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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俄罗斯亚太新战略 

李 新 

[内容提要】俄罗斯制定亚太战略的背景是亚太随着经济持续发展，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美 

国强势重返亚太以遏制中国崛起；欧洲陷入债务危机不能自拔。俄罗斯亚太战略的目标是：在政治 

和安全方面，参与亚太政治安全体系和机制的构建，在中国与西方和亚太国家的博弈中起第三方平 

衡作用；在经济方面，积极融入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面向亚太市场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其中后 

者 占主导地位。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并没有因此彻底改变，欧洲仍然是俄最重要的政治和 

经济伙伴。俄将更积极地参与亚太地区事务，使俄远东乃至整个俄罗斯融入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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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李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主 

要从事俄罗斯、中亚地区经济、政治问题研究。 

2012年 9月初，亚太经合组织论坛峰会在符拉 

迪沃斯托克召开，标志着俄罗斯亚太战略正式启动。 

普京在《华尔街Et报》亚洲版发表文章称俄“在历史 

和地理上都是亚太地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全面 

走向亚太地区是俄罗斯辉煌未来及西伯利亚和远东 

地区发展的最重要砝码”。④ 他在总结峰会成就的 

记者招待会上进一步表示：“与亚太地区邻国的广 

泛合作是我国对外政策方针的优先方向之一”，“俄 

罗斯愿意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特 

别是建立自由贸易协定机制”。② 

近年来，随着亚洲经济高速发展和美国战略重 

心东移，以及俄政府对西伯利亚和远东开发的高度 

重视，俄亚太战略成为许多智库、学者研究的重要内 

容，出现了一系列关于俄亚太战略的论文和研究报 

告，如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俄罗斯 国家委员会的 

《俄罗斯太平洋战略》(2010年)、瓦尔代国际俱乐 

部的《奔向大洋：俄罗斯的重新全球化》(2012年) 

等。但俄政府官方并没有形成正式的亚太战略。从 

俄学者的相关研究文献来看，俄亚太战略的主要目 

标不外乎两个，即政治上参与亚太地区安全机制的 

构建，经济上融人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面向亚 

太市场全面开发、开放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 

而后者是最主要的目标。普京在2012年5月7日 

就任俄总统当天签署的总统令明确指出了俄亚太战 

略的基本 目标，即“积极参与区域一体化进程，促进 

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社会经济加速发展； 

根据非集团式的集体原则 、国际法准则以及平等和 

安全不可分原则推动亚太地区建立安全与合作的新 

架构；就东亚峰会和俄罗斯一东盟对话伙伴关系议 

程提出建议；深化与中国的平等信任伙伴关系和战 

略合作以及与印度和越南的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与 

Et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其他亚太地区主要 

国家的互利合作”。⑨ 

① I'IyTHH B．B．，Bna~gBOCTOK--2012：pOCCHItCKaa noBec'l~a H 

qbopyMa ATgC，http：／／www．kremlin．ru／transetipts／16390．(上网时 

间：2012年9月5日) 

② 普京在亚太经合组织论坛首脑峰会结束后举行的记者招待 

会上的讲话 ，http：／／veaw．kremlin．ru／transeriptsd16432．(上网时间： 
2012年9月9日) 

③ Yxaa I-Ipeav~eHTa P OT 07．05．2012 N 605，《O Mepax HO 

pealIH3aHHH BHeLUHeIIOBHTHHeCKOH0 lOfpca PoccnRcKo~q~eaepaunn)， 
http：／／www．kremlin．ru／acts／15256．(上网时间：2012年 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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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俄制定亚太战略的基本背景 

在过去 20—30年时间里，亚洲 国家特别是 中 

国、印度和东盟表现出了世界上最快的经济增长速 

度，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发动机。这种经济崛起的结 

果就是国民财富的大幅增加、经济扩张和本地区在 

世界经济与政治中作用的增大。按购买力平价计 

算，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3本第三，印度 

第四，韩国第十三。① 在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只有 

亚洲国家能够保持高增长率，并成为世界经济摆脱 

衰退的主要火车头。亚洲国家目前还支配着大量的 

外汇储备和总储蓄，从而保障其在今后相当长时间 

内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优势地位。从2011年初各国 

外汇储备规模来看，中国和 13本分别占据第一和第 

二位，位居前十位的还有中国台湾、韩国、印度和中 

国香港 ，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外汇储备合计接近6万 

亿美元。②在可供支配的、决定一国投资潜力的总 

储蓄方面，占据第一位的仍然是中国，约 3万亿美 

元，位居前十位的亚洲国家还有 日本、印度和韩国， 

这四个亚洲国家拥有世界总储蓄的34,5％。③2012 

年的格局亦如此。如果说目前亚洲国家 GDP占世 

界 1／3的话，那么到 2050年它们的份额可能会超过 

50％。④ 因此，世界经济和政治中心正在加速向亚 

太地区转移，无论从规模还是速度上来说，这在历史 

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凡是挂在亚洲经济“火车头” 

