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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狭义上看，中亚地区包括哈萨克斯坦、吉尔

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

坦五个国家。中亚地区与我国交往的历史源远流

长，两千多年前的丝绸之路就已开启中国与中亚

互联互通的进程。中亚各国独立之后，中国都与

其建立了外交关系，2022 年迎来双方建交 30 周

年。30 年来，中国同中亚的经贸关系因在“一带

一路”倡议、上海合作组织、亚信等多边机制中进

行交流合作而逐渐升温。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大国竞争关系加剧及新冠肺炎疫情带来

的系列挑战、中国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建设国

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新的经济发展布局

势必影响中国与中亚的经贸关系。

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对外经贸

（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在激荡变化的国际社会

和新冠疫情带来的系列影响下提出的。近年来美

国单边主义势力抬头，将中国列为必须遏制的竞

争对手。对中国实行“规锁政策”，企图运用综合

手段塑造中国的发展路径、锁定中国的发展空

间。2021 年拜登政府执政后，美国延续以往政

策，仍将中国列为“首要战略竞争者”。中美关系

的不断下滑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影响着中国的

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速度与变化方式等。同时，

在新冠疫情影响下，世界经济发展增速放缓，前景

低迷，部分国家保护主义势力抬头，采取反全球化

的举措，影响各国经济合作的开展。国际经济环

境严峻，这迫使中国不得不调整依赖外部的经济

结构，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上，改变国际经

济循环主体的发展方式。2020年 5月 14日，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出“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

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此后，国内各项工作围绕新发展格局作出

变动。

（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对外经贸

学界普遍认为“双循环”不是“单循环”，而是

国内循环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供求链

的国际循环当中，并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又使国际

循环为国内循环向更高水平发展提供动力和支撑

（蒲清平、杨聪林，2020；钱学锋、裴婷，2021；杨英

杰，2021；黎峰，2022）。在新的世界形势下联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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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国际双循环，既扩大内需促进国内循环又坚持

对外开放、参与世界经济运行，更高的发展要求推

动对外贸易内容的转变。学者们也指出了中国西

部省份对外经贸政策调整的不同方向。钟飞腾从

宏观外交层面出发，认为中国将更加侧重运用20

世纪 80年代后期以来的内生增长理论，中国对外

战略将更加重视安全与发展的关系（钟飞腾，

2021）。赵可金、郎昆以经济外交为主要研究对

象，认为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将持续下降，与其

他国家的经济联系将被重塑（赵可金、郎昆，

2021）。孙早等认为，在新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

下西部地区应使开放型经济逐步实现由商品和

要素流动型向规则制度型转变的高水平发展（孙

早、谢慧莹、刘航，2021）。张雪原、周君指出西部

内陆省份应与东部沿海地区形成更好互动，从而

深度参与国内国际产业分工，实现西部进一步发

展（张雪原、周君，2021）。李杰强调区域协调发

展，并指出西部省份实现区域经济集合效应最大

化的路径（李杰，2022）。也有学者认为西部省份

应发挥连接国内其他地区和中亚的纽带作用，参

与国内国际贸易合作（李玲艳，2022）。基于各学

者对新发展格局下中国西部省份对外经济合作

的判断，本文将以新疆、甘肃、陕西为例探讨中国

西部省份在双循环经济发展格局下与中亚国家

的经贸合作前景。

二、中国西部省份与中亚合作成果

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是实施国内政策的外部

保障，周边外交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影响首当其

冲。中亚五国地处欧亚大陆核心腹地，在地缘政

治、经济建设、历史文化及区域合作上的重要性都

吸引中国与其维持良好的双边关系。

首先，在地缘政治上，中亚处于亚欧大陆板

块的核心地带，连接世界重要经济体，对于亚洲、

欧洲事务都能产生一定影响；中亚也是中国向西

开放的第一站、中国西北安全的关联地带，是防

范三股势力进入中国边疆地区的重要区域。中

国同中亚国家构建良好的双边关系是营造我国

安全周边环境的重要一环。新世纪以来，在“亲、

诚、惠、容”的理念指导、“与邻为善、以邻为伴”

