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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俄 “长江—伏尔加河” 地区经贸与人文合作是中俄非毗邻

地区合作的新模式ꎮ 在中俄两国政府的推动下ꎬ 中国长江中上游地区与俄罗斯伏

尔加河联邦区在经贸与人文领域的合作不断向前推进ꎬ 取得了初步的成效ꎮ 但

是ꎬ 这一中俄非毗邻地区合作的新模式也面临诸多挑战ꎬ 突出表现在经贸合作落

后于人文合作ꎬ 投资合作落后于贸易合作ꎬ 尤其是双方大型企业的投资几乎空

白ꎬ 表现出极大的投资困境ꎮ 从俄方来看ꎬ 伏尔加河联邦区面临着投资饥渴ꎬ 但

投资环境不佳ꎻ 从中方来看ꎬ 长江中上游地区大型企业有投资需求ꎬ 但表现出较

大的投资恐惧ꎮ 如何走出投资困境ꎬ 实现投资恐惧与投资饥渴的对接是中俄 “两

河合作” 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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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两河流域 (长江中上游与伏尔加河流域) 经济与人文合作是中俄两国

战略层面上非毗邻地区合作的新模式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ꎬ «中俄总理第十八次

定期会晤联合公报» 提出ꎬ 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中上游地区和俄罗斯联邦伏

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合作机制ꎬ 支持进一步深化两地区经贸、 投资和人文领域互利

合作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ꎬ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 «俄罗斯报» 发表署名文

章 «让中俄友好合作之路越走越宽»ꎬ 文章强调中俄两国建立了 “长江中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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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加河流域” 合作机制ꎬ 这是两国母亲河的历史性牵手①ꎮ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５ 日ꎬ
中俄两国元首签署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联合声明» 指出ꎬ 拓展和

深化地方合作ꎬ 积极运用 “长江—伏尔加河” 模式的经验ꎬ 完善合作模式和机

制ꎬ 以推动重点项目ꎬ 培育新的合作增长点②ꎮ 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９ 年是中俄地方合作交

流年ꎬ 如何在欧亚全面伙伴关系背景下进一步推进中俄两国地区合作新模式ꎬ 尤

其是在长江中上游及伏尔加河流域这样的非毗邻地区推进合作ꎬ 是中俄两国面临

的共同课题ꎮ

一　 中俄 “长江—伏尔加河” 非毗邻合作的现状及问题

中国长江中上游地区和俄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都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 科技

水平和丰富的人文底蕴ꎮ 本着优势互补、 互利共赢的原则ꎬ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ꎬ 为推动

中国长江中上游地区和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经贸与人文合作ꎬ 中俄 “长江

—伏尔加河” 地区合作机制正式启动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和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ꎬ 双方分别在

萨马拉和成都举行两地区地方领导人第三次、 第四次座谈会ꎮ ２０１６ 年年初ꎬ 为

扩大和深化两地区合作ꎬ 双方在原有两地区地方领导人座谈会机制基础上成立中

国长江中上游地区和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地方合作理事会ꎬ 标志着中俄

“长江—伏尔加河” 地区合作再上新台阶ꎬ 步入一个机制化的稳定发展阶段ꎮ
从目前来看ꎬ 在中俄两河合作框架中ꎬ 人文合作优于经贸合作ꎮ 在两国中央

及地方政府的推动下ꎬ 人文合作有效推进ꎬ 人员交流、 教育与学位合作、 旅游与

文化交流等日益活跃ꎬ 极大地推进了长江中上游地区与伏尔加河联邦区的相互认

知与了解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 相互之间的认识与了解不断加深ꎬ 双方合作的意愿与

共识不断加强ꎬ 相互合作的适应力与能力在不断提升ꎮ
在 “长江—伏尔加河” 机制推动下ꎬ ２０１５ 年以来ꎬ 中国长江中上游六省市

与俄罗斯经济合作发展迅速ꎬ 双方进出口贸易额增长幅度高于同一时期与欧美国

家贸易额ꎮ 以湖北省为例ꎬ ２０１６ 年湖北省与俄罗斯进出口贸易额达到 ５３ ６ 亿元ꎬ
增长 １６ ６％ ꎬ 同一时期与美国贸易总值为 ２８０ ９ 亿元ꎬ 增长 ６ ５％ ꎬ 与欧盟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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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与伏尔加河历史性牵手»ꎬ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４ － １０ / １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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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联合声明»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６ － ０６ / ２６ / ｃ ＿
１１１９１１１９０８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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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值为 ３６８ ８ 亿元ꎬ 下降 ４ ２％ ①ꎮ
但是ꎬ 中俄 “长江—伏尔加” 合作的落实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ꎬ 突出

