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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导读：习近平主席即将访俄，中俄关系成熟坚韧。我们构建了中俄贸易分析框架： 

出口维度丨主要贸易商品分布在中游制造业和下游消费品；进口维度丨主要贸易

商品分布在上游原材料及农产品。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俄，中俄关系成熟坚韧。应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邀请，国家主席

习近平将于 3 月 20 日至 22 日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3 月

17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习近平主席即将对俄罗斯进行的国事访问，将是一次

友谊之旅、合作之旅、和平之旅。根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主席访俄体现了中俄关

系的成熟坚韧，中俄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不仅有利于双方，也将为世界注入更

多稳定性。 

 构建中俄贸易分析框架。我们通过三项核心指标构建中俄贸易关系框架：1、中国

依赖度判定：中国进/出口俄罗斯占中国总进/出口；2、俄罗斯依赖度判定：俄罗斯

从中国进/出口占俄罗斯总进/出口；3、替代性判定：俄罗斯进/出口占世界总进/出

口。通过对三项指标进行组合，筛选 2021 年贸易额在 1 亿美元以上商品，对应至

四个维度的风险级别：a.极高风险：中国依赖俄罗斯+难替代；b.高风险：中国依赖

俄罗斯+可替代、相互依赖+难替代；c.中风险：相互依赖+可替代、俄罗斯依赖中

国+难替代、互不依赖+难替代；d.低风险：俄罗斯依赖中国+可替代、互不依赖+可

替代。 

 

 出口维度丨主要贸易商品分布在中游制造业和下游消费品。HS 二位层面，中国出

口俄罗斯商品价值占出口全球比例位于 0%~8%之间，俄罗斯从中国进口占俄罗斯

总进口比例为 2%-75%，俄罗斯进口占世界总进口比例为 0%~6%。中国出口俄罗

斯商品比例整体偏低，对俄出口依赖度低，同时俄罗斯进口占世界总进口比例低，

可替代性高，出口维度与俄罗斯贸易整体风险较低。从金额角度，中国出口俄罗斯

主要贸易商品范围（贸易额>10 亿美元）为电机及电气设备、锅炉、机器及机械器

具、车辆及其零件、塑料及其制品、有机化学品、鞋靴、护腿及其零部件、钢铁制

品、玩具和运动用品及配件、家具、照明及发光标志、光学仪器及医疗设备、非针

织或非钩编的服装、针织或钩编的服装。中国出口俄罗斯主要贸易商品分布在中游

制造业和下游消费品。中国出口俄罗斯无极高风险商品和高风险商品。 

 

 进口维度丨主要贸易商品分布在上游原材料及农产品。HS 二位层面，中国进口俄

罗斯商品价值占进口全球比例位于 0%~32%之间，俄罗斯从中国出口占俄罗斯总

出口比例为 1%~65%，俄罗斯出口占世界总出口比例为 0%~15%。我们同样将大

于 5%定义为高依赖度，进口额占世界总进口比例大于 5%定义为难替代。经过筛

选，金额角度，中国进口俄罗斯主要交易商品（贸易额>10 亿美元）包括矿物燃料

&矿物油、矿砂、矿渣及矿灰、木及木制品、锅炉、机器及机械器具、铜及其制品、

鱼、甲壳动物等水生无脊椎动物、钢铁。中国进口俄罗斯主要贸易商品分布在上游

原材料。中国进口俄罗斯无极高风险商品，高风险商品主要在上游原材料和农产

品，包括石油石化 | 矿物燃料&矿物油；基础化工 | 肥料；金属 | 镍及其制品；

农林牧渔 | 木及木制品；农林牧渔 | 谷物 。 

 风险提示：贸易数据计算偏差；进出口数据对产业链解释力度有限；全球供应链风

险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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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俄，中俄关系成熟坚韧 

应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 3月 20日至 22日对俄罗

斯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3 月 17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习近平主

席即将对俄罗斯进行的国事访问，将是一次友谊之旅、合作之旅、和平之旅。 

根据新华社报道，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作为

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重要大国，中俄关系的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双边范畴。

习近平主席即将对俄罗斯进行的国事访问将是一次友谊之旅，习近平主席访俄将

进一步加深中俄两国的相互信任、相互理解，夯实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政治基础

和民意基础。其次，习近平主席访俄将是一次合作之旅，习近平主席访俄将推进

双边各领域互利合作，深化“一带一路”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助力两国

实现各自发展振兴目标。最后，习近平主席访俄将是一次和平之旅。双方将在不

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基础上，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国际关系民

