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普京政府的经济目标与政策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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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普京政府的经济目标是在普京任总统期间制定和确立的, 现在将

由普京亲自执行和完成。普京政府的经济目标体现了普京的执政理念和发展思路,

反映了俄罗斯民众的需要与追求,构成了一幅俄罗斯要实现民族振兴、经济崛起和经

济模式转型的雄心勃勃的发展蓝图。普京政府为实现其既定的各项经济目标, 已开

始对相关的经贸政策做出重大调整,这些政策的走向一方面将会对中俄目前的经贸

合作模式产生较大冲击, 我方必须要采取相应的对策加以应对; 另一方面, 普京政府

的发展规划和政策取向也将为中俄两国未来的经贸合作提供诸多机遇和广阔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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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普京政府的特点与使命

普京政府与俄罗斯独立以来的历届政府都有

所不同。

首先,普京政府是一个务实、高效和具有较强

执行力的政府。这与普京一贯的务实、果断作风

和精明强干的特点密不可分。普京既是政治家,

又是实干家,具有很强的领导能力、组织能力和管

理能力,能抓住问题的关键和实质,能提出解决问

题的思路与办法,对人和事的判断准确,采取措施

果断,所以普京政府的重要官员和下属部门必须

坚定执行普京计划或普京路线, 必须要体现出效

率和责任,否则难以在普京政府立足。

其次,普京政府具有较大的独立决策空间和

较强的独立决策能力。在俄罗斯的权力构架中,

总理和政府主要贯彻执行总统的决策和路线, 自

主决策的空间较小。然而,普京由总统改任总理

这种情况极为特殊, 普京实际上是在执行由自己

确定的发展方针和发展计划, 而这些方针和计划

又是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完全赞成和同意的, 因

此普京在执行过程中就有较大的独立决策空间。

另一方面,俄罗斯的发展战略与计划的始作俑者

是普京,普京是克里姆林宫的灵魂。从这个意义

上说,梅德韦杰夫是在贯彻和落实普京的思想和

路线, 因而普京政府的独立决策空间就比较大。

这种情况将有利于发挥政府的潜能, 有利于政府

的决策创新和决策效率。

最后,普京政府的路线和方针具有很强的连

续性,总统与总理具有广泛的认同性和高度的一

致性。总统能够充分地理解总理, 总理也非常了

解总统的思想和意图, 二者之间会形成一种自然

的默契, 总统与总理相互支持、相互理解、相互尊

重,二者的合作可能将成为俄罗斯政坛的绝唱。

经过普京 8年的艰苦经营,俄罗斯政局稳定、

社会团结,人民对国家和未来充满自信, GDP 累

计增长 72% ,居民实际收入增长 141. 4%,退休金

增加了 1. 5倍,外贸总额增长 401. 9%, 外国投资

总额累计增长 6倍,外汇储备达 5 000亿美元,俄

罗斯已全面恢复到甚至超过 20世纪 90年代初的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俄罗斯经济能否尽快地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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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轨道,能否实现预期的转型目标,普京政府肩

负着重大历史责任。从发展模式角度看,俄罗斯

经济处于转型时期; 如果从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的

角度看,俄罗斯处于经济起飞阶段。因此,俄罗斯

经济能否飞起来, 能飞多高、飞多快, 也与普京这

一届政府极为相关。那么,普京政府要实现经济

转型或经济起飞的一些重要目标是什么呢?

