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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ꎬ 西方对俄罗斯主要实施了出口

管制、 能源管制、 金融管制以及物流管制四类极限制裁措施ꎬ 这四类措

施分别通过阻碍产业链产品供应、 打击产业链关键领域、 限制产业链关

联结算以及切断产业链运转渠道的方式威胁俄罗斯产业链的安全与稳

定ꎮ 能源产业链脱钩、 运输设备与服务产业链断链、 高科技产品与服务

产业链 “卡脖子” 成为美国及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的重要目标ꎮ 受制

裁影响ꎬ 俄罗斯能源产业链出口端短期内因囤货需求不降反增ꎬ 进口端

负向冲击显著ꎮ 运输设备与服务产业链呈现 “脱欧向亚” 和本土化趋

势ꎬ 高科技产品与服务产业链则面临循环受阻的现实困境ꎮ 俄罗斯短期

内通过采取平行进口、 放宽生产法规、 实施出口禁运、 推行 “天然气卢

布令” 和本币结算以及外资企业国有化等方式ꎬ 中长期通过推动产品供

销多元化和进口替代战略等举措ꎬ 有效化解了产业链断裂风险ꎮ 面对全

球产业链体系重构、 分化趋势ꎬ 中国应进一步增强粮食和能源矿产等基

础产业链维稳保供能力ꎬ 始终把实体经济韧性作为产业链韧性的核心ꎬ
推动产业链区域化合作与多元化布局ꎬ 全面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

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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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当前ꎬ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ꎬ 全球产业链体系调整、 分化、 重构

趋势日益明显ꎬ 产业链安全与稳定成为各国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ꎮ 美国自

２０２１ 年以来大力推行 “弹性供应链” 战略ꎬ 通过关键领域产业链安全审查、 举

办全球供应链弹性峰会等方式意图建立 “基于相同价值观” 的产业链网络ꎬ 以

遏制新兴国家的发展、 维护自身霸权地位①ꎮ 欧盟、 日本等经济体纷纷将提高重

点产业链自主可控性作为产业政策的关键着力点ꎬ 通过设立共同市场应急工具、
制定 «关键矿产资源清单»、 颁布 «经济安全保障促进法案» 等一系列举措ꎬ 提

升重点产业链的国内生产能力和技术能力ꎬ 降低产业链海外依赖风险ꎮ 面对复杂

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ꎬ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 “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

韧性和安全水平”②ꎮ 加强产业链风险防控、 维护产业链安全稳定对于中国构建

现代化产业体系、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ꎮ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ꎬ 俄乌冲突爆发ꎬ 全球产业链风险进一步凸显ꎮ 俄乌冲突

爆发之后ꎬ 西方国家立即作出反应ꎬ 对俄罗斯实施了历史上范围最广、 影响力最

大的极限制裁措施ꎮ 全球制裁跟踪平台统计数据显示ꎬ 截至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ꎬ 世界

各国对俄罗斯新增制裁措施 １６ ０００ 余项ꎬ 俄罗斯远超伊朗、 叙利亚等国ꎬ 成为

世界第一大受制裁国ꎮ 在西方极限制裁措施下ꎬ 俄罗斯产业链受到严重扰动ꎮ 作

为全球最大的粮食和能源出口国之一ꎬ 俄罗斯主要依靠初级产品前向参与全球产

业链ꎬ 对机械设备、 电子和光学产品等高科技产品和技术进口依赖度较高ꎮ 面对

西方国家的能源和技术封锁ꎬ 俄罗斯能源产品、 芯片和智能设备等产业链进出口

严重受阻ꎮ ２０２２ 年俄罗斯银行调查显示ꎬ 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受访企业在进口设

备、 零部件以及材料方面面临断链风险ꎬ 其中 ７５％ 的企业表示因外国交易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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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供应而产生问题ꎬ ４３％的企业表示货物运输受到限制①ꎮ 尽管西方的极限制

裁给俄罗斯产业链带来一系列挑战ꎬ 但是俄罗斯经济表现超出预期ꎬ 产业链显现

出较强韧性ꎮ 俄联邦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ꎬ ２０２２ 年俄国内生产总值较去年仅下

降 １ ２％ ꎬ 远低于世界银行同年 ４ 月预测的 １１ ２％ ꎮ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ꎬ 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极限制裁措施引起国内外学者广泛

关注ꎮ 一些文献通过归纳演绎、 逻辑推演等方法重点分析了西方制裁措施的有效

性ꎬ 但并未得出一致性结论ꎮ 一种观点认为西方制裁措施对俄罗斯经济的负面影

响有限ꎮ 整体来看ꎬ 俄罗斯凭借自身资源优势和经济韧性能够有效对冲西方制裁

压力ꎬ 并可能诱发制裁的 “回旋镖效应”②ꎮ 从特定领域来看ꎬ 能源制裁难以推

动俄罗斯改变其对乌克兰的政策ꎬ 主要原因在于推迟石油制裁为俄罗斯寻找替代

市场创造了机会③ꎮ 将俄罗斯排除出 ＳＷＩＦＴ 支付系统以及针对银行和私人财富的

金融制裁效果可能会随着投资者的预期调整而减弱④ꎮ 俄罗斯的进口替代战略严

重削弱了出口禁令对俄罗斯经济发展的阻碍⑤ꎮ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制裁给俄罗斯

带来了较为严重的不利影响ꎬ 而且当贸易制裁来自七国集团或者发达国家时ꎬ 俄

罗斯受到的负面冲击尤为严重⑥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 美国通过技术出口管制、 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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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裁以及组建技术遏制联盟初步实现了对俄技术遏制的战略目标ꎬ 削弱了俄罗斯

扩大军事行动的能力①ꎮ 此外ꎬ 部分学者从理论上剖析了能源武器化②、 金融制

裁③以及商业制裁④等新型制裁工具的具体特征、 实施影响以及未来变化趋势ꎬ
研究发现ꎬ 全球化发展背景下不平衡的经济依存关系和战略竞争关系势必推动各

方将能源、 国际货币以及数字技术等战略资源和公共物品武器化ꎬ “脱钩” “断
链” “卡脖子” 或将成为未来大国竞争博弈的常态ꎮ

另一类文献通过构建引力模型、 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以及数值模拟等方式量

化评估了西方制裁措施的作用效果ꎬ 并识别了制裁的传导机制ꎮ 从制裁作用效果

来看ꎬ 基于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９ 年克里米亚危机以来的制裁统计数据ꎬ 研究得出制裁导

致俄罗斯实际收入损失 ０ ３％ ꎬ 欧盟及其盟友与俄罗斯的完全脱钩将使这一影响

增加至 ４％以上⑤ꎮ 美欧对俄极限制裁的短期负面影响效果大于克里米亚事件后

的温和制裁ꎬ 俄罗斯经济增长对潜在增长率的偏离幅度较大⑥ꎮ 而且ꎬ 制裁效果

呈现出非对称性、 异质性的典型特征ꎮ 当将限制俄罗斯使用国际储备作为经济制

裁手段时ꎬ 美国放弃 ０ ５ 美元的消费ꎬ 可以使得俄罗斯遭受 １ 美元的经济损失⑦ꎮ
通常情况下ꎬ 出口禁令将导致俄罗斯产生高于贸易制裁方 １００ 倍的福利损失⑧ꎮ
尽管 ２０１４ 年以来俄罗斯对欧盟市场的依赖度持续下降ꎬ 但是俄罗斯受贸易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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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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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 «外交评论 (外交学院学报)» 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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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ꎻ 陶士贵、 刘平平: «美国对俄金融制裁与俄罗斯 “去美元化”»ꎬ 载 «国际金

融» 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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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阶段对比分析»ꎬ 载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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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负面影响仍然远超欧盟①ꎮ 从传导机制来看ꎬ 制裁主要通过影响通货膨胀②、
利率③、 产出波动率④以及外商直接投资⑤等途径对俄罗斯 ＧＤＰ 产生间接影响ꎮ
当贸易制裁力度较大时ꎬ 制裁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能源贸易会受到严重的贸易破坏

效应影响ꎬ 且这一破坏效应无法被贸易制裁过程中的泄露效应抵消⑥ꎮ 汇率的变

动不仅能够代表制裁的类型ꎬ 而且反映了制裁导致的国内部门重新分配的

方向⑦ꎮ
上述文献通过理论与实证、 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对西方极限制裁的有效性、 影

响效应以及传导路径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ꎬ 但是尚缺少基于产业链视角

的针对性分析ꎮ 产业链是指各个产业部门基于一定的技术经济联系和时空布局关系

客观形成的链条式关联状态ꎬ 涵盖产品生产或服务提供的全过程ꎬ 包含原材料生

产、 技术研发、 中间品制造、 终端产品制造以及流通和消费等环节ꎬ 是产业组织、
生产过程和价值实现的统一⑧ꎮ 关于产业链的量化分析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ꎬ
一类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ꎬ 利用投入产出表构造中间品进口集中度⑨、 产业链相

