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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引下ꎬ 新时代中国

特色大国外交在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时ꎬ 表现出强大国际影响力、 感

召力和塑造力ꎬ 为回答 “世界向何处去? 和平还是战争? 发展还是衰退? 开放还

是封闭? 合作还是对抗?” 的时代之问给出了 “中国答案”ꎮ 习近平外交思想明

确了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总目标、 以推动 “一带一路” 建设为重要合作平

台的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基本方略ꎮ 欧亚地区是新时代中国外交诸多理念的首倡

地ꎬ 是命运共同体建设和 “一带一路” 建设的先行区和示范区ꎮ 本文探析在欧

亚地区推动 “一带一路” 建设的实践成就和特点以及面临的机遇与挑战ꎬ 并且

探讨在欧亚地区推动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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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时代激荡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保持战略定力ꎬ 坚持战略自信ꎬ 推动中国对外工作乘风破浪、 开拓

创新ꎬ 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ꎬ 为回答 “世界向何处去? 和平还是战争? 发展还

是衰退? 开放还是封闭? 合作还是对抗?” 的时代之问给出了 “中国答案”ꎮ 在

世界之变、 时代之变、 历史之变的背景下ꎬ 全球治理体系碎片化ꎬ 地缘政治冲突

有增无减ꎬ 全球发展遭遇严重挫折ꎬ 世界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需要构建命运共同

体ꎮ 习近平指出: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ꎬ 各国共处一个世界ꎮ 地球是人类的共同

１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点课题 «中国共产党百年加
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经验与时代价值» (２０２２ＸＹＺＤ１０)、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
系中的欧亚经济联盟因素研究» (２０ＣＧＪ０４０) 的阶段性成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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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ꎮ 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ꎬ 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ꎬ 越来越

成为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ꎮ”① 人类命运共同体由地球上不同地区

的命运共同体组合而成ꎬ 构建区域命运共同体是最终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经

之路ꎮ 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ꎬ 中国携手非洲、 拉美、 上海合作组织、 东盟、
阿拉伯国家等向构建更紧密的命运共同体迈出新的步伐ꎮ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征程中ꎬ 欧亚地区地位特殊、 意义重大ꎮ 欧亚地区是新时代中国外交诸多倡议

的首倡地ꎬ 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型国际关系、 “一带一路” 倡议、 新安全观

等ꎮ 这些创新性理念在欧亚地区先行先试ꎬ 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伟大

实践ꎮ 十年来ꎬ 中国与欧亚地区国家关系实现全面提质升级ꎬ 为构建更紧密的人

类共同体注入了 “欧亚动能”ꎮ 共建 “一带一路” 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

合作平台ꎬ 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创新体现ꎮ 有鉴于此ꎬ 本文选择共建

“一带一路” 为考察对象ꎬ 深入探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ꎬ 在欧亚地区

推动 “一带一路” 建设的成就、 特点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ꎬ 探讨在欧亚地区推

动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ꎮ

一　 “一带一路” 建设的欧亚实践成就

近十年来ꎬ 以 “一带一路” 倡议为国际合作平台ꎬ 中国与欧亚国家在外交

关系、 务实合作、 人文交流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ꎮ 欧亚地区不仅是 “一带一路”
倡议的首倡地ꎬ 更是共建 “一带一路” 的先行区和示范区ꎮ

(一) 双边伙伴关系提质升级

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是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创新②ꎮ 构建遍布全球的伙

伴关系网络有三大抓手ꎬ 一是构建大国关系框架ꎬ 二是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ꎬ 三

是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关系ꎮ 由此来看ꎬ 欧亚地区在中国对外战略中占据重要地

位ꎬ 其意义在于该地区既有大国 (中俄)ꎬ 又包含周边国家 (俄罗斯与中亚)ꎬ
还包括多个具有战略支点意义的发展中国家ꎮ 十年来ꎬ 随着 “一带一路” 建设

的推进ꎬ 中国欧亚伙伴关系网络的物质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ꎬ 中国与欧亚各国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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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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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 «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ꎬ 人民出版社、 学习出
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ꎬ 第 ４９ 页ꎮ

同上ꎬ 第 １１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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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伙伴关系水平实现全面提升ꎮ
第一ꎬ 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从新阶段步入新时代ꎮ 自 １９９６ 年ꎬ 中俄

确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来ꎬ 两国关系不断走深走实ꎮ 尤其是 ２０１３ 年以后ꎬ 中

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发展快车道ꎮ 十年来ꎬ 中俄关系先后实现两次升级ꎮ 第

一次是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ꎬ 中俄两国元首发表联合声明ꎬ 宣布双边关系提升至全面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①ꎮ 第二次在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ꎬ 在中俄 (苏) 建交 ７０ 周年之

际ꎬ 两国元首宣布中俄关系进入新时代ꎬ 在联合声明中提出了 “守望相助、 深度

融通、 开拓创新、 普惠共赢” 的发展目标②ꎮ
第二ꎬ 与哈萨克斯坦、 白俄罗斯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ꎮ 就中哈关系而言ꎬ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ꎬ 两国元首宣布双边关系进入新阶段ꎻ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ꎬ 两国关系提升

为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ꎮ 就中白关系而言ꎬ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ꎬ 两国元首宣布建立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ꎻ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ꎬ 两国关系升级为相互信任、 合作共赢的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ꎻ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ꎬ 两国元首共同提出 “白中关系进入了新阶段ꎬ 成为

‘铁一般的兄弟关系’”③ꎻ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ꎬ 两国元首决定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天候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ꎮ
第三ꎬ 与其他欧亚国家伙伴关系稳步推进ꎮ 在中亚方向ꎬ 建立了中国西部周

边战略伙伴关系集群区ꎮ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８ 年间ꎬ 中国先后与乌兹别克斯坦、 吉尔吉

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把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ꎮ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９ 年间ꎬ
中国与三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进一步深化ꎮ 在外高加索地区方向ꎬ 中国与阿

