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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与东北亚五国贸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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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本文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９ 年俄

罗斯与东北亚其他国家的贸易数据ꎬ测算出口相似度、显示性竞争比较优

势、贸易互补性和贸易结合度等四个指数ꎬ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研究东北亚地

区贸易合作现状ꎬ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俄罗斯与东北亚其他国家之

间的贸易合作水平ꎮ 通过研究发现东北亚地区贸易具有竞争性弱、互补性

强ꎬ贸易合作较为紧密但程度不高ꎬ地区合作不平衡但合作空间仍然巨大的

特征ꎮ 最后分析了俄罗斯对东北亚地区经贸合作可能的应对举措ꎬ同时提

出中国应该构建东北亚地区话语体系、建立东北亚经济走廊、积极融入“双

循环”发展等建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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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国家信息中心博士后ꎻ刘嘉慧ꎬ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硕

士研究生ꎮ

东北亚是一个地理概念ꎬ大国力量交汇ꎬ政治格局复杂ꎬ地缘利益广泛ꎮ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东北亚地区逐渐形成了东北亚经济圈ꎬ一般认为包括

中国、日本、俄罗斯、蒙古国、韩国和朝鲜六国ꎬ该地区是全球经济中影响最

大、发展最快的区域之一ꎮ 俄罗斯与东北亚五国指的是俄罗斯与中国、日本、
韩国、蒙古国和朝鲜ꎮ 其中朝鲜对外高度封闭ꎬ缺乏相关数据ꎻ蒙古国的经济

仍以畜牧业和采矿业为主ꎬ工业发展落后ꎬ国际化水平较低ꎻ中、日、俄、韩四

国经济发展势头强劲ꎬ潜力巨大ꎮ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ꎬ２０１９ 年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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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韩、蒙 ＧＤＰ 总量分别为 １４ ３４ 万亿美元、５ ０８ 万亿美元、１ ７ 万亿美元、
１ ６４ 万亿美元和 １３８ ５ 亿美元ꎬ占世界 ＧＤＰ 总额的 ２５ ９８％ ①ꎬ占全球经济

总量的 １ / ４ꎮ 可以说ꎬ东北亚经济圈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区域经济合作日趋

加强ꎬ在亚洲乃至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ꎮ
对俄罗斯来说东北亚问题渊源已久ꎬ可以追溯到二战后的美苏争霸ꎮ 在

美苏争霸时期ꎬ东北亚各国依附美苏两国形成长期对立ꎬ主要是政治军事领

域的竞争ꎮ “冷战”结束后ꎬ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ꎬ该区域由原来的对立

转向经济合作ꎮ 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ꎬ东北亚经济圈日益凸显ꎬ贸易合作

迅速发展ꎬ加强对话、促进合作成为各方的共同愿望ꎮ 近年来ꎬ俄罗斯通过构

建“东方经济论坛”这一平台ꎬ将本国远东发展与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紧密

联系起来ꎮ 通过参加“六方会谈”、ＡＰＥＣ、东亚峰会等与东北亚地区形成灵活

的网状外交态势ꎬ以寻求在东北亚地区的广泛经济合作ꎮ 俄罗斯公布的对外

贸易数据显示ꎬ２０１９ 年俄中的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 ２ ５％ ꎬ达到 １ １０９ １９ 亿

美元ꎮ 俄日、俄韩、俄蒙、俄朝的双边贸易额分别为 ２０３ １２ 亿美元、２４３ ５９ 亿

美元、１７ ６８ 亿美元和 ４ ７９０ 万美元②ꎮ 俄罗斯与东北亚五国贸易额占俄罗斯

对外贸易总额的 ２３ ６％ ꎮ 俄中双边贸易额最高ꎬ俄朝最低ꎮ
对中国来说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意义重大ꎮ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向东

北亚延伸ꎬ新的国际合作秩序逐步得到各方高度认可ꎮ 以经济合作推动社会

发展、谋求政治稳定、构建和谐区域、促进共同繁荣已经成为东北亚各方共

识ꎮ 中蒙俄经济走廊、远东开发、长吉图开发开放等次区域合作走深走实ꎬ为
东北亚区域发展与合作注入新动能ꎮ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数据显示ꎬ
２０１９ 年中国与东北亚五国贸易额约 ７ １９９ ２８ 亿美元ꎬ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

的 １５ ７６％ ꎮ 中日双边贸易额最高为 ３ １４７ ４７ 亿美元ꎬ中韩双边贸易额居第

二位ꎬ为 ２ ８４５ ３８ 亿美元ꎬ中俄居中为 １ ０９７ ４２ 亿美元ꎬ中蒙双边贸易额为

８０ ９７ 亿美元ꎬ中朝最低约为 ２８ ０４ 亿美元ꎮ 从贸易角度来看ꎬ中国在东北亚

地区的影响超过了俄罗斯ꎬ成为其他五国最大贸易伙伴ꎮ 众所周知ꎬ东北亚

是中、美、俄三国角力的重要地区之一ꎬ因此ꎬ东北亚问题既有历史性也有时

代性ꎬ既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新问题ꎮ 站在俄罗斯的角度来看东北亚贸易

合作ꎬ对我们深入了解俄罗斯ꎬ进一步深化中俄关系ꎬ正确选择自身发展战略

具有重要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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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世界银行数据库ꎬ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Внешняя Торговля России ｈｔｔｐｓ: / / ｒｕｓｓｉａｎ －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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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俄罗斯与东北亚五国贸易合作分析(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９ 年)

作为亚洲经济与文化最发达的区域ꎬ东北亚地区经济非常活跃ꎮ 俄罗斯凭

借其与东北亚各国的距离优势ꎬ近年来与东北亚五国的经贸关系发展迅速ꎮ 除

个别年份外ꎬ俄罗斯自东北亚地区进口额与出口额的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ꎮ
受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ꎬ２００９ 年俄罗斯与东北亚地区进出口额

均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ꎬ金融危机后经过几年的调整ꎬ进出口额达到相对峰

值ꎬ但 ２０１５ 年进出口额又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ꎬ这主要是因为 ２０１４ 年下半

年以来受美欧制裁影响ꎬ俄罗斯最重要的出口商品石油的价格在世界市场的

大幅跌落ꎬ使得俄罗斯出口额大幅下降ꎬ这也进一步导致了俄罗斯进口能力

的下降①ꎮ ２０１６ 年后ꎬ俄与东北亚五国的贸易额呈现上升趋势ꎮ 与之相伴ꎬ
俄从东北亚五国的进口比重也在波动中上升ꎬ从 ２００９ 年的 ２０ ９４％增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３０ ２９％ ꎬ而俄对东北亚五国的出口比重则从 ２００９ 年的 １０ ０４％持续上

升到 ２０１９ 年的 ２０ ４％ ꎬ增幅超 １０％ ꎮ 由此可见ꎬ俄罗斯与东北亚五国贸易

虽然受全球经济影响波动不断ꎬ但是整体稳步提升(见图 １)ꎮ

图 １ 俄罗斯与东北亚五国贸易合作发展总趋势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ꎬ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 ꎬВнешняя Торговля России

ｈｔｔｐｓ: / / ｒｕｓｓｉａｎ －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ｍ/ 整理而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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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志中:«“一带一路”战略下中俄双边贸易的竞争性、互补性及发展潜力»ꎬ«经

济问题探索»２０１７ 年第 ７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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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俄中贸易合作稳步发展ꎬ增长空间巨大

俄中的双边贸易额位于俄与东北亚国家贸易之首ꎮ ２０１９ 年俄中双边

贸易额占俄与东北亚双边贸易总额的 ７０ ５％ ꎮ 从趋势上看ꎬ俄中双边贸易

额占俄罗斯贸易总额的比重从 ２００９ 年的 ８ ３６％ 增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１６ ６４％ ꎬ
涨幅近一倍ꎮ 中国在近 １０ 年间是俄罗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①ꎮ 俄罗斯

从中国的进口额自 ２００９ 年的 ２２８ ６ 亿美元增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５４１ ２６ 亿美元ꎬ
占俄罗斯进口总额的比重也从 ２００９ 年的 １３ ３８％ 增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２２ ２％ ꎬ
平均年增幅超 ９％ ꎬ主要进口种类为 ＳＩＴＣ７ 类②ꎬ该类 １０ 年平均占比超

５０％ ꎮ 俄罗斯对中国的出口额从 ２００９ 年的 １６６ ６９ 亿美元增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５６７ ９１ 亿美元ꎬ１０ 年间增长 ３ ４ 倍ꎬ平均年增幅达 １３ ０４％ ꎬ主要出口种类

为 ＳＩＴＣ３ 类ꎬ该类占比从 ２００９ 年的 ４６ ６９％ 大幅增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７３ ５９％ ꎬ
俄罗斯成为中国最主要的石油来源国③ꎮ 由此可见ꎬ两国贸易额近年呈逐年

递增之势(见图 ２)ꎮ

图 ２ 俄罗斯对中国贸易额占俄贸易总额的比重(％)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ꎮ

从贸易差额来看ꎬ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７ 年俄罗斯对中国贸易一直保持逆差ꎬ直到

—３４—

①

②

③

Назван крупнейший торговый партнёр России ｈｔｔｐｓ: / / ｒｅｇｎｕｍ ｒｕ / ｎｅｗｓ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２６８５１７０ ｈｔｍｌ

根据通行做法ꎬ本文将 ＳＩＴＣ０ ~ ＳＩＴＣ４ 类划分为资源密集型产品ꎬＳＩＴＣ５ 类和

ＳＩＴＣ７ 类划分为资本密集型产品ꎬＳＩＴＣ６ 类和 ＳＩＴＣ８ 类划分为劳动密集型产品ꎬ以便对俄

与东北亚地区的贸易商品类型进行分析ꎮ
«俄罗斯连续三年成为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国»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ｊｙｊｌ / ｅ / ２０１９０４ / ２０１９０４０２８４８６９１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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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年由逆差转顺差ꎬ并在 ２０１９ 年继续延续顺差优势ꎬ双边贸易额扩大

３ ４％ ①ꎮ 俄罗斯在 ＳＩＴＣ２ 类和 ＳＩＴＣ３ 类上始终保持顺差优势ꎬ而在 ＳＩＴＣ６ ~
ＳＩＴＣ８ 类上始终处于逆差ꎮ ＳＩＴＣ５ 类顺差优势不断缩小ꎬ直至 ２０１３ 年由顺差

转逆差ꎬ与此同时 ＳＩＴＣ４ 类则于 ２０１３ 年由逆差转顺差ꎮ 在俄中贸易中ꎬ俄罗

斯在资源密集型产品上的顺差优势正在不断扩大ꎬ而中国在资本密集型和劳

动密集型产品上的顺差优势则愈加明显ꎮ 随着中国对石油需求的不断增加ꎬ
可以预见ꎬ俄罗斯对中国的出口相比俄罗斯从中国的进口将有着更大的增长

动力ꎮ
(二)俄日贸易合作在曲折中缓慢发展

２０１６ 年以前ꎬ日本一直是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ꎬ但
２０１７ 年日本被韩国超越ꎬ成为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国ꎮ 俄

日双边贸易额占俄罗斯与东北亚五国贸易额的比重从 ２００９ 年的 ２２ ２１％ 降

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１２ ９１％ ꎬ其相对重要性大幅下降ꎮ 受到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

及俄日北方四岛②问题的牵连ꎬ俄日双边贸易额于 ２００９ 年骤降ꎬ达到近 １２ 年

的历史最低点 １４５ １９ 亿美元ꎬ此后 ４ 年双边贸易有所回升ꎮ 然而好景不长ꎬ
２０１３ 年年底乌克兰危机爆发ꎬ日本参与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ꎬ俄日关系迅速

