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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信息通信技术发展:
现状、挑战及与中国的合作

郭曼若

　 　 【内容提要】 　 信息通信技术对推动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与长远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ꎮ 在全球经济信息化、数字化发展浪潮下ꎬ中亚地区非常重

视信息通信技术发展ꎬ近些年在信息通信技术接入与应用、产业与贸易等方

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ꎮ 然而ꎬ中亚信息通信技术发展起步相对较晚ꎬ地区内

外部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巨大的发展差距ꎬ急需解决价格偏高和安全

性不足的问题ꎬ各国共同面临资金、技术和人才缺乏ꎬ监管不完善和联通性

不足等挑战ꎮ 中国与中亚国家应以“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为契机ꎬ在总体上

加强“一带一路”与中亚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战略的对接与协调ꎬ提升联通性

合作ꎻ在宏观上增强政府电子信息化和信息通信技术监管能力ꎬ提升治理合

作ꎻ在中观上加强信息通信领域基础设施建设ꎬ提升产业合作ꎻ在微观上提

高信息通信技术和人力资本ꎬ提升企业合作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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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信息通信技术(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ＩＣＴ)是依托

通信、电信、计算机以及必要的企业软件、中间件、存储和视听系统的技术

集成与整合ꎬ能够方便用户进行创建、访问、检索、存储、传输、共享或交换

信息ꎮ 信息通信技术是一个总括性的术语ꎬ包含支撑信息操作的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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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电话、直播、录音广播等技术工具和资源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技术

服务①ꎮ
信息通信技术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石ꎬ在推动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进

程中发挥重要作用ꎮ 有别于传统经济ꎬ数字经济发展依托于信息通信技术ꎬ
所需的是现代化、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人工智能化的新型基础设施ꎮ 而

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被认为是支持其他基础设施的元基础设施ꎬ具有跨部

门协同效应ꎬ能有效促进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与“新基础设施建设”协同发展ꎬ
并加速智能交通系统、智能电网等建设进程②ꎮ 此外ꎬ信息通信技术已逐渐

成为中小型企业提升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的重要工具ꎬ也被视为政府节省成本

和提高效率的重要手段ꎮ 宏观来看ꎬ信息通信技术发展具有溢出效应ꎬ有助

于实现数字经济红利ꎬ拉动投资与消费ꎬ创造更多就业机会ꎬ提高社会劳动生

产率ꎬ推动经济创新ꎬ促进经济转型与改革ꎬ提升公共产品供应ꎬ改善商业环

境及社会服务ꎬ为经济和社会的包容性与可持续发展注入动力ꎮ 同时ꎬ信息

通信技术的互联互通对降低贸易成本、减少贸易壁垒、提高地区和国际经贸

合作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ꎮ
中国政府在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提出

“数字丝绸之路”概念ꎬ使“一带一路”倡议的内涵进一步得到丰富ꎬ而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
的出台则开启了“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新篇章ꎮ 推进“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信息通信技术建设ꎬ提高该领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ꎬ是“一带一

路”和 ２１ 世纪“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内容ꎬ也是实现“一带一路”政

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以及“数字丝绸之路”创

新驱动发展的重要基础ꎬ它在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人工智

能、纳米技术、量子计算机等前沿领域合作和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建

设中发挥关键作用③ꎮ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背景下ꎬ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重视发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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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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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ｕｐｅｒｈｉｇｈｗａ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ｒｉｅｆｓꎬＮｏ ２ꎬ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ꎬｐ １

方芳:«“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国际环境与路径选择»ꎬ«国际论坛»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ꎻ杨道玲、李祥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息化发展水平测评研究»ꎬ«电子政务»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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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技术和数字经济ꎬ制定了信息与数字化发展相关的计划和战略ꎮ “一带

一路”无疑对这些发展战略的对接和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合作起到助推作

用ꎮ 中亚国家也认识到信息通信技术推动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巨大潜

力ꎬ引入和发展了信息通信技术ꎬ以融入“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和全球数字经

济发展进程ꎬ促进国家经济转型与繁荣ꎮ 虽然中亚国家在信息通信技术发展

环境和水平上存在差异ꎬ但各国政府具有强烈的发展信息通信技术的意愿ꎬ
已成立了负责该领域发展的相关机构①ꎬ并开始将发展信息通信技术、推动

经济数字化和现代化作为国家最重要的发展任务之一ꎮ
«数字化的哈萨克斯坦»国家规划明确了在哈发展高速和安全的数据传

输、存储和处理基础设施ꎬ普及互联网宽带、移动通信并推动其由 ４Ｇ 向 ５Ｇ 发

展ꎻ«２０３０ 年前数字化的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战略构想»提出ꎬ在乌发展信息通

信技术和创新技术系统ꎬ增加电信基础设施和数据处理中心ꎬ实施创新项目ꎻ
«２０３０ 年前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国家发展战略»指明ꎬ塔将提升互联网接入的

可负担性和安全性ꎬ提高通信质量ꎬ扩大通信服务的覆盖范围ꎬ为发展跨境信

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通信技术园区创造有利环境ꎻ在吉尔吉斯斯

坦«以建设“智慧国家”为目标的数字化转型规划“Ｔａｚａ Ｋｏｏｍ”»中ꎬ建立包括

宽带电信网络、数据处理中心、云技术和数字平台等在内的世界级数字基础

设施是吉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目标之一ꎻ依据«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５ 年土库曼斯坦数字

经济发展构想»ꎬ建立更广泛和全面的数字通信系统ꎬ开发数字服务窗口ꎬ引
入数字报告是土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３ 年的工作任务②ꎮ

二　 中亚信息通信技术发展现状

对应信息通信技术可及性、可支付性和经济性ꎬ本文从信息通信技术的

接入与应用、价格、产业三方面来考察和分析中亚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现状ꎮ
(一)信息通信技术接入与应用

１ 发展迅速

进入 ２１ 世纪ꎬ中亚国家开始发展信息通信技术ꎬ历经十几年的进程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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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新建立或改组成立的机构ꎬ如吉尔吉斯斯坦国家信息技术和通信委员会、哈
萨克斯坦信息和通信管理局等ꎮ

肖斌:«数字经济在中亚国家的发展:基于产业环境的分析»ꎬ«欧亚经济»２０２０ 年

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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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通信技术接入与应用领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ꎮ

表 １　 　 　 ２０１０ 年与 ２０１８ 年中亚五国信息通信技术接入与应用主要指标对比

指标
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８

固定电话
普及率(％) ２１ ９７ ２１ ８５ ７ ０６ １０ ８５ ９ ０２ ６ ４２ ５ ０５ ５ ３６ ９ ２０ １１ ７４

移动电话
普及率(％) ９６ ０６ １４１ ９６ ４６ ５２ ７３ ９８ ４０ ５６ １２７ ８４ ３４ ９３ １０７ ６１ ６ ９８ １５１ ４３

网民占比
(％ ) １２ ３４ ７４ ５９ ８ ８９ ４６ ７９ １４ ０３ ３４ ５０ ７ ２０ ２０ ４７ １ ４１ １７ ９９

固定宽带
普及率(％) ３ ６４ １３ ０６ ０ ２４ ８ ７３ ０ ０５ ４ ０４ ０ ０ ０７ ０ ０ ０７

通信基础
设施指数
(０ ~ １)

０ ０５９ ３ ０ ５７２ ３ ０ ０２８ ２ ０ ３３０ ７ ０ ０３０ ３ ０ ３４１ ８ ０ ０２０ ３ ０ ２２５ ４ ０ ０１３ ７ ０ ３０１ １

资料来源: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８ 年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ꎬｈｔｔｐｓ: /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 ｔ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 ｏｒｇ / ｅｎ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ＵＮ － ｅ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Ｓｕｒｖｅｙｓ

