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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当前ꎬ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进一步暴露全球“链式经

济”的短板和痛点ꎮ 全球各主要国家正在围绕如何重组或打造自主可控、安
全高效的“链式经济”展开大讨论ꎮ 俄罗斯既不是全球“链式经济”最积极的

参与者和重要的网络节点国家ꎬ也较少受到学界关注ꎬ但凭借其世界重要的

能源、资源输出大国地位ꎬ依然在全球“链式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ꎮ 从应对

当前全球“链式经济”重构的新变化和推进中国“双循环”战略的迫切需要出

发ꎬ俄罗斯完全可以成为积极争取的合作对象国ꎬ建议以深化后疫情时代的

中俄“链式经济”合作为契机ꎬ进一步拉紧新时代中俄关系的纽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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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ꎮ

当今世界ꎬ以产业链、产品链、供应链、价值链和创新链等为重要组成部

分的“链式经济”在全球经济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ꎬ国家经济增长

和发展质量越来越多地取决于参与或引领“链式经济”的规模与程度ꎮ 然而ꎬ
当前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也进一步暴露“链式经济”的短板和痛点ꎮ 有专

家直截了当地指出ꎬ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再次证明了“链式经济”不过是国

际资本在他国榨取最高利润的手段ꎮ 一旦遇上经济不景气ꎬ处于“链式经济”
上游地位的发达资本输出国ꎬ出于自保纷纷与“链式经济”脱钩ꎬ退回西方传

—７２—



欧亚经济 /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

统的“块式经济”①ꎮ 还有专家指出ꎬ全球产业链在历经近 ３０ 年的发展后正

面临多重挑战ꎮ 同时ꎬ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贸易限制和民粹主义政策以及数

字经济的发展都在一定程度上重塑全球供应链格局ꎬ进一步促进了全球产业

链的重构和调整ꎮ 全球产业链向区域化、本土化、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发

展将是未来的长期态势②ꎮ
有鉴于此ꎬ全球范围正在围绕如何维护“链式经济”的稳定和安全展开新

一轮的大讨论ꎬ包括提出重组或打造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链和供应链

等ꎮ 在“链式经济”的发展进程中ꎬ俄罗斯既不属于全球“链式经济”的最积

极参与方和重要的网络节点国家ꎬ也较少受到国际经济界和学术界的关注ꎬ
似乎总是以一种特殊身份游离于这一全球进程ꎮ 本文旨在探讨俄罗斯在全

球“链式经济”(尤其是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及其特征以及与此相关的

俄式“处世之道”ꎬ并寻求深化中俄“链式经济”合作的可能路径ꎮ

一　 俄罗斯在全球“链式经济”中的地位及其参与特征

苏联解体 ３０ 年来ꎬ总体而言ꎬ俄罗斯融入以产业链和价值链为代表的

“链式经济”并不够理想ꎬ其经济结构至今未有大的改进ꎬ仍是以原料等出口

为主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ꎬ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位置较低ꎬ其融入高端产

业链、价值链的程度非常低ꎮ
(一)俄罗斯的全球产业链参与及其特征

虽然俄罗斯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ꎬ但整体而言ꎬ俄罗斯既是融入

全球产业链较弱的世界大国ꎬ也是融入全球产业链的单一型国家ꎮ 一方面ꎬ
俄罗斯商品和服务出口占 ＧＤＰ 的比重远低于世界平均值ꎬ且 ２５ 年间呈现较

大幅度的波动变化(见图 １)ꎮ 具体而言ꎬ俄罗斯商品出口的占比总体呈下降

趋势ꎬ而世界平均值则呈上升趋势ꎬ除 ２００９ 年因国际金融危机ꎬ世界商品贸

易受挫明显以及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的商品出口有小幅回升ꎻ服务出口占

比方面ꎬ俄罗斯下降也比较明显ꎬ１９９９ 年是最高峰ꎬ到 ２０１１ 年触底ꎬ之后缓慢

爬升ꎬ到 ２０１６ 年到达顶峰ꎮ 另一方面ꎬ俄罗斯出口的主要商品结构与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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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分布出现巨大差异ꎬ在燃料、工业品出口方面占比呈现完全相反的变化局

势(见图 ２)ꎮ 从优势产业分布来看ꎬ俄罗斯在石化、天然气、冶金、农业和林业

等领域具备一定的竞争优势ꎬ但在全球制造业占比中则低于世界平均水平①ꎮ

图 １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９ 年俄罗斯商品和服务出口占 ＧＤＰ 比重与世界变化(％)
资料来源:世 界 银行 数 据 库ꎮ 转引 自 俄 罗斯 中 央 银行 专 家 的最 新 统 计分 析ꎬ

Маргарита Лютова Глобальны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ые цепочки: место для России Ｅｃｏｎｓ
ｏｎｌｉｎｅꎬ２１ апреля ２０２１ꎬｈｔｔｐｓ: / / ｅｃｏｎｓ ｏｎｌｉｎｅ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ｅｋｏｎｏｍｉｋａ / ｇｌｏｂａｌｎｙｅ － ｐｒｏｉｚｖｏｄｓｔｖｅｎｎｙｅ －
ｔｓｅｐｏｃｈｋｉ － ｍｅｓｔｏ － ｄｌｙａ － ｒｏ /

图 ２ 俄罗斯出口结构与世界出口结构分布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ꎮ

近几年ꎬ俄罗斯政府在出口多元化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ꎬ如葵花籽油、小
麦、玉米、黄金、准白金等产品出口增加ꎬ但以矿物燃料为主的产业结构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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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显著变化ꎮ 虽然俄罗斯出口矿物燃料占比从 ２０１３ 年的 ７０ ６％ 降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６２ １％ ꎬ但出口商品目录自 ２００３ 年以来仅增加 １７ 个新品种ꎬ且占比均

较低ꎮ ２０２０ 年ꎬ即使在全球疫情、石油价格下跌(３６ ６％ )、能源需求大幅下

降(６％ )、全球贸易受阻和卢布汇率下跌等多重因素影响下ꎬ矿物燃料依然是

俄罗斯的主要出口产品ꎮ 虽然其比重降至 ４９ ６％ ꎬ但俄专家指出ꎬ２０２０ 年俄

罗斯出口的下降再次证明其以原料为主的产业结构对外部市场的严重依赖ꎬ
很显然不利于后疫情时期俄罗斯经济的恢复和产业结构的重新调整①ꎮ

按照国际经验ꎬ成功实现工业现代化和技术升级的国家均向全球生产中

心转型ꎬ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助于它们走出“中等收入陷阱”ꎬ但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５
年ꎬ得益于外资和跨国公司的技术与经验输入ꎬ俄罗斯也进行了产业升级和

