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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吉、乌跨国铁路的阻力及其前景

杨　 雷

　 　 【内容提要】 　 中、吉、乌跨国铁路项目从提出至今已经 １９ 年了ꎬ在中

国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构想之后ꎬ该项目的国际意义更为突出ꎮ 由

于吉尔吉斯斯坦在项目融资、线路走向和铁路的轨距标准方面提出了不同

的想法ꎬ这一项目目前处于被冻结的状态ꎮ 在中国统筹推进跨国铁路网规

划、加速对外经济合作的过程中ꎬ如果能够考虑吉方的关切ꎬ帮助其解决南

北运输困难ꎬ中、吉、乌跨国铁路项目则仍有重启的可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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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吉、乌铁路作为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

廊框架内的一项重要工程ꎬ由于吉尔吉斯斯坦的态度变化而遭受阻力ꎬ目前处于

被冻结的状态ꎮ 如何促进这一项目的重启和实施ꎬ则是中国进一步推进“丝绸之

路经济带”建设、打通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必须克服的一道难题ꎮ

一　 中、吉、乌跨国铁路受阻

早在 １９９６ 年中国修建南疆铁路的时候ꎬ乌兹别克斯坦就希望过境吉尔

吉斯斯坦将其铁路与中国铁路相连接ꎬ首先提出修建中、吉、乌铁路的计划ꎮ
中国政府对此表示支持ꎮ １９９７ 年ꎬ中、吉、乌三方就修建联通三国的铁路项目

签署备忘录ꎮ 当年 １１ 月ꎬ三方成立了以吉方为主席的联合工作委员会ꎬ同时

成立了联合专家组ꎬ具体进行该项目的可行性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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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量的飞速增长ꎬ修建中、吉、乌铁路的必要性日

益突出ꎮ １９９９ 年ꎬ中国铁道部第一勘测设计院在«新建中、吉、乌国际铁路中

国境内段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提出了中、吉、乌铁路的北、南线两个方案:北线

途经喀什—托帕—盖克力克—吐尔尕特山口出境ꎬ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沿着

恰特尔克尔湖南侧—科什乔别—科克扬加克的既有铁路经贾拉拉巴德—卡

拉苏到达乌兹别克斯坦的安集延ꎻ南线途经喀什—乌恰县—喀尔果山—库尔

干—伊尔克什坦口岸出境ꎬ在吉尔吉斯斯坦的萨雷塔什越过三个山口ꎬ到达

卡拉苏与既有铁路接轨ꎬ直至乌兹别克斯坦的安集延ꎮ 三方经过反复磋商ꎬ
最终对于线路的走向达成一致ꎬ选择了北线ꎮ 这一规划中的线路全长 ４６６ 公

里ꎬ在中国境内新建自喀什至中吉边境的线路长度为 １６８ 公里ꎬ在吉尔吉斯

斯坦境内新建线路长度为 ２４８ 公里ꎬ其余部分线路(卡拉苏—安集延)长 ５０
公里①ꎮ 按照规划的长远设想ꎬ未来中、吉、乌铁路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还要

从安集延延伸到铁尔梅兹ꎬ而那里已经建好了通向阿富汗马扎里—谢里夫的

铁路支线ꎮ 这样ꎬ一旦阿富汗与伊朗境内的铁路实现联通ꎬ中、吉、乌铁路就

可以通达波斯湾ꎬ并可以通过土耳其前往欧洲ꎮ
从 ２０００ 年开始ꎬ中方耗资 ２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展开该项目的技术论证工

作ꎬ确定了一条大部分蜿蜒于海拔 ２ ０００ ~ ３ ６００ 米山地的铁路线ꎮ 吉政府在

２００６ 年正式同意了这一项目ꎮ 在项目融资问题上ꎬ中吉双方考虑的方案是按

照“资源换贷款”的模式利用中国的长期贷款ꎬ即吉方用铁路沿线的矿产资源

偿还中国提供的建设资金ꎬ并以此增加这条铁路的运输量ꎮ ２００９ 年ꎬ吉政府

确定了用来为中、吉、乌铁路提供资金保证的纳伦州境内的四座金矿ꎬ并向中

方转交矿山资料ꎬ以供中方研究②ꎮ 然而ꎬ２０１０ 年 ４ 月ꎬ吉国内形势突变ꎬ巴
基耶夫总统在政变中被推翻ꎬ这直接导致中、吉、乌铁路建设陷入困境ꎮ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ꎬ阿塔姆巴耶夫在总统大选中获胜ꎮ 因为当时吉国内

