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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学院举办CTTN政策对话暨CAREC Chai研讨会 

    俄乌冲突对刚从新冠疫情中复苏的CAREC地区国家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冲突的后果波及全球，

导致全球供应链中断，商品价格飙升，大范围通胀，食品与能源短缺等问题。为探讨俄乌冲突，以

及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给CAREC地区成员国带来的经济影响，中亚学院与亚行在2022年4月27日联

合举办了主题为“中亚智库发展联盟（CTTN）政策对话”暨“CAREC Chai”线上研讨会。 
 

    致辞环节，由亚行中西亚局合作与业务协调处处长利亚齐扎·萨比罗娃博士向与会代表致以欢

迎，并介绍了本次会议将要讨论的主要议题。议题内容包括：俄乌冲突以及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给

CAREC成员国造成的经济影响、CAREC成员国在缓解冲突造成的影响和应对新兴挑战所采取的国

家政策、智库在政府决策中发挥的作用等。她强调，亚行正同各国政府共同努力，对俄乌冲突造成

的经济影响进行监测，并已在《亚洲发展展望》上发表了初步分析的成果。 
 

    中亚学院首席经济学家汉斯·霍尔扎克博士表示，尽管2020年以来发生了一系列突发公共事件，

但CAREC成员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仍然比2019年要高。总体来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

动作用远远大于投资作用。随着大宗商品价格的不断攀升，CAREC国家的对外贸易与国际收支出现

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即油气净出口国获利，油气净进口国亏损。另外，地缘经济的分割产生了成

本，在一定程度上给CAREC国家带来了发展机会，但机会并不平等。 
    

                                                                                                                                               跳转下一页 

参与CTTN政策对话暨CAREC  Chai研讨会的参会嘉宾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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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863591/ado-april-2023-special-topi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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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斯·霍尔扎克博士表示，要了解俄罗斯企业迁移到CAREC区域，是否会帮助该地区积

累固定资产投资，从而提高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还需要做很多的研究工作。这将在某种

程度上弥补俄罗斯商品进口的不足。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洛尼亚”研究中心的理查德·庞弗雷特博士谈到了跨境机构和

CAREC地区经济合作的重要性。俄乌冲突迫使世界各国寻求一个不受俄罗斯制裁影响的、可

持续的解决方案。今年3月，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土耳其、哈萨克斯坦签署了一项跨里海的

合作协议。从长远来看，“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铁路和“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伊

朗”铁路线将把中亚地区与土耳其，或伊朗港口铁路网络连接起来。中、吉、乌三国在上合组

织首脑会议上就中国喀什-乌兹别克斯坦铁路签署了一份合作协议，该协议将为从东方通向里

海（绕过俄罗斯）提供一条可选择的航线。CAREC国家必须持续合作，开发新的可供选择的

铁路网络，提供重要的基础设施促使CAREC成员国出口的多样化。 
 

    亚行中西亚局高级经济师罗曼·莫格列夫斯基博士就中亚地区贸易定位和人口流动等议题

进行发言。由于价格不断攀升，以石油为主的能源产品出口数量在2022年上半年达到了历史

最高水平。此外，转口，出口创汇，以及因制裁而使外国公司从俄罗斯市场上撤出也带动了

贸易的增长。除亚美尼亚之外，俄罗斯是CAREC地区申请工作的主要移民国家，其申请工作

的人数不断增加。除了塔吉克斯坦外，中亚各国也出现了长期移民的净流出。来自俄罗斯

的“迁移者”转移资金，对劳动移民的汇款数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罗曼·莫吉列夫斯基博士建

议，各国应当加强与主要生产国、贸易中心、东西方劳动市场的联系，同时监测贸易和移民

状况，因为这些都是从出口中获得的额外利益，而这些利益很容易就会失去。 
 

    会议期间，来自CAREC智库联盟成员-格鲁吉亚ISET政策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雅罗斯拉

瓦·巴比奇女士、哈萨克斯坦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欧亚研究首席专家利迪亚·帕尔霍姆奇克

