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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上海合作组织自成立以来逐渐走出了一条新型的国际

组织发展道路,形成了一套独立运作、发展成熟的组织运行模式——— “上

海合作组织发展模式”(“上合模式”).择要而言, “上合模式”包括:安

全合作拓展的地区合作方式、基于承认的地区合作理念、相互平衡的权力

分布格局、差序性的制度架构、网状圈层的互动模式.其中,安全合作拓

展的地区合作方式是 “上合模式”的发展路径和运行动力;相互承认的合

作理念构成了 “上合模式”的生存基础和组织原则;各成员国之间的权力

相互平衡构成了 “上合模式”的发展保障;差序性的制度架构则在一定程

度上维系和巩固了 “上合模式”的灵活性与舒适性;网状圈层的互动模式

有助于 “上合模式”影响力的拓展.“上合模式”的优势保障了上海合作

组织的平稳运行,也彰显了中国外交的特色与贡献,并对促进国际关系理

论的创新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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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为止,上海合作组织 (也简称上合组织)已走过二十余载风雨历

程,富有成效的地区合作实践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正如习近

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所强调的,上海

合作组织 “是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开创了区域合作新模式,

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贡献”.① 也就是说,在上合组织发展运行的过

程中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且行之有效的发展模式或运行机制,即 “上海合

作组织发展模式”(SCO Way,以下简称 “上合模式”).这一模式支撑着上

合组织在激荡的国际形势中行稳致远.既然这一模式客观存在,那么学术

界就有必要将这一模式进行分析和提炼,从而将上述政治话语转变为学术

话语,以提升这一理念的学术影响力和国际声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这一方面促进了国

家之间的交往,另一方面也加速了地区合作进程.在发展中国家组建的地

区合作组织中,东南亚国家联盟 (以下简称东盟)以及后来成立的上合组

织等是此类国际组织的典型代表,且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迄今为止,这些

组织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实际发展需要的地区合作之路,

部分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发展模式”,这为其他国际组织的地区实践提供

了经验和参考.大体而言,“东盟方式”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

组织理念来看,东盟致力于构建一套具有共同文化成分的规范和价值观念.

二是从制度运行来看,东盟强调制度的非强制性.三是从内部关系来看,

东盟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四是从合作方式来看,东盟致力于推进具有 “多

边思维、双边行动”的自主性合作.除此之外,东盟还形成了协商一致的

决策程序、接受第三方调停的冲突管理方式和 “多层次”互动开放合作架

构等.② 通过对东盟成功经验的梳理,或许能为提炼 “上合模式”提供必要

启示.东盟的经验在于:共同的规范和价值观念、松散但灵活的制度设置、

包容且平等的成员国关系、自主性的安全合作、协商一致的决策程序、合

理的内部关系调节方式以及多层次的开放格局等.循此思路,本文从组织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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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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网,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０日.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

２０１８/content_５３０１８０４htm
更详细的讨论可参见曾向红、罗金:«“东盟方式”的概念及其对 “上合模式”的启示»,

载徐步主编、邓浩执行主编:«比较视域中的上海合作组织:方向和路径»,北京,世界知识出版

社,２０２３年版,第２０７~２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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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合作方式、内部关系、制度设置、对外互动这几个方面入手,尝试

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模式进行初步提炼.

一、“上合模式”的主要内容

斯蒂芬艾利斯 (StephenAris)在谈及上合组织安全合作时提到 “上
合组织区域合作模式 (TheSCO ModelofRegionalCooperation)”的几个

特征.① 不过,这更多的是对上合组织发展特征的简要提炼,似乎并未概括

出 “上合模式”的丰富内涵.而李孝天主要尝试从理念、路径以及定位三

个方面把握 “上合模式”,其研究颇具启发价值和借鉴意义,不过缺少了对

于上合组织内部关系和外部互动等方面的关注,对 “上合模式”的总结似

乎不够全面.② 本文将以既有研究成果有关地区性国际组织发展模式所具有

的一般性内涵为基础,尝试从发展路径、组织理念、内部关系、制度架构

以及互动模式等方面对上合组织的发展经验和运行模式进行探讨.需要强

调的是,相比于东盟,上合组织奉行不干涉内政、尊重主权等原则,并不

介入成员国内部争端,同时对成员国之间的纷争处理也没有形成一种较为

完善且能被成员国普遍接受的路径,因而上合组织在这方面的经验相对有

限.这或许是上合组织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一)安全合作拓展的组织发展路径

“上合模式”的形成,首先要谈及发展动力问题.从解决边界问题的多

边合作机制到打击 “三股势力”的地区性国际组织,安全合作一直贯穿于

上合组织的发展历程中.安全合作一直被认为是国际合作中较为复杂的领

域,因为安全合作关乎国家生存问题,需要国家间进行情报的共享与安全

机构的协同行动,这对于不具备良好合作基础的国家而言充满挑战.因此,
新功能主义学派提出了著名的 “外溢效应” (SpilloverEffect)理论,即经

济领域的合作可以逐步扩散到政治和安全领域.③ 这是因为经济合作相较于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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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StephenAris,“TheShanghaiCooperationOrganisation:‘TacklingtheThreeEvils’:A

RegionalResponsetoNonＧtraditionalSecurityChallengesoranAntiＧWesternBloc?”EuropeＧAsia

Studies,Vol６１,No３,２００９,p４７４
李孝天:«上海合作组织的新发展:开创地区主义的 “上合模式”»,«当代亚太»,２０２３年

第４期,第９４页.

[美]詹姆斯多尔蒂、[美]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 (第

五版)»(阎学通、陈寒溪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５０~５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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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安全合作而言,不需要承担过高成本,且经济要素具有天然的流动

性.然而,上合组织成立二十多年以来,安全驱动为特征的发展路径却愈

加明显,其合作成果不仅逐渐拓展到经济、能源和文化等其他领域,为其

他领域的合作提供了安全稳定的环境,还对其他领域的合作具有一定的促

进和巩固作用.这与传统上由经济领域外溢到政治和安全领域的路径有所

不同,可以说上合组织的安全合作实现了一种类似逆向 “外溢”的过程,
本文将上合组织合作领域从安全领域向其他领域拓展的机制或过程概括为

“安全合作拓展的地区合作方式”.①

从功能主义视角来看,合作之所以能够实现向外拓展,是因为合作

过程具有明显实效,从而吸引或间接促进了其他领域合作的推进.对于

上合组织来说,这一拓展过程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安全合作为其他领

域提供了安全稳定的环境.中亚国家独立之后,中亚地区安全形势复杂,
恐怖组织迅速扩张,恐怖活动数量呈现明显增加的趋势.在此背景下,
上合组织迎难而上,在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同时,极大地促进了地区合

作.对中国而言,获得了稳定的周边环境,也有效遏制了恐怖主义势力

的蔓延,维护了中国西部边疆的安全与稳定;而俄罗斯及中亚国家则在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安全脆弱性对经济的不利影响,促进了经贸合作的长

远发展.②

二是安全合作维护和巩固了成员国之间的政治互信基础.上合组织通

过开展多边军事演习、打击恐怖主义和走私犯罪等广泛的安全合作,形成

了以互相信任、裁军与合作安全为内涵的新型安全观.③ 新型安全观的确立

实现了对西方所主导的 “安全理论”的超越,也标志着成员国在复杂敏感

的安全合作领域取得了新的突破.而新安全观指导下的诸多安全合作实践,
增加了成员国对参与上合组织事务的信心,也有助于提升成员国之间的政

治与军事互信.而这一过程往往也伴随着成员国对上合组织本身的认同强

４

①

②

③

冯峥、薛理泰:«逆向 “外溢”:上海合作组织的安全合作与扩散»,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年第２期,第１４３页.

