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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中亚国家经贸合作 ３０ 年:
成就与前景

王海燕

【内容提要】 　 中国与中亚国家建交的 ３０ 年是世界经济跌宕起伏的时

期ꎬ期间中亚国家越来越深入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ꎬ与中国的经贸合作逐渐

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同步ꎬ呈现起伏波动总体向上的发展势头ꎮ 双方经贸合

作出现贸易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商品结构不断优化、投资合作模式不断创新、
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合作主体更加广泛的良好态势ꎮ 展望未来ꎬ中国与中亚

国家经贸合作具备政治互信关系不断提升、中亚对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合作需

求越来越迫切、口岸优势突出等良好基础ꎬ并面临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彼此经

济结构互补、区域贸易投资不断改善等机遇ꎮ 可以预期ꎬ中国与中亚国家共

建“一带一路”前景看好ꎮ
【关 键 词】 　 中国　 中亚国家　 投资合作　 贸易合作　 “一带一路”
【基金项目】 　 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Ａ 类) “绿色丝绸之路

建设的科学评估与决策支持”(项目编号:ＸＤＡ２００１００００)ꎮ
【作者简介】 　 王海燕ꎬ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与欧亚研究院副院长、哈萨

克斯坦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博士ꎮ

中亚国家作为“一带一路”的首倡地与核心区域、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和

双内陆国所在地区、中国西出的首站ꎬ是中国联通亚欧、在“丝绸之路经济带”
上开展经济合作的重点对象之一ꎻ中国作为中亚国家的邻国和最早与中亚国

家建交的国家之一ꎬ也是中亚国家走向海洋和东南亚、东北亚的重要通道ꎮ
中亚国家独立 ３０ 年来ꎬ与中国的贸易与投资合作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ꎬ合作

水平持续提高ꎬ合作机制逐步建立ꎬ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ꎬ合作越来越紧

密ꎬ合作规划日益完善ꎬ探索出诸多适合地区国情的合作模式和“相互尊重、
睦邻友好、同舟共济、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ꎬ“走出了一条睦邻友好、合作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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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的新路ꎬ成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①ꎮ
中国与中亚国家建交 ３０ 年来ꎬ在各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勠力同心、携

手同行ꎬ构建了内涵丰富、充满活力、互惠互利的经贸关系ꎬ取得了丰硕的合

作成果ꎮ 第一ꎬ政策沟通不断深入ꎬ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中亚各国发

展战略对接ꎬ建立了全方位的经贸合作对接机制ꎮ 第二ꎬ设施联通增进往来ꎬ
中国和中亚五国积极推进基础设施联通ꎬ建成公、铁、空、网“四位一体”的互

联互通网络ꎬ中吉乌公路、中塔公路、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中哈原油管道

等项目安全稳定运行②ꎮ 第三ꎬ贸易畅通互利互惠ꎬ中国和中亚五国的贸易

额从建交之初 １９９２ 年的 ４ ６４ 亿美元增至 ２０２２ 年 ７０２ 多亿美元的峰值ꎬ增长

１５０ 多倍③ꎮ 第四ꎬ投资合作资金融通助力发展ꎬ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存

量超过 １４０ 亿美元ꎬ一批大项目成功落地④ꎬ中国同中亚国家共同实施了一批

油气、采矿、农业、纺织、加工制造等项目ꎬ助推中亚五国提升自主发展能力ꎬ
助力中亚各国产业升级、互联互通和民生改善ꎮ

３０ 年来ꎬ随着合作机制建设不断推进ꎬ合作范围不断拓展ꎬ中国与中亚

国家经贸合作大体以中国与中亚五国相继建交、上海合作组织建立和“一带

一路”倡议提出为标志ꎬ分为三个阶段ꎮ
第一阶段为 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０ 年ꎬ中国与中亚国家经贸合作起步阶段ꎮ １９９２

年 １ 月 ２ ~ ７ 日ꎬ中国先后与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

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建交ꎬ开始相互接触磨合ꎬ开启了独立自主开展经贸合

作的新时期ꎮ 中国与中亚各国分别从无到有签署了经贸合作协定、鼓励和相

互保护投资协定、成立经贸和科技合作委员会协定、保证进出口商品质量和

相互认证的合作协定、银行合作协定、石油天然气领域合作协定、油田开发和

管道建设总协定、海关合作与互助协定等多份政府间双边经贸合作文件ꎬ为
彼此合作打下了坚实的法律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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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 ３０ 周年视频峰会上的讲话(全文)»ꎬｈｔｔ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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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玲:«社会合作视角下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构建»ꎬ«北方论丛»２０２３ 年

第 ２ 期ꎮ
«织密经贸往来　 共谋繁荣发展———中国—中亚国家经贸合作开启新篇章»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ｙａｏｗｅｎ / ｌｉｅｂｉａｏ / ２０２３０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６８７５２１４ ｈｔｍ
«商务部成功举办中国—中亚经贸合作论坛:稳中求进ꎬ奋楫笃行ꎬ推动中国中亚

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ｘｗｆｂ / ｘｗｂｌｄｈｄ / ２０２２０１ / ２０２２０１０
３２３７６５３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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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为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２ 年ꎬ中国与中亚国家经贸合作快速发展阶段ꎮ
这一阶段以 ２００１ 年上海合作组织建立为标志(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

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为创始成员国)ꎬ中国与中亚国家开启了

从双边向多边的务实合作快速发展的时期ꎬ合作范围从中亚向亚欧大陆不断

拓展ꎮ 合作双方开始关注彼此的国家发展战略ꎬ如中国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

战略ꎬ哈萨克斯坦则积极落实“２０３０ 年战略”等ꎬ中国与中亚国家的互补需求

大增ꎬ贸易和投资大幅增长ꎮ 随着中国企业ꎬ尤其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石油”)等能源企业加速进入哈、乌、土市场ꎬ中国与中亚国

家经济合作日益密切ꎬ领导人提出的经济合作目标屡屡被刷新并提前完成ꎮ
第三阶段为 ２０１３ 年至今ꎬ中国与中亚国家经贸合作提质增效阶段ꎮ 这一

阶段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在哈萨克斯坦首倡共建“丝绸之路经

济带”为标志ꎬ拉开了中国与中亚等沿线各国共建“一带一路”的序幕ꎮ 中国与

中亚国家的经贸合作范围进一步拓展ꎬ产能合作取得丰硕成果ꎬ合作质量不断

提升ꎬ中国持续成为中亚各国排名前列的经贸合作伙伴ꎮ
中国与中亚国家均有拓展经济空间、发展基础设施、开发地方潜力、调整

经济结构、提高民众生活等共同需求ꎮ 对中国来说ꎬ中亚地区作为中国“丝绸

之路经济带”倡议的诞生地、中国落实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首发地和中国

西部邻国中规模较大的市场ꎬ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ꎮ 对中亚来说ꎬ中国作为

中亚国家邻国中最大的市场和排在前列的贸易投资伙伴ꎬ对各国经济稳定发

展的重要价值和意义越来越不可替代ꎮ

一　 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合作水平不断提高

３０ 年来ꎬ中国与中亚国家携手同行、共谋发展ꎬ中国逐渐成为中亚国家

最重要贸易伙伴之一ꎮ 与世界经济起伏波动的大环境一致ꎬ双方贸易经历了

增长与降低起伏交替但总体向上的曲折发展过程ꎮ 受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

机、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等国际和区域事件影响ꎬ油气、资源等大宗贸易产品的

国际市场价格时涨时跌ꎬ双方的贸易额也随之波动ꎮ 近年来ꎬ尽管有新冠疫

情影响全球经济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ꎬ但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却普遍

有所回升ꎬ增幅较明显ꎮ
从 ３０ 年的发展历程看ꎬ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合作大体分为三个阶段ꎮ
(一)第一阶段(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０ 年)ꎬ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合作开始起步

１９９２ 年中国与中亚国家建交后ꎬ边境口岸逐渐开放ꎬ双边贸易往来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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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ꎮ 如表 １ 所示ꎬ１９９２ 年ꎬ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总额为 ４ ６４ 亿美元ꎬ其中ꎬ
中哈贸易额为 ３ ６８ 亿美元ꎬ占哈外贸总额的 ２０％ ꎬ中国成为哈第一大贸易伙

伴ꎬ超过中国与其他中亚国家贸易额的总和ꎬ中哈贸易一直占据中国与中亚

五国贸易的首位ꎮ 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４ 年ꎬ受各国经济下滑影响ꎬ中国与中亚五国贸

易额有所波动ꎬ中国在中亚五国贸易伙伴的排名也有变动ꎮ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０ 年ꎬ
随着中亚国家经济走出独立初期的阵痛ꎬ其经济开始止跌回升ꎬ中国与中亚

五国贸易额重新出现大幅增长ꎬ到 ２０００ 年已达 １８ １７ 亿美元①ꎬ接近 １９９２ 年

的 ４ 倍ꎬ贸易额呈连年上涨态势ꎬ中国在中亚国家贸易伙伴中的地位不断

提升ꎮ

表 １ １９９２ ~ ２０２１ 年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进出口统计表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总计

１９９２ ３ ６８ ０ ５３ ０ ０４ ０ ３６ ０ ０３ ４ ６４

２０００ １５ ５６ ０ ５１ ０ １６ １ ７７ ０ １７ １８ １７

２００５ ６８ ０６ ６ ８０ １ ０９ ９ ７２ １ ５７ ８７ ２４

２０１０ ２０４ ４８ ２４ ８３ １５ ６９ ４１ ９９ １４ ３２ ３０１ ３１

２０１２ ２５６ ８１ ２８ ７５ １０３ ７２ ５１ ６２ １８ ５６ ４５９ ４６

２０１３ ２８５ ９６ ４５ ５２ １００ ３１ ５１ ３８ １９ ５８ ５０２ ７５

２０１４ ２２４ ５２ ４２ ７６ １０４ ７０ ５２ ９８ ２５ １６ ４５０ １２

２０１５ １４２ ９１ ３４ ９６ ８６ ４３ ４３ ４１ １８ ４７ ３２６ １８

２０１６ １３０ ３７ ３６ ４０ ５９ ０２ ５７ １１ １７ ４１ ３００ ３１

２０１７ １８０ ０１ ４２ ２４ ６９ ４３ ５４ ４８ １３ ７１ ３５９ ８７

２０１８ １９８ ９５ ６２ ６７ ８４ ３６ ５６ ０１ １５ ０３ ４１７ ０２

２０１９ ２１９ ９０ ７６ ２０ ９１ １６ ６３ ４６ １６ ７４ ４６７ ４６

２０２０ ２１４ ３０ ６６ ３０ ６５ １６ ２９ １０ １０ ６３ ３８５ ４９

２０２１ ２５２ ５０ ７４ ４０ ７３ ５９ １５ ６４ １８ ６１ ４３４ ７４

资料来源:１９９２ 年数据来自王海燕:«经济合作与发展—中亚五国与中国新疆»ꎬ新疆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ꎬ第 ２８５ 页ꎬ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年鉴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ꎻ
２０１８ 年数据来自哈萨克斯坦中央银行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ａｎｋ ｋｚ / ꎬ乌兹别克斯坦中央

