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亞五國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領導人都不喜歡下台，通常
選擇終身任期。比如烏茲別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分別於2016年和
2006年進行了權力交接，擁有了建國後的第二位總統，但這都是以
前任總統的去世為前提的。哈薩克斯坦前總統納扎爾巴耶夫19日宣
布主動辭職，可謂震驚世界，
打破了此前外界對其 「有生之
年不交權」 的猜測。

納氏卸職後料續垂簾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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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扎爾巴耶夫宣布辭職看似突然，不
過從近幾年他的種種舉措來看，他對此早
有準備，為 「垂簾聽政」鋪好了路。宣布
辭職的同時，納扎爾巴耶夫強調自己還是
哈薩克斯坦國家安全委員會「祖國之光」黨
黨主席。而第一女兒也在父親辭職後的24
小時內閃電上位，成為國內二把手，散發
出一種要女承父業出征2020大選的氣息。

總統辭職，首都要改名，長女接掌參
議院，全部發生在哈薩克最重要的納吾肉
孜節前兩日。納吾肉孜節等同於中國的春
節，在這樣重要的時段進行權力轉換，可
謂精選時辰，要為哈薩克帶來新氣象。

哈人「住好D」
哈薩克斯坦，這個全球最大的內陸國

1991年剛從蘇聯脫離出來的時候，通脹

達莉佳．納扎爾巴耶娃
•納扎爾巴耶夫長女，現任參議院議長，2015至2016
年曾出任副總理，哈政治明星。前幾年曾傳出會接
班的風聲，但一度與父親不合，兩人2016年修好。
納氏更公開指 「哈薩克有可能出現女總統」 。第一
千金有過人的音樂天賦，曾在莫斯科大劇院開過演
唱會，也是哈薩克真人騷SuperStar KZ第二季的評
審團成員，在年輕一代中很有人氣。達莉佳喜社交
，思想更接近西方，曾是美國電視藝術與科學學院
名譽院長。

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
•現年78歲，蘇聯時期擔任哈薩克共產黨

第一書記，在1991年12月獨立後即任
哈薩克斯坦總統，直到2019年3月19
日宣布辭去總統職位，共掌權30年。薩馬特．阿比什

•納扎爾巴耶夫侄子，為人非常低調。畢業於俄聯邦
對外情報學院，接受了專業的反間諜教育。他曾任
哈司法部執行秘書，2010年1月被任命為哈國家安
全委員會幹部局局長，被授予少將軍銜。國安會新
聞秘書對他的評價是： 「此人非同尋常」 。

阿斯卡爾．馬明
•現任總理，前任阿斯塔納市

長。馬西莫夫的同學。

卡瑟姆若馬爾特．托卡耶夫
•前參議院議長，現任總統，
任職至2020年大選。1999
年至2002年期間曾任職總
理。通曉中文，八十年代曾
任蘇聯駐華大使，自稱 「漢
學家」 ，是深圳大學的名譽
教授。執政理念是： 「強有
力的總統，權威的議會，負
責的政府」 。 大公報整理

記憶中只有前總統
民眾感震驚

【大公報訊】特約記者常欣悅報道：
年輕的哈薩克斯坦記者艾格麗木在為英國
《獨立報》撰文時指，哈薩克人的記憶裏
只有納扎爾巴耶夫。他是唯一一名代表哈
薩克的領袖，因此無論權力的過渡如何緩
和，他選擇下台的信息都讓人震撼，驚訝
又興奮的感覺，同時還混雜着對未來不確
定的恐懼，但也有對哈薩克或能進入新時
代的憧憬。

在丹麥留學生活了二十年的哈薩克生
物學家扎娜表示對家鄉的政治時有關注。
她加入了一個 「哈薩克人在丹麥」的
Facebook群組。納扎爾巴耶夫宣布下台時
，沒有太多人討論未來會如何，倒是很多
人都在講 「神奇數字」：辭職的日期是19
日，宣布的鐘點是19：00，今年是2019年
。當群裏有人調侃 「幸好不是四月一日」
時，被管理員嚴肅呵斥，稱有關總統之事

