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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经济联盟启动后
俄罗斯服务贸易前景预测

葛梦芳

　 　 【内容提要】 　 本文分析了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欧亚经济联盟正式启动后

俄罗斯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环境ꎬ并以服务贸易发展现状为基础运用 ＳＰＳＳ
线性回归模型对未来俄罗斯服务贸易发展规模、合作伙伴及空间布局、服务

贸易行业发展趋势进行预测ꎮ 预测结果显示ꎬ短期俄罗斯的服务贸易规模

将有所缩小ꎬ中长期服务贸易规模会逐渐扩大ꎬ并且合作伙伴的空间布局将

得到调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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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葛梦芳ꎬ新疆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由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正式启动ꎬ俄罗斯、白俄

罗斯、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将共同打造一个拥有 １ ７ 亿人

口的统一服务市场ꎮ 普京认为建立欧亚经济联盟的重要意义之一是:积极建

设一个规模庞大的国家联盟ꎬ在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ꎬ充当联系欧洲与

太平洋地区的重要纽带①ꎮ
正如普京所言ꎬ欧亚经济联盟在发挥纽带作用的同时ꎬ为成员国提供的

贸易便利和优惠大大促进了各国对外贸易发展ꎮ 而实施经济转轨以来ꎬ通过

调整产业结构ꎬ俄罗斯的第三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②ꎬ欧亚经济联盟的正式

运行能够加速俄罗斯外部市场的服务化ꎬ为服务贸易创造发展机遇的同时也

带来一定的挑战ꎮ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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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выступил в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ｋｏｍｍｅｒｓａｎｔ ｒｕ / ｄｏｃ /
关雪凌、宫艳华:«俄罗斯产业结构的调整、问题与影响»ꎬ«复旦学报(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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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欧亚经济联盟背景下俄罗斯服务贸易发展环境

(一)欧亚经济联盟协议内容带来的便利

欧亚经济联盟为成员国提供的优惠便利将加速成员国之间商品和技术

的流动ꎬ从而带动国际追加服务贸易和国际核心服务贸易的发展ꎮ 在拥有

１ ７ 亿人口的统一服务市场内ꎬ建筑服务、批发和零售服务、运输服务等国际

核心服务贸易将成为发展的主导行业①ꎬ跨境维修与保养、技术指导等售后

国际追加服务贸易也将逐渐走向市场ꎮ
(二)国际市场服务化带来的发展机遇

随着服务贸易在世界各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不断增长ꎬ国际市场逐

渐服务化ꎬ服务贸易很可能成为欧亚经济联盟的重要发展内容ꎮ 虽然欧美

国家制裁俄罗斯对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

响ꎬ尤其是能源和重工业领域ꎬ但由于服务贸易对资金和劳动力等要素流

动性的要求低于货物贸易ꎬ所以在国际市场服务化趋势和欧美制裁的压力

下ꎬ很有可能倒逼俄罗斯及其他成员国积极发展服务贸易ꎬ保障共同体与

时俱进ꎬ弥补制裁所带来的经济损失ꎬ为能源和重工业复苏争取更多的缓

冲时间ꎮ
(三)欧亚经济联盟内部关税及劳动力流动政策创造的机遇

关税政策直接影响商品和服务的境外价格ꎬ实施共同的关税准则和优惠

政策之后ꎬ联盟成员国将得到由关税减免带来的利润增加ꎬ同时ꎬ联盟成员国

公民能够受益于关税降低所带来的福利ꎬ减少生活成本ꎬ带动人们消费偏好

的转变ꎬ为联盟内企业增强竞争力创造机遇ꎮ 而服务是孕育于货物贸易并与

之息息相关的商品ꎬ货物贸易规模的扩大将直接带动运输、保险、金融、商业

批发与零售、维修与保养、技术指导等服务贸易的发展ꎮ 此外ꎬ成员国间劳动

力流动壁垒逐渐减少ꎬ过境手续简化能够促进联盟内部人才交流ꎬ在教育、旅
游、建筑及工程承包等服务贸易领域发挥重要作用ꎮ 随着人才和技术的加速

流动ꎬ成员国之间的技术差距将进一步缩小ꎬ信息化的普及将带动计算机信

息服务、电信服务、咨询服务等领域的国际化ꎬ在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之间创

造巨大的贸易空间ꎮ

—２５—

① 潘广云、车丽娟:«俄罗斯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及其国际竞争力分析»ꎬ«俄罗斯中

亚东欧市场»２００８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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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卢布贬值为发展服务贸易带来机遇和挑战

