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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五届会议 

议程项目 17(a)和(e)、19(a)和(d)、27(b)和 131 

宏观经济政策问题： 

国际贸易与发展 

促进可持续发展投资 

可持续发展： 

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在《21 世纪议程》基础上通过 

可持续消费和生产等方式执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为人类今世后代保护全球气候 

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包括与世界社会状况以及与青年、 

老龄、残疾人和家庭有关的问题 

全球卫生与外交政策 

  2021 年 8 月 17 日土库曼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转递中亚国家元首关于 2021 年 8 月 6 日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希举

行的中亚国家元首协商会议成果的联合声明(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17(a)和(e)、19(a)和(d)、27(b)和 131 下

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阿克索尔坦·阿塔耶娃(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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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8 月 17 日土库曼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原件：俄文] 

  关于中亚各国国家元首协商会议成果的联合声明 

 中亚各国国家元首于 2021 年 8 月 6 日在土库曼巴希市举行协商会议，哈萨

克斯坦共和国总统、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统、土库曼斯坦

总统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参加了会议。 

 各国元首通过在友好、相互尊重、信任和相互了解的建设性气氛中进行谈判， 

 注意到在长期睦邻友好关系基础上不断推动区域合作的进程， 

 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原则，重申对公认国际法规则的坚定承诺， 

 强调需要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考虑彼此利益的基础上，通过谈判协商，

审议和解决涉及中亚地区发展的紧迫问题， 

 注意到其各自国家愿意开展开放和广泛合作，以确保本地区和平、稳定与安全， 

 本着进一步扩大和加强在政治、持续稳定发展以及在贸易和经济、投资和金

融、运输和通信、水和能源和信息技术及环境、文化和人道主义合作等所有共同

利益领域的关系的共同愿望， 

 注意到中亚国家为解决重大全球和区域问题而采取的联合举措在世界舞台

上取得了切实成果， 

 强调本地区各国在应对包括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疫情在内的

全球挑战和威胁、共同克服其负面影响方面建立密切伙伴关系的重要性， 

 重申中亚各国国家元首定期举行协商会议使讨论各种紧迫问题并提出有助

于进一步加强本地区国家间多边合作的建议成为可能， 

 兹发表以下声明： 

 1. 各位元首注意到，本次协商会议是在中亚各国独立 30 周年之际举行的。 

 为此，各方强调本次论坛对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中亚国家间关系具有历史意义。 

 2. 各方确认，通过双边、多边活动和互访，全面开展多边互动，促进中亚

地区各国和平发展、繁荣稳定，具有现实意义和必要性。 

 3. 各方注意到，土库曼巴希协商会议全面审议了在安全与稳定、贸易、经济

和投资、运输和过境、农业和粮食安全、产业合作、水资源和能源、环保、旅游、

科教、文化和性别平等领域进一步发展互利区域合作的良好趋势、手段和机制。 

 4. 各位元首指出，必须发挥其各自国家的潜力，为在本地区建立安全、可

持续、广泛和开放的伙伴关系创造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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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背景下，各方强调通过中亚各国外交部、外交使团、领事馆及常驻联合

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进行协商、加强接触和关系的重要性。 

 5. 各方认为，在今年即联合国大会确定为国际和平与信任年的 2021 年，

需要加快整合中亚各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工作，以便在落实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

社会广泛、长期的战略、愿景和方案方面取得切实成果。 

 6. 各位元首着重指出，2021 年是《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签署 15 周年，

