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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该文分析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上海合作组织区域

经济合作面临的内外部挑战与发展机遇ꎮ 伴随扩员进程ꎬ应以“上海合作组

织 ＋ ”为新起点ꎬ调整该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的功能定位ꎮ 根据习近平外交思

想、中国关于全球治理变革的主张以及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ꎬ将上海合

作组织打造成为三个新平台ꎬ即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试验平台、拓展“全球南

方”合作的示范平台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引领平台ꎮ 完善合作原则与

合作方针ꎬ拓展合作新方向ꎬ以论坛承诺模式改革现有约束性合作机制ꎬ增强

其包容性和灵活性ꎬ简化行政程序ꎬ提升运行效率ꎬ增加小多边合作形式ꎮ 强

化能源安全、粮食安全、金融安全和生态安全保障ꎮ 以共建“一带一路”高标

准、可持续、惠民生为发展目标ꎬ夯实区域经济合作的法律规则基础ꎬ建设立

体互联互通网络ꎬ深化数字经济、科技创新、地方平台等领域合作ꎬ创新合作

模式ꎬ为区域经济合作注入新动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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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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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４ 年 ７ 月ꎬ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

称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 ２４ 次会议具有里程碑意义ꎮ 此次会议发

布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阿斯塔纳宣言»ꎬ决定正式接收白俄罗

斯为该组织成员国ꎬ完成了第三轮扩员进程ꎬ成员国数量增至 １０ 个ꎬ上合组

织涵盖的区域范围从中亚、南亚和西亚扩大到欧洲ꎬ其全球影响力显著上升ꎮ
历经 ２４ 年发展ꎬ上合组织以“上海精神”为引领ꎬ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合作

机制ꎬ不断拓展合作领域ꎬ成效显著ꎮ 扩员为区域经济合作注入新动力ꎬ也提

出了新任务ꎮ 当前ꎬ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ꎬ地缘政治冲突频发ꎬ大国博

弈日益加剧ꎬ经济制裁不断升级ꎬ贸易壁垒愈演愈烈ꎬ严重冲击了全球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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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产业链ꎬ导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ꎬ贸易联系弱化ꎬ债务风险加剧ꎬ经济风险

上升ꎬ上合组织外部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明显加大ꎮ 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ꎬ
该组织迫切需要探索有效的合作方式与路径ꎬ助力各国经济转型ꎬ推动区域

经济合作提质增效ꎬ实现稳定发展ꎮ

一　 上合组织区域经济合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打破了世界和平发展进程ꎬ将全球带入变乱交织、
冲突加剧的动荡期ꎮ 延续 ２０ 多年的外部稳定合作环境发生了实质性变化ꎬ
上合组织需要破解合作难题ꎮ

(一)外部挑战前所未有

从区域经济合作角度看ꎬ全球经济格局调整及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对成

员国之间的合作产生了深刻影响ꎬ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ꎮ
１ 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削弱了区域经济合作动力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ꎬ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测ꎬ２０２４ 年全球经

济增长 ２ ６％ ꎬ２０２５ ~ ２０２６ 年全球经济增速可达到 ２ ７％ ꎮ 尽管 ２０２４ ~ ２０２６
年世界经济增速趋稳ꎬ但仍低于新冠疫情前 １０ 年 ３ １％ 的全球经济平均增

速ꎮ 受经济低迷的影响ꎬ２０２４ 年 １ / ４ 发展中经济体的贫困度高于 ２０１９ 年①ꎮ
与此同时ꎬ世界贸易与投资发展尽显颓势ꎮ ２０２３ 年世界货物贸易规模同比下

降 ５％ ꎮ 尽管 ２０２４ 年有望实现 ２ ７％的恢复性增长②ꎬ但是地缘政治紧张局

势和贸易壁垒激增加大了世界贸易发展的风险ꎮ ２０２３ 年ꎬ全球外国直接投资

同比下降 ２％ ꎬ降至 １ ３ 万亿美元ꎮ 若排除部分中转效应ꎬ全球外国直接投资

流量同比下降 １０％以上③ꎮ ２０２４ 年ꎬ国际投资的整体环境不甚乐观ꎮ
世界经济疲弱降低了对能源和矿产品的需求ꎮ ２０２４ 年 １０ 月ꎬ国际油价走

低ꎬ徘徊在每桶 ７０ 美元ꎬ为此ꎬ国际能源署下调了 ２０２４ 年全球石油需求预期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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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世界银行发布最新展望报告显示———全球经济将实现稳定增长»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１６３ ｃｏｍ / ｄｙ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４ＫＧ９ＧＱＫ０５１９ＡＫＢＭ ｈｔｍｌ

«世贸组织:全球贸易稳中向好 ２０２４ 年有望增长 ２ ７％ »ꎬｈｔｔｐｓ: / / ａｅ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ｊｍｘｗ / ａｒｔ / ２０２４ / ａｒｔ＿ｆ８５３ａ８ｄ０２８３９４９４ｂａｆ９３９５９３３０７ｆ４ａ１７ ｈｔｍｌ

«‹世界投资报告 ２０２４› 显示:全球外国投资连续第二年大幅下降»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ｆｓｎ ｃｎ / ｎｅｗ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３２０ / ２６５０４５ ｈｔｍｌ

«两大组织均下调石油需求预期ꎬ油价再度跌至 ７０ 美元附近»ꎬｈｔｔｐｓ: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ｊｊｘｗ / ２０２４ － １０ － １５ / ｄｏｃ － ｉｎｃｓｒｚｃｓ７４１５０５７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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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重大中断ꎬ预计 ２０２５ 年世界石油市场将呈现供过于求的局面ꎮ 因

需求不振ꎬ全球钢铁产业连续三年负增长ꎬ预计 ２０２５ 年缓慢复苏ꎬ但仍难以

达到疫情之前的水平①ꎮ

表 １ ２０２４ ~ ２０２６ 年上合组织部分成员国 ＧＤＰ 预测值 (％)

国别 ２０２４ 年 ２０２５ 年 ２０２６ 年

俄罗斯 ３ ０ １ １ １ ６

白俄罗斯 ３ ４ １ １ １ ３

哈萨克斯坦 ５ ０ ５ ５ ５ ５

吉尔吉斯斯坦 ５ ５ ５ ３ ４ １

塔吉克斯坦 ８ ０ ８ ２ ７ ８

印度 ７ ０ ６ ５ ６ ５

巴基斯坦 ２ ４ ３ ２ ４ ０

伊朗 ３ ７ ３ １ ２ ８

资料来源: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数据来自

ЕАБР прогнозирует рост ВВП стран － участниц на ３ꎬ４％ по итогам ２０２４ годаꎬчто на ０ꎬ３％
выше мировых темповꎬ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ｒｙｏ ｕｚ / ｒｕ / ２０２４ / １０ / １４ / ｙｅａｂｒ － ｐｒｏｇｎｏｚｉｒｕｙｅｔ － ｒｏｓｔ － ｖｖｐ －
ｒｅｇｉｏｎａ － ｔｓｅｎｔｒａｌｎｏｙ － ａｚｉｉ － ｓｏｓｔａｖｉｔ － ３４％２５ － ｐｏ － ｉｔｏｇａｍ － ２０２４ － ｇｏｄａꎻ印度、巴基斯坦和

伊朗的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

上合组织大部分成员国以能源和矿产开采加工业为主导产业ꎬ全球能源

和矿产品需求不足、价格下行将影响出口ꎬ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效应ꎮ 表 １
显示ꎬ虽然 ２０２４ 年上合组织部分成员国的 ＧＤＰ 增幅预计超过 ２ ６％ 的全球

经济平均增速ꎬ但是 ２０２５ ~ ２０２６ 年 ＧＤＰ 增幅预计稳中有降ꎬ包括吉尔吉斯斯

坦、塔吉克斯坦、伊朗、印度ꎬ而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经济增速相比 ２０２４ 年大

幅下降且低于全球平均水平ꎮ 上合组织国家均为新兴经济体ꎬ扩大对外贸易

和吸引外资是各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ꎬ而全球贸易和投资持续低迷将制约

各国拓展国际经济合作ꎬ进而影响区域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化ꎮ
２ 大国博弈掣肘区域经济合作

围绕地区安全、能源贸易和过境运输通道等问题ꎬ大国积极开展“中亚五

国 ＋ ”外交ꎬ即“Ｃ５ ＋ １”ꎬ竞争态势升级ꎮ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５ 日ꎬ中国与中亚五国

