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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一俄罗斯 的经济
基础与路径选择
——

基于
“

自 然贸 易伙伴假说
”

的分析

余 振 周 波 邱 珊

【提 要 】 中 国和俄罗斯地理位置临近 ,
经济贸 易 关 系 密切 ,

且 贸 易互补性较强 , 根据
“

自 然 贸 易伙伴假说
”

, 中俄 会产生较大的 贸 易创造效应和较少的 贸 易转移效应 。 中 国

与俄 罗斯需要从深化两 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 系的 高度把握建设双边 的战略意 义 , 并

在建立各层次複商和协调制度的基础上 , 积极推进 中俄能 源共 同体建设 , 充分发挥民 间 力

量的作 用 , 先行签署双边投资协定 ,
以推动 中俄 的成立与 建设 。

【关键词 】 中 国 俄 罗斯 自 然 贸 易伙伴 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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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带来的贸易量扩张 中获得静态和动态经济利
—

、 弓 胃
益 。 对于 经济利益和效应的研究可以追溯

中国和俄罗斯是当今世界经济中的重要经济
到 , 他在研究关税同盟的经济效

力量 , 但是由于历史原因 , 中士两 国长期游离在 应时开创性地提 出 了
“

贸测造
”

世界贸易体系之外 , 直到 年和 年中俄 和
“

贸易转移
”

(
, 并认为

两国才先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 然而 , 当今世界

贸易组织的运行效率令人堪忧 , 全球多边贸易 自

由化举步维艰 。 故此 , 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将贸易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 目
“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

发展的重点放在区域性 自 由贸易安排
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 战略与路径研究

”

上 。 中国和俄罗斯也不例外 ,

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
“

中 国
—

东盟 自 由 贸 易区 中的产

,

集 聚

与区域协调发展研究
”

(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分别与周边国家签署 了

一

系列 协议 。 截至
重点研究基地研究项 目 中 国参与东盟经济 体化问题研

年 月 , 中国在建自 贸区 个 , 涉及 个
究

”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

国家和地区 , 而俄 罗斯也先后与亚美尼亚等原苏 ①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 ：

联 、 东欧国家签署了 项 协议 。 以及 中国 自 由 贸易 区

从经济动机上讲 ,

一 国组建或者参与 服务 网 ； 资料 整理 而 得 ,

主要是为了获得贸易利益 , 即从 贸易 自 由 年 月 日 查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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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关税 同盟并不
一

定提高福利 , 能否提高取 民共和 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合作共赢 、 深化全

决于 贸 易 创 造 和 贸 易 转 移 的 高 低 。 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的联合声明 》
, 联合批准 了

进
一

步提 出 , 关税 同盟伙伴之间的贸 易 《 〈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 实施纲要 ( 年

比例越高 , 且 与外部的 贸 易 比 例越低 , 该关税 至 年 》 。 这一切都表明 中 国与俄罗斯双边

同盟越可能带来福利提升 。

② 的分析实际 关系正处在历史上最好 的时期 。 从政治以 及战

上具体化了 的结论 , 突出 了关税同盟伙伴 略层面来看 , 中俄两 国政府应该把握中俄

贸易关系的密切程度对贸易创造 和贸易转移 的 建设的重要意义 , 尽快启动 中俄 谈判 , 并

影响 。 对此 , 和 与 最终达成和签署中俄 协议 。 但是从经济层
④ 持有相 同的观点 , 他们认为 面来看 , 中俄是 自 然贸易伙伴吗？ 中俄贸易结

这些内部贸易量 比较大的贸易集 团属于 自然贸 构 的竞争性和互补性如何 ？ 中俄两 国应该遵循

易集团 ( , 推进它们之 间 什么样的路径来推进 谈判和建设 ？ 以上问

的一体化会固化其原有 的 自然贸易模式 ( 题都是值得 中俄两 国思考的 问题 。 本文利用贸

从而有效降低贸易转移的 易结合度 和贸易互补性两个指标 , 对 中俄
“

自

风险 。 年 , 欧盟委员会在 《 自 由 贸易 区评 然贸易伙伴关系
”

