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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不仅仅基于上合组织框架ꎬ 同时还要在中国和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展开

磋商以及通过中、 蒙、 俄三边合作机制进行实验ꎮ 这样ꎬ 中俄之间的合作

才会有更加广阔的空间ꎮ 中国古人 “上善若水” 的提法或许可以作为一种

指导理念ꎬ 意即 “一带一盟” 的对接合作ꎬ 就像水之流动ꎬ 不与任何地区

已有体制和机制冲撞ꎬ 更不搞 “赢者通吃”ꎮ
总体来看ꎬ 当前 “一带一盟” 的对接ꎬ 一方面需要在落实重大项目

方面有所突破ꎬ 建立示范ꎻ 另一方面也要与尚有困难的国家 (如俄罗斯)
加强各个层次的沟通ꎮ 其一ꎬ 以既有的突破来带动全面合作的深化ꎬ 如

以与格鲁吉亚自由贸易区、 摩尔多瓦可能的进展①来推进与欧亚经济联盟

成员国的合作ꎻ 其二ꎬ 以扎实周全的合作构想来实现共赢ꎬ 如以中俄在远

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合作 (特别是中方的更大投入) 换取 “一带一盟” 在

中亚地区推进的更大空间ꎻ 其三ꎬ 以中俄 “共同南下” 的姿态ꎬ 发挥中、
俄、 印度合作机制的作用ꎬ 寻求在东南亚地区多边合作的突破ꎮ

● 格鲁吉亚在 “一带一盟” 对接中的作用

吕　 萍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８ 日ꎬ 中国与俄罗斯发表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

邦关于 “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

明»ꎮ 根据该声明ꎬ 中俄双方 “努力将 ‘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和欧亚经

济联盟建设相对接ꎬ 确保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ꎬ 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ꎬ
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ꎮ 在随后于 ７ 月 １０ 日召开的 “上海合作组织乌法峰

会” 上ꎬ 与会成员国一致表示支持中国有关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倡

议ꎬ 并将这一立场写进了 «乌法宣言»ꎮ 在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４ 日召开的 “上海

合作组织塔什干峰会” 上ꎬ 与会各国领导人重申了对 “一带一路” 倡议的

支持ꎬ 在 «塔什干宣言» 中再次说明成员国 “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建

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倡议ꎬ 将继续就落实这一倡议开展工作ꎬ 将其作

为创造有利条件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手段之一”ꎮ 与此同时ꎬ 塔什干峰会也

首次将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写进了 «塔什干宣言»ꎮ 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习近平

主席提出 “丝绸之路经济带” 倡议至今ꎬ 经过两年多的实践ꎬ “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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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带” 倡议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认可ꎬ 对接已成为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和欧

亚经济联盟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词ꎮ
“丝绸之路经济带” 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以及与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为

上合组织成员国和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实现本国发展目标提供了契机和平

台ꎬ 对于其他 “丝绸之路经济带” 沿线国家亦是如此ꎬ 如既非上合组织成

员国ꎬ 亦非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格鲁吉亚ꎬ 同样在 “丝绸之路经济带”
倡议中看到了实现本国战略发展目标的契机ꎮ

格鲁吉亚紧邻上海合作组织区域ꎬ 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俄罗斯、 亚

美尼亚毗邻ꎬ 与哈萨克斯坦隔里海相望ꎬ 处在欧亚大陆 “十字路口”ꎬ 是

“丝绸之路经济带” 上的重要节点国家ꎬ 是中国货物经中亚—西亚陆路运往

欧洲的天然过境走廊ꎮ 自独立以来ꎬ 优越的地理位置非但没有给格鲁吉亚

带来经济上的快速发展ꎬ 反而使其成为西方和俄罗斯的角力场ꎬ 战乱、 社

会动荡、 政权非正常更迭、 经济落后一直困扰着这个外高加索国家ꎮ ２００４
年 “玫瑰革命” 后ꎬ 格鲁吉亚奉行亲西方政策ꎬ 一直谋求加入欧盟和北约ꎮ
但是多年的向西方靠拢政策并未改变格鲁吉亚的经济状况ꎬ 贫困、 高失业

