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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盟”对接助推跨境交通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以发展铁路基础设施为例

张婉婷　 [俄]Т В 科列斯尼科娃

　 　 【内容提要】 　 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及其成员国互为重要合作伙伴ꎬ经
济互补性强ꎬ贸易合作潜力巨大ꎬ“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

协议的达成对双方都具有重大意义ꎮ 本文以铁路基础设施建设为例ꎬ根据

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铁路基础设施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ꎬ结合中国“丝

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核心目标ꎬ阐述双方在互联互通建设中开展合作的

历史机遇ꎬ详细分析双方在铁路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合作的投融资可行性ꎮ
交通基础设施的联通将为制度互联互通提供坚实的基础ꎬ不仅可进一步提

升贸易合作水平ꎬ而且也会促进“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深入发展ꎬ进而助

推“大欧亚伙伴关系”的构建和全球再平衡的发展ꎮ
【关 键 词】 　 “丝绸之路经济带” 　 欧亚经济联盟　 铁路　 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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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婉婷ꎬ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讲师、经济学博士ꎬ
“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研究中心主任ꎻТ В 科列斯尼科娃ꎬ俄罗斯圣

彼得堡国立航空航天仪表制造大学副教授、经济学博士ꎮ

随着世界经济的持续低迷ꎬ欧亚经济联盟的发展也面临重重困难ꎮ 主导

国俄罗斯遭受西方国家的长期制裁ꎬ而联盟内部其他成员国的经济发展也不

尽乐观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８ 日ꎬ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对

接合作正式开启ꎬ双方明确了大力发展互联互通项目的目标ꎬ以优化地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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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网络ꎬ加强国际交通基础设施建设①ꎬ实行多式联运ꎬ并逐渐向创建欧亚经

济联盟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区过渡ꎮ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７ 日ꎬ欧亚经济联盟与中

国正式签署经贸合作协定ꎬ其中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被列为优先发展方向

之一ꎮ

一　 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铁路建设发展分析

(一)“一带一盟”对接为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创造新机遇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入ꎬ各国间的竞争日趋激烈ꎬ区域经济一体

化则成为各国应对经济全球化、提高自身地位的重要手段ꎮ 欧亚经济联盟是

为推进欧亚地区一体化而成立的国际组织ꎬ由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

坦、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五国组成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联盟正式启动ꎬ覆
盖 ２ ０００ 万平方公里领土(约占世界陆地面积 １４％ )ꎬ形成拥有 １ ８３ 亿人口

(约占全球人口 ２ ５％ )、９００ 亿桶石油储量(约占全球石油储量 ９％ )、４ 万

亿美元 ＧＤＰ 的统一市场和关税区ꎮ 联盟机制构建日益完善ꎬ形成了明确的

中期发展路线图:２０２５ 年前实现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ꎬ在
农业、工业、交通、能源等领域实施协调一致的经济政策ꎮ 联盟的最终目标

是:在 ＷＴＯ 原则和标准的基础上ꎬ按照欧盟模式建立高度一体化的超国家

联合体ꎬ并将其打造成为当代多极世界中的一极ꎬ与欧盟、美国和中国共同

主导全球可持续发展ꎮ
联盟的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保障ꎬ而交通基础设施是基础设

施的重要组成部分②ꎮ 在联盟一体化框架内ꎬ从微观层面考虑ꎬ发展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可以降低商品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ꎻ优化企业的物流规划和生产

布局ꎻ提高企业的组织效率ꎮ 从宏观层面考虑ꎬ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可以

促进区域均衡发展ꎬ逐步缩小成员国经济发展差异ꎻ提升成员国过境运输潜

力ꎬ实现联盟区域内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ꎬ整合联盟内各类资源ꎬ实现资源共

享ꎻ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ꎬ促使联盟内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和升级ꎬ优化投

资环境ꎬ构建竞争优势ꎬ从而提升联盟的整体竞争力ꎮ
然而ꎬ随着世界经济危机不断加深ꎬ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日趋复杂ꎮ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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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年年底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ꎬ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一系列经济制

裁ꎬ并在此后多次扩大和延期制裁措施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欧盟发表声明称欧洲理

事会决定对俄罗斯采取进一步制裁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美国和欧盟宣布将加大对

俄罗斯的制裁力度①ꎮ 其制裁内容涉及金融、军工和能源等几大关键领域ꎬ
导致俄罗斯经济ꎬ尤其是金融行业遭受重创ꎮ 随着世界原油价格不断下滑ꎬ
俄罗斯卢布大幅贬值ꎬ外部投资环境不佳导致外国投资持续走低ꎬ资金大量

