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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设“滨海 —1 号”和“滨

海—2 号”国际跨境运输走廊是

发挥俄罗斯远东地区跨境运输

潜力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手段。俄

罗斯远东地区的发展不仅与俄罗

斯联邦外交发展有关，而且与这

两个运输走廊独特的地缘优势、

国际联系和国际一体化的特点以

及边境地区合作相关。“滨海—

1 号”国际跨境运输走廊（以下

简 称“ 滨 海 —1 号”） 的规 划路

线为 ：哈尔滨— 牡丹江—绥芬

河 / 波格拉尼奇内、绥芬河 / 格

罗捷阔沃、东宁 / 波尔塔夫卡—

乌苏里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

/ 东方港 / 纳霍德卡—海上航线

( 中国东南沿海港口 ) ；“滨海—

2 号”国际跨境运输走廊 ( 以下

简称“滨海—2 号”) 的规划路线

为 ：长春—吉林—珲春 / 克拉斯

基诺、珲春 / 马哈林诺（卡梅绍

娃雅）—扎鲁比诺港—海上航线

( 中国东南沿海港口 )。

姜振军  

中俄蒙共同建设国际跨境运输走廊问题研究

摘  要 ：2016 年俄罗斯政府批准的《“滨海—1 号”和“滨海—2 号”国际跨境运输走廊规划纲要》

中，对中俄共同建设“滨海—1 号”和“滨海—2 号”提出了详尽的规划设计方案 ：线路、货源、运量

等。在此基础上，我们设计了中俄蒙共同建设“滨海—1 号”和“滨海—2 号”国际跨境运输走廊的线

路、环境、模式、货源及建设思路等。中俄蒙共同建设国际跨境运输走廊不仅对三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东北亚地区，乃至亚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着相当大的影响。

关键词 ：中俄蒙国际跨境运输走廊  滨海—1 号  滨海—2 号

       图 1   “滨海—1 号”和 “滨海—2 号”国际跨境运输走廊规划路线
注 ：转引自俄联邦《“滨海—1 号”和“滨海—2 号”国际跨境运输走廊发

展构想》（下同）。

图 2  “滨海—1 号”和“滨海—2 号”和正在规划中的“滨海—3 号”国

际跨境运输走廊规划路线

基金项目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 “一带一路”框架下中俄合作机制、模式

与路径研究》( 项目编号 ：17JJDGJW004) ；黑龙江大学对俄问题研究专项项目 :《新形势下中俄经贸合作态势及

其重大法律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项目批准号 ：DE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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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俄共建“滨海—1

