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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全球经济对立条件下的
俄罗斯与欧亚经济联盟
［俄］米哈伊尔·克罗托夫				李新	编译

【编 者 按 】		当前，全球化的主要矛盾是以美国为首的七

国集团和以中俄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间的对抗。后者向

前者提供商品和资源，而前者回馈给后者的却是没有任何保

障的货币符号，后者再将其中的一部分冒着通胀风险以外汇

储备的形式投向西方，从而使二者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进一步

拉大。在这一背景下，俄罗斯面临严峻的生存能力问题，而这

一问题的关键是俄依赖于美元的经济治理体系。改变现有的经

济治理体系，既不能盲目推崇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也不能回到

动员式管理体系，在西方对俄全面制裁情况下首要的是保障国

家安全。为提高国家经济安全水平和促进经济增长，应缩小过

大的外汇储备规模，稳定汇率，降低利率和税率，提高经济货

币化水平，并将新的经济管理体制复制到欧亚经济联盟和独联

体 国 家。 原 文 «Россия	и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союз	в	
условиях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я» 发表于

«Проблемы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2022 年第 2 期，作者授

权在《俄罗斯学刊》中文发表。文章仅为作者观点，不代表《俄

罗斯学刊》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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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博士，莫斯科国立大学和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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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化的主要矛盾是以美国为首的七国集团作为旧领导者和以俄罗斯、

中国为代表的新领导者的对抗。在欧亚大陆西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北约继续东

扩；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欧亚大陆东部，美西方也在鼓动印度与中国发生冲突并

进一步试图破坏上海合作组织。令人遗憾的是，印度加入了类似北约的反华联盟

“四方安全对话”（QUAD）。

西方对俄罗斯经济和政治制裁的全球影响在于现有世界经济的合法模式受到

破坏（如放弃私有权，忽视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宣称政治绝对凌驾于经济和法律

之上），并且波及所有国家和地区。不得不说，美国成功地将欧盟从“大欧亚”

计划中剥离出来，该计划不再是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而是从布列斯特到

上海。同时，西方的制裁正在促进“大欧亚”计划的快速形成。

俄罗斯和欧亚经济联盟急速转向中国、印度、巴西、东南亚等东方国家是其

对西方制裁的明确回应。这种转向是必要的，因为东方国家地位在上升并且与西

方保持着经济最惠国待遇。西方制裁对俄罗斯和欧亚经济联盟的转向进程给予了

强大的推动力。在与西方贸易规模下降的背景下，俄罗斯与东方国家的贸易规模

急剧上升（2022年前5个月，俄罗斯与中国的贸易规模达到了658亿美元）a。同时，

欧盟试图阻止阿拉伯国家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到中国、印度等东南亚国家，迫使它

们转向购买俄罗斯能源。结果导致欧洲的合作伙伴在全球范围内正被亚洲的合作

伙伴替代，只不过这一替代进程暂时遇到了物流方面的困难。当然，我们不应当

成为中国的“小弟”，就像此前许多年我们实际成了美国的“小弟”一样。我们

应当在全面支持世界经济开放性的同时，放弃“外国会帮助我们的”这一荒诞认识。

如 2022 年 5 月 27 日举行的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元首峰会指出，（我们的）主要

优先方向应该是在制裁战条件下，挖掘俄罗斯市场和与之具有紧密联系的欧亚市

场。俄罗斯必须坚持经济转型，其目标就是实现科学技术的独立自主和巩固欧亚

经济联盟。

欧亚经济联盟面临的任务是加快建立共同数字空间的进程，实施共同的进口

替代计划，建设新的东西向和南北向物流走廊，采取共同措施实现碳中和。同时，

该联盟还要消除建设共同欧亚市场的障碍，制定并实施服务领域自由化以及建设

欧亚经济联盟石油天然气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措施。目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仍是充分

a　Пленарное заседание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форума，17 июня 2022 года.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8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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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欧亚经济联盟的特殊性（具体情况），即有的成员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而有的成员国缺乏这些资源。欧亚经济联盟和上合组织国家的状况将取决于俄罗

