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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ꎬ习近平主席在杜尚别同俄罗斯

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举行第一

次中俄蒙元首会晤ꎮ 他指出ꎬ中俄蒙三国是好邻

居、好伙伴ꎬ需要增进三方互信ꎬ促进互利共赢合

作ꎬ实现优势互补ꎬ共同发展ꎬ推动东北亚区域合

作进程ꎮ 中俄蒙三国发展战略高度契合ꎮ 中方提

出的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获得俄方和蒙方积

极响应ꎬ可以把丝绸之路经济带同俄罗斯跨欧亚

大铁路、蒙古国草原之路倡议进行对接ꎬ打造中俄

蒙经济走廊①ꎮ

一　 推进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的必要性

１ 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步

伐加快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ꎬ世界经济仍未完全

摆脱阴霾ꎬ多种力量碰撞交错ꎬ各经济体复苏态势

分化加剧ꎮ 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牵动着全球市场

的神经ꎮ 美元汇率波动、资产泡沫膨胀、资本大出

大进、大宗商品价格起落ꎬ给不少发展中经济体带

来挑战ꎮ 发达经济体正在表现出复苏迹象ꎬ但增

长趋势出现分化ꎬ多数新兴经济体却呈现增速下

滑趋势ꎮ 在美国退出量化宽松和宣布“再工业

化”政策之际ꎬ全球资本流动方向发生大逆转ꎬ对
新兴经济体乃至全球的宏观经济稳定构成了新的

威胁ꎮ 俄罗斯面临西方经济制裁和国内经济衰退

压力ꎬ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ꎮ
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努力ꎬ使得世界经济区域

一体化进程加快ꎬ世界各国相互之间启动了新的

自由贸易安排ꎮ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ꎬ美国发起了

新的一轮全面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攻势ꎬ如跨太

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ＴＰＰ)、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

伙伴关系协定(ＴＴＩＰ)和国际服务业协议(ＴＩＳＡ)ꎮ
美国极力推进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表明ꎬ它希

望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促进美国的对外贸

易ꎬ进而推动美国经济增长ꎬ增加就业ꎮ 另一方

面ꎬ在后 ＷＴＯ 时期它更希望谋求主导全球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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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出席中俄蒙三国元首会晤»ꎬ载«人民日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２ 日ꎮ



贸易、金融新规则和新秩序的制定ꎬ迫使广大发展

中国家按照有利于美国的规则“再次加入 ＷＴＯ”ꎮ
２ 中俄蒙毗邻地区面临发展的迫切性

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曾是新中国工业化的先

驱ꎬ为国家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ꎮ 进

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随着经济改革不断走向深入ꎬ
国有经济进入战略调整阶段ꎮ 东北地区体制性和

结构性矛盾日趋显现ꎬ进一步发展面临着许多困

难和问题ꎮ 改革开放初期的 １９７８ 年ꎬ辽宁省地区

生产总值是广东省的 １ ２ 倍①ꎬ而 １９９３ 年这一比

例下降了一半ꎬ只有广东省的 ５６％ ꎬ２０１３ 年进一

步下降到 ４４％ ②ꎮ １９７８ 年黑龙江省地区生产总

值 １７４ ８ 亿元ꎬ高于浙江的 １２３ ７ 亿元ꎬ略低于江

苏的 １８５ ９ 亿元ꎮ 而到了 ２０１３ 年ꎬ黑龙江省地区

生产总值１４ ４５４ ９亿元ꎬ是浙江的 ３８％ ꎬ江苏的

２４％ ③ꎮ ２００３ 年ꎬ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多次前往

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进行考察ꎬ随后中共中央和

国务院联合发布«关于实施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振

兴战略的若干意见»ꎬ先后实施了«东北振兴规划»和
«东北振兴十二五规划»ꎬ２０１４ 年发布了«国务院关

于近期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的意见»ꎮ
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占国土总面积

的 ６０％ ꎮ 该地区森林覆盖率 ５９ ７％ ꎬ木材蓄积量

４７５ ９ 亿立方米ꎬ全国占比高达 ５７ ３％ ꎮ 这里集

中了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煤炭、水电等能源资源

以及其他矿产资源和淡水资源ꎮ 但是由于人力资

源匮乏ꎬ自然资源丰富的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得不

到有效开发和利用ꎬ成为“最后的处女地”ꎮ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ꎬ该地区人口 ７６４ ７ 万人ꎬ仅占全国

人口总数的 ５ ３％ ꎬ而且人口自然减少的趋势没

有得到有效遏制ꎮ ２０１３ 年ꎬ该地区人均月收入

２１ ２３６ ５卢布ꎬ不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ꎬ而且仅相

当于中央联邦区的 ６３ ５％ ꎮ 该地区所获得的投

资也仅占全国投资总额的 １０ ７％ ꎮ ２０１２ 年ꎬ东西

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实现地区总产值 ５ １ 万亿卢

布ꎬ在全国地区总产值中的占比仅为 １０ ２％ ꎬ其
中远东联邦区占 ５ ６％ ꎮ 远东联邦区在全国制造

业中所占比重甚至仅为 １ ６％ ④ꎮ 为加快开发东

西伯利亚和远东ꎬ２００７ 年成立总理挂帅的远东和

外贝加尔地区发展委员会ꎬ实施«２０１３ 年前远东

和外贝加尔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联邦专项纲要»ꎮ
２００９ 年ꎬ政府批准了«２０２５ 年前远东和贝加尔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ꎬ２０１２ 年设立独立于俄联邦

地区发展部的俄联邦远东开发部ꎮ
蒙古国矿产资源丰富ꎬ大规模勘探开发尚未

全面展开ꎮ 目前ꎬ已探明的有 ８０ 多种矿产和

６ ０００多个矿点ꎬ主要有铁、铜、钼、煤、锌、金、铅、
钨、锡、锰、铬、铋、萤石、石棉、稀土、铀、磷、石油、
油页岩矿等ꎮ 其中煤炭蕴藏量约１ ５２０亿吨、铜
２ ４ 亿吨、铁 ２０ 亿吨、磷 ２ 亿吨、黄金３ １００吨、石
油 ８０ 亿桶ꎮ 矿产业是蒙古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

