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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ꎬ西方国家对俄罗斯金

融、贸易、能源、科技、物流等领域实施了数轮经济制裁ꎮ 危机升级一周年之

际ꎬ制裁由 ２０２２ 年的全面一级制裁升级拓展到实质的二级制裁ꎬ促使俄罗斯

加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ꎬ重构对外经贸关系ꎮ 展望未来ꎬ中俄两国经贸合作

面临产业链重构升级、能源低碳转型等问题ꎮ 推动中俄经贸关系高质量发

展ꎬ首先要优化两国贸易结构ꎬ加强互补性产品贸易领域合作ꎻ其次是推动中

俄边境地区合作ꎬ带动两国全局性的地区合作深化ꎻ最后是扩展两国主权财

富基金合作ꎬ助力双边与多边投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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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危机升级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反映ꎬ对全

球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ꎮ 以美欧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

施了一系列极限经济制裁ꎮ 在此背景下ꎬ俄罗斯将经贸合作的目光再次转向

东方ꎬ并实施了相应的反制裁措施ꎮ 中国作为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成为

俄罗斯的优先选择ꎬ中俄经贸合作不仅能促进两国各自的经济发展ꎬ对两国

的地缘安全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ꎮ
—３２—



欧亚经济 / 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期

２０２３ 年３ 月２１ 日ꎬ中俄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俄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关于 ２０３０ 年前中俄经济合作重点方向发展规

划的联合声明»(以下简称两个“联合声明”)ꎬ并签署农业、林业、基础科研、市
场监管、媒体等领域双边合作文件①ꎬ持续推进两国金融、贸易、能源、基建、科
技、人文等领域务实合作ꎮ 展望未来ꎬ中俄经贸合作有望再上新台阶ꎮ

本文以西方国家对俄持续升级的极限制裁为背景ꎬ结合中俄两个“联合

声明”提出新合作空间的现实条件ꎬ分析中俄经贸合作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

题ꎬ并对后续中俄贸易、投资和基金方面的合作前景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ꎮ

一　 西方对俄的极限制裁及其影响

(一)西方对俄持续升级的极限制裁

以美国为主导的盟国通过制裁与俄罗斯强行“脱钩”ꎬ隔绝俄罗斯与国际

社会的经济联系ꎬ试图让俄罗斯逐渐沦为世界经济的孤岛和“文明国家的弃

儿”②ꎮ 制裁范围广泛ꎬ包含金融、贸易、能源、科技、物流等多个领域ꎬ其中金

融和能源领域尤为突出ꎻ制裁对象涵盖个人、法人实体及相关产品ꎻ制裁方式

主要采取“经济(以金融和能源为主打击俄罗斯经济) ＋ 政治(瓦解普京政治

团队)”的组合拳ꎮ 这促使俄罗斯调整经济发展模式ꎬ重构对外经济关系③ꎮ
具体而言ꎬ在金融领域ꎬ主要通过设置融资壁垒来削弱俄罗斯银行和

企业的融资能力ꎬ使俄罗斯与国际金融体系脱节ꎬ损害其全球运营能力ꎮ
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实施金融制裁:一是限制俄罗斯中央银行、国家福利

基金动用黄金和外汇储备ꎻ二是限制俄罗斯企业使用美元、欧元、英镑和日

元进行贸易结算ꎻ三是冻结俄罗斯特定银行和企业在美资产ꎬ禁止其在美

欧市场进行借贷筹资等交易活动ꎬ限制他国对俄提供资金援助ꎬ并瓦解普

京政治团队ꎻ四是将多家俄罗斯银行移除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ＳＷＩＦＴ)
系统ꎬ切断这些银行的国际金融往来ꎻ五是对俄虚拟货币实施制裁ꎬ防止俄

通过加密货币及“暗网”等手段规避制裁④ꎮ 在能源领域ꎬ主要通过制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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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行业、能源禁运和断供油气设备及零部件切断俄罗斯经济大动脉:禁止

自俄进口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能源ꎻ禁止对俄能源部门提供资助或支持ꎻ
中止“北溪 － ２ 号”天然气管道项目ꎻ限制对俄炼油企业提供特定商品、技
术和服务ꎮ 国际能源署数据表明ꎬ截至 ２０２２ 年年底ꎬ在欧盟国家进口的天

然气中ꎬ俄罗斯天然气占比已从 ４０％ 降至 ９％ ꎬ２０２３ 年 １ 月俄罗斯能源出

口收入下降近 ４０％ ꎬ且这一趋势将持续①ꎮ 在贸易、科技、物流交通等领域ꎬ
美欧对俄高科技和国防等特殊产品进行出口管制ꎬ通过科研脱钩封锁半导体

和先进软件等高新技术ꎬ阻碍俄技术升级ꎻ欧盟对俄飞机关闭领空ꎬ对俄可能

用于军事、石油加工和航空工业的产品实行禁运ꎻ美取消对俄的最惠国待遇ꎬ
提高自俄进口商品的关税ꎮ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２４ 日ꎬ在乌克兰危机升级一周年之际ꎬ美国联合其他 Ｇ７ 集

团国家对俄主要创收部门实施新的全面制裁ꎮ 同日ꎬ欧盟通过第十轮对俄制

裁方案ꎬ由一级制裁拓展到实质的二级制裁ꎬ对俄实施“精准打击”②ꎮ 具体

制裁措施主要集中在个人和实体制裁、出口管制、加征关税三个方面ꎮ 在个

人和实体制裁方面ꎬ美对俄涉及金属和采矿业、金融机构、军工产业链以及帮

助俄规避制裁的 ２２ 名个人和 ８３ 个实体实施制裁ꎬ冻结其在美境内资产ꎬ禁
止美国公民与其交易ꎬ还限制了 １ ２１９ 名俄罗斯军方人员的签证ꎻ欧盟此轮制

裁涉及俄军事、政治和宣传部门的 １２１ 名个人和实体ꎬ首次添加了 ７ 家制造

军用无人机的伊朗实体ꎮ 在出口管制方面ꎬ美国扩大了禁止向俄出口的高价

值商品清单ꎻ欧盟限制军民两用产品和高科技产品对俄出口ꎬ对俄武器系统

(包括导弹、无人机、直升机)中使用的 ５０ 余种关键新型电子元件实施管控ꎬ
并禁止一些稀土矿物、电子电路和热像仪出口ꎬ还对沥青和合成橡胶等出口

商品实施额外的进口限制ꎮ 在加征关税方面ꎬ美提高对俄 １００ 余种金属、矿
产和化学产品的关税ꎬ且从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０ 日起对自俄进口的铝和铝制品征

收两倍的进口关税ꎬ还拟将提高多数自俄进口的金属和金属产品、化学制品、
矿产品等其他产品的关税ꎮ 美欧本轮制裁加强了对俄军事装备行业的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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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封锁ꎬ使俄难以补充武器装备并且重创其经济①ꎮ
(二)俄罗斯相应的反制裁措施

俄罗斯意识到西方对其制裁将是一场持久战ꎬ因此做好应对制裁不断升

级的准备ꎬ实施了一系列反制裁措施ꎮ 针对金融制裁ꎬ俄央行通过加息上调

利率应对通胀和货币贬值ꎻ将卢布与黄金挂钩ꎬ实施黄金外汇储备多元化政

策ꎬ扩大本币结算规模ꎬ推进“去美元化”ꎻ对不友好国家和地区实行粮食禁运

和改用卢布结算俄天然气ꎻ建立独立的国家支付系统(ＮＰＳ)和金融信息传输

系统(ＳＰＦＳ)等②ꎮ 针对能源领域的制裁ꎬ除了用卢布结算俄天然气外ꎬ俄罗

斯还将石油出口转向南方和东方的友好国家ꎬ开辟多元化出口市场ꎮ 针对贸

易、科技、物流交通等领域的制裁ꎬ俄全面强化推动进口替代战略ꎬ推进物流

重组措施③ꎻ加强原材料、各种关键零部件的国内生产ꎬ对航空航天、机械制

造、石油化工等龙头行业实施大规模进口替代ꎬ扩展进口和供货渠道ꎬ维护各

行业因制裁而中断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稳定ꎮ
面对美西方制裁的持续升级ꎬ俄罗斯规避制裁的主要措施是隐瞒货物

来源ꎬ将俄原产货物与其他国家的类似货物混合在一起ꎬ或者通过友好的

中介进行交易ꎮ 例如ꎬ受到制裁并禁止出口到俄罗斯的商品首先由中立国

的中介公司(通常来自土耳其)购买ꎬ然后转售给俄罗斯ꎮ 此外ꎬ俄罗斯规

避制裁的措施还包括使用中立国家的金融和支付工具ꎮ 但鉴于美国金融

监管机构威胁要对不遵守对俄制裁规则的银行实施二级制裁ꎬ这种规避制

裁的方式变得越来越困难ꎮ 目前ꎬ新的规避制裁措施包括:一是在友好国

家购买受制裁货物的某些组件在俄进一步组装ꎻ二是在中立国家注册专门

公司为俄服务④ꎮ
(三)俄罗斯受西方制裁的影响

制裁持续升级ꎬ俄罗斯经济在不同时期受到的影响备受瞩目ꎮ 短期内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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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银行系统受到严重影响ꎬ且与美欧关系回归合作的概率较小ꎮ 俄实体

