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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
２０ 年回顾与展望

刘华芹　 于佳卉

　 　 【内容提要】 　 本文从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前后两个时期分三个阶段阐

述了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特点ꎬ分析区域经济合作从无到有、不断深化的历

史进程ꎮ 从区域经济合作的法律基础、合作机制、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中国

对外投资和地方合作六个方面详细论述了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 ２０
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ꎮ 上海合作组织首次扩员后ꎬ区域经济合作步入发展

新阶段ꎮ 展望未来ꎬ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ꎬ成员国应进一步扩大市场

开放ꎬ大力提升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运行效率ꎬ构建多元化决策机制ꎬ强化

市场调节作用ꎮ 以构建区域产业链为方向拓展农业、医疗产业、软件产业和

跨境电商的发展ꎬ同时培育多元化合作主体ꎬ创新合作模式ꎬ提升区域经济

合作水平ꎬ为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ꎮ
【关 键 词】 　 上海合作组织　 区域经济合作 ２０ 年　 货物贸易　 服务

贸易　 区域投资

【作者简介】 　 刘华芹ꎬ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经济

学博士ꎻ于佳卉ꎬ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实习员、文学硕士ꎮ

自 ２００１ 年成立以来ꎬ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历经 ２０ 年发展

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道路ꎮ 此间ꎬ区域经济合作从无到有、快速发展ꎬ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就ꎬ大大提升了区域整体经济水平ꎬ并惠及各国人民ꎮ ２０１７ 年

首次扩员后ꎬ上合组织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

织ꎮ 成员国领土总面积 ３ ４００ 万平方公里ꎬ占欧亚大陆 ３ / ５ꎻ人口总和超过 ３０
亿ꎬ占世界一半ꎻＧＤＰ 总量达到 １８ 万亿 ~ ２０ 万亿美元ꎬ约占全球 ２０％ ꎮ 其辐

射力也由中亚拓展到南亚以及更广阔区域ꎬ并将中亚与南亚连为一体ꎬ至此ꎬ
上合组织迎来发展新机遇ꎬ也步入发展新阶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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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上合组织区域经济合作实现快速发展

回顾历史ꎬ迄今ꎬ上合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ꎬ呈现不同

特点ꎮ
(一)合作起步阶段(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ꎬ上合组织正式成立ꎬ同年 ９ 月ꎬ六国签署了«上海合作

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关于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目标和方向及启动贸易和投资

便利化进程的备忘录»ꎬ建立上合组织成员国总理会议机制ꎬ正式启动区域经

济合作进程ꎮ 此后ꎬ２００３ 年 ９ 月ꎬ六国又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

经贸合作纲要»ꎬ这是区域经济合作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ꎬ明确了 ２０２０ 年前

区域经济合作“三步走”的发展目标ꎬ即“短期内将积极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

进程ꎻ中期内(２０１０ 年前)共同努力制定稳定的、可预见和透明的规则和程

序ꎬ开展大规模多边经贸合作ꎻ长期内(２０２０ 年前)将致力于在互利基础上最

大效益地利用区域资源ꎬ为贸易投资创造有利条件ꎬ以逐步实现货物、资本、
服务和技术的自由流动”ꎮ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ꎬ中国与成员国的双边贸易额从 ２００１ 年 １２２ 亿美

元起步ꎬ短短两年间增至 １９８ 亿美元ꎬ增幅高达 ６２ ３％ ꎬ实现了区域经济合作

的良好开端ꎮ

图 １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３ 年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双边贸易额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总署:«海关统计»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３ 年第 １２ 期ꎮ

(二)快速发展阶段(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７ 年)
自 ２００４ 年以来ꎬ六国按照«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

确定的合作方向ꎬ重点推进能源、交通、电信和农业领域的务实合作ꎮ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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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ꎬ在上合组织成员国总理会议机制下设立了多个部长级会议机制和工作

组ꎬ在政府合作机制框架外增设了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和实业家委员会等

机构ꎬ负责协调相关领域具体合作事项ꎮ ２０１４ 年ꎬ成员国签署了«上海合

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ꎬ为上合组织运输便利化

开辟了新起点ꎮ
２０１３ 年ꎬ中方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后ꎬ上合组织国家

积极回应并主动对接发展规划ꎬ相继商签了«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

“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对接合作规划»和«中哈产能合作规划»等一系

列对接合作文件ꎬ各方大力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ꎬ开展境

外经贸合作园区建设ꎬ推动了中哈原油管道、中俄原油管道和中国—中亚

天然气管道等大型跨国能源项目建设ꎬ极大地带动了区域整体和各成员

国经济发展ꎮ

图 ２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７ 年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双边贸易额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总署:«海关统计»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２ 期ꎮ

图 ２ 显示ꎬ２０１４ 年中国与成员国的贸易额达到 １ ２９８ 亿美元ꎬ创历史最

好水平ꎬ较 ２００４ 年的 ２７０ 亿美元增长 ４ ８ 倍ꎬ较 ２００１ 年的 １２２ 亿美元增长近

１１ 倍ꎬ合作成效异常显著ꎮ ２０１５ 年后ꎬ受区域内外多重因素影响ꎬ中国与成

员国贸易额有所下滑ꎬ但仍保持了相对较高发展水平ꎮ
图 ３ 显示ꎬ２０１７ 年ꎬ以上合组织扩员之年为界ꎬ成员国的 ＧＤＰ 总和达到

１４ ０６８ ７ 万亿美元ꎬ较 ２００１ 年的 １ ５０２ 万亿美元增长近 １０ 倍ꎮ
图 ４ 显示ꎬ２０１７ 年中、俄、哈、吉、塔、乌六国人均 ＧＤＰ 较 ２００１ 年分别增

长 ８ 倍、５ 倍、６ 倍、３ ７ 倍、４ ８ 倍和 ３ ３ 倍ꎬ均高于同期世界人均 ＧＤＰ １ ８３
倍的增幅ꎮ 区域经济合作成就有目共睹ꎬ极大地提升了上合组织的国际影响

力和吸引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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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３　 　 　 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１７ 年上合组织成员国 ＧＤＰ 和贸易额比较(单位:万亿美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网站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ꎻ世界贸易组织网站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ｔｏ ｏｒｇ

图 ４ 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１７ 年上合组织成员国人均 ＧＤＰ 对比图 (单位:万美元)

资料来源:排名网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ａｉｍｉｎｇｗａｎｇ ｎｅｔ / ｃａｉｊｉｎｇ / ｊｉｎｇｊｉ / ２０２０ － ０６ － ２８ / １７２ ｈｔｍｌ

