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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远东和贝加尔地区
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及展望

吴　 培　 王　 晶　 李哲敏

【内容提要】 　 俄罗斯远东和贝加尔地区地理优势突出、自然资源丰

富ꎬ是连接欧亚交通走廊的重要环节ꎬ集中了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资源储

量ꎮ 普京总统上任后ꎬ高度重视远东和贝加尔地区的经济发展ꎬ制定实施了

一系列方针政策ꎬ特别是«２０２５ 年前远东和贝加尔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战略»
的出台和实施ꎬ使俄罗斯东部开发的战略规划更加明确ꎮ 在此背景下ꎬ本文

分析近年来俄罗斯远东和贝加尔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地位和现状是否与战

略规划同步ꎬ并运用 ＲＢＦ 神经网络模型和“三驾马车”拉动经济的原理估测

其未来走势ꎬ提出加强国际贸易、大力吸引外资、促进科技创新、扩大中俄经

贸合作等促进该地区经贸发展的建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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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研究员ꎻ李哲敏(通讯作者)ꎬ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员、管理学博士ꎮ

俄罗斯地大物博ꎬ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ꎮ 近年来ꎬ受内外部因素的影响ꎬ俄罗

斯经济增长乏力ꎮ 其欧洲部分资源日趋枯竭ꎬ且管理投资落实不到位ꎮ 而远东和

贝加尔地区占全俄国土面积的 ２ / ５ꎬ仅居住着 ７％左右的人口ꎬ拥有其他地区无与

伦比的资源优势及地理优势ꎬ被称为“２１ 世纪经济发展的火车头”ꎬ发展潜力巨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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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远东和贝加尔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ꎬ原苏联和俄罗斯一直对其发展进

行筹划ꎬ但由于多种原因始终没有落实ꎮ 普京总统上任后高度重视远东和贝加

尔地区的经济发展ꎬ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以改变该地区发展落后的现

状ꎬ推动其发展壮大ꎮ 这些方针政策包括:出台«２０１３ 年前远东和贝加尔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联邦专项规划»、«２０２５ 年前远东和贝加尔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

略»(以下简称«战略»)等ꎬ明确了 ２０２５ 年前远东和贝加尔地区的发展规划及

发展速度ꎮ 同时ꎬ成立远东发展部ꎬ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设立远东发展

部分部ꎬ启动远东超前社会经济发展区以及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自由港ꎬ
组建远东经济社会发展政府委员会与吸引外资和支持出口署ꎬ改组远东地区发

展基金会以及制定远东社会经济发展长期纲要等ꎬ辅助战略规划顺利实施ꎮ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以来ꎬ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促使中俄贸易关系快速发展ꎮ 在

此背景下ꎬ研究与中国相邻的远东和贝加尔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现状ꎬ分析其

经济发展是否符合«战略»规划标准及国家的战略部署ꎬ其优惠政策是否发挥

作用ꎬ并运用 ＲＢＦ 神经网络模型和“三驾马车”拉动经济的原理对其社会经

济发展进行估测ꎬ预判其未来经济形势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ꎬ对今后中俄

制定合理的战略合作规划具有重要意义ꎮ

一　 基本情况

远东和贝加尔地区在俄罗斯联邦东部边陲ꎬ位于北纬 ４２° ~ ６４°ꎬ东经

９５° ~ １４８°ꎬ北临北冰洋ꎬ东濒太平洋ꎬ南部与中国、朝鲜接壤ꎬ隔海与日本相

望ꎬ是连接西欧、北美和东亚国家的重要一环ꎮ 具体包括远东地区的哈巴罗

夫斯克边疆区、滨海边疆区、堪察加边疆区、阿穆尔州、萨哈林州、犹太自治

州、马加丹州、萨哈(雅库特)共和国、楚科奇自治区等 ９ 个联邦主体和贝加尔

地区的布里亚特共和国、外贝加尔边疆区和伊尔库茨克州ꎮ
俄罗斯远东和贝加尔地区领土面积达 ６９９ ８７ 万平方公里ꎬ占俄联邦领

土总面积的 ４０ ９９％ ꎬ地域广大ꎬ是连接欧亚交通走廊的重要地区ꎮ 虽然交通

网络还不够全面发达ꎬ但是拥有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地理优势ꎬ如区域内包

含最大铁路干线西伯利亚大铁路以及贝阿铁路的起点ꎬ分布着占全俄港口货

物吞吐量 １ / ４ 的 ２９ 个海港ꎬ拥有亚洲到欧洲的最短海路———北极航道ꎬ其得

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为其与东方各国的经贸往来奠定了基础ꎮ
俄罗斯远东和贝加尔地区位于欧亚大陆东北部ꎬ接近北极圈ꎬ气候类型

包含寒带大陆性气候、海洋性气候和温带大陆性气候ꎮ 多样的气候创造了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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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自然资源ꎮ 这里集中了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资源储量:约 ４ / ５ 的钻石储

量、１ / ２ 的森林资源、２ / ５ 的淡水资源、１ / ３ 的水生生物资源、１ / ３ 的黄金储量、
３ / １０ 的天然气储量和 １ / ５ 的石油储量ꎬ它们为地区经济发展和建立各种生产

基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ꎮ

二　 社会经济地位

(一)地区生产总值

一般地ꎬ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指

标ꎮ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俄罗斯 ＧＤＰ 增长明显ꎬ从 ７ ３ 万亿卢布增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９２ １
万亿卢布ꎬ增长了 １１ 倍ꎬ年均增长率为 ３ ８１％ꎮ 但 ２００９ 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

响ꎬ俄罗斯经济迅速下滑ꎬＧＤＰ 同比下降 ７ ８％ꎬ之后有所回升ꎬ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

