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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哈萨克斯坦

30 年来，中哈关系阔步向前，实现了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关系、再到永久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的持续推进，树立了独一无二的双边关系定位，打造了相互尊重、睦邻友好、同舟

共济、互利共赢的新型国家关系。

——2022年 9月 13日，对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在《哈萨克斯坦真理

报》发表题为《推动中哈关系在继往开来中实现更大发展》的署名文章

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

建交 30 年来，中吉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原则，推动两国关系

取得跨越式发展，达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高度，为国际社会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树立典

范。中吉关系发展不仅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也为促进中亚地区和平稳定作出贡献。

——2022年 1月 5日，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 30周年

中国与塔吉克斯坦

中塔建交 30 年来，两国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达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历史性高

度。塔方最早同中方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双方率先建立发展共同体和安全共

同体，是名符其实的铁杆朋友。牢不可破的政治互信、坚定有力的相互支持是中塔关系历

久弥坚的最宝贵经验。中方愿同塔方一道，继往开来，推动中塔关系取得新发展。

——2022年 2月 5日，在北京会见来华出席北京 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的塔吉克斯坦

总统拉赫蒙

中国与土库曼斯坦

中国共产党正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土方正在积极推进土库曼斯坦复兴战略。中土两国理念相通，目标相似，利益相连，在发展

振兴路上要携手努力，发挥互补优势，深挖合作潜力，实现共同发展。中方愿同土方一道，

持续深化中土全方位合作，推动构建中土命运共同体，使两国关系在更高水平上向前发展。

——2023 年 1 月 6 日，在北京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土库曼斯坦总统谢尔达尔·别

尔德穆哈梅多夫举行会谈

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

中乌建交 30 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睦邻友好、同舟共济、互利共赢，持续深化战略

互信，不断扩大互利合作，全面弘扬世代友好，将中乌关系提升到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

新高度，为两国共同发展繁荣提供了强大动力。

——2022年 9月 15日，在撒马尔罕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会谈

深耕睦邻友好的示范田

睦邻友好是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的基础。

我们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在中亚搞“颜色革命”，坚决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

坚决反对任何势力破坏人民平静生活。

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合作带

中国愿向中亚国家开放超大规模市场，将进口更多中亚国家优质商品和农产品，继续

办好中国—中亚经贸合作论坛，力争到 2030 年将中国同中亚国家贸易额提升至 700 亿美

元。中方倡议建立中国—中亚五国电子商务合作对话机制，并适时举办中国—中亚国家

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

强化守卫和平的防护盾

和平是地区各国人民的共同企盼。我们要继续打击“三股势力”，深化在边境管控、网

络反恐、联合行动等多领域合作，共同筑牢地区安全防护网。

构建多元互动的大家庭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发展。我们要建立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大格局，加快互

设文化中心，积极开展文化遗产对话，继续推进妇女、智库、媒体等领域交流。要加强旅游

合作，中方将为中亚国家推介旅游资源搭建平台，愿把五国全部列为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目

的地国。中方倡议举办中国—中亚民间友好论坛，未来 5 至 10 年努力将中国同中亚五国

友好城市增加至 100 对。

维护和平发展的地球村

我不久前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号召合力应对风险挑战，推进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我愿宣布，未来 3 年中国将向中亚国家提供 5 亿美元无偿援助，

用于各国民生项目建设；提供 5000 个研修研讨名额，帮助各国培养卫生健康、减贫惠农、

互联互通、信息技术等各领域专业人才，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

——2022年 1月 25日，在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 30周年视频峰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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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来华留学生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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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与中国之间的友好交往历史悠久，

古老的丝绸之路见证了沿线人民交流互鉴的

历程。在哈萨克斯坦，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带动了一系列合作项目落地。中亚五国和中

国建立起牢固的友谊，并在多个合作轨道上

收获丰硕成果，我们之间的合作前景广阔，共

建命运共同体的壮美画卷正在展开。

——哈萨克斯坦通讯社评论员克马

尔·马山罗

近年来，中亚国家同中国的睦邻友好关

系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提

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等，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

大 实 践 ，得 到 了 世 界 上 许 多 国 家 的 积 极 响

应。共建“一带一路”为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在

内的众多共建国家带来投资、技术以及其他

宝贵支持。

——吉尔吉斯斯坦前外交部长伊马纳

利耶夫

中亚国家与中国在兼顾彼此利益的基础

上继续合力构建内涵丰富、成果丰硕、友谊持

久的战略伙伴关系，打造中国—中亚命运共

同体，意义深远。通过与中国合作，我们的交

通运输基础设施焕然一新，相关产业收入大

幅提升，为老百姓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福祉。

——塔吉克斯坦政治学家协会主席赛

福洛·萨法罗夫

古丝绸之路 从 中国出发，穿越中亚，成

为整个世界文明发展与进步的因素。中亚五

国同中国建交以来，在睦邻协作、交流互鉴

科学文化知识与成果方面积累了丰富、独特

的经验。

——土库曼斯坦民主党主席谢尔达罗夫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在推进大型环保

项目方面有丰富经验，这些经验能够帮助我

们解决在咸海干涸湖底造林等方面的难题。

双方也可在制定生态政策、向绿色经济过渡、

推广绿色科技、创新节水节能举措等领域开

展全方位合作。

——乌兹别克斯坦生态党副主席

桑吉诺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