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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合組織第二次擴員是這次上合峰會
焦點之一，其中伊朗15日已簽署加入上
合組織承諾的備忘錄，為該國成為上合
組織成員國鋪路。據媒體報道，除了推
進伊朗加入上合組織進程外，撒馬爾罕
峰會期間還計劃啟動接收白俄羅斯成為
成員國的程序，以及給予相關國家對話
夥伴地位。
除了伊朗和白俄羅斯之外，俄媒上月

曾披露稱，卡塔爾、敘利亞、沙特阿拉
伯和阿聯酋等10個國家都希望加入上合
組織。報道引述一名高級消息人士透
露，在不久的將來，上合組織正在等待
以阿拉伯國家和東南亞國家為主的「擴
大潮」，「我們看到各國對上合組織前

所未有的興趣。」
對此，卡塔爾半島電視台稱，隨着愈

來愈多國家願意加入，上合組織的整體
實力正在加強，作為國際關係事務中一
支「正能量的代表」，上合組織的影響
力半徑將繼續得到拓展。烏茲別克斯坦
總統米爾濟約耶夫近日亦撰文，對此次
峰會將標誌着上合組織發展進程中「一
個新階段的誕生」表達了自己的信心。
他說，成員國的數量將會增加，組織未
來的議程將會形成，這些都「非常具有
象徵意義」。
《印度時報》14日提到，上合組織峰

會舉行的背景是世界分化日益嚴重。但
米爾濟約耶夫認為，當世界陷入「深度

信任危機」和地緣政治對抗中時，上合
組織應該成為一個「沒有分界線的吸引
力極」。
中國上合組織研究中心秘書長鄧浩和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實習員李天毅
日前撰文指出，上合組織再次擴員意義
非凡。他們說，上合組織新一輪擴員加
速與國際和地區形勢急劇變化密切相
關，也是新形勢下上合組織吸引力、影
響力擴大的必然結果。放眼未來，上合
組織將以新一輪擴員為契機，進一步加
大參與全球和地區治理的力度，在構建
新型國際關係和人類命運共同體中發揮
更加重要作用。

◆綜合報道

多國加入意慾高 勢迎「擴大潮」
上海合作組織（簡稱上合組

織）於2001年6月15日在上海成
立，創始成員國為中國、俄羅
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
坦、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6

國。2017年上合組織阿斯塔納峰會決定給予印度和
巴基斯坦成員國地位，成員國增至8個。

上合組織8個成員國領土總面積超過歐亞大陸的
五分之三，人口佔世界近一半，是當今世界幅員最
廣、人口最多的綜合性區域組織。上合組織也是迄
今唯一在中國境內成立、以中國城市命名、總部設
在中國境內的區域性國際組織。

上合組織有兩個常設機構，分別是設在北京的秘

書處和設在烏茲別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的地區反恐怖
機構執行委員會。上合組織現有阿富汗、白俄羅
斯、伊朗、蒙古國4個觀察員國，阿塞拜疆、亞美
尼亞、柬埔寨、尼泊爾、土耳其和斯里蘭卡等對話
夥伴。成員國元首理事會是上合組織最高決策機
構，每年舉行一次會議，就組織內所有重大問題作
出決定和指示。

上合組織成立21年來，始終保持健康穩定發展
勢頭，成功探索出一條新型區域組織的合作與發展
道路。互信、互利、平等、協商、尊重多樣文明、
謀求共同發展的「上海精神」是本組織日益發展壯
大的理念基礎和行動指南，並被不斷賦予新的時代
內涵。 ◆新華社

全球幅員最廣綜合性區域組織

上海合作組織秘書長張明近日受訪
時表示，國際社會廣泛關注上合組織
本次撒馬爾罕峰會，大家共同期待上
合組織成員國攜手一致，為全球合作
注入「上合正能量」。
張明指出，自2001年成立以來，上
合組織不斷發展壯大，已成為世界上
幅員最廣、人口最多，具有重要影響
力和權威性的綜合性區域組織，是完
善國際秩序、推動地區和全球發展、
維護成員國安全穩定不可或缺的建設
性力量。

多邊平等夥伴關係典範
張明認為上合機制對全球發展具
有重要性，在世紀疫情和百年變局
交織叠加，當前世界形勢正經歷深
刻複雜變化，包括上合組織在內的

國際組織也面臨着新的挑戰。上合
組織始終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成
員國尊重彼此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
權利，成為國際社會建立多邊平等
夥伴關係的典範。
張明表示，維護地區安全穩定、促

進經濟社會發展是上合組織合作的優
先方向。20多年來，建立在普遍安全
基礎上的區域經濟合作不斷融合發
展，各國充分利用自身優勢，深入開
展經貿、交通、農業、能源、工業、
金融、科技等領域合作，攜手推進共
建「一帶一路」等發展倡議和區域合
作倡議對接。未來上合組織發展可從
全球安全倡議中汲取更大能量，推動
安全合作全方位深入發展，將上合組
織地區打造成和諧、安寧、穩定、可
持續發展的典範。 ◆中新社

