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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进口替代的宏观结构、
地区分布与货币偏差

王志远

　 　 【内容提要】 　 ２０１４ 年美欧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ꎬ俄罗斯则以进口替

代政策作为反制措施以带动经济复苏ꎮ 近年来ꎬ俄罗斯进口替代取得一定

效果ꎬ在宏观经济结构中表现为进口下降、出口增长ꎬ这意味着俄罗斯进口

替代政策近似于出口导向政策ꎮ 但是ꎬ在物质实体层面上ꎬ原本依靠进口满

足的生产设备、消费资料和关键技术等要素仍然没有得到国内生产填补ꎬ因
此消费和投资与制裁前相比均表现为下降ꎮ 从联邦区和联邦主体层面的出

口和净出口两项数据看ꎬ俄罗斯进口替代具有明显地域性特征ꎬ对于西北联

邦区这种外向型经济区域ꎬ在进口替代政策促动下出口增长迅速ꎬ净出口成

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源ꎬ而对于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这样的加工业地区

来说ꎬ美欧制裁负面作用更为明显ꎬ部分联邦主体净出口项目表现为下降ꎮ
分析发现ꎬ根据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ꎬ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进

口替代效果ꎬ若以卢布不变价格测算ꎬ俄罗斯经济主要依靠出口增长带动ꎬ
而如果将卢布按当年汇率换算为美元ꎬ俄罗斯自遭受经济制裁以来ꎬ出口项

目表现为下降ꎬ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净出口项目拉动ꎮ 澄清这其中货币偏差

的原因与本质ꎬ有助于认识美欧制裁对俄罗斯经济的实质影响ꎬ也有助于理

解俄罗斯进口替代政策的总体效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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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之后ꎬ美欧联手对俄罗斯

展开经济制裁ꎮ 在遭遇经济断崖式下滑之后ꎬ俄方随即启动了进口替代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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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措施ꎬ并且开始全面调整对外经济战略ꎮ 当前ꎬ在美欧制裁尚未退出的

情况下ꎬ来自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又接踵而至ꎬ对俄罗斯经济影响巨大ꎮ 但

是从更深层次分析ꎬ俄罗斯实行进口替代政策本身对外部冲击具有一定缓冲

作用ꎬ从而保持经济稳定性和维持政策自主性ꎮ 由此可以提出三个问题:一
是美欧对俄经济制裁是否产生实质性作用ꎻ二是俄罗斯进口替代能否真正发

挥稳定经济功能ꎻ三是进口替代发生在俄罗斯哪些领域和哪些地方? 为回答

上述问题ꎬ本文从进口替代内在本质逻辑构建分析框架ꎬ讨论美欧制裁以来

俄罗斯的宏观经济特点和进口替代地域ꎬ最后阐释由于统计数据中货币偏差

问题所引起的观点对立ꎮ

一　 制裁与进口“缺口”

关于进口替代ꎬ传统理论聚焦于依托国内生产替代原来进口产品ꎮ 现实

中ꎬ大多数开展进口替代的国家都属于新兴经济体ꎬ实施进口替代本身带有

主动性特点ꎬ其目标在于降低进口产品规模ꎬ拓展国内产品的市场空间ꎬ以此

来带动本国经济增长ꎮ 自然ꎬ此中进口替代的发生领域必然出现在本国拥有

比较优势的新兴产业之内ꎮ
但是ꎬ近年来俄罗斯进口替代则明显与教科书所描述情形不同ꎮ 这其中

的顺序是先有美欧制裁、后有进口替代ꎬ后者属于前者的对冲操作或反制措

施ꎬ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俄罗斯进口替代很难有自主性选择ꎬ进口替代发生

领域也必然不属于俄罗斯优势产业ꎬ反而相当部分属于缺乏自主创新和竞争

能力薄弱的非优势产业ꎮ
从国民经济实物平衡角度看ꎬ由于事后经济统计所具有的必然平衡性ꎬ

总供给与总需求表现为必然相等(Ｃ ＋ Ｓ ＋ Ｍ ＝ Ｃ ＋ Ｉ ＋ Ｘ)ꎮ 在上述方程中ꎬ进
口(Ｍ)并非由国内生产形成ꎬ而是属于外国产出ꎬ因此在 ＧＤＰ 中划为扣除项

而非增加项ꎮ 理论上通常将净出口(Ｘ － Ｍ)视为国内总需求一部分ꎬ再加上

国内消费(Ｃ)和国内投资(Ｉ)ꎬ共同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ＧＤＰ ＝
Ｃ ＋ Ｓ ＝ Ｃ ＋ Ｉ ＋ Ｘ － Ｍ)①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这其中储蓄( Ｓ)指实物储蓄而非

