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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乌克兰危机是当前上海合作组织面临的重大事变ꎬ 导致地区

形势和格局发生剧烈变化ꎬ 对上合组织产生了重要影响ꎮ 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ꎬ
上合地区大国博弈空前激烈ꎬ 安全问题凸显ꎬ 经济发展环境日趋险恶ꎬ 对上合组

织构成多重考验ꎮ 与此同时ꎬ 上合组织 “危中有机”ꎬ 孕育着新的机遇和希望ꎮ
随着俄罗斯对上合组织战略倚重和现实需求大幅上升ꎬ 上合组织合作增添新的动

力ꎮ 上合组织理念和经验在乌克兰危机下彰显其先进性和普适性ꎬ 为上合组织扩

大软实力影响提供了难得机遇ꎮ 在新一轮扩员加速背景下ꎬ 上合组织迎来转型升

级的重要契机ꎮ 随着乌克兰危机的长期化、 复杂化ꎬ 上合组织成员国对上合组织

的期望不降反升ꎬ 政策趋于积极ꎮ 中国应站在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ꎬ 着

眼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需要ꎬ 坚持不结盟、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原则ꎬ
坚定推进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ꎬ 积极统筹好安全、 经济、 人文合作ꎬ 着力提

高合作效率ꎬ 努力促使上合组织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大业

中发挥更大作用ꎮ
【关 键 词】 　 乌克兰危机　 上海合作组织　 地缘政治　 区域合作

【作者简介】 　 邓浩ꎬ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秘书长ꎬ 中国国际问题研

究院研究员ꎮ

乌克兰危机是上海合作组织 (以下简称上合组织) 成立以来面临的前所未

有的严峻考验ꎬ 凸显出地缘政治因素的负面影响ꎬ 给上合组织维护地区安全、 促

进区域发展带来严重挑战ꎮ 但与此同时ꎬ 乌克兰危机背景下上合组织 “危中有

机”ꎬ 孕育新的机遇和希望ꎬ 不仅使成员国加大对上合组织的倚重和需求ꎬ 也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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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和扩大区域合作带来强劲动能ꎮ 随着乌克兰危机愈演愈

烈ꎬ 上合组织对地区和国际事务的影响力不降反升ꎬ 成为地区国家多边合作的优

先选择ꎮ 当前ꎬ 国际和地区形势复杂多变ꎬ 上合区域正在经历一个力量重组、 秩

序重塑的关键节点ꎬ 成员国对上合组织的政策日趋积极ꎬ 上合组织处在转型升级

的重要关头ꎮ 在此背景下ꎬ 如何抓住机遇ꎬ 化危为机ꎬ 推动上合组织在地区和全

球治理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ꎬ 切实维护好中国周边安全、 稳定和发展大局ꎬ 无

疑是中国经略上合组织重要而紧迫的课题ꎬ 不仅关系到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

能否行稳致远ꎬ 也将对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目标———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产生重要影响ꎮ

一　 乌克兰危机背景下上合组织面临多重考验

由于上合组织成员国大多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近邻ꎬ 与之具有千丝万缕的联

系ꎬ 加之俄罗斯本身是上合组织重要一员ꎬ 乌克兰危机无疑使上合组织首当其

冲ꎬ 面临前所未有的多重挑战ꎮ 概括而言ꎬ 乌克兰危机背景下ꎬ 上合组织主要面

临四大考验ꎮ

(一) 随着俄罗斯与美国及西方关系从斗而不破走向全面对抗ꎬ
地缘政治因素上升为上合组织面临的最为严峻的考验ꎬ 如何对待和处

理美国及西方因素成为上合组织的燃眉之急

乌克兰危机是冷战后俄美矛盾的一次总爆发ꎬ 导致上合地区大国关系进入空

前紧张期ꎬ 将该地区地缘政治风险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ꎮ
上合地区一直是冷战后俄美争夺的主战场ꎬ 遏制和反遏制、 渗透和反渗透、

干涉和反干涉构成美俄在该地区博弈的主线ꎬ 但双方始终斗而不破ꎬ 保持竞争共

处的可控态势ꎮ 随着乌克兰危机的爆发ꎬ 俄美关系迅速崩塌ꎬ 走向全面破裂ꎬ 双

方在上合地区斗而不破的关系宣告终结ꎬ 进入公开对抗的新阶段ꎮ 在此背景下ꎬ
新冷战幽灵开始在上合地区上空回荡ꎬ 矛盾、 分歧、 冲突、 对抗成为俄美、 俄欧

关系的主色调ꎬ 上合地区大国竞争呈现日趋白热化之势ꎮ
第一ꎬ 乌克兰危机导致俄罗斯经略上合地区进入空前困难期ꎬ 在地区大国博

弈中落入被动不利境地ꎮ 一是美国及西方对俄罗斯挥舞制裁大棒并不断加码ꎬ 大

有置其于死地之势ꎬ 使俄面临苏联解体以来前所未有的外部险境ꎬ 经略上合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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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空前的外部压力ꎻ 二是在战争、 制裁、 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下ꎬ 俄罗斯经济

发展更加困难ꎬ 如何扛住制裁、 稳住国内成为普京的执政重心ꎬ 这使俄罗斯很难

保持以往对上合地区的关注度和投入力度ꎻ 三是上合地区国家在乌克兰危机中大

多持谨慎的中立立场ꎬ 未公开支持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①ꎬ 不承认卢甘斯克和

顿涅茨克地区独立ꎬ 也不认可卢甘斯克、 顿涅茨克、 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四地入俄

公投ꎬ 明显与俄罗斯保持一定距离ꎬ 俄罗斯凝聚上合国家难度陡增ꎮ
第二ꎬ 乌克兰危机使美欧迅速走近ꎬ 美欧双方对上合地区的战略日益趋同ꎬ

对俄形成联手挤压态势ꎬ 在地区大国博弈中占据主动ꎮ 在俄乌冲突前ꎬ 美欧在上

合地区的战略并非完全一致ꎬ 主要存在三点差异ꎮ 一是在战略取向上同中有异ꎬ
美国意欲将俄罗斯与上合成员国相剥离ꎬ 动摇、 削弱乃至取代其在该地区的主导

地位ꎮ 欧盟受自身实力所限ꎬ 并不致力成为上合地区主要玩家ꎬ 并不刻意追求地

缘政治优势ꎬ 也不排挤其他玩家ꎬ 而是更看重实际利益ꎮ 二是在能源政策上和而

不同ꎬ 美国更多着眼于平衡全球能源供应ꎬ 以制约俄挥舞能源大棒ꎬ 而欧盟则更

多从摆脱对俄能源依赖、 实现能源来源多元化角度来制定和实施对上合地区的能

源政策ꎮ 三是在推行民主问题上手法各异ꎬ 美国更多以施压方式推行其价值观ꎬ
而欧盟则更多采取鼓励手段ꎬ 其做法更富柔性②ꎮ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ꎬ 随着俄与