转型ꎬ主要包括从原料出口转向粗加工和精加工的产业升级ꎬ如农工联合体

和森林工业综合体的初步建立ꎬ化工和建材行业则向比较成功的精加工产业

转型ꎬ但并没有向全球生产中心方向转型②ꎮ 直到 ２０１９ 年ꎬ俄罗斯的开采业

依然吸引多达 １ / ５ 的外国直接投资ꎮ
当下绿色转型、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全球讨论的重点议题ꎬ作为全球矿物

资源出口大国的俄罗斯不可能回避ꎬ有俄罗斯专家建议政府需要改变对绿色

政治的“沉默”ꎬ更多地发展绿色技术ꎬ改变俄罗斯的原料产业结构③ꎮ 这一

建议在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发布的新版«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得到体现ꎬ俄罗斯

官方有史以来首次强调应对气候变化、发展绿色和低碳经济的重要性ꎬ这也

表明俄罗斯确实在为本国产业结构的“绿色转向”做准备ꎮ 不过ꎬ从现实来

看ꎬ一方面ꎬ近两年俄罗斯的冶金、化工和能源等大型企业出口量不仅大幅增

加ꎬ而且获得高额利润ꎬ这使得政府并不急于马上推进“绿色转向”ꎬ而是采取

对冶金、化工、能源领域的大企业征收利润税的方式积累资金④ꎬ用于应对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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Меньше нефтиꎬбольше тканей / / Коммерсантъ № ２２(６９８４)от ０９ ０２ ２０２１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м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 : докл к ＸＸＩ Апр междунар науч конф по

проблемам развития экономики и общества Москва ２０２０ г / Ю В Симачев ( рук авт
кол )ꎬА А ФедюнинаꎬМ Г Кузык и др М :Изд дом Высшей школы экономики ２０２０

Караганов Экология － одна из сферꎬгде западный опыт может быть полезен / /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１４ ０４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ｒｇ ｒｕ /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１４ / ｋａｒａｇａｎｏｖ － ｅｋｏｌｏｇｉｉａ － ｏｄｎａ － ｉｚ －
ｓｆｅｒ － ｇｄｅ － ｚａｐａｄｎｙｊ － ｏｐｙｔ － ｍｏｚｈｅｔ － ｂｙｔ － ｐｏｌｅｚｅｎ ｈｔｍｌ

С металлургов и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ей удобрений соберут ещё более ５００ млрд рублей
налогов ２１сентября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ｖｅｄｏｍｏｓｔｉ ｒｕ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２０２１ / ０９ / ２１ / ８８７６４２ －
ｓ － ｍｅｔａｌｌｕｒｇｏｖ － ｉ － ｐｒｏｉｚｖｏｄｉｔｅｌｅｉ － ｕｄｏｂｒｅｎｉｉ － ｓｏｂｅｒｕｔ － ｄｏｐｏｌｎｉｔｅｌｎｏ － ｂｏｌｅｅ － ５００ － ｍｌｒｄ －
ｒｕｂ － ｎａｌｏｇｏ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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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之下恢复经济增长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巨大压力ꎮ 另一方面ꎬ从长远来看ꎬ
法国道达尔能源公司预测到 ２１ 世纪 ２０ 年代末ꎬ世界对石油的需求开始下

降ꎬ英国的“ＢＰ”集团则预测这种下降将从 ２１ 世纪 ４０ 年代末开始ꎻ２０２０ 年 ６
月ꎬ俄政府批准发布的«２０３５ 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①中也提出充分考虑世界

对能源需求的减少ꎬ加之欧盟已经决定对俄罗斯等国的碳氢化合物征收碳

税ꎬ使得依赖石油、天然气出口的俄罗斯成为遭受财政损失最大的国家之一ꎮ
但即使是这样ꎬ在全球能源转型方面ꎬ俄罗斯官方和学界却表现“非焦虑”的
姿态ꎮ 俄罗斯主管能源事务的副总理诺瓦克表示ꎬ俄罗斯探明的石油够卖 ３０
年ꎬ天然气够卖 １００ 多年ꎬ还有北极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没有开采②ꎮ 另据预

测ꎬ２０３５ 年之前ꎬ最大的燃料能源生产大国将是美国(２４％ )、俄罗斯(２１％ )
和中国(１６％ )ꎬ届时俄出口的煤炭也将达到 ５ ５ 亿 ~ ６ ７ 亿吨ꎬ比 ２０１８ 年已

经达到的历史最高水平还要高出 ２５％ ~ ５０％ ③ꎮ 此外ꎬ俄罗斯权威专家表

示ꎬ虽然有必要关注第三次全球能源转型与俄罗斯经济的未来ꎬ但这次转型

的主要特征是多样化(包括对核能技术、电能的需求依然会增加)ꎬ而不是完

全抛弃传统能源④ꎮ 由此可见ꎬ俄罗斯在全球产业链还会继续保持较长时间

的既有产业分布结构ꎮ
(二)俄罗斯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及其特征

虽然俄罗斯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综合参与指数排名处于较高位置ꎬ但属于

参与全球价值链低效率的国家ꎮ 按照世界银行关于衡量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的四个指标ꎬ即要素禀赋、地理位置、市场规模和体制水平ꎬ一般情况下ꎬ自然

资源丰富、地理位置遥远和低水平的体制机制是原料出口国的普遍性特征ꎬ
但俄罗斯情况显得有些例外ꎬ主要表现为较高比重的国内价值增值和较低比

重的国外价值增值ꎮ 根据 ＴｉＶＡ 的统计数据⑤ꎬ俄罗斯的全球价值链综合参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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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Росс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２０３５ года ｈｔｔｐ: /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ｕ /
ｎｅｗｓ / ３９８４７ /

