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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ꎬ 中俄两国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

联合声明» (以下简称 “联和声明”)ꎬ 提出 “在开放、 透明和考虑彼此利益的基

础上建立欧亚全面伙伴关系” 的倡议ꎮ 本文在大量文献基础上揭示俄罗斯 “大

欧亚” 战略的意图、 内涵ꎬ 认为中国的 “一带一路” 倡议在地缘经济上与俄罗

斯 “大欧亚”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ꎬ 两国可以 “一带一路” 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

为抓手ꎬ 以上合组织为平台ꎬ 与东盟和 ＲＣＥＰ 相融合ꎬ 实现硬件基础设施和软件

基础设施的双重对接ꎬ 在整个欧亚大陆及其周边地区形成共同经济空间ꎮ
【关 键 词】 　 欧亚全面伙伴关系　 “大欧亚” 　 “一带一路” 　 欧亚经济

联盟

【作者简介】 　 李新ꎬ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ꎬ 上海

财经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ꎻ 胡贝贝ꎬ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

究生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５ 日ꎬ 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共同发

表联合声明ꎬ 主张 “在开放、 透明和考虑彼此利益的基础上建立欧亚全面伙伴关

系ꎬ 包括可能吸纳欧亚经济联盟、 上海合作组织和东盟成员国加入ꎮ”① 其实ꎬ 俄

罗斯智库在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年间就展开了关于 “大欧亚” 战略的讨论ꎮ 本文尝试对俄

罗斯 “大欧亚” 的战略意图、 内涵及其实现途径进行分析ꎬ 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中

国 “一带一路” 倡议与俄罗斯 “大欧亚” 战略之间的关系ꎬ 对欧亚全面伙伴关系

的定位、 内涵和建设 “路线图” 进行战略性思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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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研究项目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研究” (项目批准号: １４ＡＧＪ００６) 阶
段性研究成果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联合声明»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６ 日ꎮ



“一带一路” 　

一　 俄罗斯文献中的 “欧亚”、 “小欧亚”、
“中央欧亚” 和 “大欧亚”

１ 欧亚概念

“欧亚” 这一术语作为地理名词ꎬ 表示欧亚构造板块上分布的国家ꎬ 包括整

个欧洲和亚洲ꎮ 作为文化概念ꎬ 它起源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初的 “白色移民”ꎮ
１９２０ 年 Ｈ 特鲁别茨基在索非亚出版 «欧洲和人类»ꎬ 之后涌现了一大批欧亚集

刊ꎮ 他们把欧洲和亚洲看作一个整体ꎬ 而核心部分称作 “欧亚”ꎬ 俄罗斯占据它

的大部分ꎬ 是 “俄罗斯的人类聚居区” 和 “俄罗斯—欧亚”①ꎮ 莫斯科卡内基中

心主任特列宁更加明确地指出ꎬ “欧亚” 概念就是俄罗斯帝国以及后来苏联的新

称谓②ꎮ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 Ｍａｒｌｅｎｅ Ｌａｒｕｅｌｌｅ 教授认为ꎬ “欧亚” 一般 “表示

俄罗斯及其 ‘边缘世界’ 的历史空间”③ꎮ 北美、 欧洲和亚洲许多学术和国际组

织在刻意抽象掉苏联痕迹而又必须表述这一空间的时候用 “欧亚” 来代替 “后
苏联”④ 一词ꎮ 这一 “欧亚” 范畴充其量只能算作 “小欧亚”ꎮ

２ “小欧亚” 与 “俄罗斯世界”

英国学者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Ｅｍｅｒｓｏｎ 认为ꎬ “小欧亚是由那些自认为很大程度上属于欧

亚的国家和人民组成的ꎬ 这些国家包括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土耳其它们认

为自己是欧亚思想的创造者ꎬ 对欧亚有着自己的认识”⑤ꎮ 特列宁明确地把俄罗

斯在原苏联地区推进一体化进程的范围称作 “小欧亚”ꎮ 他指出ꎬ “致力于建设

欧亚联盟ꎬ 即俄罗斯主导的 ‘小欧亚’ 的现代欧亚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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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ｕｒａｓｉ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ｅｍｏꎬ №３６６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ｏｎａｒｓｅｕｒａｓｉａ ｏｒｇ / ｍｅｍｏ / ｅｕｒａｓｉａ －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ｉｓｍ －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
ｕｎｉｏｎ － 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 ｇａｐｓ － ａｎｄ － ｏｖｅｒｌａｐｓ

苏联解体后这一地区的国家特别是俄罗斯习惯用 “前苏联” 一词ꎬ 而美国和欧洲则习惯用 “后苏
联空间”ꎮ 受西方文献影响ꎬ 俄罗斯文献当中也出现 “后苏联空间” 一词ꎮ 在中国 “原苏联地区” 使用得
较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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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质”ꎬ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危机使得 ‘小欧亚’ 一体化

进程受阻ꎬ 但没有停下脚步”①ꎬ “以欧亚经济联盟体现的 ‘小欧亚’ 只是一个囊

中羞涩的经济协议而已”②ꎮ 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科学信息研究所副所长 Д 叶夫列

缅科也认同这一观点③ꎮ

３ “中央欧亚” 与 “心脏地球”

第一次把欧亚作为大陆整体来研究的是英国 “地缘政治之父” 麦金德ꎮ 他

在 １９０４ 年把欧亚大陆的东北部称作 “心脏地带” (ｈｅａｒｔｌａｎｄ)ꎬ 包括中亚、 阿富

汗和西伯利亚南部地区ꎮ 他的核心观点是ꎬ “谁能控制 ‘心脏地区’ꎬ 谁就能控

制世界岛ꎬ 谁控制了世界岛ꎬ 谁就能控制整个世界”④ꎮ 布热津斯基在其 １９９７ 年

出版的著名的 «大棋局: 美国统治及其地缘战略» 中附和了麦金德的思想: “在
‘欧亚’ 占统治地位的强国将会控制世界三分之二经济上最发达的地区ꎮ”⑤ 也正

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ꎬ 俄罗斯在融入欧洲的进程受阻之后ꎬ 将注意力转向了自己

的周边国家ꎬ 开始超越 “小欧亚”ꎮ 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提出了 “中央欧亚”
范畴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ꎬ 瓦尔代俱乐部欧亚项目主管博尔达乔夫在俄罗斯 «消息报»
撰文称ꎬ “现在ꎬ ２０１５ 年ꎬ 可以说 ‘中央欧亚’ 时刻已经到来ꎬ 这是国际政治经