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政策与“一带一路”新

的合作方式下，中国同中亚五国双边关系不断发

展。目前，中国已同中亚五国都建立了战略伙伴

关系，彰显了中国对中亚五国关系的重视。此

外，通过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合作框架中国同中

亚五国构建了区域安全共同体，有效维护了区域

安全。

第二，在经济上，中亚地区是中国丝绸之路

经济带的重要连接点，是中国实现打通陆上丝绸

之路两端的当今国际经济中最活跃的两大引擎：

欧洲联盟与环太平洋经济区目标必须争取的关

键地，也是关联祖国边疆安全的重要地带。三十

年来，中国西部省份同中亚国家双边合作成果显

著。从进出口贸易额看，2021 年，新疆第一大贸

易伙伴国是哈萨克斯坦，双边进出口贸易额达

681.1 亿元，占总值 43.4%；第二大贸易伙伴国是

吉尔吉斯斯坦，与其进出口贸易额为352.1亿元，

增长 243.3%；新疆与第三大贸易伙伴国塔吉克斯

坦的进出口额达63.4亿元，与三国贸易总额占同

期新疆外贸总值的 69.9%。为加强同中亚五国的

经济往来，新疆通过不同类型口岸，拓展与中亚

国家的贸易路径。新疆共有 2个航空口岸，15个

陆地边境口岸，其中有 10 个口岸服务于中亚五

国。从贸易结构看，双方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投资、金融和文化领域合作成果颇丰。新疆对中

亚五国的主要出口产品包括粮食、棉花、林果等

在内的农产品和机械制造品；新疆从中亚地区进

口较多的石油、矿产等原材料，两者在贸易上具

有明显的互补性。

甘肃省是我国向西开放的节点，是丝绸之路

经济带黄金段上重要节点和咽喉枢纽，位列全国

九大物流区域、十大物流通道之一，在全国大物流

格局中拥有重要地位。甘肃省二〇三五年现代化

建设远景目标之一是积极参与国内国际经济循

环、构建现代流通体系。甘肃已依托国际公铁路

线和国际航空货运航线等，搭建了连接中国西部、

中亚、南亚的国际物流大通道。凭借物流优势，甘

肃省与中亚五国的经贸合作不断发展。从进出口

贸易额看，2021年甘肃省第一大贸易伙伴仍是哈

萨克斯坦，甘肃省对哈进出口 93亿元。此外，甘

肃同乌兹别克斯坦进出口贸易保持稳定状态，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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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中亚国家贸易合作不佳。从贸易结构看，

甘肃省同中亚五国的贸易往来呈现互补特征：甘

肃主要向中亚国家出口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

品、农产品等；各国向甘肃出口矿产品、化工产品、

能源产品等。

陕西省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一带一路”

倡议沿线中的重要门户，也是上海合作组织农业

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独特的历史风貌与鲜明

的经济定位造就了今日陕西省同中亚国家的合作

内容。从贸易额看，中亚五国并不是陕西省的主

要外贸合作对象，但陕西省依托本省农业技术和

区位优势深入推进国际产业合作园区项目，持续

加强中国陕西－中亚国际合作产业园、中国－吉

尔吉斯斯坦石油炼化工业园、中国－吉尔吉斯斯

坦宝鸡工业园等国际合作产业园区的建设。此

外，陕西省以杨凌现代农业国际合作中心为平台、

以农业技术为核心同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等多国展开农业技术交流、培训，以期提高中亚地

