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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

依托中俄贸易创新大数据平台
打造中俄“数字丝绸之路”推进贸易数字化的建议

【摘要】  省重点培育智库—龙江振兴发展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黑龙江大学戚文海教授指出，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七次会

议把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作为开放之“本”，把平台载体建设作

为开放之“基”，我省加快推进贸易数字化进程具有较强的可行性，

应尽快将中俄贸易创新大数据平台列为典型创新案例，给予必要的

专项资金支持，依托该平台打造可持续的中俄博览会，将该平台作

为“三区联动”的示范工程，打造中俄“数字丝绸之路”，加快推

进我省贸易数字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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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省加快打造中俄“数字丝绸之路”的迫切性

一是适应后疫情时代变化加快中俄贸易方式创新需要。中俄两
国双边贸易结构不合理、文化领域和贸易制度有差异、投资规模发
展缓慢、贸易制度复杂化、贸易方式不规范等因素影响双边贸易扩
大化，商品贸易仍以中方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俄方出口资源密集
型商品占主体；服务贸易的国际联合运输、旅游、劳务合作和工程
承包进展缓慢；双方投资涉及领域窄、总量小没有形成整体贸易格
局。

二是尽快提升中俄经贸合作规模和水平的迫切需要。作为对俄
合作大省，尽快建设完善中俄贸易大数据平台具有全局意义和战略
意义。中俄贸易规模要尽快达到 2000 亿美元的规模，必须尽快解
决信息难、远程签约难、合作难、通关难、结算视频、数据共享等
大数据集市功能等问题。

三是有效解决我省及中俄贸易深层结构的迫切需要。数据来源
于俄官方网站和相关政府部门发布的权威消息，包括中俄两国政府
关于贸易合作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对于及时调整中俄双方产业
结构限制，推动中俄贸易发展，解决两国文化领域和贸易制度的差
别具有重要作用，从而实现中俄贸易诚信交易，进一步减少中间环
节，保证物流通畅。

二、我省加快打造中俄“数字丝绸之路”的可行性

中俄贸易创新大数据平台（以下简称“平台”），作为全国唯
一利用俄罗斯研发数据安全体系的载体平台，是中俄两国经贸合作
信息共享、资源共享、合作共享的资源性平台，也是我省加快推进
贸易数字化的具体落地项目，是助力我省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中
俄“数字丝绸之路”的有力抓手。

一是平台有效解决贸易困难、实现贸易方式创新。精准科学利
用大数据功能挖掘企业采取远程技术、准确通畅线上展会、电商交
易平台、数据挖掘、企业对接、评估鉴定、线上恰谈、线上签约、
贸易监管、金融担保等新贸易前端方式。通过溯源鉴定体系和数据
安全保障体系，利用大数据科学鉴定、风险测评、法律前置、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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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金融担保，有效规避中俄合作的各种风险。
二是平台有力提供多领域经贸科技合作的全面精准服务。一方

面提供经贸信息类精准服务，包括准确提供俄对我贸易信息、法律
法规、交易规则、通关条件、企业前期调研、可行性分析、合作方
资质调查、溯源评估、业绩跟踪等精确测算，从而减少战略错误带
来的失败。另一方面提供企业项目合作类精准服务，包括准确提供
中俄企业的具体项目、资金来源，在俄资源类、农业、农机制造、
海外仓、科技项目转换、军转民项目及核能、航空航天、高技术等
领域提供中俄企业合作平台。

三是平台具有权威性、合法性、可靠性和安全性突出特点。由
俄罗斯出口中心提供优质资源企业 31420 家、产品品类 53000 种、
商品种类数据 10.2 亿，俄贸通提供中国优质企业资源类 7213 家、
产品品类 300 万种、商业数据 15.3 亿；该平台的数据防泄漏硬件解
决方案，可提供大数据安全保护及合法性安全保障，在数据安全防
护领域拥有多年丰富的项目经验和成熟的服务体系。

四是平台已对相关数据细致归类、整理处理分析。依托俄贸易
体系数据对庞大数据进行分析归类，包括建立数据仓库、数据安全、
数据挖掘、数据集市、可视化分析、数据质量和数据管理，在企业
制定战略时提供前置条件，将统计网络、路径和大数据论证结合，
提供统一的跨行业的业务线，基于多类型分析、准确测算以减少战
略误判带来的失误。

三、我省加快打造中俄“数字丝绸之路”的对策建议

一是加大专项资金或引导基金支持。建议由中国（黑龙江）自
贸试验区哈尔滨片区作为主管部门，联合相关部门，适时召开重点
专场推介会。鉴于平台基础设施刚刚建成，平台功能的完善和日常
维护均需要巨大的资金支持，建议省财政给予专项资金或哈尔滨新
区的引导基金给予该平台必要资金支持，便于平台尽快做大做强，
在我省对外开放突破中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

二是设立典型创新案例吸收平台创新经验。建议省自贸办尽快
将中俄创新贸易大数据平台的具体创新做法作为中国（黑龙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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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试验区的创新案例，及时上报商务部。根据该平台的创新经验，
适时加快复制打造中国白俄罗斯贸易大数据平台、中国中亚贸易大
数据平台、中国中东欧贸易大数据平台等，进一步提升我省在“一
带一路”走深务实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是赋予总部基地身份持续巩固平台发展。作为我省目前已经
建成的中俄创新贸易大数据平台，尽快赋予总部基地身份，给予必
要的办公、展示空间用房、引导资金及奖励支持，有利于平台尽快
成为我省打造国家向北开放的重要基础平台。建议由省自贸办协调
中国银行、哈尔滨银行等有关银行，尽快解决交易结算时间过长问
题。同时，积极支持该平台与央企混改。

四是依托平台打造可持续的中俄博览会。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
件下，我省作为对俄经贸第一大省，在充分肯定中俄博览会重要平
台作用同时，应加快依托中俄贸易创新大数据平台的综合优势，降
低各种交易成本、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打造可持续的中俄博览会，
进而不断提升我省在国家对俄经贸合作中的引领地位。

五是争取纳入“三区联动”示范工程。目前，中国（黑龙江）
自贸试验区“三片区”实际运作中存在业务重叠、信息隔离、产业
分散同质等区间分离问题，严重制约自贸试验区的整体效率和引领
带动辐射效应。为此，应积极争取将中俄创新贸易大数据平台纳入
“三区联动”示范工程，实现要素集聚、要素共享、物流联通、产
业协同，促进三区建立顶层设计联动机制、创新集聚要素联动机制
和平台集成共享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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