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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金融合作的最新进展及存在的问题

郭晓琼

【内容提要】 　 金融合作历来是中俄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加强

两国金融合作具有重要意义ꎮ 经过多年发展ꎬ 中俄两国各级政府及相关部

门在金融合作实践中逐渐建立了一系列运行和协调机制ꎬ 这些机制的建立

和运行对推动中俄金融合作深化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中

俄金融合作快速发展ꎬ 合作范围不断扩大ꎬ 合作层次逐渐加深ꎬ 合作方式

也不断创新ꎮ 然而ꎬ 不可否认的是ꎬ 中俄金融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仍然不

够ꎬ 在合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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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合作历来是中俄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

后ꎬ 国际金融合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ꎮ 中俄两国加强金融合作具有重要意

义: 首先ꎬ 在危机时期ꎬ 中俄金融合作有利于维持区域金融环境的稳定性ꎬ
采取协调一致的政策应对危机ꎻ 其次ꎬ 后危机时代ꎬ 在中俄两国经济联系

日益密切的背景下ꎬ 加强金融合作是推动中俄经贸合作不断深化乃至两国

经济转型升级的必要条件ꎬ 对中国 “一带一路” 战略的实施也起到重要的

促进作用ꎻ 再次ꎬ 加快推进本币结算能够有效规避汇率风险ꎬ 有利于提升

人民币的国际地位ꎬ 摆脱区域发展的 “美元陷阱”ꎻ 最后ꎬ 中俄两国在反洗

钱及反恐融资、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共同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方面合

作的不断深化将会进一步密切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ꎮ

一　 中俄金融合作发展的机制建设

中俄金融合作经过多年的发展ꎬ 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在金融合作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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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中逐渐建立了一系列运行及协调机制ꎬ 这些机制的建立与运行对推动中

俄金融合作的深化、 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在国家层面ꎬ 中俄高层互访与会晤机制是两国间合作最高级别的机制ꎬ

在会晤中ꎬ 两国领导人对包括金融合作在内的各领域合作和重大问题交换

意见ꎬ 对两国具体领域的合作起到统领全局、 指明方向的作用ꎮ 政府首脑

定期会晤委员会下专门设立中俄金融合作分委会ꎬ 对两国金融领域和银行

间的合作定期交换意见ꎬ 所涉及的内容更多是支付结算、 信息交流、 人员

培训、 外汇政策、 金融支持等具体事务ꎮ 中俄财政部部长对话机制对两国

金融合作也起到了促进作用ꎬ 所涉及的内容更偏重宏观经济运行、 财政金

融政策、 金融改革等宏观政策的沟通ꎮ 在地区层面ꎬ 中俄边境地方经贸合

作协调委员会和地方政府领导人会晤机制都不是专门的金融合作机制ꎬ 但

这两个机制的运行也对边境地区金融合作的开展起到重要作用ꎮ 除官方层

面的会晤与协调机制之外ꎬ 在民间层面也陆续出现一些民间组织ꎬ 这些组

织由企业自筹资金ꎬ 自发成立ꎬ 具有反应快、 灵活度高、 执行能力强等特

点ꎬ 在解决中俄两国金融机构间的交流、 合作等具体问题上也发挥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ꎮ
(一) 国家层面

１ 中俄高层互访与会晤机制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ꎬ 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第二次访华期间ꎬ 两国就高层互

访与定期会晤机制达成一致: 中俄两国元首每年分别在北京和莫斯科会晤

一次ꎻ 建立两国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ꎬ 每年在双方首都各会晤一次ꎻ 建立

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电话热线ꎬ 就重大问题随时进行沟通和磋商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ꎬ 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访问俄罗斯ꎬ 标志着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

正式启动ꎮ 此后ꎬ 中俄两国领导人每年定期举行会晤和磋商ꎬ 就双边关系

和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交换意见ꎬ 签订了一系列重要的联合声明、 协定ꎬ 为

继续推动两国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ꎬ 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进一步发

展作出了贡献ꎮ
２ 中俄金融合作分委会

在设立政府首脑定期会晤委员会的同时ꎬ 中俄两国还在该委员会下设

立分委会ꎬ 涵盖经贸、 能源、 金融、 科技、 运输、 核能、 航天、 通信和环

保等各个领域ꎮ ２０００ 年ꎬ 中俄银行合作分委会成立ꎬ ２００９ 年更名为中俄金

融合作分委会ꎬ 其宗旨是在相互交流的基础上ꎬ 加强中俄两国银行间的互

信与合作ꎬ 为两国经贸合作的深化发展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ꎬ 并以此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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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两国经济关系的全面发展ꎮ 中俄金融合作分委会每年举行一次会议ꎮ 其

间ꎬ 中俄两国中央银行就银行间业务合作、 信息交换和人员培训、 支付结

算、 金融支持、 外汇管理政策、 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等领域中的相关问题展

开广泛的交流ꎬ 双方坦诚交换意见ꎬ 照顾彼此关切ꎬ 达成了一系列共识ꎮ
截至目前ꎬ 中俄金融合作分委会已举行 １７ 次会议ꎮ

３ 中俄财政部部长对话机制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１ 日ꎬ 中俄两国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和俄罗斯联

邦财政部关于启动中俄财长对话机制的谅解备忘录»ꎬ 宣布中俄财长对话机

制正式建立ꎮ 中俄财长对话机制为部长级ꎬ 根据备忘录ꎬ 每年召开一次会

议ꎬ 轮流在中俄两国举行ꎬ 两国的财政部为主要牵头单位ꎬ 并根据实际情

况邀请相关部门参加会议ꎮ 两国财长就中俄宏观经济形势、 财政金融政策、
金融改革、 两国在财政金融领域的沟通与合作及中俄关于多边开发银行的

合作等议题展开对话ꎬ 深入交换意见ꎬ 开展相关考察和培训活动ꎬ 并达成

一系列重要共识ꎮ 截至目前ꎬ 中俄财长对话已举行 ６ 次会议ꎮ
(二) 地区层面

１ 中俄边境地方经贸合作协调委员会

１９９８ 年ꎬ 中俄在两国毗邻地区建立中俄边境地方经贸合作协调委员会ꎬ
启动了中国黑龙江省、 吉林省、 辽宁省、 内蒙古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 阿穆尔州、 犹太自治州、
赤塔州、 萨哈 (雅库特) 共和国、 阿尔泰共和国等毗邻地区的定期会晤机

制ꎮ 该协调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会议ꎬ 设轮值主席ꎬ 由两国省 (州) 长轮

流担任ꎮ 在会议中ꎬ 两国代表沟通毗邻地区上一年经贸合作相关情况ꎬ 共

同提出当前影响经贸合作的问题ꎬ 并积极磋商解决ꎮ 经会议讨论后ꎬ 双方

签署会议纪要ꎬ 就会议达成的一致意见形成文件ꎬ 向两国中央政府及有关

部门上报ꎮ 自成立以来ꎬ 中俄边境地方经贸合作协调委员会已召开 １４ 次会

议ꎬ 成为两国地区间有效的互动机制ꎬ 对于协调和解决两国毗邻地区共同

关心的经贸合作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２ 地方政府领导人会晤机制

自 ２００２ 年起ꎬ 中国黑龙江省与俄罗斯远东和外贝加尔地区各联邦主体

开始建立地方政府领导人会晤机制ꎮ 目前ꎬ 中方已经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
滨海边疆区、 阿穆尔州、 犹太自治州领导人就建立一对一会晤机制交换了意

