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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国家的
经济存在及影响研究(２００１ ~ ２０２１ 年)

赵　 亮

【内容提要】 　 苏联解体以来ꎬ俄罗斯视后苏联空间国家为其地缘政治经

济利益的优先方向ꎬ不断加强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存在ꎮ 从双边贸易、直接投

资、移民等方面的数据可以看出ꎬ普京执政 ２０ 年来ꎬ俄在后苏联空间国家的

经济中占主导地位ꎮ 从国别看ꎬ对俄能源进口需求大、参与俄主导的欧亚经济

联盟以及对俄劳务输出较多的后苏联空间国家对俄的经济依附性较强ꎬ而对俄

能源需求较小、与俄存在政治分歧的后苏联空间国家对俄经济依附性较低ꎮ 从

变化趋势看ꎬ后苏联空间各国对俄的经济依附程度不断下降ꎬ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

机后出现加速ꎮ 尽管俄对后苏联空间国家经济和人力资本的发展发挥着重要

作用ꎬ但俄主导下的区域生产分工网络却不利于这些国家的经济现代化ꎬ原因

是俄罗斯并不具备作为分工中心的技术创新能力、市场容量和资本供给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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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ꎬ苏东巨变ꎬ美苏对峙的雅尔塔体系宣告结束ꎬ世界格

局发生重大变化ꎮ 在国际关系领域ꎬ纯粹为争夺生存空间而进行领土扩张和

军事对抗的观念日趋被一种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市场竞争观念所取代ꎮ 苏

联解体后ꎬ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ꎬ曾经是苏联加盟共

和国的后苏联空间ꎬ在当今大国地缘战略角逐中ꎬ地缘经济战略的分量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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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重ꎮ 后苏联空间主要是指由除波罗的海三国以外的原苏联 １２ 个加盟共和

国组成的地理空间ꎮ 具体而言ꎬ后苏联空间以俄罗斯为中心ꎬ从西向东依次

为:东欧三国(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ꎬ南高加索三国(格鲁吉亚、亚美

尼亚、阿塞拜疆)ꎬ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

曼斯坦、塔吉克斯坦)ꎮ 由于本文论述俄罗斯与其他后苏联空间国家的经济

关系ꎬ文中所称“后苏联空间国家”不包括俄罗斯ꎮ “冷战”后ꎬ俄罗斯凭借地

缘优势和历史传承ꎬ进一步加强与后苏联空间各国的经济联系ꎮ

一　 俄罗斯视后苏联空间国家为其战略优先方向

苏联解体后ꎬ后苏联空间国家在俄罗斯地缘政治上占据着重要地位ꎬ是
俄罗斯“强国战略”的重要支撑①ꎮ 独立初期ꎬ俄罗斯为能尽快融入西方ꎬ获
取美欧各国在经济上的支援ꎬ实行亲西方的外交政策ꎮ 但随着“休克疗法”的
失败ꎬ国内政治经济局势不稳以及北约东扩进程不止ꎬ俄罗斯逐渐调整了向

西方“一边倒”的地缘政治战略ꎬ越来越重视自身在后苏联空间的影响力ꎮ
２０００ 年普京总统执政以来ꎬ为恢复俄罗斯的大国地位ꎬ防止美欧等国家在后

苏联空间各种事务中强势介入ꎬ俄罗斯着力推动后苏联空间的区域一体化ꎮ
换句话说ꎬ恢复在后苏联空间的传统影响力已成为俄罗斯区域战略和对外经

济战略的优先选择②ꎮ 这主要是基于俄罗斯两点战略需求:一是在地缘政治

方面ꎬ俄罗斯需要安全的周边环境ꎻ二是在地缘经济方面ꎬ俄罗斯需要后苏联

空间国家的工业原材料和市场ꎮ
(一)国家安全与地缘战略利益

对俄罗斯而言ꎬ后苏联空间国家是通往欧洲和中亚的必由之路ꎬ也是遏

制北约东扩、寻求国防安全的重要屏障ꎮ 后苏联空间国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

置对俄罗斯战略意义重大ꎮ 苏联解体后ꎬ美国以经济、军事援助为由ꎬ不断增

强在后苏联空间的影响力ꎮ 近年来ꎬ随着北约东扩势头明显ꎬ西方国家对后

苏联空间国家事务的干预愈演愈烈ꎬ降低了俄罗斯在整个空间的影响力ꎬ也
严重损害了俄罗斯在整个空间的战略利益ꎮ

俄罗斯认识到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ꎬ作为其传统的势力范围ꎬ后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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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空间国家对俄罗斯重新崛起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ꎮ 因此ꎬ俄罗斯一直

通过各种外交手段提高其在后苏联空间的影响力并积极妥善处理与这些

国家的关系ꎬ降低域外大国染指的可能性ꎬ积极推动空间区域一体化进程ꎮ
这也是俄罗斯维护国家安全并在地缘战略上制衡西方国家的优先事项ꎮ
更重要的是ꎬ后苏联空间国家的未来发展以及俄罗斯与其关系的走势直接

牵动了世界格局的变化ꎮ
(二)经济利益

后苏联空间国家不仅是俄罗斯重要的出口市场ꎬ还是俄重要的工业、农
业原料来源地①ꎮ 苏联时期ꎬ在中央计划经济指令下ꎬ各加盟共和国之间分

工明确ꎬ均依照各自的优势进行生产ꎮ 苏联解体后ꎬ后苏联空间国家间政治

上虽然独立ꎬ但经济上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ꎬ产品的依赖性与互补性极高ꎬ
俄罗斯在经济发展上无法脱离这一区域②ꎮ 例如ꎬ转型之初ꎬ后苏联空间国

家是俄罗斯能源、车床制品及其他深加工产品的重要销售渠道ꎬ并且俄向欧

盟出口天然气也需要取道乌克兰、白俄罗斯两国ꎮ 与此同时ꎬ尽管俄罗斯工

业基础雄厚ꎬ制造业水平处于领先地位ꎬ但部分工业原材料主要依靠乌克兰、
阿塞拜疆等国供应ꎬ而俄罗斯纺织行业所需的丝绸、棉花等原材料以及工业

发展所需要的特殊金属矿产则主要来自中亚国家ꎮ 俄罗斯与后苏联空间国

家还在航空、汽车、电子、仪器和军事技术等方面长期密切合作并形成稳固的

生产分工网络ꎬ这决定着俄机器制造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出口竞争力③ꎮ 此

外ꎬ积极介入后苏联空间地区的能源开发ꎬ也是俄罗斯能源政策的一部分ꎮ
对于俄罗斯而言ꎬ中亚地区的石油除了其本身价值以外ꎬ相关输油管道的走

向也为其带来不少的经济利益④ꎮ

二　 俄罗斯加强在后苏联空间国家的经济存在

俄罗斯是后苏联空间国家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ꎬ也是这些国家侨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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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主要来源地ꎮ 加强在后苏联空间国家的经济存在并以此为基础扩大其

在整个欧亚区域的影响力是俄罗斯长期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具体而

言ꎬ俄罗斯不仅在后苏联空间国家粮食、能源等关系经济命脉的领域拥有较

强的管控能力ꎬ还通过在贸易、投资、技术、生产分工网络中的主导地位进一

步扩大其在整个空间的经济利益ꎮ 随着 ２０１４ 年的乌克兰危机以及 ２０２２ 年

春危机全面升级ꎬ美国等西方国家及其企业对俄罗斯采取了一轮又一轮严厉

的制裁措施ꎬ包括冻结俄罗斯在西方的资产、全面削减自俄罗斯的能源进口

量、将俄罗斯从国际资金清算系统(ＳＷＩＦＴ)中移除等ꎮ 这些制裁虽然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国家的经济存在①ꎬ但并未从根本上动摇俄

