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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合作:
进展、问题及路径选择

韩　 璐

【内容提要】 　 在地区生态环境日益严峻的背景下ꎬ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

的绿色合作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地区生态环保治理水平ꎬ加快上海合作组织国

家绿色经济转型ꎬ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基

础ꎮ 近年来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不仅出台了本国的绿色发展战略及相关政策

文件ꎬ也加快了彼此之间的绿色合作ꎬ取得了一定成效ꎬ同时ꎬ上海合作组织

国家在绿色合作中也要克服多边合作效率较低、生态环保互补性较差、合作

经济基础薄弱、融资不足以及产业合作障碍较多等一系列问题和挑战ꎮ 随着

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更加重视绿色低碳转型、绿色“一带一路”的持续推进以及

中国绿色发展的示范效应ꎬ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合作将大有可为ꎬ前景广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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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是全球最大的地区性组织ꎬ涵盖面积

广阔ꎬ成员国皆是发展中转型国家ꎬ生态环境问题较为突出ꎬ包括水资源使用

过量、大气污染、土地荒漠化等ꎬ给各国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利影响ꎮ 在此背景

下ꎬ保护地区生态环境、推动地区国家绿色低碳转型、加强地区国家绿色合作

成为上合组织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ꎮ 对此ꎬ在已取得绿色合作成果的基础

上ꎬ上合组织成员国应主动有为ꎬ加快落实相关政策文件ꎬ深化务实合作ꎬ推
动上合组织与绿色“一带一路”协同发展ꎬ维护地区生态平衡ꎬ共同实现可持

续发展ꎬ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提供保障ꎮ

一　 上合组织开展绿色合作的必要性

所谓绿色经济ꎬ其概念核心就是追求并实现一种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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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为后代造福的可持续发展模式①ꎮ 上合组织地区生态环境严峻复

杂ꎬ但地区绿色资源丰富ꎬ为上合组织国家间开展绿色合作提供了必要条件ꎮ
同时ꎬ上合组织深化绿色合作也有利于地区国家可持续发展ꎬ为区域经济合

作提供新的增长点ꎬ对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ꎮ
(一)地区环境的双重性为绿色合作提供必要条件

上合组织地区绿色能源丰富ꎬ不仅拥有充足的太阳能和风能ꎬ天然气、硅
(太阳能光伏板的主要制作材料)等资源储量也很可观ꎬ发展绿色经济潜力巨

大ꎮ 同时ꎬ该地区还拥有多元化的生态系统ꎬ既有茂盛的寒带针叶林和热带雨

林ꎬ也有广袤无垠的沙漠戈壁和高寒冻土ꎬ为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了重要的

物质基础ꎮ 但东亚和南亚地区资源消耗、空气污染问题严峻ꎬ中亚地区则面临

着咸海干涸、冰川融化、水资源短缺、土地退化、气候变化等生态环境问题ꎬ加之

大规模农业和矿产开发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ꎬ也严重影响到地区国家的经济社会

发展ꎮ 例如ꎬ中亚地区的冰川主要集中在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

坦ꎬ为地区河流提供了近 ８０％的水源ꎮ 最近几十年来ꎬ受气候变暖等因素影响ꎬ冰
川面积已经减少超过 １ / ３ꎮ 塔总统拉赫蒙警告称ꎬ冰川和高山积雪融化速度加快

导致旱灾的发生频率增加ꎬ国家年经济损失超过 １ 亿美元②ꎮ 哈总统托卡耶夫

也表示ꎬ水资源短缺可能导致本国农业产量在 ２０５０ 年之前下降 ３０％ ③ꎮ 与

此同时ꎬ由于大部分国家缺乏资金投入和技术支撑ꎬ无论是改善生态环境还是推

动绿色经济发展ꎬ皆心有余而力不足ꎮ 在此背景下ꎬ借助上合组织的集体力量解

决地区国家面临的生态问题ꎬ推动绿色经济发展ꎬ既有必要也有潜力ꎮ 因此ꎬ生态

环境保护、绿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将成为上合组织国家绿色合作的重点方向ꎮ

表 １ 中亚五国土地概况

国家
面积

(万平方
千米)

农业用地
(亿公顷)

土地退化
(万公顷)

牧场
(亿公顷)

盐碱地
(万公顷)

沙漠及
砂土地

(亿公顷)
哈萨克斯坦 ２７２ ５ ２ ２１６ ８ ０２０ １ ８６４ ３ ５８０ １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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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国家
面积

(万平方
千米)

农业用地
(亿公顷)

土地退化
(万公顷)

牧场
(亿公顷)

盐碱地
(万公顷)

沙漠及
砂土地

(亿公顷)
吉尔吉斯斯坦 ２０ ０ ０ ０６７ ６７ ０ ０９０ ５ ０

塔吉克斯坦 １４ ３ ０ ０４０ ３９０ ０ ０３６ １０ ０ ００２

土库曼斯坦 ４９ １ ０ ４０５ ４５ ０ ３８０ ９０ ０ ４０７

乌兹别克斯坦 ４４ ９ ０ ２０２ １２０ ０ １１０ １５０ ０ ３１０

资料来源: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подходы в борьбе с песчаными и пыльными бурями 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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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ａｌｉｚ － ｚａｓｕｈａ － ｖ － Ｃｅｎｔｒａｌｎｏｉ － Ａｚｉｉ ｐｄｆ

(二)助力上合组织可持续发展

促进成员国共同发展是上合组织宗旨之一ꎬ开展绿色合作符合这一宗

旨ꎮ 一是有利于成员国绿色低碳发展ꎮ 上合组织国家几乎都是发展中国家

或经济转型国家ꎬ大部分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ꎬ采用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

