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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建立
自贸区的前景分析

王树春　 张　 娜

　 　 【内容提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定»签署

之后ꎬ建立自贸区成为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深化经济合作的重要议题ꎮ 本

文从中国、欧亚经济联盟及域外角度出发ꎬ结合经济、政治与法律等方面ꎬ兼
顾双方与国际因素ꎬ对双方建立自贸区的利弊条件进行梳理ꎬ并从量与质两

方面对其进行比较分析ꎮ 结果表明ꎬ短期内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建立自贸

区仍充满挑战ꎮ
【关 键 词】 　 中国　 欧亚经济联盟　 自贸区

【作者简介】 　 王树春ꎬ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ꎬ广东外

语外贸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ꎻ张娜(通讯作者)ꎬ海南大学

讲师ꎬ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方语言文化学院 ２０１７ 级博士研究生ꎮ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特点ꎮ 自 ２０ 世纪

后期以来ꎬ经济区域化在世界上得到了非同寻常的发展ꎬ已可与经济全球化

分庭抗礼①ꎮ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所有形式中②ꎬ 自由贸易区 ( Зона
Свободной Торговли － ЗСТ)因其政策协调度低、容易实现的特点而成为主

要的合作方式ꎮ 近年来ꎬ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ꎬ特别是由政府间自由贸

易协定推动的区域经济合作趋势正在加强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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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经济联盟和完全经济一体化ꎬ六种形式的一体化程度依次由低到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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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９ 日ꎬ陪同习近平主席访问俄罗斯的时任中国商务部部长高

虎城在莫斯科表示ꎬ中国将通过与欧亚经济联盟签订经贸合作伙伴关系的协

定ꎬ并最终与后者建立自贸区ꎮ 同日ꎬ高虎城与欧亚经济委员会贸易委员安

德烈斯列普涅夫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和欧亚经济委员会关

于启动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伙伴协定的联合声明»ꎬ正式启动中国

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方面的协定谈判ꎮ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７ 日在阿斯塔纳经

济论坛期间ꎬ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欧亚经济

联盟经贸合作协定»(以下简称«经贸合作协定»)ꎮ «经贸合作协定»是中国

与欧亚经济联盟在经贸方面首次达成的重要制度性安排ꎬ是双方经贸合作从

项目带动进入制度引领的新阶段ꎬ对于推动“一带一盟”对接合作具有里程碑

意义①ꎮ
自«经贸合作协定»签署以来ꎬ学者们对于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的经贸发

展作出各种解读ꎬ对双方建立自贸区的多角度研究同时展开ꎮ 建立自贸区是

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方式ꎬ也是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发展经贸合作的

重要方向ꎬ目前双方建立自贸区拥有哪些有利条件ꎬ又存在哪些问题? 中国

与欧亚经济联盟建立自贸区的前景如何? 这些都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ꎮ

一　 国内外研究综述及问题的提出

欧亚联盟(Евразийский союз)作为一个概念ꎬ首次由时任哈萨克斯坦总

统纳扎尔巴耶夫于 １９９４ 年在莫斯科大学演讲时提出ꎮ 作为国家战略ꎬ其由

普京总统于 ２０１１ 年在文章«欧亚新的一体化计划:未来诞生于今日»中提

出②ꎮ 随后ꎬ欧亚经济联盟 (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союзꎬЕАЭС) 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成立ꎬ成为由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和亚美尼亚组成的拥有国际法律地位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ꎮ 欧亚经济联

盟自出现起便引发国内外学者极大关注ꎬ随着普京将其作为倡议的提出及欧

亚经济联盟的成立ꎬ国内外学者对其关注逐渐增多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之时ꎬ正值俄罗斯与美欧围绕乌克兰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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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博弈时期ꎮ 虽然普京称欧亚经济联盟以互利合作为原则ꎬ通过对后苏联地

区多层次、多形式的整合以实现独联体地区的经济一体化ꎬ而非恢复苏联①ꎮ
但多数学者仍然认为ꎬ普京追求更多的是政治目的ꎬ而非经济目的②ꎮ 杨辉

认为ꎬ欧亚经济联盟构想的现实意义旨在确保俄罗斯在中亚政治经济中的影

响力③ꎮ 俄罗斯的学者同样表示ꎬ欧亚经济联盟有可能成为“苏联或俄罗斯

帝国的复兴”ꎬ因为俄罗斯的优势地位对其他盟国的经济和军事都产生了绝

对的影响力④ꎮ 联盟中的超国家机构欧亚经济委员会是联盟内部的主要管

理机构ꎬ因为需要部分国家主权的让渡ꎬ因此成员国对合作产生顾虑ꎮ 然而ꎬ
联盟超国家机构的权力是非常有限的ꎬ它无法促进就国际重大事务的对话ꎮ
联盟的结构特征为以俄罗斯为主导的“一大多小”ꎬ俄罗斯是该组织的重要抓

手和战略依托⑤ꎮ 但俄罗斯不是塑造联盟的唯一力量ꎬ哈萨克斯坦的立场同

样重要ꎬ甚至在许多情况下ꎬ它将该组织引向与俄罗斯意图不同的方向⑥ꎮ
联盟发展具有一定的优势ꎬ如都是原苏联国家、共同的语言历史积累与文化

相通、区域一体化的经济效益都是其发展的有利因素⑦ꎮ 但存在的问题也很

突出ꎬ如成员国建立经济联盟的动机不一样ꎬ他们之间存在很多分歧ꎬ所以不

太可能成为更高水平的经济一体化⑧ꎮ 成员国的受益程度不同ꎬ关税同盟对

俄白两国受益较多ꎬ而对哈萨克斯坦比较少甚至受损⑨ꎮ 联盟也取得了一些

发展ꎬ但通常以成员国作出大量妥协为代价ꎮ 有一些学者对联盟的发展持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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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立态度ꎬ认为其不会像独联体一样松散ꎬ但发展规模和程度有限①ꎮ 欧亚经

济委员会 ２０１４ 年出版了官方文件«欧亚经济联盟:问与答ꎬ数据与现实»ꎬ以 １００
个问答形式描述了欧亚经济联盟的基本概况ꎬ包括其组成、结构、内部运作及外

部合作等重要内容②ꎬ为学者更全面认识联盟提供了重要资料ꎮ
综上所述ꎬ学界对于欧亚经济联盟的成立、结构、发展优势与问题、内外合

作等都做了丰富研究ꎮ 经研究发现ꎬ由于联盟所处的地缘特殊性、世界大国俄

罗斯的主导性、成员国的历史渊源等因素ꎬ学者们似乎更感兴趣于联盟的性质

(经济的还是政治的)、在俄罗斯外交政策中的作用、联盟成员国的对外合作(与
西欧、与中国)及影响等ꎬ而对其作为一个国际组织实际在做什么的关注度不高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８ 日ꎬ“一带一路”倡议正式启动ꎮ 同年 ５ 月ꎬ中国与俄罗斯

关于“一带一盟”对接的联合声明发布ꎮ 在对联盟已有研究的基础上ꎬ学者们

围绕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进行了更广泛深入的研究ꎮ 因中国为“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国ꎬ俄罗斯为欧亚经济联盟主导国ꎬ以及中俄两国在“一带一路”、
“一带一盟”、上合组织中的特殊地位ꎬ故学者们的研究主要围绕相关话题展

开ꎮ 具体研究主要包括几个方面:(１)欧亚经济联盟与上合组织的关系ꎻ
(２)“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ꎻ(３)上合组织与“一带一盟”的
关系ꎻ(４)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双边与多边合作ꎻ(５)中俄在双方经

济合作中的合作与竞争ꎮ 主流观点认为ꎬ中俄两国良好的双边关系是以双方

为主导地位的组织合作与发展的基础ꎬ虽然两国在地区组织活动中有观点分

歧ꎬ但整体上合作大于竞争③ꎮ 对于“一带一盟”对接ꎬ联盟成员国可以从中

国获得投资和技术ꎬ而联盟作为一个关税同盟ꎬ中国与其贸易合作大大简化ꎬ
所以是双方乐见的④ꎮ 该领域的合作非常广泛ꎬ涉及中国与成员国的能源合

作、基础设施项目等⑤ꎮ 有学者对双方合作持悲观态度ꎬ认为中国更注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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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与联盟成员国的双边关系ꎬ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在联盟一体化上形成竞