经济出现短期产出下降和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进口品短缺和汇率贬值引起

生产资料价格上涨)ꎮ 中期来看ꎬ俄罗斯经济受出口贸易、投资和物流限制的

影响ꎬ不同行业可能面临衰退和停滞ꎬ尤其是制造业集中的工业中心区(机械

工业、冶金业和化工业)受制裁影响最严重ꎮ 长期来看ꎬ美西方对俄全面持续

制裁基本切断了这些国家与俄罗斯的产业链和供应链ꎬ对俄形成封锁与隔

离ꎬ打击俄罗斯经济的创新能力和军事能力ꎬ阻滞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ꎬ影响

俄罗斯的硬实力和软实力ꎬ进而削弱其综合国力①ꎮ 俄对外贸易将进一步转

向中立或友好国家ꎬ以修复升级俄方断裂的产业链和供应链ꎮ
乌克兰危机升级前ꎬ中国、白俄罗斯、德国和荷兰稳居俄前五大贸易伙伴

国ꎬ排名变动主要体现在美国和英国(见表 １)ꎮ 危机升级后ꎬ俄受美西方制

裁影响扩大了同中国、白俄罗斯等邻近友好国家的贸易ꎬ同德国、荷兰、美国

等欧美国家的贸易额随之下降ꎮ

　 　 表 １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２ 年俄罗斯前五大贸易伙伴国状况

排
名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１ 年 ２０２２ 年

国别
贸易额

(亿美元)
增长
(％ )

占比
(％ )

国别
贸易额

(亿美元)
增长
(％ )

占比
(％ )

国别
贸易额

(亿美元)
增长
(％ )

占比
(％ )

１ 中国 １ ０４０ ６ － ６ ６ １８ ３ 中国 １ ４１３ ７ ３５ ９ １８ ０ 中国 １ ８０９ ６ ２８ ０ ２１ ３

２ 德国 ４２０ ０ －１０ ０ ７ ４ 德国 ５７０ ０ ３５ ７ ７ ３ 土耳其 ６０６ １ ８４ ０ ７ １

３
白俄
罗斯

２８５ ８ －１９ ２ ５ ０ 荷兰 ４６４ ３ ６２ ５ ５ ９ 荷兰 ４６３ ８ － ０ １ ５ ５

４ 荷兰 ２８５ ７ －４１ ４ ５ ０
白俄
罗斯

３８７ ７ ３５ ６ ４ ９ 德国 ４３８ ９ －２３０ ５ ２

５ 英国 ２６５ ２ ５３ ２ ４ ７ 美国 ３５０ １ ４４ ９ ４ ５
白俄
罗斯

４２６ ４ １０ ０ ５ ０

全球 ５ ６８７ ７ －１５６ — 全球 ７ ８５８ １ ３８ ２ — 全球 ８ ５０５ ０ ８ １ —

资料来源: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１ 年数据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计算整理ꎬ 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ｐｌｕｓ ｕｎ ｏｒｇ / ꎻ２０２２ 年数据参考俄联邦海关局公布的排名和增长率数据ꎬ结合

２０２１ 年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的数据计算整理(由于双方计算口径不同ꎬ具体数值可能

存在一定的误差ꎬ但不影响本文结果分析)ꎬｈｔｔｐｓ: / / ｄｆｎｃ ｒｕ / ｅｎ / ｒｕｓｓｉａ － ｎｅｗｓ / ｒｕｓｓｉａ － ｓ －
ｂｉｇｇｅｓｔ － ｔｒａｄｉｎｇ －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 ｉｎ － ２０２２ /

根据俄联邦海关局的数据ꎬ２０２２ 年中国、土耳其和荷兰成为俄罗斯的主

—７２—

① 徐坡岭:«美欧制裁压力下俄罗斯经济的韧性、根源及未来方向»ꎬ«俄罗斯学刊»
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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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贸易伙伴ꎬ其中俄对土耳其的贸易额增长最快ꎬ与 ２０２１ 年相比增长

８４％ ①ꎮ 主要原因是土耳其在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成为俄罗斯外贸的重要交

通枢纽ꎬ许多欧洲商品通过土耳其再出口进入俄罗斯ꎮ 中国连续 １３ 年稳居俄

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ꎬ２０２２ 年俄罗斯对中国贸易进出口额超过俄对外贸易总

额的 １ / ５ꎬ同比增长约 ２８％ꎬ中俄经贸合作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俄罗斯受制裁

影响的产业链、供应链ꎮ 荷兰作为俄罗斯石油出口中心ꎬ在俄能源出口受制裁

限制时增加俄石油进口ꎬ因此ꎬ２０２２ 年俄罗斯对荷兰的贸易额只减少 ０ １％ꎮ
与此同时ꎬ印度抓住机遇扩大与俄罗斯的石油贸易ꎬ一跃成为 ２０２２ 年俄

罗斯第十大贸易伙伴国ꎮ 而美国 ２０２１ 年还是俄罗斯第五大贸易伙伴国ꎬ然
而在 ２０２２ 年直接跌出前十ꎬ在俄对外贸易中的占比不到 ２％ ꎬ两国贸易额减

少一半以上ꎮ 随着俄罗斯外贸结构的重新调整ꎬ俄与中国、土耳其及近邻国

家(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其他中亚国家)的经贸合作空间更加宽广ꎮ
制裁持续升级背景下ꎬ俄罗斯对全球战略作出调整ꎬ开始把“向东看”的

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调整为“战略东转”②ꎮ 俄罗斯将转向亚太地区吸引国

际投资ꎬ推动寻求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ꎬ中俄合作也将在上海合作组织、
“金砖国家”、“一带一路”、欧亚经济联盟、二十国集团等国际多边合作机制

框架内展开ꎮ

二　 中俄合作的现状与问题

中俄关系发展有着清晰的历史逻辑和强大的内生动力③ꎮ 政治导向为

双方经贸合作提供基础和保障ꎬ也是经贸合作深化和发展的助推器ꎮ 本文结

合政治和经济两个角度对中俄两国合作的现状进行梳理ꎬ分析合作中存在的

问题ꎬ为深化中俄经贸合作提供现实依据ꎮ
(一)中俄双方最高领导人政治交往密切友好

中俄两国频繁的高层交往和各领域完备的合作机制为两国关系发展提

供了重要保障ꎮ 习近平主席执政以来同普京总统保持密切的工作联系ꎬ中俄

—８２—

①

②

③

Ｒｕｓｓｉａ'ｓ Ｂｉｇｇｅｓｔ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ｉｎ ２０２２ꎬｈｔｔｐｓ: / / ｄｆｎｃ ｒｕ / ｅｎ / ｒｕｓｓｉａ － ｎｅｗｓ / ｒｕｓｓｉａ － ｓ －
ｂｉｇｇｅｓｔ － ｔｒａｄｉｎｇ －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 ｉｎ － ２０２２ /

徐坡岭:«俄罗斯从“向东看”到“战略东转”»ꎬｈｔｔｐｓ: / / ３ｗ ｈｕａｎｑｉｕ ｃｏｍ / ａ / ｄｅ５８
３ｂ / ４９ＲａｙｂｐＲｌ１ｒ? ａｇｔ ＝ ２９

«习近平在俄罗斯媒体发表署名文章»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ｚｙｘｗ / ２０２３０３ /
ｔ２０２３０３２０＿１１０４４３５３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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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首在双边和国际场合先后 ４０ 次会晤(其中 ２０２２ ~ ２０２３ 年会面情况见表

２)ꎬ两国元首密集互动对双边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发挥了最关键的战略引

领作用ꎮ

表 ２ ２０２２ ~ ２０２３ 年中俄最高领导人互动统计表

时间 地点 事件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ꎬ签署
联合声明ꎬ强调通过和谈解决乌克兰危机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 莫斯科
习近平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发表署
名文章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北京—莫斯科 中俄两国元首(总理)互致新年贺电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北京—莫斯科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视频会晤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曼谷
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
会议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北京
习近平向俄罗斯中国友好协会成立 ６５
周年致贺信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 北京
习近平就俄罗斯伊热夫斯克市发生校园
枪击事件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慰问电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６ 日 撒马尔罕国际会议中心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６ 日 撒马尔罕国宾馆 习近平出席中俄蒙元首第六次会晤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５ 日 撒马尔罕国宾馆 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４ 日 北京(视频)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 北京—莫斯科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外交部官网统计整理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

自苏联解体俄罗斯独立以来ꎬ中俄两国相互视为友好国家ꎬ一直保持

着紧密的经贸合作关系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中俄签署«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ꎮ 之后ꎬ历经三年谈判ꎬ２０１８
年 ５ 月签署«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定»ꎬ形成“丝绸之路经济

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重要成果ꎮ ２０１６ 年普京提出“大
欧亚伙伴关系”并同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对接ꎬ促进双边和区

域合作ꎮ ２０１９ 年中俄建交 ７０ 周年ꎬ习近平主席访俄期间两国元首将中俄

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ꎬ两国合作涉及经贸、能源、科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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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金融等多个领域ꎮ ２０２２ 年普京总统参加北京冬奥会期间ꎬ两国能源企

