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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后危机时代，和平、发展、合作仍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入发展。
与此同时，区域经济合作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也日益成为受世人关注的重大议题，呈现出加速发展和扩
大之势，预计到2010年，全球区域贸易协定将达到400个。
绝大多数WTO成员都参加了一个以上的自由贸易协定。
建立自由贸易区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种主要实现形式或主要选择。
上海合作组织是从“上海五国”边境安全机制发展起来的。
2001年6月1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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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中国上海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宣告一个崭新的区域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的诞生
。
上海合作组织六个成员国领土总面积达3017万平方公里，占欧亚大陆的3／5，人口总和占世界人口的1
／4。
自成立以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不断深化，随着形势的发展，区域经济合作逐渐上升为
重要的合作内容，并成为与安全和反恐怖同等重要、推动该组织不断发展壮大的“两个轮子”之一。
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中，除中国外，其他国家均为独联体成员国，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之初各国经
济发展水平相差较大，因此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了以贸易投资便利化作为区域
经济合作的起点，为此在2001年9月14日，六国政府首脑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关于区域
经济合作的基本目标及启动贸易投资便利化进程的备忘录》，以此标志着区域经济合作正式启动。
时隔两年，经过认真磋商，2003年9月23日，六国政府首脑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的纲领性
文件——《多边经贸合作纲要》，首次全面阐述了区域经济合作的近期、中期和长期发展目标。
短期内将积极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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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总计十四章，前九章主要阐述了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历程、现状、前景展望及各成
员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的关系，后五章主要介绍了中方对具体经济合作领域的研究成果及
建议，以及乌兹别克斯坦对建立中亚共同市场的倡议。
    第一章上海合作组织总论主要阐述了上海合作组织的起源及发展简史；第二章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
济合作进程与机制；着重介绍了该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的法律基础及所建立的相关机制。
    第三章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着重阐述了中方对推进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的主
张及所采取的各种积极有效的行动。
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阐述了俄罗斯和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对区域经济合作的态度及主张。
    第六章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与问题；系统评述了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的成果，
并对现状进行了分析，论述了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七章进一步推进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着重介绍了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状况及推进上
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的意义。
    第八章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侧重阐述了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
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效益，并对建立自由贸易区可能面临的各种内外部挑战进行了
详细论述。
    第九章对上海合作组织中期发展目标进行了展望；并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政策性建议。
    第十章至第十三章介绍了中方相关研究机构对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在交通运输领域、信息通信领域
、农业领域和金融领域合作提出的设想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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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须同凯，江苏省丹阳市人。
1953年、2月出生。
1975年7月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西欧语系。
1976年起在中国驻外使馆经商机构工作近十年。
1997年起任外经贸部(现商务部)欧洲司副司长，巡视员，主管对俄罗斯、独联体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双
边经贸关系。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经贸部长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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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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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经济与中俄经贸合作概况第五章  中亚各成员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  第一节  中亚国家基本
概况  第二节  哈萨克斯坦与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  第三节  乌兹别克斯坦与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
济合作  第四节  吉尔吉斯斯坦与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    第五节  塔吉克斯坦与上海合作组织区域
经济合作  第六章  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与问题  第一节  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现状
与成果评估    第二节  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第七章  进一步推进上海合作组织
