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加快推进中国与中亚国家经贸合作的

对策建议

余淼杰 杜明威

摘摘 要要：：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中亚国家间的经贸

往来日益密切，“数字丝路”“绿色丝路”“文化丝路”建设催生新合作

模式与新经济业态。但在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中亚地

区大国博弈加剧，美欧等西方国家试图挑战“一带一路”倡议，“三股

势力”极端思想仍意图渗透，均对中国—中亚经贸合作造成挑战。

且需注意到，中国与中亚国家尚未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中国与中亚

各国的双边投资协定，内容也已滞后于国际标准。因此，提出如下

四方面对策建议：第一，尽快启动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借

助跨境电商平台实现贸易往来新增长；第二，加速推进中国—中亚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辽宁大学智库

简 报
2025 年 第 21 期

（总第 100 期）

辽宁大学中国开放经济研究院 2025 年 6 月 16 日

-- 1



投资协定全面升级，积极鼓励中国企业“走向中亚”；第三，深耕清

洁能源领域技术合作，协同中亚国家共建高质量“绿色丝路”；第

四，擦亮中亚地区“孔子学院”“墨子工坊”等品牌，深入实施“文化

丝路”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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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家

监委特约监察员，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委员，辽宁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委员，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是联合国国际经济学会（IEA）会

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9年）、首届青年长江学者（2015年）、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北京市卓越青年科学家、北京大学博雅

特聘教授、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财政部“中美研究智库联盟”

理事、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国立大学名誉教授、俄罗斯联邦财政金融

大学国际顾问理事。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数量经济学

会副会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辽

宁省社科联副主席、黄廷方/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全球经管类前 1%

高被引论文经济学者，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获得“英国皇家经济学奖”

的华人学者。被联合国、亚洲发展银行、财政部、商务部、国务院参

事室和多个地方政府聘为专家顾问，被专门邀请到联合国总部作中

国经济发展报告。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研究领域为国际贸

易和中国经济发展，曾在 Economic Journal、Review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国内外顶级一流期刊上发表论

文近200篇，出版中英德文专著、教材、时评随笔27部。任经济学全

球顶级期刊 Economic Journal副主编，商务部《国际贸易》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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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张培刚发展经

济学奖，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五次）。代表著作《加工贸易与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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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明威，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辽宁大学

产业链供应链国际融通研究院副院长，辽宁大学商务部国际贸易经

济合作研究院博士后，辽宁大学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数字经济、

国际贸易、全球价值链等相关领域研究。曾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

研究》《统计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国际贸易问题》等CSSCI

期刊发表十余篇学术论文，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理论文章，并

被光明网转载。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辽

宁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多项。主讲课程包括计量经济学、国际

贸易理论与政策、新结构经济学导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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