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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现代化是一个多元、 复杂且动态发展的概念ꎬ 是追求

现代性一系列过程的总和ꎮ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念ꎬ 现代化是持续解放和

发展生产力、 调整和优化生产关系、 推动社会生产整体进步的全过程演

进ꎮ 在国家中心主义语境下ꎬ 推动现代化发展ꎬ 不断追求国家现代性ꎬ 最

终实现富国强国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愿望ꎬ 也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与欧

亚国家的共同诉求ꎮ 中国与欧亚国家都在不断探索现代化的 “非西方路

径”ꎮ 中国主张和平发展、 互利合作、 共同繁荣的中国式现代化ꎬ 打破

“现代化 ＝西方化” 迷思ꎬ 为欧亚国家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参考模式ꎮ
苏联解体以来ꎬ 欧亚国家以转轨转型为路径ꎬ 以不同方式追求现代化ꎬ 努

力实现国家富强ꎮ 拥有现代化共同诉求与紧密地缘联系的中国和欧亚国家

理应携手共进ꎮ 中国和欧亚国家现代化具有共同基础: 稳定的双多边关系

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ꎬ 高效的务实合作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ꎬ 开放的

合作平台提供了良好的互动空间ꎮ 在此基础上ꎬ 中国与欧亚国家以践行全

球发展、 安全、 文明及 “一带一路” 倡议为路径ꎬ 可以走出一条有别于

西方现代化模式且极具自身特色的现代化道路ꎬ 为新时代中国与欧亚国家

关系进一步提质升级提供新的叙事框架ꎬ 共同开辟人类迈向现代化的新道

路ꎬ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 “欧亚方案”ꎮ
【关 键 词】 　 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外交　 非西方发展模式　 欧亚

现代化　 国际话语　 欧亚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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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现代化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题中之

义ꎮ 现代化研究是一个多元视角的研究ꎬ 可以从过程演绎、 发展结果、 制度设

计、 理念思想等角度展开ꎮ 从话语叙事角度看ꎬ 现代化为中国与欧亚国家关系发

展提供了新的叙事空间ꎬ 需要对中国与欧亚国家共同现代化进程中破什么、 立什

么、 引什么等核心问题进行讨论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从现在起ꎬ 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

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ꎬ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ꎮ”① 这是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ꎬ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基于世情国情党情作出的战略抉择ꎮ 对外开放是中

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属性之一ꎬ 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

略部署之一②ꎮ 中国式现代化不是独善其身、 故步自封的现代化ꎬ “而是期待同

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一道ꎬ 共同实现现代化” ③ꎬ 是主张和平发展、 互利

合作、 共同繁荣的现代化ꎮ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为中国摆脱贫困ꎬ 实现国家富强、
民族复兴指明方向ꎬ 还为 “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ꎬ 为

其提供了全新选择” ④ꎬ 走出了现代化的 “非西方路径”ꎬ 打破了 “现代化 ＝ 西

方化” 迷思ꎬ 雄辩地证明了现代化并不是西方国家的 “专利”ꎬ “开辟的是人类

迈向现代化的新道路ꎬ 开创的是人类文明新形态”⑤ꎮ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ꎬ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ꎬ 首先要推动生产力的进步ꎬ 然

８１

①

②

③

④

⑤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

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ꎮ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４

年版ꎬ 第 ２５ ~ ２６ 页ꎮ
«习近平在第三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ꎬ 新华社北

京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电ꎮ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

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８ 日ꎮ
«习近平为第六批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作序　 要求各级干部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

克思主义学风　 当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坚定行动派实干家»ꎬ 新华社北京２０２４ 年２ 月２９ 日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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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生产关系才随之发生变化①ꎮ 也就是说ꎬ 现代化是物质基础向上层建筑不断传

导进步的过程ꎮ 具体而言ꎬ 现代化是持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调整和优化生产关

系、 推动社会生产整体进步的过程ꎮ 在欧亚国家三十余年的发展进程中ꎬ 一些国

家的现代化之路或被迫中断或错误转向ꎬ 导致生产工具更新速度远远无法跟上新

一轮科技革命的节奏ꎬ 生产力大幅萎缩ꎬ 生产关系也随之出现混乱ꎮ 三十余年

来ꎬ 欧亚国家经历了从摒弃苏联现代化道路、 照搬照抄西方现代化模式到寻找与

自身历史文化本源相适应且符合国家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过程ꎮ 这一过程坎坷崎

岖ꎬ 许多欧亚国家既经历了政局动荡、 经济下滑、 民生凋敝、 科技衰退ꎬ 又面临

西方势力的反复渗透ꎬ 造成政权被动更迭ꎬ 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内外环境恶化ꎮ 因

此ꎬ 不断追求物质和精神的现代性是中国与欧亚国家的共同诉求ꎬ 这不仅会成为

中国与欧亚国家深化发展多边、 双边关系的新的叙事框架ꎬ 还将是进一步共同推

动本国和地区生产力发展ꎬ 携手共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动力ꎮ

一　 现代化是中国与欧亚国家的共同诉求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ꎬ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ꎬ 西方资本主义也发挥过推动

历史进步的作用ꎬ 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和明确的产权ꎬ 进行激励创造ꎬ 使得私人

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ꎬ 实现有效率的经济组织ꎬ 推动经济整体增长②ꎬ 同时还

促进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并把世界结成经济有机体③ꎮ 正如马克思在 «共产党

宣言» 里所指出: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ꎮ 资产阶级在它

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 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资

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ꎬ 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

全部生产力还要多ꎬ 还要大ꎮ”④ 然而ꎬ 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更多强调传统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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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达: «第四章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ꎬ 载 «理论战线» １９５８ 年第 ３ 期ꎻ 李达: «第
四章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续)»ꎬ 载 «江汉论坛» １９５８ 年第 ５ 期ꎮ

〔美〕 道格拉斯诺斯、 罗伯特托马斯: «西方世界的兴起: ９００ ~ １７００»ꎬ 贾拥民

译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ꎬ 第 ３ ~ ５ 页ꎮ
王沪宁等: «政治的逻辑: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ꎬ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ꎬ 第

５７８ ~ ５８４ 页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ꎬ 第 ４０１ ~ ４０５ 页ꎮ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２５ 年第 １ 期

于现代、 后发依附于先发、 东方依附于西方ꎬ 其中蕴含着 “西方中心论” 逻

辑①ꎮ 这种压抑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诉求的做法ꎬ 只有利于少数西方国家ꎬ 不符合

人类历史进步的方向ꎮ
１８４０ 年鸦片战争迫使中国面对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ꎮ 在西方殖民主义、

帝国主义欺凌下ꎬ 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ꎬ 国家蒙辱、 人民蒙难、 文

明蒙尘ꎬ 中国人民深刻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ꎮ 近代以来ꎬ 从器物上努力的

洋务运动ꎬ 到制度上探索的戊戌变法ꎬ 到推翻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ꎬ 再到文化上

觉醒的五四运动ꎬ 中国有识之士肩负时代使命ꎬ 前仆后继地加入到为国家现代化

建设的历史潮流中ꎮ 应该看到的是ꎬ 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国的现代化是在由西方文

明所主导的现代化浪潮中被裹挟前行的②ꎮ １９２１ 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

面貌焕然一新ꎬ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ꎮ 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

民推翻 “三座大山”ꎬ 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中国共产党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ꎬ 为推动现代化建设提供了

根本政治前提ꎮ 为加快摆脱经济落后局面ꎬ 并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ꎬ 党

和国家领导人坚持 “走自己的路”ꎬ 提出了 “四个现代化” 目标ꎮ １９５９ 年毛泽东

进一步指出ꎬ “建设社会主义ꎬ 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 科学文化

现代化ꎬ 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③ꎮ “四个现代化” 的表述进一步得到明确ꎮ 在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ꎬ 邓小平提出 “中国式的现代化” 命题ꎬ
其现代化建设的首要目标是建成小康社会ꎮ 邓小平说: “现在搞建设ꎬ 也要适合

中国情况ꎬ 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ꎮ”④ “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ꎬ 是中

国式的四个现代化ꎮ 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ꎬ 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

念ꎬ 而是 ‘小康之家’ꎮ”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ꎬ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大历史观高度ꎬ 锚定

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总目标ꎬ 亲自擘画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ꎮ 在党的十九届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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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庆祥: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兼论中国式现代化是如何成功创

