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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

俄罗斯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

刘春怡  赵定东��

[摘  要 ]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俄罗斯居民购买力下降, 需求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低

下,他们中多数人饮食质量变差、生活耐用品占有相对缺乏、基本的医疗救助不足、社会心理沉重。其生活水平是

可被民众接受的最低标准。加强社会保障和就业安置并加大对社会低收入阶层等弱势群体的扶助力度,不断完

善社会福利与救济制度,是俄政府当前面临的最大任务之一,同时也给我们一定的借鉴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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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于 2008年 9月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给俄罗斯人民的生活带来严重影响。2009年俄罗斯经济遭

受了近十年来最严重的衰退,全年俄罗斯国内总产值下降了 8. 7% ,拖欠工资总额高达 80亿卢布。据

统计, 2009年俄登记注册的失业人数超过了 200万,而实际失业人数则达到 640万。社会学家指出,

2009年下半年低收入人口数量已达到 5 250. 3万人,几乎占俄罗斯人口总数的四成。[ 1]危机时期甚至

有效劳动力人群也被波及,他们不是失业就是只能领取最低工资度日。俄罗斯副总理库德林声称, 俄

罗斯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将下降 3年。在这种社会背景下, 俄罗斯普通民众的实际生活水平到底如何,

俄罗斯的社会学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分析。¹ 研究认为,近些年来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水平已成为俄罗

斯普通民众生活的典型,其消费水平也是可被接受的最低标准。低于此标准,会引发民众的强烈不满,

而高于此标准,则会产生 /富有 0感。

一、俄罗斯社会分层与低收入群体的规模

  近年来有关专家就俄罗斯社会分层标准问题进行了积极探讨,并确定出不同的分层标准:权利、社

会福利、生活水平等。其中生活水平分层法广泛应用于反贫困实践中。当前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

)100)

¹ 文中引用了俄罗斯社科院的课题 /俄罗斯的低收入群体:他们是谁? 生活得如何? 有何追求? 0 ( 2008. 03 )和 /危机背景下俄

罗斯居民的日常生活 0 ( 2009. 03 )的部分研究成果。参阅 http: / /www. isras. r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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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生活水平下降不可避免,近期低收入群体的实际生活尤为尖锐化。 2009年俄社科院综合社会问

题研究所进行课题调研,通过对七个问题¹的回答进行综合分析, 依据收入水平将俄罗斯民众分为四

大阶层,具体细分成 11个层次 (见表 1)。

表 1 2003~ 2009年

俄罗斯社会主要阶层 (占居民总数的百分比� )

阶层 2003 2005 2008 2009

贫困阶层 21 16 16 8

赤贫层 (第一层 ) 8 6 6 3

贫困层 (第二层 ) 13 10 10 5

低收入阶层 40 42 39 37

贫困边缘层 (第三层 ) 13 13 11 10

低收入层 (第四层 ) 27 29 28 27

中等收入阶层 33 36 37 43

第五层 16 16 17 19

第六层 6 7 6 8

第七层 7 8 8 9

第八层 4 5 5 7

高收入阶层 6 6 8 12

较富层 (第九层 ) 4 5 6 9

富有层 (第十层 ) 2 1 2 3

精英层º (第十一层 ) - - - -

 资料来源: �±½ÀÀ²¶ÃÁ¶É¶¿¿Í¶³ÃÀ³Â¶¾¶¿¿À»�ÃÃºº: ÃÁ¶ÈºÆº¼±
ÅÂÀ³¿ÑºÀ²Â±¹±̧ º¹¿º. �ºÇÀ¿À³±�. �. / / �ÀÈºÀ½. ºÃÃ½¶µ. 2009.
N 10.

