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三大领域深化中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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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7 年，俄罗斯经济走出金融

危机后的持续低迷乃至衰退,

实现了1.5%的低速增长。从2018 年经

济运行情况来看，俄经济已逐渐适应当

前的内外部环境，继续保持低速增长势

头，呈现出增速不快财政好转、积极寻

求各种手段“去美元化”、农业经济逆

势蓬勃发展、进一步“向东看”寻求经

济增长点等特点。 

在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

平运行的背景下，两国贸易合作加速提

质升级。从当前及今后几年俄罗斯经济

发展的战略重点分析，中俄经贸合作可

在远东开发、农业、能源特别是天然气

及能源领域的金融合作等方面继续深挖

潜力。

俄经济保持低速增长 

俄经济发展部预计，2018年俄罗斯

全年经济增速可达1.8%。国际机构对

俄经济增速的预测不一。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IMF）对2018年俄经济发展表示

乐观，其最新预期为增长1.8％；世行

在最新报告中将2018年俄GDP增长预

测从1.5%上调至1.6%；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OECD）2018年11月将2018年

俄经济增长预期由9月时的1.8%下调至

1.6%，同时预测2019年及2020年增速

分别为1.5%和1.8%。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当前俄内政外

交面临的阻力不小，俄罗斯依旧没有走

出依靠能源出口的老路，美国等西方国

家不断对俄罗斯实行经济制裁，经济很

难实现突破。俄罗斯审计署署长库德林

表示，俄目前的GDP增长率不能使其在

2024年成为世界五大经济体之一。 

一方面，外部环境依然复杂。根据

俄央行近期制定的俄经济面临的主要

风险清单，新一波制裁、美国货币政策

趋紧和发展中市场动荡是俄经济稳定面

临的主要风险。另一方面，内部挑战仍

存。近年来，西方持续制裁导致俄基础

设施、民生保障等领域发展缓慢，这是

俄必须直面的现实。

俄经济发展呈现四大特点

纵观2018年俄罗斯经济发展，与

之前几年相比，呈现出增速不快财政好

转、去美元化加速、农业经济逆势发

展、“向东看”寻求经济增长等四大特

点。

（一）增速不快财政好转 

尽管GDP总量略有增长，但受汇

率因素影响，2018年俄罗斯人均GDP

与上年相差不多。据IMF预测，2018年

俄人均GDP为1.095万美元。经济增速

低，生活水平提高慢，但财政状况明显

好转。2018年1-10月，俄罗斯财政盈余

3万亿卢布，相当于GDP的3.6%；通胀

率为4.3%。

联邦预算由赤字转向盈余，这是一

个重大转折，因为2012-2017年俄罗斯

财政预算曾连续6年出现较大赤字，一

度超过GDP的3.5%。

（二）多措并举加速经济去美元化

2018年，在普京的推动下，俄罗斯

积极寻求各种手段“去美元化”，试图

摆脱对美元的依赖，增加提振经济的筹

码。

其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  减持美

元，抛售美债。俄央行数据显示，截

至2018年3月底，俄罗斯央行一年间将

外汇储备中的美元比例下调1.6个百分

点，降至43.7%。

购买黄金，构筑对美元的防火墙。

抛售美债的同时，俄大举增持黄金。

2018年第三季度，俄黄金储备历史上

首次超过2000吨，占本国外汇储备的

17%，在世界黄金储备中的占比也是

17%，成为继美国、德国、意大利、法

国之后的全球第五大黄金储备国。

去美元化交易。俄财政部长安

东·西卢安诺夫2018年8月表示，俄罗斯

今后在贸易结算时将更多使用本国货币

卢布和欧元等其他货币，同时不排除放

弃美元作为石油贸易结算货币的可能。

（三）农业经济逆势蓬勃发展

在经济整体低迷的背景下，俄不断

加快经济结构优化的步伐，推出进口

替代等政策力图改变依赖石油等大宗商

品出口的经济结构，其中农业的发展最

为引人注目。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罗斯

农业呈逆势增长态势，不但逐渐摆脱对

欧洲的进口依赖，反而成为出口创收工

具，带动经济增长。

（四）“向东看”寻求经济增长点

刺激投资需求、加大远东开发、扩

大出口等内因驱动，加上抗衡西方制

裁、扩大地缘影响力等外部需求，俄罗

斯越来越多提及“向东看”政策，希望

通过参与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推动俄

远东地区发展，创造新的经济动力。

聚焦三大领域深挖中俄经贸合作潜

力

在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

平运行的背景下，两国贸易合作加速提

质升级。从当前及今后几年俄罗斯经济