上的国家，其经济发展都取得了重要进展，尤其是多 

年一直处于经济停滞甚至衰退的非洲国家，依靠向 

亚洲国家出口原料，经济开始迅速增长。更不必说 

中国和美国之间已经初步形成高度一体化的经济、 

金融利益共同体。 

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依靠其经济成就，大大提 

升了自己的国际政治影响力，从而客观上导致西方 

主要国家特别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下降。后 

者更加积极地参与亚太事务，越来越明显地试图制 

约中国影响力的增长。中美之间在亚太地区的博弈 

在加剧。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实力日益上升的 

担心更加凸显，它们担心来自中国的威胁会越来越 

大，特别是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的弱小邻国，欲借外 

部力量特别是美国的存在来“对抗中国”。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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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海和南海地区领土争端风起云涌，本可以内 

部解决的地区问题越来越趋于尖锐化和国际化。 

作为美国次贷危机的延续，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不断向纵深发展，严重威胁国际金融体系的安全，阻 

碍了世界经济的复苏，加剧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 

在大规模刺激政策作用下，欧元区经济自2010年出 

现强劲反弹，增长近 1．8％，但是随着刺激效应的衰 

减，2011年增长率下滑至 1．43％，⑤欧盟委员会 

2012年 11月发布的报告称 2012年可能会出现 

0．3％的衰退。⑥2013年 1月再次发布的《就业与社 

会发展 2012年度报告》指出，持续多年的经济危机 

和2012年的经济衰退使欧洲的失业率创近 20年来 

新高。2012年 11月，欧元区 17国的失业率上升至 

11．8％，失业人数为 1880万人。这是 自1999年欧 

元创立以来的最高失业率。希腊和西班牙的失业率 

已经超过了26％，两国 25岁以下青年人失业率更 

是高达 57％。④ 

俄罗斯从民族特性来讲具有强烈的“欧洲中心 

主义”情结，一直希望融入欧洲。但欧洲却不希望 

也不可能接纳俄罗斯。欧洲一直将俄罗斯看作是 

“欧洲的亚细亚”，是“野蛮之地”。特别是由于欧盟 

陷入系统性、制度性危机，经济将会长期停滞甚至走 

下坡路，在可预见的将来俄融人欧洲的可能性不大。 

这促使俄决定全面启动亚洲政策。俄认为东方能够 

① 国际货 币基金组 织数 据，http：／／e~ibrary．sufe．edu．cn： 

2121／web／OLAPQuery．aspx?databasename=WorldEconomy&cubeNam 
e=IMF

— Country&channel=51．(上网时间：2013年 1月 18日) 
② 世界银行 数据，http：／／ezlibrary．sufe．edu．cn：2121／web／ 

OLAPQuery．aspx?databasename=WorldEconomy&cubeName=WorldBa, 

nk&channel=51&nodeId=83&uid=995610．(上网时间：2013年 1月 
10日) 

③ 国际货 币基金组 织数 据，http：／／ezlibrary．sufe．edu．all： 

2121／web／OLAPQuery．aspx?databasename=WorldEconomy&cubeNam 
e=IMF

— Country&channel：51&nodeld=79&uid=99560701．(上 网时 

间：2012年 l1月 6日) 

④ Ananm'n--iecrrff,l~aordla．a M[e)叠(皿yHap0皿Horo且HcK)rccHoHH0ro 

r~y6a《Ban~afl》，K BemfKOMy oreany，／4JIM HOBa~rno6anHaaa~ 
Poccmt，Mocraa，2012．07。Cap．11． 

⑤ 国际货 币基 金组织数 据，http：／／ezlibrary．sufe．edu．cn： 

2121／web／OLAPQuery．aspx?databasename=WorldEconomy&cubeNam 
e=IMF

— CountryGmup&channel=51&nodeld=80&uid=99560702．(上 

网时间：2013年2月 5日) 

⑥ 中国驻比利时卢森堡经商参处 ，“欧委会大幅下调欧盟和欧 

元区经济增长预期”，http：／／www．mo~om．gov．cn／aarticle／i／jyjL／m／ 

201211／20121108428473．htm1．(上网时间：2012年 11月 11日) 
⑦ 孙天仁：“欧盟就业与社会发展状况堪忧”，人民网，2013年 

1月 9 日，http：／／www．chinadaily．tom．cn／micro—reading／dzh／2013一 

Ol-09／content 7990427．htm1．(上网时间：2013年 1月 9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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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应该成为未来几年俄罗斯政治的重要发展方向 

