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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俄地方投资合作
信任模式初探

蒋　 菁

　 　 【内容提要】 　 新时代的中俄经济合作ꎬ尤其是地方合作ꎬ显得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ꎮ 多年来ꎬ中俄关系中存在这样一种现象ꎬ即贸易合作

落后于政治和战略合作ꎬ地方直接投资合作落后于贸易合作ꎮ 而地方直接

投资合作落后的根本原因就是缺少信任模式ꎮ 中俄地方合作的实践表明ꎬ
政治信任难以自动转化成经济信任ꎮ 新时代的中俄地方投资合作亟须建立

有效的信任模式ꎬ这是进一步深化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任务ꎬ
也是推动全面地方合作的关键ꎮ 现阶段ꎬ中俄有着最高程度的国家政治互

信ꎬ两国迫切需要找到把高度政治互信转化为全面经济互信的途径ꎬ这对两

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ꎮ 未来ꎬ如何将信任积极转化为信用ꎬ是信任模式的

核心ꎬ而将信用跨境衍生成资本ꎬ是信任模式的关键ꎮ 新时代中俄地方投资

合作信任模式的建立ꎬ需要两国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实业界的思维创新和

务实合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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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９ 年中国和俄罗斯进入两国关系发展新时代ꎮ ２０１８ 年ꎬ两
国最高领导人分别进入新的任期ꎮ 同样在这一年ꎬ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实质性加强了对中俄两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全面遏制ꎮ 目前及可预

见的未来ꎬ中国和俄罗斯只有精诚合作ꎬ在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基础上

结成命运共同体ꎬ才能有效应对国内外的新挑战ꎮ ２０１９ 年中俄建交 ７０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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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ꎬ２０１９ 年 ６ 月签署的«中俄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

合声明(全文)»①指出ꎬ“中俄关系进入新时代ꎬ迎来更大发展的新机遇ꎮ
着眼世界形势变化ꎬ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ꎬ为新形势下两国关系取得更

大发展ꎬ双方宣布ꎬ将致力于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ꎮ 联

合声明特别指出ꎬ新时代“中俄务实合作的目标是为双边关系奠定坚实的

物质基础ꎮ 双方将拓宽思路ꎬ创新模式ꎬ推动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提质升级ꎬ
实现利益深度交融、互利共赢”ꎮ

新时代的中俄经济合作ꎬ尤其是地方合作ꎬ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

重要ꎮ 为此ꎬ两国领导人将 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９ 年定为国家级的地方合作交流年ꎬ这
足以证明两国急需全面提升地方合作水平ꎬ特别是有效开展地方投资合作ꎮ
未来ꎬ建立新时代中俄地方投资合作的信任模式是推动两国全面地方合作的

关键ꎮ

一　 经济全球化与国家间的经济信任

经济全球化使资本流动受意识形态的束缚降至最少ꎬ也让资本的本性得

以充分释放ꎮ 资本ꎬ尤其是私人资本的本性是逐利ꎬ而逐利是资本流动的内

生性动力ꎮ 为使资本流动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和社会发展ꎬ各国都会根据本国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制定鼓励或约束资本流动的法律和法规ꎮ 国家

在投资领域的管理法制化程度越高ꎬ投资的安全性越大ꎮ 一个国家在政治、
经济、社会和外交领域的法制化程度越高ꎬ必然赢得更多国家的信任ꎮ 同理ꎬ
一个国家在投资领域的法制化程度越高ꎬ也必然赢得更多资本的信任ꎮ 因为

资本逐利时的首要条件是安全ꎬ即投资的安全性最为重要ꎮ
投资领域法制化是国家间经济信任的最重要基础ꎮ 投资领域法制化可

以使资本流动跨越国家间意识形态差异ꎬ超越国家间政治互信水平ꎬ这种经

济互信与政治互信并不必然呈现一个平衡状态ꎮ 在中国与西方国家间的投

资实践中ꎬ有许多此类的实例ꎮ 实践还表明ꎬ国家间相当规模的资本流动客

观上会促进或保障国家间基本的政治互信水平ꎬ或者说至少有利于主观上主

动探索以政治合作或妥协来保障相互投资存量安全的途径ꎮ 也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ꎬ可以说经济全球化在相当大程度上对全球政治稳定提供了一定的保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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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ꎬ以立法鼓励和保障外国投资的国家ꎬ在形式上就具备了投资安

