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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绿色转型中ꎬ公平和效率平衡发展的公正转型已成为世

界各国关注的重要议题ꎮ 由于各国发展水平不同ꎬ公正转型的核心概念缺少

国际共识ꎬ这给全面分析中亚国家公正转型造成了一定的难度ꎮ 为了促进这

项研究发展ꎬ在结合既有研究和公正转型国际实践的基础上ꎬ该文借助比较

分析法做了以下初创性的工作:归纳总结影响国家公正转型的三个关键要

素ꎬ即区域内国家一体化水平、生产能力和社会包容性ꎻ对中亚国家公正转型

进行横向比较ꎮ 研究发现ꎬ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ꎬ中亚国家的公正转型处于

不断探索的阶段ꎬ并在能源政策、人口发展和区域投资安排等领域面临着诸

多挑战ꎮ 中亚国家公正转型属于全球治理的组成部分ꎬ而全球治理离不开国

际合作ꎮ 作为中亚国家绿色转型坚定的支持者ꎬ中国与中亚国家在政策对

接、金融支持、平台搭建、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诸多成果ꎮ
为了提高合作效果ꎬ中国与中亚国家需要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系统地

把绿色转型合作演进到公正转型合作ꎮ 具体做法包括ꎬ在宏观层次上ꎬ积极

促进中亚地区主义发展ꎻ在中观层次上ꎬ以构建可再生能源产业链为核心推

动公正转型合作ꎻ在微观层次上ꎬ重视推动性别平等ꎬ释放更多的经济增长要

素ꎮ 这不仅有助于中国和中亚国家实现公正转型目标ꎬ而且有助于促进地区

和国家两个层面同时向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靠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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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绿色转型(ｇｒｅｅ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不是简单地指绿色经济转型ꎬ而是指国家在

社会政策、环境、工业和交通、技术等领域的全面转变ꎬ其目标是缓解气候变

化、减少生态破坏并促进国家拥有更加可持续发展的能力ꎮ 中亚国家正在走

向绿色转型之路ꎬ但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ꎬ受限于资金、技术、人口等短

板ꎬ转型进展缓慢ꎮ
当前ꎬ化石燃料占中亚五国能源供应总量的 ９５％ ꎮ 按照 ２０１５ 年联合国

气候峰会通过的«巴黎协定»ꎬ中亚国家需要尽国际碳中和义务———能源供应

从以化石燃料为主转向以可再生能源为主ꎮ 在增强能源供给弹性确保能源

供应的前提下ꎬ中亚国家需要在 ２０２０ ~ ２０５０ 年为此投资 １ ４０７ 万亿美元①ꎮ
显然ꎬ这种巨额投资给中亚国家财政带来很大压力ꎮ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

测ꎬ２０２４ 年哈萨克斯坦 ＧＤＰ 约为 ２ ９０９ ９ 亿美元(按当前价格计算)ꎬ如果哈

在可再生能源改造上实现绿电占总发电量 ７２％ 的目标ꎬ需要在 ２０２５ ~ ２０６０
年投入 １ １５ 万亿美元②ꎬ即每年的投入约占哈 ＧＤＰ 的 １０％ ꎮ 毫无疑问ꎬ这对

中亚地区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哈萨克斯坦来说尚且是非常大的经济压力ꎬ遑
论其他中亚国家ꎮ 因此ꎬ开展绿色转型国际合作是中亚国家的必选项ꎬ但这

并非简单的减排合作ꎬ而是要在转型中不断优化国家政治、社会、经济结构ꎬ
让可持续发展目标更具活力ꎬ其中的公正转型( ｊｕｓｔ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不容忽视ꎮ 中

国作为中亚国家的近邻和战略伙伴国ꎬ不但是中亚国家绿色转型坚定的支持

者ꎬ而且非常重视公正转型ꎮ 早在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

领导人气候峰会时就提出:“在绿色转型过程中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ꎬ增加

各国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ꎮ”③２０２１ 年 ９ 月ꎬ为了加快落实 ２０３０ 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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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议程ꎬ习近平主席又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①ꎬ这是中国推进可持续

发展国际合作的行动指南ꎮ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在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期

间ꎬ就打造绿色发展转型路径ꎬ习近平主席提出:“推动能源、产业、交通运输

结构转型升级ꎬ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ꎬ统筹推动劳动力公正转型和

高质量就业ꎬ构建经济与环境协同共进的地球家园ꎮ”②

出于促进中国与中亚国家绿色转型合作的目的ꎬ本文以公正转型为视角

讨论以下问题:为什么中亚国家需要重视绿色转型中的公正转型? 中亚国家

在公正转型中遇到哪些挑战? 中国和中亚国家公正转型的合作路径是什么?

一　 绿色转型的社会维度:公正转型

在可持续发展进程中ꎬ促进绿色转型已成为国际共识ꎮ 而绿色转型要

求国家治理的结构性要素发生系统性变化ꎬ并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和巨大的

经济机会ꎮ 正是看到绿色转型释放出的发展红利ꎬ越来越多的国家出台了

自己的绿色转型战略ꎮ 然而ꎬ绿色转型并非坦途ꎬ在转型过程中几乎所有

国家都会遭遇不同程度的压力ꎬ欠发达国家因财政赤字增加、失业人数上

升、可再生能源和粮食供给不足等巨大的转型压力而面临更加严峻的形

势ꎮ 因此ꎬ从高碳式的发展模式转向低碳式的发展模式ꎬ欠发达国家不仅

要得到国内各界的支持ꎬ而且要得到发达国家及其他经济实力较强国家的

支持ꎮ 否则ꎬ很容易因“环境库兹涅茨陷阱” ꎬ即一国生态环境质量受到

各种因素影响迟迟未能逾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顶点的现象③ꎬ而陷入绿色

转型僵局ꎬ甚至发生逆转ꎮ
在避免“环境库兹涅茨陷阱”的要素中ꎬ公正转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导向

性要素ꎬ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ꎮ 国际劳工组织发布了基于可持续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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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转型指南ꎬ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也对此作出了承诺并将其列

为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中心议题①ꎮ 实际上ꎬ中亚国家绿色转型面临的首

要挑战就是如何实现公正转型ꎮ 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ꎬ中亚国家处于中等偏

上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之间ꎮ 其中ꎬ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属于中等

偏上收入国家ꎬ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属中等偏下收入国

家ꎬ且塔吉克斯坦的经济实力最弱ꎮ 而在公正转型方面ꎬ中亚国家普遍处于

中下游水平ꎮ 根据麻省理工学院 ２０２３ 年绿色未来指数国家排名ꎬ在中亚国

家中哈萨克斯坦的排名最高ꎬ为第 ５４ 位ꎬ其余中亚国家均未排入前 ７２ 位ꎮ
在构成绿色未来指数的绿色社会指数排名中ꎬ哈萨克斯坦也仅排在第 ７０
位②ꎮ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 ２０２３ ~ ２０２４ 年人类发展指数(ＨＤＩ)③ꎬ
在全球 １９３ 个国家中ꎬ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