造和建构起来的»ꎬ 载 «哲学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８ 期ꎮ
周丹: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基于唯物史观的考察»ꎬ 载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２４ 年第 ５ 期ꎮ
«毛泽东年谱: １９４９ ~ １９７６» (第 ４ 卷)ꎬ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ꎬ 第 ２７０ 页ꎮ
«邓小平年谱» (上册)ꎬ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ꎬ 第 ５０２ 页ꎮ
同上ꎬ 第 ５８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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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全会上ꎬ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 “中国式现代化” 这个重大命题ꎮ 在党的二

十大报告中ꎬ 再次系统阐述 “中国式现代化” 的概念内涵ꎬ 确立了中国式现代

化理论体系ꎮ 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是中国人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国家民族前途

命运进一步深刻思考的集中体现ꎬ 其目标更宏伟、 实践更壮阔ꎬ 既涉及物质基

础ꎬ 更关乎顶层设计ꎮ 概括地说ꎬ 就是在 ２０３５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

础上ꎬ 到 ２１ 世纪中叶ꎬ “我国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 精神文明、 社会文明、 生态

文明将全面提升ꎬ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ꎬ 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

响力领先的国家ꎬ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ꎬ 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

生活ꎬ 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①ꎮ
苏联解体是 “一场地缘政治巨变”②ꎮ 欧亚国家③通过 “文明离婚” 方式获

得独立ꎮ 独立三十余年来ꎬ 为摆脱苏联解体带来的发展困顿并实现国家现代化ꎬ
欧亚国家在重塑国民经济体系、 稳定国内政治局势、 改善地区治理环境、 追求国

际理想方位的道路上砥砺前行④ꎮ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ꎬ 俄罗斯进入 “普京 ５ ０” 时代ꎮ 在乌克兰危机复杂化、 长期化

背景下ꎬ 俄罗斯现代化之路的阶段性重点是: 一方面ꎬ 加强国防工业综合体建

设ꎬ 并以此为牵引ꎬ 带动整个国家工业体系现代化⑤ꎬ 进而巩固国民经济自主

性、 独立性ꎻ 另一方面ꎬ 重视社会民生福祉ꎬ 加强社会凝聚力ꎬ 上下齐心ꎬ 克服

暂时困难ꎬ 为实现强国目标不断输出社会力量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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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ꎬ 外文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ꎬ 第 ２３ 页ꎮ
Путин разъяснил свои слова о “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катастрофе” в контексте распада

СССР ТАССꎬ ２８ июня ２０１９ года ｈｔｔｐｓ: / / ｔａｓｓ ｒｕ / ｐｏｌｉｔｉｋａ / ６６０３３４７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

８ 日ꎮ
文中所指 “欧亚国家”ꎬ 是狭义上的 “小欧亚”ꎬ 即除波罗的海三国外的原苏联国家ꎮ
关于欧亚国家现代化道路困境的探讨ꎬ 参见孙壮志: «现代化理论视域下的欧亚民族

国家构建»ꎬ 载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ꎮ
根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局数据ꎬ ２０２３ 年俄工业产值同比增长 ３ ５％ ꎮ 参见: Рост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в России в пять раз превысил уровень ２０２２ года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ｂｃ ｒｕ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３１ / ０１ / ２０２４ / ６５ｂａ６４５８９ａ７９４７７６ｃｆ４９ｂ６２５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 ８ 日ꎮ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ꎬ ２９ февраля ２０２４
года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ｅｖｅｎｔｓ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ｎｅｗｓ / ７３５８５ꎻ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вступил в должность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７ мая ２０２４ года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ｅｖｅｎｔｓ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ｎｅｗｓ / ７３９８１ꎬ 访

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 ８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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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２ 年是大部分中亚国家政治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 “换挡期”ꎬ
其中一个突出特点是提出了一系列以 “新” 命名的改革口号和方案ꎮ 比如ꎬ 吉

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提出 “建设一个新的吉尔吉斯斯坦” 的改革口号①ꎬ 乌

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签署 «新乌兹别克斯坦: ２０２２ ~ ２０２６ 年发展纲

要»②ꎬ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年度国情咨文中提出 “新哈萨克斯坦” 构

想③ꎬ 土库曼斯坦发布 «强国新时代的复兴: ２０２２ ~ ２０５２ 年土库曼斯坦国家社会

与经济发展规划»④ 等等ꎮ
中亚国家改革举措背后透露出来的现代化诉求的主要特点有: 一是坚持走符

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ꎻ 二是以提升综合国力为发展目标ꎻ 三是坚持走政经并

举的改革路径ꎻ 四是强化政治独立性、 经济自主性、 社会凝聚性ꎻ 五是主张进一

步扩大对外开放ꎻ 六是强调科技创新重要性ꎮ
其他欧亚国家也根据自身比较优势ꎬ 走在各自现代化道路上ꎮ 比如ꎬ 白俄罗

斯选择深化与俄罗斯一体化合作ꎬ 进一步加强俄白联盟国家建设ꎻ 格鲁吉亚选择

广泛开放与自贸ꎻ 阿塞拜疆选择石油立国ꎬ 等等ꎮ

２２

①

②

③

④

Садыр Жапаров: Новый Кыргызстан должен стать страной свободных и
благополучных гражданꎬ которые гордясь своей историейꎬ с оптимизмом претворяют в
жизнь свои самые смелые мечты! ２８ января ２０２１ года ｈｔｔｐｓ: / / ｍｆａ ｇｏｖ ｋｇ / ｒｕ / ｍｅｎｙｕ － － －
ｉｎｏｓｔｒａｎｎｏｅ / ｎｏｖｏｓｔｉ / ｎｏｖｏｓｔｉ － ｉ － ｓｏｂｙｔｉｙａ / － ６０１３１ｄ１３８０８４５ꎻ Садыр Жапаров написал книгу
“Путь построения нового Кыргызстана”. ｈｔｔｐｓ: / / ｒｕ ｓｐｕｔｎｉｋ ｋｇ / ２０２３０８０２ / ｋｙｒｇｙｚｓｔａｎ － ｓａｄｙｒ －
ｚｈａｐａｒｏｖ － ｋｎｉｇａ － １０７７４９５４７９ 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 ８ 日ꎮ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Узбекистан “О стратегии развития Нового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на ２０２２ － ２０２６ годы”ꎬ ２８ января ２０２２ года ｈｔｔｐｓ: /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ｕｚ / ｒｕ / ｌｉｓｔｓ / ｖｉｅｗ / ４９５４ꎬ 访问时

间: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 ８ 日ꎮ
Послание Главы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Касым －Жомарта Токаева народу Казахстана １６ марта

２０２２ года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ｋｏｒｄａ ｋｚ / ｒｕ / ｐｏｓｌａｎｉｅ － ｇｌａｖｙ － ｇｏｓｕｄａｒｓｔｖａ － ｋａｓｙｍ － ｚｈｏｍａｒｔａ － ｔｏｋａｅｖａ －
ｎａｒｏｄｕ － ｋａｚａｈｓｔａｎａ －１６２３９５３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 ８ 日ꎮ

Новая программа развития Туркменистана － основа дальнейшего процветания
Отчизны и благополучия народа ｈｔｔｐｓ: / / ｔｄｈ ｇｏｖ ｔｍ / ｒｕ / ｐｏｓｔ / ３０２６３ / ｎｏｖａｙａ －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ａ －
ｒａｚｖｉｔｉｙａ － ｔｕｒｋｍｅｎｉｓｔａｎａ － ｏｓｎｏｖａ － ｄａｌｎｅｊｓｈｅｇｏ － ｐｒｏｃｖｅｔａｎｉｙａ － ｏｔｃｈｉｚｎｙ － ｉ － ｂｌａｇｏｐｏｌｕｃｈｉｙａ －
ｎａｒｏｄａ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 ８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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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与欧亚国家现代化的共同基础

在新时代中国对外战略全局和周边外交中ꎬ 欧亚地区地位特殊、 意义重大ꎬ
既包含大国关系 (中俄)ꎬ 又囊括周边国家 (俄罗斯与中亚)ꎬ 还有多个具有战

略支点意义的发展中国家ꎮ 欧亚地区还是新时代中国外交诸多倡议的首倡地ꎬ 比

如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型国际关系、 “一带一路” 倡议、 新安全观等ꎬ 这些创新

性理念在欧亚地区先行先试ꎬ 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伟大实践ꎮ 这为中

国与外部世界ꎬ 尤其是欧亚周边地区携手共同推进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ꎬ
具体体现在外交关系、 机制平台和务实合作三个方面ꎮ

(一) 坚实的外交关系基础为中国与欧亚国家现代化提供政治保障

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转ꎮ 显而易见ꎬ 中俄关系是

世界上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ꎬ 是新型国际关系和相邻大国关系的典范ꎬ 具有强大