斯对西方制裁的韧性，世界的未来也将取决于俄罗斯经济治理的成效。

（我们）必须自立，还因为西方国家在世界贸易、金融和法律领域不仅对俄

罗斯，而且对中国、印度、东盟国家占据主导权。我们向西方供应商品和资源，

而西方回馈给我们的却是没有任何保障的货币符号。同时，我们将一部分贸易盈

余再以外汇储备的形式投向西方，但总是遭受美欧通货膨胀而贬值。结果，金砖

国家人民生活水平被压低，而七国集团的生活水平被抬高（如图 1所示）。如今，

西方国家仍在千方百计地维持（世界贸易）这种不公正的失衡状态。现在，俄罗

斯要求不友好国家用卢布而不是它们的货币购买天然气，把卢布变成了投资工具，

坚持双边贸易本币结算，从而开始动摇现有的有利于西方的世界经济秩序。美欧

几十年一直深陷债务危机。

图 1  西方国家的贸易、金融主导地位

西方国家利用服务于自己的国际司法体系保持其主导地位，其伪公正性可以

用“前尤科斯石油公司股东状告俄政府案”和乌克兰赖掉俄罗斯 2013 年贷款案

来判定。对欧亚经济联盟国家企业机构来说，必须消除适用英美法系以及英国、

斯德哥尔摩和其他亲西方的法庭和仲裁庭审理经济纠纷的机会。所以，在哈萨克

斯坦首都建立的基于英国法律的国际金融中心，不能成为欧亚经济联盟的金融中

心，因为欧亚经济联盟经济主体间相互结算的 70% 都是以卢布进行的。我们应当

发展欧亚法律并建立自己的法庭和仲裁庭体系。在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供

中国、印度、
俄罗斯、东盟

美国、欧盟、英国、
加拿大、澳大利亚

·最低程度的国家债务
·生活水平被压低

· 国家债务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美国超过 30 万亿美元）
·生活水平抬高一倍

商品

货币

外汇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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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天然气、俄罗斯铁路股份公司提供运输服务等合同中应当规定由欧亚法庭和仲

