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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总结了中国和俄罗斯在近年来贸易发展的特点，尤其对 2008 年金融危机期间

中俄贸易的发展作出了详细的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危机并未改变中俄贸易的结构和长期走

势，双方贸易额随两国 GDP 的复苏而恢复。指出中俄贸易在未来的发展趋势：在未来几年俄

罗斯会加强和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的合作，伴随贸易结构升级，应将水平型产业

内贸易作为两国以后发展的主要方向。 

 

关键词：中国，俄罗斯，贸易 

 

中国和俄罗斯同属于金砖四国，并且是重要的地缘政治大国和战略协作伙伴

国，目前中俄经济合作主要集中于贸易方面。俄罗斯自 1992 年向市场经济转轨

以来，对外贸易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转轨的第一年俄罗斯外贸总额为

966 亿美元，1993 年—1997 年外贸持续增长并保持巨额顺差，1998 年—1999 年，

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市场行情不利的影响，其外贸连续下降，从 1999 年开

始，随着国际石油市场价格的上升加上 1998 年金融危机导致的卢布贬值效应，

俄罗斯对外贸易保持了高速发展的态势。
[1]
中国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对外

贸易取得了巨大成就。1978 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为 206.4 亿美元，到 2008 年，

中国进出口总额达到 25616 亿美元。1978—2008 年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年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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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速度达到了 17.4％，远远高于同期世界贸易 6％左右的平均增长速度，尤其

是加入 WTO 之后，中国的对外贸易更是进入了一个飞速增长阶段，年增长速度保

持在 25％以上。根据世贸组织 2009 年世界贸易统计年鉴报告，随着对外贸易的

高速增长，中国在世界货物贸易中的排位由 1978 年的第 32 位上升到 2008 年的

第2位，占世界货物贸易份额为8.9%，而同期俄罗斯占世界货物贸易份额为2.9%，

排名第 9位。
[2]
 

 

 

 

 

 

 

 

图 1                1992-2008 中俄贸易额 

资料来源：由联合国 COMTRADE 数据库资料整理得到 

 

回顾中俄贸易的近 20 年历程,如图 1所示，中国和俄罗斯的贸易发展大致可

以划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992 年—1999 年为两国经贸发展的波折发展

期，贸易模式并不成熟，很多是以走私、易货贸易的形式存在；第二个时期：2000

年—2008 年则是两国贸易的高速发展期，而这一高速增长的前提是两国政治关

系的强化。2001 年中俄签署为期 20 年的《中俄睦邻合作条约》开启了中俄贸易

持续高速增长的序幕，2005 年双方又签署了《中俄关于 21 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

声明》，并发表《中俄联合公报》，使中俄睦邻合作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3]
2006 年和 2007 年两国互办国家年，增强政治互信，深化双方的全面合作。在

这些背景下，中俄双边贸易额连创新高，2001 年双边贸易额较 2000 年增长

33.1% ，达到 106.7 亿美元，首次突破百亿美元大关。2008 年则突破 550 亿美

元。值得注意的是，1992 年—2006 年中国对俄贸易一直保持逆差，逆差额最高

的年份在 2001 年达到 52.5 亿美元。到 2007 年中国对俄罗斯贸易首次出现顺差，

顺差额为 87.8 亿美元。2008 年顺差额则增加到 92.5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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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金融危机背景下俄罗斯对外贸易的特点 

(一) 2008 年进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根据联合国 COMTRADE 数据库的统计,如图 2 所示，从 2004 年开始，俄罗斯

