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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学院第十五届理事会会议于2024年11月9日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圆满闭

幕。此次会议继第23届CAREC部长级会议之后召开，汇聚了来自CAREC成员国即阿

塞拜疆、中国、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共和国、蒙古国、巴基斯坦、塔吉

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高级别政府代表以及亚行代表。会议重点审议

了中亚学院的工作进展及未来发展战略，讨论的议题包括中亚学院的进展报告、业务

规划、预算、人事安排和振兴计划等。 

会议由吉尔吉斯共和国经济和商业部副部长、CAREC国别联络人桑扎尔别克·博

洛托夫主持。他表示，成员国对中亚学院战略方向一致支持，并强调理事会在学院发

展中的重要指导作用。亚行区域合作与一体化部门负责人雷亚丽莎·萨比洛娃在开幕致

辞中肯定了CAREC地区在应对气候变化、提升互联互通和推动数字化方面的进展，强

调加强区域合作的重要性，并指出中亚学院在这一变革进程中的不可替代作用。 

中亚学院院长卡比尔·朱拉佐达汇报了中亚学院在2024年的主要工作成果，包括顺

利搬迁到新的办公场所、圆满举办第八届智库发展论坛和第四届研究大会，以及在

“访问学者项目”下首次安排访问学者亲临学院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与工作等。此外，

他还介绍了学院与五个新合作伙伴的战略伙伴关系、五个区域联合项目的顺利启动和

二十项能力建设活动的圆满完成，并分享了针对区域共同挑战的主要研究成果。理事

会对这些成果表示高度肯定，认为这些举措对推动CAREC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和一体化

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亚学院第二副院长库亚特·阿基扎诺夫汇报了2025-2026年度滚动业务规划，明

确了贸易、互联互通、气候韧性和数字化等优先领域。第一副院长黄京菁汇报了2025

年度的预算和人员招聘计划，旨在加强财务管理

和提升运营效率。理事会对这些提案表示支持，

认为其符合CAREC区域的优先事项。同时，会议

强调了制定针对各成员国特定挑战的个性化举措

的重要性，尤其是近期通过的CAREC气候变化行

动计划，被视为提升区域气候韧性的重要框架，

重点聚焦于可持续基础设施和交通领域。成员国

鼓励中亚学院优先考虑气候适应与韧性战略，以

确保研究成果能够最大程度满足成员国需求并产

生实际影响。 

会议还重点讨论了中亚学院振兴计划。理事

会广泛支持该计划，建议学院在确保预算高效使

用的同时，积极引入区域内外的人才，并确保财

务可持续性。此外，理事会还建议制定详细的行

动计划，以保障振兴战略的有效落实，为学院未

来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为中亚学院的最高决策机构，理事会在战略监督、政策指导和学院管理中发挥

着关键作用。本次会议的成果表明，中亚学院将继续致力于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与一

体化，力争在2025年及未来取得更大成就。 

                                                       

中亚学院成功召开第十五届理事会会议  

中亚学院第十五届理事会参会代表合照  

http://www.carecinstitute.org/news/
http://www.carecinstitute.org/events/
elearning.carecinstitute.org
http://www.carecinstitute.org/publications/resilience-and-economic-growth-in-times-of-high-uncertainty/
https://www.carecinstitut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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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里穆哈梅特·沙利耶夫正式出任 

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院长  

根据中亚学院治理程序，经土库曼斯坦提名并由中亚学院理事会批准，查里

穆哈梅特·沙利耶夫自2024年11月20日起担任院长，任期两年。 

沙利耶夫先生是一位资深学者，专注于经济学与管理学领域，拥有超过30年的

专业经验，尤其在研究、课程开发和职业发展方面享有较高声誉。他曾担任土库曼

斯坦国立经济与管理学院管理系主任、土库曼斯坦中央银行下属专业银行学院实习

部经理及土库曼斯坦国立马赫图姆库里大学高级讲师，并积极参与英国皇家公共行

政学院在土库曼斯坦国立马赫图姆库里大学举办的公务员培训项目，推动教育改革

和产学研合作。 

沙利耶夫先生毕业于土库曼斯坦国立经济与管理学院，取得经济学专家学位，

并通过国际交流项目先后在日本东京国际大学、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凯利商学院和西