罗斯在整个空间所占据的主导地位ꎬ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ꎮ
(一)俄罗斯为后苏联空间国家的能源和粮食供应提供保障

能源是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ꎬ充足的能源供应是一国经济健康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ꎮ 粮食安全更是关系到一国国家安全、社会稳定

的重大战略问题ꎮ 在后苏联空间国家中ꎬ除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

少数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以及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少数耕地面积广阔

可以实现粮食自给的国家外ꎬ大多数国家每年均需要从俄罗斯进口大量

能源和粮食ꎮ
一直以来ꎬ俄罗斯是后苏联空间国家最为重要的能源进口来源国ꎬ为这

些国家能源供应提供长期保障ꎮ 乌克兰曾高度依赖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ꎬ每
年仅这一项支出就高达上百亿美元ꎻ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

坦等中亚国家以及南高加索能源贫乏国家更是高度依赖俄能源产品ꎮ 乌克

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ꎬ欧美多国对俄罗斯能源领域发起制裁ꎬ致使俄罗斯对

后苏联空间能源供应面临巨大的风险ꎬ但是来自俄罗斯的能源依旧在这些国

家中占据主导地位②ꎮ
俄小麦在后苏联空间国家粮食进口中具有显著优势ꎬ并在空间整体粮食

供应中占有重要地位ꎮ 从区域看ꎬ后苏联空间山区面积大、耕地面积小ꎬ土壤

荒漠化、盐碱化程度较高ꎬ气候条件也不适合农作物生长ꎬ空间内很多国家一

直无法实现粮食完全自给ꎮ 从国别看ꎬ南高加索地区国家以及气候干旱的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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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均需要从俄罗斯大量进口粮食以满足国内需求ꎻ东
欧的白俄罗斯和摩尔多瓦也一直是俄小麦、粗粮、肉类及蛋白质饲料的纯进

口区①ꎮ
(二)俄罗斯的经贸市场为后苏联空间国家所依附

苏联解体后ꎬ俄罗斯与后苏联空间国家的经济联系仍然相当密切ꎬ且这

些国家对俄罗斯的经济依附性很大ꎮ 俄罗斯一直是后苏联空间国家主要产

品进口来源国和重要出口目的地国ꎮ
１ 后苏联空间国家对俄贸易依赖程度总体较高

从 ２０２１ 年后苏联空间国家主要贸易伙伴国进出口结构来看ꎬ俄罗斯在

大多数后苏联空间国家的国际贸易伙伴中排名前三位(见表 １)ꎮ
在中亚三国中ꎬ俄罗斯是哈萨克斯坦最大的贸易伙伴ꎬ哈自俄进口占比

达到 ３４ １％ ꎬ对俄出口占比达 １０ ４％ ꎻ俄罗斯也是吉尔吉斯斯坦重要的贸易

伙伴及外资来源国ꎬ吉自俄进口占比达到 ３２％ ꎬ在吉国主要进口伙伴国中ꎬ俄
一直保持着前两名的位置ꎬ对俄出口占比达 ２２％ ꎻ乌兹别克斯坦自俄的进口

占比仅比中国低 ２ ２ 个百分点ꎬ而在乌兹别克斯坦出口国别分布中ꎬ俄罗斯

略高于中国ꎮ 俄罗斯与中亚的贸易伙伴关系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ꎮ 苏联时

期ꎬ中亚各国长期作为其原料供给基地ꎬ苏联解体后ꎬ这些国家的原料及初加

工工业仍与俄罗斯境内的工业生产紧密联系ꎮ
在东欧三国中ꎬ白俄罗斯对俄经济依存度最高ꎬ对俄出口占比达到 ３５％ ꎬ

自俄进口占比达 ２８％ ꎬ在其贸易伙伴国进出口中均处于首位ꎮ 原因是白俄罗

斯作为一个内陆国家ꎬ资源相对匮乏ꎬ在原材料、能源以及高新技术方面非常

依赖俄罗斯ꎮ 此外ꎬ俄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两国对外贸易中的占比均处于第

三位ꎮ
在南高加索三国中ꎬ亚美尼亚是自俄进出口最多的国家ꎬ出口占比达

２６％ ꎬ进口占比达 ３３％ ꎻ阿塞拜疆自俄进口占比为 １７ ７％ ꎬ列阿进口第一位ꎬ
出口占比为 ４ １％ ꎻ格鲁吉亚对俄罗斯出口占比为 １４ ３％ꎬ进口占比为

１０ １％ꎬ分别列格出口、进口第三位和第二位ꎮ 南高加索国家对俄罗斯的贸易

依存度高是因为:南高加索地区地处欧亚大陆腹地ꎬ是连接欧亚两洲的重要通

道以及运输走廊ꎬ同时该地区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ꎮ 其中ꎬ亚美尼亚与俄罗斯

关系最佳ꎬ加入了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ꎬ两国的合作持续深化ꎮ 随着

俄罗斯走出转型性经济危机之后ꎬ亚美尼亚的首选能源进口来源国以及商品

—０８—
① 张宁:«哈萨克斯坦的粮食安全现状»ꎬ«欧亚经济»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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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目的地再次回到了俄罗斯ꎬ两国之间的经贸联系不断得到加强①ꎮ

表 １ ２０２１ 年后苏联空间国家主要贸易伙伴国进出口占比(％)

国
别

中亚三国 东欧三国 南高加索三国

哈萨克
斯坦

吉尔吉斯
斯坦

乌兹别克
斯坦

乌克兰
白俄
罗斯

摩尔
多瓦

亚美
尼亚

阿塞
拜疆

格鲁
吉亚

出
口

意大利
１４ １

瑞士
３２ ３

俄罗斯
１２ ３

中国
１２ １

俄罗斯
３５ ０

罗马尼亚
２６ ０

俄罗斯
２６ ０

意大利
４１ ０

中国
１４ ５

中国
１９ １

哈萨克
斯坦
２５ ０

中国
１２ ０

波兰
７ ６

乌克兰
３ ０

德国
７ ８

瑞士
１２ １

土耳其
１２ ６

阿塞
拜疆
１２ ５

俄罗斯
１０ ４

俄罗斯
２２ ０

土耳其
１１ ６

俄罗斯
５ １

中国
１ ４

俄罗斯
８ ８

中国
１３ ２

俄罗斯
４ １

俄罗斯
１４ ３

进
口

俄罗斯
３４ １

俄罗斯
３２ ０

中国
２２ ２

中国
１５ ２

俄罗斯
２８ ０

中国
１１ ６

俄罗斯
３３ ０

俄罗斯
１７ ７

土耳其
１８ １

中国
１７ １

中国
２６ ０

俄罗斯
２０ ０

德国
８ ７

中国
８ １

罗马尼亚
１１ ５

中国
１６ １

土耳其
１５ ７

俄罗斯
１０ １

德国
６ ５

哈萨
克斯坦
１２ ０

哈萨
克斯坦
１１ ３

俄罗斯
８ ４

德国
３ ６

俄罗斯
１４ ６

伊朗
８ ２

中国
１４ ０

中国
８ ６

注:塔吉克斯坦与土库曼斯坦因数据缺失ꎬ未列入其中ꎮ
资料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ꎬ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ｍｔｒａ ｄｅｐｌｕｓ ｕｎ ｏｒｇ

２ 后苏联空间国家对俄贸易依存度存在一定差别

２００１ ~ ２０２１ 年ꎬ对俄能源进口需求大的后苏联空间国家以及欧亚经济联

盟成员国对俄贸易依存度相对较高ꎬ对俄能源需求较小或与俄存在政治分歧

的后苏联空间国家对俄贸易依存度较低ꎮ

表 ２ ２００１ ~ ２０２１ 年后苏联空间各国对俄贸易依存度(％)

年份

中亚五国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２００１ １９ ７６ ９ ４４ １８ ２７ ５ ０５ １８ ２７