出口（包括货物和服务）以年均 26.7%的速度增长，2008 年达到 4680 亿美元；

进口以年均 37.1%的速度增长，2008 年达到 2671 亿美元。全年贸易盈余 2009

亿美元，这一数字较 2004 年的 1060 亿美元的贸易盈余额几乎增长了一倍。在出

口大幅增长的情况下，俄外贸顺差在经历2007小幅减少后2008年继续保持增长。

而据俄罗斯海关委员会统计，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2008 年俄罗斯对外货物贸

易依然保持较快增长态势，2008 全年完成进出口总额 6231.5 亿美元，较上年增

长 32.8%，其中出口 3675.7 亿美元，同比增长 31.4% ,进口 2555.7 亿美元，同

比增长 34.8%，顺差 1120 亿美元，增长 24.3%。出口增幅大大高于进口增幅，在

货物贸易总额中，进出口的比重分别为 41%和 59%。 

     

   图 2                    俄罗斯对外贸易收支平衡表 

资料来源：联合国 COMTRADE 数据库 

注：“Bln”代表 billion，即 10 亿；“Mln”代表 million，即百万，后同。 

(二) 贸易集中度高 

   俄罗斯对外贸易集中度较高，2008 年前 20/19 个主要贸易伙伴占据俄 80%的

对外出口/进口额，其中进口的 Herfindahl 指数为 0.057，出口为 0.048,如图 3

所示。
[4]
按地区来看，俄罗斯主要的贸易伙伴为欧盟、独联体、亚太经合组织、

西亚等地区；亚太地区继 2006 年取代独联体首次成为俄第二大贸易地区后比重

仍在提高。目前欧盟仍是俄罗斯的主要贸易伙伴。以俄罗斯对外贸易平衡表作为

分析对象。2008 年，俄罗斯对欧盟顺差 1500 亿美元，对独联体国家顺差为 333



亿美元，对西亚地区顺差为 279 亿美元，而逆差则主要来源东亚地区和亚太经合

组织。分国别来看，2008 年俄罗斯最大出口目的国依次为荷兰、意大利、乌克

兰、中国和德国，各货物出口额分别占俄罗斯货物出口总额的 14.9%、8.7%、6.2%、

5.6%和 5.3%，分别为 549.1 亿美元、319.7 亿美元、226.0 亿美元、203.9 亿美

元和 194.0 亿美元，较上年分别增长 32.4%、49.7%、51.6%、35.6%和 25.5%；自

中国、德国、日本、乌克兰和美国的货物进口额分别占俄罗斯货物进口总额的

13.6%、12.6%、7.2%、6.3%和 5.4%，分别为 346.6 亿美元、321.5 亿美元、184.9

亿美元、159.8 亿美元和 137.0 亿美元，增长 42.7%、27.6%、45.6%、22.3%和

46.7%,如表 1所示。前五大顺差来源地依次是荷兰、意大利、土耳其、波兰和芬

兰，顺差分别为 505.9 亿美元、215.8 亿美元、110.8 亿美元、103.6 亿美元和

87.8 亿美元，增长 32.8%、61.0%、40.0%、74.1%和 64.4%；逆差主要来自中国、

德国和日本等，分别增长 54.3%、30.9%和 49.7%。                            

 

    图 3          俄罗斯 2008 年对外贸易 Herfindahl 指数 

资料来源：联合国 COMTRADE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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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          2008 年俄罗斯十大贸易伙伴 

数据来源：由俄罗斯联邦统计局 http://www.gks.ru 资料整理得到 

 

(三) 贸易商品结构未能发生改变，仍保持了出口商品原材料化趋势 

    在经过初期的以资源输出换外汇储备的发展模式之后，俄罗斯政府开始意识

到出口原材料进行贸易的不可持续性，多次提出要提高高附加值和深加工产品出

口比重。但这一目标在 2008 年仍未能实现，出口商品结构未能发生实质改观，

仍以资源类产品为主。矿产品、贱金属及制品和化工产品 2008 年出口额分别为

2434.6 亿美元、524.6 亿美元和 212.5 亿美元，占俄出口总额的 66.2%、14.3%

和 5.8%，分别增长 42.6%、8.0%和 55.7%。此外，动植物油脂的出口增长显著，

增长 57.3%。机电产品、运输设备和化工产品则是俄罗斯进口的前三大类商品，

2008年这三类商品进口额合计占俄罗斯进口总额的59.3%，分别为741.3亿美元、

544.2 亿美元和 230.0 亿美元，增长 35.8%、45.8%和 27.7%。此外，矿产品的进

口额增长最快，增幅达到 81.6%。 

二、 金融危机中俄贸易的总体情况 

(一) 金融危机对双边贸易的影响滞后 

2008 年是金融危机最为严重的一年，但中俄双方贸易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并未

