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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产业政策演化及
新冠疫情下的选择

李建民

　 　 【内容提要】 　 当代俄罗斯产业政策形成于普京执政时期ꎬ加强国家控

制是普京时期经济政策的主要特征ꎬ也成为当代俄罗斯经济理论和政策形

成的源头ꎮ 制造业衰退是俄罗斯的产业结构硬伤ꎬ因而成为其产业政策的

主要作用对象ꎮ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在各项产业政策作用下ꎬ俄产业结构调整出

现局部亮点ꎬ但预期的第二产业内部结构重组、升级和现代化并未取得实质

性进展ꎮ 经济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和产业政策政府主导色彩过浓是产业政

策成效不大的深层次原因ꎮ 此次新冠疫情危机使俄高层更强化了发展比较

完备的产业体系、支持大国地位和加速经济向数字化过渡的必要性和紧迫

性的认识ꎬ面对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ꎬ俄首次推出制造业发展综

合战略ꎬ力图在新的基础上全面统筹规划产业发展ꎮ 但俄要摆脱对能源和

原材料出口的过度依赖ꎬ加快复兴制造业ꎬ实现从传统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

转变ꎬ使资源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及技术密集型产业同时获得较快发

展ꎬ还需经历曲折的过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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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ꎬ新冠疫情全球蔓延ꎬ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的负面冲击ꎮ 面对疫

情ꎬ俄罗斯政府出台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措施ꎬ以帮助企业和民众度过当前危

机ꎮ 在应对疫情的同时ꎬ俄总理米舒斯京签署了«２０２４ 年前和 ２０３５ 年前俄罗

斯联邦制造业发展综合战略»及其他有关行业的发展战略和规划ꎬ从中可管

窥俄政府为支持经济中长期发展ꎬ通过产业政策调整改善经济结构和经济运

行模式的政策思路ꎮ 在全球经济因疫情面临大调整和重塑的背景下ꎬ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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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把握机遇ꎬ走出一条转型的新路ꎬ仍需长期关注ꎮ

一　 当代俄罗斯产业政策演化及政策实施路径

(一)产业政策界定

任何有能力履行经济职能的国家都存在某种形态的产业政策ꎬ但迄今为

止ꎬ无论在学术研究还是在政策实践层面ꎬ产业政策都是一个被广泛使用但

又没有被唯一定义的概念ꎮ 产业政策究竟应该包含哪些内容? 其边界在哪

里? 目前学术界并未达成共识ꎮ １９９２ 年ꎬ世界银行曾将产业政策界定为旨在

改变生产结构以确保稳定增长的国家活动ꎮ 但后来又通过对国家角色的重

新界定修改了该定义ꎮ 按照百度百科的解释ꎬ由于研究的角度不同ꎬ产业政

策在国际上尚没有统一的定义ꎬ主要有以下几种:其一将之理解为各种指向

产业的特定政策ꎬ即政府有关产业的一切政策的总和ꎻ其二将之理解为弥补

市场缺陷的政策ꎬ即当市场调节发生障碍时ꎬ由政府采取的一系列补救的政

策ꎻ其三将之理解为产业赶超政策ꎬ 即工业后发国家为赶超工业先进国家而

采取的政策总和①ꎮ
产业政策的构成要素通常包括政策对象、政策目标、政策手段、政策实施

机构以及产业政策的决策程序和决策方式ꎮ 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对产业政

策作不同的分类ꎮ 根据功能定位的不同ꎬ产业政策可分为产业组织政策、产
业结构政策、产业布局政策和产业技术政策等ꎮ 从产业政策的手段看ꎬ可分

为直接干预、间接诱导和法律规则三大类型ꎮ
产业政策的演进过程被认为是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市场与政府边界和相

互关系的调整过程ꎮ 多年来ꎬ围绕不同产业政策理念之间的差异和争论始终

贯穿了一条主线ꎬ即主要围绕市场与政府的作用、边界和相互关系展开ꎬ其实

质是如何定位和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ꎮ 纵观全球制造业发展历程可

知ꎬ政府因素在推动制造业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ꎮ 随着发达国家市场经

济的完善和企业竞争力的领先ꎬ产业政策的诸多要素和形式开始分散隐藏在

贸易、科技、财税和政府采购等公共政策中ꎮ
对产业政策实施路径大体存在两类不同的认识和实践ꎮ
第一类是选择性产业政策ꎬ即传统意义上的产业政策及相应理念ꎮ 该政

策多以产业结构演变规律、市场失灵和规模经济等作为理论依据ꎬ以对市场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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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产品价格、生产要素配置与要素价格、投资等经济活动的直接(或间接)
干预为主要手段ꎬ以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广泛干预ꎬ通过挑选赢家、扭曲价

格等途径主导资源配置为主要特征ꎮ
第二类是功能性的产业政策ꎮ 尽管政府因素在制造业发展过程中确实

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ꎬ但在不同时期发挥作用不尽相同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以来ꎬ选择性产业政策由于自身缺陷饱受争议ꎬ被功能性产业政策所取代ꎮ
功能性产业政策认为ꎬ政府在促进创业创新、结构演进和竞争力提升方面仍

具有重要作用ꎬ因而应扮演重要角色并采取积极行动ꎮ 功能性产业政策与选

择性产业政策的主要区别在于ꎬ政府不再直接干预微观经济运行ꎬ而是通过

完善市场制度、改善营商环境、维护公平竞争、支持产业技术创新与扩散并为

之建立系统有效的公共服务体系来实现以上目标①ꎮ
世界经济中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历程表明ꎬ产业的改造和升级是保持

长期竞争优势和经济活力的必然选择ꎮ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和大

调整时期ꎬ信息技术的发展加速了新的技术和产业革命ꎬ迅速改变了大国间

的产业关系ꎮ 以科技创新驱动经济社会发展、应对全球挑战已经成为世界主

要国家共同的战略选择ꎬ产业政策已由行业政策转变为国家战略ꎮ
(二)俄罗斯产业政策实践

１ 当代俄罗斯产业政策的理论依据

在当代俄罗斯经济理论和经济运行实践中ꎬ产业政策的演进和调整与对

政府和市场关系认识的变化直接关联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期ꎬ俄罗斯选择向

自由市场经济转型ꎬ片面认为政府应远离经济ꎬ对产业政策持排斥态度ꎮ 后

虽改变认识ꎬ希望通过实施产业政策调整经济结构ꎬ但由于这一时期的主要

任务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框架ꎬ实施产业政策的呼吁被视为向中央计划经济

体制的回归ꎬ其结果产业政策的重要性被反复提及ꎬ但并未付诸行动ꎬ未能形

成明确的产业政策ꎮ 在经济转型期间ꎬ俄罗斯通过“消极适应”ꎬ即通过各部

门生产的下降ꎬ被动形成了“三、二、一”的产业结构ꎬ第三产业在 ＧＤＰ 中占比

和第三产业就业占比均明显提升ꎬ但这并不是在国家明确的产业政策引导下

的真正意义上的产业结构调整ꎬ其结果是俄罗斯的生产率和经济增速并未按

照相应的产业顺序依次提高ꎬ而是出现了第三产业占比上升、效率下降的“逆
库兹涅茨化现象”ꎮ

—３—

① 江飞涛、李晓萍:«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产业政策演进与发展»ꎬ«管理世界»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０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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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俄罗斯产业政策真正形成于普京执政时期ꎬ其形成的理论依据主要