货币储蓄ꎬ即国内总产出扣除消费后的余额ꎬ因此ꎬ实物储蓄还包括未消

费、未投资的库存产品ꎬ理论上将其定义为存货投资ꎬ以使总供给与总需求

—２—

① 由于消费、投资和出口对总需求产生正向拉动作用ꎬ因此ꎬ通常也将这三项描述

为“三驾马车”ꎬ但在理论上第三项应表述为净出口更为准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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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统计平衡ꎮ
因此ꎬ在进口替代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中ꎬ提高净出口就相当于拉

动总需求ꎬ进口下降必然会带来经济增长ꎮ 表面上看ꎬ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立

足于需求端拉动ꎬ但实质上进口替代却发生在国民经济统计的供给侧ꎮ 具体

说ꎬ如果进口替代表现为进口下降ꎬ同时还应保证消费、投资和出口(Ｃ ＋ Ｉ ＋
Ｘ)之和ꎬ或是下降幅度小于前者ꎬ或是保持增长ꎬ这样进口替代才会取得增

长效果ꎮ 否则ꎬ如果进口下降幅度完全被消费、投资、出口下降之和所抵消ꎬ
国民收入非但不会增长ꎬ反而会出现下降ꎮ 也就是说ꎬ进口替代取得正向效

果的 必 要 条 件 为: ΔＣ ＋ ΔＩ ＋ ΔＸ ⩾ ０ 或 者 ΔＣ ＋ ΔＩ ＋ ΔＸ < ０ 且

ΔＣ ＋ ΔＩ ＋ ΔＸ < ΔＭ ꎮ 前一种情形ꎬ就是教科书式理想型进口替代ꎬ意味

着进口下降没有引致产出水平同步下降ꎬ国民经济在获得增长的同时ꎬ还带

来对外贸易依存度下降的好处ꎮ 第二种情形意味着进口下降ꎬ导致消费、投
资、出口之和下降ꎬ只不过下降幅度小于进口项幅度ꎬ这样对于 ＧＤＰ 也具有

正向拉动作用ꎬ具体增长幅度则由两组数据相对关系决定ꎮ
在现实中ꎬ很多国家进口替代过程中都会出现第二种情形ꎮ 这是因为ꎬ

尽管进口在 ＧＤＰ ＝ Ｃ ＋ Ｉ ＋ Ｘ － Ｍ 中是作为扣除项ꎬ从公式上看当然是进口下

降有助于经济增长ꎬ但是进口同时也作为国民经济的供给侧存在ꎬ即 Ｃ ＋ Ｓ ＋
Ｍ ＝ Ｃ ＋ Ｉ ＋ Ｘꎬ如果进口下降不能被国内消费生产和实物储蓄填补ꎬ特别是某

些关键设备和技术如果不能依靠进口获得ꎬ反而会影响国内投资和消费ꎬ必
然会造成总供给不足ꎬ从而引起 Ｃ ＋ Ｉ ＋ Ｘ 总体水平下降ꎮ

近 ５ 年ꎬ俄罗斯进口替代就属于上述第二种情形ꎬ进口下降所产生的供

给侧约束表现得十分明显ꎮ 俄罗斯进口下降并非主动、渐进式过渡ꎬ而是由

美欧制裁引起的一次性断崖式下降ꎬ消费供给和储蓄供给不可能瞬间填补这

个进口“缺口”ꎬ从而使得替代过程异常艰难缓慢ꎮ 反映在总供给与总需求平

衡方程上ꎬ进口下降导致总供给能力下降ꎬ从而影响总需求中的消费和投资ꎬ
这就是制裁当年俄罗斯经济出现下滑的根本原因ꎮ

俄罗斯进口下降主要受美欧经济制裁影响ꎬ因此可以将进口下降幅度定

义为制裁的“缺口” (用 ΔＭ 表示ꎬ下文中也称进口“缺口”)ꎬ在 ＧＤＰ 公式中

与之相关的消费、投资、出口(Ｃ ＋ Ｉ ＋ Ｘ)下降程度用 Δ(Ｃ ＋ Ｉ ＋ Ｘ)表示ꎮ ΔＭ
和 Δ(Ｃ ＋ Ｉ ＋ Ｘ)这两项之间相对关系可以反映俄罗斯进口替代的效果ꎮ

确定 ΔＭ 的关键在于ꎬ如何界定美欧制裁和进口下降的时间节点ꎮ 当

前ꎬ对于俄罗斯进口额断崖式下降ꎬ其中根本原因在于美欧经济制裁的外部

影响已经形成基本共识ꎮ 但是ꎬ关于制裁所产生负面作用的具体时间节点还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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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再稍作说明ꎮ 通过回顾可以发现:美国制裁俄罗斯时间更早ꎬ开始于克里

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并入俄罗斯联邦ꎬ也就是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８ 日之后ꎻ欧盟

实施制裁时间则稍晚ꎬ开始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７ 日马航 ＭＨ１７ 坠机乌克兰境内

