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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合作的
发展历程与前景展望

韩　 璐

【内容提要】 　 ２０ 余年来ꎬ上海合作组织以“上海精神”为指引ꎬ秉持开放

透明的对外合作原则ꎬ逐步加强与其他国际组织的联系和往来ꎬ赢得了国际

社会的广泛认同ꎮ 但鉴于上海合作组织是个新生组织ꎬ多年来发展重心都放

在内部建章立制和深化成员国间合作上ꎬ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在内容、范

围和质量上都存在提升的空间ꎮ 随着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不

断提高以及成员国的进一步扩大ꎬ其国际合作的潜力被进一步激发ꎬ拓展伙

伴关系网将是该组织未来发展的要务之一ꎮ
【关 键 词】 　 上海合作组织　 国际组织　 国际合作　 合作进展　 推进

因素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

构建研究”(项目编号:２０１９ＺＤＡ１３０)ꎮ
【作者简介】 　 韩璐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ꎮ

作为一个摒弃“冷战”思维的新型国际组织ꎬ加强国际合作始终是上海合

作组织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合作不仅表现在成员国就

重大地区和国际事务展开的合作上ꎬ也包括与其他地区和国际组织之间的合

作ꎮ 成立至今ꎬ上海合作组织的国际合作步伐不断加大ꎬ力度日益增强ꎬ树立

起负责任国际组织的形象ꎮ 但组织内部异质性强、共同体意识淡薄以及与其

他国际组织合作质量不高、合作范围较窄等也是该组织对外合作存在的主要

问题ꎮ 未来ꎬ随着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大ꎬ其国际合作的潜力将得到进一步释

放ꎬ应继续打开对外合作之门ꎬ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

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自己应有之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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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合作的原则与理念

上海合作组织对外合作的原则和目标在该组织的纲领性文件ꎬ即«上海

合作组织成立宣言»(２００１ 年)、«上海合作组织宪章»(２００２ 年)中都有明确

的定义ꎮ «上海合作组织与其他国际组织及国家相互关系临时方案» «上海

合作组织至 ２０２５ 年发展战略»则对这些原则和目标及其实践进行了更为详

细的阐述ꎬ是该组织对外合作的指导性文件ꎮ
(一)根本性原则

关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国际合作ꎬ«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

言»中明确表示ꎬ成员国将加强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磋商与协调行

动ꎬ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相互支持和密切合作ꎬ共同促进和巩固本

地区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①ꎮ «上海合作组织宪章»指出ꎬ上海合作组织

的一个重要合作方向是“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在国际组织和国际论坛上

寻求共识”②ꎮ
关于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ꎬ«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第七条明确规

定ꎬ上海合作组织奉行不结盟、不针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及对外开放原则ꎬ愿
与其他国家及有关国际和地区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对话、交流与合作③ꎮ
«上海合作组织宪章»第一条(宗旨和任务)明确提出ꎬ上海合作组织可与

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协作与对话关系ꎻ第二条(原则)提出ꎬ上海合作

组织不针对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ꎻ第十四条(与其他国家及国际组织的相

互关系)中规定ꎬ本组织可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协作与对话关系ꎮ
上述原则可视为上海合作组织对外合作的基础性原则④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ꎬ上海合作组织出台«上海合作组织与其他国际组织

及国家相互关系临时方案»⑤ꎬ对邀请他国和国际组织参加组织外长会议、多
边政治磋商以及本组织参加国际会议等具体细则都做了明确规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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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ꎬｈｔｔｐ: / / ｃｈｎ ｓｅｃｔｓｃｏ ｏｒ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上海合作组织宪章»ꎬｈｔｔｐ: / / ｃｈｎ ｓｅｃｔｓｃｏ ｏｒ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同①ꎮ
同②ꎮ
该方案实际上是在上海合作组织与其他国际组织及国家相互关系的多边文件生

效前的过渡性文件ꎮ 从这份文件可以看出ꎬ由于组织创建初期常设秘书处尚未建立ꎬ轮值

主席国外交部长是组织对外交往的主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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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乌法峰会上批准的«上海合作组织至 ２０２５ 年发展战

略»则明示要努力扩大对外交往ꎬ进一步提升上海合作组织在新的国际和地

区格局中的地位ꎮ 在安全领域ꎬ加强与联合国在打击恐怖主义和毒品走私、
维护国际信息安全等方面的合作ꎬ落实«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ꎬ加强与联合

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协作关系ꎮ 在经贸领域ꎬ首先是发展交通基础设

施、为国际道路运输创造便利条件ꎬ联合国亚太经社会是重要合作伙伴ꎮ 此

外ꎬ上海合作组织仍要致力于与其他地区一体化组织开展合作ꎮ
(二)国际合作重点对象

从历届上海合作组织元首峰会宣言关于国际合作的阐述中可以看出ꎬ上
海合作组织国际合作对象主要包括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欧亚地区组织、亚
太地区组织以及国际经济组织等ꎮ

２００２ 年上海合作组织圣彼得堡峰会提出ꎬ上海合作组织并非集团或封闭

性联盟ꎬ不针对个别国家或国家集团ꎬ基于彼此利益ꎬ从解决地区和世界性问

题的共同立场出发ꎬ将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及国际法准则与其他

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展广泛合作①ꎮ ２００４ 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提出“塔什干倡

议”ꎬ通过与亚太地区的国际组织和论坛签署协议ꎬ包括在对等原则基础上相

互给予观察员地位ꎬ逐步建立起多边组织的伙伴网络②ꎮ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叶卡捷琳堡宣言倡议ꎬ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愿加强与联合

国、独联体、东盟、欧亚经济共同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以及其他国际和地区组织的联系与合作ꎮ 这是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文件中首

次提出对外合作的重点国际和地区组织ꎮ
２０１２ 年上海合作组织发表关于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地区的宣言ꎬ提

