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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欧亚大陆长期以来处于世界权力中心位置ꎬ而上海合作组

织成员国均位于欧亚大陆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ꎬ伴随着苏联解体ꎬ欧亚大陆地

缘政治版图发生巨大变化ꎮ 虽然经历“冷战”后三十余年的转型与发展ꎬ但受

历史和现实因素交互影响ꎬ欧亚大陆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的发展与治理问题依

然十分突出和严峻ꎮ 借力全球发展倡议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是

２０２２ 年上海合作组织撒马尔罕峰会提出的一项重要议程ꎬ这对于丰富和拓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破解欧亚大陆发展困境与难

题及共建美好“上合家园”ꎬ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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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研究基地项目“中亚地区形势变化与‘一带一路’建设” (项目编号: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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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焦一强ꎬ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中亚研究所教授ꎮ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６ 日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

组织)撒马尔罕峰会发表重要讲话ꎬ就如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背

景下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所提出的五点倡议中指出ꎬ中
方愿同各方一道ꎬ推动全球发展倡议在上合组织地区落地生根ꎬ助力各国实

现可持续发展ꎬ从而推动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ꎬ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

的全球发展ꎮ 全球发展倡议最早为习近平主席在 ２０２１ 年第 ７６ 届联合国大

会上提出ꎬ旨在为加快落实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实现全球共同

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ꎬ是继“一带一路”之后中国提出的又一重大国

际发展合作倡议ꎬ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和广泛支持ꎮ 就其本质而言ꎬ全
球发展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上合组织在精神理念与合作原则上具有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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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的契合性和逻辑关联ꎬ对引领欧亚大陆区域协同发展及上合组织命运共

同体构建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ꎮ

一　 全球与欧亚区域协同发展的逻辑基础

世界上所有国家和民族都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和权利ꎬ但由于历史的原

因ꎬ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发展并不均衡ꎮ 因而ꎬ在相互依赖的全球化时代ꎬ为了

破解全球发展赤字ꎬ实现全人类共同发展ꎬ国家和区域之间的协同发展便显

得尤为重要ꎮ 就一定意义而言ꎬ区域发展是实现全球发展的必由之路ꎮ 实践

表明ꎬ地理因素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ꎮ
欧亚大陆幅员辽阔ꎬ人口众多ꎬ资源丰富ꎮ 作为牵动世界历史演变进程

的地理枢纽和中心地带ꎬ欧亚大陆长期占据世界权力的中心位置ꎮ 上合组织

是当今世界覆盖地域最广、人口最多的新型年轻区域性国际组织ꎬ其成员国

均位于欧亚大陆ꎬ构成欧亚区域的地理核心ꎮ 在经历 ２０１７ 年首次扩员后ꎬ上
合组织成员国领土总面积占欧亚大陆的 ３ / ５ꎬ人口占世界一半ꎬＧＤＰ 约占全

球的 ２０％ ①ꎮ 随着 ２０２２ 年撒马尔罕峰会确定伊朗被正式接纳为成员国ꎬ成
功实现第二轮历史性扩员ꎬ上合组织的规模和“朋友圈”不断壮大ꎬ组织能力

和国际影响力也变得日益强大ꎮ 由此可见ꎬ上合组织所在欧亚地区的发展对

于落实全球发展倡议至关重要ꎬ其逻辑关联与动因就在于ꎬ欧亚大陆在世界政

治经济舞台的核心地位与上合组织在欧亚区域治理和发展中的促进作用具有

高度的内在统一性ꎬ三重逻辑同构对于促进欧亚区域与全球发展融合共生、推
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具有深远意义和积极作用ꎮ

(一)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并行不悖的时代逻辑

每个时代都有其自身特征ꎬ全球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ꎬ
无疑是当代最为鲜明和突出的特征ꎮ 尽管国内外学界关于全球化的肇始众

说纷纭ꎬ至今尚无定论ꎬ但自苏联解体、“冷战”终结以来ꎬ伴随着国际形势的

缓和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的深刻变化ꎬ全球化作为一种代表当今世界基

本发展趋势的、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已被国际社会普遍理解和接受ꎬ并且深

深地嵌入世界各国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之中ꎮ 客观地讲ꎬ后“冷战”
时代蓬勃发展的全球化由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和引领ꎬ其本质是资本全球

—２—

① 刘华芹、于佳卉:«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 ２０ 年回顾与展望»ꎬ«欧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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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ꎮ 但随着时间推移ꎬ在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下ꎬ受资本逐利逻

辑和天性影响ꎬ加之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ꎬ全球化受阻ꎬ贸易保护主

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再度抬头并大行其道ꎬ特别是 ２０１４ 年的

乌克兰危机使得大国关系重归地缘政治竞争的历史传统ꎮ 在全球秩序发生

深度调整和重大变化的百年变局背景下ꎬ体现国家主义思想回归的逆全球化

暗流涌动ꎬ给世界经济与政治秩序带来严重冲击和极大消极影响ꎮ 但在马克

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看来ꎬ事物发展总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ꎮ 作为全球

化进程中出现的倒退现象ꎬ尽管逆全球化给全球化发展造成一定困难和阻

力ꎬ但这并不代表世界发展的方向和趋势ꎬ更难以遏止和阻断时代潮流ꎬ全球

化依然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方向ꎮ 虽然目前全球化遭遇困境ꎬ
但随着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ꎬ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依然坚定不移

地支持多边主义并积极践行和推动全球化转型ꎬ尤其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
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ꎬ不仅给全球化转型发展注入新的动力ꎬ而且为构

建新型全球化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和条件支持ꎮ
作为全球化的伴生物ꎬ区域一体化与全球化并行不悖ꎬ被公认为当今世

界两种基本发展趋势和时代潮流ꎮ 就其本质而言ꎬ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相互

依存、互补共生ꎮ 作为全球化必由之路和进步的阶梯ꎬ区域一体化是全球化

的基础ꎬ对全球化有着补充和促进作用ꎻ而全球化是区域一体化的归宿ꎬ可为

区域一体化不断深化创造外部环境、制度基础和发展方向①ꎮ 显然ꎬ全球发展

离不开区域发展的支撑ꎮ 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融合共生的时代特征与辩证关

系无疑是构筑欧亚区域与全球互补发展逻辑关联的重要基础ꎮ
(二)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相辅相成的现实逻辑

随着全球化进程深入发展ꎬ国与国之间相互依赖与联系日益紧密ꎬ使得

许多国内问题开始跨越国界ꎬ逐渐外溢并上升至地区乃至全球层面ꎮ 为寻求

解决全球治理问题的出路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

程”对话会特别致辞中指出ꎬ“人类面临的所有全球性问题ꎬ任何一国想单打

独斗都无法解决ꎬ必须开展全球行动、全球应对、全球合作ꎮ”②然而ꎬ由于历史

的原因及二战后两极对峙格局等复杂因素的影响ꎬ全球治理权力长期为少数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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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陈志恒、李平:«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关系的协调———兼论全球化对东

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ꎬ«东北亚论坛»２００６ 年第 ５ 期ꎮ
«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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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国家所垄断ꎮ “冷战”终结后ꎬ基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学说的“华盛顿共识”开
始广泛传播ꎬ成为全球主流发展理念ꎮ 受此影响ꎬ全球治理理念、话语主导权及

规制基本由西方掌控ꎬ并深深打上霸权治理的逻辑和烙印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伴随

着西方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日趋衰落ꎬ特别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

兴大国群体性崛起ꎬ西方中心主义霸权治理模式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遭遇巨大质

疑和挑战ꎬ全球治理体系深陷失灵困境ꎮ 随着霸权治理的衰落与合作治理的兴

起ꎬ全球治理出现权力转移和扩散ꎬ治理体系发生重大变革与转型ꎬ开始由实力

决定的权力型全球治理体系向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合作型全球治理体系转

变①ꎮ 鉴于全球化与区域化在整体结构和互动进程上的逻辑关联十分密切ꎬ
由此决定了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相辅相成的现实逻辑和动因基础ꎮ

