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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经贸合作中的 “变” 与 “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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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禀赋互补、 商品结构、 合作形式、 合作领域、 贸易主体、 体量规模、 结

算方式等对双边经贸合作产生影响的因素发生了多大变化ꎬ 今后将发挥什

么样的作用ꎬ 对此加以研究ꎬ 有助于在 “一带一路” 战略框架内不断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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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１９８７ 年中苏恢复边境贸易以来ꎬ 中俄开展经贸合作已近 ３０ 年ꎮ 回

顾中俄两国经贸合作的方方面面ꎬ 会发现双边经贸合作的地缘区位、 政治

关系、 要素禀赋互补、 商品结构、 合作形式、 合作领域、 贸易主体、 体量

规模、 结算方式等方面ꎬ 有的发生了局部变化ꎬ 有的出现了重大调整和变

化ꎮ 总体来看ꎬ 中俄经贸合作在巩固传统优势的同时ꎬ 在地缘区位、 政治

关系、 商品结构、 合作形式、 合作领域、 贸易主体、 体量规模和结算方式

等方面均出现了积极的、 实质性的变化ꎬ 对双边经贸合作产生着不同的影响ꎮ

一　 地缘优势的 “变” 与 “不变”

中俄两国山水相连ꎬ 拥有漫长的共同边界ꎬ 这一地缘区位优势多年来

一直被视为双边经贸合作的一个重要客观因素ꎮ 从双边层面来看ꎬ 地缘优

势依然 “不变”ꎬ 继续存在并发挥应有的作用ꎬ 有利于两国人员往来和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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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捷通达ꎮ
但是ꎬ 从两国区域层面来看ꎬ 随着 “一带一路” 战略规划的推进实施ꎬ

尤其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 “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和欧

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 以及 «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

要» 的签署ꎬ 两国加快了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进度ꎮ “苏满欧”、 “沈
哈欧”、 “津哈欧”、 “哈欧” 等国际货运班列的开通并实现常态化运行ꎬ 使

中、 俄、 欧的物流大通道全面贯通ꎬ 将带动沿线地区的经济贸易合作及产

业融合发展ꎬ 构建宏大的对外开放新格局ꎮ 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 同江

—下列宁斯阔耶中俄铁路大桥、 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黑龙江公路大桥和

跨江索道以及航空、 管道、 通信等基础设施节点的逐步对接ꎬ 使两国毗邻

地区间的地缘区位优势已不再是绝对优势ꎬ 而变成相对优势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中俄两国非毗邻省 (区) 之间的合作日渐频繁ꎮ 中国

南方部分省份与俄罗斯的贸易额呈现不断增加的态势ꎬ 有时甚至超过对俄

贸易大省———黑龙江省与俄罗斯的贸易额ꎮ 从俄罗斯方面来看ꎬ 西北联邦

区① ２０１４ 年与中国的贸易额高达 １１５ ０８ 亿美元ꎬ 中国成为该联邦区第二大

贸易伙伴国ꎮ 中俄 “长江—伏尔加” 两河流域②的经贸、 人文合作始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启动的 “长江—伏尔加” 合作机制ꎬ 这两个非毗邻地区积极寻

求利益契合点ꎬ 以实现合作共赢的良好愿望ꎮ 长江中上游 ６ 省 (市) 占中

国经济总量的 ２２％ ꎬ 是中国重要的农业基地、 制造业基地ꎮ 伏尔加河沿岸

联邦区占俄罗斯领土面积的 ６ １％ ꎬ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１５％ ꎬ 是俄罗斯重

要的工业区和农业区ꎮ 双方已经签署了 １００ 多个投资项目ꎬ 其中 ２１ 个已经

执行ꎬ 另有 ７８ 个人文领域合作项目正在落实之中ꎮ
如此看来ꎬ 在便捷的交通运输和发达的信息通信条件下ꎬ 空间距离已

不再是制约因素ꎬ 传统的地缘优势不再显得那么突出和重要ꎮ

二　 政治关系的 “变” 与 “不变”

政治关系是国家间往来的重要前提和基础ꎮ 中俄政治关系的 “变”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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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俄罗斯西北联邦区包括阿尔汉格尔斯克州、 涅涅茨自治区、 圣彼得堡市、 加里

