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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是全球宏观经济政策（GMEP）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GMEP 是长策智库的研究项目之一。GMEP

的宗旨是：立足中国的国家利益，依据中国的国际战略，及时深入的分析与中国有重大利益关系的问题和

地区国别，为政府决策和企业经营服务。GMEP 的其他系列报告包括：《全球宏观经济快讯》、《GMEP 工

作论文系列》等。本报告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长策智库及作者所在单位的观点。未经 GMEP 授权，请

勿发表、引用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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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入世：主要阶段、谈判焦点与阻碍因素
①

 

曲文轶 

（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长策智库 GMEP 特约研究员） 

一 

俄罗斯于 1993 年 6 月正式向关贸总协定提出了加入申请。由于关贸总协定改组为世贸

组织，1994 年 12 月俄罗斯又重新向世贸组织提出了加入申请。迄今为止的俄罗斯入世进程

可以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一）1993-1999 年为准备阶段。事实上，双方从 1995 年起才开始谈判工作，但前 3

年带有磋商性质，重点是俄罗斯向世贸工作组提供关于俄罗斯经济和外贸制度的信息。1998

年俄罗斯形成了关于关税和农业谈判的最初方案，1999 年提交了服务贸易谈判的方案，为

双边谈判提供了可能。但当时俄罗斯处于经济社会危机之中，政府软弱无力，入世谈判进展

缓慢，成果寥寥。 

（二）2000-2007 年入世谈判取得实质进展。2000 年 4 月在向联邦议会提交的国情咨文

中，普京称“入世是俄罗斯对外经济政策的优先方向”。普京还将 2004 年设定为俄罗斯入世

的“最后期限”。 俄罗斯政府还采取一系列措施推进入世进程，包括制定、修改法律法规以

与世贸组织的规定相符合，调整并降低进口关税等。2004 年俄罗斯入世谈判取得重要进展，

当年不仅与中国签署了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的备忘录，5 月还与欧盟签署了支持俄罗斯入世

的议定书。但与美国的谈判却更为复杂，直至 2006 年 11 月俄美才签署双边备忘录。 

（三）2008-2009 年波折迭起。正当俄罗斯人准备迎接入世的关键时刻，2008 年 8 月爆

发了俄格军事冲突，作为世贸组织成员国的格鲁吉亚随即中止了同俄罗斯的入世谈判。就在

与西方关系陷入僵局，入世显得遥遥无期之时，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

烈，俄罗斯入世随之出现新的转机。2009 年 4 月美俄两国首脑表示将尽快结束俄罗斯的入

世进程。但 6 月俄罗斯却突然宣布将与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作为关税同盟共同开展入世谈

判。在西方反对下，俄罗斯最终宣布将单独进行入世谈判，但俄罗斯的入世进程又被“人为

                                                        
①本项研究得到 2010 年度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程研究”（项

目批准号：10ZD&054）的资助。首都经贸大学李婧教授为本文写作提供了宝贵资料。在此，笔者表示感

谢。作者感谢长策智库支持。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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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拖后了整整一年”。 

（四）2010 年至今。2010 年 6 月梅德韦杰夫访问美国，奥巴马明确表示支持俄罗斯加

入世贸组织，并与俄罗斯达成了结束入世谈判的期限。这之后，俄入世进程加快：10 月完

成了与美国的谈判，12 月与欧盟正式签署了结束双边入世谈判的谅解备忘录。 

从今年 7 月 20 日开始的最新一轮谈判刚刚结束。7 月 28 日俄入世谈判首席代表梅德韦

德科夫表示，俄罗斯入世谈判将在年底前结束。 

诸多信息显示，俄罗斯将于明年成为世贸组织的正式成员。但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迄

今为止，格鲁吉亚仍明确宣布不支持俄罗斯入世。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 7 月 28 日提请杜

马批准俄罗斯与阿布哈兹的海关协议也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二 

俄罗斯入世进程已逾 18 年，创造了入世谈判时间最长的历史记录。有关各方在具体领

域各执己见、相持不下是谈判久拖不决的重要原因。俄罗斯入世谈判的主要焦点和分歧是什

么？又是如何克服的？ 

（一）进口关税减让 

俄罗斯早在 1998 年初便开始了与世贸组织就商品市场准入问题的谈判，其中的关键是

进口关税谈判。西方国家坚持俄罗斯将进口关税平均水平从 12%-14%下调至 7%-8%，并要

求俄罗斯必须履行 WTO 的一些要求，比如取消信息技术和制药用品的关税，对建筑设备、

农业设备和医疗设备等商品实行所谓的“零关税方案”。 

俄方以经济困难、处于结构调整时期以及对预算的冲击为由，认为这些要求难以立即接

受。但俄罗斯还是对关税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以使其符合世贸组织的规范，并调低进口