柱产业之一ꎮ ２０１３ 年ꎬ矿产开采及加工业产值占

工业生产总值的比重接近 ６０％ ꎬ矿产品出口在出

口商品结构中的比重超过 ８０％ ꎮ 蒙古国在向市

场经济转型的同时ꎬ确立了矿业兴国的战略ꎬ国民

经济在矿业开发带动下实现了快速发展ꎮ 但是ꎬ
由于蒙古国是典型的内陆国家ꎬ且只有两个邻国

中国和俄罗斯ꎬ所以其经济合作伙伴主要也是中

国和俄罗斯ꎮ 其出口的山羊绒占世界的 ３０％ ꎬ
７０％的绵羊毛出口到中国ꎬ３０％ 的肉类出口到俄

罗斯ꎮ ２０１３ 年ꎬ蒙古国对外贸易总额 １０６ ３ 亿美

元ꎬ主要出口产品集中在矿产品、纺织品、宝石、贵
金属、动物毛皮等ꎬ主要出口到亚洲国家ꎬ其中中

国占比高达 ９８ ６％ ꎬ俄罗斯 １ ８％ ꎬ韩国 ０ ３％ ꎬ日
本 ０ １％ ꎮ 中国连续多年保持蒙古国第一大贸易

伙伴和第一大投资国地位ꎬ２０１３ 年两国贸易额达

６０ 亿美元ꎬ占蒙古国对外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⑤ꎮ
蒙古国渴望寻找出海口ꎬ将自己的畜牧和矿业产

品出口到世界其他国家ꎮ
３ 中俄蒙三国及毗邻地区经济发展面临下

行压力

随着整个新兴经济体经济下行压力增大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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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根据广州图书馆:新路 － 广东改革开放 ３０ 年(四集电视
专题 片 解 说 词 )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ｚｌｉｂ ｇｏｖ ｃｎ / ｓｐｅｃｉａｌ ＿ ｔｏｐｉｃ / ｄｅ￣
ｔａｉｌ ｄｏ? ｉｄ ＝ ３１２９９３)和辽宁政府网:改革开放铸就辉煌路ꎬ全面
振兴成就 新 辽 宁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ｎ ｇｏｖ ｃｎ / ３０ｚｎ / ３０ｌｎｊｂ / ２００９０１ /
ｔ２００９０１０９＿３２２３０６ ｈｔｍｌ)公布数据计算得出ꎮ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 (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ｗｏｒｋｓｐａｃｅ / ｉｎｄｅｘ? ｍ ＝ ｆｓｎｄ)计算得出ꎮ

同上ꎮ
这里的 相 关 数 据 根 据 俄 联 邦 统 计 委 员 会 发 布 的

« 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и Социально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показатели ».
２０１４: Стат сб / Росстат － М ２０１４ 相关指标计算得出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投资促进事务局、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编«对外
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蒙古国» (２０１４ 年版)公布的数据整
理ꎮ ｈｔｔｐ: / / ｆｅｃ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ｇｂｚｎ / ｇｕｏｂｉｅｚｈｉｎａｎ ｓｈｔｍｌ? ＣＯＬＬ￣
ＣＣ ＝ ４０５７０７３１３０＆



国、俄罗斯和蒙古国经济增长幅度呈现逐步缩小

的趋势ꎮ 其中ꎬ如表 １ 所示ꎬ中国 ＧＤＰ 增长率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０ ５％缩减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７ ４％ ꎬ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预计 ２０１５ 年将进一步下降到不足

７％ ꎮ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ꎮ 俄罗斯在全球金

融危机爆发之前的 ２００７ 年增长率曾一度高达

８ ５％ ꎬ２００９ 年衰退 ７ ８％ ꎬ在政府经济刺激政策

的作用下ꎬ２０１１ 年迅速回升至 ４ ５％ ꎮ 但随着刺

激效应的衰减ꎬ以及 ２０１４ 年西方对俄罗斯实施的

制裁不断升级ꎬ增长率回落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０ ６％ 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 ２０１５ 年俄罗斯经济将陷

入衰退ꎬ衰退幅度可能达到 ３％ ꎮ ２０１１ 年蒙古国

经济增长率曾经高达 １７ ５％ ꎬ随后几年一路下滑

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７ ８％ ꎬ亚洲开发银行预计 ２０１５ 年只

有 ３％ ꎮ

表 １　 近年来中国、俄罗斯、蒙古国经济增长变动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预测)

中国 １０ ５％ １ ９ ３％ １ ７ ６７％ １ ７ ６５％ １ ７ ４％ ２ ６ ８％ ２

俄罗斯 ４ ５％ １ ４ ３％ １ ３ ４％ １ １ ３％ １ ０ ６％ ２ － ３％ ２

蒙古国 ６ ４％ １ １７ ５％ １ １２ ４％ １ １１ ７％ １ ７ ８％ ３ ３ ０％ ３

　 　 数据来源:１ 世界银行 «世界发展指标» (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ｃｏｕｎｔｒｙ)ꎻ

２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经济展望»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ｐｕｂｓ / ｆｔ / ｗｅｏ / ２０１５ / ｕｐｄａｔｗ /
０１ / ｐｄｆ / ０１１５ｃ ｐｄｆ)ꎻ

３ 亚洲开发银行(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ｄｂ ｏｒｇ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ｍｏｎ￣
ｇｏｌｉａ / ｅｃｏｎｏｍｙ)ꎮ

中国 ２００３ 年开始的试图重振这个老工业基

地核心区的尝试没有达到预期效果ꎮ 东北地区严

重依赖能源、原材料和重工业ꎬ受全球市场变化和

国内需求不足的影响更大ꎮ 如表 ２ 所示ꎬ２０１４ 年

中国东北三省地区总产值增长率比 ２０１０ 年下降

了一半还多ꎬ黑龙江省在全国垫底ꎮ ２０１５ 年第一

季度辽宁省同比仅增长了不足 ２％ 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０ 日ꎬ李克强总理在考察东北三省经济面临的新