济局势独一无二的交汇点”⑥ꎬ “在欧亚的核心部分俄罗斯西伯利亚、 哈萨克斯

坦、 中亚地区、 中国西部将形成自主的增长极ꎬ 有可能成为 ２１ 世纪上半期最重

要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进程之一”ꎬ “中央欧亚正在大规模地改变着它的经济

和政治结构”⑦ꎬ “中央欧亚应当为生活在其中的人民提供共同的安全和坚固的大

厦ꎬ 成为俄罗斯和中国完成其对外政策战略性任务所必需的和稳定发展的共同大

后方”⑧ꎮ

４ 从 “中央欧亚” 到 “大欧亚”

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ꎬ 瓦尔代俱乐部很快就从 “中央欧亚” 转向了 “大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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Тимофей Бордачёвꎬ Создавая Евразию вмест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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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ꎮ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该俱乐部发表的报告 «面向大洋 － ３: 创建中央欧亚» 中强调ꎬ
“在 ‘中央欧亚’ 建立合作区可以形成另一个逻辑上合理的计划ꎬ 即建立大欧亚

合作、 可持续发展和安全、 不仅向东方而且向欧亚最西边开放的共同体 (或者甚

至是联盟)”ꎬ “ ‘大欧亚’ 应当成为所有人的正和游戏的榜样ꎬ 合作胜于对抗的

榜样”①ꎮ Ｃ 卡拉加诺夫进一步指出ꎬ 在欧亚大部地区存在着形成新的向所有人

敞开合作的经济和政治空间的趋势ꎬ 权且称之为 “大欧亚共同体”②ꎮ
最早提出 “大欧亚” 概念的是英国学者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Ｅｍｅｒｓｏｎꎮ 他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举办的 “欧亚新兴市场论坛” 上发表 «走向

“大欧亚” 之路: 谁? 为什么? 什么? 如何?» 的论文ꎮ 他的 “大欧亚” 概念囊

括了欧亚大陆范围内欧洲和亚洲所有国家ꎬ 并涉及各国在战略安全、 政治意识形

态、 社会经济和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问题③ꎮ Д 叶夫列缅科指出ꎬ “在与印度、
越南、 伊朗、 以色列、 埃及ꎬ 甚至在某些条件下与土耳其、 沙特、 日本和韩国发

展战略伙伴关系或者建设性对话的同时ꎬ 俄罗斯将推动大欧亚成为更加均衡的ꎬ
并具有不同力量中心的体系”④ꎮ 在 Ｃ 卡拉加诺夫看来ꎬ “ ‘大欧亚’ 应包括上合

组织、 欧亚经济联盟和东盟成员国ꎬ 以及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 ‘对
接’ 的国家ꎬ 如土耳其、 伊朗、 以色列、 埃及ꎬ 甚至由中国与东盟推动ꎬ 印度、
日本和韩国参加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ＲＣＥＰ) 所开辟的新的经济空间”⑤ꎮ
Ю 雅科维茨和 Е 拉斯特沃尔采夫从世界文明的角度认为ꎬ “大欧亚包含 １２ 个

区域文明当中的 ８ 个: 西欧文明、 东欧文明、 欧亚文明、 中国文明、 印度文明、
日本文明、 佛教文明、 穆斯林文明 (包括北非)ꎬ 以及 ９ 个文明联合体 (欧盟、
欧亚经济联盟、 独联体、 东盟、 上合组织、 伊斯兰合作组织、 阿拉伯国家联盟、
黑海经合组织、 地中海联盟)”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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объединений Научный доклад Москваꎬ МИСКꎬ ２０１７ С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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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欧亚伙伴关系” 倡议的正式提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ꎬ 普京在瓦尔代年会上围绕作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构成的几个

大型文明主体勾画了世界地图ꎮ 在这个地图上ꎬ “俄罗斯世界” 作为统一的俄罗

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欧亚集团ꎬ 在西部邻接欧盟ꎬ 在东部连接中国ꎬ 在南部

与穆斯林的中东毗连①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和 １０ 月ꎬ 习近平主席分别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发出与相

关国家和地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ꎮ 根据这

一倡议ꎬ 中国国务院授权发布了 «推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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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并在欧亚大陆规划了中国—中亚—西亚、 新亚欧大陆桥、
中国—中南半岛、 中巴、 中蒙俄和孟中印缅 ６ 大经济走廊②ꎮ 随后ꎬ 国家发改委

和国家海洋局共同发布的 « “一带一路” 建设海上合作设想» 规划了中国—印度

洋—非洲—地中海、 中国—大洋洲—南太平洋和经北冰洋连接欧洲的 ３ 大蓝色经

济通道③ꎮ “ ‘一带一路’ 贯穿欧亚大陆ꎬ 东边连接亚太经济圈ꎬ 西边连接欧洲经

济圈历史上ꎬ 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就是我国同中亚、 东南亚、 南

亚、 西亚、 东非、 欧洲经贸和文化交流的大通道ꎬ ‘一带一路’ 倡议是对古丝绸

之路的传承和提升”④ꎬ 因此有必要 “同有关国家一道ꎬ 实施好丝绸之路经济带

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ꎬ 促进欧亚地区平衡发展”⑤ꎮ 共建 “一带一路” 的倡议在

整个欧亚大陆形成广泛共识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ꎬ 中俄两国元首签署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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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ꎮ 习近平主席表示ꎬ “深入推进

２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В Путина на Заседан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 Валдай"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ｅｖｅｎｔｓ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ｎｅｗｓ / １９２４３

«推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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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９ 日ꎮ

«我国发布 ‹ “一带一路” 建设海上合作设想›»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７ － ０６ / ２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４１０６３０３４ ｈｔｍ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 ８ 次会议强调ꎬ 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建设»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７ 日ꎮ

«团结互助ꎬ 共迎挑战ꎬ 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新跨越 (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
会第 １５ 次会议上的讲话)»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１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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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９ 日ꎮ



“一带一路” 　

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和 ‘一带一路’ 建设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ꎬ 进而在

欧亚大陆发展更高水平、 更深层次的经济合作关系”①ꎮ 普京更是将这一对接看

作是 “在整个欧亚大陆开辟共同经济空间”②ꎮ 在接下来的半年中ꎬ 他又进一步

发展了这一思想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ꎬ 普京在国情咨文中提出ꎬ “建议欧亚经济联盟