见并达成共识ꎬ 仿照中俄政府总理定期会晤的模式ꎬ 中方省长与俄方联邦主

体行政长官每年举行一次会晤ꎬ 对上一年工作进行总结ꎬ 对未来合作提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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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和规划ꎬ 并就合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磋商ꎮ 在该会晤机制下ꎬ 下设文化交

流工作组和经贸科技合作工作组ꎬ 由副省 (州) 长负责ꎬ 经贸科技合作工作

组还下设能源、 农业、 工业、 科技、 林业、 互市贸易区、 口岸建设、 旅游等

多个专项工作小组ꎬ 不定期召开会议ꎬ 发生问题及时沟通和解决ꎮ 从目前的

情况看ꎬ 尽管该机制在执行方面仍然存在各自为政、 缺乏默契等问题ꎬ 但该

会晤机制的建立为加强两国边境地区的交流与合作搭建了平台ꎮ
(三) 民间层面

１ 中俄金融合作论坛

中俄金融合作论坛是在中俄友好、 和平与发展委员会框架内ꎬ 由中国

金融学会与俄罗斯银行协会和俄罗斯中央银行共同主办ꎮ 该论坛每年举行

一次会议ꎮ 中俄金融合作论坛旨在促进中俄两国实现战略合作目标ꎬ 协助

金融合作分委会促进两国银行、 外汇、 证券和保险等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流

与沟通ꎬ 在互利共赢和遵守市场经济规则的基础上开展广泛合作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在中俄友好、 和平与发展委员会的倡议下ꎬ 中俄金融合作论坛第一次会议

在莫斯科召开ꎮ
２ 中俄金融联盟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ꎬ 中俄金融联盟在哈尔滨成立ꎬ 中俄金融联盟是非

营利性、 开放式跨境金融合作组织ꎬ 以平等、 自愿、 自主、 独立为原则ꎬ
以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 互惠合作为宗旨ꎬ 致力于为联盟内成员搭建联络、
讨论和信息交流的非正式平台ꎬ 加强联盟会员间在金融服务、 风险管理、
技术方案、 员工培训等方面的经验交流ꎬ 增进中俄两国在金融等领域的信

息交流ꎬ 促进联盟成员在建立代理关系、 双边本币结算及现钞业务、 国际

贸易及信保融资、 组织银团贷款、 中俄地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融资以及在

全球市场交易业务等领域达成广泛合作ꎮ
目前ꎬ 中俄金融联盟由 ５７ 家金融机构组成ꎮ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８ 日ꎬ 由哈尔

滨银行主办、 海南银行协办的 “中俄金融联盟创新合作论坛” 在海南举行ꎮ
来自中俄两国的联盟成员单位、 经济学家、 企业代表ꎬ 就两国当前金融领

域的热点问题及新常态下中俄金融合作的机遇与挑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ꎬ
并达成多项合作ꎮ

二　 中俄金融合作的进展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中俄金融合作快速发展ꎬ 合作范围不断扩大ꎬ 合作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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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加深ꎬ 合作方式也不断创新ꎮ 从合作范围看ꎬ 中俄金融合作从相邻地

区金融合作起步ꎬ 本币结算从无到有ꎬ 结算的资金规模和地域范围不断扩

大ꎬ 商业银行间业务合作日益密切ꎬ 近年来ꎬ 合作范围还从传统的商业银

行间业务合作逐渐延伸至央行间货币合作、 保险及金融市场等领域的合作ꎻ
从合作层次看ꎬ 金融合作机制逐步完善ꎬ 两国政府还积极搭建了上海合作

组织银联体、 中俄直接投资基金、 “亚投行”、 丝路基金等金融平台ꎻ 从合

作模式看ꎬ 从传统的代理行模式逐步发展到互设机构跨境经营ꎬ 从相邻地

区商业银行合作发展到建立中俄金融联盟ꎬ 银行从原有的结算机构发展为

集结算、 清算、 跨境投融资为一体的金融主体ꎮ 下文将从跨境贸易本币结

算、 商业银行间业务合作、 货币互换、 融资合作及反洗钱、 反恐融资合作

这五个方面对中俄两国在金融合作中所取得的进展进行论述ꎮ
(一) 跨境贸易本币结算

１ 跨境贸易本币结算的发展历程

为了促进边境贸易的进一步发展ꎬ 中俄两国央行积极推行跨境贸易本

币结算业务ꎮ ２００１ 年下半年ꎬ 中国黑龙江省黑河市各家银行与俄罗斯布拉

戈维申斯克市各家账户行已开始就本币结算问题进行接触ꎬ 向企业客户进

行多方面的业务需求调查ꎬ 尝试草拟中俄两国银行以本币为计价单位结算

的操作规程ꎮ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ꎬ 中俄银行合作分委会在上海签订了 «中国

人民银行与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关于边境地区贸易的银行结算协定»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ꎬ 中俄两国又签订了 «关于实施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签署的 ‹关于边

境地区贸易的银行结算协定› 的纪要»ꎮ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ꎬ 中俄贸易本币结算在

中国银行黑龙江省黑河分行与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市远东外贸股份商业银

行之间首次拉开序幕ꎬ 这标志着中俄贸易本币结算正式进入试行阶段ꎮ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ꎬ 鉴于边贸本币结算试行情况良好ꎬ 中俄双方签署纪要ꎬ 决定从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 日起ꎬ 将本币结算试点范围扩大至两国所有的边境口岸及俄方与中

国接壤的六个联邦主体ꎮ 纪要还规定ꎬ 中国人民银行地方分支机构和俄罗斯

联邦中央银行地方分支机构之间按照 «信息交换指标清单» 进行信息交换ꎬ
信息交换的内容涵盖双方代理行账户间的资金流动、 兑换业务数额、 两国货

币现金出入境数额等ꎮ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ꎬ 中俄双方签署 «关于扩大中国境内提

供中俄边贸本币结算服务的银行所在地的地域范围的纪要»ꎬ 将两国本币结算

银行服务所在地的范围扩大到中国黑龙江、 吉林、 内蒙古和新疆四个省区全

境ꎮ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ꎬ 中俄双方签署 «关于本币结算范围扩展至边境旅游服务

的纪要»ꎬ 决定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ꎬ 将本币结算业务的服务范围扩大到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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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服务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ꎬ 中国人民银行与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又签订新的

双边本币结算协定ꎮ 协定签订后ꎬ 中俄本币结算从边境贸易扩大到一般贸易ꎬ
并扩大了地域范围ꎮ 协定规定两国经济活动主体可自行决定用自由兑换货币、
人民币和卢布进行商品和服务的结算与支付ꎮ

２ 跨境贸易本币结算及清算

中俄银行间本币结算主要采取点对点的账户行汇划结算模式ꎬ 即通过

中俄银行互设的代理行办理本币结算资金的汇款业务ꎮ 在边境贸易本币结

算业务试行之初ꎬ 由于不存在卢布与人民币汇价ꎬ 每笔业务均需要依靠美

元进行结算ꎮ 对于中方银行而言ꎬ 每发生一笔卢布业务ꎬ 均按照中俄双方

每天询价汇率将卢布兑换成美元调回国内或存放在国外代理行美元账户上ꎬ
卢布账户余额始终保持为零ꎮ 当时ꎬ 中俄银行间结售汇业务均须通过美元

账户进行周转ꎬ 结算周期长、 效率低ꎮ 此后ꎬ 国内各大商业银行会根据美

元价格套算出人民币对卢布汇率ꎬ 并对外公布ꎮ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ꎬ 哈尔滨银行