之后ꎬ出于维护欧洲版图范围内集体安全而对俄罗斯展开经济制裁①ꎮ 所

以ꎬ美欧经济制裁本身存在时间差ꎬ制裁程度对俄罗斯经济也存在不同影响ꎮ
此外ꎬ还应当考虑经济制裁本身具有时滞性ꎬ例如春天开始实施的制裁ꎬ可能

是一个月后ꎬ甚至到了夏天才会反映到俄罗斯进口数据上ꎮ 这自然带来了一

个问题ꎬ即怎样评估俄罗斯在遭受制裁时的进口下降规模ꎬ具体说就是以哪

个年度为时间节点? 相对准确的办法应当是跳过 ２０１４ 年ꎬ选择 ２０１３ 年不受

制裁条件下的进口额为基准水平ꎬ按照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８ 年进口额与 ２０１３ 年进口

额之差测算ꎮ 这意味着ꎬ本文承认制裁具有时滞性ꎬ２０１４ 年制裁对进口的影

响全部反映在 ２０１５ 年之后的数据上ꎮ 然后ꎬ再与没有遭受制裁的 ２０１３ 年进

口数据相减ꎬ可以得到不同年份因制裁而产生的进口“缺口”ꎮ
美欧对俄制裁具有一次性和持续性特点ꎬ所谓一次性就是在 ２０１４ 年所

有制裁措施均予以实施ꎬ而持续性则表明因制裁而产生的进口“缺口”在制裁

没有撤销之前始终存在于俄罗斯对外贸易中ꎮ
至于进口“缺口”(ΔＭ)的内在结构形式ꎬ可以按照进口商品的宏观经济

部门在消费和投资之间做初步划分ꎮ 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时通

常将进口产品划分为三个大类:消费品(直接满足家庭和个人需求)、中间商

品(不用于最终消费的商品)、投资品(替换、更新和改善固定资产)ꎮ 考虑到

中间商品进口大多属于生产资料范畴ꎬ很少用于国内居民消费ꎬ因此将后两

类合并为生产资料进口ꎮ 这相当于将进口看作由两部分组成:消费品进口

ＭＣ 和生产资料进口 ＭＩ(包括技术和设备等)ꎬ前者供应于国内消费领域ꎬ后
者供应于国内投资领域ꎬ与之相对应的进口“缺口” 分别表示为 ΔＭＣ 和

ΔＭＩ
②ꎮ 这样ꎬ可以根据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５ 年俄罗斯进口统计数据差额ꎬ测算制裁

—４—

①

②

王志远:«霸权与制裁:“俄罗斯动荡”能否撼动世界新平衡»ꎬ«俄罗斯学刊»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ꎮ

这种划分方法需要假设进口产品不再出口ꎬ也就是视转口贸易为零ꎬ考虑到俄罗

斯进口下降主要由外部制裁造成ꎬ而美欧制裁措施不会针对无关俄罗斯经济的转口贸易ꎬ
所以此假设不至于产生过多偏差ꎮ 同时ꎬ进口包括有形产品和服务ꎬ而技术、专利等服务

业进口也视为与生产相关的原材料ꎬ这部分进口规模大体相当于进口产品中扣除消费品

之外的余额ꎮ 理论上ꎬ这相当于借鉴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两大部类(Ⅰ生产资料、Ⅱ消

费资料)的划分方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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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２０１５ 年产生的进口“缺口”ꎮ 考虑到美欧对俄制裁至今还没有撤销ꎬ此后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８ 年进口规模与 ２０１３ 年的差额同样均可视为当年制裁的“缺口”
(见表 １)ꎮ

表 １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进口情况与制裁“缺口” (单位:亿美元)

年份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进口总额 ３ １５３ ０ ２ ８７０ ７ １ ８２９ ０ １ ８２４ ５ ２ ２７４ ６ ２ ３８７ １

消费品进口 ８５４ ６ ７８１ ２ ５０６ ８ ４８７ ８ ５９９ １ ６３８ ９

生产资料进口 ２ ２９８ ４ ２ ０８９ ５ １ ３２２ ２ １ ３３６ ７ １ ６７５ ５ １ ７４８ ２

进口“缺口” — －２８２ ３ － １ ３２３ ９ － １ ３２８ ５ － ８７８ ３ － ７６５ ９

消费品“缺口” — －７３ ４ － ３４７ ８ － ３６６ ８ － ２５５ ５ － ２１５ ７

生产资料“缺口” — －２０８ ９ － ９７６ ２ － ９６１ ７ － ６２２ ９ － ５５０ ２

资料来源:根据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网站 Товар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импор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表格整理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ｋｓ ｒｕ / ｆｏｌｄｅｒ / １１１９３＃

注:消费品进口包括农产品、皮革制品、纺织品和宝石制品 ４ 项ꎬ其中也包括部分中间

商品ꎬ但在统计数据中无法准确析出ꎬ考虑到这些中间商品进入俄罗斯海关后也大多经过

加工进入消费领域ꎬ因此将其整体纳入消费品ꎬ这相当于稍微高估了消费品进口规模ꎻ生
产资料进口包括矿产品、化工产品、木材和工业设备 ４ 项ꎬ此外ꎬ还有规模不大的其他进口

