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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
错位研究(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４ 年)

廖雅珍　 许民慧

　 　 【内容提要】 　 本文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俄罗斯商品贸易结构与产

业结构错位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ꎮ 得出的结论是:贸易结构变动对

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总体是负向的ꎬ产业结构变动对初级产品出口结构变

动的影响是波动的ꎬ对工业制成品进口结构变动的影响主要是正向的ꎮ 这

些现象均与俄罗斯贸易产业政策、俄罗斯贸易结构对产业结构作用机制不

健全、第三产业“伪优化”有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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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ꎬ研究俄罗斯贸易的文献可以分为几类:宏观描述对外贸易情况ꎬ如王

维然从出口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指数、产业内贸易对俄罗斯对外贸易

进行实证分析ꎻ关注乌克兰危机后的贸易情况ꎬ如吴盼盼分析了西方制裁下的

俄罗斯贸易情况ꎬ相均泳分析了俄罗斯和乌克兰贸易强度问题ꎻ研究贸易体制ꎬ
如刘军梅分析了 １９９２ 年至今的俄罗斯贸易体制ꎻ分析地区贸易情况ꎬ如赵小姝

分析了远东地区贸易情况ꎻ多国或两国贸易研究ꎬ如保建云分析中俄贸易等ꎮ
对俄罗斯产业结构研究分为几种情况:宏观描述产业结构演进、产业结

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ꎬ如关雪凌发现俄罗斯产业结构出现双元现象———产业

结构升级和三大产业内部结构恶化ꎬ程伟发现俄罗斯产业结构出现“伪升级”
现象ꎬ郭晓琼量化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ꎻ全球产业结构变动与俄罗斯产

业结构比较ꎬ如郭连成对此进行分析等ꎮ
在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研究方法上ꎬ通常主要通过主导出口产品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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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重与主导产业比重的比较ꎬ探寻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错位ꎻ通过构建

贸易结构变动指数和产业结构变动指数ꎬ利用 ＶＡＲ 模型、脉冲图寻找两者关

系ꎮ 本文通过实证的方法将两者结合起来分析:俄罗斯进出口结构的变化是

否带动了其产业结构的变化? 俄罗斯产业结构变化如何影响其贸易结构的

变化? 同时ꎬ本文从出口和进口对产业结构的作用机制、俄罗斯政府的贸易

和产业政策、俄罗斯第三产业“伪升级”角度分析产生这种错位的原因ꎮ

一　 俄罗斯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概况

(一)俄罗斯产业结构

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俄罗斯产业结构表面上向高级化演进ꎬ即符合产业结构

演进的规律———第三产业占 ＧＤＰ 比重高于第二产业ꎬ第二产业占 ＧＤＰ 比重

高于第一产业①(见图 １)ꎬ产业结构与发达国家越来越接近②ꎮ

图 １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４ 年俄罗斯产业结构(％ )

资料来源:«数字俄罗斯»历年数据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ｋｓ ｒｕꎻ陆南泉主编:«俄罗斯经济二

十年(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１)»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ꎮ

(二)俄罗斯贸易概况

１ 从贸易量上看ꎬ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４ 年俄罗斯对外贸易额不断增加(见图 ２)ꎮ
俄罗斯对外贸易的超常性增长是在能源的支持下完成的———凭借丰富的能

—８５—

①

②

俄罗斯三次产业划分为:第一产业包括农业、林业、牧业和渔业ꎻ第二产业包括采

掘业、加工业、建筑业、煤气、电力及水供应ꎻ第三产业包括文化、卫生、教育、金融、保险、不
动产等服务部门ꎮ 自 ２００５ 年开始ꎬ俄罗斯国家统计局改变了统计口径ꎬ工业部门由渔业、
采掘业、加工工业以及电力、天然气和水的生产与分配组成ꎮ 为了保持统计口径的一致ꎬ
本文将 ２００４ 年渔业纳入到第二产业中ꎮ

美国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 ７５％ ꎬ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都在

６０％ ~７０％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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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ꎬ借助国际市场旺盛的需求(除了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少数年份外)①ꎮ 俄罗

