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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Observation

“丝绸之路经济带”如何织成
  关贵海

9月
7日，习近平主席在参

加20国集团元首圣彼

得堡峰会后在哈萨克

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中提议，

中国与区域内国家一起致力于建设“丝

绸之路经济带”。

我们注意到，习近平主席在阐述这

一倡议时体现出若干独特之处：一是强

调互利共赢，而不像某些媒体和评论家

所理解或推断的那样，仅仅为了开拓中

国东部地区趋于饱和的商品销售市场即

中方一己之利；二是没有突显常见的中

国谋求区域内油气等自然矿产资源开发

的逻辑，而是强调贸易、投资和运输的

便利化，是立体经济合作的逻辑；三是

没有排他意图，而是强调推动中亚国家

与西亚、东亚和南亚国家的交通网络连

接，为其经济发展和人员往来提供便利，

也就是说，对中亚经济社会发展有利的，

我们就支持；四是没有撇开上海合作组

织这个区域内最有代表性、合法性的机

制框架，而是从货币流通到道路联通、从

贸易畅通到民心相通，均力主该组织的

核心和基础作用；五是没有急于求成的

倾向，而是明确主张循序渐进，通过以点

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内的大合

作格局。简言之，习主席的阐述展现了

中方的大国外交风范：大气、远见、务实、

平等。

当然，中方的提议有其深刻的历史

和现实根源。中亚五国家对中国具有极

为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是维护西北边

疆安全与稳定的重要战略伙伴，也是我

国与周边大国或组织的战略缓冲地带；

该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对于维护我国

的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具有

重大战略意义，中亚五国与我国边界线

长达3300公里，货物运输成本较低；经

济结构互补性较强，是有很大发展空间

的市场；已有上海合作组织这一经贸合

作平台。

但不得不指出的是，与中亚各国经

贸合作中存在着大量的非关税壁垒和贸

易投资障碍，已有的金融合作也仅限于

双边，缺少多边的、区域性的、实体性的

合作，继续使用美元作为单一结算货币

对区域内各国无疑具有较大的汇率风险

和信用风险。因此，急需加强各国在金

融、海关、质检、投资、过境运输等方面

相互合作，加快实现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有利于激发区域经济活力，形成互惠互

利的贸易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讲，能够

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将无疑是

功泽各国后代的善举。

因为中亚各国地处内陆，所以交通

网络是发展的命脉所在。尽管上合组

织框架下的交通运输合作已取得一定成

果，然而，相对于运输需求的快速增长来

说仍有较大差距。因此，区域内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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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网络，降低运输成本，提高运输效率。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也呼应了

相关国家的利益诉求。俄罗斯在大力推

进欧亚经济联盟，有拉中亚国家“北向”

的趋势。美国则在把“大中亚计划”改

造为“新丝路计划”，以帮助中亚和南亚

地区间的经济一体化，属“南向”。2012

年11月10日，第四次“中亚+日本”外

交部长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日本外相

玄叶光一郎表示，日本将向中亚五国投

入七亿美元用于完善当地的贸易投资环

境，促进阿富汗局势的稳定及防灾合作，

促进经济合作、贸易投资和人文合作，将

中亚国家与日本的关系提高到新水平。

不得不承认，没有一个大国现在能

在中亚拥有独一无二的影响力。相反，

独立20多年来，中亚国家更多地是通过

大国平衡政策寻求自己的国家利益，不

受大国的摆布。中亚国家在不影响与俄

罗斯、中国关系的基础上，开始改善并提

升与美、日、印、欧的双边关系。有意思

的是，一向忌讳中国接近中亚国家的俄

罗斯，也逐渐在接受中国发展与中亚国

家的关系。面对上述新形势，中国调整

了发展与中亚国家关系的方式及内容，

强调“丝绸之路”式的多边、互利合作，

实乃应时、应势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