对比 ２０１０ 年与 ２０１８ 年的数据可以发现ꎬ除了固定电话普及率变化不大

之外ꎬ中亚五国在信息通信技术接入与应用方面的其他主要指标增长迅猛ꎮ
得益于全球手机价格的下降ꎬ２０１８ 年除乌兹别克斯坦外移动电话在中亚的普

及率相当高ꎬ持有量平均每人超过 １ 部ꎮ 从网络方面看ꎬ土库曼斯坦网民人

数占比增速最快ꎬ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８ 年增长 １０ 倍以上ꎬ哈乌网民占比增长 ６ 倍左

右ꎬ吉塔也有超两倍的增长ꎮ 统计期内ꎬ塔土两国的固定宽带经历了从无到

有的发展ꎬ乌吉两国固定宽带每年呈倍数增长ꎬ而哈固定宽带普及率在 ２０１８
年已达 １３ ０６％ ꎮ 综合来看ꎬ中亚信息通信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跨越式

发展ꎬ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８ 年中亚五国的通信基础设施指数①均呈现 １０ 倍左右的

增长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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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通信基础设施指数(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ｄｅｘꎬＴＩＩ)是联合国电子政

务发展指数(Ｅ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ꎬＥＧＤＩ)的二级指标ꎬ由固定电话和移动电

话普及率、网民占比、固定宽带和无线宽带普及率等指标组成ꎮ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ｕｒｖｅｙ ２０１０:Ｐａｒｔ ２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Ｅ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ꎬｐｐ １１８ －１２１ꎬｈｔｔｐｓ: /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ＰＤＦｓ / ＵＮ％
２０Ｅ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２０Ｓｕｒｖｅｙ％２０２０１０ ｐｄｆꎻ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ｕｒｖｅｙ ２０１８ꎬｐｐ ２５１ －
２５５ꎬｈｔｔｐｓ: /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 ｏｒｇ / ｅｇｏｖｋｂ / Ｐｏｒｔａｌｓ / ｅｇｏｖｋｂ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ｕｎ / ２０１８ － Ｓｕｒｖｅｙ /
Ｅ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２０Ｓｕｒｖｅｙ％２０２０１８＿ＦＩＮＡＬ％２０ｆｏｒ％２０ｗｅｂ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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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差距较大

虽然中亚信息通信技术接入与应用发展迅速ꎬ但整体上低于世界平均水

平ꎬ并且地区内部各国发展差距较大ꎮ

表 ２ ２０１７ 年全球及地区视域下中亚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指标

指标
哈萨克
斯坦

乌兹别
克斯坦

吉尔吉
斯斯坦

塔吉
克斯坦

土库
曼斯坦

中亚
五国

独联体
国家

世界

固定电话普及率
(％ ) ２０ ３ １０ ８ ６ ０ ５ ４ １１ ８ １０ ９ １９ ８ １３ ０

移动电话普及率
(％ ) １４５ ４ ７６ ０ １２１ ９ １１１ ０ １６２ ８ １２３ ４ １３８ ３ １０３ ６

在线移动宽带普及率
(％ ) ７５ １ ５９ ４ ７３ ７ ２２ ７ １５ ３ ４９ ２ ７２ ０ ６１ ９

３Ｇ 人口覆盖率(％ ) ８７ ３ ７５ ０ ７５ ０ ９０ ０ ７５ ８ ８０ ６ ８０ ３ ８７ ９

４Ｇ 人口覆盖率(％ ) ７２ ５ ４３ ０ ５０ ０ ８０ ０ ６７ ０ ６２ ５ ６１ １ ７６ ３

网民占比(％ ) ７６ ４ ５２ ３ ３８ ２ ２２ ０ ２１ ３ ４２ ０ ６８ ６ ４８ ６

有电脑家庭占比(％ ) ７６ ２ ３８ ５ ２３ ３ １４ ８ １０ ７ ３２ ７ ６８ １ ４７ １

入网家庭占比(％ ) ８４ ９ ７９ ９ ２１ １ １１ ９ １１ １ ４１ ８ ７３ ６ ５４ ７

网民人均带宽(Ｋｂｉｔ / ｓ) ６９ ８ ９ ６ ５７ ８ ２ ２ ２ ５ ２８ ４ ６６ ８ ７６ ６

固定宽带普及率(％ ) １４ １ １０ ４ ４ ３ ０ １ ０ １ ５ ８ １７ ８ １３ ６

固定宽带速度占比(％ )
２５６Ｋｂｉｔ / ｓ ~ ２Ｍｂｉｔ / ｓ ５ ８ ５６ ０ １０ ６ ４５ ２ ４２ ４ ３２ ０ １２ ２ ４ ２

２ ~ １０Ｍｂｉｔ / ｓ　 　 　 ３７ ６ ３５ １ ３９ ４ ２２ ９ ３１ １ ３３ ２ ２５ １ １３ ２

≥１０Ｍｂｉｔ / ｓ　 　 　 ５６ ６ ８ ９ ４９ ９ ３１ ９ ２６ ５ ３４ ８ ６２ ７ ８２ ６

资料来源:国际电信联盟«２０１８ 年衡量信息社会报告(第二卷)»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ｔｕ
ｉｎｔ / ｅｎ / ＩＴＵ － Ｄ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ｍｉｓｒ２０１８ / ＭＩＳＲ － ２０２０ － Ｖｏｌ － ２ － Ｅ ｐｄｆ

在全球范围内ꎬ中亚国家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水平与地区外国家相比存在

很大差距ꎮ 就国际电信联盟 ２０１７ 年的统计数据来看ꎬ这些国家在固定电话

和固定宽带普及率、有电脑家庭占比、入网家庭占比、网民占比和网民人均带

宽方面的指标都低于世界和独联体国家平均水平ꎮ 除移动电话外ꎬ中亚五国

的其他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指标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ꎻ除 ３Ｇ、４Ｇ 覆盖率略高

之外ꎬ其他指标均低于独联体国家水平ꎮ 中亚国家的企业对信息通信技术的

接入和应用水平不高ꎬ企业的互联网普及率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低ꎬ能对信息

通信技术进行复杂运用的企业也较少ꎮ
与此同时ꎬ在中亚地区内ꎬ五国之间的信息通信技术发展差距也很明显ꎮ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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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ꎬ在技术水平方面哈萨克斯坦处于上游ꎬ乌吉两国处于中游ꎬ塔土两

国处于下游ꎻ在市场环境和政府管控方面ꎬ哈吉两国相对开放和宽松ꎬ乌、塔、
土三国相对封闭和严格ꎮ 本质上ꎬ中亚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与发展模式的差

别以及在人力、资本、技术和管理等方面资源禀赋的差异共同决定了地区内

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ꎮ 例如ꎬ由于拥有较好的市场环境和要素

禀赋优势ꎬ哈萨克斯坦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水平远高于其他中亚国家ꎬ在有电

脑家庭占比、入网家庭占比、网民占比、网民人均带宽、在线移动宽带普及率

等指标上遥遥领先ꎬ是塔土两国的 ６ ~ ７ 倍ꎮ 此外ꎬ必须指出ꎬ在中亚国家内

部的不同地区内ꎬ尤其是城市与农村之间ꎬ在信息通信技术接入与应用上也

存在很大差别ꎮ
聚焦来看ꎬ网速作为反映信息通信技术基础环境质量的重要指标ꎬ典型

地体现了中亚地区内外存在的发展差距ꎮ ２０１７ 年中亚国家网民人均国际干

线带宽为每秒 ２８ ３８Ｋｂｉｔꎬ远低于每秒 ７６ ６Ｋｂｉｔ 的世界平均水平ꎬ比独联体平

均水平 ６６ ８Ｋｂｉｔ 的一半还低ꎮ 其中最高的是哈萨克斯坦ꎬ为每秒 ６９ ８Ｋｂｉｔꎬ
而塔土两国却不及 ３Ｋｂｉｔꎮ 从固定宽带速度细分来看ꎬ中亚整体网速在每秒