情况和问题时ꎬ强调必须有效顶住下行压力ꎬ把稳

增长保就业提效益作为紧要之务ꎬ努力实现东北

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ꎮ
就在李克强总理考察中国东北三省的前 ６

天ꎬ４ 月 ４ 日ꎬ俄罗斯政府总理梅德韦杰夫抵达哈

巴罗夫斯克召开会议ꎬ讨论远东联邦主体落实

«保持 ２０１５ 年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地区计

划»的情况ꎮ 他强调俄罗斯经济所遇到的困难不

能干扰远东开发计划ꎬ肯定了远东联邦区在落实

大型基础设施项目ꎬ根据新的法律建设跨越式发

展区所取得的初步成果ꎮ

表 ２　 中国东北与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和

远东地区总产值变动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第一季度

中国
东北平均

１３ ６％ １２ ８％ １０ ５％ ８ ３％ ６ ０％ ４ ２％

黑龙江省 １２ ７％ １２ ３％ １０ ０％ ８ ０％ ５ ６％ ４ ８％

辽宁省 １４ ２％ １２ ２ ９ ５％ ８ ７％ ５ ８％ １ ９％

吉林省 １３ ８％ １３ ８％ １２ ０％ ８ ３％ ６ ５％ ５ ８％

俄罗斯
东西伯利亚
和远东平均

４ ９％ ４ ４％ － ０ ２％ ５ ７％ ５ ７％ － ０ ２％

　 　 数据来源:中国相关省份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３ 年数据来源于国
家统计局国家数据网站(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ｗｏｒｋｓｐａｃｅ /
ｉｎｄｅｘ? ｍ ＝ ｆｓｎｄ)ꎬ２０１４ 年数据来源于相关省份提交人大审
议的«关于 ２０１４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和
２０１５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ꎮ 俄罗斯相
关地区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年数据来源于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
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и Социально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показателиꎬ
２０１４: Стат Сб / Росстат － М ꎬ２０１４ － стр ３５１ꎬ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５
年缺乏地区总产值指标ꎬ这里以工业总产值代替ꎬ数据来源
于 俄 罗 斯 联 邦 国 家 统 计 局 Доклад Социально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和 ２０１５ 年 １ － ３ 月ꎬ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ｇｋｓ ｒｕ / ｗｐｓ / ｗｃｍ/ ｃｏｎｎｅｃｔ / ｒｏｓｓｔａｔ ＿ ｍａｉｎ / ｒｏｓｓｔａｔ /
ｒｕ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ｃａｔａｌｏｇ / ｄｏｃ＿１１４００８６９２２１２５)

二　 中俄蒙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契合

进入 ２１ 世纪ꎬ中俄蒙三国相继出台了高度契

合的新世纪前 ２０ 年的国家发展战略ꎮ ２０１２ 年中共

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分别在 ２０２１ 年和 ２０４９ 年实现

“两个百年奋斗目标”ꎮ ２００８ 年俄罗斯政府批准

«２０２０ 年前俄联邦社会经济长期发展构想»ꎮ 同年

蒙古国发布«基于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综合发展战

略(２００８ ~ ２０２１ 年)»ꎮ ２００３ 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联合发布«关于实施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

的若干意见»ꎬ标志着东北振兴战略的启动ꎬ至今已

经实施了两个五年«振兴规划»ꎮ ２０１２ 年ꎬ普京进

入第三个总统任期ꎬ把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开发确定

为俄罗斯面临的重大战略性任务之一ꎮ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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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中国实施东北振兴战略

２００３ 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关于实

施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ꎬ
标志着东北振兴战略的启动ꎮ 文件要求加快体制

创新和机制创新ꎬ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ꎬ加快国有

经济战略性调整ꎬ走新兴工业化道路ꎬ进一步扩大

对外开放ꎮ 为此专门成立了以总理挂帅的国务院

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领导小组ꎮ ２００７ 年国家发

改委和国务院联合发布«东北地区振兴规划»ꎬ目
标是经过 １０ 到 １５ 年的努力实现东北地区的全面

振兴ꎮ
２００９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实施东北地

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ꎬ要求优

化经济结构ꎬ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ꎬ巩固农业基

础地位ꎬ加强基础设施建设ꎬ促进可持续发展ꎬ推
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ꎮ ２０１２ 年国家发改委印

发国务院批准的«东北振兴“十二五”规划»ꎬ要求

加快经济发展ꎬ加速产业转型ꎬ促进资源型城市实

现可持续发展ꎬ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ꎬ改善民

生ꎬ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ꎮ
２０１４ 年国务院再次发布«关于近期支持东北

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的意见»ꎬ要求着力激发

市场活力ꎬ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ꎬ依靠创新驱动发

展ꎬ全面提升产业竞争力ꎬ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

力ꎬ加快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ꎬ全方位扩大开放

合作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ꎬ李克强总理对东北地区经济

形势的考察ꎬ明确了东北“再振兴”基本战略ꎮ
２ 俄罗斯以“跨欧亚发展带”为抓手实施东

西伯利亚和远东开发战略

进入 ２０００ 年代ꎬ俄罗斯经济进入快车道ꎬ开
发东西伯利亚和远东进入了俄罗斯政府的议事日

程ꎮ ２００７ 年成立了总理亲自挂帅的远东和外贝

加尔地区发展委员会ꎬ并启动了«远东和外贝加

尔地区 ２０１３ 年前经济社会发展联邦专项纲要»ꎮ
２００９ 年ꎬ俄罗斯政府发布了«远东和贝加尔地区

２０２５ 年前经济社会发展战略»ꎬ设立远东和贝加

尔地区发展基金ꎮ 普京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的政府工

作报告中将开发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列为俄罗斯的

重大战略性任务之一ꎮ 他要求东西伯利亚和远东

地区 ＧＤＰ 增长速度要高于全国ꎬ并遏制该地区人

口外流的趋势①ꎮ 同年ꎬ成立了俄罗斯联邦远东

发展部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ꎬ普京在总统咨文中正式提出

要在远东和西伯利亚建立跨越式开发区ꎬ授予跨

越式开发区部分联邦主体的权利ꎬ实行联邦预算

单列ꎬ可以免除增值税、所得税和财产税ꎮ 普京在

２０１４ 年的总统咨文中建议将符拉迪沃斯托克设

为自由港ꎬ简化海关程序ꎬ促进俄罗斯太平洋沿岸

地区经济的发展ꎮ 根据 ２０１４ 年俄罗斯政府批准

的« 关 于 远 东 和 贝 加 尔 地 区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５ 年)»的国家纲要ꎬ通过发展该地区