表现在: 第一ꎬ 长江中上游地区与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经贸合作水平仍然

较低ꎮ 两区域间经贸合作水平仍然滞后于中俄经贸合作整体水平ꎬ 表现为双方经

贸额偏低、 规模有限ꎬ 经济合作形式仍然以传统贸易为主ꎮ 根据长江中上游六省

市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ꎬ ２０１５ 年长江中上游六省市对俄进口额总计约 ３５ 亿美元ꎬ
仅占全国对俄双边贸易额的 ５％ ꎬ 并且主要集中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周边地区ꎮ
在 “长江—伏尔加” 合作机制推动下ꎬ 长江中上游六省市对俄进出口总额 ２０１７
年超过 ６０ 亿美元②ꎮ 但是ꎬ 相对于 ２０１７ 年中俄进出口贸易总额 ８４０ 亿美元的规

模而言ꎬ 长江中上游地区所占比例仍然较低ꎮ
第二ꎬ 中俄 “长江—伏尔加机制” 下的经贸合作项目落实情况差ꎮ 目前中

俄两国已建立两个区域之间的合作工作组机制ꎬ 截止到 ２０１８ 年先后举办了四次

地方领导人座谈会ꎬ 期间均举行经贸洽谈会并签署大量投资意向ꎮ 但是ꎬ 大部分

项目并没有真正落实或者已在俄投资项目有撤回的意愿ꎮ “长江—伏尔加机制”
沿线地方政府间开展经贸合作意愿也很强烈ꎬ 多次组织展会和洽谈会推介有意愿

的合作项目ꎬ 但是中方企业对俄投资贸易积极性不足ꎬ 对俄罗斯市场既缺乏了

解ꎬ 又很少进行充分的前期调查ꎮ
自 ２０１３ 年 “长江—伏尔加” 机制建立以来ꎬ 中国长江中上游地区和俄罗斯

伏尔加河联邦区之间的经贸合作发展迅速ꎬ 但是地区合作水平仍然低于中俄经贸

合作整体水平ꎬ 其主要的原因在于:
第一ꎬ 俄罗斯宏观经济形势不稳定对于中俄地方合作造成一定程度负面影

响ꎮ ２０１４ 年起俄罗斯受西方国家经济制裁和国际能源价格下跌、 国内经济改革

举步维艰等多重因素的影响ꎬ 俄罗斯经济陷入严重危机之中ꎬ 卢布汇率短时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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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湖北省外贸进出口值下降 ８ ３％ ２０１７ 年有望企稳回升»ꎬ ｈｔｔｐ: / / ｗｕｈａｎ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ｇｏｖ ｃ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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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外贸进出口值突破 ４６００ 亿元增速创 “入世” 以来新高»ꎬ ｈｔｔｐ: / /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ｇｏｖ ｃｎ / ｃｈｅｎｇｄｕ ＿
ｃｕｓｔｏｍｓ / ５１９４０５ / ５１９４１ ０ / ５１９４１２ / １７２４１５１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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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下降基本抵消中俄经贸项目可能的盈利ꎮ 俄罗斯经济前景不明朗、 投资环

境较差、 卢布汇率不稳定导致中国企业担忧在俄罗斯投资的前景ꎮ 受 ２０１４ 年俄

罗斯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ꎬ 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的支撑产业汽车制造业 (主要集

中在鞑靼斯坦、 萨马拉州等地) 遭遇到困难ꎬ 鞑靼斯坦等传统产油联邦主体受到

西伯利亚地区新的产油联邦主体竞争 (汉特—曼西斯克)ꎮ 经济形势的恶化加剧

了部分联邦主体和城市的财政赤字问题ꎬ 即便外资有意愿设立联合投资项目ꎬ 俄

罗斯联邦主体自身财政状况也会限制了其参与的能力①ꎮ
第二ꎬ 中国长江流域和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缺乏合作传统ꎬ 地区交往

的基础比较薄弱ꎮ 长江中上游和俄罗斯伏尔加河联邦区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两国内

陆腹地ꎬ 位置相对封闭ꎬ 两个地区之间没有紧密联系和交往的历史ꎮ 最突出的问

题是两区域间相互缺乏了解ꎬ 信息交流不畅ꎬ 两国企业间存在因为缺乏了解而产

生不信任的现象ꎮ 此外ꎬ 俄罗斯大企业也没有做好外资进入联邦区的准备ꎬ 俄罗

斯大企业和金融系统对于联邦区内高科技产业长期发展计划参与程度不足ꎮ 联邦

区部分行政领导对基础设施项目的认知存在惯性思维ꎬ 没有促成各类投资项目之

间良性互动的思想ꎬ 更没有将投资项目与地区长期发展规划联系在一起ꎬ 影响地

区投资吸引力ꎮ 俄罗斯金融系统对于伏尔加河联邦区内周期较长的投资项目和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缺乏兴趣ꎬ 不利的融资环境削弱了该联邦区对国外投资的吸

引力ꎮ
第三ꎬ “长江—伏尔加” 机制在地区层面上缺少有效的协调机制ꎬ 各省或联

邦主体之间的项目规划呈现出碎片化特点ꎮ 长江中上游各省工业基础形成于三线

建设时期ꎬ 工业趋同度高ꎬ 信息技术、 电子科技、 汽车制造在多个省均有基础ꎬ
各省在对外合作时存在竞争关系ꎬ 容易出现项目重复上马或者恶性竞争的不利局

面ꎬ 因而需要一个能够协调长江中上游六省市的机制ꎮ 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同样