争①ꎮ 对此欧亚经济委员会贸易部成员维拉妮卡公开表明ꎬ把联盟一体化与

“一带一路”置于竞争的位置是错误的ꎬ他们是完全不同的项目ꎬ能实现相互

的利益补充②ꎮ 为使对接顺利进行ꎬ学界也贡献了自己的智慧ꎬ如有学者指

出ꎬ“一带一盟”的对接问题主要体现在定位、模式、具体内容和长远规划上ꎬ
应采用试错方法推进两者间合作③ꎮ 对接的关键应找到联盟成员国的内部

动机及政治过程④ꎮ 著名俄罗斯学者卢金教授认为ꎬ上合组织可为“一带一

盟”提供良好的对接平台ꎬ“丝绸之路经济带” 有助于上合组织及联盟的

发展⑤ꎮ
«经贸合作协定»签订后ꎬ围绕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的经贸合作研究迅

速增多ꎮ 国内外相关研究的重点主要围绕双方经贸合作协定及建立自贸

区两方面ꎮ 学者对建立自贸区的条件、经济效应、障碍及前景等方面给予

重点关注ꎮ 对建立自贸区的前景判断既有积极乐观观点ꎬ也有对此提出质

疑的消极观点ꎮ 研究初期以定性分析为主ꎬ之后定量分析研究成果逐渐

丰富ꎮ
对双方建立自贸区持积极乐观观点的学者多从政治外交视角和双方的

经济互补性展开ꎮ 有学者认为ꎬ良好的双边与多边政治关系、巨大的经贸合

作潜力及法律基础为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建立自贸区提供有利条件⑥ꎮ 俄

罗斯学者认为ꎬ欧亚经济联盟主导国俄罗斯在与西方关系恶化的情况下ꎬ与
中国建立合作对发展欧亚一体化、巩固本国的国际地位、发展本国经济及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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интересы участников и вызовы реализации / / Вестник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２０１６ Т １１ № ３

Эксклюзив: ШОС могла бы сыграть важную роль в сфере сопряжен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ояса Шёлкового пути и ЕАЭС ｈｔｔｐ: / /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ｎｅｗｓ ｃｎ / ２０１８ － ０６ / ０５ / ｃ＿
１３７２３２３２１ ｈｔｍ

张国凤:«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自由贸易区构建的基础、问题与对策»ꎬ«中国高

校社会科学»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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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欧亚区域主导权有重要作用①ꎮ 比起与其他国家合作ꎬ欧亚经济联盟与中

国合作可以降低风险②ꎮ
部分学者采用经济模型通过定量分析得出ꎬ联盟现有区域内贸易的

促进作用有限ꎬ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总体贸易效率较低ꎬ但潜力

巨大③ꎮ
与此同时ꎬ也有部分学者对建立自贸区前景持消极怀疑态度ꎮ 此种观点

最初出现在外国学者中ꎬ但国内类似观点近年逐渐增多ꎮ 对建立自贸区持消

极观点的学者更多的从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贸易不平衡及联盟自身发展的

局限性出发ꎮ 如有学者指出ꎬ现在谈中国与联盟间的自贸区建设为时尚早ꎬ
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还没有足够的经济竞争力④ꎬ中国与联盟的货物贸易与

相互投资合作缺乏实际成效ꎬ前景不容乐观⑤ꎬ欧亚经济联盟的经济体量太

小ꎬ与中国形成明显差异ꎮ 因联盟产业结构畸形、“荷兰病”效应等是其无法

有效利用中国市场ꎬ妨碍自贸区推进的主要经济阻力⑥ꎮ
通过梳理现有国内外涉及中国及欧亚经济联盟的文献发现ꎬ目前对于中

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建立自贸区的研究存在以下问题:第一ꎬ研究角度单一ꎬ多
为单从中国角度或联盟角度出发ꎬ研究成果出现“纯乐观”或“纯悲观”的现

象ꎮ 第二ꎬ研究方法单一ꎬ或从政策与外交层面做定性分析ꎬ或从经济层面做

定量分析ꎬ而实际上ꎬ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是相连的ꎬ经济和技术的力量也会

影响各国的政治和国家利益⑦ꎮ 除此之外ꎬ部分研究只是对合作现状进行罗

—８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Андрей Девятков ЕАЭС между Европой и Китаем / / Геополитика ２０１７ ０６
２８ ｈｔｔｐ: / / ｇｅｏ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 ｉｎｆｏ / ｅａｅｓ － ｍｅｚｈｄｕ － ｅｖｒｏｐｏｙ － ｉ － ｋｉｔａｅｍ ｈｔｍｌ

Эксперты оценили перспекивы торгового соглашения Китая и ЕАЭС / / РИА
Новости ２０１８ ０５ 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ｒｉａ ｒｕ / ２０１８０５１７ / １５２０７６９６８４ ｈｔｍｌ

高志刚等:«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中国—欧亚经济联盟自贸区建设研究»ꎬ«国

际贸易问题»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ꎮ
Чем грозит ЕАЭС зона свободной торговли с Китаем / / Мир финансов ｈｔｔｐｓ: / /

ｗｆｉｎ ｋｚ / ｎｏｖｏｓｔｉ / ｉｔｅｍ / ８２８６ － ｃｈｅｍ － ｇｒｏｚｉｔ － ｅａｅｓ － ｚｏｎａ － ｓｖｏｂｏｄｎｏｊ － ｔｏｒｇｏｖｌｉ － ｓ － ｋｉｔａｅｍ
ｈｔｍｌ

Марат Шибутов Спряжение ЕАЭС и Китая:возможно ли? ｈｔｔｐｓ: / / ｒｅｇｎｕｍ ｒｕ /
ｎｅｗｓ / ２４４６７８１ ｈｔｍｌ

丛晓男:«中国—欧亚经济联盟自贸区的经济障碍与现实选择———基于可计算一

般均衡 ＧＭＲ － ＣＧＥ»ꎬ«俄罗斯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ꎮ
[美]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ꎬ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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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ꎬ而缺少分析及结论ꎮ 鉴于以上分析ꎬ本文拟从中国及欧亚经济联盟双方

角度出发ꎬ结合经济、政治、法律等方面ꎬ兼顾双方与国际环境因素ꎬ对双方建

立自贸区的利弊条件进行梳理ꎬ并从量与质两方面对其进行比较分析ꎬ综合

作出对双方建立自贸区前景的判断ꎮ

二　 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建立自贸区的有利条件

中国和欧亚经济联盟有关区域经济合作对国家发展及地区稳定的重要

作用已达成共识ꎬ双方将共同致力于深化经济合作ꎬ并最终建立自贸区ꎮ 双

方不管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ꎮ 同时ꎬ当前复杂的国际

形势是双方经济关系不断深化的重要原因ꎮ
(一)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具有互补的经济结构与合作潜力

经济合作是联系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的重要纽带ꎬ也是国家领导人会晤

的必谈话题ꎬ经济利益是双方建立自贸区最关注的核心考量ꎮ 中国的电子产

品、家用电器和轻工产品(鞋类和服装)①等产业发展已较为成熟ꎬ成为出口

的主要商品ꎬ也是欧亚经济联盟国家需求最大的产品领域ꎮ 欧亚经济联盟拥

有发达的重工业ꎬ出口产品以能源、矿产等原材料为主ꎬ对中国经济发展至关

重要的能源成为中国与其发展经贸关系的着力点ꎮ 自然资源的禀赋差异及

产业结构的天然互补性成为双方建立自贸区的重要有利因素ꎮ 近年来ꎬ随着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及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化ꎬ广阔的消费市场与不断提升

