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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扩大和深化两国地方交往，中
俄两国政府将2018年和2019年确定为中
俄地方合作交流年。远东地区是俄罗斯对
华地方合作中最活跃、最核心的地区。
习近平主席应邀出席第四届东方经济论
坛期间，将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扩大和深
化双方地方合作达成新共识，作出新规划，
进一步促进双方在投资、交通基础设施等
重点领域合作。

从广度上，中俄地方政府合作范围“由
点到面、由面成片”不断扩大。在点上，俄
远东地区与中国建立了25对友好省州、城
市，边境城市来访更加频繁。借助本届东
方经济论坛，俄滨海边疆区更是打算走出
传统合作区域，借鉴中国中东部、南部经济
发达地区成功经验，打响知名度，吸引更多
企业前来投资合作。在面上，顶层设计搭
建交流平台，平台迈向常态化机制化。地
方合作的蓬勃发展势头需要两国政府的大
力支持，继2016年中国长江中上游地区和
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地方合作理事
会启动以后，中俄两国政府还成立了由两
国副总理主持的中国东北与俄远东及贝加
尔地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并于2017年举
行了第一次会议。两大高级别对话合作机
制，将中俄两国相近相似区域连接起来，通
过密切的交流互鉴实现共同发展。在片
上，呈现出“条块”自由对接的跨区域联动

新态势。中国广东、浙江、江苏等地方代
表团将出席本届东方经济论坛，俄远东
地区表达了与中国长江流域、珠江流域
省份加强合作的强烈意愿。俄滨海边疆
区代理行政长官安德烈·塔拉先科表示，
在本届东方经济论坛期间，他将与中国
参会的所有地方代表团领导逐一会晤，
期待早日由“一回生”过渡到“二回熟”，
为加强地方合作找好落脚点。

从深度上，中俄两国不断创新机制，
为地方合作落地生根精耕厚培。为实施
远东开发，俄方推出或酝酿了一系列改
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的新举措，如设立
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跨越式发展区、
滨海边疆区俄罗斯岛特别行政区，实行
电子签证制度等，向投资者提供税收、进
出口、行政审批等优惠，致力于改善远东
地区投资环境。过去一年，中企投资“一
区一港”项目数增长三分之一，达到 28
个。显然，这些优惠政策吸引了中国投
资者，调动了中国企业投资积极性。除
了俄方“一区一港”等为吸引投资设立的

“自建”项目，中俄双方还在商议建设跨
境经济合作区等“共建”项目。如“绥芬
河—波格拉尼奇内”跨境经济合作区，建
设总面积计划为 4.63平方公里，中方占
地 2.3 平方公里，俄方为 2.33 平方公
里。双方人员都从本国口岸进出，中俄

两国及第三国的车辆、货物、资金在区域实
现自由流通。跨境经济合作区未来建成并
开放运行后，将凭借其高度融合性和自由
流动性成为中俄两国地方交流合作的里程
碑，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将起到巨
大推动作用，更有望为中俄探索建设自由
贸易区提供经验。

从实效上，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俄
地方合作成果丰硕。以远东地区合作为
例，中国一直是远东地区第一大贸易伙伴
和第一大外资来源国。据俄方统计，远东
地区2017年对华贸易额达77.7亿美元，同
比增长 27.5%。从贸易结构看，双方进出
口贸易呈现互补态势。随着俄经济形势好
转，远东地区对华贸易重拾升势，前景看
好。与此同时，不少中资企业在俄远东地
区从事农业、制造业、酒店、旅游、物流等行
业。同时，“滨海 1 号”“滨海 2 号”国际交
通走廊建设也在积极推进中。目前，符拉
迪沃斯托克是中国公民第三大赴俄旅游目
的地，到访人次仅少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
远东也成为越来越多中国学生的留学目的
地，仅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就有 3000 名中
国留学生，远东联邦大学、勘察加国立大学
等同中国高校商定实施了联合培养、互换
教师项目。