Как новые санкции США ударят по нефтегазовой отрасли России ２７ февраля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ａｚｅｔａ ｒｕ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 ２０１９ / ０２ / ２７＿ｅ＿１２２１２０４１ ｓｈｔｍｌ

Все будет нарубись / / Коммерсантъ № １５１(６６３１)от ２３ ０８ ２０１９
Глава ИМЭМО РАН: России нужно вести борьбу за умы молодежи н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９ июня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ｔａｓｓ ｒｕ /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 １１５９１０７５
ＴｉＶＡ 是经合组织和世贸组织增加值贸易数据库ꎬ专门用于测算参与国在全球价

值链中的地位ꎮ ２０１６ 年最新版的数据库收入 ６４ 个经济体ꎬ涵盖 ３４ 种产业ꎮ 由于 ＴｉＶＡ
数据发布的间隔期为 ５ 年ꎬ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对全球价值链变化态势的及时评估ꎮ
例如ꎬ无法评估近 ４ 年俄罗斯参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变化情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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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指数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５％增至 ２０１３ 年的 ５２％ ①ꎮ 其中ꎬ２０１１ 年俄罗斯参与全

球价值链指数达 ５１ ８％ ꎬ包括价值链低端产品出口比重占 ３８ １％ ꎬ这一指标

均超过发达国家(４８％ )和发展中国家(４８ ６％ )的平均值ꎬ但俄罗斯高端产

品出口比重占 １３ ７％ ꎬ比各主要国家的表现都较差ꎮ 虽然俄罗斯在全球价值

链中的参与指数与发达国家相当ꎬ但出口附加值的比重较低ꎬ在国内外附加

值方面表现得非常不平衡(见表 １)ꎮ 比较而言ꎬ俄罗斯对价值链高端产品的

贡献比发达国家(２３ ８％ )和发展中国家(２５ ５％ )的平均值要低一半②ꎮ 根

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数据ꎬ虽然 ２０１６ 年俄罗斯的全球价值链综合参与指数相

比 ２０１１ 年而言均呈下降趋势ꎬ但依然是主要大国中较高的ꎬ其中低端参与比

重为 ３０ ５％ ꎬ高端参与比重为 １０ ２％ (见表 ２)ꎮ

表 １ ２０１１ 年世界主要大国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标(％)

国别
参与
指数

低端
参与

高端
参与

国内
价值增值

国外
价值增值

主要产业

美国 ３９ ９ ２４ ９ １５ ０ ８４ ３ １５ ７ 商业服务、贸易、电脑、电
器、石油加工、发动机、化工

加拿大 ４２ ４ １９ ０ ２３ ４ ７３ ２ ２６ ８ 开采、贸易、发动机、有色
金属

日本 ４７ ４ ３２ ８ １４ ６ ８５ ０ １５ ０ 贸易、电脑、电器、有色金
属、发动机、化工

英国 ４７ ６ ２４ ７ ２２ ９ ７６ ７ ２３ ３ 商业服务、贸易、金融、发动
机、化工、石油加工

德国 ４９ ６ ２４ １ ２５ ５ ７３ ５ ２６ ５ 商业服务、贸易、机械、设
备、发动机、化工

法国 ４７ ０ ２１ ９ ２５ １ ７４ ６ ２５ ４ 商业服务、贸易、物流、仓
储、运输设备、化工、发动机

意大利 ４７ ４ ２１ ０ ２６ ４ ７３ ３ ２６ ７
商业服务、贸易、物流、仓
储、机械、设备、有色金属、
石油加工

—２３—

①

②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Ｖａｌｕｅ － Ａｄｄｅｄ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ｔｏ 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ｒｅｓ＿ｅ / ｓｔａｔｉｓ＿ｅ / ｍｉｗｉ＿ｅ / ｃｏｕｎｔｒｙ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ｅ ｈｔｍ

Е Сидорова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ых цепочках создания стоимости / /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２０１８ Т ６２ № ９ С ７１ －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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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国别
参与
指数

低端
参与

高端
参与

国内
价值增值

国外
价值增值

主要产业

俄罗斯 ５１ ８ ３８ １ １３ ７ ８６ ０ １４ ０ 开采、贸易、物流、仓储、有
色金属、石油加工

中国 ４７ ７ １５ ６ ３２ １ ６６ ９ ３３ １ 贸易、电脑、电器、有色金
属、纺织、电子设备

印度 ４３ １ １９ １ ２４ ０ ７５ ９ ２４ １ 贸易、物流、仓储、商业服
务、石油加工、其他制造业

资料来源: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Ｖａｌｕｅ － Ａｄｄｅｄ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ｔｏ 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ｒｅｓ＿ｅ / ｓｔａｔｉｓ＿ｅ / ｍｉｗｉ＿ｅ / ｃｏｕｎｔｒｙ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ｅ ｈｔｍ

表 ２ ２０１６ 年世界主要大国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标(％)

国别 参与指数 低端参与 高端参与

美国 ３１ ２ ２２ ２ ９ ０

欧盟 ２６ ３ １４ ７ １１ ６

中国 ３４ ２ １６ ７ １７ ５

俄罗斯 ４０ ７ ３０ ５ １０ ２

印度 ３１ ０ １４ ９ １６ １

土耳其 ３３ １ １６ ６ １６ ５

资料来源:Ｒｕｓｓｉａ '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Ｌｏｓｅｓ Ｍｏｍｅｎｔｕｍ Ａｍｉｄｓｔ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ＲｅｓｕｒｇｅｎｃｅꎬＡｗａｉｔｓ
Ｒｅｌｉｅｆ Ｆｒｏｍ ＶａｃｃｉｎｅꎬＲｕｓｓｉ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ꎬＮｏ ４４ꎬ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Ｇｒｏｕｐꎬ２０２０

上述数据显示俄罗斯参与全球价值链存在较大内外失衡、片面性、不稳

定性和依赖性等问题ꎮ 整体而言ꎬ俄罗斯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很大比重仍然是

低端部分ꎬ其输出的主要产品仍主要是低附加值的原料和能源ꎮ 这在很大程

度上限制了俄罗斯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质量ꎮ 根据 ＷＩＯＤ 统计数据①ꎬ２０１１ 年