的科学技术成为吸引俄罗斯企业的重要因素ꎮ 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一致认

为ꎬ双方的经贸合作拥有巨大潜力和可期未来②ꎬ双方的伙伴关系具有长远

战略意义③ꎮ
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的货物贸易整体上呈增加趋势ꎬ中国保持欧亚经济

联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地位④ꎮ 具体来看ꎬ中国是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第

一大贸易伙伴ꎬ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第二大贸易伙伴ꎬ白俄罗斯第三大贸易

—９２—

①

②

③
④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союз Отношения ЕАЭС и Китая:состояние дел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 / Евразий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ｈｔｔｐ: / /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ｒｇ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６１４２

Посол Китая оценил потенциал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с ЕАЭС / / Риа новости
２０１８ ０６ ０４ ｈｔｔｐｓ: / / ｒｉａ ｒｕ / ２０１８０６０４ / １５２１９７９９５２ ｈｔｍｌ

同①ꎮ
«１ ~ ９ 月中国仍保持欧亚经济联盟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ꎬｈｔｔｐ: / / ｒｕ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７１１ / ２０１７１１０２６７６７２７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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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①ꎮ 中国在欧亚经济联盟国家经济存在的增强不仅在于贸易额的增长ꎬ
中国对其直接投资额亦不断增长ꎮ 数据显示ꎬ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６ 年年底ꎬ中国在欧

亚经济联盟国家的累积直接投资额增长 １３８％ ②ꎮ 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于莫斯科

举行的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政治协商中ꎬ双方最终就交换海关货物和国际运

输信息达成一致意见ꎬ中国成为继越南之后与欧亚经济联盟实现相关电子信

息交换的第二个国家ꎬ双方实现了风险管理效率的提高及海关管理形式的

完善③ꎮ
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等领域合作快速发展ꎬ部分

经济合作已经初见成效ꎮ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ꎬ中俄发展基金项目签约仪式正式举

行ꎮ 基金成为中俄务实合作ꎬ尤其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

的重要资本平台ꎮ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联盟将轻型电动汽车进口关税从 １７％ 降至

零ꎬ中国电动汽车的进口量稳居欧亚经济联盟市场的第二位ꎬ具有良好的市

场基础和口碑④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ꎬ中俄能源合作的特大项目ꎬ也被誉为“北极

圈上的能源明珠”———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正式投产ꎮ 中俄经济合作保持

高速增长ꎬ２０１８ 年中俄货物贸易额超过 １ ０００ 亿美元⑤ꎮ 以中白工业园为代

表的第一批合作项目成为双方深入合作的重要平台⑥ꎮ 在金融上ꎬ中国已与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签署了边境贸易本币结算的协定ꎬ与俄

罗斯已实现多笔双边本币结算ꎬ为双边贸易及直接投资提供便利ꎮ 正如普京

总统所言ꎬ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正在自然而然地实现

对接⑦ꎮ

—０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杨文兰、陈迁影:«“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发展经贸合作的基础

与前景»ꎬ«对外经贸实务»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ꎮ
«中国企业近 ８ 年对欧亚经济联盟的累计直接投资增长 １３８％»ꎬｈｔｔｐ: / / ｓｐｕｔｎｉｋｎｅｗｓ

ｃｎ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２０１７０２０１１０２１７４０７５９ / ꎬ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１ 日ꎮ
ЕАЭС и Китай укрепляют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ｈｔｔｐｓ: / / ａｂｃｔｖ ｋｚ / ｒｕ / ｌａｓｔ / ｅａｅｓ － ｉ －

ｋｉｔａｊ － ｕｋｒｅｐｌｙａｙｕｔ － ｓｏｔｒｕｄｎｉｃｈｅｓｔｖｏ
张琳:«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的经贸合作:新机遇和新领域»ꎬ«中国发展观察»

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８ 期ꎮ
Владимир Нежданов Торговля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бьет рекорды ｈｔｔｐ: / / ｅｕｒａｓｉａ

ｅｘｐｅｒｔ / ｔｏｒｇｏｖｌｙａ － ｒｏｓｓｉｉ － ｉ － ｋｉｔａｙａ － ｂｅｔ － ｒｅｋｏｒｄｙ /
张国凤:«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自由贸易区构建的基础、问题与对策»ꎬ«中国高

校社会科学»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ꎮ
Валдайские тезисы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ｈｔｔｐ: / / ｐｕｔｉｎ２４ ｉｎｆｏ / ｖａｌｄａｙｓｋｉｅ － ｔｅｚｉｓｙ －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ａ － ｐｕｔｉｎａ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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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双方拥有建立自贸区的内部需求与政策支撑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ꎬ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

外开放水平是中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①ꎮ 加快实施自由贸易

区战略是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ꎮ 党的十七大把自由贸易区建设

上升为国家战略ꎬ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ꎬ十九大提出

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ꎬ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

自主权ꎬ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②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ꎬ中国已与 ２４ 个国家或地

区签署了 １６ 个自由贸易协定③ꎮ
中国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若干意见»中明确

要求ꎬ力争与所有毗邻国家和地区建立自贸区ꎬ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沿线自

由贸易区ꎬ争取同区域主要经济体建立自贸区ꎮ 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除白俄

罗斯和亚美尼亚外均为中国的邻国ꎬ各国均为“一带一路”沿线国ꎬ且联盟为

身处欧亚大陆的重要经济体ꎮ 可以说ꎬ欧亚经济联盟在中国自贸区建设布局

中具有“三位一体”的特殊身份ꎮ 加强与欧亚经济联盟的经济关系、共同推进

地区合作是必然趋势④ꎮ
欧亚经济联盟制度完成后ꎬ实现了成员国一定程度上的整合ꎮ 因“一强

多弱”、经济模式趋同、整体经济体量小等局限ꎬ联盟内部的发展深度受限ꎬ所
以联盟通过拓展合作广度寻求突破ꎬ为联盟发展提供更好的外部市场ꎮ 主要

通过缔结协议消除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ꎬ实现投资和科技合

作的发展以及劳动力的自由流动ꎮ
签订自贸区协定是欧亚经济联盟与外部建立合作的三大形式之一ꎮ 联

盟内部建立了联合研究小组用以讨论建立自贸区问题ꎬ小组成员包括各部门

代表、成员国各部委及合作伙伴代表ꎮ 联合研究小组的积极行动是协议得以

—１３—

①

②

③

④

«习近平: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 　 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４ － １２ / ０６ / ｃ＿１１１３５４６０７５ ｈｔｍ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２０１７ － １０ /
２７ / ｃ＿１１２１８６７５２９ ｈｔｍꎬ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ꎮ

«王受文:已和 ２４ 个国家或地区签署 １６ 个自由贸易协定»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
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８ｌｈ / ２０１８ － ０３ / １１ / ｃ＿１３７０３０９４３ ｈｔｍꎬ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１ 日ꎮ

Ｊ Ｌ ＷｉｌｓｏｎꎬＴｈｅ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ꎬ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２０１６ꎬＶｏｌ １７( ｓｕｐ１)ꎬｐｐ １１３ －
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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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的重要基础ꎮ 欧亚经济联盟不仅试图建立消除关税壁垒的传统自贸区协

定ꎬ同时积极开展包括服务贸易和投资合作领域的业务以及签订国家采购、保
护知识产权等协议ꎬ通过合作消除非关税壁垒ꎬ加强海关监管ꎬ推进基础设施项

目ꎮ 具有良好政治对话且经济利益大于潜在风险的国家是其选择自由贸易伙

伴的首要因素ꎮ ２０１５ 年欧亚经济联盟成立至今ꎬ与其建立自贸区合作的有越南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和伊朗①(２０１８ 年 ５ 月)ꎬ与新加坡、以色列、埃及等国家建立自

贸协定正在谈判中ꎬ与塞尔维亚的贸易制度处在统一调整阶段②ꎮ 目前ꎬ约有

５０ 个国家表示有兴趣与欧亚经济联盟签订自由贸易协议③ꎮ
２０１６ 年俄罗斯杜马主席谢尔盖纳雷什金曾在“欧亚经济前景”国际论

坛上表示ꎬ保障欧亚经济联盟发展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对接ꎬ以及在未

来同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建立自贸区是当时联盟发展的重要事项④ꎮ 由此

可以看出ꎬ欧亚经济联盟具有向外发展合作的需求和意愿ꎬ中国是其发展经

贸合作的重要选择ꎮ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７ 日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经济论坛期间ꎬ中国与欧亚经济