世界油价低位运行给高度依赖能源出口的国家造成了经济重创ꎬ卢布持

续贬值也给欧亚经济联盟其他国家的货币汇率带来负面影响ꎬ但卢布贬值引

发经济危机的同时也给欧亚经济联盟各国的服务贸易带来了重要的发展机

遇ꎮ 以俄罗斯为例ꎬ俄罗斯丰富独特的旅游资源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具有

足够的吸引力ꎬ由于旅游成本相对于卢布贬值前有所降低ꎬ俄罗斯旅游服务

贸易将迎来新的“春天”ꎮ 旅游服务贸易的发展能够带动旅游市场相关商品

的消费ꎬ吸引更多外汇流入ꎬ给以旅游为中心的服务贸易企业带来新的发展

机遇ꎮ 但不可忽视的是ꎬ外汇大量流入需要有足够的卢布储蓄作为支撑ꎬ而
卢布贬值使俄罗斯国内的卢布现金需求增多ꎬ居民的实际福利降低ꎬ储蓄率

降低ꎬ会影响来自货币市场的卢布供给ꎬ但若加大货币(卢布)发行量又可能

导致通货膨胀ꎬ造成更严重的卢布贬值ꎮ 因此ꎬ如何把握联盟内部及对其他

国家服务贸易的发展速度将是欧亚经济联盟须要谨慎面对的问题ꎮ
(五)欧美对俄制裁推动欧亚经济联盟发展服务贸易

美国主导的对俄制裁将促使世界经济格局的转变ꎮ 对美国而言ꎬ其金融

监管体制的创新优势将得到再次激发ꎬ美国试图通过新的能源开采技术提高

能源利用效率ꎬ在满足本国能源需求的同时由能源进口国转变为能源出口

国ꎬ维护美元的地位ꎬ但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对全球经济有着“牵一发而动全

身”的效应ꎬ美国最终是否会从对俄制裁中受益还未可知ꎮ 欧美的制裁将逼

迫以俄为首的欧亚经济联盟改变合作伙伴的选择战略ꎬ随着更多国家的加

入ꎬ欧亚经济联盟对于俄罗斯等国的经济复苏将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ꎮ 对欧

洲能源进口大国而言ꎬ能源供给是其选择合作伙伴的重要标准ꎬ这些国家是

否能够与美国共同坚持对俄制裁仍难断定ꎮ 但能源产业对资金和技术的依

赖性极高ꎬ来自欧美的制裁给俄罗斯能源产业造成的打击短期很难平复ꎬ这
或将促使欧亚经济联盟将服务贸易作为展开合作的新起点ꎮ

(六)“一带一路”对俄服务贸易发展的影响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涵盖东南亚经济整合及东北亚经济整合ꎬ并最终

融合在一起通向欧洲ꎬ形成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大趋势ꎮ 在“一带一路”战略

路线中ꎬ俄罗斯在北线 Ａ 和北线 Ｂ① 中占据着重要的枢纽地位ꎬ“一带一路”

—３５—

① 北线 Ａ:北美洲(美国、加拿大)—北太平洋—日本、韩国—东海(日本海)—海参

崴(扎鲁比诺港、斯拉夫扬卡等)—珲春—延吉—吉林—长春—蒙古国—俄罗斯—欧洲

(北欧、中欧、东欧、西欧、南欧)ꎻ北线 Ｂ:北京—俄罗斯—德国—北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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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的实施能够刺激俄罗斯服务贸易的迅速发展ꎬ尤其是运输、金融等服务

贸易行业将首先得到发展ꎮ 此外ꎬ“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能够缓解俄罗斯和

其他欧洲国家紧张的经济形势ꎬ拉紧俄罗斯与北美、中亚、中国、北欧等国家

的经济合作关系ꎬ为服务贸易发展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ꎮ

二　 俄罗斯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一)俄罗斯服务贸易发展基础

俄罗斯服务贸易的最大特征是起步晚、传统服务贸易比重大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ꎬ俄罗斯国内服务产业开始发展ꎬ最活跃的领域包括银行服务、保
险、电信服务、计算机服务、餐饮服务和旅游娱乐服务ꎬ当时(经济结构改革政

策出台之前)的服务产业都是依赖政府扶持ꎮ ２０００ 年ꎬ服务业产值在俄 ＧＤＰ
中约占 ５５％ ꎬ相当于 １９９０ 年苏联 ＧＤＰ 的 ３５％ ꎬ而发达国家服务业产值占