俄对外出口的附加值产品中ꎬ原料和能源占比为 ６２％ ꎬ其中 ３０％ 是开采业ꎬ
１７％为有色金属ꎬ１５％是油气产品ꎬ这一比重还继续保持增长态势ꎬ而属于价

值链高端的高科技产品和服务(运输、电子及配件、机械和装备)等比重则呈

下降态势ꎮ 到 ２０１７ 年ꎬ俄罗斯在全球价值链中 ８２％的份额主要由化工、黑色

金属和有色金属三大产业提供ꎬ而高技术产业对其贡献非常小ꎮ 其中ꎬ超过

７０％出口中ꎬ高端技术产品的企业面临的共同困境是对国外高科技零部件的

—３３—

① ＷＩＯＤ 即国家间投入产出数据库ꎬ收录包括俄罗斯在内的 ４３ 个国家 １９９５ 年以来

相关数据ꎬ涵盖 ５３ 个产业部门和 ５６ 种商品组合ꎻＷＩＯＤ 数据发布的间隔期是两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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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度较大ꎬ尤其是面向消费和市场竞争比较激烈的高科技产业ꎬ如汽车制

造、机械设备、交通运输、医疗、电脑设备和制药等ꎮ 相反ꎬ对技术进口依赖较

低的企业ꎬ出口的都是中低端技术产品ꎬ如食品、化工、木材加工、冶金等产

业①ꎮ ２０１８ 年ꎬ俄罗斯是排名全球第 １２ 位的出口国ꎬ但仅占全球总出口比重

的 ２ ３％ ꎬ２０１９ 年排名降至第 １６ 位ꎬ２０２０ 年则降至第 １７ 位ꎬ相应地ꎬ全球价

值链参与比重继续减少ꎮ 此外ꎬ俄罗斯的产品主要出口至中国和欧盟ꎬ而服

务输出则主要面向欧盟和美国ꎬ这说明俄罗斯的出口对中国、美国和欧盟的

依赖性越来越大ꎬ且产品出口成本远远高于服务出口成本ꎬ更不谈服务出口

占 ＧＤＰ 比重不高的问题ꎬ如 ２０２０ 年俄罗斯服务出口总额占 ＧＤＰ 比重为

５４％ ꎬ而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占比都超过 ７０％ ②ꎮ 这些都表明俄罗斯在拓展

或深化全球价值链参与水平和质量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ꎬ依然面临不少

现实性挑战ꎮ 虽然有一些专家建议俄罗斯应该出口更多附加值高的加工产

品ꎬ但由于缺少显著的竞争优势ꎬ多数企业对此兴趣不大ꎮ 此外ꎬ在提升全球

价值链方面比较成功的俄罗斯行业ꎬ如木材加工业、农业ꎬ其面临的风险仍然

是科技含量低ꎬ这实际上对俄强化基础研发、提升科研水平构成挑战ꎮ 因此ꎬ
俄罗斯木材加工业、农业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做法和结果并不具有代

表性ꎮ

二　 俄罗斯参与全球“链式经济”的“二元选择”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ꎬ欧洲央行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ꎬ该报告明确将俄罗斯视为

全球价值链的关键参与国③ꎮ 这说明俄罗斯融入以产业链和价值链为代表

的“链式经济”取得了一定的成果ꎬ但不得不指出的是ꎬ总体而言ꎬ俄罗斯融入

“链式经济”并不成功ꎮ 探究俄罗斯在融入“链式经济”进程中所呈现的前述

特征可以发现ꎬ俄罗斯官方两种不同的政治抉择影响了其在融入全球“链式

经济”上的表现ꎮ
(一)拥抱全球化的谨慎型“接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至 ２１ 世纪初期(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是俄罗

—４３—

①

②

③

Ｊｏａｏ Ａｍａｄｏｒꎬ Ｓｏｎｉａ Ｃａｂｒａｌꎬ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 Ｔｒａｄｅꎬ ＥＣＢ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２０１６ꎬＮｏ １９３１ꎬｐ ２９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ｃｂ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ｐｕｂ / ｐｄｆ / ｓｃｐｗｐｓ / ｅｃｂｗｐ１９３１ ｅｎ ｐｄｆ

Ｒｕｓｓｉ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Ｌｏｓｅｓ Ｍｏｍｅｎｔｕｍ Ａｍｉｄｓｔ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ＲｅｓｕｒｇｅｎｃｅꎬＡｗａｉｔｓ Ｒｅｌｉｅｆ
Ｆｒｏｍ ＶａｃｃｉｎｅꎬＲｕｓｓｉ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ꎬＮｏ ４４ꎬ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Ｇｒｏｕｐꎬ２０２０

同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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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初始阶段ꎬ也是最佳时期ꎮ 这一时期恰逢外国

直接投资在俄罗斯比较活跃的阶段(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８ 年)ꎬ这与石油价格上涨和

俄罗斯经济快速增长有密切关系ꎮ 据统计ꎬ２０００ 年俄罗斯吸引外资仅占世界

总量的 ０ ４％ ꎬ到 ２００７ 年达到 ２ ７％ ꎬ然而到 ２０１８ 年则降至 １ ３％ ①ꎮ 这一时

期ꎬ俄罗斯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比较成功的是能源产业ꎮ 不仅俄罗斯的

国有企业在全球布局(包括合资勘探开发油气资源)和拓展市场(其典型的

代表是俄罗斯石油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ꎬ而且俄罗斯的私有企

业也纷纷进入国际能源市场ꎬ包括扩大对中东、东欧地区的投资ꎬ拓展全球业

务(如尤科斯石油公司的业务遍及全球 １００ 多个国家)ꎬ收购外国企业的股份

等ꎮ 事实也表明ꎬ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的出口增长主要依靠扩大具有一定比

较优势的原料和能源产品的出口ꎬ但这些优势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就已经

获得②ꎮ
从竞争力和比较优势而言ꎬ俄罗斯政府选择优先推动原料能源综合体

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ꎬ显然是比较明智的ꎮ 一方面ꎬ早在苏联时期就与

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等欧洲国家在能源领域建立了相互依赖的关系ꎬ另一

方面ꎬ俄罗斯独立后ꎬ通过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ꎬ在打造产业链、价值链的

前沿基础设施方面与欧洲开展了多样化的深度合作ꎮ 由于经济和政治上

的这种历史和优势ꎬ２１ 世纪以来ꎬ俄欧双方通过强化相互投资和市场开放

构建了稳定的产业链ꎬ即使在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后ꎬ俄罗斯遭遇欧盟制

裁ꎬ俄欧双方的能源合作也没有受到巨大影响ꎬ这也印证了俄欧能源产业

链融合的稳定性ꎮ
上述成绩的取得ꎬ虽然离不开俄罗斯与欧盟在经济方面的相互依赖和

２０１４ 年之前较稳定的政治联系ꎬ但也与俄罗斯官方对待全球化的态度及其采

取的策略存在密切联系ꎮ 当然ꎬ俄罗斯官方对待全球化的态度是矛盾的:一
方面ꎬ宣称参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能够促进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ꎬ要使俄