Bernardo Mariani,China’sRoleandInterestsin CentralAsia (London:Saferworld,

２０１３),p７
中国外交部欧亚司: «顺应时代潮流 弘扬 “上海精神”———上海合作组织文献选编»,北

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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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对其他合作领域增信释疑的过程.①

三是安全合作为其他领域合作注入了新发展动力.前两个层面的讨论

主要探讨了安全合作影响的拓展,事实上,安全合作的成效也进一步推动

着组织合作的拓展.在上合组织内部,这一拓展的逻辑表现为:在上合组

织安全合作过程中,成员国看到了安全合作的优势与潜力,进而也提升了

对上合组织的整体预期.同时,成员国相信安全合作领域的经验也可以运

用到其他领域的合作中.于是,上合组织框架下成员国的合作项目更加丰

富,合作成果也愈加丰硕,经济、医疗卫生、文旅、教育等领域的合作在

安全领域合作的带动下获得了长足发展.
(二)基于承认的地区合作理念

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具有较强的异质性.按照文明类型划分,上合组

织成员中至少存在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等不同

文明成分;② 从社会制度来看,上合组织成员中既有资本主义国家又有社会

主义国家.而无论是 “民主和平论”还是 “文明冲突论”,均强调不同文

明、不同政体类型之间必然会陷入紧张和对抗的关系之中,欧盟的政治实

践也深刻体现了对异质性的排斥.然而上合组织却在如此广泛的异质性的基

础上,有效地维持了成员国之间的团结,向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成员国文明

类型多样———涵盖中华文明、斯拉夫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

明等诸多类型———却能广泛开展地区合作的全新范式.究其原因,是上合

组织在 “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 “上海精神”理念的指导下,

既实现了对成员国国家主权的承认,又同时强调尊重国家间的文化或文明

差异,使得成员国能够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地区合作的实践.以理论视角观

之,我们可以从承认理论的角度来解释 “上海精神”,并将其概括为 “基于

承认的地区合作理念”,如此可对上合组织实现组织团结的地区合作经验予

以有效提炼.③

承认理论源自哲学和社会学领域.近年来伴随着全球治理问题的涌现,

５

①

②

③

«上海合作组织防务安全靠军事互信　不靠军事联盟»,中国广播网,２０１２年６月２日,

http://chinacnrcn/ygxw/２０１２０６/t２０１２０６０２_５０９７８１６３０shtml;王树春、张娜: «安全观转型与

上合组织联合军演»,«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６期,第８０~９５页.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

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４、１６１页.

曾向红: «上海合作组织研究的理论创新:现状评估与努力方向»,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

究»,２０１９年第１期,第４５页.



　 　２０２４年第２期

该理论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国际关系研究中.在承认理论中,为明确行为

体身份,学术界对不同的承认形式进行了区分.其中,亚历山大温特

(AlexanderWendt)的研究影响较大.温特认为,国家追求两种承认形式———
“薄的承认 (thinrecognition)”与 “厚的承认 (thickrecognition)”.① 对于

国家而言,获得 “薄的承认”与 “厚的承认”同样重要.国家获得 “薄的

承认”,意味着拥有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如果国家未能获得 “薄的承

认”,则意味着国家的主权不完整,这会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生存.② 而获取

“厚的承认”则体现了国家的特殊性得到尊重,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家

对获得尊重、荣誉、地位等的心理需求.③ 正如一个人的主体性如果未获承

认,便很可能会引发人际冲突.一个国家希望得到承认的身份如果遭到拒

绝,往往会导致国家间关系的紧张甚至是冲突.④ 阿克塞尔霍耐特 (Axel
Honneth)则明确指出,一切社会对抗和冲突形式在原则上都遵循着为承

认而斗争这一模式,而反抗则是行为体的身份遭到蔑视时所采取的策略.⑤

不同于 “蔑视—反抗”模式的互动逻辑,倘若双方在互动过程中践行了相

互尊重的原则,并对对方利益予以合理关切,那么双方形成 “尊重—合作”

的互动模式将成为可能.⑥

对于上合组织而言,成员国希望得到的承认主要是指对各自历史文化、

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国家特性和文化差异的 “厚的承认”,以及对国家主

权认可的 “薄的承认”.具体来看,在 “薄的承认”方面,上合组织早已实

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其中,“薄的承认”追求只要是人就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厚的承认”则是在 “薄的承认”

基础上尊重行为体的特殊要求,如个人对社群的归属感和对美德的追求、国家对大国地位的追求等.

SeeAlexander Wendt,“Whya WorldStateIsInevitable,”EuropeanJournalof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９,No４,２００３,pp５１１Ｇ５１２
曾向红、邹谨键:«反恐与承认:恐怖主义全球治理过程中的价值破碎化», «当代亚太»,

２０１８年第４期,第１１９~１２０页.

BarryO’Neill,Honor,Symbols,and War (Michigan:Universityof MichiganPress,

２００１),pp８５Ｇ１９３;[英]理查德内德勒博:«国家为何而战? 过去与未来的战争动机» (陈定

定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７２~１９１页.

曾向红:«国际关系中的蔑视与反抗———国家身份类型与承认斗争策略», «世界经济与政

治»,２０１５年第５期,第１３０页.

[德]阿克塞尔霍耐特: «为承认而斗争» (胡继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第１７１页.

曾向红: «相互尊重与大国互动———基于俄欧与中俄在共同周边地区互动模式的比较研

究»,«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１年第１期,第７３~１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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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对成员国主权予以充分尊重,且对所有成员国都予以了平等的主权尊

重.除此之外,上合组织对 “薄的承认”有着制度性的保障——— “协商一

致的决策机制”.① 这一机制保证了每个成员国对上合组织的重大事项都有

着最终决定权.这种安排有利于维护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团结,也体现

了对成员国主权权利的充分尊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中小国家对上

合组织内可能存在大国欺凌情况的担忧,也实现了上合组织对成员国主权

身份的承认与尊重.

在 “厚的承认”方面,上合组织对成员国的文明差异、制度选择同样

予以了充分尊重.对于成员国迥异的文化差异,上合组织并没有依据成员

国大小或强弱予以差别化对待,而是在文化交流中促进共同发展.正如习

近平主席在青岛峰会上所强调的, “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是各国人民共同愿

望.”② 上合组织不仅未被文明差异阻滞了合作进程,反而在文明的互学互

鉴中促进了民心相通,为上合组织人文共同体的构建赋予了动力.③ 而对待

政治制度的差异,亦是如此.一般而言,施行相似政治制度的国家能够更

好地开展合作,而政治制度的差异则会对国家之间的合作带来挑战.上合

组织则通过充分尊重各国政治制度的选择,促进和加强了组织内的团结互

信.例如,２０２０年１１月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莫斯科宣言»中

指出, “尊重文明多样性和各国人民自主选择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道

路.”④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在吉尔吉斯斯坦发生未遂政变后,上合组织副秘书

长、上合组织观察员团团长阿希莫夫明确指出吉尔吉斯斯坦选举 “是透明

和民主的,没有发生违反该国法律的行为”,这使西方难以借 “不承认选

举”介入吉尔吉斯斯坦政局.⑤ 由此可见,虽然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政治

７

①

②

③

④

⑤

«上海合作组织宪章»第十六条明确规定:“本组织各机构的决议以不举行投票的协商方式

通过,如在协商过程中无任一成员国反对 (协商一致),决议被视为通过.”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