宁格勒州、 卡累利阿共和国、 科米共和国、 列宁格勒州、 摩尔曼斯克州、 诺夫哥罗德

州、 普斯科夫州、 沃洛格达州 １１ 个联邦主体ꎮ
中俄 “长江—伏尔加” 两河流域包括中国长江中上游四川等 ６ 省 (市) 及俄

罗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 １４ 个联邦主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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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双边政治关系持续稳步发展ꎬ 不断提档升级ꎬ 其层次和内涵每上一个

台阶都发生了质的变化ꎮ
自 １９９２ 年以来ꎬ 中俄双边政治关系稳步快速发展ꎬ 从 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３ 年

的一般友好国家关系发展到 １９９４ 年的建设性伙伴关系ꎬ １９９６ 年再提升到面

向 ２１ 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ꎬ ２０１０ 年升级到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及

２０１４ 年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ꎮ 不断升华的双边关系为两国开展

包括经贸合作在内的全方位、 宽领域合作奠定了良好的、 坚实的政治基础ꎬ
进而成为双方合作重要的推动因素ꎮ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５ 日ꎬ 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

平表示ꎬ 国际形势越复杂ꎬ 中俄双方就更应 “坚持战略协作精神和世代友

好理念ꎬ 加大相互支持ꎬ 增进政治和战略互信ꎬ 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深化中

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ꎮ” 俄罗斯总统普京指出ꎬ 中俄两国人民都有着

“加强、 发展我们的关系” 的强烈愿望ꎮ 他强调ꎬ 俄罗斯应加强与中国的经

济关系ꎬ 并赞扬俄罗斯与中国之间 “无所不包的战略伙伴关系”ꎮ
中俄双边政治关系的 “不变” 是指不断巩固和深化的中俄国家间政治

关系始终是两国开展包括经贸合作在内的各领域合作的重要前提和牢固基

础ꎮ 如果双边政治关系不稳定ꎬ 乃至出现摩擦或矛盾及冲突ꎬ 那么两国加

强往来和交流就会受到较大影响ꎬ 开展全方位合作就无从谈起ꎮ 反过来ꎬ
双边经济关系不好将弱化双边政治关系的物质基础ꎬ 对双边政治关系产生

较大的负面影响ꎮ

三　 要素禀赋互补的 “变” 与 “不变”

要素禀赋互补是中俄开展双边经贸合作的一个重要因素ꎬ 其 “不变”
表现在中俄两国在劳动力、 土地、 资本、 技术等要素禀赋方面至今依然存

在很强的互补性ꎬ 是双方不断扩大合作规模、 领域和层次的不可或缺的重

要条件ꎮ 具有较强的经济结构互补性和要素禀赋互补性是中俄贸易合作持

续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ꎮ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ꎬ 中国在机械、

化工等工业制成品上的优势不断增强ꎬ 而在传统的原材料、 农产品以及服

装纺织上的优势逐渐减弱ꎮ 尽管中国经济步入 “新常态”ꎬ 但是经济增长速

度相对其他国家仍然较高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受到的资源

约束越来越突出ꎬ 这就使在能源和矿产品等自然资源上具有明显比较优势

—６２—



Статьи на актуаʌьные темы / 要文特约

的俄罗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获得了进一步的提升ꎮ
中国与俄罗斯在不同商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

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Ｉｎｄｅｘꎬ ＲＣＡ) 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性ꎬ 具有较强的互补性ꎮ 显

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贝拉巴拉萨提出来的一种普遍用来

计算比较优势的方法ꎬ 同时也是一种分析贸易互补性的重要指数ꎮ 具体测

算标准为: 一个国家某种商品出口占其本国出口总值的份额与世界贸易中

该商品出口占世界出口总值的份额之比ꎮ 该指数可以比较准确的分析一国

的某种产品在世界贸易中的优势大小和竞争能力的强弱ꎬ 从而为一国制定

相关贸易政策提供可资借鉴的参考①ꎮ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ＲＣＡｋｘｉ ＝ (Ｘｋｉ / Ｘｉ) / (Ｗｋ / Ｗ)ꎮ

