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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上海合作组织在政治、经济和地区安全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各

成员国之间缺乏长期有效的合作机制 ,贸易依存度不高并且经济发展水平制约了相互投资 ,导

致各成员国的经济合作具有一定难度。应通过加强机制化建设 ,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 ;以局部

带动整体 ,加强经贸合作 ; 加快经济结构调整 ,增强经济实力 ;拓展新的合作领域 ,促进投资多

元化发展等四种途径来推进上海合作组织的经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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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的发展历程
上海合作组织 (即上合组织 )的前身是“上海

五国 ”元首会晤机制。“上海五国 ”成立的最初目

的是解决中国与俄、哈、吉、塔四国边界问题、加强

边境地区相互信任和裁军。冷战结束后在中亚滋

生蔓延的“三股势力 ”(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

义和宗教极端主义 )活动日益猖獗 ,严重威胁本地

区的安全与稳定 ,影响地区和平与发展。与此同

时 ,中、俄、哈、吉、塔、乌六国认识到 ,只有进一步深

化彼此间睦邻友好关系 ,加强多边合作 ,才能更有

效地维护自身利益 ,实现共同安全与发展的目标。

在此背景下 ,经中国的积极倡议和大力推动 , 2001

年 6月 ,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元首签署了《上

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 》,宣布上海合作组织正式

成立。

上合组织在成立不久就认识到 ,单纯的以政治

和军事为目的的合作不能够为上合组织提供足够

的发展动力 ,无法保持上合组织的稳定发展 ,只有

用“两个轮子走路 ”才能保持稳定的发展。为了弥

补上合组织的这种不足和提高合作的层次 ,上合组

织成员国认识到必须以经济为基础 ,在经济基础之

上开展政治和军事合作才能使其更具有生命力 ,经

济合作首次被提升到重要的支柱地位。因此 ,上合

组织成员国提出在遵循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原则

之上启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贸易投资便利化

进程。2001年 9月 ,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的首

脑在阿拉木图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

间关于开展区域经济合作基本目标和方向及启动

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进程的备忘录 》。在这次会议

上 ,各成员国政府首脑强调 ,六国将根据市场规则 ,

遵循平等互利、相互开放、注重实效、长期合作、共

同发展的原则 ,最大限度地利用地缘和经济互补的

优势 ,积极寻找在经贸合作中有前景的领域 ,采取

措施积极发展区域经济和边境地区合作。

二、上海合作组织在经济领域取得的显

著成就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 7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

目 ,体现了各成员国在新的国际环境下现实利益的

相互需要 ,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深远的国际影响。

而且它还与联合国、东盟、独联体等国际性合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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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建立了广泛联系 ,同时又先后给予了蒙古、巴基