二  普京政府的经济目标

普京政府的经济目标是在普京任总统期间制

定的,普京改任总理后这些目标自然就成为普京

政府的奋斗目标了, 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经济规模与经济增长目标

普京在 2003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出: / 10年内

我们应当至少将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0。在 2006

年的国情咨文中普京再次强调: /我们不止一次谈

到关于取得高速经济增长的必要性,在 2003年的

国情咨文中定下了国内生产总值在 10 年内翻一

番的任务, 不难算出,要达到这个目标, 我们的经

济必须以每年 7%的速度增长0¹。由此看出, 俄

罗斯的 GDP 规模到 2013年要翻一番, 经济增长

每年最低要保持 7%的增速。现在俄罗斯是世界

第 7大经济体,普京政府的目标是: 到 2020年俄

罗斯成为世界第 5大经济体。

(二)增加居民收入, 提高生活质量目标

普京一向非常重视俄罗斯的居民收入、生活

保障和生活质量问题。在 2008年 2 月 8日召开

的国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普京提出: / 我们应力

争使国家所有居民, 能够借助掌握的知识和技能,

必要时借助国家的帮助, 获得接受高质量教育、保

持健康、购房、取得应有收入的机会, 即达到中产

阶级的生活水平。我认为到 2020 年中产阶级在

整个人口中的比重至少应达到 60%以上, 可能的

话,达到 70%。0 º普京在 2005年就提出在近几年

内国家公务人员的工资至少要提高 1. 5倍,工资

的增长速度要比生活必需品上涨的速度快 1. 5

倍。2008年 5月 15 日, 普京在任总理后召开的

新政府第 1次全体会议上说: /提高居民收入是政
府的优先工作之一0»。2008年 6 月 30 日, 俄罗

斯政府工作会议确定, 2009~ 2011年居民收入年

均增幅保持在 7. 9%~ 10%之间。

(三)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目标

普京在 2008年 2月 8 日举行的国务委员会

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摆脱资源型发展模式,走

创新发展道路,实现经济现代化,跻身世界 5强之

列的任务。普京表示: /目前俄罗斯对进口商品和
技术的依赖性不断加强,导致我们沦为世界经济

的原料附庸,并被挤出世界领先国家的行列,同时

也无法保障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及正常发展,国家

还会面临存亡危机,这丝毫没有夸大其辞。为避

免事态这样发展, 国家创新发展战略是唯一现实

的选择。0¼为实现创新型发展战略, 俄政府提出

了一系列发展教育、科研和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

政策措施,制定了发展纳米技术计划和多项技术

密集型行业的发展计划。与此同时, 在普京的领

导下俄罗斯开始建立各种不同类型的经济特区、

科技园区和航空、造船、核能等综合体, 为经济与

科技创新搭建平台。

(四)提高劳动生产率目标

普京提出: /目前俄罗斯经济的主要问题是效

率极其低下。俄罗斯的劳动生产率太低,同样的

劳动消耗,在俄罗斯的产出却比发达国家低数倍

之多。实现创新型发展,将使我国人民大力提高

劳动生产率成为可能, 俄罗斯主要经济部门应在

未来 12年内使劳动生产率至少提高 4倍。0½

(五)农业发展目标

普京在 2008年 5月 19日讲话中指出: /俄罗

斯新一届政府将优先解决农业问题0。未来 4年

俄罗斯农业发展目标是: 加大农业投入,扩大种植

面积,实现国内供求平衡, 稳定粮食价格, 增加农

民收入, 扩大农产品出口。为此, 普京提出: /第
一,扩大粮食种植面积, 提高农作物产量, 增加肉

类和奶制品产量;第二,推进农业技术和农机设备

的革新, 推广向农业企业长期贷款的做法;第三,

确保化肥等主要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稳定并提供

)29)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2008年第 6期 #经  济#

¹

º

»

¼

½

2006年 5月 10日普京向俄罗斯联邦议会发表的国情咨

文。新桥网 ) 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的法律政治网 www. poccuu .

org/ z ong tong o. htm

资料来源: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 2008-

04- 18。www . ru. mofcom. gov. cn

转引自5环球时报62008年 5月 22日。

资料来源: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 2008-

04- 18。www . ru. mofcom. gov. cn
参见普京谈5俄罗斯 2020年前发展战略6描绘俄罗斯未

来 12年发展蓝图, 2008- 04- 21,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经济商务

