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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国家期待加强区域合作中亚国家期待加强区域合作
本报驻塔什干记者本报驻塔什干记者 赖赖 毅毅

地处亚欧大陆中心地带的中亚是全球

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之一。中亚五国国内

生产总值（GDP）总和超过 3000 亿美元，并

且有望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世界银行日

前发布《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3 年

中亚地区经济增长将维持在 3.9%的水平。

不过，该地区经济易受外界因素影响，新冠

疫情常态化、乌克兰危机、世界能源价格波

动等均对地区发展产生一定压力。因此，

加强相互对话、扩大区域合作，以应对难以

预料的世界经济波动和地缘政治冲突，逐

渐成为中亚地区的广泛共识。

面临关键机遇

在今年年初举行的“中亚 2030：未来景

象”国际专家研讨会上，与会专家认为，中

亚国家面临三大关键机遇，未来几年将成

为中亚深化区域合作的窗口期。

首先是人口红利机遇。目前，中亚人

口超过 7500 万人，近 10 年来平均每年增加

100 万人。同时，中亚是全世界最年轻的地

区之一，平均年龄为 27.6 岁。其次是顺应

世界经济区域化趋势。全球供应链压力指

数自 2021 年 12 月份以来一直处于历史高

位，这意味着全球供应链中断的风险持续

存在，世界经济出现去全球化或去区域化

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在此背景下，中亚

地区有机会成为亚欧大陆新的区域贸易中

心。此外，该地区交通走廊作用突出。中

亚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其能够很好地胜任亚

欧交通走廊的角色，古丝绸之路上就遍布

诸多中亚历史名城。目前中亚各国正在进

行交通基础设施现代化改造，研究实施新

的大型跨国铁路项目，以连接欧洲、中东、

亚洲市场。

合作领域广泛

乌兹别克斯坦战略与跨区域研究所副

所长阿克拉姆容·内马托夫认为，全面发展

中亚区域合作，应重点关注以下领域。

第一，提高相互贸易比例。中亚地区

相互贸易额仅占各国贸易总额的 10%，该

指 标 在 欧 盟 内 为 63.2% ， 在 东 盟 内 为

70%。因此，有必要在中亚地区内运行更

为全面的自由贸易体制，抵制官僚作风，

支持商品、服务和资本在区域内的跨境

流动。

第二，加强中亚产业本地化及进口替

代。利用比较优势和经济互补性，中亚国

家可以生产高质量的产品，以替代来自第

三 国 的 昂 贵 进 口 产 品 ，甚 至 打 入 外 国 市

场。生产本地化和出口多样化不仅有利于

抵御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冲击，也有利

于提高地区的投资吸引力。

第三，降低运输成本。数据显示，由于

运输成本较高，内陆国家 GDP 增长较沿海

国家低 1.5%，内陆国家对外贸易额较沿海

国家少 30%。为有效降低中亚国家相互贸

易和对外贸易运输成本，有必要加快建立

中亚国家互联互通及基础设施项目区域委

员会，以协调地区内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方

面的合作，合理规划运输网络、物流中心、

过境点的布局，推动运输领域数字化，提高

过境贸易效率。

第四，保障能源安全。由于石油、天然

气价格暴涨，中亚各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

能源危机。各国能源系统过度依赖一种资

源，导致可再生能源发展缓慢，使中亚地区

在冬夏用电高峰期面临电力系统瘫痪的风

险，从而对经济合作产生负面影响。事实

上，哈萨克斯坦盛产石油和煤炭，土库曼斯

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拥有大量天然气，塔吉

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拥有丰富的水资

源。为充分释放中亚能源潜力，应加强中

亚电力协调委员会的作用，在能源领域推

行协调性政策。

成果初步显现

2022 年下半年至今，中亚区域合作不

断提速。

2022 年 7 月 21 日，第四届中亚国家元

首峰会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五国总统签

署了联合声明、《2022—2024 年区域合作

发展路线图》、中亚国家多边模式框架下

相互合作概念、中亚区域 《绿色议程》 方

案等文件。会议讨论了 《关于 21 世纪中亚

睦邻友好与合作发展的协议》，该协议有

望在 2023 年中亚峰会期间获得通过。2022

年年底，托卡耶夫连任哈萨克斯坦总统后

立即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与乌

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签署了一系

列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协议，包括 《哈萨

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同盟关系条约》 及

两国边界划定条约。这使哈乌成为中亚地

区最早解决边界纠纷的一对邻国，为中亚

其他国家间解决争端、扩大合作起到了带

头作用。今年 1 月 6 日，哈萨克斯坦、吉

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能源部长

签署了在纳伦河共建“卡姆巴尔阿塔 1 号

水电站”协议。

作为中亚国家的友好邻邦，中国积极

助力中亚区域合作。2023 年 1 月份土库曼

斯 坦 总 统 谢 尔

达尔·别尔德穆

哈 梅 多 夫 访 华

期间，中土两国

政府签署了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和“复兴

丝绸之路”战略对接的谅解备忘录。至此，

中国同中亚所有国家均签署有关“一带一

路”的合作文件，中亚区域合作与中国“一

带一路”倡议紧密对接水到渠成。2023 年

初，中吉乌铁路加快建设协调办公室在吉

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成立，中吉乌铁

路可行性研究结果也将于今年 6 月 1 日前

出炉。中国同中亚五国进一步深化合作，

将有力维护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升

地区国家产业发展水平和全球经济参与

度，促进共同发展繁荣。

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的城市道路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的城市道路。。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中沙代表在全球医疗器械法规协调会年会期间表示

