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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经济形势与普京的“翻番”目标 

郭连成 

    俄罗斯经济已经连续4年以较高的速度持续增长。其GDP1999年增长5.4%、2000年增长9%、2001年增长5%、2002年增

长4.3%。用俄总统经济顾问伊拉里奥诺夫的话说，这4年俄罗斯经济的发展速度相当快。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2003年俄

罗斯的经济形势也相当不错。俄政府总理卡西亚诺夫指出，2003年俄罗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项指标均好于上年，政府预

计GDP将增长6%（1—8月份实际增长了6.9%，上年同期增长率为4%）。而且，即使世界市场石油价格走低，俄罗斯经济也

仍能保持稳定增长的发展势头。另据俄经济发展和贸易部的最新资料，2003年1—11月，GDP同比增长了6.8%，工业产值

也增长了6.8%（俄罗斯经济发展和贸易部，2003）。这一良好的发展态势为俄2003年全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奠定了必要基

础，而且大部分重要指标都会高于2002年。  

    根据俄经济发展和贸易部的权威预测，2003年俄罗斯GDP将增长6.6%，工业产值增长6.9%，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

居民的实际可支配货币收入增长13.8%，商品出口增长22.7%，进口增长19.7%。以上指标均比2002年有大幅度的增长。这

不仅说明2003年俄罗斯的经济形势继续明显好转，而且意味着俄罗斯经济连续5年快速增长已成定局。因此，可以说俄罗

斯已经进入了经济增长时期。  

    正是基于2003年1-11月俄经济稳定和快速增长的现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调高了对俄罗斯经济增长的预测。2003

年4月，该组织预测俄2003年GDP将增长4%，而现在则调高到6.25%（俄罗斯《生意人报》，2003）。世界银行也认为2003

年俄罗斯经济的增速能够达到6%。这说明，俄罗斯经济的良好发展势头已被国际社会尤其是国际经济组织所认可。俄政府

也对经济的快速增长表示满意。俄财政部第一副部长乌柳卡耶夫说，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大大出乎预料。我们认为，这种

“出乎预料”的经济增长速度，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因素促成的（以下数据主要来自俄罗斯经济发展和贸易部，2003）： 

 

    第一，国际市场石油和天然气价格始终维持在较高的价位上，这对主要依靠石油等能源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俄罗斯十

分有利。有资料显示，2003年10月，国际石油市场上俄产品牌的石油价格均一定幅度上扬。其中，“Urals”牌石油的每

桶平均价格达到28.2美元，比9月份的价格上涨9.6%；“Brent”牌石油的每桶平均价格达到29.6美元，也比9月份的价格

上涨9.2%。实际上，2003年1、2、3和8月，“Brent”牌石油的每桶价格都达到或超过了30美元；“Urals”牌石油的每

桶价格也达到或接近30美元。从总体上看，2003年1—10月“Urals”牌石油的平均价格比2002年同期提高了15.5%，

“Brent”牌石油的平均价格则上涨了17.5%。俄经济发展和贸易部认为，促成10月份石油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有二：其

一，欧佩克成员国决定自2003年11月1日起将石油开采量每昼夜缩减90万桶；其二，美国等国对石油和石油产品的季节性

需求大大增加。俄天然气的价格也一直居高不下。2003年1-10月天然气的平均合同价格比上年同期提高了27.8%。 

 

    第二，俄罗斯国内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趋旺，增幅较大。2003年前8个月，消费需求增长14.5%，同比增长8%。俄总

理卡西亚诺夫指出，俄罗斯国内消费品生产领域2003年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俄罗斯的内需是在居民收入增加和积极投资



的基础上形成的。据俄罗斯经济发展和贸易部及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的相关资料，2003年1-11月居民实际可支配货币收

入同比增长13.8%，其中10月份增长17.3%，11月份增长15.1%，预计全年居民实际可支配货币收入将比2002年增加

13.8%。 

    2003年1-11月，俄罗斯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18324亿卢布，较上年同期增长12.2%。而且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增长

超过了其他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的增长速度。投资增长较快的行业是机器制造业和金属加工业。综合起来看，对这一时期投

资积极性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一是工业生产，首先是燃料工业、冶金、机器制造业和金属加工业生产不断增长。二是世