８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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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 ａ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ｕｓｓｉａ”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 ３９ꎬ Ｎｏ １１７ꎬ ２０２４ꎬ ｐｐ １５９ －２００

Ｍｏｒａｄ Ｂａｌｉꎬ ｅｔ ａｌꎬ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Ｒｕｓｓｉａ: Ａ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ｎ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Ｖｏｌ ３０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２４ꎬ ｐｐ １ －３１

陈佳雯: «俄乌冲突下的经济制裁: 措施、 影响与不确定性»ꎬ 载 «国际经济合作»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ꎮ

常世伟、 陈波、 朱怀佳: «金融制裁对俄罗斯金融和经济稳定的影响—基于制裁强度

指数的研究»ꎬ 载 «亚太经济» 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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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宗宪、 刘源、 李欣怡: «基于局部均衡模型与贸易网络的模拟分析»ꎬ 载 «北京工

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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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依赖度①等指标评估国家层面和行业层面的产业链安全水平ꎬ 这类方法虽然能

够对跨国跨行业进行较好的对比分析ꎬ 但是难以识别产业链的不同环节ꎮ 另一类

通过绘制产业链上下游图谱ꎬ 利用进出口贸易数据分析特定冲击对产业链的影响

效应ꎬ 对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影响进行了有效分析ꎮ 然而ꎬ 产业链具有复杂性、 动

态性以及不透明性的典型特征ꎬ 科学绘制不同行业的产业链上下游图谱技术难度

大且可靠性难以保证ꎬ 故而这类方法主要适用于汽车②、 大容量电池③等特定产

品的产业链分析ꎮ 如何科学准确识别产业链不同环节ꎬ 实现对不同行业产业链贸

易的广泛分析仍然有待进一步探索ꎮ 从实践角度来看ꎬ 当前国际产业竞争正在从

产品竞争升级到产业链群之间的竞争ꎬ 规则、 法律、 制裁等手段成为西方国家提

升产业链韧性与安全水平的重要手段④ꎮ 而美国政府将中国视为 “最重要的战略

对手”ꎬ 正在通过推动制造业回流、 加征关税、 联合盟友围堵等方式降低对中国

产业链的依赖ꎮ 基于此ꎬ 从产业链安全视角出发ꎬ 量化分析极限制裁对俄罗斯产

业链的影响ꎬ 探究俄罗斯维护产业链安全的有效举措ꎬ 对于我国防范和化解产业

链风险、 提高产业链韧性与安全水平具有重要参考价值ꎮ
基于上述分析ꎬ 本研究在理论探究西方不同类型制裁措施对俄产业链影响的

基础上ꎬ 创新性地采用广义经济类别分类 (Ｂｒｏａ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ꎬ ＢＥＣ) 划

分产业链上下游ꎬ 实证分析极限制裁对俄罗斯能源、 运输设备与服务、 高科技产

品与服务三大重点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异质性影响ꎮ 具体地说ꎬ 首先ꎬ 依据 ＢＥＣ
官方手册ꎬ 将初级中间商品、 加工通用中间商品、 加工通用中间服务划分为产业

链上游ꎬ 将加工特定中间商品、 加工特定中间服务划分为产业链中游ꎬ 将资本品

和消费品划分为产业链下游ꎮ 其中ꎬ 能源产业链的上游主要包括铁矿石、 锰矿石

等矿产资源ꎬ 中游主要包括从矿产资源中提取的各类非金属与金属元素及其化合

物等ꎬ 下游主要包括煤炭、 石油、 天然气等能源产品及锅炉、 冷凝器等能源生产

９４

①

②

③

④

Ｂａｌｄｗｉｎ Ｒｉｃｈａｒｄꎬ ｅｔ ａｌꎬ “Ｈｉｄｄｅｎ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Ｕ Ｓ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Ｎｏ ３１８２０ꎬ ２０２３

吕越、 邓利静: «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以中国汽车产业链为例的

测度及分析»ꎬ 载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ꎮ
张其仔、 许明、 孙天阳: «美国供应链报告的影响效应与中国应对»ꎬ 载 «经济纵横»

２０２３ 年第 ９ 期ꎮ
盛朝迅: «从产业政策到产业链政策: “链时代” 产业发展的战略选择»ꎬ 载 «改革»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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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ꎮ 运输设备与服务产业链上游主要包括橡胶、 钢铁、 不锈钢等金属与非金属

材料ꎬ 中游主要包括各类车辆配件及运输包装等ꎬ 下游主要包括各类运输车辆及

起重机等配套设备ꎮ 高科技产品与服务产业链上游主要包括各类机器零部件ꎬ 中

游主要包括显示器、 印刷机等机器设备ꎬ 下游主要包括计算机及各类通信设备

等ꎮ 其次ꎬ 依据联合国统计局公布的 ＢＥＣ 与 «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 (Ｔｈｅ
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ｅｄ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ｄ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ＨＳ) 产品代码对应关系ꎬ 获

取俄乌冲突爆发前后俄各产业链上下游的进出口贸易数据ꎮ 最后ꎬ 通过对比分析

俄乌冲突爆发前后俄罗斯与欧盟、 美国以及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占比变化趋势等信

息ꎬ 评估极限制裁对俄能源、 运输设备与服务、 高科技产品与服务产业链的影

响ꎮ 在此基础上ꎬ 本研究进一步梳理俄罗斯应对产业链断裂风险的短期和中长期

有效举措ꎬ 得出中国提升产业链韧性与安全水平的思考ꎬ 以期为我国加快建设现

代化经济体系、 维护国家产业安全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ꎮ

一　 极限制裁对俄罗斯产业链影响分析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ꎬ 西方国家针对俄罗斯出口产品、 国家及企业实施了十几

轮制裁措施ꎬ 通过限制能源、 设备、 技术等关键产品的进出口阻碍俄罗斯产业链

的正常运转ꎬ 使得俄罗斯面临严重的产业链断链、 卡链风险ꎮ

(一) 西方极限制裁措施对俄罗斯产业链影响分析

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的经济制裁手段大致可归结为出口管制、 能源管制、
金融管制以及物流管制四类ꎬ 这四类手段分别通过阻碍产业链产品供应、 打击产

业链关键领域、 限制产业链关联结算、 切断产业链运转渠道的方式威胁俄罗斯产

业链的安全与稳定ꎮ

１ 出口管制———阻碍产业链产品供应

西方国家通过限制国内、 国外产品出口以及高筑关税壁垒等方式ꎬ 阻碍俄罗

斯产业链上的重要产品供应ꎮ 在限制国内产品出口方面ꎬ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ꎬ 美

国商务部下设的工业与安全局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ＢＩＳ) 扩大了商业

管制清单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Ｌｉｓｔꎬ ＣＣＬ)ꎬ 要求国内企业在对俄出口、 再出口以

及转让 ＣＣＬ 下第 ０ ~ ２ 类 (核材料、 设备、 特殊材料等) 全部物项ꎬ 第 ３ ~ ９ 类

(主要涉及微电子、 通信、 传感器以及航空电子设备等) 物项时ꎬ 均需获得 ＢＩＳ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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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ꎬ 且除特殊情况下ꎬ 许可证审查标准均为 “拒绝”ꎬ 高于以往的 “推定拒

绝” 标准ꎬ 而且将部分俄罗斯能源、 航运、 技术公司以及国防设备制造商列入实

体清单ꎬ 进一步加大了出口管制力度①ꎮ 欧盟、 英国、 日本等则禁止对俄出口能

源设备、 航空航天设备、 部分机械和交通运输设备以及电子部件、 先进半导体、
量子计算机等先进技术设备ꎮ 在限制国外产品出口方面ꎬ 美国针对俄罗斯新增外

国直接产品规则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Ｒｕｌｅｓꎬ ＦＤＰ 规则) 和军事最终用户 ＦＤＰ
规则两项ꎬ 不仅要求使用美国特定技术和软件的第三国不得对俄出口相关产品ꎬ
而且对被用于俄罗斯军事最终用途或终端用户的物项进行了全面禁止②ꎮ 在高筑

关税壁垒方面ꎬ 美国、 欧盟及七国集团先后宣布取消俄罗斯享有的最惠国待遇ꎬ
并针对金属、 矿物以及化学产品等加征高额关税ꎬ 加速俄罗斯与全球产业链

脱钩③ꎮ

２ 能源管制———打击产业链关键领域

作为俄罗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ꎬ 能源产业成为此次西方国家打击俄罗斯产

业链的关键领域ꎮ 为挤压俄罗斯能源产业生存空间、 加速俄罗斯能源产业链与世

界隔绝ꎬ 西方国家主要采取禁运和限价两大类制裁手段对俄能源产业链进行精准

打击ꎮ 在禁运制裁方面ꎬ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ꎬ 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等国相继宣布停止

