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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十年来， 获得了上合组织国家的普遍

认可与支持。 回顾历史， “一带一路” 倡议为推动上合组织从安全合作转变为安

全、 经济、 人文全方位发展提供了重要推动力。 两者能够顺利对接具备基础条

件： “丝路精神” 与 “上海精神” 高度契合， 上合组织为共建 “一带一路” 提供

安全屏障、 制度支持与民心根基， 共建 “一带一路” 有力支持上合组织在基础

设施、 经贸合作、 资金融通等领域开展合作。 同时， 中国与上合成员国在 “一带

一路” 框架下取得的务实合作成果为促进两者融合发展奠定了基础。 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背景下， 中国始终是推动上合组织发展与合作的关键力量， 提出新 “五

观” 为上合组织破解时代难题提供理念支撑， 以 “四个共同体” 为目标为其未

来发展擘画蓝图。 最后， 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为上合组织践行新 “五观”、 实

现 “四个共同体” 目标、 积极参与区域和全球治理提供了关键支撑和实践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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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年秋，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 先后

提出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重大倡议 （ “一带

一路” 倡议）。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十年来， 中国的朋友圈不断扩大。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中国已同 １５１ 个国家和 ３２ 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２００ 余份共建 “一带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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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 合作文件①。 “一带一路” 倡议与上海合作组织 （以下简称 “上合组织”）
存在天然的 “亲缘” 关系。 从地理位置上看， 上合组织成员国均地处 “一带一

路” 沿线； 从核心价值上看， “上海精神” 与 “丝路精神” 一脉相承， 高度契

合； 从合作领域上看， “一带一路” 倡议的 “五通” 建设 （政策沟通、 设施联

通、 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 民心相通） 与上合组织重视政治合作、 经贸合作与人

文合作相互适应。 “一带一路” 倡议与上合组织合作相互促进、 相得益彰， 在基

础设施、 经贸发展、 科技创新、 民生合作等多个维度均已取得卓越成果。

一　 “一带一路” 倡议与上合组织经济合作

上合组织于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在中国上海成立， 创始成员国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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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 上合组织初

创时期的目标主要是构建安全与经济 “双轮驱动” 合作。 但这一时期上合组织

主要以安全合作为主， 经济合作处于起步阶段。 ２０１３ 年 “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

出为上合组织经济合作带来新机遇， 上合组织经济合作逐渐步入正轨， 取得了重

要成果。 ２０１７ 年上合组织完成了首次扩员，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同时， “一带一

路” 倡议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上合组织与 “一带一路” 建设在新的发展阶段

相辅相成、 互为依托。

（一）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２ 年： 安全合作为主， 经济合作起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苏联解体后， 中亚地区安全形势趋于复杂， “上海五国”
为维护地区和平、 稳定与安宁而建立。 ２００１ 年成立的上合组织是 “上海五国”
机制的延续， 它是在 “上海五国” 时期签署的 《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

信任的协定》 和 《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 的基础上发展起

来的。 因此， 维护地区安全稳定是上合组织的核心目标。 该组织在成立之初就明

确规定： 重视并尽一切必要努力保障地区安全。 成立之初， 成员国就签署了 《打
击恐怖主义、 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 随后设立了反恐怖机构， 并围绕

遏制非法贩卖武器、 毒品、 非法移民和其他犯罪活动制定了一系列多边合作文

件， 成员国还多次举行联合反恐演习、 军事演习等多边安全合作行动， 不断丰富

２

① 《已同中国签订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的国家一览》，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ｙｉｄａｉｙｉｌｕ. ｇｏｖ. ｃｎ ／ ｘｗｚｘ ／
ｒｏｌｌ ／ ７７２９８. ｈｔｍ，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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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完善上合组织安全合作的内容。
在安全合作的基础上， 上合组织成员国开始重视经济领域的合作。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上合组织国家签署了第一份区域经济合作文件———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

府间关于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目标和方向及启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进程的备忘

录》。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上合组织国家签署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

要》， 明确了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的优先方向， 确定了 “长期、 中期、 短期” 三

步走的战略目标， 标志着经济与安全成为上合组织合作的两大重点领域。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成员国又通过了 《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 落实措施

计划》， 该计划涉及 １１ 个领域、 １２７ 个项目。 同年， 中国宣布向其他成员国提供

９ 亿美元优惠出口买方信贷①。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０６ 年， 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和上合组

织实业家委员会相继成立， 逐步推动上合组织成员国的金融合作。 ２００９ 年， 为

应对全球金融危机， 成员国签署了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关于加强多边经济合

作、 应对全球金融危机、 保障经济持续发展的共同倡议》。 ２０１１ 年， 上合组织总

理会议通过了 《上海合作组织政府首脑 （总理） 关于世界和上海合作组织地区

经济形势的联合声明》， 要求主管部门制定 《上海合作组织进一步推动项目合作

的措施清单》。 ２０１２ 年上合组织总理会议强调落实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

贸合作纲要 （落实措施计划）》， 并批准通过 《上海合作组织中期发展战略规

划》， 明确了上合组织 ２０２０ 年前七大合作方向。
可以看到， 上合组织初创时期以安全合作为主， 经济合作的意识逐渐增强，

区域经济合作制度框架日趋完善。 然而， 这一时期上合组织经济合作总体处于起

步阶段， 合作成果主要来源于双边层面， 多边框架内的经贸合作始终进展缓慢。
这主要是因为成员国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 各自的经济发展目标、 经济体制

以及市场化程度不尽相同， 同时成员国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利益方面又各有诉

求， 加之历史上形成的矛盾与纠纷， 使成员国在涉及共同利益的项目上难以达成

共识②。 这些因素导致上合组织经济合作出现 “四多四少” 现象， 即双边合作

多， 多边合作少； 签订的合作协议多， 建立的合作实体少； 政策性项目开发多，

３

①

②

《安全、 经贸和人文合作凸显上合组织良好发展势头》，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ｇｏｖｗｅｂ ／ ｚｗｊｗ ／ ２００７ －
０８ ／ １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７１７４８４. ｈｔｍ，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８ 日。

刘华芹： 《机遇与挑战并存———评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 载李进峰、 吴宏伟、 李伟主编：
《上海合作组织黄皮书： 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 （２０１３）》，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 第 ２２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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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性项目开发少； 非约束型合作平台多， 紧密型合作平台少①。 此外， 在上合

组织的发展历程中， 一些成员国还曾建议赋予该组织经济职能， 但一直未能达成

共识。 比如， ２００５ 年中国提议设立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基金， ２００９ 年俄罗斯提出

在上合组织成员国间设立交易货币的建议， 这些建议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总体

而言， 上合组织在经济合作的最基本阶段———建立优惠贸易和投资安排———仍然

步履蹒跚。 这一不足使成员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开展合作十分困难②。

（二）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６ 年： “一带一路” 倡议促进上合组织经济合作步

入正轨

２０１３ 年是上合组织合作发展历程中的一个新开端。 这一时期成员国对经济

发展的重视程度加深， 合作持续推进。 这一方面是由于上合组织本身更加成熟，
合作领域不断扩展， 由 “安全经济双轮驱动” 进入 “安全、 经济、 人文” 协同

发展的新阶段； 另一方面则得益于 ２０１３ 年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出为上合

组织经济合作带来的新机遇③。
随着合作不断深入， 上合组织的发展更加协调与成熟， 成员国制定了一系列

发展战略， 为上合组织的发展锚定方向。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上合组织成员国第十二