界市场石油价格上涨使出口收入增加。三是银行的储蓄存款增加。截至2003年8月1日，储蓄存款总额达到16 453亿卢

布，比年初增长了20.8%。而且，超过1年的长期储蓄存款比重占到37.7%，为历史上的最高点。四是这一时期俄罗斯银行

总资产增加了16.7%，银行系统的资本化水平提高了18.7%，因而银行的贷款能力得以扩大，截至2003年9月1日，发放给

实体经济部门企业和组织的银行贷款总额达2万亿卢布，占银行资产的40%，比年初增长了18.7%。五是政府采取若干措施

来刺激投资积极性。据俄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预测，2003年全年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可达12%。  

    第三，对外贸易额大幅增长。2003年1-11月，俄罗斯外贸进出口总额达1856亿美元，其中，商品出口额为1200亿美

元，同比增长24.5%；商品进口额为656亿美元，同比增长20.4%。据俄罗斯央行估计，在出口增长额中，约有47%是靠增

加出口数量实现的，另有53%是靠世界市场上能源和有色金属的有利市场行情和价格上涨因素实现的。而进口额的增长则

完全是由于进口数量的增加。  

    第四，吸引外资成效显著。俄2003年上半年吸引外资总额达126.62亿美元，比2002年同期猛增51.3%；1-9月份，吸

引外资总额为209亿美元，同比增长高达61.9%。其中直接投资为46.6亿美元，同比增长77.3%，预计2003年全年吸引外国

直接投资总额将达到65亿美元。截至2003年9月末，俄罗斯吸引的外资达536亿美元，同比增长34.7%。据美国权威的科尔

尼咨询公司调查结果，在最值得外国投资者进行投资的国家中，俄罗斯2002年位居17名，而2003年则跃升至第8位。该公

司认为，俄罗斯经济对外国投资者越来越具有吸引力，俄已跻身世界上最具投资吸引力的10大国家行列。国际信用评级机

构穆迪公司也将俄罗斯的主权评级调高两个级别。 

    从总体上看，2003年俄罗斯经济增长会呈现一种先强劲后趋缓的态势。所谓“先强劲”，是指俄2003年上半年经济

的快速增长。1-6月份，GDP增幅高达7.2%；1-7月份也为7%。这一时期经济得以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俄石油产量大幅增

长，前7个月石油产量达到2.39亿吨，比2002年同期增长11.2%。加之世界市场石油价格上涨，且连续几个月居高不下，

使得大量的美元流入俄石油市场。据世界银行统计，上半年7.2%的增幅中，有3个百分点是来自石油价格的上涨，其余的

4.2个百分点来自其他因素。此外，俄上半年吸引外资势头猛，国内投资增长迅速，零售贸易额和承包工程不断增加，这

些都是推动上半年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所谓“后趋缓”，是相对于上半年而言，特指2003年下半年尤其是8-12月份俄罗斯经济的增速相对放缓这一趋势。

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一是继2003年9月石油价格较大幅度下跌后，下半年的后两个月即11和12月国际市场上的石油

价格仍小幅下跌。例如，11月份“Urals”和“Brent”两个品牌的石油每桶平均价格为27.5和28.8美元，比10月份的价

格分别下降了2.5%和2.7%。俄经济的增速会随着国际市场石油价格的波动而有所减缓。二是由于俄首富、尤科斯石油公司

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的被捕等原因，导致俄私人资本恐慌性外逃。据俄罗斯央行估算，私人资本外逃总额下半年将达130

亿美元，而上半年仅为46亿美元。私人资本外逃数额在一年中的上半年和下半年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这在俄罗斯尚属首

次。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甚至明确表示，如果尤科斯事件造成俄罗斯私人资本大量外逃，并最终造成俄经济恶

化，该公司将调低对俄罗斯的信用评级。这说明下半年俄私人资本外逃已经达到很严重的程度，已相当于2003年全年吸引

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两倍。三是并不乐观的农业形势也会对俄罗斯GDP的增长产生消极影响。2003年俄粮食产量预计为

7000万吨，大大低于2002年8660万吨的水平。 

 

