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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伴随中国经济崛起并扩大在中亚市场的经济存在ꎬ有关中

俄两国在中亚的出口竞争问题虽被广泛提及ꎬ但少有实证分析ꎮ 采用统计描

述法对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９ 年中俄两国在中亚的出口态势进行长期比较分析ꎬ发现

尽管中国在中亚的市场地位持续提升ꎬ但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大体保持稳

定ꎮ 作者使用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９ 年中亚五国共 ４０ 种两位数编码产品贸易数据ꎬ构
建动态引力模型并运用系统 ＧＭＭ 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中亚市场上中国出口对

俄罗斯出口的影响ꎮ 结果表明ꎬ中国出口并未挤占俄罗斯在中亚的出口空

间ꎮ 相反ꎬ无论整个中亚区域还是单个国家ꎬ无论是全部商品层面还是聚焦

制成品领域ꎬ中国出口对俄罗斯出口均具有积极带动作用ꎮ 再将中国对中亚

的投资作为调节变量纳入引力模型ꎬ发现中国出口的带动作用部分源于中国

投资的正向外溢效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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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伴随苏联解体和中亚五国的独立ꎬ中亚的地缘战略意义和域外大国对中亚的

争夺成为学术讨论的热点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讨论多集中于地缘政治和美俄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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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ꎬ较少关注中国的角色ꎮ 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伴随全球化进程加速、全球能源需求

猛增和中国经济崛起ꎬ越来越多的文献将中国纳入中亚区域大国博弈的讨论框

架ꎮ 传统上ꎬ中亚与俄罗斯关系密切ꎬ俄罗斯一直视中亚为自己的后花园ꎮ 随着

中国在中亚的经济存在日益增强ꎬ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ꎬ中俄在中

亚的经济竞争ꎬ尤其在能源和出口领域的竞争成为热议话题ꎮ 能源竞争(尤其中

俄在中亚油气管道建设和产地控制方面的竞争)问题更受学者关注ꎬ而有关两国

对中亚的商品出口竞争问题虽多有提及但缺少专门的研究ꎮ
现有文献多从地缘政治角度认为中俄在中亚商品市场上存在利益分歧ꎮ

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大学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系教授布拉杰尔斯基等发表

论文明确表示ꎬ中国试图扩大在中亚市场的商品销售会损害俄罗斯的利益:
俄罗斯力图维持中亚现状ꎬ保持自己在中亚市场的影响力ꎬ并扩大俄罗斯公

司的竞争优势ꎬ而中国则试图将中亚地区变成自由市场ꎬ扩大自己的出口ꎬ这
会降低俄罗斯在中亚市场的影响力①ꎮ 部分西方媒体也渲染中国出口的“威
胁论”ꎮ 例如ꎬ美国之音曾报道ꎬ中国商品充斥了中亚市场ꎬ即便是小厂商ꎬ也
声称市场上不再有俄罗斯产品②ꎮ 此外ꎬ中国对中亚的投资与中国出口增长

的联系也受到关注ꎮ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的报告指出ꎬ中国对中亚的投资附

加购买中国商品的条款ꎬ有助于提升中国在中亚市场的竞争地位ꎬ进而对俄罗

斯出口产生负面影响ꎬ但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在中亚建造物流平台和运输走廊对

俄罗斯与中亚贸易有促进作用③ꎮ 而以经济学视角研究中亚、中国、俄罗斯经

贸互动的文献多在贸易和投资方面ꎬ主要涉及双边贸易互补性和贸易潜力的

测算、贸易关联度、贸易便利化以及投资的东道国和母国效应ꎬ即便涉及三方

研究ꎬ也多从国际关系角度分析中国和俄罗斯在中亚的竞争与合作④ꎬ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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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经济学文献对中俄在中亚的出口竞争问题进行实证分析ꎮ
现有文献对理解中俄在中亚的出口竞争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帮助ꎬ但也

存在不足ꎮ 一是分析中国商品进入中亚会对俄罗斯产生何种影响时ꎬ遵循

的是零和博弈框架ꎬ将相对数量的消长作为竞争损害结果ꎬ对于竞争的动

态促进效应缺乏关注ꎬ进而可能夸大中国商品进入中亚对于俄罗斯出口造

成的损害ꎻ二是囿于局部静态分析ꎬ只关注中国投资对中国出口的拉动作

用ꎬ却忽略中国大量投资中亚基础设施也会降低中亚国家与俄罗斯开展经

贸活动的交易成本ꎬ进而促进中亚扩大从俄罗斯的进口ꎻ三是相关文献主

要是国际关系专家从地缘政治视角出发以逻辑推理进行定性分析ꎬ缺少从

经济学视角对中俄两国在中亚出口竞争长期结果的系统描述ꎬ也没有将中

国出口增加是否对俄罗斯向中亚的出口产生挤出效应进行定量与实证

检验ꎮ
本研究致力于回答如下问题:在中亚市场上中俄两国出口竞争的长期趋

势是怎样的? 伴随中国出口增长是否出现俄罗斯出口的下降? 中国出口的

增加是否对俄罗斯出口产生挤出效应? 中国对中亚的投资是加剧中国出口

的挤出效应还是对俄罗斯出口产生了正向外溢效应?

一　 中国和俄罗斯对中亚出口的特征:动态比较

苏联解体后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外贸中仍然扮演着

关键角色ꎮ 以 １９９４ 年为例ꎬ俄罗斯在中亚贸易中的占比为 ３２ ８２％ ꎬ贸易额

为 ４８ ３５ 亿美元ꎬ同年ꎬ中国在中亚贸易中的占比只有 ２ ９５％ ꎬ贸易额不足 ５
亿美元①ꎮ 此后ꎬ伴随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对能源需求的快速增加ꎬ中国与

中亚的贸易迅速扩大ꎮ 与此同时ꎬ俄罗斯在西化方针受挫后开始重视后苏联

空间ꎬ特别是普京执政后将恢复在后苏联空间的影响力作为俄罗斯外交政策

的优先方向ꎬ中俄在中亚市场的竞争问题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ꎮ 对 ２０００ 年

以来中俄两国对中亚市场的出口进行描述和比较ꎬ以揭示中俄在中亚市场地

位的长期演进特征ꎮ
(一)中亚整体层面

为便于比较ꎬ采用中亚国家的进口数据来描述中俄两国对中亚的出口情

—３—

①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数据计算ꎬｈｔｔｐｓ: / /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ｃｅｉｃｄａｔａ ｃｏｍ / Ｕｎｔｉｔｌｅｄ －
ｉｎｓｉｇｈｔ / ｍｙｓｅｒｉｅｓ /



欧亚经济 / 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

况ꎮ 从图 １ 可以看到ꎬ中亚国家的主要进口来源地是俄罗斯、欧盟和中国ꎬ三
方在中亚进口中的占比总和常年在 ６０％以上ꎮ ２０００ 年以来中国的地位逐步

上升ꎬ最近几年超越了欧盟ꎬ成为中亚的第二大进口来源地ꎬ而中俄两国加总

在中亚的总进口中占了一半的比重ꎮ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９ 年中国在中亚总进口中的

占比从 ９ ４％增至 １９ ７３％ ꎬ期间只有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６ 年出现了相对较大的降

幅ꎮ 俄罗斯在中亚进口中的地位整体上维持了稳定ꎬ ２０００ 年占比为

２９ ０３％ ꎬ２０１９ 年仍为 ３０ ０９％ ꎬ但在此期间波动频繁ꎬ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０ 年ꎬ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４ 年间均出现了大幅下降ꎬ２０１０ 年最低点时俄罗斯在中亚进口中的占比

仅为 ２１ ５７％ ꎮ

图 １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９ 年中国和俄罗斯在中亚总进口中的占比(％)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ꎬｈｔｔｐｓ: / /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ｃｅｉｃｄａｔａ ｃｏｍ / Ｕｎｔｉｔｌｅｄ － ｉｎｓｉｇｈｔ / ｍｙｓｅｒｉｅｓ

综合来看ꎬ尽管近 ２０ 年间中国在中亚进口中的地位大幅上升ꎬ但俄罗斯

的地位并未因此下降ꎬ而是大体保持了稳定ꎬ因此ꎬ尚无法得出中国对中亚出

口增长蚕食了俄罗斯市场份额的结论ꎮ
图 ２ 显示的是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９ 年中亚从中国和俄罗斯的进口额ꎮ 总体而

言ꎬ中俄两国对中亚出口的变动趋势非常一致ꎬ都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前持续

上升ꎬ２００８ 年达到高位ꎬ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出现下降ꎬ从 ２０１１ 年开始恢复增