次总理会议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 李克强总理出席并提出深化上合组织务实合作

六点倡议④。 此后， 又历经 ２０１４ 年上合组织第十三次总理会议和 ２０１５ 年第十四

次总理会议， 上合组织合作内涵进一步拓展， 真正从专注于边界管理和军事互信

的 “上海五国” 成长为以 “安全、 经济、 人文” 为三大支柱的地区性国际组

织⑤。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批准了 《上海合作组织至 ２０２５
年发展战略》， 在 ２０１２ 年中期发展规划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发展目标。 与 ２０１２
年上合组织将 “保障地区安全稳定” 作为优先任务相比， ２０１５ 年的共同目标明

确扩展了范围， 提出要深化经贸、 投资合作， 安排优先领域的合作项目， 以此促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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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进峰： 《上海合作组织 ２０ 年： 成就、 挑战与前景》，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 第 ３５ 页。
Ｌｕ Ｎａ － Ｘｉ， Ｈｕａｎｇ Ｍｅｎｇ － Ｆａｎｇ ａｎｄ Ｌｕ Ｓｈａｎ － Ｂｉｎｇ， “Ｈｏｗ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Ｃａｎ Ｈｅｌｐ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Ｏ ａｎｄ Ｄｅｅｐ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Ｉｎｄｉ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７５， Ｎｏ. １， ２０１９， ｐ. ５８.

王树春、 刘思思： 《 “一带一路” 建设与上海合作组织合作路经探析》， 载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
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

倡议的具体内容是： 深化安全合作； 加快道路互联互通； 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加强金融合
作； 推进生态和能源合作； 扩大人文交流。

《上合组织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６ － １１ ／ ０４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１２８６２６. ｈｔｍ，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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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成员国可持续发展，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扩大人文联系， 包括在科技、 卫生、
环保、 教育领域开展人员交流。 可见， 上合组织自身建设已经成熟， 组织发展的

战略性、 前瞻性和科学性进一步增强。 但从现实角度来看， 受国际经济形势总体

低迷和乌克兰危机以及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低等影响， ２０１５ 年部分上合组织成

员国经济增长乏力， 对外贸易减少， 尤其是对资源出口依赖较大的国家对外贸易

下滑幅度较大。 总的来说， 上合组织成员国对经济发展的期望与现实存在矛盾，
“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出可能成为化解这一矛盾的关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中亚国家时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

重大倡议， 得到上合组织各成员国的积极响应， 成为深化上合组织区域经济合作

的重要动力。 经过多年的发展， 上合组织已经成为中亚区域合作的重要平台， 为

“一带一路” 倡议在该地区落地奠定了良好基础。 与此同时， “一带一路” 倡议

的重点建设领域与上合组织的发展需求高度契合， 为上合组织全面合作与发展带

来新机遇。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比什凯克元首峰会和 １１ 月塔什干总理会议进一步明确了

上合组织未来务实合作的六大重点， 并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逐步纳入上合组织

经济合作的议题之中， 在经济合作领域， 加强 “五通” 建设， 完善经贸合作机

制， 争取在能源、 矿产、 交通、 通信、 金融、 农业、 高新技术、 基础设施等领域

有所突破①。 其中，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一大主题。 ２０１４
年， 上合组织成员国签署了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

定》， 标志着区域经济合作迈出关键的一步。 ２０１５ 年上合组织乌法峰会期间， 成

员国就共建 “一带一路” 达成共识， 会议批准的 《上海合作组织至 ２０２５ 年发展

战略》 明确指出， “成员国就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形成共识， 将其作为创造有利

条件推动上合组织地区经济合作的手段之一”， 标志着上合组织区域合作正式迈

入与共建 “一带一路” 融合发展的新阶段。
总体而言， 自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以来， 上合组织成员国和观察员国陆

续启动本国发展战略与 “一带一路” 倡议对接， 一些成员国之间经济合作的务

实成果已经成为 “一带一路” 合作的样板工程和示范项目。 ２０１６ 年， 中欧班列

统一品牌正式启用， 途经中亚国家的中欧班列同比增长 １５０％ 。 成员国相互贸易

投资额逐步回升。 ２０１６ 年中国与成员国进出口贸易额达 ９３７ 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５

① 李进峰： 《上海合作组织 ２０ 年： 成就、 挑战与前景》， 第 ５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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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８％ ①。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６ 年， 上合组织成员国经济大幅增长， 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史

上的一大亮点。 ２０１６ 年， 上海合作组织六个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总

额达到 １２. ７４ 万亿美元， 较 ２００１ 年的 １. ６８ 万亿增长了 ７. ５８ 倍， 较 ２０１２ 年的

１１. ０３ 万亿增长了 １５. ６％ ②。 中国与上合组织国家经贸合作规模从 ２０１３ 年的

１ ２９４亿美元持续增长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２ １７６ 亿美元， 与 ２００１ 年的 １２０ 亿美元相比大

幅增长③。 中国企业承建的安格连—帕普铁路隧道竣工， 中国—俄罗斯亚马尔液

化天然气项目首条生产线投产， 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实现国

际道路全程运输……实际上， 在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之前， 由于各成员

国在经济实力、 发展水平、 地缘环境、 资源禀赋等方面差距显著， 上合组织一直

未能找到让所有成员国都感兴趣并能参与的合作大项目。 ２０１３ 年 “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出很好地契合了各成员国的现实需求④。

（三） ２０１７ 年至今： 上合组织与 “一带一路” 建设共同迈入发展

新阶段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上合组织元首理事会阿斯塔纳会议作出首次扩员的历史性决

定， 接纳印度和巴基斯坦为组织成员国， 上合组织的发展迈入新阶段。 印巴两国

的加入使上合组织成员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总量的比例从 ２５％ 增加至 ４４％ ， 经济

总量占世界 ＧＤＰ 的比例从 １８％提升到 ２１％ ， 国土面积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比例

从 １４％扩大到 ２３％ ， 构成了巨大的消费市场和互联互通空间⑤。 随着上合组织整

体在全球经济舞台上的地位提升， 扩员后的上合组织发展潜力不断扩大， 对发展

的需求也进一步增加， 这意味着该组织需要拓展经济职能， 更好地把握扩员后的

发展新机遇。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 ２０１９ 年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上所指出的， “上
海合作组织地区整体发展势头良好， 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比重稳步增加， 对世界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升。 本地区拥有资源禀赋丰富、 市场规模巨大、 科技创新

实力雄厚等无可比拟的优越条件， 发展动力十足， 合作前景广阔。 我们要顺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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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李进峰： 《上海合作组织 ２０ 年： 成就、 挑战与前景》， 第 ８４ ～８５ 页。
作者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得出。
Ａｂｄｕｌ Ｒａｂ ａｎｄ Ｈｅ Ｚｈｉｌｏ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ＳＣＯ）：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ＢＲＩ）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Ｖｏｌ. ９， Ｎｏ. ２， ２０１９，
ｐ. １６８.