斯通过出口能源ꎬ主要是矿产品ꎬ积累了巨额财富ꎮ

图 ２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４ 年俄罗斯贸易总额及增长率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数字俄罗斯»历年数据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ｋｓ ｒｕ

２ 从贸易结构看ꎬ俄罗斯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呈剪刀差状②ꎮ 从图 ３
可知ꎬ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总出口比重不断下降ꎬ初级产品出口占总出口比重

逐年上升ꎻ而工业制成品进口占总进口比重不断上升ꎬ初级产品进口占总进

口比重则逐年下降ꎮ 进口的剪刀差大于出口的剪刀差ꎬ说明俄罗斯的能源依

赖越来越严重ꎬ工业制成品发展越来越迟缓ꎮ

图 ３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４ 年俄罗斯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进出口占比(％ )

资料来源:根据 ＵＮＩＴＣ 数据计算得出ꎬｈｔｔｐ: /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９５—

①

②

２００９ 年贸易总额降幅最大ꎬ达到 － ３６ １９％ ꎬ主要是受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

响ꎻ２０１４ 年贸易总额仅为 ７ ８２９ ２７ 亿美元ꎬ其中进口下降的幅度( － ９ ２％ )远高于出口下

降的幅度( － ５ ６９％ )ꎬ这在普京执政时期还是第一次出现ꎬ主要是乌克兰危机之后ꎬ西方

制裁及卢布贬值、油价下跌等多重因素的影响ꎮ
根据 ＳＩＴＣ 一级分类标准ꎬ初级产品包括:０ 类为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活动物ꎻ１

类为饮料及烟类ꎻ２ 类为非食用原料ꎻ３ 类为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ꎻ４ 类为动植物

及蜡ꎮ 工业制成品包括:５ 类为化学品及有关产品ꎻ６ 类为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业产品

及其制品ꎻ７ 类为机械及运输设备ꎻ８ 类为杂项制品ꎻ９ 类为未分类的其他商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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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错位研究

(一)贸易结构“伪超前错位”于产业结构

通常情况下ꎬ在长期内ꎬ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ꎬ即产

业结构水平越高ꎬ贸易结构特别是出口商品结构也越向高度化方向发展ꎮ 但

是ꎬ在短期内ꎬ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可能发生错位ꎬ表现为贸易结构超前错位

于产业结构发展(一国主导出口商品的层次高于该国国内支柱产业)和滞后

于产业结构发展(一国主导出口商品的层次低于该国国内支柱产业)两种情

况ꎮ 鉴于第三产业在俄罗斯的地位ꎬ本文以第三产业占 ＧＤＰ 比重作为产业

结构变化的指标ꎻ贸易结构的层次一般以主导出口商品的层次来定位ꎬ俄罗

斯矿产品出口占总出口比重较高(见表 １)ꎬ因而以矿产品出口占总出口比重

作为贸易结构指标(见图 ４)来分析俄罗斯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发展状况ꎮ
从图 ４ 可以看出ꎬ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４ 年俄罗斯贸易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发展ꎻ
２００５ 年之后ꎬ贸易结构超前于产业结构发展ꎬ且两者差距有扩大趋势ꎬ但贸易

结构超前发展并没有带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ꎬ而属于“伪超前错位”ꎬ具体

原因见后文分析ꎮ

图 ４ 俄罗斯主导产品贸易结构和主导产业结构错位

资料来源:同图 ２ꎮ

表 １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４ 年俄罗斯矿产品出口占总出口比重(％ )

年份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比重 ５３ ８ ５４ ７ ５５ ２ ５７ ３ ５７ ８ ６４ ８ ６５ ９ ６４ ９

年份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比重 ６９ ８ ６７ ４ ６８ ５ ７１ １ ７１ ３ ７１ ５ ７０ ５

　 　 资料来源:同图 ２ꎮ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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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俄罗斯贸易结构变化与产业结构变化的相关性检验

之前介绍了俄罗斯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错位发展ꎬ从动态角度和更宽视

角看①ꎬ俄罗斯贸易结构变迁与产业结构演变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 如果存

在ꎬ那么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如何? 本文采用 ＶＡＲ 模型对两者进行实证检验ꎮ
１ 指标的选择