和发展的外部资源。俄罗斯尽管在地理上亚洲部分 

占其领土的 2／3，但暂时还没有搭上这班“东方快 

车”。俄罗斯要想分享到亚洲经济发展的成果，重 

要的是其思维和意识要从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 

转向东方市场，并充分认识到世界经济和政治中心 

向太平洋地区转移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与此同 

时，在政治和安全问题上，俄罗斯学者认为亚太地区 

政治军事化和地区军备竞赛的危险正在上升①，如 

美日在亚太地区部署反导系统、朝鲜半岛问题、中国 

与日本及菲律宾和越南之间的领土纠纷、日本修宪 

和期望拥核等。俄罗斯作为全球玩家之一必须参与 

这些问题的解决，它不希望美国(西方)和中国之间 

发生对抗。 

目前，俄罗斯进出口总额的 53％以及进出俄罗 

斯的大部分投资都是与欧盟国家发生的，而这些国 

家正在走下坡路。亚太经合组织所有国家(包括美 

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俄罗斯进出口总额中的 

比例 目前只有 23．3％。②2011年俄罗斯与中国的 

贸易额达到835亿美元，比2010年增长40．8％，中 

国仍是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列德国和荷兰之前；但俄 

与亚洲其他国家的贸易额均没有超过 300亿美元， 

如与日本仅297亿美元，与韩国259亿美元，与东盟 

国家 158亿美元，与印度 88．9亿美元。③俄罗斯与 

亚洲国家的相互投资规模更是微乎其微。2011年 

俄吸收外 国直接投资 558亿美元，其中来 自日本 

3．7亿美元，韩国2．7亿美元，菲律宾2．2亿美元， 

中国1．8亿美元，东盟0．18亿美元，而同期来自欧 

洲小国塞浦路斯一国的投资就达 136亿美元，荷兰 

73．8亿美元。2011年俄对外直接投资672亿美元， 

其中投向新加坡 1．6亿美元，朝鲜0．7亿美元，泰国 

0．6亿美元，中国0．2亿美元，印度0．17亿美元，Et 

本 0．O1亿美元，而投向地中海岛国塞浦路斯一国的 

就达224亿美元。④ 由此可见，俄罗斯与亚洲国家 

经济合作的潜力远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 

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不止一次强调了俄转向亚洲 

的必要性。例如，普京曾在自己的竞选文章中指出， 

“2012年9月我们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办亚太经 

合组织论坛首脑峰会，⋯⋯这将有助于西伯利亚和 

远东的进一步发展，使我们的国家在更大程度上融 

人‘新亚洲’迅速发展的一体化进程”，俄应“借中国 

东风鼓俄罗斯经济之帆”。⑤俄罗斯制定亚太战略 

的目标主要有两方面：在政治和安全方面，参与亚太 

政治安全体系和机制的构建，在中国与西方和亚太 

国家的博弈中起第三方平衡作用；在经济方面，积极 

融入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面向亚太市场开发西伯 

利亚和远东。 

二、积极参与亚太政治安全机制构建 

全面增强在亚洲的活动能力是俄罗斯当前的迫 

切需求。在俄看来，对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博弈袖手 

旁观会刺激两国关系朝着冲突方向发展，这对俄罗 

斯是极其不利的，可能使俄陷人不得不在两个对立 

的大国之间进行选择的困境。俄在亚太地区政治安 

全领域的目标，首先是集中力量在太平洋地区建立 

新的地区政治平台。俄学者认为，中国庞大的经济 

实力和规模已经构成了对西方特别是美国和日本在 

亚太地区影响力以及地区弱小国家安全的严峻威 

胁，因此需要建立新的地区平台来解决两个相互联 

系的问题，即中美关系冲突性潜在上升和中国周围 

形成安全真空的问题。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中国的 

政策或意图所致，而是由于其日益强大的实力使邻 

国开始对它担心并谋求建立制衡机制。俄罗斯在这 

里不会只参与军事战略问题的对话 ，而将经贸、政治 

和次区域问题排除在外。俄罗斯新的“导人”亚太 

地区战略的实质在于全面参与地区事务的各个方 

面。考虑到俄罗斯在亚洲经济领域明显的脆弱性， 

俄亚太战略政治内容的启动可能会先行一步。 

俄罗斯倾向于建立类似亚洲版“赫尔辛基进 

① AHa／IHTHqeCKHI~I皿oK赶a皿 Meac,aynapoztHoro 【llcl(yccHoHH0r0 

loly6a《Ban,aa~》，K Be~axoMy ogeaay，M HOna~l rno6anH3atmn 
Poccm,~，MOCKBa，2012．07，Cap．5． 

② PoccM~B aHqbpax，2012：CTaT．c6，POCCTaT，M．，2012， 
Cap ．538． 

③ 俄罗斯海关总署统计资料，http：／／www．customs．ru／index． 
php? option = com

—

newsfts&view = category&id ： 125&Itemid = 

1976&limi~mn=20．(上网时问：2012年 1月 13日) 

④ 俄罗斯中央银行统计数据，http：／／www．cbr．ru／statistics／? 
Prtid=svs&ch=PAR

_ 30241#Checkedhem．(上网时间：2012年 6月 l0 

日) 

⑤ IIy~a B．B．，Poccrm H MeHⅡloIH曲“ Mnp。MOCKOBCI~e 
HOBOCTH，27 dpeBpaaa 2012 r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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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中、俄、美关系体系，从而有助于提高包括军 

