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际政治科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国际政治科学>>

13位ISBN编号：9787501233021

10位ISBN编号：7501233020

出版时间：2009-4

出版时间：世界知识出版社

作者：阎学通 编

页数：12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际政治科学>>

内容概要

　　《国际政治科学(总第17期)》研究的问题是，从1989年中苏边界谈判开始的上海五国为什么会转
变为一个全面安全合作组织？
本文把上海合作组织的形成分为三个阶段，并提出信任、主导国和共同安全利益三个动因以解释这种
合作发展进程。
在边界谈判时期，中国与俄罗斯、中国与哈、吉、塔形成重要互信。
这两种信任关系成为以后产生中俄合作以及使中亚国家加入中俄主导的安全合作组织的基础。
中俄逐渐建立的信任关系催生了合作产生的第二个动因，即中俄主导。
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变得明显，上海五国提出多边合作并发展成安全会议机制。
从1998年至2001年，共同和互补的安全利益更加深化，从而推动上海五国提升为上海合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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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上海合作组织的形成及其动因印尼军人与对外冲突（1945-1965）《吕氏春秋》的国家间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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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与陈琪、黄字兴商榷干涉的概念及其合法性分析——对王日华博士的回应注释体例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际政治科学>>

章节摘录

上海合作组织的形成及其动因内容提要 本文研究的问题是，从1989年中苏边界谈判开始的上海五国为
什么会转变为一个全面安全合作组织？
本文把上海合作组织的形成分为三个阶段，并提出信任、主导国和共同安全利益三个动因以解释这种
合作发展进程。
在边界谈判时期，中国与俄罗斯、中国与哈、吉、塔形成重要互信。
这两种信任关系成为以后产生中俄合作以及使中亚国家加入中俄主导的安全合作组织的基础。
中俄逐渐建立的信任关系催生了合作产生的第二个动因，即中俄主导。
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变得明显，上海五国提出多边合作并发展成安全会议机制。
从1998年至2001年，共同和互补的安全利益更加深化，从而推动上海五国提升为上海合作组织。
关键词 上海合作组织 多边主义 中国外交 地区合作上海合作组织是由中国倡导建立的、以全面多边合
作为最大特点的地区组织。
该组织的形成，经历了中国同前苏联接壤地区的边界谈判、“上海五国”元首会议等过渡阶段。
1991年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中亚国家脱离苏联，成为独立的国家
。
由于新独立的哈、吉、塔等国都与中国接壤，为了彻底解决边界问题，中国须与新生的中亚三国持续
进行谈判与合作。
从而，中苏两国进行的边界谈判自然变成以中国为一方，以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
吉克斯坦四国为另一方的双边谈判。
此时，各国所关注的唯一问题是，五国明确各自所接壤的边界线，以解决边界地区的安全问题。
五国就边界问题的双边合作得到了加深，到1996、1997年大体上都对领土边界问题达成了一致。
从1996年开始，中、俄、哈、吉、塔五国每年举行“上海五国”元首会议。
值得注意的是，在1996、1997年召开的“上海五国”峰会是从1989年开始的解决领土边界问题谈判的
延续。
然而，1998年在阿拉木图召开的第三届“上海五国”峰会上，“上海五国”提出了新的议题，从过去
就边界地区的军事谈判变成以维护地区安全为主的多边安全合作。
具体地说，打击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这三股势力成为五国合作的主要议题。
换言之，1998年举办的第三届“上海五国”峰会萌生了有关多边合作的可能性，并最终推动产生了“
上海合作组织”这一地区性合作组织。
后来，“上海五国”元首会晤机制提升为五国间多层次、多领域的多边合作体制——“上海合作组织
”。
这意味着，它从一开始较为松散的单项安全会议机制逐渐制度化，并转变为一个积极的全面合作组织
。
一、问题的提出因而，笔者的问题是，从解决边界问题开始的消极性边界安全合作，究竟是如何超越
初期的合作形式而发展成为多边合作组织的？
换言之，为解决边界问题而开始的边界安全合作，怎么转变为针对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单一安全会议机
制——“上海五国”，再发展成一个多边安全合作组织的？
导致这种转变的动因是什么？
首先需要指出，笔者要研究的问题不是“上海合作组织”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所有变化，而是
从1989年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到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期间所发生的合作性质的变化。
在此，笔者所谓的合作性质变化的具体内容如下：第一，在“上海五国”时期所发表的正式文件里出
现了对合作的称呼变化。
在1996、1997年召开的“上海五国”峰会时期，其文件中就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
坦、塔吉克斯坦所使用的称谓是以中国为一方，以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
为另一方的“双方”。
但是,1998年第三届“上海五国”阿拉木图峰会该称谓就改为五国“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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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上海五国”元首们承认由双边合作向多边合作的形式转变。
第二，“上海五国”各成员国进行合作的实际内容发生了变化，各国进行合作的主要议题从过去就边
界地区的军事合作，扩大为针对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的非传统安全合作。