首次对外公布人民币对卢布牌价ꎮ 人民币与卢布汇率的发布为人民币与卢

布兑换提供了价格依据ꎬ 这可以使银行在结算过程中无须每笔业务都通过

美元账户进行中转ꎬ 而是以银行公布的汇率通过代理行账户与国内银行进

行结算ꎮ 在清算模式上ꎬ 采用互设单边账户的形式ꎬ 即中方银行在俄方设

立卢布账户ꎬ 俄方银行在中方设立人民币账户ꎬ 再通过第三国清算行进行

清算ꎮ 在头寸管理方面ꎬ 为了规避汇率波动的风险ꎬ 中国各商业银行对结

算账户采取日终零头寸的做法ꎬ 即每日营业结束后ꎬ 将卢布账户上的头寸

通过第三国清算行兑换为美元调回境内ꎬ 卢布账户余额始终保持为零ꎮ 然

而这种形式的本币结算既没有体现人民币与卢布直接汇兑的成本优势ꎬ 又

没有摆脱对第三方清算行的依赖ꎬ 不能视为真正意义的本币结算ꎮ
２０１０ 年人民币与卢布挂牌交易后ꎬ 人民币与卢布直接交易规模迅速扩

大ꎬ 人民币与卢布的国内交易市场逐步建立ꎮ 人民币与卢布交易市场的建

立有助于本币结算实现真正落地ꎮ 首先ꎬ 在跨境贸易本币结算业务中ꎬ 人

民币与卢布汇价无须通过美元套算ꎬ 降低了汇兑成本ꎻ 其次ꎬ 人民币与卢

布交易市场可以使中方银行及时通过市场买卖卢布ꎬ 提高了清算效率ꎬ 以

较低的成本解决了卢布头寸风险管理问题ꎻ 最后ꎬ 人民币与卢布交易市场

为买卖双方银行提供高效的交易平台ꎬ 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买卖合同的执行ꎬ
摆脱了代理行的垄断价格ꎬ 降低了清算成本ꎮ

３ 中俄跨境贸易本币结算发展现状

２００３ 年ꎬ 中俄双方边境贸易本币结算试行以来ꎬ 中国黑龙江省本币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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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业务从无到有ꎬ 结算规模也呈快速增长趋势ꎬ 本币结算在对俄贸易中的

比重也逐年上升ꎮ ２００３ 年ꎬ 通过代理账户行办理的本币结算业务量为 １ ４６０
万美元ꎬ 仅占该省当年对俄贸易的 ０ ５％ ꎻ ２００９ 年ꎬ 本币结算业务量增至

９ ７ 亿美元ꎬ 约为 ２００３ 年业务量的 ６７ 倍ꎬ 本币结算在该省当年对俄贸易额

中所占比重提高至 １７ ４％ ꎮ 这段时期ꎬ 边境贸易本币结算的主要问题是卢

布在本币结算中占绝对优势ꎬ 人民币结算量非常小ꎮ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９ 年ꎬ 黑龙

江省中俄银行间本币结算累计金额为 ２９ １７ 亿美元ꎬ 其中: 卢布结算金额

为 ２９ ０８ 亿美元ꎬ 占本币结算总量的 ９９ ４％ ꎻ 而人民币结算金额仅为１ ６６３
万美元ꎬ 在本币结算总量中仅占 ０ ６％ ꎮ 形成本币结算卢布 “一边倒” 局

面的主要原因包括:
第一ꎬ 在中俄边境贸易中主要以中国出口为主ꎬ 俄罗斯人是中国商品

的消费者ꎬ 因此ꎬ 在结算币种的选择上占有更多主动权ꎮ
第二ꎬ 中国边境小额贸易出口经营者对俄罗斯出口的主要商品为低附

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及农副产品ꎬ 这类产品可替代性强ꎬ 在市场中面临

的竞争大多比较激烈ꎬ 为了在对俄贸易中抢占市场ꎬ 出口商被迫接受卢布

作为结算货币ꎬ 大多采取在俄罗斯境内销售商品直接取得卢布再汇回中国

进行核销的方式ꎮ
自 ２０１０ 年起ꎬ 黑龙江省人民币结算量大幅攀升ꎬ 到 ２０１３ 年ꎬ 本币结

算卢布 “一边倒” 的形势已发生根本性逆转ꎮ ２０１３ 年ꎬ 黑龙江省中俄银行

间办理本币结算业务达 ９ ８６ 亿美元ꎬ 其中ꎬ 卢布结算业务为 ４ ６９ 亿美元ꎬ
人民币结算业务为 ５ １７ 亿美元ꎬ 人民币结算在中俄银行间本币结算中的比

重超过卢布ꎬ 达到 ５２ ４％ ①ꎮ ２０１５ 年ꎬ 黑龙江省中俄本币结算业务量为

４ ９９ 亿美元ꎬ 其中人民币结算量为 ３ ０７ 亿美元ꎬ 在本币结算总量中所占比

重已达到 ６１ ５％ ②ꎮ 人民币结算量迅速提高的主要原因包括:
第一ꎬ ２０１２ 年之后俄罗斯经济结构性改革放缓ꎬ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ꎬ

在美元走强、 国际油价下跌、 西方制裁等多重因素的叠加作用下ꎬ 俄罗斯

经济更是雪上加霜ꎬ 卢布剧烈波动ꎬ 大幅贬值ꎮ 而相比之下ꎬ 中国拥有强

大的外汇储备ꎬ 稳定的金融市场ꎬ 宏观经济基本面向好ꎬ 人民币币值稳定ꎬ
国际地位稳步提升ꎮ 币值稳定为人民币结算量快速增长创造了良好条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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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ꎬ 中俄贸易从以边境小额贸易为主向以一般贸易、 加工贸易为主

的方式转变ꎬ 近 １０ 年来ꎬ 一般贸易在中俄贸易中的比重逐渐加大ꎮ 与边境

小额贸易经营者相比ꎬ 一般贸易经营者资金实力较强ꎬ 管理更加规范ꎬ 拥

有稳定的贸易伙伴ꎬ 因此ꎬ 在结算的币种选择上也拥有更强的议价能力ꎮ
第三ꎬ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 卢布大幅贬值ꎬ 中国出口商品在俄罗斯的价格优

势逐渐消失ꎬ 出口锐减ꎬ 而在电子商务蓬勃发展的推动下ꎬ 中国自俄进口

出现增长ꎬ 中国作为进口方在结算币种的选择上可以掌握更多主动权ꎮ
内蒙古自治区在推动中俄本币结算方面也取得了相关进展ꎮ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ꎬ 中国农业银行满洲里分行与俄罗斯联邦外贸银行赤塔分行和俄罗斯远东