罗斯成为世界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ꎻ另一方面ꎬ也不断地表达对全球化导致

的社会不平等、金融不稳定和跨国经济犯罪等风险的担忧ꎬ更重要的是ꎬ俄罗

斯更担心国家主权在全球政治和经济中的作用被弱化ꎮ 但在俄罗斯政府的

—５３—

①

②

Глобальные цепочки добавленной стоимости в новых условиях: риски и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для России ７ июля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ｈｓｅ ｒｕ / ｍｉｒｒｏｒ / ｐｕｂｓ / ｓｈａｒｅ / ３８２６１０
４２３ ｐｄｆ

万青松:«中俄“链式经济”合作不能过于依赖外部形势倒逼ꎬ多寻求内生动力»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ｕａｎｃｈａ ｃｎ / ｗａｎｑｉｎｇｓｏｎｇ / ２０２１＿０３＿２１＿５８４７６７＿ｓ ｓｈｔｍｌꎬ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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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慎决策下ꎬ这种矛盾立场基本上能够得到较好的平衡ꎬ且一直持续到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①ꎮ

(二)阵痛之后的防御型“脱轨”
２００８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对西方经济造成重大打击ꎬ全球化也因此遭

遇很大的挫折ꎬ至今恢复缓慢ꎬ同样ꎬ对俄罗斯参与全球“链式经济”态度的转

变更产生重要影响ꎮ 这次金融危机对俄罗斯经济构成巨大冲击ꎬ导致经济大

幅度下滑ꎬ也使得俄国内的保护主义情绪上涨ꎬ给俄罗斯造成巨大的政治和

经济风险ꎮ 俄罗斯执政精英看到:一方面ꎬ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ꎬ全球不

稳定和贸易保护主义的不断增强成为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增长减缓的主要

阻碍因素ꎻ另一方面ꎬ金融危机也将俄罗斯参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脆弱性

暴露无遗ꎮ 尤其是 ２０１１ 年在阿拉伯地区发生的政治动乱影响深远ꎬ造成该

地区一直动荡不安ꎮ 为此ꎬ俄罗斯执政精英认为有必要改变俄罗斯的应对策

略ꎮ 例如ꎬ在 ２００９ 年发布的«２０３０ 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中提出ꎬ俄罗斯保

障油气产业链、价值链稳定安全的关键在于强化“对能源市场的控制”和“国
家在能源政策中的作用”②ꎮ 随后ꎬ俄罗斯政府出台了有关限制外国投资的

法案ꎬ列出了 ３０ 多个须获得官方批准外资才能参与的领域ꎬ并且这个限入名

单还在扩大之中ꎮ
２０１４ 年的乌克兰危机导致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关系急剧恶化以及随后西

方对俄实行大规模制裁ꎬ进一步强化了俄罗斯参与全球“链式经济”的消极态

度ꎬ最终使得俄罗斯的地缘政治考量压倒对外经济交往的议程ꎬ其融入全球

“链式经济”的积极性极大受挫ꎮ 即使国际石油市场价格下降、国外直接投资

减少使得俄罗斯经济发展雪上加霜ꎬ也没有让俄罗斯高层改变融入全球“链
式经济”的消极态度ꎮ 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前副总理库德林建议的回复是这方

面最有力的官方表态ꎮ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ꎬ时任副总理库德林向普京建议ꎬ俄罗斯

要改变国家在科技领域的落后状态ꎬ只能以缓和与西方对抗为前提ꎬ通过积

极融入全球科技产业链促进经济增长、产业升级来实现ꎬ但普京否定了库德

林的说法ꎮ 普京认为ꎬ俄罗斯这样具有千年历史的国家ꎬ即使在某些方面落

—６３—

①

②

万青松:«中俄“链式经济”合作不能过于依赖外部形势倒逼ꎬ多寻求内生动力»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ｕａｎｃｈａ ｃｎ / ｗａｎｑｉｎｇｓｏｎｇ / ２０２１＿０３＿２１＿５８４７６７＿ｓ ｓｈｔｍｌꎬ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ꎮ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Росс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２０３０ годаꎬ утверждена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м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１３ ноября ２００９ г № １７１５ －
р ｈｔｔｐｓ: / / ｍｉｎｅｎｅｒｇｏ ｇｏｖ ｒｕ / ｎｏｄｅ / １５３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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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了ꎬ也不可能为了改善与西方关系而拿主权去交易①ꎮ 虽然俄罗斯的权威

专家认为ꎬ普京与库德林两人的看法更多体现的是过时的“处世观”②ꎬ但也

指出背后确实存在的一个客观现实ꎬ即随着全球范围内采用技术的成本降

低ꎬ借助机器人化生产的消费品将会越来越便利和廉价ꎬ导致的结果是全球

生产变成地区生产ꎬ大多数消费品完全可以在世界各地就近开设工厂生

产③ꎮ 另外ꎬ俄罗斯政府自 ２０１２ 年开始实行进口替代政策④ꎬ２０１４ 年遭受西

方制裁之后进一步强化了该项政策ꎬ迄今依然维持不变ꎮ 俄罗斯的进口替代

政策前后共涉及 ２２ 个产业领域约 ２ ０００ 种产品ꎬ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俄

罗斯政府在重新恢复本国融入全球“链式经济”方面的消极态度ꎮ
特朗普执政之后推行的基于“美国优先”的封闭主义、单边主义以及通过

“贸易战”、经济制裁和“科技战”等方式强迫他国按美国意愿行事的做法不

仅破坏了全球经济和贸易秩序ꎬ也让俄罗斯进一步看到:中美两个最大经济

体都没能把经济相互依赖转换为两国关系的保险箱ꎬ反而变成摧毁双方关系

的工具或武器ꎬ那么ꎬ可以断定ꎬ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他国家也将置于困难

处境ꎮ
有鉴于此ꎬ不管是俄罗斯精英层面还是社会大众层面ꎬ得出的一个普遍

性结论是:俄罗斯实际上是这波超级全球化(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至 ２００８ 年国际

