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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一带一路”背景下俄罗斯远东开发政策对我
国东北振兴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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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俄两国互为最大邻国，同时作为东北亚地区的两个核心大国，分别于 21世纪初提出了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远东开发战
略。两国在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契合，也加强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战略对接与协同发展，是中俄

两国谋求区域合作和发展的必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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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已与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和
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绩。我国的东北三省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同处东北亚地区，地域特
点、发展历史有着众多相似之处；产业结构也颇为互补。为深度融入
“一带一路”，积极构建“东北亚经济圈”。而加强东北地区与远东地
区的协同发展，则是中俄两国谋求区域发展的必然选择。

1 政策解读
2013年 9月，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发展的理念、倡

议。依托中国与诸多国家既有的双边和多边机制，凭借有效的区域
合作平台，借“丝绸之路”这一历史命名，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合
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经济融合、政治互信的命运共同体。我国实施
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是一项以经济建设为主导，促进沿线各国
经济繁荣、文明互鉴、共同发展，造福各国人民的伟大倡议。不仅对
我国及沿线国家各方面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也将助力推进世界政
治、经济和文化新格局的形成。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沿线各
国间的人才交流和人员往来愈发频繁，中俄两国在工业、经济、文化
教育等领域的深度合作也随之日益增多。

俄罗斯的远东开发政策，最早可以追溯到沙皇时期。普京在
2012年再次当选俄联邦总统后，再次提出新的远东开发政策，将远
东开发定位为“俄罗斯在 21世纪的优先方向”。新普京时期的远东
开发政策，首次将远东开发提升到了战略高度，是一个包含政治、经
济、安全等全方位的重大国家级战略。基于两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合
作需求，中俄两国元首于 2009年 9月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北
地区与俄罗斯联邦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09-
2018）》，正式将两国区域合作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2015年 5月两
国又签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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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月，又提出将“一带一路”倡议与北极航道
开发融合，中俄共同建设“冰上丝绸之路”的设想。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俄两国战略发展的高度契合。同时，因地
缘政治和生产结构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俄罗斯的远东开发政策也必
为我国东北振兴，多领域间的区域合作带来新的发展契机。

2 地缘优势
远东地区是俄罗斯最东部的经济区，其南部与中国有 300多千

米的共同边界。远东开发则指：涵盖俄罗斯 12个联邦主体的远东和
贝加尔地区 ——— 阿穆尔州、犹太自治州、勘察加边疆区、马加丹
州、滨海边疆区、萨哈林共和国、萨哈林州、哈巴罗夫斯科边疆区、楚
科奇自治区、布里亚特共和国、后贝加尔联邦区和伊尔库斯克州。区
域面积达 778.9万平方公里，约占俄领土总面积的 45%。中国东北
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在陆路和水路战略通道形成的中俄两国边
境地缘政治经济合作关系，对促进双边经济、科技和文化发展，稳定

东北亚政治经济格局和推动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具有非凡意义。
东北三省和远东地区均为两国自然资源较丰富地区，石油、矿

产、森林资源储备丰厚，在能源和木材等领域进出口合作也有较多
经验借鉴。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也为推进两国深度区域合作发展
奠定了良好基础。

3 工业领域
俄罗斯远东地区与我国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历史较为相似。东

北老工业基地，地处东北亚区域中心，新中国成立以来，被誉为“共
和国工业长子”的东北地区为国家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改
革开放政策实施后，国有企业受发展体制因素制约，改制压力大，东
北地区逐渐与东南沿海等省市的发展拉开距离。相比之下，俄罗斯
远东地区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也因早期形成的重工业发展体系，
在近年来出现生产衰退和人口外迁，而导致经济的一蹶不振。

2012 年 9 月，俄罗斯将远东地区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定位
APEC峰会举办地，此次峰会的成功举办，如为远东地区经济发展
注射了强心剂，也为该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2014年 10月中俄签署高铁合作备忘录，2015年 4月北车集团
参加俄罗斯高铁 3.39亿美元项目竞标。作为我国唯一一家可供应
高寒高铁车辆的企业，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正努力探索在俄罗斯
市场的实质性突破，并积极参与北京至莫斯科高速铁路俄罗斯段境
内的建设。