项目ꎬ即使其中包括消费品进口ꎬ也整体纳入生产资料之内ꎬ可以粗略作为消费品进口高

估的平衡项ꎮ

从表 １ 中很容易看到两个大体相当:２０１３ 年是俄罗斯进口峰值ꎬ受美欧

经济制裁影响ꎬ２０１５ 年进口下降形成的“缺口”大体上与 ２０１６ 年相当ꎻ此后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制裁“缺口”与前两年相比稍有回落ꎬ但此两年规模也大体

相当ꎮ 这意味着ꎬ俄罗斯遭受制裁后进口下降表现为两阶段特点ꎬ也就是说

在制裁没有撤销的情况下ꎬ由于俄罗斯“转向东方”而部分实现了“用进口替

代进口”ꎮ 当然ꎬ这种对外关系的转向并不意味着俄罗斯放弃欧洲而争取东

方①ꎮ 在进口方面ꎬ“转向东方”所获得收益实质是俄罗斯遭受制裁后的增

量ꎬ即相当于“用进口替代进口”ꎬ这部分增量在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年间填补了部分

制裁所造成的进口“缺口”ꎮ
至于说ꎬ这部分制裁“缺口”的来源地ꎬ由于美欧联手实施制裁ꎬ很容易将

其联想为俄罗斯对美国和欧盟的进口下降ꎬ其实并非如此ꎮ 作为参照系ꎬ可以

选择俄罗斯从“七国集团”的进口情况作为对比ꎬ衡量美国在贸易制裁方面所发

挥的作用ꎮ 事实上ꎬ正是在 ２０１４ 年夏天ꎬ俄罗斯这个曾经的“八国集团”成员重

—５—
① 赵华胜:«评俄罗斯转向东方»ꎬ«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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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排除在“七国集团”之外ꎬ也被视为制裁俄罗斯的一项举措ꎮ 然而ꎬ美国作为

最先呼吁这次联合制裁的国家ꎬ在对俄罗斯出口数据方面却表现得较为温和ꎮ

表 ２ 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与“七国集团”进口下降情况 (单位:亿美元)

进口国 美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日本 意大利 加拿大

２０１３ 年 １６５ ４ ８１ １ ３７９ ２ １３０ １ １３５ ６ １４５ ５ １８ 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４ ５ ３７ ２ ２０４ ４ ５９ ２ ６８ １ １２７ ３ ８ ４

制裁“缺口” － ５０ ８ － ４３ ８ － １７４ ８ － ７０ ９ － ６７ ５ － １８ ３ － ９ ７

２０１５ 年比 ２０１３ 年
下降幅度(％ ) ３０ ７ ５４ １ ４６ １ ５４ ５ ４９ ８ １２ ５ ５３ ６

资料 来 源: 根 据 俄 罗 斯 联 邦 国 家 统 计 局 网 站 Внешняя торговл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о странами дальнего зарубежья 表格整理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ｋｓ ｒｕ / ｆｏｌｄｅｒ / １１１９３＃

表 ２ 列出“七国集团”对俄罗斯制裁所产生的“缺口”ꎬ按照绝对数值测

算ꎬ美国位列第四ꎬ这尚属于中等水平ꎬ而按照相对下降幅度测算ꎬ美国则位

列第六ꎬ仅高于意大利ꎮ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ꎬ这种情形似乎都有些出人意料ꎮ
事实上ꎬ美国与俄罗斯相距遥远ꎬ美国西海岸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相隔于太平

洋ꎬ美国东海岸与俄罗斯之间不仅有大西洋ꎬ还有多半个欧洲大陆连绵其中ꎬ
两国对外贸易规模根本上受制于地理环境因素ꎮ 俄罗斯从加拿大进口规模

也存在与之类似情况ꎬ只不过还受限于加拿大自身经济规模ꎬ导致进口绝对

数额明显偏低ꎮ 当然ꎬ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对俄罗斯制裁程度偏弱ꎬ美国更多

措施针对金融领域ꎬ这也是其他欧洲国家所不具备的“重武器”ꎮ 也就是说ꎬ
在俄罗斯国际收支平衡表上ꎬ美国制裁主要针对资本项目ꎬ而欧洲制裁则主

要体现在经常项目上①ꎮ 这说明ꎬ美欧制裁对俄罗斯所造成的进口“缺口”大
部分涉及欧洲而不是美国ꎮ 俄罗斯“转向东方”所形成的“用进口替代进口”ꎬ
相当于以来自东方的进口商品替代原本来自欧洲的进口商品ꎮ

这部分“用进口替代进口”规模表现得较为稳定ꎬ在表 １ 中表现为两阶段

“大体相当、略有增长”: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进口规模大体相当ꎬ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进口规模大体相当ꎻ后两年消费品进口增长约 １００ 亿美元ꎬ生产资料进口增

