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罗斯第二产业的结构变迁与现状解析

张聪明

【内容提要】 　 本文在历史与现实的比较中讨论俄罗斯第二产业结构变迁

问题ꎮ 苏联时期长期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产业政策是与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

和理论认识分不开的ꎬ 其后果是俄罗斯第二产业结构长期不能摆脱原材料化问

题进而实现 “优化”ꎮ 但是ꎬ 当代俄罗斯实施产业政策的环境与苏联时期相比

已大为不同ꎮ 在新的历史背景下ꎬ 基于俄罗斯的资源禀赋———自然资源丰裕、
资本和劳动力相对短缺ꎬ 其经济的比较优势在于发展油气行业为代表的资源产

业ꎮ 俄罗斯在约束条件下大力发展油气产业有其经济合理性ꎮ 也就是说ꎬ 俄罗

斯的第二产业以能源为核心ꎬ 其产业结构以能源原材料为主体ꎬ 是一个符合经

济规律的经济现象ꎬ 俄罗斯的产业政策没必要也没条件追求旨在人为改变这种

状况的产业结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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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赶超战略背景下ꎬ 苏联长期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产业政策ꎮ 从实施结

果来看ꎬ 产业政策得到了有效执行ꎮ 与此相对应ꎬ 俄罗斯的第二产业结构长期

未能摆脱原材料化ꎬ 这自然与转轨以来的产业政策无效率有直接关系ꎬ 但更重

要的是俄罗斯的产业政策环境与苏联时期已大为不同ꎬ 因此ꎬ 应在新的现实条

件下ꎬ 以新的理论思维重新认识俄罗斯的第二产业结构ꎮ 本文尝试在不同的理

论体系、 经济体制之下重新讨论俄罗斯的产业结构ꎬ 以期得出有别于既有论断

的新看法ꎮ

一　 苏联时期的第二产业结构———优先发展重工业

一个国家的历史是影响、 决定其现实境况的最基本、 最重要的因素ꎮ 要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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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俄罗斯的第二产业①结构ꎬ 我们不得不回到历史中去ꎬ 回到苏联去ꎬ 看看那

时候人们怎样认识和处理这样的问题ꎬ 并从中获得某些启发ꎮ

(一) 重工业过重ꎬ 轻工业过轻ꎬ 国民经济军事化

重工业指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物质技术基础和生产资料的工业ꎬ 具体包括

钢铁工业、 冶金工业、 机械、 能源 (电力、 石油、 煤炭、 天然气等)、 化学、 材

料等工业ꎮ 重工业按生产性质和产品用途可以分为三类: 采掘工业 (对自然资源

的开采)、 原材料工业 (提供基本材料、 动力和燃料)、 加工工业 (对工业原材

料进行再加工制造)ꎮ 轻工业则是生产消费资料的工业部门ꎬ 主要提供生活消费

品和制作手工工具ꎮ 国民经济军事化就是国民经济沿着战争需要的方向发展ꎮ 苏

联时期的第二产业结构表现出来的特点是重工业过重ꎬ 轻工业过轻ꎬ 国民经济军

事化ꎮ

１ 重工业过重

１９２９ 年 ４ 月ꎬ 苏联通过了加速发展重工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ꎬ 这一计划的执

行结果是ꎬ 苏联的重工业获得了高速增长ꎮ 整个五年计划期间ꎬ 工业年均增长

１９％ ꎬ 生产资料工业 (重工业) 年均增长 ２８ ５％ ꎻ １９２８ 年生产资料在工业生产

中的比重只有 ３９ ５％ ꎬ 到 １９３２ 年已增长到 ５３ ４％ ꎮ 其中机器制造业增长速度更

快ꎬ 年均增长率达到 ４１ ３％ ꎮ 到 “一五” 计划的末年ꎬ 机器制造业产值已占工

业总产值的 ２５％ ②ꎮ
第二、 三个五年计划期间ꎬ 苏联更加强调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ꎬ 在工业总

投资中ꎬ 有 ８５％以上投入到了重工业部门③ꎮ 这样做的结果是ꎬ 在工业总产值中

生产资料 (重工业) 的比重不断增大ꎬ 帝俄时期是 ３３ ３％ ꎬ １９２８ 年是 ３９ ５％ ꎬ
１９３２ 年为 ５３ ４％ ꎬ “二五” 计划末期为 ５７ ８％ ꎬ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０ 年更增加到了 ６２％
(见表 １)④ꎮ

在战后苏联工业中ꎬ 生产资料生产特别是机器制造业 (包括武器生产) 依

然获得了高速发展ꎮ １９５３ 年与 １９４０ 年比ꎬ 苏联工业总产值增长了 １ ５ 倍ꎬ 生产

资料 (重工业) 却增长了 ２ 倍ꎬ 机器制造业增长了 ３ 倍ꎮ 结果是ꎬ 在苏联工业结

１４

①
②

③
④

本文涉及的第二产业指国民经济三次产业划分中的第二产业ꎬ 即工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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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中ꎬ 重工业更重了ꎮ １９４６ 年ꎬ 生产资料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是 ６５ ９％ ꎬ
１９５０ 年达到 ６８ ８％ ꎬ 以后几年接近 ７０％ ①ꎮ

表 １　 １９２９ ~ １９４０ 年苏联的工业增长率 (单位:％ )

年份 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 生产资料年均增长率 消费资料年均增长率

１９２９ ~ １９３２ １９ ２ ２８ ６ １１ ８

１９３３ ~ １９３７ １７ １ １９ １ １４ ８

１９３８ ~ １９４０ １３ ２ １５ ３ １０

　 　 资料来源: 苏联部长会议中央统计局编: «苏联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汇编»ꎬ 统计出版社 １９５６ 年 １ 月版ꎬ
第 ４４ ~ ４６ 页ꎮ

到赫鲁晓夫时期ꎬ 在美苏军备竞赛的背景下ꎬ 苏联依然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

的政策ꎬ 这使得工业中的生产资料 (重工业) 比重更大了ꎮ １９５５ 年生产资料

(重工业) 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为 ７０ ５％ ꎬ １９６０ 年为 ７２ ５％ ꎬ １９６１ 年为

７３ １％ ꎬ １９６２ 年为 ７３ ７％ ꎬ １９６３ 年为 ７３ ９％ ꎬ １９６４ 年达到 ７４％ ꎮ １９４５ 年的战

时水平也只有 ７４ ９％ ②ꎮ
勃列日涅夫时期ꎬ 重工业继续得到优先发展ꎮ 在勃列日涅夫当政的 １８ 年中ꎬ

生产资料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长期保持在 ７４％ ~７５％的水平ꎮ 到勃列日涅夫当政