模式ꎬ这种发展模式消耗高、成本高ꎬ忽视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环境保护ꎬ导致

生态环境恶化ꎬ非常不利于可持续发展ꎮ 近年来ꎬ各国纷纷将绿色经济转型

作为国家战略目标ꎮ 上合组织作为推动地区发展的重要力量ꎬ有必要通过绿

色合作项目引领和帮助成员国实现可持续发展ꎮ 二是有利于拓宽上合组织

经济合作领域ꎬ进一步夯实组织根基ꎮ
多年来ꎬ上合组织坚持互利共赢原则ꎬ在经济合作方面取得显著进展ꎬ但

发展潜力并未得到充分发挥ꎬ仍有巨大的上升空间ꎮ 而开展绿色合作不仅有

利于上合组织国家齐心协力解决共同面临的地区问题ꎬ还能给上合组织经济

合作提供一个新增长点ꎬ为其长期健康发展奠定基础ꎮ
(三)促进上合组织深度参与全球治理

随着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ꎬ应对气候变化、能源转型、可持续发展

等问题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ꎮ 这些问题既是地区治理问题ꎬ也是全球治

理问题ꎮ 绿色合作将极大地充实上合组织发展理念ꎬ不仅可在解决地区治理

的相关问题方面作出贡献ꎬ也将为全球治理提供新智慧和新思路ꎬ对完善全

球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为全球治理提供价值支持ꎮ 同时ꎬ绿色合

作有利于加强上合组织对全球治理的参与度ꎬ提升上合组织在全球治理方面

的国际影响力ꎮ
(四)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

经过二十余年发展ꎬ“上海精神”已经成为上合组织的核心价值和行动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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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ꎬ是建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的基础①ꎮ 而中国提出的“新五观” “四个典

范”“四个共同体”“五条道路”则与“上海精神”一脉相承ꎬ层层递进ꎬ不仅是

对上合组织丰富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ꎬ也囊括了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理念的

时代内涵②ꎬ且皆包含“共同发展”这一重要内容ꎮ 可见ꎬ构筑更加紧密的上

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的途径之一就是“共同发展”ꎮ 生态环境问题是全人类面

临的共同威胁ꎬ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ꎮ 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利用资源、
开展绿色合作能够推动各国经济的绿色低碳转型ꎬ不仅符合上合组织国家利

益ꎬ实现地区共同发展的目标ꎬ同时也可以此为抓手ꎬ进一步拉近成员国之间

的距离ꎬ促使成员国形成“命运与共”意识ꎬ完善组织各领域机制建设ꎬ为构建

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提供必要条件ꎮ

二　 上合组织绿色合作的机制建设

在上合组织各项合作机制日趋完善的背景下ꎬ绿色合作建设的法律基础

不断巩固ꎬ机制建设也在向前推进ꎮ
(一)制定基础性法律文件

上合组织绿色合作源于生态环保合作ꎮ 早在上合组织成立初期ꎬ各成员

国就高度重视环保合作ꎬ«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２００１ 年)和«上海合作组

织宪章»(２００２ 年)等纲领性文件均明确将生态环保合作列为上合组织重要

合作领域之一ꎮ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上合组织青岛峰会通过了«上合组织成员国环

保合作构想»ꎬ这是上合组织框架内第一份关于生态环保合作的纲领性文件ꎬ
确立了上合组织维护生态平衡、实现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ꎬ同时就

维护地区良好生态环境制定了一系列措施③ꎮ ２０１９ 年和 ２０２１ 年ꎬ上合组织

先后颁布«‹上合组织成员国环保合作构想›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１ 年落实措施计划»和
«‹上合组织成员国环保合作构想›２０２２ ~ ２０２４ 年落实措施计划»ꎬ为上合组

织国家开展绿色合作提供了法律基础ꎮ
同时ꎬ«２０２５ 年前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战略»(２０１５ 年)、«上海合作组织城

市生态福祉发展规划»(２０１９ 年)、«上合组织绿色之带纲要»(２０２１ 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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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声明» (２０２２ 年)、«上
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可再生能源领域合作纲要» (２０２２ 年)等一系列文件的

出台ꎬ为进一步夯实上合组织绿色合作提供了法律基础ꎮ 这些文件明确要

求上合组织成员国在能源和资源节约、绿色和低排放技术领域扩大合作ꎬ
促进可持续发展ꎮ 历届上合组织元首峰会宣言也都强调ꎬ要加强在绿色发

展、防治环境污染、应对气候变化以及保护和利用生物多样性等领域开展

合作ꎮ
(二)建立绿色合作机制

２００５ 年ꎬ上合组织启动成员国环保部门专家会议机制ꎬ几乎每年召开一

次ꎬ最近一次会议于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举行ꎬ主要就环保合作、保护区合作和生态

旅游、共同解决环境问题、废物管理、环保合作构想实施计划等议题展开讨

论①ꎮ ２０１９ 年ꎬ上合组织成员国环境部长会议机制建立ꎬ为上合组织环保合

作的持续开展提供了更为稳定的机制保障ꎮ 截至目前ꎬ该机制已召开四次会

议ꎬ定期就上合组织环保生态合作进展与问题进行对表ꎮ
一直以来ꎬ中国高度关注和积极推动上合组织绿色合作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ꎬ在中国政府支持下ꎬ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环境保护合作中心(以下简

称“环保中心” )成立ꎬ这是上合组织框架内首个专门从事环保合作的机

构ꎮ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９ 年ꎬ“环保中心”成功举办 １４ 次上合组织框架内的研讨

