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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合作与中俄关系”国际研讨会 

  杨进 来源：2010年7月30日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 

 

“东北亚合作与中俄关系”研讨会会议综述 

 

2010年6月12——1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和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政府共同发起

和举办的“东北亚合作与中俄关系”研讨会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成功举办。来自国内相关机构、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西伯利亚与远

东地区相关部门的专家、学者以及政府官员140多人参会。与会专家深入讨论并形成了多项重要共识，会议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 对中俄在东北亚地区合作现状和特点的判断 

 

第一，持续扩大的中俄边境贸易已经成为中俄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中俄边境贸易恢复之初，贸易总额仅有1000多万

美元，到2007年时该数字达到83.5亿美元，是20年前的835倍。中俄边境贸易占两国双边贸易额的比例长年维持在20%左右，而在沿边各省区

对外贸易中所处的地位更为重要。从贸易内容看也日趋多样化，贸易结构不断优化，早已不再局限于服装、鞋帽和简单日用品，而是几乎涵

盖了工农业生产与居民生活的全部内容，除传统贸易品种保持持续增长外，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贸易日趋活跃，所占比重迅速上

升。如黑龙江省黑河市对俄贸易商品多达16大类、1000多个品种，其中单是农业产品就从1987年的11种发展到现在的10大类100多种。 

第二，两国地区经贸合作正向深层次、多领域发展。在中俄边境贸易的带动下，中俄边境地区已经初步形成了“南联北开（开放）、东

进西出、全方位开发”的战略格局。这一地区正在充分利用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和产品优势与俄罗斯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将二

者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自身的优势。与俄罗斯接壤的、以众多开放口岸为核心的我国东北部广大地区正在成为我国东南沿海经济带相

互呼应、相互依托、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北方陆路沿边经济开发带。边境地区许多口岸城市在对俄经济技术合作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如

内蒙古满洲里市2009年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达31.12亿美元，约占自治区外贸总额1/3。仅该市2009年签订的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项目就

达36项，合同金额2816万美元，实际派出1467人，完成营业额933万美元，累计8家企业从事对外劳务合作业务，合作地区主要集中在俄罗斯

后贝加尔斯克、赤塔、伊尔库茨克、乌兰乌德及蒙古国的乌兰巴托等地。合作领域主要是建筑施工、森林采伐、蔬菜种植、炼钢轧钢和空心

砖生产等。 

第三，双边地区合作有力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中俄边境贸易的迅速发展以及由此带动起来的多领域双边经济合作有力地刺激和推动

了地方经济的全面发展，有效地增强了地方的经济实力，从而极大地改变了边境口岸地区的社会经济面貌。如满洲里口岸作为目前我国最大

的陆路口岸，承担着中俄贸易60%以上的陆路运输任务。2009年，满洲里口岸年过货量达2421万吨，过人126万人次，已具备年过货量4000-

5000万吨，过人600万人次的潜力。满洲里各大宾馆、饭店常年入住率都在90%以上，每天在这里生活、工作、旅游的外国客人达1万多

人。 物畅其流，人便其行，满洲里发展日新月异。“十五”以来，满洲里市经济增长速度、社会发展水平位居我国各沿边口岸城市前列。

地区生产总值由2000年的15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120.4亿元。目前，满洲里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汽车拥有量、可支配收入和住

房面积等在内蒙古乃至全国边境口岸城市均名列前茅。 

第四，中俄地区合作已经逐渐由边境向内地延伸。随着中俄地区合作的深入发展，合作范围逐渐扩大，由边境扩大到内地，一些并不与

俄罗斯接壤的地区先后参与合作之中，大合作的趋向逐渐形成。除了边境省份，河北、浙江、四川以及广东、上海市等与俄罗斯的合作十分

积极。 

二 关于中俄地区合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中俄地区合作取得了长足进步与发展，总体形势向好，但是双边合作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妨碍两国在东北亚地区的进一步合作。 



第一，俄罗斯频繁调整贸易政策，增加了中国企业的贸易风险和贸易成本。近年来，俄罗斯政府开始对本国对外贸易结构进行重大调

整，其基本政策取向为充分满足日益扩大的内部需求，减少国内需求较大商品的出口，从而降低或消除出口对国内企业的影响，限制原材料

出口，增加深加工产品出口，等等。如2009年发生的俄罗斯清理大市场事件使中国商户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尽管这在中俄关系总体战略

中并非主流，但是其潜在危害十分巨大，中国商户对俄罗斯的投资环境更加担忧，对俄罗斯的经济合作前景更加不看好。在与俄罗斯政府打

交道过程中中国如何保护中国企业的利益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第二，地方中小企业缺乏金融服务支持。金融服务严重缺乏是当前中俄地区合作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从事边境贸易的主体主要是中小型

企业法人和自然人，经营规模小，自有资金有限，又缺乏抵押资产，融资能力很低，难以通过金融工具扩大再生产，从而迅速壮大实力，往

往只能依靠原始逐步积累的方式慢慢发展。这一问题在双边地区合作中表现十分明显，许多企业往往处于有合作伙伴、有合作项目，却苦于

没有资金而无法运作项目的尴尬境地。这种状况极大地限制了地方中小企业的业务拓展，使他们在转瞬即逝的商机面前束手无策，延缓了自

身发展。 

在地区合作中还存在银行结算和保险渠道不正常等问题，不仅增加了双方企业的投资于经营成本而且业务范围窄，缺乏风险防范机制。

以银行结算问题为例：当前中俄贸易的本币结算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本币结算，最突出的是人民币与卢布的汇率问题以及银行间的清算方式

