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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工业发展问题探析

郭晓琼

　 　 【内容提要】 　 近年来ꎬ俄罗斯工业整体保持增长态势ꎬ工业在国民经

济中的比重增加ꎬ但能源、原材料化趋势仍在继续ꎬ机器制造业等高技术

部门的比重也在缩小ꎮ 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有所增长ꎬ大部分工业部

门投资积极性有所提高ꎬ然而俄罗斯工业中仍存在很多问题:固定资产老

化、财务状况恶化、工业结构能源化、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滞后、工业企业

缺乏创新积极性、工业制成品国际竞争力不强等ꎮ 俄罗斯政府为解决这

些问题ꎬ促进工业发展ꎬ制定了一系列战略规划及政策措施ꎬ但俄罗斯对

工业的扶持政策仍停留在以资金支持为主ꎬ真正有利于工业发展、技术创

新的制度尚未建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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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后ꎬ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持续恶化ꎬ乌克兰危机引发西方

国家实施经济制裁、国际油价大跌、美元加息等不利的外部因素连续打击着

本已脆弱的国民经济ꎬ在内忧外患下ꎬ俄罗斯经济陷入危机ꎬ同时也再次凸显

了俄罗斯经济能源、原材料化的结构弊病ꎮ 在随后的反危机政策中ꎬ俄罗斯

政府大力推行进口替代政策ꎬ力图通过进口替代减少机器设备进口、增加非

能源产品出口ꎬ降低经济的对外依赖程度ꎮ 然而ꎬ进口替代政策仅在食品工

业和化工业等领域取得比较明显的效果ꎬ对促进机器制造业发展仍收效甚

微ꎮ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俄罗斯工业整体保持增长态势ꎬ工业在俄罗斯经济中的比

重有所上升ꎬ但从工业结构上看ꎬ能源、原材料化趋势仍在继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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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俄罗斯工业发展现状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俄罗斯经济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制度转

型ꎬ转型中俄罗斯实行了对外贸易自由化ꎬ长期处于补贴机制保护之下的

工业生产工艺落后ꎬ难以与西方国家产品竞争ꎬ工业发展缺乏投资ꎬ连简单

再生产都无法维持ꎬ工业基础遭到极大破坏ꎬ工业发展严重倒退ꎮ 在此背

景下ꎬ俄罗斯不得不出口能源、原材料等初级产品ꎬ最终导致工业结构和产

业结构能源化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随着经济形势的改善ꎬ俄罗斯工业生产也逐

渐恢复ꎬ尤其 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８ 年期间ꎬ在国际原油价格的推动下ꎬ依靠大量原

油出口ꎬ俄罗斯工业一度实现快速增长ꎬ但高增长时期也为未来发展埋下

了一些隐患ꎮ ２００８ 年后ꎬ工业中的一些问题逐渐凸显ꎬ工业增速明显下降ꎬ
近年来俄罗斯工业虽仍保持增长态势ꎬ但增速始终在 ３％以下ꎮ

(一)工业增长态势

从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起ꎬ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对经济活动进行重新分类ꎬ根
据新的划分方法ꎬ工业内部包含 ４ 个大类别:矿产资源开采业ꎬ加工工业ꎬ电力、燃
气和蒸汽及空调的供应业ꎬ给排水、废品收集及加工利用、清污业ꎮ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

工业增加值为 ２７ ７３ 万亿卢布ꎬ其中ꎬ矿产资源开采业增加值为 １１ ９５ 万亿卢布ꎬ
比 ２０１７ 年同期增长 ３ ８％ꎻ加工工业增加值为 １２ ７８ 万亿卢布ꎬ同比增长 １ ５％ꎻ
电力、燃气和蒸汽及空调的供应业增加值为 ２ ５３ 万亿卢布ꎬ同比增长 １ １％ꎻ给排

水、废品收集及加工利用、清污业增加值为４ ６６７亿卢布ꎬ同比增长 １ ２％ꎮ
１ 工业维持低速增长

俄罗斯主要采用工业生产指数这一指标来衡量工业生产发展趋势ꎮ 工业生

产指数是用加权算数平均数编制的工业产品实物量指数ꎬ是衡量工业企业产品物

量的综合指标ꎮ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俄罗斯工业整体维持增长(２０１５ 年除外)ꎬ但增速较

低ꎬ矿产资源开采业和加工工业增长始终在 ２％ ~４％的区间内变动ꎮ ２０１８ 年俄

罗斯工业生产指数增长 ２ ９％ꎬ其中ꎬ矿产资源开采业比 ２０１７ 年同期增长 ４ １％ꎬ
加工工业增长 ２ ６％(见表 １)ꎬ矿产资源开采业增长速度快于加工工业ꎮ

表 １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工业中各行业工业生产指数(％)

年份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工业 ２ ５ －０ ８ ２ ２ ２ １ ２ ９

　 矿产资源开采业 １ ７ ０ ７ ２ ３ ２ １ 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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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年份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加工工业 ３ ２ －１ ７ ２ ６ ２ ５ ２ ６

　 　 食品生产 ４ ９ ３ １ ５ ６ ４ ２ ４ ９

　 　 饮料生产 － ５ ６ ０ ８ ６ ６ ０ ６ ２ ６

　 　 烟草制品生产 － ８ ９ － ３ ２ － ２ ７ － ２５ ２ ３ ８

　 　 纺织品生产 － ３ ０ ０ ６ ７ ５ ２ ８ ３ ６

　 　 服装生产 ０ ５ － １８ ８ ７ ２ ８ ５ ４ １

　 　 皮革及制品生产 － ４ １ － ８ ２ ６ ７ ４ ２ ３ ７

　 　 木材加工、木材及软木制品生产(家
具除外)、秸秆制品及编制材料生产

－ ３ ６ － ４ １ ８ ３ ３ ９ １０ ６

　 　 纸及纸制品生产 ３ ４ １ ６ ０ ４ ６ ９ １２ ６

　 　 印刷及复印 － ４ ９ － ９ １ － １３ ２ － ２ ８ １２ ５

　 　 焦炭及石油产品生产 ６ １ ０ ９ － ３ ２ １ １ １ ８

　 　 化工业 ２ ３ ５ ８ １０ ９ ５ １ ２ ７

　 　 药品及医用材料生产 － ５ ４ ８ ５ ２７ ５ １２ ７ ８ ２

　 　 塑料及橡胶制品生产 ９ ７ － ２ ０ ５ ５ ３ ８ ２ ４

　 　 其他非金属矿产品生产 １ １ － ６ １ － ２ ９ １１ ２ ４ ４

　 　 冶金业 ７ ２ ４ ０ － ０ ３ ０ １ １ ７

　 　 金属制品生产(机器和设备制造除外) ４ ５ ３ ５ １２ ７ ３ ４ １ ３

　 　 电脑、电子及光学产品生产 ８ ９ ６ １ ８ ５ － １ ７ － １ ５

　 　 电气设备制造 － ２ １ － ９ ５ ８ １ ４ ７ ２ ９

　 　 不包含在其他分类中的机器和设备
制造

－ ７ ９ － ４ ７ １ ５ ６ ８ － ０ ６

　 　 汽车、拖车及半挂车制造 － １１ ３ － ２３ １ ５ ８ １４ ５ １３ ３

　 　 其他运输工具及设备制造 １６ ２ ５ ４ ８ １ ６ ３ － ２ ２

　 　 家具生产 － ０ ２ － ７ ２ － ２９ １ ８ ８ ５ ５

　 　 其他制成品生产 ５ １ － ９ ９ － ２３ ３ １０ ３ １１ ２

　 　 机器和设备的修理及安装 － ５ ６ － ５ ６ － １ ２ － ７ ９ － ２ ０

　 电力、燃气和蒸汽及空调的供应业 １ ０ －１ ０ ２ ０ －０ ４ １ ６

　 给排水、废品收集及加工利用、清污业 －２ ０ －４ ８ ０ ８ －２ ２ ２ ０

资 料 来 源: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ｋｓ ｒｕ /
ｗｐｓ / ｗｃｍ / ｃｏｎｎｅｃｔ / ｒｏｓｓｔａｔ＿ｍａｉｎ / ｒｏｓｓｔａｔ / ｒｕ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 ＃

