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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此次「兩
會四國之行」引起外媒廣泛關注。其中美聯社
報道指，習近平的中亞之行同樣被看成是鞏固
與當地貿易關係及其他往來的一項舉措，使中
國可以在這片傳統上由俄羅斯主導的地區擴大影
響力。
美聯社報道指，上海一家研究機構的俄羅斯

與中亞問題專家李欣(音譯)認為，中亞的繁榮、
和平與穩定對中國的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意
義。中國已超過歐盟成為中亞頭號貿易夥伴，
在2012年與中亞五國實現貿易額400億美元。大
部分貿易額來自石油和天然氣，有兩條油氣管

線把油氣資源從土庫曼斯坦和哈薩克斯坦運往
中國。
另一方面，中國通過經濟援助和當地急需的投

資來滿足中亞地區在基礎設施方面的迫切需求，
比如中國主持修建了塔吉克斯坦2.23公里長的
「沙爾-沙爾」隧道。

宣示中亞政策 亮敘利亞立場

日本《東京新聞》報道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
平從3日開始出訪中亞四國，這是習近平就任後
首次對中亞國家進行國事訪問。中國外交部官員
表示，習近平將在同中亞國家總統會晤期間簽署

石油天然氣、交通、通信、投資、人文等各領域
的重大合作文件，並將在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
夫大學作重要演講，宣示中國對中亞地區的外交
政策。
習近平還將與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會談，就敘

利亞問題表明中方的立場，並與俄方統一步調。
中方認為，對敘利亞實行軍事干預只會使中東局
勢更加動盪，政治對話才是解決問題的唯一辦
法。
在訪問最後一天(13日)，習近平將出席在吉爾

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凱克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峰
會。

外媒：習「兩會四國行」勢擴影響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綜合報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3