本文借鉴陈建华、陈虹的研究方法ꎬ建立贸易结构变化指标和产业结构

变化指标ꎬ分析两者关系ꎮ
出口结构变化用 ＥＸ 表示:

ＥＸ ＝ ∑
ｎ

ｉ ＝ １

ｄＸ ｉｔ

Ｘ ｉｔ －１
∗ Ｘ ｉ

Ｘ
æ
è
ç

ö
ø
÷

ｔ

－ Ｘ ｉ

Ｘ
æ
è
ç

ö
ø
÷

ｔ －１
[ ] (１)

进口结构变化用 ＩＭ 表示:

ＩＭ ＝ ∑
ｎ

ｉ ＝ １

ｄＩＭｉｔ

ＩＭｉｔ －１
∗ ＩＭｉ

ＩＭ
æ
è
ç

ö
ø
÷

ｔ

－ ＩＭｉ

ＩＭ
æ
è
ç

ö
ø
÷

ｔ －１
[ ] (２)

其中ꎬ
ｄＸ ｉｔ

Ｘ ｉｔ －１
为第 ｉ 种产品的出口增长率ꎬ　 Ｘ ｉ

Ｘ
æ
è
ç

ö
ø
÷

ｔ

为第 ｔ 年第 ｉ 种产品出

口占总出口比重ꎻ
ｄＩＭｉｔ

ＩＭｉｔ －１
为第 ｉ 种产品的进口增长率ꎬ ＩＭｉ

ＩＭ
æ
è
ç

ö
ø
÷

ｔ

为第 ｔ 年第 ｉ 种

产品进口占总进口比重ꎮ
产业结构变化用 ＩＮ 表示:

ＩＮ ＝ ∑
ｎ

ｉ ＝ １

ｄＹｉｔ

Ｙｉｔ －１
∗ Ｙｉ

Ｙ
æ
è
ç

ö
ø
÷

ｔ

－ Ｙｉ

Ｙ
æ
è
ç

ö
ø
÷

ｔ －１
[ ] (３)

其中ꎬ　
ｄＹｉｔ

Ｙｉｔ －１
为 ｉ 产业增长率ꎬ Ｙｉ

Ｙ
æ
è
ç

ö
ø
÷

ｔ

为 ｉ 产业占总产值的比重ꎮ

可以发现 ＥＸ 、 ＩＭ 和 ＩＮ 由两部分构成———增长率和比重变化ꎬ其会出现

四种情况:第一ꎬ增长率为正ꎬ比重增加ꎬ对结构变动效应为正ꎻ第二ꎬ增长率为

负ꎬ比重减少ꎬ对结构变动效应为正ꎻ第三ꎬ增长率为正ꎬ但增幅相对于总体发展

速度较慢ꎬ以至于比重减少ꎬ对结构变动效应为负ꎻ第四ꎬ增长率为负ꎬ但由于整

体发展为负增长ꎬ在比重增加的情况下ꎬ对结构变动效应为负ꎮ
２ 俄罗斯的实证分析

本文产业结构数据来源于相关年份的«数字俄罗斯»和陆南泉主编的

«俄罗斯经济二十年(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１)»ꎻ进口产品和出口产品数据来源于联合

—１６—
① 从第三产业拓展到三大产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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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际贸易中心数据库ꎮ 根据公式(１)、(２)、(３)可以获得出口产品结构变

化、进口产品结构变化和产业结构变化数据①ꎬ结果见图 ５ꎮ 可以看出ꎬ俄罗斯

产业结构变化的波峰和工业制成品进口结构变化的波峰存在重合ꎬ产业结构变

化的波谷与初级产品出口结构变化的波谷存在重合ꎮ 这初步说明俄罗斯产业

结构变化和初级产品出口结构变化、工业制成品进口结构变化存在一定关系ꎮ
进一步分析ꎬ可以看出引起出口结构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初级产品结构变

化②ꎬ引起进口结构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工业制成品结构变化ꎮ 因此ꎬ本文分析

初级产品出口结构变化、工业制成品进口结构变化与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ꎮ

图 ５ 俄罗斯产业结构变化、进口结构变化和出口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 ＵＮＩＴＣ 数据计算得出ꎮ

