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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吉乌铁路建设促进融合意义深远
王四海 魏 锦

9 月 15 日至 16 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

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将在乌兹别克斯坦

撒马尔罕召开。8 月 2 日，乌兹别克斯坦代理

外交部部长弗拉基米尔·诺罗夫表示，中吉乌

铁 路 修 建 协 议 计 划 在 撒 马 尔 罕 峰 会 期 间 签

署。该协议的签署，无疑将成为本届峰会一大

重要成果。

中吉乌铁路，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及其辐射

国家发展影响广泛，其不是单一的铁路交通线

路，在交通互联互通方面具有极大的地缘经济

与政治价值，尤其是在俄乌冲突引发全球及区

域地缘政治生变的背景下，对于上合组织覆盖

区域的交通网络与体系构建及其外延式发展

意义深远。

中亚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开通中吉乌铁路，将促进中国与中亚、南

亚、西亚、欧洲国际市场的深度融合，成为中国

与上合组织覆盖国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互

联互通、互惠互利的标志性项目，不仅将构建

起新亚欧大陆桥的南部通路、拓宽运输范围，

还将改变我国西部地区的交通格局。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新疆

不再是边远地带，而是一个核心区、一个枢

纽地带。然而当前，新疆在对外合作与交流

方面具有的多元资源潜能尚未完全释放与发

挥出来。中吉乌铁路修通后，新疆将多出一

条 陆 路 国 际 通 道 ， 由 原 来 的 1 条 增 为 2 条 ，

这必将成为未来新疆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

新增长极，将扩大新疆乃至整个西部经济版

图 并 加 快 其 各 种 有 效 资 源 潜 力 对 外 释 放 的

速度。

中吉乌铁路建设，将有利于吉乌两国扩大

农产品和矿产品出口，能为两国吸引国际投资

创造良好条件，更利于两国撬动多种资源出口

创汇。铁路建成投运后，可优化两国境内交通

基础设施、提升铁路运力与增加货物吞吐量、

推动两国成为铁路运输中转国、快速带动两国

运输业发展，可使两国产品更快速地进入阿富

汗、巴基斯坦、伊朗与土耳其等周边国家。同

时，两国也可通过中吉乌铁路运营与维护获取

过境收益红利、增加就业岗位。

对于双重内陆国乌兹别克斯坦而言，通过

中吉乌铁路可以使其货物绕过哈萨克斯坦进

入中国，扩展其交通运输网，降低对哈萨克斯

坦的过境运输依赖。同时，中吉乌铁路走廊将

与外高加索走廊连接，为乌兹别克斯坦提供至

欧洲的最短线路。再者，乌国可借力中吉乌铁

路构建“生产—物流—货运网点”新型一体化

经济走廊。

对于铁路极不发达、货物运输完全靠公路

的吉尔吉斯斯坦而言，中吉乌铁路的开通必将

为其大大节省运输时间与成本。据吉国经济

专家测算，中吉乌铁路项目落成后，其年货运

量预计可达 1300 万吨，其中 20%为吉国境内货

运量，80%为过境吉国货运量，吉国仅靠过境运

输一年就可以获利 2 亿美元。

辐射周边的新纽带

中吉乌铁路建设不仅惠及中国、吉尔吉斯

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对周边国家也具有

极其重要的意义。

土库曼斯坦对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作

出过重要贡献，被誉为“人间七条路的十字路

口”。自独立以来，土库曼斯坦在中亚国家中

率先提出恢复古丝绸之路倡议，30 年来一直努

力践行海陆空交通运输一体化战略，修建了多

条国内与国际铁路。此外，还耗巨资修建了 6座

机场、2 座跨阿姆河大桥、1 条高速公路及土库

曼巴希国际海港等。目前，土库曼斯坦在推进

“青金石”（“阿富汗—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格

鲁吉亚—土耳其”）交通走廊、“中亚—近东”

