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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俄罗斯经济形势回顾及2008年展望 

  李建民 来源：《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8年第4期 

 

  2007年是普京8年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年内,在世界经济特别是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俄经济保持了快速发展的势头

民收入大幅提高,多项指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俄经济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如通货膨胀超出政府预定控制水平、收入

分配不均加剧、经济结构调整缓慢、地区发展不平衡等。2008年由于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及全球经济失衡等因素的影响,将给世界经济带来

确定性。俄经济在高通胀条件下保持较快增长的同时,同样面临全球经济风险的影响。对新政府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控制通货膨胀、避免美

次贷危机波及俄市场、在美元持续贬值的情况 下如何扩大出口等。 

一 2007年取得的进展 

  (一)经济保持快速增长 

  2007年,俄GDP同比增长8.1%,工业产值同比增长6.3%,农业产值同比增长3.3%。GDP不仅是俄8年来最高增幅之一(2000年曾达10%,但当

是1998年金融危机结束后的经济恢复期),也大大高于全球经济和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从绝对值看,2007年GDP总体规模已达32.988 6

亿卢布[1],按当年平均汇率计算达1.35万亿美元,名义GDP是1999年的6倍,实际GDP已恢复到1990年苏联解体前的水平,相当于葡萄牙的40%

俄已经彻底摆脱苏联解体后经济衰退的影响,进入全球GDP总量超过1万亿美元的最大10个经济体行列, 2007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规

世界排名第8位。俄国内舆论认为, 2007年的经济达到了普京执政8年稳定发展的最高峰。 

  (二)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与以往主要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不同,2007年,投资和消费成为刺激和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面向国内市场的部门生产持续快速增

长,其中增长最快的是建筑业、制造业和零售业。据俄国家统计局数据,全年固定资本投资增长21.1%,基础部门的总产值(通常该指标被用作

评估GDP增长的间接指标)同比增长8.6%,住房开发增长29.9%,零售贸易周转额增长20.1%,工业生产(按ОКВЭД分类法的C+D+E部分)同比增

6.3%,其中制造业同比增长9.8%[2]。2005~2007年,对外贸易额占GDP的比重,特别是净出口额占GDP的比重已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按照世界

银行的测算,上半年国内消费同比增长9.8%,拉动GDP增长6.7%;投资增长28.5%,拉动GDP增长4.4%;净出口下降23.4%,反向拉动GDP下降3.7%

按照俄国家统计局测算,2007年2/3的GDP是由建筑业、商业和加工制造业创造的,换言之,面向国内的部门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7%。俄官

方认为,其经济恢复期已经结束,开始进入由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时期。 

  (三)财政金融等宏观经济指标持续向好 

  普京执政8年,俄罗斯石油收入达1万亿美元以上(2007年仅石油天然气出口收入就高达2 200亿美元)。由于石油美元的大量流入,俄宏

经济持续稳定,不仅提前偿还了外债,同时有能力实施各项国家重大投资计划,不断改善民生,提高公务员工资和退休金,增加各种社会补贴

社会福利等。2007年,俄黄金外汇储备接近5 000亿美元(截至2008年1月1日为4 764亿美元)、稳定基金突破1 000亿美元临界点(截至2008

月1日为1 569.1亿美元)[3]、连年保持预算盈余等(2007年预算盈余相当于GDP的5.5% )[4]。金融财政稳定为在外部动荡条件(如石油价格下

跌和全球性次贷危机)下保证俄罗斯经济稳定发展提供了安全保障。 

  2007年,俄罗斯资金市场也呈高速发展态势, 2000~2007年,俄罗斯的股票市场资本化水平(市值占GDP的比重)提高了12倍,资金市场资

化水平排世界第18位和欧洲第8位。 

  俄罗斯公司的公开募股总额同比增长了2.5倍,资金市场正从投机手段转化为吸引长期投资的工具。 

  (四)资本流动活跃,国际收支保持平衡 

  2007年,由于卢布连续升值效应,进口急剧扩大,出口增长放缓,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持续减少。据俄央行数据,全年进出口额达5 783

美元,同比增长23.3%,其中出口3 552亿美元,同比增长16.9%,进口2 231亿美元,同比增长35.4%,贸易顺差降至1 321亿美元,同比下降5.1% 

(俄罗斯海关的相应统计数据为进出口总额5 522亿美元,增长25.8%,其中,出口3 525亿美元,增长17.0%,进口1 997亿美元,增长44.9% )[5]