2001年6月15日，有关各方发表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
上海公约》。
在此基础上，2002年5月发表的《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进一步明确了该组织的基本宗旨和任务：“加强
成员国间的相互信任和睦邻友好；发展多领域合作，维护和加强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推动建立民
主、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共同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打击
非法贩卖毒品、武器和其他跨国犯罪活动，以及非法移民；鼓励开展政治、经贸、国防、执法、环保
、文化、科技、教育、能源、交通、金融信贷及其他共同感兴趣领域的有效区域合作；在平等伙伴关
系基础上，通过联合行动，促进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均衡发展，不断提高各成员国人民的生
活水平，改善生活条件；在参与世界经济的进程中协谪立场；根据成员国的国际义务及国内法，促进
保障人权及基本自由；保持和发展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关系；在防止和和平解决国际冲突中相互
协助；共同寻求21世纪出现的问题的解决办法。
”由此可见，“上海合作组织”不是一开始就以多边合作为主的，而是通过“上海五国”阶段经历了
合作性质的变化。
笔者要研究的时间范围是从1989年中苏边界谈判到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之前，尤其从1998年
第三届“上海五国”峰会到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的产生这一全面合作的核心阶段。
在此期间，各国尽管解决了边界问题，但没有选择解散。
反而，在解决边界问题后五国转变了合作形式并推进了制度化建设。
总之，从1989年到1998年，再到2001年的合作进程是合作性质变化过程的关键时期。
二、现有的三种解释中国国内对上海合作组织的研究大多是描述性的。
现有研究主要是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和发展过程进行考察和描述，从中探求上海合作组织建立的背
景和原因。
可以说，初期的国内研究比较偏向于“上海合作组织”取得的成果和历史意义，较为缺乏针对其合作
动因的分析。
国外学者就上海合作组织的产生动因所做的考察，主要是从中国与俄罗斯两国合作意图的角度来进行
研究。
在这些研究中，中国往往被看成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发起国，上海合作组织这一多边合作组织的产生，
被认为是中国与俄罗斯为了制衡美国而谋求合作的结果。
概括而言，迄今中外学者就双边性的边界谈判发展到多边合作组织的动因所进行的研究主要有如下看
法：一是历史必然说；二是安全和经济共同利益说；三是对美国制衡说。
　（一）历史必然说历史必然性说法主要表现在早期对上海合作组织进行研究的描述性文章里。
按照这一说法，“上海五国”到“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过程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
也就是说，从1989年开始的中国与苏联的边界谈判在苏联解体后自然地获得了更多的谈判对象，即哈
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在它们之间谈判快要结束之时，中国提议举办一次元首会议，以庆祝五国边界问题的圆满解决。
由此，上海五国在消极的国际形势中获得了支持，五国元首走到一起，相互支持，密切合作，维护自
己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
再加上五国间存在共同利益和中国与俄罗斯间的友好关系，这也推动了合作，因而上海合作组织得以
产生。
历史必然性之说有助于人们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大体状况加以了解，这也包括上海合作组织产生的初步
过程。
然而，这一说法仅限于具体描述，缺乏对动因之问的有机关系的讨论。
（二）安全和经济共同利益说关于上海合作组织的产生动因，安全和经济共同利益说是最为频繁出现
也是最广为接受的解释。
根据这种观点，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通过解决边界问题而建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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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在此基础上，五国间存在的共同利益推动着各国继续发展合作。
首先，学者们大多认为，从1989年至1997年五国进行边界谈判时起便开始建立信任。
不过，学者们所强调的侧重点略有不同。
有些学者主张该阶段是五国五方平等、均衡地建立信任的时期。
“上海合作组织”的前身“上海五国”起始于1989年中苏边界谈判，到1996、1997年“上海五国”元
首会晤，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就边界问题达成协议，大体解
决了有关各国领土主权的边界划分。
在此期间所建立的信任基础，使五国领导人决定继续保持这一机制，也推动五国两方变为五国五方，
并讨论更广泛的合作问题。
五国在军事安全领域的互信不断加强，五国间合作进一步扩展到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
，使得会晤机制逐步发展为一种多边合作体制。
也有学者强调，在边界谈判过程中，中俄两国间恢复信任对多边合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也就是说，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过去中俄间存在的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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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际政治科学(总第17期)》的关键词是“上海合作组织”、“多边主义”、“中国外交”和”“地
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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