ＧＤＰ 的比重是 ６５％ ꎬ美国达 ７７％ ꎮ 服务产业的发展解决了就业难题ꎬ服务业

就业人数达到从业总人口的 ５６％ ꎮ 但是ꎬ俄罗斯当时的服务业发展水平依然

落后ꎬ与西方国家相比ꎬ俄罗斯服务市场结构和产品优势主要集中在传统服

务行业ꎮ 到 ２０００ 年ꎬ俄罗斯的服务业收入主要来源于传统行业ꎬ如餐饮

(５４％ )、运输(１７％ )、电信(４％ )ꎬ三者占整个服务业产值的 ７０％ 以上ꎮ 之

后ꎬ随着经济结构改革的深入ꎬ运输等传统服务业得到快速发展ꎬ同时滋生了

许多新型服务行业ꎬ如审计、计算机及信息服务、市场不动产调查、广告、人才

招聘服务、私人保护等ꎬ但俄罗斯的服务产业仍处于起步阶段ꎮ 这样的处境

使得俄罗斯在发展服务产业时要考虑国内及对外贸易收支情况ꎬ在维护俄罗

斯服务供应商利益的同时建立和谐的服务贸易市场ꎬ刺激市场公平竞争ꎻ在
完善现代运输、金融、旅游等服务贸易行业发展的同时ꎬ积极促进法律、计算

机及信息服务行业的发展ꎬ这对改善俄罗斯经济结构、提高服务产业比重具

有重要意义ꎮ 如今ꎬ俄罗斯的服务贸易经过多年的发展ꎬ服务门类日渐齐全ꎬ
贸易规模逐年扩大ꎬ新型服务贸易行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ꎮ

(二)俄罗斯服务贸易规模及合作伙伴空间分布特点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ꎬ俄罗斯政府意识到依赖能源经济导致的产业结

构不合理对国家经济造成的危害ꎬ开始实施产业结构调整策略ꎬ经过数年努

力ꎬ第三产业比重逐渐提升①ꎮ 从表 １ 可以看出ꎬ俄罗斯服务贸易额逐年增加ꎬ

—４５—
① 程伟、殷红:«俄罗斯产业结构演变研究»ꎬ«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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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 ＧＤＰ 中的比重呈增长趋势ꎬ但服务贸易在 ＧＤＰ 中的比重依然较小ꎬ说明服

务贸易规模较小ꎬ服务业的开放度有限ꎬ仍需努力提高对外服务贸易的开放度ꎮ

表 １ 俄服务贸易额占 ＧＤＰ 比重和合作伙伴的空间分布 (单位:亿美元)

　 指标

年份　

服务

贸易

总额

占 ＧＤＰ
比重

(％ )

与独联

体国家

贸易额

与欧盟

贸易额

与欧亚

经济联

盟国家

贸易额

与亚太

地区

贸易额

与美国

贸易额

与乌克

兰

贸易额

与中国

贸易额

２００７ １ ０４４ ３８ ８ ０４ １４４ ３３ ４３４ ０４ ５８ １５ １２８ ９８ ６６ ４２ ４９ ３８ ２３ １８
２００８ １ ３４６ ９１ ８ １１ １８８ ０７ ５４７ ５８ ８０ ７３ １５６ ２６ ７８ ２０ ６３ ９４ ２４ ９４
２００９ １ ０９１ ９４ ８ ９３ １４３ ７５ ４３７ ９７ ５０ １１ １３９ ３４ ７５ ６４ ４８ ００ １９ １０
２０１０ １ ２４４ ３８ ８ １６ １６４ ３３ ４９２ ３０ ５６ ４２ １５６ ５７ ７７ ８７ ５６ ２４ ２４ ７７
２０１１ １ ４９５ ３４ ７ ８５ １９０ ８１ ６２０ ８９ ６５ ５３ １９３ １０ ９２ ２５ ６２ ９０ ３４ ０６
２０１２ １ ７１２ ６６ ８ ４９ ２０４ ７６ ７０６ ０８ ７０ ４８ ２１４ ６９ １０２ ４３ ６７ １８ ３６ ７９
２０１３ １ ９８５ ２２ ９ ４７ ２１６ １５ ８４６ ７３ ８２ ７８ ２４２ ４４ １０９ １２ ６８ ７８ ３６ ７０
２０１４ １ ８６８ ３７ — １８１ ７５ ８３３ ０６ ８３ １６ ２３１ ７８ １０２ ８２ ４４ １２ ３５ ０２

　 　 资料来源:服务贸易数据根据俄罗斯中央银行数据统计整理而得ꎻ俄 ＧＤＰ 数据来源

于 Макр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ｅ５ ｂｉｚ / ｍａｋｒ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ｋａ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１ 俄罗斯服务贸易规模偏小

受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ꎬ２００９ 年俄罗斯服务贸易额有所减少ꎬ但
从 ２０１０ 年开始恢复增长ꎬ且与欧盟国家的服务贸易额增长最为迅猛ꎮ ２０１４
年俄罗斯与欧盟、独联体国家和亚太地区的服务贸易额分别占总额的