率问题依然未能得到解决ꎮ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ꎬ 格鲁吉亚通过议会选举首次实现

了政权和平更迭ꎬ 国家进入相对稳定期ꎮ 执政联盟 “格鲁吉亚梦想” 根据

本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将国家建设成能促进东西方贸易的现代化过境贸易中

心的战略发展目标ꎮ 然而ꎬ 基础设施落后、 经济发展停滞、 资金短缺、 民

生问题严峻等现实问题严重制约了这一目标的实现ꎮ 而 “丝绸之路经济带”
倡议为执政一年却未能兑现改善经济和民生的竞选承诺、 支持率开始持续

下降的执政联盟提供了发展经济、 实现国家战略发展目标的宝贵机遇ꎮ
在上合组织 «塔什干宣言» 中ꎬ 成员国在重申支持中国 “丝绸之路经

济带” 倡议的同时还明确指出: “将推动交通领域多边合作ꎬ 促进构建国际

运输走廊ꎬ 打造连接亚洲和欧洲的枢纽ꎬ 共同实施基础设施项目ꎬ 扩大具

有经济可行性的互联互通潜能ꎬ 释放地区过境运输潜力”ꎬ 这与格鲁吉亚的

国家定位和战略发展目标高度契合ꎮ 格鲁吉亚地理位置得天独厚ꎬ 是欧亚

陆上货运的天然通道ꎮ 参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能为其经济发展注入

强大动力ꎮ 以将国家建为现代化的地区贸易和东西方过境贸易中心这一目

标为例ꎬ 建设过境走廊要求有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ꎬ 但连年的战乱和社会

动荡ꎬ 格鲁吉亚的基础设施十分落后ꎬ 无法满足这一要求ꎬ 而完全依靠本

国力量改善基础设施除了资金严重短缺ꎬ 技术上的落后也是一大障碍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８ 日ꎬ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外交部、 商务部联合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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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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指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 “一带一路” 建设的优先领域ꎬ 中国

将与沿线国家 “共同推进国际骨干通道建设ꎬ 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次区域

以及亚、 欧、 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ꎬ 采取各种措施 “提升道路通达水

平”ꎬ 推动口岸和航空基础设施建设ꎬ “实现国际运输便利化”ꎮ 可以看出ꎬ
“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建设内容与格鲁吉亚力图改善国内落后的基础设施、
发展国际合作的努力方向不谋而合ꎬ 完全符合格鲁吉亚的国家利益ꎮ 为了

参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ꎬ 格鲁吉亚加入了 “亚投行”ꎬ 是亚投行第

４５ 个意向创始成员国ꎬ 在所有意向创始成员国中ꎬ 格议会第一个批准了加

入 “亚投行” 的协议ꎮ
根据本国地理位置格鲁吉亚将建设统一的交通运输系统ꎬ 最大限度地

发挥其过境潜力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ꎮ ２０１３ 年格鲁吉亚与哈萨克斯坦、
阿塞拜疆在 “第二届国际运输物流商业论坛 ‘新丝绸之路’” 上签署了建