  四大阶层分别为: 贫困阶层»、低收入

阶层、中等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 具体的

11个层次由低向高依次为: 赤贫层 (第一

层 )、贫困层 (第二层 )、贫困边缘层¼ (第三

层 )、低收入层 (第四层 )、中产阶层 (包括第

五至八层 )、较富层 (第九层 )、富有层 (第十

层 )、精英层 (第十一层 )。其中, 第一至二

层属于贫困阶层, 第三至四层属于低收入阶

层,第五至八层属于中等收入阶层 (中产阶

层 ) ,第九至十一层属于高收入阶层。

  研究资料表明,在 2003~ 2009年间,俄

罗斯的中等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的人口

有所增长, 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分别由

2003年的 33%和 6%相应提高到 2009年的

43%和 12% ;贫困阶层的人口有所缩减,占

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由 2003年的 21%减少

到 2009年的 8%; 而低收入阶层的人口的数

量却相对稳定, 2003年为 40% , 2009年为

37%,几乎占俄罗斯人口总数的四成。根据俄罗斯现有居民总数,那么低收入群体的实际规模应该是

5 250. 3万人。

二、俄罗斯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

  11低收入群体的构成。调查显示, 低收入者占失业人口的 61%, 占退休人口的 52%, 占非熟练工

人的 57% ,占公司职员的 36% ,占私营企业主的 22%。可见,低收入群体主要由失业者、退休人员以及

非熟练工人构成,此外还有部分公司职员、私营企业主等。近些年来低收入群体的构成有所变化,其中

非熟练工人占低收入群体的比重 2003年为 42% , 2008年为 35% , 2009年为 57%; 退休人员占低收入

群体的比重 2003年为 48% , 2008年为 46%, 2009年为 52%。[ 2]可见由于危机的到来, 导致半数以上

的非熟练工人和退休人员步入低收入群体的行列。

21低收入群体生活水平的影响因素。研究认为, 影响俄罗斯低收入群体生活水平的社会人口因

素主要包括居住地区的类型、接受初级社会化的环境、家庭的供养负担、家庭类型、婚姻状况、个人健康

状况以及年龄。一般情况下,健康状况良好、家庭完整的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相对高一些, 而健康状况较

差、非完整家庭的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相对低一些。[ 3]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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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个问题是:物质状况的自我评价;社会地位的自我评价;物质状况的满意度;社会地位的满意度;总体生活的满意度;本地区

的中等收入水平;对改革成败的看法。

考虑到第十一层所指的社会精英占全国总人数比例极低,统计数值上可忽略不计。该时期 /社会最低保障线 0为 7 000卢布。

贫困阶层是指收入低于 /最低社会保障线 0的人口,属 /绝对贫困 0的范畴。 /最低社会保障线 0每一季度由俄罗斯各联邦主体

制定,用于评估居民生活水平以及作为制定补助金、补偿金及其他社保支付的款项。

贫困边缘层是指收入接近或略高于最低社会保障线的人口,属 /相对贫困 0的范畴,归类于低收入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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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近几年来,低收入群体由处于贫困边缘的人口和低收入人群构成, 即

第三层和第四层。这两层很相似,又有所区别。总的来看, 第三层具有过渡性并连接着处于贫困边缘

的人口。在金融危机到来前的较好时期, 有些处于第二层的贫困人口, 甚至包括少部分赤贫人口,已上

升到第三层。较前两层而言,第三层的典型特点是它被当做另一个社会阶层的研究对象, 只是其贫困

状况稍强一些而已,事实上他们从未离开过低收入阶层,其上升之路只是进入到第四层, 向下则是退回

贫困阶层。所以说从低收入阶层未来发展的角度看,第四层最具有代表性。近年来第四层的生活水平

已成为俄罗斯普通民众的典型, 其消费水平也是可被接受的最低标准。关于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情况,

由表 2可以看出, 第三层和第四层数值非常接近,人均月收入分别为 7 438卢布和 7 686卢布, 均属于

低收入群体。第五层最有争议,总的来看,它较第四层与第六层差距都很明显,看上去完全为独立的一

层,所以实际上可将第五层看作低收入阶层中最成功的那部分。

表 2 2009年俄罗斯社会各层人均月收入表 (卢布� )

阶层 1 2 3 4 5 6 7 8 9 10

人均月收入 5 563 6 040 7 438 7 686 9 887 12 287 12 960 14 748 17 721 18 575

 资料来源:俄罗斯社科院社会学所网, h ttp: / /www. isras. ru /.