斯坦、伊朗、印度等国家观察员地位 ,充分展示了自

身的和平、合作、开放的国际形象 ,也进一步体现了

上海合作组织的向心力、吸引力和凝聚力。

上合组织无论从区域内经济合作的水平还是

层次来说都比建立时有质的飞跃。在经贸合作方

面 ,上海合作组织极大地推动了双边经贸合作。以

中俄贸易额为例 ,双边贸易额由 2001年的 107亿

美元增长到 2006年的 334亿美元 ;中国与中亚四

国的贸易额总体上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经贸合

作的种类不断增多。短短 10年时间 ,上合组织成

员国之间的商品进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外

贸商品由中低档、原料型半成品的进出口发展为中

高档制成品的进出口 ;从最初的双方需要的原材料

初级产品 ,发展到涉及化工、轻纺、食品、日用品、电

子、机械、生物等各个领域的产品。在经贸合作路

径方面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第二条欧

亚大陆桥的全线贯通 ,我国的西部地区也有了向

东、向西的出海口 ,贸易成本大大降低 ,对外贸易的

路径不断拓宽。新疆作为我国西进的桥头堡 ,相继

开通了阿拉山口、巴克图、霍尔果斯、吐尔尕特等

13个边境口岸和乌鲁木齐、喀什两个航空口岸 ,形

成了铁路、公路、航空三管齐下的外贸局面。在便

利化合作方面 ,目前在经贸部长会议机制下已成立

了电子商务、海关、质检、投资促进、发展过境潜力

五个专业工作组 ,分别由中、俄、哈、塔、乌牵头 ,并

已启动制定本领域便利化的具体措施。在经济技

术合作方面 , 2004年比什凯克总理会议批准了包

括 11大类、127项合作内容的《多边经贸合作纲要

实施措施计划 》,部分项目已开始实施。各方根据

本国经济发展和区域合作的需要确定最感兴趣、具

备近期实施基础的首批合作项目 ,并提出具体合作

方案 ,以便先行启动。从各国的长远和根本利益出

发 ,根据各国的资源优势、现实条件和合作愿望 ,建

议各方推动能源、电力、交通、电信等优先领域的双

边合作向多边延伸 ,形成连接本地区各国的油气、

电力、交通和电信网络。[ 1 ]

三、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深入发展的
制约因素

尽管环新疆经济圈内的多边区域经济合作取

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 ,但是各经济体的关系错综复

杂 ,经济实力的不平衡和各国出于对本国利益的本

能保护 ,使现有的合作模式存在着监督管理机制不

健全、贸易依存度不高和相互投资能力弱等问题。

(一 )监督管理机构缺位

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和中亚各国都走上了市场

化的道路 ,与国际市场化接轨 ,这些国家很快就享

受到与世界经济接轨的好处。外资的进入以及外

商带来的先进设备和工艺 ,解决了俄罗斯和中亚国

家经济发展所遇到的很多问题。但是 ,在这些国家

向市场化转变的过程中暴露诸多体制问题。例如 ,

合作不具有规范性 ,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 ,主观性

较强 ;成员国对外开放的政策朝令夕改 ,增加了合

作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 ;信誉缺失、违反合同的现

象时有发生 ,却又很难控制 ;违规之后缺乏有效的

仲裁机构解决纠纷 ,经济摩擦、经济纠纷往往大事

化小 ,小事化了 ,最后不了了之。以新疆为例 ,新疆

的地贸公司、新天公司、粮油食品公司等几乎所有

大的外贸公司在中亚国家都有巨额债务待追缴 ,但

缺乏必要的争议解决机制 ,妨碍了新疆与中亚国家

的企业深入开展经贸往来。[ 2 ]此外 ,在双边的贸易

活动中 ,中亚地区的货物运输费用较高 ,货物运输

的安全性较差 ,公路运输常发生各种纠纷和摩擦 ,

并且得不到有效解决 ,影响了双方企业的贸易和投

资合作。

(二 )区域内贸易依存度不高

区域内各国相互之间贸易依存度不高 ,且互不

为主要贸易伙伴 (中、俄尤为明显 ) ,该区域对于其

成员的经济吸引力不大。根据普京总统在《国情

咨文 》中的观点 ,俄罗斯未来的经济伙伴排序是欧

盟、独联体、美国、拉美和亚太地区 ,
[ 3 ]而中国亦将

美国、日本、欧盟、韩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发达

国家看作主要的经济伙伴。

根据 2006年的统计数字 ,上合组织贸易总额近

23 068亿美元 ,占当年世界货物贸易总额的 9. 4%。

2006年只有中国和俄罗斯进入世界外贸进出口总额

前 50位国家之列 ,而列入前 20名的只有中国。哈

萨克斯坦的贸易额在 600亿美元左右 ,吉、塔、乌三

国的贸易额不足 200亿美元。如果扣除上合组织各

国与非成员国的贸易因素 ,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规模

非常小 ,相互贸易依存度较弱。

以中国为例 , 2004—2006年 ,进出口贸易总额

均超过 1万亿美元 ,但与上合组织成员国的贸易额

占贸易总额的比例非常低 (见表 1)。由此可见 ,虽

然上合组织成员国的贸易总量大 ,但是组织内部的

贸易规模非常有限 ,不能够对成员国产生巨大的吸

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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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的进出口统计 /亿美元