“冷战”结束后ꎬ世界日趋发展成为一个由区域构成的复杂体系ꎬ全球主义

和区域主义均代表着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的基本特征ꎬ二者之间融合互动比以往

任何时期更加频繁紧密ꎬ使得全球问题与区域问题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ꎮ
在相互依赖的全球化时代ꎬ任何治理都离不开合作ꎮ 尽管全球治理机制呈多元

化发展态势ꎬ但合作与治理的区域路径无疑是全球治理不可忽视的一种模式ꎮ
由于全球问题表现出区域性的聚集特征以及区域问题对全球的扩散影响ꎬ全球

治理中包含着区域治理ꎬ区域治理目标的实现便成为实现全球治理目标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②ꎮ 可见ꎬ区域治理不仅对全球治理路径选择具有重要价值和

借鉴意义ꎬ而且对全球治理目标的实现有着极大支撑和助推作用ꎮ
作为世界面积最大的陆地板块和地缘政治枢纽区域ꎬ欧亚大陆在全球治

理格局中无疑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ꎬ何况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苏联的解体极大

地改变了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版图ꎬ使得该地区的地缘态势更加复杂ꎬ对其

治理需求更加迫切ꎮ 特别是后苏联空间ꎬ虽经历了“冷战”后三十余年的转型

与发展ꎬ但并未彻底消化苏联遗产ꎬ至今仍问题丛生ꎮ 乌克兰危机、纳卡冲

突、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咸海生态灾难、中亚边界领土和水资源争端等区

域问题不仅给后苏联空间国家民生造成巨大威胁ꎬ也严重影响欧亚大陆地缘

政治稳定与地区安全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２０２２ 年乌克兰危机升级ꎬ其外溢效应

和消极后果已远远超出后苏联空间ꎬ对当今大国关系与现存国际秩序造成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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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张贵洪、杨理伟:«从霸权治理到合作治理:百年变局下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进程

与方向»ꎬ«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ꎮ
姚全、郑先武:«区域治理与全球治理互动中的大国角色»ꎬ«探索与争鸣»２０２１ 年

第 １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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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冲击和影响ꎬ而 ２０２３ 年的巴以冲突则更是加剧了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变

化的不确定性ꎮ 因此ꎬ大力推动欧亚区域治理对全球治理尤为重要和迫切ꎮ
上合组织作为欧亚地区重要的国际组织ꎬ扩员后全球治理在其中的地位日益

凸显ꎬ成为新时期组织发展的重要议题和优先方向①ꎮ 参与全球治理不仅极

大地拓展并深化了上合组织合作范围与职能ꎬ而且有助于欧亚区域发展深度融

入全球发展进程之中ꎬ这对于塑造和提升上合组织国际形象ꎬ特别是对推动构

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具有积极正面的作用和重大实践意义ꎮ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同构的价值逻辑

构建命运共同体不仅开创了上合组织区域合作的新范式ꎬ也是新时代组

织发展的重要目标和方向ꎮ 为了建设好上合组织这个共同的家园ꎬ习近平主

席在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发表重要讲话时表示ꎬ“我们要继续在

‘上海精神’指引下ꎬ同舟共济ꎬ精诚合作ꎬ齐心协力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

同体ꎬ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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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ꎮ 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关于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

体的正式诠释ꎮ 时隔两年ꎬ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背景下ꎬ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习

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视频峰会上进一步深化了上合组

织命运共同体理念ꎬ明确提出在该组织框架内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安全

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和人文共同体的重大倡议反映了上合组织最新的理论

创新成果ꎮ 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极

大丰富和升华ꎬ也使中国所倡导的命运共同体实现了由双边到周边再到跨

地区乃至国际组织的巨大飞跃ꎮ
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之所以能够得到成员国的高度认可和广泛拥护与

支持ꎬ其根本缘由就在于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传承并赓续了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先进理念和行为准则ꎬ在价值同构上具有高度内在统一的逻辑关联ꎮ 就其

本质而言ꎬ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思想精神和价值内涵上

高度一致ꎬ二者构建原则与合作理念一脉相承ꎬ最大区别仅在于部分与整体

的辩证关系ꎬ即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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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

是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引领和价值支撑ꎬ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

—５—

①
②

邓浩:«新时期上海合作组织与全球治理»ꎬ«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ꎮ
«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举行　 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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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理

念内涵、价值目标诉求和实践路径选择ꎮ 可见ꎬ无论是“上海精神”还是人类

命运共同体思想ꎬ都蕴含着合作、开放、包容、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等发展模

式和先进的合作理念ꎬ这对于解决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全球和地区发展问题具

有普遍价值和现实意义ꎮ

二　 在上合组织地区推动全球发展倡议的路径选择

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ꎬ更是世界各国人民实现幸福生活的关键和基

础ꎬ同时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目标和路径选择ꎮ “发展才是硬道

理”是邓小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ꎮ 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 １２
次会晤发表讲话时强调ꎬ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ꎮ 实践表明ꎬ上合组

织成立二十余年来行稳致远的动力源泉与其所在区域国家的不断进步和发

展高度关联ꎮ 因此ꎬ积极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落地生根不仅有助于欧亚地区的

繁荣发展ꎬ同时也是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路径选择ꎮ
(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ꎬ深化欧亚区域发展伙伴关系

坚持发展优先理念是全球发展倡议的首要内容ꎮ 上合组织成员国均属

发展中国家ꎬ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每个成员国的第一要务ꎬ也是打造上合组

织命运共同体及破解组织发展难题与困境的重要途径ꎮ 尽管当今世界不同

地区和国家发展模式各异ꎬ但在相互依赖的全球化时代ꎬ合作与共同发展越

来越得到国际社会及各国政府和人民的普遍认可ꎬ是每个国家实现自身发展

的必由之路ꎮ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 ２０２０ 年上合组织峰会第 ２０ 次视频会议讲

话中所指出的那样ꎬ“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ꎬ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①ꎮ
就世界发展经验来看ꎬ无论是全球化还是区域一体化ꎬ都是建立在共同发展与

合作的逻辑动因基础之上ꎮ 因此ꎬ只有明确发展方向ꎬ加强区域国家发展战略

对接ꎬ构建高质量发展伙伴关系ꎬ才能凝聚共识并形成合力以应对挑战和困难ꎬ
同时不断拓展发展空间ꎬ最终实现欧亚区域共同发展与繁荣的目标ꎮ

欧亚大陆是中国和俄罗斯的国家利益重心所在ꎬ也是上合组织的基本依

托与核心合作区域ꎮ “冷战”终结后ꎬ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巨大变化ꎬ
地区形势日趋复杂严峻ꎮ 特别是自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以来ꎬ随着百年未有

—６—

① «习近平: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ꎬ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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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大变局加速演进ꎬ因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打压和制裁ꎬ中俄面临着相似的外

部环境和国际压力与挑战ꎮ 作为欧亚大陆两个极具影响力的大国及上合组

织主导国ꎬ中俄加强战略协作对于推动欧亚大陆协同发展和繁荣稳定发挥着

极为关键的引领作用ꎮ “一带一路”和欧亚经济联盟是新时代中俄为适应当

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国内转型发展而提出的各自重大国家发展战略ꎮ
作为陆上“丝绸之路”的“一带”横贯整个欧亚大陆ꎬ而俄罗斯占据欧亚大陆

中心位置ꎬ与俄罗斯历史渊源深厚的欧亚大陆“心脏”———中亚ꎬ恰好位居

“一带”必经咽喉地带ꎮ 据哈萨克斯坦著名智库阿斯塔纳俱乐部报告称ꎬ“一
带”几乎所有分支都从中亚展开和延伸①ꎮ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发生后ꎬ俄罗