外流、周转乏力ꎮ 乌克兰危机导致的制裁与反制裁也阻碍了联盟整体的发展

进程ꎮ 自危机爆发以来ꎬ西方国家的外交孤立和经济制裁也对联盟其他成员

国的经济发展产生较大影响ꎮ 俄罗斯对联盟的支持与建设逐渐力不从心ꎬ对
外经济合作的中心区被迫自西向东转移ꎬ而联盟的基础设施建设ꎬ特别是互

联互通项目建设资金也捉襟见肘ꎮ 尽管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提出

曾让俄罗斯心存芥蒂ꎬ但俄罗斯权衡再三也意识到这是联盟在经济危机下发

展的一线生机ꎮ
在此背景下ꎬ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８ 日ꎬ中俄两国元首签署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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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了“丝绸之路经济

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进程②ꎮ 该文件明确了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

重要性与迫切性ꎮ 公路、铁路、桥梁和物流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将成为“一带

一盟”对接的合作重点和优先方向ꎮ
(二)资金瓶颈长期制约联盟成员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

欧亚经济联盟一体化机制建设水平虽高ꎬ可以看作仅次于欧盟的区域一

体化组织ꎮ 然而ꎬ其成员国均属发展中国家和新型经济体ꎬ与世界经济的接

轨程度并不高ꎬ各国都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ꎬ尤其处于中亚地区的成

员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长期滞后ꎬ对管线、公路、铁路和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

需求量巨大ꎮ
近年来ꎬ随着欧亚经济一体化不断推进ꎬ联盟各国对本国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增加了投资力度ꎬ但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ꎬ该项投资在本国 ＧＤＰ 中的占

比仍然较低ꎮ 不过ꎬ相比已过基础设施建设高峰期的发达国家ꎬ急需开展基

础设施项目建设的发展中国家对资本则更具吸引力ꎮ

—０１１—

①

②

«欧盟加大对俄制裁力度　 俄称将予以反制裁措施»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ｇｊ / ２０１４ / ０９ － １２ / ６５８４８０１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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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５ － ０５ / ０９ / ｃ＿１２７７８０８６６ ｈｔｍ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 经济合作

　 　 图 １ ２０１１ 年世界主要国家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占本国 ＧＤＰ 比重(％)
资 料 来 源: Михаил Блинкин Развитие транспортн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ｈｔｔｐ: /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２０２０ ｒｉａｎ ｒｕ / ｌｏａｄ / ３６６２０４２８２

图 ２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９ 年联盟成员国交通运输与仓储投资占本国 ＧＤＰ 比重(％)
资料来源:Евразий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союз в цифрах ｈｔｔｐ: / / ｅｅｃ ｅａｅｕｎｉｏｎ ｏｒｇ / ｒｕ /

ａｃｔ / ｉｎｔｅｇｒ＿ｉ＿ｍａｋｒｏｅｃ / ｄｅｐ＿ｓｔａｔ / ｅｃｏｎｓｔａｔ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Ｂｒｉｅ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２０２０ ｐｄｆ

俄罗斯作为欧亚经济联盟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重要国家ꎬ其交通

基础设施长期存在发展瓶颈①ꎮ 据多家国际组织评估ꎬ俄联邦政府财政预算

长期捉襟见肘ꎬ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投资在 ＧＤＰ 中的占比较低ꎬ融资缺

口高达 ５０％ ②ꎮ 俄联邦国家铁路局和联邦经济发展部数据显示ꎬ２０１３ 年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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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需求高于实际过货能力的路段长度已高达 ８ １００ 公里ꎬ占铁路总长度的

９ ４％ ꎬ并以每年 ５００ 公里的速度递增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ꎬ俄运输需求高于实际

过货能力的路段长度占铁路总长度的 ２２％ ①ꎮ 企业无法运出的货物数量也

在逐年递增ꎬ已达两亿吨ꎬ铁路运输瓶颈成为制约俄经济发展和阻碍联盟一

体化进程的主要因素之一ꎮ 据俄罗斯战略规划中心基金会统计ꎬ俄境内所有

地区的各类商品总运输成本每减少 １０％ ꎬ国家 ＧＤＰ 将增长 ０ １２％ ꎻ铁路运输

成本每减少 １０％ ꎬ国家 ＧＤＰ 将增长 ０ ０４％ ②ꎮ
除俄罗斯以外ꎬ联盟其他成员国的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也存在不少问题ꎮ
哈萨克斯坦的铁路干线总里程为 １ ５３ 万公里ꎬ密度为每 １ ０００ 平方公里

５ ５３ 公里铁路(大部分独联体国家为每 １ ０００ 平方公里 ２３ ~ ３８ 公里铁路)ꎬ铁
路网络密度相对较低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ꎬ电气化线路为 ４ １００ 多公里ꎬ占铁路总长