２００２ １７ ６８ １１ ０７ １０ ８５ ３ ９２ １０ ８５

—１８—

① 徐坡岭、黄茜:«地缘与区域生产分工网络对亚美尼亚经济发展的影响»ꎬ«欧亚

经济»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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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年份

中亚五国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２００３ １９ ２４ １３ ７０ １２ ５７ ４ １６ １２ ５７

２００４ １８ ７８ １８ ７８ １２ ４６ ４ １８ １２ ４６

２００５ １７ ０５ ２２ ０６ １４ ４９ ３ ７１ １４ ４９

２００６ １５ ７９ ２６ ６２ １７ ７７ ２ ９９ １７ ７７

２００７ １５ ７９ ３０ ７５ ２０ ６９ ３ ５８ ２０ ６９

２００８ １４ ７７ ３５ ０１ １９ ４５ ４ ７２ １９ ４５

２００９ １０ ６８ ２７ １５ １５ ７９ ４ ８６ １５ ７９

２０１０ ５ １７ ２８ ４２ １５ ７１ ３ ８４ １５ ７１

２０１１ ５ ２４ ２２ ７９ １２ ３２ ３ ８９ １２ ３２

２０１２ １２ ２９ ２７ ７０ ９ ７９ ３ ９７ ９ ７９

２０１３ ９ ９４ ２９ １７ ９ ０２ ４ ００ ９ ０２

２０１４ ９ ７１ ２４ ３３ １０ １９ ２ ８６ １０ １９

２０１５ ８ ３８ ２０ ５２ １０ ３７ ２ ７６ １０ ３７

２０１６ ９ ５３ １７ ６８ ９ ８９ ２ ４９ ９ ８９

２０１７ １０ １５ ２０ ３６ １０ １０ １ １３ １０ １０

２０１８ １０ ０２ ２３ ０６ １１ ８８ １ ０９ １１ ８８

２０１９ １１ １７ ２２ ２４ １２ １４ １ ４９ １２ １４

２０２０ １１ ０５ １９ ２０ １０ ０９ ２ １１ １０ ３９

２０２１ — ２５ ３７ １５ １６ — ３ ２０

年份

东欧三国 南高加索三国

乌克兰
白俄
罗斯

摩尔
多瓦

亚美
尼亚

阿塞
拜疆

格鲁
吉亚

２００１ ２２ ９３ ７８ ３０ ３７ ４４ ５ ２３ ３ ５５ ４ ３７

２００２ ２１ ４２ ６７ ７８ ３３ ０９ ６ ３５ ５ ８２ ４ ７０

２００３ ２３ ７６ ６９ ７８ ３５ ４４ ７ １４ ６ ８７ ５ ８８

２００４ ２５ ８６ ５３ ８８ ３３ ４９ ５ ８２ ８ ７６ ６ ５７

２００５ ２３ ４２ ４２ ２５ ３３ ３５ ５ ９７ ８ ０１ ７ ９５

２００６ ２２ ４９ １４ ２０ ２８ ９５ ７ ７６ ７ ７７ ８ ２４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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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年份

东欧三国 南高加索三国

乌克兰
白俄
罗斯

摩尔
多瓦

亚美
尼亚

阿塞
拜疆

格鲁
吉亚

２００７ ２０ ８７ ５８ ２２ ３０ ９０ ８ ９２ ５ ２２ ６ ４１

２００８ ２１ ９７ ５６ ２０ ２９ ６４ ７ ７１ ４ ９１ ５ ２９

２００９ １５ ９６ ５７ ８１ １１ ６７ ５ ６６ ３ ８１ ３ ６２

２０１０ ２０ ３０ ５０ ９４ １０ ４４ ５ ９９ ３ ５２ ４ ２１

２０１１ ２２ ５１ ２９ ４２ １０ ２９ ５ ４８ ３ ５２ ４ ３２

２０１２ ２５ ６９ ５８ ５０ ２３ ９５ １１ ４５ ４ ８９ ４ ７７

２０１３ ２１ ６０ ４５ ２６ １８ ３０ １２ １４ ４ ８２ ６ １５

２０１４ ２０ ８３ ４０ ９４ １８ ８９ １２ １３ ５ ３３ ６ ４７

２０１５ １６ ４４ ４２ ２８ １５ ７８ １１ ８０ ５ ２８ ６ ５９

２０１６ １０ ８４ ４９ ４４ １４ ３８ １２ ７１ ５ １６ ７ ２４

２０１７ １１ ４５ ５３ ７８ １２ ５９ １４ ８７ ６ ４３ ８ ７０

２０１８ １１ ４４ ５５ ７２ １３ ６３ １５ ４７ ５ ２８ ９ １７

２０１９ ８ ０８ ５１ ３８ １４ ０２ １８ ２４ ６ ７１ １０ １３

２０２０ ４ ８２ ５０ ５９ ７ １２ １７ ２９ ６ ２６ ８ ３５

２０２１ ４ ５９ ４７ ８２ ９ ６９ １８ ５６ ５ ４７ ８ ７５

注:作者根据贸易依存度计算公式(对外贸易依存度 ＝ 进出口贸易总额 / 国内生产总

值)测算而得ꎬ后苏联空间各国对俄贸易依存度即为各国与俄罗斯双边贸易总额与各国

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比值ꎮ
资料来源: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统计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 ｅｎ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ꎻ各国与俄罗斯双边贸易总额来源于各国国家统计局ꎮ

如表 ２ 所示ꎬ在东欧三国中ꎬ白俄罗斯对俄的贸易依存度最高ꎬ尽管 ２０
年来呈波动下降趋势ꎬ但 ２０２１ 年仍达 ４７ ８２％ ꎬ在后苏联空间国家中也位居

首位ꎮ 摩尔多瓦和乌克兰对俄贸易依存度次之ꎬ但近年下降趋势十分明显ꎮ
摩尔多瓦对俄贸易依存度从 ２００１ 年的 ３７ ４４％ 降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９ ６９％ ꎬ该国

的主要贸易伙伴逐渐转向欧盟和中国ꎮ 乌克兰对俄贸易依存度从 ２００１ 年的

２２ ９３％降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４ ５９％ ꎬ这是因为乌克兰在对外战略上逐渐向西方国

家靠拢ꎬ试图在对外贸易方面以欧盟取代俄罗斯的位置ꎮ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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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ꎬ这种下降趋势更加明显ꎮ 在危机全面升级的 ２０２２ 年ꎬ乌克兰对俄罗斯贸

易依存度下降至 １ １４％ ①ꎮ
中亚五国在过去 ２０ 年对俄贸易依存度较为稳定ꎮ 其中ꎬ哈萨克斯坦对

俄贸易依存度虽有所下降ꎬ但一直维持在 １２ ６％ 左右的均值ꎻ塔吉克斯坦在

五国中变化最大ꎬ由 ２００１ 年的 １８ ２７％ 降至 ２０１３ 年的 ９ ０２％ ꎬ之后在

１１ ２３％的均值上下徘徊ꎻ吉尔吉斯斯坦是五国中对俄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国

家ꎬ近年维持在 ２０％上下ꎮ
南高加索三国对俄贸易依存度的变化趋势分化较为明显ꎮ 其中ꎬ亚美尼

亚对俄贸易依存度呈提升态势ꎬ从 ２００１ 年的 ５ ２３％增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１８ ５６％ ꎬ
这主要是因为亚美尼亚加入了俄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ꎮ 阿塞拜疆对俄贸易