的最后一年 (１９８２ 年) 这一比例竟高达 ７５ １％ ③ꎮ

２ 轻工业过轻

苏联的轻工业过轻表现在消费资料的生产增长速度慢ꎬ 轻工业 (消费资料产

值) 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小ꎮ 很明显ꎬ 轻工业过轻是重工业过重的反面ꎮ
１９６１ 年以后ꎬ 消费资料只占 ２６％ 左右④ꎮ 这种局面到苏联末期更加严重ꎮ １９９０
年在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ꎬ 轻工业产值 (包括食品工业) 只占工业总

产值的 １９％ (见表 ２)ꎮ 相比之下ꎬ １９４７ 年和 １９６７ 年ꎬ 美国的轻重工业的比重

分别是 ４８ ３％ 、 ５１ ７ ％和 ３７ ３％ 、 ６２ ７％ 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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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苏联末期 (１９９０ 年) 俄罗斯的工业内部结构

工业内部各部门 占比 (％ )

工业 (全部) １００

电力工业 ８ ０

燃料工业 １２ ４

黑色冶金 ８ ２

有色冶金 ６ ２

化学和石油化学工业 ８ ０

机器制造业 ２２ ６

森林、 木材加工和纸浆造纸 ６ １

建筑材料工业 ５ ８

轻工业 ７ ０

食品工业 １２ ０

其他 ３ ７

　 　 资料来源: 许新: «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 (经济卷)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ꎬ 第 ３０４ 页ꎮ

３ 国民经济军事化

戈尔巴乔夫在 １９９１ 年 ２ 月的一次讲话中承认ꎬ 苏联经济 “是世界上最军事

化的经济”①ꎮ 国民经济军事化就是国民经济沿着战争需要的方向发展ꎬ 其表现是:
军事费用在国家财政支出和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有很大比重ꎬ 军用品生产畸形发展ꎬ
科学研究的重点是满足军事需要ꎬ 大量的科研经费和科研人员被用于军事目地②ꎮ

苏联国民经济军事化格局是一个隐晦而真实的历史现象ꎮ 官方公布的军费数

额一直保持在年均不超过 ２００ 亿卢布的水平ꎮ 但是ꎬ １９８９ 年戈尔巴乔夫在一次会

议上却承认苏联的国防总支出为 ７７３ 亿卢布ꎬ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

在苏共二十八大上说苏联军费占国家预算的 １ / ４ (合 １ １５０ 亿卢布)③ꎮ 苏联国民

经济军事化的另一表现是军备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高ꎮ 苏联官方公布的数据

说军备生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８％ ꎬ 而非官方的估计则高达 ２５ ％ ꎮ 还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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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克明: «苏联军事化经济的形成、 发展及其主要历史教训———苏联剧变的经济根源探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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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１４ ｓｈｔｍｌ
许新: «论俄罗斯的经济结构»ꎬ 载 «东欧中亚研究» １９９６ 年第 ６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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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ꎬ 苏联机器制造业的 ７０ ％都服务于军备生产①ꎮ 军事工业的发展不计成本ꎬ 挤

占了国家最主要的科技力量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ꎮ

(二)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产业政策

可以说ꎬ 苏联第二产业结构的重工业过重、 轻工业过轻、 国民经济军事化的

特点是国家产业政策实施的结果ꎮ 这个赶超战略之下的产业政策就是优先发展重

工业ꎮ 无论今天人们如何评价这个政策的得失ꎬ 但就产业政策的目标和实施结果

来看ꎬ 这一政策无疑实现了其目标ꎮ
产业政策是一国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目标而对产业的形成和发展

进行干预的各种政策的总和②ꎮ 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ꎬ 苏联领导人就强调要

高速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ꎮ 在 １９２８ 年 １１ 月的联共 (布) 中央全会上ꎬ 斯大林

就指出: “迅速发展整个工业特别是生产资料的生产ꎬ 是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和关

键ꎮ” １９３１ 年年初斯大林强调: “必须竭力和尽可能加快速度ꎮ”③ １９２９ 年 ４ 月ꎬ
在激烈的争论之后ꎬ 苏联通过了加速发展重工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ꎬ 规定工业年均

增长率要达到 １９ ２％ꎬ 生产资料工业年均增长率要达到 ２７％ꎮ 实际执行的结果是ꎬ
工业年均增长 １９％ꎬ 生产资料工业年均增长 ２８ ５％ꎮ 生产资料在工业生产中的比

重由 １９２８ 年的 ３９ ５％猛增到 １９３２ 年的 ５３ ４％ꎬ 尤其是包括军工在内的机器制造业

年平均增长率竟达 ４１ ３％ꎬ 到 １９３２ 年机器制造业在工业中的比重已经达到 ２５％④ꎮ
第二个五年计划 (１９３３ ~ １９３７) 实施的结果是ꎬ 生产资料的年均增长速度为

１９ １％ ꎬ 轻工业的年均增长速度则为 １４ ８％ ꎮ 第三个五年计划 (１９３８ ~ １９４１ 年

前半年) 时期ꎬ 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获得了更快速的发展⑤ꎮ
综合前三个五年计划来看ꎬ 苏联的工业总投资中ꎬ ８５％以上投入到了重工业

部门ꎬ 生产资料 (重工业) 的生产也由此获得了高速的增长 (见表 ３)ꎮ 与此相

联系ꎬ 这一时期苏联的国防工业获得了高速发展ꎬ “二五” 计划期间ꎬ 国防工业

增长了 ２８６％ ꎬ 年均增长 ２３ ４％ ꎬ １９３８ ~ １９４０ 年间ꎬ 国防工业年均增长 ３９％ ⑥ꎮ
经过三个五年计划ꎬ 到 １９４０ 年左右ꎬ 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ꎬ 第二产业结

构的重工业过重、 轻工业过轻、 国民经济军事化的格局已经形成ꎮ 战后ꎬ 苏联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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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新: «论俄罗斯的经济结构»ꎮ
韩乾、 洪永淼: «国家产业政策、 资产价格与投资者行为»ꎬ 载 «经济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２ 期ꎮ
刘克明: «苏联军事化经济的形成、 发展及其主要历史教训———苏联剧变的经济根源探讨»ꎮ
同上ꎮ
同上ꎮ
同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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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陷入冷战和军备竞争而不能自拔ꎬ 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产业政