长ꎬ至 ２０１３ 年达到峰值(中亚从中国进口 １５４ 亿美元ꎬ从俄罗斯进口 ２７２ 亿

美元)ꎬ然后又出现连续三年(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 年)下降ꎬ从 ２０１７ 年开始恢复增

长ꎮ 也就是说ꎬ国际金融危机和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开始西方对俄罗斯经济

制裁是两个重要的外生冲击变量ꎬ在这两个时间段ꎬ中亚从中俄两国的进口

出现了下降ꎬ在其余年份两国对中亚的出口都呈增长趋势ꎮ 比较而言ꎬ俄罗

斯对中亚国家的出口波动更大ꎬ中国出口则相对稳定ꎮ 此外ꎬ中国对中亚的

出口额从未超越俄罗斯ꎬ俄罗斯一直在中亚的进口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

角色ꎮ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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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２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９ 年中亚从中国和俄罗斯的进口额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ꎮ

综上所述ꎬ在市场份额方面ꎬ尽管中国在中亚总进口中的占比持续增长ꎬ但
俄罗斯所占比重并未出现下降ꎬ而是大致保持稳定ꎻ在贸易额上ꎬ两国对中亚的

出口随时间同方向变动ꎬ显示了高度的一致性ꎮ 总之ꎬ长期的地区加总数据并

未显示中国出口增长挤占了俄罗斯出口ꎬ相反ꎬ中俄两国对中亚的出口额呈现

动态一致性ꎮ 那么ꎬ这种一致性是否带有逻辑上的因果关系ꎬ进而ꎬ是否暗示中

国出口对俄罗斯出口具有带动作用? 这一问题将是实证分析的重点ꎮ
(二)国别层面

为了更详细了解中俄两国在中亚进口市场上的地位演进ꎬ下面再单独从

国别层面进行比较ꎬ以揭示不同国家市场上两国出口的特征及差异性ꎮ
在哈萨克斯坦市场上ꎬ中国和俄罗斯的出口变动趋势较为接近ꎬ国际金融危

机前都实现了大幅增长ꎬ２００９ 年都出现了下降(俄罗斯出口下降持续到 ２０１０ 年)ꎬ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 年恢复增长ꎬ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再次出现下降ꎬ从 ２０１７ 年开始又恢复了增

长ꎮ 哈萨克斯坦从中国的进口也从未超越俄罗斯ꎮ 如果将图 ３ 与图 ２ 比较即可

发现ꎬ中俄两国对中亚整体的出口与对哈的出口变动趋势高度一致ꎮ 这一点也容

易理解ꎬ因为哈萨克斯坦是中亚五国中经济体量最大的国家①ꎬ哈进口在很大程

度上决定了中亚整体的进口特征ꎮ 从市场地位上看ꎬ中国在哈总进口中的占比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３％大幅增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１７ ０９％ꎬ但却并未侵蚀俄罗斯的市场份额ꎬ２０１９
年年底俄罗斯在哈的总进口中仍占据 ３６ ６１％的市场份额ꎬ比 ２００３ 年②下降不足

—５—

①

②

以 ２０１９ 年为例ꎬ哈萨克斯坦在整个中亚五国的 ＧＤＰ 中占比近 ６０％ ꎬ在全部进口

中占比为 ５３ ５％ (３８４ 亿美元)ꎮ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２ 年俄罗斯在哈进口中占比急剧下降(从 ４８ ２５％ 降至 ３８ ６５％ ꎬ同期

中国占比从 ３％增至 ４ ７５％ )ꎬ自 ２００３ 年开始才稳定下来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ꎬｈｔｔｐｓ: / /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ｃｅｉｃｄａｔａ ｃｏｍ / Ｕｎｔｉｔｌｅｄ － ｉｎｓｉｇｈｔ / ｍｙｓｅｒｉｅ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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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个百分点ꎬ并且２０１４ 年以后俄罗斯在哈进口中的份额保持了上升趋势(见图３)ꎮ

图 ３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９ 年哈萨克斯坦从中国和俄罗斯的进口额及其占比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ꎮ

图 ４ 显示的是中俄两国在吉尔吉斯斯坦进口额中的地位变化趋势ꎮ 从占比

看ꎬ国际金融危机前两国趋势一致ꎬ在吉进口中的占比都在提升ꎬ且俄罗斯增长的

速度更快ꎮ 但此后出现差异ꎬ俄罗斯占比持续下降ꎬ从 ２００７ 年高位的 ４３ ８６％降

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２０ ７９％ꎬ相反ꎬ中国的市场份额从 ２００７ 年的 １５ ７５％增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３８ ０８％ꎮ 从出口额变动趋势看ꎬ两国在很长时间里保持一致ꎬ只是从 ２０１６ 年开始

出现了此消彼长的态势ꎬ并且从 ２０１６ 年开始吉从中国的进口超越了从俄罗斯的

进口额(２０１９ 年从中国进口下滑)ꎮ 但是因为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体量很小①ꎬ最
近几年的新动向并未改变在中亚整体进口中俄罗斯占据优势的传统格局ꎮ

图 ４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９ 年吉尔吉斯斯坦从中国和俄罗斯的进口额及其占比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ꎮ

—６—

① 以 ２０１９ 年为例ꎬ吉尔吉斯斯坦在整个中亚五国的 ＧＤＰ 中占比 ２ ８５％ (２ ９５７ ４
亿美元)ꎬ在中亚全部进口中占比约为 ７％ (４９ 亿美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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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吉克斯坦从中俄两国的进口变动情况(见图 ５)与在吉市场比较相似ꎮ
可以看出ꎬ塔从俄罗斯进口的波动更为频繁ꎬ但整体上各个时期中俄两国出

口增长态势比较一致ꎮ 另外ꎬ从 ２０１７ 年起ꎬ两国的出口出现了背离态势ꎬ只
不过方向与在吉市场正好相反:俄罗斯出口明显增长ꎬ中国的出口则处于停

滞状态ꎮ 此外ꎬ塔从俄罗斯的进口额一直高于中国ꎬ并且总体上俄罗斯在塔

进口中的占比也呈现持续上升态势ꎬ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５ ５１％ 增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４４ ８９％ ꎮ 中国则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１ ７６％小幅增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９ ７８％ (最近三年

有下降趋势)ꎮ 总之ꎬ塔吉克斯坦市场显示的是较为明显的竞争共赢模式ꎬ中
俄两国同时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ꎮ

图 ５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９ 年塔吉克斯坦从中国和俄罗斯的进口额及其占比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ꎮ

如图 ６ 显示ꎬ中俄对土库曼斯坦的出口在各时间段里变动态势高度一

致ꎮ 较为特殊的是ꎬ在 ２０１２ 年土从中国的进口一度超越俄罗斯ꎬ但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６ 年间又被俄罗斯超越ꎬ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中国在土进口中相对于俄罗斯

又取得了微弱优势ꎮ 在占比上ꎬ中国在 ２００３ 年几乎是从零开始ꎬ增至 ２００８
年的 ２０％ ꎬ经历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的下降后ꎬ到 ２０１２ 年又升至历史上的最高

点 ２２％ ꎬ然后出现大幅下降ꎬ到 ２０１９ 年增至 １４ ２７％ ꎮ 俄罗斯 ２００３ 年在土进

口中占比为 ９ ３２％ ꎬ最高点增至 ２００８ 年的 ２０ ２９％ ꎬ然后波动下降ꎬ２０１９ 年

增至 １９ ２５％ ꎬ仍高于中国的市场份额ꎮ 总体上ꎬ中俄两国在土库曼斯坦进口

中的地位均出现大幅波动ꎬ尽管长期看中国地位上升(从 ２００３ 年的 ０ ６４％增

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１４ ２７％ )ꎬ但俄罗斯市场地位并未出现大幅下滑(从 １４ ２２％增

至 １９ ２５％ )ꎬ并且两国的出口变动趋势高度一致ꎮ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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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６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９ 年土库曼斯坦从中国和俄罗斯的进口额及其占比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ꎮ

图 ７ 显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从中俄两国的进口情况ꎮ 从贸易额上看ꎬ不
同时间段的变动趋势高度一致ꎬ并且在进口数额上也相差无几ꎬ中国只是在

最近两年实现了微弱反超ꎮ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９ 年乌从俄罗斯的进口额从 １１ ２５ 亿

美元增至 ３９ ７４ 亿美元ꎬ从中国的进口额从 １０ ９７ 亿美元增至 ５０ ５２ 亿美元ꎮ
中俄两国的市场份额也相当接近ꎬ在 ２０１６ 年前俄罗斯出口占比稳定在