长约 ３００ 亿美元ꎮ 这两部分进口增幅ꎬ可以视为俄罗斯通过以“进口代替进口”
所能达到的合理规模ꎬ其余部分“缺口”则需要国内生产来实现进口替代ꎮ

—６—

① 根据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数据估计ꎬ俄罗斯从欧洲主要国家(２０ 个国家)进口

规模在 ２０１５ 年下降 ６３６ ９１ 亿美元ꎬ这相当于当年全部进口下降规模的 ５０％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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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进口“缺口”与替代率

俄罗斯因制裁而产生的进口“缺口”在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９ 年间得到一定填补ꎬ
其中包括“转向东方”所带来的进口增长ꎮ 但是ꎬ美欧制裁所造成的进口“缺
口”客观存在ꎬ这将对俄罗斯产生多少影响ꎬ俄罗斯进口替代能在多大程度上

缓解此影响ꎮ 考察这一过程ꎬ理论上有很多种方法ꎬ例如传统理论上自给率

和对外贸易依存度等指标ꎬ比较适合评估具体产业ꎬ也有助于中长期趋势分

析①ꎮ 与之相比ꎬ本文更侧重于宏观经济总量与结构层面的进口替代ꎬ因此ꎬ
依据前述 ΔＭ 和 Δ(Ｃ ＋ Ｉ ＋ Ｘ)两组数据关系解释近年来俄罗斯从衰退到增长

的进口替代之路ꎬ这相当于讨论进口替代究竟发生在哪个国民经济部门

之中ꎮ
在讨论这两组数据关系时ꎬ首先需要解决数据可比性问题ꎮ 表 １ 是依据

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对外贸易数据整理ꎬ其中进口数据均以当年度进出口

实际美元结算价格测算ꎮ 考虑到美元内在价值波动幅度不大ꎬ至少与卢布相

比是如此ꎬ因此不需要将美元通货膨胀因素考虑在内ꎬ这不致引起太大统计

误差ꎮ 然而ꎬ在讨论 ΔＭ 和 Δ(Ｃ ＋ Ｉ ＋ Ｘ)相互关系时ꎬ由于俄罗斯国内通货膨

胀加上近年来卢布汇率波动等问题ꎬ必须选择不变价格统计数据来讨论宏观

经济增长问题ꎮ
表 ３ 中数据均以 ２０１６ 年价格水平为不变价格ꎬ此中进口数据相当于将表 １

中美元标价换算为当年度卢布ꎬ再依 ２０１６ 年卢布实际价值进行“去通货膨胀”
换算ꎮ 两者区别在于:若以数据真实性而论ꎬ表 １ 数据较为准确ꎬ因为进口本身

体现为当年真实发生额ꎬ再进行任何换算都缺乏实际意义ꎻ而从可比性角度看ꎬ
显然表 ３ 中数据更为合适ꎬ特别是在比较 ΔＭ 和 Δ(Ｃ ＋ Ｉ ＋ Ｘ)相互关系时ꎮ 从

表 ３ 中可以看出俄罗斯宏观经济的三个明显特征ꎮ

表 ３　 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及其结构(按 ２０１６ 年不变价格) (单位:万亿卢布)

年份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国内生产总值 ８６ ５３３ １ ８７ １７０ ２ ８５ ４５０ ６ ８５ ６１６ １ ８７ １７９ ３ ８９ ３９０ ４ ９０ ５８９ ９

消费 ６７ １５７ ０ ６７ ７５２ ９ ６２ ３５４ ０ ６１ ３９８ ５ ６３ ４８６ １ ６５ ２４７ ３ ６６ ８３２ ９

投资 ２４ ０８６ ４ ２２ ５４８ ５ １９ ９００ ６ １９ ７７３ ４ ２１ ０４０ ８ ２０ ９２２ ５ ２１ ７２６ ４

—７—
① 高晓慧:«俄罗斯进口替代与经济危机»ꎬ«俄罗斯学刊»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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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年份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出口 ２０ ５９０ ４ ２０ ６９５ ５ ２１ ４５５ ７ ２２ １３５ ６ ２３ ２４５ ４ ２４ ５３４ ８ ２３ ９６１ ５

进口 ２６ ４１８ ５ ２４ ５００ ４ １８ ３６５ ８ １７ ６９１ ４ ２０ ７５４ ７ ２１ ３００ ４ ２２ ０１４ ２

资料 来 源: 俄 罗 斯 联 邦 国 家 统 计 局 网 站 Элементы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валового
внутреннего продукта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ｋｓ ｒｕ /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注:由于表中各项数据均按照不同领域通货膨胀水平做除法扣除ꎬ因此ꎬ不变价格统计

