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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共建“冰上丝绸之路”:
机遇、挑战与进路

王晨光

【内容提要】 　 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共建“冰上丝绸之路”是一个具备一定

现实基础和潜在战略价值的问题ꎮ 共建“冰上丝绸之路”不仅与上海合作组

织的原则、理念和目标等高度契合ꎬ而且以欧亚大陆为核心区并涉及安全、经
济、文化、科技、环境等议题ꎬ使其有望成为上海合作组织合作的新方向ꎮ 进

一步看ꎬ上海合作组织由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共同发起ꎬ多年来在交通、能源等

领域取得丰硕成果ꎬ且“上合大家庭”不少成员关注北极事务ꎬ为相关国家在

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推动共建“冰上丝绸之路”提供了动力和基础ꎮ 不过ꎬ由
于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对该组织发展造成影响ꎬ成员国对“冰上丝绸之路”态度

不同ꎬ加之大国博弈使外部环境严峻复杂等因素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推动共

建“冰上丝绸之路”面临一些障碍和挑战ꎮ 中国作为上海合作组织与“冰上

丝绸之路”的倡导者、推动者、建设者ꎬ应从凝聚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战略共

识、扩大共建“冰上丝绸之路”成果、适时将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纳入上海合

作组织议程、拓展上海合作组织与北极事务交集等方面着手ꎬ积极推动上海

合作组织和“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相互促进ꎬ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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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ꎬ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在上海宣告成立ꎮ ２０
多年来ꎬ上合组织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

展”的“上海精神”ꎬ遵循«上海合作组织宪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

邻友好合作条约»确定的宗旨和原则ꎬ搭建了大小国家平等对话的平台ꎬ开创

了“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的合作模式ꎬ在维护地区安全、促进务实合作、
加强文明互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①ꎮ ２０１３ 年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统筹

国内国际两个大局ꎬ审时度势提出“一带一路”倡议ꎮ “一带一路”倡议坚持

共商共建共享原则ꎬ秉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ꎬ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

目标ꎬ全面推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ꎬ已成为

当今世界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②ꎮ 上合组织与“一带一

路”倡议虽然产生于不同历史时期ꎬ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关注重点等亦存在

一定差异ꎬ但二者价值理念契合、战略目标相近、成员及地域重合、功能和作

用互补ꎬ具有天然的契合性ꎮ
上合组织与“一带一路”倡议志同道合、相辅相成的关系很快便得到官方

的确认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ꎬ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制定

并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

动»ꎬ强调应发挥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现有多边合作机制的作用ꎮ 同年 ７ 月ꎬ
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共同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乌法宣言»ꎬ
表示支持中国关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ꎮ 此后ꎬ上合组织历次元首

理事会、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等成果文件都写入了支持“一带一路”倡议

的内容ꎮ 近年来ꎬ学界围绕上合组织与“一带一路”特别是“丝绸之路经济

带”协调发展问题作了不少研究③ꎬ并注意到“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上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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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全:«“上海精神”魅力历久弥新»ꎬ«光明日报»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ꎮ
«坚定不移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的愿景与行动———共建

“一带一路”未来十年发展展望»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ｙａｏｗｅｎ / ｌｉｅｂｉａｏ / ２０２３１１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６９１
６８３２ ｈｔｍ

陈小鼎、马茹:«上合组织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作用与路径选择»ꎬ«当代亚太»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ꎻ凌胜利:«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与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ꎬ«欧亚经济»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ꎻ韩璐:«上海合作组织与“一带一路”的协同发展»ꎬ«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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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在警务、交通、农业等领域的合作进展①ꎬ普遍认为上合组织是助推“一带

一路”建设的重要平台ꎬ“一带一路”建设为上合组织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ꎮ
但需注意的是ꎬ现有研究多是从宏观层面分析上合组织与“一带一路”的关

系ꎬ鲜有针对“一带一路”的前沿或具体议题ꎬ如“数字丝绸之路” “健康丝

绸之路”“绿色丝绸之路”“冰上丝绸之路”等展开探讨ꎬ而这些问题可能成

为未来相关研究的潜在发力点和增长点ꎮ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冰上丝绸之路”指穿越北极圈ꎬ

连接北美、东亚和西欧三大经济中心的海运航道ꎮ “冰上丝绸之路”由俄罗斯

和中国共同提出并推动实施ꎬ目前方兴未艾的是经过欧亚大陆主要是俄罗斯

北部沿海的东北航道(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Ｐａｓｓａｇｅ)ꎬ尚未扩展到由格陵兰岛经加拿大北

部北极群岛到阿拉斯加北岸的西北航道(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Ｐａｓｓａｇｅ)以及穿越北冰洋

中心海域的中央航道(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ａｓｓａｇｅ)②ꎮ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国家海洋局联合制定并发布了«“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ꎬ首次

将北极航道明确为“一带一路”三大主要海上通道之一③ꎮ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ꎬ中国

政府发布了首份北极政策文件———«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ꎬ提出中国愿依

托北极航道的开发利用ꎬ与各方共建“冰上丝绸之路”④ꎮ
当前ꎬ上合组织还没有与“冰上丝绸之路”直接产生实质性联系ꎬ但在上

合组织框架内推动共建“冰上丝绸之路”议程不仅具备理论和现实基础ꎬ而且

具有广阔发展前景和深远战略意义ꎮ 鉴此ꎬ本文将就上合组织国家共建“冰
上丝绸之路”的可能性、可行性及挑战性进行学理分析ꎬ进而就如何推动二者

协同发展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ꎬ以期为上合组织健康稳定发展和高质量共建

“冰上丝绸之路”提供启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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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杰:«“一带一路”倡议下上海合作组织地区警务合作的内涵新变»ꎬ«四川警察