策也就一直延续下来ꎮ

表 ３　 苏联的工业增长速度 (单位:％ )

年 份 工业总产值的年均增长率 生产资料年均增长率 消费资料年均增长率

１９２９ ~ １９３２ １９ ２ ２８ ６ １１ ８

１９３３ ~ １９３７ １７ １ １９ １ １４ ８

１９３８ ~ １９４０ １３ ２ １５ ３ １０

　 　 资料来源: 苏联部长会议中央统计局编: «苏联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汇编»ꎬ 第 ４４ ~ ４５ 页ꎮ

(三) 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政策的缘由———历史环境和理论依据

１ 历史原因

苏联长期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产业政策ꎬ 具有深刻的历史原因ꎬ 也有相应

的理论支持ꎮ
第一ꎬ 发展落后ꎬ 工业底子薄弱ꎮ 苏联继承的是沙皇俄国的历史遗产ꎬ 这其

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经济发展水平低ꎬ 尤其是工业落后ꎮ 可以说ꎬ 在十月革命

前ꎬ 俄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ꎮ １９１４ 年ꎬ 俄国国民经济中固定资产的结构是:
农业占 ５３ ７％ ꎬ 工业、 商业、 交通等总共占 ４６ ３％ ꎻ 国民收入中ꎬ 农业占

５３ ６％ ꎬ 其余占 ４６ ３％ ①ꎮ 工业发展虽然速度较快ꎬ 但总体水平不高ꎮ

表 ４　 俄国工业生产的部门结构 (单位: 万卢布ꎻ 占当年工业产品总值的％ )

年份 纺织 食品 畜产品加工 矿业 冶金加工 化工 建材 农产品加工

１８８７

１９９０

１９１３

４５３ ８ ４５１ ６４ １８５ ８ １１４ ４ ５４ ８ ２９ ４８ １

３２ ４ ３２ ２ ４ ６ １３ ２ ８ ２ ３ ９ ２ １ ３ ４

８０５ ２ ７６７ ４ １１８ ８ ６７１ ６ ３５７ ８ １３１ ２ ８０ ７ １５３ ３

２６ １ ２４ ９ ３ ８ ２１ ８ １１ ６ ４ ２ ２ ６ ５

１ ８５４ ９ １ ４４３ ７ ２４０ ４ １ １８２ ４ ７６９ ４７８ ６ １８７ ７ ３１５ ４

２８ ６ ２２ ３ ３ ７ １８ ３ １１ ９ ７ ４ ２ ９ ４ ９

　 　 资料来源: 〔俄〕 Ａ  Ｈ  雅科夫列夫主编: «２０ 世纪初的俄国»ꎬ 莫斯科 ２００２ 年版ꎬ 第 １７０ 页ꎮ

５４

① 陆南泉: «苏联兴亡史论» (修订本)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版ꎬ 第 １１２ 页ꎮ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ꎬ 还没有发达的机器制造业 (见表 ４)ꎬ 工业中使用的大

部分机器来自进口ꎬ 在进口的工业产品中ꎬ 机器设备占 ３０％ ~３５％ ꎮ 这种落后的

工业水平和工业结构ꎬ 成为苏联在国际竞争背景下以赶超方式发展工业、 优先发

展重工业的历史起点和现实基础ꎮ
第二ꎬ 战争威胁ꎬ 不得已而为之ꎮ 苏联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与战争相伴相

随ꎮ 这种严酷的生存环境使得发展工业、 优先发展重工业以至于国民经济军事

化ꎬ 都有了一种非选择性的宿命性质ꎮ 十月革命爆发时ꎬ 沙皇俄国还是第一次世

界大战的参战方ꎮ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与德国签署 «布列斯特和约» 后才得以从

一战中脱身ꎮ 然而ꎬ １９１８ 年 ３ ~ ４ 月间ꎬ 英、 法、 美、 日等国就开始派遣小规模

干涉军在北部和远东地区进行武装挑衅ꎬ 高加索、 顿河一带的白卫军也发动了武

装叛乱ꎬ 苏维埃国家被迫进行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叛乱的战争ꎬ 直到 １９２２
年年底ꎬ 国内战争才彻底结束ꎮ １９４１ 年 ６ 月德国发动对苏联的进攻ꎬ 一直到

１９４５ 年 ５ 月ꎬ 苏联才取得卫国战争的最后胜利ꎮ 二战后ꎬ 苏美两大阵营很快进入

冷战状态ꎬ 苏美争霸ꎬ 军备竞赛ꎬ 还有阿富汗战争等等ꎬ 耗费了大量资源ꎮ 在这

样的国际环境下ꎬ 苏联不得不优先发展重工业ꎬ 搞国民经济军事化ꎮ
第三ꎬ 计划经济体制的保障ꎮ 苏联第二产业结构的形成、 维持和固化ꎬ 没有

计划经济体制的保障是难以想象的ꎮ 计划经济体制是所谓斯大林模式的经济内

容ꎮ 在这种体制下ꎬ 国家以高度的集权实行经济统制ꎮ 国家占有绝大部分生产资

料 (土地、 资源和资本)ꎬ 控制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ꎻ 国家 (中央政府) 直接

管理经济ꎬ 全社会像一个大工厂ꎬ 由国家组织和调节全国的生产、 分配和流通ꎮ
其次ꎬ 国家以指令性计划组织经济活动ꎬ 也就是按照中央政府制定、 批准的计划

组织生产和分配ꎬ 计划具有法律效力ꎬ 由国家强力强制执行ꎮ 再次ꎬ 国家以行政

手段管理经济活动ꎮ 国家以命令、 决议和行政组织手段与各经济组织发生关系ꎬ
长官意志具有决定性作用ꎮ 苏联的这种组织经济活动的方式ꎬ 使优先发展重工业

政策能够得到有一定效率的贯彻执行ꎮ
第四ꎬ 苏联体制的超经济强制ꎮ 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产业政策能够长期得以

贯彻执行ꎬ 斯大林模式的政治内容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ꎮ 首先ꎬ 实行苏联共产党

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ꎻ 其次ꎬ 国家体制诸权合一ꎬ 国家行政机关自我监督ꎻ 第三ꎬ
国家安全部门具有凌驾于党政权力机关之上的特殊权力ꎮ 列宁曾经说过ꎬ 经济是政