的交通和物流来加速远东和贝加尔地区的发展ꎮ
到 ２０２５ 年该地区的总产值要增加 ４０％ ②ꎮ 通过

社会经济跨越式发展ꎬ消除地区间的发展失衡ꎬ发
挥传统产业优势ꎬ改善医疗、教育、住房条件ꎬ大幅

提高人力资本质量ꎬ力争到 ２０２５ 年该地区人口增

长到１ ０７５万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ꎬ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了在远

东设立跨越式开发区的一揽子法案ꎬ致力于为投

资者创造最大限度的优惠条件ꎮ 计划这样的开发

区要设立 １４ 个ꎬ为期 ７０ 年ꎬ由联邦预算和地方预

算共同出资完善基础设施建设ꎮ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召

开的俄罗斯政府远东投资项目实施会议正式确定

了首批 ３ 个跨越式发展区和 ６ 个投资项目ꎬ涉及

煤炭、金属矿产开采和加工以及运输等领域ꎮ 俄

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表示ꎬ２０１５ 年内将批准 ２０
个跨越式开发区和 ４０ 个投资项目ꎮ

２０１３ 年俄罗斯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

Г 奥希波夫、莫斯科国立大学校长 В 萨多夫尼

奇和俄罗斯铁路总公司总裁 В 亚库宁共同撰写

的«作为国家优先发展方向的互联互通的欧亚基

础设施体系»的报告在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得到俄罗斯科

学院主席团会议的批准③ꎮ 报告提出了“跨欧亚

发展带” ( Транс － Евразийский пояс « ＲＡＺＶＩ￣
ＴＩＥ»ꎬТЕПР)构想ꎬ试图以大中城市、石油和天然

气生成和加工基地、新西伯利亚科学城等为依托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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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отчёта премьер － министра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перед депутатами Госдумыꎬ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ｇ ｒｕ / ２０１２ / ０４ / １１ / ｐｕｔｉｎ － ｄｕｍａ ｈｔｍｌ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программа "Социально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 Байкаль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ｈｔｔｐ:/ / ｍｉｎｖｏｓ￣
ｔｏｋｒａｚｖｉｔｉａ ｒｕ / ｕｐｌｏａｄ / ｉｂｌｏｃｋ / ｂ０ｅ / ｇｐ＿ｍｖｒ＿ｖｉｓｕａｌ ｐｄｆ

１１ марта ２０１４ года состоялось очередное заседание
Президиум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ａｓ ｒｕ /
ｎｅｗｓ / ｎｅｗ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ａｓｐｘ? ＩＤ ＝ ０ｃ３７０５ｅｅ － ０ｃ１ｄ － ４８３０ － ９６３ａ －
ｅ７ｆｅ４ａｄ９９５６９



西伯利亚大铁路、石油和天然气运输管道为主干ꎬ
吸引欧洲和亚洲国家参与ꎬ形成一系列高新技术

产业集群ꎬ建成从大西洋经欧洲、西伯利亚到太平

洋ꎬ进而穿越白令海峡进入阿拉斯加ꎬ连接北美的

交通、能源、电信一体化的发展带ꎮ 目标是在俄罗

斯的亚洲部分形成现代科学工业区和欧亚、欧美

货物运输通道ꎮ 亚库宁表示ꎬ通过“跨欧亚发展

带”建设ꎬ西伯利亚和远东将得到最大限度的开

发ꎬ并建议 “跨欧亚发展带” 对接 “丝绸之路

经济带”ꎮ
３ 蒙古国国家综合发展战略与“草原之路”
在总结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蒙古国向市场经济转

型的经验基础上ꎬ蒙古国政府 ２００３ 年发布的«支
持经济增长和减贫战略»肯定了在社会和政治领

域实行的结构重组和改革是保障经济增长的最重

要资源ꎬ私有经济占主导地位是保障经济加速增

长的重要源泉ꎮ 政府提出的通过经济增长来实现

减贫目标ꎬ就是要依靠私有部门的积极参与和出

口导向的贸易政策ꎬ通过革新技术实现原料加工

现代化ꎬ发展加工工业ꎬ为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ꎮ
２００８ 年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批准实施的«基

于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综合发展战略»规定ꎬ为
了提升经济增长ꎬ蒙古国应当选择出口导向型制

造业和私人部门主导的服务业ꎻ通过加大对战略

性矿产资源的开采等手段提升国家实力和在世界

权力结构中的地位ꎻ计划到 ２０２１ 年保持 １２％ 的

经济增长率ꎬ人均 ＧＤＰ 达到１２ ０００美元ꎬ具备中

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实力ꎻ通过不断提高劳动生产

率和投资效率实现经济高速增长ꎬ发展矿产采掘

业和加工业ꎬ最终摆脱对矿产资源的严重依赖ꎮ
该战略确定在第一阶段建设满足矿产品出口运输

需求的道路基础设施ꎬ建成同中俄两个邻国相连

的欧亚跨境运输线路ꎬ租用其他国家港口开展海

上运输ꎻ在第二阶段ꎬ继续拓展国内公路、铁路运

输网ꎬ积极发展航运和海上运输ꎮ
但是ꎬ蒙古国目前仅有一条铁路ꎬ即连接莫斯

科和北京的乌兰巴托铁路ꎮ 这条铁路由于历史悠

久ꎬ技术和设备老化ꎬ中蒙边境因轨距不同而增加

的换装环节ꎬ提高了运输成本ꎬ增加了运输时间ꎬ
制约了蒙古国矿产品出口的发展ꎮ 为此ꎬ２００８ 年

蒙古国制订了«蒙古国交通运输发展国家纲要»ꎬ
并在 ２０１１ 年蒙古国大呼拉尔正式通过了这一纲

要ꎮ 但由于对轨距的争论(宽轨还是标准轨)僵

持不下ꎬ铁路建设久拖未决ꎮ 直到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ꎬ
大呼拉尔通过决议ꎬ将在与中国邻近的两段铁路