联盟正式签署了«经贸合作协定»ꎬ为双方的经济合作提供了法律基础ꎮ «经
贸合作协定»由中国与联盟全体成员国共同签署ꎬ涵盖 １３ 章ꎬ除贸易救济、技
术性贸易壁垒、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海关合作和贸易便利化等内容外ꎬ还包

含电子商务和竞争等新议题ꎬ中方首次同意就政府采购开展信息交换ꎬ对招

标信息及电子化采购进行经验分享ꎬ合作领域有新突破ꎮ «经贸合作协定»的
签署为基础设施建设、工业、运输、投资活动中的互动创造更多有利条件ꎬ并
扩大双方对金融与服务市场的准入ꎬ为企业营造良好的环境ꎬ对推动双方的

经贸关系深入发展有着重要作用ꎮ
«经贸合作协定»的最终达成是各方综合考虑当前国家、区域、全球政经

形势的成果ꎮ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ꎬ相关国家间联系逐渐增强ꎬ理解与互信不

断提高ꎮ

—２３—

①

②

③

④

欧亚经济联盟与伊朗签订的为临时自贸区协定ꎬ为期三年ꎬ并将在三年内完成全

面自贸区协定的谈判ꎮ
Андрей Девятков ЕАЭС между Европой и Китаем / / Геополитика ２０１７ ０６ ２８

ｈｔｔｐ: / / ｇｅｏ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 ｉｎｆｏ / ｅａｅｓ － ｍｅｚｈｄｕ － ｅｖｒｏｐｏｙ － ｉ － ｋｉｔａｅｍ ｈｔｍｌ
Сергей Лавров Порядка ５０ стран хотят сотрудничать с ЕАЭС / / Союзное вече

２０１７ ０１ ２５ ｈｔｔｐｓ: / / ｓｏｕｚｖｅｃｈｅ ｒｕ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３５３０９ /
«俄杜马主席:有必要建立欧亚经济联盟—中国自贸区»ꎬｈｔｔｐ: / / ｆｔａ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ｆｚｄｏｎｇｔａｉ / ２０１６０４ / ３１２９９＿１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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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备良好的双边与多边政治关系

“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内容为“五通”ꎬ其中的政策沟通为“五通”之首ꎬ
同时也是倡议顺利实施的起点与基础ꎮ 苏联解体后ꎬ中国第一时间与联盟各

成员国建立了外交联系ꎬ保持良好沟通ꎮ 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的主导国———
俄罗斯之间政治互信不断加深ꎮ 两国同为世界大国、联合国常任理事国ꎬ在
国际组织及平台上的互相支持助力两国国际地位的提高ꎮ 中俄首脑的高频

会晤成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引领ꎬ两国关系保持高位运

行ꎬ达到历史最高水平ꎮ 俄罗斯对“一带一路”的认可和积极参与成为“一带

一盟”对接发展的重要保障ꎮ 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其他成员国均保持高层互

访ꎬ具有稳定的政治关系基础ꎮ 联盟成员国均为“一带一路”沿线国ꎬ对“一
带一路”框架内的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兴趣浓厚ꎬ愿与中国共同推动各方参与

建设对接ꎬ实现合作愿景①ꎮ 除此之外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

均是上合组织成员国ꎬ白俄罗斯是上合组织观察员国ꎬ亚美尼亚为对话伙伴

国ꎬ中国与联盟国家借助上合组织平台保持良好交流ꎬ对地区和国际重大事

务作出沟通和协商ꎮ
(四)国际形势对双方政经合作具有促进作用

“冷战”结束以后ꎬ全球贸易日益兴盛ꎬ国家间合作不断增多ꎬ国家间政治

关系也日趋紧密ꎮ
对于欧亚经济联盟来说ꎬ发展与中国及欧盟两大世界经济体的合作是其

融入全球贸易一体化的重要议题ꎮ 欧盟是欧亚经济联盟自由贸易伙伴的重

要选择ꎬ但因乌克兰问题ꎬ俄罗斯与欧盟关系更加复杂化ꎮ 有学者指出ꎬ因乌

克兰问题而引起的俄罗斯与欧盟的冲突可能到 ２０２５ 年都无法完全解决②ꎬ因
此ꎬ联盟与欧盟的经济合作受到明显阻碍ꎮ 同时ꎬ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

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进行不同形式的打压ꎮ 政治上ꎬ西方就乌克兰问题在国

际上对其进行声讨ꎻ外交上ꎬ拒绝参加在俄罗斯举行的重大活动ꎻ安全上ꎬ煽
动“颜色革命”ꎬ在后苏联地区制造混乱ꎻ经济上ꎬ对俄罗斯进行长期的经济制

裁ꎮ 所以ꎬ在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实现 “东转” 之后ꎬ与欧亚大陆另一个大

国———中国的合作就显得尤为重要ꎮ

—３３—

①

②

«欧亚经济联盟对与中国开展建设对接合作充满期待———访欧亚经济委员会执

委会主席季格兰萨尔基相»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２０１８ － ０６ / １２ / ｃ＿１１２２９７２２８６
ｈｔｍ

Андрей Девятков ЕАЭС между Европой и Китаем / / Геополитика ２０１７ ０６
２８ ｈｔｔｐ: / / ｇｅｏ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 ｉｎｆｏ / ｅａｅｓ － ｍｅｚｈｄｕ － ｅｖｒｏｐｏｙ － ｉ － ｋｉｔａｅｍ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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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ꎬ美国对中国这个东方新兴大国的崛起时刻保持警惕ꎬ将其视

为“潜在敌人”①ꎮ 不仅在中国周边不断搞小动作ꎬ在南海与台湾问题上做文

章ꎬ而且还不顾国际社会反对ꎬ坚持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行径ꎬ与中国开展贸

易战ꎬ严重损害双方及世界多国的利益ꎬ对中国与美国的传统贸易关系造成

重大损害ꎮ
因此ꎬ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ꎬ中国与好邻居、好伙伴俄罗斯所主导的

欧亚经济联盟推动经济合作ꎬ既符合双方的国家利益ꎬ也是顺应国际形势之

举ꎮ 普京总统在 ２０１８ 年瓦尔代会议上公开表示ꎬ在美国制裁和贸易战的新

形势下ꎬ“一带一路”倡议更具现实意义ꎬ为中俄两国经济合作带来额外商机ꎮ
中美贸易战为俄罗斯创造机遇ꎬ俄罗斯将向中国供应大豆、禽肉等商品②ꎮ

三　 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建立自贸区的不利条件

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发展经贸合作虽已具备一些有利条件并取得初步

成效ꎬ但深入合作存在的障碍同样不容忽视ꎮ 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联盟成

员国之间的经济条件有着巨大差别ꎮ 欧亚经济联盟作为后苏联区域经济一

体化组织ꎬ仍存在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敏感领域ꎮ 俄罗斯对联盟主导地位的

追求与联盟的平等发展、中俄对“一带一盟”对接的引领与中国在联盟成员国

内影响力的增大同样成为双方建立自贸区的重要考验ꎮ
(一)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现状不尽如人意

欧亚经济联盟的初始使命是形成欧亚经济一体化ꎬ实现成员国的经济利

益ꎮ 作为促进中国与联盟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建立自贸区ꎬ正是基于增

加双方经济利益的大前提ꎮ 双方经贸合作的深入发展必然建立在现实合作

的基础上ꎮ
首先ꎬ本文对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年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的进出口贸易额及其

比重进行统计研究(见表 １)ꎮ 结果显示ꎬ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６ 年双方贸易额出现收

