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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新局势下上合组织国家
经济发展与区域贸易合作

郭晓琼

　 　 【内容提要】 　 ２０１７ 年世界经济周期性复苏ꎬ 大多数经济体经济增

长加速ꎬ 国际原油价格稳步上涨ꎬ 全球贸易开始回暖ꎮ 但当前经济增长背

后的长期趋势低于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十年水平ꎬ 全球经济发展仍受

到资本紧缩、 低通胀、 逆全球化思潮及一些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和威胁ꎮ 在

世界经济复苏的背景下ꎬ 上合组织成员国经济整体向好ꎬ 大多数成员国保

持了中高速经济增长ꎮ 同时ꎬ 成员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ꎬ 相互间贸易规模

也在逐渐扩大ꎮ “丝绸之路经济带” 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 “中蒙俄经济

走廊” 和 “中巴经济走廊” 等次区域合作组织对密切成员国间贸易联系ꎬ
扩大贸易规模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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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晓琼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

究员ꎬ 中俄战略协作高端合作智库理事、 办公室副主任ꎮ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９ 日ꎬ 上合组织元首理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ꎬ 成员国元首

签署文件接纳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成为该组织正式成员国ꎮ 这是上合组织

历史上的首次扩员ꎬ 标志着上合组织从以中亚为核心区域向南亚地区扩展ꎮ
扩员后ꎬ 上合组织成为世界上地域最广、 人口最多、 经济潜力最大的地区

性国际组织ꎮ
２０１７ 年ꎬ 世界经济周期性复苏ꎬ 全球贸易逐渐回暖ꎬ 在这一国际经济

背景下ꎬ 上合组织成员国经济形势稳定向好ꎮ 随着需求的恢复ꎬ 成员国间

贸易规模也不断扩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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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际经济形势新变化

２０１６ 年中期以来ꎬ 全球经济趋于活跃ꎬ 进入上行周期ꎮ ２０１７ 年这

一趋势进一步加强ꎬ 世界主要经济体大多实现正增长ꎮ 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发布 «世界经济展望» ꎮ 该报告指出ꎬ ２０１６ 年全球经

济增长为 ３ ２％ ꎬ 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ꎮ ２０１７ 年全球经济

增速预计升至 ３ ７％ ꎬ 到 ２０１８ 年升至 ３ ９％ ꎮ 世界银行和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两大权威国际机构对全球经济形势也作出了比较乐观的预测ꎮ 支

持全球经济整体向好的主要因素包括三方面: 一是多国宽松的货币政策

的支撑ꎻ 二是美国总统大选、 英国 “脱欧” 等事件带来的不确定性明

显下降ꎻ 三是美元加息后并未出现美元大幅升值、 资本大规模回流美国

的情况ꎮ
(一) ２０１７ 年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特点

１ 世界经济周期性复苏仍在继续ꎬ 全球大多数经济体经济增长加速

发达经济体中ꎬ 美国经济增长明显加快ꎬ ２０１７ 年经济增长率为 ２ ３％ ꎬ
比 ２０１６ 年提高 ０ ８ 个百分点ꎬ 预计 ２０１８ 年还将保持这一趋势ꎬ 经济增速

将提至 ２ ９％ ꎮ 欧元区经济继续复苏ꎬ 法国、 德国、 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经

济增长加快ꎬ 英国 “硬脱欧” 的可能性下降ꎬ 人们对欧盟解体、 欧元崩溃

的担忧暂时得到缓解ꎬ 对欧盟前景的担忧逐渐转向希望重启改革ꎮ ２０１７ 年

欧元区国家经济增速仍保持在 ２ ４％ 的水平ꎬ 但随着宽松货币政策逐步退

出ꎬ ２０１８ 年经济增速将降至 ２ ２％ ꎮ 日本 ２０１７ 年经济增长比 ２０１６ 年下降

０ ３ 个百分点ꎬ 为 ０ ７％ ꎮ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率逐渐加快ꎬ 独联体国家经济形势明显

好转ꎬ 俄罗斯经济结束下跌趋势ꎬ ２０１７ 年实现 １ ５％ 的低速增长ꎮ 除俄罗

斯外的独联体国家经济增速明显加快ꎬ ２０１８ 年经济增长率将达到 ３ ６％ ꎮ
亚洲国家增长势头仍然强劲ꎮ 中国经济逐步放缓ꎬ ２０１７ 年增长率为 ６ ９％ ꎬ
２０１８ 年将降至 ６ ６％ ꎮ 印度经济增长将进一步加快ꎬ ２０１７ 年经济活动在货

币更换措施出台之后有所减缓ꎬ 但政府支出仍然强劲ꎬ ２０１７ 年经济增长为

６ ７％ ꎬ ２０１８ 年经济增速将进一步提至 ７ ３％ (见表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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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世界经济发展及预测 (％ )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预测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世界经济增长率 ３ ２ ３ ７ ３ ９ ３ ９

发达经济体 １ ７ ２ ４ ２ ４ ２ ２

　 美国 １ ５ ２ ３ ２ ９ ２ ７

　 欧元区 １ ８ ２ ４ ２ ２ １ ９

　 日本 １ ０ ０ ７ １ ０ ０ ９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４ ４ ４ ７ ４ ９ ５ １

　 独联体 ０ ４ ２ １ ２ ３ ２ ２

　 　 俄罗斯 － ０ ２ １ ５ １ ７ １ ５

　 　 其他国家 １ ９ ３ ６ ３ ６ ３ ７

　 新兴和发展中亚洲国家 ６ ５ ６ ５ ６ ５ ６ ５

　 　 中国 ６ ７ ６ ９ ６ ６ ６ ４

　 　 印度 ７ １ ６ ７ ７ ３ ７ ５

　 新兴和发展中欧洲国家 ３ ２ ５ ９ ４ ３ ３ ６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 ０ ６ １ ３ １ ６ ２ ６

　 中东、 北非、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５ ０ ２ ２ ３ ５ ３ ９

　 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３ ５ ４ ７ ５ ０ ５ ３

世界贸易总量 (货物和服务)∗ ２ ２ ５ １ ４ ８ ４ ５

　 发达经济体 ２ ２ ４ ２ ４ ３ ４ ０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２ ２ ６ ７ ５ ７ ５ ４

石油价格 (美元)∗∗ － １５ ７ ２３ ３ ３３ ０ － １ ８

　 　 ∗出口和进口量 (货物和服务) 增长率的简单平均ꎮ
∗∗英国布伦特、 迪拜法塔赫和西得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的简单平均ꎮ ２０１７ 年的平

均石油价格为每桶 ５２ ８１ 美元ꎻ 根据期货市场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 日) 假定的 ２０１８ 年

价格为每桶 ７０ ２３ 美元ꎬ ２０１９ 年价格为每桶 ６８ ９９ 美元ꎮ
资料来源: ＩＭ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ＷＥＯ) Ｕｐｄａｔｅꎬ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 ｚｈ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ＷＥＯ / Ｉｓｓｕｅｓ / ２０１８ / ０７ / ０２ / ｗｏｒｌｄ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ｏｕｔｌｏｏｋ － ｕｐｄａｔｅ － ｊｕｌｙ －
２０１８＃ｂｏｄｙ ｔｅｘｔ

２ 国际原油价格稳中上扬

从 ２０１４ 年下半年开始ꎬ 在供求关系变化、 地缘政治等因素的作用下ꎬ
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下跌ꎬ ２０１６ 年跌至 １０ 年来最低水平 (每桶 ２９ ９ 美元)ꎮ
为防止国际油价继续下跌ꎬ 欧佩克成员国达成减产协议ꎬ 自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
日起每天减产 １２０ 万桶ꎬ 其中沙特阿拉伯每天减产 ４８ ６ 桶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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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日ꎬ 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达成减产协议ꎬ 自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 日起非欧

