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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吉克斯坦与中国经济合作:
基础、特征与前景

[塔]沙里夫拉希姆佐达

【内容提要】 　 中国是塔吉克斯坦重要而可靠的贸易伙伴国和投资来源

国ꎬ睦邻友好关系为扩大双边贸易、加强金融和投资等领域的合作创造了有

利条件ꎬ来自中国的投资极大促进了塔吉克斯坦经济发展ꎮ 该文分析了 ２０１３ ~
２０２３ 年塔中贸易的情况ꎬ塔吉克斯坦接受中国投资的情况ꎬ以及两国在各领

域开展经济合作的情况ꎬ揭示了现阶段存在和潜在的问题及特点ꎬ在此基础

上ꎬ提出深化塔中经济合作的主要方向和可行路径ꎬ包括加强实体经济合作ꎬ
解决货物清关问题ꎬ打造知识走廊、知识园区及特色平台ꎬ形成技术集群ꎬ在

“一带一路”框架内加强两国同各国的经济合作ꎮ
【关 键 词】 　 塔吉克斯坦　 中国　 经济合作　 “一带一路”
【作者简介】 　 沙里夫拉希姆佐达ꎬ塔吉克斯坦国家科学院经济与人口

研究所所长、教授ꎬ经济学博士ꎮ
【译者简介】 　 代诗慧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图书馆馆员ꎮ

几千年来ꎬ中国始终是塔吉克斯坦重要而可靠的经贸合作伙伴ꎮ 塔吉克

斯坦独立以后ꎬ两国经贸合作更是蒸蒸日上ꎮ 在此期间ꎬ互利共赢的睦邻友

好关系有力地加强和扩大了两国在政治、经贸、交通、通信、文化和人文领域

的联系ꎬ为两国维护稳定、和平共处和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条件ꎮ

一　 睦邻友好的国家关系成为两国经济合作的基础

发展经济关系始终以政治问题的妥善解决为基础ꎬ以互不存在原则性分

歧为前提ꎮ 塔吉克斯坦曾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ꎬ苏联解体后ꎬ历史遗留问题

自然成为塔吉克斯坦和中国发展双边关系需要首先解决的议题ꎮ
两国深知ꎬ唯有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方能赓续传统友谊ꎬ推动两国全面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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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ꎮ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ꎬ两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

克斯坦共和国关于中塔国界的补充协定»并成立国界联合勘界委员会ꎮ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８ 年该委员会完成野外竖桩工作ꎮ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两国签订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中塔界线的勘界议定书»及其附图正式生效ꎬ
根据该议定书ꎬ２０１１ 年塔吉克斯坦实际控制下的 １ １５８ 平方公里土地划归中

方ꎬ两国间存在了 １３０ 多年的领土争端问题得以解决ꎮ 据统计ꎬ所涉及土地

面积占争议土地总面积(２ ８ 万平方公里)的 ４ １４％ ①ꎮ 应当指出的是ꎬ中国

不仅解决了与塔吉克斯坦的边界问题ꎬ还解决了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吉

尔吉斯斯坦的边界问题ꎬ从而促进了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ꎬ并为坚决打击

和遏制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三股势力”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ꎬ切
实捍卫了域内各国的安全与稳定ꎮ

得益于边界问题的妥善解决ꎬ塔中经贸关系实现加速发展ꎮ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ꎬ位于塔中边境的第一个检查站正式开放ꎬ短短一年内ꎬ两国贸易额就翻了

一番还多ꎮ 从 ２００４ 年的 ６ ８９３ 万美元增至 ２００５ 年的 １ ５ 亿美元ꎬ增幅达

１１７ ６％ ꎬ值得注意的是ꎬ１９９２ 年塔中贸易额仅为 ２７５ 万美元②ꎮ 上述国家边

界问题的解决还积极推动了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成员国间的

经贸往来ꎬ就深化区域经济合作进行有益探索ꎬ增强成员国的国际协调能力ꎬ
助力上合组织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区域性力量③ꎮ

塔吉克斯坦政府对发展同中国等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予以高度重视ꎬ为
招商引资工作穿针引线、牵线搭桥ꎬ努力疏通资本与劳动力流动渠道ꎮ 为达

成目标ꎬ塔吉克斯坦于 ２００７ 年成立了由总统领导的改善投资环境咨询委员

会ꎬ作为开展国家与私营部门对话、制定国家经济发展政策的重要平台ꎮ 该

委员会召开会议期间ꎬ各机关、部委、合作伙伴、国内外投资者代表积极参加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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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往届会议所作决议的落实情况ꎬ探讨当前仍存在的障碍ꎬ共商优化投资

环境之策ꎮ 此外ꎬ政府工作会议同样商议改善投资环境相关事宜ꎬ并在国家

经济发展理念和战略规划中加以体现ꎮ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ꎬ塔吉克斯坦总统、国家元首埃莫马利拉赫蒙发表

了题为«关于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内外政策的主要方向»的国情咨文ꎬ提出政府

将私营部门的发展、创业和投资纳入“２０３０ 年前国家发展战略”ꎬ作为实现国

家目标的重要举措ꎬ并不断采取措施为创业和投资活动创造有利条件ꎬ使国

家经济更具投资吸引力ꎬ强化其出口导向①ꎮ
在实现既定目标的过程中ꎬ国际合作与战略伙伴关系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中国是塔吉克斯坦的主要友邦之一ꎬ在增进睦邻友好、巩固传统友谊、拓展战