  41低收入群体的生活状况。虽然 2008年上半年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8. 1%, 但卢布贬

值、高通货膨胀率、投资收益减少等不利因素压抑了居民的消费需求。据全俄社会舆论调查中心 2008

年 11月的民调结果显示,受金融危机影响, 已有 70%的莫斯科人和 90%的圣彼得堡人准备紧缩家庭

开支; 36%的民众已决定取消旅游和休假计划; 26%的人要减少自己的文化生活, 即少去或不去电影院

或剧院; 23%的人表示要在香烟和伏特加上省钱; 18%的人表示以后少下饭店、少去喝咖啡; 16%的人

要少买衣服和鞋子; 12%的人要在饮食上节约, 少买吃的东西; 10%的人表示在危机期间少买书报、杂

志和 CD等文化消费品。由此可见,受金融危机影响,居民购买力下降,需求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那

么具体而言,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低下,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饮食质量变差。据统计, 2008年低收入群体中认为 /饮食较好 0的人比认为 /饮食较差 0的要

高出 4倍,而 2009年认为 /饮食较差 0的已经非常普遍。调查显示, 低收入群体中有 38%的人表示,

/金融危机开始后他们的饮食质量明显变差0,持同样看法的人在贫困阶层中占 60%, 在第五层中占

23%。所以同贫困阶层相比,低收入群体仅是能够保证人体必需数量的食物,只是 /填饱肚子, 不能再

讲究营养0, 其饮食质量明显下降。调查中当问及 /金融危机带来何种消极影响 0时, 低收入群体中有

61%的人表示,最坏影响就是 /物价上涨飞快0。长期以来, 俄罗斯人在消费结构和食物支出方面具有

相对的稳定性,而当前饮食质量变差,这就表明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与物价增长之间存在着某种不

平衡, 物价上涨过快, 收入增长赶之不及, 最终导致低收入群体的饮食质量变差。

二是生活耐用品相对缺乏。世界银行专家认为, 家庭消费是比收入更适合于测量贫困的福利指

标,并且已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比如 2001年 88个国家在进行住户调查时,其中 52个国家使用

支出被作为测量福利的指标, 36个国家使用收入指标。选择消费指标的原因是:其一,从理论上讲,消

费是持久收入的比较合适的指标,因为消费受到收入临时波动的影响程度较低。其二,从实际操作看,

消费指标包括中间消费、税收、其他支出 (赡养费、预付款 ) 、免费提供的食品等。[ 4 ]不同的消费特点决

定生活水平的差异,所以通过对俄罗斯不同阶层的家庭生活耐用品的占有情况, 可以了解其实际的生

活水平。从表 3可以看出, 低收入群体一般只是占有最基本的实用型生活用品: 彩电、冰箱、地毯、洗衣

机、吸尘器以及简单的全套家具, 而电脑、空调、汽车等 /奢侈品 0的占有是社会上层的特权。调查显

示,金融危机前在俄罗斯经济良好发展的形势下, 尤其在 2008年人们添加置换一些生活耐用品,低收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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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群体主要添加移动电话 (低廉型 )和厨具用品, 及苏联时期生产的电视机、冰箱、洗衣机或吸尘器等

家用电器。危机后低收入群体几乎不再有生活物品的置换和添购,生活耐用品的占有显得相对缺乏。

表 3 俄罗斯各阶层生活耐用品占有情况 ( 2009年� )

耐用品名称 1 2 3 4 5 6 7 8 9 10

彩电 + + + + + + + + + +

冰箱 + + + + + + + + + +

地毯 + + + + + + + + + +

洗衣机 (任何一种 ) - + + + + + + + + +

吸尘器 - + + + + + + + + +

全套家具 (组合衣柜等 ) - - + + + + + + + +

录像机 - - - - - + + + + +

移动电话 - - + + + + + + + +

微波炉 (红外线烤箱等 ) - - - + + + + + + +

电转、电锯、油锯 - - - - + + + + + +

家庭组合音响 - - - - - + + + + +

国产汽车 - - - - - + + + + +

电脑+ - - - - - + + + + +

数字相机 - - - - - + + + + +

进口汽车 - - - - - + + + + +

空调 - - - - - + + + + -

家庭影院 - - - - - + + + - +

洗碗机 - - - - - + + + + +

卫星电视接收器 - - - - - - + + + +

 说明: + 表示 /有 0, - 表示/无 0。

 资料来源:俄罗斯经济# 社会# 管理教育网, h ttp: / /www. ecsocm an. edu. ru /.

