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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部“一带一路”调研小组莅临中亚学院交流座谈 

    3月30日，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主任王

立勇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办副主任李永胜一行来

访中亚学院，并与中亚学院院长卡比尔·朱拉佐达

等进行交流座谈。  

    朱拉佐达院长简要介绍了中亚学院知识产品和

知识服务相关情况，指出学院的知识产出旨在为成

员国政府提供政策建议，以解决区域内最为紧迫的

问题。他还介绍了中亚学院为满足中亚区域经济合

作（CAREC）成员国政策需求而组织的一系列论

坛、政策对话和能力建设活动。 

    会上，中亚学院首席经济学家团队成员以及知

识管理处代表分别发言，分享中亚学院近期在贸易

通关、投资、绿色发展和数字经济领域，以及金

融、能源、水资源和农业领域的研究成果，指出区

域各国就ESG（环境、社会及治理）发展、理念推

广及标准体系制定开展合作的重要性。中亚学院作

为区域知识中心，旨在通过助力政府决策、帮助开

发新技术、提升劳动生产率，促进区域整体繁荣，

增进区域民生福祉。 

    王立勇副主任简要介绍了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相

关情况。该中心自2010年成立以来，主要从事国际

关系、全球社会与政治趋势、经济和社会发展等领

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发起成立了“一带一路”智

库联盟，已有141家中国智库和122家外国智库参与

合作。王立勇副主任表示，双方工作存在诸多共通

交叉之处，期待能够通过此次交流开启双方互通合

作的起点。他还欢迎学院加入“一带一路”智库联

盟，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相关论坛等活动。 

    李永胜对朱拉佐达院长来华就职表示热烈欢

迎，并就推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加强与邻国开展经

贸、知识交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与中亚区域经

济合作作出承诺。 

中联部“一带一路”调研小组莅临中亚学院交流座谈 

http://www.carecinstitute.org/news/
http://www.carecinstitute.org/events/
elearning.carecinstitute.org
http://www.carecinstitute.org/publications/resilience-and-economic-growth-in-times-of-high-uncertainty/
https://www.carecinstitut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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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20至24日，中亚学院联合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成功举办了为期五天的国际金融风

险预警与监管线上高级研修班。  

    开幕致辞环节，中亚学院院长卡比尔·朱拉佐达强调了金融稳定性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他

指出，一个稳定的金融体系，可以有效地配置资源，评估与管理金融风险，维持较高的就业

水平，以及控制实体或金融资产价格波动所带来的风险。新冠疫情爆发后，区域性金融风险

不断上升。CAREC成员国政府应面向收到疫情影响较大的区域和经济较为薄弱的环节，制定

以金融部门稳定、家庭和企业破产法律框架、信贷投放和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等为重点的政

策。 

    朱拉佐达院长表示，要维护 CAREC地区金融体系的稳定，需要各国政府、金融监管机

构以及民间团体的共同努力。对此，CAREC成员国应认真思考，制定有效的货币、财政、金

融政策，应并作出相应的安排。 

    超过50多名来自金融风险管理机构及相关职能部门的资深专家、知名大学学者，以及来

自CAREC成员国智库的专家参与了会议。会议期间，参会者不仅获得了财务风险管理、债务

可持续性发展、和风险管理等方面的新知识和新思路，并从中国金融风险管理的实践感受到

较深的体会。 

         

                                                                                                                                                  跳转下一页 

中亚学院国际金融风险预警与监管高级研修班成功举办 

国际金融风险预警与监管高级研修班开幕式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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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2日，中亚学院首席经济学家汉斯·霍尔扎克博士就“CAREC地区金融风险，及其对经