(１)滞后期确定和稳定性检验

对三个变量建立 ＶＡＲ 模型时先要确定模型的滞后期(见表 ２)ꎬ表 ２ 给出

了０ ~ ２ 阶 ＶＡＲ 模型的 ＬＲ、ＦＰＥ、ＡＩＣ、ＳＣ 和 ＨＱ 值ꎬ５ 个准则选择滞后阶数为

０(∗标记)ꎬ因此ꎬ建立滞后阶数为 ０ 的 ＶＡＲ 模型ꎮ ＡＤＦ 检验(表 ３)说明所

有数据水平平稳ꎮ
表 ２ 滞后阶数判定

Ｌａｇ ＬｏｇＬ ＬＲ ＦＰＥ ＡＩＣ ＳＣ ＨＱ

０ １４４ ５４７ ７ ＮＡ∗ １ １４ｅ － １４∗ － ２３ ５９１ ２９∗－ ２３ ４７０ ０６∗－ ２３ ６３６ １７∗

１ １４９ ５８７ ８ ６ ７２０ １４２ ２ ３９ｅ － １４ － ２２ ９３ １３１ － ２２ ４４６ ４０ － ２３ １１０ ８４

２ １５９ ４８７ １ ８ ２４９ ３６３ ３ １５ｅ － １４ － ２３ ０８ １１８ － ２２ ２３２ ５９ － ２３ ３９５ ３６

—２６—

①
②

产业结构在 ２００５ 年发生较大的变动ꎬ主要因为统计口径发生变化ꎮ
该数据在 ２００５ 年出现一个明显的高峰ꎬ这是因为与 ２００１ 年相比ꎬ２００５ 年伦敦市场

的布伦特原油价格上涨 ２１８％ ꎬ天然气价格上涨 １９２％ ꎬ伦敦金属交易所铜价上涨 ２２８％ ꎬ
铝价上涨 １３１％ ꎬ镍价上涨 ２５０％ ꎬ而这几类商品正是俄罗斯主要的出口商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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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３ 平稳性检验

变量 １％临界值 ５％临界值 １０％临界值 ＡＤＦ 水平

ＩＮ － ４ ０５７ ９１ － ３ １１９ ９１ － ２ ７０ １１ － ４ １１３ ８０５ 平稳

ＥＸ － ４ ０５７ ９１ － ３ １１９ ９１ － ２ ７０ １１ － ４ １６２ ７１４ 平稳

ＩＭ － ４ ０５７ ９１ － ３ １１９ ９１ － ２ ７０ １１ － ２ ８６９ １６６ 平稳

(２)格兰杰检验

格兰杰检验说明:在滞后 ３ 期时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初级产品出口结构的

变化存在单项因果关系ꎬ在滞后 ４ 期时初级产品出口结构变化和工业制成品

进口结构变化存在单项因果关系(见表 ４)ꎮ

表 ４ 格兰杰检验

Ｎｕｌｌ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Ｆ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Ｐｒｏｂ 滞后阶数

ＥＸ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Ｇｒａｎｇｅｒ Ｃａｕｓｅ ＩＮ ０ ３９５ ９２ ０ ７６３ ７ ３

ＩＮ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Ｇｒａｎｇｅｒ Ｃａｕｓｅ ＥＸ ４ ５０５ ５８ ０ ０９０ ０ ３

ＩＭ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Ｇｒａｎｇｅｒ Ｃａｕｓｅ ＩＮ ０ ７７６ １０ ０ ５６５ ２ ３

ＩＮ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Ｇｒａｎｇｅｒ Ｃａｕｓｅ ＩＭ ０ ２８９ １２ ０ ８３２ ０ ３

ＩＭ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Ｇｒａｎｇｅｒ Ｃａｕｓｅ ＥＸ １ ５８９ ６５ ０ ３２４ ５ ３

ＥＸ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Ｇｒａｎｇｅｒ Ｃａｕｓｅ ＩＭ ２ ０５１ ３８０ ００ ０ ０１６ ６ ４

(３)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根据图 ６ 可知ꎬ所有的特征根都在单位圆内ꎬ因而是稳定的ꎬ因此模型稳