度的 ２７％ꎻ列车车厢磨损严重ꎬ使用年限在 ２８ 年以上的占总量的 ２１％ꎬ２０ 年以

上的占 ３５％ꎬ１９ 年以上的占 ４２％ꎮ 哈萨克斯坦多斯特克口岸至阿克托盖市(阿
克托盖铜矿是世界大型铜矿之一)、阿腾科里(中哈边境检查站)至奇姆肯特市

仍然是单轨通行③ꎻ内燃机车速度慢ꎬ有效载荷低ꎬ车体陈旧ꎬ存在严重安全隐

患ꎮ 目前ꎬ哈迫切需要大量资金对铁路基础设施进行升级改造ꎮ
根据白俄罗斯物流监测系统数据ꎬ其物流基础设施存在以下问题:物流

中心的物流线路布局缺乏合理性ꎻ由于投资不足ꎬ大多数物流中心仅具有存

储和转运功能ꎻ铁路货运仓储设施的利用率很低④ꎮ 白俄罗斯的外债水平非

常高ꎬ２０１８ 年外债总额占 ＧＤＰ 的 ３７％ ꎬ２０２１ 年需要偿还 ２６０ 亿美元的外

债⑤ꎮ 这大大限制了可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数额ꎮ
(三)铁路基础设施建设是联盟一体化的重要环节

从联盟经济和社会两方面进行评估ꎬ铁路运输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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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ꎬ加强了欧洲与亚洲之间的联系ꎬ对相互贸易的增加具有积极促进作用ꎻ
另一方面ꎬ对人口流动性和地区可达性产生重要影响ꎮ

１ 联盟发展铁路基础设施的重要性

苏联时期各加盟共和国的铁路轨道按照 １ ５２０ 厘米的苏式宽轨标准铺

设ꎬ统一的轨距标准不仅使列车运行更加便捷稳定ꎬ而且增强了国防安全ꎮ
欧亚经济联盟境内铁路总长度为 １０ ７ 万公里ꎬ占世界铁路总长度的 ７ ８％ ꎮ
通过梳理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９ 年联盟铁路运输服务和成员国相互贸易额的相关数据

可知ꎬ成员国间相互贸易额与客货铁路运输量之间呈极为紧密的正相关关系

(见图 ３)ꎮ 在成员国的相互贸易结构中ꎬ矿产品和机械设备占主导地位ꎮ 铁

路适用于远距离的大宗客货运输ꎮ 在联盟这样一个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但大

部分成员国缺少便捷出海口的地区ꎬ铁路运输的比较优势突出①ꎮ 因此ꎬ提
高成员国间相互贸易额必须大力发展铁路运输网建设ꎮ 这一切将在实现投

资、打造和发展铁路交通走廊以及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框架内进行ꎮ

图 ３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９ 年联盟成员国相互贸易额与客货铁路运输量

资料来源:同图 ２ꎮ

２ 联盟铁路基础设施发展趋势

２０１７ 年ꎬ俄罗斯铁路公司对铁路项目的投资总额为 ４ ７８０ 亿卢布(约合

８２ 亿美元)ꎮ 从基础设施投资总量分析ꎬ俄罗斯只分配了一小部分资金用于

铁路基础设施建设ꎮ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０ 年ꎬ铁路建设资金约占投资总额的 ６％ ~

—３１１—

① ＩＭＦꎬＬｕｉｓａｓ Ｍｅｎｊｉｖａｒ ａｎｄ Ｊｏｒｇｅ Ｓａｌａｚａｒ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 ｐｕｂｓ / ｆｔ / ｗｅｏ /
２０１４ / ０２ / ｗｅｏｄａｔ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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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ꎮ 在俄罗斯ꎬ苏联时期建成的铁路大部分依然在运营中ꎮ 对于俄罗斯而

言ꎬ最具前景的铁路基础设施建设是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内由中国作为

主要投资方并与俄利益相吻合的项目ꎮ 俄罗斯希望不仅在其境内ꎬ而且在联

盟和整个欧亚地区建设现代化交通走廊ꎮ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ꎬ中俄签署«中国铁路

总公司和俄罗斯铁路公司关于国际铁路联运货物运输电子数据交换的协

议»ꎬ该协议将进一步推动中国—俄罗斯—欧洲铁路货物运输大通道建设①ꎮ
白俄罗斯铁路的优先发展方向是与国际运输企业和铁路公司进行合作ꎮ 其

中包括与俄哈共同成立并运营的联合运输物流股份公司ꎬ即欧亚铁路联盟ꎮ 其运

行方针是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内组织和发展中欧铁路集装箱双向运输业务ꎮ
２０１７ 年ꎬ白俄罗斯铁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为 ３ ８９４ 亿白俄罗斯卢布(约合 ２ ０５ 亿

美元)ꎮ 在将发展中欧铁路集装箱运输作为优先计划的框架内ꎬ在科利亚季奇物

流中心(位于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为中国运往欧洲的货物建设物流枢纽ꎮ 此外ꎬ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白俄罗斯与中国、德国、哈萨克斯坦、蒙古国、波兰和俄罗斯铁路部门

在明斯克正式签署«关于深化中欧班列合作协议»②ꎮ 该协议为中欧班列开行提

供了机制保障ꎬ也对进一步助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ꎮ
据白俄罗斯铁路公司数据ꎬ２０１６ 年过境白俄罗斯的中欧双向铁路集装箱