主化，构建多极世界格局，完善全球治理，为世界发展进步作出贡献。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习近平主席访俄期间，两国元首将围绕共同关心

的务实合作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将继续按照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原则，扎实

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

通，加强双方各层级交流，夯实两国关系的友好民意基础，共同推动中俄合作行

稳致远，不断造福两国人民，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更多正能量。 

 

图 1：外交部发言人：习近平主席对俄罗斯的国事访问将是友谊之旅、合作之旅、和平之旅 

 
资料来源：新华社，德邦研究所 

根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主席访俄体现了中俄关系的成熟坚韧，在两国元首

战略引领下，中俄深化睦邻友好合作，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成熟坚

韧、稳如泰山，树立了新型大国关系的新范式。中俄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不

仅有利于双方，也将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中俄关系的成熟坚韧靠的是顶层设计和战略引领。多年来，通过互访、在重

要多边场合举行双边会晤、视频会晤、通话、互致信函等方式，两国元首频繁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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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深入交流治国理政经验，共同规划推进双边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务实合作。 

中俄关系的成熟坚韧建立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基础上。中俄关

系既不对世界上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也不受任何第三方的干扰和挑拨，树立了新

型国际关系的典范。这样的选择符合两国各自和共同利益，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

代主题，符合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潮流。 

中俄关系的成熟坚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作为安理会常任理

事国，中俄两国在国际事务中密切协调配合，坚定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

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两国在涉及彼此核心利

益问题上加大相互支持，在上海合作组织、亚信、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内协调合

作，维护本地区安全利益，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共同利益。 

中俄关系的成熟坚韧在持续深化的交流合作中得到体现。两国经贸、投资、

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合作全面深入发展。“一带一路”建设与欧亚经

济联盟对接，造福欧亚大陆人民。2022 年，中俄双边贸易额创历史新高，中国连

续 13 年稳居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图 2：成熟坚韧的中俄关系 

 
资料来源：新华社，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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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际大事及俄乌冲突跟踪 

俄方同意延长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 60 天。据塔斯社 3 月 13 日报道，俄

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韦尔希宁当天表示，俄方不反对继续延长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

议，延长期限为 60 天。联合国同日发表声明称，联合国注意到俄方对于延长该协

议 60 天的相关声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将尽一切可能维护该协

议的完整性，并确保其连续性。声明说，该协议使 2400 万吨的谷物成功从黑海出

口，并令 1600 多艘船只通过黑海，其中有 55%的谷物出口到发展中国家。该协议

的延续对全球粮食安全至关重要。 

欧盟延长对俄个人和实体制裁。欧盟理事会 3 月 13 日在官网发布消息称，决

定将针对俄罗斯 1473 名个人及 205 家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 6 个月，至 2023 年 9

月 15 日。为回应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欧盟对俄罗斯采取进一步大规模制裁，以

削弱俄罗斯经济基础，剥夺其关键技术和市场。被列入制裁名单的个人，其银行账

户和资产遭冻结，并被禁止到欧盟旅行。 

北约称将向乌提供更多防空系统。据乌通社报道，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3

月 15 日表示，北约将向乌克兰提供更多防空系统、装甲及弹药。当天，斯托尔滕

贝格以视频方式参加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第十次会议。该会议由美国国防部长奥斯

汀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主持，讨论持续与加大对乌克兰支持的重

要性。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北约及盟国迅速为乌克兰提供关键军事装备，包括更多

的防空系统、装甲和弹药。他同时强调，持续提高北约国防工业基础的努力对于确

保自身威慑和防御，以及在必要时为乌克兰提供支持至关重要。 

美防长表示需要迅速加大对乌支持、多国将为乌提供武器。据乌通社报道，美

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3 月 15 日在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第十次会议上指出，乌克兰没

有时间浪费，“我们必须迅速充分地履行承诺，包括向战场运送装甲的能力，并确

保乌克兰士兵获得培训和装备维护的支持”。奥斯汀还通报了他当天获悉的已有和

最新承诺，如瑞典宣布将为乌克兰提供 10 辆豹式坦克和防空系统部件，挪威正与

美国合作向乌克兰捐赠两套“NASAMS”防空系统，荷兰签订新合同以确保向乌克

兰提供新武器等。 

中俄伊举行海上联合军演。中国国防部 15 日发布消息称，中国、俄罗斯、伊

朗等国军队将于 15日至 19日在阿曼湾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这是继 2019年和 2022

