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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①ꎮ 就其国际组织的性质来说ꎬ 与欧亚经济联盟在主体格局上倒是相匹

配ꎬ 但问题是ꎬ 上合组织的宗旨是加强成员国之间的互相信任与睦邻友好ꎬ
致力于鼓励成员国在政治、 经济、 科技、 文化、 教育、 能源、 交通、 环保

和其他领域的有效合作ꎬ 以维护和保障地区的和平、 安全与稳定ꎬ 建立民

主、 公正、 合理的国际秩序ꎮ 也就是说ꎬ 对内ꎬ 上合组织主要是促进成员

国之间的合作ꎻ 对外ꎬ 主要是安全合作ꎬ 并不涉及经济合作ꎮ 可见ꎬ 该组

织的志趣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宗旨、 “一带一路” 的属性与追求并不契合②ꎮ
另外ꎬ 作为国家之间的合作机构ꎬ 欧亚经济联盟和上合组织都有一套

完整的法定议事规程ꎬ 而 “一带一路” 的特点则是议题灵活、 手段多样ꎮ
有这样的差异存在ꎬ 可以预见ꎬ 要把上合组织作为欧亚经济联盟与 “一带

一路” 对接的平台ꎬ 问题不会少ꎮ
除此之外ꎬ 欧亚经济联盟与 “一带一路” 涉及的国家和地区是非常复

杂的国际空间ꎬ 对接的风险之大无须赘言ꎮ
有鉴于此ꎬ 涉及欧亚经济联盟与 “一带一路” 的关系时ꎬ 不一定拘泥

于对接的认定ꎬ 秉持和平友好、 互通互利、 互惠合作的理念ꎬ 灵活地着力

于具体国家间的双边和多边经贸关系ꎬ 在具体的产业领域、 工程项目和投

资、 贸易活动中实现有效的合作ꎬ 获得双赢的效果ꎬ 应该是一个对相关各

方都不错的选择ꎮ

● “丝绸之路经济带” 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经济学分析

王维然 (新疆师范大学商学院副院长)

欧亚经济联盟是俄罗斯主导的、 旨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组织ꎬ
“丝绸之路经济带” 是中国提出的相关国家的共同发展倡议ꎬ 二者性质并不

相同ꎮ
２０１５ 年ꎬ 中俄两国签署了欧亚经济联盟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 对接的

联合声明ꎮ “一带一盟” 的参与国都对其抱有极高的期望ꎬ 希望通过参与欧

亚经济联盟或 “丝绸之路经济带” 来带动本国经济发展ꎬ 满足本国在经济、
安全等不同领域的需求ꎬ 实现国家的繁荣稳定ꎮ 这意味着ꎬ 欧亚经济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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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丝绸之路经济带” 都需要给成员国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ꎮ 正是由于欧

亚经济联盟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 存在着地域范围的重合和本质属性的相

似ꎬ 构成了二者合作对接的基础ꎮ
欧亚经济联盟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 对接的内容应该包括基础设施对

接ꎬ 或者说硬件、 物质设施的对接ꎮ 基础设施是各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物质

条件ꎬ 这也得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充分证明ꎮ 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普

遍存在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ꎬ 改善各国基础设施既是各国经济发展的基础ꎬ
也是欧亚经济联盟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 相互对接合作的物质基础ꎮ