裁庭审理纠纷的条款。这样，司法实践才能符合俄罗斯与东方国家伙伴以本币签

署合同的经济实质。

目前重要的已经不单纯是俄罗斯的市场竞争力问题，而是俄在与美国的经济、

国防、政治、法律、文化等全方位斗争中的生存能力问题。对相互对抗的美国和

俄罗斯这两个世界领导者的生存能力的比较分析表明，美国的薄弱环节是自然资

源、能源（某些州实行分区停电和拜登签署关于 2022 年美国能源领域实行紧急状

态的总统令都是有力证明——作者注）。而俄罗斯人口严重不足，这也是俄加入

欧亚经济联盟的重要原因。包括观察员国在内，欧亚经济联盟人口达到 2.35 亿。

当然，来自独联体其他国家的移民也增强了俄罗斯的人口安全。俄罗斯在国际支

持方面也落后于美国，有 30 个国家支持美国在乌克兰行动，而与俄罗斯真正团

结在一起的只有白俄罗斯。但在我们看来，俄罗斯生存能力的最薄弱环节还是依

赖于美元的经济治理体系 a。

俄罗斯经济发展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裁战条件下管理模式的绩效。

应该抛弃激进自由模式和行政命令模式两个极端。首先，某些精英和专家幻想经

过一段时间回归旧的以美元为基础的经济模式。例如，有负责人指出，不允许任

何形式的外汇管制，遵守预算规则，坚持以外汇而非卢布支付国债利息，对不友

好国家代表也要遵守世界贸易组织（WTO）要求，继续奉行税收机动政策以便将

资源价格提升到世界水平，对西方司法体系寄予厚望并要求保持博罗尼亚进程（俄

罗斯高等教育转向欧洲模式的尝试——译者注），等等。

笔者认为，政治惯性至少将持续十年，使我们无法回到与西方关系曾经的信

任水平。所以，不友好国家在冻结了俄罗斯黄金外汇储备（3 600 亿美元）和部分

国家财富基金以及俄罗斯公民、公司的巨额资金（1 400 亿美元）情况下，居然还

坚持（让俄罗斯）以外汇偿还债权人的债务，这简直不可理喻。相反，应当让那

些因本国政府的制裁行为而受到损失的西方债权人去关心取消制裁，以便保护他

们投入俄罗斯的 5 500 亿美元。此外，显而易见，外国投资者离开俄罗斯不是因

为对我们的经济及营商环境失去信心，而是西方国家政府的政治要求。如果我们

偿还不友好国家债权人外汇，只会强化西方对俄罗斯制裁的政策。

a　Кротов М.И.，Мунтиян В.И. Россия в мировой архитектуре: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мощь и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к 
выживанию // Проблемы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2017.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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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极端就是回到全面动员式经济。当然，在军事紧张、某些企业因其所

有者逃离俄罗斯而必须实行国有化、实行大规模反制裁（其中包括进口替代措施）

的情况下，国家、战略规划和现代产业政策的作用会上升。但这绝不是转向命令

式经济，而是为了保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而改变措施，是家长式保护主义与自

由主义的结合。

提升国家作用，并不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意味着转向指令性、命令式的管

理方法，虽然在极端情况下可能会这样。国家的产业政策与官僚程序、干预企业

事务、撤销没有竞争能力的产业没有任何共同点。它是对国民经济发展趋势的一

种预测，是某种国家营销（为企业提供战略信息），是相应规模、结构和质量的

社会财富生产的计划和组织，是与大型公司、生产者和消费者联合体、工会共同

制定和实施数量有限的具有宏观导向和刺激投资性质的目标规划以及积极的金

融、税收和关税政策。我们原则上应当加强国家的作用，但应当像美国和其他发

达国家那样，要在很大程度上使市场国家化，通过联邦和地方立法、国家订货、

投资和目标性贷款使市场受到严格控制。

美国用 1 万项经济法案直接调控全国市场。例如，根据 1994 年生效的关于

耗水定额法案，抽水马桶水箱说明书必须包含这一法律内容。国家通过这些起直

接作用的详细法律让企业和居民节约使用重要的水资源。俄罗斯经济法律比较少，

而且大多只具有框架性，国家通过法律杠杆来影响市场的能力还很薄弱。所以，

议会（包括国家杜马和地方议会）的作用有待大幅提高，应当通过起直接作用的

法律提高国家在俄罗斯经济中的作用。

遗憾的是，我和 Л. 布里亚赫曼 20 多年前得出的结论直到现在仍然具有强烈

的现实意义，即“没有国家的投资计划，就不能恢复俄罗斯的电子、仪表制造、

信息技术、航空器和船舶制造业”a。在西方制裁的压力下，尤其需要在战略规

划框架内明确现代产业政策的目标方向，制订国家投资计划，由此形成超越世界

水平的极其重要的国产技术，以保障俄罗斯的技术自主权。

现在应当全力推动俄罗斯政府为应对西方制裁而推行的改革，使管理模式服

务于俄罗斯的现实利益，首要的是保障国家安全。非常遗憾，这一点至今没有得

到应有的重视。多年来占据统治地位的激进的经济自由主义流派代表，在制定俄

a　Бляхман Л.，Кротов М. Глобализационное измерение реформы и задачи промышл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 
Россий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200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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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经济发展战略及其实现路径的决策中，完全脱离了国家安全问题。只能以此