４４ ５９％ 、９ ７８％和 １２ ４１％ ꎬ这足以说明欧盟在俄罗斯服务贸易领域的重要

地位ꎮ 但欧盟对俄罗斯能源、金融等领域的制裁必将影响双方在各领域的合

作ꎬ未来俄罗斯与欧盟的服务贸易规模或将因制裁而缩小ꎮ 为保障服务贸易

额的稳步增加ꎬ俄罗斯将充分运用欧亚经济联盟这一平台和中国主推的“丝
绸之路经济带”扩大与独联体国家及亚太地区的贸易合作ꎮ 受益于中俄友好

合作的基础ꎬ２０１１ 年俄罗斯与中国的服务贸易额突破 ３０ 亿美元ꎬ且保持良好

而稳定的增长趋势ꎬ但贸易规模较小ꎮ ２０１４ 年俄罗斯能源经济受挫ꎬ服务贸

易规模有所缩小ꎬ与各贸易伙伴的贸易额均出现缩减ꎬ但变动幅度不大ꎬ说明

短期内俄罗斯服务贸易因能源产业受创而造成的损失较小ꎮ
２ 俄罗斯服务贸易合作伙伴空间布局特点

从俄罗斯服务贸易合作伙伴的空间布局特点看ꎬ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的

服务贸易规模较小ꎬ主要贸易伙伴集中在欧盟和亚太地区ꎬ与其他欧亚经济

联盟成员国的服务贸易规模并不大ꎮ 其主要原因是ꎬ独联体国家及欧亚经济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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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成员国的经济结构与俄罗斯相似ꎬ对第二产业的依赖度高ꎬ第三产业在

经济中的比重均小于第二产业ꎬ仍未完全进入服务化经济的发展阶段ꎬ产业

结构调整均需经历较长的时间ꎮ 近年来ꎬ俄罗斯与美国、乌克兰和中国的服

务贸易往来日益密切ꎬ但受欧亚经济联盟正式启动和由欧美制裁导致全球能

源经济格局重组的双重影响ꎬ２０１４ 年俄罗斯与各国及经济合作组织的服务贸

易规模减小ꎻ受乌克兰紧张局势的影响ꎬ俄罗斯与乌克兰服务贸易规模的缩减

程度最为明显ꎬ与其他独联体国家的服务贸易额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缩减ꎮ
(三)俄罗斯服务贸易进出口结构

从 ２０１４ 年俄罗斯服务贸易进出口结构分析可以看出ꎬ俄罗斯服务贸易

总体呈现逆差状态ꎬ欧盟是俄罗斯最大的服务贸易进出口伙伴ꎬ对欧盟出口

额占总出口额的 ４１％ ꎬ对欧盟进口额占总进口额的 ４６％ ꎮ 独联体国家和欧

亚经济联盟成员是俄罗斯主要的出口贸易伙伴ꎬ中国与俄罗斯服务贸易规模

较小ꎬ在进出口结构中作用微弱ꎮ

图 １ ２０１４ 年俄罗斯对外服务贸易进出口结构分析

资料来源:根据俄罗斯中央银行«２０１４ 年俄联邦对外服务贸易主要合作伙伴»整理计算ꎮ

(四)俄罗斯服务贸易行业结构

根据 ＷＴＯ 数据库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３ 年的数据资料ꎬ俄罗斯服务贸易各行业近

年发展趋势向好ꎬ主要服务贸易行业的贸易额均有所增长ꎮ ２０１２ 年出口贸易

额增长最快的是保险服务(２８ ７４％ )ꎬ金融、计算机信息服务出口贸易额分别

增长 １９ ４％和 １９ １１％ ꎬ说明经过经济结构调整ꎬ俄罗斯服务业ꎬ尤其是新型

服务贸易行业得到了快速发展ꎮ 但由于世界经济受后金融危机的影响ꎬ各国

旅游消费有所收缩ꎬ导致一向具有实力的俄旅游服务贸易在 ２０１２ 年发展受

阻ꎬ出口额出现负增长ꎻ运输服务作为出口贸易额最大的行业ꎬ２０１２ 年的增长

较迅速ꎬ说明俄罗斯运输服务贸易的实力较其他行业强ꎬ且与进口相比ꎬ具有

较强的竞争力ꎮ ２０１３ 年ꎬ俄罗斯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率约为 ２０１２ 年的两倍ꎬ说
明服务贸易恢复增长的速度较快ꎮ 运输服务依然是出口第一行业ꎬ但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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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旅游服务ꎬ旅游服务出口增长迅速ꎬ从负增长迅速变为增长 １１ ４２％ ꎬ说
明 ２０１３ 年旅游市场呈现回暖趋势ꎮ ２０１３ 年出口增长最快的依然是保险服

务ꎬ说明随着俄罗斯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ꎬ承接保险服务的能力不断提升ꎬ保
险服务贸易规模随着货物贸易的快速发展逐渐扩大ꎮ 出口增长率排在第二

位和第三位的依然是金融和计算机信息服务ꎬ这反映出金融和计算机信息服

务在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ꎮ 此外ꎬ２０１３ 年建筑服务贸易出口额也出现了较

快增长ꎬ增长率约为 ２０１２ 年的 ３ 倍ꎬ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ꎬ各国对建筑服务