(三)巩固提升阶段(２０１８ 年至今)
２０１８ 年ꎬ在中国青岛市举办了上合组织扩员后首次峰会ꎬ标志着上合组

织区域经济合作进入“八仙过海”的新阶段ꎮ 伴随扩员ꎬ区域整体经济规模明

显扩大ꎮ 图 ５ 显示ꎬ２０１８ 年中国与成员国贸易额达到 ２ ５５０ 亿美元ꎮ ２０１９ 年

小幅攀升至 ２ ５８８ 亿美元ꎮ
在青岛峰会上发布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关于贸易便利化的联合

声明»ꎬ翻开上合组织区域经济合作新篇章ꎮ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ꎬ上合组织成员国

经贸部长第 １８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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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要»和其他一系列合作文件ꎬ标志着区域经济合作驶入快车道ꎮ 扩员后ꎬ区
域经济合作的多边特点更加突出ꎮ

图 ５ 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９ 年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双边贸易额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总署:«海关统计»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２ 期ꎮ

２０２０ 年年初以来ꎬ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ꎬ引发经济衰退ꎮ
为了防疫ꎬ各国政府相继采取封城措施ꎬ限制人员往来ꎬ导致全球供应链中

断ꎬ投资项目迟滞ꎬ区域经济合作受阻ꎮ 据中国海关统计ꎬ２０２０ 年 １ ~ ９ 月ꎬ中
国与成员国的双边贸易额同比下降 ７ ６％ ꎮ 与此同时ꎬ随着成员国的增加ꎬ利
益协调难度加大ꎬ上合组织在区域贸易自由化方面合作进展缓慢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ꎬ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 １５ 个国家共同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ＲＣＥＰ)ꎬ形成了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ꎬ涵盖全球 １ / ３ 人口ꎬ
ＧＤＰ 总量超过 ２５ 万亿美元ꎬ对上合组织未来的发展既提供了借鉴ꎬ也构成了

挑战ꎬ上合组织区域经济合作面临新抉择ꎮ

二　 上合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的法律基础不断巩固

自 ２００１ 年成立以来ꎬ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之间签署了一系列合作文件ꎬ
不断夯实合作的法律基础ꎬ为区域经济合作的稳定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法

律保障ꎮ
在区域经济合作总体框架内ꎬ２００１ 年 ９ 月ꎬ六国签署了第一份区域经济

合作文件ꎬ即«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关于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目标和

方向及启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进程的备忘录»ꎬ将贸易投资便利化确定为区

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方向ꎮ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ꎬ六国政府签署了区域经济合作的一份

纲领性文件«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ꎬ明确了 ２０２０ 年前区

域经济合作“三步走”的发展目标ꎮ 时隔 １６ 年ꎬ在上合组织首次扩员后ꎬ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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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９ 月ꎬ八个成员国签署了新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ꎬ
这成为 ２０２０ ~ ２０３５ 年区域经济合作新的纲领性指导文件ꎮ 根据纲要确定的

方向ꎬ成员国将大力推动贸易投资、交通物流、旅游、农业、工业、能源、信息通

信技术、区域发展、科技和生态环保等领域的合作ꎮ 除上述重点文件外ꎬ成员

国还相继签署了一系列经贸合作文件ꎬ助力合作稳步发展(见表 １)ꎮ

表 １ 　 　 　 　 截至 ２０２０ 年上合组织成员国签署的部分经贸合作文件

签署时间 合作领域 文件名称

２００５ 年 金融、企业合作
«上海合作组织银行间合作(联合体)协议»和
«上海合作组织实业家委员会理事会首次会
议纪要»

２００６ 年 教育服务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教育合作协定»

２００７ 年 文化服务、贸易便利化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
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海关合作和互
助协定»

２０１０ 年 农业合作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农业合作协定»

２０１１ 年 卫生健康、金融合作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卫生合作协定»和
«上海合作组织银联体中期发展战略(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２ 年 知识产权合作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海关关于加强知识产
权保护合作备忘录»

２０１３ 年 金融合作、科技合作

«关于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和上海合
作组织发展基金(专门账户)下一步工作的决
议»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科技合作
协定»

２０１４ 年 海关合作、运输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海关关于发展应用风
险管理系统合作的备忘录»、«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国海关执法合作议定书»和«上海合作组
织成员国政府间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

２０１５ 年 区域经济合作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关于
区域经济合作的声明»

２０１６ 年 旅游合作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旅游合作发展纲要»

２０１８ 年
贸易便利化、农业合作、
环保合作和中小企业合
作等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关于贸易便利化的
联合声明»、«上海合作组织经贸部门间促进中
小企业合作谅解备忘录»、«上海合作组织成员
国环保合作构想»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粮
食安全合作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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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签署时间 合作领域 文件名称

２０１９ 年
地方合作、海关合作、体
育服务和媒体合作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地方合作发展纲要»、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海关关于过境系统一
体化合作的备忘录»、«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主管部门间体育领域合作协议»和«上海合作
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媒体合作协议»

２０２０ 年

抗疫、支持多边贸易体
制、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知识产权合作和偏远落
后地区扶贫发展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措施声明»、«支持多边贸
易体制声明»、«促进中小微企业合作备忘录
落实行动计划»、 «知识产权 合 作 框 架»、
«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５ 年多边经贸合作纲要落实行动
计划»和«数字化时代发展偏远和农村地区合
作构想»

资料来源:根据历次上合组织成员国总理会议联合公报整理ꎮ

除上述文件外ꎬ成员国还联合编制了多领域发展规划ꎬ如«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国公路发展规划»、«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服务贸易合作框架»、«上海合

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建立和运行交通运输一体化管理系统协定»和«上海合

作组织铁路合作构想»等ꎬ为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打造互利共赢的合作典范

提供了重要法律支撑ꎮ

三　 上合组织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不断完善

上合组织成员国总理会议是区域经济合作最重要的政府间合作机制ꎬ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已举办 １９ 次会议ꎮ 此外ꎬ随着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ꎬ各领域

相继建立了部长级会议机制ꎬ形成了全面而又完善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

体系ꎮ
上合组织成员国总理会议机制下设若干部长级会议机制ꎬ包括经贸

部长会议机制、农业部长会议机制、科技部长会议机制、环保部长会议机

制、交通部长会议机制、文化部长会议机制、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机

制、旅游部长会议机制、教育部长会议机制等ꎮ 此外ꎬ还设立了 １ 个经贸

高官会和 ６ 个专业工作组ꎬ分别为贸易便利化工作组、投资促进工作组、
电子商务工作组、过境潜力工作组、海关合作工作组和信息通信工作组ꎬ
推进相关领域合作ꎮ 在政府合作机制框架外增设了 ３ 个非政府合作机

制ꎬ即银行联合体、实业家委员会和经济智库联盟ꎬ１ 个金融机构ꎬ即中

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ꎮ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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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６ 上合组织架构图

资料来源:新浪网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ꎬ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３１ 日ꎮ

银行联合体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ꎬ其成员行包括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俄罗斯对

