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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单”可圈可点

“17 年来，上合组织在安全、经贸和人
文等领域加强合作，成果斐然，全球影响力
不断扩大。”6月 1日，在上合组织首届媒体
峰会上，上合组织秘书长拉希德·阿利莫夫
作出这样的评价。

从最初成员国合作以解决边界和安全问
题为主题，到如今合作领域拓宽到反恐、军
事、情报共享、能源、贸易和投资、人文交
流等多个方面，上合组织在亚欧大地凝聚力
量，发挥影响，光芒日益夺目。

“目前，上合组织已经建立起安全、经
济、人文‘三大支柱’，展开务实合作。”中
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李永
全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上合组织
在安全领域践行新安全观，搭建安全平台，
为区域合作提供安全保障，从理念到机制都
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经济领域的合作也是
可圈可点，成员国之间经济互补、市场互
补、结构互补、资源互补，为合作提供一个
良好基础；人文领域，媒体峰会、妇女论
坛、人民论坛、政党论坛、文化艺术节、青
少年交流营……各类交流同样如火如荼。

近几年，随着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
议，上合组织还成为战略对接、互联互通的
重要平台。“一带一路”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
建设对接合作取得早期收获；中国与上合组
织中亚成员国签署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
合作备忘录；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启动……

“上合组织经济合作以前多在双边范畴
展开，近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带动了区域
互联互通，深化了多边经济合作，促进从项
目到发展战略的全面对接，成果卓著。”中
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左凤荣说。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家研究中心秘书长
邓浩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除了各个
合作领域取得丰硕成果之外，近年来，上合
组织的合作理念不断充实丰富，成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也成为构建新型

国际关系的典范。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相互尊重、

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和构
建以‘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
放包容、清洁美丽’世界为目标的人类命运
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两大
支柱，也是为上合组织未来发展贡献的‘中
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得到上合组织成
员国广泛认可和支持，为上合组织注入新的
活力，也使上合组织在弘扬‘上海精神’方
面具有更为广阔的前景。”邓浩说。

“朋友圈”令人心动

从 1996 年的“上海五国”，到 2001 年的
上合 6 国，再到 2017 年的上合 8 国，伴随合
作领域的不断扩大，上合组织的“朋友圈”
日益壮大。

如今，除了 8 个成员国之外，上合组织
还有阿富汗、白俄罗斯、伊朗和蒙古国 4 个
观察员国以及斯里兰卡、尼泊尔、土耳其、
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柬埔寨6个对话伙伴。

俄罗斯《独立报》称，虽然本届青岛峰会
的议程并不包括上合未来的进一步扩容，但
如拉希德·阿利莫夫所言，“接到的申请不少，
近一年半以来尤其多”。

“上合组织的吸引力越来越大。”邓浩认
为，最令各国“心动”的是上合组织倡导的新
型合作理念，即“上海精神”。

成立伊始，上合组织提出以“互信、互利、
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
基本内容的“上海精神”，摒弃冷战思维，包容
多元文化，让世界看到，在全新的理念指引
下，不同政治制度、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文化
背景的国家可以共商共赢、共存共荣。

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斯瓦
兰·辛格称赞道：“‘上海精神’使得各国无
论大小都能平等协商，上合组织章程也确保
了所有决定都需要通过协商达成共识。”

“‘上海精神’适应当前国际形势的发
展需要，符合地区各国的发展现状，代表了

国际关系的发展方向，为成员国带来实实在
在的利益和希望，也为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与
合作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邓浩指出，印
度、巴基斯坦的加入，正是“上海精神”巨
大感召力的生动例证。

此外，上合组织在安全、经济、人文等诸多
领域的务实步伐和丰硕成果，也让更多国家不
仅希望分享安全红利，也更期待搭乘发展快车。

“上合组织尤为重视发展议题。这些年
来，成员国周边安全形势复杂，而上合组织
在各国发展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各
国都意识到，今后上合组织发挥的功能会更
多，很多大型区域合作项目都将以这一组织
为平台。”李永全说。

邓浩也认为，上合组织在安全领域取得的
成绩有目共睹，为地区营造了良好、稳定的环
境，也为各国国内的社会民生、经济发展提供了
有力保障。“近年来，在周边乱象丛生的险恶环
境中，成员国能够保持难得的平静，这与上合组
织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同时，这个组织蕴藏的巨
大经济潜力也让更多国家看到了宝贵机遇，这
对很多国家而言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中国灯塔”引领航程

