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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1992年年初俄罗斯放开物价，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到 2002年已经整整10年了，如何评价俄罗

斯的10年经济转轨？本文总结了1990年代俄罗斯经济转轨的矛盾和结果，分析了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形势、未

来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趋势、前景及其影响因素，并寻求到了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几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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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俄罗斯1990年代经济转轨的矛盾与结果

俄罗斯10年的改革从本质上改变了国家的性质和制度以及所有的经济关系，可以说，如今的

俄罗斯已经是另外一种国家了。 这10年当中，经济转轨的目标和任务与实现机制经常发生矛盾。

1. 经济转轨目标与实现手段的矛盾。 关于经济改革的目标，
“

休克疗法
”

的设计者和拥护者

们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那就是建立
“

自由的市场经济
”

、
“

以私有制和竞争为基础的自由市场
”

。

直到现在俄罗斯领导人为了取悦于西方仍要求使
“

经济进一步自由化
”

。 这种提法本身就混淆了

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之间的关系，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应该是提高经济绩效，在现有的生产资

源条件下生产出最多的物质产品来满足社会的需要，这对任何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国家来说

都是一样的。 尽管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证明了它不能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但也不能由此认为

市场本身就是经济改革的目标。 此外，
“

休克疗法
”

的实质是反危机，并非单纯的从计划经济向市

场经济转轨措施，这是导致俄罗斯1990年代经济灾难的主要原因。

2. 价格自由化的矛盾。 把价格从各种形式的计划管制当中解放出来被认为是建立市场经

济的奠基石，所以俄罗斯经济改革的出发点就是全面的自由化。 自由价格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

素，但这一要素是与另一要素-竞争有机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在完善的竞争制度下的自

由价格才能不依赖于市场交易主体的意志，成为真正意义上的
“

看不见的手
”

。 而在俄罗斯普遍

存在垄断，没有建立有效的竞争机制之时，价格自由化实际上只是变成了生产者对自己商品任意

规定价格的自由，结果使俄罗斯人民饱尝物价飞涨和生产崩溃的恶果。

3. 反通货膨胀与货币政策的矛盾。 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
“

通货膨胀一般总是货币现象
”

,

所以反通胀措施一般总是货币政策问题。 实际上，控制货币量远不能解决问题，流通中的货币量

- 与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远比货币主义者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俄罗斯通货膨胀的根源应该是畸

形的经济结构，军事工业恶性膨胀，原料部门和加工部门比例失衡，消费品生产严重落后并且残

缺不全，商品极度短缺。 在这样的经济结构条件下，价格自由化只能导致价格螺旋上升，引发通

货膨胀，而控制货币量的结果也只能是生产的崩溃。

收稿日期： 2003-01-10

作者简介：李 新 (1965-），男，河南范县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 。

• 73 •



财经研究2003年第4期

4. 在私有化问题上，理论上的误区造成了实践上的失误。 俄罗斯变形的私有化在理论上没

有划分清楚所有权的法律意义及其经济实现之间的界限，实质上忽视了所有者对使用所有权的

条件及其应负的责任间题。 当人类社会走出小封建主的田园农庄， 所有权与使用权、支配权、管

理权等相分离成为可能。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人民作为一切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使用的

则很少，民主管理更流于形式。 如果所有者不能选择有效的使用者或管理者，不能为所有者带来

经济利益，那么其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也就变成了一纸空文。 而俄罗斯 1990 年代首先是从效益

好的经济部门放弃所有权的，正是最有利的生产部门成了首先私有化的对象，这与起初的假设相

矛盾：国家应当退出它不能保障经济绩效的领域。 同时，庞大的国有财产被少数人廉价地得到支

配权，他们对如何有效地使用以及保护生态平衡和雇员的社会保障等问题不负任何责任。

表1 俄罗斯联邦1991-1998年间主要宏观经济指标 （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对上年％）