    尽管有这些不利因素的影响，但2003年俄罗斯GDP的增速仍会高达6.6%，达到1999-2003年5年以来的第二个高增长



点。这确实有些出乎人们的预料，因为根据2002年俄罗斯对2003-2005年的最新社会经济发展预测，2003年GDP将增长

3.5%-4.4%（经济与生活周报，2002）。即使是在俄政府2002年制定的《俄罗斯2003-2005年社会经济发展中期纲要》

中，把这一时期的GDP年均增长率也只调整为4.1%-5.3%。这些指标均大大低于2003年6.6%的实际增幅。普京的经济“翻

番”目标正是基于俄罗斯经济形势持续好转并连续5年以较快速度增长，特别是自2003年起有可能更快增长这一现实而提

出来的。 

 

    人们不难看到，普京对经济增长问题格外关注。其直接原因正如普京本人所言，是“为了保证俄罗斯在国际经济竞争

中不落后”，并恢复俄罗斯的经济大国地位。他曾经在不同场合责备政府缺乏进取精神，指责政府“对俄罗斯经济增长潜

力估计过低”，并多次要求政府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例如，他在2002年的总统国情咨文中就对政府的国家经济发展预测特

别是对今后两三年内经济增长的保守预测提出严厉批评，指出，政府所做的国家经济发展预测不够大胆和自信。他认为俄

经济应当得到更快的发展，如果俄罗斯不努力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就会遭到失败。在2003年的国情咨文中，普京又先后在

两处提出俄罗斯GDP要在10年内即到2010年实现翻番的目标（普京，2003）。  

    应当说，普京的这个经济翻番目标是令人鼓舞的。俄许多专家学者也都认为，俄罗斯到2010年可以实现普京提出的

GDP翻番目标。然而如果冷静分析俄罗斯近几年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未来几年的经济发展趋势，我们仍不免对这一目标能否

如期实现而持怀疑态度。据俄权威专家估算，要在2010年达到这个目标，俄必须保证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要达到7.2%-

7.5%。而在俄政府最近出台的《俄罗斯2003-2005年社会经济中期发展纲要》中，预计2004年GDP增长3.8%-5.2%，2005

年增长4.8%-5.9%，2006年增长5%-6%，2008年增长5%-5.9%，只是2008年以后GDP的增长速度才能超过7%。因此，如果

根据这个预测，普京关于GDP在10年内翻一番的目标还是难以实现的。更何况，目前制约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内部和外部因

素依然很多。其中的一些因素如市场机制和制度仍不健全，产业结构不合理，社会尚欠稳定等，都会对俄经济增长产生负

面影响。  

    因此，正如俄总统经济顾问伊拉里奥诺夫（普京总统国情咨文的主要起草人）所指出的，虽然最近几年俄罗斯经济的

发展速度相当快。但俄经济尚不稳定，尤其是对石油价格极为敏感。这可以看做是俄官方对俄经济发展状况的总体概括。

我们认为，一方面应当看到近几年俄罗斯经济的良好发展势头和较快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还要分析这种增长的缺陷和问

题：其一，这种增长本身受世界市场行情尤其是世界石油价格的影响和制约，因而是不稳定和带有波动性的。其二，这种

增长是在以前出现的经济大衰退背景下发生的，仍是一种恢复性的增长。其三，虽然经济不断增长，但人民的生活水平并

没有得到明显改善，而且大规模的贫困依然存在。从这一点说，经济增长并没有给俄罗斯的老百姓带来多少实际利益。以

上这些不稳定或不利因素不仅会制约俄经济发展，而且也会给经济翻番目标增加相当大的难度。 

 

    如果再做进一步的深入分析，我们会看到，普京要实现经济翻番目标必然会面临以下三大矛盾和难题：  

    第一，经济翻番目标与俄罗斯经济的结构改造相矛盾。一般而言，经济快速增长与经济结构改造之间非但不存在矛

盾，而且应是相辅相成的，即经济快速增长有利于经济结构改造和结构调整，而经济结构改造和调整又会反过来促进经济

的更快增长。但对俄罗斯的情况要做具体分析。如前所述，俄只有保证经济增长速度达到年均7.2%-7.5%，才能实现2010

年前使GDP翻一番的目标。但要达到这种高速增长目标，前提是必须大量增加石油、天然气产量并大大增加这类产品的出

口。其结果，势必会进一步强化俄罗斯经济的能源特别是“燃料性原料”的生产与出口特征。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的