１０Ｍｂｉｔ 以下ꎬ高、中、低三个区间分布较平均ꎬ几乎各占 １ / ３ꎬ这与独联体地区和

世界以高区间为主的分布呈鲜明对比ꎮ 五国中ꎬ哈吉两国网速以等于或大于每

秒 １０Ｍｂｉｔ 为主ꎬ而乌、塔、土三国的网速 ４０％以上仍处在每秒 ２５６Ｋｂｉｔ ~ ２Ｍｂｉｔ
之间①ꎮ 从国家内部不同地区来看ꎬ五国城市的宽带用户数量和速度都远大于

小城镇和农村ꎮ
３ 安全性不高

中亚地区信息通信技术接入和应用的安全性总体不高ꎮ 根据 ２０１８ 年国

际电信联盟全球网络安全指数②ꎬ哈乌信息通信技术安全性相对较好ꎬ安全

指数分别为 ０ ７８ 和 ０ ６６ꎬ在 １７５ 个国家中排名第 ４０ 位和第 ５２ 位ꎻ塔吉安全

性较低ꎬ指数为 ０ ２６ 和 ０ ２５ꎬ排名第 １０７ 位和第 １１１ 位ꎻ土库曼斯坦安全性

最低ꎬ指数仅为 ０ １１５ꎬ排名第 １４３ 位③ꎮ 中亚地区安全服务器(加密)整体上

—１８—

①

②

③

ＩＴＵꎬ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Ｒｅｐｏｒｔ － Ｖｏｌｕｍｅ ２ ꎬ ＩＣＴ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２０１８ꎬ ｐｐ ８８ꎬ ９５ꎬ １７６ꎬ １８５ꎬ １９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ｔｕ ｉｎｔ / ｅｎ / ＩＴＵ － Ｄ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ｍｉｓｒ２０１８ / ＭＩＳＲ － ２０１８ － Ｖｏｌ － ２ － Ｅ ｐｄｆ

即 ＩＴＵ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ꎬ是衡量各国网络安全水平的综合指数ꎬ由法律措施、
技术措施、组织措施、能力建设措施和合作措施五大方面共 ２５ 个指标组成ꎬ数值在０ ~１之间ꎮ

ＩＴＵꎬＧｌｏｂａｌ Ｃｙｂｅｒ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ＧＣＩ)２０１８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ｔｕ ｉｎｔ / ｄｍｓ＿ｐｕｂ / ｉｔｕ － ｄ /
ｏｐｂ / ｓｔｒ / Ｄ － ＳＴＲ － ＧＣＩ ０１ － ２０１８ － ＰＤＦ － Ｅ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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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缺乏ꎮ 从每百万人口中安全服务器的数量来看ꎬ哈、乌、吉三国排名中

上ꎬ分别为 １ ３７４ １７ 台、２７８ ９５ 台和 １７０ ２１ 台ꎬ而排名靠后的塔土两国仅有

２７ ３６ 台和 ５ ９８ 台①ꎮ 此外ꎬ中亚国家易受地震、洪水、山崩、泥石流、灰尘和

沙尘暴以及干旱和极端天气等自然灾害的影响ꎬ而人口、信息通信基础设施

以及包括信息通信技术生产、服务、贸易在内的大部分经济活动多集中在自

然灾害高发区ꎬ这对中亚信息通信技术稳定发展造成很大负面影响ꎮ 许多中

亚国家的光纤暴露在自然灾害高发地区ꎬ很容易受到破坏ꎬ导致网络连接及

其相关服务中断ꎮ 土乌两国被列为互联网断网的高风险国家ꎬ塔吉两国则面

临中等程度的断网风险②ꎮ
(二)信息通信技术价格

得益于信息通信技术快速发展与相关政策支持ꎬ近些年中亚信息通信技

术价格整体下降趋势明显ꎮ 然而ꎬ从世界范围内看ꎬ中亚信息通信技术价格

总体偏高ꎬ并且地区内差异非常大ꎬ并未完全形成信息通信技术价格与获得

和应用之间的良性循环③ꎮ
一方面ꎬ近 １０ 年来ꎬ中亚信息通信技术价格指数④显著降低ꎮ 五国的固

定电话、移动电话、固定宽带和移动宽带平均价格指数总体呈现下降趋势ꎮ
其中ꎬ固定电话平均价格指数始终不高ꎬ在 ２０１３ 年降至 １％以下ꎮ 移动电话

价格指数呈波动下降态势ꎬ与 ２０１１ 年相比ꎬ２０１２ 年下降近一半ꎬ２０１３ 年以后

维持在 ２％左右ꎮ 固定宽带和移动宽带价格指数在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年大幅下降ꎬ
分别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２０１ ４３％ 和 ７５ ３９％ 陡降至 ２０１２ 年的 ９ １％ 和 １１ ７３％ ꎮ
随后其降速放缓ꎬ到 ２０１７ 年降至 ４％左右(见图 １)⑤ꎮ

—２８—

①

②

③

④

⑤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ꎬ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ｃａｔａｌｏｇ /
ｗｏｒｌ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ＵＮ ＥＳＣＡＰꎬ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ｔ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 ＳＭＥｓ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ꎬ２０１７ꎬ
ｐ ３１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ｅｓｃａｐ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ＳＭＥｓ％２０ｉｎ％２０ＳＰＥＣＡ％２０ｆｉｎａｌ ｐｄｆ

信息通信技术价格与信息通信技术服务获得与应用之间存在双向关系:较

低的价格提高了可支付性ꎬ促进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ꎬ而较高程度的信息通信技术应

用为相关业务发展创造了条件ꎬ促使运营商在规模经济中受益ꎮ 这一过程可形成良

性循环ꎬ即较低价格推动信息通信技术获得与应用ꎬ反过来又使得信息通信技术价格

更低ꎮ
信息通信技术价格指数反映信息通信技术商品与服务的可负担性ꎬ通常由信息

通信技术相关设备和服务价格占人均国民总收入(ＧＮＩ)的比重来衡量ꎮ
ＩＴＵꎬ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Ｒｅｐｏｒｔꎬ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ｔｕ ｉｎｔ /

ｐｕｂ / Ｄ － ＩＮＤ － ＩＣＴＯ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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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１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７ 年中亚五国移动电话、固定与移动宽带平均价格指数(％)

资料来源:国际电信联盟«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８ 年衡量信息社会报告»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ｔｕ. ｉｎｔ /

ｐｕｂ / Ｄ － ＩＮＤ － ＩＣＴＯＩ

另一方面ꎬ中亚信息通信技术价格指数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较高①ꎬ地
区内信息通信技术价格指数参差不齐ꎮ 哈萨克斯坦情况较好ꎬ移动电话、
固定和移动宽带价格指数均小于 １％ ꎮ 土库曼斯坦居中ꎬ各项指数接近世

界平均水平ꎮ 而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排名靠后ꎻ
２０１７ 年吉固定宽带价格指数为 ８ ８８％ ꎬ基于手机端预付费的移动宽带价

格指数 为 ４ ９６％ ꎻ乌 基 于 电 脑 端 后 付 费 的 移 动 宽 带 价 格 指 数 高 达

１５ ９７％ ②ꎮ 各国政府虽已采取措施降低信息通信技术价格指数ꎬ但其效果

目前并未完全显现ꎮ 中亚国家均属内陆国家ꎬ虽然可使用卫星进行网络连

接ꎬ但其费用昂贵且速度相对较慢ꎬ因而不得不依靠邻国的海底光缆ꎮ 五个

内陆国除了承担相关基础设施成本外ꎬ还必须承担邻国附加的传输和互连成

本ꎬ面临相当大的价格控制压力ꎮ
(三)信息通信技术产业

中亚国家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果ꎬ然而目前仍处于发展

—３８—

①

②

根据联合国地区经济与社会委员会的分类ꎬ服务价格占人均国民总收入的 ５％
以上是“昂贵”ꎬ如果低于 ２％ 为“负担得起”ꎮ 按照联合国宽带委员会发展目标ꎬ到 ２０２５
年ꎬ发展中国家的入门级宽带服务可承受价格不超过其月人均国民总收入的 ２％ ꎮ

