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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与区域生产分工网络对亚美尼亚
经济发展的影响

徐坡岭　 黄　 茜

【内容提要】 　 亚美尼亚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既涉及国家的资源禀赋、
经济基础和经济发展动力ꎬ同时也与该国所处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密切

相关ꎮ 在目前开放的国际经济循环中ꎬ亚美尼亚所处的地缘和区域生产分

工网络决定着未来一段时间国家经济发展的方向和前景ꎮ 亚美尼亚国际贸

易的商品结构以互补性贸易为主ꎬ但在一些产业方向上参与了具有产业内

贸易特征的区域生产分工网络ꎮ 实证分析表明ꎬ亚美尼亚的经济现代化需

要最低限度的资本积累和更加专业化的分工经济ꎬ选择融入有利的外部区

域生产分工网络对亚美尼亚经济发展十分必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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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坡岭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

员、经济学博士ꎻ黄茜(通讯作者)ꎬ新疆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讲师ꎬ中国

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系博士研究生ꎮ

亚美尼亚问题在国内学术界是小众研究对象ꎬ亚美尼亚经济发展问题研

究在国内基本上属于空白ꎮ 在少量的文献中ꎬ关于亚美尼亚地缘环境、对外

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占了亚美尼亚问题研究的绝大部分①ꎮ 这说明亚美尼亚

国内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所处的地缘政治经济环境ꎮ 从苏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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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９８１ 年 １０ 月 ~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ꎬ中国知网收录的全部 ５３ 篇涉及亚美尼亚的文献

中ꎬ关于经济问题的只有 １１ 篇ꎬ剔除一般经济情况或经济新闻性质的介绍(如关税税率调

整、连铸机投入运行)ꎬ真正具有分析性质的关于亚美尼亚经济发展的论文不超过 ５ 篇ꎬ其
余研究以亚美尼亚政治和地缘政策问题居多ꎮ ｈｔｔｐ: / / ｋｎｓ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ｋｎｓ / ｂｒｉｅｆ / ｒｅｓｕｌｔ ａｓｐ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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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亚美尼亚作为加盟共和国的分工地位ꎬ到经济市场化之后与周边国家的经

济关系ꎬ再到独联体地区经济一体化升级到欧亚经济联盟的水平ꎬ亚美尼亚

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及其参与区域生产分工关系的特征都离不开俄罗斯的

影子ꎮ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ꎬ亚美尼亚参与区域生产分工网络的

选择多了一个重要选项ꎮ 未来ꎬ亚美尼亚参与区域生产分工网络的格局是否会

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会对亚美尼亚经济产生何种影响? 这些问题值得思考和

研究ꎮ

一　 亚美尼亚经济发展基本概况

亚美尼亚是一个矿产资源比较匮乏、现代工业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地缘

政治和经济环境比较恶劣的国家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年底ꎬ亚美尼亚总人口为 ２９８
万①ꎬ国土面积为 ２ ９８ 万平方公里ꎮ 亚美尼亚境内多山ꎬ但矿产资源并不丰

富ꎬ蕴藏比较多的只有铜矿、铜钼矿和多金属矿ꎬ还有一些硫黄、大理石和彩

色凝灰石矿藏ꎬ缺乏矿物燃料ꎬ能源奇缺ꎬ主要为水力资源ꎮ
(一)俄罗斯主导亚美尼亚的经济开放与区域经济合作

苏联时期ꎬ亚美尼亚作为加盟共和国ꎬ是苏联计划经济分工体系的一环ꎬ
当时苏联在这里设置了机床、仪表和纺织厂ꎬ产品出口到其他加盟共和国ꎬ换
取自己缺乏的原材料ꎮ 苏联解体后ꎬ在独联体各国寻求政治独立的过程中ꎬ原
有的经济分工关系迅速碎片化ꎬ产业的原料来源、生产设备和零配件供应很快

中断ꎬ工业基础遭到破坏ꎮ 与此同时ꎬ国内经济市场化转型也中断了原来的生

产供应体系ꎬ转型伊始国家就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ꎮ １９９４ 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ＩＭＦ)的支持下ꎬ亚美尼亚完成了大部分中小企业的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改

革ꎬ并利用 ＩＭＦ 的支持稳定了本币汇率ꎬ控制了通货膨胀ꎬ恢复了经济增长②ꎮ
成为独立主权国家之后ꎬ亚美尼亚很快遭遇地缘政治经济难题ꎬ与阿塞

拜疆和土耳其的历史积怨逐渐成为其经济发展的外部制约因素ꎮ 作为被土

耳其、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伊朗包围的内陆国家ꎬ土耳其和阿塞拜疆对亚美

尼亚的边界封锁导致亚美尼亚经济开放的方向只能选择格鲁吉亚和伊朗ꎬ进
入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循环的国际贸易和经济合作通道也只能取道格鲁吉

—２—

①

②

Ａｓｉ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ꎬＢａｓｉｃ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１８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ｄｂ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ｂａｓｉｃ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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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和伊朗ꎮ 由于市场规模、工业能力和资源禀赋限制ꎬ格鲁吉亚和伊朗都无

法成为亚美尼亚的优先合作对象ꎮ 因此ꎬ随着俄罗斯走出转型性经济危机ꎬ
亚美尼亚的首选能源进口来源和商品出口目的地再一次回到俄罗斯ꎮ 与此

同时ꎬ艰难的地缘安全环境使得亚美尼亚把国家防务安全交给俄罗斯的军事

基地负责ꎬ国内电力和能源的生产与输送及通信和金融也逐渐被俄罗斯资本

控制ꎬ从而形成了亚美尼亚经济与俄罗斯经济高度相关的局面(见图 １)ꎮ 亚

美尼亚比俄罗斯更大幅度的经济波动是两国经济走势的主要差异ꎬ原因在于

亚美尼亚作为小型经济体更容易受外部因素冲击ꎬ经济系统更加脆弱ꎮ

图 １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７ 年俄罗斯和亚美尼亚的 ＧＤＰ 增长率(％)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ａｒｍｅｎｉａ? ｖｉｅｗ ＝ ｃｈａｒｔ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ꎬ俄罗斯经济增长中的结构问题愈加突出ꎬ能
源作为经济增长动力的作用逐渐削弱ꎬ特别是 ２０１４ 年在西方制裁和油价下