也是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试验场关闭 30 周年。 

 在这方面，各位总统表示愿意继续积极开展本地区国家间合作，执行《中亚

无核武器区条约》，并注意到需要加强与其他无核区的协作，以整合实现核裁军

和不扩散的努力。 

 7. 各方重申，迅速解决邻国阿富汗局势问题是维护和加强中亚地区内部安

全与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为此，各方表示愿为早日实现阿富汗社会的内部和

平与和谐提供充分合作。 

 在这方面，各方支持所有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为确保阿富汗安全与稳定、重

建其社会经济基础设施、推动其参与世界经济关系所作的努力。 

 8. 各方表示支持考虑建立中亚安全与合作对话，作为系统和定期审议地区

发展专题问题的常设协商平台。 

 9. 各方认为，当务之急是通过进一步加强在贸易和经济、投资、产业、金

融、能源、农业、通信以及社会、环境和其他共同关心领域的联系，确保中亚地

区的可持续发展。 

 为了共同发展金融体系，吸引对本地区的投资，各方商定利用阿斯塔纳国际

金融中心作为经济平台，将中亚地区各国以及外国投资者汇集在一起。 

 10. 各方认识到必须加强主管部门在中亚各国之间移民程序监管方面的合

作，同时有必要保护移民工人的权益，并为其提供法律、社会、信息和咨询援助。 

 11. 各方注意到必须增加相互贸易，并需要进一步制定互利共赢的办法，以

有效解决本地区的贸易便利问题。 

 各方注意到有必要加强工商界与中亚国家地区的合作，以增加相互贸易，实

施联合经济项目，包括发展边疆地区的贸易和生产基地以及批发和配送中心网络。 

 12. 各方强调必须进一步深化运输和过境领域的多边合作，以确保商品和货

物自由和畅通无阻的过境，包括开发新的并加强现有的国际空中、陆地和铁路线

路、江海运输、多式联运走廊、国际多用途物流、贸易和旅游中心，实施创新、

节能电子技术，根据国际最佳做法简化跨境手续，并实施其他联合基础设施项目，

以确保有效利用本地区的过境潜力。 

 各方将为共同开发南北、东西国际走廊作出最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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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方指出，需要加快设定关于运输通信的区域会议，协调关于共同开发中亚

运输体系的方案和协议，同时考虑到有本地区各国参与的目前和未来关于建立优

势国际运输走廊的项目。 

 各方支持乌兹别克斯坦关于在联合国主持下建立发展交通和通信互联互通

区域中心的倡议。 

 各方有意通过打造区域价值链和联合产业群区，增加相互贸易额，并在促进

数字经济方面加强合作。 

 13. 各方表示，需要建立中亚国家实业家和企业家五方理事会，以便在贸易

和经济、能源、运输和物流及创新领域开展有目的、有系统的相互合作。 

 14. 各方表示愿意作出共同努力，共同实施创新方案和项目，促进科技创新

领域的有效合作，开展联合研究和促进研究中心之间的经验交流，以便找到新的

社会经济增长点。 

 15. 各方倡导通过制定大学之间科学交流区域方案，在校长论坛、科学会

议及研究人员、教育工作者、学生和青年专题讨论会上深化教育和“科学外交”

合作。 

 各方强调在开发和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取得的进展及其对日常生活越

来越大的影响。各国有意共同努力化解对信息安全的新威胁，同时尊重国际法原

则和规范。 

 16. 所有中亚国家都注意到，有必要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防治荒漠化、

合理利用水资源和能源、确保环境和生态保护、冰川保护和铀尾渣回收等方面加

强区域合作，并推进旨在引入节约资源的绿色技术，包括开发可再生能源的项目

和方案。 

 在这些领域，各方随时准备作出共同努力，以完善长效合作共赢机制，在本

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各方注意到现有和新的水电设施对帮助解决中亚地区水和能源问题的重要

性，同时考虑到本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 

 各方强调必须达成共识并在联合国推动国际和区域倡议，如在联合国大会第

七十五届会议上通过题为“自然无疆界：跨界合作——养护、恢复和可持续利用

生物多样性的关键要素”的决议、“2018-2028‘水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行动十

年执行情况中期全面审查”、“宣布咸海区域为生态创新和技术区”、“联合国同拯

救咸海国际基金之间的合作”和“为哈萨克斯坦塞米巴拉金斯克地区人的康复、

生态复原和经济发展开展国际合作与协调”的决议。 

 鉴于全球气候变化对世界各地特别是中亚冰川的负面影响，各位元首支持塔

吉克斯坦总统的提议，宣布 2025 年为国际冰川保护年，并设立国际冰川保护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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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元首表示支持土库曼斯坦总统提出的倡议，即制定一项联合国战略，以