ＧＤＰ 增长率保持在 ４％ 左右ꎮ 受乌克兰危机影响ꎬ２０１５ 年 ＧＤＰ 下降 ２ ５％ꎬ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 年逐步走出危机ꎬＧＤＰ 增长率分别为 ０ ３％、１ ６％和 ２ ３％ꎮ 但总

量仍然较低ꎬ仅与中国广东省地区生产总值相当ꎮ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６ 年ꎬ俄罗斯全国

ＧＤＰ、地区生产总值合计、远东和贝加尔地区生产总值总体均呈增长趋势(见图

１)ꎬ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３ ９％、４ ５％、３ ７％ꎮ 其中ꎬ２００９ 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

响ꎬ俄罗斯全国 ＧＤＰ 和地区生产总值合计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ꎬ而远东和贝

加尔地区是为数不多的出现经济增长的地区ꎬ其占全国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２００８ 年的 ６ ６％迅速增至 ７ ７％ꎬ但此后其经济增速总体仍慢于全国地区合计ꎬ
且占全国地区合计的比重变化不大ꎮ 可见ꎬ虽然近年俄罗斯加大了对远东和贝

加尔地区的投资发展力度ꎬ但收效甚微ꎬ尚未实现«战略»规划中远东和贝加尔

地区生产总值平均增速高于全国 ０ ５ 个百分点的战略目标ꎬ其在俄罗斯的社会

经济地位依然不高ꎬ尚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中国受核算机制、
地方官员考评体制、重复计算等原因影响ꎬ地区生产总值合计高于全国 ＧＤＰꎬ而
俄罗斯受地域跨度大、各地州差异管理、统计缺失等因素影响ꎬ其地区生产总值

合计年均低于全国 ＧＤＰ 超过 １ 万亿卢布ꎮ
(二)各州具体情况

从各州的具体地区生产总值看ꎬ各州发展差别较大ꎬ个别优势明显ꎮ ２０１６ 年

地区生产值最高的是贝加尔地区的伊尔库茨克州ꎬ为 １ ０６６ ４２１ 万亿卢布ꎬ较 ２０００
年增长 ９ ３５ 倍ꎬ年均增长率为 ５％ꎬ其次是远东地区的萨哈林州和萨哈(雅库特)
共和国ꎮ 近年得益于俄罗斯联邦政府对远东地区的重视以及中俄贸易的广泛开

展ꎬ位于中俄边境的萨哈(雅库特)共和国、滨海边疆区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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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较快ꎬ地区生产总值快速增长ꎬ成为远东地区的领头羊ꎮ 此外ꎬ地区发展集中度

较高ꎬ伊尔库茨克州地区生产总值占贝加尔地区的 ６９％左右ꎬ远东地区的地区生

产总值主要由萨哈(雅库特)共和国、滨海边疆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和萨哈林

州贡献ꎬ四地区生产总值合计占远东地区的 ８０％左右ꎮ

图 １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６ 年俄罗斯全国和地区生产总值 (单位:万亿卢布)
资料来源:«俄罗斯统计年鉴»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ｋｓ ｒｕ /

表 １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６ 年俄罗斯远东和贝加尔地区生产总值 (单位:万亿卢布)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年均增速
(％ )

俄罗斯全国 ７ ３０６ ０００ ２１ ６１０ ０００ ４６ ３０８ ０００ ８３ ３８７ ０００ ８５ ９１８ ０００ ３ ９

俄 罗 斯 地 区
合计

５ ７５４ ０００ １８ ０３４ ０００ ３７ ６８８ ０００ ６５ ７５１ ０００ ６９ ２３８ ０００ ４ ５

远东和贝加尔
合计

０ ４６３ ４１６ １. ２２９ ０７６ ２. ９５７ １３０ ５ ０３５ ５８０ ５. ２５０ ０６３ ３ ７

占比(％ ) ８ ０５ ６ ８２ ７ ８５ ７ ６６ ７ ５８ —

贝加尔地区 ０ １５４ ６１４ ０ ４０２ ６５６ ０ ８４６ ４１０ １ ４５２ ２０７ １. ５４１ ７５１ ３ ８

布 里 亚 特 共
和国

０ ０２１ ５７５ ０ ０７４ ９１３ ０ １３３ ５２６ ０ ２０２ ８２３ ０ １９８ ２３０ ２ ６

外 贝 加 尔 边
疆区

０ ０３０ ０２５ ０ ０６９ ６４７ ０ １６６ ７４３ ０ ２４７ ６６６ ０ ２７７ １０１ ３ ８

伊尔库茨克州 ０ １０３ ０１４ ０ ２５８ ０９６ ０ ５４６ １４１ １  ００１ ７１８ １ ０６６ ４２１ ５ ０

远东地区 ０ ３０８ ８０２ ０ ８２６ ４２０ ２ １１０ ７２０ ３ ５８３ ３７３ ３ ７０８ ３１２ ３ ７

萨 哈 ( 雅 库
特)共和国

０ ０８１ ９６０ ０ １８３ ０２７ ０ ３８６ ８２５ ０ ７４７ ６０２ ０ ８６２ ６９５ ３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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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察加州 ０ ０１８ １４１ ０ ０４３ ９７４ ０ １０３ １２３ ０ １７５ ４０５ ０ １９７ ０６８ ２ １