交流与培训活动ꎬ活动主题涵盖绿色经济发展、大气污染防治、水环境保

护、固体废物处理、生态城市建设、环境信息化发展等多个领域ꎮ ２０１８
年ꎬ在中国关于建设上合组织环保信息共享平台的倡议下ꎬ中、俄、英三

语门户网站建成并上线运行ꎬ促进了区域环境信息共享ꎮ 中国还积极推

动上合组织生态环保创新基地建设ꎬ促进环保技术创新与应用ꎬ深化上

合组织绿色技术合作ꎮ
(三)完善成员国双边合作机制化和法制化建设

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建立了双边层面的环保合作委员会ꎬ与印度

建立了气候变化工作组ꎬ与巴基斯坦建立了核安全合作指导委员会ꎮ 中国还

与所有成员国都签订了与环保相关的合作协议或协定ꎬ有力地推动和协调上

述领域的合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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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双边生态环保合作机制化和法制化建设情况

合
作
方

合作机制 合作文件 合作重点

中俄

中俄环保合作委员会、污
染防治和环境灾害应急
联络工作组、跨界水体水
质监测与保护工作组、跨
界自然保护区和生物多
样性保护工作组

«环境保护合作协定»(１９９４
年)、«关于中俄两国跨界水
体水质联合监测的谅解备
忘录»(２００６ 年)

跨界自然保护区建设和
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ꎬ跨
界水体水质保护监测ꎬ边
界地区污染防治与环境
灾害应急、固体废物污染
监测

中哈 中哈环保合作委员会
“中哈跨界河流水质保护协
定” (２０１１ 年)、“中哈环境
保护合作协定”(２０１１ 年)

跨界河流水质监测ꎬ控制
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
废物污染、放射性污染及
环境监测

中吉
“中吉环境合作谅解备忘
录”(２００７ 年)

土壤改良、清洁饮用水保
障、污水处理

中塔

“中塔环境保护合作协定”
(１９９６ 年)、 “中塔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３ 年 合 作 纲 要 ” ( ２００７
年)、“中塔 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０ 年
合作纲要”(２０１４ 年)

防治污染、 应对气候变
化、合理利用水资源ꎬ共
同保护边境地区稀有植
物和自然生态系统

中乌

“中乌环境保护合作协定”
(１９９７ 年)、“中乌环境保护
合作 谅 解 备 忘 录 ” ( ２００７
年)

环境保护管理、环境保护产
业与技术、污染防治与清洁
生产、生物多样性保护、提
高公众环保意识、环境监测
与环境影响评价

中巴
中巴核安全合作指导委
员会

«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
(１９８６ 年)、“中巴环境保护
合作协定”(２００８ 年)、“中巴
关于林业合作的谅解备忘
录”(２０１８ 年)、“中巴关于应
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物资援
助的谅解备忘录”(２０２３ 年)

核安全、辐射防护、环境
监测、盐碱地生态修复

中印
中印跨界河流专家级机
制、中印气候变化工作组

“中印关于中方向印方提供朗
钦藏布江水文信息的谅解备
忘录”、“中印关于应对气候
变化合作协定”(２００９ 年)

跨界水资源利用、应对气
候变化

中伊
中伊环境保护、可持续发
展、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的
合作文件(２０２３ 年)

防治沙尘暴、 城市生态
保护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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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上合组织绿色合作实践

在各项政策文件及机制的保障下ꎬ在现实需求的推动下ꎬ上合组织各成

员国积极开展生态环保、节能降耗、绿色技术、绿色金融等领域合作ꎬ并取得

一定成效ꎮ 上合组织在推进地区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ꎮ
(一)生态环境治理

环境保护、生态安全、应对气候变化、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是上合组织成

员国双边、多边生态环保合作的重要内容ꎮ 一是拯救咸海行动ꎮ 目前ꎬ咸
海面积已经比 １９６０ 年减少了 ９０％ 以上ꎬ这个原为世界第四大的湖泊几乎

完全干涸ꎬ并在原湖床上形成了 ５５０ 万公顷盐碱沙漠ꎬ每年排放超过 １ 亿

吨的有毒盐尘ꎬ由此产生的荒漠化、盐渍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问题对中

亚国家的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和人民生命健康造成了严重影响①ꎮ 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对此评价道:“除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灾难外ꎬ地球上恐怕再也找

不出像咸海地区这样生态灾害覆盖面如此之广、涉及人数如此之多的地

区ꎮ”②长期以来ꎬ恢复咸海生态环境既是流域国家ꎬ也是上合组织最重要的

环保任务之一ꎮ １９９３ 年ꎬ中亚五国首脑在哈萨克斯坦克孜勒奥尔达市召开

咸海问题大会ꎬ签署了«关于合作解决咸海问题及保障咸海地区社会和经

济健康发展的协议»ꎬ并成立了咸海问题国际委员会和拯救咸海国际基金

会ꎮ １９９５ 年ꎬ中亚五国领导人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努库斯签署«咸海宣言»ꎬ
认为有必要建立咸海流域可持续发展国际公约③ꎮ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ꎬ第 ７３ 届联

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设立“联合国咸海地区人类安全多伙伴信托基金”④ꎬ乌兹

别克斯坦政府决定每年向基金投入 ２００ 万美元⑤ꎬ给咸海治理带来积极而明

显的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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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ꎬ第 １５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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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也积极参与咸海生态治理ꎮ 中国科学院所属机构与中亚国家科研

机构成立了气候变化影响下的中亚生态系统监测与管理研究联盟ꎬ签署了

«乌鲁木齐宣言———中乌创新合作:咸海区域的生态恢复»①ꎮ 中国科学院新

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在咸海流域布设了由 ８０ 个气象和水质自动观测点组成

的监测网络ꎬ为流域水资源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②ꎬ并在乌兹别克斯坦的

穆伊纳克镇建设盐渍土地植被恢复试验区基地ꎬ种植了肉苁蓉、沙棘等 ２０ 多

种耐旱耐盐作物ꎬ筛选出的耐盐耐碱植物在重度盐碱化土地和咸水灌溉条件

下长势喜人ꎬ为咸海生态修复与治理贡献了力量ꎮ
二是防治土地退化ꎮ ２００３ 年ꎬ中亚国家环境部长签订«中亚国家实施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战略合作协定»ꎻ各国还成立了中亚国家土地管理