济可持续和全面发展的影响”进行了专题讲座。随着消费和对外贸易基本得到恢复，大部分

CAREC国家在2021年已经摆脱了新冠病毒造成的经济衰退。但矿物燃料净出口国的外贸赤字

却在不断扩大。在部分CAREC国家中，外债比率和非居民债务比率都很高，这增加了重新筹

措债务的难度。不超过三个月的进口商品和服务保证金，应当引起有关部门和贷款人的重

视。因此，CAREC部分成员国仍处于金融风险之中，在维持金融稳定的同时，也应保持货币

和财政的灵活性，以支持经济发展。 

    汉斯博士表示，为追赶发达国家，CAREC国家需要对生产力重新进行定位；他还进一步

说明了各国可以如何通过推进自身改革、实现经济多元化和利用新技术来提高生产力和应对

新出现的挑战。推动新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应对来自于创新、数字化、技术、贸易和比较优势

的利用、外资、技术和管理的转移、规模经济，特别是人力资本的开发。汉斯博士同时强

调，进一步加强区域合作与一体化，将有助于提高生产力、减少风险，并在必要时促进适应

工作。 

    中亚学院战略规划处处长哈立德·乌玛尔就金融普惠、金融科技和金融稳定性之间的相互

关系进行发言。一般认为，金融普惠意味着成年人以及微型、中小型企业能够很容易地开立

银行账户，并且能够享受到正规金融部门所提供的廉价、可靠的和可持续的金融服务。金融

普惠是促进经济发展、减贫和促进社会的关键。CAREC成员国在人口规模、金融普惠等方面

存在较大差异。蒙古国在CAREC地区首屈一指，其银行户数占总人口的93%，近两倍于其他

CAREC成员国。紧随其后的分别是格鲁吉亚和哈萨克斯坦，分别占61%和59%。然而，

CAREC其余成员国的银行账户持有者数量虽有所增加，但数字技术使用情况仍较低。 

    哈立德处长指出，为了使金融服务更加便利，政府必须运用金融技术，为那些接受不到

充分服务的民众，提供廉价、方便的金融服务，特别是在边远地区及社区。移动互联网的普

及，促进了金融服务渠道的拓展。 

    中小企业由于缺乏抵押资产、缺乏信用历史，持股偏低，为其融资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在此背景下，为了满足微型和中小型企业的金融需要，金融政策制定者必须更好地了解企业

背景，有必要确定范围，以区分微型和中小企业，并制定目标明确的政策，以帮助微型和中

小企业的发展。 

    对于金融普惠与金融稳定性之间的关系，目前还尚无定论。一种观点认为金融普惠可以

证明金融稳定性。随着小额信贷规模的扩大，信贷总体风险得到有效降低，信贷波动性减

小。另一种观点认为，当放贷机构放松标准，放贷给中小企业时，就会直接或者间接地引发

金融不稳定，进而引发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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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2月25日至3月21日，中亚学院院长卡比尔·朱拉佐达在塔吉克斯坦同多家CAREC