交部条约数据库.http://treatymfagovcn/web/detail２jsp?objid＝１５３１８７５９２８５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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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上的讲话 (全文)»,中国政府网,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０日.http://wwwgovcn/xinwen/２０２０Ｇ１１/１０/content_５５６０３５３htm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莫斯科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２０２０年１１

月１０日.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６７６２０１/gj_６７６２０３/yz_６７６２０５/１２０６_６７６５００/

１２０７_６７６５１２/２０２０１１/t２０２０１１１０_９２９２０１２shtml
«上合组织等国际观察员团承认吉议会选举民主透明»,新华网,２０２１年 １１月 ２９日.

http://wwwnewscn/world/２０２１Ｇ１１/２９/c_１１２８１１３７１１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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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存在差异,但该组织对成员国政治制度的选择予以充分尊重,并坚定

地支持成员国维护自身的政治制度,从而赢得了成员国对组织的信任.

上合组织既对成员国主权身份实现了 “薄的承认”,使成员国乐于以平

等主体的身份参与上合组织的合作进程,又对成员国政治制度和历史文化

差异实现了 “厚的承认”,从而满足了中小国家荣誉、地位等心理因素的需

要,最终使得上合组织内部形成了大小国家积极倡导、共同参与的良好局

面,从而保障了上合组织与成员国之间身份、利益的相互认同,进而形成

了一种良性的互动.
(三)相互平衡的权力分布格局

从权力大小的维度来划分,上合组织内部既有大国又有中小国家.而

上合组织能够在保持内部团结的情况下持续发展,离不开组织内外形成的

权力平衡格局.按照联盟管理理论的观点,联盟得以维持的重要原因在于

相互制约 (mutualbinding/constraining).① 本文尝试借这一观点来认识和

理解上合组织的内部平衡.

大体而言,上合组织维持内部平衡的过程可以理解为:大国为防止某

一大国势力的过分扩大,会拉拢小国力量平衡该大国,从而使得大国之间

的权力保持相互平衡;小国也会利用其中一方力量甚至借由组织外部力量

对其他力量进行平衡,从而使上合组织内部始终保持权力动态平衡的态势.

对此,本文将其归纳为 “相互平衡的权力分布格局”.如果将上合组织内部

成员国简化为 A与B (大国)、C (小国).对于 A 来说,很有可能存在以

C制B的情形,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拉 C制B的过程;同样,对于 B来说,

存在拉C制 A的情形;而对于C来说,则是保持中立、两边下注,根据需

要存在以A制B或以B制A的情形 (见图１).如果出现第四个小国D,那

么很有可能出现C和D利用A和B相互平衡的情形 (见图２).无论何种情

形,其实质类似于构建 “战略三角”关系,以便能在组织内部的权力平衡

中实现战略稳定.②

８

①

②

即在联盟内部,如果盟友面对问题时能够做到相互制约,那么各方在决策时都会忌惮于他

国,从而采取妥协的政策维持联盟关系;如果盟友之间的制约失败,那么就会产生无休止的争端或

冲突,联盟维持就面临危机.在对称性联盟中,盟友更有底气实现对话与合作;而非对称性联盟

中,小国需要耗费更多精力考虑如何弥补在权力上的差距与不足.参见苏若林、唐世平: «相互制

约:联盟管理的核心机制»,«当代亚太»,２０１２年第３期,第１６~２４页.

参见李亮、曾向红: «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中俄印互动模式前瞻———模型构建与现实可

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６期,第９６~１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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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相互平衡的情况一 图２　相互平衡的情况二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这里采用了 “平衡”这一概念,而非 “制衡”.原

因在于,制衡更多体现为制约、限制甚至对抗的色彩,而上合组织成员国

则更多地采用了类似 “软制衡”的制度手段来牵制其他行为体,这是特定

成员国为实现权力均衡不得已采取相应的措施,因此更适合使用平衡一词

予以概括.① 上合组织内部的权力分布,可将成员国区分为大国和中小国

家.本文认为:中国、俄罗斯两国均可被划入大国范畴,中亚国家属于

“中小国家”,尽管印度和巴基斯坦一直宣称成为世界或地区大国,不过与

中俄等大国相比似乎更适合划入 “中小国家”一类.这里需要明确一个前

提,即上合组织能够保持良好稳定的政治关系,一旦成员国之间关系交恶

或出现外交危机,自然也就不存在所谓的 “权力平衡”.如中国和印度、印

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就有着复杂的边界纠纷和政治矛盾,一旦处理不好,极

有可能发生冲突.

１大国利用中小国家相互平衡

这里指大国利用中小国家对另一大国进行平衡和中小国家利用一大国

对另一大国进行平衡.即 “中国—中亚国家—俄罗斯”(见图３)和 “中国、

俄罗斯—中亚国家—美国” (见图４)以及 “中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

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见图５)之间的权力平

衡关系.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 (乌哈)不属于

严格意义上的大国范畴,但在中亚国家内部尤其是对于吉尔吉斯斯坦和塔

吉克斯坦 (吉塔)而言,仍可被视为 “大国”,因此也可以运用大国与小国

之间的权力平衡框架进行分析.同时,由于乌哈相较于中俄实力相差较大,

因此不存在吉塔利用乌哈平衡中俄的情况.

９

① TVPaul,RestrainingGreatPowers:SoftBalancingfromEmpirestotheGlobalEra
(NewHavenandLondon:Yale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８),preface,p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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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３　中国—中亚国家—俄罗斯 图４　中国、俄罗斯—中亚国家—美国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图５　中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１)中国—中亚国家—俄罗斯

中俄两国在上合组织内部相互配合,共同发挥着关键的领导作用.但

在一些具体的领域中两国之间仍存在着一定的 “平衡”.例如中国一直致力

于推动建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和上合组织自贸区,但俄罗斯却在合作中一

直扮演着被动参与的角色.① 究其原因,主要是俄罗斯存在对中国在中亚地

区经济影响力过分扩大的担忧.尽管这一担忧并无必要,但不可否认这种

平衡意图客观存在.如俄罗斯推出的欧亚经济联盟,就不排除其通过拉拢

中亚国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中国在中亚地区经济影响力的可能.② 而中

亚国家的态度相对容易理解.中亚成员国坚持务实的多边平衡外交政策,
既希望保持与俄罗斯的良好关系,也对中国投资的项目保持极大的热情.
这种两边下注的策略增强了中亚国家在维系大国平衡中的地位与作用,最

大限度地弥补实力差异带来的劣势.

