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16日至18日，第二屆中
國─中亞五國峰會在哈薩克斯坦

阿斯塔納市舉辦。峰會期間，中國同中亞五國達成系列合作共
識。《第二屆中國─中亞峰會成果清單》（下稱 「成果清
單」 ）全文對外公布，共計110項。

「合作舉措與倡議」 方面提到，深化綠色礦產、新能源及
新基建領域的投資與產業合作；支持建立中國─中亞能源發展
夥伴關係，擴大能源全產業鏈合作，進一步拓展石油、天然
氣、煤炭等傳統能源領域合作，加強水能、太陽能、風能、氫
能等清潔能源合作，深化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實施綠色技術、
清潔能源等項目。學者指出，中國與中亞合作擺脫了能源單向
輸出的傳統模式，能源全產業鏈合作成效顯著。

【大公報訊】綜合新華社、中新社、中通社報道：在合作文件部分，
成果清單包括《第二屆中國─中亞峰會阿斯塔納宣言》《中華人民共和國
同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吉爾吉斯共和國、塔吉克斯坦共和國、土庫曼斯
坦、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永久睦鄰友好合作條約》《中國─中亞機制促進
人員往來便利化合作倡議》《中國同中亞國家高質量共建 「一帶一路」 行
動計劃》《中國─中亞經貿部門關於加強經貿合作行動計劃》《中國─中
亞經貿部門關於深化貿易暢通合作的諒解備忘錄》《中國─中亞2025年至
2026年人文交流活動實施規劃》等55項。

簡化貿易程序 升級投資協定
關於合作舉措與倡議，成果清單列明，各方在全面總結中國中亞合作

成功經驗基礎上形成以 「互尊、互信、互利、互助，以高質量發展推進共
同現代化」 為基本內容的 「中國─中亞精神」 。各相關方願將貿易暢通、
產業投資、互聯互通、綠色礦產、農業現代化、人員往來作為六大優先合
作方向。

貿易投資是此次峰會成果清單的一大重點。根據清單，各方願促進貿
易結構多元化，簡化貿易程序，升級中國同中亞國家投資協定。清單明
確，貿易暢通、產業投資位列六大優先合作方向。中國社科院俄羅斯東歐
中亞研究所中亞與高加索研究室副主任楊進指出，中國與中亞在傳統領域
的貿易投資合作正處於提質升級過程，雙方正加大新能源、數字經濟等領
域發展力度，將進一步拉高合作質量。

清單還提出，鞏固以世界貿易組織（WTO）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
體制，支持國際貿易規則與時俱進，促進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陝西師
範大學中亞研究所副研究員李娟提到，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等中亞
國家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尤為注重擴大開放，提高國際化水平，這與中國
堅持開放和多邊主義的理念是一致的。她認為，中國與中亞國家積極維護
多邊貿易，探索互利共贏的發展模式，將為國際經濟治理帶來示範效應。

深化綠色礦產新能源新基建合作
在中國與中亞五國峰會期間，雙方在能源、綠色發展和基礎設施等領

域達成多項合作共識。
「合作文件」 方面，簽署三份涉及能源領域的框架協議，中國石油天

然氣集團與哈薩克斯坦相關部門及企業合作，推進奇姆肯特煉廠擴建至
1200萬噸／年項目；組建合資公司，開展阿克托別天然氣製尿素項目建
設；支持北1區塊合作及深化油氣領域的三方協議。

「合作舉措與倡議」 方面，各方願深化綠色礦產、新能源、新基建等
領域投資和產業合作，加快數字和綠色基礎設施聯通，共同推進基礎設施
和工程建設合作發展；各方支持建立中國─中亞能源發展夥伴關係，擴大
能源全產業鏈合作，進一步拓展石油、天然氣、煤炭等傳統能源領域合
作，加強水能、太陽能、風能、氫能等清潔能源合作，深化和平利用核能
合作，實施綠色技術、清潔能源等項目。 「相關活動」 方面，峰會前後舉
辦了第二屆中國─中亞綠色能源院士論壇，進一步促進綠色能源領域的交
流與合作。

發揮中國優勢 契合中亞需求
蘭州大學中亞研究所副所長朱永彪認為，這契合各方共同關切，使合

作更具互補性。以能源領域為例，朱永彪提到，中國與中亞合作擺脫了能
源單向輸出的傳統模式，能源全產業鏈合作成效顯著。此外，雙方均正積
極推動能源轉型與可持續發展，尤其是在風電、水電等領域展開深度合
作，技術、人員和資源實現雙向流動，不僅加強了能源安全保障，更提高
在國際能源市場的競爭力。李娟說，中亞具有區位和資源優勢，而中國的
技術經驗、完備產業鏈以及超大規模市場則為中亞提供多元化選擇，進一
步鞏固了合作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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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中亞企業簽署逾30合作文件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6月17

日，中國─中亞實業家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在哈薩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納舉行，中國與
中亞國家企業簽署30多項合作諒解備忘
錄或合作協議。

本次會議由哈薩克斯坦 「阿塔梅
肯」 國家企業家協會主辦。活動期間，

中國與中亞國家工商界代表圍繞綠色能
源發展、信息技術合作等議題開展深入
研討，中國與中亞國家企業簽署合作諒
解備忘錄或合作協議32項。會議期間還
舉辦了中國─中亞實業家委員會中方理
事會成立大會暨 「走進陝西」 經貿合作
對接會。