外经济银行国家开发集团公司、哈萨克斯坦开发银行股份公司、吉尔吉斯斯

坦“ＲＳＫ”银行、塔吉克斯坦国家储蓄银行(阿莫纳特银行)、乌兹别克斯坦国

家对外经济活动银行、印度基础设施金融公司和巴基斯坦哈比银行有限责任

公司ꎮ
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于 ２００６ 年成立ꎬ由各成员国实业家委员会组成ꎬ

旨在推动成员国企业开展经贸、金融信贷、科技、能源、交通、通信和农业等领

域的务实合作ꎮ 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的中方牵头单位是中国贸促会ꎮ
上合组织经济智库联盟成立于 ２０１９ 年ꎬ由各成员国的权威经济智库代

表单位组成ꎬ中方智库代表单位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ꎮ
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ꎬ旨在全力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ꎬ深化上合

组织区域经济合作ꎬ促进区域内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密切合作ꎬ推动“丝绸

之路经济带”建设ꎬ提升中国与欧亚地区国家经济合作水平ꎬ２０１４ 年 ９ 月正

式启动ꎮ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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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区域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化ꎬ地方合作逐渐为各方所关注并成为新的

合作方向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ꎬ上合组织成员国第一届地方领导人论坛以视

频方式举行ꎬ标志着地方合作机制正式运行ꎮ
上合组织成员国总理会议由各方每年轮流举办ꎬ相关部长级会议、高官

会和工作组会议也按时举行ꎬ负责商议各领域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

建议及解决方案ꎮ

四　 区域货物贸易快速增长

上合组织成员国在政治安全领域的合作为推动区域贸易发展提供了重

要保障ꎮ 自 ２００１ 年以来ꎬ得益于各方的共同努力ꎬ无论区域整体贸易规模ꎬ
还是中国与成员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均保持快速发展态势ꎬ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成就ꎮ
(一)区域贸易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ꎬ２０１７ 年ꎬ上合组织首次扩员之前区域贸易总

额为 ４ ８ 万亿美元ꎬ较 ２００１ 年的 ０ ６７ 万亿美元增长 ７ 倍以上ꎬ合作成效突

出ꎮ 据中国海关统计ꎬ２０１１ 年ꎬ中国与上合组织五个成员国的贸易额首次突

破 １ ０００ 亿美元ꎬ达到 １ １３４ 亿美元ꎬ此后连续 ４ 年均保持在 １ ０００ 亿美元以

上ꎬ２０１４ 年达到 １ ２９８ 亿美元ꎬ为历史最好水平ꎮ 扩员后ꎬ中国与七个成员国

的双边贸易额突破 ２ ０００ 亿美元ꎬ２０１９ 年再创新高ꎬ达到 ２ ５８８ 亿美元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年底ꎬ中国是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印度和巴基斯坦的

第一大贸易伙伴国ꎬ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国ꎬ中国已连

续 ９ 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ꎬ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日益密切ꎮ
(二)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互补性不断增强

在中国与成员国的双边贸易中ꎬ中方主要出口机电产品和轻纺服装产

品ꎻ进口则以能源、矿产、农产品和木材为主ꎬ贸易互补性很强ꎮ
从进口商品结构来看ꎬ截至 ２０１９ 年年底ꎬ俄罗斯是中方第一大原油、电

力进口来源国和第四大煤炭进口来源国ꎮ ２０１９ 年ꎬ中方自上合组织国家(主
要是俄罗斯和中亚国家)进口原油占全国原油进口总量的 １５％ ~ ２０％ ꎬ天然

气占全国进口总量约 １ / ３ꎮ 表 ２ 显示ꎬ２０１９ 年ꎬ石油、天然气、黑色和有色金

属成为中方自哈萨克斯坦进口的主要商品ꎮ 此外ꎬ中方自印度主要进口矿产

品、化工品、金属制品和农产品ꎬ自巴基斯坦进口木材、农产品、棉纱、谷物、矿
砂和纺织原料等初级产品ꎮ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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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２０１９ 年中国自部分上合组织成员国进口商品结构( ％)

国别 农产品 矿产品 化工品 纺织品 机电产品 金属制品 木材 其他

俄罗斯 ５ ９ ７３ ６ ２ ３ — — ７ １ ８ ７ ２ ４

哈萨克斯坦 ４ １ ４９ ５ ９ ５ — — ３６ ３ — ０ ３

巴基斯坦 ２６ ３ １１ ５ ０ ２ ２５ ３ — — ３１ ５ ５ ２

印度 １３ ０ ２１ ３ ２０ １ ９ ０ ９ ７ １４ ８ ０ ９ １１ ３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总署:«海关统计»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２ 期ꎮ

从出口商品结构来看ꎬ表 ３ 显示ꎬ２０１９ 年ꎬ纺织品和机电产品成为中方对

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出口的大宗商品ꎬ占出口比重分别达到 ４８ ５％ 和

４９ ５％ ꎮ 在中方对印度的出口商品结构中机电产品占比为 ４６％ ꎬ对巴基斯坦

出口中机电产品也成为大宗商品ꎬ占比超过 １ / ３ꎮ

表 ３ ２０１９ 年中国对部分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商品结构( ％)

国别 农产品 化工品 纺织品 机电产品 金属制品 其他

俄罗斯 ３ ７ ４ ８ １０ ８ ３７ ７ ７ ８ ３５ ２

哈萨克斯坦 ２ ０ ３ ２ ２５ ５ ２４ ０ ８ ４ ３７ ６

巴基斯坦 ２ １ １１ ８ ２３ ３ ３４ ３ １１ １ １７ ３

印度 ０ ４ １７ ２ ６ １ ４６ ０ ８ ４ ２１ ８

资料来源:同表 ２ꎮ

农产品成为区域贸易新的增长点ꎮ 近年来ꎬ中方大力推动自上合组织国家

的农产品市场准入ꎬ扩大自俄罗斯进口冷冻禽肉、乳品、大麦和饲料ꎬ自哈萨克

斯坦进口玉米、大麦和亚麻籽ꎬ自乌兹别克斯坦进口绿豆、樱桃、甜瓜和蜂蜜ꎬ自
吉尔吉斯斯坦进口蜂蜜和樱桃ꎬ自塔吉克斯坦进口樱桃和柠檬等ꎮ 据中国海关

统计ꎬ２０１９ 年中方自俄罗斯进口农产品达到 ３６ 亿美元ꎬ同比增长 １２ １％ꎮ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ꎬ中方首批进口俄罗斯产牛肉 ２００ 万吨①ꎬ自 ２０２０ 年秋季起中方允许自

俄罗斯进口奶粉②ꎮ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０ 年度哈萨克斯坦计划对华出口粮食和面粉