号”和“滨海—2 号” 国际跨

境运输走廊

（一）“滨海—1 号”和“滨

海—2 号”建设的目的与任务

“滨海—1 号”和“滨海—2

号” 建设的目的与任务包括 ：加

强参与国之间的国际经济合作、

俄罗斯与亚太地区实现经济一体

化、促进沿线区域（首先是远东

地区和贝加尔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减少风险和费用、提高保存

货物和遵守运抵期限的货物运输

效率。货物运输效率的提高主要

依靠基础设施的发展、更新和现

代化、提高其通行能力、优化供

货方式、发展现代物流中心、消

除行政壁垒。

（二）“滨海—1 号”和“滨

海—2 号”的货物来源

作为综合性项目，“滨海—1

号”和“滨海—2 号”的稳步发

展需要保障其物流来源，主要包

括 5 个主要货物来源 ：

第一，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各

港口方向的国内往返货运。该货

物来源包括俄罗斯进出口货流和

图 3“滨海—1 号”国际跨境运输走廊规划路线

图 4 “滨海—2 号”国际跨境运输走廊规划路线

亚洲与欧 洲跨境 货流。2015 年

货流总量为 1 亿吨，到 2020 年

将 达 到 1.2 亿 —1.6 亿 吨。 远 东

地区原材料基地的发展是货运量

增长的主 要来源。2020 年 前，

远东地区煤炭、铁、铜和多金属

矿的开采量有望达到 0.55 亿吨。

矿物原料的运输首先集中在纳霍

德卡港、东方港、瓦尼诺港、中

国和蒙古国方向。

与此同时，远东地区出口货

物的主流形成于各海港，包括现

有的应过境俄罗斯的欧亚跨境货

流，但不经过“滨海—1 号”和

“滨海—2 号”沿线各陆上口岸。

第二，中国和俄罗斯的陆上

货物运输。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在

远东地区陆上贸易往来的基础在

于俄罗斯原材料、建筑材料和肥

料的出口。“滨海—1 号”和“滨

海—2 号”的发展能够改善中俄

货物运输路线的运输条件，不过

无法为大幅度提高对外贸易额

创造额外的前提条件。到 2020

年，依 靠“滨 海 —1 号”和“滨

海—2 号”的发展，预计商品流

转额每年仅增长到 0.35 亿吨。

第三，中国东北各省与亚太

地区国家的对外贸易货物。中国

东北各省（区）与亚太地区国家

的主要进出口货物经过辽宁省各

港口运输，2015 年货物运输总量

从 0.07 亿吨增长到 0.1 亿吨，之

后各年增长潜力巨大。为在俄联

邦境内运输货物，还需要扩大公

路过货能力，增加远东地区港口

吞吐能力，构建中国货物经滨海



33

SPECIAL PLANNING 特别策划 2019 07

边疆区跨境运输便利化机制。

第四，经中国和中亚的跨境

物流，亚太地区国家和俄罗斯远

邻国家货物经中国再出口到中亚

地区国家。2015 年货物运输总量

为 0.1 亿吨。

第五， 中国东 北 地区各 省

与中部和南部省份的国内货物运

输。该物流的主要运输路线为经

辽宁省各海港和连接东北地区与

南部 省份的铁 路 线。2015 年货

物运输总量为 0.25 亿—0.30 亿

吨。从中国东北地区的吉林省和

黑龙江省向中部省份的货运量每

年为 0.25 亿—0.30 亿吨。目前，

这一方向的铁路运输能力已经饱

和，因此向辽宁省大连港和营口

港的物流富有前景。

数 据 显 示，25 年 时 间 里，

在铁路运货能力未明显增长的情

况下，中国铁路货物运输总量增

加了近 5%—6%。中国全国铁路

货运平均水平达到 30450 吨（毛

重）/ 公里，占世界第一位。

中国东北地区省份的大城市

距离港口平均距离都在 1000 公

里以上，这意味 着物流费用较

高。如果经过俄罗斯滨海边疆区

境内，能够使陆上运输距离缩短

200 公里—500 公里，运输成本

降低 10%—40%。

2015 年 7 月13 日生效的《符

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法》（第 212

号联邦法）对“滨海—1 号”和

“滨海—2 号”的发展产生了十分

积 极 的 影 响。 据 估 计，2030 年

前，“滨海 —1 号”和“滨海 —2

号”货物基地的潜在货运量将达

到 0.45 亿吨 ：“ 滨 海 —1 号” 为

0.07 亿吨集装箱货物，“滨海—

2 号”为 0.23 亿吨谷物（小麦、

大豆、稻米）和 0.15 亿吨集装箱

货物。如果获得这一额度的货运

量，能够最大限度地有效发展俄

罗斯远东地区水域港口换装能力

设施，以及铁路和其他物流设施。

（三）“滨海—1 号”和“滨

海—2 号”沿线站点现状与规划

建设

1.“滨海—1 号” 沿线站点现

状与规划建设

（1）多向公路口岸——波格

拉尼奇内

位于“滨海—1 号”主要方

向上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波格拉尼

奇内村与中国黑龙江省绥芬河市

之间。地址 ：滨海边疆区 A-184

号公路 7 公里处。

在 该公 路口岸内 设 有 6 条

汽车运输工具通道 ：4 条货物汽

车运输通道，2 条客车通道。每

昼夜设计（实际）过货能力为 ：

图 5  “滨海—1 号”和 “滨海—2 号”国际跨境运输走廊货运路线

130（86）辆货车，44（60）辆客

车，2500（3000）人次旅客。装

卸 平均 毛 重 为 12 吨 的 20 英 尺

集装箱。受理 12 吨货车的过货

能力为 ：130 辆货车 / 天 ×12 吨

×265 天 =0.006 亿吨货物 / 年。

目前，该公路口岸的过货能

力为每年约 0.005 亿吨，机动过

货能力为 0.001 亿吨。货车经过

中俄国界免费。

未来波格拉尼奇内公路口岸

将进行扩建，通行能力每昼夜为

1300 辆 汽 车， 包 括 ：500 辆 货

车，200 辆 客 车，600 辆 轿车。

将分别开设 5 个进出通道，18 个

旅客查验窗口。工作时间 ：每昼

夜 24 小时，其中 1 小时为技 术

维护时段。工作人员总数为 283

人， 换 班 人 数 为 240 人。 受 理

12 吨货车的过货能力为 ：500 辆

货 车 / 天 ×12 吨 ×265 天 =0.022

亿吨货物 / 年。

（2）双向公路口岸——波尔

塔夫卡 

波尔塔夫卡双向公路口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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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滨海—1 号”沿线上，承担