治的基础ꎬ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ꎮ 但政治对经济有巨大的反作用ꎮ 苏联的政治体

制强制性保障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产业政策的长时间和大空间维度的实施效率ꎮ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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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两大部类结构理论和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观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ꎬ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ꎬ 理所当然地

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和理论指导ꎮ 具体在经济建设中处理产业结构

问题时ꎬ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的两大部类理论就成了指导性理论ꎮ
(１)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大部类理论

马克思在批判斯密和李嘉图的再生产理论、 同时吸收魁奈的再生产理论的科

学成分的基础上ꎬ 创立了科学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ꎮ 马克思的 «资本论» 第

二卷第三篇是专门研究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的篇章ꎮ 在这里ꎬ 马克思以社

会总产品为出发点ꎬ 以社会总产品的实现为核心ꎬ 论证了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必须

具备的条件ꎬ 创立了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理论ꎬ 指出社会总产品实现的基本条件是

社会生产两大部类要保持一定的比例和平衡关系ꎮ
(２) 列宁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论

继马克思、 恩格斯之后ꎬ 列宁在同各种敌对派别特别是在同俄国的自由主义

民粹派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中继承、 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

产理论ꎬ 形成了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思想ꎮ
列宁考察了在技术进步、 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条件下的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ꎬ

依据马克思的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图式ꎬ 设计了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条件下扩大

再生产的新图式ꎬ 得出的结论就不是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平衡增长ꎬ 而是生产资

料增长的速度快于消费资料增长的速度ꎮ 列宁据此提出了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ꎬ
生产资料的生产比消费资料的生产增长得更快” 的新原理①ꎮ 列宁还预测说ꎬ 社

会主义第一部类的增长仍然将快于第二部类ꎬ 但是两大部类增长的差距将比资本

主义缩小②ꎮ 正是基于以上的历史条件和理论认识ꎬ 苏联得以长时间贯彻执行了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产业政策ꎬ 形成了重工业过重ꎬ 轻工业过轻ꎬ 国民经济军事化

的第二产业结构ꎮ 这个产业结构作为历史遗产ꎬ 极大地影响了当代俄罗斯的第二

产业结构ꎮ

７４

①

②

詹仲: «列宁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捍卫和发展»ꎬ 载 «锦州师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１９８４
年第 １ 期ꎮ

王晓东: «列宁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卓越贡献»ꎬ 载 «马克思主义研究» １９８６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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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俄罗斯转轨时期的第二产业结构及其成因

苏联解体以后ꎬ 俄罗斯直接承接了苏联末期的第二产业结构ꎮ

(一) 俄罗斯转轨前期的第二产业结构状况

俄罗斯转轨前期ꎬ 工业内部结构畸形更重了ꎬ 也就是说重工业更重ꎬ 经济的

原料化更强ꎮ

１ 采掘工业同加工工业的对比关系恶化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前期ꎬ 受剧烈的经济转轨过程、 有限的反危机措施和投资政

策 (产业政策) 向能源和原材料倾斜的政策取向影响ꎬ 俄罗斯采掘工业在工业

中的比重进一步增大ꎮ １９９１ 年采掘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为 １５ ５％ ꎬ １９９６ 年上升

到 １７ ７％ ꎬ 增加了 ２ ２％ ꎻ 相反ꎬ 加工工业所占比重则从 ８４ ５％ 下降到了

８２ ３％ ꎬ 下降了 ２ ２％ (见表 ５)ꎮ

表 ５　 １９９１ ~ １９９６ 年俄罗斯的工业生产结构 (％ )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

全部工业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采掘工业 １５ ５ １６ ８ １４ ６ １４ ７ １５ ９ １７ ７

加工工业 ８４ ５ ８３ ２ ８５ ４ ８５ ３ ８４ １ ８２ ３

　 　 资料来源: 许新: «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 (经济卷)ꎬ 第 ３０２ 页ꎮ

转轨以来ꎬ 俄罗斯生产下降ꎬ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７ 年工业总产值下降了 ５０％ ꎬ 但各

部门下降幅度大有不同ꎮ 下降幅度小的是燃料动力工业ꎬ 电力下降 ２３ １％ ꎬ 燃料

工业下降 ３３ ２％ ꎻ 下降幅度大的是与居民最终消费直接相关的部门ꎬ 轻工业下降

８７％ ꎬ 食品下降 ５２ ８％ ꎻ 与投资直接相关的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业下降 ６２ ５％ ꎬ
森林和木材加工工业下降 ６５ ５％ ꎬ 建材工业下降 ６８ ４％ ꎻ 处于中间状态的工业

部门黑色金属冶金下降 ４３ １％ ꎬ 有色金属冶金下降 ４５ ３％ ꎬ 化学和石油化学工

业下降 ５７ １％ (见表 ６)ꎮ
另一方面ꎬ 燃料动力和冶金等重工业部门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不断提高ꎮ

重工业合计比重从 １９９１ 年的 ３５ ４％提高到了 １９９６ 年的 ４６ ９％ (见表 ７)ꎮ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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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俄罗斯转轨初期工业各部门产品实物量 (１９９０ 年为 １００)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全部工业 ７５ ６５ ５１ ５０ ４９ ５０

采掘工业 ８５ ７７ ６９ ６８ ６７ ６９

加工工业 ７４ ６３ ４８ ４６ ４４ ４５

各工业部门

电力工业 ９５ ６ ９０ ５ ８２ ５ ８０ ７８ ５ ７６ ９

燃料工业 ８７ ４ ７６ ９ ６９ ２ ６８ ６ ６６ ６ ６６ ８

黑色冶金 ７７ ４ ６４ ６ ５３ ３ ５８ ６ ５６ ３ ５６ ９

有色冶金 ６８ １ ５８ ６ ５３ ２ ５４ ８ ５２ １ ５４ ７

化学和石油化学工业 ７３ ４ ５７ ６ ４３ ８ ４７ ３ ４２ １ ４２ ９

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 ７６ ６ ６４ ６ ４４ ６ ４０ ６ ３６ １ ３７ ５

森林、 木材加工和纸浆造纸 ７７ ７ ６３ ２ ４４ ２ ４３ ９ ３４ ２ ３４ ５

建筑材料 ７７ ７ ６５ ２ ４７ ６ ４３ ８ ３２ ９ ３１ ６

轻工业 ６３ ７ ４９ ２６ ５ １８ ６ １３ ３ １３

食品工业 ７５ ６ ６８ ７ ５７ ５２ ４ ４７ ７ ４７ ２

　 　 资料来源: 许新: «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 (经济卷)ꎬ 第 ３０３ 页ꎮ

表 ７　 转轨初期俄罗斯的工业生产结构 (按 １９９５ 年的价格计算ꎬ％ )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