—
—

欢迎更多中国创新药品进入中东

本报驻利雅得记者

罗怀伟

2 月 13 日至 16 日，全球医疗器械法

规协调会（GHWP）第 26 届年会暨技术

委员会会议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超

过 400 位政府官员、专家以及相关企业

和监管机构代表参会。中国国家药监局

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并积极推进国际合

作，副局长徐景和当选新一任、第 27 届

GHWP 主席。总体来看，我国医疗器械

监管国际化进程日益加速。

GHWP 由多国医疗器械监管部门

和行业专家组成，在医疗器械产品领域

的研究、创新和技术进步方面处于领先

地位。其前身是亚洲医疗器械法规协调

会（AHWP），随着成员数量不断增多，

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最终从亚洲组织

转型为全球组织，并于 2022 年正式更名

为 GHWP。 该 组 织 目 前 覆 盖 中 国 、沙

特、新加坡、韩国、美国、智利、坦桑尼亚

等 30 余个国家和地区，成员人口约占世

界总人口的一半以上。

本届 GHWP 年会讨论了医疗器械

领域在监管和技术方面的发展，包括人

工智能、新兴技术、医疗软件和医疗生物

技术等，旨在根据国际实践经验协调立

法环境并制定医疗器械产品的监管法

规，助力新兴国家从中获取经验并建立

监管体系。会议审批了医用气体系统安

全和性能的基本原则及合规证明标准、

医疗器械监管机构培训课程白皮书等文

件，以及 GHWP 面向 2026 年的战略框

架。会议期间还召开了监管信赖、数字

疗法、创新医疗器械、监管能力建设等主

题的开放论坛。

第 26 届 GHWP 主席、沙特食药监

局 副 局 长 阿 里 · 代 勒 安 在 会 上 表 示 ，

沙特 2030 愿景支持发展具有前景的产

业和现代技术，希望实现其本地化并

吸引投资，这其中便包括医疗技术产

业。沙特拥有与国际体系一致的医疗

器械产品体系，并支持医疗器械和临

床研究创新的特殊立法轨道，而本次

会议则是邀请国际公司投资沙特市场

的机会。

中国医疗器械监管部门借参会机

会大力推进药品、医疗器械等领域国

际合作，推动中国医疗器械监管国际化水平进一步提升。2 月

16 日，徐景和与沙特食药监局局长希沙姆·贾德伊进行会谈，

希望加强双方在药品监管领域的交流，尽快推动合作谅解备忘

录的签署与实施，并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共同为 GHWP 的未来

发展贡献力量。希沙姆表示，希望与中方在 GHWP 等国际组织

中通力协作，希望双方在药品、医疗器械领域开展监管信息交

流共享，期待更多中国创新药品、医疗器械早日进入沙特和中

东市场。

近年来，中国在医疗器械监管领域取得显著成绩，得到 GH-

WP 成员高度认可。阿里·代勒安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随着

沙中关系日益紧密，两国在人工智能、医疗生物技术等多个领域交

流逐渐增多，合作前景广阔。

本版编辑 徐 胥 刘 畅 美 编 倪梦婷

美“印太战略”挑战亚太区域稳定性
岳圣淞

特朗普政府时期出台并延续至

今的“印太战略”被普遍视为美国为

应对中国区域影响力提升而作出的

关键战略调整。拜登政府上台后，

美国总体上承袭了前任政府“大国

竞争”的战略导向，将印太地区锚定

为中美战略博弈的核心场域，意图

通过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科技、

人文等领域的政策协同展开全方位

对华竞争。尽管美方强调“印太战

略 ”的 实 施 符 合 域 内 国 家“ 共 同 利