美欧关系跌入冰点ꎬ 美欧在上合地区的战略差异迅速弥合ꎬ 形成一致对俄态势ꎬ
从而大大缩小了俄罗斯利用美欧矛盾分歧各个击破的空间ꎬ 使俄面临美欧的极限

施压和全面制裁ꎮ 美国抓住乌克兰危机背景下俄分身乏术和地区国家纷纷自保之

机ꎬ 加大对地区国家诱拉力度ꎬ 通过支持地区国家改革、 帮助规避制裁、 加大安

全援助、 煽动反俄情绪等方式ꎬ 竭力遏俄弱俄③ꎮ 欧盟则随美起舞ꎬ 通过启动与

中亚五国峰会ꎬ 加大对地区互联互通和能源领域投入等ꎬ 实现对中亚事务深度介

入ꎬ 与俄针锋相对④ꎮ 美欧在上合地区新一轮大国博弈中明显处于主动和有利

地位ꎮ
第三ꎬ 域外第三方势力利用美俄争斗白热化趁机扩充势力ꎬ 扩大影响ꎬ 抢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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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秩序重建先机和高地ꎮ 土耳其在第二次纳卡战争胜利后雄心勃发ꎬ 加大经略

中亚国家力度ꎬ ２０２１ 年成功组建突厥语国家组织ꎬ ２０２２ 年促成首届突厥语国家

组织峰会举行ꎬ 大有与美俄在上合地区一争高下之势ꎮ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ꎬ 土耳

其利用调停人身份在俄乌之间游走斡旋ꎬ 并与上合国家互动频繁ꎬ 加深合作ꎬ 凸

显在上合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ꎬ 展现出在上合地区新格局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的雄

心①ꎮ 印度率先与中亚五国举行峰会ꎬ 竭力兜售其 “南北通道” 计划ꎬ 力图在地

区大国博弈中占据更有利位置ꎮ 沙特阿拉伯不甘落后ꎬ 利用地区国家竭力规避美

欧制裁、 急于经济脱困需要ꎬ 邀请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等地区大国高级官

员纷纷造访ꎬ 促成举行首次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与中亚五国外长会ꎬ 并以对话伙

伴身份加入上合组织大家庭ꎬ 凸显对地区事务进取心ꎬ 成为地区大国博弈中的积

极活跃角色②ꎮ 第三方势力利用美俄激斗趁势崛起是上合地区新一轮大国博弈的

突出变化ꎮ
第四ꎬ 上合国家面对大国博弈白热化ꎬ 不甘任人摆布ꎬ 强化自主意识ꎬ 纷纷

加大 “抱团取暖” 力度ꎬ 同时推动国内改革ꎬ 增强自主能力ꎬ 力图成为地区格

局中的重要一方ꎮ 中亚国家领导人在疫情和俄乌冲突背景下坚持举行了第四次峰

会ꎬ 并签署 «五国关于面向 ２１ 世纪中亚发展的友好睦邻合作条约» «中亚国家

多边模式框架下相互合作构想» «中亚区域 “绿色议程” 方案» 等文件③ꎬ 彰显

抱团取暖、 共克时艰的意愿和决心ꎮ 面对乌克兰危机的死结ꎬ 地区国家都在加紧

调整本国战略ꎬ 力图突破发展瓶颈ꎬ 积极探索自主发展之路ꎬ 增强对地区事务的

自主权④ꎮ 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不约而同地推动宪政改革ꎬ 并推出宏大的

中长期发展战略⑤ꎬ 显露出励精图治、 自主掌握命运的坚定信心ꎮ
显而易见ꎬ 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美国及西方极限强化遏俄弱俄是引起上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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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大国关系急剧变动的主因ꎬ 凸显美国及西方因素对上合组织发展环境的重要

影响ꎮ 美国及西方因素一直是影响上合组织的主要外部因素ꎮ 俄罗斯从上合组

织成立之日起一直试图将上合组织打造成抗衡美国及西方、 建立新秩序的重要

工具ꎬ 赋予上合组织明显的地缘政治功能ꎬ 在其推出的具有对抗美国及西方色

彩的大欧亚伙伴关系计划中ꎬ 上合组织处于关键位置ꎮ 乌克兰危机彻底打掉了

俄 “构建大欧洲” 的幻想ꎬ 使俄更加坚定地走 “大欧亚” 之路ꎬ 开始更加积

极地强化上合组织的反西方功能ꎬ 并力图以上合组织为平台ꎬ 彻底挣脱现有国

际体系的束缚ꎬ 打造新型国际秩序ꎮ 而美国和西方则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决心

通过全面制裁俄罗斯和大力支持乌克兰来遏俄弱俄ꎬ 彻底孤立乃至拖垮俄罗

斯ꎬ 为此千方百计地干扰、 阻止、 破坏俄实施大欧亚伙伴关系计划ꎮ 面对俄与

美国和西方在上合地区争斗白热化之势ꎬ 如何处置应对显然是上合组织面临的

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难题ꎬ 事关向何处去的重大抉择ꎮ 上合组织成员国都是非

西方国家ꎬ 但上合组织本身绝不是一个反西方组织ꎬ 其内部成员与美国和西方

的关系错综复杂ꎬ 不仅中俄印之间存在微妙差异ꎬ 中小成员国也不尽相同ꎬ 成

员国很难在对待美国及西方问题上采取一致立场ꎮ 如若俄坚持将上合组织推向

反美方向ꎬ 势必导致上合组织内部出现分裂ꎮ 如何在充分考虑成员国与美国和

西方关系复杂性、 多样性的基础上ꎬ 既坚持上合组织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

政治经济新秩序的 “初心”ꎬ 坚持维护国际公平正义ꎬ 又避免陷入与美国和西

方新冷战的陷阱ꎬ 防止形成新的阵营对抗ꎬ 无疑对上合组织构成严峻考验ꎮ

(二) 随着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地区安全形势日趋复杂险峻ꎬ 安全

议题明显超过发展议题成为上合组织必须面对、 亟需优先应对的当务

之急

近年来ꎬ 在阿富汗剧变、 新冠疫情、 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第三次非正常政权更

迭等重大突发事件影响下ꎬ 上合地区不稳定、 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ꎬ 乌克兰危机

则使本已进入 “多事之秋” 的地区安全局势雪上加霜ꎬ 导致地区安全环境更趋

严峻ꎬ 安全风险升至新高ꎮ 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ꎬ 除大国关系急剧恶化外ꎬ 上合

地区出现了新的安全风险ꎮ
首先ꎬ 受内外多重不利因素刺激ꎬ 地区部分国家先后发生严重骚乱①ꎬ 对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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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局稳定构成强烈冲击ꎮ 继 ２０２２ 年年初哈萨克斯坦因政府提高天然气价格引

发全国性 “一月风暴” 后ꎬ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中旬ꎬ 塔吉克斯坦戈尔诺 － 巴达赫尚地

区因当地居民对当局处理一起民事案件不满而酿成大规模骚乱ꎬ 导致局势一度濒

临失控ꎮ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ꎬ 乌兹别克斯坦卡拉卡尔帕克斯坦自治共和国部分居民对修

宪取消卡拉卡尔帕克斯坦高度自治强烈不满ꎬ 举行大规模反政府游行ꎬ 最终演变

为 ２００５ 年 “安集延事件” 以来乌国内最严重的骚乱ꎬ 震惊整个地区ꎮ 哈、 塔、
乌三国连续出现骚乱事件不是偶然的ꎬ 而是有着复杂深刻的背景ꎬ 既是各国国内

矛盾长期积累激化的结果ꎬ 也与全球和地区环境日趋动荡密切相关ꎬ 表明中亚各

国政局稳定和政权安全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ꎮ
其次ꎬ 地区部分国家之间边界冲突升级ꎬ 传统安全威胁呈现抬头之势ꎮ 吉尔

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近年来边界冲突不断ꎬ 成为中亚地区突出热点ꎮ ２０２２ 年

以来ꎬ 尤其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ꎬ 吉塔之间的边界冲突呈现愈演愈烈之势ꎮ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中旬ꎬ 在上合组织撒马尔罕峰会举行前夕ꎬ 两国爆发大规模边界冲

