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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俄罗斯的贸易生态足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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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生态足迹核算方法研究中俄两国贸易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以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中 国海关统计数
据为样本，对两国在该时期内贸易生态足迹的结构及动态变化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俄双边贸易具有较强的

互补性，中国主要向俄罗斯出口耕地、水域和林地的生态足迹，从俄罗斯进口林地、水域和化石燃料用地的生态足

迹。在中俄贸易中，中国长时间处于贸易生态盈余状态。中俄贸易使得中国间接地利用了俄罗斯的生产性土地面

积，缓和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与生态资源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这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

应进一步深化与俄罗斯的经贸合作，优化进出口结构，以实现双方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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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世界各国的共识，对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测算和评价是该领域研究的重点问题，

为此对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分析方法也出现了很多，例如绿色 ＧＤＰ、真实发展指标等，其中生态足迹分
析法是应用较为广泛的一种方法。生态足迹分析法由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 Ｒｅｅｓ及其博士生Ｗａｃｋｅｒ
ｎａｇｅｌ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提出，该理论依据人类社会对土地的连续依赖性来定量测度可持续发展状
态［１ ２］。当前，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国际贸易的发展使得生态资源的跨国转移日渐频繁，

因此借用生态足迹分析法研究贸易生态资源转移对一国生态环境及其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显得尤为

迫切。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毗邻而居的两个大国，自 １９９２ 年建交以来，双边贸易持续平稳较快发展，贸易
额从 １９９２ 年的 ５８． ６ 亿美元增长到 ２０１２ 年的 ８８２． １ 亿美元，增幅逾 １４ 倍。自 ２０１０ 年起，中国已连续
三年成为俄罗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俄罗斯成为中国的第九大贸易伙伴。当前，中俄经贸保持着良好

的发展势头，双方的合作地域从边境毗邻省区向外不断扩展延伸，我国东南沿海及南部省份与俄罗斯

的经贸关系也日益密切，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合作领域不断拓宽，目前已形成了边贸与农业、林业、矿

产、建筑以及生产加工等各个领域共同合作发展的新局面。

由于中俄两国在技术水平和资源禀赋方面存在差异，因此中俄贸易之间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其中两

国初级产品之间的互补关系最为明显［３］。贸易活动不仅能够引起资本与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还会

导致区域资源的重新配置。因此，我们认为采用贸易生态足迹方法研究中俄两国的贸易现状和区域生

态足迹转移问题对两国进一步优化进出口结构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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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回顾

生态足迹问题目前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生态足迹模型在国家尺度上的应用始于

１９９７ 年 Ｗａｃｋｅｒｎａｇｅｌ等人提交的《国家生态足迹》（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报告［４］。这份报告

指出：人类活动已经远远超出地球长期的生物承载力，而且人类已经使用超过自然可再生能力三分之

一以上的资源和生态服务，这意味着人类正在提前透支下一代人的生物承载力。这一报告引起了学

者们对一国生态足迹的关注，Ｂｅｇｕｍ等通过研究发现，马来西亚的生态足迹比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等
发达国家的小，但是却比其他东盟国家的生态足迹大，这主要归因于马来西亚的能源消费［５］。此外，

Ｗａｃｋｅｒｎａｇｅｌ等、Ｌｅｎｚｅｎ和 Ｍｕｒｒａｙ、Ｆｒｉｃｋｅｒ、徐中民等也曾分别测算过瑞典、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中国的
生态足迹［６ ９］。

随后，部分学者的研究视角开始转向国际贸易带来的生态足迹转移问题。Ｍｏｒａｎ 等利用产品用
地系数矩阵法测算了国际贸易中隐含的生态足迹，结果表明贸易生态足迹主要是从拉丁美洲向北美

洲以及从北美洲向亚太地区流动。他们根据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对国家进行划分并研究后发现，贸易

生态足迹主要是在中、高收入国家之间的贸易中流动，而极少在中、高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之间的

贸易中流动［１０］。Ｈｕｂａｃｅｋ和 Ｇｉｌｊｕｍ基于投入 －产出模型，计算了从欧盟 １５ 个国家出口到世界其他
国家或地区的直接和间接生产性土地需求量［１１］。李昭华和李璇采用产品用地系数矩阵（ＰＬＵＭ）方
法测算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中国与欧盟全部商品贸易的自然资本，发现中国进出口贸易所获得的货币资
本利益是以生态资源的流出和环境污染加剧为代价的［１２］。

