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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 2010年初俄政府正式批准了 5俄罗斯联邦远东及贝加尔地区 2025年前发展战

略 6,这意味着俄对东部的开发与开放已成为其最重要的国家战略之一。该战略的政策构想是以

能源合作为基础,注重发挥俄横跨欧亚大陆的地缘优势,加强高科技合作, 促进俄与亚太地区的合

作交流,逐步实现俄东部地区经济社会的繁荣和发展。俄东部开发开放战略的实施将有助于推动

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巩固俄与亚太国家关系,并对东北亚及亚太地区地缘政治形势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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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地处欧亚大陆, 2 /3领土在亚洲, 这一地

缘特点决定了俄东部尤其是远东及贝加尔地区在俄

国家安全战略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该地区的繁

荣和发展是俄重新成为世界大国的关键性战略支

撑。自苏联解体以来, 俄东部地区一直处于相对落

后和封闭状态,经济社会发展十分缓慢,国家整体发

展呈现出日益严重的东西失衡局面。同时, 东部地

区人口外流及移民涌入现象有增无减, 已对俄东部

地缘政治安全构成了现实和潜在的威胁。俄政府自

叶利钦时期以来一直努力促进远东及贝加尔地区的

发展, 但始终收效不大。梅德韦杰夫任总统后,十分

重视推进俄 /东部地区开发战略 0的出台, 并多次强

调东部开发是俄国家发展战略的 /优先方向 0。

2010年 1月 20日,俄政府正式批准了 5俄罗斯联邦

远东及贝加尔地区 2025年前发展战略 6, 这意味着

对东部的开发与开放已成为目前俄国家战略的最重

要内容之一。

一、俄东部开发开放战略的政策构想

俄远东及贝加尔地区开发开放战略是俄国家整

体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最终目标是推动

东部地区繁荣与发展, 巩固俄在东方的地缘政治优

势, 实现俄国家 /现代化 0。该战略的基本政策构想

是: 以能源合作为基础, 注重发挥俄横跨欧亚大陆的

地缘优势,加强高科技领域合作, 促进俄与亚太地区

国家的全方位合作与交流。

首先, 开展与亚太国家的能源合作是俄实施东

部开发开放战略的基础。亚太地区经济近年来持续

高速发展,能源需求不断上升, 该地区主要国家中

国、日本、印度和韩国等都是能源进口大国。俄罗斯

的远东及贝加尔地区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矿产

和林木资源,且地理上邻近亚太地区主要能源消费

国,具有运输成本低的优势。这两方面因素使俄的

能源资源对亚太国家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而俄更是

将能源合作视为其与亚太国家扩大和深化合作的

/可靠0基础。梅德韦杰夫总统曾明确表示, /作为

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天然气供应国之一,俄罗斯将努

力促进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能源保障体系 0。¹同

时, 俄还考虑通过能源合作进一步参与亚太区域一

*  本文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中国东
北亚战略与政策研究 0 (项目号: 09 JZD0037)以及吉林大学研究生创

新项目 / 21世纪俄罗斯亚太地缘战略研究 0 (项目号: 20101001)的资

助。

¹ /梅德韦杰夫谈亚太地区巩固动态平等伙伴关系问题 0, h t2
tp: / /www. ru ssia. org. cn /chn /? SID = 134& ID = 1569. (上网时间:

2010年 7月 2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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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进程,提升俄在亚太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中国是俄加强与亚太国家能源关系的主要合作