略合作的导向下ꎬ两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ꎮ 塔吉克斯坦愿与中国加强合作另

有三点原因:其一ꎬ共筑地区安全屏障ꎻ其二ꎬ从经济视角出发ꎬ对华合作有助

于塔吉克斯坦吸纳投资与低息贷款ꎬ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自然资源开发ꎬ为
加快国家经济增长夯实根基ꎮ 其三ꎬ帮助塔吉克斯坦政府达成将塔打造为过

境国的战略目标ꎮ 在这项规划布局中ꎬ塔吉克斯坦的公路、铁路将作为过境

基础设施投入使用ꎬ成为中国—塔吉克斯坦—阿富汗、中国—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塔吉克斯坦—中国—巴

基斯坦三条线路的重要路段ꎮ
因此ꎬ两国完全有理由进一步夯实战略伙伴关系ꎬ增加双边贸易额ꎬ着力

提升投资吸引力ꎬ合力推进造福一方的重大项目(如保障中亚国家饮用水供

应和环保价廉的电力供应)ꎬ共同建设惠及世界的公路、天然气管道等ꎮ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 ５ 日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塔吉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时指

出:“中塔两国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相互支持的好朋友、互利共赢的好伙伴、
肝胆相照的好兄弟”②ꎮ 同中国深化友好关系是塔吉克斯坦外交政策的优先

方向之一ꎬ经济领域亦是如此ꎮ 为强化经济合作ꎬ 塔中政府间经贸合作委员

会成立并有效运转ꎮ ３００ 多项国际协议几乎涵盖了两国交往的方方面面ꎮ 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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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政府间经贸合作委员会每年召开会议ꎬ共话经贸投资合作议题ꎬ明晰合作

推进路径ꎮ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８ 日在北京召开的委员会会议指出:“为拓展塔中经

贸、投资及产业合作ꎬ双方就优先实施的重点投资项目达成一致ꎬ其中包括绿

色能源项目开发、塔吉克斯坦铝业公司现代化改造、丹加拉地区物流中心建

设、杜尚别市的四座高架桥兴建、瓦尔舍兹—阔勒买公路升级ꎮ”①由此可见

两国开展全方位、多领域合作的真心诚意ꎮ
塔吉克斯坦与中国在经济各领域的合作持续深化ꎮ 两国经贸关系虽然

起步较晚ꎬ但发展迅速ꎮ 塔中经贸合作不仅有助于塔吉克斯坦的经济和社会

进步ꎬ而且对中国也具有战略意义ꎬ因为塔吉克斯坦可充当过境枢纽ꎬ助力中

国拓展欧亚与南亚市场ꎮ
如今ꎬ塔吉克斯坦与世界许多国家开展合作ꎬ其主要经贸伙伴有俄罗斯、

中国、哈萨克斯坦、土耳其等ꎮ 这些国家在塔吉克斯坦外贸总额中所占的份

额会随着经贸关系的具体情况和政策偏好而发生变化ꎮ
作为塔吉克斯坦的战略伙伴之一ꎬ中国为塔吉克斯坦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

贡献ꎬ尤其是在塔实施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５ 年加速工业化规划期间ꎬ中国帮助塔方创造

新的就业岗位ꎬ增加国家预算收入ꎬ进而增进民生福祉ꎮ 两国在多领域开展务

实合作ꎬ除采矿业外ꎬ还涉及工业、农业、卫生、教育、能源、道路和其他基础设施

建设等ꎬ特别是两国正在共谋绿色发展ꎮ

二　 双边贸易推动塔吉克斯坦外贸增长

塔中贸易额呈波动上升趋势ꎮ ２０２３ 年ꎬ双边贸易额占塔吉克斯坦外贸总

额的 １８ １％ꎬ比 ２０１３ 年提高了 ４ ２ 个百分点ꎮ ２０１３ ~２０２３ 年ꎬ塔吉克斯坦的外

贸总额增长了 ６７％ꎬ而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则增长了 １１６ ８％ꎮ 这足以说明ꎬ
塔吉克斯坦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更为密切ꎮ ２０２０ 年ꎬ受新冠疫情蔓延和边境口岸

暂时关闭的影响ꎬ塔中贸易额在塔外贸总额中的占比有所下降ꎮ 一年之内ꎬ双
边贸易额从 ６ ６０９ 亿美元降至 ４ ７２８ 亿美元ꎬ下降了 ２８ ５％ (见表 １)ꎮ 塔中贸

易的主要商品为机械设备、建筑材料和日用品(服装、鞋类、家电、家具)ꎮ 显然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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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疫情冲击下ꎬ塔吉克斯坦与中国及其他国家的经贸联系受阻ꎬ这对塔吉