存在缺乏有效的协调与沟通的问题ꎮ 伏尔加河联邦区 １４ 个联邦主体工业结构也

存在趋同问题ꎬ 多为由国防工业体系转型的民用工业ꎬ 因此伏尔加河联邦区各联

邦主体提出的合作意向也存在重复的问题ꎬ 特别是核心城市缺乏细化的社会经济

发展计划和招商引资方案ꎮ 联邦区、 联邦主体、 城市之间的社会经济发展思路方

面存在一些差异ꎬ 经常存在利害冲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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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俄〕 Ｃ 比留科夫: «俄罗斯伏尔加联邦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与前景»ꎬ 载 «俄罗斯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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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ꎬ 尽管中俄两国政府多次将 “长江—伏尔加” 地区合作列入两国元首

会晤的政治宣言中ꎬ 但是这一机制并未获得明确的政策支持ꎬ 尤其是财政与税收

方面的支持ꎮ 中俄两国政府没有制定专门的、 有利于 “长江—伏尔加” 合作的

税收优惠措施和商务便利化方案ꎮ 长江中上游六省市均处于全面推进 “一带一

路” 部署的重点区域中ꎬ 但是相对于沿海地带和沿边地区ꎬ 处于内陆的长江中上

游六省市在引导企业开展对外经济合作方面仍然缺乏明确的政策引导ꎮ 同样ꎬ 俄

罗斯方面对于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的招商引资也缺乏配套优惠措施ꎬ 中国企业的

投资主要流向莫斯科周边地区和俄罗斯近年来着力开发的远东西伯利亚地区ꎮ
总的来看ꎬ 近年来中国长江中上游六省市和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合作

框架下的地方经贸、 人文合作呈现出一个较好的发展趋势ꎮ “长江—伏尔加” 机

制属于两国战略层面上的合作ꎬ 两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积极推动有利于两区域合

作的推进ꎮ 但是ꎬ 由于种种原因ꎬ 经贸合作远远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ꎬ 尤其是投

资领域的合作仍处在空白点ꎬ 大型投资项目仅仅停留在协议签署层面ꎬ 没有实质

性进展ꎬ 投资困境严重制约两个地区之间合作向着更深程度推进ꎮ

二　 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 投资饥渴

俄罗斯伏尔加河联邦区下辖 １４ 个联邦主体ꎬ 经济与社会发展基础较好ꎮ 俄

罗斯联邦政府确立的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 ２０２０ 年目标是区域生产总值占全国第

一ꎬ 人均收入增长率全国领先ꎮ 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经济发展潜力巨大ꎬ 经济比

较发达ꎬ 仅次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ꎬ 尤其是鞑靼斯坦共和国社会安定ꎬ 民族关系

和谐ꎬ 经济发达ꎬ 工农业全国领先ꎮ 这一地区与俄其他地区一样ꎬ 工资水平低ꎬ
劳动力成本低ꎬ 但工作质量和劳动力素质高ꎬ 劳动力经过短期培训ꎬ 就能从零起

点成长为熟练工人①ꎮ 总的来看ꎬ 该地区主要优势在于:
第一ꎬ 有利的地理位置和巨大的物流潜力使得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天然拥有

充当亚太国家和欧亚国家交通桥梁的功能ꎮ 从地理上看ꎬ 伏尔加河联邦区有着有

利的地理条件———位于连接西伯利亚、 远东和东亚国家与俄罗斯欧洲部分和欧洲

国家的十字路口ꎮ 伏尔加河联邦区现有 １９８ 座城市ꎬ 这些城市由发达的交通通信

系统连接ꎮ 伏尔加河联邦区拥有较为发达的水路交通系统以及铁路和公路网ꎬ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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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调研组在中国驻喀山总领馆的访谈ꎬ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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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运输货物和乘客ꎬ 喀山、 乌法、 下诺夫哥罗德、 萨拉托夫、 乌里扬诺夫斯克

等城市铁路干线、 公路以及水运线路相互交叉ꎮ 俄罗斯联邦政府集中力量推动建

立喀山交通枢纽ꎬ 利用鞑靼斯坦共和国的地理优势ꎬ 将其建成为欧亚和东西方之

间航空、 铁路、 公路、 水路运输结点ꎮ
第二ꎬ 尽管俄罗斯部分地区 (乌德穆尔特、 基洛夫州、 摩尔达维亚共和国)

正在经历去工业化过程ꎬ 但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工业实力仍然雄厚ꎬ 在俄罗斯工

