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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海流域跨界水合作历史、 形势及思考∗

　 　

田向荣　 王国义　 樊彦芳∗∗

摘　 要: 咸海流域位于干旱半干旱地区ꎬ 水资源总体缺乏ꎮ 苏联时期ꎬ 中央

政府制定了由其主导的加盟共和国间水资源和能源资源相互补偿的机制ꎮ 中亚各

国独立后ꎬ 咸海流域主要支流———阿姆河和锡尔河均成为跨界河流ꎮ 由于缺乏超

国家的协调机构ꎬ 咸海流域跨界水的合作在经历了短暂的蜜月期后ꎬ 流域国家之

间关于跨界水资源利用的矛盾和争端开始凸显ꎬ 已成为影响中亚地区稳定的最重

要因素之一ꎮ 随着咸海流域人口增加与经济发展ꎬ 咸海流域跨界水合作面临着缺

乏法律保障等一系列新的挑战ꎮ 化解咸海流域跨界水合作危机的途径包括建立完

善的合作法律文件、 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以及合理规划和开发流域水电等ꎮ
关键词: 咸海流域ꎻ 跨界水ꎻ 合作ꎻ 矛盾

一、 咸海流域概况

咸海流域位于欧亚大陆中心区ꎬ 覆盖中亚两大水系———阿姆河和锡尔河ꎬ 属于两大水

系的尾闾湖泊ꎬ 总面积约 １７６ 万平方千米ꎬ 涉及中亚五国和阿富汗、 伊朗(图 １)ꎮ① 塔吉

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以下简称“塔吉克”、 “土库曼”和“乌兹别克”)三国

国土基本位于咸海流域内ꎬ 吉尔吉斯斯坦(以下简称“吉尔吉斯”)西南部的奥什市、 贾拉

拉巴德州、 纳伦州约 ３７ ７％的国土面积和哈萨克斯坦(以下简称“哈萨克”)南部的克孜勒

奥尔达州、 南哈萨克斯坦州约 １２ ７％的国土面积位于锡尔河流域ꎬ 阿富汗北部地区和伊

朗北部小部分地区位于阿姆河以及捷詹河、 穆尔加布河流域ꎮ

①

∗ 本文系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助项目“跨境水资源科学调控与利益共享研究”(２０１６ＹＦＡ０６０１６００)中的课题“跨境流域水资

源利益共享及权益保障机制”(２０１６ＹＦＡ０６１６０４)阶段性研究成果ꎻ 同时获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资助ꎮ
∗∗田向荣ꎬ 博士ꎬ 水利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交流中心教授级高级工程师ꎬ 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研究

员ꎻ 北京ꎬ １０００５３ꎮ 王国义ꎬ 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工程师ꎻ 吉林长春ꎬ １３００２１ꎮ 樊彦芳ꎬ 水利部国际经济技术合

作交流中心高级工程师ꎻ 北京ꎬ １０００５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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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咸海流域图

各国位于咸海流域的国土面积情况见表 １:

表 １　 各国在咸海流域内的国土情况统计表(不含伊朗)

流域

项目

单位

国家

锡尔河流域 阿姆河流域
捷詹河—穆尔

加布河流域

流域内

国土面积

占流域

面积比

流域内

国土面积

占流域

面积比

流域内

国土面积

占流域

面积比

ｋｍ２ ％ ｋｍ２ ％ ｋｍ２ ％

咸海

流域内

国土面积

流域面积

占国土

面积比

ｋｍ２ ％

咸海

流域

阿富汗 １６６０００ １６ ２ ８０００ ４４ ０ ２４６０００ ３７ ７

塔吉克 １５６８０ ２ ９ １２５４５０ １２ ３ １４１１３０ ９９ ０

吉尔吉斯 １１０５７０ ２０ ８ ７８００ ０ ８ １１８３７０ ５９ ２

乌兹别克 ６０４００ １１ ４ ３６４６３０ ３５ ６ ４２５０３０ ９５ ０

哈萨克 ３４５０００ ６４ ９ ３４５０００ １２ ７

土库曼 ３５９７３０ ３５ １ １０２０１０ ５６ ４６１７４０ ９４ ６

合计 ５３１６５０ １００ １０２３６１０ １００ １８２０１０ １００ １７３７２７０∗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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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咸海流域自然地理环境