业签署合作大单ꎬ再次扩大双边合作规模ꎮ ２０２２ 年中国自俄进口石油

８ ６００多万吨ꎬ仅黑龙江省方向进口的管道天然气就达 １５４ 亿立方米①ꎬ有
效缓解了俄罗斯受持续制裁影响的能源出口困境ꎬ同时有益于中国能源进口

多元化ꎮ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ꎬ习近平再次当选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即选择了

俄罗斯ꎬ并发表署名文章«踔厉前行ꎬ开启中俄友好合作、共同发展新篇章»ꎬ
凸显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特殊重要性ꎬ中俄关系更加坚韧成

熟ꎮ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ꎬ两个“联合声明”的发表促进了中俄两国更大范围、
更高水平的合作ꎬ助力中国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俄方推进 ２０３０ 年前国家

发展目标的实现ꎮ
中俄两国睦邻友好的政治环境有利于稳固推进经贸合作制度和机制方

面的建设ꎬ促进双方区域经济密切联系ꎬ使得两国经贸合作呈现逐渐深化的

趋势ꎬ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ꎬ２０２２ 年中俄双边贸易额突破 １ ９００ 亿美元ꎬ比 １０
年前增长 １１６％ ②ꎮ «俄罗斯报»社长涅戈伊察表示:“两国关系保持高水平发

展离不开两国元首之间的互动ꎬ快速提升的俄中合作离不开两国元首的战略

引领ꎮ”③

(二)中俄双边经贸合作现状

中俄贸易总体呈现低水平徘徊(俄罗斯经济转轨期)、快速增长(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８ 年普京执政期)、急剧下降(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
和稳定增长(俄 ２０１２ 年年底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２０１６ 年“大欧亚伙伴关

系”对接“一带一路”倡议、２０１９ 年中俄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关系)的变化发展趋势(见图 １)ꎮ 在世界经济整体下行的态势下ꎬ２０２０ 年中

俄双边贸易额仍然保持 １ ０７８ 亿美元的较高水平ꎮ 面对“逆全球化”思潮抬

头、全球新冠疫情反复、地缘政治冲突、经济复苏乏力等多重考验ꎬ中俄经贸

合作逆势前行ꎮ 以«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 ２０ 周年为契机ꎬ２０２３ 年 ３
月两国领导人宣布将该条约延期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ꎮ

—０３—

①

②

③

«推动中俄关系向前发展»ꎬ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ｇｓｃｎ ｃｏｍ ｃｎ / ｓｙｓｔｅｍ / ２０２３ / ０３ / ２１ / ０１２９２
８１１６ ｓｈｔｍｌ

«习近平在俄罗斯媒体发表署名文章»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ｚｙｘｗ / ２０２３０３ /
ｔ２０２３０３２０＿１１０４４３５３ ｓｈｔｍｌ

«擘画中俄关系发展愿景 为世界和平进步提供启迪———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习近

平主席在俄罗斯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３ － ０３ / ２１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７４７６０８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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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１９９２ ~ ２０２２ 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走势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官网资料整理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ｇｏｖ ｃｎ

　 　 随着美西方对俄制裁的持续升级ꎬ对俄严格的出口限制增强了俄罗斯对

中国商品的依赖性ꎬ中国对俄出口迎来新机遇ꎮ 中国抓住机遇增加俄罗斯石

油、天然气、煤炭、粮食进口ꎬ加大机电产品、服装纺织类产品、水果蔬菜等农

产品对俄出口ꎮ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ꎬ２０２２ 年中俄双边贸易额再创历史

新高ꎬ达 １ ９０２ ７２ 亿美元ꎬ同比增长 ２９ ３％ ꎮ 其中ꎬ中国对俄出口 ７６１ ２３ 亿

美元ꎬ增长 １２ ８％ ꎻ中国自俄进口 １ １４１ ４９ 亿美元ꎬ增长 ４３ ４％ ①ꎮ ２０２２ 年

中国对俄贸易占比由 ２０２１ 年的 ２ ４％增至 ３ ３％ ꎬ自俄能源进口产品占比达

７０％以上ꎬ对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达 ５９ ６％ ꎬ双边农产品贸易增长超过

４０％ ꎬ贸易结构持续优化②ꎮ
现阶段ꎬ中俄两国投资合作的重点由基础产业转移到高新技术等产业ꎬ

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格局ꎮ 双边投资规模持续增长ꎬ２０２２ 年 １ ~ ８ 月ꎬ中国

对俄投资 ４ ５ 亿美元ꎬ同比增长 １５０％ ꎻ截至 ２０２２ 年上半年ꎬ中国对俄累计直

接投资增长 ７５％ ③ꎮ 从行业分布情况看ꎬ近年中俄两国最大的联合投资项目

集中在农业、矿采加工、基建和工业领域ꎬ能源、航空航天、基础设施等领域大

项目合作稳步推进ꎮ 面对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ꎬ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逐渐

成为全球经济发展合作的重点领域ꎬ科技创新、跨境电商等新兴领域合作势

头强劲ꎮ 自 ２０１８ 年起中国大幅度增加上述领域的对俄投资力度ꎮ 但从历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数据看ꎬ中国对俄建筑业、金融业和高新技术

—１３—

①

②
③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总值表(美元值)»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ｕｓ
ｔｏｍｓ ｇｏｖ ｃｎ / / ｃｕｓｔｏｍｓ / ３０２２４９ / ｚｆｘｘｇｋ / ２７９９８２５ / ３０２２７４ / ３０２２７５ / ４７９４３５２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徐向梅:«推动中俄经贸合作量质并进»ꎬ«经济日报»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３ 日ꎮ
«俄罗斯和中国计划在联合项目上再投资 １３ 亿美元»ꎬ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ｓ? ｉｄ ＝ １７４８９３９５３９８７３１６５８３１＆ｗｆｒ ＝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 ＝ ｐ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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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产业的投资流量仍然较低ꎬ具备发展空间ꎮ 俄驻华商务代表达赫诺夫斯基

也表示:“不断变化的全球外贸形势为我们的伙伴关系创造新的机遇ꎮ 首先

这是中国企业具有很大优势的领域ꎬ包括冶金、高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油气

化工、汽车制造业、制药业ꎮ”①

面对美西方的持续制裁ꎬ尤其是欧盟对俄实施第十轮制裁措施ꎬ俄罗斯

各大产业链受到重创ꎬ而俄方产业链的恢复离不开中国的合作ꎮ 合作的主要

机制依靠 ２０１４ 年成立的中俄投资合作联合委员会ꎬ随着中俄经济合作进一

步深化ꎬ中方预计投资俄罗斯 ７９ 个重大项目ꎬ累计金额超 １ ６００ 亿美元ꎮ 此

外ꎬ中国还将在化学、生命科学、管理科学、医学四大领域投资约 ５０ 个项目

(投资期限 ３ 年)ꎬ每个项目的投资额约 １５０ 万元人民币ꎮ 中国加大对俄投资

力度助力俄方产业链的恢复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数据表明俄罗斯经济正

在缓步发展ꎬ预计 ２０２３ 年增长 ０ ３％ 、２０２４ 年增长 ２ １％ ②ꎮ
主权财富基金(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Ｗｅａｌｔｈ ＦｕｎｄｓꎬＳＷＦｓ)作为一国利用超额财政盈

余和外汇储备盈余建立的特殊投资主体是国际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ꎬ在全球排名前 １０ 位的主权财富基金中ꎬ中国占据 ３ 位ꎬ中国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ＣＩＣ)以高达 １ ３５ 万亿美元的规模高居第 ２ 位ꎬ俄罗斯国家

福利基金(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ａｌｔｈ ＦｕｎｄꎬＮＷＦ)以 １ ４８３ ５ 亿美元排名第 １６ 位ꎬ俄罗

斯直接投资基金(Ｒｕｓｓｉａ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ｕｎｄꎬＲＤＩＦ)以 ２５０ 亿美元排名第

３５ 位③ꎬ可见中俄主权财富基金规模体量较大ꎬ拥有广阔的合作前景ꎮ 中俄

两国联合成立中俄投资基金(Ｒｕｓｓｉａ －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ｕｎｄꎬＲＣＩＦ)ꎬ投资或

参与管理各自优势产业ꎬ通过互补领域互通有无ꎬ扩大两国境内优势产业的

投资合作范围ꎮ
２０１１ 年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成立以来ꎬ全球主权财富基金对俄罗斯的投

资大幅增加ꎬ且增长较为稳定ꎮ 相比俄罗斯ꎬ全球主权财富基金对中国的投

资变动更加敏感ꎬ自 ２０１３ 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并发起丝路基金以来

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ꎮ 中俄投资基金和丝路基金等对俄投资主要围绕消费、
基础设施建设、高附加值产业和创新产业四大领域ꎮ 俄罗斯遭受的金融制

—２３—

①

②

③

«俄驻华商务代表:２０２１ 年中国对俄累计投资额达 ３３ 亿美元»ꎬ 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
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ｓ? ｉｄ ＝ １７４３３９９２６６４２１９９６７５７＆ｗｆｒ ＝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 ＝ ｐｃ

