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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走向双赢的合作道路 

全球治理子论坛 03   第一场   

5 月 27日   09:00-11:00 

 

主  席：Yury Kulintsev: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研究员 

 

主持人：Yury Kulintsev: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研究员 

 

赵华胜 

复旦大学教授 

俄罗斯中亚研究

中心及上海合作

组织研究中心前

主任 

中俄与中亚融合的新动力和新挑战 

1 解释了中国、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在欧亚中地理、经济条件的不同联

系，如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 

2. 欧亚的最大挑战：防止欧亚地区一体化机制碎片化。此外，各国应

该防止冲突、矛盾、自我消耗的情况，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冲突（中国、

俄罗斯、美国）。 

3. 欧亚的战略机遇：中俄之间的合作。身为区域中的主要行为体，它

们对于中亚国家与“一带一路”（BRI）以及欧亚经济联盟（EEU）的

对接工作能起到重要作用，是区域一体化的主要动力。 

4. 欧亚主要瓶颈：缺乏出海口，但这不是中亚主要的瓶颈。中亚四周

都由陆地环绕，陆路交通应该是第一重要，需要着重发展这方面。 

5. 中亚国家发展多元化外交是正常合理的。中俄两国应该支持此类行

为，但也应该坚决反对中亚国家联盟反对中俄双方，因为这种行为不

符合所有国家利益以及区域间的发展。 

 

 

Makhmutov 

Timur 

俄罗斯国际事务

委员会项目副主

管 

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的外交政策理念——探析与俄罗斯及中国的合

作领域 

1. 任何国家在国际平台上进行自身定义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这

是苏联解体后的中亚国家在制定自己独立的外交政策时会遇到的困

难。 

2. 利用官方提供的政策文件来了解和澄清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会出

现一种问题：文件只显示了不同行为体和利益之间的妥协成果。 

3. 中俄双方有意愿参与区域中的事务，希望与邻国扩建外交互动。两

国都不希望在中亚铸成两极化的情况，而是希望成为区域里的主要驱

动者和发展引擎。 

4. 通过现有的政策文件讨论及描述了五个中亚国家的外交政策方式

和态度。 

5. 中亚国家有三个目标：安全；稳定；良好的邻国关系（区域内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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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行为体）。针对阿富汗安全隐患这一类的问题，还需要更多沟通和协

商。 

6. 通过欧亚经济联盟以及双边的努力，经济合作指日可待；中国也为

经济合作提供了契机。 

Dikambaev 

Azamat  

吉尔吉斯共和国

国家战略研究所

所长 

 

欧亚空间一体化的社会文化原因 

1. 跨文明交流自古以来已经开始了。欧亚区域空间使得不同国家可以

彼此建立联系。 

2. 文化、地理、历史关联横跨整个地区。除了紧密的贸易关系，还存

在着思想、传统、经历及知识上的交流。 

3. 欧亚对于发展存在迥然不同的理解，这一理解并非全新的；欧亚地

区的发展逻辑提倡和睦相处，纵向性合作。 

4. 三种层次的交流：两国之间；区域内合作；跨区域的宏观型合作。

每个层次应该形成互补，相互支持的作用而不是具有竞争性和重叠

性。 

5. 欧亚主要关注的问题：谨防传统和新型安全威胁所带来的问题；促

进社会经济及文化发展；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影响。 

6. 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和其他兴起的一体化项目需要经过协

调。 

 

肖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上海合作组织研

究中心副秘书长 

区域间安全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之后的优先发展方向 

1. 印度巴基斯坦两个敌对国家能在上合组织之中谈合作来之不易，

这与上合组织和平的使命相符。其他成果包括：六个合作领域，五

十八个项目，十九个合作机制。 

2. 上合组织是以跨区域合作为导向的组织：加强了成员之间的双边关

系；提倡与其他区域的关系；加强上合组织在区域的形象；提高上合

组织所在区域的国际竞争能力——这些也是一项长远目标。 

3. 上合组织发展的主要问题：组织战略和发展方向不明确；与北约或

联合国对比的时候欠缺独立决策的能力；组织的运行开销和费用明显

升高了；成员本身的亚洲身份不明确 

4. 跨区域的安全合作是上合组织扩员之后的首要任务。这项任务需要

基于“上海精神”加强集体身份，扩大合作所得出的剩余，也需要巩

固战略性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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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 

上海社会科学院

世界中国学研究

所副研究员 

上海反恐研究中

心理事 

 

