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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亚打造区域合作典范

6月 19日，位于西安浐灞国际港的爱菊健
康生活体验馆再添“中亚味道”——来自哈萨
克斯坦的苹果饮料，搭乘中欧班列抵达西安，
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舌尖上的选择”。

2015 年，看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机
遇，爱菊集团在哈萨克斯坦开始了“国外种地”
的创业之路。经过 10年深耕，爱菊集团已在哈
萨克斯坦北哈州建立起年产百万吨的农产品
经贸园区，并把哈萨克斯坦的蜂蜜、饼干、冰淇
淋等农产品运至国内。以哈萨克斯坦面粉为
原料做成的油泼面，受到消费者追捧。

这是中国—中亚经贸合作的一个缩影。
2023年首届中国—中亚峰会举办以来，中国同
中亚国家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经贸合作
潜力不断释放，贸易规模不断迈上新台阶。
2024年，中国同中亚国家贸易总额达 948亿美
元，较上年增加 54亿美元，较建交初期的 4.6亿
美元增长上百倍。

《弘扬“中国—中亚精神”：区域合作的成
就、机遇与展望》智库报告指出，新时代以来，
中国—中亚合作在经贸往来、基础设施、能源
合作、新兴领域、发展能力建设、文明互学互
鉴、维护和平安宁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

——基础设施建设深化互联互通，为中
国—中亚深化合作奠定基础。中欧跨里海直
达快运开通，中吉乌铁路项目正式启动，哈萨
克斯坦西安码头和中国·西安哈萨克斯坦码头
分别投运，越来越多中国城市开通中亚班列和
空中航线，使中亚各国从“陆锁国”变成“陆联
国”，中国同中亚经贸合作更加通畅，民众往来
更加便捷。中国的减贫经验、鲁班工坊等助力
中亚增强内生发展动力。

——文明互学互鉴筑牢精神纽带，为构建
区域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能。报告指出，中国
与中亚国家的文明对话不断深化，双方在医疗、
旅游、文化交流等领域增强合作，中亚国家旅游
年、文化年、艺术节在中国广受欢迎，《山海情》

《我的阿勒泰》等中国影视作品走红中亚，为区
域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人文动力。如今，中亚
是中国入境旅游增长最快和最具潜力的区域之
一，中国也是中亚地区的主要客源国。

——和平安全稳定筑牢发展基础，为促进
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树立典范。2024年 9
月，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首次会
议在连云港启动；2024年 11月，中哈霍尔果斯
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地方政府协调机制第一次
会议举行……近年来，中国与中亚国家以共建
安全共同体为目标，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方面
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合作，共同筑牢地区安全
防护网。西北大学中亚研究院院长卢山冰说，
一个稳定团结和平的中亚正在加速形成，为地
区长治久安注入强劲动力，构建更加紧密的中
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更加牢固。

中国—中亚合作蕴含巨大机遇

回望历史，早在 2100多年前，汉代使者张
骞出使西域，开启了中国同中亚友好交往的大
门。如今，随着中国同中亚合作全方位提速升
级，绵延千年的丝路情谊焕发更多新活力。

《弘扬“中国—中亚精神”：区域合作的成
就、机遇与展望》智库报告认为，中国高质量发
展、高水平开放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给中国—中亚合作带来巨大机遇，双方正加
快丰富多元的新领域合作，不仅增进地区福
祉，也将为亚欧大陆繁荣注入新动能。

——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带来新机遇新
空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
对世界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最高的国家。中
国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的
进程中，与中亚国家共同做大互利互惠蛋糕，
双方充分发挥产业结构上的互补性，为产供链
协同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目前，中哈、中乌
实现互免签证，去年仅中哈人员往来就超过
120万人次。随着签证互免等政策红利释放与
市场需求不断升级，中国与中亚国家文旅合作
将进入新的机遇期。

——绿色、数字等新领域合作蕴含巨大潜
力。中亚国家可再生资源丰富，有着绿色低碳
转型的内在需求，中国可为中亚提供所需的投
资与技术，深化清洁能源产业链上下游全方位
合作。伴随中欧班列数字化升级、海外仓储和
物流网络不断扩展，中国与中亚国家在加快数
字基础设施与物流配套网络建设、提升数字营
商环境等方面具有广阔合作前景。绿色产业、
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成为双方合作
新的增长点，跨境电商、在线教育等新模式新
业态惠及中国和中亚国家广大人民。

——区域合作带来更广阔地缘经济优
势。中亚地处亚欧大陆的十字路口，历史上连
接东方与西方的贸易与文化交流。新时代以
来，中国和中亚国家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与物流
网络的升级，显著提升了中亚作为亚欧大陆交
通枢纽的地位。随着中国—中亚合作进一步
辐射亚欧大陆，中亚国家将拥有更突出的地缘
经济优势，经济韧性与国际影响力将进一步增
强。

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副校长洛
塔认为，中亚国家和中国在历史、科技、文化遗
产保护等领域合作机会广泛，期待中亚国家和
中国通过相互了解相互学习相互合作，共同为
地区繁荣发展作出贡献。

弘扬“中国—中亚”精神推进共同现代化

报告提出，中国与中亚国家应弘扬“中
国—中亚精神”，锚定命运共同体目标，以更加
进取的姿态和更加务实的举措加强合作，共同
书写区域繁荣的新篇章，推进区域命运共同体

稳步前行。
——守望相助，筑牢区域命运共同体。无

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与中亚国家在涉及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等核心问题上要继续坚
定给予彼此明确、有力支持。报告呼吁，中国
与中亚国家应坚持元首外交战略引领，加强中
国共产党与中亚各国主流政党的交流，积极搭
建完善各层级合作平台，加速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与中亚各国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元首峰会
成果落实落地，助力中国—中亚机制进一步向
实体化迈进。