领导人举办了纪念建交 ３０ 周年的视频峰会ꎻ１ 月 ２７ 日ꎬ印度总理莫迪与中亚

—３—

① «世界钢铁协会:２０２５ 年全球钢铁需求将反弹 １ ２％ ꎬ达到 １７ ７２ 亿吨»ꎬｈｔｔｐｓ: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ｊｊｘｗ / ２０２４ － １０ － １５ / ｄｏｃ － ｉｎｃｓｒｋｆｔ４４１８４９５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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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举行了“Ｃ５ ＋ １”元首峰会ꎻ１０ 月 ２７ 日ꎬ中亚—欧盟领导人举行了首次会

晤ꎮ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ꎬ中国举办了首届“中国 ＋中亚峰会”ꎻ６ 月ꎬ俄罗斯总统普京

与中亚五国领导人举行会晤ꎬ欧洲理事会主席与中亚五国元首举行了区域间

高级别会议ꎻ９ 月ꎬ美国总统拜登与中亚五国元首举行了会晤ꎬ德国总理朔尔

茨与中亚五国元首举行了会晤ꎮ ２０２４ 年 ８ 月ꎬ日本首相石破茂与中亚五国元

首举行了会晤ꎮ 各国与中亚五国分别制定了合作计划和方案ꎬ表 ２ 显示ꎬ在
跨境交通运输方面ꎬ印度提出了以伊朗恰巴哈尔港为衔接的南北运输走廊ꎬ
中国提出了以中国—中亚—西亚为主的东西走廊ꎬ日本提出了“里海路线”ꎬ
各方围绕中亚交通运输走廊建设形成竞争态势(见表 ２)ꎮ 上合组织区域内

多个大国主导的次区域组织相互交织、相互牵制ꎬ制约区域经济合作发展ꎮ

表 ２ 部分国家和地区与中亚“Ｃ５ ＋１”合作机制的主要方向

国别 /地区 时间 合作方向

印度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７ 日

发布«德里宣言»ꎬ建立贸易部长、文化部长间对话机制与
“印度—中亚议会论坛”ꎻ成立阿富汗问题高级别联合工作
组ꎬ就阿富汗问题进行持续磋商和务实合作计划ꎻ以伊朗恰
巴哈尔港为衔接ꎬ推进地区互联互通建设

欧盟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发展政治对话、扩大区域合作、加强经贸联系、拓展人文交流

中国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９ 日

建立中国—中亚元首会晤机制和 １９ 个部长级会晤机制ꎬ加
强贸易与投资合作ꎻ加快推进中国—中亚交通走廊建设ꎬ发
展中国—中亚—南亚、中国—中亚—中东、中国—中亚—欧
洲多式联运ꎻ拓展农业、能源合作ꎻ促进教育、科学、文化、旅
游、考古、档案、体育、媒体、智库等人文合作等

美国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１９ 日

提出“通过伙伴关系增强韧性”“扩大安全合作”“打造‘Ｃ５ ＋１’
经济能源走廊”“加强能源安全并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等
合作议程

德国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在能源和原材料、基础设施投资、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扩大
合作

俄罗斯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１５ 日
加强政治对话ꎬ深化经贸、安全、食品安全、运输、能源、环保
和卫生领域的合作

日本
２０２４ 年
８ 月 ９ 日

维护和加强以法治为基础、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的伙伴关
系ꎻ促进物流顺畅化ꎬ利用日本在数字技术领域的优势ꎬ提高
“里海路线”的便利性ꎻ去碳化ꎬ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碳
中和目标ꎻ加强人才培养ꎬ通过“特定技能”在留资格签证接
纳中亚国家的外籍劳动者ꎬ为其提供在日本工作和生活的
机会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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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产业链和供应链重组提升了区域贸易成本

俄乌冲突引发美西方对俄罗斯最严厉的经济制裁ꎬ对区域的供应链和产

业链构成了较大冲击ꎮ 冲突爆发之前ꎬ俄罗斯是欧盟最大的天然气来源国ꎬ
占欧盟天然气进口总量的 ４３％ ꎬ多条管道保证俄欧之间的天然气供应ꎬ包括

“北溪”、途经白俄罗斯和波兰的“北极光”和“亚马尔—欧洲”管道、经过乌克

兰的“兄弟”“联盟”管道等ꎮ 经济制裁使俄欧天然气管道运行基本中断ꎬ俄
方需重构天然气出口通道ꎬ寻求新的出口市场ꎬ增设新的能源供应链ꎮ 美西

方制裁还波及第三国ꎬ哈萨克斯坦一直通过俄罗斯的黑海港口向欧洲出口原

油ꎬ而制裁导致出口通道受阻ꎬ大量原油积压国内ꎬ增加了仓储费用ꎮ 黑海沿

岸的新罗西斯克港是俄重要的原油、矿产品和谷物出口码头ꎬ也是俄罗斯与

亚洲、中东、非洲、地中海和南美洲国家之间的主要贸易港口ꎮ 新罗西斯克海

运专线是中俄之间重要的货运通道ꎬ进口货物由此进入俄罗斯腹地ꎬ再中转

分拨ꎮ 受俄乌冲突影响ꎬ中国及中亚国家借道新罗西斯克港口中转的货运线

被迫调整ꎬ开辟新线路ꎬ从而加大了贸易成本ꎮ
４ 美西方次级金融制裁的外溢效应冲击区域贸易发展

２０２４ 年以来ꎬ美欧加大了对俄经济制裁力度ꎬ次级金融制裁升级ꎮ 美西

方利用其金融霸权自行裁定次级制裁的范围和标准ꎬ加大了中方金融机构规

避制裁的风险ꎬ为此ꎬ无论国有银行还是民营银行ꎬ被迫强化合规筛查ꎬ导致

贸易结算延迟 ２ ~ ３ 个月ꎮ 为了规避制裁ꎬ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对中

方过境中亚运抵俄罗斯的货物加强查验ꎬ延长了通关时间ꎬ降低了贸易周转

速度ꎮ 图 １ 显示ꎬ２０２４ 年 １ ~ １０ 月ꎬ中国与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
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双边贸易增幅同比大幅放缓ꎬ其
中中塔、中乌、中白贸易呈下滑态势ꎮ

(二)内部挑战制约合作发展

１ 合作机制亟待改革

迄今ꎬ上合组织建立了多层级合作机制ꎬ从元首理事会、政府首脑(总理)
理事会ꎬ直至外交、国防、安全、经贸、财长和央行行长、文化、卫生、教育、交
通、紧急救灾、科技、农业、司法、旅游、国家协调员等部长级会议机制ꎮ 此外ꎬ
在北京市设立了上合组织秘书处并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市建立了上

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执行委员会ꎮ 为了拓展区域经济合作ꎬ又设立上合组

织银联体、实业家委员会和经济智库联盟等合作机制ꎮ 伴随扩员进程ꎬ合作

机制的运行面临新挑战ꎮ 一方面ꎬ成员国遵循协商一致原则ꎬ因各国利益的

差异加大了协调难度ꎬ制约了合作进程ꎬ多年来中方提出的建立上合组织自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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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２４ 年 １ ~ １０ 月和 ２０２３ 年同期中国与部分成员国贸易增幅对比(％)
资料来源: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进出口商品国别(地区)总值表(美元值)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ｕｓｔ

ｏｍｓ ｇｏｖ ｃｎ / ｃｕｓｔｏｍｓ / ３０２２４９ / ｚｆｘｘｇｋ / ２７９９８２５ / ３０２２７４ / ３０２２７７ / ３０２２７６ / ５５０３９７８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ꎻ
２０２４ 年 １０ 月进出口商品国别(地区)总值表(美元值)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ｇｏｖ ｃｎ / ｃｕｓｔ
ｏｍｓ / ３０２２４９ / ｚｆｘｘｇｋ / ２７９９８２５ / ３０２２７４ / ３０２２７７ / ３０２２７６ / ６２１０５６９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由贸易区和开发银行等倡议一直未得到各方认可ꎮ 另一方面ꎬ各国管理体制

的差距加大降低了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运行效率ꎮ 中、俄、哈、吉、塔、乌六个

创始成员国基于传统的经济联系ꎬ管理体制相似度较高ꎬ但是印度和巴基斯

坦的经济管理体制市场化特点突出ꎬ政府管理职能相对较弱ꎮ 表 ３ 显示ꎬ根
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２０１９ 全球竞争力报告»ꎬ基于“市场主导程度”和“政
府监管负担”两项指标ꎬ在全球参评的 １４１ 个经济体中印度和巴基斯坦位列