指标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国内生产总值 95 85. 5 91. 3 87. 4 95.8 94 100 95 
工业产值 91 85. 3 88 79 97 95 101 95 
农业产值 95 91 96 88 92 93 100 87 

固定资本投资 85 60 88 76 87 82 102 92 
通货膨胀 160 2509 839. 9 215. 1 131. 4 21. 8 11 84 

失业人数（万人） 140 360 420 550 600 600 600 800 

资料来源：根据俄联邦国家统计委员会资料整理。

1990 年代俄罗斯以新自由主义作为理论指导的经济转轨，像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

利茨在美国《新闻周刊》所指出的，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结果至少可以说是灾难性的，瞬间把俄罗斯

从一流国家抛向了二流甚至三流国家。 1990 年代俄罗斯GDP几乎减少了一半， 1999 年按购买

力评价计算的GDP总额为 8877 亿美元，不足美国的 1/10，只有
“

七国集团
“

平均指标的 1/5。 人

均GDP为 6067 美元，排在世界第 40 位，是排在第一位的卢森堡的 1/10 强。CD 由于宏观经济形势

动荡不定，大量资金流向资本和权利投机市场，使物质生产部门遭受沉重打击，实际经济部门的

劳动生产率极其低下，对外资吸引力下降，截止到目前吸收的累积外资总额只有 398 亿美元。 俄

罗斯科技开发支出全面减少，投资不足，对创新重视不够，使得俄罗斯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价格和

质量竞争能力的产品越来越少，特别是在民用科技产品市场上受到外国竞争对手的排挤，俄罗斯

产品还占不到1％的份额。 居民生活水平更是一落于丈，目前俄罗斯人的货币收入总量不足美

国人的 10%，健康状况和平均寿命也在恶化。

尽管 1990 年代俄罗斯经济转轨是失败的，但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框架已经初步形成，主要表现在：

1. 消除了以国家所有制为主的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形成了多元的产权结构。 迅速的私有化

使非国有经济在GDP中的比重达到了 70％以上，形成了以私有制为主体，个体、私营、集体、外

资、股份制和国有经济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

2. 市场体系开始形成，其中包括商品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市场等，已经开始发挥其自身的

作用。 市场主体按照市场价格和利润来对自己的经济行为自主作出决断。

3.废除了国家对经济的指令性控制，实现经济 自由化的同时，构建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国

家宏观调控体制。 价格全面放开， 基本抑制住了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转变财政职能，使国家财

政转变为公共财政，缩小财政范围；实行分税制，建立联邦、联邦主体和地方三级税收体制；实行

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建立以中央银行为主导、商业银行和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二级银行体

制；社会分配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按生产 要素分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对外贸易基本实现自

由化。 政府对经济的管理逐步 从以直接行政方法为主转向以间接经济方法为主的宏观经济调

控，通过货币、信贷、税收、汇率等经济手段在有限的范围内对经济 主体发生影响，从而 减少了对

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行政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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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适应市场经济的包括医疗、养老、失业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制基本形成，放弃国家包揽一

切的做法，实行有选择的社会政策，社会保障资金来源多元化。

5. 确立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加强法制建设，投资环境得到改善。

6. 世纪之交，俄罗斯经济出现了迅速回升的趋势，通货膨胀进一步降低，居民收入持续增加

（见表2)。

表2 世纪之交俄罗斯联邦社会经济发展主要指标 （对上年％）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1 —11月

消费价格指数 136. 5 120. 2 118. 6 113. 3
国内生产总值 105. 4 109.0 105. 0 104.0 
工业生产总值 111. 0 111. 9 104. 9 103. 7
农业生产总值 104. 1 107. 7 106. 8 100.8 
固定资本投资 105. 3 117. 4 108. 7 102. 5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93.9 108. 8 110. 7 109. 1
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 86.4 109. 5 105. 8 109.0 
出口总额 101. 0 139. 5 96.2 103. 0
进口总额 68. 1 113. 5 119. 8 113. 0