５０ 万吨ꎬ同比增长 ４７ ２３％ ③ꎬ农产品贸易不仅丰富了区域贸易商品结构ꎬ而

—５２—

①

②

③

«俄罗斯牛肉来了ꎬ２０２０ 年计划出口 １ 万吨»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ｒａｄｅｉｎｖｅｓｔ ｃｎꎬ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３ 日ꎮ
«俄 ２０２０ 年秋季起将可以开始对华出口奶粉»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ꎬ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９ 日ꎮ
«哈萨克斯坦计划本年度对华出口粮食 ５０ 万吨»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ꎬ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ꎮ



欧亚经济 / 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

且提升了各国人民的生活质量ꎬ使百姓从区域经济合作中有更多获得感ꎮ
(三)跨境电商稳步发展

跨境电商作为一种新的贸易方式在区域内得到快速发展ꎬ在抗疫背景下

发挥了独特作用ꎮ 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速卖通”连续多年成为俄罗斯百姓

海外网购的首选平台ꎬ占俄罗斯跨境电商市场的半壁江山ꎬ发展前景可观ꎮ
目前ꎬ俄罗斯已有 １ 万家企业在“速卖通”上注册①ꎬ面向中国市场销售俄罗

斯产品ꎮ ２０２０ 年预计哈萨克斯坦 ５０ 家企业②在阿里巴巴电商平台注册ꎬ推动

中哈两国跨境电商发展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ꎬ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举行主题为

“塔什干—上海:电子商务的前景”的“丝路电商”交流对接会ꎬ中乌两国企业通

过阿里巴巴电商平台签署了价值３００ 万美元的糖果供应合同ꎮ ２０２０ 年１０ 月２３
日ꎬ陕西省杨凌市举办了“第 ２７ 届农高会跨境电商产业论坛”ꎬ计划利用“杨凌

农科”农产品跨境电商基地和交易平台ꎬ构建联通全国、辐射上合组织国家的农

产品电子商务网络ꎬ扩大区域农产品贸易规模ꎬ丰富贸易品种ꎮ

五　 区域服务贸易亮点纷呈

在共建“一带一路”的推动下区域服务贸易实现了跨越式发展ꎬ跨境运输、
旅游、教育、医疗和金融服务成为区域服务贸易的新增长点ꎬ发展潜力较大ꎮ

(一)跨境运输快速攀升

作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标志性项目ꎬ中欧班列实现了飞速发展ꎮ ２０２０
年以来ꎬ在抗疫背景下中欧班列异军突起ꎬ成为支撑亚欧大陆贸易往来的战略

通道ꎬ发挥了抗疫国际运输大动脉的作用ꎮ 据中方统计ꎬ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ꎬ中欧班列开行 １ ０１８ 万列ꎬ再创历史新高ꎬ运送货物 ９２ ７ 万标箱ꎬ同比增长

５４％③ꎬ连接了欧洲 ２１ 个国家的 ９２ 座城市ꎬ有力保障了疫情期间国际供应链的

安全稳定ꎮ 上合组织大部分成员国位于中欧班列沿线ꎬ中欧班列运输保障各国

进出口贸易通道ꎬ也为各国增加了跨境运输服务收益ꎬ成员国成为最大受益者ꎮ
跨境公路运输成为新增长点ꎮ 国际公路运输系统(ＴＩＲ)发挥灵活、便捷

—６２—

①

②

③

На "ＡｌｉＥｘｐｒｅｓｓ Россия" и Ｔｍａｌｌ работают более １０ тысяч продавцов из РФ
ｈｔｔｐｓ: / / ｒｉａ ｒｕ / ２０２００３０４ / １５６８１３２６８４ ｈｔｍｌ

«明年 １ 月将有 ５０ 家哈萨克斯坦企业入驻阿里巴巴平台»ꎬｈｔｔｐ: / / ｍ ｃｉｆｎｅｗｓ
ｃｏｍ / ꎬ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ꎮ

«中欧班列今年开行已超万列 再创新纪录»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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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门到门”运输优势ꎬ为上合组织国家运送急需的各类物资ꎬ助力各国复工

复产ꎬ成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亮点ꎮ 截至目前中国已全境开放国际公路

运输系统ꎬ境外延伸至 ２７ 个国家ꎮ 国际公路运输系统还开启了中欧班列中

吉乌公铁联运新模式ꎬ兰州—新疆喀什—伊尔克什坦(中吉边境口岸)—奥什

(吉尔吉斯斯坦)—塔什干(乌兹别克斯坦)ꎬ全程运输约 ７ ~ １０ 天ꎬ较此前节

约 ５ 天时间ꎮ 这种铁路—公路—铁路运输方式创新了“一带一路”多式联运模

式ꎬ增加了中吉乌公路的货运量ꎬ为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国际道路

运输便利化协定»作出示范ꎬ拥有良好发展前景ꎮ
跨境能源运输成效突出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年底ꎬ中哈原油管道累计输送原

油超 １ ３ 亿吨①ꎬ中俄原油管线一线输油量已突破亿吨ꎬ二线工程也已正式投

入运营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底ꎬ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已累计输送天然气

３ １６０亿立方米②ꎬ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已投产通气ꎬ最终将达每年 ３８０ 亿立

方米ꎬ累计供气 ３０ 年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底ꎬ中俄两国共同建设的第一条跨

国输电线路累计自俄购电突破 ２８７ 亿千瓦时ꎬ为中方边境地区经济发展提供

了清洁能源ꎬ也密切了中俄边境地区的经贸合作往来ꎮ
(二)旅游合作蓬勃发展

上合组织国家旅游资源丰富ꎬ地理毗邻ꎬ为发展旅游服务提供了良好条

件ꎮ 近年来ꎬ成员国之间大力推动旅游免签政策或签证便利化措施ꎬ促进了

区域旅游服务贸易的快速增长ꎮ ２０１２ 年中俄两国签署了团队游互免签证协

议ꎬ带动了中俄旅游服务的发展ꎮ ２０１９ 年中国赴俄游客数量达到 １３０ 万人

次ꎬ俄罗斯赴华游客数量达到 ６５ ５ 万人次ꎬ同比增长 ２２％ ③ꎮ 自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起ꎬ乌兹别克斯坦实施旅游电子签证ꎬ便利了中国游客赴乌旅游ꎬ２０１９ 年赴乌

中方游客的数量达到 ５ ４ 万人次④ꎮ 自 ２０２０ 年起ꎬ乌方对中国游客实行 ７ 天

免签政策ꎬ成为中亚第一个对中国实行免签的国家ꎬ中乌两国旅游合作有望

进一步扩大ꎮ 继印度政府对中国公民实施电子签证政策以来ꎬ２０１９ 年赴印度

—７２—

①

②

③

④

«２０１９ 年中哈原油管道向国内输送原油超 １ ０８８ 万吨»ꎬ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ｒｏｌｌ / ２０２０ － ０１ － ０９