２ 危机后大部分行业实现恢复性增长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加工工业各行业中食品生产、化工业和金属制品生产(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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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和设备制造除外)３ 个行业增长态势稳定ꎬ即使在 ２０１５ 年经济危机时期也

保持了 ３％以上的增速ꎬ这 ３ 个行业也正是俄罗斯实行进口替代政策表现最

好的行业ꎮ 药品及医用材料生产近年来增长势头迅猛ꎬ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８ 年达到了

８ ５％ 、２７ ５％ 、１２ ７％和 ８ ２％的高增长ꎮ 汽车、拖车及半挂车制造在危机后

快速发展ꎬ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增速达到 １４ ５％和 １３ ３％ ꎮ
２０１５ 年经济危机后ꎬ大部分行业实现恢复性增长ꎬ２０１８ 年ꎬ汽车、拖车及半挂

车制造ꎬ纸及纸制品生产ꎬ印刷及复印ꎬ其他制成品生产ꎬ木材加工、木材及软木制

品生产(家具除外)、秸秆制品及编制材料生产ꎬ这 ５ 个行业生产增长较快ꎬ增速超

过 １０％ꎮ 不包含在其他分类中的机器和设备制造ꎬ电脑、电子及光学产品生产ꎬ机
器和设备的修理及安装ꎬ其他运输工具及设备制造ꎬ皮革及制品生产ꎬ这 ５ 个行业

生产仍在下降ꎬ但降幅均未超过 ４％ꎬ其余行业均实现不同程度的增长(见表 １)ꎮ
(二)工业结构变化

１ 工业在 ＧＤＰ 中的比重增加

２０１０ 年ꎬ工业增加值在 ＧＤＰ 中的占比为 ２８ ２％ ꎮ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俄罗斯

经济深陷危机ꎬ工业中各行业的生产也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ꎮ ２０１４ 年ꎬ工业

增加值在 ＧＤＰ 中的比重仅为 ２５ ６％ ꎮ ２０１６ 年下半年起ꎬ随着经济的逐步复

苏ꎬ俄罗斯工业生产也逐步恢复ꎮ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工业增加值在 ＧＤＰ 中增至

２９ ６％ ꎬ比 ２０１７ 年同期增长了近两个百分点(见图 １)ꎮ 工业占比的增加主

要得益于矿产资源开采业的增长ꎬ２０１８ 年国际原油价格回升ꎬ矿产资源开采

业生产随之恢复ꎬ矿产资源开采业在占 ＧＤＰ 中的比重增至 １２ ８％ (２０１７ 年

为 １０ ８％ )ꎻ加工工业占 ＧＤＰ 的比重为 １３ ６％ (２０１７ 年为 １３ ５％ )ꎻ电力、燃
气和蒸汽及空调的供应业占 ＧＤＰ 的比重为 ２ ７％ (２０１７ 年为 ２ ９％ )ꎻ给排

水、废品收集及加工利用、清污业占 ＧＤＰ 的比重为 ０ ５％ (２０１７ 年为 ０ ５％ )ꎮ

图 １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工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数据绘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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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能源、原材料化趋势仍在继续

工业结构能源、原材料化一直是俄罗斯经济多年的痼疾ꎮ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８
年ꎬ随着国际能源价格的逐步回升ꎬ矿产资源开采业在工业中所占比重从

２２ ３％增至 ２６ ９％ ꎬ加工工业的比重从 ６６ ４％ 降至 ６３ ５％ ꎮ 如将矿产资源

开采业ꎬ木材加工ꎬ造纸和印刷ꎬ焦炭及石油产品生产ꎬ冶金业、其他非金属矿

产品生产ꎬ金属制品生产(机器和设备制造除外)ꎬ电力、燃气和蒸汽及空调的

供应业这些与能源和原材料生产相关行业进行简单加总ꎬ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８ 年ꎬ能
源、原材料相关行业在工业中的比重从 ６３％增至 ６７ ５％ ꎮ 由此可见ꎬ俄罗斯

工业结构畸形的问题仍在加剧ꎮ
新的统计分类还将加工工业下的细分行业按照技术水平从低到高的顺

序进行排列ꎮ 低技术水平部门为原材料初级加工及劳动密集型部门ꎬ具体包

括:食品生产ꎬ饮料生产ꎬ烟草制品生产ꎬ纺织品生产ꎬ服装生产ꎬ皮革及制品

生产ꎬ木材加工、木材及软木制品生产(家具除外)ꎬ秸秆制品及编制材料生

产ꎬ纸及纸制品生产ꎬ印刷及复印ꎻ中技术水平部门包括:焦炭及石油产品生

产ꎬ化工业ꎬ药品及医用材料生产ꎬ塑料及橡胶制品生产ꎬ其他非金属矿产品

生产ꎬ冶金业ꎬ金属制品生产(机器和设备制造除外)ꎻ高技术水平部门主要为

机器制造业ꎬ具体包括:电脑、电子及光学产品生产ꎬ电气设备制造ꎬ不包含在

其他分类中的机器和设备制造ꎬ汽车、拖车及半挂车制造ꎬ其他运输工具及设

备制造ꎮ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８ 年ꎬ低技术水平部门实际产值在工业中的比重从

１６ １％降至 １３ １％ ꎬ中技术水平部门比重略有提高ꎬ从 ３５ ７％ 增至 ３６ ８％ ꎬ
高技术部门比重由 １２ ４％降至 １１ ６％ ꎮ

表 ２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工业结构变化(％)

年份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工业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矿产资源开采业 ２２ ３ ２３ ６ ２６ ９

　 加工工业 ６６ ４ ６５ ０ ６３ ５

　 　 食品生产 １０ ３ ９ ３ ８ ３

　 　 饮料生产 １ ５ １ ３ １ １

　 　 烟草制品生产 ０ ５ ０ ３ ０ ３

　 　 纺织品生产 ０ ４ ０ ３ ０ ３

　 　 服装生产 ０ ３ ０ ３ ０ ３

　 　 皮革及制品生产 ０ ２ ０ １ 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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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年份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木材加工、木材及软木制品生产 (家具除
外)、秸秆制品及编制材料生产

１ ０ ０ ９ ０ ９

　 　 纸及纸制品生产 １ ４ １ ３ １ ４

　 　 印刷及复印 ０ ５ ０ ４ ０ ４

　 　 焦炭及石油产品生产 １３ ０ １４ ３ １５ ４

　 　 化工业 ４ ９ ４ ７ ４ ７

　 　 药品及医用材料生产 ０ ８ ０ ７ ０ ７

　 　 塑料及橡胶制品生产 １ ８ １ ７ １ ６

　 　 其他非金属矿产品生产 ２ ５ ２ ３ ２ ２

　 　 冶金业 ８ ６ ８ ９ ８ ７

　 　 金属制品生产(机器和设备制造除外) ４ １ ３ ８ ３ ５

　 　 电脑、电子及光学产品生产 ２ ４ ２ １ １ ９

　 　 电气设备制造 １ ６ １ ５ １ ４

　 　 不包含在其他分类中的机器和设备制造 ２ ０ １ ９ １ ８

　 　 汽车、拖车及半挂车制造 ３ ２ ３ ７ ３ ７

　 　 其他运输工具及设备制造 ３ ２ ２ ９ ２ ８

　 　 家具生产 ０ ４ ０ ４ ０ ３

　 　 其他制成品生产 ０ ４ ０ ４ ０ ４

　 　 机器和设备的修理及安装 １ ５ １ ４ １ ３

　 电力、燃气和蒸汽及空调的供应业 ９ ６ ９ １ ８ １

　 给排水、废品收集及加工利用、清污业 １ ７ １ ６ １ ６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各年份实际产值计算得出ꎮ