学院学报»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ꎻ王会鹏:«进展、问题与对策:上合组织成员国间铁路互联互通

研究»ꎬ«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ꎻ郭延景、肖海峰:«“一带一路”
背景下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农产品贸易波动影响因素分析»ꎬ«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

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ꎮ
罗英杰:«开拓北极航道 共建“冰上丝路”»ꎬ«光明日报»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ꎮ
«“一带一路” 建设海上合作设想»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７ －

０６ / ２０ / ｃ＿１１２１１７６７９８ ｈｔｍ
«‹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全文)»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ｃｉｏ ｇｏｖ ｃｎ / ｚｆｂｐｓ / ｚｆｂｐｓ＿２２７９ /

２０２２０７ / ｔ２０２２０７０４＿１３０５６９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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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上合组织国家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可能性

上合组织国家共建“冰上丝绸之路”之所以可能ꎬ首先在于“互信、互利、
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与以“和平合作、开
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以及中国参与北极事务

“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基本原则高度契合ꎬ都奉行开放包容、平等协

商、互利共赢、不针对第三方的合作方式ꎬ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ꎮ
除原则规范层面的因素外ꎬ上合组织与“冰上丝绸之路”还都具备区域性和综

合性的特征ꎬ这使二者得以在地理范围、议题领域等现实层面产生联系ꎮ
(一)上合组织与“冰上丝绸之路”都聚焦欧亚大陆

经过 ２０ 多年的发展壮大ꎬ上合组织已成为欧亚地区重要的合作平台ꎬ可
为“冰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有力支撑ꎮ 上合组织的前身是中国、俄罗斯、哈
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于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创建的“上海五国”会
晤机制ꎮ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ꎬ乌兹别克斯坦正式加入ꎬ六国元首签署«上海合作组

织成立宣言»ꎬ上合组织宣告成立ꎮ ２００４ 年ꎬ上合组织启动观察员机制ꎬ陆续

接纳蒙古国、巴基斯坦、伊朗、印度、阿富汗等国为观察员国ꎻ２００９ 年启动对话

伙伴机制ꎬ斯里兰卡、白俄罗斯、土耳其、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柬埔寨、尼泊

尔、埃及、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国先后成为对话伙伴ꎮ ２０１７ 年ꎬ上合组织正

式接纳印度和巴基斯坦为成员国ꎬ完成首次扩员ꎬ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

最多的区域组织①ꎮ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ꎬ上合组织撒马尔罕峰会签署关于伊朗加入

上合组织义务的备忘录ꎬ启动了给予白俄罗斯成员国地位以及给予巴林、马
尔代夫、阿联酋、科威特、缅甸对话伙伴地位的进程②ꎮ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上合组织

阿斯塔纳峰会后ꎬ“上合大家庭”包括 １０ 个成员国、两个观察员国、１４ 个对话

伙伴(见表 １)ꎬ覆盖中亚、东亚、南亚、东南亚、中东、东欧等地区ꎬ呈现从区域

性组织向全球性组织转变的势头ꎮ 正如上合组织前秘书长拉希德阿利莫

夫所言ꎬ上合组织的版图东西横跨太平洋与波罗的海ꎬ南北延伸至北冰洋与

印度洋ꎬ这使其能够用全新的视角来审视欧亚地区的合作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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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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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上合组织已成人口最多、地域最广、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组织»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８ － ０４ / ２６ / ｃ＿１２９８６０２２４ ｈｔｍ

«上海合作组织简介»ꎬｈｔｔｐ: / / ｃｈｎ ｓｅｃｔｓｃｏ ｏｒｇ / ２０１５１２０９ / ２６９９６ ｈｔｍｌ
«拉阿利莫夫:“上合组织内多维度合作拓宽了跨地区合作范围”ꎮ 上合组织

秘书长出席在上海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ꎬｈｔｔｐｓ: / / ｃｈｎ ｓｅｃｔｓｃｏ ｏｒｇ / ２０１８０９１７ / ４６６３１２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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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上合大家庭”相关情况

地位 国别

成员国
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印度、
巴基斯坦、伊朗、白俄罗斯

观察员国 蒙古国、阿富汗

对话伙伴
斯里兰卡、土耳其、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柬埔寨、尼泊尔、埃及、卡塔尔、沙特
阿拉伯、巴林、马尔代夫、阿联酋、科威特、缅甸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信息整理ꎮ

作为经北冰洋连接欧洲和亚洲的蓝色经济通道ꎬ“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的

核心区也在欧亚大陆ꎬ辐射“上合大家庭”大部分成员ꎮ “冰上丝绸之路”建
设以东北航道为依托ꎬ该航道西起挪威北角附近的欧洲西北部ꎬ向东经过巴

伦支海、喀拉海、拉普捷夫海、东西伯利亚海、楚科奇海至白令海峡ꎬ全长

５ ６００多海里ꎮ 通过建设“冰上丝绸之路”ꎬ不仅可以大幅缩短东亚与欧洲之

间的海运距离ꎬ还能有效带动沿线能源、矿产等资源开发和铁路、港口等基础

设施建设ꎬ并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欧亚经济联盟等同频共振ꎬ是欧亚大陆互

联互通的新亮点和新增长点ꎮ 以东北航道的商业开发利用为例ꎬ若货轮从荷

兰鹿特丹出发前往上海ꎬ经苏伊士运河—马六甲海峡的航线需要 １ ０５ 万多

海里ꎬ经好望角的航线需要近 １ ４ 万海里ꎬ而经东北航道只需约８ ０００海里ꎬ能
够显著降低时间、能耗等成本①ꎮ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及科技进一步发

