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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6月4日，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会议做出的一

项重要决定是吸纳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为观察员，加上去年成为该组织观察员的蒙古国，该组织

已经拥有十个成员。随着这次扩容，该组织覆盖的区域延伸到中东和印度次大陆，形成了与北约遥

遥相对的巨大组织。考虑到冷战结束后，尤其是9・11事件以来中亚地区愈显突出的战略位置，以及

愈益复杂的安全、文化、资源和意识形态竞争形势，该组织的扩容自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新进入的三个国家都是区域大国。伊朗是中东大国。印度是南亚最大的国家，近年来，这个国

家经济增长迅速，目前正雄心勃勃地谋取全球大国地位，印度与俄国有着传统的友好关系，俄国战

略界一直都把印度视做战略伙伴。巴基斯坦是南亚重要国家，其地缘位置历来都非常重要，在反恐

战争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而且，大国在中亚、南亚竞逐中，都把巴基斯坦视作重要的平衡因

素。  

    从上海合作组织近年来连续扩容，可以看出该组织充满了活力和雄心。其中，中国的作用十分

突出。上海合作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中国也是该组织的主要发起国。上海合作组织反映着中国对自

身安全的关切。  

    冷战结束后，全球政治空间变化的一个根本趋势，是空间重心从传统的心脏地带向东转移到东

亚和东北亚。而中国则将传统地缘枢纽和新的地缘重心联结起来，就像门的合页那样。在这一大背

景下看，中国一再强调上海合作组织的稳定功能，稳定的原则一再被重申，就很容易被理解。可以

说，稳定已经成为该组织成员或准成员政府的共识。在本次外长会议上，稳定的共识，在对乌兹别

克斯坦政府的支持中，再次得到了强调。  

    目前对稳定的强调，与以往有所不同，原因是在中亚地区发生了“颜色革命”，这场革命有可

能进一步冲击哈萨克斯坦、塔克吉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甚至俄国也被认为有发生“颜色革命”的可

能性。不过，从面对“颜色革命”事件时该组织的表现来看，在强调稳定的时候，还要为应对变革

留下政策空间。对稳定的追求，不应变成对稳定的僵化理解。任何一个国际组织，都需要在稳定的

目标和变革的目标之间，保持适度的弹性。只有这样，这个组织才有活力和预见性。  

    要维持这种均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比如，一个简单的道理是，成员国越少，越容易维持目

标的一致，成员国越多，目标共识越难达成。就上海合作组织而论，一方面强调稳定，另一方面却

一再扩容。这就给目标共识的形成，带来了困难。推动该组织扩大的原因，乃在于成员国对稳定有

着基本的共识。但是，成员国的扩大，势必会导致目标分歧可能性增大。  

    俄国是上海合作组织最积极的倡导者之一。但是，俄国与该组织的关系，目前正经受着严峻的

考验。俄国面临的第一个考验是，如何处理在前苏联政治经济空间中其他大国的进入问题。除去中

国和新加入的准成员，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都是独联体国家。虽然俄国在稳定中亚形势方面，与

其他大国存有共识，但是，面对这些大国的进入，俄国不能不抱有戒心。美国著名的战略家布热津

斯基对于俄国对其他势力进入中亚曾经有过出色的分析。他认为，俄国把石油管道看作是像铁路等

交通网络一样，对于俄国确保对该地区的控制有重要作用。对石油管道的竞争实际上是“竞争能否

进入该地区”，在苏联解体之前，进入该地区的途径完全由莫斯科所垄断，所有的铁路运输，油气

管道，甚至航空运输都得经过莫斯科这个中心来运营。俄国政治精英希望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大

棋局》，东方编译所，第185页）。俄国面临的第二个考验是如何平衡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客观地



说，中国的发展模式对于中亚国家是有吸引力的。就目前而论，这构成了中国的软力量。同时，中

国对能源的需求以及巨大的国内市场，对于中亚国家经济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在面对“颜

色革命”问题上，俄国与其他成员国有着不同的考量。严格地讲，“颜色革命”并不构成对俄国的

重大挑战，吉尔吉斯事变就是例证。同意识形态相比，俄国更关注地缘政治利益问题。如果“颜色

革命”不影响其地缘政治利益，俄国对“颜色革命”就可能采取旁观的态度。这种态度，使俄国拥

有一定的灵活性。  

    面对这样的形势，俄国对该组织持什么样的态度，就值得注意。俄国或许将想办法平衡与中国

的关系。除了在该组织内部采取措施之外，俄国也许会加快解决与日本紧张关系的步伐。最近，俄

国驻日大使建议俄日共同治理“北方四岛”，就是一个值得中国注意的信号。  

    因此，中国在推进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展过程中，不能忽视全球政治空间转移的大背景。中国在

中亚的政策，需要掌握一定的节奏，避免顾此失彼。同时，需要在稳定和变革之间，保持一定的弹

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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