滨海边疆区 ０ ０６２ ０８９ ０ １８６ ６２３ ０ ４７０ ６７９ ０ ７１７ ６１０ ０ ７３９ ２４４ ３ ０

哈巴罗夫斯克
边疆区

０ ０６４ ７９５ ０ １６１ １９４ ０ ３５３ ５９０ ０ ５９５ ７９２ ０ ６２７ ４０７ ３ ４

阿穆尔州 ０ ０２６ ３１５ ０ ０７６ ８６１ ０ １７８ ６９０ ０ ２７７ ３８０ ０ ２７１ ０９７ ３ １

马加丹州 ０ ０１３ ０１０ ０ ０２７ １６８ ０ ０５９ ６２０ ０ １２５ ７９８ ０ １４８ ３８７ １ ４

萨哈林州 ０ ０３４ ７７７ ０ １２１ ０１４ ０ ４８７ ６５９ ０ ８３７ ４９５ ０ ７４８ ６９６ ６ ５

犹太自治州 ０ ００３ ７８４ ０ ０１４ ２０４ ０ ０３１ ５５６ ０ ０４４ ５５５ ０ ０４６ ０１５ ４ １

楚科奇自治区 ０ ００３ ９３１ ０ ０１２ ３５５ ０ ０３８ ９７８ ０ ０６１ ７３６ ０ ０６７ ７０５ ７ １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ꎮ

三　 社会经济现状

(一)人口流失

远东和贝加尔地区总人口和劳动力人口总体呈逐年递减态势ꎬ２０１６ 年总

人口为 １ ０６５ 万ꎬ不足黑龙江省的 １ / ３ꎬ占全俄比重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７ ５３％ 降至

７ ２６％ ꎬ人口密度仅为每平方公里 １ ３８ 人ꎬ远低于全国 ８ ５７ 人的平均水平ꎮ
２０１６ 年劳动力人口为 ５５９ 万ꎬ占全俄比重从 ２０１４ 年的 ７ ４８％ 降至 ７ ２９％
(见表 ２)ꎮ 其中ꎬ远东地区人口主要集中在滨海边疆区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

区ꎬ分别占远东地区人口的 ３１ １％和 ２１ ６％ ꎻ贝加尔地区人口主要集中在伊

尔库茨克州ꎬ占贝加尔地区人口的 ５３ ９％ ꎮ 可见ꎬ近年俄罗斯远东和贝加尔

地区人口分布集中且人口流失现象明显ꎬ虽然国家加大了对该地区的投资力

度ꎬ但是人少地多问题仍然突出ꎮ

表 ２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 年俄罗斯远东和贝加尔地区人口情况 (单位:亿人)

类别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总人口 劳动力 总人口 劳动力 总人口 劳动力

俄罗斯 １ ４３６ ７ ０ ７５４ ３ １ ４６２ ７ ０ ７６５ ９ １ ４６８ ０ ０ ７６６ ４

贝加尔地区 ０ ０４４ ８ ０ ０２２ ３ ０ ０４４ ８ ０ ０２２ ５ ０ ０４４ ７ ０ ０２２ ４

远东地区 ０ ０６２ ３ ０ ０３４ １ ０ ０６２ １ ０ ０３３ ８ ０ ０６１ ８ ０ ０３３ ６

远东和贝加尔地区 ０ １０７ １ ０ ０５６ ４ ０ １０６ ９ ０ ０５６ ３ ０ １０６ ５ ０ ０５５ ９

合计占比(％ ) ７ ４５ ７ ４８ ７ ３１ ７ ３５ ７ ２６ ７ ２９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ꎮ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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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民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俄罗斯人均收入和企事业人员人均工资近年有所提高ꎬ分别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２ ２８１ １ 万卢布和 ２ ６８２ ２ 万卢布增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３ １４８ ８ 万卢布和３ ９１４ ４万卢

布ꎮ 但俄工资收入水平普遍不高ꎬ不足中国的 １ / １０ꎮ 远东地区人均收入和人员

工资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ꎬ其中马加丹州和楚科奇自治区虽然人口稀少ꎬ但依

托其临海的地理位置和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工业和渔业ꎬ其人均收入和人均工资

均高于全国水平ꎻ而贝加尔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落后ꎬ该项指标不及全国平均水平

(见表 ３)ꎮ 根据«战略»规划ꎬ２０２５ 年俄远东和贝加尔地区人均收入将达 ６ ６ 万卢

布ꎬ 目前仅远东地区的楚科奇自治区基本达到这一水平ꎬ未来任务仍然艰巨ꎮ

表 ３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７ 年俄罗斯远东和贝加尔地区人均收入和工资情况

(单位:万卢布)

人均收入 人均工资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７

俄罗斯 ２ ２８１ １ ３ １４８ ８ ２ ６８２ ２ ３ ９１４ ４

贝加尔地区 １ ７３２ ９ ２ ２８３ １ ２ ４９０ ２ ３ ５７２ ４

布里亚特共和国 １ ７１８ ０ ２ ４１２ ５ ２ ２９０ ０ ３ ２０８ ８

外贝加尔边疆区 １ ７１９ ８ ２ ３１４ ８ ２ ４１５ ２ ３ ４８７ ５

伊尔库茨克州 １ ７４４ ７ ２ ２１６ ０ ２ ６０４ ５ ３ ７５８ ９

远东地区 ２ ４８１ ８ ３ ７０４ ３ ３ ３６１ １ ４ ９０２ ２

萨哈(雅库特)共和国 ２ ７９６ ９ ３ ９８０ ９ ３ ９７５ １ ６ ２０１ １

堪察加州 ２ ９５８ ８ ４ １４１ ０ ４ ３１５ ６ ６ ５９７ ０

滨海边疆区 ２ ０７５ ７ ３ ３５４ ３ ２ ７４５ ３ ３ ７９６ ２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 ２ ５１０ ７ ３ ７５３ ４ ３ ０９０ ８ ４ ２９１ ２

阿穆尔州 ２ １５７ ４ ３ １６４ ０ ２ ６８５ ９ ３ ７４４ ７

马加丹州 ３ ６００ １ ４ ７６３ ２ ５ １０６ １ ７ ４８５ ５

萨哈林州 ３ ３１６ ４ ４ ９１７ ９ ４ ４４５ ３ ６ ８８２ ７

犹太自治州 １ ８３３ ９ ２ ２８８ ９ ２ ５２４ ４ ３ ４５０ ８

楚科奇自治区 ４ ２９９ ０ ６ １８９ ９ ６ ２８５ ６ ９ ２３６ ８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ꎮ