佩克产油国每天减产 ５５ ８ 万桶ꎬ 其中俄罗斯每天减产 ３０ 万桶①ꎮ 减产协议

的达成对原油价格和石油市场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ꎬ ２０１７ 年国际原油价

格波动幅度在每桶 ４５ ~ ６０ 美元②ꎬ 处于稳定上涨状态ꎮ
３ 全球贸易回暖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６ 年ꎬ 全球贸易增长连续五年低于全球经济增长ꎬ ２０１７ 年全

球贸易增长率为 ５ １％ ꎬ 高于全球经济增长率ꎮ 全球贸易回暖将对经济发展

产生积极影响ꎮ
４ 当前正增长背后的长期趋势低于前 １０ 年水平

尽管全球经济周期性复苏ꎬ 但许多经济体的中期经济增速明显低于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前 １０ 年的水平ꎮ 增速下降的原因各不相同ꎬ 对发达经济体

而言ꎬ 劳动生产率增长较为缓慢ꎬ 并且存在严重的劳动力老龄化问题ꎻ 对

于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ꎬ 尤其是中国而言ꎬ 长期增速放缓是经济追赶和再

平衡的必然结果ꎮ
５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ꎬ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ꎮ 在国际上ꎬ 能够将平均 ５％以

上增速保持 ２０ 年的经济体仅有 ２０ 个左右ꎬ 而保持 ３０ 年以上的仅有 ５ 个国

家ꎮ 美、 英、 法、 德、 日等发达国家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到 ２０ 世纪末经济增

速只在 ３％左右ꎬ 进入 ２１ 世纪经济增速则降至 ２％ 左右ꎮ 近年来ꎬ 中国经

济增速逐渐放缓ꎬ 这是由当前经济发展阶段决定的ꎮ 然而中国在世界经济

中却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ꎬ 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测算ꎬ
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１ / ３ 左右ꎬ 相当于发达国家整体对世界

经济的贡献率ꎮ
(二) 未来世界经济局势面临的一系列风险及挑战

１ 经济增长的均衡度下降

从 ２０１６ 年起全球经济周期性增长已经两年ꎬ 一些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已

经达到峰值ꎬ 各国经济开始出现增速放缓的趋势ꎮ 发达经济体中ꎬ 美国与

欧洲和日本之间的增长差异在逐渐扩大ꎮ 在石油价格上涨、 美国收益率上

升、 贸易紧张局势加剧导致市场情绪变化等一系列因素的共同作用下ꎬ 新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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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之间的差异也逐渐加大ꎬ 并导致资本流入减少、
融资成本增加及出现汇率压力ꎮ

２ 资本紧缩将导致金融风险

以美国缩表为重要标志ꎬ 全球性宽松的货币政策正逐步退出ꎮ 全球金

融环境收紧将减弱市场信心ꎬ 使资产评估下降以致扩大风险溢价ꎬ 进而对

宏观经济活动造成负面影响ꎮ 尤其对一些与美元挂钩、 高杠杆并存在资产

负债表错配的新兴市场及发展中国家ꎬ 由于其金融体系相对脆弱ꎬ 全球金

融环境的突然收紧可能会使这些国家的金融风险充分暴露ꎮ
３ 贸易紧张局势加剧

目前ꎬ 全球贸易处于紧张状态ꎮ 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进

口商品加征关税ꎬ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及英国与欧盟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安

排处于重新谈判之中ꎮ 贸易紧张局势的加剧可能损害商业和市场情绪ꎬ 从

而削弱投资和贸易ꎮ 除了对市场情绪的直接影响外ꎬ 贸易措施的激增还将

影响预期ꎬ 从而阻碍投资ꎮ 同时ꎬ 贸易壁垒的扩大会提高可贸易品成本ꎬ
破坏全球供给链ꎬ 并减缓新技术的传播ꎬ 从而降低生产率ꎮ

４ 非经济风险

未来ꎬ 全球经济增长还将面临一些非经济因素风险的挑战ꎬ 如地缘政

治风险、 一些国家国内政治不确定性 (选举带来相应影响)、 腐败、 恐怖主

义、 极端天气等问题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以上风险彼此相互联系、 相互影响ꎮ 全球金融环境收

紧和发达经济体的贸易保护主义可能会加剧新兴市场及发展中国家资本流

出的压力ꎮ 地缘政治紧张及全球风险厌恶情绪上升可能会使逆全球化思潮

继续发酵ꎬ 世界各国政策转为内向型ꎮ 非经济因素会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ꎬ
损害市场情绪及信心ꎮ

二　 上合组织成员国经济发展态势

(一) 中国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ꎬ 也是上合组织中最大的经济体ꎮ 近年来ꎬ
由经济发展阶段决定ꎬ 中国经济增速逐渐放缓ꎮ ２０１７ 年ꎬ 在国际经济复苏、
中国国内房地产市场复苏和供给侧改革的影响下ꎬ 中国经济保持稳中向好

态势ꎬ 经济增长的韧性有所加强ꎬ 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为５９ ３２８万亿元

人民币ꎬ 同比增长 ６ ８％ ꎬ 增速比 ２０１６ 年同期高 ０ ２ 个百分点ꎮ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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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工业生产保持平稳ꎬ 制造业增长加速

２０１７ 年前三季度ꎬ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６ ７％ ꎬ 增速比 ２０１６ 年同期高

０ ７ 个百分点ꎻ 制造业增长加速ꎬ 增加值同比增长 ７ ３％ ꎬ 高端制造业涨幅

更大ꎬ 高新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 １３ ４％ ꎬ 装备制造业同比增长 １１ ６％ ꎮ
２ 服务业平稳增长

２０１７ 年前三季度ꎬ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８ ３％ ꎬ 增速与上半年持

平ꎬ 比 ２０１６ 年同期高 ０ ２ 个百分点ꎮ 其中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ꎬ 信息

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ꎬ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速在两位数

以上ꎬ 其他行业 (房地产业除外) 生产指数也均高于或持平于上半年增速ꎮ
仓储业、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租赁、 研究和试验发展、 专业技术服务、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

务等新兴服务业不断发展壮大ꎬ 对拉动服务业增长的贡献率逐渐增强ꎮ
３ 消费与投资需求稳中有升ꎬ 对外贸易大幅改善

２０１７ 年前三季度ꎬ 中国国内消费平稳快速增长ꎬ 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

推动力ꎬ 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６４ ５％ ꎬ 与上半年相比增加 １ 个

百分点ꎮ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保持两位数增长ꎬ 达 １０ ４％ ꎮ 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 ７ ５％ ꎬ 其中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１１ ８％ ꎬ 第二产业

同比增长 ２ ６％ ꎬ 第三产业同比增长 １０ ５％ ꎮ 投资结构持续改善ꎬ 高新技

术产业及装备制造业投资持续增长ꎮ 对外出口额同比增长 ７ ５％ ꎬ 增速比

２０１６ 年同期高 １５ 个百分点ꎻ 进口额同比增长 １７ ３％ ꎬ 增速比 ２０１６ 年同期

高 ２５ ５ 个百分点ꎮ
４ 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ꎬ 工业品价格上升较快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ꎬ 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１ ６％ ꎬ 前三季度平均价格水平

比 ２０１６ 年同期上涨 １ ５％ ꎻ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６ ９％ ꎮ
５ 供给侧改革卓有成效

