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棒上合组织主席国这一年
中国交出满意答卷

□ 本报记者 赵君 张依盟

去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的接力棒交
给中国，由中国担任上合组织的轮值主
席国。

一年来，中国以弘扬“上海精神”
为主线，以巩固团结互信、共谋稳定发
展为目标，积极履职尽责，在各方支持
下开展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呈现三
个突出特点：一是内容全面，工作注重
吸收各方建议、体现各方关切。在各方
大力支持下，成功举办了一系列重要机
制性会议以及大型多边活动等160多项活
动，内容涵盖政治、安全、经济、人
文、对外交往和机制建设等方方面面，
实现了合作领域全覆盖。各方政治互信
升至新高度，安全协作取得新进展，务
实合作实现新突破，人文交流收获新成
果，为青岛峰会的召开奠定了坚实基
础。二是参与广泛，举办的丰富多彩的
活动，不仅得到成员国积极支持，还吸
引了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踊跃参加。各
国参与者中既有政府官员也有专家学
者、新闻媒体、青年等社会各界代表。
三是亮点纷呈，上合组织扩员后，8国外
长第一时间在联合国“晒”出了第一张
“全家福”。此外，民间组织论坛、职
业工人技能大赛、上合昆明国际马拉松
赛、青年交流营等一大批独具创意的活
动先后出台，拉近了各国民众间的距

离，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和友谊。
将于6月举行的上合组织青岛峰会，

是中国作为轮值主席国工作的最大亮
点，也是工作的核心和“收官之作”。4
月24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北
京主持召开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后会
见记者时说，中方正会同各成员国全力
以赴做好峰会最后的筹备工作，“我们
有信心向世界呈现一次高水平、有特
色、影响深远的国际盛会”。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
议，与会外长高度评价中方作为轮值主
席国为推动上合组织进程所作努力，表
示愿与中方协调配合，共同推动青岛峰
会取得积极成果，为促进成员国之间的
睦邻友好、团结互信、互利合作，提升
上合组织的影响力作出贡献。

5月21日至22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
国安全会议秘书第十三次会议上，俄罗斯
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吉尔吉斯斯坦
安全会议秘书萨根巴耶夫代表外方先后
发言，表示各国支持中国作为上海合作组
织主席国为推动落实领导人共识、携手应
对成员国面临的共同挑战、维护国际和平
与安全提出的倡议。本次安全会议秘书会
议深入探讨了打击恐怖主义、“三股势
力”，加强信息安全，维护社会稳定等
成员国共同关心的问题，为加强上海合
作组织安全领域合作进一步指明了方
向，为筹备青岛峰会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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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合组织
其他7个成员国简况

印度

【国名】印度共和国
【面积】约298万平方公里（不包括中印边境印占区和克什

米尔印度实际控制区等）
【人口】12 . 95亿（世界银行2014年统计数据）。有100多个

民族，其中印度斯坦族约占总人口的30%，其他较大的民族包括
马拉提族、孟加拉族、比哈尔族、泰卢固族、泰米尔族等。官方
语言为印地语和英语

【首都】新德里

哈萨克斯坦

【国名】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面积】272 . 49万平方公里
【人口】1817 . 77万（截至2018年2月），民族140个，其中

哈萨克族占65 . 5%，俄罗斯族占21 . 4%。官方语言为哈萨克语和
俄语

【首都】阿斯塔纳

吉尔吉斯斯坦

【国名】吉尔吉斯共和国，简称吉尔吉斯斯坦
【面积】19 . 99万平方公里
【人口】613万（2017年12月）。有80多个民族，其中吉尔吉

斯族占72 . 8%，乌兹别克族占14 . 5%，俄罗斯族占6 . 2%，东干族占
1 . 1%，维吾尔族占0 . 9%，塔吉克族占0 . 9%，土耳其族占0 . 7%，哈
萨克族占0 . 6%，其他为鞑靼、阿塞拜疆、朝鲜、乌克兰等民族。
国语为吉尔吉斯语，俄语为官方语言

【首都】比什凯克

巴基斯坦

【国名】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面积】796095平方公里（不包括巴控克什米尔地区）
【人口】人口2 . 08亿。巴是多民族国家，其中旁遮普族占

63%，信德族占18%，帕坦族占11%，俾路支族占4%。乌尔都语为
国语，英语为官方语言，主要民族语言有旁遮普语、信德语、普
什图语和俾路支语等

【首都】伊斯兰堡

俄罗斯

【国名】俄罗斯联邦
【面积】1709 . 82万平方公里
【人口】1 . 46亿人，民族194个，其中俄罗斯族占77 . 7%，主

要少数民族有鞑靼、乌克兰、巴什基尔、楚瓦什、车臣、亚美尼
亚、阿瓦尔、摩尔多瓦、哈萨克、阿塞拜疆、白俄罗斯等族。俄
语是俄罗斯联邦全境内的官方语言，各共和国有权规定自己的国
语，并在该共和国境内与俄语一起使用

【首都】莫斯科

塔吉克斯坦

【国名】塔吉克斯坦共和国
【面积】14 . 31万平方公里
【人口】896 . 6万人（截至2017年12月）。共有86个民族，其

中塔吉克族占80%，乌兹别克族占15 . 3%，俄罗斯族占1%。此
外，还有鞑靼、吉尔吉斯、乌克兰、土库曼、哈萨克、白俄罗
斯、亚美尼亚等民族。塔吉克语为国语，俄语为通用语

