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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科技高水平发展和先进科技成果的生产应用ꎬ 早已成为世界各国

的共识和致力发展的目标ꎮ 从 ２０ 世纪末开始ꎬ 俄罗斯为建立以科技为依托的创新型

经济作了很多尝试与努力ꎬ 但取得的成果并不尽如人意ꎮ 受乌克兰危机及由此引发的

西方国家多轮制裁的影响ꎬ ２０１４ 年起ꎬ 俄罗斯经济出现了停滞和下滑ꎮ 落后于西方国

家的俄罗斯科技发展水平ꎬ 未能在危机时期起到提振经济的关键作用ꎮ 俄罗斯科技的

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ꎬ 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ꎮ 当前俄罗斯政府将发展国

防工业作为优先政策选择ꎬ 符合俄罗斯的实际情况ꎬ 以此可以实现摆脱制裁影响、 刺

激科技进步和成果转化、 维护国家安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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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科技发展对一个国家全球竞争力的决定性作用和将高附加值产品生产作为本

国经济发展的助力早已成为各国共识ꎮ 俄罗斯早在 １９９９ 年就注意到了经济领域

中的创新问题ꎬ 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创新发展战略构想ꎮ 其中ꎬ ２０１１ 年制定的

«俄罗斯联邦 ２０２０ 年前创新发展战略» 提出到 ２０２０ 年高技术产品占 ＧＤＰ 的比重

由 １０ ９％增加到 １７％ ~２０％ 、 创新产品在工业产值中所占比重提高 ５ ~ ６ 倍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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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目标①ꎮ 但俄罗斯对油气产业的高度依赖ꎬ 导致其贸易和产业结构严重不合

理ꎬ 技术发展水平落后ꎮ 在石油价格高企的时期ꎬ 俄政府和企业对国内高技术生

产的发展并不愿意投入大量资金ꎮ 他们宁愿采取简单方式解决问题ꎬ 即从国外进

口高附加值科技产品ꎮ 现实地看ꎬ 俄罗斯提出的发展目标难以实现ꎮ
与低水平科技研发投入相对应的是ꎬ 近年俄罗斯企业进口原材料、 半成品和

零部件的支出持续增加ꎬ 占经济比重由 ２００５ 年的 ８ ８％增加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３ ９％ ꎻ
占全俄经济 ７０％的加工生产行业ꎬ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进口产品数额比重由 ９ ４％增加

到 １６ ２％ ꎮ
缺乏研发投入的单纯技术进口会导致俄罗斯经济丧失自主的技术发展基础ꎮ

随着购买的技术产品逐渐过时落后ꎬ 为维持经济的国际竞争力ꎬ 俄罗斯不得不再

次向国外产品供应商提出进口需求ꎮ 在某些特殊的时期ꎬ 这种需求有可能遭到拒

绝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俄罗斯将沦落为全球科技进步和创新的局外人角色ꎮ 发达国

家的技术主导地位此时被用作了政治施压的工具ꎮ 由乌克兰危机引发西方国家对

俄罗斯施加了多轮制裁ꎬ 导致进口渠道被堵死ꎮ 在新的形势下大力发展科学技术

作为国家战略被提上了日程②ꎮ
苏联解体后约 ７０％的国防工业、 ８０％ 的科研院所和 ８５％ 的军工生产设备以

及绝大多数科研和生产人员被俄罗斯所继承③ꎬ 那么ꎬ 为什么今天俄罗斯科技发

展水平严重滞后于西方发达国家? 俄罗斯科技发展水平如何? 影响俄罗斯科技发

展的制约因素有哪些? 俄罗斯为此作了哪些努力? 本文尝试对此加以分析ꎮ

一　 俄罗斯科技发展概况

虽然可以从不同角度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ꎬ 但科技投入和科技产出

是两个重要指标ꎮ 其中ꎬ 科技投入包括物力和人力投入ꎬ 科技产出包括科技论文

和专利申请数量ꎬ 以及高科技产品出口在总出口中的占比ꎮ 通过对以上指标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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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和比对ꎬ 可以清楚了解当前俄罗斯的科技发展水平及与其他国家的差距ꎮ

(一) 科技投入

１ 物力投入

为增强本国的科技研发能力ꎬ 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均加大对科技研发的投

入力度ꎬ 以此作为国家创新能力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高的保证ꎮ 美国科学基金会

«科学与工程指标 ２０１６» 显示ꎬ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３ 年全球研发总支出增长率为 ７ ２％ꎬ
２０１３ 年全球研发总支出为 １ ６７１ 万亿美元ꎮ 但 ２０１３ 年俄国家财政对科技研发的投

入仅为 ７ ４９７ ９８ 亿卢布ꎬ 约合 ２３４ ３１ 亿美元ꎮ 虽然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４ 年间平均投入年增

长率 ６ ５３％略小于世界平均水平ꎬ 但投入数额远远落后于很多国家 (见表 １)ꎮ

表 １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４ 年俄罗斯联邦对科技研发的财政投入

(单位: 百万卢布)

年度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金额 ２８８ ８０５ ２ ３７１ ０８０ ３ ４３１ ０７３ ２ ４８５ ８３４ ３ ５２３ ３７７ ２ ６１０ ４２６ ７ ６９９ ８６９ ８ ７４９ ７９７ ６３８ ８４７ ５２７

数据来源: 俄罗斯国家统计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ｋｓ ｒｕ / ｗｐｓ / ｗｃｍ / ｃｏｎｎｅｃｔ / ｒｏｓｓｔａｔ ＿ ｍａｉｎ /
ｒｏｓｓｔａｔ / ｒｕ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 ｓｃｉｅｎｃｅ / ＃

２０００ 年俄罗斯对科技产品研发的投入占 ＧＤＰ 的比值为 １ ０５％ ꎬ 到 ２０１４ 年ꎬ
这个数值仅增加到 １ １９％ ꎮ 与之相对照的是ꎬ ２０１４ 年欧盟国家产品研发的平均

投入占本国 ＧＤＰ 的 ２％ ꎬ 其中瑞典、 丹麦和德国分别达到了 ３ ２％ 、 ３ １％
和 ２ ９％ ꎮ

２ 人力投入

科研人员是国家科技建设的核心力量ꎬ 科研人员数量越多及在总人口中的占

比越高ꎬ 越有助于科学研究的开展ꎮ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４ 年间ꎬ 俄罗斯科研人员的总数

不仅没有增长ꎬ 甚至出现下滑 (见表 ２)ꎮ 但值得注意的是ꎬ 通过分析百万人口

中研究人员数量的指标可以看出ꎬ 俄罗斯远远排在其他金砖国家之前ꎬ 接近高收

入国家水平 (见表 ３)ꎬ 这表明俄罗斯科学研究的基础非常雄厚ꎮ

表 ２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４ 年俄罗斯科研人员数量 (单位: 人)

年度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人数 ８０７ ０６６ ８０１ １３５ ７６１ ２５２ ７４２ ４３３ ７３６ ５４０ ７３５ ２７３ ７２６ ３１８ ７２７ ０２９ ７３２ ２７４