运量达到 １４ ５８ 万 ＴＥＵ③ꎬ是 ２０１５ 年的约 ２ ５ 倍ꎮ ２０１７ 年是 ２０１６ 年的约 １ ８
倍(见图 ４)ꎮ ２０１８ 年集装箱运量比 ２０１７ 年增长 ２８％ꎬ共计 ３３ １５ 万 ＴＥＵꎮ

图 ４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８ 年过境白俄罗斯的中欧双向铁路集装箱班列和集装箱运量

资料来源:Годовой отчёт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ｗ ｂｙ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ｕｓｅｒｆｉｌｅｓ /

哈萨克斯坦国家铁路公司 ２０１７ 年投资 ２ ５６０ 亿坚戈(约合 ７ ８５３ 亿美

—４１１—

①

②
③

安林、苏文姜:«陆东福会见俄铁股份公司总裁别洛泽罗夫»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ａ / １５１０１２９７７＿１１９８７６

陈恒:«中欧班列“接力跑”道路畅通贸易兴»ꎬ«光明日报»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２８ 日ꎮ
ＴＥＵ 是Ｔｗｅｎｔｙ － ｆｏｏｔ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Ｕｎｉｔ 的缩写ꎬ是以长度２０ 英尺的集装箱为国际计量单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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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用于铁路基础设施建设和机车更新ꎬ２０１８ 年这一投资增至 ３ ６１０ 亿坚戈ꎮ
２０１８ 年中哈之间的过境运输能力大幅提升:从中国到英国的第一列集装箱火

车通过哈多斯特克站ꎻ哈国家铁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铁路快运股份公司)与
白俄罗斯运输公司德国分公司、德国铁路运输服务代理有限公司共同运营了

第一列德国赫恩至中国兰州新区冷藏集装箱中欧专列ꎻ从英国到中国的第一

列集装箱火车过境哈萨克斯坦ꎻ哈国家铁路公司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连云

港港口集团签署了共同发展霍尔果斯东门无水港的协议ꎮ
吉尔吉斯斯坦发展铁路运输的目标是:建设和发展新的铁路线路以逐步

提高国家交通综合体竞争力ꎮ 吉正在建设境内最大的运输业项目中吉乌铁

路ꎬ该项目将提高吉过境运输能力并将吉尔吉斯斯坦与东南亚和西亚国家联

系起来ꎮ 该项目的建设不仅将创建第二亚欧大陆桥的南部走廊ꎬ而且还为国

内生产商开辟新的销售市场ꎮ 吉铁路建设预估需要 １０ 亿美元ꎬ但其国内没

有建设该条铁路的融资来源ꎬ可能将由中国投资建设ꎮ
亚美尼亚铁路基础设施现代化改造的主要投资者是俄罗斯铁路公司ꎮ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该公司与亚美尼亚签署将亚美尼亚国有铁路公司移交南高加索

铁路公司(俄罗斯铁路公司全资子公司)管理的租让合同ꎬ租让期为 ３０ 年并

可延长ꎬ在该协议框架内ꎬ俄罗斯铁路公司或将投资 １５０ 亿卢布(约合 ４ １ 亿

美元)①用于铁路基础设施现代化改造和列车机车更新ꎮ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７ 年俄罗

斯铁路公司已投资 ２ ６ 亿美元ꎬ占总投资额的 ６３％ ꎮ 南高加索铁路公司积极

运作亚美尼亚的货运市场ꎬ逐步加强其在运输服务市场的地位ꎬ扩大国际运

输的地理版图ꎮ 目前ꎬ该公司已同 ７５ 个国家开展相关业务ꎬ公司的基础设施

现代化政策对铁路运营效率产生了积极影响ꎬ货物运达时间缩短了一半ꎬ一
件货物的操作时间缩短了 ２ / ３ꎬ列车的平均重量增加了 １ / ３ꎮ ２０１６ 年通过亚

美尼亚铁路首次实现从欧洲到伊朗的集装箱多式联运ꎮ

二　 “一带一盟”对接中的跨境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合作

(一)中国积极落实优势资源ꎬ助推联盟跨境铁路发展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规划的六大交通经济走廊中ꎬ有三条(中蒙俄经济走

廊、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经过俄罗斯和中亚国家ꎬ由此

—５１１—

① 谭利娅:«普京透露俄或投资百亿卢布发展亚美尼亚铁路网»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
ｅｗｓ ｃｏｍ / ｇｊ / ２０１３ / ０９ － ０４ / ５２４５９０７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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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ꎬ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举足轻重的地位ꎮ 与此

同时ꎬ在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实施和区域间互联互通项目建设中衍生

出一系列融资平台ꎬ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①、丝路

基金②、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等ꎮ 四大金融支柱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目标一致、互为支撑、高度契合ꎬ旨在为“丝绸之路经济带”
沿线国家ꎬ尤其是经济基础薄弱、基础设施落后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解决