斯积极推行“向东转”战略ꎬ同时不断加大欧亚一体化进程并促成欧亚经济联

盟的创建ꎮ 相似的内外进程使俄罗斯倡导的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提出的“一
带一路”倡议发展理念高度契合ꎬ从而激发了二者对接合作的内生动力ꎮ
２０１５ 年中俄“一带一盟”对接联合声明的签署成为两国重大发展战略对接的

成功典范ꎬ开启了两国合作的新范式ꎮ 发展是“一带一路”的核心议题ꎮ 在中

俄发展战略对接合作的引领和影响下ꎬ中哈签署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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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中乌积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同“乌兹别克斯坦—２０３０”战略对接ꎮ 中塔双方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与塔吉克斯坦«２０３０ 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对接ꎮ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５ ~ ６
日ꎬ土库曼斯坦总统谢尔达尔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在访华过程中与中方签署

联合声明ꎬ双方商定ꎬ要充分发挥中土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ꎬ加紧推进

“一带一路”倡议与“复兴丝绸之路”战略对接ꎬ全力落实中土政府五年合作

规划(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５ 年)ꎬ推动中土各领域合作齐头并进ꎬ全面发展②ꎮ 中国国

务院总理李强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理扎帕罗夫

会谈时指出ꎬ中方愿同吉方持续增进政治互信ꎬ加强发展战略对接ꎬ寻找更多

利益契合点、合作增长点ꎬ相互成就、共同发展③ꎮ 中国和巴基斯坦在“一带

一路”倡议下正在积极深入推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ꎮ 在当今国际局势复杂多

变的背景下ꎬ伊朗加入上合组织并与中国签署了长达 ２５ 年的全面合作协议ꎮ

—７—

①

②

③

Астанинский клуб Доклад " Геоэкономика Евразии: новые вызовыꎬ нов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Астана Ноябрь ２０１５ г С ８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土库曼斯坦联合声明(全文)»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３ － ０１ / ０６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７３５３６０ ｈｔｍ

«李强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理扎帕罗夫会谈»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ｇｏｖｗｅｂ / ｙａｏｗｅｎ /
ｌｉｅｂｉａｏ / ２０２３１０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６９１１６７７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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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原因ꎬ受边界领土争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ꎬ作为上合组织成员国的

印度虽没有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ꎬ但与中国保持着积极的经济合作关

系ꎮ 除了成员国ꎬ上合组织的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均积极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ꎬ加强与中国发展战略对接ꎮ 例如ꎬ中蒙正在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

和“草原之路”倡议的对接合作ꎮ 总之ꎬ绝大多数上合组织成员国和欧亚地区

国家都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协议ꎮ 通过对接发展战略ꎬ极大地促进

了各国信息沟通和政策协调ꎬ为欧亚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ꎮ 据

欧亚经济委员会援引欧亚开发银行数据ꎬ２０２２ 年 １ ~ ８ 月欧亚经济联盟国家

与中国贸易额达到 １ ５１１ 亿美元ꎬ同比增长 ３３ ５％ ①ꎬ而 ２０２２ 年前 １０ 个月欧

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相互贸易额为 ６７０ 亿美元ꎬ增长 １２ ８％ ②ꎮ 与此同时ꎬ中
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的贸易也在不断深化ꎮ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数

据ꎬ２０２２ 年前 ８ 个月ꎬ中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贸易额为 １ ７３ 万亿

元人民币ꎬ同比增长 ２６％ ③ꎬ贸易指数和发展质量均呈平稳上升态势ꎮ
构建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是全球发展倡议的本质内容和

内在要求ꎮ 欧亚伙伴关系基本涵盖上合组织成员国ꎬ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外ꎬ构筑区域发展伙伴关系同样是推动全球发展倡议在欧亚地区落地生根的

路径选择ꎬ因为良好和谐的伙伴关系有助于团结与协调发展ꎬ是维系地区各

国开展合作、进行交流互鉴的重要基础ꎮ 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经济形势复杂ꎬ
存在众多不同类型多边机构ꎬ国际机制“意大利面碗”现象十分严重ꎮ 单就上

合组织而言ꎬ各成员国历史文化差异巨大ꎬ发展水平参差不齐ꎬ在一定程度上

增加了各国合作的难度ꎮ 因而ꎬ深化区域一体化伙伴关系ꎬ无疑是加强欧亚

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及地区协同发展的重要支撑和保障ꎮ 作为欧亚地区和上

合组织两个重要引导国ꎬ中俄“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有助

于形成更加全面的欧亚伙伴关系ꎬ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二者之间的协调发展

水平和欧亚一体化进程的效果ꎮ 鉴于乌克兰危机后融入西方“大欧洲”愿景

受挫ꎬ为提升及整合欧亚一体化进程ꎬ俄罗斯在 ２０１６ 年正式提出“大欧亚伙

伴关系”战略构想ꎬ该构想涉及经济联盟、自由贸易区网络构建及一体化进程

—８—

①

②

③

Товарооборот стран ЕАЭС с Китаем вырос по итогам января － августа ２０２２
года на треть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ｌｔａ ｒｕ / ｔｓ＿ｎｅｗｓ / ９４１０４ /

Страны ЕАЭС в ２０２２ году нарастили товарооборот на １２ꎬ８％  ｈｔｔｐｓ: / / ｖｅｓｔｉｋａ
ｖｋａｚａ ｒｕ / ｎｅｗｓ / ｓｔｒａｎｙ － ｅａｅｓ － ｖ － ２０２２ － ｇｏｄｕ － ｎａｒａｓｔｉｌｉ － ｔｏｖａｒｏｏｂｏｒｏｔ － ｎａ － １２８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年前 ８ 个月中国—上合组织成员国贸易指数稳中有升»ꎬｈｔｔｐ: / / ｓｃｏ －
ｔｒａｄｅｉｎｄｅｘ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ｇｏｖ ｃｎ / ＳｃｏＩｎｄｅｘ / Ｈｏｍｅ / ＭｓｇＲｅｐｔ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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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等ꎬ旨在将欧亚经济联盟、上合组织乃至东盟等广阔区域纳入大欧亚新

合作框架之中ꎮ 俄总统普京强调指出ꎬ“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基础是上合组

织、欧亚经济联盟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①ꎬ目的是

“改变政治和经济结构ꎬ成为整个大陆稳定和繁荣的保证ꎬ同时考虑到所有国

家的发展模式、文化和传统的多样性”②ꎮ 就辐射范围而言ꎬ“大欧亚伙伴关

系”基本涵盖了上合组织成员国ꎮ 正如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７ 日普京总统在圣彼得

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建议考虑建设有欧亚经济

联盟及与其有着紧密联系的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以及我们的独联体伙

伴及其他感兴趣的国家和组织参与的‘大欧亚伙伴关系’ꎮ”③显然ꎬ构筑合作

互动关系是“大欧亚伙伴关系”追求的重点内容ꎬ这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上合

组织成员国的赞许和认可ꎮ 对此ꎬ«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周年杜尚别宣言»明确

指出ꎬ“成员国认为应利用地区国家、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的潜力ꎬ根据国际

法准则ꎬ特别是平等、相互尊重和考虑国家利益的原则ꎬ在欧亚地区构建广

泛、开放、互利和平等的协作空间ꎮ 鉴此ꎬ成员国注意到在上合组织、欧亚经

济联盟、东盟国家及其他相关国家和多边机制参与下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
的倡议”④ꎮ 中俄两国在 ２０１９ 年签署的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