问题。由于人民币与卢布之间未形成直接的市场汇率，中俄两国银行的清算系统中无法对日间业务进行直接清算，仍需通过第三国货币美元

进行套算，双重兑换造成的损失显而易见。 

第三，基础设施落后，口岸运输量与双边对外贸易总额与大国地位及双边对外贸易的需求不相适应。目前，中俄双方在口岸建设中普遍

存在建设周期长、政府投入不足的问题，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口岸功能的正常发挥。在口岸建设方面中俄两国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还缺乏

口岸中长期规划，口岸现代化管理水平不高，查验速度过低，查验设备落后，两国口岸查验信息不能共享等问题。 

第四，高层次合作项目少，某些合作需求大的领域合作水平低。从中俄地区经济合作的领域看，主要还停留在传统合作项目上，地区层

面的高新技术合作项目仍然有待加强。2009年，随着《中俄地区合作规划纲要》附件“地区合作重点项目”清单的推出，这一状况有望得到

改善。不过，正如有学者指出，该项目清单亦存在诸多尚需改进之处，例如项目清单中的多晶硅生产项目达8个，涉及总产能1.8万吨，而中

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给国家发改委的一份行业报告显示，2009年6月底中国已有19家多晶硅项目投产，年产量达到3万吨，到2010年产能将达

到10万吨，而2008年中国多晶硅总需求量仅为1.7万吨。该项目存在的问题生动地反映出中俄地区合作中高层次项目合作中的矛盾与现实。 

近年来，农业合作、旅游合作等对两国地方政府极具吸引力的项目却发展较为缓慢，地方政府对该领域的合作积极性很高，但是由于缺

乏政策、资金以及长期规划，一些很好的设想却难以落实，如呼伦贝尔市提出的中俄蒙边境旅游环线建设问题得到了俄罗斯和蒙古相关地方

政府的积极回应，但是要落实这一设想却面临着政策、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问题的限制。 

 

 

三 对中俄东北亚合作的机遇及前景的认识 

 

当前，中俄东北亚合作既存在诸多问题与挑战，同时也面临十分有利的战略机遇，总体而言，中俄东北亚合作的优势有： 

第一，中俄地区合作互补优势明显，潜力巨大。中俄两国在东北亚经贸合作领域潜力最大之处在于资源的合作。一方面，俄罗斯西伯利

亚和远东地区是世界罕见的资源宝库，品种多、储量大。这里蕴藏着俄罗斯3/4的资源：潜在能源储量的80%；矿物燃料动力资源的75%；石

油储量的60%；天然气储量的80%；动力煤储量的90%；炼焦煤储量的70%；水资源的80%；木材储量的76%，而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人口稀少，

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相对滞后，经济社会水平与俄罗斯西部差距较大。另一方面，我国东北地区乃至内地经济社会发展正面临上述资源日益

短缺的瓶颈限制。与此同时，经过多年改革开放，我国已经积累了较为雄厚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在人力资源方面也有着独特优势。两国在上

述领域的巨大差别形成了中俄东北亚经贸合作的显著互补性优势。 

第二，近年来，中俄两国政府均将发展中俄经贸合作，特别是发展两国相邻地区的地方经济作为自己的工作重点，都反复强调发展地方

经济和跨国地区合作对于双边合作的重要性，中俄两国政府比以往认识时候都更加关注地区发展。 

2003年，中国政府发布了《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了实施振兴东北的战略指导思想、方针和

政策措施，并成立了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温家宝总理亲自担任组长。2007年8月，国务院对《东北地区振兴规划》

作出批复，提出将东北地区建成综合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重要经济增长区域，并确认了“四基地一区”的目标定位，要将东北亚地区建设成

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装备制造业基地、国家新型原材料和能源保障基地、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和农牧业生产基地、国家重要的技术研发与创新

基地、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区。 

同时，开发与开放东部地区也是俄罗斯政府近年来确定的重要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东部地区资源丰富，虽然在苏联时期有所开发，但是

产业结构严重失衡，采掘业和军事工业发达而轻工业和服务业严重滞后。普京执政时期，曾先后7次考察东部地区，对发展该地区表达了强



烈的愿望，认为国家必须更加关注东部地区的发展问题，采取实质性措施扭转不利趋势，这事关国家最高利益。在此背景下，2007年8月俄

政府批准了《远东及后贝加尔地区2013年前经济社会发展联邦专项规划》。2008年2月，普京总统在俄罗斯国务委员会议扩大会议上发表了

《俄罗斯到2020年的发展战略》的重要讲话，指出，应把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建设成俄罗斯新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心，以适应世界经济与贸易

重心日益转向亚太地区的趋势，并以此保证俄罗斯成为世界经济大国。 

2009年3月俄方对中方编制的《中国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合作规划纲要》作出正式回应。9月，两国政府正式批准了

《中国东北地区同俄罗斯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这充分表明中俄两国政府分别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开发远东及后贝加尔

地区作为未来国家的重点发展方向，并彼此有强烈的合作愿望，这些政府文件的推出和落实必将积极推动中俄地区合作向纵深发展。 

本次会议主要围绕中俄在东北亚地区的合作与中俄关系议题展开，同时，学者们并未回避对两国地区合作中某些热点问题和敏感问题的

讨论，双方专家深入和坦诚地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如俄罗斯远东地区所谓的中国“移民”问题、“中国威胁论”问题、地区间文化合作

问题等等，专家们对这些问题发表了独到的见解，提出了若干建议。 

（杨进据会议记录整理）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 

地址：北京市张自忠路3号 邮编：100007 信箱：北京1103信箱 

电话：(010) 64014006 传真:(010) 64014008 E-mail：Web-oys@cass.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