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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青松

中国和俄罗斯正越来越紧密地加强两国

经贸联系。评论称，中俄双边经贸、双向投资、

多领域合作全面升级， 中俄关系被认为到了

“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5 月 20 日，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

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弘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 一方面， 由于受到西方的制

裁，今后俄罗斯对外经贸会更加多元化。另一

方面， 紧邻俄罗斯的中国是世界最具活力的

经济体之一，经济快速发展，对能源方面需求

与日俱增。此外，中俄两国良好的政治关系为

经济关系打下了基础。 中俄经贸进入全面升

级阶段。

贸易结构巨变

在经贸领域， 中俄双方一直互为重要的

贸易合作伙伴。 中国连续四年是俄罗斯第一

大贸易伙伴。

商务部数据显示，2013 年中俄两国贸易

额 888 亿美元，增加了 1.1%。 今年 1—4 月，

中俄两国贸易额为 290.6 亿美元， 同比增长

3.4%。

此次中俄签署的《联合声明》提出，中俄

要继续努力推动双边贸易额在 2015 年前达

到 1000 亿美元、在 2020 年前达到 2000 亿美

元， 落实中俄政府间经济现代化领域合作备

忘录，以保障双边贸易平衡，优化贸易结构。

俄罗斯驻华商务代表格鲁兹杰夫近日表

示，未来几年，中俄能源合作会有很大发展，

但希望不要过于依赖能源。 希望工业、农业、

医药、航空工业等其他方面能有更大发展。

商务部欧亚司司长凌激来认为， 目前中

俄两国都面临结构调整的重任， 这为两国投

资合作、大项目合作提供了机遇。

目前， 中俄经贸合作主要集中在货物贸

易领域， 中国对俄出口以机电产品和轻纺为

主，主要进口石油、木材、煤炭等原材料。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

员袁钢明指出， 俄罗斯和中国的贸易发展已

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以往中国主要向俄罗斯

出口轻工业品， 现在开始出口大量的机电制

造产业，正在走向一个结构升级调整的阶段。

另一方面，中国对俄罗斯的能源、电力、石油、

天然气和航天、 航空等高科技的进口的需求

也在提高， 所以中国和俄罗斯的发展会进入

一个大批量的、高水平的升级阶段。

倒逼升级换代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俄罗斯研究所

所长冯玉军称，“中俄合作经过这么多年的发

展,现在到了进一步提高层次、升级换代的关

键时刻。 随着国际金融体系转型以及中国加

速实施‘走出去’战略，随着对外投资迅速增

长， 中俄加强投资等领域的合作将成为双方

经贸合作的新增长点。 ”

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表示， 中俄双方应

加强投资合作， 充分发挥中俄投资基金等作

用， 落实好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及其首批

投资项目，更多开展绿地投资、股权投资、发

行债券、并购等形式的合作,为中方企业赴俄

远东地区跨越式开发区和各类经济特区投资

提供便利。

“此外，我认为俄罗斯会逐步放开在俄罗

斯远东地区的开发。”张弘向《中国企业报》记

者分析，一直以来，俄远东地区的开发比较敏

感，如果俄罗斯放开远东地区的开发，中国企

业将会获得许多投资新机遇， 中国企业对俄

投资还将增加。 在俄罗斯做物流生意的中国

辽宁宏运发集团董事长孙天枢以其国内外企

业运营体验对记者说， 如果能在远东地区成

立类似中国的开发区那样的特别区域， 将会

以几何级数量扩张中国对俄罗斯的投资。

而事实上，由于远东地区发展潜力巨大，

俄罗斯联邦政府也正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

点。 中俄双方商定， 制定并启动三项合作机

制， 其中之一便是加强两国在俄远东地区的

合作。中俄投资基金也将目光投向远东，将投

资正在建设的中俄边境同江铁路大桥、 物流

设施并设立新的旅游养老投资基金， 并有意

进一步参与中俄两国服务业发展。

十二年前，当我决定到俄罗斯做一个茶

叶项目时，曾提出:“要做，就做一个茶叶国际

品牌。 ”有人不屑，说：“先把国茶卖出去再说

吧，别来不来就什么品牌！ ”