女士、吉尔吉斯共和国中亚大学公关政策与研究所副所长卡纳特·季列克耶夫先生、巴基斯坦

可持续发展政策研究所执行主任阿比德·苏莱里先生和乌兹别克斯坦发展战略中心部门负责人

法鲁赫·哈基莫夫先生分别就俄乌冲突所引起的各种问题发表了讲话。巴基斯坦可持续发展政

策研究所执行主任阿比德·苏莱里和乌兹别克斯坦发展战略中心部门负责人法鲁赫·哈基莫夫

先生就俄乌冲突给巴基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带来的影响，如高通胀（尤其是食品和农业

产品）、外汇储备增加、俄罗斯移民大量涌入、为解决供给问题而寻求其他贸易渠道和合作

伙伴、以及向俄罗斯的转口贸易等问题进行了介绍。此外，来自智库的代表亦向大家介绍各

国制订的财政、金融、粮食保障和社会政策的过程，以及智库在制定相关政策过程中，对国

家发展的智力贡献。 

 
    总结环节，中亚学院院长卡比尔·朱拉佐达强调了CAREC国家合作的重要性，将通过组

织国际交流会、圆桌会议，以探讨俄乌冲突产生的风险，交流相关经验，提供最佳政策建

议。卡比尔·朱拉佐达院长表示，中亚学院将继续开展前沿研究、提升能力建设、分享知识产

品，并与CAREC国家的智库进行密切合作，为CAREC成员国提供更多帮助。 

“中亚学院将继续开展前沿研

究、提升能力建设、分享知识

产品，并与CAREC国家的智库

进行密切合作，为CAREC成员

国提供更多帮助。” 

 

卡比尔·朱拉佐达 

中亚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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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4月10日，中亚学院联合亚洲开发银行（ADB）成功举办了第四次CAREC Chai线上

研讨活动，就CAREC区域气候变化：问题与行动议题，展开讨论并分享有关观点。 
 

    亚行中西亚局合作与业务协调处处长利亚齐扎·萨比罗娃博士对与会人员表示热烈欢迎，并

介绍了亚行开展此项分析研究的咨询团队。该研究将有助于了解CAREC区域的发展状况、认识

其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以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与措施。该分析强调应尽快采取行动，降低

气候风险，充分利用相关机遇。 
 

    中亚学院院长卡比尔·朱拉佐达在开幕式上致辞。他表示，中亚地区面临洪涝灾害、严重的

干旱和极端的酷暑，已日益成为全球气候变化的焦点。上述问题已成为当下中亚地区面临的重

点气候变化问题，迫切需要得到解决、以保障人民福利的需求。他认为，气候变化问题应作为

中亚学院研究的关键性领域，以帮助CAREC成员国制订和执行适应与减缓政策。2022年，中亚

学院已与多个国家的专家、国际和区域机构开展学术交流，促进了CAREC各国间的国际交流，

加深了对CAREC地区气候问题的认识，并为该区域的综合应对措施提供了相关建议。近年来，

中亚学院针对气候变化问题开展了多项研究，旨在揭示气候变化对中亚国家的影响，为了解气

候变化的适应与缓解机制、开展区域合作提供参考。 

 

 

 

跳转下一页 

第四次CAREC Chai线上研讨活动成功召开 

参与第四次CAREC chai研讨活动参会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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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约翰内斯·林恩博士领导的咨询团队介绍了研究成果。该研究的三大目标是：1、确定

CAREC机制是如何增强区域对气候变化的支持作用；2、在CAREC机制框架下，构建应对气

候变化框架体系；3、为CAREC地区气候问题提供可参考信息。报告分析了三个主要的政策问

题，包括在CAREC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承诺和战略；融资需求和潜力；以及区域行动的范

围和现有体制平台。林恩博士表示，中亚学院可以为积极、系统和战略性地参与气候变化问题

定制一条道路，制定一套地区性行动框架，以处理地区气候变化问题，并为各成员国加强、修

订和执行现行的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战略提供支持。咨询团队建议将气候变化作为一个亟待解