关税。从披露的信息看，入世后俄罗斯将在 7 年过渡期内将有效关税税率从 11%降低到 7%。 

（二）开放服务市场 

1999 年 10 月俄向世贸组织提交了服务贸易的谈判建议。西方发达国家要求俄罗斯全面

开放服务业的“敏感领域”，如航空、金融、保险和电信等市场，而俄罗斯则坚持逐步、有

限度地实行服务市场开放。 

服务贸易谈判主要是在俄美以及俄欧之间进行的。对外国银行的限制是俄美谈判中的重

要障碍之一，也是双方谈判难以取得进展的主要原因。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2006 年 11 月

俄美之间才签订原则性协议。据报道，俄罗斯将不允许外资银行直接开设分行，其资本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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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俄罗斯银行法定资本总额的 50%。外资保险公司则可以在俄罗斯开办直接的分支机构。

在音像制品生产和服务领域也保留对本国生产者的保护。快递业以及其他一些专业服务则实

行全面开放，外资比重可达 100%。 

与一般工业制成品进口相比，服务市场的开放是更为敏感的问题，这不仅是因为金融市

场开放涉及敏感的金融安全问题，还因为会对俄罗斯势力强大的金融寡头形成严重冲击。正

因为如此，俄罗斯早于 2004 年就与中国完成了谈判，2006 年早些时候与日本也达成了协议，

但与美国的谈判却陷入了死胡同，而双方的主要分歧之一即为金融市场问题。 

（三）农业问题 

根据世贸组织规定，入世后各成员的农业补贴额应以其近三年的补贴额为计算依据。俄

罗斯不同意这种计算方法，因为转型以来俄罗斯由于财政困难对农业的补贴数目很少。俄罗

斯建议每年用于扶植农业生产的政府补贴为 162 亿美元，但以欧盟为首的西方国家要求俄罗

斯必须减少农产品补贴数额，凯恩斯集团（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新西兰和印

度尼西亚等 15 个主要农产品出口国）甚至坚持俄罗斯完全取消对农产品的出口补贴。经过

漫长的谈判，2010 年 9 月 27 日俄罗斯农业部长宣布，2012 年前俄罗斯对农产品的国家支持

保持在 90 亿美元的水平，2013 年至 2017 年将补贴减少到 44 亿美元。 

农业问题显然是诸多谈判领域中最为复杂的一个，迄今为止尚未完全解决全部分歧。除

了农业补贴数额，原木出口关税，进口配额以及蔬菜的进口检疫制度等等都是谈判的焦点。

包括美国在内的农产品生产大国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俄罗斯的农产品市场准入问题也十

分关注。 

（四）国内能源商品定价 

长期以来，俄罗斯对石油、天然气和电力等能源产品实行国内外不同价格。欧盟等西方

国家认为这是世贸组织所不允许的非公平竞争，要求俄罗斯在短期内拉平能源价格的差价。

俄罗斯则不接受一次性消除能源差价的要求，认为会推高能源和石化工业的价格并将严重影

响到俄罗斯的出口；同时，能源价格上涨过快还有可能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冲击国民经济的

稳定，因此坚持逐步消除能源产品的国内外差价。 

天然气和电力的定价曾是俄罗斯与工作组谈判的主要议题和分歧焦点之一，但随着时间

推进，俄罗斯国内的能源价格不断上涨，逐步缩小了与出口价格的差距，双方在这一领域的

分歧也就逐步消除了。 

除了上述议题，对外国投资的限制也是俄罗斯入世谈判的焦点之一。工作组要求在规定

的时间内取消对外国投资，特别是对航空工业和能源投资的一切限制。另外，俄罗斯于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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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开始实施的汽车工业政策规定，汽车生产厂商年产至少 30 万辆，并将国产化率提高至