包括市场失灵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结构转换理论和产业国际竞争力理论等ꎮ
２０００ 年普京开始执政后ꎬ俄罗斯进入一个社会经济政策全面调整、探索符合

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实施强国战略重振经济的新时期ꎮ 普京在其著名的

«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提出ꎬ一个强大的国家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ꎬ是
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ꎮ 认为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俄罗斯政治经济

转型重大教训中得出的一个结论是ꎬ俄罗斯必须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建立一套

完整的国家调控体系ꎬ必须加大国家对经济和社会进程的影响力①ꎮ 俄实业

界多次提出ꎬ在俄目前条件下ꎬ只有实施国家干预ꎬ才能实现产业结构从低级

到高级的转换ꎬ才有助于摆脱单一的原材料发展取向ꎬ真正使俄走上科技创

新强国之路ꎮ 加强国家控制成为普京时期经济政策的主要特征ꎬ这一思想贯

穿于普京执政 ２０ 年的始终ꎬ也成为当代俄罗斯经济理论和政策形成的源头ꎮ
俄罗斯产业政策是选择性和功能性兼而有之ꎬ根据产业发展和调整的需

要ꎬ主要以联邦法律、总统令、联邦政府决议、经济发展战略、联邦专项规划、
行业发展战略、国家工程、工业发展基金和特殊投资合同等为载体ꎬ以政府直

接投资、许可证制、审批制等直接干预与提供信息咨询服务、融资支持、税收

减免和关税减免等间接干预相结合ꎮ
２ 产业政策调整的历史沿革及路径

制造业是俄罗斯现代工业体系中的主导部门之一ꎬ也是实体经济的核心层

面ꎮ «俄罗斯联邦产业政策法»规定ꎬ按照全俄经济活动分类定义ꎬ工业体系包

括矿产资源开采业ꎬ加工制造业ꎬ电力、燃气、蒸汽、空调供应ꎬ供水、排水、废品

收集利用及消除污染四大门类ꎮ 制造业衰退是俄罗斯的产业结构硬伤ꎬ因而成

为其产业政策的主要作用对象ꎮ 梳理普京 ２０ 年俄罗斯的产业政策沿革ꎬ可以

看到ꎬ产业调整的任务被多次提出ꎬ调整的重中之重是第二产业内部的结构重

组、升级和现代化ꎬ其初衷是实现经济结构多元化ꎬ提高加工制造业在 ＧＤＰ 中的

占比ꎬ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ꎬ实现从资源型经济向创新型经济的转型ꎬ从由附加

值低的产业主导的结构转向附加值高的产业主导的结构ꎬ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ꎮ
(１)通过产业调整加快经济增长和提高竞争力ꎮ ２００３ 年普京在国情咨文

中提出通过产业结构优化、提升竞争力实现未来 １０ 年内 ＧＤＰ 翻番的目标ꎮ 之

后ꎬ«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５ 年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中期纲要»进一步提出ꎬ为不断缩小

—４—

① Путин Россия на рубеже тысячелетий ３０ １２ １９９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ｇ ｒｕ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１９９９ － １２ － ３０ / ４＿ｍｉｌｌｅｎｉｕｍ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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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世界最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ꎬ必须选择和实施旨在形成当代后工业化社会

的发展战略ꎬ提高俄罗斯国家、企业和人力资本的竞争力ꎻ促使新经济跨越式

增长ꎬ使其成为未来 １０ 年内提高俄罗斯竞争力的主要渠道①ꎬ并把生产与出

口的非原材料化、发展以生产高附加值产品为核心的新经济、积极扶持中小

企业、大力发展农业经济、改造和加强国防工业作为具体实施路径ꎮ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ꎬ普京以总理身份批准了其在总统第二任期结束前部署制定的«２０２０ 年

前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战略»ꎬ再次确立了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模

式、由能源出口型经济向创新型经济过渡的方针和基本原则②ꎮ
(２)集中优化资源配置对重大装备工业进行战略性重组ꎮ ２００４ 年以来ꎬ俄

罗斯连续出台专门立法和措施ꎬ对石油、天然气、电力、航空、核电、船舶、汽车、
运输机器制造和机床等工业部门进行战略性重组ꎬ通过股权置换和国家出资收

购等措施ꎬ组建国有大型集团公司ꎬ完善公司治理ꎬ并委派政府高官作为国家代

表管理公司ꎮ 俄认为ꎬ仅靠某个部门的力量无法振兴上述产业ꎬ国家必须有效控

制战略性核心产业ꎬ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重振本国重大装备工业ꎮ 政府将加大

联邦预算拨款力度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产业国际竞争力ꎬ实行研发、生产和销售

一体化ꎬ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ꎬ推动国家重大项目实施ꎬ提高经济增长质量ꎮ
(３)制定相关工业部门的中长期规划ꎮ ２００４ 年以来ꎬ俄罗斯连续出台冶

金、电子、造船及交通机械制造、核能、化工和石化、森工、制药、汽车、重型机械

制造、农机制造、食品加工、医用工业等相关产业的中长期发展战略ꎬ生物和基

因工程、信息技术、工程和工业设计、光电子技术、复合材料的发展路线图ꎮ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ꎬ俄罗斯经济发展和贸易部在综合其他部委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

工业发展措施规划ꎮ 该措施规划包括 ２１ 个主要工业部门的发展方向ꎬ规定了

国家在刺激固定资产投资、推动创新活动、完善工业发展机制、支持工业产品出

口、培训高素质人才、发展生产设施、推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工业设计等方面

的措施ꎮ 核心是继续发挥能源产业优势ꎬ恢复国防工业综合体在科技研发创新

及出口方面的强势ꎬ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ꎬ保证经济在中长期内的持续稳定增长ꎮ
(４)制定科技发展国家战略提高经济竞争力ꎮ 科技创新对于促进经济结

—５—

①

②

Программа социально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 среднесрочную перспективу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５ годы) １５ ０８ ２００３ ｈｔｔｐｓ: / / ｒｕｌａｗｓ ｒｕ /
ｇｏｖｅｒｍｅｎｔ / Ｒａｓｐｏｒｙａｚｈｅｎｉｅ － Ｐｒａｖｉｔｅｌｓｔｖａ － ＲＦ － ｏｔ － １５ ０８ ２００３ － Ｎ － １１６３ － ｒ /

Концепция долгосрочного социально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２０２０ года １７ １１ ２００８ ｈｔｔｐ: / / ｓｔａｔ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ｕ / ｍｅｄｉａ / ｆｉｌｅｓ /
ａａｏｏＦＫＳｈｅＤＬｉＭ９９ＨＥｃｙｒｙｇｙｔｆｍＧｚｒｎＡＸ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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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调整、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具有重要作用ꎮ 普京执政后ꎬ以高科技振兴经济