倡议ꎬ提出实现土地可持续管理ꎬ扭转土地退化趋势ꎮ ２０１８ 年ꎬ中亚国家协同

制定并出台«２０２０ ~ ２０３０ 年中亚环境保护促进地区可持续发展方案»ꎬ旨在

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地区生态环境以及改善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ꎮ ２０１９ 年

中亚国家与俄罗斯成立“中亚—俄罗斯”区域间小组ꎬ以加强在干旱和沙尘暴

管理领域的能力ꎮ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２ 年ꎬ乌兹别克斯坦种植了 １６０ 万公顷绿植ꎬ哈
萨克斯坦的灌溉面积增长 ４０％ ꎬ吉尔吉斯斯坦约 １２ 万公顷牧场和森林处于

可持续土地管理制度之下③ꎬ土库曼斯坦则提出并实施“绿化沙漠”倡议ꎬ力
争到 ２０２５ 年恢复 １６ 万公顷土地ꎮ 中国在中亚国家防治土地荒漠化进程中

也发挥了积极作用ꎮ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联合哈萨克斯坦农

业部、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和塔吉克斯坦科学院共建

中国科学院中亚生态与环境研究中心、中塔生物资源保育与可持续利用联合

实验室、中乌生物与土壤联合实验室、中哈农业大数据分析中心、干旱区生物

多样性保护联合体等ꎬ助力干旱环境改善ꎮ
三是跨界环境和生态保护ꎮ 中俄在跨境自然保护区(结对合作模式)、跨

界水体水质联合监测、边界地区污染防治与环境灾害应急等方面的合作取得

较大进展ꎬ有力保障了两国边境生态安全ꎮ 在此基础上ꎬ两国持续升级环保

合作ꎬ开展固体废物处理合作ꎮ 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中亚生态与环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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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心同哈萨克斯坦林业委员会、塞富林农业技术大学共同实施哈首都圈生

态林建设技术示范项目ꎬ已建设完成 ２０ 公顷固碳示范防护林ꎬ极大地减少了

大风天气对居民生活的影响ꎮ
(二)绿色能源合作

在传统能源改造方面ꎬ中国企业参与哈萨克斯坦卡沙甘油田项目、奇姆

肯特炼油厂现代化改造工程、阿特劳州石油化工综合体项目ꎬ极大地推动了

哈萨克斯坦绿色经济转型ꎮ “中石化”胜利油田有限公司承建土库曼斯坦油

井修复和钻井技术项目进展顺利ꎮ 中国与塔吉克斯坦合作的热电厂项目采

用全球最先进的除尘和脱硫技术ꎬ在提高能源利用率的同时确保了工业生产

超净排放ꎬ降低了对周边环境的二次污染ꎮ 在塔吉克斯坦已运营 １７ 年的“塔
中矿业”长期探索绿色矿业发展模式ꎬ在扩产建设中逐渐引入更多的资源综

合回收项目ꎬ降低能耗和环境污染率ꎬ推动当地绿色经济发展ꎮ
在可再生能源合作方面ꎬ核能是中俄能源合作的重要领域ꎮ 中俄合作建

设的田湾核电站被誉为中俄核能合作典范项目①ꎮ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ꎬ中俄核能

合作又一重大项目———徐大堡核电站 ３、４ 号机组全面开工建设ꎬ为两国绿

色合作再添新内容ꎮ 中哈合作的哈萨克斯坦玛伊纳水电站、图尔古松水电

站、札纳塔斯 １００ 兆瓦风电场、阿拉木图州谢列克 ６０ 兆瓦风电站与卡布恰

盖光伏电站等一系列项目的顺利实施有力填补了当地电力缺口ꎬ改善了生

态环境ꎬ带动了居民就业ꎬ为哈萨克斯坦经济脱碳和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

助力ꎮ 中国企业参与建设乌兹别克斯坦水电站修复项目、锡尔河 １ ５００ 兆

瓦燃气联合循环电站项目、布哈拉风电站与纳沃伊光伏电站、卡什卡达里

亚州 ５００ 兆瓦及布哈拉州 ５００ 兆瓦组成的 １ 吉瓦光伏项目ꎻ吉尔吉斯斯坦

比什凯克热电站改造、伊塞克湖光伏电站与托古兹水电站ꎻ塔吉克斯坦格

拉夫纳亚水电站技改项目ꎻ巴基斯坦风电项目、卡洛特水电站、科哈拉水电

站等一系列新能源项目ꎮ 这有力地推动了当地资源高效利用和绿色低碳

发展ꎮ
(三)绿色技术推广

上合组织依托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大力推广绿色农业技术ꎮ
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建设了 ８ 个

农业科技示范园区ꎬ涉及设施农业、节水灌溉、农业环境调控、花卉苗木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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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养殖技术及管理等多领域合作①ꎬ多渠道、多层面示范推广农业新品种、
新技术、新设备ꎮ 中国还将高矿化度地下浅层咸水灌溉种植盐生植物技术、
棉花水肥一体化智能灌溉技术和棉花覆膜滴灌栽培技术等应用在中亚咸海

生态治理中②ꎬ助力区域生态环境改善ꎮ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

共建的中乌节水农业海外示范园采用太阳能喷灌和智能水肥一体滴灌技术ꎬ
使棉花产量提高 ５０％ 、节水 ５０％ 、投资减少 ４０％ ③ꎮ 塔吉克斯坦引入中国棉

花品种和种植技术ꎬ推动本国农业现代化进程ꎮ 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还专

门为吉尔吉斯斯坦农村和山区研发了分布式成套膜技术净化集中供水站ꎬ极
大保障了当地牧民和牲畜饮用水安全ꎮ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