显现出来。根据俄罗斯联邦统计局数据计算的结果，2008 年中国已位于德国和

荷兰之后成为俄罗斯第三大贸易伙伴，俄罗斯成为中国第七大贸易伙伴,如图 4

所示。2008 年中俄双边贸易保持快速增长。据俄罗斯海关委员会统计，2008 年

中俄双边贸易额为 550.5 亿美元，较 07 年增长 40.0%。其中，俄罗斯对中国出

口 203.9 亿美元，增长 5.6%；自中国进口 346.6 亿美元，增长 42.7%；俄方贸易



逆差 92.5 亿美元，中国为俄罗斯第四大出口市场、同时超过德国成为俄罗斯最

大的进口来源地。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也可以发现，2008 年贸易额的高速增长

与 07 年一样，实际上完全来自于中国对俄罗斯出口的增长，而中国对俄罗斯出

口货物主要为小商品，表明 2008 年金融危机对俄罗斯的影响并未显现。 

2008 年俄罗斯对外贸易并未受金融危机影响可能是由于前期惯性的原因，但

09 年情况则大不一样。据俄罗斯海关委员会统计，2009 年 1-6 月中俄双边贸易

额为 162.3 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35.9%。其中，俄罗斯对中国出口 70.5 亿

美元，减少 29.5%；自中国进口 91.8 亿美元，减少 40.1%，高于出口中国货物减

少额。从商品结构上看，各产品的出口额都出现较明显的下降，矿产品、木材制

品和贱金属这些资源性商品依然是俄罗斯对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三类产品出口

额合计占俄罗斯对中国出口总额的 73.3%，分别为 32.5 亿美元、10.0 亿美元和

9.1 亿美元，其中矿产品和木材制品的出口额分别减少 42.3%和 26.6%，但贱金

属及制品的出口额增长 30.1%。此外，动物产品、机电产品、运输设备和食品饮

料这类商品并未受金融危机影响反而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其中动物产品和食品

饮料的出口额增幅巨大，分别达到 778.5%和 873.5%，。俄罗斯自中国进口的主要

商品为机电产品、纺织品及原料和鞋靴等轻工产品，受金融危机影响导致国内相

关需求的下降。1-6 月这三类产品进口额合计占俄罗斯自中国进口总额的 61.1%，

分别为 35.9 亿美元、11.6 亿美元和 8.6 亿美元，其中机电产品和鞋靴等轻工产

品的进口额减少 49.3%和 20.1%，这些产品在俄罗斯进口市场中分别占有 19.1%

和 40.7%的份额。另外，俄罗斯自中国进口的贱金属及制品、塑料橡胶、运输设

备、光学医疗设备、陶瓷玻璃、和矿产品的出口额下降幅度都超过平均水平。总

体来看，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 年 1-6 月中俄双边贸易额下降较为厉害，但

由于双方需求结构的差别，俄罗斯自中国进口货物下降额度高于中国自俄罗斯进

口货物额度。 

      表 1                   2008 年俄罗斯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额 

2008 年俄罗斯对主要贸易伙伴出口额 2008 年俄罗斯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口额