ＩＴＵꎬ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Ｒｅｐｏｒｔ － Ｖｏｌｕｍｅ １ꎬ ２０１８ꎬ ｐｐ ９５ － １４６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ｔｕ ｉｎｔ / ｅｎ / ＩＴＵ － Ｄ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ｍｉｓｒ２０１８ / ＭＩＳＲ － ２０１８ －
Ｖｏｌ －１ － Ｅ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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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ꎬ信息通信技术产业总产值不大ꎬ占 ＧＤＰ 的比重不高ꎬ并且信息通信技

术服务业与制造业发展失衡严重ꎬ信息通信技术服务业产值远远大于制造

业ꎬ占信息通信技术总产值的绝大部分ꎮ
以哈萨克斯坦为例ꎬ２０１７ 年哈信息通信技术行业规模(商品生产销售总

额)约为 １ ８７ 万亿坚戈ꎬ占其 ＧＤＰ 的 ３ ５％ ①ꎻ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的服务业

占比为 ９８％ ꎬ其中通信服务业占主导ꎬ而信息通信技术制造业仅占 ２％ ꎬ以消

费性电子产品为主②ꎮ
在信息通信技术贸易方面ꎬ无论是信息通信技术商品ꎬ还是服务ꎬ中亚国

家相关贸易额都不大ꎬ且出口额远小于进口额ꎬ出口与进口比例严重失衡ꎮ
信息通信技术商品进出口中通信设备占主导ꎬ而服务进口以电脑服务为主ꎬ
出口以电信服务为主ꎮ

例如ꎬ２０１７ 年哈吉两国信息通信技术服务出口额约为１ １６ 亿美元和４ ０００ 万

美元ꎬ分别占国家出口总额的１ ８％和４ ８％ꎮ 哈信息通信技术商品进口约是出口

的 ４０ 倍ꎬ吉该数值约为 ２０ 倍③ꎮ ２０１７ 年在哈信息通信技术商品贸易中ꎬ通信

设备进口占该类商品总进口的 ４５％ 、出口占 ３０％ ꎬ在信息通信技术服务贸易

中ꎬ电脑服务进口占总进口的 ４９％ ꎬ电信服务出口占总出口的 ８６％ ④ꎮ

表 ３ ２０１７ 年哈萨克斯坦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结构

指标 产值 (万亿坚戈) 占比(％ )

信息通信技术产业 １ ０５６ １ １００. ００

　 制造业方向 ０ ０２１ ２ ２ ００

　 　 电子元件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１

　 　 电脑与外围设备 ０ ００２ ８ ０ ３０

　 　 通信设备 ０ ００６ ３ ０ ６０

　 　 消费性电子产品 ０ ０１２ ０ １ １０

—４８—

①

②
③

④

Отчёт по развитию отрасли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 － коммуникационных технологий
в Республике Казахстан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ａｓｓｅｔｓ ｋｐｍ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ｄａｍ / ｋｐｍｇ / ｋｚ / ｐｄｆ / ｋｚ － ｃｏｍｍ －
ｔｅｃｈ － ｒｅｐｏｒｔ － ３ ｐｄｆ

胡颖、董天起:«ＩＣＴ 产业:中哈合作的前景与对策»ꎬ«国际经济合作»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ꎮ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Ｏｐｅｎ Ｄａｔａ:ＩＣ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ｘｐｏｒｔｓꎬＢｏＰ)ꎻＩＣＴ ｇｏｏｄｓ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ｇｏｏｄｓ ｅｘｐｏｒｔｓ)ꎻＩＣＴ ｇｏｏｄｓ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ｔｏｔａｌ ｇｏｏｄｓ ｉｍｐｏｒｔｓ)ꎬ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同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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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指标 产值 (万亿坚戈) 占比(％ )

　 服务业方向 １ ０３５ ９８ ００

　 　 通信 ０ ７５２ ７１ ２０

　 　 软件开发 ０ ０８７ ８ ３０

　 　 信息技术、数据、计算机服务等 ０ １９５ １８ ５０

资料来源:胡颖、董天起:« ＩＣＴ 产业:中哈合作的前景与对策»ꎬ«国际经济合作»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ꎻ哈萨克斯坦“Ｚｅｒｄｅ”国家信息技术公司和毕马威公司:«哈萨克斯坦 ＩＣＴ 产业报

告»ꎬｈｔｔｐｓ: / / ａｓｓｅｔｓ ｋｐｍ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ｄａｍ / ｋｐｍｇ / ｋｚ / ｐｄｆ / ｋｚ － ｃｏｍｍ － ｔｅｃｈ － ｒｅｐｏｒｔ － ３ ｐｄｆ

表 ４ ２０１７ 年哈萨克斯坦信息通信技术贸易结构

指标 出口(亿美元) 占比(％ ) 进口(亿美元) 占比(％ )

信息通信技术贸易 １ ９８ ７ ８ ２３ ４９ ９２ ２

　 商品 ０ ８２ ４２ ４ ２０ ５１ ８７ ３

　 　 电子元件 ０ １６ ８ １ １ ８９ ８ ０

　 　 电脑与外围设备 ０ １０ ５ １ ２ ５０ １０ ６

　 　 通信设备 ０ ２４ １２ １ ９ １５ ３９ ０

　 　 音像设备 ０ １６ ８ １ ２ ７５ １１ ７

　 　 其他信息通信技术产品 ０ １７ ８ ６ ４ ２２ １８ ０

　 服务 １ １６ ５８ ６ ２ ９８ １２ ７

　 　 电信 １ ００ ５０ ５ ０ ９７ ４ １

　 　 电脑 ０ １５ ７ ６ １ ４６ ６ ２

　 　 信息 ０ ０１ ０ ５ ０ ５６ ２ ４

资料来源:同表 ３ꎮ

三　 中亚发展信息通信技术面临的挑战

(一)缺乏资金、技术和人才

信息通信技术发展为创新导向型ꎬ其发展高度依赖资金、技术和人才的

积累ꎮ 尽管中亚国家充分认识到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所需的上述关键要素的

重要性ꎬ并已在这几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ꎬ但投资有限、技术不足、人才缺失

仍然是制约信息通信技术发展的瓶颈ꎮ
首先ꎬ资金不足对中亚信息通信技术发展产生了直接抑制作用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各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ꎬ然而其规模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不大ꎬ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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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地区未完全实现高水平的工业化发展ꎮ 中亚五国目前均处于经济转型

阶段ꎬ经济发展在不同程度上面临过度依赖资源、受外部影响较大、创新水平

较低等难题ꎬ尚未给信息通信技术高效发展营造良好环境ꎮ 各国国民收入和

国家预算较为有限ꎬ流向信息通信技术的资金不多ꎮ 与此同时ꎬ中亚国家在

发展信息通信技术方面吸引外资能力较弱ꎮ 外国资本主要投向能源、矿产等

领域ꎬ加之中亚信息通信技术行业多属垄断性质ꎬ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

对外国资本的吸收ꎮ 上述资金缺口直接掣肘中亚信息通信技术项目进程ꎬ对
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应用、产业发展等领域的跨越式发展形成重大挑战ꎮ