１ 流域地形地貌特征

咸海流域的地形整体东高西低ꎬ 地貌形态变化剧烈ꎬ 东部和东南部为天山和帕米尔山

脉的高山、 峡谷和丘陵区ꎬ 西部和西北部为图兰平原ꎬ 以沙漠、 草原和绿洲为主ꎬ 其中卡

拉库姆沙漠(３５ 万平方千米)和克孜勒库姆沙漠(３０ 万平方千米)占据了土库曼和乌兹别克

大部分国土面积ꎬ 主要的绿洲有费尔干纳河谷、 撒马尔罕、 花剌子模、 泽拉夫尚、 塔什

干—奇姆肯特等ꎮ①②

２ 流域气候状况

咸海流域地处内陆ꎬ 东南部高山阻隔了印度洋、 太平洋的暖湿气流ꎬ 气候干燥ꎬ 为典

型的大陆性气候ꎬ 年均降雨量不足 ３００ 毫米ꎬ 暴雨极值区为费尔干纳西南坡ꎬ 超过 ２０００
毫米ꎬ 而咸海附近和沙漠区年均降雨量不足 １００ 毫米ꎮ

３ 流域土地分布情况

咸海流域各国土地资源分布很不均匀ꎮ 哈萨克和土库曼分布有大量肥沃的可利用土

地ꎬ 其他三个国家的土地却相当贫瘠ꎮ 吉尔吉斯境内多山ꎬ 全国仅伊塞克湖盆地、 楚河谷

地较低ꎬ 占国土面积不足 １５％ꎮ 塔吉克地处山区ꎬ 境内山地和高原占 ９０％ꎬ 其中约一半

国土面积在海拔 ３０００ 米以上ꎬ 有“高山国”之称ꎮ 塔吉克地势较低的可利用土地位于西南

的瓦赫什谷地、 吉萨尔谷地和喷赤谷地ꎮ 乌兹别克的可利用土地则主要位于花剌子模、 费

尔干纳河谷和撒马尔罕省ꎮ 咸海流域各国的土地资源分布及利用情况见表 ２:

表 ２　 咸海流域各国的土地资源分布及其利用③

国　 家

流域内

国土面积∗

(单位: １０４ｈａ)

可耕地面积

面积

(单位: １０４ｈａ)
百分比

耕地面积

(单位: １０４ｈａ)
现有灌溉面积

(单位: １０４ｈａ)

哈萨克 ３４５０ ０∗∗ ２３８７ ２４ ６９ ２ １６５ ８８ ７８ ６２

吉尔吉斯 １１８３ ７∗∗ １２５ ７４ １０ ６ ５９ ５ ４２ ２

塔吉克 １１４１ ３ １５７１ １３７ ７ ７６ ９９ ７１ ９ ０

土库曼 ４６１７ ４ ７０１ ３ １５ ２ １８０ ５３ １７３ ５

乌兹别克 ４２５０ ３ ２５４４ ７７ ５９ ９ ５２０ ７８ ４２３ ３４

咸海流域合计∗∗∗ １４６４１ ５９１６ １５ ４０ ４ １００３ ６８ ７８９ ５６

　 　 注:∗本列数据采用表 １ꎬ １ｋｍ２(平方千米)＝ １００ｈａ(公顷)ꎻ∗∗仅包含该国位于咸海流域的州 /省面

积ꎻ∗∗∗不含阿富汗位于咸海流域的面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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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咸海流域河流水系及水资源状况

１ 流域河流水系情况

咸海流域所有河流均为内陆河ꎬ 其中最重要的河流为阿姆河和锡尔河ꎬ 另有一些河流

因引水灌溉ꎬ 已脱离了与两河的直接水利联系ꎬ 如塔吉克和乌兹别克之间的泽拉夫尚河ꎬ
吉尔吉斯和哈萨克之间的楚河和塔拉斯河ꎬ 还有一些河流直接流入人工水库或消失在沙漠

中ꎬ 如捷詹河、 穆尔加布河等(见图 １)ꎮ
阿姆河是中亚最大、 水量最丰沛的河流ꎬ 发源于阿富汗与克什米尔地区交界处兴都库

什山脉北坡维略夫斯基冰川ꎬ 上游两条支流喷赤河与瓦赫什河汇合后称为阿姆河ꎬ 成为阿

富汗和塔吉克的界河ꎬ 后流经阿富汗与乌兹别克、 土库曼两国边境ꎬ 再转向西北入土库曼

境内ꎬ 后沿乌、 土两国交界地带蜿蜒穿行ꎬ 于乌兹别克的木伊纳克附近注入咸海ꎮ
锡尔河发源于吉尔吉斯境内天山山区ꎬ 上游的两条主要支流纳伦河与库瓦河在费尔干

纳汇合后称为锡尔河ꎬ 后流经塔吉克、 乌兹别克ꎬ 最后在哈萨克境内注入咸海ꎮ
２ 流域水资源状况

据统计ꎬ 咸海流域多年平均径流量约 １１６６ 亿立方米ꎬ 各国产水情况见表 ３ꎮ 锡尔河

水资源主要产自吉尔吉斯ꎬ 占总量的 ７４ ２％ꎬ 阿姆河水资源主要产自塔吉克ꎬ 占总量

的 ７４ ０％ꎮ①

分析咸海流域产水量ꎬ 吉尔吉斯和塔吉克两国合计产水 ９３７ ６６ 亿立方米ꎬ 占流域水

资源总量的 ８０ ４％ꎬ 若算上阿富汗和伊朗的产水ꎬ 上游国产水占比高达 ８９ ７％ꎬ 下游三

国仅贡献了流域 １０ ３％的水资源量ꎮ

表 ３　 咸海流域各国的产水量②

国　 家

子流域 全咸海流域

锡尔河 百分比 阿姆河 百分比 合计 百分比

１０８ｍ３ ％ １０８ｍ３ ％ １０８ｍ３ ％

吉尔吉斯 ２７６ ０５ ７４ ２ １６ ５４ ２ １ ２９２ ５９ ２５ １

哈萨克 ２７ ７９ ７ ５ ２７ ７９ ２ ４

乌兹别克 １０ ０５ ２ ７ ６７ ９１ ８ ６ ７７ ９６ ６ ７

塔吉克 ５８ １４ １５ ６ ５８６ ９３ ７４ ０ ６４５ ０７ ５５ ３

土库曼 １３ ９５ １ ８ １３ ９５ １ ２

阿富汗和伊朗 １０８ ６４ １３ ７ １０８ ６４ ９ ３

合计 ３７２ ０３ １００ ０ ７９３ ９７ １００ ０ １１６６ ０ １０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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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流域及各国水资源状况