银行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ｂｕ ｕｚꎬ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统计委员会ꎬｈｔｔｐ: / / ｓｔａｔ ｋｇꎻ２０２０ 年数据来

自中国商务部:«２０２０ 年 １ － １２ 月我对欧亚国家(地区)贸易统计»ꎬｈｔｔｐ: / / ｏｙｓ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ｈｚ / ｔｊｓｊ / ２０２１０９ / ２０２１０９０３１９５８４２ ｓｈｔｍｌꎻ２０２１ 年数据来自中国海关统计公

报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ｇｏｖ 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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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海燕:«经济合作与发展———中亚五国与中国新疆»ꎬ新疆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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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ꎬ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贸易规模不大、贸易结构较单一ꎮ 第一ꎬ由
于双方交往刚刚开始ꎬ对对方的市场情况需要时间了解ꎻ中亚各国独立不久ꎬ
各项规章制度和国家管理体系也在逐步建立和完善过程中ꎮ 第二ꎬ由于中国

与三个交界的中亚国家哈、吉、塔间的口岸和交通等基础设施在中苏关系中

断近 ３０ 年时间里已经破旧ꎬ刚刚重建和运营ꎬ因此ꎬ中国与中亚国家在选择

可以交易的商品时都比较慎重ꎬ通常从价格不高、便于运输、市场需求较旺盛

的商品入手开展贸易合作ꎮ 中国自中亚国家进口的商品主要集中在废旧金

属等初级原材料及其制品ꎬ向中亚国家出口的则主要是服装鞋帽、日用品等

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ꎬ因价格低廉很受中亚民众欢迎ꎬ也极大地缓解

了中亚国家物资短缺的困境ꎮ 自中亚国家进口原材料商品也可帮助中国解

决原材料不足的难题ꎮ
与此同时ꎬ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贸易区域、贸易方式开始发生变化ꎮ 第一ꎬ

贸易区域从中国边疆向西北地区拓展ꎮ １９９３ 年ꎬ中国西北五省区在乌鲁木齐

召开首届联合协作会议ꎬ对中亚五国提出了五省区“共建大通道ꎬ联合走西

口”的开放思路ꎬ使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贸易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开始扩

展到西北五省区ꎮ 第二ꎬ贸易方式开始转变ꎮ １９９４ 年ꎬ由于中亚国家的关税

立法发生了变化ꎬ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贸易形式开始从易货贸易向现汇贸易转

变ꎮ １９９５ 年ꎬ经国家批准ꎬ中国新疆 １６ 个地州市全部享有国家贸易经营权ꎬ
打破了外贸只由少数单位经营的局面ꎬ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开始较快

发展①ꎮ
(二)第二阶段(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２ 年)ꎬ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合作进入快速增

长期

２００１ 年ꎬ上海合作组织成立ꎬ中国与中亚国家从双边合作扩展到多边合

作ꎮ 随着中哈原油管道和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分别于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和 ２００９
年年底开通ꎬ中国从哈、乌、土三国大量进口油气ꎬ中国与中亚国家油气合作

开始大发展ꎬ油气等大宗战略资源商品成为中国与中亚国家最重要的贸易商

品之一ꎬ彼此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ꎮ 与此同时ꎬ中国对中亚国家贸易逆差开

始增加ꎬ如 ２０１１ 年中乌贸易总额为 ２５ ９７ 亿美元ꎬ中国对乌出口额 １２ ９５ 亿

美元ꎬ自乌进口额 １３ ０２ 亿美元ꎬ进口额超过出口额②ꎮ 中国与中亚国家领导

—０３—

①
②

闫亚娟:«中哈双边贸易结构研究»ꎬ新疆师范大学 ２００９ 年硕士学位论文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２０１１ 年乌兹别克斯坦对外贸易简况»ꎬｈｔｔｐ: / / ｕｚ ｍ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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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出的经贸合作目标屡屡被刷新并提前完成ꎬ如 ２００５ 年中哈双边贸易总

额达到 ６８ ０６ 亿美元ꎬ同比增长 ５１ ２％ ꎬ超额实现了两国领导人 ２００４ 年提出

的两国贸易额提高到 ５０ 亿美元的目标ꎻ ２００７ 年中哈贸易额首次超过过百亿

美元大关ꎬ达到 １３９ 亿美元ꎬ再一次提前实现了两国元首 ２００６ 年提出的到

２０１０ 年两国贸易额达到 １００ 亿美元的目标ꎻ ２０１２ 年中土贸易额首次超过百

亿美元ꎬ实现了双方领导人提出的超百亿目标①ꎮ 中国逐渐稳定在中亚国家

贸易伙伴前列的地位ꎮ
这一时期ꎬ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合作的质量不断提升ꎬ规模不断扩大ꎬ

贸易品种也日渐丰富ꎬ贸易商品结构出现明显变化ꎮ 到 ２０１０ 年ꎬ中国与中

亚国家的进出口贸易额首次突破 ３００ 亿美元ꎬ在大宗商品基本保持稳定的

基础上ꎬ中国对中亚国家的出口商品除最初的服装鞋帽等低附加值商品

外ꎬ增加了机动车辆等机电产品、电视机等电子产品ꎬ自中亚国家的进口商

品也由初期的以贱金属、原料商品为主变为以石油、天然气、铀矿、铜矿等

矿产品及其加工制品ꎬ以及皮毛、苜蓿等农产品为主ꎮ 随着“中石油”进入

哈能源市场以及中哈原油管道和中土天然气管道开通运营ꎬ中国自中亚国

家原油和天然气的进口量大增ꎬ而贱金属进口量和进口额则大幅下降ꎮ
２０１２ 年ꎬ中国首次实现自乌兹别克斯坦进口天然气约 ２ ３ 亿立方米ꎬ进口

额达 ５８４ ６ 万美元ꎬ乌成为仅次于土库曼斯坦的中国在中亚第二大天然气

进口来源国②ꎮ 从此ꎬ能源资源产品成为中国从中亚国家进口的最大品类之

一ꎬ机电产品逐渐成为中国对中亚国家出口的主要产品③ꎮ
(三)第三阶段(２０１３ 年至今)ꎬ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合作进入提质增

效期

与世界经济发展同步ꎬ这一时期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额起伏较大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ꎬ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
议ꎬ这时ꎬ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额达到历史最高ꎬ首次超过 ５００ 亿美元ꎬ为
５０２ ７５ 亿美元ꎬ约是 １９９２ 年的 １０８ 倍以上ꎮ 其中ꎬ中哈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

２８５ ９６ 亿美元ꎬ占比最大ꎬ这也是 ３０ 年来中哈及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的峰

值ꎻ２０１６ 年ꎬ由于中哈两国贸易额从 ２０１３ 年的峰值跌至 ２０１６ 年最低的

—１３—

①
②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年鉴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２０１２ 年中国自乌兹别克斯坦进口情况»ꎬｈｔｔｐ: / / ｕｚ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ｚｔｄｙ / ２０１３０３ / ２０１３０３０００４７５４７ ｓｈｔｍｌ
王海燕等:«贸易投资便利化:中国与哈萨克斯坦»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

版ꎬ第 ２７ 页ꎮ



欧亚经济 / 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

１３０ ３７ 亿美元ꎬ中国与中亚国家国家的贸易额也跌至近 １０ 年来最低的

３００ ３１ 亿美元ꎮ 从 ２０１７ 年开始ꎬ中国与中亚贸易额总体恢复性增长ꎬ贸易规

模又回到 ２０１３ 年水平ꎮ 受国际市场总体低迷以及油气、铀矿等大宗商品市

场价格波动等消极因素影响ꎬ中国与中亚国家商品进出口总量基本呈增长趋

势ꎬ虽贸易额起伏较大ꎬ但总体保持在 ３００ 亿美元以上的规模ꎮ ２０２０ 年以来ꎬ
即使受新冠疫情影响ꎬ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额仍达到 ３８５ ４９ 亿美元ꎬ２０２１ 年

更是恢复至 ４３４ ７４ 亿美元ꎬ说明双方合作具有韧性和可持续性ꎬ中国多年稳

居中亚国家贸易伙伴前列ꎮ
这一时期ꎬ中亚国家积极搭乘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高速发展

的快车ꎬ纷纷主动将本国发展战略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接ꎮ 中亚国家努

力调整对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ꎬ贸易结构逐渐改善ꎬ非能源领域加快发展ꎬ加
工业制成品的出口能力不断增强ꎬ能源资源之外的出口产品越来越丰富ꎬ尤
其是农产品与食品、饮料和烟草、动物和动物产品加工制品等非原料商品对

中国的出口大幅增加ꎬ中国也成为中亚国家企业出口商品越来越重要的消费

市场ꎬ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商品结构正在向多元化和更加平衡、稳健的方向

发展ꎮ 同时ꎬ中亚国家与中国的贸易范围不断拓展ꎬ不仅扩展到中国东部沿

海省区ꎬ还通过连云港等中国港口将贸易拓展到东南亚、东北亚等人口众多、
市场活跃的亚洲其他区域ꎬ并通过中亚经济走廊将对外贸易延伸到亚欧更加辽

阔的区域和市场ꎬ形成互惠互利、良性互动的多向度开放的贸易格局ꎮ
纵观 ３０ 年来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贸易合作ꎬ尽管随世界经济动荡有波折

起伏的时刻ꎬ但总体上仍具有不断上升的势头ꎮ
从贸易额看ꎬ３０ 年里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额从 １９９２ 年的 ４ ６４ 亿美元增