作為全球幅員最廣、人口最多的區域
性國際組織，上合組織有一個特

點，就是它的開放性和包容性。由於目前
上合組織的成員、觀察員及對話夥伴均為
非西方國家，有的正在遭受美西方制裁，
如俄羅斯、伊朗和白俄羅斯，上合組織因
此遭到美西方輿論針對，上合組織對多邊
合作機制的新探索，被他們描述成是想要
與西方集團「分庭抗禮」或「對抗西
方」，《華爾街日報》14日的報道中，更
將上合組織稱作「東方的北約」。

俄批無視上合組織核心理念
美西方輿論這種觀點，與他們近年來

看待所有與中國有關的議題的觀點如出
一轍，就是以他們狹隘的認知去理解、
揣度上合的理念。正由於美西方輿論充
斥着霸道偏執的對抗思維，處處想要置
競爭對手於死地，才會認為上合組織是
要「對抗西方」。美西方輿論這套論
述，都是無視了上合組織的核心理念和
組織性質，根本經不起反駁。
俄羅斯常駐上合組織秘書處代表斯捷

普金娜在峰會前夕的記者會上便表示，
成立上合組織的目的是合作和國家發
展，而不是與誰對抗，因此將上合組織
與北約作比較是不正確的，「將上合組
織與北約作比較並非新鮮事，在這個問
題上不要被西方帶節奏，因為這樣做的
目的之一，是掩飾北約自身的軍事屬
性，為合理化北約存在尋找借口。」
斯捷普金娜明確指出，北約是一個尋

求武力解決方案、劃分勢力範圍的軍事
集團，「我們清楚地看到，當前的一切
是如何發生的，令各國的國家利益成為

地緣政治局勢的犧牲品。」她強調上合
組織與北約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質，上合
《憲章》規定上合組織不是一個軍事集
團，上合組織的工作原則也是協商一致
和互相尊重。

北約成員無平等地位可言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楊希雨也

說，上合組織與北約兩者沒有任何可比
性，其最本質的不同在於結盟與否以及
夥伴關係是否平等，上合組織是不結盟
的平等夥伴合作組織，而北約是軍事結
盟組織，「試問北約哪個成員國會站出
來說，我和美國處於平等地位？」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的報道亦指出，最

初，上合組織作為旨在解決安全問題的
區域組織而成立，隨着時間推移，其功
能不斷擴大，形成了一個綜合性結構。

俄國家杜馬經濟政策委員會副主席克拉
夫琴科表示，事實上，上合組織是倡導
平等、相互尊重利益的「獨特典範」。

上合「三不原則」深得人心
《環球時報》社評也指出，西方國家與

其要針對上合組織，不如應該反思他們看
待世界的方式到底出現了什麼問題。評論
指，華盛頓常常威逼利誘、百般拉攏搞各
種小圈子，但世界不少國家對其離心力愈
來愈強，上合組織堅持主權平等、不排他
的多邊主義，朋友圈卻愈來愈大。「究其
原因，就在於上合組織始終秉持的『不結
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的『三不原
則』深得人心，特別是美西方愈是大搞
『選邊站』的脅迫外交，國際社會對真正
的多邊主義的訴求就愈加強烈。」

◆綜合報道

滿口歪理圖合理化北約 掩飾自身軍事屬性

西方詆毀上合組織
專家媒體批「充斥霸道對抗思維」

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二十

二次會議15日起在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

罕召開，上合組織第二輪擴員是今次峰

會核心議題之一。在近日一些西方媒體

的報道中，上合組織經常被渲染為「對

抗 西 方 」 的 組 織 ， 甚 至 是 「 東 方 北

約」，對於這種說法，多國專家和媒體

都先後予以駁斥，強調將並非軍事集團

的上合組織與北約作對比絕不正確，並

認為西方詆毀上合組織，只是為合理化

北約的存在尋找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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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俄媒報道，卡塔
爾、沙特阿拉伯、
阿聯酋等10個國家
希望加入

上合組織成員

◆◆上合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傳媒中心上合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傳媒中心。。 新華社新華社

◆◆上合組織具有開放性和包容性上合組織具有開放性和包容性。。圖為圖為
烏茲別克斯坦總統米爾濟約耶夫烏茲別克斯坦總統米爾濟約耶夫（（右右））
與伊朗總統萊希與伊朗總統萊希。。 法新社法新社

◆◆99月月1212日日，，在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在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一名男子騎車經過一名男子騎車經過
上合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二十二次會議標誌上合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二十二次會議標誌。。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