咸海流域为封闭的内陆型流域ꎬ 流域内人口总数为 ６０４０ 万ꎬ① 流域人均水资源量为

１９３０ 立方米(见图 ２)ꎮ 因流域边界和行政边界不完全重合ꎬ 难以获得各国位于咸海流域

内的精确人口数ꎮ 为研究咸海流域及各国的水资源状况ꎬ 笔者通过检索联合国粮农组织国

别数据库获得各国多年平均可更新水资源量(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ꎬ 通过检索世界银行全球宏观

经济数据库获得各国人口数据(２０１５ 年)ꎬ 计算出咸海流域各国(不含伊朗)的人均水资源

量(自产水＋入境水)和对外水资源依赖度ꎮ 咸海流域下游的土库曼、 乌兹别克的人均自产

水资源量仅为 ２０５ 立方米和 ５２７ 立方米ꎬ 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年水资源量 １０００ 立方米

的缺水警戒线ꎬ 两国水资源对外依赖度分别高达 ９７％和 ８０％ꎮ 咸海流域水资源的分布不

均ꎬ 决定了流域上下游国家间水资源的高度依存ꎬ 也为中亚国家独立后的跨界水纠纷埋下

了伏笔ꎮ

图 ２　 咸海流域各国水资源状况

(三)咸海流域灌溉发展及水资源开发利用情况

咸海流域干旱、 半干旱气候条件ꎬ 决定了其居民的经济活动不论是游牧生活还是定居

发展都与水源密切有关ꎮ 花剌子模、 费尔干纳、 布哈拉、 撒马尔罕等古代文明的形成与发

展都与灌溉文化的发展紧密相连ꎮ② 咸海流域农业灌溉历史悠久ꎬ １０００ 多年前当地居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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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挖了达尔格姆、 纳尔帕伊、 沙赫鲁德等渠道ꎬ 从河道直接引水灌溉河流下游的阶地和河

滩地ꎮ
十月革命以前ꎬ 咸海流域居民多以农牧业为主ꎬ 近似自然经济状态ꎬ 人口很少ꎬ 灌溉

面积较小ꎮ 咸海流域的灌溉现代化始于苏联时期ꎬ 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开展了咸海

流域老灌溉系统的恢复和改造工程ꎬ 并在泽拉夫尚河、 奇尔奇克河、 卡拉河修建了首批水

利枢纽ꎬ 大大改善了撒马尔罕、 费尔干纳河谷等的引水条件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１９３８ ―

１９３９ 年)ꎬ 苏联开始了根本性的改造锡尔河流域费尔干纳河谷和恰吉尔的水利工程ꎬ 扩建

和改造了大批渠道ꎬ 扩大了流域灌溉面积并提高了灌溉保证率ꎮ
苏联对咸海流域的大规模开发始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ꎮ １９５３ 年ꎬ 赫鲁晓夫为解决苏联

粮食短缺困扰ꎬ 决定开展“处女地运动”ꎬ 在全苏联大规模开垦荒地ꎬ 其中包括中亚地区

咸海流域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期至 ６０ 年代ꎬ 苏联大力调整区域经济ꎬ 将全国划分为 １８ 个

基本经济区ꎬ 中亚地区主要是原材料供应基地ꎬ 以棉花、 亚麻和粮食种植为主ꎮ 按照“劳
动分工”ꎬ 咸海流域下游的乌兹别克、 土库曼和哈萨克三国是流域水资源的主要消费国ꎮ

为保证中亚经济区农业种植和畜牧业用水需求ꎬ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起ꎬ 苏联在咸海流

域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ꎬ 先后规划和兴建了一大批控制性水利枢纽和跨流域调水

工程ꎮ 至苏联解体前ꎬ 咸海流域兴建库容超过 １０００ 万立方米的水库 ８０ 多座ꎬ 总库容达

６００ 亿立方米ꎬ 兴利库容(即有效库容)达 ４４０ 亿立方米ꎮ①

随着一大批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建成ꎬ 咸海流域灌溉面积迅速扩大ꎬ 咸海流域各国的经

济特别是农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ꎮ 据统计ꎬ 从 １９７０ 年至 １９８９ 年ꎬ 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的

灌溉面积分别增加了 １５０％和 １３０％ꎬ 总灌溉面积近 １０００ 万公顷ꎮ②

二、 咸海流域跨界水合作情况

(一)苏联时期跨界水合作情况

苏联时期全国实行统一计划经济体制ꎬ 包括水资源在内的几乎所有资源均由中央政府

计划部门统一调配ꎮ 咸海流域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为实施全流域水资源配置奠定了基础ꎮ
苏联土壤改良和水利部根据各加盟共和国农业种植面积及其他经济社会用水需求ꎬ 于

