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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俄罗斯的军事工业和军贸体制改革

陈学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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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名称】工业经济 

  【作者简介】陈学斌(1961—)，男，黑龙江哈尔滨市人，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经济师，从事俄罗斯经济研

究。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黑龙江哈尔滨150000 

  【内容提要】本文对俄罗斯现阶段军工企业和军贸改革进行了介绍和分析，认为在改革国防工业管理体制的同时，又建立

了新的军贸体制，制订了新的武器装备发展计划，采取更加灵活的军贸出口措施，重新振兴了俄国防工业，使其成为俄经济的支

柱产业之一。 

  【关 键 词】俄罗斯/军事工业/军贸体制 

  目前，俄罗斯正处于军事改革的重大战略调整时期，国防预算逐年削减。自1992年以来，俄罗斯的军费开支平均每年减少约

30%，其中1998年的削减幅度最大，高达55%。1999年的军费和2000年的国防预算虽有所增加，但大都消耗在车臣和北高加索其它

地区的战场上，对军事工业没有起到太大的支持作用。这种状况造成武装部队的自然减员、战斗训练规模减小、武器装备需求量

大幅度下降，这无疑给国防工业带来消极影响。1997—1998年，在1700家国防企业中，只有5%的企业勉强维持收支平衡，还主要

依赖于军品的出口。当然，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军品出口在俄罗斯国防工业中的重要作用。俄罗斯政府已清楚地意识到了这

一点，不断出台和完善鼓励军贸的出口政策及措施，改革和健全国防工业及军贸体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改革国防工业和军贸的管理体制 

  1997年3月17日，俄总统叶利钦签发了《关于完善俄联邦权力机关的机构的命令》，其中包括取消在前一年刚刚成立的俄罗

斯国防工业部，将其职能移交给俄联邦经济部以及国家邮电和通信委员会。这是俄罗斯国防工业管理上的一个重大的变化。之所

以进行这样重大的变动，俄政府的解释是，俄罗斯已经实行了市场经济，国防工业不应徘徊在市场经济的门外，况且一部分国防

工业企业已经实现了股份化，正逐步与市场经济接轨。但是到1998年初，国防工业的私有化计划仅仅得以部分实施，国家仍然控

制着国防工业企业总数中的42%，部分地控制着另外的29%。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政府的改革目标是，从国防工业的管理

体制改革入手，将国有的军品公司、设计局和研究所从现有的1750个减少到700个以下，同时促使私营的金融工业集团从30个增

加到80个左右，这项计划拟于2005年完成。 

  在改革国防工业管理体制的同时，俄罗斯又建立了新的军贸管理体制。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军贸出口方面出现了各行其

是、相互掣肘的混乱局面，经过几年的努力，俄罗斯已开始完善了武器出口体制。目前，俄罗斯已将原来的9至12级的军贸管理



体制变成了现在的总统、政府、联邦军品出口的专门公司和企业的3级军贸管理体制，即首先由总统作为最高决策者决定武器出

口的总方针，然后再由政府全国安全会议所属的军事技术政策部门协调委员会制订武器出口的战略措施，最后由那些拥有武器出

口许可证的联邦军贸公司以及部分政府授权独立经营进出口业务的军工企业具体负责市场研究、签订和履行合同。 

  俄罗斯现拥有联邦级的国有军贸公司3家，即俄罗斯国家武器总公司、工业出口总公司、俄罗斯技术公司。它们负责全俄武

器与军事技术合作的进出口业务，在国际市场上代表着40家俄国防工业企业和公司，负有向国防工业企业提供发展资金，以保证

军品出口的竞争力；制定成本费用与军售价格标准，防止以过低价格出售，维持国家利益；协调有关军事技术合作事宜等责任。 

  为了进一步扩大武器出口，俄罗斯政府在加强对军品贸易管理的同时，逐步放宽限制，先后成立了8家军工企业型军贸公

司，比较著名的有莫斯科航空生产联合公司(MAPO)、“星星”公司、“红宝石”设计局等，赋予其自主谈判签署出口协议的许可

权。这8家公司的规模都比较大，其中莫斯科航空生产联合公司已成为能够保障先进航空产品拨款、研制、销售和维修的综合

体，并已跻身俄罗斯五大企业集团行列。 

  俄罗斯军贸体制经历了从放权到集中、从集中到放权，又逐步走向集中与放权相结合的道路，初步形成了以市场为依托，并

相对保持国家垄断地位的“俄罗斯式”的军贸管理体制。建立这种有效体制后，俄罗斯的国际军技合作已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军

贸出口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二、制订新的武器装备发展计划 

  在改革、完善国防工业和军贸管理体制之后，俄罗斯又制订了《2005年前国家武器装备发展计划》。根据该计划，今后武器

装备研制的目标是开发和制造未来武器，研制重点放在侦察、指挥、通信和电子对抗等领域，发展可进行战争打击的情报系统，

同时还要更新和发展已有的军事技术装备。国防工业的工作重点是保持生产第四代、第五代武器的能力，以便在财政状况改善

后，以最短的时间建立起一支装备有现代化武器的俄罗斯军队。因此新的发展武器装备计划为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大规模改装奠定

