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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当地时间 6 月 17 日下午，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举

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峰会并发表题为《弘扬“中国—中亚精神” 推动地区合作高质量发展》

的主旨发言。他强调，我们的合作根植于两千多年的友好往来，巩固于建交 30 多年的团结

互信，发展于新时代以来的开放共赢。在长期实践中，我们探索形成了“互尊、互信、互利、

互助，以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现代化”的“中国—中亚精神”：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国家不分大小一视同仁，有事大家商量着办，协商一致作决策；坚持深化互信、同声相应，

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不做任何损害彼此核心利益的事；

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互为优先伙伴，互予发展机遇，兼顾各方利益，实现多赢共生；

坚持守望相助、同舟共济，支持彼此走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办好自己的事情，合力应对各

类风险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中国—中亚精神”为世代友好合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我们要始终秉持，不断发扬光大。【详细】

权威解读

深刻理解把握“中国—中亚精神”的宏阔内涵和时代价值

6 月 16 日至 18 日，习近平主席赴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出席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同

中亚五国元首举行会晤。在本届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题为《弘扬“中国—中亚精神” 推

动地区合作高质量发展》的主旨发言，首次系统阐述了“互尊、互信、互利、互助，以高质

量发展推进共同现代化”的“中国—中亚精神”。“中国—中亚精神”的提出，既是对中国

同中亚国家关系历史演进内在逻辑的理论升华，也为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未来发展确立了价

值遵循与行动指南。“中国—中亚精神”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和鲜明的时代价值，在中亚地

区及国际社会引发广泛关注与积极反响，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

的精神凝聚力和理念向心力。【链接】

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6 月 17 日，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独立宫举行。习近平主席发

表题为《弘扬“中国—中亚精神” 推动地区合作高质量发展》的主旨发言指出：“3 年前，

我们共同宣布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为六国凝聚共识、克服挑战、共谋发展指明了目

标和方向。我们要以‘中国—中亚精神’为引领，以更加进取的姿态和更加务实的举措加强

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朝着命运共同体目标砥砺前行。”在百年变局加

速演进、国际与地区局势变乱交织的当下，中国同中亚国家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

命运共同体恰逢其时，为推进共同现代化、打造地区合作典范、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指明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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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链接】

弘扬“中国—中亚精神”，推进共同现代化

6 月 16 日至 18 日，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举办。习近平主席在

全面总结中国中亚合作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互尊、互信、互利、互助，以高质量

发展推进共同现代化”为基本内容的“中国—中亚精神”，为推动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

体提供了战略引领，为各国传承千年友谊、续写时代新篇擘画了宏伟蓝图。【链接】

深度评析

以实际行动弘扬“中国—中亚精神”

“在长期实践中，我们探索形成了‘互尊、互信、互利、互助，以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

现代化’的‘中国—中亚精神’。”在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上的主旨发言中，习近平主席

首次提出“中国—中亚精神”。这一精神是对中国中亚合作成功经验的高度概括。以实际行

动弘扬这一精神，对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两千多年的友好往来”“建交 30 多年的团结互信”“新时代以来的开放共赢”，从

这三个维度把握“中国—中亚精神”，我们更加深刻理解中国中亚合作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

坚实的实践土壤、广泛的民意基础。“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深化互信、同声相

应”“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坚持守望相助、同舟共济”，习近平主席强调的这“四

个坚持”，体现了中国和中亚各国友好交往的原则方针，彰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给国

际交往的相处之道带来有益启示。【链接】

中国中亚关系发展展现坚实确定性

在中国周边外交全局中，中亚始终是优先方向，中国中亚关系成功发展充分展现了亲诚

惠容理念的生命力。中国—中亚机制的建立与发展，植根于深厚的历史渊源、广泛的现实需

求、坚实的民意基础，为新形势下推动中国中亚合作乘势而上搭建了平台、提供了牵引。在

全球大国纷纷同中亚国家建立对话机制背景下，中国—中亚机制发展快、合作实、成果多，

得到中亚各国高度认可，已成为区域合作的标杆。在西安峰会共识全面落地的基础上，此次

峰会全面擘画中国中亚合作未来蓝图，具有接续加力的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提出系统合作

方案，引领中国同中亚国家以更加进取的姿态、更加务实的举措加强合作，有助于共同抵御

风险挑战，为各自推进现代化事业注入强劲动能。《阿斯塔纳宣言》凝聚六国重要政治共识，

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将世代友好的原则固定下来，中国中亚关系发展在时代风

浪中展现清晰的方向感、坚实的确定性。【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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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发展梦想 引领世代友好

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互尊、互信、互利、互助，以高质量发展

推进共同现代化”的“中国—中亚精神”。这一精神根植于六国在长期合作中形成的共同理

念和价值，彰显了六国循睦邻之愿、强信任之基、聚团结之力、行互助之举的坚定意志，为

双方世代友好，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引领和遵循。【链接】

朝着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目标砥砺前行

“我们要以‘中国—中亚精神’为引领，以更加进取的姿态和更加务实的举措加强合作，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朝着命运共同体目标砥砺前行。”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

中国—中亚峰会上发表主旨发言，强调中国中亚合作要锚定命运共同体目标，为引领中国—

中亚机制发展、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链接】

以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现代化

中国与中亚五国同为发展中国家，一直是现代化道路上的同行者。第二届中国—中亚峰

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互尊、互信、互利、互助，以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现代化”的“中

国—中亚精神”，为中国中亚世代友好合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在“中国—中亚精神”指引下，

六国将以更加进取的姿态和更加务实的举措开展更高质量合作，深化利益融合，携手迈向共

同现代化。【链接】

学习辅导

一见·从三层“逻辑”，读懂“中国—中亚精神”

“中国—中亚精神”，浓缩着跨越千年的深厚友谊，昭示着合作巨轮的正确航向。这是

中国同中亚国家携手并肩、合作共赢的理念共识，更是中国与中亚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豪

迈宣言。

从三层“逻辑”，读懂“中国—中亚精神”的深刻意蕴。

一看历史逻辑之深厚。“中国—中亚精神” 深深扎根于千年友好交往历史，是对传统

友谊的赓续与升华。这一笔在长期合作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为中国中亚的未来合作筑牢

精神之根基。

二看理论逻辑之深刻。一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了“六国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

与“中国周边外交的创举”，标注了中国始终致力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的坚定决

心。

三看实践逻辑之深远。“根植于两千多年的友好往来，巩固于建交 30 多年的团结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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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于新时代以来的开放共赢”，“中国—中亚精神”的光芒，穿透时光隧道，照亮过去、

现在和未来。【链接】

第一观察丨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中亚精神”的引领意义

“在长期实践中，我们探索形成了‘互尊、互信、互利、互助，以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

现代化’的‘中国—中亚精神’。”6月 17 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出

席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并作主旨发言，首次提出“中国—中亚精神”。这一宝贵精神有着

怎样的丰富内涵？“互尊”，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信”，深化互信、同声相应；“互

利”，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互助”，守望相助、同舟共济——四个“互”字，展现了相

邻国家和地区之间实现世代友好合作的共同期盼，而“以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现代化”则充

分彰显其鲜明的时代意义。【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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