坦和塔吉克斯坦分别排在第 ６７、第 ９４、第 １０６、第 １１７ 和第 １２６ 位ꎮ 从中可以

看到ꎬ受政治、经济、社会等不同国情的影响ꎬ绿色转型的机会和成本不会均

衡地出现在每个国家ꎬ而社会发展水平是一个非常显著的制约要素ꎮ 对中亚

国家而言ꎬ公正转型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经济意义ꎬ既可以为其实现绿色转

型目标创造更多的机会ꎬ又可以让其更好地融入世界、增加就业岗位、提高经

济可持续发展能力、促进数字技术及其应用快速发展ꎮ
尽管公正转型意义重大ꎬ但是其概念依然缺少国际共识ꎮ 为了更好地理

解公正转型在中亚国家的实践ꎬ并促进公正转型合作ꎬ还需要对其概念进行

属地化分析ꎮ 研究表明ꎬ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美国各州工会已经开始关注那些受

到环境保护法规负面影响的工人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两位美国工会成员最早

提出了公正转型一词ꎬ该概念先被国际工会联合会采用ꎬ后被国际社会广泛

使用ꎬ特别是被引入有关气候变化的辩论之中ꎮ «巴黎协定»正式生效后ꎬ国
际社会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公正转型的必要性④ꎮ 显然ꎬ公正转型概念发展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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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ꎬ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被扩大了ꎬ分别聚焦于全球和国家两个层面ꎬ即
把公平问题引入国际(国家)治理与政治经济的结构性变革之中ꎬ并重点反映

在绿色转型范畴内ꎮ
那么ꎬ如何认识公正转型? 参考相关文献ꎬ我们可以通过多个指标和维

度对公正转型概念化①ꎮ 在指标上ꎬ公正转型通常可由环境的可持续性、经
济繁荣和社会公正三类相互联系的指标反映ꎻ在层次上ꎬ公正转型规则和活

动涉及全球、地区和国家三个层次ꎻ在目标上ꎬ公正转型是为了构建一个脱碳

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和社会正义系统(见图 １)ꎮ 公正转型的关键是经济主

体减少经济活动的碳排放量ꎬ并尽可能地避免对化石燃料的投资或补贴ꎬ减
轻中小企业或政府财政获取收入对碳密集型产业的依赖ꎮ

图 １ 公正转型的指标、层次及目标

尽管公正转型意义重大ꎬ但它也存在着结构性问题ꎮ 从具体表现看ꎬ即
便所有国家都能充分认识到公正转型对于绿色转型的重要性ꎬ也很难避免一

些国家在全球公正转型中被边缘化ꎬ更难在国家内部避免一些个体和群体被

边缘化ꎮ 于是ꎬ在公正转型存量问题尚未解决的前提下ꎬ增量问题也不断累

积ꎮ 结果就是随着绿色转型深入发展到公正转型ꎬ转型任务越来越艰巨ꎬ解
决问题的难度越来越大ꎬ而且波及整个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ꎮ 例如ꎬ高碳

企业转型遗留下的环境保护或恢复工作大都需要公共部门主导完成ꎬ这对国

家财政收支能力是一项巨大的考验ꎮ 因此ꎬ公正转型只能确保在转型过程中

不让任何人掉队的战略、政策或措施得到落实ꎮ 公正转型的主体通常是指主

—５—

① Ｐｅｔｅｒ Ｊ ＧｌｙｎｎꎬＡｎｄｒｚｅｊ Ｂłａｃｈｏｗｉｃｚ ａｎｄ Ｍａｒｋ Ｎｉｃｈｏｌｌｓꎬ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ｎｇ Ｊｕｓｔ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ꎬ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２０２０)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ｓｔｏｒ ｏｒｇ / ｓｔａｂｌｅ / ｒｅｓｒｅｐ２４９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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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国家和国际组织ꎮ 其中ꎬ国际组织的优势在于能够把公正转型与解决国家

间社会经济中的不平等结合起来ꎬ即鼓励不同国家脱碳计划的同时ꎬ向受影

响的国家提供必要的支持ꎮ
在正式讨论中亚国家公正转型前ꎬ还需要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ꎮ 为什么

不同地区和国家促进公正转型的优先方向不同? 解释清楚这个问题ꎬ可以让

我们更好地认识中亚国家实现公正转型面临的挑战以及国际合作方向ꎮ 通

过对比麻省理工学院的绿色未来指数排名中前后十名国家ꎬ可推导出影响公

正转型的关键变量(见表 １)ꎮ

表 １ ２０２３ 年绿色未来指数前十名和后十名国家

前十名国家 后十名国家

冰岛 巴基斯坦

挪威 马来西亚

丹麦 危地马拉

瑞典 俄罗斯

荷兰 孟加拉国

英国 卡塔尔

韩国 赞比亚

法国 阿尔及利亚

西班牙 伊朗

资料来源: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Ｆｕｔｕｒｅ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２３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ｒｅｖｉｅｗ ｃｏｍ / ２０２３ / ０４ /
０５ / １０７０５８１ / ｔｈｅ － ｇｒｅｅｎ － ｆｕｔｕｒｅ － ｉｎｄｅｘ － ２０２３ /

从表 １ 列示的国家特征推断ꎬ绿色发展较好的国家往往受三个必要因素

的影响ꎬ可将其以对应的指标进行量化分析ꎮ 一是区域内国家一体化水平

(ＲＩＮ)ꎮ 本文以区域内国家间贸易、货币和政治一体化水平为其赋值ꎬ从高

到低分别为:５———贸易、货币和政治一体化ꎻ４———贸易和货币一体化且无政

治一体化ꎻ３———仅有贸易一体化ꎬ即建立了自由贸易区ꎻ２———仅签署了自由

贸易和投资保护协定ꎻ１———没有签署任何自由贸易和投资保护协定ꎮ 二是

生产能力指数(ＰＣＩ)ꎮ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数据ꎬ发达国家该指数

普遍高于 ７０ꎬ但考虑到大多数欠发达国家的实际情况ꎬ本文对其取中位数ꎬ以
１ ~ ３５、３５ ~ ４０、４０ ~ ４５、４５ ~ ５０、５０ 以上五个区间ꎬ分别对应生产能力低、中
低、中、中高、高五个等级①ꎮ 三是社会包容性指数(ＩＧＩ)ꎮ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

—６—

① 该指数赋值区间是 １ ~ １００ꎬ数值越大生产能力越高ꎮ «衡量经济潜力:贸发会议

推出新一代生产能力指数»ꎬ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ｕｎ ｏｒｇ / ｚｈ / ｓｔｏｒｙ / ２０２３ / ０６ / １１１９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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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会议数据ꎬ也基于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取中位数ꎬ以 １ ~ ２０、２０ ~ ３０、３０ ~
４０、４０ ~５０、５０ 以上五个区间ꎬ分别对应社会包容性低、中低、中、中高、高五个

等级①ꎮ 以上述三个指标描述的公正转型水平(ＪＴＬ)的表达式为:
ＪＴＬ ＝∑{ＲＩＮꎻＰＣＩꎻＩＧＩ} (公式 １)