其次ꎬ技术落后严重限制了中亚信息通信技术发展与创新ꎮ 中亚信息通

信技术和产品的竞争力弱ꎬ制造水平、技术与创新能力低ꎬ导致信息通信技术

产业对外依存度非常高ꎬ数据库、处理器、存储和芯片、操作系统等关键技术

和产品基本依靠进口ꎬ本地化的硬件与软件供应不足ꎮ 政府、高校、企业对信

息通信技术研究开发的投入较为有限ꎬ相关创新性成果十分罕见ꎬ符合«专利

合作条约»(ＰＣＴ)规定的相关专利申请数量微乎其微①ꎮ
最后ꎬ技术人才短缺对中亚信息通信技术的持续发展形成挑战ꎮ 中亚国

家在人力资本领域竞争力不强ꎮ 根据 ２０１８ 年«电子政务调查报告»ꎬ中亚平

均人力资本指数不高ꎬ只有哈萨克斯坦的指数为 ０ ８９ꎬ吉、乌、塔均在 ０ ７ 以

上ꎬ而土库曼斯坦为 ０ ６８ꎬ其入学率、预期和平均受教育年限均在五国中排在

末位②ꎮ 同时ꎬ技术人员和相关专业人员占比较低ꎬ平均只有总人口的 ７％ ③ꎮ
具备信息通信技术技能④的人占比也很低ꎮ 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情况最好的

—６８—

①

②

③
④

根据 ２０１９ 年网络就绪指数ꎬ排名最高的哈萨克斯坦此项分数仅为 １ ０１ 分ꎬ在

１２１ 个统 计 国 家 中 排 名 第 ７５ 位ꎮ 详 见 Ｓｏｕｍｉｔｒａ Ｄｕｔｔａ ＆ Ｂｒｕｎｏ Ｌａｎｖｉｎꎬ Ｔｈ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Ｒｅａｄｉ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Ｆｕｔｕｒｅ － Ｒｅａｄ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ｐ １９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ｔｗｏｒｋｒｅａｄｉｎｅ
ｓｓｉｎｄｅｘ ｏｒｇ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０ / ０３ / Ｔｈｅ － Ｎｅｔｗｏｒｋ － Ｒｅａｄｉｎｅｓｓ － Ｉｎｄｅｘ － ２０１９ － Ｎｅｗ －
ｖｅｒｓｉｏｎ －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０ －２ ｐｄｆ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Ｅ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ｕｒｖｅｙ ２０１８ꎬｐｐ ２５６ －２６３ꎬｈｔｔｐｓ: /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 ｏｒｇ / ｅｇｏｖｋｂ / Ｐｏｒｔａｌｓ / ｅｇｏｖｋｂ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ｕｎ / ２０１８ － Ｓｕｒｖｅｙ / Ｅ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２０Ｓｕｒｖｅｙ％
２０２０１８＿ＦＩＮＡＬ％２０ｆｏｒ％２０ｗｅｂ ｐｄ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ｕ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ＩＬＯＳＴＡＴꎬｈｔｔｐｓ: / / ｉｌｏｓｔａｔ ｉｌｏ ｏｒｇ /
根据国际电信联盟( ＩＴＵ)在 ２０１８ 年新增的次级指标ꎬ个人信息通信技术技能包

括 ９ 项:复制或移动文件和文件夹ꎻ使用复制和粘贴工具完成对文档中信息的相应操作ꎻ
发送带有附件的电子邮件ꎻ在电子表格中使用基本算术公式ꎻ连接和安装新设备ꎻ使用演

示软件创建电子演示文稿ꎻ查找、下载、安装和配置软件ꎻ在计算机和其他设备之间传输文

件ꎻ使用专门的程序设计语言编写计算机程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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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仅占总人口的 １２ ６％ ①ꎮ 虽然一些中亚国家已开始了信息通信技

术人才培养合作ꎬ但依然缺乏专业的教育与培训ꎬ不能充分满足该领域发展的

人才需求ꎬ未能对中亚信息通信技术长期稳健发展提供强劲的驱动力ꎮ

表 ５ 中亚国家人力资本指数②及其组成部分

指标
哈萨克
斯坦

吉尔吉
斯斯坦

塔吉克
斯坦

土库曼
斯坦

乌兹别克
斯坦

人力资本指数(ＨＣＩ) ０ ８９ ０ ７９ ０ ７３ ０ ６８ ０ ７４

成人识字率(％ ) ９９ ８０ ９９ ５９ ９９ ８０ ９９ ７０ ９９ ９０

毛入学率(％ ) ９３ ７３ ８２ ７２ ７０ ９３ ６１ ２３ ６８ ８０

预期受教育年限(年) １５ ４４ １２ ９７ １１ ４０ １０ ９０ １２ ００

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１１ ８０ １０ ９０ １０ ７０ ９ ８０ １１ ５０

资料来源:２０２０ 年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ꎬｈｔｔｐｓ: /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 ｏｒｇ /
ｅｇｏｖｋｂ / Ｐｏｒｔａｌｓ / ｅｇｏｖｋｂ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ｕｎ / ２０２０ － Ｓｕｒｖｅｙ / ２０２０％ ２０ＵＮ％ ２０Ｅ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２０Ｓｕｒｖｅｙ％２０(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Ｅｄｉｔｉｏｎ) ｐｄｆ

注:表内具体数据统计年份不一ꎮ 成人识字率吉为 ２０１８ 年ꎬ乌为 ２０１６ 年ꎬ哈、塔、土
为 ２０１５ 年ꎻ毛入学率哈吉为 ２０１８ 年ꎬ乌为 ２０１７ 年ꎬ塔土两国为 ２０１３ 年ꎻ预期受教育年限

和平均受教育年限五国均为 ２０１８ 年ꎮ

(二)监管不完善

高效且动态化的监管对于信息通信技术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ꎮ 随着

信息通信技术在各领域不断渗透ꎬ其监管范围和深度也在扩大ꎮ 客观来看ꎬ
中亚信息通信技术监管并未与其发展同步ꎬ在监管内容、措施和权责划分等

方面仍不完善ꎬ监管的参与度、制度化和综合性水平相对较低ꎬ这在很大程度

上阻碍了信息通信技术的高质量快速发展ꎮ
第一ꎬ中亚国家政府自身电子信息化程度不高ꎬ网上服务水平和质量、

政府对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和效率都有待提升ꎬ这本身对技术监管构成很

大挑战ꎮ 中亚国家的电子政务发展指数、在线服务指数、电子参与指数③整

—７８—

①
②

③

ＵＮＥＳＣＯ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ꎬＵＩＳ Ｓｔａｔ ꎬ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ｕｉｓ ｕｎｅｓｃｏ ｏｒｇ /
人力资本指数(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ｄｅｘꎬＨＣＩ)是电子政务发展指数(ＥＧＤＩ)的二级指

标ꎬ由成人识字率、毛入学率、预期受教育年限和平均受教育年限这四个指标加权平均得出ꎮ
在线服务指数(Ｏｎｌｉｎ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ｅｘꎬＯＳＩ)是电子政务发展指数(ＥＧＤＩ)的二级指

标ꎬ是基于在线服务问卷得出的综合标准化分数ꎻ电子参与指数(Ｅ －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ꎬ
ＥＰＩ)是联合国电子政府调查的补充指数ꎬ它扩展了调查的范围ꎬ重点关注政府在向其公

民提供信息或电子信息共享、与利益相关者互动、参与决策或电子决策过程中的电子咨询

等方面使用的在线服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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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不高ꎬ从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的最新数据来看ꎬ中亚五国这三项

指数的平均值由高到低排名依次为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

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ꎬ分别为 ０ ８７、０ ７４、０ ６７、０ ３９ 和

０ ２３①ꎮ 相比之下五国与信息通信技术监管相关的应用服务(Ａｐｐ、ＯＴＴ 等)
发展更为滞后ꎮ

表 ６ 中亚政府电子信息化指数

指数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电子政务发展
指数(ＥＧＤＩ) ０ ８４ ０ ６７ ０ ４６ ０ ４０ ０ ６７

