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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外交大戏

经贸能源唱主角

进入金秋9月以来，中国外交
上演的几场大戏足够吸引眼球，其
中既有走出去，也有请进来。

9月3日至13日，国家主席习近
平出访中亚四国，并出席G20峰
会以及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元首峰
会。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后，3月
下旬到访俄罗斯及非洲三国，5月
底6月初到访拉美三国及美国，如
果加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首次出
访印巴及欧洲两国，中国外交上
半年的足迹遍布亚非拉和欧美。
中亚是这轮外交高潮的空白点，
当然，这并非遗忘，而是等待时
机。

9月上半月时机来了。两场国
际多边峰会和中亚四国行成为下
半年中国外交的一大亮点。与上
半年一脉相承的是，此次习近平
访问中亚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构想，这与此前提出的中巴经
济走廊和中缅孟印经济带一道，
构成了中国西部地区对外经济合
作的通道。

不难发现，上述几个中方提
出的经济带构想，对外既有地缘
政治的考虑，对内则对接持续多
年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古代丝绸
之路就是中外经贸文化交流的纽
带，是中国西部走出去的黄金要
道。如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
将有助于中国西部开发开放，增
强西部地区的经济活力。

此次习近平中亚之行的另一
大亮点，就是中国与一些国家签
署了新的能源合作协议。中国与土
库曼斯坦合作建设的“复兴”气田，
是世界第二大单体气田，探明储量
4亿至6亿立方米，这足以成为中土
天然气合作的重要气源地。此外，
中土签署新协议，土方向中方年增
供250亿立方米天然气。

同样的能源合作，在哈萨克斯
坦也得到复制。中哈天然气管道二
期一阶段竣工，年供气量100亿立
方米，二阶段也将于2015年投产；一
期A、B线目前的年供气量在300亿
立方米，在建的C线预计年底贯通，
年供气量达250亿立方米。同时，中
石油通过注资获准开发哈萨克斯
坦里海大陆架油气，打破了西方公
司的垄断地位。

如此深入的合作关系和稳定
的气源保障，连同中国的西气东
输工程，将缓解中国东部发达地
区天然气短缺瓶颈，助力中国经
济。同时，中亚国家也乐于拥有中
国这样稳定的买家，丰富其能源
出口结构。

同样是在9月3日，第十届中
国-东盟博览会如期开幕。李克
强作为东道主，在南宁与多位东
盟国家政要会晤。其间，李克强提
出了“钻石十年”的概念，这是与
中国与东盟前十年合作营造出的

“黄金十年”相呼应。李克强提出，
力争到2020年双边贸易额达1万亿
美元，如此巨大的经贸合作规模，
不仅对彼此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相关国家
管控目前存在的岛屿争端。

走出去与请进来，同一时段
相得益彰。习近平中亚之行中，不
仅主推能源和安全领域合作，同
时也包括了货币金融等领域的合
作尝试，相比中国与东盟的经贸
紧密度，这是一个有益的尝试。不
过，相比中亚地区存在上合组织
这样以安全议题为主的国际组
织，中国与东盟之间在安全领域
的关系更加复杂，不确定因素更
多。但很明显，中国外交在注重大
国的同时，更加着眼于周边。中国
与中亚、东盟国家的关系如今正
变得日趋成熟，于是就有了中国
与一些国家的双边关系提升至

“战略伙伴”的高度。

有声若霆
本报国际观察员 赵恩霆

丝丝绸绸古古道道的的新新走走法法
□本报记者 赵恩霆 整理

现实基础

中国-中亚战略伙伴关系

从习近平主席踏上中亚大
地起，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的
高水平和战略性，就在一个个
场景中呈现。

在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
德穆哈梅多夫率10位副总理，
在马雷机场迎接习近平，从机
场到中土合作建设的“复兴”气
田，1个多小时车程，沿途近10
万民众身着盛装夹道欢迎。

在哈萨克斯坦，73岁的纳
扎尔巴耶夫总统提前半小时从
圣彼得堡飞回，在机场迎接到
访的习近平，并陪同前往下榻
酒店。途中，两国元首谈起各自
国家发展建设。纳扎尔巴耶夫
总统兴之所至，干脆叫停车队，
邀请习近平信步走上大桥。

在乌兹别克斯坦，年过古
稀的卡里莫夫总统亲赴机场迎
接习近平。访问期间，卡里莫夫
总统几乎全程陪同，参观时亲
自为习近平主席细致讲解。

在吉尔吉斯斯坦，阿坦巴
耶夫总统率政府总理、第一副
总理等赴机场迎接。11日中午，
阿坦巴耶夫在官邸设“家宴”款
待习近平，总统夫人、孩子身着
中式服装，热情迎接中国贵宾。

