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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接需要信心、 耐心、 决心

赵常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研

究员)

“丝绸之路经济带” 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协议签署已经 １ 年多了ꎮ 现在

再谈协议的重要性和盘点执行情况很有必要ꎬ 这将有助于增强信心、 消除

误解、 明确方向ꎬ 使对接能顺利进行ꎮ
该协议问世后ꎬ 有关方面都很振奋ꎬ 认为这为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成

员国和其他中亚国家深化合作提供了路径ꎮ 不过ꎬ 在有关国家也有人不太

理解或存在疑虑ꎮ 例如ꎬ 有人说 “丝绸之路经济带” 作为战略ꎬ 欧亚经济

联盟作为国际组织如何对接? 不在盟内的中亚国家又如何参加对接? 在这

种对接中上海合作组织能发挥什么作用? 这些问题确实需要回答ꎮ 就

此谈点本人看法ꎮ
(一) 对对接要有信心

笔者理解 “一带一盟” 的对接ꎬ 实际就是作为 “丝绸之路经济带” 提

出国的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在 “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 民心相通” 五个方面的对接ꎮ 当然ꎬ 参与对接的不仅是中国一

个国家ꎬ 包括 “丝绸之路经济带” 覆盖国都可以参加ꎬ 而中国责无旁贷应

扮演最重要的角色ꎮ 笔者强调对对接要有信心ꎬ 是出于以下理由: 第一ꎬ
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是邻国ꎬ
已经具备对接的若干有利条件ꎬ 如交通相对便利、 贸易渠道已通、 人民币已

经在这些国家落地、 民间往来日趋频繁等ꎻ 第二ꎬ 彼此政治关系很好ꎬ 同为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ꎻ 第三ꎬ 经济互补性很强ꎬ 有发展合作的共同愿望和需

要ꎬ 特别是中亚国家更强烈ꎻ 第四ꎬ 对 “丝绸之路经济带” 作用的理解在逐

步加深ꎬ 基本接受这是一个可以实现合作共赢平台的看法ꎬ 这也是 “丝绸之

路经济带” 受到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和其他中亚国家欢迎的重要原因ꎮ
对对接应该抱有信心还表现在ꎬ 对接工作已经取得初步成果ꎮ 例如ꎬ

中国与哈俄等国道路联通已经取得进展: 由中国经过哈俄通往欧洲的渝新

欧、 郑新欧、 义新欧、 汉新欧等班列已开通ꎬ 致使 ２０１６ 年前 ４ 个月中国过

境哈萨克斯坦的集装箱运量增长 ２０５％ ꎻ 由俄罗斯东部及西部经哈萨克斯坦

通往中国的输油管道已经运营ꎻ 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成功建成和运营等ꎮ
这些都使盟内成员和其他中亚国家增强了对 “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的信

心ꎮ 各国领导对参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反应积极ꎬ 也是增强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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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因素ꎮ
正确解读对接的意义可以增强对接的信心ꎮ 认为对接对各方有利ꎬ 是

件双赢的事情ꎬ 就会对对接持积极态度ꎬ 哈萨克斯坦等国多是如此ꎮ 如果

将基本属于经济和人文合作范畴的对接赋予强烈的政治色彩ꎬ 担心此举会

影响本国的战略利益ꎬ 不是从各方受益角度考虑问题ꎬ 而是以维护本国战

略利益为基本考量ꎬ 就会对对接充满疑虑ꎬ 非但不能增强信心ꎬ 反而会处

处担心ꎮ 人们注意到ꎬ 俄罗斯国内某些国际问题专家以不合时宜的心态评

论对接会给俄罗斯带来的 “战略损害”ꎬ 这明显是从负面解读对接ꎮ 好在普

京总统是睿智的ꎬ 因为他看到欧亚经济联盟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对

接的重大意义ꎬ 果断地签署了对接协议ꎬ 说明他作为战略家具有远见卓识ꎮ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欧亚经济联盟峰会决定两年内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ꎬ 这也是积

极信号ꎬ 反映了有关国家对对接的积极态度ꎮ
中国一位领导人说过ꎬ 信心比金子更重要ꎮ 这是当时针对克服世界金

融危机说的ꎮ 这句话对于今日对接同样适用ꎮ
(二) 对对接的实施需要有耐心

签署对接协议只是为 “一带一盟” 合作指明了前进方向ꎬ 奠定了政治

基础ꎬ 但真正实现对接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ꎬ 这包括法律、 规则、 关税、
技术标准等的协调ꎬ 更重要的是需要大量投资ꎮ 例如ꎬ 实现运输对接和便