进行实证分析 , 最终 以此为

估报告 》 中提 出 , 在 自 然 贸 易 伙伴 ( 基础结合 中俄两国 战略实施现状对 中俄

之间组建优惠贸易协定有助于 的建立提出对策建议 。

减少贸易转移效应 。

⑤ 也注意 —

出 ；徘明 甘口扭 巨

到 ’ 由于运输成本的存在 , 各个国 家擁 向于
—、

与它们的邻国开展贸易 。

⑥ 因此 , 如果地理位置
结 口度分析

相邻的 国家组建 会带来更大的贸易创造 麵两 国 贸易关系的 密切程度 , 仅仅使用
效应 以及更小的贸易转移效应 。 后来经济学家 绝对贸易量是不够的 , 还需要将两 国贸易关系
将地理位置相邻且相互贸易量较大的 国家称为 密切程度与世界其他 国家相 比较而得到结论 。

“

自然贸易伙伴
”

, 随后据此提 出 了
“

自 然贸 易
、 、 和

伙伴假说
”

, 即如果 潜在成员之间贸易 密
、 以 及

集度相对于世界其他 国家更高 , 并且该成员之 等创立并发展的舍易密集指数
间 的地理位置相邻 , 那 么该 带来的贸易创

‘

造效应会超过贸易转移效应 , 从而会提高
丨

,

各成员的经济福利 。

中 国与俄 罗斯在地理上是近邻 , 彼此之间 ② 。

政治经贸关系发展密 切 。 据俄罗斯海关统计 ,

。

：

年中俄双边货物进出 口 额为 亿美兀 。
,

：

其中 , 俄罗斯对中 国 出 口 亿美元 , 占俄 ④ 丨

罗斯出 口总额的 俄罗斯自 中国进 口
：

亿美兀 , 占俄罗斯进 口 总额的 。 俄方逆 ⑤ 糊

差 亿美兀 。 中 国为俄罗斯第六大出 口市

场和第一大进 口来源地 。 年 月 中俄双
(

—

化

⑤ ：

边知物进 出 口 额为 亿美兀 。 其 中 , 俄罗 酸
’ ：

斯对中 国出 口 亿美元 , 占俄罗斯出 口 总额

的 ⑦ 年 月 , 中国 国家主席习 近平 ⑦ 数据来 自 中华人 民共 和 国商务部 《 国别贸 易 报告 (俄 罗

斯 ) 》 年第 期和第 期 , 年 月 日 查阋 ,

将 ：其就职之后的 首 方定在俄罗斯 , 并在 方

俄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签署 了 《 中华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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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被用来衡量国家之 ④ 其 中 士

间 的贸易联系及结合程度 。

① 因 为两 国之间 的贸 表示 国对 国的贸易结合度 , ； 表示 国 向

易是双向的 , 贸易结合度有出 口 贸易结合度和 国的出 口额 , 足 表示 国出 口 总额 , 表示

进 口贸易结合度之分 , 所以 贸易结合度更加准 国进 口 总额 , 表示世界进 口 总额 。 如果

确地表达为
“
一

国对另
一

国的贸易结合度
”

。 例 值小于 , 则表明 两国之间的贸易联系松

如 ,

“

国对 国的贸易结合度
”

是指 国对 散
；
如果 值大于 , 则表明两 国之间的贸

国的出 口 占 国出 口总额的 比重与 国的进 口 占 易联系紧密 ； 如果 值等于 , 则说明两国

世界进 口 总额 的 比重之 比 , 其计算公 式 为 ： 之间 的贸易联系正好处于平均水平 。

表 中俄 (
和俄中 ( 贸易结合度指数 ( 年 )

资料来源 ：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数据计算得来 。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的数据 , 本 念 。