至 ２０２２ 年的 ７０２ 亿美元ꎬ增长 １５０ 多倍ꎬ经历了快速发展的时期ꎬ超过中国

与很多国家的贸易额增长率ꎮ 尽管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进出口总额在中国对

外贸易总额中占比较小ꎬ但中亚国家是近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

易增长最快的区域①ꎮ 一方面ꎬ贸易额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有关ꎬ中国

与中亚国家贸易量增长不意味着贸易额的增长ꎻ另一方面ꎬ贸易额也与大宗

商品贸易有关ꎬ如土库曼斯坦是中亚国家贸易环境排名最低的ꎬ但自从 ２０１２
年土库曼斯坦向中国出口天然气以来ꎬ其在中国对中亚国家贸易额的排序中

从最后一位一跃而为第二位ꎬ由于能源贸易的长期性ꎬ这种地位具有一定的

—２３—

① Экспортно － импортные операции(миллионов долларов США)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ｉｓｓｔａｔ ｒ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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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ꎮ 中国作为中亚国家重要贸易伙伴的地位越加稳固ꎬ中亚国家对中国

的贸易和投资的依赖程度不断上升ꎮ
从贸易结构看ꎬ中国对中亚国家出口商品曾经以服装鞋帽、日用品为主ꎬ

２０１３ 年以来ꎬ在中国对中亚地区出口额排名前十位的商品中ꎬ机电产品出口

大幅增长ꎬ对中亚国家产业升级和加工工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ꎻ进口商品

从以资源能源产品为主扩大到农业、加工工业品等越来越多的非能源领域ꎬ
中国正在成为中亚国家实现出口替代战略的重要稳定市场ꎮ

从贸易方式看ꎬ中国对中亚国家的出口从以边境小额贸易为主、进口以

一般贸易为主转变为以一般贸易为主ꎬ加工贸易、租赁贸易、展会贸易、提供

成套设备、贸易与投资、贸易与科技相结合等多种贸易方式并存ꎮ
从贸易商品的运输方式看ꎬ中国对中亚国家的出口以公路运输为主ꎬ进

口以铁路运输方式为主ꎬ随着中欧班列的开通运行ꎬ其他运输方式进口占比

呈逐年下降趋势ꎬ铁路运输占比呈逐年上升趋势ꎮ
从贸易主体看ꎬ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从以民营中小企业为主扩展到双方的

国有大中型企业、民营企业都积极参与ꎬ并逐渐形成出口以民营企业为主、进口

以国有企业为主的格局ꎮ 在出口主体中ꎬ民营企业始终是中国对中亚地区出口

的主要贸易主体ꎬ自 ２０１３ 年起民营企业出口占所有贸易主体出口额的比重总

体呈上升趋势ꎬ而国有企业自 ２０１３ 年起出口占比呈下降趋势ꎻ在进口主体中ꎬ
国有企业占据相当大的比重ꎬ且占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①ꎮ 在市场经济的全

球化大潮中ꎬ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主体形成百舸争流、积极互动的良性发展

局面ꎮ
从总体上看ꎬ中亚国家已成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最重要的贸易走廊

和贸易中转站ꎬ其中哈、土、乌三国由于能源资源丰富而成为中国在中亚最重

要的贸易伙伴ꎮ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贸易合作规模与各国的经济规模和发展

水平并不完全一致ꎬ这取决于彼此战略对接程度、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和国

际关系发展等多种因素ꎮ 尤其是近年来ꎬ在国际政治、安全、经济形势充满种

种不确定的情况下ꎬ中亚国家对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远远超过中国对中亚国家

的依存度ꎮ 中国作为稳定的贸易伙伴和能源、资源、农产品购买方ꎬ是中亚国

家最理想的贸易伙伴之一ꎬ中亚各国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当中ꎬ与中国

的贸易合作规模不断扩大ꎬ合作方式越来越丰富ꎬ中亚国家对中国的贸易和

市场的依赖程度也在不断上升ꎮ

—３３—
① 中国海关统计资讯网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ｇｔｊ 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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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与中亚国家投资合作不断提质升级

３０ 年来ꎬ中国与中亚五国早已和平解决了边境问题ꎬ没有领土争端等传

统安全问题ꎻ中国与中亚各国领导人之间都保持着较好的关系ꎬ互信不断加

深ꎬ相互投资和大宗、长期项目合作具备良好的政治基础ꎮ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投资合作关系以中国向中亚国家的单向投资为主ꎬ

作为中亚国家最重要的投资伙伴ꎬ中国对中亚各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ꎮ
中国具有较为完善的产业体系、有竞争力的现代制造业、相当规模的产能

优势和资金优势ꎬ而中亚国家具有较强的资源保障能力ꎮ 双方的比较优势

有助于形成较强的产业互补性ꎬ是开展投资合作的重要基础ꎮ 实践过程

中ꎬ中国在中亚国家投资不是简单地“占领市场”为自己谋利ꎬ而是积极体

现建设性ꎬ尽最大可能实现共赢ꎬ通过充分调动当地资源ꎬ完善产业链和供

应链ꎬ填补中亚国家的产业空白ꎬ解决当地就业ꎬ与中亚国家企业一起助力

各国经济社会发展ꎮ ３０ 年来ꎬ中国与中亚国家相互投资从无到有ꎬ增长上

百倍ꎬ尤其是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的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中哈原油管

道、中吉乌公路、中塔公路等大项目成功建成ꎬ途经中亚的中欧货运班列快

速发展ꎮ 中国同中亚国家共商共建共享ꎬ共建“一带一路”在中亚地区开花

结果①ꎮ
中国与中亚国家建交 ３０ 年来ꎬ双方投资合作与贸易合作一样ꎬ以中亚五

国独立、上海合作组织建立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为标志ꎬ分为三个阶段ꎮ
(一)第一阶段(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０ 年)ꎬ中国与中亚国家投资合作启动期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投资合作晚于贸易合作ꎬ起点较低ꎬ以中方向中亚国

家单向投资、建立中亚国家允许的合资企业方式开启ꎮ 这一时期ꎬ由于中亚

国家刚刚独立ꎬ正处于建章立制阶段ꎬ各项法律法规还在不断出台和调整ꎬ有
法不依、朝令夕改的现象时有发生ꎬ投资环境较差ꎮ 而到中亚国家投资的中

国企业以中国西部中小民营企业为主ꎬ对外投资经验不足ꎬ因此ꎬ在中亚国家

独立初期ꎬ中国企业未能抓住中亚国家独立初期的私有化浪潮良机ꎬ失去了

开拓中亚市场的先机ꎬ很多中亚国家的优质企业和资产项目被欧美国家获

得ꎬ如哈萨克斯坦当时最大的油田———田吉兹油田被美国的雪佛龙公司竞

—４３—

① «习近平在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 ３０ 周年视频峰会上的讲话(全文)»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２ － ０１ / ２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６７０４１０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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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ꎬ并由主要的欧美国际石油财团联合开发①ꎮ

表 ２ ２００３ ~ ２０２１ 年中国对中亚国家直接投资流量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２００３ ０ ０２９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０ ０ ０２４ ０ 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０ ９４９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１３７ ０ ００８

２００７ ２ ７９９ ０ １３２ ０ ０１３ ０ １５０ ０ ６７９

２００９ ０ ６６８ ０ ０４９ １ １９７ １ ３６９ ０ １６７

２０１０ ０ ３６１ － ０ ０４６ ４ ５０５ ０ ８２５ ０ １５４

２０１１ ５ ８１６ ０ ８８３ － ３ ８３０ １ ４５１ ０ ２２１

２０１２ ２９ ９６０ － ０ ２６８ ０ １２３ １ ６１４ ２ ３４１

２０１３ ８ １１５ ０ ４４２ － ０ ３２４ ２ ０３４ ０ ７２３

２０１４ ０ ４０１ １ ８０６ １ ９５２ １ ０７８ １ ０７２

２０１５ ２５ １０３ １ ２７９ － ３ １４６ １ ５１６ ２ １９３

２０１６ ４ ８７７ １ ７８９ － ０ ２３８ １ ５８７ ２ ７２４

２０１７ ２０ ７０５ － ０ ７５８ ０ ４６７ １ ２３７ ０ ９５０

２０１８ １ １８４ ０ ９９０ － ０ ３８３ １ ００２ ３ ８８２

２０１９ ７ ８６５ － ４ ４５８ － ０ ９３２ ２ １５７ ０ ６９６

２０２０ １ １５３ － ０ ３６８ ２ １１０ ２ ５２５ － ２ ６４０

２０２１ ８ ２２２ ３ ６９０ － ０ １７６ ０ ７６４ ２ ３７４

资料来源:系统的统计资料始于 ２００３ 年ꎬ作者根据 ２００３ ~ ２０２１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

资统计公报»数据自制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ｄｉ ｇｏｖ ｃｎ

表 ３ ２００３ ~ ２０２１ 年中国对中亚国家直接投资存量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总计

２００３ ０ １９７ ０ ０３２ ０ ００２ ０ １５８ ０ ０５１ ０ ４４０

２００５ ２ ４５２ ０ １２０ ０ ００２ ０ ４５１ ０ ２２８ ３ ２５３

—５３—

① 田吉兹油田是哈最大的油田之一ꎬ探明储量约 ３２ 亿吨ꎮ 该油田由成立于 １９９３
年的田吉兹雪佛龙石油公司(Ｔｅｎｇｉｚｃｈｅｖｒｏｉｌ)负责开发ꎬ股东包括雪佛龙公司(持股比例

５０％ )、埃克森美孚哈萨克斯坦公司(２５％ )、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ＫＭＧ)
(２０％ )和俄罗斯美国合资的鲁克阿科公司(ＬＵＫＡｒｃｏ)(５％ )ꎮ 参见«田吉兹雪佛龙石油

公司 ２０２０ 年采油 ２ ６５０ 万吨»ꎬｈｔｔｐｓ: / / ｍ ｇｍｗ ｃｎ / ｂａｉｊｉａ / ２０２１ － ０２ / ２４ / １３０２１２９１３４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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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年份 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总计