跌背景下ꎬ俄罗斯经济增长受到冲击ꎬ再次出现经济危机ꎮ 在此背景下ꎬ俄罗

斯加快由其主导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ꎬ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ꎬ俄白哈关税同盟

和欧亚经济共同体合作机制升级为欧亚经济联盟ꎬ亚美尼亚作为欧亚经济联

盟创始成员国ꎬ加入了地区一体化进程ꎮ
(二)亚美尼亚外贸合作近年来出现主要市场集中化和多元化双重趋势

亚美尼亚经济与俄罗斯经济的高度相关性使得亚美尼亚经济增长高度

依赖俄罗斯的经济发展状况ꎮ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ꎬ俄罗斯经济结构问

题的累积和 ２０１４ 年之后石油价格对俄罗斯经济增长刺激作用的减弱①ꎬ使得

受俄罗斯经济影响的亚美尼亚经济增长陷入被动ꎮ 在此背景下ꎬ一方面ꎬ俄

—３—
① 关雪凌主编:«俄罗斯经济发展研究(２０１７)»ꎬ新华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ꎬ第 １２６ ~１４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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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加强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努力使得亚美尼亚外部经济一体化出现贸易转

移效应和市场集中化趋势ꎻ另一方面ꎬ在外部积极因素的推动下ꎬ亚美尼亚经

济开放格局呈现多元化的特征ꎮ

表 １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７ 年亚美尼亚主要贸易伙伴国 (单位:亿美元)

年份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出口 １４ ２８ １４ ８０ １５ １９ １４ ８７ １７ ９７ ２２ ４３

　 俄罗斯 ２ ８０ ３ ３４ ３ ０８ ２ ２６ ３ ７３ ５ ４２

　 保加利亚 １ ２９ １ ５２ ０ ８６ ０ ７９ １ ６３ ２ ８６

　 德国 １ ５３ ０ ８６ １ ５９ １ ４５ １ ３５ １ ３２

　 中国 ０ ３１ ０ ６９ １ ７１ １ ６５ １ ００ １ ２４

　 格鲁吉亚 ０ ８２ ０ ８６ ０ ８４ １ １６ １ ４１ １ ５５

　 伊拉克 ０ １６ ０ ４８ ０ ８１ １ ３１ １ ４１ １ ２１

　 瑞士 ０ ７１ ０ ２５ ０ １４ ０ ４１ ０ ９５ ２ ６９

　 加拿大 ０ ９８ ０ ９６ ０ ８５ ０ ７８ ０ ７０ ０ ８４

进口 ４２ ６５ ４４ ７７ ４４ ０２ ３２ ５４ ３２ ２７ ４１ ８３

　 俄罗斯 １０ ５９ １１ １１ １０ ９４ ９ ４８ ９ ９１ １１ ７１

　 中国 ４ ００ ３ ８７ ４ １８ ３ １６ ３ ６３ ４ ８１

　 德国 ２ ６５ ２ ８１ ２ ８３ ２ ０２ １ ６０ ２ ０７

　 土耳其 ２ １４ ２ １１ ２ ３２ １ ３７ １ ６９ ２ ２９

　 伊朗 ２ ２０ １ ９８ ２ ０７ １ ９８ １ ６５ １ ７９

　 意大利 １ ６９ １ ６５ １ ８０ １ ４９ １ ２７ １ ６３

　 乌克兰 ２ １６ ２ ２７ ２ ０２ １ ２５ ０ ９９ １ １９

　 美国 １ ４４ １ ３８ １ ３４ １ ０８ ０ ７９ １ ３６

资料来源:Ａｓｉ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ꎬＡｒｍｅｎｉａꎬＫｅ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２０１８(ＸＬＳＸ)ꎬ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ａｄｂ ｏｒｇ / ｄａｔａｓｅｔ / ａｒｍｅｎｉａ － ｋｅｙ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表 １ 的数据显示ꎬ２０１５ 年欧亚经济联盟正式运行后亚美尼亚对俄罗斯的

贸易额进一步上升ꎮ ２０１５ 年俄罗斯受经济危机的影响进出口总额下降

３３ ６％ ꎬ其中ꎬ进口下降 ３７ ３％ ꎬ出口下降 ３１ ３％ ①ꎬ但俄罗斯对亚美尼亚的

出口仅减少 １３ ３％ ꎬ自亚美尼亚的进口下降 ２６ ６％ ꎮ ２０１６ 年经济趋稳之后ꎬ
自亚美尼亚的进口增长 ６５％ ꎬ２０１７ 年再增长 ４５ ３％ ꎻ对亚美尼亚的出口 ２０１６

—４—
① Торговля в России ２０１７ Стат сб Росстат Ｍ ２０１７ Ｃ 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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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和 ２０１７ 年分别增长 ４ ５％和 １８ ２％ ꎮ 欧亚经济联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贸

易转移效应使得亚美尼亚外部市场的集中度进一步上升ꎮ 但由于欧亚经济

联盟市场容量限制ꎬ成员国只能寻求在联盟外市场满足自己的进出口需要ꎮ
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亚美尼亚的出口市场(国内产出的价值实现)和进口市

场(与商品竞争力、产业内分工和市场距离有关)都没有局限在联盟内ꎮ 表 ２
所示的 ２０１７ 年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贸易结构表明了这一点①ꎮ 这是促使亚

美尼亚国际贸易市场多元化发展的重要因素ꎮ 欧洲市场的保加利亚和瑞士

以及临近市场的格鲁吉亚等国作为亚美尼亚出口市场的地位也有较大幅度

提升(见表 １)ꎮ 另外ꎬ２０１３ 年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ꎬ在中亚和高加

索地区产生积极反响ꎬ亚美尼亚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也有了较大幅度发展ꎮ 其

中ꎬ亚美尼亚对中国的出口逐年增加ꎬ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３ １００ 万美元增至 ２０１７ 年

的 １ ２４ 亿美元ꎬ从中国的进口呈现波动状态ꎬ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７ 年分别为 ４ 亿、
３ ８７ 亿、４ １８ 亿、３ １６ 亿、３ ６３ 亿和 ４ ８１ 亿美元②ꎮ

表 ２ ２０１７ 年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贸易额在联盟内外的分布(％)