“三去一降一补” 的供给侧改革取得显著成效ꎮ 去产能方面ꎬ ２０１７ 年

前三季度ꎬ 工业产能利用率为 ７６ ７％ ꎬ 比 ２０１６ 年同期提高 ３ ５ 个百分点ꎻ
去库存方面ꎬ 房地产去库存带动房地产市场销售回升ꎻ 去杠杆方面ꎬ 到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ꎬ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降至 ５５ ７％ ꎬ 与 ２０１６ 年同期相

比下降 ０ ７ 个百分点ꎻ 降成本方面ꎬ ２０１７ 年 １ ~ ８ 月ꎬ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

百元业务收入中成本从 ２０１６ 年同期的 ８５ ８ 元降至 ８５ ６８ 元ꎻ 补短板方面ꎬ
农业、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公共设施管理业等短板领域的投资出现快

速增长ꎮ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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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俄罗斯

俄罗斯经济从 ２０１６ 年中期开始逐步走出危机ꎬ 实现恢复性增长ꎬ 这主

要是由于当前俄罗斯经济的外部环境相对稳定ꎮ 但其内部的结构性矛盾一

直未能得到根本解决ꎬ 因此ꎬ 俄罗斯经济虽已走出危机ꎬ 但仍未能摆脱低

速增长的困局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ꎬ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发布了 ２０１７ 年前三

季度经济形势报告ꎮ 根据该报告ꎬ ２０１７ 年前三季度俄罗斯 ＧＤＰ 增幅为

１ ８％ ꎮ 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为 ２ ２％ ꎬ 与前两季度相比增速加快ꎬ ９ 月经

济增速达 ２ ４％ ꎬ 其中农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ꎬ 为 ０ ９ 个百分点ꎬ 其

次为批发和零售贸易ꎬ 贡献率为 ０ ６ 个百分点ꎬ 加工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仅为 ０ １ 个百分点ꎮ
１ 实体经济部门保持整体稳定

农业丰收ꎬ 前三季度产值已超过 ２０１６ 年全年ꎬ ２０１７ 年 １ ~ １０ 月农业生

产同比增长 １３ ６％ ꎮ 加工工业生产下降的趋势得到扭转ꎬ 实现正增长ꎮ 得

益于良好的出口市场行情ꎬ ２０１７ 年前三季度ꎬ 加工工业生产增长 １％ ꎬ 其

中化工、 小汽车制造、 木材加工、 食品加工等行业增长高于加工工业整体

水平ꎮ 天然气开采也快速增长ꎮ 由于气候因素ꎬ 俄罗斯对欧洲天然气出口

快速增长ꎬ 这一趋势一致持续至 ８ 月ꎬ 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１ ~ ８ 月对非

独联体国家出口同比增长 １１ ５％ ꎮ 石油开采与天然气开采业发展趋势正好

相反ꎬ 由于俄罗斯与欧佩克国家达成减产协议ꎬ 因此ꎬ ２０１７ 年俄罗斯石油

开采一直处于停滞状态ꎬ 预计 ２０１７ 年第四季度仍会保持这一趋势ꎬ 石油行

业生产停滞拖累了工业增长ꎮ
２ 消费和投资需求逐渐扩大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ꎬ 俄罗斯消费需求开始增长ꎬ 增速为 １ ９％ ꎮ 根据俄联邦

国家统计局的预测ꎬ ２０１７ 年前 ７ 个月消费需求同比下降 ０ ２％ ꎬ 前 ８ 个月

同比增长 ０ ２％ ꎮ 消费需求扩大滞后于实际工资增长ꎮ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ꎬ 居民

实际工资增长 ３ ７％ ꎬ 前 ８ 个月实际工资收入增长 ２ ９％ ꎬ 但居民实际可支

配收入同比下降 １ ２％ꎮ 实际工资收入的增长还对劳动力市场起到重要支撑作

用ꎮ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后ꎬ 农业部门失业率提高ꎬ 到 ８ 月ꎬ 劳动力市场企稳ꎬ １ ~ ８
月失业率为 ５ ２％ꎮ 投资需求出现快速增长ꎬ ２０１６ 年俄罗斯固定资产投资下

降 ０ ９％ꎬ ２０１７ 年第一季度同比增长 ２ ３％ꎬ 第二季度同比增长 ６ ３％ꎮ
３ 失业率下降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俄罗斯失业率分别为 ５ ６％和 ５ ５％ ꎬ ２０１７ 年有所下

降ꎬ 为 ５ ３％ ꎮ 劳动力总数与失业人数均有所下降ꎬ ２０１６ 年俄罗斯劳动力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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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同比增长 ０ １％ ꎬ ２０１７ 年同比下降 ０ ７％ ꎻ ２０１６ 年失业人数同比减少

０ ５％ ꎬ ２０１７ 年同比减少 ６ ８％ ꎮ
４ 资本外流速度降低

２０１７ 年ꎬ 随着俄罗斯经济形势的好转ꎬ 资本外流速度明显降低ꎮ ２０１６
年资本外流达 １９８ 亿美元ꎮ ２０１７ 年第一季度资本外流 １６９ 亿美元ꎬ 第二季

度资本净流入 ９ 亿美元ꎮ
５ 外债规模扩大

２０１７ 年俄罗斯外债规模有所扩大ꎮ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俄罗斯外债总额为

５ １４１ ３２ 亿美元ꎬ 到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 日扩大至 ５ ３２８ ４６ 亿美元ꎮ 外债中国家

债务比重较小ꎬ 大部分为银行和企业债务ꎮ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 ~ ７ 月 １ 日ꎬ
俄罗斯国家外债额从 ４５８ ６５ 亿美元增至 ４６５ ２３ 亿美元ꎬ 中央银行外债从

１４３ ５８ 亿美元增至 １７３ ５４ 亿美元ꎬ 仅商业银行外债从 １ ２０１ ９５ 亿美元降

至１ １３２ ５４亿美元ꎬ 其他私人部门外债从 ３ ４５１ ３８ 亿美元增至 ３ ５５７ １５ 亿

美元ꎮ 私人部门举债规模的增长提高了债务风险ꎮ
６ 国际储备增加

２０１７ 年ꎬ 俄罗斯国际储备规模有所增加ꎬ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为 ３ ７７７ ４１
亿美元ꎬ 其中外汇储备为 ３ １７５ ４８ 亿美元ꎬ 黄金储备为 ６０１ ９４ 亿美元ꎮ 截

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 日ꎬ 俄罗斯国际储备规模增至 ４ ２４７ ６６ 亿美元ꎬ 其中外

汇储备为 ３ ５１１ ６３ 亿美元ꎬ 黄金储备为 ７３６ ０３ 亿美元ꎮ
７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推动出口增长

２０１７ 年ꎬ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普遍上涨ꎮ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乌拉尔牌原油价格为每

桶 ５１ 美元ꎬ 同比上涨１６ ２％ꎬ 环比上涨６ ６％ꎻ 天然气价格为每千立方米１９０ １
美元ꎬ 同比上涨 １８ １％ꎬ 环比上涨 １ ３％ꎻ 汽油价格为每吨 ４５７ ５ 美元ꎬ 同比上

涨 ２５ ２％ꎬ 环比上涨 ８ ５％ꎻ 铜的价格为每吨 ６ ４８５ ６ 美元ꎬ 同比上涨 ３６ ５％ꎬ
环比上涨 ８ ４％ꎻ 镍的价格为每吨 １ ０８９ 万美元ꎬ 同比上涨 ５ ４％ꎬ 环比上涨

１４ ７％ꎻ 煤炭价格为每吨 ９５ ９ 美元ꎬ 同比上涨 ４２ ３％ꎬ 环比上涨 ９ ６％ꎮ 大宗

商品价格的普遍上涨推动俄罗斯出口增长ꎮ ２０１７ 年 １ ~８ 月ꎬ 俄罗斯对外贸易总

额为３ ６５２ １７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２６ ５％ꎬ 其中出口额为２ ２２４ ８９亿美元ꎬ 同比增