被提到基本国策的高度ꎮ 建立国家创新体系、实施科技创新战略成为国家经

济政策和产业政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按照俄«２０１０ 年前和未来俄

罗斯科技发展基本政策»的界定ꎬ信息通信技术与电子、航天与航空技术、新
材料与化学工艺、新型运输技术、新型武器及军用和特种技术、制造技术与工

艺、生命系统技术、生态与自然资源利用、节能技术九大领域确定为其科技优

先发展方向ꎬ政府将加大对这些产业的投资力度ꎬ支持其发展ꎬ计划用 １０ 年

的时间使俄成为科技强国ꎮ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ꎬ俄批准了«２０１５ 年前俄罗斯科技创

新发展战略»①ꎬ明确提出实施创新发展战略的任务是创建有竞争力的研发

部门ꎬ并为其扩大再生产创造条件ꎻ建立有效的创新基础设施ꎬ保证研发成果

向经济和生产领域转化ꎮ ２０１１ 年出台«２０２０ 年前俄罗斯联邦创新发展战

略»ꎬ启动以创新拉动经济多元化的结构转型进程ꎮ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ꎬ俄正式发

布«俄罗斯联邦科技发展战略»②ꎬ这是俄历史上第一部科技发展战略ꎮ 该战

略聚焦于应对重大社会挑战和满足俄罗斯经济复苏与创新发展需求ꎬ明确了

未来 １０ ~ １５ 年俄罗斯科技创新发展的优先方向、战略目标、阶段性任务和主

要措施ꎮ ２０１７ 年又相继出台«俄罗斯联邦科技发展战略第一阶段实施计划»
和«数字经济计划»等重大战略规划ꎮ 普京认为ꎬ在技术变革速度异常迅猛的

形势下ꎬ俄罗斯必须有效利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巨大潜力ꎬ并积极应对相关

挑战ꎬ这对俄罗斯未来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ꎮ
(５)推动政府主导下的创新经济ꎮ ２０１２ 年ꎬ普京在竞选第三任总统期间

发表了 ７ 篇纲领性文章ꎬ在«关于我们的经济任务»一文中明确指出ꎬ俄经济

经历了大规模的“去工业化”ꎬ经济结构严重变形ꎮ 同时ꎬ俄罗斯所依赖的原

材料增长模式潜力已经耗尽ꎬ需要推动国家主导下的创新经济ꎬ对工业进行

大规模技术改造和现代化③ꎮ 普京发展创新经济的主要思路是:由国家集中

掌握和管理战略性资源ꎬ以确保经济增长ꎮ 通过实施国家产业政策ꎬ依托大

型国有公司和一体化集团ꎬ依靠集中资源和管理集中化来保存科技潜力和生

产潜力ꎬ制止工业中知识型部门的崩溃ꎮ 选择制药业、化工、复合材料、航空

—６—

①

②

③

Стратегия развития науки и инноваций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２０１５ года １５ ０２ ２００６ ｈｔｔｐｓ: / / ｒｕｌａｗｓ ｒｕ / ａｃｔｓ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ｙａ － ｒａｚｖｉｔｉｙａ － ｎａｕｋｉ － ｉ － ｉｎｎｏｖａｔｓｉｙ －
ｖ － Ｒｏｓｓｉｙｓｋｏｙ － Ｆｅｄｅｒａｔｓｉｉ － ｎａ － ｐｅｒｉｏｄ － ｄｏ － ２０１５ － ｇｏｄａ /

О стратегии научно －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０１
１２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ａｃｔｓ / ｂａｎｋ / ４１４４９

Путин О наши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задачах ２０１２ １ ３０ ｈｔｔｐｓ: / / ｅｒ ｒｕ / ｎｅｗｓ / ７３１４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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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信息通信技术、纳米技术和核工业为技术发展优先方向ꎬ采取税收和关

税手段刺激向创新部门投资ꎬ保证俄重返技术强国行列ꎮ
(６)增加对研发的投入ꎬ加快军民两用技术的转换和应用ꎮ 俄政府认为ꎬ

新形势下国防工业综合体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民族经济竞争力方面应该

发挥重要的作用ꎮ 军工向多样化生产转型ꎬ提高高科技民用和军民两用产品

比重已成为俄国防工业领域最重要的发展议题之一ꎮ 为释放俄国防工业的

研发潜力和优势产能ꎬ并为国家项目提供智力和产品支持ꎬ２０１８ 年ꎬ俄军事工

业委员会编制了«２０３０ 年前国防工业综合体多元化战略»ꎮ 俄利用国防工业

科研潜力服务于国家经济部门的优先方向包括:航空、造船、无线电电子综合

体、能源动力综合体用设备、高科技医疗器械生产、农用机械、国内道路和住

房建设及公共交通工业用机械设备生产等ꎮ 普京在 ２０１６ 年总统国情咨文、
２０１８ 年国防部和国防工业领导人例会上均提出ꎬ到 ２０２０ 年、２０２５ 年和 ２０３０
年ꎬ军工企业增加高科技民用产品和军民两用产品生产比重要分别达到军工

企业产量的 １７％ 、３０％和 ５０％ ①ꎮ 俄罗斯政府已组织俄罗斯外经银行、俄罗

斯出口中心和工业发展基金等参与解决国防工业转产需要的资金问题ꎮ
(７)对部分具有竞争实力的加工业和高科技产品实行出口支持政策ꎮ

２００８ 年ꎬ俄罗斯批准了独立以来唯一一部«２０２０ 年前对外经济战略»②ꎬ２０１４
年ꎬ政府批准«俄联邦对外经济发展国家纲要»③ꎮ 根据这些文件的界定ꎬ俄
对外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在有效参与国际劳动分工并提高全球竞争力的基础

上ꎬ为俄在全球经济中获得领先地位创造条件ꎮ 发展符合多边贸易体制标准

和规则要求的商品和服务出口扶持机制ꎬ根据俄罗斯在全球科技领域的专

长ꎬ俄工业和贸易部制定扶持工业品出口的企业和产品清单ꎬ汽车工业、农业

机械、铁路工程、飞机和直升机制造业均纳入清单④ꎮ 通过建立扶持高技术

—７—

①

②

③

④

Совещание с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и предприятий ОПК
２１ １１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ｅｖｅｎｔｓ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ｎｅｗｓ / ５９１７１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нешне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до ２０２０ года ｈｔｔｐ: / /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ｇｏｖ ｒｕ / ｍｉｎｅｃ /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 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 ｖｅｃ２０２０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рограмм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 Развитие внешне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ꎬСобрани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２０１４ № １８ С ２１７４ꎬ
２０１７ № １５ С ２２０４ꎬ２０１８ № １５ С ２１４３

Меры поддержки экспорта высокотехнологичной продукцииꎬ реализуемые
Минпромторгом России ｈｔｔｐ: / / ｋｅｍｄｅｐ ｒｕ / ｉｍａｇｅｓ / ｄｏｃ / Ｄｅｙｔｅｌｎｏｃｔ / Ｇｏｓｐｏｄ / Ｍｅｒ＿ｐｏｄ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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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出口机制、扩大供货、建立跨境产业链等措施ꎬ确保其在航空制造、火箭—
宇航工业、宇航服务、核能、船舶制造、信息和电信技术、纳米等高技术产品和