采用与中国相同的标准轨ꎬ以提高其第二大出口

商品煤炭运输至其最大消费国的便利性ꎮ 此外ꎬ
蒙古国正在积极努力希望在天津建立专属经济

区ꎬ同时打通乌兰巴托到天津港的出海通道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ꎬ蒙古国政府提出了“草原之路”构

想ꎬ希望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和中国提出

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ꎮ

三　 中俄蒙经济走廊:“丝绸之路
　 经济带”、“跨欧亚发展带”
和“草原之路”相互对接

　 　 １ 中俄是蒙古国的主要经济合作伙伴

如前所述ꎬ蒙古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只有

两个主要经济合作伙伴ꎬ即中国和俄罗斯ꎮ １９９３
年俄蒙两国签署了«友好关系与合作条约»ꎮ 但

１９９０ 年两国决定采用硬通货进行贸易结算之后ꎬ
整个 ９０ 年代两国贸易规模大幅度缩减ꎮ 从 １９９２
年的 １２ ６ 亿美元减少到 １９９６ 年 ２ ８ 亿美元ꎮ
１９９６ 年俄蒙贸易额在蒙古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的

占比从 ８０ 年代的 ８５％ ~９０％缩减到 ２７ ５％ ꎮ 蒙

古国与世界其他国家逐步建立了经济联系ꎬ在其

主要贸易伙伴实现了多元化ꎬ中国占 １６ １％ ꎬ日
本占 １３ １％ ꎬ瑞士占 １３％ ꎬ韩国占 ６％ ꎬ意大利占

３ ９％ 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俄蒙经贸关系仍然没有得

到恢复ꎮ ２００１ 年蒙古国对外贸易总额 ９ ４ 亿美

元ꎬ其中俄蒙贸易额 ２ ４ 亿美元ꎬ占 ２５ ７％ ꎻ中蒙

贸易额 ３ ８ 亿美元ꎬ占比升至 ４０ ４％ ꎮ 自 ２００５ 年

左右开始ꎬ俄蒙经济合作进入了快车道ꎮ 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５ ９ 亿美元增加到 ２００８ 年的 １３ 亿美元ꎮ 但

是俄罗斯在蒙古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中的占比进一

步下降至 ２１ ３％ ꎬ而中国的占比达到 ４７％ ꎮ 在俄

蒙贸易中ꎬ进出口结构严重失衡ꎬ９０％的贸易额体

现在俄罗斯对蒙古国的出口ꎬ主要出口产品仍然

是石油制品和电力ꎮ 俄罗斯在蒙古国的出口总额

中只占 ３％ ꎮ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３ 年俄罗斯在蒙古国对外

贸易中的占比进一步下降到 １５％ ~ １８％ ꎬ而中国

则达到 ５０％ ꎮ ２０１２ 年俄罗斯在蒙古国的进口总

额中占 ２７ ４％ ꎬ在出口中仅占 １ ８％ ꎻ而中国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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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达到 ９２ ６％ 和 ２７ ６％ ꎮ 俄罗斯对蒙古国投资

数额偏低ꎬ截至 ２００８ 年年底只有 ２００ 万美元ꎮ 而

中国在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０ 年的 ２０ 年间对蒙古国的投资

达到 １８ 亿美元ꎬ占蒙古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总额

的 ５３％ ꎬ在蒙古国的中资企业达到５ ３００家ꎬ占蒙

古国外资企业总数的 ５０％ ꎮ 而同期俄资企业数

量为 ７６９ 家ꎬ在直接投资总规模中的占比不

足 ２％ ①ꎮ
２ 蒙古国邀中俄共建“草原之路”
１９９４ 年ꎬ中国和蒙古国签署了新的«中蒙友

好合作关系条约»ꎬ成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的政治和法律基础ꎮ １９９８ 年两国确立了面向 ２１
世纪长期稳定、健康互信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ꎬ
２００３ 年ꎬ两国关系又进一步提升至睦邻互信伙伴

关系ꎬ２０１１ 年再次升级到战略伙伴关系ꎬ中蒙两

国关系发展开始提速ꎮ ２０１３ 年ꎬ两国政府签署了

«中蒙战略伙伴关系中长期发展纲要»ꎮ 自 １９９９
年中国就取代俄罗斯成为蒙古国的第一大贸易伙

伴国ꎬ２０１３ 年双边贸易额达到 ６０ 亿美元ꎬ与 ２００１
年的 ３ ８ 亿美元相比增加了近 １５ 倍ꎬ占蒙古国对

外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ꎮ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ꎬ中
国在蒙古国利用外资企业总数和外国直接投资总