依存度呈波动变化态势ꎬ这与两国间的政治关系时冷时热有直接关系ꎮ 格鲁

吉亚与俄罗斯关系不睦ꎬ该国对俄贸易依存度的变化却不大ꎬ近年维持在５％ ~
１０％的范围内ꎮ

(三)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生产分工网络中居中心地位

在后苏联空间各国中ꎬ俄罗斯经济实力最强ꎬ作为苏联的主体继承国ꎬ拥
有雄厚的能源储备和较为发达的工业基础ꎮ 与俄罗斯相比ꎬ其他后苏联空间

国家无论是总体经济规模、经济发展阶段ꎬ还是技术水平都存在较大差距ꎮ
俄罗斯与后苏联空间国家之间的贸易结构属于产业间贸易ꎬ是基于不同要素

禀赋的互补性贸易ꎬ同时俄与后苏联空间的特定国家间形成了投资及工业生

产的上下游分工关系②ꎮ
俄工业部门齐全ꎬ以石油、化工、冶金、煤炭、机械及森林工业为主ꎬ轻工

业、民用工业发展相对落后ꎮ 在后苏联空间国家中ꎬ除了自身有一定资源储

备以及苏联时期保留下部分工业基础的国家(如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
克兰、白俄罗斯)外ꎬ大部分国家经济发展落后ꎬ工业基础薄弱ꎬ粮食和农产品

无法自给ꎬ缺乏燃料和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原料ꎮ 俄利用资源禀赋和产业优

势ꎬ出口本国生产要素相对充裕的资源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部分技术密集

型产品ꎬ进口本国生产要素相对稀缺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和部分资源密集型

产品ꎮ

—４８—

①

②

作者根据 ＣＥＩＣ 数据库数据计算得出ꎬｈｔｔｐｓ: / /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ｃｅｉｃｄａｔａ ｃｏｍꎮ ２０２２ 年乌

克兰自俄罗斯进口 １５ ４１ 亿美元ꎬ对俄罗斯出口 ４ ９３ 亿美元ꎬ２０２２ 年乌克兰国内生产总

值为 １ ７８０ 亿美元ꎮ
徐坡岭、黄茜:«地缘与区域生产分工网络对亚美尼亚经济发展的影响»ꎬ«欧亚

经济»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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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２０２１ 年为例ꎬ后苏联空间国家自俄罗斯进口中占比最高的是矿物产

品和燃料能源产品ꎬ分别为 ２０ ０３％ 和 １８ ４９％ ꎻ其次是机器、设备和运输工

具ꎬ占比为 １６ ０５％ ꎮ 这既反映后苏联空间国家对俄能源及原材料产品的高

度依赖ꎬ也体现俄罗斯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方面的比较优

势ꎮ 在俄罗斯自后苏联空间国家进口的商品中ꎬ占比最高的是食品、农业和

原材料ꎬ占比达 ２４ ５１％ ꎻ其次是机器、设备和运输工具ꎬ占比为 ２０ ２６％ ꎻ纺
织品和鞋类也占有一定份额ꎬ金额高达 １８ ９ 亿美元ꎬ占比为 ７ ４３％ ꎬ这充分

体现了后苏联空间国家在生产和出口劳动密集型和部分资源密集型产品方

面的优势(见表 ３)ꎮ

表 ３ ２０２１ 年俄罗斯与后苏联空间国家间进出口商品结构 (单位:亿美元)

商品
后苏联空间国家
自俄罗斯进口

进口
商品结构

(％ )

后苏联空间国家
对俄罗斯出口

出口
商品结构

(％ )

食品、农业和原材料 ６６ ２９２ １１ ５１ ６２ ４５２ ２４ ５１

矿物产品 １１５ ３７０ ２０ ０３ ２７ ７１３ １０ ８７

燃料能源产品 １０６ ４８１ １８ ４９ ８ ６２７ ３ ３８

化学制品和橡胶 ６７ ３７１ １１ ７０ ３４ ６２６ １３ ５９

皮革、毛皮及原材料 ０ ７３９ ０ １２ ０ ５０６ ０ １９

木材、纸浆和纸张 ２２ ８０３ ３ ９６ ５ １４０ ２ ０１

纺织品和鞋类 ０ １１６ ２ ０１ １８ ９３２ ７ ４３

宝石及贵金属 ６ ２４１ １ ０８ ２ １７７ ０ ８５

金属 ６６ ７１７ １１ ５８ ３３ ７１９ １３ ２３

机器、设备和运输工具 ９２ ４４６ １６ ０５ ５１ ６４４ ２０ ２６

其他 １９ ６８３ ３ ４７ ９ ２０１ ３ ６８

总额 ５６４ ２５９ １００ ００ ２５４ ７３７ １００ ００

资料来源:ＣＥＩＣꎬｈｔｔｐｓ: / /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ｃｅｉｃｄａｔａ ｃｏｍ

从国别看ꎬ经济规模较小的吉尔吉斯斯坦工业基础落后ꎬ主要出口原材

料产品ꎮ 亚美尼亚的粮食和农产品不能够自给自足ꎬ缺乏燃料以及工业发展

所需的工业原料ꎬ只能依靠进口来弥补ꎬ而且发展所需的机械和运输设备同

样需要进口ꎬ但是在纺织品、合成轮胎以及香烟产品上却具有一定的国际竞

争力ꎮ 白俄罗斯具有较好的工业基础ꎬ加工制造业较发达ꎮ 哈萨克斯坦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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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苏联空间内仅次于俄罗斯的第二大经济体ꎬ也是资源型国家ꎬ主要出口能

源和原材料ꎬ轻工业发展落后ꎬ对后苏联空间提供的初级产品也几乎都流入

了俄罗斯ꎮ 这种进出口结构反映了后苏联空间各国的资源禀赋特征以及产

业之间的竞争力特点ꎬ资源禀赋差异保证了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后苏联

空间其他国家的技术上游ꎮ
总体来看ꎬ俄在后苏联空间内部区域生产分工网络中居中心地位ꎮ 这是

由其地缘政治影响力、能源优势、相对的技术梯度优势和市场容量决定的①ꎮ
(四)俄罗斯是后苏联空间国家最重要的外资来源国

为加强在后苏联空间的经济存在ꎬ俄罗斯还加大了对其直接投资力度ꎮ
而转型以来ꎬ后苏联空间国家经济形势和投资环境的好转为俄扩大对这些国

家的直接投资创造了条件②ꎮ 据俄罗斯中央银行的资料显示ꎬ截至 ２０２０ 年年

底ꎬ后苏联空间是俄罗斯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地区ꎬ仅次于欧盟③ꎮ 俄罗斯

对后苏联空间国家的直接投资最初主要集中在与能源资源开采相关的项目

上ꎬ包括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等ꎬ近年来ꎬ随着经济现代化的推进ꎬ逐渐扩

大到制造业、通信、ＩＴ、金融等多个领域ꎮ
在 ２１ 世纪第二个 １０ 年中ꎬ俄罗斯与后苏联空间国家的投资合作大致可

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ꎬ俄罗斯对后苏联空间国家的直接

投资存量呈现增长的趋势ꎬ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５２ ４９ 亿美元增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６３ １４ 亿美元ꎬ原因是俄罗斯及后苏联空间国家摆脱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且转型后的后苏联空间国家投资潜力巨大ꎮ 第二阶段是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ꎬ俄
罗斯对后苏联空间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分别较上年减少 ５０ ９４ 亿美元和

３ ４２ 亿美元ꎬ这主要是由于乌克兰危机后ꎬ受西方制裁、油价暴跌和卢布贬值

等多重因素的影响ꎬ俄罗斯对外直接投资大幅萎缩造成的④ꎮ 但下降幅度收

窄ꎬ分别较上年下降 ３１ 个百分点和 ３ 个百分点ꎬ已为进入下一阶段打下了基

础ꎮ 第三阶段为 ２０１７ ~ ２０２０ 年ꎬ俄罗斯对后苏联空间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

