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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的利益取向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 

  邢广程** 来源：《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6期 

 

  中亚各国独立以后越来越显示出自己独特的利益取向，这对上海合作组织自然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我认为中亚国家独立18年的实践证明，中亚一体化进程没有很大的进展，缺乏内在的动力。也就是说中亚各国相互之间缺乏内在的向心

力，这是一个事实。不能说中亚地区没有人认识到中亚一体化的重要性，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就多次提出建立中亚一体化的可能

性，他甚至提出了“中亚联盟”的构想。但事实上中亚一体化进程却依然进展缓慢。所以，我们很难讨论中亚本身一体化问题。从更广的视

野上看，18年的历史进程也证明了，以俄罗斯为主导的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一体化进程有所进展，但是效果也不是很大。若从向心力和离心

力这个角度来观察，则中亚国家的去俄罗斯化进程比中亚国家与俄罗斯一体化进程高得多，这也是一个事实。 

  既然中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利益取向，则我们就不能将中亚国家的利益取向视为一个整体来讨论，否则就有可能陷入与事实不相

符合的困境。实际上中亚各国的利益取向是多变的，是多向的，在很多方面也是不确定的，这也是一个事实。上述特点决定了，中亚国家各

国的利益取向是不一致的，在很多方面是有非常大差 异的。在有些领域，中亚各国的利益取向甚至是对立的。所以我们很难笼统地概括中

亚国家和中亚地区的利益取向，很难用这样的概念来谈中亚国家利益取向和其它国家的关系。 

  中亚各国不同的利益取向对上海合作组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苏联时期，中亚这五个国家，其内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一体化的

进程并没有开始，它们甚至是分散的。这些国家都与苏联中央联系密切，而它们相互之间的整合却不够。这个因素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产

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就是说，在上海合作组织这个框架内来整合中亚几个国家，强化这个地区之间的联系，是有很大难度的。其原因 有三

个：第一、中亚各国与俄罗斯的原有的传统联系越来越朝着弱化的方向演化；第二、中亚各国的一体化进程过去没有基础，现在仅凭良好的

愿望又很难搞起来；第三、中国与中亚各国的联系仅限于这18年，而且中国与中亚各国的联系更多地表现为经济联系。所以，上海合作组织

组织各成员国之间需要很长的磨合利益取向时间。 

  在中亚各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中，俄罗斯对于它们尤为重要。中亚国家和俄罗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讲，中亚五国

的独立是被迫的，是外部力量推动的结果。这就造成了一个假象，似乎中亚国家离开俄罗斯就生活不下去，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俄罗斯的

“奶牛”思想深深地刺激了中亚各国。所以中亚国家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中亚各国与俄罗斯之间的恩恩怨怨，与苏联之间的

恩恩怨怨，会带到上海合作组织来，也对其产生影响。 

  还要看到上海合作组织是一个的特殊组织结构。中国、俄罗斯是两个大国，应该说是世界级的大国，中亚几个国家是新独立的国家，大

小不一。中国的迅速发展给上海合作组织带来了很大的生机，但是中国依然缺乏在多边外交、多边合作领域的经验，这使得中国以自己正在

成长的经历来整合新独立的中亚地区，难度比较大， 况且在苏联时期我们中国对中亚的影响是非常小的。 

  从几个方面来看，我觉得上海合作组织成立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了，我们若指望上海合作组织还有更大的奇迹，那么就应该给这个组织一

些时间，甚至是比较长的时间。上海合作组织是一个新的地区性组织。我们对这个组织又期待，更应该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 

  上海合作组织前身“上海五国”在共同解决问题方面做得比较好，首先解决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边界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太危险，解

决不好会对中国造成很大的影响。第二个是信任问题。1996年和1997年上海五国成员国共同签署两个协定非 常重要，因为在这些协定中贯

穿了平等、协商、互信与合作理念，这些理念后来又被上海合作组织接过来，加以发展和强化。没有这样的理念上海合作组织就不会有发

展。现在国际上有很多人在阐述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之间的“竞争”问题。我认为上海合作组织就是上海“合作”组织，不会变成上海