１９ １８％ ꎬ中国出口占比稳定在 １８ ６９％ ꎬ近两年中国出口占比微弱反超(２０１９
年中国占比为 ２３ １２％ ꎬ俄罗斯占比为 １８ １９％ )ꎬ呈现竞争态势ꎮ 但长期来

看ꎬ中俄对乌兹别克斯坦的出口呈现同向发展趋势ꎮ

图 ７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９ 年乌兹别克斯坦从中国和俄罗斯的进口额及其占比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ꎮ

(三)产业领域

以上无论是从中亚整体还是从国家层面ꎬ考察的都是总进口的变动趋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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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ꎮ 这里再深入产业层面细致考察ꎬ以辨识中俄出口竞争可能发生的产业领

域ꎮ 这里以中亚最大经济体哈萨克斯坦为例进行分析ꎮ
表 １ 显示的是 ２０１９ 年哈萨克斯坦从俄罗斯和中国进口的商品结构①ꎮ

从十大产业部类划分看ꎬ俄罗斯对哈萨克斯坦的出口较为多样化ꎬ按原料分

类的制成品(ＳＩＴＣ６)占比为 ２６ ２４％ ꎬ是哈从俄罗斯进口的第一大项商品ꎬ其
他占比较大的项目依次为机械设备 ( ＳＩＴＣ７ ) ２５ ０６％ ꎬ化学品 ( ＳＩＴＣ５ )
１１ ０９％ ꎬ粮食和活动物(ＳＩＴＣ０)９ ８３％ ꎬ杂项制成品(ＳＩＴＣ８)８ ０２％ ꎬ矿物燃

料(ＳＩＴＣ３)７ ５５％ ꎮ 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的出口则集中在四大类商品上ꎬ分别

为机械设备(ＳＩＴＣ７)４５ １６％ ꎬ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ＳＩＴＣ６)２１ ３％ ꎬ杂项制

品(ＳＩＴＣ８) １６ ７％ ꎬ化学品 ( ＳＩＴＣ５) ７ ９７％ ꎮ 初级原材料 ( ＳＩＴＣ０、 ＳＩＴＣ１、
ＳＩＴＣ２ 和 ＳＩＴＣ３)占比很小ꎬ只有 ３％ ꎮ 比较可知ꎬ在哈萨克斯坦乃至整个中亚

区域市场上ꎬ中俄两国在工业制成品(ＳＩＴＣ５、ＳＩＴＣ７、ＳＩＴＣ６ 和 ＳＩＴＣ８)领域的

出口可能会形成较高程度的竞争ꎬ但在资源性商品ꎬ尤其燃料和矿物质出口

方面ꎬ俄罗斯占据绝对优势ꎬ两国在这一领域的出口竞争性较低ꎮ

表 １　 　 　 ２０１９ 年哈分别从俄罗斯和中国进口的各类商品占其总进口的比重(％)

商品 ＳＩＴＣ０ ＳＩＴＣ１ ＳＩＴＣ２ ＳＩＴＣ３ ＳＩＴＣ４ ＳＩＴＣ５ ＳＩＴＣ６ ＳＩＴＣ７ ＳＩＴＣ８ ＳＩＴＣ９

俄罗斯 ９ ８３ ２ ２４ ３ ９４ ７ ５５ ０ ７０ １１ ０９ ２６ ２４ ２５ ０６ ８ ０２ ５ ３３

中国 ２ ７５ ０ ０１ ０ １９ ０ ４２ ０ ０１ ７ ９７ ２１ ３０ ４５ １６ １６ ７０ ５ ４９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数据库(ＵＮＣＴＡＤ)ꎬ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ｒｇ /

当然ꎬ这里只是从较为宽泛的大类上辨别两国的竞争领域ꎮ 如果深入更

细分的行业领域ꎬ例如根据两位编码商品进行考察ꎬ则可以发现ꎬ即便在竞争

性较强的制成品部门ꎬ中俄两国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差异化互补特征ꎮ 例

如ꎬ在 ＳＩＴＣ６ 产业部类中ꎬ两国对哈出口的前三项都包括钢铁和金属制品ꎬ但
俄罗斯非金属产品为第二大出口项ꎬ而中国第二大出口项则是纺织品ꎮ 在

ＳＩＴＣ７ 产业部类中俄罗斯在其他运输设备方面保持独有优势ꎬ而中国在特种

工业专业机械和电信设备方面则拥有独特优势ꎮ 在 ＳＩＴＣ５ 产业部类中ꎬ俄罗

斯在香料和盥洗用品上占据优势ꎬ而无机化学品则是中国对哈出口的第一大

—９—

① 这里的商品结构依照«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第三次修订版ꎬ将贸易商品分为 ＳＩＴＣ０ ~
ＳＩＴＣ９ 共十类ꎮ 出口采用离岸价格ꎬ进口采用到岸价格ꎮ 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数

据库(ＵＮＣＴＡＤ)数据计算ꎬ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ｒ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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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ꎮ 在 ＳＩＴＣ８ 产业部类中ꎬ未另列明的专业、科学及控制用仪器和装置是俄

罗斯第三大项出口商品ꎬ而中国在鞋类出口方面占据优势ꎮ
对中俄两国在中亚市场上长期的出口动态比较结果显示:
首先ꎬ在中亚区域整体层面ꎬ尽管从中国的进口额稳定增长ꎬ但始终未能超

过从俄罗斯的进口额ꎮ 中国出口增长速度更快ꎬ结果是在中亚进口中的地位稳定

上升ꎬ与此同时ꎬ俄罗斯的市场份额则保持稳定ꎬ并未出现明显的挤占现象ꎮ
其次ꎬ在国家层面ꎬ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进口中ꎬ俄罗斯始终占据

优势ꎮ 在其他三国的市场上ꎬ俄罗斯在很长时间都保持优势ꎬ只是最近三四

年中国出口额才开始超越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从 ２０１６ 年开始ꎬ土库曼斯坦

和乌兹别克斯坦是从 ２０１７ 年开始微弱超出)ꎮ 变动趋势上ꎬ在哈萨克斯坦市

场与中亚整体市场ꎬ中国都持续提升出口地位ꎬ但俄罗斯地位保持稳定ꎬ并且

从未被超越ꎻ２０１６ 年开始出现中俄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出口此消彼长的迹象ꎬ
形势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ꎻ在塔吉克斯坦市场上则相反ꎬ俄罗斯从 ２００６
年开始便提高了自己的市场地位ꎬ而中国的地位出现了微弱下降ꎻ在土库曼

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市场中俄两国出口呈现同向发展趋势ꎮ
最后ꎬ产品市场分析显示ꎬ在初级原材料方面中俄两国几乎不存在竞争ꎬ

俄罗斯优势明显ꎬ在制成品出口领域可能形成较为激烈的竞争ꎬ但细分的行

业分析显示ꎬ在制成品部门也存在着很大的互补性ꎮ
以上通过统计描述对中俄两国在中亚的出口态势进行了定性分析ꎬ总体

上看并未出现中国出口挤占俄罗斯出口的现象ꎮ 细分领域的互补性一定程

度上会降低两国在中亚市场上的出口竞争性ꎬ从而可能部分解释中俄两国对

中亚出口的“双增长”模式ꎮ 与此同时还要关注中国投资的外溢效应ꎮ 中国

对中亚的投资相当大一部分涉及基础设施建设ꎬ以哈萨克斯坦为例ꎬ２０１９ 年

中国是哈萨克斯坦交通基础设施的最大投资国ꎬ中国对哈投资涉及基础设

施、能源、矿产、物流和工业园等ꎬ总投资金额近 ２８０ 亿美元①ꎮ 中国还为塔吉

克斯坦修建道路ꎬ２００６ 年以来ꎬ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在塔已累计修建

公路 ６００ 多公里和隧道 １６ 公里ꎬ还修复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乌

铁路②ꎮ 而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和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具有贸易效

应ꎬ完善的基础设施一方面直接降低贸易成本ꎬ提高交易效率ꎬ另一方面提高

—０１—

①

②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２０２０ 版)»ꎬｈｔｔｐ: / / ｆｅｃ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ｇｂｄｑｚｎ /

丝路网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ｍｓｉｌｋｒｏａｄ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ｐ / ２９２８０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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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便利化程度ꎬ使很多因交通落后而没法参与全球贸易的产品变成可贸易

