俄羅斯侵

烏受制裁而改由中亞轉售，但就中國進口額以能源礦產為大宗而言，中

國從中亞進口的天然氣是從俄羅斯進口的 2.5倍，2022年中亞供應中國

天然氣進口達三分之二以上，20這也意味中國對中亞國家在貿易上具有

相當依存度。

16.  〈貿易發展量質齊升 我國與中亞五國月度進出口規模突破 500億元〉，《人民網》，2023年 5月
18 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BIG5/n1/2023/0518/c1004-32689181.html；〈中國－中亞峰
會 |專家：中國中亞關係將開啟新篇章〉，《新華網》，2023年 5月 13日，http://www.news.cn/
world/2023-05/13/c_1129611940.htm。

17.  白舒婕，〈中企對中亞貿易投資將掀新高潮〉，《走出去導航網》，2023年 5月 23日，https://
www.investgo.cn/article/yw/tzyj/202305/669634.html。

18.  宋博，〈圖表：我國與中亞五國月度進出口規模首破 500億元〉，《新華社》，2023年 5月 18日，
https://www.gov.cn/govweb/zhengce/jiedu/tujie/202305/content_6874786.htm。

19.  〈吉統計委：2023年一季度吉爾吉斯共和國自中國進口大幅增長〉，《走出去導航》，2023年 5月
19日，https://www.investgo.cn/article/gb/tjsj/202305/669120.html。

20.  莊瑞萌，〈中國加強與中亞合作 專家：各取所需〉，《台灣醒報》，2023年 5月 17日，https://
anntw.com/articles/20230517-A0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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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中亞國家而言，中國與中亞雙方可謂互取所需。按照哈薩克所

提出的「多向量」外交平衡概念，中國的重要性不僅在於中國是投資、

工程承包與基礎建設的技術與融資主要來源，在 2023年 5月更是美歐之

外技術與融資來源，兼為俄羅斯之外的地緣政治可靠選項。21截至 2023

年 3月底，中國對中亞五國直接投資存量超過 150億美元。22投資合作

項目包含與中亞各國的經貿園區，而近期新疆自貿試驗區的建立，對於

新疆維穩與中國「帶路倡議」地緣戰略，都具有重要意義。23中國的基

礎建設投資除石油天然氣管線，鐵公路港口等運輸設施外，也展開與中

亞國家合建多條跨境光纖纜線，讓中亞成為中國通往歐洲的重要陸上資

訊通道。24

肆、近期中國對中亞的影響力樣態變化

一、菁英攏絡方式逐漸轉變

中亞五國均為威權統治體制，貪汙腐敗層出不窮，這卻是中國所熟

悉的影響方式，自然而然地從統治階層下手，但「帶路倡議」基礎建設

與承包工程項目金額龐大，時因腐敗醜聞而招致反對陣營大做文章，導

21.  Micha  Bogusz and Marcin Pop awski, “The China–Central Asia Summit. Beijing Is Still 
Forced to Cooperate with Moscow,” Centre for Eastern Studies (OSW), May 22, 2023, https://
www.osw.waw.pl/en/publikacje/analyses/2023-05-22/china-central-asia-summit-beijing-still-
forced-to-cooperate-moscow; Carla Freeman, Gavin Helf, Alison McFarland, “China Looks to 
Fill a Void in Central Asia,”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May 25, 2023, https://www.usip.
org/publications/2023/05/china-looks-fill-void-central-asia; Raffaello Pantucci and Alessandro 
Arduino, “The Stans Can’t Play Both Sides Anymore,” Foreign Policy, May 31, 2023, https://
foreignpolicy.com/2023/05/31/central-asia-russia-china-kazakhstan-kyrgyzstan-sco-play-both-
sides/; Emil Avdaliani, “Chinas Charm Offensive Highlights Central Asias Rising Profile,” World 
Politics Review Briefing , June 8, 2023, https://www.worldpoliticsreview.com/central-asia-countries-
economy-china-xi-jinping-kazakhstan/?one-time-read-code=216328169886439795254.