院与伊朗德黑兰大学还成立了中国—伊朗干旱区农业与生态联合实验室ꎬ围
绕旱作农业开展深度合作ꎮ

(四)绿色金融合作

中国对上合组织国家绿色投资主要集中在清洁能源、矿产资源、绿色开

发、农业现代化建设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④ꎮ 中俄之间的融资机制比较

多且运作较为成熟ꎬ包括中俄能源合作股权投资基金、中俄大湾区股权投资

基金、中俄能源投资私募基金、中俄地区合作发展投资基金、中俄粮食产业基

金、中俄战略投资基金等ꎬ为两国绿色金融合作提供支持ꎬ为资金流向两国重

要绿色项目畅通渠道⑤ꎮ 哈萨克斯坦在中亚地区绿色金融发展领域表现较

为突出ꎮ ２０２０ 年年初ꎬ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ＡＩＦＣ)专门成立

绿色金融中心ꎬ对标国际标准制定绿色债券发行机制和规则⑥ꎮ 阿斯塔纳国

际金融中心还与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签署协议ꎬ旨在共同打造中

哈投资合作新平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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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上合组织绿色合作存在的不足与问题

绿色合作是上合组织发展的新兴领域ꎬ虽然在成员国共同努力下取得了

一系列成果ꎬ但也存在一些主客观上的问题与障碍ꎮ
(一)多边合作效率有待提高

上合组织决策机制ꎬ即“协商一致原则”对多边合作效率形成明显制约ꎬ
使组织行动力大打折扣ꎬ合作效率不高ꎬ陷入会议多、倡议多、文件多而落实

难的怪圈ꎮ 特别是扩员后内部差异性加大ꎬ成员国利益各异ꎬ这种决策机制

的局限性给上合组织多边务实合作带来的阻力加大ꎮ 加之上合组织成员国

多样的国情和复杂的国家间关系增加了多边环保合作的协调难度和成本ꎬ部
分国家希望加强环保等领域的务实合作ꎬ但更多倾向于推进跨界水域和自然

保护区方面的双边合作ꎮ 因此ꎬ上合组织虽已搭建绿色合作机制ꎬ也出台了

多个相关文件和倡议ꎬ但相对应的计划落实并不充分ꎬ未明确牵头实施部门、
参与部门、具体实施步骤等ꎬ导致绿色多边合作“虚多实少”ꎬ绿色合作仍以双

边为主ꎮ
(二)环保合作互补性不足

上合组织是全球覆盖面积最大的区域性国际组织ꎬ拥有全球 １ / ５ 的陆地

面积和多元化的生态系统ꎮ 同时ꎬ成员国国情各异ꎬ既有哈萨克斯坦、乌兹别

克斯坦等转型国家ꎬ也有中国、俄罗斯、印度等新兴经济体ꎬ生态环境问题的

存量和增量均存在明显差异ꎬ环保合作契合点较少ꎮ 上合组织地区环保合作

主要聚焦在跨界水域保护、自然保护区等有限领域ꎬ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

总体不高ꎬ多为环保项目资金、知识、技术和装备的输入地ꎬ环保领域互补性

不强ꎬ甚至存在国际资源竞争问题ꎮ 此外ꎬ由于各国传统文化、政治体制、发
展阶段和环保意识不同ꎬ各国环境治理模式存在明显差异ꎬ在一定程度上不

利于环保合作的顺利开展ꎮ
(三)绿色合作经济基础薄弱

首先ꎬ上合组织国家普遍不是发达国家ꎬ大部分国家并不富裕ꎬ部分国家

甚至面临消除贫困和保障基本经济收入的生存压力ꎬ摒弃传统粗放型、能耗

高的经济发展模式ꎬ转为高投入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ꎬ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是

一种矛盾的选择ꎮ 其次ꎬ在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的冲击下ꎬ大部分国家经济

发展的重心都放在保民生、保就业上ꎬ无暇顾及绿色经济转型与发展ꎮ 这就

意味着ꎬ上合组织国家能用于生态环保和国际合作的资金将更加有限ꎬ未来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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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计划和合作项目的实施都将受到影响ꎮ 再次ꎬ上合组织绿色技术供给水

平总体滞后于污染防治需求ꎬ环境领域的科技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与发

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ꎬ技术创新总体上处于跟跑状态ꎬ原创性、特有性技术不

多ꎮ 最后ꎬ中国、印度等国家绿色产业初具规模ꎬ但绿色企业“走出去”及双向

互动渠道不畅ꎬ产业合作障碍较多ꎬ如中亚国家法律体系不够完善和稳定、电
力行业外商投资合作框架及相关法规不透明、土地相关法律复杂、存在法律

变动风险等ꎮ
(四)融资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上合组织已建立财长和央行行长会晤机制ꎬ并成立了上合组织银联体ꎬ
但是长期以来ꎬ上合组织银联体并未真正发挥对项目融资的作用ꎮ 缺乏融资

机制、融资渠道狭窄极大限制了上合组织内部绿色合作的持续推进ꎮ 众所周

知ꎬ绿色项目需要高投入ꎬ绿色融资不足不利于上合组织地区绿色产业发展

及提高绿色产业竞争力ꎮ

五　 上合组织绿色合作前景广阔

随着地区环境问题日益严峻ꎬ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高绿色发展水平已

成为上合组织国家的长期战略选择ꎬ加之中国倡导的共建绿色“一带一路”深
入推进ꎬ必将带动上合组织绿色合作升至一个更高水平ꎮ

(一)绿色低碳发展成为地区国家内在需求

随着上合组织各成员国经济的快速发展ꎬ地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

剧ꎬ大气和水体污染、固体废料处理不力等各种环境问题不断显现ꎮ 例如ꎬ中
亚地区 １ / ５ 土地已经退化ꎬ相当于 ４ 个吉尔吉斯斯坦的面积ꎬ大约 ３０％的人

口受到影响①ꎮ 各国政府已认识到环境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较大影响ꎬ
愈发重视生态环保工作ꎬ将环境治理和绿色经济转型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