商品ꎬ进而扩大可贸易商品的范围和参加贸易国家的范围ꎮ 下面将采用计量

分析方法实证检验中国出口是否对俄罗斯出口产生挤出效应ꎬ并检验中国投

资是否具有正向外溢效应ꎮ

二　 中国出口对俄罗斯出口的挤出效应:实证分析

(一)基准模型

在中亚市场上ꎬ参照格林威等、阿基米克等、蓝庆新和姜峰等学者的做

法①ꎬ在考虑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构建引力模型ꎬ检验中国出口是否挤占俄

罗斯对中亚的出口ꎬ直接将俄罗斯对第三方市场的出口额作为被解释变量ꎬ
中国对中亚的出口额作为核心解释变量ꎬ并引进其他控制变量ꎬ以测验中国

出口在中亚市场对俄罗斯出口的具体影响ꎮ
因为出口可能存在惯性ꎬ为减少遗漏变量引起的回归谬误ꎬ在解释变量

中引入俄罗斯出口的滞后项ꎬ构建如下动态面板模型:
ｌｎｅｘｐｏｒｔｉꎬｒｕｓｓｉａꎬｐꎬｔ ＝ ∂０ ＋ ｂｌｎｅｘｐｏｒｔｉꎬｒｕｓｓｉａꎬｐꎬｔ － １ ＋ ∂１ ｌｎｅｘｐｏｒｔｉꎬｃｈｉｎａꎬｐꎬｔ ＋ ∂２ ｌｎｇｄｐｉꎬｔ ＋

∂３ ｌｎｇｄｐｒｕｓｓｉａꎬｔ ＋ ∂４ ｌｎｄｉｓｔｉꎬｒｕｓｓｉａ ＋ ∂５ｂｏｒｄｅｒｉꎬｒｕｓｓｉａ ＋ ∂６ｅｒｉꎬｔ ＋ ∂７ＣＳＴＯｉꎬｒｕｓｓｉａꎬｔ ＋ ∂８ＥＥＵｉꎬｒｕｓｓｉａꎬｔ

＋ ∂９ Ｉｎｆｒａｉꎬｔ ＋∀ｉ ＋ Ｔｔ ＋∈ｉꎬｔ

公式中所有实数数据均采用对数ꎬｉ 代表中亚各国ꎬｒｕｓｓｉａ 代表俄罗斯ꎬ
ｃｈｉｎａ 代表中国ꎬｐ 代表产品ꎬｔ 代表年份ꎬｂ 和∂０ ~ ∂９ 代表各变量影响系数ꎮ
∀ｉ是不可观测的固定个体效应ꎬ以消除国家截面之间的差异(如制度差异)ꎮ
Ｔｔ是时间效应ꎬ以消除与时间有关的因素对实证结果的影响(如世界经济周

期)ꎮ ∈ｉꎬｔ是扰动项ꎬ反映其他遗漏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ꎮ
其中ꎬｌｎｅｘｐｏｒｔｉꎬｒｕｓｓｉａꎬｐꎬｔ反映 ｔ 年俄罗斯对中亚各国相关产品 ｐ 的出口额ꎻ

ｌｎｅｘｐｏｒｔｉꎬｒｕｓｓｉａꎬｐꎬｔ － １是上年俄罗斯对中亚的出口额ꎬ系数 ｂ 反映俄罗斯出口惯性

的影响ꎻｌｎｅｘｐｏｒｔｉꎬｃｈｉｎａꎬｐꎬｔ反映 ｔ 年中国对中亚各国相关产品 ｐ 的出口额ꎬ∂１是重

点考察的系数ꎬ表示在中亚市场上中国出口对俄罗斯出口的挤出效应:若
∂１ < ０说明存在挤出效应ꎬ即俄罗斯对中亚的出口会随着中国对中亚出口的

—１１—

① Ｄ ＧｒｅｅｎａｗａｙꎬＡ ＭａｈａｂｉｒꎬＣ ＭｉｌｎｅｒꎬＨａｓ Ｃｈｉｎａ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ｄ Ｏｔｈｅｒ Ａｓｉ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Ｅｘｐｏｒｔｓ?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ꎬ ２００８ꎬ １９ ( ２ )ꎬ ｐｐ １５２ － １６９ꎻ Ｋ Ａｋｋｅｍｉｋꎬ Ｋ Ｇöｋｓａｌꎬ Ｄ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Ｃｒｏｗｄ － ｏｕｔ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Ｉｋｔｉｓａｔ Ｉｓｌｅｔｍｅ ｖｅ Ｆｉｎａｎｓꎬ２０１０ꎬ２５(２８７)ꎬｐｐ ９ － ３２ꎻ蓝
庆新、姜峰:«中国是否挤占了 ＢＲＩＣＳ 其他成员国的出口贸易———基于 ＢＲＩＣＳ 成员国对

１７３ 个国家出口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ꎬ«国际经贸探索»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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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而减少ꎬ若∂１ > ０ 则表明中国对俄罗斯出口具有带动作用ꎻ ｌｎｇｄｐｉꎬｔ 和

ｌｎｇｄｐｒｕｓｓｉａꎬｔ分别是 ｔ 年中亚各国和俄罗斯的实际 ＧＤＰꎬ以反映双方经济规模对

双边贸易的影响ꎮ 标准引力模型中进口国的经济增长可能扩大进口ꎬ出口国

的经济增长能显著扩大出口①ꎮ ｌｎｄｉｓｔｉꎬｒｕｓｓｉａ为中亚各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贸易

距离ꎬ距离越远ꎬ运输成本越高ꎬ可能减少东道国进口ꎮ 由于距离是常数ꎬ在
进行固定效应估计时会将其处理为个体固定效应ꎬ因而不能被识别ꎮ 借鉴蒋

冠宏和蒋殿春的做法ꎬ用国际油价和双边距离的乘积表示距离成本②ꎬ距离

采取按主要人口或经济聚集地进行加权而计算ꎮ ｂｏｒｄｅｒｉꎬｒｕｓｓｉａ是边界虚拟变

量ꎬ如果中亚 ｉ 国与俄罗斯具有共同边界ꎬ则赋值为 １ꎬ反之为 ０ꎮ 如果两国接

壤ꎬ贸易壁垒更低ꎬ可能促进东道国进口ꎮ ｅｒｉꎬｔ表示各国汇率实际变化ꎮ 如果

中亚 ｉ 国汇率升值ꎬ表示其购买力增加ꎬ将增大对其他国家的进口ꎮ 国际政

治也会对国际经贸产生影响ꎮ ＣＳＴＯｉꎬｒｕｓｓｉａꎬｔ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虚拟变量ꎬ加
入 ＣＳＴＯ 的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赋值为 １ꎬ反之为

０ꎬ以揭示军事政治同盟关系如何影响俄罗斯对中亚的出口贸易ꎮ ＥＥＵｉꎬｒｕｓｓｉａꎬｔ

是俄罗斯主导的经济一体化组织———欧亚经济联盟的虚拟变量ꎬ揭示中亚各

国与俄罗斯在经济上的一体化安排如何影响双边贸易ꎮ 哈萨克斯坦和吉尔

吉斯斯坦是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ꎬ赋值为 １ꎬ其他国家设为 ０(欧亚经济联盟

在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开始启动ꎬ故之后才赋值为 １)ꎮ Ｉｎｆｒａｉꎬｔ表示中亚各国的基础设

施水平ꎬ各国的基础设施质量会单独影响这些国家与俄罗斯的贸易水平ꎮ 考

虑到中亚五国属于内陆国家及数据的可得性ꎬ用铁路里程代表中亚各国的基

础设施能力ꎮ
(二)调节效应模型

有专家③提出ꎬ中国投资对中国出口有促进作用ꎬ进而暗示中国对中亚

的投资将对俄罗斯对中亚的出口产生挤出效应ꎮ 但笔者认为ꎬ中国投资在促

进中国出口的同时ꎬ也可能发挥正向外溢效应ꎮ 首先ꎬ中国的生产投资会带

来中亚国家经济增长ꎬ进而提升对俄罗斯商品的进口需求ꎮ 外商直接投资增

—２１—

①

②

③

Ｒ Ｃ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ꎬＪ Ｒ ＭａｒｋｕｓｅꎬＡ Ｋ Ｒｏｓｅ ꎬ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
ａｍｏｎｇ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ｅꎬ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２００１ꎬ３４ (２)ꎬｐｐ ４３０ －４４７

借鉴蒋冠宏与蒋殿春的方法计算平均油价(英国北海布伦特和美国西得克萨斯

成交的轻质原油价格计算的算术平均值)ꎮ 蒋冠宏、蒋殿春:«中国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
基于投资引力模型的面板数据检验»ꎬ«世界经济»２０１２ 年第 ９ 期ꎮ

Российский совет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делам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ｈｔｔｐｓ: / / ｒｕｓｓｉａｎ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ｕ / ｃｏｍｍｏ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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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中亚国家的产出ꎬ促进中亚经济增长ꎬ可能提升中亚国家的进口能力ꎮ 其