系的联合声明便旗帜鲜明地指出ꎬ“俄方支持‘一带一路’倡议ꎬ中方支持在欧

亚经济联盟框架内推动一体化进程ꎮ 双方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与欧亚经济

联盟对接方面加强协调行动ꎮ 中方支持建设‘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ꎮ 双方认

为ꎬ‘一带一路’倡议同‘大欧亚伙伴关系’可以并行不悖ꎬ协调发展ꎬ共同促进

区域组织、双多边一体化进程ꎬ造福欧亚大陆人民”⑤ꎮ 尽管“大欧亚伙伴关系”
具有较大开放性和包容性ꎬ但因实质内容不清ꎬ目前尚属于概念平台ꎬ加之乌克

—９—

①

②

③

④

⑤

Петровский Владимир Евгеньевич На пути к Большому евразийскому
партнёрству:вызовы и возможности ｈｔｔｐ: / / ｖｉｐｅｒｓｏｎ ｒｕ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ｎａ － ｐｕｔｉ － ｋ － ｂｏｌｓｈｏｍｕ －
ｅｖｒａｚｉｙｓｋｏｍｕ －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ｔｖｕ － ｖｙｚｏｖｙ － ｉ － ｖｏｚｍｏｚｈｎｏｓｔｉ

Виктория Панфилова Путин собирает Большую Евразию К ЕАЭС могут
присоединиться другие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е объединения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ｇ ｒｕ / ｃｏｕｒｉｅｒ / ２０２２ －
０５ － ２９ / １１＿８４４７＿ｅｕｒａｓｉａ ｈｔｍｌ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выступил на пленарном заседании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форума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ｅｖｅｎｔｓ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ｎｅｗｓ / ５２１７８

«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周年杜尚别宣言(全文)»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１ －
０９ / １８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６３８１５３ ｈｔ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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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危机以来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ꎬ地区局势变得日趋复杂ꎬ对
此需要制定具体翔实的综合发展战略和目标实现机制ꎬ将其打造成为引领欧亚

空间新发展的框架结构ꎬ这样将更加有利于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ꎮ
(二)增进民生福祉ꎬ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ꎬ而贫困则是困扰和阻碍人类进步与发展的

顽疾ꎮ 据联合国 ２０２２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数据ꎬ全球贫困率在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０ 年大幅上升ꎬ从 ８ ３％升至 ９ ２％ ꎬ这是 １９９８ 年以来极端贫困率的首次

上升ꎬ也是 １９９０ 年以来最大增幅①ꎮ 这意味着全球另有 ９ ３００ 万人因疫情而

陷入极端贫困ꎬ而因乌克兰危机升级导致的食品价格上涨使得这一数字可能

增至 ９ ５００ 万ꎮ 在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升级叠加冲击下ꎬ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消

除极端贫困目标的实现将任重而道远ꎮ 受此冲击ꎬ上合组织成员国所在南亚

和中亚的贫困现象同样严峻ꎮ 另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２０２２ 年全球多维贫

困指数»报告ꎬ世界贫困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区域是撒哈拉以南非洲(近 ５ ７９
亿人)ꎬ其次是南亚 (近 ３ ８５ 亿人)ꎬ其中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１ 年数据显示ꎬ约有

１６ ４％的印度人口生活在贫困中ꎬ平均贫困率为 ４２％ ②ꎮ 上合组织另一南亚

成员国巴基斯坦虽然地理位置优越ꎬ人口数量居世界第五位ꎬ但长期为贫困

所困扰ꎮ ２０１６ 年一份关于巴基斯坦多维贫困的报告显示ꎬ每 １０ 名巴基斯坦

人中就有 ４ 名生活在多维贫困之中③ꎮ 按照 ２０２１ 年人均 ＧＤＰ 计算ꎬ巴基斯坦

全球排名第 １３８ 位ꎬ仅次于肯尼亚和萨摩亚ꎮ 在巴基斯坦ꎬ约 ７０％的人口生活

在农村地区ꎬ至今仍有 １ ５００ 多万人无法获得清洁的饮用水④ꎮ 中东大国伊朗

加入上合组织较晚ꎬ尽管能源丰富ꎬ但由于长期遭受制裁和经济严重衰退ꎬ伊朗

仍有相当多的贫困人口ꎮ 据世界银行相关统计ꎬ２０１９ 年伊朗的贫困率为 ２７％ꎬ
比 ２０１８ 年增加近 ５ 个百分点⑤ꎮ 虽然经历独立后三十余年的转型与发展ꎬ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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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国家系统性贫困问题至今依然没有得到解决ꎬ其中以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

斯坦的贫困问题最为突出ꎮ 根据总统拉赫蒙在 ２０２２ 年国情咨文中引用的数

据ꎬ塔贫困率 ５ 年下降近 ５ 个百分点ꎬ但仍为 ２２ ５％①ꎮ 另有联合国极端贫困

问题特别报告员指出ꎬ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ꎬ吉尔吉斯斯坦超过 ２５％的人口生活在

贫困线以下ꎬ至 ２０２２ 年年底该数字增至 ３８％②ꎮ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ꎬ在新冠疫

情流行背景下ꎬ就连早已迈进世界经济前 ５０ 强的中亚最富国哈萨克斯坦 ２０２２
年的贫困率也达到 １２ ４％③ꎮ

国以民为上ꎬ民以生为先ꎮ 无论是欧亚一体化进程ꎬ还是“一带一路”建
设ꎬ抑或是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ꎬ都离不开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ꎬ而民生问

题既是经济社会问题ꎬ也是政治问题ꎬ与社会秩序息息相关ꎮ 就上合组织所在

的欧亚地区而言ꎬ“三股势力”猖獗和“颜色革命”频发造成地区动荡不安的核心

根源在于民生问题没解决好ꎮ 贫穷是滋生“三股势力”的温床ꎮ 因此ꎬ维护欧亚地

区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并推进全球发展倡议ꎬ根本路径之一就是要发展经济ꎬ增
进民生福祉ꎮ 对此有中亚学者认为ꎬ中亚内部稳定的主要挑战与社会问题转化为

政治问题密切关联ꎬ而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经济④ꎮ
上合组织不仅是实施“一带一路”与成员国战略对接的重要平台ꎬ也是

在欧亚地区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重要载体ꎮ 近年来ꎬ民生和减负日益

成为上合组织关注的一大重要议程ꎮ 中国是上合组织主导国ꎬ同时也是世

界减贫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ꎬ在脱贫攻坚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成就ꎮ 除了以具体民生项目与上合组织国家在扶贫领域开展合作外ꎬ中
国还通过举办各种减贫研讨会和发展论坛以及开设扶贫培训班等形式与

上合组织国家一道分享中国的减贫经验ꎬ将中国的扶贫经验推广到上合组

织其他成员国ꎮ ２０２１ 年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 ２１ 次

会议讲话中表示ꎬ未来 ３ 年ꎬ中方将向上合组织国家提供 １ ０００ 名扶贫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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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额ꎬ建成 １０ 所鲁班工坊ꎬ在“丝路一家亲”行动框架内开展卫生健康、扶
贫救助、文化教育等领域 ３０ 个合作项目ꎬ帮助有需要的国家加强能力建

设、改善民生福祉①ꎮ ２０２２ 年ꎬ在中国国家乡村振兴局指导下ꎬ上合组织国家

扶贫培训班先后在山东、江西、云南等地开班ꎬ目的在于全方位展现中国的减

贫经验ꎬ助力上合组织国家解决民生问题ꎮ 根据 ２０２２ 年上合组织国家扶贫

培训班山东第一期开班相关项目安排ꎬ青岛市将在 ２０２２ ~ ２０２４ 年承担为上

合组织其他国家培训 ２００ 名减贫与发展领域专业人才的任务②ꎮ 以中巴经济

走廊为例ꎬ在巴方看来ꎬ这是实现其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生命线③ꎮ 总之ꎬ只有

发展才能改善和保障民生ꎬ增强上合组织国家民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

感ꎬ为欧亚大陆的长治久安和繁荣稳定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ꎬ从而有利于构

建和谐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ꎮ
(三)坚持创新驱动发展ꎬ共拓数字经济合作领域

创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进步的灵魂ꎮ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

