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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地方“多维链式合作”的
内涵阐释与推进路径

———以辽宁省与远东联邦区合作为例

李　 俊

【内容提要】 　 促进中俄地方合作高质量发展是维系中俄新时代全面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础ꎮ 但是ꎬ当前中俄地方合作不仅受限于本国和全球经

济发展形势ꎬ而且受限于俄罗斯产业链和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不高、科技创新

资源分布不均衡、人口要素存在短板、市场主体融资难等问题ꎮ 综合来看ꎬ中
俄在完善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人才链和资金链方面的合作需要加强ꎮ 该

文提出“多维链式合作”概念ꎬ并考虑到辽宁省作为中国东北地区向北对外开

放的重要海上门户ꎬ在深化对俄罗斯远东地区合作方面发挥着关键枢纽和节

点作用ꎬ以辽宁省和远东联邦区经济合作为例ꎬ从以上“五链”系统提出中俄

地方“多维链式合作”的思路及建议ꎮ
【关 键 词】 　 地方合作　 中国辽宁省　 俄罗斯远东地区　 经济合作

【基金项目】 　 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特殊时期下辽宁省深化

对俄地方合作方案与路径研究”(项目编号:Ｌ２１ＡＧＪ００１)ꎮ
【作者简介】 　 李俊ꎬ辽宁科技大学讲师、经济学博士ꎮ

引　 言

中俄经贸合作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ꎬ赋予次区域经济合作协同发展

战略新特征ꎬ特别是在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合作中尤为明显ꎮ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共同签署«中华人民

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 ２０３０ 年前中俄经济合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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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发展规划的联合声明»(以下简称“两个联合声明”)ꎬ明确了未来中俄开

展双边经贸合作的八个重点方向ꎬ其中诸多着力点与中国辽宁省对俄罗斯远

东联邦区合作相关ꎬ为辽宁省深化对远东联邦区合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

遵循①ꎮ 两地需遵循“两个联合声明”的共识ꎬ立足于双方经济特征和远景发

展目标以及«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方案(２０２３ ~ ２０２５ 年)»(以下简

称“三年行动方案”)②和«２０２４ 年前远东社会经济发展国家纲要及 ２０３５ 年

远景目标»(以下简称“远景目标”)③ꎬ把握和充实中俄地方合作深刻内涵ꎮ
当前ꎬ中俄地方合作高质量发展必须告别惯性思维ꎬ围绕次区域沿海省份国

际合作主体优势持续发力ꎬ才能筑牢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稳

固基石ꎮ 高质量发展是中俄地方合作的“主动脉”ꎬ打造以国际产业链、供应

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为载体的“五链融合”新路径则是中俄地方合作的

“毛细血管”ꎮ 其中ꎬ国际产业链和供应链融合是指对中国辽宁省和俄罗斯远

东联邦区基础设施、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黑色冶金产业等与滨海边疆

区的港口、矿产资源、旅游业、渔业等要素进行优化组合④ꎻ创新链融合是指

中国辽宁省与俄罗斯远东联邦区科研机构、高校和高端智库深度合作ꎬ充分

发挥其思想库和智囊团的职责使命ꎬ着力建设高水平国家级或地区级国际创

新平台ꎬ更好地服务中俄地方合作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ꎻ资金链融合是指优

化两地资金在国际产业链和供应链各节点企业间的配置ꎬ实现资金从“大水

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ꎻ人才链融合是指以国际产业链和供应链为基础ꎬ
以创新链、资金链为平台载体ꎬ深化中国辽宁省与俄罗斯远东联邦区校际合

作ꎬ筑牢人才有效供给和潜在供给的双重基础ꎮ
首先ꎬ中国对于俄罗斯经济重心东移及产业现代化转型升级不可或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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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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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 ２０３０ 年前中俄经济合作重点方向

发展规划的联合声明»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３ － ０３ / ２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７４７７２５ ｈｔｍ
«以中国式现代化辽宁实践推动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辽宁省全面振兴新

突破三年行动方案 (２０２３ ~ ２０２５ 年)› 概览»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ｌｎ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ｑｍｚｘ / ｌｎｓｑｍ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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на период ２０２４ и на перспективу до ２０３５ года ｈｔｔｐｓ: / / ｓｕｄａｃｔ ｒｕ / ｌａｗ / ｒａｓｐｏｒｉａｚｈｅｎｉｅ －
ｐｒａｖｉｔｅｌｓｔｖａ － ｒｆ － ｏｔ － ２４０９２０２０ － ｎ － ２４６４ － ｒ / ｎａｔｓｉｏｎａｌｎａｉａ －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ａ － ｓｏｔｓｉａｌｎｏ －
ｅｋｏｎｏｍｉｃｈｅｓｋｏｇｏ － ｒａｚｖｉｔｉｉａ － ｄａｌｎｅｇｏ /

«郝鹏率辽宁省友好经贸代表团在俄罗斯访问　 坚定不移落实中俄两国元首达

成的重要共识 　 推动辽宁与俄罗斯地方间友好交流和务实合作走深走实»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ｌｎ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ｗｇｋｘ / ｒｄｘｘ０１＿１０５６７４ / ２０２３１０２１０９０３５７８７０５６ / ｉｎｄｅｘ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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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 年俄罗斯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市举办 ＡＰＥＣ 峰会ꎬ开始尝试与亚太地区

