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亚经济 / 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

对欧亚经济联盟内部贸易发展评估及启示

杨文兰　 王　 琰　 宋　 芳

【内容提要】 　 欧亚经济联盟作为区域一体化新的参与者ꎬ其成立与发展

始终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ꎮ 该研究通过贸易规模、占比、结构和依存

度等指标对欧亚经济联盟内部贸易发展进行了评估ꎮ 结果表明ꎬ欧亚经济联

盟的成立并没有有效促进联盟内部贸易的发展ꎬ联盟内部贸易不仅规模小、
占比低ꎬ而且结构低度化问题突出ꎬ联盟对外部市场的依赖远超对内部市场

的依赖ꎮ 欧亚经济联盟并非是一个简单的经济组织ꎬ内部贸易发展也并非是

联盟成立的主要目的ꎬ而是其主导国对生存空间拓展的现实需要ꎬ由此引发

了对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与发展的一些思考和启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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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二战后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ꎬ在经历了 ２０ 世纪 ５０ ~ ６０ 年代的起

步、７０ ~ ８０ 年代的萧条ꎬ９０ 年代后进入高潮并持续至今ꎬ形成了遍布全球的

区域一体化组织网络ꎬ也形成了统管全球的价值链中心ꎮ 在众多一体化组织

中ꎬ横跨欧亚大陆的欧亚经济联盟ꎬ作为区域一体化新的参与者ꎬ其成立与发

展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ꎮ 该联盟始于 ２０１０ 年俄、白、哈三国建立的关

税同盟ꎬ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正式成立ꎬ同年 １ 月 ２ 日亚美尼亚加入、８ 月 １２
—４８—



对欧亚经济联盟内部贸易发展评估及启示

日吉尔吉斯斯坦加入ꎮ 目前ꎬ欧亚经济联盟有五个成员国及摩尔多瓦(２０１８
年)和乌兹别克斯坦(２０２０ 年)两个观察员国ꎮ

自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以来ꎬ一方面ꎬ加强内部建设ꎬ如成立超国家的组织

机构①ꎬ实施统一海关法ꎬ消除内部贸易发展的关税障碍ꎻ另一方面ꎬ以联盟

形式发展对外经贸关系ꎬ如联盟与中国倡导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ꎬ形成

了“带盟”对接的空间格局ꎬ与越南等国建立自贸区等ꎬ体现了其内外兼顾的

联盟思想ꎮ 从欧亚经济联盟近年来一系列布局可以看出ꎬ俄罗斯主导的联盟

具有宏大的战略目标ꎬ但无论如何ꎬ联盟成员国经济发展、内在的经济联系和

内部贸易发展是联盟深化发展的根基ꎮ 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联盟成立距今已

有六年多ꎬ联盟成立是否有互补的贸易基础? 是否紧密了彼此的经贸联系?
是否促进了联盟内部贸易发展? 本文尝试对这些问题展开研究ꎮ

一　 欧亚经济联盟内部贸易发展的法律和产业基础

二战以来ꎬ一系列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成立ꎬ或因为制度相似、地理

位置毗邻、要素禀赋的差异性及产业结构的互补性ꎬ或基于和平与发展的

现实需要等ꎮ 从一体化组织的理论发展来看ꎬ关税同盟理论、大市场理论

和协议性分工理论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ꎬ特别是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美国经

济学家范纳提出的关税同盟理论是区域一体化理论当中的经典理论ꎬ由此

也使关税同盟成为一体化组织深化发展的重要阶段ꎮ 例如ꎬ欧盟 １９６８ 年

就达到了关税同盟阶段ꎬ而欧亚经济联盟成立的基础也始于 ２０１０ 年俄、
白、哈三国成立的关税同盟ꎮ 从经济效应来看ꎬ关税同盟理论有静态效应

和动态效应ꎮ 静态效应如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ꎬ动态效应如规模

经济效应和竞争效应等ꎮ
欧亚经济联盟成立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ꎮ 从其成员构成来看ꎬ均

为原苏联加盟共和国ꎬ后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均完成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

济转轨ꎬ成为转型国家ꎮ 从地理位置来看ꎬ均位于欧亚大陆ꎬ除吉尔吉斯斯坦

外ꎬ其他成员国均与俄罗斯毗邻ꎬ有的联盟成员国成为俄罗斯直面西方的最

后屏障ꎬ如白俄罗斯ꎻ有些国家地缘关系非常复杂ꎬ如亚美尼亚位于黑海与里

海交通要道ꎬ成为西方国家插手的对象ꎬ而欧亚经济联盟的成立ꎬ将这些国家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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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部贸易发展的法律基础

欧亚经济联盟成立和运营主要依托两大法律文件:
第一ꎬ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９ 日俄、白、哈三国签署的«欧亚经济联盟条约»ꎮ 从

其意义和作用来看ꎬ联盟条约不仅是联盟成立的法律文件ꎬ也是联盟法律体

系的核心和正常运营的根源ꎮ 从其内容来看ꎬ条约共分为四大部分ꎮ
第一部分对联盟的法律地位ꎬ联盟成立的原则、宗旨、职能和一些关键性

的概念进行了全面界定ꎮ
第二部分关于关税同盟ꎬ该部分确定了联盟统一关境运行的法律基础ꎬ

包括关税同盟运行、海关监管、外贸政策、技术监管、卫生和动植物检验检疫

及保护消费者利益等相关内容ꎮ
第三部分关于统一经济空间ꎬ主要通过宏观政策的实施ꎬ如宏观经济政

策、货币金融政策和服务投资政策等ꎬ确保形成联盟内商品、服务、资本和劳

动力市场的统一ꎮ
第四部分是过渡条款和最终条款ꎮ 过渡条款主要对一些联盟内重要商

品的统一市场ꎬ如石油及成品油统一市场建立规定了过渡期ꎻ最终条款主要

对加入、退出联盟做了一些特别规定ꎮ
第二ꎬ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生效的«欧亚经济联盟海关法典»ꎮ 该法典是对

２０１０ 年俄、白、哈«关税同盟海关法典»的修订和扩展ꎬ由此也使海关法典从

关税同盟法发展到了欧亚经济联盟法ꎬ也即更多是从联盟角度制定海关的法

律法规ꎬ便于实现联盟内的统一市场ꎮ 从内容上来看ꎬ«欧亚经济联盟海关法

典»对海关的职能、制度、税法和监管等进行了详细规定ꎮ 例如ꎬ以电子申报

为主、无须提交纸质单据以及实施单一窗口制度ꎬ提高了贸易便利化程度ꎬ降
低了贸易成本ꎮ 另外ꎬ随着电子商务的兴起ꎬ«欧亚经济联盟海关法典»专门

对网购商品的免税数量和金额作出特别规定ꎮ
(二)内部贸易发展的产业基础

区域一体化组织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成员国间要素禀赋和产业

结构的差异ꎬ加强内部经济合作ꎬ扩大彼此贸易规模ꎮ 虽然欧亚经济联盟目

前正式成员国只有五个ꎬ但各国的经济社会条件、要素禀赋、产业发展却千差

万别ꎬ由此也使联盟内部贸易有了发展的产业基础ꎮ
１ 经济社会条件差异性较大

横跨欧亚大陆的欧亚经济联盟ꎬ面积共计 ２ ０２６ ０３ 万平方公里ꎬ占世界

总面积的 １４％ ꎮ 但人口稀少ꎬ总计 １ ８３７ ６２ 亿人ꎬ不及世界人口的 ３％ ꎮ 特

别是欧亚经济联盟各国经济社会条件存在巨大差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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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具有独特的优势ꎬ在人口、国土面积和国内生产总值等指标方面