智库联盟成员单位举行了会议。中亚学院为CAREC智库发展联盟（CTTN）搭建了知识和政

策资源交流的平台，促进CAREC成员国及区域智库间的合作，就社会和经济问题提出了宝贵

的政策建议。此次会晤旨在探讨双方目前关心的共同问题，以及在CTTN框架下进一步合作

的机会。 

    会晤期间，中亚学院院长卡比尔·朱拉佐达介绍了CTTN的各项活动，包括2016年至今举

办的CAREC智库发展论坛，2019年至今举办的CTTN研究资助项目，2021年至今组织的

CTTN政策对话，以及预计在2023年将要启动的CTTN博客项目。以上活动推动了CAREC国

家和区域智库间思想与知识的交流。 

        2月25日，卡比尔·朱拉佐达院长会见了Z社会学分析中心董事古尔诺拉·贝克纳扎罗娃女

士。双方讨论了在CTTN框架下扩展研究领域的可能性。贝克纳扎罗娃女士提议，在CAREC

区域内，通过培养青年科研工作者能力、开展合作等形式，以提高青年科研工作者的科研水

平。双方同意就该倡议的构想进行合作。 

        2月27日，卡比尔·朱拉佐达院长与NAVO研究中心副局长鲁斯塔姆·巴巴扬诺夫先生会

面。后者强调了CTTN框架下开展合作的重要性，并建议在塔吉克斯坦设立国家级资源中

心，加强智库间的合作。通过建立跨地区、跨国家的知识平台实现资源的共享和信息交流，

向CTTN成员提供知识产品。 

        3月2日，卡比尔·朱拉佐达院长与塔吉克斯坦理工大学负责国际关系的副校长哈约尔·博

博耶夫先生举行会谈。博博耶夫先生表示愿继续在CTTN框架内与中亚学院开展合作。会谈

后，朱拉佐达院长参观了校园，教室配有现代化设施，可支持CTTN开展各项活动。作为今

后双方开展合作重点之一，博博耶夫欢迎中

亚学院今后为青年科研工作者举办CTTN线上

活动。 

         3月21日，卡比尔·朱拉佐达院长会见了

塔吉克斯坦科学院经济与人口研究所院长谢

里夫·拉希姆佐达博士。双方就CTTN 2023年

拟将开展的各项工作进行讨论。拉希姆佐达

博士表示，中亚学院应通过社交网络加强信

息交流，并建议通过信息图表的方式发布

CTTN分析报告，以便迅速地实现信息传递。 

中亚学院在塔吉克斯坦拜访CAREC智库联盟成员 

拜访了塔吉克斯坦科学院经济与人口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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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5日，中亚学院联合伊斯兰发展银行

（IsDB）、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举办了“数字领

域外国直接投资生态系统”线上研讨会。会议邀

请来自CAREC区域的专家，深入探讨了中亚学

院与伊斯兰发展银行合作开展的数字领域外国直

接投资研究课题，并就中亚地区数字领域外国直

接投资的能力建设和管理等问题提出了建议。 

    中亚学院院长卡比尔·朱拉佐达在致辞中表

示，数字经济对于推动CAREC成员国包容性的

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亚地区地处内陆，光

纤通信、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导致该地

区与域外的联系不畅，制约了该地区的发展。此

外，该区域尚未从数字经济转型中充分获益。由

于规制陈旧、投资政策缺乏竞争力、数字基础设

施不健全、缺乏国家级的数字平台、过度依赖初

级工业，缺乏系统性的治理结构等原因，限制了

CAREC区域的发展。另外，CAREC区域普遍存

在的数字鸿沟的问题也是造成上述现象的重要因

素之一。 

    中亚学院向CAREC成员国提供了一系列的

研究成果，其中包括《CAREC区域数字鸿沟》

及《CAREC地区数字领域外国直接投资生态系

统》，这两份报告是与伊斯兰开发银行共同编写

的。分析发现，CAREC成员国在数字化程度上

存在较大差异，部分CAREC成员国在数字化领

域已处于域内领先水平，而其余成员国依旧存在

互联网接入困难等情况。朱拉佐达院长表示，数

字鸿沟不但在数字基础设施和准入上依然存在，

还涉及到诸如互联网成本和质量、整体投资环境

和数字安全等社会经济因素中，这些因素都会对

进入本地区的数字化外国直接投资产生影响。 

    会议的第一环节介绍了由中亚学院和伊斯兰

发展银行联合发起的《中亚地区电子外国直接投

资生态系统（第二阶段）》的研究成果。中亚学

院高级研究员阿西夫·拉扎克博士，从新兴数字

化产业、数字应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制约因

素和数字推动的途径等五个方面，对CAREC地

区数字化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与影响进行了

分析。结果表明，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和中国

三个国家外国直接投资发展状况较好，且三国对

外国直接投资的管制较为宽松。阿塞拜疆、蒙古

国、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巴基斯坦为

中等外国直接投资发展水平。塔吉克斯坦、土库

中亚学院举办数字CAREC线上政策对话：数字领域外国直接

投资生态系统 

数字CAREC线上政策对话：数字领域外国直接投资生态系统参会代表发言 

                                                                                                                             