ＧＤＰ 与 Ｃ ＋ Ｉ ＋ Ｘ －Ｍ 之间存在误差ꎬ这并非统计误差而是不同年度卢布价值换算误差ꎮ

第一ꎬ进口“缺口”的总量替代ꎮ 如表 ４ 所示ꎬ对比 Δ(Ｃ ＋ Ｉ ＋ Ｘ)与 ΔＭ 关

系ꎬ可以清楚地看到进口下降对总供给和总需求的负面影响ꎮ ２０１４ 年开始的

美欧制裁ꎬ在当年度并没有对进口产生太大影响ꎬ甚至只引起总需求水平微

减ꎬ进口下降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反而有推动作用ꎮ 然而ꎬ在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进

口下降所产生的负面作用充分暴露ꎬΔ(Ｃ ＋ Ｉ ＋ Ｘ)与 ΔＭ 下降幅度大体相等ꎬ
这说明进口“缺口”在总量上不仅没有被国内生产所替代ꎬ反而因设备与技术

短缺ꎬ俄罗斯国内供给侧的部分生产领域被迫停止ꎬ由此产生消费和投资下

降ꎮ 情况改变出现在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９ 年间ꎬ进口“缺口”仍然存在、略有缩小(前
文所述“用进口替代进口”作用)ꎬ总需求水平却快速提高ꎬ２０１９ 年总需求更

是超过制裁前 ２０１３ 年水平ꎮ 因此ꎬ在进口“缺口”与国内替代关系中ꎬ存在两

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 年ꎬ表现为从“制裁影响初显”到“制裁

真实影响”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下降ꎻ第二阶段是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 年ꎬ国内产出逐

渐在 ＧＤＰ 总量上对进口“缺口”实现替代ꎬ最为明显的时间标志是 ２０１９ 年ꎬ总
产出增量提高几乎完全弥补了进口下降所带来的消费和投资方面损失ꎮ

表 ４　 俄罗斯进口“缺口”与总需求的关系(按 ２０１６ 年不变价格) (单位:万亿卢布)

年份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ΔＭ — －１ ９１８ １ － ８ ０５２ ７ － ８ ７２７ １ － ５ ６６３ ８ － ５ １１８ １ － ４ ４０４ ３

Δ(Ｃ ＋ Ｉ ＋ Ｘ) — －０ ８３６ ９ － ８ １２３ ５ － ８ ５２６ ３ － ４ ０６１ ５ － １ １２９ ２ ０ ６８７ ０

Δ(Ｃ ＋ Ｉ) — －０ ９４２ ０ － ８ ９８８ ８ － １０ ０７１ ５ － ６ ７１６ ５ － ５ ０７３ ６ － ２ ６８４ １

ΔＸ — ０ １０５ １ ０ ８６５ ３ １ ５４５ ２ ２ ６５５ ０ ３ ９４４ ４ ３ ３７１ １

资料来源:根据表 ３ 整理ꎬ其中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９ 年数据均为当年数据与 ２０１３ 年数据相减

所得ꎮ

第二ꎬ进口“缺口”的国内外结构替代ꎮ 表 ４ 中还列出了 Δ(Ｃ ＋ Ｉ)和 ΔＸ
数据ꎬ比较 ΔＭ 可以看到ꎬ尽管总量上完成对进口“缺口”替代ꎬ并不意味着结

构上也同时完成ꎮ 按照国内外市场的划分:消费与投资之和代表国内市场需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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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ꎬ此数据在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９ 年间均低于 ２０１３ 年水平ꎻ出口则代表国外市场需

求ꎬ这项数据在 ２０１４ 年俄罗斯遭受制裁后猛增ꎮ 这说明在总需求中ꎬ国内市

场尚未完成对进口“缺口”的替代ꎬ总产出水平之所以增长ꎬ主要是依靠出口

产品增长实现ꎮ 说明美欧经济制裁中涉及俄罗斯进口项目中ꎬ存在很多俄罗

斯国内无法生产的刚性产品“缺口”ꎬ所谓进口替代仅仅是因为另外生产更多

其他商品ꎬ取得出口项增长ꎬ才实现了经济总量复苏ꎮ 也就是说ꎬ俄罗斯进口

替代效果主要表现在经济总量的货币价值替代之上ꎬ而非实物层面的进口产

品替代ꎮ 俄罗斯得益于独特资源优势ꎬ出口产品弹性较大、增速较快ꎬ特别是

农产品、化学产品和矿产品(包括石油、天然气)等主要出口产品均具有国际

竞争优势ꎬ这 ３ 种产品 ２０１８ 年分别占出口总额的 ５ ５％ 、６ １％ 和 ６４ ９％ ①ꎮ
在进口替代政策实施中ꎬ俄罗斯出口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ꎬ此时

俄罗斯更像是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的复合型增长模式ꎮ
第三ꎬ国民经济结构中消费和投资的结构转换ꎮ 如前文所述ꎬ进口“缺