根据以往中国与俄罗斯以及中亚国家经济合作的经验和上海合作组织

经济合作的情况来看ꎬ 许多合作项目往往不了了之 (如中俄两国曾在远东

规划的项目和中、 吉、 乌铁路)ꎮ 因此ꎬ 我们需要探寻影响各方经济合作的

根本原因ꎬ 需要在哪些领域对接ꎬ 怎样对接才能够取得切实的效果ꎮ 笔者

认为ꎬ 以下几个领域的对接是需要认真思考的ꎮ
(一) 对发展经济的认识对接

认识决定行为ꎬ 行为决定结果ꎮ 多年来ꎬ 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实现本

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的期望从未改变ꎬ 但所取得的效果却并不明显ꎮ 其

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独联体国家制定的很多经济政策往往有着非经济因素

的考虑ꎬ 导致这些政策无法达到预期目标ꎮ
亚历山大卢金在 « “丝绸之路” 和欧亚一体化构想» 中指出: “经济

问题在这里很重要ꎬ 但仍是次要问题”ꎮ 这很能说明俄罗斯对于欧亚经济联

盟的认识和定位ꎮ
由于对如何发展经济的认识不同ꎬ 导致各国所制定的政策实际效果差

异很大ꎮ 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曾借鉴中国发展经济的经验ꎬ 在本国设立经

济特区以促进经济增长ꎮ 哈萨克斯坦设立了 １７ 个经济特区ꎬ 却又规定特区

的运营期限在 ２０ ~ ２５ 年 (这对于制造业投资来说ꎬ 期限太短ꎬ 没有企业肯

冒如此风险前来投资ꎬ 而跨国公司的投资却又是哈萨克斯坦最为期望的)ꎮ
而俄罗斯最近宣布将要关闭 １０ 个工作不力的经济特区ꎮ 这说明ꎬ 如果对经

济发展规律认识不清ꎬ 即使效仿他国成功的经验ꎬ 往往也是淮南为橘ꎬ 淮

北为枳ꎮ
各国发展经济ꎬ 就要扩大开放ꎬ 吸引外资ꎬ 特别是外国直接投资ꎮ 而

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对外资的作用大多保持矛盾的心态: 一方面希望扩大开

放、 引入外资来带动本国经济发展ꎻ 另一方面ꎬ 在涉及具体问题和利益时ꎬ
则持过分保守和封闭的心态ꎮ 近期在哈萨克斯坦国内引发社会动荡的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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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法典» 的争议ꎬ 就与哈萨克斯坦国民如何认识对外开放有着密切关

系ꎮ 本国无力解决经济发展的相关问题ꎬ 又不希望外国投资者进入ꎬ 不改

变这种矛盾的心态就无法实现各国发展经济的规划和目标ꎮ 哈萨克斯坦政

府目前在国内大力开展修改土地法的宣传活动ꎬ 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转变本

国国民的观念ꎮ
在制定欧亚经济联盟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对接规划时ꎬ 是否基于

市场经济规律的角度来认识和分析经济项目与合作的对接ꎬ 是这些项目能

否成功的基础ꎮ
(二) 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对接

俄罗斯自然资源丰富ꎬ 又有雄厚的技术和人才储备ꎬ 但目前大多数工

业制成品都依赖进口ꎮ 俄罗斯一直希望引入大量外资带动本国经济发展ꎬ
但吸引的外国投资并不多 (吸引的主要是间接投资)ꎬ 且多年来一直存在国

内资金持续外流的问题ꎮ 这说明俄罗斯国内尚未形成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

度ꎬ 不但无法吸引外国投资ꎬ 本国资金也因为国内投资环境不佳而纷纷

外流ꎮ
要促进经济发展ꎬ 不能仅仅依靠自然资源ꎮ 俄罗斯曾提出很多制造业

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规划和设想ꎬ 但大都不了了之ꎬ 重要原因在于国内尚

未形成有利于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资源配置体系ꎬ 致使资源ꎬ 包括

外国投资ꎬ 纷纷流入自然资源开采行业ꎮ
苏联时期ꎬ 虽然石油开采设备不如西方国家先进ꎬ 但形成了独具特色

的技术体系ꎬ 且能够实现开采设备的自我开发与应用ꎮ 而现在俄罗斯则需

要进口石油开采技术和设备ꎬ 这充分说明其资源配置体系出现问题ꎬ 无法

引导生产要素进入制造业ꎮ
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不会一开始就很完善 (中国即为典型例子)ꎬ 但只

