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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国首场主场外交
初夏的古都西安，草木葱郁，万物并

秀。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命运与共的故事
在这座城市以从未有过的深度和广度，续
写着崭新的篇章。

5月18日至19日，中国-中亚峰会在陕
西省西安市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峰
会，并同中亚五国领导人共商合作大计，擘
画中国-中亚关系新蓝图。

这是今年中国首场重大主场外交活
动，也是建交31年来六国元首首次以实体
形式举办峰会，在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发
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今年中国首场重大主场外交活动，受
邀的为什么是中亚五国？此次重磅峰会缘
何在西安举办？中国和中亚有着怎样的合
作发展历史与前景？近日，记者采访了多
位来自中国及中亚五国的专家、学者。

为什么是中亚五国？
友好交往 源远流长

在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乌兹
别克斯坦籍博士生穆米诺夫·伊尔霍姆琼
看来，从古老的丝绸之路开始，中亚国家便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根深蒂固的历史、文化和经济联系，
影响着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随着时间
的推移，中国和中亚国家关系不断加深，彼
此间的联系逐渐超越了距离，各方的理解
也在逐渐加深。”穆米诺夫·伊尔霍姆琼向
记者表示，当前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关
系建立在相互尊重、信任和共同利益基础
上，都视彼此为合作共赢的伙伴。

他认为，近年来，中国为中亚各国提供
了重要的经济合作、基础设施发展和贸易
前景，已成为彼此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
与此同时，中亚地区作为重要的交通枢纽，
将中国与欧洲和中东等地区连接起来，建
立双赢局面。他对记者说道:“此次峰会将
进一步深化中亚国家和中国的各领域合
作，共创地区和平、稳定、繁荣的未来。”

中亚为“一带一路”发轫地
和西出首站

历史上，张骞出使西域等交流融合的
故事在古丝绸之路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中亚五国独立后，中国也是最早承认其独
立并与之建交的国家之一。

2013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
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提出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第一时间得到哈
时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和社会各界强烈反
响，中亚成为“一带一路”发轫地和西出
首站。

记者注意到，自建交以来，中国与中亚
五国先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中亚成为中
国周边绝无仅有的“战略伙伴区”。其中，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关系已提升为永久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与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
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的关系提
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截至2023年3月
底，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存量超过
150亿美元，累计完成工程承包营业额639
亿美元。

“中亚位于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是连
接东西方的战略通道。”上海社会科学院国
际问题研究所欧亚研究室执行主任顾炜介
绍，中亚特殊的地缘位置，使得中亚地区在

“一带一路”建设中居于不可替代的重要地
位。顾炜表示，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提出十周年，在此时举行中国-中亚峰
会，有助于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中亚国
家发展战略对接，推进中国和中亚国家的
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中亚各国互联互通和
非传统安全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文明
互鉴，从而进一步推动各国发展。

“根深蒂固的历史、文化和
经济联系”

缘何“落子”西安？
历史未来 在此交汇

据了解，2022年全年，中欧班列
长安号开行量达到4639列，创年度开
行量新高，西安成为全国中欧班列开
行城市中首个年度开行量突破4600
列的城市。此外，中欧班列西安集结
中心已开通西安至中亚国家等17条
干线通道，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国内29个省份的货物在此集散，为
国内外企业深度参与国际经贸往来、
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等，创造了更多
机遇。

马斌分析，中欧班列的开行为中
国与沿线国家的货物往来提供了除海

运、空运、公路等主要方式之外的又一
种选择。它的开通对于中国内地省份
陕西以及中亚国家而言，具有很强的
吸引力——— 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远离
海运港口导致的发展劣势，以更加经
济合理的方式把货物运输到目的地。

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搭
乘长安号从西安走出国门，丝路沿线
国家的特色产品也由此进入中国，搭
建了西安直通欧亚的繁荣之路和友谊
桥梁，促进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商贸互联互通和文化交流
互鉴。