(三)固定资产投资

１ 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整体增长

稳定持续的固定资产投资对工业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ꎮ ２０１８ 年ꎬ工业

固定资产投资额为 ６ ９９４ ６ 万亿卢布ꎬ同比增长 ９ １％ ꎬ与 ２０１４ 年相比增长

２４ ３％ :其中矿产资源开采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为 ３ １９９ ６ 万亿卢布ꎬ同比增长

５ ８％ ꎬ与 ２０１４ 年相比增长 ４９％ ꎻ加工工业为 ２ ５８４ ９ 万亿卢布ꎬ同比增长

１２ ５％ ꎬ与 ２０１４ 年相比增长 ２４ ２％ ꎻ电力、燃气和蒸汽及空调的供应业固定

资产投资为 １ ０４７ ５ 万亿卢布ꎬ同比增长 １０ ９％ ꎬ与 ２０１４ 年相比下降 ４ ２％ ꎻ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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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排水、废品收集及加工利用、清污业为 １ ６２６ 亿卢布ꎬ同比增长 １０％ ꎬ与
２０１４ 年相比下降 ３ ７％ ①ꎮ

工业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的比重持续增长ꎮ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８ 年ꎬ工业在固

定资产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从 ３９ ５％ 增至 ５１ ３％ ꎬ矿产资源开采业固定资产

投资占比从 １５ ４％ 增至 １８ ２％ ꎮ 加工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却略有下降ꎬ从
１５％降至 １４ ７％ ꎮ 食品生产、纸及纸制品生产、化工业、冶金业和金属制品生

产(机器和设备制造除外)这 ５ 个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持续增加ꎬ也正因为

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保障了这 ５ 个行业生产的稳步提高ꎮ
机器制造业产业链长、技术含量高ꎬ该行业的发展有助于产业结构的优

化升级ꎮ 长期以来ꎬ俄罗斯机器制造业缺乏投资、发展滞后ꎬ机器和设备长期

依赖进口ꎮ ２０１５ 年经济危机后ꎬ俄罗斯政府出台进口替代战略ꎬ主要就是为

了改变制造业落后的现状ꎬ然而ꎬ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８ 年ꎬ电脑、电子及光学产品生产ꎬ
电气设备制造ꎬ不包含在其他分类中的机器和设备制造ꎬ汽车、拖车及半挂车

制造ꎬ其他运输工具及设备制造ꎬ机器和设备的修理及安装等机器制造相关

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不是保持不变ꎬ就是出现下降(见表 ３)ꎬ因此ꎬ在机

器制造领域进口替代战略的政策效果并不显著ꎮ

表 ３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工业各行业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的比重(％)

年份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整个经济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工业 ３９ ５ ４０ ３ ３９ ６ ４０ １ ５１ ３

　 　 矿产资源开采业 １５ ４ １７ ２ １８ ４ １９ ０ １８ ２

　 　 加工工业 １５ ０ １５ ６ １４ ３ １４ ３ １４ ７

　 　 　 食品生产 １ ４ １ ４ １ ３ １ ５ １ ５

　 　 　 饮料生产 ０ ３ ０ ２ ０ ２ ０ ２ ０ ２

　 　 　 烟草制品生产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纺织品生产 ０ １０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１０ ０ １０

　 　 　 服装生产 ０ １０ ０ ０４ ０ ０２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６６—

① 作者根据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相关统计数据计算ꎮ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Инвестиции в основной капитал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о вида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ｋｓ ｒｕ / ｆｒｅｅ ＿ ｄｏｃ / ｎｅｗ ＿ ｓｉｔｅ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ｉｎｖｅｓｔ / ｔａｂ＿ｉｎｖ － ＯＫＶＥＤ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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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年份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皮革及制品生产 ０ １０ ０ ０４ ０ ０２ ０ ０２ ０ ０３

　 　 　 木材加工、木材及软木制品生产(家
具除外)、秸秆制品及编制材料生产

０ ４ ０ ４ ０ ４ ０ ４ ０ ４

　 　 　 纸及纸制品生产 ０ ３ ０ ３ ０ ４ ０ ４ ０ ５

　 　 　 印刷及复印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焦炭及石油产品生产 ３ ５ ３ ４ ２ ６ ２ ８ ２ ５

　 　 　 化工业 １ ６ ２ ２ ２ ５ ２ ６ ２ ８

　 　 　 药品及医用材料生产 ０ ３ ０ ３ ０ ２ ０ ２ ０ ２

　 　 　 塑料及橡胶制品生产 ０ ３ ０ ４ ０ ３ ０ ３ ０ ３

　 　 　 其他非金属矿产品生产 １ ０ ０ ７ ０ ５ ０ ４ ０ ６

　 　 　 冶金业 １ ５ １ ７ １ ８ １ ８ １ ８

　 　 　 金属制品生产(机器和设备制造除外) ０ ３ ０ ３ ０ ３ ０ ６ ０ ７

　 　 　 电脑、电子及光学产品生产 ０ ４ ０ ５ ０ ４ ０ ４ ０ ４

　 　 　 电气设备制造 ０ ２ ０ ２ ０ ２ ０ ３ ０ ２

　 　 　 不包含在其他分类中的机器和设备
制造

０ ６ ０ ６ ０ ４ ０ ４ ０ ３

　 　 　 汽车、拖车及半挂车制造 ０ ９ ０ ９ ０ ７ ０ ５ ０ ８

　 　 　 其他运输工具及设备制造 ０ ８ ０ ７ ０ ７ ０ ８ ０ ８

　 　 　 家具生产 ０ ２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其他制成品生产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机器和设备的修理及安装 ０ ２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电力、燃气和蒸汽及空调的供应业 ７ ９ ６ ６ ５ ９ ５ ９ ６ ０

　 　 给排水、废品收集及加工利用、清污业 １ ２ ０ ９ １ ０ ０ ９ ０ ９

资料来源: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Инвестиции в основной
капитал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о вида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ｋｓ ｒｕ / ｆｒｅｅ＿ｄｏｃ / ｎｅｗ＿ｓｉｔｅ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ｉｎｖｅｓｔ / ｔａｂ＿ｉｎｖ － ＯＫＶＥＤ ｈｔｍ

２ 工业企业投资积极性

近年来ꎬ俄罗斯工业企业投资积极性有所提高ꎮ 根据俄联邦国家统计局数

据ꎬ２０１８ 年ꎬ工业企业中有 １１ 个行业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企业占比高于 ９５％ꎮ
其中ꎬ金属矿产开采业中 ９９％的企业进行了固定资产投资ꎻ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焦炭及石油产品生产中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企业占比为 ９８％ꎻ煤炭开采、冶金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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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中有 ９７％的企业进行了固定资产投资ꎻ药品及医用材料生产、矿产开采服务、
化工业中有 ９６％的企业进行了固定资产投资ꎻ饮料生产ꎬ汽车、拖车及半挂车制

造ꎬ电力、燃气和蒸汽及空调的供应业中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企业占比为 ９５％ꎮ
从行业分布看ꎬ矿产资源开采业固定资产投资积极性高于加工工业(见图 ２)ꎮ

图 ２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工业各行业中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企业比重(％)
资 料 来 源: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Инвестиционная

активность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в ２０１８ году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ｋｓ ｒｕ / ｗｐｓ / ｗｃｍ / ｃｏｎｎｅｃｔ / ｒｏｓｓｔａｔ＿ｍａｉｎ /
ｒｏｓｓｔａｔ / ｒｕ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ｎ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从资金来源看ꎬ８０％的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为自有资金ꎮ 在煤炭开

采、石油和天然气开采、金属矿产开采、焦炭及石油产品生产、化工业、冶金业

等行业中 ９５％ ~９９％的企业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ꎮ ２６％的工业企业在投

资中会使用信贷资金ꎬ信贷资金使用较为活跃的行业为其他矿产资源开采业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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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的企业使用信贷资金)、矿产开采服务业(５４％ )、煤炭开采业(４７％ )、
焦炭及石油产品生产(４５％ )、冶金业(４２％ )和化工业(４０％ )ꎮ 投资积极性

