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09国际观察责编：杨 宁 邮箱：guojihwb@126.com

2022年2月17日 星期四2022年2月17日 星期四

成功密码

30年前，中亚各国独立伊始，中国
率先同中亚五国正式建交，开启了双方友
好往来的新纪元。30年来，中国同中亚
五国携手前行，相互关系不断实现跨越式
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
中国已成为中亚第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
易额较建交初期增长100多倍；中国－中
亚天然气管道、中哈原油管道、中吉乌公
路等大项目成功建成；在“一带一路”和
上合组织框架下开展广泛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边疆
研究所所长邢广程说：“在我看来，双方
合作最显著的成果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与中亚国家解决了边界问题，
使边界成为友好、互信、合作的纽带，这
是很不容易的，也使中国和中亚五国成为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第二，在经济
方面，中国和中亚国家双边贸易和相互投
资增长100多倍，在互联互通方面取得了
很大成就。第三，双方开展反恐合作，联
合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有组织犯罪，维护
了地区的安全稳定。”

在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30周年视频
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题为

《携手共命运 一起向未来》 的重要讲
话，把双方30年合作的成功密码总结为

“四项原则”：相互尊重、睦邻友好、同
舟共济、互利共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
所特聘研究员许涛认为：“习近平主席

之所以将双方合作的成功密码总结为这
四项原则，是因为双方之间推出了一种
新型的国家关系理念，即不以意识形
态、政治制度、文化类型划界，超越客
观上存在的价值取向、发展阶段等重大
差异，为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和实现共
同发展而相互理解、携手合作，营造共
同发展的良性环境。这种成功的经验在
当今充满不确定性和不信任感的时代，
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合作基石

2013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
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提出
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大
倡议，“一带一路”合作由此发端。也
是在那次演讲中，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同
中亚国家一道，不断增进互信、巩固友
好、加强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繁荣，为
各国人民谋福祉。

许涛表示：“中亚地处欧亚大陆内陆
中心，地缘困境使这里内生性的发展动力
受到阻碍和消耗。沙俄和苏联时期，中亚
各民族依托以俄罗斯为中心的政治经济体
系实现现代化和国际化。苏联解体后，这
种地缘困境再次阻碍着中亚各国的发展。
中国领导人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被
中亚各国看作重要的历史机遇，均提出与
本国经济发展战略进行对接。以建交30
周年为契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多领
域合作将进入一个新的兴盛期，哈萨克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领
导人均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实施

予以高度重视和评价。”
中国前驻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

坦大使姚培生在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30
周年专家座谈会上表示，近年来上合组
织在中亚地区影响力不断扩大。在上合
组织框架下，中国和中亚国家开展了一
系列双边、多边合作，颇有成效。

许涛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
来，中亚国家是积极参与者。‘互信、互
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
发展’的‘上海精神’，与中国同中亚国
家合作原则高度吻合，受到各国认同。
从‘上海五国’到上合组织扩员，中亚
各国在政治、安全、经济、人文等领域
通过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合作获得利益最
大化。尽管上合组织扩员后的覆盖区域
已超出中亚或欧亚地区，而且2021年又
将中东国家接纳为对话伙伴国，但中亚
仍是上合组织的核心区。”

邢广程表示：“未来双方将在‘一带
一路’和上合组织框架下开展更加密切
的合作，中国将向中亚国家开放超大规
模的市场，进口更多中亚国家优质商品
和农产品。双方将建设快速、快捷、绿
色通道，进一步推进中吉乌铁路项目，
以使中国与中亚国家的互联互通更高
效、更安全。”

发展蓝图

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 30 周年视频
峰会最重要的成果，是双方宣布打造
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开启合作新
篇章。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理念得

到中亚各国的普遍认同，在建交 30 周
年之际正式提出，预示着未来双方睦
邻友好合作关系将会有新的发展。

“第一，中国与中亚国家互利合作
的制度化、网络化建设已有一定规模和
基础。第二，中亚各国之间、中亚国家
与中国之间山水相连，许多重要的自然
资源和经济设施无法分割。第三，在上
述两点基础上，建设具有一定规模的高
质量发展合作带，产生的地区效应将对
周边构成积极影响，有益于培养出亚太
新的经济活跃区。”许涛说。

针对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
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五点建
议：“第一，深耕睦邻友好的示范田；
第二，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合作带；第
三，强化守卫和平的防护盾；第四，构
建多元互动的大家庭；第五，维护和平
发展的地球村。”