年之后，中、俄、伊三国军队第三次举行类似演习。据中国国防部网站消息，上述

三国将进行空中搜索、海上救援、海上分列式等科目演练。中国将派出南宁号导弹

驱逐舰参演。 

中乌外长通话，中国外长称希望乌俄对话“不要关死政治解决的大门”。外交

部称，外长秦刚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通电话时表示，中方对乌克兰危机延宕升级并

可能失控感到忧虑；希望乌俄为对话谈判保留希望，“无论有多大的困难和挑战，

都不要关死政治解决的大门”。秦刚称，中方将继续为停火止战、缓解危机、恢复

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 

俄乌双方对冲突进展各执一词。俄罗斯国防部 3 月 16 日发布战报称，俄军在

顿涅茨克、扎波罗热、赫尔松等方向打击乌军人员，摧毁乌军的美制 M777 火炮系

统和反炮兵雷达站等装备、拦截美制“海马斯”和“飓风”火箭炮发射的多枚火箭

弹，同时击毁乌方一架米格-29 战机和 9 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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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日通报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击退俄军在红利曼、巴赫穆特等方向的多次进攻。

乌空军对俄方人员和军事装备集中区实施 16 次空袭，击落了一架俄军苏-25 战机

和 13 架各种类型的无人机；乌导弹和炮兵部队对俄军雷达站、防空系统等目标进

行了打击。 

以上消息来源于人民网、中新网、路透社、参考消息。 

 

3. 构建中俄贸易关系框架 

我们通过三项核心指标构建中俄贸易关系框架：1、中国依赖度判定：中国进
/出口俄罗斯占中国总进/出口；2、俄罗斯依赖度判定：俄罗斯从中国进/出口占俄
罗斯总进/出口；3、替代性判定：俄罗斯进/出口占世界总进/出口。 

通过对三项指标进行组合，筛选 2021 年贸易额在 1 亿美元以上商品，对应
至四个维度的风险级别：a.极高风险：中国依赖俄罗斯+难替代；b.高风险：中国
依赖俄罗斯+可替代、相互依赖+难替代；c.中风险：相互依赖+可替代、俄罗斯依
赖中国+难替代、互不依赖+难替代；d.低风险：俄罗斯依赖中国+可替代、互不依
赖+可替代。 

 

图 3：中俄贸易关系逻辑导图 

 
资料来源：德邦研究所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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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出口维度丨主要贸易商品分布在中游制造业和下游消费
品 

HS 二位层面，中国出口俄罗斯商品价值占出口全球比例位于 0%~8%之间，
俄罗斯从中国进口占俄罗斯总进口比例为 2%-75%，俄罗斯进口占世界总进口比
例为 0%~6%。中国出口俄罗斯商品比例整体偏低，对俄出口依赖度低，同时俄罗
斯进口占世界总进口比例低，可替代性高，出口维度与俄罗斯贸易整体风险较低。
从金额角度，中国出口俄罗斯主要贸易商品范围（贸易额>10 亿美元）为电机及
电气设备、锅炉、机器及机械器具、车辆及其零件、塑料及其制品、有机化学品、
鞋靴、护腿及其零部件、钢铁制品、玩具和运动用品及配件、家具、照明及发光标
志、光学仪器及医疗设备、非针织或非钩编的服装、针织或钩编的服装。我们将大
于 5%定义为高依赖度，进口额占世界总进口比例大于 5%定义为难替代。 

中国出口俄罗斯主要贸易商品分布在中游制造业和下游消费品： 

上游原材料——基础化工 | 塑料及其制品；基础化工 | 有机化学品；钢铁 |

钢铁制品。  

中游制造业——电力设备 | 电机及电气设备；机械设备 | 锅炉、机器及机械
器具；机械设备 | 车辆及其零件；电子 | 照明及发光标志；电子 | 光学仪器；机
械设备 | 医疗等设备。 

下游消费品——纺织服装 | 鞋靴、护腿及其零部件；轻工制造 | 玩具和运动
用品及配件；轻工制造 | 家具及寝具；纺织服装 | 非针织或非钩编的服装；纺织
服装 | 针织或钩编的服装。 

中国出口俄罗斯无极高风险商品和高风险商品。 

 

表 1：2021 年 HS 二位层面中国出口俄罗斯主要商品（出口额>1 亿美元） 

出口金额（亿美元） HS 二位代码 产品名称 

中国出口

俄罗斯占

总出口比

重 

俄罗斯从

中国进口

占俄罗斯

总进口 

俄罗斯进

口占世界

总进口 

192.8 85 
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件；录音机及放声机、电视图像、声音的录制和重放设备及