１９８４ 年和 １９８７ 年分别制定了锡尔河和阿姆河水量分配议定书ꎬ 确定了各加盟共和国的分

水量及分水比例(见表 ４)ꎮ③ 阿姆河分水方案是在假定阿富汗年用水量为 ２１ 亿立方米基础

上ꎬ 苏联四个加盟共和国分配 ６１５ 亿立方米水资源ꎬ 剩余 ６４ 亿立方米留作流域生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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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ꎮ① 咸海流域水量分配的监督和执行由 １９８７ 年成立的隶属于苏联土壤改良和水利部水

资源委员会的两个流域水利联合体负责ꎮ

表 ４　 锡尔河和阿姆河水量分配表(ｍ３ / ａ 即立方米 /年)

国　 家

锡尔河 阿姆河②

Ｎｏ ４１３ 号议定书

(１０８ｍ３ / ａ)
比例

(％)
Ｎｏ ５６６ 号议定书

(１０８ｍ３ / ａ)
比例

(％)

乌兹别克 １９２ ３ ５１ ７ ２９６ ４８ ２

哈萨克 １４１ ７ ３８ １

塔吉克 ３４ ２ ９ ２ ９５ １５ ４

吉尔吉斯 ３ ７ １ ０ ４ ０ ６

土库曼 ２２０ ３５ ８

合计 ３７１ ９ １００ ６１５ １００

根据水量分配议定书ꎬ 灌溉期咸海流域上游国家水库泄水供下游国家农业灌溉ꎬ 电站

发电量超过本国需求部分则通过中亚统一电网输送给下游国家ꎻ 非灌溉期(主要是冬季)ꎬ
中央政府则根据上游国家的需求ꎬ 从下游国家调拨石油、 天然气和煤炭等石化资源或直接

输送电力给上游国家ꎬ 满足其工业生产、 居民生活等方面的电力需求ꎮ
(二)中亚各国独立后跨界水合作

中亚各国独立后ꎬ 咸海流域的主要河流均成为跨界河流ꎬ 水资源分配问题成为新独立

国家亟待解决的问题ꎮ 苏联解体时ꎬ 锡尔河流域已建水库总库容达到 ３３３ 亿立方米ꎬ 兴利

库容达到 ２７０ 亿立方米(占全流域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的 ７２ ６％)ꎬ 其中位于上游吉、 塔

两国的托克托古尔水库、 凯拉库姆水库兴利库容分别达到 １４０ 亿立方米和 ２５ ５ 亿立方米ꎬ
可实现对流域水资源的多年调节ꎮ 相比较而言ꎬ 阿姆河流域仅上游支流瓦赫什河上的努列

克水库具有较大调节库容(总库容 １０５ 亿立方米ꎬ 兴利库容 ４５ 亿立方米)ꎬ 包括喷赤河干

流等上游主要支流均未建设大型调蓄工程ꎮ
１ 锡尔河流域跨界水合作

关于咸海流域跨界水合作的历程ꎬ 本文以锡尔河为重点ꎬ 根据流域国之间签署的跨界

水合作条约为轴ꎬ 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独立后混沌期 /磨合期(１９９１—１９９７ 年)、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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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月期(１９９８—２００３ 年)和龃龉再现期(２００４ 年至今)ꎮ①

(１)独立后混沌期 /磨合期(１９９１—１９９７ 年)
１９９１ 年 １０ 月ꎬ 咸海流域各国均处于刚刚独立或正在争取独立期ꎬ 面临着重构政治体

制、 划分权力版图、 制定法律规章、 建立行政管理体系和调整产经机构等纷繁芜杂的国内

事务ꎮ 为保证独立后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用水特别是迫在眉睫的 １９９２ 年灌溉期农业用水需

求ꎬ 避免跨界水资源分配可能引发的矛盾和冲突ꎬ 中亚五国经济领导人聚集塔什干ꎬ 经过

多轮的谈判ꎬ 最终通过了«中亚各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水利经济组织领导人宣言»(«塔什

干宣言»)ꎬ 开启了中亚国家独立后咸海流域跨界水合作的序幕ꎮ
«塔什干宣言»可被视为后苏联时期咸海流域跨界水合作的纲领性文件ꎬ 其核心思想

是遵循苏联时期制定的锡尔河和阿姆河水量分配定额和比例ꎮ 同时ꎬ 中亚五国水利经济领

导人也认为ꎬ 应根据咸海流域各国人口分布ꎬ 在保证公民基本生存权的基础上ꎬ 考虑自然

和经济条件(即尊重现状)ꎬ 从减少生态和社会危机的角度ꎬ 采取联合行动ꎬ 合理开发利

用咸海流域水资源ꎮ
在摸索跨界水合作新模式的过程中ꎬ 中亚五国分别于 １９９２ 年 ２ 月、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签署

了«关于共同管理国家间水源的水资源利用和保护的合作协定»和«关于处理咸海及其周边

地区危机、 改善环境并保证咸海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联合行动的协定»ꎬ 并根据协定成立

了咸海流域危机国家间理事会(后改名“咸海问题中亚国家元首理事会”)ꎬ 下设国际拯救

咸海基金会(ＩＦＡＳ)、 国家间水协调委员会(ＩＣＷＣ)和可持续发展国家间委员会( ＩＣＳＤ)及
下属机构(见图 ３)ꎬ 为中亚跨界水合作奠定了完整的组织架构ꎮ

咸海流域两河的水量分配方案是苏联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ꎮ 经历独立后的阵痛期后ꎬ
中亚各国开始重新审视咸海流域的水量分配方案ꎮ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召开的 ＩＣＷＣ 第 １０ 次会议