进口俄罗斯原油及石油产品ꎬ 同年 ６ 月ꎬ 欧盟宣布从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起禁运俄

罗斯海运原油、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５ 日起禁运俄罗斯海运石油产品④ꎮ 针对俄罗斯出口

至第三方国家的能源产品ꎬ 欧盟、 以美国为首的七国集团 (Ｇ７) 以及澳大利亚

同步采取限价措施进行管制ꎬ 将俄罗斯海运原油价格上限设置为每桶 ６０ 美元ꎬ
汽油、 柴油以及煤油等成品油价格上限设置为每桶 １００ 美元ꎬ 燃料油等成品油的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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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１２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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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上限设置为每桶 ４５ 美元①ꎮ 若俄罗斯向第三方国家出售的原油及石油产品

高于价格上限ꎬ 将禁止西方企业向俄罗斯提供金融、 保险以及航运等方面的服

务ꎮ 同时ꎬ 引入天然气市场修正机制ꎬ 在高气价情形下触发天然气限价政策ꎬ 价

格上限设置为每兆瓦时 １８０ 欧元 (ＭＷｈ)②ꎮ 国际能源署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ｇｅｎｃｙꎬ ＩＥＡ) 统计数据显示ꎬ 俄罗斯在 ２０２１ 年全球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份额中分

别占比 １２％和 １６％ ꎬ 在欧盟石油和天然气进口份额中分别占比 ２７％和 ３５％ ꎮ 欧

盟、 Ｇ７ 集团等地区的能源制裁措施将打破现有国际能源市场格局ꎬ 重构全球能

源体系ꎬ 显著增加俄罗斯能源产业链断裂、 脱钩风险ꎮ

３ 金融管制———限制产业链关联结算

俄乌冲突爆发之后ꎬ 西方利用美元的非对称地位对俄实施金融制裁ꎬ 给俄产

业链关联结算造成一定阻碍ꎮ 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将俄部分银行排除出

ＳＷＩＦＴ 国际清算系统ꎮ 自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起ꎬ 美国、 欧盟、 英国以及加拿大等经济

体先后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 储蓄银行以及工业通信银行等十大主要银行排除

出 ＳＷＩＦＴ 清算系统③ꎮ 作为目前全球最主要的金融交易系统ꎬ ＳＷＩＦＴ 覆盖了来自

２０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１ １ 万余家金融机构ꎬ 在国际贸易结算中占据重要地位ꎮ
西方此举将显著提高俄产业链关联结算的交易成本ꎬ 制约俄产业链关联结算的资

金畅通ꎮ 二是冻结俄罗斯在美国及其盟国的央行资产及部分商业银行资产ꎮ 自俄

乌冲突爆发后ꎬ 美国及其盟国已经冻结了俄罗斯大约３ ０００亿美元的央行资产ꎬ
并禁止俄使用美元或者通过美国银行偿付债务ꎬ 削弱了俄罗斯利用外汇储备应对

外部冲击ꎬ 维护产业链稳定运行的能力ꎮ 三是禁止与俄部分银行、 国有企业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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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限制裁下俄罗斯产业链断裂风险、 应对举措及对中国的启示　

个人的资金交易ꎮ 截至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２１ 日ꎬ 欧盟已经对俄发起十三轮制裁ꎬ 禁止

俄罗斯部分国有企业在欧盟交易所上市和提供服务ꎬ 禁止接受俄罗斯公众超过一

定价值的存款以及向俄罗斯客户出售欧元计价证券等ꎬ 制裁措施涉及大约 ２ １００
多个个人和实体ꎬ 严重破坏了俄罗斯金融市场秩序①ꎮ

４ 物流管制———切断产业链运转渠道

物流畅通是保障产业链稳定的重要基础ꎬ 而俄乌冲突导致部分海陆空物流中

断、 运输成本上涨ꎬ 给俄罗斯产业链的正常运转带来了严峻挑战ꎮ 从航运来看ꎬ
黑海是俄罗斯大宗货物出口的重要通道ꎬ 俄罗斯的石油、 液化天然气、 钢铁以及

农产品等关键商品均通过该地区出口ꎮ 而俄乌冲突的爆发切断了黑海海域的海运

航线ꎬ 使得国际航运公司不得不选择更长的中东航线替代ꎬ 显著提高了运输风险

和运输成本ꎬ 加剧了俄罗斯产业链的混乱②ꎮ 同时ꎬ 为了响应西方对俄罗斯的制

裁ꎬ 地中海航运、 马士基航运等国际航运巨头纷纷停止接受途经俄乌的欧亚货运

订单ꎬ 进一步加大了俄产业链的卡链、 断链风险ꎮ 相较于海运ꎬ 陆运运输风险适

中、 灵活性较高ꎬ 但是冲突导致的绕行、 更换线路等问题ꎬ 同样对俄产业链陆运

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冲击ꎮ 从空运来看ꎬ 英国、 德国、 加拿大以及美国等 ４０ 多个

国家相继宣布对俄罗斯民航飞机关闭领空ꎮ 欧盟委员会以 “违反国际航空安全标

准” 为由ꎬ 将包括俄罗斯国家航空公司在内的 ２１ 家航空公司列入黑名单ꎬ 禁止

这些航空公司在欧盟境内运营③ꎮ 世界上最大的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宣布暂停对

俄航空公司提供零部件供应与维修服务支持等ꎮ 凭借大型商业主体在物流领域的

统治地位ꎬ 美国、 欧盟试图阻断俄产业链与世界的联系ꎬ 削弱俄产业链的韧性ꎮ

(二) 俄罗斯产业链断裂风险重点行业剖析

西方实施的一揽子制裁措施对俄不同产业链的影响存在异质性ꎬ 整体来看ꎬ
能源产业链脱钩、 运输设备与服务产业链断链、 高科技产品与服务产业链 “卡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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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是西方制裁俄罗斯的重要目标ꎮ 因此ꎬ 本文重点选取能源、 运输设备与服

务、 高科技产品与服务三大产业链ꎬ 定量评估俄乌冲突对俄罗斯产业链上下游的

影响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 俄乌冲突爆发之后ꎬ 俄罗斯暂停对外公布经济贸易数据ꎬ
因此ꎬ 本文采用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库中其他国家公布的进出口贸易数据反推得到

２０２２ 年俄罗斯与不同伙伴国的进出口产品信息ꎬ 且受限于各国统计数据的滞后

性ꎬ 无法全面获取所有贸易伙伴国的数据ꎬ 故而在分析 ２０２２ 年俄产业链情况时

主要考察了上下游进出口总额相较于 ２０２１ 年的变化幅度ꎮ

１ 能源产业链

表 １ 汇总了 ２０２１ 年俄罗斯能源产业链上下游对欧盟、 美国和中国的进出口

依赖度以及 ２０２２ 年的进出口总额变化幅度ꎮ

表 １　 极限制裁对俄罗斯能源产业链上下游影响程度 (单位:％)

类型 对象国
２０２１ 年进出口依赖度 ２０２２ 年进出口总额变化幅度

上游 中游 下游 上游 中游 下游

出口

欧盟 ４０ ６３ ４３ ３４ ５０ １３ ＋ １０ ０９ ＋ ３４ ４４ ＋ １３８ ５１

美国 ２ ６９ １ １９ ６ ９０ － ８３ ５１ ＋ ７９２ ７０ － ９ ７６

中国 ３０ ９５ ３ ７８ ６ ３９ ＋ ６９ ６３ ＋ ３０９ ２７ ＋ ２０９ ０５

产业链上下游比重 ６２ ７８ ４ １５ ３３ ０８

进口

欧盟 ３６ ０２ ３０ ６８ ３９ ０８ － ４８ ６８ － ３７ ４８ － ４８ ８６

美国 ３ ９７ ４ ７８ ４ ５１ － ８１ １８ － ９０ ７４ － ８７ ９８

中国 １４ １４ ２５ １０ ２１ ３０ ＋ １１０ ６７ ＋ ８３ ６３ ＋ ５１ ０５

产业链上下游比重 ３５ ３５ ２９ ９２ ３４ ７３

　 　 注: “ ＋ ” 表示升高ꎬ “ － ” 表示下降ꎬ 下同ꎮ
资料来源: 根据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库整理分析得到ꎮ

俄罗斯主要占据全球能源产业链上游位置ꎬ 与欧盟能源产业链具有显著互补

性ꎮ 根据表 １ 数据ꎬ 从产业链上下游比重来看ꎬ 俄罗斯能源产业链出口以上游产

品为主ꎬ 占比高达 ６２ ７８％ ꎬ 其次为下游产品ꎬ 占比为 ３３ ０８％ ꎬ 中游产品出口

占比仅为 ４ １５％ ꎬ 而进口占比则高达 ２９ ９２％ ꎮ 这表明俄罗斯主要是以初级能源

产品出口低端嵌入全球能源产业链上游环节ꎬ 而对于技术复杂度更高的特定能源

产品和服务ꎬ 国内生产能力相对薄弱、 海外进口依赖度较大ꎮ 从贸易对象国来

看ꎬ 俄罗斯能源产业链上、 中、 下游出口需求来源中均有超过四成来自欧盟ꎬ 且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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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中、 下游进口供给来源中来自欧盟的比例均超过了三成ꎬ 这表明俄罗斯与欧