事政治领域决策在内的相互了解，提高安全领域的 

透明度。同时希望亚太地区国家形成“太平洋安全 

与合作公约”，提升东盟国家和该地区其他中小国 

家在地区安全方面的发言权，改变它们长期被中美 

地缘政治博弈所“钳制”的局面。在这种安排下，俄 

罗斯可以起到独立的第三方玩家的作用，既可平衡 

中美在该地区的博弈，又可帮助该地区中小国家摆 

脱中国与美、日关系的“钳制”，并可在此基础上提 

升俄与这些国家的相互贸易和投资，与东盟国家构 

建自由贸易区。在俄、中、美“三驾马车”框架内，俄 

罗斯积极寻求在与中国及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合作 

中，加强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合作。 

在中俄拥有“共同边界”的中亚地区，俄罗斯希 

望保持与中国的睦邻关系与合作，并将此作为俄 

“新亚洲”战略甚至全球战略的最重要内容。俄罗 

斯将致力于通过与中国以及该地区其他国家的紧密 

合作来应对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俄罗斯和中国 

必须协调对中亚地区的政策，包括在上合组织框架 

内的政策。目前两国在中亚地区进行着隐性竞争。 

无论从经贸还是投资领域来看，中国在中亚的影响 

力已经超过俄罗斯。这使历来将中亚看作自己势力 

范围的俄罗斯备感沮丧，希望通过建立欧亚经济联 

盟使地区经济发展在更大程度上以俄罗斯为导向， 

俄甚至不无威胁意味地称，“中亚方面可能成为 目 

前俄中几近晴空万里的战略伙伴关系的障碍”。① 

另一方面，俄罗斯南方的不稳定问题越来越严峻，主 

要威胁来 自阿富汗。2014年后塔利班(或伊斯兰激 

进分子)可能重掌阿富汗政权，这会导致不稳定因 

素向中亚地区蔓延，对俄罗斯和与阿富汗接壤的中 

国西部地区构成潜在的军事和恐怖主义威胁。俄罗 

斯认为中俄在维护中亚稳定方面的合作是非常必要 

的，希望两国在这一地区避免竞争。俄罗斯有足够 

的军事政治资产，中国有足够的经济资产，两国有必 

要共同协调使用这些资产。俄希望进一步推动中国 

增强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安全内容。在维护包括巴基 

斯坦和阿富汗的大中亚安全问题上，俄罗斯认为集 

体安全条约组织和欧亚联盟、上合组织应合理并最 

大限度地吸收其他伙伴如美国及北约和印度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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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转向亚洲除了想迅速提升俄在该地区政 

治与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形成俄“新亚洲”政策的 

统一战略外，更重要的是希望实施对外乌拉尔地区 

的重新开发计划，即所谓的“西伯利亚工程”。 

三、全面开发、开放西伯利亚和 

远 东地区 

俄罗斯亚太战略更主要的目标在于开发、开放 

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瓦尔代国际俱乐部的报告认 

为，“俄罗斯亚太战略具有国内性质，亚洲战略的核 

心应该是加速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发展”。② 苏联解 

体后，随着经济经历了转型初期的严重衰退和之后 

的逐渐趋于稳定，俄罗斯政府于 1996年通过了《远 

东和外贝加尔地区 1996—2005年经济与社会发展 

联邦专项纲要》。然而，1998年突如其来的金融危 

机使脆弱的俄经济一夜之间又回到了1992年的“休 

克”状态，半数居民陷入贫困。世纪之交，普京接掌 

俄罗斯政权，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再加上世界经济进 

入膨胀周期，原材料和能源价格飞速上涨 ，俄罗斯经 

济进入快车道。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再次提上议事 

日程。2003年俄政府批准了重新修订的《远东和外 

贝加尔地区1996—2005年和 2010年前经济与社会 

发展联邦专项纲要》，同时还批准了《西伯利亚经济 

发展战略》。为了加强对西伯利亚和远东开发工作 

的指导，俄2007年成立了远东和外贝加尔地区发展 

委员会，时任总理 M．弗拉德科夫任主席，开始实施 

第二个《远东和外贝加尔地区2013年前经济社会发 

展联邦专项纲要》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亚太地区国 

际合作中心发展子规划》。2009年时任总理普京签 

署了西伯利亚和远东开发的长远规划，即《远东和 

贝加尔地区 2025年前经济社会发展战略》。2010 

年俄批准了新的《西伯利亚社会经济发展战略》。 

普京在2012年4月11日向国家杜马所做的总 

理述职报告中，将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确定为仅次 

① AH啪 TH cKHn且0肌a且Me c ap0且H0ro~HCKyCCHOHHOFO 

I y6a《Bazaar》，K BenHKOMy oKeaHy，R／／H HOBa,q rao6aaasaR~q 
POCCHH．MOCKBa．2012．07．Cap ．21． 

② AH觚m l埘盘皿0肼a皿 M蹦 yHap鲴Hor0 丑HcKyccj HH0r0 

K毋6a《BaJ珥掳》，K BenHKO~ oKeany，l删 HOBa．q rao6a~maaRaa 
POCCH~，MOCKBa，2012．07，Ca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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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人口问题的俄第二大战略任务，并强调这是最重 