区的粮食产量、保障粮食安全，并建立了中哈、中

吉等8个国际农业科技合作园区。

第三，在文化传播和文明交流中，由于中国西

部与中亚部分国家接壤，相似的历史文化、语言培

育了相互理解的文化基础。古代丝绸之路打通了

中国新疆、甘肃、陕西等省份与外界交流、贸易的渠

道，相似的容貌和语言推动着双方人民的交流交

往，中华文化与中亚文化互鉴互赏，共同推动了丝

绸之路文明多样性。当下，中国和中亚国家结成近

50对友好省州（市）关系，双方人员往来频繁，文

化、教育、媒体、智库、青年领域合作蓬勃开展，传

统友好深入人心。2019年新疆接待了来自哈萨克

斯坦的130多万名游客，占接待外国游客总人数的

77.6%；2020年受疫情影响，接待人数骤降至5万，

但仍占总数的84.2%。此外，华文教育和高等教育

的合作更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了中亚地

区，增进了当地人民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中亚五

国华裔学生来华留学热情高涨，各国来华留学生数

量也在逐年增加，哈萨克斯坦一度是来华留学生十

大生源国之一。虽然受到疫情影响近几年留学生

难以入境，但线上教学的开展与各高校积极组织的

线上国际学术会议和论坛都促进了中国－中亚的

高等教育合作。

三、新发展格局下中国西部省份与中亚

经贸合作前瞻

深厚的合作成果为中国西部省份转变同中亚

国家的经贸合作内容提供了广阔的调整空间。在

新发展格局指导下，中国应把握合作主动权，采取

“合作共赢、协调发展”的理念推进同中亚各国的

合作。通过调整与中亚国家的国际合作内容促进

国内尤其是西部省份的发展，助力国内大循环主

体的构建，实现双循环的协调发展。

（一）影响中国西部省份与中亚经贸关系发展

的不利因素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中

亚五国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参与

者，也是我国人民的好邻居。在新发展格局下，与

好邻居的交往不仅要以国内循环主体的需要为

主，更要顾及五国自身发展的需求，在协调利益、

共同合作的基础上保持良好外交关系，同时要警

惕域内大国博弈的风险，平衡中亚地区势力，塑造

稳定的国际环境。

1.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亚五国的经济复苏。

中亚五国近两年经济或增长缓慢或为负增长，

2020年哈萨克斯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 2.6%；

吉尔吉斯斯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 8.6%；塔吉

克斯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5%；土库曼斯坦

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9%；乌兹别克斯

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6%。多轮反复的疫情

为五国的经济恢复蒙上一层迷雾，全面恢复生产

达到预期经济增长值仍需时日，中方同其经贸合

作内容定要同其国情相适应，协调各方需求。

2.中亚五国的内政外交策略影响双方的合作

深度。与其进行经济合作需注意防范中亚各国内

部的政权、主权、安全等问题。2020年 10月，吉举

行议会选举并造成大规模的国内动荡局势。受疫

情和国际油价下跌等因素影响，中亚国家经济领

域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衰退，失业率上升。疫情下

的居家隔离制度，使民众对网络依赖程度上升，也

加大受到危害国家安全信息影响的可能性，同时

促进了民粹主义的发展。民粹主义抬头威胁到中

亚国家的政治安全,同时威胁到我国边疆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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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缘政治因素影响合作的广度。中国的崛