国别

年份 　　　　
俄罗斯

哈萨

克斯坦

乌兹别

克斯坦

吉尔吉

斯斯坦

塔吉克

斯坦
总计

中国全年

贸易总额

2004

出口
进口
总额

91

121

212

22

23

45

1. 72

4. 00

5. 72

4. 93

1. 10

6. 03

0. 54

0. 15

0. 69

120. 19

149. 25

269. 44

5 933. 2

5 612. 3

1 1545. 5

2005

出口
进口
总额

132

159

291

39

29

68

2. 30

4. 50

6. 80

8. 67

1. 05

9. 72

1. 44

0. 14

1. 58

183. 41

193. 69

377. 10

7 619. 5

6 599. 5

1 4219. 1

2006

出口
进口
总额

158

176

334

48

36

84

4. 06

5. 66

9. 72

21. 13

1. 13

22. 26

3. 06

0. 18

3. 24

234. 25

218. 97

453. 22

9 689. 4

7 914. 6

17 604. 0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2002 - 2007) 》,中国统计出版社。

　　另外 ,我们也可以从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前

五位贸易伙伴排名中看出这样的趋势 (见表 2)。

上海合作组织的两个主要成员国 ———中、俄的前三

名主要贸易伙伴均为西方发达国家 ;而哈、塔、乌、

吉四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均是俄罗斯 ,主要是因为该

四国与俄罗斯同为欧亚经济共同体关税同盟成员 ,

并且在历史上具有悠久的传统往来 ,形成较为密切

的经济往来。

表 2　2007年上合组织成员国主要进出口国统计 /亿美元

国别
第一名

国家 贸易额

第二名

国家 贸易额

第三名

国家 贸易额

中国
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欧盟
欧盟
俄罗斯
荷兰
俄罗斯
俄罗斯

3 562

2 840

162. 9

5. 7

40. 4

3. 8

美国
中国
中国
俄罗斯
哈萨克
哈萨克

3 021

403. 4

91. 5

4. 9

12. 0

3. 0

日本
日本
意大利
土耳其
乌克兰
中国

2 361

201. 6

89. 1

5. 5

10. 7

1. 3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驻各国大使馆商务参赞处 ,各国海关统计数据整理

　　 (三 )各成员国相互投资能力弱 ,制约经济的

发展

各国对外投资能力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
关。依据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的实证分析 :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在 400～2 000美元之间时 ,企业的所有

权优势与内部化优势不显著 ,对外直接投资相对较

少 ,但国家投资环境的改善吸引了大量外资 ,因此

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负值 ,且绝对值有增大的趋
势。[ 4 ]上合组织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均处在发展

中国家水平 ,其中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
兹别克斯坦属于最低收入国家。经济实力差距大

必然会导致区域内相互投资能力弱化 ,影响投资项

目的进程和实施。
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投资不足

是制约其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因素之一。上海合
作组织缺乏足够的经济总量导致相互的投资能力

不足 ,加大了区域经济合作的难度。其主要原因在
于上合组织的各成员国均处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 ,

各国都希望通过调整和优化本国的产业结构来推

动本国经济发展 ,在调整和优化的过程中需要大量

的资金和技术 ,资金短缺是制约各国经济发展的重

要因素之一。为此各国政府均将吸引外资作为优

先考虑的经济政策 ,在这方面各国的需求是共同

的 ,并带有一定的竞争性。就经济实力而言 ,中亚

各国基本不具备对外投资能力。中、俄作为上海合

作组织中的经济大国 ,理应成为该地区投资的主

角 ,但受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就目前来说 ,

俄罗斯还未进入对外投资的发展阶段 ;中国的经济

实力最强 ,并已开始实施“走出去 ”战略 ,但仍处在

对外投资的初期阶段 ,还不具备大规模对外投资的

能力和经验。

四、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存在问题的

原因
(一 )缺乏配套有效的经济合作机制

苏联解体之后 ,俄罗斯和中亚各国纷纷从传统

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但是其市场

经济体制尚未完全确立 ,法律法规多变且不健全 ,

对外经济政策调整频繁 ,各自的管理体制的情况均

存在许多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和国际惯例 ,管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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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和贸易立法的建设跟不上国际经济合作发展的