将这一“资源换贷款”项目与已经被推翻的巴基耶夫政权挂钩ꎬ对该项目反对

的呼声很大ꎮ 但是没过多久ꎬ迫于国家急需建设资金的压力ꎬ阿塔姆巴耶夫

总统又将中、吉、乌铁路项目列入优先建设的工程目录ꎬ但却在铁路的走向和

项目融资问题上提出了新的主张ꎮ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ꎬ吉交通和通信部对外

宣布了中、吉、乌铁路第一阶段建设的信息ꎬ并大量阐述该项目的好处:将缩

短从东亚到中亚的运输路程ꎬ节省行车时间 ７ ~ ８ 天ꎬ将扩大吉对外贸易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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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合作的规模ꎮ 吉交通和通信部还宣布ꎬ有关该铁路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将由

中国铁道部和中国铁路勘察设计研究院完成①ꎮ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０ 日ꎬ时任吉

总理大臣奥姆别克宣布ꎬ该项目的总成本为 ４５ 亿美元ꎬ一期建设投资 ２５ 亿

美元ꎬ二期需要 ２０ 亿美元投资ꎮ 二期项目将连接吉尔吉斯斯坦的北部和南

部地区ꎮ 然而在融资问题上ꎬ吉方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ꎮ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ꎬ吉总统阿塔姆巴耶夫明确宣布ꎬ反对中国的“资源换贷款”方案ꎬ两国需要

磋商新的融资方案②ꎮ
尽管出现了分歧ꎬ但是中方的工作仍在继续推进ꎮ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ꎬ

“中交集团”下属的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ＣＲＢＣ)与吉交通和通信部

签署了中、吉、乌铁路建设项目吉境内段合作备忘录ꎬ商定在一年内完成中、
吉、乌铁路的可行性研究报告ꎮ 同时吉方宣布ꎬ不会考虑“资源换贷款”方案ꎬ
并提出了对铁路的特许经营模式③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ꎬ在北京召开的上海合作组

织峰会上ꎬ中吉两国元首重申利用中国优惠贷款加快吉尔吉斯斯坦的基础设

施建设ꎮ 吉总统阿塔姆巴耶夫表示ꎬ中、吉、乌铁路能够帮助吉尔吉斯斯坦摆

脱运输困境ꎬ并为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增长带来动力ꎮ 但是阿塔姆巴耶夫总

统指出ꎬ吉尔吉斯斯坦可以将另外一些铁路支线连接到这条经过纳伦州和奥

什州的跨国铁路上ꎬ把纳伦州和巴雷克奇连接起来ꎬ这样就能在比什凯克和

奥什之间建立一条距离最短的南北直通铁路ꎮ 这表明ꎬ吉方希望改变中、吉、
乌铁路的走向ꎬ以满足其国内的南北运输需求ꎮ ２０１３ 年年初ꎬ中方编订完成

并向吉方提交了中、吉、乌铁路的可行性研究报告ꎮ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ꎬ吉尔吉

斯斯坦铁路公司总经理阿尔肯别克宣布:“根据我们和中国专家的估计ꎬ吉尔

吉斯斯坦每年将从中、吉、乌铁路的运输费中获得约 ２ １ 亿美元净利润ꎮ 这

笔钱可以用于南北方向的铁路建设ꎮ 中国公司准备拨出 ６００ 万 ~ ７００ 万美元

来进行中、吉、乌铁路项目下一阶段的分析研究ꎮ”④

然而ꎬ围绕该项目的三个核心问题:建设资金来源、吉境内线路的走向和

技术标准(轨道宽度)ꎬ中吉双方始终不能达成一致ꎬ吉政府也拖延批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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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乌铁路的可行性研究报告ꎮ 吉强调要优先建设国内急需的南北向铁路