地区或国家 与联盟外国家商品贸易 与联盟内国家商品贸易

欧亚经济联盟 ８５ ５ １４ ５

亚美尼亚 ７１ ０ ２９ ０

白俄罗斯 ４７ ５ ５２ ５

哈萨克斯坦 ７７ ６ ２２ ４

吉尔吉斯斯坦 ６１ ４ ３８ ６

俄罗斯 ９１ １ ８ ９

资料 来 源: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союз в цифрах: кратки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Евразийск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комиссия М ２０１８ Ｃ １４９

—５—

①

②

表 ２ 的数据显示ꎬ俄罗斯 ９１ １％ 的商品进出口需要在欧亚经济联盟外实现ꎬ哈萨

克斯坦的这一比例也高达 ７７ ６％ ꎮ 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国际贸易市场结构是由它们出

口的商品性质决定的ꎬ即主要以能源为主的大宗商品需要广阔的世界市场容纳ꎬ同时ꎬ作为

联盟内的经济大国ꎬ更强的商品购买力也需要从欧亚经济联盟外市场寻找ꎮ 相对而言ꎬ亚
美尼亚进出口商品性质与俄哈不同ꎬ虽然其饮料、香烟、非食用原料、合成轮胎和纺织品的

出口以及燃料、矿产品、机械及运输设备等的进口大部分都能够在欧亚经济联盟市场解决ꎬ
但 ２０１７ 年亚美尼亚与欧亚经济联盟外其他国家的贸易额仍占其外贸总额的 ７１％ ꎬ与欧亚

经济联盟成员国的贸易额却只占其外贸总额的 ２９％ ꎮ 而且ꎬ这 ２９％的贸易额中有 ２７％是与

俄罗斯进行的(自俄罗斯进口额占进口总额的 ２９％ꎬ对俄罗斯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 ２５％)ꎮ
亚美尼亚自中国进口的这种波动与亚美尼亚经济增长波动引发的购买力波动有

关(见表 １)ꎮ 亚洲开发银行网站ꎬ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ａｄｂ ｏｒｇ / ｄａｔａｓｅｔ / ａｒｍｅｎｉａ － ｋｅｙ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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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ꎬ亚美尼亚进出口市场向俄罗斯集中和向欧亚经济联盟外第三

方市场的多元化发展趋势是并存的ꎮ 一方面ꎬ从市场集中度看ꎬ亚洲开发银

行数据(见表 ３)表明ꎬ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年ꎬ亚美尼亚与俄罗斯的贸易额占其对外

贸易总额的比重从 ２４ ２６％ 增至 ２７ ３２％ ꎮ 其中ꎬ俄罗斯由于经济波动而进

口能力发生变化ꎬ其作为亚美尼亚产品出口市场的重要性呈现不稳定波动状

态ꎮ 但与此同时ꎬ俄罗斯作为亚美尼亚进口商品来源地的重要性却快速上

升ꎬ特别是 ２０１５ 年欧亚经济联盟开始运行之后ꎬ这一趋势更加明显ꎬ呈现进

口来源市场集中度急剧上升的趋势ꎮ 另一方面ꎬ２０１３ 年以来ꎬ亚美尼亚与其

他贸易伙伴的进出口情况则呈现市场多元化的趋势ꎮ 出口市场中ꎬ中国、德
国、保加利亚、瑞士、格鲁吉亚和伊拉克等国在亚美尼亚总出口中的份额均有

所增长ꎮ 进口来源市场中ꎬ中国、德国、土耳其、伊朗、意大利等国的重要性更

加突出(见表 ４)ꎮ

表 ３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年亚美尼亚与俄罗斯贸易额及在其外贸总额中的占比

年份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贸易总额(亿美元) １４ ４５ １４ ０２ １１ ７４ １３ ５５ １７ ３０

占比(％ ) ２４ ２６ ２３ ６９ ２４ ７６ ２６ ８８ ２７ ３２

出口额(亿美元) ３ ３５ ３ ０８ ２ ２６ ３ ７０ ５ ５７

占比(％ ) ２２ ６０ ２０ ３０ １５ １９ ２０ ７８ ２４ ９０

进口额(亿美元) １１ １０ １０ ９４ ９ ４８ ９ ８５ １１ ７３

占比(％ ) ２４ ８１ ２４ ８６ ２９ １４ ３０ ２１ ２８ ６４

资料来源:同表 １ꎮ

表 ４ ２０１７ 年亚美尼亚主要贸易伙伴国及占比

排名
进口

来源国
进口额

(亿美元)
占比
(％ )

出口
目的国

出口额
(亿美元)

占比
(％ )

１ 俄罗斯 １１ ７３ ２８ ６４ 俄罗斯 ５ ５７ ２４ ９０

２ 中国 ４ ７８ １１ ６６ 保加利亚 ２ ８２ １２ ６２

３ 土耳其 ２ ２３ ５ ４４ 瑞士 ２ ６１ １１ ６８

４ 德国 ２ ０１ ４ ９１ 格鲁吉亚 １ ５３ ６ ８３

５ 伊朗 １ ７５ ４ ２６ 德国 １ ３３ ５ ９５

６ 意大利 １ ５８ ３ ８６ 中国 １ １９ ５ ３０

７ 美国 １ ３３ ３ ２６ 伊拉克 １ １７ ５ ２５

８ 乌克兰 １ １５ ２ ８２ 阿联酋 １ ０２ ４ ５７

—６—



Статьи на актуальные темы / 要文特约

９ 瑞典 ０ ９６ ２ ３６ 荷兰 ０ ８９ ３ ９６

１０ 阿联酋 ０ ９６ ２ ３５ 伊朗 ０ ８４ ３ ７６

１１ 其他合计 １２ ４７ ３０ ４４ 其他合计 ３ ４０ １５ １８

总计 ４０ ９５ １００ ００ 总计 ２２ ３７ １００ ００

资料来源:同表 １ꎮ

二　 亚美尼亚参与区域生产分工网络的基本特征

一个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和区域生产网络的形式是由该国的资源禀赋、经
济发展阶段和技术水平决定的ꎮ 根据贸易产生的原因不同ꎬ贸易类型分为产

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和产品内贸易①ꎮ 这三种贸易类型基本上反映一个国

家参与国际分工和区域生产分工网络的特征ꎮ
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和产品内贸易反映了商品生产中分工和产业链