服务在全球的领先地位ꎮ 俄明确提出ꎬ通过对外贸易银行提供优惠出口信贷

和利率补贴、提供风险保险以及简化海关程序和保证物流等支持手段促进出

口ꎬ使非资源能源类商品出口保持年增长 ７％ ꎬ力争实现到 ２０２４ 年高技术产

品、食品和服务业出口翻一番ꎬ达到 ２ ５００ 亿美元的目标ꎮ
(８)围绕进口替代将产业政策嵌入反危机和反制裁政策ꎮ ２０１４ 年ꎬ为应

对西方制裁ꎬ俄罗斯启动了进口替代战略ꎬ通过限制部分工业制成品进口来

保护和发展本国制造业ꎬ以降低对外依存度ꎬ促进本国工业发展ꎮ 围绕进口

替代ꎬ俄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决议、发展规划和法律文件ꎬ形成系统的顶层设

计ꎬ作出相关金融安排ꎬ并迅速落地实施ꎮ 有关产业政策的文件主要包括:
«俄罗斯联邦关于工业部门实施进口替代规划»、«俄罗斯联邦发展和提高工

业竞争力国家规划»、«俄罗斯联邦产业政策法»、«俄罗斯联邦关于禁止和限

制在国防和国家安全订货中采购外国产品和服务的规定» (第 １２２４ 号政府

令)、«国家技术倡议规划»、«俄罗斯政府 ２０１５ 年保障经济稳定发展和社会

稳定首要措施计划»和«俄罗斯政府 ２０１６ 年保障社会经济稳定发展行动计

划»(即反危机计划 １ ０ 和 ２ ０)等ꎮ 其中«俄罗斯联邦产业政策法»为普京

２０００ 年执政以来第一部以产业政策冠名的联邦法律ꎬ该法明确指出ꎬ实施产

业政策的目的是要形成具有高技术水平和有竞争力的工业ꎬ保证使国家经济

从原材料出口型发展模式过渡到创新型发展模式①ꎮ 从政策指向看ꎬ俄政府

首先是以产业政策为基本导向来规划进口替代战略ꎬ明确指出进口替代政策

是 ２０１８ 年前解决经济结构问题的优先方向ꎮ 进口替代国家规划分两个阶段

实行ꎬ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５ 年为第一阶段ꎬ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为第二阶段ꎬ用于落实规划

的联邦预算拨款总额为 １ ０６２ 万亿卢布ꎬ计划到 ２０２０ 年ꎬ总体进口占比将从

８８％降至 ４０％ ꎮ

二　 俄罗斯制造业发展现状:
对政府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实证分析

　 　 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制造业已经崩溃还是正在复兴? 这是俄罗斯国内经

—８—

①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 промышл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３１
декабря ２０１４ года № ４８８ － Ф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ａｃｔｓ / ｂａｎｋ / ３９２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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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争论、结论呈两极化的议题ꎮ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在各项政策刺激下ꎬ产业结构调

整尽管进展缓慢ꎬ但也出现一定的积极变化ꎮ 在这一大背景下ꎬ按不同的指

标衡量ꎬ制造业复兴出现局部亮点ꎬ各部门表现好坏参半ꎬ呈现多样化特点ꎮ
(一)制造业缓慢恢复

从 １９９１ 年苏联解体到 １９９９ 年ꎬ俄罗斯制造业产值下降 ５４％ ꎬ年均降幅

８％ ①ꎮ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呈现积极增长态势ꎬ其现有产能的

７５％为这一期间形成ꎬ机器设备平均使用寿命达 ２３ 年ꎬ但多数资本密集型行

业仍然是苏联时期建立的ꎮ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尽管受到西方制裁和其他不利因素

影响ꎬ俄制造业仍保持了 ２ ５％的年均增速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年底ꎬ制造业中盈

利企业占比达到 ７６ ９％ (高于俄经济 ７３ ５％ 的平均水平)ꎬ但整体尚未恢复

到 １９９０ 年的水平ꎮ
从工业体系完整度看ꎬ俄罗斯仍属按联合国产业分类标准衡量门类比较

齐全的国家ꎬ其制造业主要分为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用于新建筑结构和化

学产品的材料加工、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四个部分ꎬ细分为 ３００ 多个部门ꎮ 按

照俄罗斯制造业发展综合战略的评估ꎬ汽车制造、交通运输机械制造、农机制

造、重型机械制造、冶金、工业建材、民用航空制造、制药和医用工业等部门属

于 ２０００ 年后在具有竞争力的现代工艺和方案基础上重建的最现代的部门ꎮ
２０１０ 年以来的 １０ 年间ꎬ俄国防工业综合体产能进行了根本性的技术更新ꎬ使
其能够批量生产创新型产品ꎬ不仅保证了国产武器在俄军的大规模列装ꎬ军
火和农产品还共同成为仅次于能源的出口换汇产品ꎮ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随着进口替代战略的实施ꎬ制造业在俄国内市场竞争力提

升ꎬ工业品总体进口依赖度已从 ２０１４ 年的 ４９％降至 ４０％ ②ꎮ 制造业中有 １５
个部门进口替代率超过 ５０％ ꎬ３ 个部门超过 ７５％ ꎮ 其中食品工业机器制造业

国内市场占有率提高了 ３ 倍ꎬ农机制造和机床制造产品进口替代率从 ３８％增

至 ６０％ ③ꎮ ２０１９ 年ꎬ俄非资源类产品出口量价齐升ꎬ成为创纪录的一年ꎮ 出

—９—

①

②

③

Обрабатывающ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России в １９９０ － х годах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ｒｕｓｓ
ｒｕ / ｄｏｃ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 Обрабатывающая＿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России＿в＿１９９０ － х＿годах

Сводн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развития обрабатывающе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до ２０２４ года 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２０３５ года ０６ ０６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 / / ｄｏｃｓ ｃｎｔｄ ｒｕ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５６５０６６３２６

Мантуров назвал отрасли с самой высокой долей импортозамещения ０８ ０７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ｒｇ ｒｕ /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０８ / ｍｉｎｐｒｏｍｔｏｒｇ － ｉｍｐｏｒｔｏｚａｍｅｓｈｃｈｅｎｉｅ － ｏｓｔａｅｔｓｉａ －ｍａｇｉｓｔｒａｌｎｙｍ －
ｎａｐｒａｖｌｅｎｉｅｍ － ｒａｚｖｉｔｉｉａ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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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增长中包括中等加工产品ꎬ如轿车出口增长 ２３ ５％ ꎬ药品、香水和化妆品的

出口增长 １０ １％ ꎬ轻工业产品出口增长 ７ ７％ ꎮ ２０２０ 年ꎬ在新冠疫情蔓延下ꎬ
俄制药和医用工业成为制造业黑马ꎬ１ ~ ５ 月ꎬ医用辐照、康复、电子诊断和治

疗设备产量同比增长 ７７ ６％ ꎬ制药业产值同比增长 ２０％ ꎬ保证了国内抗疫

需求①ꎮ
俄罗斯制造业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多代技术同堂、水平参差不齐ꎮ 近年