内生动力和独特价值ꎬ 并对中国开展欧亚地区外交具有引领意义ꎮ 三十多年来ꎬ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ꎬ 中俄关系实现四次提质升级ꎬ 迈入新时代ꎮ 尽管中俄

在利益观、 国际观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ꎬ 但并不影响两国在双边关系、 务实合

作、 地区治理、 国际协调等各领域开展富有成效的战略协作ꎬ 为推动世界多极

化、 国际关系民主化不断注入正能量ꎮ 元首外交是推动中俄关系提质升级的政治

保障ꎮ ２０１３ 年以来ꎬ 两国元首保持高频会晤和对话ꎬ 先后共计 ４０ 余次ꎬ 两国政

治互信、 战略协作水平不断提升ꎮ 当前ꎬ 中俄关系正处在历史最高水平ꎬ 超越了

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模式ꎬ 具有不结盟、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的性质ꎬ 尤

其面对国际形势风起云涌ꎬ 中俄关系不受外界干扰ꎬ 笃定前行ꎬ 凸显出稳定、 坚

韧的特质①ꎮ
中国与中亚国家形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及双边命运共同体集群ꎮ 中国与中亚

国家建交三十余年来ꎬ 已经实现了从以政治关系为主向政治、 安全、 经济、 人文

合作齐头并进ꎬ 从双边合作跨越到双多边并重ꎬ 从睦邻友好合作关系跃升到战略

３２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在两国建交 ７５ 周年之际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

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ꎬ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１６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ｚｙｘｗ / ２０２４０５ / ｔ２０２４
０５１６＿１１３０５８６０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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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关系三重根本性转变①ꎮ 特别是 ２０１３ 年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以来ꎬ 中国

与中亚国家双边关系发展势头迅猛ꎬ 在夯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上构建起区

域性命运共同体ꎮ ２０２２ 年中哈、 中乌率先确立双边命运共同体ꎬ ２０２３ 年中国与

其余中亚国家分别确立双边命运共同体ꎮ 在双边命运共同体集群基础上ꎬ 在 ２０２３
年首届中国—中亚峰会上ꎬ 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同宣布建设地区层面的中国—中亚

命运共同体ꎮ
中国与其他欧亚国家关系行稳致远ꎮ 就中白关系而言ꎬ ２０１３ 年以来双边关

系水平实现 “三连跳”ꎬ ２０１３ 年两国确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ꎬ ２０１６ 年升级为相互

信任、 合作共赢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ꎬ ２０２２ 年进一步提升为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ꎮ 在南高加索地区ꎬ 中国与阿塞拜疆、 格鲁吉亚、 亚美尼亚关系稳定ꎬ 且形

成的三组双边关系各有特色ꎬ 即中阿侧重能源合作、 中格侧重自贸互动、 中亚侧

重文化交流ꎮ 尽管在乌克兰危机冲击下ꎬ 中国与乌克兰、 摩尔多瓦关系面临新的

形势ꎬ 但总体保持平稳发展态势ꎮ

(二) 扎实的务实合作基础为中国与欧亚国家现代化提供物质条件

第一ꎬ 能源合作继续发挥 “压舱石” 作用ꎮ 长期以来ꎬ 能源合作是中国与

欧亚国家务实合作的重点内容ꎮ 进入新时代以来ꎬ 中俄能源合作加速推进ꎬ 除了

原有中俄原油管道ꎬ 新增中俄原油管道二线、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 亚马尔液化

天然气项目、 田湾核电站二期工程 (３、 ４、 ７、 ８ 号机组)、 徐大堡核电站 (３、 ４
号机组) 等重大项目ꎮ “两国能源合作已形成全方位、 宽领域、 深层次、 高水平

的合作格局ꎬ 是中俄平等互利务实合作的典范ꎬ 为保障两国乃至全球能源安全和

可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ꎮ”② ２０１４ 年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 Ｄ 线开建ꎬ 双方

能源合作空间进一步扩大ꎮ 此外ꎬ 绿色能源合作成为中国与中亚国家能源合作的

新亮点ꎮ 比如ꎬ 中方寰泰能源将在乌兹别克斯坦建设中亚地区首座山地风电站ꎬ
预计总发电量规模达 ５００ 兆瓦③ꎮ

第二ꎬ 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ꎮ 在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先

４２

①

②
③

邓浩: «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和实践路径»ꎬ 载 «当代世界» 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期ꎮ

«习近平向第五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ꎬ 新华社北京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电ꎮ
«寰泰能源将在乌兹别克斯坦新建中亚首座山地风电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ｎ － ｅｎ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ｈｔｍｌ / ｅｎｅｒｇｙ －２３２４０４３ ｓ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 ８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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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生的情况下ꎬ 中国与欧亚国家经贸合作仍逆势上升ꎬ 延续高质量合作势头ꎮ
从贸易规模来看ꎬ 中国长年稳居多个欧亚国家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ꎮ ２０２３ 年中

俄贸易额提前两年完成 ２ ０００ 亿美元目标ꎬ 达 ２ ４０２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２６ ３％①ꎻ
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额达 ８９４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２７％ ꎬ 其中中哈贸易额达 ３１５ 亿

美元②ꎮ 从贸易结构来看ꎬ 中国与欧亚国家贸易中尽管能源等原材料仍占较高比

重ꎬ 但高附加值商品占比明显上升ꎬ 如工业品、 食品等ꎮ 从产业链价值链来看ꎬ
在西方对俄极限制裁下ꎬ 俄加快推进工业进口替代ꎬ 本土企业投资潜力进一步激

发ꎬ 国内制造业加速扩张ꎬ 与 “友好” 国家产业链价值链联通融合速度加快ꎬ
中国对俄投资主要集中在油气、 交通、 矿产领域③ꎮ 其他欧亚国家也高度重视工

业进口替代ꎬ 推动产业合作多元化ꎬ 重视对华产能对接ꎮ 比如ꎬ ２０２４ 年比亚迪在乌

兹别克斯坦工厂正式投产ꎬ 部分零部件实现本土化生产ꎻ 中白工业园为中国技术参

与白俄罗斯工业进口替代发挥的纽带和孵化作用日益明显ꎮ
第三ꎬ 通道物流合作彰显独特战略价值ꎮ 在中欧班列建设和发展过程中ꎬ 欧

亚地区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过境通道作用ꎬ 进一步拓宽了 “中欧 ＋ 欧亚” 货品贸

易的市场容量ꎮ 以中欧班列为代表的通道物流合作已成为中国与欧亚国家务实合

作的新兴领域ꎮ 自 ２０１１ 年中欧班列启动以来ꎬ 开行列数持续攀升ꎬ 欧亚地区沿

线货源地节点、 沿海重要港口节点、 中转枢纽节点联动网络逐步形成ꎮ 根据中国

铁路总公司数据ꎬ ２０１１ 年班列仅开行 １７ 列ꎬ 而到 ２０２０ 年在新冠疫情条件下ꎬ 海

路、 空运受阻ꎬ 横穿欧亚大陆的陆路通道的战略需求进一步加大ꎬ 同年班列突破

万列大关ꎬ 达 １２ ４０６ 列ꎬ 到 ２０２３ 年开行列数高达 １７ ５２３ 列④ꎮ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ꎬ 中欧班列发展迅速ꎬ 优势性特点显著: 一是市场效应持

续提高ꎬ ２０１８ 年财政部逐步降低对班列补贴后ꎬ 给予了班列发展更宽广的市场

５２

①
②

③

④

参见中国海关数据统计ꎬ ｈｔｔｐ: / / ｓｔａｔｓ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ｇｏｖ ｃｎ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０ 月 ９ 日ꎮ
«同心共济　 携手共赢———中国—中亚合作在高水平开放中稳步向前»ꎬ 新华社西安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１９ 日电ꎻ «中国成为哈萨克斯坦最大贸易伙伴»ꎬ ｈｔｔｐ: / / ｋｚ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２４０３ / ２０２４０３０３４８５３６６ ｓ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０ 月 ９ 日ꎮ

В какие отрасл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инвестирует Китай и какие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имеет
та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ｈｔｔｐｓ: / / ｒｇ ｒｕ / ２０２４ / ０８ / ２１ / ｅｋｓｐｅｒｔｙ － ｒａｓｓｋａｚａｌｉ － ｖ － ｋａｋｉｅ － ｏｔｒａｓｌｉ －
ｉｎｖｅｓｔｉｒｕｅｔ － ｋｉｔａｊ 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０ 月 ９ 日ꎮ