了基础。 

  尽管国防工业存在的问题仍然比较多，但俄罗斯全力保持其军工领域技术优势的思想并未改变。目前，俄罗斯正在研制的新

型武器装备主要有： 

  1.苏—37“金雕”前掠翼全天候战斗机。这种新型的、被称为俄罗斯空军21世纪主力重型战斗机，与美国最新研制的F—22A

“猛禽”相比，除整体隐身性能稍逊一筹外，苏—37具备F—22A所不具备的“三大绝招”：一是可利用后视雷达与R—73后射型

空空导弹对尾追目标实施打击，彻底改变了传统空战的面貌；二是采用推力矢量技术，即直接依靠发动机推力的横向分力来改变

飞行方向，这比通过操纵翼面变换方向的效率高得多，近距离空战时机动性更强；三是以超远程KS—172空空导弹（其射程已达

400千米）抢先发起攻击。由于缺乏经费，苏—37只制造了唯一的一架样机（编号711），但这架样机在"99"莫斯科国际航空航天

博览会上首次公开试飞，便成为这届博览会上最闪亮的亮点，并引起国际军界的高度重视。 

  2.“伊斯坎杰尔—E”新型战术弹道导弹系统。该导弹采用末端制导与控制方法，抗干扰和突防能力强，并具有对付反导系

统的能力。目前，只有俄罗斯“白杨—M”洲际弹道导弹具备这种能力。该导弹既可携带常规弹头，也可携带核弹头。目前部署

有3种常规弹头，即子母集束弹（由54枚子弹头组成）、钻地弹和破片杀伤弹。据俄军事专家讲，这种导弹将在未来25年中处于

世界领先地位，其性能是美国的“长矛”、ATACMS（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法国的“冥王星”等无法比拟的。 

  3.S—400“凯旋”防空导弹系统。它是在S—300的基础上，于1999年推出的又一新型防空导弹系统，装备有9M96E2新型防空

导弹，最大射程为120千米，其性能超过了美国的“爱国者”PAC—3新型防空导弹系统。 

  4.“北风之神”级弹道导弹核潜艇。该级潜艇是D—Ⅳ级的后继艇，其隐身性能和下潜深度都大大超过了美国的“俄亥俄”

级战略潜艇，同时具有较强的打击和自卫能力。该级的首艇被命名为“尤里·多尔戈鲁基”号，预计2002—2003年可投入使用。



文档附件： 

隐藏评论 

此后，“北风之神”级很可能以每年1艘的频率逐步更换“台风”，而成为另一战略潜艇支队的主角。 

  5.MFI新型多用途战斗机。MFI为重型单座战斗机，属第五代战斗机。这种新型战斗机尚未命名，设计代号为“1·42方

案”，其批量生产型估计将定名为米格—39，用于取代苏—27和苏—35系列作战飞机。俄军方对MFI的评价非常高，称该机型是

世界最优秀的战斗机。事实上，除了美国的F—22外，法国的“阵风”、“欧洲的EF—2000以及瑞典的JAS39仅部分地具有第五代

战斗机的性能，只能被称为“四代半”战斗机。所以说，在第五代战斗机中，现已制造完毕和已经试飞的只有三种：即俄罗斯的

苏—37、MFI和美国F—22。而MFI在总体性能上要远远超过F—22，且造价（7000万美元）也低于F—22（1亿美元）。 

  除此之外，俄罗斯已推出的新式武器还很多：如“墨鹰”式空战坦克、“克里赞塔马”反坦克／防空武器系统、“龙卷风”

新型火箭炮、“铠甲”S-1弹炮合一系统等等。 

  三、采取更加灵活的军贸出口措施 

  根据国际军贸市场的需求，俄在航空装备出口仍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加大精确制导武器及潜艇的出口比重，并把近几年刚

开始研制、装备的某些军事技术装备投放市场，与西方国家的高技术武器装备角逐国际军火市场。俄罗斯采取措施，不仅保证原

来的出口整套装备系统，而且还转向提供武器装备备件，转让军事技术，合作改进现有武器装备，加大售后服务力度等。由于经

济增长的需要，俄在出口地域上趋于多元化，以前限制出口的国家或者以前被欧美国家垄断的地区，都有可能成为俄罗斯出口武

器装备的对象。 

  近年来俄罗斯为扩大出口额，一改苏联对军事装备全封闭的做法，利用各种机会、各种方式来向世界展示其武器装备与军事

技术的先进性、战场适应性及高可靠性，以提高吸引力和竞争力。由于俄国内军贸出口环节逐渐理顺，国家统一集中管理发挥作

用，俄政府的宏观控制作用加强，加之在军贸出口方面的经验逐渐丰富，其国防生产能力下降，难以形成批量生产，前些年军品

出口价格低的状况，已基本由出口价格的猛烈上扬所取代，有的产品价格一年就翻一番，甚至两番。在新的军工技术合作上，价

格成为成交中的最突出障碍，1998年俄罗斯武器出口额较1997年出现大幅度的滑坡，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参见附表）。 

1994—1998年俄罗斯在世界十大常规武器出口国中地位的变化（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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