一起与上合组织和东盟成员国以及正在加入上合组织的国家就建立可能的经济伙

伴关系进行磋商”③ꎮ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ꎬ 普京在俄罗斯—东盟对话系列会议上表示ꎬ
除了 “欧亚联盟与东盟建设自贸区” 之外 “另一个具有前景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方向可能是欧亚经济联盟、 东盟、 上合组织和 ‘一带一路’ 的相互对接”④ꎬ “我
们将讨论建立有欧亚经济联盟、 东盟和上合组织参与的广泛的跨国伙伴关系”⑤ꎮ
随后在 «索契宣言» 中明确了 “研究东盟、 欧亚经济联盟和上合组织之间互利

合作的可能性” 以及 “俄方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与东盟建设全面自由贸易区的

建议”⑥ꎮ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７ 日ꎬ 普京在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开幕式上提出了建设

“大欧亚伙伴关系” 的倡议ꎮ 他说: “建议考虑建设有欧亚经济联盟及其有着紧

密关系的中国、 印度、 巴基斯坦、 伊朗ꎬ 以及我们的独联体伙伴和其他感兴趣的

国家和组织参与的大欧亚伙伴关系”⑦ꎮ 中国成为最先接受这一倡议的国家之一ꎬ
两国元首签署的 «联合声明» 表示ꎬ “中俄主张在开放、 透明和考虑彼此利益的

基础上建立欧亚全面伙伴关系ꎬ 包括可能吸纳欧亚经济联盟、 上海合作组织和东

盟成员国加入”⑧ꎮ
其实ꎬ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ꎬ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纽约联大发言中第一次

提出了 “大欧亚” 倡议ꎮ 他呼吁国际社会聚焦建设大欧亚ꎬ 将欧亚经济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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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习近平出席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签署 １５ 周年纪念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ꎬ 载 «人民日
报»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６ 日ꎮ

Заявления для прессы по итогам российско － китай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ｅｖｅｎｔｓ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ｓ / ４９４３３

Путин В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３ декабря ２０１５ года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В Путина во встрече глав делегаций － участников саммита Россия － АСЕАН с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ми Делового форума ｈｔｔｐ: / / ｒｕｓｓｉａｎ － ａｓｅａｎ２０ ｒｕ /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ｓ / ２０１６０５２０ / １９４５６６ ｈｔｍｌ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В Путина на торжественном приёме в честь глав делегаций － участников Саммита
Россия － АСЕАН ｈｔｔｐ: / / ｒｕｓｓｉａｎ － ａｓｅａｎ２０ ｒｕ /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ｓ / ２０１６０５１９ / １６９２５０ ｈｔｍｌ

俄罗斯—东盟峰会官方网站: ｈｔｔｐ: / / ｒｕｓｓｉａｎ － ａｓｅａｎ２０ ｒｕ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В Путина １７ июня ２０１６ года на пленарном заседании ХХ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форума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ｅｖｅｎｔｓ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ｎｅｗｓ / ５２１７８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联合声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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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盟联合成统一的一体化计划①ꎮ 哈总统提出的 “大欧亚” 思

想将合作范围缩小至一体化的 “三驾马车”ꎬ 即欧亚经济联盟、 欧盟和 “一带一

路”ꎬ 实现各一体化计划的和谐与合作ꎬ 其中包括成员国贸易关系自由化、 共同

开发交通走廊、 能源运输路线多元化、 扩大投资合作以及其他经济合作问题ꎮ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ꎬ 纳扎尔巴耶夫和普京共同讨论了建设大欧亚的问题ꎮ 在随后的彼得

堡国际经济论坛上ꎬ 普京提出了 “大欧亚伙伴关系” 这一倡议ꎮ

三　 俄罗斯从 “大欧洲” 到 “大欧亚” 的战略意图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ꎬ 俄罗斯前外长、 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 И 伊万诺夫在拉脱维亚

首都里加举行的第 ２０ 届波罗的海论坛 “美国、 欧盟与俄罗斯: 新现实” 研讨会

上承认 “大欧洲” 计划已经无果而终②ꎮ

１ 从 “大欧洲” 到 “大欧亚”

И 伊万诺夫所指的 “大欧洲” 不是地理意义上的ꎬ 而是政治意义上的ꎬ 是

俄罗斯融入欧洲的计划ꎬ 是欧洲从西往东的延伸ꎮ
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在 １９６２ 年 ９ 月历史性地访问联邦德国时首先使用了 “大

欧洲” 概念ꎬ 表示要从大西洋到乌拉尔消除 “东方过时的意识形态”③ꎮ 但是直

到 １９８５ 年才真正开启 “大欧洲” 时代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俄罗斯与欧盟、 北约

签署的合作文件以及加入欧洲理事会ꎬ 标志着 “大欧洲” 计划的实际启动ꎮ 在

普京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ꎬ 俄罗斯与欧盟就建设经济、 安全、 人文和教育四个方

面的 “共同空间” 达成一致ꎬ 并制定了 “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大欧洲”
的路线图ꎮ

但是ꎬ 欧盟与俄罗斯 “共同空间” 的伙伴关系只不过是假象而已ꎮ 布热津

斯基在其 «大棋局: 美国统治及其地缘战略» 中道出了真相: 实现欧亚地缘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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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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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олный текст выступления Нурсултана Назарбаева на ７０ － й сессии Генассамблеи ООН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ｉａｐｆｚｏｎ ｋｚ /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 ｋａｚ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７５９３６ － ｐｏｌｎｙｙ － ｔｅｋｓｔ － ｖｙｓｔｕｐｌｅｎｉｅｎｕｒｓｕｌｔａｎａ － ｎａｚａｒｂａｅｖａ － ｎａ － ７０ －
ｙ － ｓｅｓｓｉｉ － ｇｅｎａｓｓａｍｂｌｅｉ － ｏｏｎ － ｖｉｄｅｏ ｈｔｍｌ

Игорь Ивановꎬ Закат Большой Европы －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на ХХ ежегод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Балтийского
форума " СШАꎬ ЕС и Россия － новая реальность"ꎬ １２ сентября ２０１５ г ꎬ Ригаꎬ Латвия ｈｔｔｐ: / / ｇｌｏｂ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 ｒｕ /
ｇｌｏｂａｌ －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 Ｚａｋａｔ － Ｂｏｌｓｈｏｉ － Ｅｖｒｏｐｙ －１７６８０