班牙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大学深造，积累了丰富的课程开发、财务管理和研究

指导经验，提升了所在机构的教学和管理水平。 

此外，他还出版了《英土经济词典》（两卷本）、《宏观经济学》（两卷本）

及《经济学基础》等多部学术著作。 

沙利耶夫先生在学术与公共领域的丰富经验，将为中亚学院的使命与发展目标

提供坚实支持。我们期待他带领中亚学院迈向更好的未来。  

查里穆哈梅特·沙利耶夫出任中亚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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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学院参加第二十三届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

部长级会议  

第二十三届中亚区域经济合作部长级会议合照 

第23届CAREC部长级会议于2024年11月7日至8日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成功举

行， CAREC成员国政府高级别代表、发展伙伴以及亚行高层领导参会。本次会议以

“建设更加一体化、更有韧性的中亚区域”为主题，就深化区域合作与可持续性、共

同应对气候变化等议题进行了讨论。 

会议的核心议题包括提升区域能源安全、利用人工智能推动创新气候解决方案、

以及促进区域互联互通的重要贸易和运输路线—CAREC二号走廊的战略发展。会议取

得了多项重要成果，其中包括批准CAREC气候变化行动计划（CCAP）以及启动

CAREC气候与可持续发展项目预备基金（CSPPF）。这些举措旨在增强气候韧性、促

进低碳增长，展现了CAREC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持续承诺。 

在会议的第二部分“区域展望与前进之路”中，中亚学院院长卡比尔·朱拉佐达强

调了在当前区域经济挑战下实现可持续增长的迫切性。他指出，区域合作以及在气候

适应、绿色发展和数字化转型等领域的战略性投资，是推动多元化和韧性经济的重要

驱动力。 

会议期间，卡比尔院长与中国财政部部长助理宋其超进行了交流。卡比尔院长对

中国财政部的长期支持表示感谢，表示这种支持极大地推动了中亚学院在履行责任和

推动改革方面的进展。宋其超先生重申了中国对支持中亚学院的各项举措及未来发展

的坚定承诺。 

此外，中亚学院团队还与亚行交通部门团队进行了建设性对话，探讨在交通研

究、能力建设项目以及关键CAREC走廊开发方面加强合作，以进一步强化区域互联互

通。 

2024年部长级会议为各方重申承诺、设定战略优先事项、并深化CAREC重点领域

合作伙伴关系提供了重要平台，为区域的可持续和一体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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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14日，中亚学院与湄公学院线上签署合作备忘录（MOU），正式

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此次合作旨在通过联合研究、能力建设和政策制定，促

进CAREC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中亚学院院长卡比尔·朱拉佐达在致辞中表示，这份备忘录是双方在推动两大

区域发展和可持续性方面的共同承诺。他指出：“通过整合双方的专业知识和资

源，我们将共同探索创新解决方案，为成员国和当地社区带来实际利益。”卡比

尔院长还提到，此次合作将推动联合研究项目、培训计划和知识交流，赋能利益

相关方，助力区域长期发展。 

湄公学院院长素立言·威奇叻坎博士也肯定了备忘录的重要性。他表示，

CAREC和大湄公河次区域不仅在贸易、投资和物流等领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

引擎，还为实现更包容、更具韧性、可持续性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路径。他表示：

“在迈向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程中，中亚学院和湄公学院这样的机构在推

进共同目标、促进向更可持续的未来转型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同时，他强

调，双方面临许多共同的挑战和机遇。他呼吁通过政策制定、知识共享、研究合

作和专业优势互补来实现互利互惠，进一步推动区域间的协调与发展。 

该备忘录为双方合作奠定了全面框架，明确了共同设计联合倡议及合作研究

项目的方向，并推动人员交流的开展。双方的管理层及部门负责人见证了协议的

签署，这不仅标志着合作关系的进一步深化，也体现了双方在促进区域发展中所

秉持的共同承诺。 

中亚学院与湄公学院签署合作备忘录 

中亚学院与湄公学院签署合作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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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学院与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联合举办中西亚地