塞拜疆、 亚美尼亚、 格鲁吉亚保持良好的双边关系发展势头ꎮ 阿、 亚、 格三国都

成为欧亚地区共建 “一带一路” 的积极参与国ꎮ 在欧亚西部地区方向ꎬ 中国与

摩尔多瓦关系也保持平稳发展态势ꎮ

(二) 务实合作持续深化

近十年来ꎬ 在 “一带一路” 倡议带动下ꎬ 中国与欧亚地区务实合作持续深

化ꎬ 跨区域经济合作的规模效应日益显现ꎬ 尤其在贸易、 能源、 跨境物流领域取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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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ꎬ 新华社ꎬ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０ 日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ꎬ 新华社ꎬ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５ 日ꎮ

Лукашенко отметил новый этап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Белоруссии и Китаяꎬ ２０ января ２０２２ г ｈｔｔｐｓ: / /
ｒｉａ ｒｕ / ２０２２０１２０ / ｌｕｋａｓｈｅｎｋｏ － １７６８６６５２８８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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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①ꎮ 特别是 ２０２０ 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以来ꎬ 中国与欧

亚地区共建 “一带一路” 行动更是逆势而进ꎬ 成果纷呈ꎮ

１ 贸易合作渐入佳境

尽管与对美国、 东盟及欧盟贸易相比ꎬ 欧亚板块在中国整体对外贸易布局中

并不占主导ꎬ 但在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后ꎬ 中国与欧亚国家互惠贸易增长势

头喜人ꎮ
第一ꎬ 中俄实现 ２ ０００ 亿美元双边贸易目标指日可待ꎮ ２０１３ 年中俄贸易额仅

为 ８９２ ６ 亿美元ꎮ ２０１９ 年在中俄建交 ７０ 周年之际ꎬ 双边贸易额突破 １ ０００ 亿美

元大关ꎬ 达到 １ １０９ ４ 亿美元ꎮ 为进一步把高水平政治互信转化为务实合作成

果ꎬ 夯实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物质基础ꎬ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中俄两国明

确提出推动双边贸易向 ２ ０００ 亿美元迈进②ꎮ ２０２１ 年ꎬ 中俄贸易额同比增长

３５ ８％ ꎬ 达到 １ ４６８ ８７ 亿美元③ꎮ
第二ꎬ 与中亚国家贸易额增长势头强劲ꎮ 从表 １ 可知ꎬ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６ 年ꎬ 中国

与中亚国家贸易总体呈现下跌趋势ꎮ 其中ꎬ 中哈贸易跌幅最大ꎬ 贸易额从 ２０１３
年的 ２８６ 亿美元跌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１３１ 亿美元ꎻ 其次是中土贸易ꎬ 贸易额从 ２０１３ 年

的 １００ ４ 亿美元跌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５９ 亿美元ꎬ 但从 ２０１７ 年开始ꎬ 中国与中亚国家贸

易逐渐回暖ꎮ 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ꎬ ２０２０ 年中国与中亚国家双边贸易有

所回落ꎬ 但在 ２０２１ 年贸易额快速回升ꎬ 继续保持增长态势ꎮ

表 １　 ２０１３ ~ ２０２１ 年中国与欧亚国家双边贸易额汇总表 (单位: 亿美元)

对象国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１ 年

俄罗斯 ８９２ ５ ９５２ ７ ６８０ １ ６９６ ２ ８４２ ２ １ ０７１ ０ １ １０９ ４ １ ０７７ ７ １ ４６８ ９

哈萨克斯坦 ２８６ ０ ２２４ ５ １４２ ９ １３１ ０ １７９ ４ １９８ ８ ２２０ ０ ２１４ ３ ２５２ ５

乌兹别克斯坦 ４５ ５ ４２ ８ ３５ ０ ３６ １ ４２ ２ ６２ ７ ７２ １ ６６ ２ ８０ ４

吉尔吉尔斯斯坦 ５１ ４ ５３ ０ ４３ ４ ５６ ８ ５４ ２ ５６ １ ６３ ５ ２９ ０ ７５ ５

塔吉克斯坦 １９ ６ ２５ ２ １８ ５ １７ ６ １３ ５ １５ １ １６ ７ １０ ６ １８ ６

４

①

②

③

务实合作涉及方方面面ꎬ 在欧亚地区共建 “一带一路” 的重点领域是贸易、 能源及跨境物流ꎬ 因
此本文围绕以上重点领域进行分析梳理ꎮ

«商务部: 习近平主席访俄期间两国在经贸务实合作方面达成多项重要共识»ꎬ ｈｔｔｐ: / / ｃｈｉｎａ
ｃｎｒ ｃｎ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９０６０７ / ｔ２０１９０６０７＿５２４６４２５４７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１ 年中俄贸易额达 １ ４６８ ８７ 亿美元»ꎬ ｈｔｔｐ: / / ｐｅｔｅｒｓｂｕｒ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２２０１ /
２０２２０１０３２３７２８６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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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库曼斯坦 １００ ４ １０４ ７ ８６ ４ ５９ ０ ６９ ４ ８４ ４ ９１ ２ ６５ ２ ７３ ６

阿塞拜疆 １１ ０ ９ ４ ６ ６ ７ ６ ９ ６ ９ ０ １４ ９ １３ ２ １２ ０

亚美尼亚 １ ９ ２ ９ ３ ２ ３ ９ ４ ５ ５ ２ ７ ５ １０ ２ １４ １

格鲁吉亚 ９ ２ ９ ６ ８ １ ８ ０ ９ ８ １１ ５ １４ ８ １３ ８ １２ ０

白俄罗斯 １４ ５ １８ ４ １７ ６ １５ ３ １４ ５ １７ １ ２７ １ ３０ ０ ３８ ２

乌克兰 １１１ ２ ８５ ９ ７０ ７ ６７ １ ７３ ８ ９６ ６ １１９ ０ １４８ ８ １９２ ５

摩尔多瓦 １ ３ １ ４ １ ２ １ ０ １ ３ １ ４ １ ８ ２ １ ２ ８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 “一带一路” 网、 商务部网站、 中国海关网站相关数据汇总而成ꎮ

第三ꎬ 与其他欧亚国家贸易合作稳步推进ꎮ 根据表 １ 数据ꎬ ２０１３ ~ ２０２１ 年ꎬ
中白贸易额从 １４ ５ 亿美元增至 ３８ ２ 亿美元ꎻ 中国与亚美尼亚贸易额从 １ ９ 亿美

元增至 １４ １ 亿美元ꎮ 中国与乌克兰贸易额尽管在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 年出现回落ꎬ 但从