参赞处。www . ru. mofcom. gov. cn



必要补贴; 第四, 引进先进的风险管理体系,发展

农业保险; 第五, 确立现代化的市场机制, 以对主

要农产品价格实施调控; 第六,确保粮食在质量和

安全方面的高水平0¹。普京政府计划 2008 ~

2012年间拨款 1. 1万亿卢布支持农业发展,使俄

罗斯农产品不但能保障国内供给, 还将成为小麦

生产的第 5大国和农产品主要出口国。此外,俄

政府还提出了建立/农业欧佩克0的构想。

(六)住宅建设目标

普京在 2007年 4 月 26日国情咨文中提出,

到 2010 年每年建设的住宅居住面积要达到 1

亿~ 1. 3亿平方米, 以后俄罗斯每年要为每个公

民建设至少 1平方米面积的住宅。此外, 国家要

建立特别基金, 其数额不低于 2 500 亿卢布, 其中

1 000亿卢布用于公民的危房拆迁, 1 500亿卢布

用于住宅维修。

(七)人口发展目标

俄罗斯人口每年几乎以 70万的数字在减少,

普京对此极为关注,多次专门提到这一问题。普

京政府的人口发展目标是:降低死亡率,提高出生

率,实行有效的移民政策。为提高出生率,需要提

高居民收入, 改善住宅条件, 尤其是鼓励妇女生

育。为此,政府将把对第一个孩子的儿童津贴从

700卢布提高到 1 500卢布,对第二个孩子的津贴

提高到 3 000卢布。对于妇女因生小孩而不能参

加工作的补偿, 对生第一个孩子的补偿金额为父

母平均工资的 20% ,第二个孩子为 50% ,第 3个

孩子为 70%。对收养儿童的监护人和家庭每月

补助 4 000 卢布以上。为降低死亡率, 除提供高

质量的医疗服务外, 政府将把养老金水平提高

65%以上,同时建立以自愿为原则的养老金储备,

即一个公民每自愿支付 1 000 卢布, 国家就在他

的养老金储蓄账户上再加 1 000 卢布, 同时将把

全民慈善基金的一部分作为这种养老金储备。政

府的目标是:到 2020年俄罗斯人口平均寿命达到

75岁。

(八)基础设施建设目标

制定 2015年以前的交通道路发展计划, 扩大

拨款额度,采取有关道路建设和道路使用的新拨

款办法,修建高质量的国道,在欧洲部分重建通往

南 ) 北和乌拉尔中心的道路及为实现发展远东和

西伯利亚经济的国际交通走廊。制定发展国内铁

路和国际铁路线路的长期发展计划。

制定一个独特的机场网络发展计划, 着手建

设一个航空中转中心, 把国内的主要机场保留为

国家机场, 其他机场转交给俄联邦的区域政府

管理。

制定港湾发展投资计划, 解决港湾基础设施

的占地问题, 建设几个采取优惠税制的自由港。

实施扩大国内水路设施运力的计划, 实现对伏尔

加河 ) 顿河和伏尔加河 ) 贝加尔运河的现代化改

造。吸引国际投资, 建设第二条伏尔加河 ) 顿河

运河线路,以改善里海和黑海之间的航运状况。

兴建新的各类发电站,包括水力发电站、煤炭

发电站、原子能发电站、扩大基础电力网络, 到

2020年发电能力要扩大 2/ 3, 国家和私有企业的

投资额将达到 12万亿卢布。在未来 12年中要兴

建 26座拥有先进技术的核电站。

(九)推动科技创新, 发展民族产业的目标

为推动科技创新,国家科学院制定了有重大

研究价值的 5年计划, 政府按照相应的新法规进

行拨款支持,同时还设立了特殊专项基金,用于专

门的科学考察和研究。政府还制定了发展纳米工

业的发展战略, 成立了/俄罗斯纳米技术研究会0

并拨付 1 300亿卢布。国家为发展高技术产业进

行专项拨款 1 800亿卢布,同时为推动科技发展

拨款也将近 1 800亿卢布º。为加速发展民族产

业,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在一些重要产品方面实现

进口替代, 由普京提议, 经国家杜马批准, 俄罗斯

成立了 8个国家公司, 即/航空制造联合集团0、

/船舶制造联合集团0、/俄罗斯原子能0、/俄罗斯

技术0、/俄罗斯纳米技术公司0、/开发银行0、/促

进住宅公共事业改革基金0和/奥林匹克项目建

设0 »。建立/ 航空制造联合集团0的目的是使其

成为带动相关部门实现现代化的平台, 最终建立

以民用飞机生产为基础的现代化生产体系。最近

10年, 俄罗斯 90%的新船都是在国外定购生产

的,建立/船舶制造联合集团0就是要改变这种局

面,使船舶生产的所有环节,从图纸、生产到售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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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和维修等都在俄罗斯完成并争取在世界造船