展ꎬ预计 ２０３０ 年前后北极航道的通航期将由目前的每年 ４ 个月左右延长到

半年以上ꎬ亚洲和欧洲之间总贸易量的 １ / ４ 有望通过东北航道运输ꎬ可能改

写国际航运和贸易版图ꎬ深刻影响欧亚地区乃至全球的地缘格局②ꎮ
(二)上合组织与“冰上丝绸之路”关注共同议题

上合组织在扩大规模的同时ꎬ议题范围也从安全领域扩展到经济、文
化、科技、环境等领域ꎬ成为一个综合性国际组织ꎬ并将全球治理作为重要

发力点ꎮ 上合组织的前身“上海五国”会晤机制ꎬ是五国为解决陆地边界问

题、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而成立的ꎮ 上合组织成立初期也主要致力于打击

“三股势力”ꎬ应对非法贩卖武器、毒品以及非法移民等非传统安全问题③ꎮ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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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ｂｅｒｔ Ｂｕｉｘａｄé Ｆａｒｒéꎬ Ｓｃｏｔｔ Ｒ Ｓｔｅｐｈｅｎｓｏｎꎬ Ｌｉｎｌｉｎｇ Ｃｈｅｎꎬ ｅｔｃ ꎬ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Ａｒｃｔ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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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ꎬＰｏｌａｒ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ꎬＶｏｌ ３７ꎬＮｏ ４ꎬ２０１４ꎬｐｐ ２９８ － ３２４

«“冰上丝绸之路”开辟亚欧贸易新航道»ꎬ«人民日报»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８ 日ꎮ
庞大鹏:«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年:发展历程与前景展望»ꎬ«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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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地区安全形势向好ꎬ成员国之间战略互信加深ꎬ上合组织的关注领域

开始逆向“外溢”①ꎬ逐步实现了以安全合作起家ꎬ到安全与经济“双轮驱

动”以及全方位加强安全、经济和人文合作ꎬ再到携手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

同体的蜕变ꎮ 近年来ꎬ上合组织高度关注国际和地区事务ꎬ在继续巩固和

深化安全合作的基础上ꎬ围绕科技、经贸、交通、农业、文化艺术、卫生健康

等诸多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②ꎮ ２０２２ 年ꎬ上合组织撒马尔罕峰会通过了

维护国际粮食安全、维护国际能源安全、维护供应链安全稳定多元化以及

应对气候变化等四份声明ꎬ上合组织日渐成为推动地区发展、完善全球治

理的建设性力量③ꎮ
北极治理是全球治理的新兴议题ꎬ共建“冰上丝绸之路”是中俄深化北极

合作、引领北极治理的战略性举措④ꎮ “冰上丝绸之路”建设涉及航道利用、
资源开发、科学考察、环境保护等多方面议题ꎬ需营造和平、安全、稳定的国际

环境ꎬ与上合组织的议题领域高度重合ꎮ 首先ꎬ作为一条蓝色经济通道ꎬ“冰
上丝绸之路”建设旨在将东北航道打造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运输动脉ꎬ加
强沿线能源、矿产、渔业、旅游等资源开发利用ꎬ促进北极地区互联互通和经

济社会发展ꎮ 其次ꎬ科学研究是认识北极、保护北极、利用北极和参与北极治

理的基础ꎬ中国、俄罗斯等国希望提高极地科研考察能力ꎬ搜集和掌握更多北

极气象、水文、地质、生物等信息ꎬ为“冰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科学支撑ꎮ 再

次ꎬ北极资源开发将给世界经济带来机遇ꎬ但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和人类

在北极地区的各类活动增多ꎬ北极脆弱的生态环境面临巨大压力ꎬ因而“冰上

丝绸之路”建设必须走绿色、协调、可持续之路⑤ꎮ 最后ꎬ“冰上丝绸之路”沿
线自然条件恶劣、地缘政治问题突出、各方利益争夺愈演愈烈ꎬ不仅需要加强

对船舶航行、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风险防范和有效治理ꎬ还需避

免大国战略博弈造成的负面影响ꎮ

—３３—

①

②

③
④

⑤

冯峥、薛理泰:«逆向“外溢”:上海合作组织的安全合作与扩散»ꎬ«西安交通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ꎮ
弗拉基米尔诺罗夫、贝文力:«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 ２０ 年»ꎬ«俄罗斯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ꎮ
邓浩:«大变局下上海合作组织的新使命»ꎬ«当代世界»２０２２ 年第 １０ 期ꎮ
张木进、王晨光:«中国建设“冰上丝绸之路”的战略选择———基于“态势分析法”

(ＳＷＯＴ)的分析»ꎬ«和平与发展»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ꎮ
程晓:«新时代“冰上丝绸之路”战略与可持续发展»ꎬ«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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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上合组织国家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可行性

综上可见ꎬ上合组织与“冰上丝绸之路”都以欧亚大陆为核心区ꎬ都涉及

安全、经济、科技、环境等议题ꎬ二者具备很高的匹配度和耦合性ꎮ 进一步看ꎬ
中国和俄罗斯均为上合组织与“冰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推动者和建设者ꎬ“上
合大家庭”其他成员也关心北极地区态势变迁ꎬ同时上合组织在很多与“冰上