２００７ ６ ０９９ ０ ３０８ ０ ０１４ １ ３９８ ０ ９９０ ８ ８０９

２００９ １５ １６２ ０ ８５２ ２ ０８０ ２ ８３７ １ ６２８ ２２ ５５９

２０１０ １５ ９０５ ０ ８３０ ６ ５８５ ３ ９４３ １ ９１６ ２９ １７９

２０１１ ２８ ５８５ １ ５６５ ２ ７６５ ５ ２５１ ２ １６７ ４０ ３３３

２０１２ ６２ ５１４ １ ４６２ ２ ８７８ ６ ６２２ ４ ７６１ ７８ ２３７

２０１３ ６９ ５６７ １ ９７８ ２ ５３２ ８ ８５８ ５ ９９４ ８８ ９２９

２０１４ ７５ ４１１ ３ ９２１ ４ ４７６ ９ ８４２ ７ ２９０ １００ ９４０

２０１５ ５０ ９５５ ８ ８２０ １ ３３０ １０ ７０６ ９ ０９１ ８０ ９０２

２０１６ ５４ ３２３ １０ ５７７ ２ ４９１ １２ ３７８ １１ ６７０ ９１ ４３９

２０１７ ７５ ６１５ ９ ４６１ ３ ４２７ １２ ９９４ １６ １６１ １１７ ６５８

２０１８ ７３ ４１１ ３６ ８９９ ３ １１９ １３ ９３１ １９ ４４８ １４６ ８０８

２０１９ ７２ ５４１ ３２ ４６２ ２ ２６６ １５ ５００ １９ ４６１ １４２ ２３０

２０２０ ５８ ６９４ ３２ ６４６ ３ ３６５ １７ ６７３ １５ ６８０ １２８ ０５８

２０２１ ７４ ８７４ ２８ ０７７ ２ ９４２ １５ ３１４ １６ ２７２ １３７ ４７９

资料来源:同表 ２ꎮ

这一时期ꎬ中亚国家企业也没有认识到中国对中亚国家投资的重要性ꎬ
而是更加欢迎西方国家的投资ꎬ因此ꎬ中国对中亚国家投资起步较为艰难ꎮ
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对中亚国家投资远远超过中国对中亚的投资ꎮ 以哈

萨克斯坦为例ꎬ１９９３ ~ ２０００ 年ꎬ哈吸引外资共计 １２５ ６ 亿美元ꎬ其中ꎬ美国和

中国对哈投资总额累计分别为 ４１ ６ 亿美元和 ５ ５１ 亿美元ꎬ分别占哈吸引外

资总额的 ３３ １％和 ４ ４％ ①ꎮ
除投资额少以外ꎬ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投资合作规模小、范围窄、层次较低ꎬ

可谓“野蛮生长、前仆后继”ꎮ 据统计ꎬ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５ 年ꎬ在中亚国家注册过的中

资企业(含合资企业、独资企业、公司代表处)从 ３０ 多家增至 １ ０００ 多家ꎬ由于

中亚国家政府整顿有名无实的合资企业ꎬ到 １９９６ 年上半年ꎬ中国在哈合资企业

从近 ４００ 家减至 ７０ 多家ꎮ 这一时期ꎬ虽然中国在中亚国家的合资和独资企业

—６３—

① 王海燕等:«贸易投资便利化:中国与哈萨克斯坦»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

版ꎬ第 ３９ 页ꎮ



中国与中亚国家经贸合作 ３０ 年:成就与前景

数量不算少ꎬ但大都属于中小型企业ꎬ尤其以小型企业居多ꎻ贸易投资型企业多

于生产投资型企业ꎻ投资主体主要来自中国新疆等西部地区ꎮ
中国企业对中亚投资出现转机的重要事件是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中石油”购买

了哈萨克斯坦阿克纠宾斯克油田 ６０ ３％的股份ꎬ标志着中国与中亚国家正式启

动大项目投资合作ꎬ开启了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投资中亚国家的进程ꎮ 到 ２００５
年ꎬ“中石油”阿克纠宾油气股份公司中方员工仅 １２０ 人ꎬ雇用当地员工 ７ ６００
多人ꎬ解决了大量当地人口就业ꎬ并派多名员工到中国进行培训①ꎮ 到 ２００７ 年

的 １０ 年里ꎬ“中石油”阿克纠宾油气股份公司总投资超过 ２０ 亿美元ꎬ主要用

于老的扎纳若尔天然气处理厂的改造ꎬ并建设了新天然气处理厂ꎬ完善油气

生产、储存及运输基础设施ꎬ将快被废弃的油田改造成为有巨大产出的企业ꎬ
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ꎮ

(二)第二阶段(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２ 年)ꎬ中国与中亚国家投资合作快速发展

时期

自 ２００１ 年起ꎬ随着上海合作组织建立ꎬ中国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ꎬ中西

部地区更多的企业开始进入中亚国家ꎬ中亚国家成为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

的重点国家之一ꎬ并开启多方合作ꎮ 中亚国家开始积极改善投资环境ꎬ采取

各项措施吸引来自中国的投资ꎬ在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额连年攀高的同时ꎬ
带动了一系列大型投资合作项目的成功实施ꎮ 中国对中亚国家的投资快速

持续增长ꎬ投资存量从 ２００３ 年的 ０ ４４ 亿美元增至 ２０１２ 年年底的 ７８ ２３７ 亿

美元ꎬ增长了 １７６ 倍多ꎮ 以中国投资企业最多、中亚经济总量最大的哈萨克

斯坦为例ꎬ中国在哈萨克斯坦注册的合资及独资企业到 ２００１ 年年底共有 ３３６
家ꎬ到 ２００７ 年年底有 １ ５００ 多家(实际运营的企业约 ２００ 多家)ꎬ到 ２０１２ 年已

增至３ ０００多家②ꎮ 中国企业主要投资于石油、农副产品加工、皮革加工、餐
饮、贸易等领域ꎮ 同时ꎬ中亚国家中只有哈萨克斯坦开始对华投资ꎬ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０ 年的投资额极小ꎬ可以忽略不计ꎬ尽管投资总额不大ꎬ但毕竟已开始投资

中国市场ꎬ截至 ２０１２ 年年底ꎬ哈在华累计投资额约 ６ １００ 万美元ꎬ主要投资于

皮革加工、建材、食品、汽车维修等领域ꎬ主要集中在中国新疆的边境口岸

地区③ꎮ

—７３—

①

②

③

«中哈原油管道建成投产»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ａｓａｃ ｇｏｖ ｃｎ / ｎ２５８８０２５ / ｎ２５８８１２４ / ｃ４０１
１７３１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８ 年中哈经济合作简况»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ｊｙｊｌ / ｅ / ２０１９０
３ / ２０１９０３０２８４１７０９ ｓｈｔｍｌ

同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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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是中国投资帮助中亚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时期ꎮ 中亚国家吸

引外国投资的各项法律法规已逐步建立并完善ꎬ各国纷纷制定出口导向型发

展战略和工业创新发展战略ꎬ希望改变本国单一的资源导向型发展模式或低

附加值工业体系ꎮ 为落实本国发展战略ꎬ调整产业结构ꎬ发展加工工业和高

科技产业ꎬ逐步降低国家经济对原材料出口的依赖度ꎬ提高国家的整体竞争

力ꎬ中亚国家政府纷纷将建材、纺织、冶金、食品、能源机械、旅游以及运输等

行业确定为优先发展领域ꎬ并把继续实施国家经济现代化和多元化战略ꎬ有
效推进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ꎬ大力发展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作为

年度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ꎮ 尤其受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ꎬ能源、资源及棉

花等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的冲击ꎬ中亚各国政府认识到发展经济结构多

元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ꎬ并认识到与中国合作的重要性ꎬ开始有针对性地

下大力气吸引中国投资和开发中国市场ꎬ希望中国的大企业能够到中亚国

家投资办厂或开发当地资源ꎬ为此ꎬ积极支持在本国境内投资的中方企业ꎬ
特别是投资其优先发展领域的企业ꎮ 许多中资企业在中亚国家已初具规

模ꎬ在中亚国家的一些领域享有越来越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ꎬ在继续合作

实施大型油气能源项目的同时ꎬ探讨和实施电力、电信、建筑、有色金属、高
科技等非能源领域的一批大项目ꎬ为后来的战略对接合作奠定了良好

基础ꎮ
(三)第三阶段(２０１３ 年至今)ꎬ中国与中亚国家投资合作全面提升时期

中国提出与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共建“一带一

路”后ꎬ中亚国家作为首倡之地积极响应ꎬ视中国投资为重要的发展机遇ꎬ
希望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ꎬ中国与中亚国家投资合作的金额、范围、主
体和领域迅速增加和拓展ꎬ借助“一带一路”进入全面提质升级的新发展

阶段ꎮ
这一时期ꎬ中国成为中亚国家重要的投资来源国ꎮ ２０１４ 年中国对中亚国

家直接投资存量首次突破百亿美元大关ꎬ２０１８ 年最高时超过 １４６ 亿美元ꎬ与
２００３ 年的 ０ ４４ 亿美元相比增长了 ３００ 多倍ꎻ２０２１ 年达 １３７ ４７９ 亿美元ꎬ多年

居中亚国家投资伙伴前列ꎮ 以乌兹别克斯坦为例ꎬ２０２１ 年中国对乌投资总额

就达 ９０ 亿美元ꎬ创历史新高①ꎻ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１ 日ꎬ在乌 １ ４３５ ３ 万家外企

中ꎬ中国企业 ２ ０１１ 家ꎬ排名第三位ꎬ仅次于俄罗斯(２ ６５４ 家企业)和土耳

—８３—

① «中乌两国元首擘画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ꎬ ｈｔｔｐ: / / ｕｚ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２２０２ / ２０２２０２０３２７８８７９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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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２ ０３２家企业)①ꎮ 除中国新疆地区外ꎬ中国东南部发达省区的大中型企

业也越来越多地关注中亚国家ꎬ中国对中亚国家的投资扩展到全域范围ꎮ 向

中亚国家投资的中资企业从以中小型民营企业和中央企业为主升级到中央

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全面参与ꎮ 中亚国家先后将“一带一路”倡议

与本国发展战略相结合ꎬ中国与中亚国家纷纷签署产能与投资合作政府间框

架协议ꎬ中国对中亚国家投资从能源资源等领域扩大到钢铁、机械制造、化
工、建材、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电子商务、水利、加工工业、汽车、电力、交通运

输、卫生医疗、传统医学、教育等经济社会各领域ꎬ涉及基础设施、能源、矿产、
农业、交通、物流、金融、化工等多个行业门类ꎬ并增加了参与投资国家的经济

特区、工业园区、物流园区建设等多种合作模式ꎮ 农业合作、工程承包、基础

设施建设成为新的投资亮点和热点ꎬ中国成为中亚农产品出口重要和稳定的

市场ꎬ中国投资对中亚国家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民生改善起到了重要的、不可

替代的作用ꎮ
在中国对中亚国家的直接投资中ꎬ工程承包占比较大ꎮ 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８

年ꎬ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金额成功实现两级跳ꎬ即 ４ 年跨上千亿美

元台阶ꎬ再历经 ７ 年时间 (２０１５ 年) 增至 ２ ０００ 亿美元ꎬ年均增速高达

２０ ４％ ꎮ 同时ꎬ中国对中亚国家的工程承包投资也有了较大的飞跃ꎬ２０１４
年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金额最高超过 ９０ 亿美元ꎬ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建设、
水利工程、电力工程建设和石油化工等领域②ꎮ 中亚国家成为中国在“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重要合作伙伴ꎬ中国投资和工程承包建设帮助中