“第一梯队”国家构建经济新秩序的俄罗斯路径ꎮ 在乌克兰危机持续升级背

景下ꎬ坚持扩大俄罗斯远东地区与中国东北地区全产业链合作既是俄降低内

外风险隐患的策略之一ꎬ也是俄走出区域经济增长乏力阴霾的客观需求ꎬ更
是俄联邦政府战略东转政策落地的现实需要ꎮ 其次ꎬ俄罗斯滨海边疆区作为

联邦政府战略东转重要的支撑区ꎬ深化与亚太地区国家次区域经济合作也是

俄国家级战略规划中的重要选项ꎮ 最后ꎬ积极推动辽宁省深化对俄远东联邦

区合作也有着两个非常重要的现实背景:第一ꎬ中国辽宁省与俄远东地区产

业链、供应链、创新链、资金链和人才链互补性较强ꎬ具备形成“多维链式合

作”的条件ꎮ 第二ꎬ中国辽宁省与俄远东联邦区短期、长期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理念和目标能够有机衔接ꎬ可为深化地方合作注入强劲动力ꎬ并形成中俄地

方合作高质量发展的合力ꎮ

一　 文献回顾

地方经济合作是国际区域合作的有机组成部分ꎮ 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融合了国际经济学、经济地理学、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多学科理论和方法ꎬ
可以追溯到重商主义ꎬ但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奠基人是李嘉图ꎮ 李嘉图的主要贡献

是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ꎬ应用该理论开展国家间贸易可直接提升贸易的广度、深
度和强度ꎬ与此同时ꎬ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理论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①ꎮ

自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年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倡议提出以来②ꎬ地方合作成为两国学

者研究的重点ꎬ涌现了一批高质量研究成果ꎬ归纳来看ꎬ从地方合作机制、地方经

贸合作、地方合作风险研判、地方科技创新合作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受关注ꎮ
(一)地方合作机制

第一ꎬ对中俄“长江—伏尔加河”地方合作机制的研究ꎮ 研究结果表明ꎬ
中俄地方合作高质量发展主要受限于交通网络不够完善、结构不够合理等问

题ꎬ需要夯实交通网络主骨架③ꎮ 第二ꎬ对以中蒙俄经济走廊为依托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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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英]大卫李嘉图ꎬ郭大力、王亚南译:«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１ 年版ꎮ
«中俄地方合作正当其时»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８ － ０９ / １３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３２１４９２ ｈｔｍ
高立伟、杨慧:«中俄“长江—伏尔加河”地区合作机制分析»ꎬ«国际贸易»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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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机制的研究ꎮ 中俄地方合作可在空间上依托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ꎬ
聚焦“五通”ꎬ为次区域经济合作提供新增长极①ꎮ 第三ꎬ对以“冰上丝绸之

路”等国际交通走廊为依托的地方合作机制的研究ꎮ 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

远东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应更多关注“冰上丝绸之路”国际航道开发ꎬ充分提

高“滨海 １ 号”和“滨海 ２ 号”国际交通走廊的互通互联ꎬ筑牢地方国际合作

机制②ꎮ 第四ꎬ对跨国地方合作机制作用的研究ꎮ 俄罗斯经济有序复苏不仅

需要采取行之有效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ꎬ更需要建立跨国地方合作机制ꎬ在
此基础上加强区际交通网络建设ꎬ这是拓宽与域外国家地方合作的现实

要求③ꎮ
(二)地方经贸合作

第一ꎬ从次区域经贸合作的角度进行研究ꎮ 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

地区的次区域经贸合作是扎实推动中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ꎮ 农业、
服务贸易、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等领域的内生动力转换可以为次区域经贸

合作创造新价值④ꎮ 上述领域以及能源、跨境电商可以作为新发展格局中中

俄地方经贸合作的侧重点⑤ꎮ 第二ꎬ从政策协调的角度进行研究ꎮ 两国开展

次区域经贸合作的地方政策协调是推进和深化以跨境电商平台和境内外产

业园区联动效应的重要引擎ꎬ目前中国黑龙江省与俄罗斯远东联邦区边境贸

易政策深度契合⑥ꎮ 第三ꎬ从战略东转角度进行研究ꎮ 新冠疫情给俄罗斯地

方经济带来严重冲击ꎬ特别是中东部地区ꎬ重点推进与亚太地区“第一梯队”
国家地方经贸合作是俄联邦政府战略东转的新动力机制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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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斌、杨薇臻:«中蒙俄交通走廊建设与跨境合作思路及对策研究»ꎬ«东北亚

论坛»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ꎮ
蒋随:«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俄区域经济合作对策»ꎬ«社会科学家»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ꎮ
С Ю Глазьев 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финансового рынка в

условиях структурных изменений ми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и / / Финансы: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２０２０ Т ２４ № ３

刘华芹:«开启中俄经贸合作新时代———中俄(苏) 经贸合作七十年回顾与展

望»ꎬ«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ꎮ
封安全:«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深化中俄经贸合作的新内涵»ꎬ«社会科学战

线»２０２２ 年第 ８ 期ꎮ
刘晓玲等:«中国黑龙江省与俄远东跨境经济合作空间组织模式的演变»ꎬ«地理

学报»２０２２ 年第 ８ 期ꎮ
Н В Зубаревич Влияние пандемии на социально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и

бюджеты регионов / / Вопросы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２０２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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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经贸合作风险研判

第一ꎬ从存在问题的角度进行研究ꎮ 中俄地方经贸合作主要受限于俄罗

斯远东地区经济规模、人口总量与中国东北地区相比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ꎮ
例如ꎬ符拉迪沃斯托克市作为俄远东联邦区与中国地方开展经贸合作的“支
点城市”ꎬ其人口总量、结构及空间分布均存在较大问题ꎬ成为远东联邦区与

中国地方合作向纵深发展的最大瓶颈①ꎮ 第二ꎬ从俄对华开展地方经贸合作

的需求角度进行研究ꎮ 俄远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地方产业转型和升级以及

基础设施建设等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托中国在市场、劳动力、技术和资金等

方面的支撑②ꎮ 第三ꎬ从双方达成法律和制度协议的角度进行研究ꎮ 中俄经

贸合作水平明显落后于政治发展水平ꎬ进一步深化地方经贸合作应是未来两

国优先考虑的方向③ꎮ
(四)地方科技创新合作

第一ꎬ对中俄地方科技创新合作可行性进行研究ꎮ 基于对国际合作资本

回报率、研究和试验发展经费支出等多项指标进行综合统计分析ꎬ结果表明ꎬ
中俄地方科技创新领域的合作因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颇具前景ꎬ为此进一步