口”可以划分为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两大类ꎬ由此分别产生消费品“缺口”和生

产资料“缺口”ꎮ 按照进口替代的本来逻辑ꎬ这部分商品应当由国内生产来替

代ꎮ 但是ꎬ由于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和技术条件等约束ꎬ俄罗斯用国内商品替

代进口商品却很难实现ꎮ 事实上ꎬ这本身受限于美欧制裁名单上的特定商

品ꎬ从侧面也反映美欧经济制裁的精准性和有效性ꎮ 因此ꎬ进口替代表现在

国内市场上ꎬ只能是以国内消费品替代进口消费品、以国内生产资料替代进

口生产资料ꎬ至于具体到某种进口商品种类ꎬ自然不可能实现物质平衡的完

全替代ꎬ而只能追求经济价值平衡关系的替代ꎮ 从表 ５ 中可以看到:在消费

方面ꎬ２０１４ 年美欧制裁当年俄罗斯消费水平并没有下降ꎬ而在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８ 年

中消费下降幅度明显大于进口消费品“缺口”ꎬ这种趋势直到 ２０１９ 年才得以

扭转ꎬ但仍未达到 ２０１３ 年制裁前水平ꎮ 在生产资料方面则表现出另外一番

景象ꎬ２０１４ 年进口生产资料“缺口”导致国内投资下降ꎬ两者幅度大体相当ꎬ
随后投资降幅虽小于进口生产资料“缺口”ꎬ但也未能实现有效进口生产资料

替代ꎮ 从美欧制裁对俄罗斯消费、投资影响程度看ꎬ消费领域稍弱于生产资

料领域ꎬ因为对于消费品俄罗斯可以通过从其他国家进口或是国内生产来完

成替代ꎬ而对于制裁目录上的生产资料ꎬ特别是某些高技术含量生产资料ꎬ俄
罗斯尚未完成替代ꎮ

—９—

① 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网站 Товар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экспор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фактически действоваших ценах)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ｋｓ ｒｕ / ｆｏｌｄｅｒ / １１１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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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俄罗斯进口“缺口”与消费、投资的关系(按 ２０１６ 年不变价格)
(单位:万亿卢布)

年份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ΔＣ — ０ ５９５ ９０ － ４ ８０３ ００ － ５ ７５８ ５０ － ３ ６７０ ９０ － １ ９０９ ７０ － ０ ３２４ １０

ΔＭＣ — －０ ４９３ ３６ － ２ ０７１ ２１ － ２ ４３０ ６１ － １ ６９３ ８４ － １ ４５９ ４６ － １ ３０１ ８１

ΔＩ — －１ ５３７ ９０ － ４ １８５ ８０ － ４ ３１３ ００ － ３ ０４５ ６０ － ３ １６３ ９０ － ２ ３６０ ００

ΔＭＩ — －１ ４２４ ７４ － ５ ９８１ ２９ － ６ ２９６ ４０ － ３ ９６９ ８７ － ３ ６５８ ６４ － ３ １０２ ４１

资料来源:按 ２０１６ 年不变价格测算的进口“缺口”来自表 ３ꎬ再根据表 １ 中各年度消费

品与生产资料的比例ꎬ确定按不变价格测算的消费品“缺口”和生产资料“缺口”ꎮ 例如ꎬ表
１ 中 ２０１４ 年进口总额中消费和生产资料占比分别为 ２７ ２％ 和 ７２ ８％ ꎬ代入表 ３ 中 ２０１４ 年

进口数据２４ ５００ ４ 万亿卢布ꎬ按比例分配可得消费品进口为６ ６６７ 万亿卢布、生产资料进口

为 １７ ８３３ ４ 万亿卢布ꎮ 此外ꎬ２０１９ 年比例关系按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 年均值估算ꎮ