根据公式 １ 和表 １ꎬ我们可以把公正转型发展水平分为高、中高、中、中低

和低五个等级ꎬ分别用 ＪＴＬ(ａ)、ＪＴＬ(ｂ)、ＪＴＬ(ｃ)、ＪＴＬ(ｄ)、ＪＴＬ(ｅ)表示ꎬ具体特征为:
(１)ＪＴＬ(ａ)∈{ ＲＩＮ≥５ꎬＰＣＩ≥５０ꎬＩＧＩ≥５０}ꎻ
(２)ＪＴＬ(ｂ)∈{４≤ＲＩＮ <５ꎬ４５≤ＰＣＩ < ５０ꎬ４０≤ＩＧＩ < ５０}ꎻ
(３)ＪＴＬ(ｃ)∈{３≤ＲＩＮ <４ꎬ４０≤ＰＣＩ < ４５ꎬ３０≤ＩＧＩ < ４０}ꎻ
(４)ＪＴＬ(ｄ)∈{２≤ＲＩＮ <３ꎬ３５≤ＰＣＩ < ４０ꎬ２０≤ＩＧＩ < ３０}ꎻ
(５)ＪＴＬ(ｅ)∈{１≤ＲＩＮ <２ꎬＰＣＩ < ３５ 且 ＰＣＩ≠０ꎬＩＧＩ < ２０ 且 ＩＧＩ≠０}ꎮ

表 ２ 中亚五国的公正转型水平(ＪＴＬ)

国家
ＪＴＬ

ＲＩＮ ＰＣＩ ＩＧＩ

哈萨克斯坦 ３≤ＲＩＮ < ４ ５１ ３ ３１ ３

吉尔吉斯斯坦 ３≤ＲＩＮ < ４ ３７ ２ ２５ ２

塔吉克斯坦 ２≤ＲＩＮ < ３ ３３ ６ ２１ ５

土库曼斯坦 ２≤ＲＩＮ < ３ ４３ ６ —

乌兹别克斯坦 ２≤ＲＩＮ < ３ ４２ ０ １４ １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生产能力指数(ＰＣＩ)ꎬ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ｕｎ ｏｒｇ / ｚｈ /
ｓｔｏｒｙ / ２０２３ / ０６ / １１１９００７ꎻ社会包容性指数( ＩＧＩ)ꎬ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ｔ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ｒｇ / ｄａｔａｃｅｎｔｒｅ /
ｄａｔａｖｉｅｗｅｒ / ＵＳ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Ｇｒｏｗｔｈ

据此ꎬ中亚国家的公正转型水平便可被估测(见表 ２)ꎮ 中亚国家的区域

内国家一体化水平指标有较大差异ꎬ考虑到欧亚经济联盟和独联体自由贸易

区因素ꎬ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属于等级 ３ꎬ其余中亚国家因属独联体成

员国而处于等级 ２ꎮ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ꎬ２０２２ 年中亚国家生产

能力指数有积极变化的是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ꎻ因能源

工业发展较好ꎬ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指标表现较好ꎬ而乌兹别克斯坦则

因为农业、食品工业、制造业和能源领域发展稳固了其生产能力指数ꎮ 不过ꎬ

—７—

① 该指数赋值区间是 １ ~ １００ꎬ数值越大社会包容性越强ꎮ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ｄｅｘ
( ＩＧＩ)ꎬ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ｔ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ｒｇ / ｄａｔａｃｅｎｔｒｅ / ｄａｔａｖｉｅｗｅｒ / ＵＳ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Ｇｒｏｗｔｈ



欧亚经济 / ２０２４ 年第 ４ 期

中亚国家在社会包容性方面的表现普遍落后ꎬ除哈萨克斯坦外ꎬ其余国家基

本处于中下游水平ꎮ 综上ꎬ中亚国家的公正转型总体处于中等偏下水平ꎬ主
要问题是地区一体化水平低、应对气候变化及资源协调实力弱、绿色转型速

度和能力差异大、社会包容性亟待提高等ꎮ 这些问题限制了中亚国家公正转

型升级ꎬ使之尚处于不断探索和发展的阶段ꎮ

二　 中亚国家公正转型面临的挑战

中亚国家在绿色转型过程中面临很多挑战ꎬ其中比较紧迫且对公正转型

有直接影响的区域性挑战主要来自政策、社会、监管三个方面ꎮ
(一)政策挑战:能源补贴政策的负面影响

受苏联时期能源政策影响ꎬ中亚国家普遍实行不同程度的能源补贴政

策ꎬ且贫困率越高的国家越难摆脱对其依赖ꎮ ２０２２ 年ꎬ塔吉克斯坦低于国

际贫困线(每天 ３ ６５ 美元)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１２ ４％ ①ꎬ与此同时ꎬ
该国却是世界上电价补贴最高的国家之一ꎮ 能源补贴政策不但拖累中亚

国家绿色转型进程ꎬ而且加剧中亚国家能源贫困程度ꎮ 伴随着经济发

展ꎬ工业生产和原材料的使用增加ꎬ不可再生资源消耗过度ꎬ全球能源贫

困问题凸显②ꎮ 中亚国家也深受能源贫困问题的困扰ꎬ长期实行的能源

补贴政策不仅不利于问题的解决ꎬ反而是雪上加霜ꎮ 但是ꎬ如果能源补

贴政策退出、政府转而支持绿色能源发展ꎬ将影响中亚国家能源部门的

稳定性ꎮ 这一影响在贫困率较高的中亚国家更为显著ꎬ令这些国家陷入

两难的境地ꎮ
贫困率较低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在绿色转型中也

受到了能源补贴政策的影响ꎮ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哈萨克斯坦车用液化气价格上涨

就造成了国内骚乱ꎮ 能源补贴政策致使哈能源价格长期扭曲ꎬ不仅能源价格

难以提高ꎬ而且绿色能源转型目标也很难实现ꎮ 哈尝试借鉴其他国家经验ꎬ
利用最终用户补贴和补偿金来保护最弱势的群体ꎬ消除能源价格扭曲的不利

影响ꎮ 在乌兹别克斯坦ꎬ高额补贴使电力和天然气价格保持在较低水平ꎮ 低

—８—

①

②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ｉｎ Ｔａｊｉｋｉｓｔａｎ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ｅｎ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ｔａｊｉｋｉｓｔａｎ /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Ｈｏｕｓｓｅｍ Ｅｄｄｉｎｅ Ｈｍｉｄａ ａｎｄ Ｓｅｒｇｅ ＲｅｙꎬＥｎｅｒｇｙ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ꎬ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ꎬ２０２３ꎬＶｏｌ ３８ꎬＮｏ ４ꎬ
ｐｐ ６０２ － ６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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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阻碍了家庭和企业追求能源效率和养成节约习惯ꎬ并限制了能源部门提

供服务和改善服务的能力ꎮ 为此ꎬ乌政府启动了能源补贴改革ꎬ逐步调整电

价ꎬ使价格与成本相符ꎮ 土库曼斯坦政府对其能源部门的补贴水平较高ꎬ居
民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免费电力、热力和天然气ꎮ 不过ꎬ这种现状将在 ２０３０
年前发生改变ꎮ 土政府计划减少补贴ꎬ并引入税收和金融机制激励温室气体

减排①ꎮ 尽管三国均积极应对能源补贴政策的挑战ꎬ但改革效果还没有充分

显现ꎬ并且在此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巨大阻力ꎮ
(二)社会挑战:人口可持续发展受限

在公正转型中ꎬ人口可持续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指标ꎬ它既涉及整个社会

面的正义ꎬ也涉及社会结构中最小单位———人的正义ꎮ 有学者认为ꎬ可持续

的人类发展可以在解决全球性社会问题上作出贡献②ꎮ 为了促进世界各国

人口可持续发展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从 １９９０ 年开始发布人类发展指数ꎬ该指