资料来源：根据俄联邦经济发展部统计资料整理。

二、俄罗斯经济增长内需拉动因素增强＠

2002年俄罗斯经济继续以较快的速度回升。 这一年，财政稳定，1 —10月份实现财政收入

18034亿卢布，比上年同期增加3.4%，连续第三年实现联邦预算盈余。 在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

和货币政策环境下，通货膨胀保持在预期的水平，从1998年的85％下降到2002年11 月的

15.1%,2002年上半年曾一度降至一位数。 外汇黄金储备增加100亿美元，达到经济转轨以来

的最高水平470亿美元，俄罗斯2002年还按期偿还了外债，而且没有另借新债，政府将外债削减

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40%，而1998年这一数字则是130%。 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资料，

2002年1-9 月份实现国内生产总值79069亿卢布（约合2550亿美元）比2001年同期增长

4. 1%，预计全年达到4%。

近两年俄罗斯经济的一大特点是经济增长的因素发生了变化，外部因素在减少，内生因素在

增加，拉动GDP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国内需求，是工农业生产和对消费品需求的增加。 2000年的

经济增长率高达9%，其 主要拉动因素是良好的外部经济环境和持续走高的国际石油价格以及

1998-1999年卢布的贬值效应，这使当年出口猛增近40%， 净出口对 GDP的拉动因素达到

20%。 由于卢布贬值效应的逐渐消失，2001-2002年俄罗斯经济实现了稳定增长，为4%-5%,

其主要拉动因素逐渐从外部经济环境转向内需，出口导向部门所获得的收入转变成了强有力的

国内需求和居民收入的迅速增加。 2001-2002年的 GDP当中，最终消费需求从2000年的

61. 3％上升到近70%，国内总积累从18.6％上升 到2002年第三季度的27.5%，而净出口则从

20. 1％下降到10.8%。 据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估计，在2002年的GDP构成中，国内需求从2001

年的87. 1％增加到90%。 2002年1 -11月份出口只增加了3%，而进口则增加了13%。

2002年1-11月份工业、农业、建筑、运输和零售贸易五大基础经济部门的产出同比增加

3. 7%。 工业产值增加3. 7%，达到62200亿卢布，其中有色冶金、食品、燃料能源和建筑材料工

业增长最快；农业也获得大丰收，粮食总产量与2001年基本持平，增长 o.8%，达到8640万吨；

固定资本投资，同比增长 2. 5%。 截止到2002年10月1日，累积吸引外资398亿美元，其中1 —

9月吸引外资129亿美元，同比增加32.8%，占累积外资总量的32.4%，并且79.4％投在了工业

和商业等实际经济部门，说明在过去的一年中俄罗斯投资环境得 到了很大的改善。 在国内最终

消费需求方面，2002年1 —11月份失业减少14.3%，居民可支配货币收入增加9%，实际工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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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17 .4%，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居民人数与1998年相比减少了近 一 半。 剔除季节影响因素，1
—11月商品零售总额达到33217亿卢布，同比增加9. 1%。 随着世界经济环境逐步好转，国外需

求也在增加，2002年1-11月份俄罗斯对外贸易增加了6.3%，上半年出口的实物量增加了

10%，进口比上年同期少增长了6.8%，卢布地位得到巩固。

三、俄罗斯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的方向

俄罗斯社会经济虽然已经步入了依靠内需稳定发展的轨道，但依然存在着许多急待解决的

问题面临着许多迫切的任务，如彻底扭转 1998年金融危机后生活水平严重下降的局面，创造拉

动内需的良好条件，提高社会财富的质量，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固定资本投资以保证经济稳定增
长，提高俄罗斯经济在国际市场上 的竞争能力等。 普京总统在 2002年 12月19日第二次与民众
“面对面“谈心时指出，2003年的主要任务是进行行政机构改革，完善法律基础建设，经济工作的
主要任务是创造市场经济环境，吸引投资，进一步加快经济改革，目标仍然是继续提高居民的生
活水平，改善社会不平等状况，坚持独立自主，保证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