22.  中國商務部，〈“中國 -中亞五國”經貿部長首次會議召開〉，《走出去導航》，2023年 4月 19日，
https://www.investgo.cn/article/yw/zctz/202304/664765.html。

23.  黃齊元，〈從一帶一路看中國的新格局〉。

24.  〈中國同中亞國家共建“一帶一路”碩果累累〉，《中國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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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帶路倡議」聲名不佳。25

習近平藉 2023年「中國—中亞峰會」宣布中國國家開發銀行及中國

進出口銀行將各設立 3,500億元人民幣（478億美元）的融資窗口，絲路

基金也將新增資金 800億元人民幣，雖說是由中國統籌投入共建「帶路

倡議」之中具標竿性質、小而美的民生項目，26但中國本身對於帶路項

目資金運用也欠缺透明度，27為攏絡統治菁英以利推動工程與帶路項目，

可預見難以避免衍生腐敗醜聞。值得注意的是，中亞國家中缺乏資源而

對中國依賴度高的塔吉克與吉爾吉斯，成為中國藉收編菁英而干預政局

的目標，中國在吉爾吉斯透過商團在 2020年支持親中政客罷黜總統並取

得政權，28而塔吉克政治菁英藉帶路項目掠取個人私利更早已是惡名昭

彰，甚至出現仲介賄賂的買賣，29未來恐重現收編塔吉克政客成立親中

政權的景況。30

二、軟實力影響方式變化

中國在中亞日益增強的影響力作為在精英和民眾之間存在不同觀感，

中亞政治菁英對於中國的熱絡與民間對中國的冷漠猜疑，形成對中國「政

熱民冷」的強烈對比。中亞民間對於中國的冷漠及猜忌，有一部分來自

中國政府對於新疆維吾爾族的鎮壓，但或許因為中亞各國政府致力壓制

25.  Temur Umarov, “Dangerous Liaisons: How China Is Taming Central Asia’s Elites,”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 January 29, 2021, https://carnegiemoscow.org/
commentary/83756.

26.  莊志偉，〈觀察 : 中國經濟實力恐支撐「一帶一路」投資明顯縮水〉，《美國之音中文網》，
2023 年 10 月 20 日，https://www.voacantonese.com/a/china-s-bri-investment-shrunk-
sharply-20231019/7317850.html。

27.  “China Corrosive Capital in Tajikistan,” Civic Idea, December 13, 2022, https://civicidea.ge/en/
china-corrosive-capital-in-tajikistan/blog-en/.

28.  Temur Umarov, “Dangerous Liaisons: How China Is Taming Central Asia’s Elites”.

29.  “China Corrosive Capital in Tajikistan,” Civic Idea.

30.  Niva Yau, “How Dependent Is Too Dependent on China? Central Asia May Soon Find out,” New 
Atlanticist , May 20, 2023,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how-dependent-is-
too-dependent-on-china-central-asia-may-soon-find-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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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中情緒，迄今尚未因此出現對中國管制新疆的批評與抗議活動。31此

外，中亞一般民眾似乎不相信中國能改變中亞國家的經濟前景，《中亞

晴雨表》的研究結果顯示，2017年到 2021年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對中國

的負面看法不斷增加。32甚至在對中國依賴度高的吉爾吉斯，還因帶路

投資暴露的文化差異招致中國不信任感與反中之民族主義情緒。33雖未

形成大規模抗議活動，但對此變化，中國在當地的商人感受相當明顯。34

從習近平在 2023年「中國—中亞峰會」西安宣言，可看出中國在中

亞的軟實力戰略清晰輪廓。中國在中亞地區除加強大外宣與媒體交流，

還推動旅遊簽證通關便利措施、公衛疫苗外交、擴大獎學金計畫、教育

交流計畫和設置漢語學校等。35在媒體部分，中國過去研究就指出中亞

地區深受俄語電視及廣播影響，36即使如此，中亞民眾對於轉譯為俄語的

中國大外宣並不感興趣。基於整個軟實力考量，中國除持續與中亞媒體

交流並安排招待赴中參訪，37還推出以下因應方式：其一是轉向針對漢

31.  Kemel Toktomushev, “China and Central Asia: Warm Politics, Cold Public,” Central Asia 
Program, September 7, 2021, https://centralasiaprogram.org/china-central-asia-warm-politics-cold-
public/.

32.  Samar Kanatov, “Perception of China in Central Asia: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 IWPR Central 
Asian Bureau for Analytical Reporting, July 19, 2022, https://cabar.asia/en/perception-of-chin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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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閱聽眾，38但這一社群實為小眾。其次，中國在文化認同與意識形態上，