临时增加了一个议题———“关于在剩余作物生长季纳伦—锡尔河梯级水库的运行模式”ꎬ
标志着中亚各国启动了跨界水新的合作条约的磋商ꎮ②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ꎬ 吉、 哈、 乌三国元首

发表联合声明ꎬ 要求制定新的水资源分配战略ꎬ 用经济方法解决水资源和电力资源的利用

问题ꎮ③

吉、 哈、 乌三国元首的声明击中了咸海流域跨界水合作的症结所在ꎬ 即苏联确定的水

能互换机制如何延续ꎮ 尽管咸海流域人均水资源量并不丰富ꎬ 仅为 １９３０ 立方米ꎬ 但由于

上游的吉、 塔两国适耕土地面积较小ꎬ 消耗性用水需求并不大ꎬ 因此流域上下游国家之间

的主要矛盾并不在于水量ꎮ 吉、 塔两国由于缺乏石化能源ꎬ 对水电资源高度依赖ꎮ 据世行

统计ꎬ 吉尔吉斯和塔吉克两国水电占全国总发电量的比例分别为 ８１ ３％和 ９７ ５％(１９９０—
２００９ 年)ꎮ④ 根据苏联的水量分配体制ꎬ 灌溉期(每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９ 月 ３０ 日ꎬ 即主要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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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咸海流域跨界水合作组织架构图

期)上游水库大量泄水供下游国家灌溉ꎬ 非灌溉期(１０ 月 １ 日至次年 ３ 月 ３１ 日)由于水库

蓄水量减少ꎬ 水电站机组出力不足ꎬ 发电量难以满足上游国家冬季供暖等电力需求ꎮ 苏联

解体后ꎬ 没有了中央政府的行政指令ꎬ 下游国家不再愿意对上游国家进行补偿ꎬ 如 １９９０
年乌前总统卡里莫夫曾公开宣称“能源资源属于产出国ꎬ 是可以交易的商品ꎬ 而水资源是

上帝赐予全人类的礼物ꎬ 不论其产自何处ꎬ 应摈弃主权的主张”ꎮ① 吉针锋相对ꎬ 通过国

内立法ꎬ 宣称水资源是可交易商品ꎬ 并于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通过了总统令———«关于利用流出

国境河流水资源基本政策的命令»ꎬ 规定: “Ｂ 每个国家均有权在其境内利用河流水资源

以获得最大经济利益ꎬ 据此ꎬ 吉认为供水、 调整河流水量、 有偿利用水资源及能源资源之

利益划分问题可作为国际谈判的内容ꎮ Ｃ 作为供水国ꎬ 吉有权向受益国收取所使用的水

库及其他水电项目维修及使用费ꎮ”吉还威胁如乌不愿支付费用ꎬ 将向第三方售水ꎮ② １９９８
年 ２ 月ꎬ 乌一度切断了对吉、 塔的天然气供应ꎮ 但最终ꎬ 锡尔河流域国都做出了妥协ꎬ
吉、 哈、 乌三国政府于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达成了«关于利用锡尔河流域水和能源资源的协定»
(«锡尔河协定»)ꎬ 有效期 ５ 年ꎮ «锡尔河协定»的主要目标是: “为了确保商定的水利工

程设施、 纳伦—锡尔河梯级水库和灌溉下泄水量的运行制度ꎬ 缔约方认为有必要在等同的

８９ 边界与海洋研究　 第 ２ 卷　 第 ６ 期

①
②

张宁: «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之间的水资源矛盾»ꎬ «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１ 期ꎬ 第 ３２—３６ 页ꎮ
Ｚａｉｎｉｄｄｉｎ Ｋａｒａｅｖꎬ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ＭＥＲＩＡ)ꎬ Ｖｏｌ ９ꎬ Ｎｏ １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５ꎬ ｐ ６７



基础上每年对泄流量、 电力生产与输送、 能源损失补偿进行协调和做出决定ꎮ”
«锡尔河协定»也存在明显不足ꎬ 即塔吉克不是缔约方ꎮ 尽管塔吉克仅贡献了锡尔河

流域水资源总量的 ２ ７％ꎬ 但锡尔河干流流经塔吉克ꎬ 且塔境内建有总库容高达 ４２ 亿立方

米的卡拉库姆水库ꎮ 显然ꎬ 没有塔的参与ꎬ «锡尔河协定»很难得到有效执行ꎮ 下游的乌、
哈两国将塔排除在«锡尔河协定»外ꎬ 显然是有自己的算盘ꎮ 乌认为ꎬ 塔会以卡拉库姆水

库为筹码ꎬ 在协定谈判中采取强硬立场ꎬ 要价较高ꎮ 事实上ꎬ 乌试图通过切断乌塔之间的

铁路和削减天然气供应ꎬ 迫使塔遵守«锡尔河协定»ꎬ 但塔得到了俄罗斯的支持ꎬ 拟增加

冬季卡拉库姆等水库的发电量ꎬ 减少夏季泄水ꎮ① 迫于压力ꎬ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吉、 哈、 乌三国

与塔协商修订了«锡尔河协定»ꎬ 使塔成为具有同等权利的缔约方ꎮ
(２)合作蜜月期(１９９８—２００３ 年)
«锡尔河协定»再次确认了苏联时期制定的水能互换机制ꎮ 以该协定为起点ꎬ 开启了