伙伴。中俄于 2009年 2月签署了一项长期原油贸

易协议,根据协议, 俄将在未来 20年每年向中国输

出 1500万吨原油,中国则将向俄石油公司和国家石

油管道运输公司分别提供 150亿美元和 100亿美元

的贷款。¹ 2010年 6月胡锦涛主席访俄期间, 两国

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一系列涉及天然气、煤炭等领域

的合作备忘录,并就推进中俄在石油、电力等领域的

合作达成一致。

在与中国加强能源合作的同时, 俄还十分重视

对亚太地区能源出口的多元化问题, 以便更好地维

护俄能源安全和国家利益。 2009年 2月, 俄日两国

元首就双方共同投资萨哈林液化天然气工厂问题签

署文件;同年普京总理访日期间,两国领导人又签署

了原子能合作协议,协议规定, 日本可从俄进口核电

站所需的铀燃料,并与俄方共同开采铀矿以确保日

本铀燃料的稳定供应, 而俄则可从日本引入核能发

电的技术和设备。º 2009年 12月, 普京出席了俄

/东西伯利亚 - 太平洋 0石油管道一期工程启用仪

式,该管道将有助于俄拓展在亚太地区的能源出口

对象, 扩大俄在亚太地区的能源市场。» 此外, 俄面

向亚太地区的最大天然气运输工程 /萨哈林 2号 0

也在兴建之中。

其次,注重发挥俄横跨欧亚大陆的地缘优势,计

划建设中国 -欧亚运输走廊,加快交通运输建设,充

分发挥俄欧亚路桥的功能。在俄国内, 欧亚主义派

一直力主俄应发挥横跨欧亚大陆的地缘优势, 将俄

建成连接欧亚两大洲的 /桥梁0。但现实中, 俄面临

的最大问题是,幅员辽阔的远东及贝加尔地区交通

运输十分落后, 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缓慢。在空

运方面,该地区可用的机场数量有限,与亚太国家之

间几乎没有直通航班,与国外航空企业也鲜有合作;

在陆运方面,铁路作为该地区最主要的交通运输工

具,基础设施落后,运输能力日益下降。¼ 交通运输

问题不仅影响了俄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也严重制

约了俄发挥欧亚大陆桥的作用。为此, 俄政府在其

东部开发开放战略中特别强调了要全面改善东部地

区的交通运输状况,提高运输效率,并将此环节视为

俄实现整个开发战略的重要基础性保障。目前, 俄

政府已计划加大对该地区航空、铁路和公路等基础

设施建设的投入,并提出要使用现代导航技术,建设

现代化航空枢纽,加强铁路运输能力的建设,建立现

代化运输网络,提高运输安全和质量等具体措施。½

与此同时,俄加强了与亚太国家开展相关领域的合

作, 如在与中国等国签署地区合作协议时,将口岸地

区基础设施建设列入其中并作为合作的一项重要内

容。 2010年 8月俄滨海边疆区行政长官达里金宣

称, 俄将在边疆区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商港、东方港和

哈桑区兴建 3座粮食出口终端码头, 利用符拉迪沃

斯托克港是远东唯一一个可以满足粮食进出口和近

海运输倒装等各方面需要的港口优势,通过粮食码

头实现向亚太地区的粮食出口。¾

第三, 大力发展高科技被俄视为东部开发开放

战略的重点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一直以来, 俄远东

地区经济过多依赖能源出口, 高科技产业发展严重

不足。为此,俄把开发开放战略的实施重点之一放

在了开展高科技领域合作上。梅德韦杰夫曾表示要

将科技领域的创新发展视为俄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内

容, 并明确提出了一系列目标, 包括 /为国内外市场

研发新型能源,保持并提高核技术水平,完善信息技

术, 积极推进全球公用数据网络发展,增设地面和空

间信息传输基础设施,继续保持俄医疗诊断设备生

产和抗病毒药物生产在全球的领先地位 0等。¿ 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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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贷款换石油协议将推进双方能源合作 0, h ttp: / /new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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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2010年 7月 2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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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地区拥有较好的科技基础和科技人才培养机

