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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李辉特别代表ꎬ
尊敬的诺罗夫外长、 张明秘书长ꎬ
尊敬的努雷舍夫大使、 萨义德佐达大使、 杜尔德耶夫大使、 阿尔济耶夫大使、 德

热克申库洛夫代办ꎬ
女士们、 先生们ꎬ 朋友们ꎬ 大家好!
今天我们以线上线下结合方式举办第二届 “中国 ＋ 中亚五国” 智库论坛

“中国与中亚: 走向共同发展的新路径”ꎬ 我谨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ꎬ 对论坛的

召开表示热烈祝贺ꎬ 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先生为论

坛发来贺信表示衷心感谢ꎬ 对出席论坛的各位嘉宾致以诚挚的问候!
“中国 ＋中亚五国” 智库论坛在 “中国 ＋中亚五国” 外长会晤机制框架下设

立ꎬ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联合哈萨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所、
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战略研究所、 塔吉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中心、 土库曼斯坦外交

部国际关系学院、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战略与地区研究所等中亚权威智库机制性共

同主办ꎬ 是加强中国和中亚国家智库交往交流、 促进民心相通、 推动务实合作的

重要举措ꎮ
中国和中亚国家是山水相连的好邻居、 好朋友、 好伙伴ꎮ 今年是中国和中亚

国家建交 ３０ 周年ꎮ ３０ 年来ꎬ 中国同中亚五国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ꎬ 相继建立

战略伙伴关系ꎬ 深化政治互信、 互利合作ꎬ 走出了一条睦邻友好、 合作共赢的新

路ꎬ 成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ꎮ 今年年初ꎬ 中国和中亚五国元首共同宣布打

造 “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ꎬ 为推进合作指明了方向ꎮ 今年 ６ 月ꎬ 在 “中国 ＋
中亚五国” 外长第三次会晤中ꎬ 各方一致同意建立 “中国 ＋ 中亚五国” 元首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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晤机制ꎬ 引领中国同中亚五国关系迈入新时代ꎮ
前不久ꎬ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ꎮ 大会决定ꎬ 从现在

起ꎬ 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ꎬ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ꎬ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ꎮ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ꎮ 中国将始终高举和平、 发展、 合

作、 共赢的旗帜ꎬ 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ꎬ 又以自身发展更

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ꎮ 和平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ꎬ 中国同

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也必将拥有更为广阔的前景ꎮ
当前ꎬ 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持续冲击国际政治、 经济、 安全形势ꎬ 世界进入

新的动荡变革期ꎮ 为破解时代难题、 应对风险挑战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全

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ꎮ 中国与中亚国家唇齿相依ꎬ 安危与共ꎮ 我们愿与中

亚伙伴携手同行ꎬ 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ꎬ 维护地区和平稳定ꎬ 共同

实现更加强劲、 绿色、 健康的新发展ꎬ 打造更加紧密的 “中国—中亚命运共同

体”ꎮ
一是以平等互信促进共同发展ꎮ 中国坚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ꎬ 坚定维护以

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ꎬ 主张国家不分大小、 贫

富、 强弱ꎬ 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ꎬ 都有从本国实际出发、 走符合本国国情发

展道路的权利ꎮ 中国和中亚五国始终坚持平等相待、 不断巩固政治互信ꎬ 在涉及

独立、 主权、 领土完整等重大国家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ꎬ 确保了六国共同的

战略利益、 安全和可持续发展ꎮ 中国将继续在平等互信基础上发展同中亚国家各

领域关系ꎬ 促进共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ꎮ
二是以互利合作推进共同发展ꎮ ３０ 年来ꎬ 中国同中亚五国相互贸易与投资

实现快速稳步增长ꎬ 为六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注入动力ꎮ 以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

路” 为契机ꎬ 中国与中亚五国合作迈上新台阶ꎮ 各方积极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同本国发展战略对接ꎬ 开展高效合作ꎬ 成功建成中哈原油管道、 中国—中亚

天然气管道、 中吉乌公路、 中乌鹏盛工业园、 中塔乌公路等一大批互利共赢的合

作项目ꎬ 广泛惠及地区各国人民ꎮ 当前ꎬ 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ꎬ 不断优

化区域开放布局ꎮ 中国与中亚五国应当进一步加强战略规划对接ꎬ 共同推进产业

链、 供应链、 创新链、 金融链深度融合ꎬ 增强各国发展韧性和动能ꎮ
三是以包容互鉴夯实共同发展ꎮ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ꎬ 民相亲在于心相通ꎮ”

中国和中亚山水相连ꎬ 民心相通ꎮ 早在两千多年前ꎬ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ꎬ 开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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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铃声声ꎬ 马蹄阵阵” 的古代丝绸之路ꎬ 也开启了中华文明与中亚文明交流互

鉴的绚丽篇章ꎮ 中国与中亚五国充分发挥地理相邻、 文明相通、 人文合作的优

势ꎬ 世代友好不断深化ꎬ 多元文化和谐共处ꎮ 六国应当继续践行 “各美其美、 美

人之美、 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 的文明观ꎬ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ꎬ 以文明互

鉴超越文明冲突ꎬ 为共同发展夯实包容互鉴的人文根基ꎮ
四是以共同安全护航共同发展ꎮ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ꎬ 没有安全就没有发展ꎮ

面对复杂多变的地区安全形势ꎬ 我们要坚持共同、 综合、 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

观ꎬ 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ꎬ 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ꎬ 致力于构建均衡、 有

效、 可持续的中亚安全架构ꎮ 中国和中亚国家应当在打击 “三股势力”、 防范外

部势力在中亚地区 “生乱生战”、 打击贩毒和有组织犯罪等方面深化合作ꎮ 要坚

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ꎬ 携手化解各类重大风险隐患ꎬ 为共同发

展奠定坚实的安全基础ꎮ
各位同事、 各位朋友!
“中国 ＋中亚五国” 合作是一项系统工程ꎬ 需要中国和中亚国家的智库加强

合作、 集思广益ꎬ 为做好合作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提供智力支持ꎮ “中国 ＋ 中亚

五国” 智库论坛的主办单位都是本国的权威智库ꎬ 论坛汇聚了来自各国的知名专

家学者ꎬ 期待大家充分交流观点ꎬ 发表真知灼见ꎮ 我相信ꎬ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

下ꎬ “中国 ＋中亚五国” 智库论坛一定会越办越好ꎬ 为 “中国 ＋ 中亚五国” 元首

会晤机制进一步发挥沟通思想、 凝聚共识、 咨政建言作用ꎬ 为构建更加紧密的

“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ꎮ
最后ꎬ 预祝本届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