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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合作是“一带一路”中的亮

点，而中国与塔吉克斯坦的园区合作

更是多点开花，成为“新丝绸之路经

济带”上的耀眼明珠———成熟的中塔

工业园、示范项目新丝路农业纺织产

业园, 或是中塔未来合作新亮点的中

塔农业产业加工园，都成为“一带一

路”中值得期待的项目。

专家表示，中塔两国经贸发展互

补性强， 园区合作能够实现优势互

补，合作共赢。 未来，或将出现更多形

式多样的专业园区。

丝路明珠：

中塔工业园

2014 年 4 月 4 日，塔吉克斯坦北

部索格德州的独立市，中塔矿业园区

的奠基仪式正在举行。

中塔工业园主要投资方是塔中

矿业有限公司。 该公司于 2007 年成

立于塔北部城市苦盏市，是一家集采

矿、选矿、销售为一体的大型中资矿

业公司，拥有员工近 2000 人，其中塔

方员工约 1400 人， 目前已经成为塔

第二大工业企业。 此外，塔中矿业已

经为塔累计投资 1 亿多美元用于阿

尔登—托普坎、派—布拉克和北阿尔

登—托普坎等三个铅锌矿的开发建

设。 其中，阿尔登—托普坎铅锌矿项

目经济价值达 1000 亿元人民币，是

目前中国企业“走出去”在中亚地区

获取的最有战略意义及经济价值的

矿产资源之一。

《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到，在中

塔工业园内计划将兴建一个铅锌矿

冶炼厂、水泥厂和建材厂，预计总投

资额约为 5 亿美元，2017 年建成后将

为当地创造超过 2500个工作机会。

示范项目：

农业纺织产业园

继中塔工业园后，中塔园区合作

又有新的突破。 2014 年 12 月 19 日，

中泰新丝路塔吉克斯坦农业纺织产

业园奠基仪式在塔南部哈特隆州的

丹加拉区隆重举行。

中泰新丝路塔吉克斯坦农业纺

织产业园是新疆中泰集团投资 20 亿

元在塔建设的世界级水平的现代纺

织产业园区。 中泰新丝路塔吉克斯坦

农业纺织产业园总投资为 13.9 亿元

人民币， 项目包括 20 万亩棉花农业

园、15 万锭纺纱。 首期 15 万亩棉花

2015 年播种， 纺纱项目 2016 年全面

建成投产。 中泰新丝路塔吉克斯坦农

业纺织产业园已经被列入塔“国家项

目”、“中塔合作重点项目”， 所需 20

万亩棉花种植用地、900 亩纺织工业

用地已全面落实到位,并给予了 12 年

免税以及优惠工业农业用电等政策

支持。 中泰新丝路塔吉克斯坦农业纺

织产业园全部建成后, 可实现年产籽

棉 8 万吨、皮棉 3.2 万吨、棉纱 2.4 万

吨、 棉布 9150 万米， 年销售收入

15.25 亿元人民币，实现利润 2.5 亿元

人民币，有效改善塔吉克斯坦农业种

植结构，增强工业发展实力，带动就

业改善民生，提升塔吉克斯坦当地居

民的生活水平。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在中泰

新丝路塔吉克斯坦农业纺织产业园

奠基仪式上表示，塔政府一直以来支

持和鼓励企业家，特别是中国企业家

来塔投资，塔政府愿提供并创造最好

的投资环境和平台。 中泰新丝路塔吉

克斯坦农业纺织产业园项目给塔吉

克斯坦不仅带来了世界上最好的设

备和最棒的管理经营者，还将创造大

量的就业机会并提升塔国棉花生产

水平。

《中国企业报》 记者了解到，目

前，中泰新丝路塔吉克斯坦农业纺织

产业园进展顺利， 无偿获得 1.5 万公

顷土地，土地基本到位，项目于 4 月 3

日正式开工。

中泰集团相关人士告诉《中国企

业报》记者，2014 年，中泰集团首次派

出考察调研人员前往塔，考察符合中

塔两国发展战略的投资领域和投资

项目。 鉴于塔棉花成本、质量、运输、

水土光热及国家政策扶持等优势，中

泰集团选择了棉花种植及棉花深加

工项目。

未来亮点：

农业产业加工园

中塔农业产业加工园正在酝酿

之中。

《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到，塔哈

特隆州从 2011 年与河南经研银海种

业有限公司在农业领域的合作取得

了巨大的成功。 这一成功使得州政府

打算兴建一个中塔农业产业加工园。

中塔农业产业加工园内包括一个种

子加工厂，一个化肥厂，一个面粉加

工厂，一个食用油脂加工厂和一座大

型冷藏库。

塔哈特隆州方面表示，其会给予

最优惠的投资政策，营造最佳的投资

环境，以期能够使哈特隆州的农业生

产和农产品加工获得快速发展和提

高。

河南经研银海种业有限公司相

关人士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中

塔农业产业加工园正在积极对接中。

中国产业集聚研究专家杨建国

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园区合作是“一带一路”中的亮

点，中塔两国经贸发展互补性强，园

区合作能够实现优势互补， 合作共

赢。 未来， 或将出现更多专业的园

区。

据了解， 中塔两国在能源资源、

劳动力供给、技术水平、资金实力、市

场容量等方面各有优势，经济结构互

补性很强，而且普遍处于经济结构调

整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 据塔统计署

数据，截至 2014 年 6 月底，塔吸引外

资总额为 26.59 亿美元， 中国对塔投

资额为 4.67 亿美元，是塔第二大投资

来源国。

塔吉克斯坦是“一带一路”上的

重要国家，中塔两国有着广阔的合作

前景。 据《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在

“一带一路”的背景下，中塔双边贸易

额在未来 5 年有望达到 30 亿美元。

同时，中国农行、中国铁建以及新疆

特变电工等中资企业已经在塔展开

积极布局，中资企业在塔发展可谓是

步步升级。 但专家表示，受交通、基础

设施以及电力等因素影响，中资企业

入塔的限制依然存在。