其中 Ｘｉ 表示一国所有产品的出口额ꎬ Ｘｋｉ 表示一国 ｋ 类产品的出口额ꎻ Ｗ
表示所有产品的世界出口总额ꎬ Ｗｋ 表示 ｋ 类产品的世界出口总额ꎮ

如果一国某出口产品的 ＲＣＡ 指数比较大ꎬ 则表明这个国家的该种商品

在世界对外贸易中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ꎬ 也表示该国这类产品具有非常大

的竞争优势ꎮ
当 ＲＣＡ 指数大于 ２ ５ 时表示该国的此类商品出口有极强的国际竞争

力ꎻ 当指数介于 １ ２５ ~ ２ ５ 之间时表示此类商品出口具有较强的竞争力ꎻ
当指数在 ０ ８ ~ １ ２５ 之间时表示该类商品出口具有中等竞争力ꎻ 当指数小

于 ０ ８ 时表示此类商品具有弱竞争力②ꎮ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０ 年ꎬ 俄罗斯矿物燃料、 润滑油及有关原料的显示性比较优

势 指 数 分 别 为 ５ ０８１、 ４ ６９７、 ４ １７３、 ４ １１０、 ４ １０８、 ４ ８０３、 ４ ０７１、
５ ０２４ꎬ 都在 ４ 以上ꎬ 有两个年份竟高达 ５ 以上ꎬ 这说明俄罗斯此类商品具

有超强的国际竞争力ꎮ 相比之下ꎬ 中国此类商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极

低ꎬ 分别为 ０ ２４７、 ０ ２１６、 ０ １６９、 ０ １２５、 ０ １１９、 ０ １２８、 ０ １１９、 ０ １３２ꎬ
表明该类商品的国际竞争力极差③ꎮ

为了更具说服力ꎬ 我们以 ２０１３ 年俄罗斯石油出口为例来计算其显示性

比较优势指数ꎮ 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ꎬ 俄罗斯石油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为 ３ ３７ꎬ 大于 ２ ５ꎬ 说明俄罗斯石油出口具有极强的国际竞争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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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杨霈: «从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及贸易互补性指数浅析与 “金砖国家” 的贸易

潜力»ꎬ «中国连锁»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０ 期ꎮ
同①ꎮ
欧阳卉: «中俄双边贸易竞争性、 互补性及其对策研究»ꎬ «商场现代化»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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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ꎬ 俄罗斯在资源密集型产品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ꎬ 其能源、
矿产、 森林等资源拥有极强的比较优势ꎬ 木材及其制品、 铜及其制成品、
铝及其制成品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ꎮ

不过ꎬ 俄罗斯以轻工业产品为主的杂项制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多

数年份在 ０ １ 以下ꎬ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０ 年分别为 ０ １０６、 ０ ０８６、 ０ ０６３、 ０ ０５８、
０ ０６４、 ０ ０５２、 ０ ０３１、 ０ ０７８ꎬ 表明俄罗斯在该类产品上的比较优势非常

小ꎬ 竞争力极低ꎮ 而中国这类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０ 年分

别为 ２ ２６５、 ２ １７６、 ２ １８６、 ２ １９３、 ２ １５２、 ２ ３０４、 ２ １８５、 ２ ４３３ꎬ 均在 ２
以上ꎬ 表明中国此类产品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①ꎮ

中国轻工业产品出口具有极强的国际竞争力ꎮ 以 ２０１３ 年为例ꎬ 中国轻

工产品出口额为５ ５８３ ３８亿美元ꎬ 占出口总额的 ２５％ ꎮ 这一年中国出口额

占全球贸易出口市场份额的 １１ ７％ ꎬ 可以得出中国轻工产品出口额占全球

贸易出口市场份额的 ２ ９％ ꎮ 中国已经确立了世界轻工生产大国和出口大国

的地位ꎬ 逐步形成了从原材料加工生产到销售服务为一体的完整、 配套的

产业集群ꎬ 国际市场竞争力不断提高ꎮ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ꎬ “中国轻工业产

品在俄罗斯市场所占的份额已接近危险程度 ６０％ ”②ꎮ
从贸易互补性指数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来看ꎬ 中国与俄罗

斯在轻工业产品、 手工制成品、 化工产品、 机械制成品上具有较强的出口

互补性ꎬ 而在原材料、 初级产品上有较强的进口互补性ꎮ
要素禀赋互补的 “变” 体现在中国劳动力的红利期已过ꎬ 劳动力从过

剩向短缺转变ꎬ 即刘易斯拐点ꎮ 中国劳动力不再那么廉价ꎬ 造成生产成本

增加ꎮ 资本方面ꎬ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俄两国都缺少资本ꎬ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