线ꎬ而不是横穿东西国境的中、吉、乌铁路ꎮ 此外ꎬ在铁路的技术标准(轨道宽

度)方面ꎬ吉主张其境内的铁路要沿用宽轨(１ ５２０ 毫米轨距)ꎮ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ꎬ在比什凯克一个新闻发布会上ꎬ吉负责经济和投资的副总理塔尔内别克

说:“中国高层官员再次确认了建设铁路的意向ꎮ 我们已经讨论了有关轨道

标准的问题ꎮ 正在考虑在纳伦州建设换装基地ꎬ以更换车轮ꎬ这将是可取的ꎮ
还考虑了在卡拉苏建设换装库的可能性ꎮ 车轮必须在某处从准轨换为宽轨ꎬ
因此需要建设一个换装基地ꎮ 目前有两个选项:在纳伦州或者奥什州的卡拉

苏ꎮ 初步认为建立在纳伦州更为有利ꎮ 在火车通过中吉边境之后的地区可

以设置换装库ꎮ”①吉方在使用宽轨标准上较为坚决ꎬ没有妥协的余地ꎮ
围绕上述问题ꎬ中吉双方虽然几经磋商ꎬ但是始终不能达成一致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中亚ꎬ中吉双方曾就铁路的建设资金问题

再次举行谈判ꎬ但仍未取得一致结论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ꎬ吉总统在国内不作任何

解释否决了中、吉、乌跨国铁路项目ꎬ并提出了新的南北线铁路建设方案ꎮ 至

此ꎬ中、吉、乌跨国铁路项目陷入被冻结的状态ꎮ

二　 原因分析

吉尔吉斯斯坦在中、吉、乌铁路项目上的立场从积极参与到提出异议ꎬ发
生了较大的变化ꎮ 吉政府的态度受国内社会、政治氛围的影响很大ꎬ其立场

反复摇摆ꎮ 如果不能寻找到令各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ꎬ未来即使吉政府同意

修建ꎬ依照吉在美军驻玛纳斯军事基地上的做法ꎬ也会存在很大的变数ꎮ 因

此ꎬ必须深入分析两国在该项目上分歧的原因ꎬ找到妥善的解决办法ꎮ
(一)建设资金来源

最初ꎬ中、吉、乌铁路项目的融资问题是在中吉两国“资源换贷款”模式下

推动的ꎮ ２０１０ 年ꎬ“资源换贷款”协议在吉议会内经过多轮博弈勉强获得通

过ꎬ最终那场将巴基耶夫总统推翻的政变阻止了这一进程ꎮ 中、吉、乌铁路项

目的融资问题在吉尔吉斯斯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ꎮ 吉有些专家认为ꎬ
除了从铁路中获得的经济效益外ꎬ中国还要求提供铜、金和其他金属矿藏的

开采权ꎬ这对吉不公平ꎮ 中国在吉尔吉斯斯坦获得有保障的矿产资源ꎬ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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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条铁路将资源运输回国ꎬ供应本国的经济发展ꎬ而项目的风险却被转嫁

给吉尔吉斯斯坦ꎮ 这种风险即指没有足量的货物过境吉尔吉斯斯坦运输ꎬ而
导致中、吉、乌铁路投资回收困难ꎮ 如果遇到这种风险ꎬ那么吉将无法获得预

期的过境运输收入和项目回报ꎮ 或许是迫于民意压力ꎬ中吉双方以后在探讨

铁路融资问题时都十分秘密ꎬ这更加使得吉国内的传言泛滥ꎮ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ꎬ阿塔姆巴耶夫总统明确宣布不会考虑“资源换贷款”的模