数值根据预期寿命、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均国民收入三项指标计算ꎬ并分为极

高、高、中、低四个等级ꎮ 上述三项指标均与公正转型密切相关ꎬ因为低收入

人群更容易受到环境破坏的影响ꎬ例如ꎬ贫困儿童的健康、受教育水平也非常

低ꎮ 本文以 ２０１７ ~ ２０２４ 年中亚国家人类发展指数分析其公正转型面临的社

会挑战ꎮ 选择 ２０１７ 年作为起始时间的原因是米尔济约耶夫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就任乌兹别克斯坦总统ꎬ其新政推动了中亚地区一体化ꎬ并让乌兹别克

斯坦迅速融入国际体系ꎮ 同时ꎬ本文还以地区为对象ꎬ比较中亚、东北亚、东
南亚地区的人类发展指数ꎮ

如表 ３ 所示ꎬ中亚地区人类发展指数总体低于东北亚地区ꎬ与东南亚地

区相当ꎮ 在国别层面ꎬ哈萨克斯坦的人类发展指数是中亚国家中最好的ꎬ但
是与公认的人类发展标准相比依然有很大差距ꎮ 为此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

耶夫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签署了以建立公平国家、公平经济、公平社会为目标的

总统令③ꎮ

—９—

①

②

③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ｕｒｋｍｅｎｉｓｔａ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ｒｉ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ｆｃｃｃ ｉｎｔ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ＮＤＣ / ２０２３ － ０１ / ＮＤＣ＿Ｔｕｒｋｍｅｎｉｓｔａｎ＿１２ － ０５ － ２０２２ ＿
ａｐｐｒｏｖ ％２０ｂｙ％２０Ｄｅｃｒｅｅ＿Ｅｎｇ ｐｄｆ

Ｂｅｔｔｙ ＰｌｅｗｅｓꎬＧａｕｒｉ Ｓｒｅｅｎｉｖａｓａｎ ａｎｄ Ｔｉｍ Ｄｒａｉｍｉｎꎬ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１９９６ꎬＶｏｌ ５１ꎬＮｏ ２ꎬｐｐ ２１１ － ２３４

Ｆａｉｒ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Ｉｓ ｆｏｒ 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ａｎｄ ｆｏｒ 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Ｎｏｗ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ｖｅｒꎬｈｔｔｐｓ: / / ｉｍｂｂ
ｏｒｇ ｋｚ / ｅｎ / ２０２２ / １１ / ０１ / ｓｐｒａｖｅｄｌｉｖｙｊ － ｋａｚａｈｓｔａｎ － ｄｌｊａ － ｖｓｅｈ － ｉ － ｄｌｊａ － ｋａｚｈｄｏｇｏ － ｓｅｊｃｈａｓ － ｉ －
ｎａｖｓｅｇｄａ －２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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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３　 　 ２０１７ ~ ２０２１ 年中亚、东南亚、东北亚地区及中亚国家人类发展指数

年份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中亚地区 ０ ７ ０ ７ ０ ７ ０ ７ ０ ７

东北亚地区 ０ ８ ０ ８ ０ ９ ０ ９ ０ ９

东南亚地区 ０ ７ ０ ７ ０ ７ ０ ７ ０ ７

哈萨克斯坦 ０ ８ ０ ８ ０ ８ ０ ８ ０ ８

吉尔吉斯斯坦 ０ ７ ０ ７ ０ ７ ０ ７ ０ ７

塔吉克斯坦 ０ ７ ０ ７ ０ ７ ０ ７ ０ ７

土库曼斯坦 ０ ７ ０ ７ ０ ７ ０ ７ ０ ７

乌兹别克斯坦 ０ ７ ０ ７ ０ ７ ０ ７ ０ ７

资料 来 源: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 ( ＨＤＩ)ꎬ ｈｔｔｐｓ: / / ｈｄｒ ｕｎｄｐ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ｃｅｎｔｅｒ /
ｈｕｍａｎ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ｉｎｄｅｘ＃ / ｉｎｄｉｃｉｅｓ / ＨＤＩ

(三)监管挑战:缺乏统一的区域性投资保护安排

因地区主义发展缓慢ꎬ中亚缺乏统一的、地区性的投资保护安排ꎮ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ꎬ中亚国家已与中国、美国、法国、德国、瑞士、英国等国家签署了

２１８ 项双边投资协定(见表 ４)ꎮ 目前ꎬ大多数双边投资协定仍然有效ꎬ尽管它

们在实质性和程序性条款上有许多相似之处ꎬ但在人权、环境、劳工等可持续

发展要素上各不相同ꎮ

表 ４ 中亚国家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

国别
协定

数量(个)
签约国家或国际组织(按签约时间顺序)

哈萨克斯坦 ５２

土耳其、美国、中国、德国、芬兰、西班牙、瑞士、立陶宛、乌克
兰、波兰、意大利、蒙古国、匈牙利、英国、以色列、伊朗、朝鲜、
罗马尼亚、马来西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捷克、印度、吉尔吉
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科威特、法国、比利时—卢森堡经济联
盟、俄罗斯、保加利亚、塔吉克斯坦、希腊、荷兰、巴基斯坦、拉
脱维亚、瑞典、亚美尼亚、约旦、斯洛伐克、卡塔尔、越南、澳大
利亚、塞尔维亚、爱沙尼亚、北马其顿、日本、阿联酋、新加坡

吉尔吉斯斯坦 ３８

比利时、西班牙、土耳其、中国、美国、乌克兰、法国、亚美尼亚、
英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巴基斯坦、伊朗、乌兹别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印度、阿塞拜疆、德国、瑞士、白俄罗
斯、蒙古国、塔吉克斯坦、丹麦、瑞典、摩尔多瓦、芬兰、朝鲜、立
陶宛、拉脱维亚、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澳大利亚、匈牙利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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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４)

国别
协定

数量(个)
签约国家或国际组织(按签约时间顺序)

塔吉克斯坦 ４２

卢森堡、比利时、澳大利亚、西班牙、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巴基斯
坦、科威特、朝鲜、伊朗、印度、阿联酋、土耳其、白俄罗斯、越南、俄
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克兰、亚美尼亚、荷兰、摩尔多
瓦、法国、德国、印度尼西亚、泰国、叙利亚、阿塞拜疆、卡塔尔、土库
曼斯坦、阿尔及利亚、立陶宛、比利时—卢森堡经济联盟、蒙古国、
瑞士、澳大利亚、阿富汗、巴林、匈牙利、乌兹别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３０

卢森堡、比利时、西班牙、土耳其、中国、法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
亚、巴基斯坦、罗马尼亚、斯洛伐克、英国、埃及、以色列、印度、乌兹
别克斯坦、伊朗、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德国、乌克兰、阿联酋、塔吉
克斯坦、瑞士、俄罗斯、意大利、巴林、白俄罗斯、阿塞拜疆、匈牙利

乌兹别克斯坦 ５６

中国、土耳其、朝鲜、巴基斯坦、芬兰、埃及、乌克兰、瑞士、德国、法国、
英国、以色列、美国、波兰、斯洛伐克、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土库曼斯
坦、荷兰、越南、拉脱维亚、阿塞拜疆、罗马尼亚、印度尼西亚、吉尔吉
斯斯坦、捷克、希腊、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意大利、俄罗斯、比利
时—卢森堡经济联盟、保加利亚、印度、澳大利亚、伊朗、孟加拉国、瑞
典、葡萄牙、立陶宛、匈牙利、西班牙、新加坡、斯洛文尼亚、科威特、阿
联酋、日本、阿曼、巴林、沙特、塔吉克斯坦、白俄罗斯

