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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建上合组织自贸区ꎬ 推进 “一带一盟” 对接

张恒龙 (上海大学上海合作组织公共外交研究院副院长ꎬ 哈萨

克斯坦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当前ꎬ 借助于上海合作组织这一平台具体落实 “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

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ꎬ 可以通过建立上合组织自由贸易区ꎬ 推动区域经

济一体化ꎬ 拓宽双边与多边的务实合作空间ꎬ 进而带动整个欧亚大陆发展、
合作和繁荣ꎮ

(一) 分阶段建立上合组织自贸区不违背协商一致原则

２００３ 年ꎬ 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建立上合组织自贸区的设想ꎮ
然而一直以来ꎬ 这个倡议并没有得到上合组织成员国的积极响应ꎬ 进展缓

慢ꎬ 举步维艰ꎮ 各成员国之间的利益诉求错综复杂ꎬ 所有成员国同时都加

入上合组织自贸区不太现实ꎮ 目前中国最切合实际的做法是: 首先在上合

组织框架内有计划地与关系密切国家建立自贸区ꎬ 形成一种示范效应ꎬ 待

时机成熟ꎬ 再逐步吸收其他上合组织成员国ꎮ 而这样做首先面临的一个问

题就是ꎬ 这是否违背了上合组织内部协商一致的原则?
«上海合作组织宪章» 第十六条 “通过决议程序” 规定: 本组织各机

构的决议以不举行投票的协商方式通过ꎬ 如在协商过程中无任一成员国反对

(协商一致)ꎬ 决议被视为通过如某个成员国或几个成员国对其他成员国

感兴趣的某些合作项目的实施不感兴趣ꎬ 他们不参与并不妨碍有关成员国实

施这些合作项目ꎬ 同时也不妨碍上述国家在将来加入这些项目ꎮ 这就是说ꎬ
在所有成员国没有达成共识的领域ꎬ 协商一致原则依然适用ꎬ 但这并不妨碍

其他成员国实施合作项目ꎮ 更何况ꎬ 作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ꎬ 每个国家

更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ꎬ 有权与任何国家签订自贸区协议ꎮ
(二) 协调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关系是上合组织自贸区成功的关键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趋势下ꎬ 各国都在努力寻求合作伙伴和合作

机会ꎬ 以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ꎮ 这使得某个国家先后参与多个区域经济合

作组织成为普遍现象ꎬ 上合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就存在成员国高度重合的

现象ꎮ 因此ꎬ 对于建立上合组织自贸区而言ꎬ 如何协调与欧亚经济联盟以

及涉及成员国的其他自由贸易协定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ꎮ 为此ꎬ 上合组织

与欧亚经济共同体专门签署了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与欧亚经济共同体一

体化委员会秘书处谅解备忘录»ꎮ
在这方面ꎬ 中国可以借鉴俄罗斯的经验ꎬ 俄罗斯是独联体自贸区和欧

—８５—



Статьи на актуаʌьные темы / 要文特约

亚经济联盟的推动者ꎮ 这两个不同层次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对俄罗斯来说作

用不同ꎬ 也显示了独联体国家与俄罗斯特殊的经济联系ꎮ 欧亚经济联盟是

俄罗斯在独联体内建设经济一体化的核心ꎬ 独联体自贸区属于外围ꎬ 独联

体自贸区内愿与俄罗斯进一步深化关系的国家都可以加入欧亚经济联盟ꎮ
中国也可以依此对自己希望主导的地区一体化进行分层分级ꎬ 在上合组织

框架内确认自己主导的一体化核心范围ꎬ 确定稳定的 “自家人”ꎬ 不断扩展

外围 “圈内朋友”ꎮ
目前ꎬ 上合组织内涉及的区域经济合作包括欧亚经济联盟和独联体自

贸区ꎬ 中国都不在其中ꎮ 但是ꎬ 中亚国家独立后ꎬ 在与俄发展传统经济关

系的同时ꎬ 也把对外关系多元化作为基本国策ꎮ 例如ꎬ 中亚各国与中美两

国都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ꎬ 中亚各国与中美两国签署的协议皆不具有排

他性ꎮ 因此ꎬ 在参与俄主导的独联体自贸区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同时ꎬ 中亚

国家愿意在双边和多边框架内与中国建立更加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ꎮ
与过去的政治军事同盟不同ꎬ 多边框架内的经济一体化合作机制并不