克斯坦经济实体的经营状况造成了负面影响ꎮ ２０２０ 年ꎬ塔吉克斯坦 ＧＤＰ 实际

增幅为 ４ ５％ꎬ未能达到政府制定的 ７ ５％的目标ꎮ 随后几年ꎬ这一指标开始回

升ꎮ ２０２１ 年ꎬ塔中贸易额同比增长 ７７ ５％ꎬ２０２２ 年和 ２０２３ 年则分别增长了

４４ ２％和 ２４ ２％ꎮ ２０２３ 年塔吉克斯坦对华商品出口额占塔出口总额的

１２ ８１％ꎬ比 ２０２０ 年提高了 １０ ３６ 个百分点ꎮ 同年ꎬ塔吉克斯坦自华进口额占塔

进口总额的２０ ２３％ꎬ比２０２０ 年提高了６ ３２ 个百分点(见图１)ꎮ 塔吉克斯坦向

中国出口的商品种类较为有限ꎬ主要有锑矿及其精矿、贵金属矿及其精矿、贵金

属及半贵金属、牛皮ꎮ ２０２３ 年上述商品出口额占对华出口总额的 ９９ ６％①ꎮ

表 １ ２０１３ ~ ２０２３ 年塔吉克斯坦与中国双边贸易额

年份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
外贸总额

(亿美元)
４９ ８８８ ５２ ７４７ ４３ ２６２ ３９ ２９９ ３９ ７２９ ４２ ２４３ ４５ ２３７ ４５ ５７８ ６３ ５９１ ７３ ０９５ ８３ ２８９

塔中贸易额

(亿美元)
６ ９３３ ７ ６５５ ７ ９３０ ８ ８５１ ５ ９１７ ６ ５１２ ６ ６０９ ４ ７２８ ８ ３９３ １２ １００ １５ ０３２

对华出口额

(亿美元)
０ ８５９ ０ ３９０ ０ ２９１ ０ ４４０ ０ ３５４ ０ ５７１ ０ ５５５ ０ ３４４ １ ５９６ ３ ６８３ ３ １３８

自华进口额

(亿美元)
６ ０７４ ７ ２６５ ７ ６３９ ８ ４１１ ５ ５６３ ５ ９４１ ６ ０５４ ４ ３８４ ６ ７９７ ８ ４１７ １１ ８９４

塔中贸易额

在塔外贸总额

中的占比(％ )
１３ ９ １４ ５ １８ ３ ２２ ５ １４ ９ １５ ４ １４ ６ １０ ４ １３ ２ １６ ６ １８ ０

资料来源:塔吉克斯坦统计署 ２０１３ ~ ２０２３ 年的统计数据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 ｔｊ /

进出口对比看ꎬ过去十年间塔吉克斯坦对华出口额增幅高达 ２６５ ３％
(从 ０ ８５９ 亿美元增至 ３ １３８ 亿美元)ꎬ自华进口额增幅为 ９５ ８％ (从 ６ ０７４
亿美元增至 １１ ８９４ 亿美元ꎬ见表 １)ꎮ 塔出口额的稳步增加得益于诸多因素ꎬ
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货物清关问题的有效解决ꎬ二是植物检疫法律法规的相

继制定ꎬ三是各类商品供货合同的签署生效ꎮ 新冠疫情曾一度导致塔吉克斯

坦对华出口额回落ꎬ２０２０ 年的出口额同比下降 ３８％ (从 ０ ５５５ 亿美元降至

０ ３４４ 亿美元)ꎮ 但随后几年ꎬ塔对华出口额加速增加ꎬ以 ２０２１ 年和 ２０２２ 年

为例ꎬ出口额增幅分别为 ３６４％ 和 １３０ ８％ ꎮ 遗憾的是ꎬ由于天气原因ꎬ２０２３
年的出口额没能再创新高ꎬ而是同比下降 １４ ８％ (见表 １)ꎮ

—６２１—

① 作者根据塔吉克斯坦统计署 ２０１３ ~ ２０２３ 年的统计数据计算得出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 ｔ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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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１３ ~ ２０２３ 年塔对华进出口额在塔进出口总额中的占比(％)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塔吉克斯坦统计署 ２０１３ ~ ２０２３ 年的统计数据计算得出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 ｔｊ /

　 　 从图 １ 可知ꎬ尽管在个别年份塔中贸易额在塔外贸总额中占比出现波

动ꎬ如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２０ 年分别降低了 ７ ６３ 和 ４ ２４ 个百分点ꎬ但近年总体呈增

长态势ꎮ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２ 年ꎬ塔吉克斯坦对中国出口额一路走高ꎮ
目前ꎬ中国是塔吉克斯坦继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之后的第三大贸易伙

伴ꎮ 尽管塔吉克斯坦对华贸易依然逆差ꎬ但从 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３ 年进出口覆盖率

的动态变化来看ꎬ这一情况有所改善(见图 ２)ꎮ

图 ２ ２０１３ ~ ２０２３ 年塔吉克斯坦对华进出口覆盖率

注:进出口覆盖率 ＝ 出口额 ÷ 进口额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ꎮ

对任何国家而言ꎬ出口额大于进口额(即贸易顺差)都具有重要的经济意

义ꎬ它意味着对外贸易中较高的自给能力ꎮ 然而ꎬ塔吉克斯坦等后苏联空间

国家基础设施相对落后ꎬ且很多地区的物资储备来自邻国ꎬ对这些国家来说ꎬ
—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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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需吸纳投资和进口相关物资以启动基础设施项目ꎬ包括修建公路、铁路、隧
道ꎬ以及铺设输电线路等ꎮ 因此ꎬ塔吉克斯坦独立之初ꎬ塔对华进出口的天平