在线服务指数
(ＯＳＩ) ０ ９２ ０ ６５ ０ ３２ ０ １８ ０ ７８

电子参与指数
(ＥＰＩ) ０ ８４ ０ ６９ ０ ３９ ０ １１ ０ ７６

资料来源:２０１８ 年和 ２０２０ 年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ꎬｈｔｔｐｓ: /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
ａｔｉｏｎ ｕｎ ｏｒｇ / ｅｎ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ＵＮ － ｅ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Ｓｕｒｖｅｙｓ

第二ꎬ中亚地区信息通信技术监管环境欠优ꎬ在监管机构、监管授权、监
管制度、监管框架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主体缺失、功能性弱问题ꎮ 国际电信

联盟开发的信息通信技术监管追踪器②显示ꎬ除吉尔吉斯斯坦外ꎬ其他四国

的信息通信技术监管评分均不及格ꎮ 其中ꎬ哈萨克斯坦信息通信技术监管

有待提升ꎬ评分为 ５４ꎻ乌兹别克斯坦信息通信技术监管处于初级阶段ꎬ评分

为 ２１ ８ꎻ而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的监管处于起步和萌芽阶段ꎬ评分仅为

１４ 和 ７ ７③ꎮ

—８８—

①

②

③

２０２０ 年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ꎬｈｔｔｐｓ: /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 ｏｒｇ / ｅｇｏｖｋｂ /
Ｐｏｒｔａｌｓ / ｅｇｏｖｋｂ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ｕｎ / ２０２０ － Ｓｕｒｖｅｙ / ２０２０％２０ＵＮ％２０Ｅ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２０Ｓｕｒｖｅｙ％２０
(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Ｅｄｉｔｉｏｎ) ｐｄｆꎻ根据 ２０２０ 年电子政务调查报告ꎬ中亚五国的电子参与指数未出

现明显变化ꎬ表 ６ 沿用 ２０１８ 年的数据ꎮ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Ｅ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ｕｒｖｅｙ ２０１８ꎬｐｐ ２２８ －
２３２ꎬ ２４５ － ２４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ｐｕｂｌｉｃａ 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 ｏｒｇ / ｅｇｏｖｋｂ / Ｐｏｒｔａｌｓ / ｅｇｏｖｋｂ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ｕｎ /
２０１８ － Ｓｕｒｖｅｙ / Ｅ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２０Ｓｕｒｖｅｙ％２０２０１８＿ＦＩＮＡＬ％２０ｆｏｒ％２０ｗｅｂ ｐｄｆ

国际电信联盟开发的一种实证分析工具ꎬ有助于理解信息通信技术监管的发展、
制定标准并确定信息通信技术法律和监管框架ꎮ 由监管机构、授权、制度和信息通信技术

部门竞争框架四大领域共 ５０ 个指标组成ꎮ
ＩＴＵꎬＩＣ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 Ｔｒａｃｋｅｒ ２０１９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ｔｕ ｉｎｔ / ｎｅｔ４ / ｉｔｕ － ｄ / ｉｒｔ / ＃/ ｔｒａｃｋｅｒ －

ｂｙ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 ｔｒａｃｋｅｒ / 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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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２０１９ 年中亚信息通信技术监管追踪指数

指数 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监管机构 ６ ０ ７ ０ １６ ０ ２ ０ ０

监管授权 １０ ０ ６ ５ １６ ５ ６ ０ ６ ０

监管制度 １４ ０ ２ ０ １６ ０ ２ ０ ０

竞争框架 ２４ ０ ６ ３ ２６ ０ ４ ０ １ ７

总分 ５４ ０ ２１ ８ ７４ ５ １４ ０ ７ ７

资料来源:ＩＴＵ:ＩＣ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 Ｔｒａｃｋｅｒ ２０１９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ｔｕ ｉｎｔ / ｎｅｔ４ / ｉｔｕ － ｄ / ｉｒｔ / ＃ /
ｔｒａｃｋｅｒ － ｂｙ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 ｔｒａｃｋｅｒ / ２０１９

第三ꎬ各国政府对信息通信技术的综合监管和协同监管不足ꎮ 根据国际

电信联盟对全球信息通信技术行业监管演进历程的概括与分类ꎬ中亚信息通

信技术监管尚处于以“公共垄断监管与手段”、“开放市场局部自由化”、“支
持投资、创新和接入”为核心的前三代监管进程中ꎬ与“经济和社会政策主导

下的综合监管”、“包容和协同监管”为主的第四代和第五代监管相差较远ꎮ
目前ꎬ中亚国家对业务许可、供应链维护、网络中立与安全、消费者权利与隐

私保护、频谱管理和税收改革等新生信息通信技术监管问题的综合治理能力

较弱ꎬ信息通信技术监管机构与其他监管机构缺乏协同合作①ꎮ
(三)联通性不足

中亚国家在数字化发展领域的互联互通相对滞后ꎮ 根据中国国家信息

中心对“一带一路”国家“数字丝绸之路”畅通水平的评估ꎬ中亚五国的指数

整体较低ꎬ只有哈萨克斯坦进入中等水平ꎬ在 ７１ 个国家中排名第 １９ 位ꎬ其余

四国均处于较低水平ꎬ排名非常靠后②ꎮ
对地处内陆的发展中国家来说ꎬ发挥信息通信技术联通性有助于其架起

远距离、多领域、贯穿内外的互联互通桥梁ꎮ 然而ꎬ各国在信息通信技术领域

与区域外部的联通性不高ꎬ信息通信技术走廊建设存在缺口ꎮ 中亚国家内陆

性地理特征使其很难从跨海洋连接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中直接获益ꎬ这些

国家的多山与沙漠地形也增加了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难度ꎮ 除了

—９８—

①

②

国际电信联盟 ２０１８ 年发布«信息通信技术新生态监管挑战与机遇»报告ꎬ提出信

息通信技术监管演进 ５ 个历程和 １３ 个方面的监管趋势ꎮ 袁玮、姜涵:«信息通信技术新生

态监管挑战与机遇»ꎬ«信息通信技术与政策»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ꎮ
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２０１８)»ꎬ商务

印书馆 ２０１８ 年版ꎬ第 １０７ ~ １０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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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建设等物质层面的联通性不足外ꎬ中亚国家在海关手续、信息通

信技术立法和技术标准等“软联通”方面也存在各种不足ꎮ 事实上ꎬ中亚的

区域一体化较为有限ꎬ在进行信息通信技术资源国际中转过程中经常受到

邻国市场结构和接入条件的制约ꎮ 一些国家仍实行保护主义政策ꎬ这对信

息通信技术供给走廊的畅通形成较大阻碍ꎮ 信息通信技术连接的过境定

价、政策协调以及与外部国家的外交关系日益成为整个中亚地区的重要

问题ꎮ

四　 中国与中亚信息通信技术合作建议

为应对上述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所面临的挑战ꎬ中亚国家急需发展国际合

作ꎬ以充分利用外部市场和投资、引入先进技术和借鉴数字信息化强国的发

展经验ꎮ 中国在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发展位居世界前列ꎬ具有相对成熟的技

术和发展经验ꎬ并追求以“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为契机提升全球数字经济合作

与发展水平ꎮ 着力加强中国与中亚信息通信技术合作ꎬ符合双方信息通信技

术产业的发展需求ꎬ是顺应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共建“数字丝绸之路”的必然

之举ꎮ
发展信息通信技术离不开四个层面的支撑:在顶层设计层面ꎬ明确整

体发展目标、质量与速度ꎬ指明发展方向ꎻ在宏观层面ꎬ国家制定并实施

的制度措施以及政府提供的相关服务构成信息通信技术发展的引力ꎻ在
中观层面ꎬ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为信息通信技术发展的核心ꎻ在微

观层面ꎬ企业、市场与个人数字化能力的培养与建设是信息通信技术发

展的基础ꎮ
(一)促进信息通信技术战略对接与协调ꎬ提升联通性合作

１ 促进“一带一路”倡议和“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与中亚信息通信技术发

展战略的系统性对接

中亚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和“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在目