的长度以及迂回生产方式的发育程度ꎬ进而也反映了一国经济的工业化和现

代化水平ꎮ 区分不同贸易类型的方法主要是运用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制定的

«国际贸易标准分类» (ＳＩＴＣ)形成的贸易统计数据来计算②ꎮ ＳＩＴＣ０ ~ ＳＩＴＣ４
为初级产品ꎬ其余为工业制成品ꎮ

(一)亚美尼亚参与国际分工方式以产业间分工为主

根据国际贸易组织的统计数据ꎬ亚美尼亚进出口贸易的商品结构如

—７—

①

②

新古典标准贸易理论赫克歇尔 － 俄林理论(Ｈ － Ｏ 理论)以及之前的各种贸易理

论ꎬ其所阐释的贸易类型主要是基于资源禀赋和先天优势形成的互补性贸易ꎮ 这种类型

的贸易主要出现在资源禀赋差异比较大的国家之间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之后ꎬ资源禀赋相

似或相同国家之间的贸易飞速发展ꎬ瑞典经济学家林德研究发现ꎬ这种快速发展的贸易主

要出现在发展水平相近、资源禀赋相似的国家之间ꎬ而且是在同一产业内部的不同商品或

半成品、资本品之间的贸易ꎮ 林德把这种贸易类型称为产业内贸易ꎮ 产业内贸易形成的

原因是分工和专业化导致的规模经济效应以及由于资源禀赋因素导致的上游投入品垄

断ꎮ 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后来被经济学家称为 Ｈ － Ｏ 国际分工结构和林德国际分工

结构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ꎬ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快速发展ꎬ跨国公司的多家子公司为生产同

一产品供应零部件并展开相互贸易ꎮ 这种由跨国公司驱动的贸易被称为产品内贸易ꎬ是
零部件附加值在国际上的流动ꎮ

ＳＩＴＣ０ꎬ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活动物ꎻＳＩＴＣ１ꎬ饮料及烟类ꎻＳＩＴＣ２ꎬ非食用原料ꎻ
ＳＩＴＣ３ꎬ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ꎻＳＩＴＣ４ꎬ动植物油脂及蜡ꎻＳＩＴＣ５ꎬ化学品及相关产品ꎻ
ＳＩＴＣ６ꎬ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ꎻＳＩＴＣ７ꎬ机械及运输设备ꎻＳＩＴＣ８ꎬ杂项制

品ꎻＳＩＴＣ９ꎬ未分类的其他商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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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出口商品主要是 ＳＩＴＣ１、ＳＩＴＣ２ 和 ＳＩＴＣ６ 类商品ꎬ即饮料、香烟、非食用

原料、合成轮胎和纺织品等(见表 ５)ꎻ进口商品主要是 ＳＩＴＣ０、ＳＩＴＣ３、ＳＩＴＣ６
和 ＳＩＴＣ７ 类商品ꎬ即粮食及食品、燃料、橡胶制品、矿产品、机械及运输设备

(见表 ６)ꎮ

表 ５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年亚美尼亚出口商品结构(％)

年份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ＳＩＴＣ０ ７ ６８ ７ ０９ ６ ７７ ６ ８３ ６ ４７

ＳＩＴＣ１ １８ ８４ ２０ ３７ １８ ８５ ２１ ２５ ２２ １６

ＳＩＴＣ２ ２２ ０３ ２０ ４６ ２６ １５ ２３ ８８ ２９ ４８

ＳＩＴＣ３ ６ ０２ ６ ０６ ６ ２３ ３ ４０ ３ ３６

ＳＩＴＣ４ ０ ０ ０ ０ ０４ ０ ０１

ＳＩＴＣ５ １ ７１ １ ３５ １ ５１ １ ４３ １ ７４

ＳＩＴＣ６ ２９ ３３ ２９ ９８ ２２ １９ １９ ３１ １６ ７１

ＳＩＴＣ７ ３ １０ １ ７４ １ ７８ ２ ２８ ２ ４４

ＳＩＴＣ８ ６ ２６ ７ ２１ ８ ９２ １２ ８１ １０ ５５

ＳＩＴＣ９ ５ ０２ ５ ７５ ７ ６１ ８ ７７ ７ ０８

资料来源:同表 １ꎮ

表 ６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年亚美尼亚进口商品结构(％)

年份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ＳＩＴＣ０ １４ ４８ １４ ５７ １４ ６０ １３ ２９ １３ ５５

ＳＩＴＣ１ ３ ８３ ３ ３０ ４ ０７ ４ ８１ ３ ４７

ＳＩＴＣ２ １ ５７ ２ ０３ ２ ４５ ２ ４０ １ ６４

ＳＩＴＣ３ ２２ ０４ １９ ５７ ２０ ６９ １７ ６３ １６ １０

ＳＩＴＣ４ １ ０７ ０ ９２ ０ ８８ ０ ８８ ０ ７６

ＳＩＴＣ５ １０ ５６ １０ ７６ １１ ３８ １１ ９９ １２ ４５

ＳＩＴＣ６ １７ ７２ １９ ９２ １８ ６９ １９ ８２ １９ ７２

ＳＩＴＣ７ １７ ３７ １６ ６７ １８ ０７ １８ １４ ２０ ００

ＳＩＴＣ８ ７ ３６ ８ ２８ ８ ４４ １０ １５ １０ ８１

ＳＩＴＣ９ ４ ００ ３ ９８ ０ ７４ ０ ８９ １ ５１

资料来源:同表 １ꎮ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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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种进出口结构反映了亚美尼亚的资源禀赋特征和产业竞争力特

点ꎮ 一方面ꎬ亚美尼亚粮食和农产品无法自给自足ꎬ缺乏燃料和工业发展所

需要的工业原料ꎬ需要靠进口来弥补ꎬ工业基础薄弱ꎬ发展所需的机械及运输

设备也需要进口ꎻ另一方面ꎬ初级产品及加工业中ꎬ饮料、香烟、非食用原料、
合成轮胎和纺织品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ꎮ