发展的重点领域及战略重点分析，未来

中俄可在农业领域加强跨境合作，同时

继续在远东开发、能源领域深挖合作潜

力。 

（一）加强跨境农业合作实现互利

共赢

2018年以来，中俄双边贸易快速

发展，尤其是农产品贸易增长显著。前

三季度中俄农产品贸易同比增长29%，

其中中方自俄罗斯进口农产品22.7亿美

元，增长48%。

深化拓展中俄农业合作，一是破解

农业合作资本瓶颈，通过成立农业合

作扶持基金等方式拓宽多元融资渠道；

二是强化通道设施建设，建立跨境合作

区，推动重点口岸建设，为中俄农业合

作提供便利通道；三是创新中俄农业产

业合作模式，加强地方合作，有条件的

省份可通过建设对俄跨境农业产业园区

等，促进中俄农业产业链对接;四是鼓

励有条件的企业利用俄加强远东开发力

度的有利时机，发展对俄农产品加工产

业，利用远东超前区税收和投资政策，

选择和培育重点农业加工企业，生产适

销对路的农产品。

（二）促进远东重点领域合作

在2018年东方经济论坛上，中俄领

导人就进一步加强中俄远东合作达成新

的重要共识，双方合作将迎来新的机遇

期。相关部门和地方可致力于进一步推

动双方政策和项目的对接，加强对企业

合作的指导和服务，促进重点领域合作

取得新进展。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李辉表示，中俄

双方应充分利用好两国政府间和地方间

合作机制，加强政策、法规等方面的沟

通与协调，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继续

完善跨境大桥等基础设施建设，打通区

域间交通链，为两国经贸合作提供新动

能；全面调动中小企业积极性，密切双

边人员往来，简化相关手续。

（三）继续挖掘能源领域合作潜力

能源合作是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俄务实合

作中分量最重、成果最多、范围最广的

领域之一。经过两国政府和企业的共同

努力，中俄能源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2018年是中俄能源合作的关键之年。

1月，中俄原油管道二线工程正式投入

商业运营，设计年输油量1500万吨；7

月，首船来自北极圈亚马尔项目的液化

天然气（LNG）顺利到达江苏如东；9

月，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上，中国石油

与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签署了上游合作

协议，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石油公司签

署了技术合作协议。 

分析认为，未来中俄能源合作的重

点，一是继续挖掘天然气领域合作的

巨大潜力。随着中国天然气消费量的快

速增长，俄罗斯天然气在中国进口天然

气中的比重将越来越高。中俄正在商谈

西线管道天然气的合作，据此前达成的

相关框架协议预计，若西线项目能最终

达成协议并按期投产，未来十年内，中

俄天然气贸易量将超过700亿立方米。

届时，俄罗斯继成为中国原油进口第一

大供应国之后，又将成为中国天然气进

口最大供应国。中俄天然气合作将为我

国清洁燃料及经济结构转型提供重要支

持，也将为俄经济发展带去稳定的财政

收入。

二是寻找中俄能源合作新的增长

点，拓展能源各领域上中下游全方位一

体化合作。中俄在天津炼化厂和亚马尔

气田液化天然气等项目中的合作，开启

了中俄能源上下游产业链的合作。通过

向俄方开放下游产业，中国实际上为其

留出了更多的高产业附加值空间，而俄

进一步开放上游合作也将帮助我国获得

长期、稳定、价格合理的能源供给。 

三是加强中俄能源领域的投融资合

作，推进“能源产业+金融”合作，促

进金融机构在项目中的全周期深度参

与，研究创新融资方式，为中俄能源合

作项目保驾护航。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

行第一副总裁丹尼斯 ·舒拉科夫和丝路

基金副总经理丁国荣表示，股权投资、

债券发行、融资租赁等方式有助于解决

大型能源合作项目的融资问题。目前中

俄在金融领域、资本市场方面的协同还

比较少，以本币为结算工具的金融合作

有待加强，两国在大型能源项目的融资

方面还有巨大的合作空间可以挖掘。 

此外，中俄可以通过定期举办能源

论坛、联合调研以及互派专家学者等

多种交流方式，了解对方合作意愿，集

思广益建立项目库，发动产学研各路资

源，开展能源科技贸易投资多领域融合

创新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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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IMF预测，2018年俄人
均GDP为1.095万美元。
经济增速低，但财政状况

明显好转。1.095万美元

6968

金融世界  .  FINANCE WORLD

2019年 / 第 2 期 2019年 / 第 2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