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问题ꎮ 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已全部加入“亚投行”并支持

“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ꎮ 此外ꎬ由于世界经济危机不断深化ꎬ发达国家暂时无

法拉动全球经济持续增长ꎬ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等

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无法长期满足各国对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大

量需求ꎮ 中国利用大量外汇储备通过资本输出投资“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地

区基础设施建设ꎬ在较短时间内大幅改善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状况和投资环

境ꎬ并利用基础设施的乘数效应使国际资本向人口众多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沿
线国家流动ꎬ各国经济发展可获得新动能ꎮ 与此同时ꎬ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产

业链企业将会受益于“走出去”战略带来的需求大增长ꎬ铁路、港口、钢铁、建筑

和电力等优势产业将迎来重大发展机遇ꎬ有利于缓解国内产能过剩的局面ꎮ 而

且ꎬ中国的投资、技术和劳动力在诸多发展中国家拥有竞争优势ꎮ
“一带一盟”对接包括开展跨境铁路基础设施建设和现代化改造项目ꎮ

欧亚经济委员会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部主任叶尔然萨吉姆巴耶维奇称ꎬ项目

的选择基于三个标准:一是能否吸引两个或两个以上联盟成员国加入ꎻ二是

能否提高联盟成员国过境转运能力ꎻ三是能否与中国铁路系统进行对接ꎮ
欧亚发展银行统计数据显示ꎬ中国在欧亚经济联盟吸引外国投资规模中

早已列居首位ꎬ而且连续多年成为联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ꎬ２０１９ 年联盟与

中国的贸易额增长 ４ ３％ ꎬ从 ２０１８ 年的 １ ２７０ 亿美元增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１ ３２５ 亿

美元ꎬ中国在联盟贸易额中所占份额从 ２０１８ 年的 １６ ７６％ 增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１８ １％ ③ꎮ ２０１８ 年中国在俄罗斯对外贸易中列居首位ꎬ贸易额达到 １ ０７０ ６

—６１１—

①

②

③

И Усов В Пекине начал работу Азиатский банк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ных инвестиций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ｖｅｄｏｍｏｓｔｉ ｒｕ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２０１６ / ０１ / １６ / ６２４２３７ － ｖ － ｐｅｋｉｎｅ

А Э Мордвинова Россий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 Фонд
Шёлкового пути:результаты первого года работы ｈｔｔｐ: / / ｒｉｓｓ ｒｕ / ａｎａｌｉｔｙｃｓ / ２６０９５ /

Об итогах внешней торговли товарами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юза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ｒｇ / ｒｕ / ａｃｔ / ｉｎｔｅｇｒ ＿ ｉ ＿ ｍａｋｒｏｅｃ / ｄｅｐ ＿ ｓｔａｔ / ｔｒａｄｅｓｔａｔ /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２０１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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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亿美元ꎮ 然而ꎬ全球供应链公司弗玛物流经理阿列克谢伊萨诺夫指出ꎬ
近三年俄罗斯同中国的贸易额增幅呈放缓趋势ꎬ发展跨境交通和物流已成为

双方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①ꎮ
(二)跨境铁路互联互通优势与阻力并存

“一带一盟”横跨欧亚大陆ꎬ幅员辽阔ꎬ地形地貌复杂ꎬ自然资源丰富ꎮ 欧

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与中国在资源、地域和经济结构上互补性强ꎬ这些国家也

是中国能源和矿产的重要来源地ꎮ 强劲的经济发展需求意味着客货运量增

长潜力巨大ꎮ 在各种交通运输方式中ꎬ铁路以其安全、高效、经济、运量大和

适应性强等综合优势发挥着交通运输核心功能ꎮ 因此ꎬ跨境铁路互联互通将

推动“一带一盟”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ꎬ同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欧亚地

区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现象ꎮ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内发展的两条线路中欧走廊(中—哈—俄—

欧洲)和东欧走廊(上海—符拉迪沃斯托克—西伯利亚—欧洲)具有一系列

优势:使用铁路运输ꎻ跨境转运次数最少ꎻ集装箱运输量呈不断上升趋势ꎻ具
有价格竞争优势ꎮ

近年来ꎬ中国与欧洲之间的铁路集装箱货运量持续增长(见表 １)ꎮ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８ 年ꎬ通过欧亚运输走廊完成过境转运的集装箱班列增长 １５９％ ꎮ 然而ꎬ
当前通过欧亚运输走廊过境的铁路运输量只占中国与欧洲之间货物周转量