次ꎬ中国大量投资于中亚的基础设施ꎬ降低了交易费用ꎬ也有利于中亚扩大与

俄罗斯的贸易往来ꎮ 据此ꎬ即便中俄之间存在贸易竞争ꎬ中国对中亚的投资

也可能调和中俄之间的贸易竞争关系ꎮ 为此ꎬ将在基准模型外ꎬ进一步引入

中国对中亚地区的直接投资存量和中国出口与中国直接投资的交乘项ꎬ以实

证检验中国投资对俄罗斯出口贸易的影响ꎮ
引入的调节效应模型如下:
ｌｎｅｘｐｏｒｔｉꎬｒｕｓｓｉａꎬｐꎬｔ ＝ ∂０ ＋ ｂｌｎｅｘｐｏｒｔｉꎬｒｕｓｓｉａꎬｐꎬｔ － １ ＋ ｃｌｎｏｆｄｉｉꎬｃｈｉｎａꎬｔ ＋ ａｌｎｏｆｄｉｉꎬｃｈｉｎａꎬｔ ×

ｌｎｅｘｐｏｒｔｉꎬｃｈｉｎａꎬｐꎬｔ ＋ ∂１ ｌｎｅｘｐｏｒｔｉꎬｃｈｉｎａꎬｐꎬｔ ＋ ∂２ ｌｎｇｄｐｉꎬｔ ＋ ∂３ ｌｎｇｄｐｒｕｓｓｉａꎬｔ ＋ ∂４ ｌｎｄｉｓｔｉꎬｒｕｓｓｉａ ＋
∂５ｂｏｒｄｅｒｉꎬｒｕｓｓｉａ ＋ ∂６ｅｒｉꎬｔ ＋ ∂７ＣＳＴＯｉꎬｒｕｓｓｉａꎬｔ ＋ ∂８ＥＥＵｉꎬｒｕｓｓｉａꎬｔ ＋ ∂９ Ｉｎｆｒａｉꎬｔ ＋∀ｉ ＋ Ｔｔ ＋∈ｉꎬｔ

其中ｌｎｏｆｄｉｉꎬｃｈｉｎａꎬｔ为中国对中亚各国的直接投资ꎬ经对数化处理ꎬ数据源于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９ 年)ꎻｌｎｏｆｄｉｉꎬｃｈｉｎａꎬｔ × ｌｎｅｘｐｏｒｔｉꎬｃｈｉｎａꎬｐꎬｔ
为中国投资和中国出口的交乘项ꎬ若 ａ > ０ 则表明中国投资具有正向调节效

应ꎬ即中国出口拉动俄罗斯出口增加部分源于中国投资ꎬａ < ０ 则表明中国投

资具有负向调节作用ꎻ其他变量跟前述的动态面板模型解释一致ꎮ
(三)数据说明

面板数据包含中亚五国的截面数据ꎬ时间跨度为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９ 年ꎮ 采用

中亚国家的进口数据来描述中俄两国对中亚的出口ꎮ 贸易数据采取«国际贸

易标准分类»第三次修订版的两位数编码数据ꎬ共 ４０ 种产品①ꎮ

表 ２ 变量的统计特征

变量 样本个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俄罗斯出口 ３ ４００ ２ ３４ ２ ０７ － ５ ０５ ８ ３８

俄罗斯出口滞后一期 ３ ２００ ２ ３２ ２ ０７ － ５ ０５ ８ ３８

中国出口 ３ ４００ ２ ０６ ２ ２４ － ８ ５２ ７ ５０

中亚 ＧＤＰ ３ ４００ ９ ９１ １ ３５ ７ ３５ １２ ３７

俄罗斯 ＧＤＰ ３ ４００ １４ １１ ０ ４５ １２ ９８ １４ ６５

中国投资 ３ ４００ ５ ４１ ２ ４８ － １ ８３ ８ ９３

边界 ３ ４００ ０ ２０ ０ ４０ ０ ００ １ ００

—３１—

① «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第三次修订版将贸易商品分为 ＳＩＴＣ０ ~ ＳＩＴＣ９ 共十类ꎬ十大

类别下有 ６７ 种产品ꎬ但因为中亚各国数据限制ꎬ故剔除数据缺失严重的 ２７ 种产品ꎬ用剩

余 ４０ 种产品进行实证分析ꎬ也就是每个国家的横截面包含 ４０ 种产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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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变量 样本个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汇率 ３ ４００ ７ ３９ ０ ６４ ６ １５ ７ ８６

贸易距离 ３ ４００ ０ ９７ ０ １３ ０ ７８ １ ４４

欧亚经济联盟 ３ ４００ ０ １２ ０ ３２ ０ ００ １ ００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３ ４００ ０ ８０ ０ ４０ ０ ００ １ ００

基础设施 ３ ４００ ７ ７３ １ ３３ ６ ０３ ９ ６８

资料来源:表格为作者自制ꎮ 贸易数据( ｌｎｅｘｐｏｒｔｉꎬｒｕｓｓｉａꎬｐꎬｔ、ｌｎｅｘｐｏｒｔｉꎬｒｕｓｓｉａꎬｐꎬｔ － １ )源于联合

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数据库(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ｔ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ｒｇ / )ꎻＧＤＰ( ｌｎｇｄｐｉꎬｔ、ｌｎｇｄｐｒｕｓｓｉａꎬｔ)、汇

率水平(ｅｒｉꎬｔ)、基础设施( Ｉｎｆｒａｉꎬｔ)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ꎻ
距离( ｌｎｄｉｓｔｉꎬｒｕｓｓｉａ)源于 ＣＥＰＩＩ 数据库(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ｅｐｉｉ ｆｒ / )ꎻ中国投资( ｌｎｏｆｄｉｉꎬｃｈｉｎａꎬｔ)源于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９ 年)(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ꎮ

(四)内生性问题

ｅｒｉꎬｔ是由中亚各国内在因素决定ꎻ ｌｎｄｉｓｔｉꎬｒｕｓｓｉａ、ｂｏｒｄｅｒｉꎬｒｕｓｓｉａ、ＣＳＴＯｉꎬｒｕｓｓｉａꎬｔ 和

ＥＥＵｉꎬｒｕｓｓｉａꎬｔ是严格外生变量ꎬ不会受到俄罗斯对中亚出口的影响ꎬ因此上述变量

不存在明显内生性问题ꎮ ｌｎｏｆｄｉｉꎬｃｈｉｎａꎬｔ由中国内在因素决定ꎬ并不受制于俄罗斯

对中亚出口的影响ꎮ 中国的内生性问题在于:俄罗斯出口滞后一期可能与误差

项相关ꎻ俄罗斯和中亚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可能与俄罗斯出口相互促进ꎻ遗漏

在误差项的变量可能影响俄罗斯对中亚的出口ꎬ也可能影响中国对中亚的出

口ꎬ进而夸大中国出口的挤出效应ꎬ因此模型设定中可能存在俄罗斯出口滞后

一期(ｌｎｅｘｐｏｒｔｉꎬｒｕｓｓｉａꎬｐꎬｔ － １)、中国出口(ｌｎｅｘｐｏｒｔｉꎬｃｈｉｎａꎬｐꎬｔ)、俄罗斯 ＧＤＰ(ｌｎｇｄｐｒｕｓｓｉａꎬｔ)
和中亚各国 ＧＤＰ(ｌｎｇｄｐｉꎬｔ)四个内生性变量ꎬ这可能引起估计结果偏误ꎮ

运用两步系统 ＧＭＭ 方法解决内生性问题①有以下三点好处:第一ꎬ可提

高估计效率且可估计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系数ꎻ第二ꎬ能够消除不随时间变

化的变量和个体非观测效应ꎬ从而能部分解决遗漏变量问题ꎻ第三ꎬ能够消除

反向因果关系ꎻ第四ꎬ即使存在测量误差ꎬ工具变量的使用仍会得到一致性的

估计ꎮ 工具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并不直接相关ꎬ但可通过内生性变量间接产生

影响ꎬ工具变量需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原则ꎬ即工具变量不仅要与内生性变

量高度相关ꎬ还需与扰动项不相关ꎮ 因为中国和中亚各国的地理距离

—４１—

① 纳入被解释变量的模型称为动态模型ꎬ作者使用系统 ＧＭＭ 方法估计ꎬ将

{△ｌｎｅｘｐｏｒｔｉꎬｒｕｓｓｉａꎬｐꎬｔ － １ꎬ△ｌｎｅｘｐｏｒｔｉꎬｒｕｓｓｉａꎬｐꎬｔ － ２ꎬ}作为ｌｎｅｘｐｏｒｔｉꎬｒｕｓｓｉａꎬｐꎬｔ － １ 的工具变量ꎬ能较好解