来解释他们认为瞄准通胀目标比战略规划更重要，降低货币化比经济增长更重要

的原因。结果，出于对俄罗斯通货膨胀上升的恐惧，出口盈余换来的巨额外汇没

有用来保障俄罗斯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是存入了不友好的西方国家，

最终被非法冻结，而这本来是可以预见的。

毫无疑问，遏制通胀、保持金融整体稳定，是宏观经济政策的最重要任务。

但是，4% 的通胀水平可以在经济低速增长、丧失技术自主权、国有和私人资本大

规模外流、降低整体经济安全水平的情况下得以实现。当然，也可以相反，通胀

率可以在实行有效的产业政策、鼓励本国和欧亚市场竞争、提高劳动生产率、降

低商品成本中的金融和税收负担、提高经济安全水平的情况下降低。

俄罗斯及其子系统的经济安全应当成为现代经济治理模式中的首要目标。如

何测算俄罗斯及其子系统（宏观经济、金融、生产、人口、社会、粮食、能源、

投资、创新、对外经济系统）的经济安全水平？2016年出版的《俄罗斯经济安全：

系统研究》一书披露了俄罗斯及其子系统经济安全的测评方法，该方法引起了专

家们的广泛兴趣和支持 a。

根据我们的测算，在西方对俄实施制裁前的 2013 年，俄罗斯经济安全水平

为 58.3%，其中最薄弱的环节当属人口安全，为 45.9%。宏观经济、投资、创新

和对外经济子系统的安全水平保持在 55% 左右，也就是说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但

还不至于处在危险区。

实施制裁 3 年后的 2016 年，俄经济安全水平降至 52.4%，其中投资、创新安

全滑入了危险区，为 31%。换句话说，就算是在没有实施全面制裁的那些年，指

望外国投资成为俄罗斯经济增长的源泉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仍然继续通过

预算规则和外汇储备的积累阻碍经济增长，削弱经济安全。

问题甚至并不在于我们损失了 3 000 亿美元外汇储备和 500 亿—600 亿美元的

财富基金。被西方冻结的资金反正也没有为俄本国经济提供应有的服务。问题是，

我们为什么总是要提高国家财富基金中未使用部分的比例，从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 7% 提高到 10% ？为什么要将外汇储备积累到如此大的规模？相当于

17 个多月的进口值。也就是说，实际上是我们自己而非西方遏制了俄罗斯经济的

a　Кротов М.И.，Мунтиян В.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России: системный подход. СПБ.: Изд-
во НПК «РОСТ»，2016. С.254-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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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美国和德国的外汇储备规模不足 1.5 个月的进口值，欧盟是 3 个多月。高速