数据来源: 俄罗斯国家统计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ｋｓ ｒｕ / ｗｐｓ / ｗｃｍ / ｃｏｎｎｅｃｔ / ｒｏｓｓｔａｔ ＿ ｍａｉｎ /
ｒｏｓｓｔａｔ / ｒｕ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 ｓｃｉｅｎｃｅ / ＃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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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百万人口中研究人员数量对比 (单位: 人)

国家 /时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１２ 年

高收入国家 ３０１１ ７ ３ ３３８ ５ ３ ６８０ ５ (２０１１ 年数据)

中等收入国家 ３４０ １ ４７４ ８ ５５５ ８ (２０１０ 年数据)

中国 ５４２ ８ ８４８ ７ １０１９ ６

俄罗斯 ３ ４５０ ６ ３ ２２７ ７ ３ ０９６ １

印度 １１１ ２ １３７ ４ １５９ ９ (２０１０ 年数据)

巴西 ４２３ ３ ５８７ ８ ７１０ ３ (２０１０ 年数据)

南非 — ３５８ ７ ３６３ ８ (２０１０ 年数据)

数据来源: «国际统计年鉴» (２０１５)ꎮ

(二) 科技产出

１ 科技论文与专利申请

科技论文属于科学研发的直接产出形式ꎬ 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 (ＣＰＣＩ － Ｓ)、
工程索引 (ＥＩ)、 科学引文索引数量可以直接衡量一国的科技论文水平ꎮ 科学引

文索引 (ＳＣＩ) 是三大检索工具中科技创新水平最高的检索工具ꎮ ２０１２ 年俄罗斯

ＳＣＩ 论文 ３ 万篇ꎬ 占其三大检索工具论文总数的 ６３ ８％ ꎬ 接近世界 ６６ ４％的平均

水平ꎮ 但俄罗斯科技论文总体数量不多ꎬ 与美国、 英国、 德国等发达国家差距明

显ꎬ 也低于中国、 印度、 巴西三个金砖国家的水平①ꎮ
科学研发的另一个产出形式为专利申请ꎮ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２０１４ 年年末发

布的报告显示ꎬ ２０１３ 年全世界专利申请达到 ２５７ 万件ꎬ 排名前三的专利来自中

国ꎬ 有 ８２５ １３６ 件申请ꎬ 其次是美国 (５７１ ６１２ 件)ꎬ 日本 (３２８ ４３６ 件) 排名第

三②ꎮ 同期ꎬ 俄罗斯的专利申请总数为 ４４ ９１４ 件③ꎬ 仅占世界总数的 １ ７５％ ꎬ 但

高于金砖国家印度 (４３ ０３１ 件)、 巴西 (３０ ８８４ 件) 和南非 (７ ２９５ 件)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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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ＰＯ: ２０１４ 年中国申请专利 ８２ ５ 万件数量排世界第一»ꎬ ｈｔｔｐ: / / ｊ ｎｅｗｓ １６３ ｃｏｍ / ｄｏｃｓ / ９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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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高科技产品的出口

俄罗斯制成品出口占比低于 ２０％ ꎬ 高科技产品出口仅占制成品出口的 １０％ ꎬ
低于世界平均 １７ １％ 的水平ꎮ 虽然 ２０１３ 年俄罗斯出口总额达到 ５ ２３３ 亿美元ꎬ
但高科技产品出口仅创造了 ８６ ８７ 亿美元的收入ꎬ 远远低于中国和美国 (见表

４)ꎮ 数据表明俄罗斯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对国民经济支持不足ꎮ

表 ４　 ２０１３ 年世界主要国家及金砖国家等的出口贸易

国家 /类别
出口贸易总额

(亿美元)
燃料商品

出口占比 (％ )

制成品
出口占比

(％ )

高技术产品
占制成品比重

(％ )

高技术产品
出口额

(亿美元)

世界 １８８ ７４０ １５ ２ ６６ ８ １７ １ —

高收入国家 — １５ １ ６６ ７ １６ ４ —

中等收入国家 — １５ ８ ６７ ４ １８ ８ —

美国 １５ ７９０ １０ ９ ６２ ２ １７ ８ １ ７４８ ２—

中国 ２２ ０９６ １ ５ ９４ ２７ ５ ６０７ ９６

俄罗斯 ５ ２３３ ７１ ２ １６ ６ １０ ８６ ８７

印度 ３ １２４ ２０ ３ ６１ ９ ８ １ １５６ ６３

巴西 ２ ４２２ ７ ４ ３６ ４ ９ ６ ８４ ６３

南非 ９６１ １１ ３ ４５ ９ ５ ５ ２４ ２６

数据来源: 国际统计年鉴 (２０１５)、 中国统计摘要 (２０１４)ꎮ

二　 俄罗斯科技发展制约因素分析

同西方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ꎬ 当前俄罗斯科技发展水平处于落后地

位ꎬ 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ꎬ 既有内因也有外因ꎮ

(一) 内部因素分析

经济和政治是内部因素的两个方面ꎮ 经济方面ꎬ 俄罗斯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

展模式是科技发展的最大障碍ꎻ 经济的垄断性和生产性公共物品供给缺乏严重抑

制了科技的进步ꎻ 国家财政支出对垄断企业和社会保障领域过度倾斜ꎬ 限制了对

科技研发部门的拨款和支持 (见图 １)ꎮ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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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当前俄罗斯科技发展的内部制约因素

１ 俄罗斯的产业结构是技术进步的最大障碍

在人类科技发展道路上ꎬ 苏联曾取得惊人成就ꎮ 美苏军备竞赛是苏联取得科

技突破的最大动因ꎬ 苏联毫无疑问是冷战时期世界科技的一流强国ꎮ 然而ꎬ 苏联

奉行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也显露出弊端ꎮ 这种依靠投入大量的资金、 劳动力和

耗费巨大的资源来保证经济增长的粗放式发展模式ꎬ 使得苏联在与西方国家的竞

争中逐渐被淘汰ꎮ
苏联解体之后ꎬ 俄罗斯一直谋求从资源出口型向以高新技术、 人力资本为基

础的创新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ꎮ 但将近 ２５ 年的转型之路ꎬ 并未使俄罗斯经济增

长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ꎮ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ꎬ 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在 «俄罗斯ꎬ 前

进!» 一文中写道: “２０ 年激烈的改革也没有让我们的国家从熟悉的原料依赖中

摆脱出来简单地依靠原料出口来换取成品的习惯导致了经济长期的落后ꎮ”①

劳动生产率的低下是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ꎮ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ꎬ 时任总理普京在 «我
们的经济任务» 一文中指出: “俄罗斯的劳动生产率也就是发达国家的 １ / ３ 或

１ / ４ꎮ”② 先进技术应用匮乏是造成劳动生产率低下的主要原因ꎮ 早在 ２０００ 年ꎬ 普

京在会见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的讲话中就曾指出ꎬ 仅有 ５％的俄罗斯企业积极采用

新技术ꎬ 而西欧达到 ８０％ ~８７％ ③ꎮ

０４

①
②

③

“Россияꎬ вперед!” . ｈｔｔｐ: / / ｖｚ ｒｕ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０９ / ９ / １０ / ３２６１１７ ｈｔｍｌ
В В Путина “О наши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задачах”.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ｕｔｉｎ － ｉｔｏｇｉ ｒｕ / ２０１２ / ０１ / ３０ / ｓｔａｔｙａ － ｖ －

