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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葆珍编著的《上海合作组织与中国的和平发展》试图选择一个新的视角——从中国和平发展的大背
景入手，阐释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是各成员国共同利益的需求，通过考察其合作领域的不断拓宽，总
结其成功的经验，深入分析其在新形势下面临的考验和问题，客观评估上海合作组织的稳步发展与中
国的和平发展所形成的一种良性互动关系。
在尽一切可能充分地吸纳和借鉴国内学界关于“上海合作组织”问题研究成果之知识营养和思想营养
的基础上，在尽一切可能充分地吸纳和利用国内学界关于“上海合作组织”问题的中文研究资料的基
础上，从“中国问题”的本土意识出发，从中国和平发展大战略的宏观视阈出发，对“上海合作组织
”的缘起、发展脉络、发展前景、特点、地位、作用诸核心问题，尤其是对当代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
与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和深入的重新梳理和阐释，提出一些颇具有
启示性的独立思考和见解，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拓展和丰富了“上海合作组织”问题的学术研
究与政策研究的视野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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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葆珍，1964年2月出生于河南省许昌市。
历史学博士。
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河南省优秀教师、河南省教学标兵。
主要研究当代中国政府及中国对外政策。
尤其是中国睦邻外交政策。
近年在《外交评论》《河南社会科学》《郑州大学学报》等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出版的学术专著《世界格局转变与亚太大国关系》获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副主编、参编学术著作8部，主持或参与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项、省部级科研项目6项，获得省
级教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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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军事与安全上，俄罗斯一直是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的发起国和倡导者。
它大力宣扬自己与中亚各国在地缘政治利益方面的相通性，提出集体安全构想，推动建立集体安全条
约的执行机制，促使更多的中亚国家加入集体安全条约，逐步恢复统一的战略防御空间，力图使中亚
成为支撑俄军事强国的战略支点。
苏联解体后，其在中亚的军事部署基本依据自然行政区划悉数分解，1992年5月，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共
同签署了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但成立之初并没有产生实际意义。
9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美国对中亚的渗入，俄罗斯开始加强对中亚的军事安全影响。
除了对中亚国家进行军事指导、军官培训之外，还积极参加北约在中亚举行的军事演习，保持并强化
对中亚安全事务的参与，避免中亚完全被美国和北约控制。
俄罗斯先后与中亚除土库曼斯坦（土库曼斯坦奉行中立政策）外的四国签署了《保障独联体南部共同
边界协议》《俄与中亚国家联合防空防天协议》，把中亚四国纳入了独联体联合保卫边界机制和独联
体联合防空体系。
1997年5月，俄与中亚五国组建了“帕米尔”联合部队，以制止中亚内部的武装冲突，维护独联体南部
边界的安全。
1999年11月，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成员国举行首脑会议，商讨有关打击中亚极端势力的问题，决定建
立独联体国家安全秘书委员会，加强各国在打击“三股恶势力”斗争中的协调与合作。
与此同时，俄罗斯军方与中亚国家军方为应对遭受侵犯而举行磋商，举行针对性联合军事演习，并
于2001年组建了中亚快速反应部队，以对付中亚的恐怖主义，维护中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9·11”事件后，美国在乌、吉等国租用机场、建立军事基地深深刺激了俄的神经。
尽管俄总统普京从国家利益和世界大局出发，没有与美发生直接对抗，但俄各界尤其是军界对此反映
强烈。
俄对美国打着反恐旗号加强对中亚军事渗透的动机心知肚明，因此它与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暗中较劲一
刻也没有停止过。
对于美国在吉尔吉斯斯坦租用玛纳斯机场及建立军事基地一事，俄很快作出反应，向吉派出高级代表
团，两国签署了军事及军事技术合作协议，其中包括将俄在吉军事设施存在的期限由7年延长到15年。
2002年12月初，俄、吉领导人商谈俄使用吉境内的坎特空军基地问题，双方于2003年7月签订协议，俄
正式接管坎特机场并开始部署。
这是苏联解体后俄在原加盟共和国建立的第一个军事基地，用于为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的
陆军集群提供空中支援。
令世人瞩目的是，坎特机场离美军租用的玛纳斯机场仅35公里，使俄美士兵几乎实现“零距离接触”
，相距之近致使美俄双方需要商谈技术细节以保障安全，因为这么短的距离对战斗机来说只是几秒钟
的航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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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上海合作组织与中国的和平发展》是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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