占联盟的 ８０％左右ꎮ 而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两国国土面积和国内生产

总值占比不到 １％ ꎬ在欧亚经济联盟中ꎬ两国地位无法与俄、白、哈三国相提

并论ꎮ

表 １ ２０１９ 年年底欧亚经济联盟的经济社会指标

总计
国土面积(万平方公里)

２ ０２６ ０３ 人口(亿人)１ ８３７ ６２ ＧＤＰ(万亿美元)１ ９６７ ３

国别 面积 占比(％ ) 人口 占比(％ ) ＧＤＰ 占比(％ )

俄罗斯 １ ７０９ ８２ ８４ ３９ １ ４６８ ８ ７９ ９３ １ ７００ １ ８６ ４２

哈萨克斯坦 ２７２ ４９ １３ ４５ ０ １８１ ６ ９ ８８ ０ １８１ ８ ９ ２４

白俄罗斯 ２０ ７６ １ ０３ ０ ０９４ ９ ５ １６ ０ ０６３ ２ ３ ２１

吉尔吉斯斯坦 １９ ９９ ０ ９９ ０ ０６２ ６ ３ ４１ ０ ００８ ５ ０ ４３

亚美尼亚 ２ ９７ ０ ０２ ０ ０２９ ７ １ ６２ ０ ０１３ ７ ０ ７０

资料来源:欧亚经济委员会网站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ａｇｅｓ / ｄｅｆ
ａｕｌｔ ａｓｐｘ

另外ꎬ从欧亚经济联盟内在布局来看ꎬ不同于其他一体化组织的多中心

格局ꎬ而是由俄罗斯主导的单中心的一体化组织ꎬ或者说是以俄罗斯为中心、
以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为两翼、以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为桥梁横跨欧

亚大陆独具特色的一体化组织ꎮ
从在联盟发挥的作用来看ꎬ俄、白、哈三国是联盟的“三驾马车”ꎬ决定了

联盟的发展方向及未来的战略布局ꎬ而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从自身

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特性来看ꎬ是联盟的参与者和追随者ꎬ更多是希望通过

参与联盟获得外交安全ꎮ
２ 支柱产业差异较大

联盟成员国的产业结构均呈现以服务业为主的特征ꎬ但基于要素禀赋、
经济社会条件和产业发展的历史等多因素的影响ꎬ联盟成员国的支柱产业或

特色产业存在比较大的差异ꎮ
第一ꎬ采掘、冶金与国防工业为俄罗斯的支柱产业ꎮ 石油天然气工业是

俄罗斯支柱产业ꎬ且该国国防工业优势突出ꎬ从设计、研发、试验到生产系统

非常完善ꎬ是世界少有的能生产海、陆、空等武器和装备的国家ꎮ 年武器出口

超过百亿美元ꎬ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武器出口国ꎮ 发达的国防工业极

具战略优势ꎬ也成为一些小国在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依附于俄罗斯的

主要原因ꎮ 例如ꎬ亚美尼亚放弃与欧盟已谈妥的联系国协议ꎬ转而加入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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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ꎬ这不仅仅是因为经济原因ꎬ更重要的是考虑国家的

安全问题ꎮ
第二ꎬ制造业、石油加工和信息通信业为白俄罗斯的支柱产业ꎮ 白俄罗

斯号称原苏联的“装配车间”ꎮ 目前ꎬ白俄罗斯的机械制造在联盟成员国中优

势非常突出ꎬ特别是汽车制造、机床制造和农业机械制造等ꎮ 白俄罗斯虽然

能源短缺ꎬ但依靠进口俄罗斯的能源而发展的石化工业成为其国内的支柱产

业ꎮ 另外ꎬ白俄罗斯是联盟内少有的电子技术、无线电技术和 ＩＴ 行业均比较

发达的国家ꎮ
第三ꎬ能源采掘、农业种植和加工制造为哈萨克斯坦的支柱产业ꎮ 哈萨

克斯坦是联盟内仅次于俄罗斯的能源富集国ꎬ具有丰富的能源资源ꎬ采掘业

成为哈支柱产业ꎮ 另外ꎬ哈萨克斯坦依托丰富的劳动力和农业资源ꎬ大力发

展农业、石化工业、轻纺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ꎮ
第四ꎬ旅游业和建筑业为亚美尼亚的支柱产业ꎮ 与联盟其他成员国相

比ꎬ亚美尼亚虽然能源资源欠缺、农业欠发达ꎬ但其位于外高加索且处在里海

与黑海交通要道上ꎬ具有发展旅游业的独特优势ꎮ 因此ꎬ旅游业成为近年来

国家倡导优先发展的产业ꎮ 另外ꎬ其建筑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

２０％ ꎬ成为该国的支柱产业ꎮ
第五ꎬ农业、金属采掘业和冶炼业为吉尔吉斯斯坦的支柱产业ꎮ 吉尔吉

斯斯坦是联盟内化学元素最齐全的国家ꎮ 该国依托丰富的化学元素ꎬ大力发

展金属采掘业ꎮ 另外ꎬ农业在吉尔吉斯斯坦占有重要的地位ꎬ成为该国的支

柱产业ꎮ
以上分析表明ꎬ欧亚经济联盟有完整的法律框架和产业基础ꎬ联盟成员

国间经济社会条件、要素禀赋和产业发展均存在巨大差异性ꎬ为联盟发展内

部贸易创造了条件ꎮ

二　 欧亚经济联盟内部贸易发展的现实分析

欧亚经济联盟成立和统一海关法的实施ꎬ虽然为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

内部贸易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ꎬ但从欧亚经济联盟成立六年来的贸易发展来

看ꎬ内部贸易不仅规模小且在联盟整体贸易中占比低ꎮ
(一)欧亚经济联盟内部贸易规模较小

联盟自成立以来ꎬ一直致力于通过削减内部关税、实施统一海关法等措

施扩大相互贸易的发展ꎮ 虽然联盟建立和政策实施对促进联盟内部贸易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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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ꎬ但从 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０ 年数据来看ꎬ这种促进作用比较有

限ꎬ联盟与第三国的贸易仍然是各成员国贸易发展的主要方向ꎮ

图 １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０ 年欧亚经济联盟内部贸易规模 (单位:万亿美元)
资料来源:同表 １ꎮ

