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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宁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等ꎻ 俄方建设超前经济发展区、 符拉迪沃斯

托克自由港以及颁布 «向俄联邦公民提供远东联邦区土地的特点» 法案等ꎮ
中俄两国政府对毗邻地区举措频频ꎬ 为双方更有效地相互对接创造了条件ꎮ
毗邻地区应该建立有效的各层级协作机制ꎬ 充分整合内部资源使其与外部

协调相匹配ꎬ 提升地区整体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效率ꎮ ∗

根据最新报道ꎬ 俄总统普京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７ 日在圣彼得堡接受新华

社社长蔡名照采访ꎬ 谈到中俄经贸关系和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时明确表示

“可以在第一阶段建立自贸区”①ꎮ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５ 日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

问ꎬ 双方签署近 ３０ 份涉及经贸、 外交、 基础设施、 技术创新、 农业、 金

融、 能源、 媒体、 网络、 体育等领域的合作文件ꎬ 为中俄经济有效对接又

迈出坚实的一步ꎮ
良好的中俄经济合作关系必将为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其他国家的经济

合作作出极具影响力的示范ꎬ 进而提升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合作水平ꎮ

● “一带一盟” 对接的基础、 领域与挑战∗

王海燕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教育部人

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俄罗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一) “一带一盟” 的产生与对接的意义

１ “一带一盟” 的产生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７ 日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

学发表演讲时首次提出与欧亚国家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 造福沿线各国

人民的倡议ꎮ 同年 １１ 月ꎬ “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作为构建中国开放型经

济新体制的一部分ꎬ 被写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ꎬ 成为中国未来对外发展的主要方向ꎮ
早在 １９９４ 年ꎬ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莫斯科国立大学提出建

立类似于欧盟的欧亚联盟的建议ꎬ ２０１１ 年俄罗斯时任总理普京在 «消息

报» 发文明确了建立欧亚联盟的构想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９ 日ꎬ 俄罗斯、 白俄罗

斯和哈萨克斯坦三国总统在哈首都阿斯塔纳签署 «欧亚经济联盟条约»ꎮ

—１８—

∗

①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我国与中亚区域经济整合研究» (项目编

号: １２ＢＧＪ０１５) 和上海市高校智库—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重点项目 «中国与

中亚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 研究» (项目编号: １５０２９ / ００７)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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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ꎬ 欧亚经济联盟正式启动ꎬ 成为俄罗斯致力于在原苏联地

区推动一体化进程的重要机制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８ 日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 “丝绸之路经

济带” 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 签署ꎬ 从战略高度、
以更广阔的视野全面扩大和深化有关国家务实合作ꎬ 深化利益交融ꎬ 促进

共同发展振兴ꎬ 为中国与俄罗斯、 中亚国家、 蒙古国等 “一带一盟” 沿线

国家合作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发展注入强大动力ꎮ
２ “一带一盟” 对接的意义

“丝绸之路经济带” 倡议的提出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建立对有关各方都具

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ꎮ 首先ꎬ 中国与俄罗斯都是欧亚大国ꎬ 同处于 “丝绸

之路经济带” 的重要区域ꎬ 起着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ꎮ 其次ꎬ 在世界经济

“再全球化”、 区域主义盛行的趋势下①ꎬ “一带一盟” 承接俄罗斯 “向东

看” 和中国向西开放的重任ꎬ 对双方安全和经济空间的拓展意义重大ꎮ 最

后ꎬ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区域经济合作ꎬ 近年参与国际区域组织的特点是以

亚洲和周边为主向外进一步扩展ꎮ 其中ꎬ 中俄共同致力推动合作的欧亚地

区地域辽阔ꎬ 大国多ꎬ 经济实力最强ꎬ 但合作较为松散ꎬ 亟须通过加强区

域经济合作提高区域发展水平ꎮ
因此ꎬ 尽管 “丝绸之路经济带” 与欧亚经济联盟有诸多的不同或相近

之处ꎬ 在未来的发展中也面临很多共同挑战ꎬ 需要共同应对ꎬ 但两者的对

接对于共同促进欧亚区域经济合作可能达到 “双赢” 甚至 “多赢” 的效

果ꎬ 前景看好ꎮ
(二) “一带一盟” 对接具备良好的政治和经济基础

中国与 “一带一盟” 国家政治互信达到新高ꎮ 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

斯坦、 土库曼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以及蒙古国和俄罗斯是中

国西部和北部的主要交界国ꎬ 而中亚五国还是 “一带一盟” 对接的主要国

家ꎬ 中国始终与这些国家保持着友好合作关系ꎮ 中俄于 ２０１３ 年将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提升到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ꎻ 中国分别与哈萨克斯坦 (２０１１
年)、 蒙古国 (２０１４ 年) 和乌兹别克斯坦 (２０１６ 年) 将战略伙伴关系提升