突ꎬ 造成吉大量边民撤离和两国人员伤亡ꎬ 给地区安全投下浓重阴影①ꎮ 与此同

时ꎬ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冲突再起ꎬ 两国在边境多地爆发冲突ꎬ 造成双方近千官

兵和亚方多名平民伤亡②ꎬ 不仅导致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严重受阻ꎬ 也使地区稳

定平添变数ꎬ 面临新的严峻挑战ꎮ 值得警惕的是ꎬ 上述两场冲突都是在俄罗斯陷

入乌克兰危机无暇斡旋、 域外大国趁机加大介入力度的背景下发生的ꎬ 充分反映

出地区安全形势演变的复杂性和危险性ꎮ
最后ꎬ 在乌克兰危机和新冠疫情交织叠加的影响下ꎬ 地区新型非传统安全问

题日益突出ꎮ 乌克兰危机导致全球能源和粮食市场震荡ꎬ 使地区国家的能源安

全、 粮食安全问题凸显ꎬ 进一步加重了新型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地区稳定的威胁ꎮ
能源价格受乌克兰危机影响上扬使塔吉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等对外来能源严重

依赖的地区国家面临巨大压力ꎬ 能源安全风险陡增ꎮ 而主要依赖俄出口石油的哈

萨克斯坦随着美国及西方对俄采取禁运措施ꎬ 加之俄以管道维修为由不时中断其

运输ꎬ 使哈能源外运安全面临较大风险ꎮ 在粮食安全上ꎬ 乌克兰危机使地区国家

粮食危机感陡增ꎬ 各国为求自保纷纷颁布限制粮食出口措施ꎬ 使地区原有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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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面临严重冲击ꎬ 导致各国面粉、 面包、 肉蛋奶等食品价格一度普遍上涨ꎬ
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粮食安全风险ꎮ 乌克兰危机也使地区金融安全风险明显升高ꎮ
由于中亚国家金融系统与俄罗斯有着密切联系ꎬ 美国及西方对俄实施极限金融制

裁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亚国家金融系统的稳定ꎬ 导致各国汇率剧烈波动、 通胀压

力升高ꎮ 随着美国及西方将俄罗斯踢出 ＳＷＩＦＴ 系统ꎬ 中亚各国与俄罗斯之间的

跨境贸易结算和资金流通严重受阻①ꎮ
乌克兰危机明显导致上合地区安全形势急剧恶化ꎬ 使地区稳定处于一个危险

期ꎬ 凸显安全问题在上合组织合作中的急迫性ꎮ 在此背景下ꎬ 如何有效防止大国

对抗殃及本地区稳定ꎬ 切实帮助各国安邦固权ꎬ 调解缓解有关国家之间的边界冲

突ꎬ 更好地应对层出不穷的各种非传统安全挑战ꎬ 无疑是摆在上合组织面前的紧

迫难题ꎮ

(三) 随着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全球和地区经济衰退加剧ꎬ 上合组

织发展问题更趋复杂严峻

近年来ꎬ 上合组织所在地区经济受新冠疫情蔓延下全球和地区经济持续低

迷影响ꎬ 一直未能走出困境ꎬ 随着美国及西方发起对俄极限制裁ꎬ 上合地区国

家的经济发展环境更趋复杂ꎮ 由于苏联时期实行产业分工制度ꎬ 上合组织核心

区———中亚地区至今在市场和原料供应上对俄罗斯存在不同程度的依附关系ꎬ
俄罗斯仍是中亚国家主要贸易伙伴国ꎬ 其经济状况对中亚各国经济发展具有重

要影响ꎮ ２０１４ 年克里米亚入俄后ꎬ 俄罗斯持续受到美国及西方制裁ꎬ 中亚国

家经济受连带影响也一直低迷不振ꎮ 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ꎬ 美国及西方对俄

罗斯发起史无前例的全面制裁ꎬ 导致俄经济遭受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ꎬ 使俄经

济发展前景阴云笼罩ꎬ 这对中亚国家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ꎬ 使其发展面临更大

挑战ꎮ
首先ꎬ 在战争、 制裁、 疫情等多重不利因素影响下ꎬ 俄自身经济困难重重ꎬ

自顾不暇ꎬ 其对中亚国家的投资、 援助和商品供应都受到影响ꎬ 其本身对中亚产

品的吸纳接受能力也难免减弱ꎮ 同时ꎬ 面对美国及西方的制裁ꎬ 以及消化并入俄

联邦乌克兰四地的现实需要ꎬ 俄对中亚劳工移民的需求也在逐渐减少ꎬ 这直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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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亚国家的侨汇收入下降ꎬ 对塔吉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对

侨汇具有较强依赖的中亚国家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①ꎮ
其次ꎬ 美国及西方发起对俄罗斯大规模制裁ꎬ 导致中亚国家以往主要经俄进

出口的物流通道面临中断ꎬ 地区物流链被迫重构ꎮ 中亚能源传统上输往俄罗斯并

经俄外运ꎬ 随着美国及西方加大制裁ꎬ 中亚国家不得不另寻途径ꎮ 哈萨克斯坦是

中亚第一大石油出口国ꎬ 每年出口约 ６ ８００ 万吨石油ꎬ 其中近八成经俄管道及港

口出口ꎮ 为规避美国及西方制裁ꎬ 降低对俄罗斯管道的过度依赖ꎬ 哈总统托卡耶

夫已下令寻找新的石油出口管道②ꎬ 目前正在积极探索加大利用巴库—第比利

斯—杰伊汉这一绕开俄罗斯的石油管道③ꎮ 哈还在加紧挖掘新的物流通道潜力ꎬ
如加大利用巴库—第比利斯—卡尔斯铁路、 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铁路

等ꎮ 同时ꎬ 中亚其他国家亦在积极构筑多向度的互联互通网络ꎬ 如吉尔吉斯斯

坦、 乌兹别克斯坦正与中国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项目ꎬ 乌兹别克斯坦加大实施马

扎里沙里夫—喀布尔—白沙瓦铁路项目④ꎬ 土库曼斯坦天然气经里海、 南高外运

至欧洲的跨里海管线计划出现重启征兆⑤ꎮ 毫无疑问ꎬ 乌克兰危机使中亚地区固

有的连接东西方的战略通道价值大打折扣ꎮ 在经俄罗斯的主要通道受阻的情况

下ꎬ 建设新的避开俄罗斯的替代通道远非易事ꎬ 也面临重重困难ꎬ 地区国家能否

完全摆脱地区对外交通之困不容乐观ꎮ
最后ꎬ 在美国及西方对俄制裁不断加码的背景下ꎬ 中亚国家区域合作环境日

趋复杂ꎬ 挑战增大ꎮ 目前在中亚地区影响较大的区域合作机制是俄罗斯主导的欧

亚经济联盟ꎮ 随着美国及西方通过多种手段不断弱俄ꎬ 俄对欧亚经济联盟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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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不可避免地减弱ꎬ 在中亚区域合作中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ꎬ 使欧亚经济联盟