恶化③ꎬ双边贸易又经历了几年的低迷期ꎮ ２０１５ 年叠加全球经济形势消极以

及俄罗斯内部形势复杂的负面影响ꎬ２０１６ 年俄日双边贸易额达到第二个低

点ꎬ仅为 １６０ ６４ 亿美元ꎮ 经过多年的波折发展ꎬ双边贸易额虽然有所增加ꎬ
但增幅十分有限ꎬ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９ 年双边贸易额仅增加 ５７ ９４ 亿美元ꎬ年均增

幅 ３ ４％ ꎮ
从贸易差额来看ꎬ２０１２ 年以前俄罗斯对日本的进出口额水平相当ꎬ贸易

略有逆差或略有顺差ꎬ而自 ２０１２ 年以后ꎬ俄罗斯对日本的贸易一直保持顺

差ꎬ近年来顺差优势有所缩小ꎮ 从贸易同比增长来看ꎬ俄日贸易自 ２０１６ 年低

谷走势后有所上升ꎬ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分别为 １４％ 和

１７ ７％ ꎬ但 ２０１９ 年又同比下降 ４ ５％ ꎬ主要是因为俄罗斯对日本的出口减少ꎬ

—４４—

①

②

③

«俄媒关注:中俄贸易额逆势稳步增长»ꎬ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ｓ? ｉｄ ＝ １６６
０９３９６９９６６３８８４８８０＆ｗｆｒ ＝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 ＝ ｐｃ

北方四岛是指俄罗斯千岛群岛和日本北海道之间的国后、择捉、齿舞和色丹四个

岛屿ꎬ俄罗斯称这四个岛屿为南千岛群岛 (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Ｋｕｒｉｌｅｓ)ꎬ日本称之为北方四岛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ꎮ 由于历史原因以及重要的资源、军事等原因ꎬ导致俄罗斯与日本在北

方四岛问题上争执不下ꎮ
张宇:«２１ 世纪初的俄日关系研究»ꎬ黑龙江大学 ２０１８ 年硕士论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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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下降 ８ ８４％ ꎬ进口略有上升ꎬ同比增长 １ ６％ ①ꎮ 俄在 ＳＩＴＣ０ 类、ＳＩＴＣ２ 类

和 ＳＩＴＣ３ 类上始终保持对日顺差ꎬ而在 ＳＩＴＣ５ 类、ＳＩＴＣ７ 类和 ＳＩＴＣ８ 类上则始

终处于逆差ꎮ 俄对日主要出口 ＳＩＴＣ３ 类ꎬ年平均占比超 ７５％ ꎬ主要进口

ＳＩＴＣ７ 类ꎬ年平均占比超过 ８０％ ꎮ 相对而言ꎬ俄罗斯在资源密集型产品上具

备一定优势ꎬ而日本则在资本密集型产品上具备一定优势ꎮ

图 ３ 俄罗斯对日本贸易额变化趋势图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ꎮ

(三)俄韩贸易合作呈波动式发展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俄韩贸易的影响较为短暂ꎬ２００９ 年贸易规模缩

减的态势很快被扭转②ꎬ经过几年的恢复双边贸易额于 ２０１４ 年形成阶段性高

位ꎬ达到 ２７０ ５４ 亿美元ꎮ 受乌克兰危机及俄罗斯总体形势的影响ꎬ双边贸易

额未能延续增长态势ꎬ于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经历了贸易下降期ꎬ此后几年进入稳

定发展期ꎮ 俄韩双边贸易额占俄罗斯贸易总额的比重从 ２００９ 年的 ２ ２３％增

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３ ６５％ ꎬ韩国在俄对外贸易中相对重要性有所上升ꎬ特别是 ２０１７
年韩国超越日本ꎬ成为俄在东北亚地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ꎮ 俄韩双边贸易

额的增长主要得益于俄对韩出口额的大幅增加ꎬ出口额从 ２００９ 年的 ５６ ８９
亿美元大幅增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１６３ ５７ 亿美元ꎬ增长近 ３ 倍ꎬ平均年增长率

超 １１％ ꎮ
俄对韩的贸易差额自 ２００９ 年后也始终保持顺差ꎬ２０１８ 年贸易顺差达到

最大值ꎬ为 １０８ １６ 亿美元ꎮ 与中日相似ꎬ俄从韩进口类别同样为 ＳＩＴＣ７ 类ꎬ
对韩出口也主要集中于 ＳＩＴＣ３ 类ꎮ

—５４—

①

②

Товарооборот России с Японией ｈｔｔｐｓ: / / ｒｕｓｓｉａｎ －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ｍ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ａｎｄ －
ｒｅｖｉｅｗｓ / ２０２０ － ０２ / ｔｏｒｇｏｖｌｙａ － ｍｅｚｈｄｕ － ｒｏｓｓｉｅｙ － ｉ － ｙａｐｏｎｉｅｙ － ｖ － ２０１９ － ｇ /

马斌:«俄韩贸易发展的特点与突破路径»ꎬ«韩国研究论丛»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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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４ 俄罗斯对韩国贸易额变化趋势图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ꎮ

(四)俄蒙贸易不平衡性明显

俄罗斯凭借其与蒙古国毗邻的地理位置ꎬ成为蒙古国第一大商品进口来

源国ꎬ但由于蒙古国落后的经济水平及相对闭塞的经济环境ꎬ使得其在俄与

东北亚双边贸易中的地位不高ꎬ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９ 年俄蒙双边贸易额占俄与东北亚

双边贸易额的比重始终在 １％ 上下浮动ꎬ最高时为 ２０１２ 年ꎬ占比为 １ ３２％ ꎬ
最低时为 ２０１６ 年ꎬ占比为 ０ ９５％ ꎮ 在俄蒙双边贸易中ꎬ起主导作用的是俄对

蒙的出口ꎬ主要出口商品为 ＳＩＴＣ３ 类ꎬ而俄从蒙的进口几乎可以忽略不计ꎬ不
仅进口额低ꎬ进口种类也不全ꎬ多个年份缺少 ＳＩＴＣ４ 类和 ＳＩＴＣ９ 类商品的进

口ꎬ俄从蒙的进口类别主要为 ＳＩＴＣ２ 类和 ＳＩＴＣ０ 类ꎮ 因此ꎬ在俄蒙双边贸易

中俄有着绝对的顺差优势ꎬ除了在 ＳＩＴＣ２ 类上处于逆差外ꎬ其余所有品类俄

均处于顺差ꎮ

图 ５ 俄罗斯对蒙古国贸易额变化趋势图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ꎮ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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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俄朝贸易合作走势不容乐观

由于朝鲜国 际 化 水 平 较 低ꎬ 数 据 不 透 明ꎬ 根 据 俄 罗 斯 “ Внешняя
Торговля России”数据库只能查询到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９ 年俄朝的贸易数据①ꎬ俄朝

双边贸易发展总体呈下降趋势ꎮ ２０１１ 年双边贸易达到峰值 １ １３７ 亿美元ꎬ
２０１２ 年同比下降 ３９ ６３％ ꎬ２０１３ 年同比增长 ６４ ２％ ꎬ之后 ４ 年逐年下降ꎬ同比

平均下降 ９ １３％ ꎮ ２０１７ 年普京总统曾表示ꎬ俄罗斯与朝鲜的贸易额几乎为

零②ꎮ ２０１８ 年刷历史最低纪录 ０ ３４０ ６ 亿美元ꎬ２０１９ 年虽略有回升ꎬ但整体

趋势不容乐观ꎮ

图 ６ 俄罗斯对朝鲜贸易额变化趋势图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Внешняя Торговля России”数据库整理而成ꎮ

在俄与东北亚五国的贸易中ꎬ中国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ꎬ与其他四国

的差距也在逐步拉大ꎮ 而日韩在俄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大致处于同一水平ꎬ
从目前来看ꎬ俄韩贸易比俄日贸易有着更好的发展势头和前景ꎮ 俄蒙贸易

体量虽然较小ꎬ但是近年来其在俄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也有所提升ꎮ 俄朝贸

易体量最小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ꎮ 俄对东北亚五国的出口类别主要为

ＳＩＴＣ３ 类ꎬ从中、日、韩三国的进口类别主要为 ＳＩＴＣ７ 类ꎬ俄与东北亚五国的

进口结构与出口结构均较为单一ꎬ并且由于中、日、韩对俄的主要出口类别

均为 ＳＩＴＣ７ 类ꎬ因此中、日、韩三国在对俄贸易中构成较强的竞争关系(见
图 ７)ꎮ

—７４—

①

②

Товарооборот России с КНДР(Северной Кореей)  ｈｔｔｐｓ: / / ｒｕｓｓｉａｎ －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ｍ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ａｎｄ － ｒｅｖｉｅｗｓ / ２０２０ － ０２ / ｔｏｒｇｏｖｌｙａ － ｍｅｚｈｄｕ － ｒｏｓｓｉｅｙ － ｉ － ｋｎｄｒ － ｓｅｖｅｒｎｏｙ － ｋｏｒｅｅｙ －
ｖ － ２０１９ － ｇ /

У России и КНДР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нулевой товарооборотꎬзаявил Путин ｈｔｔｐｓ: / /
ｒｉａ ｒｕ / ２０１７０９０５ / １５０１７６６８０９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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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７ 俄罗斯与东北亚五国双边贸易额占俄贸易总额的比重(％)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ꎮ

二　 俄罗斯与东北亚其他国家的贸易竞争性测算与分析①

本文采用国际惯用的 ＳＩＴＣ 作为分析基础ꎬ贸易数据均来源于联合国商

品贸易统计数据库ꎮ 按照 ＳＩＴＣ １ 位法(ＲＥＶ ４)将商品分为 １０ 类ꎬ即 ＳＩＴＣ０
(食品和活动物)、ＳＩＴＣ１(饮料及烟草)、ＳＩＴＣ２(非食用原料)、ＳＩＴＣ３(矿物燃

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ＳＩＴＣ４(动植物油、脂和蜡)、ＳＩＴＣ５(未列明的化学品

和有关产品)、ＳＩＴＣ６(按原材料分类的制成品)、ＳＩＴＣ７(机械及运输设备)、
ＳＩＴＣ８(杂项制品)和 ＳＩＴＣ９(其他商品和交易)ꎮ

目前ꎬ学界通常使用出口相似度指数(ＥＳＩ)②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ＲＣＡ)③测算贸易竞争性ꎬ本文将继续沿用 ＥＳＩ 指数法测算出口相似度ꎮ 在

比较优势的测算方面ꎬ由于 ＲＣＡ 指数衡量的是产业间贸易ꎬ在如今产业内贸

易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的背景下ꎬ只依靠 ＲＣＡ 指数不能完全反映该国特定

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情况ꎬ因此ꎬ本文将在 ＲＣＡ 指数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计算

—８４—

①

②

③

本文选取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９ 年作为分析的时间区间ꎻ俄罗斯与东北亚其他国家ꎬ只包括中

国、日本、韩国、蒙古国四国ꎬ不包括朝鲜ꎬ因为朝鲜对外封闭ꎬ数据严重缺失ꎬ再加之“俄朝贸易

几乎为零”ꎬ所以ꎬ俄罗斯与东北亚其他国家贸易竞争性和互补性的分析均不考虑朝鲜ꎮ
胡玫、郑伟:«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竞争性与互补性分析»ꎬ«经济问题»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ꎮ
刘倩、刘清杰、聂莹等:«“一带一路”背景下新疆与欧亚经济联盟贸易竞争性与