的持续、 稳步、 快速发展ꎬ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ꎬ 总体经济实

力增强ꎬ 资本雄厚ꎮ 而俄罗斯则因经济发展起伏波动ꎬ 急需外国资本的投

入ꎮ 在资本要素上ꎬ 中俄两国互补性增强ꎮ 技术方面ꎬ 不再是中国一味地

从俄罗斯引进技术ꎬ 而出现中国某些领域的技术得到俄罗斯方面的认可并

加以引进ꎬ 双方技术合作范围越来越广ꎬ 层次日益提高ꎮ
可见ꎬ 无论过去、 现在ꎬ 还是将来ꎬ 要素禀赋互补都是中俄开展双边

经贸合作的一个重要因素ꎮ

—８２—

①

②

欧阳卉: «中俄双边贸易竞争性、 互补性及其对策研究»ꎬ «商场现代化»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ꎮ

«中国轻工产品占俄市场近六成份额»ꎬ «俄罗斯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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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体量规模的 “变” 与 “不变”

中俄双边经贸合作的额度ꎬ 即体量规模ꎬ 一直呈现量 “变” 的态势ꎬ
尽管个别年份有所下降ꎬ 但是总体呈现不断增长和扩大的趋势ꎬ 体量规模

向着不断扩大的方向发展 “变化”: １９９３ 年双边贸易额达 ７６ ８ 亿美元的历

史新高ꎬ ２００１ 年达 １００ 亿美元ꎬ ２００４ 年突破 ２００ 亿美元ꎬ 达 ２１２ ３２ 亿美

元ꎬ ２００６ 年突破 ３００ 亿美元ꎬ 达 ３３３ ９ 亿美元ꎬ ２００７ 年突破 ４００ 亿美元ꎬ
达 ４８１ ６５ 亿美元ꎬ ２００８ 年突破 ５００ 亿美元ꎬ 达 ５５０ ５ 亿美元ꎬ ２０１２ 年突破

８００ 亿美元ꎬ 达 ８８１ ６ 亿美元ꎬ ２０１４ 年突破 ９００ 亿美元ꎬ 达 ９５２ ８ 亿美元ꎮ
２０１６ 年上半年双边贸易额为 ３１７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１ １％ ꎮ

中俄双边经贸合作体量规模的不断扩大ꎬ 一方面表明双边经贸合作基

础较为坚实ꎬ 另一方面表明双边经贸合作潜力巨大ꎬ 前景值得期待ꎮ
“不变” 的是ꎬ 中俄双边经贸合作的额度在各自国家对外贸易总额中的

占比仍然较低ꎬ 对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影响依然不是很大ꎮ 以历

史上双边贸易额最高的 ２０１４ 年为例ꎬ ２０１４ 年中国成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合作

伙伴ꎬ 俄罗斯是中国的第九大贸易合作伙伴ꎬ 双边贸易额达到 ９５２ ８ 亿美元ꎬ
但仅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 ４ １％ꎬ 占俄罗斯对外贸易总额的 １２ ２％ꎮ

五　 商品结构的 “变” 与 “不变”

中俄双边贸易商品结构中ꎬ “不变” 的是两国的贸易商品始终主要以资

源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ꎬ 中国对俄罗斯出口的轻工纺织品和农副产

品ꎬ 自俄罗斯进口的初级能源原材料在两国贸易商品结构中的占比一直居高

不下ꎮ 也就是说ꎬ 传统商品在双方贸易中始终保持绝对统治地位 (见表 １)ꎮ

表 １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９ 年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在中俄贸易中所占比重 (％)

产品种类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ＳＩＴＣ０ － ＳＩＴＣ４
(初级产品)

ＳＩＴＣ５ － ＳＩＴＣ８
(工业制成品)

出口 １１ １ １１ ７ １４ ２ １０ ９ ７ ５ ６ ５ ６ ５ ５. ０ ５ １ ７ １

进口 ３８ ９ ３２ ２ ４２ ９ ４６ ９ ６２ １ ７８ ７ ８１ １ ８０ ２ ７９ ８ ７０ ５

出口 ８８ ９ ８８ ３ ８５ ８ ８９ １ ９２ ５ ９３ ５ ９３ ５ ９５. ０ ９４ ９ ９２ ８

进口 ５５ ８ ６６ ９ ５５ ４ ５２ ７ ３７ ８ ２１ ２ １８ ９ １９ ８ ２０ ２ ２９ ５

资料来源: 万红先、 李莉: «中俄贸易商品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ꎬ «国际商务»
２０１１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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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１ 可以看出ꎬ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３ 年ꎬ 俄罗斯对中国出口的工业制成品比重较