要内容ꎮ
中国提出绿色发展理念ꎬ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立法ꎬ将生态文明和美丽中

国建设的要求写入宪法ꎬ大力促进绿色低碳循环产业体系的发展ꎬ并提出

２０３０ 年前实现碳达峰、２０６０ 年前实现碳中和等目标ꎮ 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ꎬ
要在“十四五”时期坚持不懈地推动绿色低碳发展ꎬ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

—３３—

① «中亚沙尘暴频次激增ꎬ五分之一以上土地退化ꎬ相当于 ４ 个吉尔吉斯斯坦的面

积»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ｈｂ ｃｎ / ｃｏｍｍｏｎＤｅｔａｉｌ / ９０７１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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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经济体系ꎬ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①ꎮ
俄罗斯积极推出一系列绿色新政ꎬ将能源效率和节能技术列为未来 １０ ~

１５ 年国家科技发展的重点攻关方向ꎬ还先后颁布了«２０５０ 年前俄罗斯联邦减

少大气排放长期战略»和«２０５０ 年前俄罗斯实现温室气体低排放的社会经济

发展战略»ꎬ承诺到 ２０３０ 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降至 １９９０ 年的 ６７％ ꎬ２０５０ 年

前温室气体净排放量比 １９９０ 年减少 ８０％ ꎬ计划在 ２０６０ 年之前实现碳中

和②ꎮ 上述战略指出ꎬ俄罗斯计划支持低碳和无碳技术的应用和拓展ꎬ鼓励

二次能源使用ꎬ并将为此调整税收、海关和预算政策等ꎮ 同时ꎬ俄罗斯还将发

展绿色金融ꎬ采取措施保护和提高森林以及其他生态系统的固碳能力ꎬ提升

温室气体回收利用技术③ꎮ ２０２３ 年ꎬ俄罗斯还启动了企业强制性碳报告

制度ꎮ
哈萨克斯坦早在 ２０１３ 年就提出了绿色经济概念ꎬ先后颁布«哈萨克斯

坦———２０５０ 战略»、«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向绿色经济转型构想»和«２０５０ 年前

低碳发展愿景»等重要战略文件ꎬ并宣布要在 ２０５０ 年前实现向绿色经济成功

转型ꎬ２０６０ 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ꎮ 乌兹别克斯坦将绿色经济和可再生能源作

为 ２１ 世纪可持续发展的支柱ꎮ 政府先后批准了«２０１９ ~ ２０３０ 年乌兹别克斯

坦向绿色经济过渡战略»和«２０３０ 年前国家稳定发展目标任务»等战略规划

文件ꎬ提出将单位 ＧＤＰ 温室气体排放量比 ２０１０ 年减少 １０％ ꎬ并计划在 １００
万公顷土地上引入滴灌技术以保证农作物增产 ２０％ ~ ４０％ 等④ꎮ 吉尔吉斯

斯坦积极落实«吉尔吉斯共和国生态安全构想»ꎬ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ꎬ
于 ２０２１ 年成立国家生态与气候变化委员会ꎬ对生态和气候变化问题更为重

视ꎮ 塔吉克斯坦制定了«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环境保护构想»ꎬ高度关注气候变

化对水资源带来的影响ꎬ确认了«２０２３ ~ ２０２７ 年可再生能源计划»ꎮ 印度将

环保工作内容列入国家五年发展计划ꎬ大力推动节能减排ꎬ发展可再生能源ꎮ
巴基斯坦推行“清洁和绿色巴基斯坦”政策ꎬ开展清洁大气项目等ꎮ 伊朗国内

—４３—

①

②

③

④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ꎬｈｔｔｐｓ: / / ｍ ｇｍｗ ｃｎ / ｂａｉｊｉａ / ２０２１ － ０９ / ２８ / ３５
１９６６４２ ｈｔｍｌ

庞大鹏主编:«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２０２２)»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２３ 年

版ꎬ第 １８３ 页ꎮ
«俄罗斯发布 ２０５０ 年前低碳发展战略 ２０６０ 年前实现碳中和»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ｄ

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ｆｇｇｚ / ｇｊｈｚ / ｚｙｗｊ / ２０２１１１ / ｔ２０２１１１２５＿１３０５１４３＿ｅｘｔ ｈｔｍｌ
«乌总统批准‹２０１９ 至 ２０３０ 年乌向绿色经济过渡战略›»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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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丰富ꎬ早在 １９９６ 年伊朗政府便设立了隶属能源局的伊朗可再生

能源组织(ＳＵＮＡ)ꎬ该组织主要负责对伊朗境内的可再生能源潜力进行评估

并推动实施相关可再生能源项目ꎮ 近年来ꎬ伊朗将加快清洁能源开发及电网

的互联互通作为未来重要的能源发展方向ꎮ
同时ꎬ各成员国也意识到ꎬ一些地区性环境问题单靠自身力量难以得到

有效解决ꎬ只有在借鉴国际经验、开展国际协作的基础上与各国协同治理ꎬ才
能改善地区环境问题ꎬ助推本国绿色低碳发展ꎮ 因此ꎬ开展绿色合作日益成

为各成员国的内在需求和共同愿望ꎮ ２０２３ 年上合组织峰会新德里宣言指出ꎬ
在环境保护、生态环境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发展特别自然保护区和生态旅