要的地缘政治任务。他要求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 

GDP增长速度高于国家 GDP增长，而且这种趋势至 

少要保持 l0—15年。他还要求遏制该地区的人 口 

外流趋势，实现地区人口稳定增加。俄为此在 2012 

年 5月专门成立了联邦远东发展部。①该部 目前正 

在制订更加具体的《远东和外贝加尔地区2025年前 

社会经济发展纲要》，计划2013年3月提交国家元 

首。新发展纲要的主要思路是用跨越模式取代追赶 

模式，计划在2011—2025年间实现地区 GDP总额增 

加 1．5倍 ，在全俄经济中的比重从 8．5％提高到 

10．2％，工业产值增加 70％，制造业比重从 5．5％提 

高到 8．5％。② 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需要大规模投 

资，投资额要增加2．8倍。其中，国家通过专项纲要 

每年投入 1000亿卢布，另需引资 8000亿卢布，再加 

上其他项目资金，每年总投资额 1万亿卢布(330亿 

美元)。③这笔资金主要用于修建萨哈林大桥、两条 

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现代化改造、矿产开采以及 

((2018年远东和外贝加尔经济和社会发展》和~2007 

— 2015年南千岛群岛社会经济发展》专项纲要所规 

划的项目。此外，俄罗斯联邦《关于西伯利亚和远 

东开发法案》也在制定中。 

俄罗斯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将会奉行“开放” 

原则，积极、全面融入国际经济关系。实现这种融人 

的最佳途径就是扩大该地区原料资源的出口规模。 

但这种方式将会进一步强化俄原料导向型经济，同 

时也是不可持续的。所以，俄必须面向整个亚太地 

区吸引外资，发展采掘业和加工产业的高技术集群。 

俄罗斯开发、开放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出发点在于： 

(1)亚洲经济高速增长需要大量能源消耗支撑；(2) 

亚洲经济持续增长和财富增加带来的人民生活水平 

大幅提高，必然刺激它们对粮食和消费品的进口需 

求；(3)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发展和繁荣有助 

于避免各主要国家对当地资源的角逐，巩固俄国家 

安全。 

俄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产业方向是原料 

深加工产业，建立以亚洲市场为导向的农业、原料开 

采和深加工、木材和其他耗水产业，具体有四。一是 

打造亚太能源供应基地。对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来 

说，石油天然气项目是发展的主要动力。俄从2007 

年开始实施东方天然气工程，随着未来3—4年内伊 

尔库茨克~l'l Jt部和雅库特南部气田和恰扬达气田开 

发及其天然气加工项 目的完成，该地区将成为继西 

伯利亚大铁路产业带和贝阿大铁路产业带之后的第 

三条产业带。随着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南雅 

库特的燃料产业基地将成为该地区的增长中心。东 

方天然气工程实现了由西向东的雅库特管道与由东 

向西的萨哈林管道在共青城的连接。201 1年秋，萨 

哈林一共青城一哈巴罗夫斯克一符拉迪沃斯托克天 

然气管道完成建设。2012年底，从泰谢特到太平洋 

沿岸的科济米诺(近符拉迪沃斯托克)工程完工，它 

可以向中国、日本、美国、韩国、朝鲜提供石油。即将 

投入运营的萨哈林3号项 目将成为濒临太平洋地区 

工业发展的能源基地。共青城恰好处在雅库特和萨 

哈林天然气的交汇处，又有贝阿大铁路和临近太平 

洋港口，将会成为该地区第二大增长中心。东方天 

然气计划和该地区第三条产业开发带的形成将会从 

根本上改变远东的经济状况。此外，南西伯利亚庞 

大的水电产业基地过剩的电能约 1000万千瓦，可以 

用于出 口。 

二是形成亚太粮食产业基地。利用西伯利亚和 

远东丰富的水资源，发展以亚太市场为目标的耗水 

产业如农业 、木材加工、造纸工业等。随着东亚国家 

经济的迅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他们对 

粮食特别是对“绿色”饲料、肉类和奶制品的需求与 

日俱增。俄罗斯的主要种植业产区有阿尔泰边疆区 

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南部和哈卡斯的米努辛 

斯克盆地谷物产区。后贝加尔地区和远东还有四个 

属于“最后的处女地”：赤塔州南部和布里亚特的达 

乌尔草原、阿穆尔州南部地区阿穆尔河和结雅河之 

间的低地平原、犹太自治区的阿穆尔河流域平原、雅 

① CTeHorpaMMa oTs~ra npeMbep — MEIHHCTpa B；IaA~tMHpa 

1-[yTaHa Ⅱepe皿 ,~enyraTaMH FOC,~yMbl， POCCH~CKaa ra3eTa， http：／／ 

w-cow．rg．ru／2012／04／11／putin—duma．htm1．(上网时间：2012年 4月 

11日) 

② 俄新社报道：“俄远东发展部部长 B．伊沙耶夫 2013年 1月 

12 日举 行 记 者 招 待 会”，http：／／dv．ria．ru／economy／20130112／ 

82181832．htm1．(上网时间：2013年 1月 12日) 
③ 俄新社报道：“俄远东发展部部长 B．伊沙耶夫 2013年 1月 

12 日举 行 记 者 招 待 会”，http：／／dv．ria．ru／economy／20130112／ 

82181832．htm1．(上网时间：2013年 1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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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特中部的勒拿河和维柳伊河之间的地区，以及滨 

