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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 与中国的中亚方略

薛　 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

室主任、 副研究员)

从经济潜力、 发展愿望、 政治关系、 地理优势、 战略必要性、 中国的

比较优势和 “一带一路” 设计动机等多个角度看ꎬ “一带一路” 战略实施

的重点区域无疑是欧亚大陆ꎬ 尤其是其中东部地区及其临近岛屿ꎮ 因此ꎬ
“一带一路” 设计如能得到欧亚大陆中东部大国的支持和配合ꎬ 其意义重

大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中俄签署并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 “丝
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ꎬ 意味着两

个大国在推动地区合作上达成了政治共识ꎮ 这不但是中俄两国全面战略协

作伙伴关系的有力证明ꎬ 还将成为欧亚大陆区域合作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ꎮ
这是中俄首次就推进中亚地区发展达成原则共识ꎬ 对于中亚国家显然是一

大利好ꎮ
然而ꎬ 要把此次中俄联合声明转变为一系列具体项目并取得较好的效

益ꎬ 还有大量工作要做ꎮ 对中国来说ꎬ 需要进一步分析存在的主要挑战ꎬ
并谋划应对方略ꎮ

而对于中亚来说ꎬ 可以列举的挑战很多ꎬ 如人口稀少、 经济发展水平

不高、 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 裙带政治盛行、 法律不健全、 行政效率低下、
腐败严重、 大国竞相施加影响力等ꎮ 但笔者无意涉及这些已经被多次论述

的议题ꎬ 而希望在有限的篇幅内ꎬ 展示自己的一点战略思考ꎬ 以就教于

方家ꎮ
中国的中亚方略是: 通过 “丝绸之路经济带” 与欧亚经济联盟在中亚

地区的对接ꎬ 带动中亚地区的发展ꎬ 扩大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ꎬ 把中

亚构建成连接中国与欧洲的陆上大通道ꎮ 然而ꎬ 从宏观视角看ꎬ “丝绸之路

经济带” 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主要受制于以下因素: 中亚国家不同的战

略考量、 俄罗斯对中亚的战略定位和俄罗斯的经济潜力以及中俄合作的潜

能与限度ꎮ
(一) 中亚国家的战略考量

中亚五国国土面积不同ꎬ 资源禀赋存在差异ꎬ 对于与中俄的合作也有

不同的战略考量ꎮ 对于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这两个小国来说ꎬ 国家

安全 (更准确地说是政权稳定) 和经济发展是它们的主要诉求ꎬ 对其国家

安全和政权稳定的主要威胁既有外来势力 (如外敌入侵与渗透)ꎬ 也有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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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如族群矛盾、 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ꎬ 而影响其经济发展的则主

要是资金、 技术、 教育和基础设施因素ꎮ 俄罗斯对这两个国家的影响主要

是在安全领域以及苏联时期影响的惯性ꎬ 包括文化、 移民、 经济联系等方

面ꎮ 而中国对这两个国家的影响则主要通过投资、 贸易和非传统安全等领

域进行ꎮ
对土库曼斯坦这个中等国家来说ꎬ 其战略考量是: 在维护政权稳定的

同时ꎬ 尽可能开发油气资源并顺利销售给终端市场ꎬ 以此带动工业、 服务

业和农牧业的发展ꎮ 因此ꎬ 土希望通过修建通向不同国家的油气管道ꎬ 摆

脱对俄罗斯油气管道的过度依赖ꎬ 并在改善基础设施、 发展教育等方面获

得帮助ꎮ 通往中国和伊朗的天然气管道已经建成并可能扩建ꎮ 土库曼斯

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气管道预计将于 ２０１８ 年年底竣工ꎬ 每年

可输送 ３３０ 亿立方米天然气ꎮ 为了给这些管道提供足够的气源ꎬ 开发天然

气是土库曼斯坦的重点ꎬ 而周边国家中只有中国能够大量提供资金、 技术

和设备ꎬ 加上防范俄罗斯的需要ꎬ 土库曼斯坦将乐于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关

系ꎬ 从而奠定其与中国在中亚各合作伙伴中的重要地位ꎮ
中亚国家中面积最大的哈萨克斯坦和人口最多的乌兹别克斯坦则都谋

求成为该地区的老大ꎬ 并为此互别苗头、 互不买账ꎮ 从文化和经济发展水

平看ꎬ 乌兹别克斯坦在中亚地区长期独占鳌头ꎮ 但 “冷战” 后发展缓慢ꎬ
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相对下降ꎮ 因此ꎬ 对于中亚整合进程和上合组织功能