决俄罗斯出口滞后一期的内生性问题ꎮ 陈强:«高级计量经济学及 ｓｔａｔａ 应用»ꎬ高等教育

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ꎬ第 ２８７ ~ ２９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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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ｎｄｉｓｔｉꎬｃｈｉｎａ影响中国出口ꎬ且独立于其他变量ꎬ因此将ｌｎｄｉｓｔｉꎬｃｈｉｎａ与国际油价的

乘积 作 为 ｌｎｅｘｐｏｒｔｉꎬｃｈｉｎａꎬｐꎬｔ 的 额 外 工 具 变 量ꎻ ｌｎｅｘｐｏｒｔｉꎬｃｈｉｎａꎬｐꎬｔ － １、 ｌｎｇｄｐｉꎬｔ － １ 和

ｌｎｇｄｐｒｕｓｓｉａꎬｔ － １分别作为ｌｎｅｘｐｏｒｔｉꎬｃｈｉｎａꎬｐꎬｔ、ｌｎｇｄｐｉꎬｔ和 ｌｎｇｄｐｒｕｓｓｉａꎬｔ的工具变量ꎻ最多使

用三阶被解释变量的滞后值作为其滞后一阶的工具变量ꎮ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下面分别将中亚整体、单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ꎬ检验中国出口是否对俄

罗斯出口产生挤出效应ꎮ 实证安排分为中亚整体层面的检验和单个国家层

面的检验ꎮ 此外ꎬ前述分析表明ꎬ中国和俄罗斯都对中亚出口主要按原料分

类的制成品、机械运输设备、杂项产品和化学品等ꎬ且俄罗斯近年实施进口替

代等再工业化战略ꎬ努力重振制造业的发展ꎬ鼓励非原料产品的出口ꎬ因此ꎬ
为深入分析中国出口对俄罗斯制成品出口的影响ꎬ在各部分实证中又将样本

分为全样本和仅包含制成品的样本ꎮ
１ 中亚整体层面的实证检验

这部分实证分析的面板数据由中亚五国作为横截面ꎬ中亚五国从俄罗斯

的年度进口额作为被解释变量ꎬ包括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９ 年 ４０ 种 ＳＩＴＣ 两位数编码商

品ꎮ 表 ３ 为系统 ＧＭＭ 估计结果ꎮ

表 ３ 中亚整体层面的实证检验结果

变量
全样本 制成品样本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俄罗斯出口滞后一期
０ ５８∗∗∗ ０ ６０∗∗∗ ０ ６１∗∗∗ ０ ６３∗∗∗

(１８１ ３５) (３２４ ２８) (２５１ ５２) (２３６ ８９)

中国出口
０ １０∗∗∗ ０ １５∗∗∗ ０ ０７∗∗∗ ０ １７∗∗∗

(２３ ９７) (７２ ４１) (３０ ５７) (６１ ６８)

中国出口 ×中国投资
— ０ ０１∗∗∗ — ０ ０１∗∗∗

— (３０ ４５) — (３０ ４５)

中国投资
— ０ ０３∗∗∗ — ０ ０４∗∗∗

— (３０ ５１) — (３１ ３８)

中亚 ＧＤＰ
０ １３０∗∗∗ ０ ００３ ０ １７０∗∗∗ － ０ ００５

(２１ ８０) (０ ８２) (３２ ０９) ( － ０ ４５)

俄罗斯 ＧＤＰ
０ １０∗∗∗ ０ ２４∗∗∗ ０ ０５∗∗∗ ０ １９∗∗∗

(１２ ０４) (５３ ５１) (７ ４４) (１８ ９１)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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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全样本 制成品样本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汇率
０ ０７∗∗∗ ０ ０７∗∗∗ ０ ０９∗∗∗ ０ ０８∗∗∗

(６ ８７) (７ ２２) (８ ４６) (４ ２４)

边界
０ ２８∗∗∗ ０ ２１∗∗∗ ０ １５∗∗∗ ０ ０９∗∗∗

(９ １７) (１３ ２２) (６ ８１) (２ ６２)

欧亚经济联盟
０ ０７∗∗∗ ０ １４∗∗∗ ０ ０３∗∗∗ ０ １１∗∗∗

(１２ ６１) (４２ ５８) (８ ９２) (２６ １０)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０ ２１∗∗∗ ０ ２９∗∗∗ ０ ３０∗∗∗ ０ ３５∗∗∗

(１１ ３８) (３９ ０６) (２４ ３１) (２２ ５５)

贸易距离
－ ０ ７３∗∗∗ － ０ ６１∗∗∗ － １ ４６∗∗∗ － １ ２４∗∗∗

( － ７２ ５８) ( － ７４ ２１) ( － １８ ３７) ( － ９ ０４)

基础设施
０ １２∗∗∗ ０ ２０∗∗∗ ０ １１∗∗∗ ０ ２３∗∗∗

(１５ ３４) (４２ ４７) (１２ ７５) (２２ ００)

观测值① ３ ２００ ３ ２００ ２ ５６０ ２ ５６０

ＡＲ(１)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ＡＲ(２) ０ ３２ ０ ３１ ０ ２７ ０ ２９

Ｓａｒｇａｎ 统计量 １９７ １５ １９７ ８５ １５９ １３ １５６ ８８
注:所有估计均使用 Ｓｔａｔａ １４ ０ꎬ∗∗∗、∗∗、∗ 分别表示 １％ 、５％ 和 １０％ 的显著性水

平ꎬ系数估计值下方括号中的数值为 Ｚ 统计量ꎬＡＲ(１)和 ＡＲ(２)表明扰动项无自相关ꎬ
Ｓａｒｇａｎ 统计量表明接受“所有工具变量均有效”原假设ꎮ

模型 １ 和模型 ２ 为中亚整体全样本估计结果ꎬ模型 ３ 和模型 ４ 为中亚整

体制成品样本ꎮ 所有模型都表明中国出口不具有挤出效应ꎬ相反ꎬ系数 ∂１ 均

大于 ０ꎬ且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ꎬ表明中国出口对俄罗斯出口具有明显带动作

用ꎮ 其中ꎬ在模型 ２ 和模型 ４ 中添加中国投资和中国出口与中国投资的交乘

项ꎬ发现二者的系数均在１％显著水平下为正ꎬ这印证中国出口带动俄罗斯出口

部分来自中国投资的外溢效应的推测ꎮ 此外ꎬ在引入调节变量后ꎬ中国出口的

系数显著增加ꎬ模型 ２ 和模型 ４ 表明中国出口增加 １０％将带动俄罗斯整体和制

成品出口分别增长 １５％和 １７％ꎮ 这表明在中亚市场上中国出口没有挤占俄罗

斯商品的出口空间ꎬ相反ꎬ中国出口和中国投资对俄罗斯出口增加具有双重带

—６１—

① 对于某些国家ꎬ若某类产品数据缺失太多ꎬ则这类产品不纳入面板数据ꎮ 因为

ＥＥＵ 和 ＣＳＴＯ 在不同国家模型中的值不同ꎬ例如在塔和土为常数ꎬ为便于国家间比较在回

归中去掉了 ＥＥＵ 和 ＣＳＴＯ 变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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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用ꎮ 原因在于ꎬ中国和俄罗斯对中亚出口商品具有较大互补性ꎬ并且中国

对中亚主要出口机械设备等制造业商品ꎬ有利于中亚的经济发展并扩大中亚的

进口能力ꎻ同时ꎬ中国大量投资于中亚的交通基础设施ꎬ这不仅降低了中亚与其

他国家的贸易成本ꎬ也将促进中亚国家与俄罗斯的贸易ꎮ
控制变量对俄罗斯出口的影响有正有负ꎮ 第一ꎬ在全样本和制成品样本里

中亚 ＧＤＰ 系数在 １％显著性水平下为正ꎬ表明中亚 ＧＤＰ 的增长会扩大从俄罗

斯的进口ꎬ尤其是能源进口以满足自身需求的增加ꎮ 第二ꎬ在所有模型中俄罗

斯 ＧＤＰ 系数显著为正ꎬ表明俄罗斯经济发展有助于扩大向中亚的出口ꎬ这与引

力模型的理论预期相符ꎮ 第三ꎬ所有模型中汇率系数显著为正ꎬ显示中亚五国

汇率升值将扩大从俄罗斯的进口贸易ꎮ 第四ꎬ贸易距离系数都在 １％显著性水

平下为负ꎬ表明俄罗斯与中亚国家距离越远越不利于俄罗斯出口ꎬ地理距离作

为关键的贸易壁垒会阻碍国家间贸易的开展ꎮ 第五ꎬ所有模型中边界是否接壤

系数显著为正ꎬ表明俄罗斯与接壤国家进行贸易的机会更大ꎬ这可能是因为唯

一与俄罗斯接壤的中亚国家是哈萨克斯坦ꎬ哈也是与俄罗斯开展贸易的中亚最

大经济体ꎮ 第六ꎬ所有模型表明ꎬ加入俄罗斯主导的地区一体化组织ꎬ无论是军

事政治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ＣＳＴＯ)ꎬ还是经济一体化组织(欧亚经济联盟

ＥＥＵ)ꎬ均有助于促进双方的贸易往来ꎮ 特别是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９ 年ꎬ乌克兰危机、欧
美经济制裁和世界石油价格持续低迷使俄罗斯经济遭受重创ꎬ但欧亚经济联盟