亚国家实现诸多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ꎬ如中哈连云港物流基地实现了中

亚国家走向海洋的梦想ꎬ中国承建的中亚排名第一的乌兹别克斯坦安格

连至帕普铁路卡姆奇克隧道更是创造了世界隧道建造史上的奇迹ꎬ将从

塔什干到费尔干纳需要经他国绕行 １５０ 公里的路程节省 ６ 小时ꎬ缩短为

只需 ３ 小时即可抵达ꎬ极大促进了乌铁路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ꎬ成为共建

“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合作示范性项目ꎮ 中国对中亚国家承包工程的发

展模式也与时俱进ꎬ借鉴更多发达国家的经验ꎬ从劳务先行、技术管理跟

进到逐渐尝试咨询先行、资本引领ꎬ并将技术合作、官方发展援助贷款

—９３—

①

②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１ 日ꎬ在乌兹别克斯坦中资企业达 ２ ０１１ 家»ꎬｈｔｔｐ: / / ｕｚ ｍｏｆ
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２２０７ / ２０２２０７０３３３２３７１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０ 年度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统计公报»ꎬｈｔｔｐ: / / ｉｍａｇｅｓ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ｈｚｓ /
２０２１１０ / ２０２１１０１３１０３２１５３１２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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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ＤＡ)及无偿援助结合起来ꎬ充分发挥技术和资金协同效应、减少双方

风险的多种模式并行的全新路径ꎮ

表 ４ ２００８ ~ ２０２０ 年中国对中亚国家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金额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总计

２００８ １７ ５５４ ９ ８５４ １１ １７２ １ ７７７ １ ５３６ ４１ ８９３

２０１０ ２３ ９６６ ５ ８４６ ３６ ８８２ １ ５３６ １ １７１ ６９ ４０１

２０１２ ２１ ２８０ ２０ ６４７ ８ ４６５ １ ５０２ １ ３４５ ５３ ２３９

２０１３ ２１ ３７３ １０ ４８０ １１ １３２ １１ ２３２ ４ ４７９ ５８ ６９６

２０１４ ２７ ５３３ ８ ７７８ ４２ ３２６ ４ ００７ ７ ６３４ ９０ ２７８

２０１５ ２６ １３０ ２ ６３５ ２ ９７１ ４ ５１４ ５ ９６９ ４２ ２１９

２０１６ ３４ １０８ １０ ６３９ ４ ５０１ ４ ６１４ ３ ７５４ ５７ ６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３ ４８４ ４ １１５ １ ２４３ ３ １７０ ３ ５４０ ３５ ５５２

２０１８ ４３ ６００ １１ １０６ ３ ２３２ ０ ９３８ １９ ９２５ ７８ ８０１

２０１９ ５３ ５７１ １１ ８３２ １ ７７３ ０ ３５４ ４ １３４ ７１ ６６４

２０２０ １６ ２７７ ２７ ７０５ ４ ５６８ １ ５２５ ５ ０８７ ５５ １６２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历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统计公报数据ꎬｈｔｔｐ: / /
ｉｍａｇｅｓ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ｈｚｓ

３０ 年来ꎬ中国对中亚国家的投资以单向投资为主ꎬ极大地提高了中亚国

家的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ꎬ增加了中亚各国的就业ꎬ改善了中亚国家人民的

生活水平ꎬ也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ꎬ形成了中国与中亚国家经济互嵌、共同

发展和成长的共同体格局ꎮ
从吸引投资的策略看ꎬ中亚国家纷纷采取措施吸引来自中国的投资ꎮ 例

如ꎬ在哈萨克斯坦投资和发展部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发布的«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年依照

ＯＥＣＤ 标准改善投资环境详细计划»修订版中ꎬ特别针对中国列出实施中哈

投资项目、研究在中国设立签证中心作为试点项目等措施①ꎬ凸显其对中国投

资及同中国保持深入合作的战略重视程度ꎻ吉尔吉斯斯坦 ２０１７ 年通过改善投

资政策、项目推介、参加欧亚经济论坛、举行“２０１７ 比什凯克投资论坛”等多种

方式为中国投资者在吉经营领域寻找合作伙伴提供平台ꎻ２０１７ 年塔吉克斯坦认

真研究建立中塔自贸区的可能性ꎬ继续吸引中国企业来塔投资ꎬ并希望中国能

—０４—

① «哈发布‹２０１６ 年 － ２０１７ 年依照 ＯＥＣＤ 标准改善投资环境详细计划›修订版»ꎬ
ｈｔｔｐ: / / ｇｐｊ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ｚｕｉｘｉｎｄｔ / ２０１７０３ / ２０１７０３０２５２７００９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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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优惠贷款和援助ꎬ支持中塔公路二期项目建设①ꎮ 这些措施为投资对象和

潜在投资者搭建直接交流的桥梁ꎬ吸引中国投资取得了明显成效ꎮ
从投资额看ꎬ３０ 年来ꎬ中国对中亚国家的投资额从无到有不断增长ꎬ尤

其是 ２０１３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ꎬ中国对中亚国家的投资增长更快ꎮ
中国对中亚国家的投资进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位ꎬ中亚国家对中国投资的

依赖不断加深ꎮ
从投资的产业分布看ꎬ由于中亚各国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差异ꎬ中国企业

对中亚各国投资的侧重点不同ꎮ 经过 ３０ 年的合作ꎬ中国对中亚各国投资的产

业分布不断拓展ꎬ主要涉及种植业、养殖业、化工业、食品加工业、机械制造业、
农产品加工业、地质勘探业、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金融业、商贸业、交通运输

业、建材业、通信业、物流业、旅游业、医疗业、文化产业等三次产业的几乎各个

领域ꎮ 由中方企业承建的多个大型基础设施项目ꎬ包括石化、电力、矿山开采和

水泥厂等陆续竣工交付ꎬ化工、公路、汽车组装和市政基础设施等多个项目取得

实质进展ꎬ对中亚国家国民经济体系的重构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ꎮ
从投资主体看ꎬ中国对中亚国家投资的主体越来越多元化ꎬ民营企业占

比越来越大ꎮ 除了能源与矿产勘探、开采和加工以及金融等以国有企业为主

外ꎬ其他各领域都活跃着民营企业的身影ꎬ以独资企业为主ꎮ 中国新疆、江
苏、浙江、陕西、广东等省区的民营企业成为投资主力ꎬ投资地以中亚各国交通

基础设施、金融市场等比较便利的首都和主要城市为主ꎮ 投资形式多样ꎬ主要

包括兴办工厂、工程承包、合作开发、合建工业园区和自由经济区等②ꎮ
从投资模式看ꎬ中国对中亚国家的投资模式不断创新ꎬ形成了建立政策

沟通和对接机制、产能合作、丰富投融资机制等多种有效模式ꎮ 第一ꎬ建立政

策沟通和对接机制ꎮ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ꎬ中国与中亚国家非常重视对

接ꎬ包括战略、规划、机制、政策、项目、信息、平台等各层次和各领域的合作联

系机制ꎬ通过相互赞赏对方的理念和发展模式ꎬ支持对方的奋斗目标和实现

途径ꎬ强调双方的共识和共同感兴趣的内容ꎬ消减或避开双方的分歧与矛盾ꎬ
合理规划合作清单和路线图等方式ꎬ建立稳定的官方和民间、双边和多边交

流保障机制ꎮ 同时ꎬ加强政策沟通和对接机制建设ꎬ３０ 年来逐渐形成“总理

—１４—

①

②

«２０２０ 年中塔贸易额将达 ３０ 亿美元»ꎬｈｔｔｐ: / / ｔｊ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７０５ / ２０１７０５０２５７７５７２ ｓｈｔｍｌ

王海燕:«中国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路径研究»ꎬ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ꎬ第

７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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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会晤 ＋双边合作委员会 ＋分委会”、“政府 ＋ 协会 ＋ 企业”的工作机制以

及“中国 ＋中亚五国”为主导的官方合作机制ꎬ分委会分别在经贸、交通、铁
路、口岸和海关、科技、金融、能源、地质矿产、人文、安全等机制下建立ꎬ以便

推动政策磋商常态化、项目建设规范化ꎬ有效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稳定各方

预期ꎮ 在融资贷款、投资基金、税收减免、签证办理等方面形成了专项支持性

安排ꎬ为实施产能合作的企业提供指导和服务ꎬ与之前的企业依靠自身力量

独闯市场相比ꎬ对接使企业投资的行为更有可预见性ꎬ获得更多国家支持ꎬ投
资更安全ꎮ 第二ꎬ产能合作ꎮ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ꎬ中国与中亚国家政府

本着“国家推动、企业参与、合作广泛、合作目标多元”、“能力建设导向”和

“包容性”原则ꎬ以提升中亚国家经济的造血能力和发展能力为出发点ꎬ以长

期利益为着眼点ꎬ基于中亚国家资源和产业基础ꎬ从填补中亚国家产业空白

或产业升级ꎬ帮助中亚国家减轻进口依赖以及向非能源领域经济转型又有盈

利保障的产业入手ꎬ在产能合作领域及项目上进行磋商ꎬ涵盖从立项投资到

建厂生产ꎬ再到销售和配套服务在内的全流程合作模式ꎬ涉及项目实施、资金

保障、市场营销、后期服务等众多环节ꎬ按照“企业主体、市场导向、商业原则、
国际惯例”的产能合作方略ꎬ推动了一大批大项目的实施ꎮ 例如ꎬ中国新疆特

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塔吉克斯坦的杜尚别 ２ 号热电厂工程ꎬ提高了

塔方能源自给能力ꎬ得到了塔民众的高度认可①ꎮ 第三ꎬ丰富投融资机制ꎮ
为应对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对项目资金大幅增加的需

求ꎬ为扩大投资规模ꎬ减少投资风险ꎬ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投融资模式不断升

级ꎬ从初期的企业利用自有资金为主转为从金融机构融资或与第三方合作为

主ꎬ并增加了货币互换协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中国与中亚

国家产能合作专项基金等多种投融资渠道ꎬ支持重点项目的投融资ꎮ 例如ꎬ
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和维索尔(Ｖｉｓｏｒ)投资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在哈萨

克斯坦合资成立了札纳塔斯风电项目ꎬ总投资 １ ５ 亿美元ꎬ２０２１ 年 ６ 月并网ꎬ
成为哈萨克斯坦第一个建成的大型风电项目ꎬ每年 ３ ５ 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