从前景上，中俄在地方合作中的各自
关切点都应成为提升合作水平的切入点。

俄方期盼改善贸易投资失衡现状，优化对
华商品出口结构。俄方统计数据显示，
2013 年至 2016 年，中国对俄出口产品附
加值不断提升，其中工程机械产品比例从
59％提高到65％，纺织制鞋等轻工业产品
比重从 18％下降到 12％。为扭转失衡现
状，俄方希望中国加大对俄投资，帮助俄经
济发展摆脱资源出口依赖模式，实现对外
出口结构质的提升。俄方的期待，亦是中
方所愿，中国也愿意看到对俄投资由量的
增长过渡到“质量并举”，俄远东地区得天
独厚的区位优势、丰富的自然资源都为两
国实施机械制造、生物医药等高附加值投
资奠定了基础。当然，这些合作愿景实现
的前提是双方相向而行的共同努力，合作
应建立在互利共赢和遵循市场经济原则的
基础上，为此俄方需要进一步改善营商环
境，推动开发优惠政策有效落地，保障投资
者合法权益。

正如中国驻符拉迪沃斯托克总领事闫
文滨所指出的，与中俄两国整体关系高水
平相比，两国地方合作还有相当大潜力可
挖。在中俄关系“自上而下”全面深入发展
的大势下，地方合作“自下而上”为两国关
系培基固本。应当看到，中俄地方合作最
易给两国人民带来获得感，基于这种获得
感而产生的幸福感，是中俄关系面向新时
代行稳致远最为根本的基础。

亮点纷呈 潜力巨大

地方合作为中俄关系培基固本

日前，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市长维塔利·
韦尔克延科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习近平主席出席东方经济论坛不仅是
俄中关系史上的又一个标志，更是两国在
远东地区全面深入合作的新起点。

韦尔克延科表示，当前两国关系在中
央和地方两个层面持续深入发展，作为符
拉迪沃斯托克市市长，十分欢迎发展这样
高水平的双边关系。韦尔克延科期待一方
面借助高规格的论坛平台，对外发出加强
俄中全面合作的强烈信号，为双边合作项
目吸引更多投资和关注。另一方面，通过
习近平主席的访问，加强中国人民对符拉
迪沃斯托克的了解，提升该市在中国中东
部、南部地区的知名度。

对于俄中地方合作的蓬勃发展势
头，韦尔克延科指出，符拉迪沃斯托克已
与中国黑龙江、吉林等省份建立了密切
联系，当前俄滨海边疆区和符拉迪沃斯
托克正在积极推动落实自由港建设规
划，这为俄中地方合作提供了更广阔的
空间，“外国投资者在自由港内将享受到
一系列政策优惠，俄地方政府简化了各
类行政许可。作为市长，我的责任就是
优化投资环境，进一步减少行政壁垒”。

韦尔克延科认为，未来双方最具合
作潜力的项目首先是加快中俄边境基础
设施建设步伐，修建连接符拉迪沃斯托
克佩夏内半岛到吉林延边跨阿穆尔湾的
公路桥。该项目有望成为继正在建设的
中俄黑龙江公路大桥和中俄同江铁路大
桥之后，两国间互联互通的又一成果。
目前，两国地方政府已就该项目举行了
磋商，一旦竣工通车，吉林将出现一座直

接连接俄罗斯的大桥，成为中国东北地区
至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口的最短线路。

其次是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合作，
参与符拉迪沃斯托克环城公路建设项目。
该项目将在阿穆尔湾沿岸建设一条途经该
市多个地区的双向公路，总长 22.6 公里，
设计时速80公里，日均车流量可达7万辆
至 8.5 万辆，公路主干道将与俄罗斯岛上
的道路相连。目前，中国吉林省光大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已表示有意参与该项目。

