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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摘要]

  2000年俄罗斯经济出现了转轨以来最好的发展局面，有的专家认为俄罗斯经济已进入恢复发展时
期，并且预测未来10年俄罗斯经济年均增长速度将保持在5%以上。认真分析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动因，可
以看出俄罗斯经济中依然存在着潜在的危机因素。俄罗斯2000年以后经济的持续发展不仅取决于国际和
国内经济环境，更重要的还取决于未来的发展战略是否正确。 

[成果全文]

 2000年俄罗斯经济的喜与忧 一2000年俄罗斯经济的大发展1998年8月经济危机后俄罗斯经济经历了两
个恢复性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98年10月至1999年4月卢布贬值给俄罗斯国内企业的生产带来了机遇
随后以石油为首的若干俄罗斯出口产品的国际价格1999年34月开始上涨给俄罗斯带来了新机遇这是俄罗
斯经济增长的第二个阶段它使俄罗斯经济达到并超过了危机前的水平并一直保持增长势头2000年俄罗斯
的经济形势之好是近10年来所未有的。 
1. 各项经济指标均有增长 2000年110月与1999年同期相比国内生产总值增加7%左右主要部门的产品生
产增加8.4%工业增长9.8%投资增长19.6%农业增长3.7%居民实际收入增长9.4%工业产品价格上涨28.8%出
口增长46.7%进口增长9.0%外汇储备7月份达到230亿美元比5月初增加60亿美元  
2. 产业结构发生了有利的变化 前10个月工业中增长最快的是轻工业棗增长了28.6%出口生产部门增长
的还有黑色金属增长17.9%化工增长15%林业增长13.2%超过工业平均增长水平的部门有机器制造和金属
加工业增长17.5%有色金属增长11.5%食品工业增长9.1%建材工业增长9.4%。 
3、 财政盈余 前3个季度超额完成了财政收入计划1~9月联邦财政收入连月盈余累计盈余1 911亿卢布而
1999年同期则赤字365亿卢布  
4. 社会矛盾缓和 随着失业人数的减少5~7月成为俄罗斯自改革以来没有登记罢工的月份14月各月登记
的罢工次数明显减少分别为477次210次83次22次这是社会稳定的有力证明 
二经济发展中的潜在危机 根据目前的经济形势某些专家学者认为俄罗斯经济已进入恢复发展时期并且
预测未来10年俄罗斯经济年均增长速度将保持在5%以上从长期和宏观的角度看俄罗斯经济存在6个方面
的问题有待克服 
1. 投资问题 19911999年期间投资萎缩了4倍使用年不满10年的设备占设备总额的比例1994年为4.5%
1997年为29.4%1970年工业的生产设备平均寿命为8.5年1998年则为17年同期业基本储备的消耗由25.7%
增至53%设备的继损坏和减少将成为2005年以后经济发展的主要碍照此下去2010年设备将比1998年减少
1/4相当于改革前的55%60% 要解决这个问题提高生产设备的质量和竞争力实现生产设备现代化需要在
2010年前将投资规模扩大1.2倍每年要增加投资8% 同时必须把资金引向农工综合体和机器制造业由于增
加进口设备需要150180亿美元力不从心设备和技术改造只有依靠俄罗斯的机器制造业来完成至1998年进
口设备在投资中所占的比例不断加大80年代为30%37%1996年为63%1997年为74%  
2. 社会问题 俄罗斯的生产和消费一直处于脱节的状态19911998年生产下降了一倍以上而消费下降了
21%维持居民消费水平的各种潜力已耗尽1998年的金融危机引起了消费水平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
生产和消费的差距收入在最低贫困线以下的俄罗斯居民增加了2 000万达到人口总数的37%1999年居民消
费减少了5%如果保持这种趋势2005年的消费将比1999年减少5%10%若干年来俄罗斯人口平均每年减少75
万人根据预测15年后俄罗斯人口将减少2 200万即国家人口的1/7这样社会问题转变成医疗人口和政治方
面的问题3. 农业问题 改革初期工业和商业利用价格差从农业中获得补贴从农业中外流的财政资金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比例1992年为10%1993年为3.2%1994年为4.4%19921999年间农村的购买能力减少了2倍多投
资减少了24倍从1995年起农业生产的下降速度超过了工业的下降速度19911999年农业生产下降了44% 
农工综合体未能恢复康拜因和拖拉机的生产只能达到被损坏机器数量的10%15%农业机械的减少每年5%8%
导致耕地减少10年减少了25%30%和谷物减收由2000年的6 500万吨到2005年的5 000万吨和2010年的4 
0004 500万吨如果照此发展下去20002010年肉奶的产量将减少50%20052010年只能保证居民生活性消费