而这种进出口贸易的商品结构特征是一种典型的产业间贸易ꎬ以互补性贸易

为主ꎬ同时与特定国家形成了投资品或工业生产上游产品的上下游分工关系ꎮ
(二)亚美尼亚与俄罗斯之间存在上下游产业内贸易关系

俄罗斯作为亚美尼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国ꎬ是亚美尼亚化工原料、橡胶制

品、矿产品、工业设备及零配件的来源地ꎬ同时是亚美尼亚利用这些原料和零

配件生产的最终产品的销售市场ꎮ 俄罗斯对亚美尼亚的工业原料、中间品供

应贸易关系主要分布在 ＳＩＴＣ５、ＳＩＴＣ６ 和 ＳＩＴＣ７ 类商品中ꎮ
运用产业内贸易指数①计算ꎬ可以发现俄罗斯与亚美尼亚之前在特定产

业存在微弱的产业内贸易关系ꎮ 中间品贸易特征具有上下游分工的性

质(见表 ７)ꎮ

表 ７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年亚美尼亚与俄罗斯的产业内贸易指数(ＩＩＴ)

年份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ＳＩＴＣ０ ０ １０ ０ １１ ０ ０９ ０ １２ ０ １８

ＳＩＴＣ１ ０ ２４ ０ ２４ ０ ３５ ０ ２８ ０ ２１

ＳＩＴＣ２ ０ ２５ ０ ３１ ０ ２６ ０ ０８ ０ ０５

ＳＩＴＣ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ＳＩＴＣ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ＳＩＴＣ５ ０ １７ ０ １３ ０ ２８ ０ ２０ ０ ３３

ＳＩＴＣ６ ０ １２ ０ ０９ ０ １１ ０ ３１ ０ ２０

ＳＩＴＣ７ ０ １４ ０ ２２ ０ １７ ０ ２５ ０ ２７

ＳＩＴＣ８ ０ ３６ ０ ３４ ０ １５ ０ １４ ０ １３

ＳＩＴＣ９ ０ ０ ０ ０ ０

资料来源:同表 １ꎮ

—９—

① 产业内贸易指数(Ｇ － Ｌ 指数):ＩＩＴ ＝ １ －
∑ｎ

ｉ ＝ ０ Ｘｉ － Ｍｉ

∑ｎ
ｉ ＝ ０ Ｘｉ( ＋ Ｍｉ)

ꎬＩＩＴ > ０ ５ 表示产业内贸

易占优势ꎬＩＩＴ < ０ ５ 则产业间贸易占优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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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美尼亚在区域分工网络中未充分利用其相对丰裕要素

相对于亚美尼亚的自然资源和资本存量ꎬ其人力资源在国内经济发展和

区域经济分工中属于相对丰裕的生产要素ꎬ但该资源并没有被充分利用ꎬ也
没有因此形成经济竞争优势ꎮ 亚美尼亚的出口商品主要是香烟、饮料、非食

品原料和纺织品ꎬ这些产品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ꎬ但是ꎬ其出口竞争力和产业

规模优势均没有达到替代周边市场产品的水平ꎬ吸纳剩余劳动力的效应也不

显著ꎮ
统计资料显示ꎬ２０１７ 年亚美尼亚劳动人口为 １２３ 万ꎬ就业人口为 １０１ 万ꎬ

失业率达 １７ ９％ ꎮ 亚美尼亚的高失业率是持续性的ꎬ与经济增长速度关系不

大ꎮ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年ꎬＧＤＰ 增速最低为 ０ ２２％ (２０１６ 年)ꎬ最高为 ７ ５％ (２０１７
年)ꎬ其余年份在 ３ ２％ ~ ３ ６％ 之间ꎬ但失业率却一直处于 １６ ２％ ~ １８ ５％
的高位区间ꎮ ２０１６ 年亚美尼亚 １５ ~ ２４ 岁的青年人中ꎬ既没有接受教育或培

训ꎬ也没有就业的人口占 ３５ ６％ (其中ꎬ女性占 ３４ ８％ ꎬ男性占 ３６ ４％ )ꎮ 就

业人口中ꎬ２０１６ 年月均工资为 ３９３ 美元ꎬ２０１７ 年月均工资为 ４０４ 美元①ꎮ
亚美尼亚不仅失业率高ꎬ而且适龄劳动人口中海外移民数量居高不

下②ꎮ 据联合国国际移民署统计ꎬ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７ 年ꎬ亚美尼亚向海外净移民 １０９
万人③ꎮ 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由于纳卡冲突、斯皮塔克地震和苏联解体引发的

移民不同ꎬ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劳务移民成为亚美尼亚海外移民的主要特征ꎮ 到

２０１２ 年ꎬ仅俄罗斯境内的亚美尼亚劳务移民就高达 １４８ ０５ 万④ꎮ 一方面ꎬ海
外劳务移民为亚美尼亚带来了大量的侨汇收入ꎬ成为亚美尼亚国民收入的重

要来源ꎬ２０１５ 年侨汇收入占 ＧＤＰ 的比重将近 ２０％ ꎻ另一方面ꎬ海外移民也正

在损害亚美尼亚国内的人力资本质量ꎮ 大量人口移民海外正是由于国内经

—０１—

①

②

③

④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союз в цифрах:кратки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Евразийск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комиссия М ２０１８ Ｃ ３２ － ３５

亚美尼亚的大规模海外移民是一个复杂的历史问题ꎮ 对亚美尼亚海外侨民总数

的判断有多种说法ꎮ 亚美尼亚官方和学者常用的数字是 ７００ 万海外侨民ꎮ 也有研究认

为ꎬ全球亚美尼亚人口大约 １ ７００ 万ꎬ约 １ ４００ 万分布在世界各地ꎮ 基于文献和官方机构

的统计数据ꎬ１９９０ 年前后开始的移民潮以及之后的海外劳务移民总数超过 １００ 万ꎮ
Айкануш Чобанян Возвратная миграция и вопросы реинтеграции: Армения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ａｒｉｍ － ｅａｓｔ ｅｕ / ｍｅｄｉａ / ＣＡＲＩＭ － Ｅａｓｔ － ＲＲ － ２０１３ － ０４＿ＲＵ ｐｄｆ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ｕｎ ｏｒｇ / ｗｐｐ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 Ｓｔａｎｄ￣
ａｒｄ /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