着辅助功能，弥补波格拉尼奇内

公路口岸客运通行能力不足的问

题。地址 ：滨海边疆区十月区，

“波尔塔夫卡—扎斯塔瓦”公路

6 公里处。

该公路口岸设有 7 条汽车运

输工具通道 ：4 条俄罗斯联邦入

境 通 道（1 条客运 通 道，3 条 货

运通道），3 条自俄罗斯联邦出境

通 道（1 条客运 通 道，2 条 货运

通道）。

每昼夜设计（实际）过货能

力为 ：200（200）辆货车，72（72）

辆客车，2500（2500）人次旅客。

装卸平均毛重为 12 吨的 20 英尺

集装箱。受理 12 吨货车的过货

能力为 ：200 辆货车 / 天 ×12 吨

×365 天 =0.009 亿吨货物 / 年。

目前，该公路口岸的过货能

力为每年约 0.006 亿吨，机动过

货能力为 0.003 亿吨。经过中俄

国界每辆货车需缴纳3000卢布。

未来波尔塔夫卡公路口岸附

属设施将进行扩建，依靠私人投

资修建一座跨格拉尼特纳亚河的

桥梁，以缓解现有桥梁无法满足

需要的状况。

（3）格罗捷阔沃火车站和波

格拉尼奇内铁路口岸

俄罗斯 远东铁 路的格罗捷

阔沃火车站位于滨海边疆区波格

拉尼奇内区“滨海—1 号”沿线

上。货车经过中俄国界免费。

未来在俄罗斯联邦铁 路股

份有限公司的投资规划框架内依

靠自有资金，格罗捷阔沃火车站

货运综合体（包括装卸机器停放

区、7100 平方米 临 时仓 储 库、

362 平方米 的 查 扣 货 物 存 放 库

№ 2、1160 平方米的日常行政办

公楼、集装箱站场等）将进行扩

建，以提高过货能力。

（4）格斯格拉尼察—格罗捷

阔沃—纳霍德卡铁路线

这条铁路线包括格罗捷阔沃

火车站与乌苏里斯克火车站之间

的区段和乌苏里斯克火车站与纳

霍德卡火车站之间的区段。乌苏

里斯克—波格拉尼奇内—格斯格

拉尼察之间的区级公路总长度为

112.34 公里。符拉迪沃斯托克—

纳霍德卡—东方港之间的区级公

路总长度为 143.15 公里。

据专家估计，从中俄边界线

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纳霍德卡、

东方港等海港公路的货物运输能

力每年约 0.126 亿吨。最大额外

货运量每年为 0.002 亿吨—0.003

亿吨。

按照俄罗斯联邦法律，在上

述铁路线运输货物需依照俄罗斯

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的国际跨境运

费和相关税费标准缴纳费用。从

中俄边界线到符拉迪沃斯托克、

纳霍德卡、东方港等海港公路的

货运免费，符拉迪沃斯托克—纳

霍德卡—东方港之间的新建公路

可能收取运输工具通行费。

未来这条铁路线将进行扩

建，主要项目有：斯莫利亚尼诺

沃—纳霍德卡区段的铁路基础设

施改造，完善纳霍德卡—东方港

和乌苏里斯克火车站设施。改造

有关区段的公路。

（5）符拉迪沃斯托克港

符拉迪沃斯托克港位于日本

海西北岸，金角湾岸边。年货物

吞 吐 量 为 0.2127 亿 吨， 其 中 ：

干货品为 0.18037 亿吨（包括 集

装 箱 货 物 0.07272 亿 吨 或 72.72

万个 标 准 集 装 箱）。 散 装 货占

32.5%， 集 装 箱占 64.9%。 每年

的机动散货装卸量为 0.0197 亿

吨，集装箱为 0.0255 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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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主按照港口规定的税费标