对外贸易银行互设了代理行账户ꎬ 内蒙古自治区中俄边境贸易本币结算取得

了零的突破ꎮ 到目前为止ꎬ 内蒙古自治区贸易结算币种仍以美元为主ꎬ 本币

结算量相对较小ꎮ 满洲里拥有中国最大的陆路口岸ꎬ 对外贸易额和结算量都

很大ꎬ 随着人民币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ꎬ 人民币结算量的增长仍具有很大的

空间ꎮ
(二) 商业银行间业务合作

１ 中俄两国银行互设机构及代理行

中俄两国银行互设金融机构及代理行能够有效缩短资金在途时间ꎬ 提

高结算效率ꎬ 是促进贸易发展和推动本币结算的重要途径ꎮ
早在 １９９３ 年ꎬ 中国银行就在莫斯科设立了子银行ꎬ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年底ꎬ

共有 ６ 家中资银行在俄罗斯设有 ５ 家子行及分行和两家代表处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中资银行在俄机构情况

银行名称 当地机构 设立时间

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 (俄罗斯) １９９３ 年 ４ 月

中国银行 (俄罗斯) 滨海分行 ２０１３ 年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莫斯科) 股份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俄罗斯) 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莫斯科)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国家开发银行 莫斯科代表处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中国进出口银行 圣彼得堡代表处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近年来中俄银行间合作的相关报道整理ꎮ

早在 １９８９ 年ꎬ 俄罗斯外贸银行就在中国设立了代表处ꎬ 随着中国经济

的快速发展ꎬ 俄罗斯对于中国这一合作伙伴的重视程度也与日俱增ꎮ 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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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年年底ꎬ 共有 ９ 家俄罗斯的银行在华设有 １ 家分行和 １０ 家代表处 (见
表 ２)ꎮ

表 ２ 俄资银行在华机构情况

银行名称 当地机构 设立时间

俄罗斯外贸银行公开股份公司
北京代表处 １９８９ 年 ９ 月

上海分行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俄罗斯信贷商业银行 北京代表处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

俄罗斯开发与对外经济银行 北京代表处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

俄罗斯工业通信银行开放式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代表处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股份公司 北京代表处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俄罗斯兴盛银行开放式股份公司 北京代表处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俄罗斯欧洲金融莫斯科人民银行公开股份公司 北京代表处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俄罗斯储蓄银行公开股份公司 北京代表处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俄罗斯农业银行 北京代表处 ２０１５ 年

俄罗斯中央银行 北京代表处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资料来源: 同表 １ꎮ

中国黑龙江省在与俄罗斯银行互设代理行方面走在全国前列ꎮ １９９５ 年

５ 月ꎬ 中国农业银行黑河分行率先与俄罗斯阿穆尔州商业股份银行 (现东

方快捷银行) 正式建立了代理行账户关系ꎬ 互设美元结算账户ꎬ 正式开通

了美元现汇结算业务ꎬ 这标志着中俄两国银行间直接通汇业务的开始ꎮ 截

至 ２０１５ 年年底ꎬ 黑龙江省有 １０ 家银行机构与俄罗斯 ２４ 家银行机构共设代

理行账户 １３０ 个ꎬ 与俄方签约的代理行主要分布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和俄

罗斯远东地区的符拉迪沃斯托克、 乌苏里斯克、 哈巴罗夫斯克、 布拉戈维

申斯克等主要城市①ꎮ
内蒙古自治区也与俄罗斯相邻地区的商业银行合作ꎬ 双方互设了代理

行及账户行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ꎬ 满洲里外汇指定银行与俄罗斯银行共建

立了 １３ 个账户行关系ꎬ 其中ꎬ 中国工商银行建立了两个美元账户ꎬ 中国银

行建立了 １ 个美元账户ꎬ 中国建设银行建立了 １ 个美元账户、 １ 个本币账

户ꎬ 中国农业银行建立了 ５ 个美元账户、 ３ 个本币账户 (见表 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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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满洲里市与俄罗斯建立账户行基本情况

中方银行名称 俄方账户行名称
建立账户行

时间
设立方式 账户币种

中国工商银行
满洲里分行

俄罗斯储蓄银行贝
加尔分行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单方在
俄罗斯

美元

俄罗斯储蓄银行贝
加尔分行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单方在
俄罗斯

美元

中国银行满洲里分行
俄罗斯储蓄银行贝

加尔分行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互设 美元

中国建设银行
满洲里分行

俄罗斯工业服务银行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单方在中国
美元、
人民币

中国农业银行满洲里
分行

俄罗斯外贸银行赤塔分行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单方在
俄罗斯

美元

俄罗斯远东对外贸易银行
(东方快捷银行)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单方在中国 美元

俄罗斯储蓄银行贝
加尔分行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互设 美元

俄罗斯乌兰乌德 ＢＩＮ 股份
制商业银行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单方在中国 美元

俄罗斯储蓄银行贝
加尔分行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单方在
俄罗斯

卢布

俄罗斯远东对外贸易银行
(东方快捷银行)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人民币)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卢布)

互设
人民币、
卢布

俄罗斯外贸银行
赤塔分行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卢布)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人民币)

互设
人民币、
卢布

俄罗斯工业服务银行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单方在中国 美元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在人民银行满洲里分行调研资料整理ꎮ

２ 人民币与卢布挂牌交易

俄罗斯方面ꎬ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ꎬ 人民币在俄罗斯莫斯科外汇交易所

挂牌上市ꎮ 俄罗斯成为人民币首个在境外挂牌上市的国家ꎮ 交易时ꎬ 每笔

交易以 １ ０００ 元人民币为基本单位ꎬ 采用当天交割方式进行资金清算ꎮ 人民

币在俄罗斯挂牌上市对于提高人民币结算量起到积极作用ꎮ
中国方面ꎬ 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起ꎬ 经中国人民银行授权ꎬ 中国外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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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中心银行间外汇市场开办人民币对俄罗斯卢布即期交易ꎮ 交易主体为

具备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会员资格的机构ꎬ 交易方式为询价和竞价ꎬ 交易

实行做市商制度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ꎬ 哈尔滨银行依据国家边境贸易外汇

管理规定出资建立黑龙江卢布现钞交易中心ꎬ 这为境内卢布现钞交易提供

了合法的交易平台ꎬ 有效打击了非法卢布兑换ꎬ 满足了对俄边贸企业和旅

游公司对外支付卢布现钞的需求ꎮ
３ 人民币与卢布现钞的兑换及使用

中俄两国积极推行跨境贸易本币结算的同时ꎬ 在合作推广卢布在中国

和人民币在俄罗斯现钞的兑换及使用方面也作出了相应努力ꎮ
卢布与人民币现钞兑换开始试行并进展顺利ꎮ ２００７ 年ꎬ 中国银行黑龙

江省黑河分行和哈尔滨银行率先试点开办卢布与人民币现钞双向兑换业务ꎮ
目前ꎬ 黑龙江省办理卢布与人民币现钞兑换业务的区域从哈尔滨、 黑河两

市扩大至绥芬河、 东宁、 佳木斯和同江等地ꎮ ２０１３ 年黑龙江省共办理人民

币与卢布现钞兑换业务 ７ ５４７ 笔ꎬ 金额达 ９１ ４ 亿卢布ꎮ
绥芬河成为卢布现钞使用试点城市ꎮ 绥芬河是黑龙江省最大的边境口

岸ꎬ 在长期的贸易往来中ꎬ 卢布在该市的使用形成了一定规模ꎬ 虽然对俄

罗斯游客服务的商场、 酒店并未用卢布标价ꎬ 但在这些场所都可以直接使

用卢布进行交易ꎬ 这导致卢布现钞的使用长期处于非法状态ꎮ 据估算ꎬ 绥

芬河口岸的卢布现钞流入量基本保持在年均 ２００ 亿 ~ ３００ 亿卢布ꎬ 折合人民

币约 ２０ 亿 ~ ３０ 亿元ꎬ 对人民币主体地位的冲击影响很小ꎬ 完全在可控范围

内ꎮ ２０１３ 年ꎬ 绥芬河市被批准成为中国首个卢布使用试点城市ꎬ 这是中国

首次允许一种外币在中国某个特定领域行使与主权货币同等功能ꎮ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ꎬ 卢布现钞试点工作在绥芬河市正式开展ꎬ 绥芬河市场中销售的商品