其零件、附件 
2% 52% 1% 

184.6 84 核反应堆、锅炉、机器、机械器具及其零件 3% 34% 2% 

40.0 87 车辆及其零件、附件，但铁道及电车道车辆除外 3% 15% 2% 

29.6 39 塑料及其制品 2% 23% 2% 

23.2 29 有机化学品 3% 40% 1% 

20.6 64 鞋靴、护腿和类似品及其零件 4% 56% 3% 

19.3 73 钢铁制品 2% 30% 2% 

18.1 95 玩具、游戏品、运动用品及其零件、附件 2% 75% 2% 

17.9 94 
家具；寝具、褥垫、弹簧床垫、软坐垫及类似的填充制品；未列名灯具及照明装

置；发光标志、发光铭牌及类似品；活动房屋 
1% 46% 1% 

17.3 90 
光学、照相、电影、计量、检验、医疗或外科用仪器及设备、精密仪器及设备；上

述物品的零件、附件 
2% 20% 1% 

14.3 62 非针织或非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 2% 36% 2% 

11.7 61 针织或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 1% 29% 2% 

10.3 72 钢铁 2% 17% 1% 

8.7 82 贱金属工具、器具、利口器、餐匙、餐叉及其零件 4% 42% 3% 

8.5 40 矿砂、矿渣及矿灰 3% 17% 2% 

6.9 96 杂项制品 3% 51% 2% 

6.7 83 贱金属杂项制品 2% 34% 2% 

5.6 42 
皮革制品；鞍具及挽具；旅行用品、手提包及类似容器；动物肠线（蚕胶丝除外）

制品 
2% 50% 1% 

4.8 76 铝及其制品 1% 3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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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38 杂项化学产品 2% 12% 1% 

4.4 63 其他纺织制成品；成套物品；旧衣着及旧纺织品；碎织物 1% 44% 1% 

4.3 70 玻璃及其制品 2% 38% 1% 

4.0 28 无机化学品；贵金属、稀土金属、放射性元素及其同位素的有机及无机化合物 2% 13% 2% 

3.6 69 陶瓷产品 1% 31% 2% 

3.6 68 石料、石膏、水泥、石棉、云母及类似材料的制品 3% 37% 2% 

3.4 48 纸及纸板；纸浆、纸或纸板制品 1% 13% 1% 

3.1 54 化学纤维长丝；化学纤维纺织材料制扁条及类似品 1% 50% 1% 

3.1 99 别处未指明的商品 1% 2% 3% 

2.9 7 食用蔬菜、根及块茎 3% 18% 2% 

2.6 30 药品 1% 2% 2% 

2.5 81 其他贱金属、金属陶瓷及其制品 5% 63% 2% 

2.4 89 船舶及浮动结构体 1% 5% 6% 

2.3 55 化学纤维短纤 2% 34% 2% 

2.3 32 
鞣料浸膏及染料浸膏；鞣酸及其衍生物；染料、颜料及其他着色料；油漆及清漆；

油灰及其他胶粘剂；墨水、油墨 
2% 11% 2% 

2.2 60 针织物及钩编织物 1% 43% 1% 

2.1 3 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 2% 10% 2% 

2.0 33 精油及香膏；芳香料制品及化妆盥洗品 3% 5% 2% 

1.9 20 蔬菜、水果、坚果或植物其他部分的制品 2% 15% 2% 

1.9 59 浸渍、涂布、包覆或层压的纺织物；工业用纺织制品 2% 41% 2% 

1.6 86 
铁道及电车道机车、车辆及其零件；铁道及电车道轨道固定装置及其零件、附件；

各种机械（包括电动机械）交通信号设备 
1% 21% 2% 

1.6 56 絮胎、毡呢及无纺织物；特种纱线；线、绳、索、缆及其制品 2% 27% 2% 

1.5 35 蛋白类物质；改性淀粉；胶；酶 3% 16% 2% 

1.5 74 铜及其制品 1% 9% 1% 

1.4 44 木及木制品；木炭 1% 18% 0% 

1.3 65 帽类及其零件 2% 67% 2% 

1.3 8 食用水果及坚果；柑桔属水果或甜瓜的果皮 2% 2% 3% 

1.1 52 棉花 1% 15% 1% 

1.1 34 
肥皂、有机表面活性剂、洗涤剂、润滑剂、人造蜡、调制蜡、光洁剂、蜡烛及类似

品、塑型用膏、“牙科用蜡”及牙科用熟石膏制剂 
2% 6% 2% 

1.1 71 天然或养殖珍珠、宝石或半宝石、贵金属、包贵金属及其制品；仿首饰；硬币 0% 9% 0% 

1.0 58 特种机织物；簇绒织物；花边；装饰毯；装饰带；刺绣品 2% 58% 2% 

1.0 37 照相及电影用品 8% 32% 2% 

资料来源：TRADE MAP，德邦研究所 

备注：排序按贸易额大小，仅列示贸易额 1 亿美元以上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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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进口维度丨主要贸易商品分布在上游原材料及农产品 