作为加深经济、政治合作的超国家联盟对深化成员国的贸易合作仍发挥了积极

作用ꎮ 第七ꎬ所有模型基础设施的系数显著为正ꎬ表明中亚五国基础设施水平越

完善越有利于俄罗斯对中亚的出口贸易ꎬ完善的基础设施使贸易更加便利化ꎮ
２ 国家层面的实证检验

这部分实证的横截面为单个国家的 ＳＩＴＣ 两位数编码产品ꎬ被解释变量

是俄罗斯对单个国家的产品出口额ꎬ关键解释变量是中国对单个国家的产品

出口额ꎬ旨在探究在特定国家市场上中国出口对俄罗斯出口影响的差异(见
表 ４)ꎮ 为节约篇幅ꎬ这里只给出关键变量的检验结果ꎮ

表 ４ 国家层面的实证检验结果

变量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全样本 制成品样本 全样本 制成品样本 全样本 制成品样本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模型 ９ 模型 １０

中国出口
０ ０３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４０∗∗∗ ０ ０６０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０

(２ ３９) (０ ６８) (２ ９６) (１ ５０) (１ ０８) (０ ３７)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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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全样本 制成品样本 全样本 制成品样本 全样本 制成品样本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模型 ９ 模型 １０

中国投资
０ ０５∗∗∗ ０ ０７∗∗∗ ０ １０∗∗∗ ０ ０３ ０ １２∗∗∗ ０ １５∗∗∗

(７ ７１) (９ ５２) (４ ３１) (０ ９５) (２１ ４０) (１９ ４２)

中国出口 ×
中国投资

０ ０２０∗∗∗ ０ ０４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２

(８ ７８) (８ １６) (１ ０８) (１ ２１) (３ １２) (０ ５６)

观测值 ６００ ４９５ ６００ ４９５ ５６０ ４６２

ＡＲ(１)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ＡＲ(２) ０ １８ ０ １４ ０ ２５ ０ ５９ ０ ９１ ０ ８８
Ｓａｒｇａｎ
统计值

３９ １７ ３１ ８９ ３３ ９２ ２６ ９１ ３８ ０９ ３１ ２８

变量

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全样本 制成品样本 全样本 制成品样本

模型 １１ 模型 １２ 模型 １３ 模型 １４

中国出口
０ ２６∗∗∗ ０ ３０∗∗∗ ０ ０８∗∗∗ ０ １１∗∗∗

(９ １１) (１２ ４９) (６ ０９) (３ ６９)

中国投资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７∗ ０ １１０∗∗∗ ０ ０７０∗∗∗

(０ ６４) (１ ７９) (１５ ８５) (７ ５５)

中国出口 ×
中国投资

０ ００９∗∗∗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８∗∗∗ ０ ０２０∗∗∗

(５ ４２) (９ ６５) (４ ０２) (６ ７１)

观测值 ６４０ ５２８ ６４０ ５２８

ＡＲ(１)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ＡＲ(２) ０ ５１ ０ ６５ ０ ９５ ０ ２０
Ｓａｒｇａｎ
统计值

３８ ３２ ２９ ５７ ３７ ４８ ３１ ９９

实证结果表明ꎬ无论是整体样本还是制成品样本ꎬ在单个中亚国家市场

中国出口对俄罗斯整体出口都具有显著带动作用ꎬ即随着中国出口额的增

加ꎬ俄罗斯对中亚五国的出口并未下降ꎬ相反也随之增加ꎮ 此外ꎬ中国投资的

调节效应较为显著ꎬ系数显著为正表明ꎬ在中亚国家市场中国投资是中国出

口拉动俄罗斯出口增加的潜在原因ꎮ
３ 稳健性检验

为了缓解遗漏变量导致的回归结果偏误ꎬ在中亚整体基准回归的基础上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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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ꎬ引入俄罗斯出口的滞后二期ꎬ以测度俄罗斯出口惯性对实证结果是否

产生影响ꎻ其次ꎬ引入中亚五国和俄罗斯的技术水平ꎬＴｅｃｈｉꎬｔ和Ｔｅｃｈｒｕｓｓｉａꎬｔ代表

中亚五国和俄罗斯的技术水平ꎬ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制造业产品出口额

的比重表示ꎬ该指标体现了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密切关联的特征ꎬ母国和东

道国的技术升级将促进母国对东道国的出口贸易①ꎻ再次ꎬ引入土地面积代

表一国生产力ꎬ构造双边土地变量乘积衡量双边生产力对母国出口贸易的影

响②ꎻ最后ꎬ剔除经济危机年份(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 年)以便更好衡

量中国出口对俄罗斯出口贸易的影响(见表 ５)ꎮ

表 ５ 稳健性检验

变量
引入滞后

二期
模型 １

引入技术
变量
模型 ２

引入生产力
变量
模型 ３

引入技术
变量和生
产力变量
模型 ４

去掉经济
危机年份
模型 ５

俄罗斯出口滞后一期
０ ６０∗∗∗ ０ ５９∗∗∗ ０ ６１∗∗∗ ０ ５９∗∗∗ ０ ５１∗∗∗

(２２３ ７５) (１７０ ６９) (４０６ ５９) (３２４ ６２) (２１ ０１)

俄罗斯出口滞后二期
０ ００６∗∗ — — — —

(２ ３０) — — — —

中国出口
０ １６∗∗∗ ０ １７∗∗∗ ０ １６∗∗∗ ０ １６∗∗∗ ０ ２０∗∗∗

(５３ ８５) (６３ ９２) (９５ １２) (７８ ９１) (１２ ２１)

中国出口 ×中国投资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０ １３０∗

(１４ ８１) (２７ ９４) (３４ ６６) (４３ ５６) (１ ８５)

中国投资
０ ０４０∗∗∗ ０ ０３０∗∗∗ ０ ００５∗∗∗ ０ ０５０∗∗∗ ０ ０４０∗∗∗

(４０ ２２) (２３ ０５) (６ ７５) (５７ ２７) (５ ９６)

中亚 ＧＤＰ
－ ０ ０４０∗∗∗ －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６∗∗∗ ０ ０８０∗∗∗ － ０ ０３０

( － ７ ８９) ( － ２ ９６) (３ ５２) (１７ ４６) ( － ０ ４６)

俄罗斯 ＧＤＰ
０ ３７０∗∗∗ － ０ ０１８∗∗ ０ ０９９∗∗∗ ０ １９５∗∗∗ ０ ０６０

(４５ ４１) ( － ２ ０７) (２２ ６０) (３６ ９５) (０ ８９)

—９１—

①

②

顾雪松、韩立岩、周伊敏:«产业结构差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中

国—东道国”视角的理论与实证»ꎬ«经济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ꎮ
Ｍ ＢａｘｔｅｒꎬＭ ＫｏｕｐａｒｉｔｓａｓꎬＷｈａｔ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Ｆｌｏｗｓ? 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ｈｔｔｐｓ: / / ｅｃｏｎｐａｐｅｒｓ ｒｅｐｅｃ ｏｒｇ / ｓｃｒｉｐｔ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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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引入滞后

二期
模型 １

引入技术
变量
模型 ２

引入生产力
变量
模型 ３

引入技术
变量和生
产力变量
模型 ４

去掉经济
危机年份
模型 ５

汇率
０ ０４∗∗∗ ０ ０６∗∗∗ ０ ２６∗∗∗ ０ ２１∗∗∗ １ ７４∗∗∗

(３ ９４) (４ ９１) (３２ ９４) (２５ ５７) (３ ２６)

边界
０ １７∗∗∗ ０ １５∗∗∗ ０ １０∗∗∗ ０ ２９∗∗∗ ０ ４８∗∗∗

(７ ５７) (４ ７９) (６ ２２) (１２ ５３) (２ ７１)