呈现回升趋势ꎬ从 ２０１７ 年的 １２８ ８４ 亿美元增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４２ ５３ 亿美元ꎬ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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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徐坡岭、黄茜:«地缘与区域生产分工网络对亚美尼亚经济发展的影响»ꎬ«欧亚

经济»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ꎮ
郭连成、潘广云:«俄罗斯对独联体的对外直接投资———基于经济及政治层面的

分析»ꎬ«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２００７ 年第 ６ 期ꎮ
俄罗斯中央银行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ｂｒ ｒｕ /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 ｆｉｌｅ / ４３９４３ / ｒｅｐｏｒｔ＿１９０

４２０２３ ｐｄｆ
徐坡岭:«俄罗斯经济在凛冽寒风中期盼春天»ꎬ«世界知识»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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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西方制裁和油价下跌对俄经济影响逐渐减弱ꎬ经济有所复苏以及俄罗

斯成功地举办第 ２１ 届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促进了其对外投资(见表 ４)ꎮ

表 ４ 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０ 年后苏联空间国家吸收俄直接投资存量 (单位:亿美元)

年份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后苏联空间全域 １５２ ４９ １６０ ５１ １５５ ５２ １５３ ７０ １６３ １４ １１２ ２０

亚美尼亚 １５ ４１ １７ ５３ １４ １７ １５ ７５ １２ ９５ １１ ７７

阿塞拜疆 ０ ５７ ０ １７ ０ ６５ ０ ６１ １ ５７ ０ ６５

白俄罗斯 ５６ ８８ ５７ ０２ ４６ ６６ ３７ ９０ ４０ ８９ ３１ ９４

哈萨克斯坦 １６ ８０ ２０ ３６ ２５ ５５ ２４ ５３ ２７ ９４ ２８ ２７

吉尔吉斯斯坦 ０ ８８ １ ０６ １ ０２ ２ ０２ ２ ０７ １ ７５

摩尔多瓦 ３ ４４ ３ ８７ ４ １１ ５ ７０ ４ ９２ ２ ４２

塔吉克斯坦 ２ ３２ ２ ６４ ６ ２６ ６ ７９ ６ ００ ６ ２１

乌克兰 ４１ ５４ ４３ ３３ ４５ ３５ ５４ ０４ ５９ ６８ １９ ７３

乌兹别克斯坦 ８ ４１ ９ ９１ ９ ４７ ２ ７７ ２ ６７ ４ ７２

格鲁吉亚 ２ ９７ ２ ９０ ２ ２９ ３ ５９ ４ ４５ ４ ７４

年份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后苏联空间全域 １０８ ７８ １２８ ８４ １４２ ２５ １３１ １３ １４２ ５３

亚美尼亚 １２ ２９ １１ ９２ １３ ４６ １２ ６１ １２ ０３

阿塞拜疆 ０ ２７ ０ ２８ ０ ９２ ２ ４２ ２ ４４

白俄罗斯 ３５ ６０ ３８ １９ ４６ ７５ ３９ ６０ ４２ ５８

哈萨克斯坦 ２５ ９０ ３０ ０８ ３２ １０ ３３ ０２ ３６ ７４

吉尔吉斯斯坦 １ ６７ １ ６７ １ ７４ １ ９７ ２ １９

摩尔多瓦 ２ ３１ ２ ２９ １ ７７ ２ ５７ ２ ５０

塔吉克斯坦 ５ ２５ ４ ４２ ３ ７０ ３ ７０ ４ １０

乌克兰 １８ ７５ ３４ ２５ ３６ ５８ ３１ ０４ ３４ ７９

乌兹别克斯坦 ３ ８０ ２ ３１ １ ３０ ０ ６３ １ ２７

格鲁吉亚 ２ ９４ ３ ４３ ３ ９３ ３ ５７ ３ ８９

注:中亚的土库曼斯坦因数据缺失未列入其中ꎮ
资料来源:ＣＥＩＣꎬｈｔｔｐｓ: / /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ｃｅｉｃｄａｔａ ｃｏｍꎻ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ＵＮＣＴＡＤＦＤＩ / ＴＮＣ)ꎬ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ｔ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ｒｇ / ｗｄｓ / ＴａｂｌｅＶｉｅｗｅｒ / ｔａｂｌｅＶｉｅｗ ａｓｐ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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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 １０ 年里ꎬ后苏联空间国家是俄罗斯主要投资方向ꎬ俄罗斯对其投

资规模的均值为 １４１ 亿美元ꎮ 然而俄罗斯对这些国家的投资分布并不均衡ꎬ
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家ꎮ 其中ꎬ东欧三国所占的

比重最高ꎬ其次是中亚五国ꎬ南高加索三国所占的比重相对较低ꎮ 白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是俄罗斯投资前三位的国家ꎮ 其中ꎬ俄罗斯对白俄罗斯

投资相对平稳ꎬ对乌克兰投资的波动较大ꎬ对哈萨克斯坦投资增长最快ꎮ
２０１４ 年以前ꎬ在俄罗斯对后苏联空间国家的直接投资中ꎬ白俄罗斯、乌克兰始

终占据前两位ꎬ但是乌克兰危机发生后ꎬ从 ２０１５ 年开始ꎬ俄罗斯对乌克兰的

直接投资骤然减少ꎬ自 ２０１７ 年又有所增长ꎬ近年相对平稳ꎬ２０２０ 年为 ３４ ７９
亿美元ꎬ紧随哈萨克斯坦之后ꎮ

从吸收俄罗斯直接投资存量看ꎬ在东欧三国中ꎬ白俄罗斯是俄对外直接

投资的主要接受国ꎬ一直保持在 ３０ 亿美元以上ꎬ且经历了先减少后恢复性增

加的过程ꎬ２０２０ 年达 ４２ ５８ 亿美元ꎬ在后苏联空间国家中居第一位ꎮ 这是因

为俄白同属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ꎬ联盟推行协调一致的经济政策ꎬ成员国之

间资本可以自由流动ꎮ 摩尔多瓦是俄对外直接投资最小的后苏联空间国家ꎬ
２０２０ 年仅有 ２ ５ 亿美元ꎮ 俄罗斯对中亚五国的直接投资在过去 １０ 年呈现增

长态势ꎬ特别是哈萨克斯坦ꎬ由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６ ８ 亿美元增至 ２０２０ 年 ３６ ７４ 亿

美元ꎬ一直保持后苏联空间国家吸收俄罗斯直接投资的前三位ꎮ 其他中亚四

国相对落后ꎬ商业机会相对较少ꎮ 在南高加索三国中ꎬ亚美尼亚是吸收俄罗

斯直接投资较多的国家ꎬ２０２０ 年达到 １２ ０３ 亿美元ꎮ 阿塞拜疆是吸收俄罗斯

直接投资最少的国家ꎬ２０２０ 年只有 ２ ４４ 亿美元ꎬ但总体呈波动增加的态势ꎮ
格鲁吉亚吸收俄罗斯直接投资略多于阿塞拜疆且相对稳定ꎬ从 ２０１７ 年开始

都在 ３ ４ 亿美元以上(见表 ４)ꎮ
俄罗斯对后苏联空间国家投资的国别选择和主要方向有着明显的战略

指向性ꎮ 投资环境良好、经济增长潜力巨大的国家是首选ꎬ这是出于投资资

本安全性的考虑ꎮ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ꎬ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能成为俄罗斯

企业家所青睐的投资对象国ꎬ还与俄、白、哈三国同是欧亚经济联盟成员有一

定关系ꎮ

三　 俄罗斯对后苏联空间国家经济发展产生双重影响

对于后苏联空间国家来说ꎬ俄罗斯仍然是极为重要的邻国和伙伴ꎬ它们

凭借在经济上对俄罗斯的依附性来发展本国经济ꎬ这种局面很难在短期内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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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ꎮ 而俄罗斯则凭借其地缘优势ꎬ在贸易、投资等领域不断加强自身在后苏