就分析方法来讲，目前关于生态足迹的研究方法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由 Ｗａｃｋｅｍａｇｅｌ 和 Ｒｅｅｓ
提出的过程分析法［１］，这类方法通常与物流分析（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ｆｌｏｗ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ＦＡ）技术和产品生命周期法
相结合［１３ １４］，即通过表观消费来计算某一区域的生态足迹，并与生物生产力进行比较，根据比较所得

结果来衡量该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状况。另一类是由 Ｂｉｃｋｎｅｌｌ 等人于 １９９８ 年首先提出的投入产出
法［１５］，这种方法是利用国民经济的投入产出表来追踪满足最终消费的直接和间接生产投入，进而计

算出经济变化对环境产生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贸易生态足迹的大多数研究主要关注一国的生态足迹现状，而且关于贸易生态

足迹的分析和研究的重点主要是基于区域贸易而展开的，就双边贸易进行细致研究的文献较少，关于中

俄贸易生态足迹的研究成果更是鲜见。因此，我们拟在借鉴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双边贸易角度出发，

估算和分析中俄贸易生态足迹转移数量及方向并剖析两国贸易生态足迹净转移的原因。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本文拟在应用贸易生态足迹模型的基础上，以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中俄两国商品贸易数量为样本对隐
含在两国贸易中的生态足迹转移数量和方向进行研究。

１． 生态足迹模型
生态足迹通过比较人类所消耗的可再生资源与地球的再生能力（或称生物承载力）来追踪人类

对生物圈的需求。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均使用全球公顷这个单位，全球公顷代表全球平均生产力

水平下的 １ 公顷生物生产性土地［１６ １７］。生态足迹的基本思路是把人类各项消费活动对环境造成的

影响转变为以全球平均土地生产力计算的土地需求量，然后与同样以全球平均生产力进行标准化处

理的区域所拥有的各类土地面积进行比较，以此来评估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人口规模和消费水平下特

定区域的生态可持续性。生态足迹的核心思想是以生态足迹代表区域土地总需求，以生态承载力代

表区域土地总供给，通过比较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这两个指标来衡量某一区域或某一经济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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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状况。如果生态足迹超过生态承载力，则意味着某区域或某经济行为的发展方式是不可

持续的；反之，则是可持续的。

我们根据 Ｗａｃｋｅｒｎａｇｅｌ等的研究成果［１８］将生态足迹的计算公式整理如式（１）所示：

ＥＦ ＝ Ｎ × ｅｆ ＝ Ｎ∑６

ｊ ＝ １∑
ｎ

ｉ ＝ １
（ａｉ × ｒｊ）＝ Ｎ∑６

ｊ ＝ １∑
ｎ

ｉ ＝ １
（ｃｉ ／ ｐｉ）× ｒｊ

（ｉ ＝ １，２，……，ｎ；ｊ ＝ １，２，３，４，５，６） （１）
在式（１）中，ＥＦ为总的生态足迹，ｅｆ为人均生态足迹，Ｎ为人口数，ａｉ 为第 ｉ种物质人均占用的生

物生产面积，ｒｊ 为均衡因子，ｃｉ 为第 ｉ种物质的人均消费量。根据消费 ＝ 产出 ＋ 进口 － 出口的核算原
理，ｐｉ 为第 ｉ种物质的世界平均生产能力，ｉ为消费的物质种类，ｊ为生物生产面积类型。

同样，我们将生态承载力计算公式整理如式（２）所示：

ＥＣ ＝ Ｎ × ｅｃ ＝ Ｎ ×∑６

ｊ ＝ １
ａｊ × ｒｊ × ｙｊ 　 　 （ｊ ＝ １，２，３，４，５，６） （２）

在式（２）中，ＥＣ为区域生态承载力，Ｎ为人口数，ｅｃ为人均生态承载力，ａｊ为人均实际占有的生物
生产面积，ｒｊ 为均衡因子，ｊ为生物生产面积类型。

在生态足迹研究方法中，生态承载力是指一个区域实际提供给人类的所有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

的总和。由于同类生物生产土地面积的生产力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是存在差异的，因此不同国家或

