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3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为
促进上合组织地区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福祉，
实现本组织框架内多边经贸合作目标，注意到
上合组织成员国关于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倡
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建设丝绸之路经
济带的倡议，声明如下：

一、深化区域经济合作对进一步提高上合
组织国家人民福祉，保障上合组织成员国经济
社会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总理们认为，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
下，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和伙伴关系将促进国际
合作和全球治理新模式的探索。该进程的持
续推进有助于加强各国伙伴关系，增加投资和
消费规模，扩大需求和就业，进而保障各国多
元、平衡、自主、可持续的发展。

鉴此，总理们重申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关

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认为该倡议契
合上合组织发展目标。

二、总理们认为，利用上合组织现有成果
和相关经济合作机制十分重要。成员国将以
基础设施建设、产能投资为优先方向，扩大双、
多边经贸合作，共同促进本地区工业化和现代
化进程。

根据《上合组织至2025年发展战略》，总理
们强调有必要制订《2017—2021年上合组织进
一步推动项目合作的措施清单》，就共同关心
的问题进一步扩大互利合作，以促进上合组织
成员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提高上合组织成员
国人民福祉。

三、总理们认为，为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应：

——加强交通领域多边合作，建立国际运
输走廊，实施各方均感兴趣、可提高互联互通

能力和发挥过境运输潜力的共同基础设施项
目，发展高铁等铁路交通，建立多式物流中心，
采用先进和创新的交通技术。

——加快 2014 年 9 月 12 日在杜尚别签署
的《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国际道路运输便利
化协定》生效，并起草关于在国际道路运输过
程中实施签证、边防、海关、交通、动植物检验
检疫等领域便利化的单独协定草案。采取切
实措施落实 2015年 5月 15日在乌法举行的上
合组织成员国交通部长第七次会议框架下达
成的共识。

——通过贸易结构多元化，提升商品和服
务贸易规模和质量，加强电子商务合作。

——促进建立区域内良好的投资环境。
——开展产能合作，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在

成员国建立产业园区或经济合作区。加强企业

交流，共同利用先进技术，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在信息技术、医疗、教育服务、电子商

务、能源利用效率等高技术领域加强协作，构
建紧密的贸易投资和科研联系，有效保障知识
产权，加强预防、查明和阻断盗版产品合作。

——通过建立项目融资保障机制推动本
组织框架下金融合作，共同防范和应对区域性
金融风险，开展本币互换，保障金融市场稳定，
发挥金融投资机制作用，为上合组织地区经济
项目合作提供融资支持。

四、总理们相信，上合组织成员国与观察

员国和对话伙伴本着透明、相互尊重、平等、开
放的原则，在实施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等框架
下通力协作，将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维护地区
和平稳定。

新华社郑州12月15日电

六大平台见证上合组织合作迈上新台阶
——盘点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成果

新华社记者 谭晶晶 臧晓程

作 为 会 议 的 重 要 成 果 之
一，会议发表了《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关于区
域经济合作的声明》，提出要加
强交通领域多边合作、推进运
输便利化、提升商品和服务贸

易规模和质量、建立良好的投资环境、开展产
能合作、推进高技术领域合作和金融合作等
具体倡议。

上合组织成立 14年来，安全合作和经济合
作相辅相成，成为推动上合不断前行的两个“轮
子”。当前，在本地区各国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加
大、恐怖主义安全威胁上升的情况下，上合组织

助力经济发展、进而减少威胁安全的不稳定因
素的任务显得尤为迫切。

孙壮志表示，此次发表的区域经济合作声
明为进一步助推区域经济合作指明了方向，注
入了更多内涵。

声明说，总理们重申支持中国关于建设丝
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认为该倡议契合上合组
织发展目标。

上合组织成立 14年来，走过了不平凡的历
程，为维护地区稳定、增进成员国人民福祉作出
了重要贡献。展望未来，上合组织合作将依托

“一带一路”加速前行，结出更多硕果。
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电

为期两天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
国总理第十四次会议15日在郑州
落下帷幕。这是今年中国主场外交
的又一次重要活动。中国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作为东道主主持这次会
议，并提出重点打造上合组织六大
合作平台。专家认为，此次会议取
得的重要成果有助于全面提升上合
组织各领域合作水平、推动区域经
济合作迈上新台阶。

这是继7月在俄罗斯乌法举行
的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后，上合组织
又一重要会议。李克强总理与俄罗斯
总理梅德韦杰夫、哈萨克斯坦总理
马西莫夫、吉尔吉斯斯坦总理
萨 里 耶 夫 、塔 吉 克 斯 坦 总 理
拉苏尔佐达、乌兹别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阿齐莫夫共同出席，就如何在新形
势下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推动
共同发展振兴探索新思路、新办法。

观察员国阿富汗、白俄罗斯、印
度、伊朗、蒙古国、巴基斯坦等政府
领导人以及联合国亚太经社会、亚
信等有关国际组织和机制负责人也
应邀与会。

李克强总理提出，
上合组织在关注安全、
经济、人文三大传统领
域基础上，重点打造六
大合作平台，即筑牢安
全合作平台、搭建产能
合作平台、加快建设互

联互通平台、创新金融合作平台、构建区域
贸易合作平台、打造社会民生合作平台，推
进各方友好合作取得扎实成果。

专家认为，打造六大合作平台的倡议
堪称此次会议的最大亮点，这与中国提出
的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一脉相承，
交相呼应。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乌法峰
会上正式成为上合组织区域合作的重要主
题，而上合组织则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
欧亚经济联盟实现对接的重要平台。

“六大平台中，产能合作平台、互联互
通合作平台、金融合作平台、区域贸易合作
平台这四个平台涵盖了‘一带一路’倡议

‘五通’中的‘四通’。随着‘一带一路’建设
全面展开，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核
心区域，上合组织成员国经济合作将迎来
新机遇。”外交学院外交学系教授高飞说。

社科院上合组织研究中心秘书长孙壮志
认为，中国与中亚国家间的项目需要解决
资金问题，六大平台中的金融合作平台将
为正在或将要实施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拓宽融资渠道。同时，进一步扩大本币结
算范围，将使上合组织各成员国共同抵御
外来金融风险。

维护地区安全是上合组织
成立之初的重要使命，安全合
作平台顺理成章成为上合组织
成员国之间密切互动的主旋
律。民生合作平台开拓了一个
新的领域，意味着上合组织合

作从谋发展到惠民生，让地区人民共享发展成
果，也让成员国间绵延 2000多年的友谊薪火相
传。

“民生合作是这次上合组织成员国总理会
议提出的新的重要理念和内容，涵盖人才培养、

人员往来、增强环保意识等诸多方面。”中国国
际问题研究院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石泽
说。

无论是多边会议还是双边会见场合，“产能
合作”都成为此次会议期间的一大热词。专家
表示，上合组织成员国的产能合作有体量大、多
层次两个特点。中俄、中哈已商定了诸多能源
合作项目。中亚国家面临工业化挑战，而中国
积累了较为雄厚的资本，并在汽车、钢铁、造船、
化工、港口设备、工程机械等领域拥有优势产
能，双方产能合作互补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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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
关于区域经济合作的声明

（2015年12月15日，郑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