缩ꎬ之后开始上升ꎬ２０１７ 年双方贸易额达到 １ ０２３ 亿美元ꎮ 总体来看ꎬ欧亚经

济联盟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相对稳定ꎬ但存在明显逆差ꎮ 欧亚经济联盟占中

国进出口的比重均维持在 ２％ 左右ꎬ中国占欧亚经济联盟出口比重为 ８％ ~

—４３—

①
②

黄凤志:«东北亚地区均势安全格局探析»ꎬ«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０６ 年第 １０ 期ꎮ
Валдайские тезисы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ｈｔｔｐ: / / ｐｕｔｉｎ２４ ｉｎｆｏ / ｖａｌｄａｙｓｋｉｅ － ｔｅｚｉｓｙ －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ａ － ｐｕｔｉｎａ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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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ꎬ虽近年呈上升趋势ꎬ但中国占欧亚经济联盟的进口比重则要高很多ꎬ
２０１７ 年接近 ２０％ ꎬ比同年的出口比重高出近 ９ 个百分点ꎮ

表 １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年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贸易额及比重 (单位:亿美元)

年份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中国与联盟贸易总额 １ １６７ ４７５ １ ０８７ ２７９ ７８７ ５００ ７８５ １４４ １ ０２３ ７３５

联盟对中国出口额 ５０５ ６７３ ４８０ ５６８ ３４７ ９６９ ３２８ １６０ ４５３ ２６５

联盟从中国进口额 ６６１ ８０２ ６０６ ７１１ ４３９ ５３１ ４５６ ９８４ ５７０ ４７０

联盟占中国进口比重(％ ) ２ ５９ ２ ４５ ２ ０７ ２ ０７ ２ ４６

联盟占中国出口比重(％ ) ３ ００ ２ ５９ １ ９３ ２ １８ ２ ５１

中国占联盟出口比重(％ ) ７ ７５ ７ ７９ ８ ３０ ９ ４０ １０ ４６

中国占联盟进口比重(％ ) １５ ８７ １６ ０４ １７ ５１ １８ ８８ １９ ２８

资料来源:国际贸易中心数据库ꎬｈｔｔｐ: / / ｔｒａｄｅｍａｐ ｏｒｇ

表 ２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年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贸易额 (单位:亿美元)

年份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中俄贸易额 ４０９ ４２５ ８８２ ６７６ ６３５ ３４３ ６６１ ０８２ ８７２ ８０２

中哈贸易额 ２２７ ３８２ １７１ ５６６ １０５ ６７９ ７８ ８０６ １０４ ６９９

中吉贸易额 １４ ７１０ １１ ３１３ １０ ６５０ １５ ４４７ １５ ９７５

中白贸易额 ３２ ８７５ １５ ８７０ ３１ ０２１ ２５ １７８ ２４ ２４０

中亚贸易额 ４ ５２４ ５ ８５４ ４ ８０７ ４ ６３５ ４ ７８９

资料来源:同表 １ꎮ

表 ３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年中国与俄罗斯贸易额及比重 (单位:亿美元)

年份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中国与俄罗斯贸易总额 ４０９ ４２５ ８８２ ６７６ ６３５ ３４３ ６６１ ０８２ ８７２ ８０２

俄罗斯向中国出口额 ３５６ ２５４ ３７４ １４６ ２８３ ３５０ ２８０ ２１２ ３８９ ０４４

俄罗斯占中国进口比重(％) １ ８３ １ ９１ １ ６９ １ ７６ ２ １１

中国占俄罗斯出口比重(％) ６ ７６ ７ ５２ ８ ２４ ９ ８２ １０ ８３

俄罗斯从中国进口额 ５３１ ７３１ ５０８ ５３０ ３５１ ９９３ ３８０ ８７０ ４８３ ７５８

俄罗斯占中国出口比重(％) ２ ４１ ２ １７ １ ５５ １ ８２ ２ １３

中国占俄罗斯进口比重(％) １６ ８８ １７ ７４ １９ ２６ ２０ ９０ ２１ ２０

中国对俄罗斯贸易差额 １７５ ４７７ １３４ ３８４ ６８ ６４３ １００ ６５８ ９４ ７１４

资料来源:同表 １ꎮ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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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２ 可以看出ꎬ中俄间贸易水平是中国与联盟成员国中最高的ꎮ 除

２０１４ 年急剧升高外①ꎬ近 ５ 年整体保持平衡上升走势ꎮ 与其他国家贸易额虽

有不同程度的变化ꎬ但基本维持在低水平ꎮ 不过ꎬ即使俄罗斯是双方贸易合

作的主要国家ꎬ俄罗斯占中国进口的比重仍旧很低ꎬ只有 ２％左右ꎮ 中国在俄

罗斯出口中所占比重在逐年增加ꎬ但仍与中国占俄罗斯进口比重有很大差

距ꎮ 例如 ２０１７ 年ꎬ中国占俄罗斯出口比重已为 ２０１３ 年的近两倍ꎬ却仍然只

是中国占俄罗斯进口比重的一半左右ꎮ 同时ꎬ俄罗斯以外的成员国占中国进

出口的比重非常小ꎮ 相关数据显示ꎬ２０１７ 年的中俄贸易仍远不及中国与欧美

等发达国家ꎬ只占中美贸易的 １４％和中日贸易的 ２８％ ②ꎮ 吉尔吉斯斯坦和亚

美尼亚是成员国中与中国贸易额最少的两个国家ꎬ分别占中国对外贸易的

１ ５％和 ０ ５％ ꎮ 其中ꎬ吉尔吉斯斯坦占中国进口比重仅为 ０ ００４％ ꎬ而中国

占吉尔吉斯斯坦进口比重高达近 ２４％ ꎮ 对比数据的巨大差异暴露了中国与

俄罗斯外联盟成员国间进出口贸易严重失衡的特征ꎮ
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间的贸易不平衡使成员国对中国产生警惕心理ꎬ担

心本国经济对中国形成过度依赖ꎮ 自贸区建立对于部分成员国的工业部门

和农业部门来说将面临挑战ꎮ 因此ꎬ各成员国对建立自贸区持保守态度ꎮ

表 ４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年中国对欧亚经济联盟主要成员国的投资额 (单位:亿美元)

年份 中对俄 比重(％ ) 中对哈 比重(％ ) 中对白 比重(％ ) 中对吉 比重(％ )

２０１３ ２４０ ９８３ ０ ８６ ２２ ４６０ ９ ３２ ０ ９３０ ０ ６４ １２ ５８４ １５ ２７

２０１４ ２３７ ２５５ ５ ７７ １８ ６１２ ７ ８４ １ １８５ ０ ７１ ７ ８１２ １６ １０

２０１５ １５１ ６９５ ９ ４２ ８ ３８４ ５ ５３ １ ６８７ ０ ９５ ８ ８３３ ８ ６６

２０１６ ２０９ ４９３ １ ０６ ９ ６１９ ４ ５９ １ ９５５ １ ０９ ４ ６８８ ２２ ４１

２０１７ ２０７ ６５４ ０ ４９ ９ ９８７ ４ ８１ ２ ３１８ １ ２４ — —
注:由于数据的可得性ꎬ本表中的数据含义略有不同ꎮ 中国对白俄罗斯的数据为截至

当年 １ 月 １ 日的投资存量ꎬ其他国家均为年直接投资额ꎬ中国对亚美尼亚投资数据未获得ꎮ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俄罗斯中央银行、欧亚经济委员会数据整理而得ꎮ

表 ４ 为中国对欧亚经济联盟各成员国的投资情况ꎮ 中国对俄罗斯的投

资最大ꎬ维持在 ２００ 多亿美元ꎬ但除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由于西方的经济制裁俄罗

斯总投资下降而形成的中国份额有所增加外ꎬ只维持在俄总投资额的 １％ 左

右ꎮ 中国投资比重最大的为吉尔吉斯斯坦ꎬ基本维持在 ８％ ~ ２２％ ꎮ 主要原

—６３—

①
②

２０１４ 年中俄贸易量的急剧上升与乌克兰危机有重要联系ꎮ
海关信息网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ａｉｇｕａｎ ｉｎｆ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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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从 ２００５ 年起中国对其采矿业进行了大量投资①ꎮ 对哈萨克斯坦也维持