２０１５ 年联盟建立前ꎬ例如ꎬ２０１４ 年联盟成员国相互贸易额为 ６１１ ８ 亿美

元ꎬ联盟成员国与第三国的贸易额为 ８ ７３１ 亿美元ꎬ联盟内部贸易占其与第三

国贸易的 ７％ ꎮ 受世界市场行情的影响ꎬ２０１５ 年欧亚经济联盟成员间的内部

贸易降至 ４５６ １ 亿美元ꎬ下降幅度高达 ２５％ ꎮ 而 ２０２０ 年新冠肺炎疫情使欧

亚经济联盟对外和相互贸易均呈现下降的态势ꎮ ２０２０ 年与 ２０１４ 年相比ꎬ联
盟内部贸易下降 １０ ３％ ꎬ联盟与第三国的贸易下降 ２８ ７％ ꎮ ２０２０ 年联盟内

部贸易额占其与第三国贸易额比重为 ８ ８％ ꎬ２０２０ 年与 ２０１４ 年相比ꎬ提升了

１ 个百分点ꎬ与 ２０１５ 年相比也提升了 １ 个百分点①ꎮ 可以说ꎬ联盟成立对联

盟内部贸易有一定的促进作用ꎬ但作用并不像其他一体化组织那样明显ꎬ其
贸易发展仍然以与第三国为主ꎬ呈现这一特征的原因如下ꎮ

第一ꎬ２０１８ 年欧亚经济联盟统一海关法实施使联盟内部贸易关税壁垒大

幅下降ꎬ大部分商品关税为零ꎬ使联盟内部贸易得到发展ꎮ 例如ꎬ２０１７ 年联盟

内部贸易规模为 ５４７ １ 亿美元ꎬ２０１８ 年达到 ６０２ ６ 亿美元ꎬ２０１９ 年稳步增至

６１０ ３ 亿美元ꎬ欧亚经济联盟关税同盟效应得以体现ꎮ 但 ２０２０ 年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ꎬ联盟内相互贸易重新降至 ６００ 亿美元以下ꎬ为 ５４８ ６ 亿美元②ꎮ
第二ꎬ联盟内主要成员国要素禀赋具有相似性ꎮ 如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

均为能源大国ꎬ采掘业为其国内支柱产业ꎬ经济发展的雷同性特征突出、结构

互补性不足ꎬ难以促进两国贸易大规模发展ꎮ

—９８—

①
②

欧亚经济委员会网站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ａｇ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ａｓｐｘ
同①ꎮ



欧亚经济 / 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

第三ꎬ联盟成员国间经济差距较大ꎬ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衡量指标ꎬ２０１９ 年

俄罗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１ １ 万美元ꎬ哈萨克斯坦为 ９ ６８６ 美元ꎬ白俄罗斯为

６ ６９１美元ꎬ亚美尼亚为 ４ ６０４ 美元ꎬ吉尔吉斯斯坦仅为 １ ３００ 美元①ꎮ 根据林德重

叠需求理论ꎬ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ꎬ相互重叠部分较少ꎬ缺乏贸易的基础和动力ꎮ
第四ꎬ联盟注重关税削减ꎬ但相应联盟内非关税壁垒大量涌现ꎬ这也是区

域一体化组织达到关税同盟阶段必然要面临的一个问题ꎮ 例如ꎬ欧盟也曾受

其困扰ꎬ所以在 １９８５ 年启动了内部统一大市场ꎬ并在 １９９２ 年年底完成了大

市场的建设ꎮ 借鉴其经验ꎬ欧亚经济联盟也启动了市场一体化的建设ꎬ预计

到 ２０２５ 年实现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可充分自由流动ꎬ但目前该

效应并未显现ꎮ
(二)成员国对联盟内部贸易贡献不同

联盟成员国在联盟的地位存在巨大差异ꎬ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经济

体量较小ꎬ在欧亚经济联盟中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ꎮ 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

萨克斯坦作为欧亚经济联盟的“三驾马车”ꎬ在欧亚经济联盟中占据绝对的优

势ꎮ 从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０ 年数据来看ꎬ２０１４ 年ꎬ俄、白、哈三国的内部贸易额为

６０２ ３ 亿美元ꎬ占欧亚经济联盟内部贸易总额的 ９８ ４％ ꎻ２０２０ 年ꎬ三国内部贸

易额总额为 ５３６ １ 亿美元ꎬ占欧亚经济联盟内部贸易总额的 ９７ ７％ ꎮ 特别是

俄罗斯在欧亚经济联盟中居于核心地位ꎮ ２０１４ 年ꎬ俄罗斯在联盟内部贸易额

为 ３６８ ９ 亿美元ꎬ占联盟内部贸易总额的 ６０ ３％ ꎬ２０２０ 年俄罗斯在联盟内部

贸易额为 ３４０ ６ 亿美元ꎬ占比增至 ６２ １％ ꎮ
总体来看ꎬ欧亚经济联盟中ꎬ俄罗斯经济一家独大ꎬ其国内生产总值、人

口数量等经济社会指标优势突出ꎬ且为联盟成员国能源资源、工业制成品的

提供者和技术支持者ꎮ 由此决定了俄罗斯在欧亚经济联盟中突出的贸易地

位ꎬ体现了联盟成员国对俄罗斯的经济依赖和政治上的依附关系ꎮ

表 ２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０ 年欧亚经济联盟内部贸易发展的国别分布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欧亚经济联盟 亚美尼亚 白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俄罗斯

２０１４ ６１１ ８ ３ ２ １６１ ８ ７１ ６ ６ ４ ３６８ ９

２０１５ ４５６ ２ ２ ６ １１０ １ ５１ ２ ４ １ ２８８ ２

２０１６ ４２９ ６ ３ ９ １１３ ８ ３９ ３ ４ ５ ２６８ ０

—０９—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投资指南»ꎬｈｔｔｐ: / / ｆｅｃ ｍｏｆ
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ｇｂｄｑｚ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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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年份 欧亚经济联盟 亚美尼亚 白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俄罗斯

２０１７ ５４７ １ ５ ７ １３６ ５ ５２ ６ ５ ４ ３４６ ９

２０１８ ６０２ ６ ６ ９ １３９ ３ ６０ ５ ６ ４ ３８９ ５

２０１９ ６１０ ３ ７ ６ １４５ ５ ６３ ２ ６ ２ ３８７ ９

２０２０ ５４８ ６ ７ １ １４０ １ ５５ ４ ５ ５ ３４０ ６

资料来源:同表 １ꎮ

１ 亚美尼亚对联盟内部贸易的贡献

亚美尼亚位于外高加索地区ꎬ处在黑海与里海间的交通要道上ꎬ由于所处地

区复杂的地缘关系ꎬ与阿塞拜疆因纳卡问题战争不断ꎬ与土耳其至今没有建交ꎮ
基于安全考量ꎬ亚美尼亚一直将俄罗斯视为其外交关系的优先发展对象ꎮ 早在

１９３６ 年亚美尼亚就成为原苏联加盟共和国ꎬ随着苏联解体ꎬ亚美尼亚于 １９９０ 年 ８
月 ２３ 日改名为亚美尼亚共和国并于 １９９１ 年 ９ 月加入独联体ꎮ 该国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签署«欧亚经济联盟条约»ꎬ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 日成为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ꎮ

