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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复旦大学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和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赵华胜教授对上海合作组织的
长期观察和思考的新著。
本书回顾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脉络，总结了它的特点和模式，分析了它与中国、俄罗斯、中亚成员
国以及美国的关系，探讨了它的可能性和限度，论述了它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了它的发展路径，并
对它的前景做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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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华胜，1957年出生。
高考恢复前曾当兵和当工人近8年。
1982年和1986年分别毕业于上海外语学院和南京大学。
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访问学者。
1986年至2004年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后任俄罗斯中亚研究室主任。
2005年后转入复旦大学，任复旦大学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和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
并为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常务理事，上海俄罗斯、东欧、中
亚学会副会长。
长期从事俄罗斯、中亚、上海合作组织问题研究。
主要著述有（俄文，莫斯科卡内基中心，2005），Central Asia：Views from Washington，Moscowand
Beijing（英文，与美国和俄罗斯学者合著，M.E.Sharpe，2007），以及大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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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在发展策略上，中国应鼓励其他成员国的积极性。
积极性的提高主要取决于利益。
利益越大，积极性也越高。
鼓励其他成员国的积极性，在一定意义上也使它们在利益分配中有恰当的所得，使它们的诉求能得到
体现。
虽然，上海合作组织不可能满足每个成员国的所有诉求，也无可能满足成员国的全部需求，但可集中
资源，强化核心功能，使其对各国的利益有所凸显。
对于其他成员国的想法，即使与中国不同，只要对上海合作组织没有危害，也可尽量予以理解以及支
持。
利益是可以交换的，中国也应有这种意识。
在经济合作中，中国需兼顾到各国的利益和关切，考虑到各种因素。
经济合作的效果不如人意不是放弃的理由，而是寻求更有效的途径、加大努力的动因。
从中国在2011年再次提出自贸区倡议来看，一体化仍是中国的总体设想。
不过，单刀直人一体化的目标过于突兀，它会引起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不安，反而可能成为正常的发
展过程的障碍。
如果俄罗斯和中亚成员国心存异议的话，不管它在表面上是否被接受，这个设想最终还是不可能实现
。
这不仅会迟滞正常的发展进程，而且很可能给中国带来政治负效应，中国将承受重大挫折，而且，一
旦一体化过程中断，再重新启动将更不容易了。
这不是说要放弃一体化概念。
中国既已提出经济一体化的思路，并且也写入了上海合作组织的正式文件，这表明这一理念已植入到
上海合作组织中。
它是一个概念和理念的制高点，不应轻易放弃，即使在相当长时间不可能实现，也可作为概念保留。
但是，如前所说，中国应采用更能体现地区公共利益和地区关怀的目标体系，一体化可作为一种形式
纳入其中，但不作为具体目标，不设定实现的时间表。
在经济合作中，淡化对一体化的强调，即不是一切为了实现一体化。
从具体的贸易、项目、合作计划人手，以经贸关系的加深、以合作项目的增加、以共同利益的扩大作
为引导，循序渐进地向一体化方向发展。
中国在经济合作上可以选择更恰当的核心概念加以强调，如帮助地区经济的发展、促进成员国间经济
联系，这更能为各国接受，更能为当地居民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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