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京经济政策偏好及特点:
基于国情咨文的考察

张聪明

【内容提要】 　 本文以梳理普京主政 ２０ 多年来所发表的国情咨文为基础ꎬ 对

普京经济政策的目标、 措施及实现程度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ꎬ 以期洞察普京经济

政策的偏好及特点ꎮ 分析框架包含 １４ 项经济政策目标ꎬ 涉及宏观经济政策、 公

共政策、 区域经济政策、 人口和劳动力政策、 分配和消费政策、 环境政策、 对外

经济政策等ꎮ 从国情咨文所阐述的经济政策可以看出ꎬ 普京执政以来高度重视经

济增长、 改善营商环境和人口问题ꎬ 考虑到俄罗斯经济社会现实的具体条件和历

年经济形势ꎬ 普京经济政策偏好有其合理性ꎮ 要以历史动态眼光评价俄罗斯总统

国情咨文所阐述的经济政策ꎬ 既要看到其政策宣示意义ꎬ 也要跟踪和观察相关政

策的实施效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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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拟通过分析普京国情咨文来评价其经济政策偏好及特点ꎬ 这涉及经济政

策学问题ꎮ 经济政策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起来的应用性学科ꎬ 涉及经济

政策的对象、 目标体系和手段体系三个部分ꎮ 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政策的学理评

价标准历来存在不同意见①ꎮ
在实行总统制的国家ꎬ 总统所作的国情咨文总会涉及经济政策问题ꎬ 因此可

将总统国情咨文所阐述的经济政策视为一个国家经济政策和领导人经济政策偏好

的主要依据及评价一国经济政策的主要素材ꎮ 俄罗斯宪法对总统向议会两院作国

情咨文有明确要求ꎬ 即俄罗斯联邦总统应 “每年向联邦会议提交一份论述国内形

势、 国家内外政策主要方针的咨文”ꎮ １９９４ 年以来ꎬ 俄罗斯前后三任总统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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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杨德明: «当代西方经济政策学一般理论»ꎬ 载 «世界经济» １９８７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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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 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共发表国情咨文 ２６ 份ꎮ 纵观其特点可以看出ꎬ 叶利钦所

作的 ６ 篇国情咨文更多强调 “秩序”ꎬ 普京上台以来所发表的 １６ 篇国情咨文更加

偏好 “强国”ꎬ 梅德韦杰夫所作的 ４ 篇国情咨文则热衷于 “改革”ꎮ 但总的看ꎬ
经济政策问题历来都是总统国情咨文的重点ꎬ 因此从总统国情咨文所阐述的经济

政策可以观察到俄罗斯政府经济政策的大致走向ꎮ
本文以梳理普京主政 ２０ 多年来所发表的国情咨文为基础ꎬ 对普京经济政策

的目标、 措施及实现程度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ꎬ 以期洞察普京经济政策的偏好及

特点ꎮ 需要指出ꎬ 这样的研究具有尝试性质ꎬ 这是因为对经济政策的评价历来存

在不同标准ꎮ 在此我们借鉴中国学者杨德明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所设定的经济政策

分析框架ꎮ
杨德明所著 «当代西方经济政策学一般理论» 一文 (以下简称 “杨文”)

详细梳理了当代经济学界关于经济政策的主要观点ꎬ 比较完整地概括出了经济

政策的目标体系、 手段体系及评价标准ꎬ 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经济政策分析框架

(见表 １)ꎮ
本文将杨文的分析框架用于研究俄罗斯总统国情咨文所阐述的经济政策ꎬ 一

方面是因为这一分析框架具有学术合理性ꎬ 另一方面ꎬ 该分析框架与分析对象具

有相当程度的契合性ꎮ 以往的经济政策分析大多囿于某一经济学流派的视域ꎬ 往

往结论深刻有余而覆盖面不足ꎮ 杨文所概括的分析框架则包含了 １４ 个经济政策

目标ꎬ 涉及宏观经济政策、 公共政策、 区域经济政策、 人口和劳动力政策、 分配

和消费政策、 环境政策、 对外经济政策等ꎬ 相对来说较为完整系统ꎮ 俄罗斯总统

国情咨文所阐述的经济政策内容庞杂ꎬ 如果仅以某一流派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进

行分析ꎬ 难免挂一漏万ꎮ 比较之下ꎬ 杨文的分析框架较为完整系统ꎬ 适用于对复

杂多样经济政策问题的分析ꎮ

一　 总统国情咨文所阐述的经济政策

本文分析的对象是普京主政以来总统国情咨文所阐述的经济政策ꎬ 其中包括

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期间所作的国情咨文ꎮ

(一) 普京第一任期国情咨文所阐述的经济政策

普京上任伊始ꎬ 面对的是叶利钦留下来的并不令人满意的经济局面ꎮ 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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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经济危机刚刚过去ꎬ １９９９ 年被确定为所谓 “反危机年”ꎮ 这一年俄罗斯经济有

所好转ꎬ 工业总产值和 ＧＤＰ 与 １９９８ 年相比有所增长ꎬ 对外贸易实现顺差ꎬ 通货

膨胀逐月下降ꎬ 卢布汇率基本稳定ꎬ 股市趋于恢复①ꎮ 此时俄罗斯经济面临的主

要挑战是资本大规模外逃ꎬ 吸引外资乏力ꎬ 出口商品结构不合理ꎬ 出口效率低ꎬ
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太多②ꎬ 等等ꎮ

表 １　 经济政策分析框架

经济政策目标体系 经济政策目标之间的交替关系 经济政策手段体系

充分就业 物价稳定 财政政策: 支出、 收入、 平衡

物价稳定 充分就业
金融政策: 利息率、 公开市场业务、
准备金率

国际收支平衡
国内均衡: 充分就业、 物价
稳定

汇率政策

经济增长 物价稳定、 经济平等 经济管制: 直接管制、 间接管制

资源的合理配置 保护特定地区和部门的产业
制度 变 革: 所 有 制、 体 制、 组 织
机构

满足公共需要 物价稳定
最佳政策手段选择: 手段选择、 手
段组合

收入分配公平化 — —

保护特定地区和部门的产业 资源合理配置

改进消费者的消费形态 — —

基本物质的储存和供给 — —

人口控制 — —

缩短工作时间 — —

保护和改善环境 经济增长 —

援助发展中国家 — —

　 　 资料来源: 杨德明: «当代西方经济政策学一般理论»ꎬ 载 «世界经济» １９８７ 年第 ２ 期ꎮ
注: (１) 经济政策目标之间的交替关系: 西方经济学认为ꎬ 经济政策目标之间有两种关系ꎬ 一是互

