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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月 7 日 CAREC 第 19次部长级会议（虚拟会议） 

“后疫情环境下以人为本的区域合作” 

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的发言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对个人、社会、各组织机构和经济体造成了前所

未有的破坏性影响。随之而来的突然封锁和旅行限制给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CAREC 学

院）带来了三重挑战：（1）迅速适应工作中出现的紧急变化；（2）制定战略，开展年度

工作计划中已获批的研究和能力建设活动；和（3）有效应对因疫情引起的成员国知识需

求。CAREC 学院迅速转变为居家办公（WFH）模式，以应对各种挑战；组建虚拟团队；获取

重要的信息与通信技术工具；开发在线学习平台，以在线形式提供知识服务；以及调整战

略和年度工作计划与知识产出，以应对意料之外的挑战。尽管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CAREC 学院仍将重点放在机制建设和合作伙伴关系上。CAREC 学院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

乌鲁木齐市签署了《主办城市协议》来促进其作为一个政府间组织的业务，与各研究机构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并获得亚投行和联合国（预计在本届联合国大会上）的观察员身份。  

在 CAREC 学院管理层和员工的共同努力下，CAREC 学院利用新开发的在线学习平台，

组织了 11 场能力建设虚拟培训活动。令人振奋的是，参加虚拟培训活动的人数从 2019 年

的 527 人大幅增加到 2020 年的 1500 人。参与者对在线学习平台的总体反响也十分令人鼓

舞。在运行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该在线学习平台的注册访问量达到 20,323 次。除了定期

开展能力建设培训活动以外，CAREC 学院还组织了 7 场网络研讨会，覆盖多个主题，尤其

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政策挑战。 

同样，在年度工作计划、亚行-CAREC 学院访问学者计划（VFP）和 CAREC 智库网络

（CTTN）研究资助计划中，CAREC 学院已完成/委托开展一系列主题研究，包括：建立电子

商务监管框架；建立 CAREC 地区植物检疫证书互认和电子交换框架；探索通过 CAREC 成员

国自由贸易协定来促进出口驱动型增长：借鉴巴中自由贸易协定（FTA）；促进 CAREC 地

区普惠金融：促进金融科技发展，满足贸易融资方面尚未得到充分满足的需求；发展中亚

和高加索地区的基础设施；推动 CAREC 地区经济集群的识别和空间绘图：开展基于地理信

息系统的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基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分析；促进 CAREC 地区

低碳能源发展的区域合作：挑战与机遇；在阿拉木图-比什凯克经济走廊（ABEC）开展活

动以实现框架内发展旅游业的前景；评估中亚地区气候变化对农业的经济影响；CAREC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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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高价值作物技术创新与传播的案例分析；CAREC 地区气候保险、基础设施和治理（水资

源、农业和能源）；移民与发展回顾：中亚地方管理当局的作用。除了撰写研究论文以外，

CAREC 学院还编写了八份具体国家政策简报，阐述了亚行 CAREC 走廊绩效衡量和监测

（CPMM）报告中的视角和经验教训。其中一份简报促进了政策响应和流程改进，提高了该

特定走廊的效率。  

CAREC 学院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出了快速、有效的反应，向成员国提供有助于处理疫情

期间紧急政策问题的经济政策简报，所涵盖的主题包括：疫情对 CAREC 地区的经济影响、

全球不确定性对 CAREC 地区资本流入的潜在影响、政府采取措施减轻疫情带来的经济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与经济；前景、冲击、措施以及疫情应对；矛盾、最新经济数据、疫情卷土

重来和经济不确定性：全球疫苗争夺战。另外三种与疫情相关的研究产品正在筹备中：

（1）新冠肺炎疫情下的 CAREC 地区中小微企业：影响和政策教训；（2）新冠肺炎疫情下

的中亚地区旅游业：利用技术提高旅游目的地的安全；以及（3）分析特定 CAREC 国家公

众对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