２０１７ 年开始增长势头良好ꎬ 到 ２０２１ 年达到历史新高ꎬ 为 １９２ ５ 亿美元ꎮ

２ 能源合作韧性增强

能源合作是中国与欧亚地区国家务实合作的重要内容ꎬ 与欧亚地区国家开展

能源合作对中国维护自身能源安全意义重大ꎮ
第一ꎬ 中俄能源合作水平达到新高度ꎮ 中俄能源合作重点围绕三大领域展

开ꎮ 一是天然气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ꎬ 中俄两国结束 １０ 年谈判后最终签订 «关于

沿西线管道从俄罗斯向中国供应天然气的框架协议»ꎬ 协议有效期为 ３０ 年ꎬ 俄

每年对华供气 ３８０ 亿立方米ꎬ 双方共同确定了定价公式ꎮ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ꎬ 中俄签

署 «远东天然气购销协议»ꎬ 俄罗斯向中国的天然气供应在原来每年 ３８０ 亿立

方米基础上增供 １００ 亿立方米ꎬ 为每年 ４８０ 亿立方米ꎮ 此外ꎬ 中俄天然气合作

逐步向上游领域挺进ꎬ 如 ２０１３ 年启动的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ꎮ 二是石油ꎮ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ꎬ 中俄签署 « ‹保障中国西部炼厂供油的原油购销合同› 补充协议

３»ꎮ 根据该协议ꎬ 俄石油将过境哈萨克斯坦向中国供应 １ 亿吨石油ꎬ 协议期十

年ꎮ 三是核能ꎮ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ꎬ 在中俄两国元首见证下ꎬ 双方签署了核能领域一

揽子合作协议ꎮ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ꎬ 田湾核电站 ７ 号、 ８ 号机组和徐大堡核电站 ３
号、 ４ 号机组正式开工ꎮ

第二ꎬ 中国与中亚天然气合作不断深化ꎮ 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于 ２００９ 年

正式开通以来ꎬ 已经运行 １２ 年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ꎬ 在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原有 Ａ、
Ｂ、 Ｃ 三条线的基础上开工启动建设 Ｄ 线ꎮ 确保中国—中亚油气管道稳定运营和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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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建设ꎬ 对扩大中国与中亚能源产业链合作、 促进能源低碳转型具有重要

意义①ꎮ

３ 跨境物流加速发展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后ꎬ 以中欧班列为代表的跨境物流是中国与欧亚地区

国家开展务实合作的新兴领域ꎮ ２０１５ 年中国发布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ꎬ 明确把中欧班列从地方项目升级为国家项

目ꎮ 中欧班列分东 (满洲里口岸、 绥芬河口岸)、 中 (二连浩特口岸)、 西 (霍
尔果斯口岸、 阿拉山口口岸) 三通道穿欧亚而行ꎬ 为沿线国家提供了新的经济增

长点ꎮ
第一ꎬ 中欧班列规模持续扩大ꎮ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ꎬ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

１ ８８１ 列ꎬ 其中回程 ５０２ 列ꎬ 国内始发城市 １６ 个ꎬ 境外到达城市 １２ 个ꎬ 运行线

达到 ３９ 条ꎬ 实现进出口贸易总额约 １７０ 亿美元②ꎮ 到 ２０２０ 年ꎬ 中欧班列的规模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开行 １２ ４０６ 列ꎬ 同比增长 ５０％ ꎬ 首次突破

“万列” 大关③ꎮ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ꎬ 海运、 空运受阻ꎬ 中欧班列陆上通道

的战略和经济价值进一步彰显ꎮ
第二ꎬ 运行模式逐步优化ꎮ 五年多来ꎬ 中欧班列改变原有 “点对点” “分而

散” 的运行模式ꎬ 基本形成 “干支结合、 枢纽集散” 的立体运行体系ꎮ 具体而言ꎬ
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ꎮ 一是中欧班列的市场要素显著提升ꎮ 财政部 ２０１８ 年提

出逐步降低对班列的补贴ꎬ 为班列运行市场化释放了更多空间ꎮ 疫情之前ꎬ 大部分

中欧班列线路的价位维持在 ３ ０００ 美元 / ４０ 尺大箱到 ５ ０００ 美元 / ４０ 尺大箱ꎬ ２０２１ 年

中欧班列价位持续攀升ꎬ 涨至 １ 万美元 / ４０ 尺大箱左右④ꎮ 二是中欧班列的规模集

聚效应显现ꎮ 目前ꎬ 中欧班列形成国内重庆、 成都、 郑州、 西安、 乌鲁木齐五大集

结中心ꎬ 满洲里、 绥芬河、 二连浩特、 霍尔果斯、 阿拉山口五大口岸通道ꎬ 在欧亚

地区形成了叶卡捷琳堡、 阿拉木图、 莫斯科、 明斯克等多个重要枢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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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民意基础不断夯实

民心相通是 “一带一路” 建设的题中之义ꎮ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以来ꎬ 中国

与欧亚国家人文交流持续升温ꎬ 在规模、 层次和质量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突破ꎮ
第一ꎬ 中俄人文交流是重点ꎮ ２０１３ 年以来ꎬ 中俄人文合作持续扩大ꎬ 先后

举办 “青年年” “媒体年” “地方交流年” “科技创新年” 和 “体育交流年”
等主题年ꎬ 进一步加强了两国各个领域和行业的民间交流ꎮ 十年来ꎬ 俄罗斯民

众对华好感度不断攀升ꎮ 根据全俄舆论调查研究中心的数据ꎬ ２０１４ 年仅有

４３％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俄罗斯的友好国家ꎬ ３６％认为中国是俄罗斯的经济伙

伴①ꎮ ２０２１ 年ꎬ 根据俄罗斯权威民调机构 “列瓦达中心” 的数据ꎬ ７５％的受访者

对中国有好感②ꎮ 在教育领域ꎬ ２０２０ 年含远程学习在内的中俄双向留学生共 ５ ７
万名ꎬ 俄罗斯 ４ 万人在 ３６８ 所大中小学学习中文ꎬ 中国 ９ 万人在 ８６８ 所学校学习

俄语③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ꎬ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正式获批成立ꎮ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ꎬ 哈