直接满足该地区 １００ 多万家庭的用电需求ꎮ 该项目在建设过程中探索了一

套高效的投资模式ꎬ即由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和哈萨克斯坦维索尔投资公

司共同投资ꎬ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受托管理ꎮ 项目资金采用亚洲基础

设施投资银行与跨国银行组合融资ꎬ项目施工采用中国设计、中国设备、中国

—２４—

① «中企助力塔吉克斯坦建设电力“生命线”»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ａ / １０９８２７４４１＿
１２０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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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国际监理的方式ꎮ 以上这些举措有效推动了中亚国家的经济转型ꎬ增
加了中亚各国的就业和税收ꎬ加快了中亚各国加工业和农业发展ꎬ填补了若

干产业空白ꎬ优化其产业结构ꎬ降低其进口依赖ꎬ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

跃上了一个新台阶ꎮ

三　 中国与中亚国家经贸合作的基础和面临的挑战

(一)中国与中亚国家经贸合作具备良好的基础

１ 中国与中亚各国已建立政治互信关系

多年来ꎬ中国同中亚各国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友好合作关系使“一带一路”
的构建具有扎实的政治经济基础ꎮ ３０ 年来ꎬ中国与中亚各国关系不断升级ꎬ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习近平主席的中亚之行将中国同中亚国家双边关系提升到前所

未有的水平ꎬ中亚五国都与中国签署了睦邻友好条约ꎬ都是中国的全面战略

伙伴ꎬ发展长期睦邻友好、互利共赢的合作成为彼此共识ꎬ当前的中国同中亚

国家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ꎮ 尽管受到乌克兰危机等重大地缘政治格局变

化的影响ꎬ但中国与中亚国家互为邻国的现实不会改变ꎬ互助合作、发展经

济、提高民生福祉的需求不会改变ꎬ强化政治互信的需求反而会提高ꎮ
２ 中亚各国对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合作需求越来越迫切

“一带一路”东连亚太经济圈ꎬ西系欧洲经济圈ꎬ中亚居于中间的枢纽地

段ꎬ也是经济最不发达的凹陷地带ꎮ 中亚均为内陆地区ꎬ没有出海口ꎬ长期以来

对外经济往来受到极大限制ꎮ 中亚国家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关键

时期ꎬ拓展国际经济合作的客观诉求较为迫切ꎮ 近年来ꎬ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

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国都把吸引投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经济发展战略

的优先任务之一ꎮ “一带一路”倡议正好符合中亚拓展对外经济联系的客观诉

求和现实需要ꎮ 与中国的合作可以使中亚国家摆脱内陆国和双重内陆国的困

扰ꎬ为其经济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地缘空间ꎮ 凭借“一带一路”上的中国—中亚

跨境运输走廊ꎬ中亚不仅可以早日实现国际运输通道多元化的梦想ꎬ还可以尽

享亚欧两端发达地区的发展机遇ꎮ “一带一路”倡议无疑将给中亚商品进入太

平洋地区、中亚国家同亚太国家扩展国际经济合作带来新的历史契机ꎮ
３ 地缘优势无可替代

中亚国家是中国西出通往欧洲的第一站ꎬ古“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和中亚

国家作为欧亚大陆和新亚欧大陆桥的中间地带ꎬ双方有条件、有实力构筑一

个物流大通道ꎬ连接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发达经济圈ꎮ 新亚欧大陆桥辐射 ３０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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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国家和地区ꎬ辐射面积达 ５ ０００ 多万平方千米ꎬ辐射总人口占世界总人口

的近 ７５％ ꎮ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ꎬ尤其是大陆桥两端的日本、韩国、欧洲等国家

和地区ꎬ中亚是一个能源丰富、人口众多的巨大市场ꎬ是它们开展资本输出

的理想之地ꎻ对于中亚国家来说ꎬ借助大陆桥的优势ꎬ通过完善相关的开放

政策ꎬ可以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ꎬ学习更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ꎬ以此促

进自身经济的发展ꎬ增强参与国际经济秩序建设的能力ꎮ 当前ꎬ亚太地区

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源之一①ꎮ 中亚地区正在更加主动地参与亚太

地区经济秩序建设的进程ꎬ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一个很好的

机遇ꎬ“一带一路”的发展离不开中亚国家的参与ꎬ由于中亚地区的地缘优

势ꎬ中亚国家的参与甚至是“一带一路”能否成功建成的关键因素之一ꎮ
４ 口岸优势突出ꎬ提供多种合作路径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口岸合作优势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ꎬ双方存在开

展口岸合作的区位优势ꎬ中国与中亚国家有着漫长的边界线ꎬ随着双边经贸关

系以及交通运输合作的不断开展ꎬ边界线已经不再是阻隔双边合作的障碍ꎬ反
而成为双边合作的起点ꎮ 第二ꎬ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口岸数量不断增多ꎬ且
口岸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得到完善ꎮ 目前ꎬ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已经形成一个

比较完整的口岸合作体系ꎬ铁路口岸、公路口岸和航空港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ꎬ
这种完整的口岸合作体系无疑是推动“立体丝绸之路”发展的巨大动力ꎮ 第三ꎬ
口岸进出口贸易辐射范围不断扩大ꎬ进出口商品呈现多样化发展ꎮ 中国向西出

口的范围已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拓展到俄罗斯及欧洲国

家ꎬ而中亚国家通过中国口岸向东出口已扩展到东南亚和东北亚国家ꎮ

表 ５ 中国与中亚国家一类陆路边境口岸一览表

口岸名称 口岸类型
所属中国

地州
依托城镇 开放时间 接壤国家 对口口岸

阿黑土别克 公路 阿勒泰地区 哈巴河县 尚未开通 哈萨克斯坦 阿连谢夫卡

吉木乃 公路 阿勒泰地区 吉木乃县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 哈萨克斯坦 迈哈布奇盖

巴克图 公路 塔城地区 塔城市
１９９０ 年
１０ 月

哈萨克斯坦 巴克特

阿拉山口
铁路、公路、

管道
博尔塔拉

蒙古自治州
博乐市

１９９１ 年
７ 月

哈萨克斯坦 多斯特克

—４４—

① 章庆慧:«中国与中亚国家交通运输合作研究»ꎬ华东师范大学 ２０１５ 年硕士毕

业论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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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５)

口岸名称 口岸类型
所属中国

地州
依托城镇 开放时间 接壤国家 对口口岸

霍尔果斯
公路、铁路、

管道
伊犁州直 霍城县

１９８３ 年
１１ 月

哈萨克斯坦 霍尔果斯

都拉塔 公路 伊犁州直 察布查尔县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

哈萨克斯坦 科里扎特

木扎尔特 公路 伊犁州直 昭苏县 尚未开通 哈萨克斯坦 纳林果勒

吐尔尕特 公路 克孜勒苏州 乌恰县
１９８３ 年
１２ 月

吉尔吉斯
斯坦

图噜噶尔特

伊尔克什坦 公路 克孜勒苏州 乌恰县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

吉尔吉斯
斯坦

伊尔克什坦

卡拉苏 公路 喀什地区
塔什库尔

干县
临时开放 塔吉克斯坦 阔勒买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口岸协会资料整理制作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ａｏｐ ｏｒｇ ｃｎ

５ 世贸组织为区域合作提供了统一的规则平台

世贸组织依然是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机制ꎬ中亚国家纷纷加入世贸组

织ꎬ为区域合作建立了更加有序的环境与规则平台ꎮ 吉尔吉斯斯坦于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加入世贸组织ꎬ成为第 １３４ 个成员ꎬ是独联体国家中最先“入
世”的国家ꎮ 塔吉克斯坦 ２００１ 年开始“入世”谈判ꎬ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正

式加入该组织ꎮ 哈萨克斯坦于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提出“入世”申请ꎬ终于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正式成为其第 １６２ 个成员国①ꎮ 金融和服务业是哈加大开放的两

个主要领域ꎬ哈正在全力打造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ＡＩＦＣ)ꎬ使其成为中亚

地区金融业务的交汇地ꎬ上海证券交易所与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阿斯塔

纳国际交易所(ＡＩＸ)正在开展深度合作ꎬ为中资企业“走出去”提供融资服务

平台ꎬ为中资企业和金融机构进一步在外开拓业务提供便利②ꎻ借助“入世”
和进一步开放ꎬ哈吸引到更多投资ꎬ经济结构逐步改变和优化ꎮ 乌兹别克斯

坦于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获得关贸总协定观察员地位ꎬ并于 １９９８ 年成立关于“入世”
工作委员会ꎬ随后几年中ꎬ该委员会不定期举行会议ꎬ自 ２００５ 年起暂停相关

工作ꎻ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ꎬ乌恢复“入世”相关工作ꎻ２０１９ 年 ７ 月ꎬ乌向世贸组织正

—５４—

①

②

«哈萨克斯坦正式成为第 １６２ 个世贸成员国»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 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ｇｊ /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０１ / ７６５０７８６ ｓｈｔｍｌ

«上交所:推动市场主体进行境外融资和市场建设»ꎬ«中国证券报»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１３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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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提交对外贸易制度备忘录ꎬ恢复与世贸组织中断 １５ 年之久的“入世”谈

判①ꎻ２０２２ 年 ６ 月在世贸组织第十二届部长级会议上ꎬ乌强调“入世”是其“绝对

优先事项和对外经济政策的主要方向之一”ꎬ将“入世”视为自身改革的一部

分ꎬ旨在进一步融入多边贸易体系、实现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联系ꎬ乌打算尽快完

成“入世”进程②ꎮ 土库曼斯坦政府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决定启动“入世”谈判ꎬ２０２０
年 ５ 月提出了以观察员身份“入世”申请ꎬ同年 ７ 月正式成为该组织第 ２５ 个

观察员国③ꎮ 在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ꎬ无论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如何发

展ꎬ在可预见的未来ꎬ充分享受世界经济全球化利益的中亚国家对“入世”和开

放的态度更加明朗ꎬ积极融入全球经济的趋势不会改变ꎬ中亚各国与中国的经

贸合作在统一的世贸组织和其他国际规则体系下会更加规范、透明和可预见ꎮ
(二)中国与中亚国家经贸合作面临挑战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ꎬ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升级等对国际经济合作的

影响巨大ꎬ中国与中亚国家经贸合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ꎮ
１ 从国际层面看ꎬ世界经济普遍面临滞胀风险

世界银行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指出ꎬ受乌克兰危机升

级等因素影响ꎬ能源和食品价格激增引发全球供应链中断ꎬ世界主要国家的央

行普遍提高利率水平ꎬ未来数年全球通胀率将高于历史平均水平ꎬ但经济增长

率将低于历史平均水平ꎬ给中低收入经济体带来潜在的不稳定因素ꎬ全球很多

国家经济或将面临衰退ꎬ滞胀风险在上升ꎮ 世界银行将 ２０２２ 年全球经济增长

预期下调至 ２ ９％ꎬ低于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预测的 ４ １％和 ４ 月预测的 ３ ２％ꎬ低于 ４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的 ３ ６％ꎬ也大大低于 ２０２１ 年 ５ ７％的增长率ꎮ 世界