跳转下一页 

https://www.carecinstitute.org/wp-content/uploads/2023/02/Digital-FDI-Ecosystem-in-CAREC-for-publication.pdf
https://www.carecinstitute.org/wp-content/uploads/2023/02/Digital-FDI-Ecosystem-in-CAREC-for-publica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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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兰开发银行合作和能力发展部首席经济

顾问伊梅德·德林教授，与如何为数字化外国直接

投资创造良好前景，与各方分享了政策建议。各

国应遵循“三步走”的思路，首先要从有序与无序

两个层面来改善投资环境；二是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与区域互联互通；三是通过本土化的人才培养

和跨境标准化，实现向数字经济的转型。伊梅德·

德林教授着重指出，在加强数字化外国直接投资

生态系统领域进行合作的重要性。在支持基本的

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方面，政府可通过促进

信通技术基础设施的投资、采用公私伙伴合作模

式、调整教育战略，使民众和企业掌握数字技能

等方式，创造一种有利于私营部门参与的环境。

通过与民间机构的合作，可以更好地认识到数字

经济的社会效应。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对规范标

准统一、跨境数据交换、网络安全、贸易投资便

利化均会产生积极地影响。 

 
    专题介绍环节过后，来自CAREC成员国的代

表对研究成果及其政策意义进行反馈，并对未来

的研究方向及区域合作提出展望。 
 

    会议的第二个环节由来自国际知名金融机构

的专家担任主持，介绍了数字化外国直接投资的

相关情况，CAREC数字化研究项目的成果进展，

以及未来两年各机构在CAREC地区开展数字化及

其他相关领域的工作计划，并就如何提高机构间

的协同作用提供建议。 

中亚学院和欧亚稳定与发展基金（EFSD）举行座谈 

         2023年3月24日，中亚学院与欧亚稳定与发

展基金（EFSD）召开线上座谈会。就机构间开展

知识活动交流信息，并探讨潜在的合作领域。 
 

    中亚学院院长卡比尔·朱拉佐达和欧亚稳定

与发展基金副执行董事叶夫根尼·维诺库洛夫就

经济和金融稳

定、债 务 可 持

续 性、主 权 融

资数据库工作

等议题进行了

讨 论。过 去 几

年，中 亚 学 院

在欧亚稳定与

发展基金数据

库 的 开 发、经

济和政策简报

评审等方面提

供 了 支 持。欧

亚稳定与发展

基金也派员参

与 了CAREC机

制经济和金融可持续性高级别论坛以及

CAREC智库发展论坛。会上双方表示今后将在经

济和金融稳定、债务可持续性等领域加强合作。 
 

     欧亚稳定与发展基金前身为欧亚经济联盟反

危机基金，于2009年由俄罗斯、白俄罗斯、亚美

尼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

发起成立，主要目标是确保欧亚地区经济可持

续，促进基金成员国经济一体化。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三国同时是中

亚学院和欧亚稳定与发展基金的成员国。 

中亚学院和欧亚稳定与发展基金（EFSD）举行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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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7日，甘肃省酒泉市政协王海明一行来

访中亚学院进行交流座谈。 

    中亚学院第一副院长黄京菁博士代表中亚学

院对酒泉市政协考察组一行表示欢迎，随后简要

介绍了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中亚学院发展历

程、研究 方向与重点 工作领域。她 指出在

《CAREC 2030战略》的指引下，中亚学院围绕

经济和金融稳定，贸易、旅游和经济走廊，基础

设施与经济互联互通，农业和水资源以及人文发

展五大业务集群，通过实证研究、能力建设、知

识产品分享与传播以及与构建伙伴关系等方式积

极推动CAREC区域合作与一体化。  
 
    王海明主席介绍了酒泉市历史文化和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酒泉地处甘、新、青、蒙四省区交