为了完成这些任务，俄罗斯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的方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经济现代化和改善投资环境方面，有：1.改革国家调控制度，按照 “少一些行政干预，多一

些经营自由、生产自由、贸易自由、投资自由＂的原则，保障市场的有效运转，减少国家对经济的行
政干预，扩大企业的自我调节功能，将部分国家职能转移给企业；2. 加强立法，肯定和保护私有
产权，创造平等的竞争条件；3. 改革银行制度，充实银行资本金，提高间接融资的稳定性，建立银
行居民存款保障制度，一方面为居民投资扩大货币市场可靠的、稳定的而具有流动性的信用工

具，另 一方面建立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机制、发展证券市场、扩大金融工具以扩大投资对象和吸引
新的长期投资者，改革保险制度，建立国家的调控和监督制度；4.降低通货膨胀和利率，建立统
一可靠而有效的支付体系，实行浮动汇率制度；5.发展抵押信贷制度，提高住房需求支付能力，
进而带动建筑和建筑材料以及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6. 改革税收和关税制度，彻底降低和拉平
税负，简化税制，完善税收的行政管理，提高税收制度和关税制度的效率，取消流转税和大部分税
收优惠，规定统一的收入所得税率，实行统一的社会税，建立和完善统一的纳税人制度，实现税收
行政管理的信息化；7.实现各级预算平衡，使国家的支出同其资源相适应，集中资源用千解决社
会经济发展最重要的问题，保障国家的支付能力；8.加强国有资产的管理，提高国有资产管理的
效率，完善国家在股份公司管理机构的利益代表制度； 9.继续进行结构改革，支持发展风险投资
和创新风险保险制度，保护知识产权，创造条件实现高新技术产业的超越性发展，创造条件促进

信息和创新产业的发展，重点发展交通和电信基础事业、燃料能源工业体系、国防工业体系，实施
现代农业政策，改革自然垄断部门，特别是电力、铁路运输，开放天然气市场；10. 尽快加入

WTO，这是俄罗斯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的跳板，同时坚持加入WTO 的条件必须考虑本国生产

者的利益，这里的关键是关税制度的改革，俄罗斯新版海关法正在制订过程当中，提高反倾销程
序的效率；11． 遵循互利互让的原则鼓励俄罗斯商品、服务和劳动力进入国际市场的同时有效保
护国内市场，建立联邦出口扶持机构，为俄罗斯企业的出口实行担保，保障国际收支顺差；随着经

济的稳定增长，及时和足额偿还外债，履行义务能够提高俄罗斯及其公司的信用和投资吸引力；

12. 为了严厉打击影子经济，肃清经济和金融领域的有组织犯罪活动，加强执法力度，严格强化
许可证、税收、外汇和出口监督机制。

在社会领域，有：1.推行积累性退休金制度，从而改善居民的退休保障；2.发展医疗义务保险
制度，保障居民的医疗救助；3.提高教育质量，这是提高俄罗斯经济竞争能力的重要条件；4. 实行
有选择的居民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国家根据预算能力来履行自己的社会义务方面的立法，目前国家

的预算收入不能保证现有立法规定的所有保障，只能对最需要帮助的社会群体提供有效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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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俄罗斯未来经济发展的前景

俄罗斯财政部对2003-2005年的社会经济发展进行了预测，其主要预测指标见表3 。 这一

时期的经济增长的目标，将在继续扩大内需的基础上通过彻底改变投资结构，鼓励面向国内市场

的经济部门的发展，以及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 对俄罗斯继续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仍然可以持

乐观的态度。

俄罗斯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将取决于国内外因素的综合影响，国内因索决定着经济发展的

基本趋势，国内因素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 客观方面主要是人口状况，生产设备状况及其磨损

程度，经济能耗高和资本含量高，开发新的能源和原料基地周期过长，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