益”，且旨在建立“自由与开放”的地

区秩序，但无论是从其政策目标与

资源投入的匹配，还是从政策手段

与 行 动 策 略 的 选 择 来 看 ，“ 印 太 战

略”都呈现出鲜明的单边主义和霸

权主义特征。美国“以印太之名、行

遏 华 之 实 ”的 战 略 企 图 ，决 定 了 其

“印太战略”的持续推进将对亚太区

域稳定构成系统性挑战。

政 治 挑 战 ：泛 化 地
缘概念，渲染价值对立，
干扰地区生态

无 论 从 理 论 、历 史 还 是 现 实 角

度看，国际社会对“印太”概念的认

知并非约定俗成、毫无争议。在中

美博弈持续深化的背景下，美国大

力推进“印太战略”无疑为“印太”概

念增加了浓厚的地缘博弈色彩。在

固守冷战思维的美方决策者看来，

以“印太”取代“亚太”不仅可以大幅

拓展对华竞争的空间，为美国及其

盟友深度介入区域事务提供借口，

而且能够实质性提升美国全球同盟

体系在该区域的资源整合与协同能

力，使其以更低的战略成本打造以

美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自“印太

战略”提出以来，美国在欧洲、大洋

洲的部分盟友频繁介入亚太事务，

不断对亚太国家内部争端“表达关

切”“提供声援”，导致地区局势持续

紧张。

在不断渲染地缘博弈与实力对

抗 的 同 时 ，美 国 还 在 推 动“ 印 太 战

略 ”的 过 程 中 更 加 强 调“ 价 值 观 导

向”，试图将西式“自由民主”价值观

确立为衡量亚太地区政治制度和政

治秩序的“准绳”和“标杆”，以所谓

“ 推 进 地 区 自 由 民 主 、反 对 干 涉 胁

迫”为幌子，大肆攻击中国的政治制

度，抹黑中国的对外政策，破坏中国

的国际形象。拜登政府上台以来，

持续加大对印太地区的外交资源投

入，不仅频繁与地区盟友、伙伴举行

双多边首脑会议，而且对域内国家

和地区展开高频次访问，不遗余力

对 其 展 开 价 值 观 输 出 。 在 此 背 景

下，中美价值观差异被美国夸大为

“关乎印太地区未来秩序”的“民主

与专制之争”。美国无视地区国家

发展水平与现实利益诉求，以意识

形态划界强行推动地区秩序改造，

其结果只能加剧地区分裂态势，动

摇区域稳定基础。

安 全 挑 战 ：推 动 地
区安全架构“北约化”，
加剧地区安全困境与冲
突风险

安 全 议 题 始 终 是 美 国“ 印 太 战

略”的核心。近年来，面对自身区域

影响力和相对实力下降的现实，美

国竭力渲染“中国威胁”，试图将中

国塑造为“破坏区域安全秩序和国

际规范的挑衅者”，一方面引发域内

国家的安全关切，另一方面为其深

度介入域内事务提供法理上和道义

上的依据。为提升对华竞争的“非

对称优势”，美国还加速推进印太地

区关系网络建设，形成以美国同日

韩澳菲泰五组双边同盟、美英澳和

美日韩两组三边同盟、美日印澳“四

方安全对话机制”“五眼联盟”及多

对“印太伙伴关系”共同构成的螺旋

式 上 升 的 安 全 架 构 ，确 保“ 印 太 战

略”的政策实效触及“印太地区的每

一个角落”。

美国 2022 年最新发布的《美国印

太战略》提出，为防止本地区陷入“混

乱和动荡”，美军将视印太为“优先战

区”，加速落实“太平洋威慑倡议”，大

力推进“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

系”，明确将朝鲜半岛、东海、台海和

南海局势列为“首要安全关切”，并通

过与域内盟友、伙伴国和北约盟友间

开展高频次、多领域军事行动，不断

提升威慑强度，炫耀卖弄其维护区域

秩序的能力。

尽管美国一再声称将致力于维

护地区“基于规则的秩序”，确保“印

太地区的安全与繁荣”，打造“更加

透 明 、更 具 包 容 性 的 区 域 安 全 架

构 ”，但 不 可 否 认 ，美 国 在“ 印 太 战