制,其能源开采技术和航空航天技术在亚太地区具

有一定的先进性。俄力图以此为基础, 进一步拓展

与亚太国家在冶金、船舶和飞机制造等领域的合作,

彻底改变以往 /简单地将石油由一国运到另一国 0

的合作模式。¹ 俄总理普京 2010年 9月 7日会见

/瓦尔代 0国际辩论俱乐部成员时表示, 除原材料

外,俄在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还可发展高技术制

造业, 如飞机和船舶制造等,并希望就此与日韩等国

展开合作。º 俄还打算利用与亚太国家间已达成的

协议 (如与中国达成的 5中国东北地区同俄罗斯远

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 6以及与日本达

成的 /原子能合作协议 0等 ) ,引进先进技术, 特别是

生物、医药、环保和农业等领域的新技术。»

第四, 加强与亚太国家的交流与合作被列为俄

东部开发开放战略的重要内容。俄以往的东部发展

计划之所以未能顺利实施,除联邦政府资金、政策支

持力度不够外,缺乏与周边邻近国家的交流合作也

是重要原因之一。亚太地区经济近年来发展迅速,

正逐步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2008年全球

金融危机进一步凸显出亚太地区经济对提振全球经

济的重要性。同时, 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也在

加快步伐。面对这种形势,俄深刻认识到,如果俄东

部地区发展不与亚太地区经济发展大趋势接轨,俄

与亚太国家之间不能实现良性互动, 那么俄的战略

目标将很难现实。梅德韦杰夫总统一直很重视发展

俄与亚太地区的关系, 他在 2009年曾指出,为继续

推动建设平等、稳定、繁荣的亚太地区, 俄将继续积

极参与包括东盟、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安全论坛

等地区性多边对话机制和多边组织。¼ 俄新出台的

东部开发开放战略也明确提出, 要 /发展俄罗斯与

毗邻国家的经济、文化和人文交流,以确保俄最大限

度地参与亚太地区一体化进程0。½ 实际上, 近两年

俄已有意识地加强了这方面的努力。 2009年 10

月,俄统一船舶建造集团股份公司和韩国公司签署

了在滨海边疆区合资建设造船厂的协定, 韩方投资

2亿美元。俄还将与日本公司合作, 投资建设薄板

玻璃厂,以及在俄建立石油残渣深加工等综合项目。

除经济领域外,俄还强调要拓展在文化和教育领域

的交流与合作,在中俄 2009年 9月正式批准的 5中

国东北地区同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

划纲要 ( 2009- 2018) 6中, 100多个合作项目中有近

20个项目涉及人文和教育。此外,亚太经合组织峰

会将于 2012年在俄远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

作为该组织届时轮值主席国, 俄已将此次峰会视为

其加速融入亚太地区经济发展进程的良机, 并一直

在加紧筹备会议。梅德韦杰夫总统 2010年 7月亲

自过问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政府对峰会的准备情

况; ¾俄政府还计划为峰会开辟数个新口岸,其中包

括与中国和蒙古的陆上口岸, 以及与太平洋特别经

济区的水上口岸。¿

二、俄制定东部开发开放战略的动因

俄此次制定 /远东及贝加尔地区 2025年前发展

战略 0主要基于三方面的考虑。首先是出于对该地

区发展现状和趋势的担忧。俄远东及贝加尔地区经

济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是生产力水平低下,该地区劳

动生产率 /只相当于日本的 1 /4,澳大利亚的 1 /5,美

国的 1 /60À。同时, 该地区经济结构单一,增长过分

依赖能源出口,这导致与能源出口相关的寄生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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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膨胀,经济发展内生性动力明显不足,地方财政