（“ 乌 兹 别 克 斯 坦 — 土 库 曼 斯 坦 — 伊 朗 — 阿

曼—卡塔尔”）交通走廊、“里海—黑海”（“土库

曼斯坦—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罗马尼亚”）

交通走廊建设。从某种意义上说，土库曼斯坦

是中亚国家中修建现代交通基础设施最多、最

好的国家，但土国受限周边交通环境，其现代

化交通运输体系的效能还尚未完全发挥出来，

当前只有“哈—土—伊”南北国际铁路、土库曼

巴希港发挥了一定潜能。中吉乌铁路的开通，

能使 土 库 曼 斯 坦 联 通 中 国 的 铁 路 由 1 条 增

为 2 条，能使土通过中国连接亚太地区，将让

土真正纳入欧亚大陆的“一路一区”（“丝绸之

路”与“环里海地区”）交通网络，土库曼斯坦的

交通运输潜能将得到全面释放。

当下，土耳其推进的国家交通战略主要

以里海“中间走廊”为依托，意在连接格鲁

吉亚和阿塞拜疆，再经里海区域哈萨克斯坦

或土库曼斯坦两国海港，进入中亚、阿富汗

以及巴基斯坦，最终向东抵达中国，以进一

步完善亚欧大陆交通网构建，同时谋求最大

化地缘政治利益。“中间走廊”与“一带一

路”交通线路存在一定的重合，中亚区域是

二者战略对接的重点。“中间走廊”在中亚地

区分为北、中、南 3 条线路，其中正在运营的

北、中两条线路只经过哈萨克斯坦，而经过

乌兹别克斯坦与土库曼斯坦的南线尚未被激

活。同时，俄乌冲突与哈萨克斯坦一月事件

的外溢影响，已开始波及到了“中间走廊”

北、中两条线路战略安全。中吉乌铁路的开

通，可加速“中间走廊”南线在乌土两国境

内的贯通，更加深化“一带一路”交通线路

与土耳其“中间走廊”的紧密对接。

“南—北”走廊建设的驱动器

“ 南 — 北 ”走 廊 构 想 于 1993 年 被 提 出 。

2000 年 9 月，俄罗斯、伊朗和印度就其签署构

建协议，随后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

斯坦、塔吉克斯坦、土耳其等 14 国先后加入。

“南—北”走廊从提出到构建，横跨两个世纪，

因受多种因素影响构建动力不足，进展不大。

俄乌冲突爆发后，美欧对俄实施了最严厉的制

裁，俄通往欧洲的交通运输线路严重受阻，俄

加 快 了“ 南 — 北 ”交 通 走 廊 建 设 推 进 速 度 。

2022 年 7 月份，俄总统普京访问伊朗，明确表

态俄方将协助伊方修建“南—北”走廊上的“拉

什特（伊朗）—阿斯塔拉（阿塞拜疆）”铁路，其

能将俄、阿、伊、印四国铁路接成网络，“南—北”

走 廊 再 次 成 为 国 际 交 通 运 输 领 域 的 焦 点 议

题。“南—北”走廊作为经向运输通道，单凭俄、

伊、印等国建设与运作，其辐射作用等难以完

全发挥。中吉乌铁路的开通，能在纬向上为

“南—北”走廊增加多个出入口、拓展其腹地范

围，势必加速驱动“南—北”走廊建设进程。

总之，中吉乌铁路建设协议的签署，再次

彰显了上合组织“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

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将有利

于亚欧大陆整体交通网络完善，为疫情后重启

经济、发掘经济潜力创造新机遇，更有利于上

合组织成员国及关联国家共同“反抗不公正国

际规则挤压”，共建共享安全格局。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土库曼斯坦研究
中心）

乌兹别克斯坦借力上合促旅游
本报驻塔什干记者 赖 毅

乌兹别克斯坦地处欧亚大陆中心，双重内

陆国的标签自带一层神秘面纱。伴随着古丝绸

之路的兴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创造出

了灿烂的文明和独特的文化，曾深深影响了东

亚、西欧。2022 年 9 月 15 日至 16 日，上海合作

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将在乌兹别克斯坦历史

名城撒马尔罕举办，乌兹别克斯坦抓住契机激

发旅游潜力，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增长。

旅游资源得天独厚

乌兹别克斯坦一直是著名的旅游胜地，这得

益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旅游资源。

首先，乌兹别克斯坦位于中亚中心，大部分地

区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冬天不像北方的哈萨克

斯坦极寒且漫长，夏天不似南方的土库曼斯坦干

燥又酷热。温暖的春天起始于 2 月份，凉爽的秋

天延续到 12 月份，全年适宜旅游的时间长达 10 个

月。其次，全国遍布着美轮美奂、风格迥异的历史

文化遗产，不同文化背景的游客都能在此找到历

史认同感。全国共 7000 多处名胜古迹，其中 200

多处集中在四大历史名城，即“文明的十字路口”撒马

尔罕、“露天博物馆”希瓦、“史诗和童话之城”布哈拉以

及“第二帝都”沙赫里萨布兹。这 4 座城市均入选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最后，热情好客的乌兹