式ꎬ但是希望通过其他方式获得中国的优惠贷款ꎮ 吉少数政客认为ꎬ如果中

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希望通过吉尔吉斯斯坦领土来连接其铁路ꎬ那么就必须为

此付出代价:中国通过这条铁路获得吉尔吉斯斯坦的矿产资源和通向中东的

道路ꎬ吉尔吉斯斯坦可以向中国有偿提供为期 ５０ 年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开

采权ꎬ但吉应当获得发展国内产业的援助款ꎬ并用于建设南北铁路ꎻ乌兹别克

斯坦为了自由地进入亚太市场ꎬ需要过境吉尔吉斯斯坦的这条铁路ꎬ因此它

必须支付整个项目造价成本的 １ / ３ꎮ 吉尔吉斯斯坦不必为铁路失去自然资

源ꎬ也不必给予该项目任何优惠ꎮ 在地缘政治和经济方面ꎬ中乌两国获益甚

大ꎬ远远超过吉尔吉斯斯坦的微小商业利益ꎮ 这一观点明显过激ꎬ体现了吉

保守势力在短期内故步自封的社会心态ꎮ 相比之下ꎬ吉国内大部分有识之士

清醒地认识到ꎬ如果错失发展机遇ꎬ吉尔吉斯斯坦必将沦为“丝绸之路经济

带”的边缘地区ꎬ到那时只能徒呼奈何ꎮ
伴随中、吉、乌铁路项目的缓慢推进ꎬ该项目的投资成本不断增加ꎮ １９９６

年该铁路的建设成本预计为 ９ 亿美元ꎬ２００６ 年上升为 ２０ 亿美元ꎬ２０１２ 年达

到 ４５ 亿美元ꎬ而到 ２０１３ 年突破 ６５ 亿美元ꎮ 展望未来ꎬ中、吉、乌铁路的建设

成本还会继续增加ꎬ融资问题正在成为该项目重启的拦路虎ꎮ 中吉双方只有

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友好协商ꎬ才能找到双方都能满意的新融资方案ꎮ
(二)吉境内线路的走向

吉总统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向中方提出的南北铁路走向

符合其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ꎮ 吉国内南北地区之间在社会、经济等领域都需

要加强联系ꎬ而现有公路的运力已经不能满足需求ꎬ急需新建一条能够把南

部和北部连接成一体的铁路ꎮ 目前吉南北交通只能依靠经过托—阿舒公路

隧道的奥什—比什凯克公路来连接ꎮ 这意味着在冬季和春季气候恶劣、隧道

无法通行的时候ꎬ吉尔吉斯斯坦领土实际上被一分为二ꎮ 托—阿舒公路隧道

的设计能力为每天通行 ４６０ 辆车ꎬ但目前实际的过车量为 ３ ５００ 辆ꎬ所以该隧

道已经明显超负荷ꎮ 奥什—比什凯克公路严重超载ꎬ而穿过阿赖山谷和巴特

肯州通往塔吉克斯坦边界的重建公路ꎬ其运输负载量更加巨大ꎮ 吉像以往那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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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频繁地修复奥什—比什凯克公路或者建造第二条替代性公路的做法都不

可能根本性地解决问题ꎬ只有建设具有更大承载力且节省能源的铁路才是根

本性的解决办法①ꎮ 正是在这一客观需求之下ꎬ吉提出修改中、吉、乌铁路的

走向ꎬ使其在本国境内形成一个“ Ｓ”形ꎬ以担负起沟通吉南北干线运输的

重任ꎮ
此外ꎬ中、吉、乌铁路有可能加剧吉南部的分离主义倾向ꎮ 中、吉、乌铁路

项目的建设和运营有可能加强乌兹别克斯坦对吉南部地区的影响力ꎬ巩固跨

境而居的乌兹别克人在该地区的领导地位ꎮ 有吉学者指出ꎬ乌兹别克斯坦对

中亚邻国有野心ꎬ正在寻求完全控制这一地区ꎬ吉参与修建中、吉、乌铁路从

国家安全的角度看是非常短视的②ꎮ 在中、吉、乌铁路开通之后ꎬ吉尔吉斯斯

坦作为过境国可以获得经济上的好处ꎬ但是由于吉政权虚弱ꎬ国家管理不畅

可能使国家领土完整受到威胁ꎮ 吉南部地区的一些政治精英可能将追求更

大的独立权ꎬ通向乌兹别克斯坦的铁路以及水电站有可能成为他们手中的杠

杆ꎬ他们将利用这些杠杆促使吉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有利于自己③ꎮ
事实上ꎬ在吉尔吉斯斯坦始终存在着国家铁路网优先建设东西线(纬线)