０１

①

②

LindaMaduz,“FlexibilitybyDesign:TheShanghaiCooperationOrganisationandtheFuture

ofEurasian Cooperation,”CenterforSecurityStudies (CSS),ETH Zurich,２０１８,pp１４Ｇ１７

https://cssethzch/content/dam/ethz/specialＧinterest/gess/cis/centerＧforＧsecuritiesＧstudies/pdfs/

MaduzＧ０８０６１８ＧShanghaiCooperationpdf

Golam MostafaandMonowarMahmood,“EurasianEconomicUnion:Evolution,Challenges

andPossibleFutureDirections,”JournalofEurasianStudies,Vol９,No２,２０１８,pp１６３Ｇ１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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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中国、俄罗斯—中亚国家—美国

中国和俄罗斯不愿美国、欧盟等过分介入中亚地区,希望将美国在中亚的

影响力控制在合理范围内.２００５年签署的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就

从侧面反映出这一趋势.① 当然,美国也从未停止介入中亚事务的脚步,迫切

希望增强在中亚的影响力,试图以此来平衡中俄在中亚的影响.同样,奉行多

元平衡外交政策的中亚各国,在美国不干涉其内政的前提下也乐于借助美国来

平衡中俄.故中亚国家在中国、俄罗斯和美国之间左右逢源.一方面重视与美

国加强合作,对美国进入该地区打击恐怖主义表示欢迎,以减少对中俄的过度

依赖.另一方面,一系列政治动乱也使中亚国家担心美国对 “颜色革命”的支

持会导致其国内政权动荡,② 故中亚国家也支持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强化与中俄的

合作,以抵御来自美国的压力.即便如此,中亚国家始终通过参与 “C５＋１”对

话机制、北约 “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等渠道与美国发展合作关系.③

(３)中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

萨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较为成功的转型和乌兹别克斯坦近年来大刀阔斧式的改

革,④ 使得两国实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同时也加剧了中亚各国实力的失

衡.其他国家仅凭自身力量难以直接对乌哈两国进行平衡,但却可以借助

中俄力量来平衡乌哈两国的影响力.吉塔两国通过积极发展同俄罗斯的友

好关系,获得了俄罗斯的军事援助以及俄罗斯对塔吉克斯坦上游水电项目

１１

①

②

③

④

该宣言呼吁美国等迅速确定从乌兹别克斯坦 (汉纳巴德军事基地)和吉尔吉斯斯坦 (马纳斯基

地)撤离的期限.SeeEnayatollahYazdani,“TheShanghaiCooperationOrganization:AnEmerging
VenueforChina’sNewDiplomacy,”ChinaQuarterlyofInternationalStrategicStudies,Vol６,

No４,２０２０,pp４６７Ｇ４６８

SarahLohschelder,“TheShanghaiCooperationOrganizationasaMultilateralSecurityPlatform

inCentralAsia,”JournalofPublicandInternationalAffairs,Vol４,No１,２０１７,pp１０７Ｇ１０９
杨双梅:«美国与中亚五国 “C５＋１”合作机制的发展与演变»,«国际论坛»,２０２０年第５

期,第５９~７５页.

关于哈萨克斯坦的转型与乌兹别克斯坦的改革参见张宁:«“新哈萨克斯坦”政治改革分

析»,«俄罗斯研究»,２０２３年第６期,第１５９~１６２页;[德]伊尔纳扎罗夫:«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

克斯坦独立以来的转型战略:悖论和前景»(王时芬译),«俄罗斯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５期,第８１~

８３页;戴慧:«托卡耶夫 “新政”:背景、内容及成效»,«西伯利亚研究»,２０２３年第５期,第１１４~

１１６页;赵丹、孙壮志:«现代化理论视域下的 “新哈萨克斯坦”发展战略:动因、特征与前景»,

«世界民族»,２０２３年第３期,第２１~２４页;周明:«乌兹别克斯坦新政府与中亚地区一体化»,«俄

罗斯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第７６~１０５页;焦一强:«米尔济约耶夫 “新政”与中亚外交格局重塑»,

载孙力主编:«中亚国家发展报告 (２０２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８３~１０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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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与此同时,吉塔两国借助上合组织与中国开展了大量的合作,也

在水电项目上争取到了中国的经济支持.① 对于吉塔两国来说,它们与乌哈

之间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的差距逐渐拉大.此外,在历史上和现实中乌哈

均有成为中亚领头羊的雄心,故吉塔两国期望借助中俄力量来平衡乌哈在

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以维护自身利益.

２中小国家利用大国互相平衡

这里指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为争夺中亚大国地位的互相平衡,

以及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权力平衡,包括 “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

坦—俄罗斯”(见图６)和 “中国—巴基斯坦、印度—俄罗斯”(见图７)这

两对关系.

图６　中国—乌兹别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俄罗斯

图７　中国—巴基斯坦、

　　印度—俄罗斯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１)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俄罗斯

独立以来,乌哈两国一直处于争夺中亚领导地位和国家威望的竞争中.
尤其是在卡里莫夫当政期间,双方的竞争甚至比较激烈.不过,自米尔济

约耶夫２０１６年继任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以来,双方的这种竞争得到明显缓

和.尽管如此,双方在对外关系中依旧存在心照不宣的竞争.② 为尽可能增

２１

①

②

EzeliAzarkan,“TheRelationsbetweenCentralAsianStatesandUnitedStates,Chinaand

RussianwithintheFrameworkoftheShanghaiCooperation Organization,”TurkishJournalof
InternationalRelations,Vol８,No３,２００９,p９

顾炜:«中亚一体化的架构变化与发展前景»,«国际关系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２期,第１１页;

MarthaBrillOlcott,“RivalryandCompetitioninCentralAsia,”EurasiaEmergingMarketsForum,

January２３Ｇ２５,２０１０,p１;FarkhodTolipov,“UzbekistanandKazakhstan:Competitors,Strategic

PartnersorEternalFriends?”TheCentralAsiaＧCaucasusAnalyst,August９,２０１３https://www

cacianalystorg/publications/analyticalＧarticles/item/１２７８６ＧuzbekistanＧandＧkazakhstanＧcompetitorsＧst

rategicＧpartnersＧorＧeternalＧfri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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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自身地位,他们各自希望借助中俄的力量争取在与对方的竞争中获得优

势.它们各自都在利用中国和俄罗斯实现对彼此权力的平衡.例如,与乌

兹别克斯坦反复退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不同,哈萨克斯坦一贯强调自身在

该组织中的合法地位.与此同时,哈萨克斯坦还积极推动本国的 “光明之

路”计划与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以期通过加强同中俄的合作将自

己塑造成一个具有多重身份和影响力的地缘政治枢纽.① 与之类似,乌兹别

克斯坦也在深化同中俄的经济联系,如鼓励中国参与乌兹别克斯坦天然气

的开发,改善投资环境以吸引中国和俄罗斯的投资等.乌兹别克斯坦自然

也希望借助中俄的力量提升其经济发展水平,从而能够平衡哈萨克斯坦相

对占优的经济影响力.② 尽管在现实政策中很难找到如此明确的态度表述,
但这种利益动机是客观存在的.

(２)中国—巴基斯坦、印度—俄罗斯

在对待扩员的问题上,中俄之间曾出现过一定的分歧.俄罗斯积极推

动印度加入上合组织,其中不乏借助印度以平衡中国在该组织中实力的考

虑,而中国则支持巴基斯坦一并加入上合组织,其中也有维持上合组织内

部实力均衡的考虑.③ 印巴之间亦是如此.巴基斯坦不仅保持与中国的友好

关系,而且与俄罗斯的防务关系也从未中断,双方签署的防务合作协议及

技术合作协议为俄罗斯向巴基斯坦出售国防装备铺平了道路.④ 而印度尽管

与中国存在着领土争端,但两国至少保持了一定的沟通与联系,而俄印之

间长期的军事贸易订单则维系了两国的合作关系.中俄希望得到其他成员

国的支持,以实现上合组织框架内的权力平衡,而中小国家也希望借助大

国力量对其他中小国家力量予以平衡,从而防止出现内部权力失衡的局面.
总而言之,以上五对关系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大体能够维持稳定,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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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了上合组织较为独特的权力平衡格局.这种格局有助于克服中小成员

国在组织内遭受大国欺凌的恐惧,也有助于缓解成员国在组织框架内开展

合作但获益不均的担心.① 除了以上列举的五对关系外,上合组织内部或许

还存在其他更为细微的权力互动,但相较而言影响力较小,在此不再赘述.