«俄方经济困难之际ꎬ中方将投资俄 ７９ 个项目ꎬ价值超 １ ６００ 亿美元»ꎬ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ｓ? ｉｄ ＝ １７５６７０９７４５２９４２９５７８３＆ｗｆｒ ＝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 ＝ ｐｃ

Ｔｏｐ １００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Ｗｅａｌｔｈ Ｆｕｎｄ Ｒａｎｋｉｎｇｓ ｂｙ Ｔｏｔａｌ Ａｓｓｅｔｓ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ｗｆ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ｒｇ / ｆｕｎｄ － ｒａｎｋｉｎｇｓ /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 ｗｅａｌｔｈ － ｆｕ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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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会波及第三方对俄投资ꎬ包括主权财富基金这种特殊投资主体的投资将

成为美西方国家的重要抓手ꎮ 中俄两国通过主权财富基金深化双方在“一
带一路”倡议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框架内的贸易金融、科技文化等方面合

作ꎬ既能给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带来更多经济红利ꎬ也是应对西方打压的有

力手段ꎮ
(三)西方对俄持续制裁下中俄合作面临的问题

自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以来ꎬ无论以经济角度还是政治角度看ꎬ中俄

经贸合作都面临一定的挑战ꎮ 经济上ꎬ美欧对俄的“硬脱钩”使得俄罗斯将更

多贸易需求转向中国ꎬ包括粮食、能源、机电设备出口等ꎬ但由于连带制裁的

影响ꎬ中国涉俄业务风险上升ꎬ可能引发“寒蝉效应”ꎬ迫使中国相关机构或企

业远离俄罗斯ꎬ增加了合作的难度ꎮ 政治上ꎬ这次地缘政治冲突引发国际政

治经济格局调整ꎬ美国借机造谣诋毁中国ꎬ强迫他国“选边站队”ꎬ拉拢盟友攻

击中国ꎬ影响中俄两国正常经贸合作和产业链布局决策①ꎮ 持续制裁带来的

“长尾效应”将影响中俄两国在产业链重构升级和能源低碳转型两个方向的

合作ꎮ
从产业链重构升级来看ꎬ新冠疫情与乌克兰危机升级的双重影响使得全

球供应链受阻ꎬ俄罗斯经济面临通胀上行和供应链不稳的双重压力ꎬ全球产

业链重构对中俄经济发展提出了挑战ꎮ 美国联合盟友加大对中俄的遏制力

度ꎬ加速产业链“脱钩”ꎬ致使全球金融市场动荡ꎬ特别是欧洲和中亚地区面临

较大负面影响ꎮ 俄罗斯在全球产业链上处于弱势地位ꎬ主要出口粮食、能源

和矿产等初级产品ꎻ中国处于全球产业链中下游ꎬ主要从事低附加值的加工

制造ꎮ 中俄两国产业链具有较强的互补性ꎬ必须推动产业链重构升级ꎮ 中国

着重对传统制造业进行转型升级ꎬ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ꎬ除了拓

展新的行业与领域外ꎬ还应在巩固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将其转型升级为更加适

应国际市场需求的优质制造业ꎬ这对关键领域的技术提出挑战ꎮ 在今后的双

边经济合作中ꎬ中俄应增加高新技术及创新领域的交流ꎬ保障两国技术的高

水平发展和高质量合作ꎬ推动工业合作提质升级ꎬ在对接行业标准和技术要

求基础上打造由两国本土工业企业参与的新产业链ꎬ提升产品附加值ꎮ
从能源低碳转型来看ꎬ中俄两国传统能源及关联产业合作压力增加ꎮ

美西方对俄制裁深化了中俄全方位能源合作伙伴关系ꎬ为中俄能源合作带

—３３—

① 崔晓敏、苏庆义:«全球产业链视角下中俄贸易合作的特征与前景»ꎬ«俄罗斯东

欧中亚研究»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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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机遇的同时ꎬ中国的能源经济也面临三个重大风险:一是西方国家对俄

能源出口制裁导致国际油价飙升ꎬ使得中国油价面临持续上涨压力ꎻ二是

容易形成对俄能源高度依赖ꎬ不利于推动能源进口多元化ꎻ三是中国加强

与俄能源产业合作也难逃美西方各国的能源连带制裁ꎮ 中国一直以来都

是能源消费大国ꎬ当前仍以煤炭和石油消费为主ꎬ能源消费也是中国碳排

放的最主要来源ꎮ 国际能源机构发布的«２０２２ 年二氧化碳排放报告»显

示ꎬ２０２２ 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为 １１４ ８ 亿吨ꎬ其中工业排放量占 ５３％ ꎮ
为了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ꎬ需从供需两侧推动社会经济实

现高质量发展ꎮ 中国面对 １０ 年内完成碳达峰、４０ 年内实现碳中和的任务ꎬ
需从能源供给侧入手ꎬ减煤、控油、增气ꎬ跨越式发展可再生能源ꎬ以实现低

碳转型①ꎮ 两国在此领域的合作应向绿色能源和绿色科技方向转变ꎮ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ꎬ中国科技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了«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方案

(２０２２ ~ ２０３０ 年)»ꎮ 以新一代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

推动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ꎬ推动传统能源和新能源优化组合ꎬ从而促进能

源绿色低碳高效转型和绿色技术创新国际合作ꎮ
未来的国际环境对中国将更为严峻ꎬ面对双边和多边合作机遇的同时ꎬ

中国也面临更多的外部压力和风险ꎮ 在乌克兰危机升级引发的地缘冲突中ꎬ
中美俄的三角关系焦点由“中美冲突明显”转为“俄美矛盾尖锐”ꎬ缓解了部

分对华压力②ꎮ 但面对美西方对中国的连带制裁ꎬ中国今后如何处理与美国

的关系、与亲美盟国的关系以及与俄罗斯、中东、非洲等国的关系? 这是中国

在中俄两国双边与多边合作中应深入思考的问题ꎮ

三　 西方对俄持续制裁背景下深化中俄经贸合作的对策建议

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ꎬ受到西方对俄极限制裁与美对华实施竞争战略的

共同影响ꎬ中俄加速调整经贸合作的步伐③ꎮ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ꎬ习近平主席

访俄发表署名文章ꎬ提出应该扩大双边贸易规模ꎬ打造更多利益契合点和合

—４３—

①

②

③

路铁军、宋晓刚:«“双碳”背景下中俄能源合作绿色发展研究»ꎬ«国际贸易»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ꎮ

胡伟星:«俄乌冲突、大国竞争与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以地缘政治学为

研究视角»ꎬ«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ꎮ
吴心伯:«美对俄制裁与对华战略竞争出现一种“共振”»ꎬｈｔｔｐｓ: / / ｆｄｄｉ ｆｕｄａｎ

ｅｄｕ ｃｎ / ｃｂ / １５ / ｃ１８９６５ａ４４５２０５ / ｐａｇｅ ｐｓ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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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增长点ꎬ形成传统贸易和新兴领域合作互为补充、同步发展的格局①ꎮ 要

加强统筹设计和顶层规划ꎬ持续基础设施建设合作ꎬ深化能源、航空航天、互
联互通等领域战略性大项目合作ꎬ增强双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ꎻ加强科技创

新、跨境电商等新兴领域合作ꎬ打造 ５Ｇ、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绿色低碳等新

的增长点ꎬ营造良好营商环境ꎬ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ꎬ推动双边经贸关系

向更高水平、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发展ꎮ
(一)加强贸易互补性产品领域合作

中俄经济互补性的天然优势在实际合作中日益显现ꎮ 俄罗斯自然资源

丰富ꎬ除石油、天然气、煤炭外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森林、淡水、农业用地等宝

贵资源ꎬ重工业发达ꎬ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相对较弱ꎬ需要进口大量消费品ꎻ
而中国人力资源庞大ꎬ轻工业是传统优势产业ꎬ具有消费品出口优势②ꎮ 中

俄经济的互补性有利于双方保持长期密切的合作ꎮ 近年来ꎬ俄林业、煤炭、矿
产、金属、化肥等产品对华出口和中国轻工电子产品以及纺织原料等对俄出

口都出现增长迹象ꎮ 在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习近平主席访俄期间签订的合作文件中

也体现出双方进一步推动互补性产品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意愿ꎮ
笔者将采用贸易结合度指数(Ｔｒａｄ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ｄｅｇｒｅｅꎬＴＣＤ)来衡量中俄

贸易的相互依存度ꎬ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ꎬＲＣＡ)来分析两国出口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ꎬ并用贸易互补

指数直观反映中俄经济的互补程度③ꎮ 具体公式为:

ＴＣＤｉｊ ＝
Ｘｉｊ / Ｘｉ

Ｍｊ / Ｍｗ
公式(１)

—５３—

①

②

③

«习近平在俄罗斯媒体发表署名文章»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ｚｙｘｗ / ２０２３０３ /
ｔ２０２３０３２０＿１１０４４３５３ ｓｈｔｍｌ

戴利研:«中俄主权财富基金投资合作现状与合作战略分析»ꎬ«欧亚经济»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ꎮ

ＴＣＤ 是指一国对某一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占该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与该贸易伙伴国

