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行理财网
中吉乌铁路投资(中吉乌铁路投资模式)

中吉乌铁路不是单一的铁路交通线路，在交通互联互通方面具有极大的地缘经济与
政治价值，将促进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欧洲国际市场的深度融合，成为中国
与上合组织覆盖国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互联互通、互惠互利的标志性项目。不
仅有利于完善亚欧大陆整体交通网络，更将为疫情后重启经济、发掘经济潜力创造
新机遇。

9月15日至16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将在乌兹别克斯
坦撒马尔罕召开。8月2日，乌兹别克斯坦代理外交部部长弗拉基米尔·诺罗夫表示，
中吉乌铁路修建协议计划在撒马尔罕峰会期间签署。该协议的签署，无疑将成为本
届峰会一大重要成果。

中吉乌铁路，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及其辐射国家发展影响广泛，其不是单一的铁路交
通线路，在交通互联互通方面具有极大的地缘经济与政治价值，尤其是在俄乌冲突
引发全球及区域地缘政治生变的背景下，对于上合组织覆盖区域的交通网络与体系
构建及其外延式发展意义深远。

中亚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开通中吉乌铁路，将促进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欧洲国际市场的深度融合，成
为中国与上合组织覆盖国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互联互通、互惠互利的标志性项
目，不仅将构建起新亚欧大陆桥的南部通路、拓宽运输范围，还将改变我国西部地
区的交通格局。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新疆不再是边远地带，而是一个核心区、一个枢
纽地带。然而当前，新疆在对外合作与交流方面具有的多元资源潜能尚未完全释放
与发挥出来。中吉乌铁路修通后，新疆将多出一条陆路国际通道，由原来的1条增
为2条，这必将成为未来新疆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新增长极，将扩大新疆乃至整
个西部经济版图并加快其各种有效资源潜力对外释放的速度。

中吉乌铁路建设，将有利于吉乌两国扩大农产品和矿产品出口，能为两国吸引国际
投资创造良好条件，更利于两国撬动多种资源出口创汇。铁路建成投运后，可优化
两国境内交通基础设施、提升铁路运力与增加货物吞吐量、推动两国成为铁路运输
中转国、快速带动两国运输业发展，可使两国产品更快速地进入阿富汗、巴基斯坦
、伊朗与土耳其等周边国家。同时，两国也可通过中吉乌铁路运营与维护获取过境
收益红利、增加就业岗位。

对于双重内陆国乌兹别克斯坦而言，通过中吉乌铁路可以使其货物绕过哈萨克斯坦
进入中国，扩展其交通运输网，降低对哈萨克斯坦的过境运输依赖。同时，中吉乌
铁路走廊将与外高加索走廊连接，为乌兹别克斯坦提供至欧洲的最短线路。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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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国可借力中吉乌铁路构建“生产—物流—货运网点”新型一体化经济走廊。

对于铁路极不发达、货物运输完全靠公路的吉尔吉斯斯坦而言，中吉乌铁路的开通
必将为其大大节省运输时间与成本。据吉国经济专家测算，中吉乌铁路项目落成后
，其年货运量预计可达1300万吨，其中20%为吉国境内货运量，80%为过境吉国
货运量，吉国仅靠过境运输一年就可以获利2亿美元。

辐射周边的新纽带

中吉乌铁路建设不仅惠及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对周边国家也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土库曼斯坦对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被誉为“人间七条路的十字
路口”。自独立以来，土库曼斯坦在中亚国家中率先提出恢复古丝绸之路倡议，30
年来一直努力践行海陆空交通运输一体化战略，修建了多条国内与国际铁路。此外
，还耗巨资修建了6座机场、2座跨阿姆河大桥、1条高速公路及土库曼巴希国际海
港等。目前，土库曼斯坦在推进“青金石”（“阿富汗—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
格鲁吉亚—土耳其”）交通走廊、“中亚—近东”（“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
—伊朗—阿曼—卡塔尔”）交通走廊、“里海—黑海”（“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
—格鲁吉亚—罗马尼亚”）交通走廊建设。从某种意义上说，土库曼斯坦是中亚国
家中修建现代交通基础设施最多、最好的国家，但土国受限周边交通环境，其现代
化交通运输体系的效能还尚未完全发挥出来，当前只有“哈—土—伊”南北国际铁
路、土库曼巴希港发挥了一定潜能。中吉乌铁路的开通，能使土库曼斯坦联通中国
的铁路由1条增为2条，能使土通过中国连接亚太地区，将让土真正纳入欧亚大陆的
“一路一区”（“丝绸之路”与“环里海地区”）交通网络，土库曼斯坦的交通运
输潜能将得到全面释放。

当下，土耳其推进的国家交通战略主要以里海“中间走廊”为依托，意在连接格鲁
吉亚和阿塞拜疆，再经里海区域哈萨克斯坦或土库曼斯坦两国海港，进入中亚、阿
富汗以及巴基斯坦，最终向东抵达中国，以进一步完善亚欧大陆交通网构建，同时
谋求最大化地缘政治利益。“中间走廊”与“一带一路”交通线路存在一定的重合
，中亚区域是二者战略对接的重点。“中间走廊”在中亚地区分为北、中、南3条
线路，其中正在运营的北、中两条线路只经过哈萨克斯坦，而经过乌兹别克斯坦与
土库曼斯坦的南线尚未被激活。同时，俄乌冲突与哈萨克斯坦一月事件的外溢影响
，已开始波及到了“中间走廊”北、中两条线路战略安全。中吉乌铁路的开通，可
加速“中间走廊”南线在乌土两国境内的贯通，更加深化“一带一路”交通线路与
土耳其“中间走廊”的紧密对接。

“南—北”走廊建设的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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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走廊构想于1993年被提出。2000年9月，俄罗斯、伊朗和印度就其签署
构建协议，随后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耳其等14
国先后加入。“南—北”走廊从提出到构建，横跨两个世纪，因受多种因素影响构
建动力不足，进展不大。俄乌冲突爆发后，美欧对俄实施了最严厉的制裁，俄通往
欧洲的交通运输线路严重受阻，俄加快了“南—北”交通走廊建设推进速度。2022
年7月份，俄总统普京访问伊朗，明确表态俄方将协助伊方修建“南—北”走廊上
的“拉什特（伊朗）—阿斯塔拉（阿塞拜疆）”铁路，其能将俄、阿、伊、印四国
铁路接成网络，“南—北”走廊再次成为国际交通运输领域的焦点议题。“南—北
”走廊作为经向运输通道，单凭俄、伊、印等国建设与运作，其辐射作用等难以完
全发挥。中吉乌铁路的开通，能在纬向上为“南—北”走廊增加多个出入口、拓展
其腹地范围，势必加速驱动“南—北”走廊建设进程。

总之，中吉乌铁路建设协议的签署，再次彰显了上合组织“互信、互利、平等、协
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将有利于亚欧大陆整体交通网络
完善，为疫情后重启经济、发掘经济潜力创造新机遇，更有利于上合组织成员国及
关联国家共同“反抗不公正国际规则挤压”，共建共享安全格局。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兰州大学土库曼斯坦研究中心 王四海 魏 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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