一般而言 , 竞争性越强 的贸易关系 , 互补

文对中国与俄罗斯的贸易结合度进行了测算 。 首 性越弱 ； 反之亦然 。 因此 , 衡量中俄两 国贸易

先来看中 国对俄罗斯的贸易结合度 。 如上表 所 关系的互补性 , 最需要掌握 中俄两 国具体产业

示
, 在 年间 , 中国对俄罗斯历年的贸 的竞争力 。

易结合度均大于 , 且呈现出持续微幅上升 的态 (

一

) 中俄两国产业的竞争力分析

势 。 尤其在 年和 年 , 该指数
一

度高达 目前 , 提出 的显示性 比较

和 。 由此说明中国的 出 口在俄罗斯的进 优势指数 (

口 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 俄罗斯对于中 国出 口 品的 常被用来测算产业的 比较优势 。 指

依赖也在不断加强 。 再来看俄罗斯对中国的贸易 数的表达公式 为

结合度 。 年间 , 俄罗斯对中国 的 贸易 , 其中 表示国家 出 口产品 的 出 口 值 ,

结合度不断下降 。 此后 , 该指数基本维持在一定 表示国家 的总出 口值 , 兄 表示世界对产品

的水平上 。 说明俄罗斯的出 口在中国进 口 贸易 中 的出 口值 , 表示世界总出 口值 。

一般认为 ,

地位尽管不是最为突出 , 但是也比较稳定 。 此外 , 若 大于 , 表示该国在该产业具有比较优

在 年之前 , 中国对俄罗斯的贸易结合度要小 势 , 否则该国在该产业不具备比较优势 。 数值

于俄罗斯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 , 年之后 , 这 越大 , 表 明 优势越显 著 。 本 文基 于
一

趋势发生逆转 。 发生这
一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 ( 联合 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易分析与信息系统 )

中 国加入 之后 , 中 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 贸 数据库提供的 分位双边贸易数据计算 了 中

易出现了更加快速的增长 , 俄罗斯在 中国对外贸 俄两国 章产品 的 指数 , 为增强可读性 ,

易中的地位有所下降 。 而与此同时 , 中 国在俄罗 本文最后根据 商品分类标准将结果汇总

斯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却不断上升 。 总的来看 , 中

国与俄罗斯贸易联系非常紧密 , 俄罗斯对中 国的

贸易依赖要强于中国对俄罗斯的贸易依赖 。

、 余振 、 沈铭辉 、 吴莹 ： 《非对称依赖与中国参 与亚太区域经

济
一

体化路径选择 》 ’
( 亚太经济 》 年第 期 。

②

贸易关系 的竞争性和互补性是
一

对季生概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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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大类 。 品 (艺术品 等 ) 的劣势则非 常明显 , 指数

通过各产业在 年 年间 的 均值分别 为 ： 、 、 。 俄罗斯具

平均值 , 可以看到 中俄两 国各产业的总体竞争 有 比较优势的产品按照 指数均值的大小依

力状况 。 如表 和表 所示 , 中 国具有比较优势 次为 ： 第 章类 ( 、 第 章类 ( 、

的产品按照 指数均值的大小依次为 ： 第 第 章类 ( 和第 章类 (
, 主要

章类 ( 、 第 章类 ( 、 第 章类 是矿产品 、 木及木制品 、 金属制 品和武器弹药类 ；

、 第 章 类 ( 、 第 章 类 具有明显比较劣势的产品 则依次为 ： 第 章类

以及第 章类 ( , 主要是鞋帽 ( 、 第 章 类 ( 、 第 章 类

制品 、 纺织品 、 皮毛制品 、 玻璃制 品 以及机电 ( 、 第 章类 ( 以及第 章类

产品等 ； 而第 章类 、 第 章类和第 章类产 ( 。

表 中国各类产品的 指数 (
年

)

商品章类 平均值

资料来源 ：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 数据计算得来 。

① 商品分类标准下 的 大类 分位产品名称为 ： 活动物 ； 动 物产品 。 植物产 品 。 动 、 植物油 、 脂及其分解产品 ；

精制的食用 油脂 ； 动植物蜡 。 食品 ； 饮料 、 酒及醋 ； 烟草及烟草代用 品 的制品 。 矿产品 。 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