全的法律基础ꎮ 现实中ꎬ影响跨境资本安全的因素有多种ꎬ如社会、文化、资源

等ꎬ但最重要的是法律执行环境ꎮ 对外国投资立法后ꎬ执行环境往往是决定法

制化程度的关键因素ꎮ 法律执行环境既包括执法主体对外国投资行为适用法

律的选择倾向ꎬ也包括执法效率和效果ꎬ以及社会对外国资本投资行为的认知

倾向ꎮ 其中ꎬ有一种认知倾向是欢迎外国投资创造就业岗位ꎬ却见不得外国资

本赢利ꎮ 尚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居民ꎬ对资本ꎬ特别是外国资本的这种认知倾向

是可以理解的ꎬ当然也是可以转变的ꎮ
目前ꎬ中俄两国政治上高度互信ꎬ但经济互信明显不足ꎮ 未来ꎬ两国需要在

政治高度互信的基础上大力培育经济互信ꎬ这就需要两国共同探索把政治互信

转变为经济互信的途径ꎬ需要探索建立经济互信ꎬ特别是投资互信的模式ꎮ 对

于两国参与经济合作的各方来说ꎬ探索和建立投资互信模式ꎬ特别是地方投资

互信模式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ꎮ 多年来ꎬ中俄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间的

大型投资项目有着十分成功的实例ꎬ但以私人企业为投资主体的地方间投资合

作水平始终在低位徘徊ꎬ这也是中俄经济合作中显而易见的短板ꎮ 在中俄两国

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推动下ꎬ如何补强短板ꎬ建立中俄地方投

资合作信任模式是迫切需要研究的重点ꎮ 在现有投资环境下ꎬ中俄地方投资主

体同样可以有所作为ꎮ 本文旨在围绕新时代中俄地方投资合作信任模式的构

建做一些初步的探讨ꎮ

二　 中俄地方投资合作亟须建立信任模式

信任模式是指实现信任的制度化方式ꎬ也指实现信任的路径和信任对接方

式ꎮ 信任模式可以有政治信任模式和经济信任模式ꎬ本文讨论的是与政治信任

相关的经济信任模式ꎮ 正常情形下ꎬ政治互信是国家关系的基础ꎬ也是国家经

济关系的基础ꎮ 但现实中政治互信并不总是能自动转化为经济互信ꎮ 对于市

场经济国家来说ꎬ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则和原则的条件下ꎬ把国家间政治互信转

化为经济互信还需要作出更多努力ꎮ
当前ꎬ中俄两国已经具备高度政治互信ꎮ 中俄高度政治互信有坚实的法律

基础ꎮ 作为法律基础的文件主要有«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２００１ 年)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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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 (２０１４ 年)①、«中俄关于

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２０１７ 年)②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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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文)»(２０１９ 年)③ꎮ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规定ꎬ“缔约双方相互尊重对方根据本国国情

所选择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道路”ꎬ“ 中方支持俄方在维护俄罗斯

联邦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问题上的政策”ꎬ“俄方反对任何形式的台湾独

立ꎮ 俄方支持中方在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问题上的

政策”ꎮ 这些条款体现了中俄两国高度政治互信ꎮ 在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

的今天ꎬ政治互信对中俄两个大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ꎮ
«中俄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规定ꎬ“在双方

共同坚定努力下ꎬ中俄关系已提升至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ꎮ 双方

将保持和深化高层战略互信对话ꎬ提高现有双边政府、议会、部门和地方间

合作机制效率ꎬ必要时建立新的合作机制”ꎮ “大力增加相互投资ꎬ包括在

俄境内建设交通基础设施项目ꎬ综合开发矿产资源ꎬ建设经济型住房”ꎮ④

联合声明把地方合作及加大中方对俄投资列入双边关系新阶段的优先任

务ꎬ而且指明了投资的主要领域ꎮ 这表明两国地方合作的必要性和可

能性ꎮ
«中俄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规定ꎬ“无论

国际形势如何变化ꎬ都将恪守«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ꎻ相互视对方为外交

优先伙伴ꎻ遵循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ꎬ相互支持对方维护主权、安全和领土完

整等核心利益的努力ꎬ支持对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ꎬ支持对方发展

振兴ꎬ支持对方推行自主的内政方针”ꎮ 这个声明中的四个“相互支持”替代

了此前的“相互尊重”ꎬ表明两国政治互信已达到最高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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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指出ꎬ“中俄关系进入新时代ꎬ迎来更大发展的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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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ꎮ 双方宣布ꎬ将致力于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ꎮ 其目标

和方向是:守望相助ꎬ相互给予更加坚定有力的战略支持ꎬ支持对方走自身

发展道路和维护本国核心利益ꎬ保障两国各自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ꎮ 为

此ꎬ双方将进一步开展相关领域互信合作ꎮ 深度融通ꎬ就国家发展战略对

接进行密切协调和战略协作ꎬ拓展经贸和投资互利合作”ꎮ 这表明双方将

致力于进一步充实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内涵ꎬ进一步提升合作的质

量和水平ꎮ
就地方合作而言ꎬ中俄两国中央政府主导和推动地方合作有了多年尝

试ꎮ 签署了«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０９ 年)、«中俄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合作发展规划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４ 年)»(２０１８ 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长江中

上游地区与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开展合作的议定书»(２０１３ 年)①ꎬ并在文件

