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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中俄经贸三大新前景
①
 

 

2019 年 6 月 5 日，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元首在莫斯科举行会晤，

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

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双方宣布，将守望相助、深度融通、开拓创新、

普惠共赢，致力于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其中，政

治合作、安全合作、务实合作、人文交流和国际协作，是中俄全面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点领域。 

在务实合作方面，我国商务部与俄罗斯经济发展部签署了《关于

促进双边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明确提

出推动双边贸易向 2000 亿美元迈进的目标，通过持续提升双边贸易

                   
①
 张誉馨，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马克思主义世界政治经济理论研究室助理研究员；东艳，中国社科院世界经

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室主任、研究员。本文已发表于《进出口经理人》2019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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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优化贸易结构、深化电子商务和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提升

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水平。该备忘录的签署，为两国提供了经贸发展新

机遇，培育了贸易增长新动能。 

 

中俄经贸迎来发展新前景 

2018 年，俄罗斯经济继续保持温和增长，卢布汇率逐步走强，

摆脱了经济危机的阴影。随着俄罗斯“向东看”的步伐明显加快，中

俄经贸合作进一步加强。根据我国海关总署公布的统计数据，2018

年我国和俄罗斯双边贸易总额为 1116.4 亿美元，同比增长 26.8%。

其中，我国对俄罗斯的出口额为 517.1 亿美元，同比增长 13.3%;我

国自俄罗斯进口额为 599.3 亿美元，同比增长 41.3%，俄罗斯是我国

第九大进口来源地。我国对俄罗斯出口额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从

2009 年的 1.5%提升至 2018 年的 2.1%，我国自俄罗斯进口额占我国

进口总额的比重从 2009 年的 2.1%提升至 2018 年的 2.8%(见图)。

2019 年前 4 个月，中俄双边贸易额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 2.37%，

其中，出口额和进口额分别占比为 1.93%和 2.87%，有很大的发展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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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双边贸易的商品结构来看，两国的经贸互补性较强。根据我国

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2019 年前 4 个月，我国对俄罗斯出口商品的

主要类别是机电产品、音像设备及其零件附件，占我国对俄罗斯出口

总额的 38.36%;其次是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贱金属及其制品、车辆

航空器船舶及运输设备，占比分别为 9.91%、7.82%和 6.73%。而我国

自俄罗斯进口的产品中，矿产品占 72.46%，木及制品、木炭、软木

及编结品占 7.68%，贱金属及其制品占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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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签署的备忘录将农业、科技与数字经济领域作为两国经贸创

新发展的重点领域。我国商务部、农业农村部与俄罗斯经济发展部、

农业部共同签署的《关于深化中俄大豆合作的发展规划》及俄罗斯大

麦输华检疫要求议定书等 5 项农产品准入协议，表明两国的农业合作

逐步走深走实；两国设立中俄联合科技创新基金、签署合资设立电商

企业与深化 5G 领域合作等协议，则说明中俄合作的增长点将不再是

传统的能源资源领域，而是具有时代特色的高新技术与数字经济领域。 

 

哪些领域即将开启？ 

本次备忘录的签署，证明两国对未来合作方向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俄罗斯理想的发展模式是在发展本国优势领域的基础上，借助国际贸

易的力量改变其经济结构。俄罗斯不愿仅充当他国的原料供应国，注

定了两国在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存在合作的上限。此种情况下，要加

强合作，势必开拓新领域。 

（一）农业领域：俄罗斯大力持续发展的领域 

俄罗斯有国家重视与保护农业发展的传统。早在 19 世纪八九十

年代，俄罗斯帝国就建立了粮食宏观调控系统，认为发展粮食出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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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贸易顺差和卢布汇率的最主要方式。俄罗斯政府近年来给予农业

发展优惠政策，包括农业补贴、减免税收，以及向农业企业提供低息

贷款等。2014 年，俄罗斯的农业支持总水平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

的比重上升到 0.93%，高于同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 0.9%

的平均水平。同时，俄罗斯在农业领域拥有一系列优势。小麦、甜菜

和一些其他谷类与豆类作物出口量世界领先;畜牧业发达；生态环境

良好，水资源充足，农产品质量相对较高；拥有一些农业基础设施薄

弱但潜力巨大的农业发展区等。另外，俄罗斯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使得

其需要对农业政策做出调整。乌克兰危机后，卢布贬值与西方制裁促

使俄罗斯加强发展农业，希望借助农业改善俄罗斯经济结构。对俄罗

斯农产品来说，中国是一个足够有吸引力的市场。此外，自 2015 年

以来，俄罗斯农业的就业贡献率始终保持在 8%，发展农业有利于改

善就业。 

（二）高科技领域：目前俄罗斯高度关注的方向 

 