同时俄罗斯普遍存在生产基础设施不发达、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劳动力缺乏流动性等问题。 客观

方面主要是俄罗斯政府和中央银行经济政策的影响，如通货膨胀、卢布汇率、自然垄断产品和服

务的价格、税收和关税以及其他影响资金流动性的因索。 在这里既有有利因索也有不利因素。

1. 俄罗斯经济进一步回升的有利因素

首先，1990年代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在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市场经济制度已经

初步形成，市场经济游戏规则逐步得到完善，投资环境有所改善，包括美国和欧盟在内的西方发

达国家已经承认俄罗斯为市场经济国家。 进入2 1 世纪，为了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实现经

济现代化，俄罗斯出台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方案气土地改革、银行制度改革、铲除官僚主义、旨

在降低税收负担的税收制度改革以及加入WTO，扩大人力资本投资，改革教育、卫生和社会保

障制度，对改善投资环境，保持长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其次，政治稳定为经济增长开拓了空间，普京总统在中央与地方权利分配、议会制度等方面

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得到全国民众的积极支持，形成了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

面，同时经济回升也为政局稳定提供了重要条件。

第三，以内需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为经济效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奠定了物质基础，固定资

本投资的增加，为经济复苏提供了物质条件，居民实际收入增加使俄罗斯能够继续保持消费对经

济增长的拉动。 非金融企业收入的迅速增加，资本外逃减少，扩大外国直接投资，都可以提高总

储蓄中的投资水平。

第四，经济发展所需的劳动力资源充裕，1980年代是俄罗斯人口的生育高峰，这一时期出生

的人口在2003 -2005年陆续进入劳动适龄阶段，这使劳动力供给达到 180万人，而据经济发展

部预测，这一时期对劳动力的需求只有 150万人。

第五，从外部因素来看，由于美元对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货币贬值，而俄罗斯的进口主要来

自欧盟，欧元的相对升值会使俄罗斯的进口更昂贵，如果这种状况在2003年继续保持下去的话，

进口将会减少，甚至低于预测目标。 而根据对石油价格的预测，出口会大幅度增加。 2002年世

界经济展现了惊人的适应力，世界总产出增长率可望达到2%。 这种复苏的势头似乎将持续下

去，甚至会在今年进一步加速，达到3%-4%，美国经济的强劲势头会因为布什总统的减税计划

而加强。 由于投资环境的改善，俄罗斯吸引外资迅速增加，2002年1 —9月吸引外资 129亿美

元，同比增加32.8%，占累积外资总釐的32.4%® 。 国际石油价格由于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和

欧盟经济的逐步复苏，欧佩克与俄罗斯在石油产量和价格方面的协调而趋于稳定。 这对财政收

入主要依靠石油天然气和原料出口的俄罗斯来讲非常重要，只要石油价格维持在22 美元一桶，

就为俄罗斯实现经济增长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如果伊拉克战争爆发，而委内瑞拉的石油供

应继续削减，那么世界石油市场会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石油短缺。 伊拉克战争的预期已经使

纽约市场的石油价格在2003年 1月初达到34 美元一桶，为两年来的最高记录，并且还有可能继

续上升，甚至达到每桶40 美元。 这将使俄罗斯经济增长远远高出预测目标。 2003年俄罗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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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结束加入WTO的谈判，如果进展比较顺利的话，2003 年底或2004 年初俄罗斯可能正式
加入该组织。 加入WTO后，俄罗斯可以获得更低廉的进口原材料和配件以及金融、通讯、运输

等其他服务，对俄罗斯出口商提供保护，通过WTO原则来解决贸易争端，并且从长远来看还可

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国民经济的竞争能力。
2. 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首先，应当明确的是，199 0年代俄罗斯制度变迁所付出的巨大的社会经济成本还需要很长