立跨里海国际运输线路发展协调委员会的协议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ꎬ 首趟

“新丝绸之路” 过境集装箱列车从中国连云港出发ꎬ 经哈萨克斯坦、 阿塞拜

疆于 １２ 月 １３ 日抵达格鲁吉亚ꎬ 随后过境格鲁吉亚抵达土耳其ꎬ 最后驶往

欧洲ꎮ 沿这一 “新丝绸之路” 从太平洋沿岸运货至欧洲的时间为两周ꎬ 而

相应的海运则需 ４０ ~ ４５ 天ꎮ 目前ꎬ 沿 “新丝绸之路” 运行的集装箱列车需

在哈萨克斯坦的阿克套港通过货轮跨越里海运往阿塞拜疆ꎬ 然后沿铁路过

境格鲁吉亚ꎬ 再经渡轮跨黑海抵达土耳其后驶往欧洲ꎬ 复杂的行程导致这

一线路的货运运费远高于过境俄罗斯通往欧洲的北线ꎮ 格鲁吉亚与阿塞拜

疆、 土耳其三国联合修建的巴库—第比利斯—卡尔斯铁路定于 ２０１６ 年年底

完工ꎮ 届时ꎬ 货运列车将从格鲁吉亚直接通过铁路抵达土耳其ꎬ 运费也随之

下降ꎮ 此外ꎬ 由中国承建的现代化铁路全线重点工程———Ｔ８ 隧道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贯通ꎬ 格铁路的年运输能力将得到大幅提高ꎮ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８ 日ꎬ
格宣布将在黑海岸边修建 １ 亿吨级吞吐量的安纳克里亚深水港ꎬ 工程竣工后

中国货物运往欧洲将减少 ７ ０００ 公里的运输距离ꎬ 运输成本也会大幅降低ꎮ
格鲁吉亚对 “丝绸之路经济带” 倡议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有着非常清

楚的认识ꎬ 因此ꎬ 全方位支持相关项目的建设ꎮ 为确保 “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的顺利进行ꎬ 格政府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高层往来ꎬ 在政策上积极进

行沟通ꎬ 努力为中国企业在格开展业务创造良好环境ꎬ 提供各种便利ꎮ 政府

的支持为 “丝绸之路经济带” 项目在格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坚实可靠的保障ꎮ
历经多年的战乱和苦难ꎬ 格鲁吉亚上至高层ꎬ 下至普通民众都渴望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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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稳定的社会形势和安宁的生活ꎬ 期盼国家经济能够健康持续发展ꎬ 生活

水平得到提高ꎮ 在这一背景下ꎬ 面对乌克兰危机和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ꎬ
格鲁吉亚政府和民众一方面谴责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ꎬ 另一方面也理性地

拒绝了前总统萨卡什维利武力援助乌克兰的要求ꎬ 拒绝加入西方对俄罗斯

经济制裁的行列ꎬ 主张俄乌双方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冲突ꎮ 民众对街头革命

日趋理性的认识和社会的相对稳定ꎬ 确保了 “丝绸之路经济带” 项目在格

鲁吉亚的顺利进行ꎮ 与此同时ꎬ 格鲁吉亚目前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比较稳

定ꎮ 格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均保持着传统的良好关系ꎬ 与俄罗斯之间的

经贸关系在 ２０１２ 年议会选举之后得以恢复ꎬ 目前ꎬ 两国虽未在政治上恢复

外交关系ꎬ 但经贸关系平稳ꎬ 这为格鲁吉亚的经济建设提供了相对和平、
稳定的发展环境ꎬ 有利于 “丝绸之路经济带” 项目的建设ꎮ

政府的支持、 相对稳定的社会形势和与周边国家良好的关系是格鲁吉

亚参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的有利条件ꎬ 但是暗藏的风险依然存在ꎮ
首先ꎬ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格将迎来议会选举ꎬ 由于执政联盟 “格鲁吉亚梦想”
执政以来在促进国家经济发展上乏善可陈ꎬ 未能妥善解决民生问题ꎬ 民众

对其普遍感到失望ꎮ 反对党 “统一民族运动” 利用这一社会情绪积极为选

举造势ꎬ 支持率渐渐回升ꎬ 极有可能在议会选举中战胜 “格鲁吉亚梦想”ꎬ
重新执政ꎮ “统一民族运动” 党坚决奉行一边倒的亲西方政策ꎬ 如若其赢得

选举ꎬ 是否会继承 “格鲁吉亚梦想” 的外交政策ꎬ 两派势力是否会上演街

头革命继而导致社会动荡ꎬ 与俄罗斯的关系是否会再次恶化而危及格国家

安全ꎬ 这些都将对正在进行中的 “丝绸之路经济带” 项目造成不利影响ꎮ
其次ꎬ 西方与俄罗斯在格鲁吉亚 “被冻结” 了的冲突也会影响该国的

社会政治形势和安全ꎮ 俄格战争之后ꎬ 虽然俄罗斯与西方、 俄罗斯与格鲁

吉亚在外高加索地区的冲突被暂时 “冻结”ꎬ 但双方的对抗从未真正停止ꎮ
格鲁吉亚与欧盟签署了联系国协定ꎬ 北约在格设立了联合军事训练中心ꎮ
作为回应ꎬ 俄罗斯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与阿布哈兹在索契签署了盟友关系