出成员国将重视进一步发展与本组织观察员国、对话伙伴以及与本组织签署

相关文件的国际组织、地区组织之间的友好关系和富有成效的协作关系ꎬ继
续与其他赞同上海合作组织宗旨和原则的国际组织和机制开展对话ꎮ

二　 国际合作的进展

２０ 余年来ꎬ上海合作组织在扩大国际合作方面取得长足进步ꎮ 成员国

之间在重大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相互支持ꎬ捍卫了自身的核心利益ꎮ 同时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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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２００２ 年)ꎬｈｔｔｐ: / / ｃｈｎ ｓｅｃｔｓｃｏ ｏｒ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塔什干宣言»ꎬｈｔｔｐ: / / ｃｈｎ ｓｅｃｔｓｃｏ ｏｒ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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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作组织还先后与认同组织宗旨和原则的国际组织ꎬ包括联合国及其专

门机构、独联体、东南亚国家联盟、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等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建立了伙伴关系ꎬ加强了往来ꎬ极大增强了上海合作

组织的影响力、生命力和吸引力ꎮ
(一)成员国之间的国际合作

成立伊始ꎬ上海合作组织就开始主动对地区和国际重大事件作出反应ꎮ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ꎬ上海合作组织总理会议专门就美国“９１１”事件发表联

合声明ꎬ谴责并反对国际恐怖主义行径ꎬ表示将与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合作

根除恐怖主义ꎮ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ꎬ上海合作组织与阿富汗建立上海合作组织—
阿富汗联络组ꎬ为阿富汗和解和平进程注入力量ꎮ ２００６ 年«上海合作组织五

周年宣言»提出ꎬ在组织框架内建立防御地区冲突和应急反应机制ꎬ以预防应

对类似吉尔吉斯斯坦非正常政权更迭事件①ꎮ
随着组织建设的推进ꎬ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也加强了在地区、国际重大

问题上的相互支持和立场协调ꎮ
２００９ 年ꎬ上海合作组织发表阿富汗问题特别会议宣言ꎬ支持阿富汗与巴

基斯坦政府开展对话ꎬ增进互信ꎬ深化反恐合作②ꎮ ２０１０ 年上合峰会就吉尔

吉斯斯坦再次发生政治动荡重申ꎬ支持吉尔吉斯斯坦自主的政治选择ꎬ反对

任何有可能引发本地区局势紧张的行动ꎬ主张任何分歧应通过政治外交途径

以对话协商方式解决③ꎮ ２０１２ 年上合峰会发表关于构建和平、共同繁荣地区

的宣言ꎬ明确反对在西亚北非地区进行武力干预和强行推动政权更迭ꎬ反对

单边制裁ꎬ认为任何以武力解决伊朗问题的企图都是不可接受的④ꎮ ２０１４ 年

上合峰会就阿富汗、叙利亚、乌克兰等热点问题表达了共同立场⑤ꎮ ２０２１ 年ꎬ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发表了关于上海合作组织—阿富汗联络组会议成

果的联合声明ꎬ集体谴责阿富汗暴恐活动ꎬ并表示各成员国应利用好上海合

作组织—阿富汗联络组等平台ꎬ加强合作ꎬ共同推动阿富汗和平和解进程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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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浩:«上海合作组织政治合作:进展、挑战及未来路径»ꎬ«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ꎮ

«上海合作组织阿富汗问题特别会议宣言»ꎬｈｔｔｐ: / / ｃｈｎ ｓｅｃｔｓｃｏ ｏｒ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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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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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ｈｔｔｐ: / /

ｃｈｎ ｓｅｃｔｓｃｏ ｏｒ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杜尚别宣言»ꎬｈｔｔｐ: / / ｃｈｎ ｓｅｃｔｓｃｏ ｏｒ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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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真正走上和平、稳定、发展的道路①ꎮ
随着印度、巴基斯坦两个发展中国家的加入ꎬ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影响力

进一步扩大ꎬ该组织开始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进程ꎮ ２０１８ 年、２０２０ 年上合峰会

皆指出ꎬ要推动建立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ꎬ形成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理念具有重要现实意义②ꎮ ２０２２ 年撒马尔罕宣言

中ꎬ成员国一致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原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ꎬ反对单边

保护主义行为和违背世界贸易组织原则的贸易限制ꎬ反对任何未得到联合国

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行为ꎮ 之后ꎬ上海合作组织发表了关于应对气候变

化、维护国际能源安全以及维护国际粮食安全的声明ꎬ进一步阐释对完善全

球经济治理体系的看法ꎮ
(二)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

１ 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

上海合作组织始终支持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普遍发展、
深化国际合作方面的核心地位ꎮ 与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合作一直是上海

合作组织国际合作的优先方向ꎮ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２ 日ꎬ上海合作组织获得联合国大会观察员地位ꎬ为上海合

作组织参与联大会议和工作创造了条件ꎮ 联合国高级代表将应上海合作组

织主席国的邀请出席组织年度峰会ꎮ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ꎬ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与联合国秘书处在塔什干签署«上海

合作组织秘书处与联合国秘书处合作的联合声明»ꎬ商定在涉及国际和平与

安全的问题上分级别地开展合作ꎮ 内容包括防止和消除冲突、反恐、防止大

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打击跨国犯罪、环保、防灾减灾救灾、促进可持续发展

(经济、社会、人道主义和文化)ꎮ 该声明的签署为上海合作组织与联合国的

进一步合作指明了方向ꎮ
自 ２００９ 年至今ꎬ联合国大会通过了 ７ 份有关联合国与上海合作组织之

间合作的决议ꎮ 其中ꎬ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第 ６４ / １８３ 号决议强调了联合国与

上海合作组织之间加强对话、合作与协调的重要性③ꎻ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第

６５ / １２４ 号决议则建议联合国通过现有的机构间论坛和其他形式ꎬ包括联合国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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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关于“上合组织—阿富汗联络组”会议成果的联合声