的提升都持犹疑的态度ꎬ 甚至不时充当 “刹车器”ꎮ 反观哈萨克斯坦ꎬ “冷
战” 后较好地利用了资源禀赋优势ꎬ 经济发展较快ꎬ 一跃成为中亚地区最

发达国家ꎮ 因而ꎬ 哈希望在本地区事务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ꎬ 不希望任何

地区外大国过多干预本地区事务ꎮ 哈萨克斯坦始终致力于大国平衡ꎬ 即与

俄罗斯保持密切关系的同时ꎬ 大力强化与中国的关系ꎬ 同时积极发展与欧

盟、 美国、 日本、 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ꎮ 纳扎尔巴耶夫是欧亚经

济联盟的首倡者ꎬ 也是 “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积极响应者ꎬ 哈 “光明之

路” 新经济政策的提出即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 有很大关系ꎬ 产能合作也

首先在哈实施ꎮ 哈还大力引进欧、 美、 日的资金和技术ꎬ 以便在保持哈俄

关系优先性的同时ꎬ 搭上中国的经济快车ꎬ 利用中国来平衡俄罗斯ꎬ 再用

欧、 美、 日来限制中国在哈的经济影响力ꎮ
在可预期的未来ꎬ 中亚五国的上述战略考量不大可能出现根本性的变化ꎮ
(二) 俄罗斯对中亚的战略定位和俄罗斯的经济潜力

俄罗斯一直把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当作自己的战略空间ꎬ 把推动原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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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一体化作为外交优先方向ꎬ 对其他大国在中亚拓展影响力的举动高

度警惕ꎬ 对中国未与之商量就宣布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 抱有相当大的

疑虑ꎬ 担心中国在中亚挖其墙角ꎮ 因此ꎬ 迟迟不对 “丝绸之路经济带” 公

开表态支持ꎮ 经过中俄双边一年多的沟通ꎬ 加上俄对抗美欧制裁、 恢复经

济的需要ꎬ 在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同意欧亚经济联盟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 对接ꎬ
但俄罗斯在中亚能投入的资金、 技术和设备非常有限ꎬ 难与欧盟、 美国、
日本等相比ꎬ 更无法与中国比肩ꎬ 同时ꎬ 俄与一些中亚国家还存在能源出

口竞争关系ꎮ 故而ꎬ 俄罗斯在落实对接上不可能很积极ꎬ 甚至可能设置一

些障碍ꎮ
(三) 中俄合作的潜能与限度

中俄在一些全球事务中互相支持与配合ꎬ 说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ꎮ 就双边合作而言ꎬ 俄罗斯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

核技术、 航空航天技术、 武器装备、 油气资源等方面ꎮ 油气是俄罗斯经济

重要的支柱产业ꎬ 受国家的严格控制ꎬ 俄罗斯希望尽可能把原油加工为制

成品后再出口ꎬ 并要求中国在购买天然气时对照欧洲价格ꎮ 这严重制约了

两国的油气合作ꎮ 军工产品的市场容量有限ꎬ 且中国对俄罗斯武器装备的

需求在下降ꎬ 加上俄罗斯的经济规模较小、 市场规模有限、 经济结构不合

理ꎬ 这些因素决定了提升中俄经济合作的空间有限ꎮ 虽然在政治和安全领

域的合作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ꎬ 但也不能寄望过高ꎮ 毕竟ꎬ 两国再次结盟

的可能性甚微ꎮ 俄罗斯对中国的战略防范心理是影响两国关系深化的根本

原因ꎬ 因而值得展开分析ꎮ
从表面上看ꎬ 俄罗斯似乎有理由对中国采取战略防范ꎮ 中国民间有不

少人愤愤不平于近代俄国对中国的欺凌与掠夺ꎬ 特别是至今难忘割去中国

１５０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ꎻ 俄罗斯远东地区与中国东北地区人口数量相差很

大ꎻ 中国的经济总量远远大于俄罗斯ꎬ 而且发展速度远快于俄罗斯ꎻ 中国

正致力于民族复兴大业ꎬ 有可能在核能力和军事技术上也超过俄罗斯ꎬ 从

而使俄罗斯不再具有任何方面的比较优势ꎮ
但是ꎬ 理性的分析不难得出结论: 中国重新获得那 １５０ 万平方公里土

地的可能性很小ꎬ 中国也没有这样的打算ꎮ 所以ꎬ 俄罗斯滋生防范中国心

理的根本原因在其本身ꎬ 即俄罗斯民族的文化心理ꎮ
考察俄罗斯哲学家、 思想家的论述不难发现ꎬ 俄罗斯民族中存在着浓

重的漂泊者情结和弥赛亚情结ꎮ 二者的矛盾和冲突决定了俄罗斯的战略选

择、 行为特征和利益诉求ꎮ 出于漂泊者情结ꎬ 俄罗斯人缺乏文化归属感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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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自己认同西方但又不同于西方ꎬ 轻视东方但又离不开东方ꎮ 这种疏离