区债务可持续研讨会  

2024年11月18日至21日，中亚学院联合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MCDF）在新

疆乌鲁木齐市中亚学院总部成功举办了首届中西亚地区债务可持续研讨会。本次活

动得到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政府的大力支持。此次研讨会不仅是中亚学院首次聚

焦债务可持续性问题，也是与MCDF的首次深入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本次研讨会旨在应对中西亚地区在主权债务管理和财政稳定性领域面临的紧迫

挑战，吸引了来自九个CAREC成员国的40多名与会者。这些国家包括阿塞拜疆、格

鲁吉亚、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共和国、蒙古国、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和

土库曼斯坦。此外，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欧亚稳定

与发展基金、欧亚开发银行等多家多边开发银行以及中国的主要金融机构也派代表

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开幕式上，中亚学院第二副院长库亚特·阿基扎诺夫博士对与会者表示热烈欢

迎，并强调了本次活动在促进区域合作与应对财政挑战方面的重要意义。MCDF首

席执行官王忠晶先生在致辞中表示，以财务可持续的方式推动基础设施投融资是

MCDF的核心使命之一。他指出：“我们希望借款人和贷款人都能以负责任的态度

参与信贷活动，确保借贷符合各借款国的宏观经济实际，并成为推动解决方案的重

要组成部分。” 

中亚学院第一副院长黄京菁博士在致辞中强调了后疫情时代主权债务管理的紧

迫性。她指出：“主权债务问题对经济稳定和增长影响深远。”她表示，此次研讨

会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宝贵的实践工具，有助于构建财务韧性和制定可持续的财政

政策。 

本次研讨会的议题包括债务管理策略、年度借款计划、负债与风险管理、债务

可持续性分析以及债务重组等多个关键领域。在为期四天的活动中，公共债务管理

领域的资深专家不仅进行了授课，并分享了应对主权债务问题的宝贵经验和实际案

例。通过设置互动环节和促进同行间的学习，与会者进行了充分的交流。这种合作

方式有助于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债务管理策略，还加强了借贷双方的合作关系，同

时推广了最佳实践经验。此外，本次研讨会通过将债务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结

合，为加强中西亚地区经济韧性和实现长期繁荣奠定了较好基础。 

中西亚地区债务可持续研讨会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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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5日至27日，在亚行的支持

下，中亚学院于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成功举

办了一场以加强气候韧性为主题的培训班。

活动重点聚焦水资源、农业和能源三大关键

领域，旨在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探索

创新融资模式，提升上述领域对乌兹别克斯

坦经济的适应能力。培训期间，与会者共同

探讨行业现状、梳理投资缺口，并研究如何

吸引私营部门参与乌兹别克斯坦的气候适应

战略。 

为期三天的培训班通过主题演讲、专题

讨论和互动环节，围绕水资源、农业和能源

领域分别展开深入探讨。亚行驻乌兹别克斯

坦国家主任卡诺克潘·劳-阿拉亚女士在致辞

中重申了亚行对乌兹别克斯坦可持续发展努

力的支持。国际拯救咸海基金主任瓦迪姆·索

科洛夫先生则强调，区域合作对解决咸海地

区环境危机至关重要。 

中亚学院高级研究员阿西夫·拉扎克博士

的演讲从气候变化对乌兹别克斯坦农业、水资源和能源领域的影响出发，为本次研讨会融

资与韧性策略相关讨论定调。在水资源专题讨论中，德国HYDROC公司总经理乔治·彼得

森博士详细分析了乌兹别克斯坦水资源领域的融资缺口，并与参会者制定综合水资源融资

行动计划，探讨区域合作机会，分享成功经验。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经济发展中心科学主管