ｖ － ｐｕｔｉｎａ － ｏ － ｎａｓｈｉｘ － ｅｋｏｎｏｍｉｃｈｅｓｋｉｘ － ｚａｄａｃｈａｘ /
欧阳向英: «俄罗斯创新战略的目标和效果»ꎬ 载 «欧亚经济» 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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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国家财政对能源出口依赖过大ꎮ 根据俄罗斯联邦审计院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发布的 «２０１４ 年联邦预算和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年预算计划结论» 报告ꎬ 预测 ２０１４
年俄罗斯联邦财政收入约为 １３ ５７ 万亿卢布 (约合人民币 ２ ０４ 万亿元)ꎬ 占 ＧＤＰ
的 １８ ５％ ꎮ 从收入的构成来看ꎬ 石油和天然气相关收入约 ６ ５ 万亿卢布ꎬ 占财政

收入的 ４８％ (占 ＧＤＰ 的比例为 ８ ９％ )ꎬ 接近一半①ꎮ 据俄专家评估ꎬ 国际油价

每下降 １０ 美元 /桶ꎬ 俄 ＧＤＰ 增速就下降 ０ ８％ ②ꎮ 国际能源价格的持续走低③ꎬ
对俄罗斯经济增长造成极大的影响 (见图 ２)ꎬ 联邦预算收入变得入不敷出ꎬ 科

技研发资金投入自然减少ꎮ ④

图 ２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５ 年俄罗斯 ＧＤＰ 增长率④

数据显示ꎬ ２００２ 年俄罗斯人均名义 ＧＤＰ 是 ２ ３７３ 美元ꎬ ２００６ 年增长到 ６ ９０２
美元ꎬ ２００８ 年达到 １１ ５５０ 美元ꎮ ２００９ 年因为油气价格快速上涨ꎬ 俄罗斯外汇收

入增多ꎬ 进而导致汇率 ＧＤＰ 升高而人均名义 ＧＤＰ 有所降低ꎬ 此后迅速恢复高速

增长ꎬ ２０１３ 年这一数据已经高达 １４ ５８６ 美元⑤ꎮ
由于资源领域的投资回报率高于其他部门ꎬ 导致俄罗斯有限的国内资本加速

流向资源领域ꎮ 俄罗斯的资源开采一方面具有粗放型特征ꎬ 另一方面ꎬ 即使行业

１４

①

②

③

④
⑤

«俄罗斯高度依赖能源出口油价暴跌重创俄经济»ꎬ ｈｔｔｐ: / / ｍｏｎｅｙ １６３ ｃｏｍ / １４ / １０２１ / ０１ / Ａ９１ＴＫ
９Ｔ４００２５３Ｂ０Ｈ ｈｔｍｌ

Причиной сокращения ВВП России стала нефтьꎬ а не санкции.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ｖｅｄｏｍｏｓｔｉ ｒｕ /
ｅｃｎｏｍｉｃｓ / ｂｌｏｇｓ /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２６ / ６１４３２２ － ｐｒｉｃｈｉｎｏｉ － ｓｏｋｒａｓｃｈｅｎｉｙａ － ｖｖｐ － ｎｅ － ｓａｎｋｔｓｉｉ

２０１５ 年 １ ~ １０ 月ꎬ 俄乌拉尔混合油均价仅为 ５３ ６１ 美元 / 桶ꎬ 比上年同期的 １０３ ０４ 美元 / 桶下跌
４７ ５％ ꎮ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俄罗斯发展前景” 课题组: «在困境中寻求 “突破”: ２０１５ 年俄罗斯
形势»ꎬ 载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ꎮ

«俄恐成油价下跌最大受害者»ꎬ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ｈｅｘｕｎ ｃｏｍ/ ２０１４ －１１ －２０ / １７０５９００４３ ｈｔｍｌ? ｆｒｏｍ ＝ ｒｓｓ
«俄罗斯经济: 困境中如何谋出路»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ｊｉｎｇｊｉ ｃｏｍ ｃｎ / ｈｔｍｌ / ｎｅｗｓ / ｄｊｘｗ / ３５２０１ ｈｔｍｌ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

要求技术含量较高的技术设备ꎬ 俄罗斯也是通过进口来解决的ꎮ 由此造成该行业

的技术含量在整个国民经济各行业中处于较低水平ꎮ 资源出口收入过高推高了汇

率ꎬ 本币升值带来的收入效应导致可贸易的产品进口上升ꎻ 另外ꎬ 资源类收入流

向了非贸易部门ꎬ 推动了要素价格和资产价格的上涨ꎮ 这两方面因素打击了俄罗

斯制造业的竞争力ꎮ 制造业分工和发展是当代技术突进的主要领域ꎬ 为制造业服

务的生产性服务业 (包括研发服务、 运输网络、 销售网络、 信息网络、 金融服务

网络等) 是当代科技进步的主要表现ꎮ 制造业的萎缩使得科技的进步缺乏了现实

性基础 (见表 ５)ꎮ 上文提到ꎬ ２０１４ 年年中开始的石油出口价格下行对俄经济尤

其是财政收入产生了明显影响ꎬ 畸形的经济结构造成其他产业无法及时承担起振

兴经济的重任ꎬ 这是俄罗斯经济患上 “荷兰病” 的典型例证ꎮ

表 ５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俄罗斯采掘业和加工制造业指数 (与上年或上年同期相比)①

(单位:％ )

时间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采掘业 １０１ ８ １０１ ０ １０１ １ １０１ ４ １０１ ３ １００ ４ １０２ ８ １０３ ４ １０３ １

加工
制造业

１０８ ０ １０５ １ １００ ５ １０２ １ ９４ ６ ９４ ４ ９６ ８ ９６ ９ ９８ ２

数据来源: 俄罗斯国家统计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ｋｓ ｒｕ / ｗｐｓ / ｗｃｍ / ｃｏｎｎｅｃｔ / ｒｏｓｓｔａｔ ＿ ｍａｉｎ /
ｒｏｓｓｔａｔ / ｒｕ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 ＃

２ 俄罗斯经济的垄断性和生产性公共物品供给匮乏抑制科技进步

附加值是经济主体新创造出来的产品价值ꎬ 只有产品有附加值才有社会财富

的增加、 生产力的发展ꎮ 高附加值产品ꎬ 就是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高知识与技术含

量的产品ꎮ 在价格反映价值的正常情况下ꎬ 产品附加值高低与产品利润高低成正

比ꎮ 产品附加值高低决定 ＧＤＰ 含金量ꎬ 决定人均 ＧＤＰ 增长与人民实际生活水平ꎮ
当前ꎬ 世界各国都把大力生产高附加值产品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 增加收入、 刺

激经济增长和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台湾宏碁集团创办人施振荣先生提出了著名的 “微笑曲

２４

① 从统计可以看出: 即使是国际能源价格大幅下跌的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 年ꎬ 俄罗斯的资源开采生产指数一
直保持着相对平稳增长的态势ꎮ 加工制造业的生产指数从 ２０１２ 年开始下滑ꎬ ２０１５ 年至今下滑尤为明显ꎬ
说明俄罗斯制造业近四年来在逐渐萎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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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理论 (见图 ３)ꎬ 本文尝试借助该理论解释俄罗斯的经济垄断性和生产性公