的 ０ ５％ ~１％ ꎮ 由此可见ꎬ其拥有巨大的增长潜力ꎮ 铁路运输适合大宗货物

运输ꎬ安全系数较高ꎬ较少受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影响ꎬ能保证运行的经常性和

持续性ꎬ一般较为准时ꎬ并具有较强的计划性ꎮ 中欧铁路时刻表的准确性高

(９９ ７％的集装箱班列遵循准确的时刻表)ꎬ与海运相比交货时间大约缩短

２ / ３②ꎮ 据俄罗斯国有铁路公司消息ꎬ疫情期间由于航空运输的限制ꎬ２０２０ 年

１ ~ ５ 月ꎬ运经俄铁路段往返中国和欧洲的铁路集装箱运输量同比增长 ３５％ ꎬ
达到 ３３ ４ 万 ＦＥＵ③ꎮ ５ 月集装箱运输量达到 ９ ５４ 万 ＦＥＵꎬ是 ２０１９ 年同期的

—７１１—

①

②

③

Страны ЕАЭС предложили Китаю для совместного финансирования ３８
транспортных проектов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ｔｒａｎｓｉｎｆｏ ｂｙ / ｅｋｏｎｏｍｉｋａ / ４８７２ － ｓｔｒａｎｙ － ｅｖｒａｚｉｙｓｋｏｇｏ －
ｅｋｏｎｏｍｉｃｈｅｓｋｏｇｏ － ｓｏｙｕｚａ － ｅａｅｓ － ｐｒｅｄｌｏｚｈｉｌｉ － ｋｉｔａｙｕ － ｄｌｙａ － ｓｏｖｍｅｓｔｎｏｇｏ － ｆｉｎａｎｓｉｒｏｖａｎｉｙａ －３８ －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ｎｙｈ － ｐｒｏｅｋｔｏｖ ｈｔｍｌ

Ларин О Н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интеграции транспортных систем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юза / / Проблемы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стратегии ２０１７ №４ (４３) С １６４

ＦＥＵ 是英文 Ｆｏｒｔｙ － ｆｏｏｔ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Ｕｎｉｔ 的缩写ꎬ是以长度 ４０ 英尺的集装箱为国

际计量单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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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８ 倍以上①ꎮ 据俄罗斯国有铁路公司估计ꎬ到 ２０２５ 年前ꎬ集装箱过境运输

量将达到 １９０ 万 ＦＥＵ②ꎮ

表 １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９ 年中欧铁路双向定期集装箱班列数量和集装箱运量

年份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班列(列) ２１ １１０ ９７ ２８３ ４９０ １ ６２５ ３ ２１７ ３ ３４２ —

运输量
(万 ＴＥＵ) ０ ２５ １ ３４ １ １７ ３ ４２ ５ ９９ １４ ５８ ２５ ７１ ２８ ０５ ６１ ８０

资料来源:Годовой отчёт ОАО РЖД ｈｔｔｐｓ: / / ａｒ２０１８ ｒｚｄ ｒｕ / ｒｕ / ｒｅｓｕｌｔｓ － ｒｅｖｉｅｗ /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与中国跨境铁路紧密相连的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铁路基础设施水平参

差不齐ꎬ各国内部虽有较为完整的铁路网ꎬ但存在基础设施陈旧、换装综合能

力不足、管理信息化水平落后等问题ꎬ造成机车周转时间长ꎬ严重影响商品出

口效率③ꎮ 铁路基础设施发展不均衡已成为制约欧亚国际铁路联运和相互

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ꎮ 投入大量资金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ꎬ不仅将使联

盟区域内货运量大幅增加ꎬ而且将增进地区间联系ꎬ提高无出海口地区(俄罗

斯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地区以及整个中亚地区)的物流地位ꎮ
另外ꎬ铁路技术标准的差异化也限制了跨境铁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ꎮ 例

如ꎬ中国使用国际标准ꎬ联盟成员国使用俄罗斯标准ꎬ欧洲铁路使用国际铁路

联盟标准、德国标准以及英法标准等④ꎮ 各国轨距的差异化最影响运输效率:
目前ꎬ全球存在 ３０ 多种不同轨距ꎬ“连而不通ꎬ对接无轨”导致边境口岸机车长

时间等待换装作业ꎮ 建立统一铁路技术标准后ꎬ欧亚铁路通道将更具有经济

效益和竞争力ꎬ才能实现彻底的互联互通ꎮ
(三)借力多边机制ꎬ设立投资基金ꎬ发挥比较优势

在跨境铁路基础设施建设领域ꎬ联盟成员国发展相对滞后ꎬ急需对铁路基础设

施进行改造和升级ꎮ 这为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提供了

—８１１—

①

②

③

④

«今年 １ ~ ５ 月俄铁段中欧铁路集装箱运输量同比增长 ３５％ »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ｒｕ ｉｎｆｏ / ｚｈｏｎｇｅｊｍｙｗ / ｚｈｏｎｇｅｍａｏｙｉ / ６０８８６ ｓｈｔｍｌ

胡丽雯:«中欧过境运输在俄如雨后春笋般增长　 对华出口货运也在兴起»ꎬ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ｓ? ｉｄ ＝ １６１２３４６８５６１１３５８７８５７＆ｗｆｒ ＝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 ＝ ｐｃ