亚美尼亚在与俄罗斯保持紧密关系的同时ꎬ也积极拓展与欧美国家的关

系ꎬ至今仍享受欧盟给予的普遍优惠制待遇(简称 ＧＳＰ 待遇)ꎬ并一直与欧盟

进行联系国的谈判ꎬ后因加入欧亚经济联盟才中断与欧盟的谈判ꎮ 与美国的

关系也在不断推进中ꎬ亚美尼亚以其自身的地缘优势获取大国给予的经济及

政治利益ꎬ但由于自身经济存在短板ꎬ如资源匮乏、寡头经济特征明显、粮食

无法自给、贸易逆差逐年扩大ꎬ导致国内经济低迷ꎬ希望通过加入俄罗斯主导的

欧亚经济联盟ꎬ扩大与联盟内的贸易ꎬ振兴本国经济ꎮ

图 ２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２０ 年亚美尼亚与欧亚经济联盟内部贸易发展情况对比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同表 １ꎮ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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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部贸易发展的现实来看ꎬ亚美尼亚与联盟内的贸易规模由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２ ４ 亿美元增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２４ ２ 亿美元ꎬ２０２０ 年与 ２０１５ 年相比增长 ９５ ２％ꎮ 其

中ꎬ亚美尼亚向联盟国家的出口由 ２０１５ 年的 ２ ４ 亿美元增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７ １ 亿美

元ꎻ进口由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０ 亿美元增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７ ２ 亿美元ꎮ
虽然总体规模有所扩大ꎬ但其基本的贸易格局没有发生变化ꎮ 例如ꎬ与

俄罗斯的贸易是其主要部分ꎬ贸易逆差没有改观ꎮ

表 ３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２０ 年亚美尼亚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内部贸易分布

(单位:亿美元)

国别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２０ 年

出口 进口 差额 出口 进口 差额

白俄罗斯 ０ ０５５ ０ ０ ３５０ ０ － ０ ２９５ ０ ０ ２１３ ２ ０ ５９９ １ － ０ ３８５ ９

哈萨克斯坦 ０ ０４９ ０ ０ ０１２ ０ ０ ０３７ ０ ０ ０６６ １ ０ ０６５ ８ ０ ０００ ３

吉尔吉斯斯坦 ０ ００３ 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 ００２ ０ ０ ０１６ ２ ０ ００５ ０ ０ ０１１ ２

俄罗斯 ２ ２５９ ０ ９ ６７３ ０ － ７ ４１４ ０ ６ ８０３ ６ １６ ５４９ ０ － ９ ７４５ ４

资料来源:同表 １ꎮ

俄罗斯是亚美尼亚最大的贸易伙伴ꎬ以 ２０２０ 年为例ꎬ亚美尼亚对俄罗斯

的出口占其总出口的 ９５ ２％ ꎬ自俄罗斯进口占其总进口的 ９８ ３％ ꎮ 表明俄

罗斯于亚美尼亚而言ꎬ政治、军事和经贸发展等方面均具有强大的依赖性ꎮ
２ 白俄罗斯对联盟内部贸易的贡献

白俄罗斯位于中欧平原ꎬ东邻俄罗斯、西邻波兰、北接立陶宛、南接乌克

兰ꎬ地理位置非常重要ꎮ 白俄罗斯是俄罗斯的忠实盟友ꎬ它不仅是原苏联加

盟共和国ꎬ更是俄罗斯推进一体化进程中重要的参与者和支持者ꎮ 白俄罗斯

还是欧亚经济联盟的创始成员国ꎮ
白俄罗斯虽然非能源资源非常丰富ꎬ如钾盐储量占世界第三位ꎬ但其能源十

分短缺ꎬ对俄罗斯形成了非常严重的依赖ꎮ 白俄罗斯与俄罗斯两国关系也时常因

为俄能源政策变动导致矛盾重重ꎮ 但相比欧亚经济联盟的其他国家ꎬ白俄罗斯的

机械制造、石化工业和电子工业等相对发达ꎬ在欧亚经济联盟中地位也比较重要ꎮ
从欧亚经济联盟内部贸易发展来看ꎬ白俄罗斯是仅次于俄罗斯的第二位国家ꎮ

从总体贸易规模来看ꎬ２０２０ 年与 ２０１５ 年相比ꎬ白俄罗斯与联盟内部贸易

总体规模有所扩大ꎬ由 ２０１５ 年的 ２８２ ０９ 亿美元增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３０５ ３５ 亿美元ꎬ
增长 ８ ２％ꎮ 其中出口由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０９ ９８ 亿美元增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４０ ０８ 亿美

元ꎬ进口由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７２ １１ 亿美元降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６５ ２７ 亿美元ꎮ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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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３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２０ 年白俄罗斯与欧亚经济联盟内部贸易发展情况对比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同表 １ꎮ

白俄罗斯与联盟内成员国的贸易分布不均ꎬ俄罗斯是其联盟内最大的贸

易伙伴ꎬ以 ２０２０ 年为例ꎬ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的贸易总额占其联盟内贸易的

９６ １％ ꎬ其中白俄罗斯对俄罗斯出口额占其对联盟出口总额的 ９３ ８％ ꎬ自俄

罗斯进口额占其自联盟内进口总额的 ９９ ２％ ꎮ

表 ４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２０ 年白俄罗斯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内部贸易分布

(单位:亿美元)

国别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２０ 年

出口 进口 差额 出口 进口 差额

亚美尼亚 ０ ２８０ ０ ０８０ ０ ２００ ０ ５７０ ０ ２４０ ０ ３３０

哈萨克斯坦 ５ ２５０ ０ ５２０ ４ ７３０ ７ ４７０ １ ０００ ６ ４７０

吉尔吉斯斯坦 ０ ５５０ ０ ０４０ ０ ５１０ ０ ６７０ ０ ０８５ ０ ５８５

俄罗斯 １０３ ９００ １７１ ４８０ － ６７ ５８０ １３１ ３７０ １６３ ９４０ － ３２ ５７０

资料来源:同表 １ꎮ

３ 哈萨克斯坦对联盟内部贸易的贡献

哈萨克斯坦是世界最大的内陆国ꎬ位于亚洲中部ꎬ西部濒临里海ꎬ北部与

俄罗斯毗邻ꎬ东部连接中国ꎬ地理位置非常重要ꎮ
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有悠久的历史关系ꎬ１９３６ 年成为原苏联加盟共和国ꎬ

苏联解体后ꎬ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成立ꎮ １９９４ 年时任哈萨克斯坦总统的纳扎尔巴

耶夫在莫斯科大学演讲时就提出了成立贸易联盟的想法ꎬ并在此后与俄罗斯共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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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推进欧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ꎮ 哈萨克斯坦能源资源丰富ꎬ采矿业为其支柱产