高的行业除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之外ꎬ还使用信贷资金ꎮ 仅有 ６％ 的工业

企业使用预算资金进行固定资产投资①ꎮ
３ 阻碍工业企业投资的主要因素

根据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问卷调查结果ꎬ阻碍工业企业投资的主要因

素包括:国际市场行情、获得项目贷款的机制复杂、汇率变动、商业贷款利率

高、投资风险高、自有资金不足、通货膨胀率较高和国内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

等ꎮ 这些因素对不同行业的影响程度也不同ꎮ 例如ꎬ国际市场行情对煤炭开

采、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的投资影响最为显著ꎬ７０％ 的煤炭开采企业和 ６６％
的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企业认为国际市场行情影响投资行为ꎻ汇率变动对石油

和天然气开采业(６１％的企业认为汇率变动影响其投资行为)、纸及纸制品生

产业(６７％ )、化工业(６７％ )、冶金业(６９％ )和汽车制造业(６５％ )等出口产品

较多的行业影响相对显著ꎻ对投资风险较为敏感的行业有:石油和天然气开

采业(８４％的企业认为风险高阻碍投资)ꎬ金属矿产开采业(７１％ )ꎬ其他矿产

开采业(６８％ )ꎬ矿产开采服务业(６８％ )ꎬ纸及纸制品生产(６８％ )ꎬ焦炭及石

油产品生产(７０％ )ꎬ化工业(７３％ )ꎬ冶金业(８８％ )ꎬ电脑、电子及光学产品生

产(６５％ )ꎻ商业贷款利率较高、自有资金不足、通胀率较高、国内经济的不确

定性这几个因素对各行业投资的影响均较为显著ꎮ

二　 俄罗斯工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ꎬ俄罗斯工业快速增长的趋势受到遏制ꎬ工业中

一些问题逐渐凸显ꎮ 当前俄罗斯工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固定资产老

化、财务状况恶化、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滞后、企业缺乏创新积极性、产品竞

争力不强等ꎬ这些问题都将会长期阻碍俄罗斯工业发展ꎮ
(一)固定资产老化

俄罗斯工业部门固定资产老化现象严重ꎮ ２０１５ 年工业企业建筑平均使

用年限为 ２４ 年ꎬ使用 ３０ ~ ５０ 年的建筑所占比重最大ꎬ达到 ３０％ ꎻ工业设施平

—９６—

①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Инвестиционная активность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в ２０１８ году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ｋｓ ｒｕ / ｗｐｓ / ｗｃｍ / ｃｏｎｎｅｃｔ / ｒｏｓｓｔａｔ ＿ ｍａｉｎ / ｒｏｓｓｔａｔ / ｒｕ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ｎ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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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使用年限为 ２１ 年ꎬ使用 ２０ 年以上的设施占比达 ５０％ ꎻ机器设备平均使用

年限为 １２ 年ꎬ使用 １５ 年以上的机器设备占比达 ２７％ ꎻ交通工具平均使用年

限为 ９ 年ꎬ使用 １０ 年以上的交通工具占比达 ３５％ (见表 ４)ꎮ ２０１５ 年ꎬ俄罗斯

工业中矿产资源开采业的固定资产磨损程度高达 ５２ ８％ ꎬ完全磨损的占

１９ ９％ ꎻ加工工业固定资产磨损程度为 ４５ ９％ ꎬ完全磨损的占 １５％ ꎻ水、电、
气的生产和调配业固定资产磨损程度为 ３９ ２％ ꎬ完全磨损的占 １１ ８％ ①ꎮ

表 ４ 俄罗斯工业固定资产使用年限结构(占受访企业的比重ꎬ％)

年份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建筑

５ 年以下 ５ ４ ５ ５ ６ ７

５ ~ １０ 年 ５ ５ ６ ６ ６ ８

１０ ~ １５ 年 ６ ６ ５ ６ ６ ６

１５ ~ ２０ 年 ９ ９ ９ ８ ９ ８

２０ ~ ３０ 年 ２５ ２３ ２１ ２２ ２４ ２２

３０ ~ ５０ 年 ３３ ３７ ３５ ３４ ２９ ３０

５０ 年以上 ５ ４ ５ ５ ６ ６

平均使用年限 ２６ ２６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４

设施

５ 年以下 ７ ７ ９ ８ ９ ８

５ ~ １０ 年 ７ ８ ７ ８ １０ １１

１０ ~ １５ 年 ８ ７ ７ ７ ８ ７

１５ ~ ２０ 年 １２ １３ １３ １１ １３ １０

２０ ~ ３０ 年 ２４ ２８ ２６ ２７ ２２ ２５

３０ ~ ５０ 年 ２５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１ ２２

５０ 年以上 ２ ２ ２ ２ １ ３

平均使用年限 ２１ ２１ ２１ ２１ １９ ２１

机器和设备

５ 年以下 １５ １４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５

—０７—

①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России
２０１６ С １２１ －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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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４)

年份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５ ~ １０ 年 ２２ ２４ ２５ ２４ ２７ ２８

１０ ~ １５ 年 ２６ ２６ ２２ ２４ ２１ ２４

１５ ~ ２０ 年 １４ １３ １４ １６ １６ １５

２０ ~ ３０ 年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３ １３ １０

３０ 年以上 ５ ４ ４ ４ ３ ２

平均使用年限 １４ １３ １３ １３ １２ １２

交通工具

５ 年以下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６ ２２

５ ~ １０ 年 ３２ ３０ ３０ ３２ ３０ ３２

１０ ~ １５ 年 ２０ ２２ ２３ ２１ １８ １９

１５ ~ ２０ 年 １３ １２ １２ １１ １１ １０

２０ 年以上 ５ ６ ４ ４ ５ ６

平均使用年限 ９ １０ ９ ９ ９ ９

资料来源: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России
２０１６ С １２７

固定资产磨损程度高而更新率低导致生产设备工艺落后、劳动生产率

低ꎮ 目前ꎬ俄罗斯的机器制造业基本根据本国的旧工艺制造ꎬ大部分属于第

三代和第四代工艺ꎬ与之相比ꎬ世界机器制造业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就开始推

广第五代工艺ꎮ 此外ꎬ固定资产老化还导致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生产模式难

以改变ꎬ具体表现在材料消耗高、能源消耗高和劳动力消耗高等方面ꎮ
同时ꎬ也应看到ꎬ尽管目前俄罗斯工业企业固定资产老化现象仍很严重ꎬ

然而ꎬ如果与以往年份数据进行比较可以看出ꎬ２０１３ 年已出现更新加快的趋

势ꎮ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３ 年ꎬ矿产资源开采业的固定资产更新率从 １１ ９％ 增至

１４ １％ ꎬ加工工业从 １２ ６％ 增至 １４ ２％ ꎬ水、电、气的生产和调配业从 ８ ８％
增至 １１ ４％ ꎮ 可以说ꎬ俄政府扶持工业发展的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ꎬ但固

定资产的现代化改造有赖于投资的增加ꎮ ２０１４ 年之后ꎬ在西方制裁、油价下

跌等因素的影响下ꎬ俄罗斯经济深陷困境ꎬ卢布贬值期间ꎬ俄央行又多次提高

利率拯救卢布ꎬ这一措施的直接恶果是企业融资困难ꎬ固定资产投资下降ꎬ再
工业化和现代化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难以推进ꎮ ２０１５ 年俄罗斯工业各部门

固定资产更新率又有所下降ꎬ矿产资源开采业为 １２ ６％ ꎬ加工工业为

１１ ４％ ꎬ水、电、气的生产和调配业为 ８ １％ ꎮ 加工工业和水、电、气的生产和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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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配业的固定资产更新率甚至低于 ２００５ 年的水平①ꎮ
(二)财务状况恶化

近年来ꎬ俄工业企业财务状况恶化ꎬ具体表现在企业利润率降低和亏损

企业增加两方面ꎮ 俄罗斯企业的投资主要仍依赖自有资金ꎬ因此ꎬ企业利润

率低是导致投资不足的直接原因ꎬ而造成企业利润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则是需

求下降带来销售收入的减少ꎮ 从表 ５ 可以看出ꎬ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５ 年ꎬ工业利润率