汇，是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有甘肃省

唯一陆路边境口岸（与蒙古国接壤），拥有莫高

窟、汉长城、锁阳城、悬泉置和玉门关5处世界

文化遗产，也是敦煌艺术的故乡。他希望能与中亚

学院深入合作，共同推进中亚区域文化旅游融合发

展。双方就深化交流、加强活动往来进行了深入沟

通。 

甘肃省酒泉市政协考察组一行莅临学院交流座谈 

中亚学院第一副院长黄京菁博士拜访新疆农业大学 

        3月6日，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第一副院长

黄京菁博士一行拜访了新疆农业大学，与新疆农

业大学党委书记谢树青等进行座谈交流。 
 

    会谈中，谢树青对中亚学院一行表示欢迎，

并简要介绍新疆农业大学建校70多年来的发展历

程，重点介绍了学科建设、人才队伍和国际交流

等方面的情况。他表示，新疆农业大学是一所以

农业科学为优势和特色的大学，学校积极拓展国

际科技教育合作与交流，加速国际化进程，与乌

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多所

大学及研究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学校还成立了

“中亚研究中心”、 “新疆-中亚现代农业科技创

新与交流中心”及“中国-乌兹别克斯坦科学研究

中心”等国际合作平台，积极参与和推动了丝绸

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高等农业教育的共同发展。 
 

    黄京菁博士介绍了中亚学院的历史沿革、研

究方向与重点工作领域，指出中亚学院是总部位

于中国新疆乌鲁木齐的政府间国际机构，致力于

通过实证研究、能力建设、知识产品分享与传播

以及与构建伙伴关系等方式推动区域合作与一体

化。会谈中，双方就建立良好互动、资源共享、

专家授课、开展联合研究、培训和论坛活动等内

容进行了深入交流探讨。 

 

甘肃省酒泉市政协考察组一行莅临学院交流座谈 



8 

        3月3日，中亚学院第二副院长伊斯坎达尔·阿

卜杜拉耶夫博士访问了塔什干新加坡管理与发展研

究所（MDIS-Tashkent），并以《环境问题：范围

与解决办法》为主题发表公开演讲。2007年，乌兹

别克斯坦银行协会与新加坡管理发展学院在塔什干

联合创办了新加坡管理发展学院。英国班戈大学和

英国桑德兰大学是其教育计划的长期合作伙伴，两

所大学被公认为英国最好的大学。2020年，MDIS-

Tashkent与英国泰赛德大学签订了合作协议。 
 

    阿卜杜拉耶夫博士就当前中亚国家面临的主要

环境问题发表了观点，并提出了看法。目前，发展

中国家正面临着水资源总量与质量不断下降、水资

源竞争加剧、水环境持续恶化、气候变化引起的洪

水灾害频繁。此外，由于过渡灌溉、盐碱地以及工

农业活动，一些国家还出现了严重的土地退化。随

着家庭消费的增长，产生的废物也随之增多，尤其

是在一些可能产生有害废物的行业，如住宅、医疗

和交通等。中亚是全球变暖最为敏感的区域之一，

全球变暖加剧导致冰川消融、旱涝、生物多样性丧

失，荒漠化，以及生态环境退化等一系列问题亟待

解决。体制上的缺陷主要包括体制成就、体制路径

依赖、缺乏战略远见、缺乏规划、资金不足等。阿

卜杜拉耶夫博士强调，在中亚地区及国家层面开展

多国环保合作，是解决区域和国家环境问题的重要

途径。 
 

    伊斯坎达尔博士同MDIS-Tashkent领导层会谈

期间，就中亚学院与MDIS-Tashkent通过科研交流

和知识共享等方式开展合作进行探讨，并讨论了

CAREC智库发展论坛在塔什干举办的可能。 

中亚学院就环境问题发表公开演讲 

中亚学院就环境问题发表公开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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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行研究院（ADBI）近期发布的书籍《危机