«中亚天然气管道上半年向中国输气超 １９０ 亿立方米»ꎬ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ｃｎｐｃ ｃｏｍ ｃｎ /
ｓｙｓｔｅｍ /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２９ /

«２０１９ 年中国赴俄游客数量达到 １３０ 万人»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ꎬ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ꎮ
«专访:免签政策将吸引更多中国游客———访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旅游发展委员会

副主任阿扎莫夫»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ꎬ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２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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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游客数量同比增长 ７０％ ꎮ
(三)教育服务持续增长

在“一带一路”人文交流的带动下ꎬ中国与上合组织国家积极开展人才联

合培养ꎬ支持搭建校际合作平台ꎬ教育服务逐渐拓展ꎮ 上合组织大学成立 １２
年来ꎬ成员院校由 ５３ 所增至 ８２ 所ꎬ专业方向覆盖区域学、能源学、生态学、纳
米技术、信息技术、教育学和经济学ꎬ人才培养层次逐渐由硕士研究生扩大至

本科生、博士生层面ꎬ并拓展到教学与科研合作ꎬ成为集教育、教学、科研全方

位合作为一体的多边教育合作创新平台ꎮ 此外ꎬ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双边教育

合作快速发展ꎮ ２０１９ 年ꎬ中国赴俄留学生超 ２ ４ 万人ꎬ同比增长 ２３ ６％ ①ꎬ中
国成为俄罗斯在独联体以外地区的第一大留学生来源地ꎬ在华的俄籍留学生

已超 １ ８ 万人ꎬ俄罗斯成为中国的第五大留学生来源国ꎮ 首家中俄合办高

校———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创立ꎬ成为区域教育合作的示范ꎮ 迄今ꎬ中哈互

派留学生总人数 １ ５ 万余人②ꎬ再创新高ꎮ 印度也成为中国十大留学生来源

国之一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ꎬ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

２０ 次会议上宣布ꎬ“在未来 ３ 年为各方提供 ６００ 名青年交流名额”ꎬ为扩大上

合组织的教育交流与服务提供了有力支撑ꎮ
(四)金融服务不断创新

金融合作是上合组织经贸合作的重点领域ꎮ 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成立 １５
年来ꎬ在高层政策对话、项目推动、人员交流培训、组织机制建设及国家合作等

方面成绩斐然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ꎬ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累计向成员国发放贷款

超过 １ ０００ 亿美元ꎬ并于 ２０１８ 年在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框架内设立 ３００ 亿元人

民币等值专项贷款ꎬ是贷款规模最大、最活跃的成员行③ꎮ
本币互换和本币结算成为区域金融合作的重要方向ꎮ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ꎬ中国人民银行与乌兹别克斯坦中央银行签署了金额为 ７ 亿元人民币的双

边本币互换协议ꎬ旨在加强双边金融合作ꎬ促进两国贸易和投资④ꎮ ２０１１ 年

—８２—

①

②

③

④

«２０１９ 年俄罗斯中国留学生人数同比增长近 ２５％ »ꎬｈｔｔｐ: / / ｓｐｕｔｎｉｋｎｅｗｓ ｃｎꎬ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０ 日ꎮ

«中国驻哈大使张霄:２０１９ 年在中哈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ꎬ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１ 日ꎮ

«中国国开行向上合组织成员国发放贷款超千亿美元»ꎬ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ꎬ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６ 日ꎮ

«中乌签署 ７ 亿元人民币双边本币互换协议»ꎬｈｔｔｐｓ: / / ｍｏｎｅｙ １６３ ｃｏｍ / ꎬ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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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月ꎬ中国人民银行与巴基斯坦国家银行签署了中巴双边本币互换协议ꎬ互
换规模为 １００ 亿元人民币 / １ ４００ 亿卢比①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ꎬ中国人民银

行与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签署了规模为 １ ５００ 亿元人民币 / ８ １５０ 亿卢布的双

边本币互换协议②ꎬ旨在便利双边贸易与直接投资ꎬ促进两国经济发展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ꎬ中国人民银行与哈萨克斯坦央行达成 ７０ 亿元人民币双边货币互换

协议③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ꎬ中国与塔吉克斯坦之间的本币跨境结算正式启

动ꎬ两国企业、个人及银行可以使用本币和对方国家货币开展金融结算往来ꎮ
金融机构之间建立了密切合作关系ꎮ 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自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运行以来ꎬ与中国金融机构建立了广泛合作关系ꎮ 该中心与中国证监会

和中国银保监会签署了监管备忘录ꎬ还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丝路基金、中国国

家开发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信银行、中信证券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ꎬ在哈尔滨市成立了中俄金融联盟ꎬ由 ４９ 家中俄金融机构(中
方 ２４ 家ꎬ俄方 ２５ 家)组成了非营利性、开放式跨境金融合作组织ꎮ 哈尔滨银

行作为牵头行联合多家城市商业银行同俄罗斯对外经济银行签署总金额 １００
亿元人民币的同业间银团授信协议ꎬ以支持中俄两国经贸往来、金融合作并

推进本币结算ꎮ
探索新的金融合作模式ꎮ ２０１７ 年ꎬ俄罗斯铝业联合公司成功完成首期熊

猫债券发行ꎬ发行规模 １０ 亿元人民币④ꎬ成为俄罗斯企业在中国资本市场融

资的有益尝试ꎮ 中哈签署«关于设立中哈农业发展基金的框架协议»并设立总

额为 ２０ 亿美元的中哈产能合作基金ꎬ为拓展两国农业合作和产能合作提供资

金支持ꎮ 乌兹别克斯坦全国统一结算中心同中国银联国际支付系统与乌银行

间支付系统联通ꎬ为中国与中亚五国在支付结算领域合作开辟了先河ꎮ
(五)医疗服务加速拓展

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内医疗服务成为区域服务贸易的新领域ꎮ ２０１６
年ꎬ中国新疆乌鲁木齐市建立了跨境远程医疗服务平台ꎬ涵盖中、英、俄、阿四

—９２—

①

②

③

④

«中国巴基斯坦签署 １００ 亿元双边本币互换协议»ꎬ«第一财经日报»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ꎮ

«中俄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规模 １ ５００ 亿元人民币»ꎬｈｔｔｐｓ: / / ｍｏｎｅｙ １６３
ｃｏｍ / ꎬ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ꎮ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达成双边货币互换协议»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ꎬ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ꎮ

李丹丹:«首单“一带一路”熊猫债发行　 金额 １０ 亿元人民币»ꎬ«上海证券报»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８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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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语言ꎬ支持跨境多方开展病历会诊、影像会诊、远程教育和健康服务等核心