(三)科教程度不足

２０ 世纪以前ꎬ俄罗斯的科学事业发展不景气ꎬ但是近年国家非常重视科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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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投入ꎬ认为必须依靠科技振兴经济ꎬ２０１４ 年俄罗斯在科技和教育方面的投

入排在世界第 ８ 位①ꎮ 与此同时ꎬ俄罗斯还提出进一步发展高新技术的重要

任务ꎬ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高科研投入ꎬ扩大国际合作ꎮ ２０１６ 年ꎬ俄罗斯财

政赤字达 ３ １ 万亿卢布ꎬ但当年科研投入达 ９ ４３８ 亿卢布ꎬ占财政收入的

３ ３５％ ꎬ占全国 ＧＤＰ 的 １ １％ (１９９６ 年仅为 ０ ５％ )②ꎮ 具体来看ꎬ俄罗斯初

级教育普及程度高ꎬ但高等院校的地域分布不均衡ꎬ１ / ３ 的高校都位于俄罗

斯欧洲部分的中央联邦区和西北联邦区ꎮ 远东和贝加尔地区由于人口稀少ꎬ
２０１６ 年其大学生数量仅占全国的 ６ ５１％ ꎬ但是从每万人大学生数量来看ꎬ
２０１６ 年全国水平约为 ２９９ ７ 人ꎬ远东和贝加尔地区分别约为 ２６１ ７ 人和

２７９ １ 人ꎬ差别不是很大ꎮ 此外ꎬ科研人员数量及科研经费投入占全国的比重

也较低ꎬ分别为 ２ ６４％和 ２ １６％ (见表 ４)ꎮ 可见ꎬ远东和贝加尔地区人口稀

少ꎬ虽然教育重视程度较高ꎬ但是由于前期基础设施及科研单位分布不均ꎬ致
使该地区高等科研院所较少ꎬ科研投入仅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０ ３９％ ꎮ 未来可

通过发展地区优势产业、建立分校等形式增加科研投入、扩大科研业务ꎮ

表 ４ ２０１６ 年俄罗斯远东和贝加尔地区教育水平

大学生数量
(万人)

每万人大学生
数量(人)

科研人员数量
(万人)

科研投入
(亿卢布)

俄罗斯 ４３９ ９５ ２９９ ６８ ７２ ２３ ９ ４３８ ００

贝加尔地区 １２ ４８ ２７９ ０７ ０ ６１ ５２ ００

远东地区 １６ １８ ２６１ ７０ １ ３０ １５２ ００

远东和贝加尔地区 ２８ ６６ ２６８ ９９ １ ９１ ２０４ ００

合计占比(％ ) ６ ５１ ８９ ７６ ２ ６４ ２ １６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ꎮ

(四)消费水平不高

一般定义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ＣＰＩ)增速超过 ３％为通货膨胀ꎬ超过 ５％就

是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ꎮ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ꎬ俄罗斯高度重视周期性

政策工具的运用ꎬ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努力实现经济平衡ꎬ在此背景下ꎬ
俄罗斯 ２０１４ 年以来的政策重心都在控制通货膨胀上ꎬ主要表现在控制降息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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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不要太大等①ꎮ ２０１４ 年ꎬ俄罗斯通货膨胀率为 １１ ４％ ꎬ通货膨胀显著ꎬ
２０１６ 年明显好转ꎬ通货膨胀率降至 ５ ４％ ꎬ通货膨胀控制效果显著(见表 ５)ꎮ
具体各州情况与全国变化同步ꎬ其中ꎬ２０１４ 年通货膨胀显著的是贝加尔地区

的布里亚特共和国、外贝加尔边疆区、伊尔库茨克州和远东地区的萨哈(雅库

特)共和国、滨海边疆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阿穆尔州和犹太自治州ꎬ通货

膨胀率分别为 １１ ８％ 、 １１ ２％ 、 １０ ８％ 、 １０ ３％ 、 １２％ 、 １１ ８％ 、 １０ ５％ 和

１１ ８％ ꎻ２０１５ 年俄罗斯全国和整个远东和贝加尔地区都处于显著的通货膨胀

状态ꎬ其通货膨胀率均在 １０％ 以上ꎻ２０１６ 年通货膨胀普遍好转ꎬ仅贝加尔地

区的伊尔库茨克州和远东地区的萨哈(雅库特)共和国、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

和犹太自治州通货膨胀率在 ６％以上ꎮ

表 ５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 年远东和贝加尔地区 ＣＰＩ 走势

地区 州、边疆区、共和国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俄罗斯 １１１ ４ １１２ ９ １０５ ４

贝加尔地区

远东地区

布里亚特共和国 １１１ ８ １１０ ７ １０４ ２

外贝加尔边疆区 １１１ ２ １１４ ３ １０５ ０

伊尔库茨克州 １１０ ８ １１２ ２ １０６ ７

萨哈(雅库特)共和国 １１０ ３ １１０ ５ １０６ ０

堪察加州 １０７ ８ １１２ ６ １０５ ７

滨海边疆区 １１２ ０ １１１ ９ １０４ ９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 １１１ ８ １１３ １ １０６ １

阿穆尔州 １１０ ５ １１２ ８ １０５ ０

马加丹州 １０７ ８ １１３ １ １０３ ７

萨哈林州 １０８ ６ １１０ ６ １０４ ８

犹太自治州 １１１ ８ １１１ １ １０６ ７

楚科奇自治区 １０４ ０ １１１ １ １０５ ９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ꎮ

(五)贸易形势好转

俄罗斯资源丰富ꎬ对外贸易一直表现为顺差ꎮ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７ 年ꎬ俄罗斯进