探讨了中俄地方层面科技创新领域合作的基本范式④ꎮ 第二ꎬ对中俄地方科

技创新合作的作用进行研究ꎮ 后疫情时代俄罗斯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落

脚点是确保技术创新的可持续输送能力ꎮ 深化中俄地方科技合作恰好补足

了俄罗斯经济总量与结构上的短板ꎬ并有助于完成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强化科

技战略力量的既定目标⑤ꎮ 第三ꎬ对中俄地方科技创新合作路径进行研究ꎮ
通过完善合作机制、深化基础研究领域合作、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打造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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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于树一、李俊:«以“支点城市”为载体的中俄地方合作新模式:理论与实践»ꎬ«俄

罗斯东欧中亚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ꎮ
П А МинакирꎬО М Прокапало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проекты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азвития / / Регионалистика ２０２１  Т ８ № １
Н И Васильева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партнер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правовые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 / 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Серия " Глобалистика и геополитика"  ２０１９ Серия ２７

А А ВасильевꎬД ШпоперꎬЮ В Печатнов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правовое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науки и научно － техн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Китае и России: 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аспект / / Сибирский бридический форум:идеи и идеалы ２０２０  Т １２ № １

О С Сухарев Инвестиции в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ие уклады:инструменты стимулировани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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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地方“多维链式合作”的内涵阐释与推进路径

创新合作服务平台等举措化解风险乘数效应①ꎮ
尽管上述研究成果为进一步深化中俄地方合作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ꎬ但

从多维度对中俄地方合作高质量发展推进路径的研究仍相对欠缺ꎮ 首先ꎬ大多

数研究成果仅介绍了中俄地方合作模式和对策建议ꎬ未能作出合作潜力和远景

协同路径的预判ꎬ聚焦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经济合作的高水平研究

成果相对比较匮乏ꎮ 其次ꎬ在有效结合错综复杂的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形势及其

产生的新变化和新挑战ꎬ对中俄地方合作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进行相对理性思考

方面有待加强ꎮ 因此ꎬ本文依托国家级和省级关于深化中俄经济合作的重大和

重点项目清单ꎬ从更为微观的视角切入ꎬ剖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辽宁省

深化对俄远东联邦区合作的新趋势和新挑战ꎬ并提出互利共赢的长效协同发展

新方案ꎬ从地方经贸合作的角度筑牢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ꎮ

二　 中俄地方“多维链式合作”的理论内涵解释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ꎬ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在北京会晤时表示ꎬ面对全球新冠

疫情和经济下行的双重考验ꎬ双方要推动中俄务实合作高质量发展ꎬ开展更

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ꎬ把中蒙俄经济走廊打造成一条高质量联通发

展之路②ꎮ 从两国元首关于中俄区域合作远景规划看ꎬ当然要凝聚和落实在

地方合作高质量发展上ꎬ以协同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主线统筹推进ꎮ
从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到 ２０２０ 年新冠疫情ꎬ再到 ２０２２ 年乌克兰危机升

级ꎬ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国际分工体系发生了全局性、根本性转变ꎮ 现阶段ꎬ
为降低特别军事行动对经济社会的多重冲击ꎬ俄战略东转意图更为明显ꎬ中
俄地方合作获得了新的机遇ꎬ而深化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地方合作高

度契合各方经济利益ꎬ特别是依托港口与腹地经济的互动发展模式开展地方

合作ꎬ能够为共建高质量“一带一路”和推动欧亚经济一体化作出贡献ꎮ
(一)中俄地方合作发展历程

苏联解体后的三十余年ꎬ中俄地方合作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ꎮ 第一个

阶段是以边境贸易为主线的停滞不前阶段(１９９１ 年年底 ~ ２００５ 年)ꎮ 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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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高际香:«中俄科技创新合作:模式重塑与路径选择»ꎬ«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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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ꎬ但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

中经济体系受到重创ꎬ卢布汇率断崖式的下跌伴随着大规模的政府债务违

约ꎬ中俄地方合作难以发展ꎬ基本上停留在边境贸易层面ꎮ 第二个阶段是中

俄地方合作向省会及沿海城市延伸的高速增长阶段(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８ 年)ꎮ 在这

个阶段ꎬ伴随着以普京为政府总理执政以及国际能源价格的高位回归ꎬ中俄

地方合作的层次得到了提升ꎬ俄罗斯不再满足于边境贸易ꎬ而是尝试与中国

省会及沿海城市开展深入的经贸合作ꎮ 第三个阶段是沿海经济带与腹地产

业联动的高质量发展阶段(２０１９ 年至今)ꎮ 随着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

伴关系被正式确立ꎬ中俄地方合作逐渐摆脱了低敏感领域合作的常态机制ꎬ
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ꎬ并确立了以沿海经济带与腹地产业高效联动的基

本模式ꎬ筑牢了中俄地方“多维链式合作”的根基ꎮ
(二)中俄地方“多维链式合作”的内涵和层次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ꎬ中俄地方合作高质量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和挑战ꎮ 在中俄“两个联合声明”、“三年行动方案”和“远景目标”的要求下ꎬ中
俄地方合作需要向“多维链式合作”方向发展ꎬ做到多点发力、提质增效、精准对

接ꎮ “多维链式合作”总体涵盖了从远景目标、功能结构到行动策略三层次内涵

(见图 １)ꎬ下面以中国辽宁省和俄罗斯远东地区为例加以阐释ꎮ

图 １ 中俄地方合作高质量协同发展的内涵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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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远景目标:提升中国辽宁省与俄远东联邦区地方合作质量ꎬ谋求中俄