业市场占居一席之地。

在制药领域,目前俄罗斯国产药在市场上所

占比重很小, 进口的普通药品占据优势。俄政府

规划到 2002年前, 俄制药企业采取创新发展模

式,独立承担起从研发到生产各个环节的任务,生

产出 200种符合世界质量标准的创新类药品,使

国产药品与进口药品的比重大体均衡。为启动制

药业的改革,从 2009年起国家每年投入大约 2亿

美元;到 2015年俄罗斯必须拥有不少于 4 000~

5 000名掌握最先进技术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研究

生, 部分高水平专家从国外引进, 为此还需投入

10多亿美元。预计到 2020 年, 俄罗斯药品市场

的规模将达到 250亿~ 350亿美元¹。

为保护和发展民族汽车工业, 俄政府提高了

进口新车及二手车的关税,对严重冲击国内市场

的二手车与进口汽车规定了较严格的技术标准。

2006年俄政府又出台了有关在俄进行汽车/工业
组装0的三个文件, 把国内外汽车生产厂商在/工

业组装0框架内签署投资生产协议作为国家发展

汽车工业的优先方向和基本形式。截至 2007年

11月,俄政府与国内外汽车生产厂商已签订了 24

个工业组装协议和 12 个汽车零配件生产供应协

议,国际知名汽车品牌相继在俄落户建厂,今后将

不再签署新的协议。根据已签署的协议,到 2012

年俄将进行 65亿美元投资,生产 150万辆汽车,

创造 5. 5 万个就业岗位º。根据俄制定的5汽车

有害(污染)物质排放要求6, 今后将禁售低于欧
III 排放标准的汽车进口。俄已开始从以往对本

土汽车保护向合资在本土生产汽车的方向转变,

目标是逐步实现俄产汽车对进口汽车的替代。

(十)森林工业发展目标

2007年 1月 1日俄新5森林法典6生效,该法

典确定了新的林业管理体系, 原由联邦中央控制

的大部分森林资源和林权移交给地方, 林区租赁

期从 3年延长至 49年。俄政府计划利用投资基

金、联邦专项基金和对外经济银行贷款这三个渠

道解决林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问题, 计划在东部

地区新建和改造 6 500公里的普通公路,并利用

对外经济银行贷款对几个木材加工项目投资。俄

罗斯将加大整顿林业秩序的力度, 主要是反盗伐

和反木材非法出口。为此将建立对总面积 11. 69

亿公顷林地的国家清点体系, 建立木材采伐流通

监控体系,建立自愿林权证明制度,限制部分林产

品出口报关点,加大对木材非法交易的处罚力度。

俄政府制定了提高未加工木材出口关税的时间

表,从 2007~ 2011 年分 4次提高原木出口关税,

到 2011年原木出口关税将提高到相当于海关估

价的 80% »。

为解决木材采伐与深加工严重失衡问题, 俄

联邦林业署正在研究多个优惠方案, 以吸引外商

投资林业加工行业。与此同时, 俄工业能源部已

决定投资 25亿美元支持 4个大型木材加工项目,

而各地方也有 86个投资项目正在制定之中。

(十一)区域经济发展目标

俄罗斯的区域经济发展目标主要是开发和建

设远东和外贝加尔地区。为使区域经济协调发

展,为加快俄罗斯经济融入亚太经济的步伐,为支

撑俄欧洲部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为阻止远东地

区人口流失和人口下降的趋势及为了俄南部地区

的战略安全,普京多次强调要把远东地区开发作

为全国性的重要任务来加以安排和促进。根据普

京提议,俄成立了/远东地区开发事务委员会0¼,

后来又成立了俄罗斯远东和外贝加尔湖地区发展

问题国家委员会。在普京领导下制定了远东及外

贝加尔地区 2013年前社会经济发展联邦专项规

划, 俄政府决定首批投入 3 万亿卢布 (相当于

1 000多亿美元)用于远东及外贝加尔地区的基础

设施建设, 特别是用于铁路、公路、航空、港口、管

道和电站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还规划了一系列

大型投资项目来推动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其中

包括石油加工、造纸和金属冶炼等。地区开发这

一重点国家工程, 明确要求各联邦主体都要关注

和投入远东地区的开发项目½。

(十二)对外贸易发展目标

2007年俄罗斯对外贸易总额为 5 522 亿美

元,同比增长 25. 8%; 外贸顺差 1 528亿美元, 比

上年减少了 106 亿美元,其中对中国贸易逆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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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亿美元。俄罗斯出口商品结构中能源出口占

67. 7%, 其中石油出口占 50%以上, 木材和纸浆

占 3. 5%, 农产品和农业原料占 1. 7% , 而机器制

造业仅占 3. 2% ¹。普京政府对外贸易的总体目

标是:

1.加大财政和金融支持力度, 采取灵活的关

税调解措施;扩大对外贸易规模,保持对外贸易的

高速增长。

2.增加高附加价值产品、深加工产品和机电

产品的出口比重,降低以至最终消灭/灰色进口0,

改善俄罗斯的进出口结构。

3.为保护国内生产者, 俄罗斯将采取特殊保

护措施、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为保证俄罗斯商品

自由和不受歧视地进入国际市场, 俄将采取各种

贸易救济措施。

4.争取在对俄罗斯有利的条件下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

(十三)利用外资目标

过去 8 年俄罗斯利用外资总额累计增长 6

倍, 2007年俄罗斯资本净流入量达8 253亿美元。

要实现 2020年社会经济发展目标,俄政府将在基

础设施建设与改造、资源开发与深加工、远东地区

发展、经济特区与科技园区建设等诸多方面采取

积极引进外资的战略与政策。为此, 俄罗斯为外

商进入制定了透明的和较为宽松的投资规划, 明

确了 42个战略行业外商进入的条件与程序, 若外

国投资商有意获得这些行业的控股额, 需要俄政

府进行审批。如果投资非战略行业,不用找政府,

也不用问是否可以投资, 自由进入即可。目前俄

政府正对税法的一系列条款进行相应修改,对折

旧制度进行改善, 以便出台更加优惠的外商投资

政策,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

(十四)金融发展目标

普京政府的金融发展目标有三个重点:

一是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二是使卢布成为更加普遍的国际核算通用工

具,把莫斯科打造成国际金融中心;

三是治理通货膨胀。

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多次提出, 要把俄罗斯发

展成国际金融中心, 普京提出在俄罗斯境内建立

用卢布核算的石油、天然气、木材及其他商品交易

所。控制通货膨胀是普京政府所面临的一项艰巨

任务, 2007年俄罗斯通货膨胀率为 11. 9%, 高于

政府预期的 8%, 今年上半年, 俄罗斯的通胀率已

经突破 8%。俄政府计划在 2009~ 2011 年把通

胀率控制在 7. 5%、7%和 6. 8%。

(十五)财政预算收支目标

普京政府于 2008年 6月 30日通过了 2009~

2011年预算方案, 未来 3年俄罗斯财政预算收入

实际数额将逐年增加, 2009年为 9. 518万亿卢布;

2010年为 10. 402万亿卢布; 2011年为 11. 408 万

亿卢布。预算收入占 GDP 的比重将逐年递减, 分

别为 19. 6%、18. 7%和18%。与此同时,预算支出

实际数额将逐年增加, 2009 年为 8. 811 万亿卢

布; 2010年为 9. 792万亿卢布; 2011 年为 10. 706

万亿卢布。预算支出占 GDP 的比重将逐年递减,

分别为 18. 1%、17. 6%和 16. 9% º。

三  普京政府的政策走向及其
  对中俄经贸合作的影响

  为实现上述社会经济目标, 俄罗斯制定了

2020年前的总体规划和若干专项计划并提出了

相应的政策措施, 我们从中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

普京政府未来政策走向的基本轮廓和特点。

(一)民生目标列为政府工作的优先方向,而

控制通胀则是当务之急

俄罗斯经济实现了 8年平稳高速增长,在经

济规模、对外贸易、外汇储备和财政收入等方面取

得了较大成效。发展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们物质

和文化生活需要,为了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因而

普京政府把农业、医疗、教育、住房列为政府工作

和经济政策的优先方向。这说明普京政府经济工

作的重点首先是民生问题,其政策取向是以民为

本,以人为本。俄罗斯的对外经贸政策和外交政

策是以国内经济发展为基点, 而国内经济发展又

是以满足人的需要和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为中

心,这可以看作是普京政府的基本政策取向。但

是, 普京政府迫在眉睫的任务是控制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既与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 又直接影响