工业 (全部)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电力工业 ８ ６ ９ ７ １０ ７ １２ ４ １２ ５ １３ ５

燃料工业 １２ ６ １３ ７ １４ １ １６ １ １６ ６ １７ ７

黑色冶金 ８ １ ８ ０ ７ ８ ８ １ ９ ３ ９ ８

有色冶金 ６ １ ５ ３ ５ ３ ６ ２ ６ ６ ５ ９

化学和石油化学工业 ８ １ ７ ９ ７ ２ ６ ８ ７ ６ ７ ４

机器制造业 ２１ ９ ２２ ４ ２２ ０ １９ ３ １８ １ １７ ７

森林、 木材加工和纸浆造纸 ６ ０ ６ ０ ５ ７ ５ ０ ５ ２ ４ ５

建筑材料工业 ６ １ ５ ７ ５ ５ ５ １ ４ ９ ４ ０

轻工业 ６ ８ ５ ６ ５ ０ ３ ４ ２ ５ ２ ０

食品工业 １１ ７ １１ ４ １２ １ １２ ７ １２ １ １２ １

　 　 资料来源: 许新: «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 (经济卷)ꎬ 第 ３０４ 页ꎮ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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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俄罗斯转轨时期的产业结构调整———产业政策①

转轨初期ꎬ 叶利钦政府总体上对产业政策持反对态度ꎬ 但实际上也推行了一

些产业政策ꎮ

１ 产业扶持政策

转轨初期ꎬ 俄罗斯政府将工业和农业振兴作为最重要任务ꎬ 投资重点转向扶

持国内农业、 工业以及能源等基础部门ꎬ 尤其将工业作为重中之重ꎮ 叶利钦连任

总统后调整联邦经济政策ꎬ 将本国工业分为三种类型ꎬ 认为能源、 原材料为主的

初级加工等具有出口竞争优势ꎬ 给予其投资的资金保障ꎻ 对以军工产品为代表的

高科技产业部门则是支持生产设备进口ꎬ 鼓励产品出口ꎻ 面向国内市场的部门则

适度保护ꎮ

２ 产业结构政策

１９９３ 年ꎬ 切尔诺梅尔金政府实施的产业结构政策重点是由优先发展重工业

转向支持发展农业和轻工业ꎮ 工业领域优先发展高加工度工业ꎬ 鼓励 “军转民”ꎮ
１９９８ 年前后ꎬ 普里马科夫政府的产业政策重点是扶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

的生产部门 (如能源、 原材料行业)ꎬ 鼓励以武器为代表的高科技产品出口ꎮ

３ 叶利钦时期俄罗斯产业政策的效果

转轨初期ꎬ 联邦政府专门成立制定产业政策的专门机构ꎬ １９９３ 年第一次正

式使用产业政策这一概念ꎮ 但这一时期产业政策由于受经济危机的冲击和资金短

缺的影响并没有真正实施ꎮ 之后ꎬ 政府虽然在 １９９４ ~ １９９７ 年期间提出支持包括

军工生产在内的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主张ꎬ 但并没有形成一个明确和可行的产业政

策ꎮ ２０ 世纪末ꎬ 俄罗斯联邦制定了一个适合本国实际的产业政策ꎬ 但在东南亚

金融危机冲击下ꎬ 这些产业政策并没有得到切实实施ꎮ

(三) 普京时代的俄罗斯产业结构调整———产业政策

１ 俄罗斯的第二产业结构———原料化

有论者指出ꎬ 俄罗斯转轨以来的 ２０ 多年中ꎬ 经济一直没有摆脱对能源、
原材料部门的依赖ꎬ “三化” 明显: 经济原材料化 (经济发展依赖原材料部

０５

① 周静言: «转型时期俄罗斯产业政策研究————以叶利钦时期为例»ꎬ 载 «辽东学院学报 (社会科
学版)»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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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ꎬ 出口原材料化 (燃料能源产品占出口份额大)ꎬ 投资原材料化 (大部分

投资用于采掘工业)①ꎮ 这使得俄罗斯的第二产业中能源和原材料部门的比重

日益提高ꎮ
俄罗斯经济结构的调整尤其是第二产业内部结构的调整步伐缓慢ꎬ 长期以来

一直未能摆脱对资源特别是能源产业的依赖ꎬ 经济增长基本上依赖油气出口ꎮ
２０１１ 年ꎬ 俄罗斯石油开采量为 ５ １１ 亿吨ꎬ 其中有 ３ ７５ 亿吨具备出口条件ꎮ 据俄

能源部估计ꎬ ２０２０ 年之前俄罗斯的石油开采量有可能稳定在每年５ ０５ 亿 ~ ５ １
亿吨的水平②ꎮ

有资料显示ꎬ 俄罗斯的第二产业在 ＧＤＰ 总额中的比重由 ２００３ 年的 ３９ ２％降

为 ２０１４ 年的 ３５ ８％ ꎬ 但工业内部结构不合理进一步加剧ꎬ 能源、 原材料占工业

的比重由 ２００３ 年的 ４７ ７％ 上升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５８ １％ ꎬ 而制造业的比重则由

３５ １％下降到 ２８ ８％ ꎬ 呈现出明显的萎缩趋势③ꎮ 正是基于此ꎬ 人们一度争论俄

罗斯经济是否患了 “荷兰病”④ꎮ
无论人们是否承认俄罗斯经济患了 “荷兰病”ꎬ 但从目前俄罗斯第二产业中

原材料采掘业与加工业的发展现状来看ꎬ 情况并未有显著变化 (见表 ８)ꎮ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 俄罗斯第二产业中原料采掘业每年都有 ２％ 左右的增长ꎻ 相比之下ꎬ
２０１４ 年制造业有 ２％ 的增长ꎬ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７ 年增长微弱 (分别是 ０ ５％ 、
０ ２％ ⑤)ꎬ ２０１６ 年则有 ５％以上的大幅度的下降ꎮ

俄罗斯第二产业的结构特征在出口结构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ꎮ 虽然由于国际

石油天然气价格骤降ꎬ 加上俄罗斯加入国际石油供给方限产保价行动ꎬ 俄罗斯油

气出口在总出口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从 ２０１４ 年的 ６５ ２％ (原油 ５４ ２％ ꎬ 天然气