业ꎬ石化工业和轻纺工业等比较发达ꎮ 在联盟内部贸易地位仅次于俄罗斯和白

俄罗斯ꎮ 从哈萨克斯坦与联盟的内部贸易来看ꎬ规模有所扩大ꎬ由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５７ ８ 亿美元增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９７ ２７ 亿美元ꎮ ２０２０ 年与 ２０１５ 年相比增长 ２５％ꎮ
其中出口额由 ２０１５ 年的 ４８ ８７ 亿美元增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５５ ３９ 亿美元ꎻ进口额由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０８ ９３ 亿美元增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４１ ８８ 亿美元ꎮ

图 ４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２０ 年哈萨克斯坦与欧亚经济联盟内部贸易发展情况对比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同表 １ꎮ

从联盟内的贸易分布来看ꎬ俄罗斯是哈在联盟内最大的贸易伙伴ꎬ由于

吉尔吉斯斯坦与哈毗邻ꎬ与吉尔吉斯斯坦的贸易成为联盟内仅次于俄罗斯的

第二大贸易伙伴ꎮ 与其他联盟成员国不同的是ꎬ哈与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和

俄罗斯的贸易发展均是逆差ꎬ只有与吉尔吉斯斯坦的贸易呈现顺差ꎮ

表 ５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２０ 年哈萨克斯坦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内部贸易分布

(单位:亿美元)

国别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２０ 年

出口 进口 差额 出口 进口 差额

亚美尼亚 ０ ００７ ０ ０３９ － ０ ０３２ ０ ７３４ ０ ７７０ － ０ ０３６
白俄罗斯 ０ ４８０ ４ ７２０ － ４ ２４０ ０ ６９６ ６ ４７０ － ５ ７７４

吉尔吉斯斯坦 ４ ９５０ １ ８５０ ３ １００ ５ ６３０ ２ ３４０ ３ ２９０
俄罗斯 ４３ ４３０ １０２ ３２０ － ５８ ８９０ ４８ ９９０ １３３ ０００ － ８４ ０１０
资料来源:同表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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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吉尔吉斯斯坦对联盟内部贸易的贡献

吉尔吉斯斯坦地处中亚腹地ꎬ与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

坦和中国毗邻ꎬ是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中唯一没有与俄罗斯毗邻的国家ꎮ
虽然如此ꎬ吉尔吉斯斯坦历史上就是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ꎬ独立后一直积

极参与俄罗斯主导的一体化进程ꎬ１９９１ 年加入独联体ꎬ２０１５ 年加入欧亚经

济联盟ꎮ
从吉尔吉斯斯坦在联盟内部的贸易发展来看ꎬ２０２０ 年与 ２０１５ 年相比

略有下降ꎬ由 ２０１５ 年的 ２５ ４６６ 亿美元降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２４ ０１ 亿美元ꎬ下降

５ ７ ％ ꎮ 其中出口略有增长ꎬ由 ２０１５ 年的 ５ ３９７ 亿美元增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５ ４６ 亿美元ꎻ进口有所下降ꎬ由 ２０１５ 年的 ２０ ０６９ 亿美元降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８ ５５ 亿美元ꎮ

图 ５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２０ 年吉尔吉斯斯坦与欧亚经济联盟内部贸易发展情况对比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同表 １ꎮ

从吉尔吉斯斯坦在联盟内的贸易分布来看ꎬ２０１５ 年联盟成立之初ꎬ哈萨

克斯坦是其最大的贸易伙伴ꎬ与哈萨克斯坦的贸易占其联盟内部贸易总额的

４１％ ꎬ与俄罗斯的贸易占其联盟内部贸易总额的 １７％ ꎮ 但 ２０２０ 年这一指标

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ꎬ俄罗斯成为吉尔吉斯斯坦在联盟内最大的贸易伙

伴ꎬ与俄罗斯的贸易占吉尔吉斯斯坦在联盟内贸易总额的 ６４ ９％ ꎬ特别是自

俄罗斯进口占其进口总额的 ７０ ９％ ꎮ 这表明加入欧亚经济联盟对吉尔吉斯

斯坦的贸易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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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６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２０ 年吉尔吉斯斯坦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内部贸易分布

(单位:亿美元)

国别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２０ 年

出口 进口 差额 出口 进口 差额

亚美尼亚 ０ ００２ ０ ０ ００３ ０ － ０ ００１ ０ ０ ００２ ３ ０ ０３２ ０ － ０ ０２９ ７

白俄罗斯 ０ １４０ ０ ０ ５４０ ０ － ０ ４００ ０ ０ １１０ ０ ０ ０３０ ０ ０ ０８０ ０

哈萨克斯坦 ３ ６９０ ０ ６ ７７０ ０ － ３ ０８０ ０ ２ ９４０ ０ ５ ０００ ０ － ２ ０６０ ０

俄罗斯 １ ５７０ ０ ２ ７６０ ０ － １ １９０ ０ ２ ４２０ ０ １３ １６０ ０ － １０ ７４０ ０

资料来源:同表 １ꎮ

５ 俄罗斯对联盟内部贸易的贡献

作为欧亚经济联盟的主导国ꎬ俄罗斯在欧亚经济联盟中占有重要地位ꎬ
在联盟中俄罗斯是能源资源最丰富、制造业最发达、技术最先进的国家ꎬ因
此ꎬ俄罗斯不仅是联盟内部贸易规模最大的国家ꎬ也是联盟内能源和工业品

的提供者ꎬ还是联盟内唯一的顺差国ꎮ 从其内部贸易规模来看ꎬ２０２０ 年与

２０１５ 年相比有所增长ꎬ由 ２０１５ 年的 ４２８ ０１ 亿美元增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５３２ ２ 亿

美元ꎬ增长 ２４ ３％ ꎬ其中ꎬ俄罗斯对联盟的出口由 ２０１５ 年的 ２８７ １９ 亿美元增

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３４０ ６２ 亿美元ꎻ俄罗斯自联盟内的进口由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４０ ８３ 亿

美元增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９１ ５８ 亿美元ꎮ

图 ６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２０ 年俄罗斯与欧亚经济联盟内部贸易发展情况对比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同表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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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在联盟内的贸易分布不均ꎬ其中一半以上的内部贸易是与白俄罗

斯完成的ꎬ例如ꎬ２０１５ 年ꎬ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贸易占其联盟内部贸易的

５７ １％ ꎬ２０２０ 年这一比重依然达到 ５６ ７％ ꎮ 与哈萨克斯坦之间的贸易占其

联盟内部贸易比重由 ２０１５ 年的 ３２％增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３５ ８％ ꎮ 与吉尔吉斯斯

坦和亚美尼亚的贸易占比较低ꎮ

表 ７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２０ 年俄罗斯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内部贸易分布

(单位:亿美元)