增长的中国是13个多月，也低于俄罗斯。我们被冻结后剩余的外汇储备相当于8.5

个月的进口值，就算考虑偿还债务，这个规模也已经足够大了。所以，在卢布急

剧升值的条件下，央行的行为未必就是正确的。它又重新开始收购外汇并寻找消

化俄罗斯原料部门超额收益的途径了。为了稳定卢布，更加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降

低银行利率，虽然俄罗斯央行在社会的压力下也这样做了，但是还不够，还要进

行无现金货币发行。根据国际经验，最低限度的储备资产规模应该相当于 3 个月

的商品和服务进口值。

考虑到今后可能出现的卢布贬值（或升值），国家的任务就是将卢布汇率稳

定在国家预算所决定的 73 卢布兑换 1 美元上下，避免大的波动。如果是西方加

强制裁力度导致卢布贬值，就必须采取措施避免经济增长受到抑制，应当加强外

汇调控，增加俄罗斯用卢布支付的相对短缺的出口（如小麦、稀土金属等），而

不是提高银行利率。俄罗斯经济管理必须转向世界通行的自动稳定器系统。如

果增速超过 7%，就应当提高央行关键利率和税收负担。在俄罗斯近 10 年低速增

长的情况下，应当将央行关键利率降至 4.3% 以下，并减轻税收负担，使其低于

GDP 的 28%。相反，如果央行保持过高的关键利率以及抬升商业银行的利润，其

实这种现象已存在多年，企业盈利率将会低于商业银行的存款利率，因此企业有

26 万亿卢布的资金从生产领域流出，如今就存在商业银行的账户上。

降低税收在 GDP 中的比例，也能对实体经济部门的企业给予支持。2016—

2018 年，俄罗斯税收负担从 GDP 的 28% 升至 36%，至今仍维持在高水平。典型

的是增值税和矿产资源开采税。必须大幅度减轻税收负担，其中增值税从 20% 降

至以前的 18%、16% 甚至更低。还必须降低石油、铁矿石和其他资源的矿产资源

开采税。这样还能降低通货膨胀。俄罗斯的通货膨胀具有非货币性质。在降低税

收总体负担的同时，还需要根据美欧和其他国家的经验，通过累进税激励利润的

资本化。累进税的任务不是将富人的货币分给穷人，而是让它们有效运作，投入

发展，而不是个人极端致富。统一所得税税率等级抑制了本国经济投资，刺激了

资本外流。在数字化条件下不能对累进税进行控制的理由是经不起推敲的。要实

行有效的产业政策，税收负担和银行贷款必须履行激励功能。为此，政府免除 IT
企业 3 年税收是正当的。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俄罗斯总统普京向政府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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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保障技术自主权和超越世界水平的工业产品的产业集群实行新工作制度的关

键任务。而且，从 2023 年起这些产业集群的项目可以获得十年期利率不高于 7%

的卢布信贷资源。同时，产业集群将实行低税率的固定税，提供制成品购买补贴，

启动国家参股公司与中小企业长期合同工具和工业按揭贷款（利率为 5% 的长期

贷款，用于购买生产用地）a。

除了建设有效的产业集群，普京强调了超前发展基础设施的重要性。为此，

要有效利用对巩固运输大动脉的直接预算支出，并提供基础设施预算贷款（为期

15年，利率 3%）b。实现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宏大任务，况且还是在制裁的情况下，

要求国家预算、银行信贷和自筹资金三管齐下。所需的巨额资金从哪里来？虽然

2022 年前 5 个月的联邦预算盈余达到了 3.3 万亿卢布，但这显然是不够的。必须

改变对货币化的认识。必须通过发放长期非现金贷款、其他形式的非现金发行将

俄广义货币（M2）的水平立即提高到最高水平（从 51% 提高到 75%）。日本这一

指标高达 245%，中国也达到 195%，欧盟稍低些，但也远高于俄罗斯。美欧为了

摆脱 2008 年金融危机，实行了超大规模货币发行。在新冠肺炎疫情条件下，两

年内美国再次扩大货币发行 5.9 万亿美元，欧盟扩大发行 2.5 万亿欧元 c。也就

是说，西方主要国家增大了自己的世界债务，在本国酿成了通货膨胀。而俄罗斯

则是另外一种状况。低水平的货币化抑制了经济增长，并人为提高了银行利率。

所以，俄罗斯的银行资本具有某种高利贷的性质，产业项目参与度不高。我们可

以轻松地而且必须通过发放 25 万亿—30 万亿卢布的优惠贷款来增大货币数量。

然后随着GDP的增长对货币数量进行调节，严格将货币化程度控制在75%的水平。

降低银行法人和自然人的存款利率，像全世界一样，能够激励实体经济部门的投

资。在存款利率低的情况下，企业会将自己的大部分存款（26 万亿卢布）从商业

银行取出，投入到企业的发展中。这样推动的经济增长不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剧。

俄罗斯政府针对外部压力调整联邦预算并计划扩大联邦预算支出是适宜的。

只要赋予政府将额外的石油天然气收入用于偿还国家债务和履行其他义务的权力

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俄财政部长 A. 西卢安诺夫表示，根据反制裁政策，截至 5

月中旬俄政府已向经济投入 8 万亿卢布 d。考虑到国际市场的波动和低程度的货

a　Пленарное заседание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форума.
b　Там же.
c　Там же.
d　Силуанов сообщил о «запуске» 8 трлн рублей на поддержку экономики // Forbes. 27 мая 2022 г.