高ꎬ 约占中国进口贸易额的 ５７ ７％ꎮ ２００４ 年ꎬ 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的初级产品贸

易额超过工业制成品ꎬ 占进口总额的 ６２ １％ꎬ 以后出现逐年增加的趋势ꎮ 随着

从俄罗斯进口的初级产品额的增长ꎬ 工业制成品进口额相应下降ꎮ 在中国从俄

罗斯进口的初级产品中ꎬ 主要是工业原料和矿物燃料ꎬ 其中石油类商品所占比

重上升幅度最大ꎬ 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３ ５％升至 ２００９ 年的 ４４ １％①ꎮ 到 ２０１３ 年ꎬ 俄

罗斯矿物燃料等矿产品对中国的出口额占其商品出口总额的 ６７ ７６％ꎮ
从中国对俄贸易大省———黑龙江省来看ꎬ ２０１４ 年该省对俄贸易额高达

２３２ ８ 亿美元ꎬ 对俄出口商品品种合计２ ８２９种ꎬ 位列前 １０ 名的轻工纺织品

和农副产品等出口额共计 ７２ ３ 亿美元ꎬ 占全省对俄出口额的 ８０ ３％ ꎬ 其中

服装为 ２８ ６ 亿美元、 鞋类为 ９ ８ 亿美元、 纺织品为 ８ ９ 亿美元ꎮ 在自俄罗

斯进口商品中ꎬ 进口额位列前 １０ 名的能源原材料合计 １３９ ６４３ 亿美元ꎬ 占

该省自俄罗斯进口额的 ８０ ３％ ꎬ 其中石油为１１９ ３２７ ２亿美元、 原木为

６ ６８９ ３亿美元、 铁矿砂为 ３ ３７２ ７ 亿美元ꎮ
中俄双边贸易商品结构中ꎬ “变” 体现在中国对俄罗斯出口商品结构逐

步优化ꎬ 纺织品等轻工产品比重逐年下降ꎬ 从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９ 年的数据来看ꎬ
纺织品及原料和鞋靴出口占中国对俄出口总额的比重从 ２００１ 年的 ６３ ６％降

至 ２００９ 年的 １９ ０３％ ꎮ 自 ２００６ 年起ꎬ 机电产品 (主要包括电机、 电器、 音

像设备及其零附件ꎻ 核反应堆、 锅炉、 机械器具及零件ꎻ 车辆及其零附件)
成为中国对俄出口的第一大类商品ꎬ 其出口额在对俄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不

断增加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４ 年和 ２００９ 年机电产品所占比重有所下降)ꎬ 从

２００１ 年的 １８ ７％猛增至 ２００９ 年的 ４４ ４ ％ ②ꎮ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５ 年ꎬ 在中国对俄罗斯出口的机电产品、 纺织品及原料和贱

金属及制品等主要商品中ꎬ 从出口额和比例来看ꎬ 机电产品总体呈不断增

长趋势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２ 年ꎬ 机电产品、 纺织品及原料和贱金属及制品是中国

对俄罗斯出口的主要商品ꎬ 出口额分别为 ２１２ ４％ 亿美元、 ４１ ２ 亿美元和

３８ ８ 亿美元ꎬ 占俄罗斯自中国进口总额的 ４５ １％ 、 ９ ４％ 和 ８％ ꎻ ２０１３ 年ꎬ
分别为 ２３５ 亿美元、 ５１ ６ 亿美元和 ４０ ９ 亿美元ꎬ 占俄罗斯自中国进口总额

的 ４５ ５％ 、 １０％ 和 ７ ９％ ꎻ ２０１４ 年分别为 ２３４ ７ 亿美元、 ４９ ２ 亿美元和

３９ ８ 亿美元ꎬ 占俄罗斯自中国进口总额的 ４６ ２％ 、 ９ ７％和 ７ ８％ ꎻ ２０１５ 年

分别为 １７０ ５ 亿美元、 ３１ １ 亿美元和 ２５ ６ 亿美元ꎬ 占俄罗斯自中国进口总

—０３—

①
②

万红先、 李莉: «中俄贸易商品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ꎬ «国际商务» ２０１１ 年第５ 期ꎮ
李汉君: «中俄贸易商品结构存在的问题与优化»ꎬ «对外经贸实务» ２０１０ 年第８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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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的 ４９％ 、 ８ ９％和 ７ ４％ ꎮ
随着中俄两国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ꎬ 双边贸易商品结构在保持传统优