１１％ ) 下降到了 ２０１７ 年的 ５２ ８％ (原油 ４２ ２％ ꎬ 天然气 １０ ６％ )ꎬ 但油气出口

依然占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 (见表 ９)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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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陆南泉等: «俄罗斯经济是否患有 “荷兰病”»ꎬ 载 «欧亚经济» 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ꎮ
郭连成、 杨宏、 王鑫: «全球产业结构变动与俄罗斯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发展»ꎬ 载 «俄罗斯中亚

东欧研究» ２０１２ 年第 ６ 期ꎮ
周静言: «俄罗斯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错位发展的实证分析»ꎬ 载 «辽东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

版)»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ꎮ
陆南泉等: «俄罗斯经济是否患有 “荷兰病”»ꎮ
〔俄〕 盖达尔经济政策研究所: «俄罗斯经济 ２０１７: 趋势与展望» (英文版)ꎬ 第 １７５ 页ꎮ
同上ꎬ 第 ２５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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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７ 年俄罗斯原油、 石油产品和天然气的增长速度 (同比ꎬ％ )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原油开采 (包括天然气凝析油) ２ １ ０ ８ １ ３ ０ ９ ０ ７ １ ４ ２ ５ － ０ １

一次原油精制 ５ ５ ３ ３ ４ ９ ２ ７ ４ ９ － ２ ７ － １ ３ － ０ ２

汽油 ０ ５ ２ ４ ３ １ ３ － １ ２ ２ ３ １ ９ － １ ６

柴油 ４ ２ ０ － １ ３ ３ １ ７ ４ － １ １ ０ ２ １ ４

燃料油 ８ ５ ４ ６ １ ６ ３ ３ ２ － ８ ９ － １９ ８ － １９ ３

天然气 １１ ４ ２ ９ － ２ ３ ２ １ － ４ ３ － １ ３ １ ７ ９

　 　 资料来源: 盖达尔经济政策研究所: «俄罗斯经济 ２０１７: 趋势与展望» (英文版)ꎬ 第 ２４８ 页ꎮ

表 ９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７ 年俄罗斯原油、 汽油产品和天然气出口增长速度 (同比ꎬ％ )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原油 １ ２ － ２ ４ － １ ８ － １ ４ － ５ ６ ９ ４ ４ ２ － ０ ９

汽油产品 ６ ２ － １ ５ ４ ４ ９ ６ ８ ７ ４ １ ９１ － ４ ９

天然气 ５ ６ ４ － ３ ４ ９ ９ － １２ １ ７ ５ ７ １ ５ ８

　 　 资料来源: 盖达尔经济政策研究所: «俄罗斯经济 ２０１７: 趋势与展望» (英文版)ꎬ 第 ２５０ 页ꎮ

２ 产业政策及其效果

普京时代出台了一系列产业政策ꎬ 政策目标随一时所需时有转换ꎬ 但 １８ 年

执行下来ꎬ 效果并不令人满意ꎮ 在普京第一任期ꎬ 俄罗斯关于第二产业的产业结

构调整思路是 “第二产业将加速发展ꎬ 其中高新技术产业将以更快速度增长ꎬ 以

带动第二产业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ꎬ 其占 ＧＤＰ 的比重将略有上升”①ꎮ 进一步来

说ꎬ 就是 “要实现经济增长模式从资源型向发展型的转变ꎬ 决定性的因素是进行

工业内部结构调整ꎮ 调整的目的是降低经济增长对能源和原材料部门的依赖ꎬ 提

高加工工业部门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②ꎮ
但是ꎬ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经济发展与贸易部制定的工业发展措施规划ꎬ 虽然涉及

２１ 个主要工业部门的发展方向和一系列发展措施ꎬ 但从产业调整角度看ꎬ “其核

心是继续发挥能源产业的优势ꎬ 恢复国防工业综合体在科技研发创新及出口方面

的优势ꎬ 把ＩＴ 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ꎮ”③ 当然ꎬ 该规划也从发展优势产业

２５

①
②
③

李建民主编: «曲折的历程俄罗斯经济卷»ꎬ 东方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ꎬ 第 ２９１ 页ꎮ
同上ꎬ 第 ２９１ ~ ２９２ 页ꎮ
同上ꎬ 第 ２９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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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提出要实施石油天然气产业、 加工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调整和发展ꎬ 大

力发展交通运输业等等ꎮ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８ 日ꎬ 普京在 “关于俄罗斯 ２０２０ 年前发展战略” 的讲话中说ꎬ

俄罗斯经济并未摆脱惯性地依赖于能源原料的发展版本①ꎬ 提出要通过转变发展

模式让俄罗斯成为 ２１ 世纪的强国ꎮ 与第二产业有关的政策主张是建设创新型、
有全球竞争力的国家ꎬ 具体政策措施就是巩固和增强在传统领域 (能源、 交通、
农业、 自然资源加工业) 的全球竞争优势ꎮ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梅德韦杰夫在 «前进ꎬ 俄罗斯!» 一文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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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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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此后ꎬ 梅德韦杰夫主持现代化计划ꎬ
提出要优化经济结构ꎬ 改变出口能源原材料、 进口消费品的不合理格局ꎬ 其中一

个主张是提高现有能源产业的现代化水平ꎮ 但规划是一回事ꎬ 实施是另一回事ꎮ
直至目前ꎬ 俄罗斯的第二产业结构依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ꎬ 俄罗斯政府宣称的

经济结构调整成效并不显著ꎮ 在俄罗斯的出口商品目录中ꎬ 以燃料能源、 木材、
矿石为主的初级产品仍然占据绝对优势③ꎮ 这是俄罗斯第二产业结构状况的最直

接、 最具体的反映ꎮ

三　 当代俄罗斯第二产业结构的合理性

应该看到ꎬ 经济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和逻辑ꎬ 主观意愿的作用是有限的ꎮ 在

本文的视域内ꎬ 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产业政策ꎬ 仅就产业政策目标来说ꎬ 应该