国别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２０ 年

出口 进口 差额 出口 进口 差额

亚美尼亚 １０ ４８ １ ９７ ８ ５１ １６ ５８ ６ ４７ １０ １１

白俄罗斯 １５５ ３８ ８９ ３５ ６６ ０３ １６９ １６ １３２ ３８ ３６ ７８

哈萨克斯坦 １０８ ３５ ４８ ７９ ５９ ５６ １４０ ３１ ５０ ３４ ８９ ９７

吉尔吉斯斯坦 １２ ９７ ０ ７１ １２ ２６ １４ ５７ ２ ３９ １２ １８

资料来源:同表 １ꎮ

(三)联盟内部贸易结构单一化特征突出

总体来看ꎬ欧亚经济联盟内部贸易结构虽然比较稳定ꎬ但结构单一的问

题较为突出ꎬ其中出口以初级产品为主ꎬ进口以制成品为主ꎮ ２０２０ 年ꎬ出口产

品中矿产品占比超过 ５０％ ꎬ达到 ５３ ９％ ꎬ加上食品及农业原料 ８ ２％ ꎬ初级产

品占比超过 ６０％ ꎮ 进口产品中机械运输设备占比为 ４５ ２％ ꎬ加上化工产品

１８ ３％ ꎬ两项产品的进口占比已超过 ６０％ ꎬ达到 ６３ ５％ ꎮ 呈现贸易产品高度

集中的特征ꎮ

表 ８ ２０２０ 年欧亚经济联盟出口和进口结构(％)

产品名称 出口结构 进口结构

矿产品 ５３ ９ １ ２

金属及制品 １０ ５ ６ ６

食品及农业原料 ８ ２ １１ ６

化工产品 ６ ５ １８ ３

机械运输设备 ３ ７ ４５ ２

木材及纸张产品 ３ ５ １ ５

纺织服装及鞋子 ０ ３ ６ ４

其他产品 １３ ４ ９ ２

资料来源: 同表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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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经济联盟的贸易结构比较符合联盟内部主要成员国的要素禀赋和

产业发展特征ꎮ 联盟内部主要成员国俄罗斯是能源富集国ꎬ也是木材、农业

资源等富集国ꎬ在重工业制造方面优势突出ꎻ哈萨克斯坦是联盟内仅次于俄

罗斯的能源资源大国ꎬ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煤炭和有色金属等矿产资源ꎬ
在采矿业、加工业、建筑业和农业等方面均具竞争优势ꎻ白俄罗斯非金属矿物

丰富ꎬ森林资源富集ꎬ在机械制造、石化工业、电子工业和无线电技术等方面

非常具有优势ꎮ 这一稳定单一化的贸易结构特征表明联盟成立及扩员对联

盟成员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及优化作用不明显ꎬ俄、白、哈三国缺乏深层次的产

业合作ꎬ缺乏相互投资的动力和基础ꎮ
(四)成员国对联盟内市场依赖程度较低

从欧亚经济联盟内部贸易发展来看ꎬ由于联盟内成员国实力悬殊ꎬ导致

区域内经济发展的联动性较差ꎬ这从区域内部贸易与区域外贸易占比可以看

出ꎮ 无论是联盟整体还是联盟各成员国ꎬ基本上以与第三国贸易为主ꎮ 以

２０２０ 年为例ꎬ从欧亚经济联盟整体贸易来看ꎬ内部贸易仅占 ８ １％ ꎬ与第三国

的贸易占比达到 ９１ ９％ ꎮ 从成员国的贸易来看ꎬ俄罗斯与第三国的贸易占比

最高ꎬ达到 ９３ ８％ ꎬ与联盟成员国的内部贸易仅为 ６ ２％ ꎻ成员国中白俄罗斯

内外贸易占比相差相对较小ꎬ与第三国贸易占比为 ６９％ ꎬ与联盟成员国的内

部贸易占比为 ３１％ ꎮ

图 ７ ２０２０ 年欧亚经济联盟内外贸易占比(％)

资料来源:同表 １ꎮ

(五)欧亚经济联盟高度依赖外部市场

无论联盟整体还是成员国个体ꎬ无论进口还是出口ꎬ联盟对第三国市场

依赖程度比较大ꎮ 从贸易集团来看ꎬ欧盟在欧亚经济联盟中贸易地位突出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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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为例ꎬ欧亚经济联盟与欧盟的贸易规模达到 ２ ２９０ 亿美元ꎬ占联盟对外

贸易的 ３６ ８％ꎻ与亚太经合组织贸易占第二位ꎬ规模达到 ２ ２６８ 亿美元ꎬ占比达

到 ３６ ４％ꎻ与独联体贸易规模仅为 ３２８ 亿美元ꎬ占比也仅为 ５ ３％ꎮ

表 ９ ２０２０ 年欧亚经济联盟与区域一体化组织贸易发展情况 (单位:亿美元)

一体化组织
欧亚经济联盟出口 欧亚经济联盟进口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欧盟 １ ３７０ ３７ ６ ９２０ ３５ ６

亚太经合组织 １ ０７９ ２９ ６ １ １８９ ４６ ０

独联体国家 ２３０ ６ ３ ９８ ３ ８

其他 ９６５ ２６ ５ ３７７ １４ ６

资料来源:同表 １ꎮ

从具体国家来看ꎬ欧亚经济联盟前十大贸易伙伴国分别是中国、德国、荷
兰、英国、意大利、美国、韩国、土耳其、日本和波兰ꎬ联盟与前十大贸易伙伴国

的贸易总额为 ３ ７６３ 亿美元ꎬ占联盟对外贸易的 ６０ ４２％ ꎮ 其中中国在欧亚

经济联盟国家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和地位ꎮ 以 ２０２０ 年为例ꎬ欧亚经济联盟与

中国的贸易规模达到 １ ２５５ 亿美元ꎬ占联盟对外贸易的 ２０ ２％ ꎮ 究其原因ꎬ
首先ꎬ既与“一带一盟”对接构建的制度框架有关ꎬ也与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

经贸合作协议签署和实施有关ꎮ 其次ꎬ受地缘、历史和产业发展等影响ꎬ欧盟

成员国在欧亚经济联盟中的地位也特别突出ꎬ例如ꎬ德国、荷兰、英国和意大

利分列第二、第三、第四和第五位ꎮ 而美国是许多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ꎬ由于

地理位置和产业发展的现实特性ꎬ美国在欧亚经济联盟中地位并不突出ꎬ仅
列第六位ꎬ占比也仅为 ４ ３％ ꎮ

表 １０ ２０２０ 年欧亚经济联盟与前十大贸易伙伴国贸易发展情况 (单位:亿美元)

指标
贸易规模 出口规模 进口规模

金额 占比(％ ) 出口金额 占比(％ ) 进口金额 占比(％ )

联盟对外
贸易总计

６ ２２８ ０９９ １００ ０ ３ ６４４ ０９３ １００ ０ ２ ５８４ ００６ １００ ０

中国 １ ２５５ ０００ ２０ ２ ５９１ ０００ １６ ２ ６６４ ０００ ２５ ７

德国 ４６９ ０００ ７ ５ １９８ ０００ ５ ４ ２７１ ０００ １０ ５

荷兰 ３３１ ０００ ５ ３ ２８７ ０００ ７ ９ ４４ ０００ １ ７

英国 ２９６ ０００ ４ ８ ２５７ ０００ ７ １ ３９ ０００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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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０)

