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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同事，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欢迎大家来到西安，出席中国—中亚峰会，
共商中国同中亚五国合作大计。

西安古称长安，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
重要发祥地之一，也是古丝绸之路的东方起
点。2100多年前，中国汉代使者张骞自长安出
发，出使西域，打开了中国同中亚友好交往的大
门。千百年来，中国同中亚各族人民一道推动
了丝绸之路的兴起和繁荣，为世界文明交流交
融、丰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中国唐代诗
人李白曾有过“长安复携手，再顾重千金”的诗
句。今天我们在西安相聚，续写千年友谊，开辟
崭新未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13 年，我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
中亚，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10年
来，中国同中亚国家携手推动丝绸之路全面复
兴，倾力打造面向未来的深度合作，将双方关系

带入一个崭新时代。
横跨天山的中吉乌公路，征服帕米尔高原

的中塔公路，穿越茫茫大漠的中哈原油管道、中
国—中亚天然气管道，就是当代的“丝路”；日夜
兼程的中欧班列，不绝于途的货运汽车，往来不
歇的空中航班，就是当代的“驼队”；寻觅商机的
企业家，抗击新冠疫情的医护人员，传递友谊之
声的文化工作者，上下求索的留学生，就是当代
的友好使者。

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有着深厚的历史渊
源、广泛的现实需求、坚实的民意基础，在新时
代焕发出勃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各位同事！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

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中
亚是亚欧大陆的中心，处在联通东西、贯穿南北
的十字路口。

世界需要一个稳定的中亚。中亚国家主

权、安全、独立、领土完整必须得到维护，中亚
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必须得到尊重，中亚
地区致力于和平、和睦、安宁的努力必须得到
支持。

世界需要一个繁荣的中亚。一个充满活
力、蒸蒸日上的中亚，将实现地区各国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也将为世界经济复苏发展注入
强劲动力。

世界需要一个和谐的中亚。“兄弟情谊胜过
一切财富”。民族冲突、宗教纷争、文化隔阂不
是中亚的主调，团结、包容、和睦才是中亚人民
的追求。任何人都无权在中亚制造不和、对立，
更不应该从中谋取政治私利。

世界需要一个联通的中亚。中亚拥有得天
独厚的地理优势，有基础、有条件、有能力成为
亚欧大陆重要的互联互通枢纽，为世界商品交
换、文明交流、科技发展作出中亚贡献。

各位同事！

去年，我们举行庆祝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
30周年视频峰会时，共同宣布建设中国—中亚
命运共同体。这是我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着
眼各国人民根本利益和光明未来，作出的历史
性选择。建设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要做到
四个坚持。

一是坚持守望相助。我们要深化战略互
信，在涉及主权、独立、民族尊严、长远发展等核
心利益问题上，始终给予彼此明确、有力支持，
携手建设一个守望相助、团结互信的共同体。

二是坚持共同发展。我们要继续在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方面走在前列，推动落实全球
发展倡议，充分释放经贸、产能、能源、交通等传
统合作潜力，打造金融、农业、减贫、绿色低碳、
医疗卫生、数字创新等新增长点，携手建设一个
合作共赢、相互成就的共同体。

三是坚持普遍安全。我们要共同践行全球
安全倡议，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地区国家内

政、策动“颜色革命”，保持对“三股势力”零容
忍，着力破解地区安全困境，携手建设一个远离
冲突、永沐和平的共同体。

四是坚持世代友好。我们要践行全球文明
倡议，赓续传统友谊，密切人员往来，加强治国
理政经验交流，深化文明互鉴，增进相互理解，
筑牢中国同中亚国家人民世代友好的基石，携
手建设一个相知相亲、同心同德的共同体。

各位同事！
这次峰会为中国同中亚合作搭建了新平

台，开辟了新前景。中方愿以举办这次峰会为
契机，同各方密切配合，将中国—中亚合作规划
好、建设好、发展好。

一是加强机制建设。我们已经成立外交、
经贸、海关等会晤机制和实业家委员会。中方
还倡议成立产业与投资、农业、交通、应急管理、
教育、政党等领域会晤和对话机制，为各国开展
全方位互利合作搭建广泛平台。（下转第二版）

携手建设守望相助、共同发展、普遍安全、世代友好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在中国—中亚峰会上的主旨讲话