明»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 ＿６７４９０４ / １１７９ ＿６７４９ ０９ / ２０２１０７ / ｔ２０２１０７１５ ＿９１８０
８４３ ｓｈｔｍｌ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莫斯科宣言»ꎬｈｔｔｐ: / / ｃｈｎ ｓｅｃｔｓｃｏ ｏｒ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网站ꎬｈｔｔｐ: / / ｃｈｎ ｓｅｃｔｓｃｏ ｏｒｇ /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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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与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举行定期磋商ꎬ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组织、
方案和基金与上海合作组织合作等来加强双方关系ꎮ

２０１６ 年以来ꎬ上海合作组织与联合国共举行了 ３ 次高级别会议ꎬ将双方

的伙伴关系推上新台阶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ꎬ上海合作组织首次在联合国举

办了主题为“联合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共同应对挑战和威胁”的高级别会议ꎮ
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会上指出ꎬ上海合作组织已经与一些联合国机构

(政治事务部、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维持和平行动部、欧洲和亚太地区

经济委员会、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以及中亚地区预防性外交中心等)开展

了密切合作ꎬ以共同致力于解决一些区域具体问题ꎬ包括“亚洲之心”伊斯坦

布尔进程、自然资源管理、环境退化、恐怖主义、边境安全和毒品贩运等①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ꎬ上海合作组织与联合国举行了第二次高级别会议ꎬ现任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会上表示ꎬ联合国致力于与上海合作组织密切合

作ꎬ共同建设一个稳定繁荣的欧亚地区②ꎮ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ꎬ第三次上海

合作组织与联合国高级别会议在纽约举行ꎬ双方表示将加强在打击“三股

势力”等方面的合作ꎬ为维护地区及国际社会和平稳定与共同发展贡献

力量ꎮ
上海合作组织与联合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展开了密切合作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ꎬ上海合作组织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签署«上海合作组织

秘书处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谅解备忘录»ꎬ双方将合作打击贩毒、
有组织犯罪、人口贩运和国际恐怖主义③ꎮ ２０１７ 年至今ꎬ在联合国麻醉药品

委员会年会框架内ꎬ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联

合举办了 ７ 次高级别活动ꎮ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２ 日ꎬ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

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签署合作议定书ꎮ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５ 日ꎬ上海

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还与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签署了合作谅

解备忘录ꎮ
此外ꎬ上海合作组织与联合国亚太经社会秘书处、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

协调厅、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ꎮ

—７５—

①

②

③

潘基文:«联合国期待与上海合作组织进一步加强合作»ꎬ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ｕｎ ｏｒｇ /
ｚｈ / ｓｔｏｒｙ / ２０１６ / １１ / ２６６６５２

«联合国与上海合作组织高级别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呼吁推动欧亚大陆的稳定与

繁荣 »ꎬ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ｕｎ ｏｒｇ / ｚｈ / ｓｔｏｒｙ / ２０１８ / １１ / １０２３７０１
«联合国与上海合作组织签署打击贩毒和有组织犯罪合作备忘录»ꎬ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ｕｎ ｏｒｇ / ｚｈ / ｓｔｏｒｙ / ２０１１ / ０６ / １５３６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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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欧亚地区性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与欧亚多个地区性组织在成员、地域、功能上多有重合之

处ꎮ 与欧亚地区性组织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合作的重点ꎬ尤推独联体和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ꎮ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１２ 日ꎬ上海合作组织与独联体签署«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与

独联体执行委员会谅解备忘录»ꎬ其中确定的优先合作领域包括:安全领

域———保障地区和国际安全ꎬ打击“三股势力”、非法贩卖毒品和武器、跨国有

组织犯罪ꎻ经济领域———贸易、商品流通便利化ꎬ服务与金融ꎬ鼓励和保护投

资ꎬ交通与通信领域ꎬ环境保护ꎬ信息ꎬ旅游ꎻ人文领域———文化、教育、科学、
卫生等ꎮ 双方商定了磋商和信息交流机制ꎬ两组织执行机构负责人保持定期

联系ꎬ常设机构代表应邀以客人身份参加对方组织的相关活动ꎮ 这是第一个

通过与上海合作组织签署具有约束力的文件建立合作关系的国际组织①ꎮ
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功能和成员的相似性使得这两个组织存在着“亲戚”关系②ꎮ 集体安全条约

组织的 ６ 个成员国中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同时

也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ꎬ白俄罗斯和亚美尼亚则分别是上海合作组织观察

员国和对话伙伴ꎮ 上海合作组织在维护地区安全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ꎬ
而这也是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主要任务ꎬ这为两组织的互利合作奠定了重要

基础ꎮ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６ 日ꎬ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宣言明确表示ꎬ成员国

元首支持上海合作组织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建立联系ꎬ为巩固地区安全和国

际安全、应对新挑战和新威胁协调行动ꎮ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５ 日ꎬ上海合作组织秘

书长努尔加利耶夫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秘书长博尔久扎在杜尚别签署«上海

合作组织秘书处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秘书处谅解备忘录»ꎬ决定发展双方平

等和建设性合作关系ꎮ
该备忘录确定了两组织的合作领域:一是保障地区和国际安全与稳定ꎬ

打击恐怖主义、非法贩卖毒品ꎬ杜绝非法贩运武器ꎬ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等ꎻ
二是建立磋商和信息交换机制ꎻ三是共同制定和落实行动计划ꎮ 两组织常设

机构代表可应邀以客人身份参加对方组织的相关活动③ꎮ

—８５—

①
②

③

肖斌:«上海合作组织»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ꎬ第 ４６１ 页ꎮ
杨恕、张会丽:«评上海合作组织与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之间的关系»ꎬ«俄

罗斯中亚东欧研究»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ꎮ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秘书处谅解备忘录»ꎬ ｈｔｔｐ: / /

ｃｈｎ ｓｅｃｔｓｃｏ ｏｒｇ /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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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忘录的签署标志着上海合作组织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正式建立合作

关系ꎮ 根据该备忘录ꎬ两组织建立了最高行政官员对话机制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ꎬ该对话机制已举行了 １０ 次会议ꎬ签署了«反恐合作谅解备忘录»(２０１８ 年