Ａ ＡｌｅｋｓａｎｙａｎꎬＬａｂｏ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ｍｅｎｉａｎｓ ｉｎｔｏ Ｒｕｓｓｉａ: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ｙｓｕ ａｍ / ｆｉｌｅｓ / Ｌａｂｏｒ －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 ｏｆ － Ａｒｍｅｎｉａｎｓ － ｉｎｔｏ － Ｒｕｓｓｉａ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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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不景气和就业机会减少造成的ꎮ
低收入水平意味着劳动力成本具有竞争优势ꎬ同时存在高失业率则表示

缺少资本对劳动的雇佣ꎮ 这意味着丰裕要素的回报率低ꎬ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是资本投资匮乏ꎮ

三　 俄罗斯主导的区域生产分工网络

对亚美尼亚经济发展的影响

　 　 经济发展是比经济增长内涵更加丰富的概念ꎬ包含了除经济增长之外的

经济结构优化、国民经济安全性和独立性增强、劳动生产率提升、技术水平改

进、经济竞争力提高等ꎬ其中ꎬ积累能力、投资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国际经

济竞争力都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ꎮ
在参与地缘和区域生产分工网络的过程中ꎬ改善经济安全状况ꎬ提升经

济竞争力ꎬ提高丰裕要素的边际报酬率ꎬ对一国经济的发展具有优先性ꎮ 同

时ꎬ由于参与国际经济分工网络是国家对外战略ꎬ特别是对外经济战略的组

成部分ꎬ而根据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ꎬ对外战略主要服务于安全、发展和地

缘影响力ꎮ 因此ꎬ可以从经济安全、经济发展和对区域生产分工体系的影响

力来评估参与区域生产分工网络对一国经济发展的影响ꎮ
根据以上对经济发展和对外经济战略目标的理解ꎬ结合亚美尼亚目前经

济发展状况可以发现ꎬ亚美尼亚既有的地缘和区域生产分工网络状态对促进

经济发展效果不但不显著ꎬ而且在某些方面的影响是负面的ꎮ
(一)对经济独立性和经济安全的影响

广义的国家经济安全包括经济独立性和经济风险ꎬ狭义的经济安全则主

要指国家经济抵御外部冲击、防范风险的能力ꎮ 衡量国家短期经济安全风险

的主要指标包括国家信用、能源安全和债务边界ꎮ 长期经济安全则主要指可

持续发展能力和经济独立性等ꎮ 依据这些标准ꎬ结合亚美尼亚目前所处的地

缘和区域生产分工网络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ꎮ
第一ꎬ亚美尼亚与俄罗斯和伊朗的经济合作和分工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解

决了亚美尼亚的能源短缺和能源安全问题ꎮ 特别是近年来亚美尼亚与伊朗

经济关系的发展对亚美尼亚能源来源多元化和能源保障意义重大ꎮ 另外ꎬ参
与区域国际生产分工网络还解决了亚美尼亚的粮食供给和工业原料供给问

题ꎮ 这是亚美尼亚经济与外部产业间互补性贸易的基础性原因ꎮ
第二ꎬ对外经济依存度提高和出口能力不足降低了亚美尼亚经济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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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ꎮ 表 ８ 的数据显示ꎬ相对于进口需求ꎬ亚美尼亚的出口能力低下ꎬ进口依存

度高ꎬ经常账户赤字居高不下ꎮ 与此同时ꎬ经济的总对外依存度呈现波动状

态:在经济增长率比较高的年份ꎬ进口依存度呈现更高的水平ꎻ经济增长低迷

使出口能力下降ꎬ进口依存度下降更多ꎮ 这表明ꎬ亚美尼亚物质生产部门的

供给能力相对薄弱ꎬ国内需求增长依靠外部市场来满足ꎮ 这降低了亚美尼亚

经济的独立性ꎮ 不过ꎬ２０１０ 年以来ꎬ亚美尼亚出口占 ＧＤＰ 的比重逐渐上升ꎬ
表明其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出口竞争力)处于成长之中ꎬ对降低经常账户赤字

起到了积极作用ꎮ

表 ８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７ 年亚美尼亚进出口、净出口(经常账户余额)
和对外经济依存度

年份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出口
(亿美元) １０ ５７ ７ １０ １０ ４１ １３ ３４ １３ ８０ １４ ７９ １５ ４７ １４ ８５ １７ ９２ ２２ ４３

进口
(亿美元) ４４ ２６ ３３ ２１ ３７ ４９ ４１ ４５ ４２ ６１ ４３ ８６ ４４ ２４ ３２ ３９ ３２ ７３ ４１ ８３

净出口
(亿美元) －３３ ６９ －２６ １１ －２７ ０８ －２８ １１ －２８ ８１ －２９ ０７ －２８ ７７ －１７ ５４ －１４ ８１ －１９ ４０

出口依
存度(％) ９ ５ ８ ９ １２ ９ １４ １ １５ ２ １４ ７ １４ ６ １５ ４ １７ ９ ２０ ６

进口依
存度(％) ３３ ６ ３３ １ ３５ ２ ３４ ９ ３６ ４ ３４ ５ ３２ ３ ２６ ６ ２６ ９ ３３ ５

对外经济
依存度
(％)

４３ １ ４２ ０ ４８ １ ４９ ０ ５１ ６ ４９ ２ ４６ ９ ４２ ０ ４４ ８ ５４ １

注:对外经济依存度是指一国对外贸易额占本国 ＧＤＰ 的比重ꎬ反映一国经济对国际
市场的依赖程度ꎮ

资料来源:同表 １ꎮ

(二)区域生产分工对固定资产投资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无积极影响

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要素投入的增加ꎬ一个是劳动

生产率的提高ꎮ 其中ꎬ要素投入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最基本因素ꎮ 在投资增加

的基础上实现生产规模的扩大ꎬ才能为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提供产业基础ꎮ
特别是对于一国经济发展而言ꎬ固定资产投资率保持不低于 ＧＤＰ 的 ２０％ 的

水平ꎬ是实现扩大再生产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前提ꎮ 但观察亚美尼亚的投资状

况可以发现ꎬ这个领域是造成亚美尼亚经济缺乏长期发展基础的最重要

原因ꎮ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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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 的数据表明ꎬ亚美尼亚 ２０１３ 年以来的固定资产投资率非常低(长期