日在阿什哈巴德同土庫曼斯坦總統別爾德穆哈梅多夫舉行會

談。兩國元首高度評價中土關係發展，共同規劃兩國未來合

作，決定建立中土戰略夥伴關係。會談中，習近平

就深化兩國合作提出六點建議，包括共同

打擊包括「東突」在內的「三股勢力」和

跨國有組織犯罪；土方則表示，願增加

對華天然氣供應，並加快實施有關

天然氣管道建設。

習近平與土國總統會談 兩國將共同打擊「三股勢力」
習近平主席此次中亞四國和兩次峰會之

行，首站為土庫曼斯坦，並非偶然。一是現

實原因，土已成為中國最大的天然氣進口

國，未來幾年對華輸氣量將達到650億立方

米；二有歷史原因，中土歷史交往悠久，可

上溯到漢武帝時期，而且在中國56個民族大

家庭中，更有「土庫曼人」─撒拉族。

1978年文革剛剛結束，上中學的我買到過

一本小冊子《張騫出使西域》。小書圖文並

茂，講述了大探險家張騫歷盡千難萬險，為

擊敗匈奴人兩次到西域尋找軍事盟友的故

事，我第一次聽說阿姆河的名字。書中寫

道，張騫及使團飢寒交迫之際，眼前突然出

現一條浩浩蕩蕩的大河，令他們喜出望外，

原來這就是阿姆河。這本小書讓我知道了什

麼是西域。因此，當我1995年驅車路過阿姆

河時，心情無比激動。

張騫出使西域主要是軍事目的。當時，強

悍的匈奴人威脅到西漢王朝安全，漢武帝遂

決定在西域（包括今新疆和中亞地區）尋找

軍事盟友，主要是烏孫（今哈薩克斯坦）和

大月氏（阿姆河流域）等強大的遊牧部落。

張騫出使的目的雖未達到，但卻成為開眼看

世界的第一人，極大促進了中國與西域各民

族間經濟、特別是文化交流。西域的葡萄、

苜蓿、胡琴、胡桃和石榴等傳到中原，中原

的茶葉等也被帶到中亞。

往事越千年。張騫之後，班超和甘英等歷

代旅行家踏上西域之途。可以說，張騫是絲

綢之路最偉大的探險家和拓荒者，一千多年

後的馬可波羅，再後來的德國人李希霍芬

（絲綢之路之名的發明者）均是他的學生。

大學時代，一部曾遭蘇聯官方批判的文學

作品《第四十一個》，讓我對中亞更加心馳神

往。作品背景是十月革命後的國內戰爭，一

隊紅軍戰士押送一隊白匪軍（反布爾什維克

政權）行走在卡拉庫姆沙漠（今土庫曼斯

坦），最後在鹹海航行的押運船被風暴打沉，

兩個原屬兩個階級的紅軍女戰士與白匪軍軍官漂流到一個荒

島，瀕死的絕境喚醒了他們最原始的情感—愛情。當然，

故事的結尾是凄婉的悲劇。當白匪軍官下意識地向駛來的救

援船狂奔時，他的愛人卻下意識地舉起槍，將自己的愛人射

殺在水中，他成為她消滅的第四十一個「階級敵人」。這部

作品曾對無數年輕的心產生過強烈震撼。於是，卡拉庫姆

河、鹹海⋯⋯讓我記住了土庫曼的名字。

時光到了1994年，蘇聯解體了，土庫曼斯坦成為獨立國

家。戲劇性的地緣政治裂變使我有機會在中亞工作，張

騫、絲綢之路、卡拉庫姆沙漠、「第四十一個」，所有的一

切彷彿重新復活在我的腦海中。不僅如此，我有關中亞的

知識又豐富了，中國也有「土庫曼人」便是收穫之一。在

阿什哈巴德採訪時，當地朋友告訴我，境外21個國家生活

㠥土僑民，主要分布在俄、中亞五國、兩伊、阿富汗和土

耳其等國，中國的土庫曼人（指撒拉族）有10萬多人，主

要居住在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縣。

著名西域史學家魏良弢曾對我說，中國的撒拉族是元朝時

期，從裡海沿岸輾轉到我國西北的，他們的長相、風俗、語

言、服飾等幾乎與土庫曼人一模一樣。其實，土庫曼斯坦只是

中國撒拉族的祖居地，他們並非是真正意義的土國僑民。

滄海桑田，命運弄人。中土交往的這段神奇佳話至今仍

讓人津津樂道，讓歷史學者激動

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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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 第八次G20領導人峰會召開前夕，
三家機構聯合發佈的《二十國集團（G20）國家創新競爭力黃皮書》顯
示，美國、日本、德國位列G20集團各成員國前三甲，其中中國在G20集
團中排名第8位，是G20集團中唯一能夠進入前十名的發展中國家。
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雜誌社、福建師範大學和社科文獻出版

社聯合完成的該報告顯示：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研發投入持續增加，科
技創新能力顯著提升，國際創新競爭力出現了可喜的變化。
但專家也指出，儘管在過去11年中，中國的創新競爭力排名躍升4位，

但總體上仍是一個技術和知識產權淨進口國，關鍵核心技術對外依賴度
高，其中進口芯片花的外匯已超過石油，80%芯片都要靠進口。

G20創新競爭力 中國列第八

習近平表示，近年來，兩國政治上高度互信，經貿、能源、人文領域
合作成果豐碩，中國成為土庫曼斯坦第一大貿易夥伴。雙方互為最

大的天然氣合作夥伴，為兩國經濟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也為世界能源合
作樹立了良好典範。中土是真正意義上的戰略夥伴。中國將堅定不移奉行
對土友好合作政策，永遠做土庫曼斯坦的好朋友、好夥伴、好兄弟。
別爾德穆哈梅多夫表示，土中是友好近鄰，古老的絲綢之路很早就將兩

國人民聯繫在一起。土方感謝中方尊重和支持土庫曼斯坦內外政策。事實
證明，中國是土庫曼斯坦可信賴的夥伴。不管國際和地區形勢如何變幻，
土方都把發展土中關係作為外交的優先方向。
兩國元首一致決定，將中土關係提升為戰略夥伴關係，相互支持、互利

合作、世代友好。

習近平提深化合作六建議

習近平就深化兩國合作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堅定支持對方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領土完整和促進經濟社會