业生产总值中占到 ２３ ９％ ꎮ 伏尔加沿岸联邦区在能源产业、 农业、 食品工业领域

潜力较大ꎮ 目前化工和石化、 林业和采矿业等行业发展较快ꎮ 汽车制造、 配件生

产曾经十分发达ꎬ 近些年有所衰退ꎬ 不过在经济有所恢复的条件下ꎬ 该产业可以

较快恢复并发展ꎮ 伏尔加河联邦区资源储量非常丰富ꎮ 联邦区内有大片未开发的

原始森林和阔叶林带ꎬ 也有大面积的草原ꎮ 这里的主要矿产资源有石油 (占俄罗

斯储量的 １３％ )、 天然气 (占 ２％ )、 磷酸盐 (占 ６０％ )、 锌 (占 １９％ )、 铜 (占
１６％ )、 银 (占 １４％ )、 金 (占 ７％ )①ꎮ 伏尔加河联邦区正在积极开发矿产资源ꎬ
但是进一步扩大开发需要大规模投资ꎬ 特别是境外投资ꎮ

第三ꎬ 伏尔加联邦区长期稳定发展的关键是科技基础ꎮ 俄罗斯科学院在喀

山、 下诺夫哥罗德、 萨马拉、 萨拉托夫都设有研究中心ꎬ 这些机构在基础研究和

应用技术研究方面实力雄厚ꎮ 除了发展科学城ꎬ 也需要向高科技产业投入大量资

本ꎮ 尽管新世纪以来大批高素质的专业人才离开伏尔加河联邦区流向俄罗斯中心

城市ꎬ 但该地区的人才储备还是可以保障本地区的企业获得足够的工程人才和经

济专家ꎮ 此外ꎬ 伏尔加联邦区劳动力素质较高ꎬ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外资大规

模投资联邦区的需求ꎮ
第四ꎬ 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层级和联邦主体都拥有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

经验ꎮ 早在 ２００５ 年前后ꎬ 联邦主体曾讨论过 ２０２０ 年前后联邦区发展战略规划ꎬ
每一个联邦主体都制定了为期十年的长期发展方案、 为期五年的中期发展规划以

及年度计划ꎮ 同时ꎬ 所有这些计划要求定期调整并根据俄罗斯当前不利的社会经

济条件进一步细化ꎮ 最近 ２０ 年ꎬ 高科技产业将成为增长最快的领域ꎬ 其依仗的

是地区科技和教育综合实力、 人才储备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ꎬ 因而长江流域地区

对伏尔加联邦区的投资可以集中于信息技术、 生物技术产业、 电力设备和仪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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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产业、 油气领域、 森林工业综合体和农业等高科技、 高附加值产业ꎮ
尽管伏尔加联邦区有着经较好的济社会发展条件ꎬ 但是ꎬ 与 ２００８ 年经济危

机后整个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所遭遇的经济滑坡一样ꎬ 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的发

展也面临种种不利条件ꎮ 从政治方面看ꎬ 伏尔加联邦区 １４ 个联邦主体之间存在

着对政治影响力、 社会经济特权的竞争ꎬ 在经济利益方面存在意见分歧ꎮ 一些地

区有着特殊的地位ꎬ 特别是鞑靼斯坦共和国和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ꎬ 它们有很

大的特权ꎮ 这些地区的精英野心大ꎬ 试图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内强力控制其所属的

资源ꎮ 部分联邦主体ꎬ 如鞑靼斯坦共和国ꎬ 其权力精英的本民族认同感深ꎬ 外来

投资者很难进入ꎮ
从经济方面看ꎬ 在伏尔加联邦区内部ꎬ 不同联邦主体的经济发展战略不同ꎬ

各联邦主体之间的差距日益加大ꎬ 特别是在工业发达地区 (鞑靼斯坦、 巴什科尔

托斯坦、 萨马拉、 彼尔姆) 和农业主导地区 (奥伦堡、 萨拉托夫) 之间ꎮ 大部

分居民生活水平低ꎬ 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中小城市ꎮ 除了地区中心城市和几个特

大城市之外ꎬ 几乎所有地区都是如此ꎬ 直接降低了伏尔加联邦区的消费需求和消

费市场的容量ꎮ 联邦区内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的发展存在局限ꎬ 缺少长期投资的

来源ꎮ 即便是伏尔加联邦区富裕的地区ꎬ 也缺少资源来更新交通基础设施ꎮ 一个

更加直接的问题就是物流不畅ꎮ 伏尔加联邦区州与州之间没有高速公路ꎬ 不能

(或者频率极低) 直接通航ꎬ 需要到莫斯科中转ꎮ 公路、 铁路、 航空都在吃老

本ꎬ 更新程度差ꎮ 快递运输方面ꎬ 价格高ꎬ 速度慢ꎮ 人口外流严重ꎬ 劳动力市场

不平衡ꎮ 人口主要外流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市ꎬ 以及到临近的工业发达的乌拉尔

联邦区ꎮ
在所有问题当中ꎬ 除了鞑靼斯坦共和国外ꎬ 伏尔加联邦区面临最根本的问题

就是投资不足ꎬ 从而造成制造业生产下降ꎬ 直接导致其经济发展速度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ꎮ 这样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增长的内部动力不足ꎬ 表现为投资需求强