在相对较高的水平ꎬ主要与“一带一路”框架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关ꎮ 而欧亚

经济联盟对中国的投资则停留在非常低的水平ꎮ
通过对以上数据的整理我们可以对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间的经贸合作

作出如下结论:从贸易额和投资额两大贸易因素来看ꎬ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

只停留在相当低的经济互动水平上ꎮ 中国虽是欧亚经济联盟的第一大贸易

伙伴ꎬ却伴随着对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明显的贸易顺差ꎮ 即使作为欧亚经济

联盟的主导国家ꎬ俄罗斯与中国的贸易量也非常有限ꎬ中国与其他成员国的经

贸合作现状则更为悲观ꎮ 大量学者对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做过分

析ꎬ作者与大多数学者得出的关于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现有经贸合作现状的结

论一致ꎬ即造成双方经贸合作不尽如人意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于欧亚经济联盟成

员国的经济结构单一ꎬ中国从欧亚经济联盟国家进口的多为低加工的原材料产

品ꎬ而出口的为轻工业或科技等高附加值产品ꎬ造成贸易差额ꎮ 其次为中国与

欧亚经济联盟经济体量悬殊ꎮ 当然ꎬ欧亚经济联盟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监管措

施不利、资金和技术不足也是经贸合作落后的重要原因ꎬ相对于投资欧美等发

达国家ꎬ投资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存在更多的不确定性及风险ꎮ 俄罗斯大型企业

本身也缺乏进入中国市场的积极性ꎬ即使在西方经济制裁的情况下也更喜欢

“向西看”ꎮ 同时ꎬ因中国从欧亚经济联盟进口产品的特殊性ꎬ有类似“能源掠

夺”等对中国的不利言论流出ꎬ为保护本国经济利益ꎬ成员国与中国经贸合作时

也多有顾虑ꎮ 经贸合作现状构成了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建立自贸区的主要障碍ꎮ
(二)关税削减对双方经济效应不对等

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益处是巨大的ꎬ可以提高一国的经济

效率ꎬ并使该国获得有助于其经济发展的资金和技术ꎮ 自贸区协议的关键在

于降低贸易和投资壁垒ꎬ然而ꎬ由于贸易和投资壁垒的降低ꎬ一国在制造什么

商品、如何制造以及进口什么商品等方面要进行重大的调整ꎮ 有些经济部门

可能因全球化(或区域化)而受益ꎬ但其他部门可能会受到损害②ꎮ 所以ꎬ在
涉及贸易和投资壁垒时ꎬ每个国家都要做好必要的准备ꎮ

关于关税削减对中国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影响ꎬ学者们做了大量的研究ꎮ 有

—７３—

①

②

Андрей Девятков ЕАЭС между Европой и Китаем / / Геополитика ２０１７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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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指出ꎬ通过关税削减ꎬ对双方的进口额和出口额都有正向刺激作用ꎬ但关税

减免对双方进出口刺激不对等ꎬ对欧亚经济联盟进口刺激大于出口刺激ꎬ对中

国则反之ꎬ这样则会加大中国对欧亚经济联盟的贸易顺差①ꎮ 同时ꎬ欧亚经济

联盟关税壁垒的减少使中国受益明显ꎬ但欧亚经济联盟受益程度有限ꎬ只有在

中国积极降税而欧亚经济联盟保守降税的情况下ꎬ经济效益才会出现ꎮ 这成为

影响双方自贸区推进的主要阻力②ꎮ 从俄罗斯副总理德米特里科扎克的话

中我们可以找到些许答案ꎬ即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建立自贸区会加大成员国

失去商品竞争力的风险ꎮ 欧亚经济联盟各国的出口商品结构以附加值低的

商品为主ꎬ其在中国的关税为零或非常低ꎬ而进口的商品却拥有高关税③ꎮ
同时ꎬ相关研究表明ꎬ随着中国市场开放程度的提高ꎬ欧亚经济联盟总体

福利水平反而下降ꎬ这意味着欧亚经济联盟难以有效利用中国的市场开放ꎬ
而中国的消费市场正是吸引欧亚经济联盟与中方建立自贸区的重要目标ꎬ市
场利用的受阻势必会严重影响欧亚经济联盟建立自贸区的动力ꎮ

(三)双方合作的政治及法律局限性

双方合作的政治局限性体现在俄罗斯对欧亚经济联盟主导地位的追求

与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不断扩大ꎮ 中国与联盟主导国俄罗斯的政治关系

不断迈上新台阶是事实ꎬ但追求国家利益仍是一国发展的主要目标ꎮ 欧亚经

济联盟是以俄罗斯为主导的地区组织ꎬ成员国均为原苏联国家ꎬ俄罗斯仍具

有且看重对联盟及后苏联空间的主导控制地位ꎮ 俄罗斯对与中国的合作仍

保持传统上的谨慎态度ꎬ尤其是地缘经济方面ꎬ所以俄罗斯更倾向于在多边

组织中与中国建立经贸合作(欧亚经济联盟、上合组织、东盟)ꎮ 中国在联盟

所属地区的活动已经引起学者的关注ꎬ如俄罗斯«独立报»经济部副主任表

示ꎬ中国通过投资、贷款和贸易与联盟成员国建立联系ꎬ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必

会削减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地位④ꎮ 哈萨克斯坦研究院博士斯帕诺夫表

示ꎬ“中国从俄罗斯手中获得了中亚ꎬ无须一枪一弹ꎬ只需数百万美元的投资

就做到了”ꎮ “一带一盟”对接合作同样引起广泛关注ꎮ 有学者认为ꎬ“丝绸

—８３—

①

②
③

④

丛晓男:«中国—欧亚经济联盟自贸区的经济障碍与现实选择———基于可计算一

般均衡 ＧＭＲ － ＣＧＥ»ꎬ«俄罗斯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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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路经济带”项目并没有对中国与联盟的整体合作寄予很大希望ꎬ更多的在

于中国与成员国的“配对”合作ꎮ 而这可能会加剧联盟的内部竞争ꎬ“侵蚀”
欧亚一体化进程①ꎮ 对此ꎬ俄罗斯方面已给予极大关注ꎮ 如有学者指出ꎬ俄
罗斯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对其有着利害关系ꎬ但俄罗斯不会忘记自己在一

体化进程中的国家利益ꎮ 因此ꎬ与中国协议的达成通常需要很长时间ꎬ不管

是中俄ꎬ还是与欧亚经济联盟②ꎮ 哥伦比亚大学专家则进一步指出ꎬ俄罗斯

的“大欧亚计划”有出于应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味③ꎮ
法律局限性体现在现有法律基础的性质及影响上ꎮ 中国和欧亚经济联盟

成员国大部分都是 ＷＴＯ 的正式成员④ꎮ «贸易合作协定»规定ꎬ其生效内容均

在 ＷＴＯ 框架内执行ꎬ与 ＷＴＯ 协定有分歧的部分则以前者为准ꎮ 从 ＷＴＯ 规则

角度来看ꎬ此协定为非优惠性质ꎬ即并没有为双方提供进入对方市场的优惠条

件ꎮ 随着 ＷＴＯ 框架内双方总体关税水平的降低ꎬ关税作用会减少ꎮ 但对中国

来说ꎬ双方合作的经济效益更依赖于关税削减ꎮ 从这一点来看ꎬ现阶段的贸易

合作对中国经济收益仍相对有限ꎮ 同时ꎬ«贸易合作协定»的达成既解决了双方

急需深化合作的燃眉之急———扩大贸易往来及对双方市场的利用ꎬ其非优惠性

质又保护了联盟的敏感部门ꎬ避免了因涉及关税而引起的经济结构重大变化ꎮ 也

就是说ꎬ«贸易合作协定»使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的经贸合作达到了某种“平衡”
状态ꎬ使其不再有必须建立自贸区才能实现经济利益的紧迫性ꎮ 从这个角度看ꎬ
现有法律对双方建立自贸区的推动有一定的抑制作用ꎮ