的时间来消化，短期内不可能重现昔日的辉煌。 同时，市场经济制度建设还不完善，国家对经济

的行政干预依然存在，腐败和经济犯罪的现象依然比较严重，阻碍着市场经济机制的有效运行，

企业偷逃税的问题仍没有彻底解决，截止2002年11月1日，增值税拖欠 2488亿卢布，利润税拖

欠 353亿卢布；金融制度改革滞后，大多数银行资本金不足，金融风险依然比较严峻；俄罗斯的公
司治理仍欠成熟和合理，使得企业经营状况仍不理想，经济绩效低，缺乏创新的活力和能力，多数
企业现代组织管理水平不高，拖欠债务居高不下，2002年1 0月底企业逾期应收帐款总额高达

1 4666亿卢布，占债务总额的 29.7％气失业问题仍很严重，2002年11月底有51 0万人失业，占

有劳动能力人口的7 .1%。 随着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结构和武装力量改革的逐步展开，煤炭、 电

力、铁路、军队等部门还将会释放出大量的劳动力，失业有加剧的可能。
其次，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状况没有明显改变，军事工业、重化工业、燃料、原料和能源工业

过重，农业和轻工业萎缩的局面依然存在。 俄罗斯经济严重依赖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的格局
的改变仍需时日。 这样的经济结构具有严重的对外部经济环境的依赖性。 由于国际市场行情发
生变化，世界经济转向复苏，使得俄罗斯出口增加，具有出口导向的燃料能源工业进一步增长。
2002年1-11月份燃料能源工业同比增长 4.6%，其中燃料工业增长6.7%，石油开采增加
8 .  6%，有色冶金增加7.7%，而农业只增加了 0.8%，轻工业甚至还减少了 0.7％气采掘业出口
创汇和利润的增加，虽然使企业有能力保持投资积极性，履行国家偿还外债的义务，但也使俄罗
斯的出口结构不合理，成为原料和能源的出口大国，一旦国际原料、石油和天然气市场价格出现
下滑，俄罗斯经济将深受其害。 这种严重的对外依赖性是俄罗斯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第三，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改变，能耗过高，大大高千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应指标，从而大
大降低了俄罗斯经济增长的效率和效益，削弱了俄罗斯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持续稳定增长的能
力。 如果这一状况得不到有效改善，燃料能源工业将有可能成为经济中长期发展的制约瓶颈。
目前俄罗斯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产品主要是原料、技术简单的半成品和少量的最终产
品，以及发达的核技术、军事技术、火箭、商业发射卫星、遥感和导航系统等高科技产品，而高科技

产品只占国际贸易额的 0.3%，最薄弱的是机械、设备、运输工具。 不过俄罗斯加工工业的竞争
潜力是非常巨大的，如光电子、遥感设备、新技术材料、核技术、光学仪器、勘探石油和天然气用的
大地测量设备、软件开发、信息工具和激光技术以及航空、原子能、造船工业等。 为了把这些潜力

发挥出来，俄罗斯必须降低产品成本中的物质消耗，调整工业生产结构，增加机械制造、金属加工
和食品工业的比重。

第四 ，虽然俄罗斯经济保持了连续四年的增长，但是宏观经济指标的比较分析则告诉我们，
增长速度在放慢。 投资需求增长幅度在缩小，固定资本投资增长速度从2000年17 .4％下降到

2001 年的8.7%，再下降到 2002年的 2.5%，导致工业增长速度从2000年的11.9％分别下降到

4. 9％和3.7%，进而使得GDP增长速度从2000年的9％分别下降到5％和 4％产同时，由于

199 0年代俄罗斯固定资本投资减少了7 0％多，各经济部门面临着生产设备磨损和老化严重、缺

乏创新和再生产难以为继的问题。 最终需求的增加主要的还是要靠固定资本投资，投资是经济

增长主要的和最有效的源泉。 要想增加固定资本投资，必须依靠实际经济部门的收入和积累，吸

收居民储蓄，创造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良好条件，强化生产设备的更新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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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最终产品部门的投资积极 性。 资本外 逃的趋势在2002年虽然有所遏制，但仍有近100亿美