来ꎬ面对新工业革命的冲击和挑战ꎬ俄罗斯在产业数字化领域也在奋起追赶ꎮ
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认为ꎬ目前ꎬ工业已超过农业、服务业和建筑业成为最愿

接受技术创新的部门ꎮ 根据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的调查ꎬ包括智能机器人、
添加剂技术、３Ｄ 打印、开源技术、云计算、工业分析技术、工业物联网、大数据

处理、射频识别(ＲＦＩＤ)等工业 ４ ０ 的先进技术已在俄制造业多个行业广泛

应用ꎮ 其中ꎬ工业物联网、智能机器人技术在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电子

设备、化学产品、交通工具生产中应用最多ꎮ 射频识别在制药、汽车制造、机
器设备生产中具有很高利用率ꎮ ３Ｄ 打印和增材技术在汽车和计算机生产中

十分普遍ꎮ 云计算在冶金制造、橡胶制品和塑料生产中得到大量采用ꎮ 该报

告的结论之一是ꎬ尽管俄罗斯向工业 ４ ０ 的过渡是在相对不利的商业环境下

进行的ꎬ但这方面的进展显而易见ꎬ对工业 ４ ０ 的兴趣正在逐渐转化为具体

的投资和实际成果②ꎮ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俄制造业的主要问题是绝对规模偏低、结构简单ꎬ在制造业内部ꎬ中低技

术部门产品占比偏高ꎬ企业创新动力不足ꎬ制造业的现有规模和多元化程度

还不足以支撑经济转型和优势重塑ꎬ致使其在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排名中

落后ꎮ
１ 绝对规模偏低

２０１８ 年ꎬ俄罗斯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占比分别为 ３ ５％ 、３５ ８％ 、
６０ ７％ ꎬ与工业化国家相比工业绝对规模偏低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ꎬ俄制

造业共有 ２９ 万家企业ꎬ吸纳就业人口 １ ０１０ 万ꎬ在俄工业总增加值中占比为

—０１—

①

②

В Минпромторге рассчитывают на ２０ － процентный рост фармацевтической
отрасли РФ в ２０２０ году ３０ ０６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ｔａｓｓ ｒｕ / ｅｋｏｎｏｍｉｋａ / ８８５２６２５

Цифрова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в отраслях обрабатывающе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России: результаты конъюнктурных обследований Вестник СПбГУ Экономика ２０１９
Т ３５ Вып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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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ꎬ在 ＧＤＰ 中占比为 １３ １％ ①ꎮ 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数据ꎬ２０１７ 年ꎬ
俄制造业增加值为 １ ８８０ 亿美元ꎬ分别相当于中国(３ ５９３ １ 万亿美元)和美

国(２ ２４９ ４ 万亿美元)、日本(１ ０２５ ５ 万亿美元)和德国(７ ５９９ 亿美元)的
５ ２％ 、８ ３％ 、１８ ３％和 ２４ ７％ ꎮ 按制造业增加值排名ꎬ俄罗斯在世界制造业

５０ 强国家排行榜中居第 １３ 位ꎬ在世界制造业中占比为 １ ５％ ②ꎮ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ꎬ俄罗斯制造业增加值复合年增长率(ＣＡＧＲ)为 ９ ８％ꎬ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

和泰国分别为 １７ ９％、１３ ５％、１５ ３％和 １２ ５％ꎮ 从追赶角度看ꎬ俄罗斯制造业增

加值不仅落后于中、美、日、德等世界制造业大国ꎬ也落后于部分新兴市场国家③ꎮ
２ 中低技术部门占比高

制造业中高、中、低技术的相对关系与其对 ＧＤＰ 增长的贡献率有重要关

联ꎮ 目前ꎬ俄制造业主要停留在传统的冶炼、资源粗加工行业ꎬ代表高技术水

平的机器设备制造仅占 ２２％ ꎬ中低技术部门在制造业中扮演着主要角色ꎬ其
产品占比接近 ７０％ ꎬ焦炭与成品油生产、冶金和食品生产三个部门约占产出

价值的 ５６％ ꎮ 相比之下ꎬ德国的中高技术产品占比为 ５４％ ꎬ日本为 ５１％ ꎬ美
国为 ４６％ ꎬ中国为 ４０％ ④ꎮ 除技术构成落后外ꎬ固定资产老化也制约了制造

业潜力的发挥ꎮ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年ꎬ在高技术、中高技术、中低技术和低技术制造

业中ꎬ固定资产老化率均在 ４５％以上(见表 １)ꎮ

表 １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不同技术水平制造业固定资产老化率(％)

年份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高技术水平生产 ４５ ３ ４８ ２

中高技术水平生产 ４８ ０ ４９ ９

中低技术水平生产 ４９ １ ５１ ０

—１１—

①

②

③

④

Доржиева Валентина Васильевна Современные тенденции развития обрабатывающе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России и её конкурентоспособность в условиях нов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й
революцией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ꎬ Ｔｏｄａｙ ａｎｄ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２０１９ Ｖｏｌ ９ Ｉｓ ５Ａ

城市研究会:«制造业 ５０ 强国家排行榜:中国第一ꎬ美国第二ꎬ日本第三ꎬ韩国第

五»ꎬｈｔｔｐ: / / ｋ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６３８４５６００４５＿１７ｃ８ｃａ７ａｄ００１００ｂ１ｓ１ ｈｔｍｌ
Обрабатывающ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в России и в мире( 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анализ

１３ стран) ｈｔｔｐｓ: / / ｊｓｏｎ ｔｖ / ｉｃｔ＿ｔｅｌｅｃｏｍ＿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ｖｉｅｗ / ｏｂｒａｂａｔｙｖａｙｕｓｃｈａｙａ － ｐｒｏｍｙｓｈ ｌｅｎｎｏｓｔ －
ｖ － ｒｏｓｓｉｉ － ｉ － ｖ － ｍｉｒｅ － ｓｒａｖｎｉｔｅｌｎｙｙ － ａｎａｌｉｚ － １３ － ｓｔｒａｎ － ２０１８０８１６０６１４２２

Россия －на ３２ －м месте по конкурентоспособности обрабатывающе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１８ １０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ｚｅｎ ｙａｎｄｅｘ ｒｕ / ｍｅｄｉａ / ｆｒｅ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ｒｏｓｓｉｉａ － ｎａ － ３２ｍ － ｍｅｓｔｅ － ｐｏ －
ｋｏｎｋｕｒｅｎｔｏｓｐｏｓｏｂｎｏｓｔｉ － ｏｂｒａｂａｔｙｖａｉｕｓｃｅｉ － ｐｒｏｍｙｓｈｌｅｎｎｏｓｔｉ － ５ｂｃ８６ｄ２３６ｂ４１７７００ ａｅｂ００ｃ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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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年份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低技术水平生产 ４９ ４ ５１ ４

资料来 源:Степень износа основных фондов по отраслям экономикиꎬ в т ч по
относящимся к высокойꎬ средней и низкой степени технологичности по ２０１７ꎬ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ｅｄｓｔａｔ ｒｕ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ｓ９０８０

图 １ ２０１９ 年俄罗斯制造业门类构成

资 料 来 源: Доржиева Валентина Васильевна Современные тенденции развития
обрабатывающе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России и её конкурентоспособность в условиях
нов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й революцией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ꎬ Ｔｏｄａｙ ａｎｄ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２０１９ Ｖｏｌ ９ Ｉｓ ５Ａ