锡尔河流域合作的 ５ 年蜜月期ꎮ 根据«锡尔河协定»ꎬ １９９８—２００３ 年吉塔乌哈四国签署了

一系列的双边水能互换年度协定ꎬ 进一步细化了每年灌溉期上游水库的调度过程ꎬ 明确了

上游国向下游国输送电力、 下游国家能源补偿的数量及交付期限ꎮ
尽管吉、 乌两国因用水问题产生过矛盾ꎬ 如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乌以部分地区管线破损为由

切断了对吉的天然气供应ꎬ 造成吉居民和企业用电十分紧张ꎬ 但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底ꎬ 乌、 吉

两国又达成协议ꎬ 恢复供气ꎮ 查阅 ＩＣＷＣ 会议公报ꎬ 可以发现 １９９８—２００３ 年锡尔河水量

分配和能源补偿的双多边协议均得到了较好的执行ꎮ
(３)龃龉再现期(２００４ 年至今)
２００４ 年«锡尔河协定»到期后并未延长有效期ꎬ 原因在于 ２００３ 年夏季ꎬ 锡尔河下游经

历了罕见的强降雨ꎬ 乌、 哈境内的主要水库均满蓄ꎬ 减少了对上游水库的泄水需求ꎮ 乌、
哈单方面撕毁了«锡尔河协定»及相关的年度双、 多边水能互换条约ꎬ 同年冬季停止向上

游国家输送商定的石化资源ꎮ 为满足冬季电力供应ꎬ 吉加大了水库冬季发电量ꎬ 锡尔河下

游河床和已建水库无法拦蓄下泄流量ꎬ 导致哈南部遭遇严重洪灾ꎬ 由于担心恰尔达拉水库

可能溃坝ꎬ 哈不得不撤离了水库下游 ２０００ 多人口ꎮ② «锡尔河协定»的终止ꎬ 不仅影响上

游国家冬季的能源安全和下游国家夏季的灌溉用水安全ꎬ 也威胁到流域内大型水库的安

全ꎮ 因为下游国家仅支付少量上游水库的运行维护资金ꎬ 上游国家的水库及输水设施缺乏

有效维修和保养ꎬ 存在较大安全隐患ꎮ
«锡尔河协定»失效之后ꎬ 取而代之的是乌、 哈各自与吉、 塔签署的跨界水分配双边

条约ꎮ 由于缺少流域性水量分配指导性文件ꎬ 双边条约缺乏约束机制ꎬ 加之上下游国家互

信不足ꎬ 导致锡尔河水量分配一直龃龉不断ꎮ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ꎬ 哈、 吉、 塔三国曾签署过一

份互利的水、 石油、 煤炭交换协定ꎬ 但由于缺少流域水资源过境国且是锡尔河最大的水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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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消费国乌兹别克的参与ꎬ 上述协定缺乏操作性ꎮ① 随着 ２００９ 年乌兹别克退出中亚统一

电网ꎬ 宣告锡尔河水能互换机制彻底崩溃ꎮ
２ 阿姆河流域跨界水合作

阿姆河除流经吉、 塔、 土、 乌四个中亚国家外ꎬ 流域国还包括上游的阿富汗和伊朗ꎮ
相较于锡尔河ꎬ 阿姆河流域国跨界水合作线路则较为清晰ꎬ 可以简单划分为苏联时期和中

亚国家独立后两个阶段ꎮ
苏联时期ꎬ 苏联与阿富汗和伊朗均开展了跨界水合作ꎬ 分别是 １９４６ 年 ６ 月 １３ 日签署

的«关于跨界河流水资源利用的特定协定»ꎬ 根据协定两国成立了跨界河流联合委员会ꎬ
并允许阿富汗使用阿姆河一级支流喷赤河 ９０ 亿立方米水量ꎻ １９５８ 年 １ 月 １８ 日签署的«关
于采取共同措施保护边界河流、 小溪和灌渠的协定»ꎬ 双方承诺防止水污染ꎬ 建立洪水预

报系统交换水文和气象数据ꎬ 平均分摊保护跨界河流相关费用ꎻ １９５８ 年 ６ 月 ２５ 日签署的

«关于在边境地区综合利用阿姆河水资源联合工作的议定书»ꎬ 双方同意联合开发利用阿

姆河界河段—喷赤河水资源ꎮ １９７７ 年ꎬ 阿富汗曾派代表团赴塔什干ꎬ 与苏联磋商阿姆河

水量分配协定ꎮ 阿富汗提出使用阿姆河 ９０ 亿立方米水资源ꎬ 但苏联仅同意其使用 ６０ 亿立

方米水资源ꎬ 双方未能签署协定ꎮ②③ １９８９ 年ꎬ 苏联与伊朗就捷詹河(捷詹河每年从伊朗

流入土库曼斯坦 １０ ７ 亿立方米水资源)及其他 １２ 条跨界河流的合作签署了议定书ꎬ 决定

在捷詹河界河段共建一座水库ꎮ④

中亚国家独立后ꎬ 关于阿姆河的合作文件ꎬ 除咸海流域国共同签署的跨界河流合作框

架性条约外ꎬ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乌、 土两国签署了«关于水资源管理问题合作的协定»ꎬ 规定克