地区的同类生物生产土地面积无法直接对比。为此，Ｗａｃｋｅｒｎａｇｅｌ 等人于 １９９９ 年引入了产量因子
（Ｙｉｅｌｄ Ｆａｃｔｏｒ）的概念，产量因子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某类生物生产土地的平均生产力与同类土地的世
界平均生产力之间的比率［１９］。

综上所述，生态盈余或赤字的计算公式如式（３）所示：
ＥＤ ＝ ＥＦ － ＥＣ ＝ Ｎ（ｅｆ － ｅｃ） （３）
在式（３）中，ＥＤ为区域生态盈余或赤字。
２． 贸易生态足迹模型
贸易生态足迹模型是建立在生态足迹模型基础之上的，指的是在国际贸易中各类进出口商品所

包含的生态足迹［２０］。本文通过把相关的进出口商品换算为生产、消费这些商品所需的生物生产性土

地的面积来定量分析国际贸易中蕴涵的贸易生态足迹。若一个国家进口的贸易生态足迹大于出口的

贸易生态足迹，则为贸易生态盈余；反之，则为贸易生态赤字。

与计算生态足迹的方法类似，贸易生态足迹的计算方法是：首先，将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

的进出口商品划分为生物资源账户和能源账户。然后，将各个账户下不同类别、不同数量的进出口商

品分别折算为生产该商品所需的生态生产性土地类型的生态足迹，从而计算得到不同商品各自的进

口足迹和出口足迹。最后，通过比较进口足迹和出口足迹便可以得到贸易生态盈余或贸易生态赤字。

当某一区域存在贸易生态盈余时，表明该区域进口商品中携带的生态足迹高于出口商品中携带的生

态足迹，在对外贸易中处于生态优势地位；反之，则说明该区域在对外贸易中处于生态劣势地位［２０］。

总之，对外贸易不仅可以实现不同国家之间的物质流交换，而且在本质上更是促进了不同国家之

间生态生产性土地的互相交换和利用。在对外贸易中，生态赤字意味着一国自然资源的过度耗竭和

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不利于本国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盈余则表明一国通过利用他国的自然资源来支持

本国经济的发展，这有利于节约本国的自然资源，维护本国的生态环境，促进本国的可持续发展。

（二）数据来源和生物生产性土地类型说明

本文所采用的中俄贸易数据来自《中国海关统计年鉴》（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其他数据则来自联合
国贸易统计数据库以及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自然基金组织。

对于中俄贸易生态足迹的计算，我们把不同类别、不同数量的进出口商品分别折算为生产该商品

所需的不同类型的生产性土地面积，土地类型主要分为耕地、林地、牧草地、水域、建筑用地和化石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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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用地 ６ 种［４］。鉴于不同类型土地的单位面积生物生产能力各异，我们需要将计算得出的各个土地

类型的贸易生态足迹乘以相应的均衡因子转化为生物生产性均衡面积才能进行计算和比较，以上 ６
种土地类型相对应的均衡因子分别为 ２． ８、１． １、０． ５、０． ２、２． ８、１． １［２１］。其中，耕地反映了进出口商品
中绝大多数农产品所需要的生产面积，包括粮食、豆类、油料、蔬菜、食糖、茶、药材、烟草、调味品等产

品；林地反映了坚果、水果、锯材、原木等所需要的种植面积；牧草地反映了包括天然蜂蜜、皮毛制品等

动物性产品生产所需要的面积；水域反映了水产品生产所需要的面积；化石燃料用地反映了煤、焦炭、

原油、成品油等消费排放的二氧化碳被吸收时所需要的面积。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基于 ２０１２年中国与俄罗斯的进出口贸易数据对贸易生态足迹的计算过程进行简述。表 １ 为
生物资源账户，即 ２０１２年中国与俄罗斯主要农产品的进出口贸易足迹。根据《中国海关统计年鉴》中的
数据，我们从中俄进出口货物数量表中筛选出部分代表性商品，计算得到了 ２０１２ 年不同类别进出口商
品占用的耕地、牧草地、林地、水域的贸易生态足迹（由于本文筛选的进出口商品不涉及建筑用地，因此