尤利·尤苏波夫博士也为水资源融资挑战及解决方案提供了独到见解。 

第二天的会议议程聚焦农业领域，由阿卜杜拉苏尔·卡尤莫夫博士主持了关于气候韧

性农业融资与投资机会的讨论。沙赫博兹·阿赫梅多夫博士分享了支持可持续农业的国家政

策，为促进农业领域的气候适应提供政策依据。第三天的讨论集中于能源领域，阿西夫·拉

扎克博士提出了吸引能源领域投资的策略，乌米德别克·纳尔祖拉耶夫博士分享了提升能源

可持续性的改革建议，并强调制定兼顾外资吸引与环境保护的战略框架的重要性。 

闭幕专题讨论会由中亚学院能力建设专家邵帅主持，主题为“加强气候韧性：乌兹别

克斯坦水资源、农业与能源领域的协同发展”。来自国际和国内的专家与决策者围绕主题

开展深入交流，确保讨论具备针对性与实际效果。在闭幕总结中，邵帅回顾了此次培训班

的主要成果，强调此次活动在推动乌兹别克斯坦气候韧性方面的实质性进展与合作成效。  

此次活动吸引了来自政府、国际组织及私营部门的多方代表，与会者共同致力于寻找

务实解决方案，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推动投资与创新。培训班圆满落幕，各方一致表示将

继续合作，应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气候挑战，为该国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中亚学院在乌兹别克斯坦成功举办培训班：聚焦水资

源、农业和能源领域气候韧性  

中亚学院举办加强气候韧性培训班参会代表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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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学院参与COP29边会，推动低碳转型进程  

2024年11月17日，中亚学院参与了在阿塞拜疆巴库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COP29）的一场边会。该活动由阿塞拜疆外交大学、

亚行研究院和亚行联合主办。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是亚行首席经济学家朴之水发布的

《2024年亚太地区气候报告》。该报告聚焦如何通过动员私人资本和创新气候政策，

促进低碳转型，并为各国提供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 

中亚学院高级研究员阿西夫·拉扎克博士在会上分享了“可再生能源投资生态系统

项目”的研究成果。该项目由中亚学院与伊斯兰发展银行、伊斯兰贸易发展中心合作

完成，重点围绕评估中亚地区外国直接投资的框架，涵盖政府履责、监管体系，基础

设施建设及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等关键领域。 

拉扎克博士指出，投资促进机构在优化投资环境方面的作用不可或缺。他提出了

一项分阶段的投资促进计划，建议通过试点项目在特定国家内进行1至3年的实践，同

时辅以区域能力建设、研讨会和技术援助，以进一步推动中亚地区的可再生能源投

资。这些研究成果与COP29的目标高度契合，即通过吸引更多私营部门投资和实施创

新政策，加速全球低碳转型。 

此外，拉扎克博士还深入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碳市场时面临的挑战，包括对

化石燃料的依赖、治理不足以及气候金融资源的限制。他强调，为了推动碳市场建设

并支持低碳转型，各国需要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提升数据透明度，并加强政策的

协调性。 

在本次边会期间，拉扎克博士还就可再生能源投资的主要障碍提出了解决方案。

他的研究不仅为中亚地区可再生能源领域的资金引入提供了具体建议，也为区域内建

立透明高效的气候金融机制提供了支持。 
此外，拉扎克博士受邀于11月15日参加了在阿塞拜疆技术大学举行的另一场边

会。他在该会议关于“能源转型的智能与低成本解决方案”的专题研讨中，分享了中

亚学院的最新研究和实践经验，有效促进了区域内外的学术交流和政策协作。 

阿西夫博士在COP 29大会边会活动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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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学院参与第29届联合国气候大会（COP 29）吉尔吉斯主题边会 

中亚学院近日发布第十四期《中亚区域季度经济监测》报告，报告指

出，受服务业和制造业推动，与2023年相比，2024年上半年大多数CAREC成

员国的实际GDP增速有所加快。然而，据国际金融机构（IFIs）预测，许多成

员国经济将在2024年全年和2025年放缓。大多数CAREC成员国采矿业发展波

动仍较为明显，油气出口国的出口增速已经出现放缓。大部分成员国的通胀压

力有所缓解，部分成员国的货币政策更加宽松。私人信贷持续扩张，企业信贷

也有扩张，但幅度较小。2024年，各成员国的货币汇率基本保持稳定。除了对

常规经济指标的监测，这份报告还介绍了近来中国政府为重新加速经济增长而

采取的一系列旨在促进消费、投资以及地方政府债务重组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措

施。此外，这份报告还概括了过去25年CAREC成员国经济持续呈现的基本特

征，比如：一国消费和投资在GDP中所占比例如何，哪些成员国是净出口国，

哪些是净进口国，以及政府支出的规模大小。然而，这些组成部分的波动也对

CAREC成员国的发展路径造成了影响，这可能会引发读者兴趣。 

 