俄罗斯学刊

·132·

第 12卷总第 72期

币化，这一数额还可能更大。

必须摒弃关于扩大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是不相容的这一教条性认识。在和

平条件下，国防支出的最高限额应该是 GDP 的 5.5%—6%。所以，俄对乌采取特

别军事行动后，俄国防支出增加到每月 6 270 亿卢布完全符合全年 7 万亿卢布限

额 a。再者，这些资金同时还有助于保障科学技术的自主权和经济增长。诺贝尔

奖获得者 P. 克鲁格曼在研究美国的经济增长因素时写道：“军事支出大规模增

加的年份，也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年份。”b

国家转向经济增长和保障经济安全应与激进（尽管是被迫地）改变俄罗斯私

人企业的行为同步进行。这种改变可以是由国家的外汇调控、变更与离岸地区双

重征税的协议、本国主要企业转入俄罗斯法律管辖带来的，也可以是由于制裁使

继续将货币转入离岸地区和西方银行账户的做法变得毫无意义。

加入 WTO 是一个特殊的问题。从 1999 年到 2012 年，除了发生全球危机

的 2008 年，俄罗斯基本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那么 2012 年发生了什么

呢？我们加入了 WTO，并决定遵守预算规则。此后到西方对俄实施制裁之前的

2013—2014 年，俄罗斯经济增长速度跌到了“统计误差”的水平（一般认为，俄

罗斯 GDP 统计误差为上下 2%，还有人认为是 1%—1.5%——译者注）。俄罗斯加

入 WTO 已经 10 年，是时候就加入 WTO 对高新技术领域（微电子、航空和汽车

制造、管道建设）以及对国家整体经济的影响进行核验了。总体来讲，俄罗斯在

后苏联空间的经济地位因加入 WTO 而受到了削弱。俄罗斯是在吉尔吉斯斯坦、

摩尔多瓦、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乌克兰之后被接纳为 WTO 成员的，目的就是

要我们必须在双边关系中考虑上述国家的一切要求。特别是西方设置了严格的日

程，只能是在乌克兰之后再接纳俄罗斯加入 WTO。

美国和欧盟 2014 年底出台的制裁政策已经将 WTO 抛在了脑后。所以我们应

该把本国的经济安全利益提高到国际义务（主要是迫于压力而接受的）之上。对

待不友好国家的知识产权以及对待多年来一直存在的西方垄断公司产品的平行进

口本来就理应如此，却不知为什么成了一种犯罪（平行进口是指未经商标所有者

允许而进口具有该商标的商品，这与通过经纪人的官方进口是“平行”的——译

者注）。这一现象在俄罗斯已经存在很久，例如俄罗斯中间商从瑞士公司进口韩

a　Силуанов заявил，что поддержка экономики требует «огромных ресурсов» // РБК. 27 мая 2022 г.
b　Кругман П. Выход из кризиса есть! / Пер. с англ. Ю. Гольдберга. М.: Азбука Бизнес，Азбука-

Аттикус，2013.С.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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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某品牌的智能手机并在俄罗斯市场销售，因为没有经过生产商的同意，这批手