共物品供给缺乏对科技进步的抑制ꎮ

图 ３　 “微笑曲线” 理论模型

长期以来ꎬ 俄罗斯经济对油气产业形成严重的惯性依赖ꎮ ２０１４ 年油气出口

收入共计 ３ ４５０ 亿美元ꎬ 占出口总额的 ６６ ３％ ꎬ 相当于联邦收入的 ５２ ２％ ①ꎮ 作

为财政和政权保障的油气行业ꎬ 必将吸引有限的国内资本ꎬ 垄断大量的政治经济

资源②ꎮ 按照 “微笑曲线” 理论模型ꎬ 研发和营销处于曲线的两端ꎬ 对创新研发

专注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产品的产出效果和产品附加值的高低ꎮ 在能源价格高企

时期ꎬ 出口资源是增加财政收入最为便捷的手段ꎬ 油气行业生产者宁愿采取取巧

的方式从国外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ꎬ 也不愿对见效相对缓慢的科技研发投入大量

资金ꎻ 在能源价格低迷时期ꎬ 政府在财政收入大受影响的情况下ꎬ 又陷入对创新

研发 “有心无力” 的局面ꎮ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俄罗斯与欧盟国家在创新研发投入方

面相比严重落后ꎬ 就是个很好的说明ꎮ
“公共物品” 在西方经济学中指能为绝大多数人共同消费或享用的产品或服

务ꎮ 生产性公共物品ꎬ 顾名思义ꎬ 指能为生产提供的产品和服务ꎮ 基础设施建设

３４

①

②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俄罗斯发展前景” 课题组: «在困境中寻求 “突破”: ２０１５ 年俄罗斯
形势»ꎮ

作为普京的密友和追随者的谢钦ꎬ 目前担任俄罗斯石油公司总裁ꎮ ２００３ 年起ꎬ 谢钦参与了对霍尔多
科夫斯基的全部诉讼ꎬ 在他的主导下将尤科斯公司收归国有ꎮ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控制着俄罗斯 ６５％
的天然气储量和世界 ２０％的天然气储量ꎬ 开采的天然气占世界天然气开采量的 １ / ５ꎬ 占俄罗斯全部开采量
的 ９０％ ꎮ 可见ꎬ 油气两大行业对普京政权的稳定极为重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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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生产性公共物品的重要内容ꎬ 它对产品营销所涉及的售后服务、 市场和物流非

常重要ꎮ 多年来ꎬ 俄政府财政支出向国防建设、 民生保障倾斜严重ꎬ 而基础设施

建设并不尽如人意ꎮ 俄罗斯公路交通落后ꎬ 铁路和航空、 水运虽有一定基础ꎬ 但

大多在苏联时期建造ꎬ 较为陈旧ꎮ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ꎬ 俄罗斯经济学家、 后工业社会研

究所所长弗伊诺泽姆采夫撰文 «普京执政 １６ 年的总结»ꎬ 对普京的施政效果提

出了强烈批评ꎬ 引起了较大反响ꎮ 其中关于基础设施建设部分提到ꎬ １６ 年来ꎬ
俄罗斯没有铺设哪怕 １ 公里的现代化高速铁路ꎮ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ꎬ 每年兴修公路

１ ２００公里ꎬ 相当于 ２０００ 年的四分之一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便开工的莫斯科到圣彼

得堡的公路ꎬ 现在还未建成ꎮ 俄所有港口的吞吐量增长仅相当于上海 １ 个港口的

５０％ ꎬ ２０１４ 年通过北方海上航道运输的物资仅有 １３ 万吨ꎬ 较 １９９９ 年的 ４６ 万吨

更少①ꎮ
以上情况说明ꎬ 创新研发设计投入不足、 制造业逐年萎缩和生产性公共物品

的供给缺乏ꎬ 限制了科技的进步ꎮ
３ 教育科研行业相对较低的收入水平影响了高校毕业生的从业选择和科技

人才储备

苏联解体以来ꎬ 俄罗斯高校发展迅速ꎬ 高校数量由苏联解体前的 ５１４ 所增加

到目前近 ３ ５００ 所ꎮ 除大学的分校外ꎬ 现有国立大学 ６５３ 所ꎬ 私立大学 ４６２ 所ꎬ
培养近 ７９０ 万学生②ꎮ 和中国一样ꎬ 俄罗斯存在着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ꎮ ２００８ 年

金融危机以后ꎬ 俄高校毕业生的择业观念变得愈发现实ꎬ 旱涝保收、 相对体面的

公务员职业成为最优先选择③ꎮ 此外ꎬ 金融行业的较高收入对于高校毕业生很有

吸引力ꎮ 而教育科研行业收入水平较低ꎬ 对青年人的吸引力越来越弱ꎮ 从表 ６ 可

以看出ꎬ ２０１４ 年金融行业的收入水平是教育科研行业的 ２ ６５ 倍ꎬ 公务员收入是

其 １ ６５ 倍ꎮ 考虑到公务员还有其他灰色收入来源ꎬ 这个比值有可能更高ꎮ
值得指出的是ꎬ ２０１５ 年财政收入骤减ꎬ 俄罗斯政府将国防预算作为优先保障ꎬ

而对教育领域的拨款做了削减ꎮ 根据 ２０１６ 年预算草案ꎬ 教育领域支出下降 ８ ５％ꎬ
占总支出比例从 ４ １％降至 ３ ６％ꎬ 高等教育领域支出仅为 ２０１２ 年的 ７８％④ꎮ

４４

①

②
③
④

Державное бессилие: каковы итоги １６ － летнего правления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ｂｃ ｒｕ /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１２ / ０１ / ２０１６ / ５６９４ｂ０２２９ａ７９４７３８４１５５８ｅ１ｆ

杜劲松、 〔俄〕 彼得罗索娃: «俄罗斯高等教育改革现状评析»ꎬ 载 «比较教育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８ 期ꎮ
雷丽平、 朱红琼: «俄罗斯高校毕业生就业现状透视»ꎬ 载 «人口学刊» 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ꎮ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俄罗斯发展前景” 课题组: «在困境中寻求 “突破”: ２０１５ 年俄罗斯

形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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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高等教育和科研拨款的缩减以及教育科研行业相对较低的收入ꎬ 必将

影响青年人的择业选择ꎮ 而科研力量的补充乏力ꎬ 对科研梯队建设和科研项目的

开展会产生直接影响ꎮ

表 ６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４ 年俄罗斯金融、 公共管理、 国防和社会保险以及教育、

科研行业从业人员月工资收入 (单位: 卢布)

行业 ＆ 年度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金融 ４１ ８７１ ８ ４２ ３７２ ９ ５０ １２０ ０ ５５ ７８８ ９ ５８ ９９９ ２ ６３ ３３３ ０ ６８ ５６４ ５

行政管理
国防

社会保险
２１ ３４４ １ ２３ ９６０ ０ ２５ １２０ ８ ２７ ７５５ ５ ３５ ７０１ ４ ４０ ４４８ ７ ４２６５９ １

教育科研 １１ ３１６ ８ １３ ２９３ ６ １４ ０７５ ２ １５ ８０９ １ １８ ９９５ ３ ２３ ４５７ ９ ２５ ８６１ ７

数据来源: 俄罗斯国家统计局网站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ｋｓ ｒｕ / ｗｐｓ / ｗｃｍ / ｃｏｎｎｅｃｔ / ｒｏｓｓｔａｔ＿ ｍａｉｎ /