金融危机)的巨大受害国⑤ꎮ 因此ꎬ俄罗斯对待全球“链式经济”的态度依然

是冷淡ꎬ甚至是排斥的ꎮ

—７３—

①

②

③

④

⑤

Кудрин предложил Путину снизить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ь Не
Россия начала конфликт и не будет торговать суверенитетомꎬ ответил Путин ３０ мая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ｖｅｄｏｍｏｓｔｉ ｒｕ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２０１６ / ０５ / ３０ / ６４２８７１ － ｋｕｄｒｉｎ － ｐｕｔｉｎｕ

Алексей Миллерꎬ Фёдор Лукьянов Отстраненность вместо конфронтации / /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２０１６ Т １４ №６ Ｃ ８ － ２７

Ｈａｒｏｌｄ Ｌ ＳｉｒｋｉｎꎬＭｉｃｈａｅｌ Ｚｉｎｓｅｒ 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ｎ ＲｏｓｅꎬＴｈｅ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 Ｈｏｗ Ｃｏｓ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ｓ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Ｗｉｄｅꎬ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 ２０１４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ｃｇ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ｃｏ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ｌｅａｎ ＿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ｇｌｏｂａｌ＿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

徐坡岭:«俄罗斯进口替代的性质、内容与政策逻辑»ꎬ«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ꎻ李建民:«俄罗斯进口替代规划:政策、目标及成效»ꎬ«欧亚经济»２０１８ 年

第 １ 期ꎮ
А В Кортунов Кризис миропорядка и будущее глобализации: Доклад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совета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делам ( РСМД)  Доклад № ６０ / ２０２０ М :НП
РСМД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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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的十字路口:延缓重新接轨ꎬ还是走“第三条路”

始于 ２０２０ 年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充分暴露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短

板和痛点ꎬ全球范围讨论重组或打造稳定、安全、可控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呼

声越来越高①ꎮ 对俄罗斯而言ꎬ全球疫情危机和“链式经济”暴露的缺陷再次

强化了俄罗斯领导人近几年坚持的对外政治立场ꎬ也即更多基于敌对的国际

环境、退热的全球化、地缘政治利益高于经济合理性、国际冲突多于国际合

作、单边行动效率高于多边等为出发点来看待世界及其走势ꎬ包括“链式经

济”的发展前景ꎮ 因此ꎬ俄罗斯政府迄今依然没有提出与世界重新接轨的新

战略ꎬ而是采取一种延缓策略:既不急于作出新的明确抉择ꎬ同时也善于利用

疫情危机下的各种机遇ꎬ提升本国产业的竞争力ꎬ为迎接新一轮全球化的“黄
金时代”做好准备ꎮ

一方面ꎬ俄罗斯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应对疫情危机和复苏经济ꎮ 当前ꎬ石油

价格难以保持高位、累积的金融储备逐渐缩减、经济增长乏力、被世界经济进程

进一步边缘化的风险增大等表明ꎬ构成当前俄罗斯经济基础的因素正在被削

弱ꎮ 如果危机长期持续ꎬ不排除国内的封闭主义和排外主义情绪增长ꎬ也将会

影响俄罗斯参与重构“链式经济”的兴趣ꎬ因此ꎬ暂时没有必要冒此风险ꎮ
另一方面ꎬ俄罗斯也看到后疫情时代提供的诸多机遇ꎮ 有俄罗斯专家预

测 １０ 年之后可能出现的 ２ ０ 版全球化②ꎬ并建议政府采取以下举措强化本国

产业链、价值链的全球竞争力ꎮ 首先ꎬ支持企业利用全球电子商务平台(如

—８３—

①

②

相关的讨论参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研究报告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Ｒｉｓ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ＣＯＶＩＤ － １９ꎬＯＥＣ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ＣＯＶＩＤ －１９)ꎬ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１１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２１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 ｐｏｌｉｃｙ －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 ｇｌｏｂａｌ － ｖａｌｕｅ － ｃｈａｉｎｓ －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 ａｎｄ － ｒｉｓｋｓ － ｉｎ － ｔｈｅ － ｃｏｎｔｅｘｔ － ｏｆ －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
６７ｃ７５ｆｄｃ / ꎻＣＯＶＩＤ － １９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ｍｏｒｅ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ꎬＯＥＣ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ＣＯＶＩＤ － １９)ꎬ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３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０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 ｐｏｌｉｃｙ －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 ａｎｄ － ｇｌｏｂａｌ －
ｖａｌｕｅ － ｃｈａｉｎｓ － ｐｏｌｉｃｙ － ｏｐｔｉｏｎｓ － ｔｏ － ｂｕｉｌｄ － ｍｏｒｅ －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ｔ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
０４９３４ｅｆ４ /

相比以经济和金融领域为主的 １ ０ 版全球化ꎬ２ ０ 版全球化将会更加倾向于社

会、信息和人文进程以及解决全球不平等、资源的再分配等世界性问题ꎮ 具体论述参见

А В Кортунов Кризис миропорядка и будущее глобализации Доклад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совета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делам(РСМД) Доклад № ６０ / ２０２０ М :НП РСМД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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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亚马逊”和“易贝”等大型全球平台)或强化数字化升级的方式

融入新一轮全球化ꎻ其次ꎬ发展工业机器人ꎬ工业生产机器人化不仅能够扩大

产业内的贸易数量ꎬ且机器人化比重越高ꎬ受到不可抗力因素(如新冠肺炎疫

情)的影响就越小ꎬ这些都有助于生产链、供应链的本土化(如发展 ３Ｄ 打印

能够将所有生产产业面向终端消费者)ꎻ再次ꎬ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的中小企

业ꎬ数据显示ꎬ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８ 年ꎬ俄罗斯出口型小企业数量增加 ２ ８ 倍ꎬ中型企

