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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
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学界的认知综述

杨　 波　 唐朱昌

【内容提要】 　 中国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在欧亚经济联盟国

家学界引发了持续关注ꎬ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学界围绕共建“丝绸之路经济

带”进行了多方面的解读ꎬ其基本认知也从最初的不理解逐步转向理解ꎬ从
最初的质疑逐步转向合作ꎮ 当然ꎬ鉴于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涉及不

同国家的利益ꎬ部分学者仍然会在共建进程中发出“非互信”的声音ꎬ共建

进程中也会出现各种矛盾ꎮ 但毋庸置疑ꎬ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已获得欧

亚经济联盟国家政府和民众的基本认同ꎬ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潜力将

不断得到释放ꎮ
【关 键 词】 　 “丝绸之路经济带” 　 欧亚经济联盟　 对接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大国博弈视角下的中亚语

言竞争与语言规划研究» (项目编号:１８ＢＹＹ０５８)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

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战略性对接研

究»(项目编号:１５ＪＪＤ７９０００６)ꎮ
【作者简介】 　 杨波ꎬ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教授ꎬ教育

部国别与区域研究基地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ꎻ唐朱昌ꎬ复
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ꎮ

一　 “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内涵和意图

(一)倡议的内涵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７ 日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

演讲ꎬ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ꎬ引起社会广泛关注ꎮ 围绕“丝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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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路经济带”倡议的内涵ꎬ俄罗斯学界率先展开热烈的讨论ꎬ提出了许多不同

的观点ꎮ
例如ꎬ俄罗斯地缘政治学家沃罗比约夫(В Я Воробьёв)认为ꎬ对“丝绸

之路经济带”的准确定义会直接影响他国对它的态度和接受度ꎬ因为这关系

“它将直接涉及谁”和“谁的利益将受到挑战”的问题ꎮ 从“丝绸之路经济带”
所涉及的范围看ꎬ由于其不仅限于带状区域ꎬ用“空间”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一词

来替代 “带” ( пояс) 更为恰当ꎬ即 “丝绸之路经济空间”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Шёлкового пути)①ꎮ

对此ꎬ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奥斯特洛夫斯基(А В Островский)
认为ꎬ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表述明显比欧亚经济联盟更具历史底蕴ꎬ因为

早在 ２ １００ 多年前中国就通过古“丝绸之路”与欧洲、非洲和南亚发展经贸关

系ꎮ 从内涵的文明价值来看ꎬ“丝绸之路经济带”要比欧亚经济联盟更有

优势②ꎮ
(二)倡议的意图

在涉及“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意图时ꎬ欧亚经济联盟学界的讨论更加

热烈ꎬ归纳起来大致形成了如下观点ꎮ
１ “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是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的外交转型

一些学者认为ꎬ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ꎬ其对外政策也出现了

新特点ꎬ中国更加明显地把自己放在新的地缘政治地位上ꎮ 沃罗比约夫认

为ꎬ应该把“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置于中国外交新举措的背景下考量ꎬ是中

国新一代领导集体外交转型的表现③ꎮ 俄罗斯战略研究所的库尔托夫

(Аджар Куртов)持相似观点ꎬ认为“中国的安排是与其对外经贸关系新发展

阶段相对应的宏观制度性安排”④ꎮ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俄关系研究与预测中心副主任乌亚纳耶夫

(С В Уянаев)表示ꎬ“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之所以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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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ꎬ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是中国一系列对外政策的一部分①ꎮ 俄罗斯科学院

远东研究所研究员拉林(А Г Ларин)等学者认为ꎬ“一带一路”旨在把中国

在东半球的经济活动提升到新高度ꎬ是中国第五代领导集体为实现中华民族

的复兴而提出的战略目标②ꎮ
２ “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具有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目标

不少学者认为ꎬ“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国顺应全球化大背景而提出的倡

议ꎬ旨在增强对商品、服务、资本、人员流动的控制ꎬ显著提升中国在世界的影

响力③ꎮ 因此ꎬ它具有明显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目标ꎮ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奥斯特洛夫斯基④、拉林⑤等人认为ꎬ中国的

“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具有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双重含义ꎬ目的是为了推

动中国的“西进”战略ꎬ即对内平衡东西部经济发展ꎬ对外面向欧亚大陆ꎬ运用

经济优势寻求自身发展的空间ꎬ全方位激活中国面向欧亚大陆的对外经济

合作ꎮ
乌亚纳耶夫认为ꎬ“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宏大的地缘战略项目ꎬ旨在利用

外交手段通过国际合作维护中国在周边和欧亚地区的利益ꎮ 他指出ꎬ“丝绸

之路经济带”的“五通”把“政策沟通”放在首位ꎬ其次才是与“丝绸之路”本意

直接相关的“设施联通”和其他“三通”ꎬ这充分证明了“这一与中国发展直接

相关的计划的全面性、长期性和系统性”⑥ꎮ
哈萨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所研究员瑟拉耶什金(Ｋ Л Сыроёжкин)认

为ꎬ中国在中亚地区的贸易扩张已经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ꎬ“丝绸之路经济

带”的主要战略任务是使中国成为全球贸易强国ꎬ缩小国内各地区之间的差

距ꎬ为各地商品进入周边国家打造多元化的通道ꎬ同时构建适合中国的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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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体系①ꎮ
亚美尼亚学者萨阿基扬(Мгер Саакиян)表示ꎬ“丝绸之路经济带”究其

本质是一种经济杠杆ꎬ旨在加深沿线各国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度ꎬ建设新型国

际经济网络ꎬ用投资和贷款为中国开辟更大市场ꎬ扩大实现本国政治经济愿

景的势力范围②ꎮ
３ “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是中亚地缘政治竞争的“中国方案”
一些学者以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竞争为切入点分析了中国的“丝绸之路经

济带”构想ꎬ把“丝绸之路经济带”看作中亚地缘政治竞争中的“中国方案”ꎮ
俄罗斯地缘政治学家杰尔加乔夫(В А Дергачёв)认为ꎬ“丝绸之路经济

带”构想符合传统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公式———“谁控制了欧亚ꎬ谁就控制了世

界”ꎮ 但他同时认为ꎬ“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同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和
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有着最根本的区别ꎬ即 “丝绸之路经济带”不包含任