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

塔吉克斯坦国土面积 93%属高原

和山地，对外交往不便。 然而，自古以

来， 万仞高山和无边沙漠都没能阻挡

中塔人民相互了解、共同发展的愿望。

自 2007 年以来， 中塔两国经贸

发展水平逐步提高。2007 年中塔贸易

额为 5.2 亿美元，2008 年首次突破 10

亿美元大关，达 15 亿美元。 2011 年，

双边贸易额升至 20.69 亿美元。 2013

年，两国贸易总量维持在 19.6 亿美元

左右。 2014 年上半年，中塔双边贸易

额为 9.92 亿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近

6 年来， 中国对塔投资总额接近 5 亿

美元，已经成为塔第二大贸易国。

据《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近年

来，中国向塔出口额靠前的类别主要

为，服装及配件用品、针织或钩编、非

针织或钩编、鞋类产品、机械、锅炉、

电器和电子设备、汽车、玻璃及玻璃

制品等。 中国自塔进口的主要商品有

矿产品、农产品和贱金属等。 主要包

括矿石、炉渣和粉煤灰、棉花、生皮和

皮革、丝绸、种子油、水果、谷物和种

子等。 其中，矿石、炉渣和粉煤灰占中

国自塔进口商品总金额的比重最大。

塔总统拉赫蒙此前表示，中塔两

国计划在未来 5 年将双边贸易额提

升至 30亿美元。

不仅如此，在中国信贷资金支持

下，中国建筑工程企业在塔相继承揽

大型工程项目，中国路桥承揽的塔乌

公路、沙赫里斯坦隧道，新疆特变电

工承揽的“罗拉扎尔—哈特隆”及“南

北”输变电线等一批项目得到了塔的

高度评价。

铁路建设方面缺口很大

《中国企业报》 记者从中国农业

银行了解到，去年 9 月，中国农业银

行与塔吉克斯坦农业投资银行签署

了《农业领域合作协议》。 中国农业银

行将在商业原则下向塔农业投资银

行提供 6 亿元人民币信贷额度支持，

为其提供金融产品及风险管理培训，

帮助中塔经贸合作升级。 此次合作是

迄今为止两国之间金额最大的授信

合作协议。 中国农业银行业也由此成

为参与中塔金融合作的第一家中资

大型商业银行，开创了两国商业银行

合作先河。

中资企业在塔从未止步。

今年 5 月，塔“瓦赫达特-亚湾”

铁路项目开工典礼。“瓦赫达特-亚

湾”铁路是中国铁建首次在塔吉克斯

坦承揽的工程项目，也是中国铁建首

次进入中亚铁路市场。 主要工程量包

括：隧道三座，总长 3755 米；桥梁五

座，总长为 712米。

塔铁路基础设施十分落后，目前

共有铁路总里程 950.7 公里，分为南、

北、中三段，因皆处在原苏联铁路网

的末梢， 三段铁路之间互不相连，需

要接到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

才能实现互通。“瓦赫达特-亚湾”铁

路建成后，将使塔中、南段铁路实现

联网，大大缩短中南部地区的路程。

中国铁建相关人士告诉《中国企

业报》记者，此项目是中国在中亚地

区实现“互联互通”，特别是铁路建设

方面最初的项目之一。 中亚地区在铁

路建设方面缺口很大，所以将来的项

目会越来越多。 中国铁建所承建的项

目如果能高质量、 如期完工的话，将

会成为中国铁路建设企业的最佳广

告，对中国铁路企业下一步在中亚地

区的发展和“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实

起到巨大的推进作用。

此外， 由于塔境内矿产资源丰富，

目前已知的各类金属、 非金属矿产有

50多种。 但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支持

相应的矿产资源勘探和开发，塔矿产资

源总体开发利用程度不高。 因此，以资

源换项目正成为中资企业在塔发展的

一种重要方式。

以新疆特变电工于 2009 年以资

源换项目的形式获得的塔东杜奥巴-上

库马儿克金矿为例， 工作区面积 36平

方公里，包括东杜奥巴及上库马尔克两

处金矿床。《中国企业报》记者从新疆特

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 目前，项

目已经取得了阶段性勘探成果。

中资企业入塔含诸多困难

塔吉克斯坦驻华大使馆商务参

赞达姆多罗夫·卡龙此前表示， 如果

“一带一路”计划得以实施，将为包括

塔在内的中亚各国带来许多好处，所

以我们非常重视、非常认真地看待中

国提出的这一倡议。

对此，一位在塔从事矿产资源开

发的大型国企项目经理告诉《中国企

业报》记者，中亚五国关联度高，中资

企业能够在其中一个国家站住脚，就

能够辐射其余四个国家。 在“一带一

路”的背景下，塔欢迎中资企业，中资

企业也有意愿进入，双方应该把握住

难得的机会。

不过，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中国

与全球化智库“一带一路”研究所副所

长殷储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 制约两国经贸发展的主要瓶

颈在于，塔基础设施建设极为落后，中

国对塔的援助项目在中亚国家中比例

较高， 主要集中在交通和基础设施领

域。 两国唯一的陆路口岸海拔达到

4000 米，通行能力极低，通行时间受

限， 绕道周边国家极大地增大了贸易

成本。 塔国内电力等资源受到季节性

因素影响较大，缺电现象严重。再加上

塔外债水平较高， 举债限制使得塔国

内建设放缓， 这些问题是中资企业进

入塔受到限制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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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园区合作

连接中国和塔吉克斯坦

本报记者 李致鸿

王利博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