决的跨学科问题，纳入到CAREC战略体系中来，通过CAREC机制，成立一个高级别气候变化

指导委员会，为气候变化项目和有针对性的气候减缓和适应问题制定方案，并参与到其他国家

的气候项目中。 

 
    中亚学院第二副院长伊斯坎达尔·阿不都拉耶夫博士介绍了中亚学院近期发布的两份报

告，分别是《中亚地区气候脆弱性、基础设施、金融和治理》和《从气候变化角度看中亚地区

水资源-农业能源的关系》。报告对中亚地区的水资源和气候进行了介绍，并对CAREC地区合

作的前景进行了展望。近百年来，中亚地区的气温上升幅度远超过了全球的平均温度。此外，

各种自然灾害在该地区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未来气候条件下，该地区气温上升幅度和降水量

变化将较以往更大。CAREC区域河流年际径流量和季节变化特点也发生了明显改变。阿不都

拉耶夫博士建议，应着眼于气候变化，着眼于经济发展，着眼于投资和金融等方面，建立相应

的适应和缓解机制，以减轻对环境的影响，以及对人口，特别是农村居民的影响。提高水资源

利用效率，建立对极端气候现象的早期预警系统，采用免耕技术，多样化种植，改善种植管

理，这对国家来说是必要的。 

 
    河海大学黄德春教授就中国和中亚国家在水资源、能源、粮食等领域的合作，以及应对气

候变化问题发表了个人看法。中亚各国可从制定发展规划与战略入手，在水资源、能源和粮食

等方面建立一个共享的信息交流平台。要实现工业化，国家不仅要稳定水资源、能源、粮食的

供给，而且要稳定生产链。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在“水-能-粮”领域开展协同研究，开发

“技术”和“专长”，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在此基础上，各国应当共同努力，确保对

中亚“水-能-粮”关系的投资，分享知识和政策实践。 
 

    吉尔吉斯玛纳斯大学副校长卡玛尔别克·卡雷姆沙科夫博士和亚行研究员研究员迪娜·阿日

加利耶娃博士发布了中亚地区关于气候变化和家庭能源消费问题上的研究成果。报告指出，受

疫情影响较小的农村家庭使用生物燃料的比例较高，而城市中使用电力比使用煤燃料的比例

高。报告建议应大力发展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的基础设施建设，减少固态能源的消耗量。同

时，电价的上调也要谨慎，因为家庭有可能转向煤炭燃料的消费，尤其是弱势群体。 

https://www.carecinstitute.org/publications/climate-vulnerability-infrastructure-finance-and-governance-in-carec/
https://www.carecinstitute.org/publications/climate-vulnerability-infrastructure-finance-and-governance-in-carec/
https://www.carecinstitute.org/publications/climate-vulnerability-infrastructure-finance-and-governance-in-car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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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4月12日，中亚学院第二副院长伊斯

坎达尔·阿卜杜拉耶夫博士出席了在乌兹别克斯

坦塔什干举办的“2023年行动研究研讨会”。此次

会议由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英国管理大学组织，

参会人员就当前全球转型的进程，及其为中亚国

家带来的影响进行讨论。本次会议是此前已在剑

桥、伦敦、布哈拉、阿斯塔纳、阿拉木图和巴库

成功举办的“行动研究”系列研讨会的一部分。 

 
    阿卜杜拉耶夫博士谈到了中亚地区气候变化

和能源工业发展的问题。他发现，中亚地区的气

温上升速度超过了过去一百年的平均水平，并经

常发生次生灾害。气候变化将导致流域的年径流

量和季节变化。因此，气候变化对中亚地区农业

生产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为此，区域内不同国家

需要制定相应的产业发展战略，并采取相应的缓

解和适应措施，以减少外部环境因素对区域内居

民（特别是农村居民）的影响和危害。从提高水

资源利用效率、预警极端气候事件、推广免耕

法、增加作物多样性、植树造林、改善作物管理

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基于这一认识，

本地区各国应加强区域合作，以更好地适应气候

变化，更好地实现能源转型。 
 

    他继续表示，绿色能源资源在中亚地区广泛

分布，且各国都承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就为

绿色能源的发展提供了可能。中亚各国可以采取

相应的策略，加强对能源的市场导向，提供能源

的利用率。在能源产业高度发达且具备必要的市

场机制的经济体中，市场导向的方法更为适用。

通过改进小型水电厂，扩大对太阳能、风能及其

他可再生资源的使用，能源行业可以继续满足经

济发展的迫切需求。尽管如此，各国政府还是需

要外部支援和专业技能，以克服其主要的制度和

结构缺陷。区域合作的目标应该是重建现有的能

源生产设备和基础设施，包括技术、资金，以及

在区域内和区域之间。阿不都拉耶夫博士指出，

区域合作对于协调可再生能源政策标准、交流可

再生能源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最佳经验具有重要意

义。 

 