表大会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ꎬ并把科技创新作为提高社会生产力

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ꎬ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ꎮ 在信息化时代ꎬ产
业数字化与数字经济已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构筑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ꎬ
同时也构成世界各国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ꎮ 为此ꎬ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发展倡

议中指出ꎬ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ꎬ加速科技成果

向现实生产力转化ꎬ从而实现跨越式发展ꎮ
上合组织成员国的俄罗斯和中亚国家之所以数字经济发展缓慢ꎬ很大程

度上是由于数字化产业转型基础薄弱ꎬ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落后ꎬ数字化

人才短缺ꎬ导致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动力不足ꎮ 世界银行 ２０１８ 年一份报告显

示ꎬ塔吉克斯坦仅有 １７％ 的人口可以正常使用互联网④ꎮ 而在哈萨克斯坦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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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０ 多万中小学生中的大多数缺少远程学习电脑设备ꎬ约 ２ ４ 万名教师没有

个人电脑用于组织在线课程ꎬ另有 ２ ０００ 多名教师无法接入互联网①ꎮ 另据

２０１９ 年互联网速度测试全球指数ꎬ乌兹别克斯坦在 １７６ 个国家中固定宽带网

速排名第 １１６ 位ꎬ移动互联网速度排名第 １２９ 位②ꎮ 与此同时ꎬ数字人才短缺

同样是影响后苏联空间国家数字化产业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因素ꎮ 根据相关

报道ꎬ受新冠疫情影响ꎬ２０２０ 年 ９０％ 的中亚公司曾遭遇 ＩＴ 专家短缺③ꎮ 同

样ꎬ受乌克兰危机升级影响ꎬ２０２２ 年 ２ 月底到 ４ 月初ꎬ共计有 ５ 万 ~ ７ 万名 ＩＴ
专家离开俄罗斯④ꎮ 单就互联网普及和应用状况而言ꎬ俄罗斯堪称数字大

国ꎬ但从人工智能、数控机床等数字技术指标对比来看ꎬ俄罗斯与发达国家尚

有一定差距ꎮ 从信息通信技术产品出口在全球产品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就能

充分说明问题ꎮ 比什凯克欧安组织学院 ２０２０ 年发布的政策简报显示ꎬ哈萨

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信息通信技术产品出口在全球产品出口总额的占

比不足 ０ １５％ ꎬ俄罗斯不超过 ０ ６％ ꎬ而经合组织国家则为 ７％ ⑤ꎮ 在全球化

时代ꎬ随着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不断向服务业转移ꎬ数字技术对服务业效率的

提升日益显著ꎬ数字经济越来越成为各国经济新增长点和国民经济总量的主

要贡献来源ꎮ 由于数字技术和产业发展水平较为落后ꎬ后苏联空间国家数字

经济对其国家经济的驱动作用依然十分有限ꎮ 据相关统计数据ꎬ截至 ２０２０
年ꎬ吉尔吉斯斯坦数字经济对本国 ＧＤＰ 的贡献率尚不足 ０ ４％ ⑥ꎬ而乌兹别

克斯坦数字经济在 ＧＤＰ 中的占比仅为 ２ ２％ ⑦ꎮ 作为欧亚大国ꎬ俄罗斯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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Карашаш Ногаева Возвращение ＩＴ －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 в Россию не решит насущных
проблем отрасли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ｐ ｒｕ / ａ / ２０２２ / ０６ / ０３ / Ｖｅｒｎｉｔｅｓ＿ｍｉ＿ｖｓｊｏ＿ｐｒｏｓｔｉｍ

Ｄｍｉｔｒｙ Ｅｒｏｋｈｉｎꎬ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ｈｔｔｐｓ: / / ｐｕｒｅ ｉｉａｓａ ａｃ ａｔ / １６７６３

Кыргызстан ４ ０: Вклад циф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в ВВП Кыргызстана не
превышает ０ꎬ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ａｚａｂｅｋ ｋｇ / ｎｅｗｓ:１４５８０８７

Доля циф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в ВВП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выросла до ２ꎬ ２％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ｍｙｓｅｌｄｏｎ ｃｏｍ / ｒｕ / ｎｅｗｓ / ｉｎｄｅｘ / ２２８７４５４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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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状况虽好于中亚国家ꎬ但总体占比仍然不高ꎮ 按照俄罗斯电子通信协会

(ＲＡＥＣ)２０１８ 年的评估ꎬ其互联网经济在 ＧＤＰ 中的份额为 ２ ４２％ ꎬ２０２１ 年俄

“纯”数字经济份额为 ＧＤＰ 的 ４ ７％ ①ꎮ 上述情况表明ꎬ尽管上合组织中的后

苏联空间国家数字经济合作潜力巨大ꎬ前景广阔ꎬ但未来发展仍任重道远ꎮ
除创始成员国外ꎬ上合组织新成员国———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的数字经

济发展规模和水平参差不齐ꎮ 印度虽然 ＩＴ 产业基础良好ꎬ但因制造业较为薄

弱ꎬ数字经济发展受限于基础设施ꎬ且国内数字鸿沟显著ꎮ 据统计ꎬ２０２１ 年印度

互联网用户达到 ８ ３ 亿ꎬ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５９ ６％ꎬ但从宽带用户、３Ｇ 覆盖率、
家庭互联网接入率等指标看ꎬ印度的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低于美

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中国等亚洲发展中国家ꎬ与此同时ꎬ印度网络设

施城乡差异巨大ꎬ其农村地区宽带渗透率仅为 ２９ １％ꎬ城市地区为 ９２ ９％②ꎮ
相比印度ꎬ巴基斯坦的信息技术产业则刚刚起步ꎮ 根据“２０２０ 年包容性互联

网指数”排名ꎬ巴基斯坦在 １００ 个国家中排名第 ７６ 位ꎬ只有 ３５％ 的人口能够

使用互联网③ꎮ 单就 ＩＴ 产业规模而言ꎬ印度是巴基斯坦的 ５１ 倍④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尽管伊朗大规模发展信息技术ꎬ但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背

景ꎬ与发达国家相比ꎬ伊朗在信息通信技术领域仍存在较大差距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ꎬ伊朗的互联网渗透率为 ７０％ ꎬ互联网用户为 ５ ８４２ 万ꎬ而世界银行的

统计数据显示ꎬ２０２０ 年其渗透率为 ８４％ ⑤ꎮ 借助上合组织的平台作用ꎬ近年

来各成员国间的数字化连接水平得到极大提升ꎮ 据相关调研数据显示ꎬ２０２３
年上半年ꎬ上合组织成员国的互联网普及率、移动连接活跃度、移动互联网和

固定互联网连接速度等表征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指标均显著增长ꎬ如巴

基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互联网普及率分别提高 ５ ４％ 和 ４ ２％ ꎬ塔吉克斯坦

—４１—

①

②

③

④

⑤

Циф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в России встала на один уровень с сельским хозяйством
Что мешает двигаться дальше? 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ｎｋｉｒｏｓ ｒｕ / ｎｅｗｓ / ｃｉｆｒｏｖａａ － ｅｋｏｎｏｍｉｋａ － ｖ － ｒｏｓｓｉｉ －
ｖｓｔａｌａ － ｎａ － ｏｄｉｎ － ｕｒｏｖｅｎ － ｓ － ｓｅｌｓｋｉｍ － ｈｏｚａｊｓｔｖｏｍ － ｃｔｏ － ｍｅｓａｅｔ － ｄｖｉｇａｔｓａ － ｄａｌｓｅ － １２８９

张雪春、宋怡萱:«印度数字贸易现状与中印数字贸易关系展望»ꎬ«中国经贸导

刊»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ꎮ
Ｓａｍａｒ Ｑｕｄｄｕｓꎬ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Ｉ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ꎬｂｕｔ Ｉｓ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Ｒｅａｄ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ｅｏ ｔｖ /