  卢布升值同时导致外资大量流入。据俄央行数据, 2007年俄外资净流入823亿美元,其中外国直接投资471亿美元(相当于GDP的3.5%, 

2006年为2.8% ),累计外资余额近2 000亿美元。俄在吸引外国投资国家的排名中居发展中国家第3位,排中国和中国香港地区之后,在所有吸

引外国投资国家排名中名列第7位。外资的大规模流入弥补了经常项目顺差的下降。年内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对俄影响有限,仅在2007年8~9

间出现短期资本净流出, 10月重新恢复资本净流入。俄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库德林认为,由于政府外债的实质性减少,俄已降低了对外部市

的依赖性。俄完全有能力抵御外部风险,保证自己的经济和金融安全。 

  (五)实现增收减贫和就业增长 

  按照世界劳工组织的方法计算, 2007年正式登记失业人口为460万,占劳动人口的5.9%,同比下降了12.9%。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同 比增

长10.4%,实际工资同比增长16.2%,大大超过GDP、通货膨胀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居民收入的提高有力地支撑了消费和住房的快速发

展。普京认为, 2007年政府工作的最主要成就是大幅提高了居民的实际收入。 

  得益于此,俄贫困人口数量快速下降,中产阶级所占比重上升。2007年贫困人口比重为12%,同比下降3个百分点。与2000年相比,贫困人口

数量减少了一半以上。由于实施人口发展战略和医疗卫生方面的国家优先工程,2007年俄扭转了人口负增长的不利局面,全国新出生人口和居

民人均寿命都出现了正增长的势头。 

2007年俄罗斯社会经济基本指标 

*按矿物开采、制造业、电、气、水生产和分配计算。 

**由中央银行根据国际收支平衡法按出口离岸价格计算(FOB)。 

***按现行价格计算。 

****按修订后的农业产值、矿产开采、加工业、电、气、水生产和分配的实物量计算。 

  资料来源:俄罗斯国家统计局:《2007年社会经济统计》。 

二 存在问题 

  2007年,在基本经济形势向好的同时,还隐藏一些不稳定因素。 

  (一)通货膨胀增幅超过预期控制水平 

  2007年俄经济中最突出的问题是通货膨胀加速。从全俄的平均水平看, 1~10月已经创造了2000年以来的通胀上升记录,同比增长9.3%,

年高达11.9% (其中食品涨价16% ),大大超过政府原定8%的控制水平。通胀加剧主要缘于以下因素:国际市场食品价格上涨、货币因素及

“大规模的扩张性财政政策”。2007年,由于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导致粮食成本提高、天旱引起的粮食普遍歉收、欧盟降低农产品补贴和出口

补贴、美国发展以玉米为主要原料的生物能源等因素导致的国际市场农产品和食品价格上涨已明显影响到俄国内食品价格。而外资的强

入迫使央行大量发行货币,使货币供应量超过需求,形成了通胀压力。2007年春天对已经批准的《2007年联邦预算法》进行修订,扩大政府

社会领域和国有大公司的拨款。截至2007年11月底,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已从原定16.6%扩大到19.5%,而预算盈余也从原定占GDP的4.6%