７０ 名以内ꎬ哈萨克斯坦(除政府监管负担外)、吉尔吉斯斯坦和俄罗斯均位列

７０ 名之后ꎮ 各国政府的管理边界不同ꎬ彼此交集缩小ꎬ协调成本上升ꎬ合作

机制运行效率下降ꎮ 上合组织延续多年的政府主导、大项目带动的合作模式

难以为继ꎬ迫切需要改革ꎮ

表 ３ 上合组织部分成员国市场主导程度和政府监管负担全球排名

国别 市场主导程度 政府监管负担

印度 ３８ ２６
巴基斯坦 ６６ ４６

哈萨克斯坦 ７０ ３４
吉尔吉斯斯坦 ９９ ８２

俄罗斯 ８０ ９０

资料来源: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９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ｅｆｏｒｕｍ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ｈｏｗ － ｔｏ － ｅｎｄ － ａ － ｄｅｃａｄｅ － ｏｆ － ｌｏｓｔ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 ｇｒｏｗ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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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各方利益诉求多样制约合作进程

上合组织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ꎮ 图 ２ 显示ꎬ按照人均 ＧＤＰ 可将成

员国分为两大层级:第一层级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中国和白俄罗斯属中高收入

国家ꎬ人均 ＧＤＰ 在 ０ ４５ 万 ~１ ４ 万美元之间ꎻ第二层级ꎬ伊朗、乌兹别克斯坦、印
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为中低收入国家①ꎬ人均 ＧＤＰ 在 ０ １１５
万 ~０ ４５ 万美元之间ꎮ 中低收入国家处于工业化起步阶段ꎬ产业结构以农业、轻
工业和重工业为主ꎬ而中高收入国家处于工业化中后期ꎬ产业结构以高附加值的

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ꎬ两类国家的发展目标及需求差异较大ꎮ 低收入国家为保护

本国产业发展通常制定较高的进口关税ꎬ而高度工业化国家往往通过零关税降低

贸易投资成本ꎬ密切国际经济合作ꎬ促进本国经济发展ꎬ因此各国对于贸易投资自

由化和便利化的诉求不同ꎬ致使区域经济合作进程放缓ꎬ未能达到预期目标ꎮ

图 ２ ２０２３ 年上合组织成员国人均 ＧＤＰ (单位:万美元 /人)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ＷＥＯ/ ｗｅｏ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 ２０２４ / Ｏｃｔｏｂｅｒ / ｓｅｌｅｃｔ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ｇｒｏｕｐ

３ 贸易壁垒升级削弱区域经济合作成效

为了应对美西方的经济制裁ꎬ俄联邦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反制裁措施ꎬ实
施各种贸易限制政策ꎬ力求稳定国内经济ꎮ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ꎬ俄联邦政府

决定限制硬质小麦临时出口ꎬ期限至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３１ 日②ꎻ１２ 月 ３０ 日ꎬ宣布将

大米和碎米出口临时禁令延长至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③ꎮ 俄罗斯农业部将油菜

—７—

①

②

③

«世界银行更新全球经济体分类标准和 ２０２４ 财年贷款业务毕业线»ꎬｈｔｔｐｓ: / /
ｇｊｓ ｍｏｆ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ｆａｂｕ / ２０２３０７ / ｔ２０２３０７１４＿３８９６５２１ ｈｔｍ

«俄罗斯农业部提议自 １２ 月 １ 日起暂禁硬质小麦出口»ꎬｈｔｔｐ: / /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ｇｏｖ ｃｎ / ｕｒｕｍｑｉ＿ｃｕｓｔｏｍｓ / ３９８３０９３ / ３９８３０９５ / ５４７６９６７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俄罗斯 将 继 续延 长 大 米出 口 临 时禁 令»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ａｃｓ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ｇｎｗｊｍｄｔ / ｇｗ / ｇｗｑｔ / ２０２４０１ / １７９１９７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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籽出口禁令由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１ 日延长到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２９ 日①ꎬ影响了中国沿边

省市企业开展油菜籽进口加工业务ꎮ ２０２４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ꎬ俄联邦政府发布第

１３７４ 号法令ꎬ扩充了“禁止过境俄联邦货物清单”ꎬ规定禁止军民两用货物过

境俄罗斯联邦领土ꎬ若违反规定ꎬ俄罗斯海关将查扣并没收货物ꎮ 俄方延长

货物查验时间造成中国过境俄罗斯的卡航严重拥堵②ꎮ 近两年ꎬ哈萨克斯坦

禁止部分石油产品出口ꎬ乌兹别克斯坦禁止植物油出口ꎬ吉尔吉斯斯坦禁止

糖出口等ꎬ这些措施阻碍区域贸易发展ꎬ迟滞了区域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进

程ꎬ产生诸多负面效应ꎮ
(三)合作机遇依然可期

尽管上合组织区域经济合作面临较多困难ꎬ但扩员也带来了新的合作机

遇ꎬ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ꎮ
１ 区域市场潜力迅速扩大

历经三次扩员ꎬ目前上合组织已经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幅员最为辽阔

的区域合作组织ꎮ 成员国人口超过全球人口总数的 ２ / ５ꎬ领土面积超过全球

陆地面积的 １ / ４ꎬ经济总量占到全球经济总量的 １ / ４③ꎬ涵盖中亚ꎬ辐射南亚、
西亚、北非等区域ꎬ且均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ꎬ进入快速工业化阶段ꎬ
发展潜力较大ꎮ 据联合国预测ꎬ至 ２０５０ 年中亚地区的人口将增至 １ 亿④ꎬ
２０６４ 年印度人口将增至 １７ 亿⑤ꎬ市场需求保持快速增长态势ꎮ ２０２３ 年哈萨

克斯坦总统提出至 ２０２９ 年 ＧＤＰ 翻番的目标⑥ꎬ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提出至

２０３０ 年 ＧＤＰ 翻番的发展目标⑦ꎬ成员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深化区域经济合

—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俄罗斯农业部提议将油菜籽出口禁令再延长 ６ 个月»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１６３ ｃｏｍ /
ｄｙ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ＡＪ３Ｏ４ＡＨ０５１４ＥＡＨＶ ｈｔｍｌ

«８００ 个铁路标箱被扣! 欧洲卡航大面积被查!»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ｔｄｅｘｐ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４０２? ｔｙｐｅ ＝ ０＆ｉｎｄｅｘ ＝ ２

«“上海合作组织日”招待会在京举行»ꎬｈｔｔｐ: / / ｍ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ｎ / ｎ４ / ２０２４ / ０６１７ / ｃ２３ －
２１１２０４５９ ｈｔｍｌ

«２０５０ 将达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专家分析中亚人口快速增长利与弊»ꎬｈｔｔｐｓ: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ｗｍ / ２０２４ － ０４ － ０２ / ｄｏｃ － ｉｎａｑｍｙｎｍ５８６５１１６ ｓｈｔｍｌ? ｃｒｅｆ ＝ ｃｊ

«１４ １ 亿! 联合国将官宣印度成人口第一大国»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１６３ ｃｏｍ / ｄｙ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２２９２ＶＦＡ０５１４Ｒ９ＮＰ ｈｔｍｌ

«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哈中关系堪称有效合作的典范»ꎬｈｔｔｐ: / / ｃｎ ｃｈｉｎａｇａｔｅ
ｃｎ / ｎｅｗｓ / ２０２４ － ０４ / ２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１７１４１１６９ ｓｈｔｍｌ

«中亚国家努力促进经济复苏(国际视点)»ꎬｈｔｔｐ: / / ｃａｃｓ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ｇｎｗｊｍｄｔ / ｇｗ / ｇｗｑｔ / ２０２４０１ / １７９３０３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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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拓展经贸往来提供了有利条件ꎮ
２ 各国之间经济互补性不断增强

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资源禀赋差异明显ꎬ大部分国家出口能源、矿产品

及农产品ꎬ进口机电产品和轻纺产品ꎬ而中国则出口机电产品和轻纺产品ꎬ进
口能源和矿产品ꎬ各国产业呈现垂直分工特征ꎬ互补性很强(见表 ４)ꎮ 与此

同时ꎬ成员国彼此成为主要贸易伙伴ꎬ其中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

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前三或前四位贸易伙伴国均为上合组织成员国ꎬ对
区域的贸易依存度较高ꎬ未来贸易发展仍有广阔空间(见表 ５)ꎮ