地方合作新模式ꎬ推动更高水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ꎬ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推进中俄地方合作是

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任务ꎮ 首先ꎬ中国辽宁省深化对俄

远东联邦区合作应以助力“两个联合声明”、“三年行动方案”和“远景目标”
为切入点ꎬ以实现中俄地方合作高质量发展为方向持续推进ꎮ 其次ꎬ推进辽

宁省与远东联邦区务实合作ꎬ通过双方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合力ꎬ实现互利共

赢ꎮ 最后ꎬ推动大连港与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双港联动助力构建新发展格

局ꎮ 跨域港口与腹地高效联动模式是全面落实落细中俄地方合作高质量发

展的核心驱动力ꎬ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全产业链深度融合ꎬ可以增强欠发达

地区经济发展的韧性ꎮ
２ 功能结构:基于“五链”促进中俄地方“多维链式合作”
第一ꎬ聚力供应链协作和聚焦产业链融合ꎮ 首先ꎬ明确供应链、产业链是

“多维链式合作”的根本ꎮ 聚力供应链协作和聚焦产业链融合ꎬ依托跨域资源

和产业互嵌式发展ꎬ构建互利共赢的中俄地方合作体系ꎮ 其次ꎬ推动两地优

势资源在相互连通的供应链和产业链上双向流动ꎬ优化资源跨域配置ꎬ从而

盘活外循环ꎬ与内循环形成互动和补充ꎬ夯实中俄区域经济发展的根基ꎬ增强

发展的安全性、稳定性ꎮ
第二ꎬ畅通资金链ꎮ 一方面ꎬ依托中国人民银行和俄罗斯中央银行推进

辽宁省与远东联邦区双边贸易本币结算合作ꎮ 乌克兰危机升级背景下ꎬ中俄

地方合作主要受限于俄罗斯卢布汇率大起大落和贷款利率较高ꎮ 因此ꎬ中俄

地方合作高质量发展须重视资金链的安全畅通ꎮ 另一方面ꎬ加快建设预算与

绩效管理相融合的中俄地方财政体制ꎬ同时构筑地方企业与地方政府间有效

沟通机制ꎬ强化中俄地方合作中的财政监管ꎮ
第三ꎬ推进创新链和人才链层层递进ꎮ 首先ꎬ创新链和人才链不畅是制

约辽宁省与远东联邦区合作高质量发展的顽疾ꎮ 相应地ꎬ赋能两地创新链和

人才链的贯通融合可以推动中俄地方合作质量迈向更高水平ꎮ 其次ꎬ中国东

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等欠发达地区的政府为了实现短期收益ꎬ在地方合

作中仍秉持着粗放式经济发展思想ꎮ 两地创新链和人才链贯通融合是推动

粗放式发展转型的重要举措ꎬ不仅能够提升中俄地方合作的质量ꎬ也能够提

升中俄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质量ꎮ
—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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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行动策略:以“多维链式合作”为载体形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地方

企业间的良性互动以及供需良性循环

在中俄地方合作中ꎬ地方政府显然应发挥主体职能ꎬ完善合作网络体系

与创新机制ꎬ在贯彻中央战略部署、执行中央政策的前提下ꎬ为地方企业发展

壮大提供有利的国际化路径选择ꎬ组织协调区域内“五链”深度融合并跨域与

俄罗斯地方对接合作ꎻ中央政府提供宏观支持政策和必要的监督ꎬ为“多维链

式合作”打造良好的宏观环境ꎻ地方企业是“多维链式合作”的广泛参与者ꎬ
是中俄地方合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ꎬ也是分阶段落实“两个联合声明”、
“三年行动方案”和“远景目标”的关键行动者ꎮ

三　 中俄地方“多维链式合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以辽宁省和远东联邦区为例

　 　 目前ꎬ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确立推动了中俄地方全方

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ꎬ中俄地方合作迎来了历史性新机遇ꎬ但也面临着

诸多深层次挑战ꎬ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带来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ꎬ制约

着合作的深度、广度和效率ꎮ 辽宁省和远东联邦区的合作主要依托国家重大

方针政策、港口与腹地经济互补优势及构建跨域兼容的现代化产业体系ꎮ 近

年来ꎬ中俄所探讨的“东北—远东 ＋ ”合作模式以及两国领导人会晤涉及的地

方合作主要方向完全契合辽宁省和远东联邦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ꎮ 在跨

境电子商务、农业、农业科技、交通网络互通互联升级和完善以及冶金、原材

料、铁矿石、北极开发等领域有着较大的务实合作空间ꎬ辽宁省和远东联邦区

的合作可以成为中俄地方合作高质量发展的标杆ꎮ 然而ꎬ受限于“多维链式

合作”的“五链”还未全面打通ꎬ深化辽宁省与远东联邦区的地方合作高质量

发展仍面临着挑战ꎮ
(一) “多维链式合作”具有宏观基础和有力保障

近年来ꎬ中俄两国政府针对地方合作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ꎬ俄罗

斯联邦政府积极推动战略东转及远东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ꎬ有效加快了

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合作的战略对接ꎮ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召

开的年度东方经济论坛框架内ꎬ中俄签署了一系列区域经济合作文件ꎬ以
持续深化中俄地方合作高质量协同发展为战略目标ꎮ 事实上ꎬ在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首届东方经济论坛上ꎬ俄罗斯便认识到加强与亚太地区各国合作所具有

的重要战略意义ꎬ并希望建立“能源桥梁”以保障亚太地区经济的高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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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ꎬ从而实现共赢①ꎮ
俄罗斯远东联邦区拥有全国 ５０％以上的森林和黄金资源储备、７０％以上