并没有向出口倾斜ꎮ 图 ２ 数据显示ꎬ塔进出口覆盖率在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０ 年甚至

不足 ０ １ꎬ换言之ꎬ商品与服务自华进口占双边贸易总额的 ９０％以上ꎮ 当然ꎬ
随着项目不断推进、必要基础设施趋于完善、投资逐步转向商品与服务、
ＧＤＰ 有所提高、民生福祉持续改善ꎬ进出口的天平也发生着向出口倾斜的

变化ꎮ 自 ２０２１ 年起ꎬ在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中ꎬ塔吉克斯坦的进出口覆盖率走

势向好ꎬ ２０２１ 年和 ２０２２ 年分别为 ０ ２４ 和 ０ ４４ꎬ但 ２０２３ 年出现下滑ꎬ降至

０ ２６(见图 ２)ꎮ

三　 中国投资助力塔吉克斯坦经济发展

(一)中国对塔投资的基本情况

在塔吉克斯坦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中ꎬ中国对塔投资占有重要地位ꎮ
目前ꎬ逾 ５００ 家中资企业在塔运营ꎮ 过去十年间ꎬ中国对塔投资总额已超过

３１ 亿美元①ꎮ 据表 ２ 可知ꎬ２０１３ ~ ２０２３ 年ꎬ塔吉克斯坦接受的外国投资总额

共计 １２５ ０７６ 亿美元ꎮ 在参与对塔投资的 ６５ 个国家中ꎬ中国投资额为

３１ ９６５ 亿美元ꎬ占塔外国投资总额的 ２５ ６％ ꎮ 当然ꎬ在某些年份ꎬ受项目实

施数量、机器设备采购等因素的影响ꎬ这一占比会有所波动ꎬ最高为 ２０１６ 年

的 ５９％ ꎬ最低为 ２０２３ 年的 ４ ８％ (见图 ３)ꎮ

表 ２ ２０１３ ~ ２０２３ 年塔接受外国投资情况 (单位:亿美元)

年份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 合计

塔接受外国
投资总额

１０ １１９ ９ ０９３ ９ ７７８ ８ ４２７ １１ ００４ ６ ４４４ ６ ０７１ ４ ２８５ ７ １８３ ２５ ７６８ ２６ ９０４ １２５ ０７６

中国对塔
投资额

２ １２７ １ ５２０ ４ ０５９ ４ ９７５ ３ ０３０ ３ ３０５ ２ ８３０ １ ５１７ ２ ３６９ ４ ９３２ １ ３０１ ３１ ９６５

中国对塔直接
投资额

１ ６６１ １ ０５３ ２ ７２６ ３ ２２７ ２ ３５５ ２ ３８８ ２ ６２３ １ ２０３ ２ １１３ ４ ２９８ １ ０９２ ２４ ７３９

中国投资在塔
外国投资

中的占比(％ )
２１ ０ １６ ７ ４１ ５ ５９ ０ ２７ ５ ５１ ３ ４６ ６ ３５ ４ ３３ ０ １９ １ ４ ８ ２５ ６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ꎮ

—８２１—

① Проведение торгово － инвестиционного форума между Таджикистаном и
Китаем ｈｔｔｐｓ: / / ｉｎｖｅｓｔｃｏｍ ｔｊ / ｆｏｒｕｍｓ / ４０３ － ｂａｒｇｕｚｏｒｉｉ － ｆｏｒｕｍｉ － ｔｉｏｒａｔ － ｖａ － ｓａｒｍｏｊａｇｕｚｏｒｉｉ －
ｔｏｉｋｉｓｔｏｎｕ － ｃｈｉｎ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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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１３ ~ ２０２３ 年中国对塔投资额在塔外国投资总额中的占比(％)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ꎮ

　 　 国民经济越发展ꎬ民生福祉越殷实ꎬ对外国投资的需求也就越小ꎬ国家将

更多致力于刺激国内投资ꎬ以此带动经济增长ꎮ 因此ꎬ当投资对象国经济实

力增强时ꎬ外国投资额自然也就减少了ꎮ 即便这样ꎬ塔吉克斯坦仍努力为招

商引资和保障投资安全创造条件ꎮ
在 ２０１３ ~ ２０２３ 年中国对塔投资总额中ꎬ直接投资的平均占比为 ７７ ４％ ꎮ

图 ４ 显示ꎬ这一指标在 ６４ ９％ ~ ９２ ７％之间起伏不定ꎮ 另外ꎬ证券投资比例

过低ꎬ表明塔吉克斯坦有价证券市场发展尚不成熟ꎬ企业和组织较少以发行

股票的方式筹措资金ꎮ

图 ４ ２０１３ ~ ２０２３ 年直接投资在中国对塔投资额中的占比(％)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ꎮ

