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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5 日 ，习 近 平 主

席 主 持 中 国 同 中 亚 五 国
建交 30 周年视频峰会，提
出 深 耕 睦 邻 友 好 的 示 范
田、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合
作带、强化守卫和平的防
护盾、构建多元互动的大
家庭、维护和平发展的地
球 村“ 五 大 倡 议 ”。 这 是
今 年 中 国 对 中 亚 的 首 场
重大外交行动，也是首次
以 中 国 同 中 亚 五 国 形 式
举行的元首级会晤，受到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中亚五国是中国的近
邻，与中国有 3300 多公里
的 共 同 边 界 以 及 多 个 跨
境 民 族 。 虽 然 人 们 都 说
远亲不如近邻，但邻国之
间 也 往 往 会 因 为 历 史 纠
葛 和 现 实 分 歧 而 陷 入 争
议、摩擦，甚至冲突，像中

国 和 中 亚 五 国 这 样 真 处
成了亲戚一样，无疑是十
分难得的。建交 30 年来，
中 国 同 中 亚 国 家 关 系 不
断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
历史最高水平，成为构建
新 型 国 际 关 系 的 典 范 。
其 中 的 经 验 ，在 这 个 纷
争 、动 荡 此 起 彼 伏 的 世
界，具有突出的意义和价
值，值得认真总结。

“ 相 互 尊 重 、睦 邻 友
好、同舟共济、互利共赢”，
习近平主席在视频峰会上
总结的这四项原则，正是
中国同中亚五国 30 年合作
的成功密码。正是秉持这
样的原则，双方不仅在互
谅互让基础上彻底解决历
史遗留的边界问题，而且
成为“好邻居、好伙伴、好
朋友、好兄弟”。建交 30

年来，中国同中亚五国的
贸 易 额 增 长 了 100 多 倍 。
中国对中亚五国的直接投
资 存 量 超 过 140 亿 美 元 。
如今，中国已成为五国最
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之
一。

尤 其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习 近 平 主 席 2013 年 访 问
哈 萨 克 斯 坦 期 间 首 次 提
出 共 建“ 丝 绸 之 路 经 济
带”倡议。中国和中亚五
国 在 共 建“ 一 带 一 路 ”方
面，从一开始就走在国际
前列，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成果。一大批涉及交通、
农业、水利、电力、纺织、
机械、加工等领域的大项
目破土动工，让六国的老
百 姓 都 得 到 了 共 同 发 展
的实惠，中国和中亚五国
打 造 出 了“ 一 带 一 路 ”合

作的样板间。
当 然 ，这 样 的 良 好 局

面，可能是一些人不愿意
看 到 的 。 美 国 一 些 搞 地
缘政治的人，常常琢磨如
何通过“控制”中亚，来达
到 其“ 控 制 ”欧 亚 大 陆 的
目 的 。 中 亚 五 国 独 立 之
初，就被美国视为一块新
的 权 力 真 空 ，欲 加 以 填
补。近年来，美国加大了
对中亚地区的投入，希望
用 军 事 部 署 和“ 颜 色 革
命 ”这 两 把 刀 子 扎 进 中
亚，试图通过搅乱这个地
区 来 实 现 同 时 遏 制 中 俄
的战略企图，但这些招数
并没有在这里奏效。

去 年 ，拜 登 政 府 为 拉
帮结派搞了一个所谓“民
主峰会”，没有邀请中俄，
也没有邀请中亚五国。在

美 军 狼 狈 撤 离 阿 富 汗 之
后，美国提出希望在中亚
国家驻军，但无一例外遭
到拒绝。在这个世界上，
谁坚持相互尊重，谁大搞
霸权主义；谁坚持睦邻友
好，谁经常以邻为壑；谁坚
持同舟共济，谁采取单边
主义；谁坚持互利共赢，谁
沉迷零和博弈，中亚国家
的心里有着一杆秤。

在 这 个 意 义 上 ，在 中
国 与 中 亚 国 家 建 交 30 周
年这一历史节点上，通过
梳 理 双 方 这 些 年 的 交 往
经 验 ，我 们 认 为 ，六 国 打
造 的 新 型 国 际 关 系 典 范
倒 是 可 以 给 华 盛 顿 好 好
上一课。