何政治目的ꎬ因为它一再强调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为重点ꎬ是立足于经济

发展的计划③ꎮ
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图书馆地缘政治和区域研究中心研究员鲁斯兰

伊济莫夫(Руслан Изимов)指出ꎬ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的目的是以安全合

作的形式扩大其在中亚的存在ꎬ目标是遏制中国ꎮ 作为“中国方案”的“丝绸

之路经济带”对中亚国家具有吸引力ꎬ能够为古“丝绸之路”赋予新的时代内

涵ꎬ帮助哈萨克斯坦成为中亚的贸易、物流、商业枢纽④ꎮ
吉尔吉斯斯坦学者斯捷利诺夫(А Стельнов)表示ꎬ“丝绸之路经济带”

是对美国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主导的西方式全球化方案的更新ꎬ是中国主导

的全球政治和全球经济倡议ꎬ旨在为中国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ꎮ 与其他

大国相比ꎬ中方对中亚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考量范围更为宏大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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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可行性

在讨论“丝绸之路经济带”内涵和意图的过程中ꎬ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学者

更多地侧重于讨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可行性等核心

问题①ꎬ主要集中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否符合沿线国家(首先是欧亚经济

联盟国家)利益ꎬ“一带一盟”对接是否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和竞争ꎬ对上合组

织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影响如何等紧迫性问题ꎬ从而由此引发了不同观点的

碰撞ꎮ
(一)对“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质疑

１ “一带一盟”对接目标不明ꎬ未必符合欧亚经济联盟的利益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卡申(В Б Кашин)认为ꎬ不能单纯从

经济发展的视角来解读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ꎬ虽然这一因素确实存在ꎮ 这

不利于中俄就双边经济问题进行高效透明的对话ꎮ 他认为ꎬ“一带一路”不是

工业投资计划ꎬ而是凌驾于投资之上的政治上层建筑②ꎮ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

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米赫耶夫(В В Михеев)等学者认为ꎬ中国的

“丝绸之路经济带”等外交新政令人产生中国外交政策主动性显著提高的印

象ꎬ但是ꎬ因中国尚未阐明己方的目的和计划ꎬ其外交新政可能在实践中引发

俄罗斯的更大担忧ꎬ因为中国不断扩大的国际存在会压缩俄罗斯的势力

范围③ꎮ
沃罗比约夫指出ꎬ“从中国学者的表态来看ꎬ‘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尚

不具备系统性ꎬ该倡议更像是一种尝试ꎬ语气更像是自我暗示”ꎮ 他提出ꎬ“丝
绸之路经济带”是否只是中国新中亚政策的“标签”? 是否主要旨在扩大出

口市场和提高能源运输安全性? 这些疑问是俄罗斯学者在思考“丝绸之路经

济带”倡议时希望中方能够回应的问题④ꎮ
拉林等人认为ꎬ中国构想包含了很多不清晰的地方ꎬ虽然这个构想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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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ꎬ但却没有明确“丝绸之路经济带”建成与否的

标准①ꎮ
杰尔加乔夫(В А Дергачёв)认为ꎬ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解释

得“过于漂亮和没有冲突ꎬ以至于不够真实”ꎬ仅从名称上来看ꎬ“丝绸之路经

济带”是“不成功的”②ꎮ
«俄罗斯与中国»杂志主编别列日内赫(В Бережныｘ)指出ꎬ中国的“丝

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与 ２０１１ 年美国提出针对中亚的“新丝绸之路计划”表述

相似度很高ꎬ因此ꎬ当中国提出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时ꎬ俄罗斯学术

界对此极为谨慎ꎬ担心这是旨在削弱俄罗斯在中亚影响力的又一条“丝绸之

路”③ꎮ
卢金(А В Лукин)认为ꎬ中国西部的经济和安全问题可能制约“丝绸之

路经济带”的落地ꎬ而且中国在加强与周边国家经贸联系的同时有可能在领

土争端上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④ꎮ
有些学者则担忧ꎬ“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中亚的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

设而非发展实体经济ꎮ 其目的是中国西部地区的集约化发展并成为未来的

“大中亚”金融中心ꎮ 中国投资带来的中国劳动移民对劳动力本来就过剩的

中亚国家来说并非好事⑤ꎮ
拉林等学者指出:“最近所有关于中国地缘政治倡议的讨论都是围绕着

中国利益而进行ꎬ至于地区各国可从中获得哪些好处和利益等合理问题ꎬ中
国专家却没有给出答案ꎮ”⑥

瑟拉耶什金认为ꎬ由于中国对“一带一盟”对接的目标、内容等问题解释

不清ꎬ引发了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学界的多种解读:一是认为欧亚经济联盟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欧亚空间最现实的两个计划ꎬ构想基础及利弊各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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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ꎻ二是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国面向周边国家(主要是中亚)的新地

缘政治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ꎻ三是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并非纯粹的一体化

计划ꎬ它的主要目标是为中国商品进入中亚、俄罗斯、欧洲、近东和中东市场

创造有利条件①ꎮ
２ “一带一盟”存在竞争关系和根本矛盾

这种观点在俄罗斯学术界比较普遍ꎮ 其产生的背景是:随着中国快速发

展ꎬ中国与中亚和独联体其他国家间的经济合作不断取得重大突破ꎬ相比之

下ꎬ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亚经济联盟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ꎬ无论是投资还是

贸易增长速度都相对较慢ꎮ
这种趋势引起了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学界的不安ꎬ部分学者一开始就对中

国的倡议保持高度关注与警惕ꎬ认为未来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
之间必然存在竞争关系②ꎮ 甚至认为俄罗斯建立欧亚经济联盟的目的就是

想通过加强关税同盟和统一经济空间筑起制度壁垒ꎬ防范和抵制中国影响力

向独联体地区过快扩散ꎬ避免俄“战略后院”受到冲击ꎮ 没有中国向独联体地

区的经济扩展ꎬ就不会有欧亚经济联盟③ꎮ
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学者克尔松(В А Корсун)指出ꎬ俄罗斯“可能