长 ２６ ５％ꎬ 进口额为１ ４２７ ２８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２６ ７％ꎮ
８ 西方制裁短期内影响不大

２０１７ 年美国对俄又推出了更严苛的制裁措施ꎬ 但新一轮制裁在短期内

不会使俄罗斯经济出现立竿见影的下降ꎬ 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ꎬ 当前世界

经济处于上行周期ꎬ 国际油价稳中有升ꎬ 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相对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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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ꎻ 第二ꎬ 经历了两年的制裁期ꎬ 俄罗斯经济对制裁产生的负面影响已

逐步适应消化ꎻ 第三ꎬ 美国对俄在能源和军工方面的制裁更着重于技术封

锁ꎬ 负面效应不可能立刻显现ꎮ 美国对俄制裁的目的在于长期内恶化俄罗

斯的外部经济环境ꎬ 新的制裁法案将会一直持续至 ２０２４ 年ꎬ 对俄罗斯的融

资限制和技术封锁会对俄罗斯经济产生长期、 持久的负面影响ꎮ
(三) 印度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印度经济以年均 ８％ ~９％的增速发展ꎬ 不仅建立了较为

完整的工业体系ꎬ 服务业、 高新技术产业也得到快速发展ꎬ 印度已成为全

球软件、 金融等服务的重要出口国ꎮ
１ 经济增速略有下降

２０１７ 年前三季度ꎬ 按不变价格计算ꎬ 印度 ＧＤＰ 为 ９５ ０４ 万亿卢比ꎬ 同

比增长 ６ ０４％ ꎬ 与 ２０１６ 年相比增速略有下降ꎮ 农业、 林业和渔业产值为

１１ ６３ 万亿卢比ꎬ 同比增长 ３ ２２％ ꎻ 采矿业产值为 ２ ５３ 万亿卢比ꎬ 同比增

长 ３ ６６％ ꎻ 制造业产值为 １５ ８１ 万亿卢比ꎬ 同比增长 ４ ４６％ ꎻ 建筑业产值

为 ６ ７７ 万亿卢比ꎬ 同比增长 ０ ２９％ ꎮ 服务业增速较快ꎬ 贸易、 旅馆、 运输

和通信业产值为 １７ ２８ 万亿卢比ꎬ 同比增长 ９ ９３％ ꎻ 金融保险、 房地产和

商业服务业产值为 １９ ８８ 万亿卢比ꎬ 同比增长 ４ ９８％ ꎻ 公共管理、 国防和

其他服务业产值为 １１ ０９ 万亿卢比ꎬ 同比增长 １０ ５９％ ①ꎮ
２ 财政赤字有所降低

在财政收支方面ꎬ 印度实行中央和地方财政分立、 联邦和邦二级预算制度ꎬ
每年４ 月１ 日至次年３ 月３１ 日为一个财政年度ꎮ 由于印度一直推行用预算赤字刺

激经济高速增长的措施ꎬ 因此ꎬ 巨额财政赤字已成为困扰政府的一个难题ꎮ 近年

来ꎬ 印度政府通过推行税制改革、 降低支出等方式减少财政赤字ꎬ 取得一定成效ꎮ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财年ꎬ 政府财政支出为４３ ９５ 万亿卢比ꎬ 同比增长８ ２７％ꎬ 财政收入为

４２ ５５ 万亿卢比ꎬ 同比增长 ６ ８８％ꎬ 财政赤字降为 ９ ２ 万亿卢比ꎬ 同比减少

４ ６３％ꎬ 财政赤字占ＧＤＰ 的比重也从上一财年的６ ４％降至５ ５％ꎮ
(四) 哈萨克斯坦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年ꎬ 受国际原油价格低迷、 俄罗斯经济危机等因素影响ꎬ 哈

萨克斯坦经济增速明显放缓ꎬ 仅为 １ ２％和 １％ꎮ 进入 ２０１７ 年ꎬ 随着原油价

格缓慢上升ꎬ 哈萨克斯坦外贸形势明显改善ꎬ 经济增速也逐渐恢复至 ２０１５ 年

之前的水平ꎮ ２０１７ 年前三季度哈萨克斯坦经济同比增长 ４ ３％ꎮ 第一产业产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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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在 ＧＤＰ 中占 ４ ６％ꎬ ２０１７ 年前三季度增速仍较为缓慢ꎬ 仅增长 １ ９％ꎮ 建

筑业产值在 ＧＤＰ 中占 ５ ７％ꎬ ２０１７ 年上半年增长 ５ ９％ꎬ 此后由于工业和住

宅建筑量下降ꎬ 建筑业在 ７ 月和 ８ 月仅维持 ０ ７％和 ０ １％的增长ꎬ 前三季度

平均增长 ３ ５％ꎮ 工业产值在 ＧＤＰ 中占 ２７ ３％ꎬ 工业取得快速增长ꎬ 前三季

度同比增长 ８ ４％ꎬ 其中采矿业增长 １１ ２％ (卡沙甘油田的投产对采矿业增

长作出了重要贡献)ꎬ 加工工业增长 ６ １％ꎮ 服务业产值在 ＧＤＰ 中占比最大ꎬ
达 ５５ ８％ꎬ 但增速却低于 ＧＤＰ 增速ꎬ 仅为 ２ ６％ꎬ 服务业中交通、 通信和仓

储等领域均出现快速增长①ꎮ 随着经济形势的整体好转ꎬ 哈萨克斯坦失业率

略有下降ꎬ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为 ４ ９％ꎬ 工人平均名义工资增至 １４ ９９１ ７ 万坚戈ꎮ
(五) 吉尔吉斯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经济规模较小ꎬ 由于该国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在俄罗斯务

工ꎬ 因此ꎬ 俄罗斯经济危机通过侨汇减少的渠道传导至吉尔吉斯斯坦ꎮ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ꎬ 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增速降至 ３ ５％ ~ ４％ ꎮ ２０１７ 年ꎬ 尽管侨

汇有所回升ꎬ 但由于消费和投资需求低迷ꎬ 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增速未见提

高ꎮ ２０１７ 年 １ ~ １０ 月ꎬ 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同比增长 ３ ９％ ꎬ 去除库姆托尔

金矿产值ꎬ ＧＤＰ 同比增长 ３ ５％ ꎮ 工业生产增长较快ꎬ ２０１７ 年 １ ~ １０ 月工

业产值增长 １３ ７％ ꎬ 去除库姆托尔金矿产值ꎬ 工业生产同比增长 ２０ ５％ ꎬ
其中采矿业产值增长 ８９％ ꎬ 加工工业增长 ９ ３％ ꎬ 电、 气、 热生产与供应

业增长 １１ ２％ ꎬ 供水及废料处理、 二次加工及回收业增长 ６ ４％ ꎮ 农业生

产增长缓慢ꎬ ２０１７ 年 １ ~ １０ 月同比仅增长 １ ８％ ꎮ 建筑业增长 ６ １％ ꎮ 服务

行业中ꎬ 批发、 零售贸易及汽车维修业同比增长 ３ ６％ ꎬ 宾馆与餐饮服务业

同比增长 ７ ９％ ꎬ 通信服务业下降 ２４ １％ ꎮ 居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ꎬ ２０１７
年 １ ~ ９ 月ꎬ 居民月平均名义工资为 １ ４８１ ４ 万索姆ꎬ 同比增长 ６ ４％ ꎬ 宾

馆餐饮、 科研、 运输和加工业职工工资增长最快ꎬ 分别为 ２１％ 、 １６ ９％ 、
１５ ９％和 １２ ３％ ꎮ ２０１７ 年 １ ~ １０ 月ꎬ 吉尔吉斯斯坦对外贸易额为 ４４ ２４ 亿