额的比例均超过 ５０％ ꎬ中国对蒙古国累计直接投

资总额超过 ２５ 亿美元ꎬ成为第一大投资来源

国②ꎮ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ꎬ习近平主席访问蒙古国ꎬ将两

国关系进一步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ꎬ双方签

署了 ２６ 项合作协议ꎬ其中多数涉及经贸、金融、能
源和基础设施建设ꎮ 双方达成协议扩大铁路运

输ꎬ把双边贸易额提高到 １００ 亿美元ꎬ将货币互换

额度从 １００ 亿元人民币增加到 １５０ 亿元ꎬ蒙古国

通过欧亚铁路向欧盟运输的货物量将增加到每年

１ 亿吨ꎬ中国向蒙古国提供的出海口将达到 ８ 个ꎮ
两国元首签署的«中蒙联合声明»强调ꎬ“双方将

继续本着矿产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金融合作

“三位一体ꎬ统筹推进”原则开展全方位互利合

作”③ꎮ 习近平在蒙古国大呼拉尔发表演讲时表

示ꎬ“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

下合作ꎬ对蒙方提出的草原之路倡议持积极和开

放态度ꎮ 双方可以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

的平台加强合作ꎬ共同发展ꎬ共同受益我这次

访问期间ꎬ蒙方长期关心的过境运输、出海口等问

题都得到了妥善解决ꎮ”④

蒙古国确定实施“草原之路”计划ꎬ充分发挥

作为欧亚桥梁的地理优势ꎬ通过运输贸易振兴蒙

古国经济ꎮ “草原之路”战略规划了 ５ 个庞大项

目:连接中国和俄罗斯贯穿蒙古国的 ９９７ 公里高

速公路ꎬ１ １００公里铁路的电气化改造和复线建

设ꎬ高压输电线路和石油、天然气管道ꎬ总投资需

要 ５００ 亿美元ꎮ 蒙古国政府期望该计划的实施能

为本国带来更多投资并带动产业升级ꎬ提升蒙古

国的能源和矿产开采与加工能力ꎮ
自从 ２０１２ 年俄罗斯对外政策开始向东转ꎬ特

别是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制裁ꎬ迫使俄罗斯加强与

亚洲国家的关系ꎮ 俄罗斯在蒙古国的利益具有战

略性意义ꎬ是其对外政策东方部分的重要内容ꎮ
为了加强与蒙古国的关系ꎬ２０１４ 年 ９ 月ꎬ普京对

蒙古国进行了工作访问ꎬ蒙古国总统建议俄罗斯

对经过蒙古国领土的过境运输铁路线进行现代化

改造ꎬ增加运能ꎬ提高速度ꎬ实现苏赫巴托—赛音

山达—扎门乌德(１ １００公里)线路电气化和建设

复线ꎮ 俄罗斯铁路总公司和蒙古国道路和运输部

已经签署了这一合作文件ꎮ 两国政府正在制订发

展和深化合作“路线图”ꎮ 蒙古国希望成为俄罗

斯天然气输送到中国的过境国ꎮ 俄罗斯取消了蒙

古国动物制品的限制ꎮ 近年来ꎬ中俄蒙三国就建

立“生物安全统一标准”问题开展了积极的工作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ꎬ中俄蒙三国铁路部门代表在乌兰

巴托举行第一次会议ꎬ探讨三方铁路跨境运输

合作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ꎬ中俄蒙三国元首在杜尚别实现

首次会晤ꎮ 习近平表示ꎬ“中方提出共建丝绸之

路经济带倡议ꎬ获得俄方和蒙方积极响应ꎮ 可以

把丝绸之路经济带同俄罗斯跨欧亚大铁路、蒙古

—０３—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丝绸之路经济带


①

②

③

④

数据来源:Монгол улсын статистикийн эмхтгэл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２０１０ꎻ ２０１１ꎻ ２０１２ Улаанбаатар ꎻ Ｂａａｔａｒ
Ｔ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ｃａｓｅ / / Олон улсын
монголч эрдэмтдийн Х их хурлын илтгэлууд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１０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Ｍｏｎｇｏｌｉｓｔｓ Ｖｏｌ ＩＩＩ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ｓ Ｅｃｏｎｏ￣
ｍ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Улаанбаатарꎬ２０１２ Ｐ １４５ － １４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投资促进事务局、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编«对外
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蒙古国»(２０１４ 年版)公布数据整理ꎮ
(ｈｔｔｐ: / / ｆｅｃ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ｇｂｚｎ / ｕｐｌｏａｄ / ｙｉｎｄｕ ｐｄｆ)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国关于建立和发展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的联合宣言»ꎬ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２ 日ꎮ

习近平:«守望相助ꎬ共创中蒙关系发展新时代»ꎬ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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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草原之路倡议进行对接ꎬ打造中蒙俄经济走

廊”①ꎮ 为此ꎬ三方领导人决定建立副外长级磋商

机制ꎬ统筹推进三国之间的合作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ꎬ
三国元首在俄罗斯乌法举行第二次会晤ꎬ将制订

三国合作“路线图”和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纲要ꎬ
成立三国跨境联合运输公司ꎮ

３ 中国东北振兴对接俄罗斯远东开发

中俄两国贸易开始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ꎮ 据

俄罗斯海关统计ꎬ双边贸易额从全球经济危机最

严重的 ２００９ 年的 ３８１ ４ 亿美元迅速回升到 ２０１４
年创纪录的 ８８４ 亿美元ꎮ 按照中国海关统计ꎬ
２０１４ 年两国贸易额已经达到了 ９５２ ８ 亿美元②ꎮ
根据两国领导人设定的目标ꎬ２０１５ 年双边贸易额

要达到１ ０００亿美元ꎬ２０２０ 年达到２ ０００亿美元ꎮ
趁着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深入发

展ꎬ需要牢牢把握俄罗斯开发开放西伯利亚和远

东的机遇ꎬ争取实现与中国振兴东北地区战略的

对接ꎮ 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是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苏联援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ꎬ老工业基地的振兴

需要俄罗斯的技术合作ꎬ同时也有助于俄罗斯远

东加工制造业发展ꎻ俄罗斯开发东西伯利亚和远

东也需要中国的投资、技术和劳动力ꎮ 因此ꎬ中国

振兴东北战略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的协同推进

和对接ꎬ必将进一步密切两国毗邻地区的区域经

济合作ꎮ 早在 ２００９ 年中俄两国政府就签署了«中
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联邦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

合作规划纲要»ꎮ ２０１３ 年ꎬ习近平主席访问俄罗

斯期间与普京总统共同签署的«中俄联合声明»
强调ꎬ“充分发挥中俄地方领导人定期会晤的作

用ꎬ加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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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施力度ꎬ扩大地区