在中亚有些宏大计划ꎬ但实际资源不够ꎮ 中国已经把中亚国家与自己联系得

很紧密ꎬ这些国家也很乐意从俄罗斯怀抱中解脱出来并把它当作对冲”ꎮ 他

甚至认为ꎬ“‘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国奴役中亚、未来奴役俄罗斯的项目”④ꎮ
俄东方学家克尼亚泽夫(А А Князев)更是直言ꎬ“丝绸之路”是中世纪的

浪漫神话故事ꎬ俄罗斯的政治家绝对不能支持这个中国神话故事ꎬ否则容易让

中亚国家产生不再需要俄罗斯的想法ꎮ 俄罗斯可以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计
划ꎬ但“只是口头支持ꎬ(中俄)双方都不必采取实际行动”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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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一带一盟”对接存在一系列现实矛盾

相当一部分俄罗斯学者认为ꎬ“一带一盟”能否对接不是一个简单的问

题ꎬ两者的目标不一致ꎬ有时还互相矛盾ꎮ 俄罗斯和中国拥有不同的历史和

价值观ꎬ尽管俄罗斯现在处于不利的国际形势中ꎬ但在同中国关于合作问题

的对话中不应表现出弱势ꎬ与中国的互动不应成为俄罗斯面对西方制裁而不

得已的选择ꎬ而应该是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基本原则的实现①ꎮ
俄罗斯的一些学者从“设施联通”视角分析对接可能遇到的矛盾ꎮ 例如ꎬ拉林

指出ꎬ虽然建设连接中国—中亚—俄罗斯—欧洲运输线路无疑将使俄受益ꎬ但是这

条线路会成为西伯利亚线路的竞争者ꎬ使在基础设施方面本来就落后的西伯利亚铁

路面临更大的竞争ꎮ 因此ꎬ欧亚经济联盟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面对的现实矛盾

主要与运输有关②ꎮ 别列日内赫、萨维诺夫(Станислав Савинов)等学者认为ꎬ“丝
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会对俄罗斯北方航道形成挑战③ꎮ 瓦尔代俱乐部欧亚项

目负责人博尔达乔夫(Т В Бордачёв)也认为ꎬ无论投资规模有多大ꎬ过境俄

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运输路线的收益恐怕永远无法与绕道欧亚经济联盟的海

运相比ꎮ 从这个角度来看ꎬ如果获取经济利益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要目

标ꎬ那该项目毫无前景可言ꎮ 很显然ꎬ居首位的依然是政治利益④ꎮ
部分中亚学者则担忧ꎬ本国经济体量和出口潜力将制约其从“丝绸之路

经济带”获利的空间ꎮ 例如ꎬ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学家阿尤乌波夫(Асылбек
Аюупов)认为ꎬ吉中合作多年ꎬ经贸关系实质性推动有限ꎮ 吉尔吉斯斯坦从

开辟新市场中获得的利益不会很大ꎬ吉农产品不是高附加值产品ꎬ出口规模

也相当有限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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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中国和欧亚经济联盟国家之间缺乏解决对接矛盾的互信

一些学者认为ꎬ欧亚经济联盟国家的部分学者对中国“丝绸之路经济

带” 倡 议 的 担 忧 主 要 源 自 双 方 缺 乏 互 信ꎮ 俄 罗 斯 学 者 杰 尼 索 夫

(И Е Денисов)指出:“俄罗斯(国内)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看法从一开

始就不一致ꎬ因为它似乎是在试图将中亚带离俄罗斯的轨道ꎮ”而且“中方

学者经常在学术场合说欧亚经济联盟毫无意义ꎬ他们在现实政策中更愿意

同欧亚经济联盟的五个成员国逐一进行双边对话”ꎮ 反过来ꎬ俄罗斯学者

也不信任“丝绸之路经济带”①ꎮ
米赫耶夫等学者也表示ꎬ俄罗斯传统上对中国的不信任没有消失ꎬ并将

继续制约双边关系的发展ꎮ 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军事和创新实力的增强以

及两国差距加大ꎬ这种不信任显然会加剧ꎬ一旦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恢复正

常ꎬ中俄双边合作会出现更多障碍ꎮ 同时他认为ꎬ中国建设“丝绸之路经济

带”旨在确立“东方霸主”地位ꎬ更强硬地捍卫本国利益ꎮ 中国将在俄罗斯势

力范围内(中亚、“丝绸之路”沿线、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巩固其地位ꎬ“转
向中国”对俄罗斯而言具有一定的战略风险②ꎮ

莫斯科大学政治学博士苏梦夏(Л Н Смирнова)在归纳俄罗斯学者的

矛盾态度时认为ꎬ俄罗斯欢迎中国的倡议ꎬ但中俄合作应当在欧亚经济联盟

的框架内进行ꎮ 许多人对中国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推进感到不安ꎬ甚至说

“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是对欧亚经济联盟的冲击ꎬ是“对普京的羞辱”ꎬ因为

中国人在公布该计划前并未征求普京的意见③ꎮ
(二)对“一带一盟”对接予以基本肯定

在部分学者对“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提出质疑的同时ꎬ也
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对接的可行性持基本肯定或肯定的观点ꎮ 尤其是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中国和俄罗斯签署了«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

合作的联合声明»后ꎬ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学界的相当部分学者都对此给予了高度

评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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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学者拉林认为ꎬ“丝绸之路经济带”带给俄罗斯的机遇在于ꎬ它
能使俄罗斯实现横贯欧亚的陆上交通基础设施的升级ꎬ除了运输带来的直

接收益外ꎬ还能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①ꎮ 对接声明标志着中俄协作开

启新阶段ꎬ其实质在于“我们必须抵制伙伴国周边国际局势中出现的不利

趋势”②ꎮ
哈萨克斯坦国家科学院院士科沙诺夫(Амажол Кошанов)认为ꎬ“一带

一路”倡议为欧亚经济联盟与新“丝绸之路”对接创造了机遇ꎬ复兴古代交通

走廊的举措符合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潮流③ꎮ
由此可见ꎬ许多学者对“一带一盟”对接的认识更趋理性ꎬ提出了更多的