尔基以下河段两国平均分配阿姆河水资源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土库曼和伊朗重启了捷詹河界河段

Ｄｏｏｓｔｉ 水库(即“友谊大坝”)的建设ꎬ 工程于 ２０１２ 年完工ꎮ Ｄｏｏｓｔｉ 水库总库容 １２ ５ 亿立方

米ꎬ 有效库容 ７ ３５ 亿立方米ꎬ 电站装机容量 １ ６ 万千瓦ꎬ 水库蓄水由伊、 土两国平均

分配ꎮ⑤

３ 咸海流域跨界水合作法律文件及合作现状

系统梳理一下咸海流域跨界水合作的法律文件ꎬ 可以细分为四类ꎬ 分别是总体合作框

架性条约、 跨界水管理组织机构法规和两河合作的实体条约(部分条约文件名称见图 ４)ꎮ
为协调锡尔河流域的水量分配ꎬ ２００５ 年亚洲开发银行曾提出一份锡尔河水量分配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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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咸海流域两河合作法律文件一览

定草案供流域国讨论ꎬ 但由于流域国缺乏合作意愿ꎬ 磋商过程断断续续ꎬ 至今未能达成各

方均能接受的文本ꎮ① 此外ꎬ 咸海流域国还磋商过«关于加强管理、 保护和开发咸海流域

共享资源组织框架的协定»、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 吉尔吉斯共和国政府、 塔吉克斯

坦共和国政府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关于利用锡尔河流域水和能源资源的协定(草
案)»、 «关于建立综合利用和保护咸海流域水资源国家、 流域和区域数据库及其功能的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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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吉尔吉斯共和国、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

关于利用综合管理、 利用和保护咸海流域水资源的信息和分析支持、 信息交换协定(草
案)»等条约ꎬ 但均未能签署ꎮ

三、 咸海流域跨界水合作的经验、 面临的挑战及应对思考

(一)咸海流域跨界水合作经验

纵观中亚各国独立后咸海流域跨界水合作ꎬ 尽管流域国之间矛盾和纠纷不断ꎬ 但仔细

查阅 ＩＣＷＣ 历年来的会议简报ꎬ 除极少数年份外两河的水量分配基本得到了有效执行ꎮ 咸

海流域跨界水合作的经验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１ 水量分配结果是综合国力的体现ꎮ 咸海流域上游的吉、 塔两国不论人口数量、 经

济规模和综合国力ꎬ 都与下游三国不在一个量级ꎬ 因此在水量分配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ꎮ
如乌曾因锡尔河供水问题切断了塔南部通往乌的铁路ꎬ 使塔对外交流的窗口完全阻断ꎮ
土、 乌两国分别于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９ 年退出了中亚统一电力系统ꎬ 不再执行苏联时期制定的

跨界河流水能互换机制ꎬ 但上游的吉、 塔两国迫于下游国家的压力ꎬ 仍须执行跨界河流的

水量分配方案ꎮ 因此ꎬ 跨界河流水量分配是一个综合国力博弈的结果ꎮ
２ 完善的法律制度和管理架构是水量分配的保障ꎮ 中亚国家独立后ꎬ 为保障各国用

水安全ꎬ 各国签署了一系列的跨界水合作法律文件ꎬ 为跨界河流水量分配方案的制定、 水

量计量和核算及利益补偿奠定了制度保障ꎮ 同时ꎬ 流域国还在苏联建立的两个流域水利联

合体基础上成立了 ＩＣＷＣ 及其下属机构ꎬ 明确了机构的组织架构、 职责授权和经费来源ꎬ
为咸海流域主要跨界河流水量分配的监督执行提供了组织保障ꎮ

３ 利益补偿机制是水量分配有效执行的动力ꎮ 从咸海流域水资源总量来看ꎬ 完全能

够满足流域国用水需求ꎮ 两河的水资源主要矛盾在于上下游国家的用水需求时间周期的错

位ꎬ 下游国家希望灌溉期上游国家水库泄流ꎬ 上游国家则希望多拦蓄夏季水量以满足冬季

发电用水需求ꎮ 当灌溉期上游水库放水所发电力超过本国消纳能力ꎬ 如得不到补偿ꎬ 上游

国更倾向于减少泄水量ꎬ 以满足本国冬季电力需求ꎮ 张捷斌等学者研究 １９９５—２００１ 年锡

尔河水量分配执行情况表明ꎬ 当水能互换机制得到较好执行时ꎬ 流域国跨界水合作良

好ꎮ① 可见ꎬ 利益补偿是保障跨界河流水量分配有效执行的动力ꎮ
(二)咸海流域跨界水合作面临的挑战

咸海流域地处干旱半干旱地区ꎬ 水资源以季节性融雪和永久性冰川融水补给为主ꎬ 流

域人均水资源仅为 １９３０ 立方米ꎬ 总体而言该地区水资源并不丰富且较为脆弱ꎮ 具体而言ꎬ
咸海流域跨界水合作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挑战:

１ 水量分配缺乏稳定的法律保障ꎮ ２００３ 年以后ꎬ 咸海流域国家再未签署多边的跨界

水合作条约ꎬ 水量分配多以双方临时议定书形式进行规定ꎮ 目前咸海流域的跨界河流水量

分配ꎬ 主要通过每年举行至少两次流域国水资源管理的部长级会议来确定流域各国灌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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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非灌溉期的取水限额和控制性水库的调度运行方案ꎮ 缺乏长期稳定的法律制度安排ꎬ 是