整体呈下降趋势ꎬ矿产资源开采业从 ３１ ９％降至 ２４ ９％ ꎬ加工工业从 １４ ８％
降至 １１ ９％ ꎬ水、电、气的生产与调配业从 ７ １％降至 ５％ ꎮ 其中ꎬ利润率降幅

最大的是焦炭和石油制品生产业(从 ２５ ５％降至 ７ １％ )、橡胶和塑料制品生

产(从 １９ ２％降至 ７ ３％ )以及机器和设备制造业(从 １９ １％降至 ７ ５％ )ꎮ
在利润率下降的同时ꎬ亏损企业也逐渐增多ꎮ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５ 年ꎬ矿产资源

开采业中亏损企业从 ５６７ 家增至 ７９３ 家ꎬ亏损企业占比从 ３８ ３％ 增至

４４ ９％ ꎬ亏损金额从 ６７１ 亿卢布增至 ４ ０５６ 亿卢布ꎮ 加工工业中亏损企业从

４ ３８４家增至 ４ ７１９ 家ꎬ亏损企业占比从 ２９ ５％增至 ３０ ６％ ꎬ亏损金额从３ ０６４
亿卢布增至 １ １２２ ２ 万亿卢布:其中ꎬ焦炭和石油制品生产业亏损企业从 ２９
家增至 ４９ 家ꎬ亏损企业占比从 ２６ １％增至 ３５ ８％ ꎬ亏损金额从 １０９ 亿卢布增

至 １ ４４７ 亿卢布ꎻ机器制造业亏损企业从 ４３４ 家增至 ４９６ 家ꎬ亏损企业占比从

２８ ６％增至 ３０ ７％ ꎬ亏损金额从 ２１１ 亿卢布增至 ５２２ 亿卢布②ꎮ

表 ５ 俄罗斯工业企业产品销售利润率(％)

年份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矿产资源开采业 ３１ ９ ３１ ４ ２８ ０ ２２ １ １９ ２ ２４ ９

加工工业 １４ ８ １３ ２ １０ ７ ８ ８ ９ ９ １１ ９

　 食品工业(包括饮料和烟草) １０ ８ ７ ８ ９ ４ ８ ６ ９ １ ９ ９

　 纺织和缝纫工业 ５ ４ ６ ３ ６ ２ ７ ７ ８ ９ １２ ８

　 皮革及制品的生产和制鞋业 ６ ６ ８ ６ ９ １ ６ ９ ４ ６ ８ １

　 木材加工和木制品生产 ３ ０ ３ ７ ０ ７ ８ ０ １２ ２ １２ ２

　 造纸和印刷业 １１ ３ １１ ５ １０ １ ８ ５ １０ ２ １７ ６

　 焦炭和石油制品生产 ２５ ５ ２１ ９ １２ ８ ９ ３ ８ ３ ７ １

—２７—

①

②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России
２０１６ С １１９

Там же С 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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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５)

年份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化工业 ２５ ７ ２２ ４ １２ ９ ９ ３ ２１ ３１ ４

　 橡胶和塑料制品生产 １９ ２ ２４ １ ２１ ２ １５ ６ ６ ２ ７ ３

　 其他非金属矿石加工 ６ ７ ６ ７ ７ ６ ７ １ ８ ２ ７ ５

　 冶金和金属制品生产 ８ １ １０ ８ １１ ３ ８ ７ １６ ４ ２１ ７

　 机器和设备的生产 １９ １ １４ ２ １１ ３ ９ ９ ６ ２ ７ ５

　 电子设备和光电仪器生产 ６ ９ ６ ６ ７ ０ ７ １ ９ ９ １０ ６

　 运输工具和设备生产 ９ １ ９ １ ８ ３ ８ １ ４ ３ ４ ９

水、电、气的生产与调配业 ７ １ ６ ４ ３ ９ ４ ４ ３ ７ ５ ０

资料来源: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России
２０１６ С ２３７

(三)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滞后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美国的经济效率、劳动生产率和技术创新始终处于

世界领先地位ꎬ是世界制造业的领导者ꎮ 根据美国加工工业内部结构的变

化ꎬ工业化大致分为四个阶段:１ 工业化早期(１８８４ ~ １９２０ 年)ꎬ以蒸汽机和

电力为动力ꎬ美国建成了运输网络ꎬ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基础上ꎬ资本密

集型产业得以发展ꎬ烟草、食品、造纸和冶金等行业发展速度最快ꎻ２ 工业化中

期(１９２０ ~１９５０ 年)ꎬ以内燃机为动力ꎬ汽车、电气设备与化工业发展迅速ꎻ３ 工

业化后期(１９５０ ~１９９０ 年)ꎬ橡胶、塑料工业和化工业增长快速ꎬ而轻工业部门、
食品工业和冶金工业等部门增长放缓ꎻ４ 后工业阶段(１９９０ 年以后)ꎬ以机器设

备、电子产品和运输设备为主导产业通过技术创新和全球化的商业模式成为世

界技术的领导者ꎮ 伴随着新技术革命的浪潮ꎬ航空航天、计算机、自动化设备等

技术密集型产业逐步在工业中占据首位ꎮ 从美国的工业化进程看ꎬ经历了劳动

密集型制造业、到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再到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的发展历程ꎮ
对比俄罗斯工业发展状况ꎬ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食品工业、纺织缝纫、

制鞋、木材加工和造纸印刷等行业的占比为 ２３ １％ ꎬ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

中国相比ꎬ比重略高ꎮ 焦炭和石油制品生产业、其他非金属矿石加工和冶金

工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ꎬ其中焦炭和石油制品生产业在俄罗斯加工工业中

所占比重最大ꎬ达到 ２１ ３％ ꎬ远远超过其他四个国家(见表 ６)ꎬ资本密集型产

业在加工工业中占 ４１ ４％ ꎬ与之相比ꎬ美国为 ２７ ８％ ꎬ德国为 ２１ ９％ ꎬ日本为

２２ ４％ ꎬ中国为 ２９ １％ ꎮ 可以说ꎬ俄罗斯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加工工业中占据

主导地位ꎮ 而产品技术含量较高的化工、橡胶、塑料制品生产业和机器制造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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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加工工业中的比重仅为 ３０％ ꎬ与之相比ꎬ美国为 ４８ ８％ ꎬ德国为 ５６ ６％ ꎬ
日本为 ５６ ８％ ꎬ中国为 ４７％ ꎬ俄罗斯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与其他四个国家

相比尚存在较大差距ꎮ 对比美国工业化的历程ꎬ目前ꎬ俄罗斯资本密集型产

业仍占据主导地位ꎬ与 ２０ 世纪 ５０ ~ ６０ 年代的美国发展水平相当ꎬ其工业化

水平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相比落后了大约 ６０ 年ꎮ

表 ６ 俄罗斯加工工业结构的国际比较(％)

国家 年份
食品
工业

纺织、缝
纫、皮革、
制鞋业

木材加工、
木质品生
产、造纸、
印刷业

焦炭和
石油制
品生产

化工、橡
胶、塑料
制品生产

其他非
金属矿
石加工

冶金和
金属制
品生产

机器和
设备的
生产

俄罗斯 ２０１５ １７ ７ １ ０ ４ ４ ２１ ３ １０ ５ ３ ８ １６ ３ １９ ５

美国 ２０１０ １３ ２ ０ ８ ５ ９ １３ ６ ２０ ３ ２ ２ １２ ０ ２８ ５

德国 ２０１２ １０ ４ １ ２ ４ ６ ６ ６ １３ ８ ２ ４ １２ ９ ４２ ８

日本 ２０１２ １２ ２ １ ４ ５ ４ ６ ３ １４ ６ ２ ３ １３ ８ ４２ ２

中国 ２０１１ １０ ５ ７ ７ ３ ４ ５ １ １４ １ ５ ３ １８ ７ ３２ ９

资料来源: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России
２０１６ С ３２６

(四)缺乏创新积极性

企业是参与市场经营活动和创新活动的主体ꎬ因此ꎬ企业缺乏创新积极

性是阻碍工业发展的关键因素ꎮ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ꎬ大多数企业疲于应

对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ꎬ创新积极性下降ꎬ工业企业用于技术研发的支

出在产值中的占比低于 ２％ ①ꎮ ２０１０ 年后ꎬ随着宏观经济形势趋好和经济现

代化战略的实施ꎬ俄罗斯工业企业创新积极性略有提高ꎬ进行技术创新的企

业和产品均有所增加ꎮ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３ 年ꎬ矿产资源开采业中技术创新企业的占