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ꎻ 中国还与吉尔吉斯斯坦 (２０１３ 年)、 塔吉克斯坦

(２０１３ 年) 和土库曼斯坦 (２０１３ 年) 分别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ꎮ 可以看

出ꎬ “一带一路” 与伙伴关系重合度很高ꎬ 而且ꎬ 越是中国的周边国家ꎬ 伙

—２８—
① 李向阳: «国际经济秩序的发展方向»ꎬ «现代国际关系» ２０１４ 年第 ７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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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关系层级越高ꎮ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 年先后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亚信会议

等首脑会晤ꎬ 明确了中国与各国合作的发展方向ꎬ 将中国与各国间关系提

升至历史最高水平ꎬ 为各方进一步密切合作打下良好的政治互信基础ꎮ
中国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 沿线国家和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贸合

作水平不断提升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 中国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 沿线

国家和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逐渐成为彼此依赖的重要经贸合作伙伴ꎬ 贸易

与投资合作水平持续提高ꎬ 经贸相互依存度不断提升ꎮ 中俄双边贸易额从

１９９２ 年的 ５８ ６ 亿美元升至 ２０１４ 年最高时的 ９５２ ８ 亿美元①ꎬ 正在争取早日

达到 １ ０００ 亿美元ꎬ 中国已成为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投资国ꎮ 中

国一直是蒙古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投资国ꎬ 中蒙贸易规模 ２０ 多年间

增长超过 ５０ 倍ꎬ 从 １９９２ 年的 １ ２７ 亿美元②升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７３ 亿美元③ꎬ 争

取到 ２０２０ 年达到 １００ 亿美元ꎬ 占蒙对外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ꎻ 由于产业结

构互补性强ꎬ 在蒙外企中近一半为中国企业ꎮ 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总额

在 １９９２ 年不足 ５ 亿美元④ꎬ 而 ２０１３ 年中国与哈、 乌、 塔、 吉四国贸易额就

达 ４０２ 亿美元⑤ꎬ 中国已成为中亚五国排名前三位的贸易伙伴和投资国ꎬ 对

中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ꎮ
(三) “一带一盟” 对接的领域

“一带一盟” 对接的领域众多ꎮ 第一ꎬ 各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对接ꎮ 处于

“丝绸之路经济带” 与欧亚经济联盟的俄罗斯、 中亚国家和蒙古国正在主动

将中国的 “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与各国未来发展战略对接ꎬ 即与俄罗斯

的跨欧亚大通道项目建设、 蒙古国 “草原之路” 倡议、 哈萨克斯坦 “光明

之路” 新经济政策⑥、 乌兹别克斯坦 ２０１５ 年发展规划、 土库曼斯坦 ２０３０ 年

经济发展战略规划、 吉尔吉斯斯坦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年发展规划和塔吉克斯坦

２０００ ~ ２０２０ 年发展规划对接ꎮ 第二ꎬ 在促进欧亚地区贸易投资便利化方面

进行合作ꎬ 积极促进中国与 “一带一盟” 沿线及成员国在交通运输、 进出

—３８—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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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检验检疫、 海关、 金融、 边境等领域的畅通合作ꎬ 物畅其流、 人畅其通ꎬ
建立符合区域发展水平的贸易投资规则体系ꎮ 第三ꎬ 推动产业合作ꎬ 充分

利用中国与 “一带一盟” 沿线及成员国资源、 技术、 产业互补的优势ꎬ 促

进中国与各国合作构建欧亚区域内产业分工体系ꎬ 在保障区域内能源资源

供求平衡的基础上ꎬ 提高区域农业、 农产品加工业的合作水平ꎬ 助力各国

经济多元化发展和产业升级ꎬ 提升区域内加工制造业水平ꎬ 建立更有区域

竞争力的欧亚区域产业分工格局ꎮ 第四ꎬ 加强金融领域的多元化合作ꎬ 加

强 “亚投行”、 丝绸之路基金、 金砖银行、 上合组织银联体等投融资合作ꎬ
重塑国际金融体系ꎬ 促进欧亚区域投融资便利化ꎮ 第五ꎬ 拓宽人文领域的

合作ꎬ 积极挖掘和提升中国与 “一带一盟” 沿线及成员国在科技、 教育、
媒体、 医疗、 文化、 旅游、 体育等人文领域合作的潜力与合作层次ꎬ 促进

民心相通ꎬ 提高区域内服务业产业化和规模化水平ꎮ
(四) “一带一盟” 面临的共同挑战及应对之策

中国与 “一带一盟” 沿线及成员国同处于广袤的欧亚大陆ꎬ 面临许多共同

挑战ꎮ 第一是中亚区域安全的挑战ꎬ 如阿富汗问题、 “三股势力” 和毒品走私

等更加严峻以及乌克兰危机长期化ꎻ 第二是中国与俄罗斯、 中亚国家等 “一带

一盟” 部分沿线及成员国交通运输标准不一致、 手续烦琐等问题导致过境、 通

关的时间和效率等成本较高ꎬ 通关、 过境运输壁垒并未完全消除ꎻ 第三是 “一
带一盟” 部分沿线及成员国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ꎬ 缺少具有丰富跨国经