(四)差序性的组织制度架构

“差序”这一概念源自费孝通先生在 «乡土中国»中所提出的 “差序格

局”一词.费孝通先生在对中国江南地区乡村进行详细考察后发现,不同

于西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人与团体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这种类似一捆

一捆扎好的柴的结构以及以权利争取为依据,具有明显界限的团体格局,

中国社会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推己及人般的 “差序格局”.这种社会结构

类似于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产生的一圈圈推出的水波纹,只要被圈子

的波纹所推及就会发生联系,每个人都是其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

心,这种格局的边界十分模糊,关系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② 费孝通先生

所描述的这种 “差序格局”精准概括了中国乡土社会中的亲属关系、地缘关

系等,也为我们了解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特征提供了科学参考.上合组织作

为首个以中国城市命名、并由中国主导参与建设的地区性国际组织,自然而

然在构建过程中蕴含着一些中国本土的思维观念和结构特征.事实上,上合

组织的制度特征也的确类似于以己为中心的波纹式圈层结构,故本文认为

“差序制度架构”(见图８)用来描述上合组织的制度建构具有合理性.

图８　上合组织的差序性制度架构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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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合组织的制度架构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会议机制、条约法律机制、

协同合作机制.会议机制是上合组织的决策机制,也是上合组织制度架构

的核心.上合组织的会议机制大致包含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即上合组织的

核心决策机制,包括国家元首会议 (元首理事会,也称 “元首峰会”)、政

府首脑会议 (也称 “总理会议”)、外交部长会议和国家协调员理事会,这

些机制为上合组织的整体运行和发展规划谋篇定向.第二部分则是各部门

领导人会议,主要是根据国家元首会议和政府首脑会议的决定或指示,开

展具体问题的研究和落实.比如安全合作领域有安全会议秘书会议,经济领

域有经贸部长会议.此外,还包括上合组织常设机构的地区反恐怖机构理事

会会议等.第三部分则是指上合组织框架内的一些专门性会议,针对特定问

题召开的功能性会议,如教育专家工作组会议、防务安全论坛等.这些会议

既有官方组织的,也有非官方民间力量组织的,且多以不定期会晤为主.

上合组织制度架构的第二个层面是条约法律机制.条约法律机制主要

起到规范和管理成员国的作用,主要是由上合组织框架内各项会议所签署

的一系列条约和协议等构成.这些条约和协议可以按照法律约束力划分成

两类.第一类包括宣言、会议公报、声明和合作纲要等.宣言和会议公报

在技术上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其作用是作为有关各方共同目标的规范性

说明.至于声明,则与宣言类似,旨在宣传共同谅解而不是承担义务.合

作纲要和发展规划则是上合组织依据成员国合作意愿和地区发展形势所做

出的总结和规划,法律效力相对较低.第二类包括主要协议、补充议定书

和修正议定书.这些协议和议定书更具法律约束力,是成员国需要共同遵

守的规范.补充议定书是为了进一步实现先前存在的主要协议的目标.修

正议定书则是修改了语言或增加了新的条款,以改变主要协定,而不是对

其进行补充.其中主要协议占据了上合组织所订立条约的主要部分.

上合组织制度架构的第三个层面是协同合作机制.协同合作机制主要

解决的是上合组织内部各项决议和政策的落实问题,是上合组织制度架构

的主要内容.协同合作机制主要是指在上合组织框架下所展开的一系列联

合行动或合作项目,在各个领域都有所体现.如安全合作领域, “和平使

命”系列军事演习、“厦门—２０１５”、“厦门—２０１７”和 “厦门—２０１９”网络

反恐演习,以及在２０１３年组建的打击网络恐怖主义联合专家小组等机制都

为打击 “三股势力”提供了切实帮助.由此可见,这里所说的协同合作机

制既包括上合组织各领域成员国相互协作形成的常态化的合作机制,也包

５１



　 　２０２４年第２期

括上合组织内部机构和不同机制之间的相互配合.除此之外,教育合作领

域的上合组织大学、医疗合作领域的 “上合丝路协同创新国际论坛”等都

是上合组织协同合作的产物.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协同合作机制既有官方的

引导也有民间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各成员国政府与各成员国社会之间构

成了一种积极互动的 “政府—社会”复合互动路径.上合组织通过开展大

量正式、非正式 (或称政府主导、社会民间力量广泛参与)的合作,一方

面为上合组织提供了政府力量的可靠保障,另一方面提升了社会和民间力

量的广泛参与性,使上合组织能够在多层次、多领域、多轨道的制度架构

下平稳运行.
在近来的研究中,有些学者强调,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差序格局不仅

仅是一个平面多结的网络,而更类似于一种立体多维的结构,它包含有纵

向刚性的等级化的 “序”,也包含有横向弹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 “差”.① 这

种横向的 “差”和纵向的 “序”相结合的特征,更贴合于中国传统乡土社

会中有赖于尊卑上下等级差异和以远近亲疏为特点的 “圈子结构”.② 本文

认为从两个维度来讨论 “差序格局”的确更能够全面展示出中国传统乡土

社会中所蕴含的关键特征和历史印记.基于此,本文认为上合组织的差序

制度架构也可从两个维度展开分析.“差”主要体现在上合组织所形成的会

议机制、条约法律机制和协同合作机制各司其职,形成了一套以决策为核

心并逐渐向落实扩散的横向格局.会议机制在上合组织的制度架构中处于

中心地位,是上合组织最为核心的制度安排.上合组织成员国通过各层级

的会议相互协商并达成一致,实现了对于组织内部各项事务的决策,是上

合组织得以正常运转的 “轴心”.条约法律机制则紧紧围绕着会议机制,将

会议所达成的共识变为规范和管理上合组织的条约和法律,是上合组织制

度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协同合作机制的侧重点则是在落实,是会议制

度和条约法律机制的进一步延伸.协同合作机制通过各种联合行动或是合

作项目等,将广泛的力量纳入上合组织之中,为上合组织内部的决策落实

和协议执行提供坚实基础,这也是上合组织开展各项具体活动的主要方式.
而 “序”则主要体现在从会议制度、条约法律制度到协同合作制度并

非简单排列,而是存在着纵向的秩序关系.上合组织的制度架构之间存在

着从正式向非正式延伸、从约束到宽松与灵活的延伸.在上合组织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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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中,会议制度是最为正式的制度安排,同时约束力也最强,有着较为详

细和严明的组织安排,所达成的决策也要求成员国共同遵循;条约法律制度

既包含具有约束性的规章制度和协议条约等内容,又包含宣言、公报和声明

等约束力相对较弱的纲领性内容;而协同合作制度则包含着大量的 “非正式”