Дмитрий Сумушинꎬ" Большая Европа " или " Большая Евразия " : пора менять нетолько
риторику ｈｔｔｐｓ: / / ｅａｄａｉｌｙ ｃｏｍ / ｒｕ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５ / ０９ / ２２ / ｂｏｌｓｈａｙａ － ｅｖｒｏｐａ － ｉｌｉ － ｂｏｌｓｈａｙａ － ｅｖｒａｚｉｙａ － ｐｏｒａ －
ｍｅｎｙａｔ － ｎｅ － ｔｏｌｋｏ － ｒｉｔｏｒｉｋｕ



“一带一路” 　

治多元化ꎬ 不允许向美国统治地位提出挑战的任何集团的存在ꎻ 在 “多元化”
基础上ꎬ 也就是在美国霸权条件下建立跨欧亚安全体系ꎻ 后苏联空间实现地缘政

治多元化ꎻ 俄罗斯放弃帝国遗产和帝国复辟ꎻ 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实现俄罗斯社会

现代化和政治体制非集中化ꎬ 并将其变成邦联制ꎻ (在美国的保护下) 欧洲和北

约向后苏联空间扩张①ꎮ 因此欧盟和北约一步步向原苏联边界推进ꎬ 并开始将触

角伸向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ꎮ 从支持 “古阿姆集团 (ＧＵＡＭ)”② 摆脱对俄罗斯

的依赖ꎬ 到 ２００３ 年欧盟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提出 “更大欧洲” 概念ꎬ 再到 ２００９
年ꎬ 欧盟彻底撕掉面纱ꎬ 抛出向原苏联地区扩张的 “东方伙伴关系” 计划ꎮ 而

对于俄罗斯来说ꎬ 原苏联地区仍然是其核心利益所在ꎮ 所以针对欧盟的步步紧

逼ꎬ 俄罗斯开始加强该地区的一体化进程ꎮ ２０１０ 年启动俄罗斯、 白俄罗斯、 哈

萨克斯坦关税同盟ꎬ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分别吸收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加入并

成立欧亚经济联盟ꎮ 而这种 “恢复苏联的企图” 对西方来说是不可接受的ꎬ 于

是爆发了西方与俄罗斯争夺原苏联地区的 “斗争”ꎬ 乌克兰成为这场战争的牺牲

品ꎮ ２０１４ 年ꎬ 西方与俄罗斯因乌克兰危机而决裂ꎬ 对俄罗斯从政治、 经济、 技

术等各方面进行严厉制裁ꎮ “冷战” 的幽灵重新游荡在东西方的上空ꎬ “这将是

俄罗斯长期的与美国的冲突和与欧盟的相互疏远”③ꎮ
特列宁认为ꎬ 俄罗斯的 “欧洲选择” 和 “欧亚道路” 两大战略均在 ２０１４ 年

宣告失败ꎮ 他表示ꎬ 没有乌克兰的参加ꎬ 俄罗斯在原苏联地区建立自己的欧亚力

量中心的努力就是失败的ꎬ 而欧亚经济联盟并不具有政治联盟的内容ꎮ 在他看

来ꎬ 俄罗斯欧亚一体化思想包含着地缘政治利益ꎬ 即在原苏联空间平台上建立以

莫斯科为首的 “力量中心”ꎬ 经济利益是次要的ꎮ 但是欧亚一体化并不具备必要

的前提条件ꎬ 独联体国家也不需要以俄罗斯为核心的 “力量中心”ꎬ 即真正的经

济、 金融、 政治、 军事联盟④ꎮ 在这种条件下ꎬ “俄罗斯转向迅速上升的东方

(首先是中国) 和正在崛起的南方 (印度和其他国家) 成为迫切需要”⑤ꎮ
从地缘经济来说ꎬ 在西方制裁下ꎬ 俄罗斯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短板愈加凸显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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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大棋局: 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ꎬ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２００７ 年版ꎬ 第 ２、 ２６、 ４１ 页ꎮ

“古阿姆集团” 系格鲁吉亚、 乌克兰、 阿塞拜疆和摩尔多瓦四个国家英文名称第一个字母的缩写ꎮ
成立于 １９９７ 年ꎬ 叫做民主和经济发展组织 ＧＵＡＭꎮ 这是原苏联地区除波罗的海国家以外最具有亲西方色彩
的国家ꎬ 俄罗斯学者认为其具有反俄倾向ꎮ

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ꎬ Россия и мир в ＸＸＩ веке Серия русский путь С １７３
Там жеꎬ С １７３
Там жеꎬ С １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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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经济增长陷入停滞ꎬ ２０１５ 年经济出现衰退ꎮ 而此时国际石油价格的突然

大幅下滑对俄罗斯缺乏多元化的经济更是造成严重打击ꎮ 俄罗斯现有的经济发展

模式危机与西方制裁和能源价格下跌叠加在一起ꎬ 严重殃及欧亚经济联盟其他伙

伴国ꎮ 显然ꎬ 俄罗斯对继续经营欧亚经济联盟已深感力不从心ꎮ
面对西方咄咄逼人的挤压和制裁ꎬ 俄罗斯对外政策不得不转向东方ꎮ 其实ꎬ

俄罗斯向东转早在 ２０１２ 年就开始了ꎮ 是年普京开始其第三个总统任期ꎬ 把开发

东西伯利亚和远东作为国家的一项战略任务ꎮ 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办 ＡＰＥＣ 峰

会为契机ꎬ 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ꎬ 如设立远东开发部ꎻ 成立远东开发公司和

基金ꎻ 通过远东发展规划ꎻ 设立超前发展区和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ꎻ 举办年度

东方经济论坛ꎻ 无偿分配远东土地ꎻ 实行优惠的吸引外资政策等ꎬ 目的是要远东

作为 “先遣军”ꎬ 率先融入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ꎬ 进而带动远东发展ꎬ 使其成为

俄罗斯经济的新增长点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ꎬ 博尔达乔夫指出ꎬ 欧亚转型的动力是欧亚经济一体化和 ２０１３

年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下的大范围伙伴关系①ꎮ 他认为ꎬ 俄罗斯必须

开始与地区主要伙伴讨论欧亚空间共同发展战略ꎬ 构建广泛的欧亚共同体②ꎮ 卡

拉加诺夫认为ꎬ 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对扩大俄罗斯、 中国、 哈萨

克斯坦、 上合组织其他伙伴国ꎬ 以及印度、 伊朗、 韩国、 巴基斯坦ꎬ 然后还有以

色列、 土耳其之间的合作赋予了更加强大的生命力③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ꎬ 阿斯塔纳