大多依靠联邦政府的补贴。这些问题在 2008年全

球金融危机中全面暴露。

除经济问题外, 俄远东及贝加尔地区面临的另

一个现实威胁是人口问题。尽管该地区土地面积几

乎占俄领土总面积的一半, 但人口数量仅为俄全国

人口总数的 7. 8%,平均每平方公里才 1. 4人。¹ 苏

联解体后,很多远东地区的俄罗斯人纷纷向经济较

为发达的欧洲地区迁移,这导致近 20年来俄远东联

邦区的原居民人数减少了 1 /4。与此同时, 相邻的

亚太国家移民不断进入俄远东地区, 使当地移民压

力增大。这种非均衡的人口变化趋势已引起俄国内

普遍担忧,不少学者认为,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

必然会加速东部地区一些联邦主体对俄的离心倾

向。

其次, 一个封闭和欠发达的东部地区不符合俄

国家长远发展利益和战略目标。俄始终认为自己应

当是一个世界大国,而非地区大国,应当在未来多极

化世界中成为有着重要影响的一极。为此, 梅德韦

杰夫总统在 2009年 11月的 5国情咨文 6中明确将

实现俄经济现代化作为国家发展目标, 他提出要发

展 /创新型经济 0, 完成生产领域的技术改造和更

新。º 然而,一个落后和封闭的东部地区对俄实现

长远发展目标构成了重大障碍,因此加快推进远东

及贝加尔地区经济社会的繁荣和发展便成为俄国家

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环节。

第三,以东部地区的开发和开放为契机,加强地

区合作,积极参与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俄 2008年

颁布的新版 5俄罗斯外交政策构想 6中明确提出:

/在俄多向性的对外政策背景下, 亚太地区有着重

要的、日益增强的意义,它将有助于使俄成为世界上

快速发展的地区。0»近几年来, 亚太地区一体化进

程不断发展。中日韩三国合作机制在逐步加强,

2010年 5月 29日举行的中日韩首脑会议通过了

5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 6, 同意提升三国伙伴关系,

推进三方政府交流,发展可持续经济合作,共同促进

地区稳定与和平。以东盟为基础的 / 10 + 10 (东盟

+中国 )、/ 10+ 30 (东盟 +中日韩 )伙伴关系机制也

在快速发展,尤其是 2010年 1月中国 -东盟自贸区

正式启动,标志着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达到了新的

高度,它将对推进双方互相投资、维护双方共同利

益,以及维护地区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面对

这一重要发展机遇,俄当然希望能够有所作为,并试

图通过积极参与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需要指出的是, 俄加强与亚太国家合作也是出

于俄经济当前急需摆脱金融危机阴影而作出的理性

政策选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俄经济冲击很

大, 导致俄失业率上升, 经济实体萎缩。据俄经济发

展部统计, 2009年俄国内生产总值下滑了 7. 9%, 创

下了自 1994年以来的最大跌幅,连梅德韦杰夫总统

也承认这是俄经济 /最困难的一年 0。¼ 2010年, 随

着世界经济状况好转,俄经济也开始出现复苏迹象,

第一季度经济同比增长了 4. 5% ½。但是, 由于受自

身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等方面的限制,俄经济未来

前景仍存在着很大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 面对

同样受到金融危机冲击但经济仍保持相对稳定的亚

太国家,俄选择了积极参与地区经济发展进程。从

这个角度看,施行开发开放战略也是俄彻底走出金

融危机阴影的重要手段。

三、俄东部开发开放战略的

地缘政治效应

  俄东部开发开放战略的实施在为俄远东及亚太

国家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和机遇的同时,也必然会对

俄东部乃至整个东北亚和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形势

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 这一战略的实施能够有效地加速俄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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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发展,对巩固俄东部领土安全有积极意义。俄