５ 月)①ꎮ ２０１８ 年ꎬ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独联体反恐中心、集体安全

条约组织秘书处在莫斯科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ꎬ三方将在打击恐怖主义和

极端势力以及信息交流等方面加强合作ꎮ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４ 日ꎬ上海合作组织、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独联体成员国国防部长联合会议在莫斯科举行ꎬ三方一

致表示ꎬ未来将加强军事合作ꎮ 同时ꎬ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正在考虑给予上海

合作组织观察员地位的可能性ꎮ
此外ꎬ上海合作组织与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亚信)也建立了联

系ꎬ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０ 日双方在上海签署«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与亚洲相互协作

与信任措施会议秘书处谅解备忘录»ꎮ 双方对解决地区冲突、巩固核不扩散

的基本制度持有相同立场ꎬ并将加强打击“三股势力”、贩毒、跨国犯罪等领域

的合作ꎮ
３ 东南亚国家联盟

“上海合作组织和东盟地理位置毗邻ꎬ有着相同或相近的文化传统和价

值观ꎬ两个‘大家庭’的成员存在交集ꎬ两组织在很多领域都有共同利益和巨

大合作机遇”②ꎮ 东盟是最早与上海合作组织建立联系的国际组织之一ꎬ早
在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２１ 日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就与东盟秘书处签署了两组织间

的合作谅解备忘录ꎮ 该备忘录为双方的合作指明了方向ꎬ其中包括反恐、打
击跨国犯罪、打击毒品和武器走私、反洗钱和贩运人口、开展经济和金融合

作、旅游、环保、能源、自然资源管理、社会发展等ꎮ 双方秘书处每年都进行磋

商、交流信息和经验、举行专家研讨会等ꎮ 东盟代表应邀参加了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１０ 年上合峰会ꎮ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ꎬ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与东盟秘书处在雅加达联合召

开“东盟和上海合作组织:贸易和投资潜力”圆桌会议ꎮ 这是双方秘书处第一

次联合举办的活动ꎮ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３ 日ꎬ“防城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中

—９５—

①

②

Генеральный секретарь ОДКБ Юрий Хачатуров в Циндао принял участие во
встрече высших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 － должностных лиц СНГꎬ ОДКБ и ШОС ０９ ０６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ｏｄｋｂ － ｃｓｔｏ ｏｒｇ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ｏｒｇ / ｓｃｏ / ｇｅｎｅｒａｌｎｙｙ ＿ ｓｅｋｒｅｔａｒ ＿ ｏｄｋｂ ＿ ｙｕｒｉｙ ＿
ｋｈａｃｈａｔｕｒｏｖ＿ｖ＿ｔｓｉｎｄａｏ＿ｐｒｉｎｙａｌ＿ｕｃｈａｓｔｉｅ＿ｖｏ＿ｖｓｔｒｅｃｈｅ＿ｖｙｓｓｈｉｋｈ＿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 /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张明记者会实录»ꎬｈｔｔｐ: / / ｃｈｎ ｓｅｃｔｓｃｏ 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２０２２
０７１５ / ８５４７９４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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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战略对话会”在广西南宁举行ꎬ此活动是上海合作组织与东盟共商共建共

享的示范性活动ꎮ 同时ꎬ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执委会与东盟反恐中心

也开展了相关合作ꎮ
同时ꎬ上海合作组织还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建立了合作关系ꎬ签署了谅解备忘录ꎻ与其他一些并未签署

正式合作文件的国际组织展开不定期交流ꎬ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中

亚地区预防性外交中心、世界卫生组织、欧安组织和“金砖国家”ꎮ 特别是 ２０２０
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ꎬ上海合作组织与世界卫生组织、欧安组织在疫情防控与

宣传、疫苗开发与医疗药品救助等领域开展了定期合作ꎮ 日益密切的国际合作

充分展现出上海合作组织自信、开放以及全球治理体系建设者的积极形象ꎮ

表 １ 　 　 　 上海合作组织与国际组织合作情况一览表

时间 国际组织 合作协议 合作领域

２００５ ４ １２ 独联体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
处与独联体执行委员
会谅解备忘录»

反恐、经济贸易、人文交流

２００５ ４ ２１ 东南亚国家联盟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
处与东南亚国家联盟
秘书处谅解备忘录»

反恐、打击跨国犯罪、打击毒品
和武器走私、反洗钱和贩运人
口、开展经济和金融合作、旅
游、环保、自然资源管理、社会
发展、能源

２００７ １０ ５ꎬ
２０１８ ５

集体安全
条约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
处与集体安全条约组
织秘书处谅解备忘
录»«反恐合作谅解备
忘录»

打击恐怖主义、非法贩毒、非法
贩运武器和跨国有组织犯罪ꎬ
建立以上领域的信息交换机制

２０１０ ４ ５ 联合国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
处与联合国秘书处合
作联合声明»

防止和消除冲突、反恐、防止大
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打击跨
国犯罪、环保、防灾减灾救灾、
促进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
人道主义和文化)

２０１１ ６ １５ 联合国毒品和
犯罪问题办公室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
处与联合国毒品和犯
罪问题办公室谅解备
忘录»

打击贩毒、有组织犯罪、人口贩
运和国际恐怖主义

２０１４ ５ ２０ 亚洲相互协作与
信任措施会议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
处与亚洲相互协作与
信任措施会议秘书处
谅解备忘录»

打击“三股势力”、毒品贸易和
跨国犯罪、非法武器交易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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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时间 国际组织 合作协议 合作领域

２０１５ １２ １５ 联合国
亚太经社会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
与联合国亚太经社会
秘书处谅解备忘录»

区域内贸易和投资、技术转让、
交通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

２０１７ ６ ９ 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
处与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谅解备忘录»

国际人道法的宣传与传播ꎬ就冲
突和其他紧急局势相关的人道
问题开展对话ꎬ以及在防灾、应
急、卫生与教育等领域的合作

２０１７ １２ １１ 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
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秘书处谅解备忘录»