国别 金额：mln USD 百分比 国别 金额：mln USD 百分比 

荷兰 54,909 14.9 中国 34,659 13.6 

意大利 31,969 8.7 德国 32,146 12.6 



乌克兰 22,602 6.2 日本 18,485 7.2 

中国 20,387 5.6 乌克兰 15,984 6.3 

德国 19,399 5.3 美国 13,699 5.4 

土耳其 17,162 4.7 韩国 10,519 4.1 

波兰 16,385 4.5 意大利 10,388 4.1 

芬兰 14,237 3.9 法国 9,803 3.8 

哈萨克斯坦 12,828 3.5 英国 7,460 2.9 

美国 12,375 3.4 土耳其 6,078 2.4 

英国 11,866 3.2 哈萨克斯坦 6,060 2.4 

资料来源：商务部国别数据网 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 

 

(二) 贸易结构互补 

    从中俄贸易的商品结构来看，原油、矿产品、木材制品和化工产品这些资源

密集型产品是俄罗斯对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2008 年这三类产品出口额分别为

119.1 亿美元、24.8 亿美元和 24.0 亿美元，合计占俄罗斯对中国出口总额的

78.4%。其中，矿产品和化工产品出口额分别增长 68.7%和 20.2%，而木材制品出

口额减少 8.9%。在俄罗斯对中国出口的其他产品中，贱金属制品、家具玩具和

陶瓷、玻璃等的出口额增长较快，分别增长 38.9%、40.0%和 55.7%。俄罗斯自中

国进口的主要商品为中国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如机电产品、纺织品及原料和贱

金属制品等，2008年这三类商品进口额分别为160.0亿美元、30.5亿美元和29.2

亿美元，增长 47.3%、55.5%和 40.0%，合计占俄罗斯自中国进口总额的 63.4%，

这些产品在俄罗斯进口市场中分别占有 21.6%、39.7%和 23.1%的份额。另外，俄

罗斯自中国进口的皮革箱包、矿产品和纤维素浆等增长较快，增幅分别为 66.9%、

57.5%和 70.6%。 

(三) 两国间贸易摩擦增多 

    在中国对俄出口快速增长的背景下，俄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加强导致相互贸易

摩擦增多。一方面，俄政府处于战略上的考虑，对中国的崛起有所戒备，在原油、

天然气这些对中国最具吸引力的自然资源的出口上有所保留；另一方面，中俄之

间贸易摩擦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灰色清关”这一历史上上遗留下来的不健全的海



关管理制度，这一制度的存在使俄政府关税收入减少。
[5]
俄方认为中方只愿意买

俄方的能源，不愿意买俄罗斯的产品，中方则认为俄罗斯政府不愿意让中国公司

在俄罗斯市场销售中国的产品。2007 年俄已多次对从中国进口的不锈钢管、 镀

锌板、 轴承等提出反倾销调查和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停止进口中国的渔产品、 大

米等。2009 年又发生了俄罗斯政府以“受到大量违反卫生规定的投诉”为由，

关闭了俄最大的华商市场切尔基佐沃市场，查扣价值 20 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事

件。 

三、 中俄外贸趋势预测 

    世界银行公布的《2010 年全球经济展望 》报告认为，随着一系列经济刺激

措施的实施，经济危机最严峻的阶段已经过去，世界经济正在复苏进程中。世界

贸易在 2009 年 3 月分达到最低点后开始缓慢恢复,见图 5，但 2009 年世界贸易

总额会收缩 17.6%，2010 年在世界经济弱势恢复的前提下，国际贸易将在 2009

年的基础上恢复增长 4.3%。而中国和俄罗斯 2010 年 GDP 预计将分别增长 9%和

3.2%。
[6]
 

 

图 5                        金融危机下世界贸易走势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10 全球经济展望》 

(一) 2010 中俄贸易将在 2009 年下降的趋势下恢复增长 

    全球经济危机最严峻的时刻已经过去，如果保持合理审慎的经济刺激方案，

新兴经济体的强势增长将带领全球经济走出衰退。本轮金融危机并未改变中俄国



内需求的商品结构，在这一大背景下，由于中国自俄罗斯进口的商品需求弹性较

低，因此俄罗斯对中国的出口会出现恢复性增长；如 2010 年俄罗斯 GDP 恢复增

长，国内消费需求必将使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在 2009 年的需求基础上增加，双边