低于 １０％ )ꎬ国内总储蓄率更是处于非常低的水平ꎮ 这种超低水平的积累率

和固定资产投资率意味着ꎬ亚美尼亚不但无法实现设备更新和扩大再生产ꎬ
而且其基础设施和工业设备处于逐渐衰败的过程之中ꎮ

如果观察亚美尼亚的固定资产投资结构ꎬ则投资领域的问题更加严重ꎮ 根据

欧亚经济联盟统计委员会的数据ꎬ２０１７ 年亚美尼亚的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投向:水、
电和燃气的生产和供应(１２ ６％)ꎬ仓储和运输(１２ ８％)ꎬ房地产(２６ ７％)ꎮ

在投资资金来源中ꎬ外国投资占 １０ ５％ ꎬ是欧亚经济联盟中外资依存度

最高的国家①ꎮ 非常低的投资率和更高的进口增长率显示亚美尼亚在地缘

和区域生产分工网络中缺乏形成资本的能力ꎬ这是对亚美尼亚长期经济增长

的重要威胁ꎮ

表 ９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８ 年亚美尼亚经济增长、外贸增长与投资状况

年份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１ ~ ９ 月∗

ＧＤＰ 总量(亿美元) １１１ ２１ １１６ １０ １０５ ５３ １０５ ４６ １１５ ３７ —

ＧＤＰ 增长率(％ ) １０３ ３ １０３ ６ １０３ ２ １００ ２ １０７ ５ １０６ ６

固定资产投资占
ＧＤＰ 比重(％ ) １０ ０ ９ ６ ９ ５ ８ ２６ ８ ０ —

国内总储蓄占
ＧＤＰ 比重(％ ) ０ ９ ２ ４ ８ ８ ９ ２ ８ ５ —

固定资产投资
总额(亿美元) １１ ０７ １１ １５ １０ ０８ ８ ２８ ８ ６２ —

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率(％ ) － ７ ７ ０ ７ ０ ３ － １０ ８ ４ １ —

进出口增长率(％ ) １０４ ６ １０１ ４ ７６ ５ １０３ ３ １２８ １ １２２ ４

出口增长率(％ ) １０３ ４ １０８ １ １００ ７ １１３ ９ １２０ ７ １１１ ６

进口增长率(％ ) １０５ ０ ９９ １ ６７ ５ ９７ ５ １３２ ９ １２８ ６

∗ ２０１８ 年 １ ~ ９ 月数据来自:Социально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Республики
Армения в январе － сентябре ２０１８ года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ｒｍｓｔａｔ ａｍ / ｒｕ / ? ｎｉｄ ＝ ８２＆ｉｄ ＝ ２０８５

资料来源:Евразий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союз в цифрах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ａｅｕｎｉｏｎ
ｏｒｇ / ｒｕ / ａｃｔ / ｉｎｔｅｇｒ＿ｉ＿ｍａｋｒｏｅｃ / ｄｅｐ＿ｓｔａｔ / ｅｃｏｎｓｔａｔ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Ｂｒｉｅ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２０１８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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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区域生产分工网络的影响ꎬ亚美尼亚经济存在“去工业化”趋势

积累能力低下ꎬ固定资产投资率无法保证基本的简单再生产需要ꎬ使得

亚美尼亚物质生产部门处于逐渐萎缩的状态ꎮ 这是亚美尼亚经济现代化和

工业化的主要威胁ꎮ

图 ２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７ 年亚美尼亚 ＧＤＰ 产出构成(％)
资料来源:同表 １ꎮ

图 ２ 显示 ２００７ 年以来亚美尼亚 ＧＤＰ 产出结构的变化情况ꎮ ２００７ 年亚

美尼亚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产出比例是 ２０∶ ４３ ２∶ ３６ ８ꎬ２０１７ 年这三大产业

的产出比例是 １６ ３∶ ２７ ６∶ ５６ １ꎮ
亚美尼亚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还不具有国际竞争力ꎬ国内制造业部

门的劳动生产率和生产能力也不足以满足全社会对基本消费品的需求ꎮ 正

是在这种情况下ꎬ亚美尼亚逐渐进入了后工业社会ꎮ 但这种“去工业化”并不

代表经济现代化水平的提高ꎬ反而是国民经济技术基础和财富生产能力的

下降ꎮ
亚美尼亚这种经济结构的消极变化与所处的地缘和区域生产分工网络

密切相关ꎮ 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缺乏经济主权ꎬ工业部门的国际竞争力得不

到提高ꎬ损害了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ꎮ
表 １０ 是欧亚经济联盟统计委员会发布的数据ꎬ虽然与亚洲开发银行的

统计数据有微小的差别ꎬ但大的结构性变化是相同的ꎮ 其中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年

ＧＤＰ 增加值变化在物质生产部门的分布和生产性服务业部门的分布进一步

证明ꎬ经济结构变化对亚美尼亚物质生产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具有积极

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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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０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年亚美尼亚 ＧＤＰ 增加值的结构变动情况(现价ꎬ％)

年份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ＧＤＰ 增加值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物质生产部门 ５０ ８ ４８ ９ ４８ ０ ４６ ６ ４４ ９

　 农业、林业和渔业 ２０ ７ ２０ ４ １９ ３ １８ ２ １６ ７

　 工业 １８ ３ １８ ０ １８ ２ １９ ８ ２０ ０

　 建筑业 １１ ８ １０ ０ １０ ５ ８ ６ ８ ２

服务业部门 ４９ ２ ５１ １ ５２ ０ ５３ ４ ５５ １

　 批发、零售贸易ꎻ汽车等维修 １３ ５ １３ ３ １２ ２ １０ ９ １２ ０

　 交通、仓储与信息、通信 ６ ７ ７ ２ ６ ６ ７ １ ７ １

资料来源:同表 ９ꎮ

四　 结论:通过分工网络多元化提升

经济独立性与经济现代化

　 　 (一)基本结论

前面的分析表明ꎬ亚美尼亚经济在 ２０１７ 年恢复增长ꎬ与俄罗斯经济形势

变化密切相关ꎬ俄罗斯是亚美尼亚经济增长和衰退的原因ꎮ 造成这种现象的

深层次原因是:目前亚美尼亚处于由俄罗斯主导的区域生产分工网络之中ꎬ
尽管俄罗斯为亚美尼亚提供了能源安全保障ꎬ但也对亚美尼亚的经济自主性

和经济现代化空间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ꎮ
首先ꎬ亚美尼亚目前在地缘和区域生产分工网络中的地位及其与外部的