出口额总体呈下降趋势ꎬ远东和贝加尔地区出口变化不大ꎬ基本在 ２２０ 亿美

元左右ꎬ占全俄的比重增长 ２ 个百分点ꎬ总体在 ８％ 左右ꎬ出口主要集中在贝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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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地区的伊尔库茨克州和远东地区的萨哈林州ꎻ进口变化趋势和全国走势

同步ꎬ占全俄的比重略有下降ꎬ总体在 ４％左右ꎬ进口主要集中在滨海边疆区ꎻ
净出口额呈现平稳波动态势ꎬ占全俄的比重近年在 １７％左右(见表 ６)ꎮ 贸易

顺差在促进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导致其国内经济对外依存度高ꎬ发展空

间受限ꎬ出口结构难以调整ꎮ ２０１８ 年上半年ꎬ受中美贸易摩擦等国际经济环境

变化影响ꎬ俄罗斯净出口结束了多年的下降趋势ꎮ 与欧盟贸易额同比增长

２１ ５％ꎬ其中出口增长 ２５％、进口增长 １４ １％ꎻ与 ＡＰＥＣ 成员国贸易额同比增长

２１ ５％ꎬ其中出口增长 ２９％、进口增长 １３ ８％ꎻ与“金砖国家”贸易额同比大幅

增长 ２８ ８％ꎻ与独联体国家贸易额同比增长 １５ ３％ꎬ发展形势一片大好①ꎮ

表 ６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７ 年远东和贝加尔地区净出口情况 (单位:亿美元)

地区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俄罗斯 １ ５１７ ７０ １ ５９６ ８６ １ ５２７ ５２ １ ６４３ ２０ １ ２６８ ４４ １ ０３４ ０７ ９１５ ３２

贝加尔地区 ３８ ０５ ４５ ８７ ５９ １４ ４３ ８７ ４７ ６５ ５１ ７１ ３７ ５９

远东地区 １１９ ８３ ９９ ２４ １１２ ９７ １２９ ８４ １１１ １３ １２８ ２７ １１３ ５６

远东和贝加尔地区 １５７ ８８ １４５ １１ １７２ １２ １７３ ７０ １５８ ７８ １７９ ９８ １５１ １５

合计占比(％ ) １０ ４０ ９ ０９ １１ ２７ １０ ５７ １２ ５２ １７ ４０ １６ ５１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ꎮ

(六)投资前景可观

资本和投资二者联系紧密ꎬ投资通过收益和利润转换为资本ꎬ资本积累决

定了投资的长度和宽度ꎬ当前俄罗斯资本稀缺是造成其投资不足的主要原因ꎮ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７ 年ꎬ俄罗斯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增长ꎬ占 ＧＤＰ 的比重在 ２０１２ 年略增

后出现小幅下降ꎬ近年保持在 １７％左右(落后于一般发展中国家 ２０％ ~３０％的

水平)ꎮ 造成其投资低迷的原因主要有储蓄率下降、投资环境不佳、法律机制及

鼓励措施不足等②ꎮ 远东和贝加尔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先降后增ꎬ占全俄总投

资的比重总体降低ꎬ近年虽然有所上升ꎬ但仍在 １０％ 左右ꎮ 投资占地区生产

总值的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ꎬ近年有所回升ꎬ保持在 ２５％左右ꎬ投资热情高于

全国ꎮ «战略»中优惠政策和超前发展区等措施的推进ꎬ对远东和贝加尔地区

的投资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从全俄固定资产投资看ꎬ较低的固定资产投资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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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体现其投资机制和管理制度尚存在一些问题ꎬ而远东和贝加尔地区近年

受国家宏观政策措施的鼓励ꎬ固定资产投资占比有所提高ꎮ 这一方面体现了其

新增资产有所回报ꎬ另一方面也是对其投资前景的认可ꎬ发展前景可观ꎮ

表 ７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７ 年远东和贝加尔地区固定资产投资 (单位:万亿卢布)

年份

俄罗斯 远东和贝加尔地区

固定资产投资
占 ＧＤＰ 的比重

(％ ) 固定资产投资
占地区生产总值

的比重(％ )

２０１１ １０ ７７６ ８ １７ ８８ １ ２４４ ５ ３５ ３１

２０１２ １２ ５６８ ８ １８ ４４ １ １９５ ８ ３１ ２３

２０１３ １３ ２５５ ５ １８ １２ １ ０７７ ８ ２６ ６５

２０１４ １３ ５２７ ７ １７ ０８ １ １１３ ８ ２４ ４７

２０１５ １４ ５５５ ９ １７ ４６ １ ２０７ ２ ２３ ９７

２０１６ １４ ６３９ ８ １７ ０４ １ ３５８ ５ ２５ ６９

２０１７ １５ ９６６ ８ １７ ３４ １ ６０７ ０ —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ꎮ

世界银行认为ꎬ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加剧了其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ꎬ而俄

罗斯当前低迷的国内总需求和经济发展态势使得其未来投资走势难以把握ꎮ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７ 年ꎬ俄罗斯外商投资流量总体呈先增后降再增的走势ꎬ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５５０ ８４ 亿美元增至 ２０１３ 年的 ６９２ ２ 亿美元ꎬ之后随着 ２０１４ 年卢布贬值直

线降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６８ ５ 亿美元ꎬ２０１６ 年迅速回升ꎬ２０１７ 年又略有下降ꎬ达 ２８６ ８
亿美元ꎮ 但远东和贝加尔地区的外商投资流量与全国走势截然相反ꎬ总体呈增

长态势ꎬ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５ ３９ 亿美元逐年增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１０３ ８８ 亿美元ꎬ２０１７ 年略