指标
贸易规模 出口规模 进口规模

金额 占比(％ ) 出口金额 占比(％ ) 进口金额 占比(％ )

意大利 ２８８ ０００ ４ ６ １６８ ０００ ４ ６ １２０ ０００ ４ ６

美国 ２６５ ０００ ４ ３ １１６ ０００ ３ ２ １４９ ０００ ５ ８

韩国 ２５８ ０００ ４ １ １３５ ０００ ３ ７ １２３ ０００ ４ ８

土耳其 ２５２ ０００ ４ ０ １８１ ０００ ５ ０ ７１ ０００ ２ ７

日本 １７６ ０００ ２ ８ ９７ ０００ ２ ７ ７９ ０００ ３ １

波兰 １７３ ０００ ２ ８ １１１ ０００ ３ ０ ６２ ０００ ２ ４

资料来源:同表 １ꎮ

三　 欧亚经济联盟的发展及启示

欧亚经济联盟作为区域一体化发展道路上新的参与者ꎬ经过六年的发展已

基本形成完整的法律框架ꎬ也具有了一定的影响力ꎬ为欧亚经济联盟内部贸易

发展奠定了基础ꎮ 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以来内部贸易和对外经贸关系的特点如

下:欧亚经济联盟内部贸易规模较小、在欧亚经济联盟整体贸易中占比低且呈

现波动性较大的基本特征ꎻ联盟内部贸易结构能源资源占比较大ꎬ结构单一化

特征突出ꎻ联盟并不以发展内部贸易为主ꎬ而是以拓展对外经贸关系为主ꎬ特别

是建立自贸区成为其经贸关系拓展的重要步骤ꎻ由于联盟内部各成员国实力差

距极为显著ꎬ导致联盟内部贸易存在严重的失衡ꎬ俄罗斯对联盟内部贸易贡献

度超过 ６０％ꎬ这也相应会带来联盟内部贸易发展的不稳定ꎻ联盟虽然实施了统

一海关法ꎬ但内部成员的非关税壁垒会成为其内部贸易发展的重要制约ꎻ联盟

经济实力的差距也导致联盟内产业合作欠缺ꎬ不仅使联盟成员国间经济联系松

散ꎬ也使联盟成员国间的贸易更多是产业间而非产业内贸易ꎮ
基于以上结论ꎬ通过考察欧亚经济联盟成立背景、基础和发展历程等ꎬ本

文得出如下启示ꎮ
(一)欧亚经济联盟并非是一个简单的经济组织

虽然从名称来看ꎬ该联盟突出了“经济”意义ꎬ但从成员国的利益诉求来

看ꎬ并非单纯为了经济利益ꎮ 一是联盟成立对其主导国俄罗斯经济的刺激作

用非常有限ꎬ仅凭现有的发展既不能给俄罗斯带来巨大的市场拓展ꎬ也不能

形成联盟内更加紧密的产业合作关系ꎬ但俄罗斯依然非常积极主动地推动该

联盟的成立和发展ꎬ主要是出于拓展生存空间的现实需要ꎮ 之所以冠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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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二字ꎬ更多是最大限度降低国际社会对该组织成立的揣测ꎬ也使已加入成

员国或将来要加入的成员国放下思想包袱ꎮ 二是联盟中的一些小国积极加

入更多是出于对俄罗斯提供安全保障的利益诉求ꎮ 三是联盟外的国家ꎬ如欧

美国家ꎬ一直将欧亚经济联盟的成立看作后苏联时代俄罗斯拓展其生存空间

的一种战略选择ꎮ 正是基于此判断ꎬ西方国家从多方面不遗余力地打压俄罗

斯ꎬ在俄罗斯周边制造各种麻烦ꎮ 如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９ 日白俄罗斯总统大选结

束后出现的国内动乱就是西方国家直接插手的结果ꎬ究其原因就是白俄罗斯

的地缘优势ꎬ于俄罗斯和北约均同样重要ꎬ特别是对俄罗斯ꎬ自波罗的海三国

加入北约后ꎬ白俄罗斯成了俄罗斯与北约国家唯一的缓冲地带ꎬ一旦亲西方

派主政白俄罗斯ꎬ对俄罗斯而言后果不堪设想ꎮ 四是从联盟成立后的举措来

看ꎬ如建立自贸区ꎬ表面上是通过建立自贸区推进联盟与相关国家的经贸关

系发展ꎬ但从对象国的选择来看ꎬ具有战略地位或与俄罗斯有传统的盟国关

系的国家成为首选ꎮ 而有些国家ꎬ如中国ꎬ虽然多次表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立

自贸区的愿望ꎬ但俄罗斯并没有将中国纳入其建立自贸区的首选国家ꎮ 事实

上ꎬ无论从产业发展、要素禀赋ꎬ还是从资本、市场和地缘优势等多方面来看ꎬ中
国比任何国家都更具备与联盟建立自贸区的条件ꎬ但俄罗斯选择越南、新加坡ꎬ
后有印度、伊朗和以色列等国进入联盟谈判的议程ꎮ 综上所述ꎬ欧亚经济联盟

成立并非单纯为了经济利益ꎬ而是以经济利益为切入点ꎬ将政治利益作为联盟

成立和发展的重要考量ꎬ由此也影响了欧亚经济联盟内部贸易的发展ꎮ
(二)欧亚经济联盟内部成员国不对称的需求关系

受内外部因素的影响ꎬ欧亚经济联盟内部关系并不十分稳定ꎮ 从内部因素

来看ꎬ主要体现在联盟成员国不对等的关系ꎬ表现为联盟成员国对俄罗斯的利

益诉求超过了俄罗斯对其他成员国的利益诉求:一是联盟成员国需要俄罗斯为

其提供外交安全ꎮ 如亚美尼亚ꎬ由于所处地区复杂的地缘关系ꎬ为寻求保护ꎬ亚
美尼亚一直将俄罗斯视为其外交关系的优先发展对象ꎮ 因此ꎬ在联盟成立的第

二天ꎬ亚美尼亚选择加入联盟ꎬ联盟之所以接受它ꎬ并不是因为该国能为联盟提

供多大的市场ꎬ更重要的也是基于亚美尼亚重要的地缘优势ꎮ 二是成员国对俄

罗斯的能源依赖度非常高ꎮ 在联盟中ꎬ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是能源富集国ꎬ而
其他国家均为能源短缺国ꎮ 白俄罗斯之所以成为俄罗斯忠实的伙伴和坚定支