——共同发展，共创区域繁荣新篇章。当
前，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持续向“绿”向“新”发
展。从共建研发中心、联合实验室、农业产业
创新园，到推广农业机器人、农业遥感、农业大
数据应用，中国与中亚国家可进一步创新农业
合作新路径，推动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发展。下
一步，中国与中亚国家需加强气候治理与绿色
能源合作，加快绿色经济转型，培育发展新质
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赋能，助力传统合作项
目实现数字化、智能化，朝着更广范围拓展互
联互通。

——普遍安全，共建安危与共新屏障。中
国同中亚国家山水相连、唇齿相依，地缘因素
使得中国与中亚国家在安全领域有着广泛的
共同诉求和利益汇合点。面对全球各种传统
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叠加，中国与中亚国家
需保持对“三股势力”零容忍，加大去极端化合
作，支持各自维护自身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
共同打击贩毒、非法移民、洗钱、武器弹药爆炸
物走私、网络犯罪、经济犯罪等跨国犯罪，共同
应对气候、网络、生物、金融、粮食、能源、数字、
新兴科技领域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挑战。

——世代友好，共谱民心相通新乐章。“文
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
展。”千百年来，中国同中亚各族人民一道推动
了丝绸之路的兴起和繁荣，为世界文明交流交
融、丰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报告认为，
中国与中亚国家应持续推动教育、旅游和文化
艺术等领域合作，通过教师互聘、互派留学生、
完善丰富旅游线路等方式，增进民众相互兴趣
和相互了解，推动中国文明和中亚文明互学互
鉴、交相辉映。

阅读报告后，《中立土库曼斯坦报》总编辑
布洛娃说，中亚国家和中国之间的友谊源远流
长，在“中国—中亚精神”的指引下，中亚和中
国的关系也会继续向高水平发展。

山水相连，心手相牵。无论是穿越天山的
铁路、点亮中亚的绿色能源，还是流淌在民间
的文化交融，都成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
生动注脚。站在历史新高点，中国与中亚国家
正在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共同书写区域繁荣的
新篇章，为人类迈向更美好的未来点亮希望之
光，为动荡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与正能量。

新华社记者 张京品 张思洁 耿鹏宇
（新华社阿斯塔纳6月22日电）

2025 年 4 月 29 日，工作人员在吉尔吉斯斯坦贾
拉拉巴德地区的中吉乌铁路重点控制性工程开工现
场忙碌。 新华社发（罗曼 摄）

2024年6月12日，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中
方医生在“健康快车塔吉克斯坦光明行”活动期间为
患者进行检查。 新华社记者 郑开君 摄

2022 年 9 月 2 日，在哈萨克斯坦北哈萨克斯坦
州，与爱菊集团合作的农场主在收割。

新华社发（奥斯帕诺夫 摄）

这是 6 月 21 日在北京拍摄的《弘扬“中国—中亚
精神”：区域合作的成就、机遇与展望》智库报告。

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 摄

“在长期实践中，我们探索形成了‘互尊、互信、互利、互助，以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现代化’的‘中
国—中亚精神’。”6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出席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并作
主旨发言，宣布“中国—中亚精神”。这一精神根植于六国在长期合作中形成的共同理念和价值，得到
了中亚各国元首一致认同与支持，为中国和中亚国家朝着命运共同体目标加强合作规划了清晰路径。

6月22日，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课题组撰写的智库报告《弘扬“中国—中亚精神”：区域合作的成
就、机遇与展望》，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面向全球发布。报告全面深入解读、阐释了中国—中
亚合作结出的丰硕成果、双方合作的巨大机遇和广阔前景。

报告认为，在新的时代，中国与中亚成为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在亚欧大
陆开创了睦邻安邻富邻的新局面，探索形成了“中国—中亚精神”，共同为世界打造了区域合作的样
板和典范。

共筑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弘扬“中国—中亚精神”：区域合作的成就、机遇与展望》智库报告解析

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 22 日面向全球发布《弘扬
“中国—中亚精神”：区域合作的成就、机遇与展望》
智库报告，对新时代中国—中亚合作的重要成就和
机遇挑战进行全面梳理，对未来前景展开前瞻分析。

中亚，与中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回望历史，
中国同中亚国家人民一道推动了丝绸之路的兴起和
繁荣，共同书写了“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
客，日款于塞下”的交往佳话。

在新的时代，中国与中亚成为命运与共的好邻
居、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从经贸往来的量质齐升
到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从绿色能源的协同开发到文
明交流的互鉴共生，中国与中亚国家在亚欧大陆开创
了睦邻安邻富邻的新局面，探索形成了“互尊、互信、
互利、互助，以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现代化”的“中
国—中亚精神”，共同打造了区域合作的样板和典范。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
革期。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国际产供链布
局遭到破坏，为全球贸易前景蒙上了阴影。中国—
中亚合作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面临着多重风
险挑战。

面对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坚定不移办好
自己的事，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此过
程中，中国始终重视同中亚地区交往，与中亚国家做
大互利互惠蛋糕，为地区经济注入稳定性，也为世界
各国和平相处、合作共赢树立了典范。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区
域合作机制深化发展，中国和中亚国家正加快开展
丰富多元的新领域合作，实现创新协同发展。

站在历史新高点，中国与中亚国家将以更开放
的姿态、更坚定的步伐，共同书写区域繁荣的新篇
章，为动荡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与正能量，为人类
迈向更美好未来的征程点亮新的希望之光，为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

新华社记者 张斌
（新华社阿斯塔纳6月22日电）

弘扬“中国—中亚精神”
谱写合作共赢新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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