标上具有一致性ꎬ在内容上具有协同性ꎬ这构成了战略对接的坚实基础ꎮ 如

图 ２ 所示ꎬ信息通信技术能力和安全允许并保证国家、人民和组织之间进行

有效的信息交换ꎬ共享和沟通带来了新的交流方式ꎬ为贸易、投资和金融合作

提供了便利ꎻ而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是维系设施联通和政策沟通的关键ꎮ
“数字丝绸之路”系统的物质、技术、商业、制度、思想五个构成层面依次对应

固定资产投资、技术攻坚与合作、政府牵头企业主导的商业模式、各自制度的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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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接、合作双赢的思维①ꎬ这五点与信息通信技术可及性、可负担性、安全性、
联通性、可持续性五大发展目标之间又相互作用、相互影响ꎮ

当前ꎬ中国与中亚国家应致力于提高信息通信技术相关发展战略和政策

对接的速度和水平ꎬ提高综合协调能力ꎬ形成更多备忘录并签署相关合作协

议ꎬ共同构建互联互通的信息通信技术发展与合作网络ꎮ

图 ２ “一带一路”、“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与信息通信技术发展关系图

２ 强化中国与中亚信息通信技术合作的跨区域协调

从国际角度来看ꎬ中国与中亚在该领域的合作仍面临外部干扰ꎬ存在一

定地缘政治风险ꎻ从区域内部来看ꎬ中亚各国信息通信技术发展处于不同阶

段ꎬ其发展规划侧重点与路径有所不同ꎬ这在客观上要求中国与中亚政府强

化区域内外有关合作计划与战略、法律与政策的协调ꎮ 为此ꎬ中亚国家必须

恪守“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所秉持的开放、合作原则ꎬ明确信息通信技术合作

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ꎬ建立定期沟通和交流机制ꎬ充分发挥多种已有合作机

制的作用ꎬ利用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亚信会议”等国际平台ꎬ融合

企业、政府、高校和研究机构等主体ꎬ就共同关心的信息通信技术接入与应

用、数据保护、网络安全、网络犯罪等问题进行协商ꎬ推进相关政策、法律和制

度协调发展ꎮ

—１９—

① 向坤:«从数字经济视角看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内涵、结构和发展路径»ꎬ«西部

论坛»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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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提高中国与中亚信息通信技术建设的联通性

中国应注重中亚国家连接欧亚的地理优势ꎬ助力其成为联通欧亚的全球

数字枢纽之一ꎬ维持和加强相关人员、技术和创新的自由流动ꎬ通过不断提升

联通性来平衡数字资源ꎬ消弭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间和城乡间的发展差距ꎮ
一方面ꎬ双方应努力推进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的“硬联通”ꎬ加强诸如

跨亚洲—欧洲光缆系统、欧洲—波斯快速通道和跨欧亚信息高速公路①等地

面电缆网络的相互连接ꎬ同时将世界银行“数字 ＣＡＳＡ”项目、互联网协会“超
越网络”项目、费尔干纳山谷的“数字处理与交换中心”项目②等在建和规划

中的大型基建项目协同起来ꎬ促进区域主干网络与国内光纤网络的连接、提
高国际链路的便利程度ꎬ从而改善信息通信技术整体上的可及性和可负担

性ꎮ 另一方面ꎬ双方应加强政策、规则、标准、机制的“软联通”ꎮ 针对中国与

中亚以及中亚国家之间在发展战略、诉求与供需状况的差异ꎬ进行信息通信

技术“软联通”时应求同存异ꎬ依托具体项目开展务实合作ꎮ 双方应尽量挖掘

潜力ꎬ为信息通信技术产业跨境合作创造良好条件ꎬ对产品进出口提供具体

且有针对性的支持ꎬ简化通关与过境流程ꎬ降低使用成本ꎬ促进信息通信技术

商品和服务贸易便利化ꎮ
(二)增强政府电子信息化和技术监管能力ꎬ提升治理合作

１ 加快“数字政府”建设与合作

电子政务逐步成为一国数字化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ꎮ 中

国与中亚各国信息通信技术可持续发展与合作在客观上要求各方政府必须

加强自身的电子政务能力建设ꎮ
一方面ꎬ政府本身也是信息通信技术的主要使用者ꎬ应发挥引领作用ꎬ不

断提高政府信息网络化程度ꎬ在普及传统信息通信技术的同时使用云计算和

大数据等先进技术ꎬ实施更多电子解决方案ꎬ简化行政程序ꎬ提高决策的科学

性与有效性ꎮ 另一方面ꎬ政府需要提供宽范围、高效用的数字服务ꎬ开发和使

用更多共享服务平台ꎬ增加环境保护、医疗卫生、公共教育等领域的电子服务

和应用数量ꎬ以相应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ꎮ 中亚各国政府在上述方面的发展

—２９—

①

②

Ａｓｉ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ｎｔ'ｓ ＲｅｐｏｒｔꎬＵｎｌｅａ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ꎬ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ꎬｔｈｅ Ｃａｕｃａｓｕｓ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ꎬ２０１５ꎬｐ ２２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ｄｂ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ｐｒｏｊｅｃｔ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１７８５３１ /

Ｔａｌａｎｔ Ｓｕｌｔａｎｏｖꎬ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Ｋｙｒｇｙｚ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Ｉｄｅａ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ａｔ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ｏｒｕｍ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ｒｇ / ｂｌｏｇ / ２０１８ / ０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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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滞后ꎬ中国应发挥优势ꎬ同中亚国家开展与电子政务相关的软硬件配备

与升级、数据传输和处理优化、数字综合服务提升等方面的合作ꎮ
２ 提高信息通信技术监管能力与治理合作

第一ꎬ在监管法制化方面ꎬ中亚和中亚各国政府应加快制定信息通信技

术监管相关法律法规ꎬ明确政府、企业、消费者等主体的权利与义务ꎬ完善技

术监管部门的组织和队伍建设ꎬ明晰权责划分ꎬ出台在政府运行和综合治理

中信息通信技术应用的相关规章安排ꎬ制定实操性更强的涉及信息通信技术

管理范围、要求、具体流程等方面的规范性文件ꎮ 中国和中亚国家在信息通

信技术监管法制化合作中ꎬ必须注重针对性ꎬ尤其是在相对棘手的信息通信

技术安全问题上ꎬ应加强网络安全立法方面的沟通ꎬ协调个人信息泄露、运维

系统破坏、网络数据违规操作等信息通信技术供应链安全管理相关规则ꎬ同
时提高对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执法力度ꎬ努力营造信息通信技术合作的良好

监管环境ꎮ
第二ꎬ在监管融合化方面ꎬ面对信息通信技术快速发展已使得互联网与

传统行业无法隔离开来的现实ꎬ中国与中亚国家应追求监管的跨界配合ꎮ 双

方信息通信技术监管部门需要探索跨行业监管与合作模式ꎬ实施跨部门联动

监管合作ꎮ 例如ꎬ针对不正当竞争行为ꎬ双方应加强竞争监管部门、行业主管

部门和信息通信技术监管部门间的协同监管ꎮ
第三ꎬ在监管平衡化方面ꎬ中国与中亚国家信息通信技术监管部门应处

理好监管与创新之间的关系ꎬ在积极贯彻监管政策的同时ꎬ鼓励企业创新实

践ꎬ保持信息通信技术发展的活力ꎮ 在合作实践中ꎬ双方监管部门须注重评

估与平衡消费者、非通信类企业、在线服务提供商、电信运营商、政府部门、国
家整体经济等信息通信技术主体的利益①ꎮ

(三)完善弹性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建设ꎬ提升产业合作

１ 共同打造充足、有弹性的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

对于自然灾害频发、信息通信技术应用有限且安全性不足的中亚地区来

讲ꎬ建设充足、有弹性的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是当务之急ꎮ 为此ꎬ中国应加

强与中亚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合作ꎬ促进相关项目落实ꎮ
首先ꎬ完善中国与中亚信息通信技术走廊建设ꎮ 双方须积极克服信息通