俱乐部表示ꎬ 联合声明的签署使得 “大欧亚从讨论走向实践”④ꎮ

２ 俄罗斯主张的 “大欧亚” 及其 “路线图”

首先ꎬ 上合组织是 “大欧亚” 建设的基础和平台ꎮ 瓦尔代俱乐部在 ２０１５ 年

就强调ꎬ “欧亚空间国际合作的最重要机制是上合组织”ꎬ “上合组织的迅速发展

可以成为建立大欧亚共同体的核心机制”⑤ꎮ 叶夫列缅科明确表示ꎬ “最能够胜任

国际组织的角色ꎬ 使大欧亚顺利建成的ꎬ 非上合组织莫属”ꎬ “上合组织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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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欧亚的孵化器”①ꎮ 特列宁也认为ꎬ “上合组织将为大亚洲提供政策沟通和协

调、 共同经济发展、 金融支持和安全领域合作的机制”②ꎮ 卡拉加诺夫对此也没有

异议ꎬ “俄罗斯和中国开始建设的大欧亚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大厦的基础已经显现

出来ꎬ 这一大厦的联系纽带理所当然是上合组织”③ꎬ 他进一步认为ꎬ “大欧亚共

同体开始围绕正在扩大的和日益强壮的上合组织进行建设”④ꎮ
其次ꎬ 卡拉加诺夫将 “大欧亚共同体” 的目标确定为 “欧亚国家共同的经

济、 政治和文化的复兴和发展ꎬ 把欧亚变成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中心”ꎮ 它将包括

东亚、 东南亚和南亚国家、 欧亚中心国家、 俄罗斯ꎬ 今后还将包括欧洲次大陆国

家及其组织ꎬ 只要它们能够进行建设性的合作⑤ꎮ 卡拉加诺夫认为ꎬ “大欧亚”
应当建立在国际法传统价值观基础之上ꎬ 并遵循以下原则: 尊重主权和领土完

整ꎬ 共同维护和平与稳定ꎻ 尊重政治多元化ꎬ 拒绝相互干涉内政ꎻ 经济开放ꎬ 降

低国际贸易和投资壁垒ꎬ 拒绝经济关系政治化ꎬ 坚持互利共赢的原则开展经济合

作ꎻ 建立从雅加达到里斯本整个欧亚大陆的发展、 合作和安全体系ꎻ 保持军事政

治稳定ꎬ 防止冲突ꎻ 保持和发展文化多样性ꎬ 通过欧亚文明对话走向和平、 合作

和共同富裕ꎻ 保护与社会和国家权利不可分割的人权⑥ꎮ
第三ꎬ 确立俄罗斯 “大欧亚” 的核心地位ꎮ 俄罗斯 “大欧亚” 战略的设计

师卡拉加诺夫确信ꎬ “大欧亚” 将会瞄准 “俄罗斯地缘战略和地缘经济未来的定

位ꎬ 即正在上升的大陆的核心ꎬ 成为整个欧亚大陆重要的交通和经济枢纽之一和

最重要的安全提供者”ꎮ 俄罗斯 “在欧亚地区建立和复兴文化合作方面理所当然

地发挥核心作用”ꎮ 同时ꎬ 卡拉加诺夫也没有忘记与欧亚各国ꎬ 特别是与中国的

合作ꎮ 他指出 “大欧亚” 是各国和各组织都加入其中的共同计划ꎬ 致力于实现

共同目标ꎬ 即建设发展、 和平和紧密合作的大陆ꎮ “在这个建设过程中ꎬ 首要的

发挥重要作用的理所当然是俄罗斯与中国大联合”⑦ꎮ
第四ꎬ 俄罗斯计划建设 “大欧亚” 的步骤ꎮ 卡拉加诺夫表示将各国、 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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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组织间不同的对话平台纳入一个统一平台ꎬ 目标是形成新的地缘经济、 地缘政

治和地缘文化伙伴关系ꎬ 然后建设 “大欧亚共同体”ꎮ 建设这样的伙伴关系ꎬ 理

所当然的谈判平台就是上合组织ꎬ 必须赋予该组织更大的能力ꎮ

３ 俄罗斯 “大欧亚” 战略的二重性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说ꎬ 俄罗斯 “大欧亚” 战略是由于西方对其战略挤压ꎬ
试图在欧亚大陆建立一个以俄罗斯和中国为核心的非西方的地缘政治集团ꎮ 叶夫

列缅科认为ꎬ 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对俄罗斯非常重要ꎬ 虽然形式上并不是针对

美国或其他国家的军事政治联盟ꎬ 但是中国也好ꎬ 俄罗斯也好ꎬ 都将在改造以美

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ꎬ 在欧亚地区和世界建立更加公平、 安全的国际关系体系事

务中团结行动①ꎮ 特列宁表示ꎬ “在全球治理方面中俄将会共同加强上合组织和

金砖国家等非西方国际机构的影响力”②ꎮ
尽管俄罗斯试图与中国合作共同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大欧亚共同

体”ꎬ 但是ꎬ 叶夫列缅科表示ꎬ “俄罗斯准备将自己对后苏联空间的影响机制融

入大欧亚”③ꎮ 针对中国成为俄罗斯第一大贸易和第二大投资伙伴ꎬ 卡拉加诺夫

认为ꎬ 俄罗斯应该避免对中国的高度依赖ꎮ 为此 “需要让俄罗斯作为连接整个欧

亚大陆的核心实现最优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地位ꎬ 并为中国营造一个友好和建

设性的均衡态势ꎬ 使得这个国家对周围邻国来说不至于 ‘过于强大’ 和成为潜

在的霸主”④ꎮ 博尔达乔夫表示ꎬ “俄罗斯的主要目标是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变成巩

固和完善欧亚经济联盟的工具ꎬ 最终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资源来奠定大欧亚经济

政治共同体的基础ꎮ”⑤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问题上ꎬ 瓦尔代

俱乐部专家指出ꎬ “绝不允许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的合作与对话变成成员国与中

国的双边形式”⑥ꎮ
另一方面ꎬ 俄罗斯 “大欧亚” 战略也是更广泛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ꎮ 特