对中亚国家的吸引力趋于下降ꎬ 加之担心与俄罗斯利益紧密捆绑受到美国及西方

连带制裁ꎬ 中亚国家不得不寻求新的区域合作方向ꎮ 近年来ꎬ 中亚地区内部的区

域合作进程明显加快ꎬ 迄今已经举行了四次领导人峰会ꎮ 在 ２０２２ 年第四届峰会

上ꎬ 成员国签署了 «中亚国家多边模式框架下相互合作构想» «中亚 “绿色议

程” 区域方案» «２０２２ ~ ２０２４ 年区域合作发展路线图» 等合作文件①ꎬ 在地区内

部区域合作上迈出积极步伐ꎬ 但总体看ꎬ 由于各国经济同质性较强ꎬ 加之相互之

间经济水平差异拉大、 利益诉求各异、 原有矛盾冲突时起ꎬ 中亚内部的区域合作

依然阻力重重ꎬ 前景很难令人乐观ꎮ 随着俄美对抗加剧ꎬ 各种域外势力加大争夺

力度ꎬ 中亚内部区域合作更趋复杂ꎮ 乌克兰危机下中亚区域合作复杂化无疑进一

步增加了地区发展的不确定性ꎬ 使地区发展更加充满变数ꎮ
毫无疑问ꎬ 在全球和地区经济不振的大背景下ꎬ 乌克兰危机进一步加剧了上

合国家的经济困境ꎬ 各国普遍希冀上合组织雪中送炭ꎬ 助力各国化解危机ꎮ 在此

背景下ꎬ 如何急上合国家之所急ꎬ 帮助其渡过难关ꎬ 防止地区经济出现崩盘ꎬ 显

然是上合组织合作中的紧迫议题ꎮ

(四) 上合组织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鲜有发声和作为ꎬ 上合组织

行动力和效率不足的问题再次凸显

俄罗斯是上合组织重要成员ꎬ 乌克兰危机与上合组织密切相关ꎬ 但上合组织

却对此无能为力ꎬ 作为有限ꎬ 被边缘化ꎮ 同时ꎬ 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个

成员国爆发大规模边界冲突ꎬ 上合组织也基本缺位ꎬ 这与上合组织的体量和影响

极不相称ꎬ 显然有损上合组织的威望和形象ꎮ 在此背景下ꎬ 如何因应形势变化和

需要ꎬ 正视上合组织暴露出的行动力和效率不足的问题并寻求解决之道ꎻ 如何在

遵循协商一致的基本原则前提下创新决策方式ꎬ 切实提高合作效率ꎻ 如何在坚持

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基础上挖掘内部潜力ꎬ 对地区突发事件和各国矛盾冲突采取更

加积极的 “建设性介入”ꎬ 显然对上合组织来说是再也不能回避、 也不能无限期

拖后的现实难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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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乌克兰危机背景下上合组织 “危中有机”

乌克兰危机在给上合组织带来严峻挑战的同时ꎬ 也给上合组织发展带来了新

的机遇和希望ꎬ 使上合组织 “危中有机”ꎬ 呈现柳暗花明之势ꎮ
首先ꎬ 随着俄与美国及西方关系彻底破裂ꎬ 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的战略倚重和

现实需求大幅上升ꎬ 为上合组织发展增添了新动力ꎮ
俄罗斯一直把上合组织摆在其主导的地区性合作机制之后ꎬ 不希望上合组织

与之争锋ꎬ 乌克兰危机愈演愈烈迫使俄罗斯不得不对上合组织合作采取更为积极

进取的立场ꎬ 一是面对美国及西方极限施压ꎬ 俄罗斯亟须加强同中国、 印度的战

略合作来缓解美国及西方的战略压力ꎬ 而中俄印共处的上合组织无疑是其可以希

冀的重要战略依托ꎬ 可以显著增加战略回旋空间ꎬ 防止腹背受敌ꎮ 二是面对美国

及西方空前制裁ꎬ 俄罗斯必须为本国找寻可靠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ꎬ 以打破美国

及西方经济封锁ꎬ 赢得生存发展空间ꎮ 而上合组织成员国尤其是中印两个大国与

俄经济互补性强ꎬ 是俄摆脱经济困局、 减少制裁损失的可信伙伴ꎮ 三是面对美国

及西方全面打压ꎬ 俄需要加固同上合组织国家关系ꎬ 强化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ꎬ
以打破美国及西方外交孤立ꎬ 摆脱不利的国际处境ꎮ 显而易见ꎬ 俄罗斯对上合组

织合作态度趋于积极既是战略所需ꎬ 也是形势所迫ꎬ 有利于激活上合组织各领域

合作尤其是经济合作ꎬ 为该组织发展增添内在动力ꎮ
其次ꎬ 随着现有国际秩序在乌克兰危机冲击下更加碎片化ꎬ 上合组织理念先

进性和软实力彰显ꎬ 对成员国尤其是中亚成员国的吸引力大幅上升ꎬ 成为中亚成

员国进行多边合作的优先选择ꎮ
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主导的地区机制产生强烈冲击ꎬ 使其发展受到明显制

约ꎮ 一方面ꎬ 乌克兰危机使俄软硬实力受损ꎬ 加上需要全力应对美欧严厉制裁ꎬ
俄对欧亚经济联盟、 集安条约组织、 独联体等其主导的地区机制的控制力和经营度

大为减弱ꎮ ２０２２ 年举行的 “俄罗斯 ＋ 中亚” 外长会议以及首届 “俄罗斯 ＋ 中亚”
峰会、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峰会、 独联体峰会等都未能取得俄期望的效果ꎬ 参会的

成员均有意回避乌克兰问题ꎬ 并未给予俄明显支持①ꎬ 反映出俄主导的地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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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成员国的影响力明显下降ꎻ 另一方面ꎬ 俄对乌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加剧了地区国

家的 “恐俄症” 和危机感ꎬ 使之对参与俄主导的地区机制的积极性大为受挫ꎮ
在此背景下ꎬ 地区国家纷纷寻求新的替代者ꎮ 上合组织一直大力倡导并积极践行

“上海精神”ꎬ 其理念和经验独树一帜ꎬ 具有先进性ꎬ 超越了西方的冷战思维和

传统的帝国思维ꎬ 为地区国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选择和希望ꎬ 令其对上合组织的

亲近感和信任度大增ꎮ
与此同时ꎬ 中俄印三个欧亚地区大国共存于上合组织ꎬ 三国与美国及西方关

系各有不同ꎬ 其中印度与西方关系热络有加ꎬ 这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上合组织的

地缘政治色彩ꎬ 使中亚国家参与上合组织的压力和担心骤减ꎬ 大大减少了成为美

国及西方制裁对象的风险ꎬ 有利于地区国家摆脱面临的经济困境ꎬ 寻找到更好的

发展平台ꎬ 既能维持住对俄关系ꎬ 又不至于受到美国及西方的连带制裁ꎮ
最后ꎬ 随着俄乌冲突以来上合组织扩员步伐加速ꎬ 上合组织发展迎来新

曙光ꎮ
乌克兰危机背景下ꎬ 上合组织出现新一轮扩容加速之势ꎬ 进一步提升了上合

组织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ꎬ 为上合组织扩大合作、 增强在地区和国际事

务中的话语权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支撑ꎬ 上合组织参加全球治理更有底气ꎮ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ꎬ 上合组织杜尚别第二十一次峰会启动了伊朗加入上合组织的程序ꎬ 拉开

上合组织新一轮扩员的序幕ꎮ 在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撒马尔罕峰会上ꎬ 伊朗签署加入上