表 ４ ２０２２ 年上合组织成员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特点

国别 出口 进口

中国 机电产品、纺织服装轻工品 能源及矿产品、农产品

俄罗斯
能源、金属矿产品、化肥、木
材、农产品

机电产品、药品、农产品、塑料制品、金
属制品等

哈萨克斯坦 能源及矿产品、农产品 机械设备、化工品、农产品

吉尔吉斯斯坦 矿产及金属矿砂 医药、服装、金属制品

塔吉克斯坦 贵金属、宝石、矿产品 机电产品、药品、塑料制品

乌兹别克斯坦 黄金、棉花、天然气等 机电产品、五金制品、药品、塑料制品

巴基斯坦 棉花、矿产品、农产品 矿物燃料、天然气、机电设备、交通工具

印度
矿物燃料制品、药品、金属制
品、机械设备

矿物燃料、机电产品、金属制品

伊朗
石油及制品、金属矿产品、农
产品

机械设备、汽车配件、化工原料、通信设
备、农产品

白俄罗斯 钾肥、农产品 机电产品、汽车及配件、塑料制品

资料来源:«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哈萨克斯坦(２０２４ 年版)»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ｄｌ / ｇｂｄｑｚｎ / ｕｐｌｏａｄ / ｈａｓａｋｅｓｉｔａｎ ｐｄｆꎻ«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吉尔吉

斯斯坦(２０２４ 年版)» 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ｄｌ / ｇｂｄｑｚｎ / ｕｐｌｏａｄ / ｊｉｅｒｊｉｓｉ ｐｄｆꎻ«对外投

资合作 国 别 ( 地 区) 指 南 塔 吉 克 斯 坦 (２０２４ 年 版)»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ｄｌ /
ｇｂｄｑｚｎ / ｕｐｌｏａｄ / ｔａｊｉｋｅｓｉｔａｎ ｐｄｆꎻ«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 指南乌兹别克斯坦(２０２３ 年

版)»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ｄｌ / ｇｂｄｑｚｎ / ｕｐｌｏａｄ / ｗｕｚｉｂｉｅｋｅ ｐｄｆꎻ«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 区) 指 南 巴 基 斯 坦 ( ２０２３ 年 版 )»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ｄｌ / ｇｂｄｑｚｎ / ｕｐｌｏａｄ /
ｂａｊｉｓｉｔａｎ ｐｄｆꎻ«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印度(２０２３ 年版)»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ｄｌ / ｇｂｄｑｚｎ / ｕｐｌｏａｄ / ｙｉｎｄｕ ｐｄｆꎻ«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伊朗(２０２４ 年版)»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ｄｌ / ｇｂｄｑｚｎ / ｕｐｌｏａｄ / ｙｉｌａｎｇ ｐｄｆꎻ«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

白俄罗斯(２０２４ 年版)»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ｄｌ / ｇｂｄｑｚｎ / ｕｐｌｏａｄ / ｂａｉｅｌｕｏｓｉ ｐｄｆꎻ«对

外投资 合 作 国 别 ( 地 区) 指 南 俄 罗 斯 (２０２３ 年 版)»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ｄｌ /
ｇｂｄｑｚｎ / ｕｐｌｏａｄ / ｅｌｕｏｓｉ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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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２０２２ 年部分上合组织成员国的主要贸易伙伴

国别 主要贸易伙伴国(按照贸易额大小排序)

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中国、意大利、土耳其、韩国

白俄罗斯 俄罗斯、中国、波兰、立陶宛、德国

吉尔吉斯斯坦 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中国、乌兹别克斯坦、瑞士

乌兹别克斯坦 俄罗斯、中国、哈萨克斯坦、土耳其、韩国

印度 美国、中国、阿联酋

伊朗 出口:中国、伊拉克、阿联酋ꎻ进口:中国、阿联酋、韩国

巴基斯坦 中国、美国、阿联酋

俄罗斯① 中国、土耳其、荷兰、德国、白俄罗斯

资料来源:同表 ４ꎮ

３ 各国积极构建新型区域供应链和产业链

为了应对美西方经济制裁ꎬ俄罗斯积极构建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新能

源通道和供应链ꎮ 俄乌冲突爆发前ꎬ亚太地区在俄能源出口中所占比重约为

３９％ ꎬ到 ２０２３ 年年底这一比重升至 ６０％以上②ꎮ 未来ꎬ俄罗斯仍将扩大对亚

洲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能源出口ꎮ
与此同时ꎬ俄罗斯重点打造东向物流运输通道和网络ꎬ扩建西伯利亚大

铁路和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干线ꎬ开发北极航线ꎬ与伊朗和印度建设国际南

北运输走廊ꎬ打通绕过欧洲抵达中东、南亚和东南亚的物流运输通道ꎬ完善港

口和口岸基础设施ꎬ建立新的物流枢纽ꎬ提升运输经济效益和安全性ꎮ 为了

降低美西方制裁的外溢效应ꎬ哈萨克斯坦大力发展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

设ꎬ发挥其过境运输的枢纽地位ꎬ建设连接中国至欧洲、贯通亚欧大陆的铁海

联运新通道ꎮ ２０２２ 年以来ꎬ中吉乌公铁联运班列成为亚欧陆路运输新线路ꎬ
形成连接中国与中西亚、辐射欧洲的国际贸易新通道ꎮ 这些举措正在改变上

合组织区域内交通物流格局ꎬ为构建新型区域供应链提供了契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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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В ФТС назвали основных торговых партнеров России в ２０２２ году ｈｔｔｐｓ: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ｒａｍｂｌｅｒ ｒｕ / ｍａｒｋｅｔｓ / ５０２１３６５３ － ｖ － ｆｔｓ － ｎａｚｖａｌｉ － ｏｓｎｏｖｎｙｈ － ｔｏｒｇｏｖｙｈ － ｐａｒｔｎｅｒｏｖ －
ｒｏｓｓｉｉ － ｖ － ２０２２ － ｇｏｄｕ / ? ｙｓｃｌｉｄ ＝ ｍ３ｙｉ１１ｊ１１ｂ８６６８７３４３１

«普京:俄罗 斯 正 在扩 大 能 源合 作 地 域和 规 模»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１６３ ｃｏｍ / ｄｙ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Ｄ３８Ｃ７６Ｐ０５１４９７Ｈ３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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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上合组织区域经济合作功能的重新定位

目前ꎬ世界多极化成为大趋势ꎬ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正

在改变着世界格局ꎬ对全球治理体系提出了新要求ꎮ 上合组织作为以新兴经

济体为主的区域组织应承担新的使命ꎬ发挥更积极的作用ꎮ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ꎬ上
合组织阿斯塔纳峰会首次以“上合组织 ＋ ”的形式举行ꎮ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ꎬ上合组织应适当调整区域经济合作定位ꎬ制定经贸合作新策略ꎬ促进区域

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ꎮ
(一)区域经济合作功能定位的主要依据

１ 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理论依据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ꎬ践行全人类共

同价值ꎬ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ꎬ倡导平等有序的世

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ꎬ“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ꎬ坚定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ꎬ“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等①ꎮ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ꎬ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阿斯塔纳峰会上发表了题为«携手

构建更加美好的上海合作组织家园»②的讲话ꎬ强调建设上合组织“团结互

信、和平安宁、繁荣发展、睦邻友好、公平正义”的共同家园ꎮ
２０２４ 年 ９ 月ꎬ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喀山市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 １６ 次会

晤ꎬ发表题为«登高望远ꎬ穿云破雾　 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③的讲话ꎬ
提出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的发展目标ꎮ

２０２４ 年 １１ 月ꎬ习近平主席出席 ２０ 国集团第 １９ 次峰会ꎬ发表题为«携手

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的讲话指出ꎬ未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的五个方向ꎬ即“完善全球经济治理ꎬ建设合作型世界经济ꎻ完善全球金融

治理ꎬ建设稳定型世界经济ꎻ完善全球贸易治理ꎬ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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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２０２４０７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６９６３７７０ ｈｔｍ? ｊｕｍｐ ＝ ｔｒｕｅ

«携手构建更加美好的上海合作组织家园———在“上海合作组织 ＋ ”阿斯塔纳峰

会上的讲话»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ｇｏｎｇｂａｏ / ２０２４ / ｉｓｓｕｅ＿１１４６６ / ２０２４０７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６９６３１７６ ｈｔｍｌ
«登高望远ꎬ穿云破雾　 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在金砖国家领导人