势的基础上ꎬ 机电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的占比将不断提高ꎬ 商品结构也将

不断优化ꎮ

六　 贸易方式与合作形式的 “变” 与 “不变”

中俄贸易方式的 “变” 体现在由易货贸易、 边境小额贸易、 补偿贸易向一

般贸易、 技术贸易、 服务贸易等多种方式转变ꎬ 而且技术贸易、 服务贸易方式

有不断增多之势ꎮ 中俄贸易方式因时而异ꎬ 不断调整的态势是 “不变” 的ꎮ
中俄经贸合作形式日益丰富多样ꎬ 包括一般商品贸易、 劳务合作、 独

资合资、 设立境外产业园区、 跨境电商合作等多种合作形式ꎮ
本文着重介绍 “一带一路” 建设背景下中俄跨境电商合作问题ꎮ 电子

商务超越时空的交易方式完全颠覆了传统的商业营销模式ꎬ 不仅极大地拉

动国内商品零售贸易的发展ꎬ 而且推动了不同国家间跨境贸易活动的飞速

发展ꎮ 跨境电商是中俄经贸合作发展的一个重要新领域、 新途径及新引擎ꎮ
在 “一带一路” 战略框架内中俄跨境电商合作发展迅猛ꎬ 其通关、 支付、
物流、 监管、 结汇等问题有待逐步完善ꎮ ２０１３ 年从中国发往俄罗斯的跨境

网购包裹约３ ０００万个ꎬ ２０１４ 年达７ ０００万个ꎬ ２０１５ 年达 １ 亿个左右ꎮ ２０１４
年阿里巴巴 “双十一” 国际大促销活动中ꎬ 俄罗斯占据全球交易量第一的

位置ꎮ 由此可见ꎬ 俄罗斯已成为对中国跨境电商最具吸引力、 最具价值和

最具发展潜力的海外市场ꎮ ２０１５ 年 “双十一” 购物狂欢节ꎬ 黑龙江俄速通

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承担哈尔滨至俄罗斯叶卡捷琳堡航空通道的运营ꎬ 完成

了 １００ 多万件航空小件包裹订单ꎬ 占俄语国家境外买家 ３０％ 的市场份额ꎮ
黑龙江省商务厅公布的数据显示ꎬ ２０１５ 年黑龙江省对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

出口额突破 ４ 亿美元①ꎮ 俄罗斯电子商务企业协会主席阿列克谢费奥多罗

夫 ２０１６ 年３ 月９ 日在联邦委员会上表示ꎬ ２０１５ 年俄罗斯电商市场总额达７ ６００
亿卢布ꎬ 其中跨境电商市场总额同比增长 ５％ꎬ 达２ ２００亿卢布ꎮ 中国电商平

台成为俄罗斯人最爱逛的网店ꎬ 阿里巴巴旗下的全球速卖通 (Ａｌｉｅｘｐｒｅｓｓ) 成

为俄罗斯 ２０１５ 年最受欢迎的网络商店ꎬ 每月访问者达２ ３８０万ꎮ
由此可见ꎬ 中国对俄电子商务合作迎来了 “黄金机遇期”、 “黄金发展

—１３—

① 姜振军: «加快推进黑龙江省对俄电子商务合作的对策研究»ꎬ «知与行»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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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和 “黄金跨越期”ꎮ 中俄政府出台相关优惠政策支持并扶持电商合作ꎬ
两国生产要素禀赋互补效应持续释放ꎬ 产业结构存在差异ꎬ 俄罗斯与西方

国家相互制裁且延长制裁期限等因素ꎬ 为中俄加大合作力度创造了条件ꎮ
两国网购用户众多ꎬ 市场潜力巨大①ꎮ

俄罗斯市场已成为中国跨境电商出口的第一大目的国ꎮ 俄罗斯６ ０００多
万网民中有相当一部分乐于网购ꎬ 尤其热衷于购买中国制造的服装、 鞋、
帽、 电子产品和箱包等商品ꎮ 俄罗斯每天接收的邮包中有 １０ 万件来自中