安排,具有较强的 “灵活性”和 “宽松性”.两个维度相互交错维系着差序制

度架构的正常运转,而差序制度架构则为上合组织形成既灵活又紧密的制度

网络提供了条件,这或许能够说明 “差序格局”在应用于上合组织制度建设

过程中的可行性.上合组织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这种以 “差序”为特征、

开放合作的制度架构,提升了上合组织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①

(五)网状圈层的互动模式

作为一个奉行 “开放性”原则的国际组织,上合组织不仅要构建起组

织内部的各项制度机制,同时也要妥善处理与其他国家的互动.上合组织

通过对内部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的关系划定以及确立不同层级

之间具有差异性的权利与义务,实现了组织与外部国家的良性互动,同时

也为组织的扩展提供了支撑.这种互动机制其实更类似于社会学中的 “圈

层结构”.圈层结构理论是由德国经济地理学和农业地理学家约翰海因里

希冯杜能 (JohannHeinrichvonThünen)在其出版的 «孤立国同农业

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一书中首次提出的,他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应以城市

为中心,以圈层状的空间分布为特点逐步向外发展.在他描述的孤立国中

有六个圈层,依次由内向外排列,每个圈层有自己的主要产品,也有自己

的耕作制度.② “圈层结构”模型当下也越来越多被用来阐释中国农村社会

结构变化的新趋势,如以经济分化为特征划分圈层结构的生产性村庄;以

农产品和服务作为轴心柱,其他圈层合作点围绕柱体环绕的农民专业合作

社;以人口流动为特征的迁移式圈层结构,③ 都体现出 “圈层”这一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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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具有广泛的适用性,特别是在描述这种内部与外部相互联系且各圈层

有自身的划分依据和组织特点的社会结构时更为准确和适用.而上合组织

的扩员机制其实也就是以上合组织为核心的、把参与国划分出不同参与类

型的圈层结构.此外,需要说明的是,上合组织的各个参与国不仅与组织

本身保持密切联系,参与国之间在这一平台也保持密切交往,因此在上合

组织的互动关系中应该将这一联系予以抽象化概括.结合之前圈层结构的

描述,本文将其概括为网状的圈层结构来展开分析,这其中不同层级的交

汇点泛指每个国家.

这一互动模式的架构主要包含三个圈层:第一圈层是上合组织的正式

成员国,第二圈层是上合组织的观察员国,第三圈层是上合组织的对话伙

伴国.从不同层级间的流动来看,有意愿的国家或组织可通过 “向本组织

提交申请—审议通过—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获得上合组织通过—签署备

忘录”的流程成为观察员国或对话伙伴国;而参与上合组织的活动则需要

先获得本组织观察员国或对话伙伴国地位,这也是成为上合组织成员国的

先决条件.除此之外,上合组织还规定了地缘位置、外交关系等申请标准

和条件.上合组织对正式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的申请程序都做

出了明确且详细的规定,这为不同层级的流动和身份的转化提供了基本依

据.① 这一机制设置方便了成员的有序参与,也有助于上合组织扩员工作的

开展和影响力的拓展.各国依据规定可参加不同类别的会议,这并非是对

不同国家进行区别化对待,而是在制度化参与方式中强化上合组织的吸引

力.上合组织的参与方要在更大范围内参与上合组织事务,就需要提升自

己的层级.此外,不同类别的设置还实现了扩大参与和维持稳定的双赢:

一方面通过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接纳大量对上合组织感兴趣以及与上合

组织志同道合的国家参与上合组织的活动;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国家并非

正式成员国,并不会对上合组织的运转产生较大冲击,从而有利于保持组

织的内部稳定.同时,网状圈层的互动架构也为上合组织的扩员建立 “缓
冲区”,有助于上合组织更好地观察和确定扩员对象,进而实现组织的有序

扩展.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上述五个方面共同构成了 “上合模式”.这五个方

８１

① 需要说明的是,观察员国与对话伙伴国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组织各项事务的参与程度

上,如在组织内部的权利、参与组织活动的范围以及具体的合作方式等,但获得观察员国地位不需

要具备对话伙伴国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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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第一,“安全合作拓展的地区合作方式”是 “上
合模式”的重要驱动力.上合组织的安全合作不仅自身卓有成效,更重要

的是它为稳定地区安全局势发挥了重要作用,提升了成员国的政治互信.
可以说,上合组织的安全合作是 “上合模式”的原动力,驱动着上合组织

其他领域的发展,增强了成员国对上合组织的信心,在上合组织中发挥着

中流砥柱的作用.第二,“基于承认的地区合作理念”是 “上合模式”的生

存基础与奉行的基本原则.从对上合组织各领域的分析中不难看出,上合

组织虽然在一些领域的合作卓有成效,但在经济合作领域成效仍有待提高.
尽管如此,成员国仍然愿意积极参与上合组织事务,这正是因为上合组织

对成员国身份、地位与文化给予了充分的尊重.第三,“相互平衡的权力分

布格局”是 “上合模式”的发展保障.上合组织内部权力相互平衡的分布

特征使小国打消了在组织内部遭遇欺凌的担忧,也弥补了小国与大国之间

权力的差距.如此,上合组织便形成了一套大国引导、小国积极参与的良

性互动格局.第四,“差序制度架构”为 “上合模式”的灵活性与舒适性创

造了条件.差序制度架构其实是对上合组织内部制度形态特征的概括,它

为在上合组织框架下开展各领域合作提供了兼具灵活性与舒适度的制度选

择,打消了部分成员国对参加多边组织会丧失主权的疑虑,从而使它们能

够在不违背国家利益的框架内合作.① 第五, “网状圈层结构”则有助于

“上合模式”影响力的拓展.网状圈层结构对上合组织内部所有参与力量的

身份及地位都做出了明确界定,为上合组织扩大参与和 “上合模式”影响

力的拓展奠定了基础.总而言之,“上合模式”是上合组织在二十余载的风

雨历程中总结出具有 “上合特色”的实践创新,丰富了国际组织理论创新

与国际组织实践经验.

二、“上合模式”的意义和价值

“上合模式”既是对上合组织发展经验的总结和凝练,也是上合组织平

稳运行的 “压舱石”. “上合模式”的形成对于上合组织本身、中国外交、
欧亚地区稳定、地区合作组织实践以及国关理论创新而言意义重大.

９１

① StephenAris,“TheShanghaiCooperation Organisation:‘TacklingtheThreeEvils’,a

RegionalResponsetoNonＧtraditionalSecurityChallengesoranAntiＧWesternBloc?”p４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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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于上合组织的意义

“上合模式”的形成,对于上合组织而言意义重大.这里着重阐述三个

方面:一是对内而言,“上合模式”有助于增强组织内部凝聚力,增加成员

国政治互信,提升成员国对组织的政治认同.尽管上合组织在各个领域成

效显著,特别是在安全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非凡成就,但不可否认的是,上

合组织与成员国的预期还存在较大差距.例如上合组织在推进经济合作和

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就显得进展缓慢.这一方面凸显出上合组织在推进

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另一方面也使得成员国对上合组织的发展前景有些

许疑虑.此外,成员国还在利益需求、认同水平及行为选择方面表现出明

显的差异,可以说,上合组织的认同迷思始终伴随组织发展的步伐.① 然

而,“上合模式”的形成,不仅展示出上合组织在促进地区合作方面的显著

实力,也吸引了世界范围内对这一新兴组织的关注.这有助于成员国重新

界定该组织在自身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也有助于成员国重新确定上合组织

目前的发展状态.与此同时,“上海精神”在成员国的政治互信中进一步凝

聚共识,各领域的合作也在 “上合模式”的推进下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二是对外而言,“上合模式”的形成有力证明了上合组织在地区冲突与

对抗加剧的国际环境下具有强劲的生命力.它不仅打破了 “清谈馆”和

“纸老虎”的预言,更充分证明了上合组织在欧亚大陆开展地区合作的有效

性.上合组织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扩员进程持续推进.俄罗斯总统普京在

２０２０年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视频会议上表示,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

也越来越有兴趣加入上合组织的工作,截至２０２０年上合组织已收到１６个

国家关于成为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或对话伙伴国的申请.② 上合组织

秘书长张明在２０２３年表示,不断收到其他国家加入上合组织的申请.③ 随

着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的逐渐增多,上合组织的组织规模也将

进一步扩大,这有助于进一步完善上合组织的制度框架,也再次彰显出

“上合模式”的吸引力和号召力.