李进峰： 《上海合作组织 ２０ 年： 成就、 挑战与前景》， 第 １７５ 页。
李进峰： 《百年变局中的上合组织： 机遇与前景》， 载 《中国社会科学报》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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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推动地区融合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果”①。
在上合组织迈入发展新阶段的背景下， “一带一路” 建设也进入了高质量发

展阶段， 这为上合组织的发展带来重要机遇。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工作五周年座谈会上讲话指出， 过去几年共建 “一带一路” 完

成了总体布局， 绘就了一幅 “大写意”， 今后要聚焦重点、 精雕细琢， 共同绘制

好精谨细腻的 “工笔画”。 共建 “一带一路” 正在向落地生根、 持久发展的阶段

迈进。 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 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是下一阶段推进共建 “一带

一路” 工作的基本要求②。 随着 “一带一路” 建设进入精雕细琢、 高质量发展的

新阶段， 数字丝绸之路、 创新丝绸之路、 绿色丝绸之路、 健康丝绸之路等新的合

作领域应运而生， 为上合组织成员国互利合作提供了新的增长点。
上合组织在 ２０ 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巨大合作潜力， 在 “一带一路” 建

设的 “五通” 领域已经取得了重要成果。 经历了首次扩员后， 上合组织成员国

的合作意愿不断提升， 合作领域不断拓宽， 这与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 “一带一

路” 建设需求相得益彰。 ２０１８ 年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具有里程碑意义， 此次会议

是在上合组织实现首次扩员、 进入发展关键期的背景下举行的， 它为扩员后的上

合组织发展方向提供了重要指引。 会议通过了 《 〈上合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

条约〉 实施纲要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２）》 等 ２３ 个合作文件， 各方重申继续加强在政策

沟通、 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 民心相通、 发展安全、 能源、 农业等领

域的合作。 一方面， 峰会指出要推动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 加快地区贸易便利化进程， 加紧落实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等合作文

件。 另一方面， 峰会强调上合组织要拓宽合作领域， 培育新的合作增长点， 尤其

是在数字经济、 创新、 环保等新兴领域。 此后几年， 上合组织陆续通过了一系列

相关合作文件， 涉及数字化和信息通信技术、 环保、 数字经济、 科技创新、 应对

气候变化等多个领域的合作。 可见， 在新的发展阶段， 上合组织对于数字经济、
科技创新、 环保、 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合作需求不断涌现， 与高质量共建 “一带

一路” 的重点领域与发展路径不谋而合。 可以说， 上合组织是实现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的重要平台， 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为上合组织的发展合作提供

７

①

②

《习近平在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上的讲话》，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ｊｙｊｌ ／ ｅ ／ ２０１９
０６ ／ ２０１９０６０２８７３０５０. ｓ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

《习近平： 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 走深走实造福人民》， ｈｔｔｐ： ／ ／ ｊｈｓｊｋ.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３０２５４１３７，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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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重要机遇， 两者相辅相成， 共同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

二　 “一带一路” 倡议赋能上合组织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之后， 积极与上合组织对接， 相互赋能， 彼此促进。
“一带一路” 倡议通过上合组织这个平台更好更快地扩展， 上合组织也因为 “一
带一路” 倡议而进一步发展， 合作内容不断丰富。

（一） “丝路精神” 与 “上海精神” 高度契合

“上海精神” 起源于 “上海五国” 进程。 “上海五国” 在合作实践中逐渐形

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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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该机制合作经验的结晶， 打破了许多传统国际组织和集团都不同程度

具有的封闭性、 排他性、 强制性和对抗性的特点， 坚持 “不结盟、 不对抗、 不针

对第三国” 原则， 开创了成员国之间对话而不对抗、 结伴而不结盟、 进行战略协

作的新关系模式。 “上海精神” 展现了超越冷战思维、 零和博弈、 文明冲突的先

进理念， 得到成员国的一致赞同并被写入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 中， 成为

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交往合作的准则。
“丝路精神” 根植于古代丝绸之路深厚的历史积淀。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习近平主

席在首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指出， 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 延续

千年， 积淀了以和平合作、 开放包容、 互学互鉴、 互利共赢为核心的 “丝路精

神”。 究其内涵， 和平合作， 就是通过坦诚对话、 深入沟通进行平等交流， 不断

深化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交流合作， 形成命运共同体， 将政治关系优势、 地缘

毗邻优势、 经济互补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优势、 持续增长优势； 开放包容， 就是

以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兼收并蓄、 博采众长， 这是丝绸之路精神最显著的特征。
互学互鉴， 就是在尊重文明多样性、 道路多样性和发展水平不平衡等差异的基础

上相互学习、 相互借鉴， 取长补短、 共同提高。 互利共赢， 就是不同种族、 不同

信仰、 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地区通过互惠合作， 共同应对威胁和挑战， 共同谋

划利益和福祉， 进而实现互惠互利的共赢发展①。
可见， “一带一路” 与上合组织不仅在地域范围与合作领域相互重叠， “上

海精神” 与 “丝路精神” 的理念内核也高度契合。 首先， 平等互信、 开放包容

８

① 《丝路精神》，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ｙｉｄａｉｙｉｌｕ. ｇｏｖ. ｃｎ ／ ｚｃｈｊ ／ ｒｃｊｄ ／ ２１８３. ｈｔｍ，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



“一带一路” 倡议与上海合作组织： 理念嵌入与合作实践　

是 “一带一路” 和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交往合作的首要前提， 因为这两者都是

多民族、 多种族、 多宗教、 多文化交汇融合的结晶， 在长期交往过程中各国之间

形成了平等开放包容、 尊重彼此文明的相互原则， 不同种族、 不同信仰、 不同文

化背景的国家能够相互尊重、 和谐共处。 其次， 互利共赢、 共同发展是 “一带一

路” 和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交往合作的共同目标， 并且合作的成果是共享的。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世界银行发布的 《 “一带一路” 经济学》 报告指出， “一带一路”
倡议的全面实施， 可使 ３ ２００ 万人摆脱中度贫困， 可使全球贸易增加达 ６. ２％ ，
沿线经济体贸易增加达 ９. ７％ ， 全球收入增加达 ２. ９％ 。 对于沿线低收入经济体

来说， 外国直接投资增加达 ７. ６％ ①。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十年来， 中国和相关

国家一道，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 把不同国家的利益融合起来， 努力实现优

势互补、 机遇共享、 共同繁荣， 形成共谋发展、 共享利益的利益共同体。 对于上

合组织来说， “谋求共同发展” 是 “上海精神” 的核心价值之一， 也是该组织发

展的生命之源和不竭动力。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习近平主席在上合成员国元首理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首次在上合组织框架内提出构建 “卫生健康共同

体” “安全共同体” “发展共同体” “人文共同体” 的重大倡议， 其中发展共同体

是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基础， 是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不可缺少的物质

保障②。
总的来说， “上海精神” 与 “丝路精神” 一脉相承， 在成员国的交往原则与

合作目标方面高度契合， 并且 “一带一路” 倡议和上合组织都是由中国首倡提

出， 不仅彰显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价值内涵， 还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

国外交合作共赢的基本理念， 更向世界展示出中国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的开放态

度、 合作诚意与和平愿望。 在实践中， 上合组织与 “一带一路” 倡议相互支持、
相互促进， 为推动构建以相互尊重、 公平正义、 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了

生动样板。

（二） 上合组织为共建 “一带一路” 奠定基础

上合组织为共建 “一带一路” 筑牢安全屏障。 “一带一路” 建设需要安定和

９

①

②

世界银行集团： 《 “一带一路” 经济学： 交通走廊的机遇与风险》，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ｈｉｈａｎｇ. ｏｒｇ ／ ｚｈ ／
ｔｏｐｉｃ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ｂｅｌｔ － ａｎｄ － ｒｏａｄ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 ａｎｄ － ｒｉｓｋｓ － ｏｆ －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ｓ，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