中的世界，进步中的世界：共同成长》第十章中简

述了疫情期间中亚学院的创新知识共享服务。中亚

学院能力建设处处长伊萨·汗·阿尤布·阿尤比和

培训专家黄鹤共同撰写本章内容。新冠疫情期间，

学院将其能力建设活动从完全实体化转变为线上虚

拟举办。在亚洲开发银行（ADB）的财政支持

下，中亚学院开发了有别于传统教育机构方式的电

子学习平台。该平台通过向CAREC成员国家的高

级政府官员提供专题或方案相关知识支持，对区域

经济合作和一体化产生直接影响。鉴于目标受众在

工作安排、职业目标方面的不同以及学习新知识的

诉求，学院电子学习平台所具备的多功能自助学习

特点彰显。 
 

    该电子学习平台具有较大的云储存空间，可以

容纳数小时的录频、PPT以及其他数字学习模块和

学习材料。平台包含能力建设培训、研究论坛和大

会以及访谈等内容，用户可以对所有学习材料进行

分类，自主学习。完成在线学习后，学员可以申请

电子结课证书。中亚学院也将继续开发新的平台互

动模块，补充平台内容。学院通过电子学习平台中

的直播和专题研讨会惠及无数学员，平台随时向所

有人在线免费开放。 
 

    电子学习平台赋能学院将其知识服务路径从传

统的面对面学习转变为由虚拟和面对面课程组成的

混合学习模式。学院诚邀更多人注册参与电子学习

课程，以获得新知识，发展新技能。 

亚行研究院新书设章节介绍中亚学院电子学习平台 

中亚学院高级研究员在巴基斯坦参会 

         3月20日至21日，中亚学院高级研究员古拉姆

·萨马德博士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主持了以深挖

CAREC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潜力为主题的国家讲习班

和培训会。 
 

    此次研讨会由亚洲开发银行（ADB）、巴基斯

坦商务部及政策与管理咨询小组共同组织举办，旨

在就深挖CAREC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潜力及其益处引

起多方广泛共识，促进公私部门、工会及民间社会

组织等利益攸关方之间展开专业的国家层面的对

话。来自亚洲开发银行的顾问在会上分享了CAREC

自由贸易协定相关研究报告结果，政府官员分享了

贸易政策信息并发表了评论。 
 

    此次会议旨在提醒政策决策者CAREC区域自由

贸易协定的发展潜力及其将带来的益处。目前巴基

斯坦从事贸易相关问题工作的初级和中级政府官员

已基本具备谈判、设计、制定和执行自由贸易协定

的能力。 

https://www.adb.org/publications/a-world-in-crisis-a-world-in-progress
https://www.adb.org/publications/a-world-in-crisis-a-world-in-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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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新冠疫情期间中小企业支持政策跨