烈、 但现实投资不足的 “投资饥渴” 现象ꎮ ２０１６ 年ꎬ 俄罗斯各地区投资继续下

降的地区有 ４７ 个ꎬ 伏尔加联邦区的大部分地区ꎬ 由于投资环境差、 吸引投资能

力有限ꎬ 都在经历着 “投资饥渴”①ꎮ
伏尔加联邦区投资饥渴局面的形成与整个俄罗斯的地区形势密切相关ꎮ 当

前ꎬ 俄罗斯地区社会经济状况仍然复杂ꎬ 表现为: 在地方层面ꎬ 俄罗斯联邦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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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联邦主体萧条和衰退ꎬ 缺乏地区内经济增长点ꎬ 预算赤字不断增加ꎬ 投资不

足ꎬ 阻碍社会经济发展ꎮ 在中央层面ꎬ 联邦中央预算资金明显不足ꎬ 援助地方意

愿不足ꎮ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之后ꎬ 俄罗斯联邦地区发展部的调研显示了俄罗斯地

区社会经济状况的一些值得关注的特点ꎮ 首先ꎬ 经济危机导致地区预算收入开始

大幅度下降ꎮ 根据地区发展部官方统计数据ꎬ 受到经济危机打击最严重的 １７ 个

地区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ꎬ 投资积极性遭到抑制ꎮ 在这样的情况下ꎬ 政府开始通

过补贴和贷款积极援助联邦主体ꎮ 预算援助能够帮助地区生存ꎬ 但是远不足以助

其恢复经济ꎮ 事实上ꎬ 一半以上的地区存在债务问题ꎬ 并且不清楚何时能够清偿

债务ꎮ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 在国内经济压力刺激下ꎬ 俄罗斯以进口替代战略为指导加

快国内经济结构调整ꎬ 地方预算赤字规模有所缩小ꎮ ２０１７ 年俄罗斯地方预算赤

字总额达 ３６５ 亿卢布ꎬ 但是相对于 ２００９ 年ꎬ 预算赤字的地区数量增加到 ６０ 个①ꎮ
２０１７ 年俄罗斯地方国债规模下降了 １ ６％ ꎬ 但是ꎬ 在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地方国债规

模仍然达到 ２ ３１５ 万亿卢布②ꎮ
经过经济危机几个阶段的冲击之后ꎬ 俄罗斯各地区有意从邻国吸引投资来恢

复和发展经济ꎮ 但从伏尔加联邦区来看ꎬ 客观存在着一些不利于改善投资环境的

问题: (１) 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部分行政官员、 商人以及当地居民对于外国投

资重要性认识不足ꎮ 对于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来说ꎬ 在联邦主体层面和城市层面

存在非制度性的行政障碍ꎬ 削弱该联邦区对于国外资本的吸引力ꎮ (２) 伏尔加

联邦区内部分联邦主体在经贸政策上存在着较强的贸易保护政策ꎬ 明显不利于吸

引境外投资ꎮ (３) 在联邦区内缺乏推动境外投资项目落地的制度ꎬ 政府招商意

识缺位ꎬ 也不利于吸引外资ꎮ 地方领导人在联邦层面游说时首先争取的是个人的

地位ꎬ 而没有有针对性的研究和落实吸引国内外投资实现社会经济发展长期

计划ꎮ

三　 中国长江中上游地区: 投资恐惧

长江中上游六省市所在的中西部地区是近年来国内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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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ꎬ ２０１７ 年重庆、 江西进入国内 ＧＤＰ 增速前五名ꎬ 安徽、 四川、 湖南进入国内

ＧＤＰ 增速前十名ꎮ 伴随着各省市经济体量增加ꎬ 长江中上游地区对外投资能力也

在增强ꎮ ２０１６ 年长江中上游六省市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流量分别为: 四川省

１４ １２ 亿美元ꎬ 重庆市 １８ １４ 亿美元ꎬ 湖北省 １３ １９ 亿美元ꎬ 湖南省 ２０ ９６ 亿美

元ꎬ 安徽省 １０ ３１ 亿美元ꎬ 江西省 ９ ６９ 亿美元ꎬ 相对于 ２０１５ 年ꎬ 增速超过

５８％ ꎬ 高于全国平均增速 (４９ ８％ )①ꎮ 但是ꎬ 在长江—伏尔加河合作机制下ꎬ
中方企业ꎬ 尤其是大企业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对俄投资恐惧ꎮ

从 ２０１３ 年中俄两河地区合作启动以来ꎬ 中俄两国无论在政府还是在企业层

面都开展非常频繁的互动与交流ꎬ 两国企业间也签署了众多的经贸合作与投资协

议ꎬ 初步展示了良好的合作意愿ꎮ 俄方提出要制定优先合作项目清单ꎬ 挑选一些

作为两地区合作优先实施示范项目ꎬ 欢迎东风汽车公司、 三一重工、 中联重科、
远大住工等中方企业赴俄投资设厂ꎬ 开展互利合作ꎻ 推动俄下诺夫哥罗德州与中

方北汽福田公司合作ꎬ 在俄建设年产 １５ 万辆汽车制造厂ꎬ 希望中方协调企业确

定项目ꎬ 开展方案设计和建设动工ꎻ 推动俄下诺夫哥罗德州与中方长城汽车公司

合作ꎬ 在俄建设年产 ２０ 万辆汽车制造厂ꎬ 预计投资 ３ ５ 亿美元ꎻ 推动巴什科尔

托斯坦乌拉尔车厢制造厂与中方企业合作生产重型钻井设备项目ꎻ 开展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合作ꎬ ２０１８ 年伏尔加联邦区有 ４ 个城市承办足球世界杯赛事ꎬ 欢迎中方