  三是医疗救助现状令人堪忧。俄罗斯医疗保险体制起源于前苏联的国家卫生医疗体制,该体制形

式上保障所有公民都有权享受免费医疗, 但由于受制于资金短缺等问题,医疗单位的医疗设备落后、药

品短缺、医疗服务差, 收费项目越来越多, 免费的只是最基本的医疗服务, 而且有些特效药物和医疗器

材,病人通常都要自费 50%以上。有钱人可以到私人诊所等非国家医疗机构就医,享受高质量的医疗

服务, 但普通俄罗斯百姓都没有这种能力。在俄罗斯低收入群体中,退休人口占很大比重,老年人本来

体弱多病,需要更多的医疗服务,但他们的医疗救助现状令人堪忧。调查显示,不能得到必需的医疗救

助者, 占低收入群体的 50%。也就是说,有一半的低收入人口, 缺乏从药品到手术的医疗救助。医疗

救助现状不尽人意,使低收入群体的疾病医疗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

四是社会心理异常沉重。调查显示,低收入群体中,有 50%的人 /经常感到周围存在着不公正 0,

有 37%的人 /经常觉得不应该再这样生活下去0, 有 45%的人 /经常为自己和亲人感到担忧 0。在金融

危机之前,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就缺乏相对稳定性, 有数据显示, 有 84%的低收入人口没有任何积蓄或

投资, 其中 26%的人有不同形式的债务, 10%的人依靠银行信贷消费。[ 5 ]危机来临,导致低收入群体的

收入又相对减少,使其消费大幅缩减, 心理上逐渐产生相对剥夺感。如果危机延续下去, 物价继续上

涨,会使多数人退居到社会的最下层,生活将变得更加贫困,因此低收入群体的社会心理异常沉重, 而

过重的心理负担,极有可能演变为强烈的不满情绪,对社会稳定造成不利影响。

  51低收入群体生活水平的特点及展望。调查显示, 在低收入群体中,近几年感到 /生活无明显改

善 0人群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 2003年占 63%, 2008年占 66% , 2009年占 71%。在经济形势良好发展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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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 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提高缓慢,而在经济恶化的背景下,其生活水平即会迅速降低。当前低收

入群体生活水平的主要特征是,同贫困阶层相比, 低收入群体能够保障人体必需数量的食品和必需的

生活用品,一定条件下还有添购生活用品的可能性;而同富有阶层相比,低收入群体明显缺乏提高自己

生活水平的能力, 近三年来他们中多数人的生活状况几乎没有改善,比如福利的增加、居住条件的改

善、工作中的升迁、教育水平的提高、国外度假旅游, 而这也正是划分中、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的

/分水线 0。综上所述,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俄罗斯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低下, 是可被民众接受

的最低标准。当代俄罗斯占居民总数约为六成¹的 5个社会底层与 5个社会高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

大,这体现在生活的各个层面上。由此可见,中等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人口增长的背后实际隐藏着

与低收入阶层、贫困阶层之间差距的不断深化。

三、俄罗斯政府采取的对策

  面对来势汹汹的金融危机,俄罗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金融和财政措施, 稳定经济,其应对措施力度

大、涉及广、程度深。总理普京多次表示将努力提高居民生活水平, 认为 /这是社会经济工作的首要目

标。0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的新版 2009年联邦预算, 将教育、卫生、退休金等民生领域列为资金支出的

优先方向。俄罗斯政府在 2010年反危机计划中提出,将采取一切措施保护公民利益,全面加强对公民

的社会保障,向受危机影响较大的公民和家庭提供各种支持,为公民提供保质保量的社会和医疗服务,

广泛采取抵御危机的就业措施,包括抑制失业率增长、推动失业人员再培训规划和提供就业定向援助,

还要对退休金体系进行现代化改革,对购置住房的公民给予必要的帮助。[ 6 ]由此可见, 俄政府在反危

机计划中将加强社会保障和促进就业置于重中之重。其具体举措如下:

11加强社会保障,向社保领域投入大笔资金。[ 7]一是加大保障力度。2009年联邦财政用于社会

保障领域的总拨款达到 43 654亿卢布 ( 1美元约合 31卢布 ), 几乎占到 2009年财政预算的一半。二是

实行指数化管理,提高特殊人员补贴。由联邦财政及社会保险基金负担的社会支出和补贴要根据通货

膨胀情况将其指数化,以便能够根据通胀情况及时提高补贴标准。特殊人员主要是指孩子、多子女单

亲母亲家庭以及其他有权获得国家补贴的人群。 2009年, 政府决定由母亲基金给予多子女家庭 1. 2

万卢布的一次性补助,用于子女教育、购买住房等。三是提高退休金标准, 对退休金体系进行现代化改

革,用养老保险缴费取代统一社会税。 2009年,退休金标准提高 35% , 2010年,再提高 45%。个别地

区退休金低于退休人员最低生活标准的将获得特别社会补助。2002年 1月 1日,已经实行退休人员社

会福利货币化的退休人员,其标准从 2010年起提高 10%。自 2010年起, 俄居民不再缴纳统一社会税,

而改为缴纳社会保险费,以增加养老保险金收入。这一举措涉及俄罗斯 97%的劳动人口,年收入 41. 5

万卢布以上的个人都要纳入缴费范围。为不增加企业负担, 到 2011年 1月 1日前,其保险费率将不高

于现行税率标准。四是提倡健康生活方式,健全医保制度。2009年开始推动全民 /健康 0项目, 对此联

邦政府将拨款 3 351亿卢布,进一步落实生活方式健康化的各项措施, 提倡减少烟酒消费。此外,还要

健全妇幼医疗救助体系,继续发展献血机构, 完善对心血管、结核病人, 以及交通事故的医疗救助。国

家加强对药品价格的监管,为居民提供安全可靠的药品。

21采取积极措施,加强就业安置。一是提高失业补助, 减轻社会压力。 2009年初, 失业最高补助

标准已提高到原来的 1. 5倍。联邦财政特为地方财政额外拨款 339. 5亿卢布用于失业人员的各类资

助,其中 298亿卢布用于已登记失业人员。为稳定就业市场, 联邦财政还将给地方财政再拨款 437亿

卢布。二是加强专业性培训,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各联邦主体均制定了各自的就业计划, 对失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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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其中,贫困阶层占 8% ,低收入阶层占 37% ,中等收入阶层的最底层 (第五层 )占 19% ,共计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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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进行专业性培训,创建临时就业岗位,组织失业人员到外地寻找就业机会,鼓励和支持失业人员自主

创业等。政府将推进落实小企业发展计划,该计划将可提供约 50万个新的就业岗位。三是实行就业

信息通报制。各地对劳动就业市场实行每周统计制度,各联邦主体都要建立就业咨询 /热线 0, 及时公

布就业信息。对解聘员工、减少编制及企业缩短工作时间的情况实行每周通报制,组织开展 /俄罗斯工

作 0信息网的工作。四是加强再就业培训,保证待业人员的竞争力并限制外来劳工。虽然政府极力避

免失业,但为提高企业效率,裁减冗员也是必需的,但要对失业人员进行专业性培训,从而保证待业人

员的竞争力。为此,政府计划对 17万人进行技能培训和再培训, 为 5. 7万人创业提供物质支持,帮助

1. 5万人异地就业, 并组织安排近百万个临时就业岗位。此外, 开始限制外来劳工。2009年外来劳工

就业许可减少 1倍。[ 8]

四、对我国的借鉴意义与启示

  实践证明,国民低收入、绝对贫困的扩大和贫富分化的加剧都会成为国家经济和民族安全的社会

现实威胁,这既是难以避免的经济现象,又是必须加以限制的社会问题。我国与俄罗斯同处于制度转

型时期,都是新兴市场国家,同样存在着上述社会问题。应该看到,反贫困是维护转型国家政治稳定的

客观需要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9]俄政府在反危机计划中, 将加强社会保障和促进就业置于重

中之重,通过一系列措施和行动,加大对社会低收入阶层等弱势群体的扶助力度,不断完善社会福利与

救济制度,并实施一系列促进就业的积极政策,这些举措都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可借鉴的经验和启发:

11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加大保障力度, 以保证内需和社会稳定。事实表明, 危机时期多数国

民的生活水平下降,社会风险加大,由于失业率的增加和收入预期的不稳定,使居民的投资和消费信心

降低, 而加大社会保障力度,能够保障国民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基本生活,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存