十二年后，一个叫“天人”的中国茶叶品

牌不仅出现在俄罗斯 100多个城市，而且连

续 6次获得莫斯科春季、 秋季世界食品博览

会金奖等奖项。这时我又提出：我们要努力在

全球茶叶市场上，做一个中国的“立顿”！仍有

人不屑，说：先把中国茶叶卖好再说吧，做什

么“立顿”啊！

其实，此话没错。我们是世界上有目共睹

的茶叶大国，1584万亩茶园；170万吨茶叶

年产量，但茶叶怎么卖都是农业产品———茶

原料出口世界第一；英国是一个工业国家，茶

叶一上手就是工业产品———包装茶出口全

球第一。 这是十年来， 天人茶面对俄罗斯市

场———应该以怎样的产品模式面对受众时

所做的思考。

标准化、规模化生产———这就是工业化

的茶叶产品模式， 逐步改变心底深处的传统

农业产品概念， 改变潜在的画地为牢的农产

品思维。 就这样，天人茶以立顿为模式，在俄

罗斯、在东欧,做成功了一个中国茶叶的品牌,

同时在斯里兰卡,政府已经备案“天人茶”为

中国名茶产品。

而我,也似乎成功了,成为包括 CCTV4在

内的家乡电视、报纸上的企业家明星，他们甚

至挖出我18年前刚刚“下海” 时投资 3000

万的“大禹家电仓储超市”,说是比国美苏宁

还要早,还挖出我月发行 37万余册发行量的

杂志主编好业绩。

就在这时, 我和合作伙伴商议: 资本转

型。 我们将大部分资金投入到了位于俄罗斯

近郊农场的生意中———灌溉机械及服务。 由

于仅仅是投资， 从前做茶叶时的忙碌一下子

消失了。 就这样我找到了属于我自己的另一

片天地,一不小心成为了“中国第一人”。

2008年 5月的一个周末， 我到莫斯科

伊兹迈依斯基跳蚤市场消遣， 一位俄罗斯老

人手头创作于 1933年 2幅巴掌大的小版画

引起我的关注，再看版画，刀法、排线、精致、

缜密，非大家则不可为。 价格降不下来，便没

有马上买，可回去后，2幅小版画却总在脑中

萦绕，有一种魔力，让我欲罢不能。

又一个周末到来了。 结果，与老人商洽，

以 300美金买定。这时，我还不知道小版画的

作者是谁。同年10月，我回到国内，在北京潘

家园旧版图书市场翻读上海出版公司 1950

年版的《鲁迅遗编·苏联版画（引玉集）》，眼睛

蓦地一亮———这不就是四处咨询而不得的

苏联原版画作和画家么———密德罗辛，《引玉

集》首位画家。 一张小纸片，竟是上世纪鲁迅

先生《引玉集》中推介的首位画家画作！ 我感

觉突然开启了一扇亮窗， 沿着鲁迅先生的路

径，借自己在俄罗斯商旅之便，我开始了对苏

联老版画进行拯救性打捞。

数年来， 我多方寻访苏联老版画原拓，

并专题收藏苏联老版画越 3000幅。我的收藏

与研究结果引起国内外业界的关注……

同时,我的茶叶生意并没有停止,不仅继

续拓展着国外市场, 还在广西开了自己的茶

园; 莫斯科农庄灌溉也体现出非常好的市场,

受到当地人的欢迎。 我的另一位合伙人还参

加了 4月份习近平总书记访问俄罗斯时的企

业家代表团, 这是从另一个角度对我们的认