品 。 塑料及其制品 ； 橡胶及其制品 。 生皮皮革毛皮及其制 品 ； 鞍具及挽具 ； 旅行用品手提包及类似容器 ； 动物肠线 ( 蚕胶

丝除外 ) 制品 。 木及木制品 ； 木炭 ； 软木及软木制品 ； 稻草秸秆针茅或其他编结材料制 品 ； 篮筐及柳条编结品 。 木浆及

其他纤维状纤维素浆 ；
纸及纸板的废碎品 ；

纸纸板及其制品 。
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 。

鞋
、 帽 、 伞 、 杖 、 鞭及其零件 ； 已

加工的羽毛及其制 品 ；
人造花 ； 人发制品 。 石料 、 石膏 、 水泥、 石棉 、 云母及类似材料的制品 ； 陶瓷产品 ； 玻璃及其制 品 。

夭然或养殖珍珠 、 宝石或半宝石 、 贵金属 、 包贵金属及其制品 ； 仿首饰 ； 硬 币 。 贱金属及其制 品 。 机器 、 机械器具 、

电气设备及其零件 ； 录音机及放声机 、 电视图像声音 的录制和重放设备及其零件 、 附件 。 车辆 、 航空器 、 船舶及有关运输设

备 。 光学 、 照相 、 电影 、 计量 、 检验 、 医疗或外科用仪器及设备 、 精密仪器及设备 ； 钟表 ； 乐器 ； 上述物 品的零件 、 附件 。

武器 、 弹药及其零件 、 附件 。 杂项制品 。 艺术品 、 收藏品及古物 。



余 振 周 波 邱 珊 ： 论中国
一

俄罗斯 的经济基础与路径选择

表 俄 罗斯各类产品的 指数 ( 年 )

商品章类 平均值

资料来源 ：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 数据计算得来 。

二
) 中俄分位产品贸易互补性分析 且 的值越大 , 互补性越强 ； 如果 ,

贸易互补性指数 ( 表明两国之间 的贸易互补性弱 , 且 的值越

是在 基础上计算的指数 , 常 小 , 互补性越不明显 。

被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某种产品 的 出 口 和另一个 基于 二分位数数据 , 本文使用 了 中

国家的进 口 的吻合程度 。

① 国出 口 与 国进 口的 俄两 国 年的平均显性比较优势和平

产 品 的 贸 易 互补性指数 的 计算公式 如下 ： 均显性 比较劣势来计算两国之间 的贸易互补性

其中 表示 国在 指数 。 表 列 出 了 中俄两国 间 贸 易互补程度最

产品上的显性 比较优势 , 表示 国在 产 高的 类产品及其对应的贸易互补性指数 。 为

品上的显性 比较劣势 。 所谓显性 比较劣势的计 了能够准确地反映各类产品 的互补性大小 , 本

算公式为 文将贸易互补性指数分为三级 ： 将贸易互补性

其中 为 国 产品的进 口额 , 为 国的总 指数高于 的定义为
“

级互补
”

, 将贸易 互

进 口额 , 为世界对 产 品的进 口 额 ,
押为 补性指数介于 至 之间的定 义为

“

级互

世界的总进 口额 。 越大 , 则 国 产品 的 补
”

, 将贸易互补性指数低于 的定义为
“

级

相对优势越明显 ； 越大 , 则 国 产品的

相对劣 势越明显 。 而 为 两者 的乘积 ,

① 余振 ： 《东亚 区域贸易安排福纖应与 中 国的参与战 略 》 ,

如果 , 表 明两国之间 的贸易互补性强 , 科学 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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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补 。 其中 级互补和 级互补是本文重点分 毛 、 羽绒及其制品 ； 人造花 ； 人发制品 ) 和第

析的对象 , 定义为
“

高度贸易互补
”