还是南北线(经线)之争ꎮ 目前来看ꎬ支持南北线的观点占据上风ꎮ 吉尔吉斯

斯坦已经提议中国加入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

坦—阿富汗—伊朗铁路项目ꎮ 从俄罗斯到波斯湾的这条南北铁路干线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在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比什凯克峰会上首次被提出ꎮ 当时ꎬ
吉总统阿塔姆巴耶夫首先提出这一倡议ꎬ而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立即对此

表示了支持④ꎮ 该线路通过吉尔吉斯斯坦西部ꎬ连接塔拉斯、贾拉拉巴德和

奥什州ꎬ通向塔吉克斯坦索格特州ꎮ 南北线由于山势复杂而成本巨大ꎬ其技

术解决方案、成本核算、线路走向等还都没有确定ꎮ 俄哈两国对这一项目的

态度并不积极ꎬ只有吉塔两国为了摆脱乌兹别克斯坦的交通制约而希望修

建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０ 日ꎬ吉尔吉斯斯坦外交部部长爱尔兰在亚洲相互协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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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措施第四次会议上海峰会上说ꎬ我们提议中国将它的铁路与此南北线路

接轨ꎬ中国表示会对此进行研究ꎮ 他强调ꎬ吉尔吉斯斯坦首先要解决自己国

内的问题ꎬ“今天ꎬ我们的货物在从首都到奥什的运送过程中要跨越与两个国

家的国界: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ꎮ 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解决ꎬ并创建自

己的道路ꎬ把我国的北方和南方联系起来ꎮ”①同一天ꎬ吉总统在总结访华成

果时说:“我们正在激烈辩论中、吉、乌铁路建设方案ꎬ吉尔吉斯斯坦坚持一个

条件ꎬ铁路要连接吉北部和南部ꎮ 这条铁路不应当解决其他国家的问题ꎬ而
应当优先解决我国的内部问题ꎮ 这已经是我们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的第二

年了ꎮ 我们提议ꎬ铁路从北延伸到吉尔吉斯斯坦南部ꎬ然后进入中国ꎮ 这样

的话ꎬ该铁路就与乌兹别克斯坦平行ꎬ而其线路可以接入ꎮ”②

(三)技术标准

中国资金大举进入中亚势必带来它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计划

的矛盾ꎬ如何协调这种关系是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国家关系中的焦点ꎮ 俄罗

斯不会支持中、吉、乌跨国铁路项目ꎬ因为这有可能挤占其远东铁路的货运市

场ꎬ对其经济利益造成损害ꎮ 另外ꎬ这还涉及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

利益ꎬ俄担忧中国会借助该铁路进一步扩大在中亚地区的政治影响ꎮ 为此ꎬ
俄罗斯一方面对吉各界施加影响ꎬ不断质疑这一项目的盈利预测是否可靠ꎻ
另一方面ꎬ俄罗斯还充分运用铁路的轨距问题来阻挠这一项目的实施③ꎮ

连通欧亚地区铁路的技术因素———轨道宽度受到各方的高度重视ꎬ因为

这涉及一些大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ꎮ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ꎬ直接打通

中国与伊朗的准轨连接符合欧亚交通运输相关各国的共同利益ꎮ 由于中国

和伊朗使用的都是 １ ４３５ 毫米国际标准轨距ꎬ因此与伊朗铁路的连接也就意

味着亚洲国家能够与欧洲铁路网直接相通ꎬ建立起无须换轨的欧亚间铁路运

输ꎬ这将使目前在欧亚国境线上耗时耗力的铁路换轨作业成为历史ꎮ 但是使

用欧洲和中国标准来重塑独联体境内的现有轨道ꎬ遭到俄罗斯建立的宽轨联

盟的反对ꎮ 俄罗斯认为这涉及中亚国家的国防问题ꎮ 莫斯科国立大学后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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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研究中心主任阿列克谢弗拉索夫表示ꎬ技术问题有重大的政治意义ꎬ如
果轨道按照中国的标准来修建ꎬ那么中国会更容易在军事上入侵中亚区域ꎮ
俄罗斯高度重视这一问题ꎬ极力维护宽轨联盟ꎮ 不仅如此ꎬ俄罗斯还希望将