后“伊斯兰国”时代阿富汗反恐形势与地区反恐合作 

1. 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阿富汗遭受军事溃败，世界如何看待日后的反

恐工作。 

2. 主战场正在改变，因此反恐战略和战术需要调整。伊斯兰恐怖主义

和极端思想如今在往地下扩散，伊斯兰组织前成员和残余势力正加入

其他组织或回到原初国家。其他激进分子和组织则会仿效伊斯兰组织

的游击战术和恐怖行为。 

3.  阿富汗是恐怖组织的大本营，有许多恶势力和恐怖组织在其国内

运行，但其他国家也在加入反恐行动之中。 

4.  特朗普的南亚政策不可预料，因此这一方面的区域合作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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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走向双赢的合作道路 

全球治理子论坛 03   第二场   

5 月 27日 11:15-13:00 

 

主  席：Yury Kulintsev: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研究员 

 

主持人：Yury Kulintsev: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研究员 

 

何树全 

上海大学经济系

教授 

 

乌兹别克斯坦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中乌合作正当其时 

1. 乌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乌国在中亚的经济增长加快；世行所发表

的《经商容易度列表》显示其取得进步；与邻国解决了各种纠纷。 

2. 行动计划及发展战略：加强国家机制及公共建设；确保依法治国和

法律体系改革 

3. 货币开放政策等金融改革已经实行了。乌国也正与中国、俄罗斯、

瑞士、美国展开各种经济合作项目。 

4. 乌国与中国之间的合作可以利用“一带一路”项目、火车货运行业

以及教育部门来提高合作收获。 

 

Khamraev Avaz 

乌兹别克斯坦共

和国总统战略与

区域研究所首席

研究员 

 

中亚的新政治现实 

1. 通过乌国视角讨论了区域安全和可持续性的发展。 

2. 新政治现实局面存在多方合作的有利条件。乌国领导人也多次表示

对区域合作、沟通、协商和首脑会晤的支持。这使乌国与邻国的土地

纠纷得到解决，促进双边之间的贸易、经济和投资合作。 

3. 另一个首要任务是发展区域内的交通设施，如不同要道之间的航空

联络、高速铁路和公路走廊。旨在成为东西方的重要交通枢纽，可以

联通欧洲和中东地区。 

4. 乌国与阿富汗之间的合作一直在持续，诸如经济、交通运输贸易的

活动、专业的培训、安全指导。 

5. 中亚国家也希望使经济增长的方式更多元化，把精力注重导向于高

科技行业发展，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带来的促进商贸协会经贸交流

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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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晓云 

上海国际问题研

究院俄罗斯中亚

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的欧亚政策及中俄在欧亚的合作 

1. 中国在欧亚的相关利益：政治利益（和平发展、地缘政治利益、制

度利益）、安全利益（中国国民在国外的人身安全）、经济利益（能力

和天然资源、交通走廊，基础设施需互联互通）、文化利益（人文交流

和感情能提高中国形象） 

2. 中国对欧亚的外交政策主要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是“一带一

路”的一部分。中国履行了以下基本原则：三不（不追求区域主导权；

不建立影响区域；不干涉他国内政）；共赢合作；平等共建；包容性原

则 

3. 中俄两国在欧亚的合作远远超过纯粹的竞争，双方的共识大于分

歧。双方有共同的安全和经济利益，还可以利用现有的区域内机制如

SCO。 

 

谭秀杰 

武汉大学国际问

题研究院研究员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中亚国家间的贸易潜力 

1.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一个当代经济和贸易合作的新概念，也是一

个融入了政治和经济的重要战略思想。贸易是实现紧密合作的关键基

本要求。 

2. 探讨了中亚地区的贸易潜能以及促进或阻碍进程的因素。 

3. 利用数据模拟和回归方程来推断中亚国家的贸易潜力。 

4. 提高贸易效率及减少关税壁垒的几种因素，有助于日后的政策修

订：签署更多自由贸易协定；降低关税；减少清关通关时间和手续；

发展交通设备和设施实现交通和物流互联互通；提高货币稳定性；控

制金融开放程度（与现有的理论有所分歧） 

5. 总结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贸易效率有下滑的趋势。中亚国家

的实际贸易量与贸易潜能存在巨大的差距，但不同国家在不同领域中

享有优势。 

 

Mamadazimov 

Abdugani 

塔吉克国立大学

副教授 

论在中亚和上合组织国家间引入“丝绸签证” 

1.“丝绸签证”可以成为多用途签证，好比欧盟的“申根区签证”。“丝

绸签证”可针对于企业或跨国公司人员、学术研究员和旅客。 

2. 乌国与其他中亚国家的战略合作的独特之处在于它阐明了明确的

范围和标准。不同研究结果也显示更为紧密的区域合作可以大大提高

中亚国家的国家生产总值以及人均收入。 

3.“丝绸签证”有潜力使整个中亚区域的市场扩大，增加适宜人们居

住的区域。 

（编辑：李汉格、冯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