邓浩： 《构建上合组织 “四个共同体”： 机遇和挑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ａｓｄｒｉ. ｏｒｇ. ｃｎ ／ ｎｅｗｓｉｎｆｏ ／ ２４００５
８５. 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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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环境， 而中亚作为 “一带一路” 建设的核心区域， 安全环境错综复杂， 这

不仅可能削弱国际投资者的信心， 更为 “一带一路” 沿线的基础设施项目埋下

安全隐患。 中亚地区一直以来都是恐怖主义势力猖獗之地。 ２０１９ 年数据显示，
该地区多达 ５ ６５０ 人曾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与 “圣战组织” 一起作战①。 近年来，
中亚地区成为国际恐怖组织人员回流的重要区域， 特别是在阿富汗和叙利亚冲突

中作战的中亚国民回流， 使得各类恐怖组织趋向活跃。 此外， 阿富汗形势的走向

是中亚能否保持安全稳定的一个关键变量。 ２０２１ 年美国从阿富汗仓促撤军使中

亚各国面临阿富汗安全风险外溢的威胁。 并且， 近年来美国在反恐问题上实施

“双重标准”， 通过各种涉疆法案在国际上煽动反华情绪， 甚至宣布撤销对 “东
伊运” 的恐怖组织定性， 极大地助长了此类恐怖组织的气焰。 美国等西方国家还

高举 “民主” 大旗在中亚地区策动 “颜色革命”， 引发地区冲突、 带来了政权更

迭风险。 上合组织因安全而兴， 安全合作始终是上合组织多边合作的关键领域。
在 ２０ 多年的发展过程中， 成员国已经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安全合作机制， 签署了

反恐怖主义公约、 反极端主义公约、 合作打击犯罪协定、 禁毒战略等系列安全合

作文件， 在塔什干设立地区反恐怖机构， 定期举行 “和平使命” 联合反恐演习

和主管机构联合反恐演习。 上合组织还成立了 “上合组织—阿富汗联络组”， 同

阿方签署 《 “上合组织—阿富汗联络组” 下一步行动路线图》， 帮助阿富汗早日

实现和平稳定发展。 在 ２０２２ 年上合组织撒马尔罕峰会上， 成员国重申将坚决打

击恐怖主义、 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 铲除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 切断恐怖主义的

融资渠道， 打击恐怖分子人员招募和跨境流窜， 遏制极端主义、 青年激进化和恐

怖主义思想传播， 根除潜伏的恐怖分子及其藏身之所②。 上合组织安全合作取得

了重要成果。 仅 ２０２０ 年， 成员国主管机关就捣毁 ５０ 余个恐怖团伙， 阻止 ４０ 余

起恐怖袭击， 有力打击了 “三股势力”、 毒品走私和跨国有组织犯罪③， 为 “一
带一路” 成员国在中亚地区的经贸安全和战略利益提供了良好保障。

上合组织为共建 “一带一路” 提供制度支持。 “一带一路” 倡议是由中国提

出的破解新时代全球性挑战、 推进国际合作的宏大倡议。 完善的制度化设施是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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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Ｎｏｄｉｒｂｅｋ Ｓｏｌｉｅｖ ａｎｄ Ｒａｆｆａｅｌｌｏ Ｐａｎｔｕｃｃｉ，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Ｋｙｒｇｙｚｓｔａｎ， Ｔａｊｉｋｉｓｔａｎ， Ｔｕｒｋｍｅｎｉｓｔａｎ，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Ｖｏｌ. １３， Ｎｏ. １， ２０２１， ｐ. ８６.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撒马尔罕宣言》，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 ６７４９０４ ／
１１７９＿６７４９０９ ／ ２０２２０９ ／ ｔ２０２２０９１７＿１０７６７３２８. ｓ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１７ 日。

《王毅在 〈人民日报〉 撰文纪念上合组织成立 ２０ 周年： 砥砺前行二十载， 继往开来谱新篇》，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ｇｕｏｗｕｙｕａｎ ／ ２０２１ － ０９ ／ １６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６３７６４５. ｈｔｍ，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１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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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一带一路” 倡议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 上合组织作为一个运行机制完善的

区域性国际组织， 为 “一带一路” 倡议落地中亚国家提供了重要支持。 其一，
上合组织建立了完备的 “２ ＋ Ｎ” 政府间对话机制。 其中， “２” 表示元首理事会

和政府首脑 （总理） 理事会， 前者是上合组织的最高决策机构， 这两个机制每

年举办一次会议； “Ｎ” 是指每年机制化举行的包括外长会议、 国防部长会议、
执法部门领导人会议在内的 Ｎ 个不同领域、 不同级别的部门间会议。 “２ ＋ Ｎ”机
制下还设立了上合组织的专门工作组， 覆盖海关、 质检、 电子商务、 投资促进、
能源、 信息和电信等领域。 上合组织已建立的从上至下、 从宏观统领到细致议题

的交流协商机制为 “一带一路” 政策沟通奠定了良好基础。 其二， 上合组织在

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区域贸易便利化、 金融合作等诸多领域均建立了较为完

善的机制框架， 为 “一带一路” 落地中亚奠定了重要基础。 比如， 上合组织通

过的 《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 （２０１４）、 《上合组织成

员国基础设施发展规划》 （２０２２） 等协定为 “一带一路” 设施联通提供了支持。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关于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目标和方向及启动贸易和

投资便利化进程的备忘录》 （２００１）、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关于贸易便利化

的联合声明》 （２０１８） 等协议， 为推动建立稳定、 可持续、 多元化的供应链， 发

展区域内服务和货物贸易， 促进 “一带一路” 贸易畅通奠定了基础。 在金融合

作领域， 上合组织先后成立了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 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 并

定期召开银行联合体理事会会议和实业家委员会理事会会议， 为促进成员国实业

界合作及相互投资创造了便利条件。 上合组织成员国金融机构在实践中不断创新

完善银保合作、 银企合作等多种金融合作模式， 例如 “中俄金融联盟” 作为首

个中俄金融机构合作交流平台， 现有成员银行 ６８ 家， 其中中方 ３２ 家， 涵盖 “一
带一路” 圈定的 １２ 个重点省份； 俄方 ３６ 家， 合作范围覆盖跨境融资、 资本清

算、 本币结算、 外汇交易、 外币现钞、 电子银行等多个领域①。 ２０２２ 年上合组织

撒马尔罕峰会还通过了扩大本币结算份额路线图， 支持扩大该领域合作， 有力支

持 “一带一路” 资金融通。
上合组织为共建 “一带一路” 夯实民心根基。 民心相通是 “一带一路” 建

设 “五通” 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源远流长的友好交往经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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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 “一带一路” 建设中的中俄金融合作探索》，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ｅｂｎｅｔ. ｃｏｍ. ｃｎ ／ ２０１９０５２０ ／ １０２５７３５
８９. 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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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民心相通奠定了坚实基础。 人文合作是上合组织成员国合作的三大