HS二位层面，中国进口俄罗斯商品价值占进口全球比例位于 0%~32%之间，
俄罗斯对中国出口占俄罗斯总出口比例为 1%~65%，俄罗斯出口占世界总出口比
例为 0%~15%。我们同样将大于 5%定义为高依赖度，进口额占世界总进口比例
大于 5%定义为难替代。 

经过筛选，金额角度，中国进口俄罗斯主要交易商品（贸易额>10 亿美元）包
括矿物燃料&矿物油、矿砂、矿渣及矿灰、木及木制品、锅炉、机器及机械器具、
铜及其制品、鱼、甲壳动物等水生无脊椎动物、钢铁。 

中国进口俄罗斯主要贸易商品分布在上游原材料： 

上游原材料——石油石化 | 矿物燃料&矿物油；基础化工 | 矿砂、矿渣及矿
灰；金属 | 铜及其制品；钢铁 | 钢铁。 

中游制造业——机械设备 | 锅炉、机器及机械器具。 

下游消费品——农林牧渔 | 木及木制品；农林牧渔 | 鱼、甲壳动物等水生无
脊椎动物。 

中国进口俄罗斯无极高风险商品，高风险商品主要在上游原材料和农产品： 

上游原材料——石油石化 | 矿物燃料&矿物油；基础化工 | 肥料；金属 | 镍
及其制品。 

下游消费品——农林牧渔 | 木及木制品；农林牧渔 | 谷物 。 

 

表 2：2021 年 HS 二位层面中国进口俄罗斯主要商品（进口额>1 亿美元） 

进口金额（亿美元） HS 二位代码 产品名称 

中国进口

俄罗斯占

总进口比

重 

俄罗斯对

中国出口

占俄罗斯

总出口 

俄罗斯出

口占世界

总出口 

456.9 27 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蒸馏产品；沥青物质；矿物蜡 12% 22% 9% 

36.6 26 矿砂、矿渣及矿灰 1% 49% 2% 

36.0 44 木及木制品；木炭 15% 31% 6% 

23.7 99 别处未指明的商品 18% 3% 10% 

19.0 84 核反应堆、锅炉、机器、机械器具及其零件 1% 18% 0% 

18.9 74 铜及其制品 3% 32% 3% 

10.6 3 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 8% 18% 4% 

10.5 72 钢铁 2% 4% 5% 

9.4 15 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精制的食用油脂；动、植物蜡 6% 18% 4% 

9.1 47 木浆及其他纤维状纤维素浆；回收（废碎）纸及纸板 5% 65% 3% 

8.9 31 肥料 32% 7% 15% 

7.7 76 铝及其制品 6% 9% 4% 

6.8 39 塑料及其制品 1% 11% 1% 

5.3 12 含油子仁及果实；杂项子仁及果实；工业用或药用植物；稻草、秸秆及饲料 1% 43% 1% 

5.1 48 纸及纸板；纸浆、纸或纸板制品 6% 16% 2% 

4.0 2 肉及食用杂碎 1% 34% 1% 

2.5 40 矿砂、矿渣及矿灰 1% 7% 2% 

2.2 85 
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件；录音机及放声机、电视图像、声音的录制和重放设备及

其零件、附件 
0% 4% 0% 

1.9 29 有机化学品 0%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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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90 
光学、照相、电影、计量、检验、医疗或外科用仪器及设备、精密仪器及设备；上

述物品的零件、附件 
0% 11% 0% 

1.1 18 可可及可可制品 10% 12% 2% 

1.1 10 谷物 1% 1% 6% 

1.0 49 书籍、报纸、印刷图画及其他印刷品；手稿、打字稿及设计图纸 4% 20% 1% 

资料来源：TRADE MAP，德邦研究所 

备注：排序按贸易额大小，仅列示贸易额 1 亿美元以上商品 

 

6. 风险提示 

贸易数据计算偏差；进出口数据对产业链解释力度有限；全球供应链风险加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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