要形成知识、 资本、 人力资源要素能够相互结合的包容性增长ꎬ 制度是具

有自我完善和发展能力的ꎮ 俄罗斯自然资源丰富ꎬ 也并不缺少人力资源和

资本ꎬ 但这些要素难以发挥作用ꎬ 或者外流 (资本)ꎬ 或者逐步 “退化”
(教育和科研)ꎮ 丰富的自然资源与生产要素无法在俄罗斯国内结合ꎬ 是因

为缺乏将这些要素相互结合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环境ꎮ
制度供给的不足导致吸引的外国投资总是不如俄罗斯所愿ꎮ 俄罗斯的

问题ꎬ 在其他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也同样存在ꎮ 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需要

形成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环境ꎬ 切实认识到对外开放是促进经济增长的

基本动力ꎬ 这样与中国的合作才能够互利双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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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工业化程度是对接的基础

中俄两国签署协议提出欧亚经济联盟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 对接以及

就开辟共同经济空间开展协作ꎮ 但中俄的对接如果仅有物质性设施对接ꎬ
恐怕不但不能促进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合作ꎬ 反而会因竞争激化而

引发更多矛盾ꎬ 因为中国企业的强大竞争力会使得欧亚经济联盟的制造业

面临更大的困难ꎮ
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对于开展与中国合作存在很多担忧ꎬ 主要是由于

中国强大的经济竞争力使得这些国家看不到本国企业在面对中国企业的竞

争时能够盈利甚至生存的可能性ꎬ 因此在国内引发相关利益群体的疑虑和

反对ꎮ 这种想法在中国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对外开放和 “入世” 之前也颇为盛

行ꎮ 当时ꎬ 对于开放和 “入世” 的恐惧使得 “狼来了” 之说成为媒体报道

的焦点ꎮ １９８０ 年、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４ 年中国制成品出口额分别占总出口额的

５０％ 、 ８８ ２％和 ９３ ８％ (１９８０ 年中国出口额仅为 １８１ 亿美元ꎬ ２０１４ 年为

２ ３ 万亿美元)ꎮ 这些数据充分证明ꎬ 参与国际竞争有利于促进中国提升工

业化水平和实现经济结构的改善ꎮ
要实现欧亚经济联盟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 对接ꎬ 必须改变欧亚经济

联盟各成员国工业化程度低下的问题ꎮ 俄罗斯由于 “荷兰病” 而出现 “去
工业化”ꎮ 中亚国家则在苏联时期工业化程度就很低ꎬ 为数不多的工业多为

原材料加工和矿产开采ꎮ 由于工业化程度低ꎬ 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在参与国

际竞争过程中处于极为不利的条件之下ꎬ 其对参与全球化也抱有很深的疑

虑和担心ꎮ
各国目前都在强化发展制造业的规划ꎬ 只是制造业的发展不仅需要完

善的基础设施ꎬ 还需要制度环境和良好的人力资源ꎮ 如何将这些要素结合

起来和推进工业化ꎬ 需要基于市场来配置资源ꎬ 需要公平的竞争ꎬ 需要这

些国家制定可行的政策ꎮ 进口替代是不是一种次优的和可操作的工业化政

策ꎬ 还需要深入研究ꎬ 但如果 “去工业化” 现状不改变ꎬ 俄罗斯无法与其

他大国形成互利的产业内分工体系ꎬ 这样ꎬ 任何政府倡导的对接也就没有

了互利共赢的经济基础ꎮ
增量利益的创造可以弥补启动合作时的成本ꎬ 而且使得欧亚经济联盟

各成员国国内部分群体受益ꎮ 这些受益群体自然会支持开展合作ꎬ 从而有

利于在各国间形成产业内分工的共同发展ꎮ 当然ꎬ 这些产业的形成是基于

市场经济规律和各国比较优势的ꎬ 如果能够形成各国间互利的产业合作ꎬ
就可奠定对接的经济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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