陕西是中国与中亚合作的前沿重镇

5月的古都西安，灯火璀璨再现唐
风古韵、游人如织共襄峰会盛举。

17日中午，由190人组成的表演
团队在西安国际机场准备就绪，当地
民众以热情的腰鼓、欢快的秧歌等民
间艺术表演，欢迎来自中亚国家的
贵宾。

“中国-中亚峰会可谓是一场穿
越古今的对话。”顾炜向记者分析道，
两千多年前，古丝绸之路正是由西安
一路向西，绵延万里，串联起当时最璀
璨的文明，也开启了世界的文明交
流史。

“古都西安承载了中国悠久的文

化和历史，在西安召开峰会能够更好
地体现我们对历史传统的继承，并体
现出中国将续写同中亚国家崭新篇章
的决心。”顾炜说。

“陕西是中国与中亚合作的前沿
和重镇，也在中国中亚经贸、物流、人
文合作中占据关键位置。此次中国-
中亚峰会选择在西安举办，也是国家
完善外交体系的重要举措。”复旦大学
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上海
合作组织研究中心副主任马斌，向记
者特别提到，中欧班列长安号在深化
中国同中亚国家合作、促进双向物流
畅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去年中欧班列长安号开行量创新高

提及中国同中亚国家之间的交流合
作，乌兹别克斯坦上合组织民间外交中心
主任萨比罗夫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
近年来，中乌双方不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保持高水平协作，在上合组织等国际组织
框架内的多边合作关系也得到快速发展。
两国在文化、科学和教育领域正在积极有
效地开展相关活动和项目，社会、文化和人
文领域的合作也在进一步加强。

萨比罗夫特别提到:“不仅乌兹别克斯
坦布哈拉市与中国洛阳市缔结为友好城
市，在塔什干与上海、撒马尔罕和西安等城
市签署友好城市协定的基础上，持续在各
领域开展多项合作。作为民间外交最重要
的手段，我们必须继续开展在文化和人文
领域的对话，在两国定期举办文化日和组
织各种创意活动，推动教育和旅游领域内
的交流。”

文化交流互鉴共鸣

持续在文化和人文领域内
开展对话

友好合作日益紧密

从古丝绸之路上的“驼铃阵阵”，到如
今在亚欧大陆奔驰不息的“钢铁驼队”，中
国同中亚国家的交往合作不断延续，也给
世界及周边国家的安全稳定带来了新的
保障。

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乌兹别
克斯坦籍博士生穆米诺夫·伊尔霍姆琼向
记者分析指出:“中国同中亚国家之间的伙
伴关系，会对区域和全球稳定产生重大影
响，在经济和基础设施方面外，还可以促进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跨文化理解和区域安
全合作。”

穆米诺夫·伊尔霍姆琼表示，由于地处
亚洲、欧洲和中东交会处的战略位置，中亚
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与中国的合作
不断扩大，使得这一地区的经济基础、政治
稳定和安全得到加强。

“亚洲的和平与繁荣对世界产生重大
影响，牵动着国际事务的走向。总而言之，
中国-中亚峰会证明了中国与中亚国家之
间的牢固联系。这种牢固的合作关系影响
着全球稳定，也为世界开辟了经济增长与
繁荣的新前景。”穆米诺夫对记者说。

牢固的合作关系为全球稳定
带来新的保障

哈萨克斯坦资深外交官、哈萨克斯坦
前外交部副部长博拉特·努尔加利耶夫此
前接受记者专访时也提到，当前世界面临
着诸多全球性问题，只有各国团结合作，才
能有效缓解当前地缘政治紧张的局势。

近年来，中国和中亚国家依托双边和
上海合作组织、亚信等多边平台，在合力打
击“三股势力”等方面合作成效显著，有效
保证了各国和地区安全。努尔加利耶夫向
记者表示，中方对国际局势的深刻把握，与
哈方对构建多极世界的理解相契合，“在当
前复杂国际形势下，哈中两国在涉及彼此
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至关重要”。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之际，中国同中亚
五国携手并肩、共赴未来，构建中国-中亚
命运共同体不断迈出坚实步伐，必将为不
确定的世界带来更多确定性，为世界和地
区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注入更多正能量。

据《南方都市报》、新华社

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等方面
成效显著

为何邀请
中亚五国

中国-中亚峰会新闻中心外景

满载着来自哈萨克斯坦1300吨面粉的中欧班列抵达西安国际港站。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