第十六次会晤上的讲话»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ｇｏｎｇｂａｏ / ２０２４ / ｉｓｓｕｅ＿１１６８６ / ２０２４１１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６９８５１６４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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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全球数字治理ꎬ建设创新型世界经济ꎻ完善全球生态治理ꎬ建设生态友好

型世界经济”①ꎮ
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方针为扩员后上合组织区

域经济合作的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ꎬ为完善区域经济合作功能奠定了基础ꎮ
２ 以客观发展为实践依据

历经三次扩员ꎬ上合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其地区属性ꎬ已由区域性

国际组织转变为跨洲的国际组织ꎮ 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加速演变的背景下ꎬ
各成员国对于该组织的诉求有所改变ꎬ存在一定差异ꎮ 与此同时ꎬ除上合组

织外ꎬ部分国家还参与了金砖合作机制ꎬ启动了多个“中亚五国 ＋ ”(“Ｃ５ ＋１”)合
作机制ꎬ这些机制相互交叉ꎬ彼此重叠ꎮ 成员国数量的增加客观上要求区域

经济合作机制更具包容性和灵活性ꎬ提高运行效率ꎮ 中方应根据自身的外交

布局和发展战略ꎬ合理定位各区域组织的功能ꎬ错位发展ꎬ务求实效ꎬ利用上

合组织平台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目标ꎮ
(二)上合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的功能定位

根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中方推进全球治理变革的主张以及维护

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ꎬ基于区域经济合作可持续发展的方向ꎬ中方应努力将

上合组织打造成三个新平台ꎬ即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试验平台、拓展“全球南

方”合作的示范平台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引领平台ꎬ这个新平台将采用

多方合作的论坛模式ꎮ
１ 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试验平台

根据全球治理改革的基本方向ꎬ未来上合组织将围绕经济、金融、贸易、
数字、生态环境等领域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ꎬ立足于自身实践提出促进全球

治理的倡议和建议ꎬ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ꎬ保障公平市场准入ꎬ支持对发

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ꎬ缩小各国经济差距ꎬ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ꎮ
２ 拓展“全球南方”合作的示范平台

以“上海精神”为引领ꎬ以安全合作为基础ꎬ以人文交流为纽带ꎬ落实全球

发展倡议ꎬ夯实贸易投资合作基础ꎬ深化减贫、粮食安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

领域务实合作ꎬ打造新兴经济体和平、创新、绿色、公正、人文合作的新标杆ꎮ
３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引领平台

白俄罗斯、伊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俄罗斯、塔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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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支持中方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ꎬ各方为共同实施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ꎬ包括为促进“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

作作出努力ꎮ 上合组织是中方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首倡区ꎬ也是

“一带一路”国际经济合作受益最大、成效最多的区域ꎮ 未来ꎬ各方将携手合

作ꎬ引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突破ꎮ
(三)区域经济合作的原则与方针

１ 合作原则

在上合组织“协商一致原则”的基础上补充“平等互利互惠、自愿原则和

非拘束性原则”ꎬ旨在承认合作方的多样性和差异性ꎬ强调灵活性、渐进性和

开放性ꎬ将单边行动与集体行动相结合ꎮ
上合组织的决议需经成员国一致同意ꎮ 成员国在政治上和道义上有责

任尽力实施决议ꎬ但可根据自身能力自行决定实施进度ꎬ循序渐进ꎬ不求同步

发展ꎬ决议的执行效果在各国之间可存在一定差异ꎮ 为了缩小成员国之间的

差距ꎬ该组织应进行必要的协调ꎮ 区域经济合作以协商一致原则为前提和主

要手段ꎬ在集体制定合作目标的前提下ꎬ各方自主自愿采取单边行动并贯彻

实施集体行动ꎬ通过协调实现预定发展目标ꎮ 同时建立有效的评估制度ꎬ定
期评估成员国的行动计划执行情况并提出执行建议ꎬ保证决议的实施效果ꎮ

２ 合作方针

基于“上合组织 ＋ ”新模式及论坛化合作机制的特点ꎬ未来深化区域经济

合作应坚持四个平衡方针ꎮ
一是在合作机制上ꎬ平衡多边与双边ꎮ 多边聚焦规则与制度安排等议

题ꎬ包括区域贸易便利化和自由化、服务贸易市场开放、数字经济规则、标准

一致化及认证认可、海关程序等ꎻ而双边则侧重项目建设ꎬ涉及基础设施、农
业、制造业、能源、数字经济、绿色发展、能力建设等领域ꎮ

二是在合作内容上ꎬ平衡安全与发展ꎮ 将经济安全与经济发展并重ꎬ回
应各方关切ꎮ 由于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以及大国博弈升级ꎬ因此安全利益超越

发展利益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ꎮ 上合组织国家ꎬ包括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

伙伴国以新兴经济体为主ꎬ发展仍是各方共同的利益诉求ꎬ也是各国政策的重

点ꎮ 为此ꎬ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应突出减贫、粮食安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以及

能力建设等可持续发展议题ꎬ使各方受益ꎬ以经济发展提升安全保障能力ꎮ
三是在合作对象上ꎬ平衡成员国与非成员国ꎮ 通过次区域和小多边模式

吸收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ꎬ增强上合组织的吸引力ꎮ
“上合组织 ＋ ”峰会预示未来的区域经济合作不局限于成员国ꎬ将吸收更多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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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国ꎮ 论坛性合作机制可拓展灵活的合作方式ꎬ发展小多边合作ꎬ如中蒙俄经

济走廊、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中吉乌合作、俄伊印走廊、“中亚五国 ＋ ”机制等ꎮ
四是在合作效果上ꎬ平衡质量与效率ꎮ 政府合作机制应聚焦宏观经济政

策、区域贸易投资制度安排、法律规则标准的协调ꎬ合作项目的实施则以企业

为主体ꎬ以市场为导向ꎬ以效率为准绳ꎮ 在区域经济合作转型过程中应厘清

政府合作机制的边界ꎬ明确政府协调的职能ꎬ发挥市场在项目合作中的主导

作用ꎬ提高区域经济合作的质量与效率ꎮ

三　 上合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的新方向

在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低速发展的背景下ꎬ上合组织国家应抓住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发展机遇ꎬ以扩员为契机ꎬ谋划好全局性、方向性、战
略性问题ꎬ凝聚共识ꎬ同心协力ꎬ助力区域经济合作跨上新台阶ꎮ

(一)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改革

在 ２０２４ 年上合组织阿斯塔纳峰会上ꎬ习近平主席提出“我们还要推进本

组织治理体系现代化ꎬ完善运作机制ꎬ提升运行效能”①ꎮ «上海合作组织成

员国元首理事会阿斯塔纳宣言»明确提出ꎬ“充分发挥相关机制、公共平台和

合作平台潜力至关重要”ꎬ区域经济合作体制机制改革迫在眉睫ꎮ
针对上合组织现状ꎬ应转变高度机制化和约束性的合作模式ꎬ采用包容

性更强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ꎬ消除官僚化与文牍主义弊端ꎮ 以磋商代替谈

判ꎬ以论坛承诺代替法律协定ꎬ降低协调难度ꎬ提升合作效率ꎮ 避免由于集体

谈判方式引起利益冲突而对成员国经济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ꎬ加速合作进

程ꎮ 会议文件可以采用磋商成果ꎬ各方承诺目标声明等ꎮ 文件的形式将更加

灵活ꎬ包括倡议或声明、行动议程、行动计划、路线图、纲要等ꎮ 内容涉及贸易投

资优惠制度安排、绿色发展、数字经济、互联互通、减贫、金融、农业、科技创新、
能力建设等各个领域ꎬ合作方向更聚焦ꎬ合作内容更具体ꎬ措施操作性更强ꎮ

借鉴中国参与其他国际组织的经验ꎬ可考虑隔年举办上合组织成员国元

首理事会和政府首脑理事会会议ꎬ两年举办一次ꎬ简化行政程序ꎬ提高机制运

行效果ꎮ 积极落实已签署的各领域合作文件ꎬ制定路线图和时间表ꎬ适当增加

秘书处协调区域经济合作的职能ꎬ充分发挥高官会和专业工作组的作用ꎬ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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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银联体和经济智库联盟参加相关领域合作ꎬ加强机制