丝绸之路”相关的议题领域取得积极成果ꎬ这成为相关国家共建“冰上丝绸之

路”的动力和基础ꎮ
(一)“上合大家庭”成员的北极考量与行动

上合组织的关注方向、议程设置、行动规则等离不开成员国尤其是中俄

两个大国的推动ꎮ 随着上合组织不断发展壮大ꎬ中俄两国在处理共同关心的

国际和地区事务时也越来越倚重上合组织这个平台ꎮ 近年来ꎬ面对北极地区

自然环境和政治局势的急剧变化ꎬ中俄两国从各自利益和优势出发ꎬ积极探

索并扩大北极合作ꎬ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应运而生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ꎬ中俄总

理第二十次定期会晤联合公报指出ꎬ“双方应加强北方海航道开发利用合作ꎬ
开展北极航运研究”①ꎬ并在此后几次联合公报中予以重申ꎮ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ꎬ俄
罗斯总统普京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表示ꎬ希望中国将北极

航道与“一带一路”倡议连接起来ꎻ同年 ７ 月和 １１ 月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两次会见时任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时都表示ꎬ要共同开展北极航道开发和

利用合作ꎬ打造“冰上丝绸之路”②ꎻ１２ 月ꎬ中俄共建的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

投产ꎬ成为“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首个重大成果ꎮ 此外ꎬ自 ２０１６ 年以来ꎬ中
俄两国科学家在北极海域多次开展联合考察ꎬ助力“冰上丝绸之路”建设ꎮ 作

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机组成部分ꎬ“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目前以中俄两国

为主ꎬ并欢迎更多国家参与共建ꎮ 从调动更多资源和力量的角度看ꎬ中俄两

国有必要也有动力将“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纳入上合组织框架ꎮ
除中俄两国外ꎬ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也与“冰上丝

绸之路”建设有关ꎬ不少国家是潜在的共建伙伴ꎮ 首先ꎬ印度近年来积极参与

—４３—

①

②

«中俄总理第二十次定期会晤联合公报(全文)»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６７４９０４ / １１７９＿６７４９０９ / ２０１５１２ / ｔ２０１５１２１８＿９８６８６１４ ｓｈｔｍｌ

王志民、陈远航:«中俄打造“冰上丝绸之路”的机遇与挑战»ꎬ«东北亚论坛»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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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事务ꎬ如 ２００７ 年组织开展了首次北极科考ꎬ２０１３ 年成为北极理事会

(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观察员国并发布«印度与北极»文件ꎬ２０２２ 年 ３ 月又发布了

«印度与北极:建立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ꎬ进一步明确了其对北极的利益关

切、政策目标和实施路径①ꎮ 印俄两国关系良好ꎬ印度重视俄罗斯北极航道

和能源、矿产等资源开发带来的机遇ꎬ并希望将国际南北运输走廊( ＩＮＳＴＣ)
与东北航道连接起来ꎬ以便利北极能源向本国和南亚地区运输ꎬ拉紧与相关

国家的利益纽带②ꎮ 其次ꎬ中亚五国、蒙古国等虽深居内陆ꎬ但都注意到若能

通过内河或铁路实现与北极航道的连接ꎬ可加强与世界的联系ꎬ促进本国经

济社会发展③ꎮ 近年来ꎬ已有学者围绕构建通过额尔齐斯河—鄂毕河直达北冰

洋的出海通道ꎬ以及连通中蒙俄经济走廊和“冰上丝绸之路”的陆河联运路线等

问题展开探讨ꎮ 再次ꎬ北极航道建设和北极地区油气开发将改变世界航运格局

和能源格局ꎬ关乎很多“上合大家庭”成员的利益ꎬ特别是掌握国际航运“咽喉”
苏伊士运河的埃及ꎬ以及哈萨克斯坦、伊朗、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巴林、阿联酋

等油气出口国ꎮ 最后ꎬ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ꎬ北极地区气温明显升高ꎬ海冰大量

消融ꎬ欧亚大陆的气温、降雨、风向等首当其冲受到影响ꎬ“上合大家庭”所有成

员都有责任予以关注并采取相应行动ꎮ
(二)上合组织的机制建设与合作基础

上合组织自成立以来便重视组织机制建设ꎬ发布、签署或通过了一系列

宣言、声明、条例、协定等文件ꎬ形成了日趋完善的组织架构和运行规则ꎬ组织

的凝聚力、行动力和影响力逐渐提升ꎮ 其一ꎬ上合组织建立了多层次、宽领域

的会议机制: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是组织最高机构ꎬ每年举行一次会议ꎬ讨论和

决定该组织所有重大问题ꎻ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每年举行一次会议ꎬ讨论

该组织框架内多边合作和优先领域的战略ꎬ决定经济及其他领域的重要问

题ꎬ通过组织预算ꎻ设有外交、国防、安全、经贸、文化、卫生、教育、交通、紧急

—５３—

①

②

③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Ｉｎｄｉａ'ｓ Ａｒｃｔ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ｅｓ ｇｏｖ ｉｎ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２０２２ － ０３ /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ｅｄ － ＳＩＮＧＬＥ －
ＰＡＧＥ －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ｄｆ

Ｎｉｍａ ＫｈｏｒｒａｍｉꎬＩｎｄｉａ － Ｒｕｓｓｉ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ｉｎｇ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ｒｃｔ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Ｊｕｎｅ ２１ꎬ２０２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ａｒｃｔ
ｉｃ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ａ － ｒｕｓｓｉａ －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ａｒｃｔｉｃ － ｒｉｓｉｎｇ －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ａｒｃｔｉｃ －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