补ꎬ 二是交替ꎮ 互补是相互促进ꎬ 交替是相互排斥ꎮ (２) 经济增长与经济平等相关: 因为经济增长造成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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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汉林: «１９９９ 年的俄罗斯经济形势»ꎬ 载 «今日东欧中亚» ２０００ 年第 １ 期ꎮ
同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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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膨胀ꎬ 使工资收人者的实际收人下降ꎬ 财产所有者的非货币资产升值ꎬ 加剧了财产和收人分配的不平
等ꎮ 同时ꎬ 经济增长使劳动生产率提高ꎬ 使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在国民收人中的份额趋于下降ꎮ 另一方面ꎬ
经济平等对经济增长也有消极的影响ꎬ 因为它降低利润率ꎬ 削弱了投资意向ꎮ (３) 充分就业: 短期ꎬ 矫正
周期性失业ꎻ 长期ꎬ 矫正结构性失业 (经济结构和技术变化导致的失业和资本积累不足、 经济发展水平低
导致的就业岗位缺乏)ꎮ (４) 国际收支平衡: 国际收支平衡的实质在于实现外汇储备适度增加并经常保持
在适度的水平ꎮ (５) 资源: 包括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ꎮ (６) 公共需要: 社会全体成员对公共产品和劳务
如交通、 住宅、 公园、 文化教育、 行政、 司法、 治安、 环境、 医疗卫生等的需求ꎮ (７) 收入分配公平化:
保障最低生活水平ꎻ 保障社会成员的机会均等ꎮ (８) 保护特定地区和部门的产业: 对竞争中趋于衰落的部
门和地区的产业予以保护和支持ꎬ 以期获得部门和地区的均衡发展ꎮ (９) 改进消费者的消费形态: 保护和
指导消费者的消费行为ꎬ 追求消费形态最优化ꎮ (１０) 基本物资的储存和供给: 建立必要的基本物资库存ꎬ
以备不时之需ꎮ (１１) 人口控制: 调控人口的数量———人口的机械增长 (流动) 和自然增长ꎬ 改善人口质
量ꎮ (１２) 缩短工作时间: 主要是缩小部门和地区在劳动时间上的差别ꎮ (１３) 保护和改善环境: 防治生
产、 生活对环境的污染ꎮ

２０００ 年俄罗斯经济形势保持了上一年的积极态势且进一步向好ꎬ 有学者将

其概括为 “生产增长ꎬ 环境优化ꎬ 收入增加ꎬ 外贸强劲”ꎮ 具体来说ꎬ ＧＤＰ 实际

增长 １０％ ꎬ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１７ ４％ ꎬ 工业 (采矿业和制造业) 增长 ８ ７％ ꎬ
农业增长 ６ ２％ ꎬ 商品零售额增长 ９％ ꎬ 外贸总额增长到 １ ３６９ ７１ 亿美元ꎬ 实现

顺差 ６９２ １４ 亿美元ꎬ 联邦预算盈余达 １ ３８０ 亿卢布ꎬ 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

１２％ ꎬ 通胀率为 ２０ ２％ ①ꎮ 一般认为ꎬ 俄罗斯经济形势的好转首先得益于国际能

源原材料价格高企ꎬ 刺激了相关部门 (燃料、 黑色金属、 有色金属、 化工、 石化

及森林工业等) 生产的发展ꎬ 联邦政府经济政策的调整同样起了很大作用ꎮ
进入 ２００１ 年ꎬ 俄罗斯经济继续沿上升轨道平稳运行ꎬ 全年经济增长约为

５ １％ ꎮ 具体来说ꎬ 工业生产增长 ２ ９％ ꎬ 农业生产增长 ６ ９％ ②ꎬ 粮食产量达到

８ ２５０ 万 ~ ８ ３００ 万吨ꎬ 比 ２０００ 年高 １ ７００ 万吨ꎬ 俄罗斯首次从粮食进口国转变

为出口国ꎮ 同时ꎬ 这一年俄罗斯财政金融和社会形势明显好转ꎮ 联邦预算盈余为

２ ６５０ 亿卢布ꎬ 卢布汇率稳定在 １ 美元兑换 ２８ ５ ~ ２９ ５ 卢布的水平ꎻ 工资和养老

金大幅度增加ꎬ 平均工资提高 ４３％ ꎻ 失业率降至 ８ ９％ ꎻ 通货膨胀率降至

１８ ６％ ꎮ ２００１ 年成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形势最好的年份③ꎮ
２００２ 年俄罗斯经济继续好转ꎬ ＧＤＰ 和工业产值均增长了 ４ ７ ％ ꎬ 出口增长

６ ７４ ％ ꎬ 预算盈余达到 ９７０ 亿卢布ꎬ 通货膨胀率降至 １５ １ ％ ꎬ 居民实际可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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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人同比增长 １１ １ ％ ①ꎮ 总体看ꎬ ２００２ 年 ＧＤＰ 增长虽然并未达到普京所提出的

增长 ５％的目标ꎬ 但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ꎮ 因此ꎬ ２００２ 年俄罗斯仍是世界上经济

增长较快的国家之一ꎮ
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ꎬ 普京第一任期国情咨文始终将促进经济增长和满足公