比从 ５ ６％增至 ６ ４％ ꎬ创新产品产值占比从 ２ ７％增至 ６％ ꎻ加工工业中技术

创新企业占比从 １０ ９％ 增至 １１ ９％ ꎬ创新产品产值占比从 ７％ 增至 １１ ６％
(见表 ７)ꎮ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受经济危机影响ꎬ上述两个指标有所回落ꎮ ２０１６
年ꎬ矿产资源开采业中技术创新企业的占比仅为 ５ ５％ ꎬ创新产品产值占比仅

为 ４％ ꎻ加工工业中技术创新企业占比为 １１ ８％ ꎬ创新产品产值占比

为 １０ ９％ ꎮ

—４７—

①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ｋｓ ｒｕ / ｗｐｓ / ｗｃｍ /
ｃｏｎｎｅｃｔ / ｒｏｓｓｔａｔ＿ｍａｉｎ / ｒｏｓｓｔａｔ / ｒｕ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 ｓｃｉｅｎｃｅ / ＃



　 Россия / 俄罗斯

　 　 表 ７ 俄罗斯工业企业中创新企业及创新产品比重(％)

年份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进行技术创新企业占受访企业总数比重

矿产资源开采业 ５ ６ ６ ６ ６ ８ ７ ０ ６ ４ ６ ５ ５ ８ ５ ５

加工工业 １０ ９ １１ ３ １１ ６ １２ ０ １１ ９ １２ ２ １２ １ １１ ８

水、电、气的生产与调配业 ４ ２ ４ ３ ４ ７ ４ ９ ４ ７ ４ ５ ４ ３ ４ １

创新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矿产资源开采业 ２ ７ ２ ７ ６ ７ ６ ５ ６ ０ ７ ２ ３ ７ ４ ０

加工工业 ７ ０ ６ ７ ６ ８ ９ ６ １１ ６ ９ ９ １０ ６ １０ ９

水、电、气的生产与调配业 ０ １ ０ ７ ０ ６ ０ ４ ０ ８ ０ ６ ０ ８ ２ ３

资料来源: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ｋｓ ｒｕ / ｗｐｓ /
ｗｃｍ / ｃｏｎｎｅｃｔ / ｒｏｓｓｔａｔ＿ｍａｉｎ / ｒｏｓｓｔａｔ / ｒｕ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 ｓｃｉｅｎｃｅ / ＃

从企业创新支出占产值的比重看ꎬ工业企业创新支出在产值中的比重低

于俄罗斯经济整体水平ꎬ与 ２００９ 年相比ꎬ２０１６ 年全俄企业创新支出在产值中

的比重增至 ２ ５％ ꎬ矿产资源开采业中创新支出占产值的比重却降至 １ ３％ ꎬ
加工工业维持不变ꎬ仍为 ２％ ꎬ水、电、气的生产与调配业为 １ ５％ ꎮ 美国企业

一般将 １０％左右的销售收入用于产品研发和创新ꎬ与之相比ꎬ俄罗斯企业无

论在创新投入还是在创新积极性方面都存在巨大差距(见表 ８)ꎮ

表 ８ 俄罗斯企业创新支出在销售收入中的比重(％)

年份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整个经济 １ ９ １ ６ ２ ２ ２ ５ ２ ９ ２ ９ ２ ６ ２ ５

矿产资源开采业 ２ ０ １ ０ ０ ９ １ １ １ １ １ ４ １ ３ １ ３

加工工业 ２ ０ １ ８ １ ９ ２ １ ２ ７ ２ ４ ２ １ ２ ０

水、电、气的生产与调配业 １ １ １ ０ ０ ８ １ ８ １ ８ １ ８ １ ２ １ ５

资料来源:同表 ７ꎮ

相对于自主研发、自主创新和培养企业自身的科研技术潜力而言ꎬ俄
罗斯企业更愿意进口外国先进的工艺设备ꎬ以便能更快速地实现生产设备

的现代化ꎮ 因为企业对研发工作的客观需求与科研和实验设计机构的研

发方向严重脱节ꎬ技术市场的创新基础设施(如中介、信息、法律、金融及其

他服务)不发达ꎬ知识产权和创新产品技术认证的保护及转让的法律问题

并未完全解决ꎬ这些因素都会阻碍企业创新积极性的提高ꎮ 此外ꎬ对于大

企业而言ꎬ由于大型企业多为俄特权精英把持ꎬ他们满足于既得利益ꎬ不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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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企业的长远发展ꎬ因此创新动力不足ꎻ而对于中小企业而言ꎬ又存在着市

场准入、行政壁垒和资金约束等诸多障碍ꎬ则更多表现为创新能力不足ꎮ
(五)工业制成品国际竞争力不强

一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是该国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资源禀赋和贸易

政策的综合反映ꎮ 表 ９ 将俄罗斯出口商品结构与美国、德国、日本三国进行

比较ꎮ ２０１７ 年ꎬ美国对外贸易中机械和运输设备、化学品两大类商品占比最

高ꎬ分别为 ３４ １％和 １３ ４％ ꎬ武器和弹药、艺术品和古董、医用电子诊断设

备、炸药和烟火制品、医用仪器及器械是美国国际市场份额最大的五种商品ꎮ
机械和运输设备、化学品两大类商品在德国对外贸易中同样占有最高比重ꎬ
分别为 ４８ ４％和 １５ ３％ ꎬ德国具有一些很强的优势产业ꎬ如塑料单丝、印刷

和装订机械及其零件、传动轴、客运汽车、飞机和相关设备、航天飞机等产品

在国际市场占有率达到 ２０％以上ꎮ 日本的出口商品结构中ꎬ机械和运输设备

这一类商品更是占到 ５８ ８％的高比重ꎬ其次是以材料分类的制成品和化学品

这两类商品ꎬ占比分别为 １１ ３％ 和 １０ ２％ ꎮ 可以说ꎬ美国、德国和日本三国

中ꎬ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大多属于中等和高等技术水平ꎮ 再来看俄罗斯出

口商品结构ꎬ化学品、以材料分类的制成品、机械和运输设备、杂项制品等工

业制成品在总出口额中的比重加总仅为 ２６ ４％ ꎬ属于中等和高等技术水平的

化学品、机械和运输设备两类商品占比只有 １０ ７％ ꎬ而编码为 ０ ~ ４ 的原材料

和初级产品的出口占比则高达 ５８ ２％ ꎬ这充分说明俄罗斯工业制成品的国际

竞争力不强ꎬ在全球国际分工中仍处于低端价值链ꎮ

表 ９ ２０１７ 年俄罗斯出口商品结构的国际比较(％)

国际贸易
标准分类编码

商品类别 俄罗斯 美国 德国 日本

所有商品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０ ＋ １ 食品、动物 ＋饮料、烟草 ４ ８ ７ ２ ５ ４ ０ ８

２ ＋ ４ 原材料 ＋动物及植物油等 ５ １ ５ １ １ ７ １ ５

３ 矿物燃料、润滑油及相关产品 ４８ ３ ９ ０ １ ８ １ ６

５ 化学品 ５ ２ １３ ４ １５ ３ １０ ２

６ 以材料分类的制成品 １４ ４ ９ ０ １１ ９ １１ ３

７ 机械和运输设备 ５ ５ ３４ １ ４８ ４ ５８ ８

８ 杂项制品 １ ３ １０ ３ １０ ８ ８ ０

９ 非国际贸易标准分类产品 １５ ４ １１ ９ ４ ６ ７ ８

资料来源: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２０１７ꎬ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 ｐｂ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７ / ＶｏｌＩ２０１７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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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俄罗斯工业发展政策