定ꎬ可以做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ꎮ
由于数据是平稳的ꎬ因此可以做脉冲响应函数ꎬ分析冲击在不同时期对

某个变量的影响效果(见图 ７)ꎮ 从图 ７ 可以看出ꎬ俄罗斯初级产品出口对产

业结构的影响在第 ２ 期达到最高峰ꎬ此后不断下降为负ꎬ从第 ６ 期开始逐渐

趋向于 ０ꎬ由此可见初级产品出口对产业结构的变化主要是负向影响ꎬ影响期

为 ３ 期ꎮ 工业制成品进口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在第 ２ 期达到最高峰ꎬ此后不断

下降为负ꎬ从第 ７ 期开始逐渐趋向于 ０ꎬ由此可见工业制成品进口对产业结构

的变化主要是负向影响ꎬ影响期为 ４ 期ꎮ 当在本期给产业结构一个正冲击

后ꎬ出口结构在第 １ 期没有明显变化ꎬ从第 ２ 期开始上升ꎬ之后一直波动趋向

于 ０ꎬ说明产业结构对初级产品出口结构的变化是波动的ꎮ 给产业结构一个

正冲击后ꎬ进口结构在第 １ 期有显著增加ꎬ大概为 ０ ００４ꎬ之后不断下降ꎬ在第

５ 期达到最低点ꎬ此后小幅上升趋向于 ０ꎬ这说明产业结构的冲击对工业制成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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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进口结构的影响主要是正向的ꎮ

图 ６ ＶＡＲ 平稳性检验

图 ７ 进出口结构变化对产业结构变化的脉冲图(右)
和产业结构变化对进出口结构变化的脉冲图(左)

(４)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ꎬ进一步

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ꎮ 表 ５ 是对产业结构的方差分解结果ꎮ 从表 ５
可知ꎬ第 １ 期产业结构的变化全部来源于自身ꎬ从第 ５ 期开始ꎬ产业结构对自

身的贡献率稳定在 ６６％左右ꎻ出口结构的贡献度逐渐增大ꎬ从第 ５ 期后稳定

在 １８％左右ꎻ进口结构从第 ２ 期开始对产业结构的贡献度开始出现ꎬ并从第

４ 期后稳定在 １５％左右ꎮ 以上说明产业结构的变化主要来自于自身的贡献ꎬ
占 ６５ ７％ ꎬ出口结构变化占 １８ ８５％ ꎬ进口结构变化占 １５ ４１％ ꎮ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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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产业结构变化方差分解结果

Ｐｅｒｉｏｄ Ｓ Ｅ ＩＮ ＥＸ ＩＭ

１ ０ ００２ ６１１ １００ ０ ０

２ ０ ００３ ３７０ ７３ ２３６ ３８ １３ ７９６ １０ １２ ９６７ ５２

３ ０ ００３ ４５６ ７１ ２１８ ０２ １４ ０９６ ７３ １４ ６８５ ２５

４ ０ ００３ ６０６ ６７ ７１４ ６３ １７ １５４ ５０ １５ １３０ ８７

５ ０ ００３ ６８４ ６５ ９６７ １４ １８ ８３９ ８３ １５ １９３ ０４

６ ０ ００３ ６９０ ６５ ９２１ ２２ １８ ７８４ ４９ １５ ２９４ ２９

７ ０ ００３ ６９８ ６５ ８２４ ３８ １８ ８１７ ６１ １５ ３５８ ０１

８ ０ ００３ ７０２ ６５ ７７４ ４０ １８ ８１４ ６２ １５ ４１０ ９８

９ ０ ００３ ７０３ ６５ ７４４ １８ １８ ８５０ ４５ １５ ４０５ ３７

１０ ０ ００３ ７０３ ６５ ７４３ ２４ １８ ８５０ ６４ １５ ４０６ １２

不难发现ꎬ在样本期内ꎬ俄罗斯进出口贸易结构变动与产业结构变动之

间存在微弱的相关性ꎮ 产业结构变化是出口结构变化的格兰杰因ꎬ进口结构

变化与产业结构变化不存在格兰杰因ꎮ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４ 年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

