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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贸易投资便利化：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一书是在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促进中国与哈萨克斯
坦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研究”（O6XGJ005）的基础上修改而成。
《贸易投资便利化：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是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运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促进中国与
哈萨克斯坦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基础、条件、现状、问题与战略措施，在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和系统
数据的搜集整理计算中，系统梳理和分析了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金融、交通运
输、边境贸易等领域的制度安排与功能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影响中哈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有利因
素和制约因素。
将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作为案例进行了实证分析。
分析评价了目前中哈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水平，展望发展趋势，并提出了主要观点。
就影响中哈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制约因素和障碍，在制度安排、功能合作、“大通道”建设、贸易投资
和企业提升等方面提出了总体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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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海燕，女，汉族，四川省洪雅县人。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暨国家开发银行一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重点研究基地俄罗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博士，硕士生导师。
多年从事以中亚国家、俄罗斯为主的经济、社会问题研究。
2003-2004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财经大学访学一年，多次赴俄罗斯、中亚国家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
考察。
出版专著《经济合作与发展——中亚五国与中国新疆》，合著《中国新疆与中亚区域经济贸易》、《
“颜色革命”袭击下的中亚》等10余部，其中担任副主编的3部；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2项，部委及
横向课题6项；作为主要执笔者参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商务部、农业部等
部委级及其他课题共30余项；在《和平与发展》、《俄罗斯研究》、《世界经济研究》等刊物上发表
论文80余篇，其中被人大书报资料中心全文转载的论文10余篇。
已发表有关中亚与上海合作组织问题的论文和结项课题成果共计200余万字。
获得国家发改委、省部级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科研奖励1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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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五章 中哈金融领域的制度安排与功能合作　　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实现中国与中亚贸易投资
便利化是该组织成立之初就定下的目标，其中金融合作对双方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
随着对外经贸事业的快速发展，对外开放的硬、软环境日益改善，中哈双方金融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都
在提高。
　　第一节 中哈金融领域的制度安排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中国人民银行重视
发展与哈国央行的友好合作关系，近年来在双边合作领域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中国人民银行与哈国就中国经济金融形势、政策和改革措施、借鉴各国在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等领域
的经验等加强政策对话和业务交流，巩固和发展了彼此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中哈金融合作分委会根据2004年5月17日在北京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
关于成立中哈合作委员会的协定》设立，标志着中哈金融合作进入了新的阶段。
中哈金融合作分委会第二次会议于2006年12月14日在京举行，双方与会代表交流了两国经济金融形势
，并就扩大两国金融合作、开展边贸本币结算、加强银行监管领域的合作及反洗钱等议题进行了深入
的讨论，达成了一系列共识。
双方签署了《中国人民银行与哈萨克斯坦国家银行关于边境地区贸易的银行结算协定》、《中国银行
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与哈萨克斯坦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监督管理局关于在银行监管领域开展合作的谅解
备忘录》、《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哈萨克斯坦人民储蓄银行股份公司之间关于银行间合作的协议
书》以及《中哈金融合作分委会第二次会议纪要》。
　　2005年，胡锦涛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阿斯塔纳峰会上呼吁，要尽快建立银行联合体，积极探索多
边和双边相补充、政府和企业相结合的合作模式，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同国际金融机构建立联系、开展
合作，为深化经济合作创造有利条件。
同年10月，上海合作组织银行联合体协议在莫斯科签署，标志着这一新型的国际金融区域合作机制正
式建立。
成立银行银联体的宗旨是为了保证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整个框架内，所有成员银行的安全和有效运行。
银联体的建立启动了一个前景广阔的长期合作进程，并将以具体的内容来充实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
间的经贸合作。
目前，银联体已圆满完成了自身的组织、筹建工作，进入实际运作阶段。
它将为上海合作组织及其成员国的持续发展、为一系列重大项目的落实提供资金保障。
上海合作组织已确定了要在20年内实现商品、服务、资金和技术的自由流动。
为此，银联体将深化合作，提高金融机构的服务水平，构建适合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发展特点的融
资方式，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内的经济合作贡献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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