在此忽略占用的建筑用地面积）。表 １中的商品主要分为农产品、动物性产品、林产品和水产品四类。
表 １　 ２０１２ 年中国与俄罗斯主要农产品的进出口贸易足迹

商品种类
全球平均产量

（ｋｇ ／ ｈｍ２）
出口量

（１０３ ｋｇ）
出口贸易

足迹（ｈｍ２）
进口量

（１０３ ｋｇ）
进口贸易

足迹（ｈｍ２）
土地

类型

农产品

小麦 ２７４４ ２４７５． ２５ ９０２． ０６ 耕地

大黄豆 １８５６ １７７． ２０ ９５． ４７ ９１６０３． ２５ ４９３５５． ２０ 耕地

葵花籽 １４２６１ ６９． ９５ ４． ９１ 耕地

花生 １８５６ ２８４９． １９ １５３５． １２ 耕地

蘑菇罐头 １６９２７ ４４５８１． ３７ ２６３３． ７４ 耕地

蔬菜 １８０００ ３５３８３９． ２９ １９６５７． ７４ 耕地

食糖 ４９７７ ２５． ２７ ５． ０８ 耕地

茶 ５６６ １５２９８． ０５ ２７０２８． ３６ １． ５９ ２． ８１ 耕地

药材 １５４８ ５２９． ６０ ３４２． １２ 耕地

烟草 １５４８ ７９１６． ０３ ５１１３． ７１ 耕地

调味料 ５６６ １５７４． ４３ ２７８１． ６８ 耕地

动物性产品

天然蜂蜜 ５０ ２２２． １４ ４４４２． ８０ 牧草地

兽皮 ７４ ５４８． ２９ ７４０９． ３２ １００１． ９６ １３５３９． ９６ 牧草地

猪鬃 １５ １５４． ３０ １０２８６． ６７ 牧草地

填充用羽毛、羽绒 １５ ９５． ２１ ６３４７． ４０ 牧草地

林产品

坚果 ３０００ ６９５． ９７ ２３１． ９９ １６５５３． ６５ ５５１７． ８８ 林地

水果 ３５００ ３５１９３７． ０８ １００５５３． ４５ 林地

锯材 １． ５ ０． ４１ ２７０． ００ ６２１６． ６８ ４１４４４５３． ３３ 林地

原木 １． ５ １１１８３． ４０ ７４５５６０２． ６７ 林地

水产品 水产品 ２９ ５２２６１． ９０ １８０２１３４． ３１ ９０９４４０． ４８ ３１３６００１６． ５２ 水域

　 　 注：原木的单位为 ｍ３，其全球平均产量的单位为 ｍ３ ／ ｈｍ。

表 ２为能源账户，即 ２０１２年中国与俄罗斯主要能源产品的贸易生态足迹。我们将能源消费量折算
成一定面积的化石燃料土地便可得到主要能源产品的贸易生态足迹，具体计算结果如表 ２所示。

我们将表 １ 和表 ２ 中的数据进行汇总便可得到关于中俄贸易中占用耕地、牧草地、林地、水域和
化石燃料用地的生态足迹汇总表，具体如表 ３ 所示。由表 ３ 可知，在 ２０１２ 年的中俄贸易中，中国的耕
地和牧草地处于输出状态，即存在贸易生态赤字；林地、水域和化石燃料用地处于输入状态，即存在贸

易生态盈余。这主要与中国向俄罗斯出口粮、油以及动物皮毛等相关的农牧产品而进口各种水产品、

木材以及相关的化石燃料有关，中俄之间存在着很强的贸易互补性。总体来看，在 ２０１２ 年的中俄贸
易中，中国处于贸易生态盈余的有利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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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２０１２ 年中国与俄罗斯主要能源产品的贸易生态足迹

能源产品

种类

全球平均能源

足迹（ＧＪ ／ ｈｍ２）
折算系数

（ＧＪ ／ １０３ ｋｇ）
出口量

（１０３ ｋｇ）
出口能源

足迹（ｈｍ２）
进口量

（１０３ ｋｇ）
进口能源

足迹（ｈｍ２）
土地类型

煤炭 ５５ ２０． ９ ２０１８１２８２． ０５ ７６６８８８７． １８ 化石燃料土地

焦炭、半焦炭 ５５ ２８． ５ ０． ０５８ ０． ０３ 化石燃料土地

原油 ９３ ４１． ９ ２４３２９４５１． ３６ １０９６１３３３． ４６ 化石燃料土地

成品油 ９３ ４３． １ １４２８４２． ３５ ６６１９８． ９８ ８３３２６３６． ７３ ３８６１６８４． ３３ 化石燃料土地

　 　 注：折算系数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ＡＦＯ），全球平均能源足迹来自世界自然基金组织（ＷＷＦ）。
表 ３　 ２０１２ 年中国与俄罗斯贸易生态足迹汇总表（单位：１０３ 公顷）