(二)中国对塔投资的具体领域

１ 工业领域

塔吉克斯坦正在努力吸引中国对塔工业的直接投资或创立合资企业ꎬ以
便加快本国工业化发展进程ꎮ

两国有望在工业各领域开展互利合作ꎮ 例如ꎬ在冶金、水泥、纺织、服装、
—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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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油和化工生产领域创建工业园区或开办企业①ꎮ 工业ꎬ尤其是采矿业ꎬ可
视作拉动塔吉克斯坦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ꎬ助力国家从农工业国转变为

工农业国②ꎮ 中国企业正在塔积极开采金、银、铜、锑等矿产资源ꎮ 塔中合资

的黄金生产企业主要有:泽拉夫尚有限责任公司ꎬ中国紫金矿业公司占股

７０％ ꎬ塔吉克斯坦政府占股 ３０％ ꎻ塔铝金业封闭式股份公司ꎬ中塔各占 ５０％
的股份ꎻ中色国际帕鲁特有限责任公司ꎬ由中色国际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ꎮ
包括这些企业在内的塔中合资企业合计开采了塔吉克斯坦 ８０％以上的黄金ꎮ
鉴于塔吉克斯坦每年的黄金开采量约为 ８ 吨ꎬ则至少高达 ６ 吨出自塔中合资

企业ꎮ 并且ꎬ合资企业泽拉夫尚有限责任公司拥有从开采、精炼到制成金锭

的完整技术链条ꎬ因而能生产出附加值更高的成品ꎮ
塔中矿业有限公司是中国企业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ꎬ从事铅、锌、铜等金属的采矿业务ꎮ 另一家中国企业———喀什鑫豫大地矿

业投资有限公司正着手开发穆尔加布东部的阿克吉加银矿区ꎬ那里的自然条

件十分恶劣ꎮ
与此同时ꎬ中国企业也积极投身于建筑材料生产行业ꎮ 例如ꎬ中材国际

莫伊尔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华新亚湾水泥有限公司、华新噶优尔(索格特)水
泥有限公司等在塔吉克斯坦从事水泥生产业务ꎬ所出产的水泥占全塔水泥总

产量的 ８５％以上ꎮ 此类经营活动的开展使塔吉克斯坦由水泥进口国转变为

水泥出口国ꎮ 另外ꎬ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正通过其子公司中国石油工程

建设有限公司在塔吉克斯坦境内勘探碳氢化合物ꎮ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２１ 日ꎬ在杜尚别市举行的塔中贸易投资论坛上ꎬ两国签署了

价值逾 ６０ 亿索莫尼的投资协议ꎮ 协议涵盖多个合作项目ꎬ包括:新建位于乔

卡达姆布拉克矿床的铁矿厂ꎬ承揽杜尚别市立体育场(可容纳 ３ ０００ 名观众)建
筑构件的供货安装并确保交付质量符合国际标准ꎬ提供新能源汽车以助力杜尚

别出租车行业绿色转型ꎬ设立专项贷款用于购置专业技术设备和生产设备ꎬ加
工装饰石材ꎬ打造物流中心ꎬ开办塔铝金业封闭式股份公司冶金厂等③ꎮ

—０３１—

①

②

③

Ш М Рахимо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оценка воздействия пандемии на экономику
таджикистана и пути ее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 / Экономика Таджикистана № ３ ２０２０ С １１ －１８

С С Верхозин Золотодобывающ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Таджикистана ｈｔｔｐｓ: / /
ｚｏｌｏｔｏｄｂ ｒｕ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１２２２１

Проведение торгово － инвестиционного форума между Таджикистаном и
Китаем ｈｔｔｐｓ: / / ｉｎｖｅｓｔｃｏｍ ｔｊ / ｆｏｒｕｍｓ / ４０３ － ｂａｒｇｕｚｏｒｉｉ － ｆｏｒｕｍｉ － ｔｉｏｒａｔ － ｖａ － ｓａｒｍｏｊａｇｕｚｏｒｉｉ －
ｔｏｉｋｉｓｔｏｎｕ － ｃｈｉｎ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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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别注意的是ꎬ发展固然重要ꎬ但环境保护同样不可小觑ꎮ 企业应

对环保问题加以重视ꎬ确保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齐头并进ꎮ 据专家称ꎬ
金矿开采过程中使用的有害化学物质ꎬ如氰化物和汞等ꎬ通常会导致森林破