中亚学院在2023年行动研究研讨会上发言 

参与2023年行动研究研讨会 

“区域合作可以帮助协调可再生

能源政策标准，分享政策和实

施最佳实践。”  

 

伊斯坎达尔·阿卜杜拉耶夫 

中亚学院第二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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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期《中亚区域季度经济监测报告》近日由

中亚学院首席经济学院团队发布。 
 

    报告对中亚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工业

生产及消费增长情况进行了介绍，对中亚地区对外

贸易、通货膨胀及货币政策、信贷增长情况进行了

分析。从2022年发生的一系列突发事件来看，中亚

地区在2022年的整体表现仍具有韧性，但经济增长

仍然以消费和政府为主导，在投资方面仍比较疲

软。 

        同时，报告也提供了自2022年以来中亚地区各

成员国实施的国家评级计划。在此之前，对于2022

年的发展前景，各方已经有过多次负面预测，但事

实上，大部分CAREC成员国在2023年初上调了评

级。不过，少数CAREC成员国还是处于高危状态。 

 
   第九期《中亚区域经济监测报告》可通过链接

查阅。 

中亚学院与亚行、中国财政部举行季度工作会议 

    中亚学院、亚行、中国财政部于2023年4月13

日举行季度工作会议。会上，三方就中亚学院实

施“2023-2024年度滚动工作计划”进行了探讨，内

容包括：中亚学院重点研究计划、能力建设计

划、知识管理计划、中亚学院财务管理及可持续

发展问题、中亚学院“Chai”主题活动、中亚学院

参与CAREC机制下的能源领域科研及能力建设项

目、2023年CAREC部长会及中亚学院第十四届理

事会会议筹备工作等。 
 

    中亚学院院长卡比尔·朱拉佐达向与会者介绍

了中亚学院2023年机构重组计划，旨在提高工作

效率和生产力，有效管理资源，改善人事规划和

预算。中亚学院的改革，将包括建立一个有效的

决策程序、建议一个新的内控章程，以及建立全

新的线上知识和档案管理平台。 
 

    亚行中西亚局处长利亚齐扎·萨比罗娃和中国

财政部国际财金合作司处长詹树分别就中亚学院

的各项业务活动、议题和相关文件提出了宝贵的

意见和建议。 

    季度工作会议是中亚学院建立的一种有效

的、定期的磋商机制。会议回顾中亚学院主要业

务活动的进展，并就如何改善及加速运作执行及

机构活动与利益相关者交换了看法。此外，季度

工作会议还讨论了CAREC地区及其他地区的地缘

政治和地缘经济发展问题，以形成知识产品支持

CAREC成员国发展。 

发布第九期《中亚区域季度经济监测报告》 

https://www.carecinstitute.org/wp-content/uploads/2023/04/QEM9-4-April-2023.pdf
https://www.carecinstitute.org/wp-content/uploads/2023/04/QEM9-4-April-202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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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亚学院高级研究员古拉姆·萨马德博士，连同

阿姆贾德·马苏德和朱内德·艾哈迈德博士，共同撰

写了一份题为《CAREC区域地理邻接及其对贸易的

影响》的工作报告。报告载于亚行东亚工作报告

（2023年3月，60页）。报告以中亚地区为研究对

象，通过构建空间-结构引力模型，结合走廊运行状

态监测数据，实证分析了边境口岸贸易便利化政策

提升区域贸易产出的效果。通过分析发现，国与国

之间的语言相近，历史相近，贸易额较大，都是推

动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邻近区域实施的国家贸易

便利化措施也推动了区域贸易的增长。 
 

    另外，报告还发现，电子卫生与植物检疫证明

对外贸交易的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电子卫

生与植物检疫证明的应用，可提高海关通关效率，

降低口岸的交易费用。研究人员认为，区域性自由

贸易协定、特惠协定等，有利于成员国边境口岸的

贸易的发展。 

 