列宁也强调ꎬ 欧亚经济联盟应当在丝绸之路经济带项目上与中国合作ꎬ 首先要形

成统一的贸易投资区ꎬ 囊括整个中央欧亚、 北部欧亚和东部欧亚ꎬ 中国将成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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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区的经济火车头ꎮ 这个区可以称作的 “大亚洲”ꎬ 从经济中心的上海到欧洲大

门的前哨彼得堡①ꎮ 卡拉加诺夫进一步指出ꎬ “大欧亚” 的目标应该是通过逐步

形成的囊括整个大陆的自由贸易区来提高各国和人民的福利水平②ꎮ 他为此设计

的 “路线图” 包括: 制定协商一致的大欧亚交通战略ꎻ 建立评级体系ꎻ 支持亚

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其他区域性银行ꎻ 扩大本币结算贸易ꎬ 建立独立的支付体

系ꎻ 建立与经合组织平行的并与之合作的经济信息中心ꎻ 建立应对气候和技术灾

难以及后危机复苏的欧亚互助机制③ꎮ

四　 “一带一路” 与 “大欧亚伙伴关系”:
欧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融合发展

　 　 普京提出的 “大欧亚伙伴关系” 致力于欧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ꎬ 而中国

提出的 “一带一路” 倡议和自由贸易区战略也是基于周边国家欧亚地区的经济

一体化发展ꎮ 在地缘经济层面可以说二者殊途同归ꎮ

１ 俄罗斯 “大欧亚伙伴关系”: 在整个欧亚大陆形成共同经济空间

俄罗斯 “大欧亚伙伴关系” 主张欧亚经济联盟、 上合组织、 东盟与 “一带

一路” 对接ꎬ 坚持欧亚经济联盟与东盟建立自贸区ꎮ 普京还表示ꎬ “大欧亚伙伴

关系” 计划也是向欧洲开放的ꎬ 并希望欧洲参与大欧亚伙伴关系计划ꎮ 早在

２０１１ 年欧亚经济联盟的创始人普京就已经预见到了从 “小欧亚” 到 “大欧亚”
的发展ꎬ 进而 “把欧洲与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亚太地区联系起来”ꎬ “在整个欧亚

大陆范围内实现 ‘和谐的’ 自由贸易和市场开放原则”④ꎮ
为了摆脱经济颓势ꎬ 突破西方经济封锁ꎬ 应对 ＴＰＰ 和 ＴＴＩＰꎬ 俄罗斯主导的

“小欧亚” ———欧亚经济联盟开始寻求与上合组织、 东盟加强经济合作并与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进行对接ꎮ 普京在 ２０１５ 年将这种对接看作是 “在整个欧亚大

陆形成共同经济空间”ꎮ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ꎬ 普京在俄罗斯—东盟对话系列会议上不仅

强调了 “欧亚联盟与东盟建设自贸区” 的重要性ꎬ 而且还指出欧亚经济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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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 上合组织和 “一带一路” 相互对接 “是一个具有前景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方向”ꎬ 要在此基础上形成 “广泛的跨国伙伴关系”ꎮ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ꎬ 普京在彼得

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将此进一步明确为 “大欧亚伙伴关系”ꎬ 在地域上包括中国、
印度、 巴基斯坦、 伊朗和独联体国家等ꎮ 他表示ꎬ 大欧亚伙伴关系 “可以从部门

合作和投资管控以及技术、 检验检疫标准的非关税措施、 海关程序、 知识产品保

护的便利化和规则统一化开始ꎬ 将来逐步降低直至取消关税限制”①ꎮ

２ 中国 “一带一路”: 欧亚地区更深层次的区域经济合作

中国的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中国—印度洋—非洲—地中海和经北冰洋

连接欧洲的两条 “蓝色经济通道”②ꎬ 特别是 “一带一路” 对接俄罗斯北方海航

道ꎬ 共建 “冰上丝绸之路”③ꎬ 形成环绕整个欧亚大陆的海上通道ꎻ 而陆上的

“丝绸之路经济带” “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 俄罗斯至欧洲 (波罗的海)ꎻ 中国经

中亚、 西亚至波斯湾、 地中海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 中蒙俄、 中国—中亚

—西亚等” ６ 大国际经济走廊ꎬ 开辟 “整个欧亚大陆的共同经济空间”ꎮ 习近平

主席强调ꎬ 有必要 “同有关国家一道ꎬ 实施好丝绸之路经济带同欧亚经济联盟对

接ꎬ 促进欧亚地区平衡发展”④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发布的 «推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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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指出ꎬ 共建 “一带一路” “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 资

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ꎬ 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ꎬ 开展更大范围、
更高水平、 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ꎬ 共同打造开放、 包容、 均衡、 普惠的区域经济

合作架构” ⑤ꎮ “一带一路” 贯穿亚欧非大陆ꎬ 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ꎬ 一头

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ꎬ 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ꎬ 共建 “一带一路”
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ꎬ 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

系ꎬ “努力实现区域基础设施更加完善ꎬ 安全高效的陆海空通道网络基本形成ꎬ
互联互通达到新水平ꎻ 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提升ꎬ 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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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形成ꎬ 经济联系更加紧密”①ꎮ
投资贸易合作是 “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点内容ꎬ “宜着力研究解决投资贸易

便利化问题ꎬ 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ꎬ 构建区域内和各国良好的营商环境ꎬ 积极同

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商建自由贸易区”②ꎮ 重点加强海关合作ꎬ 以及检验检疫、 标

准计量等方面的双多边合作ꎬ 降低非关税壁垒ꎬ 提高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ꎻ 拓宽

贸易领域ꎬ 优化贸易结构ꎬ 创新贸易方式ꎬ 把投资和贸易有机结合起来ꎬ 以投资带

动贸易发展ꎻ 加快投资便利化进程ꎬ 消除投资壁垒ꎻ 拓展相互投资领域ꎬ 推动新兴

产业合作ꎬ 优化产业链分工布局ꎬ 提升区域产业配套能力和综合竞争力ꎮ
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ꎬ 是全面深化改

革、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必然选择ꎮ 国务院发布的 «关于加快实施自由贸易

区战略的若干意见» 开宗明义地表示ꎬ “通过自由贸易区扩大开放ꎬ 提高开放水

平和质量ꎬ 深度参与国际规则制定ꎬ 拓展开放型经济新空间ꎬ 形成全方位开放新

格局”ꎮ “重点是加快与周边、 ‘一带一路’ 沿线以及产能合作重点国家、 地区和

区域经济集团商建自由贸易区”ꎬ “争取同大部分新兴经济体、 发展中大国、 主

要区域经济集团和部分发达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ꎬ 构建金砖国家大市场、 新兴经