可。

一系列“有分量”的协议成为中俄峰

会最大的亮点。含金量最高的，自然是天

然气协议，30年，4000亿美元。签字的笔落

下，世界经济已是为之一震。外电评论一

片哗然，德国《焦点》称：俄罗斯可以理直

气壮地与欧盟就天然气谈判了；英国《每

日电讯报》评论：这笔大单将改变欧盟天

然气的计价法则。

在受到欧美制裁的背景下，普京政府

正计划取消一直以来对中国投资的非正

式限制， 希望通过引入中国资本刺激俄

罗斯经济。 而中国经济也面临对内对外

的一系列改革， 引入新型外部市场和合

作势在必行。

“俄气东来”战略利好，油

企政策性亏损有待价格机制

突破

能源贸易是中俄关系不断前行的重

要根基，然而，中俄能源贸易近年却遭遇

价格瓶颈。

这一瓶颈被打破正是发生在5月21

日两大项目的签署现场———《中俄东线

天然气合作项目备忘录》、中石油和俄罗

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中俄东线供气

购销合同》。双方商定，从2018年起，俄罗

斯开始通过中俄天然气管道东线向中国

供气， 输气量逐年增长， 最终达到每年

380亿立方米， 累计30年， 协议总价为

4000亿美元。

与此同时，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

司分别与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的相关公

司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而在此前一天，

5月20日，中石化宣布与俄罗斯西布尔控

股股份公司签署在上海建立合成橡胶合

资公司的协议， 中石化拥有74.9%的股

份，西布尔公司拥有25.1%。

中俄能源合作大势已成。 除石油天

然气外， 开发俄境内煤矿和以发展交通

基础设施等方式扩大煤炭领域合作，与

中国国家电网合作的建设新发电设施、

扩大对华电力出口等也写入《联合声明》。

此次中俄签能源交通合作逾40项，涉及中

国中铁等数十家大中型企业。

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

主任陈柳钦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

访时分析称，“第一，中俄两国的能源合作

具有必要性，也有必然性。第二，出于地缘

政治的角度考虑以及特殊的国际环境，此

前一直在曲折中发展的中俄能源合作会

取得突破性进展。第三，中俄能源合作主

要体现在石油和天然气。一方面中国能源

对外依存度高，毗邻中国的俄罗斯拥有丰

富的能源资源，正好可以供给中国。而能

源丰富的俄罗斯需要寻找一个经济和政

治都很稳定的国家出口。鉴于欧洲政治问

题，中国自然成为俄罗斯能源出口的首选

之一。”