盟在能源产业链上具有显著互补性、 相互依赖程度较深ꎬ 能源制裁会给双方经济

发展造成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ꎮ 李建民①的研究支持这一观点ꎮ 中国在俄罗斯能

源产业链中同样居于重要地位ꎬ 俄罗斯能源产业链上游初级能源产品出口对象中

大约有 ３０ ９５％ 供应中国ꎬ 且上、 中、 下游进口供给来源中分别有 １４ １４％ 、
２５ １０％和 ２１ ３０％来自中国ꎮ 相较于欧盟和中国ꎬ 美国与俄罗斯的能源产业链关

联则相对较弱ꎬ 因而美国实施对俄能源制裁对自身经济发展影响较小ꎬ 而且可以

通过加速欧盟与俄罗斯能源产业链脱钩ꎬ 加强与欧盟能源产业链的联系ꎬ 从而获

取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ꎮ 靳玉英 (Ｙｕｙｉｎｇ Ｊｉｎ) 和孟雪 (Ｘｕｅ Ｍｅｎｇ)② 的研究

支持这一观点ꎮ
俄罗斯能源产业链出口需求不降反增ꎬ 进口供给冲击影响显著ꎮ 从变化趋势

来看ꎬ 俄罗斯能源产业链出口端目前并未受到明显冲击ꎬ 欧盟对俄罗斯的上、
中、 下游的能源产品出口需求分别上涨了 １０ ０９％ 、 ３４ ４４％ 和 １３８ ５１％ ꎮ 这可

能主要是因为欧盟发布的能源禁运和限价措施从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开始实施ꎬ 在

此之前部分欧盟国家提前囤积能源产品ꎬ 由此引发俄能源产业链上、 中、 下游产

品的出口需求不降反增ꎮ 美国对俄罗斯的上游和下游能源产品出口需求虽然分别

下降了 ８３ ５１％和 ９ ７６％ ꎬ 但是中国的全产业链出口需求大幅增长ꎮ 这可能是因

为俄乌冲突爆发之后ꎬ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限制了与俄罗斯能源产业链的交

易ꎬ 俄罗斯进而加强了与中国等友好国家的能源合作ꎮ 相较于出口端ꎬ 俄罗斯能

源产业链进口端受到的负面供给冲击较为显著ꎬ 来自欧盟的能源产业链上、 中、
下游产品供给分别削减了 ４８ ６８％ 、 ３７ ４８％和 ４８ ８６％ ꎬ 来自美国的上、 中、 下

游产品供给则分别削减了 ８１ １８％ 、 ９０ ７４％和 ８７ ９８％ ꎮ 面对产业链断供的严峻

风险ꎬ 俄罗斯通过加强与中国的能源合作来保证能源产业链的正常运转ꎬ 来自中

国的能源产业链上、 中、 下游产品供给分别提高了 １１０ ６７％ 、 ８３ ６３％ 和

５１ ０５％ ꎮ 结合俄联邦国家统计局数据来看ꎬ 尽管遭受极限制裁ꎬ 但 ２０２２ 年俄

ＧＤＰ 仅下降 １ ２％ ꎬ ２０２３ 年俄 ＧＤＰ 甚至增长 ３ ６％ ꎬ 增速在全球主要大国中处于

５５

①

②

李建民: «俄乌冲突下西方对俄罗斯能源制裁及其应对: 实施路径与阶段性效果评

估»ꎬ 载 «俄罗斯学刊» ２０２４ 年第 ２ 期ꎮ
Ｙｕｙｉｎｇ Ｊｉｎ ａｎｄ Ｘｕｅ Ｍｅｎｇꎬ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ꎬ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Ｖｏｌ ４７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２４ꎬ ｐｐ ９８３ － １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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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先地位ꎮ 而且 ２０２２ 年俄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在俄 ＧＤＰ 中所占份额为 １８ ０％ ꎬ 较

上年增长 ０ ４％ ꎬ ２０２３ 年这一份额虽受禁运生效影响下降至 １６ ５％ ꎬ 但正如俄联

邦政府预期ꎬ 能源禁运无法对俄能源产业链造成严重影响ꎮ

２ 运输设备与服务产业链

表 ２ 汇总了 ２０２１ 年俄罗斯运输设备与服务产业链上下游对欧盟、 美国和中

国的进出口依赖度以及 ２０２２ 年的进出口总额变化幅度ꎮ

表 ２　 极限制裁对俄罗斯运输设备与服务产业链上下游影响程度 (单位:％)

类型 对象国
２０２１ 年进出口依赖度 ２０２２ 年进出口总额变化幅度

上游 中游 下游 上游 中游 下游

出口

欧盟 ３０ ４２ １７ ０２ ３６ ３３ － ３０ １８ － ６６ １７ － ８９ １５

美国 ４ ４１ ３ ４８ ０ １８ ＋ ６ ２１ － ６９ ４９ ＋ ２２９ ５８

中国 ３ ７１ ２２ ４７ ０ ４４ ＋ ７７ ７６ － ９８ ２５ ＋ ７１１ ６４

产业链上下游比重 ７１ ４１ １９ ８６ ８ ７３

进口

欧盟 １７ ７８ ３２ ７２ ３０ ０７ － ６７ １０ － ７１ ８８ ＋ ３８ ９９

美国 １ ６０ ８ ０６ ２ １５ － ８６ ４３ － ９０ ４５ ＋ ３１ ５０

中国 １８ ９８ １６ ８１ １２ ３２ ＋ ４５ ８３ － １５ ６９ ＋ ２９３ ６１

产业链上下游比重 １７ ４６ ５４ ７０ ２７ ８４

　 　 资料来源: 根据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库整理分析得到ꎮ

俄罗斯整体居于运输设备与服务产业链上游位置ꎬ 但在产业链中游环节已具

备一定国内生产能力ꎮ 根据表 ２ 数据ꎬ 从产业链上下游比重来看ꎬ 俄罗斯运输设

备与服务产业链出口以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初级中间品等上游产品为主ꎬ 所占比

重高达 ７１ ４１％ ꎬ 其次是中游加工特定中间品ꎬ 占比为 １９ ８６％ ꎬ 而俄运输设备

与服务产业链进口以中游产品为主ꎬ 占比为 ５４ ７０％ ꎬ 其次是下游产品ꎬ 占比为

２７ ８４％ ꎮ 这意味着俄罗斯虽然总体处于运输设备与服务产业链上游位置ꎬ 但是

在产业链中游环节已经具备一定的国内生产能力ꎮ 从贸易对象国来看ꎬ 欧盟与俄

运输设备与服务产业链关联度较高ꎬ 其中ꎬ 俄运输设备与服务产业链上、 中、 下

游出口产品需求来源中分别有 ３０ ４２％ 、 １７ ０２％和 ３６ ３３％来自欧盟ꎬ 进口供给

来源中分别有 １７ ７８％ 、 ３２ ７２％和 ３０ ０７％来自欧盟ꎮ 相较而言ꎬ 美国与俄运输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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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与服务产业链的关联度相对较弱ꎬ 除为俄罗斯供给中游产品比重占 ８ ０６％
外ꎬ 其余各环节比重均不超过 ５％ ꎮ 中国则是俄罗斯加工特定运输设备与服务中

间品的重要出口需求来源国ꎬ 占比约为 ２２ ４７％ ꎬ 超过欧盟的 １７ ０２％ ꎬ 同时也

是俄运输设备与服务产业链的重要供给国ꎬ 上、 中、 下游产品供给占比分别为

１８ ９８％ 、 １６ ８１％和 １２ ３２％ ꎮ
俄罗斯运输设备与服务产业链呈现 “脱欧向亚” 和本土化趋势ꎮ 从变化趋

势来看ꎬ 欧盟实施制裁后与俄运输设备与服务产业链关联度显著下降ꎬ 除下游产

品进口外ꎬ 其余各环节产品需求与供给平均降幅超过六成ꎮ 而同样对俄实施制裁

的美国虽在产业链中游环节与俄罗斯的进出口贸易量减少ꎬ 但在产业链下游环节

的进出口贸易量明显增多ꎬ 且美国与俄运输设备与服务产业链关联度较低ꎬ 故而

影响相对较小ꎮ 面对来自欧盟的需求与供给冲击ꎬ 俄罗斯通过在运输设备与服务

产业链上游和下游环节加强与中国合作ꎬ 有效对冲了产业链断裂风险ꎮ 从表 ２ 中

数据可以看出ꎬ ２０２２ 年ꎬ 来自中国的俄罗斯运输设备与服务产业链上游产品需

求和供给分别提高了 ７７ ７６％ 和 ４５ ８３％ ꎬ 下游产品需求和供给分别大幅上涨了

７１１ ６４％和 ２９３ ６１％ ꎮ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ꎬ ２０２２ 年俄运输设备与服务产业链中