尔滨工业大学和圣彼得堡大学联合校园正式奠基ꎮ 在旅游领域ꎬ 中国多年来保

持俄罗斯游客最大客源国地位ꎮ 根据俄罗斯旅游协会 “世界无国界” 的统计ꎬ
２０１５ 年中国赴俄免签证旅游人数有 ５３ ７ 万人次ꎬ ２０１８ 年达到 １１０ 万人次④ꎮ
俄罗斯赴华旅游人数也逐年提高ꎬ ２０１９ 年中国接待俄罗斯免签游客达 ３８ １ 万

人次⑤ꎮ
第二ꎬ 上海合作组织成为中国与欧亚国家开展人文合作的重要多边平台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上合睦委

会”) 发挥上合组织框架下人文合作主平台作用ꎮ 在习近平主席的倡议下ꎬ ２０２１
年起上合睦委会每年举办上合组织民间友好论坛ꎬ 进一步壮大区域内民间友好力

量ꎮ 此外ꎬ “上合组织大学” 跨国大学网络机制初见成效ꎮ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９ 年ꎬ 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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марта ２０１９ г ｈｔｔｐｓ: / / ｔａｓｓ ｒｕ / ｏｂｓｃｈｅｓｔｖｏ / ６２０６２１０? ｕｔｍ ＿ ｓｏｕｒｃｅ ＝ ｙａｎｄｅｘ ｒｕ＆ｕｔｍ ＿ ｍｅｄｉｕｍ ＝ ｏｒｇａｎｉｃ＆ｕｔｍ ＿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 ｙａｎｄｅｘ ｒｕ＆ｕｔｍ＿ ｒｅｆｅｒｒｅｒ ＝ ｙａｎｄｅｘ ｒｕ

Китай вошел в пятерку самых посещаемых россиянами стран １４ февраля ２０２０ г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ｒａｍｂｌｅｒ ｒｕ /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 ４３６８１５０５ / ? ｕｔｍ＿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ｎｅｗｓ ＿ ｍｅｄｉａ＆ｕｔｍ ＿ ｍｅｄｉｕｍ ＝ ｒｅａｄ ＿ ｍｏｒｅ＆ｕｔｍ ＿ ｓｏｕｒｃｅ ＝
ｃｏｐｙｌｉｎｋ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

共派出学生 ５９１ 人ꎬ 接收外方来华留学生 ３２６ 人ꎬ 实现成员国留学生交流全

覆盖①ꎮ
第三ꎬ 地方合作在推动中国与欧亚国家民心相通方面发挥主力军作用ꎮ “一

带一路” 倡议提出以来ꎬ 全国各地四面开花ꎬ 纷纷发挥本地优势ꎬ 积极开展与欧

亚国家的地方人文合作ꎬ 形成了北京、 上海、 广州、 西安、 哈尔滨等欧亚人文合

作前沿ꎮ 比如ꎬ 中俄科技论坛落户哈尔滨ꎬ 欧亚经济论坛落地西安等ꎮ

二　 “一带一路” 建设的欧亚实践特点

欧亚地区共建 “一带一路” 取得重大成就的根本原因是遵循习近平外交思

想ꎮ 中国在与欧亚国家共建 “一带一路” 过程中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ꎬ
把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的理念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ꎬ 引发欧亚国家的广泛共鸣ꎮ
具体而言ꎬ 欧亚地区共建 “一带一路” 呈现出以下显著特点ꎮ

(一) 坚持元首战略引领ꎬ 强化政治保障

在欧亚地区共建 “一带一路” 过程中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元首的战略引领ꎮ
２０１３ 年以来ꎬ 习近平与欧亚国家元首保持高频对话ꎬ 有效巩固和提升了双边政

治互信ꎬ 为推动 “一带一路” 建设提供政治保障ꎮ 比如ꎬ 与普京在不同场合共

会晤 ３８ 次②ꎻ 与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共会晤 １９ 次③ꎻ 白俄罗斯总

统卢卡申科先后 ６ 次访华④ꎬ ２０１５ 年习近平也对白俄罗斯进行了国事访问ꎮ 此

外ꎬ 在元首的战略引领下ꎬ 中国与欧亚国家相互支持ꎬ 提出重大国际倡议ꎬ 欧亚

地区治理理念内容不断丰富ꎬ 各国发展目标进一步趋同ꎮ 习近平在欧亚地区提出

了诸多外交理念ꎬ 仅 ２０１３ 年先后就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新型国际关系及

“一带一路” 倡议ꎬ 在 ２０１４ 年又提出了新安全观ꎮ 这些重要理念得到欧亚各国积

极响应ꎬ 成为中国与欧亚国家外交关系和务实合作的指导性理念ꎮ ２０１４ 年ꎬ 时任哈

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提出 “光明之路” 计划ꎬ 意在与 “一带一路” 建设实

现对接ꎮ ２０１６ 年ꎬ 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式提出 “大欧亚伙伴关系” 构想ꎬ ２０１９ 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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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两国在联合声明中明确 “大欧亚伙伴关系” 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并行不悖的

关系ꎮ

(二) 践行丝路精神ꎬ 凝聚合作共识

丝路精神几乎与 “一带一路” 倡议同时提出ꎬ 是共建 “一带一路” 的重要

理念基础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３ 日ꎬ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

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上首次提出 “丝路精神”ꎮ 习近平指出:
“作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和观察员国ꎬ 我们有责任把丝绸之路精神传承下去ꎬ
发扬光大ꎮ” 此后ꎬ 习近平多次阐释丝路精神的内涵ꎬ 回答了 “什么是丝路精

神ꎬ 如何弘扬丝路精神” 这一基本问题ꎮ 所谓丝路精神ꎬ 归纳起来就是和平合

作、 开放包容、 互学互鉴、 互利共赢ꎮ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２ 日ꎬ 习近平在乌兹别克斯

坦最高会议立法院的演讲中强调了丝路精神与 “一带一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之

间的关系ꎮ 习近平指出: “我们以共商、 共建、 共享为 ‘一带一路’ 建设的原

则ꎬ 以和平合作、 开放包容、 互学互鉴、 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为指引ꎬ 以打

造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为合作目标ꎬ 得到沿线国家广泛认同ꎮ”① 在丝路精

神的指引下ꎬ “一带一路” 建设的前进方向更为明确ꎬ 就是要建成和平之路、 繁

荣之路、 开放之路、 创新之路及文明之路ꎮ ２０２１ 年ꎬ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