    作者就如何执行简化贸易手续提出以下建议，

供CAREC成员国参考，以便更好地收集资料，用于

将来的政策分析研究。 

 

 CAREC各成员国应积极推动贸易便利化指标的

数字化，如电子卫生与植物检疫证书对边境口

岸贸易便利化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等。 

 利益相关方可制定一套切实可行的措施，促进

边境口岸贸易、自由贸易以及中欧合作伙伴间

的贸易优惠协议。 

 

 CPMM的过境点数据有助于促进其贸易便利化

指标，但是不能提供用于过境点一级国家贸易

分析的过境点贸易数据。因此，本研究建议 

CAREC各成员国收集边境口岸贸易数据，以便

于对边境口岸贸易产生情况进行全面分析。 

 由于数据的限制，在区域层面上缺乏连续性分

析。CAREC各成员国应从区域、国家和次国家

三个层面进行空间数据的收集，以实现整体、

综合和有效的空间分析。 

员工报告：CAREC区域的地理邻近性和贸易影响 

员工报告：关于能源转型、绿色增长和数字金融 

    中亚学院高级研究员阿西夫·拉扎克此前就能

源转型、绿色能源和数字金融发表了三篇文章。

他与阿西安·沙里夫、伊尔汉·奥特克、萨哈尔·阿

夫桑共同完成的最新研究成果《COP26框架下能

源转型与环境治理的绿色增长动力与阈值效

应》，发表在《可再生能源评论》期刊（JCR-

Q1）。作者运用动态阈值模型，对2010-2020年37

个国家的能源转型、环境保护与绿色增长之间的

动态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本项目基于最新构建

的能源转型综合指数（ETI)，提出0.485的 ETI阈

值是确定绿色增长和绿色增长的关键指标。环境

规制对绿色增长有正向影响，当环境规制得分超

过0.604，则对绿色增长的边际贡献率越高；能源

转型和环境规制是相互影响的，二者的综合作用

大于单一作用。研究表明，能源转型和环境规制

之间存在着较强的时滞效应，即要充分发挥绿色

增长的效益，需要一定的时滞效应。研究结果表

明，制定一项具有包容性的长期能源转型与管理

政策是实现绿色增长议程的必要条件。 

https://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870111/eawp-060-geographical-proximity-trade-impacts-carec.pdf
https://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870111/eawp-060-geographical-proximity-trade-impacts-carec.pdf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1364032123001521?via%3Dihub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1364032123001521?via%3Dihub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1364032123001521?via%3Di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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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篇与阿西安·谢里夫、伊尔·厄兹蒂尔克、

马林科·斯卡雷合著的《包容性基础设施发展、绿

色创新和可持续资源管理：中国贸易调整后物质足

迹的证据》发表于《资源政策》期刊（JCR-Q1）

上。本研究以1990-2018年中国为例，从绿色创新

和经济增长两个角度，分析了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

化对资源消耗的非对称影响。从长期来看，基础设

施建设、城市化和经济的发展对消费物质足迹有较

大的影响；基于消费的物质足迹越高，其对基础设

施和城镇化的积极作用就越明显。绿色创新还大大

减少了基于消费的物质足迹，特别是减少的数量级

更高。 
 

    第三篇《数字金融与中国的绿色增长:利用网

络爬虫技术和大数据评估普惠性数字金融》发表在

《技术预测与社会变革》（JCR-Q1)，与杨晓东合

著。本研究基于2008-2019年度中国城市层面数

据，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对绿色增长的影响。结果

显示，数字金融在中国东、中和西三个区域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该报告指出，数字金融能够推动公司