支柱之一， 上合组织倡导各国深耕民心相通的沃土， 搭建民间交往的平台， 在彼

此合作中增进相互理解， 在交流交往中深化传统友谊。 上合组织人文合作领域从

科技、 文化、 教育逐步延伸至卫生、 体育、 旅游、 环保、 妇女、 青年、 媒体、 减

贫， 合作模式由政府主导拓展为官民并举， 经历了从无到有、 从点到面、 从低层

次到高层次的发展。 以教育合作领域为例， 上合组织成员国在 《上海合作组织成

员国政府间教育合作协定》 （２００６） 的基础上， 建立了上合组织大学， 在学术交

流和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卓越成果。 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１ 年， 中国向其他成员国提供了

５ ０００名人力资源培训名额， 邀请数千名中小学生和青年代表来华参加夏令营、
青年交流营活动①。 此外， 中方还举办了数十个研修班， 为上合组织成员国培养

培训各类专业技术人才。 上合组织成员国人文合作有力增进了各国青年和社会各

界人士的友好情谊， 为共建 “一带一路” 民心相通奠定了坚实的民意基础。

（三） “一带一路” 倡议是推动上合组织发展与合作的关键助力
“一带一路” 设施联通助力上合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 基础设施建设与

互联互通是上合组织合作的重要内容。 上合组织成员国大都处于欧亚大陆核心地

带， 地理上是沟通亚欧之间的必经之路， 具有重要的交通和战略意义。 但大部分

上合组织国家的交通、 电力等基础设施落后， 导致货物运输常因气候及人为因素

受阻， 工程承包及投资项目的设备、 原材料和产品成本较高， 运输周期长， 严重

制约了国内发展与国际合作。 上合组织各项发展规划均表露出将自身打造成欧亚

交通枢纽的愿望。 ２０１４ 年上合组织成员国共同签署了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

府间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 提出的主要目标是 ２０２０ 年前开通包括最远端从

中国连云港到俄罗斯圣彼得堡， 覆盖六个成员国的六条公路运输线路， 旨在深化

本地区互联互通， 破除地区经济一体化瓶颈， 不仅带动成员国加强公路、 桥梁、
隧道及其配套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扩大当地就业机会， 拉动经济增长， 还以亚欧

大陆互联互通公路网络为基础， 为未来形成欧亚地区统一的商贸、 物流、 资本市

场奠定基础②。 “一带一路” 倡议与上合组织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高度契合。
基础设施建设是共建 “一带一路” 的核心， 主要目标是区域经济互联互通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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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王毅在 〈人民日报〉 撰文纪念上合组织成立 ２０ 周年： 砥砺前行二十载， 继往开来谱新篇》，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ｇｕｏｗｕｙｕａｎ ／ ２０２１ － ０９ ／ １６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６３７６４５. ｈｔｍ，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

《〈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 生效为区域经济合作注入新活力》， 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１７ ／ ０２１５ ／ ｃ１００２ － ２９０８３２６０. 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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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国内发展。 在 “一带一路” 六大经济走廊的规划中， 中蒙俄经济走廊、 新欧

亚大陆桥经济走廊、 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 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

走廊都途经上合成员国、 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 “一带一路” 五条重点线路也

均穿越上合组织所在区域。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十年来， 六大经济走廊建设亮

点纷呈， 设施联通取得重要成果———铁路实现全线开通运营， 匈塞铁路塞尔维亚

境内贝诺段顺利通车， 雅万高铁最长隧道实现全隧贯通， 吉布提港铁路场站正式

投产， 中俄黑海大桥建设竣工， 瓜达尔港成为区域物流枢纽和临港产业基地等

等。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底，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五万列， 通达欧洲 ２３ 个国家

１８０ 个城市， 为推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互联互通互惠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带一路” 贸易畅通契合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需求。 经贸合作是上合组织

成员国合作的重要领域。 ２０１９ 年塔什干会议通过新版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

边经贸合作纲要》， 是上合组织在 ２０２０ ～ ２０３５ 年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纲领性

文件。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之前， 由于国家间差异等原因， 上合组织区域多边

经贸合作始终进展缓慢。 贸易畅通是共建 “一带一路” 的重要着力点， 在共建

“一带一路” 框架下， 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稳步提升， 贸易新业

态新模式不断涌现， 国际贸易保持快速增长。 ２０１３ ～ ２０２２ 年， 中国与 “一带一

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货物贸易额从 １. ０４ 万亿美元扩大到 ２. ０７ 万亿美元， 年均增

长 ８％ ， 高于同期整体货物贸易年均增速， 占同期中国外贸总值的比重由 ２５％显

著提升至 ３２. ９％ ①。 ２０１２ ～ ２０２１ 年， 中国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累

计 １ ６１３ 亿美元， 年均增长 ５. ４％ ， ２０２２ 年中国企业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非

金融类直接投资 ２０９. ７ 亿美元， 较上年增长 ３. ３％ ， 占同期总额的 １７. ９％ ②。 在

境外经贸合作园区建设方面， “一带一路” 倡议框架下一大批境外合作工业园区

项目稳步推进， 如中白工业园、 泰中罗勇工业园、 中国印尼综合产业园区青山园

区、 中柬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 中国埃及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等等。 截至 ２０２１
年年末， 共建 “一带一路” 经贸合作区分布在 ４６ 个国家， 累计投资 ５０７ 亿美元，
上缴东道国税费 ６６ 亿美元， 为当地创造 ３９. ２ 万个就业岗位， 在承接中外企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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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 “一带一路” 贸易展现强劲韧性》， 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ｓ？ ｉｄ ＝ １７６３４９７９０９４１
２７７３ ７８４＆ｗｆｒ ＝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 ＝ ｐｃ，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

《２０２２ 年我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投资合作情况》， ｈｔｔｐ： ／ ／ ｆｅｃ.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ｆｗｙｄｙｌ ／
ｔｊｓｊ ／ ２０２３０２ ／ ２０２３０２０３３８４４５７. ｓ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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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解决当地民众就业、 带动东道国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①。
“一带一路” 资金融通为上合组织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随着合作的不断深

入， 上合组织的合作项目逐年增多， 每个项目都有融资需求， 解决资金问题才能

释放上合组织巨大的投资潜力。 对上合组织经济合作来说， 最重要的是资金和主

体的瓶颈②。 资金融通是共建 “一带一路” 的重要支撑。 ２０１３ 年以来， “一带一

路” 框架下建立了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 为沿线国家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支持与

服务。 一方面， 金融机构协同能力逐步增强。 目前， 共有 ２９ 国财政部门共同核

准了 《 “一带一路” 融资指导原则》， 促进政府和市场机制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共

同发挥作用， 呼吁沿线国家政府、 金融机构、 企业共同行动， 推动建设长期、 稳

定、 可持续、 风险可控的融资体系。 中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能力建设中

心， 为沿线国优化宏观经济金融框架提供智力支持； 与世界银行、 亚洲开发银

行、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以下简称亚投行）、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等国际金融

机构共同成立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 通过促进信息共享、 项目前期准备和能力

建设为共建 “一带一路” 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另一方面， 多边金融合作支撑作

用日益显现。 亚投行、 丝路基金等多边金融合作机构相继成立，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亚投行的成员数量由成立之初的 ５７ 个增加至 １０４ 个， 成员数量仅次于世界

银行。 截至 ２０２１ 年年末， 亚投行已批准 １５８ 个项目， 累计投资总额达 ３１９. ７ 亿

美元。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年末， 丝路基金签约以股权投资为主的各类项目 ４９ 个， 覆盖