利就需要改造原有的线路和修建新的线路ꎬ 还要使软硬件升级ꎬ 使运输更

便捷、 更节约和有利于各方ꎬ 这需要大笔资金投入ꎮ 改造工作也需要时间ꎮ
为达成共识就需要谈判ꎬ 而且不止一次ꎬ 因此就需要有耐心ꎮ 中、 吉、 乌

铁路项目从提出到今天已经近 １０ 年ꎬ 这本是对有关国家都有利的事情ꎬ 结

果一拖再拖ꎬ 至今仍未启动ꎮ 好在各方在 “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带动下ꎬ
重新考虑启动该项目ꎬ 但何时能完成谈判并动工ꎬ 仍需耐心等待ꎮ 中俄两

国关于石油管线建设谈判也用了近 １０ 年时间ꎮ 这说明对接工作不是一蹴而

就的事情ꎬ 需要有耐心ꎮ 允许有关各方多考虑、 细斟酌ꎬ 甚至出现反复ꎮ
“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不是几年结束的事情ꎬ 需要一代或几代人的努力ꎬ
“一带一盟” 对接也需要各方不懈努力才能实现ꎮ 我们说需要耐心ꎬ 不等于

空转、 无作为ꎮ “天地转ꎬ 光阴迫ꎬ 一万年太久ꎬ 只争朝夕”ꎬ 我们还是需

要对接能尽快动起来ꎬ 早日取得更多成果ꎮ
这里还要提到一个问题ꎬ 即中亚国家并非都是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ꎬ

如何使所有的中亚国家都能参加对接呢? 这就要提到上海合作组织ꎬ 因为

中亚国家除土库曼斯坦外都是上合组织的成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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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合组织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加强经济合作ꎮ 事实上ꎬ 非欧亚经济联

盟成员国ꎬ 如乌兹别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都与中国和盟内成员国存在密切

的经济联系ꎮ 乌塔等国因欧亚经济联盟的成立在经济合作方面受到一些影

响ꎬ 而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却在逐渐深化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５ 年ꎬ 在世界大多数国