宽轨铁路系统延伸到阿富汗北部ꎬ使中国与伊朗之间的铁路必须通过宽轨铁

路系统才能连接ꎮ 由于需要经历两次车体换装ꎬ这必然导致中国与伊朗之间

的运输时间和成本大幅增加ꎬ从而削弱该国际运输通道对俄罗斯境内的远东

铁路以及过境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的第二欧亚大陆桥的运输竞争力ꎮ
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ꎬ吉尔吉斯斯坦都无法摆脱对俄罗斯的依赖ꎬ

因此它始终以俄罗斯为优先合作方向ꎮ 为了维护和加强俄吉关系ꎬ阿塔姆巴

耶夫总统推动国家加入了关税同盟和欧亚经济联盟ꎬ以获取俄罗斯的援助ꎬ
借用俄罗斯的力量应对国内反对派的压力ꎮ 更为严重的是ꎬ吉尔吉斯斯坦开

始放弃一些以前与其他国家达成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协议ꎮ 例如ꎬ
吉尔吉斯斯坦曾经和阿塞拜疆协商建设一座年产 ２００ 万吨的炼油厂ꎬ原计划

在 ２０１３ 年投产ꎬ但因为俄罗斯的反对而夭折ꎻ在中、吉、乌铁路项目上ꎬ吉政

府态度的变化也明显受到俄罗斯的影响ꎮ

三　 中、吉、乌铁路的前景与中国的策略

虽然中、吉、乌铁路项目已经被吉总统否决ꎬ但是基于吉国内经济发展的

需求和周边环境变化的影响ꎬ中、吉、乌铁路仍旧存在重启的可能ꎮ
一方面ꎬ外部环境向更有利于中、吉、乌铁路项目重启的方向发展ꎮ “丝

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构想一经提出ꎬ就受到了沿线国家的支持ꎬ各国纷纷提出

自己的对接方案和运输线路规划ꎬ这使吉尔吉斯斯坦面临竞争的压力ꎮ 中国

设立的“丝绸之路”基金和倡导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中、吉、乌铁

路融资问题提供了更好的解决途径ꎬ这使吉方的一些顾虑得到消除ꎮ 受地区

和国内政治氛围的影响ꎬ吉国内政策有可能发生变化ꎮ 那么在什么条件下吉

会同意中、吉、乌铁路项目呢? 吉的优先目标是国家经济安全ꎬ因此ꎬ它首先

关注的是发展国内物流网络ꎬ连通南北运输ꎬ缩小国内经济差距ꎬ然后才会考

虑打通对外铁路交通网络ꎻ其次ꎬ中、吉、乌铁路的建设不能增加吉尔吉斯斯

坦的国家债务ꎬ因此ꎬ该项目需要找到合适的融资办法ꎮ 中国企业应当发挥

自己的智慧ꎬ以满足吉在这两方面的要求ꎮ
另一方面ꎬ近年来两国合作显著加强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

平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ꎬ两国关系被提升到战略伙伴关系的水平ꎬ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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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达成了一系列协议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ꎬ吉总统阿塔姆

巴耶夫访问中国ꎬ进一步推动了双边关系的发展ꎮ 中国成为吉尔吉斯斯坦最

大的投资国之一ꎬ也是吉最大债权国ꎮ 中国贷款占吉外债总额的 ２８ ８％ ꎬ主
要为中方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向吉提供的优惠出口买方信贷ꎬ用于实施奥

什—巴特肯—伊斯法纳公路、达特卡—克明输变电线、北南公路一期工程、比
什凯克中央热电站等基础设施项目①ꎮ 两国贸易规模扩大和互信增强必然

有助于消解吉国内对中、吉、乌铁路的负面情绪ꎬ有利于该项目的重启ꎮ
对于中国来说ꎬ中、吉、乌铁路的规划走向从地理、经济上来说都是最佳

的选择ꎬ有助于中国与中亚国家ꎬ特别是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发展更为

紧密的贸易关系ꎮ 中国进入中亚南部地区的巨大障碍是天山山脉ꎬ吉尔吉斯

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大部分矿产资源面临出口运输的困难ꎮ 除

了公路ꎬ若走铁路就须绕经哈萨克斯坦境内ꎬ这使中国的贸易成本增大ꎮ 中、
吉、乌铁路既是通往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的直达路线ꎬ也方便中方开发