60%。这一政策也遭到美国和欧盟反对，也是迄今仍未解决的问题。 

三 

前已述及，有关各方围绕具体的关税减让、服务市场开放、农产品贸易和能源产品价格

等议题展开激烈较量，不愿轻易妥协才使得俄罗斯入世进程跌宕起伏，久拖至今。那么，到

底什么因素导致各方不肯让步，谈判持续如此之久？阻碍俄罗斯入世的实质因素有哪些？ 

（一）俄罗斯入世艰难根本上是其国内进程决定的 

俄罗斯国内的体制和结构问题是主导入世进程的决定因素。 

俄罗斯申请入世的进程同时也是其国内制度变革的过程。继承自计划体制的一些制度安

排，比如燃料供应的补贴定价本身具有事关全局的经济社会意义，不可能一下子取消，因而

成为阻碍谈判的焦点。随着体制转型的深入，20 年后的今天能源商品的国内外价差趋于消

失，这一领域的纷争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 

如果说体制问题曾经在入世早期发挥重要作用，结构问题则是制约入世进程最为根本和

持久的因素。市场化转型 20 年来，俄罗斯经济对能源原材料的依赖始终未能根本改变，这

种结构背景下，入世带来的短期利益很小，而冲击却可能很大：一方面，出口导向型的原材

料行业在全球经济增长态势下拥有强劲的需求，使得俄罗斯不急于通过降低进入壁垒进入他

国市场；另一方面，开放本国市场则不仅会使原本脆弱的国内产业雪上加霜，而且在一定程

度上还会制约向创新经济的转型。 

结构上的缺陷也决定了针对入世的利益博弈进程。入世有利于改善俄罗斯商品进入他国

的市场条件，得到出口导向型企业的支持。但这部分企业集中于少数的能源原材料部门，与

金融寡头关系密切。金融寡头因惧怕金融市场开放所带来的冲击，并不积极支持加入世贸组

织。入世还会降低进口关税，使为数众多的消费者获利。但其集体行动的能力却很低下。相

反，一般加工业和农业部门的工作者则较为容易组织起来。联邦委员会农业和食品政策委员

会副主席卡夫让拉杰就公开反对入世：“入世„不应该是今天，甚至也不应该是明天。„首

要的是应该保护我们的生产者免受西方廉价和高补贴产品扩张的威胁。否则，西方大公司将

吞并国内的大生产，中小企业也将破产。到那时又该谈论价格了，而且是所有商品的价格—

—面包、肉和牛奶。最重要的是，那时我们的公民将别无选择。” 

（二）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利益使谈判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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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最后一个加入世贸组织的经济大国，俄罗斯入世必将对许多国家产生重要影响。事

实上，60 个国家（包括欧盟 27 国作为一个单位）参加了俄罗斯入世工作组，这是迄今为止

参与谈判的国家数量最多的一次。 

中国和日本较为关注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关税减让问题，美国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更为关

注金融和服务市场的开放。作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关注的话题显然更为广泛，除

了上述议题，欧盟对于俄罗斯的农业政策（尤其是国家农业补贴、农产品市场准入、原木的

出口关税和蔬菜检疫制度），能源与运输服务的定价，天然气管道开放、汽车生产制度以及

飞行过境费等等都提出了要求。 

不仅发达国家要件高，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也发挥着重要角色。斯里兰卡要讨论茶的

进口问题，摩尔多瓦关心酒的贸易，沙特阿拉伯要求提高燃气价格，土耳其则对于皮革制品

进口，以及开放旅游市场和金融市场感兴趣。哥伦比亚对于糖的关税很不满，巴西和阿根廷

等农业出口大国则坚持取消农业出口补贴。巴西还对肉类进口配额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一

领域的分歧迄今仍未得到解决。还有个国家，尽管本身并不生产冰箱，但却要求俄罗斯取消

冰箱进口关税，理由是该国计划在 12-15 年内开始生产冰箱。 

总之，作为最后一个潜在大市场，俄罗斯入世无疑对发达国家以及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经

济利益产生实际影响，从而吸引了为数众多的国家参与双边谈判，加大了入世谈判的难度。 

（三）国际政治因素发挥着重要影响 

除了庞杂的经济利益，俄罗斯入世进程还纠缠着复杂的国际政治利益。 

尽管冷战结束，两极格局瓦解，但西方显然不欢迎俄罗斯崛起，对俄罗斯入世设置重重

障碍也就不足为奇。普京执政初期急于加入世贸组织，并定下了 2004 年入世的最后期限，

美国却在谈判中毫不退让，在中国和欧盟早于 2004年就签署了双边协议的情况下，迟至 2006

年 11 月才与俄罗斯签署协议。此时入世期限已过，俄罗斯不得不重新申请，使得成员国可

以就入世条件重启谈判，人为增加了入世难度。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格局加速调

整，中国崛起势头明显，在此背景下，美国转而支持俄罗斯入世，并达成了结束双边谈判的

期限。不难看出，俄罗斯入世进程与美国的国际政治战略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美欧还操纵独联体国家的入世进程，让处于同一起跑线的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先于俄罗斯

入世，利用俄罗斯与邻国的政治纠葛牵制其入世进程。这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格鲁吉亚。2008

年俄罗斯入世实际上已经接近多边谈判，但当年的俄格武装冲突使俄罗斯的谈判进程一下子

又拖后了好几年。迄今为止，格鲁吉亚仍旧反对俄罗斯入世，这也是目前阻碍俄罗斯入世的

唯一不确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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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融危机扮演着重要角色 

俄罗斯入世进程频繁遭遇经济危机。整个 1990 年代经济陷入全面衰退，使得俄罗斯政

府无暇他顾，入世谈判成果寥寥。但最近的全球经济危机则发挥了积极影响。在中国崛起的

背景下，俄罗斯在中国与西方之间获得了更大的回旋余地，这是促使美国支持俄罗斯入世的

关键因素之一。 

经济层面，全球金融危机也使俄罗斯入世意义凸显。在经济低迷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

背景下，西方国家急于开拓新的市场以尽快摆脱危机，俄罗斯因此成为世界大家庭的“拯救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