元在逃。 工业发展速度放慢的同时，消费需求扩大的趋势决定了最终消费品进口的迅速增加，在

轻工业萎缩的条件下，2002年 1-9月服装进口同比增加 72. 2%，消费品市场上进口 食品占

33. 3%，非食品占 47.8％气进口的增加严重影响了国内相关领域的发展，汽车工业面临危机。

第五，人民生活水平仍有待进一步提高，收入差距仍然很大，从而制约消费需求的增加。

2002年10月平均工资为 4646卢布，天然气和石油开采行业高达18797卢布，是 平均工资的4

倍，其次是金融部门、有色和黑色冶金行业。 而轻工业和文教卫领域不足3000卢布，只有平均工

资的一半， 最低的农业部门只有1897卢布，仅比贫困线高出80卢布。 截止到12月1 H，仍有

362. 6亿卢布的工资被拖欠。 2002年第三季度仍有 3870万 人收入低于人均每月1817卢布的贫

困线，占居民 总数的 27％气

第六，通货膨胀仍未彻底根除。 2002年11 月食品价格同比上涨33%，粮食制 品价格同比上

涨31. 9%，砂糖价格上涨26.8%，植物油价格上涨14.8%，鱼和海产品价格上涨13. 6%。 非食

品价格同比上涨22%，上涨幅度 最大的是汽油、服装和药品。 服务价格上涨了 27%，上涨幅度 最

大的是房租，近50%，其次分别是医疗、通讯、客运和有偿教育。 由于服务价格的上升超过可支

配收入的增长，抑制 了居民对客运、住房等的 需求。 为 了实现降低通货膨胀的目标，俄罗斯政府

对自然垄断产品和服务价格水平做出了限制，规定 2003年天然气、电力价格的提高分别不能超

过20%、14%,2004-2005年不能超过14%-15%、5%-8%® 0 

第七，目前俄罗斯所负担的外债在1300亿美元左右，未来10年俄罗斯每年 要 偿还 130 —

190亿美元，成为制约俄罗斯经济发展的瓶颈。 2003年是俄罗斯还债高峰年，需偿还外债 173亿

美元气这给经济发展和预算安排带来沉重负担。

总之，俄罗斯经济的复苏任重道远，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五、俄罗斯经济转轨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启示

俄罗斯经济改革的实质是在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根本舍弃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复归现代资

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形态。 俄罗斯的产权制度改革和市场制度改革基本上是同步启动、迅速

展开和互相呼应的。 总体上呈现为一种非常冒进和激进的改革轨迹和态势。 俄罗斯经济改革的

结果导致国民经济大 幅度衰退，通货膨胀极为严重，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急剧恶化，失业率和犯罪

率居高不下，综合国 力减弱，这是非常惨痛的教训。 中国经济改革必须吸取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教

训，在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和
“

三个代表
“

思想的指引下，依据社会生产力和现代市场经济发

展的内在要求，重构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形态。 在经济改革的轨迹与路径方面，

中国的产权制度改革略先于市场制度改革，是试点改革与推广改革相结合，局部改革与整体改革

相结合，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相结合，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改革相结合，自上改革与自下改革相

结合，强制改革与诱导改革相结合，激进改革与渐进改革相结合，总体上呈现为一种受控和渐进

的改革轨迹和态势。

基于上述改革目标、路径和方式上的不同，经济改革的成果也是迥异的，1990年代俄罗斯经

济衰退近一半，世纪之交虽然开始回升，但应当明确的是，这仍然只是一种恢复性的增长，如果按

每年 5％的增长速度来算，2010年才能恢复到1989-1990年的水平。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中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万亿元，名列世界第六位，人均GDP

将近1000美元，实际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创下历史最高记录，达到500亿美元，成为吸引外资 最多