2017 年发布的《俄罗斯信息社会发展战略(2017~2030 年)》多次

提及要提高俄罗斯高科技公司的国际竞争力，高科技对俄罗斯经济助

力不够。根据俄罗斯科学研究与统计中心的数据，2001~2007 年，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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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从事科研与设计的工作人员数量下降了 9.8%，科研单位数量从

2008 年回落到 2004 年的水平，企业创新活跃度指数平均值也相对偏

低。由此，俄罗斯致力于在发展航空、导弹技术和核能等优势领域的

基础上，在无线通信技术、区块链、量子技术和纳米技术等高科技领

域实现突破与创新。设立中俄联合科技创新基金符合俄罗斯的资本需

求，能够满足其对合作伙伴的期待。两国合作能够助力俄罗斯加速经

济现代化建设，也让我国科技企业有更广阔的平台，充分融合俄罗斯

企业的创新智慧。 

（三）数字经济：由中俄两国数字化程度对比而受到关注 

早在 2011 年，俄罗斯总统顾问格拉济耶夫就提出，信息通信将

成为第六次新技术方式的核心之一，并期待俄罗斯在这一领域有所作

为，在世界经济进行整体结构改革之前，搭上全球经济增长加速新长

波。但目前俄罗斯制造与管理数字化、交易模式数字化程度均较低。

根据格拉济耶夫的统计，2015 年，俄罗斯数控机床保有量仅有 10%，

远低于日本(90%)、德国、美国(70%)乃至中国(30%)。2016 年，俄罗

斯仍有 62%的联邦主体未完成 2016 年所设定的电子政务普及目标。

企业数字化程度不足，是造成俄罗斯劳动生产率低于工业领先国家的

重要原因之一。俄罗斯电子信息产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也较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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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市场电子信息产品进口依存度平均高达 80%以上。由此，数字经济

被列入俄罗斯 2018~2025 年主要战略发展方向目录，并于 2017 年连

续出台了《俄罗斯联邦数字经济规划》与《俄罗斯信息社会发展战略

(2017~2030)》两份文件，表明俄罗斯推进数字化发展的紧迫程度。

由此，俄罗斯希望与在数字化领域有所作为的国家进行合作，而中国

方面也认为，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将提高两国的贸易效率，造福两

国人民。 

 

企业家应注意哪些问题？ 

首先，合作前应进行详尽的法律评估。俄罗斯立法变动频繁，司

法救济风险大；俄罗斯国家管理体系分为俄联邦、联邦各主体和自治

地方 3 个层级，常有三级立法规定不一致的现象出现，有时甚至与总

统令相冲突；俄罗斯法律有许多笼统规定，缺少明确实施办法。因此，

投资者尤其应注意在交易前详细了解各主管部门的具体要求及法律常

识。此外，应避免使用对国内或西方国家立法的习惯认知对俄罗斯法

律进行预判。传统俄罗斯贸易中尤其重要的法律包括《俄罗斯联邦税

法典》《俄联邦外商投资法》《俄联邦租赁法》《俄联邦生态评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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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法典》《矿产资源法》和《环境保护法》等。鉴于两国农业与

信息产业合作不断加强，企业家们还应该对《农用土地流转法》《森

林法典》《水法典》《信息、信息技术和信息保护法》《俄联邦数字金

融资产法》和《大众传媒法》等法律予以关注。 

其次，谨慎选择投资领域。对俄罗斯国家战略性行业投资尤需谨

慎。比如，外资企业对俄罗斯相关法律中列举的 42 种有战略意义的

商业组织控股权不得超过 25%。外资企业在联邦级矿产地企业的控股

权不得超过 5%。对于这些存在限制的领域，务必依据俄联邦与地方

法律规定、遵守诚信经营的原则，循序渐进地熟悉俄罗斯行政管理程

序，稳步加强中小项目合作，不断建立互信，待俄政策调整时再扩展

合作规模。 

最后，合理选择投资模式。俄罗斯资本稀缺，对外国投资的态度

矛盾，既希望吸引外国投资者与技术，又不愿看到其靠俄境内资源获

取巨额利益；既希望创造就业岗位，但本国劳动力数量又不足。此外，

俄联邦法律对外国企业投资并购活动设立的投资壁垒也很高、税务负

担也较重。例如，2013 年修订的关于外国人不动产交易特点的联邦

法律草案中即强调：“应防止在俄罗斯土地上出现被外国人控制的独

立的社会经济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独资企业不仅风险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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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易引起俄罗斯国内人士反感；在选择合资模式时应与俄方合作伙伴

进行充分沟通，尊重双方意见，选择适合的投资模式；同时，应对合

作伙伴的历史沿革、资产、业务、税务执行、重大合同履行、董事会、

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法律纠纷记录等状况详尽调查，为未来合作

的顺利进行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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