“一带一路” 沿线多国， ７０％的签约资金流向电力电站开发、 基础设施建设、 港

口航运、 高端制造业等大型国际合作项目③。 共建 “一带一路” 框架下的多种融

资工具将为上合组织开展合作提供充足、 安全的资金保障。

三　 中国—上合组织共建 “一带一路” 的具体实践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以来， 越来越多的上合组织国家将自身的发展战略与

“一带一路” 倡议相对接， 中国与上合组织国家在基础设施、 经贸发展、 科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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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 “一带一路” 建设成果丰硕 推动全面对外开放格
局形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２ － １０ ／ ０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７１６８０６. ｈｔｍ，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

孙壮志： 《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 时代内涵与路径选择》， 载 《欧亚经济》 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 “一带一路” 建设成果丰硕 推动全面对外开放格

局形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２ － １０ ／ ０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７１６８０６. ｈｔｍ，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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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民生合作等诸多领域均已取得重要的实践成果。 在此过程中， 中国始终是推

动上合组织发展与合作的重要推动力， 为上合组织的未来发展锚定方向。

（一） 中国与上合组织国家共建 “一带一路” 的实践

上合组织成员国、 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都地处共建 “一带一路” 的核心

范围。 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在 “一带一路” 框架下的合作取得的丰富成果，
为促进 “一带一路” 倡议与上合组织融合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俄罗斯是上合组织的重要创始成员国。 ２０１３ 年以来， 中俄关系持续健康稳

定发展， 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日渐成熟坚韧， 为双方共建 “一带一

路” 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初期， 俄罗斯因缺乏了解曾抱有疑

虑心理， 后在两国高层推动下， 战略疑虑迅速冰释， 俄方对 “一带一路” 态度

转向积极。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普京总统向出席索契冬奥会开幕式的习近平主席表示，
“俄方积极响应中方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 愿将俄方跨欧

亚铁路与 ‘一带一路’ 对接， 创造更大效益”①。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两国元首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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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双方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关系的联合声明》， 表示将继续开展 “一带一路” 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习近平主席访问俄罗斯期间两国元首共同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双方同意积

极推动 “一带一路” 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 加强亚欧地区互联互通，
继续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 和 “大欧亚伙伴关系” 建设并行不悖、 协调发展，
推动双多边一体化进程， 造福亚欧大陆各国人民。 中俄共建 “一带一路” 已取

得重要成果， 双边贸易持续增长， 从 ２０１３ 年的不到 ９００ 亿美元提升至 ２０２２ 年的

超过 １ ９００ 亿美元， 中国连续 １３ 年稳居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 中国对俄

罗斯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投资领域不断增加， 对俄投资存量超过 １００ 亿美元， 设

立生产企业 １ ０００ 多家②； 基础设施建设成果丰富， 中俄原油管道二线工程、 中

俄东线天然气管道等重大能源项目顺利投产， “滨海 １ 号” “滨海 ２ 号” 陆海联

运国际交通走廊、 中蒙俄经济走廊等互联互通项目顺利推进， 跨黑龙江公路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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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上合组织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互为机遇相辅相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４ － ０９ ／
１１ ／ ｃ＿１２６９７２９３７. ｈｔｍ，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２０ 日。

《中俄合作夯实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基础》，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ｇｍｗ. ｃｎ ／ ２０２３ － ０３ ／ ２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３６４５４３２１. ｈｔｍ，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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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公路桥正式通车， 由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承建西南段项

目的莫斯科地铁大环线全线开通运营①。
哈萨克斯坦是 “一带一路” 的首倡之地。 ２００５ 年，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由友

好关系上升为战略伙伴， ２０１１ 年再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２０１５ 年进入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新阶段。 ２０１２ 年双方启动总理定期会晤机制， 与中哈合作委员会

及下设十个分委会共同作为主导的官方合作平台， 合作覆盖经贸、 交通、 铁路、
口岸、 科技、 金融、 能源、 地矿、 人文、 安全等多个领域。 “一带一路” 倡议提

出后， 哈萨克斯坦积极推动将其 “光明之路” 新经济政策与 “一带一路” 倡议

进行对接。 中哈两国于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签署了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 “光明之路”
新经济政策对接合作规划》， 成为 “一带一路” 框架下签署发布的首个双边合

作规划。 基础设施建设是 “光明之路” 新经济政策的关键支柱， 哈萨克斯坦希

望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巩固其在过境联运领域的领跑地位， 成为欧亚中心

位置的大型交通枢纽， “一带一路” 设施联通为其实现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持。
“一带一路” 倡议实施以来， 过境哈萨克斯坦的国际运输线路达 １１ 条， 其中包

括全长 ２ ７００ 公里的 “双西公路” 等六条跨境公路线路， 以及通往波斯湾和东

南亚的五条跨境铁路线路， 为推动哈萨克斯坦成为过境运输枢纽作出重要贡

献。 中欧班列开通后， 哈萨克斯坦成为通往欧洲的过境国， 货物运输时间大幅

缩短， 只需要 ６ ～ １３ 天， 充分展现了哈萨克斯坦在全球运输中的潜力②。
乌兹别克斯坦是共建 “一带一路” 的重要沿线国。 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于

２００５ 年正式建立友好合作关系， ２０１２ 年上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２０１６ 年再次提升

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中乌双方于 ２０１１ 年建立副总理级政府间合作委员会， 下

设经贸、 交通、 科技、 能源、 人文、 安全、 农业等七个分委会。 乌兹别克斯坦是

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的积极支持者， 中乌双方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签署了 《关于在

落实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 倡议框架下扩大互利经贸合作的议定书》， 积极推

动乌方国家发展战略与 “一带一路” 的对接。 乌兹别克斯坦支持 “一带一路”
框架下基础设施、 运输、 通信和能源项目建设， 这些合作在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

国至 ２０２１ 年发展行动战略》 都有重点体现。 ２０１６ 年， 长达 １９ 公里的中亚第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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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俄共建 “ 一带一路” 走深走实》， 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ｓ？ ｉｄ ＝ １７６１１１６６５５６８３５６２６
３７＆ｗｆｒ ＝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 ＝ ｐｃ，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２０ 日。

《与中亚国家共建 “一带一路” 进入收获期》， 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ｓ？ ｉｄ ＝ １７３９５５９２５４５４７
７８０７７９＆ｗｆｒ ＝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 ＝ ｐｃ，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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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 “安格连—帕普” 铁路卡姆奇克隧道贯通， 成功连接乌中部地区和费尔干

纳河谷， 成为共建 “一带一路” 互联互通合作的示范项目。 中乌还致力于打造

区域交通多元联动体系， 目前连云港—兰州—喀什—伊尔克什坦—奥什—安集延

国际运输线路已经运行。 此外， 中国连年成为乌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目

的地国， 在 “一带一路” 倡议框架下， 双方在经贸、 投资、 能源、 交通、 农业、
人文等领域均展开紧密合作， 形成了鹏盛工业园、 安集延产业园、 华新吉扎克水

泥厂、 明源丝路玻璃厂等一批标志性项目。
吉尔吉斯斯坦是最早支持和参与共建 “一带一路” 的国家之一。 中吉双方

于 ２０１３ 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２０１８ 年上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吉尔吉斯斯坦出台了 《２０１８ ～ ２０４０ 年国家发展战略》， 在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３ 年第一阶