游环节进出口依赖度显著下降ꎬ 且下游资本品和消费品进出口明显增多ꎬ 特别是

来自中国的出口需求上涨超 ７ 倍ꎮ 这可能是俄罗斯实施进口替代战略促使运输设

备与服务产业链本土化的重要表现ꎮ 俄乌冲突爆发之后ꎬ 西方对俄海运、 航空以

及汽车运营商实施限制ꎬ 国际物流行业巨头马士基、 ＤＨＬ、 ＵＰＳ 等停止与俄合

作ꎮ 为此ꎬ 俄罗斯政府投入 ５ １１５ 亿卢布支持国内交通运输业补链ꎬ 通过放宽国

内车辆生产限制、 改变运输路线、 开展多式联运等措施ꎬ 有效保障了运输设备与

服务产业链稳定运行ꎮ 俄联邦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ꎬ ２０２２ 年ꎬ 俄罗斯载货铁路

车辆日平均数与卡车总数分别为 ４４ ６ 万辆和 ６６７ ３ 万辆ꎬ 较上年分别增长

１２ ６％和 ０ １４％ ꎻ 货物运输总量为 ８ ７７９ 万吨ꎬ 较上年增长 ６ ２％ ꎬ 其中铁路和

管道运输量分别下降 ３ ８％和 ６ ０％ ꎬ 公路运输量则上涨了 １１ ３％ ꎬ 这在一定程

度上证实了我们的观点ꎮ

３ 高科技产品与服务产业链

表 ３ 汇总了 ２０２１ 年俄罗斯高科技产品与服务产业链上下游对欧盟、 美国和

中国的进出口依赖度以及 ２０２２ 年的进出口总额变化幅度ꎮ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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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极限制裁对俄罗斯高科技产品与服务产业链上下游影响程度 (单位:％)

类型 对象国
２０２１ 年进出口依赖度 ２０２２ 年进出口总额变化幅度

上游 中游 下游 上游 中游 下游

出口

欧盟 ２５ ６５ １０ ７７ １０ １０ － ４２ ６５ － ３１ ７１ － ８４ ６６

美国 ０ ７７ １ ９７ ０ ７５ － ６８ ０６ － ５８ ４４ － ６４ ７７

中国 ２４ １４ １４ １６ ２ ８９ ＋ ６８ ４９ ＋ １５ ２６ ＋ １４ ８３

产业链上下游比重 ３２ ９３ ３６ ２３ ３０ ８５

进口

欧盟 ５８ １６ １９ ２１ ８８ ６５ － ５３ ９９ － ５１ ３３ － ７１ ４６

美国 ０ ９４ １ ７８ ０ １２ － ７９ ２２ － ８３ １３ － ８７ ７１

中国 １１ ４４ ４０ ４８ ８ ０３ ＋ ６８ １１ － ４０ ４５ － ４０ ９８

产业链上下游比重 １ ３６ ３８ ６７ ５９ ９７

　 　 资料来源: 根据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库整理分析得到ꎮ

俄罗斯高科技产品与服务产业链受制于人ꎬ 产业链循环受阻ꎮ 根据表 ３ 数

据ꎬ 从产业链上下游比重来看ꎬ 俄罗斯高科技产品与服务产业链不同环节出口需

求相对均衡ꎬ 占比分别为 ３２ ９３％ 、 ３６ ２３％和 ３０ ８５％ ꎬ 同时对产业链中、 下游

产品的进口依赖度较高ꎬ 所占比重分别为 ３８ ６７％ 和 ５９ ９７％ ꎮ 从贸易对象国来

看ꎬ 俄罗斯高科技产品与服务产业链对欧盟依赖度较高ꎬ 上、 中、 下游产品需求

来源中分别有 ２５ ６５％ 、 １０ ７７％ 和 １０ １０％ 来自欧盟ꎬ 进口供给依赖度则更高ꎬ
分别为 ５８ １６％ 、 １９ ２１％和 ８８ ６５％ ꎮ 美国与俄罗斯高科技产品与服务产业链关

联度则明显偏弱ꎬ 产业链上下游出口与进口依赖度均不超过 ２％ ꎮ 中国同样是俄

高科技产品与服务产业链的重要合作伙伴ꎬ 进出口依赖度虽不及欧盟ꎬ 但远高于

美国ꎮ 从变化趋势来看ꎬ ２０２２ 年ꎬ 俄高科技产业与服务产业链受制裁影响较为

严重ꎬ 产业链不同环节中来自欧盟和美国的进出口供给与需求均大幅下降约三成

至九成不等ꎮ 中国有效弥补了俄高科技产品与服务产业链的需求缺口ꎬ 中国对俄

罗斯的上、 中、 下游产品需求分别上涨了 ６８ ４９％ 、 １５ ２６％和 １４ ８３％ ꎬ 一定程

度上缓解了俄高科技产品与服务产业链的产能压力ꎮ 然而ꎬ 制裁影响下来自中国

的中、 下游进口供给同样出现了显著下降ꎬ 降幅分别为 ４０ ４５％ 和 ４０ ９８％ ꎮ 这

可能是因为俄罗斯高科技产品与服务产业链出口西方国家严重受阻ꎬ 从而导致对

中国中游和下游产品的进口需求有所下降ꎮ 俄联邦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ꎬ 尽管

２０２２ 年俄联邦政府投入约 ６ ３１７ 亿卢布支持科技创新活动ꎬ 但其组织创新活动水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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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较去年仍下降 ７ ６％ ꎬ 且民意调查中电子产品被选为俄推进进口替代的最优先

项目ꎮ 西方极限制裁下ꎬ 俄高科技产品与服务产业链呈现循环受阻的不利局面ꎮ
综上ꎬ 俄乌冲突爆发之后ꎬ 能源产业链脱钩、 运输设备与服务产业链断链、

高科技产品与服务 “卡脖子” 成为西方制裁俄罗斯的重要目标ꎮ 俄罗斯整体居

于产业链上游位置ꎬ 产业链中游环节海外依赖度相对较高ꎬ 易引发断裂风险ꎮ 西

方能源制裁对俄能源产业链进口端冲击较大、 出口端影响尚未显现ꎬ 短期内引起

对俄能源产品需求不降反增ꎮ 面对产业链断裂风险ꎬ 俄运输设备与服务产业链呈

现 “脱欧向亚” 和本土化趋势ꎬ 高科技产品与服务产业链则面临循环受阻的现

实困境ꎮ 欧盟与俄罗斯产业链具有显著互补性ꎬ 欧盟忽视产业比较优势和发展效

率ꎬ 采取产业链硬脱钩的强硬措施ꎬ 容易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ꎮ 美国与俄罗斯产

业链关联度较低ꎬ 通过煽动欧盟等国家对俄实施制裁ꎬ 可以坐收渔翁之利ꎮ 与中

国开展友好合作成为俄罗斯抵御产业链断裂风险的重要途径ꎮ

二　 俄罗斯维护产业链安全稳定应对举措分析

西方全方位制裁虽然给俄产业链带来一定风险和挑战ꎬ 但俄产业链在极限制

裁下表现出较强韧性ꎬ 这与俄政府在短期和中长期采取的一系列高效应对举措息

息相关ꎮ

(一) 采取非常规应对手段ꎬ 抵御产业链断裂冲击

为抵御西方制裁引发的产业链断裂冲击ꎬ 俄罗斯在短期内采取了一些非常规

应对手段ꎬ 具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ꎮ 一是允许平行进口主要海外消费品ꎮ 俄乌冲

突爆发之后ꎬ 欧美商业主体基于本国政府或舆论压力以及自身对俄行为不满等原

因对俄进行商业抵制ꎮ 根据耶鲁大学统计ꎬ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ꎬ 苹果、 微软以及

通用汽车等 １ ０２８ 家西方公司完全撤出俄罗斯市场ꎬ 涉及电子、 汽车、 服装以及

食品等广泛领域①ꎮ 为满足国内民众对海外品牌的消费需求ꎬ 俄罗斯政府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授权平行进口ꎬ 并于 ５ 月 ６ 日公布了涵盖 ５６ 个品类、 近千种产品的

平行进口商品清单ꎮ 该清单制定的原则是商品具备战略重要性且俄本土制造商难

以填补国内需求ꎮ 同时ꎬ 俄政府为该清单设立了动态调整机制ꎬ 每两三个月对清

９５

① Ｙａ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Ｙａｌｅ ＣＥＬＩ Ｌｉｓｔ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Ｌｅａ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ｔａｙｉｎｇ ｉｎ Ｒｕｓｓｉ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ｙａｌｅｒｕｓｓｉａｎ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ｒｅｔｒｅａｔ ｃｏｍ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２１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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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中的产品或品牌进行调整ꎬ 以适应市场变化情况①ꎮ 平行进口授权后ꎬ
“Ｙａｎｄｅｘ Ｍａｒｋｅｔ” “Ｏｚｏｎ” 等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从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中旬开始以平行