之间的统筹ꎮ 伴随成员国的增加ꎬ应适时将英语列为工作语言ꎬ减少合作障碍ꎮ
鼓励多层级小多边合作模式ꎬ吸收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参与合作ꎬ避

免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空转现象ꎮ 目前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ꎬ如在运输领域ꎬ
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国际协会以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三国运输

部门为主要会员ꎬ中国、土耳其等国铁路和港口管理部门及企业共同参与ꎬ对
提高“中间走廊”的运输效率发挥了协调和信息保障作用ꎻ在旅游领域ꎬ２０２３
年 ６ 月ꎬ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旅行社协会与中亚五国文化和旅游行业协会

及企业间协商合作组织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新疆中亚旅游合作联盟ꎬ搭建平

台促成国际旅行社、行业协会、相关社会机构签署合作协议ꎬ扩大旅游规模ꎬ
提高旅游质量ꎬ加强旅游人才培养ꎮ 在科技领域ꎬ中俄哈蒙阿尔泰区域合作

国际协调委员会推动四国在科技、经贸、交通、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合

作ꎮ 在次区域合作方面ꎬ中蒙俄三方合作机制成为示范ꎮ
(二)强化经济安全合作

针对各国普遍关注的能源安全、粮食安全、金融安全和生态安全问题ꎬ发
挥上合组织优势ꎬ平衡各方利益ꎬ以合作促发展ꎬ提升各国的安全保障水平ꎮ

１ 增强能源安全合作

从传统能源看ꎬ上合组织国家之间的互补性很强ꎮ ２０２３ 年ꎬ俄罗斯保持

了世界第一大天然气出口国和第二大管道气出口国地位ꎬ中国、土耳其和白

俄罗斯成为主要出口目的地国①ꎮ
表 ６ 显示ꎬ２０２３ 年ꎬ俄罗斯、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为主要原油出口国ꎬ而

中国和印度为主要原油进口国ꎮ 在全球煤炭贸易中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和

俄罗斯为主要动力煤出口国ꎬ中国、印度和土耳其等为煤炭进口国②ꎮ 加强

传统能源领域的合作有利于供需平衡ꎬ提升区域的能源安全水平ꎮ 为此ꎬ应
切实落实«上合组织成员国能源领域合作构想»和«上合组织成员国可再生

能源领域合作纲要»ꎬ根据市场原则开展石油、天然气、液化天然气、煤炭、电
力等领域合作ꎮ 保障中哈原油管道、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中俄原油管道、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正常运行ꎮ 拓展可再生能源、氢能和碳市场等新能源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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Россия в ２０２３ году сохранила мировое лидерство по экспорту газа ｈｔｔｐ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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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合作ꎮ 提升上合组织能源俱乐部的作用ꎬ创新合作模式ꎮ 有效利用各种能

源ꎬ广泛使用各种低成本和环境友好技术ꎬ减少环境污染ꎬ促进能源安全ꎬ共
同研究扩大上合组织成员国电网的区域间互联互通ꎮ 加强能源上中下游一

体化合作ꎬ提升能源领域产学研合作水平ꎬ推进构建跨境能源产业链ꎮ

表 ６ ２０２３ 年世界主要原油出口国和进口国排名

排名 原油出口国 原油进口国

１ 沙特阿拉伯 中国

２ 俄罗斯 欧洲国家

３ 加拿大 美国

４ 美国 印度

５ 伊拉克 日本

６ 阿联酋 —
资料来源: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ｓｔｏｒｇ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

ｒｅｖｉｅｗꎬｐ ３３

　 　 ２ 巩固粮食安全合作

俄罗斯是世界最大氮肥出口国ꎬ第二大钾肥出口国ꎬ第三大磷肥出口

国①ꎬ印度和中国列全球化肥进口国第二位和第四位ꎮ 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为世

界主要小麦出口国ꎬ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为油菜籽出口国ꎬ中国为油料作物进口国ꎬ
中国、印度、埃及和土耳其为主要粮食进口国ꎬ各国农产品贸易具有天然互补性ꎮ
为此ꎬ应扎实落实«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关于粮食安全的声明»«上合组织

成员国授权机构智慧农业和农业创新合作构想»«上合组织成员国授权机构间关

于植物检疫领域合作的协定»«上合组织成员国农作物选种和制种领域合作发展

纲要»«上合组织农业基地农业合作行动计划»(２０２５ ~２０２７)ꎬ扩大农产品相互市

场准入ꎬ深化动植物检验检疫领域合作ꎮ 加强粮食安全、跨境动物疫病防治领域

合作ꎮ 完善与农产品贸易相关的运输和物流基础设施ꎬ以农业科技园或农业产业

园模式深化农业生产技术合作ꎬ构建跨境农业产业链和供应链ꎮ 推动联合科学研

究和创新项目ꎬ密切各国农业经济联系ꎮ 结合气候议程促进农业交流ꎮ 利用中国

杨凌上合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开展现代农业技术交流和培训ꎬ加强棉

花生产、畜牧兽医、检验检疫、节水灌溉、农业机械等领域农业人才能力建设ꎮ
３ 强化金融安全合作

深化各国之间货币互换机制ꎬ推进本币结算合作ꎬ扩大本币结算份额ꎬ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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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合组织国家经贸往来ꎮ 完善项目融资保障ꎬ充分挖掘上合组织投资潜力ꎬ继
续推动建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发展基金(专门账户)和上合组织投资基金ꎮ 各

方落实«投资者协会章程»和«上合组织银联体关于在环境社会治理(ＥＳＧ)融
资框架内合作的备忘录»的相关原则ꎬ完善金融基础设施ꎬ促进符合条件的金融

机构在成员国设立机构并开展业务ꎬ畅通各国间经营主体结算渠道ꎮ 加强银行

业保险业监管合作ꎬ鼓励相互投资ꎬ支持在保险、再保险以及支付便利性领域深

化合作ꎬ按照市场化原则在成员国金融市场发行债券ꎮ 在会计准则、审计准则

及审计监管等效互认的基础上ꎬ积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ꎮ 开展金融情报交

流ꎬ共同防范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等风险ꎬ加强在反洗钱多边框架内协作ꎮ 鼓

励各方加入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ꎬ解决跨境支付中的成本高、效率低、透明度低

及接入范围受限等难点ꎬ提升金融互联互通水平ꎬ增强各国的金融安全保障ꎮ
４ 增进生态安全合作

积极响应“共建上合组织绿色发展伙伴关系ꎬ共促可持续发展”倡议ꎬ推
动上合组织国家在绿色能源、绿色产业、应对气候变化、生态保护等领域深化

合作ꎮ 切实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环保合作协定» «上合组织成

员国元首理事会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声明»«上合组织绿色之带纲要»ꎬ吸引

环保领域联合项目及计划投融资ꎬ引进新的绿色清洁技术ꎬ提高绿色经济的

比重ꎮ 在发展和应用资源节约、节能、绿色和低排放技术领域扩大环保科技

合作ꎮ 利用中方搭建的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生态环保创新基地ꎬ促进各国开

展联合研究、实施项目、专家交流、人员培训等多种形式合作ꎬ交流废弃物管

理的技术知识、经验与实践ꎬ推动各国实现绿色低碳发展ꎬ促进生态安全ꎮ
(三)拓展合作新领域

立足于长远ꎬ夯实区域经济合作的法律规则基础ꎬ建设立体互联互通网络ꎬ
拓展数字经济、科技创新、地方合作等新领域ꎬ为区域经济合作注入新动能ꎮ

１ 强化法律规则对接ꎬ筑牢区域经济合作基础

国际经验表明ꎬ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制度安排是区域经济合作持续发

展的重要保障ꎮ 为了扩大投资规模ꎬ创造稳定的、可预期的营商环境ꎬ２０２２ 年中

俄签署了«关于启动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９ 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俄罗斯

联邦政府关于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升级谈判的联合声明»ꎮ ２０２３ 年中

国—中亚峰会期间ꎬ中国与中亚五国达成共识ꎬ将升级中国同各国的投资协定ꎮ
各国之间就投资规则对接开展深入合作ꎮ 此外ꎬ成员国之间逐渐推进市场开

放ꎮ ２０２４ 年 ８ 月ꎬ中国与白俄罗斯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白俄罗斯共

和国政府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ꎬ这是欧亚经济联盟中首个与中国签署服务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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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市场开放协定的国家ꎬ也是上合组织框架内第一个涉及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协

