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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对俄科技合作战略研究 

黑龙江省地处东北亚中心地带，位于欧亚大陆桥的起点，毗邻俄、

日、韩、朝、蒙，与俄罗斯边境线长达 3045 公里，与俄罗斯远东和

西伯利亚地区的滨海边疆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犹太自治州、阿

穆尔州和后贝加尔边疆区隔江相望，水路相连，拥有便利的水路交通

和陆路交通条件。基于地理区位优势，黑龙江省已获准对俄开放国家

一类口岸 25个以及 10 个互市贸易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多年的

合作基础决定了黑龙江省在中俄科技合作中始终充当着排头兵、桥头

堡和枢纽站的重要角色，这一独特的地缘优势也决定着无论过去、现

在还是将来，俄罗斯始终都是黑龙江省开展国际科技合作的最主要国

家。 

1.黑龙江省对俄科技合作的历史追溯 

黑龙江省与俄罗斯的科技合作最早可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一

五期间，当时前苏联共同援建项目 150 个，其中有 22 个项目在黑龙

江省建设。苏联解体后，黑龙江省与俄罗斯之间的科技合作随着两国

之间的科技合作经历了相互认识、彼此了解、逐步务实的快速发展历

程。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黑龙江省与俄罗斯之间的国际科技合

作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1.1  过渡恢复阶段 

1988 年，中共黑龙江省委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在第六次党代

会上提出了“南联北开，全方位开放”的战略，决定以北开吸引南联，



 

 

以南联促进北开，建立起“一点、一线、一面”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明确了黑龙江省对外经贸的指导方针和发展方向，为黑龙江省与俄罗

斯的科技合作定下了基调。1988 年 9 月，经当时国家科委授权，黑

龙江省与原苏联签订了《中国黑龙江地区和苏联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

间科技合作协议》，确定了双方优势互补的 7 个合作项目。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中俄两国科技合作关系的恢复，1992 年两国签订了《中

俄政府科技合作协定》，为两国按照国际惯例开展科技合作奠定了法

律基础。该时期俄罗斯对中国的方针是：鼓励和支持对口部门、科研

单位和地区建立直接的科技合作关系，加强开展技术贸易和技术含量

高的合作项目。1992 年邓小平同志南巡，党中央做出了扩大对外开

放的战略决策。国务院提出了实行沿边开放，黑龙江省的黑河、绥芬

河被列为首批开放的四个边境城市。这一阶段黑龙江省对外开放全面

发展，外贸进出口、利用外资等高速增长；边境贸易急剧升温且很快

创造了历史新高，在全国占有了不可取代的位置。1990-1992年，黑

龙江省分别与俄乌拉尔地区、新西伯利亚地区和远东地区的科学分

院、农业科学分院等签订科技合作协议，对合作关系重新进行了全面

构架，恢复了关系，规划了项目，先后签订 40 多个项目，一些项目

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进入了多层次、多渠道、多区域的合作阶段。

此后，黑龙江省在生物技术、化工、自动控制、航空航天、核物理、

环保以及医疗卫生等领域同俄进行合作，对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

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2  推进发展阶段 



 

 

1997 年 6 月，中俄两国总理第一次会晤，决定在委员会框架内

设立科技合作分委员会，以统一协调和管理科技合作领域中的事宜。

通过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科技合作分委员会所形成的有效合作

机制，使中俄科技合作在平等互利、成果共享、保护知识产权的原则

基础上得到了良性发展。截止到 1999年 10月，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

员会科技合作分委员会先后商定计划项目共 288 项，项目领域涉及机

械、电子、化工、海洋、核物理、能源、航空、航天、新材料、冶金、

地质、农业、水利、信息技术、天文、地震、生物技术、医药、生态

环境、仪器制造、矿业等。涉及到黑龙江省的中俄、中乌、中白的科

技项目也在逐年增加，主要包括：装备制造业技术、航天、航空、焊

接、机电一体化和农业、化工、医药为目标的生物技术及建筑工程、

新型材料技术等。2000 年 11 月，中俄两国商定并签署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科技部与俄罗斯联邦教育与科学部关于在创新领域合作的谅

解备忘录》。根据中俄两国政府的协议，中国将在俄罗斯建立“中俄

科技园区”，经黑龙江省科技厅积极努力争取，国家科技部同意黑龙

江省依托哈尔滨工业大学在莫斯科动力学院落实这项工作。双方还商

定，各自选出 5 个地方作为“孵化器”（科技合作创新中心），共同开

发对口科技合作产品。其中，中方指定了北京丰台、无锡、西安、上

海和哈尔滨；俄方为莫斯科（2 家）、圣彼得堡（2 家）和新西伯利亚

（1 家）。经过逐年探索，中俄两国在政府总理定期会晤机制的框架

内形成了三个层次的科技合作：一是中央政府间的合作，二是相应部

门与地区间的合作，三是科研单位及企业间的合作。随着黑龙江省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