业务ꎮ 该平台与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的优质医疗资源实现互通共享ꎬ并连

接境外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和巴基斯坦等周边 ８ 个国家ꎬ共计

９０ 多所医院ꎬ形成跨境 ９ 个国家 １００ 多家医院组成的云医院集群网络ꎬ实现

了医疗信息共享和优质医疗资源互动ꎬ帮助周边国家提高医疗水平ꎮ 该平台

以线上带动线下ꎬ确定了每日接诊 １００ 名外籍患者的医疗服务目标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底ꎬ已累计接待外籍患者就诊近两万人次①ꎮ ２０１８ 年ꎬ中医药中俄

创新合作联盟正式成立ꎬ联盟成员单位共 ３０ 家ꎬ其中中方机构 １６ 家ꎬ俄方机

构 １４ 家ꎬ联盟旨在加强两国之间的中医药交流ꎬ让中医药更好地服务于俄罗

斯民众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ꎬ中国四川省与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签署合作备忘

录ꎬ开启省州中医药合作进程ꎮ
２０２０ 年以来ꎬ在抗疫背景下医疗合作成为区域合作的重点领域ꎮ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ꎬ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印度等国政府卫生主管部门签署了传统医药

领域的合作谅解备忘录ꎮ 此外ꎬ中方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和尼泊尔等国开展了中医药中心的建设工作ꎬ以提升传统医学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作用ꎬ增强各国的抗疫能力ꎮ

六　 区域投资成效显著

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带动下ꎬ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极大促进了

区域投资的发展ꎮ 区域投资规模迅速扩大ꎬ投资结构更加优化ꎬ实施一批大

型投资项目ꎬ为深化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强有力支撑ꎮ
(一)中国对成员国投资规模快速增长

从投资存量看ꎬ截至 ２０１９ 年年底ꎬ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非金融类直接

投资累计 ３５２ １ 亿美元ꎬ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 １ ６％ ꎮ 在中方非金融

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前 ２０ 个国家中ꎬ俄罗斯位居第 １３ 位ꎬ哈萨克斯坦位列

第 ２０ 位ꎮ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ꎬ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底ꎬ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

各类投资累计 ８５０ 亿美元ꎮ 中方成为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巴基斯坦

的第一大投资来源国ꎬ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二大投资来源国ꎬ哈萨克斯坦的第

四大投资来源国ꎮ

—０３—

① «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医疗服务中心为周边国家患者提供医疗服务»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ꎬ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１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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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７ 截至 ２０１９ 年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直接投资存量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２０１９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二)区域投资结构趋于优化

２０１３ 年以前ꎬ中方对成员国的投资集中在油气、炼化、电力、矿产、林业、
农业和纺织等资源性行业ꎮ ２０１３ 年后ꎬ在共建“一带一路”的推动下ꎬ大力开

展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ꎬ建材、汽车、家电组装等加工制造型项目逐渐增

多ꎬ投资结构更加多元化ꎬ由此带动了各国产业转型升级ꎮ 一批境外经贸产

业园区成为投资热点ꎮ 迄今ꎬ中方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建设了 ３７ 个境外经贸

合作区ꎬ其中 ７ 个为国家级园区ꎬ分布在农业、制造业和能源领域ꎬ形成了良

好的产业聚集效应ꎮ

表 ４ 　 　 中方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建设的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园区

国别 园区 产业

俄罗斯 乌苏里斯克经贸区 加工制造

俄罗斯 滨海边疆区现代农业产业合作区 农业产业

俄罗斯 托木斯克木材工贸合作区 资源利用

俄罗斯 龙跃林业经贸合作区 资源利用

乌兹别克斯坦 鹏盛工业园 加工制造

吉尔吉斯斯坦 亚洲之星农业产业合作区 农业畜牧业

巴基斯坦 海尔—鲁巴经济区 加工制造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业务统计ꎮ

(三)推动实施了一批战略性及基础设施大型项目

２０ 年间ꎬ成员国围绕区域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和产能合作落实了一批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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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投资项目ꎬ极大带动了区域经济发展并改善了各国民生ꎮ 在能源领域建

设了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ꎬ全长约 １ 万公里ꎬ３０ 年运营期内每年从中亚地

区向中国输送约 ３００ 亿立方米的天然气ꎮ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ꎬ全长约６ ３７１
公里ꎬ３０ 年合同期内输送天然气达到每年 ３８０ 亿立方米ꎮ 中方参与俄罗斯亚

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建设ꎬ“中石油”持股 ２０％ 、丝路基金持股 ９ ９％ ꎬ项目总

价值 ２７０ 亿美元ꎮ 在基础设施领域中方投资建设了吉尔吉斯斯坦南北公路、
达特卡—克明输变电线、乌兹别克斯坦安格连—帕普铁路隧道、塔吉克斯坦

杜尚别电站项目等ꎮ 在产能合作领域ꎬ２００６ 年青岛海尔集团在巴基斯坦建设

了巴基斯坦海尔—鲁巴经济区ꎬ这是中国在境外正式挂牌的首个经济贸易合

作区ꎬ园区总投资约 ２ ５ 亿美元ꎬ以家电产品生产为主ꎬ最终形成品牌家电产

业集群ꎮ 时隔 １０ 年ꎬ２０１６ 年青岛海尔集团在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建设海

尔冰箱厂ꎬ目前ꎬ海尔多门冰箱在俄罗斯市场的占有率超过 ５５％ ꎬ稳居第一

位ꎮ 中国长城汽车集团在俄罗斯图拉州投资 ５ 亿美元建设世界级汽车制造

厂ꎬ２０１９ 年 ６ 月正式竣工ꎬ每年生产汽车 １５ 万辆ꎬ成为中国汽车行业进军俄

罗斯市场的首家公司ꎮ 此外ꎬ２０２０ 年年初以来ꎬ在新冠肺炎疫情依然蔓延的

形势下ꎬ中方企业坚持推进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阿穆尔天然气化工项目、乌兹

别克斯坦的聚氯乙烯厂、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炼油厂以及塔吉克斯坦议会大

厦和政府办公楼等项目建设ꎬ为各国复工复产作出了积极贡献ꎮ

七　 地方合作潜力凸显

上合组织成员国地理上相互毗邻ꎬ拓展边境地方合作具有得天独厚的条

件ꎮ 伴随经贸合作的不断深化ꎬ地方合作成为新的增长点ꎮ
(一)上合组织成员国地方合作的基本方向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ꎬ上合组织成员国第一届地方领导人论坛以视频方式

举行ꎬ中方提出了未来拓展地方合作的四个方向:一是加强区域发展战略和

政策对接ꎬ推进重点项目合作ꎻ二是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和服务能力ꎬ维护产

业链、供应链稳定顺畅ꎻ三是共同优化营商环境ꎬ加大对企业和项目的扶持保

护力度ꎻ四是推动农业经济技术合作、农产品贸易和减贫能力建设ꎬ促进包

容、可持续发展ꎮ 各方赞同中方的倡议ꎬ并决定将重点推动贸易、投资、工业、
农业、交通基础设施、科技创新和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合作ꎮ