准缴纳费用。每个 20 英尺过境

运输集装箱转 运费为 250 美 元

+3000 卢布（过境手续费）。

（6）东方港

东方港位于滨海边疆区，弗

兰格尔湾，日本海岸。

年货物 吞吐 量 为 0.6339 亿

吨，其中 ：液体货物为 0.313 亿

吨，干货为 0.32091 亿吨（包括

集 装 箱 0.0579 亿 吨 或 57.9 万个

标准集装箱）。散装货占 113%，

集 装箱占 67.82%。机动集 装箱

转运能力为每年 0.0186 亿吨。

货主按照港口规定的税费标

准缴纳费用。每个 20 英尺过境

运输集装箱转 运费为 250 美 元

+3000 卢布（过境手续费）。

（7）纳霍德卡港

纳霍德卡港位于滨海边疆

区，日本海西北海岸。

年货物吞吐量为 0.29025 亿

吨， 其 中 液体 货 物为 0.0786 亿

吨，干货为 0.21165 亿吨（包括集

装箱 0.00255 亿吨或 2.55 万个标

准集装箱）。散装货占 66.2%，集

装箱为 0.0001 亿吨。机动集装箱

转运能力为每年 0.05096 亿吨。

货主按照港口规定的税费标

准缴纳费用。每个 20 英尺过境

运输集装箱转 运费为 250 美 元

+3000 卢布（过境手续费）。

2.“滨海—2 号” 沿线站点现

状与规划建设

（1）克拉斯基诺多向公路口岸

克拉斯基诺多向公路口岸位

于“滨海—2 号”沿线，俄罗斯

联邦滨海边疆区克拉斯基诺村与

中国吉林省珲春市之间，是俄罗

斯惟一对应吉林省的口岸。

该口岸设有 4 条汽车运输工

具通道 ：货运方向为入出境俄罗

斯联邦方向，客运方向为入出境

俄罗斯联邦方向。

每昼夜设计（实际）过货能

力为 ：受理 48（52）辆货车，40

（48）辆客车，1440（1700）人次

旅客。

受理 12 吨货车的过货能力

为 ：52 辆 货 车 / 天 ×12 吨 ×265

天 =0.002 亿吨货物 / 年。货车经

过中俄国界免费。

未来进行扩建改 造 后，新

的克拉斯基诺公路口岸通行能力

为 ：每昼夜 250 辆汽车，其中 ：

150 货车，50 辆客车，50 辆轿车。

该口岸将设有进出各 5 条通

道，10 个证件查验窗口。工作时

间为 ：每昼夜 24 小时，其中 1 小

时为技术维护时段。工作人员总

人数为280人，替班人数为160人。

受理 12 吨货车的过货能力

将 为 ：150 辆 货 车 / 天 ×12 吨

×365 天 =0.0066 亿吨货物 / 年。

（2）马哈林诺火车站（铁路

口岸）

远东铁路马哈林诺火车站位

于“滨海—2 号”沿线。离中国

最近的火车站为珲春火车站。

经马哈林诺火车站过中俄国

界免费。按照俄罗斯联邦法律，

运输货物需依照俄罗斯铁路股份

有限公司的国际跨境运费和相关

税费标准缴纳费用。

据中俄双方估计，经过马哈

林诺火车站的货运量将达到 0.08

亿吨，而中方预测，到 2020 年

将达到 0.10 亿吨。

为了提高“滨海—2 号”发

展项目管理效率，必须对珲春—

马哈林诺 —扎鲁比诺铁路线建

设进行综合经济技术可行性论

证。

（3）从中俄边界到扎鲁比诺

港的公路

从中俄边界到扎鲁比诺港的

公路主要包括滨海边疆区级公

路 ：拉兹多里诺耶—哈桑—扎鲁

比诺（总长度为 10.91 公里）、拉

兹多里诺耶—哈桑（在 140 公里

至 170 公里区段）、克拉斯基诺—

格斯格拉尼察（总长度为 25.66

公里）。

目前，从克 拉斯基诺 — 扎

鲁比诺沿中俄国界线的现有公路

的通行能力为每昼夜 2000 辆至

6000 辆车次。

二、中蒙俄共建国际跨

境运输走廊的思路

（一）中蒙俄共建国际跨境

运输走廊的规划路线

中蒙俄共建“滨海—1号” 和

“滨海—2 号”国际跨境运输走

廊，以实现三国交通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蒙俄经济

走廊，连通三国沿线地区，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

以“滨海—1 号”规划线路

中国境内的重要节点哈尔滨为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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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站，经过长春—沈阳—北京—

