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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益的必要探索
  

——  《创建中俄自由贸易区问题探索》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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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传君教授撰写的《创建中俄自由贸易区问题

探索》既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也是对重大

现实课题的有益探索。赵传君教授在书中从战略视

角分析了建立中俄自由贸易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其主要观点是：首先，中国需要实现贸易多元化战

略，而俄罗斯既是中国的 大邻国，也是一个很具

潜力的新兴大市场，中俄在贸易方面具有很强的互

补性，因此，中俄实现贸易自由化将是一种双赢选

择。其次，中俄两国首脑已确定，到 2015 年中俄

贸易额应达到 2000 亿美元，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

战略目标，然而，在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影响下，

中俄两国的经济增长表现虽然比欧美国家要好，但

无论是内需还是出口都受到明显影响。在这种形势

下，只有中俄实现贸易自由化，中俄两国共同确定

的贸易目标才能有保障实现，中俄经贸关系才能实

现战略升级。再次，中俄多年来在贸易及经济技术

合作中存在一些“老大难”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如“灰

色清关”、劳务配额、检疫检验标准和贸易规范化

问题等。如果就这些问题逐个进行谈判，不但需要

时日，而且效果不一定好，所以该书认为，应该把

这些问题纳入中俄自由贸易谈判的总体框架，实行

“一揽子”解决的方式。 后，该书认为，中俄经

贸关系大大滞后于中俄战略关系。俄罗斯国内政局

的重大变化和国际政治与安全形势的重大变化，都

会使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和对外战略随之发生变化，

如果没有紧密的经贸关系为基础，中俄战略关系就

显得较为脆弱和具有不可预测性。因此，实现贸

易自由化，使中俄经贸关系更加紧密，使中俄经

济融合度更高，从而使中俄战略关系的发展不可

逆转。

赵传君教授不仅分析了建立中俄自由贸易区的

必要性，而且阐述了其可行性。从中国角度看，中

国已与东盟 10 国建立了自由贸易，同时还与新加

坡、秘鲁、智利等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与韩国等

正在协商建立贸易区问题。东盟 10 国里既有发达

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既有市场经济国家，也有

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与国情各异的东盟 10 国都能

达成自贸协议，与俄罗斯为什么不能建立自由贸易

区呢？更何况，中俄之间有着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

和高水平的战略伙伴关系，没有领土争端和战略利

益冲突。从俄罗斯角度看，俄罗斯已经加入了世贸

组织，商品市场和服务市场将更加开放，俄罗斯的

经济增长、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等，都需要与主要

贸易伙伴实现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俄罗斯经

济不是封闭经济，而是开放经济，俄罗斯并不排斥

和拒绝贸易自由化。早在 2009 年俄罗斯就与白俄

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成立了关税同盟，现在俄罗斯要

以三国关税同盟为基础，拟吸收更多的独联体国家

参与其中， 终形成“欧亚联盟”。此外，俄罗斯

曾多次表示要与欧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只是欧盟没

有给予积极的回应。多年来，俄罗斯的对外贸易结

构较为单一，即主要出口能源和资源性产品，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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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工产品等生活必需品。这种贸易结构是由俄罗斯

的产业结构决定的，如果能与中国实现贸易自由化

和投资便利化，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建厂，

这对于俄罗斯改善产业结构和外贸结构具有重要意

义。该书还进一步指出，目前中俄已在边境地区绥

芬河市建立了封闭性质的自由贸易区，即“中俄贸

易综合体”，中方还在绥芬河市建立了“综合保税

区”，双方合作在俄罗斯境内建立了三个工业园区

和综合经贸区，这些都为中俄建立自由贸易区奠定

了较为扎实的基础，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关于中俄自由贸易区应该选择何种模式问题，

该书在深入分析世界各类自由贸易区模式的基础

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认为，建立中俄自由

贸易区要充分考虑到中俄的国情，要充分照顾到中

俄双方的利益与关切，应采用“分地区、分阶段、

分领域推进”的模式。这一模式的要点是：首先在

中俄沿边地区实现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待时

机成熟和条件具备时，再实现中俄全境的贸易自由

化和投资便利化。从商品和服务范围角度看，可首

先在某些类型的商品和服务业实行贸易自由化，然

后逐步扩展自由化的商品和服务范围。从推进的时

间顺序看，中俄贸易自由化可分为初级阶段、中级

阶段和高级阶段，每个阶段的目标和任务有所不同，

而且呈逐步扩展、逐步升级的态势。

如何推进中俄贸易自由化进程，赵传君教授提

出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并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主

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俄各界首先应在建立

自由贸易区的认识和评估方面达成基本共识，特别

是需要让俄罗斯政府、产业界和学术界真正认识

到，建立中俄自由贸易区不只是对中方有利，不只

是中方的需要，而是对双方都有利，是双方的共同

需要。其次，应使俄方认识到，中俄贸易结构是由

中俄产业结构决定的，中俄如能实现贸易自由化和

投资便利化，将会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赴俄投资，

对于改善俄罗斯的产业结构将会产生显著作用。

后，应使俄方认识到，在俄罗斯市场，中国企业主

要不是与俄罗斯企业竞争，而是与韩国、越南、日

本及欧洲的企业竞争，即使中国商品不进入俄罗斯

市场，其他国家的商品也将替代中国商品进入俄市

场，因为很多商品俄罗斯只能依靠进口。二是中俄

应尽快协商签署投资便利化协议，扩大和深化中国

对俄投资的领域，以投资带动贸易，让俄方看到投

资便利化给俄罗斯带来的明显成效及投资便利化与

贸易自由化的密切关系，从而加快俄罗斯迈向中俄

贸易自由化的步伐。三是中俄沿边开发建设战略应

实现有效对接，推动中俄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发展。

四是中俄应协商签署海关合作协议，先行解决中俄

贸易中多年来存在的一些难题，如有些商品的市场

准入问题、劳务配额问题、通关效率问题、检疫检

验标准问题和“灰色清关”问题等。中俄贸易通道

上有些瓶颈和结点严重制约中俄贸易的发展，有些

结点只差一步却不能实现对接。只有尽快打通中俄

贸易通道上的各主要瓶颈和节点，才能为中俄实现

贸易自由化创造必要条件。六是与俄罗斯共同协商，

切实解决华商在俄经营的合法权益保护和国民待遇

问题。多年来在俄投资、建厂和销售的中国商人，

其合法权益没有得到有效保护，如俄方在查封和关

闭莫斯科大市场的过程中，一些中国商人有合法进

口手续的商品也被查封， 后很多商品不翼而飞并

得不到赔偿。此外，在华商的入境、居留及从事劳

务活动方面，俄方也存在歧视性的待遇规定。

该书提出的上述推进措施既具有很强的针对

性，也具有实际可操作性，如能付诸实施，将会加

快中俄签署自由贸易协议的进程，因此，该书具有

重要的实践意义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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