互补性分析»ꎬ«新疆社会科学»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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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性竞争比较优势指数ꎬ即 ＣＡ 指数ꎬ将产业进口的影响考虑在内ꎮ
(一)俄罗斯与东北亚其他国家的出口相似度测算与分析

出口相似度指数由美国经济学家 Ｊ Ｍ 芬格(Ｊ Ｍ Ｆｉｎｇｅｒ)和 Ｍ Ｅ 克赖

宁(Ｍ Ｅ Ｋｒｅｉｎｉｎ)①于 １９７９ 年首次提出ꎬ后经美国经济学家 Ｒ 格利克

(Ｒ Ｇｌｉｃｋ)和 Ａ Ｋ 罗斯(Ａ Ｋ Ｒｏｓｅ)修正②ꎬ其通过分析两国出口商品结构

的相似度来判断两国产品在同一市场上的竞争关系ꎬ其计算公式为:

ＥＳＩｉｊ ＝ {∑
ｎ

ｋ ＝ ０
[(

Ｘｋ
ｉｗ / Ｘｉｗ ＋ Ｘｋ

ｊｗ / Ｘｊｗ

２ )(１ － ｜
Ｘｋ

ｉｗ / Ｘｉｗ － Ｘｋ
ｊｗ / Ｘｊｗ

Ｘｋ
ｉｗ / Ｘｉｗ ＋ Ｘｋ

ｊｗ / Ｘｊｗ
｜ )]} × １００

其中 ｗ 表示 ｉ、ｊ 两国的共同出口目的地ꎬ此处的 ｗ 均指世界市场ꎬＸｋ
ｉｗ和

Ｘｋ
ｊｗ分别表示 ｉ 国和 ｊ 国 ｋ 类商品对同一市场 ｗ 的出口额ꎬＸｉｗ和 Ｘｊｗ表示 ｉ 国

和 ｊ 国对 ｗ 市场的出口总额ꎮ ＥＳＩ 取值范围为[０ꎬ１００]ꎬ该值越大表示两国的

出口结构越相似ꎬ两国在该类产品上的竞争性也就越强ꎬ反之则竞争性越弱ꎮ
该指数计算结果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俄罗斯与东北亚其他国家出口相似度指数计算结果

国别 类
别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中
国

０ ２ ５０ １ ５７ １ ８１ ２ ４７ ２ ３６ ２ ５２ ２ ５６ ２ ９１ ２ ８１ ２ ６６ ２ ６４

１ ０ １４ ０ １２ ０ １２ ０ １３ ０ １２ ０ １２ ０ １５ ０ １７ ０ １５ ０ １５ ０ １４

２ ０ ６８ ０ ７４ ０ ７９ ０ ７０ ０ ６６ ０ ６８ ０ ６１ ０ ６２ ０ ６４ ０ ６９ ０ ６６

３ １ ７０ １ ６９ １ ７０ １ ５１ １ ５３ １ ４７ １ ２３ １ ２８ １ ５６ １ ８７ １ ８８

４ ０ ０３ ０ ０２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０ ０５

５ ４ １４ ４ ０５ ４ ２２ ４ ６９ ４ ４７ ４ ７３ ５ ７０ ５ ５１ ５ ２３ ４ ８９ ５ ０９

６ １２ ３０ １１ ２０ ９ ７６ １０ ９０ １０ ２１ １０ ６０ １２ ６５ １４ ７１ １４ ４３ １３ ２０ １２ ５１

７ ３ ５９ ２ ７５ ２ ２７ ３ ５２ ４ ０５ ４ ０３ ５ ３８ ５ ０６ ５ ４８ ４ ５７ ５ ０５

８ ０ ７７ ０ ５９ ０ ４４ ０ ９３ １ １１ １ ２６ １ ６７ １ ３３ １ ３１ １ ０９ １ ３０

９ ０ １４ ０ ０９ ０ １２ ０ ０７ ０ ０８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２８ ０ ２５ ０ ２４ ０ ５２

总 ＥＳＩ ２５ ９７ ２２ ８２ ２１ ２６ ２４ ９５ ２４ ６１ ２５ ５３ ３０ ０７ ３１ ９０ ３１ ９１ ２９ ４１ ２９ ８４

—９４—

①

②

Ｊ Ｍ ＦｉｎｇｅｒꎬＭ Ｅ Ｋｒｅｉｎｉｎꎬ１９７９ꎬ Ａ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Ｕｓｅｓꎬ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８９(３５６):ｐｐ ９０５ － ９１２

Ｒｅｕｖｅｎ ＧｌｉｃｋꎬＡｎｄｒｅｗ Ｋ Ｒｏｓｅꎬ１９９９ꎬＣｏｎｔａ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ｙ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ꎬＶｏｌ １８:ｐｐ ６０３ － ６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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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国别 类
别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日
本

韩
国

蒙
古
国

０ ０ ５７ ０ ５１ ０ ４６ ０ ４６ ０ ５３ ０ ５７ ０ ６８ ０ ７４ ０ ７０ ０ ７７ ０ ８３

１ ０ １０ ０ ０８ ０ ０８ ０ ０９ ０ ０９ ０ ０９ ０ １１ ０ １２ ０ １２ ０ １３ ０ １５

２ １ ５３ １ ４１ １ ４８ １ ６７ １ ７３ １ ６３ １ ５０ １ ３５ １ ４４ １ ４１ １ ３４

３ １ ８１ １ ７０ １ ９８ １ ６８ ２ ３３ ２ ２９ １ ８２ １ ４５ １ ６３ １ ８１ １ ９９

４ ０ ０２ ０ ０２ ０ ０２ ０ ０２ ０ ０２ ０ ０２ ０ ０２ ０ ０２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５ ４ １４ ４ ０５ ４ ２２ ４ ６９ ４ ４７ ４ ７３ ５ ８０ ５ ５１ ５ ２３ ４ ８９ ５ ０９

６ １２ ３０ １１ ２０ ９ ７６ １０ ９０ １０ ２１ １０ ６０ １２ ３５ １１ ３４ １１ ２５ １１ ３５ １１ ０５

７ ３ ５９ ２ ７５ ２ ２７ ３ ５２ ４ ０５ ４ ０３ ５ ３８ ５ ０６ ５ ４８ ４ ５７ ５ ０５

８ ０ ７７ ０ ５９ ０ ４４ ０ ９３ １ １１ １ ２６ １ ６７ １ ３３ １ ３１ １ ０９ １ ３０

９ ６ ６７ ６ ０４ ６ ０１ ３ ４０ ３ ５６ ２ ９７ ３ ５８ ７ ２６ ４ ６０ ７ １７ ７ ３３

总 ＥＳＩ ３１ ５０ ２８ ３４ ２６ ７３ ２７ ３６ ２８ １０ ２８ １９ ３２ ９２ ３４ １９ ３１ ７８ ３３ ２３ ３４ １６

０ ０ ８９ ０ ８４ ０ ８８ ０ ９１ ０ ８７ ０ ８７ ０ ８９ １ ０３ ０ ９４ ０ ９４ １ １１

１ ０ ２３ ０ １５ ０ １４ ０ ２２ ０ ２２ ０ ２６ ０ ３１ ０ ３６ ０ ２９ ０ ２３ ０ ２６

２ １ １０ １ ２１ １ ４８ １ ３６ １ ２０ １ １２ １ ０４ １ ０５ １ １３ １ １７ １ １７

３ ６ ５４ ６ ９９ ９ ５６ １０ ４９ ９ ６７ ９ １９ ６ ２９ ５ ５５ ６ ３５ ７ ９３ ７ ７８

４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２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２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５ ４ １４ ４ ０５ ４ ２２ ４ ６９ ４ ４７ ４ ７３ ５ ８０ ５ ５１ ５ ２３ ４ ８９ ５ ０９

６ １２ ３０ １１ ２０ ９ ７６ １０ ９０ １０ ２１ １０ ６０ １２ ６５ １３ ０８ １２ ５１ １２ ２２ １２ ５１

７ ３ ５９ ２ ７５ ２ ２７ ３ ５２ ４ ０５ ４ ０３ ５ ３８ ５ ０６ ５ ４８ ４ ５７ ５ ０５

８ ０ ７７ ０ ５９ ０ ４４ ０ ９３ １ １１ １ ２６ １ ６７ １ ３３ １ ３１ １ ０９ １ ３０

９ ０ ７９ ０ ６５ ０ ５８ ０ ５８ ０ ２５ ０ ２０ ０ １９ ０ ２５ ０ １１ ０ １０ ０ １７

总 ＥＳＩ ３０ ３６ ２８ ４４ ２９ ３５ ３３ ６１ ３２ ０６ ３２ ２７ ３４ ２４ ３３ ２３ ３３ ３６ ３３ １５ ３４ ４６

０ ０ ３３ ０ ５１ ０ ３７ ０ ４５ ０ ４８ ０ ３０ ０ ９６ １ ２４ ２ １２ ２ ７０ １ ９０

１ ０ ０７ ０ ０９ ０ １２ ０ １９ ０ ２３ ０ ０５ ０ ０４ ０ ０８ ０ １０ ０ ０４ ０ ０５

２ ２ ６４ ２ ９７ ２ ８３ ３ １６ ３ ０７ ３ １９ ３ ５４ ４ ３１ ４ ４０ ４ ０１ ４ １８

３ ２１ ３２ ２２ ９０ ２５ ２７ ２８ ７２ ３８ ６５ ２５ ９１ ２０ ３４ ２６ ７８ ４２ ７２ ４５ ７９ ４５ ７４

４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５ ０ ０４ ０ ０３ ０ ０５ ０ ０３ ０ ０５ ０ ０４ ０ ０５ ０ ０７ ０ ０４ ０ ０２ ０ ０４

６ １ ８６ ２ １０ １ ７８ １ ２９ １ ３６ １ ５０ ２ ３９ ２ ３７ ２ １０ １ ６８ １ ２７

—０５—



俄罗斯与东北亚五国贸易特征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续表 １)

国别 类
别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蒙
古
国

７ １ ２４ １ ３３ １ ３６ １ ４７ １ ５６ １ ６２ １ ５３ ２ ８１ ０ ６３ ０ ７３ １ ４９

８ ０ ５１ ０ ５７ ０ ６５ ０ ５３ ０ ６７ ０ ５５ ０ ７１ ０ ９６ ０ ７６ ０ ７３ ０ ８５

９ ４ ０３ ３ ７１ ４ １０ ３ １６ ３ ５６ ２ ９７ ３ ５８ １５ ４３ ４ ６０ ２ ０６ ５ ４９

总 ＥＳＩ ３２ ０５ ３４ ２２ ３６ ５３ ３９ ００ ４９ ６２ ３６ １４ ３３ １４ ５４ ０６ ５７ ４８ ５７ ７６ ６１ ００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数据和 ＥＳＩ 公式计算得到ꎮ

图 ８ 俄罗斯与东北亚其他国家出口相似度指数图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ꎮ

总体上看ꎬ俄罗斯与中、日、韩三国的出口相似度较低ꎬ出口相似度指数

都在[２０ꎬ３５]的区间内ꎬ相对稳定ꎮ 俄罗斯与蒙古国的出口相似度变化较大ꎬ
最低时只有 ３２ꎬ最高时达到 ６１ꎬ出口相似度指数不够稳定ꎮ 从出口相似度的

角度评价ꎬ俄罗斯与东北亚其他国家的竞争程度并不高ꎮ
从国别来看ꎬ俄罗斯与中国出口相似度于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１ 年呈下降趋势ꎬ但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９ 年总体呈上升趋势ꎬ说明两国的竞争性在加强ꎬ从数值可以得知