合组织的义务备忘录ꎬ 离成为成员国只有一步之遥ꎬ ２０２３ 年将由观察员国转为

正式成员国ꎮ 同时ꎬ 在撒马尔罕峰会上ꎬ 上合组织启动了接受白俄罗斯为新成员

的程序ꎬ 签署给予埃及、 卡塔尔、 沙特对话伙伴地位的备忘录ꎬ 同意巴林、 马尔

代夫、 科威特、 阿联酋、 缅甸为新的对话伙伴ꎬ 上合大家庭自此由 １８ 个国家迅

速扩展为 ２６ 个国家ꎬ 活动区域由中亚、 南亚延伸至中东西亚地区ꎮ 在当前美国

加大对中俄双重遏制背景下ꎬ 上合组织大家庭不仅没有萎缩ꎬ 反而加速扩容ꎬ 这

充分证明ꎬ “上海精神” 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ꎬ 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

和拥护ꎬ 已经成为完善全球治理、 构建国际新秩序的引领者ꎮ 同时ꎬ 随着伊朗和

一批阿拉伯国家加入上合大家庭ꎬ 上合组织的整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

升ꎬ 区域合作空间大幅拓展ꎬ 形成更为广阔的巨大市场和能源合作、 互联互通空

间ꎬ 从而为上合组织在全球和地区治理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创造了有利条件ꎮ
上合组织新一轮扩员加速的根本原因在于ꎬ 当前国际形势处于动荡变革期ꎬ

现有的国际秩序和制度日益失灵和陷入空转ꎬ 而上合组织恰似一股清流ꎬ 代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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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西方国家对新的国际秩序的探索和实践ꎬ 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指明了一条不同于

西方的新的道路和希望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ꎬ 上合组织国家均未跟随美国及西方起

舞ꎬ 而是保持着客观上有利于俄的 “中立” 立场ꎬ 凸显上合组织的团结凝聚功

能ꎬ 有利于增进上合组织合作ꎮ 同时ꎬ 俄乌冲突背景下俄对华合作意愿增强ꎬ 中

亚国家对华期望增大ꎬ 也为加快上合组织区域合作提供了新希望ꎮ

三　 乌克兰危机背景下成员国对上合组织的政策取向

面对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的新形势、 新变化ꎬ 上合组织成员国均根据自身处境

和需要ꎬ 主动调整对上合组织政策ꎬ 对上合组织的期待呈上升之势ꎬ 政策取向趋

于积极ꎮ

(一) 俄罗斯的立场和政策

随着与美国及西方决裂ꎬ 俄罗斯开始将对外合作的重心转向大欧亚地区ꎮ 在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举行的欧亚经济联盟首届欧亚经济论坛上ꎬ 普京强调要共同推

进建设大欧亚伙伴关系①ꎬ 清楚地亮明了新形势下俄对上合组织的政策重心所

在ꎮ 种种迹象表明ꎬ 面对乌克兰危机后美国及西方的围追堵截ꎬ 俄罗斯对上合组

织的重视和需要程度明显提升ꎬ 开始更加坚定地把上合组织作为推进其大欧亚伙

伴关系的重要一环ꎬ 力图建立一个包括中国、 东南亚、 南亚、 西亚国家在内的具

有内生性安全需求和经济共生关系的伙伴关系体系ꎬ 以打破美国及西方的遏俄弱

俄战略图谋ꎬ 形成与美国及西方的有效抗衡ꎬ 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个能对美国及

西方形成制衡、 替代的多极世界ꎮ
当前俄罗斯对上合组织政策的主要着力点是: (１) 积极支持上合组织加速

扩员ꎬ 力挺伊朗和白俄罗斯等被美国及西方视为 “眼中钉” 的国家成为上合组

织正式成员ꎬ 竭力拉与美国及西方若即若离的阿拉伯国家加入上合组织大家庭ꎬ
倡导实施 “上合组织 ＋ ” 模式ꎬ 提高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的参与度和积极性ꎬ
吸引更多志同道合国家加入上合进程ꎬ 积极构筑以上合组织为平台的广泛的抗美

阵营ꎬ 增强与美国及西方抗争的底气和信心ꎮ 同时ꎬ 通过加大扩员ꎬ 改变上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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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结构ꎬ 即由过去是中俄在中亚互动的平台扩展为欧亚大陆主要非西方大国协

调立场形成共识的舞台ꎮ (２) 加强上合组织与集安条约组织的合作力度ꎬ 进一

步打击恐怖主义、 极端主义、 毒品贩运、 跨国有组织犯罪、 非法武器走私ꎬ 积极

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调解阿富汗问题ꎮ (３) 借助上合组织ꎬ 联合中东能源生产国ꎬ
确保能源继续成为其与美国及西方一争高低的有力武器ꎮ 同时ꎬ 把上合地区作为

重要能源出口市场ꎬ 激活 “能源俱乐部”ꎬ 积极协调成员国之间的能源进出口ꎬ
努力使之成为能源领域具有影响力、 引导力的国际机制之一ꎮ (４) 在上合组织

框架内积极探索建立规避美国及西方金融制裁的新的结算路径ꎬ 加大本币互换ꎬ
建立上合组织自己的区域性货币ꎮ (５) 加大推进地区互联互通ꎬ 面对美欧封锁

打压ꎬ 加大南向、 东向通道建设ꎬ 探索建立新的对外通道ꎮ (６) 建立新的文明

互动机制ꎬ 为世界不同文明和平相处树立样板ꎮ (７) 对现有上合组织机构进行

必要改革ꎬ 在地区反恐怖机构基础上建立地区安全中心ꎻ 在秘书处、 反恐怖机构

等常设机构中设立专门翻译部门ꎬ 并逐步实施人员竞聘机制①ꎮ

(二) 中亚成员国的立场和政策

乌克兰危机对中亚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ꎬ 随着乌克兰危机长期

化ꎬ 俄罗斯自顾不暇ꎬ 很难一如既往对其主导的地区机制加大投入ꎬ 加之美国及

西方极限施压ꎬ 中亚国家不得不更多寻求新的合作对象ꎬ 以应对阿富汗之变、 新

冠疫情、 乌克兰危机一系列复杂因素叠加形成的困难局面ꎬ 力争早日走出困境ꎮ
在此背景下ꎬ 中亚成员国对上合组织的态度更趋积极ꎮ

当前中亚成员国对上合组织的主要期待和政策重心是: (１) 不希望上合组

织成为反美集团ꎬ 竭力避免 “选边站”ꎮ 中亚成员国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均保持

中立立场ꎬ 表明将继续奉行多元平衡外交战略ꎬ 不愿跟随俄与美对抗ꎬ 不支持俄

把上合组织作为与美国及西方对抗的工具ꎬ 担心被美国及西方连带制裁ꎬ 希望继

续发展与美国及西方的关系ꎬ 获取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和技术ꎬ 同时也不愿跟随

