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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巴经济走廊研究中心（喀什大学）     2021年 11 月 29日 

                        

■首届“中国+中亚五国”智库论坛在京举行 

■ 习近平总书记第三次出席“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 

■ 2021·帕米尔公益论坛在喀什大学召开 

 

■首届“中国+中亚五国”智库论坛在京举行 

11 月 19日，首届“中国+中亚五国”智库论坛在京举行。

论坛主题为“阿富汗新形势与中亚安全和发展”。中国国务委

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向论坛致贺信。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

培勇、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出席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王毅在贺信中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和各国元首共同引领

下，中国同中亚五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不断丰富，共建“一

带一路”成果日益充实，为各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中

方将继续以正确义利观为遵循，以睦邻友好为原则，同中亚各

国夯实全方位合作，推动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中方愿积

极用好“中国+中亚五国”外长会晤机制，推动会晤取得更多切

实成果，造福地区和地区人民。当今世界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

叠加共振，阿富汗形势变化牵动地区局势复杂演变。此次论坛

以“阿富汗新形势与中亚安全和发展”为主题，具有很强的现

实意义。希望专家学者们用好论坛交流机制，围绕共同关心的

问题深入交流，凝聚中国同中亚国家合作的广泛共识，为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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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和平、稳定、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高培勇指出，创办“中国+中亚五国”智库论坛，是在“中

国+中亚五国”外长会晤机制框架下推动智库交流的重要举措，

旨在促进中国和中亚国家政策沟通和交流互鉴，并为地区国家

深化各领域合作提供智力支撑。今年上半年以来，美国从阿富

汗仓促撤军，造成阿富汗国内局势发生逆转，地区安全变数增

加。美军撤出阿富汗并不是所谓的“战略力量转移”，而是美

国行为的非正义性及力量衰退导致所谓打着“反恐”旗号的军

事干涉行动难以为继，阿富汗人民因此获得了自主解决国内问

题的历史机遇。阿富汗是中国和中亚国家的近邻，阿富汗形势

突变对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合作带来新挑战。中国和

中亚国家应积极协助阿富汗应对人道主义危机，促进阿富汗局

势平稳过渡，推动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在内的各类涉阿多边机制

形成合力，为阿富汗和平重建、持续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还应增强同阿富汗的互联互通和经贸往来，吸纳阿富汗参与地

区经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乐玉成围绕论坛主题发表了三点看法。第一，国家安全是

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前提。阿富汗变局的教训十分深刻，再次

证明武力干涉、强权政治以及所谓的“民主改造”，此路不通。

第二，地区安全是各国发展振兴的重要保障。阿富汗形势与地

区安全稳定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中国同中亚国家在阿富汗问

题上的立场关切高度一致。维护好本地区的持久和平符合本地

区国家的共同利益，只有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才能

让我们集中力量做好共同发展这件大事。第三，构建中国中亚

命运共同体是契合各方需求的共赢选择。在阿富汗形势复杂演

变背景下，中国和中亚国家要加强合作，共谋稳定，共促发展。

中方愿同中亚伙伴们不断深化地区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构建反

恐统一战线，帮助阿富汗维护稳定，改善民生，融入地区合作，



 - 3 - 

 

将本地区打造成共同的稳定区和安全岛。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弗拉基米尔·诺罗夫表示，中亚是上

合组织的核心区，安全与稳定是该领域的重要问题，阿富汗则

是这个问题的关键。当前，需要充分挖掘和运用阿富汗现有潜

力，利用上合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现有国际机制，重新

构筑对话平台，解决阿富汗国内人道主义危机，让阿富汗早日

实现持久发展与和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表示，

阿富汗变局给中亚地区带来的积极变化，是有可能建立新的合

作型的地区秩序。具体包括：地区国家可以更多地主导地区事

务，通过建立新的合作平台，对地区资源进行整合，进一步扩

大区域认同，加强各国的合作和协调。他认为，上海合作组织

是目前其中最具代表性、最富潜力和前景的合作机制，它的合

作基础是成员国在政治上、安全上的相互信任和经济上的贸易

互惠。未来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可实施广泛的地区合作计划，这

有助于塑造地区国家共同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从而维护整

个中亚地区安全稳定。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徐步认为，“中国+中亚五国”机

制的建立和运行对各方加强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合作，提供了新

的、更加有效的平台。未来中国和中亚五国在阿富汗问题上应

进一步加强立场协调，深化双方之间的政策交流和互动，力争

在解决阿富汗问题上发出一致声音，加强行动协调，在“中国+

中亚五国”框架下协调双方对阿富汗的行动，联合向阿富汗人

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加强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战略协调，共

同做好自身安全预防，加大安全合作，强化对国际恐怖主义、

极端势力渗入的防范，提高共同应对外来威胁的能力。 

哈萨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所所长扎列玛·沙乌克诺娃表示，

当前阿富汗面临着全面的经济危机，下一步阿富汗政权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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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高度集权和垄断，还可能形成新的军事力量。未来阿富汗