ｒｏｓｓｔａｔ / ｒｕ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ｗａｇｅｓ / ｌａｂｏｕｒ＿ ｃｏｓｔｓ / ＃

４ 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恶化导致现代化联盟破产

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总目标以及经济发展模式向创新型转变

方面存在共识ꎮ 截至 ２０１４ 年ꎬ 关于创新发展ꎬ 俄罗斯通过联邦级和地区级法律、
法令、 决议、 决策及战略规划等 １７０ 多个ꎬ 其中联邦级法律法规 １５ 个①ꎮ 普京第

二任总统任期结束前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８ 日) 所发表的 «关于俄罗斯到 ２０２０ 年的发

展战略»ꎬ 以及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联邦政府签发的 «２０２０ 年前俄罗斯创新发展战

略»ꎬ 是近期对创新发展最具战略意义的指导性文件ꎮ 文件分列了多项目标ꎬ 其

中包括: 扩大实现技术创新的工业企业份额ꎬ 扩大俄罗斯高新技术产品在世界髙

新技术产品总出口中的份额ꎬ ２０２０ 年前提髙到 ２％ (２００８ 年为 ０ ２５％ )ꎻ 提髙创

新领域在 ＧＤＰ 中的总附加值ꎬ ２０２０ 年前达到 １７％ ~ ２０％ (２００９ 年为 １２ ７％ )ꎻ
扩大创新产品在工业产品总量中的份额ꎬ ２０２０ 年前达到 ２５％ ~ ３５％ (２０１０ 年为

４ ９％ )ꎻ 增加国内研发支出ꎬ 到 ２０２０ 年占 ＧＤＰ 的 ２ ５％ ~ ３％ ( ２０１０ 年

为 １ ３％ )②ꎮ
俄罗斯经济发展多年形成的对能源出口的惯性依赖ꎬ 导致生产过多依赖国外

５４

①
②

欧阳向英: «俄罗斯创新战略的目标和效果»ꎬ 载 «欧亚经济» 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ꎮ
Стратегия инновацио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на период до ２０２０ годаꎬ

утвержденная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м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８ декабря ２０１１ г № ２２２７ － 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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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和技术的进口ꎮ 俄罗斯为此努力调整外交政策ꎬ 寻求能为俄罗斯提供相应技

术发展和为国产高科技产品走向地区和国际市场做出更大贡献的国家ꎬ 首先希望

与德法意等欧盟国家和美国建立专门的现代化同盟①ꎮ 俄美关系在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

机后的缓和与重启ꎬ 在这一背景下被提上了日程②ꎮ 但双方之间存在的三大结构

性障碍: 北约东扩、 独联体地区 “颜色革命” 威胁和美国导弹防御计划③使得彼

此间的芥蒂与互疑愈发严重ꎮ 乌克兰危机的爆发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ꎬ
俄美关系重启宣告彻底失败④ꎮ

此外ꎬ 欧盟 ２００８ 年起积极推进的 “东部伙伴关系计划”ꎬ 被俄罗斯视为蚕食

其战略空间的东扩路线图ꎮ 俄罗斯积极吸收欧盟先进技术知识的想法ꎬ 在对方那

里遭得了冷遇ꎮ 欧盟认为ꎬ 俄罗斯实行经济现代化的前提是进行政治民主改革ꎬ
保障人权和杜绝贪污腐败等ꎮ 许多建议在俄罗斯看来是对其内政不应有的干涉ꎮ
随着乌克兰危机的爆发ꎬ 欧盟紧跟美国对俄罗斯施加多轮制裁ꎬ 现代化联盟沦为

一纸空谈ꎮ
纵观俄罗斯多年来为实现创新发展所制定的官方文件和努力ꎬ 所提出的目标

可谓远大ꎬ 得到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ꎮ 如果不对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拿出彻底改

革的勇气ꎬ 以及脱离国际社会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合作与帮助ꎬ 任何发展战略都

不会取得预期的效果ꎮ 然而ꎬ 改革必将触动垄断利益集团的根本ꎬ 而他们在某种

意义上是普京执政的依靠ꎮ 梅德韦杰夫所认为的现代化包括经济、 政治、 社会等

领域的国家全面现代化ꎬ 特别强调政治现代化ꎬ 加速推进民主化的进程ꎻ 而普京

主要强调经济现代化ꎬ 认为政治体制改革需要 “特别谨慎”⑤ꎮ 这也是俄罗斯的

转型迟迟未能获得成功的原因所在ꎮ

(二) 外部因素分析

乌克兰危机引发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多轮制裁ꎬ 限制俄金融机构在欧洲金

融市场直接融资、 对俄实行武器禁运和高技术产品出口禁令、 资本大量外流ꎬ 以

６４

①
②

③

④

⑤

«俄罗斯转型与经济现代化»ꎬ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ｈｅｘｕｎ ｃｏｍ / ２０１３ － １１ － ２９ / １６０１６３４５３ ｈｔｍｌ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６ 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谈ꎬ 双方承诺

将重启美俄双边关系ꎬ 并将加强在军控、 防止核扩散、 阿富汗、 伊朗和朝鲜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上的合作ꎮ
吴大辉: «俄罗斯寻求现代化联盟以及对中俄战略协作关系的影响»ꎬ 载 «俄罗斯学刊» ２０１１ 年

第 ３ 期ꎮ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ꎬ 梅德韦杰夫接受采访时指出ꎬ ２００９ 年俄美关系重启后ꎬ 俄美关系遭遇倒退和严重破

坏ꎬ 目前的俄美关系比重启之前更糟糕ꎬ 再次重启俄美关系ꎬ 对俄、 美、 欧都有必要ꎬ 但如果再次重启ꎬ
必须建立在新基础之上ꎮ

«俄罗斯转型与经济现代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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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国际原油价格的断崖式下跌导致的俄国家货币贬值和购买力的下降ꎬ 是严重制

约俄罗斯科技发展的外部因素 (见图 ４)ꎮ

图 ４　 当前俄罗斯科技发展的外部制约因素

１ 欧美国家的制裁限制了俄罗斯生产领域的国际融资和技术设备更新

克里米亚公投入俄后ꎬ 西方国家对俄相继出台了多项制裁措施ꎬ 禁止俄金融

机构进入欧盟资本市场、 对俄实施武器禁运、 禁止对俄出口用于军事目的的军民

两用产品ꎬ 以及禁止对俄能源行业出口高技术设备等ꎮ 与之相对应的是ꎬ 俄罗斯

上述领域对国外先进技术产品和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的依赖程度极高ꎮ 梅德韦杰夫

在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的俄政府工作会议上指出ꎬ 俄罗斯机床设备的进口达到 ９０％ ꎬ 民

用飞机进口超过 ８０％ ꎬ 重型机械进口达到 ７０％ ꎬ 石油开采设备进口达到 ６０％ ꎬ
农机设备的进口在 ５０％ ~９０％之间①ꎮ 受制裁影响ꎬ ２０１４ 年俄罗斯进口国外 (包
括独联体国家) 机器设备的支出减少了 １２％ ꎬ 为 １ ３６２ 亿美元ꎬ 到 ２０１５ 年ꎬ 该