３ 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比低

受制造业结构低度化制约ꎬ俄高附加值的深加工制成品产出和出口比重

依然很低ꎮ 据世界银行数据ꎬ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６ 年ꎬ俄罗斯高技术产品在出口总额

中占比最高时为 ４ ２８％ (２００２ 年)ꎬ之后伴随着国际油价的上涨逐年下降ꎬ最
低时为 １ ０９％ (２００８ 年)ꎬ到 ２０１４ 年西方发起制裁时为 １ ９２％ ꎬ２０１５ 年后由

于实施进口替代等措施ꎬ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比有所上升ꎬ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分

别为 ３ １％和 ２ ３５％ (见图 ２)ꎮ 最近 １０ 年ꎬ尽管俄非资源类产品出口占比从

４７％缓慢增至 ５３％ ꎬ但其中大多数仍为中低技术产品ꎬ导致俄在世界高技术

产品出口中占比仍然微不足道ꎮ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６ 年ꎬ其占比一直为 ０ ３％ 左右ꎬ
世界排名从第 ２９ 位后移至第 ３０ 位(见表 ２)ꎮ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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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６ 年俄罗斯高技术产品出口情况

资料来源:Мировой высокотехнологичный экспорт в графиках: насколько Россия
отстает? ｈｔｔｐｓ: / / ｚｅｎ ｙａｎｄｅｘ ｒｕ / ｍｅｄｉａ / ｉｄ / ５ａ６３７ｅ１ｆｆ０３１７３６００３９６６３１１ / ｍｉｒｏｖｏｉ － ｖｙｓｏｋｏｔｅｈｎｏ
ｌｏｇｉｃｈｎｙｉ － ｅｋｓｐｏｒｔ － ｖ － ｇｒａｆｉｋａｈ － ｎａｓｋｏｌｋｏ － ｒｏｓｓｉｉａ － ｏｔｓｔａｅｔ － ５ａ９４ｅ７ａ３３ｄｃｅｂ７ｅ４ａｃ４ａ ０２９ａ?
ｕｔｍ＿ｓｏｕｒｃｅ ＝ ｓｅｒｐ

表 ２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６ 年俄罗斯在全球高技术产品出口中的占比和排名

年份 占比(％ ) 排名

２０００ ０ ３ ２９

２００１ ０ ３ ２９

２００２ ０ ４ ２８

２００３ ０ ５ ２８

２００４ ０ ４ ２９

２００５ ０ ２ ３０

２００６ ０ ２ ３０

２００７ ０ ２ ２９

２００８ ０ ３ ３１

２００９ ０ ３ ３２

２０１０ ０ ３ ３２

２０１１ ０ ３ ３２

—３１—



欧亚经济 / 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

(续表 ２)

年份 占比(％ ) 排名

２０１２ ０ ４ ３１

２０１３ ０ ４ ２９

２０１４ ０ ４ ２８

２０１５ ０ ５ ２８

２０１６ ０ ３ ３０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整理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４ 制造业竞争力排名下降

根据德勤全球制造业小组与美国竞争力委员会联合报告观点ꎬ制造业的

竞争力对于一个国家长期经济繁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在全球范围内有

较强竞争力的制造业能创建一个可持续的经济生态体系ꎬ吸引外国投资ꎬ并
且改善国际收支平衡状况ꎻ能创造高质量的工作岗位ꎬ提升一个国家的智力

资本和创新能力ꎬ推进研发工作和创新发展①ꎮ 衡量一国制造业竞争力水平

主要有 ３ 组指标ꎬ包括制造业产品的生产和出口能力、技术发展和适应性以

及在全球制造业产品中的份额ꎮ
从德勤发布的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国家排名看ꎬ俄罗斯数年来一直呈

下滑轨迹ꎬ全球排名从 ２０１０ 年的第 ２０ 位降至 ２０１３ 年的第 ２８ 位ꎬ２０１６ 年进

一步降至第 ３２ 位②ꎮ 制造业竞争力不仅代表存量也代表增量的竞争ꎬ不仅是

规模更是质量的竞争ꎮ 俄罗斯制造业竞争力排名逐年下降ꎬ表明在新工业革

命的赛跑中ꎬ俄与第一、第二梯队的差距在进一步拉大ꎬ无法形成经济长期增

长的有效支撑力ꎮ

三　 俄罗斯加工制造业发展综合

战略的政策重点及出台背景

　 　 (一)发展目标和政策重点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６ 日ꎬ总理米舒斯京签署批准«２０２４ 年前和 ２０３５ 年前俄罗

—４１—

①

②

德勤:«２０１０ 年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中文版)»ꎬ ｈｔｔｐｓ: / / ｖｄｉｓｋ ｗｅｉｂｏ ｃｏｍ / ｓ /
ｕｘ２ＥＺＵｓＣＪ１ａｉＣ

德勤:«２０１６ 年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中文版)»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ｓｅｉｔ ｃｏｍ ｃｎ /
ｔｈｒｅａｄ － １１８４９ － １ － １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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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联邦制造业发展综合战略»①ꎮ 该战略指出ꎬ在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经济民

族主义加剧、科技竞争加强、国际能源供求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ꎬ制
定新战略的基本原则是在无条件地确保国家安全的条件下ꎬ最大限度利用国

内市场ꎬ将其作为创建和测试新产品以及随后扩大出口的基本平台ꎮ
基于此ꎬ战略实施的目标是创建具有高出口潜力、能够参与全球竞争、保

证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的工业ꎮ 在制造业中创建具有高生产力的、以现代技术

为基础和高素质人才为保障的出口导向型部门ꎮ 通过实施技术、投资、人力

资源、刺激需求、外贸在内的五大领域的支持政策ꎬ最终实现 ２０２３ ~ ２０２５ 年

制造业相关部门的年增长率不低于 ４ ５％ 、２０３１ ~ ２０３５ 年增长 ３％ ꎮ 经过 １５
年ꎬ使制造业在 ＧＤＰ 中占比从目前的 １４％增至 １７％ ꎮ

技术政策:主要为研发、技术转让和数字化提供支持ꎮ 具体手段包括从

刺激研发和创新产品试点的发布到补贴优先投资项目以及利用新版特别投

资合同(СПИК２ ０)机制ꎬ支持数字平台的开发和工程活动ꎮ 实施精益生产

方法并提供技术转让优惠ꎬ吸引对利基市场的风险投资ꎮ 通过上述政策实

施ꎬ预期到 ２０２４ 年将从事技术创新的公司数量增至总量的 ５０％ ꎬ到 ２０３５ 年

保持该指标水平ꎮ 将在工业中加快推广数字技术的费用增至新增加值的

５ １％ ꎬ保证非资源型基础部门大中型企业劳动生产率年增速不低于 ５％ ꎮ
投资和金融政策:旨在刺激投资活动ꎬ确保资金的可得性ꎬ并减轻信贷负

担ꎮ 具体做法包括提供税收优惠(包括扩大投资税收减免和抵免范围)ꎬ签订

长期合同ꎬ减轻对投资者不合理的行政监管ꎬ扩大使用联邦工业发展基金ꎬ发
展地区工业发展基金ꎬ支持发展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园区和产业集群等ꎮ 预