经贸关系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国内能源供给ꎬ提高了食品供给能力ꎮ 同时ꎬ个
别出口部门也获得了参与国际分工的出口收益ꎮ 但现有的地缘和区域生产

分工网络没有帮助亚美尼亚实现积累和投资能力的提高ꎬ甚至是损害其积累

和投资能力的ꎮ 目前ꎬ亚美尼亚经济中的“去工业化”趋势就是这种危害的具

体证明ꎮ
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ꎬ对于亚美尼亚这样知识产权和创新能力基础比

较薄弱的发展中国家而言ꎬ由于在现代生产性服务领域缺乏竞争力ꎬ当前的

“去工业化”趋势是逆现代化进程的ꎬ是向前工业化经济发展阶段的回归ꎬ而
不是经济现代化水平的提高ꎮ 特别是ꎬ由于积累和投资能力受到损害ꎬ目前

亚美尼亚在地缘和区域生产分工网络中的地位已经妨碍了经济长期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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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ꎮ
其次ꎬ亚美尼亚目前参与地缘和区域生产分工网络的方式是以经济互补

性和产业间贸易为主ꎬ没有有效参与到区域产业链附加值的生产中ꎮ 这主要

体现在亚美尼亚的人力资本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资源收益外溢程度非常高等

方面ꎮ
因此ꎬ亚美尼亚需要在外部经济合作方面调整方向ꎬ争取实现外部区域

生产分工网络的多元化ꎮ 亚美尼亚需要扩展地缘和区域生产分工网络的参

与范围ꎬ提高参与水平ꎬ通过外部区域生产分工网络的多元化ꎬ一方面增强自

身经济的独立性ꎬ另一方面扩展自身经济现代化的空间ꎮ
(二)几点扩展性思考

第一ꎬ俄罗斯作为亚美尼亚外部生产网络的区域分工中心ꎬ其所拥有的

资源和条件非常有限ꎬ很难发挥区域生产分工中心对周边地区的积极辐射和

带动作用ꎮ
俄罗斯目前在独联体区域生产分工网络中仍然具有决定性的地位和作

用ꎮ 综合起来看ꎬ俄罗斯在该地区生产分工网络中的地位是由其地缘政治影

响、能源优势和相对市场容量决定的ꎮ 无论是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高加索

国家ꎬ还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ꎬ或者是白

俄罗斯、乌克兰等国ꎬ他们对俄罗斯在商品市场或能源、产业分工等方面的依

赖主要是由俄罗斯的上述优势决定的ꎮ 与此同时ꎬ俄罗斯与这些国家的技术

梯度差异也保证了俄罗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这些国家的技术上游ꎮ 但

与世界其他区域生产分工中心相比ꎬ俄罗斯并不具备对周边经济的积极引领

作用ꎮ
观察世界经济发展史和当前的世界经济分工格局可以发现ꎬ成为一个积

极的区域生产分工中心至少需要三个方面的条件:技术创新能力、市场容量

和资本供给能力ꎮ
众所周知ꎬ技术创新能力是经济和社会进步的首要因素ꎮ 第一次工业革

命时期ꎬ英国成为欧洲区域生产分工中心ꎻ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ꎬ德国在欧洲

区域生产分工中心的地位上升ꎻ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ꎬ日本在东亚的区域生

产分工中心的地位上升ꎮ 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正是技术创新能力的引领

作用ꎮ
市场容量是区域生产分工中心国际地位和全球竞争力的另一个决定性

因素ꎮ 美国在二战后成为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引领者ꎬ与美国的市场容量、
供给能力和产业塑造能力密切相关ꎮ 欧洲在二战后对建立区域一体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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孜孜以求ꎬ最终建立起包括商品市场、要素市场、金融市场和统一货币的欧

盟ꎬ正是对区域市场容量的塑造ꎮ
资本供给能力则是区域生产分工中心的第三个必备条件ꎮ 丰富的金融

资源、发达的金融创造体系、健全的金融风险防范与控制体系可以保证区域

经济发展的资本供应和产业塑造能力ꎮ 在全球范围内ꎬ欧盟、美国在这方面

具有相对优势ꎮ
对比欧盟、美国、曾经的日本和现在的中国ꎬ目前俄罗斯作为区域生产分

工网络中心的条件非常有限ꎮ 除了相对市场容量和相对技术梯度外ꎬ技术创

新能力、吸收和供给能力、资本供给能力都相当薄弱ꎮ 这也是导致独联体区

域经济一体化进展缓慢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经济增长效应微弱的重要

原因ꎮ
第二ꎬ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参与欧亚地区的区域生产分工网络ꎬ可

以通过与俄罗斯的合作提高该地区生产分工网络的竞争性和对区域经济发

展的带动作用ꎮ
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区域发展共同体性质ꎮ “一带一路”在

经贸合作方面的核心内容是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基础设施联通ꎮ 这些建设

内容将推动该地区的市场扩展ꎬ提高该地区的资本供给能力ꎬ促进这一地区

的固定资产投资和资本积累ꎮ
俄罗斯在该地区生产分工网络中的优势是地区秩序安排和能源市场控

制能力ꎬ但缺少创新引领、市场容量和资本供应能力ꎮ 在独联体地区的经济

一体化合作中ꎬ中国和俄罗斯可以发挥各自的优势ꎬ通过优势互补提升区域

生产分工网络的合作水平和全球竞争力ꎬ并增强地区经济合作的发展引领

作用ꎮ
第三ꎬ亚美尼亚可以在参与由俄罗斯、欧盟和“一带一路”引导的区域生

产分工网络的过程中ꎬ提高自身丰裕要素的边际产出能力ꎬ提升资本积累能

力和经济现代化的发展空间ꎮ
亚美尼亚经济目前存在高失业率、低储蓄率、低资本形成能力等问题ꎬ丰

裕要素的边际产出率非常低ꎬ这说明亚美尼亚经济开放的方向和参与方式存

在弊端ꎮ 这就需要亚美尼亚调整经济开放的方向ꎬ解决经济开放与经济现代

化之间存在的矛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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