«中欧班列历年运量»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ｒｅｘｐｒｅｓｓ ｃｎ / ＃/ ａｌｌＴｒａｆｆｉｃꎻ «中欧班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ｙｉｄａｉｙｉｌｕ ｇｏｖ ｃｎ / ｐ / ６０６４５ 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０ 月 ９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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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ꎮ 二是规模效应持续显现ꎬ 截至 ２０２３ 年ꎬ 形成西、 中、 东三大通道和六大

口岸ꎬ 联通中国境内 １２５ 个城市ꎬ 通达欧洲 ２５ 个国家 ２２７ 个城市ꎬ 服务网络基

本覆盖亚欧大陆全境①ꎮ 三是示范效应持续发挥ꎬ 在中欧班列成功经验推动下ꎬ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中国联通中亚地区的 “中亚班列” 正式从西安开行ꎬ 中国正在积极

研究参与由哈萨克斯坦、 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等国发起的 “跨里海国际运输走

廊”②ꎬ 进一步打通中欧班列南通道ꎮ

(三) 稳固的机制平台基础为中国与欧亚国家现代化提供互动空间

第一ꎬ 上海合作组织 (以下简称 “上合组织”) 地区治理能力显著提升③ꎮ
上合组织是由非西方国家、 新兴大国、 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欧亚地区新型国际组

织ꎮ 二十多年来ꎬ 上合组织成员间政治互信不断提升ꎬ 合作内容极大丰富ꎬ 地区

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ꎮ 全球治理格局取决于国际力量对比ꎬ 全球治理体系变

革源于国际力量对比变化④ꎮ 上合组织自成立以来ꎬ 在自身力量建设上取得长足

发展ꎬ 为深度参与欧亚地区治理持续积累有利条件ꎮ 在实力基础上ꎬ ２０２１ 年上

合组织成员国 ＧＤＰ 总量已达 ２３ ３ 万亿美元ꎬ 占全球 ＧＤＰ 的近 ２５％ ꎬ 比成立之

初扩大 １３ 倍多⑤ꎻ 上合组织九个成员国中有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ꎮ
在制度引领力上ꎬ 上合组织已形成两级规范文件体系ꎬ 并且其稳定性、 开放

性不断巩固ꎮ 一级规范性文件为上合组织整体层面的法律文件ꎬ 重点对组织运行

的原则、 宗旨、 目标、 任务、 立场等核心要素进行规范ꎻ 二级规范性文件为上合

组织框架下针对功能性合作领域的文件ꎮ
在国际感召力上ꎬ 上合组织以 “上海精神” 为理念源泉ꎬ 不断涌现出具有创

新意义的新理念、 新倡议ꎮ 在 “上海精神” 吸引下ꎬ 越来越多国家愿意加入上合

大家庭ꎮ ２０２３ 年上合组织接纳伊朗由观察员国转为正式成员国ꎬ 随即启动接受白俄

６２

①

②

③

④
⑤

«中欧班列稳定畅通 　 助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ｒａ ｇｏｖ ｃｎ / ｘｗｚｘ /
ｘｗｘｘ / ｘｗｌｂ / ２０２４１１ / ｔ２０２４１１２７＿３４７４２１ ｓ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３ 日ꎮ

肖斌、 刘聪: «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能成为亚欧大陆新通道吗»ꎬ 载 «世界知识»
２０２３ 年第 ２３ 期ꎮ

关于上海合作组织地区治理能力方面的论述ꎬ 参见王晨星: «上海合作组织提升全球

治理能力的挑战与路径»ꎬ 载 «新视野» 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ꎮ
习近平: «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ꎬ 第 ３８４ 页ꎮ
«上合组织峰会在即: ＧＤＰ 占全球近 ２５％ 比成立初扩大 １３ 倍»ꎬ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ｃｃｔｖ

ｃｏｍ / ２０２２ / ０９ / １２ / ＡＲＴＩＸＷＡＤＡｅＭ５ＩｅＱＣ９ｙＦｊｑ２ｉＱ２２０９１２ ｓ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３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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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为新成员国的程序ꎬ 并给予埃及、 卡塔尔、 沙特对话伙伴地位ꎬ 同意巴林、 马

尔代夫、 科威特、 阿联酋、 缅甸为新的对话伙伴ꎬ 上合大家庭从原有的 １８ 个国家

扩容为 ２６ 个国家ꎮ 这充分表明ꎬ 在当前国际形势风起云涌的背景下ꎬ 上合组织的

国际感召力集中体现在为非西方国家汇聚力量ꎬ 为共同探索新的国际秩序提供有效

的机制平台ꎬ 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指明一条不同于西方的道路和希望①ꎮ
第二ꎬ “一带一路” 与欧亚经济联盟 (以下简称 “联盟”) 对接优化地区合

作制度环境ꎮ 在以和平合作、 开放包容、 互学互鉴、 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

指引下ꎬ “一带一路” 走出了一条共商、 共建、 共享的合作新路子ꎬ 搭建起当今

世界范围最广、 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②ꎮ 联盟的成立和发展是俄罗斯和其他

成员国发展战略选择的结果ꎮ 欧亚地区不仅是 “一带一路” 倡议的首倡地、 先行

区和示范区ꎬ 还是联盟框架下区域一体化的核心区ꎮ 两大国际合作平台和区域一

体化机制交于欧亚ꎬ 展于欧亚ꎮ
自 ２０１５ 年以来ꎬ “一带一路” 倡议与联盟启动对接合作ꎬ 已成功实现由项目

引领向制度引领的转变ꎮ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ꎬ 中国与联盟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欧

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定»ꎬ 次年 ５ 月协定正式生效ꎮ 根据协议精神ꎬ 中国与联

盟组建联委会ꎬ 专司双方落实协定条款和开展对话合作事宜ꎮ 之后ꎬ 双方进一步

推进合作制度化建设ꎬ 如 ２０２０ 年 «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海关信息交换协定» 正

式生效ꎮ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ꎬ 联委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ꎬ 会议审议了 «中国与欧

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规划 (路线图)» 实施情况③ꎮ 尽管共建 “一带一路” (国
际合作平台) 与联盟 (国际组织) 属性不同ꎬ 然而两者在优化欧亚地区制度环

境方面却相向而行ꎬ 两者对接合作作为一种新型跨区域合作的制度安排ꎬ 其目标

在于提升制度间的相互学习、 相互嵌入ꎬ 形成多制度聚合及制度间和谐共生的局

７２

①

②

③

邓浩: «乌克兰危机背景下上海合作组织新变化及其应对»ꎬ 载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

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ꎮ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ꎬ 新华社北京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电ꎮ
« ‹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定› 联委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ｘｗｆｂ / ｘｗｂｌｄｈｄ / ２０２４０４ / ２０２４０４０３５０４３７４ ｓ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０ 月 ９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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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ꎬ 避免地区制度出现 “意大利面条碗” 效应①ꎮ
第三ꎬ 中国—中亚机制扬帆启航ꎮ 随着欧亚地区治理议题不断增多ꎬ 多边合

作机制和形式也日益多样化ꎬ 以各类 “Ｃ５ ＋ １” 为代表的小多边机制成为域内外

大国与中亚国家开展对话合作的新兴模式ꎮ 这种小多边机制不在于成员国数量多

寡ꎬ 而在于成员国合作主要具有操作便捷性、 议题聚焦性、 目标针对性三个特

点②ꎮ 中国—中亚机制发轫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首次召开的 “中国 ＋ 中亚五国” 外长

视频会议ꎬ 重点就加强抗疫合作、 推动经济复苏、 维护地区安全、 密切国际协作

深入交换意见③ꎮ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ꎬ 第二次 “中国 ＋ 中亚五国” 外长会晤在西安召

开ꎬ 深入探讨共同抗击新冠疫情、 深化地方合作、 解决阿富汗问题等议题ꎬ 明确

了会晤机制化建设④ꎮ 在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举行的中国与中亚五国建交 ３０ 周年峰会

上ꎬ 宣布打造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ꎬ 开启相互关系的新时代⑤ꎮ 同年 ６ 月ꎬ 第

三次 “中国 ＋中亚五国” 外长会晤在努尔苏丹 (今阿斯塔纳) 举行ꎬ 各方一致

同意建立 “中国 ＋ 中亚五国” 元首会晤机制⑥ꎮ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ꎬ 首届 “中国—中

亚峰会” 如期举行ꎬ 六国元首签署 «西安宣言»ꎬ 中国—中亚机制正式升级定

型ꎮ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ꎬ 中国—中亚机制秘书处在西安正式启动ꎮ

三　 中国与欧亚国家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除了西方现代化道路外ꎬ 中国式现代化模式为欧亚国家推进现代化进程提供

了新的选择ꎮ 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ꎬ 中国与欧亚国家共同实现现代化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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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周卓玮: « “意大利面条碗” 效应: 国际制度的重合与失效———以中亚地区为