的需求有所增加ꎬ为俄罗斯扩大建筑服务市场提供了机遇ꎬ另一方面也体现

出俄罗斯承接建筑服务(如对外工程承包)的能力迅速增强ꎮ

表 ２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俄罗斯主要服务贸易行业发展情况 (单位:亿美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出口额
增长率

(％ )
进口额

增长率

(％ )
出口额

增长率

(％ )
进口额

增长率

(％ )

总额 ５８２ ２９ ６ ７８ １ ０４１ ０３ １９ ２４ ６４７ ６９ １１ ２３ １ ２３０ ０８ １８ １６

运输 １９０ １７ １０ ４０ １６４ ２２ ６ ６５ ２０５ ６４ ８ １３ １７４ ７７ ６ ４２

旅游 １０７ ５９ － ５ ０２ ４２７ ９８ ３０ ０８ １１９ ８８ １１ ４２ ５３４ ５３ ２４ ９０

通信 １５ ５０ ５ ２３ ２５ ３８ ０ ３２ １７ ３６ １２ ００ ２８ １９ １１ ０７

电信 １４ ０６ ４ ２３ ２５ １８ ０ ２０ １５ ５３ １０ ４６ ２７ ９２ １０ ８８

建筑 ４７ ２９ ７ ２８ ７５ ９４ ３５ ６１ ５７ ４３ ２１ ４４ ９３ ８１ ２３ ５３

保险 ４ ３０ ２８ ７４ １３ ３３ ７ ０７ ５ ７６ ３３ ９５ １４ ６０ ９ ５３

金融 １３ １７ １９ ４０ １８ ９９ ８ ８９ １７ ０２ ２９ ２３ ２６ ００ ３６ ９１

计算机

信息

服务

２０ ８８ １９ １１ ２６ ５１ ８ ９６ ２６ １１ ２５ ０５ ３２ ８８ ２４ ０３

　 　 资料来源:根据 ＷＴＯ 数据库“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整理计算ꎮ

从进口方面分析ꎬ俄罗斯服务贸易进口额大于出口额ꎬ并且进口额增长

率大于出口额增长率ꎬ这将拉大俄罗斯服务贸易逆差ꎬ降低俄罗斯相对于白

俄罗斯(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白俄罗斯服务贸易处于顺差状态)在服务贸易出口方

面的竞争力ꎮ ２０１２ 年是俄罗斯旅游年ꎬ但进口额最大的也是旅游服务ꎬ表明

俄罗斯人口向外流动的积极性高ꎬ若要借助欧亚经济联盟的平台发展旅游服

务贸易ꎬ需要优化旅游系统结构ꎬ创新旅游服务发展理念ꎬ提高旅游服务出口

能力ꎬ缩小服务贸易逆差ꎬ推动旅游市场发展ꎮ ２０１２ 年ꎬ俄建筑服务的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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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率最大ꎬ说明俄罗斯 ２０１２ 年在建筑方面的投资较大ꎬ这与索契承办第

２２ 届冬奥会有密切联系ꎮ ２０１３ 年俄罗斯服务贸易进出口均取得较快增

长ꎬ出口增长率较 ２０１２ 年提高近 １ 倍ꎬ进口增长率有所下降ꎮ ２０１３ 年进口

最多的服务仍然是旅游服务ꎬ说明俄罗斯是旅游服务进口国ꎬ但进口增长

率有所下降ꎬ说明结构调整的作用有所显现ꎮ ２０１３ 年ꎬ进口增长率最大的

是金融服务(３６ ９１％ )ꎬ其次是旅游和计算机信息服务ꎬ说明金融经济时代

俄罗斯对金融服务以及对计算机等技术领域的需求较高ꎮ 通过分析能够

看出ꎬ俄罗斯的服务贸易行业结构正在逐渐转变ꎬ虽然传统服务行业贸易

额所占比重较大ꎬ但增长率不及新型服务行业ꎬ俄罗斯服务贸易的发展趋

势是:贸易总额逐渐增加ꎬ传统行业依然占据最大的比重ꎬ新型服务行业得

到快速发展ꎮ

三　 俄罗斯服务贸易发展趋势预测

(一)预测模型构建说明

本文以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３ 年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

斯坦、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和世界服务贸易额为基础数据ꎬ运用 ＳＰＳＳ 软

件线性回归方法ꎬ预测至 ２０２５ 年各国各年份服务贸易额ꎮ 回归模型方程是:
Ｙ ＝ ｅ(ｂ０＋ｂ１Ｘ) ꎬＹ 代表服务贸易额ꎬＸ 代表年份ꎮ 模型分析结果见表 ３ꎮ