的数字转型，减轻能源贫困，并因此推动绿色增

长。 

发布《中亚学院出版物目录》 

    《2023年中亚学院主要出版物目录》于近期

发布。该目录涵盖了中亚学院各个研究领域主要

出版物，类型包括报告、图书、政策和经济简报

等。中亚学院的研究人员将定期发布知识产品，

以满足CAREC成员国的政策需求。您可以点击

您感兴趣的出版物目录进行浏览。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301420722005190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301420722005190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301420722005190
https://linkinghub.elsevier.com/retrieve/pii/S0040162522007831
https://linkinghub.elsevier.com/retrieve/pii/S0040162522007831
https://www.carecinstitute.org/wp-content/uploads/2023/04/CAREC-Institute-Major-Publications-202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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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院于近日发布了《中亚学院2023年版手

册》，对中亚学院的发展历程、主要活动、知识产

品、管理结构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中亚学院是一家政府间国际组织，致力于在

CAREC区域开展知识创新，能力建设和知识共享。

作为一家先进的区域性智库，我院致力于为CAREC

地区及周边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支持。 
 

    中亚学院以“好邻居、好伙伴、好未来”为指

导，积极开展切实可行的、以成果为导向的区域项

目与政策研究，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共

同繁荣。 

发布《中亚学院手册》 

发布《中亚学院概况介绍》 

    《中亚学院概况》就取得的成绩做了简要

介绍。通过这份概况，您可了解到中亚学院工

作亮点。 
 

    您可通过LinkedIn、微博、微信等方式了解

我院相关的信息、出版物和即将开展的各项活

动。 

carec-institute 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 

https://www.carecinstitute.org/wp-content/uploads/2023/04/CI-Booklet-2023.pdf
https://www.carecinstitute.org/wp-content/uploads/2023/04/CAREC-Institute-Factsheet-2023.pdf
http://www.linkedin.com/company/carec-institute
https://weibo.com/u/7500828683?is_al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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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最新研究成果《CAREC地区数

字外国直接投资生态系统》，中亚学院制

作了一张信息图表，对该区域国家数字外

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与制约因素进行了

深度剖析。 

发布《CAREC地区数字外国直接投资的信息图表》 

    第五章《论中亚碳排放的决定因素和绿色经济

战略的潜在经济影响-以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

坦为例》由巴科姆·米尔卡西莫夫、埃特内什·阿斯

法、佐希德·阿斯卡罗夫、阿齐扎洪·穆哈梅多瓦共

同撰写完成。 

    通过运用回归分析法分析1990年至2020年的面

板数据合集，作者得出结论-针对可再生能源的投

资有助于促进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减

排。乌兹别克斯坦的商品出口促使二氧化碳排放量

增加，而进口额与出口额则呈负相关，这印证着

“污染天堂假说”中所论述的外国投资的流入促进

了污染密集型企业从其母国转移到所投资国。 

    人口增长与能源需求增加及环境退化息息相

关。能源过度使用对哈萨克斯坦的环境产生不利影

响，而城市化的加剧也影响了乌兹别克斯坦的环

境，其中多半是缺乏计划性的过度城市化。 

    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能源消耗需求也在

增加。此外，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发展，土地开发

导致森林面积锐减。然而，有计划地实施城市化与

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并不相悖。基于充分的碳排放和

城市发展相关规划和法律，就可以在不破坏环境的

前提下实现城市化的经济优势。此外，加强土地利

用规划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减少碳排放，从而降低城

市化进程对气候的影响。 

    通过对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的绿色

经济战略的进行分析，作者指出以上两国通过实施

绿色干预措施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微乎其微，但长期

而言可能会对国民经济收入产生乘数效应。报告中

还指出，从长远来看，针对环保政策的投资将有助

于绿色行业的经济增长与创新和增加就业机会。报

告中还为上述两国实现向绿色经济转型提供了详细

的政策建议。 

中亚学院2022年度研究论文汇编《新冠疫情下CAREC区域的

经济复苏与增长》  

https://www.carecinstitute.org/publications/report-on-carec-digital-fdi-ecosystem-in-the-carec-region/
https://www.carecinstitute.org/publications/report-on-carec-digital-fdi-ecosystem-in-the-carec-region/
https://www.carecinstitute.org/wp-content/uploads/2023/04/Infographic-on-Digital-FDIs-in-the-CAREC-Region.pdf
https://www.carecinstitute.org/wp-content/uploads/2023/04/Infographic-on-Digital-FDIs-in-the-CAREC-Region.pdf
https://www.carecinstitute.org/wp-content/uploads/2023/01/Chapter-5.pdf
https://www.carecinstitute.org/wp-content/uploads/2023/01/Chapter-5.pdf
https://www.carecinstitute.org/wp-content/uploads/2023/01/Chapter-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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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由古拉姆·萨马德和金秀贤撰写，讨论了