３１

①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выступления Путина на заседании Совета глав государств － членов ШОС １６ сентября
２０２２ года ｈｔｔｐ: / / ｐｒｅｚｉｄｅｎｔ ｏｒｇ / ｔｅｋｓｔ / ｓｔｅｎｏｇｒａｍｍａ － ｖｙｓｔｕｐｌｅｎｉｊａ － ｐｕｔｉｎａ － ｎａ － ｚａｓｅｄａｎｉｉ － ｓｏｖｅｔａ － ｇｌａｖ －
ｇｏｓｕｄａｒｓｔｖ － ｃｈｌｅｎｏｖ － ｓｈｏｓ － １６ － ０９ － ２０２２ 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９ 日ꎻ Путин провел пресс －
конференцию на саммите ШОС ｈｔｔｐｓ: / / ｉｚ ｒｕ / １３９６６４２ / ２０２２ － ０９ － １６ / ｐｕｔｉｎ － ｐｒｏｖｅｌ － ｐｒｅｓｓ － ｋｏｎｆｅｒｅｎｔｃｉｉｕ －
ｐｏ － ｉｔｏｇａｍ － ｓａｍｍｉｔａ － ｓｈｏｓ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９ 日ꎻ Шойгу: Роль ШОС возрастает в условиях
крайне неустойчиво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обстановки ｈｔｔｐｓ: / /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ｉ ｒｕ / ａｒｍｙ / ２０２２ / ０８ / ７８６３５８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年２月９ 日ꎻ ШОС стала жизнеспособным объединением с обширными планами и большим будущим ｈｔｔｐｓ: / /
ｒｇ ｒｕ /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２３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ｈｅｓｋｏｅ － ｒｅｓｈｅｎｉｅ 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９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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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及西方公开谴责俄罗斯ꎬ 参与对俄制裁ꎬ 成为美国及西方反俄工具ꎮ
(２) 希望上合组织在维护地区安全上发挥更大作用ꎮ 俄罗斯由于被困于乌克兰

战场ꎬ 很难对中亚地区安全事务保持以往的关注度和投入力度ꎬ 而中亚国家能力

有限ꎬ 加之受疫情、 乌克兰危机等影响ꎬ 更难以独自应对层出不穷的安全威胁ꎬ
这使中亚成员国把维护地区安全的希望更多投向上合组织ꎬ 期盼上合组织在化解

地区安全风险上能有更大作为ꎬ 提供更多保障ꎮ (３) 希望上合组织助力中亚国

家走出困境ꎬ 重振经济ꎮ 首先ꎬ 在美国及西方封锁打压下ꎬ 俄很难继续成为中亚

对外交通主通道ꎬ 中亚国家不得不另寻途径ꎬ 以找到替代俄的新通道ꎮ 在此背景

下ꎬ 中亚成员国迫切希望能通过上合组织尤其是中国帮助其建立新的对外通道ꎬ
切实促进形成更加完善的地区互联互通系统ꎮ 中亚成员国会更加积极地支持上合

组织开展互联互通合作ꎬ 以解决其物流问题ꎮ 其次ꎬ 由于俄自身经济陷入困境ꎬ
俄作为中亚主要进出口市场的地位受到削弱ꎬ 其对中亚劳工的接纳能力也受影

响ꎬ 这使中亚国家把上合组织尤其是中国看作是新的重要替代者ꎬ 以扩大出口ꎬ
吸引投资ꎬ 支撑经济稳定发展ꎮ 再次ꎬ 在俄乌冲突背景下ꎬ 中亚国家充分认识

到ꎬ 要实现经济振兴ꎬ 改变资源型经济ꎬ 必须大力发展本国工业、 制造业ꎬ 积极

引进和发展人工智能、 数字经济、 电子商务、 大数据等新技术、 新业态ꎬ 为此ꎬ
中亚成员国对上合组织促进地区数字经济寄予厚望ꎬ 期待上合组织助力其发展非

资源型经济ꎮ 最后ꎬ 中国等上合组织国家在医疗生物、 扶贫减贫、 低碳绿色等方

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技术ꎬ 中亚成员国希望通过上合组织加以借鉴和引进①ꎮ

(三)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立场和政策

印度作为上合组织新成员国ꎬ 在乌克兰危机中保持中立立场ꎬ 并继续与俄开

展合作ꎬ 显示了战略自主性ꎮ ２０２３ 年印度担任上合组织新的轮值主席ꎬ 虽然与

美关系密切ꎬ 但也还不想舍弃上合组织这一平台ꎬ 认为参与上合组织有利于其缓

解对阿富汗安全局势和恐怖极端主义的担心ꎬ 也有助于增进与中亚国家的互联互

４１

①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Шавката Мирзиёева на заседании Совета глав государств － членов ШОС
(полный текст) . ｈｔｔｐｓ: / / ｒｅｖｉｅｗ ｕｚ / ｐｏｓｔ / ｖｓｔｕｐｌｅｎｉｅ － ｐｒｅｚｉｄｅｎｔａ － ｓｈａｖｋａｔａ － ｍｉｒｚｉｙｏｙｅｖａ － ｎａ － ｚａｓｅｄａｎｉｉ －
ｓｏｖｅｔａ － ｇｌａｖ － ｇｏｓｕｄａｒｓｔｖｃｈｌｅｎｏｖ － ｓｈｏｓ － ｐｏｌｎｙ － ｔｅｋｓｔ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９ 日ꎻ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Касым －
Жомарта Токаева на встрече глав государств － членов ШО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ｋｐ ｋｚ / ｏｎｌｉｎｅ / ｎｅｗｓ / ４９２３５０３ / ꎬ 访
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９ 日ꎻ Президент Таджикистана отбыл в Самарканд на саммит ШОС ｈｔｔｐｓ: / / ｎｏｖｏｓｔｉ －
ｔａｄｚｈｉｋｉｓｔａｎａ ｒｕ / ｐｒｅｚｉｄｅｎｔ － ｔａｄｚｈｉｋｉｓｔａｎａ － ｏｔｂｙｌ － ｖ － ｓａｍａｒｋａｎｄ － ｎａ － ｓａｍｍｉｔ － ｓｈｏｓ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９ 日ꎻ Президент Киргизии на саммите ШОС в Самарканде встретился с президентом Ирана ｈｔｔｐｓ: / /
ｅａｄａｉｌｙ ｃｏｍ / ｒｕ / ｎｅｗｓ / ２０２２ / ０９ / １５ / ｐｒｅｚｉｄｅｎｔ － ｋｉｒｇｉｚｉｉ － ｎａ － ｓａｍｍｉｔｅ － ｓｈｏｓ － ｖ － ｓａｍａｒｋａｎｄｅ － ｖｓｔｒｅｔｉｌｓｙａ － ｓ －
ｐｒｅｚｉｄｅｎｔｏｍ － ｉｒａｎａ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３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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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基础设施、 贸易和投资联系ꎮ 印度对上合组织的诉求主要包括: 促进多极

化ꎻ 扩大与地区国家的经济政治合作ꎻ 寻找促进互联互通的新方式ꎻ 利用上合平

台ꎬ 特别是反恐平台ꎬ 维护自身安全利益ꎮ
当前印度对上合组织的政策重心是: (１) 发挥战略自主性ꎬ 与俄罗斯保持

战略协调ꎬ 维持上合组织内部的力量平衡ꎮ (２) 力推恰巴哈尔港—阿富汗—中

亚的 “南北走廊” 以及阿什哈巴德交通协议ꎬ 打通与欧亚地区的多式联运通道ꎮ
(３) 着重推广倡导印度在医疗及医疗旅游、 信息技术、 创新创业、 发展中小微

企业方面的经验、 技术和模式ꎬ 努力给上合组织打上印度烙印ꎮ (４) 参与中亚

能源开发和外运ꎬ 促进上合地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ꎬ 加强新能源领域的合作ꎮ
(５) 借助上合组织平台参与解决阿富汗问题ꎬ 防止国际恐怖主义外溢本国ꎮ 同

时ꎬ 发挥印度在应对环境和气候变化、 抗震救灾方面的技术优势ꎬ 促进上合组织

在应对 “软性” 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合作①ꎮ
巴基斯坦更希望借助上合组织这一平台ꎬ 运作好中巴经济走廊ꎬ 并以此为抓