排斥参与者与其他国家建立新的经济一体化机制ꎮ 今后ꎬ 在推进上合组织

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ꎬ 尽管将面临如何协调上合组织与欧亚经济联盟和

独联体自贸区之间的关系等挑战ꎬ 但是ꎬ 上合组织与欧亚经济联盟不存在

根本性冲突ꎬ 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与独联体以及欧亚经济联盟框架内的经

济一体化可以同时存在ꎬ 并不矛盾ꎮ 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自贸区也可以相互

交叉ꎬ 互为补充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ꎬ 中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表示ꎬ 中国与欧亚

经济联盟启动了经贸合作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ꎬ 双方将通过该协定建立贸

易便利化的制度性安排ꎬ 最终建立自贸区ꎮ
(三) 分阶段实现上合组织自贸区建设

１ 优先发展 “次区域经济合作”
中国非常重视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开展区域经济合作ꎬ 并为此作出积极

的努力和投入ꎬ 包括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组织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网站、
为其他成员国培训管理人员和专业人才以及向成员国提供优惠出口买方信

贷等ꎮ 中国政府始终是建设上合组织自贸区的积极推动者ꎬ 在一定程度上

发挥了协调成员国政策、 稳定区域内部经济的作用ꎮ
中国多次提出建立上合组织自贸区的主张ꎬ 却频频遭到俄罗斯等国家

的反对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建立包括上合组织所有成员国自贸区的倡议和行

动都将面临严峻的考验ꎮ 因此ꎬ 中国可以依托当前已经存在的几个次区域

经济组织ꎬ 采取大致统一的自贸区内容和规则ꎬ 从单个国家寻求突破ꎬ 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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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推广到其他成员国ꎬ 最后实现上合组织的完全经济一体化ꎮ
我们建议采取由易到难、 逐步推进的方式来实现这一战略目标ꎮ 目前ꎬ

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已经形成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ꎬ 阿尔泰区域

合作区ꎬ 中、 吉、 乌三国次区域经济合作区等数个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ꎮ
中国可以以这些次区域经济合作区为突破口ꎬ 选择重点合作领域ꎬ 分阶段、
分地区进行ꎮ 以点带面ꎬ 形成具有实质性合作内容的产业、 区域ꎬ 为进一

步开拓中亚市场、 加强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合作提供强有力的支持ꎬ 为上合

组织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创造有利条件ꎮ
２ 分阶段、 逐步建立上合组织自贸区

可以从哈、 吉、 塔、 乌等国率先寻找最佳的自贸区合作伙伴ꎮ 首先进

行次区域自贸区的可行性研究ꎬ 进而确定自贸区的内容、 减税方案及应对

措施ꎬ 构建统一的、 适合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的自贸区基本架构和法律文

件ꎬ 然后组织力量进行谈判ꎮ 可以考虑给予率先进行自贸区谈判的国家以

适度优惠的市场准入条件ꎬ 这将有利于促进谈判进程ꎬ 降低谈判成本ꎮ 谈

判进程应当由易到难逐步推进ꎬ 同时适当考虑上合组织非谈判国ꎬ 特别是

俄罗斯的反应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加以缓和ꎮ 双边一体化组织的名称最

好避开自贸区的提法ꎬ 尽量减少对上合组织非谈判国的刺激ꎮ 对最初谈判

对象国作出适度让步、 给出优惠条件的目的在于诱发多米诺骨牌效应ꎬ 最

终目的是以中国的一体化方案为基础实现上合组织的经济一体化ꎮ
(四) 存在大量有待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在中亚地区ꎬ 各种自贸区协议交叉重叠ꎬ 情况非常复杂ꎮ 尤其是上合

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拥有众多共同的成员ꎬ 如果上合组织自贸区得以落实ꎬ
那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的自贸区谈判该怎么谈? 如果根据贸易自由化的程

度分级ꎬ 哪个将是优先ꎬ 哪个将是其次? 如果自贸区自由化程度问题解决

了ꎬ 只加入一个组织而非另一个组织的成员国利益又将如何保障? 自贸区

内成员国与第三方国家或经济组织签署另一份自贸协议ꎬ 又将对其他成员

国带来哪些影响? 自贸区成立后ꎬ 一个成员国能否利用另一个成员国与第

三方国家或经济组织签订的自贸协议进入他国市场? 原产地规则怎么保障?
人员流动怎么调控?

无论是上合组织自贸区谈判ꎬ 还是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自贸区谈判ꎬ
俄罗斯和中国绝对是最为主要的谈判双方ꎬ 而在这样的环境下ꎬ 哈萨克斯

坦等其他国家又该如何保障自身利益? 此外ꎬ 上合组织已经启动扩员程序ꎬ
不久的将来ꎬ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加入又将对自贸区谈判带来哪些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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