到2.8%。目前俄政府已采取一系列行政手段,如冻结基本食品价格、减少粮食出口、降低食油、乳制品进口关税等来抑制通胀。俄央行也

2008年2月4日起将再贷款利率从10%上调至10.25%,从3月1日起将存款准备金率从4%提高到4.5%,以减少货币供应量,此次调整为近10年来

次。但其效果有限,未来将通胀抑制在可控水平仍是货币信贷政策和收入分配领域的重要任务。 

  (二)外资、外债结构不合理 

  2007年 与2006年相比(%) 2007年12月 与2006年12月相比(%) 与2007年11月相比

GDP,万亿卢布 32.988 6 8.1      

工业产值指数*   106.3   106.5 106.8

农业产值,万亿卢布 2.017 2 103.3 0.010 60 104.0 70.7

货物运输量,万亿吨/公里 4.907 1 102.2 0.043 26 102.1 104.2

其中铁路运输 2.087 7 107.0 0.018 75 105.3 105.9

通讯服务额,万亿卢布 1.036 3 120.1 0.009 80 114.3 103.7

零售贸易周转额,万亿卢布 10.757 8 115.2 0.122 91 116.7 120.3

居民付费服务,万亿卢布 3.407 0 107.1 0.032 13 107.6 103.5

外贸总额,亿美元** 5 145 122.8*** 58.6 140.0*** 103.1***

其中：出口 3 165 115.4 36.0 141.1 103.6

   进口 1 981 136.7 22.6 138.4 102.5

固定资本投资,万亿卢布(估算) 6.418 7 121.1 0.112 30 124.0 164.2

消费价格指数   109.0   111.9 101.1

工业品生产价格指数****   112.2   125.1 103.7

实际可支配收入   110.4   109.4 137.3

职工月均工资:          

名义工资,万卢布 1.351 8 126.7 1.846 7 130.0 126.0

实际工资   116.2   116.2 124.6

失业总人数,万人 460 87.3 460 89.1 102.7

正式登记失业人口,万人 160 88.3 160 89.2 103.7



  2007年,尽管外资大量流入俄罗斯,但从其部门和产业流向看,与俄政府的目标还有较大差距。与国内投资流向相同,目前外资主要集中在

原材料和非贸易性部门,制造业13个部门吸引外国投资比重已占外资总额的30%,但机器制造业仅占1%～2%左右[6]。有碍外资进入的重要原因

是制造业固定资本老化率过高、投资成本回收慢、回报率低等。投资进入缓慢将制约制造业的发展和竞争力的提高,这还有待于调整政策

导外资扩大向制造业等部门转移。 

  近年来,在通过债务重组、调整债务结构、提前偿还外债等措施大大降低政府外债的同时,俄银行和公司外债却大幅上升, 2007年1~9

非金融部门和银行部门的债务增加了1 500亿美元(其中550亿美元为短期外债),银行和公司外债在国家外债构成中的比重从年初的84.3%

到89.1%。非政府外债的大量增加主要缘于银行和公司通过银团贷款和发行国际债券融资,大量外部资金流入这些部门导致俄外债总额的增

加,到2007年10月1日外债总额已达4 309亿美元。一方面,债务从主权向私人借款人转移为俄银行业和企业提供了大规模参与全球融资的机

会,扩大了资金来源,另一方面这一变化也扩大了金融风险,特别是公司外债主要集中于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俄罗斯

外贸易银行、国家储蓄银行等大型国有企业,一旦出现问题,政府同样要承担其偿债义务。 

  (三)大型国有公司的管理效率有待提高 

  2007年,俄罗斯产权和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的重要趋势是国有化范围进一步扩大。近年来俄罗斯连续出台措施,对石油天然气开采运输

力、航空、核电、船舶、汽车、运输机器制造、机床等部门进行战略性重组,通过股权置换和国家收购等措施,组建国有大型集团公司,完善

公司治理,并委派政府高官作为国家代表管理公司。其实质有二:一是运用国家力量,保护关系本国经济命脉的大企业,维护国家产业安全

是建立与政治上高度集权相称的经济基础,保证现行政权的平稳延续。对此俄国内一直存在对立意见,赞同的意见认为,仅靠某个部门的力量

无法振兴上述产业,国家必须控制战略性核心产业,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重振本国重大装备工业。在现有的条件下,只有国家干预经济才有

助于摆脱单一的原材料发展取向。从产值看,国有化比重已恢复到GDP的50%以上, 10家最大的国有公司产值就占GDP的20%,国有公司控制了

33%的石油开采和80%的天然气开采,目前国有化范围继续扩大到金融、交通通讯、军工、武器出口等领域。反对的意见认为,政府过度干

济、无节制地组建国有大公司是一种经济倒退,势必扼杀企业创新的主动性,导致寻租的出现和滋生腐败,同样扭曲市场竞争,导致国有资产

理效益低下和大量流失。 

  (四)卢布升值将在较长时期内影响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 

  据俄罗斯中央银行测算, 2007年卢布实际有效汇率升幅达5.3%,其中卢布对美元升值14.8%,对欧元升值5.7%。据世界银行根据生产者价

格和双外汇篮子核算, 2007年卢布可能升值12.9%。卢布的实际升值一方面使按单位产品计算的劳动力价值提高(即工资增长快于劳动生

增长),使制造业出口产品丧失价格优势,制约制造业多数部门的发展(年 内俄机器制造业出口效益仍继续下降)。另一方面,为保持通货膨

预期,央行仍须坚持卢布升值的政策。经济主管部门将在较长时期内面对两难政策选择。 

  (五)居民贫富差距没有明显改善 

  尽管在增收减贫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贫富差距扩大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普京执政8年,俄基尼系数从1997年的0.381上升到2000