家贸易额下降的情况下ꎬ 中乌贸易额却增长 ６ ２％ ꎬ 中国在乌塔两国各有

６００ 多家企业或者项目在运作ꎮ 由于历史原因ꎬ 乌塔两国与盟内成员国在交

通、 通信、 贸易、 人文等方面仍联系广泛ꎮ 如果在上合组织研究经济合作

问题时能将对接考虑进去ꎬ 兼顾各方利益和诉求ꎬ 不是以一国之私作为考

量问题的标准ꎬ 而是通过友好协商取得为各方接受的方案ꎬ 就会使对接有

了可能ꎮ 上合组织已经运作 １５ 年ꎬ 本身就具有协调职能ꎮ 它应该而且有能

力为对接作出贡献ꎮ 当然ꎬ 鉴于各国利益不同ꎬ 协商需要时间ꎬ 也需要耐

心ꎮ 上合组织在推动经济合作方面仍有巨大潜力可挖ꎬ 它应该在对接问题

上发挥特殊的纽带作用ꎮ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欧亚经济联盟峰会已经表示要加强与

上合组织的合作ꎬ 这也是有利于对接的积极因素ꎮ
(三) 摸清情况ꎬ 再下决心

对接是国家决策ꎬ 是大势ꎬ 但具体对接ꎬ 特别是项目对接还是要靠具

体单位完成ꎮ 对接能否成功ꎬ 不仅要看双方意愿ꎬ 还要看对接的项目是否

符合各自国情和参与方能否接受ꎮ 这就要求对接前做好前期准备工作ꎬ 要

做到对国情、 法规、 市场、 融资、 合作方情况等心中有数ꎬ 知己知彼ꎬ 方

能百战不殆ꎮ 而目前国内 “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如火如荼ꎬ 各方诸侯尤

其是国企老总都不甘落后ꎬ 摩拳擦掌、 跃跃欲试ꎬ 有时在情况不甚明了ꎬ
甚至完全不清楚的情况下就匆忙 “走出去”ꎬ 效果自然不好ꎮ 例如ꎬ 塔吉克

斯坦没有水泥厂ꎬ 中国帮助修建一个ꎬ 效益不错ꎬ 受到塔方欢迎ꎮ 接着又

有 ４ 家水泥厂投入建设ꎮ 塔吉克斯坦本国用不了 ５ 家水泥厂生产的水泥ꎬ
只能出口ꎮ 但出口前景如何? 这恐怕是投资方说不清楚的问题ꎮ 水泥产能

在中国过剩ꎬ 难道在塔吉克斯坦将来不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吗? 前些年在吉

尔吉斯斯坦曾发生过投巨资修建造纸厂失败的事例ꎬ 教训深刻ꎮ 今日ꎬ 中

国企业通过对接 “走出去” 的规模更大、 投入更多ꎬ 这就要求事先一定要

做好前期准备工作ꎬ 特别是要了解对方的国情、 政策、 法律、 市场、 合作

伙伴情况ꎬ 更要对投资项目的前景做好评估ꎮ 迄今ꎬ 中国在推进 “一带一

路” 建设时已经遇到许多麻烦事ꎬ 有的是对方国情变化造成的ꎬ 有的是中

方调研不够造成的ꎮ 在亟待再工业化的中亚国家ꎬ 希望中国能帮助它们建

设新项目ꎬ 而且希望中国提供资金ꎬ 心情很迫切ꎬ 话语很亲切ꎬ 在这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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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ꎬ 中国企业就更应该谨慎ꎬ 务必在弄清情况的前提下再下决心ꎮ
那么ꎬ 向哪些领域投资合适呢? 须知ꎬ 需求是导向ꎮ 中亚国家领导人

每次在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都会谈到本国急需发展的领域ꎬ 有关单位 “走
出去” 前应该多读读这些会谈纪要ꎮ 当然ꎬ 对于具体合作项目还是要进行

调研后方可下决心ꎮ 应该提醒的是ꎬ 切莫因对方需要就一哄而上ꎬ 重复投

资ꎮ 投资风险仅靠企业自身难于防范ꎬ 需要国家有关部门给予提醒和帮助ꎬ
科研部门应给予信息和智力支持ꎮ

国际形势风云变幻ꎬ 国家关系时冷时暖ꎮ 困难和风险总会有的ꎬ 前几

年吉尔吉斯斯坦国内动乱就使中国企业蒙受重大损失ꎬ 但不能因此因噎废

食ꎬ 止步不前ꎮ 选好对接项目ꎬ 下决心 “走出去”ꎬ 才能使 “丝绸之路经

济带” 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由协议变为行动ꎬ 取得双赢结果ꎮ

● 欧亚经济联盟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对接

Ｋ Л 瑟拉耶什金 (哈萨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徐向梅 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欧亚经济联盟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 是欧亚空间最现实的两个计划ꎬ
构想基础及利弊各不相同ꎮ 因此ꎬ 对两个计划的评估应包括它们之间的合

作可能性及其中存在的问题ꎮ
首先要提请注意ꎬ 这两个计划的区别在于: 欧亚经济联盟是一个一体

化计划ꎬ 定位于后苏联空间ꎬ 主要目标是实现成员国的再工业化并建立商

品、 服务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统一经济空间ꎮ 很明显ꎬ 在经济现代化时期ꎬ
欧亚经济联盟需要实施适度的贸易保护措施ꎬ 为新产品的生产商营造良好

环境ꎮ 在对全球经济完全开放的条件下无法实现再工业化ꎮ
其次ꎬ 除贸易保护之外ꎬ 国内市场结构和规模同样重要ꎬ 它应向发展

中国家提供实现其潜力的机会ꎮ 还有一点也同样重要ꎬ 即一体化的合作伙

伴都应努力在工业计划和生活水平计划上相互 “靠近”ꎮ
再次ꎬ 在欧亚经济联盟框架内恢复或建立新的生产设施需要足够规模

和有支付能力的内部市场ꎮ
这就是为什么欧亚经济联盟的重点放在扩员且必须确保所有成员国整

体发展的原因ꎮ 毕竟ꎬ 如果没有形成所有成员国都加入的完整生产链和居

民购买力的切实提高ꎬ 就不可能保证经济实现现代化ꎮ
这样一来ꎬ 下一步创建货币联盟、 统一能源市场、 协调对外政策和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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