远东及贝加尔地区地处东北亚,与中国、蒙古、朝鲜

等国接壤,领土面积为 772. 74万平方公里,占俄全

部领土的 45. 2%, ¹是俄通往太平洋和亚太地区的

门户。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其对于俄罗斯来说具有十

分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为此,俄政府将远东及贝

加尔地区的开发开放列为了国家发展的战略任务,

并制定了具体实施措施, 这无疑对于提振东部地区

经济和社会发展, 稳定地区人口状况有巨大作用。

俄的目标是将这一地区建成一个 /发达的、有适合

居住环境的、社会经济发展达到俄国家平均水平的

地区0, º逐步实现当地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社会稳

定,以便更有效地应对这一地区正在显现的诸如非

法移民、贩毒等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从最新统

计数据看,俄东部开发开放战略的积极影响正在显

现: 2010年第一季度俄远东地区工业生产指数达到

7% ,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这是近年来这一地区少

有的工业生产高速增长。此外, 2010年上半年俄远

东地区吸收的外资同比也增长了 50%。¼

其次, 俄东部开发开放战略对俄在全球层面扩

大战略回旋空间具有重要意义。俄外交中一个重要

的地缘优势就是国家领土广阔,横跨欧亚两大洲,这

使俄外交可 /在东西南三个方向上巧妙周旋, 当俄

在西线受到挤压时, 可以通过加强与东方或南方国

家的联系,巩固俄后方,并在可能的情况下, 借助东

方或南方势力,平衡西方势力以缓解压力 0。½ 正如

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汉斯 #摩根索指出的, /领土

广阔是巨大力量的永久源泉 0。¾ 然而,随着俄东西

部地区发展不平衡差距逐渐扩大, 俄东部地区安全

形势日益严峻,其缓解俄西部边疆面临的战略压力

的能力大为降低,从而大大削弱了俄固有的地缘政

治优势。虽然俄经济、政治和军事中心处于其领土

的欧洲部分,但一个稳定发展的东部始终是俄重新

崛起的重要前提和战略依托。因此, 如果俄开发远

东及贝加尔地区的战略能够有效实施, 将对俄巩固

地缘政治优势、实现其 /成为未来多极化世界中重

要一极 0战略构想提供重要的战略支持。

第三, 俄东部开发开放战略的实施有利于加速

地区一体化进程,改善东北亚和整个亚太地区的地

缘战略形势。 /面向亚太地区 0一直是俄外交的主

要方向之一,但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形势十分复杂。

美国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 力图在这一地区谋求

主导和霸权,并以美日、美韩同盟为辐射基点实施其

亚太战略;中国是这一地区的新兴大国,其力量的增

强必然会导致地区政治、经济和军事格局发生重大

改变;加之朝鲜与韩国长期处于分裂和对峙状态,地

区国家间缺乏相对稳定有效的安全机制,该地区未

来发展走向具有很大不确定性。俄在这一地区不仅

要面对来自美日、美韩军事同盟的压力,还要面对日

益崛起的中国和多次反复的朝鲜半岛问题, 而这些

问题都可能成为影响俄未来发展的关键外部因素。

梅德韦杰夫总统一直力主奉行积极的亚太外交政

策, 他在谈及东部地区开发时,既重视俄与亚太国家

的广泛合作,也对亚太地区自贸区协议非常感兴趣,

强调要利用俄丰富的能源资源, 吸引亚太地区的先

进技术和投资,借鉴亚太国家的发展经验。2010年

9月 6日俄在伊尔库茨克举办第六届 /贝加尔国际

经济论坛 0, 俄联邦委员会主席米罗诺夫出席论坛

并强调 /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具有极大的发展潜

力, 具有解决国家现代化和创新发展的资源 0。¿ 该

论坛吸引了许多亚太国家政府代表参加,期间,举行

了一系列政府间经济对话并签署了多项协议。À 这

种良性互动无疑能够进一步提高俄与该地区国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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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互依存度,加速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不仅为俄

未来经济发展和国家振兴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

境,而且有助于改善东北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复杂

的地缘政治形势,使其趋于稳定。

此外, 俄远东和贝加尔地区开发开放战略的实

施为深化中俄合作和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供了

新的机遇。中俄两国互为最大邻国, 双方有 4300多

公里长的边界线,两国又同处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

因此俄在实施东部开发开放战略时必然注重与中国

的合作。同时,俄东部开发开放战略又与中国振兴

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建设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