进口方式向国内销售电子产品、 通信设备以及家电等ꎮ 俄联邦政府财政金融大学

亚历山大阿尔斯基副教授表示ꎬ 俄罗斯通过平行进口可替代 ３０％ ~４０％的传统

进口ꎬ 有效解决热销外国商品断供问题②ꎮ 二是放宽相关产业国内生产法规ꎮ 典

型手段是降低国内企业的强制性安全和环保要求ꎮ 以汽车行业为例ꎬ 俄罗斯政府

不仅淘汰了轿车上的制动防抱死系统、 安全气囊等断供海外零部件ꎬ 而且放宽了

尾气排放的环境标准ꎬ 允许所有企业按照从欧 ０ 到欧 ５ 的排放认证标准进行生

产ꎬ 而非之前的欧 ５ 认证标准ꎬ 以此激励国内生产ꎮ 同时ꎬ 俄罗斯政府还对发

明、 实用新型或者工业设计等专利权使用的法律法规进行修改ꎬ 宣布不再保护

“不友好国家” 的知识产权③ꎮ 该法规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８ 日生效后ꎬ 大批俄罗斯企

业依照西方企业商品注册现有品牌或者仿冒西方企业商品品牌ꎬ 一定程度上满足

了国内消费者对海外商品的需求ꎮ

(二) 制定一揽子反制措施ꎬ 维护产业链安全稳定

针对西方实施的出口管制、 能源禁运与限价以及金融管制等制裁措施ꎬ 俄罗

斯制定一揽子反制措施予以回击ꎬ 以维护本国产业链安全稳定ꎬ 具体包括以下三

方面措施ꎮ 一是出口禁运反制ꎮ 俄罗斯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９ 日制定出口禁运清单ꎬ
限时对 “不友好国家” 特定商品进行禁运ꎬ 具体涉及电信设备、 医疗设备、 农

业机械以及电气设备等 ２００ 多个项目 １ ６００ 多种商品④ꎬ 目前该临时禁令已经延

长至 ２０２５ 年年底⑤ꎮ 而且ꎬ 俄罗斯政府宣布禁止向在合同中设置价格上限的外

０６

①

②

③

④

⑤

Приказ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торговл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１９ ０４ ２０２２ № １５３２ ｈｔｔｐ: /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ａｖｏ ｇｏｖ ｒｕ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Ｖｉｅｗ / ０００１２０２２０５０６０００１ꎬ 访问

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２１ 日ꎮ
«俄专家: 俄罗斯平行进口可代替 ３０％ ~４０％的传统进口»ꎬ ｈｔｔｐｓ: / / ｓｐｕｔｎｉｋｎｅｗｓ ｃｎ /

２０２２０５０７ / １０４１２７４３５５ 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２１ 日ꎮ
Ｃｉｖｉｌ Ｃｏ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３６０ “Ｕｓｅ ｏｆ ａｎ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ꎬ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 ｏ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ｕｓｓｉａｎ － ｃｉｖｉｌ － ｃｏｄｅ ｃｏｍ / ꎬ 访

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２１ 日ꎮ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определило перечень товаров и оборудованияꎬ временно запрещённых

к вывозу из России ｈｔｔｐ: /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ｕ / ｎｅｗｓ / ４４７６２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２１ 日ꎮ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продлило срок действия ограничений на вывоз из России ряда

товаров и оборудования ｈｔｔｐ: /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ｕ / ｎｅｗｓ / ５０５２８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２１ 日ꎮ



极限制裁下俄罗斯产业链断裂风险、 应对举措及对中国的启示　

国法人和个人供应石油及石油产品ꎬ 以回应西方的禁运和限价制裁ꎮ 二是推出

“天然气卢布令” 且与友好国家推行本币结算ꎮ 为应对西方的金融制裁措施ꎬ 俄

罗斯政府基于欧盟对俄天然气供应的刚性需求ꎬ 将本币与天然气这一大宗商品挂

钩ꎬ 颁布 “卢布支付令”ꎬ 要求天然气进口商以卢布支付相应货款①ꎮ 该措施有

效稳定了卢布汇率ꎬ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西方金融制裁对俄罗斯对外经济活动的压

力ꎮ 同时ꎬ 西方国家的货币制裁促使人民币在俄罗斯经济中的地位迅速提升ꎮ 中

俄双边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的比例不断提高ꎬ 而且中国银联卡取代维萨卡、 万

事达卡ꎬ 成为俄罗斯运行的唯一国际支付系统ꎬ 更重要的是ꎬ 俄罗斯在与亚洲、
非洲以及拉美国家的贸易往来中也开始大量使用人民币结算②ꎮ 三是将撤离的外

资公司资产收归国有ꎮ 为制裁大批撤出或暂停在俄业务的西方企业ꎬ 俄罗斯政府

宣布将 “不友好国家” 国民占股 ２５％以上或实际由 “不友好国家” 国民经营的

企业进行资产国有化ꎬ 且要求退市企业以至少 ５０％ 的折扣售卖资产并缴纳 １０％
的离境税ꎬ 加大了西方企业退俄成本和退俄难度③ꎮ

(三) 推动产品供销多元化ꎬ 防范化解产业链风险

为防范化解产业链风险ꎬ 俄罗斯积极推动与友好国家的经济合作ꎬ 着力构建

安全多元的产品供销网络ꎮ 在油气领域ꎬ 欧盟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８ 日首次提出

“ＲＥｐｏｗｅｒＥＵ” 计划ꎬ 计划在 ２０２２ 年减少三分之二的俄罗斯天然气进口量ꎬ 并于

２０３０ 年之前彻底摆脱对俄天然气依赖④ꎮ 面对欧盟的能源硬脱钩战略以及长臂管

辖式的限价制裁ꎬ 俄罗斯加快油气出口路线由西向东转移ꎬ 通过降价让利等方式

增加对中国、 印度以及土耳其等东方国家的油气出口量ꎬ 降低能源制裁对本国能

１６

①

②

③

④

Гибкие экспортные пошлины с привязкой к курсу рубля ｈｔｔｐ: /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ｕ /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 ｍｅａｓｕｒｅ / １５１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２１ 日ꎮ

许文鸿: «美欧对俄货币制裁及人民币国际化在俄罗斯的新发展»ꎬ 载 «俄罗斯东欧

中亚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ꎮ
Ｅｖａｎ Ｇｅｒｓｈｋｏｖｉｃｈꎬ “Ｒｕｓｓｉａ Ｍｏｖｅｓ Ａｈｅａｄ ｗｉｔｈ Ｂｉｌｌ 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ｉｎｇ Ａｓｓｅｔ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ｓｊ ｃｏｍ / ｌｉｖｅ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 ｒｕｓｓｉａ － ｕｋｒａｉｎｅ － ｌａｔｅｓｔ － ｎｅｗｓ － ２０２２ － ０５ － ２４ / ｃａｒｄ / ｒｕｓｓｉａ －
ｍｏｖｅｓ － ａｈｅａｄ － ｗｉｔｈ － ｂｉｌｌ － ｏｎ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ｉｎｇ － ａｓｓｅｔｓ － ｏｆ － ｆｏｒｅｉｇｎ －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 ＯＱ８ｄ２Ｂ
８ｎ２ＭｌＡｄＮＫｗＱＲＫｆ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２１ 日ꎮ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ＲＥＰｏｗｅｒＥＵ: Ｊｏｉｎ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ｏｒｅ 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ｌｅꎬ Ｓｅｃ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ｒａｓｂｏｕｒｇ”.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ｐｒｅｓｓｃｏｒｎｅｒ / ｄｅｔａｉｌ / ｅｎ / ｉｐ＿
２２＿１５１１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２２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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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产业链的需求冲击ꎮ 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ꎬ ２０２２ 年俄罗斯对华原油出口额增