2024年11月14日，在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9）期间，中亚

学院参与了主题为“迈向可持续发展的吉尔吉斯共和国：绿色与气候金融的机

遇”的边会。本次边会由吉尔吉斯共和国经济与商务部、国家下属气候金融中

心、吉尔吉斯斯坦国家银行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吉尔吉斯办事处联合在阿塞

拜疆巴库举办。 

会议聚焦于探索吉尔吉斯共和国在部署绿色与气候金融机制和工具方面

的潜在合作领域，旨在加强政府机构、投资者和国际合作伙

伴之间的协作，动员资源以支持绿色发展项目的实施。 

中亚学院高级研究员弗拉迪斯拉夫·扎瓦茨基博士作为

“发展合作伙伴的投资机会与合作前景”专题讨论的主要发

言人之一，详细阐述了促进增长与合作的关键路径，并指出

这些合作对各利益相关方的重要意义与潜在收益。他还特别

强调了CAREC地区区域合作的重要性，以及中亚学院作为智

库在推动相关研究和政策建议中的关键作用。 
吉尔吉斯共和国经济与商务部副部长桑扎尔别克·博洛

托夫在发言中高度评价了中亚学院的贡献。他表示：

“CAREC专家在可持续发展与气候金融领域提供的深刻见解

丰富了我们的讨论，展现了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紧迫挑战时

加强协作的必要性。” 

在COP29会议期间，扎瓦茨基博士还积极参与了与其他

学者、行业专家和发展实践者的深入交流，出席了多个边

会，进一步展现了中亚学院致力于推动吉尔吉斯及整个

CAREC地区绿色经济发展的坚定承诺。 

第十四期《中亚区域季度经济监测》报告发布 

弗拉迪斯拉夫博士参与COP29大会边会活动 

https://www.carecinstitute.org/publications/carec-institutes-quarterly-economic-monitor-no-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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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学院参加2024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智能交通论坛  

2024年11月22日，2024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智能交通论坛在中国浙江乌镇举行。

本次论坛以“智联未来，交通无界—共创智能交通新生态”为主题，旨在深入探讨

如何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交通效率、保障交通安全、减少交通污染，助力全球交通行

业实现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未来愿景。 

论坛吸引了来自政府机构、国际组织、知名企业、学术界及媒体的150余名代

表，与会者围绕智能交通领域的前沿趋势与最佳实践展开了深入讨论，并分享了宝

贵见解。 

中亚学院前首席经济学家兼顾问汉斯·霍尔扎克博士在论坛上发表了题为

《CAREC地区智能交通系统（ITS）优先事项》的主旨演讲。他指出，构建智能

化、绿色化的跨国交通走廊至关重要，这些走廊应具备多式联运、数字化、互用

性、电气化和现代化能源驱动等关键特点。同时，他强调，发展城市智能和可持续

公共交通系统尤为重要，这些系统需要在运力、经济性、电气化和数字化水平方面

达到较高标准。他还特别提及CAREC地区老旧车辆更新的迫切需求，并倡导通过电

气化与数字化解决方案推进车辆现代化。 

汉斯博士在演讲中指出，中国汽车，尤其是电动汽车，是出口到CAREC地区

的重要商品，自2021年以来，中国电动汽车出口额每年增长近七倍。这一趋势凸显

了电动汽车在推动CAREC地区可持续出行中的巨大潜力。演讲结束后，汉斯博士与

中亚学院研究员陆世亮，以及多位学者和行业专家，就ITS相关议题展开了深入交

流，为论坛增添了更多深度和实质内容。 
本次论坛由货拉拉主办，中欧数字协会(ChinaEU)协办，成为推动全球对话与

深化合作的重要平台，旨在共同建设更加智能、绿色、可持续的交通生态系统。 

汉斯博士参加2024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智能交通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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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学院最新报告发布 |《国家层面利率风险对债务