期政策效应是:到 ２０２４ 年和 ２０３５ 年ꎬ固定资产投资占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

从目前的 １９％分别增至 ２５％和 ２７％ ꎬ完成改造和扩大工业固定资产ꎬ提高生

产能力ꎬ稳定工业增长态势ꎻ到 ２０２４ 年和 ２０３５ 年ꎬ实现制造业产值比 ２０１９ 年

分别增长 １１６ ８％和 １９２ ５％ ꎮ
人力资源政策:旨在保证对合格人员的需求ꎮ 通过实施针对优先行业和细分

行业的培训计划、单一型城镇工业潜力多元化及支持劳动力流动措施ꎬ增加工业

领域就业和提高劳动生产率ꎬ到 ２０２４ 年和 ２０３５ 年ꎬ劳动生产率分别提高 ５％和

３ ６％ꎬ在寻找合格工人方面没有遇到问题的公司占比分别达到 ５０％和 ７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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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Сводн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развития обрабатывающе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до ２０２４ года 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２０３５ года ０６ ０６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 / / ｄｏｃｓ ｃｎｔｄ ｒ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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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需求政策:旨在刺激开发对国产产品的国内和国外需求ꎮ 通过对某

些商品提供消费补贴、向客户提供优惠贷款和租赁支持、过渡到新的环境标

准、有针对性的政府采购、实施国家参与的大型工业项目、实施在国家工业信

息系统基础上创建供应商平台等措施ꎬ实现到 ２０３５ 年基础设施项目实施中

俄国产产品的份额增至 ７０％ ꎬ在消费量中增至 ７５％ ꎻ到 ２０２４ 年和 ２０３５ 年ꎬ高
技术水平的制造业产值分别比 ２０１９ 年增加 ２５％和 １ ８ 倍ꎮ

外贸政策:旨在扩大国产产品的对外出口ꎮ 近年来ꎬ俄已建立一系列灵

活的金融工具、建立统一的出口促进机制系统、发展会展等支持将俄国产产

品推向国外市场ꎮ 综合战略提出的新措施包括:扩大欧亚经济联盟内部的相

互投资和产业合作领域ꎻ实施大型国外项目ꎻ将捆绑融资的条款更改为可以

在全球范围内竞争的水平ꎮ 按照“国际合作与出口”国家项目规定的指标ꎬ到
２０２４ 年和 ２０３５ 年ꎬ俄工业品出口额将分别达到 ２ ０５０ 亿美元和 ２ ９００ 亿美

元ꎬ其中ꎬ机器制造业产品出口额分别达到 ６００ 亿美元和 ９５０ 亿美元ꎮ
为实现综合战略的联邦拨款达到 ３ 万亿卢布ꎬ其中 ２ ２ 万亿卢布集中用

于工业发展和提高制造业竞争力计划ꎮ 综合战略还提出ꎬ航空制造、船舶制

造、电子工业、医用工业、制药工业、汽车制造、运输机械制造、农机制造、化工

与石化、黑色与有色冶金、投资性机器制造、重型机器制造、机床行业、废物处

理回收与处置行业、轻工业、社会意义商品生产、建材业和复合材料等优先行

业将对战略实施作出贡献ꎮ ２０１９ 年以来ꎬ俄工业和贸易部已对上述行业原有

发展战略进行更新ꎬ计划在未来 １５ 年内ꎬ在运输工程和建材行业中用国产产

品全部取代进口产品ꎬ在油气机械制造、化工和农机制造行业ꎬ进口替代率增

至 ８０％ ꎬ国内市场国产产品总体占有率从目前的 ５５％增至 ７０％ ꎮ
该综合战略认为ꎬ将在宏观经济政策稳定平衡和世界经济前景可测的条

件下实现预期目标ꎬ在以下场景设定下ꎬ实现战略目标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
国际油价在 １ 年或 １ 年以上期间低于每桶 ３０ 美元ꎻ卢布汇率年贬值 ２０％ 以

上ꎻ对企业 １ 年期以上卢布贷款的加权平均利率实际高于 ５％ ꎮ
(二)战略出台背景分析

１ 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普京执政 ２０ 年来ꎬ能源部门在俄罗斯经济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ꎬ不仅

作为俄在国际上大国地位的重要支持ꎬ也是国家外汇收入和预算收入的主要

来源ꎬ但这种对能源过度依赖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ꎮ 普京执政 ２０ 年ꎬ调整结

构、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一直是重要的任务ꎮ 然而多年过去了ꎬ俄经济对能源

的依赖程度并未有效改观ꎮ 目前ꎬ能源产业约占投资的 １ / ３ꎬ出口的 １ / ２ 强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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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收入的约 ４０％ ꎬ并吸纳 ４％ 的就业人员ꎮ 从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９ 年经济运行情

况看ꎬ能源部门在 ＧＤＰ 中占比平均为 ２５％ ꎬ最高时为 ３２％ ①ꎮ
２０２０ 年以来ꎬ新冠疫情持续蔓延和国际油价的暴跌ꎬ再次使俄罗斯将通

过产业政策实施国家管理、降低对能源经济依赖的问题提上议程ꎮ 俄总统企

业家权利保护全权代表、全俄社会组织“实业俄罗斯”主席鲍里斯季托夫及

其领导的斯托雷平经济增长研究所提出ꎬ石油市场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不可

再现ꎬ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驱动力ꎮ 经济学家情报咨询机构(ＥＩＵ)分析师

认为ꎬ由于俄经济在危机前业已存在严重的结构问题ꎬ大宗商品的低价格将

增加经济复苏的复杂性②ꎮ 莫斯科斯科尔科沃管理学院分析师马拉特阿

特纳舍夫认为ꎬ更积极地发展加工制造业将成为碳氢化合物时代结束后经济

增长的发动机③ꎮ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ꎬ俄政府推出了 ２０３５ 年前制造业综合发

展战略ꎮ 俄工业和贸易部部长曼图罗夫指出ꎬ该战略明确的发展导向将帮助

工业部门将新冠病毒大流行造成的损失降至最低ꎬ并迅速恢复增长态势④ꎮ
促进制造业发展将成为政府经济恢复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加快发展制造业助

力经济复苏ꎬ并为后疫情时代加快经济转型、实现经济中长期发展打下基础ꎮ
２ 应对新工业革命挑战

先进制造业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支柱ꎮ 放眼全球ꎬ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以来ꎬ以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推动了全球制造业发

展格局的变化ꎬ世界主要工业国家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ꎬ
全球制造业出现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高端化和国际化等发展新趋势ꎮ 在