０２

①

②

③

曾向红、赵柳希:«“多轨上合”: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状态初探»,«南亚东南亚研究»,２０２２
年第３期,第１~１９页.

«普京:上合组织成员国在经济合作领域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俄罗斯卫星通讯社,２０２０
年９月１０日.https://sputniknewscn/２０２００９１０/１０３２１１９３２０html

«２０２３年上海合作组织蓝皮书发布　上合组织秘书长:不断收到加入申请»,央视网,２０２３
年１１月１７日.https://tvcctvcom/２０２３/１１/１７/VIDErhybdEuVDxcWu５kKIlI０２３１１１７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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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对上合组织研究而言,现有成果偏重于对组织进行描述性分析,

虽然对认识和了解该组织大有裨益,但客观上反映了学术界对上合组织学

理性研究有待加强的现状.将上合组织视为一个孤立的国际组织现象,不

利于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展开深入对话,也造成了二者的脱节.而对 “上
合模式”的提炼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问题,这不仅有利于将上合

组织研究置于国际组织研究的框架之内,丰富了上合组织研究的议题,还

有利于从国际组织视角对上合组织展开探索,为上合组织发展提供更多的

学理性思考.
(二)对于中国外交的意义

“上合模式”的形成对中国外交而言蕴含着独特的价值与意义.大体而

言,“上合模式”对于中国外交的意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体现中国特色大

国外交理念在多边外交中的有效性.“上合模式”不仅对中小国家的主权身

份予以同等的承认,而且承认不同国家文明、制度的差异,“上合模式”呈

现出一种大国积极引导、小国主动参与的良好局面.这其实与中国外交所

强调的大国之间 “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理念和方针”以及大国与小国

“平等对待,践行正确的义利观”的观念不谋而合.同时,也反映了中国愿

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的新

局面,积极落实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的 “全球文明倡

议”.① 这间接说明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在多边外交中的适用性以及在

上合组织框架下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另一方面,“上合模式”的形成,是

中国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以开放、合作、共赢精神同世界各国共谋发展

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在开展多边主义合作中探索的有效经验,这在一定程

度上激励了中国进一步参与地区多边主义合作.②

二是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开展多边主义合作的真实意图.“上合模式”的

形成,不仅为世界描绘出一个繁荣秀丽的 “上合图景”,更为世界展示出了

一个爱好和平、推动合作、肩负责任的良好中国形象.对中国来说,上合

组织不仅提供了较为可靠的安全保障,而且越来越多地成为向世界展示中

１２

①

②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

新华网,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５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２０２３Ｇ０３/１５/c_１１２９４３４１６２htm
李晓宏:«坚持真正多边主义的 “中国答卷”———记中国担任安理会５月轮值主席工作»,

中国政府网,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５日.http://wwwgovcn/xinwen/２０２１Ｇ０６/１５/content_５６１７６１１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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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崛起的和平性质以及开展多边外交真实意图的舞台.① 首先,中国无意在

中亚地区谋求领导地位或势力范围,上合组织也并没有成为中国的 “私物

化”公共产品.中国致力于推动上合组织发展,目的在于实现本地区的和

平、繁荣与发展.② 其次,中国有推进地区合作制度化的能力.长期以来,

由于中国缺少参与国际组织建设的经验,许多国家对于中国究竟能否在上

合组织内部发挥好大国作用仍旧保持怀疑.然而,中国在 “上海合作组织”

框架下的成功实践则表明,中国有推动地区合作制度化的能力.中国在

“上合模式”构建的过程中扮演着制度推动者、议程设置者、规范塑造者的

角色.③ 最后,中国肩负着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中国积极

向中亚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援助,促进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基础设

施改善.一方面体现出中国对待中小国家 “义重于利”的大国担当,另一

方面也凸显出中国所肩负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上合组织命运共同

体、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责任与使命.
(三)对于欧亚地区稳定的意义

苏联解体后,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国家漫长的边界线给国家间关系带

来了诸多不确定性.为解决这一问题,“上海五国”机制应运而生,该机制

以划定未定边界、促进地区互信为导向的安全合作出色地解决了国家间的

边界问题.此后一段时间,多个极端组织潜入中亚地区,试图挑战中亚国

家的世俗统治,发动恐怖袭击,并对中国周边的地区安全环境造成严峻威

胁.④ 这一阶段也是中亚地区安全形势最不确定和最不稳定的时期,基于

此,上合组织成立后便将安全合作的重点调整为以打击 “三股势力”为重

２２

①

②

③

④

JiaQingguo,“TheShanghaiCooperationOrganization:China’sExperimentinMultilateral

Leadership,”inIwashitaAkihiroed,EagerEyesFixedonEurasia:RussiaandItsEasternEdge
(Sapporo:SlavicResearchCenter,HokkaidoUniversity,２００７),pp１２０Ｇ１２１

LindaMaduz,“FlexibilitybyDesign:TheShanghaiCooperationOrganisationandtheFuture

ofEurasianCooperation,”p１４
马荣久:«论中国在 “上海合作组织”中的国家角色»,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２０１６

年第３期,第３４页.

WangJinandKongDehang,“CounterＧTerrorism CooperationbetweenChinaandCentral

AsianStatesintheShanghaiCooperationOrganization,”ChinaQuarterlyofInternationalStrategic

Studies,Vol５,No１,２０１９,pp６５Ｇ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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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非传统安全领域.① 经过二十余年的治理,上合组织域内的安全威胁有

所减弱,地区安全形势也趋于稳定,成员国也将合作重点转向社会经济发

展领域.这离不开安全合作所积淀的合作经验和成员国之间的政治互信基

础,也离不开 “上合模式”为成员国提供的安全且稳定的政治环境.安全

外溢的地区合作方式不仅为其他领域的合作提供了安全与保障,而且在潜

移默化中增强了经济、人文等领域的合作动力.而经济合作的成效关乎各

国国内的稳定与发展,人文合作在促进民心相通的过程中也进一步增进了

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与信任.从长远来看,这些经验都为欧亚大陆的和平与

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而 “上合模式”也逐渐成为欧亚地区稳定和维护欧

亚安全新秩序的重要因素.②

(四)对于国关理论创新的启发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青岛峰会上所强调的,上合组织开创了地区合作的

新模式,是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③ “上合模式”的形成,对于

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而言,同样意义重大.比如,在当前国际组织研究中,

由于缺少一套完整成熟的理论体系,导致国际组织研究明显滞后于国际关

系学科的进度,甚至影响到国际组织自身的发展.特别是国际组织的研究

视野往往局限于西方所主导的国际组织中,对非西方国际组织案例的研究

不足,这不仅不利于国际组织的全面发展,而且也不利于非西方国际组织

的长远发展.而上合组织作为非西方国际组织的典型代表,凭借二十多年

的发展实践,有力地证明了这一地区合作模式的有效性,也为国际组织研

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思考路径.“上合模式”的形成不仅促进了上

合组织研究的理论化探索,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有助于为当前国际组织

发展补充具有欧亚特色的 “上合经验”,丰富和完善了当前国际组织的理论

和实践研究.