海边疆区西南部的兴凯湖流域平原的传统大豆产 

区。开发这些处女地能使俄罗斯远东成为亚太地区 

重要的小麦和饲料生产者，中国对俄罗斯出口商来 

说是个很大的粮食市场。此外，在“绿色”农业技术 

方面，俄罗斯有能力振兴东西伯利亚生物技术集群。 

但是，这些处女地的开发必须积极吸收中国和其他 

国家的投资。 

三是建设亚太木材产业基地。俄罗斯林业资源 

无论是在储备还是面积上都列世界第一，而俄 目前 

出口的要么是纯粹的木材，要么是低质量的木材加 

工产品。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林业和木材加工综合体 

需要新的投资进行现代化改造。中国和其他国家对 

俄罗斯林业综合体(从砍伐到制成品生产和森林恢 

复)进行投资，以换取对俄木材加工和造纸工业产 

品的特惠准人，这应该是合作的前景。 

四是发挥亚欧运输走廊的作用。俄罗斯希望发 

挥其运输潜力，使地区和全球物流路线更加多样化， 

在欧、亚、美三大洲之间经过俄罗斯大陆或沿北方海 

航线形成新的更短、更便利的海、陆、空运输线路。 

但是，目前西伯利亚大铁路总共只有两个面向中国 

的出口，没有一条联邦级的公路通至中国边界。交 

通基础设施发展的缓慢严重阻碍中俄贸易额的增 

长，因此建设大型物流中心应当成为俄远东投资的 

优先方向之一。俄专家甚至提出“三桥一路”的设 

想，即修建布拉戈维申斯克、比罗比詹和哈巴罗夫斯 

克三座跨黑龙江大桥，以及从中国新疆到俄罗斯阿 

尔泰的公路。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黑河一布拉戈维 

申斯克大桥计划了20年，到现在难觅踪影。特别需 

要指出的是，实现北方海航线的现代化改造对俄具 

有战略意义，这是从东亚到欧洲最快捷 、最安全的航 

线，但这条航线目前只有叶尼赛河口以西部分处于 

工作状态，而以东部分完全处于闲置状态，某些港口 

如季可西、佩韦克等几近荒废，需要重新装备。 

四、俄融入亚太的困难 

俄罗斯民族一直以来的“欧洲中心主义”情结 

使俄在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方面都具有典型的 

欧洲国家特征，即使俄远东地区的居民也以自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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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而自豪。因此，俄普遍对其在亚洲地区的利 

益缺乏明确预见和认识。俄企业和精英总体对亚洲 

缺乏热情和主动性，这是俄亚太战略面临的最大问 

题。目前俄与亚洲发生经济往来的主要是远东的中 

小企业，国家对开拓亚洲市场没有给予必要的扶持。 

苏联时期，西伯利亚和远东作为与西方对抗的 

“秘密后方”，长期处于封闭状态。随着 1960年代 

中苏关系进入“冷战”状态，苏联的“后方”又变成了 

“前线”。这不仅导致许多工业设施从该地区迁出， 

而且使中国在当地居民的社会心理上成了顽固的 

“敌人形象”。即使是现在，将远东看作“前哨”、将 

西伯利亚看作“后方”仍然是俄罗斯一种普遍的社 

会意识，包括大部分政治精英。这在一系列西伯利 

亚和远东发展专项计划中多有体现。从目前情况 

看，俄罗斯对中国的顾虑一时难以消除。瓦尔代国 

际俱乐部2012年7月发布的《关于俄罗斯武装力量 

改革的报告》列举的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中，“中 

国实力的上升”排在第二位。① 中国从2010年起成 

为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俄罗斯向中国输出原料、 

能源和从中国输入消费品乃至机电产品的贸易结 

构，又使得俄罗斯担忧对中国单方面依赖上升，甚至 

担心成为“中国的原料附庸、甚至半政治附庸”。② 

因此，在俄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的规划中，才有了 

“能源出口和基础设施工程必须沿东西方向(直到 

太平洋沿岸)，避免南北方向(只到中国)”，所需要 

的“劳动力主要依靠中亚、朝鲜、越南、印度，尽可能 

减少对中国劳动力的使用”这样的安排。③ 

俄罗斯融入亚太地区经济和政治进程的最大障 

碍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发展严重滞后。苏联解体 

后，随着机器制造和加工产业、军工部门陷入严重危 

机，以此为导向的“第二梯队”工业中心出现衰落迹 

象。大量人才向西部欧洲地区流动，俄劳动力严重 

① AHa lITHqecKHn noKⅡa且 Me)IcⅡyHaponHoro ~HCKyCCHOHHOrO 

~m／6a《B堋 拍》，BoeHHaR peqbopHa：Ha rq,rn K aososq~o6nM~ 
PoccHRcKoR apMm4，Mocr,Ba。2012．o7，Cap．11． 

② AHa3IHTh'~IeCKHf[ⅡoⅪIa且 Me~ apoRHoro ~HcKyccHOHHOFO 

iGiy6a《Bazaar》，K Bcrmi<oHy oKeany，MH HOBaH rno6an~aatma 

POCCHH，MOCKBa，2012．07，Cap．34． 

③ AHaHHTHqeCKH~A0ⅪIaA Mew,jiyHapo~Horo ]~HCKyCCHOHHOrO 

r~：6a《BaJI珏an》，K BeKHKObly oKeany。H]II4 HOBart rⅡo6aJ哪 aIIH且 

POCCHH，MOCKBa．2012．07．Cap．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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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自1989年以来贝加尔湖以东地区人 口全面 