是成功的ꎬ 而当代俄罗斯的产业政策 (特别是第二产业的结构调整政策) 之所

以没有成功ꎬ 是因为不具备苏联时期那样的条件ꎮ

(一) 历史与现实: 产业政策的实施条件比较

苏联时期的产业政策就是赶超战略下的优先发展重工业ꎬ 这一政策的成功实

施ꎬ 首先是经济发展水平低的情况下战争的需要ꎮ 没有一战ꎬ 没有反对外国武装

干涉ꎬ 没有国内战争ꎬ 没有二战背景下的卫国战争ꎬ 没有二战以后的苏美争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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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李建民主编: «曲折的历程俄罗斯经济卷»ꎬ 第 ３４１ 页ꎮ
同上ꎬ 第 ３４３ 页ꎮ
程亦军: «２０１６ 年俄罗斯经济形势书评»ꎬ 载 «俄罗斯发展报告 (２０１７)»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ꎬ 第 ５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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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冷战以及阿富汗战争ꎬ 在漫长的七十年里要持续重工业的优先发展也是很困

难的ꎮ 相比之下ꎬ 俄罗斯转轨以来经济发展很不如人意ꎬ 长期陷入转轨危机ꎬ 同

时深受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ꎮ 就其第二部类的产业政策来说ꎬ 就是要尽快摆脱能

源原材料依赖ꎬ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ꎬ 实现工业现代化ꎮ 但是ꎬ 这毕竟是个经济问

题ꎬ 不是战争的要求ꎬ 不具有超越一切的生存第一的强制性ꎬ 故而效果相差

甚远ꎮ
其次ꎬ 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实施的ꎬ 中央政

府的计划 (比如五年计划) 指标具有指令性特征ꎬ 有国家行政强制力强制执行ꎮ
一切经济资源都集中在国家手中ꎬ 能够统一调配供应原材料ꎬ 统一分配产品ꎮ 相

比之下ꎬ 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ꎬ 政府软弱ꎬ 政府掌握的经济资源有限ꎬ 产业政策

具有临时性ꎬ 产业结构调整无法实现也在情理之中ꎮ 普京时代ꎬ 政府掌握的资源

重新增大增多ꎬ 但已经是在转轨经济后期的环境下ꎬ 虽然政府时有干预市场的作

为ꎬ 但政府不可能全面地长周期地强制执行自己的产业调整政策ꎬ 这也是目前的

现实ꎮ
再次ꎬ 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政策是在斯大林体制的政治高压和强制动员下执行

的ꎮ 农业的快速集体化、 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意味着对农民的剥夺ꎮ 相比之

下ꎬ 俄罗斯的产业政策也只能以政府规划、 计划、 纲要的形式出台ꎬ 即便是总统

令ꎬ 其强制性也不能与斯大林体制相比拟ꎻ 以法律形式以偷税的罪名处理霍多尔科

夫斯基ꎬ 其负面影响至今犹在ꎮ 也就是说ꎬ 今天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动员机制

已经完全不同ꎮ
(二) 现实与理论: 俄罗斯产业政策应该服从经济规律———资源

禀赋和比较优势

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政策ꎬ 其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里的两大部类关

系学说和由此发展而来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理论ꎮ 事实上ꎬ 马克思的理论是在讨

论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背景下提出的ꎮ 基于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一再被经济

危机所打断的事实ꎬ 马克思提出ꎬ 资本主义再生产要顺畅进行ꎬ 就必须满足两大

部类和谐发展的比例关系ꎮ 但资本主义是全社会意义上的无政府状态ꎬ 没有一个

社会中心能够完成这个工作ꎬ 所以ꎬ 经济危机是周期性的ꎮ 马克思的理想是在未

来的共产主义社会ꎬ 有一个社会生活的调节中心ꎬ 可以按需要安排社会生产活

动ꎬ 这时候当然就要考虑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和协调发展ꎮ
苏联时期的社会组织者和领导者也是可以按计划安排社会生产的ꎬ 指令性计

４５



俄罗斯经济　

划就是具体的实施方式ꎮ 但是ꎬ 历史发展到 ２０ 世纪末期ꎬ 随着苏联的解体ꎬ 俄

罗斯进行了历史性的大转轨ꎬ 西方式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成为社会发展的新选

择ꎬ 俄罗斯社会基本建立了新的社会体制框架ꎮ 虽然国家重新控制了大量的经济

资源和组织资源ꎬ 有一定的经济调控能力和手段ꎬ 有一定的社会动员能力ꎬ 但毕

竟现在是在对一个具有市场经济属性的经济体发力ꎬ 其政策思路、 调节方式、 实

施效果都得有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全新特点ꎮ 具体到调节产业结构的政策ꎬ 也应该

有一个新的思路ꎮ 笔者认为ꎬ 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理论可以更好地解释俄罗斯第

二产业的结构状况ꎮ
虽然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理论通常被认为是国际贸易理论ꎬ 但在贸易的后面

是参与贸易国家的可贸易品的生产ꎬ 因而ꎬ 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理论也可以用来

解释处于国际贸易关系中的国家的产业结构ꎮ 所谓资源禀赋也被称为要素禀赋ꎬ
它指的是一国拥有的各种生产要素ꎬ 其中包括劳动力、 资本、 土地 (自然资

源)、 技术、 管理等ꎮ 当一国要素禀赋中某种要素供给所占比例大于别国同种要

素的供给比例ꎬ 而价格相对低于别国同种要素的价格ꎬ 我们就说该国的这种要素

相对丰裕ꎻ 反之ꎬ 我们则说该国的这种要素相对稀缺ꎮ
根据资源禀赋学说ꎬ 在各国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技术水平相同的情况下ꎬ 两国

生产同一产品的价格差别来自于产品的成本差别ꎬ 这种成本差别来自于生产过程

中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ꎬ 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则取决于各国各种生

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ꎬ 即相对禀赋差异ꎬ 由此产生的价格差异导致了国际贸易

和国际分工ꎮ 与之对应的广义要素禀赋理论指出ꎬ 当国际贸易使参加贸易的国家

在商品的市场价格、 生产商品的生产要素的价格相等的情况下ꎬ 以及在生产要素

价格均等的前提下ꎬ 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水平相等 (或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

密集度相同) 的情况下ꎬ 国际贸易取决于各国生产要素的禀赋ꎬ 各国的生产结构

表现为ꎬ 每个国家专门生产密集使用本国具有相对禀赋优势的生产要素的商品ꎮ
适应要素禀赋结构特点的产业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ꎬ 这种生产具有比较优势产