务实和有益的观点ꎮ
１ “丝绸之路经济带”并不针对上合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

针对部分学者认为“一带一盟”对接有可能对上合组织、欧亚经济联盟构

成挑战ꎬ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ꎮ
俄罗斯学者拉林和马特维耶夫(Ｂ Ａ Матвеев)认为ꎬ关于“一带一盟”对

接的构想不仅提出最终目标ꎬ更提出实现目标的过程ꎬ即经济一体化进程ꎮ
对接构想具有战略性ꎬ目的是“协调长远利益”ꎬ建立“统一的经济空间”ꎮ 该

目标也与«上海合作组织宪章»中关于逐步实现商品、资本、服务和技术自由

流动的内容一致ꎮ 这种思想成为制定大型长期国际项目、深化经济一体化、
推动欧亚国家共同发展的动因④ꎮ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卢加宁(С Г Луцзянин)也撰文提出自己的

看法:“尽管在理论上新‘丝绸之路’的规模比上合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更大、
内容比前两者更深入ꎬ然而这一方案暂时只存在于学术讨论中ꎬ具体还尚未开

始落实ꎬ在实施期间会遇到各种障碍和壁垒ꎮ 与此相反ꎬ上合组织和欧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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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是已经制度化的国际组织ꎬ因此具有一定的优势ꎬ双方可以基于这两个机

制开展合作ꎮ”①

针对这一问题ꎬ瓦尔代俱乐部欧亚项目负责人博尔达乔夫也表明自己的

观点ꎬ他认为ꎬ“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两大项目之间不存在竞争ꎬ
他说:“欧亚经济联盟是一个组织ꎬ而‘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一项倡议ꎮ 它们

可以在同一地区共存而不相互竞争ꎮ 而且两个项目的高度互补性使得对接

具有可行性ꎮ”②

２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推动多边合作和欧亚一体化的重要力量

博尔达乔夫在«共建欧亚大陆»一文中提出ꎬ２１ 世纪的欧亚大陆ꎬ欧洲和亚

洲在政治经济上却是分裂的ꎬ应该通过多边合作把欧亚大陆变成共同发展的区

域ꎬ而“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将成为推动多边合作以实现欧亚一体化的重要

力量③ꎮ
杰尼索夫认为ꎬ中国通过 “一带一路”推动与周边国家的交通、能源、文化、

人文交流与合作ꎬ在欧亚大陆塑造友好的外交环境ꎬ以此避免马六甲海峡能源

通道被封锁可能带来的风险ꎮ
卢加宁强调ꎬ阿富汗局势一旦动荡ꎬ中方的美好设想将毁于一旦ꎬ新疆局势

也将长期受到阿富汗危机的影响ꎮ 只有俄罗斯及其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及其参与的上合组织)有能力遏制塔利班极端势力ꎮ 各方在安全领域的合作

会成为中俄在中亚避免利益冲突的“安全带”④ꎮ
３ 可通过协商解决“一带一盟”实际对接中存在的问题

主张这种观点的学者并不否认“一带一盟”对接会遇到一些实际问题ꎬ但
普遍认为ꎬ中国提议共建新“丝绸之路”符合俄罗斯的利益愿景ꎮ 欧亚经济联盟

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俄罗斯逐渐融入国际价值链的一个好机会ꎬ有助于俄

罗斯经济转型ꎬ增加与中国实现互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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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ꎬ俄罗斯“Ｉｎｆｒａｎｅｗｓ”通讯社副主编别兹博罗多夫(А А Безбородов)
指出ꎬ俄罗斯不会满足于中国货物运往欧洲过境国的角色ꎬ成立合资企业升级

改造俄罗斯等欧亚联盟国家的基础设施是比较恰当的方案ꎬ“这种模式具有商

业价值ꎬ中国货物到欧洲走海运肯定最经济ꎬ但用铁路经乌拉尔和俄罗斯欧洲

部分运到欧洲也不失为一种选择”①ꎮ
拉林等学者专门归纳了俄罗斯学界提出的通过协商解决“一带一盟”实际

对接中存在问题的一些建议ꎬ其中包括:积极制定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的共同

议程以及建立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长期对话平台ꎬ建立一个新的强力机构———
“丝绸之路安全组织”ꎬ将现有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上合组织和独联体反恐中

心等多边机构纳入进来ꎬ中国可作为军事演习的观察员国和参与国加入其中ꎻ
制定共同战略ꎬ应对中亚地区滋生的非传统安全威胁ꎮ 学者们认为俄罗斯应该

重新思考应对策略并找到最优路径ꎬ以尽量降低风险并充分抓住“丝绸之路经

济带”的机遇ꎮ
他们建议ꎬ从中、哈、俄、欧铁路升级改造和中国东北铁路网连接西伯利亚

铁路两个项目入手ꎬ缩短货物从中国到欧洲的运输周期ꎮ 另外ꎬ在过境付费、清
关、建立统一物流系统等问题上ꎬ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将集体协调与中国的

立场②ꎮ
(三)“一带一盟”对接有利于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国家互补发展

一些学者认为ꎬ“一带一盟”对接不仅可行ꎬ而且“互补发展”ꎮ 这些观点

大体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ꎮ
１ 对接有助于俄罗斯摆脱对西方的经济依赖并实现“向东转”
卡拉加诺夫(С А Караганов)、特列宁(Д В Тренин)、博尔达乔夫等俄

罗斯学者认为ꎬ俄罗斯目前面临与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关系恶化的现实ꎬ为了

保障国家利益ꎬ使俄罗斯经济不受制于西方ꎬ必须大力推进欧亚一体化ꎮ 与

此同时ꎬ中国也亟待摆脱受制于海上航线的困境ꎬ力图建立基于欧亚大陆的

贸易体系ꎮ 因此ꎬ俄方摆脱西方压力的现实需要和中方减轻东方压力的现实

需要使双方能够实现合作ꎮ
俄罗斯学者彼得罗夫斯基(В Е Петровский)强调ꎬ在西方制裁之下ꎬ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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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已经开始在战略上“向东转”ꎬ亚太正在逐渐成为世界经济无可辩驳的中

心ꎬ而俄罗斯不能置身于亚太一体化进程之外ꎬ这其中包括“丝绸之路经济

带”ꎮ “俄罗斯必须马上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ꎬ因为目前正是制定‘游
戏规则’的阶段”ꎬ唯如此ꎬ“俄罗斯才能确保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并且逐渐