感带来了内心深处强烈的不安全感ꎬ 为此实行扩张性的国家发展道路ꎬ 渴

望控制他国ꎬ 至少是建立战略缓冲区ꎬ 热衷于成为无政府主义者ꎬ 极端性

是其鲜明的民族文化心理特点ꎻ 出于弥赛亚情结ꎬ 俄罗斯人认为东正教继

承了基督教的正宗ꎬ 俄罗斯是第三罗马ꎬ 肩负拯救人类的伟大使命ꎬ 富于创

造性ꎬ 向往新的耶路撒冷ꎬ 为此沉迷于建立强大的国家机器ꎬ 臣服于政府ꎮ
总之ꎬ 俄罗斯可以与西方结盟ꎬ 但难以持久ꎻ 可以与东方为伴ꎬ 但难

以投入ꎮ
在这种防范中国心理的指引下ꎬ 尽管中俄政治关系很密切ꎬ 但俄罗斯

却不愿意中国移民在其远东地区定居ꎬ 不愿意在长达 ２ ８９１ 公里的中国黑龙

江与俄罗斯边界修建一座跨界大桥、 一条跨界公路或铁路ꎬ 不愿意修建只

通向中国的油气管道ꎮ 对于一些利于跨境运输 (如渝新欧、 郑新欧、 汉新

欧等国际班列) 便利化的项目ꎬ 俄罗斯的态度比较消极ꎬ 担心会影响到主

要经过俄罗斯的跨境运输ꎮ 俄罗斯出口印度的武器也比出口中国的先进ꎮ
而对于提升上海合作组织的经济功能ꎬ 包括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ꎬ 主要

阻力也来自俄罗斯ꎮ
从这些案例不难判断ꎬ 中俄双边合作以及 “丝绸之路经济带” 与欧亚

经济联盟在中亚地区对接未来所能达到的深度和广度都是有限的ꎮ
(四) 中国的中亚方略

中国提出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 系出于多方面的考虑: 西部开发、
全方位外交、 大国责任、 培育市场、 修建通道等ꎮ 从 “一带一路” 的命名

顺序看ꎬ 也体现了对陆路的强调ꎮ 但是ꎬ 陆上通道的运输成本很难降低到

与海运持平的程度ꎬ 对于高附加值、 时间性要求比较强的商品ꎬ 或许具有

某种比较优势ꎮ 中亚的人口总量相当于中国一个中等省份ꎬ 经济发展相对

滞后ꎬ 市场容量有待拓展ꎬ 小规模经济体较多ꎮ 向西开放对中国中西部地

区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相当有限ꎮ 中国在中亚的大国责任同样有限度ꎬ 它

也仅是全方位周边外交的方向之一ꎮ 加上俄罗斯的态度和经济潜力ꎬ 不难

得出结论: 中亚地区在 “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中主要起象征作用ꎬ 中国

对此不应有太高的期待ꎮ
本文的主要结论是: 中亚地区在中国实施 “一带一路” 过程中所能发

挥的作用有限ꎻ 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投入是有限的ꎬ 在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

带” 的过程中ꎬ 宜划定重点国家和重点领域ꎻ 土库曼斯坦应被划定为重点

国家ꎬ 哈萨克斯坦居其次ꎬ 但不应忽略乌兹别克斯坦ꎻ 油气是重点领域ꎬ 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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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兼顾水电和太阳能ꎻ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需有选择地进行ꎬ 不宜全面铺开ꎮ

● 抓住核心要素打造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利益共同体

周延丽 (辽宁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经济学博士)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首次提

出当今世界各国、 人类是命运共同体的判断ꎬ 这是中国向世界表达追求和

平发展的愿望ꎬ 体现了中国与各国合作共赢的理念①ꎮ 合作共赢理念在经

济领域更恰当的表达是利益共同体ꎮ 以中国目前对外经济合作的规模和水

平来说ꎬ 用利益共同体一词来表述中国与经济合作伙伴的关系是准确而恰

当的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和 １０ 月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 “一带一路”) 倡议ꎬ 将中国与世界各国和经济

组织在更广阔区域建立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愿望具体化、 紧密化和

实效化ꎬ 用实际行动表明中国不经营势力范围而致力于务实合作ꎮ 在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出ꎬ 增长联

动是世界经济强劲增长的要求ꎬ 一个强劲增长的世界经济来源于各国共同

增长ꎮ 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无疑存在其中ꎮ 无论是对于中俄关系还

是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其他国家的关系来说ꎬ 经贸合作是基石ꎬ 同属于转

型经济的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国家若要打造命运共同体ꎬ 更应该首先打造

利益共同体ꎬ 携手联动ꎬ 顺应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ꎬ 共同实现经济可持续

增长ꎮ
(一) 互利共赢是打造利益共同体的基本原则

１ 自愿是前提ꎬ 互利是基础

在习主席提出 “一带一路” 构想后ꎬ 国家三部委联合发布 “一带一

路” 规划方案——— «推动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 的愿景与行动»ꎬ 强调合作要坚持市场原则ꎮ 市场交易的基本特征之一

是自愿性ꎬ 意愿当先ꎬ 以相向而行为前提方可开始洽谈交易ꎻ 市场交易的

基本特征之二是互利性ꎬ 互利永远是合作的基础ꎬ 以互利共赢为原则的合

作方可持续ꎮ
２ 基于互补性的合作

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开展的贸易与投资合作一直是依据各自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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