数额大幅减少为 ８１８ 亿美元ꎬ 仅为 ２０１４ 年的 ４０％ ꎮ 融资困难和出口禁令ꎬ 严重

影响了俄能源行业的业务开展和技术设备更新ꎮ

７４

① Единая межведомственная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 －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ꎬ Расходы на приобретение
сырьяꎬ материаловꎬ покупных полуфабрикатов и комплектующих изделий дл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 продажи
продукции (товаровꎬ работꎬ услуг)  ｈｔｔｐｓ: / / ｆｅｄｓｔａｔ ｒｕ / ｉｎｄ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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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欧美对俄罗斯经济金融制裁一览表①

制裁发起国 制裁时间 内容

美国、 欧盟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
美国宣布冻结 ７ 名俄罗斯公民及 １７ 家俄罗斯企业在美国境
内的资产以惩罚俄罗斯企业及个人对乌克兰东部人民抗议
活动的支持ꎻ 欧盟相应扩大了制裁名单ꎮ

美国、 欧盟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

在金融、 能源及国防领域扩大制裁ꎮ 美国宣布ꎬ 制裁俄罗
斯 ３ 家银行ꎬ 制裁与俄军方有合作的俄罗斯造船企业ꎬ 限
制对俄贸易出口ꎮ 欧盟宣布ꎬ 禁止俄罗斯国营金融机构参
与欧洲金融市场交易ꎻ 限制对俄相关商品、 技术的出口ꎻ
暂缓对俄方的资金支持ꎻ 扩大制裁名单ꎬ 增加 ４ 名个人与 ４
家企业等ꎮ

美国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２ 日

禁止美国企业或个人购买俄罗斯相关银行发行的超过 ３０ 天
的债务ꎬ 禁止美国企业或个人购买俄罗斯相关石油企业新
发行的超过 ９０ 天的债务ꎬ 对 ５ 家俄罗斯国有国防技术企业
采取冻结其在美国资产的制裁措施ꎬ 禁止向俄罗斯相关 ５
家能源企业出口有关商品、 服务及技术等ꎮ

美国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对俄制裁的新法案ꎬ 明确规定了美
国制裁俄罗斯、 支持乌克兰的相关经济措施: 限制向俄罗
斯能源与科技领域提供资金及技术支持ꎻ 向乌克兰提供 ３ ５
亿美元的军事装备支持ꎻ 制裁俄罗斯军火出口企业等ꎮ

欧盟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２ 日
欧盟将对俄罗斯实施的经济制裁延长半年ꎬ 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３１ 日ꎮ

２ 国际石油价格的断崖式下跌导致俄罗斯财政收入减少和国际购买力下降

随着国际石油价格的下滑ꎬ 美元和欧元相对于卢布升值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布伦特

石油价格为每桶 １１１ ８ 美元ꎬ 美元对卢布的汇率为 １∶ ３３ ６ꎻ 当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石油

价格达到每桶 ３８ ２ 美元时ꎬ 美元对卢布的汇率为 １∶ ６７ ６ (见图 ５)ꎮ 相对于卢布

的贬值ꎬ 外国技术设备产品的进口成本价格相应提高ꎬ 俄罗斯财政收入的减少及

在全球市场上购买力的下降成为俄获取境外技术的另一个难题ꎮ

８４

① 陶士贵、 徐婷婷: «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经济、 金融制裁演进、 影响及启示»ꎬ 载 «国际金融»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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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图 ５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６ 年石油价格波动与美元对卢布汇率变化①

资料来源: 俄罗斯中央银行网站ꎮ

３ 资本外流恶化了俄罗斯的投资环境和科研环境

欧美对俄制裁的持续ꎬ 导致俄智力资本和在俄投资资本外流趋势的加大ꎮ 俄

罗斯遭受西方国家孤立的现实状况、 入不敷出的财政收入对科技研发的投入不

足、 恶劣的经济形势造成的通货膨胀的加大和生活成本的上涨②ꎬ 以及西方国家

相对于俄罗斯优越的科研条件与收入水平③ꎬ 导致俄罗斯向海外移民数量大幅增

加ꎮ 俄罗斯统计部门数据显示ꎬ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该国向海外移民的人数分别为

１２２ ７５１人和１８６ ３８２ 人ꎬ ２０１０ 年和２０１１ 年则分别为３３ ５７８ 人和３６ ７７４ 人ꎬ 实际数字可

能更高④ꎮ 科研人员的外流ꎬ 直接影响俄罗斯智力资源的储备与科研项目的开展ꎮ
欧美制裁的另一个直接影响是恶化了俄罗斯的投资环境ꎬ 大量海外资本出于

风险控制的考虑和本国的制裁命令ꎬ 纷纷撤离俄罗斯ꎮ 据俄塔社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０
日报道ꎬ 俄央行初步统计数据显示ꎬ ２０１４ 年俄资本外流达 １ ５１５ 亿美元ꎬ 是自

９４

①

②

③

④

Иннополисꎬ Официальный сайт города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ｎｎｏｐｏｌｉｓ ｃｏｍꎻ Интерфаксꎬ “Ростех создаст
крупнейший в России ＩＴ － центр в Татарстане”.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ｎｔｅｒｆａｘ ｒｕ / ｒｕｓｓｉａ / ４４４５１６

２０１５ 年 １ ~ ９ 月ꎬ 俄消费品价格指数同比提高 １５ ９％ ꎬ 一些商品涨价速度甚至高于通胀水平ꎮ
Социально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России январь － сентябрь ２０１５ года

虽然近几年俄罗斯科研人员的工资收入得到了的增长ꎬ ２０１４ 年第 ４ 季度ꎬ 工资收入达到了平价工
资的 １４８％ ꎬ ２０１５ 年第 ４ 季度为 １６９％ ꎬ 但考虑到当前俄罗斯人均月收入低于 ４５０ 美元和高昂的生活成本ꎬ
俄 科 研 人 员 的 收 入 仍 偏 低ꎮ Единая межведомственная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 －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ꎬ
Отношение средней заработной платы научных сотрудников к средней заработной плате по субъекту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ꎬ ｈｔｔｐｓ: / / ｆｅｄｓｔａｔ ｒｕ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４４１９８

«欧美制 裁 俄 罗 斯: 俄 最 宝 贵 两 类 财 富 加 速 外 流 »ꎬ 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ｆｅｎｇ ｃｏｍ / ａ / ２０１４０８１４ /
１２９２７９４５＿ ０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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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４ 年央行公布资本外流统计以来的最高值①ꎮ 相对于 ２０１４ 年ꎬ ２０１５ 年俄罗斯

资本外流大幅度减少ꎬ 俄罗斯央行给出的原因是俄国际收支适应了卢布贬值ꎬ 收

支平衡得到了巩固ꎮ 但 ５６９ 亿美元的资本外流数额ꎬ 仍然不可小觑②ꎮ 资本外流

可能引发在俄投资资产贬值和俄罗斯外汇储备的消耗ꎬ 进而造成卢布的贬值和金

融市场的恶化与实体市场的混乱ꎬ 加剧政治经济危机ꎮ

４ 风投资金的投资偏好对基础性科学研究的帮助不大

起源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７０ 年代的 “风险投资” 近年来发展非常迅速ꎮ 从投资行