两国出口相似的部门主要集中在 ＳＩＴＣ６ 类上ꎮ 俄罗斯与日本出口相似的部

门同样集中在 ＳＩＴＣ６ 类上ꎬ但相似的程度比中国和韩国略低ꎬ俄罗斯与日本

的竞争性整体呈加强趋势ꎮ 俄罗斯与韩国除了 ＳＩＴＣ６ 类外ꎬＳＩＴＣ３ 类的出口

相似度也较强ꎮ 俄罗斯与蒙古国在 ＳＩＴＣ３ 类上的出口相似度指数很高ꎬ且近

年来两国在 ＳＩＴＣ３ 类上的相似度大幅增加ꎬ从 ２００９ 年的 ２１ ３２ 增至 ２０１９ 年

的 ４５ ７４ꎮ 综合 ＳＩＴＣ５ ~ ＳＩＴＣ８ 类的数值ꎬ俄罗斯与中、日、韩三国在工业制成

品上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ꎬ且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的竞争性要强于在资本密

集型产品上的竞争性ꎬ而在初级产品上基本不构成竞争关系ꎮ 综合 ＳＩＴＣ０ ~
ＳＩＴＣ４ 类ꎬ俄罗斯与蒙古国的出口相似度主要体现在初级产品上ꎬ尤其是矿物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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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ꎮ 从各国的相似程度上看ꎬ总体上俄蒙出口相似度

大于俄韩和俄日ꎬ俄中出口相似度最低ꎬ但由于俄中近几年的 ＥＳＩ 指数总体

呈上升趋势ꎬ未来有超过俄韩和俄日的可能ꎮ
(二)俄罗斯与东北亚其他国家显示性竞争比较优势测算与分析

显示性竞争比较优势指数由美国经济学家 Ｔ Ｌ 沃尔拉斯 ( Ｔ Ｌ
Ｖｏｌｌｒａｔｈ)①于 １９９１ 年提出ꎬ它不仅考虑产品出口的比较优势ꎬ也将产品进口

的比较优势考虑在内ꎬ从而得到该产品的真正竞争优势ꎮ 其计算公式为:
ＣＡｉｋ ＝ (Ｘｉｋ / Ｘｉ) / (Ｘｗｋ / Ｘｗ) － (Ｍｉｋ / Ｍｉ) / (Ｍｗｋ / Ｍｗ)

其中 Ｘｉｋ表示 ｉ 国 ｋ 类产品的出口额ꎬＸｉ 表示 ｉ 国全部商品出口额ꎬＸｗｋ表

示世界 ｋ 类产品的出口额ꎬＸｗ 表示世界全部商品出口总额ꎮ Ｍｉｋ表示 ｉ 国 ｋ
类产品的进口额ꎬＭｉ 表示 ｉ 国全部商品进口额ꎬＭｗｋ表示世界 ｋ 类产品的进口

额ꎬＭｗ 表示世界全部商品进口总额ꎮ
如果一国的 ＣＡ 指数大于 ０ꎬ说明在该产品上存在比较优势ꎬ若 ＣＡ 指数

小于 ０ꎬ则表明在该产品上不存在比较优势ꎮ 该指数越高表明国际竞争优势

越强ꎬ反之ꎬ表明国际竞争优势越弱ꎮ 指数计算结果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东北亚各国显示性竞争比较优势指数计算结果

国
别

类
别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俄
罗
斯

中
国

０ － １ ７７ － １ ８３ － １ ４８ － １ ４２ － １ ４９ － １ ３４ － １ １８ － ０ ８７ － ０ ７７ － ０ ８２ － ０ ７６

１ － １ ６７ － １ ７５ － １ ５４ － １ ５３ － １ ６２ － １ ５７ － １ ５１ － １ ４３ － １ ４７ － １ ６０ － １ ６２

２ ０ １２ ０ ２９ ０ ３３ ０ １５ ０ １４ ０ １３ ０ ０７ ０ ２９ ０ ３０ ０ １６ ０ ２１

３ ５ ３１ ４ ８４ ４ ０９ ４ ４６ ４ ２８ ４ ５０ ６ ２１ ５ ４２ ６ ２４ ５ ０５ ５ ２８

４ － ０ ８０ － １ １０ － ０ ７５ － ０ ２７ － ０ １６ ０ ０１ － ０ １１ ０ ２６ ０ ３２ ０ ０４ ０ ７１

５ － ０ ７５ － ０ ７５ － ０ ６４ － ０ ６６ － ０ ７３ － ０ ７２ － ０ ７６ － ０ ７７ － ０ ７２ － ０ ７８ － ０ ８７

６ ０ ０１ － ０ ０９ － ０ １８ － ０ ２２ － ０ ２６ － ０ １９ － ０ ０１ ０ １８ ０ １４ － ０ ０１ － ０ ０５

７ － ０ ９９ － １ ０５ － １ ２１ － １ ３２ － １ ２３ － １ １８ － ０ ９８ － ０ ９５ － １ ０７ － １ ０７ － １ ０１

８ － ０ ８１ － ０ ９６ － ０ ９３ － １ ０６ － １ ０８ － １ ０４ － ０ ８７ － ０ ８６ － ０ ９１ － ０ ９７ － ０ ９３

９ ０ ０７ ０ ０９ － ０ ２０ ０ ５１ ０ ５０ ０ ５２ ０ ４９ １ ９０ ０ ７４ １ ９１ ２ ０４

０ ０ １９ ０ １８ ０ １７ ０ ０９ ０ ０５ ０ ０１ － ０ ０８ － ０ ０４ － ０ ０３ － ０ ０８ － ０ ２２

—２５—

① Ｔｈｏｍａｓ Ｌ Ｖｏｌｌｒａｔｈꎬ １９９１ꎬ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Ｔｒａｄ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ꎬＷｅｌｔ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ｓ Ａｒｃｈꎬ(１２７):ｐｐ ２６５ － ２８０



俄罗斯与东北亚五国贸易特征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续表 ２)

国
别

类
别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中
国

日
本

韩
国

１ － ０ ０７ － ０ ０７ － ０ １２ － ０ １６ － ０ １５ － ０ １９ － ０ ２４ － ０ ２５ － ０ ２８ － ０ ２７ － ０ ２９

２ － ３ ４３ － ３ １６ － ３ １５ － ３ １３ － ３ １６ － ３ ０３ － ２ ９７ － ３ １５ － ３ ２１ － ２ ８８ － ３ １２

３ － ０ ７１ － ０ ７５ － ０ ７８ － ０ ８４ － ０ ８３ － ０ ９０ － ０ ９３ － １ ０２ － １ ０４ － １ ０６ － １ １６

４ － １ ４６ － １ ２５ － １ ０８ － １ ２３ － ０ ９９ － ０ ８７ － ０ ８４ － ０ ８０ － ０ ７４ － ０ ７３ － ０ ９５

５ － ０ ５０ － ０ ４４ － ０ ３６ － ０ ３８ － ０ ３７ － ０ ３４ － ０ ３６ － ０ ３６ － ０ ３２ － ０ ３０ － ０ ３３

６ ０ ３２ ０ ４６ ０ ６０ ０ ６２ ０ ６９ ０ ６４ ０ ７１ ０ ７０ ０ ６７ ０ ７１ ０ ７８

７ ０ ２０ ０ ２７ ０ ３３ ０ ３３ ０ ３４ ０ ２７ ０ １８ ０ １７ ０ ２１ ０ ２６ ０ ２７

８ １ ３５ １ ３７ １ ５２ １ ５９ １ ６５ １ ６０ １ ３４ １ ３３ １ ３２ １ ３８ １ ２９

９ － ０ ０５ － ０ ３３ － ０ ７８ － ０ ８３ － １ １３ － １ ０７ － １ １０ － ０ ９１ － ０ ８５ － ０ ９２ － ０ ５８

０ － １ ３２ － １ ２９ － １ ２５ － １ ２３ － １ １３ － １ ０７ － １ ２１ － １ ２０ － １ １６ － １ １８ － １ １６

１ － １ １６ － １ １０ － １ ２９ － １ ２１ － １ ０６ － ０ ９６ － １ ０９ － １ １６ － １ ２３ － １ ２２ － １ ２９

２ － １ ３０ － １ ４１ － １ ２６ － １ １１ － １ ０９ － １ １０ － １ ２１ － １ ２２ － １ １１ － １ １０ － １ １４

３ － １ ７７ － １ ７２ － １ ６８ － １ ７６ － １ ８０ － １ ８４ － １ ６４ － １ ７５ － １ ７１ － １ ６０ － １ ５５

４ － ０ ３６ － ０ ３６ － ０ ３３ － ０ ３１ － ０ ３１ － ０ ３４ － ０ ４３ － ０ ４１ － ０ ３８ － ０ ３９ － ０ ４０

５ ０ １５ ０ １４ ０ １５ ０ １７ ０ ２８ ０ ２６ ０ ０３ － ０ ０３ ０ ０７ ０ ０５ ０ ０９

６ ０ ３５ ０ ３２ ０ ３３ ０ ４２ ０ ４５ ０ ３９ ０ ２４ ０ １７ ０ １６ ０ １８ ０ １７

７ ０ ９７ １ ０２ １ １３ １ １４ １ ０９ １ ０２ ０ ８４ ０ ８３ ０ ８０ ０ ８５ ０ ８２

８ － ０ ５４ － ０ ４４ － ０ ３７ － ０ ４４ － ０ ４６ － ０ ４２ － ０ ６０ － ０ ６２ － ０ ５７ － ０ ４８ － ０ ５５

９ ０ ７８ ０ ７７ ０ ８９ ０ ６２ ０ ６９ ０ ８３ ０ ７８ ０ ８２ １ １２ ０ ６７ ０ ８０

０ － ０ ５４ － ０ ５５ － ０ ５９ － ０ ５９ － ０ ５９ － ０ ６０ － ０ ７０ － ０ ７１ － ０ ６５ － ０ ７１ － ０ ７１

１ － ０ ０１ ０ ０２ ０ ０７ ０ ０７ ０ ０３ ０ ０６ ０ ０８ ０ ０８ ０ ０７ ０ ００ ０ ０７

２ － １ ３１ － １ ２９ － １ ３０ － １ ３１ － １ ２１ － １ ２３ － １ ２２ － １ ２２ － １ １３ － １ ０８ － １ １１

３ － １ ４１ － １ ３４ － １ ２７ － １ ２８ － １ ４１ － １ ４６ － １ ４７ － １ ４７ － １ ３７ － １ ３１ － １ ２６

４ － ０ ５１ － ０ ４７ － ０ ４５ － ０ ４４ － ０ ３８ － ０ ４５ － ０ ４１ － ０ ４５ － ０ ４５ － ０ ４８ － ０ ５２

５ ０ ０５ ０ ０９ ０ １９ ０ ２２ ０ ２９ ０ ２９ ０ １５ ０ １７ ０ ２４ ０ ２７ ０ ３０

６ － ０ ０６ － ０ ０６ ０ ０８ ０ １８ ０ １３ ０ １４ ０ ０６ ０ ０７ ０ １０ ０ １６ ０ １８

７ ０ ７３ ０ ７７ ０ ８６ ０ ８４ ０ ８８ ０ ８４ ０ ７１ ０ ６５ ０ ６６ ０ ７２ ０ ６５

８ ０ ２３ ０ ２１ ０ １０ ０ ０７ ０ ０４ － ０ ０２ － ０ １５ － ０ ２３ － ０ ２９ － ０ ２７ － ０ ３０

９ ０ ０７ ０ ０４ ０ ０３ ０ ０４ － ０ ０１ － ０ ０３ － ０ ０３ － ０ ０１ － ０ １０ － ０ ０４ － ０ ０２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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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国
别