三是加强文化旅游合作，发挥符拉迪
沃斯托克文化名城的特色优势。符拉迪沃
斯托克是太平洋西岸最具欧洲风情的港口
城市，该市考虑通过加强规划，努力加快基
础设施建设；吸引中国投资，为中国游客提
供更好的服务；通过举办螃蟹节、贻贝节
等，推出海鲜特色菜式，打造面向中国游客
的“海洋旅游”“美食旅游”新亮点。

四是改善人居环境，建设新型示范社

区。符拉迪沃斯托克启动了“绿色之角”示
范住宅社区项目，该项目被列入了符拉迪
沃斯托克不久前批准的城市发展总体规划
纲要，已邀请中国企业家前来参与住宅等
基础设施建设。符拉迪沃斯托克市中心还
有一个名为“百万庄”的街区，曾有许多华
人居住，除了住宅外还保留了一座中国风
格的“北方剧院”，市政府希望恢复这个小
区历史风貌，由市政府参与规划设计，期待
中国企业参与投资运营，共同将这个街区
打造成为城市新名片。

韦尔克延科在当选市长时，曾宣布要
将符拉迪沃斯托克由一座希望之城打造成
梦想之城。他表示，梦想之城是一种标准，
城市的发展不应仅停留在解决和满足市民
的希望上，政府团队更应为市民实现生活
的梦想创造所需条件。在梦想之城的建设
中，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伙伴参与其中，
分享经验，互利共赢。

携手打造远东开发梦想之城
——访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市长维塔利·韦尔克延科

如果说，符拉迪沃斯托克
是俄罗斯在西太平洋最重要的
港口城市，那么每年一届的东
方经济论坛已成为俄远东地区
乃至整个俄罗斯面向亚太地区
的最重要窗口。自 2015 年举
办首届论坛以来，俄罗斯总统
普京每会必到，体现出俄对亚
太地区经济发展的高度重视与
倚重。在普京总统的亲自推动
下，东方经济论坛与圣彼得堡
国际经济论坛齐头并进，一东
一西构成了俄罗斯经济“西学
东鉴”的标志平台。

长期以来，俄罗斯远东地
区发展状况不尽如人意，一方
面该地区是俄罗斯最重要的钻
石、锡、生硼、黄金以及大豆产
区，且拥有惊人的发展潜力，可
以满足亚太资源短缺的大型经
济体对农业、畜牧业和能源等
需求；另一方面同亚太其他地
区相比，俄远东地区在基础设
施、投资和制造业方面严重滞
后，制约了发展潜力的释放，且
人员和资本流失现象迟迟未见
扭转。近年来，俄罗斯政府通
过系列政策措施，加速远东开
发步伐，通过东方经济论坛将
亚太国家和地区企业家请进
来，将政策利好传出来，把远东
开发效应释出来。俄总统顾问
科比亚科夫表示，东方经济论
坛是讨论世界经济、地区一体化、新工业科技领域发
展、俄罗斯及其他国家面临全球挑战等重要问题的平
台，将通过举办一系列会议讨论推动经济和基础设施
现代化、提高远东人民生活质量等发展问题。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远东——拓展潜能界限”，论
坛活动将在4个方面展开：一是“投资者支持机制”，围
绕跨越式发展区及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的成果和前
景，讨论投资者权利保护、支持中小企业及高科技项目，
以及在远东开设俄第一家离岸公司等问题；二是“远东
优先领域”，讨论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领域，包括
林业、农业、渔业、油气加工业、旅游业及港口基础设施
等；三是“全球的远东：国际合作项目”，讨论俄远东地区
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前景、发展远东运输走廊对亚太
地区的重要性，以及在远东建立国际医疗集群等问题；
四是“为改善民生创造条件”，主要讨论远东地区的人
口、卫生、科教、民生、文化及发展城市环境等问题。