手为中亚国家提供外运通道ꎬ 加强与中亚地区的经贸、 能源合作ꎮ 增强上合组织

秘书处和地区反恐怖机构的作用ꎬ 努力促进阿富汗和平重建ꎬ 更有效打击 “三股

势力”ꎬ 并以上合组织解决边界争端的成功经验帮助缓解与印度的紧张关系ꎮ

四　 新形势下运筹上合组织的中国之策

乌克兰危机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缩影ꎬ 使上合组织进入一个复杂多变

时期ꎮ 未来上合组织能否行稳致远ꎬ 既与世界和地区形势的发展密切相关ꎬ 也取

决于上合组织自身的应对和行动ꎮ 乌克兰危机无疑给上合组织带来诸多挑战和考

验ꎬ 但同时更要看到ꎬ 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上合组织孕育着新的机遇和希望ꎬ 成

员国对上合组织抱有更大的期待ꎮ 随着乌克兰危机的长期化、 复杂化ꎬ 上合组织

的机遇和希望不是变少了ꎬ 而是增大了ꎮ 在此背景下ꎬ 中国应站在应对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的高度ꎬ 着眼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需要ꎬ 认真评估上合组织面临

的机遇和挑战ꎬ 并在充分明了各成员国政策取向的基础上ꎬ 力争最大限度规避风

险ꎬ 最大程度释放积极能量ꎬ 努力促使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行稳致远ꎮ

５１

① Индия выступила за расширени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рамках ШОС ｈｔｔｐｓ: / / ｉｚ ｒｕ / １３９６３０２ / ２０２２ －０９ －
１６ / ｉｎｄｉｉａ － ｖｙｓｔｕｐｉｌａ － ｚａ － ｒａｓｓｈｉｒｅｎｉｅ － ｓｏｔｒｕｄｎｉｃｈｅｓｔｖａ － ｖ － ｒａｍｋａｋｈ － ｓｈｏｓ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３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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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ꎬ 坚持不结盟、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的基本方针ꎬ 积极塑造上合地区

新型国际关系ꎮ
面对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大国博弈日趋白热化ꎬ 中国应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ꎬ 坚持结伴而不结盟、 合作而不对抗的基本合作模

式ꎬ 努力使上合组织成为大小国家平等相待、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的典范ꎮ 应保

持战略定力ꎬ 妥善处理好四大因素ꎬ 即俄罗斯因素、 美国因素、 伊斯兰因素和地

区国家因素ꎬ 努力促使欧亚格局演变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ꎮ
一要妥善处理俄罗斯因素ꎮ 加大推进与俄在上合地区战略协作和制度对接合

作ꎮ 抓住当前俄对华战略依赖加深之机ꎬ 着力加大与俄战略沟通和政策对接ꎬ 切

实推进 “一带一盟” 对接合作和 “一带一路” 与 “大欧亚伙伴关系” 计划协同

发展ꎮ 积极落实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定ꎬ 加快欧亚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谈判进程ꎬ 推进上合组织贸易投资便利化进程ꎬ 抢占地区秩序重建先机和高地ꎮ
二要积极应对美国因素ꎮ 坚持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的原则立场ꎬ 始终从本国

根本利益出发ꎬ 坚定执行不结盟、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方针ꎬ 巧妙与美在上合

地区周旋ꎬ 避免陷入新的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之中ꎮ 注意利用美欧经略欧亚地区

政策差异ꎬ 对美欧采取不同对策ꎬ 利用一切可能加大做欧方工作力度ꎬ 最大限度

寻求与欧方在欧亚地区合作ꎬ 努力化解其对华疑虑、 戒心和敌意ꎮ 支持欧亚国家

防范美国及西方策动 “颜色革命”ꎬ 协助各国安邦固权ꎮ 加大做欧亚国家社会、
民间工作ꎬ 切实提高当地民众对华认同感和接受度ꎬ 积极消除对华疑虑和误解ꎮ
加大对当地教育和舆论投入ꎬ 提升在欧亚国家的话语权ꎬ 努力改善当地对华不利

舆情ꎮ 以开放、 自信姿态主动与欧亚地区域外建设性力量建立广泛联系ꎬ 团结一

切可以团结的力量ꎬ 构建广泛的统一战线ꎮ
三要认真对待伊斯兰因素ꎮ 加强中俄在应对伊斯兰激进势力向欧亚地区渗透

问题上的战略协作ꎬ 适时将其作为中俄印三方合作议题ꎮ 坚定支持地区国家走世

俗化道路ꎬ 对伊斯兰激进势力夺权严加防范ꎬ 坚决反对建立政教合一政权ꎮ 积极

加强与上合组织大家庭中伊斯兰国家的关系ꎬ 发挥其积极正面作用ꎬ 敦请其管束

国内激进势力ꎬ 不向地区国家传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ꎬ 不干涉地区国家内部宗教

事务ꎬ 尊重各国选择的发展道路ꎬ 努力使之成为建立国际和地区新秩序的盟友ꎮ
四要善用地区国家因素ꎮ 加大塑造软实力ꎬ 切实增强对地区国家影响ꎬ 不折

不扣地贯彻不干涉各国内政、 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 不谋求势力范围的

方针ꎬ 进一步加大对各国独立自主、 安邦固权支持帮扶力度ꎬ 不断增强各国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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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近感和信任度ꎮ 着眼于维护西部周边安全大局ꎬ 急各国之所急ꎬ 加大对各国经

济帮扶力度ꎬ 助力其提高抵御风险能力ꎬ 树立负责任、 有担当、 可信赖、 可亲可爱

的大国形象ꎮ 同时ꎬ 积极解决影响与上合国家的合作瓶颈问题ꎮ 抓住各国在乌克兰

危机背景下对华需求和依赖上升之机ꎬ 加大推进与各国经贸合作制度建设ꎬ 夯实双

方合作法律基础ꎬ 推动各国提高市场经济水平ꎬ 切实改善投资环境ꎻ 积极探索联合

执法、 海外安保等新的安全合作形式ꎬ 切实提升中国保障在上合地区海外利益的

能力ꎮ
第二ꎬ 大力弘扬 “上海精神”ꎬ 积极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ꎮ
面对乌克兰背景下上合组织软实力大幅上升的有利契机ꎬ 中国应大力弘扬以

“上海精神” “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 为核心的先进理念ꎬ 使之成为成员国

的共同价值ꎬ 确保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始终保持正确方向ꎮ (１) 积极推动

上合组织塑造和培育成员国共同认可的 “上合意识”ꎬ 将各方普遍认可并遵循的

以 “上海精神” 为核心的共同价值进行提炼概括ꎬ 使之形成为一个系统性的上

合组织价值体系ꎬ 并着力将 “新五观” 充实到 “上海精神” 中ꎬ 将 “两个构建”
理念融入上合组织价值体系ꎮ (２) 从制度上固化上合组织共同价值ꎬ 使之具有

法律效力ꎮ (３) 进一步宣扬上合组织先进理念ꎬ 努力向成员国社会和民间层面

传播ꎬ 做到家喻户晓ꎬ 深入人心ꎬ 真正成为上合组织成员国广泛认可和自觉遵守

的共同价值ꎮ (４) 明确组织定位ꎬ 加强集体认同ꎮ (５) 最大限度凝聚成员国共

识ꎬ 切实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成为成员国共同奋斗目标ꎬ 并使之法律化ꎮ
(６) 深度参与全球治理ꎬ 积极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ꎮ 从全球治理视角切