加了约 ４４％ ꎬ 液化气和天然气出口额则分别增加了约 ２ ４ 倍和 ２ ６ 倍ꎮ 在粮食和

化肥领域ꎬ 俄罗斯是全球重要的粮食和化肥出口国ꎮ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数据

显示ꎬ ２０２１ 年俄罗斯小麦和大麦出口量分别约占全球出口量的 １６％ 和 １３％ ꎬ 为

世界第一大小麦出口国和第四大大麦出口国ꎬ 且俄罗斯是世界上第一大钾肥出口

国和第二大氮肥出口国ꎬ ２０２１ 年俄罗斯出口氮肥约 １ ４５０ 万吨ꎬ 钾肥约 １ １９０ 万

吨ꎮ 俄乌冲突爆发后ꎬ 俄罗斯销往美国和欧盟的粮食和化肥量显著下降ꎬ 出口转

向埃及、 土耳其以及巴西等国家ꎬ 确保了粮食和化肥产业链的正常运转ꎮ 在家用

电器和机械设备等领域ꎬ 面对西方国家的出口管制ꎬ 俄罗斯采取平行进口措施从

土耳其、 哈萨克斯坦等国家进口短缺的零部件、 电子设备等ꎬ 有效化解了产业链

断裂风险ꎮ 以半导体为例ꎬ 哈萨克斯坦 ２０２１ 年对俄出口额约为 １ ２ 万美元ꎬ
２０２２ 年则上涨至 ３７０ 万美元ꎮ 同时ꎬ 为保障货物运输安全畅通ꎬ 俄联邦政府利用

国家福利基金投入 ２ ５００ 亿卢布加强俄罗斯铁路资本化①、 支持铁路基础设施和

运输车辆的发展ꎬ 拨款 １７０ 亿卢布用于购买乌拉尔航空公司、 西伯利亚航空公司

以及阿芙罗拉航空公司的债券②ꎮ 此外ꎬ 为了提高货物运输效率ꎬ 俄罗斯增设了

多个来自土耳其以及阿塞拜疆等国家进出口货物的海上和公路货物检查站③ꎬ 并

取消了对货物运输重量和尺寸的管控要求④ꎬ 以加快必要产品的流动ꎮ

(四) 实施进口替代战略ꎬ 构建产业链本土化布局

自 ２０１４ 年因克里米亚危机遭到西方经济制裁以来ꎬ 俄罗斯开始强化本土产

业链建设ꎬ 致力于在关键领域构建具有风险抵御能力的 “俄罗斯堡垒”ꎮ 在政策

设计层面ꎬ 俄政府陆续发布 «俄联邦关于工业部门实施进口替代规划» «俄联邦

发展和提高工业竞争力国家规划» «俄联邦国家安全战略» 等政策文件ꎬ 对进口

替代的重点领域和实施阶段作出明确规定ꎬ 具体包括食品加工、 机械制造、 石油

２６

①

②

③

④

Докапитализация “РЖД”. ｈｔｔｐ: /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ｕ /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 ｍｅａｓｕｒｅ / ７３ / ꎬ 访

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２２ 日ꎮ
Докапитализация авиакомпаний ｈｔｔｐ: /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ｕ /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 ｍｅａｓｕｒｅ /

１２９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２２ 日ꎮ
Расширение пунктов пропуска через границу ｈｔｔｐ: /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ｕ /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 ｍｅａｓｕｒｅ / １０９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２２ 日ꎮ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упростило ввоз в Россию электронных устройств и оборудования

ｈｔｔｐ: /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ｕ / ｄｏｃｓ / ４５４０９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２２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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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天然气设备、 医药产业以及国防工业等 ２０ 多个领域①ꎮ 在组织管理层面ꎬ 俄

政府成立进口替代委员会ꎬ 领导协调各联邦主体以及地方组织ꎬ 执行落实国家进

口替代战略政策ꎬ 降低重点领域的进口依赖度ꎮ 同时ꎬ 通过举办进口替代国际展

会ꎬ 开展政府、 专家学者以及企业家多方参与的圆桌会议等方式ꎬ 一方面ꎬ 为国

内生产商提供进口替代商品展示平台ꎬ 创造有利的国际市场推广条件ꎬ 另一方

面ꎬ 促进进口替代政策的优化和产业链的完善ꎮ 在资金支持层面ꎬ 俄罗斯专门设

立工业发展基金为落实进口替代战略的工业企业提供优惠贷款或者税收减免ꎬ 重

点贷款优惠项目包括农业与农产品加工、 军工产品、 机械制造以及高技术产品

等ꎮ 俄乌冲突爆发之后ꎬ 俄政府从产业链薄弱环节入手ꎬ 进一步加强了进口替代

政策的支持力度ꎬ 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ꎮ 第一ꎬ 为产业链体系中的中小企业提供

更多发展资金ꎮ 例如ꎬ 俄联邦政府先后实施 ２０２２ ~ ２０２４ 年为创新型中小企业提

供 ４０ 亿优惠贷款利率补贴②、 延长中小企业贷款偿还期限③以及对中小企业使用

快捷支付系统的佣金成本进行补偿④等多项举措ꎮ 第二ꎬ 重点加强对高技术产业

及研发人才的政策支持力度ꎮ 例如ꎬ 通过从政府储备金中为 ＩＴ 公司拨款 １４０ 亿

卢布⑤、 为高技术人才提供免服兵役以及住房按揭贷款优惠⑥、 免征技术设备和

关键原材料进口关税⑦等举措降低制裁引起的人才流失ꎬ 加速高科技领域的进口

替代进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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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李抒音、 董媛琪: «美国及西方制裁背景下的俄罗斯国防工业进口替代战略»ꎬ 载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ꎮ
Льготные кредиты для инновационных МСП ｈｔｔｐ: /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ｕ /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 ｍｅａｓｕｒｅ / ４３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２２ 日ꎮ
Кредитные каникулы для МСП ｈｔｔｐ: /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ｕ /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 ｍｅａｓｕｒｅ /

２３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２２ 日ꎮ
Компенсации МСП расходов на систему быстрых платежей ｈｔｔｐ: /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ｕ /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 ｍｅａｓｕｒｅ / ６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２２ 日ꎮ
Гранты для ＩＴ － компаний ｈｔｔｐ: /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ｕ /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 ｍｅａｓｕｒｅ / ８３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２３ 日ꎮ
Льготная ипотека для ＩＴ －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 ｈｔｔｐ: /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ｕ /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

ｍｅａｓｕｒｅ / ６６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２３ 日ꎮ
Беспошлинный ввоз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оборудования и сырья ｈｔｔｐ: /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ｕ /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 ｍｅａｓｕｒｅ / １１８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２３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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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中国提升产业链韧性与安全水平的思考

以俄乌冲突为代表的 “黑天鹅” “灰犀牛” 事件加快了全球产业链调整和分

化进程ꎬ 产业链 “脱钩” “断链” “卡脖子” 可能成为未来大国博弈的常态ꎮ 汲

取俄罗斯经验教训ꎬ 中国应多方施策ꎬ 切实增强粮食和能源矿产等基础产业链维

稳保供能力ꎬ 始终把实体经济韧性作为产业链韧性的核心力量ꎬ 推动产业链区域

化合作与多元化布局ꎬ 全面提升我国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ꎮ

(一) 增强粮食和能源矿产等基础产业链维稳保供能力

俄乌冲突深刻改变了全球粮食和能源矿产产业链格局ꎬ 进一步凸显粮食和能

源矿产等基础产业链安全稳定的重要性ꎮ 因此ꎬ 中国有必要进一步增强粮食和能

源矿产等基础产业链的维稳保供能力ꎬ 这不仅是产业链韧性与安全的重要基石ꎬ
也是国民经济和社会运转的基本条件ꎮ 具体可从以下方面着手ꎮ

第一ꎬ 以饲料和化肥安全为施策重点保障粮食安全ꎬ 以增加境外能矿产品供

应为施策重点保障能源安全ꎮ
在粮食领域ꎬ 进一步凸显饲料和化肥供应安全性保障在粮食安全政策体系建

设中的重要地位ꎮ 充分利用科技创新赋能饲料和化肥生产ꎬ 通过大力推广饲料粮

减量替代技术与加大对生态农业研究支持力度等方式ꎬ 推动构建绿色、 低碳、 高

效的粮食产业链ꎬ 以降低对饲料和农药等外部投入的依赖度ꎬ 并提升粮食产业链

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ꎮ 继续加强对饲料和化肥行业的政策引导与市场监管ꎬ 通过

贷款优惠、 税收补贴、 成果奖励等方式重点支持优质饲料和化肥龙头企业的发展

壮大ꎬ 促进龙头企业发挥示范带动作用ꎬ 同时加强对饲料和化肥行业的质量安全

监管ꎬ 确保饲料和化肥产品在粮食生产过程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ꎮ
在能源矿产领域ꎬ 进一步加强能源国际合作ꎬ 增加境外能矿产品的供应ꎮ 抓

住世界能源供需格局变革的历史契机ꎬ 继续深化中国与俄罗斯、 中东、 非洲等国

家或地区在石油、 天然气等能矿产品领域的开放合作ꎬ 加快构建广泛的能源供应

网络ꎬ 提升能源矿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ꎮ 深化国际能源合作的对接与协调机制ꎬ
以能源基础设施建设、 技术研发、 节能减排等为牵引ꎬ 吸引世界主要能源供应国

参与能源合作项目ꎬ 拓宽能源供应渠道ꎬ 提升能源利用效率ꎬ 为中国和世界能源

安全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ꎬ 提振全球经济体信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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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ꎬ 完善粮食和能源应急管理体制ꎮ 建立健全市场化储备制度ꎬ 通过税收