可以用卢布标价ꎬ 俄罗斯商人和游客可以直接用卢布消费ꎬ 卢布在绥芬河

市可以自由存取ꎮ 允许在绥芬河市使用卢布现钞ꎬ 逐步将民间卢布现钞兑

换市场纳入银行体系ꎬ 使其公开化、 市场化、 合法化ꎬ 这不仅有利于中俄

经贸合作的健康发展ꎬ 对人民币在俄罗斯取得对等地位也起到积极的带动

作用ꎮ
为了满足现钞兑换的日常需要ꎬ 在头寸管理方面ꎬ 允许保留一定额度

的卢布头寸ꎮ 哈尔滨银行的做法是 “总量控制ꎬ 限额管理”ꎬ 即设定所有境

外代理行每日卢布头寸风险敞口总额的上限ꎬ 根据各代理行的实际需求核

定不同的头寸额度ꎬ 代理行之间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相互调剂ꎬ 在中小型代

理行中尽量少保留或不保留头寸ꎬ 在大型代理行中可在规定额度内保留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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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头寸ꎬ 如超过规定额度要及时平盘ꎬ 并调回相应的外币或人民币ꎮ
４ 人民币与卢布现钞跨境调运

随着卢布与人民币现汇结算和现钞兑换业务的开展ꎬ 中俄两国相关银

行须对现钞头寸进行严格的管理ꎬ 为应对现钞兑换的日常需要和风险管控ꎬ
中俄双方合作代理行要进行资金跨境调运ꎬ 对调本币ꎬ 通过总量控制的办

法最大限度降低汇率风险ꎮ
黑龙江省在卢布与人民币跨境调运方面进行了最早的尝试ꎮ 早在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ꎬ 中国银行黑河分行与俄罗斯远东对外贸易银行就尝试了卢布调运

业务ꎬ 调运金额为 ２３１ 万卢布ꎮ 近年来ꎬ 卢布跨境调运逐渐专业化、 规模

化ꎮ ２０１２ 年ꎬ 哈尔滨银行通过北京海关首次以空运模式向俄罗斯莫斯科波

罗的海发展银行跨境调运 ５００ 万卢布现钞ꎮ 此后ꎬ 哈尔滨银行与国际知名

安保运输公司合作ꎬ 建立哈尔滨—北京—莫斯科现钞调运渠道ꎮ ２０１４ 年ꎬ
国家外汇管理局黑龙江省分局与哈尔滨银行协同俄罗斯远东金融管理局、
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关等相关部门开辟了哈尔滨—北京—符拉迪沃斯托克的

远东地区卢布现钞跨境调运渠道ꎬ 该渠道开辟后ꎬ 现钞调运流程可由原来

的 ４ ~ ５ 天缩短至２ ~ ３ 天ꎬ 运费等资金成本也相应降低ꎮ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ꎬ
哈尔滨银行卢布现钞交易量为 １４ ０３ 亿卢布ꎬ 累计跨境调运卢布现钞 １０ ８
亿卢布ꎬ 同比增长 ７３％ ①ꎮ

人民币调运方面ꎬ ２０１５ 年ꎬ 在中国人民银行北京营管部和哈尔滨中心

支行的审核批准下ꎬ 哈尔滨银行经北京海关以空运的方式向俄罗斯亚洲太

平洋银行跨境调运人民币现钞 ５００ 万元ꎮ 此次调运明确了人民币现钞跨境

调运中俄双方海关通关流程和手续ꎬ 为此后现钞调运业务的常态化运行积

累了经验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年底ꎬ 哈尔滨银行已对俄罗斯调运人民币现钞 ３
笔ꎬ 累计金额 ３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ꎮ

此外ꎬ 吉林省珲春口岸的金融机构也启动了卢布和人民币跨境调运业

务ꎮ ２０１５ 年珲春农村商业银行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商业银行以陆路汽车运

输的方式调入 ２００ 万卢布现钞和两万元人民币现钞ꎬ 从珲春农村商业银行

向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商业银行调出 ５００ 万卢布和 ２０ 万元人民币现钞ꎮ
５ 银行卡合作

银行卡的使用避免了中俄双方客商随身携带大量外汇的不便ꎬ 便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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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哈尔滨银行成中国最大对俄人民币现钞跨境调缴金融机构»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ｄｆ / ２０１６ / ０２ － １８ / ７７６３３４６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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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活动ꎬ 也为人民币在俄罗斯的推广创造了条件ꎮ 中俄银行间最早的银

行卡合作始于 ２００２ 年ꎬ 中国农业银行边贸口岸行与俄罗斯银行签订了金

冠卡代理协议ꎬ 开始办理金冠卡代付业务ꎮ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ꎬ 中国农业银行

黑龙江省分行与俄罗斯滨海社会商业银行签署合作协议ꎬ 推出金穗借记

卡境外取现业务ꎮ 持卡人可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设置在俄罗斯的 ＰＯＳ 机提

取美元、 卢布及人民币现钞ꎮ 乌克兰危机之后ꎬ 国际支付系统维萨和万

事达一度停止了对俄业务ꎬ 这间接为中国银联卡在俄罗斯的推广创造了

有利时机ꎮ ２０１４ 年ꎬ “银联国际” 与俄罗斯东方快捷银行签署合作协议ꎬ
根据协议ꎬ “银联国际” 与俄罗斯合作发行币种为卢布、 人民币的银联白

金卡或钻石卡ꎮ 俄罗斯人持有东方快捷银行发行的银联卡ꎬ 可以享受与

中国国内银联卡持卡人同样便捷、 安全的金融服务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年底ꎬ
已有 ２０ 余家俄罗斯的银行机构与中国银联开展合作ꎬ 在俄共发行银联借