执行发展低碳能源的措施，并在联合国主持下制定一份国际路线图，将氢气开发

作为能源部门的优先领域。 

 17. 各位元首确认必须整合努力，全面解决与改善本地区包括咸海盆地社会

经济和生态状况有关的问题，特别是在面临环境危机和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地区

做到这一点。 

 18. 各方强调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以减少水和空气污染，保护冰川，

防止土地退化，增加植树造林面积，降低洪水、泥石流、干旱等自然灾害风险，

并提供清洁饮用水。 

 各位元首着重指出，必须努力改善拯救咸海国际基金的组织结构及法律和条

约基础，同时考虑到所有中亚国家的利益和参与。 

 19. 今天，面对 COVID-19 大流行疫情这一新的全球威胁，中亚各国正在采

取综合措施遏制疫情蔓延。 

 各方充分配合国际社会的活动，正在为抗击 COVID-19 疫情的重要国际举措

提供支持。 

 各位元首表示支持哈萨克斯坦总统的倡议，即在联合国主持下建立疾病控制

和生物安全区域中心网络，并在联合国主持下建立一个特别多边机构——国际生

物安全机构，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报告。 

 在这方面，各方商定加强在科学外交领域的合作，并为医学研究人员和其他

相关知识领域的专家之间开展系统性交流创造一切必要条件。 

 各方认为，为了整合中亚各国在遏制危险的感染病蔓延方面的努力，有必要

考虑设立一个区域机制，研究病毒和其他感染病的起源性质、由其引起的疾病种

类以及治疗和预防传染病的方法。 

 20. 在需要提高粮食系统韧性的背景下，各方商定为供应链提供支持，并广

泛落实粮食和基本商品“绿色走廊”机制。 

 21. 各方商定开展文化间对话，造福中亚各地人民，并本着联合国宣布的国

际文化和睦十年的精神，维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和族裔间宽容，在民族政治学及

本地区物质和非物质文化和环境遗产的研究和保护方面开展合作并相互支持，改

善文学联系，举办国际节日、论坛和比赛，深化中亚人民在音乐、戏剧、图形艺

术和手工艺、影视和广播、档案、博物馆和图书馆领域的互动，并促进公民之间

特别是年轻人之间的直接联系和旅游交流。 

 为了使此类协作制度化和常态化，各方商定设立中亚文化对话论坛，作为一

个统一的文化和人道主义交流平台，口号是“中亚：同一个过去、同一个未来”。 

 22. 考虑到体育在加强人民友谊方面的重要作用，各位元首商定继续发展体

育运动，支持在各自领土上举办国际大众体育赛事，并鼓励参与体育运动的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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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和机构开展合作。各方还指出有必要整合努力，在国际体育舞台上促进各自的

国家体育运动。 

 23. 各位元首突出强调有必要在旅游业方面开展密切合作，以便除其他外加

快该部门在疫后的恢复，并恢复本地区各国之间的旅游交流。 

 各方还商定加强在跨境地区建立旅游区和旅游区群的工作，并进一步联合推

广旅游产品和线路，以便在中亚建立共同空间。 

 各方倡导国家旅游管理机构和旅游公司之间、参与国际和国内旅游发展的其

他组织之间开展密切合作。 

 各方将继续通过印刷材料和电影促进关于旅游活动开发的信息交流，并通过

举办广告宣传活动、会议和研讨会以及组织展览和博览会的方式开展合作。 

 24. 各位元首指示其各自国家的外交部在不久的将来敲定 2022-2024 年期间

区域合作路线图草案(以中亚各国国家元首协商会议的成果为基础)。 

 25. 各位元首指示其各自国家的外交部筹备在下一次中亚各国国家元首协

商会议上签署《促进 21 世纪中亚发展的友好睦邻合作条约》。 

 26. 各位总统决定在中亚各国国家元首协商会议上使用共同标志，并核准了

有关条例。 

 27. 各位总统决定设立中亚国家元首“荣誉勋章”，并核准了有关条例及其

说明。 

 28. 各位元首赞扬在土库曼巴希举办中亚女性领袖论坛、中亚国家经济论

坛、中亚国家国民产品国际展览会、中亚国家国际美食节和中亚国家文化艺术

大师联欢音乐会。 

 各位元首指示其各自国家的外交部长就举行第四次中亚各国国家元首协商

会议的日期和地点拟定建议，并拟定该会议的议程。 

 本次协商会议是在传统的友谊、温暖和信任气氛中举行的。 

 各位元首对土库曼斯坦总统库尔班古力·米亚利库利耶维奇·别尔德穆哈梅

多夫的盛情款待和高水平组织本次协商会议表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