经贸、交通、能源、生态、旅游

２０１８ ６ １０ 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与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
谅解备忘录»

区域内世界遗产保护合作

２０１９ ６ １３ ~
１４

联合国人道
主义事务协调厅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
处与联合国人道主义
事务协调厅合作谅解
备忘录»

交流有关人道主义信息ꎬ推动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人道主义
活动ꎬ消除上海合作组织地区
的自然灾害负面后果①

２０１９ ６ １３ ~
１４

联合国世界
旅游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
处与联合国世界旅
游组织秘书处谅解
备忘录»

旅游创新信息的交流、可持续
旅游业发展与合作、促进上海
合作组织成员国旅游业招商引
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旅游
产品的营销、联合国世界旅游
组织学院合作等②

２０２２ ９ １５ 阿拉伯国家
联盟秘书处

«上海合作组织与阿
拉伯国家联盟合作
谅解备忘录»

加强信息和经验交流ꎬ推动开
展联合项目和磋商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等网站内容整理ꎮ

三　 国际合作的推动因素

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合作不断拓展ꎬ不仅仅是由于其倡导的“上海精神”得

—１６—

①

②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 УКГВ ООН ｈｔｔｐ: / / ｒｕｓ ｓｅｃｔｓｃｏ ｏｒｇ /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 ２０１９０７１７ / ５６５６
７７ ｈｔｍｌ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 ЮНВТО ｈｔｔｐ: / / ｒｕｓ ｓｅｃｔｓｃｏ ｏｒｇ /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 ２０１９０７１７ / ５６５６９５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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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尊重ꎬ也是出于扩展组织功能和巩固组织根基、提
升成员国及组织国际地位以及维护地区安全等现实考量ꎮ

(一)“上海精神”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上海合作组织成立ꎬ首次提出“上海精神”并将它作

为成员国相互关系准则ꎬ其内涵包括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

明、谋求共同发展ꎮ “上海精神”已被写入«上海合作组织宪章»ꎬ它源于

“上海五国”机制进程ꎬ为成员国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相

处合作之道ꎬ开创了结伴而不结盟、合作而不对抗的新型国家关系模式ꎬ成
为上海合作组织的灵魂ꎮ ２０ 余年来ꎬ上海合作组织始终秉持“上海精神”ꎬ
保持正确的前进方向ꎬ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ꎬ为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ꎮ “上海精神”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重要理

论和实践探索①ꎮ
“上海精神”并非一成不变ꎬ而是随着时代变迁和上海合作组织自身发展

不断充实着新的时代内涵和要义ꎮ ２０１８ 年“新五观”②和 ２０２０ 年“四个共同

体”③的先后提出使得“上海精神”更加丰富和发展ꎬ使其始终保持理念的先

进性ꎬ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多实践探索ꎮ
总之ꎬ“上海精神”的存在及发展表明ꎬ国际关系也可以超越零和博弈、文

明冲突ꎮ “上海精神”推动了新型国家关系和新式合作理念的不断完善ꎬ使上

海合作组织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ꎬ受到其他国际组织的高度关注ꎬ上海合

作组织对外合作之路也越走越宽ꎮ
(二)开放性增强组织吸引力

上海合作组织遵循开放包容理念ꎮ 在这一理念指引下ꎬ上海合作组织与

其他地区和国际组织开展了积极的对话与合作ꎬ同时也不排斥本组织成员国

参与其他组织ꎬ甚至参与一些与上海合作组织存在竞争关系的组织ꎮ 例如ꎬ
印度和巴基斯坦既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也是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成员国ꎬ印
度甚至加入了美国主导的美日印澳“四国机制”ꎮ 可以说ꎬ上海合作组织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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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的讲话»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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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五观”是习近平主席在 ２０１８ 年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上提出的ꎬ即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ꎻ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ꎻ开放、融通、互利、共赢

的合作观ꎻ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ꎻ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ꎮ
２０２０ 年ꎬ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莫斯科峰会上提出要构建“四个共同体”ꎬ

即卫生健康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发展共同体、人文共同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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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基本上都同时参与多个国际合作组织ꎮ
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也是透明的ꎬ其组织规划、发展目标和具体行动对

外公开ꎮ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时就公开发布«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和«上
海合作组织宪章»ꎬ向全世界阐明组织的宗旨、任务、目标和发展方向ꎮ 上海

合作组织历届峰会都会总结当年组织的主要发展情况ꎬ对未来一段时期的发

展和重点合作方向作出规划ꎬ并就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发表看法ꎮ 峰会内容

都会转换成元首宣言对外公布ꎮ 包括总理会议在内的各层级会晤及合作都

处于充分的透明状态之下ꎮ 在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和地区反恐机构的网站

上也随时可以了解到组织相关的各类发展文件、宣言以及各领域合作的详细

信息ꎬ包括对外合作情况ꎮ
(三)上海合作组织自身发展的现实需求

第一ꎬ维护地区和平ꎬ促进共同发展ꎮ 上海合作组织涵盖的欧亚地区是

一个地缘政治结构复杂、经济发展相对不活跃的地区ꎮ 该地区隐含着多种冲

突因子ꎬ包括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活跃的“三股势力”、水资源与领土争端、
毒品走私、阿富汗问题以及大国博弈等ꎬ对该地区的安全形势构成极大的负

面影响ꎮ 同时ꎬ欧亚地区发展极为不平衡ꎬ特别是中亚国家发展相对落后ꎬ其
中吉塔两国属于最不发达国家ꎮ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ꎬ各成员国民生遭受剧烈