发展比较一致ꎬ２００５ 年以后贸易结构“伪超前错位”于产业结构ꎮ 贸易结构

变动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总体是负向的ꎬ产业结构变动对初级产品出口结

构变动的影响是波动的ꎬ对工业制成品进口结构变动的影响主要是正向的ꎮ
总体上ꎬ俄罗斯产业结构的变化更多的来自于自身的贡献ꎬ进出口贸易结构

变化对产业结构的拉动作用十分有限ꎮ

三　 俄罗斯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错位发展原因分析

(一)俄罗斯的政策导向

１ 贸易政策导向

受赶超战略的路径依赖ꎬ俄罗斯一直强调经济增长速度ꎬ为了保持增长ꎬ
政府不得不关注能源经济ꎮ 普京多次强调俄罗斯经济要想复苏ꎬ必须依靠原

材料的出口ꎬ只有这样才能保障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ꎬ才能换回发展新产业

所急需的资金和技术ꎮ 为此ꎬ俄政府颁布各项政策(见表 ６)以期通过石油美

元撬动 ＧＤＰ 的增长ꎮ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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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６ 俄罗斯对能源产业的扶持政策

时间 内容

２０００ 年
石油及石油产品出口关税新政ꎬ每两个月根据世界市场价格修
改一次税率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２ 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出高举能源大旗ꎬ发挥比较优势ꎬ培育竞
争优势ꎬ并开始重视贸易伙伴的多元化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５ 年前俄罗斯出口导向的工业政策构想»提出ꎬ根据出口占
总量比重(４０％ 以上)的标准ꎬ将石油开采、天然气工业、黑色和
有色金属冶金、化工和石化业、森林工业、木材加工业和造纸业
列为出口型行业

２００８ 年
制定«２０２０ 年前俄罗斯对外贸易战略»ꎬ这是俄罗斯为自己正式
制定的中长期对外贸易战略ꎬ在出口政策上ꎬ政府将对天然气、
航空、造船等领域的国有大公司进行大力支持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俄政府取消镍和阴极铜的出口关税ꎻ２００９ 年 ２ 月ꎬ俄
政府取消部分化肥的出口关税ꎬ包括矿物和化工氮肥以及含有
氮、磷、钾二元素和三元素化肥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起ꎬ石油出口关税从 １０ 月的每吨 ４１１ ４ 美元降
至每吨 ３９３ 美元ꎻ中等蒸馏油和重油关税从每吨 ２７１ ５ 美元降至
２５９ ３ 美元ꎬ特殊汽油税降至每吨 ３５３ ７ 美元

　 　
纵观普京时代ꎬ俄罗斯出口商品结构总体没有变化ꎬ这点可以从劳伦斯

指数①(见图 ８)得到印证ꎬ劳伦斯指数在波动中下降ꎬ说明贸易结构变化总

体不明显ꎬ依然以能源出口为主ꎮ

图 ８ 俄罗斯的劳伦斯指数

资料来源:根据«数字俄罗斯»相关年份数据计算得出ꎮ

　 　 ①　 其公式为 Ｌ ＝ １ / ２∑ ｓｉꎬｔ － ｓｉꎬｔ－１ ꎬ其中 ｓｉꎬｔ 为 ｉ产品 ｔ 年在一国总出口中所占比

重ꎮ 劳伦斯指数接近 １ 说明一国贸易结构变动幅度大ꎬ接近 ０ 说明贸易结构变动不大ꎮ ｉ
产品为 ＳＩＴＣ 一级分类的 ０ ~ ９ 类ꎮ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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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产业政策

在普京时期ꎬ俄罗斯制定了三次能源发展战略(见表 ７)ꎬ这些战略都强

调增强能源工业实力、促进能源出口多元化等ꎮ

表 ７ 俄罗斯能源发展战略

时间 战略名称 内容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２０２０ 年前俄罗斯能源

战略»

强调能源是俄罗斯的支柱产业ꎬ要合理使用国

家丰富的能源资源ꎬ保证国家对能源资源的需

求ꎻ从高能耗经济向有效使用能源的经济发展

模式过渡ꎻ大力发展油气资源储备ꎻ发展国内

能源市场等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２０３０ 年前俄罗斯能源

战略»