定ꎬ具有较强示范效应ꎮ 该协定规定ꎬ双方将在服务贸易、投资、商务人员入境

等领域实现高水平相互开放ꎮ 双方支持在白俄罗斯开展新的医药医疗产品和

设备联合生产ꎬ开设中国医疗设备和药品生产企业代表处ꎬ开展生物技术联合

研究ꎮ 推动在白俄罗斯境内认可中国已注册中药和中医执业医师资格ꎮ 双方

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推动低敏数据跨境流动ꎬ这些条款标志双方在医疗和数

字贸易领域达到较高开放度ꎬ将挖掘两国服务贸易和投资合作潜力ꎬ提升合作

水平ꎮ 与此同时ꎬ２０２４ 年 ９ 月ꎬ中国—吉尔吉斯斯坦政府间经贸合作委员会第

１６ 次会议达成共识ꎬ双方将“积极研究服务贸易和投资制度性安排”ꎮ ２０２４ 年

８ 月ꎬ中俄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和俄罗斯联邦海关署关于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合作谅解备忘录»ꎬ为推进海关通关便利化提供了制度保障ꎮ 双边

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措施助力区域经济合作步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ꎮ
２ 建立综合立体互联互通网络ꎬ构建新型区域供应链

积极落实«上合组织成员国基础设施发展规划»«上合组织成员国发展互

联互通和建立高效交通走廊构想»«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国际道路运输

便利化协定»«上合组织成员国铁路部门协作构想»ꎬ完善区域互联互通交通物

流网络ꎬ挖掘跨境运输潜力ꎬ提升区域物流运输效率ꎬ降低成本ꎬ打造上合组织

新型区域供应链ꎮ 从区域整体布局看ꎬ沿东西方向ꎬ高质量发展中欧班列ꎬ稳步

推进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ꎬ推动中国—中亚交通走廊建设ꎬ保证中俄新陆

路粮食走廊畅通运行ꎬ探索建设中国—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

坦—伊朗—土耳其多式联运走廊ꎮ 沿南北方向ꎬ推动建设中吉乌铁路ꎬ打通中

国—塔吉克斯坦—阿富汗交通走廊和俄伊印走廊等ꎮ 在海运方面ꎬ提升北极快

线 １ 号货运能力ꎮ 在空运方面ꎬ以市场原则增加各国之间客运、货运航班数量ꎬ
加密空中航线ꎬ形成陆海空立体综合运输网络ꎬ为此应加大合作力度ꎮ

第一ꎬ加强硬联通ꎬ完善跨境交通基础设施建设ꎮ 推动中哈增开木扎尔

特—纳林果勒口岸和阿黑土别克—捷列克特口岸ꎬ中吉开通别迭里口岸ꎬ新
建和升级改造现有的中国至中亚铁路和公路ꎬ完善中俄边境口岸公路、界河

桥梁、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ꎬ提升口岸通行能力ꎮ 以多式联运方式打造物流

运输走廊是合作重点ꎮ 推进途经阿克套港、库雷克港、土库曼巴什港等海港

的跨里海运输线路多式联运过境运输ꎬ将中欧班列与西部陆海新通道相衔

接ꎬ构建中亚国家往返东南亚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最佳过境运输走廊ꎮ ２０２３ 年

中国海关总署正式批复同意吉林省经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开展内贸货物跨境

运输航线业务ꎬ以“中外中”模式构建了“吉林—符拉迪沃斯托克港—浙江”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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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联运新通道ꎮ 这些项目均未增加基础设施投资ꎬ通过多式联运优化组合搭建

了物流运输新通道ꎬ取得事半功倍效果ꎬ成为互联互通高质量发展的良好范例ꎮ
第二ꎬ促进软联通ꎬ提升跨境物流运输管理效率ꎮ 引入数字和创新技术ꎬ以国

际先进经验优化通关手续ꎮ ２０２２ 年ꎬ中哈 “海关—铁路运营商推动中欧班列安全

和快速通关伙伴合作计划”ꎬ即“关铁通”项目启动ꎬ以数据交换平台实现舱单数

据、机检图像、查验结果等信息交换ꎬ降低中欧班列查验率ꎬ实现中哈海关监管互

认ꎬ提升口岸通关效率①ꎮ 根据中俄达成的共识ꎬ自 ２０２４ 年 ９ 月 １ 日起ꎬ在“单一

窗口”等国家电子运输文件信息系统的基础上ꎬ俄方在后贝加尔斯克公路口岸—
满洲里口岸启用过境卡车电子排队系统ꎬ提高卡车通关效率ꎬ缩短过境运输时间ꎮ

３ 拓展数字经济合作ꎬ培育新的增长点

扎实推进«‹上合组织成员国关于数字化和信息通信技术领域合作构

想›行动计划»ꎬ畅通交流渠道ꎬ凝聚合作共识ꎻ共筑发展基础ꎬ夯实数字底座ꎻ
共享技术经验ꎬ深化数字应用ꎻ加强能力培训ꎬ提高数字素养ꎮ

一是提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ꎮ 加强跨境光缆铺设和维护合作ꎬ在电

信、前沿技术、创新项目、标准化、电信设备测试领域开展互惠合作ꎮ
二是拓展数字应用领域ꎮ 大力发展跨境电商ꎬ利用中国的“阿里巴巴”、

京东电商平台以及俄罗斯的阿松(Ｏｚｏｎ)和野莓(Ｗｉｌｄｂｅｒｒｉｅｓ)电商平台促进

区域跨境电商发展ꎬ扩大交易规模ꎮ 在创意和游戏行业、动画制作发行、数字

贸易与标准、信息技术、跨境数据流动领域加强合作ꎮ 中俄两国已达成共识ꎬ
使中俄电脑游戏进入对方市场ꎮ 在数字综合解决方案方面ꎬ华为—哈萨克斯

坦国家铁路公司联合创新中心正式运行ꎬ利用华为公司的云盘古大模型为哈

萨克斯坦国家铁路公司提供先进技术和解决方案ꎬ助力哈萨克斯坦建设高

效、安全、个性化和智慧的铁路系统ꎮ 此外ꎬ华为公司与乌兹别克斯坦电信运

营商将在智能城市建设、智慧家居应用及其他关键领域开展深度合作ꎬ为乌

兹别克斯坦的数字化进程提供支持ꎮ 在电子口岸建设方面ꎬ哈萨克斯坦努尔

饶尔海关服务公司与新疆电子口岸有限责任公司同步推进中哈口岸的数字

化ꎬ提高中国货物进入哈萨克斯坦的速度和通关量ꎮ 未来ꎬ在跨境数据流动、
智慧物流、智慧农业、智慧交通、数字支付等领域仍有较大合作空间ꎮ

三是搭建网络化数字合作平台ꎮ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ꎬ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大数

据合作中心正式启用ꎬ这是中方组建的集数字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应用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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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研究、产业协作、技能培训为一体的国际合作平台ꎬ采用“１ 本部 ＋ Ｎ 个

特色分中心”的创新组织模式搭建数字技术产业服务平台ꎬ推动数字经济特

色产业园建设ꎬ举办国际会议、论坛等ꎮ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与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的克拉玛依市签约共建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大数据合作中心(新疆)
分中心ꎬ这是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大数据合作中心的首个地方分中心ꎮ 未

来ꎬ根据上合组织国家的意愿ꎬ可在各国设立分中心ꎬ形成上合组织网络型大

数据合作中心新模式ꎬ实现资源共享ꎬ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新机遇ꎮ
四是加强数字化人才培养ꎮ 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阿斯塔纳峰会上倡

议成立上海合作组织数字教育联盟ꎬ承诺未来 ３ 年中方向上合组织国家提供

不少于 １ ０００ 人次数字技术培训名额ꎮ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与阿里法拉比

哈萨克国立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将依托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大数据合作中

心ꎬ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及应用研究、数字技术人才培养和成果转化、数
字领域高规格研讨会等方面开展合作ꎬ扩大各方在信息通信技术领域教育、
研发、人才培养方面的交流与往来ꎮ

４ 推动科技创新合作ꎬ赋能区域经济发展

进一步落实«建立上合组织成员国科技园区库和创新集群的构想»ꎬ挖掘科技

合作潜力ꎬ发展创新生态系统ꎬ从基础科学到尖端科技联合研发ꎬ从科技合作项目到

人才联合培养ꎬ从生产制造到科技服务ꎬ促进技术成果转化ꎬ提升各国经济竞争力ꎮ
第一ꎬ建立创新合作机制ꎮ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成立中哈合作委员会创新合作分