CAREC区域电子商务发展中四个关键因素的重要性

-分别是电子商务基础设施、金融科技包容性、电子

检疫系统（ePhyto）认证和电子商务法规。 

        CAREC区域内各成员国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和立

法情况各异，部分国家领先，其他一些国家相对落

后。从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B2C电子商务指数

（UNCTAD B2C E-commerce Index）来看，格鲁吉

亚和中国分别位列CAREC地区的第一和第二，其全

球排名分别为47和55。该指数着重衡量一国在互联

网质量、银行账户和互联网用户数量及邮政服务方

面的优缺点。据该指数分析表明，56%的CAREC人

口使用互联网，除互联网用户数量优势以外，整个

区域在其他几方面表现相对较差。改善互联网基础

设施、扩大金融包容性、促进物流与配送系统的集

成发展，以及推动电子商务市场的发展，对CAREC

区域电子商务的成功至关重要。 

        CAREC区域金融科技的发展和使用在微观和宏

观层面分别受到不同程度的阻碍。在微观层面上存

在抵押品或担保不够、与金融机构联系不畅、征信

不足等问题。在宏观层面上，金融科技的发展和使

用取决于金融系统的整体水平以及当地企业的整合

方式。为了提高金融包容性，助力金融技术的发

展，CAREC成员国需要通过网络安全、数据治理和

隐私保护等方面的监管和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来

构建金融技术基础，以促进贸易发展和供应链融

资，推动跨境无纸化贸易。 

     据《CAREC综合贸易议程2030》，CAREC区

域启动了几项贸易便利化举措，特别是卫生和动植

物检疫措施（SPS）电子认证互认。基于此，2015

年CAREC部长审议通过《CAREC区域卫生和动植

物检疫现代化共同议程》。卫生和动植物检疫证书

是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文件之一，电子检疫系统可以

帮助各成员国更显著地降低贸易成本，促进区域内

的贸易往来。数字化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潜力，促进

了国际贸易可持续发展。亚洲开发银行政策简报

《通过使用电子证书扩大中亚农业贸易》中指出，

尽管多数CAREC成员国家都具备互认检疫证书及交

换电子证书的法律依据，但各国的电子交换和国际

数据存储能力存在差异。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已着

手使用电子检疫系统，并与电子检疫证书交换中心

（HUB）相连通，这是区域内电子检疫系统运作的

一个良好范例。但在其他成员国家，实现电子检疫

转型需要实现数字能力增长、相应的立法改革和区

域合作。因此，CAREC成员国家应根据世贸组织

《贸易便利化协定》的规定，进一步实施制度安

排、透明度和程序相关的贸易便利化措施。 

    实现电子商务、金融科技发展和电子检疫认证

所面临的一个关键挑战是CAREC国家普遍存在的监

管标准不统一现象。中亚学院政策简报《CAREC电

子商务发展监管框架》中建议各成员国家更新其法

律框架，确保符合国际公认标准，并统筹协调域内

各国间的法律法规及实施路径。当前域内主要存在

两个监管问题：一、法律未纳入电子商务内容；

二、法律中涉及电子商务的内容前后不一致不连贯

且不够充分。基于当前CAREC国家相应的监管框

架，报告中提出了一种既具有技术中立性又具有一

定特殊性的综合立法建议，指出各国应高度重视隐

私保护、防止网络犯罪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立

法，确保其符合国际最佳实践。 

中亚学院2022年度研究论文汇编《新冠疫情下CAREC区域

的经济复苏与增长》  

https://www.carecinstitute.org/wp-content/uploads/2023/01/Chapter-8.pdf
https://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720191/adb-brief-184-agri-trade-central-asia.pdf
https://www.carecinstitute.org/wp-content/uploads/2020/04/2-CI-Policy-Brief-e-Commerce-Framework-in-CAREC-25-Apr-2020.pdf
https://www.carecinstitute.org/wp-content/uploads/2020/04/2-CI-Policy-Brief-e-Commerce-Framework-in-CAREC-25-Apr-2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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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亚学院将与亚洲开发银行（ADB）合作，分别在吉尔吉斯共和国首都比什凯克（5月23-