的75%85%这将加大对进口的依赖并因此强化原料出口型的生产结构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对农业生
产的投资20002005年应该增加2倍2010年前再增加1.4倍 4. 财政问题 从1990年起俄罗斯积累和投资递
减1999年同1991年相比国内生产总值中用于最终消费的支出比例由62.6%增至71.1%而积累总额则由37%
降至17.1%目前俄罗斯的积累水平低于所有的发达国家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联邦收入对外贸的依赖性很
强通过外贸获得的直接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998年的3.2%增至1999年的4.4%几乎占全部收
入的1/3如果考虑到间接收入出口部门提供的财政收入约占总收入的50%55% 目前国内生产总值的33%用
于各种补贴国家机关和投资的最低必要支出另外偿还国家债务的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7%38%根据俄罗
斯科学院专家的评估财政支出的能力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70% 利用外债重组和新的贷款可以通过发
行货币增加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2005年可达4.4%这已是极限超过这个界限将引起恶性通货膨胀。 
5. 燃料动力问题 燃料部门的发展潜力逐渐消耗殆尽2005年该部门的投资应该比1999年增加50%2010年
再增加倍否则2005年可能发生燃料资源短缺甚至要减少对国内市场的供应或减少15%20%的出口 6. 对外
经济问题 在高成本和管理不良的条件下的出口增长要求美元的高价位后者则刺激通货膨胀加大外债的
压力这样卢布贬值提高了外债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关系而每年流失的资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4%
5%涨至11%据有关资料统计1999年俄罗斯外流资金约250亿美元结果国内的投资资源储蓄同资金外流之差
由国内生产总值的19%20%降至8%9%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俄罗斯2000年以后经济的持续发展不仅取决于国
际和国内的经济环境更重要的还取决于未来的发展战略是否正确。 
俄罗斯未来的发展战略 
一加强和集中国家权力 为了实现强国目的俄罗斯确定了新的对外政策的战略构想对外目标服从于国内
目标提出了保持对外政策的独立性的基本原则这个政策的基础是实用主义经济的有效性和国家任务的优
先性并且要努力使这些原则成为国家生活的准则对内加强和集中国家权力 俄罗斯为巩固联邦将实施原
则方案 第一步是建立联邦区和任命俄罗斯总统的代表这个决定的实质是合并总统在地方的垂直结构。 
为巩固联邦制创造条件 第二步是对地方政权机构违反俄罗斯宪法和联邦法律以及公民统一的权利和自
由遭到侵犯的情况联邦进行干预联邦政府俄罗斯总统必须能够整顿秩序地区领导同样应该有权力影响地
方权力机构 第三步是改革联邦会议伴随俄罗斯总统的国家会议将成为这种形式 此外俄罗斯加强了对舆
论宣传的监督 俄罗斯政府还明确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国家将减少对所有权经营和消费的参与并将加强
在营造国内统一的经济空间执行法律义务保护所有权权益方面的国家作用国家对经济干预的实质不是运
用各种行政工具不是国家对具体领域的扩张而是要保护各种形式的所有制政府的任务是理顺维护市场运
作的国家机制的工作 近期国家不能退出对若干经济领域的直接参与例如国防工业综合体国家将经常注
意战略上重要的部门。 
二经济领域的改革 俄罗斯的经济改革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要保证对所有权的保护国家将保证股东
了解企业活动的信息制止侵蚀他们的资本应保护公民的财产权保证他们的住房自有地银行储蓄和其他动
产不动产的所有权在私人所有制目前尚未确定的领域首先是土地和不动产领域必须建立私有权的合法基
础 其次保证竞争的公平国家过去曾把一些企业置于优越地位它们使用廉价的能源可以不缴纳税款享受
各种优惠但是另一些企业在名义上平等的条件下经营实际受到歧视为了获得第一类企业的优待要付出代
价因此必须取消一切无理由的优惠和特惠对企业的直接和间接补贴保证在分配国家资金许可证配额方面
一律平等 第三国家彻底摆脱对经营的过分干预简化企业登记检验投资方案等方面的审批程序。 
第四降低税收负担税收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已经迈出要继续前进现行的关税体制不能视为是有效率的按目
前海关管理的水平这种关税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保护和纵容营私舞弊因此必须从根本上简化海关制度统一
关税 第五巩固和发展金融的基础结构银行体系要剔除那些亏损企业必须保证银行业务的透明性证券市
场应该真正成为融资的工具要把它们发展成最有前途的经济成分 
三社会领域的改革 俄罗斯新的社会政策的原则是要对人的将来投资因此要优先扶持卫生教育和文化的
发展目前的社会公益体制的基础是缺乏针对性的社会补助和优惠结果使国家资金分散化富人利用穷人来
享受社会福利名义上的无偿教育和保健实际上是有偿的而且有时贫苦者是享受不到的儿童补助微乎其微
并且很多年没有落实养老金很少并且没有同实际劳动贡献挂钩 俄罗斯只有减少过多的社会义务并严格
执行必须保留下来的义务才能恢复人民对政府的信任 最重要的一项社会任务是保证养老系统有稳定的
财政资金国家必须防止由于俄罗斯居民加速老龄化而引起的这方面的危机为此必须建立积蓄养老金的财
政机制向这个方向过渡尽管要分阶段地进行但是必须进行。 
社会政策将在大家都能享受的社会福利基础可以接受的和保证质量的原则上执行补助首先要给收入真正
低于最低生活线的人 四政治方面的最主要任务 关于未来的政治方面的主要任务普京提出首先要整顿权
力机构秩序但这并不是最终目的只是国家现代化的第一阶段俄罗斯最主要的任务是完善政治体制和建设
有效率的国家只有有效率的国家才是社会稳定发展和执行法律的保证为了保证国家公民充分享有政治经
济和社会经济的权利而真正改进联邦主体的能力建立把俄罗斯经济发展成自由经营和能够发挥公民潜力
的经济的法律秩序保证在俄罗斯领土上准确有效地执行经济战略俄罗斯将完成以上3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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