的渔业和金刚石储备、３０％以上的钛和铜储备ꎬ加之远东超前发展区、符拉迪

沃斯托克自由港、“远东一公顷土地”计划、远东住房贷款政策等支持ꎬ为其与

中国东北地区的合作带来了极大的助力②ꎮ 在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召开的第八届东

方经济论坛上ꎬ中俄双方签署了总价值高达 １ 万亿卢布的投资项目ꎬ涵盖能

源、农业和制造业等多个领域ꎬ这是中俄地方“多维链式合作”发展的宏观基

础ꎬ也是充分发挥辽宁省和远东联邦区港口与腹地经济高效联动、实现“五
链”深度融合的重要保障ꎮ

(二)“多维链式合作”的产业链和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性难以保证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ꎬ俄罗斯工业运行大致呈现良好态势(仅
２０２０ 年出现短期负增长ꎬ为 － ２ １％ )ꎮ 俄罗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ꎬ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２ 年ꎬ俄罗斯工业生产平均增速为 ２ １３％ ꎬ而俄罗斯 ＧＤＰ 平均增速为

０ ７２％ ꎬ前者比后者高 １ ４１ 个百分点③ꎮ 但俄罗斯远东联邦区工业生产基础

和能力落后于其他联邦区ꎬ尤其落后于西部的中央联邦区和西北联邦区ꎮ 在

新冠疫情和西方经济制裁双重冲击下ꎬ俄罗斯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依然显

著ꎬ俄罗斯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和多变性越来越大ꎬ中俄地方合作面临着极

大的风险ꎬ产业链和供应链遭到严重的外部冲击ꎮ 随着俄罗斯战略东转意图

越来越明显ꎬ远东联邦区迎来弥补产业链和供应链短板的契机ꎮ 从内部看ꎬ
可通过深化东西部地区协作ꎬ构建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ꎬ进而平衡东西部产

业空间布局来修复产业链和供应链ꎮ 从外部看ꎬ可通过与中国开展广泛深入

的地方经济合作重构产业链和供应链ꎮ
从辽宁省和远东联邦区的合作来看ꎬ二者经济体量差距较大(见图 ２)ꎮ

以人民币为核算单位ꎬ２０２１ 年远东联邦区地区生产总值比 ２０００ 年增长 ６ ２
倍ꎬ２０２１ 年ꎬ辽宁省地区生产总值约为远东联邦区的 ４ ２ 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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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２０００ ~ ２０２１ 年中国辽宁省和俄罗斯远东联邦区地区生产总值比较

资料来源: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ｈｔｔｐｓ: / / ｒｏｓｓｔａｔ ｇｏｖ ｒｕ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ꎻ辽宁省历年统计年鉴ꎬｈｔｔｐｓ: / / ｔｊｊ ｌｎ ｇｏｖ ｃｎ / ｔｊｊ / ｔｊｘｘ / ｘｘｃｘ / ｔｊｎｊ / ｉｎｄｅｘ
ｓｈｔｍｌꎻКурс юаня к рублюꎬдинамика по годам:１９９８ －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 / / ｇｌｏｂａｌ － ｆｉｎａｎｃｅｓ ｒｕ /
ｋｕｒｓ － ｙｕａｎｙａ － ｋ － ｒｕｂｌｙｕ /

　 　 表 １ ２０１７ ~ ２０２１ 年俄罗斯远东联邦区主要经济指标(％)

年份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有色金属开采占俄罗斯联邦比重 １２ ２ １１ ８ １２ ５ １３ ３ １２ １

制造业产量占俄罗斯联邦比重 １ ５ １ ５ １ ８ ２ ３ ２ ５

供电、供气等占俄罗斯联邦比重 ５ ８ ５ ５ ６ ３ ６ ９ ６ ５

供水、污水处理等占俄罗斯联邦比重 — ３ ３ ３ ５ ３ ７ ２ ８

农业生产占俄罗斯联邦比重 ２ ２ ２ ２ ２ ５ ２ ７ ３ ４

对外贸易占俄罗斯联邦比重 ５ ２ ４ ９ ５ ５ ５ ６ ５ ０

零售业占俄罗斯联邦比重 ４ ４ ４ ３ ５ ５ ５ ４ ５ ４

固定资产投资占俄罗斯联邦比重 ７ ９ ９ １ ８ ２ ７ ４ ８ ５

财政投资占俄罗斯联邦比重 １ ７ １ ６ １ ８ １ ４ １ ９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２０１７ ~ ２０２１ 年俄罗斯远东联邦区社会经济统计年鉴整理ꎮ

从俄远东联邦区主要生产性经济指标占全国的比重来看ꎬ除有色金属开

采以外ꎬ其他指标占全国的比重均不足 １０％ ꎬ制造业、农业生产不足全国的

５％ ꎬ财政投资不足全国的 ２％ ꎬ有些指标还有下滑现象(见表 １)ꎮ 这说明在

２０２２ 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前ꎬ远东联邦区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与其他联邦区相比

已处于明显弱势ꎬ危机升级严重破坏了俄罗斯产业链和供应链ꎬ远东联邦区

的情况只能更糟ꎬ本就薄弱的“多维链式合作”根基又被动摇ꎬ很大程度上抑

制了中俄地方合作高质量发展ꎮ 而要夯实“多维链式合作”的根基ꎬ需要突破

—８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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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经济发展总量和结构的瓶颈ꎬ抓住远东联邦区经济与优势产业集群的内

在联系ꎬ拓宽合作思路ꎮ
(三)“多维链式合作”的创新链和人才链的承载力不足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俄罗斯研发机构总量基本保持在 ４ ０００ 家左右ꎮ ２０１５ 年同