协议签署完成的同时，也留下一个对

企业经营会产生重要影响的问题———价

格。从协议可以推算出本次中俄天然气协

议的具体价格约为2.19元人民币/立方米。

以黑龙江为例， 目前当地工业用气价格

2.2元/立方米， 因此俄天然气价格没有任

何优势，如果加上输入费用，那么中石油

将只能亏本。由此专家分析，下一步国内

天然气价格上涨是大概率事件。

但就此问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

究员石泽表示，尽管2015年中国天然气产

量可以达到1700亿立方米，但与此同时天

然气供需缺口也将上升至900亿立方米，

相当于对外依存度35%，因此中俄签署天

然气合同是双方战略问题， 不是战术问

题。“俄罗斯是中国的邻居，天然气运输不

需要经过第三国。而价格问题，毕竟是国

内问题，一旦机制理顺，包括油企、管道、

服务等一个长产业链上的所有企业都将

受益。”果然，在天然气协议签署第二天，

中国相关公司立即做出反应， 资本市场

上，供气供热及管道板块出现井喷，长春

燃气等3股涨停。

中企对外合作已全面转

向， 企业投资须用好资本及国

力优势

与中国合作有部分原因来自于俄罗

斯经济本身遇到的困难。在市场担忧和欧

美制裁下，俄罗斯实际资本外流规模已达

2220亿美元，不仅如此，就连俄罗斯国内

资本也选择了抽离。 仅从今年年初到现

在，卢布对美元和欧元的汇率跌幅已经超

过10%。

有分析认为，由于俄罗斯经济可能面

临衰退，普京政府计划向中国投资敞开大

门，取消对中国投资的非正式限制。

俄罗斯官员称，俄罗斯希望从中国吸

引资金，投向俄罗斯房地产、基础设施建

设和自然资源等行业。5月20日，中俄双方

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

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

合声明》，联合声明提到，要大力增加相互

投资，包括在俄境内建设交通基础设施项

目，综合开发矿产资源，建设经济型住房。

不过，对于普京政府取消对中国投资

的非正式限制，采访中业内专家还是表达

了谨慎的乐观。专家在接受《中国企业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对中国投资的非

正式限制应该是逐步、 有限度的放开，拟

投资俄罗斯的中国企业应该更加理性，注

重风险。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

副研究员张弘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

中国企业不应对俄罗斯取消对中国投资

的非正式限制抱有过高的期待。“俄罗斯

对中国投资的非正式限制只能是逐步、有

限度的放松， 不会是一下子全部放开，因

此中国企业要对此保持理性的态度。”

有分析称，虽然俄罗斯希望将中国资

金引入房地产、 基础设施和天然气资源

中，但还对一些重要领域仍然设置了“投

资红线”，包括黄金、铂系元素金属、钻石

开采和高科技工程等领域。

“此外，俄罗斯的投资环境虽然有所

改善，但市场机制仍不健全，仍存在官僚

主义和个别排华现象，企业不要指望投资

俄罗斯会一飞冲天。过去有许多的血的教

训和案例，中国企业投资俄罗斯一定要谨

慎。”张弘建议。

中国企业厚积深耕， 发力

高端制造及基础设施建设

张弘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未来中俄将在三方面进行深度合

作。“一是能源的合作， 二是传统制造业、

航空航天领域的合作，三是服务业、通信、

物流业的合作，这三方面的合作对中国企

业而言都是新机遇。”张弘说。

的确，就在西方资本纷纷撤出俄罗斯

时，市场却不时传来中国企业投资俄罗斯

的消息。

5月19日，长城汽车公告称，公司拟在

俄罗斯图拉州设立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

生产基地。基地总计划投资约32亿元人民

币，年生产能力约为15万辆。

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

长城汽车董事会相关人士称， 这是长城

汽车在国外投资的第一家全工艺整车工

厂。2013年，长城汽车实现海外销售47.86

亿元，其中俄罗斯占16.46亿元，占公司海

外市场份额的34.39%。

记者还了解到，除了长城汽车，中国

多家车企在俄罗斯都有投资。

早在2012年，一汽解放就在俄罗斯建

立生产基地， 北汽福田也在俄罗斯建立

年产10万辆的生产基地。 而更早的2007

年， 华晨集团就在俄罗斯建立了生产基

地。

近日，规划进军重卡市场的华晨汽车

集团与全球重卡生产企业中位列第11位

的俄罗斯卡玛斯集团签署合作备忘录，

双方下一步将成立一家合资公司。

在商用车领域，华晨集团拥有金杯轻

客和金杯轻卡， 但尚未涉足重卡市场。而

卡玛斯集团是俄罗斯最大的汽车制造商

之一，以生产重卡等商用车为主。与卡玛

斯集团的合作， 可以有效填补华晨在重

卡市场的空白。

除了汽车，其它行业也对投资俄罗斯

饶有兴致。

5月19日， 俄罗斯莫斯科工程设计

公司、中国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

国际基金有限公司在北京签署有关在

莫斯科地铁建设领域合作的协议。这个

项目是世界最大的项目之一，项目包括

建设 150公里地铁线路和 70多个地铁

站。

5月20日，俄罗斯联合航空制造集团

与中国商用飞机签署合作协议， 将联合

研发宽体长途客机。 而俄联合飞机制造

集团公司（OAK） 也正谋求与中国中航工

业联合研制大型宽体飞机， 拟于2023—

2025年推向市场。

“未来中俄两国会在能源、航空、大

飞机领域有更加深入的紧密合作。 ”张弘

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

中俄经贸大戏再出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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