宏观经济运行。普京政府已采取了一些调控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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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但通胀率仍然高于预期目标,普京政府如何面

对这一挑战,值得我们认真关注。

(二)推动经济转型, 保护和发展民族工业,提

升国际竞争力

俄罗斯 8年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一种粗放型

的经济增长,是能源出口拉动型的经济增长, 这种

经济增长既要付出很大代价, 又具有明显的脆弱

性。普京政府对此已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因此提

出转变发展模式的战略思路, 即从资源型发展模

式转向创新型发展模式。俄罗斯发展模式的转换

将对其未来的经贸政策走向产生重要的、深远的

影响。首先,俄政府要对资源的开发进行较为严

格的管理,对资源性产品的出口进行必要的限制,

如提高原木出口税就是这一政策的逻辑结果。其

次,俄政府将会加大对民族工业,尤其是一些重点

产业的保护力度和扶持力度。如对汽车工业,俄

政府正在采取关税措施和技术措施阻止二手车和

零配件的进口, 支持俄汽车企业与欧美名牌汽车

厂商合作,在俄生产国产汽车。实行经济转型战

略的另一政策取向是鼓励在俄境内投资建立深加

工企业,如木材深加工企业、石油深加工企业及其

他矿产资源深加工企业。这种政策的目标就是改

变原材料直接出口的局面,增加高附加价值产品

出口的比重。要发展创新型经济就需要加大对科

研、教育和人才的投资力度, 建立国家创新体系,

为此,普京政府制定了对俄罗斯科学院重大研究

项目的拨款计划, 对发展教育的投资计划和阻止

科研人才外流的政策措施。普京政府计划在

2008~ 2010 年期间向重要科研领域投资 250亿

美元,以鼓励科技创新,提升俄罗斯产业的国际竞

争力。为阻止中青年科学家外流, 普京希望通过

签订长期合同, 改善住房、提供其他福利措施和提

高科研人员工资(普京承诺把科研人员的平均工

资从目前的 2万卢布提高到 3万卢布)等政策措

施确保中青年科研人才为国效力¹。

(三)全面展开基础设施建设, 为经济可持续

发展创造必要条件

俄罗斯经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要充分释放

经济发展的潜力, 就需要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瓶颈

问题, 其中非常突出的瓶颈就是基础设施问题。

众所周知, 俄罗斯的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电力

设施和通讯设施等, 多处于破旧老化状态,无法适

应俄罗斯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普京政府决心要

全面改造和建设全俄境内的基础设施并制定了相

应的专项规划。为实现这一政策目标, 首先俄联

邦政府要进行大规模的投资, 同时要求地方政府

进行相应的投入。然而, 俄政府的财力毕竟有限,

因此普京政府鼓励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投资。这

一政策取向将大大地扩展俄罗斯的投资市场和投

资机会,也将使俄罗斯的长期投资市场更具有吸

引力。投资市场的扩大必然要带动俄罗斯劳务市

场,尤其是建筑业劳务市场的大发展。由此可以

预计,俄罗斯劳务市场将迎来新一轮发展高潮。

(四)开发和建设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普京

政府将采取区域倾斜政策和特殊发展政策

远东和西伯地区是俄罗斯的重要原材料产

地、能源基地、融入亚太经济的前哨区域和面对北

约扩张的战略后方。无论是从国内区域经济均衡

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还是从俄罗斯经济融入

世界经济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角度, 俄罗斯都日

益深刻地认识到开发和建设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

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因此,俄罗斯政府已

决定拨出巨额资金用于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为此,俄政府将采取区域

倾斜政策和特殊发展政策。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

地域广阔, 人口稀少,基础设施条件很差, 居民生

活水平偏低,地方政府财政窘迫,人才外流现象严

重。要发展和建设这一地区,联邦政府必须要进

行大规模投入,同时也需要实行某些特殊的发展

政策,包括优惠政策和一些特别规定。过去俄罗

斯也曾泛泛提到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发展构想

与战略思路,但都由于财力有限也只能是纸上谈

兵,几乎从未认真落实和执行。普京政府发展思

路清晰,做事认真务实,政策执行力很强且有财力

资源支撑,因此可以预期,俄罗斯开发和建设远东

西伯利亚的大幕即将拉开。

(五)创建大型国家公司, 担负特定经济使命,

打造产业龙头,掌控市场大势

俄罗斯在经过一系列改革和多轮私有化之

后,私有企业虽然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但国家

仍掌握着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命脉,通过大

型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公司控制着石油和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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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铁路、航空、军工生产、电力、通讯等重要领