张家口—乌兰察布—二连浩特 ,

抵达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 , 再过

蒙古国边境城市苏赫巴托尔进

入俄罗斯 , 在乌兰乌德与西伯利

亚大铁路交汇 , 直达俄罗斯欧洲

部分和欧洲。乌兰察布站向南经

大同辐射中原地区 , 向东经张家

口连通京津冀 , 向西连接呼和浩

特、包头、巴彦淖尔 , 辐射西部

地区。在长春实现“滨海—1 号”

和“滨海—2 号”在中国境内的

连通。

中蒙俄加强“滨海—1 号”

和“滨海—2 号”共同建设，畅

通三国跨国陆港通道。不断完善

牡丹江、绥芬河与俄罗斯远东地

区港口的中俄跨境陆港通道 , 加

大宣传推广“中俄中”( 双向 )、

“中俄外”( 双向 ) 运输模式的力

度。“中俄中”( 双向 ) 运输模式

是指从牡丹江或绥芬河将国内货

物运到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 ,

再运至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运输

方式 , 反向亦然 ；“中俄外”( 双

向 ) 运输模式是指将东北亚地区

国家或美洲的货物运到俄罗斯符

拉迪沃斯托克 , 再运至牡丹江或

绥芬河的运输方式 , 反向亦然。

牡丹江的物流企业正在开展“中

俄中”( 双向 ) 货物运输业务 , 即

将我国东北地区发往东南沿海

地区的商品运至俄罗斯远东地区

港口符拉迪沃斯托克 , 然后运到

目的地。反之亦然。待条件成熟

时 , 将来可以开展“中俄外”( 双

向 ) 运输模式 , 既节约时间 , 又节

约成本。

中蒙俄“滨海—1号”和“滨

海—2 号”线路畅通后，以上两

种运输模式可以延展至蒙古国和

俄罗斯中西部，沿线地区相互协

作，实现互利共赢。中蒙俄经济

走廊将形成物流带、产业带和开

放带“三带合一”的大开放、大

贸易的新格局 , 拉动我国东北地

区、俄罗斯远东地区与蒙古国和

俄罗斯经济的大发展。

图 6  2020 年中国高速铁路网示意图
注 ：此图为百度下载图片，仅供参考，请以实际情况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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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充分利用中蒙俄毗邻