为的角度来讲ꎬ 风险投资是把资本投向蕴藏着失败风险的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研

究开发领域ꎬ 旨在促使高新技术成果尽快商品化、 产业化ꎬ 以取得高资本收益的

一种投资过程ꎮ 受资本外流影响ꎬ ２０１５ 年俄罗斯风投市场规模为 ５ ０６ 亿美元ꎬ
比 ２０１４ 年缩减了 ４３％ ꎻ 投资项目 ３０１ 个ꎬ 比 ２０１４ 年减少 ３５％ ꎮ ７８％的风投资金

投到了互联网和软件研发的 Ｂ２Ｂ、 Ｂ２Ｃ 领域及电子商务领域ꎮ 生物技术、 计算机

设备和工业技术等领域仅仅吸引了 ２２％ 的风投资金 (见图 ６)ꎮ 由此可见ꎬ 风投

资本并不能为俄罗斯的科技发展带来太多的支持和帮助ꎮ ③

图 ６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５ 年俄罗斯风投市场②

三　 优先政策选择: 以国防工业为龙头和抓手推动科技进步

俄罗斯拥有世界一流的军工体系ꎬ 科技基础雄厚ꎬ 门类齐全ꎬ 其中航空航

０５

①

②
③

«２０１４ 年俄罗斯资本外流 １ ５１５ 亿美元»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ｊｙｊｌ / ｅ / ２０１５０１ /
２０１５０１００８７３５２８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俄资本外流大幅下降»ꎬ 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 ｈｕａｎｑｉｕ ｃｏｍ / ｈｏｔ / ２０１６ － ０２ / ８５０６５３８ ｈｔｍｌ
Рогозин: ВПК откажется от ９０％ компонентов из ЕС и НАТО в ２０１８ годуꎬ РИА Новости

ｈｔｔｐ: / / ｒｉａ ｒｕ /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ｓａｆｅｔｙ / ２０１５０８１１ / １１７８１９９５９４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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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核工业具有世界领先水平ꎬ 武器销售额仅次于美国ꎮ 新的历史时期ꎬ 将发展

国防工业作为优先政策选择符合俄罗斯的实际情况ꎬ 以此可以实现摆脱制裁的消

极影响、 刺激科技进步和成果转化、 维护国家安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ꎮ

１ 科技进步考量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ꎬ 普京针对西方国家的制裁接受塔斯社记者采访时表示ꎬ 国防工

业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ꎬ 国防科技代表着高科技ꎬ 武器等技术设备的研制将促进

国家科技水平的提高ꎬ 积极作用于经济的各个领域①ꎮ
为提高军事技术产品的科技水平与市场竞争力、 降低产品研制生产成本ꎬ 特

别是在特殊时期解决融资难题、 积极推动军品和民品市场的良性对接、 加速科技

成果转化、 开发军民两用产品和实现国防工业技术的 “军转民ꎬ” 是俄罗斯国防

工业改革发展方向之一ꎬ 也是推动科技进步和促进经济复苏的必由之路ꎮ
俄罗斯国防工业的 “军转民” 在苏联时期和解体初期走过了一段弯路ꎬ 带

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ꎮ １９９０ 年出台的 «１９９５ 年前国防工业转轨及国防企业民品

生产发展国家计划»ꎬ 是在没有新的国防理论、 军事改革理论、 转轨构想及调研、
法律体系及财政支持的情况下开始的一场大规模的 “军转民” 运动ꎬ 造成了生

产停滞和不良资产大幅增加ꎬ 成为日后国防工业整体性崩溃的隐患ꎮ １９９１ ~ ２０００
年俄政治经济环境的剧变加深了国防工业危机ꎬ 国防工业开始出现生产转轨与体

制结构变革的双重危机②ꎮ
２０００ 年普京当选总统后ꎬ 推动建立国防企业现代化管理机制和对企业进行

结构重组ꎬ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和 １１ 月先后签署的 «国防工业综合体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６ 年改

革及发展联邦目标纲要» 和 «俄联邦国防工业综合体至 ２０１０ 年及远景发展的基

本政策» 成为国防工业企业改革发展的指导性文件ꎮ “军转民” 在改革的推动下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ꎮ 俄罗斯 “格洛纳斯”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是 “军转民” 最成

功的例证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左右ꎬ 苏联军方确认需要一个卫星无线电导航系统用

于规划中的新一代弹道导弹的精确导引ꎮ 为此ꎬ １９７６ 年苏联启动了 “格洛纳斯”
项目ꎮ 当初为军事目的研发的导航系统ꎬ 今天为全世界的用户提供全球、 全天候

免费服务卫星信号ꎬ 成为与美国的 ＧＰＳ、 欧洲的伽利略卫星定位系统和中国的北

１５

①

②

США ввели новые санкции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и в связи с ситуацией на Украине ｈｔｔｐ: / / ｔａｓｓ ｒｕ /
ｍｅｚｈｄｕｎａｒｏｄｎａｙａ －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 １４３８４４７

王伟: «俄罗斯国防工业 “军转民” 的经验和教训»ꎬ 载 «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 ２００５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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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卫星导航系统并列的四大导航系统ꎮ
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后ꎬ 美国禁止向俄罗斯供应航天电子元器件ꎮ 为应对制

裁ꎬ 俄罗斯航天系统股份公司负责人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宣布ꎬ 该公司计划生产开发

卫星导航系统的全套设备ꎬ 今后的导航卫星将全部由俄罗斯制造ꎬ 不再依靠进口

零部件ꎻ 俄政府将大力发展本国的航天器制造产业ꎬ 在 ２０２０ 年之前投入至少 ２１０
亿卢布ꎬ 实现 ８０％的航天器电子元器件在俄罗斯本土制造的目标①ꎮ

为进行科技成果的商业化推广和生产领域的技术创新ꎬ 当前俄罗斯开始发展

建设新一代的科技园区ꎮ 根据 «俄罗斯联邦高科技领域科技园建设项目»ꎬ 目前

在俄罗斯正在建设 １２ 所总面积超过 ４５ 万平方公里的科技园区ꎮ ２０１４ 年的数据显

示ꎬ 这些科技园区提供了 １９ ０００ 个工作岗位ꎬ 入驻了超过 ７５０ 家企业ꎬ 提供了价

值 ４００ 亿卢布的产品与服务②ꎮ 大部分园区在 ２０１４ 年刚刚投入使用或刚开始立项

建设ꎬ 可以预见ꎬ 未来这些园区的发展潜力十分巨大ꎮ

２ 国家安全考量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ꎬ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第 ６８３ 号总统令ꎬ 批准新修订的