为促进工业发展ꎬ俄政府制定并出台了一系列战略、纲要及措施ꎬ希望通

过政府的规划和政策扶持扩大工业固定资产投资ꎬ改变技术、工艺落后、企业

缺乏创新积极性的现状ꎬ提高工业企业及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力ꎮ
(一)制定工业发展战略ꎬ提高工业竞争力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ꎬ俄联邦政府批准了«发展工业和提高工业竞争力»国家纲

要①(以下简称«纲要»)ꎬ旨在激发工业领域发展潜能、提高工业企业的竞争

力ꎮ «纲要»指出ꎬ２１ 世纪初的发展经验表明ꎬ俄罗斯应当制定国家工业政

策ꎬ形成系统的工业发展战略及相应的实施手段ꎮ 在俄罗斯ꎬ没有国家的参

与ꎬ工业领域重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创新任务很难完成ꎬ在国内和国际市场

上的竞争力水平也很难提高ꎮ 这份国家纲要是俄罗斯政府专门针对工业发

展而制定的系统、长期的政策ꎬ是研究俄罗斯再工业化政策的主要参考

文件②ꎮ
«纲要»下设 １７ 个子纲要ꎬ分别为:１ 汽车工业ꎻ２ 农用机械ꎬ食品及深

加工ꎻ３ 专业生产部门的机械制造业ꎻ４ 轻工业及民族手工艺品制造业ꎻ５
加快发展国防工业综合体ꎻ６ 运输工具制造业ꎻ７ 车床及工具制造业ꎻ８ 重

型机械制造业ꎻ９ 动力工程和电机工程机械制造业ꎻ１０ 冶金业ꎻ１１ 森林工

业综合体ꎻ１２ 技术标准ꎻ１３ 化学工业综合体ꎻ１４ 发展复合材料及制品的生

产ꎻ１５ 发展稀有金属和稀土金属工业ꎻ１６ 完善煤矿工人的生活保障体系ꎻ
１７ 保障本国家纲要的实施ꎮ

为保障«纲要»的执行ꎬ国家划拨了 ２ ４０８ 亿卢布为其中 １１ 个子纲要提

供预算资金ꎮ «纲要»分两阶段实施ꎬ第一阶段为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５ 年ꎬ第二阶段为

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０ 年ꎮ 预算拨款逐年递减ꎬ在第一阶段国家利用财政资金对工业中

重点行业进行大规模投资ꎬ实行固定资产的更新换代ꎬ而在第二阶段国家投

资则起抛砖引玉的作用ꎬ带动私有企业自主投资ꎮ 从执行效果看ꎬ目前距离

«纲要»实施期限结束只剩下一年时间ꎬ但整个工业无论从固定资产更新、利
润率ꎬ还是从产品竞争力、企业创新积极性上看都没有太大改观ꎮ

—７７—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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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定国家纲要ꎬ规划重点行业发展

为促进工业发展ꎬ俄罗斯政府先后制定了航空工业发展、电子和无线电

工业发展、医药和医疗产业发展、造船业发展和军工综合体发展等国家纲要ꎮ
这些国家纲要是分别对航空、电子和无线电、医药和医疗、造船、军工五个俄

罗斯工业中的重点及优势领域进行规划的战略文件ꎬ这些国家纲要明确了这

些行业的发展目标ꎬ设定了长期及短期发展任务ꎬ并划拨预算资金落实纲要

中的各项措施ꎬ对推动这五大领域未来发展起重要作用ꎮ
(三)建立工业发展基金ꎬ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制造业大多为资本密集型产业ꎬ企业固定资产更新需要大量资金ꎬ因此ꎬ
资金短缺一直是困扰制造业发展的难题ꎮ ２０１４ 年ꎬ俄罗斯联邦工业和贸易部

对之前的俄罗斯技术发展基金进行了改革ꎬ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工业发展基

金ꎮ 该基金为工业项目提供优惠的融资条件ꎬ帮助工业企业解决技术设备更

新、大型机器设备租赁及大型工业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资金问题ꎮ 工业发

展基金的建立对推动俄罗斯工业现代化、建立新的产业组织及实施进口替代

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ꎮ
１ 提供长期优惠贷款

工业发展基金为工业企业提供长期优惠贷款ꎬ在执行过程中贯彻“四不”
原则:一是该基金支持的重点方向为工业发展、机床、组件、军民两用技术、租
赁、药品商标、劳动生产率、数字工业ꎬ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为目标ꎬ矿产资源

开采业ꎬ电力、燃气和蒸汽及空调的供应业ꎬ给排水、废品收集及加工利用、清
污业等不在支持范围之内ꎻ二是该资金旨在实现工业现代化ꎬ促进制造业长

远发展ꎬ因此ꎬ基金不允许用于厂房建设及大修、购买不动产、军用产品生产、
偿还贷款及贷款利息ꎬ也不能用于补充流动资产ꎻ三是该基金资助的对象为

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ꎬ而不是拯救陷入困境的企业ꎻ四是该基金不追求高盈

利ꎬ因此不参股企业ꎬ也不向受资助企业收取利益分成和佣金ꎬ但贷款抵押品

要可靠ꎬ以保证当项目出现问题时能够收回资金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２ 日ꎬ工业发展基金已向 ３７５ 个工业项目提供了 ８５４

亿卢布的贷款支持ꎮ 从行业分布看ꎬ机器制造业项目最多ꎬ共 １３５ 个项目ꎬ获
得的贷款资金占总额的 ３０ ６％ ꎻ化工业 ４４ 个项目ꎬ贷款规模占 １０ ９％ ꎻ生物

制药业项目 ４８ 个ꎬ贷款规模占 ９ ７％ ꎻ冶金业 ４４ 个项目ꎬ贷款规模占 ８ ８％ ꎻ
电气设备制造业 ２２ 个项目ꎬ贷款规模占 ６ １％ ꎻ林业 ２０ 个项目ꎬ贷款规模占

４ ８％ ꎻ电子行业 １８ 个项目ꎬ贷款规模占 ４ ５％ ꎻ轻工业 １８ 个项目ꎬ贷款规模

占 ４ １％ ꎻ建筑材料 １３ 个项目ꎬ贷款规模占 ２ ９％ ꎻ新材料 １０ 个项目ꎬ贷款规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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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占 ２ ８％ ꎻ家具制造两个项目ꎬ贷款规模占 ０ ２％ ꎻ生物技术 １ 个项目ꎬ贷款

规模占 ０ ０１４％ ꎮ 从资金用途看ꎬ大部分工业企业获得贷款用于购置机器设

备ꎬ占贷款总额的 ７７％ ꎬ１２％ 的资金用于支付第三方服务(包括工程承包和

新产品生产等)ꎬ７％的资金用于购买生产所需材料及组件ꎬ４％的资金用于支

付工资①ꎮ
２ 签订“特别投资合同”ꎬ吸引投资

根据«俄罗斯联邦工业政策法»ꎬ为吸引对工业部门的投资ꎬ支持大型工

业项目的实施ꎬ工业发展基金还积极推行“特别投资合同”政策ꎮ “特别投资

合同”由投资者与国家签订ꎬ明确规定了合同双方的义务ꎬ项目发起人(即投

资者)有义务在规定期限内组织工业品生产ꎬ俄罗斯联邦(或联邦主体)有义

务保证税收及监管条件的稳定ꎬ并提供相关支持ꎮ “特别投资合同”要求最低

投资额为 ７ ５ 亿卢布ꎬ投资者在建立现代化工厂或对企业进行现代化改造

时ꎬ新购置设备的比重不超过 ２５％ ꎬ项目应使用最佳可用技术ꎬ生产的产品经

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确定在俄罗斯无同类产品ꎮ “特别投资合同”有效期为

项目盈利之后 ５ ~ １０ 年ꎮ 国家支持项目的具体措施包括:税收优惠、政府采

购、租用联邦主体土地的特殊优惠等ꎬ具体支持力度取决于项目参数②ꎮ 截

至目前ꎬ已签订 ３４ 项“特别投资合同”ꎬ其中ꎬ医药行业 ７ 项ꎬ汽车制造业 ７
项ꎬ化工业 ５ 项ꎬ机器制造业 ５ 项ꎬ机床制造业 ５ 项ꎬ农机及特殊机器制造业