吸引投资、刺激创新和创造高价值工作岗位方面ꎬ制造业目前是并且将来也

仍然是支柱产业ꎮ 近年来ꎬ尽管处于西方制裁和油价走低等因素叠加形成的

经济困难时期ꎬ俄领导人仍不断提及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等时代话题ꎬ彰显

俄罗斯不甘心在新工业革命中掉队的决心ꎮ 普京多次强调ꎬ俄罗斯需要一场

真正的技术革命和科技革新ꎬ俄企业必须实施半个世纪以来最大规模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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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２０３５ года １０
０６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 /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ｕ / ｎｅｗｓ / ３９８４７ /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е придется потратить четыре года на выход из кризиса
１６ ０７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ｏｒｂｅｓ ｒｕ / ｂｉｚｎｅｓ / ４０５１５７ － ｒｏｓｓｉｙｓｋｏｙ － ｅｋｏｎｏｍｉｋｅ － ｐｒｉｄｅｔｓｙａ －
ｐｏｔｒａｔｉｔ － ｃｈｅｔｙｒｅ － ｇｏｄａ － ｎａ － ｖｙｈｏｄ － ｉｚ － ｋｒｉｚｉｓａ

Золотое времечко на рынке нефти вряд ли вернется Нужны новые драйверы
роста １１ ０６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ｇ － ｏｎｌｉｎｅ ｒｕ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４２２１６０ /

Заседа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９ апреля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 /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ｕ / ｎｅｗｓ / ３９４５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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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设备更新ꎮ 此次新冠疫情危机更强化了俄高层对发展比较完备的产业体

系来支撑其大国地位、对加速经济向数字化过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ꎬ
而要实现这两点ꎬ复兴制造业都是必然选择ꎮ 俄罗斯决心追赶全球产业调整

的步伐ꎬ根据新的形势调整思路ꎬ加快经济转型ꎮ

四　 发展战略实施前景

通过对普京时期俄罗斯产业政策沿革的梳理ꎬ可以看到ꎬ转变经济增长

方式、实现经济多元化是俄社会各界早已达成的共识ꎮ 从 ２００３ 年起ꎬ俄政府

就明确提出调整发展战略ꎮ ２００８ 年出台的«２０２０ 年前社会经济中长期发展

战略»再次确立由能源出口型经济向创新型经济过渡的方针和基本原则ꎮ
２０１２ 年普京竞选文章提出发展新经济ꎮ 但从实际落实情况看ꎬ俄罗斯第二产

业内部结构调整升级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ꎬ这其中有更深层次的原因ꎮ
(一)难以摆脱经济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

俄罗斯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模式是由其资源禀赋决定的ꎮ 依赖能源出口

的经济结构始自勃列日涅夫时代ꎬ在两次石油危机中俄罗斯(苏联)都坐收红

利ꎬ经济结构不合理被每一届政府高度关注而又一直难以改变ꎮ 叶利钦时期

(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９ 年)ꎬ俄罗斯的原油、成品油和天然气收入为 ２ ０００ 亿美元ꎬ普京

时期的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９ 年ꎬ仅原油出口就超过两万亿美元①ꎮ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由于

原油价格反复拉升导致的大量名义出口增长换来的超额收益ꎬ支撑了俄罗斯

的投资性消费和居民最终消费ꎬ促使俄罗斯国内所有要素流向资源型行业ꎬ
形成能源推动效应ꎮ 资源收益又导致俄罗斯国内对制造业产品需求的提升ꎬ
但由于俄本国制造业竞争力不高ꎬ引发大量进口制成品ꎮ 由此更强化了以出

口资源换取外汇、从国外进口制成品、从而进一步挤压国内制造业发展空间

的恶性循环②ꎮ 一方面ꎬ巨大的能源资源优势已经使俄罗斯经济形成了一种

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ꎬ改变资源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难度极大ꎮ 另一方

面ꎬ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是俄罗斯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ꎬ寻
找经济增长新动能并不意味着俄罗斯要放弃能源优势ꎬ未来在相当长的时间

内ꎬ俄罗斯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还会是能源依赖型经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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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Экспорт нефти из России ２０００ － ２０２０ ０３ ０７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 / / ｇｌｏｂａｌ － ｆｉｎａｎｃｅｓ ｒｕ /
ｅｋｓｐｏｒｔ － ｎｅｆｔｉ － ｉｚ － ｒｏｓｓｉｉ － ｐｏ － ｇｏｄａｍ /

李建民:«普京治下的俄罗斯经济:发展路径与趋势»ꎬ«俄罗斯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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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政策政府主导色彩过于浓厚ꎬ市场机制不足ꎬ向创新转型缺乏

原动力

从俄罗斯产业政策实践看ꎬ政府更习惯运用传统的选择性政策ꎬ差别对

待不同产业ꎬ对特定产业实施选择性倾斜ꎬ而功能性的政策手段运用不足ꎮ
国家的过度干预没能从根本上改善俄罗斯的营商环境和建立有利于中小企

业发展的条件ꎬ反而削弱了市场竞争ꎮ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和开放型政府联合

发布的«２０１６ 年俄罗斯创新国家报告»指出ꎬ近年来ꎬ在国家创新全球排名提

高的情况下ꎬ俄罗斯企业的创新积极性未见明显提高ꎮ 其原因是大企业凭借

自身的行业垄断地位和行政壁垒对创新不感兴趣ꎮ 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励机

制ꎬ本应作为创新主体的中小企业面临税费高、融资难等问题ꎬ也不愿意参与

高风险的创新活动ꎮ 企业创新的低效性制约了国家总体创新活动的有效性ꎬ
所通过的各大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不乏虎头蛇尾①ꎮ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１ 日ꎬ普京签署了关于未来 １０ 年国家发展目标的法令ꎬ提出

俄在 ２０３０ 年前需要完成的一系列国家发展目标ꎬ其中无论是加快经济发展、改
善民生ꎬ还是进行数字化转型ꎬ均离不开制造业的发展支撑ꎮ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初完

成的俄宪法修正案公投为“长普京时代”提供了宪法制度保障ꎬ从这一角度看ꎬ
在未来的任期内ꎬ普京的经济任务是如何处理自己留给自己的遗产ꎬ即怎样摆

脱对能源和原材料出口的过度依赖ꎬ加快复兴制造业ꎬ从传统制造业向先进制

造业转变ꎬ使资源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及技术密集型产业同时获得较快发

展ꎬ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创新型经济发展道路ꎻ如何解决俄拥有巨大资源潜力

与居民生活水平未得到相应提升之间的矛盾ꎬ切实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ꎮ
展望制造业发展综合战略的实施前景ꎬ可以预见仍将是一个曲折的过

程ꎮ 俄工业和贸易部部长曼图罗夫指出ꎬ当前在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和国际市

场相对饱和的条件下ꎬ实现发展战略提出的指标ꎬ扩大俄罗斯工业品出口极

为困难ꎮ 由于新冠疫情ꎬ俄经济陷入短期衰退ꎬ国内市场的增长潜力受到企

业缺乏运营资金和高信贷负担而放缓投资、政府采购机会枯竭、居民收入下

降等因素制约ꎬ实施大规模进口替代计划也不是最好的时机ꎮ 按俄国内最乐

观的估计ꎬ要实现向创新经济的转型需要 １０ ~ １５ 年时间ꎬ期间制造业复兴会

实现局部突破ꎬ但其对经济长期增长的驱动效应短期内难以显现ꎮ
(责任编辑:高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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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доклад об инновациях в России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ｄ － ｒｕｓｓｉａ ｒｕ / ｗ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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