(二)创新地方合作模式

为了推进地方合作ꎬ中方相继在新疆霍尔果斯口岸、陕西省杨凌市、山东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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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青岛市、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和上海市等地建立了不同行业、不同类

型的地方合作示范基地ꎬ成效初显ꎮ
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建立在中哈两国的霍尔果斯口岸ꎬ这是

中国首个跨境经济合作区ꎬ也是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地方合作新典范ꎮ 中心实

行封闭式管理ꎬ主要功能包括贸易洽谈、商品展示和销售、仓储运输、宾馆饭

店、商业服务设施和金融服务等ꎮ 中哈两国公民和第三国公民无须签证即可

凭护照或出入境通行证等有效证件出入中心ꎬ开展商贸洽谈和商品交易

活动ꎮ
陕西省杨凌示范基地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ꎬ上合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

示范基地在陕西省杨凌市揭牌ꎬ这是迄今为数不多、成员国之间协商一致、达
成共识的多边合作平台ꎮ 这个平台将推动各成员国之间农业科研交流合作、
现代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培训、国际农业产业园区建设ꎬ促进区域内农产品贸

易、农业生产技术合作的发展ꎬ为落实«数字化时代发展偏远和农村地区合作

构想»作出示范ꎮ
中国—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青岛)在 ２０１８ 年筹建ꎮ 园区将打

造“五大中心”ꎬ即国际物流中心、现代贸易中心、双向投资合作中心、商旅文

化交流中心和海洋合作中心ꎮ 示范区将探索采用市场化运行模式拓展地方

经贸合作的新路径ꎮ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建设中印医药产业园ꎮ 产业园 ２０１９ 年筹建ꎬ

防城港市在全域打造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ꎬ在试验区内建设国际医药制造城

和国际医疗康养城ꎬ为印度企业和中国企业提供医药与医疗合作新平台ꎮ
中国—上合组织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０ 日在上海政

法学院奠基揭牌ꎬ２０１７ 年已经全面建成ꎮ 该基地为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司法、
执法部门官员以及律师、反恐、维稳界人士提供业务交流服务ꎬ此外ꎬ还将建

设欧亚安全研究、上合组织研究以及“一带一路”研究等方面的理论和外交

智库ꎮ

八　 上合组织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前景

历经 ２０ 年发展ꎬ上合组织区域经济合作步入新阶段ꎮ 在新冠肺炎疫情

背景下深化区域经济合作、助力各国抗疫成为各方的共同诉求ꎮ 着眼于未来

发展ꎬ各国应秉持求同存异的理念ꎬ共谋发展ꎬ重点拓展以下领域合作ꎬ为构

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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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员国应进一步扩大市场开放

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元首第 ２０ 次峰会上再次强调ꎬ“坚定不移奉行互

利共赢的开放战略ꎬ从世界汲取发展动力”ꎬ为此ꎬ中方大力推动并参与亚太

区域经济合作并取得了实际成效ꎮ 进一步扩大市场开放是未来上合组织区

域经济合作面临的艰巨任务ꎮ ２０ 年来ꎬ各国市场开放进展依然缓慢ꎬ已严重

制约区域经济合作进程ꎮ

表 ５ 上合组织部分成员国市场开放度指标 (单位:名次)

国别 贸易促进指数 国内市场开放度指数 对外市场开放度指数

俄罗斯 １１３ １１２ １２９

哈萨克斯坦 ５３ １１１ １１６

吉尔吉斯斯坦 １０２ １２２ ９１

塔吉克斯坦 ５１ ９７ １１９

印度 ７６ １３５ １１７

巴基斯坦 １３０ １３３ １０１

资料来源: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６ꎬ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２０１６ 年全球贸易促进报告»对世界 １３６ 个国家和

地区的贸易促进情况进行排名ꎮ 表 ５ 显示ꎬ除中国以外ꎬ上合组织六个成员

国的市场开放度指标排名大多数落后于贸易促进指数的总排名ꎬ无论在国内

市场开放度指数上ꎬ还是在对外市场开放度指数上均呈现相同趋势ꎬ由此表

明各国市场开放度过低已成为贸易发展的巨大障碍ꎮ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印度和巴基斯坦五国在对外市场开放度指数上的全球排名位于

１００ 位之后ꎬ对外开放水平低严重制约区域贸易规模ꎬ因此ꎬ扩大市场开放应

成为提升区域经济合作水平的重要方向ꎮ 国际经验表明ꎬ建立自由贸易区是

扩大市场开放的有效方式ꎮ 笔者采用 ＧＴＡＰ 模型对上合组织建立自由贸易

区的前景进行了预测ꎬ结果显示ꎬ建立自由贸易区可以使区域内贸易增加

１ ０２８亿美元ꎬＧＤＰ 增加 ２８５ ７ 亿美元ꎬ成效异常显著ꎬ但非常遗憾ꎬ成员国

至今未能就此达成共识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ꎬ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

１５ 国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ＲＣＥＰ)ꎬ为上合组织成员国树

立了典范ꎮ 希望各国能够秉持更加开放的立场ꎬ积极推动区域贸易自由化

进程ꎮ
(二)大力提升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运行效率

协商一致是«上海合作组织宪章»确定的基本决策原则ꎬ可以最大限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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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各国的发言权ꎬ充分体现上合组织平等、公正的要求ꎬ但这一原则对区域

经济合作已构成一定制约ꎮ 图 ８ 显示ꎬ２０１９ 年俄罗斯人均 ＧＤＰ 为１ １０８ ２万
美元ꎬ达到区域内最高水平ꎬ相当于塔吉克斯坦人均 ＧＤＰ(该组织内最低水

平)的 １３ 倍ꎮ 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ꎬ利益诉求多样ꎬ针对某些区域性

合作倡议或项目难以达成共识ꎬ影响了区域经济合作成效ꎮ 上合组织开发银

行推进十几年未果ꎬ成为最鲜明的例证ꎮ 为此ꎬ迫切需要在遵守协商一致原

则的前提下ꎬ采取更为灵活的合作机制ꎬ推动区域经济合作顺利发展ꎮ 三边、
四边或五边等诸边合作机制不失为有效选择ꎮ 这种多元化的决策机制将降

低一票否决造成的弊端ꎬ推动上合组织成员国合作机制的改革ꎬ并为区域经

济合作发展注入新动力ꎮ

图 ８ ２０１９ 年上合组织成员国人均 ＧＤＰ 情况 (单位:万美元)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ꎬ２０２０ 年 ４ 月ꎮ