两项ꎬ冶金(材料)业两项ꎬ航空工业 １ 项ꎮ 吸引投资 ４ ３８３ 亿卢布ꎬ减税５ ２００
亿卢布ꎬ创造 １ ７６６ ９ 万个工作岗位③ꎮ

３ 为工业项目贷款及债券发放利息补贴

工业发展基金还为工业项目贷款及债券提供利息补贴ꎬ要求项目总价在

１ ５ 亿 ~ ７５ 亿卢布ꎬ贷款期限不超过 ３ 年ꎬ贷款额不超过项目总价的 ８０％ ꎮ
具体办法为:如贷款或债券为卢布ꎬ当利率高于基准指标ꎬ按基准指标的 ７０％
发放补贴ꎬ当利率低于基准指标ꎬ按利率的 ７０％ 发放ꎻ如贷款或债券为外币ꎬ
当利率高于 ４％ ꎬ按 ４％的 ９０％发放补贴ꎬ当利率低于 ４％ ꎬ按利率的 ９０％ 发

放ꎮ ２０１７ 年ꎬ工业发展基金为 １０７ 个工业项目发放了 ４５ ４７ 亿卢布利息补

贴ꎬ２０１８ 年上半年为 ９０ 个工业项目发放利息补贴 １５ ９３ 亿卢布ꎬ其中ꎬ化工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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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获得利息补贴最多ꎬ林业次之ꎬ此后依次为冶金、生物技术、重型机械制造、
运输工具制造、汽车制造、能源机械制造、车床制造和农机制造等ꎮ

(四)发放各类补贴ꎬ扶持制造业发展

多年来ꎬ能源行业一直是俄罗斯经济的支柱产业ꎬ而制造业的发展则一

直滞后于能源及原材料行业ꎮ 俄罗斯政府为扶持制造业发展ꎬ通过对不同行

业发放不同类型工业补贴的方式ꎬ给予制造业更多政策倾斜ꎬ鼓励制造业企

业投资ꎬ促进制造业发展ꎮ
汽车制造企业获得补贴的范围包括:第一ꎬ汽车制造企业创新项目投资

的贷款利息ꎻ第二ꎬ将远东联邦区生产的汽车运往俄罗斯国内其他地区所产

生的运输费用ꎻ第三ꎬ因处理车辆(底盘)报废所产生废弃物的支出ꎻ第四ꎬ补
贴俄罗斯信贷机构在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因发放个人购车贷款而造成的收入损

失ꎻ第五ꎬ轮式车辆制造企业在维持就业岗位方面的支出ꎻ第六ꎬ生产符合欧

ＩＶ 和欧 Ｖ 排放标准的车辆尾气排放及完成质保义务等方面产生的费用ꎻ第
七ꎬ汽车行业中能源密集型企业使用能源的部分成本ꎻ第八ꎬ轮式车辆制造企

业用于采购、生产线模具更新、生产设备现代化所需贷款的利息ꎻ第九ꎬ轮式

车辆制造企业建立及组织生产远程和自主操控交通工具的支出ꎮ
运输工具制造企业获得补贴的对象为:俄罗斯租赁企业因在收购大轴重

创新型货车时提供折扣而带来的收益损失ꎻ运输工具制造企业在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１
年从俄罗斯信贷机构、俄罗斯开发与对外经济银行(外经银行)以及国际金融

组织获得的用于技术改造的贷款利息ꎮ
农业机械及食品加工机械制造业获得补贴的范围包括:自行式和牵引式

设备制造企业在维持就业方面的支出ꎻ在能源密集型生产中的能源支出和生

产及设备保养所需费用ꎮ
(五)鼓励工业品出口ꎬ推行进口替代政策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后ꎬ西方国家对俄罗斯金融、能源和军事三大重要领

域实施制裁ꎬ此后随着国际能源价格的大幅下跌ꎬ俄罗斯经济结构能源化的

弊病凸显ꎮ 在 ２０１５ 年的反危机政策中ꎬ俄政府推出进口替代政策ꎬ对农业、
食品工业、医药业、生物技术、机械制造业、石油化工业、轻工业、信息行业、航
空航天工业、国防工业和原子能工业等 ２０ 多个行业实施进口替代ꎬ力图通过

进口替代减少机器设备进口、增加非能源产品出口ꎬ降低俄罗斯经济的对外

依赖程度ꎮ
为鼓励工业品出口ꎬ俄罗斯政府推出一系列政策措施ꎬ具体包括:第一ꎬ

为高科技产品出口提供资金支持ꎮ 对俄罗斯外经银行和俄罗斯进出口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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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向俄罗斯高科技产品的外国买家提供优惠贷款而产生的部分费用提供补

贴ꎻ补偿军工产品出口企业在俄罗斯信贷机构和外经银行贷款的部分利息ꎻ
出台一项新的补贴机制ꎬ用于补偿出口企业在海外市场获得相关认证的费用ꎮ
第二ꎬ举办并参与博览会ꎮ 组织举办国际工业博览会来展示俄罗斯工业发展成

果ꎬ将产品推广到国外市场ꎻ组织并参与“ＥＸＰＯ － ２０２０”迪拜世界博览会ꎮ 第

三ꎬ开展多边工业合作ꎮ 参与欧洲尖端科技领域“尤里卡”计划框架内的国际

创新活动ꎬ与“金砖国家”及各种多边国际组织进行先进工业技术的交流ꎮ 第

四ꎬ加强与独联体国家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ꎮ 积极将俄罗斯产品供应与采

购、联合项目、成立合资企业等问题纳入独联体合作框架ꎻ协助开展独联体国

家的商业访问活动ꎬ组织俄罗斯工业产品成果展ꎻ在独联体框架内制定并跟

踪监测俄罗斯竞争力产品清单ꎬ并每年更新ꎻ为独联体框架内高效的工业合

作创造条件ꎮ 第五ꎬ与中东和非洲国家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ꎮ 参与俄罗斯

与中东和非洲国家政府间经贸合作委员会的工作ꎻ组织工业企业代表赴中东

和非洲国家进行商务访问ꎻ在中东和非洲国家推广俄罗斯产品和服务ꎻ吸引

中东和非洲国家投资俄罗斯工业ꎬ并在俄境内建立合资公司ꎮ 第六ꎬ在欧洲

国家持续对俄实施制裁的情况下ꎬ加强与欧洲国家的双边合作ꎮ 通过召开工

业部门间工作组会议、与欧洲国家先进领域代表进行交流、组织工业企业代

表出访、吸引外国企业定期参加俄罗斯国际创新工业展和圣彼得堡经济论坛

等方式ꎬ促进国家优先领域发展ꎮ 第七ꎬ加强与亚洲和美洲国家的高新技术

领域合作ꎮ 参与俄罗斯与亚洲和美洲国家政府间经贸合作委员会的工作ꎻ组
织工业部门代表赴亚洲和美洲国家进行商务访问ꎻ在亚洲和美洲推广俄罗斯

的产品和服务ꎻ吸引亚洲和美洲国家对俄罗斯工业部门的投资和技术转让ꎬ
并在俄罗斯境内建立合资公司ꎮ

通过以上对俄罗斯工业战略及政策的分析不难看出ꎬ俄罗斯政府对工业

的扶持仍然停留在以资金支持、行业补贴为主的层面ꎬ这些政策只能对中低

技术水平的工业部门起到较好的刺激作用ꎬ对机器制造业等高新技术产业部

门则收效甚微ꎮ 工业的长足发展所需要的不仅仅是资金ꎬ更重要的是建立良

好的竞争机制和对私人资本、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机制ꎬ建立起有利于技术

创新的制度环境和完善的法律体系ꎮ
(责任编辑:李丹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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