一 段 时 间 以 来 ，华 盛
顿 热 衷 于 挑 拨 中 俄 在 中
亚地区“竞争”，将中亚视

为大国博弈的“棋子”，实
在 是 以 小 人 之 心 度 君 子
之腹。真正的事实是，中
国 和 俄 罗 斯 各 自 与 中 亚
国 家 的 交 往 和 合 作 都 得
到了深化，同时中俄间的
新 时 代 全 面 战 略 协 作 伙
伴 关 系 更 是 达 到 历 史 最
好程度。最近，这种声音
因 为 中 亚 局 势 出 现 变 化
又在抬头。但不得不说，
美 国 在 离 间 中 俄 上 面 投
入最多，效果却最差。

再 过 一 周 多 时 间 ，北
京冬奥会就要开幕了，好
邻 居 们 正 在 准 备 前 来 贺
喜——习近平主席、普京
总 统 同 中 亚 五 国 领 导 人
将 齐 聚 北 京 冬 奥 会 开 幕
式，还能有比这幅画面更
能说明问题的吗？

来源：环球时报

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30周年视频峰会
确立双方关系新的里程碑

1 月 25 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 30 周年
视频峰会，发表题为《携手共命运 一起向未来》的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李响摄

新华社北京电 1 月 25
日，习近平主席主持中国
同 中 亚 五 国 建 交 30 周 年
视频峰会，发表题为《携手
共命运一起向未来》的重
要讲话。峰会结束后，外
交部副部长乐玉成接受中
央媒体采访，介绍峰会成
果。

乐 玉 成 表 示 ，此 次 峰
会是今年中国主办的首场
重大多边外交活动，也是
30 年来中国同中亚五国元
首第一次集体会晤，具有
里程碑意义。峰会最重要
的成果，是双方宣布打造
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开启相互关系的新时代。

建交 30 周年之际，六
国元首回顾过去，总结经
验，展望未来，擘画蓝图，
畅叙友情，共话合作，达成
许多重要共识，通过并发
表《中国同中亚五国领导
人 关 于 建 交 30 周 年 的 联
合声明》，为双方关系发展
确立大方向，增添新动能。

一是决定合力构建新
时 代 命 运 共 同 体 。 30 年
来，中国同中亚国家解决
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实
现睦邻友好合作，打造战
略伙伴关系，政治互信和
全面合作达到前所未有的
高水平，树立了新型国际
关系典范。各方决心面向
未来，按照相互尊重、睦邻
友好、同舟共济、互利共赢

“四项原则”，不断增进互
信 、扩 大 合 作 ，永 结 好 邻
居、好朋友、好伙伴、好兄
弟，推动中国同中亚国家
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

二是重申在核心利益
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各
方一致认为，在涉及主权、
独立、领土完整等问题上
互予支持，是彼此关系的

核心要义，有利于确保六
国共同的战略利益、安全
和可持续发展。各方将继
续坚定支持各自选择的发
展道路和治理模式，强调
民主只能由本国人民来评
判，反对任何形式的“双重
标准”和以任何借口干涉
他国内政。各方支持进一
步强化“中国+中亚五国”
合作机制，为六国合作打
造高水平平台支撑。

三是表示将全面扩大
务实合作。各方决心深化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中
亚五国发展战略对接，加
强产能、能源、农业、互联
互通、数字经济、减贫、地
方等领域合作，积极落实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
关系，打造数字丝绸之路
和绿色丝绸之路，研究举
办中国－中亚国家产业与
投 资 合 作 论 坛 ，建 立 中
国－中亚五国电子商务合
作对话机制，发展丝路电
商 。 习 主 席 倡 议 力 争 到
2030 年将中国同中亚国家
贸 易 额 提 升 至 700 亿 美
元 ，宣 布 未 来 3 年 中 国 将
向中亚国家提供 5 亿美元
无偿援助和 5000 个研修研
讨名额，得到各方一致欢
迎。

四是决心持续深化安
全合作。各方商定继续合
作打击“三股势力”，坚决
反对外来干涉和“颜色革
命”，支持阿富汗和平和解
和《全球数据安全倡议》，
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
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共同
维护各国政治政权安全和
地区的和平稳定。各方一
致同意深化疫苗和医疗卫
生合作，强调抗疫必须秉
持科学精神，科学溯源，反
对疫情政治化。习主席宣