土地类型 出口贸易足迹 进口贸易足迹 贸易生态赤字或盈余

耕地 ５９． ２０ ５０． ２６ － ８． ９４
牧草地 ２２． １４ １９． ８９ － ２． ２５
林地 １０１． ０６ １１６０５． ５７ １１５０４． ５２
水域 １８０２． １３ ３１３６０． ０２ ２９５５７． ８８

化石燃料用地 ６６． ２０ ２２４９１． ９１ ２２４２５． ７１
均衡面积总计 ７２１． ２３ ４３９２９． ９０ ４３２０８． ６７

实际上，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中俄经贸一直
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据中国海关统计，

２００３ 年中俄贸易额为 １５７． ５８ 亿美元，２０１２
年这一数字达到 ８８２． １１ 亿美元，约增长了
４． ６ 倍，中国已连续三年成为俄罗斯的第一
大贸易伙伴。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中俄两

国领导人提出的到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２０ 年双边贸
易额分别达到 １０００ 亿美元和 ２０００ 亿美元的发展目标有望提前实现。图 １ 为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中国与
俄罗斯的进出口贸易额，仅从贸易额来看，除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以及 ２０１０ 年外，在大多数年份，中国从俄罗
斯的进口额大于对俄罗斯的出口额，处于贸易逆差状态。但是，贸易额往往只能从表面上揭示出货币

流动的数量和方向，而未必能从本质上反映出隐含在贸易活动中的生态资源的转移状况。

图 ２为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中国与俄罗斯的进出口贸易生态足迹，是以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中国海关统计年鉴》
中记录的中俄对外贸易数据为样本，运用上述贸易生态足迹方法计算得出的该时期内中俄进出口商品的贸

易生态足迹。如图 ２所示，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中国进口的贸易生态足迹稳步上升，２００８年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
响，进口的贸易生态足迹下降，此后至 ２０１２年，进口的贸易生态足迹重新上升并达到新高。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
中国进口的贸易生态足迹远远大于中国出口的贸易生态足迹，中国一直保持着贸易生态盈余状态。２００３
年中国出口的贸易生态足迹为 ３９６５３２． ９１ｇｈａ，２０１２年出口的贸易生态足迹为 ７２１２３０． ３２ｇｈａ，约增长了 ８２％。
２００３年中国进口的贸易生态足迹为２０１７９９０９． ７３ｇｈａ，２０１２年进口的贸易生态足迹为４３９２９９０１． ９６ｇｈａ，约增长
了 １１８％。由此可知，中国进口贸易生态足迹的增长速度显著高于出口贸易生态足迹的增长速度。

图 １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中国与俄罗斯进出口贸易额　 　 　 图 ２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中国与俄罗斯进出口贸易生态足迹

图 ３为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中俄出口贸易中各类生态用地。由图 ３可知，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中国出口的各类生
态足迹中牧草地和化石燃料用地所占比例低且波动幅度小，耕地、水域和林地的生态足迹之和所占比重超

过 ８０％，水域足迹的变化最为剧烈，在反复波动中呈上升态势。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牧草地大多为质量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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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的干旱、半干旱区的天然草场，产草量较低且年际间的变化较大。同时，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致使

国内能源供给已经不能满足自身需求，能源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相反，中国出口的耕地、水域和林地的生

态足迹相对较多，这主要与中国出口的农产品、水产品以及林产品（主要以水果、坚果等为主）较多有关。

图 ４为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中俄进口贸易中各类生态用地。由图 ４ 可知，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中国进口的各
类生态足迹中耕地和牧草地所占比例很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林地、水域和化石燃料用地的生态足迹

之和所占比重超过 ９９％，其中，耕地、牧草地和水域足迹的波动幅度比较小，林地足迹的波动幅度最大，
而化石燃料用地足迹一直处于波动上升态势。我国进口的生态足迹结构以林地、水域和化石燃料为主

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俄罗斯是世界上森林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与之相比，我国的林业资源相对缺乏，

因此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需求的增加，我国从俄罗斯进口的原木、锯材等林产品不断上升。第二，