共需要作为其经济政策的重点ꎬ 其次是强调发展金融基础设施、 运输和能源基础

设施、 大公司改革、 鼓励小企业发展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促进资本自由流动

和卢布可兑换等问题ꎬ 再次是收入分配公平化和人口问题ꎬ 最后是资源的合理配

置和援助发展中国家问题ꎮ 充分就业、 稳定物价、 改进消费者的消费形态、 基本

物资的储存和供给、 缩短工作时间、 保护和改善环境这 ６ 项内容在国情咨文中没

有体现ꎮ
促进经济增长是普京第一任期国情咨文一直强调的重点ꎬ 只不过普京国情咨

文所阐述的相关政策主张具有鲜明的俄罗斯特色ꎮ 简单来说ꎬ 就是强调要为经济

增长创造适宜的制度环境ꎬ 以期到 ２０１０ 年实现 ＧＤＰ 翻一番目标ꎮ 国情咨文提出

的创造制度环境的手段是适宜的ꎬ 比如建立统一的经济和司法空间ꎬ 抑制政府官

员任意干预企业活动ꎬ 保护经济自由ꎬ 保护财产权ꎬ 确保平等的竞争条件ꎬ 发挥

企业家作用ꎬ 税制改革ꎬ 减税ꎬ 等等ꎮ
在满足公共需要方面ꎬ 普京国情咨文重点强调要优先发展养老、 医疗保健、

教育和文化事业以及住房和公用事业改革ꎬ 目标是以经济增长为手段改善公民福

祉ꎮ 养老、 医疗保健、 教育和住房一直是俄罗斯所面临的难题ꎬ 国情咨文对此有

所关注是理所当然的ꎮ
在收入分配公平化和贫困人口控制方面ꎬ 普京国情咨文提出要 “确保平均养

老金超过最低生活标准”ꎬ 同时要 “消除贫困”ꎮ 在俄罗斯ꎬ 养老金领取者是相

对贫困的社会阶层ꎬ 养老金水平如果低于最低生活标准ꎬ 其生活困难程度可想而

知ꎮ 在文明社会ꎬ 养老金达到最低生活标准是起码的社会公平指标ꎬ 同时ꎬ 养老

金领取者也是有投票权的公民ꎬ 作为民选总统ꎬ 不得不考虑这部分人群手中握有

的选票ꎮ ２ ０００ 万贫困人口同样是有投票权的选民ꎬ 其温饱问题同样需要解决ꎮ
通过分析俄罗斯社会经济现实可以发现ꎬ 消除贫困是俄罗斯需要完成的一个长期

任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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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口方面ꎬ 俄罗斯始终面临着人口数量少、 自然增长率低的严峻挑战ꎬ 这

是关乎民族国家生存发展的根本性问题ꎮ 普京上任以来一直非常重视这一问题ꎬ
在国情咨文中多次提出要解决人口问题ꎬ 增加人口数量ꎮ ２００２ 年国情咨文提出

要进行人口普查ꎬ 将其作为解决人口问题的基础性工作ꎻ ２００３ 年提出要吸引来

自独联体国家的劳动移民ꎬ 将其作为短期内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的现实出路ꎮ
在国际收支平衡方面ꎬ 普京这一任期的四份国情咨文多有涉及ꎬ 比如普京提

出俄罗斯要尽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ꎬ 保护俄罗斯在世界市场上的利益ꎬ 改善外汇

监管方式ꎬ 允许资本自由流动ꎬ 争取使卢布成为完全可兑换货币ꎬ 改革海关管理

体制ꎬ 降低进口税ꎬ 慎借外债ꎬ 等等ꎮ 普京强调指出ꎬ 在全球化背景下ꎬ 俄罗斯

不可避免地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ꎬ 加入世贸组织是在世界市场上保护国家利益的

应有举措ꎮ 同时ꎬ 普京提出要通过管理制度的改革ꎬ 促进资本流动ꎬ 实现卢布可

兑换ꎬ 是深度介入国际经济合作的有效途径ꎻ 降低进口关税一方面有助于国内企

业和居民从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多实惠ꎬ 另一方面也是加入世贸组织的现实需要ꎮ
至于慎借外债ꎬ 相对于当年 (２００１) 总额仅为 ３８５ 亿美元的国际储备来说ꎬ 算是

一个谨慎的警告ꎮ
在保护特定地区和部门的产业方面ꎬ 这一时期的总统国情咨文提出要加快

银行系统的改革、 发展金融基础设施ꎻ 发展运输和能源基础设施ꎻ 改革大公

司ꎬ 提高国有经济效率ꎻ 鼓励小企业的发展ꎮ 金融系统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神

经ꎬ 作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ꎬ 俄罗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

任务之一就是通过改革建设现代金融体系ꎮ 运输体系对于一个现代经济体来说

形同血脉ꎬ 而俄罗斯的运输体系之落后人所共知ꎮ 能源是俄罗斯经济的核心ꎬ
基于石油天然气行业的特性ꎬ 管道输送系统性命攸关ꎮ 俄罗斯国有经济效率

低ꎬ 民营中小企业不发育ꎬ 所以解决经济效率问题ꎬ 一方面要通过改革国有大

公司的治理制度提高效率ꎬ 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中小企业ꎬ 通过减少行政干预

和税收优惠激发中小企业活力ꎮ
在资源合理配置和援助发展中国家方面ꎬ 这一时期普京国情咨文着墨不多ꎮ

前者涉及调整各级预算间关系和财政收入在各级政府之的分配问题ꎬ 后者只提及

接收更多的来自独联体国家的留学生ꎮ

(二) 普京第二任期国情咨文所阐述的经济政策

２００４ 年普京开始其第二任期ꎬ 这一时期其国情咨文所阐述的经济政策ꎬ 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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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强调经济增长、 收入分配公平化、 人口问题、 满足公共需要及保护特定地区和

产业等问题ꎮ
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ꎬ ２００７ 年普京国情咨文并未特别强调经济增长问题ꎬ

因为 ２００６ 年俄罗斯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态势ꎬ ＧＤＰ 增长 ６ ７％ ꎬ 高于 ２００５ 年

(６ ４％ )ꎮ 当年俄财政收入为 ６ ２７ 万亿卢布ꎬ 连续 ７ 年实现财政盈余ꎬ 黄金外汇

储备稳居世界第 ３ 位 (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为 ３ ０３７ ３２ 亿美元)ꎬ 外债比重进一

步下降ꎬ 通货膨胀率下降到 ９％ ꎬ 外贸总额达到 ４ ３９５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了

２９ ２％ ①ꎮ 在这样的背景下ꎬ 经济增长自然不必成为 ２００７ 年国情咨文的重点ꎮ
在收入分配公平化方面ꎬ ２００３ 年俄罗斯居民收入快速增长ꎬ 消费活跃ꎬ 这