与其说是贵宾，不如说是
老朋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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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签署了友好合
作条约。至此，中国同中亚五国
全面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

在土库曼斯坦，中国梦同
土方的“强盛富民”时代目标对
接；在哈萨克斯坦，它同哈方的

“2050年发展战略”呼应；在乌
兹别克斯坦，它同乌方的“福利
与繁荣年”规划共鸣；在吉尔吉
斯斯坦，同吉方的“国家稳定发
展战略”交汇。

发展需要

中国-中亚合作进入黄金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
和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孙昌
洪11日说，中亚国家独立20多年
来，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更
好、更多、更深地融入更广阔的
国际社会，而不仅仅局限在中亚
地区。中国提出“丝绸之路经济
带”不仅涵盖中国与中亚的合
作，而且能与中亚国家一起更快
融入国际社会，对中国和中亚国
家都是利好因素。

在目前的双边经贸数据中，
中国是乌兹别克斯坦第一大、吉
尔吉斯斯坦第二大投资来源国，
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第一大
贸易伙伴，乌兹别克斯坦、吉尔
吉斯斯坦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
同中亚国家贸易额从建交初的

4 . 6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460
亿美元，是21年前的100倍。

“经济带建立后，中国与中
亚之间不单是经贸往来，还包
括很多制度安排、政府间协
调。”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
亚研究所中亚室主任吴宏伟表
示，“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亚
国家特殊地缘优势、充当东西
方的桥梁作用的体现，中亚国
家也可以此繁荣自身经济。

《 中 亚 国 家 发 展 报 告
(2013)》报告显示，2012年中亚国
家经济总体形势不如往年，经济
增速普遍放缓，个别国家经济仍
处于低迷状态。“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意
味着中国和中亚国家之间将来
的经贸合作会更加务实，是中国
和中亚合作进入黄金期的体
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
亚研究所副所长孙力说。

构想延伸

未来可扩大至西亚和东欧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特聘
研究员贾秀东认为，“丝绸之路
经济带”初始阶段主要涉及中国
和中亚，但将来会逐步涵盖西
亚、东欧等更广泛的地域，最终
会形成东至中国、西至西欧的架
构，并辐射中东、北非等地区。

“经济带目前已现雏形，例
如，新欧亚大陆桥的贯通和油气
管线的建设，使古丝绸之路经过
国家和地区形成了良好的经贸
互补往来。”贾秀东说。中亚地区
拥有丰富的油气等资源，但基础
设施和工业技术相对薄弱，而中
国对这些资源有大量需求，并可
以在技术转让和基础设施投资
方面提供有力支持。

不过，“丝绸之路经济带”的

建设目前还存在一些挑战，包括
个别国家政局不稳、投资贸易法
律体系不够健全等。另外，目前
还缺少一个共同建设“丝绸之路
经济带”的国际协调机制。对此，
习近平提出，要在欧亚各国间
加强政策沟通、加强道路联通、
加强贸易畅通、加强货币流通
及加强民心相通。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要地，哈
萨克斯坦完全赞同建设“丝绸之
路经济带”的构想；吉尔吉斯斯
坦总统阿坦巴耶夫一再表示将
以实际行动支持这一构想。

“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是
一个克服困难、逐步推进的过
程。”贾秀东说，经济带的成型将
对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稳
定和安全带来广泛益处，最终会
形成稳定和发展的良性循环。

(资料来源于人民日报、新
华社、中新社)

2013年9月3日至
13日，除去G20圣彼得
堡峰会和上合组织比
什凯克峰会这两场多
边会议，国家主席习
近平把更多的时间放
在此行的重点——— 中
亚四国之上。

作为近邻，中国
与中亚唇齿相依；作
为伙伴，中国与中亚
国家建交20多年来，
双边关系迅速发展，
中国与中亚五国全面
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古有著名的丝绸之路
将彼此相连，今有铁
路、公路和油气管道
让我们相通。

当习近平在哈萨
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
大学演讲，并提出“丝
绸之路经济带”这一
重大战略构想时，整
个中国和中亚都为之
一振。站在这样一个
历史节点，“丝绸之路
经济带”再度把中国
与中亚紧密联系在一
起，现代人会在这条
穿越时空的古道之
上，绘出超越历史的
更灿烂的画卷。

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右）。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右）。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坦巴耶夫（右）。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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