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易小准副部长在中亚区域经济合作 
工商发展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 
（2010 年 7 月 29 日，乌鲁木齐）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中国商务部，对本次
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与会各位嘉宾和工商界朋友
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问候。同时，我要向论坛的共
同主办方，亚洲开发银行为举办本次论坛所做出的贡献表示
感谢，向论坛的东道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提供的大力
支持和所做的精心准备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次论坛以“携手商界，共促中亚繁荣”为主题，深入探
讨扩大区内商机、促进公私部门合作、共享贸易投资机遇等
问题，搭建工商界与政府间的交流平台，共同探寻区域经济
发展的新机遇。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仍在持续的背景下，本
次论坛对于凝聚共识、把握机遇、深化合作、促进复苏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1600 多年前，“丝绸之路”将中国和中亚各国连接起来。
昔日的驼队和马帮推动了中国和中亚的商品往来，促进了中
国与中亚各国的友好交往。如今，虽然现代化信息社会改变
了我们的生活和交往方式，但这一地区传统的民族情感、商
业氛围和旺盛的市场需求却没有改变。在古老丝绸之路经过
的地方，公路、铁路、大型国际机场、输油管道和通讯光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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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国和中亚各国更加紧密地连接起来。随着区域合作的不
断深化，中国和中亚各国之间的经济互补优势更加凸显，展
示出巨大的合作潜力。中国与区内各国的贸易额已经从 1996

年机制成立之初的 10 亿美元发展到 2009 年的 259 亿美元，
增加了 26 倍。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推动本地区经济合作的发展。近年
来，中方为增强有关成员国加入世贸组织能力建设提供了技
术支持；为中吉乌公路和铁路、中蒙俄公路过境运输通道、
比吐公路等中亚交通走廊建设项目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由
中方贷款改建的杜尚别至塔什干 368 公里公路项目已完成
80%；中方还出资 50 万美元资助建立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
院。 

 

女士们、先生们， 

当前，地区和世界经济复苏势头有所增强，区内企业的
活力有所恢复，但我们必须看到，全球经济复苏前景还存在
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企业的经营和发展仍然面临很多困
难。我们坚信，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实行开放政策是促进经
济复苏的重要动力，也是企业摆脱危机影响，恢复活力的重
要保证。 

在应对危机过程中，中国政府在努力扩大内需、保持市
场开放的同时，鼓励和推动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截至
2010 年 3 月底，仅新疆在中亚各国投资的企业就达 130 多家，
累计投资近 8 亿美元，涉及建材生产、采矿、食品加工及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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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流通等行业。新疆企业“走出去”不仅促进了新疆产业结构
的调整，使一批有技术、有经验的优秀企业在中亚地区找到
新的发展空间，也为所在国带去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
创造了就业，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 

此外，中国政府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将对中亚合
作产生积极影响。在本月初召开的中国西部大开发会议上，
中国政府总结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十年成果，指明今后十
年的发展目标，明确了把中国西部地区建设成为中国重要的
能源基地、资源深加工基地、装备制造业基地和战略性新兴
产业基地的努力方向。中国政府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不
仅将促进新疆等西部省份的经济发展，也将惠及区内的其他
国家。 

今后，中国将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改善投资环境，鼓励
条件成熟的企业走出去，到中亚各国开展投资、工程承包、
劳务合作等多种形式的经济合作。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中国开展对外经济合作中，始终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
原则，注重促进东道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也希望各国以
积极开放的态度对待国际双向投资，保护投资者权益，提升
投资者信心，给予他们更多的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支持。 

 

女士们、先生们， 

中亚区域各国经济互补性强，市场联系紧密，但区域合
作的水平尚在起步阶段，同时，各成员都面临发展经济、改
善民生的艰巨任务，也都面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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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紧迫要求。加强各国工商界的互动，拓
展和深化区域经济合作，符合各方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促进
世界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在此，我愿提出四点建议： 

第一，以通道建设为重点，加快实现区域内互联互通。
本地区多数国家属于内陆国，交通对于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
展有着特殊重要性。目前，在亚行牵头下，已完成了本地区
六大交通走廊建设规划。希望各方积极参与，尽快使规划变
为现实。  

第二，以政府为主导，大力改善地区贸易投资环境。挖
掘未来本地区合作潜力，关键在于改善贸易和投资环境。各
方应充分利用现有机制，切实加强合作与协调，努力消除本
地区的贸易投资障碍，不断降低贸易和运输成本，突破区内
道路“通而不畅”的瓶颈，提高区内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程度，
推动人员、货物和资本更自由、便捷流动，为企业营造更为
公平、开放和透明的贸易投资环境。 

第三，以企业为主体，着力夯实区域经济合作基础。企
业是经贸合作主体，中方积极鼓励本国企业与各国企业建立
联系、扩大合作。区内企业应抓住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调整
的有利时机，通过技术创新和优化升级，拓展企业合作领域，
丰富企业合作方式和途径，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投资促进和
保护机制，充分调动中小企业积极性。 

第四，以产业为依托，努力开拓区域合作新增长点。当
前，世界经济结构正在进行新的调整，区域合作和发展模式
也需要在调整中不断创新。区域经济合作应顺势而为，在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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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传统领域合作同时，大力拓展在农业贸易和投资、新能源、
节能环保、服务外包、卫生、旅游等领域的合作。我们还将
推动区内各成员大力转变发展方式，加快结构调整，实现区
内产业集聚发展，提升地区产业整体竞争力，努力培育新的
合作增长点，为区域经济合作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女士们、先生们， 

工商界是推动区域合作的重要力量。加强政府与工商界
的联系，充分听取并及时解决工商界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鼓
励工商界深入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对促进本地区经济合作与
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地与本地区其他国家一道，致力于
区域经济合作，并在人力、物力、智力、财力等方面做出力
所能及的贡献。我们欢迎区内外的企业家和有关国际机构献
计献策，破解发展难题，共创地区发展新篇章。 

我们深信，在各国的共同努力下，在工商界的积极参与
下，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活力将被充分激发出来，发展潜力将
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利益。 

最后，祝本次论坛活动取得圆满成功！祝各位朋友在华
期间心情愉快，身体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