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擘畫上合發展藍圖
共促地區繁榮穩定

—寫在習近平主席即將出席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二十二次會議
並對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進行國事訪問之際

香港文匯報訊 新華社昨日播發題為《擘畫上合發展藍圖 共促地區繁榮

穩定—寫在習近平主席即將出席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二十二

次會議並對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進行國事訪問之際》的文章，全文如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12日宣布：9月14日至16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出席在撒馬爾罕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二十二
次會議，並應哈薩克斯坦共和國總統托卡耶夫、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總統米爾濟約耶夫邀請對兩國進行國事訪問。

習近平將出席上合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會議
並對哈薩克斯坦及烏茲別克斯坦進行國事訪問

山巒起伏，草原壯美。遼闊的中亞大地即將
迎來尊貴的朋友。

9月14日至16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出席在
撒馬爾罕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
會第二十二次會議，並應哈薩克斯坦共和國總
統托卡耶夫、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總統米爾濟
約耶夫邀請對兩國進行國事訪問。
奏響合作之聲，凝聚眾行之志。新時代中國
將與各國一道，沿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人
間正道開啟新的征程。

弘揚「上海精神」引領發展方向

上海合作組織，首個以中國城市命名的政府
間國際組織，如今已走過21個年頭。從最初的
6個成員國，發展到如今的8個成員國、4個觀
察員國和多個對話夥伴，「上合大家庭」不斷
壯大，已成為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維護國際
公平正義的重要力量。
「上海合作組織始終保持旺盛生命力、強勁
合作動力，根本原因在於它創造性地提出並始
終踐行『上海精神』，主張互信、互利、平
等、協商、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
習近平主席曾這樣揭示上合組織不斷發展的
「密碼」。
遵循「上海精神」，上合組織將來自不同地
域、處於不同發展階段、有着不同文明傳統的
國家凝聚在一起，產生強大的集體之力、團結
之力、合作之力。在上合組織框架下，各國合
力走出「結伴不結盟、對話不對抗」的新路，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問題上堅定相
互支持；合作打擊「三股勢力」，堅決遏制毒
品走私、網絡犯罪、跨國有組織犯罪蔓延勢
頭；打造藝術節、上合大學、傳統醫學論壇、
職業技能邀請賽等人文品牌項目……20多年
來，上合組織取得輝煌發展成就，積累了豐富
合作經驗，成長為當今世界幅員最廣、人口最
多的綜合性區域組織，為構建新型國際關係和
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重要理論和實踐探索。
上合組織秘書長張明說，多年實踐表明，
「上海精神」蘊含和倡導的價值觀得到成員國
充分認可。「上海精神」代表着上合組織成立
的初心，也是指引未來發展的價值核心。
今年是上合組織憲章簽署20周年和成員國長
期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15周年。作為創始成
員國，中國始終致力於推動上合組織健康發
展。2013年擔任國家主席以來，習近平主席出
席歷次上合組織峰會並發表重要講話，提出一
系列新理念新倡議，不斷豐富「上海精神」的
時代內涵。
從生動闡述中國的發展觀、安全觀、合作觀、

文明觀、全球治理觀，到大力倡導把上合組織打
造成團結互信、安危共擔、互利共贏、包容互鑒
的典範，從發出構建「衞生健康共同體」「安全
共同體」「發展共同體」「人文共同體」的中國
倡議，到提出「走團結合作之路、走安危共擔之
路、走開放融通之路、走互學互鑒之路、走公平
正義之路」的中國方案，習近平主席始終在國際
關係民主化歷史潮流中把握大局大勢，在人類共
同發展的宏大格局中推動上合組織行穩致遠。
中國上合組織研究中心秘書長鄧浩說，習近平
主席的重要論述是對上合組織豐富實踐經驗的理
論概括，深度契合地區治理現實需要和上合組織
內在發展要求，為新形勢下上合組織發展壯大注

入強大的思想力量，得到國際社會廣泛認同。
新冠疫情發生以來，面對世界之變、時代之

變、歷史之變，面對世界進入動盪變革期的複
雜局勢，習近平主席在2021年出席第七十六屆
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時提出全球發展倡議，
此後又在博鰲亞洲論壇2022年年會開幕式上提
出全球安全倡議，均得到包括上合組織國家在
內的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同和積極響應。
上合組織前秘書長努爾加利耶夫說，全球發