冲击ꎬ危及社会稳定ꎻ“三股势力”蠢蠢欲动ꎬ伺机作乱ꎬ地区安全风险处于新

高ꎮ 严峻复杂的现实要求上海合作组织不仅要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合作ꎬ担负

起一个负责任国际组织的重任ꎬ而且也要加强与该地区其他国际机制的合

作ꎬ取长补短ꎬ共同为地区发展与稳定增添更多的正能量和确定性ꎮ
第二ꎬ扩展组织功能ꎮ 发展至今ꎬ上海合作组织已经建立了相对健全

的合作机制ꎬ合作成果亦十分丰富ꎬ成为保障地区稳定与共同发展的重要

力量ꎮ 但各领域发展存在失衡现象ꎬ安全合作日益完善ꎬ经济和人文合作

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ꎮ 上海合作组织需要探寻和拓展新的合作领域ꎬ为地

区发展作出更大贡献ꎮ 因此ꎬ除深化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和人文合作外ꎬ还
有必要加强与相关国际和地区组织在经济、科教、卫生、人道救助、旅游等

领域的合作ꎮ
第三ꎬ深度参与全球治理ꎮ 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交叠冲击ꎬ特别是新一

轮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使全球治理体系的缺陷充分暴露ꎬ凸显改革的必要性和

紧迫性ꎮ 在此背景下ꎬ上海合作组织倡导并践行的以“上海精神”为核心的治

理理念和经验独树一帜ꎬ彰显先进性ꎬ为世界带来超越西方“冷战”思维的新

方案ꎬ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指明了不同于西方的新型治理之路ꎮ 同时ꎬ既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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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地区治理理念和实践也为上海合作组织更深入地参与全球治理打下基

础ꎮ 因此ꎬ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完善的全球治理体系平台的时机已然成

熟ꎮ 加强与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和其他国际机制的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参

与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途径ꎮ
第四ꎬ提升成员国及组织的国际地位ꎮ “国际机制具有强大的合法性和

权威性ꎬ参与其中的国家可受到国际社会赞誉”①ꎮ 上海合作组织现已树立建

设性、负责任的良好国际形象ꎮ 对成员国而言ꎬ借助上海合作组织对地区和国际

热点问题表达主张ꎬ与其他国际组织合作提供公共产品以进一步参与地区和全球

治理ꎬ这些都有利于提升国际话语权和促进国际形象的塑造ꎮ 对上海合作组织而

言ꎬ加强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不仅能提升对全球治理的参与度ꎬ而且有利于在

国际社会中塑造负责任的组织形象ꎬ从而进一步扩大国际影响力ꎮ

四　 国际合作存在的问题

虽然上海合作组织在多部法律文件中都明确要扩大与国际和地区性组

织的合作ꎬ但在具体实践操作中ꎬ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合作尚未有效展开ꎮ 总

体看ꎬ上海合作组织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仍处于初级阶段ꎮ
(一)内部差异性较大

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进程中始终面临着异质性难题ꎬ成员国之间在政治制

度、经济水平、文化传统以及意识形态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ꎮ 随着扩员的

推进ꎬ上海合作组织内部更加复杂ꎬ异质性凸显ꎬ除国情不同外ꎬ各国国家利

益的理性需求、对国际身份追求的不同也影响到组织强大凝聚力的形成ꎮ 加

之部分成员国之间存在领土之争、民族矛盾、水资源争端等ꎬ不仅给成员国团

结互信投下阴影ꎬ也在客观上进一步加大了组织内部的协调难度ꎬ“协商一

致”的决策原则面临着重大挑战ꎮ
“协商一致”原则ꎬ即组织框架内的协议和法律文件需经全体成员国一致

同意方能生效②ꎮ 这体现了“上海精神”中的平等、协商思想ꎬ保障了各成员

国在组织内基本政治权力和地位的平等ꎬ避免出现多数强加少数、一方强加

另一方的情况ꎬ是各成员国多年来始终能坚定如一地参与上海合作组织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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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江忆恩、李韬:«简论国际机制对国家行为的影响»ꎬ«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２ 年第

１２ 期ꎮ
«上海合作组织宪章»ꎬｈｔｔｐ: / / ｃｈｎ ｓｅｃｔｓｃｏ ｏｒ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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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原因ꎮ 虽然这种决策方式有自己的优势ꎬ但由于成员国之间异质性的

存在ꎬ这一决策机制也会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凝聚力、决策力和执行力造成冲

击ꎬ导致组织发展渐有“论坛化”倾向ꎬ不利于维护上海合作组织的威信和

声望ꎮ
此外ꎬ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的规模、权责和经费十分有限ꎬ与一个拥有广

大地域、众多人口的国际组织不相匹配ꎮ 秘书长不仅仅是秘书处的行政首长

(负责该组织与秘书处的日常管理活动)ꎬ更应该是整个组织的行政首长ꎬ其
职能有待进一步扩大ꎮ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无论是在国际场合还是在地区

事务中影响力有限ꎬ极大限制了该组织在处理对外事务方面的及时性和合

理性ꎮ
(二)与其他国际组织合作中的不足

第一ꎬ合作质量有待提升ꎮ 上海合作组织与许多国际组织建立了正式联

系ꎬ签署了各类合作文件ꎬ还互派代表参加对方组织的各类会议ꎬ但双方的合

作更多停留在对话和信息交流中ꎬ很少涉及建立合作机制及其实践问题ꎮ 这

是因为上海合作组织是一个年轻的国际组织ꎬ２０ 余年来的发展重心多在建

章立制以及推动安全和经济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上ꎮ 迄今为止ꎬ上海合作组织

已基本完成组织机构设置并理顺其职能ꎬ建立了多领域、多层次、多级别的合

作机制ꎮ 近年来ꎬ上海合作组织在扩员问题上殚精竭虑ꎬ力图解决扩员后组

织可持续发展问题ꎮ 这是上海合作组织与其他国际组织合作交流多但合作

不够深入的重要原因ꎮ
第二ꎬ合作内容有待扩展ꎮ 一直以来ꎬ上海合作组织与其他国际组织

的合作重点主要集中在安全和经济领域ꎮ 由于上海合作组织目前并不是

一个一体化组织ꎬ各合作领域的发展水平远不如那些超国家一体化机构或

者专业性极强的国际组织ꎬ导致它与其他组织的合作难以有效展开ꎮ 例

如ꎬ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是一个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地区安全组织ꎬ其军事