进口总额占世界进口总额的比重之比ꎮ 若 ＴＣＤ > １ꎬ表明两国贸易联系紧密ꎻＴＣＤ ＝ １ꎬ表
明两国贸易联系处于平均水平ꎻＴＣＤ < １ꎬ表明两国贸易联系松散ꎮ 若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ＲＣＡ > ２ ５ꎬ则表明该国该产业具有极强的国际竞争力ꎻＲＣＡ 介于 １ ２５ ~ ２ ５ 之间ꎬ表明该

国该产业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ꎻＲＣＡ 介于 ０ ８ ~ １ ２５ 之间ꎬ表明该国该产业具有中度国

际竞争力ꎻＲＣＡ < ０ ８ꎬ表明该国该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较弱ꎮ 贸易互补指数大于 １ꎬ表明两

国在该类产品的进出口贸易上存在经济互补优势ꎬ指数越大表示两国进出口贸易互补性越

强ꎬ一国整体的出口结构与其贸易国出口结构越吻合ꎬ两国贸易互相促进ꎬ改善两国福利的

可能性越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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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ＣＡｋ
ｘｉ ＝

Ｘｋ
ｉ / Ｘｉ

Ｗｋ / Ｗ
ꎬＲＣＡｋ

ｍｊ ＝
Ｍｋ

ｊ / Ｍｊ

Ｗｋ / Ｗ
公式(２)

Ｃｋ
ｉｊ ＝ ＲＣＡｋ

ｘｉ × ＲＣＡｋ
ｍｊꎬ Ｃ ｉｊ ＝∑

ｋ
(Ｃｋ

ｉｊ ×
Ｗｋ

Ｗ ) 公式(３)

其中ꎬｉ 和 ｊ 分别代表 ｉ 国和 ｊ 国ꎻｗ 代表世界市场ꎻＸ 代表出口贸易额ꎻＭ
代表进口贸易额ꎮ ＴＣＤｉｊ表示 ｉ 国对 ｊ 国的贸易结合度ꎻＲＣＡｋ

ｘｉ表示用出口衡量

的 ｉ 国在产品 ｋ 上的比较优势ꎻＲＣＡｋ
ｍｊ表示用进口衡量的 ｊ 国在产品 ｋ 上的比

较劣势ꎻＣｋ
ｉｊ代表产品 ｋ 在 ｉ 国出口与 ｊ 国进口中的贸易互补指数ꎻＣ ｉｊ表示 ｉ 国

出口与 ｊ 国进口中的综合贸易互补性指数ꎮ Ｘｉｊ表示 ｉ 国对 ｊ 国的出口额ꎻＸｉ

表示 ｉ 国产品出口总额ꎻＭｊ 表示 ｊ 国产品进口总额ꎻＭｗ表示世界进口总额ꎻＸｋ
ｉ

表示 ｉ 国 ｋ 产品出口额ꎻＭｋ
ｊ 表示 ｊ 国 ｋ 产品进口额ꎻＷｋ 表示 ｋ 类产品的世界

出口总额ꎻＷ 表示所有产品世界出口总额ꎮ

图 ２ １９９２ ~ ２０２１ 年中俄两国贸易结合度走势

资料来源:根据世贸组织数据库数据整理并结合公式(１)计算ꎬｈｔｔｐｓ: / / ｓｔａｔｓ ｗｔｏ ｏｒｇ /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１ 年ꎬ受全球新冠疫情以及地缘政治冲突等事件的多重影响ꎬ
世界经济下行ꎬ但是中俄两国贸易结合度指数始终大于 １ ３(见图 ２)ꎬ说明中

俄两国贸易联系紧密ꎬ且双边贸易较为平衡ꎬ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ꎬ这种紧密

稳定的贸易关系给两国开展投资合作奠定了基础①ꎮ

—６３—

① 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３ 年中俄两国贸易结合度极高ꎬ因为当时正处于苏联解体的特殊时期ꎬ
俄罗斯急需从中国进口商品ꎬ同时ꎬ中国对俄实施各种优惠政策推动双边贸易发展ꎮ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和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发生后ꎬ中国对俄贸易结合度指数均呈现下降趋

势ꎬ但很快恢复平稳向好发展状态ꎻ相比之下ꎬ俄罗斯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指数呈现上升

趋势ꎮ 这表明负面的外部环境在短时间内会冲击中俄双边贸易ꎬ且具有一定的滞后效应ꎬ
但长期整体来看ꎬ中俄双边贸易合作关系相对平衡稳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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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中俄各类出口产品显性比较优势和贸易互补指数对比

国别 中国 俄罗斯

年份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０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７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０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７

中俄各类出口产品显性比较优势对比

农产品 ０ ２７ ０ ３０ ０ ３５ ０ ３６ ０ ３６ ０ ９２ １ ０７ ０ ８６ ０ ８５ ０ ８７

燃料 ０ １１ ０ １４ ０ １５ ０ １４ ０ １４ ３ ７７ ４ ７６ ４ ２４ ４ １４ ４ ８１

矿产品 ０ ２８ ０ ２６ ０ ３３ ０ ３５ ０ ３２ １ ４９ ２ ０４ １ ６３ １ ５２ １ ７３

钢铁 ０ ９６ ０ ８７ １ ００ １ ０５ １ ０５ ２ ２６ ２ ４５ ２ ０９ ２ ３０ ２ ３９

化学品 ０ ６３ ０ ５２ ０ ５６ ０ ５９ ０ ５５ ０ ５１ ０ ４６ ０ ４５ ０ ４３ ０ ５３

机电和运输设备 １ ４７ １ ３９ １ ４０ １ ４３ １ ３８ ０ １４ ０ １４ ０ １５ ０ １４ ０ １８

纺织品 ２ ７３ ３ ２０ ２ ９８ ２ ９８ ２ ９１ ０ １０ ０ １１ ０ ０９ ０ ０８ ０ ０８

服装 ２ １３ ２ １４ ２ ３３ ２ ５１ ２ ６５ ０ ０６ ０ ０７ ０ ０５ ０ ０４ ０ ０５

中俄各类出口产品贸易互补指数对比

农产品 ０ ３２ ０ ３６ ０ ４６ ０ ４９ ０ ４６ ０ ９６ １ ０９ ０ ８７ ０ ８３ ０ ８８

燃料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４ ９６ ７ ０６ ５ ７１ ５ ２０ ５ ９２

矿产品 ０ １６ ０ １７ ０ ２６ ０ ２６ ０ ２１ ４ ３３ ６ １５ ４ ７５ ４ ０２ ４ ９０

钢铁 ０ ８３ ０ ８６ １ ２０ １ １６ １ １５ １ ４７ ２ ２５ １ １６ １ ０８ １ ２５

化学品 ０ ７１ ０ ５８ ０ ７３ ０ ７０ ０ ６７ ０ ４０ ０ ３７ ０ ４０ ０ ３９ ０ ４９

机电和运输设备 １ ８３ １ ５８ １ ７１ １ ８０ １ ６１ ０ １６ ０ １６ ０ １７ ０ １６ ０ ２１

纺织品 ２ ６６ ３ ０４ ２ ７２ ２ ７３ ２ ３２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０ ０５

服装 ２ ５９ ２ ７１ ２ ８６ ３ １１ ３ ０８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综合贸易互补性指数 １ １６ １ ０９ １ １７ １ ２２ １ １１ １ ０４ １ １８ １ １３ １ ０５ １ １１

资料来源:根据世贸组织数据库数据整理并结合公式(２)和公式(３)计算ꎬｈｔｔｐｓ: / /
ｓｔａｔｓ ｗｔｏ ｏｒｇ /

中国在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上具有相对更强的国际竞争力ꎬ而
俄罗斯在资源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极强的国际竞争力ꎮ 根据表 ３ 数据可以看

出ꎬ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类别为:机电和运输设备、纺织品和服装ꎻ俄罗

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类别为:燃料、钢铁、矿产品、农产品ꎮ 而无论以中国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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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出口国还是以俄罗斯为出口国ꎬ其综合贸易互补性指数均大于 １ 且变动不

大ꎬ这表示中俄之间存在稳定持久的贸易互补性ꎬ符合两国的比较优势和资

源禀赋具有稳定性、发展性的特点①ꎮ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美西方对俄制裁以来ꎬ俄
罗斯约 ３９％的制造企业受到影响ꎬ其中受制裁影响最严重的是冶金、制药、电
气、汽车、化工、橡胶和塑料制品行业ꎬ相比之下ꎬ纺织、轻工业、食品生产等行

业所受影响较小②ꎮ 中俄两国在贸易互补性产品领域面临更多的合作空间ꎮ
但是ꎬ中俄互补型经济合作也具有不稳定性ꎬ具体表现在中国的低端劳

动密集型产品对俄罗斯而言具有高度可替代性ꎬ而俄罗斯的自然资源对中国

而言替代性较低ꎬ故中国在合作中较为被动ꎬ双方依赖程度的不对等又将影

响合作的稳定性③ꎮ 因此ꎬ中俄经济合作需要突破互补性分工局限ꎬ构建战

略性合作模式ꎬ拓宽合作领域ꎮ 例如ꎬ中俄两国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压

力ꎬ社会对养老、医疗、旅游等领域的需求会更加强烈ꎬ增加对这些产业的投

资就是抓住了新的机遇ꎬ能够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增添

新内涵ꎮ
(二)深化中俄边境地区合作以推动东北—远东合作

在美西方对俄持续制裁的背景下ꎬ俄罗斯加大远东地区的开发ꎬ中俄东

北—远东地区经贸合作不断深化ꎮ 边境地区是中俄经贸、旅游、文化交流的

重要门户ꎬ尤其是以黑龙江为边界的黑龙江省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具有优越的

地理条件(两者边界线占中俄边界线总长的 ７０ ８％ )ꎮ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ꎬ黑龙江