表 ３ 各国服务贸易总额预测模型分析结果

总额 出口

调整

Ｒ２ Ｆ 值
预测
公式

检验
概率

调整

Ｒ２ Ｆ 值
预测
公式

检验
概率

俄罗
斯

０ ９４５ ２０８ ３２９ Ｙ ＝ ｅ( －２５１０９３ ６８９ ＋１２５ ５８０Ｘ) <０ ０５ ０ ９５４ ２４９ ９５７ Ｙ ＝ ｅ( －９０６６５ ０６４ ＋４５ ３５５Ｘ) <０ ０５

白俄
罗斯

０ ９３０ １６１ ４９５ Ｙ ＝ ｅ( －１５５２１ ４８６ ＋７ ７６１Ｘ) <０ ０５ ０ ９３７ １８０ ３６９ Ｙ ＝ ｅ( －９４３４ ５５７ ＋４ ７１８Ｘ) <０ ０５

哈萨
克斯
坦

０ ９０４ １１４ １５８ Ｙ ＝ ｅ( －２１８１６ ２２４ ＋１１ ９２４Ｘ) <０ ０５ ０ ９６１ ２９６ ６３９ Ｙ ＝ ｅ( －６７３７ ９６３ ＋３ ３７２Ｘ) <０ ０５

亚美
尼亚

０ ９８０ ５７９ １１０ Ｙ ＝ ｅ( －３４６９ ４７９ ＋１ ７３５Ｘ) <０ ０５ ０ ９５４ ２４７ ７３８ Ｙ ＝ ｅ( －１５８１ ７５０ ＋０ ７９１Ｘ) <０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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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
吉斯
斯坦

０ ９３３ １６７ ４２８ Ｙ ＝ ｅ( －４６２７ ０３９ ＋２ ３１２Ｘ) <０ ０５ ０ ９２４ １４７ ９３５ Ｙ ＝ ｅ( －２２４４ ４０４ ＋１ １２１Ｘ) <０ ０５

世界 ０ ９６９ ３７８ ７２４ Ｙ ＝ ｅ( －１０６４４２２４ ＋５３３３ ７６８Ｘ) <０ ０５ ０ ９６８ ３５８ ６８９ Ｙ ＝ ｅ( －５５２２４８０ ０９０ ＋２７６７ １２３Ｘ) <０ ０５

　 　 注:表中所显示数据均由 ＳＰＳＳ 分析结果整理得出ꎬ调整 Ｒ２([０ꎬ１]Ｒ２ 趋近 １ꎬ拟合度

好ꎬＲ２ 趋近 ０ꎬ拟合度差)均大于 ０ ９ꎬ说明该模型变量的拟合度较高ꎻＦ 值代表变量间的

关系是否显著ꎬ该模型的 Ｆ 值均较高ꎬ说明变量 Ｘ、Ｙ 线性关系较显著ꎻ检验概率均小于

０ ０５ꎬ说明 ｔ 检验通过ꎮ

(二)欧亚经济联盟框架内俄罗斯服务贸易规模变化趋势预估

根据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３ 年欧亚经济联盟五个准成员国的服务贸易额①ꎬ运用线

性回归分析预测至 ２０２５ 年五国服务贸易额ꎬ结果如表 ４ 所示:从目前及短期

来看ꎬ在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中ꎬ俄罗斯的服务贸易额最大ꎬ２０１５ 年俄服务贸

易额占五国总额的 ８３ ５４％ ꎬ相对其他成员国而言拥有绝对的贸易规模优势ꎬ
但五国 ２０１５ 年的服务贸易总额占世界服务贸易额的 ２ ２６％ ꎬ说明目前欧亚

经济联盟成员国服务贸易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足ꎮ 主要原因是除俄罗斯

之外的其他四国服务贸易规模均比较小ꎬ亚美尼亚 ２０１５ 年的预测服务贸易

额仅为 ２６ ７７ 亿美元ꎬ吉尔吉斯斯坦为 ３１ ２６ 亿美元ꎬ说明联盟成员国服务

贸易发展基础薄弱ꎬ俄罗斯推动服务贸易发展的动力不足ꎬ增强欧亚经济联

盟的服务贸易竞争力存在很大阻力ꎮ
从出口方面看ꎬ短期内(以 ２０１５ 年贸易额作为观测值)俄罗斯及欧亚经

济联盟其他成员国的服务贸易出口总体规模偏小ꎬ２０１５ 年五国预测服务贸易

出口额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的 １ ６５％ ꎬ且由于除白俄罗斯外ꎬ其他成员国

均长期存在贸易逆差ꎬ在欧美制裁、油价下跌的经济压力下ꎬ服务贸易逆差将

有可能随着货物贸易的减少进一步拉大ꎬ对服务贸易的发展极其不利ꎮ
从中期(以 ２０２０ 年贸易额作为观测值)服务贸易规模来看ꎬ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０