企业参与建设体育场馆、 酒店以及基础设施等ꎻ 俄罗斯正在建设欧亚陆路 (公
路) 大通道ꎬ 全长 ８ ０００ 多公里ꎬ 其中有 ２ ０００ ~ ２ ５００ 多公里位于伏尔加河沿岸

联邦区内ꎬ 途经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 奥伦堡州、 鞑靼斯坦共和国ꎬ 并经哈萨

克斯坦与中国西部边界连接ꎬ 已经开始实施设计方案ꎬ 欢迎中方企业参与工程建

设ꎬ 也可以投资和开展融资活动ꎮ
中俄双方实际洽谈并签署的一些较大的合作协议主要有: ２０１６ 年ꎬ 安徽省

海螺集团与俄罗斯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发展集团公司合作ꎬ 总投资 ５ 亿美元的水泥

熟料生产线项目正式签约落户乌里扬诺夫斯克市ꎬ 标志着安徽省与俄罗斯伏尔加

流域合作的第一个项目取得实质性进展ꎮ 该项目为中俄两河合作重点项目ꎬ 海螺

水泥股份公司和乌州发展集团将成立合资公司ꎬ 建设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和

配套燃气电站等项目ꎬ 同步配套规划伏尔加河沿岸码头ꎬ 中俄双方各占合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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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和 ２５％的股权ꎮ ２０１５ 年ꎬ 江西直方数控动力有限公司在俄罗斯国家农业龙

头企业巴什基尔农业技术公司的参与下ꎬ 在巴什基尔进行农用拖拉机组装工作ꎬ
投资项目总额约为 ２００ 亿卢布ꎮ 直方数控公司还与俄罗斯巴什基尔养蜂和蜂毒疗

法科研中心签订了框架协议ꎬ 计划在该地区设立的畜牧、 育种、 乳制品及蜂蜜等

产业领域吸引中国企业进行投资ꎬ 投资金额约 ５ ０００ 万美元ꎮ 湖南省湘拖集团与

鞑靼斯坦共和国 “农业服务” 联合体合作签署湖南省首个中俄 “两河合作” 项

目———潇湘农机产业园 (喀山)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四川省铁投集团入驻楚瓦什ꎬ 四川农

业合作园区项目正式签约ꎬ 项目涉及土地 ５ 万公顷ꎬ 估算投资 ７０ 亿元人民币ꎬ
这是四川铁投在俄罗斯的第一个投资合作项目ꎮ ２０１３ 年ꎬ 四川西林集团与楚瓦

什共和国发展集团共同签订了 «楚瓦什四川农业合作园区项目合作协议»ꎬ 总投

资 １６ 亿元ꎬ 系中俄首个农业合作园ꎮ 除上述签署的较大的合作项目协议外ꎬ 长

江中上游各省市一些中小企业也参与中俄两河合作的进程ꎬ 如设立筷子厂、 面粉

厂、 水泥厂、 汽车销售、 钻机生产企业等ꎮ
尽管在长江—伏尔加河合作框架下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ꎬ 但是总的来看ꎬ

中俄两河经贸合作成效不明显ꎬ 突出表现在: 第一ꎬ 签署的项目多ꎬ 落实的项目

少ꎬ 落地项目仅占 ５％ ~１０％ ꎮ 第二ꎬ 中方大企业动力不够ꎬ 在俄大企业普遍不

盈利ꎬ 存在较大的投资恐惧ꎮ 中俄经贸合作盈利的都是小企业ꎬ 而不是大企业ꎮ
第三ꎬ 中小企业有较大的投机性ꎬ 受汇率影响ꎬ 赚到钱就汇回来ꎬ 难以扎根ꎮ 而

且ꎬ 中小企业的困难是难以从银行获得贷款ꎮ 第四ꎬ 以传统的货物贸易为主ꎬ 缺

乏投资合作ꎮ 投资时限长ꎬ 风险大ꎬ 相比白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ꎬ 在俄罗斯投资

成本高ꎮ 中方大型企业ꎬ 比如湖南的中联重科把生产基地放在白俄罗斯ꎬ 销售市

场在俄罗斯ꎬ 表现出明显的对俄投资恐惧ꎮ
中方大型企业对俄投资恐惧的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ꎬ 相互认知、 思维方式与