一年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１４ ９８％ ②ꎮ 因此ꎬ 普京 ２００４ 年国情咨文对此

并未予以关注ꎬ 当然ꎬ 这丝毫不意味着这个问题不重要或已得到解决ꎬ 其后三次

国情咨文连续提及这个议题就是证明ꎮ 在此期间ꎬ 普京连续三年强调人口问题ꎬ
说明这一问题严重且未得到缓解ꎮ 同时ꎬ 满足公共需要ꎬ 即改善住房、 教育和医

疗条件仍是国情咨文的重点ꎮ
在特定地区和产业保护方面ꎬ 普京在 ２００６ 年的国情咨文中突出强调要发展安全

的核能ꎮ “必须创造条件来加快能源行业的技术更新当前还必须采取措施来发展

核能———以新一代安全反应堆为基础的核能ꎮ 需要加强俄罗斯在国际核能设备制造市

场的地位还应该目标明确地开发有前景的能源———氢能和热核子能ꎮ”③

在国际收支平衡等方面ꎬ 这一时期普京国情咨文非常重视入世和实现卢布可

兑换问题ꎮ 同时ꎬ 普京国情咨文对充分就业、 物价稳定、 资源的合理配置、 援助

发展中国家等问题有所关注ꎮ ２００４ 年国情咨文强调要通过发展中小企业来增加

就业ꎬ 还提出了将通胀率控制在 ３％以内的目标ꎮ

(三) 梅德韦杰夫任期总统国情咨文中的经济政策

２００８ 年梅德韦杰夫当选总统ꎬ 开始了 “梅普组合” 时期ꎮ 虽然在此期间普京

并未担任总统职务ꎬ 但一般认为ꎬ 此时普京仍然是俄罗斯重要政策的制定者ꎬ 因

此ꎬ 我们将这一时期梅德韦杰夫总统所作国情咨文仍然视为普京经济政策偏好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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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ꎮ 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期间的国情咨文对经济领域的以下问题较为关注ꎮ
一是指出经济增长至为重要ꎮ 梅德韦杰夫将经济增长归于创新发展战略之下ꎬ

谋求国家主导的追赶型、 重点突破型现代化ꎬ 提出以重视人的价值、 实施有效的社

会政策来实现经济增长ꎬ ２０１０ 年国情咨文明确提出经济增长预计达到 ４％ꎮ ２０１１ 年

国情咨文则强调要通过改善营商环境、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来实现经济增长ꎮ
二是强调收入分配公平化和保护特定地区和产业ꎮ ２００９ 年国情咨文提出的

具体政策目标是: “未来三年ꎬ 平均养老金将至少提高 １ ５ 倍ꎬ 到 ２０１０ 年所有养

老金领取者的收入将不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ꎮ 更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是提高公务

员工资ꎬ 为军人提供住房ꎬ 资助有三个以上子女的家庭以及教师、 医生、 年轻工

程师和科学家ꎬ 改善残疾人的生活条件①ꎮ
三是物价稳定、 国际收支平衡、 人口控制、 保护和改善环境问题得到应有重

视ꎮ 关于物价问题ꎬ ２０１０ 年提出的任务是在未来三年将通胀率控制在 ４％ ~ ５％ ꎬ
２０１１ 年要求降低通胀和利率水平ꎬ 保持低水平预算赤字和公共债务ꎮ 在保障国

际收支平衡方面提出的任务是在国际储备实现 ５ ０００ 亿美元的基础上进一步注重

经济外交ꎬ 谋求深度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ꎬ 具体任务是打造俄白哈共同经济空间

及建立欧亚经济联盟ꎮ 在人口控制方面的政策主张是优化移民政策ꎬ 引进、 储备

专业人才ꎮ 另外强调未来 １５ 年俄罗斯人口形势依然严峻ꎬ 为此提出了促进人口

增长的七大措施ꎮ 在保护和改善环境方面的政策主张是提高能源效率ꎬ 向合理的

资源消耗模式过渡ꎬ 建设现代化的有效率的环保制度ꎮ
四是关注充分就业、 资源的合理配置、 满足公共需要、 改进消费者的消费形

态、 援助发展中国家问题ꎮ ２０１０ 年国情咨文指出ꎬ 当年失业人数高达 ５００ 万人ꎬ 虽

然比失业高峰年份减少了 ２００ 万人ꎬ 但就业形势仍不容乐观ꎮ 同时ꎬ 针对资源合理

配置问题ꎬ 国情咨文提出了提高效率和改善结构两方面的要求ꎬ 到 ２０２０ 年要将能

源效率提高４０％ꎬ 减少战略公司数量ꎬ 对部分大公司进行私有化改革ꎮ 在满足公共

需要方面ꎬ ２００８ 年国情咨文提出要完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障ꎬ 加快中小学教育改

革ꎮ ２０１０ 年国情咨文首次提出要改进消费者的消费形态ꎬ 创造新的需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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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普京第三任期国情咨文中的经济政策

２０１２ 年普京的总统生涯进入第三任期ꎬ 这一时期普京所作的国情咨文对经

济问题的论述具有以下特点ꎮ
首先ꎬ 高度重视经济增长、 资源的合理配置、 保护特定地区和部门的产业和

国际收支平衡问题ꎮ 在经济增长方面ꎬ ２０１２ 年国情咨文提出ꎬ 要在未来十年内

使 ＧＤＰ 每年至少增长 ５％ ~ ６％ ꎬ 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是保障经济自由ꎬ 保护私

有财产和公平竞争ꎬ 使现代市场经济成为经济增长的保障ꎮ ２０１３ 年国情咨文提

出要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ꎬ 途径是通过职业教育提高劳动生产率、 建设灵活的

劳动力市场、 提供有利的投资环境ꎬ 发展现代科学技术ꎮ ２０１４ 年国情咨文提出

未来三四年经济增长率要超过世界平均水平ꎬ 措施之一是鼓励诚实的劳动ꎬ 保护

私有财产和自由的企业经营活动ꎬ 使劳动生产率每年提高 ５％ ꎻ 另一项措施是扩

大投资ꎬ 即在 ２０１８ 年前将投资率提高到 ＧＤＰ 的 ２５％ ꎮ ２０１５ 年国情咨文提出要改

变经济结构ꎬ 措施是技术升级和加强职业培训ꎮ ２０１６ 年国情咨文提出要通过创

造更好的营商环境ꎬ 以大型投资项目、 扩大非能源类商品的出口、 支持中小企业

来促进经济增长ꎬ 提出要在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０ 年实现经济增长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目标ꎮ
在资源的合理配置方面ꎬ 这一时期历年的国情咨文均关注公平、 公开、 公正的