注:表中协定包含已终止的协定ꎮ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投资政策中心ꎬｈｔｔｐ: / /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ｐｏｌｉｃｙ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ｒｇ /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通过梳理协定内容能够看出ꎬ可持续发展越来越多地成为中亚投资谈判

中的要约ꎮ 与此同时ꎬ«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生物多样性公约»«防治荒漠化公约»以及

国际劳工组织公约、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投资政策框架等都支持联合国贸

易法委员会推出的«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精神ꎬ都呼吁包括中亚国家在内

的所有国家调整其国内和国际投资制度以实现可持续发展ꎮ 从欧盟、东盟等地

区主义发展较好的地区性国际组织来看ꎬ地区层面的集体行动有利于实现国家

公正转型ꎮ 在中亚国家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后ꎬ自首届中亚国家元首峰会

开始ꎬ各国都作出了积极的尝试ꎬ制定了可持续发展战略ꎬ但始终因不同国情及

政策需要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区域性投资保护安排ꎬ在确定国家和国际投资条

约的可持续发展水平方面ꎬ也没有统一和固定的标准ꎮ 此外ꎬ中亚国家投资保

护协定还存在三方面主要问题:独立之初签署的协定注重投资保护和争端解

决ꎬ缺少公正转型方面的内容ꎻ能体现公正转型的协定大都是声明性的ꎬ在权利

和义务的履行上不具有可操作性ꎻ协定对公平公正待遇体现不够ꎮ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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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亚国家开展公正转型国际合作的基础

公正转型合作的基础是全球各国政府和公众对绿色发展的重视以及促

进绿色转型的市场机制不断成熟ꎮ 其中ꎬ政府层面的作用尤为重要ꎮ 对于经

济制度仍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的中亚国家而言ꎬ政府的引导作用更加显著ꎮ
当然ꎬ任何国际政治经济合作都是互动的结果ꎬ合作伙伴国的绿色转型战略

导向ꎬ尤其是其公正转型战略ꎬ也直接影响着与中亚国家的合作效果ꎮ 目前ꎬ
中亚国家在开展公正转型国际合作上已经从三方面打下了基础ꎮ

(一)递交绿色转型的国家承诺

中亚国家积极参与全球绿色发展行动ꎬ均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递交了应

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自主贡献承诺(以下简称国家承诺)ꎬ其中涉及的相关指标

如表 ５ 所示ꎮ 气候变化对人的影响是中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首要风险ꎬ而
基础设施陈旧、能源强度低、可再生能源比例不高是中亚国家绿色转型战略

面临的关键问题ꎮ 在中亚国家中ꎬ绿色转型压力最大的是塔吉克斯坦ꎬ其次是

乌兹别克斯坦ꎮ 这是因为塔吉克斯坦的气候脆弱性指数和人类发展指数在中

亚国家中排名最低ꎮ 乌兹别克斯坦的气候脆弱性指数排名仅超过塔吉克斯坦ꎬ
人类发展指数排名虽然比吉尔吉斯斯坦高ꎬ但是人口基数非常大ꎮ 截至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ꎬ乌兹别克斯坦人口约 ３ ５６７ 万ꎬ２０２０ ~２０２４ 年年均增长率为 １ ５５％①ꎮ

表 ５ 中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承诺中的相关指标

国别
全球温室气体
排放份额(单
位百分比ꎬ％ )

气候脆弱性
指数排名(位)

人类发展指数
排名(位)

２０３０ 年
减排目标(％ )

哈萨克斯坦 ０ ６１ ２２ ５６ ２５ ００(有条件)
吉尔吉斯斯坦 ０ ０３ ２８ １１８ ４３ ６２(有条件)
塔吉克斯坦 ０ ０４ ５５ １２２ ４０ ００ ~ ５０ ００(有条件)
土库曼斯坦 ０ ４１ ３６ ９１ ２０ ００(无条件)

乌兹别克斯坦 ０ ３９ ４３ １０１ ３５ ００(无条件)
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份额数值越高意味着排放量越多ꎻ气候脆弱性排名数值越高

表示该国受气候变化影响越大ꎻ人类发展指数排名数值越高表示人口发展程度越高ꎻ２０３０
年减排目标表示该国最高的减排目标ꎬ包括有条件减排目标和无条件减排目标ꎮ

资料来源:联合国全球气候承诺ꎬｈｔｔｐｓ: / / ｃｌｉｍａｔｅｐｒｏｍｉｓｅ ｕｎｄｐ ｏｒｇ / ｗｈａｔ － ｗｅ － ｄｏ / ｗｈｅｒｅ －
ｗｅ － ｗｏｒｋ /

—２１—

①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１９５０ － ２０２４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ａｃｒｏｔｒｅｎｄｓ ｎｅｔ / ｇｌｏｂａｌ － ｍｅｔｒｉｃｓ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ｃｅ / ＶＺＢ /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 /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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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划公正转型战略要点、明确公正转型目标

哈萨克斯坦于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提交了修订后的国家承诺ꎬ承诺要点是:１ 到

２０３０ 年有条件减排目标为比 １９９０ 年的水平减少 ２５％ ꎬ但前提是得到国际支

持ꎻ２ 到 ２０３０ 年无条件减排目标为比 １９９０ 年的水平减少 １５％ ꎻ３ 设定的重

点领域是农业、水、林业和灾害风险管理ꎬ并计划将适应措施扩大到受气候变

化影响的卫生、基础设施等其他部门ꎮ 吉尔吉斯斯坦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提交了

修订后的国家承诺ꎬ承诺要点是:１ 到 ２０２５ 年有条件减排目标为 ３６ ６１％ ꎬ
到 ２０３０ 年为 ４３ ６２％ ꎻ２ 到 ２０２５ 年无条件减排目标为 １６ ６３％ ꎬ到 ２０３０ 年

为 １５ ９７％ ꎮ 预计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承诺将在 ２０２５ 年进行修订ꎬ时间截面

将涵盖 ２０２６ ~ ２０３０ 年ꎮ 塔吉克斯坦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提交了修订后的国家承

诺ꎬ承诺要点是:１ 到 ２０３０ 年有条件减排目标为比 １９９０ 年的水平减少 ４０％ ~
５０％ ꎬ但前提是得到国际支持ꎻ２ 到 ２０３０ 年无条件减排目标为比 １９９０ 年的

水平减少 ３０％ ~４０％ ꎻ３ 设定的重点领域扩大到能源、水、农业、林业和交通

运输等ꎮ 乌兹别克斯坦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提交了修订后的国家承诺ꎬ承诺要点

是:１ 到 ２０３０ 年无条件减排目标为比 ２０１０ 年的水平减少 ３５％ ꎬ比第一个国

家承诺的目标强度提升 ２５％ ꎻ２ 设定的重点领域是农业ꎻ３ 与 ２０３０ 年绿色

经济转型战略保持一致ꎮ 土库曼斯坦于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提交了修订后的国家

承诺ꎬ承诺要点是:１ 到 ２０３０ 年无条件减排目标为比 ２０１０ 年的水平减少

２０％ ꎻ２ 计划减少排放的主要部门是能源、交通、农业、工业流程和产品使

用及废物处理ꎻ３ 使用自己的财政资源在国际技术支持下制定法律和法规

实施减排行动ꎻ４ 采取统一的方法来评估气候风险并制定不同级别的适应

计划ꎮ
(三)出台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计划和复原领域计划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ＩＰＣＣ)的定义ꎬ适应计划包括