需要。在这种监管缺位、制度体制漏洞百出的经济

格局中 ,企业诚信记录和法律效力就形同虚设 ,出

现了无法可依、违法不纠的局面。与此同时 ,政府

间缺乏具有权威性的监管机构也是导致信誉缺失、

违反合同现象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
(二 )各经济体之间普遍存在贸易壁垒

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中亚四国于 2005年形成关

税同盟性质的区域经济集团 ,享受到彼此之间的优

惠关税。虽然中国与其他成员国在上海合作组织框

架下 ,在贸易投资便利化的领域达成了共识 ,但是在

海关程序、标准一致化、商务流动和监管环境等方面

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壁垒 ,这些壁垒严重阻碍了中

国与俄罗斯和中亚四国之间贸易规模的扩大。

例如在关税方面 , 2000年俄罗斯原油出口税

仅为每吨 4美元 ,到 2005年飙升至 140美元 ,这种

限制性出口措施的实施 ,将对中国大宗原材料商品

的进口形成阻碍。2004年底哈萨克斯坦对中国的

部分进口货物 ,无论汽车载重的大小一律按“车 ”

征收统一的关税 ;新规定对进口货物实行严格限载

后 ,单位商品的关税至少增加了 30%以上。

在非关税壁垒方面 ,俄罗斯和中亚各国普遍对

进口商品征收歧视性税费。例如 ,除关税外 ,俄罗

斯对进口的商品征收 18%的增值税 ,食品及儿童

用品征收 10%增值税 ,对烟酒和首饰、小汽车和汽

油等征收 25% ～90%的消费税。哈萨克斯坦税收

法规定 ,国内生产的消费税应税商品以本币缴纳消

费税 ,但是要求部分进口商品的消费税应税商品必

须以欧元缴纳。[ 5 ]由于哈萨克斯坦汇率变动的影

响 ,有可能会导致进口产品承担更高的国内税收负

担。此外 ,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技术监督部门不承

认国外测试机构签发的证书和检验结果 ,对进口商

品进行二次检验 ,这给出口国企业带来不必要的

负担。

在投资领域 ,各国的法律法规中存在众多技术

性要求 ,经常出现执法的随意性。在矿产投资、土

地投资和劳动许可等方面都有严格的限制和障碍。
(三 )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各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 ,经济实力差距较

大 ,严重影响了区域内的相互投资的发展。根据世

界银行 2001年的分析报告 ,按照人均 GDP的标准 ,

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实力也存在着较

大的差距 ,各成员国均属于发展中国家。中、俄之间

在总体经济实力上 ,即国内生产总值和外贸进出口

总额上差距稍小一些 ,而中国与其他成员国在上述

指标上差距甚大 (见表 3)。其中吉尔吉斯斯坦、塔

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属于最低收入国家 ,即最

不发达国家。各成员国间相对悬殊的经济实力 ,必

然会使各国从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来制定适应

本国发展的区域经济合作目标与要求 ,这些目标与

要求不仅各不相同 ,有时甚至是相反的。

正是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在区域经济

合作的过程中 ,各国势必会从本国短期利益出发强

调各自的难处 ,加大了合作的难度。

表 3　2006年上合组织各成员国 GDP、贸易总额和利用外资额 /亿美元

国别 中国 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GDP

贸易总额
利用外资

26 681

17 604

695

9 869

4 684

287

772

612

61

37

39

—

172

39

10

27

19

—

　　　资料来源 : 2007年国际统计年鉴

　　五、推进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的有效
途径

(一 )加强机制化建设 ,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
上合组织成员国经济发展差异较大 ,各国参与

经济合作的动机不同 ,在合作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
许多涉及双边或多边的利益冲突问题 ,为防止经济

利益矛盾和冲突激化等诸多问题 ,建立一系列的合
作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1. 利益补偿机制。虽然经济合作最终会使所
有成员国从中受益 ,但是有的国家受益较多且受益

较早 ,而有的国家则受益较少。因此 ,为了平衡各
方利益 ,尤其是照顾弱小国家的利益 ,必须建立一

套科学合理的合作机制 ,并以法规的形式确定下

来 ,保证经济合作的有效运作。
2. 组织协调机制。高效务实的组织协调机制

是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核心组成部分 ,是各国在面

对共同的问题时能够及时迅速地交流和协商的渠
道。首先 ,形成一个定期的高层论坛或者元首会晤

机制来针对区域的发展问题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
换意见。其次 ,建立具有权威性的经济合作委员