类
别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蒙
古
国

０ － １ ０７ － １ １５ － １ ２９ － １ １０ － １ ０９ － １ ０３ － １ ３５ － １ ６２ － １ １５ － １ １１ － １ ０２

１ － ２ １１ － ２ ２４ － ２ ３１ － ２ １３ － ２ ０５ － ２ ５１ － ２ ８８ － ２ ９８ － ２ ６４ － ２ １４ － ２ ２１

２ １３ ２４ １４ ３０ １１ ８３ １２ １７ １２ ５４ １６ ８０ １８ ６１ １４ ３１ １０ ９６ １２ ６５ １１ ８０

３ ０ ２１ ０ ５１ ０ ７３ ０ ６８ ０ ９１ ０ ０７ ０ ０１ ０ ９８ ２ ５７ ２ ７５ ２ ９０

４ － １ ０９ － １ １４ － １ ０２ － ０ ９４ － ０ ９８ － １ ０７ － １ ３３ － １ ４８ － １ １３ － １ １４ － ０ ９１

５ － ０ ４７ － ０ ６６ － ０ ５７ － ０ ４９ － ０ ５１ － ０ ６３ － ０ ７０ － ０ ７８ － ０ ７０ － ０ ６４ － ０ ６１

６ － １ ０２ － １ １４ － １ ２６ － １ １６ － １ ２８ － １ ４９ － １ ３３ － １ ００ － １ ０５ － １ １５ － １ ２５

７ － ０ ６７ － ０ ８１ － ０ ７３ － ０ ９１ － １ ０８ － ０ ８６ － ０ ７７ － ０ ７９ － ０ ９３ － ０ ９９ － １ ０１

８ － ０ ４１ － ０ ４７ － ０ ５０ － ０ ４３ － ０ ４６ － ０ ５２ － ０ ５５ － ０ ５４ － ０ ４８ － ０ ４６ － ０ ３８

９ ０ ７３ ０ ９９ １ １１ １ ０７ １ ２５ １ ４２ １ ５５ ２ ４９ １ ９２ ０ ３２ ０ ９２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数据和 ＣＡ 公式计算得到ꎮ

由计算结果可知ꎬ俄罗斯稳定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类别为 ＳＩＴＣ２ 类和

ＳＩＴＣ３ 类ꎬ资源密集型产品优势明显ꎬ其中 ＳＩＴＣ３ 类比较优势极强ꎬＳＩＴＣ９ 类

除 ２０１１ 年 ＣＡ 指数为负值外ꎬ其余年份均为正值ꎬ表明俄罗斯在 ＳＩＴＣ９ 类上

也具备一定的比较优势ꎮ 中国在 ＳＩＴＣ０ 类产品上的比较优势逐渐减弱ꎬ并于

２０１５ 年从比较优势转为比较劣势ꎬ综合 ＳＩＴＣ０ ~ ＳＩＴＣ４ 类ꎬ中国在资源密集型

产品上处于比较劣势ꎬ尤其是 ＳＩＴＣ２ 类比较劣势最为明显ꎬ中国稳定具有比

较优势的产品类别为 ＳＩＴＣ６ 类、ＳＩＴＣ７ 类和 ＳＩＴＣ８ 类ꎬ且 ＳＩＴＣ６ 类和 ＳＩＴＣ８ 类

的比较优势比 ＳＩＴＣ７ 类更强ꎬ说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强于资本

密集型产品ꎮ 日本在 ＳＩＴＣ６ 类、ＳＩＴＣ７ 类和 ＳＩＴＣ９ 类上稳定具有比较优势ꎬ
ＳＩＴＣ５ 类除 ２０１６ 年外其余年份 ＣＡ 指数均大于 ０ꎬ可认为日本在 ＳＩＴＣ５ 类上

也具有比较优势ꎬ且 ＳＩＴＣ７ 类的比较优势大于 ＳＩＴＣ５ 类和 ＳＩＴＣ６ 类ꎬ但 ＳＩＴＣ７
类近年来的比较优势有下降的趋势ꎬ日本在 ＳＩＴＣ０ ~ ＳＩＴＣ４ 类上所有年份 ＣＡ
指数均为负值ꎬ即日本在资源密集型产品上劣势明显ꎮ 韩国近 １０ 年均具有

比较优势的产品类别为 ＳＩＴＣ５ 类和 ＳＩＴＣ７ 类ꎬ说明韩国在资本密集型产品上

比较优势明显ꎬ且 ＳＩＴＣ７ 类优势更为明显ꎬ而韩国在 ＳＩＴＣ２ 类、ＳＩＴＣ３ 类产品

上则常年表现出劣势ꎮ 蒙古国在 ＳＩＴＣ２ 类、ＳＩＴＣ３ 类和 ＳＩＴＣ９ 类上具有比较

优势ꎬ尤其是 ＳＩＴＣ２ 类具有极强的比较优势ꎬ但近年来该类比较优势正在减

弱ꎬ其在 ＳＩＴＣ３ 类的比较优势呈上升趋势ꎮ
通过分析可知ꎬ俄罗斯与中、日、韩三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均不同ꎬ基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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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不构成竞争关系ꎬ但俄罗斯与蒙古国在 ＳＩＴＣ２ 类和 ＳＩＴＣ３ 类产品上存在一

定的竞争关系ꎬ相对而言俄罗斯在 ＳＩＴＣ３ 类竞争优势明显ꎬ而蒙古国则在

ＳＩＴＣ２ 类优势明显ꎬ综合来看俄罗斯与东北亚其他国家竞争不大ꎮ 中日两国

在 ＳＩＴＣ６ 类和 ＳＩＴＣ７ 类产品上竞争关系明显ꎬ日韩两国在资本密集型产品上

竞争关系明显ꎬ中、日、韩三国在 ＳＩＴＣ７ 类上均构成竞争关系ꎬ且日本在 ＳＩＴＣ７
类比较优势最强ꎬ中国最弱ꎮ

三　 俄罗斯与东北亚其他国家的贸易互补性测算与分析

本文使用贸易互补性指数(ＴＣＩ)和贸易结合度指数(ＴＣＤ)测算俄罗斯与

东北亚其他国家的贸易互补程度ꎬ其中贸易互补性指数将从单类和综合两个

角度进行分析ꎮ
(一)俄罗斯与东北亚其他国家的贸易互补性指数测算与分析

贸易互补性指数(Ｔｒａｄ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由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彼

得德赖斯代尔(Ｐｅｒｔｅｒ Ｄｒｙｓｄａｌｅ)①提出ꎬ它可以用来衡量两个国家之间的贸

易紧密程度与贸易互补关系ꎬ计算公式为:
单类产品贸易互补性指数:ＴＣＩｉｊｋ ＝ ＲＣＡｘ

ｉｋ × ＲＣＡｍ
ｊｋ

综合贸易互补性指数:ＴＣＩｉｊ ＝∑
ｋ
[(ＲＣＡｘ

ｉｋ × ＲＣＡｍ
ｊｋ) × (Ｍｗｋ / Ｍｗ)]

其中:ＲＣＡｘ
ｉｋ ＝ (Ｘｉｋ / Ｘｉ) / (Ｘｗｋ / Ｘｗ)ꎬ表示 ｉ 国在 ｋ 类产品上的出口比较

优势ꎻＲＣＡｍ
ｊｋ ＝ (Ｍｊｋ / Ｍｊ) / (Ｍｗ ｋ / Ｍｗ)ꎬ表示 ｊ 国在 ｋ 类产品上的进口比较优

势ꎻＸｉｋ / Ｘｉ 表示 ｉ 国 ｋ 产品出口额占 ｉ 国总出口额的比重ꎻＸｗｋ / Ｘｗ 表示世界 ｋ
类产品出口额占世界总出口额的比重ꎻＭｊｋ / Ｍｊ 表示 ｊ 国 ｋ 类产品进口额占 ｊ
国总进口额的比重ꎻＭｗｋ / Ｍｗ 表示世界 ｋ 类产品进口额占世界总进口额的比

重ꎮ 一般认为ꎬ０≤ＴＣＩｉｊ < １ 表示 ｉ、ｊ 两国互补性较弱ꎬＴＣＩｉｊ≥１ 表示 ｉ、ｊ 两国

互补性较强ꎮ
以俄罗斯为出口国、其他东北亚国家为进口国的综合贸易互补性指数测

算结果如图 ９ 所示:
从总体上看ꎬ除个别年份外ꎬ俄罗斯与东北亚其他国家贸易互补性指数

均大于 １ꎬ说明俄罗斯与东北亚区域的贸易互补性强ꎬ其中俄韩②、俄日贸易

—５５—

①

②

Ｐｅｔｅｒ Ｄｒｙｓｄａｌｅꎬ１９６９ꎬＪａｐａｎꎬ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ａｎｄ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ｃｏｒｄꎬ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ꎬＶｏｌ ４５(３)ꎬｐｐ ３２１ － ３４２

为便于表述ꎬ国家简称中在前的国家为出口国ꎬ在后的国家为进口国ꎬ下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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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补性较强ꎬ且俄韩贸易互补性于 ２０１１ 年超过俄日ꎮ 俄中贸易互补性在四

国中是最低的ꎬ但两国的贸易互补性自 ２０１３ 年后不断加强ꎮ 俄蒙贸易互补

性也较强ꎬ但起伏较大ꎮ

图 ９ 以俄罗斯出口、东北亚其他国家进口的综合 ＴＣＩ 指数趋势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数据和 ＴＣＩ 公式计算得到ꎮ

从贸易结构上看ꎬ俄中、俄日、俄韩互补产业主要集中在 ＳＩＴＣ２ 类和

ＳＩＴＣ３ 类等资源密集型产品上ꎬ且俄日、俄韩相比于俄中在 ＳＩＴＣ３ 类的贸易互

补性更明显ꎬ俄中则在 ＳＩＴＣ２ 类的贸易互补性更明显ꎬ俄罗斯与中、日、韩三

国最具有互补性的产业均为 ＳＩＴＣ３ 类ꎮ 俄蒙在 ＳＩＴＣ３ 类和 ＳＩＴＣ６ 类上稳定

互补ꎬＳＩＴＣ４ 类于 ２０１５ 年后由非互补转为互补ꎮ

表 ３ 以俄罗斯出口、东北亚其他国家进口的单类产品 ＴＣＩ 指数计算结果

贸易
伙伴

类
别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俄—中

０ ０ １０ ０ ０８ ０ ０９ ０ １５ ０ １５ ０ ２０ ０ ２８ ０ ３３ ０ ３１ ０ ３９ ０ ４５

１ ０ ０６ ０ ０４ ０ ０５ ０ ０９ ０ ０９ ０ １１ ０ １７ ０ １９ ０ １５ ０ １２ ０ １４

２ ３ ２６ ２ ５５ ２ ５１ ２ ５６ ２ ５９ ２ ７６ ３ ２２ ４ １４ ３ ９３ ３ ４０ ３ ８１

３ ４ ６４ ４ ３０ ３ ７１ ４ ２７ ４ ０４ ４ ５９ ６ ７０ ６ ４４ ７ ６５ ６ ３３ ７ ２３

４ ０ ９９ ０ ３９ ０ ３６ ０ ８９ ０ ８１ ０ ８１ ０ ９２ １ １８ １ ０３ １ ０２ １ ９２

５ ０ ３２ ０ ３３ ０ ３５ ０ ３９ ０ ３７ ０ ３８ ０ ４５ ０ ４２ ０ ４０ ０ ３７ ０ ３８

６ ０ ８５ ０ ６５ ０ ５１ ０ ５９ ０ ５４ ０ ６２ ０ ６６ ０ ７７ ０ ７２ ０ ６５ ０ ６３

７ ０ １２ ０ ０９ ０ ０８ ０ １２ ０ １４ ０ １３ ０ １６ ０ １５ ０ １６ ０ １３ ０ １４

８ ０ ０５ ０ ０４ ０ ０３ ０ ０６ ０ ０７ ０ ０７ ０ ０９ ０ ０７ ０ ０７ ０ ０６ ０ ０６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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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贸易
伙伴