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的农产品主要集中在林产品和水产品方面［２２］。第三，我国经济的迅

速发展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以致煤、原油及成品油的进口迅速增长。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需要消耗大

量的能源，而俄罗斯油气资源丰富，是目前世界上第一大能源出口国，中国则是世界上第二大石油进口

国和消费国，因此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的煤、原油及成品油等能源产品量迅速增长［２３］。

图 ３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中俄出口贸易中各类生态用地　 图 ４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中俄进口贸易中各类生态用地

图 ５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中俄进出口
贸易中各类生态用地足迹盈余或赤字

我们利用各类生态用地的进口足迹减去其出口足迹

便可以得到贸易生态盈余或赤字，图 ５ 即为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中俄进出口贸易中各类生态用地足迹盈余或赤字。如

图 ５所示，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中国出口的耕地足迹大于进口
的耕地足迹，耕地足迹处于贸易生态赤字状态；２００４—
２００９年，中国进口的牧草地足迹大于出口的牧草地足迹，
牧草地足迹处于贸易生态盈余状态，而 ２００３ 年以及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中国出口的牧草地足迹大于进口的牧草
地足迹，牧草地足迹处于贸易生态赤字状态；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林地、水域和化石燃料用地进口的贸易生态足迹大于

出口的贸易生态足迹，三者均处于贸易生态盈余状态。

综上所述，中国向俄罗斯出口的贸易生态足迹主要以

耕地为主，而进口的生态足迹则主要为林地、水域和化石燃

料用地。中俄两国进出口的生态足迹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具体来说，中国人口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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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消费市场广阔、农业与基础工业发展相对充分，但是却缺乏支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基础。相比而

言，俄罗斯的自然资源丰富、高科技产业较先进，但是却面临着农业劳动力缺乏与轻工业基础薄弱等问题。

也就是说，中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俄罗斯拥有丰富的土地、能源等自然资源，中俄两国在经济结构方

面互为补充，互为市场，发展潜力巨大，这些都为中俄经济贸易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统计资料的支持下，应用贸易生态足迹模型测算了中俄两国贸易生态足迹的转移数量和

方向，这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国际贸易对两国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改善进出口结构，进而调整一国产业

结构具有重要启示。本文所得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从货币的转移方向来看，中国在大多数时期为贸易逆差，这主要与中俄双方不对等的贸易

政策有关：一方面，我国为鼓励边境地区贸易的发展，采取了税收优惠、降低贸易限制等多项有利政

策，这有利于俄罗斯商品的进口；另一方面，俄罗斯相对较高的进口关税不利于我国商品的出口。

第二，从贸易生态足迹的转移方向来看，中国一直保持着生态贸易盈余状态，这主要与以下两点

相关：一方面，贸易生态盈余与贸易赤字相对应；另一方面，贸易生态盈余主要与两国的进出口贸易的

类型不同有关。

第三，从贸易生态足迹转移的类型来看，中俄两国转移的生态足迹类型既有差异也存在相同之

处。相同之处在于中俄两国彼此交换水域和林地的贸易生态足迹，尽管中俄两国都有着丰富的海洋

和森林资源，但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导致两国海产品和林地的类型各异，中国的水域主要位于热带、

亚热带与温带，林地类型主要为热带常绿阔叶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温带落叶阔叶林、温带针叶林；

而俄罗斯的水域主要位于温带和寒带，林地类型主要为亚寒带针叶林。差异之处在于除互相交易上

述两种生态足迹类型外，中国还向俄罗斯出口耕地足迹，从俄罗斯进口化石燃料足迹，这是因为尽管

俄罗斯土地辽阔，但东部和北部大片寒冷地区均不适于农作物生长，农作物种类少，多年来大量农产

品依赖进口，而俄罗斯的化石燃料产量全球第一，是中国的主要能源进口来源国之一。

根据本文所得结论，我们认为中国与俄罗斯的贸易具有互补性，贸易合作有着强大的基础。为

此，双方应继续本着互利双赢的原则，从以下几个方面不断完善和促进双边贸易的发展：一是改善双

边贸易条件，中国应针对俄罗斯的进口需求扩大出口，以实现贸易收支平衡；二是双方需进一步优化

贸易结构，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促进两国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三是中俄应进一步扩大双方的经贸领

域，改善中俄经贸的增长方式，提高经贸合作的质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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