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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员国、6 个对话伙伴，更展现出

蓬勃的生命力，面向 2035 年的目标，

美好未来正徐徐打开……

记者了解到，中国上海合作组

织研究中心、中国 - 上海合作组织

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上海

社会科学院和上合组织秘书处将于 6

月下旬举办“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年：

回眸与前瞻”国际研讨会。其中，

部分研究报告已经完稿。从中可以

了解上合组织过去 20 年的发展，以

及发展前景与挑战。

“上海五国”到“上合组织”

1989 年 5 月，时任苏联总统戈

尔巴乔夫访华。这是 1959 年以来苏

联最高领导人对中国的第一次访问。

5 月 16 日，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

晤。由此，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

当时，邓小平曾对戈尔巴乔夫说了

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

建议，“多做实事，少说空话”。

从此，开启了中苏间一种新型关系。

然而，正当中苏两党两国关系

改善，且基本解决两国东段边界问

题时，苏联解体了，冷战结束了。

世界格局为之一变。

只要对比一下苏联解体前后的世

界地图，就能发现，中国的西北方向

邻国数量大增。原本漫长的中苏边界

西段，成为中俄边界的大约只有 54

公里。其余则变为中国和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边界。

原本该和苏联一家进行的中苏西段边

界谈判，对于中国来说，改成了要和

俄、哈、吉、塔四国谈判。

怎么谈？在苏联解体以后，俄

罗斯和一些独联体国家于 1994 年在

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签署《集体

安全条约》，相当于形成了新的军事

同盟。看准这一形势，中国选择了与

西北方向几个邻国谈判边界问题的同

时，坐下来一起谈边境地区军事安全

互信的问题。1996年4月26日，中、俄、

哈、吉、塔五国元首在上海举行第一

次会晤，中国与俄、哈、吉、塔签署

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

任的协定》，奠定了五国合作的基础。

协定内容包括：双方部署在边境地区

的军事力量互不进攻；双方不进行针

对对方的军事演习；限制军事演习的

规模、范围和次数；通报边境 100 公

里纵深地区的重大军事活动情况；相

互邀请观察实兵演习；预防危险军事

活动；加强双方边境地区军事力量和

边防部队之间的友好交往等。这一协

定的签署，促进了中国同俄、哈、吉、

塔 4 国边境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安宁，

而且为维护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

与稳定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冷战思维的

新安全模式，也是加强地区安全的一

个创举。

自此，“上海五国”的概念在

国际政治舞台占据了一席之地。

一年之后，1997 年 4 月，“上

海五国”元首在莫斯科又迈出重要

一步，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相

“我在去年 11 月提出举办

上海合作组织民间友好

论坛的倡议，得到各成员国热烈响

应和积极支持。相信论坛将成为各

方增进了解、深化友谊、加强合作

的重要平台。”6 月 3 日，国家主席

习近平向上海合作组织民间友好论

坛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希望各方秉持“上

海精神”，坚守初心，同舟共济，守

望相助，深化合作。要发挥民间外交

优势，拓宽各国人民心灵沟通渠道，

为上海合作组织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时光一转二十年。2001 年 1 月，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签署。

宣言明确称，1996 年成立的“上海

五国”会晤机制，其建立和发展“顺

应了冷战结束后人类要求和平与发

展的历史潮流，展示了不同文明背

景、传统文化各异的国家通过互尊

互信实现和睦共处、团结合作的巨

大潜力”。“确信在 21 世纪政治多

极化、经济和信息全球化进程迅速

发展的背景下，将‘上海五国’机

制提升到更高的合作层次，有利于

各成员国更有效地共同利用机遇和

应对新的挑战与威胁”。

当年 6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

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塔吉克斯坦

共和国这“上海五国”的元首在上

海举行第六次会晤，同时，乌兹别

克斯坦以完全平等的身份加入“上

海五国”，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

成立宣言》。

从那时起到如今，从反恐合作

到经济贸易合作，再到积极参与“一

带一路”倡议，打造人类命运共同

体。上海合作组织不仅由起步时的 6

个成员国，发展到 8 个成员国、4 个

上 图：3 月 30 日，

上合组织秘书长和多

国驻华使节及外交官

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

参观新疆反恐和去极

端化斗争主题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