权利,增进国民的生活预期与消费信心,这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社会基础和启动居民消费的重

要内在保障制度。我国社会保障投入不足已是不争的事实。虽然针对社保领域的财政支出增长幅度

引人瞩目,但与发达国家乃至部分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社会保障投入占 GDP比例依旧偏低。 2009年

俄罗斯的社会保障支出,几乎占国家财政支出的 50% ,而我国目前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

大致在 10% ~ 12%, 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支出一般占到财政总支出的 30%以上。[ 10]基于我国国

情,建议逐年增加社会保障投入,加大保障力度,以保证内需和社会稳定。[ 11]

21以渐进方式,改善社会保障支出的结构。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投入的问题,除了总量水平低之外,在

结构上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均衡性。新增社会保障投入要以渐进方式向城乡低收入群体倾斜,在逐步实现

社会保障广覆盖的同时,着力推进基本社会保障的均等化。一是扩大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面。我国长期

的二元社会结构导致城乡差别很大,至今城镇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也没有做到全覆盖,更何况大多

数农民的养老保障仍然主要依靠自我保障和家庭保障,因此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变得日益紧迫。当前

加快进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试点工作,对解决养老保障覆盖面窄的问题有着重要意义。二是

加强对低收入群体的社会救助,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充分考虑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

的同时,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真正做到 /应保尽保0,并逐步实现城乡最低生活保

障标准的统一,同时注意提高低保对象的自我发展能力。三是继续扩大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 健全城乡

医疗救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虽然新医改已经加大医疗保障投入,并扩大了覆盖面,但 2009年我

国居民的自费卫生支出平均比率依然为 38%,为世界最高。其中农村人口的医疗自费比率为 62% ,最为

突出,因此要为农民提供一个公平的医疗机制必须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3. 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建立失业人员的社会支持体制。一是健全失业保险制度。政府应尽

快建立和完善城乡失业人群尤其是农民工的失业保险制度。二是建议政府适当加大对劳动力密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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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扶持,创造更多劳动岗位。按照比较优势的理论, 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更适合我国

国情, 也更能缓解就业压力,而现阶段我国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主要是中小企业,该类企业的主要社

会功能就是就业,它们不仅能安置大量的城市下岗职工,吸收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还能有效解决许多

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三是对失业人员进行职业培训, 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并转变就业观念、实行灵活

就业, 大力开发公益性就业岗位和提供社会临时岗位。四是构建全国统一的就业信息平台和公平、公

开、公正的劳动力调配市场,推动劳动力市场建设。五是强化创业培训和创业服务,帮助他们创业。

4. 政策制定应关注长远, 实现可持续发展。俄政府制定了 / 2010年反危机计划 0、/俄罗斯联邦

2020年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纲要 0,并提出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发展思路,可以视为俄罗斯政府对

经济发展中可能出现问题的未雨绸缪。由此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从长远来看, 要加大教育、科技的投

入力度,教育和科技才是我国经济可持续的增长源。政策的制定不能只是关注眼前的经济增长,要将

当前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看作把握未来机遇的物质基础,所以当前我国政府为应对危机出台的一系列

政策方针以及所取得的成果应更好地着力当前、着眼长远,使政府职能与市场作用相互配合,将短中期

与长期的发展目标科学有效地协调起来, 实现可持续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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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ving Standard ofRussian Low- Incom e Population

under International F inancialCrisis

L IU Chun- y i ZHAO D ing- dong

Abs tract: Th e pu rchasing pow er of Ru ssian resid ents has fallen under th 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 ris is, and so as to the need s. The poor liv ing

s tandard of low er- incom e popu lat ion refers to the deteriorated d iet qu ality, poor du rab le goods possession, lack of basicm ed ical ass istan ce and

ponderou s social psych ology. Their liv ing levelbarelym eets the accep tablem in im al standards. One of th em os t im portan t tasks for Russ ian govern2

m ent is to imp rov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em ploym en t, to imp rove the condit ion of d isadvan taged peop le in society, to im prove pol icies con2

cern ing social rel ief and socialw elfare. It has offered us certain experien ces and en lightenm ents at the sam e tim e.

KeyWords: Russia; f inan cial cris is; social s tratification; low - incom e popu lation; l iving standard; counterm 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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