例»ꎬ 载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ꎮ
苏长和: «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 一种制度的分析»ꎬ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

版ꎬ 第 ２３８ 页ꎻ 赵祺、 罗圣荣: «拜登政府 “印太战略” 的集团化研究: 基于小多边主义理论

视角»ꎬ 载 «东北亚论坛» 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ꎮ
« “中国 ＋中亚五国” 外长视频会议联合声明»ꎬ 新华社北京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６ 日电ꎮ
«王毅主持 “中国 ＋中亚五国” 外长会晤»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ｇｊｈｄｑ ＿ ６７６

２０１ / ｇｊ＿ ６７６２０３ / ｙｚ＿ ６７６２０５ / １２０６＿ ６７７０５２ / ｘｇｘｗ＿ ６７７０ ５８ / ２０２１０５ / ｔ２０２１ ０５１２＿ ９１８１７５７ ｓｈｔｍｌꎬ 访

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０ 月 ９ 日ꎮ
«中国同中亚五国领导人关于建交 ３０ 周年的联合声明»ꎬ 新华社北京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５ 日电ꎮ
«王毅出席 “中国 ＋ 中亚五国” 外长第三次会晤»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ｗｅｂ/ ｗｊｄｔ＿６

７４８７９/ ｇｊｌｄｒｈｄ＿６７４８８１/ ２０２２０６/ ｔ２０２２０６０８＿１０７００２７２ ｓ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年１０月９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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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 互动平台和物质条件进一步夯实ꎮ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ꎬ 中国与欧亚国家携

手推进现代化进程ꎬ 以具有自身特点的发展观、 安全观、 文明观、 合作观ꎬ 走适

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ꎬ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ꎮ

(一) 不断夯实国家发展力量基础ꎬ 打造欧亚发展共同体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西方新自由主义推动全球发展的动能逐渐减弱ꎮ ２０ 世纪

八九十年代ꎬ 自由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国际体系 (以世贸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为主要依托) 曾在促进资本、 劳动力、 商品和服务自由流动方面发挥积极作用ꎬ
然而却始终无法解决以下六个问题: 一是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导致资本闲

置 (经济萧条) 和劳动力过剩 (不充分就业和失业)ꎻ 二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永

续继承带来持续性收入不平等ꎻ 三是市场波动、 不稳定就业和大规模移民引起严

重社会和政治动荡ꎻ 四是以利润为驱动的无监管发展造成社会成本增加以及对生

态环境的破坏ꎻ 五是世界体系核心国家、 半核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之间的系统性不

平等导致不稳定ꎻ 六是世界体系核心国家 (特别是美国和英国) 与半核心国家

(新兴经济体) 之间可能发生重大冲突①ꎮ 安格斯迪顿 (Ａｎｇｕｓ Ｄｅａｔｏｎ) 等揭示

道ꎬ 竞争和自由市场是美国资本主义的两大支柱ꎬ 其中贸易、 创新和人员流动是

核心要素ꎬ 其关键在于要确保市场、 贸易、 创新和移民的活力ꎬ 都是为大众服

务ꎬ 而不是与人民为敌或者只是为少数人服务ꎬ 然而现实中却损害了大多数人的

利益ꎬ 今天美国的劳动人民恰恰无法从市场经济中受益ꎬ 因此美国资本主义独具

的某些特征会使其忽视普罗大众的利益②ꎮ 欧亚地区新独立国家作为资本主义世

界的后加入者ꎬ 并未从西方新自由主义体系中找到理想的发展路径ꎬ 陷入 “有增

长” 却 “无发展” 的泥潭③ꎮ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路径相比ꎬ 中国与欧亚国家的现代化路径更具相似

性ꎮ “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 ‘串联式’ 的发展过程ꎬ 工业化、 城镇化、 农业现代

化、 信息化顺序发展ꎬ 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ꎮ 我们要后来居上ꎬ 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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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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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大卫莱恩: «全球新自由资本主义及其替代方案»ꎬ 杨雪译ꎬ 载 «中国社会

科学报»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２８ 日ꎮ
〔美〕 安妮凯斯、 安格斯迪顿: «美国怎么了: 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ꎬ

张静娴译ꎬ 中信出版集团 ２０２４ 年版ꎬ 第 １８１ ~ １８２、 ２０９ ~ ２１０ 页ꎮ
关于欧亚地区国家发展困境问题ꎬ 参见薛福岐: «欧亚地区的发展缺失: 基于国家、

资本与社会关系的分析»ꎬ 载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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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的二百年’ 找回来ꎬ 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 ‘并联式’ 的过程ꎬ 工业

化、 信息化、 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ꎮ”① 苏联解体后ꎬ 处在转型阶

段的欧亚国家发展水平和质量整体衰退ꎬ 被迫选择 “并联式” 并以再工业化为

首要目标的现代化路径ꎮ 中国与欧亚国家通过构建以共商、 共建、 共享为基础ꎬ
以进一步发挥务实合作的开放优势、 互补优势和规模优势为路径的发展共同体ꎬ
共造发展动能ꎬ 共享发展成果ꎬ 是实现共同现代化的路径选择ꎮ

首先ꎬ 共同锚定综合国力提升为主要目标ꎮ 国际体系中的任何等级差别都来

源于国家之间的实力差距②ꎮ 这就决定了ꎬ 中国与欧亚国家 “要坚持把国家和民

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③ꎬ 要以共同提升综合国力为合作目标ꎮ
其次ꎬ 协作推动科技创新ꎬ 优化欧亚地区科技研发链产业链ꎮ 新一轮科技革

命引发链式变革ꎬ 对大国博弈、 全球秩序、 国际格局产生重要影响ꎮ “科技进步

是世界性、 时代性课题ꎬ 唯有开放合作才是正道ꎮ”④ 中国与俄罗斯等欧亚国家

应发挥各自比较优势ꎬ 打造欧亚区域科技产学研联合体ꎬ 塑造以科技创新为导向

的新型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ꎬ 在世界未来科技力量格局中共同谋求有利方位ꎮ
最后ꎬ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ꎬ 坚持发展成果由各国人民共享共用ꎮ “实现现代

化要坚守人民至上理念、 秉持独立自主原则、 弘扬立己达人精神ꎬ 突出现代化方

向的人民性、 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 增强现代化成果的普惠性ꎮ”⑤ 不仅让

中国与欧亚国家人民共同参与到双方务实合作进程中ꎬ 而且要让双方人民能够享

受到合作成果ꎮ

(二) 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ꎬ 在欧亚地区践行新安全观

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在当代转化为奉行 “资本主宰” 逻辑ꎬ 崇尚社会达尔

文主义价值观ꎬ 主张所谓 “优胜劣汰”ꎬ 其实践是一条军事征服、 经济掠夺、 文

化殖民相结合的道路ꎬ 造成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冲突不断、 东西方意识形态领域

０３

①
②

③
④

⑤

习近平: «论科技自立自强»ꎬ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２３ 年版ꎬ 第 ３３ ~ ３４ 页ꎮ
〔美〕 詹姆斯多尔蒂、 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ꎬ

阎学通、 陈寒溪等译ꎬ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ꎬ 第 ６９ 页ꎮ
习近平: «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ꎮ
习近平: «在全国科技大会、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ꎬ 新

华社北京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２４ 日电ꎮ
习近平: «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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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明显、 南北方国际话语权严重不对等①ꎮ 西方国家依靠殖民扩张和野蛮掠夺

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资本原始积累ꎬ 在对外关系上奉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ꎬ 在

实力增强后谋求称霸世界ꎬ 建立世界霸权②ꎮ 马克思在揭露西方资本主义殖民政

策本质时说道ꎬ “殖民政策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最丑恶和最血腥的方面殖

民战争是最露骨的抢劫形式ꎬ 是无法无天的野蛮行为为达自己的目的ꎬ 广泛

采用古罗马的 ‘分而治之’ 的原则ꎬ 利用封建割据和当地王公之间的内讧ꎬ 煽

动种姓和宗教的纠纷ꎬ 威胁利诱那些卖身求荣的达官显贵ꎬ 等等” ③ꎮ 沃勒斯坦

指出: “合并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从来不是由于那些被合并者的主动ꎮ”④ 因

此ꎬ 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无法真正与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在平等相待、 尊重彼此

利益的基础上开展安全对话ꎬ 展现出来的 “只有强权、 傲慢、 自大或独断独

行”⑤ꎮ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面对新独立的欧亚国家ꎬ 以 “冷战胜利者” 的姿态

进行 “渗透—改造”ꎮ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所谓 “支持” 欧亚国家转型改革但口惠而