强调对外能源政策的目标是有效利用资源潜

力ꎬ巩固其在国际能源市场的地位ꎻ实现能源

出口结构和渠道多元化ꎻ开发新的油气产区ꎬ
能源出口方向将向东方转移等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５ 日

«２０３５ 年前俄罗斯能源

战略»

提高俄能源竞争力、促使出口地域和产品多元

化、提高出口产品质量ꎬ巩固俄在国外能源市

场上的地位ꎻ强调亚太地区将是最有前景的能

源出口市场等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ꎬ俄罗斯提出了«２０２０ 年前俄罗斯联邦创新发展

战略»ꎬ强调要从资源依赖型转向创新驱动型ꎬ但能源经济依然是俄罗斯所重

视的行业ꎮ 普京第三任期时积极推动能源跨国并购: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ꎬ俄罗

斯石油公司以 ５５０ 亿美元收购英国“ＢＰ”石油公司和“ＡＡＲ”财团在秋明石油公

司各 ５０％的股份ꎬ收购完成后ꎬ俄罗斯石油公司成为全球最大的上市企业ꎮ
(二)初级产品出口和工业制成品进口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不

健全

１ 初级产品出口畸形发展及其创新带动力不足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４ 年贸易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ꎬ这一方面与俄罗斯经济刚恢

复、参与国际竞争能力较弱有关ꎬ另一方面当时能源价格并未高涨(见图 ９)ꎬ
因此同样的出口量在价值体现上较小ꎮ

虽然俄罗斯矿产品出口占出口比重较大是符合本国资源禀赋的ꎬ但矿

产品出口不是“适度”而是“过度”ꎬ其贸易结构的能源性不仅仅体现在价

值上ꎬ也表现在出口量上ꎬ从表 ８ 看ꎬ除了近两年因乌克兰危机引起西方制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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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卢布贬值等影响外ꎬ２０００ 年之后的煤炭、石油及石油制品的出口量是在

增加的ꎮ

图 ９ 俄罗斯煤炭及天然气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同图 ２ꎮ

表 ８ 俄罗斯煤炭、石油及石油制品出口量 (单位:亿吨)

年份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煤炭 ０ ４４１ ０ ７９８ １ ０５０ １ １６０ １ １１０ １ ３１０ １ ３９０ １ ５３０

原油 １ ４５０ ２ ５３０ ２ ４７０ ２ ４７０ ２ ４４０ ２ ４００ ２ ３７０ ２ ２３０

石油制品 ０ ６２７ ０ ９７１ １ ２４０ １ ３３０ １ ３２０ １ ３８０ １ ５２０ １ ６５０

　 　 资料来源:２０１５ 年«数字俄罗斯»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ｋｓ ｒｕ

上海财经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认为ꎬ出口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是因为出

口带来出口产品价格上升和出口部门要素收入的提高ꎬ从而引起生产要素向

出口部门集中ꎬ社会经济资源从劣势产业流向优势产业的过程提高了资源配

置的效率ꎬ从而起到优化产业结构的作用ꎮ ２００５ 年以后俄罗斯的贸易结构超

前于产业结构发展ꎬ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出口结构带动

了俄罗斯第三产业的发展ꎬ而是一种“伪超前错位”———俄罗斯初级产品出口

并没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ꎬ反而增强了企业对能源的依赖ꎬ因为没有将能源

创造的收入用于创新ꎬ企业创新积极性不高ꎮ 虽然自 ２０００ 年后具有创新积

极性的企业占企业总数的比重有小幅上涨(见表 ９)ꎬ但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

很大的差距ꎬ东欧转型国家的这一指标也高于俄罗斯①ꎮ 总体上ꎬ俄罗斯未

—８６—

① 西方发达国家代表:日本 ２８％ 、英国 ３２ ７％ 、法国 ３４ ３％ ꎻ转型国家代表:匈牙利

１８ ４％ 、保加利亚 １７ ７％ 、波兰 １６ ２％ 、罗马尼亚 １４ ３％ (２０１２ 年数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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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通过创新带动产业结构升级ꎮ

表 ９ 俄罗斯参与创新活动的企业占企业总数的比重(％ )