联空间国家的经济存在ꎬ对后苏联空间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有利影响的同

时ꎬ也产生了不利影响ꎮ
(一)与俄罗斯的区域经济合作推动后苏联空间国家经济发展

首先ꎬ俄罗斯为后苏联空间国家提供设备、技术和资金ꎮ 后苏联空间国

家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设备、技术和资金主要来自俄罗斯ꎮ 从俄罗斯和后苏联

空间国家之间的进出口贸易结构可以看出ꎬ除了矿产和能源ꎬ这些国家从俄

罗斯进口最多的就是机器、设备和运输工具ꎮ 俄罗斯与后苏联空间国家在航

空、汽车、电子、仪器和军事技术等领域一直保持合作ꎮ 俄罗斯是科技大国ꎬ
一向重视基础科学的研究工作ꎬ在数学、核物理、化学、航空航天科学等领域

取得了世界瞩目的科研成果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年底ꎬ俄罗斯(包括苏联时期)共有 １２ 人在自然科学领域获

得诺贝尔奖ꎮ 而在后苏联空间国家中ꎬ除了乌克兰在军工、航天领域具备一

定的科技实力之外ꎬ其他国家教育普遍欠发达ꎬ科技普遍较落后ꎬ对俄罗斯的

依赖普遍较强ꎮ
其次ꎬ来自俄罗斯的移民汇款是后苏联空间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ꎮ

侨汇收入对移民母国具有拓展收入来源、增加投资和消费、改善贫困状况的

作用ꎬ一定程度上是推动移民母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①ꎮ 俄罗斯是后苏联

空间国家劳务移民的主要接收国ꎬ因此ꎬ来自俄罗斯的移民汇款是后苏联空

间劳务移民输出国外汇的主要来源ꎮ 这些后苏联空间国家利用来自俄罗斯

的大量侨汇收入带动了本国的投资和消费ꎬ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经济增长ꎮ
以在俄劳务移民数量较多的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摩尔多瓦三国为例ꎬ
其每三个家庭就有一个是依靠在俄务工的亲人挣钱养活②ꎮ 根据俄罗斯央

行的统计数据ꎬ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７ 年ꎬ在后苏联空间各国中ꎬ赴俄劳务移民向其母国

汇款占母国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最高的是塔吉克斯坦ꎬ达４０ １％ꎻ其次是吉尔吉

斯斯坦ꎬ占 ２３ ６％ꎻ排名第三位的是摩尔多瓦ꎬ占 １４ ６％ꎮ 国内经济状况良好、
居民收入较高的哈萨克斯坦占比最低ꎬ仅为 ０ １％ꎮ 按照反映汇款的国际收支

数据ꎬ在摩尔多瓦ꎬ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 年仅通过银行渠道的劳务移民汇款就占其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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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总值的 １４％ꎬ相当于摩尔多瓦出口额的一半ꎮ 亚美尼亚也大量向俄罗斯输

送劳动力ꎬ来自俄罗斯的移民汇款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１０％ꎮ 可见ꎬ俄罗斯境

内来自后苏联空间国家的劳务移民对其母国经济所作出的巨大贡献①ꎮ
再次ꎬ俄对后苏联空间国家人力资本的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ꎮ 人力资

本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ꎮ 国民受教育的水平越高ꎬ越有利于一国人力

资本的积累和发展ꎮ 高等教育是一国国民教育的最高阶段ꎬ也是一国人力资

本的重要来源ꎮ 相比其他后苏联空间国家ꎬ俄罗斯高等教育体系发达ꎬ现有

高等教育机构 ９５０ 所ꎬ就取得大学学士学位的人数而言ꎬ俄也是全球领先的

国家之一②ꎮ 俄罗斯全世界排名靠前的高校包括莫斯科国立大学③、圣彼得

堡国立大学、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圣彼得堡国立精密

机械与光学学院等ꎮ
凭借较为发达的科学教育水平和大批优秀的高等教育机构ꎬ俄罗斯一直

是后苏联空间国家学生首选的境外留学目的地ꎮ 俄罗斯政府通过增加海外

优秀本科生、硕博研究生名额ꎬ提高留学生奖学金、助学金额度以及在税收和

海关政策方面采取措施鼓励科技与教育服务的出口④ꎬ吸引大批后苏联空间

国家的留学生前来ꎮ 如表 ５ 所示ꎬ从 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９ 年俄罗斯高等教育课程(专
科、学士、硕士和博士课程)外国学生分布情况可以看出ꎬ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境内

留学生总数为 ８ ９５９ ７ 万人ꎬ其中来自后苏联空间国家的留学生为 ５ １１７ ２
万人ꎬ占比为 ５７ １％ ꎮ ２０１９ 年ꎬ俄罗斯境内来自后苏联空间国家的留学生略

有增加ꎬ达到 ５ ４９３ ８ 万人ꎬ占比增加了 ０ ６ 个百分点ꎮ 以 ２０１８ 年为例ꎬ赴俄

留学人数居前三位的后苏联空间国家分别是:哈萨克斯坦(１ ９８５ ６ 万人)、白
俄罗斯(７ １０２ 人)、乌兹别克斯坦(５ ２６９ 人)ꎮ 乌克兰赴俄罗斯留学人数由

２０１８ 年的 ３ ２０１ 人缩减到 ２０１９ 年的 ３ １２４ 人ꎬ主要原因是乌克兰危机发生后

两国关系恶化ꎬ乌克兰留学生倾向于由俄罗斯转移至英、法、德等西方国家ꎮ
赴俄留学人数较少的是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ꎬ均不超过千人ꎬ这与两国

的人口规模以及经济实力有关ꎮ

—０９—

①

②

③

④

宋志芹、蒲晨晨:«俄罗斯外来劳务移民发展的现状及影响»ꎬ«欧亚人文研究(中

俄文)»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２０２０ 年世界科学报告»ꎬ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ｅｓｄｏｃ ｕｎｅｓｃｏ ｏｒｇ / ａｒｋ: /

４８２２３ / ｐｆ００００３７７４３３
在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１ 年 ＱＳ 世界大学排名中ꎬ莫斯科国立大学总评分为 ６５ ９ꎬ在全俄高

校中排名第 １ 位ꎬ居世界第 ７４ 位ꎮ
陈曦:«俄罗斯高等院校的创新型人才培养»ꎬ«全球科技经济瞭望»２００７ 年第 ９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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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５　 　 　 　 ２０１８ 年和 ２０１９ 年俄罗斯高等教育课程留学生生源在后苏联空间国家分布

(单位:万人)

国别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总计 全日制学位生 总计 全日制学位生

俄境内留学生总人数 ８ ９５９ ７ １ ２５６ ７ ９ ５１７ ７ １ ２４７ ２

阿塞拜疆 ０ ４２５ ３ ０ ０９０ １ ０ ４８５ ６ ０ ０９０ １

亚美尼亚 ０ ０９６ ５ ０ ０２１ ６ ０ ０９４ ２ ０ ０２２ ６

白俄罗斯 ０ ７１０ ２ ０ ０４２ ８ ０ ７６５ ２ ０ ０４２ ９

哈萨克斯坦 １ ９８５ ６ ０ １０４ ５ ２ ０５６ ４ ０ １０４ ６

吉尔吉斯斯坦 ０ ０８６ ７ ０ ０１６ ５ ０ ０７９ ６ ０ ０１６ ４

摩尔多瓦 ０ ２９８ ２ ０ ０４０ ６ ０ ３４５ ２ ０ ０４０ ６

塔吉克斯坦 ０ ３１５ ６ ０ ０５３ ５ ０ ３５６ ２ ０ ０５３ ６

土库曼斯坦 ０ ３５２ １ ０ ０８７ １ ０ ４０２ ５ ０ ０８６ ４

乌兹别克斯坦 ０ ５２６ ９ ０ ０５１ ６ ０ ５９６ ５ ０ ０５０ ４

乌克兰 ０ ３２０ １ ０ １０６ ５ ０ ３１２ ４ ０ ０９８ ５

外国学生占俄学生总数的比重(％) ４ ３ — ４ ５ —

资料来源:Ａｎｎａ Ｓｍｏｌｅｎｔｓｅｖꎬ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 － Ｓｏｖｉｅｔ Ｓｔａｔ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ｏｖｉｅｔ Ｌｅｇａｃｙ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ꎬｈｔｔｐｓ: / / ｓｇｓ ｓａｌｚｂｕｒｇｇｌｏｂａｌ ｏｒｇ / ｆｉｌｅａｄｍｉｎ / ｕｓｅｒ＿
ｕｐｌｏａｄ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９ / ２０１２ / ４９５ / Ｓｅｓｓｉｏ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ｃｃｅｓｓｔｏ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４９５ ｐｄｆ