和战略伙伴关系协定ꎬ 次年与南奥塞梯签署了相关条约ꎬ 剑指北约ꎮ 这些

潜在的冲突一旦被激活必然会严重影响地区安全形势ꎬ 对 “丝绸之路经济

带” 在格的项目产生巨大冲击ꎮ
在对 “丝绸之路经济带” 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带来的发展机遇认识逐

步清晰的同时ꎬ 格鲁吉亚加入欧盟和北约的希望日渐渺茫ꎮ 在欧盟东部伙

伴关系里加峰会上ꎬ 欧盟决定推迟对格实行免签证政策ꎻ 格鲁吉亚为非北

约成员国ꎬ 却是继美国和德国在阿富汗派兵最多的伙伴国ꎬ 然而ꎬ 北约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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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如格所愿给其加入同盟的 “路线图”ꎮ 在对欧洲感到失望的同时ꎬ 与俄

罗斯经贸关系的恢复促进了格鲁吉亚农业的发展ꎬ 从普通民众到政府高层

对欧亚经济联盟的态度因此逐渐发生了改变ꎮ 民调显示ꎬ 格鲁吉亚普通民

众对欧亚经济联盟的好感度持续上升ꎬ 政府则逐步校正 “意识形态化” 的

外交政策ꎬ 注重务实ꎮ 一方面明确声明欧亚经济联盟政治色彩浓厚ꎬ 格鲁

吉亚绝不会加入ꎬ 而与欧洲的一体化依然是国家坚定不移的外交方针ꎬ 另

一方面也表示愿意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开展双边自由贸易ꎬ 并呼吁欧亚

经济联盟成员国充分利用其过境运输潜力ꎮ
综上所述ꎬ 格鲁吉亚虽非上合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ꎬ 但其过境

运输国地位和过境运输潜力可成为 “丝绸之路经济带” 与欧亚经济联盟对

接框架内国际运输走廊的延伸ꎬ 在打造连接欧亚的枢纽、 实现互联互通上

发挥重要作用ꎬ 也为 “丝绸之路经济带” 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国际交

通运输大通道ꎮ 从目前趋势来看ꎬ 作为欧亚经济联盟和上合组织的外围

国家ꎬ 格鲁吉亚将会充分利用 “丝绸之路经济带” 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

以及上合组织成员国和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发展战略对接带来的契机发

挥本国的过境运输优势ꎬ 间接参与对接框架内的项目建设ꎬ 以此提升本

国经济发展水平ꎬ 解决国内的经济、 政治问题ꎮ 尽管格鲁吉亚当局非常

重视 “丝绸之路经济带” 倡议ꎬ 参与愿望十分迫切ꎬ 努力为 “丝绸之路

经济带” 项目建设打造优良的环境ꎬ 但是潜在的社会政治风险和周边安

全风险仍不容忽视ꎬ 中国在与格鲁吉亚共同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

同时应该对此有充分认识ꎬ 未雨绸缪ꎬ 做好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准备ꎬ
以便在发生不利情况时能迅速采取有效防范措施ꎬ 将风险降至最低ꎮ

● “一带一盟” 对接与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前景

孙　 超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２０１４ 级博士研

究生)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ꎬ 中俄签署了关于 “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和欧亚经济联

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ꎬ 明确强调要将 “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和欧

亚经济联盟建设相对接ꎬ 在上海合作组织平台上开展合作ꎮ 随后的 １２ 月总

理会晤中ꎬ 两国领导人将上海合作组织定位为 “一带一盟” 对接最有效的

平台ꎬ 并同意继续深化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协调合作ꎮ 上海合作组织成为

新时代两国战略倡议实施的重要平台ꎬ 即将成长为服务于成员国战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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