资料，2003年1-9月，俄商品出口结构中石油天然气等燃料性原料所占的比重达60.7%，2002年同期为56.4%。近几年这个

比重曾一度高达70%以上。要真正实行结构改造，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这种不合理的生产和出口结构，减少对资源密集型

产业的过分依赖，俄罗斯必须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技术改造和调整，使经济由主要依赖资源密集型产业转向以技术密集型

产业为主，特别是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的这样一种经济结构。这也是顺应经济全球化和由此带

来的新一轮全球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但俄要实行这种结构改造，会导致能源出口的大量减少，从而会大大降低经

济增长速度，使经济翻番目标难以实现。如果经济翻番目标不能实现，就会没有足够的资金用于结构改造。因此，在结构

改造和保持经济快速增长这两者难以同时兼顾的情况下，是选择保持经济快速增长，以使GDP翻番，还是为建立有效的经



济结构而选择结构改造，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这是俄罗斯面临的两难选择问题。 

 

    第二，难以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关系。这与上一个问题也是相关的。我们认为，经济增长与发展实际上并不是

一个相同的概念，因此不能将其混淆。一个社会可以有经济增长，但却不一定有发展或者发展起来十分缓慢。俄罗斯就是

没有处理好这种关系。目前俄罗斯几乎是把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作为国家经济政策的惟一目标，这在普京讲话和俄政府的社

会经济发展纲要中都充分体现出来。当然不可否认，高速经济增长对于处在经济恢复期的俄罗斯是十分必要的。但从长远

看，发展问题同样也不可忽视。众所周知，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石油、天然气、黑色和有色金属、木材等自然资

源和原材料出口而达到的，这种不顾长远发展不注重增长质量、以牺牲环境和枯竭资源为代价而实现的经济增长，不仅会

导致环境恶化、资源日趋短缺和人民的实际福利下降，甚至会造成“贫困化增长”。其结果，会使发展最终难以持续并可

能使经济再度陷入困境。因此，不惜任何代价达到高速增长，靠动用经济增长的粗放因素，靠保护落后的部门和经济结构

来达到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利于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发展，因而是不可取的。俄科学院涅基别洛夫院士的观点具有代表

性，他说：“如果让我们选择，是要继续使经济靠燃料和原料的生产及出口来达到10%的增长速度，还是通过经济现代化

和利用高科技来达到7%甚至是6%的增速，我则更倾向于6%-7%的增长速度，而不是10%（涅基别洛夫，2003）。” 

 

    第三，难以解决经济增长政策目标与社会政策的协调问题。普京在国情咨文中强调，“我们需要经济增长首先是为了

提高公民的福利。一系列迫切问题的解决都与经济增长直接相关。这既要有优质食品，有结实而又舒适的住房，不间断地

供电和供热水；还要有很好的教育和合乎现代水平的卫生保健；还要预防不幸事故和自然灾害发生；最后要使人的寿命更

长（普京，2003）。”我们认为，俄罗斯要真正实现经济增长首先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提高公民福利的目标，难度

还是相当大的。仅目前仍有1/4的人依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一点，就足以使俄罗斯确定的上述经济增长政策和社会政策

目标大打折扣。 

 

    两点结论性的看法： 

 

    1. 俄罗斯经济已经步入增长期，而且2003年是近5年来增长最快的年份之一，也是俄改革以来经济发展最好的年度

之一。正是基于连续5年的经济增长，普京才提出了在2010年实现经济翻番的目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普京于2003年12

月18日在谈到谋求总统连任时强调，如果成功连任，他在下一个总统任期内的主要工作目标包括：在10年内使俄罗斯经济

翻番；消除大规模贫困；让俄罗斯赶上西方发达国家。这说明他把经济增长问题看得特别重要。他认为，在21世纪，经济

发展落后依然是俄罗斯的主要威胁。 

 

    2. 政局稳定和经济增长是普京追求的两大目标，这构成了普京时代的本质特征。尤其是政局相对稳定成为俄2003年

经济持续发展的不可低估的重要因素。而且俄罗斯已开始建立稳定基金，用以稳定经济形势。该项基金主要从石油价格上

涨所带来的高收入中提取。到2003年底，作为稳定基金基础部分的财政储备金可突破2800亿卢布，2004年稳定基金将达

100亿美元。政局相对稳定和经济的稳定与快速增长构成了普京经济翻番目标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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