要嚴肅，不得玩笑。但如此關鍵的歷史時
刻，避政治不談，只看無關痛癢的神奇數
字，難道很嚴肅麼？

儘管國際人權組織和西方媒體對於哈
薩克斯坦的報道通常以負面形態呈現，但
哈薩克人普遍對納扎爾巴耶夫評價很高。
他們認為，納氏為哈薩克的獨立和發展做
出了不可忽略的貢獻。

現居阿斯塔納的舞蹈老師薩塔娜達告
訴我，她和身邊的朋友聽到納扎爾巴耶夫
下台的消息時，第一反應是震驚和不安。
他們對納氏保有感激之情，也對新總統寄
予了很高的期望。但提及阿斯塔納更名一
事時，薩塔娜達說，政府決定更名，但大
部分民眾都是不同意。 「我們的首都還很

年輕，我們用了很長時間才讓世界了解阿
斯塔納。我認為阿斯塔納是一張名片，通
過它，世界認識我們。」

扎娜也表示，選擇 「給首都易名」來
做變天後的第一動作，是個很不明智的選
擇，政府這樣的行為讓民眾也很尷尬。

哈國難題亦不少 卸任兩日現示威
【大公報訊】特約記者常欣悅報道：

雖然納扎爾巴耶夫對哈薩克這個年輕國家
的成長作出了不可否定的貢獻，但他在國
際社會也有極具爭議的一面。特別是貪腐
現象和人權狀況，常為外界所詬病。哈薩
克斯坦其實也面臨着不少的問題。

哈薩克國內的產業相當一部分屬於來
自俄羅斯和中國的資本，並且本身的經濟
也較為依賴能源以及資源出口。石油以及
金屬降價對哈國經濟來說都是痛擊。哈國
經濟增速於2015年下滑至0.9%，2018也只
有3.8%，這也是該國主要的危機來源。貧
困人口增長、資本盤剝以及中產階層的消
失都導致反對團體的出現。其中一些人希

望透過極端伊斯蘭主義謀求出路，而另一
些則起來維護本地工人的利益，對抗本地
及外國利用當地的廉價勞動力和自然資源
的公司。還有一部分人則 「為民主而戰」
。由於哈薩克國內並沒有反對派的存在，
因此反對勢力可能會越過政治博弈這一環
而直接極端化。

這回納扎爾巴耶夫選擇自主辭職，風
度翩翩，但政府沒有掌握好致敬的度，未
經公投就要將首都易名，引發民眾鬥毆事
件。21日，有20人在首都阿斯塔納示威被
捕。另外，民眾還在網上製作了請願書，
反對政府擅自為首都改名，目前已有超過
3.2萬人簽字。

30年成功引領哈薩克 設計權力平穩交接

3000%，失業率40%，堪比如今的委內瑞
拉。在納扎爾巴耶夫的帶領下，經過近三
十年的努力，成為了獨聯體國家中相對發
展穩定的一個。根據2018年聯合國發展署
的調查報告，哈國的人類發展指數為0.8，
排世界第56位，比中國的0.752還高。

2017年，我有幸到訪阿斯塔納，發現
當地人民熱情友善，普遍心情愉悅，城市
建設乾淨、現代、便利，生活成本較低。
當地人說，首都的房價約合一千多港元一
呎，而阿斯塔納的人均月工資則高於6000
港元，算是非常負擔得起了。香港人心心

念念 「住好D」，在阿斯塔納並不是件很
難的事 。

哈薩克的 「收入」來源主要開始靠出
口能源，哈薩克盛產石油、礦石和煤炭。
值得注意的是，委內瑞拉也是重要的石油
出產國之一，2000年時估算儲量居西半球
第一，但如今仍是一片狼藉。擁有石油資
源並不是保證國家穩定發展的唯一條件。
哈國能走出九十年代的混沌，少不了納扎
爾巴耶夫的貢獻。

成功打造民族身份
納扎爾巴耶夫最出名的是平衡能力，

他信奉一種韜光養晦的實用主義，深諳經
濟發展為第一要素，外交上既防止封鎖又
不完全跟着西方跑，非常懂得遊走於大國
之間。面對其他獨聯體國家時，他表示大
家曾是同志，分手了也要繼續並肩發展。
面對土耳其，則用突厥人後裔身份來拉近
關係。到了阿拉伯，強調哈薩克的穆斯林
背景。到了歐美，則大談民主價值。而在
諸多外交關係中，最重要的是他對中俄的
態度。