Е С МухтарꎬМ С Маденова Вестник КазНУ － Основ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междуна －
родных перевозок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транспортным коридорам в рамках ЕАЭС
ｈｔｔｐｓ: /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ｋｚ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１５３２８

覃娜、张坚:«“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国际铁路货物联运探索»ꎬ«对外经贸»２０１７
年第 ９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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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历史机遇ꎬ双方对接将为中国资本“走出去”ꎬ也为联盟利用中国资本提供

了可能ꎮ 但是ꎬ联盟如何抓住机遇利用中国的资金与产能优势发展自己的薄

弱环节ꎬ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如何与联盟共同推进对接合作并助力

沿线国家实现互联互通和共赢发展ꎬ都是现阶段值得双方认真研究的问题ꎮ
在“一带一盟”合作框架内ꎬ针对双方在落实大力发展跨境铁路基础设施

建设目标中长期存在的问题ꎬ我们要加大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力度ꎮ
一是双方要在“一带一盟”对接框架内借助上海合作组织建设多方合作

机制与模式ꎬ坚持分工合作、深化互利互惠原则ꎬ将跨境铁路基础设施建设作

为惠及中国与联盟成员国人民的一项重要举措ꎻ
二是设计筹建中国与联盟基础设施投资基金ꎬ充分利用“亚投行”、丝路

基金、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欧亚发展银行等融资平

台①ꎬ与联盟发展铁路基础设施需求积极对接ꎬ寻找双方的契合点ꎻ
三是双方发挥各自比较优势ꎬ在优化投资环境的基础上加大力度吸引多

方投资ꎬ助力中国与联盟的跨境铁路基础设施项目ꎮ
推动实施跨境铁路基础设施项目可以解决资源外运的瓶颈ꎬ带动毗邻地

区经济发展ꎬ最终惠及中国与联盟成员国人民ꎬ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

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高度契合与互利共赢ꎮ
多方共建跨境铁路基础设施项目所产生的各种红利叠加将加快区域外

向型经济的发展ꎬ从而改善区域投资环境ꎬ加大周边国家和世界各国对该区

域的投资力度ꎬ使中国和联盟成员国成为欧亚大陆的重要投资载体ꎮ

三　 中国与联盟发展跨境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建议及对策

　 　 (一)搭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集群ꎬ创新融资模式

１ 悲观预测

国际原油价格低于每桶 ４０ 美元时ꎬ美元对俄罗斯卢布汇率将会达到

１∶ ８０或更高水平ꎮ 在此状况下ꎬ俄罗斯黄金外汇储备量将会不断下降ꎬ资金

也将会持续外流ꎮ 所以ꎬ只有在世界政治、经济局势稳定后ꎬ“亚投行”才能再

—９１１—

① Ванг М ꎬ Су Д Вестник ＭｃＫｉｎｓｅｙ － Структура финансирования объектов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в Китае ｈｔｔｐ: / / ｖｅｓｔｎｉｋｍｃｋｉｎｓｅｙ ｒｕ /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 ｕｔｉｌｉｔｉｅｓ / ｒａｚｖｉｖａｙａ － ｅｈｌｅｋｔｒｏｅ
ｈｎｅｒｇｅｔｉｋｕ － ｏｐｙｈｔ － ｋｉｔａｙ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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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开启与欧亚经济联盟在各领域的经济合作ꎮ
２ 乐观预测

国际原油价格在每桶 ６０ 美元或高于此指数时ꎬ俄罗斯卢布汇率将回升

并逐渐走强ꎮ 在此状况下ꎬ欧亚经济联盟应在“一带一盟”战略对接框架内加

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ꎬ双方寻求更多领域的合作ꎮ
３ 基础预测

国际原油价格在每桶 ５０ 美元左右浮动时ꎬ欧亚经济联盟会在一体化框

架内首先选择基础设施建设合作项目ꎬ这些项目将为联盟带来实际收益ꎮ 在

此状况下ꎬ须将中国与联盟成员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潜能有效结合起来ꎮ 为

此ꎬ我们设计了双方共同搭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集群的流程图ꎮ

图 ５ 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搭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集群的流程

集群连接以提高项目参与国竞争力为共同目标的各组织机构ꎬ建立在大

型铁路枢纽、咨询分析公司等处ꎬ类似多种联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心ꎮ
与此同时ꎬ要落实大型跨境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ꎬ还需建立行之有效

的投融资模式ꎮ 基于对联盟框架内 ＰＰＰ 政策及其发展模式的研究和分析ꎬ我
们提出复合型 ＰＰＰ 模式ꎬ即公共私营合作制 ＋投融资建设组合模式ꎮ

(１)成立专业项目公司负责引资、核算项目信贷与投资资金的合理分配ꎻ
(２)从现金流来看ꎬ在项目初期缺少偿还债务的保证金时ꎬ可依靠项目本

金现金流还本付息(取决于每类工程的赢利特性和风险特征)ꎻ
(３)项目公司可借助多种融资工具(债券、信托、保险、股票及其衍生物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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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使银团贷款落地ꎬ实现部分融资ꎬ从而完成项目建设ꎻ
(４)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会在该区域内产生巨大的外溢效应ꎮ