记卡 ４１ 万张ꎬ 共 ２８ 万俄罗斯商户办理了银联卡ꎬ 近 ４ 万台 ＡＴＭ 机开通

了银联卡取现业务①ꎮ
６ 跨境电商支付结算

近年来ꎬ 中俄跨境电子商务蓬勃发展ꎬ 物流渠道和支付结算渠道的畅

通是跨境电商顺利运营的保障ꎬ 因此ꎬ 搭建对俄跨境电商支付结算平台成

为中俄银行间合作的重要内容ꎮ ２０１５ 年ꎬ 中国银行绥芬河支行与易智付科

技 (北京) 有限公司共同搭建 “绥易通” 跨境电商平台ꎬ 整合金融、 海

关、 税务、 物流和仓储等多方优势资源ꎬ 支持以人民币或外币标价、 结算ꎬ
接受银行卡付款ꎮ 哈尔滨银行是国内首家启动中俄跨境电子商务在线支付

服务的银行ꎬ 建立了跨境电子商务结算系统ꎬ 与 ２０ 余家在线支付服务商展

开合作ꎬ 能够支持俄罗斯大多数主流支付方式的跨境在线支付、 收款、 结

算ꎬ 涵盖俄电子钱包、 银行卡、 网上银行、 手机支付终端机等ꎬ 解决了境

内对俄电商企业收汇难、 结汇难、 网上支付成本高、 支付安全缺乏保障等

问题ꎮ 该结算系统运营期间累计处理跨境在线支付交易 ２３０ 万笔ꎬ 结算金

额达 ７ ６ 亿元人民币②ꎮ
(三) 货币互换

央行间的货币互换是指两国央行签订协议ꎬ 在一定规模内ꎬ 以本国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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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推进重大合作项目落地改革试点政策开展金融交流活动»ꎬ «黑龙江日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８ 日ꎮ

«加快金融创新ꎬ 护航 “龙江丝路带”»ꎬ «黑龙江日报»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３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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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为抵押换取等额对方货币ꎮ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ꎬ 货币当局间的货币

互换迅速发展ꎬ 这实际上是对美国滥用中心货币霸权的一种有力回应ꎮ 就

中国而言ꎬ 这种机制也为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开辟了重要途径ꎮ 在应

对危机之后ꎬ 这种货币互换安排还在国际贸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央行

间签订货币互换协议ꎬ 将他国货币注入本国金融体系ꎬ 本国商业机构可以

借到对方货币ꎬ 用于支付从对方进口的商品ꎬ 对于本国的出口企业而言ꎬ
得到的是本币计值的货款ꎬ 有效地规避了汇率风险ꎬ 降低了汇兑费用①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ꎬ 中俄总理第 １９ 次会晤期间ꎬ 双方签署了 １ ５００ 亿元人

民币 / ８ １５０亿卢布的本币互换协议ꎬ 有效期为 ３ 年ꎬ 经双方同意可以延期ꎮ
具体操作流程为: 假如俄方为发起方ꎬ 俄方须向中国人民银行提出执行货

币互换申请ꎬ 俄方可发起的人民币贷款最高限额为 １ ５００ 亿元人民币ꎮ 假设

俄罗斯央行发起 １ 亿元人民币贷款ꎬ 发起时人民币对卢布汇率为 １∶ １０ꎬ 则

俄罗斯央行在获得这 １ 亿元人民币的同时ꎬ 须向中国人民银行缴纳 １０ 亿卢

布作为抵押ꎬ 到期后ꎬ 俄罗斯央行应偿还中国 １ 亿元人民币ꎬ 并按照中国

人民银行相关利率支付利息ꎬ 最后将 １０ 亿卢布收回ꎮ 货币互换能够有效地

规避汇率风险ꎬ 有利于提高双边贸易和投资的便利性ꎮ
(四) 融资合作

１ 开发性金融

开发性金融是政策性金融的深化和发展ꎬ 其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国家重

点开发项目ꎬ 以融资支持项目运行的方式推动国家重点领域的市场建设和

制度建设ꎮ 开发性金融为国家发展目标服务ꎬ 体现政府意志ꎬ 具有国家信

用ꎬ 而其具体运作则采用市场化方式ꎮ 这种财政资金信贷化的金融安排能

够有效地将国家发展目标与市场原则相结合ꎬ 弥补市场失灵ꎬ 调控宏观经

济ꎮ 开发性金融方法在对俄合作中的运用ꎬ 有利于维护中国经济和能源安

全、 开拓国际市场、 支持中国企业 “走出去”ꎬ 在贯彻和落实国家的经济和

外交战略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 重要的作用ꎮ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 (以下简称 “国开行”) 是中国在对俄合作中实施

开发性金融的主要机构ꎮ ２００５ 年以来ꎬ “国开行” 成功地促成了 “中石

油”、 “中石化” 和 “中信” 等公司在俄罗斯的重大投资项目ꎬ 为俄罗斯能

源等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ꎮ “贷款换石油” 就是 “国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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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郭晓琼: «上海合作组织金融合作及中国的利益诉求»ꎬ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

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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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开发性金融的典型案例ꎮ ２００８ 年ꎬ 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俄期

间ꎬ 中俄双方签署协议ꎬ 根据协议ꎬ 中国分别向俄罗斯石油公司和俄罗斯

石油管道运输公司提供 １５０ 亿美元和 １００ 亿美元的贷款用于铺设石油管道ꎬ
俄罗斯则应于２０１１ ~ ２０３０ 年每年对华出口１ ５００万吨石油ꎮ 对于中国而言ꎬ
一方面ꎬ “贷款换石油” 为国内资本 “走出去” 开辟了渠道ꎻ 另一方面ꎬ
使中国获得了稳定的能源供应ꎬ 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能源保障ꎮ
２０１３ 年ꎬ “国开行” 还与俄罗斯对外经济银行签署 １２ 亿美元的信贷协议ꎬ
用于建设莫斯科 “光荣” 科技园区ꎮ

由政府主导的中俄投资基金和丝路基金是中国在对外经济合作中进行

开发性金融的新举措ꎬ 也是中国推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新尝试ꎮ 基

金遵照市场化、 国际化、 专业化的原则ꎬ 在未来 “丝绸之路经济带” 与欧

亚经济联盟对接过程中ꎬ 中俄投资基金和丝路基金作为新的开发性金融举

措将对推动中俄经贸合作的深化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ꎮ
２ 出口买方信贷

中国为鼓励汽车、 船舶等成套设备及机电产品等商品对俄出口ꎬ 通过

提供保险、 融资、 利息补贴等方式鼓励中国商业银行向俄罗斯的金融机构

或进口商提供优惠贷款ꎬ 支持俄方购买中国出口商品ꎮ 出口买方信贷与普

通贷款业务相比具有利率低、 金额大、 期限长的特点ꎮ 早在 ２００２ 年ꎬ 中国

进出口银行就与俄罗斯外贸银行签订了框架协议ꎬ 由中方向俄方提供 １ 亿

美元的出口买方信贷ꎮ 此后ꎬ 中国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和

中国农业银行都与俄罗斯金融机构签订过出口买方信贷协议ꎮ 对于中方企

业而言ꎬ 由于俄罗斯进口商获得了中方银行的信贷支持ꎬ 增加了中国企业

中标的可能性ꎬ 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ꎻ 对于中方银行而言ꎬ 出口买方信贷

可以获得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保险ꎬ 贷款业务的风险相对较低ꎮ 可以

说ꎬ 出口买方信贷为中国企业及金融机构开拓俄罗斯市场提供了有力的支

持和保障ꎮ
３ 银团贷款

银团贷款是指由两家或两家以上银行或金融机构采用同一贷款协议ꎬ
根据约定的时间和比例ꎬ 向某一企业或某一项目提供贷款的融资方式ꎮ
２００５ 年ꎬ 中国农业银行新加坡分行曾参与国际银团向俄罗斯对外经济银行