业数量增加 ４ ７ 倍ꎻ最后ꎬ使传统产品销售市场多元化ꎬ同时积极开拓针对新

产品的新兴市场①ꎮ
２０２０ 年年底世界银行发布的研究报告也指出ꎬ如果俄罗斯的制造业和服

务业能够深化或拓展融入全球价值链ꎬ那么其将会成为未来俄罗斯加快经济

长期、持续增长的动力ꎬ因为这种参与世界劳动分工的方式更加有助于俄罗

斯实现其国家发展目标ꎬ包括促进高技术产品出口、加快技术发展和增加高

科技领域的工作岗位ꎮ 在参与全球生产链方面ꎬ世界银行也建议俄罗斯持更

加积极的态度ꎮ 此举不仅有助于俄罗斯走出当前经济停滞状态ꎬ还将会促进

经济更加多元化和提升生产效率②ꎮ

四　 中俄“双链”合作特征与拓展路径

中俄两国在诸多经济和科技领域的优势互补性强ꎬ但双方在“双链”
(产业链、供应链)等领域的合作与两国高水平的战略互信相比还存在不小

的差距ꎬ潜力有待开发ꎮ 当前中俄“双链”合作水平较低ꎬ既有中俄双方对

参与全球“链式经济”的不同态度和比较优势差异的原因ꎬ如俄罗斯是产业

链和供应链以原料与能源为主的单一型国家ꎬ中国则是唯一拥有所有工业

门类制造能力和完整产业配套能力的复合型国家ꎻ也有两国“双链”面临的

同质性问题和挑战的制约ꎬ如产业基础薄弱、产业能力低以及由此而导致

的低端产业过剩、高端产业不足的结构失衡问题等③ꎮ 为此ꎬ有必要梳理中

—９３—

①

②

③

Глобальные цепочки добавленной стоимости в новых условиях: риски и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для России ７ июля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ｈｓｅ ｒｕ / ｍｉｒｒｏｒ / ｐｕｂｓ / ｓｈａｒｅ / ３８２６１０４ ２３ ｐｄｆ

Ольга Соловьева Глобальные цепочки стоимости обходят Россию стороной / /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１６ １２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ｇ ｒｕ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１６ / ４ ＿８０４１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 ｈｔｍｌ

黄群慧:«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ꎬ«中国社会科

学报»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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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在“双链”领域的合作状况ꎬ在此基础上深入挖掘两国在这方面合作的新机

遇与新空间ꎮ
(一)当前中俄“双链”合作特征

第一ꎬ从分布形态来看ꎬ虽然中俄“双链”合作覆盖领域广ꎬ但仍主要以原

料和能源产品为主ꎮ 具体而言ꎬ目前ꎬ中俄产业链和供应链合作已经涵盖石

油、化工、矿物燃料、林业、农业、电子商务、制造业(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及其

配件)、有色金属及其制品、轻纺业(纺织品、鞋)、物流运输等诸多产业ꎬ不过

主要涉及石油和其他矿物原料、木材(造纸)、农业(大豆)等三大领域①ꎮ 这

可以从中俄近 ２０ 年的贸易结构变化得到印证ꎮ 以 ２０１８ 年为例ꎬ排在首位的

是石油和矿物燃料ꎬ占俄对华出口的 ７３ ５％ ꎻ第二位是木材和造纸ꎬ占

６ ３％ ꎻ第三位是农产品ꎬ占 ４ ５％ ꎬ合计为 ８４ ３％ ②ꎮ
第二ꎬ从合作水平来看ꎬ仍处于中下游水平ꎬ且链条式关联关系并不紧

密ꎮ 从目前中俄产业链和供应链合作涉及较多的三大产业领域来看ꎬ其中能

源领域的合作相对比较密切和成熟ꎮ 这与能源合作是两国合作中分量最重、成
果最多、范围最广的领域是吻合的ꎬ但也面临一些根本性的问题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圣彼得堡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中俄能源商务论坛的

讲话中明确指出了巩固和深化中俄能源合作的领域ꎬ包括能源合作的提质升

级、能源技术标准互认和对接、科技创新对能源合作的促进和引领、信息技术和

能源产业深度融合、能源研发合作以及深化上中下游全方位一体化合作③ꎮ 习

主席的讲话表明ꎬ在提升中俄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的链条式关联度方面还有

许多工作要做ꎮ 而在林业和农业领域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也处于初始阶

段ꎬ需要强化双方的合作内涵ꎬ提高合作水平ꎬ尤其考虑到这两个领域的合作

科技含量更低面临的挑战更多ꎮ
第三ꎬ从合作动能来看ꎬ中俄两国自发深化的合作少ꎬ合作的内生动力较

弱ꎬ更多依靠外部形势(国际危机)的压力促成ꎮ 这在中俄能源、农业合作领

域体现得比较明显ꎮ 能源合作领域的进展得益于两场国际危机:一是 ２００８
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ꎬ推动中俄能源谈判机制启动ꎬ经过多次高层磋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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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ꎬ签署了«中俄石油领域合作政府间协议»ꎬ标志着中俄两国在能源领域进

入长期战略合作的新阶段ꎮ 另一个是 ２０１３ 年年底开始的乌克兰危机及其之

后西方对俄罗斯实行的大规模制裁ꎬ涵盖能源及其融资、技术领域ꎬ推动中俄

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签署天然气“世纪大单”ꎬ这是双方费时 １０ 年的谈判ꎬ经过长

达 ２０ 年博弈达成的共赢协议ꎮ 而近几年的农业领域合作进展ꎬ其中既有西

方对俄罗斯的严厉制裁使得俄罗斯大力实施进口替代政策并寻求新的农产

品销售市场的考虑ꎬ更有近两年中美贸易摩擦的直接推动以及 ２０２０ 年年初

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各国对安全与稳定的粮食供应链的担忧①ꎮ 这些都有

力地推进了两国农业合作的迫切性ꎬ并提出开展大豆等农作物生产、加工、物
流和贸易全产业链合作②ꎮ

(二)中俄深化“双链”合作的可能路径

虽然全球疫情重创了中俄“链式经济”合作ꎬ但两国合作依然保持积极向

好的发展态势ꎮ 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导致全球贸易、投资低迷的背景下ꎬ２０２０
年中俄贸易虽有小幅下降ꎬ但仍保持高水平运行ꎬ中国继续保持俄罗斯第一大