合作范围ꎬ提高地方合作效率”③ꎮ 俄罗斯东西伯

利亚和远东开发战略与中国东北振兴战略相互对

接ꎬ将会拓展中俄合作的领域ꎬ促进合作模式的

转型ꎮ
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ꎬ从俄罗斯斯科沃

罗季诺到中国大庆的中俄石油运输管道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竣工ꎬ两国元首出席了第一个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的重大项目的竣工仪式ꎮ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该

管道正式投入运营ꎬ２０ 年内将向中国输送 ３ 亿吨

石油ꎮ 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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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ꎬ同江 － 下

列宁斯科耶大桥建设协定议定书分别在 ２０１１ 和

２０１２ 年得到中国国务院和俄罗斯政府的正式批

准ꎬ２０１４ 年大桥建设正式奠基ꎬ预计 ２０１７ 年竣

工ꎮ 这是跨中俄两国界河黑龙江的第一座铁路大

桥ꎮ ２０１４ 年两国元首签署的«中俄联合声明»中
在加快发展跨境交通基础设施方面还提到ꎬ建设

“黑河 － 布拉戈维申斯克界河桥ꎬ改善中方货物

经俄铁路网络、远东港口及北方航道过境运输条

件”④ꎮ ２０１４ 年中俄两国签署为期 ３０ 年价值

４ ０００亿美元的天然气供应协议ꎬ每年输送 ３８０ 亿

立方米的天然气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中国国务院副总

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出席了跨越黑龙江界河

的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俄罗斯境内“西伯利亚力

量”管道的开工仪式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ꎬ中俄两国就

中国参与俄罗斯莫斯科 － 喀山高铁建设达成协

议ꎬ成为中国高铁第一份海外订单ꎮ 自 ２０１３ 年以

来ꎬ中俄两国已经签署近 １００ 份合作文件ꎬ内容涉

及石油、天然气、煤炭、核能等能源领域ꎬ以及航

空、航天、造船、互联网等高新技术部门和金融、贸
易便利化、交通等基础设施、农业、环境保护、文化

交流等各个方面ꎮ

四　 中俄蒙经济走廊推动
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

　 　 经国务院授权ꎬ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

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发布的«推进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在中俄

蒙经济走廊建设方面指出ꎬ“发挥内蒙古联通俄

蒙的区位优势ꎬ完善黑龙江对俄铁路通道和区域

铁路网ꎬ以及黑龙江、吉林、辽宁与俄远东地区陆

海联运合作ꎬ推进构建北京—莫斯科欧亚高速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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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走廊ꎬ建设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①ꎮ 打造中俄

蒙经济走廊ꎬ首先需要加强国际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ꎬ实现中俄蒙互联互通ꎮ 这里应充分发挥三条

大通道的作用:
一是中国华北京津冀—内蒙古二连浩特 －蒙

古国乌兰巴托—俄罗斯乌兰乌德ꎮ 蒙古国境内

段ꎬ已经规划为“草原之路”并与中、俄两国进行

合作ꎬ进行铁路电气化改造ꎬ修建高速公路ꎬ铺设

石油和天然气管道ꎬ架设高压输电线路ꎮ 俄罗斯

境内也在对西伯利亚大铁路和贝阿大铁路进行现

代化改造ꎮ ２０１４ 年中国境内的二连浩特 － 集宁

段也已开工 ３３０ 公里的扩能改造项目ꎮ
二是俄罗斯赤塔—中国满洲里—哈尔滨—绥

芬河—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ꎮ 这一通道将黑龙

江省与欧洲联系起来ꎬ同时黑龙江省也在太平洋

确立了出海口ꎮ
三是蒙古国乌兰巴托—乔巴山—霍特—中国

阿尔山—白城—长春—珲春—俄罗斯扎鲁比诺

港ꎮ ２００９ 年国务院就批复了«中国图们江区域合

作开发规划纲要———以长吉图为开发开放先导

区»②ꎬ对中、蒙、俄、朝国际合作及这条中俄蒙国

际大通道作出了详细规划ꎮ 根据吉林省政府发布

的«‹关于国务院近期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

策举措›的落实意见»ꎬ吉林省将积极开辟珲春—
俄罗斯扎鲁比诺港—日本新泻、珲春—扎鲁比诺

港 － 韩国釜山陆海联运航线ꎬ加快推进中蒙“两
山”铁路前期工作ꎮ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中国珲春 － 俄罗

斯马哈林诺国际联运铁路列车重启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ꎬ中国吉林珲春—俄罗斯马哈林诺—扎鲁比

诺—韩国釜山国际陆海联运航线开通ꎮ
这三条大通道贯穿京津冀协同发展、环渤海

经济合作ꎬ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高铁与三

大通道实现无缝对接ꎬ进而将东北振兴、俄罗斯远

东及东西伯利亚开发和蒙古国矿业兴国战略紧密

联系起来ꎮ 东北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将

促进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ꎬ小图们江

区域合作将华丽转身为大图们江的区域合作ꎮ 东

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离不开朝鲜、韩国和日本的合

作ꎮ 中韩自由贸易谈判已在 ２０１４ 年年底结束实

质性的谈判ꎬ中日韩自由贸易谈判也在紧张进行

当中ꎮ 这两个自贸区的建设将助推东北亚区域经

济合作进一步提速ꎮ 考虑到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和

远东开发是面向整个亚太地区ꎬ寄希望于日本和

韩国的资金和技术ꎬ计划与亚太经合组织各经济

体韩国、日本、东盟、越南、印度等启动一系列自由

贸易谈判ꎮ 与此同时ꎬ中国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

也面临着技术的升级改造ꎬ也希望与美国、日本、
韩国加强技术合作ꎮ 蒙古国更是将寻求“第三邻

国”作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ꎬ将自己的矿产资源

出口到俄罗斯和中国以外的第三国如日本、韩国

和东南亚其他国家ꎮ 日本和韩国也迫切需要俄罗

斯和蒙古国的能源和矿产原料ꎮ 因此ꎬ有必要吸

引日本和韩国乃至美国和朝鲜加入中俄蒙经济走

廊建设ꎬ共同推进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ꎮ 中韩自

贸区和中日韩自贸区的建设有助于吸引俄罗斯加

入自贸区谈判ꎬ共同将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推向

东北亚自由贸易区ꎮ 与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

版、日本—东盟自贸区、韩国—东盟自贸区以及中

国—澳大利亚自贸区、中国—新西兰自贸区和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ＲＣＥＰ)共同构成 ２０１４ 年