实不至ꎬ 到 ２１ 世纪初在欧亚国家接连策动 “颜色革命” 造成社会动荡ꎬ 到推动北

约和欧盟 “双东扩” 制造安全对抗ꎬ 诸多历史事件背后都能看到以美国为首的西

方国家忽视欧亚国家合理安全关切ꎬ 严重阻碍了欧亚国家现代化的进程ꎮ
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路径根本不同的是ꎬ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

路的现代化ꎮ 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 殖民、 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ꎬ
那种损人利己、 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⑥ꎮ 在

欧亚地区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风险相互交织的条件下ꎬ 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ꎬ 践

行共同、 综合、 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观ꎬ 为共同实现中国与欧亚现代化营造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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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刚: «中西方现代化的不同逻辑起点: 模式选择与价值追求»ꎬ 载 «马克思主义

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ꎮ
吴志成: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ꎬ 载 «马克思主义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０ 期ꎮ
〔苏〕 彼费多谢耶夫等: «卡尔马克思»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８０ 年版ꎬ

第 ３６２ ~ ３６３ 页ꎮ
〔美〕 伊沃勒斯坦: «现代世界体系» (第三卷)ꎬ 郭方、 夏继果、 顾宁译ꎬ 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ꎬ 第 １５９ 页ꎮ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вступил в должность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Кремль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ｒｅ

ｍｌｉｎ ｒｕ / ｅｖｅｎｔｓ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ｎｅｗｓ / ７３９８１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０ 月 ９ 日ꎮ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

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ꎬ 第 ２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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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安全环境势在必行ꎮ
首先ꎬ 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ꎬ 政治安全是最根本和最基础的需求ꎬ 维护国家

政治安全主要是维护政权安全、 制度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①ꎮ 维护国家政治安全

自然也是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前提ꎮ 数十年来ꎬ 美国中央情报局至少推翻或试图推

翻超过 ５０ 个他国合法政府②ꎮ “要防范外部势力策动 ‘颜色革命’ꎬ 共同反对以

任何借口干涉别国内政ꎬ 把本国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ꎮ”③

其次ꎬ 坚持以政治对话方式解决国家间分歧和争端ꎮ 为努力和平解决乌克兰

危机ꎬ 中国始终劝和促谈ꎬ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习近平主席就提出了解决危机的 “四个

应该” 原则④ꎮ 中国于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发布 «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

场»ꎬ 旗帜鲜明地提出解决危机的 “中国方案”ꎬ 极力推动劝和促谈ꎬ 核心内容

就是秉持共同、 综合、 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观⑤ꎮ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中国进一步推动形

成国际共识ꎬ 同巴西共同发布 «中国、 巴西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共识»⑥ꎮ
最后ꎬ 深化上合组织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简称 “集安组织”) 对接合作ꎬ

推动 “上合组织 ＋ ” 模式ꎬ 共同筑起欧亚地区新安全体系⑦ꎮ 上合组织与集安组

织都是由欧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组成ꎬ 聚焦欧亚地区安全议题的国际组织ꎮ
两者对接合作有利于在欧亚地区形成安全合作机制叠加效应ꎬ 通过制度聚合进一

步壮大欧亚陆权力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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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贵、 郑海琦: «我国政治安全研究的发展与特点»ꎬ 载 «国家安全论坛» ２０２４ 年

第 １ 期ꎮ
田文林: «美国为何热衷策动 “颜色革命”»ꎬ 载 «人民论坛» ２０２３ 年第 ９ 期ꎮ
习近平: «把握时代潮流　 加强团结合作　 共创美好未来———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的讲话»ꎬ 新华社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６ 日电ꎮ
“四个应该” 具体指 “各国主权、 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ꎬ 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都应该得到遵守ꎬ 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ꎬ 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

该得到支持”ꎮ 参见: «习近平同法国德国领导人举行视频峰会»ꎬ 新华社北京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８
日电ꎮ

«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 ｚｉｌｉａｏ＿ ６７４９０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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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巴西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共识»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ｗｊｂｚｈｄ / ２０２４０５ / ｔ２０２４０５２３＿１１３１０６８６ ｓ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０ 月 ９ 日

参见: «上海合作组织关于各国团结共促世界公正、 和睦、 发展的倡议»ꎬ 新华社阿

斯塔纳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 ４ 日电ꎻ Федор Лукьянов: Идея о системе евразийск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ꎬ что
называетсяꎬ витает в воздухе / /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ꎬ ２ июля ２０２４ год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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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互相支持走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ꎬ 促进欧亚文明交

流互鉴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ꎬ “世界” 首先是围绕着欧洲和欧洲殖民秩序ꎬ 继而围

绕美国以及 “大西方” 而建立起来的①ꎮ 也因为如此ꎬ “西方中心论” 自然而然

地认为西方历史、 文化、 文明优越于非西方ꎬ 存在着一种 “普世主义” 的理论冲

动②ꎮ 也就是说ꎬ 在西方文明世界认知中ꎬ 只有西方道路才是现代化之路ꎬ 所谓

现代化就是西方化ꎮ 基于此ꎬ 在国际秩序中ꎬ 西方文明所属国家常常表现出忽视

发展中国家利益的 “西方优先”ꎬ 崇尚 “丛林法则” 的零和博弈ꎬ 所谓的 “普世

价值” 也是内含 “自我优先” 的外部伪装ꎮ 从本质上说ꎬ 西方国家就是要 “按
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世界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

的国家ꎬ 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ꎬ 使东方从属于西方ꎮ”③ 这决定

了西方文明的现代化不可能选择走开放包容、 共商共享的道路ꎬ 会设置重重障

碍ꎬ 遏制后发国家现代化ꎬ 使发展中国家沦为西方现代体系的 “依附者”④ꎮ 比

如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ꎬ 欧亚国家 “一厢情愿” 地向西方文明现代化 “投怀送

抱” 并未换来西方的发展支持ꎬ 反而使国家陷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重危机ꎮ
现代化不是单选题ꎮ 历史条件的多样性ꎬ 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

性⑤ꎮ “当今世界不同国家、 不同地区各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ꎬ 植根于丰富多样、
源远流长的文明传承ꎮ”⑥ “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ꎬ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

的ꎬ 不能削足适履ꎮ”⑦ 历史地看ꎬ 凡是有强大生命活力的成功的现代化ꎬ 都是

有选择性的现代化ꎬ 有自主性的现代化ꎬ 而不是模仿、 抄袭的现代化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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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安德鲁赫里尔: «全球秩序与全球治理»ꎬ 林曦译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ꎬ 第 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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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ꎬ 第 ４０４ ~ ４０５ 页ꎮ
刘志刚: «中西方现代化的不同逻辑起点: 模式选择与价值追求»ꎬ 载 «马克思主义

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ꎮ
习近平: «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ꎬ 新华社开罗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１ 日电ꎮ
习近平: «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ꎮ
习近平: «加强政党合作 共谋人民幸福———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

主旨讲话»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ꎬ 第 ８ 页ꎮ
罗荣渠: «传统与现代化问题的理论思索»ꎬ 载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１９９０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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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尊重文明多样性ꎮ “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ꎬ 都闪烁着璀璨光芒ꎬ 为

各国现代化积蓄厚重底蕴、 赋予鲜明特质ꎬ 并跨越时空、 超越国界ꎬ 共同为人类

社会现代化进程作出重要贡献ꎮ”① 欧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种文明交汇之地ꎬ
这里汇聚农耕文明 (如乌兹别克斯坦等)、 游牧文明 (如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

斯坦、 阿塞拜疆等)、 森林文明 (如俄罗斯、 白俄罗斯、 乌克兰等)ꎬ 发挥东西

文明间桥梁作用ꎬ 尤为重要ꎮ 各国生活生产方式和现代化道路选择都是文明基因

的现实体现ꎮ
二是推动文明交流互鉴ꎬ 打破 “文明冲突” 话语陷阱ꎮ 亨廷顿也发现了文

明多样性ꎬ 但他把各文明看作独立的 “弹子球”ꎬ 文明之间一般不交往ꎬ 所谓的

互动只能是 “碰撞”ꎬ 而且在不同文明下的文化都呈现出单一性特征ꎬ 且倾向于

相互冲突②ꎮ 在西方经典地缘政治学者笔下ꎬ 欧亚内陆地区是文明的断裂带ꎬ 冲

突是常态ꎮ 事实上ꎬ 这一论点主要为西方文明向欧亚内陆地区拓展ꎬ 谋求建立

“西方文明下的欧亚” 地缘战略而服务ꎮ “差异并不可怕ꎬ 可怕的是傲慢、 偏见、
仇视ꎬ 可怕的是想把人类文明分为三六九等ꎮ”③ 以全球文明倡议为引导ꎬ 推动

中国与欧亚国家开展文明对话ꎬ 以开放姿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ꎬ 是破除 “文明冲