的银团贷款ꎬ 总额度为 ３ 亿美元ꎮ 以参与银团贷款的方式对俄融资ꎬ 为中

国商业银行及金融机构以相对低的风险、 相对少的资金涉足俄罗斯一些大

型项目创造了更多可能ꎮ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３ 日ꎬ 哈尔滨银行联合郑州银行、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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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银行、 包商银行、 中泰信托等 １６ 家中方金融机构与俄罗斯对外经济银行

签署总金额为 １００ 亿元人民币的银团贷款合作协议ꎬ 根据协议ꎬ 这笔资金

将用于中俄两国经贸合作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ꎮ
(五) 反洗钱及反恐融资合作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ꎬ 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犯罪逐渐成为

全球性威胁ꎬ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往往成为洗钱资金的中转站和流出地ꎮ
近年来ꎬ 中国和俄罗斯跨境洗钱活动均出现增长势头ꎬ 一些跨境洗钱活动

还与贪污、 腐败、 电信诈骗、 网络诈骗等经济犯罪相联系ꎬ 成为危害国家

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ꎮ 因此ꎬ 广泛深入地参与反洗钱国际合作

对中俄两国而言都势在必行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ꎬ 中国人民银行与俄罗斯中央银行签署了 «关于反洗钱

信息交流和人员培训协议»ꎬ 此后ꎬ 中俄双方多次召开研讨会ꎬ 就洗钱类

型、 趋势等问题进行探讨ꎮ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ꎬ 欧亚反洗钱与反恐融资小组

(ＥＡＧ) 在莫斯科成立ꎬ 中国、 俄罗斯、 白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塔吉克斯

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六国成为该组织的创始成员国ꎬ 这是中国参与反洗钱国

际合作迈出的重要一步ꎬ 该组织已成为中国与俄罗斯、 中亚及南亚国家开

展非传统安全合作的重要平台ꎮ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ꎬ 中国成为反洗钱金融行动特

别工作组 (ＦＡＴＦ) 的观察员ꎬ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ꎬ 中国成为该组织正式成员ꎬ 更

加广泛地参与到国际反洗钱和反恐融资事务中ꎮ ２００６ 年ꎬ 中国人民银行与

俄罗斯金融监管局专门就反洗钱和反恐融资形势进行了充分交流ꎬ 双方签

署了 «关于反洗钱与反恐融资合作及信息交流协议»ꎬ 此后在协议基础上ꎬ
两国金融情报机构在情报交流、 系统开发、 前沿问题研究等方面开展广泛

合作ꎬ 提高打击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的力度ꎮ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ꎬ 中国反洗钱监

测分析中心与俄罗斯金融监管局签订 «反洗钱谅解备忘录»ꎬ 根据备忘录ꎬ
中俄双方在涉嫌洗钱、 恐怖主义融资及相关犯罪情报的收集、 分析等方面

开展合作ꎮ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ꎬ 中国人民银行与俄罗斯中央银行签署 «关于预防

洗钱和恐怖融资谅解备忘录»ꎬ 备忘录包含反洗钱监管合作、 信息交流、 现

场检查、 人员交流与培训等多方面内容ꎬ 这份文件的签署对落实反洗钱和

反恐融资国际标准及中俄双方加强在反洗钱监管交流、 金融情报交换等领

域的合作具有重要意义ꎮ

三　 中俄金融合作中的主要问题

经过中俄双方多年的努力ꎬ 中俄金融合作获得长足发展ꎬ 金融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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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日益密切、 各类金融业务合作稳步开展ꎬ 但不可否认ꎬ 目前中俄两国

金融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仍然不够ꎬ 与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及高度的

政治互信极不相称ꎮ
(一) 金融合作机制尚不完善

首先ꎬ 中俄两国金融合作缺乏整体战略部署ꎮ 随着中俄两国经贸合作

的深化和发展ꎬ 两国在金融领域的对话、 沟通及融资便利性安排等方面取

得了一定进展ꎬ 但目前两国金融合作更多停留在具体项目和金融业务层面

的合作ꎬ 缺乏指导金融合作长远发展的整体战略部署ꎮ
其次ꎬ 金融合作分委会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ꎮ 中俄金融合作分委

会自成立以来ꎬ 对协调两国银行间业务合作和交流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积极

作用ꎮ 然而ꎬ 金融合作分委会没有设立专门机构来贯彻督导分委会达成的

协议ꎬ 导致两国签署的一些重要的金融合作协议始终停留在文件上ꎬ 在实

践中未能得到贯彻执行ꎮ
(二) 金融合作发展空间受限

中俄两国的贸易规模决定了两国金融合作的水平ꎮ ２０１５ 年ꎬ 中国与美

国双边贸易额为 ５ ５８４ 亿美元ꎬ 与日本贸易额为 ２ ７８６ 亿美元ꎬ 与之相比ꎬ
中俄贸易规模仅为 ６８０ 亿美元①ꎮ 中俄贸易为中美贸易的 １ / ８ꎬ 是中日贸易

的 １ / ４ꎮ 由于两国贸易规模有限ꎬ 与之相关的授信、 出口信贷保险、 起套期

保值作用的外汇远期交易、 供应链融资等金融服务缺乏发展空间ꎮ 在中俄

两国相邻地区的经贸合作中ꎬ 边境贸易、 小额贸易仍占有相当大比例ꎬ 与

之相关的金融合作也基本以简单的贸易结算为主ꎬ 较少涉及其他类型的金

融服务ꎮ
(三) 对俄金融合作风险较高

由于俄罗斯金融环境不佳ꎬ 金融体系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ꎬ 中国银行

和企业对俄开展金融合作的风险相对较高ꎮ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ꎬ
俄罗斯法律制度尚不完善ꎬ 贸易政策频繁调整ꎬ 金融政策也会产生相应变

化ꎬ 导致中俄企业间经济活动和金融活动面临较多不确定因素ꎮ 第二ꎬ 俄

罗斯银行体系发展并不成熟ꎬ 相关制度法规尚未完善ꎬ 银行信用等级低ꎬ
资本市场和保险行业也都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ꎮ 由于银行业准入门槛较低ꎬ
规模大的银行机构较少ꎬ 且经营缺乏独立性ꎬ 因此ꎬ 俄罗斯银行体系抵御

风险的能力也较低ꎮ 第三ꎬ 俄罗斯银行业整体服务水平低ꎮ 俄罗斯银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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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品种相对单一ꎬ 收费较高ꎬ 从业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和业务素质不高ꎬ
办事效率低ꎬ 严重缺乏熟悉金融管理的专业技术人员ꎮ 第四ꎬ 中俄金融合

作缺乏风险管控机制ꎮ 中俄两国银行间交流仍不充分ꎬ 并未就风险管控等

问题开展协同合作ꎮ 第五ꎬ 在经济形势恶化的条件下ꎬ 对俄合作的金融风

险加大ꎮ 鉴于俄罗斯不平衡的经济结构ꎬ 在原油价格下跌、 西方制裁等因

素的影响下ꎬ 俄罗斯经济下滑、 通胀加剧、 金融市场低迷、 卢布大幅贬值ꎬ
标准普尔等评级机构已经将俄罗斯主权信用评级下调至 ＢＢＢ － ꎬ 并列入负

面观察名单ꎬ 银行对俄合作的金融风险也相应加大ꎬ 中方银行对涉俄金融

服务大多采取较为审慎的态度ꎮ 鉴于以上种种问题ꎬ 对俄金融合作风险较

高ꎬ 中方商业银行在俄罗斯扩展业务的积极性不高ꎬ 不利于金融服务的创

新与发展ꎮ
(四) 本币结算业务仍待推进

经过中俄双方多年的努力ꎬ 两国间本币结算业务的开展一直在探索中

前行ꎬ 尽管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ꎬ 但不可否认的是ꎬ 目前中俄间本币结算

仍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ꎬ 未来仍有很大提升空间ꎮ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第一ꎬ 中俄双边贸易中美元仍为主要结算币种ꎮ 由于美元是国际通用