降至 ９２ ３９ 亿美元ꎬ其占全国投资流量的比重于 ２０１５ 年达 ９９％ꎮ 投资流量分

为流入量和流出量ꎬ虽然不能说流入俄罗斯的外商投资 ９９％都流向远东和贝加

尔地区ꎬ但是可以理解为俄罗斯外商投资净流量的 ９９％由远东和贝加尔地区贡

献ꎮ 主要原因是在经济环境不景气的背景下ꎬ远东和贝加尔地区受国家政策优

惠及土地资源优势的影响ꎬ仍然吸引着外商投资资金流入ꎮ 近两年其外商投资

占比稳定在 ３２％左右ꎬ仍然是俄罗斯招商引资的重点地区ꎮ 从各州具体情况来

看ꎬ萨哈林州独占远东和贝加尔地区 ８０％以上的外资流量ꎬ增长迅速ꎮ
对外投资方面ꎬ俄罗斯总体亦呈先增后减再增趋势ꎬ转折点也是卢布贬

值ꎮ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俄对外投资流量呈断崖式下跌ꎬ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年略有恢复ꎮ
远东和贝加尔地区对外投资流量总体呈增加趋势ꎬ２０１５ 年虽略有下降ꎬ但随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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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保持增长态势ꎬ占全国对外投资流量的 ５％左右ꎬ主要仍来自萨哈林州ꎮ
在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方面ꎬ俄罗斯总体呈先减后增再减态势ꎬ远东和贝

加尔地区则呈先增后降再增之势(见表 ８)ꎮ 据 ＩＤＰ 理论①ꎬ俄罗斯人均对外

直接投资流量整体为正ꎬ且趋于减小并在零附近波动ꎬ表明其市场区位优势

成熟ꎬ投资主要为国家间的交叉投资ꎬ其人均 ＧＤＰ 较高(２０１７ 年为 １ ０７４ ３
万美元)ꎬ几乎不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ꎬ处于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第五成熟稳定

阶段ꎮ 但是远东和贝加尔地区人均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始终为负ꎬ且数值增

大ꎬ表明其吸收外资量增加ꎬ正处于 ＩＤＰ 的第二扩张发展阶段ꎮ

表 ８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７ 年远东和贝加尔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净流量 (单位:亿美元)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俄罗斯 １１７ ６７ － １７ ６５ １７２ ８８ ３５０ ５１ １５２ ３２ － １０２ ２４ １０３ ６５

贝加尔地区 ２ ６１ － ０ ４７ － ８ ０８ ２ ９２ ２ ５９ － ０ ０３ － １０ ６４

远东地区 － ４ ５９ ８ ０４ － ８ ８６ － ３５ ６１ － ５９ １１ － ９１ ７８ － ６６ １１

远东和贝加尔地区 － １ ９８ ７ ５８ － １６ ９４ － ３２ ６９ － ５６ ５１ － ９１ ８１ － ７６ ７５

资料来源:俄罗斯中央银行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ｂｒ ｒｕ /

四　 实证分析

从社会支出的角度看ꎬＧＤＰ 是最终需求———投资、消费、净出口三者之

和ꎬ故经济学上常把投资、消费、净出口称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

车”ꎮ 在经济发展历程中ꎬ“三驾马车”的拉动力可大可小ꎬ也可能失灵ꎬ但始

终能从侧面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状况②ꎮ 考虑到数据获取的全面

性ꎬ本文选取固定资产投资、社会零售业总额和净出口代表“三驾马车”描述

经济增长走势ꎬ运用径向基(ＲＢＦ)神经网络模型对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６ 年的俄罗斯、
远东和贝加尔地区的经济发展构建神经网络结构ꎬ并根据已有数据对 ２０１７
年及 ２０１８ 年上半年经济走势进行研判ꎬ进而依据“三驾马车”的增长趋势预

测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５ 年俄罗斯及远东和贝加尔地区的经济走势ꎮ

—２９—

①

②

ＤｕｎｎｉｎｇꎬＪ Ｈ ꎬＮａｒｕｌａꎬＲ ꎬ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ｈ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Ｓｏｍｅ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Ｉｓｓｕｅｓꎬ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１９９６

王雪然:«对“三驾马车”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结构性突变的实证分析»ꎬ«时代金

融»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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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型构建

径向基函数是一种结构简单、收敛速度快、能够逼近任意非线性函数的

神经网络ꎬ虽然研究起步较晚ꎬ但由于其基本原理是将非线性不可分的复杂

问题通过隐含层转换成线性可分的简单问题ꎬ近年逐步在各行各业中广泛运

用①ꎮ 类似于 ＢＰ 神经网络ꎬ它也是一种前向的网络结构ꎬ主要有三层构成:
第一层为输入层ꎬ节点个数等于输入的维数ꎻ第二层为隐含层ꎬ节点个数视问

题的复杂程度而定ꎻ第三层为输出层ꎬ节点个数等于输出数据的维数ꎮ

图 ２ ＲＢＦ 误差下降走势

图 ３ ＲＢＦ 网络结构图

ＲＢＦ 一般记为 Ф ｘꎬｙ( ) ＝ φ(‖ｘ － ｙ‖)ꎬＲＢＦ 可为 Ｇａｕｓｓ 函数、Ｍｕｌｔｉ －
Ｑｕａｄｒｉｃ 逆函数、薄板样条函数等②ꎮ 本文选择 Ｇａｕｓｓ 函数ꎬ运用 Ｍａｔｌａｂ 统计

软件中的 ｎｅｗｒｂ 函数构建网络结构ꎬ使用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６ 年的数据训练得到模

型ꎬ再对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的数据进行检验ꎮ 由于数据较少ꎬ为充分利用训练样

本ꎬ对其进行二维插值ꎬ将样本数量增加到 １００ 份ꎬ然后设置误差容限为 １ｅ －
８ꎬ扩散因子为 ２２ꎬ最大神经元为 １０１ꎬ使得模型误差小于容限(见图 ２)ꎬ最终