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９ ５％ ꎬ 其中出口额为 １２ ４２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１５ ８％ ꎬ 进

口额为 ３１ ８２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７ ３％ ②ꎮ

—２０１—

①

②

Комитет по статистики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ｈｔｔｐｓ: / / ｓｔａｔ ｇｏｖ ｋｚ / ｆａｃｅｓ / ｈｏｍｅＰａｇｅ? ＿ ａｄｆ ｃｔｒｌ － ｓｔａｔｅ ＝ １３ｂｅ３ｏｒ２９ｒ ＿ ４＆ ＿ ａｆｒ￣
Ｌｏｏｐ ＝ １５１２３６２０３２１６２３９５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Социальн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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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塔吉克斯坦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ꎬ 由于棉花和铝等大宗商品价格下降以及俄罗斯经济衰

退导致侨汇减少等因素的影响ꎬ 塔吉克斯坦经济增长有所放缓ꎬ 但整体保

持稳定ꎮ ２０１７ 年ꎬ 由于塔吉克斯坦政府推行了财政预算整合政策及紧缩的

信贷货币政策ꎬ 塔经济增长将进一步放缓ꎮ ２０１７ 年 １ ~ ６ 月ꎬ 塔吉克斯坦

ＧＤＰ 为 ２４０ ３ 亿索莫尼 (约折合 ２７ ３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６％ ꎬ 国家预算

收入为 ９２ ９ 亿索莫尼 (约折合 １０ ６ 亿美元)①ꎮ 据塔吉克斯坦经贸部预

测ꎬ ２０１８ 年塔吉克斯坦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 ６６６ 亿索莫尼ꎬ 增幅可达

７％ ②ꎬ 明显高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塔吉克斯坦经济的预测ꎮ
据这两大国际组织预测ꎬ 塔吉克斯坦 ２０１７ 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 ４ ５％ 和

４％ ꎬ ２０１８ 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 ５ ２％和 ５％ ꎮ
(七) 乌兹别克斯坦

近年来ꎬ 乌兹别克斯坦一直是上合组织成员国中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ꎮ
２０１７ 年ꎬ 乌兹别克斯坦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ꎮ ２０１７ 年上半年ꎬ 乌兹别克

斯坦 ＧＤＰ 为 １０２ ７ 万亿苏姆ꎬ 同比增长 ７％ ꎮ 乌兹别克斯坦是传统的农业

国ꎬ 粮食可以自给自足ꎮ 乌盛产棉花ꎬ 是世界第五大产棉国ꎬ 第二大棉花

出口国ꎮ 此外ꎬ 乌还是重要的水果和蔬菜产地ꎮ ２０１７ 年上半年ꎬ 农业、 林

业和渔业产值为 ２４ ０５ 万亿苏姆ꎬ 同比增长 ５ ８％ ꎮ 乌政府在保证农业增产

增收的同时ꎬ 着力发展工业ꎬ 使乌从传统的农业国向工农业生产并重转变ꎮ
２０１７ 年上半年ꎬ 乌兹别克斯坦工业产值为 ６４ ９９ 万亿苏姆ꎬ 同比增长

７ ６％ ꎬ 工业增速快于国民经济整体水平ꎮ 建筑业产值为 １６ ３ 万亿苏姆ꎬ
同比增长 ８ ７％ ꎮ 零售贸易额为 ４９ ７４ 万亿苏姆ꎬ 同比增长 １１ １％ ③ꎮ ２０１７
年上半年ꎬ 乌兹别克斯坦固定资产投资额为 ２６ ６ 万亿苏姆ꎬ 同比增长

８ ３％ ꎬ 吸引外国投资和贷款总额同比增长 １３ ８％ ꎮ 当前ꎬ 乌兹别克斯坦

正在进行政治、 经济及社会领域的改革ꎬ 国家战略的优先发展方向为改

善宏观经济环境、 推进货币自由化、 改善投资环境、 保护社会弱势阶

层等ꎮ

—３０１—

①

②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塔吉克斯坦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 «塔 ２０１７ 年 １ ~ ６ 月 ＧＤＰ
同比增长 ６％ »ꎬ ｈｔｔｐ: / / ｔｊ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７０７ / ２０１７０７０２６１６６８２ ｓｈｔｍｌ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塔吉克斯坦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 «塔经贸部预测 ２０１８ 年塔经

济增长可达 ７％»ꎬ ｈｔｔｐ: / / ｔｊ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２０１７０８ / ２０１７０８０２６１９４２８ ｓｈｔｍｌ
Партал открытых данных Республики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Макр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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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拥有 １ ９ 亿人口ꎬ 是世界第六人口大国ꎮ 巴基斯坦经济尚不

发达ꎬ 农业在经济中占比较大ꎬ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财年ꎬ 第 一、 二、 三产业在经

济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 ２０ ９％ 、 ２０ ３％ 和 ５８ ８％ ꎮ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

后ꎬ 巴基斯坦经济逐渐陷入低谷ꎮ ２０１３ 年经济萧条ꎬ 处于债务违约边缘ꎬ
ＩＭＦ 为其提供了救助贷款ꎬ 巴基斯坦也按照 ＩＭＦ 要求实行严苛的紧缩政策ꎬ
并努力提高财政收入ꎬ 缩减财政赤字ꎬ 此后经济逐渐企稳ꎮ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财

年持续向好趋势ꎬ 经济增速达到 １０ 年来最高水平ꎬ ＧＤＰ 增长 ５ ６８％ ꎮ 农业

产值同比增长 ３ ４６％ ꎬ 工业产值同比增长 ５ ０２％ ꎬ 制造业产值同比增长

５ ２７％ ꎬ 增速加快ꎮ 第三产业产值同比增长 ５ ９７％ ꎬ 成为经济增长重要的

驱动力ꎬ 其中金融保险业、 一般政府服务、 批发零售贸易增速较快ꎬ 分别

为 １０ ８％ 、 ６ ９％和 ６ ８％ ꎮ 社会总投资快速增长ꎬ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财年ꎬ 巴基

斯坦社会总投资额为 ５ 万亿卢比ꎬ 同比增长 １１ ０５％ ꎬ 固定资产投资为 ４ ５
万亿卢比ꎬ 同比增长 １１ ２３％ ꎮ 贸易逆差和侨汇减少导致经常项目赤字大幅

提高ꎮ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财年ꎬ 巴基斯坦出口继续减少ꎬ 同比下降 １ ６％ ꎬ 进口

却增长 １８ ７％ ꎬ 导致该年贸易逆差高达 ３２５ ８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３６ ３％ ꎬ
创历史新高ꎮ 财政赤字快速增长ꎬ 政府债务持续攀升ꎮ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财年ꎬ
巴基斯坦财政赤字同比增长 ３７％ ꎬ 财政赤字占 ＧＤＰ 的比重达 ５ ８５％ ꎮ 政府

以发债的方式弥补财政赤字ꎬ 导致政府债务大幅攀升ꎬ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财年中

央政府债务占 ＧＤＰ 的比重高达 ６５ ２％ ꎮ

表 ２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７ 年上合组织成员国 ＧＤＰ 增长率 (％)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中国 ７ ７０ ７ ７０ ７ ３０ ６ ９０ ６ ７０ ６ ８０ (１ ~ ９ 月)

俄罗斯 ３ ５０ １ １０ ０ ７０ － ２ ８０ － ０ ２０ １ ８０ (１ ~ ９ 月)

哈萨克斯坦 ４ ６０ ５ ８０ ４ １０ １ ２０ １ ００ ４ ３０ (１ ~ ９ 月)