“竞争”组织，就是因为“合作”是它的理念，是主流。 

  还有几个因素值得分析。各个成员国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目的不大一样。中亚几个国家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确实有维护自身利益强

大的欲望，另外还有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实现自身的战略利益，其次是希望通过上海合作组织与亚太经济非常活跃的经济圈保持密切地联系，

使上海合作组织成为一个平台。但还要看到，尽管中亚国家每个国家行为不同，利益不同，但是都有一个比较一致的想法，就是都希望通过

上海合作组织，把它作为杠杆，撬动与西方之间的关系，我曾经分析过，中亚各国希望中国在中亚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平衡俄罗斯；中



亚各国希望美国在中亚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平衡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平衡政策将长期存在。中亚国家独立短短18年，在各国之间寻求

利益的最大化，获取种种利益。这使中亚各国在独立的道路上获得了更多的保证和支持，这也说明中亚各国善于利用国际各种资源为本国利

益服务。 

  从这个角度来看，上海合作组织对这几个中亚国家有很大益处和效益。上海合作组织在某种情况下，在国际舞台上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在上海合作组织的理念中，有一个平等、协商一致的原则。这六个国家如果某个国家不同意，就不能做事情。从历史上看，这样的组织

原则非常平等，但是行动起来就非常缓慢。但是我还是赞同平等的思想，因为上海合作组织内部结构实在是太特殊了。 

  我觉得我们的观察有一个误区。很多学者在国际会议和国内会议上一谈上海合作组织就只谈到中亚，似乎上海合作组织内核就在中亚，

其实不然。上海合作组织具有其非常独特的性质，就是欧亚性质，欧洲和亚洲结合的性质。上海合作组织在某种情况来说，它更有亚洲性

质，可惜我们没有挖掘出来。正因为没有挖掘出来，这就大大降低了上海合作组织拥有的潜力。在这里应该非常重视上海合作组织的完整

性，欧亚的性质。如果各个成员国，我们的智者不理解这一点，会阻碍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 

  在上海合作组织，中国和俄罗斯扮演什么角色？是合作者还是竞争者？我记得我1996年写了《中国与新独立的中亚国家关系》一书中特

别提到了这一点。那时候我们已经感觉到这样的问题。但是十几年过了之后，中国和俄罗斯无论在双边关系上还是在地区合作方面，或者在

国际舞台上，中俄两国的战略互动、战略依存、战略合作，远远大于它的竞争。中国和俄罗斯都非常聪明，认识到要建立两国新型的关系。

两国新型的国家关系就是三句话：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是两国各种声明中一再强调的。 

  应该看到在一些领域，中俄两国有短兵相接的情况，这就是在中亚地区的能源领域。这个问题我感到很奇怪，中国是缺油、缺气的国

家，俄罗斯富得流油，财大气粗，这是合作关系，经济合作的互补，世界上没有能找到这么互补的。但是中俄 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非常

艰难。俄罗斯富有油气资源，中国则缺油少气，中俄两国是互利关系，相互之间怎么能够成为竞争者？2009年250亿中俄能源贷款合作项

目，是在金融危机之下产生的。难道中俄之间重大的能源合作只有在危机情况下才促成吗？客观地讲，过去俄罗斯在与中国能源合作方面有

些缩手缩脚，使得中国在与中亚国家能源合作方面获得很大的进展。应该看到中哈石油管道就是因为俄罗斯暂停了安纳线之后加速促成的。

感到高兴的是，在中国与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开发和管道建设方面取得进展的情况下，俄罗斯与中国在天然气合作方面的兴趣也在增强，今年

中俄两国在天然气方面所达成的共识可以说是一个新的突破，希望这些突破更多一些。 

  （责任编辑肖辉忠） 

  *2009年9月28日至29日，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重大项目“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项目批准

号：05JJDGJW039）的支持下举办了题为“形成中的中亚权力均衡”国际研讨会。本文及本期杂志选发的带有专门标注的论文均为该项目中

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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