持者ꎬ主要是基于对俄罗斯的能源需求ꎮ 多年来ꎬ俄罗斯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为

白俄罗斯提供能源ꎬ不仅使白俄罗斯获得了廉价的能源ꎬ满足了白俄罗斯的生

活需要ꎬ而且使白俄罗斯依靠俄罗斯的能源资源发展相关行业ꎮ 例如ꎬ石化工

业成为白俄罗斯的支柱产业ꎮ 正是因为能源对俄白两国的重要性ꎬ使俄白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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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也时常因为俄罗斯能源政策变动导致矛盾重重ꎮ 例如ꎬ２０１８ 年 ７ 月ꎬ俄国

家杜马出台了石油税改革法案ꎬ据此法案ꎬ现行的石油出口税将在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４
年逐步降至零ꎬ取而代之的是石油开采税ꎬ由此将导致俄罗斯出口石油价格上

涨ꎬ严重影响了自俄罗斯进口能源资源的其他成员国利益ꎮ 三是俄罗斯对联盟

成员国的需求更多在地缘政治领域ꎬ而非经济利益ꎮ 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对俄

罗斯而言均具有特别的意义ꎬ如白俄罗斯是俄罗斯与北约之间最后一道安全屏

障ꎬ俄罗斯以经济代价换取地缘关系的稳定和发展ꎻ亚美尼亚之所以成为欧亚

经济联盟的成员ꎬ是因为其处于黑海与里海的交通要道上ꎻ而哈萨克斯坦不仅

是俄罗斯能源输出的重要关口和通道ꎬ更是在中亚国家中处于核心地位ꎬ也是

俄罗斯通往东亚的必由之路ꎮ
(三)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间缺乏内在的经济联系

虽然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间的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存在较大差异ꎬ但以

下原因导致其成员国间经济联系非常松散:一是历史上合作的心理阴影ꎮ 联

盟成员国均是原苏联加盟共和国ꎬ苏联时期ꎬ虽然各加盟共和国均为主权国

家ꎬ但其经济发展却围绕苏联经济发展而整体布局ꎮ 另外ꎬ苏联实施的计划

经济导致各加盟共和国经济发展畸形ꎬ经济效率低下ꎮ 而现在虽然五个成员

国基于自身的利益诉求而依托欧亚经济联盟联系在一起ꎬ但各成员国均依托

自身的产业发展ꎬ对自身产业进行全面布局ꎬ这有意或无意弱化了联盟成员

国间产业内在联系ꎮ 二是由于各成员国经济体量差距较大ꎬ一些产业很难依

托联盟得以充分发展ꎮ 例如ꎬ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能源资源丰富ꎬ其他三国

的经济体量小ꎬ虽然联盟试图建立内部能源统一市场ꎬ但俄哈巨大的能源储

量很难在联盟内完全消费ꎬ必须走向国际市场ꎮ 其他行业也面临同样问题ꎬ
如俄罗斯国防工业需要不断打破市场限制找到新的市场ꎬ俄罗斯一些高科技

产业也难以在联盟内部获得配套发展ꎮ 三是联盟外国家有比联盟内成员国

更好的产业合作条件ꎬ对联盟成员国有极大的吸引力ꎮ 例如ꎬ中国作为世界

最大的人口大国、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和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ꎬ其市场潜力

和产业发展不可估量ꎬ这为联盟成员国与中国的合作奠定了基础ꎮ
近年来ꎬ中俄、中哈和中白之间在能源合作、产能合作方面均取得明显成

效ꎬ中国与联盟各国经贸发展也在稳步推进ꎮ “一带一盟”对接六年来ꎬ中国

与欧亚经济联盟贸易平稳发展ꎬ２０２０ 年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贸易规模达到

１ ２５５亿美元ꎬ说明 “一带一盟”对接及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协议的签署

和生效在一定程度上有力促进了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国家经贸关系的发展ꎮ
特别是中国与其主导国俄罗斯的双边贸易发展自 ２０１８ 年以来连续三年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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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０００ 亿美元ꎬ２０２０ 年虽略有下降ꎬ但依然达到 １ ０７７ ７ 亿美元①ꎮ 未来ꎬ中国

应抓住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协议生效的有利时机ꎬ加强与联盟成员国的

产业合作ꎬ以此夯实中国与联盟经贸发展的基础ꎮ 而在自贸区构建方面ꎬ在
短期无法实现的背景下ꎬ更要转变策略ꎬ如在其成员国中选择一些有重要合

作意向的国家ꎬ建立双边或三边自贸区ꎬ并以此为突破口ꎬ推进中国与欧亚经

济联盟整体自贸区的构建ꎮ
(四)联盟内部不稳及资金短缺成为其发展的制约

欧亚经济联盟成立至今存在两个欠缺:一是内部稳定性欠缺ꎮ 欧亚经济联盟

的稳定性发展除了受到联盟外的大国干预ꎬ还受到内部因素的影响ꎬ如各成员国

执政者的执政理念会影响联盟合作的深度和广度ꎮ 在欧亚经济联盟中ꎬ白俄罗斯

总统卢卡申科和哈萨克斯坦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是俄罗斯一体化道路上的坚定

支持者和拥护者ꎬ俄、白、哈三国早在 ２０１０ 年就建立了关税同盟ꎬ但随着哈萨克斯

坦领导人变更ꎬ新的执政者非常担心随着欧亚经济联盟一体化的推进ꎬ特别是商

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推进ꎬ会影响国家主权ꎬ这也不免对欧亚经

济联盟的深化产生不利影响ꎮ 二是资金欠缺ꎮ 投资不仅是开拓市场的重要手段ꎬ
也是加强国际合作、密切相关国家经贸关系的重要抓手ꎮ 但纵观欧亚经济联盟成

员国近年来经济发展情况ꎬ经济低迷、增速缓慢、缺乏资金是联盟内成员的共同特

征ꎮ 例如ꎬ自 ２０１５ 年以来ꎬ能源价格下滑、乌克兰危机引发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

导致俄罗斯经济持续低迷、经济增长大幅下滑ꎬ而新冠肺炎疫情使俄罗斯经济雪

上加霜ꎮ 因此ꎬ吸引外资成为联盟成员国共同的利益诉求ꎬ但从当前来看ꎬ在联盟

内大规模的相互投资很难实现ꎬ联盟成员国无一例外地将外资吸引的重点放在联

盟外ꎬ如“一带一路”倡议下与中国的投资合作ꎬ“亚投行”和丝路基金成为联盟成

员国资金的重要来源ꎮ 但由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缺乏相互投资ꎬ使联盟内成员

国产业发展缺乏深度合作ꎬ极大影响了联盟内部贸易的发展ꎮ
综上所述ꎬ欧亚经济联盟成立和统一海关法的实施为联盟各国相互贸易

发展奠定了基础ꎬ但受区域内国家间产业合作深度和广度的影响以及缺乏相

互投资等因素制约ꎬ对联盟内部贸易发展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ꎮ 未来ꎬ联盟

应从经济利益出发ꎬ更多站在联盟的角度ꎬ而非国家角度ꎬ搭建各种经贸关系

网ꎬ在促进相互贸易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升联盟整体的影响力ꎬ深化联盟对

外经贸关系的发展ꎮ
(责任编辑:高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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