私有化问题ꎬ 提出要优化营商环境ꎬ 选择合适的投资项目以压缩财政赤字 (每年压

缩财政总支出的 ５％以上)、 强化国企管理ꎬ 改善营商环境、 平衡预算收支 (赤字

不超过 ３％)ꎬ 改善政企关系和营商环境、 保护创业自由ꎬ 人才培养和职工培训ꎮ
在保护特定地区和产业方面ꎬ 这一时期的国情咨文提出的经济政策包括经济

结构调整ꎬ 恢复传统产业活力ꎬ 启动新兴产业ꎬ 发展中小企业ꎬ 开发远东和西伯

利亚ꎬ 最为突出的是ꎬ 提出要使俄罗斯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ꎮ 同时提

出ꎬ 未来十年道路建设规模至少应翻一番 (２０１２)ꎬ 实现道路基础设施现代化ꎬ
为建筑业、 汽车制造业、 轻工业、 铁路工程提供资金支持ꎻ 支持农业发展ꎬ 发展

电子商务 (２０１５)ꎻ 支持农业ꎻ 支持国防工业现代化ꎬ 引导国防工业生产具有竞

争力的民用产品 (医疗、 能源、 航空和造船、 太空探索和其他高科技产业)ꎬ 在

未来 １０ 年内民用产品的份额应至少增加到国防工业总产量的三分之一ꎻ 支持 ＩＴ
行业的发展 (２０１６)ꎮ

在国际收支平衡方面ꎬ 这一时期的国情咨文强调欧亚经济联盟建设ꎬ 同时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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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通过进一步开放吸引外资ꎬ 摆脱对外部技术和工业品的绝对依赖ꎬ 实施进口替

代战略ꎬ 鼓励非石油产品出口ꎬ 加强国际经济合作ꎬ 重视国际储备的增长 (２０１６
年国际储备接近 ４ ０００ 亿美元)ꎮ

这一时期普京国情咨文还提出了保持物价稳定、 满足公共需要、 增加人口问

题ꎬ 同时强调促进充分就业、 保护和改善环境、 收入分配公平化问题ꎮ 但改进消

费者的消费形态、 基本物资的储存和供给、 缩短工作时间、 援助发展中国家等问

题仍未体现ꎮ

(五) 普京第四任期国情咨文中的经济政策

２０１８ 年普京再次入主克里姆林宫ꎬ 截至目前已发布三份国情咨文ꎮ 经济增长、
物价稳定、 人口控制、 保护特定地区和部门的产业、 资源的合理配置这五项内容是

普京第四任期国情咨文所阐述的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ꎬ 三次国情咨文均有提及ꎮ
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ꎬ ２０１８ 年国情咨文提出ꎬ 人民的安宁、 家庭的富足是

国家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ꎬ 到 ２０２４ 年要使俄罗斯人均 ＧＤＰ 增加 １ ５ 倍ꎬ 经济增

长率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ꎮ 为实现这一目标ꎬ 国情咨文提出要提高劳动生产率ꎬ
增加投资ꎬ 使投资达到占 ＧＤＰ 的 ２５％ ~２７％ꎬ 资助小企业的发展ꎬ 支持非原料产

品的出口ꎬ 要从根本上改善营商环境ꎬ 确保企业经营自由和自由竞争ꎮ ２０１９ 年国情

咨文提出到 ２０２１ 年经济增长率应超过 ３％ꎬ 为此要在四个优先方向发力: 一是促进

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ꎻ 二是优化营商环境 (２０２０ 年投资增速要达到 ６％ ~７％)ꎻ 三

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ꎻ 四是注重人才培养和科技基础培育ꎮ ２０２０ 年咨文依然提

出 ２０２１ 年 ＧＤＰ 增长要高于全球平均水平ꎬ 同时通过调整经济结构ꎬ 提高经济效

率ꎬ 为人民实际收入大幅提升创造条件ꎮ
在人口方面ꎬ ２０１８ 年国情咨文指出ꎬ ２０１７ 年俄罗斯劳动人口减少了近百万

人ꎬ 为使未来十年俄罗斯人口稳定增长ꎬ 需要投资 ３ ４ 万亿卢布 (过去 ６ 年已投

入 ２ ４７ 万亿卢布)ꎬ 到下个十年末ꎬ 预期人口寿命应超过 ８０ 岁ꎮ ２０１９ 年国情咨

文提出ꎬ 到 ２０２３ ~ ２０２４ 年要恢复人口的自然增长ꎬ 为此提出了支持家庭的一系

列政策措施ꎮ ２０２０ 年国情咨文指出ꎬ 当前俄罗斯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 １ ５ꎬ 要

确保这一指标提高到 １ ７ꎬ 到 ２０２５ 年实现人口的自然增长ꎮ
在保护特定地区和产业方面ꎬ ２０１８ 年国情咨文提出要重点发展基础行业

(工业、 建筑业、 运输业、 农业和贸易)ꎬ 大中型企业劳动生产率年增长速度不

应低于 ５％ ꎬ 在下个十年末要达到世界主要经济体水平ꎮ ６ 年内要将非能源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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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产品的出口翻一番ꎬ 使出口额达到 ２ ５００ 亿美元ꎬ 机械制造类产品出口要增至

５００ 亿美元ꎬ 服务出口要增至 １ ０００ 亿美元ꎮ 同时提出四年后俄罗斯要向世界市

场供应大量粮食ꎮ 要推动小企业的发展ꎬ 到下个十年中期ꎬ 小企业对 ＧＤＰ 的贡

献率应接近 ４０％ ꎬ 就业人口应从 １ ９００ 万人增至 ２ ５００ 万人ꎮ
在资源合理配置方面ꎬ ２０１８ 年国情咨文提出要逐步降低国有经济比重ꎬ ２０１９ 年