突” 话语体系、 促进 “文明交流互鉴” 的必要路径ꎮ
三是进一步处理好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ꎮ 西方的文明观过于强调物

质基础ꎬ 认为这是安排文明等级排序的主要依据④ꎮ 然而基于 “以物的依赖性为

基础的人的独立性”⑤ 的现代化道路势必不能带来地区可持续发展ꎮ 一国的现代

化应该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ꎬ 协调并进的ꎮ 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ꎬ
“就是要推动国际社会解决物质和精神失衡问题ꎬ 共同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进

步”⑥ꎮ 欧亚地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既要注重各方发展物质基础的强化ꎬ 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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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彼得卡赞斯坦: «世界政治中的文明: 多元多维的视角»ꎬ 秦亚青、 魏玲、

刘伟华、 王振玲译ꎬ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ꎬ 第 ２０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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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汇聚两国人民力量推进中美友好事业———在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

的演讲»ꎬ 新华社旧金山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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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断做大共同外交理念圈ꎬ 求同存异ꎬ 互学互鉴ꎮ

(四) 推动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ꎬ 优化欧亚区域合作平台

今天ꎬ 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合作平台服务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 “物质内容”ꎬ
服务于西方大资本的全球增殖战略①ꎮ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依托国际组织载体ꎬ 主

导国际规则体系ꎬ 进一步主导世界大市场ꎮ 比如ꎬ 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主

导的国际货币体系ꎬ 尽管后来被牙买加体系所替代ꎬ 但是国际货币体系依旧被美

元及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货币所把持ꎬ 所谓的货币竞争也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

国家之间的事情ꎮ 苏联解体后ꎬ 西方与欧亚新独立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呈现出不

平等性和政治附加性的特点ꎮ 所谓 “不对等性”ꎬ 就是西方只看重欧亚新独立国

家的自然资源、 广袤市场ꎬ 企图使欧亚地区变成西方的经济附庸ꎻ 所谓 “政治附

加性”ꎬ 就是西方与欧亚新独立国家开展务实合作的根本目的并非共同求发展、
谋福利ꎬ 而是以经济和发展议题为切口ꎬ 进而改造欧亚新独立国家的政权结构及

意识形态 (如 “颜色革命”)ꎬ 打造一批 “西方治下” 的欧亚新政权ꎮ
“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出改变了欧亚国家参与国际合作的制度环境ꎬ 给出了

有别于西方国际合作模式的新的选择ꎮ 作为当前世界上范围最广、 规模最大的国

际合作平台ꎬ “一带一路” 高质量建设不仅对标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任务ꎬ 同时也

是推动各国共同现代化ꎬ 进而实现和平发展、 互利合作、 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化

的国际合作平台ꎮ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 “中方愿同各方深化 ‘一带一路’ 合作

伙伴关系ꎬ 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 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ꎬ 为实现世界各国

的现代化作出不懈努力ꎮ”② 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合作中崇尚利己主义、 保

护主义ꎬ 大搞 “小院高墙” 不同的是ꎬ “一带一路” 建设以打造命运共同体和利益

共同体为合作目标ꎬ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ꎬ 发扬和平合作、 开放包容、 互学互

鉴、 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③ꎮ 在中国与欧亚国家现代化进程中ꎬ “一带一路” 高

质量发展承载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合作观ꎬ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ꎮ
一是提高 “一带一路” 建设机制化水平ꎮ 与基础设施 “硬联通” 相比ꎬ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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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陈曙光: «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改变世界»ꎬ 载 «马克思主义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ꎮ
习近平: «建设开放包容、 互联互通、 共同发展的世界———在第三届 “一带一路” 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ꎬ 新华社北京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电ꎮ
中共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习近平谈 “一带一路”»ꎬ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ꎬ

第 ８、 ３３ ~ ３４、 １０９ ~ １１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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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标准为核心内容的机制 “软联通” 相对薄弱ꎮ 基础设施 “硬联通” 固然重

要ꎬ 但如果缺乏机制 “软联通” 跟进ꎬ 共建 “一带一路” 的集体收益将大打折

扣ꎬ 因此ꎬ 深化合作的内生机制、 应对外部挑战的防范机制以及与现行全球治理

体系的对接机制ꎬ 是下一步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及其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

过程中机制 “软联通” 建设的三个重点领域①ꎮ
二是持续提高开放合作水平ꎮ 开放性是 “一带一路” 建设的本质特性之一ꎮ

通过共建 “一带一路”ꎬ 促使内陆地区从 “后卫” 变成 “前锋”ꎬ 欧亚地区 “陆
锁国” (如中亚五国) 变成 “陆联国”ꎬ 不断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ꎮ 一方面充分

利用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ꎬ 为欧亚国家产品和服务提供地缘邻近、 安全稳定、
开放有序、 质量较高的市场空间容量ꎻ 另一方面促进中国与欧亚国家产业链供应

链相互交融ꎬ 共同打造欧亚地区价值链体系ꎮ
三是共享新质生产力发展红利ꎮ 科技创新、 绿色经济、 产业经济是发展新质

生产力三大支柱ꎮ 中国以科技创新为驱动ꎬ 打造科技高地ꎬ 进而与欧亚国家塑造

区域性科技产业链供应链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 科技创新应以绿色为路径ꎬ 目标是规

模化、 产业化ꎮ 因此ꎬ 在欧亚地区共建 “一带一路” 过程中ꎬ 除了能源合作、
通道建设等传统合作领域外ꎬ 加速共同推动科技创新ꎬ 走绿色合作的路子ꎬ 开展

规模化、 产业化务实合作ꎬ 应成为中国与欧亚国家合作的新领域、 新方式ꎮ

四　 中国与欧亚国家现代化的前景展望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ꎬ 实现现代化是生产力、 生产关系两者联

动螺旋递进发展的过程ꎮ 从这个意义上看ꎬ 中国与欧亚国家共同现代化在全球发

展、 安全、 文明倡议及 “一带一路” 倡议指引下ꎬ 既注重物质层面的内容ꎬ 又重

视精神层面内容ꎬ 实现物质与精神双轮驱动、 务实合作与理念对接双轨并行ꎮ 围绕

这一点ꎬ 中国与欧亚国家不仅有广泛共识ꎬ 而且具有现实基础和可行路径ꎮ 在可预

见的未来ꎬ 在中国与欧亚国家元首的战略引领下ꎬ 中国与欧亚国家现代化将以践行

全球发展、 安全、 文明和 “一带一路” 倡议为路径ꎬ 推动更高质量的共同发展ꎬ
强化更高水平的安全合作ꎬ 促进更高层次的文明互鉴ꎬ 打造更高效能的机制平台ꎮ

６３

① 李向阳: « “一带一路” 的高质量发展与机制化建设»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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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中心论” 退场的趋势不可逆转ꎬ 世界现代化理念和路径根据不同国家

文明背景、 历史方位、 发展现状、 国际环境等因素的客观差异性ꎬ 将进入多样

化、 多元化、 多维化时代ꎬ 但这一转变的完成仍需时日ꎮ 如果我们认可 “西方中

心论” 是一种历史产物ꎬ 那么为了适应当下全球化的现实ꎬ 就有必要对 “西方

中心论” 及其逻辑产物———西方单数 “大写历史” 进行批判ꎮ 我们正处在一场

“认识论革命” 之中ꎬ 这场 “革命” 就是要在信息时代充分复原历史原貌ꎬ 打破

西方认识论①ꎮ “认识论革命” 并非一蹴而就ꎬ “西方中心论” 也不会瞬间谢幕ꎬ
这是一个反复拉锯、 激烈斗争的过程ꎬ 也是中国与欧亚国家现代化脱离不开的历

史大背景ꎮ 中国与欧亚国家推进现代化进程势必会遭到来自 “西方中心论” 势

力的质疑甚至遏制ꎮ
首先ꎬ 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非西方新兴大国的战略遏制推高了欧亚地区

安全风险ꎮ 在欧亚地区ꎬ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护持霸权ꎬ 始终没有放弃从

欧亚边缘地带向中心地带挺进的策略ꎮ 在欧洲方向ꎬ 北约、 欧盟 “双东扩” 并

未停止ꎬ 引发了一系列地缘政治紧张对抗ꎻ 在南高加索方向ꎬ 西方国家正在利用

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纳戈尔诺 －卡拉巴赫危机ꎬ 深度干预亚美尼亚内政ꎬ 试图