几天前，在俄中智库高端论坛开幕式上，
俄罗斯副外长伊戈尔·莫尔古洛夫这样形容
扩容之后的上合组织：“联合了地球上 44%的
居民，超过 20%的全球总产值”，“达到了真正
的地区性规模，甚至可能是全球性规模”。

毫无疑问，未来，上合组织将在国际舞
台上扮演更为不容忽视的角色，也将在全球
发展中发挥更为举足轻重的影响。

俄罗斯《独立报》称，上合组织完全可以
成为当代国际秩序的承重架构之一，其经济
潜力已经超过了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总和。

邓浩认为，17 年的发展成果已经证明，
上合组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为重要的
平台和机制之一。“上合组织在理念上与人
类命运共同体相通，在具体的机制保障上又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有利条件。

因此，上合组织完全可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最先取得成果的一个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在每一个发展阶段，作为
首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上
合组织总是带着清晰而深刻的“中国印记”。

2017 年 6 月，阿斯塔纳峰会落幕，中国
正式接棒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此后一年
间，从安全到外交，从经贸到人文，从科技
到农业，中国举办一系列重要机制性会议及
大型多边活动，达 160 多项，为上合组织机
制增添强劲动力。

对此，拉希德·阿利莫夫盛赞，中国为上
合组织的发展带来了多方位、实质性的变化。

而若将回溯的目光拉得更远，不难发
现，一直以来，令国际社会称道的“上合力
量”与“上合智慧”，始终都有来自中国的
支持与贡献。尤其是近五年来，从比什凯克
到杜尚别，从乌法到塔什干，再到阿斯塔
纳，习近平主席就上合组织的发展提出的一
系列“中国方案”，备受瞩目。

“中国在上合组织中的角色像灯塔一
样。”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国际事务理事会主
任赛义德·乔杜里认为，作为上合组织的奠
基地，中国是组织发展的动力，也是问题解
决方案的提供者。

“中国在与上合组织成员国打交道时，
始终保持平等姿态，与各国协商解决务实合
作中的各种问题。”李永全指出，这是中国
最大的贡献。不仅如此，中国经济快速发
展，已经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火车头，
中国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
念也成为国家间务实合作的新型理念。

守正出新，行稳致远。随着青岛峰会拉
开序幕，上合组织的新篇章正式开启。世界
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站在崭新起点的上合组
织，未来可期。

题图：2017年8月15日，“魅力非遗——
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夏令营·非物质文化遗
产交流体验”活动在贵州举行。图为外国手工
艺人了解花草纸的制作过程。

黄晓海摄 （新华社发）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
代的问题，一代人有一
代人的使命。

世界正处在大发展
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但
是，令人不安的消息潮
水一般涌来。

美国频频“退群”，
终于把自己搞成了彻底
的 孤 家 寡 人 。 美 国 的

“小伙伴”们怒气冲冲，却
又显露出对前途未卜的
彷徨与犹豫。悍然挥舞贸
易制裁大棒的美国让二
战后形成的国际贸易体
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多边体系似乎已然坍塌
了一角。

中东地区的暴力与
流 血 还 未 停 止 ， 欧 洲
的 海 岸 线 还 在 见 证 一
次 次 的 人 间 悲 剧 。 而

“ 向 东 看 ” 的 世 界 发
现 ， 亚 太 地 区 也 因 为
某 些 国 家 别 有 用 心 的
挑 拨 与 搅 和 变 成 了 新
的 热 点 地 区 。 传 统 与
非 传 统 安 全 问 题 困 扰
着 21 世纪的世界。

法国巴黎市中心挥
向无辜路人的刀、英国伦
敦桥上冲向人群的货车、
比利时街头击杀女警的
男子……血腥的一幕幕
让人禁不住思考：这个世
界究竟怎么了？我们该怎
么办？

人类对于不确定的
恐惧深入骨髓。在这样
一个时期，焦虑的情绪
悄然蔓延开来。甚至有
西方学者大喊：21 世纪
是亚洲世纪，欧亚大陆
将成为冲突中心。一个
全球混乱时代即将到来。