年欧亚经济联盟五国的服务贸易规模均将有所增加ꎬ在世界服务贸易额中所

占的比重也会有所提升(２０２０ 年五国服务贸易额世界占比将提至 ２ ３７％ )ꎬ
得益于最大的规模基础ꎬ俄罗斯服务贸易额在不受外界因素干扰的情况下将

得到快速增长ꎬ２０２０ 年俄罗斯服务贸易总额的预测值将达 ２ ５７８ １３ 亿美元ꎬ
约占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贸易总额的 ８３ ６８％ ꎬ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亚美

尼亚、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的服务贸易规模也得以扩大ꎬ这有利于提升欧亚经济

—９５—
① 作者根据 ＷＴＯ 数据库服务贸易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３ 年统计数据整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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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５ 年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及世界服务贸易额预测

(单位:万亿美元)

总额 出口额 进出口差额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５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５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５

俄罗斯 ０ １９５ ０２３ ０ ２５７ ８１３ ０ ３２０ ６０３ ０ ０７２ ４７１ ０ ０９５ １４８ ０ １１７ ８２６ －０ ０５０ ０８１ ０ ０６７ ５１７ －０ ０８４ ９５１

白俄
罗斯

０ ０１１ ６４６ ０ ０１５ ５２７ ０ ０１９ ４０７ ０ ００７ １２６ ０ ００９ ４８５ ０ ０１１ ８４４ ０ ００２ ６０６ ０ ００３ ４４３ ０ ００４ ２８１

哈萨克
斯坦

０ ０２０ ９７７ ０ ０２６ ９３９ ０ ０３２ ９０１ ０ ００５ ７０２ ０ ００７ ３８８ ０ ００９ ０７４ －０ ００９ ５７３ －０ ０１２ １６３ －０ ０１４ ７５３

亚美
尼亚

０ ００２ ６７７ ０ ００３ ５４４ ０ ００４ ４１２ ０ ００１ １９８ ０ ００１ ５９４ ０ ００１ ９８９ －０ ０００ ２８１ －０ ０００ ３５６ －０ ０００ ４３４

吉尔吉
斯斯坦

０ ００３ １２６ ０ ００４ ２８２ ０ ００５ ４３８ ０ ００１ ５０５ ０ ００２ ０６６ －０ ００２ ６２７ －０ ０００ １１６ －０ ０００ １５ －０ ０００ １８４

五国 ０ ２３３ ４５０ ０ ３０８ １０６ ０ ３８２ ７６１ ０ ０８８ ００２ ０ １１５ ６８０ ０ １４３ ３５９ －０ ０５７ ４４６ －０ ０７６ ７４６ －０ ０９６ ０４３

世界 １０ ３３１ ７８８ １２ ９９８ ６７２ １５ ６６５ ５５６ ５ ３２７ １８０ ６ ７１０ ７４２ ８ ０９４ ３０３ ０ ３２２ ５７２ ０ ４２２ ８１２ ０ ５２３ ０５０

五国占
世界比
重(％ )

２ ２６ ２ ３７ ２ ４４ １ ６５ １ ７２ １ ７７ — — —

　 　 注:表中数据均根据 ＷＴＯ 数据库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３ 年各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计算整理ꎬ并
运用 ＳＰＳＳ 软件线性回归计算得出ꎻ回归分析说明:预测前提不考虑外部因素ꎬ仅根据历年

数据作出大体趋势预测ꎬＳＰＳＳ 回归预测过程中年份作为自变量ꎬ各年贸易额作为因变量ꎬ
结果数值均保留两位小数ꎻ表中进出口差额 ＝ 出口额 － 进口额ꎮ

联盟和俄罗斯在全球服务贸易市场的规模竞争力ꎬ为优化服务贸易行业结构

和市场结构创造更多机遇ꎮ 到 ２０２０ 年欧亚经济联盟的服务贸易出口额将突

破千亿美元ꎬ在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中所占比重提至 １ ７２％ ꎮ 其中ꎬ俄罗斯

服务贸易出口的增长速度最快ꎬ白俄罗斯依然保持顺差优势ꎬ说明与短期相

比ꎬ中期俄罗斯及欧亚经济联盟的服务贸易将呈现较好的发展趋势ꎬ但是否

能够达到如预测值般的发展水平将取决于短期俄罗斯是否能够快速缓解能

源价格走低给经济带来的危机ꎮ
从长期来看(以 ２０２５ 年贸易额作为观测值)ꎬ在短期和中期发展较顺利

的情况下ꎬ俄罗斯及欧亚经济联盟其他成员国服务贸易总额及出口额均呈现

增长趋势ꎬ五国在世界服务贸易市场中的贸易竞争力将不断增强ꎬ出口能力

和规模都将得到快速提升ꎮ
从进出口差额方面分析ꎬ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服务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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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仍将处于逆差态势ꎬ且差额逐渐增大ꎬ短期对俄罗斯经济将造成沉重负担ꎬ
为减轻贸易逆差损失ꎬ俄罗斯服务贸易规模将有可能进一步缩减ꎮ 中长期而