际ꎬ 丝路精神被纳入首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ꎬ 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力量的重

要支撑ꎬ 也成为党指导对外工作的重要思想源泉之一ꎮ

(三) 推动中俄关系发展ꎬ 筑牢大国关系框架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ꎬ 大国间相互合作才能实现全球发展②ꎮ 推进大

国协调合作ꎬ 构建总体稳定、 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纵观当前世界上各组大国关系发展态势ꎬ 显而易见的是ꎬ 中

俄关系是世界上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ꎬ 具有强大内生动力和独特价值ꎮ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ꎬ 两国元首在 “三不原则” (不结盟、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 基础上ꎬ 达成

“四个相互坚定支持” 共识③ꎬ 进一步丰富中俄共同外交理念ꎬ 两国政治互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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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中共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习近平谈 “一带一路”»ꎬ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ꎬ 第 ８、 ３３ ~ ３４、
１０９ ~ １１０ 页ꎮ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ꎬ 第 １２２ 页ꎮ
“四个相互坚定支持” 共识指的是ꎬ 支持对方维护本国主权、 安全、 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的努力ꎬ

支持对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ꎬ 支持对方发展振兴ꎬ 支持对方推行自主的内政方针ꎮ 参见: «中华
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ꎬ 新华社ꎬ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５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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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迈上新台阶ꎮ 欧亚地区是中俄的共同周边ꎬ 也是两国国家安全的周边屏障ꎮ
为维护欧亚地区和平、 稳定和繁荣ꎬ 中俄两国肩负着特殊的使命ꎮ 中俄加强地

区层面战略协作ꎬ 不仅要加强防范 “三股势力” 外溢ꎬ 还要防止以美国为首的

西方国家在欧亚国家策动新一轮 “颜色革命”ꎬ 粗暴干涉别国内政ꎬ 在中俄共

同周边制造不稳定因素ꎮ 因此ꎬ 在欧亚地区筑牢以中俄关系为核心的大国关系

框架符合中俄两国共同利益ꎬ 也是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地区延伸ꎮ 正

如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习近平会见时任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时所言: “面对纷繁复杂

的国际形势ꎬ 特别是一些遏制新兴市场国家发展的不正当行径ꎬ 中俄加强全面

战略伙伴协作ꎬ 对维护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利益、 对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意

义重大ꎮ”①

(四) 践行真正多边主义ꎬ 塑造制度环境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就是要基于各国共同制定的规则和制度ꎬ 走开放包容、
协商合作、 与时俱进的路子ꎬ 实现各国利益深度交融ꎬ 激发国际合作动能和潜

力ꎮ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ꎬ 习近平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话时指出: “世界需要真正

的多边主义ꎮ 各国应该按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办事ꎬ 不能搞单边主义、 霸权主

义ꎬ 不能借多边主义之名拼凑小圈子ꎬ 搞意识形态对抗ꎮ”② 在欧亚地区践行真

正多边主义ꎬ 做大区域合作的共同利益圈ꎬ 主要依托 “一带一路” 与欧亚经济

联盟对接合作 (简称 “带盟对接”) 和上海合作组织 (简称 “上合组织”)ꎮ 带

盟对接作为一种新型跨区域合作的制度安排ꎬ 其目标作用在于提升制度间相互学

习、 相互嵌入ꎬ 形成多制度聚合及制度间和谐共生的局面ꎻ 避免地区制度出现

“意大利面碗效应”ꎬ 甚至制度间竞争及对抗ꎬ 造成制度散流化ꎬ 导致地区治理

赤字ꎮ 换言之ꎬ 带盟对接在中国与俄罗斯及其他欧亚国家开展经济合作过程中起

到不可或缺的制度引流、 制度规范及制度激发作用③ꎮ 自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正式启动

带盟对接以来ꎬ 带盟对接已从项目引领向制度引领转变ꎮ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ꎬ 双方签

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定»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ꎬ 双方还签

署了另一份重要文件ꎬ 即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国际运输货物和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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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晨星: «有限团结: 欧亚经济联盟效能评估»ꎬ 载 «俄罗斯学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０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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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工具信息交换协定»ꎮ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ꎬ 上合组织多边合作机制趋于完

善ꎬ 形成了政治、 经济、 安全、 人文合作的 “四轮驱动” 架构ꎮ 值得注意的

是ꎬ 上合组织是冷战后成立的、 具有非西方特质的新型国际组织ꎬ 其具有较强

的制度韧性和合作潜力ꎬ 也因为如此ꎬ 上合组织近年来对外吸引力不断提升ꎮ
２０１４ 年起ꎬ 习近平在上合框架内多次强调命运共同体理念ꎮ ２０１８ 年青岛峰会

上ꎬ 习近平提出构建 “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ꎮ ２０２１ 年在上合组织成员国

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ꎬ 习近平进一步把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细化

为 “卫生健康共同体” “安全共同体” “发展共同体” “人文共同体” 四大建

设方向ꎮ

(五) 发挥经济互补优势ꎬ 共享发展成果

中国与欧亚国家经济极具互补性ꎬ 这为共建 “一带一路”、 做大共同利益圈

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ꎮ 从空间上看ꎬ 除了俄罗斯、 乌克兰、 格鲁吉亚外ꎬ 其他

大部分欧亚国家为内陆国ꎬ 甚至还存在 “双内陆国” (乌兹别克斯坦)ꎮ 缺乏入

海口、 物流通道不畅、 远离世界经济发展中心是长期制约欧亚国家经济发展的结

构性因素ꎮ 参与共建 “一带一路”ꎬ 借道中国打通通向亚太地区的物流通道ꎬ 同

时吸引中国物流ꎬ 利用本国区位优势和物流通道潜能ꎬ 在中欧物流网络中占据节

点位置ꎬ 成为大部分欧亚国家参与世界经济体系和国际分工、 挖掘本国经济新增

长点的必然选择ꎮ 如哈萨克斯坦利用中国连云港来装卸和运输同东南亚、 南北美

洲国家间的过境货物ꎻ 哈萨克斯坦、 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三国铁路公司提出 “跨
里海东西运输走廊” 构想ꎬ 吸引中方企业通过该通道向土耳其、 南欧地区运输货