银行预计疫情和特别军事行动的影响可能是深远的ꎬ乌克兰经济 ２０２２ 年将下

降 ３５％ꎬ俄罗斯经济将下降 ８ ９％ꎻ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４ 年ꎬ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下降

２ ７％ꎬ２０２３ 年的全球经济增速预计将继续放缓到 ２０３０ 年前ꎬ全球经济增速的

平均水平将低于上一个 １０ 年④ꎻ由于同时面临高通胀和缓慢增长ꎬ全球经济

—６４—

①

②

③

④

«乌兹别 克 斯 坦重 启 加 入 世 贸 组 织 谈 判»ꎬ ｈｔｔｐ: / / ｋｚ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２００７ / ２０２００７０２９８１６２５ ｓｈｔｍｌ

«乌兹别克斯坦呼吁世贸组织在新成员加入上表现出更多灵活性»ꎬｈｔｔｐ: / / ｕｚ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２２０６ / ２０２２０６０３３１９４１２ ｓｈｔｍｌ

«土库曼斯坦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观察员国»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ｍ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２００８ / ２０２００８０２９８８６７１ ｓｈｔｍｌ /

«世界银行报告称:乌克兰经济 ２０２２ 年预计将萎缩 ３５％ »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
ｎｅｗｓ ｃｏｍ ｃｎ / ｇｊ / ２０２２ / １０ － ０５ / ９８６６８４４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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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再次处于危险之中ꎻ即便全球经济得以避免衰退ꎬ滞胀之痛也可能持续

数年ꎮ 但与 ４０ 年前相比ꎬ全球经济和各国政府应对经济挑战的能力有所

加强ꎮ
２ 从区域层面看ꎬ乌克兰危机升级对中亚区域合作影响巨大

第一ꎬ对中亚区域金融体系的影响ꎮ 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ꎬ美国及其盟友

大幅升级对俄金融制裁措施ꎬ连带导致与俄罗斯关系密切的中亚国家金融市场

剧烈动荡ꎬ中亚国家的货币对美元贬值ꎬ汇率普遍下跌ꎬ通胀率大幅上升ꎬ如吉

尔吉斯斯坦索姆贬值幅度和通胀率增幅都超过 １０％ꎮ 中亚五国与俄罗斯的金

融支付体系遭受冲击ꎬ不得不启动新的跨境交易货币体系ꎮ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ꎬ中国

银联①“全球速汇”(ＭｏｎｅｙＥｘｐｒｅｓｓ)与塔吉克斯坦汇款服务平台“城市杜尚别”
(Ｄｕｓｈａｎｂｅ Ｃｉｔｙ)建立合作关系ꎬ联合推出跨境汇款便捷服务②ꎮ 中亚国家不得

不重视金融多元化ꎬ以及能源、棉花、粮食等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和供给多元化ꎬ
并开始收紧货币政策以应对通胀问题ꎮ 第二ꎬ对中亚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影响ꎮ
中亚地区 ７０％的生产生活资料依靠进口ꎬ主要来源于俄罗斯、中国、土耳其等国

家ꎮ 乌克兰危机升级导致产业链、供应链高度依赖俄罗斯的中亚五国深受影

响ꎬ在疫情和特别军事行动的双重影响下ꎬ国际物流运输费用居高不下ꎬ中亚五

国和俄罗斯均出现货物短缺现象ꎮ 目前ꎬ中亚各国日用百货、办公用品、五金建

材、汽车配件、小家电等产品处于缺货状态ꎬ对民众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较大影

响ꎬ中亚国家的产业链需要重构ꎬ供应链流向需要更加多元化ꎬ这些不是一朝一

夕可以解决的ꎬ势必会影响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合作ꎮ
３ 从国家层面看ꎬ世界银行预计乌克兰危机升级将对中亚地区经济造

成更严重的衰退

尤其是对俄罗斯能源依赖严重的国家ꎬ以及一些经济欠发达国家ꎬ一些

与俄罗斯有贸易、旅游合作的中亚国家ꎬ可能遭受经济损失③ꎮ 预计包括哈萨

—７４—

①

②

③

银联国际作为中国银联负责运营国际业务的子公司ꎬ通过与全球 ２ ４００ 多家机

构合作ꎬ银联卡全球受理网络已延伸到 １８０ 个国家和地区ꎬ已在全球 １７９ 个国家和地区发

行超过 ９０ 亿张银联卡ꎮ
通过“城市杜尚别”提供的官方网站和手机 ＡＰＰ 等服务渠道即可向中国境内银

行的银联卡进行跨境汇款ꎬ最低汇款金额为 ６００ 索莫尼ꎮ 在塔通过“城市杜尚别”提供的

跨境移动支付服务ꎬ汇款人即可在“全球速卖通”“淘宝”“１６８８”“天猫”等网购平台直接

购买商品ꎬ无须支付转账手续费ꎮ
«世行下调 ２０２２ 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 ２ ９％ »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 ｃｎ / ２０２２ －

０６ / ０８ / ｃ＿１１２８７２２９４５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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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在内的中亚地区 ２０２２ 年、
２０２３ 年和 ２０２４ 年按市场价格计算的 ＧＤＰ 增长率分别为 ２ ４％、４ ３％和 ４ １％ꎮ
其中ꎬ乌兹别克斯坦分别为４ ３％、５ ３％和５ ５％ꎬ将是中亚国家中预期最好、发
展最稳健的国家ꎬ这是因为乌深入推进改革ꎬ持续优化营商环境ꎬ不断扩大投资

规模ꎬ大力加速国企私有化转型ꎬ促进私营经济发展ꎬ宏观政策稳定ꎬ且乌政府

资产变现能力较强ꎬ国际资产储备相对充足①ꎻ哈萨克斯坦分别为 ２％ 、４％ 和

３ ５％ ꎬ２０２２ 年“一月骚乱”后哈政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政治经济改革ꎬ如能

实现该预期实属不易ꎬ也与国际能源、小麦等粮食价格的上涨密切相关ꎻ吉尔

吉斯斯坦分别为 － ２％ 、３ ４％ 和 ４％ ꎬ塔吉克斯坦分别为 － ０ ４％ 、３ ３％ 和

４ ３％ ꎬ这两国由于缺乏能源资源、粮食不够自给自足ꎬ２０２２ 年经济会有所萎

缩ꎬ之后经济可能缓慢恢复②ꎮ 整个中亚地区受乌克兰危机升级影响失业率增

加ꎬ通货膨胀率提高ꎬ食品价格居高不下ꎬ返贫率和贫困率将会增加ꎬ社会经济

发展会更加脆弱ꎬ对外国投资需求和依赖也会增强ꎮ
此外ꎬ中亚国家还面临多重挑战:吉塔等国家间边境冲突不断升级导致

区域投资环境恶化ꎻ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外国投资普遍减少ꎬ各国就业压力

增大ꎻ中亚各国贫困人口普遍增加ꎬ地区发展不平衡ꎬ生态环境恶化ꎬ民生问

题长期得不到解决ꎻ哈、乌、塔等国内爆发不同程度骚乱ꎬ外部势力趁机介入ꎬ
骚乱策动者得到境外势力支持影响地区安全ꎮ 综上ꎬ中亚国家需要解决突出

的民生问题ꎬ将更加积极寻求对外经济合作的机会ꎮ

四　 中国与中亚国家经贸合作前景广阔

(一)中国与中亚各国经济发展潜力巨大

２１ 世纪以来ꎬ世界经济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等多个重大事件

的打击ꎬ大部分国家经济有涨有跌ꎬ复苏乏力ꎮ 而中国多年保持了高于世界

经济增速的水平ꎬ２０１０ 年是一个分水岭ꎬ中国 ＧＤＰ 超过日本ꎬ成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③并保持至今ꎬ经济总量不断增长ꎬ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从 ２０１０ 年

—８４—

①

②

③

«标准普尔维持乌兹别克斯坦国家主权信用评级为“ＢＢ － / Ｂ”»ꎬｈｔｔｐ: / / ｕｚ ｍｏｆ
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２２０６ / ２０２２０６０３３１７３５１ ｓｈｔｍｌ

«世界银行报告称:乌克兰经济 ２０２２ 年预计将萎缩 ３５％ »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
ｎｅｗｓ ｃｏｍ ｃｎ / ｇｊ / ２０２２ / １０ － ０５ / ９８６６８４４ ｓｈｔｍｌ

«社科院 ２０１１ 年‹世界经济黄皮书›成果等情况发布会»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ｃｉｏ ｇｏｖ
ｃｎ / ｍ / ｘｗｆｂｈ / ｇｂｗｘｗｆｂｈ / ｘｗｆｂｈ / ｓｋｙ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８３３８３４ / ８３３８３４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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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９ ２％增至 ２０２１ 年的超过 １８％ ①ꎬ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引

擎ꎬ发展潜力巨大ꎮ

表 ６ 中亚国家 ＧＤＰ 增长率(％)

国别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同比
与 ２０１０ 年

相比
同比

与 ２０１０ 年
相比

同比
与 ２０１０ 年

相比
同比

与 ２０１０ 年
相比

哈萨克斯坦 ７ ５ ７ ５ １ ２ ２６ ０ ４ ５ ４４ ０ － ２ ６ ４０ ０

乌兹别克斯坦 ８ ３ ８ ３ ７ ４ ４３ ０ ５ ８ ７６ ０ １ ６ ８０ ０

土库曼斯坦 １４ ７ １４ ７ ６ ５ ６５ ０ ６ ３ １１１ ０ ５ ９ １２３ ０

吉尔吉斯斯坦 ５ ７ ５ ７ ３ ９ ２７ ０ ４ ６ ５０ ０ － ８ ６ ３８ ０

塔吉克斯坦 ７ ４ ７ ４ ６ ０ ４０ ０ ７ ４ — ４ ５ —

资料来源:Динамика валового внутреннего продукта ２０１２ －２０２１ гг Межгосудаственны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комитет СНГ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ｉｓｓｔａｔ ｒｕ