项下建立了相应的合作协调机构ꎮ 前两个文件意在发展相邻地区的合作ꎬ后
一文件则尝试发展非相邻地区的合作ꎮ 这些文件是中俄地区合作的指导性

文件ꎬ重点是投资合作ꎬ其主要目标是把国家政治互信由上而下转化为地方

投资合作的支撑ꎬ让地方投资合作的成果再由下而上进一步夯实国家政治互

信的基础ꎮ
中俄政治信任模式是有效的ꎬ实现信任的方式是多方面、多渠道和多领

域的ꎬ它有着实现信任的路径及信任对接机制ꎬ如各层级的定期会晤和磋商

机制、外交和安全领域的磋商机制等ꎮ 而中俄地方经济合作一直是两国合作

的重要议题ꎮ 在两国地方合作文件的指导和促进下ꎬ中国对俄投资包括地方

对俄直接投资取得了一些成绩ꎬ但仍显不足(见表 １ 和表 ２)ꎮ

表 １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７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单位:亿美元)

年份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合计 ５６５ ２ ６８８ １ ７４６ ５ ８７８ ０ １ ０７８ ４ １ ２３１ ２ １ ４５６ ７ １ ９６１ ５ １ ５８２ ９

对俄罗斯 ３ ４ ５ ６ ７ １ ７ ８ １０ ２ ６ ３ ２９ ６ １２ ９ １５ ５

俄罗斯占比
(％ ) ０ ６ ０ ８ １ ０ ０ ９ １ ０ ０ ５ ２ ０ ０ ７ １ ０

资料来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对外投资报告»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ꎻ
２０１７ 年数据来自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２０１７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

资统计公报»ꎬｈｔｔｐ: / / ｆｅｃ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ｔｊｓｊ / ｔｊｇｂ /

—７７—
① 至本文成稿时ꎬ该文件未能在公开渠道见到全文内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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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是 ２００９ 年的 ２ ８ 倍ꎬ同期对俄罗斯直接

投资流量增长 ３ ５６ 倍ꎮ 从中国对俄罗斯直接投资流量占比情况看ꎬ２０１７ 年

比 ２００９ 年有进步ꎬ但不明显ꎮ

表 ２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７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单位:万亿美元)

年份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合计 ０ ２４５ ７５ ０ ３１７ ２１ ０ ４２４ ７８ ０ ５３１ ９４ ０ ６６０ ４７

对俄罗斯 ０ ００２ ２２ ０ ００２ ７９ ０ ００３ ７６ ０ ００４ ８９ ０ ００７ ５８

俄罗斯
占比(％ ) ０ ９ ０ ９ ０ ９ ０ ９ １ ２

年份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合计 ０ ８８２ ６４ １ ０９７ ８６ １ ３５７ ３９ １ ８０９ ０４

对俄罗斯 ０ ００８ ６９ ０ ０１４ ０２ ０ ０１２ ９８ ０ ０１３ ８７

俄罗斯
占比(％ ) １ ０ １ ３ １ ０ ０ ８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２０１７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统计公报»ꎬｈｔｔｐ: / / ｆｅｃ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ｔｊｓｊ / ｔｊｇｂ /

２０１７ 年年底ꎬ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比 ２００９ 年增长 ６ ３６ 倍ꎬ同期对俄直

接投资存量增长 ５ ２５ 倍ꎮ 从中国对俄直接投资存量占比情况看ꎬ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７
年对俄直接投资存量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占比始终徘徊在 １％左右ꎮ

２０１７ 年中国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流量为 １５ ５ 亿美元ꎬ比 ２０１６ 年增长近

２０％ ꎬ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的 １％ ꎮ 从行业分布看ꎬ对俄直接投资主

要集中在采矿业(３８ ７％ )ꎬ农、林、牧、渔业(１８ ７％ )ꎬ金融业(１０ ４％ )ꎬ制造

业(８ ５％ )ꎬ批发和零售业(６ ５％ )ꎬ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６ ５％ )等ꎮ
２０１７ 年年底ꎬ中国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存量为 １３８ ７２ 亿美元ꎬ占中国对

外直接投资存量的 ０ ８％ ꎮ 中国在俄罗斯设立境外企业近 １ ０００ 家ꎬ雇用外

方员工两万人①ꎮ 其行业分布与 ２０１７ 年中国对俄罗斯直接投资流量的行业

分布情况基本相同ꎮ
上述统计表明ꎬ近年来中国对俄直接投资虽然在不断增加ꎬ但整体水平

不高ꎮ 这是在中俄两国高度政治互信以及中国积极鼓励对俄投资的条件下

做到的ꎬ可以看作是中俄两国政府和地方政府一直努力推动才取得的成绩ꎮ

—８７—

① 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２０１７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