品的产业才最具竞争力ꎬ 其利润率也会最高ꎬ 资本积累最快ꎮ
具体到俄罗斯的资源禀赋ꎬ 劳动力、 资本与自然资源相比ꎬ 显然是自然资源

相对丰裕ꎬ 因而生产富含自然资源要素的产品ꎬ 并出口这种产品具有比较优势

(见表 １０、 １１、 １２)ꎮ ２０１８ 年ꎬ 俄罗斯的石油储量达 ６００ 亿桶ꎬ 占世界总储量的

４ ０８％ ꎬ 世界排名第 ９ 位ꎬ 人均石油储量 ４０８ ５ 桶ꎮ 俄罗斯也是世界上天然气储

量最多的国家ꎬ 在世界排名前 １０ 位的非伴生气田中ꎬ 俄罗斯就占有 ５ 个ꎮ 俄罗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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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的亚马尔半岛是世界上天然气最富集的地区之一ꎬ 天然气探明可采储量已超过

１０ 万亿立方米ꎮ ２０１７ 年全球天然气剩余可采储量为 １９３ ６ 万亿立方米ꎬ 俄罗斯

占全球剩余储量的 １８ １％ ꎮ 当年俄罗斯天然气产量为６ ３５６亿立方米ꎬ 占全球总

量的 １７ ３％ ①ꎮ

表 １０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７ 年石油天然气价格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布伦特原油价格 (美元 / 桶) ７９ ６ １１１ １１２ １０８ ８ ９８ ９ ５２ ４ ４４ ５４ ４

乌拉尔原油价格 (美元 / 桶) ７８ ３ １０９ １ １１０ ３ １０７ ７ ９７ ７ ５１ ２ ４１ ９ ５３ １

俄产天然气欧洲市场价格 (美元 / 千
立方米) ２９６ ３８１ ５ ４３１ ３ ４０２ ３７６ ２６７ ９ １５６ ７ １９４ １

　 　 资料来源: 盖达尔经济政策研究所: «俄罗斯经济 ２０１７: 趋势与展望» (英文版)ꎬ 第 ２４５ 页ꎮ

表 １１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７ 年俄罗斯原油生产和炼制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原油开采 (包括天然气凝析油) (亿吨) ５ ０５１ ５ １１４ ５ １８ ５ ２３３ ５ ２６７ ５ ３４ ５ ４７６ ５ ４６８

一次原油精制 (亿吨) ２ ４９３ ２ ５８ ２ ７ ２ ７８ ２ ９４４ ２ ８７２ ２ ８４５ ２ ８４

原油精制占原油总量的比重 (％ ) ４９ ９ ５０ ４ ５２ １ ５３ １ ５５ ９ ５３ ８ ５２ ５１ ９

原油加工深度 (％ ) ７１ １ ７０ ８ ７１ ５ ７１ ７ ７２ ４ ７４ ４ ７９ １ ８１

　 　 资料来源: 盖达尔经济政策研究所: «俄罗斯经济 ２０１７: 趋势与展望» (英文版)ꎬ 第 ２４７ 页ꎮ

表 １２　 ２０１７ 年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总量及其在出口总额中的比例

石油天然气出口总值 (亿美元) 占出口总额的比例 (％ )

石油天然气总额 １ ８９７ ５２ ８

原油和石油产品 １ ５１５ ５ ４２ ２

原油 ９３３ １ ２６

石油产品 ５８２ ４ １６ ２

天然气 ５８１ ５ １０ ６

　 　 资料来源: 盖达尔经济政策研究所: «俄罗斯经济 ２０１７: 趋势与展望» (英文版)ꎬ 第 ２５０ 页ꎮ

相比之下ꎬ 俄罗斯一直是一个资本匮乏的国家ꎬ １８９０ ~ １９０３ 年俄罗斯第一

次工业飞跃是法国和比利时资本慷慨流入的结果ꎻ 二战前的繁荣是计划体制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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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结果ꎻ 二战后的繁荣是战后恢复和计划体制的推动ꎮ 依靠

市场机制让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集中于制造业领域几乎不曾在俄罗斯发生过①ꎮ
当代俄罗斯资本匮乏依然如故ꎬ 银行和企业本来可以从国际市场融资ꎬ 但由于克

里米亚事件以后受到西方的制裁ꎬ 融资的国际市场基本关闭了ꎬ 资本匮乏依然是

一个现实问题ꎮ
就劳动力来看ꎬ 俄罗斯人口在广大的国土面积背景下显得相对稀缺ꎬ 人口再

生产能力依然严重不足ꎬ 人口数量的增加主要得益于外来移民ꎬ 在新增人口中外

来移民占到了 ９１ ５％ ②ꎮ 同时ꎬ 俄罗斯劳动生产率也不高ꎬ 普京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０ 日在俄 «新闻报» 发表的题为 «我们的经济任务» 一文中指出: “俄罗斯的

劳动生产率为发达国家的 １ / ３ 或 １ / ４ꎮ”③

可见ꎬ 俄罗斯资源禀赋的特征就是自然资源丰裕ꎬ 资本和劳动力相对稀缺ꎮ
在这样的资源禀赋丰欠条件下ꎬ 比较优势就在于发展油气为代表的资源产业ꎮ 与

此相联系的一个现实问题是新能源的蓬勃发展ꎬ 一旦新能源的边际成本低于油气

等传统能源产业ꎬ 俄罗斯将面临根本性挑战ꎮ 所以ꎬ 就目前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

势来说ꎬ 俄罗斯在约束条件下大力发展油气产业有其经济合理性ꎬ 也就是说ꎬ 俄

罗斯的第二产业以能源为核心ꎬ 其产业结构以能源原材料为主体ꎬ 是一个符合经

济规律的经济现象ꎮ 当然ꎬ 如果俄罗斯依然要 “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 对资源

进行 “非经济目的的使用”ꎬ “让经济机制在经济发展中处于次要和补充的地

位”④ꎬ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ꎮ
综上所述ꎬ 苏联时期长期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产业政策ꎬ 在当时的历史条

件下ꎬ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导下ꎬ 较好地实现了政策目标ꎮ 但在转轨

以后的俄罗斯ꎬ 虽然产业政策的目标是降低能源原材料在第二产业中的比重ꎬ 发

展高新技术产业ꎬ 实现所谓产业结构的 “优化” 和 “高级化”ꎬ 但从多年的实践

来看ꎬ 效果并不显著ꎮ 追究起来ꎬ 除了现实条件与苏联时期的产业政策环境已经

大为不同外ꎬ 分析和认识问题的理论工具也应该重新甄别ꎮ
(责任编辑　 李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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