（2023年5月1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新华社西安5月19日电（记者 储国强 刘
华 许可）5月 19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陕
西省西安市主持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哈萨
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
罗夫、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土库曼斯坦总
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
济约耶夫出席。元首们在友好的气氛中全面
回顾中国同中亚五国友好交往历史，总结各领
域合作经验，展望未来合作方向，一致同意着
眼未来，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
共同体。

5月的西安，花团锦簇，生机盎然。灞河之
滨的西安国际会议中心，中国和中亚五国国旗
迎风飘扬，与中国—中亚峰会会标交相辉映，
千年古都迎来一场历史与未来交融的盛会。

中亚五国元首相继抵达。习近平同五国元
首亲切握手并集体合影。

10时许，中国—中亚峰会正式开始。
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

五国元首来到西安出席首届中国—中亚峰会
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和地区形势正
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机遇和挑战都前所未
有。在这个关键历史时刻，我们召开中国—
中亚峰会，顺应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体现世
代友好的人民期盼，必将对中国同中亚国家关
系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并具有世界意
义。中方愿同各方一道，以西安峰会为契机，
总结历史经验，擘画合作蓝图，展现凝聚力、
创造力、行动力，共同推动中国—中亚关系行
稳致远。

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建设守望相助、共
同发展、普遍安全、世代友好的中国—中亚命
运共同体》的主旨讲话。

习近平指出，西安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
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也是古丝绸之路的东方起
点。千百年来，中国同中亚各族人民一道推动
了丝绸之路的兴起和繁荣，为世界文明交流交
融、丰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今天我们在
西安相聚，续写千年友谊，开辟崭新未来，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指出，2013年，我提出共建“丝绸之
路经济带”倡议。10年来，中国同中亚国家携
手推动丝绸之路全面复兴，倾力打造面向未来
的深度合作，将双方关系带入一个崭新时代。
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广
泛的现实需求、坚实的民意基础，在新时代焕
发出勃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
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中亚处在联通东西、贯
穿南北的十字路口。

世界需要一个稳定的中亚。中亚国家主
权、安全、独立、领土完整必须得到维护，中亚
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必须得到尊重，中亚
地区致力于和平、和睦、安宁的努力必须得到
支持。

世界需要一个繁荣的中亚。一个充满活
力、蒸蒸日上的中亚，将实现地区各国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将为世界经济复苏发展注
入强劲动力。

世界需要一个和谐的中亚。团结、包容、和
睦是中亚人民的追求。任何人都无权在中亚制
造不和、对立，更不应该从中谋取政治私利。

世界需要一个联通的中亚。中亚有基础、
有条件、有能力成为亚欧大陆重要的互联互通
枢纽，为世界商品交换、文明交流、科技发展作
出中亚贡献。

习近平指出，去年，中国和中亚五国宣布

建设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这是我们在新的
时代背景下，着眼各国人民根本利益和光明未
来，作出的历史性选择。建设中国—中亚命运
共同体，要做到四个坚持：

一是坚持守望相助。要深化战略互信，在
涉及主权、独立、民族尊严、长远发展等核心利
益问题上，始终给予彼此明确、有力支持，携手
建设一个守望相助、团结互信的共同体。

二是坚持共同发展。要继续在共建“一带
一路”合作方面走在前列，推动落实全球发展
倡议，充分释放传统合作潜力，打造减贫、绿色
低碳等新增长点，携手建设一个合作共赢、相
互成就的共同体。

三是坚持普遍安全。要共同践行全球安全
倡议，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地区国家内政，
着力破解地区安全困境，携手建设一个远离冲
突、永沐和平的共同体。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主持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
强调携手建设守望相助、共同发展、普遍安全、世代友好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5月19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陕西省西安市主持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并发表题为《携手建设守望相助、
共同发展、普遍安全、世代友好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主旨讲话。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 摄

5月19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陕西省西安市主持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并发表题为《携手建设守望相助、共同发展、普遍
安全、世代友好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主旨讲话。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塔吉克斯坦
总统拉赫蒙、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出席。 新华社记者 丁海涛 摄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和
地区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机遇和挑战都前所
未有。在这个关键历史时刻，我们召开中国—中亚
峰会，顺应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体现世代友好的
人民期盼，必将对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发展产生重要
而深远的影响，并具有世界意义。中方愿同各方一道，
以西安峰会为契机，总结历史经验，擘画合作蓝图，
展现凝聚力、创造力、行动力，共同推动中国—中亚
关系行稳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