信技术接入和区域间连接的挑战ꎬ尤其是在网络系统建设方面ꎬ应采取切实

合作行动以优化网络拓扑ꎬ增加网络冗余ꎮ 整体上ꎬ可优先与中亚国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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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网络拓扑合作ꎬ发挥这种网络拓扑在性能、冗余和可扩展性方面的优势ꎬ
补充网络冗余路径ꎮ 可突出中国新疆的核心节点作用ꎬ提高节点的传输路

由、流量控制和网络管理性能ꎬ同时增强每个访问节点的可靠性①ꎬ确保信息

通信技术走廊的互联互通ꎮ 此外ꎬ中国与中亚各国应合力填补互联网交换中

心(ＩＸＰ)②的不足ꎬ完善交换中心的系统化建设ꎬ以降低网络使用费并提升区

域网络服务的质量和竞争性ꎮ
其次ꎬ加强中国与中亚信息通信技术合作项目中配套基础设施的稳定

性ꎮ 事实上ꎬ信息通信技术与道路、电力等其他关键基础设施具有高度关联

性ꎬ相互依赖、相互影响ꎮ 例如ꎬ电力系统的稳定供应、道路的畅通就是提高

通信网络覆盖率和连续工作的重要保证ꎮ 中国与中亚国家在合作项目的建

设中应确保和健全配套基础设施的稳定性ꎬ以提高信息通信技术接入与应用

的安全度ꎮ
最后ꎬ提高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风险防控能力ꎮ 为完善信

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ꎬ中国和中亚国家需对已建和在建的信息通信技术基础

设施合作项目进行系统性风险评估ꎬ对相关环节实施动态监测ꎬ确保提供冗

余电源和进行及时的设备保养ꎬ注重数据备份和在线管理ꎬ加大信息通信技

术风险管理相关应用程序开发与应用ꎬ从而建立起综合抗风险能力ꎮ
２ 以刺激需求为导向促进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发展与合作

中国与中亚信息通信技术合作应整体上以倒逼式发展为导向ꎬ以刺激需

求为重点ꎮ 虽然中亚国家技术发展相对滞后ꎬ但存在巨大的潜在需求ꎬ若其

释放ꎬ将对中亚信息通信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注入巨大动力ꎮ 对于中亚五国

来讲ꎬ刺激需求和扩大供应同样重要ꎬ满足潜在需求或将成为其信息通信技

术发展的关键推手ꎮ 目前来看ꎬ需求的出现直接依赖于更多对民众生活产生

实质性影响且价格可承受的商品与服务的提供ꎮ 中国应精准对接这一需求ꎬ
利用技术优势ꎬ打通信息通信技术产品应用和服务交付的通道ꎬ刺激创业和

创新活动ꎬ带动行业投资和发展ꎮ 另外ꎬ电子商务是极具发展潜力的领域ꎮ
作为电商强国ꎬ中国可向中亚推广基于信息通信技术的电商融合发展模式ꎬ
提供相关技术支持ꎬ通过扩大与中亚的电商合作推动双方在信息通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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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管理和安全维护等方面的发展ꎮ
与此同时ꎬ中国应助力中亚国家推进信息通信技术在服务业的大规模应

用ꎬ促进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升级并更好发挥其对生产率提升和经济增长的助

推作用ꎬ加速信息通信技术投资与生产部门驱动的“重组”阶段向信息通信技

术广泛应用于非生产部门所驱动的“扩张”阶段过渡①ꎮ 中国须与中亚国家

形成合力ꎬ加强信息通信技术产业链上下游的互动和协作创新ꎬ推动信息通

信技术向中亚制造业和服务业渗透式发展、信息通信技术软件与硬件的协同

发展以及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ꎮ
３ 采取综合手段加大对信息通信技术发展的投资

推进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和产业建设的突破点与落脚点在于投资ꎮ
一方面ꎬ中亚国家应致力于创造有利的信息通信技术投资环境ꎬ与国际标准

接轨ꎬ进一步提高吸引外资的能力ꎮ 同时ꎬ应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加大对信息

通信技术投资力度ꎬ同时也注重国内政策与商业性银行对信息通信技术的支

持ꎬ充分利用国际多边金融机构ꎬ申请专项贷款ꎬ成立信息通信技术发展基

金ꎬ努力改善该领域投资不足的状况ꎮ 另一方面ꎬ中国应强化投资引导作用ꎬ
鼓励相关各方加大对中国与中亚信息通信技术合作项目的投资ꎮ 同时ꎬ要追

求双方信息通信技术合作项目融资手段多样化与灵活化ꎬ重视信息通信技术

投资的国际合作ꎬ提高信息通信技术金融创新ꎬ加速金融资源向信息通信技

术领域配置ꎬ推动资金链、创新链与产业链互通互融ꎬ增强创新资本投放与对

接的精准性②ꎮ
(四)提升信息通信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

企业和个人信息通信技术意识和能力的提高是信息通信技术发展的核

心与根本动力ꎮ 中国与中亚国家必须齐心协力ꎬ弥补信息通信技术开发与应

用方面的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之不足ꎬ实现双方在该领域的持续发展与合作

提升ꎮ
１ 提高企业信息通信技术合作水平

中国应提高与中亚国家发展有关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

能、物联网等信息通信技术领域关键和前沿技术的合作ꎬ充分发挥“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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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阿里云”等企业的技术优势ꎬ推进双方在移动网络建设和 ５Ｇ 网络

开发、云服务器和云应用等云计算服务以及其他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服务等领

域的合作项目ꎬ加强与中亚合作企业、学术研究机构、行业组织的相关经验分

享与交流ꎮ 此外ꎬ中国和中亚国家都应致力于培养企业应用信息通信技术进

行现代化管理和科学化生产的意识ꎬ调动企业技术创新积极性ꎬ引导企业资

源向信息通信技术领域配置ꎬ拓展相关业务ꎬ加大研发投入ꎬ积极开展国际

合作ꎮ
２ 加强信息通信技术人才培养合作

中国与中亚政府应拓展合作渠道ꎬ着力加强信息通信技术人才培养ꎮ 一

方面ꎬ中亚信息通信技术人力资本提升和国际合作推进均离不开自身信息通

信技术教育的发展ꎮ 为切实提高中亚国家民众在信息通信技术行业的技能ꎬ
各国政府必须发挥主体作用ꎬ提高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备与设施在各级学校

的覆盖率ꎬ加强相关课程在中等教育的普及度ꎬ根据不同地区发展情况ꎬ实施

有针对性的信息通信技术扫盲计划ꎮ 另一方面ꎬ中国应在“一带一路”框架内

积极与中亚政府和企业开展信息通信技术人力资源合作ꎬ推动技术专业人才

培养项目多样化和务实化发展ꎮ 事实上ꎬ在中国与中亚信息通信技术人才培

养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果ꎬ双方已初步形成校企合作的信息通信技术人才培养

链ꎮ 例如ꎬ“华为”已与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英国技术大学、乌兹别克斯坦

的塔什干信息技术大学等高校建立合作关系①ꎬ成立信息通信技术教育与培

训机构ꎬ已通过“未来通信种子”项目、网络学校信息通信技术课程、大学生培

训和实习项目为中亚地区数千人提供了专业的信息通信技术培训②ꎮ 未来ꎬ
中国应与中亚国家携手ꎬ以信息通信技术领先的高校和企业为纽带ꎬ从实际

需求出发ꎬ推动政府、学校和企业间信息通信技术人才培养项目对接ꎬ紧抓项

目落实ꎬ推进产教融合ꎬ加快培养复合型人才ꎬ共同推进中亚国家数字化转型

进程ꎮ
(责任编辑:徐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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