略”框架下开展的一系列政策布局

已呈现出明显的“北约化”倾向。在

此背景下，部分亚太国家，特别是同

中国存在领土主权争端的国家或采

取更加冒进的机会主义策略处理对

华关系，从而大大增加发生双边军

事摩擦和冲突的风险。大多数实力

有限的亚太国家则在处理对美和对

华关系时陷入两难，不得不采取更

加保守、谨慎的策略予以应对。这

必将进一步削弱区域国家安全合作

的动力。

经 济 挑 战 ：罔 顾 地
区 现 实 推 动“ 去 中 国
化”，加剧资源内耗、影
响区域复苏

拜登政府意识到，单纯强调“印太

战略”的安全属性，难以有效抗衡“中

国日益增长的区域影响”。对于尚处

于发展中阶段的大多数域内国家而

言，发展经济、增加就业、提升民众生

活水平仍是其当务之急。基于此，为

提升美国对印太地区的经济影响，拜

登政府提出了“重建更美好世界”和

“印太经济框架”两项经济合作倡议，

主要聚焦印太地区贸易促进、数字经

济和技术标准、供应链弹性、清洁能

源、基础设施及劳工标准等领域。为

凸显其相较“一带一路”倡议的“独特

优势”，美国在倡议之初就为其确立了

所谓“高标准”“重规则”“可持续”“强

韧性”等属性标签，以标榜自身作为

“传统区域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责任

担当”。但是，部分亚太国家对美国能

否践行承诺始终抱有疑虑。事实上，

受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

的影响，美国目前既不能加入或缔结

新的多边自贸协议，亦无法向印太地

区投入足够的资金。其所谓的“高标

准”“重规则”，实际上源于对西方发展

经验的生搬硬套，与域内广大发展中

国家的现实需求严重脱节。其所谓的

“可持续”“强韧性”，意在推动“去中国

化”的区域产业链加速形成。事实上，

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后，中国已经成

为域内产业结构、资源禀赋和基础设

施最完备的国家，并且已经牢固确立

了自己在区域产业结构中的主导地

位。在此背景下，美国执意推动区域

产业链的“去中国化”图谋不仅难以实

现，而且还将对域内广大外向型经济

国家造成难以承受的损失。受此影

响，后疫情时期的地区整体复苏进程

势将变得更加举步维艰。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
战略院副研究员）

无论是从政策目标与资源投入的匹配，还是从政策手段与行动策略的选择来看，“印太战略”都

呈现出鲜明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特征。美国“以印太之名、行遏华之实”的战略企图，决定了其“印

太战略”的持续推进将对亚太区域稳定从政治、安全和经济等方面构成系统性挑战。

札纳塔斯 100 兆瓦风电项目由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和哈萨克斯坦维索尔投资公司

共同投资，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承建，中国电建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总包实施，共建有 40 台 2.5 兆瓦的风电机组，是中哈合作的中亚最大风电项

目。项目每年可发电约 3.5 亿千瓦时，相比同等容量的火力发电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 11

万吨。该风电场的投产对改善哈南北电力供需不均的状况具有重要意义。图为哈萨克

斯坦札纳塔斯风电场风机。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