坏、土壤侵蚀以及水源污染ꎮ 这不仅威胁到当地的生物多样性ꎬ也危及周边

居民的健康与生计①ꎮ 为防止类似后果发生ꎬ企业开采金矿务必采取以下措

施将污染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一是配合政府管控ꎬ二是避免生态破坏ꎬ三是及

时治理与修复生态环境且所需费用由企业承担ꎮ
２ 农业领域

农业是塔吉克斯坦的支柱产业ꎬ究其原因ꎬ一方面由于农业在塔 ＧＤＰ 中

的占比超过 ２２％ ꎬ另一方面也由于塔吉克斯坦的战略目标之一是确保国家粮

食安全ꎮ 因此ꎬ塔政府主动作为ꎬ释放投资引力ꎬ吸引境外资金流入本国ꎬ以
应对塔农业领域的现实困境ꎮ 塔特别鼓励创办涉农合资企业(经营范围包括

农作物种植、果蔬储存与加工等)ꎬ争取打造从种植、采购、加工至销售的农产

品全产业链布局ꎮ
目前ꎬ中国企业已在塔吉克斯坦多地投资建厂ꎬ推动塔中农业合作ꎮ 中

塔共建的中泰新丝路塔吉克斯坦农业纺织产业园就是典型案例ꎬ它已建成从

棉花种植、加工、纺纱、织布、印染到成衣的全产业链ꎬ且产品远销海外ꎮ 为表

支持ꎬ塔政府从丹加拉地区划出 １ ５ 万公顷土地ꎬ租借给中泰(丹加拉)新丝

路纺织产业有限公司ꎮ
３ 电力领域

在塔吉克斯坦交通与能源闭塞的年代ꎬ保障国家北部地区电力供应刻不

容缓ꎮ 得益于中国投资的大力支持ꎬ特别是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的专

业团队支持ꎬ塔南北高压输变电线在较短时间内建成ꎬ将索格特州纳入国家

统一电力系统ꎮ 不仅如此ꎬ该集团公司还承建了其他诸多项目ꎬ既有杜尚别 ２
号热电厂(单日发电量为 ８００ 万千瓦时)ꎬ也有两座 ５００ 千伏变电站(杜尚别

变电站、索格特变电站)、五座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罗拉佐尔变电站、哈特隆变电

站、艾尼变电站、沙赫里斯坦变电站、沙赫里纳夫变电站)ꎬ以及三条 ２２０ 千伏

输电线路(罗贡—杜尚别输电线路、罗拉佐尔—哈特隆输电线路、苦盏—艾尼

输电线路)ꎮ

—１３１—

① Плюсы и минусы китайских инвестиций в золотодобывающий сектор
Таджикистана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ｒｏｍｅｔａｌｌ ｉｎｆｏ / ａｎａｌｉｔｉｋａ / ｇｏｒｎｏｄｏｂｉｃｈａ / ｐｌｙｕｓｙ ＿ ｉ ＿ ｍｉｎｕｓｙ ＿
ｋｉｔａｙｓｋｉｋｈ＿ｉｎｖｅｓｔｉｔｓｉｙ＿ｖ＿ｚｏｌｏｔｏｄｏｂｙｖａｙｕｓｈｃｈｉｙ＿ｓｅｋｔｏｒ＿ｔａｄｚｈｉｋｉｓｔａ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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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交通基础设施领域

２００６ 年ꎬ在中国资本的参与下ꎬ杜尚别—艾尼—伊斯塔拉夫尚—苦盏—
布斯顿—恰纳克高速公路得以重建ꎬ全长 ４１１ 公里ꎬ通往乌兹别克斯坦边境ꎮ
于塔吉克斯坦而言ꎬ重建这条公路实属必要ꎬ因为每逢冬季ꎬ塔北部地区与其

他地区之间的商品流通便无法实现ꎮ 这会导致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下滑、就
业市场动荡、劳动者安全感缺失ꎬ继而危害民生社稷ꎮ 因此ꎬ必须尽快解决

这一问题ꎬ构筑国内交通网ꎬ确保全年畅联畅通ꎮ 该公路的重建使得塔北

部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实现了客货运输全天候通行ꎬ也铺就了国家经济发

展的“快车道”ꎮ 此外ꎬ杜尚别—瓦赫达特—丹加拉公路也在中方支持下得

以重建ꎮ
中国还投资并参与建设了塔重要铁路路段ꎬ如瓦赫达特—亚湾铁路段ꎬ

全力保障各自由经济区的物资运输ꎮ 在中方资金支持下ꎬ塔吉克斯坦实施了

一系列重大战略项目ꎬ修建隧道、架设桥梁等ꎮ 在沙赫里斯坦、杜斯季、哈特

隆、奥佐季四个隧道项目中ꎬ均有中方投资与中国企业的参与ꎮ
在中亚区域经济合作(ＣＡＲＥＣ)机制框架内ꎬ中亚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

项目接连启动ꎬ一大批铁路、公路、机场和物流中心陆续开工ꎬ掀起了兴建、
翻修或现代化转型的浪潮ꎮ 中国投资积极参与其中ꎬ大力推进基建项目落

地生根ꎮ 以此为契机ꎬ为支持中亚地区的经济合作ꎬ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

院成立ꎬ其总部设在中国乌鲁木齐市ꎮ 该学院服务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机

制ꎬ是联通中亚五国的坚实纽带ꎬ通过开展研究项目促进中亚各国在交通

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ꎻ通过开办道路资产管理培训班ꎬ增强各国在道路资

产管理方面的能力ꎻ通过召开智库论坛ꎬ各国分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管

理经验ꎬ探讨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ꎮ 中国投资集中流向基础

设施项目、道路维修改造等方面ꎬ这同样符合中方利益ꎬ可以推进“一带一

路”倡议走深走实ꎮ
中国资助的交通运输项目有效扩大了塔吉克斯坦与中亚四个邻国之间

的经贸联系ꎬ后者于塔而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ꎮ 当然ꎬ中国在援建塔吉克斯

坦交通设施时ꎬ也会将自身国家利益置于首位ꎬ因为经由这些交通动脉可通

往塔吉克斯坦邻国ꎬ进而缩短中国到西亚、南亚与欧洲国家的距离ꎮ

四　 两国经济合作推动塔吉克斯坦金融和人文发展

中国是塔吉克斯坦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ꎮ 在共建“一带一路”
—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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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与塔吉克斯坦“２０３０ 年前国家发展战略”深入对接的目标下ꎬ双方致力