展倡議和全球安全倡議緊密關聯、相互呼
應，為包括上合組織在內的國際機構應對全
球性挑戰、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提供
了重要指引。習近平主席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
共同體理念，對上合組織穩步發展更是起到關鍵
支撐作用。

匯聚前行力量 展現「上合擔當」

從空中俯瞰，一列列貨運班列從中國—上海
合作組織地方經貿合作示範區青島多式聯運中
心有序駛出，宛若一條條馳騁八荒的長龍。4年
來，這片由習近平主席宣布支持建設的示範
區，累計開出超過2,000列貨運專列，為上合組
織成員國和共建「一帶一路」國家提供關鍵
「出海口」，已成為地區重要的物流新樞紐。
支持上合發展，中國向來重信守諾。上合組

織醫藥合作發展大會召開、中國—上海合作組
織經貿學院成立、中國—上海合作組織法律服
務委員會揭牌、「絲路一家親」行動框架內開
展衞生健康、扶貧等領域的30個合作項目……
一項項「中國承諾」扎根落地，收穫的合作成
果惠及各國人民。
努爾加利耶夫說，在上合組織發展過程中，

中國始終以自身行動帶動各方走包容發展、互
利合作之路，所發揮的積極作用有目共睹。
張明說，上合組織框架下，各成員國始終保

持着較高的相處「舒適度」，經濟長足發展，
人民生活改善，彼此來往日益密切，對原本處
於上合組織外的國家也產生了「磁吸力」。
2021年，上合組織啟動接收伊朗為成員國的

程序，吸收沙特阿拉伯、埃及、卡塔爾為新的
對話夥伴。
從發揮「上海合作組織－阿富汗聯絡組」作

用，到積極與聯合國、東盟、亞信等國際和地
區組織開展合作，從推動共建「一帶一路」倡
議同各國發展戰略及歐亞經濟聯盟等區域合作
倡議對接，到建立上合組織銀行聯合體框架和
組織上合組織實業家委員會，上合組織一路走
來，始終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鮮明反對霸
權、霸道、霸凌，從不搞封閉排他的「小圈
子」，而是主張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遵
循，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
多邊合作的新平台、新模式。
印度尼赫魯大學教授狄伯傑說，上合組織一

直倡導南南合作和南北對話，致力於提高發展
中國家在國際機構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是
「21世紀多邊主義的典範」。

踐行共贏共享 開闢光明未來

今年適逢中國同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
建交30周年。30年來，中國同兩國的關係與時
俱進、開拓進取，始終保持良好發展勢頭。
此次出訪哈薩克斯坦，是習近平主席繼2013

年、2015年、2017年三次成功訪問後，再次來
到這個絲綢之路經濟帶首倡之地。2013年以
來，在兩國元首的戰略引領和直接推動下，中
哈關係實現跨越式發展。中哈共建「一帶一
路」先試先行，為兩國人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
好處。2021年，阿拉木圖市大口徑鋼管廠、扎
納塔斯風電場、圖爾古孫水電站等項目相繼竣
工投產。哈薩克斯坦企業連續4年參加中國國際
進口博覽會。2021年，中哈貨物進出口總額
252.5億美元，同比增長17.6%。兩國經濟合作
經受住「疫情大考」，顯示出強大韌性。
當前，中烏關係正處於歷史最好時期。兩國

政治互信不斷增強，務實合作成果豐碩，在國
際和地區事務中保持密切協作。習近平主席
2013年和2016年兩次訪問烏茲別克斯坦。2016
年，中烏關係提升為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正是
從這一年起，中國連年成為烏第一大貿易夥伴
和第一大出口目的國。在「一帶一路」倡議框
架下，雙方在經貿、投資、能源、交通、農
業、人文等領域均展開緊密合作，形成了鵬盛
工業園、安集延產業園、華新吉扎克水泥廠、
明源絲路玻璃廠等一批標誌性項目。
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都是共建「一帶

