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强与中亚地区经贸合作
拓展丝绸之路经济带

张建民

加强与中亚地区的经贸合作是连云港拓展丝绸之路经济带的

重点之一。中亚地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国家，连云港是中

亚地区最便捷的出 海口。加强与中亚地区的经贸合作是充分发挥

连云港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东桥头堡作用的必然要求。

一、中亚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及其特点

中亚地区包括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

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又称“ 中亚五国 ”，地处欧亚大陆接合部，

与我国西北地区毗邻，总面积 400万平方公里，人口 6 000 多万。中

亚地区石油、天 然气、有色金属、水力等自然资源丰富，被称 为二十

一世纪的战略能源和资源基地。

（一）中亚地区矿产资源丰富多样。中亚各国都蕴藏着丰富多

样的矿产资源。哈萨克斯坦煤炭储量巨大，达 1 400 亿吨，著名的卡

拉干达煤田是中亚地区最大的煤田；库斯坦奈铁矿和肯皮尔赛铬

铁矿的探明储量在独联体各国 中居第一位；此外，哈萨克斯坦的

铜、铅、锌、铬和磷，土库曼斯坦的芒硝、钠和碘，乌兹别克的黄金和

褐煤，吉尔吉斯斯坦的锑、水银、砷、铀和锡，塔吉克的镉、钼、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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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晶，等 等 ，其矿产的储量和产量都在独联体各国 中名列前茅。中

亚五国都富有石油和天 然气资源。哈萨克斯坦的两大油田，年产原

油 2 500 多万吨；土库曼斯坦目前共有七个油田，原油产量 2 000

万吨左右。此外，乌、吉、塔等国均有一定的石油储藏。

（二）中亚地区经济规模和经济增长不均衡。中亚各国 之间经

济增长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贫富分化明显。哈

萨克斯坦是中亚五国中面积最大、经济实力最强的国 家，但在 2012

年 ，中亚地区工业生产增长，乌、土、塔三 国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其

中土、塔增长 10%以 上 ，而哈、吉两国工业生产则出 现大幅度下滑

局面，2012 年，哈工业生产仅增长 0.5%，大大低于哈经济发展和商

业部预测的数字。与此同时，中亚地区农业仍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

局面，2012 年，中亚地区农业不如往年，粮食收成少于上年。

（三）由于基础工业和农业发展滞后，中亚地区出口乏力。虽然

近些年来中亚地区努力扩大出口，2012 年，中亚五国均保持了外贸

总额的增长，哈、吉、塔、土、乌五国分别增长了 9.8%、11.8%、15.1%、

25.9%、0.9%，但是，中亚地区外贸总量虽然呈增长势头，但出口处

于困难的境地，出口少、出口难的 问题困扰着中亚经济。中亚地区

出口乏力有两个重要的 因素：一方面，中亚地区经济严重依赖于资

源出口，其经济资源性的特点突出；另一 方面，劳务输出收入是中

亚地区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据估计，中亚地区每年 从劳务输出 中

得到的外汇收入约为 80 亿美元至 100 亿美元。依赖资源和劳务出

口保持国内经济发展的做法越来越盛行，导致国内基础工业和农

业发展严重滞后。

（四）中亚地区制定经济稳增长目标，增长放缓低速前行。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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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仍处于低迷不振的困境，受此影响，中亚地区增长速度普

遍放缓。2012 年，中亚五国经济增长速度均低于上 一年，陷入经济

复苏缓慢、后劲不足的困难局面。2013 年 ，中亚地区不约而同地选

择了“不求高速度，但求稳增长”的经济发展思路，经济增长速度

均保持或略低于 2012 年水平，这种做法的好处是有利于经济的

转型升级，使经济发展从重速度、重数量转移到重效益、重协调上

来。

二、加强与中亚地区经贸合作是充分发挥连云港桥头堡独特

优势的必然要求

连云港是中亚地区的 天 然 出 海口，加强与中亚地区的经贸合

作是充分发挥连云港桥头堡优势的必然要求。

（一）中国与中亚五国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中亚五国

利用连云港这个最便捷的桥头堡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习近平

主席到中亚四国访问，将中国与中亚各国 的双T 关系提升到了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一种基于高度信任，伙伴成

员间共享竞争优势 和利益的长期性、战略性的协同发展关系，为

合作各方带来深远 的意义。 中 国与中亚各国 在政治、经贸、军事、

科技、文化 、教育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成果显著，在 国际和地区事务

中密切配合、相互支持，这 实际上就是一种高水平互信的关系。目

前，中土、中吉关系分别提升至战略伙伴关系，中哈进一步深化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中乌进一步发展和深化战略伙伴关系，并签_

了友好合作条约。至此，中 国同中亚五国全面建立了战略伙伴关

系。显然 ，这 为 中亚五国利用连云港这个东桥头堡提供了十分有

利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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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预示着中国和中亚合作将进入