企业文化存在差异ꎮ 长江、 伏尔加河两个区域是中俄合作的空白点ꎬ 长期缺乏往

来ꎬ 互不了解ꎮ 喀山鞑靼斯坦共和国贸易与工业商会负责人亚瑟尼古拉耶夫认

为ꎬ 对鞑靼斯坦乃至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而言ꎬ 重要的市场与对外合作伙伴是里

海沿岸国家ꎬ 如哈萨克斯坦、 伊朗等ꎬ 还有土耳其、 意大利、 德国等ꎮ 对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份在中国上海举行的国际进口博览会ꎬ 鞑靼斯坦方面没有做什么准备ꎮ
他们认为这与广交会没有什么区别ꎮ 而且ꎬ 俄罗斯可以用于出口的产品很有限ꎮ
中国的市场过于庞大ꎬ 不知如何入手ꎬ 俄罗斯只需要一个小小的市场即可ꎬ 或者

只需要在中国大市场上有一个小小的份额即可ꎬ 没有面向整个中国市场的想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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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①ꎮ 此外ꎬ 中方企业普遍反映难以适应俄罗斯方面的思维方式、 工作方式ꎬ
认为俄方变化太快ꎬ 难以琢磨②ꎮ 重庆的中欧班列———渝新欧方面是 ７ 天∗２４ 小

时工作ꎬ 确保随时能够联系上ꎬ 但俄方在非工作时间根本找不到人③ꎮ 第二ꎬ 法

律法规和市场发育程度等存在差异ꎬ 汇率、 海关与银行系统方面也存在问题ꎮ 在

俄罗斯ꎬ 如果银行破产ꎬ 企业可一夜陷入困境ꎬ 风险较大ꎮ 尽管俄罗斯平均税率

不高ꎬ 但税务硬约束较严格ꎬ 而且规定得比较死ꎬ 中方企业避税难度较大ꎮ 为了

规避风险ꎬ 在俄中国企业习惯于尽快将在俄罗斯所获收益转回国内ꎬ 企业难以在

俄罗斯扎根④ꎮ
中方大型企业对俄投资恐惧还因为缺少示范性支柱企业的带动ꎬ 而且ꎬ 部分

不成功的案例也影响其他企业的投资热情ꎮ 安徽海螺集团 (生产水泥) 在乌里

扬诺夫斯克的项目是中俄两河合作 １８ 个重点项目之一ꎬ 俄地方政府非常支持这

一项目ꎬ 但是项目实施难度很大ꎮ 当地居民担心环境问题ꎬ 联合起来进行抗议ꎬ
海螺集团被迫改变原初的选址ꎬ 因而导致一系列新的难题: 水、 电、 道路都要重

新建设ꎮ 此外ꎬ 当地已有俄罗斯的一家水泥厂ꎬ 二者是同质竞争关系ꎬ 给安徽海

螺集团带来了非常大的阻扰ꎮ 这一项目的受阻无疑带来了诸多负面效应ꎬ 使很多

企业对于在伏尔加联邦区的投资望而止步ꎮ

四　 走出投资困境

中俄两河合作有着非常明显的优势ꎬ 如政治优势、 地理优势、 资源优势等ꎮ
尤其是从政治上看ꎬ 中俄两国高层都非常重视ꎬ 将长江与伏尔加河地区合作上升

为国家战略ꎬ 地区层面上的政府部门也积极推动ꎬ 长江中上游各省市与俄罗斯伏

尔加河沿岸联邦区的政治经济与人文互动日益频繁ꎮ 但是ꎬ 中俄两河合作也存在

诸多制约因素ꎬ 尤其是投资合作远远跟不上实际需要ꎬ 俄方有投资需求ꎬ 中方有

投资恐惧ꎬ 因此ꎬ 如何实现中俄双方在投资领域的合作对接是两河合作的关键

所在ꎮ
从中俄两河合作的实际来看ꎬ 投资合作的根本性问题还是心理认知问题ꎮ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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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企业普遍反映ꎬ 俄罗斯的银行问题、 汇率问题、 投资环境差等制约中方的投