国比较：中亚经济体的中小企业复苏策略》由布

伦丹·杜普里和艾占·萨利姆扎诺娃撰写完成，

重点介绍了新冠疫情期间CAREC区域内中小企业

面临的主要挑战。 
 

    分析表明，由于新冠疫情导致的经济增长放

缓和封控，区域内中小企业都受到了影响，尤其

是旅游业、酒店业、服务业、建筑业和制造业。 
 

    疫情封控和边境关闭等措施严重影响了中亚

的贸易和消费，主要是因为区域内多国高度依赖

原材料、初级商品和农产品的出口。封控政策迫

使当地很多中小企业暂时关闭，可能导致失业和

经济生态系统失调，甚至财务困难或者破产。另

外，针对妇女、移民、非正规就业群体和农村人

口等的不平等现象也有加剧的风险。 

    储备较少的中小企业亟需政府的支持来应对

冲击。在疫情隔离措施最严格的时候，CAREC区

域内各国政府采取了支持中小企业的措施，如税

收和财政措施、简化行政流程以及暂停审计。目

标贷款组合、贷款担保和支持中小企业的基金等

紧急支持政策成为应对危机一揽子计划的核心，

其惠及范围和规模由国家预算决定。部分国家还

实行了免税、发动社会捐赠以及特定情况下推迟

支付水电费和租金的政策。 

    文章中提出了一些政策措施，以帮助中小企

业应对疫情影响。作者建议各国政府应进一步推

动经济多样化，以降低经济脆弱性，增加对中小

企业的支持，提供融资机会，促进对外出口。 

    各成员国政府还需要通过加强培训支持创

业，重点关注招商引资、知识共享和网络搭建等

方面，以投资提升当地人力资本价值，满足疫后

劳动力市场和经济体系发展的要求。 

    政府需要进一步减轻中小企业的经济负担，

在疫情期间免除其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或

向其提供补贴，以确保企业发展韧性和可持续

性。在疫情的艰难时期，中小企业不应被政府监

管和立法要求所累。政府支持政策应基于对企业

实际需求的调查评估。此外，中小企业可能还需

要更多的财政援助，如无息或低息贷款、贷款延

期和减税举措。 

    疫情期间非正规就业群体受到了很大影响，

因其无法获得社会福利和援助，而非正规企业在

资金来源方面也面临巨大障碍。金融部门应通过

放宽抵押要求、提供部分信贷担保和标准化贷款

申请流程等举措，将贷款服务延伸到更多中小企

业中。 
 

    为了优化针对中小企业的工作，CAREC区域

内亟需搭建一个共同的平台，开展建设性和透明

化的对话，讨论必要的政策行动，帮助中小企业

克服危机，确保其长期可持续增长。 
 

    最后，为改善商业环境，向由私营部门引领

增长的模式迈进，中亚国家需要进行长期的结构

性经济改革。 

研究文摘：疫情期间中小企业支持政策研究 

https://www.carecinstitute.org/wp-content/uploads/2023/01/Chapter-1.pdf
https://www.carecinstitute.org/wp-content/uploads/2023/01/Chapter-1.pdf