类
别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俄—中

俄—日

俄—韩

俄—蒙

９ ０ １４ ０ ８０ １ ９５ ０ ５１ ０ ７０ ０ ６５ ０ ６９ ２ ５１ ０ ８３ ２ １１ １ ６１

０ ０ ５７ ０ ３８ ０ ４２ ０ ５６ ０ ４８ ０ ５７ ０ ７７ ０ ９１ ０ ８７ ０ ９８ ０ ９１

１ ０ ３７ ０ ２４ ０ ２６ ０ ３７ ０ ３５ ０ ３５ ０ ４９ ０ ５７ ０ ４６ ０ ３７ ０ ４４

２ １ ５７ １ ３５ １ ２０ １ １８ １ １９ １ ３２ １ ６８ ２ ００ １ ７４ １ ６４ １ ７４

３ １０ ３９ ９ １１ ７ ５４ ８ ４７ ８ ４４ ９ １６ １１ ６２ １０ ５８ １１ ９０ ９ ０７ ９ ４１

４ ０ ２７ ０ １２ ０ １２ ０ ２４ ０ ２７ ０ ３４ ０ ４８ ０ ６３ ０ ５５ ０ ５６ ０ ８６

５ ０ ２６ ０ ２７ ０ ３０ ０ ３３ ０ ３０ ０ ３１ ０ ４５ ０ ４４ ０ ３８ ０ ３６ ０ ３７

６ ０ ６３ ０ ５８ ０ ５１ ０ ５５ ０ ５３ ０ ５５ ０ ７３ ０ ８７ ０ ８５ ０ ７９ ０ ８０

７ ０ ０７ ０ ０５ ０ ０４ ０ ０７ ０ ０８ ０ ０８ ０ １１ ０ １１ ０ １１ ０ ０９ ０ １０

８ ０ ０８ ０ ０６ ０ ０５ ０ ０９ ０ １１ ０ １２ ０ １６ ０ １３ ０ １３ ０ １１ ０ １３

９ ０ ８４ １ １４ １ ０７ ０ ２０ ０ １９ ０ ２１ ０ ２４ ０ ９３ ０ ４０ ０ ９７ １ ０４

０ ０ ２８ ０ １９ ０ ２３ ０ ３２ ０ ２９ ０ ３６ ０ ４９ ０ ６０ ０ ５５ ０ ６５ ０ ６２

１ ０ ０８ ０ ０５ ０ ０４ ０ ０７ ０ ０７ ０ ０８ ０ １２ ０ １４ ０ １１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２ １ ４６ １ ２１ １ ２４ １ ２７ １ １８ １ ３１ １ ５６ １ ８９ １ ６６ １ ５６ １ ６６

３ １０ ６８ ９ １６ ７ ７８ ８ ８８ ８ ７４ ９ ４９ １３ ４２ １１ ６６ １２ ９８ １０ ６７ １１ ０２

４ ０ ３４ ０ １５ ０ １５ ０ ３３ ０ ３１ ０ ４１ ０ ４５ ０ ６７ ０ ６１ ０ ６１ １ ００

５ ０ ２８ ０ ３０ ０ ３１ ０ ３６ ０ ３４ ０ ３５ ０ ４４ ０ ４３ ０ ３９ ０ ３６ ０ ３７

６ １ ０６ ０ ９１ ０ ７３ ０ ８１ ０ ７６ ０ ７８ ０ ９４ １ １６ １ ０３ ０ ８９ ０ ９３

７ ０ ０９ ０ ０７ ０ ０５ ０ ０８ ０ １０ ０ ０９ ０ １３ ０ １３ ０ １３ ０ １１ ０ １２

８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０ ０３ ０ ０６ ０ ０７ ０ ０８ ０ １１ ０ ０９ ０ ０９ ０ ０８ ０ ０９

９ ０ １５ ０ ２２ ０ ２２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０ １２ ０ １１ ０ １２ ０ １２

０ ０ ５１ ０ ７５ １ ０１ ０ ６７ ０ ４７ ０ ５３ ０ ８８ １ ２５ １ ０２ １ １６ ０ ９２

１ ０ ５１ ０ ８４ １ ０３ ０ ８１ ０ ６９ ０ ８４ １ １８ １ ３４ ０ ９２ ０ ５９ ０ ６９

２ ０ ０９ ０ １５ ０ １２ ０ １０ ０ ０７ ０ １２ ０ １５ ０ １９ ０ １６ ０ １３ ０ １４

３ ７ ９１ ６ １８ ８ ３３ ７ ６１ ６ ３９ ７ ５０ １３ ０５ １１ ８０ １２ ６５ ８ ７０ ９ ６７

４ ０ ８３ ０  ９１ １ ０４ ０ ９０ ０ ７５ ０ ９４ １ ３５ ２ １１ １ ４７ １ ４１ １ ７０

５ ０ ２３ ０ ２７ ０ ３１ ０ ３４ ０ ２２ ０ ２８ ０ ３７ ０ ３８ ０ ３３ ０ ２７ ０ ２６

６ １ １６ １ ２７ １ ３１ １ １０ １ １６ １ ３７ １ ５１ １ ４１ １ ４０ １ ３７ １ ４２

７ ０ １１ ０ １２ ０ １５ ０ １３ ０ １４ ０ １１ ０ １２ ０ １２ ０ １４ ０ １３ ０ １４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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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贸易
伙伴

类
别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俄—蒙
８ ０ ０５ ０ ０７ ０ ０８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６ ０ ０８ ０ ０７ ０ ０６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９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资料来源:同图 ９ꎮ

以东北亚其他国家为出口国、俄罗斯为进口国的综合贸易互补性指数计

算结果如图 １０ 所示:

图 １０ 以东北亚其他国家出口、俄罗斯进口的综合 ＴＣＩ 指数趋势图

资料来源:同图 ９ꎮ

表 ４ 以东北亚其他国家出口、俄罗斯进口的单类产品 ＴＣＩ 指数计算结果

贸易
伙伴

类
别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中—俄

０ ０ ９４ ０ ９６ ０ ８３ ０ ８１ ０ ８０ ０ ７５ ０ ７１ ０ ６８ ０ ６２ ０ ６８ ０ ６０

１ ０ ３０ ０ ３０ ０ ２７ ０ ２９ ０ ２８ ０ ２９ ０ ３３ ０ ３６ ０ ３１ ０ ３３ ０ ３１

２ ０ １６ ０ ０９ ０ ０８ ０ １１ ０ １１ ０ １３ ０ １７ ０ １７ ０ １５ ０ １８ ０ １７

３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２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４ ０ １０ ０ ０６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７ ０ ０６ ０ ０６ ０ １１ ０ １２

５ ０ ４８ ０ ５４ ０ ５６ ０ ５７ ０ ５８ ０ ６１ ０ ６５ ０ ６４ ０ ６５ ０ ６９ ０ ７２

６ １ １４ １ １６ １ １９ １ ４３ １ ４６ １ ４３ １ ３７ １ ３５ １ ３１ １ ４３ １ ５１

７ １ ５２ １ ５９ １ ８５ ２ ０２ １ ９４ １ ７５ １ ４４ １ ３７ １ ５５ １ ５８ １ ４８

８ １ ８２ ２ １４ ２ １８ ２ ６５ ２ ７５ ２ ５８ ２ ０２ １ ９２ １ ９７ ２ ０９ １ ９５

９ ０ ０５ ０ ０４ ０ ０７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３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３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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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４)

贸易
伙伴

类
别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日—俄

韩—俄

蒙—俄

０ ０ ２０ ０ １９ ０ １４ ０ １５ ０ １７ ０ １７ ０ １９ ０ １７ ０ １６ ０ ２０ ０ １９

１ ０ ２１ ０ ２１ ０ １９ ０ ２１ ０ ２１ ０ ２１ ０ ２５ ０ ２６ ０ ２４ ０ ３０ ０ ３３

２ ０ ３５ ０ １６ ０ １４ ０ ２６ ０ ２８ ０ ３２ ０ ４２ ０ ３７ ０ ３３ ０ ３７ ０ ３５

３ ０ ０２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３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４ ０ ０７ ０ ０５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４ ０ ０８ ０ ０８

５ ０ ９８ ０ ９９ ０ ９５ １ ０１ １ １４ １ １１ １ １５ １ １０ １ ０７ １ １０ １ ２３

６ ０ ９６ ０ ９５ ０ ９４ １ １６ １ １７ １ ０９ ０ ９８ ０ ９１ ０ ９０ ０ ９９ １ ０２

７ １ ７９ １ ９１ ２ ２７ ２ ５６ ２ ４０ ２ ２２ １ ８２ １ ７４ １ ９０ １ ９１ １ ８０

８ ０ ５６ ０ ６８ ０ ７２ ０ ８１ ０ ８２ ０ ７９ ０ ６３ ０ ６１ ０ ６６ ０ ７３ ０ ６６

９ ２ ２２ ２ ７８ ３ ４６ ０ １０ ０ １１ ０ ０９ ０ １４ ０ ８４ ０ ２９ ０ ３４ ０ ４５

０ １ ００ ０ ３１ ０ ２７ ０ ２９ ０ ２８ ０ ２６ ０ ２５ ０ ２４ ０ ２１ ０ ２４ ０ ２５

１ ０ ３１ ０ ５４ ０ ５０ ０ ５６ ０ ５４ ０ ６０ ０ ７１ ０ ７６ ０ ７２ ０ ６７ ０ ７５

２ ０ ５０ ０ １４ ０ １４ ０ ２１ ０ １９ ０ ２２ ０ ２９ ０ ２９ ０ ２６ ０ ３０ ０ ３０

３ ０ ２５ ０ ０４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４ ０ ０５ ０ ０９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４ ０ ０５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０ ０２ ０ ０２ ０ ０４ ０ ０３ ０ ０２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５ ０ ０３ １ ０２ １ ０２ １ １４ １ ２７ １ ２５ １ ２８ １ ３２ １ ２８ １ ３６ １ ５１

６ ０ ９５ ０ ９５ ０ ９８ １ ２１ １ １４ １ １０ １ ０１ １ ０５ １ ００ １ ０６ １ １７

７ ０ ９８ １ ８２ ２ １０ ２ ２５ ２ ２６ ２ １１ １ ８３ １ ７１ １ ９１ １ ８６ １ ７４

８ １ ７５ ０ ９０ ０ ７６ ０ ９０ ０ ８９ ０ ８１ ０ ６６ ０ ６１ ０ ６０ ０ ６３ ０ ５７

９ ０ ７４ ０ ３０ ０ ３３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３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１