郭培清、宋晗:«北极海冰消融背景下‹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２３４ 条的解释和适

用争议及对中国的启示»ꎬ«太平洋学报»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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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灾、科技、农业、司法、旅游等各部首长会议及国家协调员理事会ꎬ定期召开

会议ꎬ负责相关领域的具体问题ꎮ 其二ꎬ上合组织有两个常设机构ꎬ即设在北

京的秘书处和设在塔什干的地区反恐怖机构执委会ꎬ分别负责组织日常工作和

协调成员国在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及其他领域的合作ꎮ 其三ꎬ上合

组织框架内还有上海合作组织实业家委员会、上海合作组织银行联合体、上海合

作组织论坛、上海合作组织大学等非政府机制ꎬ旨在加强经贸、金融、学术、教育等

领域的合作ꎮ 其四ꎬ上合组织在对外协作方面建立了观察员机制和对话伙伴机

制ꎬ并与东盟、独联体、集安组织、经合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
世界旅游组织、欧亚经济委员会、阿盟等建立了合作关系①ꎮ

上合组织完备的组织架构和运作机制为其在各领域开展合作提供了必

要保障ꎬ进而为推动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ꎮ 以与共建“冰上

丝绸之路”密切相关的交通和能源领域为例ꎬ二者一直都是上合组织确定的

优先发展方向ꎬ“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相关合作进一步驶入快车道ꎮ 在交通

领域ꎬ上合组织早在 ２００２ 年便设立了交通部长会议机制ꎬ历次元首联合宣

言、政府首脑(总理)联合公报都提及发展交通合作、提升运输基础设施水平、
建设多式联运物流中心等内容ꎬ近年来正按照«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

脑(总理)关于进一步开展交通领域合作的联合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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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３５ 年前多边经贸合作

纲要»等文件的目标要求ꎬ打造多元、畅通、高效的地区交通运输网络②ꎮ 在

能源领域ꎬ基于上合组织国家之间的能源禀赋差异和能源供求格局ꎬ各国在

双边及多边框架内取得了不少成绩ꎬ如建立上合组织能源俱乐部、能源部长

会议等合作机制ꎬ元首理事会发表关于维护国际能源安全的声明ꎬ中国—中

亚天然气管道、中哈天然气管道、中俄原油管道等能源贸易及大通道建设进

展顺利ꎬ油气田合作开发和参股、装备及工程服务方面的合作持续深化等ꎬ总
体上正朝着上中下游全产业链和全方位、多层次的深度合作迈进③ꎮ

四　 上合组织国家共建“冰上丝绸之路”面临的挑战

上合组织国家共建“冰上丝绸之路”虽然具备可能性和可行性ꎬ但在实践

—６３—

①
②
③

«上海合作组织简介»ꎬｈｔｔｐ: / / ｃｈｎ ｓｅｃｔｓｃｏ ｏｒｇ / ２０１５１２０９ / ２６９９６ ｈｔｍｌ
张宁:«上海合作组织交通合作»ꎬ«欧亚经济»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ꎮ
林益楷、张正刚:«上合组织成员国深化能源领域合作前景分析及措施建议»ꎬ

«欧亚经济»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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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还面临不少障碍和挑战ꎬ主要体现在上合组织扩员对组织发展造成影

响ꎬ上合组织成员国对“冰上丝绸之路”的态度差异ꎬ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的

干预和影响等方面ꎮ
(一)上合组织扩员对组织发展带来挑战

上合组织吸收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和白俄罗斯为成员国ꎬ一方面使组织

规模、发展潜力、国际影响力等得到大幅提升ꎬ另一方面增加了该组织维持和

提升凝聚力、决策力、行动力的难度ꎬ可能掣肘相关国家在上合组织框架内推

动共建“冰上丝绸之路”ꎮ 一是成员国之间关系复杂ꎮ 自上合组织成立时起ꎬ
中国和俄罗斯便成为该组织发展的驱动力量①ꎮ ２０１７ 年印度和巴基斯坦两

国加入后ꎬ上合组织内部的大国关系从相对稳定的中俄双边转变为不平衡的

中俄印“战略三角”②ꎬ再加上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中亚国

家基于“自主意愿”重启一体化进程等影响ꎬ组织内部可能出现消极竞争甚至

对立分化ꎮ 二是成员国对组织认同有限ꎮ 成员国对上合组织的高度认同是

确保该组织高水平发展的关键ꎮ 但长期以来ꎬ成员国对组织的认同并不理

想ꎬ总体呈现中国“全心全意”、俄罗斯“半心半意”、中亚四国“三心二意”、印
度“心怀他意”、巴基斯坦“差强人意”的局面③ꎬ可能破坏上合组织以“上海精

神”为核心的组织规范ꎬ弱化其在安全、经济、人文等领域的合作潜力④ꎮ 三

是组织议事效率较低ꎮ 上合组织采取成员国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ꎬ印度、巴
基斯坦、伊朗、白俄罗斯等加入后加大了成员国利益诉求的差异性ꎬ将进一步

削弱该组织的决策力和行动力⑤ꎮ 四是发展方向存在差异ꎮ 作为一个地区

性组织ꎬ上合组织的传统地缘中心是中亚地区ꎬ印度与巴基斯坦加入后南亚

地区成为重要延伸ꎬ伊朗和白俄罗斯加入后影响力向西扩展ꎮ 可见ꎬ上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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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扩展方向与“冰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方向不大一致ꎬ恐难对其给予更多关