减少，俄东北地区特别是北方海航线东部港口城市 

正在上演“空城计”。俄整个远东联邦区地理面积 

占全国的 36％，而人口总共只有约 640万人，仅 占 

全国的4．5％。西伯利亚和远东两个联邦区劳动力 

总数不足 1400万人，①开发一平方公里的“处女地” 

只能分配到 1．2个劳动力。 

俄罗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 

是 l9世纪末 20世纪初横跨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 

建，耗时26年耗资 14．55亿金卢布建成了世界上横 

跨欧亚最长的铁路，实际总长 9288．2千米，形成了 

沿铁路线产业带。俄 1930年代大规模工业化造就 

了西伯利亚和远东以新库茨涅茨克和共青城为象征 

的新城市。二战后，石油和天然气的开发形成了西 

西伯利亚燃料能源产业群以及东西伯利亚南部庞大 

的水电产业基地。1960年代建成了新西伯利亚科 

学城。伴随第二条西伯利亚大铁路贝阿铁路的建 

成，俄形成了东西伯利亚和远东的第二条产业带。 

然而，这些庞大工程的建设完全是靠强大的国家动 

员力量完成的，同时，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开发也离不 

开被流放到此的囚犯所付出的无偿劳动。瓦尼诺 

港、小贝阿铁路、马加丹和科雷马等城市的形成见证 

了“古拉格”和“远建”②的残酷。然而，在民主、开 

放和实行市场经济的当代俄罗斯，国家的作用已经 

大幅度缩小，劳改犯的无偿劳动也已归零，如何分配 

有限的资源用于西伯利亚和远东开发，是俄罗斯面 

临的重大课题。 

根据俄联邦远东发展部正在制订的《远东和外 

贝加尔地区2025年前社会经济发展纲要》，俄每年 

需要投入 1万亿卢布。国家没有足够的实力来满足 

这一需求，即使有能力，国家投资也是腐败的温床。 

如果依靠外国投资，更是不理想。2011年俄罗斯吸 

收了558亿美元直接投资。在地理分布上，中央联 

邦区集中了近80％的外资，而西伯利亚联邦区只有 

l6亿美元，远东联邦区更是只有9．5亿美元，⑨这对 

于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是杯水车薪。俄罗斯恶劣的 

投资环境制约了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在世界银行 

发布的 2012年经商环境指数排行榜上，俄罗斯在 

185个 国家 中排在第 112位，2011年排在第 120 

位。④ 在透明国际发布的 2012年全球清廉指数排 

行榜上，俄罗斯在 176个国家中排在第 133位，2011 

年在 182个国家中排在第 143位。⑤ 随着政府治理 

腐败力度不断加大，俄罗斯在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 

上的位次逐渐提升，但仍然摘不掉“最腐败经济大 

国”的帽子。俄罗斯正在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改善 

投资环境，普京 2012年 5月 7 El签署总统令，要求 

政府采取措施将俄罗斯在世界银行经商环境排行榜 

的位次从2011年的第 120位提高到2015年的第50 

位、2018年的第 20位。⑥ 

此外，欧亚联盟计划可能会对俄西伯利亚和远 

东的经济发展造成多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取消俄 

白之间的海关边界明显地加强了俄罗斯从东亚到欧 

洲陆路“大通道”的竞争优势，发自中国、Et本、韩国 

通过跨西伯利亚大铁路输送到欧洲国家的货物，在 

独联体境内只需要经过一道海关边界，从而简化和 

加快了通关手续。另一方面，按照同样的逻辑，建立 

关税同盟和欧亚经济联盟也会加强哈萨克斯坦对俄 

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的竞争优势，因为消除俄哈之 

间的海关边界，使中国正好利用哈萨克斯坦的运输 

路线，更快捷、更方便，从而可以预期中国的货流将 

会从西伯利亚大铁路转向经过中国新疆到哈萨克斯 

坦再到俄罗斯欧洲部分的铁路。哈萨克斯坦同样在 

向中国输送天然气，它将成为俄竞争对手。 

为了能够切实启动“西伯利亚工程”，使俄罗斯 

转向东方 ，同时鉴于俄罗斯民族性格以及意识形态 

中的“欧洲中心主义”、政治体系的“莫斯科中心主 

④ PeFHOH~POCCHH，CO~Ha]IbHO一3KOHOMHqeCKHe HOKa3aTeHH， 

2012：CTaT．c6．／PoccTaT．一M ．，2012，Cap．22． 

② “古拉格”，俄语“劳改营总管理局”一词缩写的音译。根据 
俄官方数据，1930—1956年期间该系统曾在全国3万多个地点关押 

过 1500万一1800万劳改犯 ，其中死亡人数 150万人；“远建”，1930— 

1950年代苏联开发北部和东部的主要组织机构“远北方建设总管理 

局”的简称，主要从事工业、道路建设和行政、经济管理 ，职工有志愿 

者也有劳改营的囚犯。总管理局类似托拉斯。 
③ 俄罗斯中央银行统计数据，http：／／www．ebr．m／statistics／? 