段， 优先发展方向为能源、 制造业、 采矿业、 轻工业、 农业及农产品加工业、 旅

游业等领域； 进一步提高农产品生态标准， 加强深加工， 扩大优质农产品出口；
实施一系列大型项目， 如 ＣＡＳＡ －１０００ 项目、 中吉乌铁路项目、 卡姆巴拉金 １ 号

水电站、 纳伦河上游梯级水电站、 中吉天然气管道项目等； 完善地区基础设施，
实施清洁饮用水项目和灌溉系统建设、 改良项目， 提升地区医疗卫生水平等①。
吉还拟在 “中亚国家经济合作计划” 框架下修复四条具有国际走廊意义的公路

项目②。 但由于自身经济困难， 吉面临着巨额资金缺口、 基础设施落后等具体困

难， 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为推动吉实现发展战略带来机遇。 近年来， 在共建

“一带一路” 框架下， 吉境内一大批民生项目得以落实， 涉及基础设施、 能源、
医疗卫生、 教育、 灌溉等多个领域。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

克斯坦 （中吉乌） 国际公路正式通车， 使过境运输周期由 ８ ～ １０ 天缩短至 ２ 天左

右， 有效促进了区域贸易的发展。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上合组织撒马尔罕峰会期间， 中

国、 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签署合作文件， 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 预计建

成后中国与欧洲间的铁路运输距离将比现有最短路线再缩短 ９００ 公里， 从中国发

出的货物仅需 １２ 天即可到达欧洲。 吉总统扎帕罗夫表示， 中吉乌铁路是吉对外

合作的优先项目， 该线路不仅将连接中亚国家， 而且将促进亚洲与欧洲的互联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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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 吉尔吉斯斯坦 （２０２１ 年版）》，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ｎｖｅｓｔｇｏ. ｃｎ ／
ｕｐｆｉｌｅｓ ／ ｓｗｂｇｂｚｎ ／ ２０２１ ／ ｊｉｅｒｊｉｓｉ. ｐｄｆ，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２１ 日。

分别为： 欧洲至东亚： 比什凯克—纳伦—吐尔尕特公路； 里海至东亚： 奥什—萨雷塔什—伊尔克
什坦； 俄罗斯至中东和南亚： 奥什—萨雷塔什—卡拉梅克； 东亚至中东和南亚： 伊尔克什坦—萨雷塔什—
卡拉梅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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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其建成将意味着伟大丝绸之路的进一步发展①。
塔吉克斯坦是第一个与中国签署 “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的中亚国家。 中塔

双方于 ２０１５ 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２０１７ 年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塔吉克斯

坦致力于建设本国工业体系， 实现由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的转变。 ２０１６ 年通过

的 《２０３０ 年前国家发展战略》 将确保国家能源安全、 加强交通领域建设、 确保

粮食安全和增加就业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四大任务， 这与共建 “一带一路” 倡

议的重点领域高度契合。 塔方官员多次表示， 塔将参与共建 “一带一路” 作为

本国摆脱交通困境、 保障粮食安全和实现能源独立的重要契机。 共建 “一带一

路” 已经成为中塔合作的主线。 ２０１７ 年双方共同签署的 《中塔合作规划纲要》
指出， 中塔双方将以 “一带一路” 倡议为契机， 扩大和深化安全、 基础设施建

设、 投资、 经贸、 能源资源、 农业、 金融、 人文、 生态环保等领域合作， 并进一

步建立和完善合作实施机制。 “一带一路” 倡议实施以来， 双方成功实施了一大

批涉及能源、 工业、 道路领域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 中方承建的塔乌公路、 瓦赫

达特—亚湾铁路项目已完工， 中塔公路二期项目建设正在推进之中； 新疆中泰新

丝路农业投资公司在塔投资建设的以棉花种植、 生产加工、 纺织服装为主导的现

代化农业体系起到了良好示范作用。 目前， 包括中石油中塔天然气管道有限公

司、 中色帕鲁特公司、 中塔泽拉夫尚有限公司、 塔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亚洲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等在内的在塔中企已逾 ３００ 家， 覆盖农业、 矿业、 纺织、 水泥等

领域， 全面助力塔经济发展。
２０１７ 年新加入的上合成员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均位于 “一带一路” 沿线。 巴

基斯坦是最早支持和参与 “一带一路” 倡议的国家之一。 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全

天候战略合作伙伴， 高度的政治互信为中巴共建 “一带一路” 奠定了坚实基础，
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为中心， 以能源、 交通基础设施、 瓜达

尔港、 产业合作为重点， 构建 “１ ＋ ４” 经济合作布局。 ２０１７ 年 《中巴经济走廊

远景规划 （２０１７ ～ ２０３０ 年）》 的发布将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与巴 “２０２５ 发展

愿景” 深入对接， 重点向互联互通、 能源、 经贸及产业园区等领域发展， 将中巴

经济走廊作为巴基斯坦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机遇。 中巴经济走廊是共建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工程， 第一阶段的 ２２ 个优先项目已基本完成。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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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 修建中吉乌铁路是国家对外合作优先项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ｊｙｊｌ ／ ｅ ／ ２０２１０３ ／ ２０２１０３０３０４１９４９. ｓ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２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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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计划委员会不完全统计， 中巴经济走廊第一阶段早期收获项目已创造约

３. ８ 万个工作岗位， ７５％以上为当地就业， 其中能源项目吸纳 １. ６ 万名巴方工人

和工程师就业，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创造约 １. ３ 万个工作岗位①。 自 ２０２１ 年起， 中

巴经济走廊顺利进入第二阶段的建设， 合作领域由能源、 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向

农业、 制造业和产业园区建设等多方向扩散。 其他的上合组织成员国、 观察员国

和对话伙伴国也都积极地参与到共建 “一带一路” 进程中， 并已取得丰硕成果，
比如中国—白俄罗斯工业园， 中国—阿塞拜疆自由贸易产业园区、 中蒙俄经济走

廊、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等。

（二） 中国始终是推动上合组织发展与合作的关键力量

作为上合组织的创始成员国， 中国一直引导上合组织的发展。 近年来， 国际

局势发生重要变化， 大国博弈加剧， 逆全球化风潮高涨， 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

行， 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 世界各国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 扩员后的上合组织也

面临一系列发展难题②。 在此背景下， 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上合组织向前发展。
中国提出新 “五观” 为上合组织破解时代难题提供理念支撑， 以 “四个共同体”
为目标凝聚上合组织共识， 积极推动上合组织参与区域和全球治理， 为其未来发

展锚定方向。 更重要的是， 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 倡议为上合组织践行新

“五观”、 实现 “四个共同体” 目标、 积极参与全球和地区治理提供了关键支撑

和实践方案。
一方面，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发展观、 安全观、 合作观、 文明观和全球治理观

为 “上海精神” 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 成为上合组织在云谲波诡的时代大潮中

行稳致远的思想武器。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上， 首次系统阐述了 “上海精神” 的内涵， 提出用新 “五观” 破解

时代难题、 化解风险挑战。 一是提倡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发展观，
实现各国经济社会协同进步， 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 缩小发展差距， 促进共同繁

荣； 二是践行共同、 综合、 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观， 摒弃冷战思维、 集团对抗，
反对以牺牲别国安全换取自身绝对安全的做法， 实现普遍安全、 共同安全； 三是