注ꎬ投入更多力量ꎮ
(二)上合组织成员国对“冰上丝绸之路”的态度差异

目前ꎬ中俄两国虽积极推动共建“冰上丝绸之路”ꎬ其他上合组织成员国

也是潜在合作伙伴ꎬ但各国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态度、利益不尽相同ꎬ限制了

将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纳入上合组织议程的步伐ꎮ 其一ꎬ中俄北极身份和北

极利益的差异ꎮ 中国虽是地缘上的“近北极国家”、北极事务的重要利益攸关

方①ꎬ但在北极地区没有领土ꎬ在很多北极问题上参与度和话语权有限ꎻ俄罗

斯作为北极大国ꎬ将北极确定为国家安全优先方向、国家能源保障基地ꎬ并将

东北航道经过其北部沿岸的部分视作“内水”ꎬ不断通过出台立法、加强管理

等来宣示主权②ꎮ 这导致中俄两国对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目的、方式、重
点等存在差异ꎬ即中方秉持“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原则ꎬ愿与各方积极

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ꎬ为促进北极地区互联互通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

合作机遇ꎻ俄方则强调掌握主导权ꎬ更愿意采取双边合作方式ꎬ希望借助各国

的资金、市场、技术等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ꎬ虽向中国抛出了橄榄枝但仍有所

戒备③ꎮ 其二ꎬ印度对中俄两国的态度不同ꎮ 印度将北极视作展示大国地位

和国际影响力的新舞台ꎬ希望与俄罗斯加强北极合作ꎬ却视中国为北极事务

上的竞争对手④ꎮ 加之印度一直对“一带一路”倡议采取抵制、抗衡的态度ꎬ
其加入上合组织后也“不合群”ꎬ拒绝在元首理事会、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

等成果文件中表态支持“一带一路”倡议⑤ꎬ在对将“冰上丝绸之路”纳入上合

组织议程问题上亦存有较大顾虑ꎮ 其三ꎬ中亚国家的积极性不高ꎮ 中亚国家

虽有意愿向北拓展出海口ꎬ俄罗斯也希望借此机会巩固其在中亚的影响力ꎬ
但鉴于北极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薄弱ꎬ北极航道通航时间有限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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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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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ꎮ
从近几年上合组织元首理事会联合宣言、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联合公报等文

件看ꎬ在涉及“一带一路”倡议的部分ꎬ表述基本都是俄、哈、吉、塔、乌、巴六国重申支持中

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ꎬ而没有提及印度的态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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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投入不菲ꎬ以及中亚还有向西经里海连接黑海、向南前往印度洋等其他出

海方案ꎬ中亚国家对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兴趣有限ꎮ
(三)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干预和影响

作为中俄两国共同参与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倡议ꎬ上合组织和“冰上丝绸

之路”自诞生之日起便经受着来自美西方的压力ꎮ 近年来ꎬ由于俄罗斯与美

欧剑拔弩张ꎬ中美战略博弈愈演愈烈ꎬ上合组织国家共建“冰上丝绸之路”面
临更为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ꎮ 一方面ꎬ在一些西方国家看来ꎬ上合组织是由

中俄构建的“威权俱乐部”ꎬ具有反美国、反西方和反北约的性质①ꎮ 随着大

国战略博弈加剧ꎬ美西方更是将上合组织视为“中俄联手抗衡美国的重要机

制”②ꎮ 这些国家普遍不愿看到上合组织继续做大做强:美国政府虽未发布

专门针对上合组织的政策ꎬ但一直试图通过渗透中亚国家、拉拢印度、改善与

巴基斯坦关系等来瓦解分化该组织ꎻ２０２２ 年 ９ 月ꎬ德国时任总理朔尔茨称对

土耳其希望加入上合组织很恼火ꎬ因为他不相信上合组织能为建立世界良好

关系作出贡献③ꎻ一些美西方学者认为上合组织成立 ２０ 年来合作成果寥寥ꎬ
对外影响力有限ꎬ并唱衰其发展前景④ꎮ 另一方面ꎬ美西方出于对“一带一

路”倡议和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双重担忧ꎬ主张抵制共建“冰上丝绸之路”ꎮ
在北极“再军事化”态势加剧的背景下ꎬ美国、挪威、瑞典、丹麦、英国等新近出

台的北极政策文件都着眼大国竞争ꎬ将俄罗斯和中国视作北极安全稳定的主

要挑战者ꎬ有些国家特意强调要防范“冰上丝绸之路”⑤ꎮ 美西方战略界也普

遍认为ꎬ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将强化中俄北极合作ꎬ提升中国在北极的影响

力ꎬ甚至改变北极地区的国际秩序ꎮ 这将恶化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国际环

境ꎬ令有意参与共建的国家平添顾虑ꎬ并面临来自美西方的阻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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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上合组织国家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路径选择

２０２３ 年ꎬ上合组织与“冰上丝绸之路”建设都迎来了新的历史节点ꎮ 上

合组织正式接收伊朗为成员国ꎬ批准关于签署白俄罗斯加入上合组织义务的

备忘录ꎬ阿联酋、缅甸、马尔代夫、科威特和巴林正式成为对话伙伴ꎬ实现新一

轮发展壮大ꎮ 同时ꎬ２０２３ 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１０ 周年和中国成为北极

理事会观察员国 １０ 周年①ꎬ共建“冰上丝绸之路”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组

成部分和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重要举措ꎬ也随之迈上新台阶ꎬ步入新阶段ꎮ
在此背景下ꎬ探讨上合组织国家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意义更加凸显ꎬ
应加强谋划运筹ꎬ积极推进落实ꎮ