。 章 (贱金属工具 、 器具 、 利 口 器 、 餐食 、 餐

表 中俄两国间贸易互补程度最高的 类产品及其
叉及其零件 ) 产 品 , 以及俄罗斯 向 中 国 出 口 的

对应的贸易互补性指数 ( 年 )

第 章 ( 镍及其制 品 ) 产品
；
其余为

“

级互

进 口 国 补
”

产 品 。 由此可见 , 中俄两国之间最有贸易
巾 潜力的是原材料和机械设备类的 产品 。 中 国 主

、
要 出 口车辆运输设备 、 纺织品 、 原材料 , 进 口

、

、

矿产品和化工类产 品 ； 俄罗 斯贝 是主要 出 口化

、
工产品 、 矿产品以及金属类产品 , 进 口 纺织类 、

巾
皮毛类和木及木制 品等原材料 。 实际上 , 中俄

两国的贸易互补性主要缘于两国 的资源禀赋差

异 。 俄罗斯是世界资源大国 , 主要生产资源密
、

集型产 品 , 如钢铁、 石化 、 木材等 ；
而 中 国拥

有充裕的劳动力资源 , 出 口产 品 主要集 中在 劳
丄 丄

动密集型部 门 , 如食品 、 服装业 等 。 上述实

； 证分析基本反映 中 俄两 国 当前的产业结构差

俄罗斯 (
、 、 异 , 即 中 国在纺织 、 轻工和机械设备等行业

领域 中具有较强 的竞争优势 , 而俄 罗斯轻工

业发展滞 后 , 主要 出 口 原材料 、 矿产 、 化工

等产 品
为商 品的章类代码 ’

括号之内的数字
(
三

) 中俄综合贸易互补性分析
为该商品的互补性指数 》

资料 来 源 ： 根 据联 合 国 商 品 贸 易 统计 数 据 库 (
表 是根据联合国商品贸 易汇 总数据计算

数据计算得来 。 的中俄两国总体贸易互补性指数 。 自 年开

由 表 可知 ,

‘ ‘

级互补
”

仅 种产 品 , 为
始 , 中

,
的综合贸易互补性指数大于 丨 。 对俄中

中 国向俄罗斯 出 口 的 第 章 ( 铁道及
贸易而 目

, 尽管数值不大于 ,
但都接近于 。

电车道机车 、 糊難零件
；
顏及电辅

顿后 , 顧 的综合性 互补性指数都

固定装置及其零件 、 附件 ； 各种机械交通信号
大〒 看 ’ ■的贸易互补性 ’

设备 ) 产品 ；

“

级互补
, ,

共涉及 种产 品 , 分
其贸易关系符合

“

自然贸易伙伴假说
”

’ 应该通

别是中 国 向俄罗斯出 口 的第 章 ( 已加 工羽
■双 ■系 。

表 中国与俄罗斯的综合贸 易互补性指数 (
年 )

中俄

俄中

资料来源 ：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 库 ( 数据计算得来 。

“

自⑩
四 、 推

产〒
俄 建设的

国家纷纷开始制定和实施 战略 。 对于中 国

路径选择 和俄罗斯而言 , 两国都是全球 战略实施的

根据上述实证分析 , 中 国与俄罗斯贸易结
■ ’

合度较髙 , 贸易互补性较强 , 中 俄贸 易关系
瓶 伙伴的选择主要偏向于 自細周边 国



余 振 周 波 邱 珊 ： 论中国
一俄罗斯 的经济基础与路径选择

家或地区 。 前两点意味着作为全球 进程 中 来看 , 两 国政府都需 要充分发挥民 间 的力 量 ,

后来者的 中 国与俄罗斯 , 在很多 国际经贸规则 共同推进中俄 签署与实施 。 当前 , 中俄两

的制定中 已经丧失了
一

定的先机 ,
现在必须加 国市场经济体系发育仍不充分 , 不 法商人违规

紧谋划 进
一步加快 建设 。 因 此 , 在建设 利用体制漏洞 以及政府官员 随意进行管理执法

中俄 问题上 , 两 国需要
“

善于谋且敏于 等现象时有发生 。 导致了俄罗斯对中 国商品不

行
”