公报»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ｔｏｎｇｊｉｚｉｌｉａｏ / ｄｇｚｚ / ２０１８０９ / ２０１８０９０ ２７９１４９２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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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政府鼓励对俄投资的措施ꎬ对俄罗斯直接投资可能会低于中国对外

直接投资的平均水平ꎮ
多年以来ꎬ中俄关系中一直存在这样一种现象ꎬ即贸易合作落后于政

治和战略合作ꎬ地方直接投资合作落后于贸易合作ꎮ 地方直接投资合作落

后的根本原因是缺少信任模式ꎮ 地方合作的良好愿望往往停留在官方会

议和文件上ꎬ停留在各种论坛上ꎮ 俄方说有需要、有项目ꎬ中方说有能力、
有资金ꎬ但实际进行直接投资的成功案例较少ꎬ成功经验也不具备普遍意

义ꎮ 国际贸易结算方式的多样性可以让信任基础并不充分的商业主体完

成贸易合作ꎮ 对于国家间的地方合作来说ꎬ没有互信就难以展开直接投资

合作ꎮ 有互信ꎬ但没有信任模式ꎬ投资合作同样只会停留在愿望上ꎮ 中俄

地方投资合作的现状更像后者ꎮ 从这个意义上说ꎬ信任模式也是信任的实

现机制ꎮ
中俄地方合作缺少信任模式的原因:一是依旧存在官僚主义ꎮ 官僚主义

表现在交往中过于看重签署有关地方合作的官方文件ꎬ将此作为任务和政

绩ꎮ 所以ꎬ合作文件中往往缺少有效的合作机制ꎬ更缺少实现信任的模式ꎮ
二是依旧存在形式主义ꎮ 形式主义表现在相互商务和投资考察多走马观花ꎬ
很少做实际调研并提出实现或完善合作的有效建议ꎮ 形式主义还表现在以

地方合作为主题的会议过多ꎬ多过与任何其他国家的类似会议ꎮ 但多年过去

了ꎬ却少见针对地方投资合作的创新性建议ꎮ 三是依旧缺乏加深民间互信的

长效机制ꎬ特别是地方合作层面ꎮ 主要体现在民众间的了解依旧不够深入ꎬ
彼此还有很多顾虑ꎬ并且在合作理念上存在一定的差异ꎮ

基于此ꎬ本文将以务实精神尝试提出和论证中俄投资信任模式ꎬ以期推

动新时代中俄地方投资合作ꎮ 在中俄地方投资合作的语境下ꎬ投资信任模式

是指在基础信任(国家间政治互信)上的信任信用化和信用衍生的有效机制

和制度ꎮ
中俄地方合作的实践表明ꎬ政治信任难以自动转化成经济信任ꎮ 为中俄

地方投资合作建立信任模式ꎬ是新时代发展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

任务ꎮ

三　 信任信用化是信任模式的核心

在个人关系、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中ꎬ信任是金ꎮ 信任是指可以依赖的

关系ꎮ 双方相互信任ꎬ才可以把自己的财产、权益、利益和权利托付或暂时让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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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给对方ꎬ以期获得近期或远期利益ꎮ 这种利益可以是财产性物质利益ꎬ也
可以是非财产性道义利益ꎮ 这种财产、权益、利益和权利的受托方或被让渡

方ꎬ对于委托方或让渡方具备信用ꎬ有权利和能力利用信用对受托品进行经

营并获得利益ꎬ这就是信任信用化和信用资本化ꎮ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ꎬ信任

信用化通常表现为信用资本化ꎮ 从这个意义上说ꎬ信任产生信用ꎬ信用可以

形成资本ꎬ资本产生的利益可以共享ꎮ
目前ꎬ中俄地方间的经济互信还处于初级阶段ꎮ 中俄两国政府一直把推

动地方合作作为战略合作方向之一ꎬ以全面提升经济互信ꎬ如两国分别于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３ 年签署«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

划纲要(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长江中上游地

区与伏尔加沿岸联邦区开展合作的议定书»ꎮ 但到目前为止ꎬ上述文件框架

内取得的成就尚不及最初的愿望和人们的期待ꎮ 多年地方合作的实践表明ꎬ
中俄两国政治和战略互信并没有完全转化为同等程度的地方经济互信ꎮ 这

一点通过表 １ 中的直接投资数据可以得到印证ꎮ
相互信任不应是空谈ꎮ 空谈信任的结果等同于不信任ꎬ甚至比不信任更

糟ꎮ 真正的相互信任ꎬ应把信任积极转化为信用ꎬ即信任信用化ꎮ 地区合作

中的信任信用化ꎬ其途径和方式可以多样ꎬ但能最大程度和最有效地把信任

信用化的是直接投资合作ꎮ 投资方基于信任向对方投资ꎬ包括投入资金、设
备、人力、设计、技术和专利ꎬ接受投资的一方就等于具备了信用ꎮ 管理和经

营好信用ꎬ使投资者获得利益ꎬ并从投资本身及投资创造的新增利益中获得

收益ꎬ即信用资本化ꎮ 一般情况下ꎬ新增利益是指当地生产性或社会性固定

资产的增加ꎬ从新增生产性固定资产的使用中不断产生的新税源以及就业岗

位的增加ꎮ
信任信用化的前提是相信对方的信用资本化条件和能力ꎮ 信用资本化

条件是指投资需求、部分投资能力、人力和土地供给能力以及保护投资的法

规ꎮ 其中的投资需求指有可论证的生产性或社会性基础设施项目ꎮ 这些项

目应具备未来增加就业和税收以及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的特点ꎮ
保护投资的法规中应包括保障投资安全和投资者利润汇出、保障投资者享受