比增长约 １６％ ꎬ达到了峰值ꎮ 自 ２０１６ 年俄联邦政府出台«俄罗斯联邦科技发

展战略»①以来ꎬ俄罗斯研发机构总量虽略微上升ꎬ但始终没有超过 ２０１５ 年

的水平ꎮ 但是值得注意的一点是ꎬ由于历史和经济原因ꎬ８０％ 以上的科研机

构坐落于俄西部和中部地区ꎬ东西部地区科技实力差距显著ꎮ 鉴于此ꎬ中俄

地方合作的创新链对接应充分考量地理空间因素ꎮ

表 ２ 俄罗斯研发机构类型和数量 (单位:家)

年份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总计 ４ ０９９ ３ ５６６ ３ ４９２ ３ ６０５ ４ １７５ ４ ０３２ ３ ９４４ ３ ９５０ ４ ０５１ ４ １７５ ４ １７５

科学研究机构 ２ ６８６ ２ １１５ １ ８４０ １ ７１９ １ ７０８ １ ６７３ １ ５７７ １ ５７４ １ ６１８ １ ６３３ １ ６２７

设计机构 ３１８ ４８９ ３６２ ３３１ ３２２ ３０４ ２７３ ２５４ ２５５ ２３９ ２３３

项目勘测
设计机构

８５ ６１ ３６ ３３ ２９ ２６ ２３ ２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实验工厂 ３３ ３０ ４７ ５３ ６１ ６２ ６３ ４９ ４４ ３５ ３３

高等教育
研究机构

３９０ ４０６ ５１７ ６７３ １ ０４０ ９７９ ９７０ ９１７ ９５１ ９６９ ９９０

工业生产部门 ２８４ ２３１ ２３８ ２６６ ３７１ ３６３ ３８０ ４１９ ４５０ ４４１ ４４６

其他机构 ３０３ ２３４ ４５２ ５３０ ６４４ ６２５ ６５８ ７１７ ７２２ ８４６ ８３３

资 料 来 源: Индикаторы науки: ２０２３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от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науки и высше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ꎬФедеральной службы государ －
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и Высшей школы экономики ｈｔｔｐｓ: / / ｉｓｓｅｋ ｈｓｅ ｒｕ / ｍｉｒｒｏｒ / ｐｕｂｓ /
ｓｈａｒｅ / ８１８３８４４９６ ｐｄｆ

在俄罗斯研发机构中ꎬ科学研究机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工业生产部门

和设计机构是主体ꎬ２０２１ 年这四类机构的占比分别为 ３９％ 、２４％ 、１１％ 和

６％ ꎮ 其中ꎬ２０００ ~ ２０２１ 年科学研究机构从 ２ ６８６ 家减至 １ ６２７ 家ꎬ减少幅度

达 ４０％ ꎻ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从 ３９０ 家增至 ９９０ 家ꎬ增加幅度达 １５４％ ꎻ工业生

产部门从 ２８４ 家增至 ４４６ 家ꎬ增加幅度达 ５７％ ꎻ设计机构从 ３１８ 家减至 ２３３

—９１１—

①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０１ １２ ２０１６ г №６４２ ｈｔｔｐ: / /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ａｃｔｓ / ｂａｎｋ / ４１４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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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ꎬ减少幅度达 ２７％ (见表 ２)ꎮ 从俄综合排名前 １００ 的高校空间分布来看ꎬ
东中西部差距明显ꎮ 远东联邦区占地总面积为俄罗斯领土面积的 ４０ ６％ ꎬ是
中央联邦区面积的近 １１ 倍ꎬ但综合排名前 １００ 的高校仅有排名第 ２５ 位的俄

罗斯远东联邦大学一家①ꎮ 从中俄地方“多维链式合作”来看ꎬ创新链对于两

地合作的承载力明显不足ꎮ
人口作为生产要素和消费的主体ꎬ对维系国民经济增长、国际经济合作

等具有重要影响ꎮ 人口是“多维链式合作”中人才链的基础ꎬ因此ꎬ对俄罗斯

的人口总量、人口结构及空间分布具有正确的认知将利于中俄地方合作ꎮ 人

才是保障中俄地方合作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竞争力ꎮ 在此背景下ꎬ积极推动跨

域人才链安全是两国地方合作提质增效的重要途径ꎮ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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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００ ~ ２０２２ 年辽宁省和远东联邦区人口国际数据比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俄罗斯联邦统计局和中国辽宁省统计局数据整理ꎮ

自苏联解体以来ꎬ俄远东联邦区人口数量大致了经历四次较大的波动ꎮ
第一次是 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９ 年ꎬ区域内人口始终徘徊在 ７００ 万 ~ ８００ 万这个低位区

间ꎬ由于人口平均寿命普遍偏低(特别是男性公民)ꎬ加之人口流失ꎬ造成区域

内人口总量常年递减ꎬ在此背景下ꎬ劳动人口比重反而有明显回升ꎬ从 ５９ ８％升

至 ６５ １％ꎮ 第二次是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７ 年ꎬ区域内人口总量降至 ６５０ 万 ~ ７００ 万ꎬ劳
动人口占比的平均值为 ６４％ ꎮ 第三次是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８ 年ꎬ区域内人口进一步

降至 ６００ 万 ~ ６５０ 万ꎬ劳动人口占比的平均值为 ６５％ ꎮ 第四次是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２
年ꎬ由于布里亚特共和国和外贝加尔边疆区被正式划入远东联邦区ꎬ该区域

内联邦主体数量增至 １１ 个ꎬ区域内人口总量骤然升至 ７９７ 万ꎬ但仍没能扭转

区域内人口困局ꎮ 纵观苏联解体以来至今ꎬ俄罗斯远东联邦区人口总量相当

—０２１—

① Рейтинг Топ － １００ на основе Рейтинга лучших вузов России ＲＡＥＸ － １００
ｈｔｔｐｓ: / / ｖｕｚｏｐｅｄｉａ ｃｏｍ / ｒａｔｉｎｇ － ｔｏｐ － １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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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辽宁省人口总量的不到 ２０％ ꎮ 两地人口差距悬殊ꎬ尤其是远东联邦区