区域经济合作  第一节  目前全球范围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特点    第二节  中国与区域经济合作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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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的挑战  第九章  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中长期发展展望  第一节  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的
中长期发展目标展望    第二节  进一步推进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的建议  第十章  上海合作组织交
通运输领域的合作  第一节  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交通运输合作的重要意义    第二节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
国区域交通运输合作的现状    第三节  上海合作组织区域交通运输合作中现存的问题    第四节  上海合
作组织区域交通运输合作规划设想  第十一章  上海合组织信息通信领域的合作第十二章  上海合作组织
农业领域的合作第十三章  创建上海合作组织开银行设想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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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地回应中亚国家对开展经济合作的关切，不能给中亚国家带来现实的经济回报，它们的目光将
不可避免地付诸别处，这将使该组织受到全面削弱。
各国高层领导审时度势，及时地从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本国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出
发，及时将上海合作组织的重心扩大至经济合作，使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成为推动组织发展的两大支
柱，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这不仅给上海合作组织注入了新的活力，也符合国际组织长远发展的必
然规律。
2004年6月17日，上海合作组织塔什干峰会特别强调指出，随着组织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要将工作重点
逐步转移到开展全面务实合作方面上来，要大力推动安全、经贸、人文等各个领域合作，尽快取得实
际成果，造福六国人民。
这标志着上海合作组织结束初创阶段，开始了安全和经济合作全面发展的时期。
随着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推进和其成效的显现，各国，尤其是中亚国家对上海合作组织
经济合作的要求和期望增强，希望上海合作组织成为一个“获得财政经济资源、巩固国家经济和解决
各国社会问题的渠道”。
而随着有关国家投入的加大，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能给各成员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各国摆脱
国际金融危机对本国社会经济冲击所产生问题的努力所带来的近期看得见、摸得着的效果和为地区长
远发展所注入的活力，与各国领导、主管部门、企业和民众对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的期盼越来
越成正比。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八年来，各国彼此间经贸联系更加密切，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间贸易占本国贸易比
重大幅上升。
哈、乌、塔、吉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的贸易额已占本国外贸总额的32％-66％，中国已成为各国
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地。
我国向成员国提供的9亿美元优惠出口买方信贷和3年1500人培训计划等措施项下，在中亚国家实施了
一批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型项目，中亚各国普遍受益并予以高度评价，增进了成员国间经济的互相依
存度。
中方在合作中所持的建设性态度和兼顾各方关切、循序渐进、加大投入的做法得到各方普遍认可。
在当前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各方对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的认同
度和期望值更加提高。
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有望成为本国、本地区发展重要渠道的共识正在逐步形成，并有望通过各
国共同努力，使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带动本地区共同发展，造福各国人民的共识不断予
以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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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文稿最终杀青，付梓之际，猛然感到一种完成多年夙愿之欣慰，也算是了却了为之努力奋斗十余年的
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一点心结。
因工作需要，本人有幸作为主管对俄罗斯、中亚和上海合作组织多、双边经贸关系的公职人员，作为
上海合作组织经贸合作高官，自始至终地从工作层面’参与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双边，尤其是多边
经贸合作的进程。
亲身体验到了多、双边经贸合作对我国政治、外交、安全、国家关系的重要性，它对内、对外牵涉到
国际政治、外交地缘政治、经济全球化中各国的发展战略、国际合作、国家关系、经济发展等各个领
域；深感要做好工作，责任重大，深感需要不断地积累和学习；与此同时，自己也试图留下可供见仁
见智的同人们批评和指正的引玉之砖。
随着国内政府部门、学术研究界和实业界对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的关注度和研究力度的上升，
在全身心投入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工作，不断地从外事工作老前辈、有真知灼见的老学者、终
身致力于此领域研究的专家们身上学习的同时，也感到有关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的书籍甚少。
因此萌动了将亲身参与的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有关进程、中方所做的努力，各方态度、工作中
的思考等整理出来的不安分之心。
2009年5月以来，由于工作调动、就任新岗位之前的衔接阶段使我一下子从日常繁忙的工作中解脱出来
，有了近十几年难得一求的闲暇。
稍作适应，在诸多同人，尤其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欧洲部主任李钢研究员的鼓励下，决
定趁着尚未冷却的余温，将自己参与工作中的积累、想法和思考动笔写下来。
凭着一股热情、自我责任感和书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一头扎了进来。
“书到用时方恨少”，词到嘴边费掂量。
尽管实践中自己也注意学习、读书，但风风火火的日常工作与引经据典的文海拾贝确有天壤之别，况
且本人多年来离开理论前沿，知识结构陈旧，数据、背景掌握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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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历程与前景展望》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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