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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浦江畔到黄海之滨，内涵更丰富、朋友圈更广

上上合合十十七七载载，，再再绘绘新新蓝蓝图图
本报记者 赵恩霆

“一带一路”
激发合作新能量

回首17年前，2001年6月15
日，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
兹别克斯坦六国元首齐聚上海
黄浦江畔，签署《上海合作组织
成立宣言》，宣告一个地跨欧亚
大陆的区域性国际组织诞生。

为了这一天，中俄哈吉塔
五国进行了长达五年的积累。

1996年4月，这五国元首在
上海启动了定期会晤机制，是
为“上海五国”机制，旨在加强
彼此间边境互信和边境地区相
互裁军谈判。次年4月，在莫斯
科，五国元首在《关于在边境地
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
上签字。

军事上的互信为五国加深
各领域合作打下坚实基础，并
在互信的基础上，形成了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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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合组织继
承了“上海精神”，并将其作为
成员国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

上合组织成立当天，除了
《宣言》之外，六国元首还签署
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
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它在国际
上首次明确定义了“三股势
力”，并提出合作打击的具体方
式和原则。

这份重要文件使上合组织
成为最早打出反恐旗帜的国际
组织之一，也反映出重视地区
安全稳定、打击“三股势力”，是
上合组织成立的重要初衷，也
是成员国合作的主要着力点。

2004年，上合组织秘书处
在北京正式设立，上合组织地
区反恐机构在乌兹别克斯坦首
都塔什干同时设立，迄今已组
织了十多次“和平使命”联合反
恐演习。

2013年至2017年，上合组
织成员国有关机构共制止600
多起具有恐怖主义性质的犯罪
活动。

上合组织的最高决策机构
是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每年举
行一次会议决定上合组织所有
重要问题，会议举办国担任上
合组织的轮值主席国。2006年
在上海、2012年在北京，上合组
织峰会两次回到中国举办。

特别是2013年9月和10月，

习近平主席出访中亚和东南亚
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
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重大倡议，激发出上合
组织成员国拓宽经贸、人文等
领域务实合作的新能量。

除了已有和在建的能源输
送管道，沉寂许久的铁路互联
互通重新焕发生机。中亚、中欧
班列逐年增加。以此次峰会举
办地青岛为例，从这里发出的
中亚班列已超3000列，4500公
里路程大约10天就可抵达哈萨
克斯坦，并将货物运转到其他
中亚国家。

2001年，中国与上合组织
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额只有121
亿美元。而到了2017年，中国与
上合组织成员国的贸易总额达
到2176亿美元，贸易规模是
2001年时的约17倍。今年一季
度贸易额继续保持增长，增幅
达到20 . 7%。

印巴加入
助体量影响双升级

17年前的6月，乌兹别克斯
坦以完全平等的身份加入“上
海五国”会晤机制当中，随后中
俄哈吉塔乌六国组建起上海合
作组织。17年来，以此为基础，
上合组织的朋友圈不断扩大。

2004年6月在乌兹别克斯
坦举行的塔什干峰会上，上合
组织正式接纳蒙古国为观察员
国。这是上合组织成立之后，给
予的首个观察员国身份。

2005年7月在哈萨克斯坦
的阿斯塔纳峰会上，上合组织的
朋友圈第一次大规模扩容，给予
伊朗、巴基斯坦和印度三国观察
员国身份。这是上合组织首次触
及南亚和西亚地区。

2009年6月，上合组织峰会
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召开，会议
决定接纳斯里兰卡和白俄罗斯
为对话伙伴国。继观察员国之
后，上合组织发展出了朋友圈的
新模式，结构层级更加多样化，
反映出上合组织自身的治理体
系也在不断完善和成熟。

2012年 6月北京峰会期
间，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一致
同意接收阿富汗为观察员国、
土耳其为对话伙伴国。

随着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
国数量的增加，已经良好运转
了十余年的上合组织，适时接
纳新成员国逐渐提上议事日
程。其中，已经当了近10年观察
员国的印度和巴基斯坦表达了

正式加入的愿望，也成为最有
可能“转正”的两个国家。

2014年在塔吉克斯坦首都
杜尚别召开的上合峰会，为接
纳新成员国完善了法律和制度
程序。2015年7月的俄罗斯乌法
峰会，随即成为上合组织发展
的一次关键节点。

乌法峰会期间，正式通过
关于启动接收印度、巴基斯坦
加入上合组织程序的决议，标
志着上合组织扩员的大门正式
打开。同时，还一次性接纳阿塞
拜疆、亚美尼亚、尼泊尔和柬埔
寨四国为对话伙伴国，上合组
织的朋友圈进一步扩展至外高
加索地区和东南亚。