合作水平远远高于上海合作组织ꎬ双方安全合作具有不对称和不均衡的特

点ꎬ安全合作很难充分展开ꎮ 再比如ꎬ东盟是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一体化组

织ꎬ其经济一体化程度显然高于上海合作组织ꎬ双方的经济合作也一直处

于比较低的水平ꎮ
第三ꎬ合作对象范围有必要进一步拓展ꎮ 纵观近年来与上海合作组织有

密切交往的国际组织ꎬ除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外大部分是欧亚地区性组织ꎬ
更确切点说ꎬ是俄罗斯主导的地区性组织ꎮ 无论从所处地理环境还是组织成

员国构成来看ꎬ上海合作组织与这些地区组织开展合作非常方便ꎬ特别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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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织的成员国构成大体相当于“Ｘ ＋ １”模式ꎬ即某一俄罗斯主导的国际组

织加中国的模式①ꎮ 但这种合作模式有很强的内敛性ꎬ限制了上海合作组织

与更多区域外国际机制交往和对话ꎬ并不利于组织国际影响力的提高ꎮ 同

时ꎬ合作对象局限在欧亚地区也引发西方社会对组织的猜疑ꎬ即使上海合作

组织已明确提出奉行不结盟、不针对第三方以及对外开放原则ꎮ 美西方判断

上海合作组织是中俄主导的反西方集团ꎬ甚至是“东方北约”ꎮ 上海合作组织

扩员后ꎬ美西方的非议更是明显增多ꎬ认为上海合作组织扩员是壮大俄罗斯

的实力ꎬ是支持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对抗等②ꎮ

五　 未来国际合作的方向和路径

新一轮乌克兰危机加速国际形势动荡不宁ꎬ百年未有大变局深度演变ꎮ
作为上海合作组织重要职能的国际合作ꎬ未来应继续秉持透明、开放的基本

原则ꎬ努力扩大合作范围和合作对象ꎬ为进一步提高上海合作组织在全球治

理体系中的地位、增强其国际威望作出贡献ꎮ
(一)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

“三不”原则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初心之一ꎬ是确保组织 ２０ 年不断发展壮

大的重要法宝ꎬ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ꎬ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守这一底线ꎮ
上海合作组织要继续弘扬“上海精神”、新安全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ꎬ避
免陷入新“冷战”ꎮ 大国平衡仍是当下各国对外战略的基本取向ꎬ应充分考虑

和尊重这一现实ꎬ不能走“冷战”对抗的老路ꎮ 必须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

对第三方原则ꎬ妥善处理与美西方的关系ꎬ共同维护上海合作组织这一摒弃

并超越“冷战”思维的新型国际组织形象ꎮ 同时ꎬ应根据扩员后的新形势ꎬ将
得到各方一致认同的上海合作组织共同价值理念明确写进正式的条约文本

中ꎬ夯实“上合意识”的法律性和权威性ꎮ
(二)加强内部相关机制建设ꎬ及时对地区和国际事务作出反应

当前ꎬ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扩充至 ９ 个国家ꎬ地理范围延伸至中东地区ꎬ
成为全球最大的综合性国际地区组织ꎬ国际影响力提至一个新高度ꎮ 与此同

时ꎬ上海合作组织自身的发展也对国际合作提出更高要求ꎮ 中国提出的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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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李进峰、吴宏伟、李伟主编:«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２０１５)»ꎬ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ꎬ第 ８５ 页ꎮ
李进峰:«上海合作组织扩员:挑战与机遇»ꎬ«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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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受到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普遍认可和支持①ꎬ并被写入 ２０１８ 年上

海合作组织青岛宣言ꎬ为上海合作组织对外合作提供了强劲动力ꎮ 在此背景

下ꎬ上海合作组织不仅要树立国际合作的共同意识ꎬ还应加强国际合作领域

的法律与机制建设ꎮ
第一ꎬ加快制定关于国际合作的法律文件ꎮ 扩员后ꎬ上海合作组织影

响力提升ꎬ扩大对外交往、加强国际合作已成为今后一段时期组织发展的

重要任务ꎮ 鉴于此ꎬ应着手制定国际合作文件ꎬ对新形势下该组织国际合

作的理念、宗旨、原则、任务、目标和方向作出更加详细的规划ꎬ以便统一认

识和行动ꎮ
第二ꎬ实现从会议机制向合作机制转变ꎮ 上海合作组织与其他国际组织

合作质量不高ꎬ主要原因在于多边合作难以有效开展ꎬ合作效率低下ꎮ 因此ꎬ
从组织机制建设上ꎬ要把提高合作效率作为重要目标和任务ꎬ包括与时俱进

地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文件ꎬ对成员国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作出更加清晰的界

定ꎻ完善决策表决方式ꎬ在解决重大或原则性问题时应坚持“协商一致”原则ꎬ
在其他需要落实的具体问题上ꎬ特别是涉及多边经济合作问题时可采取“简单多

数”原则ꎮ
第三ꎬ扩大秘书长的权限ꎮ 秘书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对外形象的代表ꎬ

应被赋予更大权限ꎬ这有利于上海合作组织对外工作的开展ꎬ包括对地区和

国际突发事件的及时发声、与更多国际组织开展交流等ꎮ
(三)深化与联合国的合作ꎬ提升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

扩员后ꎬ上海合作组织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权重上升ꎬ奠定了上海合作

组织作为世界新兴经济体代表的地位ꎬ有利于该组织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

发挥更大的引领和推动作用ꎮ 特别是随着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乌克兰危机升级ꎬ大
国博弈加剧ꎬ国际局势更加动荡ꎬ世界向何处去再次严酷地摆在各国面前ꎮ
在此背景下ꎬ上海合作组织倡导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和新型