游等领域开展合作十分重要ꎬ并宣布 ２０２４ 年为“上合组织生态年”①ꎮ
(二)绿色“一带一路”深入推进带来新机遇

经过 １０ 年的发展ꎬ“一带一路”在绿色基础设施、生态环境质量、绿色技

术开发和绿色经济合作等方面取得诸多成绩ꎮ 中国政府相继发布«关于推进

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等
文件ꎬ与各方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一带一路”可持续城市联

盟ꎬ实施绿色丝路使者计划ꎬ推进“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ꎬ推动绿

色基础设施建设、绿色能源以及绿色金融发展ꎮ 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可再

生能源绿地投资额由 ２０１３ 年的 ４ 亿美元增至 ２０２２ 年的 ８ 亿美元ꎬ在中国对

“一带一路”国家能源绿地投资中的份额从 ２２％升至 ９６％ ②ꎮ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ꎬ
中国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ꎬ宣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的八项行动ꎬ其中“促进绿色发展”行动指出ꎬ中方将持续深化绿色基建、
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等领域合作ꎬ继续举办“一带一路”绿色创新大会ꎬ建设光

伏产业对话交流机制和绿色低碳专家网络ꎮ 落实“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ꎬ
到 ２０３０ 年为伙伴国开展 １０ 万人次培训③ꎮ 上合组织国家是“一带一路”沿
线重要国家ꎬ绝大部分成员国支持“一带一路”倡议ꎮ 可以预见ꎬ未来一段时

间ꎬ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必将惠及上合组织地区ꎬ对进一步推动

上合组织绿色合作发挥重要作用ꎮ
此外ꎬ在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举行的首届中国—中亚峰会上ꎬ上合组织国家达成多

—５３—

①
②

③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新德里宣言»ꎬｈｔｔｐｓ: / / ｃｈｎ ｓｅｃｔｓｃｏ ｏｒ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林屾、王永中、黄晓辰:«绿色金融助力共建“一带一路”十年回顾与展望»ꎬ«中国

外汇»２０２３ 年第 ２０ 期ꎮ
«习近平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ꎬ

«人民日报»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ꎬ第 １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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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绿色发展共识ꎬ包括加快数字和绿色基础设施联通、发展智慧农业合作ꎬ加强

节水、绿色和其他高效技术应用和先进经验交流ꎻ落实中国—中亚绿色低碳发

展行动ꎬ深化绿色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合作ꎻ实施绿色技术领域的地区计

划和项目等ꎬ这些项目的提出和实施将为上合组织绿色合作带来更多动力ꎮ
(三)中国绿色发展的示范效应

２０２３ 年中国发布«新时代的中国绿色发展»白皮书ꎬ指出当前中国绿色

产业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ꎬ绿色供给能力显著增强ꎮ 多晶硅、硅片、电
池、组件产量全球占比均超过 ７０％ ꎻ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 ７ 年居全球第一

位①ꎻ到 ２０２５ 年ꎬ液化天然气(ＬＮＧ)、甲醇等绿色动力船舶的国际市场份额接

近 ５０％ ꎮ 绿色技术创新也取得成效ꎬ截至 ２０２１ 年年底ꎬ中国节能环保产业有

效发明专利达 ４ ９ 万件ꎬ新能源产业有效发明专利达 ６ 万件ꎬ形成了覆盖节

能、节水、环保、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绿色技术装备制造体系②ꎮ 中国持续提

升可再生能源装备制造能力ꎮ 截至 ２０２２ 年年底ꎬ中国风电、光伏发电设备生

产规模和清洁能源投资总额均居世界第一位ꎮ 中国庞大的绿色产业规模和

丰富的技术储备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极具吸引力ꎬ这些国家对中国绿色发

展环保理念、发展经验和技术高度认可ꎬ并希望借鉴中国经验解决本国环境

问题ꎬ这为中国在上合组织框架内深化与其他国家绿色发展合作提供了条

件ꎮ 例如ꎬ俄罗斯希望与中国共同开发并实施低碳技术ꎬ推动石油和天然气

领域人工智能化ꎻ哈萨克斯坦希望借鉴中国大气污染治理经验ꎻ塔吉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希望中国帮助它们解决生活垃圾处理问题ꎻ白俄罗斯希望与中

国全面加强环保合作等ꎮ
(四)新一轮扩员为绿色合作注入新动能

随着伊朗成为正式成员国ꎬ沙特阿拉伯、埃及、卡塔尔等国成为新的对话

伙伴ꎬ“上合大家庭”再次壮大ꎬ绿色合作潜力和绿色低碳环保产业市场也不

断扩大ꎮ 伊朗、沙特阿拉伯、埃及、卡塔尔在自然资源保护、绿色能源开发等

领域都有较强实力ꎬ将有助于进一步拓宽上合组织绿色合作领域、丰富绿色

合作内容ꎮ 特别是伊朗在观察员国时期就高度关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生态

环保合作ꎬ积极参与相关的各项活动ꎬ在成为正式成员国之后必将发挥更大

作用ꎮ 而刚成为正式成员国的白俄罗斯则一直秉持生态优先的发展理念ꎬ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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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新时代的中国绿色发展›白皮书(全文)»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ｃｉｏ ｇｏｖ ｃｎ / ｚｆｂｐｓ / ｚｆｂ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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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合作:进展、问题及路径选择

具备健全的环保制度ꎬ对外经济合作也大多以绿色发展、高科技项目为优先

对象ꎬ可以预见ꎬ它的加入无疑会进一步扩大上合组织绿色合作潜力ꎮ

六　 上合组织绿色合作的基本路径展望

加强绿色发展、加快绿色经济转型已成为上合组织国家的共识ꎮ 上合组

织框架内的绿色合作已经起步ꎬ虽然还不成熟ꎬ但前景广阔ꎮ 未来ꎬ上合组织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化绿色合作ꎬ助推地区国家提高绿色低碳发展水平ꎬ
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ꎮ