物ꎮ 从要素上看ꎬ 欧亚国家自然资源丰富ꎬ 石油、 天然气、 木材、 煤、 稀有金属

等储量均处世界前列ꎮ 因此ꎬ 资源出口型经济是欧亚国家经济发展的普遍模式ꎮ
中国是欧亚国家毗邻的资源大体量消费市场ꎬ 在中国从欧亚国家的进口贸易结构

中资源类商品一般占主导地位ꎮ 同时ꎬ 欧亚国家是中国工业制成品、 电子产品的

毗邻消费地ꎬ 在中国向欧亚国家的出口贸易结构中此类产品占多数ꎮ 随着 “一带

一路” 建设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ꎬ 中国与欧亚国家务实合作从贸易向共塑区域

价值链产业链转进ꎮ 上、 中、 下游全产业链合作已成为中国与欧亚国家合作的新

亮点ꎮ 从形式上看ꎬ 大项目合作一直是中国与欧亚国家开展务实合作的主要形

式ꎮ 大项目合作具有政府主导性、 战略性、 安全性的特点ꎬ 符合双方合作领域的

特殊性和重要性ꎮ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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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带一路” 建设欧亚实践的机遇与挑战

欧亚地区始终是国际关系历史演进的重要舞台ꎮ 国际合作、 地区冲突、 大国

竞合大都生于斯ꎬ 展于斯ꎮ 新时代背景下ꎬ 在欧亚地区以共建 “一带一路”、 践

行习近平外交思想既面临多重机遇ꎬ 又遇到多样挑战ꎮ

(一) “一带一路” 建设欧亚实践的机遇

第一ꎬ 大国关系重组ꎬ “东升西降” 更趋明显ꎮ 大国关系是决定国际格局演

变、 世界体系走向的决定性因素ꎮ 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ꎬ 美国霸权危机感

加深ꎬ 战略重心回归大国竞争ꎬ 大国战略博弈成为推动国际体系深刻变革的关键

变量①ꎮ 欧亚地区更是大国战略博弈的重要地缘空间ꎮ 从国家间力量角度看ꎬ 大

国力量对比此消彼长ꎬ 以中、 俄、 印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大国群体性崛起

深刻改变了现有国际格局和世界体系ꎮ 大国的整体国家利益是追求在国际体系中

的合理位置ꎮ 一个合理的位置可以带给大国相应的国际资源②ꎮ 因此ꎬ 大国之间

出于对未来国际体系中不同位置的追求出现了不同的分化组合ꎬ 如美国及其盟友

极力维护西方霸权单极体系ꎬ 是国际体系的守成国组合ꎻ 中俄及广大发展中国家

追求更加公正、 民主、 合理的多极化国际秩序③ꎬ 构成国际体系的变革国组合ꎮ
应该说ꎬ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ꎬ “世界” 首先是围绕着欧洲和欧洲殖民秩序ꎬ 继

而围绕美国以及 “大西方” 而建立起来的④ꎮ 而在 “东升西降” 的历史发展背景

下ꎬ 原有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体系正在向 “东西均衡” 的新型国际体系过渡ꎬ
甚至在个别领域出现了 “东风压倒西风” 的新格局⑤ꎮ

第二ꎬ 世界经济震荡ꎬ 求合作谋发展更深入人心ꎮ 自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

以来ꎬ 世界经济体系就进入深刻调整期ꎮ ２０２０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导致

世界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增大ꎮ 尤其是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ꎬ 国际

贸易投资急剧下滑、 大宗商品价格高位波动、 主权债务危机泛起、 通货膨胀率持

续走高、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阻等诸多因素交错叠加ꎬ 贫困、 粮食安全、 能源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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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璐、 刘飞涛: «大变局下中美俄大国关系互动探析»ꎬ 载 «和平与发展»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ꎮ
宋伟: «位置现实主义: 一种外交政策理论»ꎬ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ꎬ 第 ６３ 页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关于当前全球治理若干问题的联合声明»ꎬ ｈｔｔｐ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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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安德鲁赫里尔: «全球秩序与全球治理»ꎬ 林曦译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ꎬ 第７ 页ꎮ
王晨星: «上海合作组织提升全球治理能力的挑战与路径»ꎬ 载 «新视野» 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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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问题进一步凸显ꎬ 世界经济复苏势头再次被打断ꎮ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 统计ꎬ 全球经济增速预计将从 ２０２１ 年的 ６ １％ 下降至 ２０２２ 年和 ２０２３ 年

的 ３ ６％ ꎬ 其中发达经济体将从 ２０２１ 年的 ５ ２％下降至 ２０２２ 年的 ３ ３％ ꎬ 新兴市

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从 ２０２１ 年的 ６ ８％下降至 ２０２２ 年的 ３ ８％ ①ꎮ 面对世界经济

诸多挑战ꎬ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指出: “要么屈从于那些使我们

的世界更贫穷、 更危险的地缘经济分裂力量ꎬ 要么重塑我们合作的方式———在解

决共同面临的挑战上取得进步ꎮ”②

第三ꎬ 全球问题泛化ꎬ 构建命运共同体更为迫切ꎮ 近年来ꎬ 单边主义、 保护

主义、 霸权主义横行肆虐ꎬ “逆全球化” “反全球化” 思潮迭起ꎬ 传统与非传统

安全热点频发ꎬ 全球治理面临重大赤字ꎬ 国际合作产品出现供给不足甚至 “断
供”ꎮ 毋庸置疑ꎬ 现行全球治理体系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能力明显下降ꎮ 西方倡导

的新自由主义全球治理模式陷入 “死胡同”ꎬ 全球治理规则破碎、 治理能力不足

问题突出ꎮ 关心全球治理权力的集中、 分配与平衡、 代表性与协商民主的平衡、
权利与义务的平衡、 公平与效率的平衡以及系统性顶层设计的全球治理东南主义

正在兴起③ꎮ 此外ꎬ “地区” 出现了分担全球治理压力和责任的倾向ꎬ 地区治理

体系作用明显上升ꎮ 因此ꎬ 全球治理不仅出现规则碎片化ꎬ 还出现了区域碎片

化ꎮ 正如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执行主席科尔图诺夫所言ꎬ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正是为了 “对抗” 从地理上分裂世界整体ꎬ 世界的未来应该是属于 “一体化”
的合作模式ꎬ 这是推动世界和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④ꎮ