發展所做的努力，堅定支持對方根據本國國情選擇的發展道路。中方支持
土庫曼斯坦奉行永久中立政策。
第二，加快推進中國—中亞天然氣管道C線建設並盡早啟動D線建設，

實施好阿姆河右岸氣田和「復興」氣田開發項目。
第三，提升雙邊貿易規模和質量，擴大非資源領域合作，包括基礎設施

建設、農業、通信、電力、醫療衛生、高新技術合作，積極推動互聯互
通，便利企業人員往來。
第四，促進文件、教育、體育交流合作，加強民間特別是青年學生往來。
第五，加強執法安全和防務合作，共同打擊包括「東突」在內的「三股勢

力」和跨國有組織犯罪，維護兩國共同安寧，確保大型合作項目安全實施。
第六，加強在地區事務中的溝通和協調，共同抵禦外部勢力破壞中亞安

定和穩定。

土方願增加對華天然氣供應

別爾德穆哈梅多夫表示，土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問題上堅
定支持中方。土方願增加對華天然氣供應，並加快實施有關天然氣管道建
設。土方希望擴大兩國經貿、農業、紡織、化工、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合
作，歡迎中國企業前來投資。兩國在打擊「三股勢力」、維護地區安全穩
定方面有共同利益，要加強執法安全合作。土方希望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
同中方保持協調和配合，支持中方明年承辦阿富汗問題伊斯坦布爾進程外
長會議。
會談後，兩國元首共同簽署了《中土關於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宣

言》，並見證了外交、經貿、能源、林業、教育、體育，地方合作等領域
多項合作文件的簽署。
兩國元首還共同會見了記者。習近平強調，中土關係提升到戰略夥伴關

係水平，標誌㠥兩國關係步入新的發展階段。中土天然氣合作具有戰略
性、長期性、前瞻性，充分體現了兩國政治互信的高水平和優勢互補、互
利共贏的特性。雙方要做長期、穩定、牢靠的能源戰略夥伴。
當天，習近平還向已故土庫曼斯坦首任總統尼亞佐夫紀念堂獻花圈，緬

懷這位中土友好關係的奠基者。隨後，習近平在阿什哈巴德市市長努爾馬
梅多夫陪同下，來到土庫曼斯坦獨立紀念碑獻花圈，並在元首林種下一株
象徵友誼的杉樹。

土庫曼斯坦以遜尼派為主，總人口550萬。當地天然氣、石油資源豐富，天
然氣儲備列世界第四，在獨聯體國家中居第二位。
土庫曼斯坦位於絲綢之路的西部通道上，其南部與伊朗的馬什哈德地區大

面積接壤，而伊朗的馬什哈德地區是伊斯蘭教聖地和西亞文化、貿易中心。
土庫曼斯坦還處環裡海富能源戰略中心區，恰好在土耳其、伊朗向阿富汗

方向這一戰略腹地前進的通道上，與格魯吉亞、
高加索方向相呼應的特殊戰略位置，正卡在了俄
羅斯的戰略軟腹部。 ■孟慶舒

土庫曼斯坦：資源豐富

飛行7小時30分鐘，習近平
主席抵達土庫曼斯坦首都阿
什哈巴德，中亞之行拉開帷
幕。舷梯旁，習近平接過土
兒童遞上的麵包，蘸鹽品
嘗，這是當地迎接貴賓的禮
節。麵包和鹽象徵㠥主人最
隆重的接待和最真摯的情
誼，到訪的貴賓用手從麵包
邊掰下一小塊，從小碟中蘸
一點鹽，品嘗一下，然後向主人表示謝意。習近平說，中土是友
好近鄰和重要能源戰略夥伴，兩國關係實現
戰略升級的時機和條件已成熟。

■人民網

甫抵土國 鹽麵包迎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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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專機昨日抵達阿什哈巴德國際機場。圖為土庫曼斯坦兒童向習近

平獻花。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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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接過土兒童遞上的麵

包，蘸鹽品嘗。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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