０ ０ ０７ ０ １１ ０ １９ ０ １０ ０ １５ ０ ０９ ０ ２７ ０ ２９ ０ ４７ ０ ７０ ０ ４３

１ ０ １０ ０ ２１ ０ ３４ ０ ２９ ０ ５４ ０ １３ ０ １０ ０ １７ ０ ２１ ０ ０８ ０ １２

２ ７ ５５ ８ ６４ １０ ２７ ９ １３ ８ ０３ １２ ２９ １７ ９４ １３ ８０ ９ ５３ １２ ０１ １１ ２３

３ ０ ２２ ０ １８ ０ ２０ ０ １９ ０ １６ ０ １５ ０ ３０ ０ ２５ ０ ３７ ０ ２９ ０ ３０

４ ０ ００ ０ ０１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２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３ ０ ０１ ０ ０２ ０ ０２

５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６ ０ １２ ０ １５ ０ １６ ０ １１ ０ １２ ０ １３ ０ １９ ０ １９ ０ １７ ０ １５ ０ １２

７ ０ ０３ ０ ０５ ０ ０２ ０ ０５ ０ ０６ ０ ０６ ０ ０５ ０ ０８ ０ ０２ ０ ０２ ０ ０５

８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６ ０ ０７ ０ ０７ ０ ０５ ０ ０６ ０ ０７ ０ ０６ ０ ０７ ０ ０７

９ ０ １１ ０ ２７ ０ １３ ０ ２０ ０ １４ ０ １１ ０ １９ １ ７９ ０ ３５ ０ １０ ０ ３４
资料来源:同图 ９ꎮ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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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为出口国、俄罗斯为进口国的 ＴＣＩ 指数ꎬ除 ２００９ 年外其余年份均

大于 １ꎬ中俄贸易互补性较强ꎬ且中俄与俄中贸易互补性水平基本一致ꎬ两个

方向的 ＴＣＩ 指数都在[０ ９５ꎬ１ ３５]的范围内浮动ꎬ中俄稳定互补的产业为

ＳＩＴＣ６ ~ ＳＩＴＣ８ 类ꎬ且 ＳＩＴＣ８ 类互补性强于 ＳＩＴＣ７ 类和 ＳＩＴＣ６ 类ꎬ但 ＳＩＴＣ７ 类

和 ＳＩＴＣ８ 类的互补性自 ２０１３ 年以后呈减弱趋势ꎬ中俄在 ＳＩＴＣ５ 类上的互补

性则呈现加强趋势ꎮ 以日本、韩国为出口国、俄罗斯为进口国的 ＴＣＩ 指数除

个别年份外均大于 １ꎬ日俄、韩俄贸易互补性较强ꎬ日俄稳定互补的产品为

ＳＩＴＣ７ 类ꎬＳＩＴＣ５ 类于 ２０１２ 年由非互补转为互补且互补性呈加强趋势ꎬ日俄

互补产业主要集中在资本密集型产品上ꎮ 韩俄 ＳＩＴＣ５ 类和 ＳＩＴＣ７ 类在 ２００９
年非互补ꎬ但是这两类产品的互补性在 ２０１０ 年有了巨大的飞跃ꎬ且自 ２０１０
年后保持稳定互补ꎬ韩俄 ＳＩＴＣ６ 类则在 ２０１２ 年后开始互补ꎮ 综合两个贸易

方向ꎬ日俄、韩俄综合贸易互补性水平显然低于俄日、俄韩综合贸易互补性水

平ꎬ原因可能是考虑到地域距离和运输成本ꎬ日本和韩国的矿产资源大部分

只能从俄罗斯进口ꎬ而日本和韩国发展较好的 ＳＩＴＣ５ ~ ＳＩＴＣ７ 类产品除了要

面临对方的竞争外ꎬ还要面临来自中国的竞争ꎬ俄罗斯在 ＳＩＴＣ５ ~ ＳＩＴＣ７ 类产

品上的贸易伙伴国选择范围更广ꎬ致使日俄、韩俄的综合互补性低于俄日、俄
韩的综合互补性ꎮ 以蒙古国为出口国、俄罗斯为进口国的综合 ＴＣＩ 指数均小

于 １ꎬ蒙俄的互补性较弱ꎬ唯一互补的产业为 ＳＩＴＣ２ 类ꎬ这可能是蒙古国经济

水平较为落后、其出口产品质量不高所致ꎮ 从总体上看ꎬ中俄、日俄、韩俄的

贸易互补性发展较为平稳且互补性水平较高ꎬ而蒙俄贸易互补性变化幅度较

大且互补性水平较低ꎮ
(二)俄罗斯与东北亚其他国家的贸易结合度指数测算与分析

由以上分析可知ꎬ除蒙俄贸易外ꎬ俄罗斯与东北亚区域整体的贸易互补

性较强ꎬ在此基础上通过测算俄罗斯与东北亚其他国家的贸易紧密度对进一

步分析俄罗斯与这些国家的贸易潜力具有重要意义ꎮ 本文采用美国经济学

家 Ａ Ｊ 布朗(Ａ Ｊ Ｂｒｏｗｎ)提出的贸易结合度指数(ＴＣＤ)测算俄与东北亚其

他国家在贸易方面的相互依存度和紧密程度ꎬ其计算公式为:

ＴＣＤｉｊ ＝
Ｘｉｊ / Ｘｉ

Ｍｊ / Ｍｗ

其中 Ｘｉｊ / Ｘｉ 表示 ｉ 国对 ｊ 国的出口额占 ｉ 国出口总额的比重ꎬＭｊ / Ｍｗ 表

示 ｊ 国进口总额占世界进口总额的比重ꎬＴＣＤｉｊ < １ 表示两国的贸易不够紧

密ꎬＴＣＤｉｊ > １ 则表明两国的贸易关系较为紧密ꎮ 以俄罗斯为出口国、东北亚

其他国家为进口国的 ＴＣＤ 指数计算结果见表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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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俄罗斯与东北亚其他国家的贸易结合度指数计算结果

年份
以俄罗斯出口衡量的贸易结合度指数

以东北亚其他国家出口衡量的
贸易结合度指数

俄—中 俄—日 俄—韩 俄—蒙 中—俄 日—俄 韩—俄 蒙—俄

２００９ ０ ６５ ０ ５２ ０ ６９ １０ ３２ １ ０１ ０ ３９ ０ ８０ １ ６２

２０１０ ０ ５２ ０ ６６ ０ ９０ １０ ４３ １ ２０ ０ ６７ １ ０６ １ ５３

２０１１ ０ ６８ ０ ５７ ０ ８７ １０ ５４ １ １８ ０ ８３ １ ０７ １ ４４

２０１２ ０ ６７ ０ ６０ ０ ９１ １０ ６６ １ ２２ ０ ８９ １ １５ １ ３６

２０１３ ０ ６４ ０ ８２ １ ００ ８ ６２ １ ３１ ０ ８９ １ １６ ０ ８４

２０１４ ０ ７０ ０ ９０ １ ２７ １０ ５０ １ ４７ ０ ８５ １ １３ ０ ６８

２０１５ ０ ７９ １ ０８ １ ４１ １３ ７５ １ ３４ ０ ７２ ０ ７８ １ ４５

２０１６ ０ ９７ ０ ８５ １ ３５ １４ ６８ １ ５３ ０ ６８ ０ ８３ ０ ９７

２０１７ ０ ９７ ０ ７５ １ ２１ １４ ５９ １ ４２ ０ ６５ ０ ９０ ０ ８２

２０１８ １ ０９ ０ ６９ １ ３８ １１ ３６ １ ５０ ０ ７７ ０ ９４ ０ ９６

２０１９ １ １９ ０ ６８ １ ４０ １２ １８ １ ４７ ０ ７６ １ ０６ ０ ６６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数据和 ＴＣＤ 公式计算得到ꎮ

与俄罗斯出口贸易结合度最高的国家是蒙古国ꎬ已有数据中除 ２０１３ 年

外其他年份的 ＴＣＤ 指数均大于 １０ꎬ最大时将近 １５ꎬ这也验证了前述俄罗斯是

蒙古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的结论ꎬ但蒙古国对俄罗斯的贸易结合度却比俄罗

斯对蒙古国的贸易结合度低得多ꎬ说明俄罗斯对蒙古国的依赖程度远低于蒙

古国对俄罗斯的依赖程度ꎬ两国的双边贸易极不平衡ꎮ 与俄罗斯出口贸易结

合度第二高的国家是韩国ꎬ自 ２０１０ 年后俄韩贸易结合度和韩俄贸易结合度

大多保持在[０ ９ꎬ１ ４]的区间内ꎬ双方的贸易依赖程度大致平衡ꎬ俄韩自

２０１３ 年后 ＴＣＤ 指数始终大于 １ꎬ而韩俄 ２０１３ 年后的 ＴＣＤ 指数则经历了先下

降后上升的波动态势ꎬ说明近些年俄罗斯出口韩国相比于韩国出口俄罗斯ꎬ
前者的贸易紧密度更为稳定且贸易相互依存度也更强ꎮ 俄罗斯出口中国进

口的贸易结合度指数 ２０１７ 年以前均小于 １ꎬ紧密度有限ꎬ但中国出口俄罗斯

进口的 ＴＣＤ 指数各年均大于 １ꎬ说明俄罗斯对中国进口的依赖度较大ꎬ且两

个方向的 ＴＣＤ 指数自 ２０１０ 年后总体呈上升趋势ꎬ说明两国的贸易紧密度正

在不断加强ꎮ 俄罗斯对日本的贸易结合度和日本对俄罗斯的贸易结合度基

本小于 １ꎬ两国的紧密度和相互依赖程度一般ꎮ
总体来看ꎬ俄罗斯与东北亚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较为紧密但程度不高ꎬ

俄罗斯与东北亚区域贸易还存在一定的增长空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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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结论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本文从俄罗斯角度来看东北亚国家的贸易合作问题ꎬ首先分析了俄罗斯

与东北亚其他国家的贸易合作现状及问题ꎬ之后在此基础上分别测算并分析

俄罗斯与东北亚国家的贸易竞争性和互补性水平ꎬ并对贸易关系的紧密程度

进行分析ꎮ
(一)主要研究结论

第一ꎬ俄罗斯与东北亚其他国家总体竞争性较弱ꎮ 从 ＥＳＩ 指数来看ꎬ俄
罗斯与中、日、韩三国竞争性稳定较弱ꎬ除了 ＳＩＴＣ６ 类构成一定竞争关系外ꎬ
其他类别基本不构成竞争关系ꎮ 俄罗斯与蒙古国的竞争性起伏较大ꎬ主要竞

争部门为 ＳＩＴＣ２ 类和 ＳＩＴＣ３ 类等初级产品ꎮ 从 ＣＡ 指数来看ꎬ俄罗斯具有竞

争优势的是资源密集型产品ꎬ尤其是 ＳＩＴＣ３ 类竞争优势十分明显ꎬ中、日、韩
三国则在制成品上具有竞争优势ꎬ且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优势明显ꎬ日
本和韩国在资本密集型产品上优势明显ꎬ而蒙古国稳定具有比较优势的仅有

ＳＩＴＣ２ 类且其在该类上极具竞争优势ꎮ 俄罗斯与中、日、韩三国优势部门不相

同ꎬ因此不构成竞争关系ꎬ但俄罗斯与蒙古国的优势部门存在一定重合ꎬ在世

界市场上可能构成一定的竞争关系ꎮ
第二ꎬ俄罗斯与东北亚其他国家的贸易互补性较强ꎮ 从俄罗斯为出口

国、东北亚其他国家为进口国角度看ꎬ俄韩、俄日互补性强于俄蒙、俄中ꎬ但俄

中贸易互补性自 ２０１３ 年后不断加强ꎬ这主要得益于俄罗斯大量矿产资源出

口中国ꎮ 俄罗斯与中、日、韩三国的互补产业主要集中在 ＳＩＴＣ２ 类和 ＳＩＴＣ３
类等资源密集型产品上ꎬ俄蒙则在 ＳＩＴＣ３ 类和 ＳＩＴＣ６ 类上稳定互补ꎬ２０１５ 年