国民待遇、保障外国投资者依法享受地方税收优惠ꎮ 信用资本化能力是指作

为信用获得方的投资伙伴的投资管理和经营能力、与投资项目相适应的当地

资信能力以及在当地的公共关系能力ꎮ 投资管理和经营能力体现在其已完

成投资项目的效果上ꎮ 当地资信能力主要看固定资产规模及负债情况ꎬ或者

是否具备充分和合理的现金流ꎮ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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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每个联邦主体都有具备信用资本化条件和能力的投资伙伴ꎮ 至

少有三种方法有助于找到符合信用资本化条件的俄罗斯地方投资伙伴ꎬ即优

先合格投资者ꎮ
方法一ꎬ选择俄罗斯地方政府提供国家担保的地方投资者ꎮ 这里的国

家担保(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гарантия)是指俄罗斯联邦主体政府和地方自治

体对当地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提供的担保ꎮ 这类国家担保的依据是俄联邦

«预算法典»第 １１７ 条ꎮ 国家担保规模在当地相应年度的预算法规定的担

保总额度内ꎮ 所以ꎬ只要了解当地预算法(含地方自治体预算法规文件)ꎬ
就可以知道当地国家担保的最大规模ꎮ 国家担保是俄罗斯促进投资的一

项制度性支持措施ꎬ用于帮助地方投资者融资并投入社会经济发展的优先

项目中ꎮ ２０１７ 年年底统计数据表明ꎬ使用国家担保较多的联邦主体是秋明

州、列宁格勒州、车里雅宾斯克州、鞑靼共和国、萨哈(雅库特)共和国、克拉

斯诺达尔边疆区和楚科奇自治区等①ꎮ 但这一统计反映不出地方自治体提

供的国家担保ꎮ 在俄罗斯ꎬ除联邦直辖市外ꎬ其他所有城市都属于地方自

治体ꎮ 所以ꎬ对俄地方投资一定要了解所在地的地方自治体的年度预算

法ꎮ 受当地政府国家担保的俄方投资者ꎬ参与的是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规划

中的项目ꎬ由当地政府经法定招标程序确定ꎬ有投资和资信能力ꎬ在当地属

于信用状况最好的企业ꎮ 因为获得国家担保的前提条件是企业有可质押

资产以及无拖欠税款ꎮ
方法二ꎬ选择俄罗斯地方政府提供预算贷款的投资者ꎮ 地方政府向投资

企业提供预算贷款的依据是俄联邦«预算法典»第 ９３ ２ 条ꎮ 接受预算贷款的

投资者首先须具备的条件是ꎬ有可质押品或第三方(包括银行)的担保ꎬ所投

资的项目有良好的流动性ꎬ具备未来偿还贷款的条件和能力ꎮ ２０１７ 年的一份

统计表明ꎬ俄罗斯只有 ３ 个联邦主体尚未采用这种对企业的支持方式ꎮ 预算

贷款在俄罗斯大多数地方政府负债结构中占较大比重②ꎮ 所以ꎬ中国地方企

业选择接受过政府预算贷款帮助的俄地方投资者为合作伙伴并共同投资当

地社会经济发展的优先项目ꎬ在理论上是安全和合理的ꎬ因为这些项目的投

资回收保障是当地未来税收ꎮ
方法三ꎬ选择俄罗斯“政府与私企伙伴关系”中的俄地方投资者ꎮ “政府

—１８—

①

②

Показатели уровня долговой нагрузки субъектов РФ － итоги ２０１７ года ｈｔｔｐ: / /
ｖｉｄ１ ｒｉａｎ ｒｕ / ｉｇ / ｒａｔｉｎｇｓ / ｇｏｓｄｏｌｇ＿０１＿２０１８ ｐｄｆ

同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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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私企伙伴关系”(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 － частное партнёрствоꎬГЧП)是俄罗斯为