乌兹别克斯坦 ８ ２０ ８ ００ ８ １０ ７ ００ ７ ８０ ７ ００ (１ ~ ６ 月)

吉尔吉斯斯坦 － ０ ９０ １０ ５０ ４ ００ ３ ５０ ３ ８０ ３ ９０ (１ ~ １０ 月)

塔吉克斯坦 ７ ５０ ７ ４０ ６ ７０ ６ ００ ６ ９０ ６ ００ (１ ~ ６ 月)

印度 — ５ １０ ６ ９０ ７ ４０ ７ ６０ ６ ００ (１ ~ ９ 月)

巴基斯坦 ４ ４０ ４ ７０ ４ ７３ ５ ４７ ５ ６８ —

资料来源: 中国、 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数据来源于各

国统计局ꎬ 乌兹别克斯坦、 印度和巴基斯坦数据来源于 Ｗｉｎｄ 数据库ꎮ

—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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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上合组织框架内区域经贸合作

(一) 成员国对外贸易

２０１６ 年ꎬ 上合组织成员国对外贸易大多为负增长ꎮ ２０１７ 年ꎬ 随着国际

经济复苏ꎬ 需求上升ꎬ 全球贸易逐渐回暖ꎬ 上合组织成员国对外贸易呈现

快速增长态势 (见表 ３)ꎮ
中国对外贸易有较大幅度的改善ꎮ ２０１７ 年 １ ~ １０ 月ꎬ 以美元计价的出

口额同比增长 ７ ４％ ꎬ 进口额同比增长 １７ ２％ ꎬ 进口增幅高于出口ꎮ 中国

出口的前两大贸易伙伴是欧盟和美国ꎬ 随着各国需求的回升ꎬ 中国对这两

大经济体的出口分别增长 ９ １％和 １１ ２％ ꎬ 进口分别增长 １７ １％和 １７ ４％ ꎮ

表 ３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７ 年上合组织成员国对外贸易增幅 (％)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中国

俄罗斯

印度

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巴基斯坦

出口 ６ １ － ２ ８ － ７ ７ ７ ４ (１ ~ １０ 月)

进口 ０ ４ － １４ １ － ５ ５ １７ ２ (１ ~ １０ 月)

出口 － ５ ７ － ３１ ８ － １８ ２ ２５ ７ (１ ~ ９ 月)

进口 － ９ ８ － ３７ ０ － ０ ８ ２４ ７ (１ ~ ９ 月)

出口 ２ ４ － １７ ０ － １ ３ １１ ８ (１ ~ １０ 月)

进口 － ０ ５ － １４ ９ － ８ ２ ２３ ５ (１ ~ １０ 月)

出口 － ６ ２ － ４２ ５ － ２２ ２ —

进口 － １５ ４ － ２６ ９ － ２０ １ —

出口 １０ ９ － ４ ８ １２ １ ２５ ６ (１ ~ ９ 月)

进口 ７ ７ － １９ ８ － ７ ２ ８ ４ (１ ~ ９ 月)

出口 － ４ ２ － １０ ７ － １ ５ １５ ８ (１ ~ １０ 月)

进口 － ５ ８ － ２７ ４ － ０ １ ７ ３ (１ ~ １０ 月)

出口 － １５ ９ － ８ ９ ０ ９ —

进口 ３ ５ － ２０ １ － １１ ７ —

出口 － １ ６ － １０ ７ － ７ ５ ４ ６ (１ ~ １０ 月)

进口 ８ ６ － ７ ５ ７ ７ ２６ ０ (１ ~ １０ 月)

资料来源: 俄罗斯数据来源于俄罗斯海关ꎬ 中国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ꎬ 其他成员国

数据为作者根据 Ｗｉｎｄ 数据库中相关数据计算得出ꎮ

俄罗斯对外贸易形势扭转ꎮ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俄罗斯出口额大幅下滑的主

—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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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是价格因素ꎬ 能源产品出口在俄出口额中的比重约为 ７０％ ꎬ 国际能

源价格的下跌导致俄罗斯出口额大幅缩减ꎮ ２０１６ 年年底ꎬ 俄罗斯与欧佩克

国家达成减产协议ꎬ 对稳定国际能源价格起到了重要作用ꎮ 随着国际油价

的回升ꎬ 俄罗斯出口形势好转ꎬ ２０１７ 年 １ ~ ９ 月ꎬ 俄罗斯出口额同比增长

２５ ７％ ꎮ 从进口方面看ꎬ 俄罗斯经济形势整体回暖ꎬ 实际工资收入的增长

推动消费需求的扩大ꎬ 进口额也快速增长ꎬ ２０１７ 年 １ ~ ９ 月ꎬ 俄罗斯进口额

同比增长 ２４ ７％ ꎮ
印度和巴基斯坦贸易逆差继续扩大ꎮ 印巴两国为净进口国ꎬ ２０１７ 年１ ~

１０ 月ꎬ 两国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 １１ ８％ 和 ４ ６％ ꎬ 进口额同比分别增长

２３ ５％和 ２６％ ꎬ 进口增幅远远高于出口增幅ꎬ 导致贸易逆差继续扩大ꎮ
吉尔吉斯斯坦贸易逆差缩小ꎮ 吉尔吉斯斯坦也是净进口国ꎬ ２０１７ 年１ ~

１０ 月ꎬ 该国外贸总额为 ４４ ２４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９ ５％ ꎬ 其中出口额为

１２ ４２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１５ ８％ ꎬ 进口额为 ３１ ８２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７ ３％ ꎬ 出口增幅大于进口ꎬ 贸易逆差有所缩小ꎮ
乌兹别克斯坦出口持续扩大ꎮ 乌兹别克斯坦出口形势较好ꎬ ２０１６ 年ꎬ

当大多数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均出现大幅下滑时ꎬ 乌兹别克斯坦出口额仍

能保持 １２ １％的增幅ꎮ ２０１７ 年前三季度ꎬ 乌兹别克斯坦出口继续快速增

长ꎬ 同比增幅达 ２５ ６％ ꎬ 进口额同比增长 ８ ４％ ꎮ
(二) 成员国相互间贸易

印度加入上合组织后ꎬ 中印贸易成为该组织成员国中规模最大的一

组双边贸易ꎬ 中国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ꎮ 此外ꎬ 印度重要的贸易伙伴

还包括美国、 阿联酋、 沙特阿拉伯、 瑞士、 德国、 中国香港、 印尼、 韩

国和马来西亚ꎮ 印俄贸易规模不大ꎬ 俄罗斯未进入印度前十大贸易伙伴

之列ꎮ 中俄贸易与中印贸易规模相当ꎬ 略低于中印贸易ꎮ 中国自 ２０１０ 年

超过德国成为俄罗斯最大贸易伙伴后ꎬ 一直保持俄罗斯最大贸易伙伴地

位ꎬ 且中俄贸易在俄罗斯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不断扩大ꎮ ２０１７ 年 １ ~ ９ 月ꎬ
中俄贸易在俄罗斯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从 ２０１６ 年的 １４ １％ 提至

１４ ８％ ꎬ 超过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贸易的总和 (１２ ３％ )ꎬ 更远超俄罗斯

第二大贸易伙伴德国 (８ ５％ )①ꎮ 俄罗斯和中国是哈萨克斯坦前两大贸易

—６０１—

①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таможенная служба Внешняя торговля РФ по основным странам
за январь － сентябрь ２０１７ г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ｒｕ / ｉｎｄｅｘ２ ｐｈｐ? ｏｐｔｉｏｎ ＝ ｃｏｍ＿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ｖｉｅｗ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ｄ ＝ ２５８６５＆Ｉｔｅｍｉｄ ＝ １９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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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ꎬ 俄哈贸易与中哈贸易规模相近ꎬ 哈萨克斯坦对中国出口额较大ꎬ 而