26日）和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5月29日-6月1日）举办道路资产管理（RAM）国别研修

班。此次道路资产管理研修班依据中亚学院针对区域成员国展开的道路资产管理成熟度评估

研究及2021年制定的行动计划，分为多个环节召开。届时将邀请域内相关领域资深官员及专

家参会。此次研修班由吉尔吉斯共和国科技大学及塔吉克斯坦交通运输部协同举办。 

    此次道路资产管理研讨会依据中亚学院针对区域成员国展开的道路资产管理成熟度评估

研究及2021年制定的行动计划，分为多个环节召开。此次会议的核心目标是：一、针对成员

国展开道路资产管理实施情况国别评估，进一步提升资产数据收集、管理和维护方面的知识

和技能；二、引入道路交通温室气体排放和应对措施，并制定国别交通运输减排改造计划；

三、首先在CAREC各个成员国内建立起核心资产管理团队，而后辐射至整个区域；四、促进

区域专家、决策者等之间的合作对话，不断弥合各成员国间的道路资产管理能力差距。 

     

活动预告 ：中亚学院即将举办道路资产管理国别研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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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亚学院拟于2023年6月5日北京时间下午15:00-17:00举

办题为“中亚水资源基础设施：推动可持续筹资与民间资

本参与”第三次线上政策对话。作为知识交流和能力建设

的创新方式，中亚学院政策对话旨在服务于CAREC 2030战

略的五大知识领域集群。 

    CAREC地区成员国在水利建设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

如：农业灌溉用水严重流失；政府的、国有的、严格控制

的水资源产业的、带来的风险，使得外资、私营和其它的

融资缺乏吸引力；前苏联时期修建的大型集体性农庄水利

基础设施，已经不适用于现代化的农业。高消费与高密度

用水导致对水的需求不断增加。因此，中亚国家政府必须

寻求新的发展战略，以更加高效，更有成效地使用水资

源。增加水利产业资金来源的最有效途径就是联合公私资

本。《中亚水业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可持续的资金投入与

民间资本的投入》报告指出，中亚水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及

相关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均为前苏联时代的产物，已不能满

足成员国当前的需求。目前，在水利金融体系中，尚缺乏

有效的指标来反映水利产业的效益。虽然在水利产业投资

环境上，私人资本不受青睐，但共有资本竞相抢夺，导致

水利产业供不应求。 

 
    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促进水利行政专家和私营机构之间

的对话，探讨中亚水业长期和可持续的融资问题；探讨了

中亚水业融资的机遇和挑战，并对其进行了分析和选择；

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协同作用，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

参考。 

 

    会议提供英语、俄语两种语言的口译。 

 

    请点击链接进行会议注册，加入线上政策对话。 

活动预告：第三次中亚学院水资源线上政策对话 

https://www.carecinstitute.org/publications/project-report-on-water-infrastructure-in-central-asia-promoting-sustainable-financing-and-private-capital-participation/
https://www.carecinstitute.org/publications/project-report-on-water-infrastructure-in-central-asia-promoting-sustainable-financing-and-private-capital-participation/
https://carecinstitute-org.zoom.us/webinar/register/WN_Dig16c9pSQWSDEHn_92nxw
https://carecinstitute-org.zoom.us/webinar/register/WN_Dig16c9pSQWSDEHn_92nx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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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预告 

https://www.carecinstitute.org/
https://weibo.com/u/7500828683?is_all=1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carec-institute/
https://www.carecinstitute.org/events/research-conference-prospects-for-an-inclusive-green-growth-and-sustainability-in-the-carec-region/
https://www.carecinstitute.org/?post_type=event&p=38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