优惠、 财政补贴等方式激励企业、 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广泛参与粮食和能源储备

工作ꎬ 提高战略资源储备的灵活性和适应性ꎮ 重点在大中城市、 灾害频发地区以

及能源矿产资源短缺地区ꎬ 加强港口、 航运、 管道以及大数据、 物联网、 云计算

等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建设ꎬ 全面提升粮食和能源的储运能力和应急管理能力ꎮ 加

强粮食和能源应急预案演练ꎬ 及时发现和弥补应急管理体制漏洞ꎬ 全面提升粮

食、 能源应急储备规模和结构的合理性、 供应渠道的协同性以及应急管理的精

准性ꎮ
第三ꎬ 增强粮食和能源矿产产业链透明度ꎮ 结合粮食和能源价格波动以及贸

易限制政策变动ꎬ 加强对威胁我国粮食和能源安全的国别识别、 监测与评估ꎬ 探

索建立更具前瞻性和针对性的应对措施ꎮ 引导相关企业主体聚焦自身核心业务ꎬ
绘制产业链社会和环境风险图谱ꎬ 增强风险识别和预警能力ꎮ 开发面向公众开放

的在线工具包ꎬ 实时向公众披露必要的粮食、 能源等战略资源储备及风险项等信

息ꎬ 以避免突发事件引起的囤积和恐慌性购买行为ꎬ 维护粮食和能源价格市场稳

定ꎮ 加强粮食和能源矿产领域的国际政策对话和全球治理ꎬ 努力提高全球粮食和

能源市场的透明度ꎬ 强化国际合作对中国粮食和能源矿产产业链韧性提升的支撑

作用ꎮ

(二) 始终把实体经济韧性作为产业链韧性的核心力量

美国动用 “美元武器” 对俄罗斯实施金融制裁ꎬ 企图引发 “金融核弹” 效

果ꎬ 甚至动摇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根基ꎬ 然却收效甚微ꎬ 其本质原因在于俄罗

斯实体经济展现出较强韧性ꎬ 削弱了金融服务对产业链的负面冲击ꎮ 因此ꎬ 必须

深刻认识到实体经济韧性才是产业链韧性的核心力量ꎮ 具体可从以下方面入手ꎮ
第一ꎬ 为大中小企业实现产业链升级提供更广泛的机会ꎮ 建议切实破除企业

发展障碍和要素壁垒ꎬ 搭建企业产品供需推介平台ꎬ 加强企业间的经济技术交流

合作ꎬ 强化头部企业在产业链体系中的创新引领作用ꎬ 提升中小企业在产业链体

系中的协作配套能力ꎮ 基于不同类型企业在产业链分工体系中的特征ꎬ 创新以风

险担保类为代表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功能ꎬ 增强企业在产业链体系中的抗风险能

力ꎮ 突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评价反馈机制在企业信用评级中的作用ꎬ 为企业融资

提供有利的环境支撑ꎮ
第二ꎬ 将民族文化作为挖掘内需潜力、 增强实体经济韧性的重要途径ꎮ 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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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需市场和民众的耐受力是俄罗斯产业链韧性的重要支撑ꎮ 有鉴于此ꎬ 鼓励实

体经济部门创新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新产品、 新业态和新模式ꎬ 适应和引领消费

者需求变化ꎬ 在潜移默化中实现本土产品对海外产品的替代ꎬ 进一步提升我国产

业链韧性ꎮ 建立健全民族企业家培训体系ꎬ 鼓励和引导一批具有社会责任担当、
品牌建设意识、 市场开拓精神以及管理创新能力的企业家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

民族品牌ꎬ 在带动上下游企业共创价值、 共享收益的同时ꎬ 进一步增强人民对民

族文化的认同感ꎬ 提高民众耐受力ꎮ
第三ꎬ 以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为出发点ꎬ 探索新型人才引育模式ꎮ 建

议政府联合高等院校、 企业等共同制定数字化、 智能化技术和管理人才培养方

案ꎬ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ꎬ 提升数智技术创新和应用领域的专业教育细分程度ꎬ 构

建精通数智技术的科技创新人才、 供应链运营的管理人才以及熟悉数智化应用的

高技能人才等多层次人才队伍ꎮ 创新弹性引才模式ꎬ 通过搭建整合全球优质创新

资源的开放式研发云平台ꎬ 吸引国际化、 专业化、 高端化人才弹性集聚ꎬ 为提升

产业链韧性赋能ꎮ

(三) 推动产业链区域化合作与多元化布局

第一ꎬ 着力构建北部与西北部跨境产业链ꎬ 形成以我为中心的辐射状跨境产

业链网络ꎮ 充分利用地缘优势ꎬ 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ꎬ 引导和支持企业在

北部和西北部地区布局产能ꎬ 拓展和深化与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等国在能源、 矿

产以及农业等领域的合作ꎬ 推进安全、 稳定、 高效的北部与西北部跨境产业链建

设ꎮ 主导国际合作平台建设ꎬ 通过举办国际经贸论坛或博览会等活动ꎬ 推动建立

更加紧密协同的国际合作机制ꎬ 促进各国企业探索产业链合作新模式ꎬ 吸引具有

强外部性的产业产能落地国内ꎬ 逐步形成以我为中心、 上下游配套完整的辐射状

跨境产业链网络ꎮ
第二ꎬ 全方位、 多层次加强产业链多元化布局ꎮ 充分利用 “一带一路”、

ＲＣＥＰ、 ＣＰＴＴＰ、 ＤＥＰＡ 等国际合作平台和国际经贸协定ꎬ 开拓基于成本原则和价

值观原则的多元化全球供销市场ꎬ 加强重点产业、 重点领域产业链备份ꎮ 在法

律、 咨询、 航运等领域加快构建全球服务支持体系ꎬ 推进物流领域国际行业标准

互认ꎬ 加强运输渠道和仓储布局多元化建设ꎬ 保障产业链运转安全畅通ꎮ 牢牢抓

住 “去美元化” 带来的人民币国际化机遇ꎬ 巩固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ꎬ 提高

人民币跨境支付便利化程度ꎮ 在大宗商品、 跨境电商等领域丰富人民币国际化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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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场景ꎬ 与友好国家探索新型易货贸易模式、 本币结算方式ꎬ 保障产业链关联结

算安全稳定ꎮ
第三ꎬ 持续巩固特定优势领域国际领先地位ꎬ 增强人为断供反制能力ꎮ 鼓励

轨道交通、 新能源、 电力装备等优势领域龙头企业积极打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

国际影响力的品牌ꎬ 并以此为突围路径ꎬ 逐步奠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主导地位ꎮ
支持优势领域创新主体与国际标准组织、 国际产业组织开展广泛合作ꎬ 围绕国际

经贸规则与标准协同、 标准与技术创新、 标准与绿色低碳发展等主体方向ꎬ 打造

国际标准化高地ꎬ 进一步强化特定优势领域的国际话语权ꎮ 提升国际产业链对我

国特定优势产业的依赖度ꎬ 增强大国博弈背景下的产业链断供震慑力量和反制

力量ꎮ

结　 语

近年来ꎬ 随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世纪疫情冲击以及地缘政治博弈的加剧ꎬ
全球产业链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重构与挑战ꎮ 从理论上探究俄乌冲突背景下西方

对俄罗斯实施的一系列极限制裁措施可以发现ꎬ 人为因素导致的产业链断裂风险

主要有四种类型: 一是通过出口管制阻碍产业链产品供应ꎻ 二是通过能源管制打

击产业链关键领域ꎻ 三是通过金融管制限制产业链关联结算ꎻ 四是通过物流管制

切断产业链运转渠道ꎮ 基于产业链分析法ꎬ 进一步实证考察西方极限制裁措施对

俄罗斯重点产业链的影响发现ꎬ 俄罗斯能源产业链并未受到严重负向冲击ꎬ 运输

设备与服务产业链则凭借 “脱欧向亚” 和本土化的转变ꎬ 有效化解了断链风险ꎬ
但高科技产品与服务产业链的循环畅通受到了一定阻碍ꎮ 整体上ꎬ 极限制裁下俄

罗斯产业链表现出较强韧性ꎬ 这一方面得益于俄罗斯政府在短期内采取的非常规

应对手段与一揽子反制措施ꎬ 另一方面与克里米亚危机以来ꎬ 俄罗斯政府积极构

建产业链多元化供销网络、 强化产业链本土化布局息息相关ꎮ 借鉴俄罗斯相关经

验ꎬ 中国应当在坚守粮食和能源矿产等基础产业链安全底线的基础上ꎬ 对内增强

实体经济韧性ꎬ 对外加强产业链区域化合作与多元化布局ꎬ 防范化解大国博弈背

景下的产业链脱钩断链风险ꎬ 全面提升产业链韧性与安全水平ꎮ
(责任编辑　 王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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