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实行的一项新的投资机制ꎮ 与政府结成投资伙伴的地方

投资者全部经过严格的资质审核ꎬ且经过招投标后确定ꎬ在当地属于信用状

况很好的私企ꎮ 根据俄罗斯关于“政府与私企伙伴关系”的联邦法律①第 ５
条第 ８ 款的规定ꎬ参加这一伙伴关系的私企须具备必要的信用条件ꎮ 按照该

法律第 ５ 条第 ６ 款的规定ꎬ已经加入“政府与私企伙伴关系”的私企有权邀请

第三方一起从事项目建设ꎮ 所以ꎬ中国地方企业在对俄地方投资时ꎬ除了在

当地注册公司后按照竞标流程直接与政府建立伙伴关系外ꎬ通过与已经成为

政府伙伴的俄地方投资者合作也是合理选择ꎮ 合作内容既可以与俄相应企

业一起投资“政府与私企伙伴关系”项下的基础设施项目ꎬ也可以尝试与其共

同投资其他项目ꎮ 了解和找到俄罗斯地方与政府有伙伴关系的投资者可以

访问主体的相关官方网站ꎬ如卡卢加州的网站(ｈｔｔｐ: / / ｐｐｐ － ｋａｌｕｇａ ｒｕ / )ꎮ
俄罗斯联邦法律为“政府与私企伙伴关系”规定了较广泛的项目范畴ꎮ 可

以从事投资合作的领域包括社会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市政和能源基础设

施、公共信息基础设施、工业和农业基础设施等ꎮ 这些领域几乎都是中国地方

投资者的强项ꎮ “政府与私企伙伴关系”中ꎬ作为政府一方的可以是联邦政府、
联邦主体政府ꎬ也可以是地方自治体ꎮ ２０１７ 年年初共列出 ２ ４４６ 个基础设施项

目ꎬ其中联邦项目 １７ 个、联邦主体项目 ２３８ 个、地方自治体项目２ １９１个ꎮ 已签

署合作协议的项目有 ２ １８３ 个ꎬ总投资额为 ２ ０４ 万亿卢布ꎬ其中私企投资 １ ３
万亿卢布ꎬ占 ６５ ４％ꎮ 俄罗斯这一投资促进机制及政府在其他方面的努力对改

善投资环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ꎮ 在 ２０１７ 年世界银行发布的各国营商环境评定

中ꎬ俄罗斯居第 ４０ 位(中国居第 ７８ 位)ꎬ较 ２０１６ 年提升了 １１ 位②ꎮ
此外ꎬ还应寻找和选择适于在俄地方投资项目的途径ꎮ 这个途径是各主

体政府的投资官网ꎮ 一般情况下ꎬ在此类官网上会提供当地未来社会经济发

展战略或规划的官方文件ꎮ 文件会明确规定未来当地社会经济重点发展领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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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和方向ꎮ 在此类官网上还可看到当地政府鼓励投资和合作的项目简介以

及相应投资规模ꎮ 中国的地方投资者可根据自己的资金、生产、技术和市场

优势从中作出选择ꎮ 通过此类官网了解地方投资项目情况ꎬ可以参考卡卢加

州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投资官网①ꎮ
中俄地方合作的实践表明ꎬ即使找到适于合作的俄罗斯投资伙伴(优先

合格投资者ꎬ下同)和适于投资的项目ꎬ地方投资合作进展也满是艰辛ꎮ 笔者

认为ꎬ原因在于中俄双方没有找到使信用跨境衍生的途径ꎮ

四　 信用衍生是信任模式的关键

信用是可以衍生的ꎮ 对中俄地方合作来说ꎬ信用可以跨境衍生ꎮ 信用可

以衍生ꎬ是因为信用具有这样的特点ꎬ即信用可以形成资本ꎬ或信用即资本ꎮ
资本的特征之一是价值增值ꎮ 以信用为资本的价值增值就是信用衍生ꎮ 俄

地方投资伙伴有能力和有资质投资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规划项目或当地重要

项目ꎬ且获得当地政府的国家支持②ꎬ对于中国的地方投资者来说ꎬ就是俄方

具备了源信用ꎮ 源信用是信用跨境衍生的酵母ꎮ
如何把俄投资伙伴的源信用跨境衍生为相对于中国地方投资者的信用ꎬ

这是实现以信任为基础的投资合作的关键ꎮ 如果投资全过程发生在一个国

家甚至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ꎬ会有较多信用衍生方法ꎬ如最简单的可以采取

第三方担保的方法ꎮ 但跨境投资合作ꎬ要求有适于中俄两国互信关系特点的

信用衍生方法ꎮ 这些方法可以是:
(一)签署以中俄地方政府为主体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作为信用衍生平台

规划纲要文件的法规基础是中俄贸易和投资保护协定及其他两国中

央政府间促进投资的协议、地方促进和保护投资的法规ꎮ 规划纲要文件的

政治基础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俄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新阶段的联合声明»、«中俄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

声明»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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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规划纲要文件的客观基础是中俄地方社会经济发展