域。然而,面对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面对外国商

品和企业大举进军俄罗斯市场, 无论是俄罗斯的

国有公司还是私营企业都是大踏步后退,在产品

深加工领域和高新技术产品研发与生产领域, 俄

罗斯企业的竞争力日渐衰弱, 民族产业的发展受

到强烈冲击。普京政府之所以强力推动在飞机制

造、船舶制造、汽车制造、药品生产、核能源开发、

纳米技术和建设融资等领域创建大型国家公司,

其政策目标是多重的。一是推进创新型经济的发

展。集中财力和人力资源,主导研发并解决从设

计到生产的一切技术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技

术、产品和产业创新。二是打造相关产业的龙头

企业,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做大做强俄罗斯的

民族企业。三是发展深加工和高新技术产业,改

善经济结构和进出口结构,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

转型。四是以这些国有大公司为依托, 抢占俄国

内市场的制高点, 应对国外商品和国外企业的冲

击, 形成自己的产业优势, 主导国内的市场走向。

由此可见,普京政府创建大型国有公司可谓是一

箭四鸟,而要实现这些政策目标则需要国家的大

量投入,需要国家的特殊政策支持,需要培养和集

聚人才,需要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高效率的管理

机制与运作机制。

(六)外贸政策的产业保护取向和进口替代

取向

俄罗斯经济 8年增长的重要支撑是对外贸易

的大发展,不但出口增长势头猛烈,进口规模也不

断扩大。但在俄罗斯的出口商品中资源性产品出

口占 60%以上,而在进口商品中轻工产品和其他

制成品占据主导地位。这种进出口结构面临着两

方面的风险:一是资源性产品出口面临着国际市

场供求关系变动和价格波动的风险; 二是大量机

电产品、电子产品和轻纺产品的进口使国内相关

产业的发展受到抑制甚至损害, 从而使民族工业

走向衰退。因此,从战略角度看,限制资源性产品

出口,发展国内深加工企业、保护和扶植民族产业

的发展自然就成为俄罗斯的外贸政策选择。俄罗

斯的这种外贸政策取向已开始日益显现,如分阶

段大幅度提高原木出口关税, 以较高的技术标准

和卫生检疫标准阻止国外产品的进入以及近年来

相继发起的反倾销调查和 2007 年实行的/禁商

令0等,都充分证实了俄罗斯外贸政策的新取向,

而普京政府将会更加认真和严格地执行这一外贸

政策和外贸战略。

(七)改善投资环境, 扩大利用外资规模,调整

利用外资战略

总体看,俄罗斯过去 8年的经济增长仍然是

处于经济恢复时期。目前俄罗斯经济已处于一个

重要拐点,即开始进入经济起飞阶段。恰逢其时,

普京政府要展开和实施一系列雄心勃勃的发展计

划。近些年的经济发展使俄罗斯积累了一定社会

财富,有了更加充裕的发展资金, 然而, 与俄罗斯

要实现各项社会经济目标所需要的投入相比, 俄

罗斯所拥有的财政资金只能是杯水车薪,根本满

足不了需要, 因而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吸引外资,

扩大利用外资规模必然成为俄罗斯政府的重要对

外经济政策取向。俄罗斯建立各种类型的经济特

区和科技园区,改善审批制度,增加政策透明度,

举办各种展销会和洽谈会等, 都是为招商引资创

造条件,但在利用外资的战略上却做出了重要调

整,其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对外资进入战略性行业

进行了限制,即需要通过政府审批;二是外资在俄

建立资源深加工企业和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则持非

常积极的欢迎态度, 对持有先进技术或国际知名

品牌的企业进入俄罗斯合资建厂持积极欢迎态

度;三是在俄投资生产与俄企业竞争激烈的产品,

或生产对俄重要企业生存与发展形成较大威胁的

产品,会受到抑制和阻碍。

(八)整顿移民秩序, 扩大劳务市场

俄罗斯的移民政策与人口发展战略是密切联

系在一起的。俄罗斯出生率低、死亡率高、人均寿

命短等因素致使俄罗斯的人口总量不断减少和人

力资源日渐匮乏。在这种形势下, 俄罗斯的移民

政策应成为人口问题和劳动力市场的一个调节

器。俄罗斯是一个移民国家,它的经济发展和经

济建设非常需要借助外部劳动力资源来弥补本国

的缺口, 然而非法移民问题一直困扰着俄罗斯。

而不断沉渣泛起的所谓/移民渗透论0、/人口扩张

论0的歪曲与误导,使俄政府在对待移民问题上一

直谨慎小心, 举棋不定。现在俄罗斯已经制定并

开始实施面向 2020年的庞大社会经济发展规划。

要实现这一规划的预期目标, 需要充足的人才资

源和劳动力资源, 而俄罗斯在这方面绝对是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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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心,因此移民政策和劳务进口政策必然要被提