此外ꎬ上合组织建立了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合作机制ꎬ即总理会议机

制→部长级会议机制→高官会→工作组ꎬ保证了各项决策的落实ꎬ形成了政

府主导、大项目带动的合作模式ꎮ 伴随区域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化ꎬ合作领域

不断拓宽ꎬ这种自上而下、由政府主导的合作机制短板逐渐显现ꎬ层级过多、
程序较长导致协调成本过高ꎬ常常事倍功半ꎮ 与此同时ꎬ扩员后各国之间经

济管理体制的差异进一步加大ꎬ迫切需要对区域经济合作协调机制进行改

革ꎬ即由垂直型多层级模式转为扁平化横向协调模式ꎬ强化市场机制在区域

经济合作中的调节作用ꎮ 政府合作机制应侧重于营造良好的合作环境ꎬ创造

规范化、透明的营商条件ꎬ例如签署并有效落实各个领域的合作协定ꎬ推进区

域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进程ꎬ开展能力建设等ꎮ 至于项目合作ꎬ应更多

地转向市场调节ꎬ以企业为主体ꎬ从而大大提高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运行效

率ꎬ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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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经济 / 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

(三)以构建区域产业链为方向广泛拓展合作领域

在新发展阶段区域经济合作面临转型升级的任务ꎮ 基于各国经济发展

的需要ꎬ未来区域经济合作将由此前的能源矿产资源、基础设施领域向农业、
制造业、服务业和高新技术等领域全面拓展ꎮ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ꎬ穆迪公司发布预

测ꎬ预计新冠肺炎疫情后全球供应链将缩短ꎬ生产区域化将更为明显①ꎮ 上

合组织成员国相互毗邻ꎬ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ꎬ可率先在以下领域探索构建

区域产业链ꎮ
１ 构建区域农业产业链

近几年ꎬ得益于中方开放市场ꎬ各成员国迅速扩大对华农产品出口ꎬ农
产品贸易成为区域经济合作新的增长点ꎮ 粮食、油料作物、肉类产品、海产

品和水果的贸易规模逐年攀升ꎬ在此基础上可探索构建农产品贸易→农产

品加工→农产品仓储物流的全产业链ꎬ提升区域农业合作的综合效益和

水平ꎮ
２ 构建区域医药和医疗服务产业链

在抗疫背景下医药和医疗服务成为合作的新领域ꎬ涉及传统医学、疫苗

研发、医疗设备生产与贸易、医疗服务、医疗康养等多个领域ꎬ为此可探讨构

建医药生产→医疗设备生产→医疗服务→医疗康养新产业链合作模式ꎬ乌鲁

木齐市搭建的跨境远程医疗平台为此提供了良好示范ꎮ
３ 以数字经济为基础构建软件合作产业链

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第 ２０ 次峰会上倡议各成员国加强数

字经济、电子商务、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领域合作ꎮ 中、俄、印三国是世界上

较大的服务外包接包国ꎬ也是软件消费大国ꎮ 在抗疫背景下远程医疗、远程

教育和远程会展等软件需求量快速增长ꎬ市场前景广阔ꎮ 未来各方可联手开

发软件并在区域内广泛应用ꎬ打造软件生产→消费→服务的全产业链合作模

式ꎬ培育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样板ꎮ
４ 以跨境运输为基础构建区域跨境电商产业链

在抗疫背景下ꎬ中欧班列和国际公路运输系统有效地保证了上合组织区

域供应链的稳定ꎬ可以电商平台为基础扩大中国与各国的跨境电商规模ꎬ在
各国建设海外仓并搭建营销网络ꎬ打造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区域电商大市场ꎬ
吸引更多企业和消费者入驻平台ꎬ提升区域跨境电商贸易水平ꎮ

—６３—

① «疫情令全球供应链加速转变　 生产区域化将更为明显»ꎬｈｔｔｐｓ: / / ｃｊ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ꎬ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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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培育多元化的合作主体并创新合作模式

在区域经济合作不断发展的过程中ꎬ随着市场化机制的引入ꎬ更多合作

主体将应运而生ꎬ进而形成多元化的合作格局ꎮ 一是中小企业将积极参与合

作进程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ꎬ上合组织成员国第 １９ 次经贸部长会议举行了

视频会议ꎬ通过了«促进中小微企业合作备忘录落实行动计划»ꎬ将大力推动

中小微企业参与区域经济合作ꎮ 目前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的中小企业已积极参加跨境电商的合作ꎬ在“速卖通”和阿里巴巴平台上进行

交易ꎮ 未来可吸收更多中小企业参与制造业、农业、服务业和高新技术领域

的合作ꎬ打造大中小企业共同参与的区域产业集群ꎮ 二是地方合作主体不断

加强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ꎬ在上合组织成员国第一届地方领导人视频论坛

上ꎬ各方表示ꎬ将积极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地方合作发展纲要»并推动

地方合作取得成效ꎮ 各国地方政府将务实地搭建具有本地特色的合作平台ꎬ
促进各国企业之间开展对接ꎬ密切经济联系ꎮ 友好城市合作可以为地方合作

提供有力支撑ꎮ 三是吸收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企业参与合作ꎮ 上合组织

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共计 １０ 个ꎬ这些国家的企业对于参与区域经济合作

兴趣浓厚ꎮ 例如ꎬ蒙古国企业对于参与区域互联互通项目态度积极ꎬ目前白

俄罗斯银行和蒙古开发银行成为上合组织的对话伙伴银行ꎬ对于开展金融合

作表现出强烈意愿ꎮ 此外ꎬ白俄罗斯软件企业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ꎬ可参与

区域数字经济产业合作项目ꎮ 吸收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企业参与合作可

以发挥各自的优势ꎬ取长补短ꎬ创造更多机遇ꎬ有利于丰富合作内容与形式ꎬ
提升合作水平ꎬ并增强上合组织的凝聚力和吸引力ꎮ

随着合作的不断深化ꎬ创新合作模式提上日程ꎬ各种专业化、行业性合作

平台为此开辟了广阔空间ꎬ如陕西省杨凌市建立的农业合作平台ꎬ广西壮族

自治区防城港市搭建的中印医药和医疗合作平台ꎬ哈尔滨银行牵头成立的中

俄金融联盟合作平台ꎬ阿里巴巴搭建的区域跨境电商合作平台ꎬ中哈(连云

港)物流合作基地打造的物流合作示范平台等ꎮ ２０２１ 年ꎬ中国重庆市将举办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产业论坛”ꎬ为各方开展数字领域创新合作搭

建新平台ꎮ 这些平台具有较强的示范效应ꎮ 目前ꎬ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

坦拟仿照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模式在两国毗邻的吐尔克斯坦州

设立中亚国际贸易区ꎮ 类似示范区在上合组织内具有可复制和可推广性ꎬ为
深化区域经济合作贡献了中国智慧与方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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