于进一步拓宽合作范围ꎬ提高合作水平ꎮ
(一)金融领域的合作走向纵深

塔中金融合作可谓紧锣密鼓ꎬ带动两国经济合作稳步向前ꎮ 金融合作围

绕两大方向展开ꎬ一是塔中双边合作ꎬ二是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合作ꎮ
塔吉克斯坦已依照相关法律规定通过决议ꎬ批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在塔吉克斯坦首都开设代表处ꎮ 作为中国企业投资兴业的热土ꎬ塔吉克

斯坦开设中方银行代表处确有必要ꎮ 塔中金融合作的另一个优先事项是提

高人民币在两国贸易结算中所占的比重ꎮ
在上合组织框架内ꎬ塔中金融合作不断深化ꎮ 自 ２００８ 年起ꎬ塔国家储蓄

银行(Ａｍｏｎａｔｂａｎｋ)成为上海合作组织银行联合体(以下简称银联体)成员

行ꎮ 塔吉克斯坦在银联体机制下的贷款旨在振兴塔农业和扶植中小企业ꎬ并
为塔偏远地区的居民提供金融优惠服务ꎮ 银联体相关专家与协调员定期举

行会谈ꎬ以加强贷后监管ꎬ确保贷款资金有效使用ꎮ ２０２３ 年ꎬ塔吉克斯坦国家

储蓄银行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签署了 １ 亿元人民币贷款协议ꎬ引资金“活水”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ꎬ赋能农业振兴ꎬ并促进生产工艺创新与技术迭代ꎮ 在此

背景下ꎬ两国有意对进口中国商品的企业加大帮扶力度①ꎮ
中国向塔吉克斯坦提供贷款支持以发展双边经济合作为主要出发点ꎬ贷

款利率低、期限长ꎮ 其有两方面主要特点ꎬ一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ꎬ使用中国

的材料、设备和技术以及部分中国劳动力ꎮ 二是这些贷款被用于公共基础设

施的建设及维修ꎮ
(二)经济合作的社会效益凸显

除提供长期优惠贷款外ꎬ中国还经常向塔吉克斯坦提供人道主义援助ꎮ
近十年来ꎬ中国与俄罗斯、美国、印度、日本以及周边邻国一道ꎬ加大了对塔吉

克斯坦的人道主义援助力度ꎮ 例如ꎬ２０２０ 年ꎬ为抗击新冠疫情ꎬ中国向塔吉克

斯坦提供了价值 ２ １００ 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②ꎮ

—３３１—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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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力开展能源、交通设施和金矿开采等经济项目合作的同时ꎬ中国企

业也积极承担社会责任ꎬ兴办学校正是其社会责任感的一大体现ꎮ 在中资企

业资助下ꎬ已有多所中学落成并投入使用ꎬ共计 １ ２ 万余名学生就读于这些

学校①ꎮ 其中ꎬ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不仅承接了萨尔班德水电站现

代化改造工程(由亚洲开发银行提供资金援助)ꎬ而且在丹加拉地区出资兴

建了一所学校ꎬ可容纳 ６４０ 名学生ꎮ 在博赫塔尔市和列瓦坎德市ꎬ该集团

公司也援建了两所学校ꎬ教学规模均为 ３２０ 人②ꎮ 另一家中国企业———特

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同样注意到塔吉克斯坦教育场地短缺问题ꎬ先后捐建多

所学校ꎬ其中ꎬ位于杜尚别市和鲁达基地区的两所学校可分别容纳 １ ２００ 名学

生ꎬ位于瓦赫达特区、法伊扎巴德地区和丹加拉市的三所学校可分别解决 ６４０
名学生上学难题③ꎮ 可见ꎬ中国企业从“走出去”到“走进来”ꎬ深刻诠释使命

与担当ꎮ 在投资项目与拓展业务之余ꎬ中国企业也关注当地民生ꎬ参与解决

社会问题ꎮ
此外ꎬ旅游业是塔吉克斯坦优先发展的行业之一ꎬ为扩大旅游合作ꎬ塔

吉克斯坦在过去五年间向投资者和企业提供了颇具吸引力的优惠政策和

宽松环境ꎬ以期完善旅游基础设施ꎮ 在此基础上ꎬ塔中旅游合作获得较大

发展ꎮ

五　 进一步挖掘两国经济合作潜力

过去十年间ꎬ塔吉克斯坦经济呈现加速发展的良好态势ꎮ 然而ꎬ国际市

场价格波动以及针对塔首要经贸伙伴———俄罗斯的经济制裁ꎬ使得经济发展

成果难以为继ꎮ 因此ꎬ国家亟须采取有效措施ꎬ削弱这些制裁给塔经济带来

的间接影响ꎮ 其中ꎬ积极构建与中国等周边国家高效而长远的经济合作关

系ꎬ将是塔吉克斯坦实现经济持续稳步发展的重要保障ꎮ

—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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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中经贸合作潜力远未得到充分挖掘ꎮ 就合作的规模和模式而言ꎬ还有