上议事日程。普京提出: /完善移民政策,吸引我

们邻国人居留在此。因此,必须刺激有专业技能

的移民和受过高等教育的合法民众涌入俄罗

斯。0¹无论从俄罗斯的客观需要还是从普京讲话

的基调看,普京政府在移民和劳务进口方面的基

本政策取向是:完善移民政策,整顿移民秩序,清

理非法移民,鼓励专业技术人才和精英人才移民

俄罗斯,有控制地扩大劳务进口,弥补俄罗斯劳动

力资源不足的缺口。

(九)努力打造三个中心, 在世界经济和区域

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

普京政府已明确提出俄罗斯应建立三个国际

性的经济中心, 即国际金融中心、国际海运中心和

国际航空中转中心。俄罗斯要建立国际金融中心

的战略思路是: 在俄罗斯建立国际性的石油、天然

气、木材及其他商品交易所,使卢布成为进行国际

结算的普遍工具, 进而使卢布成为可自由兑换的

国际硬通货之一。俄罗斯这一战略目标的意图在

于:扩大卢布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和提升俄罗

斯在世界中的地位; 使俄罗斯成为世界经济发展

的/北方中心0或新的增长极; 弱化美元的主导地

位,减少世界市场,尤其是能源市场对美元的过度

依赖,降低能源价格风险,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

序创造条件。

俄罗斯要大力发展船舶制造工业,改造和建

设港口基础设施, 目标是使俄罗斯成为国际海运

中心。近年来随着俄罗斯经济和贸易的迅速发

展,俄罗斯的港口设施和海运能力已无法满足日

益增长的需要。俄罗斯地理条件和造船技术具有

很大的比较优势, 因此把俄罗斯打造成国际海运

中心的战略目标具有现实可能性。实现这一目标

将会进一步扩展和密切俄罗斯与日本、韩国、中国

东南沿海和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关系, 将会进一步

强化俄罗斯与西欧、北欧、美洲及中东地区的贸易

合作,将会加强俄石油出口的运输能力,从而使俄

罗斯在东亚经济圈、欧亚经济圈和亚太经济圈中

扮演重要角色。

俄罗斯的航空航天技术堪称一流,然而俄罗

斯的飞机制造业却一直低迷不振。俄罗斯广袤的

地域范围使亚洲、欧洲和美洲之间的很多航班都

须经过它的领空, 所以俄罗斯要实现建立国际航

空中转中心的战略目标既有条件又有基础。如果

这一目标得以实现, 不但能加速俄罗斯飞机制造

业、航空运输业和旅游观光业的大发展,同时也将

大大提升俄罗斯的国际经济地位和战略地位。

在我们分析了普京政府的经济目标与政策走

向之后,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普京政府的经济政

策走向对未来中俄经贸关系的发展将会产生什么

影响? 我认为这种影响从整体上看表现为两个大

的方面:

一方面是对中俄目前的贸易模式与经济合作

模式将产生较大冲击。我方如不尽快采取对策进

行调整,改变目前的中俄经贸合作模式,中俄贸易

与经济合作必将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如俄罗

斯提高原木出口税后,我方进口原木的成本上升,

进口数量显著下降。再如,由于俄罗斯保护民族

汽车工业的发展,从今年 7月 1日开始实行新的

进口汽车认证体系, 检测项目由原来的 11项升至

55项,从而使中国对俄汽车出口受到很大影响。

俄罗斯最大的外国轿车组装企业阿芙达托尔公司

宣布,从今年 3月 31日起正式停止组装中国奇瑞

牌轿车,原计划兴建的中国品牌轿车生产厂也同

时取消, 6月份又宣布停止组装中国跃进牌卡车,

该公司给出的理由是中国出口俄罗斯的汽车没达

到欧 III排放标准。

另一方面,普京政府的经济发展目标与政策走

向为中俄经贸战略合作提供了很多机会和广阔空

间。如俄罗斯即将展开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

住房建设、远东西伯利亚地区的开发、高新技术的

研发计划、经济特区和科技园区的建设规划、农业

发展规划及打造海运中心与航空中转中心的计划

等,都为中国企业与俄罗斯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劳

务合作和研发合作提供了机遇。从这个意义上看,

中俄经贸合作正处于一个重要转折期,中俄经贸关

系将会加速实现人们期待已久的战略升级目标。

(责任编辑  张红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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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Xing Guangcheng The format 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scient if ic appro ach on development mar ks

another ideolo gical emancipation and leap in the history of our Party. s development . It is also a vital

manifestat ion o f the CPC. s ever ripening features. L inking it up w ith the USSR exper iences and les2
sons in development , w e can see al l the mo re clearly it s great impo rtance to our country and Par ty . It

inherits the theory o f M arx ism , and scientif ically answ ers the important historical proposit ion of de2
velopment . Socialist development is a long- term task in poor and backw ard countries. It is a must to

uphold the Party. s correct leadership throughout the process. The scientif ic approach on development

great ly enr iches the connotat ions of the theor y of scient ific socialism. It is the concentrated expr ession

of Marx ist w orld out look and methodolo gy on development . Whether the CP can respect and correctly

handle the law s gover ning development, and co rrect ly and steadily apply them in a socialist country is

the manifestat ion of it s st rong or w eak ruling capacity . There w ere lessons in the internat ional com2
munist movement in this regard. The sett lement of development problems must be in keeping w ith na2
t ion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and conditions prevailing at the t ime. Scient ific appr oach on development

guards st rong ly against impat ience for success and transition and against subst itut ion of revolut ionary

enthusiasm for scient ific pr act ice.