的0.4,之后稳定在0.4~0.41, 2007年达到0.42;收入分配五等分差距倍数从2000年的14倍扩大到目前的16.8倍,如果包括不动产、股票、利息

等资产收入,这一差距扩大到22.1倍[7]。2007年,工资基金增长了16.3%,而自然人红利增长28%,不动产价格则增长69%,养老金增长3.8%。俄

学者认为,其经济增长成果分配比拉美国家更加不均,其经济是有利于富人的增长。如果不改变现行的社会政策和税收政策,社会两极分化

必愈加严重。普京也提出,这种15倍以上的工资收入差距绝对不能接受。 

三 2008年的经济走势 

  (一)俄新政府将延续普京时期的既定方针政策 

  2007年12月2日举行的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和2008年3月2日举行的俄罗斯总统选举基本没有悬念。如果权力交接顺利完成,将在2008

月组成新政府,普京将出任政府总理。新政府无疑将延续普京时期的既定方针政策。普京在支持统一俄罗斯党的集会上提出,俄罗斯必须

力量解决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确保俄政局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现行政策得到延续,保证民众福利和国家安全不受政治风险的影响。俄经济发

和贸易部正在修订至2020年的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纲要,准备2008年2月提交政府讨论。纲要提出的战略目标是继续保持俄目前强势崛起的

头,维护宏观经济稳定,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促使从目前的资源出口型经济向以高技术、人力资本为基础的创新型经济转变

俄在5~6个优势领域进入国际先进行列,到2020年,使俄罗斯成为世界经济前五强。可以 认为,近年来,经过多次修正,俄经济长期发展战略、

增长模式、政策方针已经明确,各项国家发展计划须要在未来多年内继续实施,俄已经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经济发展不会出现大的逆转。

  (二)经济保持较快增长,但是增幅将低于2007年 

  世界银行公布的《2008年全球经济展望》报告认为,受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降温的影响, 2008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将放缓,预计

2007年的3.7%降至3.3%,稳步发展15年的世界贸易也将会从2007年的8.7%降至7.4%。受此影响,中东欧和中亚地区的增长将从2007年的6.7%

至6.1%。 

  2007年12月底,俄经济发展和贸易部已 将对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初步预测从6.4%提高到6.6%,祖布科夫总理提出,该数字应



于6.7%,工业生产增长不低于5.5%,固定资本投资不低于14%。 

  从总体看, 2008年保证俄近年来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没有改变。尽管由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油价不可能持续大幅上涨,但也不会大幅回

落,国际油价仍对俄经济有利;国际资本仍看好俄罗斯市场,将保持较强进入势头,这将有利于支持其国内经济发展;保持工资和居民收入以快

于GDP增长的速度增长是俄政府的既定方针,对居民消费仍会保持较强的促进作用。以上基本格局在2008年不会逆转,俄经济仍会保持较快增

长,实现政府目标应没有问题,但增长速度将低于2007年。 

  (三)通胀仍将保持高位 

  通胀的成因首先来自粮食和食品涨价,其次是庞大的石油美元收入。目前粮食快速涨价是全球范围内的热点话题,能否维持国内粮食供

稳定是俄在新一轮粮价上涨中所面临的首要课题。在政府各项措施调控作用下,2008年1月俄通胀率预期为1.8%,略低于2007年同期。考虑

政府冻结基本食品价格的措施2月1日到期,预计之后物价将会反弹和进一步上涨,其中价格涨幅最大的将是肉类,涨幅将在10%～15%左右。除

食品价格依然持续上涨外,住房价格和公用事业收费也将全面上涨。莫斯科市及莫斯科郊区新建住房价格将上涨20%,二手房价格上涨15%

2008年1月起,除电讯费用略有降低外,水(11%～16% )、电(16%～17% )、天然气(25% )、住房公共服务(18%～19% )、公交和铁路运费(11%

14% )等收费已经上调。 

  2008年,俄罗斯财政部、经济发展和贸易部的通胀增幅原定目标为7.5%～8.5%,央行为6%～7%。从目前情况看,俄政府提出的发展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