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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作为西方世界的经济强国和原超级大国的继承者，他

们在亚太地区的作用举足轻重，日俄经贸关系的好坏对亚太

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来说更是至关重要。本文试图

对日俄经贸关系与前景作一探讨。 一、双边贸易 1、发展历

程 近代史上日俄双边贸易在各自的对外贸易中一直没有形成

主流。二战结束后，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友与原苏联保持对立

。日苏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此间两国双边贸易零星散

乱，规模很小。日苏经贸关系是在两国1956年签署终止战争

状态、恢复外交和领事关系的《日苏联合宣言》，以及1957

年缔结通商条约后得以迅速发展的。当时签订的“最惠国待

遇贸易条约”对日苏双边贸易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1957

年两国贸易额约为2500万美元，两年后翻了两番；1965年达

到了3．67亿美元，1970年比1956年又增长了近两倍。20世

纪70年代初，日本在苏联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中占第

一位o。1979－1981年退居第五位，1986年居第3位。 俄罗斯

整个90年代的经济转轨也未给日俄贸易带来很大的转机。日

俄贸易的发展很不平衡，总的发展速度呈现下降趋势。1995

年贸易额达到59亿美元的高点。之后双边贸易一路下滑

，1996年两国贸易额近50亿美元，而同期日本与美国的贸易

额为1912亿美元；中日贸易额为624亿美元，也就是说日俄贸

易额仅相当于日美贸易的 1／40，日中的贸易 l／12。1999年

日本在俄罗斯贸易伙伴中仅排名第12位，在德国、乌克兰、



美国、白俄罗斯、意大利、中国、爱尔兰、瑞典、英国、法

国和波兰之后。 2、贸易商品结构 在原苏联向日本的外贸出

口构成中，林产品、纺织原料、石油和石油产品以及固体燃

料等占的比重最大。苏联主要从日本进口机械设备（包括化

学、石油加工、木材加工、纸浆制造等工业部门需要的成套

设备）、起重运输和无线电电子设备、筑路建筑机械等。 俄

罗斯独立后，日俄贸易的商品结构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俄罗斯对日本的出口仍以原材料为主，而进口仍以工业制成

品为主。以1999年为例，两国贸易的商品结构如表2所示：“

以原料换成品”是俄罗斯对外贸易的传统模式，从苏联 时期

起延留至今，这在日俄贸易的商品结构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但俄罗斯出于民族利益的考虑，不会情愿成为任何国家的

原料附庸国，因此这样的商品结构、这种贸易模式从长远讲

注定是没有发展空间和前途的。而且受开采费用的增长、世

界原材料市场的行情波动幅度增大以及利润比例的不断下降

等因素的影响，俄国政府和企业界逐渐对原材料的出口失去

了以往的“执着”。这是日俄贸易长期以来没有突破性进展

的主要经济原因之一。另外来自中、韩等国商品的强劲竞争

，亦成为日本对俄出口近年来所面临的严峻考验。 3、贸易

特点及成因 日俄贸易虽与俄罗斯同其他国家的双边贸易有着

许多共性，但日俄两国的国情、国力、政治经济条件等又决

定了这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中存在着一些特殊性： （1

）发展速度缓慢。 仅从经济角度来看，这是因为：一、日本

国内泡沫经济的破灭导致对俄国商品的消费需求明显减少，

而且俄国商品在供货期、包装、标记等方面，也往往不能满

足日本市场的要求；二、俄罗斯对日本的部分出口商品可替



代性较强，日本可以通过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保障自己的需求

。比如，俄罗斯出口到日本的黑色和有色金属，尤其是铝、

镍、铝金制品等，日本都可以在世界市场上购买； （2）商

品结构有互补性。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日本对俄的出口产品

大多是高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比如汽车。二手日本汽车的

普及率之高已堪称是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一大景观。据俄罗斯

的统计数据显示，远东地区的进口汽车中有1／3是日本的右

舵车，符拉迪沃斯托克70％的汽车都是来自日本的二手车。

俄罗斯向日本出口的大多是原材料。日本对俄罗斯的某些特

殊原材料形成了较强的依赖性，如，自1997年起，俄罗斯减

少了对日本市场供应用于电 工技术和珠宝制品的铭和把，结

果使它们在日本市场的 价格上涨了20%。另外，鱼和海洋产

品也是日俄贸易 中的特殊商品，有着极大的开发潜力。 （3

）贸易收支不平衡。 日俄贸易自90年代以来，一直是俄罗斯

保持贸易顺差。1992－1999年间俄罗斯对日本的贸易顺差额

累计共达19239亿美元。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相当一

部分俄罗斯市场上的日本产品是由日本企业在欧洲和东南亚

各国的分公司提供的，这些贸易不能被记入日俄双边贸易。

而来自日本本土的同类产品，尽管在质量和性能等方面都“

更胜一筹”，但因受到价格等因素的影响反而没有了竞争力

。另一方面是因为俄罗斯的外汇储备常常无法满足其进口业

务的需要，俄国进口商对日本产品供应商的欠债问题十分严

重，抑制了日本对俄出口的扩大。 （4）贸易组织结构不对

称。 日方参与对俄贸易的基本上是大的财团而俄方则大部分

是小型企业。这是因为俄罗斯在92年实行贸易自由化后，任

何有出口能力的公司企业都被准许从事对外贸易，而日本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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