欧亚经济联盟
０ １７０∗∗∗ ０ ２００∗∗∗ ０ ０８０∗∗∗ ０ １６０∗∗∗ － ０ ００７

(３９ ２６) (３３ ２８) (２８ ４１) (４５ ６１) ( － ０ ２３)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０ ３３∗∗∗ ０ ４３∗∗∗ ０ ０３∗∗∗ ０ ０２∗∗∗ ０ １３

(３９ ２７) (２４ ３６) (８ ２６) (４ ６４) (１ １６)

贸易距离
－ ０ ５１∗∗∗ － ０ ０６∗∗∗ － ０ １０∗∗∗ － ０ ０８∗∗∗ ０ ００

( － ４７ ８６) ( － ４０ １８) ( － ９７ ３８) ( － ７３ ３８) (０ １５)

基础设施
０ ２６∗∗∗ ０ ２３∗∗∗ ０ ０５∗∗∗ ０ ０４∗∗∗ ０ ０９

(４５ ７０) (２５ ５５) (８ ７１) (７ ８１) (１ １９)

中亚五国技术水平
—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７∗∗∗ —

— (６ １０) — (１７ ５２) —

俄罗斯技术水平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

— (７９ ２３) — (１６６ ３３) —

土地面积
— — ０ ３４∗∗∗ ０ ３１∗∗∗ —

— — (２８ ３８) (２０ ９８) —

观测值 ３ ０００ ３ ２００ ３ ２００ ３ ２００ １ ８００

ＡＲ(１)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ＡＲ(２) ０ ３８ ０ １４ ０ ２８ ０ １２ ０ ６１

Ｓａｒｇａｎ 统计量 １９６ ８４ １９４ ９７ １９８ ５８ １９８ ４６ １２９ １８

所有模型结果都表明本文结论具有稳健性ꎬ表 ５ 模型 １ 显示ꎬ在加入俄

罗斯出口滞后二期后ꎬ中国出口依然对俄罗斯出口贸易产生积极影响ꎬ结果

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ꎬ而俄罗斯滞后二期对俄罗斯出口惯性影响在减弱ꎬ仅在

５％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系数为 ０ ００６)ꎻ模型 ２ 和模型 ３ 分别引入双边技术特

征向量和土地生产力ꎬ中国出口回归系数依然正向显著ꎬ且中亚和俄罗斯技

术升级将促进俄罗斯出口贸易ꎬ双边生产力提高将促进双边贸易ꎻ模型 ４ 为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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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引入双边技术特征向量和土地生产力ꎬ中国出口正向带动效应并未发生

变化ꎻ模型 ５ 为剔除经济危机年份ꎬ中国出口对俄罗斯出口正向带动作用结

果依然稳健ꎮ 且在所有模型中ꎬ中国出口和中国投资交乘项都显著ꎬ再次印

证中国出口对俄罗斯出口带动作用部分源于中国投资ꎮ
４ 中国出口带动俄罗斯出口增加的原因

一方面ꎬ中国和俄罗斯以各自差异化的产品出口至中亚五国ꎬ以满足消

费者选择的多样性并形成了一定的互补性ꎬ另一方面ꎬ中国出口的产品一半

以上是机械设备ꎬ包括各种通用工业机械(占比最大)、特种工业专用机械、电
信设备、电力机械、家用电器和陆用车辆(包括气垫式车辆)等ꎬ俄罗斯则大量出

口能源和资源密集型商品ꎮ 相比于俄罗斯ꎬ中国处于产业链下游ꎬ随着中国出

口增加ꎬ会使中亚五国增加对原材料的需求ꎬ从而带动中亚国家从俄罗斯增加

进口ꎮ 并且ꎬ中亚从中国进口商品可能增加俄罗斯相关配套产品的进口ꎮ
此外ꎬ中国对中亚投资巨大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上半年ꎬ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在运

输仓储业投资 ４９ 亿美元ꎬ在加工制造业投资 ２１ 亿美元ꎮ 目前ꎬ一些重大基础

设施项目已投入运营ꎬ包括连云港中哈物流合作基地、“霍尔果斯—东大门”无
水港、里海阿克套港、全长 ９００ 公里的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铁路和

“双西公路”国际运输走廊等①ꎮ 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建了吉尔吉斯

斯坦第一条南北公路的修复工程项目和第二条南北公路的二期工程项目②ꎮ
中国为塔吉克斯坦修建道路ꎬ２００６ 年以来ꎬ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在塔

已累计修建 ６００ 多公里公路和 １６ 公里隧道ꎬ还修建了瓦亚铁路以及修复塔

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乌铁路③ꎮ 中乌合作建成的 “安格连—帕普”
铁路隧道成为连接中国和中亚交通走廊的新枢纽④ꎮ 中国投资极大完善了

中亚的基础设施ꎬ使中亚与中国、俄罗斯等其他国家贸易更加互联互通、更加

便利化ꎬ在促进中国制成品出口的同时ꎬ也会带动中亚对俄罗斯配套制成品

的进口需求ꎮ 例如ꎬ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的道路交通进行大量投资ꎬ带动了俄

罗斯对哈萨克斯坦机车车辆的出口ꎻ中国对哈萨克斯坦里海大陆架石油勘探

和开采进行投资ꎬ也可以拉动哈萨克斯坦对于俄罗斯石油运输船和钻井设备

—１２—

①

②
③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ꎬｈｔｔｐ: / / ｋｚ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ｓｃｄｙ / ２０１８１１ / ２０１８１１０２
８１０４２０ ｓｈｔｍｌ

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官网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ｒｂｃ ｃｏｍ / ｓｉｔｅ / ｃｒｂｃ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丝路网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ｍｓｉｌｋｒｏａｄ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ｐ / ２９２８０ ｈｔｍｌ
邢广程、张维维:«推进中国乌兹别克斯坦“一带一路”建设»ꎬ«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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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配套工程的需求①ꎮ

结论与启示

上述分析表明ꎬ在中亚区域整体和单个国家市场上ꎬ无论是从市场份额

还是从绝对额的演进上看ꎬ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９ 年总体上并未出现中国出口增长挤占

俄罗斯出口的现象ꎮ 尽管中国的市场地位逐步上升ꎬ但俄罗斯地位并未下

降ꎬ而是大体保持稳定ꎮ 此外ꎬ从长期看ꎬ中俄两国对中亚地区的出口变动态

势也保持着高度一致ꎮ 实证分析进一步证明ꎬ在中亚市场上ꎬ中国出口并未挤

占俄罗斯的出口空间ꎬ相反ꎬ总体上中国出口对俄罗斯出口具有明显的带动作

用ꎬ无论是在整个区域ꎬ还是在单个国家市场上ꎬ结果都比较稳健ꎮ 并且ꎬ不单

总出口ꎬ在竞争性比较强的制成品领域ꎬ中国出口对俄罗斯出口也具有明显的

拉动作用(在土库曼斯坦市场上带动作用最强)ꎮ 调节效应模型证实了中国出

口对俄罗斯出口的拉动作用部分取决于中国投资的正向外溢效应ꎮ
尽管中俄高层政治互信极大改善ꎬ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ꎬ但俄方对于发展对华合作的疑虑并未完全消失ꎮ 由于中国学者缺席

前期的讨论ꎬ这一领域的话语权被俄方的疑虑以及西方的别有用心所主导ꎬ主
客观上都成为进一步推进两国在整体层面和中亚地区合作的障碍ꎮ

本研究为正确看待中国在中亚的经济存在及其给俄罗斯造成的影响、消
除俄方疑虑并巩固政治互信和经济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持ꎮ 中国扩大对

中亚的出口和投资并未削弱俄罗斯的经济利益ꎬ相反为俄罗斯扩大对中亚的出

口带来新的机遇ꎬ这意味着中俄在中亚的经济互动实质上是互利共赢的ꎮ
因此ꎬ中俄两国在中亚的战略选择应该是趋向于合作ꎬ在高度的军事和

政治信任之外ꎬ应该大力推进两国在中亚市场上的第三方经济合作ꎮ 中俄两

国利用双方资金和技术优势加大对各地区产业优先发展领域的投资力度ꎬ诸
如基础设施、信息通信业、矿产资源开采与加工等领域ꎬ加快“一带一路”倡议

与欧亚经济联盟的顺利对接ꎬ通过促进中亚各国的经济繁荣和稳定ꎬ实现三

方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ꎬ并为推动国际社会的长治久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建设作出有益的贡献ꎮ
(责任编辑:高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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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Российский совет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делам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России 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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