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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上海精神”，不断增进成员国互信，在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基础上开展

互利合作，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符合各成员国人民利益和诉求。

——摘自习主席2013年9月13日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

15年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已

经成为上海合作组织赖以生存发展的根基，代表了当今国际关系发展方向。

——摘自习主席2015年7月10日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

“上海精神”具有超越时代和地域的生命力和价值，为所有致力于睦邻友好和共

同繁荣的国家提供了有益借鉴，也为国际社会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

系实践注入了强大动力。

——摘自习主席2016年6月24日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

“上海精神”产生的强大凝聚力是本组织发展的保证。我们要保持团结协作的

良好传统，新老成员国密切融合，深化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构建平等相待、守望

相助、休戚与共、安危共担的命运共同体。

——摘自习主席2017年6月9日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

习主席的“上合声音”
弘扬“上海精神”

面对本地区宗教极端主义沉渣泛起、“恐”“毒”合流愈演愈烈的严峻形势，以安

全合作为立足根基的上海合作组织，要加强维稳能力建设，切实为本地区各国谋稳

定、求发展、促民生提供可靠安全保障。

——摘自习主席2014年9月12日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

维护地区安全稳定是本组织所有成员国共同关切。防止地区局势生乱、防范恐

怖主义和宗教极端思想肆意蔓延、防止别有用心势力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是本组织职

责所在。

——摘自习主席2015年7月10日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

“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维护地区安全稳定是上海合作组织合作的优先方向。

——摘自习主席2016年6月24日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

安全是发展的基石。没有安全，就谈不上发展。近期本地区发生的暴力恐怖事

件表明，打击“三股势力”斗争仍然任重道远，我们要一如既往将维护地区安全稳定

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工作的优先方向。

——摘自习主席2017年6月9日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

维护地区安全

务实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原动力。上海合作组织6个成员

国和5个观察员国都位于古丝绸之路沿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和观察员国，

我们有责任把丝绸之路精神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摘自习主席2013年9月13日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

“为国者以富民为本。”在世界经济前景不确定性增加、有关国家贸易保护主义

抬头的情况下，本组织要在互利共赢基础上，深挖区域合作潜力，共创合作机遇，增

强成员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和抗风险能力。

——摘自习主席2014年9月12日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

寻求新的增长点、改善社会民生是本组织成员国的重大任务。上海合作组织应该

推动各方在互利共赢基础上，创造更多合作机遇，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取得早期收获。

——摘自习主席2015年7月10日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

为促进本地区经济整体发展，中方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同各国发展战略对

接，希望上海合作组织为此发挥积极作用并创造更多合作机遇。

——摘自习主席2016年6月24日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

扩大务实合作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扩大对外交往、吸收新鲜血液，是上海合作组织自身发

展壮大的需要，也符合本组织一贯奉行的开放包容方针。

——摘自习主席2014年9月12日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

我们要支持本组织继续扩大对外交往，密切同联合国、独联体、欧亚经济联盟、

集安条约组织、东盟、亚信等国际和地区多边机制的联系和合作，交流互鉴，取长补

短。

——摘自习主席2015年7月10日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

坚持开放透明，不针对第三方，同所有志同道合的国际伙伴开展广泛合作，做国

际秩序健康发展的建设性力量。

——摘自习主席2016年6月24日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

对外开放是本组织成立之初就确立的基本原则。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同观

察员国、对话伙伴以及其他国家开展多形式、宽领域合作，并根据有关规定和协商一

致原则继续认真研究有关国家获得本组织法律地位的申请。

——摘自习主席2017年6月9日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

坚持开放包容

大美青岛，红瓦绿树，碧海青山。
6月 9日至 10日，上海合作组织 8个

成员国、4个观察员国领导人和有关国
际组织负责人将在这座城市相聚，共商
发展大计，共襄合作盛举。

作为上合组织扩员后的首次峰会，青
岛峰会将开启上合组织发展怎样的新征
程？又将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产
生何等深远的影响？世界充满期待——

上合组织发展的又一重要

里程碑

2017年 6月 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
两国国旗在北京上合组织秘书处冉冉升
起，上合组织完成了自成立以来的首次
扩员。随着印巴两国的加入，上合组织
已发展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地域最广、
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组织。

本次峰会上，上合组织成员国领导
人将共同签署并发表青岛宣言，批准

《上合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
约》未来 5年实施纲要，签署或批准一系
列涉及安全、经贸、人文领域的决议和
合作文件，以高层引领推进各领域务实
合作。

专家认为，青岛峰会有望成为上合
组织历史上规模最大、成果最丰硕的一
次峰会。“这次峰会在对上合组织下一阶
段发展进行规划的同时，也将拿出很多
务实举措，这对未来上合组织内部合作
会起到很好的引领作用。”中央党校国际
战略研究院教授左凤荣说。
“青岛峰会将成为该组织发展进程

中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上合组织秘
书长阿利莫夫表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又一有力行动

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
发展，国与国相互联系更加紧密；同时，

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单边保护主义、地区
性危机和冲突依然存在。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此前召
开的中外媒体吹风会上表示，青岛峰会
期间，各方将密切协调立场，积极回应国
际社会期待，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发
出响亮的上合声音，为区域合作和全球
治理提供有益的上合方案，为人类发展
进步注入强劲的上合力量。
“上合组织合作机制堪称不同国

力、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文化的国家和
谐共处的典范。”阿利莫夫说，中国推
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理念“不仅有助于解决当前
的国际问题，更彰显了对未来的责任
担当”。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国际事务理事会
主任赛义德·乔杜里指出，中国一直在为
建设命运共同体而努力，致力于把上合
组织打造为成员国安全、稳定、发展和繁
荣的港湾。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的又一生动实践

从黄浦江畔到黄海之滨，作为迄今
唯一在中国境内成立、以中国城市命名、
总部设在中国境内的区域性国际组织，
上合组织在完成首次扩员后回到 17年
前的诞生地中国，更具承前启后的重要
意义。

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
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浓缩了
上合组织赖以生存发展的根基，也为打
造本地区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指引，更与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气质相
通。

印度汉学家、尼赫鲁大学教授狄伯
杰说，中国引领对上合组织发展至关重
要。中国的发展为上合成员国提供了双
边和多边层面的合作机会。

哈萨克斯坦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
所研究员萨拉别科夫认为，目前上合
组织框架内的多边经贸合作还不够，
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提出的诸
多建议有助于推动成员国之间的多边
合作。
“上海精神”再弘扬，互利合作再

出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承载各方
热切期盼，上合组织将从青岛扬帆再
起航。

从青岛扬帆再起航
■本报记者 徐 琳

新华社发

秀丽青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