(四)欧亚经济联盟的内部问题

欧亚经济联盟是由五个国家组成的地区组织ꎬ成员国的政治、经济、安全政策

均从本国国家利益出发ꎬ难免存在分歧与矛盾ꎮ 成员国国家实力和贸易结构极不

平衡ꎬ对联盟的定位、外交倾向的差异造成欧亚一体化深入发展的诸多阻碍⑤ꎮ
经济上ꎬ从对欧亚经济联盟内各成员国的贸易和投资状况分析可以看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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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ꎬ俄罗斯在各方面都远超其他国家ꎮ 联盟成员国经济结构相似ꎬ以重工业及

能源产品为主ꎬ产业相对单一ꎬ联盟内部的贸易转移效应与创造效应不明显ꎬ在
对外经贸合作中容易形成竞争ꎮ 成员国的经济状况与国家实力也有较大悬殊ꎬ
如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两国的 ＧＤＰ 之和占联盟 ＧＤＰ 的比重高达 ９５％左右①ꎮ

成员国对欧亚经济联盟应以何种形式、何种速度建立国际合作关系同样

有不同观点ꎬ因此ꎬ成员国正试图保持对服务贸易和投资等领域的控制ꎬ使得

很难就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达成一致ꎮ 如吉尔吉斯斯坦官方表示ꎬ比什凯克只

有在联盟内部形成完全的统一市场时才会考虑国际合作②ꎮ 同时ꎬ成员国对

自贸区合作伙伴的地缘优先选择不同ꎮ 如哈萨克斯坦的首选为传统贸易伙

伴中国和欧盟ꎬ亚美尼亚则更倾向能给其物流服务带来好处的伊朗和欧

盟③ꎮ 从具体的«经贸合作协定»谈判过程来看ꎬ双方的经贸合作始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签署的联合声明ꎬ双方经过五轮谈判、三次工作组会议和两次部长级

磋商后才最终于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正式签署«经贸合作协定»ꎮ 整个过程伴随着中

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就多领域的谈判与磋商ꎬ同时也不乏联盟成员国间的利益

协调与妥协ꎮ
政治上ꎬ在欧亚经济联盟提出之初ꎬ学界就对联盟中合作伙伴之间的角色

进行了讨论与猜测ꎮ 是“最亲密的盟友”还是“竞争者”? 联盟成员国看似都

“高喊共同发展”的口号ꎬ但各自却出于不同动机ꎮ 俄罗斯将其作为对抗西方、
巩固在后苏联空间的地位、实现地区政治一体化的重要措施ꎮ 而其他成员国的

立场显然不同ꎮ 后苏联国家对解体以来拥有的国家独立和国家自治权倍感珍

惜ꎬ对俄罗斯在欧亚经济联盟的主导权有所警惕与担忧ꎬ尤其在俄罗斯的克里

米亚行动后ꎬ后苏联国家对俄罗斯的政治目的顾虑有所增加ꎮ 曾有学者指出ꎬ
自贸协定的制定不仅是为了双边的经济利益ꎬ而更多的是为了外交目的④ꎮ 与

其将欧亚经济联盟看作一个整体ꎬ不如将其看作俄罗斯主导的一个组织ꎮ 在

欧亚经济联盟内开展国际问题的对话ꎬ“一带一盟”对接的决定都是来自于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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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①ꎮ 成员国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ꎬ将不接受任何政治合作作为加入联盟

的原则②ꎮ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曾公开表示ꎬ如果«欧亚经济联盟

条约»签订之前达成的规定没有履行ꎬ哈萨克斯坦有权放弃成员国资格ꎮ 哈

萨克斯坦不会加入对其独立构成威胁的组织③ꎮ 此外ꎬ除了俄罗斯的大国民

族主义引起其他成员国的诟病以外ꎬ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也不利于联盟的深

入发展与合作ꎮ 他们认为ꎬ俄罗斯一体化具有新殖民主义特征④ꎮ 所以ꎬ主
张排斥及疏远俄罗斯ꎬ反对与其一体化⑤ꎮ

安全上ꎬ欧亚经济联盟地处世界上民族宗教状况最复杂的地区之一ꎬ长
期被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困扰ꎮ 联盟国家的恐怖组织活动、极端主义

势力大大恶化了地区的安全环境ꎬ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投资企业与人员

安全的极大威胁ꎮ
(五)国际环境对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建立自贸区的不利影响

不利的国际环境主要有三方面:西方国家对中俄关系的挑拨、对后苏联

空间的抢夺及能源市场的不稳定性ꎮ
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关系日益紧密ꎬ西方对此深感担忧ꎬ并试图在中俄间挑起

矛盾ꎮ 对于中俄军事合作ꎬ西方国家渲染中国军事力量发展会对俄罗斯造成威胁ꎮ
通过炒作两国经贸合作对中国更有利ꎬ中俄在欧亚国家争夺主导权等离间两国关

系ꎮ 不仅如此ꎬ还大量渲染“中俄合作威胁论”ꎬ试图号召亚洲盟国联合打压中俄合作ꎮ
阻止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发展一体化是“冷战”后西方国家遏制俄罗斯

的主要目标ꎮ 西方国家使用各种手段离间独联体各国与俄罗斯的关系ꎬ俄格

冲突和乌克兰危机在此背景下产生ꎮ 俄乌的决裂及乌克兰效应的外溢使俄

罗斯的欧亚一体化发展受到严重影响ꎮ 此外ꎬ西方国家在独联体尽可能地扩

大影响力ꎮ “冷战”结束后ꎬ北约不断东扩ꎬ继波罗的海三国加入北约后ꎬ东扩

—１４—

①

②
③

④

⑤

Сопряжение ЕАЭС и Шёлкового пути:Китай меняет стратеги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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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并没有停止的迹象ꎬ美国时任总统布什表示愿意接受所有欧洲国家进入

北约①ꎮ 格鲁吉亚、乌克兰、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等独联体国家都表达了加入

北约的愿望ꎮ 欧盟的“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加强了其在独联体地区的影响和

存在ꎮ 西方国家与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争夺对该地区的政治稳定与经济

发展都形成制约ꎮ 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打压ꎬ对联盟的对外经贸合作形成制

约ꎬ俄罗斯对西方采取的反制裁政策加大了其自身发展的难度ꎮ
如果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得到缓解ꎬ中俄能源合作的前景有可能变得扑

朔迷离ꎮ 虽然从目前看来ꎬ这种可能性出现的概率极低ꎬ但未免引发对中俄

长期能源战略的考量ꎮ

四　 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建立

自贸区利弊条件的比较分析

　 　 通常情况下经济因素是自贸区建立与否的最重要因素ꎬ由于与经济利益

的不可分割与相互影响性ꎬ政治因素作为分析的次参考因素ꎮ 对双方经贸合

作具有重要的保障和引领作用的法律保障以及影响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国

际大环境成为其他两大分析依据ꎮ 研究主体包括中国、欧亚经济联盟、俄罗

斯及域外国家ꎬ力求研究主体、研究角度尽可能全面且得当ꎮ
首先ꎬ从利弊条件的数量上看ꎬ不利条件多于有利条件ꎬ显然阻碍更大ꎮ

选择条件文中已作出说明ꎬ均为与双方自贸区建设密切相关的影响因素ꎬ不
存在交叉或重合ꎬ保证了选取梳理的严谨性ꎮ

其次ꎬ对两种条件的质做具体分析ꎮ 尽管有些自贸区的建立带有政治动

机而非完全服从经济利益ꎬ但通常情况下ꎬ经济利益仍是一国决定是否签署

协议的主要出发点②ꎮ 因此ꎬ文中不同因素的影响力之间我们按照经济因

素 >政治因素 >其他因素ꎬ域内国家 > 域外国家进行排序ꎬ将结合利弊条件

中的同类因素进行对比分析ꎮ
经济层面上ꎬ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具有互补的经济结构与合作潜力ꎬ成