的国家，对外贸易达到6000亿美元，外汇储备2800亿美元，仅次于日本，成为外汇储备第二大

国。 当然，中国在总体成功的改革中也隐含着一定的不确定因素， 可能会诱发各种经济和社会问

题，需 要引起重视。 中国应该从俄罗斯改革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加快国有经济的重组，深化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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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改革；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走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发展道路；但同时必须合理控制国债的

发行规模，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就是短期国债的发行失控引爆的；加快银行体制改革，正确处

理银行不良债款问题，化解金融风险；随着居民实际收入的不断增加，必须坚待效率优先、兼顾公

平的原则，注意扶持弱势群体，缩小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差距。

注释：
(D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根据1999年资料计算出来(http//www.gks, ru)。
＠本节引用的统计数据来源千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http//www.gks. ru入财政部(http//www.minfi兀 ru)、

过渡经济研究所《俄罗斯经济：趋势与前景》，2002年第1 —12期(http//www.iet.ru)。
＠李新：《向市场经济过渡：俄罗斯与中国》，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 12月，第265页。
＠俄罗斯过渡经济研究所：《俄罗斯经济：趋势与前景》，2002年第12期(http/www. iet, ru)。
@＠(J)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2002年俄罗斯联邦社会经济发展主要指标》(http//www.gks.ru)。
＠俄罗斯过渡经济研究所《俄罗斯经济：趋势与前景》2002年第12期(htttp//www.iet.ru)。
＠＠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2002年俄罗斯联邦社会经济发展主要指标》(http//www.gks.ru)。
@《中俄经贸消息》，2002年 12月，第19期。
参考文献：

[ 1 ] 0cHOBHbie 沺rr严e画叩H面取志 Pocc戒CKOH 心啦严皿 Ha 丑onrocpo画设 nepcrreKT沺侐 2010 r.) B 
oona叩 co皿aJibHO-3KOHO沁ecKOH ITOJIHT邸H. (http // www. csr. ru) 

[2]rrporH03 C0邸aJibHO - 3KOHOMHl!ecKoro扫3BHTIDI Pocc础CKOH妇e严邸郘 2003 ro八 H OCHOBHble 沺)X\M盯pb!
nporHO立八o 2005 ro邸． （http / / www. minfin. ru) 

[3]江． 压BOB. CHCTeMHble n四neMhI Pocc沺： ITYTb K 21 实Ky. Moc邸a. 1999. 
[4]H. II叩邱0B. rrP咖户邺I 3KOHO如虹OH平田中JpMali,IDI B Pocc皿／／ P立确呻 3KOHO叩皿．2002 r., No2.
[5]胚啦pMail,IDI O CO皿aJibHO— 3KOHOMJ1'iecKOM~ITOJIO沁沺m Pocc血． 2002.(http//www.gks.ru) 
[6]林跃勤俄罗斯经济改革与独联体发展前景[J]． 经济学动态，2003,(1). 
[7]陆南泉俄罗斯经济转轨若干重要间题研究[J]． 开放导报，2002,(7). 
[8]李新向市场经济过渡：俄罗斯与中国[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9]徐坡岭，冯瞬华．普京时期俄罗斯经济走势的制度分析[J]． 东欧中亚研究，2002,(1).
[10]范建中． 俄罗斯经济转轨的进程及其面临的问题[J]．东欧中亚研究，2002,(5).
[11]庄起善俄罗斯经济转轨研究[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12]唐朱昌 ． 俄罗斯经济转轨透视[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10-Year Economic Transition of Russia: Consequences,

Tendency and Enlightenment 

LI Xin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ghai Uni攻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It has been ten years since Russia started to open is commodity prices and tran

sit to market economy. How to comment on the 10-year economic transition of Russia? Conclu

ding the contradictions and results of the economic transition in Russia in the 1990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economic situation in Russia, the tendency and prospects of economic re

for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and its affecting factors. The paper tries to look 

for some enlightenment to the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Key words: Russia; economy; tendency;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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