年份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创新企业占
企业总数比重

８ ８ ９ ０ ９ ５ ９ ６ ９. ６ ９ ７ ９ ９

年份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创新企业占
企业总数比重

１０ ０ ９ ４ ９ ３ ９ ５ １０ ４ １０ ３ １０ １

　 　 资料来源:根据«数字俄罗斯»相关年份数据整理ꎮ

２ 工业制成品进口的“技术外溢”效应不足

俄罗斯凭借能源出口获得财富ꎬ其消费贡献率也远远超过投资贡献率和

净出口贡献率①(见图 １０)ꎮ 由于俄罗斯国内工业制成品生产无法满足日益

增长的消费需求ꎬ工业制成品进口成为必然ꎮ

图 １０ 俄罗斯消费、投资、净出口贡献率(％ )

资料来源:根据«数字俄罗斯»相关年份数据计算得出ꎮ

进口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机制在于进口国可以通过进口获得更好的中

间产品ꎬ通过“技术外溢”效应ꎬ中间产品的进口可刺激进口国对该产品进行

学习和模仿ꎬ甚至开发具有竞争性的类似产品ꎬ从而促进进口国的技术进步ꎮ

—９６—

① 消费贡献率等于最终消费支出增量与支出法 ＧＤＰ 增量的比率ꎻ投资贡献率等于

资本形成总额增量与支出法 ＧＤＰ 增量的比率ꎻ净出口贡献率为净出口增量与支出法

ＧＤＰ 增量的比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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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受制于较小的人口规模、强大的资源部门、政府和企业的学习意愿和能力、
本国工业制成品生产设备、技术等的限制ꎬ模仿并不容易ꎬ且俄罗斯居民发现

进口产品比国产同类型产品更加物美价廉ꎮ 这导致国内相关产业继续衰弱

恶化ꎮ
(三)产业结构的“伪升级”
从贸易结构超前的另一个角度看是产业结构的滞后ꎬ而从统计数据看ꎬ

俄罗斯第三产业比重在整个普京执政时期都是最高的ꎬ也就是所谓的产业结

构高级化ꎬ但这种升级并不是真正的升级ꎬ而是一种“伪升级”ꎮ 我们通过产

业结构超前系数判断产业结构变动方向ꎮ 产业结构超前系数是测定某一产

业结构增长相对于整个经济系统增长趋势的超前测度ꎬ见公式(４):

Ｅ ｉ ＝ αｉ ＋
(αｉ － １)

Ｒ ｔ
(４)

其中ꎬ Ｅ ｉ 为第 ｉ 部门的结构超前系数ꎬ αｉ 为第 ｉ 部门报告期所占份额与

基期所占份额之比ꎻ Ｒ ｔ 为同期 ｉ 部门所在经济系统平均增长率ꎬ见公式(５)

Ｒ ｔ ＝
(ｌｎＧＤＰ报告期 － ｌｎＧＤＰ基期)

ｎ (５)

Ｅ ｉ 大于 １ꎬ表示第 ｉ 产业超前发展ꎬ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ꎻ Ｅ ｉ 小于 ｌꎬ表示

第 ｉ 产业发展相对滞后ꎮ 根据测算ꎬ俄罗斯跨期的 Ｅ ｉ 值如图 １１ 所示ꎮ

图 １１ 俄罗斯产业结构超前系数

资料来源:根据«数字俄罗斯»相关年份数据计算得出ꎮ

从图 １１ 可以看出ꎬ俄罗斯第二产业 Ｅ２ 大于 ｌꎬ第三产业 Ｅ３ 除了少数年份

大于 ｌ 外ꎬ均小于 １ꎬ说明俄罗斯第三产业发展低于 ＧＤＰ 发展ꎬ也就是说俄罗

斯产业结构没有实现真正高级化ꎮ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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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 年后俄罗斯贸易结构超前于产业结构是由于受政府贸易政策、产业

政策的影响ꎬ出口产品畸形发展ꎮ 初级产品出口和工业制成品进口对产业结

构作用机制不健全ꎬ导致贸易结构对产业结构影响不大ꎬ而产业结构的“伪升

级”加剧了这种错位的印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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