济体大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大市场等” ③ꎮ 该文件提出的任务目标是: 近期加快正

在进行的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ꎬ 积极推动与我国周边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建立自由

贸易区ꎻ 中长期ꎬ 形成包括邻近国家和地区、 涵盖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以及

辐射五大洲重要国家的高标准全球自由贸易区网络④ꎮ 目前ꎬ 中国与东盟、 韩

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 瑞士等 １５ 个经济体签署了自由贸易和更紧密贸易关系

协定ꎬ 正在谈判的自贸区 (包括升级版和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 ＲＣＥＰ) 有

１１ 个ꎬ 还有 １１ 个自贸区正在研究ꎮ

五　 欧亚全面伙伴关系定位和基本原则

１ 欧亚全面伙伴关系的定位

本文认为ꎬ 欧亚全面伙伴关系应该聚焦欧亚大陆及其周边地区的区域经济一

１７

①
②
③

④

«推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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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同上ꎮ
«国务院关于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若干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５) ６９ 号)»ꎬ 中国政府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１７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１０４２４ ｈｔｍ
同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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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进程ꎬ 而不是地缘政治集团ꎮ 欧亚全面伙伴关系以 “一带一路” 为纽带ꎬ
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ꎬ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贯穿东盟、 印度

洋、 非洲和地中海ꎬ ６ 大经济走廊陆上畅通亚太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为基本框

架ꎬ 整合欧亚经济联盟、 上合组织经济合作、 东盟乃至 ＲＣＥＰ 等欧亚地区现有众

多经济一体化进程ꎬ 共同致力于欧亚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ꎮ
欧亚全面伙伴关系ꎬ 在遵循 ＷＴＯ 基本规则的前提下ꎬ 在整个欧亚地区达成

自由贸易协定ꎬ 通过整合现有资源ꎬ 加强区域经济贸易合作ꎬ 全面实现整个欧亚

地区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ꎬ 推动地区经济的繁荣发展ꎮ 涉及的主要谈判议题可以

包括货物贸易、 服务贸易、 投资、 经济技术合作、 知识产权、 竞争政策、 争端解

决机制和其他根据形势需要加入的谈判内容ꎮ
欧亚全面伙伴关系将成为继 ＡＰＥＣ、 ＴＰＰ、 ＴＴＩＰ 之后第四个洲际超级区域经

济一体化联合体ꎮ 目前ꎬ 排挤欧亚大陆主要国家的 ＴＰＰ 已被美国束之高阁ꎬ 与此

同时 ＴＴＩＰ 也遭遇欧洲国家的抵制ꎬ 二者面临流产的困境ꎮ 欧亚全面伙伴关系是

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与俄罗斯 “大欧亚” 战略构想有机结合的产物ꎬ 具有同

样的地缘经济战略目标ꎬ 即在整个欧亚地区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ꎬ 经济一体化

发展ꎬ 商品、 资本、 技术和服务自由流通ꎬ 使得经济资源在整个欧亚地区实现有

效配置ꎬ 从而为全球经济规则的制定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ꎮ 如果欧

亚全面伙伴关系能够实现突破性发展ꎬ 对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欧亚地区新

兴经济体来说具有重大地缘经济意义ꎬ 对推动全球经济体系的改革和对发展中国

家参与全球经济贸易规则的制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ꎮ

２ 欧亚全面伙伴关系的基本原则

由于整个欧亚地区经济多样性、 安全复杂性以及宗教、 文化传统多样性ꎬ 欧

亚全面伙伴关系谈判在坚持统一性原则的前提下ꎬ 也必须具有一定的灵活性ꎮ 鉴

于此ꎬ 欧亚全面伙伴关系谈判应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第一ꎬ 开放合作ꎬ 和谐包容ꎮ 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ꎬ 求同存异ꎬ

谋求区域经济繁荣发展ꎮ 欧亚全面伙伴关系倡议虽然是中俄两国提出来的重大倡

议ꎬ 以中国—欧亚经济联盟全面经济贸易伙伴关系为基础ꎬ 同时向独联体、 上合

组织、 东盟和欧盟开放ꎬ 其他欧洲和亚洲感兴趣的国家、 区域组织均可参与ꎮ 在

取得谈判成员国一致同意的基础上ꎬ 可以吸引其他外部伙伴国加入ꎮ
第二ꎬ 互利共赢ꎬ 共同发展ꎮ 所有参加国一律平等ꎬ 考虑发展中经济体和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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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发达经济体的实际情况ꎬ 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ꎬ 体现各方智慧和

创意ꎬ 充分发挥各方优势和潜力ꎬ 努力构建互利共赢的自由贸易区网络ꎮ
第三ꎬ 确保谈判内容符合 ＷＴＯ 等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规则ꎬ 坚持透明度原

则和非歧视原则ꎬ 在同成员国之间现有的自由贸易协定内容相互兼容的基础上ꎬ
在货物贸易、 服务贸易、 投资和其他议题上达成更加广泛和深入的贸易自由化承

诺ꎬ 最终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ꎮ
第四ꎬ 正确处理统一性和灵活性的辩证关系ꎮ 鉴于不同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

上的差异ꎬ 可以考虑引入灵活的安排机制和差别待遇条款ꎬ 并对发展中国家和最

不发达国家给予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ꎬ 确保所有成员国履行自由贸易协定的权利

和义务ꎬ 分享成果ꎮ 为此ꎬ 俄罗斯总统普京建议ꎬ “可以依靠一系列双边和多边

层面合作深度、 速度和水平以及市场开放程度不等的贸易协定”ꎬ 就某些领域的

合作项目达成一致ꎬ “为共同和谐发展奠定基础ꎮ”① 他还认为ꎬ 目前欧亚地区出

现的多个一体化进程相互补充成为一体化网络ꎬ 包括自贸区在内的一系列多边和

双边协定ꎬ 可以成为建设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基础ꎮ
第五ꎬ 通过实现区域内部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ꎬ 增强贸易和投资的透明度ꎬ