提出要通过教育和培训解决人力资源问题ꎬ ２０２０ 年提出要在基础设施、 工业、 农业和

服务业等领域加大投资ꎬ 年投资增幅至少应达到 ５％ꎬ 目标是到 ２０２４ 年使投资占 ＧＤＰ
的比重从 ２１％提升到 ２５％ꎬ 主要政策措施是稳定税负ꎬ 鼓励企业投资ꎮ

这一时期ꎬ 收入分配公平化、 满足公共需要、 保护和改善环境也是普京国情咨

文提出的经济政策重点ꎮ 在收入分配公平化方面ꎬ ２０１８ 年国情咨文提出要将最低工

资标准与最低生活标准拉齐ꎬ 使大约 ４００ 万人受惠ꎬ 同时确保公民实际收入长期稳

定增长ꎬ ６ 年内使贫困率至少减半ꎮ 国情咨文提出的具体措施包括提高养老金标

准ꎬ 按通胀率对养老金进行指数化调整等ꎮ ２０１９ 年国情咨文再次强调要消除贫困ꎬ
现有贫困人口总量为 １ ９００ 万人ꎬ 在五年内要使 ９００ 多万人得到扶助ꎮ

在满足公共需要方面ꎬ ２０１９ 年咨文提出要加强医疗保健ꎬ 未来两年再开设

１ ５９０个门诊诊所和辅助医疗站ꎮ ２０２０ 年国情咨文则提出年内要全面建成农村卫

生中心网络ꎬ 力争实现基本医疗服务现代化ꎮ
在保护和改善环境方面ꎬ ２０１９ 年国情咨文提出要着手解决城市垃圾问题ꎬ 未

来两年关闭和改建 ３０ 个城市的有问题的垃圾填埋场ꎬ 未来 ６ 年内要全部关闭或改

建不符合标准的垃圾填埋场ꎬ 将垃圾处理量从目前的 ８％ ~９％提高到 ６０％ꎻ 在公用

事业、 能源和运输企业引入更严格的环保要求ꎻ 未来 ６ 年ꎬ 空气中的污染排放量应减

少 ２０％以上ꎮ 在充分就业、 国际收支平衡方面ꎬ ２０１９ 年国情咨文提出非初级产品出

口６ 年内要增长５０％以上ꎬ ２０２４ 年农产品出口要达到４５０ 亿美元ꎮ ２０２０ 年国情咨文还

提出要创造和升级就业岗位ꎮ 这一时期的国情咨文仍然没有关注缩短工作时间、 改进

消费者的消费形态、 基本物资的储存和供给、 援助发展中国家等问题ꎮ

二　 普京经济政策的偏好和特点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到ꎬ 普京国情咨文所阐述的经济政策几乎涉及了经济生

活的所有重要方面ꎬ 重点较为明确ꎮ
第一ꎬ 重视经济增长问题ꎮ 普京主政以来ꎬ 俄罗斯经济总体上呈现增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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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ꎬ 只有个别年份有所下滑ꎬ 但经济增长目标仍未实现ꎮ 之所以如此ꎬ 关键问题

在于经济领域活力不足ꎬ 经济活动效率不高ꎬ 投资不足ꎮ 俄罗斯作为一个转轨国

家ꎬ 虽然其前身苏联曾经是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ꎬ 但现在的俄罗斯其实就是一个

发展中国家①ꎬ 其所面临的根本任务就是以赶超的姿态追求经济高速增长ꎬ 实现

第二次工业化②ꎮ 所以ꎬ 总统国情咨文将经济增长作为经济政策追求的第一目

标ꎬ 具有现实合理性ꎮ
２００３ 年普京的国情咨文首次提出到 ２０１０ 年实现 ＧＤＰ 翻一番目标ꎬ ２００４ 年重申

了这一目标ꎬ 并进一步明确ꎬ ２００４ ~２０１０ 年要使 ＧＤＰ 年均增长率达到 ７ ９％ꎮ 从客

观效果看ꎬ ２００４ ~２０１０ 年间 ＧＤＰ 增长率分别为 ７ １８％、 ６ ３８％、 ８ １５％、 ８ ５４％、
５ ２５％、 －７ ８２％、 ４ ５％ꎬ 年均增长率仅为 ４ ６％③ꎬ ＧＤＰ 翻番目标并未实现ꎮ 此

后的国情咨文屡次提出要使俄罗斯经济增长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目标ꎮ 比如 ２０１２
年国情咨文提出未来十年内ꎬ ＧＤＰ 每年至少增长 ５％ ~ ６％ꎬ ２０１４ 年咨文提出未来

三四年经济增长率要超过世界平均水平ꎬ ２０１６ 年咨文提出最早在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０ 年实

现经济增长率高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率ꎬ ２０１９ 年和 ２０２０ 年国情咨文提出

２０２１ 年经济增长率必须超过 ３％ꎬ 且要高于全球平均水平ꎮ 但从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８ 年间经

济增长数据看ꎬ 俄罗斯 ＧＤＰ 增长率与世界平均水平还存在明显差距 (见表 ２)ꎮ

表 ２　 俄罗斯与世界其他经济体的 ＧＤＰ 增长率比较 (单位:％ )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高收入经济体 １ ３ １ ４ ２ ０ ２ ３ １ ７ ２ ３ ２ ２

欧元区 － ０ ９ － ０ ３ １ ４ ２ １ １ ９ ２ ５ １ ９

欧盟 － ０ ４ ０ ３ １ ７ ２ ４ ２ ０ ２ ６ ２ ０

ＯＥＣＤ 成员国 １ ３ １ ５ ２ ０ ２ ４ １ ７ ２ ５ ２ ３

世界平均增长水平 ２ ５ ２ ７ ２ ８ ２ ９ ２ ６ ３ ２ ３ １

俄罗斯 ３ ７ １ ８ ０ ７ － ２ ３ ０ ３ １ ６ ２ ３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④ꎮ