言ꎬ随着欧盟各国对俄制裁的逐渐放开以及俄罗斯与其他国家贸易关系的逐

渐紧密ꎬ俄罗斯经济及其服务贸易规模有望恢复正常增长ꎮ 此外ꎬ长期来看ꎬ
随着欧亚经济联盟的发展ꎬ成员国会逐渐增加ꎬ服务贸易发展政策将逐渐完

善ꎬ至 ２０２５ 年当前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服务贸易总额预测结果会受到不

同程度的影响ꎮ 在五国中ꎬ俄罗斯虽然是服务贸易额最大的国家ꎬ但服务贸

易进出口结构不合理ꎬ持续出现逆差ꎬ而白俄罗斯虽然服务贸易总额较小ꎬ但
常年维持顺差状态ꎬ说明白俄罗斯的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较强ꎬ在未来几十年

中ꎬ若白俄罗斯的服务贸易得到快速发展ꎬ那么在欧亚经济联盟目前的五个成

员国中ꎬ白俄罗斯的服务贸易竞争力有望占据第一位ꎮ 另外ꎬ哈萨克斯坦、亚美

尼亚、吉尔吉斯斯坦的服务贸易也呈现积极增长的良好发展趋势ꎬ但存在的问

题与俄罗斯相似ꎬ仍需要通过调整进出口结构加强出口竞争力ꎮ
(三)俄罗斯服务贸易伙伴空间布局变化预测

目前俄罗斯最大的服务贸易合作伙伴是欧盟国家ꎬ２０１４ 年俄罗斯与欧盟

国家服务贸易额为 ８３３ ０６ 亿美元ꎬ虽然受到欧盟对俄制裁的影响比 ２０１３ 年

减少 １ ６１％ ꎬ但基于近年来服务贸易额的迅速增长ꎬ２０１４ 年服务贸易额比

２００９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累计增长 ９０ ２１％ ꎬ因此ꎬ短期而言ꎬ欧盟仍然会

是俄罗斯最大的服务贸易伙伴ꎬ但此次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或将使俄

在努力保障对欧盟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的同时扩大与其他国家的服务贸易规

模ꎮ 近年来ꎬ从俄主导的俄、白、哈关税同盟到欧亚经济联盟ꎬ后苏联空间的

经济一体化为增加俄罗斯与其他独联体国家的贸易量创造了机遇ꎮ ２０１０ 年

以来ꎬ俄罗斯与其他独联体国家的服务贸易规模稳步增长ꎬ也为俄罗斯今后

调整贸易合作伙伴的空间布局奠定了基础ꎮ 此外ꎬ随着亚太经济圈的逐渐强

大ꎬ亚太国家与俄罗斯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也逐渐扩大ꎮ 随着中国“一带

一路”战略的推进与实施ꎬ俄罗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合作将更

加紧密ꎬ合作机会增多ꎬ在运输、旅游、金融、保险等领域的服务贸易合作也将

得到新的发展ꎮ 中长期而言ꎬ为减轻对欧盟和美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依赖ꎬ
俄罗斯将调整服务贸易合作伙伴的空间布局ꎬ稳固俄罗斯在世界服务市场的

地位ꎮ
(四)俄罗斯服务贸易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首先ꎬ对俄罗斯而言ꎬ传统服务贸易行业ꎬ如旅游、运输一向在服务贸易

中占据主要地位ꎬ但通过对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俄服务贸易行业发展情况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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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对俄罗斯至 ２０２５ 年服务贸易总额的预测能够看出ꎬ俄罗斯传统服务贸

易虽然仍将是主要服务贸易行业ꎬ但在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将逐渐减少并保持

相对稳定的增长ꎮ 在未来的网络金融时代ꎬ建筑、金融、计算机信息服务等新

型服务贸易行业将得到快速发展ꎮ 其次ꎬ俄罗斯具有丰富的教育资源ꎬ随着

俄罗斯文化产业的逐渐开放ꎬ咨询(教育)、保险服务将是较具潜力的行业ꎮ
再次ꎬ随着计算机网络化的快速普及ꎬ电子商务在各国均得到快速发展ꎬ且拥

有较好的发展前景ꎬ与电子商务联系最紧密的是运输服务贸易及批发、零售

服务行业ꎮ 最后ꎬ由于欧亚经济联盟制定了统一的关税减免政策ꎬ加速了联

盟内部的货物流动ꎬ各成员国对运输服务贸易的需求增加ꎬ运输服务贸易将

成为最有发展潜力的行业ꎮ 人才流动壁垒的消失将促进教育服务贸易的发

展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拥有优质的高校毕业生ꎬ高素质人才的充足供应

能够为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条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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