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合作組織開始於劃界和打擊
「三股勢力」的合作，在中國的努力
和動議下，上海合作組織的功能逐步
擴展到以經濟與能源為主的合作層
面。目前中國已成為推動中亞經濟發
展的動力。

完成劃界
共抗惡勢力

五國機制是以前中蘇談判的延伸。
對話涉及中國一方和俄、哈、吉、塔
另一方。1997年，在莫斯科的會議
上，中國和哈、吉、塔三國簽訂邊界
相互裁減軍事力量的協議。1998年，
除劃界問題和邊界安全外，五國開始
涉及非邊界問題，如打擊「三股勢
力」、經濟合作等。
外界認為中國與中亞國家的劃界問

題得到較好解決。2003年，中國與吉
爾吉斯斯坦及哈薩克斯坦劃界完成，
與塔吉克斯坦及俄羅斯的劃界於2008
年完成。
中國還積極推動上海合作組織的

軍事演習。2002年，中國與吉爾吉
斯斯坦進行首次聯合軍演。2003
年，中國與哈、吉、俄、塔四國首
次舉行多邊聯合反恐軍事演習。中
國平均每年都與上海合作成員國有
一次軍演。這樣大幅促進上海合作
組織軍事互信的建立。

促進機制化建設
便利多邊外交

中國長期傾向用雙邊外交方式處理
與周邊國家問題。上海合作組織的建

立和發展表明中國越來越熟練使用地
區多邊外交的手段來推動地區安全和
發展。自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後，中國
一直積極推動其機制化建設。2002年
7月，在聖彼德堡峰會上，成員國元
首通過上海合作組織憲章，規定上海
合作組織的宗旨、原則及基本合作方
向。
除元首和政府首腦會晤制度外，中

國還大力支持政府各部委的定期會
議，例如外交部長會議、經濟部長會
議等。中國支援上海合作組織設立兩
個常設機構—設在北京的上海合作
組織秘書處及設在塔什干的地區反恐
機構，而在2004年1月，以上兩個常
設機構正式啟動。

投資互利
加緊經貿關係

在2002年的聖彼德堡峰會期間，時
任國家主席的江澤民指出，安全和經
濟合作是推動上海合作組織的兩個輪
子。2003年，上海合作組織開始大力
推動地區貿易和投資發展。
近十年，中國與中亞國家保持快速

發展的經貿關係。根據中國外交部政
策司每年出版的《中國外交》的資料
顯示，中國和俄羅斯的貿易年增長率
高達30%。中國與哈薩克斯坦的貿易
成為哈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中國
已成為哈國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在此
過程中，中國西部地區，尤其是新疆
也受益於中國與中亞國家的貿易。據
統計，在最近15年內，70%中哈貿易
在新疆完成。
俄羅斯和中亞國家也是中國企業投

資的重要目的地。2007年，在吸收中
國外來直接投資超過1億美元大關的
逾廿個國家中，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
佔兩個，其中俄羅斯排第8位，哈薩
克斯坦排第12位。中國石油公司在哈
薩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有為數不少
的石油專案投資。中國還投資興建新
的亞歐大陸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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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 N  W E I  E D U C A T I O N

1.中國為甚麼推動上海合作組織的建立？

2.你如何評價中國的中亞地區政策？試收集資料說明。

3.你認為中國需要如何增進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的互信？試舉例說明。

 

   

1.上海合作組織官方網站

http://www.sectsco.org/CN/

2.上海合作組織區域經濟合作網

http://www.crc.mofcom.gov.cn/crweb/scoc/index.jsp

3.《上合組織推動地區和諧發展》，求是理論網(來源：人民日報)

http://www.qstheory.cn/gj/zgwj/201006/t20100609_32659.htm

■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的總理經常
會晤交流。 資料圖片

■俄羅斯的天然
氣蘊藏量豐富。

資料圖片

通識概念圖

香港浸會大學中國研究課程成立於

1989年，至今已培養近兩千名本科生，

為香港歷史最悠久的中國研究課程。香

港文匯報與浸大中國研究課程合作推出

通識專欄，以專業的角度，深入淺出地

探究中國在社會民生、城市規劃、經濟

轉型、外交政策等多方面的最新發展，

為本港高中生提供具權威性的「現代中

國」通識科單元學習材料。

何謂上海合作組織？
上海合作組織（簡稱上合組織）的前身

「上海五國」成立於1996年，主要成員國包
括中國、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

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國主要為解決中國和中亞
新獨立的國家之間的邊界問題。
2001年6月，五國元首在上海舉行第六次會晤，

烏茲別克斯坦加入五國。六國元首簽署《上海合作組
織成立宣言》，上海合作組織正式成立。六國元首同時
簽署《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上海公
約》。

啟動多邊經貿合作 總理定期會面
2001年9月，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總理在

阿拉木圖舉行首次會晤。六國總理在會
晤中一致決定啟動六國多邊經貿合
作進程，宣布正式建立上海合
作組織框架內的總理定
期會晤機制。

上海合作

組織是由
中國倡議、並第
一個採用中國城市命名
的跨政府間國際組織。
上海合作組織現有的觀察員國

家有印度、蒙古國、伊朗和巴基
斯坦。其中伊朗、蒙古國、巴基
斯坦已申請為正式會員。

聯合軍演 打擊恐怖勢力
上海合作組織在打擊「三股勢

力」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三股
勢力」主要指暴力恐怖勢力、民
族分裂勢力和宗教極端勢力。目
前，中國通過與中亞國家進行一
系列聯合軍事演習，對阻止「三