图 ６ 发展铁路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复合型 ＰＰＰ 模式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９ 日ꎬ“亚投行”在北京发布«２０１９ 亚洲基础设施融资报告»
称ꎬ私营部门在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方面的潜力远未充分释放①ꎮ 同时ꎬ
“亚投行”行长金立群表示ꎬ“亚投行”将通过各种创新方案动员私人资本参

与基础设施投资ꎬ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创造条件ꎮ 除此之外ꎬ
欧亚经济联盟也需要关注债务可持续性问题ꎬ希望基础设施投资能够给这些

国家创造经济增长的条件ꎬ而非增加其债务负担ꎮ 这就需要其中一些国家适

时作出调整或放缓政府投资ꎬ更多地运用私人资本ꎮ
(二)落实创新合作模式ꎬ积极开展融资合作

针对现阶段联盟成员国在跨境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过程中存在资

金瓶颈的问题ꎬ提出以下几点融资合作建议ꎮ
第一ꎬ以“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为支柱ꎬ借力多边开发银行ꎮ 由于“亚投

行”可投入的项目资金有限ꎬ而联盟成员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又存在巨

大投资潜力ꎬ从构建多元化投融资体系框架的发展趋势看ꎬ除“亚投行”、丝路

基金等金融平台可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助力之外ꎬ还可借助多边开发银

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和欧亚发展银行等金融机

构)ꎮ 多边开发银行更具备与当地政府商谈项目的能力ꎬ其参与投资的项目能

更好地获得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ꎬ从而也增加了私人资本对项目投资的信心ꎮ
第二ꎬ发行长期债券或设立各种创新融资工具ꎬ为投资联盟成员国的企业提

—１２１—

① 王慧:«亚投行发布‹２０１９ 亚洲基础设施融资报告›»ꎬ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１９ / ０１２９ / ｃ１００２ － ３０５９７１７６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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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资金融通服务ꎬ解决其融资困难的问题ꎬ增加高回报、高质量、长期性项目的投资ꎮ
第三ꎬ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公共私营合作制(ＰＰＰ)融资模式ꎬ有效化

解债务风险ꎬ促进中国企业与联盟成员国政府积极展开合作ꎮ 增强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对私人资本的吸引力ꎬ动员更多私人资本参与融资ꎮ 对于受惠国

来讲ꎬ这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债务ꎬ还能与私人资本共担风险ꎮ 对于私人

资本来讲ꎬ投资此类项目在未来可获得更丰厚的利润和更广阔的市场空间ꎮ
第四ꎬ创造有利条件ꎬ促进私人资本参与跨境交通基础设施建设ꎮ 双方

要坚持包容性原则ꎬ既吸收大型国有企业参与跨境基础设施建设ꎬ也鼓励和

支持中小型私有企业ꎮ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特点是投资金额大、周转期

较长ꎬ投资风险也就随之增加ꎮ 所以ꎬ要增强各方遵守法律法规的意识ꎬ规范

投资程序ꎬ实施有效的投资风险管控ꎬ权衡各方利益ꎬ拓展合作领域ꎬ提升合

作水平ꎮ 尽可能地提高建设效率ꎬ缩短建设周期ꎬ将投资带来的额外税收返

还投资者ꎬ以提高项目的投资回报率ꎮ

四　 结　 论

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及其成员国互为重要合作伙伴ꎬ经济互补性强ꎬ贸
易合作潜力巨大ꎮ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和欧亚经济联盟一体化框架内

达成协议、实现对接ꎬ对中国和联盟各成员国具有重大意义:交通基础设施的

互联互通将为制度联通提供坚实的基础ꎬ不仅能进一步提升贸易合作水平ꎬ
也能促进对接合作的进一步发展ꎬ对“大欧亚伙伴关系”的构建和推动全球力

量再平衡都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内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可使中国的优势产能

“走出去”ꎬ进而推动整个产业优化和产业链升级ꎬ在带动国内经济增长的同

时也综合拉动周边国家的经济增长ꎻ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欧亚经济联盟一体

化发展中先行ꎬ可使联盟内生产要素达到合理配置ꎬ实现资源共享ꎬ促进生产

要素在统一经济空间实现自由流动ꎬ促使联盟内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和升级ꎬ
改善投资环境ꎬ形成竞争优势ꎬ从而提升联盟的整体竞争力ꎮ

中国与联盟成员国应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ꎬ尤其是跨境铁路合作项

目投入更多资金ꎬ升级后的跨境铁路基础设施及其国际标准化的应用将为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进一步对接创造更有利的投资环境和贸

易发展空间ꎬ并最终惠及沿线国家的人民ꎮ
(责任编辑:徐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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