国ꎮ 俄罗斯人在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淘宝网上的购物量正在迅速

增长ꎬ 该购物网站每天发往俄罗斯的网购商品价值 ４００ 万美元②ꎮ 每年俄罗

斯互联网实物商品销售额达４ ４００亿卢布ꎬ 每个网购者年支出大约 １ ５ 万卢

布ꎮ ２０１２ 年俄罗斯网购用户在国外网站网购商品约 ２０ 亿欧元ꎬ 平均每单约

合６７ 欧元ꎮ 邮政入境、 快递邮件、 包裹和小包数量达３ ０００万件ꎬ 占俄罗斯邮

件投递总量的 ２０％ꎬ 其中来自中国的入境邮件量占俄罗斯邮政国际邮件的

１７％ꎮ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２ 年ꎬ 俄罗斯电子商务市场营业额增长 ３０％ ~４０％ꎮ ２０１０ 年

俄罗斯电商营业额为 ８０ 亿美元、 ２０１１ 年为 １０５ 亿美元、 ２０１２ 年为 １２０ 亿美

元、 ２０１３ 年为 １７０ 亿美元、 ２０１４ 年为 １５０ 亿美元ꎮ 据预测ꎬ 俄罗斯电子商务

市场将以每年 ２５％ ~３５％的速度持续增长ꎬ ２０１６ 年营业额将达 １７８ 亿美元ꎮ
中俄电商合作结算方式多样化ꎬ 安全、 高效、 快捷ꎮ 全球速卖通开通

了面向俄罗斯消费者的电子支付平台ꎬ 如 “Ｗｅｂｍｏｎｅｙ”ꎬ 俄罗斯网购用户

可以先向自己的 “Ｗｅｂｍｏｎｅｙ” 账户充值ꎬ 再到全球速卖通平台购买商品ꎬ
确认支付成功后ꎬ 电商启动发货程序ꎮ 另外ꎬ 中国有的电商帮助俄罗斯一

些地区发展电子支付业务ꎬ 对当地的网购用户进行网络支付安全方面的宣

讲ꎬ 使其对网络支付充满信心ꎮ 黑龙江省不断加快第三方平台支付体系的

建设步伐ꎮ 例如ꎬ 哈尔滨银行建成中俄跨境电商在线支付平台ꎬ 面向对俄

跨境电商企业提供境外国际卡线上支付收单和俄罗斯境内电子钱包、 支付

终端机、 移动支付业务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ꎬ 绥芬河市引进第三方跨境支付企业

建设的对俄跨境电商平台 “绥易通” 上线运行③ꎮ
中国对俄跨境电商主体不断壮大ꎮ “俄优选”、 “达俄通”、 绥芬河购物网、

中机网、 “Ｃｏｍｅ３６５” 商城等黑龙江本省对俄跨境电商平台主营商品种类、 客户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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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振军: «加快推进黑龙江省对俄电子商务合作的对策研究»ꎬ «知与行»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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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和网络零售额不断丰富、 增加和扩大ꎬ 企业竞争力稳步增强ꎮ 国内知名跨

境电商企业纷纷入驻黑龙江省ꎬ 敦煌网哈尔滨对俄电子商务运营中心稳定运营ꎬ
与阿里巴巴、 京东、 腾讯等电商加强合作ꎬ 推动传统外贸企业转型升级ꎮ

大力推进对俄跨境电商产业园区建设ꎮ 黑龙江省加快对俄跨境电商产

业园区的建设ꎮ 绥芬河中俄跨境电商产业园电商大厦已经建成投入使用ꎬ
航天丝路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等 ６ 家企业入驻ꎻ 黑河对俄跨境电商产业园

区设立电商创业综合功能区、 电商应用和物流仓储功能区ꎻ 哈尔滨临空经

济区专项规划建设 ３０ 万平方米的跨境电商物流基地①ꎮ
在诸多有利因素叠加集聚的背景下ꎬ 中国对俄电子商务合作进入 “黄

金发展期”ꎬ 近而实现 “黄金跨越期” 的美好愿景值得期待ꎮ 今后需要扩

大两国海关监管结果互认口岸和商品范围ꎬ 加快跨境网购商品通关速度ꎮ
开设对俄电子商务外贸平台ꎬ 或独立赴俄建立 “海外仓”ꎬ 或取长补短ꎬ 合

力拓展对俄电子商务合作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５ 日ꎬ 中国京东商城与俄 ＳＰＳＲ Ｅｘ￣
ｐｒｅｓｓ 快递公司签署合作协议ꎮ “京东” 计划成为俄罗斯最大电商平台之一ꎬ
未来 ５ 年ꎬ “京东” 准备将营业额做到几千万美元ꎬ 将对促进中俄跨境电子