吉境内的金属矿产ꎮ 此外ꎬ中、吉、乌铁路还能便捷地与阿富汗、伊朗的铁路

相连接ꎬ打通直达欧洲的国际运输通道ꎮ 中国要想推进中、吉、乌铁路的重

启ꎬ必须在如下几个方面齐头并进地开展工作ꎮ
第一ꎬ积极推动俄罗斯作出让步ꎬ将第二欧亚大陆桥升级改造为准轨铁

路ꎬ力争实现欧亚铁路运输动脉无须换轨直达通行ꎬ大大缩减欧亚铁路运输

的时间和成本ꎬ发挥欧亚两端直达铁路运输的优势ꎮ 但是ꎬ由于俄罗斯的宽

轨战略ꎬ这一设想面临重重阻力ꎮ 中俄两国各自提出的欧亚货运走廊方案毫

无疑问存在着全局性的竞争ꎮ 俄政府 ２０１３ 年批准了«２０３０ 年前交通发展战

略纲要»ꎮ 根据该文件ꎬ俄将建造时速 ２５０ ~ ４００ 公里的铁路网ꎮ 俄罗斯首条

莫斯科—喀山高速铁路将于 ２０１８ 年世界杯足球赛举办之前建成通车ꎬ未来

这一高速铁路还将向两头延伸ꎬ将关税同盟俄、白、哈三国的首都连接起来ꎮ
根据俄罗斯铁路股份公司总裁弗拉基米尔亚库宁的话ꎬ明斯克—莫斯科—
阿斯塔纳高速铁路项目一定可以实现ꎬ这一问题已经在讨论中ꎮ 他还指出ꎬ
现在正准备就首个三边合作项目作出决定ꎬ也就是建立三国统一的物流运输

公司ꎬ以实现关税同盟国家的联合②ꎮ 在俄罗斯政府的宏伟构想下ꎬ改变其

宽轨联盟战略的难度可想而知ꎮ 为了使俄罗斯让步ꎬ中国须联合欧洲国家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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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序渐进地推进俄罗斯改变其指导思想ꎮ 中国铁路总公司已经参与俄罗斯

首条高速铁路的建设工作中ꎬ合作共赢是实现改变对方的首要步骤ꎮ 在无法

取得进展的情况下ꎬ中国与欧洲联合推动俄罗斯进行铁路干线轨距改造的政

策也必须要坚持ꎬ它既表示了对俄罗斯的尊重ꎬ也构成了对吉尔吉斯斯坦等

独联体国家的压力ꎮ 只有实现了对俄罗斯宽轨联盟战略的突破之后ꎬ其他独

联体国家在示范效应下ꎬ才会更加倾向于改变政策ꎮ
第二ꎬ平行推动中巴经济走廊框架内跨国铁路的规划工作ꎮ 修建中巴铁

路的设想早在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巴基斯坦前总统穆沙拉夫访问中国时就已提出ꎮ
最初的设想是修建一条连接中国喀什与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的铁路和一条与

之并行的输油管道①ꎮ ２０１１ 年ꎬ中国政府在«国务院关于支持喀什霍尔果斯

经济开发区建设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以文件形式明确指出ꎬ要“积极推动中、
吉、乌和中巴铁路建设”②ꎬ中巴铁路建设项目的规划研究工作由此正式拉开

序幕ꎮ 在中、吉、乌铁路遇阻、巴基斯坦方面态度积极的情况下ꎬ中国应当集

中力量加快实施中巴铁路的规划研究工作ꎮ 这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构

想下的又一条国际运输通道ꎬ将为中国开辟一条便捷的直达阿拉伯海瓜达尔

港的道路ꎮ 中巴经济建设的成就和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必然会对中

亚国家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ꎬ使之增强与中国在道路运输方面深度合作的愿

望ꎮ 中巴两国紧锣密鼓地推进和实施经济走廊的建设必然对吉尔吉斯斯坦

构成竞争压力:即使中、吉、乌铁路不能建成ꎬ中国也将拥有一条过境巴基斯

坦前往伊朗的铁路ꎮ 在中国对中、吉、乌铁路的需求紧迫性下降的情况下ꎬ吉
尔吉斯斯坦如果不调整政策ꎬ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身的运输枢纽地位被其