ｌａｔｅｓｔ / ３６５５２６ － ｔｈｅ － ｆｕｔｕｒｅ － ｉｓ － ｄｉｇｉｔａｌ － ｂｕｔ － ｉｓ －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 ｒｅａｄｙ
Ｕｓｍａｎ ＨａｎｉｆꎬＩｓ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Ｒｅａｌｌｙ Ｓｎａｔｃｈｉｎｇ ＩＴ Ｊｏｂｓ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ｉａ?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ꎬＵＳ －

Ｂａｓ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Ｓｈｉｆｔｅｄ Ｌｏｗ － ｅｎｄ Ｊｏｂｓ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ｉａ ｔｏ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ꎬｈｔｔｐｓ: / / ｔｒｉｂｕｎｅ ｃｏｍ ｐｋ / ｓｔｏｒｙ /
１５８０９５５ /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 ｒｅａｌｌｙ － ｓｎａｔｃｈｉｎｇ － ｊｏｂｓ － ｉｎｄｉａ

Ｉｒａ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Ｈａｓ Ｒｅａｃｈｅｄ １２２％ 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ｒａｎｉｎｔｌ ｃｏｍ / ｅｎ /
２０２２０３０３５８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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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国的固定互联网速度分别增长 ９３％ 和 ４６ ４％ ꎬ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
塔吉克斯坦、中国、哈萨克斯坦的移动连接活跃度均超过 １００％ ①ꎮ 数字经济

的发展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撑ꎬ上合组织成员国信息技术基础差异巨大ꎬ这
为成员国之间加强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互补性合作开辟了广阔的空间ꎮ

鉴于数字经济的创新驱动功能ꎬ上合组织国家都十分注重数字经济并将

其视为实现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ꎬ并先后制定了各自的数字化发展战

略ꎮ 例如ꎬ中国的“数字中国”国家发展战略、俄罗斯的«俄罗斯联邦数字经

济规划»、印度的“数字印度”计划、哈萨克斯坦的«信息化的哈萨克斯坦———
２０２０ 国家纲要»、吉尔吉斯斯坦“透明社会”数字化转型计划、巴基斯坦的«数
字巴基斯坦政策»、塔吉克斯坦的«塔吉克斯坦数字经济构想»以及乌兹别克

斯坦的«乌兹别克斯坦发展数字经济的措施»等②ꎮ 为了助力成员国数字经济

发展ꎬ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ꎬ上合组织积极发挥平台功能和引导作用ꎮ 早在

２０１９ 年比什凯克峰会上ꎬ上合组织成员国就一致认为ꎬ创新和数字经济是实现

中长期经济增长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ꎬ并批准了«上合组织成员国关

于数字化和信息通信技术领域合作的构想»以推动上合组织国家数字经济合

作ꎮ 与此同时ꎬ２０１９ 年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 １８ 次会议签

署了新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ꎮ 该纲要规定的 ２０３５ 年前

长期目标是:通过运用数字技术ꎬ为逐步实现上合组织成员国商品、资本、服务

和技术的自由流通创造有利条件ꎬ提升该组织成员国国民经济的全球竞争力ꎬ
并推动向数字经济的转型③ꎮ 在世界经济下行压力普遍加剧的背景下ꎬ上合组

织成员国间的数字贸易却是另一番红火景象ꎮ 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ꎬ
２０２１ 年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数字贸易规模比 ２０２０ 年翻了一番ꎬ达到 ２７１ ４３
亿美元ꎬ且各成员国与其他成员国的贸易额均快速增长ꎮ 其中增长最为迅速的

是俄罗斯ꎬ增长率高达 １ ６７８％ꎻ其次是巴基斯坦ꎬ增长率为 ５３８ ５％ꎻ其后依次

为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印度等④ꎮ 随

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及数字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日益加深ꎬ近年来ꎬ支持

—５１—

①

②

③

④

«数字经济开启上合组织经贸合作新征程»ꎬｈｔｔｐ: / / ｔｒａｄｅｉ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ｓｚｍｙ / ｈｙｄｔ / ２０２３０８ / １５１７３４ ｈｔｍｌ

肖斌:«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合作前景———基于成员国禀赋效应的分析»ꎬ«俄

罗斯东欧中亚研究»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ꎮ
刘华芹:«以数字经济提升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新空间»ꎬ«俄罗斯学刊»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ꎮ
同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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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发展和加强数字经济领域合作已成为上合组织国家的普遍共识及该

组织成员国元首峰会关注的重点对象ꎬ同时也是驱动各成员国未来经济创新发

展的新型合作模式和重要方向与路径选择ꎮ
中国作为数字经济大国ꎬ同时也是上合组织首倡国ꎬ为促进上合组织区域

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和缩小成员国之间数字鸿沟ꎬ充分利用自身在数字技术与

数字经济领域的优势和经验ꎬ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积极助推各国数字化产业和数

字经济发展ꎬ加紧构筑欧亚地区经济发展新业态与新模式ꎮ 除了在区域跨境电

商、智慧交通运输走廊、远程会展、远程教育及远程医疗等领域开展卓有成效的

合作外ꎬ中国还同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举办形式多样的数字经济论坛和研讨

会ꎬ互鉴交流ꎬ共享发展经验ꎬ为有关国家培养数字化人才ꎮ 自 ２０１９ 年开始ꎬ中
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集团就与上合组织秘书处开展联合活动ꎮ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７ 日ꎬ时任上合组织秘书长诺罗夫在线会见了阿里巴巴集团代表团ꎬ讨论了

大型 ＩＴ 公司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在促进和发展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方面的协作

问题ꎮ 阿里巴巴集团的代表表示ꎬ有兴趣与“上合组织大家庭”成员国开展合

作ꎬ愿为上合组织成员国提供电子商务领域的人才培训①ꎮ 巴基斯坦电信管理

局数据显示ꎬ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ꎬ巴移动用户数量已达到 １ ８３ 亿ꎬ普及率近

８５％ꎬ其中 ３Ｇ 和 ４Ｇ 用户达到 ９ ８００ 万ꎮ 中国企业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ꎬ几
乎每 ３ 个 ３Ｇ 和 ４Ｇ 用户中就有 １ 个使用来自中国企业的服务②ꎮ 此外ꎬ为落实

中俄两国元首倡导的“中俄科技创新年”活动ꎬ自 ２０２０ 年开始ꎬ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与俄罗斯科学工程协会联合会每年都共同举办数字经济高峰论坛ꎬ旨在为中俄在

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领域交流学习搭建平台ꎬ助推两国数字化产业创新发展ꎮ
(四)倡导绿色发展ꎬ共建上合组织美好家园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是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重点关

注的三大核心议题ꎮ 生态文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

组成部分ꎮ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ꎬ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大力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和部署ꎮ 习近平主席在第 ７６ 届联合国大会一

般性辩论会上发起全球发展倡议时指出ꎬ我们需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ꎬ完

—６１—

①

②

«上合组织秘书长线上会见阿里巴巴集团代表团»ꎬｈｔｔｐ: / / ｃｈｎ ｓｅｃｔｓｃｏ 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２０２１０６０７ / ７６１１８８ ｈｔｍｌ

«“数字巴基斯坦”:中企助力巴通信业代际跨越»ꎬｈｔｔｐ: / / ｉｎｔｌ ｃｅ ｃｎ / ｓｐｅｃｉａｌｓ /
ｚｘｇｊｚｈ / ２０２１０６ / ２３ / ｔ２０２１０６２３＿３６６６２８８８ ｓｈｔｍｌ



全球发展倡议与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构建

善全球环境治理ꎬ积极应对气候变化ꎬ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ꎮ 加快绿色低

碳转型ꎬ实现绿色复苏发展”①ꎮ 在上合组织撒马尔罕峰会上ꎬ习近平主席进一

步强调ꎬ“亚欧大陆是我们共同的家园ꎬ中方发起全球发展倡议ꎬ就是希望国际

社会高度重视发展问题ꎬ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ꎮ”②毫无疑问ꎬ落
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ꎬ践行绿色发展理念ꎬ打造和守护清洁美丽的“上合家