(一)推动上合组织成员国形成战略共识

上合组织国家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前提ꎬ是该组织成员国认识到这件

事情的重要意义ꎬ进而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共识ꎮ 其中ꎬ中俄两国的战略协调尤

为关键ꎮ 相比俄罗斯ꎬ中国在推动上合组织发展和共建“冰上丝绸之路”方面都

发挥着更加积极的作用ꎮ 从中国在北极问题上的政策宣示和实践行动看ꎬ中国

自然是支持通过上合组织平台推动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ꎮ 俄罗斯则一度出

于对中国既合作又防范的矛盾心理ꎬ对上合组织和共建“冰上丝绸之路”情绪复

杂ꎮ 不过ꎬ在俄乌冲突延宕、美西方国家不断升级对俄罗斯制裁的背景下ꎬ俄罗

斯可能会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和上合组织对其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ꎮ
俄罗斯若对上合组织国家共建“冰上丝绸之路”持更加积极的态度ꎬ不仅符合其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调整北极国际合作立场ꎬ即不再维持既有北极合作形式而更加重视

北极域外国家的战略转向②ꎬ而且有利于调动更多国际资源进行北极开发ꎬ弥
合其宏大政策目标与有限行动能力之间的差距ꎮ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ꎬ俄罗斯外交部无

任所大使尼古拉科尔丘诺夫表示ꎬ俄罗斯正积极发展与上合组织国家和金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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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北极事务、扩大北极国际合作具有重要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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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北极问题上的联系ꎬ推进科研、物流、环保等领域的一些双边项目①ꎮ 对

于其他成员国而言ꎬ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具备良好条件ꎬ
有望创造新的发展机遇ꎮ 即便印度当前难以接受“冰上丝绸之路”ꎬ也应该乐

见上合组织与北极问题挂钩ꎬ从而为其参与北极事务拓展渠道和平台ꎮ
(二)进一步扩大“冰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成果

上合组织国家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动力ꎬ在于这些国家能通过参与共

建看到并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ꎮ 因此ꎬ中俄等国必须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

生为目标ꎬ打造更多像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那样的标志性成果ꎮ 亚马尔液

化天然气项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启动ꎬ是中俄在北极地区首个全产业链合作项

目②ꎬ并将北极航道和能源资源充分结合起来ꎮ 该项目已有四条生产线陆续

建成投产ꎬ２０２２ 年液化天然气产量达２ １００万吨③ꎬ对北极资源开发利用具有

引领和示范作用ꎮ 今后ꎬ“冰上丝绸之路”建设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ꎮ 第

一ꎬ克服北极地缘博弈、美西方国家对俄制裁、一些西方航运公司以环保为名

弃用北极航道等造成的冲击ꎬ推进东北航道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商业开发利

用ꎬ彰显“冰上丝绸之路”的战略价值ꎮ 第二ꎬ中俄基于现有成果继续扩大

“北极液化天然气 ２ 号”等能源合作项目ꎬ俄印围绕“萨哈林 － １ 号”“东方石

油”项目等不断深化合作④ꎬ进而以北极能源合作为纽带串联起中俄印三国ꎮ
第三ꎬ推动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打通额尔齐斯河—鄂毕河到北冰洋的航道ꎬ
协调中俄天然气管道过境蒙古国的铺设项目等ꎬ使“冰上丝绸之路”与欧亚经

济联盟、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等建立更多联系ꎮ 第

四ꎬ加强“冰上丝绸之路”框架内北极科研、环保、旅游等领域合作ꎬ让合作成

果进一步惠及“上合大家庭”成员ꎬ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共建进程ꎮ
(三)适时将“冰上丝绸之路”纳入上合组织议程

上合组织国家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表现ꎬ是上合组织的法律文

—１４—

①

②

③

④

«俄外交官:俄将与金砖国家、上合组织国家合作开展北极项目»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ｏｒｌｄ ｈｕａｎｑｉｕ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４ＣｔＪＲｌｗｘｒＰ０

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总投资约 ３００ 亿美元ꎬ由俄罗斯诺瓦泰克公司、中国石油

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法国道达尔公司和中国丝路基金共同开发ꎬ四方分别占股 ５０ １％ 、
２０％ 、２０％和 ９ ９％ ꎮ

«亚马尔 ２０２２ 年液化天然气产量有望达到 ２１００ 万吨»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ｌｓ ｃｎ /
ｄｅｔａｉｌ / １２１１０８４

«俄大使:俄罗斯与印度就北极地区的“东方石油”项目成功进行接触»ꎬｈｔｔｐｓ: / /
ｓｐｕｔｎｉｋｎｅｗｓ ｃｎ / ２０２３０２０５ / １０４７６３９０８５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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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会议机制、合作项目等纳入共建“冰上丝绸之路”议题并逐步推进ꎮ 根据

上合组织的议事流程和运行规则ꎬ可能包括如下几条路径ꎮ 一是自上而下推

动ꎮ 基于中俄两国在北极合作方面的共识及与其他成员国协商一致ꎬ考虑直

接将支持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写入上合组织元首理事会宣言或关于某个问

题的声明、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联合公报、中长期发展战略等指导性文件ꎬ
并据此制定实施规划、签署专门条约、成立执行机制、启动合作项目等ꎮ 二是