—３９—

①

②

陈明、武冬、郅晓娜等:«ＭＡＴＬＡＢ 神经网络原理与实例精解»ꎬ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ꎮ
王海龙、孟令启、马金亮等:«基于 ＲＢＦ 神经网络的热轧碳钢变形抗力预测»ꎬ«郑

州大学学报(理学版)»２００７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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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俄罗斯、远东和贝加尔地区两组样本构建的网络结构神经元个数分别为

６ 个和 ７ 个ꎬ即隐含层分别包含 ６ 个和 ７ 个神经元节点(见图 ３)ꎮ
(二)模型回归结果及预测

将模型得到的 ２０１７ 年俄罗斯 ＧＤＰ、远东和贝加尔地区生产总值的估计

值和实际值比较发现ꎬ误差较小ꎬ分别为 １ ５６％ 和 ２ ５５％ ꎬ可以认为模型的

估计预测结果能够体现其变化趋势ꎮ
从俄罗斯全国来看ꎬ２０１７ 年ꎬ在固定资产投资和零售业销售总额增加、净

出口略降的背景下ꎬ俄罗斯 ＧＤＰ 增至 ９２ ０８ 万亿卢布ꎻ２０１８ 年上半年ꎬ俄罗

斯固定资产投资和零售业销售总额低于 ２０１７ 年同期ꎬ而净出口在中美贸易

摩擦影响下结束近几年的持续下降走势ꎬ高于 ２０１７ 年同期ꎬ在此背景下ꎬ俄
罗斯 ＧＤＰ 估计为 ４５ ８９ 万亿卢布ꎬ略低于 ２０１７ 年的一半(见表 ９)ꎮ ２０１８ 年

下半年ꎬ俄罗斯通货膨胀率相对较低且保持稳定ꎬ同时中美贸易摩擦刺激俄

罗斯出口迅速增长ꎬ虽然欧美国家继续对俄进行经济制裁ꎬ但考虑到国际原

油价格开始缓慢回升ꎬ笔者认为这对俄罗斯经济产生的积极影响将超过欧美

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负面影响①ꎬ２０１８ 年下半年俄罗斯经济发展增速将

有所提高ꎮ 至 ２０２５ 年ꎬ俄罗斯 ＧＤＰ 将增至约 １０４ ６７ 万亿卢布(未剔除价格

因素)ꎬ年均增速为 ５ ５９％ ꎮ
远东和贝加尔地区方面ꎬ２０１７ 年ꎬ在固定资产投资和零售业销售总额增

加、净出口略降的背景下ꎬ远东和贝加尔地区生产总值增至 ５ ５７ 万亿卢布ꎻ
２０１８ 年上半年ꎬ在固定资产投资、零售业销售总额、净出口额均低于 ２０１７ 年

同期的情况下ꎬ俄罗斯远东和贝加尔地区生产总值估测为 ２ ６７ 万亿卢布ꎬ略
低于 ２０１７ 年的一半(见表 ９)ꎮ ２０１８ 年下半年ꎬ在俄修订«俄远东和贝加尔地

区社会经济发展国家规划»并明确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０ 年增加预算外资金 ６１４ 亿卢

布②、中俄正式签署«中俄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合作发展规划(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４
年)»、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１ 年俄将向远东和贝加尔地区增加联邦财政预算拨款 ４０ 亿

卢布等一系列利好因素的驱动下ꎬ笔者认为 ２０１８ 年下半年俄罗斯远东和贝

加尔地区经济增速将明显提高ꎮ 至 ２０２５ 年ꎬ远东和贝加尔地区生产总值将

增至约 ８ ４ 万亿卢布(未剔除价格因素)ꎬ年均增速为 ７ ２１％ ꎬ高于全国 １ ６２
个百分点ꎬ能实现战略发展目标ꎮ

—４９—

①
②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经济发展持续增长»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ａ / ２８８２８９２０４＿５７３４６２
«俄修订‹俄远东和贝加尔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国家规划›»ꎬ ｈｔｔｐ: / / ｋｈａｂａｒｏｖｓｋ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８０３ / ２０１８０３０２７２６２９５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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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 模型误差及估测结果

地区
神经

元个数
均方误差

２０１７ 年 ＧＤＰ
(万亿卢布)

估计值 实际值

２０１８ 年上半年
ＧＤＰ(万亿卢布)

２０２５ 年
ＧＤＰ

(万亿卢布)

年均
增速
(％ )

俄罗斯 ６ ２ ３５ｅ － ００９ ８９ ３０ ９２ ０８ ４５ ８９ １０４ ６７ ５ ５９

远东和
贝加尔地区

７ ２ ２６ｅ － ００９ ５ ４３ ５ ５７ ２ ６７ ８ ４０ ７ ２１

五　 发展建议

俄罗斯经济学家弗拉季斯拉夫茹科夫斯基认为ꎬ俄罗斯 ６０％的地区均

存在财政问题ꎬ如果没有联邦政府的帮助ꎬ其将无力承担日常的社会开支并

偿还贷款①ꎮ 而俄罗斯财政部门则公布将削减对地方的财政资助ꎬ从 ２０１６ 年

的 ３ １００ 亿卢布减至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年的 １ ０００ 亿卢布ꎬ２０１９ 年将进一步削减至

５００ 亿卢布②ꎮ 与此同时ꎬ俄罗斯修订«俄远东和贝加尔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国

家规划»ꎬ明确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０ 年将增加远东和贝加尔地区的预算外资金(６１４
亿卢布)③ꎮ 国际环境方面ꎬ在欧美制裁、乌克兰危机、原油价格逐步回升、美
元升值、技术控制、卢布暴跌等多重因素影响下ꎬ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或将东