和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浮动利率与通胀指数化债务

的潜在使用报告》  

近日，由中亚学院和欧亚稳定与发展基金（EFSD）联合发布《国家层

面利率风险对债务和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浮动利率与通胀指数化债务的潜

在使用报告》。该报告深入剖析了利率上升对欧亚稳定与发展基金成员国主

权债务组合的影响。报告聚焦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

斯坦、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等国，揭示了利率波动带来的挑战及其对财政可

持续性的潜在影响。 

笔者之一中亚学院古拉姆·萨马德博士指出，各国应根据当前的经济形

势调整债务管理策略。他强调：“在利率上升的环境下，政府应考虑利用浮

动利率和通胀指数化债务的优势，以降低传统固定利率债务所带来的风

险。”报告指出，采用创新的金融工具对维护财政稳定至关重要。 

此外，该报告还分析了区域保险公司投资策略的变化趋势。以市值计价

的会计准则导致这些公司正逐步减少对政府证券的投资。这一趋势表明，政

策制定者有必要重新审视债务发行和管理的策略，以确保在瞬息万变的金融

环境中保持经济韧性。 

 

中亚学院参与《2024年亚洲中小企业监测》报告发布研讨会  

2024年11月20日至22日，《2024年亚洲中小企业监测》报告发布研讨会在菲律宾马

尼拉亚行总部成功举行。《亚洲中小企业监测》报告通过提供由亚行和发展中成员体参与

方开发的独特数据平台，并对中小微企业和各类政策干预

进行高质量的分析，旨在帮助亚洲开发银行发展中成员体

的政府制定有关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 

本次研讨会以“建设活力中小微企业生态，促进亚太

地区韧性增长”为主题，汇聚了专家、政策制定者及发展

实践者，共同探讨中小微企业的发展趋势、融资路径及创

新政策。 

中亚学院研究处处长古拉姆·萨马德博士在“中小微企

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专题会上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全

球价值链对于推动中小微企业规模化、提升竞争力以及促

进包容性增长具有重要作用。此外，萨马德博士还参与了

“区域合作与一体化”专题讨论，分享了支持中小微企业

发展的区域协作独特见解。 

萨马德博士表示，推动私有化和放松管制以促进经济

多元化，是提升中小微企业对GDP贡献的关键。他强调，

金融科技的应用是应对金融发展水平低下问题的重要途径；通过强化银行间合作关系和区

域一体化，能够有效提升中小微企业的贸易融资能力。他还呼吁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投

资，包括互联网连接、支付系统、物流网络及监管协调，以帮助中小微企业在电子商务领

域取得成功。 

萨马德博士参与《2024年亚洲中小企业监测》报告发布会 

https://www.carecinstitute.org/publications/new-report-analyzes-interest-rate-risks-and-fiscal-sustainability-among-efsd-member-states/
https://www.carecinstitute.org/publications/new-report-analyzes-interest-rate-risks-and-fiscal-sustainability-among-efsd-member-states/
https://www.carecinstitute.org/publications/new-report-analyzes-interest-rate-risks-and-fiscal-sustainability-among-efsd-member-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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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学院访问学者分享会 | 罗曼·瓦库尔丘克  