机得不到维修保障，由于不是生产商直供，价格也高，还有被海关查没的风险。

在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后，俄罗斯面临西方制裁，西方企业大规模

离开俄罗斯市场，它们也不再向俄罗斯市场发货。2022 年 6 月普京签署总统令，

将平行进口合法化。允许平行进口的包括日产、丰田、雷克萨斯、宝马、雷诺、

法拉利、保时捷、奥迪等品牌的汽车，所有品牌的服装和鞋类，卡芙芮等品牌的

化妆品，因特尔、苹果、西门子、松下、华硕、索尼、三星、惠普等品牌的电子

产品以及各工业部门的特殊设备。5 年前，国家杜马独联体事务委员会组织的议

会听证会就已经向欧亚经济联盟国家政府建议，为了本国消费者的利益取消平

行进口的违法性质 a。必须废除国有公司和独资企业，包括国防企业必须遵循的

ФЗ-223 号《关于法人采用某些形式采购商品、劳动、服务》法案，或对其进行

重大修订，必须将采购结构和供货商结构公之于众。这样就不可能购买到受制裁

商品和配件了。

税收政策也需要重新考虑，我们现行的税收政策是通过提高矿产资源开采税

来使资源价格达到向 WTO 承诺的世界水平。这导致了我国经济和居民丧失了最

重要的竞争优势——廉价的能源、铁矿石等产品，并拉高通货膨胀水平。此外，

还必须花费巨额预算资金来补贴石油加工企业并将欧亚市场伙伴如白俄罗斯推向

艰难的境地。在遭受制裁情况下，应当回到以前的做法，即通过出口关税机制来

调节超额收益。重要的是积极推动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对资源出口采取共同的关税

（这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欧亚经济联盟与欧盟不同，它有世界主要的原料大国）。

在关税存在差异的情况下（俄罗斯小麦出口关税为每吨 100 美元，大麦和玉米关

税为每吨 75 美元，而哈萨克斯坦这些产品的出口关税均为零），必须使用出口

配额和限额机制。

尽管欧亚经济联盟存在上述问题，它仍然是强有力的反制裁因素。如何能封

锁受制裁商品从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长达 7 500 千米不设海关的边境流入？这是

不可能的。某些声明称我们的邻国会支持西方制裁，这只是在安慰美国罢了。如

果说欧盟国家因对俄制裁造成了约为 4 000 亿美元的损失，那么欧亚经济联盟和

独联体国家因遵守对俄制裁而遭受的经济损失将是灾难性的。

a　Калашников Л.И.，Кротов М.И. Трехлетие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юза и задач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ства // Проблемы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2017.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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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国家银行采取某些方面金融限制，也是不得以而为之，它们只是不能违

反西方支付体系的要求。同时，使用俄罗斯“米尔”卡支付在欧亚市场占据着重

要地位。后苏联空间经济一体化有着深厚的经济和历史基础。2022 年 5 月举行的

集体安全组织元首峰会展现了这些国家与俄罗斯的团结。整体来讲，欧亚经济联

盟对俄罗斯的依赖远胜于对西方的依赖（遗憾的是，这一说法并不总是与欧亚经

济联盟精英代表们的认识相吻合）。

所以，俄罗斯基于卢布的新的经济管理体制将复制到欧亚经济联盟和独联体

国家。为此，俄罗斯应当在与后苏联空间国家的经济合作中树立去美元化的榜样。

我们与这些国家的联系不仅是贸易关系，而且是地域分工和合资企业的合作（仅

与哈萨克斯坦就有 1.5 万家合资企业）。必须让俄罗斯向自己的欧亚伙伴提供物

质帮助和卢布而非美元贷款。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对卢布的需求会增加，俄罗斯高

附加值产品的竞争力也将会提升。目前，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发展基金仍以美

元为主（10 亿美元），欧亚开发银行也完全没有卢布，发放的贷款均为美元和欧

元（总额超过 100 亿美元）。俄罗斯拟扩大货币发行量的很大一部分应该投入与

之合作的欧亚经济联盟和独联体国家的经济和人文项目上。显然，对独联体国家

和世界其他对俄罗斯卢布投资感兴趣国家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不会造成俄罗斯的通

货膨胀。

欧亚经济一体化及其机构、真正合适的管理模式，暂时只具有狭隘的经济属

性。与欧盟不同，我们的欧亚经济联盟还没有涉及政治和人文内容。而且，我们

的合作还不能不考虑文明的传统的和精神上的连接纽带。

与西欧的实践不同，欧亚构想依靠的是几百年来信奉天主教、伊斯兰教、佛

教和犹太教的各族人民的和平共处与合作。我们各族人民不是来自其他国家，也

不是近年来而是许多世纪以来就生活和工作在一起。不管其神学意义上的差异，

欧亚两大宗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有着原则上的共同点，那就是集体主义价值取向，

而不是个人主义，不能接受不择手段的致富意图，在酷寒的大陆气候和经常性的

外部威胁条件下尊重国家的作用。所以，俄罗斯经济治理体系的有效转型，对我

们欧亚文明传统价值观的尊重和发扬以及欧亚文明精神上的强大优势，是俄罗斯

及其盟友在全球经济对抗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责任编辑	靳会新	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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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评估

—— 从“东向”到“东向北向联动” 