【首都】杜尚别

乌兹别克斯坦

【国名】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
【面积】44 . 74万平方公里
【人口】3265万（截至2018年1月）。共有134个民族，乌兹

别克族占78 . 8%，塔吉克族占4 . 9%，俄罗斯族占4 . 4%。乌兹别克
语为官方语言，俄语为通用语言

【首都】塔什干

视频 相约上合，青岛欢迎你

H5 喜迎上合，笑脸接力

众哥西游 带我去看一带一路上的山东足迹

上合组织历次元首峰会成果

成员国元首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宣告上合组织正式成立。

2001年6月14日至15日 第一次峰会——— 上海峰会 成员国元首签署了《上合组织宪章》《关于地区反恐怖机构的协

定》《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三个重要文件，为上合组织的机

制化和法律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2002年6月7日 第二次峰会——— 圣彼得堡峰会

成员国元首在加强协调、扩大合作、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

题上达成广泛共识，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

成员国元首正式启动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签署批准了《塔什

干宣言》、反毒合作协议等多份重要文件，并决定采取新举措，推进安

全和经济方面的务实合作，建立成员国外交部间协作机制等。本次峰会

标志着成立三年的上合组织正式结束初创阶段，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时

期。会上，蒙古国被吸收为上合组织观察员。

成员国元首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等重要文件，

并决定给予巴基斯坦、伊朗、印度观察员地位。

成员国元首围绕弘扬“上海精神”、深化务实合作、促进和平发展

的主题，提出了上合组织发展的远景规划，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五周

年宣言》等重要文件，为上合组织的下一步发展确定了方向和任务。

成员国元首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

约》，把成员国人民“世代友好、永保和平”的思想以法律形式确定下

来。

会议通过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杜尚别宣言》《上海合作组

织对话伙伴条例》等重要文件。

成员国元首签署了《叶卡捷琳堡宣言》和《反恐怖主义公约》等重

要文件。会议给予斯里兰卡和白俄罗斯对话伙伴地位。

会议发表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次会议宣言》，

批准了《上海合作组织接收新成员条例》和《上海合作组织程序规

则》。

成员国元首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十周年阿斯塔纳宣言》，对上合

组织未来10年的发展方向作出战略规划。

成员国元首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关于构建持久和平、

共同繁荣地区的宣言》等10个文件。会议同意接收阿富汗为上合组织观

察员国、土耳其为上合组织对话伙伴国。

成员国元首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比什凯克宣言》，批

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实施纲要(2013-

2017)》。

峰会宣布继续制定《上海合作组织至2025年发展战略》，并正式开

启扩员大门。各方还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国际道路运输

便利化协定》，批准了《给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地位程序》和《关于

申请国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义务的备忘录范本》修订案。

共同签署并发表了《乌法宣言》，批准包括《上合组织至2025年发

展战略》在内的一系列文件，签署《上合组织成员国边防合作协定》，

通过关于启动接收印度、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程序等决议，发表成员

国元首关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声明、关于应对毒品问题的

声明以及会议《新闻公报》。

成员国元首发表《上合组织成立十五周年塔什干宣言》和《新闻公

报》，批准《〈上合组织至2025年发展战略〉2016—2020年落实行动计

划》等文件，见证签署印度、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义务的备忘录，有

关部门授权代表签署了《上合组织成员国旅游合作发展纲要》。

成员国元首签署并发表《阿斯塔纳宣言》，发表《新闻公报》《上

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关于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声明》，签署《上

合组织反极端主义公约》，批准给予印度、巴基斯坦上合组织成员国地

位等7份决议。峰会期间，各方授权代表还签署了《2017—2018年落实

〈上合组织成员国旅游合作发展纲要〉联合行动计划》《上合组织秘书

处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谅解备忘录》。

2004年6月17日 第四次峰会——— 塔什干峰会

2003年5月29日 第三次峰会——— 莫斯科峰会

2005年7月5日 第五次峰会——— 阿斯塔纳峰会

2006年6月15日 第六次峰会——— 上海峰会

2007年8月16日 第七次峰会——— 比什凯克峰会

第九次峰会——— 叶卡捷琳堡峰会2009年6月15日至16日

2011年6月15日 第十一次峰会——— 阿斯塔纳峰会

2008年8月28日 第八次峰会——— 杜尚别峰会

2010年6月11日 第十次峰会——— 塔什干峰会

2012年6月7日 第十二次峰会——— 北京峰会

2013年9月13日 第十三次峰会——— 比什凯克峰会

2014年9月11日至12日 第十四次峰会——— 杜尚别峰会

2015年7月10日 第十五次峰会——— 乌法峰会

2017年6月9日 第十七次峰会——— 阿斯塔纳峰会

2016年6月24日 第十六次峰会——— 塔什干峰会

（资料整理：赵君 张依盟 美编：于海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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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力棒再次传到中国手上

中国以弘扬“上海精神”、挖掘扩员潜力、

促进团结合作、共谋稳定发展为出发点

在各方大力支持下，成功举办了一系列重要机制性会议

以及大型多边活动等160多项活动

各方政治互信升至新高度，安全协作取得新进展，务实合作实现新突破，

人文交流收获新成果，为青岛峰会的召开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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