2024年11月22日，中亚学院访问学者罗曼·瓦库尔丘克

博士围绕中亚地区私营企业在环境、社会与治理（ESG）领

域的现状与实践主题展开一场讲座。 

罗曼博士指出，中亚私营企业在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

面临诸多挑战。尽管企业对ESG理念的关注度日益提高，但

在实际执行中仍存在显著不足。他具体提到，当前许多企业

缺乏有效的碳足迹计算工具、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以及前瞻

性的战略规划能力。 

罗曼博士深入剖析了中亚企业在ESG理解与实施上的

主要差距，并强调未能采纳ESG政策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

如市场竞争力减弱和政策合规性不足。他同时指出，成功引

入ESG框架能够为企业创造诸多机遇，包括提升品牌价值、

吸引绿色投资以及增强抵御经济和环境风险的能力。 

为应对这些挑战，罗曼博士提出应通过加强知识共享

与能力建设，帮助企业有效识别和管理风险，同时抓住由

ESG驱动的增长机会。他认为，这些举措将为中亚地区私营

企业在绿色金融和可持续环境实践方面的转型提供切实可行

的解决方案。 

罗曼·瓦库尔丘克博士开展专题讲座 

中亚学院访问学者分享会 | 苏拉伊·查里耶娃  

2024年11月5日，中亚学院访问学者苏拉伊·查里耶娃

女士在乌鲁木齐开展讲座，分享了她的研究项目“园艺与棉

花：乌兹别克斯坦农村妇女福利比较定性分析”。学院员工

参会并在会上积极讨论发言。 

查里耶娃女士在分析中强调，乌兹别克斯坦农村妇女

从单一种植棉花转向发展园艺，带来了更多积极的影响。她

的研究结果表明，种植园艺作物不仅增强了农民和日薪工人

的经济稳定性，还提高了她们获得教育和医疗服务的机会。

她也指出园艺对改善经济状况有积极影响，但对社会动态的

影响并不显著。 

查里耶娃女士指出制定支持性政策的重要性，特别是

改善妇女获得资金支持和教育机会的政策。她敦促利益攸关

方认识到农村妇女面临的独特挑战，并促进通过可持续农业

实践赋能女性的举措。在分享会的最后，她呼吁进一步研究

这些农业转型对妇女生计和福祉的长期影响。 

苏拉伊·查里耶娃开展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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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

学院是一个政府间国际组织，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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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6日至28日，中亚学院与厦门国家会计学院联合举办的数字经济发展与

诚信线上研讨会圆满落幕。本次会议通过线上形式举办，共吸引了70多位来自CAREC成

员国的政府官员、专家和学者参与。与会者围绕数字经济发展的动态与趋势展开了深入

探讨。 

会议包括资深专家的专题讲座与深入讨论环节，重点关注中亚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

现状、数据资产管理策略，以及合规与治理等关键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健全的监管

框架和加强数字安全措施，对于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与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开幕式上，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郑涌博士致辞，强调国际合作对释放数字经济

潜力的关键作用。她指出，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特别是在诚信与合规领域，创新解决

方案的需求尤为迫切。中亚学院第一副院长黄京菁博士也在欢迎致辞中表示，知识共享

和能力建设是推动可持续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并将区域合作视为实现创新与韧性发

展的重要途径。两位领导的发言为此次会议奠定了合作共赢、积极行动的基调。 

在培训首日，中亚学院研究专家陆世亮以“中亚数字经济发展的现状与合作机遇”

为主题分享了CAREC成员国在数字化进程中的重要进展，同时分析了互联网普及率不

足、网络安全隐患等关键挑战，并强调区域合作在推动数字化转型中的必要性。 

随后，中亚学院研究处处长古拉姆·萨马德博士主持了CAREC区域的数字化与可持

续贸易便利化”专题讨论。他指出，数字技术在简化贸易流程、降低成本方面具有巨大

潜力，同时强调需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经济增长，实现经济与环境目标的协同发展。 

接下来的专题研讨由厦门国家会计学院的多位副教授主讲。李浠平博士以“数字经

济中的合规与治理”为主题，详细解析了如何通过完善的治理框架降低诚信风险；蹇薇

博士则围绕“数据资产：管理与合规”主题，深入探讨了数据资产保护与监管合规的重

要性及核心策略。 

此次会议充分体现了中亚学院与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在推动区域互联互通和促进经济

政策制定方面的坚定承诺，为解决数字经济领域的共同挑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国际合作

平台。 

中亚学院与厦门国家会计学院成功举办数字经济 

发展与诚信线上研讨会  

数字经济发展与诚信线上研讨会参会代表照片 

https://www.carecinstitute.org/
https://weibo.com/u/7500828683?is_all=1
https://www.instagram.com/p/C9CA0mexB4h/
https://www.linkedin.com/posts/carecprogram_carecgenderclimateawards-carec-genderequality-activity-7214883464204992513-HM7a?utm_source=share&utm_medium=member_desktop
https://twitter.com/CARECProgram/status/1809118823045607768
https://www.facebook.com/CARECProgram/posts/pfbid02miuvMnM8psE2JTZ6XkDuii2q3akhqP9tiU2memndf6cB2gzg56gAoo2YwriciYUC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