(二) “一带一路” 建设欧亚实践的挑战

第一ꎬ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ꎮ ２０２０ 年初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近百年

来人类遇到的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安全威胁ꎮ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８
日的统计ꎬ 全球感染新冠肺炎的人数已高达 ５ ５１ 亿人ꎬ 其中 ６３４ ５ 万人死亡⑤ꎮ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ꎬ 中国与欧亚国家人员往来受限ꎬ 物流运输不畅ꎬ 诸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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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执行主席科尔图诺夫在 ２０２２ 年度中俄智库高端论坛上的发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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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进度延缓ꎬ 双边和多边务实合作遇到阻力ꎮ 比如ꎬ 受疫情限制影响ꎬ 中亚地区

最大规模风电项目之一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札纳塔斯 １００ＭＷ 风电项目曾一度出

现技术人员无法到岗的情况ꎮ
第二ꎬ 大国国际合作空间竞争态势加剧ꎮ 为摆脱经济增长低迷、 国内市场规模

萎缩的困境ꎬ 大国把目光都投向周边和国际市场ꎬ 试图拓展国际合作空间ꎬ 进而扩

大经济规模效应ꎬ 提升本国经济创新能力ꎮ 因此ꎬ 对国际合作空间的争夺亦成为大

国间战略竞争的重要内容之一ꎮ ２０２１ 年美国纠集英、 法、 德、 日宣布推出 “重返

更好世界倡议” (Ｂ３Ｗ)ꎬ 重点加大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基建投资ꎮ ２０２２ 年ꎬ 美国

针对不同地区又先后提出 “印太经济框架” 构想 (ＩＰＥＦ)、 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ꎬ 试图塑造其主导下的区域性合作制度环境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ꎬ 欧盟宣布启动 “全球门户” 计划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ａｔｅｗａｙ)ꎬ 将斥资３ ０００亿
欧元用于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ꎮ 美欧倡导的基建合作项目为欧亚国家提

供了新的国际合作选项ꎬ 客观上起到了削弱 “一带一路” 影响力的效果ꎮ
第三ꎬ 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风险交织ꎮ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调整大变动的特殊时

期ꎬ 各类安全风险犬牙交错ꎬ 地缘政治和安全矛盾愈发突出ꎮ 欧亚地处不同文明

汇集带和地缘政治板块交汇带ꎬ 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ꎬ 是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风险

的聚集区ꎮ 近年来ꎬ 乌克兰危机、 纳卡冲突、 阿富汗问题等已经成为继 “三股势

力” 后新一波地区动荡因素ꎬ 为推进 “一带一路” 相关项目平添不少地缘政治、
地缘安全风险ꎮ

四　 欧亚地区 “一带一路” 高质量的发展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ꎬ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披荆斩棘ꎬ
奋发有为ꎬ 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ꎮ 习近平把握时代潮

流ꎬ 创造性地提出 “一带一路” 倡议ꎬ 并以此为重要的国际合作实践平台ꎬ 推

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ꎮ 聚焦到欧亚地区ꎬ 下一阶段共建 “一带

一路” 要以实现更高合作水平、 更高投入效益、 更高供给质量、 更高发展韧性为

实践目标ꎬ 进一步打造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示范区ꎮ 为此ꎬ 中国与欧亚国

家推动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有以下进取方向ꎮ

(一) 推动硬、 软、 心三联通有机结合

习近平指出ꎬ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就是要继续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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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基础设施 “硬联通” 作为重要方向ꎬ 把规则标准 “软联通” 作为重要支撑ꎬ
把同共建国家人民 “心联通” 作为重要基础①ꎮ “硬联通、 软联通、 心联通” 三

者是有机整体ꎬ 相辅相成ꎬ 相得益彰ꎮ 在硬联通上ꎬ 中国与欧亚地区陆地毗邻ꎬ
地理条件优越ꎬ 需继续完善以铁路、 公路、 管道为主要载体的互联互通网络ꎬ 与

此同时ꎬ 加强航空、 路网建设ꎬ 加快在欧亚地区建成中国与欧亚国家自主可控的

区域性互联互通体系ꎮ “一带一路” 建设的 “六廊” 中有 “三廊” 地处欧亚ꎬ 具

体是新亚欧大陆桥、 中蒙俄经济走廊、 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ꎮ 软联通是中

国与欧亚国家共建 “一带一路” 的重点努力方向ꎮ 多边机制是制定、 实施、 监

督多边制度和规则的平台ꎮ 为填补软联通短板ꎬ 中国与欧亚国家将在现有多边机

制基础上ꎬ 推动 “大多边” 和 “小多边” 相结合ꎬ 区域性普遍规则和具体项目

规则相结合ꎬ 在欧亚地区积极塑造开放型、 包容型、 友好型制度环境ꎮ 在心联通

方面ꎬ 要始终牢记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ꎬ 民相亲在于心相通” 的道理ꎮ 近年来ꎬ
欧亚国家社会中的中国形象普遍改善ꎬ 中国民众对欧亚国家也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了

解ꎮ 然而ꎬ 心联通是一项需要长期推进的工作ꎮ 各方应继续高举丝路精神的理念大

旗ꎬ 在相互尊重、 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形成尽可能多的共同外交理念和合作共识ꎮ

(二) 把政治互信持续转化为务实成果

具有较高水平政治互信是在各方元首的战略引领下长期重视发展伙伴关系取

得的战略红利ꎮ 高水平政治互信是凝聚合作共识、 扩大务实合作、 推动共建 “一
带一路” 的发展根基ꎮ 在下一阶段ꎬ 政治互信转化为 “一带一路” 建设的务实

成果主要有两条路径: 一是继续做好政策沟通ꎮ 迄今为止ꎬ 中国与大部分欧亚国

家都签署了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谅解备忘录ꎬ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中国与土库曼斯坦

也就尽快签署 “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达成一致ꎮ 在此基础上ꎬ 各方继续做好政