为双方开展经贸合作的基础ꎬ同样是促进合作深化的动力ꎮ 然而ꎬ如双方经

—２４—

①

②

刘邦凡、王宏禹:«论北约东扩与俄罗斯的欧洲战略»ꎬ«邢台技术学院学报»２００５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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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合作现状分析所示ꎬ双方贸易额和投资额都不尽如人意ꎮ 所以ꎬ疑问由此

产生ꎮ 欧亚经济联盟轻工业相对较弱ꎬ出口以能源矿产等重工业产品为主ꎮ
２０１７ 年出口产品中矿产资源占 ６２ ７％ ①ꎬ但能源属于敏感领域ꎬ在国家资源

战略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ꎬ成员国出于保护资源角度ꎬ避免成为中国的“能源

基地”ꎬ对中国出口仍持谨慎态度ꎮ 而中国具有出口优势的加工业和轻工业

产品属消费品ꎬ对人民生活具有重要作用ꎮ 欧亚经济联盟对中国出口产品种

类和数量的限制性与中国对联盟出口产品的必要性造成双方明显的贸易差

额ꎮ 另外ꎬ关税壁垒削减是自贸区建立的核心问题ꎮ 但如前文所述ꎬ关税削

减并不能为联盟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ꎬ反而会造成其重要经济部门的损失ꎬ
影响本国产业健康发展ꎮ 联盟的经济利益主要通过非关税调节来实现ꎮ 在

这种情况下ꎬ欧亚经济联盟不愿削减关税是显而易见的ꎮ 而双方贸易合作如

果不涉及关税ꎬ那么自贸区建立也就无从谈起ꎮ
造成上述经济层面上不利条件的原因在于:第一ꎬ欧亚经济联盟人口不

足中国 １ / ７ꎬ与中国经济体量悬殊ꎬ严重限制双方贸易水平ꎮ 又因联盟科技水

平欠发达ꎬ基础设施落后ꎬ投资环境恶劣ꎬ中国企业对当地投资仍是“选择性”
进行ꎮ 而俄罗斯企业源于对中国投资环境的陌生ꎬ语言文化的障碍ꎬ同样以

西方为合作首选ꎮ 第二ꎬ联盟自身的经济结构不合理ꎬ经济体量小、成员国实

力不均ꎮ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国家间存在不同的资源禀赋、发展历程、
产业结构以及苏联解体等ꎬ涉及地理、历史、政治、经济等综合因素ꎬ由长时间

的相互作用形成ꎮ 如需对其进行改变ꎬ同样需要长时间、多方面的调整ꎬ而并

非短期内一蹴而就ꎮ 这些不利条件是自贸区建立的“硬伤”ꎮ
政策和法律层面ꎮ 首先ꎬ双方建立自贸区的内部需求与政策支撑的确为

双方的经贸合作提供了有利条件ꎬ但欧亚经济联盟对自贸区合作伙伴的选择

不仅需要有政治上的良好关系ꎬ经济利益大于潜在威胁也是其选择的重要条

件ꎮ 联盟将优先合作伙伴分为三个组别:第一组为拥有良好的政治关系、拥有

互补贸易量ꎬ同时能保护最敏感部门的越南、埃及和塞尔维亚ꎻ第二组为非能源

出口和高新技术方面与联盟拥有极大兴趣的印度和伊朗ꎻ第三组为各方能在商

品出口、投资合作与服务贸易间找到最佳平衡的新加坡、以色列和韩国②ꎮ 可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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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ꎬ欧亚经济联盟没有将中国列入其优选伙伴国之中ꎮ 其次ꎬ国家间的政治

关系服务于国家利益ꎬ官方文件往往更多展现的是一种政治态度ꎬ有时甚至

是为实现某种政治利益而表明的立场ꎮ 形式上的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占主导

地位ꎬ而功能性合作的落实尚不明确①ꎮ 例如ꎬ“一带一盟”的成功对接为中

国与联盟加强合作提供了政策基础ꎬ但事实表明ꎬ“一带一路”项目的机遇和

挑战并存ꎬ部分项目由于各国资金不到位而出现停工、延长ꎬ造成了巨大经济

损失ꎮ 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签署的项目只有一部分正在实施ꎬ更多的仍停留

在纸面上ꎮ 大部分中国企业担心受到欧盟和美国对俄制裁的影响ꎬ对联盟投

资持观望态度ꎬ在情况明显好转之前ꎬ中国企业恐不会有大量的资金投入ꎮ
所以ꎬ功能性落实的难度使政策上支持的影响力大打折扣ꎮ 此外ꎬ因«经贸合

作协定»带来的促进作用减缓了必须通过自贸协议实现经济利益的紧迫感ꎬ
因此ꎬ建立自贸区内部需求这一有利条件被削弱ꎮ

双边与多边政治关系和国际环境层面ꎮ 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的经贸合

作动力主要在于内部需求ꎬ而并非与西方的“对抗”之举ꎮ 西方的打压对象主

要为中俄两国ꎬ联盟其他成员国不会因此而挑战西方ꎮ 所以ꎬ国际形势对双

方合作的促进作用十分有限ꎮ 然而ꎬ西方对中俄的打压则会波及联盟成员国

的经济关系及整体的政治稳定ꎮ 此外ꎬ关于中俄在后苏联地区的利益之争已

经不再是一个新话题ꎬ通过上合组织等平台及双边的高频互动ꎬ两国互信不

断增加ꎮ 在当前国际形势下ꎬ两国合作大于竞争ꎬ外交上也“选择性”地避免

该敏感话题ꎮ 但面对中国综合国力和地区影响力的不断上升ꎬ俄罗斯对中国

的提防不会完全消除ꎬ所以仍不能忽视在该地区对俄利益的考量ꎮ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ꎬ关于欧亚经济联盟发展的内部因素ꎬ利弊兼具ꎮ 有

利因素主要体现在成员国间紧密的政治经济联系ꎬ统一的历史及文化遗产ꎮ
这些因素主要对联盟本身的整体发展具有促进作用ꎬ但对双方建立自贸区的

推动作用并不明显ꎬ所以并未列入本文的有利条件之中ꎮ 与之不同的是ꎬ联
盟内部经济、政治、安全上的不利条件直接影响双方合作的经济效益、政治关

系稳定以及项目实施的环境ꎬ对双方的经贸合作影响重大ꎮ 所以ꎬ本文将其

作为不利条件之一进行分析ꎮ 对于文中提到的联盟内部各项问题ꎬ同样是各

项因素长期作用所致ꎬ并非短期内能够解决ꎮ 总之ꎬ不管是量上ꎬ还是质上ꎬ
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建立自贸区的不利条件均占上风(见图 １)ꎮ

—４４—

① 亚历山大利布曼:«乌克兰危机、俄经济危机和欧亚经济联盟»ꎬ«俄罗斯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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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建立自贸区利弊条件及相互关系

五　 总　 结

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间的经贸合作是双方发展的重要战略ꎮ «经贸合作

协定»的达成为双方的经贸合作深化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ꎬ建立自贸区成为

继续合作的重要方向ꎮ 双方建立自贸区已具备一定的有利条件ꎬ同时也存在

诸多不利之处ꎮ 通过对已有利弊条件进行综合分析ꎬ得出以下结论:不管是

在量上ꎬ还是质上ꎬ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建立自贸区的不利条件均大于有利

条件ꎮ 主要原因在于双方经济结构和经济体量的差异性ꎬ联盟自身的复杂性

等ꎮ 这种情况与双方长期的历史、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因素有关ꎬ所以ꎬ短期

内ꎬ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建立自贸区仍充满挑战ꎮ
当然ꎬ对于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建立自贸区仍有很多推进方法ꎬ例如ꎬ可

以通过上合组织平台加强沟通与合作ꎬ通过安全合作改善投资环境ꎻ加强人

文交流ꎬ落实“民相亲ꎬ心相通”对双方经贸合作的支持和保障ꎻ增强已建立合

作地方的示范作用ꎬ政府加强信息推广ꎬ及时向民众输送客观准确的报道ꎻ尝
试在非敏感性产业实施关税优惠ꎬ如农林牧渔业和食品加工业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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