别克斯坦人民结合本国特色推出了多种多样的旅游形

式。从传统的生态旅游、历史旅游、疗养旅游，到别具

一格的美食旅游、朝圣旅游、地质旅游、考古旅游、独联

体旅游等，游客可以全方位、沉浸式体验乌兹别克斯坦

的历史与现代。

政策规划提前布局

旅 游 服 务 业 占 乌 兹 别 克 斯 坦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GDP）的比例不断提高。近年来，乌兹别克斯坦加

快向开放市场经济转变，并将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

的战略性产业。目前乌旅游业政策目标主要为确保

旅游业态多元化和区域加速发展，创造新的就业机

会 ，增 加 人 民 的 收 入 和 生 活 质 量 ，并 提 高 投 资 吸

引力。

2019 年 1 月初，乌发布《关于加快乌兹别克斯坦

共和国旅游业发展补充措施》的总统令，规划了该国

2019 年至 2025 年旅游发展路线及具体行动计划。

总统令明确提出，2019 年—2020 年进行体制改革，

完善相关法律基础，实现基础设施现代化，提升国家

旅游品牌；2021 年—2025 年着力提升旅游业在国民

经济中的份额，计划到 2025 年底吸引超过 900 万游

客，其中国外游客 200 万。具体举措包括完善旅游

领域内的监管框架、根据游客需求完善旅游基础设

施、提高客运服务质量、旅游产品和服务多样化、刺

激国内旅游、推升国际知名度、完善旅游专业教育培

训体系及培养旅游领域高素质人才等。

2022 年初发布的《关于新乌兹别克斯坦 2022

年—2026 年发展战略》的总统令，也给旅游业制定

了明确目标，如到 2026 年旅游业从业人数翻倍至 52

万人、完善首都塔什干市旅游基础设施等。上述政

策实施以来，乌兹别克斯坦已与 90 多个国家建立了

30 天或 60 天免签制度，约 60 个国家的公民可以通

过网络办理为期 30 天的电子签证。新冠肺炎疫情

暴发前，2019 年乌兹别克斯坦外国游客到访数达

670 万人次，是 2016 年游客数量的 3 倍。乌兹别克

斯坦国家统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 年

前 7 个月，约 240 万外国游客到访乌兹别克斯坦。

借力上合蓄势待发

9 月 15 日至 16 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

事会将在撒马尔罕举行，乌兹别克斯坦将向全世界

展示旅游业发展的成果。为迎接峰会，乌兹别克斯

坦于 2021 年 4 月份启动撒马尔罕旅游中心项目。该

项目于今年 7 月份建成，取名“丝绸之路·撒马尔

罕”。整个旅游中心占地 260 公顷，绿化面积超过

170 公 顷 ，清 洁 水 域 达 46 公 顷 ，共 有 8 家 酒 店（共

1185 间客房）、14 间租赁别墅，步行和自行车跑道总

长度达 31.8 千米。旅游中心内主要设施还包括两层

现代多功能会议厅、复刻乌各地名胜古迹的“永恒之

城”、横亘在旅游中心的撒马尔罕国家赛艇运河等。

今年 8 月 23 日在旅游中心举办了隆重的落成仪式，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在讲话中指出，“未

来几年，旅游中心有助于将前往撒马尔罕的外国游

客人数增加到 150 万人以上”。对于乌全国而言，目

标是在 5 年内将到访游客人数从目前的 200 万增加

到 900 万。

本次上合峰会期间，一项关于上海合作组织成

员国间发展旅游领域合作的政府间协议有望签署。

乌兹别克斯坦副总理兼旅游和文化遗产部部长阿卜

杜哈基莫夫认为：“上合组织空间覆盖了全球 44%的

人口，是一个巨大的旅游市场，其潜力尚未充分发

挥。我们可以联合起来，共同促进上合组织成员国

间游客量的增长。”

本版编辑 徐 胥 美 编 夏 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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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不仅有利于完善亚欧大陆整体交通网络，更将为疫情后重启经济、发掘经济潜力创造新机遇。