移ꎮ 前文提到ꎬ在现有增长趋势下ꎬ至 ２０２５ 年极有可能实现«战略»中远东和

贝加尔地区经济发展快于全国 ０ ５ 个百分点的目标ꎮ 但国际环境错综复杂ꎬ
全球经济形势瞬息万变ꎬ为«战略»发展目标的顺利圆满落实ꎬ俄远东和贝加

尔地区需依托其资源和地理优势ꎬ借助近年国家的政策倾斜和扶持ꎬ大力发

展经济ꎬ成为俄罗斯各地区发展的生力军ꎮ
(一)加强与贸易互补性国家的贸易

在全球化的今天ꎬ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对外贸易的助推ꎮ 世界贸易组织成

立以来ꎬ全球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程度不断提升ꎬ使得商品、服务、劳务、技

—５９—

①

②

③

Шок: новая девальвация ударит осеньюꎬ а Россия становится всё более
маргинальной ｈｔｔｐ: / / ａｓｉａｒｕｓｓｉａ ｒｕ / ｐｅｒｓｏｎｓ / ８６５２ /

Ｃ 比留科夫:«俄罗斯伏尔加联邦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与前景»ꎬ«俄罗斯研

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ꎮ
«俄修订‹俄远东和贝加尔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国家规划›»ꎬ ｈｔｔｐ: / / ｋｈａｂａｒｏｖｓｋ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８０３ / ２０１８０３０２７２６２９５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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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信息等出口贸易对 ＧＤＰ 的贡献提高至 ３０％左右ꎬ各国的资源禀赋和主体

供需差异决定了其国际贸易的格局ꎬ其中外需是其经济增长复苏的主动

力①ꎮ 在俄罗斯国内市场经济疲软的背景下ꎬ远东和贝加尔地区可借助其资

源优势和近年国家高度重视的战略优势ꎬ扩大外需ꎬ与贸易互补性国家(或地

区)建立紧密联系ꎬ促进多双边贸易合作ꎬ一方面能减轻地区市场供给的压

力ꎬ另一方面也能带动地区消费需求的增加ꎮ
(二)大力吸引外商投资

贸易全球化助推投资自由化ꎮ 近年俄罗斯吸引外商投资直线下降ꎬ远东

和贝加尔地区却整体呈增加趋势ꎬ虽然 ２０１７ 年略有回落ꎬ但总体发展势头较

好ꎮ 未来应充分利用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与东方国家接壤的地理优势以及便

利的港口交通设施等ꎬ在该地区继续实施宽松的对外开放政策ꎬ尤其是在超

前发展区和海参崴自由港为投资者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措施ꎮ 在大力吸引

外商投资的同时ꎬ加强基础设施建设ꎬ使其交通、工程设施等能够满足投资项

目的顺利开展ꎬ为后续经贸投资合作打下良好基础ꎮ
(三)重视科技合作创新

俄罗斯是历史上的科技大国和强国ꎬ虽然苏联解体后由于科研投入不足ꎬ导
致其基础研究落后于美国ꎬ但是俄罗斯历来重视科技研发和投入ꎮ 根据库德林的

数据ꎬ俄罗斯创新产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为 １２％ꎬ处于先进国家之列ꎬ２０２０ 年这一比

重将进一步提至 ２５％ ~３５％②ꎮ 由于人口、经济等社会资源分布不均ꎬ俄罗斯

对远东和贝加尔地区的科研投入较少ꎬ未来需依托其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ꎬ
加大科研投入ꎬ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ꎬ使科技与金融对接ꎬ形成科研创造价值

并反哺社会经济的良性循环ꎬ进而推动远东和贝加尔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ꎮ
(四)扩大中俄经贸合作

中俄地理位置毗邻ꎬ自古以来就有密切的贸易往来ꎮ 近年来ꎬ中俄政治

及经贸关系日渐密切ꎬ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迅速、稳定发展ꎮ ２００９ 年中

俄签订«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合作规划纲要(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８
年)»ꎻ２０１１ 年中国成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国ꎻ２０１４ 年中国对俄投资大幅增

长 ８０％ꎬ２０１７ 年中俄贸易额占俄罗斯进出口总额的 １５％ꎬ同比增长 ３２％③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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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年 ９ 月ꎬ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与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涅夫参加中国东

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及贝加尔地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ꎬ提出加强

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及贝加尔地区的务实合作ꎬ这是习近平主席和普

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ꎬ也是两国合作的战略方向①ꎻ２０１８ 年 ８ 月ꎬ中国东北

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及贝加尔地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ꎬ一致同

意加强双方沟通交流ꎬ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ꎬ为扩大港口物流、资源开发及现

代农业、装备制造等投资领域合作创造条件②ꎻ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ꎬ中俄总理在第

二十三次定期会晤中强调ꎬ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９ 年是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ꎬ在巩固现

有合作局势的基础上ꎬ应充分挖掘双方经贸合作潜力ꎬ不断扩大中俄合作范

围和力度ꎬ会晤期间签署了«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及贝加尔地区政府

间合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纪要»和«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及贝加尔地

区农业发展规划»ꎬ明确将中俄农业合作交流提上日程③ꎮ ２０１８ 年中俄双边

贸易额达到 １ ０７０ ６ 亿美元ꎬ首次超过 １ ０００ 亿美元ꎬ创历史新高ꎬ增幅达

２７ １％ ꎬ增速在中国前十大贸易伙伴中位列第一名④ꎮ ２０１９ 年中俄即将建交

７０ 周年ꎬ中俄经贸关系将继续升温ꎬ发展前景大好ꎬ未来可主要在跨境电商、
科技成果产业化、双向直接投资、重点行业的战略性大项目等方面加强合

作⑤ꎬ培养新的增长点ꎮ
总体来看ꎬ俄罗斯空间发展有很大的惯性ꎬ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

态势将长期持续下去ꎮ 未来ꎬ远东和贝加尔地区的经济发展将主要受其地方

经济社会政策影响ꎬ在国家的高度重视下ꎬ在«战略»规划的倡导下ꎬ其经济发

展形势十分可观ꎮ
(责任编辑:农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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