人口对人才链的承载力过弱ꎬ给两地人才链的对接和融合带来极大的

限制ꎮ
(四)“多维链式合作”的资金链受到瓶颈制约

２０１４ 年至今ꎬ俄罗斯因乌克兰危机而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层层加码的金

融制裁ꎬ整个金融体系遭遇严峻考验ꎬ为加强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预防卢

布汇率大幅波动等问题ꎬ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２ 年ꎬ俄罗斯开始对其外汇储备进行以

“去美元化”为导向的结构性调整ꎬ并通过增加黄金储备等多方举措增强资金

链的韧性ꎮ

图 ４ ２０００ ~ ２０２２ 年卢布对美元平均汇率走势

资料来源:Расчёт по официальным курсам ЦБ РФ ｈｔｔｐｓ: / / ｃｂｒ ｒｕ

资金链的韧性还决定于卢布的稳定性ꎮ 但是经历了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

机的冲击以及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２０２２ 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和西方国家制裁

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ꎬ俄罗斯卢布汇率出现了三次大幅下跌ꎮ 第一次是受国

际金融危机影响ꎬ卢布对美元汇率显著下跌ꎬ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９ 日降至本阶段最

低值ꎬ为 １∶３６ ４３ꎻ第二次是受乌克兰危机影响ꎬ卢布对美元汇率急剧下跌ꎬ本
阶段最低值为 １∶６７ ０３ꎻ第三次是受乌克兰危机升级影响ꎬ卢布对美元汇率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１ 日跌至最低值ꎬ为 １∶１２０ ３７(见图 ４)ꎮ
资金链的韧性还决定于财政收入ꎮ 俄罗斯财政收入依赖油气收入的支

撑ꎬ而后者则取决于油气价格ꎮ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ꎬ国际油价一直处于大起

大落的波动中ꎬ俄罗斯财政风险随之加大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联邦政府既要分

别解决金融风险与财政风险问题ꎬ也不能忽视金融风险向财政风险的传导ꎬ
对于地方资金链保持韧性的任务有些“鞭长莫及”ꎬ大多需地方财政自己完

成ꎮ 尤其是俄罗斯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空间布局不合理ꎬ各地发展差距较大ꎬ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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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经济增长乏力、金融风险加剧的背景下ꎬ联邦和地方财政关系弱化ꎬ财
政转移支付在中央和地方间的流动受限ꎬ难以为两国地方合作资金链保持韧

性提供支撑ꎮ
俄罗斯远东联邦区地方财政收入规模偏小是中俄地方经济合作的薄弱

环节ꎮ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１ 年ꎬ俄罗斯 ＧＤＰ 平均增速仅为 １％ ꎬ加上乌克兰危机升级

的影响ꎬ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远东地区多数联邦主体财政运行压力持续

加大ꎬ使拓展中俄地方合作所需要的资金链面临较大的地方财政压力ꎮ
地方财政收支情况不仅可以反映地方政府抵御公共风险的能力ꎬ也是地

方经济合作重要的参考指标ꎮ ２０２１ 年ꎬ尽管俄远东联邦区内多数联邦主体基

本实现了预算盈余ꎬ但规模并不大ꎬ还有 ４ 个联邦主体出现了预算赤字ꎮ 远

东联邦区区域经济发展的引擎有萨哈(雅库特)共和国、滨海边疆区、萨哈林

州、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等ꎬ主要位于东南沿海地带ꎬ也是产业空间分布相对

较为集中的地区ꎮ 而布里亚特共和国、外贝加尔边疆区、阿穆尔州和楚科奇

自治区出现了预算赤字ꎬ这些联邦主体主要分布在远东联邦区东北部和临北

极经济地带(见表 ３)ꎮ 远东联邦区地方财政收入较低ꎬ区内联邦主体间的财

力差距较大ꎬ增加了发挥中俄地方合作资金链聚合力的难度ꎮ

表 ３ ２０２１ 年俄罗斯远东联邦区及下辖联邦主体预算收支 (单位:万亿卢布)

联邦主体 收入 支出 盈余或赤字

俄罗斯远东联邦区 １ ４９９ ９３４ １ ４５６ ４７５ ０ ０４３ ４６３

布里亚特共和国 ０ １０５ ７７１ ０ １０６ ２７３ － ０ ０００ ５０１

萨哈(雅库特)共和国 ０ ３５８ ３０４ ０ ３１９ ２５３ ０ ０３９ ０５１

外贝加尔边疆区 ０ １１３ ９２５ ０ １１５ ０３３ － ０ ００１ １０８

堪察加边疆区 ０ １１５ ３６０ ０ １１４ ６５４ ０ ０００ ７０６

滨海边疆区 ０ １９９ １０９ ０ １９７ ５２７ ０ ００１ ５８２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 ０ １６５ ５２７ ０ １５９ ３７３ ０ ００６ １５４

阿穆尔州 ０ １１８ ６２９ ０ １２３ ７７１ － ０ ００５ １４１

马加丹州 ０ ０５７ ６８０ ０ ０５７ ０６５ ０ ０００ ６１５

萨哈林州 ０ １８７ ４４８ ０ １８５ ７４５ ０ ００１ ７０４

犹太自治州 ０ ０２４ ３１５ ０ ０２１ ８３２ ０ ００２ ４８３

楚科奇自治区 ０ ０５３ ８６６ ０ ０５５ ９４９ － ０ ００２ ０８２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２０２１ 年俄罗斯远东联邦区社会经济统计年鉴整理ꎬСоциально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округа в ２０２１ году ｈｔｔｐｓ: / /
ｒｏｓｓｔａｔ ｇｏｖ ｒｕ / ｓｔｏｒａｇｅ / ｍｅｄｉａｂａｎｋ / Ｄａｌｎｅｖｏｓｔ － ｆｏ＿２ｋ － ２０２２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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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乌克兰危机升级背景下ꎬ中俄地方合作机遇与风险并存ꎮ 为此ꎬ立足于