并不限于以下措施:修建海堤以保护人们免受海平面上升的影响ꎬ安装新的

灌溉系统以应对水资源短缺ꎬ或植树以减少空气污染并为城市地区降温ꎮ 复

原计划包括并不限于以下措施:增强社区的社会、人力、自然、物质和财政能

力ꎬ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并从中恢复①ꎮ 目前ꎬ中亚国家都出台了应对气候

变化的适应计划和复原领域计划(以下简称国家计划)ꎬ但是各国计划内容并不

完全一致(见表 ６)ꎮ

—３１—

①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１４: Ｉｍｐａｃｔꎬ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ꎬａｎｄ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ｐｃｃ ｃｈ /
ｓｉｔｅ / ａｓｓｅｔｓ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８ / ０２ / ａｒ５＿ｗｇＩＩ＿ｓｐｍ＿ｅｎ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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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中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计划

计划内容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水 √ √ √ √ √

农业 √ √ √

基础设施 √ √

生物多样性和
生态系统

√ √ √

林业 √ √ √ √ √

健康 √ √ √

灾害风险管理 √ √ √

咸海地区 √

能源 √ √

废物利用 √

交通 √

土壤和土地资源 √

注:“√”表示该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计划覆盖此领域ꎮ
资料来源:同表 ５ꎮ

如表 ６ 所示ꎬ在中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计划中ꎬ乌兹别克斯坦覆

盖领域最多ꎬ哈萨克斯坦最少ꎮ 水和林业是中亚国家共性最多的领域ꎬ而废

物利用、交通、咸海地区、土壤和土地资源则是中亚国家共性最少的领域ꎮ 尽

管拯救咸海国际基金创始国包括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

兹别克斯坦ꎬ但目前只有乌兹别克斯坦把其列入了国家计划ꎬ土库曼斯坦的

国家计划部分涉及了咸海ꎬ其余两个创始国均未将咸海列入国家计划ꎮ 有 ３
个国家把农业、健康、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灾害风险管理列入了国家计

划ꎮ 中亚国家国家计划的共性越集中ꎬ就越能促进区域性的国际合作ꎬ这也

是中亚国家开展公正转型国际合作的重要基础ꎮ

四　 中国与中亚国家公正转型合作现状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ꎬ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
议ꎬ并得到中亚国家的积极回应ꎮ 过去的 １１ 年里ꎬ中国与中亚国家在政策、
设施、贸易、资金、民心等“五通”方面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果ꎬ特别是与中亚

国家发展战略全部对接ꎬ并共同提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ꎮ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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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与中亚国家积极开展绿色转型合作ꎬ并形成三方面特点ꎮ
(一)全方位、多领域的绿色发展合作格局逐步形成

在“一带一路”框架内ꎬ中国与中亚国家达成了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ꎬ
基于该倡议ꎬ各国遵循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ꎬ结合本国

国情采取气候行动以应对气候变化①ꎮ 同时ꎬ中国—中亚机制支持各方在适

应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领域开展更紧密的合作ꎬ强调共同实施绿色措施是

减缓气候变化影响的有效途径②ꎮ 在此基础上ꎬ中国与所有中亚国家签署了

绿色转型合作文件(见表 ７)ꎮ

表 ７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绿色转型合作文件

国别 文件名 合作内容

哈萨克斯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
坦共和国联合声明»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

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盐碱地综合利用、
生态系统保护

吉尔吉斯斯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
共和国关于建立新时代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１８ 日)

节水灌溉、绿色农产品、气候变化和绿色
发展、工业化和绿色经济

塔吉克斯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
坦共和国联合声明»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１８ 日)

发展绿色能源ꎬ提高能源利用率ꎻ就降低
气候变化负面影响、保持生物多样性等环
保问题ꎬ以及绿色和高效能源技术应用问
题开展研究合作

土库曼斯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土库曼斯坦
联合声明»(２０２３年１月６日)

绿色发展领域的投资合作、扩大节水灌溉

乌兹别克斯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兹别克
斯坦共和国关于新时代全天
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
声明»(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２５ 日)

高效实施包括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在内
的合作项目ꎻ扩大可再生能源和绿色能源
合作ꎻ绿色融资、绿色技术、智慧农业、节
水技术、防止荒漠化和土壤退化等领域合
作ꎻ引进中方技术和投资以实施可再生能
源项目ꎬ实现包括太阳能板、硅片、电池等
绿色能源发展所需材料和设备本地化ꎬ联
合培养专业人才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表中各联合声明整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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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ꎬ«人民日报»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第 ３ 版ꎮ
«中国—中亚峰会西安宣言»ꎬ«人民日报»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第 ２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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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绿色能源转型领域合作成果显著

中国积极参与中亚国家的绿色能源转型ꎮ 在哈萨克斯坦ꎬ中国企业参与

了哈多个光伏、风力发电项目ꎬ包括卡普恰盖(１００ 兆瓦)光伏发电项目、伊比

拉(５０ 兆瓦)风力发电项目、阿拜(１００ 兆瓦)风力发电项目等ꎮ 在乌兹别克

斯坦ꎬ中国能建葛洲坝海外投资有限公司参与投资了该国卡什卡达里亚州

５００ 兆瓦和布哈拉州 ５００ 兆瓦组成的 １ 吉瓦光伏项目ꎮ 中国企业还参与了乌

兹别克斯坦税务局大楼、阿尔马雷克矿山冶金联合体、乌兹别克斯坦国立世

界语言大学等光伏项目ꎮ 在吉尔吉斯斯坦ꎬ吉尔吉斯斯坦能源部与中国金凤

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建设 ３ 吉瓦的风力发电站ꎬ并与中国国际电力有限公司签

署在伊塞克湖地区建立 １ 吉瓦太阳能发电厂的协议ꎮ 塔吉克斯坦九成以上

的电力来自水电ꎬ因此塔吉克斯坦减排的压力较轻ꎮ 在其水电站建设方面ꎬ
中国企业参与格拉夫纳亚水电站技改项目ꎬ缓解了塔吉克斯坦电力紧张的问

题ꎬ也得到了亚洲开发银行的高度认可ꎮ
(三)区域生态合作取得新进展

咸海生态危机是中亚地区最大的环境灾难ꎬ受全球气候变化和当地水文

系统复杂性的影响ꎬ相关国家恢复咸海生态系统的努力并不成功ꎮ 相反ꎬ咸
海海水干燥后在空气中聚集的盐、重金属、化学毒素等随风扩散到数千公里

之外ꎬ对人体造成巨大危害ꎮ 因此ꎬ开展咸海生态危机治理合作非常迫切ꎮ
中国与中亚国家发布了中亚区域绿色科技发展行动计划ꎬ根据该计划ꎬ中国

将在生态治理、发展高效节水农业和保障粮食安全、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生物

多样性保护等领域与中亚国家进行合作ꎬ并计划与中亚国家共建“绿色咸海

创新技术研发与示范中心”ꎬ启动“咸海生态治理国际大科学计划”ꎬ建立联

合实验室、野外台站ꎬ培养节水农业、自然资源管理、盐碱地治理、荒漠化防治

等领域的科技人才①ꎮ
总的来看ꎬ中国与中亚国家绿色转型合作取得了一些成效ꎬ不仅形成了

多层次的合作机制ꎬ合作领域也从绿色能源扩大到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等ꎬ而
且成为新时代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十分重要的载体ꎬ但更深层次的公正转型