２６

①
②
③

④

彭刚、 关雪凌: «俄罗斯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吗?»ꎬ 载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２００４ 年第 １ 期ꎮ
程亦军: «当前俄罗斯经济的基本特征与发展前景»ꎬ 载 «人民论坛 －学术前沿»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７ 期ꎮ
“全球宏观经济数据”ꎬ 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ｗｏｒｌｄｍａｃ /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ｓｈｔｍｌ? ｔｙｐｅ ＝ ０＆ｎａｔｉｏｎ ＝ ＲＵ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ＮＹ ＧＤＰ ＭＫＴＰ ＣＤ
ＷＢ: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ｂａｎｋ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ａｓｐｘ? ｓｏｕｒｃｅ ＝ ２＆ｓｅｒｉｅｓ

＝ ＳＰ ＰＯＰ ＴＯＴＬꎬ ＡＧ ＳＲＦ ＴＯＴＬ Ｋ２ꎬ ＥＮ ＰＯＰ ＤＮＳＴꎬ ＮＹ ＧＮＰ ＡＴＬＳ ＣＤꎬ ＮＹ ＧＮＰ ＰＣＡＰ ＣＤꎬ ＮＹ ＧＮＰ
ＭＫＴＰ ＰＰ ＣＤꎬ ＮＹ ＧＮＰ ＰＣＡＰ ＰＰ ＣＤꎬ ＮＹ ＧＤＰ ＭＫＴＰ ＫＤ ＺＧꎬ ＮＹ ＧＤＰ ＰＣＡＰ ＫＤ Ｚ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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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ꎬ 将改善营商环境作为经济政策重点ꎮ ２０００ 年国情咨文就提出要建立

统一的经济和司法空间、 减税、 抑制政府官员对企业的任性作为、 保护经济自

由、 保护财产权、 确保平等的竞争条件ꎬ 之后几乎历年国情咨文都提及这一议

题: 改善营商环境ꎬ 保护私有产权 (２００１)ꎻ 行政系统现代化 (适应私有企业和

市场经济)ꎬ 司法系统现代化 ( ２００２ )ꎻ 经济空间自由化ꎬ 保护私有产权

(２００５)ꎻ 经济自由ꎬ 公平竞争ꎬ 保护产权 (２００６)ꎻ 改善营商环境ꎬ 支持中小企

业发展 (２０１１)ꎻ 保护经济自由、 私有财产和竞争 (２０１２)ꎻ 以有利的投资环境

刺激和提高劳动生产率ꎬ 恢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２０１３)ꎻ 鼓励诚实的劳动ꎬ 保

护私有财产和自由的企业经营活动 (２０１４)ꎻ 通过创建更好的营商环境来促进经

济增长 (２０１６)ꎻ 从根本上改善经营环境ꎬ 确保企业经营自由和竞争的最高水平

(２０１８)ꎻ 实现高增长率的四个优先之一是优化营商环境 (２０１９)ꎮ
可以看出ꎬ 优化营商环境是普京主政 ２０ 年来国情咨文持续关注的问题ꎮ 所

谓营商环境ꎬ 简单地说就是经济活动得以顺畅进行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氛围ꎮ 没有

良好的营商环境ꎬ 就不可能有积极而活跃的经济活动ꎬ 经济增长也就无从谈起ꎮ
俄罗斯当局为改善营商环境虽然作出了巨大努力ꎬ 希望建立起灵活高效的市场经

济体制ꎬ 但适应于市场经济的制度环境 (法律体系、 司法效率、 行政习惯) 和

社会氛围并未完全形成ꎬ 这成为影响俄罗斯经济发展的根本性制约因素ꎮ 普京总

统在 ２０１５ 年国情咨文里有一段痛切而诚实的表述: “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政府与

企业之间的信任ꎬ 以改善俄罗斯的营商环境因此ꎬ 我们赋予新成立的发展中

小企业联邦委员会以非常广泛的权力ꎮ 我谨请所有部委、 部门、 州长、 俄罗斯所

有地区的负责人、 国有企业和银行为其提供一切必要的帮助ꎮ 民意调查显示ꎬ 尽

管不止一次地发出了所有必要的指示ꎬ 但企业监管机构的工作质量并没有多少进

步ꎮ 我们反复说要减少他们的权力ꎬ 但权力在一个领域减少了ꎬ 在另一个领域又

增加了ꎮ 大批检查人员继续阻碍着良好企业的运作ꎮ 我想引述一个商会提供

的数据ꎮ ２０１４ 年ꎬ 调查当局以所谓的经济犯罪办理了近 ２０ 万起案件ꎮ 但在这 ２０
万起案件中ꎬ 实际上只有 ４６ ０００ 起案件被提交法院ꎬ 其中 １５ ０００ 起案件在听证

会期间被驳回ꎮ 简单的数字表明ꎬ 在所有案件中ꎬ 只有 １５％ 的案件以定罪告终ꎮ
与此同时ꎬ 绝大多数ꎬ 超过 ８０％ ꎬ 具体地说是 ８３％ 的面临刑事指控的企业家完

全或部分地失去了他们的企业———他们受到骚扰、 恐吓、 抢劫ꎬ 然后被释放ꎮ 就

营商环境而言ꎬ 这当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ꎮ 这实际上正好相反ꎬ 直接破坏了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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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ꎮ”①

从这段言论可以看出ꎬ 俄罗斯的营商环境之恶劣已到了何种程度ꎮ 问题的严

重性还在于ꎬ 俄罗斯迄今尚未找到解决营商环境问题的合适机制和途径ꎬ 普京总

统坦承ꎬ “处理经济案件中的嫌疑犯时ꎬ 调查人员大多应选择保释、 旅行限制或

软禁ꎬ 拘留只应作为最后的手段ꎮ 执法和司法制度的作用是保护经济和社会免遭

欺诈和犯罪ꎬ 保护所有守法和诚实经营的人的权利、 财产和尊严ꎮ”② 一国总统

对司法人员处理经济案件进行如此细致的指导ꎬ 说明俄罗斯科学合理、 切实有效

的法制环境尚未建立起来ꎮ
第三ꎬ 突出强调人口问题ꎮ 对俄罗斯来说ꎬ 所谓人口问题ꎬ 归结起来就是人

口总量少且呈下降趋势ꎬ 人口出生率低ꎬ 人均预期寿命短ꎮ 当前俄罗斯人口总数

为 １ ４６７ 亿ꎬ 相对于其辽阔国土面积 (１ ７１２ ５２ 平方公里) 来说ꎬ 人口的确过少

(人口平均密度为 ８ ５ 人 /平方公里)ꎮ 另外ꎬ １９９３ ~ ２０１１ 年全俄人口累计减少

５７０ 万ꎬ 如果除去大约 ６００ 万外来移民ꎬ 俄罗斯人口已经累计减少 １ １００ 多万ꎬ
相当于 １９９３ 年全俄总人口的 ８％ ③ꎮ 从出生率来看ꎬ ２０１９ 年俄罗斯的总和生育