经过连续 3 年的成功举办，各国投资者对俄远东
跨越式发展区、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等开发政策有
了更为清晰的了解，俄也根据各国投资者的需求反馈
不断修正和优化当地的投资环境，在这种互动交流的
推动下，俄远东“一区一港”规划的落地取得了积极进
展。论坛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断显现，东方
经济论坛已成为俄罗斯面向亚太地区宣示远东开发政
策的窗口，对接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标准的接口，发挥区
位优势实现互联互通的端口。有理由相信，在论坛牵
线搭桥帮助下，俄远东地区与亚太国家和地区将在互
动互鉴基础上实现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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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记者听到最多

的热词就是“潜力巨大”。无疑，这已经成为俄远东地

区与各国投资者的共同认知。也正因如此，各方达成

了许多合作共识。然而，在谈到具体“落实”上，仍有许

多不尽如人意之处，问题在于合作的目的、观念、方式

上存在较大差异。

走在极富俄罗斯风情的符拉迪沃斯托克街头，看

着市中心次第而行的各国旅行团，听着俄远东联邦大

学青年学生的热情交谈，这座城市处处显示着魅力与

活力。同时，记者认为，如果城市道路更加平整畅通、

各类酒店民宿更加充足规范、大学生本地化就业选择

更加多元，这座城市将更加美好。的确，在以符拉迪沃

斯托克为缩影的整个俄远东地区，自然资源、人力资

本、社会民生等方方面面的潜力，需要外来的杠杆来撬

动，如何找到合适的着力点“四两拨千斤”，真正将合作

的意愿落地，并转化为各方受益的成果，确要费一番

思量。

在俄远东地区开展合作方面，中俄双方一拍即合

不难，难就难在行稳致远。在合作的可行性和需求方

面需要对接。应在尊重市场规律和互利共赢的基础

上，充分考虑当地政府和居民需求的同与异、先与后。

例如，在俄远东地区，俄政府和居民均希望借助外资提

升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水平，但习惯于“慢生活”的当地

居民在更高的生活成本面前，不选贵的显然是更加优

先的需要，投资者要在成本与收益间仔细权衡。

俄政府对远东地区的发展有着自己的规划与定

位，外国投资者应该特别重视俄在“自主”与“互补”上

的理解与坚守。在远东地区，俄重视并倚重自然资源

开发，因此也更加珍视自然资源的安全，在涉及资源主

权问题上慎之又慎。俄希望大型投资项目落地，带动

当地产业升级缓解就业压力，但希望引进的是有助当

地产业升级的高质量项目，而非对环境影响较大的高

能耗项目，俄民众和地方政府在环境问题上的态度敏

感而坚定。随着俄投资环境和法律不断改善，真正长

远的合作不能光靠“找对人”“问对路”，必须要仔细研

究当地市场准入、税收、海关和劳动保障等各类法规政

策，通过规范经营，最大限度减少项目未来“因人而异”

的风险。同时，不能只追求“闷声发大财”，要高度重视

当地民众感观，走好“群众路线”，树立企业和项目的正

面社会形象。

梦想之地迎来机会之窗。近年来，在俄政府的大

力推动下，俄远东地区的营商环境较以往有了明显改

善，开发合作将迎来一波新的高潮。确认过“眼神”，才

知道是否遇见对的人，将俄远东地区的合作潜力转化

为合作成果也是如此。

开发合作也需更多共识

图为俄罗斯勘察加地区在论坛远东风情街上的展台。 廖伟径摄 图为东方经济论坛举办地俄罗斯岛远东联邦大学校园。 廖伟径摄

俄罗斯符

拉迪沃斯托克

市已经为第四

届东方经济论

坛的举行做好

准备。图为东

方经济论坛会

场外的标识。

廖伟径摄

本版稿件均由本报记者 廖伟径采写

中俄两国元首登高望

远、运筹帷幄，为两国地方

合作不断注入新动力。应

俄罗斯总统普京邀请，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第

四届东方经济论坛，这是今

年中俄关系史上的重大外

交活动，也是中方对俄方和

俄远东地区开发的有力支

持，将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新的强

劲和持久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