布 2022 年中国再向中亚国
家提供 5000 万剂新冠疫苗
援助，助力各国构建免疫
屏障。

五是强调继续促进人
文合作。六国元首表示，
将进一步扩大地方、科学、
文 化 、旅 游 、媒 体 、智 库 、
青 年 、体 育 等 领 域 合 作 。
习 主 席 宣 布 ，今 后 5 年 中
方 计 划 向 中 亚 国 家 提 供
1200 个中国政府奖学金名
额，未来 5 至 10 年努力将
双 方 友 城 增 至 100 对 ，愿
把五国全部列为中国公民
出境旅游目的地国，加快
互设文化中心，在有需要
的 国 家 设 立 传 统 医 学 中
心，增设孔子学院，举办艺
术节等丰富多彩活动，让
六国人民的心越走越近。

六是宣布进一步拓展
国际合作。六国元首重申
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和全
球发展倡议，坚决捍卫多
边主义以及公认的国际法
准则，推动国际秩序和全
球治理体系朝着公正合理
的方向发展，弘扬和平、发
展 、公 平 、正 义 、民 主 、自
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携
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乐玉成表示，建交 30
年来，中国同中亚国家合
作取得一系列历史性、标
志性、突破性成就，创造了
多项“第一”。中亚地区是
中国周边首个战略伙伴集
群，六国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方面走在国际社会

“第一方阵”。在这次会晤
中，中亚国家元首都高度
评价中国的发展成就，赞
赏中国为地区和世界和平
发展所作的贡献，坚定支
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
方近年来提出的一系列重
大合作倡议；中国是中亚

第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
易额较建交初期增长上百
倍，中亚的许多水果、干果
成为国内电商平台的“爆
款”，常常“秒杀一空”；中
亚地区是“一带一路”的首
倡 之 地 和 西 向 首 发 站 。
2013 年 9 月 ，我 作 为 时 任
驻哈萨克斯坦大使，现场
聆 听 了 习 主 席 提 出 共 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伟大倡
议 的 演 讲 。 8 年 多 来 ，共
建“一带一路”合作在中亚
开花结果。途经中亚的中
欧 班 列 累 计 开 行 逾 2.5 万
列，占中欧班列累计开行
数一半以上。被称作“中
亚第一长隧”的乌兹别克
斯坦安格连－帕普铁路隧
道彻底改变了上千万人的
出行方式，被当地居民称
赞“ 中 国 建 设 者 用 900 天
奋战成就火车 900 秒穿行
大山的奇迹”；中亚地区成
为中国最便捷、最安全的
境外能源供应地，中国－
中亚天然气管道全长近 1
万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
天然气管道，累计对华输
气超 3800 亿立方米，惠及
5 亿人口。中哈原油管道
是中国陆路进口原油的第
一条跨境大动脉，累计对
华输油超 1.5 亿吨；中哈霍
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
与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
地 成 功 建 成 ，这 两 个“ 首
创”打开了中亚国家通向
太平洋的大门。中亚虽然
远离海洋，但中亚朋友说

“我们紧靠中国，中国的超
级 大 市 场 就 是 我 们 的 大
海”。

乐 玉 成 表 示 ，回 首 过
去 ，六 国 深 受 鼓 舞 ；展 望
未来，各方充满信心。习
主 席 重 要 讲 话 最 后 着 眼
六国合作长远发展，高屋
建 瓴 地 提 出 深 耕 睦 邻 友
好的示范田、建设高质量
发展的合作带、强化守卫
和平的防护盾、构建多元
互动的大家庭、维护和平
发 展 的 地 球 村 5 点 建 议 ，
得 到 中 亚 五 国 元 首 的 积
极 响 应 和 强 烈 共 鸣 。 峰
会 开 启 了 中 国 同 中 亚 关
系发展的新篇章，为双方
未 来 合 作 指 明 了 目 标 和
方 向 。 我 们 将 以 此 次 视
频 峰 会 达 成 的 系 列 重 要
共识为指导，以习近平外
交思想为根本遵循，赓续
友 谊 ，推 进 合 作 ，共 同 谱
写 中 国 同 中 亚 国 家 关 系
更加美好的明天。

中方：热烈欢迎中亚五国元首
来华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中新网北京1月26日电
在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30周
年视频峰会上，中亚五国元首
均表示热切期盼下周赴华出
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6

日在例行记者会作出回应。
赵立坚说，中亚国家是

中国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
伴、好兄弟。中亚五国元首多

次表示支持中方举办北京冬
奥会，反对体育政治化。

“ 中 方 热 烈 欢 迎 中 亚
五国元首来华出席北京冬
奥会开幕式，共同见证冬
奥会。”赵立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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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日内瓦电日 内 瓦 裁
军谈判会议(裁谈会)2022 年度第一期
会议 25 日开幕。中国担任今年裁谈
会首任轮值主席国。中国国务委员
兼外长王毅向裁谈会致信，对会议召
开表示祝贺。