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振兴的发展目标ꎬ有必要研判错综复杂的国

际形势对中俄地方合作高质量发展的影响ꎬ并提出特殊时期两国地方合作固

底板、补短板、扬长板的新路径ꎮ 目前来看ꎬ中俄地方合作尚未形成高质量发

展的有效联动机制与深度融合的新路径ꎬ归纳其制约因素ꎬ主要是“多维链式

合作”中的“五链”发展不足ꎬ包括跨区域国际合作产业衔接机制不完善ꎬ尤
其是两地重点扶植产业和相对优势产业的融资机制尚未衔接ꎬ缺乏高端人才

和专家交流引进的弹性机制ꎬ尚未建立两地经济合作联合研究中心或高端智

库ꎬ高新技术“请进来”和“走出去”应对策略不明晰ꎮ
(一)在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导向下建立中俄地方政府协调机制

深化中俄地方合作需要两国地方政府层面的协调机制保驾护航ꎮ 尤

其需要在完善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导向下ꎬ基于双方经济利益和风险的综合

考量ꎬ通过协调机制处理地方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分歧ꎬ提高两国地方政

府和企业参与合作的积极性ꎮ 首先ꎬ地方政府应积极响应两国关于深化地

方合作高质量发展的倡议和整体战略部署ꎬ设立地方合作专项基金ꎬ发挥

地方科技产业园区的中介传导效应ꎬ加强两国地方科研机构、高校之间的

联系和交往ꎮ 其次ꎬ为参与中俄地方合作企业提供更好的税收服务ꎬ应享

尽享税费优惠政策ꎬ同时发挥财政补贴的引导作用ꎬ对地方科技产业、中小

型企业予以精准扶持ꎬ从而推动中俄地方全方位、多层次和宽领域高质量

合作稳步前进ꎮ
(二)在创新链的导向下完善中俄地方科技协同发展、衔接和互动机制

在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和中俄科技创新年成功举办的基础上ꎬ中俄地

方合作正在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ꎮ 当前ꎬ地方合作高质量发展需要

在完善创新链的导向下ꎬ将一般领域的常态合作转向高精尖领域的协同合

作ꎮ 从中国辽宁省和俄罗斯远东联邦区合作来看ꎬ要实现这样的转化需要

从以下三方面着手:第一ꎬ完善中俄地方合作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ꎬ构建地

方合作科技成果价值评估体系ꎮ 第二ꎬ基于中俄两国对科技创新发展的战

略诉求及利益契合点ꎬ确定近、中、远期地方科技合作目标和具体项目规

划ꎬ明确具体合作项目中双方的共享机制和分配机制ꎮ 第三ꎬ依托中俄地

方合作中重大、重点和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科技创新项目清单ꎬ结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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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色和政策诉求ꎬ建立高效的衔接和互动机制ꎬ在机制化的基础上加

以阶段性落实ꎮ
(三)在人才链的导向下加快推进中俄地方人才合作

从中国辽宁省和俄罗斯远东联邦区合作的典型案例看ꎬ人口红利与人才

红利的双重消失是制约中俄地方合作高质量发展的最大瓶颈ꎮ 由于人口红

利需要多年打造ꎬ完善人才链的重点应该放在打造人才红利上ꎮ
首先ꎬ建立中俄地方经济合作联合研究中心或高端智库ꎮ 其目的是在完

善人才链的导向下发挥两国地方的学术联动效应ꎮ 在此基础上ꎬ规划两国的

人才发展合作ꎬ形成中俄地方人才高质量发展的合力ꎬ为中俄地方合作高质

量发展夯实智力基础ꎮ
其次ꎬ拓宽中俄地方人文领域的务实合作ꎮ 第一ꎬ加强地方高校合作ꎮ

由于远东联邦区的一流高校较少ꎬ地方高校合作可以向临近的西伯利亚联邦

区扩展ꎬ西伯利亚联邦区的托木斯克理工大学、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托木斯

克国立大学、新西伯利亚国立技术大学、阿尔泰国立大学、秋明国立大学、新
西伯利亚国立医科大学、托木斯克国立系统管理与无线电电子大学、秋明工

业大学均是全国排名前 １００ 的高校ꎮ 第二ꎬ整合资源ꎬ参与中俄地方高校、科
技机构及其所属企业间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深度合作ꎮ 第三ꎬ中俄地方

人文领域的合作还需结合地方经济发展特色ꎬ以合作目标和功能定位为前

提ꎬ有效规避技术外溢效应ꎮ
(四)在资金链的导向下着力规避中俄地方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

创设中俄地方合作专项资金可以整合财政和金融两者的力量来满足中

俄地方经济合作参与主体的融资需求ꎬ规避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带来的资金

链脆弱问题ꎬ促进中俄地方产业集群高效有序地展开良性互动ꎮ 第一ꎬ中俄

地方经济合作专项基金可以对两国地方的资源配置和要素优化组合起引导

性作用ꎮ 第二ꎬ中俄地方经济合作专项基金要致力于实现资本对中俄地方合

作高质量发展的“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ꎬ向重大和重点项目倾斜ꎬ
抓住乌克兰危机背景下俄罗斯市场和科技赋能国际合作的真空期ꎬ结合两国

地方经济特色解锁更多“卡脖子”技术ꎬ有效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一系列

问题ꎮ 此外ꎬ该专项基金还要向地方科研机构和高校合作倾斜ꎬ进一步推进

两国地方产学研战略联合体的形成ꎬ最大程度地提升合作效能ꎮ
(责任编辑:李丹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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