秉持开放、 融通、 互利、 共赢的合作观， 拒绝自私自利、 短视封闭的狭隘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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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 “一带一路” 建设成果丰硕 推动全面对外开放格
局形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２ － １０ ／ ０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７１６８０６. ｈｔｍ，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２１ 日。

李自国： 《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与命运共同体建设》， 载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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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 支持多边贸易体制， 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四是树立平

等、 互鉴、 对话、 包容的文明观，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 以文明互鉴超越文

明冲突， 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五是坚持共商、 共建、 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不断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推动各国携手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①。 新 “五观” 是中

国在上合组织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与扩员难题之时给出的应对之策， 这是中

国对上合组织丰富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 不仅为 “上海精神” 注入了新的时代

内涵， 还更加契合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要求， 为新时期上

合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另一方面，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 习近平主席以 “四个共同体” 为目

标凝聚组织共识， 积极推动上合组织参与区域和全球治理， 为上合组织的未来发

展指明方向。 ２０１７ 年首次扩员后上合组织的发展迈入新的历史阶段， 但彼时的

上合组织不仅面临扩员后成员身份、 利益、 目标分歧凸显的难题， 还需要进一步

思考自身在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的战略定位， 成为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负

责任的参与者。 面对这些新的形势和挑战，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

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首次提出 “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 的理

念。 习近平主席强调， “我们要在 ‘上海精神’ 指引下， 同舟共济， 精诚合作，
齐心协力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 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携手迈向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②。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习近平主

席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上进一步对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进

行阐释， 提出要在上合组织框架内构建 “卫生健康共同体” “安全共同体” “发
展共同体” “人文共同体” 的重大倡议。 新的历史时期， 以 “四个共同体” 为主

要内涵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仅塑造了上合组织的共同体意识， 为上合组

织的未来发展提供指引， 更是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

论和实践探索。 同时， 在经济全球化受挫、 全球治理赤字不断扩大的国际背景

下， 中国积极推动上合组织参与区域和全球治理、 发挥更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在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召开的上合组织撒马尔罕峰会上， 中方推动成员国元首发表关于维护

国际粮食安全、 国际能源安全、 应对气候变化、 维护供应链安全稳定多元化等多

份声明和文件， 为当今世界面临的各项挑战提出了上合方案， 反映了成员国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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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习近平： 《弘扬 “上海精神” 构建命运共同体———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上的讲话》，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１ 日。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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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进一步发展及当前全球和地区议程现实议题的统一立场。 此次峰会通过的

《上海合作组织元首理事会撒马尔罕宣言》 充分体现了上合组织作为具有权威性

和影响力的多边组织， 在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叠加交织、 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刻演

变之际， 共筑安全、 共谋发展、 共建家园的强烈愿望， 也为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

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正能量， 成为上合组织发展历程中新的里程碑①。
最后， 中国提出的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是上合组织践行新 “五观”、 实现

“四个共同体” 目标、 积极参与全球与地区治理的关键支撑和实践方案。 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和上合组织都是中国促进全球治理模式创新的重要成果， 都是

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 在风云巨变的国际形势下，
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作为上合组织实现自身发展的实践方案， 支持上合组织

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新形势。 其一， “上海精神” 与 “丝路精神” 高度契合，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新 “五观” 反映了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的核心价值， 体现

了中国的新型合作发展观， 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

则， 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 平等互利、 相互尊重， 以新发展理念促进共同发展、
共享发展成果。 其二， “一带一路” 倡议为上合组织实现 “四个共同体” 目标奠

定坚实基础。 ２０２０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 中国一直在推动将 “健康丝绸之路”
融入 “一带一路” 倡议， 将其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健康

丝绸之路” 为上合组织 “卫生健康共同体” 提供了重要支持。 中国不仅向上合

组织多个成员国、 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派遣医疗专家组或医疗队， 也向上合组

织成员国提供医疗物资援助， 并向多个国家分享多版本的中、 英文疫情防控和诊

疗方案。 疫情期间， 中欧班列成为中国向中亚、 欧洲运送防疫物资的 “钢铁走

廊”， 充分发挥了生命通道的功能。 “数字丝绸之路” “绿色丝绸之路” “创新丝

绸之路” 将成为上合组织 “发展共同体” 的关键支柱， 为新时期的上合组织地

区合作培育新的增长点。 以 “数字丝绸之路” 为例， 中国是全球数字技术领先

大国，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中国已与 １７ 国签署 “数字丝绸之路” 合作谅解备忘

录， 与 ２３ 国建立 “丝路电商” 双边合作机制， 与周边国家累计建设 ３４ 条跨境陆

缆和多条国际海缆②。 未来， 中国将继续通过共建 “一带一路” 把自身所拥有的

１２

①

②

《上合组织发展历程中新的里程碑》， ｈｔｔｐｓ： ／ ／ ｍ. ｇｍｗ. ｃｎ ／ ｂａｉｊｉａ ／ ２０２２ － １０ ／ ０７ ／ ３６０６８５２０. ｈｔｍｌ， 访
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

《中国 “数字丝绸之路” 创造新机遇》，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ｃｉｏ. ｇｏｖ. ｃｎ ／ ３７２５９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１７３１４１６ ／ １７
３１４１６. ｈｔｍ，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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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 绿色技术优势共享给上合组织国家， 为新时期上合组织构建 “发展共同

体” 提供支持。 其三， “一带一路” 倡议能够推动上合组织全球与地区治理目标

的实现。 一方面， 共建 “一带一路” 为上合组织成员国带去实在发展成果， 中

吉乌铁路等跨国项目将中亚各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共享发展成果， 为实现

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 另一方面，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务实合作的成果

越来越丰富， 将有效促进上合组织与世界其他国家、 地区及国际组织开展合作，
更好地实现参与全球治理的目标。

结　 语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十年来， 获得了上合组织国家的普遍认可与支持。 回

顾历史， “一带一路” 倡议为推动上合组织从安全合作转变为安全、 经济、 人文

全方位发展提供了重要推动力。 “一带一路” 倡议能够在上合组织国家落地、 扩

散的重要基础条件， 一是 “丝路精神” 与 “上海精神” 高度契合， 二是上合组

织为共建 “一带一路” 提供了牢固的安全屏障、 重要的制度支持和坚实的民心

根基， 三是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为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包括基础设施建设、 经

贸合作和资金融通等重点领域的合作提供了重要支持。 从实践方面来看， 中国与

上合组织国家在共建 “一带一路” 框架下取得的务实成果为促进 “一带一路”
与上合组织融合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近年来， 国际形势发生巨变， 逆全球化风

潮高涨， 扩员后的上合组织也面临着一系列发展难题。 在此背景下， 中国始终致

力于推动上合组织向前发展， 一方面提出了新 “五观” 为上合组织破解时代难

题提供理念支撑， 另一方面以 “四个共同体” 为目标凝聚组织共识， 积极推动

上合组织参与区域和全球治理， 为上合组织的未来发展擘画蓝图。 更重要的是，
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 倡议为上合组织践行新 “五观”、 实现 “四个共同体”
目标、 积极参与区域和全球治理提供了关键支撑和实践方案。 未来， 上合组织与

“一带一路” 倡议将共同携手、 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 更好地为沿线国家带去实

实在在的发展成果， 把上合组织打造成为区域合作和新型国际关系的生动样板，
为全球发展与合作提供真正的上合智慧与上合方案。

（责任编辑　 聂俣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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