安全观更显珍贵和富有远见ꎬ对全球治理具有示范和引领作用ꎮ 因此ꎬ上海

合作组织理应适应形势需要ꎬ高举多边主义旗帜ꎬ弘扬合作共赢理念ꎬ推动全

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完善ꎮ

—７６—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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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也是中国为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发展贡献的

“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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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与联合国的合作将是改革全球治理体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重要途径ꎮ
第一ꎬ上海合作组织应继续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地位ꎬ坚定

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ꎬ坚持公认的国际法准则ꎬ应在联合国发挥中

心协调作用的条件下ꎬ以多边主义ꎬ平等、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ꎬ文化

文明多样性为基础ꎬ通过各国间平等互利合作ꎬ构建更具代表性、更加民主公

正的多极世界秩序①ꎮ 正如撒马尔罕宣言中指出的那样ꎬ反对通过集团化、
意识形态化和对抗性思维解决国际和地区问题②ꎮ

第二ꎬ加强与联合国在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和跨国犯罪方面的合作ꎬ形
成强大合力ꎬ维护地区安全稳定ꎮ 同时ꎬ上海合作组织和联合国应发挥各自

优势ꎬ共同推动阿富汗止乱回稳ꎬ走上和平重建道路ꎬ最终实现中亚地区的安

全与稳定ꎮ
第三ꎬ促进上海合作组织与联合国专门机构的务实合作ꎮ 经济领域ꎬ

加强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开展对话ꎬ共同维护

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ꎬ支持开放、包容、透明、非歧视、以规

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ꎬ旗帜鲜明地反对保护主义ꎬ共同构建开放型世

界经济③ꎮ 人文领域ꎬ应推动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旅

游组织、联合国人道主义协调厅所签署的合作协议的进一步落实ꎮ 同时ꎬ
尝试与世界气象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建立

正式联系ꎬ以满足成员国发展需求ꎬ提高本组织的国际影响力ꎮ 此外ꎬ还应

加强与二十国集团的合作ꎬ形成良好互动关系ꎬ在全球治理体系和新秩序

构建的关键时期发出更强声音ꎬ提出更多符合地区及全人类利益的主张和

倡议ꎮ
(四)拓展国际合作对象范围

第一ꎬ积极发挥“一带一盟”在对接合作中的平台作用ꎮ 上海合作组织

与“一带一路”、欧亚经济联盟位于同一区域ꎬ发展目标相近、合作理念相

通、主导机制相似ꎬ从而为三者深化合作创造了重要条件ꎮ “一带一盟“对

—８６—

①

②

③

孙壮志:«上合组织将在全球战略格局中扮演更重要角色»ꎬ«世界知识»２０２２ 年

第 ２０ 期ꎮ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撒马尔罕宣言»ꎬ ｈｔｔｐ: / / ｃｈｎ ｓｅｃｔｓｃｏ ｏｒ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李克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 ｃｎ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ｌｅａｄｅｒｓ / ２０１９ － １１ / ０３ / ｃ＿１１２５１８５４５９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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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存在无规则的区域合作对以规则为导向的多边机制的问题ꎬ缺乏项目合

作谈判机制ꎻ对接合作的内容也很广泛ꎬ不仅限于经贸合作ꎬ也涉及标准制

定、政治安全保障等ꎬ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之间的合作机制难以全方位覆

盖上述难题ꎮ 而上海合作组织相对成熟的内部机制可以弥补这一不足ꎮ
因此ꎬ上海合作组织应当发挥成员国多、合作机制完善等优势ꎬ重点从金

融、交通运输、能源、农业等领域发力ꎬ发挥好平台作用ꎬ推动“一带一盟”对
接进程向前发展ꎮ

第二ꎬ进一步扩大与欧亚空间范围外的国际组织往来ꎮ 上海合作组织扩

员后ꎬ其对外合作的空间呈现日益扩大之势ꎬ有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和机构

表现出与上海合作组织深化合作的强烈愿望ꎬ“金砖国家”、欧安组织、南亚区

域合作联盟、环印度洋联盟、亚洲合作对话、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和地区性组

织都将是上海合作组织潜在的国际合作伙伴ꎮ 合作领域亦可从安全、经济扩

展到人文领域ꎬ推动上海合作组织深入参与全球治理ꎮ 特别是“金砖国家”ꎬ
作为新兴经济体的杰出代表ꎬ其国际地位不容低估ꎮ 中国、俄罗斯、印度、巴
西、南非等五国的人口总量约占全球的 ４４％ ꎬ经济总量约占全球的 ２３％ ①ꎮ
“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逐步上升ꎬ并且有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强烈愿望ꎮ 历次“金砖国家”峰会发表的宣言都曾涉及要

深入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的内容ꎮ 因此ꎬ上海合作组织应加强与“金砖国

家”合作ꎬ携手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完善ꎬ扩大各自的国际威望ꎮ 更为

重要的是ꎬ中、俄、印既属于“金砖国家”ꎬ也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ꎬ这将为两

者合作的深入开展搭建便利之桥ꎮ
第三ꎬ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多方力量沟通交流的平台ꎮ 上海合作组织

核心地区———中亚地区历来是多种域外力量竞争之地ꎮ 俄罗斯、美国、中国、
土耳其、欧盟、印度都是经略中亚地区的主要力量ꎬ而中亚国家的多元平衡外

交也将导致这些域外力量长期存在ꎬ谁也无法将其他各方挤走ꎮ 在此背景

下ꎬ各方都面临着在竞争中展开对话、适当合作的需求ꎮ 从维护地区稳定角

度出发ꎬ该地区也非常需要一个对话机制ꎬ为各域外力量相互交流、合理表达诉

求提供平台ꎬ有效化解潜在的危机和矛盾ꎬ避免出现不必要的冲突ꎮ 作为摒弃

“冷战”思维的新型国际组织ꎬ上海合作组织可以充当各方对话交流的平台ꎮ
(责任编辑:农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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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江时学:«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ꎬｈｔｔｐ: / / ｔｈｅｏｒ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１７ / １０１２ / ｃ４０５３１ － ２９５８３８６９ ｈｔｍ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