很大提升空间ꎮ 在此背景下ꎬ应充分调动私营企业的参与积极性ꎬ合力探索

投资新方向ꎬ共同开拓投资新视野ꎮ 中国企业普遍看好信息技术行业ꎬ认为

其前景广阔ꎬ大有可为ꎬ因此ꎬ围绕电子政务、智慧城市、信息安全三大领域的

合作设想应运而生ꎮ 同时ꎬ塔吉克斯坦正值经济发展上升期ꎬ必须严守经济

安全防线ꎮ 通过联合开展反恐演习、推进相关部门信息共享、共筑经济安全

屏障ꎬ中国为塔吉克斯坦经济安全与政治安全注入了稳定力量ꎮ
为推动塔吉克斯坦与中国多层面的经济合作行稳致远ꎬ巩固战略伙伴关

系的内在定力ꎬ并赋予双边关系新的实质性内涵ꎬ两国可着重从以下方面深

化合作ꎮ
第一ꎬ加强实体经济合作ꎮ 一是扩大塔吉克斯坦对中国果蔬(柠檬、鲜杏

和干杏、桃子、西瓜、哈密瓜、葡萄、苹果、柿子、核桃、石榴)及酒类产品出口ꎻ
二是充分发挥塔吉克斯坦现有的水力发电能力ꎬ合作建设新的中型水电站ꎻ
三是提高塔吉克斯坦太阳能产能ꎬ合作生产光伏板、太阳能热水器、太阳能电

池与蓄电池等ꎻ四是修建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伊朗

铁路ꎬ重振“丝绸之路”南线雄风ꎻ五是加强塔中两国在诸多领域的合作ꎬ如建

筑材料生产、棉纤维加工、采矿和冶金等ꎻ六是在塔吉克斯坦各地创办现代化

企业ꎬ从事废弃物加工与再利用ꎮ
第二ꎬ解决目前的货物清关问题ꎮ 塔中双方关于商品与服务的进出口数

据每年都存在差异ꎬ这表明统计工作有待加强ꎬ因此ꎬ两国海关部门应就跨境

商品与服务的数量和价格信息保持互联互通ꎮ
第三ꎬ创建知识园区ꎬ打造特色平台ꎮ 一是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吸引投资

者———公司、企业、科研机构和公民等市场主体ꎬ引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ꎬ培
育高附加值产业ꎻ二是以“虚”务实ꎬ构建面向企业、科研机构、智库和公民的

虚拟网络ꎬ搭建知识创造、知识分享、知识传递新平台ꎬ为长期务实合作打好

坚实的基础ꎮ
第四ꎬ打造知识走廊ꎬ形成技术集群ꎮ 一是汇聚提供高附加值服务的智

库、大学、高等教育机构、研究中心和科研型产业集群ꎻ二是构建以科研中心

和智库为依托的区域性网络ꎬ满足信息需求ꎬ拓宽数据、信息和知识获取渠

道ꎻ三是打破区域壁垒ꎬ加强知识的系统性交流与整合ꎮ
第五ꎬ把握共建“一带一路”机制机遇ꎬ将塔吉克斯坦与中亚各国的经济

利益紧密结合ꎬ奋力实现该机制的主要目标ꎬ即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下

—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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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及“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所有国家ꎬ促进相关各国共同发展与繁荣①ꎮ
塔吉克斯坦对共建“一带一路”机制的顺利实施给予高度关注ꎬ愿在此框

架内与所有相关国家一道ꎬ开展富有成效的合作ꎮ 这为塔吉克斯坦创造了潜

在机遇ꎬ不仅有助于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开拓新市场、降低运输成本、创造收

入并提升竞争力ꎬ而且也有助于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ꎮ 一些学者的研究表

明ꎬ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ꎬ特别是中亚、西亚和南亚地区ꎬ优化运输网络、简
化贸易手续将使 ＧＤＰ 增长率提高 ０ １％ ~０ ７％ ②ꎮ

塔吉克斯坦已蓄势待发ꎬ逐步转变外贸投资模式ꎬ强化创新驱动ꎮ 在

“２０３０ 年前国家发展战略”指导下ꎬ塔吉克斯坦的经济现代化离不开生产基

地的全面升级和交通设施的日渐完备ꎬ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外资支撑与现

代技术引入ꎮ 正如塔吉克斯坦总统、国家元首埃莫马利拉赫蒙在接受中国

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所说:“从长远看ꎬ双方在一系列优先领域开展互利合作符

合两国利益ꎬ这些领域包括旅游、地质勘探、环保农产品出口以及与绿色经

济、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和建设‘绿色技术’工厂相关的联合项目等ꎮ”③

综上所述ꎬ深化塔中经贸合作符合双方利益ꎬ增益两国福祉ꎮ 面对日趋

激烈的国际竞争ꎬ通过两国携手并进、同心合作ꎬ塔吉克斯坦有望从全球产业

分工中获益ꎬ拓展销售市场ꎬ增强经济主体竞争力ꎬ扩容国内市场和提升营商

环境ꎬ进而打造吸引外资的“强磁场”ꎮ
(责任编辑:于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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