起，引发了世界部分发达国家的不适应和排斥情

绪，应防范其他大国对中国同中亚合作的干涉。

美国政府于 2020 年推出的中亚战略与“中亚五

国+美国”（“C5+1”）为代表的多边机制使美国－中

亚关系在政治优先级、领域内涵和地理外延上均

得到强化，美国正逐步提升与中亚五国的关系。

俄乌危机又一次使能源问题成为国际关注的焦

点，在此背景下美国高调同中亚洽谈能源合作,若

美方与中亚国家在能源问题上达成更广泛的协

议，必将威胁到我国的能源进口安全与西部边疆

安全。同时，地区内大国哈萨克斯坦也想维持域

内主导权，中方在中亚地区的系列政策必定会受

到哈方密切关注，中方应在尊重地区政治格局前

提下实施本国政策。

（二）以“合作共赢、协调发展”理念升级中国

西部省份同中亚国家的经贸合作模式

新发展格局侧重国内循环，这要求各省的外

贸合作要以中国国内大循环的需要为主，同时坚

持“一带一路”倡议的理念，参与国际循环；在互相

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共同发展的基础上，西部

各省针对中亚五国不同的资源优势与特点，调整

经贸合作策略。其中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

应该成为新环境下西部省份重点合作对象国。新

疆、甘肃、陕西三省可从优化贸易结构、打造规模

化物流通道及构建次区域科教交流平台三方面提

升同中亚国家的经贸合作模式。

1.优化贸易结构。新疆、甘肃两省同中亚五

国的贸易呈现互补性，两省出口农产品，进口中亚

国家能源产品。在农业方面，新疆和甘肃以农业

优势出口各类农产品，为更好地服务国内大循环

需要，未来两省应着力发展特色农业，推动农业产

业化，实现产业规模经济优势。同时调整对外果

蔬贸易份额，协调满足国内外农业市场。以实际

贸易推动农业向更高水平迈进,提升西北农业贸

易质量和增加可持续性。在能源领域，新疆致力

建设国家能源新基地，国家能源资源陆上大通

道。但中亚五国同样也是能源大国，这要求新疆

转换双方能源贸易为共同开发能源技术的交流，

包括开采能力、开采方式的改进及能源运输方式

变化等领域。陕甘两省可依托制造业优势加强同

中亚国家的能源开采合作，优化升级西北对外贸

易体系。

2.打造规模化物流通道。作为向西开放的重

要阵地和国内物流通道必经之地，新疆、甘肃、陕

西三省拥有连接中亚腹地的地理通道优势，得天

独厚的地理位置为三省与中亚国家经贸往来增添

动力。为连接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三省应充分发

挥其物流枢纽作用，推进公路、铁路和空中线路协

调统一布局，在已有的“中吉乌”公路、“中欧班

列”、“长安号”国际货运班列等线路基础上，增强

陆港服务能力和完善跨境物流体系。其中，由于

三省出口农产品居多，对食品保存要求较高，提高

冷链物流标准和完善冷链物流政策是为必要之

务。此外，中亚国家的基础物流建设亟须发展，三

省可凭丰富的基建经验与其开展物流基建合作，

以打通贸易双方的物流体系，扩大经济合作范围，

实现共建共享共赢。

3.构建次区域科教文化交流平台。新疆把握

构建新发展格局同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三基

地一通道”建设等有机衔接的理念，甘肃将发挥各

国家级战略平台的西部引领作用，陕西省则致力

于打造西部创新高地，三省发展侧重点不同，能在

不同方面搭建针对中亚地区的次区域科教文化交

流平台。首先，民以食为天，农业发展是国家存续

的根本，陕西致力于将同中亚的农业合作转向科

技领域，通过创建中国－中亚国际农业合作平台，

融入国际农业事务，既保护好陕西粮仓又能发展

陕西农业技术，不断提升陕西在国内经济发展中

的地位。此外，新疆主动承接内地发达地区产业

的梯度转移，升级本地工业产品与生产技术，以期

优化对中亚的出口结构和贸易合作平台。第二，

形成华文教育与高等教育线上软合作平台，做好

民心工程促进经济合作。疫情下，中亚的13家孔

子学院和 22 个孔子课堂以及中国－中亚高等教

育的学术交流、师生情谊在网络的支持下未曾间

断，线上汉语课堂和汉文化交流搭起了新形势下

中国同中亚五国的民间交流平台。第三，敦煌文

化是甘肃走向国际，联通民心的文化根基；近年来

陕西省迅猛发展的文博旅游业为中方与中亚五国

提供了交流文博旅游业经验的沟通渠道；系列敦

煌文化主题、“丝路之旅”路线也塑造了中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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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文化交流平台。

四、结语

新的发展格局是在遵循现实逻辑、历史逻辑

和世界经济发展逻辑下提出的，新的国内经济发

展要求以中国国内循环为主体，那么同中亚国家

的经贸合作就应以中国国内需求为主，通过优化

贸易结构、打造规模化物流通道和构建次区域科

教文化交流平台等方式，既兼顾新疆、甘肃、陕西

等几个西部省份的发展方向又塑造与中亚国家的

良好经贸关系。此外，及时关注中亚五国自身的

主权、安全、经济发展问题，尽量降低上述问题对

双边合作的消极影响，以及避免域外大国势力对

双边合作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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