商务合作发挥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５ 日ꎬ “俄速通” 与莫

斯科格林伍德国际贸易中心在莫斯科签署合作共建 “俄速通—格林伍德海

外仓” 协议ꎬ 通过 “海外仓” 提前在俄罗斯本土备货ꎬ 产生交易后将交易

信息传递给 “海外仓”ꎬ 由 “海外仓” 迅速完成订单接收、 订单分拣、 本

土物流派送等一系列业务ꎬ 从而使俄罗斯网购用户体验到最快速的购物乐

趣ꎮ 该 “海外仓” 的建立可以将中俄跨境电商物流时间从原来的 ２０ ~ ３０ 天

缩短到 ２ ~ ７ 天ꎬ 同时也能实现以前俄罗斯网购用户享受不到的其他服务②ꎮ
在中国与俄罗斯毗邻地区建立现代化的物流仓储中心ꎬ 对发往俄罗斯

的商品进行库存、 分拣、 包装、 配送、 结关及信息处理等ꎮ 例如ꎬ 在哈尔

滨市、 牡丹江市、 绥芬河市和黑河市等对俄口岸建立现代化的大型物流仓

储中心ꎬ 可以发挥地缘优势ꎬ 优化组合各种相关优质资源ꎬ 大大降低对俄

电商的物流成本ꎬ 缩短商品送达俄罗斯网购用户的时间③ꎮ
建立对俄电商合作联盟ꎬ 制定行业规范ꎬ 整合集聚业内优质资源ꎬ 互

通市场及相关信息ꎬ 避免恶性竞争ꎬ 共同促进对俄电商合作的稳步快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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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ꎮ 同时ꎬ 加大对俄电商所需相关人才的培养力度ꎮ 中国对俄电商合作快

速发展ꎬ 急需大量既熟悉业务、 又精通俄语的专门人才ꎮ 目前ꎬ 有些高等

院校 (如黑龙江大学) 已经与对俄电商企业 (如 “俄速通”) 联合培养这

方面的人才ꎬ 实行订单式人才培养ꎮ 但无论是规模还是涵盖的业务范围ꎬ
均比较有限ꎬ 难以满足实际需求①ꎮ

七　 结算方式的 “变” 与 “不变”

中俄经贸合作的结算方式由最初的易货方式转向开立信用证、 汇付、
托收、 银行保证函以及本币结算等多种结算方式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ꎬ 中国人民银行与俄罗斯中央银行签订双边本币结算协

定ꎬ 将双边本币结算从边境贸易扩大到一般贸易ꎬ 扩大了地域范围ꎮ 中俄加

深金融合作有利于两国贸易投资便利化以及双边经贸合作ꎬ 有利于促进双边

贸易和投资的增长ꎮ 这一措施为中俄双边和区域间经济合作创造了便利条件ꎬ
并且规避了使用美元结算的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ꎬ 中国

人民银行与俄罗斯中央银行签署了规模为１ ５００亿元人民币 / ８ １５０亿卢布的双

边本币互换协议ꎬ 旨在便利双边贸易及直接投资ꎬ 促进两国经济发展②ꎮ
哈尔滨银行是中国境内首家人民币对卢布直接汇率挂牌银行ꎬ 开办卢

布账户存款业务ꎬ 成立了卢布现钞兑换中心ꎬ 建立了黑龙江卢布现钞交易

中心ꎮ 在中俄跨境金融结算平台ꎬ 俄罗斯用户可在网上用卢布支付ꎬ 并直

接兑换成人民币支付给国内网商企业ꎬ 节约资金手续成本至少 ２％ ③ꎮ
中俄经贸合作发展 ３０ 年ꎬ 诸多因素的 “变” 与 “不变” 都深刻影响

着双边合作的走势ꎮ 中俄不断深化双边各领域合作ꎬ 尤其是不断加强 “一
带一路” 战略框架内的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 民心

相通等方面的合作ꎬ 未来双边经贸合作的领域将不断拓展、 层次不断提升、
规模不断扩大ꎬ 双边经贸合作将真正步入全方位 “提质增量” 合作的新阶

段ꎬ 为巩固和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ꎮ
(责任编辑: 农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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