贸易额也将随着世界经济形式的好转而恢复。 

(二) 俄罗斯将进一步加强与亚太地区国家的经贸合作 

    金融危机中西方主要经济体增长放缓，而新兴经济体则在危机中的一枝独

秀。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变俄罗斯的对外经济方针，加强与亚太地区尤其

是与中国的合作，实现出口产品和地区的多元化，提高亚太地区在贸易总额中的

比重，将外贸重心由主要偏向欧洲逐步转向东西方并重。因此，尽管中俄贸易中

尚存在诸多问题，但这不会影响合作的大趋势。2009 年 10 月俄罗斯总理普京访

华，并参加中俄总理第十四次定期会晤，其间签下一系列中俄协议，就旨在扩大

双边贸易层次和规模。 

(三)  “入世”可能性减小 

    自俄罗斯联邦成立以来，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在其中占有自己应有的

位置就是其对外贸易战略和经济外交的主要着眼点，因此 “入世”和进入 OECD

是俄罗斯外交的优先方向。
[7]
迄今为止，俄“入世”谈判已历经 14 年，2007 年

仅剩下与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两个国家的谈判还未结束，但 2008 年突然爆发的

金融危机和俄格冲突却打断了俄罗斯入世的步伐。一方面，西方国家在与俄罗斯

的政治博弈当中，将俄入世作为筹码，而俄罗斯的“梅—普”组合屈服于西方的

可能性并不大；另一方面，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俄罗斯更加倚重其以非市场价格出

口资源所获得利益，而加入世贸组织将使得这一收入不再存在。因此，从两方面

考虑，2010 年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的步伐将有所放慢，取而代之的是加强和新

兴市场经济体的合作。 

四、 结语 

中俄两国互为近邻，地域相接，具备发展贸易的便利条件；两国同为转型发

展中国家，经济均处于快速增长期，双方开展经贸合作的潜力十分巨大；更有利

的是两国经济结构互补，开展贸易合作互惠互利。目前两国的贸易规模和贸易结

构还稍显滞后，贸易规模无论从广度和深度上都不能与中美、中日贸易规模同日

而语，更无法与中俄两国的经济体量相匹配。贸易结构则还处于较底端的要素禀



赋和比较优势贸易，相比美日的水平型产业间贸易还存在较大差距。 

按照国际贸易理论，国家间的贸易发展趋势为最底端的绝对、比较优势商品

贸易向最高端的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发展。到目前为止，中俄双方的贸易结构仅仅

遵循了古典理论的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原则以及新古典理论的要素禀赋原则。经

过多年的发展，两国已具备进行产业内贸易的初始条件和良好的环境：较强的制

造业的基础；两国居民消费需求偏好日益多样性与相似性；消费需求从只满足商

品的使用价值到满足自身的转变。
[8]
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是产业内贸易的高阶段，

由两国相似的技术发展水平决定的。水平型产内贸易应作为两国以后发展的主要

方向。 

接下来 10 年将是两国贸易结构升级时期。俄罗斯在基础科研和高科技领域

处于领先地位，而中国在科技成果的应用方面更加突出，两国可以优势互补。双

方应当站在对各自有利的条件下开展合作，互相开放贸易市场。俄罗斯不希望成

为中国“能源供应商”的角色，希望出口更多的大型飞机和核电站设备，以带动

机械出口，中国除了需要俄罗斯的石油、煤炭、天然气、木材等能源、原材料产

品外，还需要各种航空、航天技术及产品。在未来双方贸易的合作中，俄罗斯应

提高自己的信誉度，中国则需重视俄罗斯的重工业产品，在技术、结构调整和知

识产权保护等多方面和俄罗斯展开合作，同时提升自己的产品档次，这样双方才

能建立互信，互相开放，有序地规范贸易秩序。尽管中俄双方经贸潜力巨大，但

是要将潜力转化为现实的贸易数字，还需要两国政府和企业界的务实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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