细化既有合作ꎮ 鉴于近年来上合组织多份元首或政府首脑(总理)会议的成

果文件均表示支持“一带一路”倡议ꎬ可商讨制定关于支持共建“一带一路”
机制的构想、方案等专门文件ꎬ在其中写入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内容ꎬ进而

逐步将构想转化为实际行动ꎮ 三是自下而上发展ꎮ 先由上海合作组织实业

家委员会、上海合作组织银行联合体、上海合作组织论坛等非政府机制围绕

共建“冰上丝绸之路”进行交流探讨、开展试点项目ꎬ然后逐渐进入外交、交
通、能源、环境等部门首长会议议程ꎬ再适时纳入元首或政府首脑(总理)的会

议议程和成果文件ꎬ逐步扩大和深化务实合作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不论哪条路

径、哪种方式ꎬ若直接将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纳入上合组织议程的时机和条

件尚不成熟ꎬ可先用北极合作特别是北极航道开发利用来“投石问路”ꎮ
(四)拓展上合组织与“冰上丝绸之路”的交集

上合组织国家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必要条件ꎬ是上合组织积极参与全

球治理ꎬ利用对外协作机制拓展与“冰上丝绸之路”的交集ꎬ减小来自外部的阻

力ꎮ 如前所述ꎬ上合组织在对外协作方面主要是设立了观察员和对话伙伴机

制ꎬ并同很多国际和地区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ꎬ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应积极利

用相关力量ꎮ 一方面ꎬ就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而言ꎬ上合组织应强调北极事务

的全球性影响ꎬ将共建“冰上丝绸之路”作为加强与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关系的

重要内容ꎬ争取让更多国家成为同行者、同盟军ꎮ 目前“上合大家庭”中只有俄

罗斯是北极国家ꎬ中国和印度是北极理事会观察员国ꎬ上合组织应以灵活多样

的方式与其他北极国家特别是北欧国家ꎬ以及德国、法国、英国、日本、韩国等其

他北极理事会观察员国ꎬ就北极科研、环保等议题开展对话合作ꎮ 另一方面ꎬ就
国际和地区组织而言ꎬ上合组织应与已建立合作关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
合国粮农组织、世界旅游组织等深化合作ꎬ围绕北极原住民保护、渔业养护、旅
游开发等议题加强政策协调ꎬ并探索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气象组织、政府

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国际海事组织等其他涉北极联合国机构的合作空间ꎮ
此外ꎬ上合组织还可以通过申请北极理事会观察员席位ꎬ参与北极圈论坛、“北
极—对话区域”国际北极论坛、“北极前沿”论坛等涉北极机制ꎬ推动金砖国家

—２４—



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共建“冰上丝绸之路”:机遇、挑战与进路

合作机制关注北极事务等方式ꎬ不断增加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国际支点ꎮ

结　 语

上合组织国家共建“冰上丝绸之路”问题虽然尚处在学理探讨层面ꎬ但具

备一定现实基础和潜在战略价值ꎬ且随着上合组织成员的增加、议题的扩展、
作用的彰显ꎬ二者的关联性、耦合性日益提高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作为上合组织

和“冰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倡导者、推动者和建设者ꎬ中俄两国在相关问题上

持续释放积极信号ꎬ日渐达成战略共识ꎮ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ꎬ普京总统在第三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表示ꎬ俄罗斯支持通过“一带一路”
倡议、欧亚经济联盟、上合组织等促进互联互通和欧亚一体化进程ꎬ俄计划建

设国际南北运输走廊、升级西伯利亚大铁路、新建北极到太平洋地区的铁路

等ꎬ并邀请伙伴国积极利用和参与开发其北方海航道①ꎮ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普京总

统访华期间ꎬ两国元首共同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在两

国建交 ７５ 周年之际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ꎬ一
方面强调继续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开展各领域合作ꎬ把上合组织打造成具有权

威性和影响力的多边组织ꎬ使其在构建新的、公正稳定的多极化国际格局中

发挥更大作用ꎻ另一方面加快北极合作步伐ꎬ商定在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

会机制框架内成立中俄北极航道合作分委会ꎬ针对北极开发利用开展互利合

作ꎬ保护北极地区生态系统ꎬ推动将北极航道打造成为重要的国际运输走廊

等②ꎮ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ꎬ中国接任上合组织 ２０２４ ~ ２０２５ 年轮值主席国ꎬ并明确任期

内将以“上合组织可持续发展年”为主题、以“行动”为工作关键词等设想③ꎮ 中

国应借此契机ꎬ积极考虑和推动将北极合作嵌入上合组织议程ꎬ进一步扩展上

合组织的议题维度ꎬ提升上合组织的国际影响力ꎬ同时为共建“冰上丝绸之路”
凝聚更多力量ꎬ为北极地区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ꎮ

(责任编辑:农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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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俄总统普京在第三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致辞全文»ꎬｈｔｔｐｓ: / / ｓｐｕｔｎｉｋｎｅｗｓ ｃｎ /
２０２３１０１８ / １０５４２１１６２７ ｈｔｍｌ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在两国建交 ７５ 周年之际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全文)»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２４０５１６ / ａ５ｅｃ８９
４６１ｃ９７４６７７９２ｃ９３ｅｃ６７４８１ａｅ１ｆ / ｃ ｈｔｍｌ

«外交部就中方担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工作举行吹风会»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ｌｉａｎｂｏ / ｆａｂｕ / ２０２４０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６９７３３５５ ｈｔ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