园”ꎬ不仅是欧亚地区乃至世界各国的共同期盼ꎬ同时也是上合组织的重要职责ꎮ
上合组织成员国均属于经济转型与发展中国家ꎮ 由于现代化进程的历史

差异与时代发展的命题要求ꎬ这些国家面临着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任务

与挑战ꎮ 上合组织所在的欧亚大陆地理环境复杂ꎬ自然条件差异巨大ꎬ特别是

中亚ꎬ因深居欧亚大陆腹地ꎬ远离海洋ꎬ干旱少雨ꎬ自然地理条件和生态环境极

其脆弱ꎬ环境和生态问题十分严峻ꎬ严重影响地区安全稳定和繁荣发展ꎮ 中亚

地区的生态危机主要由水资源问题引发ꎬ尤其是阿姆河和锡尔河两大跨界河流

水资源利用及咸海生态灾难ꎮ 由于水资源分配不均ꎬ加之苏联时期用水制度历

史遗留问题ꎬ独立后中亚五国之间ꎬ尤其是上游国家吉塔与下游国家哈、乌、土
围绕水资源利用的矛盾与冲突向来十分尖锐ꎬ险些发生军事冲突和战争ꎬ严重

影响地区国家政治关系ꎬ给地区和平安宁蒙上阴影ꎮ 早在 １９９６ 年乌曾扬言ꎬ如
果用水安全受到威胁ꎬ将以武力夺取吉托克托库尔水库③ꎮ 因为用水问题ꎬ每
年 ４ ~６ 月灌溉期间吉塔两国都会发生冲突ꎮ 据统计ꎬ在过去十多年中ꎬ吉塔边

境两侧发生的冲突高达 １５０ 多起ꎬ造成双方人员重大伤亡ꎬ单是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的

边境武装冲突就导致 ２４ 名吉尔吉斯斯坦人死亡④ꎮ 中亚水资源主要来源于高

山冰川融水ꎮ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ꎬ高山冰川日益减少ꎬ加之地区人口逐年增长

导致用水量不断加大ꎬ未来中亚水资源危机和用水矛盾必然会持续加深ꎮ 中亚

水资源主要聚集在吉塔两个高山国家ꎮ 塔总统拉赫蒙在第 ７５ 届联合国大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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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性辩论会上指出ꎬ中亚 ６０％的水资源位于塔吉克斯坦ꎬ而塔 １ ３ 万条山地冰

川中的１ ０００条已经融化ꎮ 另据评估ꎬ冰川萎缩将导致吉尔吉斯斯坦河流水量

在 ２０３０ 年之前减少 ２５％ ~ ３０％ꎬ２０５０ 年之前减少 ３０％ ~ ４０％①ꎮ 因此ꎬ联合

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访问塔吉克斯坦时指出ꎬ近几十年来塔冰川面积缩减了

３０％ ~３５％ ꎬ中亚国家正面临全球变暖的严重后果②ꎮ 除跨界河流水问题以

外ꎬ咸海生态灾难同样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议题ꎮ 咸海位于中亚的哈乌两

国交界处ꎬ曾为世界第四大湖泊ꎮ 为解决农业问题ꎬ苏联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启动

“处女地计划”ꎬ在中亚不断扩大棉花种植面积ꎬ大兴水利设施ꎮ 由于棉花种植需

要大量的水灌溉ꎬ致使咸海两大水源———阿姆河和锡尔河的水量逐年减少ꎬ自 ６０
年代开始咸海生态危机就初现端倪ꎬ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演变为生态灾难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咸海生态危机与灾难持续加深和恶化ꎮ 据相关统计ꎬ约四十年间咸海水域

面积缩小 ８５％以上ꎬ水量减少 ９０％以上ꎬ海岸线后退 １２０ ~２００ 公里ꎮ 湖泊含盐量

在西部达到每升１１０ ~１１２ 克ꎬ东部达到每升２８０ 克ꎬ干涸海底形成一个面积约４ ５
万平方公里的盐碱谷ꎬ盐度急剧增加使得２０ 世纪６０ 年代咸海中生存的３２ 种鱼类

仅剩下 ６ 种③ꎮ 除此之外ꎬ咸海危机导致的更大灾难就是给沿岸及流域居民的生

活和健康造成严重损害ꎮ 由于海水污染和干涸ꎬ大量含有盐分的沙尘被大风卷起

飘向远处ꎬ导致咸海地区贫血、肝肾衰竭、胃肠道、呼吸道、心血管和其他疾病大量

蔓延ꎮ 例如ꎬ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该地区贫血病例增加了 ５５０ 倍ꎬ即每万人中

患病人数达到 １ １６０ 人ꎮ 在约二十年的时间里ꎬ高血压病例增加了 ６０ 倍ꎬ尿毒症

和肝病的发病率增加了 ７ 倍ꎮ 正因为如此ꎬ乌兹别克斯坦首任总统卡里莫夫曾直

言不讳地指出ꎬ“咸海危机是最大的生态和社会灾难之一ꎬ影响了沿岸 ３５０ 万人的

生活ꎮ”④值得注意的是ꎬ中亚水资源危机和生态灾难除给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

人民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外ꎬ也给中亚区域治理带来极大难度和挑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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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同样面临严重生态灾难与环境问题ꎮ 由于过度开

发ꎬ印度面临着空气污染、水资源匮乏、土地退化和生态系统破坏等问题ꎬ其
中空气污染使印度逐渐沦为世界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国家之一ꎮ 据耶鲁大

学公布的环境指数排名ꎬ印度在 １７８ 个国家中排名第 １５５ 位①ꎮ 巴基斯坦的

环境问题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自然资源消耗ꎬ主要是土地和水ꎬ第二类是严重

的环境污染对国民健康产生的负面影响ꎮ 其中第一类环境问题主要集中在

农村地区ꎬ第二类集中在大城市ꎬ如卡拉奇等ꎮ 巴基斯坦主要城市的雾霾水

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ꎮ 据统计ꎬ巴基斯坦每年有 ２ ７ 万人死于城市的空

气污染ꎬ而居民区的空气污染每年导致 ３ 万多名儿童死亡②ꎮ 因水资源短缺ꎬ
伊朗最大湖泊ꎬ也是世界第二大咸水湖乌尔米耶湖即将干涸ꎮ 据专家估计ꎬ如
果水资源问题继续恶化ꎬ在不久的将来ꎬ伊朗 ７０％的人口ꎬ也就是约 ５ ０００ 万人

将因缺乏饮用水而被迫离开这个国家③ꎮ 可见ꎬ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上

合组织成员国未来发展的一个尤为关键的问题ꎮ
鉴于绿色与环保日益成为人类和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中心议题ꎬ加之

成员国境内愈益严峻的生态问题ꎬ上合组织高度重视生态环保并将其列为重要合

作领域之一ꎬ对此中国一贯持积极立场并身体力行大力支持和推动上合组织环保

议程不断向前迈进ꎮ 在上合组织正式成立后的 ２００５ 年ꎬ各成员国就已意识到环

保的重要性ꎬ并组织相关专家探讨磋商环保合作构想ꎮ 在上合组织 ２００７ 年比什

凯克峰会签署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协议»中ꎬ各成员国表示

愿意在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安全、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方面开展合作ꎮ 为了积极推

动环保合作ꎬ在中国政府支持下ꎬ２０１４ 年中国—上合组织环境保护合作中心正式

成立ꎮ 此后ꎬ上合组织不断加强机制化建设ꎬ出台各种政策文件和举措ꎬ为环保合

作奠定法律基础ꎮ ２０１８ 年ꎬ上合组织青岛峰会正式通过«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环