政策不谋而合,这为推动和扩大双方合作创造了有

利条件。2009年 9月, 中俄双方批准了 5中国东北

地区同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

( 2009- 2018) 6,确定了包括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建

设和改造连接中俄两国地区间的公路、桥梁、铁路、

通信系统,以及建设和发展科技合作园区等重点合

作项目。
¹
在俄开始实施东部开发开放战略后, 双方

又多次就合作规划纲要的具体落实举行多次会谈。

同时,中俄能源合作也随着俄东部开发开放战略的

出台得到了加速发展。 2010年 8月 29日, 俄总理

普京在出席中俄石油管道俄境内段启动仪式时强

调, 这一管道的启动对于中俄双方都有着重要意

义。
º
同年 9月初,中俄两国又签署了煤炭方面的合

作协议,协议规定未来 25年的前 5年中国每年将从

俄进口至少 1500万吨煤炭,后 20年进口煤炭量将

会增加至 2000万吨, 中国则为俄提供总共 60亿美

元的贷款。
»
从长远看,中俄在经贸领域合作的加强

将为两国进一步提高政治互信和深化战略协作伙伴

关系打下坚固基础。o

(责任编辑:张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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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第 14页 )的角度研究欧盟内外政策, 更关心欧

盟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 后者更侧重于从整合进程

的角度探讨欧盟一体化的理论与实践, 更关心诸如

欧盟身份构建之类的学理问题。

就研究重点而言, 欧洲智库对欧盟内在一体化

的关注会逐渐转向对欧盟外在国际化的探讨。这一

趋势在 5里斯本条约6批约进程中已有显现。 2008

年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便着手研究5里斯本条

约 6之后欧盟对外行动署的设置问题, 并提出了非

常具体的行动指南。¹ 2009年在 5里斯本条约 6生

效前夕,布鲁盖尔研究所便增设 /新委员会备忘录 0

项目, 出版政策报告 52010 - 2015年欧洲经济的优

先议程:新委员会备忘录6, º旨在抢先一步, 影响欧

盟新机制的决策。与专业智库略有区别的是, 大学

智库把研究精力主要放在欧盟倡导的多边主义、全

球治理以及欧盟相应的政策选择等问题上。可以预

见,面向新欧盟国际角色的各种研究议题将成为今

后欧洲专业和大学智库的主攻方向。»

两类智库不仅研究的侧重点不同,而且政策影

响存在结构性不平衡。这在对华研究方面表现尤为

明显。处于一线的专业智库近年对华研究实力大

增, 关注领域显著扩大, 对相关决策的影响不可小

觑。与之相比,处于二线的大学智库对华研究虽也

明显增强,但实力尚弱, 领域狭窄, 对相关决策的影

响并不显见。总体看,欧洲智库对中国的研究起步

较晚,但进展迅速, 且潜力无限。欧盟的发展和中国

的崛起使中国问题和中欧关系成为重要研究主题。

欧洲学者在研究与中国相关的各种问题时, 对中国

智库的合作需求较为强烈, 欧盟各种研究项目纷纷

向中国开放。这些都为中国学者影响欧洲智库的中

国研究提供了机遇,也为中国智库加强对欧洲的研

究创造了空间。o (责任编辑:张浩 )

20

5现代国际关系6 2010年第 10期

¹

º

»

B rian C row e, / The E uropean External Act ion S erv ice: Road2
m ap for Success0, A C hatham H ou se R eport, London: Royal Ins titu te of

In ternationalA ffairs, 2008.

And r�Sap ir, ed. , E urope. s E conom ic P riorities 2010 - 2015:

M em os to th eN ew C omm ission, Bru ssels: B ru ege,l 2009.

相关分析参见欧委会研究总司的分析报告。D irectorate-

General for R esearch, / Em erging Trends in Socio - econom ic S cien ces

andH um an it ies in E urop e: Th eMETR IS Report0, Bru ssels: Eu rop ean

Comm iss ion, 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