贸易伙伴国地位ꎮ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统计数据ꎬ２０２０ 年中俄贸易额为

１ ０７７ ６５亿美元ꎬ同比下降 ２ ９％ꎮ ２０２１ 年中俄贸易额为 １ ４６８ ８７ 亿美元ꎬ同比

增长 ３５ ８％ꎬ再创历史新高③ꎮ 数据表明中俄经济存在较好的抗压能力ꎬ同时

也有必要抓住后疫情时代提供的诸多机遇ꎬ更多地发掘两国合作的巨大潜力ꎮ
中国和俄罗斯同为世界大国ꎬ又互为最大邻国ꎬ两国在“双链”合作方面

的诸多天然优势都没有发挥应有的效用ꎬ两国具备的潜力也有待深挖ꎮ 与此

同时ꎬ就近中期而言ꎬ两国面临的相似任务是提升“双链”现代化水平ꎬ推动经

济体系优化升级ꎬ这实际上也为两国深化“双链”合作、提升合作水平创造了

更多的机遇和空间ꎮ 因此ꎬ建议通过“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再平衡”的路径

深化两国“双链”合作ꎮ
第一ꎬ进一步巩固并做大做强两国已有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合作成果ꎬ同

时需要重视“去甲烷化”对中俄增强“双链”合作效益的积极作用ꎮ 当前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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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提出重组或打造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链和供应链ꎬ这对中国和俄

罗斯都是新的合作机遇ꎬ这方面不仅涉及两国合作相对成熟的能源、木材和

农业三大领域ꎬ还包括正在推进的以军事和科技合作为代表的创新链以及电

子商务、旅游业和跨境物流等潜力巨大的产业领域ꎮ 与此同时ꎬ中俄还有必

要抓紧探讨适应全球经济“去甲烷化”新趋势的合作举措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ꎬ在
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２６ 次缔约方大会上ꎬ全
球 １０２ 个国家共同签署了旨在削减强效温室气体甲烷排放和减缓气候变化

的“全球甲烷承诺”ꎬ计划到 ２０３０ 年ꎬ将全球甲烷排放量在 ２０２０ 年的基础上

至少减少 ３０％ ꎮ 虽然中俄都暂缓加入这项协定ꎬ但并不意味着两国将不承担

相应的国际责任ꎬ而是更多从自身国情出发制定合理的减排行动ꎬ尤其要“考
虑发展中国家普遍在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方面存在的基础数据薄弱、监
测技术和有效措施缺乏等问题”①ꎮ 在这方面ꎬ中俄两国可从能源、农业等较

为成熟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合作入手采取一些共同的应对举措ꎬ包括进一步控

制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产业供应链中排放的甲烷量ꎬ制定新技术和标准体系ꎬ
采用新装备等ꎬ旨在提升两国“双链”合作的效益ꎬ包括两国企业的国际竞

争力ꎮ
第二ꎬ增强两国中小企业或实体的参与活力ꎮ 中俄企业和实体是推动两

国经贸合作的主体ꎬ因此ꎬ有必要加强两国中小企业之间的协商接洽ꎬ找准合

作方向ꎬ找好合作伙伴ꎬ找对合作项目ꎬ增强企业的参与动力②ꎮ 近几年ꎬ俄
政府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的中小企业ꎬ中国加强与这些企业的对接与合作ꎬ
不仅有助于双方拓展传统产品销售市场ꎬ也有助于开拓针对新产品的新兴市

场ꎬ同时中俄中小企业合作活力就会显现ꎬ成为新的增长点ꎮ
第三ꎬ合力提升两国“链式经济”现代化水平ꎮ 鉴于两国都面临产业链和

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比较低、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位于中低端的困境ꎬ有必要

着力推进产业链和供应链向高附加值延伸、强化两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各环

节的增值能力、实现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升级③ꎮ 对两国而言ꎬ虽然这是艰

难痛苦的过程ꎬ但也是绕不开的进程ꎬ两国均具备这样的潜力ꎮ 根据 ２０１３ 年

经合组织发布的有关全球价值链的综合报告ꎬ其中特别指出俄罗斯具备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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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巨大潜能ꎬ包括通过进一步扩大进入世界市场和投资的力

度、提升生产效率、采用创新工艺和发展人力资源等路径ꎬ并在金融服务、航
空运输、农业和 ＩＴ 技术等领域具有广阔前景①ꎮ 中俄可以将上述领域作为提

升“双链”现代化水平的先行先试领域ꎮ
第四ꎬ畅通中俄之间的经济大循环ꎮ 从当前中俄经贸合作水平来看ꎬ导

致两国经济存在循环不畅的堵点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有待优化、产业供给有

待提升ꎬ生产和消费与供给和需求之间匹配度有待提高等②ꎮ 因此ꎬ基于全

球“链式经济”的最新变化(如近年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ꎬ中
国提出的“双循环”战略以及“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的高质量对接合

作)和未来趋势(区域化、本土化、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ꎬ中俄可以通过

切实转变经济合作模式③和打造面向未来的新型基础设施ꎬ包括改变决定经

济地理的距离、密度、阻隔的三要素等④ꎬ着力疏通两国经济畅通的堵点ꎬ为
迎接新一轮全球化做好准备ꎮ

第五ꎬ寻求后疫情变局下多方互动的再平衡空间ꎮ 中俄深化“双链”合
作ꎬ不可能闭门造车ꎬ也离不开与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之间的互动ꎮ 疫情过后ꎬ
预计主要经济体、跨国公司将进一步调整其产业布局ꎬ在市场开放优势与国

家安全需要之间找寻新的平衡ꎮ 全球疫情作为重要催化剂ꎬ正在加快以美国

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推动实施“制造业回流”、“再工业化”等一系列经

济再平衡战略⑤ꎮ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ꎬ美国提出以重振高端制造业、促进出

口、鼓励研发创新和扩大制造业就业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ꎮ 对中俄而

言ꎬ两国既要积极利用美欧经济再平衡战略带来的机遇ꎬ获取新的比较优势ꎬ
巩固优势产业发展ꎬ提升国际竞争力ꎬ也需要进一步协调应对新的挑战ꎬ包括

美欧对中俄深化“双链”合作的阻隔与打压ꎮ
(责任编辑:李丹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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