上周，欧洲央行年内再度宣布加息，美联储声称坚决降

低通胀。欧美央行频频动作，展示遏制高通胀决心，同时又

不断释放有关经济衰退的口风，意在给市场“打预防针”。

9 月 8 日，欧洲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会议后宣布，从

9 月 14 日起，将欧元区主要再融资利率、边际借贷利率和存

款机制利率分别上调 75 个基点至 1.25%、1.50%和 0.75%。

这是欧洲央行年内第二次加息，幅度之大为欧洲央行成立

20 多年来所罕见。欧洲央行在声明中大幅上调通胀预期，

并预计“经济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和 2023 年一季度陷入停

滞”。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称，未来将继续加息，“加息次数

可能多于两次且小于五次”，这与她去年年底时“2022 年加

息可能性很小”的表态已是相去甚远。

有分析指出，今年上半年，欧元区经济较去年有所反

弹，但近期受到多个不利因素影响，下半年欧元区增速或大

幅放缓。一是高通胀对欧洲经济的抑制愈发明显，近期“北

溪-1”天然气管道无限期关闭更让欧洲通胀形势雪上加

霜；二是全球需求疲软，加之美国加快收缩货币政策，欧洲

经济面临的外部贸易金融环境愈发不利；三是疫情持续反

复对经济的伤害从未消退；四是地缘政治形势让企业和消

费者信心急剧下滑。如今欧洲央行释放经济可能“停滞”、

还将继续加息等信号，虽然并未明言衰退，但多少有些未雨

绸缪又无可奈何的意味。

相比之下，美联储在遏制通胀上的表态比欧洲更高

调。9 月 7 日，美联储副主席布雷纳德对外承诺打压高通

胀，称美联储必须继续加息，“政策利率还需要进一步上

升”。9 月 8 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延续其不久前在杰克逊

霍尔年会上的鹰派立场，在卡托研究所举办的货币政策会

议上表示，要在通胀问题上采取果断有力的行动，以避免通

胀的社会成本。美联储坚决致力于降低通胀，“历史告诫我

们不要过早地放松政策”。美联储负责人在 9 月议息会议

前如此誓言全力遏通胀，不仅期望能扭转外界关于美联储

一年多来行动不力的形象，同时也传递出美国愿为此付出

更高经济成本的信号。这正如鲍威尔在 8 日发言中提及，

希望有一段经济增长速度低于趋势的时期。

当前，美国经济增长前景正变得更加黯淡。9 月 7 日，

美联储发布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褐皮书）称，美国经济

增长前景总体仍然疲软，高物价和紧张的劳动力市场可能

导致未来 6 至 12 个月需求进一步走弱。随着货币政策持续

收紧，利率上升压力正向美国重要经济领域传导。9月 8日，

房地美数据显示，美国 30 年期按揭贷款的平均利率从前一

周的 5.66%上升至 5.89%，已是连续第三周攀升，达到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利率持续攀升遏制购房

需求，对美国房地产市场压力不断显现。美国全国房地产

经纪人协会（NAR）近日数据显示，美国 7 月成屋销售连续

第 6 个月下降，4 个主要地区的销售额均出现环比和同比下

降。7 月新屋市场销售加速下跌，库存升至 2008 年地产崩

盘时水平。

面对黯淡前景，欧美央行不

约而同地选择“打预防针”来调

降预期。有分析认为，对欧美等

发达经济体而言，由于多年来无

节制地举债，经济结构性问题又积累太多，因而经济收缩的时

间拖得越久，未来付出的成本只会越高。近期欧美央行的表

态和行动蕴含着以“短痛”替代“长痛”的意味。不过，去年欧

美央行在通胀苗头刚刚出现时过于犹豫，以致错失遏制通胀

“窗口期”，这已让市场对其把握形势的能力产生怀疑。如今

又在向快速收缩的另一个极端摆动，一旦政策失当引发大规

模经济衰退，怕是难逃“不审势即宽严皆误”的评价。

乌兹别克斯坦民族英雄阿米尔·

帖木儿的雕像坐落在撒马尔罕最主要

的十字路口。

本报记者 赖 毅摄

穿着民族服饰的乌兹别克斯坦游客行走在撒马

尔罕重建的古城建筑群中。 本报记者 赖 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