«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ꎮ «安全战略» 对当前俄罗斯国家安全环境作出了严

峻判断ꎬ 提出了国防、 国家社会安全、 提高俄罗斯公民生活质量、 经济增长、 科

学技术与教育、 卫生、 文化、 生态系统与合理利用自然资源、 战略稳定与平等战

略伙伴关系等九个战略优先发展方向③ꎮ 国防被列为发展之首ꎬ 符合俄罗斯长期

以来坚持的将国家安全放在首位的政策定位ꎮ
乌克兰危机的持续发酵ꎬ 引发俄罗斯和西方国家自冷战结束后最为激烈的对

抗ꎮ 西方国家对俄罗斯采取的多轮制裁的目的是造成俄罗斯孤立的国际地位ꎬ 恶

化其经济状况ꎬ 引发政治危机ꎬ 动摇普京的执政基础ꎮ 此外ꎬ 美国还在大力研发

“全球即时打击系统”ꎮ 如此种种ꎬ 引起了俄罗斯的高度重视和警惕ꎮ 在 ２０１４ 年

年底出炉的新版军事学说中ꎬ 俄提出在 ２０１５ 年前将建设和发展军事基础设施、
提高军事产品的质量和竞争力作为发展军事和国防工业的重点方向ꎮ 俄副总理罗

戈津提出ꎬ 各军种现代化武器比例在 ２０１５ 年将提高到 ３０％ ꎬ 到 ２０２０ 年则提高到

２５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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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 ꎬ 为此国家将投入 ２０ 万亿卢布①ꎮ 俄军事工业委员会副主席博奇卡廖夫表

示ꎬ 无论经济形势如何变化ꎬ 国防工业的开支不会被削减ꎮ 数据显示ꎬ 从 ２１ 世

纪初期开始ꎬ 俄国防预算持续增加ꎮ ２００３ 年俄国防财政拨款为 ４ １６０ 亿卢布ꎬ 到

２０１５ 年ꎬ 这个数额达到了 ３１ １１０ 亿卢布ꎬ 增加了 ７ ５ 倍ꎮ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５ 年ꎬ 用于购

买技术装备和研发的支出平均年增长 ２４％ꎮ ２００３ 年 ２９％的科研经费用于国防领域ꎬ
２０１５ 年ꎬ 这个比例达到了 ５３％ (见图 ７)ꎮ ②

图 ７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５ 年俄国防财政拨款①

３ 经济增长考量

在俄罗斯出口商品结构中ꎬ 具有自然禀赋优势的能源类商品和具有高科技优

势的武器类商品是俄罗斯最为依赖和侧重的两类出口商品ꎮ 在能源价格持续低迷

时期ꎬ 武器贸易担负了增加财政收入、 保障国防军工企业技术革新的重要任务ꎻ
在当前遭受西方制裁和国际孤立的阶段ꎬ 武器出口贸易可以作为协调国际关系、
保持俄罗斯在国际军工市场竞争优势、 维护在中东、 东南亚的地缘战略利益、 突

破国际封锁的重要手段ꎮ
冷战时期ꎬ 苏联与美国的军备竞赛促进了本国国防工业的快速发展ꎮ 庞大的

国防开支和强大科技研发能力ꎬ 使得苏联的军工实力处于世界首位ꎬ 并形成了规

模庞大、 体系完善、 品种齐全及生产能力强大的自主军事科研和生产体系ꎮ 苏联

解体后ꎬ 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约 ７０％ 的国防工业企业、 ８０％ 的科研院所和 ８５％ 的

３５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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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программы вооруж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роблемы исполнения и

потенциал оптимизации М : Центр анализа стратегий и технологийꎬ ２０１５ с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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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工生产设备以及绝大多数科研和生产人员ꎬ 为俄罗斯开展武器出口奠定了良好

基础ꎮ 据 ＳＩＰＲＩ 的数据ꎬ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间ꎬ 美国和俄罗斯占据全球武器出口总量

的 ５５ ０３％ ꎬ 其中俄罗斯位居第二ꎬ 占全球武器出口总量的 ２４ ６６％ (见表 ８)ꎮ

表 ８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世界主要武器出口国①

排名 出口国 占世界份额 (％ ) 排名 出口国 占世界份额 (％ )

１ 美国 ３０ ３７ ６ 中国 ４ １０

２ 俄罗斯 ２４ ６６ ７ 西班牙 ２ ７５

３ 德国 ７ ７７ ８ 意大利 ２ ６６

４ 法国 ６ ５９ ９ 荷兰 ２ ４６

５ 英国 ４ ３１ １０ 乌克兰 ２ ３０

俄罗斯的武器出口比较优势明显ꎬ 在整个外贸出口中所占的比重由 ２００８ 年

的 １ ７７％提高到了 ２０１４ 年的 ３％ ②ꎬ 创造了大量的外汇收入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ꎬ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出版的 «武器制造及军事服务公司世界百强

的年度报告» 指出ꎬ 尽管西方的经济制裁导致俄罗斯的经济困难ꎬ 但 ２０１４ 年俄

罗斯武器工业销售仍保持着增长趋势ꎮ ２０１４ 年世界百强中至少包含了 １１ 家俄罗

斯武器制造企业ꎬ 其武器销售总额占上榜百强企业武器销售总额的 １０％ ③ꎮ 值得

注意的是ꎬ 由于西方制裁和卢布贬值的影响ꎬ 俄罗斯在国际武器市场上的份额出

现了下滑ꎬ 从 ２０１３ 年的 ３０％ 下降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９％ ④ꎬ 但 ２０１５ 年武器出口水平

超过 １５０ 亿美元ꎬ 仍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ꎮ

简要结论

苏联曾经的辉煌给俄罗斯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ꎬ 欧亚

经济联盟正式启动ꎮ 这是一个力图在欧亚地区打造类似欧盟的经济一体化项目ꎬ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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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本叶: «俄罗斯武器出口面临的挑战及应对措施»ꎬ 载 «东北亚论坛»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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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经济　

虽然参与各方一再强调联盟不是为了恢复过去的苏联ꎬ 但不难看出普京寄希望以

此重振俄罗斯的决心ꎮ 乌克兰危机的爆发ꎬ 打乱了普京的战略部署ꎮ 未来欧亚经

济联盟的成色可能由于乌克兰的缺席和其他独联体国家的心存疑虑而大打折扣ꎮ
科技的进步和先进科技成果的应用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早已被世界各国所公

认ꎮ 俄罗斯科技发展水平的滞后导致该国与西方国家在创新发展竞争中逐渐落

后ꎬ 原因之一在于庞大垄断利益集团的阻碍———彻底的改革不仅会触动他们的利

益ꎬ 更有可能动摇普京执政的基础ꎬ 如何改革ꎬ 政府和民间对此尚未达成共识ꎮ
遭受制裁的俄罗斯陆续推出了多项反制措施ꎬ 其中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７ 日和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 日推出的反危机计划尤为引人关注ꎬ 进口替代被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ꎮ
长期以来依赖于西方技术设备的俄罗斯能否通过进口替代战略实现本国工业的自

主发展ꎬ 能否借此机会促进科技的进步是个具有争议的话题ꎮ 进口替代政策实施

一年多以来ꎬ 效果并不明显ꎮ 进口替代也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ꎮ
相对于民用生产领域的替代进程缓慢ꎬ 军工领域的替代进展迅速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ꎬ 俄军工领域已替换了 ６４％的乌克兰供货商和 ４３％的北约与欧盟的供货

商①ꎮ 具备国家安全战略属性的俄罗斯进口替代战略ꎬ 必将影响政府财政支出对

军工领域持续倾斜ꎮ 困境中的俄罗斯把发展国防工业作为摆脱危机的优先政策选

择ꎬ 符合当前俄罗斯的基本情况ꎬ 对这一政策的实施效果值得长期跟踪研究ꎮ
(责任编辑　 张红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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