资ꎮ 因此ꎬ 做好基础性工作ꎬ 摆正心态是中俄双方都必须首先解决的一个问题ꎮ
要了解对方ꎬ 了解对方的发展战略、 法律法规、 投资指南等ꎬ 这样才能有的放矢

地去进行合作ꎬ 实现双赢的目的ꎮ 从外资在俄的投资情况来看ꎬ 德国企业在伏尔

加联邦区的投资非常成功ꎬ 德国企业在合作中实行当地化ꎬ 变成俄罗斯企业ꎬ 其

中有很多经验可供中俄两河合作来参考ꎮ 在中国东北与远东西伯利亚的合作中ꎬ
中国黑龙江的华信集团与俄罗斯远东地区进行粮食合作ꎬ 中方的投资也非常成

功ꎬ 合资变成俄罗斯的生产性企业ꎬ 这也是一个成功的案例ꎮ 对于拓展俄罗斯市

场的海外企业来说ꎬ 生产当地化是非常重要的ꎬ 是俄罗斯政府采购标准的一项重

要要求ꎮ 据喀山鞑靼斯坦共和国贸易与工业商会负责人亚瑟尼古拉耶夫介绍ꎬ
一家意大利企业希望向俄罗斯销售自身的产品ꎬ 但俄罗斯不购买ꎮ 为此企业到俄

罗斯投产ꎬ 在俄罗斯采购零部件ꎬ 结果就通过了俄罗斯政府采购的要求①ꎮ
从伏尔加联邦区的中方大型企业来看ꎬ 也有成功的案例ꎮ 海尔集团是为数不

多的能在伏尔加联邦区发展较好的企业之一ꎮ ２０１６ 年海尔投资 １０ 亿美元与俄罗

斯方面签约ꎬ 当年就投产并盈利ꎮ 其主要的经验是使用当地的旧工厂加以改造ꎬ
迅速投产ꎮ 而且ꎬ 海尔前期做了大量的市场调研ꎬ 并根据俄罗斯当地居民的消费

需求来生产电冰箱ꎬ 很受市场欢迎ꎮ 当地政府也大力支持ꎬ 划给海尔 １２７ 公顷的

土地用于成立海尔工业园ꎮ 海尔集团在鞑靼斯坦的成功ꎬ 树立了中俄非能源合作

的一个良好示范ꎮ 对于海外投资ꎬ 中国企业还需要抱团出海ꎬ 多家企业一起面对

和解决问题ꎮ 特别是要以园区的形式经营合作ꎬ 比如海尔园区会邀请和接纳其他

中国企业②ꎮ
此外ꎬ 对于中方企业来说ꎬ 要认识到长江—伏尔加河流域合作要打持久战ꎬ

要给予长江—伏尔加河地区合作足够的时间作为培育期ꎬ 充分相信长江—伏尔加

河合作的未来前景ꎮ 当前ꎬ 两河地区人文合作的快速推进有利于两区域的相互了

解与民心相通ꎬ 人文合作的顺利推进必将带来经贸与投资的开展ꎮ 与此同时ꎬ 长

江—伏尔加河合作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在政治层面有强大的保证ꎬ 双方的经贸与人

文合作必将在中俄两国合作的大背景下得到同步发展ꎮ 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９ 年是中俄地

区合作交流年ꎬ 中俄两河合作的非毗邻模式必将在中俄地区合作的大框架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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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ꎮ 此外ꎬ 从目前来看ꎬ 种种不利条件阻碍长江—伏尔加河的合作ꎬ 但是种种

有利条件也在悄悄形成ꎬ 比如直航开通、 中欧班列的开通、 总领馆的设立等为中

俄两河地区合作插上了腾飞的翅膀ꎮ
中俄两河合作的实际推进也逐渐形成良性的发展局面ꎬ 相互之间的认识与了

解不断加深ꎬ 双方合作的意愿与共识不断加强ꎬ 相互合作的适应力与能力在不断

提升ꎮ 部分中方企业家反映ꎬ 尽管俄罗斯方面的效率低一点ꎬ 但是其基本规则、
基本制度相对完善ꎬ 对中国人的包容性与欢迎度也在提高ꎮ 俄罗斯的品牌歧视不

严重ꎬ 相信产品质量ꎬ 不盲目迷信ꎬ 相信自己的判断ꎮ 此外ꎬ 俄罗斯的人力资源

好ꎬ 素质高ꎮ 社会治安总体上较好ꎬ 种族歧视不那么明显①ꎮ 这些都说明中俄之

间的认知在不断深化ꎬ 相互之间形象得到了提升ꎬ 也有利于中俄地区合作的有效

推进ꎮ
总之ꎬ 随着俄罗斯国力的不断提升ꎬ 俄罗斯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ꎬ 中方走出

投资恐惧ꎬ 实现中俄地区层面的投资合作有着较大的潜力ꎮ 一方面ꎬ 俄罗斯地区

发展新态势有利于长江—伏尔加河合作的推进ꎮ 金融危机之后ꎬ 俄罗斯地区社会

经济状况恶化ꎬ 迫切需要发展ꎬ 迫切需要从邻国吸引投资ꎮ 但是ꎬ 莫斯科、 圣彼

得堡地区的中俄合作趋于饱和ꎬ 远东西伯利亚与中国东北合作不尽人意ꎮ 在这一

背景下ꎬ 中俄长江中上游与伏尔加河的地区合作的重要性不断上升ꎮ 另一方面ꎬ
目前俄罗斯面临的国际局势也有利于长江—伏尔加河流域合作的推进ꎮ 乌克兰危

机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陷入低谷ꎬ 俄罗斯进一步转向东方ꎬ 中俄合作包括地区合

作的动力得到提升ꎮ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客观上需要中俄两国

地区合作ꎬ 尤其是两国非毗邻地区的合作ꎮ 中俄高层次政治关系及中俄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的提升也迫切需要中俄在经济领域的合作来夯实基础ꎮ 因此ꎬ 无论是国

内政治还是国际形势均有利于推动中俄长江中上游与伏尔加河地区的合作ꎮ
(责任编辑　 张红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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