中國貿促會會長任鴻斌在致辭中表
示，中國貿促會願與各方繼續攜手前行，
在中國─中亞實業家委員會機制框架下，
充分發揮職能和資源優勢，為企業對接合
作搭建多元化平台、提供精細化服務，為
推動中國和中亞國家經貿關係發展作出積
極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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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中通社報道：中
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
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
坦將提升彼此人員往來便利化水平，
具體舉措包括中方為其他方人員往來
提供便利並出台簡化簽證手續等便利
化舉措，各方開通更多中國同中亞國
家間的直航航班等。

中國外交部網站6月18日發布
《中國─中亞機制促進人員往來便利
化合作倡議》。倡議包括領事合作、互

聯互通合作、邊境合作、旅遊合作、文
化合作、教育合作、地方交流等。

其中邊境合作方面提到，中國同
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
斯坦願加快推進現有口岸設施現代化
改造，結合實際需要研究增設新口岸
的必要性與可行性，進一步為便利人
員、貨物進出境提供支持。旅遊合作
方面還提到，中方願同有關中亞國家
加緊商簽關於便利遊客團隊旅遊的諒
解備忘錄等。

▲近日，2025年首期中國─中亞五國職業農民
培訓班在陝西開班。圖為學員在陝西渭南市一
家乳業公司了解奶牛飼料。 新華社

第二屆中國─中亞峰會成果清單亮點

中
國
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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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2025
年6月16日至18日，國家主席習近平應
邀赴哈薩克斯坦出席第二屆中國─中亞
峰會。18日下午，習近平結束出席第二
屆中國─中亞峰會後乘專機回到北京。
行程結束之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外交部長王毅向隨行記者介紹此訪情
況。

王毅說，仲夏時節，習近平主席赴
阿斯塔納出席第二屆中國─中亞峰會，
並同中亞五國元首分別舉行雙邊會晤。
這是今年我國對中亞地區最重大外交行
動，務實高效，影響深遠。在阿斯塔納
不到48小時的時間裏，習近平主席密集
出席十餘場多雙邊活動，同中亞五國元
首共敘傳統友誼，共商合作大計，共繪
發展藍圖，達成百餘項合作成果。在全

球大國紛紛同中亞國家建立對話機制背
景下，中國─中亞機制發展快、合作
實、成果多，得到中亞各國高度認可，
已成為區域合作的標桿。

2025至2026為合作高質量發展年
本屆峰會最突出的亮點是習近平

主席宣布 「中國─中亞精神」 。習近平
主席精闢概括了 「中國─中亞精神」 的核
心要義，即堅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堅
持深化互信、同聲相應；堅持互利共贏、
共同發展；堅持守望相助、同舟共濟。中
亞各國元首一致同意秉持這一精神，推動
中國─中亞機制不斷取得新的更大發展。
六國元首共同簽署了《阿斯塔納宣言》，
集中體現本屆峰會達成的重要政治共識。

本屆峰會最鮮明的主題是六國元首

共同宣布2025至2026年為 「中國中亞
合作高質量發展年」 。為了回應中亞渴
望振興、提升自主發展能力的迫切需
求，習近平主席宣布在中國中亞合作框
架內建立減貧、教育交流、荒漠化防治
三大合作中心，未來兩年為中亞國家提
供3000個培訓名額。

同中亞國家政治互信達到新高度
本屆峰會最重大的創舉是六國元

首共同簽署 「永久睦鄰友好合作條
約」 ，以法律形式將世代友好的原則
固定下來，這是六國關係史上新的里
程碑，功在當代、利在千秋。條約的
簽署顯示中國同中亞國家政治互信達
到新高度、戰略協作邁出新步伐、民
心相通實現新跨越，將為中國同中亞

國家關係長期穩定發展築牢根基。在
動盪不安的國際形勢下，六國堅持和
合共生，致力於使亞歐大陸的心臟地
帶成為和平、和睦、和美的發展沃
土。

峰會期間，中國同中亞國家在地
方合作、人員往來、教育交流、文化
旅遊等領域達成一系列新的合作成
果，拉緊了同心同德、相知相親的人
文紐帶。習近平主席宣布，中方將在中
亞開設更多文化中心、高校分校、魯班
工坊、中醫藥中心等，在中國高校增設
中亞語言專業，繼續實施好 「中國─中
亞技術技能提升計劃」 ，加強同中亞國
家立法機構、政黨、婦女、青年、媒
體、智庫等合作，深入開展治國理政經
驗交流。六國元首見證簽署多份友城協

議，中國與中亞國家的友城數量突破
100對，完成了習近平主席3年前提出的
倡議目標。北京和杜尚別直航首飛，中
國同中亞國家首都直航實現全覆蓋。六
國簽署促進人員往來便利化合作倡議，
同意出台簡化簽證手續等便利化舉措，
讓中國和中亞國家民眾像走親戚一樣常
來常往。

王毅最後說，此次習近平主席的中
亞之行立足周邊、謀篇全局，引領了中
國─中亞機制發展、
推動了周邊命運共同
體建設，也匯聚了維
護國際公平正義的共
識，是習近平外交思
想和中國周邊外交的
又一次成功實踐。 掃一掃看全文



六國簽署合作條約 以法律形式固定世代友好原則
習近平中亞行 達成百餘項合作成果

中國中亞邁步能源全產業鏈合作

六國倡議新舉措 建新口岸便利人員往來

研建能源發展夥伴關係 開拓風能氫能等新興領域

專家解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