中国举办 ＡＰＥＣ 峰会期间提出的亚太自贸区

(ＦＴＡＡＰ)的基本框架ꎮ
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可以促进欧亚经济一体

化ꎬ建设欧亚共同经济空间ꎬ共同引领欧亚大陆经

济的整合ꎬ从而对世界经济版图产生重要影响ꎬ推
进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形成ꎮ

五　 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的制约因素

尽管如前所述ꎬ中俄蒙三国面临着加强进一

步经济合作的迫切性ꎬ而且三国国家发展战略存

在高度的契合性ꎬ也都有加强合作的意愿ꎬ但是ꎬ
三方以及东北亚地区存在一系列制约中俄蒙经济

走廊建设的因素ꎬ需要引起各方高度重视ꎬ努力化

解制约因素和困难、风险ꎬ将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

成为推进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康庄大道ꎮ
首先ꎬ“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沟通ꎬ设施联

通ꎬ贸易畅通ꎬ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的内容中ꎬ
“民心相通”是基础ꎮ 中蒙俄之间合作的主要障

碍就是相互之间缺乏信任ꎮ 俄罗斯本能地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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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中心主义”和亲欧情结ꎬ在西方制裁背景下

与中国加强合作ꎬ也不会忘记对中国形成依赖的

担心ꎬ更不会忘记对中国向西伯利亚和远东扩张

的担心ꎬ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对其主导的欧亚经

济联盟形成冲击的担心ꎮ 蒙古国更是充满了对中

俄两国的不信任ꎬ积极寻求所谓的“第三邻国”ꎮ
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也念念不忘沙俄侵略中国的

历史和对沙俄扩张成性的批评ꎮ 此外ꎬ中国的迅

速崛起必然引起包括俄罗斯和蒙古国在内的周边

国家的恐惧和不安ꎬ甚至美国对中国的遏制ꎮ
第二ꎬ东北亚地区存在反法西斯战争的一系

列历史遗留问题ꎮ 由于俄日之间关于南千岛群岛

(日称“北方四岛”)领土争端ꎬ至今没有签署和平

协议ꎮ 朝鲜半岛上朝、韩仍然处于尖锐的军事对

峙状态ꎮ 日韩之间也存在着对马、独(竹)岛等领

土争议ꎮ 由于钓鱼岛和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以及日

本当局否认或美化侵略历史问题ꎬ中日关系趋于

恶化ꎮ 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艰

难启动的ꎬ而且进展缓慢ꎮ
第三ꎬ美国以美日韩同盟为推手实施旨在遏

制中国的亚太战略再平衡ꎮ 随着中国的强势崛

起ꎬ美国全球霸权的地位受到挑战和威胁ꎮ 美国

在 ２０１１ 年开始其所谓的“亚太战略再平衡”ꎬ通
过构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ＴＰＰ)ꎬ强化日美同盟ꎬ
扩大西太平洋武力部署ꎬ挑起日中和南海岛屿主

权争端ꎬ加剧地区紧张局势ꎬ试图遏制中国的

崛起ꎮ
第四ꎬ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差距大ꎬ经济

体制各不相同ꎮ 据世界银行资料ꎬ２０１３ 年中国经

济规模达 ９ ２４ 万亿美元ꎬ占世界第二位ꎬ但人均

ＧＤＰ 仅为６ ８０７美元ꎻ日本 ４ ９２ 万亿美元ꎬ仅为中

国的一半ꎬ但人均高达３８ ６３３美元ꎻ俄罗斯 ２ １０
万亿美元ꎬ人均１４ ６１２美元ꎻ韩国 １ ３１ 万亿美元ꎬ
人均２５ ９７７美元ꎻ蒙古国只有 １１５ ２ 亿美元ꎬ人均

４ ０５６美元①ꎻ朝鲜没有确切的数据ꎬ但在亚洲基本

属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之类最为贫困的国家ꎮ 如

此悬殊的经济规模和不同的发展阶段ꎬ导致各国

经济政策、产业结构政策不能相互衔接ꎮ
第五ꎬ中俄蒙三国政治、经济、人文合作与交

流发展不平衡ꎬ归根结底取决于三国宗教基础、国
家认同、历史认同与文化认同的结构性差异认知ꎬ
进而形成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制度ꎬ缺乏共同价值

观ꎬ进而缺乏合作的社会基础ꎮ
第六ꎬ随着中俄蒙三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

提高ꎬ必须创新贸易方式ꎮ 苏联解体二十多年来ꎬ
中俄蒙贸易“原材料换制成品”的贸易模式并没

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ꎮ 因此需要加大投资力度ꎬ
发展加工制造业ꎬ以投资带动贸易ꎬ发展产业内

贸易ꎮ
第七ꎬ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不可避免地遭遇

来自日、韩的竞争ꎮ ２０１２ 年远东和后贝加尔地区

实现进出口总额 ３８３ 亿美元ꎬ其中与中国贸易占

２９％ ꎬ与韩国贸易占 ２７％ ꎬ与日本贸易占 ２２％ ꎮ
２０１３ 年俄罗斯远东和滨海边疆区与中国的贸易

达到 １２０ 亿美元ꎬ吸收中国投资５ ０００万美元ꎻ与
韩国贸易额为 ５０ 亿美元ꎬ来自韩国的投资２ ２２０
万美元②ꎮ 中、日、韩在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经贸

合作中呈现三分天下的局面ꎬ中国在数量上占据

了优势ꎮ 但是ꎬ在向俄罗斯远东地区出口的商品

结构中ꎬ中国以低附加值消费品为主ꎬ而日、韩则

以高附加值的投资品为主ꎬ且具有技术方面的优

势ꎮ 这是中国方面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ꎮ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

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研究” (１４ＡＧＪ００６)阶

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张红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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