黄金期，这为连云港加强与中亚五国的经贸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基

础。2 100 多年前，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一条横贯东西、连接

欧亚的“古丝绸之路”，20 世 纪 90 年代初 ，新亚欧大陆桥全线贯

通，中 国与中亚地区的往来有了空前发展，2003 年 9 月 7 日 ，习近

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首次提出共同建 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

构想。近年来，总人口 30 亿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已具雏形。这条

经济大走廊东端连着充满活力的亚太地区，西T 系着发达的欧洲

经济圈,沿线国 家经济互7 性强，在交通、金融、能源、通信、农业、旅

游等各大领域开展互利共赢的合作潜力巨大。可想而知，作为丝绸

之路经济带东桥头堡的连云港与中亚五国 的合作必然是潜力巨

大，前景广阔。

（三）中国与中亚五国的经贸合作迅速发展为连云港发挥桥头

堡作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据中国经济网报道 ，从中 国与中亚五国

建交到 2012 年双T 贸易增长近 100倍。其中 ，中乌贸易额比建交

初期增长了 50倍以上 ，中哈贸易额增长了 70倍，中土贸易额更是

在 7 年内增长 100 多倍。这样的增长速度，超出了 20 年前人们最

大胆的预想。目前，中 国已成为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的第一大

贸易伙伴，以 及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此外，中国还是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一大投资来源国，土库曼斯坦最

大的天然气合作伙伴。中国与中亚地区经贸关系的发展远远超出了

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合作的增长速度，这种巨大的双方合作潜

力势必也将体现在 中亚五国共同利用连云港这个最便捷的 东桥头

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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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海合作组织正在协商的交通便利化协定为连云港加强

与中亚五国的合作提供了坚实基础。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其积

极意义包括可以使 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建 设 得到大规模提高。中

国愿同各方积极探讨完善跨境交通基础设施，逐步形成连接东亚、

西亚、南亚的交通运输网络。据悉，目前上 海合作组织正在协商交

通便利化协定，这一文件若得到相关国 家确认并落实，将使丝绸之

路经济带上各国 之间的贸易往来更为畅通。在基础设施建 设方面，

中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中 国 的高铁建 设技术已经处

于世界先进水平。当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交通实现真正便利后，连

云港将是重要的受益者。

三、如何进一步推进连云港与中亚五国的经贸合作

连云港作为新亚欧大陆桥经济带的 东桥头堡，理所当然地要

争取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的典范城市。重点来说可以有以下

几个方面。

（一）推进连云港市与中亚各国的友好城市建设。国际友好城

市活动已成为 中国同有关国家双T 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促进

了中国同各国的交流合作，增进了中 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

互了解和友; 。国际友好城市，也是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是城市

外交的重要载体，是我国民间外交的重要内容。与连云港市已经建

立的 国际友好城市包括：日本 市，韩国木浦市，新西兰内皮尔市，

澳大利亚吉朗市，俄罗斯伏尔加斯基市，日本佐贺市，西班牙萨瓦

德尔市。与连云港市建立的友好交流城市包括：日本新宫市，德国

威尔堡市，美国休斯敦市，韩国群山市。目前，连云港市要大力加强

与中亚各国城市的友好交流，首先可以 从哈萨克斯坦的城市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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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务实合作新篇章。中马两国合作共建产业园区，促进了双T 贸易

的迅速增长，这种模式值得连云港市在加强与中亚各国 的经贸合

作中积极借鉴。

（四）积极加强人文交流。人文交流是经济交流的基础，加强与

中亚各国的人文交流是 前连云港!" 加强的重要事# 。从 中 国

与哈国的人文交流来看，建交 18 年来, 中哈两国人文交流亮点2

2 ,高水平文化团组互访已成为常态。2006 年、2007 年中哈互办文

化节活动，中 国 新疆、重庆、遵义等地艺术团先后赴哈进行文化交

流。已建成的两所孔子学院发挥着促进中哈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

为哈培养各类汉语人才 3 000 多人。2009 年，阿拉木图卡斯捷耶夫

艺术博物馆举 办了名为 中国景德镇瓷器展，阿拉木图还举 办了中

国工艺制品艺术展；2010 年在阿斯塔纳举办了题为“丝绸之路—中

国的丝绸艺术展”，此外, 两国艺术家在影视领域也开展了密切合

作。连云港市要认真借鉴国内其他城市在中哈交流中的经验，大力

开展与中亚各国的人文交流，积极探讨如何将连云港市特色文化 ，

包括研究将西游记文化作为双方人文交流的重要内容。

（本稿由连云港市社科联推荐）

张建民，连云港市社科联主席、党组副书记、连云

港市社科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副研究员。长期从事

地$ 文化与区$ 经济研究。在%& 文化研究、' 游记

文化研究、( 桥经济与文化的研究方面成果) 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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