当前和今后咸海流域跨界水合作的最大隐患ꎮ
２ 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是引发水资源争端的潜在影响因素ꎮ 据世界银行统计ꎬ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咸海流域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１２ ６‰ꎬ 以 ２０１５ 年底流域总人口 ６８６５ ６ 万

为基数ꎬ 预计 ２０３０ 年和 ２０５０ 年流域总人口将达到 ８２８４ 万和 １ ０６４ 亿ꎮ 按流域多年平均

水资源总量 １１６６ 亿立方米计算ꎬ ２０３０ 年和 ２０５０ 年咸海流域人均水资源量将分别降低到

１２３７ 立方米和 １１４８ 立方米ꎮ 随着流域人口的增长和粮食需求的增加ꎬ 必然带来增加灌溉

面积的压力ꎮ 同时ꎬ 流域各国经济社会的发展ꎬ 也会增加用水需求ꎮ 各国水资源需求的增

加ꎬ 极易引发咸海流域跨界河流水量分配的争端ꎮ
３ 气候变化将增大流域水资源矛盾的风险ꎮ 气候变化是影响咸海流域水资源量的另

一不确定性因素ꎬ 具体影响有两个方面: 第一ꎬ 气温升高ꎬ 导致流域东南部山区的冰川萎

缩、 雪线上升ꎬ 短期会增加流域年来水量ꎬ 但长期将导致流域水资源总量的减少ꎻ 第二ꎬ
极端天气频发ꎬ 将导致流域水资源年际分布更加不均匀ꎮ 咸海流域干旱的气候条件ꎬ 决定

了各国对农业灌溉的高度依赖性ꎬ 导致流域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ꎬ 加大了流域水资源

矛盾的风险ꎮ
４ 阿富汗用水增长是引发流域国水冲突的潜在风险ꎮ 不论是苏联还是独立后的中亚

国家ꎬ 均未充分考虑阿姆河上游阿富汗的用水需求ꎮ 随着国内形势逐步稳定ꎬ 阿富汗北部

灌区的重新恢复ꎬ 阿富汗对阿姆河的水资源需求量将在现状用水的 ３０ ７ 亿立方米基础上

增加 ４０ 亿立方米ꎬ 这将进一步增加阿姆河流域水资源紧张状况ꎬ 也是引发流域国水冲突

的潜在风险ꎮ①

(三)应对咸海流域跨界水矛盾的思考

１ 长期稳定的水量分配合作条约是减少流域水冲突风险的基础ꎮ 当前ꎬ 咸海流域主

要跨界河流的水量分配均缺乏明确的多边合作法律制度安排ꎮ 尽快制定流域国普遍接受的

跨界河流水合作条约ꎬ 详细约定流域上下游国家的权利和义务ꎬ 确定各国的分水份额及利

益补偿机制ꎬ 进一步明确 ＩＣＷＣ 及其下属机构的职能ꎬ 是确保跨界河流水量分配能够有效

执行ꎬ 减少流域水冲突的风险必要选择ꎮ
２ 提高用水效率是化解流域水冲突风险的有效手段ꎮ 咸海流域各国大部分灌区仍采

用大水漫灌方式ꎬ 水资源利用效率较低ꎮ 随着流域人口增长、 经济社会发展ꎬ 咸海流域水

资源面临着刚性增长需求ꎬ 同时气候变化等因素增加了流域水资源的不确定性ꎬ 提高各国

用水效率ꎬ 特别是占水资源总需求 ９０％以上的农业用水的效率ꎬ 是有效降低流域水资源

需求增长ꎬ 化解流域水冲突风险的有效手段ꎮ
３ 开发上游国水能资源是解决水量分配矛盾的根本出路ꎮ 咸海流域各国资源分布不

平衡ꎬ 上游国家水能资源丰富ꎬ 但经济薄弱ꎬ 无力承担高额的进口能源经费ꎮ 在水能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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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破局后ꎬ 为保障本国能源自给和安全ꎬ 最有效的手段是大力开发水电ꎮ 目前吉、 塔两

国都制定有大规模开发水能资源的政策与计划ꎬ 塔准备修建瓦赫什河等支流上的罗贡水电

站(总装机 ３６０ 万千瓦ꎬ 可增加塔全国电力装机容量 ６６ ５％)ꎬ 吉拟在纳伦河修建卡姆巴

拉金 Ｉ、 ＩＩ 号水电站(总装机 ２２６ 万千瓦ꎬ 可增加吉全国电力装机容量 ６０ ９％)ꎮ 不论是罗

贡水电站还是卡姆巴拉金水电站ꎬ 其下游都已建成巨型水库ꎬ 梯级电站建成后可充分利用

流域水能资源ꎬ 新增装机可有效改善上游两国的电力供应ꎬ 同时多余电量可供出口ꎬ 促进

上游国家的经济发展ꎻ 同时水库的联合调度还可优化跨界河流水量分配的过程线ꎬ 更好满

足下游国家的灌溉用水需求ꎮ 因此ꎬ 上游国家的水电开发是破解咸海流域跨界河流水量分

配矛盾的根本出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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