王 毅 表 示 ，当 前 ，世 界 百 年
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纪疫情叠加共振，
国际关系和全球战略安全形势正经
历复杂深刻调整，传统安全威胁与新
兴安全挑战相互交织，国际军控、裁
军与防扩散体系处在重要的十字路
口。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国际社会
应 该 大 力 弘 扬 和 平 、发 展 、公 平 、正
义 、民 主 、自 由 的 全 人 类 共 同 价 值 ，
秉 持 共 同 、综 合 、合 作 、可 持 续 的 全
球安全观，坚决捍卫联合国的权威和
地位，不断推进全球安全治理体系改
革和国际军控、裁军与防扩散进程，
携手推动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

王毅指出，作为唯一多边裁
军谈判机构，裁谈会曾达成《全面禁
止 核 试 验 条 约》《禁 止 化 学 武 器 公
约》等重要成果，为维护国际和平与
安全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在新
的历史时期，裁谈会作为全球安全治
理重要平台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
国 际 社 会 对 裁 谈 会 工 作 充 满 期 待 。
中国呼吁裁谈会所有成员国本着相
互尊重、协商一致的原则，就裁谈会
传统议题和新兴挑战开展深入讨论，努力激发裁谈
会活力，在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基础上寻求妥善的
解决方案，努力实现全球普遍、持久、共同安全。

王毅强调，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
致力于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
际 秩 序 的 维 护 者 。 作 为 今 年 裁 谈 会 首 任 轮 值 主 席
国，中国将积极履职尽责，努力发挥建设性作用，与
其他轮值主席国和各成员国加强协作，为振兴裁谈
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裁谈会轮值主席、中国特命全权裁军事务大使
李松向会议宣读了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的致信。李
松表示，中国愿与广大成员国一道，积极践行真正的
多边主义，推动裁谈会肩负时代使命，与时俱进、守
正创新，在充分尊重和照顾彼此正当利益和关切基
础上，全面平衡地开展实质性工作，维护国际和平、
安全与稳定，推进多边军控、裁军与防扩散进程。

中新网 1 月 26 日 电
国 台 办 26 日 举 行 例 行 发
布 会 ，针 对“ 民 进 党 当 局
2021 年通过所谓‘国家语
言发展法’”一事，发言人
朱凤莲表示，任何人企图
利用语言作为工具，改变
深 植 于 台 湾 社 会 的 中 华
文 化 认 同 、中 华 民 族 认
同，是不可能得逞的。

会 上 ，有 记 者 提 问
称，民进党当局 2021 年通
过 所 谓“ 国 家 语 言 发 展
法”，从 2022 学年起，将闽
南 语 、客 家 话 、台 湾 少 数
民 族 语 言 等“ 本 土 语 言 ”
列 入 中 小 学 生 必 修 课 。
对此有何评论？

朱凤莲指出，民进党
当 局 蓄 意 将 台 湾 民 众 使
用 的 方 言 、少 数 民 族 语
言 、普 通 话 划 分 为 所 谓

“ 本 土 ”和“ 外 来 ”，包 藏
着他们处心积虑“去中国
化”的祸心。

朱 凤 莲 表 示 ，事 实
上 ，台 湾 地 区 的 闽 南 语 、

客家话都是汉语方言，是
汉 语 在 长 期 历 史 中 形 成
的地域性分支或变体，由
福建、广东地区先民带到
台 湾 地 区 。 我 是 广 东 梅
州的客家人，我讲的客家
话 ，台 湾 桃 园 、新 竹 、苗
栗 、屏 东 、高 雄 的 客 家 人
都听得懂。(客家话)所以
我希望有机会去台湾，和
桃园、新竹、苗栗、屏东、
美 浓 的 客 家 乡 亲 面 对 面
交流，尤其是用客家话交
流，自家人讲自家话。

朱凤莲说，至于少数
民族语言，我们中国是一
个 多 民 族 、多 语 言 、多 文
种的国家，台湾地区的少
数 民 族 与 大 陆 很 多 地 方
的少数民族一样，有自己
的语言，这是很正常的现
象。

朱凤莲表示，任何人
企图利用语言作为工具，
改 变 深 植 于 台 湾 社 会 的
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民族
认同，是不可能得逞的。

民进党当局蓄意将普通话
划为“外来语言”国台办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