中俄铁路大桥正式贯通ꎬ开辟了一条西通欧洲的全新欧亚联运大通道ꎬ中俄

经贸合作迎来新机遇ꎮ ２０２２ 年ꎬ黑龙江省对俄贸易达 １ ８５４ 亿元人民币ꎬ同
比增长 ４１ ３％ ꎬ占全省 ＧＤＰ 的 １１ ７％ ④ꎮ 在俄远东大开发的背景下ꎬ双方可

通过加强中俄边境地区合作ꎬ挖掘远东地区的潜在市场ꎬ推动东北—远东地

区合作ꎮ
一是推进中俄边境基础设施ꎬ特别是重点口岸建设ꎬ开展大宗货物运输

贸易ꎬ大力发展互联互通物流体系ꎮ 中俄边境开放的贸易口岸有满洲里、绥
芬河、黑河、珲春、饶河、抚远等口岸ꎮ 在全球经济危机和地缘政治危机叠加

—８３—

①
②

③
④

杨西燕、王笛:«中俄贸易互补性分析»ꎬ«世界经济研究»２００５ 年第 ７ 期ꎮ
Стратегии санкционной адапт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их предприятий ｈｔｔｐｓ: / / ｄｆｎｃ ｒｕ /

ｅｋｏｎｏｍｉｋａ － ｉ － ｓａｎｋｔｓｉｉ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ｉ － ｓａｎｋｔｓｉｏｎｎｏｊ － ａｄａｐｔａｔｓｉｉ － ｒｏｓｓｉｊｓｋｉｈ － ｐｒｅｄｐｒｉｙａｔｉｊ /
戴利研:«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发展战略研究»ꎬ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ꎬ第 ３２０ 页ꎮ
«推动中俄关系向前发展»ꎬ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ｇｓｃｎ ｃｏｍ ｃｎ / ｓｙｓｔｅｍ / ２０２３ / ０３ / ２１ / ０１２９

２８１１６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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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下ꎬ双方边境口岸多年合作的基础设施项目为中俄贸易规模的提升发挥

了重要作用ꎮ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开通的黑河公路口岸和 １１ 月开通的同江铁路口

岸ꎬ虽然通关基础设施尚未完善ꎬ但也促进了口岸货运量大幅度增长ꎻ吉林省

珲春市拥有对俄铁路口岸和公路口岸ꎬ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ꎬ也是中国

对俄贸易重要通道ꎬ２０２２ 年珲春对俄进出口贸易额达 １４０ 亿元人民币ꎬ同比

增长 ３２％ ①ꎮ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ꎬ中俄签订关于 ２０３０ 年前中俄经济合作重点

方向发展规划的联合声明ꎬ其中谈到要分阶段完善中俄边境基础设施ꎬ特别

是重点口岸建设ꎬ提升通关和查验效率②ꎮ 由此可见ꎬ通过积极实施重点口

岸建设可以推动中俄边境地区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跨境产业链、人文交流

等方面的深度合作ꎮ
二是在边境地区设立经济特区ꎬ通过优惠政策挖掘远东地区的潜在市

场ꎮ 持续推进黑龙江自贸区与远东自由港深入对接ꎬ充分发挥自贸区与自由

港协同作用ꎮ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ꎬ黑龙江省、广东省、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边

疆区三方省州长通过视频会晤强调ꎬ通过积极加强三方战略对接合作推动粤

港澳大湾区与黑龙江自贸试验区、哈巴罗夫斯克超前发展区的联动发展ꎬ持
续深化在贸易流通、产业投资、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的务实合作ꎬ更好释放三

方叠加的政策红利③ꎮ ２０２３ 年俄总理米舒斯京批准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开

发战略ꎬ重点升级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ꎬ并在与中国接壤的边境地区建立“经
济据点”ꎬ降低物流成本ꎬ发展木材加工、铝加工、贵金属、有色金属、旅游、农
业、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八大产业集群ꎬ吸引中国投资④ꎮ

三是积极推进与远东地区的能源合作ꎬ加快能源结构转型升级ꎮ 在俄罗

斯加速推进“东向战略”的背景下ꎬ俄政府积极推进远东地区的能源开发ꎬ并
制定了 ２０２５ 年前远东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战略ꎮ 短期来看ꎬ这将进一步巩固

深化中俄两国在天然气、石油和煤炭等能源领域的合作ꎬ加快中俄之间天然

—９３—

①

②

③

④

«吉林珲春:中俄边城贸易忙»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３ － ０３ / ２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７４７９１３ ｈｔｍ＃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 ２０３０ 年前中俄经济合作重点方向

发展规划的联合声明»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ｚｙｘｗ / ２０２３０３ / ｔ２０２３０３２２ ＿１１０４６１７６
ｓｈｔｍｌ

«探索合作共赢新模式ꎬ促进中俄地方友好合作»ꎬ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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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管道的建设ꎬ增强中短期中国能源供给的稳定性ꎮ 长期来看ꎬ有利于中国

能源进口和俄罗斯能源出口多元化、分散化发展ꎬ两国通过技术合作助推石

油和煤炭等传统能源行业及高耗能产业消费结构转型升级ꎬ特别是推动可再

生能源的高质量发展和能源低碳化使用进程ꎮ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ꎬ中国石油天然气

集团有限公司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签署远东天然气购销协议ꎬ夯实

中国东北和西北能源通道资源基础ꎬ深化双方在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领域

的互利合作①ꎮ 在后续合作中ꎬ两国持续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同欧亚经济联

盟对接合作ꎬ加强同沿线国家的能源合作ꎬ大力推动沿线国家天然气勘探生

产、运输配送、存储接收等相关能源基础设施建设ꎬ实现能源进出口互联

互通②ꎮ
四是增加边境地区金融合作ꎬ加强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创新服务ꎬ推进

两国贸易本币结算ꎬ提高金融体系抵御风险能力ꎮ 其中哈尔滨银行致力于中

俄金融合作ꎬ对俄开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ＣＩＰＳ)业务ꎬ绥芬河片区依托

“跨境金融区块链服务平台”开通对俄卢布现钞陆路跨境调运通道ꎬ为服务中

俄跨境金融合作探索了新路径ꎮ 面对制裁持续升级ꎬ两个“联合声明”指出要

扩大本币结算规模ꎮ 中俄贸易用人民币和卢布结算ꎬ以及俄同第三国贸易选

择用人民币结算ꎬ推进“去美元化”进程ꎮ 截至 ２０２２ 年年底ꎬ中俄贸易本币结

算占贸易结算总额的 ５０％ ③ꎮ 同时ꎬ在俄国家财富基金和外汇储备中提高人

民币份额ꎬ俄银行推出人民币理财产品ꎬ不少俄企业开始发行人民币债券ꎮ
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等新兴金融业态快速发展ꎬ为两国边境地区绿色金融领

域合作带来了更多的机遇ꎮ 中俄两国在国家战略和倡议中多次提到环境、社
会与公司治理(ＥＳＧ)投资的重要性ꎬ强调金融在改善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的作用ꎮ 为应对美西方制裁ꎬ中俄两国在东北—远东地区金融合作基础上

可同其他友好伙伴积极建立绿色金融和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协同空间ꎬ开
展绿色国际金融合作ꎮ 因此ꎬ中俄金融合作在结算支付、储备货币、数字经济

和绿色金融等方向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ꎮ
五是深化两国边境地区人文领域合作ꎬ进一步拓展教育、科技、文化、旅

—０４—

①

②

③

«中俄能源合作再结硕果ꎬ油气新能源达成多项协议»ꎬ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
ｄｕ ｃｏｍ / ｓ? ｉｄ ＝ １７２４０７２９２７４２９１９３５８１＆ｗｆｒ ＝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 ＝ ｐｃ

李晓依、许英明、肖新艳:«俄乌冲突背景下国际石油贸易格局演变趋势及中国应

对»ꎬ«国际经济合作»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ꎮ
Позиции юаня в России крепнут ｈｔｔｐｓ: / / ｄｆｎｃ ｒｕ / ｅｋｏｎｏｍｉｋａ － ｉ － ｓａｎｋｔｓｉｉ / ｐｏｚｉｔｓｉｉ －

ｙｕａｎｙａ － ｖ － ｒｏｓｓｉｉ － ｋｒｅｐｎｕ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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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体育、卫生及其他领域交流ꎬ强化服务贸易合作ꎮ 抓住 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２１ 年