。 信任而中 国商人对俄罗斯经营环境不放心的现

第
一

, 从战略层面
“

谋
”

中俄 问题 , 象 。 在此背景下 , 两国政府要让双方的民众能

尽快启动 中俄 谈判 和建设 。 目 前 , 够知晓 、 理解并感受到建立 中俄 的好处 ,

早已超越了贸易范畴 , 已经成为涵盖货物商品 并征求及吸收民众对于 中俄 的建议 , 力争

与服务贸易 、 投资等方面的综合性 区域经济合 最大限度地增加中俄 谈判的
“

获胜集合
”

。

作协定 。 中俄两 国 高层应该从战 略高度看到 第三 , 以建立能源共同体为先导 , 加 紧夯

对于充实和保障双边关系的重要意义 。 尤 实中俄 和经济一体化的基础 。 众所周 知 ,

其在 当前 , 美 国在全球范 围 内 积极推动
“ ”

俄罗斯是全球重要的能源大 国 , 尤其是天然气

战略 , 即在大西洋推动
“

跨大西洋贸易 和投资 资源最为丰富 , 且产量居全球之首 。 年俄

伙伴关系协定
”

( 和在太平洋推动
“

跨 罗斯的天然气出 口量为 亿立方米 , 到

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
”

( 。 这两大战 年已经增长为 亿立方米 , 主要出 口 德

略的实施将极大巩固 美国 在全球经贸领域的主 国 、 法 国 、 意大利 、 土耳其等欧洲 国家以及乌

导地位 ,
也将会极大挤压 中 国 和俄罗斯经济发 克兰等独联体国家 。 然而俄罗斯 向欧洲邻 国 出

展的战略空 间 。 因 此 , 中 国 与俄罗斯需要从战 口天然 气并没有推动俄罗斯经济的快速增长 。

略上把握建立 的重要意义 , 以此为纽带将 特别是 年下半年以来 , 克里米亚和乌克兰

政治互信转化为经济互信 , 利用 互利共赢 的经 冲突使得俄罗斯与西方 国家发生 了 严重对立 ,

济合作夯实政治与经济互信的基础 具体而 进一步迫使俄罗斯更加 明确其
“

向 东看
”

的经

言 ,
两国政府高层应尽快推动 、 组织政府部门 、

济发展战略 。 近年来 , 随着 中国经济不断增长 ,

企业界人士 、 专家学者开展 中俄 可行性研 中 国对于石油 和天然气的进 口 需求不断攀升 ,

究 , 联合撰写中俄 可行性研究报告 , 然后 无疑为 中俄进
一

步强化能源合作奠定 了基础 。

以此为基础开展充分探讨 、 评估建立 中俄 年 月 日 , 中俄两国签署了 总价值

的收益与成本 , 以便在官产学多个层面达到共 亿美元的天然气供应协议 。 根据协议 , 俄罗斯

识 。 考虑到中俄两 国的现实 国情 , 中俄 谈 从 年开始每年 向中方供应天然气 亿立

判选择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较为合理 。 中俄双 方米 , 中国为此协议向俄方预付 亿美元的