地区的地缘优势和政策保障

中蒙俄毗邻地区优 越的客

观 地缘优势为三国开展 跨区域

经济合作创造了便捷条件。中蒙

俄地方合作交流具 有较强的政

策保障。我国实施区域协调发展

战略，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

兴步伐，俄罗斯将远东地区发

展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蒙古国实

施“发展之路”计划。三国地方

区域合作机制较为完备高效，尤

其是中俄政府一直对两国东部毗

邻地区通过互动合作来实现共

同振兴与开发给予大力扶持，支

持中国企业参与俄罗斯远东和

东西伯利亚地区经济开发，积极

参与远东地区超前经济社会发展

区的投资和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

港的建设，鼓励俄罗斯企业参与

中国西部大开发和东北老工业基

地振兴。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

远东及贝加尔地区政府间合作委

员会、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

东及贝加尔地区实业理事会、中

俄地方领导人对话会等区域合作

机制在推动两国东部毗邻地区合

作方面发挥着协调和引导作用。

2018 年和 2019 年是中俄地方合

作交流年，为双方在远东地区的

合作拓展了更加广阔的空间，指

明了合作方向。

中蒙俄毗邻地区经济振兴与

开发战略的实施，一方面依靠国

内的投资和企业参与，另一方面

需要开展区域经济合作，努力实

现区域经济一体化，逐步形成中

央和地方政府协调推进、企业落

实执行多层次区域协调机制，从

而确保中俄地区合作计划得以有

效实施。

（三）发挥中蒙俄毗邻地区

合作成果的示范效应

中 俄、 中蒙、 俄 蒙 毗邻地

区合作成果较为显著，三方应发

挥其示范效 应，推动三 边合作

取得更大进展。2018 年 , 中国与

蒙古国贸易额为 79.9 亿美元 , 同

比 增 长 24.7%， 其 中 中 国 对 蒙

古国出口 16.5 亿 美 元， 自蒙 古

国进口 63.4 亿美 元， 同比分别

增 长 33.1% 和 22.7%。 截至2018

年 12 月底，中国累计对蒙古国

投资 47.6 亿美元。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蒙古国对中国投资项目

208 个， 实 际 投 资 累 计 3458 万

美元。中国在蒙古国新签工程承

包合同额 25.9 亿美 元，同比增

长 335.3% ；完成营业额 7.6 亿美

元，同比下降 29.1%。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我国累计在蒙签署合

同额 184.4 亿美元，完成对蒙工

程承包营业额 96.4 亿美元。

2018 年， 俄 罗斯与蒙 古国

贸易额为 16.49 亿美元，同比增

长 20.6%，其中俄罗斯对蒙古国

出口 16.07 亿美元，自蒙古国进

口 0.43 亿美 元，同比分别增长

21.09% 和 4.92%。

以中俄区域合作为例。中国

已经成为俄罗斯远东地区第一

大贸易伙伴国和第一大外资来源

国。2018 年，中国与俄罗斯远东

联邦区贸易额超过 97 亿美元，

同比增长约 30%。中方参与远东

地区经济社会超前发展区和自由

港项目 30 余个，规划投资超过

40 亿美元。中方已设立首期 100

亿元、总规模 1000 亿元人民币

的中俄地区合作发展投资基金，

推进重大项目落地，将其打造成

为中俄地区合作的重要平台。随

着中俄原油管道、东线天然气管

道、同江铁路桥、黑河公路桥等

一批大项目顺利实施，中俄区域

合作将实现跨越式发展。

2018 年 9 月11日 到 13 日，

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张庆伟率团对俄罗斯进

行工作访问。在中俄地方领导人

对话会上，张庆伟指出，今后要

探索创新中俄地方合作载体方

式，持续改善中俄地方合作营商

环境，切实筑牢中俄地方合作人

文基础，推动两国各省州交流合

作向更高水平发展。从未来发展

前景看，中俄东部毗邻地区在能

源、农业、林业、旅游、矿藏勘

探与开采、基础设施连通、跨境

经济合作区与自由贸易区建设等

领域的合作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推动两国签署东宁界河公路大桥

政府间协定、完善口岸基础设施

建设、优化口岸通关环境等工作

也将取得更大的进展。在中俄区

域经济合作区，应着力进行点轴

开发，以中俄东部沿边对应的口

岸城市形成的线状基础设施为

轴线，重点发展轴线地带的若干

个点，即口岸城市。在中俄东部

沿边地带形成“双点轴开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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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随着开发活动的逐步推进和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开发

会由高等级点轴向低等级点轴延

伸，通过政策引导促使产业实

现梯度转移，产生辐射和拉动效

应，使区域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

段，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实现区

域的共同协调发展。

中俄东部毗邻地区振兴战略

与开发政策的实施，为区域网状

经济合作模式的构建提供了难得

的机遇和政策保障。在网状经济

合作模式下，双方的资金往来、

国际 结算、交 通运输将更加便

捷，有利于双方货物贸易的顺利

进行。该模式能够促进双方的经

济合作向更深层次发展，推进双

方的经济向规模化、集团化方向

发展，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

抗风险能力。

中俄区域合作已经成为并将

继续成为双边合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和坚实支撑基础。中俄东部毗

邻地区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对于

提升两国在东北亚乃至亚太地区

的影响将发挥重要作用。

（四）将中蒙俄毗邻地区互

补的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转化为

国际跨境运输走廊的货物来源

中国东北地区、蒙古国、俄

罗斯远东和东西伯利亚地区在自

然资源、人力资源、资金和技术

等要素禀赋以及产业结构方面

存在差异，但各有优势，互补性

强。这是三国毗邻地区开展经济

贸易合作的重要基础。中蒙俄毗

邻地区的经济合作，尤其是中俄

两国间的经济合作形式日益多样

化，由最初单一的易货贸易，逐

步发展到目前的边民互市贸易、

边境小 额贸易、一般贸易和投

资合作等多种方式，形成了以边

境小额贸易为主、一般贸易快速

发展、其他贸易为补充和加工贸

易、跨境电商合作新格局，将三

国互补的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转

化为“滨海—1 号”和“滨海—2

号”国际跨境物流通道的货物来

源，为双方或三方开展经济合作

创造较为良好的客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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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中国通往蒙古国铁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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