(二)对俄经济依存度较高不利于后苏联空间国家经济安全与经济独立

所谓国家经济安全是指经济全球化时代一国保持其经济存在和发展所

需的资源有效供给、经济体系独立稳定运行、整体经济福利不受恶意侵害和

不可抗力损害的状态和能力①ꎮ 一般而言ꎬ经济安全包括金融安全、资源安

全(能源、粮食、人力)、产业安全、信息安全等ꎮ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ꎬ对外经济

依存度的高低是反映一国经济安全的重要指标ꎮ 过高的对外经济依存度ꎬ特
别是对单一国家市场依存度过高ꎬ会给一国经济发展带来风险ꎬ不利于经济

独立②ꎮ
后苏联空间国家对俄罗斯经济依存度较高ꎬ特别是依赖进口俄罗斯能源

和粮食ꎬ较大程度降低了这些国家的经济独立性ꎮ 长期以来ꎬ俄罗斯一直是

—１９—

①

②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编:«国家经济安全»ꎬ时事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ꎬ第 ５ ~ ８ 页ꎮ
蔡悦:«经济安全性与适度的外贸依存度»ꎬ«改革与战略»２００６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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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克兰的第一出口目的

国ꎬ是除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以外的后苏联空间国家的第一进口来源国ꎮ 尽

管后苏联空间国家对俄罗斯贸易依存度呈现下降的趋势ꎬ但从目前直至可预

见的未来ꎬ俄罗斯仍将是这些国家最主要的贸易伙伴ꎮ
除了贸易领域对俄罗斯的依存度较高之外ꎬ在投资领域ꎬ后苏联空间国家

的石油和天然气开发、金属矿产开采以及金融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产业也大

量吸收着俄罗斯资本ꎮ 俄罗斯对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在油气

领域的投资是通过其最大的石油公司———卢克石油公司 (ＯＡＯ Ｌｕｋｏｉ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进行的ꎮ 卢克石油公司从 ２０００ 年以来已向哈萨克斯坦石油项目投资

约 ５ 亿美元ꎬ年石油产量高于 １００ 万吨①ꎮ 俄罗斯对后苏联空间国家在金属矿

产开采行业的投资额超过 ４４ ７２ 亿美元ꎮ 耶弗拉兹集团(Ｅｖｒａｚ Ｇｒｏｕｐ)是俄罗

斯最大的钢铁生产和开采企业之一ꎬ２００８ 年该集团旗下的德涅普罗夫斯基钢铁

厂(Ｅｖｒａｚ ＤＭＺ)项目对乌克兰投资 ６ ５２ 亿美元②ꎮ 此外ꎬ俄罗斯对后苏联空间

域内的金融行业投资额超过 １８ 亿美元ꎮ 在乌兹别克斯坦ꎬ有俄罗斯资本参与

的企业就有 ２ ０００ 多家ꎬ涉及农机制造、汽车工业、水果蔬菜加工、建筑材料等行

业ꎮ 目前ꎬ俄罗斯伏尔加汽车厂(АвтоВАЗ)还计划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启动拉

达和雷诺汽车的组装项目③ꎮ 总之ꎬ在后苏联空间国家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的

支柱产业中存在着大量的俄罗斯资本ꎬ这给这些国家的经济安全带来了隐患ꎮ
(三)俄罗斯经济问题传导并制约后苏联空间国家经济增长

俄罗斯经济转型 ３０ 余年始终未能摆脱的经济增长依赖能源出口和经济

结构畸形等问题ꎬ通过俄罗斯在区域生产分工网络中的主导地位也传递到了

后苏联空间其他国家ꎮ
首先ꎬ从产业结构上看ꎬ受俄主导的区域生产分工网络的影响ꎬ后苏联空

间国家产业格局固化明显ꎬ部分国家经济甚至存在“去工业化”的现象ꎮ 对比

２０１１ 年与 ２０２１ 年后苏联空间各国产业结构ꎬ可以发现大多数国家的产业格

局没有出现向好的变化ꎮ 在中亚五国中ꎬ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两国农

—２９—

①

②

③

王海燕:«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的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能源合作»ꎬ ｈｔｔｐ: / /
４７ ９４ ２３３ １５６ / ＲＭＢａｓｅ / ＳｙｓＪＰ / 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 / Ｐｄｆ ａｓｈｘ? ＩＤ ＝ １５９２３７＆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ｄ ＝ ４７６７３０＆ｆｏ
ｒｍ ＝ ｂｒｏｗｓｅ

«俄罗斯钢铁生产和开采公司耶弗拉兹集团宣布准备出售其北美公司»ꎬ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ｃｃｔｖ ｃｏｍ / ２０２２ / ０８ / １１ / ＡＲＴＩｉｊｋｒＰＱＡ４ｏｇＺＡｏＭｄｎＤｔｔＳ２２０８１１ ｓｈｔｍｌ

Узбекистан расширяет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 Россиейꎬ но в ЕАЭС не спешит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ｇ ｒｕ / ｃｉｓ / ２０２１ － ０６ － ２２ / ５＿８１７９＿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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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占 ＧＤＰ 的比重始终在 ２０％ 左右的水平ꎬ乌兹别克斯坦这一比重甚至由

２０１１ 年的 ２０ ２％增至 ２０２１ 年 ２８ １％ ꎮ 代表经济现代化的服务业占 ＧＤＰ 的

比重出现了下降的趋势ꎬ塔吉克斯坦由 ２０１１ 年的 ５２ ３％ 降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４３ ６％ ꎬ乌兹别克斯坦这一比重由 ４５ ９％降至 ３５ ５％ ꎬ吉尔吉斯斯坦这一比

重由 ５４ ３％降至 ４６ ９％ ꎬ哈萨克斯坦这一比重十年间基本没有变化ꎬ维持在

５５％上下水平ꎮ 东欧三国与南高加索国家则出现了制造业部门萎缩和第三

产业中非生产性服务业膨胀的问题ꎮ 乌克兰工业在其产业结构中的占比由

２０１１ 年的 ５１ ２％ 降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２２ ６％ ꎬ服务业由 ４２ ４％ 增至 ６８ ４％ ꎮ 同

样的变化也出现在阿塞拜疆和亚美亚尼两国(见表 ６)ꎮ 一般而言ꎬ工业在产

业结构中的比重下降和服务业的比重上升是经济结构优化的表现ꎮ 然而ꎬ后
苏联空间国家制造业部门的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回报率还比较低ꎬ缺乏一

定的国际竞争力ꎬ其制造业生产能力还不能满足国内市场对基本消费品的需

求ꎮ 在此背景下的“去工业化”并非意味着经济结构的优化ꎬ而是国民经济技

术基础弱化和财富生产能力下降的表现①ꎮ 后苏联空间国家这种经济结构

的消极变化与参与俄罗斯主导的生产分工网络密切相关ꎬ是对俄罗斯经济问

题的传导ꎬ不利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ꎮ

表 ６ ２０１１ 年与 ２０２１ 年后苏联空间国家产业结构状况(％)