后俄蒙互补产业由两类扩展至三类ꎮ 从东北亚其他国家为出口国、俄罗斯为

进口国角度看ꎬ中国与俄罗斯的互补产品集中在 ＳＩＴＣ６ ~ ＳＩＴＣ８ 类ꎬ日韩与俄

罗斯互补产品集中在 ＳＩＴＣ５ 类和 ＳＩＴＣ７ 类等资本密集型产品上ꎬ中、日、韩三

国与俄罗斯的互补产品均为工业制成品ꎬ蒙俄互补性较弱ꎬ唯一互补的产业

为 ＳＩＴＣ２ 类ꎮ
第三ꎬ俄罗斯与东北亚地区的贸易关系较为紧密但程度不高ꎮ 俄韩双边

贸易相互依赖程度较强ꎬ且两国对于彼此的贸易重要性大致平衡ꎮ 中国对俄

罗斯的贸易结合度略高于俄罗斯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ꎬ两国贸易紧密程度有

限但相互依赖程度正在不断加深ꎮ 俄日两国贸易紧密度一般且自 ２０１５ 年后

呈现减弱趋势ꎮ 俄蒙双边贸易则面临不平衡的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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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ꎬ综合近 １０ 年贸易趋势及各类指数测算结果可以看出ꎬ俄罗斯与中

国、韩国的贸易发展前景要优于日本、蒙古国ꎮ 俄中双边贸易近 １０ 年增长趋

势明显ꎬ增长率高ꎬ贸易互补性和贸易结合度也在不断加强ꎬ中国是俄罗斯在

东北亚地区最具贸易发展潜力的国家ꎮ 韩国于 ２０１７ 年超过日本成为俄罗斯

在东北亚地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ꎬ俄韩的贸易互补性水平和俄韩的贸易紧

密度也有所提升ꎬ韩国在俄罗斯贸易中的重要性相对提高ꎬ但俄韩双边贸易

额和互补性提升水平不及中国ꎮ 俄日近些年双边贸易额起伏较大且增长有

限ꎬ俄日贸易紧密度自 ２０１５ 年后呈减弱趋势ꎬ发展前景一般ꎮ 俄蒙贸易起伏

大且体量小ꎬ对俄罗斯的重要性可忽略不计ꎮ
综上所述ꎬ俄罗斯与东北亚其他国家贸易竞争性较弱而互补性较强ꎬ考

虑到目前俄罗斯与东北亚其他国家贸易关系的紧密程度ꎬ贸易合作仍存在一

定的发展空间ꎬ且俄中、俄韩的贸易前景要优于俄日、俄蒙ꎮ
(二)俄罗斯的应对措施及对中国的影响

俄罗斯与东北亚其他国家具有较强的合作潜力ꎮ 近年来ꎬ俄罗斯的远东

开发优惠政策越来越大ꎬ尤其是符拉迪沃斯托克经济特区和自由港的建立ꎬ
俄罗斯与东北亚其他国家的贸易合作越来越密切ꎬ俄方仍然会发挥资源优

势ꎬ积极推进与东北亚其他国家的经贸合作ꎬ扩大和提高俄罗斯在该地区的

贸易规模和水平ꎬ从而提升在该地区的影响力ꎮ
第一ꎬ俄罗斯在注重贸易量的同时ꎬ将更加注重贸易合作的质ꎬ支持本国

企业积极探索新的合作模式以获得长远发展ꎬ资源优势已经不能满足俄罗斯

贸易的发展要求ꎬ跨境电商、数字经济、服务贸易等将会作为未来发展的重要

方向ꎮ
第二ꎬ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东北亚贸易总体格局不会改变ꎬ俄中仍是

东北亚贸易合作的主体ꎬ但俄罗斯将会逐渐加强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合作ꎮ 俄

韩贸易整体保持稳定增长趋势ꎻ俄日贸易则在曲折中缓慢发展ꎻ俄蒙贸易从

２０１６ 年上升趋势明显ꎻ俄罗斯对朝鲜也日益重视ꎬ俄朝贸易从 ２０１９ 年开始回

暖ꎮ 总的来说ꎬ俄罗斯将会越来越重视与东北亚其他国家的贸易合作ꎮ
第三ꎬ俄罗斯将加快推动与东北亚其他国家贸易便利化ꎮ 俄方将会积极

携手中方在该地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ꎬ消除贸易壁垒ꎬ拓宽贸易合作领域ꎬ改
善贸易结构ꎬ简化海关程序ꎬ降低通关成本ꎬ在风险防控、检验检疫、标准计量

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ꎮ
俄罗斯的东北亚贸易举措对中方来说是互助的ꎮ 中方的优势是劳动密

集型产品ꎬ俄方的优势是资源密集型产品ꎬ双方贸易结构互补ꎬ贸易需求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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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ꎬ中俄携手共同推动东北亚地区平衡发展ꎬ是外部世界的客观要求也是内

部发展的实际情况ꎬ俄罗斯的贸易举措也正是中方推动东北亚贸易高质量发

展的实际需求ꎬ维护东北亚地区平衡发展是两个大国的共同担当ꎬ可以说中

俄合作正处于一个历史的机遇期ꎮ
(三)中国的战略选择

“一带一路”倡议为加强东北亚区域合作提供了行之有效的路径ꎬ符合东

北亚各方国际合作的战略需求ꎬ促进了该地区经济高效、公平、可持续健康发

展ꎬ形成了更加紧密的区域经济合作与协调机制ꎬ建立了更注重发展质量和

效益的经济合作平台ꎬ对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ꎮ 通过

研究俄罗斯与东北亚其他国家的贸易特征ꎬ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俄罗

斯与东北亚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合作水平ꎬ挖掘新的经济合作潜力ꎬ探索符

合中国的战略抉择与实施路径ꎮ
第一ꎬ建立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话语体系ꎬ推动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

衡、共赢的东北亚新型经济区域化ꎮ 由于俄罗斯与东北亚其他国家贸易竞争

性较弱ꎬ而且各国的产品又各有优势ꎬ各国之间互补性较强ꎬ俄罗斯的竞争优

势在资源密集型产品上ꎬ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ꎬ日本和韩国在资本密集

型产品上ꎬ蒙古国在 ＳＩＴＣ２ 类初级产品上ꎬ朝鲜在国际贸易中多年呈逆差态

势ꎬ从贸易角度来看影响微乎其微ꎬ东北亚各方正好优势互补ꎮ 因此ꎬ中国提

出在东北亚地区推动新型经济区域化的倡议阻力也就较小ꎮ
如前所述ꎬ东北亚地区是大国力量交汇的地方ꎬ这里存在美日韩同盟、日

本崛起、俄罗斯复苏、中国复兴、朝鲜危机等国际极为关注的地缘问题ꎮ 经济

方面ꎬ东北亚地区经济发展空间仍然巨大ꎬ通过创造稳定的新型区域经济环

境ꎬ提升区域经济质量和效益ꎬ保持区域及区域内各国经济持续增长ꎬ使东北

亚各国不断提升开放水平ꎬ挖掘经济合作潜能ꎬ包容普惠ꎬ互利共赢ꎬ创造平

衡的经济合作生态环境ꎬ遵守契约精神ꎬ以经济合作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发展ꎮ
因此ꎬ我们有必要在该地区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ꎬ提出在“一带一路”框架内

推动东北亚经济区域化的发展倡议ꎬ助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ꎮ
第二ꎬ以中俄合作为基础ꎬ发挥好中、日、韩经贸合作优势ꎬ讨论建立东北

亚经济走廊ꎮ 中国与日韩的经贸合作拥有较好基础ꎬ三方经济水平相近ꎬ是
彼此重要的经贸伙伴ꎬ贸易额从 １９９９ 年的 １ ３００ 亿美元增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７ ２００
亿美元ꎬ在东北亚经济格局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ꎮ

从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来看ꎬ目前ꎬ中俄将继续深入开展“一带一

路”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ꎻ日本从倡议提出之初的抵制、观望态度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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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为现在的积极参与ꎻ在韩国越来越多的人渴望更加深入了解“一带一路”倡
议ꎬ并希望借助“一带一路”建设拓展深化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ꎬ尤其应携手

加速推进东北亚经济一体化ꎻ蒙古国是最早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

一ꎬ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双方大力推动“一带一路”与“发展

之路”对接ꎮ
总的看来ꎬ“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地区有较为坚实的基础ꎬ抓好中俄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ꎬ利用好中、日、韩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良好势头ꎬ按
照李克强总理提出的打造“中日韩 ＋ Ｘ”模式为引领ꎬ优先将东北亚其他国家

作为“Ｘ”的重要一员ꎬ从而勾画出东北亚经济走廊的初步框架ꎬ推动东北亚

区域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迈进ꎮ
第三ꎬ拓宽区域合作平台ꎬ立足国内大循环ꎬ依靠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积极

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ꎮ 东北亚地区贸易关系紧密但程度不高ꎬ合作空间巨大

但缺乏行之有效的路径ꎮ 俄中贸易呈不断加深趋势ꎬ俄日贸易呈逐渐减弱的

趋势ꎬ俄韩贸易基本平衡ꎬ俄蒙贸易不平衡ꎬ俄朝贸易几乎为零ꎬ可见ꎬ东北亚

地区整体贸易合作水平较低ꎬ缺乏拓宽区域合作的战略选择和实施路径ꎮ 随

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ꎬ东北亚区域合作应该突破狭隘的地理空间限制ꎬ
使地方合作由毗邻地区向各国的腹地延伸ꎬ并最终形成以东北亚经济圈为中

心向世界延伸的发展态势ꎮ
同时ꎬ积极推动东北亚经济发展与国内京津冀、长三角、成渝经济圈等区

域的战略对接ꎬ加强国际营销体系建设ꎬ深化区域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ꎬ加
强跨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ꎬ打造区域国际物流枢纽ꎬ从而构建一个能够循环

起来的东北亚经济圈ꎮ
第四ꎬ优化贸易结构ꎬ培育新兴产业ꎬ用好合作平台ꎮ 当前ꎬ东北亚局势

整体较好ꎬ但地区贸易合作仍不平衡ꎮ 在贸易结构上应该大力发展高质量、
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贸易ꎬ拓宽国际市场ꎬ扩大中间贸易规模ꎬ优化区域布

局ꎬ实行更高程度的商品分工ꎬ鼓励跨国公司发展ꎬ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ꎬ加
快融入全球贸易体系ꎬ形成区域贸易行业结构合理化的组织体系ꎻ积极融入

全球创新体系ꎬ加快推进区域创新建设ꎬ合力构建区域创新发展平台ꎬ尤其要

加大 ５Ｇ、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领域的合作ꎮ 同时ꎬ利用好已

有的经济合作组织和平台ꎮ 例如ꎬ上合组织、“一带一路”、欧亚经济联盟、中
蒙俄经济走廊、瓦尔代俱乐部、东方经济论坛等ꎬ进一步加强地区间政策沟

通ꎬ介绍中国经验ꎬ提出中国倡议ꎬ作出中国贡献ꎮ
(责任编辑:高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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