从中摸索经验”①ꎮ
俄罗斯总统顾问格拉济耶夫(С Ю Глазьｅв)则认为ꎬ在美中两大地缘政

治中心激烈争夺全球领导权的情况下ꎬ俄罗斯应通过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加
速建设新技术产业和新经济制度ꎬ落实跨越式发展战略ꎮ “一带一盟”对接为

欧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机遇ꎬ这两项倡议可以有机结合ꎬ相互补充和

相互促进ꎮ 格拉济耶夫预测ꎬ对接可使俄经济增速达到最高———国内生产总

值增速达到 １０％ ꎬ投资增长 ２０％ ②ꎮ
２ 对接有助于发挥俄罗斯运输潜力ꎬ发展沿线地区经济

俄罗斯盖达尔经济政策研究所国际贸 易 实 验 室 主 任 克 诺 别 利

(А Ю Кнобель)认为ꎬ“‘丝绸之路经济带’对大家都是有利的”ꎬ俄罗斯可

以发挥自己的地理优势ꎬ通过运输路线加强境内各地区之间的联系ꎬ带动经

济发展ꎬ东亚国家的运输成本能够降低ꎬ欧洲国家则可以买到价格实惠的

商品③ꎮ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奥斯特洛夫斯基认为ꎬ中国同俄罗斯在

交通运输方面至少有两条合作路线ꎬ一是北冰洋线路的开发ꎬ二是经哈萨克

斯坦、俄罗斯到欧洲的铁路运输线路ꎮ 运输线路的建设将给俄罗斯经济带来

直接的好处ꎬ铁路沿线地区的经济将得到发展并且能够进一步带动国内其他

落后地区的发展④ꎮ
萨佐诺夫(С Л Сазонов)、拉林、巴尔达利(А Б Бардаль)等俄罗斯学

者认为ꎬ中国中西部交通基础设施已超负荷运行ꎬ“一带一路”宜进一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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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运能ꎬ俄罗斯方面则应扩大西伯利亚大铁路和太平洋港口的运输能

力ꎬ促进俄罗斯和中国对亚太地区的出口ꎬ发展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地区

的经贸关系ꎬ带动地方经济发展ꎮ 阿拉波娃(Е Я Арапова)认为ꎬ“２１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与俄罗斯大力打造的北方航道同为欧亚大陆之间的海上运输

通道ꎬ二者之间存在竞争ꎬ但鉴于俄中两国业已形成的战略互信伙伴关系ꎬ双
方可在“一带一盟”对接的框架内合作开发北方航道ꎬ携手促进东北亚地区的

繁荣①ꎮ
３ “一带一盟”对接对联盟成员国和中亚国家吸引力巨大

欧亚经济联盟国家的许多学者都认为ꎬ“丝绸之路经济带”将给沿线国家

带来过境运输收益②、投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③ꎬ推动中国与联盟成员国在

高科技领域的合作和工业园区建设ꎮ
俄罗斯学者拉林认为ꎬ“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将中亚摆在重要位置ꎬ其

主要考虑之一在于通过陆路管道输送来自中亚的油气ꎬ因此ꎬ中国与中亚各

国的合作带有战略色彩ꎮ 中国目前在中亚地区的投资活动不断增多ꎬ从投资

规模来看已成为该地区最大的投资者ꎬ投资合作的范围覆盖全部中亚国家ꎬ
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合作是双赢的ꎬ有良好的发展前景④ꎮ

哈萨克斯坦国家科学院院士科沙诺夫(Амажол Кошанов)指出ꎬ俄罗斯

和哈萨克斯坦均积极吸引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合作ꎬ因为过境哈萨克斯坦的

欧亚通道“西欧—中国西部”公路和哈“光明之路”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与“丝
绸之路经济带”高度契合⑤ꎮ

哈萨克斯坦学者瑟拉耶什金认为ꎬ尽管“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中亚被视为

欧亚一体化的竞争对手ꎬ但由于在政治诉求、资金支持、互相体谅、欧美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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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对中亚国家存在较强吸引力ꎬ中亚各国领导人极有可能作出有利于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选择ꎬ这形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

接的足够潜力①ꎮ
哈萨克斯坦管理经济战略研究院的坎巴耶夫(Женис Кембаев)教授指

出ꎬ作为内陆国ꎬ哈萨克斯坦对保障过境自由和建设跨大陆的运输通道很感

兴趣ꎮ “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有力地推动哈萨克斯坦经济的多元化ꎬ并增强哈

萨克斯坦与世界市场的联系②ꎮ
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主席团第一副主席齐日克(С А Чижик)认为ꎬ“丝

绸之路经济带”为中国与白俄罗斯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ꎬ可
以深化中白在无人机研发制造、光学、医学、材料学、汽车制造领域的合作ꎮ
中白巨石工业园区正在建设成为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在先进制造业、现
代通信领域合作的典范③ꎮ

亚美尼亚国立经济大学教授梅尔库米扬(Микаел Мелкумян)指出ꎬ“丝
绸之路经济带”规模宏大ꎬ覆盖整个欧亚地区ꎬ充分体现中国与欧亚国家开展

互利合作的良好意愿ꎮ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ꎬ一方面ꎬ亚美尼亚可以成为

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开展货物贸易的重要渠道ꎻ另一方面ꎬ吸引中国投

资建厂生产高科技产品并出口到欧亚经济联盟国家ꎬ可以推动亚美尼亚经济

发展ꎬ提升与中国的全面合作关系④ꎮ
总之ꎬ随着中国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定位日趋清晰ꎬ欧亚经济联盟

国家的学者们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认知逐渐趋向理性和务实ꎬ从互利双

赢视角探索“一带一盟”对接的可行性ꎬ成为这一阶段欧亚经济联盟学界的

主旋律ꎮ 当然ꎬ在这一阶段ꎬ一部分学者依然对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倡

议的内涵、目标、内容、政策趋向持不理解或不尽理解ꎬ甚至警惕或怀疑的

态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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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关于实现“一带一盟”对接的建议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发布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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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签署ꎬ把欧亚经济联盟学者的关注点又引向如何实现“一带一盟”
对接的关键性问题讨论上ꎬ相关学者也纷纷就如何强化对接合作路径、化解