国别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２１ 年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塔吉克斯坦 ２０ １ ２７ ５ ５２ ３ １９ ８ ２６ ２ ４３ ６
乌兹别克斯坦 ２０ ２ ３３ ８ ４５ ９ ２８ １ ３６ ４ ３５ ５
哈萨克斯坦 ６ １ ３９ ３ ５５ １ ４ ５ ３２ ７ ５５ ４
土库曼斯坦 １０ ５ ６２ １ ２７ ７ １１ ０ ４４ ８ ４４ ２

吉尔吉斯斯坦 ２０ １ ２５ ９ ５４ ３ １２ １ ２７ ６ ４６ ９
乌克兰 ６ ７ ５１ ２ ４２ ４ ９ ０ ２２ ６ ６８ ４

白俄罗斯 ８ ２ ３１ ８ ５９ ９ ６ ８ ４３ ４ ４８ ８
摩尔多瓦 １２ ８ ２４ ５ ６０ ５ １５ ３ ２６ ７ ５８ ０
格鲁吉亚 ９ １ ２２ ０ ６９ １ ７ ２ ３０ ２ ６２ ８
阿塞拜疆 ６ ２ ６１ ５ ３２ １ ５ ７ ４１ ４ ５２ ９
亚美尼亚 １８ １ ３５ ９ ４６ ２ １３ ０ ３２ ０ ５５ ０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各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ꎮ

—３９—

① 徐坡岭、黄茜:«地缘与区域生产分工网络对亚美尼亚经济发展的影响»ꎬ«欧亚

经济 »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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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ꎬ同俄罗斯一样ꎬ低固定资产投资率始终是制约后苏联空间国家经

济增长的根本因素ꎮ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ꎬ一国

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的增加和要素边际报酬的增加ꎬ也就是劳动生

产率的提高ꎮ 一般而言ꎬ经济增长所需物质生产部门维持简单再生产所需的

固定资产投资率需要保持在 ２０％以上的水平①ꎮ 如果固定资产投资率低于

２０％ ꎬ制造业部门则会出现萎缩ꎬ经济规模的扩展和工业部门设备的更新

也难以保障ꎬ技术进步和经济创新也就缺乏可持续性的产业支持ꎮ 从表 ７
可知ꎬ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ꎬ后苏联空间国家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始终维持在较低

水平ꎬ即便是经济体量较大、具备一定工业基础的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等国

固定资产投资率也在 ２０％ 以下ꎻ白俄罗斯ꎬ固定资产投资率由 ２０１６ 年的

２８ １％降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９ ８％ ꎻ亚美尼亚固定资产投资率甚至低于 １０％ ꎬ
这意味着亚美尼亚不但无法实现物质生产部门的简单再生产和设备更新ꎬ
而且国内经济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设备都将处于衰败的过程

之中②ꎮ

表 ７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后苏联空间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率(％)

国别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哈萨克斯坦 １６ ６ １７ ２ １６ ５ １６ ５ １８ ７

乌兹别克斯坦 １８ ７ １９ ３ １８ ８ １８ ４ ２１ ５

塔吉克斯坦 ２４ １ ２６ ８ ２８ ２ ３０ ７ ２６ ６

土库曼斯坦 １５ ３ １７ ８ １９ ４ １７ ２ １９ ８

吉尔吉斯斯坦 ２６ ６ ２９ ６ ２８ ４ ２７ ４ ２７ １

乌克兰 １３ ５ １５ ４ １５ ７ １７ ６ １８ ２

白俄罗斯 ２８ １ ２３ ２ １９ ７ １９ ９ １９ ８

摩尔多瓦 １４ ５ １２ ２ １３ １ １４ ２ １３ ２

格鲁吉亚 ２４ ３ ２６ ５ ２５ ５ ２５ １ ２４ １

阿塞拜疆 ２７ ８ ２５ １ ２３ ８ ２０ ７ １９ ３

亚美尼亚 ９ ６ ９ ５ ８ １ ７ ５ ７ １

资料来源:ＣＥＩＣꎬｈｔｔｐｓ: / /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ｃｅｉｃｄａｔａ ｃｏｍꎻ各国国家统计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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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徐坡岭:«俄罗斯经济转型与增长的教训:政治经济学批判»ꎬ«俄罗斯东欧中亚

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ꎮ
徐坡岭、那振芳:«亚美尼亚经济一体化选择及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机遇»ꎬ

«俄罗斯学刊»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ꎮ



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国家的经济存在及影响研究(２００１ ~ ２０２１ 年)

结　 论

通过对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地缘政治经济战略及其与各国在贸易、投
资和移民领域的关系分析ꎬ可得出以下结论ꎮ

第一ꎬ苏联解体后ꎬ俄罗斯出于国家安全和地缘战略以及经济利益的考量ꎬ
不断加强在后苏联空间国家的经济存在ꎮ 凭借其强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和历

史传承的生产分工地位ꎬ一直主导着后苏联空间的整体经济发展ꎮ 后苏联空间

大多数国家的资源禀赋、生产地位、经济结构、经济模式共同决定了对俄罗斯经

济的紧密依赖关系ꎮ 从内部地理分区来看ꎬ东欧三国对俄罗斯经济的依存度最

高ꎬ其次是中亚五国ꎬ南高加索三国对俄经济依存度相对较低ꎮ 从具体国别来

看ꎬ对俄能源进口需求大(白俄罗斯、摩尔多瓦)的国家、参与欧亚经济联盟(亚
美尼亚、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的国家、对俄劳务输出较多的国家(塔吉克斯

坦、亚美尼亚、乌兹别克斯坦)对俄的经济依附性较强ꎻ而对俄能源需求较小(土
库曼斯坦、格鲁吉亚)、与俄存在政治分歧的国家(乌克兰、阿塞拜疆)对俄经济

依附性则较低ꎮ 从时间维度来看ꎬ后苏联空间各国对俄的经济依附程度不断下

降ꎬ俄在后苏联空间的经济影响力持续减弱ꎬ特别是在俄乌关系恶化后出现加速ꎮ
第二ꎬ俄罗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加强对后苏联空间国家的经济影响力ꎮ

目前ꎬ俄是后苏联空间国家第一大外资来源国ꎬ通过贸易上的依存关系以及庞大

的对外投资ꎬ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内部的区域生产分工网络中居于中心地位ꎮ
第三ꎬ参与俄主导的区域经济合作推动了后苏联空间国家的经济发展ꎮ

后苏联空间国家从俄获得了经济发展所需的设备、技术和资金以及能源和粮

食ꎬ来自俄罗斯的移民汇款是后苏联空间国家重要的外汇收入ꎬ留俄归国的

学生也成为促进母国经济发展的优质人力资本ꎮ
第四ꎬ俄主导的区域生产分工网络不利于后苏联空间国家的经济现代

化ꎮ 这是因为俄罗斯并不具备作为分工中心的技术创新能力、市场容量和资

本供给能力ꎮ 俄罗斯经济转型 ３０ 余年ꎬ其经济发展始终未能摆脱能源依赖、
经济结构不合理、投资率和积累率较低等问题ꎮ 首先ꎬ从产业结构上ꎬ由于参

与俄主导的区域生产分工网络ꎬ后苏联空间国家产业格局固化明显ꎬ部分国

家经济甚至存在“去工业化”的现象ꎻ其次ꎬ低固定资产投资率始终是制约后

苏联空间各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ꎻ再次ꎬ对俄在商品市场、能源和产业分工

方面极强的依赖关系不利于后苏联空间国家的经济安全与经济独立ꎮ
(责任编辑:于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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