策沟通ꎬ 进一步降低国际合作的成本ꎬ 不断做大共同利益圈ꎮ 二是建立更多合作

对接机制ꎮ 合作对接机制建设方面最典型的成果要数 ２０１５ 年启动的带盟对接ꎮ
但是仅有带盟对接还不够ꎬ 各方还需探索其他形式合作对接机制ꎬ 不一定局限在

官方层面ꎬ 还可以创新对接模式ꎬ 在非官方、 非正式层面建立新机制ꎬ 官民并

举ꎬ 多渠道推进ꎬ 激发欧亚各国民众参与 “一带一路” 建设的能动性ꎬ 进一步

彰显 “一带一路” 建设的人民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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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进一步改善地区安全环境

近年来ꎬ 欧亚地区安全形势总体可控ꎬ 但也面临着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

的挑战ꎮ 这些地区安全威胁的生成既有内因ꎬ 也有外因ꎻ 既有历史原因ꎬ 也有现实

原因ꎮ 为改善欧亚地区安全环境ꎬ 为 “一带一路” 建设保驾护航ꎬ 下一阶段各方

应坚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ꎬ 践行以共同、 综合、 合作、 可持续为核心的新安全观ꎬ
重点围绕以下热点加强安全对话和合作: 一是积极解决阿富汗问题ꎬ 既要防止冲突

外溢ꎬ 抵御 “三股势力” 北窜ꎬ 也要推动阿富汗内部和解ꎬ 推动其融入国际社会

大家庭ꎮ 二是应对公共卫生安全ꎮ 要树牢共同体意识ꎬ 稳步推进上合组织卫生健康

共同体建设ꎬ 发挥中欧班列独特作用ꎬ 扩大抗疫物资运送规模ꎮ 三是抵御以美国为

首的霸权主义势力向欧亚地区渗透ꎬ 着力保障欧亚国家发展道路自主选择权ꎬ 维护

欧亚各国政权安全和稳定ꎮ 四是要加强多边安全对话ꎬ 推动上合组织与集体安全条

约组织开展积极互动ꎬ 努力构建区域性综合安全网络ꎮ 各方应清楚地认识到ꎬ “冲
突对抗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ꎬ 和平安全才是国际社会最应珍惜的财富”①ꎮ

(四) 积极拓展合作新领域

欧亚地区各国均为新兴经济体或处在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ꎬ 均致力于提

高经济增速ꎬ 扩大经济规模ꎬ 改善民生福祉ꎬ 融入地区及世界经济体系②ꎮ 正如

习近平所言: “发展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任务ꎮ”③ 在欧亚地区共

建 “一带一路” 中ꎬ 除了能源合作、 通道建设等传统合作领域外ꎬ 绿色经济、
数字经济逐渐成为中国与欧亚国家合作的新领域、 新业态ꎮ 在绿色经济合作方

面ꎬ 一要构建绿色贸易体系ꎬ 增加具有高附加值的生态、 环保的绿色产品和服

务ꎬ 取消因环保原因而设立的贸易壁垒ꎻ 二要完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ꎬ 推动清洁

能源合作ꎻ 三要发展绿色科技ꎬ 构建区域性绿色科技价值链ꎻ 四要发展绿色金

融ꎬ 推动金融支持向绿色产业及项目倾斜ꎬ 为发展绿色经济新业态提供金融要素

支持ꎮ 在数字经济合作方面ꎬ 一要改变全球数字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不均衡状

况ꎬ 在共建 “一带一路” 建设过程中ꎬ 带动欧亚国家共享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成

果ꎻ 二要推动欧亚区域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ꎻ 三要加强数字经济政策对接ꎬ 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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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国家关系不能走到兵戎相向这一步ꎬ 冲突对抗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ꎬ 和平安全才是国
际社会最应珍惜的财富»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ｚｙｘｗ / ２０２２０３ / ｔ２０２２０３１８＿１０６５３１５５ ｓｈｔｍｌ

王晨星: «上海合作组织提升全球治理能力的挑战与路径»ꎮ
«习近平在金砖国家外长会晤开幕式上发表视频致辞»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ｚｙｘｗ / ２０２２０５ /

ｔ２０２２０５１９＿１０６８９４９３ ｓｈｔｍｌ



构建更紧密的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 建设的欧亚实践　

数字经济项目跨境合作门槛ꎻ 四要合作培养数字经济人才ꎮ

(五) 着力服务新发展格局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ꎬ 习近平在第三次 “一带一路” 建设座谈会上提出了要统筹构

建新发展格局和共建 “一带一路” 的要求ꎮ 具体指的是ꎬ 要加快完善各具特色、
互为补充、 畅通安全的陆上通道ꎬ 优化海上布局ꎬ 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有

力支撑①ꎮ 这意味着ꎬ 推动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是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 以

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的重要路径ꎮ 习近平指出ꎬ 开放带来进步ꎬ
封闭导致落后②ꎮ 针对欧亚地区ꎬ 只有相互开放、 共同开放ꎬ 才能促进欧亚区域

间互联互通ꎬ 维护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顺畅ꎬ 提升欧亚各国经济实力ꎮ 为更好

服务于新发展格局ꎬ 中国同欧亚地区共建 “一带一路” 的着力点在于: 一是充

分利用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ꎬ 扩大对欧亚国家开放ꎬ 吸引欧亚国家优质货品进

入中国消费市场ꎻ 二是在对外开放总体布局下推动向西开放、 内陆开放、 沿边开

放ꎬ 提升国内丝绸之路沿线各省对外开放能力和水平ꎻ 三是重视制度开放ꎬ 在标

准、 管理、 规则等方面加强对接ꎬ 构筑区域性制度体系ꎮ

结　 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以共建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平台推动中国与欧亚地区

全方位合作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抉择ꎮ 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ꎬ
与欧亚国家共建 “一带一路”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ꎮ 中国与欧亚国家利益融

合程度逐渐加深ꎬ 政治互信、 务实合作、 民心相通水平进一步提升ꎮ 当前ꎬ 我们

面临世界之变、 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ꎮ 在此背景下ꎬ 欧亚地区既是中国对外战略

的进取方向ꎬ 也是大国博弈的重要地区ꎮ 因此ꎬ 中国与欧亚各国更要高举和平合

作、 开放包容、 互学互鉴、 合作共赢的丝路精神旗帜ꎬ 持续打造欧亚地区 “一带

一路” 国际合作平台ꎬ 求同存异ꎬ 积极构建命运共同体、 利益共同体、 发展共

同体ꎮ
(责任编辑　 胡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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