去年的阿斯塔纳峰会上，
正式给予印度、巴基斯坦上合
组织成员国地位，这是上合组
织成立以来的首次扩员。至此，
成 员 国 面 积 超 过 欧 亚 大 陆
60%、人口占世界近一半、GDP
占全球总量的20%以上。

其中，中印两国人口总数
就超过27亿，俄罗斯和巴基斯
坦也是过亿的人口大国；中印
俄都是G20成员，中国GDP全
球第二，印度去年超过法国位
居全球第六，俄罗斯位居第十
四位；中俄是联合国安理会常
任理事国，中俄印还是金砖国
家成员和主要新兴市场国家。

印巴的加入不仅使上合组
织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面积
最大的地区合作组织，也为上
合组织合作发展提供了更大规
模的市场、注入了新动力。同
时，上合组织作为一个综合性
国际组织的代表性也显著提
升，在地区乃至全球事务中的
作用将更为重要。

秉持“上海精神”
上合凝心聚力

当前，世界多极化和经济
全球化正遭遇前所未有的阻力，
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逆流
愈演愈烈，导致国际政治和经济
格局进入新一轮动荡期，充满不
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风险。

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的背景下，继2012年北京
峰会之后，上合组织再次回到
它的诞生地中国举行青岛峰
会，既是这一组织首次扩员后
的首次峰会，也是其进入发展
新阶段和关键期的一次里程碑
式会议，更是向世界展示上合
组织团结姿态的重要契机。

团结源自“上海精神”。

2016年上合组织成立15周年之
际，习近平主席出席塔什干峰
会时发表讲话指出，“上海精
神”具有超越时代和地域的生
命力和价值，为所有致力于睦
邻友好和共同繁荣的国家提供
了有益借鉴，也为国际社会构
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
际关系实践注入了强大动力。

去年在阿斯塔纳峰会上，
习近平主席指出，上合组织成
员国坚定遵循“上海精神”，树
立了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典范。他在讲话中强调，“我们
要保持团结协作的良好传统，
新老成员国密切融合，深化政
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构建平
等相待、守望相助、休戚与共、
安危共担的命运共同体。”

5月28日，国务委员兼外长
王毅在主持上合组织青岛峰会
中外媒体吹风会时表示，青岛
峰会将高度重视发展问题，就
完善全球治理、巩固多边贸易
体系等问题发出响亮声音。

今年以来，美国政府对世
界频频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
棒，中国、德法等欧盟国家、加
拿大和墨西哥等与美国贸易关
系十分紧密的国家，都成为特
朗普政府单边贸易调查、加征
高额关税的目标。

与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几乎
同时，今年的G7峰会8日至9日
在加拿大举行。然而，就是这个
以往惯于向世界大秀西方主要
发达国家紧密团结的小圈子，
眼下正因美国加征钢铝关税的
决定而导致矛盾公开化。

6月1日的G7财长会期间，
除美国外的六国（加拿大、法
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
财长发表共同声明，对特朗普
表达“一致关切和失望”。法国
财长勒梅尔更是直言，“这已不
是G7，这是G6+1。”欧盟和加拿
大均已着手反击报复美国。

无疑，关税壁垒将是G7峰
会绕不开的礁石，注定将削弱
美国与盟友的关系。这也再次
证明，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
深刻演变，G7模式不仅过时，
而且保持团结的成本和难度也
越来越高。

西方不亮东方亮。上合组
织作为国际政治新生力量和积
极因素的代表之一，即将召开
的青岛峰会将继续大力弘扬

“上海精神”，提升凝聚力、行动
力、影响力，为建设新型国际关
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出
上合声音。

17年，一棵小树可以成材；
17年，一个少年即将成人；17
年，一个国际组织不断发展壮
大，成为人口最多、地域最广、
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组织。
它就是上海合作组织。

6月9日至10日，上合组织
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将在青岛举行。

在当前世界大变局的背景
下，青岛峰会将为上合组织的
发展凝结新共识、注入新动力、
绘制新蓝图，助推上合组织朝
着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目标前进。

2001年6月
六国元首在上海签署了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
言》，宣告上合组织正式
成立。

2002年6月
成员国元首签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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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上合组织六国总理签署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
边经贸合作纲要》。

2012年6月
成员国元首签署《上海合
作组织中期发展战略规
划》，确定维护安全、发展
经济、改善民生的任务。

2017年6月
上合组织元首理事会阿
斯塔纳会议作出历史性
决定，给予印度和巴基斯
坦成员国地位。

2018年6月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
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将在中国青岛举行 ,成员
国将高举“上海精神”旗
帜，共同开启上合组织继
续向前发展的新征程。

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历程

●

●

●

●

●

●

青岛五四广场及周边景色。 新华社发

成长历程


	A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