中俄科技创新年的契机ꎬ重点在人工智能、大数据、芯片、数字经济、无人交通

系统以及其他优先领域开展联合前沿性研究ꎬ发展经济关键行业创新技术项

目ꎮ 加快核心技术研发ꎬ扩大国内需求ꎬ积极构建国内经济大循环ꎬ加强中国

供应链的安全稳定性ꎮ 深挖两国地方合作和边境地区人文合作潜力ꎬ发展东

北—远东地区互利合作ꎮ
中国作为俄远东地区第一大贸易伙伴ꎬ２０２１ 年与该地区进出口额达

１３８ ９ 亿美元ꎬ同比增长 ２７ ５％ ꎬ占远东地区外贸总额的 ３５ ５％ ①ꎮ ２０２２ 年ꎬ
中国对远东地区投资额超过 １３０ 亿美元ꎮ 对中国来说ꎬ加强对远东地区城市

基础设施、交通物流以及中俄边贸的公共平台建设投资ꎬ以远东地区投资项

目为契机ꎬ把远东地区的地缘、资源优势同中国资金、技术管理优势相结合ꎬ
共同打造跨境经济带ꎬ深化两国全局性地区合作ꎬ有利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

经济转型升级以及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ꎬ推进东北亚区域经济

一体化进程②ꎮ
(三)扩展中俄基金双边与多边合作

美西方国家对俄制裁还包括禁止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通过欧盟资本市

场融资ꎬ也拒绝其对欧盟企业投资ꎬ这促使中俄基金更加紧密地开展双边与

多边合作ꎮ ２０１２ 年中俄投资基金成立ꎬ前 ５ 年集中于投资传统合作项目ꎬ投
资行业主要有基础设施、农业、林业、零售业、旅游业③ꎮ 在中俄经济合作领

域不断拓展加深的趋势下ꎬ自 ２０１７ 年开始涉及“互联网 ＋ ”行业ꎬ近 ５ 年投资

行业主要集中于信息技术和医疗健康等创新产业ꎮ 此外ꎬ中俄投资基金也关

注矿产、中国铁路网络建设、服务中俄边境居民的金融服务公司以及太阳能、
炼油项目ꎮ 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局势ꎬ中俄两国基金将通过双边合作带动多

边合作的方式持续推进农业、林业、交通、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投资ꎬ强
化对能源、医疗、高科技领域的投资ꎮ

对于农业和林业ꎬ两国主权财富基金可以在农业科技相关项目、机械制

造或铁路运输工具等方面展开合作ꎮ 俄罗斯远东地区具有耕地资源优势ꎬ且

—１４—

①

②

③

«２０２１ 年我与俄远东联邦区进出口贸易情况»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ｚｗｊｇ / ｚｗｄｙ / ｚｗｄｙｏｙ / ２０２３０２ / ２０２３０２０３３９３６５５ ｓｈｔｍｌ

«王文:“远东” 世纪的到来»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ｕａｎｃｈａ ｃｎ / ＷａｎｇＷｅｎ / ２０２２＿０９＿０７＿
６５６８８５ ｓｈｔｍｌ

戴利研:«中俄主权财富基金投资合作现状与合作战略分析»ꎬ«欧亚经济»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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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制造技术水平较高ꎬ而中国具有劳动人口优势ꎬ因此ꎬ两国农业科技合作

可聚焦于农业开发和技术交流ꎬ一方面可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ꎬ另一方面可

以交流发展农机制造业先进生产技术ꎮ 中俄投资基金通过投资黑龙江省黑

河市和俄罗斯阿穆尔州、建立中俄高科技农业产业园区ꎬ深化两国合作ꎬ推进

数字农业试点等方面的科技成果转化ꎮ
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相应服务领域ꎬ中俄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合作主

要集中在俄远东地区和中俄边境地区ꎬ如中俄人民币投资合作基金主要对俄中

央联邦区、远东联邦区以及中国东北地区的交通、旅游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

进行投资ꎮ 两国主权财富基金的合作重点可以落在仓储物流运输方面ꎬ为跨国

物流体系和平台的建立提供合作资金ꎬ实现中俄地方城市间互联互通ꎮ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１５ 日ꎬ中俄投资基金融资 １ １ 亿美元补齐了同江大桥(第一个中俄跨境铁

路桥)建设项目资金缺口ꎬ助力该桥俄罗斯部分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完工ꎬ继满

洲里、绥芬河之后形成第三条中俄双边铁路运输大通道ꎬ可提振中俄旅游、贸易

发展ꎬ增强东北地区“龙江丝路带”建设ꎬ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①ꎮ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０ 日ꎬ中俄共同投资约 ２４ ７ 亿元人民币、耗时 ６ 年建设的中俄首座跨

境公路大桥———黑龙江大桥正式通车ꎬ对建立桥头跨境经济合作区ꎬ加快形成

中俄合作全方位开放新格局ꎬ满足双方日益增长的经贸需求具有重要作用②ꎮ
在能源和矿产领域ꎬ中国对俄投资主要集中在矿产和能源开发方面ꎬ两

国在石油天然气以及核电利用方面合作空间较大ꎮ 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可以

对俄方因缺乏资金而开发不足的能源矿产行业进行投资ꎬ对能源基础设施

(如石油天然气管道)建设以及太阳能、风能等绿色清洁能源开发提供资金支

持ꎮ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２ 日ꎬ习近平主席在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上宣布设立中俄

地区合作发展投资基金ꎬ以推动中俄能源、科技、生物医药等项目的投资ꎮ 中

俄能源合作投资基金(简称中俄能源基金)作为该基金的首只子基金ꎬ聚焦中

俄两国及友好第三国或地区的重点地区合作项目ꎬ以投资新能源产业优质项

目为主(包括能源资源、新材料、高新技术等投资领域)ꎬ带动中国优势产能和

装备技术的输出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③ꎮ 基金成立 ４ 年来ꎬ累计投资约 ５

—２４—

①

②

③

«中俄首个跨境铁路桥ꎬ打通国际联运新通道»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ｒｕ ｉｎｆｏ / ｚｈｏｎｇｅｊ
ｍｙｗ / ｊｉｎｇｍａｏｊｕｊｉａｏ / ２５９４４ ｓｈｔｍｌ

«中俄黑龙江大桥正式通车　 中国中铁参建»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ａｓａｃ ｇｏｖ ｃｎ / ｎ２５８８０
２５ / ｎ２５８８１２４ / ｃ２５１２３９８８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ｈｔｍｌ

«中俄能源合作投资基金(简称“中俄能源基金”)１００ 亿»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ｓｔｉｄｅｖ
ｃｏｍ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ｃ ＝ ｓｈｏｗ＆ｉｄ ＝ １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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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人民币用于支持中俄能源合作项目ꎬ投资了中俄镍资源合作、中俄液化

天然气和氢能合作等重要项目ꎬ促进了国际产能合作ꎮ ２０２１ 年下半年以来ꎬ
中俄能源基金积极探索扩大双边煤炭领域合作规模ꎬ以人民币结算方式开展

中俄煤炭贸易ꎬ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①ꎮ
在生物医疗领域ꎬ尽管中俄医药贸易在两国整体贸易中占比很小ꎬ但中

国仍然是俄罗斯第一大原料药供应国ꎬ而俄罗斯医疗器械以产品类别多、产
业链长、售后服务优等特点在中俄医疗产业合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②ꎮ 两国

主权财富基金除了对医疗器械等产品的开发运输进行投资外ꎬ还可以结合互

联网投资线上医疗以及与医疗美容相关的项目ꎬ中俄投资基金对“新氧”和
“企鹅杏仁”的投资便是典型范例ꎮ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０ 日ꎬ俄国家免疫生物技术

公司“Ｎａｃｉｍｂｉｏ”与俄直接投资基金利用新冠病毒感染康复者血浆生产新冠

治疗药物“ＢｉｏＧａｍ”ꎬ说明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能够加速推进生物医药研究

工作并取得积极成果ꎬ有利于一国、多国乃至世界人民生命健康ꎮ
在科技创新领域ꎬ中俄两国主权财富基金后续投资的重点应该落在“互

联网 ＋ ”、人工智能、大数据、芯片制造、无人交通等行业ꎮ 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２１ 年

是中俄科技创新年ꎬ两国相继投资“明略科技”“滴滴自动驾驶”“长扬科技”
“壁仞科技”等 ＩＴ 服务以及 ＡＩ 大数据、人工智能、电子技术半导体相关业务ꎮ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１９ 日ꎬ中俄科技投资基金(Ｒｕｓｓｉａ － Ｃｈｉｎａ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ｕｎｄ) 首 次 与 俄 “ Ｗｉｎｔ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 ( ＷＣＰ) 投 资 基 金 联 合 投 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ｓ”公司ꎬ发展数学与编程的国际教育项目ꎮ 该平台在线上和线下

教授儿童编程和数学ꎬ并且将其学习系统引入学校课程并培训学校教师ꎬ体
现了中俄两国主权财富基金对科技和教育领域的合作探索ꎬ有利于推进科教

兴国战略目标发展ꎮ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ꎬ“长扬科技”完成 Ｄ 轮近两亿元人民

币战略融资ꎬ该轮融资由中俄能源基金领投ꎬ有利于中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

背景下工业互联网安全和工控安全领域建设ꎬ以及推进国家建设网络强国的

战略目标ꎮ
中俄主权财富基金的合作通过双边投资带动多边投资合作ꎮ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ꎬ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俄直接投资基金、中俄投资基金共同发起