对接合作的潜在风险等问题献计献策ꎮ
(一)“一带一盟”对接的路径

俄罗斯学者博尔达乔夫指出ꎬ俄罗斯在“一带一盟”对接中的核心关切是

将“丝绸之路经济带”作为巩固发展欧亚经济联盟的工具ꎮ 他建议以“欧亚

经济联盟—中国”为核心成立专门的对接机构ꎬ通过签署贸易协定、启动标准

互认、拓宽金融合作等途径进行对接ꎮ 为避免中方的投资风险ꎬ他建议在新

加坡、中国香港或者符拉迪沃斯托克设立独立仲裁机构ꎻ在基础设施领域ꎬ发
展南北交通线路ꎬ打通俄罗斯到新兴市场的运输路线ꎬ以对接促进欧亚经济

联盟国家的非原料型产品出口ꎮ 博尔达乔夫主张俄罗斯暂时不考虑在欧亚

地区建设自由贸易区①ꎮ
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施拉彼科(Е А Шлапеко)和斯捷潘诺娃

(Ｃ Ｂ Степанова)认为ꎬ建设铁路交通通道ꎬ发展中亚电力市场ꎬ边境合作和地

区间合作ꎬ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内欧亚运输通道相关的港口建设(哈萨克

斯坦的阿克套、俄罗斯的马哈奇卡拉、阿塞拜疆的巴库等)ꎬ这些都可成为“一带

一盟”对接的优先方向②ꎮ
白俄罗斯学者斯克里巴(Андрей Скриба)指出ꎬ白俄罗斯愿意优先推动

具体项目对接ꎬ尤其是交通物流建设项目和中白巨石工业园区建设ꎮ 白俄罗

斯会按对接总体节奏并与中方推进点状合作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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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罗斯国立科学技术大学学者阿列克谢耶夫(Ю Г Алексеев)和杜德

科(Н А Дудко)建议以共建开发区和高科技园区为抓手ꎬ通过共建“丝绸之

路经济带”提升白俄罗斯的投资吸引力ꎬ发展高端制造业ꎬ打造现代交通物流

产业集群①ꎮ
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学者扎列斯基(Б Л Залесский)则建议充分发挥白中

地区间合作机制作为“一带一盟”对接主体和平台的作用②ꎮ
哈萨克斯坦学者瑟拉耶什金还就如何实现“一带一盟”对接提出五大方

向:第一ꎬ建立现代化交通和物流基础设施ꎻ第二ꎬ简化海关手续和消除贸易

壁垒ꎻ第三ꎬ强化能源合作ꎻ第四ꎬ强化水利合作ꎻ第五ꎬ强化在粮食安全领域

的合作③ꎮ
哈萨克斯坦学者科沙诺夫主张ꎬ中亚国家在获得过境收益的同时应努力

以公私合营的方式(ＰＰＰ)使中国的资金、先进技术和劳动力落地ꎬ以获得更

多经济红利ꎮ 应借助“一带一盟”对接的契机将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国家的

经贸联系升级到关贸同盟、用本币结算的自贸区层面ꎮ 科沙诺夫认为ꎬ欧亚

经济联盟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将产生全新的“欧亚经济共同体”④ꎮ
针对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如何在“一带一盟”之间寻找最佳结合点的问题ꎬ

吉尔吉斯斯坦学者巴克特古洛夫(Шерадил Бактыгулов)指出ꎬ吸引中方投资

的共同意愿是“一带一盟”对接的大前提ꎬ建议中方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框
架内实施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建设时ꎬ要关注和遵守欧亚经济联盟调控的领

域和法规ꎮ
吉尔吉斯斯坦 “丝绸之路” 项目智库专家中心主任伊马纳利耶夫

(Муратбек Иманалиев)则强调ꎬ吉尔吉斯斯坦与中方共建“丝绸之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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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一定要符合中俄 ２０１５ 年签署的“一带一盟”对接协议的总体精神ꎬ操作层

面建议成立吉尔吉斯斯坦议会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合作

组ꎬ以比什凯克—乌鲁木齐友好城市ꎬ楚河州—湖北省友好地区等地区间合

作机制为具体平台①ꎮ
(二)“一带一盟”对接的风险与挑战

欧亚经济联盟国家的学者在强调“一带一盟”对接合作机遇的同时ꎬ还提

出要直面对接合作中可能出现的风险ꎮ 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施

拉彼科等学者从宏观视角分析了“一带一盟”对接面临的内部风险和外部风

险ꎬ他们认为ꎬ欧亚地区存在的内部风险包括经济滑坡、分裂主义、毒品犯罪、
生态问题、阿富汗局势等ꎻ外部风险包括美国因素、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核军

备竞赛等②ꎮ
１ 中俄战略信任风险

俄罗斯学者拉林认为ꎬ俄罗斯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机遇是可以

利用中国的资金改造俄罗斯相对落后的铁路运输网络ꎬ而挑战则是俄罗斯必

须面对中国在中亚地区影响力的提升和对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影响力的削弱ꎮ
虽然目前中俄两国高层就广泛的双边和国际问题建立了可信赖的战略对话

关系ꎬ但“上热下冷”、“政热经冷”的情况依然存在ꎬ两国关系仍须进一步

加强③ꎮ
２ 欧亚地区安全风险

一些学者特别强调要关注欧亚地区地缘政治危机和新“冷战”、恐怖主义

和地区极端主义等因素对“一带一盟”对接的挑战ꎮ 哈萨克斯坦总统战略研

究所学者拉乌穆林(М Лаумулин)认为ꎬ阿富汗地缘政治局势是影响欧亚地

区安全的关键环节ꎬ应当引起巴基斯坦、印度、伊朗、中亚国家、中国和俄罗斯

等国高度关注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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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学者洛巴诺夫(М М Лобанов)将中国国内安全和周边国家不稳