幸运的是，希望在
人间。

21世纪初，在世界的
东方诞生了上合组织。17年来，上合的“朋友
圈”逐步扩大。在这里，参与者播下信任的种
子，拉紧命运的纽带，让休戚与共、命运交融
成为各国人民共同的信念和追求。在这里，
参与者遵循的是“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
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
在这里，参与者团结起来，捍卫安全、共谋发
展。

更令世界眼前一亮的是，上合组织为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示范和样板。上合
组织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全
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作出了贡献。

正如哈萨克斯坦谚语所言，“有团结
的地方，定有幸福相随”。宇宙只有一个
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世界大同是人
类的共同追求，也是时代之问。面对时代
之问，各方携手回答。这正是最可贵之
处。

17 年后，上合组织以崭新的形象回到
了自己的诞生地。在这里，它将再次扬帆
启航。

上合组织为何如此上合组织为何如此““圈粉圈粉””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严严 瑜瑜

从黄浦江畔到黄海之滨，上合组织，历经17载，风华正茂。

6月9日至10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在山东青岛举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领导人

和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应邀与会。继2012年北京峰会之后，时

隔6年，上合组织再次回到中国。这里，见证了上合组织的诞

生，并且持续为其注入能量、贡献智慧。如今，在这里召开扩容之

后的首次峰会，上合组织也将从这里再次启航，开启一段新的发

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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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6月14日至15日，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元首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打
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

2002年6月7日，六国元首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签署《上海合作组织宪
章》，标志着该组织从国际法意义上得以真正建立。

2003年8月，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五
国举行上合组织框架内首次多边联合反恐军事演习。

2005年7月5日，上合组织给予巴基斯坦、伊朗、印度观察员国地位。

2006年6月15日，六国元首签署《上海合作组织五周年宣言》等重
要文件，为上合组织的发展确定了方向和任务。

2009年6月15日至16日，六国元首签署《上海合作组织反恐怖主义
公约》等文件，巩固了成员国反恐合作的法律基础。斯里兰卡和白俄罗斯
获得对话伙伴国地位。

2012年6月7日，六国元首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关于构建
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地区的宣言》等10个文件。同意接收阿富汗为上合组织
观察员国、土耳其为上合组织对话伙伴国。

2013年9月13日，六国元首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比什凯
克宣言》，批准《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实施纲要》。

2014年9月，六国元首签署《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杜尚别宣言》，批
准了包括扩员法律文件在内的一系列文件。

2015年7月，六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乌法宣言》，批准《上海合作组
织至2025年发展战略》，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边防合作协定》。通过
启动印度、巴基斯坦加入程序决议，接纳白俄罗斯为观察员国，阿塞拜
疆、亚美尼亚、柬埔寨、尼泊尔为对话伙伴国。

2017年6月9日，印度和巴基斯坦正式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这是
上合组织首次扩员。

（曾繁强整理）

俄罗斯《观点报》：上合组织在无排斥原则基础上为成员国应对共同威胁提供适
宜的“保护伞”，同时帮助各国弥合或搁置已有的矛盾和分歧。

巴基斯坦《新闻报》：随着世界从单极转变为多极，上合组织已发展成为一个强
有力的地区组织。与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等其他地区组织相比，其影响力更大。

美联社：上海合作组织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平台，使其能够展示日益增长的外交
影响力及其国家管理理念，这与正在逐步影响前苏联国家的美国式体制形成鲜明对
比。

德国“全球观察”网：上合组织的成员国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涉及的重点
国家，其中许多国家是连接欧亚的战略要地。这里的安全形势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安
全。在地缘政治、安全和经济上，上合组织将成为新兴大国崛起和参与世界秩序的
象征。

西班牙《起义报》：上合组织是近年来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面临的最大挑战，该
组织的存在让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越来越小。

（曾繁强整理）

上 合 大 事 记

2017年 8月 22日，来自中国的青少年在北京举行的 2017年上合组织成员
国青少年艺术展演上表演民乐合奏《国风》。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摄

2017年6月27日，代号为“天山－3号（2017）”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中吉边
防部门联合反恐演习在中吉两国边境同时打响。 新华社记者 王 菲摄

外 媒 说 上 合

2017年7月27日，在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赣州港，“赣州港至哈萨克
斯坦”中欧班列等待发车。 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