Prtid=svs&eh=PAR_30241#Cheekedltem．(上网时间：2012年6月 20 
日) 

④ 参见世界银行经商环境报告，http：／／www．doingbusiness． 

org／reports／global—reports／doing—business一2013．(上网时间：2012年 

lO月 23日) 

⑤ 参见 透明国际历年排行榜，http：／／cpi．transparency．org／ 

ep~012／．(上网时间：2012年 l2月4日) 
⑥ YKa3 HpeaH~eHTa P OT 07．05．2012 N 596，《O 

AOArOCp0qHO~rocy~apcTBeaHOfl 3KOHOMHqeCKOI~HOHHTHKe}，h~p：／／ 

www．kremlin．ru／aets／15232．(上网时间：2012年5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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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等方面的原因，瓦尔代俱乐部专家建议迁都，将 

部分首都功能迁往符拉迪沃斯托克。①但是，如前所 

述，雅库特南部天然气产业基地和共青城地区在不 

久的将来可能成为整个远东发展的发动机，而远离 

该地区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有可能与这一经济增长无 

缘。 

毋庸置疑，俄罗斯重视亚太地区是出于其现实 

的地缘政治和经济考虑，既有意在维护亚太地区安 

全稳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更希望搭乘亚太经济增 

长快车，发展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但需要明确 

的是，俄外交和对外经济政策并没有因此彻底改变， 

从欧洲转向亚太，而是逐渐走向多元化、均衡化，对 

亚太地区更积极、更具建设性。也就是说，俄在保持 

欧盟为其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伙伴的同时，将更积 

极参与亚太地区事务和格局重构进程，发展与亚太 

地区重要经济体的伙伴关系。为此，俄在融入亚太 

地区的进程中会极力避免对其欧洲属性造成任何损 

害。正像俄总统办公厅主任 c．伊万诺夫2012年 10 

月 25日在回答瓦尔代国际俱乐部专家关于俄罗斯 

与欧洲和亚洲的关系问题时所说：“我们都是欧洲 

人，我们与欧洲的贸易要占到进出口总额的一半以 

上，我们大量的外汇储备都是欧元，即使在欧元危机 

最严重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改变我们的储备结构。我 

们的亚洲政策只是对与欧洲关系的补充而已。”②瓦 

尔代国际俱乐部的报告也强调，“不能也不应当改 

变俄罗斯的欧洲社会文化导向”，“全面启动俄罗斯 

亚太政策和部分地改变经济关系方向，不是俄罗斯 

欧洲取向的替代，而是使这一取向更加现代化，更加 

符合当代和未来的世界局势”。④o 

(责任编辑：张浩) 

④ AHanHrnqecKrrfl／lOFOla~Me ( 1IapoⅡH0r0 I【MclqrccH0HH0ro 

lo~6a《Bana；aR》，K B~ OMy oreany，H期H HOBafl rno6a~H3atma 
PoccrIn。Mocraa，2012．07．CTp．74． 

② 笔者作为瓦尔代国际俱乐部成员现场参加了会谈，此次会 

谈内容没有向外界公开。 
( AHaⅡHTH ecKH盘 皿oKⅡa皿 Mex<mlnapoamoro ~acxycCHOHHOFO 

r,ay6a《Ban~afl》，K BeaaroMy oKeaHy，H／IH H0Ba矗 rao6a~naatma 

Poccna，MOCKBa。2012．07，CTp．78． 

(接第 12页)高调宣示“重返亚太”，美国的外交战 

略重心开始向亚太地区转移。其中，以全球公域理 

论为指导，介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洋争端成为美 

国亚太战略链条上的关键一环。④ 在南海问题上， 

美国已经表现出偏袒中国周边主权声索国的倾向， 

试图将南海海域“公海化”，以纳入其全球公域战略 

范畴。在钓鱼岛争端上，美国表面上虽然“不持立 

场”，但实质上采取了一种模糊性政策。②2013年新 

年伊始由奥巴马签署 、2012年 12月 20、21日分别 

由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的(2013财年国防授权 

法案》第一次加入了钓鱼岛防卫适用于《日美安保 

条约》第五项的内容，并明确写入“(美国)不会接受 

第三国单方面行动”的词句。③ 毫无疑问，美国的介 

入，将会使中国周边海洋争端变得极端复杂和难解。 

其二，制造“中国全球公域威胁论”，延缓中国 

崛起的步伐。由于国力的增强以及国家发展的需 

求，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公域治理并适时拓展自身利 

益，本是一种理所当然的行为。然而，对于中国的正 

当行为，美国并没有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在其 

20 

((2012年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中，美国质疑中 

国的军费预算，指责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不透明，还将 

中国列为发动网络攻击的重要实施者。对于中国近 

年快速发展的海、空力量和太空开发计划，美国也表 

达了莫名的担忧。④ 可以预判，未来随着中国参与 

全球公域治理频度和深度的提升，各种版本的“中 

国公域威胁论”还会持续发酵。o 

(责任编辑：沈碧莲) 

① 王义桅：“美国重返亚洲的理论基础：以全球公域论为例”，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第66—72页。 
② 廉德瑰：“简析美国钓鱼岛政策的模糊性”，《现代 国际关 

系》，2012年 ，第 lO期，第49—54页。 

③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13，hv- 
tp：／／doe~．house．gov／billsthisweek／20121217／CRPT—l12HRPT一705． 

pdf．(上网时间：2013年 2月 18日) 

④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Military and Security O~lop．- 

meri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Ch~ta 2012，May 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