委会ꎬ为拓展航空航天、技术转移、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电子通信、绿色技术等

领域合作提供机制保障ꎮ 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通信与信息技术合作分委

会设立人工智能工作组ꎬ交流人工智能伦理治理、工业应用领域的实践经验ꎮ
第二ꎬ大力发展高科技制造业ꎬ打造跨境产业链ꎮ 鼓励新能源汽车、家电

及通信设备的生产合作ꎬ以“制造 ＋生产型服务业”新模式构建上下游一体化

跨境产业链ꎬ促进各国产业转型升级ꎮ ２０２３ 年中国河南省宇通客车集团在哈

萨克斯坦启动电动公交车生产ꎬ利用其设立的 ８ 家服务站和 １ 个配件库ꎬ形
成了以阿拉木图为中心ꎬ辐射哈萨克斯坦主要城市的交通运输服务及培训网

络ꎬ建立联通郑州与阿拉木图的跨境产业链ꎮ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ꎬ比亚迪在乌兹别

克斯坦建厂ꎬ推动汽车零部件生产本地化ꎬ实现产能 ＋ 产业链出海ꎬ并与乌兹

别克斯坦政府签订绿色交通合作倡议ꎬ推动可持续出行方式ꎮ
第三ꎬ不断拓展高科技服务业ꎬ搭建网络型技术合作平台ꎮ ２０２０ 年ꎬ中方

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技术转移中心ꎬ这是国内首个集市场化、国际化

和专业化为一体的国际科技合作平台ꎬ兼具技术转移转化、成果展示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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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创新服务配套等功能ꎬ通过 “线上 ＋线下”体系为各国提供链接全球创

新资源、展示全球先进技术、对接全球高端科技人才的合作平台ꎮ 目前已建

立中国—上合组织技术转移中心江阴协同中心、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技术转

移中心西海岸中心、中国—上合组织技术转移中心白俄罗斯协同中心ꎬ未来

可根据各方意愿ꎬ建立多个协同中心ꎬ搭建上合组织技术转移中心网络ꎮ
第四ꎬ建立联合科研创新平台ꎮ 中哈将建立一批伙伴研究所ꎬ推动两国科

学家交流ꎮ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ꎬ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政府、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和北

京市药品检验研究院共建中俄医药健康标准转化中心ꎬ重点解决两国在医药健

康领域合作中标准不统一、检测有差异、市场准入不通畅、项目对接有障碍等问

题ꎬ为中俄医疗合作搭建了新平台ꎮ ２０２４ 年 ９ 月ꎬ乌鲁木齐市中俄联合实验室

正式运行ꎬ聚焦中国在材料科学领域的难点ꎬ以材料创新赋能产业革命ꎬ在先进

电工材料与装备领域实现产业落地ꎻ１１ 月初ꎬ陶瓷绝缘电磁线和复合绝缘电磁

线两款新材料进入中试阶段ꎬ联合实验室已取得突破性进展ꎮ
第五ꎬ拓展多领域合作ꎮ 在基础科学领域联合实施包括“大科学”装置在

内的共同科研计划ꎮ 依托高校、科研组织促进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研究领

域合作ꎮ 在高科技领域ꎬ促进航空航天机构和企业在和平利用外空领域开展

交流与合作ꎬ推动月球与深空、遥感数据接收与互换等互利合作ꎬ推动开展国

际月球科研站建设ꎬ协调开展月球探测项目ꎮ 鼓励使用北斗导航系统ꎬ在智

慧港口、土地确权、建筑测量、海上搜救、中欧班列等领域推广应用ꎮ
第六ꎬ促进科技人才交流ꎮ 不断完善大学和科研机构的联合科研项目遴

选机制ꎬ增加项目数量ꎬ拓宽合作领域ꎬ提质增效ꎮ 联合举办高水平展览和科

技活动ꎬ鼓励各国青年学者拓展科学创新合作交流ꎮ 扩大留学规模并加强学

术合作ꎬ支持合作办学ꎬ发展同类大学联盟ꎬ联合举办大学生科学夏令营ꎮ 开

展基础、职业及数字教育技术领域合作ꎬ举办国际职业技能比赛ꎮ 深化知识

产权保护领域合作ꎬ维护各国创新主体和权利人的利益ꎮ
５ 创新地方合作模式ꎬ培育合作新动能

积极落实«上合组织成员国地方合作发展纲要»ꎬ拓展地方领导人论坛形

式ꎬ赋予友城合作更多务实内容ꎬ创新合作模式ꎬ建立区域经济合作新支点ꎮ
第一ꎬ中方建立了多层级中国—上合组织地方合作机制与平台ꎬ形成了

政府、民间和企业三位一体的格局ꎮ 在政府层面ꎬ杨凌上合组织农业技术交

流培训示范基地是成员国达成共识的合作项目ꎬ聚焦农业科研交流合作、现
代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培训ꎬ打造一批现代农业研究中心、国际联合实验室、农
业技术推广应用平台ꎬ为深化上合组织农业合作创造条件ꎮ (青岛)中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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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侧重国际物流、现代贸易、双向投资合作、商
旅文交流等领域的合作ꎮ (哈尔滨)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冰雪体育示范区重

点发展冰雪体育赛事、冰雪产业集群以及冰雪人才培养与交流等ꎮ (上海)中
国—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协助成员国培训司法人才ꎮ
上海合作组织远程医疗平台新疆中心建立跨境医疗合作联盟ꎬ开展国际医疗

服务ꎬ为周边国家的外籍患者提供优质医疗服务ꎮ 在上海和青岛两地建立的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生态环保创新基地立足推广生态环保先进技术和管理

经验ꎬ构建上合组织国家生态环保合作技术服务平台ꎮ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

地学合作研究中心侧重地学领域合作交流、信息共享和人才培养ꎬ促进区域

内地球科学的发展ꎮ 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采用境内关外的监管

模式ꎬ对中哈及第三国人员实行免签制度ꎬ开展贸易洽谈、商品展示和销售 、
仓储运输、宾馆饭店、商业服务设施、金融服务等合作ꎮ 中蒙二连浩特 － 扎门

乌德经济合作区以国际贸易、国际物流、进出口加工、跨境旅游及相关配套服

务为方向ꎬ深化中蒙边境地方经贸合作ꎮ 这些跨境经济合作区成为边境城市

合作的样板ꎮ 在民间层面ꎬ中国新疆中亚旅游合作联盟是非政府、非营利、
非正式的区域间合作组织ꎬ旨在促进各会员间旅游交流与合作ꎮ 由上合组织

实业家委员会和重庆两江新区管委会联合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多功能

经贸平台ꎬ也是一个非营利性、多领域、多功能国际交流合作平台ꎬ将数字经

济与传统经济相融合ꎬ促进各国企业在物流、金融服务、文化、旅游、教育、卫
生等领域建立合作关系ꎮ 在企业层面ꎬ由新疆亚欧国际物资交易中心发起ꎬ
１１ 个国家和地区组织的交易所共同举办了“中国—上合组织商品交易所合

作平台”论坛ꎬ各方将促进区域商品流通ꎬ拓展市场渠道ꎬ加强金融合作ꎮ
第二ꎬ连锁国家馆成为部分国家在华拓展地方合作的新形式ꎮ 为了扩大

对华非能源领域产品及服务的出口ꎬ俄罗斯出口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设立了上海

办事处和大连合作中心ꎬ并在上海市、哈尔滨市、深圳市和成都市开设了俄罗斯

国家馆ꎬ展示俄罗斯产品 ２ ０００ 余种ꎬ搭建了覆盖南北方的销售网络ꎮ 阿塞拜疆

驻华大使馆商务代表处联合中国进口商在北京市、青岛市和成都市建立了阿塞

拜疆国家品牌馆ꎬ包括民俗文化展示区、文旅产品体验区、特色商品销售区和餐

饮服务区等ꎬ使中国公民全面了解阿塞拜疆文化并带动商品出口ꎮ
２０２４ 年中国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ꎬ宣布 ２０２５ 年为上合组织可持续发

展年ꎮ 中方将与各方以实际行动诠释责任ꎬ促进繁荣ꎬ推动构建上合组织命运

共同体ꎬ为全球治理改革、“全球南方”合作及共建“一带一路”作出积极贡献ꎮ
(责任编辑:李丹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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