他国家所替代ꎮ
第三ꎬ主动参与土、阿、塔跨国铁路的建设ꎮ 在中、吉、乌铁路项目遇阻的

情况下ꎬ土、阿、塔铁路项目可以成为中国的另一选择ꎮ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ꎬ土
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罕默多夫、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和阿富汗总统卡尔

扎伊签署了土、阿、塔铁路建设备忘录ꎮ 该铁路全长 ４００ 公里ꎬ连接土库曼斯

坦、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ꎮ 土库曼斯坦境内段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初开始建造ꎬ
土方还将负责铺设阿富汗境内段的铁路ꎮ 塔境内段全部工程计划在 ２０１５ 年

内完成ꎮ 这一项目的参与方目前受资金问题所困ꎬ希望能够有中国的参与ꎮ

—５９—

①
②

陈龙:«“中巴铁路走廊”加速“西出”战略»ꎬ«大陆桥视野»２０１０ 年第 ８ 期ꎮ
«国务院关于支持喀什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建设的若干意见»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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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土库曼斯坦的铁路网已经与伊朗实现对接ꎬ通过这一线路ꎬ中国能够打

通前往中东的铁路运输ꎮ 过境塔吉克斯坦提供了替代吉尔吉斯斯坦的南部

铁路线ꎬ中国的意向性参与既能够扩大自身的地区影响ꎬ推进与相关国家关

系的发展ꎬ而且还能够对吉尔吉斯斯坦构成竞争压力ꎮ 不过ꎬ由于中、吉、乌
铁路是所有规划的铁路线中最快速和风险最小的线路ꎬ它依托峡谷ꎬ穿越人

口密集区ꎬ投资成本最低ꎬ可以充分利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现有的铁道路基ꎬ
只需换上新的轨道就行ꎬ所以在正常情况下ꎬ如果中、吉、乌铁路项目能够重

启ꎬ那么中国就不必选择地形复杂、建设成本较高的过境塔吉克斯坦的土、
阿、塔线路ꎮ 即使在中、吉、乌铁路迟迟不能启动ꎬ过境塔吉克斯坦的铁路意

外地得以建成的情况下ꎬ它与中、吉、乌铁路项目也不会构成矛盾:中国通过

塔吉克斯坦、阿富汗连通土库曼斯坦的铁路与中、吉、乌铁路属于支线与干线

的关系ꎬ它们之间并不是完全替代的关系ꎮ
第四ꎬ缓解吉尔吉斯斯坦的疑虑ꎬ帮助其解决国内关切的问题ꎮ 中国通

过多种手段促进中、吉、乌铁路项目的重启ꎬ其中帮助吉加速南北线公路的建

设ꎬ解其燃眉之急就是一项重要的工作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 日ꎬ吉尔吉斯斯坦的

第二条南北公路———长达 ４３３ 公里的贾拉拉巴德—巴雷克奇一期工程举行

了开工仪式ꎮ 该工程造价 ８ ５５ 亿美元ꎬ其中一半资金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

供优惠贷款ꎮ 工程的承建者是中国公路建设公司ꎮ 根据中吉双边协议ꎬ中国

工人将占 ３０％ ꎬ其余 ７０％ 建筑工人来自当地ꎮ 吉总统极力推动修建这条国

际标准的公路ꎬ以加强国家南北方之间的联系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中国尽力帮

助吉尔吉斯斯坦解决南北运输问题ꎬ必然有利于减轻吉国内对中、吉、乌铁路

问题的疑虑ꎮ
上述这种多管齐下的做法既间接地对吉尔吉斯斯坦形成竞争压力ꎬ又能

保障中、吉、乌铁路走向重启ꎮ 面对丧失未来“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枢纽

地位的风险ꎬ吉政府和有识之士必然会调整故步自封、谨慎保守的做法ꎬ为本

国的经济发展选择一条开放之路ꎮ 中、吉、乌铁路修通后ꎬ中国新疆的国际铁

路通道将由现在的两条变为三条ꎬ新疆的向西开放必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ꎮ
中、吉、乌铁路的重要意义还在于ꎬ它打通了中国连接中亚、中东地区并最终

抵达欧洲的新通道ꎬ这将大大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全面复兴ꎮ
(责任编辑:徐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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