第一ꎬ继续深化政策沟通ꎬ凝聚绿色合作共识ꎮ 鉴于绿色合作长期性、综
合性等特点ꎬ上合组织应站在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统筹安排ꎬ并提供政府、企
业和民间共同参与的多元合作平台ꎬ推动各国、各行业之间就绿色发展理念、
经验、问题和共同挑战(包括节能减排、低碳技术开发与利用、绿色治理和先

进管理经验)等问题的沟通ꎬ开展生态环保、绿色发展政策交流对接与互学互

鉴ꎬ讨论共同关心的环境问题ꎬ建立全方位的绿色合作交流机制ꎮ
第二ꎬ加强生态环境治理ꎬ共筑生态文明ꎮ ２０２４ 年为“上合组织生态

年”①ꎬ上合组织国家借此为进一步深化环保合作打下基础ꎮ 一是持续深入

开展上合组织框架内的环境政策对话与技术交流ꎮ 围绕«上海合作组织城市

生态福祉发展规划»«‹上合组织成员国环保合作构想›２０２２ ~ ２０２４ 年落实措

施计划»«上合组织绿色之带纲要»«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关于应

对气候变化的声明»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可再生能源领域合作纲要»等文

件ꎬ制定具体落实措施ꎬ推动已有成果文件落地见效ꎮ 二是充分发挥政府部

门的政策引导作用ꎮ 各国政府积极推动企业、研究机构、社会组织等更多地

参与上合组织环境合作进程ꎬ使合作成果惠及各方ꎬ为上合组织国家带来更

多环境福祉ꎮ 三是加强气候治理方面的合作ꎮ 上合组织各国可以落实«巴黎

协定»为契机ꎬ加强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与交流ꎮ 中国、俄罗斯可协助中亚

国家建立区域气候监测网络ꎬ搭建气候信息平台ꎬ以便及时、准确、完整地掌

握地区气候变化的动态趋势ꎮ 共同研究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ꎬ利用发

展援助等手段帮助中亚国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管理水平ꎮ 四是深化环境治

理能力建设方面的合作ꎮ 上合组织国家可加强在环境监测、污染治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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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上合组织生态年”期间ꎬ上合组织国家制定和实施系列共同项目ꎬ包括合理

利用水资源、保护生态多样化、宣传生态理念和生态教育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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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生态修复等重点领域合作ꎬ完善各国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ꎬ还可联

合开展科研攻关ꎬ加快推动各国环境治理能力的提升ꎮ 五是加快生态环保大

数据服务平台建设ꎮ 在此基础上促进上合组织内部环保信息共享与交流ꎬ为
上合组织的绿色贸易、绿色投资和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等绿色合作提供重要的

信息支持ꎮ 依托“环保中心”ꎬ以中国为主实施重点合作项目ꎬ具体包括信息

共享平台、生态环保创新基地建设等ꎮ
第三ꎬ重点加强绿色能源、技术、人才培养领域的务实合作ꎮ 一是持续推

动上合组织框架内双边、多边的可再生能源合作ꎮ 据估计ꎬ未来五年全球光

伏和风电等新能源装机将保持 １０％的增速①ꎬ中亚地区可再生能源市场尤为

广阔ꎮ 对此ꎬ应激活能源俱乐部ꎬ共同统筹规划ꎬ构建机制和资金保障ꎬ推动

扩大上合组织新能源合作规模ꎬ促进创新与合作水平进一步提高ꎮ 二是以建

设上合组织生态环保创新基地为契机ꎬ促进绿色低碳技术交易与转移ꎬ推动

先进环保技术与设备在上合组织国家的应用和推广ꎮ 三是在上合组织大学、
上合组织经贸发展研究院等平台设置绿色技术应用ꎬ绿色企业管理ꎬ项目运

营、监督等课程ꎬ为各国提供更多的绿色技术与管理人才ꎮ
第四ꎬ推动上合组织与其他多边机制的绿色合作ꎮ 加强与绿色“一带一

路”协同发展、互相促进ꎬ特别是推动上合组织成员国绿色发展战略与绿色

“一带一路”对接合作ꎬ间接带动上合组织绿色合作进入快车道ꎮ 同时ꎬ扩员

后的上合组织对外吸引力增强ꎬ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和机构表现出与上合组

织深化合作的强烈愿望ꎮ 可抓住这一契机ꎬ秉持开放包容的合作原则ꎬ加强

与欧亚经济联盟、欧盟、亚投行、亚太经合组织就绿色理念、政策、经验进行交

流ꎬ以推动绿色合作成为上合组织对外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第五ꎬ扩大绿色融资深度和广度ꎮ 一是上合组织框架内可设立专门的绿

色合作发展基金ꎬ为上合组织国家绿色环保合作项目提供金融支持ꎮ 二是宜

与联合国相关机构、世界银行、亚投行、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拯救咸海国

际基金会等开展合作ꎬ扩大融资渠道ꎬ满足成员国现实需求ꎬ进一步带动上合

组织绿色合作ꎮ 三是推进上合组织框架内贸易结算机制改革ꎬ扩大本币互换

和结算合作范围ꎬ消除绿色合作的金融障碍ꎮ 同时ꎬ建立投资风险救济制度ꎬ
在投资保险和争端解决机制两个方面不断完善绿色发展领域的投资保障ꎮ

(责任编辑:农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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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险峰:«“一带一路”新能源项目投资合作高质量发展的思考»ꎬ«国际工程与劳

务»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