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一带一路’ 与中亚的繁荣与稳定”
论坛综述

丁　 超

由上海高校智库内涵建设计划资助、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与上海大学共同主

办的 “一带一路” 与中亚国家论坛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在上海大学隆重举行ꎮ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

“一带一路” 与中亚的繁荣与稳定ꎮ 来自中亚各国、 俄罗斯、 阿塞拜疆以及国内的近百位专家学者ꎬ
围绕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中亚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 中亚国家的政治经济转型及其参与 “一带一路”
建设的挑战和机遇、 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国的全方位合作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ꎮ

一、 “丝绸之路经济带” 与中亚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

当今世界正处于深度调整期ꎬ 欧亚地区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国际环境ꎮ 冯绍雷认为ꎬ 国际秩

序虽已发生重要变化ꎬ 但未来一段时期美国还会主导世界ꎻ 特朗普上台宣告了 ＴＰＰ 时代的终结ꎬ
但 ＴＰＰ 是否会以另一种形式出现ꎬ 值得关注ꎮ 冯玉军认为ꎬ 目前旧秩序逐渐解体、 新秩序尚未

构建ꎬ 国际社会缺乏共识ꎬ 中国要 “内外兼修”ꎬ 深化国内改革ꎬ 同时要更加有所作为ꎬ 处理好

中美俄之间的关系ꎮ 罕霍扎耶夫提出ꎬ 当前欧美国家利用全球化红利扩大比较优势的努力成效

并不明显ꎬ 倡导互利共赢合作模式的 “一带一路” 战略将是世界新经济秩序的起点ꎮ
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 (以下简称 “一带”) 与中亚国家发展战略对接的问题ꎬ 薛福岐提

出ꎬ 发展权是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的核心ꎬ “一带” 倡议是以发展为名义的合作ꎬ 是一个开放

性的地区主义ꎬ 其宗旨在于推进相关国家经济的多样化、 自主、 平衡和稳定发展ꎮ 许涛认为ꎬ
中亚民族的历史发展显示ꎬ 几乎所有重大进步和繁荣都与其开放程度密切相关ꎬ 因此未来中

亚国家乃至整个欧亚地区也将保持这种开放、 包容的态度ꎬ 同时应该通过强调命运共同体、
相互尊重、 发挥市场作用、 利用上合组织平台等ꎬ 规避这一进程中产生的风险ꎮ 杨成将中国

与中亚国家共建 “一带” 的主要风险分为认知、 国家间竞争、 新独立国家综合征、 互联互通

以及中方的风险等五类ꎬ 并提出了中方应对这些风险建议ꎮ 庄恩平认为ꎬ 跨文化冲突是中国

与中亚国家共建 “一带” 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ꎬ 应积极发展公共外交ꎬ 增进相互理解与信任ꎮ
焦一强指出ꎬ 目前中国文化在中亚的影响力还比较有限ꎬ 应该在客观评估的基础上ꎬ 加强中

国在中亚地区的国家形象塑造ꎮ

二、 中亚国家参与 “一带一路” 建设的挑战与机遇

中亚国家积极参与共建 “一带”ꎬ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ꎮ 王海运认为ꎬ 共建 “一

带” 有利于协助中亚国家分享中国改革红利ꎬ 中亚国家有望成为 “一带” 建设的首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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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地区、 先行收获地区ꎮ 谢弗林指出ꎬ 与美国的 “新丝路计划” 不同ꎬ 中国的 “一带” 战

略形成了一个具体的发展纲要ꎻ 中国是中亚国家的强大伙伴和发展榜样ꎬ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

关系已经成为世界合作的典范ꎮ
世界经济危机的持续、 宗教极端思想的传播为中亚地区带来了巨大挑战ꎮ 孙长栋指出ꎬ

域内外大国、 中亚地区各国应抓住机遇ꎬ 摒弃消极的对抗思维ꎬ 倡导合作理念ꎬ 共同维护中

亚地区的安全稳定与社会经济发展ꎮ 孙壮志认为ꎬ 未来中亚国家不会出现大规模动荡ꎬ 但短

期内均面临严峻的经济困境ꎬ 扩大对外经济合作、 降低能源出口依赖将成为中亚国家恢复经

济增长的重要出路ꎮ 吴宏伟认为ꎬ 当前中亚安全形势总体保持稳定ꎬ 但挑战和威胁不断增多ꎬ
中东形势对其他国家和中亚地区的外溢影响将是长期的ꎮ 苏畅认为ꎬ 当前中亚极端主义进入

一个缓慢的上升期ꎬ 但是不能夸大极端主义的严重性和对中亚整体安全的影响ꎮ 赵会荣指出ꎬ
当前中亚安全形势总体可控ꎬ 但不确定性不断增多ꎬ 中俄两国如何携手推动中亚地区的稳定

与发展ꎬ 特别是 “一带一盟” 对接的落实值得期待ꎮ

三、 上海合作组织在安全、 经济、 文化领域合作的新机遇

欧亚地区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也将使得上海合作组织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ꎮ 许勤

华认为ꎬ 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公共产品机制已发展到 ２ ０ 版ꎬ 需要从两个角度进行理解: 欧亚

地区需要什么样的公共产品ꎬ 如何提供这些公共产品ꎬ 即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是什么ꎮ 目前

欧亚地区对于公共安全的需求尤为迫切ꎬ 而公共安全治理的产品也从传统的军事、 反恐拓展

到了经济、 能源、 金融等领域ꎬ 中国在实现本国利益的同时ꎬ 通过公共产品共享和合作ꎬ 推

动区域内的共同繁荣ꎮ
李昕玮对中亚地区的毒品问题进行了剖析ꎬ 指出近年来中亚地区缴毒量下降ꎬ 新型合成

毒品开始出现ꎬ 形成了中亚和阿富汗之间的双向通道ꎬ 但是中亚地区从来没有缓和对毒品犯

罪的打击力度ꎬ 同时寻求国际合作与支持ꎮ 张杰提出ꎬ 随着中国出境企业和公民不断增多ꎬ
国际警务合作的资源更加紧缺ꎬ 亟待与中亚各国开展更加务实的合作ꎬ 上海合作组织则为此

提供了一个有效平台ꎮ
彼得洛夫斯基认为ꎬ 经济和安全合作是上合组织的优先发展方向ꎮ 像上合组织银行这种

超国家的融资机制不仅可以满足成员国的现实需求ꎬ 也可以有效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ꎮ 赵金

龙也指出ꎬ 目前上合组织框架下制度性的区域一体化进展缓慢ꎬ 而从资源禀赋和双边贸易的

角度来看ꎬ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建立自贸区的可行性还是很强的ꎮ 洁瑛指

出ꎬ 目前中吉之间的贸易关系极不平衡ꎬ 应该成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会和媒体交流平台ꎬ 加

深中吉双方的相互理解ꎬ 也增强中国企业与当地经济发展的融合度ꎮ 萨伊多娃指出ꎬ 加强贸

易和投资合作是维护上合组织稳定、 繁荣和发展的重要途径ꎬ 今后上合组织各成员国还应在

基础设施建设和高新技术领域加强合作ꎬ 共同培育中小企业ꎬ 并广泛开展智库合作ꎮ 强晓云

强调ꎬ “一带一盟” 战略的对接以及 “大欧亚伙伴” 关系的建立离不开区域内人口的跨界迁

移ꎮ 近些年ꎬ 欧亚地区的人口迁移具备了诸多新的特征ꎮ 一味地控制移民不利于区域一体化

发展ꎬ 而有效的治理才是平衡劳动力短缺和人口安全的重要途径ꎮ
(责任编辑　 王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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