11 

    第四章《哈萨克斯坦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经

济发展：对蒙古国的启示》由阿纳斯塔西娅·沃罗

布耶娃、叶利夫·乌兰巴托、阿布莱·杜斯马甘别

托夫、艾格里姆·特鲁汉诺娃、阿克博塔·巴特尔

汗、斯特凡诺斯·色纳里奥斯共同撰写完成。本章

评估了哈萨克斯坦和蒙古的企业社会责任（CSR）表

现，重点关注从两国采掘业中选定的代表性公司在

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企业社会责任项目。作

者应用影响评估方法，使用不同的环境和社会经济

指标来确定选定公司采取的企业社会责任举措的有

效性。作者还通过《采掘业透明度倡议》针对哈萨

克斯坦和蒙古国的基准报告，对数据指标的相关性

和调查结果的有效性进行了交叉验证。  

    哈萨克斯坦和蒙古国围绕采掘业展开诸多工业

生产活动，环境足迹遍布国内及世界范围。两国的

许多采矿部门在其可持续发展报告中采用了环境、

社会和治理指标，同时通过改善劳动条件来推动工

业安全、职业安全和环境保护。此外，相关政府机

构从国家层面上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然而，两

国在环境政策中改善企业社会责任这一议题方面，

仍然面临重大挑战，这与采矿企业的经济可持续性

问题交织。目前的采矿企业采取的一些企业社会责

任举措是将企业社会责任视同于针对社会提供援助

的公益工具的误解，还有许多企业无法落实执行国

家相关环境法规。此外，企业社会责任倡议落实没

有明确且成熟的监管框架。从国家的角度来看，目

前还没有授权的监督机构，只有一些非政府组织和

研究机构零星地针对企业社会责任项目的有效性展

开评估。 

    作者还发现，虽然两国企业社会责任相关文化

和实践在过去几年中取得积极进展，但主要体现在

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大企业中。尽管其企业社会责任

战略、原则和政策信息在官网可见，但相关具体实

施情况如独立董事比例、决策流程、员工获取信息

渠道、如何联系管理层并获得资金以解决现有环境

或社会经济问题等知之甚少。哈萨克斯坦企业的大

多数企业社会责任举措都侧重具有短期影响的社会

问题和慈善事业，而在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机制

和实践如人权保护等方面，则发展不足。这些企业

的企业社会责任支出份额通常关注教育、奖学金计

划和社区捐赠，以及在疫情期间提供医疗设施，这

在短期内利于社会发展。但相关企业需要给出更具

战略性、更全面的企业社会责任承诺，以实现对区

域和社区的长期贡献。 

    作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在哈萨克斯坦和

蒙古国具有巨大发展潜力，对在这两个国家运营的

企业也至关重要。作者建议将企业社会责任视为国

家经济发展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哈萨克斯坦和蒙

古国都应该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解决环境和社会经

济问题的工具，并将其纳入新的货币政策。此外，

各国需要在立法层面纳入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并通

过让地方执行机构授权、促进、合作和认可企业社

会责任项目而参与其中。这将有助于阐明相关方的

责任，加强其角色扮演，汇集政府（政策）、企业

（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和社会（倡议和非政府组

织）这三个关键参与者的观点。 

    由于缺乏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管理机构和全面的

监管框架，目前两国面临的大多数风险与法律监督

不力有关。政府应重点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法律环

境。政府需要考虑通过税收减免和认证制度等企业

社会责任政策，激励对社会负责的企业。切实的国

家支持、坚实的法律框架和政策支持，将确保从国

家层面上正确引导企业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此外，

企业自身也需要实时关注对环境和社会所产生的积

极和消极影响。 

    最后，为了避免对采掘业的运营状况以及地方

和国家层面的企业社会责任政策产生误解，两国在

规划和设计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时，需要加强国家、

企业和社会等相关方之间的沟通与合作。 

研究文摘：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可持续发展 

https://www.carecinstitute.org/wp-content/uploads/2023/01/Chapter-4.pdf
https://www.carecinstitute.org/wp-content/uploads/2023/01/Chapter-4.pdf


关于中亚学院 

    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

学院是一个政府间国际组织，致力

于通过知识生成和共享，促进中亚

和丝绸之路沿线的经济合作。中亚

学院有11 个成员国。  

   中亚学院是CAREC机制的智力

支持平台，聚焦经济和金融稳定，

贸易、旅游和经济走廊，基础设施

与经济互联互通，农业和水资源，

和人文发展CAREC五大重点领域，

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 

沙依巴克区南昌路376号, 乌鲁木齐市, 新疆, 中国; 邮编: 830000 

km@carecinstitute.org  carecinstitute.org  +86-991-4558584  

    近日，中亚学院启动了第三届研究大会论文征集工作，此次研究大会主题为“CAREC区域包

容性绿色增长和可持续性发展前景”，拟定于2023年9月5日至6日召开。中亚学院研究大会旨在为

特定议题开展高质量研究提供平台，构建学术网络。学院欢迎广大学者积极参与投稿，提交与研

究大会主题相关的原创文章、案例研究和评论。所有投稿将交予学院出版委员会和外部审查委员

会筛选，最终选定的文章将汇编成册，在研究大会上作为学院电子年鉴发布并出版。 

 
    论文提交期限要求及相关活动安排时间表： 

 

 

 

 

 

 

    点击这里，了解论文主题、提交流程、论文格式、结构、风格和参考指南等更多信息，亦可

以致信负责人邮箱emmat@carecinstitute.org。 

第三届中亚学院研究大会论文征集工作开启 

CAREC Chai线上研讨活动即将召开——“CAREC地区气候

变化范围界定研究：问题和行动” 

https://www.carecinstitute.org/
https://weibo.com/u/7500828683?is_all=1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carec-institute/
https://www.carecinstitute.org/wp-content/uploads/2023/03/Call-for-Book-Chapters.pdf
https://www.carecinstitute.org/news/call-for-book-chapters-for-the-third-carec-institute-research-conference/
https://carecinstitute-org.zoom.us/webinar/register/WN_X97Ru-WfSDKU1n9cdWGkG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