推动亚政府彻底 “西靠”ꎬ 进而从北面 “包抄” 伊朗ꎬ 也在俄伊之间插入 “楔
子”ꎻ 在中亚方向ꎬ 西方始终没有放弃对中亚国家政权的 “和平演变”ꎬ 进一步

加大对中亚国家外交投入ꎬ 从人才结构重组上下手ꎬ 把 “宝” 押在未来ꎻ 在亚

太方向ꎬ 西方继续对华采取战略遏制ꎬ 炒作台海问题ꎬ 推动北约亚太化②ꎮ
其次ꎬ 西方国家继续向欧亚国家投放 “经济合作 ＋ 政治条件” 区域合作方

案ꎬ 干扰部分欧亚国家自主性ꎮ 西方看待发展中国家是带有帝国主义视角的ꎬ 一

是它把资本主义价值观、 制度和发展模式强加于或至少试图强加于发展中国家ꎻ
二是它分析集中在如何使发展中国家更像西方的问题上ꎻ 三是它传播神秘主义ꎬ
以及服务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利益的思维和行动模式③ꎮ 这种根深蒂固的帝国

主义视角深刻影响冷战后西方对欧亚地区的战略和政策选择ꎮ “要获得经济援助

就得按照西方开出的政治条件改造自己” 成为欧亚国家独立后与西方互动交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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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恒: «西方历史书写需要一场认知革命»ꎬ 载 «历史研究» ２０２４ 年第 ４ 期ꎮ
参见肖河: «俄乌冲突背景下北约亚太化的联盟理论分析: 战略非理性抑或其他»ꎬ

载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２４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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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①ꎮ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ꎬ 美国提出的 “中亚经济韧性倡议” (ＥＲＩＣＥＮ) 计划当年

向中亚国家提供 ２ ５００ 万美元的支持ꎬ ２０２３ 年追加 ２ ０００ 万美元ꎬ 此外还提供

５ ０００万美元用于推动地区互联互通、 能源合作、 英语推广等项目②ꎮ 美国提出此

项倡议ꎬ 就是要利用俄罗斯深陷乌克兰危机无暇顾及中亚之机ꎬ 推动中亚国家疏

离对俄关系ꎬ 实现通过中亚对俄进行战略干扰的目标ꎮ ２０１９ 年欧盟发布的新版

中亚战略指出ꎬ 欧盟对中亚国家的合作首先关切民主建设、 人权维护、 司法独

立ꎬ 其次才是推动经济合作多元化③ꎮ 因此ꎬ 有人也认为 “发展” 是西方的诡

计ꎬ 是帝国知识的延续ꎬ 带有 “文明使命”ꎬ 就是西方国家主观上认定法律、 政

治和文化制度的引进对发展中国家有利ꎬ 因此有理由让它们从属于宗主国ꎬ 将现

代性强加给它们④ꎮ
最后ꎬ 西方资本主义带来的世界经济发展问题阻碍了欧亚地区现代化动能的

发挥ꎮ 历史上ꎬ 西方资本主义把私人财产和市场交换视为社会运行的基本组织原

则ꎬ 确实大力提升了人类生产力⑤ꎮ 然而ꎬ 今天西方资本主义的自利性、 剥削性

特性ꎬ 决定了其无法继续肩负推动世界经济长期增长并为人类社会带来普遍福祉

的重任ꎮ 高通胀压力下西方国家集体收紧货币政策ꎬ 实施多轮加息ꎬ 导致全球金

融市场加剧震荡ꎬ 世界经济走向滞胀ꎮ 另外ꎬ 全球债务风险接近临界ꎮ 自 ２０１０
年以来ꎬ 全球经济正在经历第四次债务浪潮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ꎬ 每次债务浪

潮均以爆发金融危机收尾ꎮ 本次债务浪潮已持续十多年ꎬ 具有波及范围广、 债务

存量大的特点ꎬ 仅美国 ２０２４ 年的债务规模就高达 ３４ 万亿美元⑥ꎮ 发展中国家债

务规模也在持续扩大ꎬ ２０２３ 年全球公共债务达 ９７ 万亿美元ꎬ 其中 ３０％由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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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ꎬ 作者王晨星与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扎维娅洛娃 (Ｅｌｅｎａ
Ｚａｖｙａｌｏｖａ) 的交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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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背负①ꎮ 更值得注意的是ꎬ 全球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ꎬ 不平等问题尤为突

出ꎮ 在资本相对收益驱动下ꎬ 不管是发达国家ꎬ 还是发展中国家ꎬ 社会财富加速

向富裕阶层集聚ꎮ 与劳动带来的温和不平等相比ꎬ 资本收入带来的则是极端不平

等ꎬ 是造成社会冲突的重要诱发因素之一②ꎮ 这种资本收入的极端不平等也在深

刻影响欧亚国家社会财富分配ꎬ 社会矛盾引发经济动荡、 政治纷争的风险加剧ꎬ
限制欧亚国家现代化来自社会的底层动能的激发ꎮ

结　 语

回到本文提出的核心问题: 现代化进程为中国与欧亚国家关系互动提供了一

个什么样的叙事框架? 破什么、 立什么、 引什么?
通过上文的论述ꎬ 我们清楚地知道ꎬ 在特定历史阶段ꎬ 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

曾起到变革性作用ꎬ 推动人类生产力进步ꎬ 构建起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体系ꎮ 然而ꎬ
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与生俱来的物质性、 扩张性、 剥削性及自利性ꎬ 导致自身

无力提出解决当今全球发展难题的有效办法ꎬ 更难以回答 “世界向何处去ꎬ 人类怎

么办” 这一时代问题ꎮ 在新历史条件下ꎬ 西方现代化及其治下的国家间关系叙事有

自身 “不攻自破” 的短板ꎮ 有人就提出ꎬ 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已无法提供人类所需

要的目标感ꎬ 原本有能力让人类走向繁荣ꎬ 但其道德已经破产③ꎮ
鉴于此ꎬ 包括中国和欧亚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要 “立”、 要 “引” 的

恰恰是探索现代化的 “非西方路径”ꎬ 走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ꎮ 中国式现

代化不仅是中国实现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抉择ꎬ 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的实践载体ꎬ 更为世界各国尤其发展中国家、 新兴国家现代化提供了新的现代

化参考模式ꎮ 中国式现代化是聚焦生产力解放、 生产关系优化ꎬ 物质基础与精神

世界协调发展的现代化ꎬ 打破了 “现代化 ＝ 西方化” 迷思ꎬ 具有历史和时代先

进性ꎮ 中国与欧亚国家现代化以践行全球发展、 安全、 文明倡议及 “一带一路”
倡议为先导ꎬ 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关系进一步提质升级提供了新的叙事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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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ꎬ 也在客观上加速了 “西方中心论” 的历史退场ꎮ
进一步解放生产力ꎬ 推动构建新的生产关系是欧亚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共同目

标ꎬ 也是中国进一步深化全面改革的目标ꎮ 这为新的历史条件下ꎬ 中国与欧亚国

家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叙事框架ꎬ 即共同现代化叙事ꎮ 具体而言ꎬ 这一新的叙事

框架包括以下内容: 在共同发展方面ꎬ 中国与欧亚国家共同锚定提升自身综合国

力为总目标ꎬ 共同推动科技创新ꎬ 优化生产工具ꎬ 进一步解放生产力ꎬ 以坚持人

民为中心确保现代化进程的普惠性ꎬ 进而提高现代化进程的经济基础ꎮ 在综合安

全方面ꎬ 中国与欧亚国家将不断提高 “和平秩序” 这一公共产品供给能力①ꎬ 合

作加强自身国家政治安全ꎬ 提高对抵御美西方势力渗透的 “免疫力”ꎬ 深化地区

内安全机制间互动ꎬ 为通过政治对话方式解决域内安全困境提供良好的制度平

台ꎬ 为现代化进程营造必要的安全环境ꎮ 在文明对话方面ꎬ 中国与欧亚国家共同

尊重交流互鉴型文明多样性ꎬ 而非亨廷顿所推崇的分裂对抗型文明多样性ꎬ 统筹

处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关系ꎬ 进一步协调现代化进程中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ꎮ 在国际合作平台方面ꎬ 中国与欧亚国家共同推动

“一带一路” 建设高质量发展ꎬ 提升合作机制化水平ꎬ 不断提高相互开放度ꎬ 在

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中ꎬ 共同释放各自比较优势ꎬ 共同享有新质生产力及其带来

的新质生产力关系的红利ꎬ 进而推进现代化进程实现螺旋上升态势ꎮ
(责任编辑: 胡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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