—３４—

①

②

«国家电投中俄能源基金成立 ４ 年累计投资 ５ 亿元»ꎬｈｔｔｐｓ: /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ｇｏ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ｇｂ / ｔｊｓｊ / ２０２２１２ / ６４３３２２ ｈｔｍｌ

«新形势下中俄医疗产业合作发展趋势»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ｎ －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ｗｍ / ２０２２０６１８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１３８４０６２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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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 １０ 亿美元的中俄大湾区基金ꎬ助推广东及粤港澳大湾区与俄罗斯双边

投资合作ꎬ打造中俄地方合作“广东样板”ꎬ深化“一带一路”建设①ꎮ 而中俄

主权财富基金最新的一次合作则将投资合作范围从两国市场扩展到世界其

他国家ꎮ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４ 日ꎬ中俄投资基金和“ＳｂｅｒＩｎｖｅｓｔ”公司在俄市场上首

次以银团风险贷款的形式以 １６ 亿卢布投资“Ｅｒｕｄｉｔｏｒ”集团ꎮ 通过俄罗斯专

业服务市场“Ｐｒｏｆｉ”和“Ｚｏｏｎ”信息服务平台ꎬ用户可通过搜索精准匹配专业客

户ꎬ包括导师、维修和美容专业人员、体育教练等ꎻ同时为消费者提供各地有

关第三产业组织机构的信息ꎬ并帮助企业自我推销ꎮ 从中俄投资基金和

“ＳｂｅｒＩｎｖｅｓｔ”公司吸引的资金将用于开发现有和新的产品和服务ꎬ并将业务

扩展到国外市场ꎬ如独联体、中国、印度、加拿大等ꎮ

表 ４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１ 年中俄主权财富基金合作投资项目一览表

时间 投资金额 项目内容 所属行业 主要合作方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４ 日

１６ 亿卢布
在俄市场首次以银团风
险 贷 款 的 形 式 入 股
“Ｅｒｕｄｉｔｏｒ”集团

信息技术
“ ＲＣＩＦ ” 和 “ ＳｂｅｒＩｎｖｅｓｔ ”
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

累计 ４７ 亿
元人民币

“壁仞科技”Ｂ 轮融资ꎬ助
力高 端 通 用 智 能 芯 片
设计

电子信息
“ＲＣＩＦ” “中国平安” “新
世界集团” “华创资本”等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

近两亿
元人民币

“长扬科技” 完成 Ｄ 轮
融资

网络安全
ＡＩ 大数据

中俄能源基金领投ꎬ“深创
投” “国元创投”等跟投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１９ 日

—
成立并共同开发医药控
股公司“Ｂｉｎｎｏｐｈａｒｍ Ｇｒｏｕｐ”

医疗健康
“ＲＣＩＦ”、 “ ＲＤＩＦ” 和中东
主要投资基金等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１９ 日

１ ０００ 万
美元

投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ｓ”公司ꎬ
发展数学与编程的国际
教育项目

教育科技
中 俄 科 技 投 资 基 金、
“Ｗｉｎｔ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基金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３ 亿美元
“滴滴自动驾驶”战略融
资ꎬＬ４ 车型研发列入内
部计划

汽车交通
人工智能

“ＲＣＩＦ”、“ ＩＤＧ 资本”、中
国石油集团工程设计有限
责任公司、“国泰君安国
际”等

—４４—

① «中俄大湾区基金今设立»ꎬ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ｓ? ｉｄ ＝ １６５３３４０６９７７３６４０
８４９７＆ｗｆｒ ＝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 ＝ ｐｃ



西方对俄制裁持续升级背景下中俄经贸合作策略分析

(续表 ４)

时间 投资金额 项目内容 所属行业 主要合作方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两亿美元
领投 “明略科技” Ｅ ＋ 轮
融资

ＩＴ 服务
大数据

“ＲＣＩＦ” 领投ꎬ “腾讯” 加
码ꎬ“中信证券”等跟投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３ 日

５ 亿元
人民币

物流服务商“发网物流”
Ｄ 轮融资

仓储物流 “ＲＣＩＦ” “百度资本”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５ 亿美元
“亚投行”首次投资俄罗
斯交通运输项目

基础设施
交通运输

“亚投行”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４ 日

４ 亿元
人民币

在线少儿编程平台“编程
猫”Ｃ 轮融资

教育科技 “ＲＣＩＦ” “高瓴资本”等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

１０ 亿美元
设立中俄大湾区基金ꎬ助
推广东及粤港澳大湾区
与俄罗斯双向投资合作

多行业
“ＲＣＩＦ” “ＲＤＩＦ” “中航资
本” “广东粤财控股”等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

４０ 亿卢布
联合收购 “ Ａｌｉｕｍ” 制药
２８％股权

生物医药
“ ＲＣＩＦ ”、 “ ＲＤＩＦ ”、 中 东
基金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７ 日

４ ０００ 万
美元

投资俄 ＯＴＴ 视频点播服
务提供商“Ｉｖｉ”

电影娱乐
“ＲＣＩＦ”、穆巴达拉投资公
司等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４ 日

２ ５ 亿
美元

一站式综合医疗服务平台
未来医生“企鹅杏仁”

互联网
医疗服务

“ＲＣＩＦ” “腾讯” “红杉中
国”“基汇资本”等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２ 日

１ ０００ 亿元
人民币

中俄地区合作发展投资
基金正式成立ꎬ落实合作
中的重大项目

多行业 “ＣＩＣ”和“ＲＤＩＦ”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４ 日

７ ０００ 万
美元

“新氧”Ｅ 轮融资ꎬ跻身互
联网医疗独角兽阵列

互联网
医疗美容

“兰馨亚洲”领投ꎬ“ＲＣＩＦ”
“中银国际”等跟投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 日

５ ７８ 亿
美元

“大搜车”Ｆ 轮融资 汽车
“春华资本” “晨兴资本”
领投ꎬ“ＲＣＩＦ” “阿里” 等
跟投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２ ５ 亿美元 投资“ＧｏＧｏ Ｔｅｃｈ Ｌｉｍｉｔｅｄ”
信息技术
Ａｐｐｓ 游戏

“华新致远”领投ꎬ“ＲＣＩＦ”
“鸿润资本”等跟投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２ ５ 亿美元
短途货运平台“５８ 速运”
(后更名为“快狗打车”)
Ａ 轮融资

交通运输
“华新投资”领投ꎬ“ＲＣＩＦ”
“菜鸟”等跟投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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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投资金额 项目内容 所属行业 主要合作方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７ 日

—
收购俄五大私人银行之一
的“ＰＪＳＣ Ｓｏｖｃｏｍｂａｎｋ”少数
股权

金融业
银行

“ＲＣＩＦ”、中东地区投资者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７ 日

２ ２５ 亿
美元

成立中俄人民币投资合
作基金

多行业
“ＲＣＩＦ”、“穗甬资本”、大
正投资集团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基金年报和公开媒体资料整理ꎮ

结　 论

美西方对俄制裁处于持续升级状态ꎬ它们通过联合制裁的方式主要对俄罗

斯军事装备行业进行封锁ꎬ打击俄创收行业ꎬ重挫其经济ꎬ促使俄罗斯重构对外

经贸关系ꎮ 俄罗斯结合其自然资源优势实施相应的反制裁措施ꎬ同时ꎬ国家安

全和发展战略的“向东转”促使俄罗斯寻求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向纵深发展ꎮ
中俄两国密切的高层交往为双边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牢牢定向把舵ꎬ

助力两国双边经贸高质量增长ꎬ中俄也将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

家”、二十国集团等国际多边机制内密切沟通和协作ꎮ
受全球新冠疫情和大国地缘政治冲突等多重影响ꎬ中俄经贸合作未来主

要面临产业链重构升级和能源低碳转型的问题ꎮ 面对这些问题ꎬ两国在合作

中需要打造更多利益契合点和合作增长点ꎬ使传统贸易和新兴领域合作相互

补充、同步发展ꎮ
首先ꎬ需要优化两国贸易结构ꎬ发挥中俄贸易互补性产品领域合作优势ꎬ如

针对美西方对俄罗斯农产品、燃料、矿产品、机电等产品的制裁ꎬ可在合理范围内

加大中俄在这些产品领域的合作力度ꎬ助力中俄双边贸易再上一个新的台阶ꎮ
其次ꎬ考虑到俄远东大开发对中俄经贸发展的积极影响ꎬ应推动中俄边

境地区合作、加强基础设施ꎬ特别是重点口岸建设ꎬ设立经济特区联动发展ꎬ
深化与远东地区能源、金融、航空、物流、人文等领域战略性大项目合作ꎬ增强

双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ꎬ带动两国全局性的地区合作深化ꎮ
最后ꎬ扩展两国主权财富基金合作ꎬ持续推进农业科技、仓储物流、基础

设施、旅游等领域的投资ꎬ增加对能源、医疗、高科技领域的投资ꎬ加强科技创

新、跨境电商等新兴领域合作ꎬ打造 ５Ｇ、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绿色低碳等新

的增长点ꎬ通过中俄双边投资带动多边投资合作ꎮ
(责任编辑:农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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