率 (每个妇女平均生育率) 仅为 １ ５ꎬ 离维持人口世代更替的临界点 ２ １ 有相当

大的差距ꎮ 人口寿命和老龄化问题同样严峻ꎮ １９９４ 年俄罗斯人均预期寿命为

６３ ９ 岁 (男性平均为 ５７ ５ 岁ꎬ 女性平均为 ７１ １ 岁)ꎬ ２００４ 年提高到 ６５ ３ 岁

(男性平均 ５８ ９ 岁ꎬ 女性平均 ７２ ３)ꎬ 虽人口寿命有所提高ꎬ 但从世界范围内

看ꎬ 俄罗斯人均预期寿命仍然不高ꎮ 与许多国家一样ꎬ 俄罗斯同样存在人口老龄

化问题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ꎬ 超过劳动力年龄的人口已占总人口的 ２５％ ꎬ 预计到 ２０２５
年更会上升至 ２７％ ④ꎮ 来自中亚国家的劳动移民在俄罗斯长期大量存在ꎬ 也可证

明俄罗斯本国劳动力不足问题之严重ꎮ
２０２０ 年普京的国情咨文用近半篇幅阐述俄罗斯严峻的人口形势ꎮ 以往的国情

咨文提及的人口控制政策包括: 教育青年一代尊崇传统价值观念ꎬ 重视家庭ꎻ 要求

各级政府对幼儿、 母亲和有子女的家庭给予必要的财政支持等ꎬ 具体化为给每个幼

儿提供政府补贴ꎬ 设立母亲基金ꎬ 在教育、 就业和住房等方面对有子女家庭给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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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顾等ꎮ ２０２０ 年国情咨文提出了一些新的量化指标ꎬ 财政支持力度也进一步加大ꎬ 比

如: ２０２４ 年妇女总和生育率须达到 １ ７ꎬ ２０２５ 年要实现可持续的人口自然增长ꎻ 延长

母亲基金执行期限 ５ 年ꎬ 并扩大补贴发放对象ꎬ 由生育第二胎的母亲扩大到生育第一

胎的母亲ꎬ 综合起来ꎬ 养育两个孩子的家庭可获得总额近 ６２ 万卢布的补贴ꎻ 补贴有

子女的低收入家庭ꎬ 期限由 １８ 个月延长到孩子年满三周岁ꎬ 平均补助金额为每月

１１ ０００卢布ꎻ 从 ２０２０ 年１ 月起为３ ~７ 周岁的孩子提供每月５ ５００ 卢布的补助ꎬ ２０２１ 年

起根据实施情况酌情考虑增加 １ 倍ꎻ 鼓励生养第二胎ꎬ 奖励生养第三胎ꎻ 国家对育有

两个以上孩子家庭的消费贷款提供优惠固定利率ꎬ 当第三个孩子出生时国家将为该家

庭减免 ４５ 万卢布的抵押贷款ꎬ 等等①ꎮ 从国情咨文内容看ꎬ 俄罗斯政府在人口控制

方面作出了极大努力ꎬ 但效果欠佳ꎮ 这说明在人口发展趋势问题上或许需要调整认

识ꎬ 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 老龄化可能是现代社会难以逆转的趋势ꎬ 人为的逆势操

作可能减缓这一趋势ꎬ 但难以根本扭转方向ꎮ 为满足劳动力需求ꎬ 可能需要放宽移

民限制ꎬ 吸引外来劳动力ꎬ 以劳动力空间分布的调整弥补时间自然生长的不足ꎮ
第四ꎬ 某些经济问题被长期忽视ꎮ 我们注意到ꎬ 在长达 ２０ 年时间里ꎬ 缩短

工作时间、 改进消费者的消费形态、 基本物资的储存和供给、 保护和改善环境和

援助发展中国家等几个经济问题一直被总统咨文所忽视ꎮ 首先ꎬ 在人口形势持续

严峻ꎬ 劳动力相对不足的背景下ꎬ 缩短工作时间并不现实ꎮ 由于老龄人口占比急

剧扩大ꎬ 社会赡养负担日益沉重ꎬ 对社会保障体系构成了巨大挑战ꎮ 所以ꎬ 尽管

社会反应激烈ꎬ 俄罗斯政府还是不得不立法推迟退休年龄ꎮ 其次ꎬ 改进消费者的

消费形态、 基本物资的储存和供给、 保护和改善环境和援助发展中国家方面ꎬ 总

统国情咨文几乎不置一词ꎬ 总体上来说可能与俄罗斯经济发展阶段有关ꎮ
综上所述ꎬ 普京的国情咨文是阐述国内形势、 国家内外政策方针的重要文献ꎬ 是

普京经济政策偏好的体现ꎬ 但国情咨文所阐述的政策能否实现ꎬ 取决于诸多因素ꎬ 对

其实施效果的评价ꎬ 应联系俄罗斯具体的经济环境和条件ꎮ 一方面ꎬ 国情咨文所宣示

的经济政策体现出最高行政当局认为需要解决的最重要最紧迫的问题ꎻ 另一方面ꎬ 具

体经济政策的落实受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的制约ꎬ 这些制约条件有些可以克服ꎬ 有些

则需要时日ꎮ 从总体上看ꎬ 我们既要看到总统国情咨文的政策宣示意义ꎬ 也要跟踪和

观察相关政策的实施效果ꎬ 只有这样ꎬ 才能对其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ꎮ
(责任编辑　 张红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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