货币ꎬ 且美元汇率相对稳定ꎬ 美元结算及清算的银行渠道畅通ꎬ 而与之相

比ꎬ 人民币结算渠道仍不畅通ꎬ 结算效率也较低ꎬ 因此ꎬ 在中俄贸易中美

元仍是计价及结算的主要货币ꎮ ２０１５ 年ꎬ 美元结算在中俄贸易总结算额中

仍占约 ７０％ ꎬ 本币结算仅占 ３０％左右ꎮ 第二ꎬ 本币结算方式过于单一ꎮ 中

俄两国银行间本币结算方式基本上仍局限于汇款业务ꎬ 以本币的汇入和汇

出业务为主ꎬ 企业较少采用信用证、 银行保函等结算方式ꎬ 本币投融资业

务量也很小ꎮ 第三ꎬ 本币结算范围有待扩大ꎮ 中俄银行互设代理行数量仍

需进一步增加ꎬ 就中方银行而言ꎬ 边境地区一些外汇指定银行并没有在俄

罗斯境内设立代理行ꎬ 在办理汇款业务时ꎬ 需通过上级行或借用绥芬河、
黑河等地区在俄罗斯设立的代理行进行转汇ꎬ 这与直接汇款相比ꎬ 手续相

对烦琐ꎬ 花费时间也较长ꎬ 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人民币跨境流通的效率ꎮ
就地域范围而言ꎬ 俄方本币结算仅在阿尔泰共和国、 滨海边疆区、 哈巴罗

夫斯克边疆区、 阿穆尔州、 犹太自治州这些与中国接壤的边境地区进行ꎬ
尚未在俄罗斯全境范围内推广ꎮ 第四ꎬ 人民币结算、 清算渠道不畅ꎮ 尽管

目前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等商业银行能够实现人民币跨境划转ꎬ 但人民币

与卢布的直接清算体系尚未建立ꎬ 因此ꎬ 两国直接通汇的实际规模仍然很

小ꎮ 第五ꎬ 人民币离岸市场尚未建立ꎮ 由于在俄罗斯境内尚未建立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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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岸市场ꎬ 通过贸易流到境外的人民币难以消化ꎬ 阻碍了人民币跨境结

算业务的推广ꎮ 建立人民币离岸市场有利于解决流入俄罗斯境内人民币

的交易与流通问题ꎬ 使拥有人民币的境外企业可以在这一市场上融出资

金ꎬ 获得收益ꎬ 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境外企业使用人民币结算的积极性ꎮ
(五) 现钞调运费用相对较高

在中俄双方银行的努力下ꎬ 两国银行间现钞调运渠道逐渐通畅ꎬ 但卢

布现钞调运费用仍相对高昂ꎬ 为双方银行增加了负担ꎮ 卢布现钞调运过程

中首先要缴纳关税ꎬ 俄罗斯海关对卢布现钞按特许商品收费ꎬ 即按调运金

额实施阶梯性关税ꎬ 如调运大额卢布现钞将会产生高额关税ꎮ 除去海关关

税ꎬ 俄方对卢布现钞调运的收费相当繁杂ꎬ 以俄罗斯东方快捷银行给中国

建设银行黑河分行的关于卢布现钞调运的报价为例ꎬ 除去关税ꎬ 俄方还要

收取海关经纪人费用、 保安公司运输费用、 临时仓库费用、 一次船舶进出

港费用等ꎮ 这一系列费用增加了银行进行现钞调运的资金成本ꎬ 成为卢布

现钞调运工作的阻碍ꎮ
(六) 反洗钱监管难度较大

随着边境贸易的扩大ꎬ 中俄相邻地区人员、 资金和货物的跨境流动成

为常态ꎮ 由于边境地区现钞交易简单快捷ꎬ 相关部门很难对出入境的现钞

进行有效监管ꎬ 从而为洗钱活动留有可乘之机ꎮ 例如ꎬ 根据海关规定ꎬ 外

币现钞超过等值 １ 万美元的应向海关申报ꎬ 并向外汇管理局申领外汇现钞

携带证明ꎬ 但在实际操作中ꎬ 由于检查设备落后ꎬ 全面的搜身式检查耗时

较长又影响通关效率ꎬ 因此很难对个人随身携带的大量现钞进行监管ꎮ 又

如ꎬ 为防止资金外逃ꎬ 中国对个人境外投资尚未完全放开ꎬ 一些对俄投资

的民营企业及个人通过各种渠道绕过限制进行境外投资ꎬ 中方很难对资金

流向和资本运作方式进行管控ꎮ 此外ꎬ 一些中国商人在俄罗斯境内从事贸

易活动赚取了大量卢布ꎬ 需要兑换成人民币汇回国内ꎮ 地下钱庄在俄罗斯

以较低的价格收购这些商人手中的卢布ꎬ 在中国偿还人民币ꎬ 并付以高额

利息ꎮ 在卢布汇率波动较大的压力和地下钱庄高额利息的吸引下ꎬ 一些商

人选择通过地下钱庄跨境转移资金ꎬ 为地下钱庄跨境非法募集资金创造了

条件ꎮ 这些地下钱庄经营隐秘ꎬ 反侦察意识也较强ꎬ 相关部门对其进行查

处的难度也较大ꎮ
经过多年的发展ꎬ 中俄两国政府对于加强经贸合作都有着强烈和迫切

的愿望ꎬ 中俄双方努力提高经贸合作的水平和质量成为未来两国经贸合作

的主要战略方向ꎮ 金融合作是中俄经贸合作资金畅通的重要保障ꎬ 它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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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贸合作的扩展和深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ꎬ 同时ꎬ 贸易和投资规模的扩

大、 合作领域的扩展又对金融合作提出更高的要求ꎮ 因此ꎬ 完善金融合作

机制、 拓宽金融服务范围、 创新金融合作模式将成为未来中俄金融合作的

必要之举ꎮ
金融合作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程ꎬ 需要从顶层设计、 配套措施、 合

作模式等多方面着手ꎮ 从顶层设计看ꎬ 应在中俄金融合作分委会机制下对

未来金融合作制定长期规划ꎬ 充分发挥金融分委会的作用ꎬ 提高效率和执

行力ꎻ 从配套措施看ꎬ 应加强本币支付清算体系建设ꎬ 促进形成人民币对

卢布直接汇率ꎬ 进一步扩大本币结算范围ꎬ 优化跨国金融信用环境ꎬ 建立

对俄离岸金融市场等ꎻ 从合作模式看ꎬ 应鼓励两国金融主体互设机构ꎬ 鼓

励金融机构通过兼并、 持股、 收购等方式实行跨国经营ꎬ 畅通投融资渠道ꎬ
为企业 “走出去” 提供资金保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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