特别是在当前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实践中,“上合模式”带来了多方面

３２

①

②

③

Rashid Alimov,“The RoleoftheShanghaiCooperation Organizationin Counteracting
Threatsto Peace and Security,” United Nations,October ２０１７ https://wwwunorg/en/

chronicle/article/roleＧshanghaiＧcooperationＧorganizationＧcounteractingＧthreatsＧpeaceＧandＧsecurity
JingdongYuan,“Forginga New Security Orderin Eurasia:China,theSCO,andthe

ImpactsonRegionalGovernance,”Chinese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８,No３,２０２３,pp４３４Ｇ

４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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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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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启示:一是发展中国家如何推进有效的地区合作,其对于地区主义、
地区化等相关研究意味着什么.至少从上合组织的发展经验来看,发展中

国家推动的地区合作不能照搬其他地区合作组织的发展模式,而需要在尊

重成员国发展阶段和现实情况的基础上探索 “因地制宜”的发展路径;二

是 “基于承认”的地区合作理念,不仅体现在上合组织和东盟等地区合作

组织的发展中,而且在主要由发展中国家参与的地区合作进程中也广泛存

在.这与西方基于 “条件性”或强调主权 “共享”或 “委托”的地区合作

模式有明显差异,然而这并不妨碍前者的存续和发展,其背后的原因仍需

要开展深入研究;① 三是对于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在内的地区性合作组织的研

究,虽然的确需要着力分析其发展道路或经验的独特性,但同样重要的是

将其视为地区合作组织的一部分并纳入地区合作组织的整体视野中,如此

才能更为清晰、更为全面地把握其共性和特性.换言之,对于上合组织的

研究而言,要实现对其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兼顾,不能过于强调其特殊性,
这是未来讨论上合经验需要注意之处.尽管本文对 “上合模式”的提炼着

重凸显了其特殊性,但在此过程中离不开与其他地区合作组织的比较.这

凸显了对特定地区合作组织开展比较研究的重要性,一旦将其与国际关系

中的国际组织、地区主义的相关研究割裂开来,那么其学理价值和意义将

无法得到充分彰显.
(五)对于地区合作组织实践的启发

“上合模式”的成功不应该仅仅具有特殊性含义,其一般经验同样也可

以为其他国际组织提供切实可行的发展经验.一是参与地区治理,需要依

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发展模式.“上合模式”探索出一条适宜上合组织成

员国国情、契合地区发展需要的发展道路,突破了地区合作的既有模式,
实现了对地区一体化范式的创新,也鼓励了世界其他地区国际组织自主探

索发展道路的动力和热情.在成员国历史、文化和发展模式具有明显差异

的背景下,国际组织要获得长远发展,就必须承认和尊重文明多样性,以

平等和欣赏的眼光看待不同文明,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同时必须

扎根本地区实际发展情况,批判性借鉴其他发展模式的有益经验,从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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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德]塔尼亚A 博泽尔、[德]托马斯里塞:«导言:手册框架与概念厘定»,载 [德]

塔尼亚A 博泽尔、[德]托马斯里塞主编:«牛津比较地区主义手册»(耿协峰译),天津人民

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版,第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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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①

二是致力多边外交,国际组织要提供契合成员利益需要、维系成员国

共同命运的公共产品.以安全合作为例,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安全合作始终

围绕成员国的利益需求而展开,始终以解决成员国目前最为迫切的关键问

题为导向,目的是为了防范地区风险与挑战,维护地区秩序的稳定,这也

是 “上合模式”能够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原因.２０１８年 “上海合作

组织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后,习近平主席提出 “维护安全和稳定,构建

安全共同体”.② 上合组织所提供的公共产品,深刻凸显 “公共”的价值属

性,以维系成员国共同命运和满足共同需要为使命,坚持 “休戚与共”的

理念,致力于实现成员国的共同发展.而反观美国所提供的公共产品,虽

然在美国的霸权下保持了一定的稳定,但终究离不开其特定的政治目的,

将国际公共产品衍变为美国撰取利益的工具,致使国际公共产品被美国严

重 “私物化”.③ 因而,在其他地区性国际组织发展的过程中,要谨慎地提

防某些大国将公共产品视为 “私人物品”的倾向,致力于促进成员国的平

等参与和共同发展,才能使这一地区性公共产品在地区治理中切实发挥

作用.

余　论

本文从地区合作组织发展模式的基本构成出发,主要通过对东盟的分

析,发现可以从合作方式、组织理念、内部关系、制度设置、互动模式这

五个方面对地区合作组织的发展模式进行提炼,进而提炼出一种关于国际

组织发展的 “上合模式”.“上合模式”不仅对内保障了上合组织内部的凝

聚力,而且拓展了上合组织的对外影响力,这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

实践创新,有力地维护了地区安全与稳定,对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和地

区合作组织发展路径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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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刘华等:«激荡五洲四海的时代强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性贡

献评述»,载 «人民日报»,２０２２年２月７日,第０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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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上的讲话 (全文)».

樊勇明:«从国际公共产品到区域性公共产品———区域合作理论的新增长点», «世界经济

与政治»,２０１０年第１期,第１４４~１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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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需要注意的是,上合组织相较于东盟和欧盟还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局

限,这些问题需要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予以完善.具体包括:一是成员国

分歧制约 “上合模式”的持续稳定运行.诚然,上合组织的协商一致决策

程序体现了对成员国主权身份的尊重,也有利于组织内的团结,但不可否

认的是,这一机制或多或少地影响到许多有利于组织发展却由于部分成员

国的顾忌而无法推行的项目.未来,上合组织或许可以考虑借鉴东盟

“NＧX”规则,将多数成员国协商一致与个别成员国保留意见有机融合,提

高组织的行动力.二是上合组织内部缺乏争端调解机制,对域内成员国纠

纷和冲突采取不介入的姿态.在当前印巴矛盾始终不能缓解、中亚国家间

偶尔爆发国家间纷争的背景下,如果不对冲突进行合理调控,成员国不但

无法享受扩员的收益,现有合作也会受到严重干扰.① 未来上合组织可以探

索相关政策准备工作,考虑是否建立成员国冲突调解机制,以更好地管控

成员国之间的争端.三是上合组织对外开放与交流有所不足.例如,上合

组织与部分区域性国际组织、国际机制之间存在竞争,这不仅会造成上合

组织与其他国际机制存在功能上的重叠,而且还会使上合组织面临其他国

际组织的挤压与被动竞争.② 未来,上合组织或许可以重点关注非官方论

坛、社会机构及智库的建设,使非正式组织能够积极参与上合组织的对外

合作,还可以与域外大国或国际组织建立合作,不断汲取其他地区性国际

组织的经验,在对接融合中实现上合组织的多元发展.

上合组织二十余年的发展历程,既有探索的收获,也有发展的坎坷.

未来,上合组织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上合组织应该如何处理好与其他国

际组织的关系? 上合组织的发展模式应该在未来做出怎样的修正? 这都需

要进一步探讨.本文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尝试对 “上合模式”进行初步

提炼,其构成是否准确和完备,其内涵是否需要压缩或拓展,有待实践的

进一步发展以及更加深入的研究.
(编　辑　毛　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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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李亮:«上海合作组织建立成员国间冲突调解机制初探»,«俄罗斯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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