股勢力」起到重要的威嚇
作用。

營造和平環境
鋪設發展道路

1978年，鄧小平確定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
道路，提出中國要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
包括外交在內的各項活動要服從於中國經濟發展
的需要。因此，上海合作組織機制的成立，主要
是為給中國創造和平穩定的周邊環境。

倡議邊界裁軍 盼建互信
「上海五國」的主要目標是為解決中國和中

亞新獨立的國家之間的現實邊界問題。在數十
年的時間裡，中國一直與蘇聯(包括後來的俄羅
斯)商議解決邊界問題。1989年5月，中國和蘇聯
的關係正常化，兩國政府在當年11月開始商議
邊界地區的裁軍問題。1990年，中蘇達成相互
裁軍和建立軍事互信的協議。隨㠥蘇聯解體，中
蘇邊界問題重新變成中國和俄羅斯，以及新獨
立的中亞國家的問題。
1992年，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

和塔吉克斯坦組成一個聯合團，與中國繼續商議
處理邊界裁軍和建立軍事互信事宜。談判以中國
為一方，以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
和塔吉克斯坦為另一方，這即為「上海五國」機
制的雛形。「上海五國」具有把磋商機制發展為
一個更廣泛的地區安全和合作論壇的普遍願望，
這促使「上海五國」機制發展為上海合作組織。

遏制「疆獨」陰謀 促西部大開發
遏制新疆分裂主義是中國推動上海合作組織的

另一重要因素。新疆少數民族地區與中亞國家具
相近的文化和宗教信仰。一些「疆獨」分子與境
外勢力聯合，發動恐怖主義活動，對中國的國家
安全構成重大威脅。中國希望借助上海合作組織
的力量來加強打擊「三股勢力」。
另外，建立和發展上海合作組織有助減少中國

的東西差距。因為資源分布和地理優勢的差異，
東部地區受益於改革開放政策，成為「先富起來」
的地區，西部內陸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大幅滯後。
中國加強與中亞國家的貿易合作，有助改善新疆
等西部地區的投資環境，推動經濟發展。

增能源進口國 確保供應充足
中國在1993年成為能源淨進口國。隨㠥經濟高

速發展，中國成為僅次於美國的能源進口大國。
2008年，據估計，中國近50%能源依賴「外來支
援」，主要是由中東進口。
俄羅斯和中亞國家都是能源蘊藏豐富的國家。

俄羅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氣儲備國之一，哈薩
克斯坦也是中國最大的能源供給國之一。為增進
能源安全，中國急切需要推動能源進口多元化，
加強與中亞國家的合作。

中國推動合作新領域共
創
中
亞
繁
榮

實 踐

背 景

挑 戰

上海合作組織（2001年 ─ 現在） 「上海五國」（1996 ─ 2001年）

•解決邊界問題
•遏制「疆獨」，推動西部大開發進程
•滿足中國能源多元化的安全需求

•完成劃界　共抗惡勢力
•促進機制化建設　便利多邊外交
•投資互利　加緊經貿關係

•加強機制化　涉主權難題
•恐怖勢力未滅　各國仍須努力
•援助益富翁　基層難受惠
•心存猜忌　怕人才被搶走

合作新挑戰 如何齊克服？
中國願意在推動地區多邊合作和機制化建設方面採取更

多積極主動措施；但中國對中亞地區的政策仍面臨一些新
挑戰。

加強機制化 涉主權難題
「不干涉內政、主權」一直是中國和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

奉行的基本準則，因此，上海合作組織的機制化程度較低。
這決定上海合作組織在處理很多地區問題時缺乏強制力和行
動力。中國在中亞地區有不少投資（尤其是石油管道），但若
面對地區衝突，上海合作組織並沒有相應的機制確保投資項
目的安全。
有人認為，若要提高上海合作組織的效能，必然涉及更

多主權的讓渡。目前，不管中國、俄羅斯或其他國家，都
難以讓渡更多主權，以促進上海合作組織機制化的進一步
發展。

恐怖勢力未滅 各國仍須努力
中國加強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的聯合軍事演習，但有人

認為，現在還難以看到這些聯合軍演在多大程度上有助阻止
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分子的活動。中國需要進一
步考慮如何更有效在上海合作組織框架內打擊「三股勢力」。

援助益富翁 基層難受惠
在十多年裡，中國給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提供不少資金和

人力資源援助。但據中亞國家學者表示，不少中國援助流入
中亞國家的上流社會，而中、下層社會的人民很少受益。

心存猜忌 怕人才被搶走
中國的領土廣闊、人口眾多，中亞國家對其有一定恐懼

感，特別是中國近年有大量商人到中亞國家做生意，部分中
亞的人民擔心高速發展的中國會「搶走」他們的人才，故存
在一定程度的不安。這需要各國通過人員交流、文化交流等
方法降低彼此的憂慮。中國與俄羅斯是上海合作組織的共同
領導國，兩國在歷史上存有一定的競爭關係，俄羅斯對中國
在中亞地區發揮越來越強的影響力具有戒心，這需要中國更
穩妥地處理與俄羅斯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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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對上海合作組織的政策

是中國實行「睦鄰、安鄰、富鄰」

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在

建立、發展上海合作組織方面扮演核心

領導的角色。上海合作組織的成立是中國

外交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它標誌中國更積極主

動地推進中亞地區合作，以及更深入地參與多邊

外交。

■葉淑蘭　浸會大學政府與國際關係學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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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作組織
的成員國經常舉
辦聯合軍事演習
來打擊恐怖勢
力。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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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中國＋全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