一路」的重要參與者和貢獻者。2000多年前，
貫通歐亞的古絲綢之路上，東西方文明匯聚交
融、璀璨綻放，書寫了守望相助、互學互鑒的
美好篇章。如今，從天山山麓到里海之濱，從
帕米爾高原到哈薩克草原，「一帶一路」合作
在歐亞大陸繪出絢麗畫卷。「齊魯號」歐亞班
列「上合快線」開行，中巴經濟走廊建設加速
推進，位於烏茲別克斯坦的中亞第一長隧道
「安格連—帕普」鐵路隧道建成通車……「一
帶一路」，讓「上合大家庭」成員的利益紐帶
拉得更緊，合作之路走得更實。「絲路精神」
與「上海精神」交相輝映、相向和鳴，奏響命
運與共、共贏共享的時代樂章。
中國上海合作組織研究中心副主任孫壯志

說，同倡導建設「綠色絲綢之路」「數字絲綢
之路」等理念呼應，未來上合組織成員國的務
實合作將向綠色發展、數字經濟等多領域拓
展。上合組織將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更多
機制性支撐。
青山着意化為橋。經過20多年努力，上合組

織實現了從安全與經濟合作的「雙輪驅動」到
「四個共同體」多軌並進，正向着更光明的前
景銳意進發。撒馬爾罕峰會再啟程，上合組織
將繼續高舉「上海精神」旗幟，致力於構建更
加緊密的上海合作組織命運共同體，為世界持
久和平與共同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習近平上一次外訪是2020年1
月17日對緬甸進行國事訪問。時
隔兩年多，習近平選擇上合峰會作
為線下外交首秀，北京學者認為此
舉有進一步穩固周邊之深意。

進一步穩固周邊環境
中國外交學院副院長高飛接受採訪表示，上合組

織對中國而言是重要多邊外交平台，其多數成員國
與中國接壤，直接關係到中國西北邊界安全與對外
經貿往來，中國為之傾注了極大心血，當前全球變
局下中國需要進一步穩固周邊環境。

值得注意的是，上合組織將迎成立21年來又一波
擴員。伊朗料此次將正式加入上合組織，現為觀察
員國的白俄羅斯也已提交申請，俄媒還報道稱有十
多個國家要「排隊加入」。

高飛指，當前世界面臨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突
出，多邊主義面臨危機，全球治理遭遇挑戰，但上
合組織成員國所在地保持相對穩定，政治、經濟與
人文等交流有序開展，強化上合組織作用也可為世
界安全與發展提供參考。

「一帶一路」迎下一個十年
2013年，習近平在出訪中亞時首次提出共建「絲綢

之路經濟帶」，時隔9年再臨「一帶一路」首倡地，觀察
人士認為中國將與中亞國家深化「一帶一路」合作。

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副研究員
王晨星指，過去 9 年，在「一帶一路」倡議推動
下，中國與中亞國家互惠貿易增長態勢良好，關係
實現全面提質升級。習近平此訪將與中亞國家展望
「一帶一路」下一個十年，冀中國與中亞未來進一
步發揮經濟互補優勢。中國超大市場規模和超強製
造能力可為中亞國家提供穩定安全和較高收益的毗
鄰市場，而中亞國家能源資源豐富、通道價值顯
著，為深化務實合作提供良好基礎。

「習普」再會晤
據俄羅斯媒體報道，普京總統也將出席上合峰會，並與

習近平進行會晤，這將是兩國元首在烏克蘭危機爆發後首次
線下會晤。

兩國元首上一次線下會晤是在今年2月4日。輿論認為，
上周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訪問俄羅斯時與普京
會面，是為此次「習普會」作準備。栗戰書在會見普京時
說，「中方願繼續同俄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
關切問題上相互堅定支持」。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王義桅對此表示，烏克蘭
危機爆發後美西方對中俄關係多有揣測，此次「習普會」是
對外界揣測最直接的回應，兩國關係經受得住考驗，未來中
俄合作空間會進一步擴大。 ◆中通社

習
近
平
將
出
訪
中
亞

專
家
析
三
大
看
點

��

◆◆99月月1414日至日至1616日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出席在撒馬爾罕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出席在撒馬爾罕
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二十二次會議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二十二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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