������������������������������������������高际香（1. 5）

俄罗斯养老储蓄金制度改革������ 田雅琼（3.101）

乌克兰危机

俄乌冲突主要利益攸关方之博弈及其影响

������������������������������������������ 李永全（4. 5）

美欧制裁压力下俄罗斯经济的韧性、根源及未来

方向

������������������������������������������ 徐坡岭（4.22）

乌克兰危机中的美俄混合战：

演化、场景与镜鉴

����������������������������������������������许华（4.48）

俄乌冲突后欧盟政治的新变化

��������������������������������������������� 鞠豪（5.67）

俄乌冲突对欧洲经济的冲击

������������������������������������������ 周学智（5.86）

俄乌冲突下中亚地区地缘政治经济态势

������������������������������������������ 刘艺潼（5.102）

后苏联空间危机

认知约束、螺旋对抗与机制耦合：

—— 探源俄乌危机中俄罗斯的冲突选择

��������������������������������������������� 郝赫（6.39）

从冲突“解冻”到“再冻结”：

第二次纳卡战争评析

��������������������������������侯艾君 林浩然（6.58）

俄罗斯对“混合战争”理论的研究与实践

������������������������������������������ 郭金峰（6.72）

历史 •文化

俄国驻中国喀什噶尔领事彼得罗夫斯基与近代英

俄大博弈

�����������������������������������韩莉 李忠宝（1.91）

俄罗斯哲学现代性批判思想的基本范式

������������������������������������������ 张佳琳（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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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文化的基本问题

�������������������������������������������白晓红（3.25）

战略文化、安全困境与俄国应对地缘政治风险的

决策偏好

������������������������������������������ 秦立志（3.44）

俄罗斯媒体国际传播与国家安全：

布局、策略、启示

����������������������刘箫锋 马建光 刘杨钺（3.78）

关于苏联解密档案的几个问题

����������������������������������������欧阳向英（4.89）

苏俄对 1919 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指导和帮助

�������������������������������������������张盛发（6. 5）

沙皇保罗一世军事改革评析

�������������������������������������������张建华（6.24）

俄罗斯绿色发展

俄联邦自然保护检察院：

生态保护检察监督专门化的新探索

�����������������������������������刘洪岩 叶楠（5. 5）

基于气候变化视角的俄罗斯森林碳汇

������������������������������������������ 李淑华（5.24）

美欧制裁下俄罗斯能源低碳发展的路径选择

������������������［俄］В. И. 沃洛申 О. Е. 纳扎罗娃 

                        陈思旭 编译（5.40）

“碳中和”背景下俄罗斯碳税制度的

证成与构建路径

��������������������������������������������� 孙祁（5.53）

数字转型

建构非对称竞争优势的尝试： 

俄罗斯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结构与逻辑解析

��������������������������������������������� 封帅（2. 5）

俄罗斯数字化转型与网络公共领域的生成

��������������������������������������������� 马强（2.30）

俄罗斯国家数据安全治理的机制建设

�����������������������������������张涛 张莹秋（2.48）

俄罗斯虚拟现实产业发展状况探究

������������������������������������������ 张誉馨（2.67）

中亚与上合组织

以数字经济提升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

新空间

������������������������������������������ 刘华芹（3. 5）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文化合作：历程与意义

������������������������������������������ 徐向梅（4.105）

上合组织安全合作理论构建、行动实践与中国

力量贡献

��������������������������������������������� 苏畅（6.93）

俄罗斯在吉尔吉斯斯坦的语言文化传播：

现实动因、政策走向与路径选择

�����������������������������������程雅丽 许哲（6.107）

一带一路

中哈战略对接合作三十年：回顾与展望

�����������������������������������杨进 胡朝阳（5.121）

中东欧

匈牙利“向东开放”外交政策评析

������������������������������������������ 宋黎磊（4.120）

视点

欧亚一体化背景下的国家主权

����［吉］Е.Г. 加尔布扎罗娃 李传勋 译（1.128）

亚洲秩序构建与中国角色：以权力分享为框架

������������������������������������������ 王俊生（3.120）

全球经济对立条件下的俄罗斯与欧亚经济联盟

 ［俄］米哈伊尔 •克罗托夫 李新 编译（6.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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