中亚国家经济在 ２１ 世纪初经历了高速增长的时期ꎬ成为世界经济的一

大亮点地区②ꎮ ２０１１ 年以来ꎬ随着中亚各国经济越来越深地融入世界经济体

系ꎬ受世界经济波动影响越来越大ꎬ经济增速同比有所放缓甚至降低ꎬ但定基

指数仍保持较高的增长率③ꎬ如 ２０２０ 年与 ２０１０ 年相比增速均在两位数ꎬ尤其

土库曼斯坦的经济增长率最高ꎮ ２０２２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ꎬ世界能源以及

棉花、粮食等农产品价格暴涨ꎬ中国正在成为中亚国家大宗商品稳定而重要

的市场ꎬ在一定程度上会推高中亚国家经济收益ꎬ增强其抵御风险的能力ꎬ释
放其近年来经济结构不断调整的发展潜能ꎮ

(二)中国与中亚各国经济结构互补

中国与中亚国家经济结构在多方面互补ꎬ可更加有效地取长补短、开展合作ꎮ
１ 基础设施建设互补

中亚五国都是发展中国家ꎬ在交通、工业、能源、公共事业、供水系统、住
房、社会事业等诸多民生和基础设施领域都面临提质增量重任ꎬ而中国的基

础设施建设能力突出ꎬ可与中亚国家形成市场互补和能力互补ꎮ 尤其是中国

—９４—

①

②

③

国家统计局:«２０２１ 年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比重预计超过 １８％ »ꎬ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ｃｎｒ ｃｎ / ２０１４ｊｉｎｇｊｉ / ｄｊｂｄ / ２０２２０１１７ / ｔ２０２２０１１７＿５２５７１７５０８ ｓｈｔｍｌ

王海燕:«金融危机前后中亚国家经济形势对比与前景分析»ꎬ«新疆师范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ꎮ
王海燕:«中亚国家经济新形势、新举措及前景展望»ꎬ«欧亚经济»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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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亚国家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ꎬ如连接欧亚的第二亚欧大陆桥和中国—
中亚—西亚跨境经济走廊、中国—中亚油气管道、水利基础设施、光纤光缆通

信设施、陆海空交通线、电网等基础设施ꎬ均具有跨国意义ꎬ可将亚欧市场紧

密连接ꎬ从而形成更大规模的亚欧大市场ꎬ带动地区发展ꎬ促进区域贸易投资

便利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不断提升ꎮ
２ 产业发展互补

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门类最全、配套最完备的产业体系ꎬ与中亚

国家相比优势突出ꎮ 从中国与中亚国家各自国家发展战略规划文件看ꎬ中
国希望的产业合作重点有:由于技术先进一些工业品产大于求的过剩产

能ꎬ如炼铁、炼钢、焦炭、铁合金、电石、电解铝、铜(含再生铜)冶炼、铅(含
再生铅)冶炼、水泥(熟料及磨机)、平板玻璃、造纸、制革、印染、化纤、铅蓄

电池(极板及组装)、稀土等ꎻ因经济布局调整需转出的产能ꎬ如钢铁、平板

玻璃、水泥等ꎻ具有国际竞争力可通过全球布局获得更合理产业链的产业ꎬ
如油气、风电、光伏、手机、汽车配件等ꎻ有助于消化中国巨额外汇储备、利
润较高、投资相对安全的海外产业ꎬ如资源、租赁农业、工业园区、高新技术

和服务企业等①ꎮ 而黑色冶金业、有色冶金业、石化、食品、医药、化工、交通

工具及配件和发动机制造、电气、农业机械制造、铁路设备制造、采矿业、机
械设备制造、石油炼化开采、建材业、纺织业、农产品加工业、数字产业和高

新技术产业等是中亚国家近年来吸引外资和工业发展纲要中的重点领域ꎮ
中国与中亚不同国家产业合作虽各有侧重ꎬ但均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和极其

广阔的合作空间ꎮ
３ 地区发展互补

中国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包括发展经济走廊沿线城市群ꎬ塑造网络型

经济增长点ꎬ带动沿线经济社会发展ꎮ 中国提出的“经济走廊”规划与中亚

国家提出的产业布局规划方案有异曲同工之处ꎬ拟形成中心城市增长极 ＋
若干地区产业中心 ＋ 口岸城市的点轴开发模式ꎬ如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

市和撒马尔罕市、吉尔吉斯斯坦的比什凯克市和奥什市、哈萨克斯坦的阿

拉木图市和阿斯塔纳市分属南北两个经济增长极ꎬ其城市基础设施较完

备ꎬ人才储备更完整ꎬ配套设施相对齐全ꎬ对外联系方便ꎬ周边城镇密布ꎬ除
自身具备经济增长潜力外ꎬ还可带动周边地区发展ꎮ 地区产业中心是各地

—０５—

① «推动 原 材 料 工 业 高 质 量 发 展»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ｅ ｃｎ / ｃｙｓｃ / ｎｅｗｍａｉｎ / ｙｃ / ｊｓｘｗ /
２０２２０９ / ０６ / ｔ２０２２０９０６＿３８０８７５３９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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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根据自身特点和优势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ꎬ并以此为中心形成产业集

群ꎬ如在土库曼斯坦的阿什哈巴德发展石化产业、在哈萨克斯坦的卡拉干

达发展钢铁产业、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奇尔奇克发展农机制造等ꎮ 再加上中

哈、中吉、中塔的阿拉山口、霍尔果斯等口岸城市互补合作ꎮ 多个点、轴、经
济走廊连在一起ꎬ还可形成网络状的区域经济分布图ꎬ形成由点到面、从线

到片的经济走廊ꎬ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优化配置ꎬ促进亚欧区域统一

市场的建立和发展ꎬ并使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从不平衡转向平衡ꎬ助力各国

经济互补发展ꎮ
４ 经济结构调整互补

中国与中亚国家均面临结构失调难题ꎬ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具有诸多共

性ꎬ双方战略对接既有利于改善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ꎬ又可改善彼此间的贸

易商品结构ꎬ为未来经济增长提供动力ꎮ 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思路是加

强基础工业能力、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生产型制造

向服务型制造转变ꎻ产业布局调整的基本思路是将初级产业由沿海向内地转

移ꎻ产业组织方式调整的基本思路是推进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提升品

牌质量、推行绿色制造和智能制造、发展创新能力、寻求重点领域战略突破ꎮ
中亚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思路是以传统产业为中心ꎬ大力发展非能源经

济ꎬ如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发表的年度国情

咨文中强调ꎬ乌产业布局结构调整的基本思路是使纺织品、电器、皮革和鞋类

等产品的供应量至少增加 １ 倍ꎬ提高本国产品出口比重①ꎻ中亚国家产业组织

方式调整的基本思路是借助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等机制扩大市场ꎬ
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先进规则和标准接轨ꎬ在自由经济区、产业园

区等发展产业集群ꎬ借助创新产业提升制造能力ꎬ借助改善营商环境吸引外

资等ꎮ 中国与中亚国家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互补明显ꎬ具有广阔的合作

空间ꎮ
(三)中国与中亚国家经贸合作前景看好

在世界经济预期普遍低迷的情况下ꎬ世界银行对中国 ２０２２ 年、２０２３ 年和 ２０２４
年按市场价格计算的 ＧＤＰ 增长率的预测分别为 ４ ３％、５ ２％和 ５ １％②ꎬ远高于

—１５—

①

②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发表年度国情咨文 　 涉及内政外交多领域»ꎬ 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ｓ? ｉｄ ＝ １７５２８２３７３４１４１３４８７７３＆ｗｆｒ ＝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 ＝ ｐｃ

«世界银行将中国 ２０２２ 年的 ＧＤＰ 增长预测从 ５ １％ 下调至 ４ ３％ »ꎬ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ｓ? ｉｄ ＝ １７３４９８７９ ０２８４４８４５０７７＆ｗｆｒ ＝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 ＝ ｐ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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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和大部分中亚国家经济增长率ꎬ中国经济的发展势头及其作为世界经济

引擎的带动能力依然强劲ꎮ 一方面ꎬ中亚国家会更加重视有能力又稳定可靠

的经济合作伙伴ꎬ中国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合作者ꎬ中亚国家看好中国经济、
看好中国庞大的市场和通往海洋的多向通道ꎬ希望搭上中国经济提质升级和

“一带一路”倡议的快车ꎮ 另一方面ꎬ中亚地区是东亚地区到欧洲地区整个亚

欧大陆供应链中的重要环节ꎬ中国在重视睦邻友好的同时也需要与中亚国家

一道保障中亚西出通往欧洲的重要通道安全畅通ꎬ中亚的能源资源供求双方

稳定互利ꎬ这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ꎮ
２０２２ 年是中国与中亚五国建交 ３０ 周年的重要节点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

平在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 ３０ 周年视频峰会上的讲话中所说ꎬ“３０ 年来ꎬ我们

携手同行、共谋发展”ꎬ“共商共建共享ꎬ共建‘一带一路’在中亚地区开花结

果”①ꎮ 中国同中亚五国相互贸易与投资实现快速稳步增长ꎬ为各国经济社

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ꎬ广泛惠及地区各国人民②ꎮ
站在新 １０ 年的起点上ꎬ中国与中亚各方共同宣布ꎬ中国同中亚五国关系

进入新时代③ꎮ 中国与中亚国家可进一步扩大相互开放与合作:第一ꎬ深化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中亚五国发展战略对接ꎻ第二ꎬ对标国际标准ꎬ提升贸

易和投资便利化水平ꎬ扩大相互投资和贸易规模ꎻ第三ꎬ打造亚欧地区新的金

融中心ꎬ深化上海证券交易所与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阿斯塔纳

国际交易所的金融合作ꎬ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的建立ꎬ为相互贸易和企

业投融资创造便利条件ꎻ第四ꎬ加强跨境电商等数字经济合作ꎻ第五ꎬ加强农业

合作ꎬ扩大中亚优质农产品进口中国ꎻ第六ꎬ构建全方位、可持续的交通基础设

施体系ꎬ巩固中亚作为欧亚大陆交通枢纽的重要地位ꎬ共同保障亚欧区域产业

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安全ꎻ第七ꎬ与中亚各国在减贫经验、新冠疫苗、发展筹资、环
境保护等方面加强交流合作ꎬ共同推动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ꎬ共同维护多元

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ꎬ共享互惠互利合作成果ꎮ
中国与中亚国家致力于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ꎬ展

望未来ꎬ前景看好ꎮ
(责任编辑:李丹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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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习近平在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 ３０ 周年视频峰会上的讲话(全文)»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２ － ０１ / ２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６７０４１０ ｈｔｍ

«中国同中亚五国领导人关于建交 ３０ 周年的联合声明(全文)»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 ｃｎ / ｓｉｌｋｒｏａｄ / ２０２２ － ０１ / ２６ / ｃ＿１１２８３００４１８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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