對中國，納扎爾巴耶夫一向友好，積
極參與上合組織、亞投行和 「一帶一路」
倡議，強調遠親不如近鄰。哈薩克斯坦建
國後，曾邀請全球哈薩克族回歸，很多中
國哈薩克人因有親戚在哈國，
選擇移民或到哈國工作。當
年在哈薩克走訪期間負責
接待我們的導遊佳佳，
就是這樣一名遊走在中
哈邊境的中國哈薩克人

，中哈民間往來非常頻繁。另外，納
扎爾巴耶夫長期以來對於配合中國穩
固邊界，進行反恐也很積極。

面對俄羅斯，納扎爾巴耶夫可算
得上是不卑不亢了。獨立後的哈薩克
，既沒有像烏克蘭那樣打壓俄語，激
進開展 「去俄羅斯化」，也沒有一味
的做俄羅斯的小跟班。建國以來，利
用哈薩克語和穆斯林，這兩大有別於
俄羅斯的屬性，把 「哈薩克」這個民
族形象打造得越發生動誘人。

作為一個內陸國領導人，納扎爾
巴耶夫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 「誰
說我們沒有海。哈薩克有兩片海，一
片叫中國，一片叫俄羅斯。」他深知
哈薩克斯坦獨一無二的地緣政治位置
，這個位置是福也是禍。

未來仍需看大國眉眼
2014年，烏克蘭危機，俄羅斯激

進民族主義者們展現出了戰鬥民族的
能量，震驚中西亞。不少獨聯體國家
的領導人擔憂重回 「俄羅斯的世界」
，包括當時恰好生病的納扎爾巴耶夫
。俄羅斯方面不知道是有心還是無意
，竟然挑這個時機詢問哈薩克的繼承
人問題，納扎爾巴耶夫大受刺激。翌
年康復後，他推出了 「通往國家繁榮
的百步計劃」，試圖進一步去 「俄羅
斯化」。同時推出2050計劃，希望幫
哈薩克擺脫出口能源的單一經濟模式
，試圖讓哈薩克更獨立。

據納扎爾巴耶夫新聞處稱，總統
辭職當日曾致電普京，談論了即將到
來的辭職事宜，並約定經常聯繫。到
了辭職當下，仍需向俄羅斯匯報，無

論哈國走向何方，都難逃被大國
夾在其間的命運。而對於這樣
一個剛剛起步，需要隨時看大
國眉眼的國家，保持內部穩
定比什麼都重要。

鄰國吉爾吉斯斯坦選擇
按照西方的國家模板完成政治

轉型，但經歷了一番動
盪，直到2017年
才得以穩定，國
內經濟大受打擊
。烏茲別克和
土庫曼則是等
前任總統去世
才考慮交接事
宜。哈薩克，
在納扎爾巴耶
夫的設計下，
正在歷經一場
相對更加可控
，更加平穩的
權力交接，雖
然不知未來路
在何方，但從
歷史和現實的
角度來看，無
論 是 繼 續 由 納
氏家族掌權，還
是加強司法管轄

獨立選外人接棒，
他選擇逐步退位這

一舉措都十分英明。

卡里姆．馬西莫夫
•現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曾於2007至
2012以及2014至2016年兩度擔任總理。經
濟學家和國際法專家，通曉哈薩克語、俄語
、英語、漢語和阿拉伯語，深得納氏器重。

▶哈薩克斯坦前
總統納扎爾巴耶
夫親吻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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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阿拉木圖慶祝納吾肉孜節的遊
行隊伍。近年來，納扎爾巴耶夫成功打
造了哈薩克人的民族身份 路透社

◀哈薩克斯坦前總
統納扎爾巴耶夫

網絡圖片

▼

22
日
，
警
察
在
阿
拉
木
圖
逮
捕
一
名
反
政

府
示
威
者

路
透
社

▲哈薩克首都努爾蘇丹（原名阿斯塔納）不乏高樓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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