定因素视为“一带一盟”对接的主要风险ꎬ如新疆的东突问题、巴基斯坦俾路

支斯坦问题和瓦基里斯坦的独立运动等①ꎮ
３ 部分国家对中国倡议疑虑风险

一些学者认为ꎬ必须正视中亚国家对中国倡议认知中的一些不和谐因

素ꎬ呼吁强化中国与中亚国家的互信并以此化解对接风险ꎮ
对此ꎬ瑟拉耶什金认为ꎬ“一带一盟”对接须避免二者之间的竞争ꎬ应慎重

考虑中国在中亚建立自贸区ꎬ杜绝“中国中亚扩张”远景ꎬ合理控制中亚的中

国劳务移民ꎬ推动双向人文合作②ꎮ
哈学者坎巴耶夫在其文章«哈萨克斯坦学者眼中的“一带一路”:推进哈

中合作是实现倡议的关键»中分析了哈媒体“疑华”论调、民众对哈中关系发

展的疑虑、水资源安全、欧亚经济联盟和上合组织在中亚的竞争等因素③ꎮ
白俄罗斯学者洛赫马年科(Л Н Лохманенко)在其文章«“一带一路”计

划的信息保障问题»中指出ꎬ“丝绸之路经济带”引起世界多国热烈响应的同

时也不乏质疑ꎬ甚至争论ꎬ全球信息空间对“一带一盟”对接的各种解读ꎬ尤其

是非正面阐释也是不容忽视的风险要素④ꎮ
(三)发挥上合组织的作用ꎬ提升“一带一盟”对接潜力

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学术界认同利用上合组织作为推进“一带一盟”对接

合作平台的理念ꎮ
俄罗斯学者库兹米娜(Е М Кузьмина)论证了把上合组织作为二者对

接平台的可能性ꎮ 她认为ꎬ尽管上合组织目前仍然未签署基础性多边协议ꎬ
但是在经贸和金融领域已经开展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合作项目ꎬ尤其是上合组

织的两个非政府机构———银行联合体和实业家委员会在微观层面上已经开

展了一些商业和金融活动ꎮ 上合组织努力发展的区域运输和过境走廊与“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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绸之路经济带”所倡议的三条铁路目标一致ꎬ这既符合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

提升货运能力的要求ꎬ又符合其“维护各成员国利益的统一的运输战略和发

展基础设施的规划”①ꎮ
哈学者坎巴耶夫认为ꎬ哈中密切合作可以促进上合组织与欧亚经济联盟之间

的有效协作ꎬ并使上合组织从一个主要确保地区安全的组织转化为一个同样担负

经济职能的组织ꎮ 这样ꎬ这两个机制就能够成为“一带一路”的主要支柱②ꎮ
此外ꎬ卡拉加诺夫(С А Караганов)、叶弗列缅科(Д В Ефременко)、博尔达

乔夫、彼得罗夫斯基(В Е Петровский)等多位俄罗斯学者强调ꎬ俄罗斯倡导的

“大欧亚伙伴关系”应以“一带一盟”对接为核心ꎬ并应将其全面纳入欧亚地区现

有的各种一体化机制ꎮ 上合组织是“大欧亚伙伴关系”建设的平台之一 ③ꎮ

四　 “一带一盟”对接研究的新视角

值得关注的是ꎬ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推进ꎬ欧亚经济联盟学者关于

“一带一盟”对接研究的内容、视角、方法和成果日趋多样ꎬ主要包括以下方向ꎮ
(一)从全球治理视角分析“中国版的全球化”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学者丘巴罗夫(И Г Чубаров)和卡拉什尼科

夫(Д Б Калашников)运用克鲁格曼的核心—边缘模型从全球价值链视角

评价“丝绸之路经济带”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影响ꎮ 他们基于对中国大型企

业海外分公司生产率下降、新型国际投资渠道发展、人民币国际化、大量培养

外籍员工、抵制贸易保护主义、主张“包容性全球化”等要素的数据分析得出

结论ꎬ认为中国正在改变全球经济格局ꎬ进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核心ꎮ 他们进

而判断ꎬ中国倡导的“包容性全球化”是否能够成功取决于中国能否从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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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国家的利益出发解决全球发展的问题①ꎮ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洛马诺夫(А В Ломанов)撰文«中国新

对外政策构想»ꎬ他将“丝绸之路经济带”置于中国外交整体构想的视角下进行

剖析ꎬ着重考察“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顶层设计ꎬ包括习近平主席 ２０１７ 年在

“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对“一带一路”的最新阐释(和平之

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ꎮ 洛马诺夫认为ꎬ“一带一路”的
内在逻辑与二战后欧洲煤钢联合体的功能性原则有诸多相似之处ꎬ但是“一带

一路”强调“自愿参与”和“尊重主权的原则”ꎬ因此可谓是“中国特色的一体化”
或者“亚洲一体化”ꎮ 他指出ꎬ随着中国整体外交战略的推进ꎬ不排除“一带一

路”向安全和政治领域拓展的可能ꎬ这对沿线国家来说既是机遇ꎬ也是挑战②ꎮ
(二)基于田野调查探析“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中国国内的推进

为了深入考察“丝绸之路经济带”ꎬ推进 “一带一盟”的对接合作ꎬ俄罗斯

人民友谊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塔夫罗斯基在其专著 «新丝绸之路:２１ 世纪

的龙头项目»中ꎬ基于作者 ２０１６ 年对中国进行的多次实地考察ꎬ系统梳理了

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的效果和问题ꎬ对连云港、西安、富平、敦煌、哈密、阿拉

山口、乌鲁木齐、霍尔果斯等节点城市ꎬ甘肃、宁夏、新疆等省区的基础设施、
工业、交通物流行业现状与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ꎮ

(三)地理科学、信息技术、资源科学等领域的对接研究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学者洛马基娜(Н В Ломакина)认为ꎬ“丝绸之

路经济带”是新任务和新机制组成的“指标集合”ꎬ中国矿产行业“走出去”将进

入新阶段ꎬ中国将依靠出口勘探采矿技术和设备在海外开辟更多矿产地ꎬ俄罗

斯远东地区矿业发展面临新机遇③ꎮ
莫斯科国立大学学者尤吉娜(Ｔ ＨЮзина)则从数字经济的角度分析ꎬ探讨将欧亚

经济联盟和俄罗斯统一数字空间作为“一带一盟”对接合作平台是否具有可行性④ꎮ

—２２１—

①

②

③

④

И Г ЧубаровꎬД Б Калашников "Один поясꎬОдин путь" :глобализация по －
китайски / /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２０１８ №１ С ２５ － ３３