验的大型物流企业ꎻ 第四是中国与 “一带一盟” 沿线及成员国间、 部门间沟通

不畅ꎬ 与沿线国家的沟通机制和所签协议有待健全和完善ꎻ 第五是对中国与

“一带一盟” 沿线及成员国间的次区域合作重视不够ꎬ 亟待加强ꎻ 第六是缺乏

既懂交通又懂物流的复合型人才ꎬ 人员、 劳务等签证耗时较长ꎬ 人员流动不畅ꎮ
通过上述分析ꎬ 笔者拟就 “一带一盟” 对接提出以下思考: 一是通过上

海合作组织、 亚信会议等平台加强欧亚区域的安全合作ꎬ 共同打击危害区域

安全的 “三股势力”、 毒品走私等ꎬ 构建欧亚区域安全合作体系ꎻ 二是资金、
技术等多领域相互支持ꎬ 积极推进欧亚区域交通运输标准一致化和电子海关

建设ꎬ 通关信息共享ꎬ 改善通关环境ꎬ 降低通关成本ꎬ 减少关税和非关税壁

垒ꎬ 探讨建立经贸主管部门合作机制ꎻ 三是鼓励物流企业开展国际合作ꎬ 如

在连云港、 呼和浩特、 乌兰巴托、 西伯利亚等重要城市推进国际物流节点建

设ꎬ 研究提高铁路过境运输量的一揽子措施ꎬ 加强与沿线国家在信息、 交通

安全、 绿色物流等方面的合作ꎻ 四是通过国家间和部门间的合作机制建立不

同层级的交流渠道和信息通报制度ꎬ 促进合作常态化ꎬ 使其更加畅通、 高效ꎻ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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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充分重视和运用区域和次区域合作机制ꎬ 建立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

合的多元化合作架构ꎬ 夯实欧亚区域合作的多层基础ꎻ 六是促进人员往来便

利化ꎬ 有针对性地合作培养交通物流人才ꎬ 简化签证手续ꎮ
展望未来ꎬ “一带一盟” 的对接将成为未来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重要的新方向ꎬ 并将促进欧亚大陆的经济发展和繁荣ꎬ 造福各国人民ꎮ

● “一带一盟” 对接合作面临的问题及未来努力的方向∗∗

万青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

斯研究中心博士后)

欧亚地区连接欧洲、 亚太两大世界经济最活跃区域ꎬ 因特殊的地缘位

置、 丰富的资源禀赋、 多元的经济结构、 众多跨区域的交通运输走廊等影

响国际分工要素的存在ꎬ 其在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进程中始终占据着不可忽视

的地位ꎮ 但一直以来ꎬ 这一地区的经济能量并未得到完全释放ꎬ “冷战” 后

的欧亚地区处于分化再聚合的新时期ꎬ 尚未形成强大的地缘政治经济集团ꎮ
在此背景下ꎬ 中国政府提出 “一带一路” 倡议ꎬ 旨在通过创新合作模

式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 相互合作更加深入、 发展空间更加广阔ꎮ
自倡议提出以来ꎬ 不仅中国官方正式发布了实施愿景和具体行动计划ꎬ 各

地方政府也积极推动落实ꎬ 学术界在理论探索、 战略设计和政策构想上也

紧随其后ꎮ 与此同时ꎬ 当前 “一带一路” 建设面临不少突出问题ꎬ 主要体

现在观念层面ꎬ 即对 “一带一路” 的认知和理论准备还远远不够ꎬ 对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重大问题缺乏充足准备ꎬ 计划实施过程

中国内开发项目的痕迹比较多、 比较重等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８ 日ꎬ 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在莫斯科签署了 “丝绸之路

经济带” 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①ꎬ 表明中俄就在欧亚

地区开展务实合作达成重要战略共识ꎬ 为推进欧亚区域发展提供了必要的

政治保障ꎮ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５ 日ꎬ 在北京发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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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５９ 批面上资助项目 «跨国政治协作空间及其建

构———以欧亚地区国家间合作为例» (项目编号: ２０１６Ｍ５９１６２２) 和 ２０１６ 年度华东师范

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预研究项目 «跨国政治协作空间及其建构———以 “一带一盟”
对接合作为例» (项目编号: ２０１６ＱＮ０１３)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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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９ 日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