還必須與中亞境內部分西方美式教育體系競爭。39因此，中國近期在社

群媒體加強宣傳內容影音圖像運用。40最後，中國體認要在中亞發揮軟

實力，必須超前部署及早布局，從教育交流紮根，除了提供獎學金吸引

中亞優秀學子赴中學習先進科技，也推展職業教育類型的「魯班工坊」，

讓這些種子返回中亞後藉其親身經歷「說好中國故事」。41然而，研究

中國在中亞影響力的學者 Temur Umarov認為無需誇大中國在中亞推展

軟實力的效果，畢竟與西方國家相較之下，中國無論外宣品質、還是文

化素質都還有相當進步空間。42

三、藉數位基建輸出數位威權

2023年「中國—中亞峰會」西安宣言將數位經濟合作列為對中亞帶

路合作項目之首位，持續擴展中國在帶路沿線國家的數位通訊基礎設施

與智慧城市建設。近年來，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土庫曼、烏茲

別克均熱衷於建設智慧城市，吉爾吉斯甚至推動在城市中構築智慧化「城

中城」。然而，近期經分析報導披露，中亞多個智慧城市並無妥適規劃

住民活動與生活圈，形同鬼城一般。43

在此同時，中國正在向中亞輸出其安全管治模式，相對西方民主，

更能順應中亞威權治理方式。鎮壓民間社會、拘留或驅逐記者以及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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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中國擴大圖像製作計劃〉，《歐亞網》，2023年 10月 13日，https://eurasianet.org/central-
asia-china-expands-image-crafting-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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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IWPR Central Asian Bureau for Analytical Reporting, June 15, 2023, https://cabar.asia/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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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前後逮捕抗議領導人，故中亞各國政府偏好中國數位監控治理方式。44

數位連結與監控的作用經過新冠疫情的衝擊洗禮而更受中亞各國領導人

的青睞，而中國在新疆驗證過的數位監控，在智慧城市覆蓋下更能蒐集

輿情及無縫監控特定對象數位蹤跡。中亞各國在引進中國數位威權的同

時，也可能讓中國藉後門傳輸獲取中亞各國資料。中國尤其有興趣的是

中亞各國與新疆維吾爾族的通聯模態及內容，藉雲端邊緣運算後、輔以

人工智慧監控，預計將能更即時掌握新疆維族在中亞之動態。中亞國家

在數位監控方面，仍停留在人力監控，尚未進展到如中國運用人工智慧

輔助之自動辨識與監控。另一方面，對於中國藉數位基建取得中亞資料，

再以後門傳輸回中國，中亞國家雖有疑慮，但相較於其對於歐美及俄羅

斯系統更加不信任，中國的數位監控體系與智慧城市在中亞仍能佔有一

席之地。45

伍、結語

中國在中亞發揮影響力最大的窒礙，不盡然是語言鴻溝問題，而是

在於對中亞各國民情文化的掌握不夠深入、且難以與時俱進。中國未來

若藉由教育交流，或能培育出一批在地親中人士，以其母語講好中國敘

事。然而，這將是長期布局，中國要打的是持久戰的盤算。

除此之外，中國尚能經由數位城市與數位基礎建設，加上在中亞複

製擴散其在自家之社會管理安全監控模式，可望藉機獲取大量資料，用

以充實資料庫、訓練機器學習與改進演算法，按理如此長久下來將對了

44.  Niva Yau, “How Dependent Is Too Dependent on China? Central Asia May Soon Find out”; Niva 
Yau, “Chinese Governance Export in Central Asia,” Security and Human Rights, 2022, pp.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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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中亞社會脈動有很大助益。然而，中國是否有此意願投入具相關技術

人力與時間金錢，端視北京在面對中亞經濟利益、籠絡政治菁英與因應

新疆維族與中亞勾結威脅外，是否認真爭取中亞民間好感。

本文作者曾怡碩為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現為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

網路安全與決策推演研究所副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軍隊與網路安全、網電作戰、

認知作戰、中國數位監控。



33

How China Exercises Influence over Central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and Society

Yisuo Tzeng

Division of Cyber Security and Decision-Making Simulation

Abstract

China’s economic and trade activities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are often breeding grounds for corruption amongst elites, 

which in turn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China’s social influence in Central Asia, 

and causes Central Asian people to be indifferent to and distrustful of China. Partly, 

the suspicion of Central Asia towards China stems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repression of the Uyghurs in Xinjiang. In addition to providing scholarships 

to attract outstanding students from Central Asia to study advanc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 also promotes vocational education through the Luban 

Workshop to sow the seeds that “tell the good story of China” through the personal 

experience of students after returning to Central Asia. 

China’s primary goal in Central Asia remains keeping the Uighurs in Xinjiang 

in check. China’s verified digital surveillance in Xinjiang is able to collect public 

opinion and seamlessly monitor the digital trail of specific objects under the Central 

Asia Smart City Initiative. In exporting China’s digital authority to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and also transmitting information about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through 

the backdoor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China is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the mode and content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and 

the Uyghur people in Xinjiang; it will be of great help in terms of understanding 

the pulse of Central Asian societies in the long-term. However, China willingness 

to invest the relevant technical manpower, time and money depends on whether 

Beijing is serious about winning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the Central Asian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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