局势将变得更加复杂，充满更多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 

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战略研究所所长鲁斯塔姆·阿西兹巴耶

夫提出，为了保证中亚地区和平稳定，协助打击国际恐怖主义

和毒品贸易，应迅速建立与阿富汗新政府的对话机制，开展建

设性对话。 

塔吉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胡尔舍夫·济约伊认为，

出于地缘、安全、经济层面的考虑，我们都有必要继续在上合

组织框架下加强与阿富汗的合作。 

土库曼斯坦外交部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德茹马梅拉特·古尔

班格利德耶夫认为，国际社会支持阿富汗和平重建的工作应在

联合国领导下进行。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战略与地区研究所所长埃尔多尔·阿里

波夫表示，经济一体化是阿富汗恢复正常社会生活的重要保障，

我们需要构筑一个新的、互利共赢的、地区性的经济合作模式，

促进阿富汗和本地区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第三次出席“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 

8 年时间，“一带一路”从“大写意”向“工笔画”演进，

把脉定向尤为关键。2016年、2018 年、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

先后三次出席“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

动共建“一带一路”擘画蓝图。 

在 2016年 6 月的座谈会上，习近平在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

议立法院发表演讲时，就曾强调，着力深化医疗卫生合作，加

强在传染病疫情通报、疾病防控、医疗救援、传统医药领域互

利合作，携手打造“健康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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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1 月 19日的座谈会上，习近平强调，要稳妥开展健康、

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培育合作新增长点。比如，

总书记再次谈到要发展“丝路电商”。 

在 11 月 19 日的座谈会上，总书记重点谈到要全面强化风

险防控。他强调，要探索建立境外项目风险的全天候预警评估

综合服务平台，要加强海外利益保护等机制的协同协作，要统

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等。 

在 11 月 19 日的座谈会上，总书记明确要求，全力保障境

外人员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突出防控措施的精准性，着力保

障用工需求、人员倒班回国、物资供应、资金支持等。 

在 2016 年 8 月 17 日举行的第一次“一带一路”建设工作

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曾指出，要聚焦政策沟通、设施联

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五通”。 

在 11 月 19日的座谈会上，总书记以“五通”为着力点，

强调要夯实发展根基。比如，政策沟通方面，要探索建立更多

合作对接机制。贸易畅通方面，要扩大同周边国家贸易规模，

鼓励进口更多优质商品。民心相通方面，要形成多元互动的人

文交流大格局。 

 

■ 2021·帕米尔公益论坛在喀什大学召开 

11 月 26日，喀什大学举办“2021·帕米尔公益论坛”，论

坛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此次论坛为首届帕米尔公

益论坛，由喀什大学、喀什地区行政公署、清华大学公益慈善

研究院主办，中巴经济走廊研究中心（喀什大学）承办。 

本次论坛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等

重要论述，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和“文化润疆”工程，

以“第三次分配助推共同富裕”为主题，分为开（闭）幕式、

论坛和联盟成立揭幕、形象大使聘任、爱心捐赠、合作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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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报告、圆桌论坛、实地考察等环节。 

论坛期间，自治区教育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喀什大学

党委书记薛继海，自治区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文起，自

治区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楠，喀什地区行署副专员、地

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唐晓冰，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王名，

南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李靖，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副院长黄

浩明，新疆红石慈善基金会理事长余立军、喀什大学党委常委、

副校长杨清华等在论坛上分别致辞，喀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

长罗浩波主持论坛。 

薛继海代表喀什大学对参加论坛的领导、来宾、专家、学

者、公益达人表示欢迎和感谢，表示将进一步发挥相关研究机

构和专业人才服务社会功能，与社会各界加强学术研讨、提供

政策咨询、增进文化交流、加强人才培养，在全校师生中大力

弘扬公益精神和志愿服务精神，不断提升学校建设发展水平和

人才培养质量。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公益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南开大学，

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工商大学，中国国

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腾讯公益基金会，商联国际非营利组

织服务中心，明德公益研究中心，新疆红石慈善基金会，喀什

经济开发区，山东、广东、上海、深圳援疆前方指挥部，新疆

德汇集团，新疆宏发投资集团，喀什大学等单位在论坛作主旨

发言和公益研究、组织、实践分论坛发言。 

著名歌唱家、中华志愿者协会副会长、晶心关爱母婴公益

项目发起人谭晶受聘首届帕米尔公益论坛、帕米尔公益联盟形

象大使，并以视频连线方式向论坛致贺。 

其间，新疆德汇集团、新疆宏发投资集团、南开大学出版

社为喀什大学现场捐赠了公益金和图书。新疆红石慈善基金会、

阿里巴巴菜鸟网络、南开大学出版社分别与喀什大学签订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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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合作协议。 

通过此次论坛，促进了喀什大学与各知名公益机构和企业

的深度交流合作，强化了潜心育人、服务社会的政治责任，增

强了广大师生的公益慈善意识和志愿服务精神。 

 

 

 

 

 

 

 

 

 

 

 

 

 

 

 

 

 

 

 

 

 

 

 

中巴经济走廊研究中心（喀什大学）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