保合作构想»ꎬ成为该组织框架内指导生态环保合作的第一份纲领性文件ꎬ目的在

于维护成员国生态平衡、实现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ꎮ ２０１９ 年上合组织成

员国环境部长会议机制正式建立ꎬ迄今已召开四次会议ꎬ为上合组织成员国开展

生态环境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和稳固的机制保障ꎮ 为了推动落实成员国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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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构想ꎬ２０２１ 年在杜尚别先后通过了«‹上合组织成员国环保合作构想›２０２２ ~
２０２４ 年落实措施计划»及«上合组织绿色之带纲要»ꎬ使得上合组织环保机制建设

日臻完善ꎮ 为促进环保交流与合作ꎬ搭建信息共享平台ꎬ各国环境部门和专家积

极编制«上合组织环保信息共享平台共建方案»ꎬ该方案在 ２０２２ 年上合组织成员

国政府首脑理事会会议上得以通过ꎮ 在上合组织 ２０２３ 年新德里峰会发表的宣言

中ꎬ各成员国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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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商定宣布 ２０２４ 年为“上合组织生态

年”ꎮ 此外ꎬ中国政府还借助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积极推动上合组织环保合作议

程ꎮ 除了加强机制建设ꎬ上合组织还十分重视成员国境内具体的环境安全问题ꎬ
特别是对咸海生态危机给予了极大的关注ꎮ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ꎬ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协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启动了“咸海荒漠区植被—土壤—水文过程与协

同治理技术体系与应用研究”合作项目ꎬ旨在借助中国的环保经验加强咸海生态

环境治理ꎮ 除了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多边合作ꎬ各成员国之间还就环保问题积极开

展双边合作ꎬ这对守护上合组织美好家园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ꎮ

三　 全球发展倡议助力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

构建的时代意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全球发展倡议均属国际公共产品ꎬ是中国在

世界秩序加速演进与重组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所贡献的全球治理方案和

智慧ꎮ 借力全球发展倡议助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构建ꎬ对于回应欧亚大陆

发展与治理诉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意义ꎮ
(一)彰显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题ꎮ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风云变幻莫

测ꎬ但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主题这一基本面没有发生根本改变ꎮ “冷战”结
束后ꎬ上合组织国家所在欧亚区域至今依然面临着严峻的安全问题与发展

困境ꎬ尤其是乌克兰危机升级和 ２０２３ 年的巴以冲突更加凸显了这一态势ꎮ
上合组织的成立始于安全ꎬ是维护欧亚大陆安全稳定的一支重要的建设性

力量ꎮ 诚如哈萨克斯坦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图列绍夫所言ꎬ上合组织是一个

和平组织ꎬ它已成为欧亚大陆安全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①ꎮ 在 ２０２２ 年上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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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组织撒马尔罕峰会讲话中ꎬ习近平主席特别指出ꎬ人类社会发展和大自然

一样ꎬ有阳光灿烂的日子ꎬ也有风雪交加的时刻ꎮ 维护欧亚大陆和平与发展

是本地区乃至世界各国的共同期盼ꎬ上合组织为此肩负着重要职责①ꎮ 然

而ꎬ尽管“冷战”已终结三十余年ꎬ但欧亚地区的贫困、环保等问题仍然十分突

出ꎬ使得发展任务极为艰巨和迫切ꎮ 事实上ꎬ一些后苏联空间国家之所以“颜
色革命”频发ꎬ其深层根源在于经济发展没有解决好ꎮ 因此ꎬ加紧推进全球发

展倡议在上合组织地区落地生根对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维护欧亚大陆

繁荣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二)丰富与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和基础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逆全球化暗流涌动、多边主义受阻、各
类全球问题叠加影响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背景下ꎬ为了回应世界何去何从

与破解人类共同面临的发展困境和难题等时代之问而提出的中国方案ꎬ是
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ꎮ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单纯是一个抽象概念ꎬ它有丰富

的实践内涵和物质载体ꎮ 自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式提出以来ꎬ它便被赋

予实实在在的物质内涵ꎬ从双边、周边和跨区域命运共同体到安全、人文以

及卫生健康共同体等ꎬ使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ꎮ 依托

上合组织构建命运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创新与飞跃ꎬ不仅

极大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ꎬ还拓展了其合作范围ꎬ从而夯实了命

运共同体的基础ꎮ 发展是人类的一项基本权利ꎮ 在命运与共的全球化时

代ꎬ只有共同发展才能应对和解决人类面对的风险与挑战ꎬ才能把人类的

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ꎮ 全球发展倡议助力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构建是对

倡议共同发展核心理念的阐释和体现ꎬ从而为上合组织成员国团结合作、
共同摆脱欧亚大陆发展困境、实现各国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ꎮ

(三)凝合“上海精神”与“丝路精神”
尽管机制性质不同ꎬ但上合组织与“一带一路”倡议蕴含的精神理念与合

作原则可谓一脉相承ꎮ 无论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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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
的“丝路精神”ꎬ都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和要求ꎬ充分体现了全人类公平正

义的发展观ꎮ 以全球发展倡议推动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ꎬ不仅凝合并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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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把握时代潮流　 加强团结合作　 共创美好未来———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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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丰富了“上海精神”与“丝路精神”ꎬ也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进一步

升华ꎮ 与西方传统地缘政治零和博弈及霸权合作思维理念不同ꎬ上合组织、
“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全球发展倡议本质上四位一体、价值同

构ꎬ旨在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先进理念超越不同国家意识形态差异与

分歧ꎬ建设一个开放包容、和谐繁荣、清洁美丽的世界ꎮ

结　 语

“冷战”结束后ꎬ伴随着两极格局终结与国际形势的缓和ꎬ全球化迅猛发

展ꎬ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巨大活力和强劲动能ꎬ对世界和平发展事业作出了

积极贡献ꎮ 然而ꎬ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演进和不断深入ꎬ各种全球性问题接踵而

至ꎬ不仅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ꎬ同时困扰和制约世界的进步与发

展ꎬ使得全球治理成为国际社会与世界各国政府普遍关注和高度重视的重大议

题ꎮ 为了解决人类面临的生存与发展问题ꎬ２０１５ 年第 ７０ 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正

式通过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ꎮ 中国政府始终是该议程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

实践者ꎮ 在 ２０２１ 年第 ７６ 届联合国大会上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全球发展

倡议ꎬ旨在加快落实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ꎮ 鉴于欧亚大陆是全球面

积最大的大陆ꎬ同时长期占据世界中心位置ꎬ而上合组织成员国均位于欧亚大

陆ꎬ因此ꎬ在全球化与区域化并行不悖的当今时代ꎬ区域治理与全球治理具有高

度的内在逻辑关联ꎮ 更进一步讲ꎬ区域治理是全球治理不可忽视的一种模式和

路径ꎬ对全球治理具有支撑作用ꎮ 由此可见ꎬ欧亚大陆在全球治理格局中无疑

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ꎬ而上合组织在促进欧亚区域治理方面发挥着极为关键的

作用ꎮ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ꎬ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撒马尔罕峰会发表重要讲话时表

示ꎬ中方愿与各方一道推动全球发展倡议在欧亚地区落地生根ꎬ助力各国实现

可持续发展ꎬ目的在于助力推进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构建ꎬ加强上合组织区域

治理与发展ꎮ 客观地讲ꎬ虽然经历三十余年的转型与发展ꎬ但欧亚地区的发展

与治理问题依然十分突出ꎬ尤其是 ２０２２ 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和 ２０２３ 年的巴以冲

突ꎬ不仅加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进ꎬ也加剧了欧亚地区的治理困境ꎮ 欧

亚大陆是中国表达国家利益的核心地区ꎬ也是上合组织运作与“一带一路”倡议

实施的关键地区ꎬ通过在欧亚地区践行全球发展倡议ꎬ无论对落实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ꎬ还是对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美

好“上合家园”ꎬ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意义ꎮ
(责任编辑:李丹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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