合作还没有实质性开展ꎮ 从全球意义来看ꎬ中国与中亚国家绿色转型合作不

仅有益于地区环境治理ꎬ而且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未来ꎬ中国

与中亚国家绿色转型合作将加入公正转型合作的内容并持续深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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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亚区域绿色科技发展行动计划”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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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国与中亚国家公正转型合作路径:
建立稳定的系统结构

　 　 作为中亚国家的战略伙伴国ꎬ中国积极对接中亚国家绿色转型战略ꎬ但
在中国与中亚国家签署的战略伙伴关系声明中基本上没有涉及公正转型的

内容ꎮ 然而ꎬ公正转型的目标不仅与全球发展倡议紧密相关ꎬ而且与中国提

出的发展新质生产力目标相契合ꎮ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目标是立足科技创新

推动经济和社会同步创新发展ꎬ而公正转型则提出消除不利因素、从萃取性

经济转向可再生经济ꎮ 由于可持续发展解决的是以生态环境友好为背景的

系统性问题ꎬ因此ꎬ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公正转型合作路径需要充分考虑不可

预见的变化ꎬ并建立能够稳定生态平衡的合作体系ꎬ从而尽可能地避免给环

境造成灾难性的不当干预ꎬ令绿色转型陷入僵局ꎮ 这就要求中国和中亚国家

在公正转型合作中建立层次性、一致性、互动性的合作路径ꎬ结合中国提出的

全球发展倡议目标和中亚国家绿色转型战略ꎬ将以下三个不同层次且相互联

系的要素作为中国与中亚国家公正转型合作的优先方向ꎮ
(一)在宏观层次上ꎬ积极促进中亚地区主义发展

在历史上ꎬ中亚地区的繁荣———“黄金时代”主要得益于贸易、城市群、帖
木儿帝国、多元文化等有利于形成区域性发展的要素影响ꎮ 自“一带一路”倡议

被提出以来ꎬ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联系不断加强ꎬ基于“五通”的合作给中亚地区主

义提供了巨大的发展契机ꎮ 除塔吉克斯坦外ꎬ中亚国家物流绩效指数中的通关指

数和基础设施指数都有了明显提升(见表 ８)ꎬ而中国也成为中亚国家基础设施建

设的主要参与国ꎮ

表 ８ 中亚国家物流绩效指数(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２ 年)

国别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２２ 年

ＬＰＩｓ ＣＵＳｓ ＩＮＦｓ ＬＰＩｓ ＣＵＳｓ ＩＮＦｓ ＬＰＩｓ ＣＵＳｓ ＩＮＦｓ

哈萨克斯坦 ２ ７ ２ ３ ２ ４ ２ ８ ２ ７ ２ ６ ２ ７ ２ ６ ２ ５

吉尔吉斯斯坦 ２ ２ ２ ０ ２ １ ２ ６ ２ ８ ２ ４ ２ ３ ２ ２ ２ ４

塔吉克斯坦 ２ ５ ２ ４ ２ ４ ２ ３ １ ９ ２ ２ ２ ５ ２ ２ ２ ５

土库曼斯坦 ２ ３ ２ ３ ２ １ ２ ４ ２ ４ ２ ２ — — —

乌兹别克斯坦 ２ ４ １ ８ ２ ０ ２ ６ ２ １ ２ ６ ２ ６ ２ ６ ２ ４

注:ＬＰＩｓ 为物流绩效指数得分ꎬＣＵＳｓ 为通关指数得分ꎬＩＮＦｓ 为基础设施指数得分ꎮ
资料来源: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ＬＰＩ)ꎬｈｔｔｐｓ: / / ｌｐｉ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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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双方公正转型合作ꎬ中国需要优先建设好既有的互联互通项目ꎮ
目前ꎬ中国与中亚国家建设(或规划)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包括:中哈巴克特—
阿亚古兹铁路线(在建)、中吉乌铁路(规划中)、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项目

(积极参与)ꎬ签署了修建塔吉克斯坦贡德河大桥和修复霍罗格—穆尔加布高

速路协议ꎮ 此外ꎬ在 ２０２３ 年举行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ꎬ
中国不仅与中亚国家签署了交通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文件(中哈国际道路运

输协定、中塔关于深化国际道路运输合作的谅解备忘录)ꎬ而且还建立了中

国—中亚五国交通部长会议机制ꎮ 可以说ꎬ“一带一路”倡议为中亚地区主义

的发展提供了充沛的内生动力ꎮ 随着中亚地区主义的成长ꎬ地区性公正转型

激励和监督机制得以建立ꎬ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公正转型合作也将迈上新的台

阶ꎬ获得更多的合作红利ꎮ 因此ꎬ中亚地区主义发展是中国与中亚国家公正

转型合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ꎮ
(二)在中观层次上ꎬ以构建可再生能源产业链为核心推动公正转型合作

尽管中亚国家拥有较为丰富的可再生能源ꎬ但是依然不能满足国家需

要ꎮ 中国与中亚国家加强可再生能源合作具有现实意义ꎬ但是需要有重点

地推进ꎬ最终形成一个区域性的可再生能源合作市场ꎮ 在塔吉克斯坦ꎬ水
力发电可以作为合作重点ꎮ 水电是塔能源消费支柱ꎬ但受季节性气候变化

影响大ꎬ迫使塔在枯水季节实行电力配给制ꎬ电力短缺现象时有发生ꎬ对农

村的影响更为明显ꎮ 中国积极参与塔 ５００ 千伏的南北输电线路建设项目ꎬ
促进塔电网升级改造ꎬ推动塔能源网络实现一体化目标ꎮ 结合塔国家发展

战略ꎬ中国与塔公正转型合作依然需要优先发展水电领域的合作ꎮ 与此同

时ꎬ中国还可继续大力支持塔太阳能及风电扩容项目、与国际金融机构合

作发行塔吉克斯坦绿色债券、共同开发适用于塔吉克斯坦的可再生能源技

术等ꎮ
在哈萨克斯坦ꎬ能源改革可以作为合作重点ꎮ 逐步取消低效能源补贴和

实现能源基础设施现代化是该国能源改革计划的主要方向ꎮ 在能源补贴改

革方面ꎬ将经济奖励与具体的能源改革目标联系起来ꎬ激励所有可持续的能

源实践ꎮ 为此ꎬ哈政府进行了多方努力ꎬ并于 ２０２３ 年年底批准了能源补贴改

革计划ꎮ 其具体措施包括设计更公平的关税结构和更严格的关税监管制度ꎬ
提供社会保护条款ꎬ使弱势群体免受潜在价格上涨的影响①ꎮ 在多边层面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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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可积极与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合作ꎬ支持哈能源改革计划ꎻ在双边层面ꎬ
除拓展现有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合作外ꎬ可与哈分享可再生能源知识和技术ꎬ
努力把中哈可再生能源合作作为中亚地区公正转型合作的典范ꎬ使哈成为中