自俄进口额比自中国进口额大ꎮ 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前三大贸易

伙伴依次为俄罗斯、 中国和哈萨克斯坦ꎬ 乌兹别克斯坦是吉尔吉斯斯坦第

六大贸易伙伴ꎮ 乌兹别克斯坦最大的贸易伙伴依次为俄罗斯、 中国和哈萨

克斯坦ꎮ ２０１７ 年 １ ~ ９ 月ꎬ 乌俄贸易额为 ３５ ７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１７ ７％ ꎬ
占乌对外贸易总额的 １７ ９％ ꎻ 乌中贸易额为 ３４ ９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１０ ７％ ꎬ 占乌对外贸易总额的 １７ ５％ ꎻ 乌哈贸易额为 １５ ５ 亿美元ꎬ 同比增

长 １６ ７％ ꎬ 占乌对外贸易总额的 ７ ８％ ꎮ 乌兹别克斯坦与上合组织成员国

贸易额为 ９２ ５ 亿美元ꎬ 占乌对外贸易总额的 ４６ ３％ ①ꎮ 巴基斯坦最大贸易

伙伴是中国ꎬ 中国是巴基斯坦第二大出口目的地 (第一大出口目的地为美

国) 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国 (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为阿联酋)ꎮ 在上合组织成

员国中ꎬ 印度是巴基斯坦第九大贸易伙伴ꎬ 巴基斯坦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

贸易联系较少ꎮ

表 ４ ２０１６ 年上合组织成员国相互间贸易 (单位: 亿美元)

中国 俄罗斯 印度
哈萨克
斯坦

吉尔吉
斯斯坦

塔吉克
斯坦

乌兹别
克斯坦

巴基斯坦

中国 — ３２２ ６０１ ５ １１７ ６４１ ３ ４８ ０５０ ８ ０ ７１２ ３ ０ ３１２ ４ １６ ０７０ ６ １９ １２５ ９

俄罗斯 ３７３ ３９６ ０ — ２３ ９７２ ２ ３６ １２２ １ １ ７０５ ４ ０ ２６４ １ ７ ６１０ ４ ２ ７２０ ２

印度 ５８３ ９７７ ６ ５３ １２７ ９ — ３ ２０３ ６ ０ ０１８ １ ０ １４６ ９ ０ ４６４ ９ ４ ６１０ ８

哈萨克
斯坦

８２ ９２３ ２ ９４ ２６８ ９ １ ２５０ ３ — ２ ００５ ８ ２ １８４ ２ ５ ８７８ ０ ０ ２２８ ９

吉尔吉
斯斯坦

５６ ０５４ ３ １０ ２５７ ５ ０ ２６６ ２ ３ ７６１ ３ — ０ ０６４ ３ ０ ６９７ ７ ０ ０３２ ７

塔吉克
斯坦

１７ ２５０ ８ ６ ６１４ ８ ０ １９７ １ ３ ７１８ ９ ０ ２１８ ４ — — ０ ０４３ ７

乌兹别
克斯坦

２０ ０７４ ６ １９ ６４９ ７ ０ ９０７ ５ ９ ２２５ ３ １ ２５０ ７ — — ０ ０３３ ８

巴基斯坦 １７２ ３２６ ５ １ ３２９ ７ １５ ９２５ ８ ０ ０２６ ６ ０ ００３ １ ０ １８９ ６ ０ ０３２ ２ —

注: 横向表示出口方ꎬ 纵向表示进口方ꎮ
资料来源: 联合国贸易数据库ꎮ

—７０１—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馆经商参处: «２０１７ 年 １ ~ ９ 月乌与其他

上合 组 织 成 员 国 贸 易 情 况 »ꎬ ｈｔｔｐ: / / ｕｚ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７１１ / ２０１７
１１０２６７１００６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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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贸易合作

２０１７ 年 １ ~ １０ 月ꎬ 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贸易额达 １ ７６２ 亿美元ꎬ 同

比增长 １８ ９８％ ꎬ 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 ５ ３３％ ꎮ 除塔吉克斯坦外ꎬ 中国

与其他上合组织成员国双边贸易均有所增长ꎮ 中哈贸易增速最快ꎬ 增幅高

达 ３６ ９％ ꎬ 中国对哈出口增长 ４２ ５％ ꎬ 自哈进口增长 ２７ ４％ ꎮ 中印和中俄

贸易增长也较快ꎬ 涨幅分别为 １９ ８％和 ２１ ３％ ꎮ 中巴、 中吉和中乌贸易也

取得小幅增长ꎮ 仅中塔贸易出现下滑ꎬ 主要是中国对塔吉克斯坦出口额下

降了 ２２ ４％ (见表 ５)ꎮ

表 ５ ２０１７ 年 １ ~ １０ 月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贸易

贸易额 (亿美元) 增长率 (同比ꎬ％ )

进出口 出口 进口 进出口 出口 进口

中印 ６８８ ０８８ ５１ ５５６ ４１３ ３７ １３１ ６６８ １４ １９ ８ １５ ６ ４２ ０

中俄 ６８０ ４２８ ９２ ３４８ ９５６ ３１ ３３１ ４７２ ６１ ２１ ３ １６ ５ ２６ ７

中巴 １６１ ８２７ ９７ １４７ ４２２ ５９ １４ ４０５ ３８ ５ ５ ６ ５ － ３ ７

中哈 １４１ ８０２ ２１ ９２ ５３１ ５１ ４９ ２７０ ７０ ３６ ９ ４２ ５ ２７ ４

中吉 ４６ １６４ ３１ ４５ ４１５ ０８ ０ ７４９ ２３ ０ ６ － ０ ２ ８４ ９

中乌 ３３ ０８４ ５９ ２１ ８６６ ３４ １１ ２１８ ２４ ８ ８ ３０ ２ － １７ ６

中塔 １０ ６７５ １７ １０ ２９２ ９４ ０ ３８２ ２３ － ２１ ２ － ２２ ４ ３９ ２

资料来源: 中国海关总署: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进出口商品国别 (地区) 总值表 (美元

值)»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ｇｏｖ ｃｎ / ｃｕｓｔｏｍｓ / ３０２２４９ / ３０２２７４ / ３０２２７６ / ７４７７９６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在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 倡议的推动下ꎬ 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的

贸易合作总体呈积极态势ꎮ “丝绸之路经济带” 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 “中
蒙俄经济走廊” 和 “中巴经济走廊” 等次区域合作组织对密切成员国间贸

易联系、 扩大贸易规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四　 关于加强上合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的建议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ꎬ 上合组织国家经济发展均面

临严峻的挑战ꎮ 中国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ꎬ 提出 “一带一路” 倡议ꎬ
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 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ꎬ 推动沿