Li Jianming & Zhao Changqing  The br ief int roduct ion r egards the informal sy stem theory appli2
cable to the course o f polit ical sy stem changes all the same. Pr oceeding fr om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r aditions peculiar to Russian society and applying informal system theory as a to ol, the art icle analy2
ses the important impact of informal system on Russian polit ical t ransit ion. Analyzing the manifesta2
t ions of info rmal system theory in Russia facilitates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mmense diff icult ies

confronting the federat ion. s po litical t ransit ion. The o rientat ion of Russian modern po litical r eform,

irrever sible as it is, must evo lve along the line of informal system development befo re it can low er the

reform cost and enhance refo rm ef f iciency. To build a modern democrat ic po lit ical system, Russia

must not only further impr ove its formal system development , but also increase the adaptability and

change of it s informal sy stem in r elat ion to this and f inally reach the compat ibility of the tw o .

Liu Xiangwen  Follow ing the victo ry of the October revolut ion in 1917, the Russian Feder at ion

created a pro secutor system as a component par t o f judicial system. After the dissolution of the U SSR

at the end o f 1991 the Russian Federat ion. s current const itut ion gave recognit ion to a special pro secu2
to r system independent of the thr ee- pow er sy stem. Befor e and af ter the disintegrat ion of the U SSR,

most of it s pr osecutor system has been preserved despite the qualitat ive change in the Russian Federa2

t ion. s prosecuto r system and part o f the prosecutor organ. s pow ers. A s w e in China are reforming our

pro secutor system today , it is of g reat realistic importance fo r us to deeply study the historical devel2
opm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 ion. s prosecuto r system.

Zhao Chuanjun  T he economic goals of Put in. s administ rat ion w ere st ipulated and established

during his presidency, and are being personally implemented and completed by Put in personally.

)95)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2008年第 6期 #英文提要#



These econom ic goals manifest his ruling concept and development thinking. Reflect ing the need and

w ishes of the Russian masses, they constitute an ambit ious Russian development blueprint for reali2

zing nat ional prosperity, economic emer gence and nat ional mode transition. To realize these econom ic

goals, the Put in administ ration has already begun making major r eadjustments in related econom ic and

tr ade policy. These po licy or ientat ions w ill have a great impact on the current China- Russia econom ic

and trade cooper at ion mode on the one hand, and our side must take corr esponding measures to cope

w ith the situat 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development plan and po licy o rientat ion of the Put in ad2
minist rat ion w ill also prov ide many opportunit ies and vast room fo r the future bilateral economic and

tr ade cooperat ion.

Feng Yujun  Russia- Geor gia conf lict w as yet another historical event af ter the September 11 in2
cident . It signif ied an important turn in the post- Cold War era, verifying a remarkable change in the

st rong rise of Russia and its inter nat ional st rategic out look, demonst rating the pro cess of states of the

fo rmer Soviet Union seeking a new ident ity has not yet completely ended and that a new r ound o f divi2
sion betw een Europe and Asia w ill per sist . To some ex tent, the Russia- Georg ia conf lict r ef lects the

US g lobal cont ro l is declining, Europe f inds it dif ficult to ful ly integ rate and NAT O finds itself in an

embarrassing situat ion. T o some ex tent , the confl ict demonst rates the chao s and internat ional man2

agement vacuum that non- polar order could pr obably lead to and highlights a sever e impact of double

standards on internat ional law principles. Whether a rational arrangement can be made on internat ion2
al security, w orld economy and g lobal stability is chal lenging the w isdom and w ill pow er o f interna2
t ional st rategists. At the back of Russia- Geor gia conf lict lies intense energy geopolit ical compet it ion

and the internat ional st rategic energy env ir onment w ill be ever mor e complicated.

Chen Xinming  The major reason for increased f rict ions in Russian- U S relat ions since 2003 has

been severe interest divergence in geopo lit ics. Furthermore the tw o pow er s have g reat dif ferences in

their sem iolog ical elucidat ion of internat ional r elat ions. T he art icle makes a centralized discussion on

Russian- US relat ions in a semiolog ical sense. T he U S effort to change Russian semiolog ical sy stem

and inf lict so ft inf luence on it in the first decade or mo re af 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did no t y ield the

premeditated results and Russia continued to use the ant i- hegemony semio logical system to decode

the info rmat ion released by the U SA and formed nat ionw ide unifo rmity in foreign po licy f rom top

down.

Xu Zhenwei & YuanWenjun  The Far East Republic w as a provisional regime set up by the Sovi2
et Russia g overnment to set t le the civil w ar and foreign armed intervention issues, and an impo rtant

means for realizing diplomat ic object ives in its econom ic deal w ith the U SA.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he Far East Republic has marked its beginning w ith it s economic deal w ith the U SA and come to a f i2
nal end w ith it s re- annexat ion w ith Soviet Russia. Through such econom ic deals, Sov iet Russia ru2
ined the forces o f for eign intervent ion, and consolidated its ow n regime while the USA also deepened

its understanding w ith the newbo rn Soviet regime and af fected its at t itudes and policy on Far East is2
sues. Hence, the econom ic deals betw een the Far East Republic and the U SA were an ex t remely im2
portant part of internat ional relat ions history in that period, and w ere o f g reat importance to the

USA, Soviet Russia, Japan and Far East Re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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