亚地区公正转型的推动力ꎮ
在吉尔吉斯斯坦ꎬ能源安全稳定可以作为合作重点ꎮ 近年来ꎬ吉能源

安全稳定受基础设施条件恶化、电力短缺和进口依赖等问题威胁ꎮ 该国约

六成的火电输配电网络已经超过使用寿命ꎬ五成的水电装机设备需要维修

或更换ꎮ 为此ꎬ吉能源改革的优先方向是改善现有的能源基础设施ꎬ特别

是为此融资ꎮ 中国可与吉合作或为吉提供资金ꎬ对吉能源基础设施进行现

代化改造以提高能源部门的效率ꎮ 此外ꎬ着眼于吉尔吉斯斯坦能源安全稳

定的公正转型合作也可加大力度支持吉水电、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的

开发利用ꎮ
在土库曼斯坦ꎬ电力领域的改革可以作为合作重点ꎮ 该国格兹拉尔巴特

区正在建设一座容量为 １０ 兆瓦的太阳能和风能发电厂ꎬ这个项目属于“土库

曼斯坦阿尔蒂恩阿瑟尔湖地区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５ 年发展构想”的一部分ꎮ 该项目

竣工后ꎬ将进一步改善人口稠密地区的电力供应ꎬ并为电力出口创造条件ꎮ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ꎬ一座发电能力为 １ ５７４ 吉瓦的现代化燃气发电厂在土库曼巴

希地区埃特拉普奠基ꎬ这将是土第二大现代化发电厂①ꎮ 现代化的电力设施

使土能够显著减少排放到大气中的有害废物数量ꎬ并最终实现无废物生产的

目标ꎮ 为此ꎬ中国与土库曼斯坦的公正转型合作可以围绕着这些电力改革项

目展开ꎬ重点是天然气加工和技术革新等方面ꎮ
在乌兹别克斯坦ꎬ绿色能源项目可以作为合作重点ꎮ 乌兹别克斯坦正

在积极投资绿色能源项目ꎮ ２０２３ 年启动了 ７ 个太阳能及风电设施ꎬ总装机

容量为 ２ ６ 吉瓦ꎬ其中 ６ 座“绿色”电厂于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底启动ꎬ总装机容

量为 ２ ４ 吉瓦ꎬ计划到 ２０３０ 年将此类电厂的装机容量扩大到 ２７ 吉瓦ꎮ 这

一举措预计将每年节省 ２５０ 亿立方米天然气ꎬ每年减少 ３ ４００ 万吨有害气

体排放ꎮ 乌绿色能源项目还包括对全国电力线路和变电站进行全面升级ꎬ
计划两年内建设 １００ 余座 １１０ 千伏、２２０ 千伏、５００ 千伏变电站ꎮ ２０２４ 年的

绿色能源建设目标包括将光伏电站容量扩大到 ２ ６ 吉瓦ꎬ风电场容量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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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９００ 兆瓦ꎬ并引入 ４００ 兆瓦储能系统ꎮ 乌目前正在与阿联酋、沙特、中
国、法国和瑞士的公司合作建设 １２ 座新发电厂ꎬ为 ２８ 个正在进行的绿色

能源项目寻求有力支持①ꎮ 例如ꎬ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参与了乌 ２２０ 千伏和

５００ 千伏高压电网的建设和现代化改造ꎬ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参与了乌 １ 吉

瓦太阳能电站建设ꎮ 总体来看ꎬ在与乌公正转型合作中ꎬ中国可做好以下工

作:一是积极参与乌能源数字化进程ꎬ提高乌绿色能源使用率以及能源网络

监控能力ꎻ二是与乌金融机构合作ꎬ协助乌发行绿色主权债券ꎻ三是引入环

境、社会和公司治理(ＥＳＧ)原则推动乌公正转型ꎮ
(三)在微观层次上ꎬ重视推动性别平等、突出更多的经济增长要素

性别因素正是中亚公正转型的微观体现ꎮ 越来越多的中亚女性开始关

注气候变化ꎬ并积极参与环境治理的工作ꎬ每个中亚国家都有积极推动公正

转型的女性代表ꎮ 阿塞尔拜穆卡诺娃来自哈萨克斯坦ꎬ她是一位生物与水

文地质研究人员ꎬ从事里海海豹研究ꎬ通过研究里海海豹检测里海生态指数

变化②ꎮ 玛丽亚科列斯尼科娃来自吉尔吉斯斯坦ꎬ她是致力于推动环境治

理的环保组织“Ｍｏｖｅ Ｇｒｅｅｎ”的负责人ꎬ也是目前中亚地区唯一获得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奖的女性ꎮ 纳塔利娅伊德里索娃来自塔吉克斯坦ꎬ是塔气候变

化、能源效率和青年环保运动顾问ꎬ她在偏远山区推动实施切实可行的环保

项目ꎬ帮助当地居民应对能源危机ꎮ 这些环保项目的任务之一是向当地农村

妇女传授自然资源及其合理利用的知识ꎬ并组织节能、简单技术和材料的展

览ꎬ接受培训的妇女有机会获得节能设备、太阳能厨房、节能炉灶、太阳能灯

和高压锅③ꎮ 奥拉尔阿塔尼亚佐娃来自乌兹别克斯坦ꎬ是该国最早的环保

运动女性领导人之一ꎬ她致力于咸海危机治理ꎬ并呼吁整个社会参与治理ꎬ引
起国际社会的关注ꎮ 她对卡拉卡尔帕克斯坦 ５ ０００ 名妇女进行了一项调查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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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几乎所有妇女在怀孕或分娩期间都出现过与咸海危机相关的并发症ꎬ为
此致力于提高妇女的认识并鼓励她们积极参与治理①ꎮ

由此可见ꎬ促进性别平等可作为中国与中亚国家公正转型合作的一项重

要内容ꎬ改变女性在绿色发展中的脆弱地位ꎬ使她们成为公正转型合作的推

动者ꎮ 特别是在此类合作中可为女性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鼓励可再生能源

产业的性别多样性和包容性ꎮ 在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绿色金融合作中ꎬ可在设

立的投资基金中划拨一定额度为女性提供相关培训和支持中亚女性企业家

绿色创业ꎬ并搭建数字平台支持中亚女性便捷地获得金融、营销、生产技能方

面的资源ꎬ缩小中亚女性在绿色发展中的数字鸿沟ꎮ

小　 结

中国与中亚国家绿色转型合作正在向公正转型合作深化ꎬ这是可持续发

展的要求ꎮ 为此需要系统地设计合作路径ꎬ力求各个要素稳定和平衡发展ꎬ
尤其要聚焦于地区主义、能源产业转型、人的发展三大领域ꎮ 这样就可以构

建一个符合中国与中亚国家生态文明发展需求的区域性环境气候治理体系ꎬ
并对全球环境气候治理体系的运行作出贡献ꎮ 但也要认识到ꎬ尽管全球性气

候变化的压力使各个国家以可持续发展战略为载体的相互合作有了更多的

可能性ꎬ但是中国与中亚国家公正转型合作之路不会一帆风顺ꎮ 因为ꎬ中亚

国家相关战略目标均与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ꎬ这也

表明公正转型在国际合作实践中存在着诸多困难和较大的复杂性ꎬ从而要求

中国与中亚国家对公正转型合作不断作出调整ꎬ双方均应积极履行自己在全

球气候环境治理中的国家责任ꎬ并从公正转型合作中获得预期收益ꎮ 只有这

样ꎬ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公正转型合作才具有较强的生命力ꎬ并在地区和国家

层面向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靠拢ꎮ
(责任编辑:于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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