方应将问题分层 , 先就容易解决 、 容易形成共 费用 。 这份协议加上 中俄双方可能就能源进行

识的问题进行协商和谈判 , 将难度较大 、

一

时 合作的广 阔前景 , 无疑为陷人 动荡 的俄罗斯经

难以谈成的 问题暂时搁置或放在框架协议 中相 济提供 了强大的 信用保证 。 中俄两 国还签署 了

应的大原则之下 , 待后续逐步解决 。

② 《 中俄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

第二 , 充分利用民间的智谋和发挥民间力 声明 》 , 提 出建立全面 的中俄能源合作伙伴关

量 的作用 , 为中俄 谈判与建设营造 良好的 系 , 进
一

步深化 石油领域
一

揽子合作 , 尽快启

氛围 。 跟其他 国 际协 定 的 谈判 和签 署
一

样 ,

动俄对华供应天然气 , 以开发俄境 内煤矿和发

的签署与实施也需要经历 国 内和 国际两个

层次的博弈 。 尽管 中 俄两 国 贸 易互补性很 强 , ① 陈柳钦 ： 《中 俄 自 由贸易区问题探讨 《俄罗斯中亚东欧市

但是随着中俄 的建立 , 两 国国 内的部分产
场 》 年第 礼

■ 丨 丨 止 人 丨 …
② 李春波 ： 《 实现 中俄贸易 自 由 化是双贏选择

一

〈创建 中俄
业和止业 曰定 又到 框架下贸易投资 自 由

自 由贸易 区问聽索 〉 评析 》 , 《俄 罗斯 中亚东欧研究 》

化的冲击 。 从中俄 谈判和建设的操作层面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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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交通基础设施等方式扩大煤炭领域合作 , 积 两国间的争端解决主要依赖两国政府间 的
“

定

极研究在俄建设 发电设施 , 扩大对华 电力 出 期会晤机制
”

, 该机制 旨在通过政府间 的磋商方

口
。 由此可见 , 中俄正在 向实质性的能源共同 式解决双方 的贸易摩擦与争端 , 并就 中俄经济

体方向迈进 。 值得
一

提的是 , 能源产 品是战 略 贸易合作的项 目 、 进展与 问题交换意见 , 进行

性商品 , 它不仅涉及经济利益 , 更涉及 国家经 沟通与协商 。 但是随着 中俄贸易投资 自 由化进

济安全 。 从西欧经济
一

体化的经验来看 , 中俄 程的深入 ,
两 国 的经贸合作活动会更加频繁 ,

可以尝试以组建能源共同体为先导 , 为下 阶段 贸易摩擦和 争端也会随之加剧 。 因此 , 除 了在

的 建设和经济
一体化奠定基础 。 双边 框架下处理贸易争端外 , 鉴于俄罗斯

第四 , 优先开展企业和产业间的合作 , 先 赀易的特殊情况 ,
也需要建立各层次的磋商和

行签署中俄投资协定 。 从 目前中俄两 国市场发 协调制度 , 及时 、 有效化解双方在 贸易和投 资

育程度以及产业结构 的互补性状况来看 , 中俄 领域的争端 。

的建立和实施可能还需要
一

个较长的过程 。 总的来看 , 当前全球区域经济
一

体化 已是

基于这个现实 , 中俄两国在推动 谈判的同 大势所趋 , 中俄两国互为对方重要的 战略协作

时 , 也需要优先开展企业间及产业间合作 。 中 伙伴 , 两国应该顺势而为 , 加快研究 和建立双

俄两国之间开展产业合作可以 使各国企业更好 边 , 通过 巩固 和加深现有 的双边关

地明确在地区产业结构 中的角色定位 , 及时调 系 , 为两国经济的共同繁荣和可持续发展做出

整生产布局 , 增强 自 身 的市场竞争力 。 然而 , 应有贡献 。

企业的跨国投资活动较之贸易 活动对于 目标市

场政策环境的透 明度要求更高 。 可 以预见 , 在 本文作 者 ： 余振是武汉大 学 亚 太 与新 兴经

未来中俄 框架下 , 构建一个透明稳定的投 济体研 究 中心 主任 、 副教授、 硕 士生导

资环境将是中俄经贸合作的主要 目标 , 即中俄 师 、 经济 学博士 ； 周 波是 中 共 中 央 党校

两国将推进投资规则和法律的透明化 , 为两 国 级政治 经济学 专业博士研究 生 ； 邱

的投资者提供更为稳定 的政策框架和更加开放 珊是武汉大学经济与 管理 学 院 国 际商务

的投资体制 。 专业硕士研究生

第五 , 建立 中 俄各层级磋商和协调制度 , 责任编辑 ： 周 勤勤

明确双边贸 易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 目 前 , 中俄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