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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着眼地区各国人
民未来，六国决心携
手 构 建 更 加 紧 密 的
中国－中亚命运共同
体。

二、各方宣布，
以举办此次峰会为契
机，中国－中亚元首
会晤机制正式成立。
峰 会 每 两 年 举 办 一
次，中国为一方，中
亚国家按国名首字母
排序为另一方，双方
轮流举办。各方愿充
分发挥元首外交的战
略引领作用，加强对
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
发展的顶层设计和统
筹规划。

各方将加快推进
中 国 － 中 亚 机 制 建
设，在重点优先合作
领域尽快成立部长级
会晤机制，充分发挥
本国外交部门作用，
研究成立常设秘书处
可行性，全方位推动
中国－中亚合作和相
关机制建设。

三、各方重申，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
问题上互予理解和支
持。中方坚定支持中
亚国家选择的发展道
路 ， 支 持 各 国 维 护
国家独立、主权和领
土完整以及采取的各
项独立自主的内外政
策。

中方支持中亚国
家间加强合作，高度
评价中亚国家元首协
商会晤机制，认为该
机 制 是 维 护 地 区 安
全、稳定和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因素，高度
评价中亚国家为维护
地区及世界和平发展
所作重大贡献。

中亚国家高度评
价中国共产党的宝贵
治国理政经验，肯定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
世 界 发 展 的 重 要 意
义。中亚国家重申恪
守一个中国原则。

四、各方一致认
为，维护国家安全、
政治稳定和宪法制度
意义重大，坚决反对
破 坏 合 法 政 权 和 策
动“颜色革命”，反
对以任何形式和任何
借口干涉他国内政。

各方强调，民主
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
和价值。自主选择发
展道路和治理模式是
一 国 主 权 ， 不 容 干
涉。

各方认为，立法
机 构 交 往 对 促 进 和
平 、 安 全 与 稳 定 的
全球合作具有重要作
用。

五、各方高度评
价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对引领国际合作
的重要意义，将以共
建“一带一路”倡议
提 出 十 周 年 为 新 起
点 ， 加 强 “ 一 带 一
路”倡议同哈萨克斯
坦“光明之路”新经
济政策、吉尔吉斯斯
坦“2026年前国家
发展纲要”、塔吉克
斯坦“2030年前国
家发展战略”、土库
曼斯坦“复兴丝绸之
路 ” 战 略 、 “ 新 乌

兹别克斯坦”2022
－2026年发展战略
等中亚五国倡议和发
展战略对接，深化各
领域务实合作，形成
深度互补、高度共赢
的合作新格局。

六、各方认为中
国同中亚国家经贸合
作潜力巨大，愿充分
发挥中国－中亚经贸
部长会议机制作用，
全面提升贸易规模。
挖掘中国－中亚电子
商务合作对话机制潜
力，拓展数字贸易、
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
合作。

各方愿提升经贸
合作的质量和水平，
持续推动贸易发展，
促 进 贸 易 结 构 多 元
化，简化贸易程序。

各方注意到共同
制定中国－中亚新经
济 对 话 战 略 的 重 要
性，包括采取相应举
措保障贸易畅通，扩
大各国产品供应量，
建立产业合作共同空
间。

各方愿推动基础
设施和工程建设合作
发展，加快数字和绿
色基础设施联通，共
同推进基础设施和工
程建设合作可持续发
展。各方愿研究建立
绿色投资重点项目数
据库的可能性。

各方宣布成立中
国－中亚实业家委员
会，支持贸促机构、
商协会及相关组织在
贸易投资促进方面密
切合作，为促进中国

同中亚国家经贸合作
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各方愿定期举办
中国－中亚产业与投
资合作论坛，升级中
国同中亚国家投资协
定，鼓励扩大产业合
作 ， 提 升 地 区 产 业
发展水平，维护地区
产业链、供应链的稳
定和效率，创造共同
价值链，鼓励提高本
国外商投资政策的稳
定性、公平性、透明
度、可持续性，持续
打造市场化、更具吸
引力的投资和营商环
境。

七、各方商定逐
步有序增开航班，研
究中国－中亚合作商
务旅行卡等人员往来
便利化举措可行性。
加 快 推 进 现 有 口 岸
设施现代化改造，研
究增开口岸，实现边
境口岸农副产品快速
通关“绿色通道”全
覆 盖 ， 开 展 国 际 贸
易“单一窗口”互联
互通、优化口岸营商
环境、促进跨境通关
便利化等合作交流，
积极发展地区物流网
络。

各方强调，应巩
固中亚作为欧亚大陆
交 通 枢 纽 的 重 要 地
位，加快推进中国－
中亚交通走廊建设，
发展中国－中亚－南
亚、中国－中亚－中
东、中国－中亚－欧
洲 多 式 联 运 ， 包 括
中－哈－土－伊(朗)
过境通道，途经阿克

套港、库雷克港、土
库曼巴什港等海港的
跨里海运输线路，发
挥铁尔梅兹市的过境
运输潜力。

各方愿共同完善
交通基础设施，包括
新建和升级改造现有
的中国至中亚铁路和
公路。

各方指出完成中
吉乌铁路可研工作的
重要性，将推进该铁
路加快落地建设。各
方同时指出，建设中
哈塔城－阿亚古兹铁
路以及保障中吉乌公
路畅通运行，实现中
塔乌公路和“中国西
部－欧洲西部”公路
常态化运营具有重要
意义。

各方指出，研究
制定从中亚国家往返
东南亚和亚洲其他国
家的最佳过境运输方
案具有重要意义。

各方将采取有效
举措提升包括边境口
岸在内的过货量，构
建 中 国 同 中 亚 全 方
位 、 复 合 型 、 立 体
化、绿色低碳、可持
续的交通基础设施体
系。

八、各方愿深挖
中国同中亚国家农业
合作潜力，促进农畜
产品贸易。中方愿增
加进口中亚农产品的
种类。

各方愿积极发展
智 慧 农 业 ， 加 强 节
水、绿色和其他高效
技术应用和先进经验
交流。下接第1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