实推进上合组织自身建设和各项合作ꎬ 把区域治理作为当前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

理的重点ꎬ 不断提高自身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ꎮ
第三ꎬ 切实贯彻新安全观ꎬ 积极打造安全共同体ꎮ
面对当前上合地区安全威胁急剧上升的现实ꎬ 中国应坚持把安全合作放在上

合组织最优先位置ꎬ 并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ꎬ 推动上合组织安全合作走深走实ꎮ
(１) 与成员国积极协商ꎬ 赋予设在塔什干的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以更大的

职能和权限ꎬ 使之真正成为上合组织应对地区安全稳定威胁、 挑战的主要依托和

行动机制ꎮ (２) 与集安条约组织、 亚信等机制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ꎬ 努力形成

合力ꎬ 共同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ꎮ (３) 加强信息、 生物安全合作ꎬ 加大去极端

化合作ꎬ 遏制极端思想蔓延ꎬ 多措并举打击 “三股势力”ꎻ 支持成员国维护自身

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ꎬ 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涉成员国内政ꎻ 加强环保、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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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气候变化、 自然灾害和流行病传播等 “软性” 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ꎬ 加大金

融、 粮食、 能源、 数字等领域安全合作ꎻ 综合施策ꎬ 提高保障在各自境内的其他

成员国人员企业生命财产安全的能力ꎮ (４) 放眼地区和全球ꎬ 确保在全球和地

区安全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ꎮ 加强和深化与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安全组织或机制

的联系ꎬ 加大对地区性、 全球性安全问题的关注ꎮ 聚焦地区安全治理ꎬ 积极参与

解决阿富汗问题ꎬ 努力将来自阿富汗的安全风险降至最低ꎬ 塑造公正合理的地区

安全新秩序ꎮ 从全球治理高度推进上合组织安全合作制度和机制建设ꎬ 使之更具

推广、 复制价值ꎬ 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ꎮ (５) 创新决策方式ꎬ 提高安全合作效

率ꎮ 灵活运用 “协商一致” 和 “不干涉内政” 决策原则ꎬ 积极考虑实施 “建设

性介入” 政策ꎬ 建立冲突调解机制ꎮ 扩大地区反恐怖机构职权ꎬ 建立工作落实机

制ꎮ 加大刚性安全合作制度建设ꎬ 使之更具约束力和执行力ꎮ
第四ꎬ 迎难而上推进区域经济合作ꎬ 积极夯实发展共同体ꎮ
面对上合地区经济环境日趋险恶的局面ꎬ 中国应充分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和自

身优势ꎬ 采取积极措施ꎬ 有的放矢应对地区经济困难ꎬ 努力推动上合组织经济合作

走上正轨ꎮ (１) 大力倡导并积极开展次区域、 小多边合作ꎬ 通过建设示范区和示范

基地等新形式ꎬ 积极探索走出经济合作结构性困境的新路径ꎮ (２) 坚持将制度合作

作为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优先方向和重点ꎬ 努力为成员国发展创造有利的发展环

境ꎬ 积极将现有的政府主导型合作方式逐步向政府主导和市场运作并重方向转变ꎬ
确保合作可持续发展ꎮ (３) 适时激活上合 “能源俱乐部”ꎬ 努力形成统一交易市场

和稳定可靠的供需合作关系ꎻ 适时建立 “粮食俱乐部” 机制ꎬ 确保成员国粮食安

全ꎻ 加大本币互换ꎬ 推动建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ꎬ 逐步建立统一的支付结算网络体

系ꎮ (４) 加快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进程ꎬ 积极落实新版经贸合作纲要ꎬ 着力加强制

度便利化建设ꎮ 积极推动落实成员国政府国际道路便利化协定ꎬ 加强成员国在上合

组织框架内就地区互联互通进行对话协商ꎬ 积极消除化解各种互联互通方案的竞争

性ꎬ 形成良性有序的区域互联互通体系ꎮ (５) 不断丰富合作领域ꎬ 加大 ５Ｇ 技术、
智慧城市、 人工智能、 电子商务等新兴领域合作ꎬ 不断寻找新的合作增长点ꎮ

第五ꎬ 加大推进组织内部改革ꎬ 积极促进上合组织转型升级ꎮ
面对上合组织行动力和效率不足的短板ꎬ 中国应积极推动上合组织稳步推进

内部改革ꎬ 切实处理好、 平衡好公平和效率、 权利和义务的关系ꎬ 不断提高合作

效率ꎬ 努力使上合组织真正地从会议机制转变为合作机制ꎮ (１) 与时俱进修订

完善相关法律文件ꎬ 使之更具约束性和操作性ꎮ (２) 加大刚性制度建设ꎬ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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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可操作性ꎮ (３) 认真总结扩员经验ꎬ 进一步完善扩员制度ꎮ (４) 适时制定

出台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法律文件ꎬ 明确规定各领域合作理念、 宗旨、 原则、 任

务、 目标和方向ꎮ (５) 创新性运用 “协商一致” 原则ꎮ 可以考虑在国家元首会

议、 政府首脑会议、 外长会议和地区反恐怖理事会上采取协商一致原则ꎬ 以平等

方式决定组织发展的原则性、 方向性问题ꎮ 在各部门领导人会议、 国家协调员理

事会上可采取多数通过原则ꎮ (６) 提升和明确秘书长地位和权限ꎮ 应赋予秘书长

更大权限ꎬ 使其成为上合组织的行政首长ꎬ 而不仅仅是上合组织秘书处的行政首

长ꎮ 短期内如果就此无法达成一致ꎬ 成员国可协商修改宪章相关条款ꎬ 明确规定授

权秘书长以对外代表权ꎬ 以利于组织在处理对外事务方面的及时性和有效性ꎮ

结　 语

乌克兰危机是一个试金石ꎬ 凸显出上合组织在当今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独特

价值和作用ꎬ 证明了上合组织倡导的以 “上海精神” 为核心的一系列新理念、
新主张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泛的普适性ꎮ 当前ꎬ 国际和地区形势正处于一个变

动交替的重要关头ꎮ 美国正加大对中俄的遏制和打压ꎬ 加紧打造排除异己的新联

盟、 新秩序ꎬ 导致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机制陷入空前困境ꎬ 把世界推向分

裂、 对抗的危险边缘ꎮ 在此背景下ꎬ 作为秉持超越冷战思维、 具有先进理念的新

型国际组织ꎬ 上合组织责无旁贷ꎬ 必须挺身而出ꎬ 迎难而上ꎬ 展现应有的担当ꎬ
以切实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大局ꎬ 确保成员国乃至广大发展中

国家的正当权益ꎮ 事实雄辩地证明ꎬ 上合组织大力倡导和积极践行的 “上海精

神” 绝不是外交辞令ꎬ 它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国际组织和真正的多边主义的价值取

向ꎬ 超越了冷战思维和帝国思维ꎬ 为破解当今时代难题提供了行之有效的良方ꎬ
理应成为新一轮全球和地区治理的引领者ꎮ 摆在当前上合组织面前的最大挑战是

如何将先进理念内化为成员国的自觉意识和有效行动ꎬ 并使之得到更大范围的认

可和接受ꎬ 最终推动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ꎮ 这是时代赋予上

合组织的重任ꎬ 也是上合大家庭成员乃至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上合组织的期盼ꎮ 但

这绝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轻易实现的ꎬ 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 复杂甚至曲折的历

程ꎮ 对此ꎬ 必须保持足够的耐心、 应有的战略定力和持之以恒的信念ꎬ 任何盲目

乐观、 急于求成或者妄自菲薄、 悲观失望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ꎮ
(责任编辑　 李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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