会 ,协调和处理区域内的日常经济事务。最后 ,设
立若干领域的分支管理部门来管理部门内的日常

事务 ,对区域合作项目起到促进、监督和保障作用 ,

如信息、能源、科技、经贸等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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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律约束机制。为了防止经济合作中的机
会主义行为 ,保障经济合作关系的健康发展 ,需要
建立一种经济合作的行为约束机制。这种法律约

束机制包括制定各种区域内各经济体认同的协议
和规定。合作组织的管理机构通过相关的政策和

法规对经济合作关系进行规范 ,对经济合作中的非
规范行为做出惩罚性的行政措施。建立经济合作

的法律约束机制是加强经济合作的必要条件。法
律约束机制的建立可以使各成员国在合作的领域

内起到加快和推进合作的作用 ,可以化解在合作中
出现的矛盾和纠纷 ,增加共识 ,深化合作 ,以保障和

推动合作领域向纵深发展。
(二 )以局部带动整体 ,加强经贸合作

从上合组织的地理区域来看 ,新疆不仅处于地
理区域的中心位置 ,而且是中国与其他上合组织成

员国开展经贸合作的桥头堡。新疆与中亚很多国
家边界相连 ,语言相通 ,具备良好的开展经济合作
的先天条件。可以通过新疆与周边国家开展边境

地区小范围的经贸合作 ,建立多种形式的边境自由
贸易区。与此同时 ,利用“新亚欧大陆桥 ”的交通

优势 ,加快沿线城市的经济发展 ,把新疆发展成为
面向上合组织的经济特区。进而 ,利用新疆这个突

破口逐步达到上合组织的全方位的经济合作。
(三 )加快经济结构调整 ,增强经济实力

中亚各国的经济结构趋同的现象明显 ,常常造
成恶性竞争的局面 ,严重危害了各国的经济发展潜

力。因此 ,各国必须加快调整的步伐 ,增强经济实
力。首先 ,要努力扩大内需。各国应采取积极有效

的政策措施致力于扩大内需 ,加快国内落后地区的
开发 ,不断提高国内需求的层次和水平 ,大力培植
和拓展国内需求的新增长点 ,重新构筑满足内需和

外需协调发展的新模式。其次 ,加快产业调整和产

品升级。各国应根据本国、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积极
地进行产业结构优化 ,对本国优势产业积极地延长
产业链 ,增强优势产品竞争力。适应高新技术迅猛

发展的要求 ,注重技术进步 ,加快出口产业的改造
和升级 ,努力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和技术含量。

最后 ,优化本国出口结构 ,实现贸易多元化。各国
还应进一步开拓多元化市场 ,以避免或减少相互间

在贸易上的恶性竞争。
(四 )拓展新的合作领域 ,促进投资多元化

发展
多领域、全方位的经济合作是评判区域经济合

作水平的重要标准。在有限的领域开展经济合作
并不能使合作组织保持持续和稳定的发展 ,只有不

断地扩大合作领域和合作范围才能保持经济合作
的稳定。上合组织各成员国之间在产业结构和资

源禀赋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各成员国应该充分利
用各自的比较优势 ,加强合作 ,扩大投资领域 ,扩展
和完善产业链。在农业、能源、交通运输和信息技

术等具有长远发展战略的领域开展相互投资 ,为全
方位合作提供坚实的合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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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 ic co2opera tion con stra in ts factors ana lysis
w ith in the fram ework of the Shangha i Coopera tion O rgan iza tion

GONG Xin2shu, L IU Q ing2yan
( College of Econom ics and Trade, Shihezi U niversity, X injiang Shihezi 832000, China)

Abstract: It has been seven years old since Shanghai Cooperation O rganization ( SCO) set up, it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2
ments in political, econom ic and security fields. However, SCO lacks long2term effective cooperation mechanism s; high degree

trade dependence and the lower level of econom ic development restrict mutual investment among related countries. Those lead to

a certain degree of difficulty when member states carry out econom ic co2operation. According to the p roblem s in econom ic cooper2
ation, by consolidating mechanism construction to establish effective cooperation mechanism, to use individual to drive the whole

organization, to consolidate econom ic cooperation, to accelerate econom ic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to increase econom ic power to

enlarge new cooperation fields, the econom ic cooperation of SCO can be p romoted.

Keywords: Shanghai Cooperation O rganization ( SCO) ; econom ic cooperation; trade barrier; trade dependerue 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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