邢广程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五
点建议非常重要。一方面针对中亚国家
提出，我们要建立示范田、合作带、防
护盾。另一方面，从全球视野出发，我
们要建立多元互动的大家庭，维护和平
发展的地球村，这不仅仅局限于中亚地
区，而是在世界范围内，因为地球是我
们共同的家园。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五点
建议，既立足于推动构建中国—中亚命
运共同体，也立足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

站在建交30周年这个新的历史起点
上，中国同中亚国家继往开来，构建更
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开启
相互关系的新时代，必将有力增进地区
国家人民共同福祉，为世界和平发展贡
献更大力量。

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交叉融合的背景下，新冠肺炎疫
情对全球物资、人员和资本流动造成负面影响，导致全球供应链
受阻，表现为芯片短缺、能源供应不足、航运不畅、运费暴涨、
食材中断、劳动力短缺等。有分析认为，供应链问题存在进一步
恶化风险。

美国港口拥堵问题至今未解，由此产生的供应链危机外溢影
响全球，引发连锁反应。截至2月9日，美国南加州海运交易所
数据显示，目前停泊在洛杉矶港和长滩港外的集装箱船为85艘，
相较于1月6日的105艘减少了20艘。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认为：“美国作为
主要的经济体之一，因疫情防控失败、劳动力短缺、通胀高企等
问题，使港口拥堵产生的外溢影响全球供应链，加上变异新冠病
毒奥密克戎毒株导致美国确诊病例数再次攀升、劳动力严重短
缺，这场危机很难在短期内缓解。”

国际金融协会警告称，美国供应链中断的可能性将继续上
升，目前制造业交货期延迟情况与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的日本一
样严重，并开始扩散至全球。分析指出，美国生产链危机迫使企
业押注效率低但抵抗力强的供应链，如集装箱。但衡量集装箱费
用的德鲁里航运指数显示，2021年9月的集装箱费用比一年前上
涨291%，生产成本飙涨引发通胀风险。

除了因美国港口拥堵、生产链受阻导致全球供需市场失衡，
全球经济体系还面临着其他挑战。

“从需求侧来看，人口老龄化使经济增长乏力，有效需求不
足，与此同时，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制约消费，导致消费能力疲
软，真正有需求的中产人群不仅没有增加，甚至还在减少；从供
给侧来看，高新技术产业进步缓慢使生产力无法有效提高，近期
被不断炒作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实际上充满变数。截至目前，
市场仍未出现前景良好的新兴产业。此外，全球经济体系发展严
重失衡，大部分国家无法真正地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经济体制
中的弊端，如美元主导的霸权体系、技术溢出存在障碍等，加剧
了经济发展鸿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

泉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供应链的“脱钩”趋势蔓延。有分析

指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并未实现理想复
苏，反陷持续低迷，在贸易保护主义的加码下，“逆全球化”思
潮涌动。

王勇说：“特朗普上任后频繁打破多边规则、退出多边组
织、挑起贸易战，企图通过破坏全球供应链实现经济‘脱钩’。
2021年2月24日，拜登签署了‘美国供应链’第14017号行政令，
旨在加强该国供应链的弹性、多样性、安全性等。这些‘逆全球
化’思维下的‘脱钩’计划，对当前紊乱的供应链起到推波助澜的
作用。”

“为防范美国严格的出口管制，许多企业会提前囤货，对相
关产品的生产链条、运输链条造成负面影响。”屠新泉认为，“在

‘脱钩’政策的影响下，美国错误地认为只要通过发动贸易战、
科技战和展开地缘博弈，就可解决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从目前
的供应链挑战来看，基本没有哪个国家能完全实现自主供应，要
想重构供应链生态也非易事。”

在近期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上，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奥孔
乔-伊韦阿拉指出，当前的全球经济动荡为供应链多元化提供了
机会，许多没赶上全球化浪潮的发展中国家有望迎来新机遇。

“全球经济动荡使一些国家开始意识到，经济相互依存度过
高不利于地缘政治稳定。美国等国家陆续出台一系列提高自给率
的政策，鼓励制造业回流，但这样的政策是否能顺利实现，相关
国家能否承担生产成本上升、生活水平下降等负担，仍是个未知
数。”王勇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市场因无法及时应
对此类‘黑天鹅事件’而产生连锁反应。此外，中美间的贸易
摩擦、全球自然灾害频发，在不同维度上增加了供应链断裂的可
能性。”屠新泉认为，“目前市场大多倾向于提高供应链韧性、弹
性，降低自由度和对外依赖度等，这是各国在权衡‘效率’和

‘安全’后做出的选择，虽不利于全球经济发展却也无可奈何。”