有利于各成员国全面参与全球和地区价值链ꎮ 关于投资议题谈判主要包括投资保护、
促进、 便利和自由化四方面内容ꎬ 旨在构建自由、 便利和竞争性的投资环境ꎮ

六　 欧亚全面伙伴关系建设路线图

欧亚全面伙伴关系建设路线图需要着重解决建设抓手、 平台、 出发点和建设

的阶段等问题ꎮ
１ 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欧亚经济联盟为抓手ꎬ 硬件基础设施和软件基础

设施两方面对接齐头并进ꎬ 开辟 “整个欧亚大陆的共同经济空间”②ꎮ 软件基础

设施对接ꎬ 即贸易、 投资规则、 技术标准、 法律基础、 海关监管等的对接和相互

适应ꎬ 其目的是优化市场软环境ꎬ 推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自由化ꎬ 减少乃至消

除有形和无形的贸易壁垒ꎬ 消除各种要素在不同经济体之间自由流动的障碍ꎮ 硬

件基础设施对接ꎬ 主要是指通过各种方式ꎬ 加强互联互通建设ꎬ 促进各相关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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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В Путина １７ июня ２０１６ года на пленарном заседании ХХ Петерсбургск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форум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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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加快交通、 能源、 信息等基础设施的网络化建设和跨境对接ꎬ 打造跨欧亚物

流运输体系ꎬ 为畅通物流、 人流和信息流提供硬件基础ꎮ
２ 以上合组织为平台ꎬ 推进欧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签署的

«中俄总理第二十次定期会晤联合公报» 明确指出ꎬ “双方认为上海合作组织是

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的最有效平台”①ꎮ 上合组织

发表 «宣言» 不仅 “支持中国关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②ꎬ 而且还 “认
为该倡议契合上合组织发展目标”③ꎮ 早在 ２００２ 年通过的 «上海合作组织宪章»
就明确了经济合作的宗旨ꎬ 与 “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 资源高效配置

和市场深度融合” 的 “一带一路” 一脉相承ꎬ 与致力于 “开辟整个欧亚大陆的

共同经济空间” 的 “大欧亚伙伴关系” 相吻合ꎮ
３ 软件基础设施对接ꎬ 基本目标是建设自由贸易区ꎮ 首先ꎬ 以中国—欧亚

经济联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为核心ꎮ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普京访华正式决定启动中国—欧

亚经济联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ꎬ 并将这一 “５ ＋ １ 模式” 看作是 “全面欧亚

伙伴关系的基础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的第一步”④ꎮ 而这一步的关键应该将

其定位为以自由贸易区为核心的全面经济贸易合作伙伴关系ꎮ 其涵盖的主要谈判

议题应该包括货物贸易、 服务贸易、 投资、 经济技术合作、 知识产权、 竞争政策、
争端解决机制和其他根据形势需要加入的谈判内容ꎮ

鉴于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 ５ 个成员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结构等方面的

多样性和差异性ꎬ 本着所有伙伴国国都能参与进来的原则ꎬ 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总体目标原则下ꎬ 对不同伙伴国区别对待ꎮ 首先在 “浅水区” 达成一致ꎬ 如推

进贸易投资便利化ꎮ 优化市场环境、 减少无形的贸易壁垒、 便利通关、 简化海

关、 卫生检验检疫、 提倡电子化报关等ꎮ 然后逐步进入 “深水区”ꎬ 实现商品、
资本、 服务和技术的自由流动ꎬ 即自由贸易区ꎮ 进一步地ꎬ 将自由贸易区扩展的

整个上合组织ꎮ 同样ꎬ 鉴于上合组织 １８ 个成员国、 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国家

大小、 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的巨大差异ꎬ 上合组织自贸区谈判可以不囿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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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中俄总理第二十次定期会晤联合公报»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ꎮ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乌法宣言»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１ 日ꎻ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

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新闻公报»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１ 日ꎮ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中方首脑 (总理) 关于区域经济合作的声明»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ꎮ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В Путина ３ сентября ２０１６ года на пленарном заседании Восточ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форума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ｅｖｅｎｔｓ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ｎｅｗｓ / ５２８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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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国之间ꎬ 也不囿于所有参加国达成一致ꎬ 可以分阶段完成ꎮ 此外ꎬ ２０１５ 年欧

亚经济联盟与越南签署自由贸易协定ꎬ ２０１６ 年与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印尼、 泰国

等东盟 ５ 个成员国就实现自由贸易的必要性达成一致ꎬ 与印度开展自由贸易的可行

性研究ꎮ 中国与东盟于 ２０１０ 年就实现了自由贸易并进行 “升级版” 谈判ꎬ 中国与

巴基斯坦自贸区也升级ꎬ 印度与东盟自贸区也在 ２０１０ 年启航ꎮ 这些都为东盟融入

欧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和更大范围的 ＲＣＥＰ 的形成奠定了基础ꎮ
４ 硬件基础设施对接ꎮ 在双边和小多边层面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ꎬ

务实推进经济走廊的畅通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发布的 «推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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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了 ６ 大经济走廊ꎬ 畅通整个欧亚大陆的共

同经济空间ꎮ 其中ꎬ 中蒙俄经济走廊连接中国 “一带一路”、 俄罗斯 “跨欧亚发

展带” 和蒙古国 “草原之路”ꎬ 对接北方海航道共建 “冰上丝绸之路”ꎬ 引领中

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东西伯利亚与远东开发与开放ꎬ 有利于俄罗斯北极地区的资

源开发和利用ꎬ 有助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ꎮ 新亚欧大陆桥、 中国—中亚—西亚

和中巴经济走廊对接哈萨克斯坦的 “光明之路” 和欧洲—高加索—亚洲交通走

廊 (ＴＲＡＣＥＣＡ) 以中亚为物流、 客流、 信息流、 资金流、 技术流等集散中心畅

通欧亚经济联盟主要成员国ꎬ 连接作为世界经济火车头的亚太经济圈和世界最大

的发达经济体欧洲经济圈ꎮ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连接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ꎬ 经南海向西进入印度

洋ꎬ 衔接中巴、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ꎬ 共同建设中国—印度洋—非洲—地中海蓝色

经济通道ꎻ 经南海向南进入太平洋ꎬ 共建中国—大洋洲—南太平洋蓝色经济通

道ꎻ 积极推动共建经北冰洋连接欧洲的蓝色经济通道ꎮ 推进海上互联互通和信息

基础设施联通建设ꎬ 提升海运便利化水平ꎬ 加强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合作ꎬ 其中包

括北极开发利用ꎬ 提升海洋产业合作水平ꎮ
(责任编辑　 王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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