综上，除传统的石油、天然气、木材等能源领域合作外，两国还
可通过在制造业和快速发展的高新技术领域内探索新的合作项目，
以克服地区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失衡。同时，应充分发挥传统的重工
业领域优势，使其在机车制造、民生改造和生产工艺更新等领域谋
求新的合作，协同发展。

4 农业发展
东北三省地处东北平原，是我国最大的平原，位于我国东北地

区的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之间，面积 35万平方公里，包括三江平
原、松辽平原和辽河平原，幅员辽阔，肥沃的黑土地是我国大米、玉
米、大豆等经济作物的主产地，被誉为“中国四大粮仓”之一，粮食总
产量约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8年东北三省的
粮食总产量 1785亿斤，占全国粮食产量的 16.9%；2018年，东北三
省粮食总产量达到 2666亿斤，约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 20.3%。但因
我国人口众多，虽然近年来东北地区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攀
升，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也已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粮食缺口仍然
较大，对农作物、副食等产品的进口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十二个行政主体中，哈巴罗夫斯克、滨海
边疆区、阿穆尔州的农业经济发展较发达。其中阿穆尔州的粮食、畜
牧、肉奶产量等，在远东各州中占领先地位。阿穆尔州地处俄联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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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与我国黑龙江省毗邻，州首府布拉戈维申斯克市与黑河市仅
一江之隔，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对接我国“一带一路”政策的
重要节点城市。阿穆尔州平原面积为 14万平方公里，其可耕种面积
达数千万亩。但近年来由于土地资源并未得到充分利用，造成大量
农业资源闲置。但市场对阿穆尔州的农产品需求潜力较大，如能利
用丰富的农业和畜牧业资源，充分发挥有利的地缘优势，搭载与黑
河隔江而望的畅通贸易渠道，与中国东北三省农业经济发展形成契
合、互补的模式，必将推动两国区域合作，促进协同发展。

另据俄罗斯海关统计，2016年中国已成为俄罗斯食品最大进
口国。俄罗斯政府 2016年用于支持农业发展资金达 2240亿卢布，
当年俄罗斯粮食产量达 1.17亿吨，创 38年新高。因国际油价长期
走低，一些专家甚至将农业称为俄罗斯“经济发展的未来”。随着中
俄两国贸易往来的深入，冰激凌、面粉、蜂蜜等俄罗斯副食产品也走
进中国寻常百姓家，成为国内市场的热销产品。

5 文教合作
早在 1995年，中俄两国就签订了《中俄相互承认学历、学位证

书的协议》。2012年在既有协议基础上，又签署了《中俄人文合作行
动计划》，为两国人文合作交流给予了国家层面的支持。根据俄罗斯
联邦科学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已实现两国互派留学生 10
万人的既定目标。截至 2019年底中国在俄留学生总数达 4.8万人，
成为仅次于哈萨克斯坦的第二大在俄留学生群体。“一带一路”战略
提出后，为构建沿线国家教育共同体，促进区域教育发展，我国先后
与 2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中俄两国
共签署教育合作协议近 2000项，双方在各项科研合作项目下，为深
化科技人文交流，合作培养人才数量达 8.5万人。

得益于地缘优势，黑龙江省自 1989年便开始与前苏联高校开

展交流。在远东开发政策背景下，中俄双方多次签署教育交流合作
备忘录。俄方在哈巴罗夫斯克市成立了东方教育国际合作中心，希
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中国学生前往俄罗斯学习。莫斯科国立大学、圣
彼得堡国立大学等知名学府，也相继在学校网站主页开通中文界
面，积极开展对华人文合作交流。黑龙江大学作为国内俄语人才培
养的重要基地，率先明确了“全面对俄”的发展方向，开拓了“外语+
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积极响应俄方举措，全力拓展在科研、教学
和学术交流等方面与俄罗斯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交流，扩大教育
领域的合作。

由此可见，“一带一路”建设为沿线各国人文合作交流，特别是
为我国东北地区对俄教育合作、互通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同
时也为培养适应“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人才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和目标。

综上所述，基于两国高度的政治互信和发展战略的高度契合，
俄罗斯远东开发政策将不断为新时期东北振兴注入活力。在迎接区
域发展新机遇的同时，中俄两国定能携手共创东北亚美好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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