2月8日，春节后的首趟中亚班列
从中国东方红 （洛阳） 国际陆港发
出，装载着发电机组、机电设备、自
行车、家用电器、纺织品、建材等货
物，驶向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
作为欧亚国际物流陆运运输的骨干方
式，繁荣忙碌的中亚班列是中国与中
亚“一带一路”合作的缩影。

2022 年是中国与中亚五国建交 30
周年。30载风雨同行，从睦邻友好关
系到战略伙伴关系，再到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合作关系
日益紧密，合作水平不断提升。如
今，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推进，
中国与中亚合作的深度广度都在不断
加强，这源于真诚是中国与中亚合作
始终不变的底色。

真诚合作，基于高度互信、相互支
持的政治关系。30年来，中国和中亚国
家通过和平谈判彻底解决历史遗留的边
界问题，将中国同中亚邻国3300多公
里的共同边界打造成友好与合作的边
界。在涉及独立、主权、领土完整等重
大国家利益问题上，中国与中亚五国相
互坚定支持，确保了六国共同的战略利
益、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在打击“三股
势力”、反对外部干涉、共同维护本地
区和平稳定等方面，中国同中亚五国的
合作卓有成效。中国同中亚五国走出了
一条睦邻友好、合作共赢的新路，成为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

真诚合作，绘就携手同行、互利共赢
的经贸往来图景。30年来，中国与中亚五
国双边贸易和相互投资增长上百倍。2013
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
坦期间，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
带”倡议，中国和中亚国家合作由此驶入
快车道。一大批涉及农业、水利、电力、
纺织、机械、加工等领域的大项目破土动
工，有效解决了中亚国家的迫切难题，推
进了五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也让越来
越多的五国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

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和
中亚国家屡创“第一”：中国是中亚第一大
贸易伙伴，中亚地区是“一带一路”的首倡
之地和西向首发站，中亚地区是中国周
边首个战略伙伴集群，中国—中亚天然
气管道是世界上最长的天然气管道，中
方修建的乌兹别克斯坦安格连—帕普铁
路隧道是中亚第一长隧，中哈原油管道
是中国陆路进口原油的第一条跨境大动
脉……中国与中亚国家全面扩大务实合
作，取得一系列历史性、标志性、突破
性成就，共建“一带一路”在中亚地区
开花结果。

真诚合作，谱写相知相亲、互融互通的人文交流乐章。
30年来，中国同中亚各国的人文合作机制不断健全，地方、
高校、智库、媒体、文艺团体等各界密切交流，互派留学
生、联合考古、互译文学作品、互映影视剧如火如荼，“中国
热”“汉语热”在中亚各国不断升温。58对友好城市、每年数
十万民众常来常往，中国与中亚国家在文化、教育、科学、
卫生、旅游等领域的交流日益活跃。在陕西支援抗疫的哈萨
克斯坦小伙马文轩的一句“我是外国人，但不是外人”，传递
了中国与中亚国家民心相通的温暖力量，感动了无数中国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与中亚国家第一时间相互提供
抗疫物资。中国派出医疗专家组，累计提供疫苗近4000万剂。
在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30周年视频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
在2022年中国再向中亚国家提供5000万剂疫苗援助，并在有
需要的国家设立传统医学中心。“健康丝绸之路”正为中国与
中亚国家合作抗疫注入新鲜力量。

中国与中亚国家真诚合作的经验再次证明：无论国际风
云如何变幻，无论未来中国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都始终是
中亚国家值得信任和倚重的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好兄
弟。中国与中亚国家将携手并肩，共同奋进，构建更加紧密
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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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尊重 睦邻友好 同舟共济 互利共赢

中国—中亚合作越来越好
杨 宁 赵 潇

不久前，中
国同中亚五国建交
30 周年视频峰会
成功举办，中国同
中亚五国元首回顾
过去，总结经验，
展望未来，共话合
作。这是今年中国
主办的首场重大多
边外交活动，也是
30 年来中国同中
亚五国元首第一次
集体会晤，具有里
程碑意义。

全球供应链危机未解
睿 加 陈婕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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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球 热 点

观 象 台观 象 台

《2022年慕尼黑
安全报告》发布

环 球 掠 影

《2022 年慕尼黑安全报告》 2 月
14 日在德国首都柏林发布，把即将
召开的第58届慕尼黑安全会议 （慕
安会）定调为“摆脱无助感”。

上图：2月14日，慕尼黑安全会
议主席沃尔夫冈·伊申格尔在新闻发
布会上展示年度安全报告。

左图：2月14日，慕尼黑安全会
议主席沃尔夫冈·伊申格尔（中） 出
席新闻发布会。

单宇琦摄（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