А В Ломанов Новые концепц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 / Азия и
Африка Сегодня ２０１７ №１２ С ８ － １８

Н В Ломакина Реализация проекта Шёлкового пути: новые стимулы и
механизмы для развития минерального сектора экономики / /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２０１５ №７ С ５６ － ６８

[俄]Ｔ Ｈ 尤吉娜ꎬ白晓光译:«从数字经济视角解读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

经济带”对接»ꎬ«西伯利亚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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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学者格拉兹里娜(И П Глазырина)和扎别利娜(И А Забелина)从“绿色

经济”和“生态文明”视角探析中国企业海外经营中遵守生态标准和使用生态技

术的问题ꎬ建议在“一带一盟”对接过程中严格生态要求ꎬ打造“绿色丝绸之路”①ꎮ

五　 小　 结

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引起欧亚经济联盟国家的持续关注ꎮ 欧

亚经济联盟国家的学界都非常重视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研究ꎬ纷纷从经

济、外交、政治、战略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解读ꎬ并结合欧亚经济联盟整

体和各个成员国的利益关切以及如何强化欧亚经济联盟、上合组织在“一带

一盟”对接中的有机结合等现实问题展开热烈而广泛的讨论ꎮ
总体而言ꎬ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提出之初ꎬ由于欧亚经济联盟学界对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意图、目标、政策、措施和实施路径等问题知之不多、讨论不

深ꎬ以致许多学者的观点不免受传统思想的影响ꎮ 一些俄罗斯学者更是以俄罗斯

是中亚地区的当然“主人”的姿态看待“丝绸之路经济带”ꎬ把中国的“丝绸之路经

济带”等同于中国经济利益的扩张ꎬ等同于中国进入俄罗斯“后院”ꎬ等同于分割俄

罗斯在中亚的既得利益ꎬ从而必然引发中俄两个大国之间的竞争ꎮ 所以ꎬ在这个阶

段欧亚经济联盟学者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解读更多地带有质疑、担心的特征ꎮ
随着«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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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系列文件问世ꎬ欧亚经济联盟学界对共建“丝绸之路经济

带”倡议的理解也逐步深化ꎬ对“一带一盟”对接的讨论也进入了新阶段ꎮ
相比第一阶段的主流观点ꎬ这一阶段学界的讨论显得更加理性ꎬ提出的对策

建议也更加客观务实ꎮ 这一阶段欧亚经济联盟学界的认知对助推“一带一盟”对
接的实质性进展十分有益ꎮ 也正是在这一阶段ꎬ欧亚经济联盟国家普遍表示将积

极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参与者ꎬ强调“一带一盟”对接有助于进一

步深化欧亚经济联盟范围内多边和双边经济合作ꎬ有利于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国

家的互补发展和互利共赢ꎬ并提出了不少双边和多边的对接合作计划ꎮ

—３２１—

① И П Глазырин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пояс Шёлковый путь:эколог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 /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２０１８ №１ С ３４ －４２ꎻИ П Глазыринаꎬ
И А Забｅлина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зелёного" роста на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и Новый Шёлковый
путь / /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２０１６ № ７ С ５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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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亚经济联盟学界主流观点的推动下ꎬ在这一阶段ꎬ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及

其成员国政府之间围绕“一带一盟”对接的高层互动更加频繁ꎬ各个部门和各领域合

作全面展开ꎮ 尤其是近年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与俄罗斯联邦经济发展部关于完成欧亚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联合可行性研究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和俄罗斯联邦经济发展部

关于服务贸易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ꎬ上述文件为形成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良性

互动的制度性合作安排、构建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利益共同体”打下新的基础ꎮ
在涉及欧亚经济联盟学界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认知出现阶段性差别

的原因时ꎬ一些俄罗斯学者的解释有一定的说服力ꎮ 例如ꎬ拉林认为ꎬ欧亚经

济联盟国家对新“丝绸之路”解读的疑虑主要是因为中国学界一段时期内有

关对接的模糊解读ꎬ随着中国倡议观点的明晰化ꎬ这些疑虑得以消除或减

轻①ꎮ 俄罗斯中国问题专家塔夫罗夫斯基(Ю В Тавровский)表示ꎬ“一带一

路”倡议如此宏大ꎬ其提出又比较突然ꎬ最初在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引起了不解

和怀疑ꎬ但一段时间之后ꎬ“不信任的观点为赞赏所代替”②ꎮ
诚然ꎬ我们也不可否认ꎬ鉴于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国家经济力量不对称ꎬ欧亚

经济联盟国家的部分学者仍然会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持观

望和质疑态度ꎬ中国和欧亚经济联盟国家部分民众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非互

信”思维ꎬ这是不同理解、不同视角、不同立场、不同利益诉求碰撞所产生的自然现

象ꎬ毕竟“一带一盟”对接是不同运行机制、不同模式之间的对接ꎬ是“欧亚经济联

盟 ＋ ”机制的创新合作ꎬ需要不断磨合ꎬ需要中国政府与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建立多

层次的交流ꎬ需要中国学界和欧亚经济联盟学界之间展开多形式和多渠道的沟

通ꎬ通过强化民间交流不断增强双方良性互动和增信释疑的机会ꎮ
作为经济大国ꎬ中国更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平等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等

基本原则ꎬ密切关注相关各方的利益和诉求ꎬ化解因信息不对称引发的相互猜

忌和误判ꎬ最大限度地挖掘“一带一盟”对接的潜力ꎬ使“丝绸之路经济带”成为

连接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国家的“互信带”、“共赢带”和“安全带”ꎮ
(责任编辑:徐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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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俄]А Г 拉林、А В 马特维耶夫ꎬ高晓慧译:«俄罗斯如何看待欧亚经济联盟

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ꎬ«欧亚经济»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ꎮ
Ю В Тавровский Новый Шёлковый путь Главный проект ＸＸＩ века Москва

Эксмо ２００７ С １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