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ꎬ 开展更大范围、 更高水平、 更深层次的区域合

作ꎬ 共同打造开放、 包容、 均衡、 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ꎮ 上合组织所

—８０１—



　 Страны Центраʌьной Азии / 中亚五国

在的欧亚地区是 “一带一路” 建设的核心区域ꎬ 应充分发挥该组织的积极

作用ꎬ 推动 “一带一路” 与各国发展战略对接ꎮ
(一) 弘扬 “上海精神”ꎬ 加强上合组织凝聚力

上合组织自成立以来已跻身具有威望和影响力的国际和地区组织之列ꎬ
各成员国在应对全球威胁和挑战过程中相互支持、 团结协作ꎬ 对上合组织

的认同感明显增强ꎮ “互信、 互利、 平等、 协商、 尊重多样文明、 谋求共同

发展” 的 “上海精神” 更加深入人心ꎮ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ꎬ 上合组

织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和不可预见性风险明显增多ꎬ 面对更加复杂严峻的

国际形势ꎬ 上合组织各国团结携手ꎬ 弘扬 “上海精神”ꎬ 共同应对挑战的决

心加强了上合组织的凝聚力ꎮ 在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过程中ꎬ 秉持已经

深入人心的 “上海精神”ꎬ 有利于提高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国家的政治互

信ꎬ 避免因国家间缺乏信任造成不必要的误解ꎬ 对 “一带一路” 中政策沟

通和民心相通建设起到促进作用ꎮ
(二) 提高贸易与投资便利化水平

世界经济论坛从 ２００８ 年开始对世界 １３６ 个经济体的贸易便利化指标进

行评估ꎬ 根据各经济体在市场准入、 边境管理、 基础设施及营商环境等方

面的表现编制出全球贸易促进指数并进行排名ꎬ 每两年发布一次ꎮ 根据

«２０１６ 年全球贸易促进报告»①ꎬ 上合组织成员国中ꎬ 中国排名第 ６１ 位ꎬ 哈

萨克斯坦排名第 ８８ 位ꎬ 其余各国排名均在 １００ 名之后ꎬ 上合组织国家贸易

与投资便利化水平亟待提高ꎮ 上合组织成员国均为 ＷＴＯ 成员ꎬ 各国应充分

利用这一条件ꎬ 落实该组织贸易便利化协议ꎬ 降低市场准入条件ꎬ 提高边

境管理的效率和透明度ꎬ 提高交通基础设施、 通信设施及运输服务的可获

得性及质量ꎬ 持续改善营商环境ꎮ

表 ６ 上合组织成员国贸易促进指数排名

排名 分值

中国 ６１ ４ ４９

俄罗斯 １１１ ３ ７９

印度 １０２ ３ ９１

哈萨克斯坦 ８８ ４ ０５

—９０１—

①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ꎬ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ｃｎ ｗｅｆｏｒｕｍ
ｏｒｇ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ｔｈｅ － ｇｌｏｂａｌ －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 ｔｒａｄｅ －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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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吉斯斯坦 １１３ ３ ７６

塔吉克斯坦 １１４ ３ ７４

乌兹别克斯坦 — —

巴基斯坦 １２２ ３ ５１

资料来源: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ꎬ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ｃｎ ｗｅｆｏｒｕｍ ｏｒｇ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ｔｈｅ － ｇｌｏｂａｌ －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 ｔｒａｄｅ － ｒｅｐｏｒｔ － ２０１６

(三) 加强互联互通建设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 “一带一路” 建设的优先领域ꎮ 俄罗斯和中亚等

国基础设施严重落后ꎬ “一带一路” 在与上合组织各国发展战略对接的过程

中应加强互联互通建设ꎮ 第一ꎬ 对基础设施建设进行规划ꎬ 抓住关键通道、
关键节点和重点工程ꎬ 优先打通缺失路段ꎬ 畅通瓶颈路段ꎬ 配套完善道路

安全防护设施和交通管理设施ꎻ 第二ꎬ 加强油气、 电网等能源基础设施的

互联互通ꎻ 第三ꎬ 鉴于中国与其他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建筑和交通技术标准

方面存在较大差异ꎬ 应加强同这些国家相关部门的协商和沟通ꎬ 尽量采用

统一的技术标准ꎬ 以提高效率ꎻ 第四ꎬ 充分发挥丝路基金、 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 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的作用ꎬ 落实电力、 交通等项目的

合作ꎮ
(四) 促进产能对接

由于上合组织成员国大多处于工业化、 现代化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

期ꎬ 中国 “一带一路” 建设及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战略与各国的经济发展战

略及诉求高度契合ꎬ 因此ꎬ 欧亚地区成为中国开展产能合作较早且推进比较

顺利的地区ꎮ 中国已与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签署了多项产能合作协议ꎬ 涉及

造船、 化工、 冶金、 建筑、 能源、 机械制造、 纺织、 水泥、 通信和农业等领

域ꎮ 吉尔吉斯斯坦也正在积极研究与中国开展多个工业项目的产能合作ꎮ
目前ꎬ 关于与中国进行产能合作的问题ꎬ 俄哈等国存在一些反对的声

音ꎬ 认为中国企业的产能输出将会挤压当地产业发展空间并造成环境污染ꎮ
对此ꎬ 中国应加强对外宣传的力度ꎬ 强调中国推动的国际产能合作是先进

产业和产能的输出ꎬ 技术和环保指标不达标的落后产能不具备国际产能合

作的条件ꎬ 中国先进产能 “走出去” 能够帮助引进国完善其工业体系ꎬ 提

高其制造能力ꎬ 这是顺应经济规律的创新和共赢之举ꎬ 避免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产生中国输出落后产能的误解ꎮ

(五) 保障资金融通

金融合作是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也是 “一带一路” 建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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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中保障资金融通的必要之举ꎮ 第一ꎬ 应加强上合组织各国金融机构间的

交流与合作ꎬ 密切银行间业务往来ꎻ 第二ꎬ 银联体作为上合组织重要的融

资平台ꎬ 为区域内经济合作项目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融资ꎬ 对成员国间经

济合作项目的落实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ꎬ 应继续加强银联体合作ꎻ 第三ꎬ
积极发挥丝路基金、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投融资平台的作用ꎻ 第四ꎬ
通过跨境贸易本币结算、 货币互换等合作方式规避汇率风险ꎬ 逐步构建金

融风险防范体系ꎮ
(六) 挖掘农业合作潜力

上合组织各成员国在农业发展方面各有所长ꎮ 中国气候条件优越ꎬ 有

利于农业全面发展ꎬ 农作物产品种类繁多ꎻ 俄罗斯幅员辽阔ꎬ 拥有肥沃的

土地和丰富的水资源ꎬ 土地规模大ꎬ 适合大面积机械作业ꎻ 哈、 吉、 塔、
乌等国农业发展也各有特色ꎮ 因此ꎬ 应充分挖掘上合组织成员国农业合作

潜力ꎬ 发挥各国在农业领域的比较优势ꎮ 在农业合作过程中ꎬ 首先应逐步

完善农业合作机制ꎬ 各国定期就农业合作问题进行广泛、 深入的交流ꎬ 并

加强各国检验检疫部门的合作ꎻ 其次ꎬ 促进农产品贸易的增长ꎬ 上合组织

各国农产品各有特色ꎬ 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对农药化肥的使用相对谨慎ꎬ 近

年来ꎬ 来自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绿色农产品受到中国消费者的好评ꎬ 农产

品进口呈快速增长态势ꎻ 再次ꎬ 应扩大农业领域的相互投资ꎬ 建立农业专

项投资基金ꎬ 支持上合组织各国农业项目ꎬ 促进各国在农业种植、 土地管

理、 通关程序、 食品物流及销售等方面的合作ꎻ 最后ꎬ 为农业合作示范园

区的发展提供良好条件ꎮ
(七) 促进人文合作

随着上合组织成员国间经贸合作的深入ꎬ 企业层面互信度低ꎬ 缺乏对

对象国国情、 法律环境、 营商环境等基本情况的了解ꎬ 缺少既懂对象国语

言又熟悉业务的人才等一系列问题日益突出ꎬ 人文合作势在必行ꎮ 为此ꎬ
应加强成员国间的民间交往ꎬ 增加彼此的相互了解ꎻ 加强教育合作ꎬ 通过

联合办学、 专业培训等形式培养懂语言、 知国情、 精业务的复合型人才ꎻ
通过上合组织成员国媒体的交流互访促进媒体合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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