规划和两国签署的地方合作指导文件ꎮ 规划纲要的目标是通过投资合作

—３８—

①

②

卡卢加州投资官网ꎬｈｔｔｐ: / / ｉｎｖｅｓｔｋａｌｕｇａ ｃｏｍ / 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投资官网ꎬ
ｈｔｔｐ: / / ｉｎｖｅｓｔ ｍｉｄｕｒａｌ ｒｕ /

这里的国家支持是指联邦主体政府的支持ꎬ其内容包括税收优惠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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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两国地方居民的福祉ꎮ
此类规划纲要的特点:一是合作主体省州化ꎬ即中国的省市区和俄罗斯

的联邦主体ꎮ 二是合作主体结对化ꎮ 与以往以大区域为主体的合作文件不

同ꎬ此类规划纲要文件应是结对签署ꎬ基本形式是一对一ꎮ 三是规划纲要文

件的开放性ꎮ 这里的开放性既指规划纲要文件签署后ꎬ可依据投资进展跟进

签署针对具体项目的合作备忘录作为规划纲要文件的补充部分ꎬ以实现精准

合作ꎬ还包括在具备充分条件的前提下ꎬ中方其他地方政府可以加入规划纲

要ꎮ 此类投资合作规划纲要是信用衍生的必要准法规性平台ꎮ 根据投资合

作实践ꎬ此类纲要可以做到模板化ꎮ
(二)中国地方政府向本地对俄投资者提供国家支持作为信用衍生催化剂

以中俄地方政府为主体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为依据ꎬ以相应俄地方投资

伙伴具备源信用为前提ꎬ中国地方政府向选择俄优先合格投资者为合作伙伴

的本地对俄投资者提供国家支持ꎮ 与精准合作相适应ꎬ国家支持是专项和定

向的ꎮ 国家支持的内容、形式和力度在国家和当地相关法律范围内ꎬ即在本

省市区的事权范围内ꎮ 国家支持的具体形式可以是向对俄投资者提供税收

优惠、信贷支持、贴息及其他行政减免措施ꎮ 此类国家支持的规模不一定太

大ꎬ但其本身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ꎬ不仅使本地投资者获得了相对于俄地方

投资者的信用ꎬ更在实际上等同于间接地向相应俄地方政府和俄优先合格投

资者的信用提供了形式担保ꎮ 这里的信用担保ꎬ指跨境无质押担保ꎬ不具备

法律约束力ꎬ但却可以发挥类似的担保功能ꎮ 担保功能体现在使中国地方投

资者有充分信心与俄地方投资伙伴开展实际投资合作ꎮ 此类担保的基础是

主权互信ꎬ即中国地方政府信任俄联邦主体政府及信任其提供的国家支持的

投资合理性和安全性ꎮ 这种以俄地方投资者获得本地政府的国家支持后具

备的源信用为基础ꎬ使中国地方投资者获得国家支持而派生关联信用ꎬ进而

使源信用具备和增加在实际投资合作中资本化的条件ꎬ就是中俄地方投资合

作中的信用跨境衍生ꎮ
(三)中俄地方政府共同净化信用衍生环境

如前所述ꎬ中俄地方投资合作的主要问题是缺少信任模式ꎮ 实践表明ꎬ
建立信任模式面临的另一个障碍是不适宜的社会和行政环境ꎬ这些障碍在中

俄双方都存在ꎮ 在俄方ꎬ不适宜的社会环境是指部分民众对外国投资的偏

见ꎮ 没有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时代ꎬ国家间投资合作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种

有效方式ꎬ外国投资不仅有利于完善本地社会和经济基础设施ꎬ还可以为当

地增加就业岗位和税源ꎬ进而促进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发展ꎮ 部分民众甚至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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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初级产品返还投资和利润的方式存在抵触情绪ꎬ以至于出现以环境保护法

项下的公民权利对外国投资设置障碍ꎮ 在中方ꎬ部分投资者看不到或不愿看

到俄罗斯投资环境向好的方向变化ꎬ把俄罗斯投资环境定格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ꎮ 其实在中国投资者踌躇不前时ꎬ西方国家对俄投资从来没有停止过ꎮ
不适宜的行政环境主要存在于俄罗斯方面ꎮ 这里是指对企业(包括外资

企业)的过多检查ꎬ以及劳务移民配额中对中国劳务人员的限制ꎬ甚至在本地

劳务移民配额中对中国劳务人员再设限制ꎮ 总的来说ꎬ俄罗斯投资环境正在

改善ꎮ 为了有效营造信用衍生环境ꎬ两国地方政府有义务多做有利于投资合

作的舆论宣传和消除行政壁垒ꎮ
以中俄地方投资合作为语境的信用衍生的实质ꎬ是两国地方政府隔空为本

地商业信用提供类主权担保ꎮ 这种主权担保的质押品是政治互信ꎮ 中俄有着

最高程度的国家间互信ꎬ将这种国家间互信转化为地方政府间互信进而生成商

业信用是两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共同责任ꎮ 互信已经坚实存在ꎬ但要把它转化

为商业信用ꎬ需要两国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实业界的思维创新和务实合作ꎮ
综上所述ꎬ中俄投资合作信任模式(以中方视角)可以借助下图表示:

图 １ 中俄投资合作信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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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中的俄“优先合格投资者”是指获得地方政府提供的国家担保、国家

预算贷款和成为“政府与私企合作伙伴”关系中的俄地方投资者ꎮ 这里“优
先”的意义是指并不否定与其他投资者合作的可能性ꎮ

五　 对信任模式的保障机制

上述信任模式需要有以下内容的配套保障机制:
(一)制定适于中俄地方投资合作的风险评估标准

地方投资合作属于商业性质ꎬ不会因为互信而自动免除商业风险ꎮ 但

高度互信是中俄两国国家关系的本质特征ꎬ应共同制定既符合两国国家关

系特征又适于地方投资合作的统一的风险评估标准ꎮ 这不仅有利于管理

风险ꎬ重要的是为投资决策提供必要依据ꎮ 事实表明ꎬ对俄投资既不适用

西方国家的投资风险评估标准ꎬ也不适用非洲等其他国家的投资风险评估

标准ꎮ 在中俄统一的风险评估标准中ꎬ体现国家间高度互信的因素须占应

有权重ꎮ
(二)设立以地方为主体的投资合作协调机构

以中国省市区和俄罗斯联邦主体为主体设立地方相互投资协调机构ꎮ
中方的此类机构可设立在省市区的国际贸易促进会①ꎮ 根据中国国际贸易

促进委员会章程第 １９ 条ꎬ地方贸促会的职责之一是“开展促进该地区、该行

业与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贸易、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活动”ꎮ 此类协调机

构的特点是ꎬ依靠自身经验优势ꎬ对与本地区结对合作的在俄投资项目提供

跟踪式专业协调服务ꎮ 协调服务内容除了提供必要的法律服务ꎬ还可向本地

政府提供对中俄地方投资合作规划纲要的完善建议ꎮ 中方可建议俄地方政

府设立相同职能的协调机构ꎮ 此外ꎬ还可以在此协调机构内设立地区投资争

端解决机制ꎮ
(三)设立中俄地方合作基金

在这方面可以中国省市为主体设立对俄地方合作基金ꎮ 合作基金可由

隶属省级政府(省国资委)的国有独资投资公司设立ꎬ以向对俄投资的本地投

资者为融资服务对象ꎮ
目前ꎬ黑龙江省作为对俄合作的重点省份ꎬ在这方面作出了新的尝试ꎮ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６ 日ꎬ中俄双方在哈尔滨共同签署了«中俄人民币基金管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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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照«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章程»执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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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协议»ꎬ旨在“一带一路”框架内重点投资黑龙江省与俄罗斯有关省州合

作的项目ꎮ 未来ꎬ此类基金可充分发挥对俄地方投资合作助推器的作用ꎬ服
务于“一带一路”项目的建设ꎮ

(四)设立中俄地方信任模式发展论坛

论坛可以中俄结对的地方政府为主办方ꎬ定期举办ꎮ 论坛的意义在于对

已有信用模式及保障措施进行动态评估ꎬ提出完善建议ꎬ解决合作中遇到的

新问题ꎬ不断优化合作模式和机制ꎬ共同确立未来中短期投资合作方向和项

目ꎬ使地方投资合作长期化、制度化ꎮ
(五)建立中俄合作干部人才培养机制ꎬ夯实互信的基础

力争实现干部交流的机制化和管理的统一化ꎬ特别要加强两国地方行政

部门和对外合作重要岗位的干部人才培训ꎬ加强两国在对外合作法规政策方

面和相关国情知识的培训ꎬ充分了解两国在对外合作理念方面存在的差异ꎬ
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寻找对接点ꎮ 只有建立长期有序的中俄地方干部培训

和交流机制ꎬ才能不断增进项目对接中地方合作层面相关机构和人员的互

信ꎬ促进两国地方合作项目的稳步推进ꎮ

六　 结　 语

当前ꎬ国际经济和政治局势正在经历深刻变化ꎮ 中国和俄罗斯都分别受

到来自美国和欧洲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压力ꎬ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

伴关系将面临更多的考验和挑战ꎬ两国迫切需要找到把高度政治互信转化为

全面经济互信的途径ꎬ这对两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课题ꎮ 应当指出ꎬ应对美

欧挑战ꎬ两国地方政府同样负有国家战略责任ꎮ 因此ꎬ相关领域的专家和学

者更应脚踏实地ꎬ开拓思维ꎬ积极向中央和地方政府建言献策ꎬ提供更多解决

方案ꎮ 从中俄经济合作现状、潜力及未来发展前景看ꎬ全面发展两国地方投

资合作必将获得重大的战略回报ꎮ
(责任编辑:农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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