上述三方面特征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俄罗斯近年来进口替代的着力点与

落脚点ꎮ 为了更好地诠释此中内在和动态关系ꎬ需要构建替代率公式ꎮ
所谓替代率实质上就是国内产出对进口下降的替代程度ꎬ其本身含义与进

口替代目标模式完全一致ꎮ 测算替代率需要考虑进口下降的引致效应ꎬ也就是

上文所提到因进口“缺口”而导致的不同层面产出水平下降ꎮ 如果将产出水平

下降与进口“缺口”之比(Δ(Ｃ ＋ Ｉ ＋ Ｘ) / ΔＭ)视为负面影响ꎬ那么作为衡量正向

效果的总体替代率应等于 １ － Δ(Ｃ ＋ Ｉ ＋ Ｘ)
ΔＭ ꎮ 以此类推ꎬ还可得到国内市场替

代率 １ － Δ(Ｃ ＋ Ｉ)
ΔＭ 、消费替代率 １ － ΔＣ

ΔＭＣ
和生产资料替代率 １ － ΔＩ

ΔＭＩ
ꎮ

关于这些公式需要作出说明ꎬ以总体替代率为例:在考察进口替代中ꎬΔＭ 必

然小于零ꎬ数值为负ꎬ当 ΔＣ ＋ΔＩ ＋ ΔＸ⩾０ 时ꎬ１ － Δ(Ｃ ＋ Ｉ ＋Ｘ)
ΔＭ 必然大于等于 １ꎬ表

示进口替代已经在总量层面上实现ꎻ当 ΔＣ ＋ ΔＩ ＋ ΔＸ < ０ 且 ΔＣ ＋ΔＩ ＋ΔＸ <

ΔＭ 时ꎬ１ －Δ(Ｃ ＋ Ｉ ＋Ｘ)
ΔＭ 应当介于 ０ 和 １ 之间ꎬ表示进口替代部分实现ꎻ当 ΔＣ ＋

ΔＩ ＋ΔＸ <０ 且 ΔＣ ＋ΔＩ ＋ΔＸ ⩾ ΔＭ 时ꎬ１ － Δ(Ｃ ＋ Ｉ ＋Ｘ)
ΔＭ 小于等于 ０ꎬ表示以进

口替代应对美欧制裁未产生任何经济效果ꎮ 同理ꎬ在国内市场替代率、消费替代

率和生产资料替代率公式中ꎬ也必然符合上述特点ꎮ
据此可以测算不同层次的进口替代率ꎬ具体数据如表 ６ 所示ꎮ 通过替代

率动态数据很容易看到:第一ꎬ在国内生产总值进口替代的总体层面上ꎬ２０１６
年总体替代率开始大于零ꎬ表示进口替代产生实质性正向作用ꎬ到 ２０１９ 年已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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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属于完成状态ꎻ第二ꎬ国内市场替代率直到 ２０１８ 年才由负转正ꎬ且仅仅略

微大于零ꎬ此趋势明显滞后于总体替代率ꎬ这说明近年来俄罗斯进口替代对

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ꎬ主要是由向国际市场出口来带动ꎻ第三ꎬ消费替代率受

进口下降影响最为明显ꎬ２０１９ 年对进口“缺口”仅完成 ３ / ４ 左右替代任务ꎻ第
四ꎬ生产资料替代率表现较为特殊ꎬ始终不温不火地保持在 ２０％ ~３０％左右ꎬ
而且在 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９ 年俄罗斯进口替代表现最好时ꎬ生产资料替代率反而存

在小幅度下降ꎬ这说明很多在美欧制裁目录上的生产资料(也包括核心技

术)ꎬ俄罗斯既无法通过国内生产来效仿ꎬ也无法通过国际市场获得ꎬ这部分

刚性“缺口”在相当长时间内根本无法实现进口替代ꎮ

表 ６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９ 年俄罗斯不同层次的进口替代率(％)

年份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总体替代率 — ５６ ４ － ０ ９ ２ ３ ２８ ３ ７７ ９ １１５ ６

国内市场替代率 — ５０ ９ － １１ ６ － １５ ４ － １８ ６ ０ ９ ３９ １

消费替代率 — ２２０ ８ － １３１ ９ － １３６ ９ － １１６ ７ － ３０ ８ ７５ １

生产资料替代率 — －７ ９ ３０ ０ ３１ ５ ２３ ３ １３ ５ ２３ ９

经济增长率 １ ８ ０ ７ － ２ ０ ０ ２ １ ８ ２ ５ １ ３

资料来源:经济增长率数据来自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网站 Индексы физического
объема валового внутреннего продукта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ｋｓ ｒｕ / ｓｔｏｒａｇｅ / ｍｅｄｉａｂａｎｋ / ｔａｂ３(１) .
ｈｔｍꎻ其他数据根据表 ４ 和表 ５ 数据整理ꎬ为了表述更为直观ꎬ表格中数据均换算为百

分数ꎮ
注:消费替代率和生产资料替代率可视为从国内市场替代率公式拆分而来ꎬ但由于式

子中分母不同ꎬ前两者之和不等于国内市场替代率ꎮ

表 ６ 列出了俄罗斯经济增长率与总体替代率之间的关系ꎬ随着后者逐渐

提高ꎬ经济增长速度也随之升高ꎬ但当总体替代率大于 １ 而达到进口替代饱

和状态时ꎬ经济增长率则呈现回落态势ꎮ 因此ꎬ２０１９ 年俄罗斯经济增长速度

相对较慢ꎬ而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年更能体现进口替代优势所在ꎮ 当然ꎬ这并不意味

着俄罗斯进口替代处于完成状态ꎬ毕竟从消费替代率和生产资料替代率来

看ꎬ制裁“缺口”还尚未全部填充ꎬ经济增长更多依靠出口来拉动ꎮ 通俗地解

释ꎬ这相当于制裁“缺口”给国内创造了市场空间ꎬ受制于技术、资源禀赋等供

给侧原因(这本身也是美欧制裁的经济目的)ꎬ使得国内生产和投资不能完全

填补这一空间ꎬ国内总供给只能转向生产出口产品ꎬ以此来带动经济增长ꎮ
不过ꎬ这种出口增长并非无上限约束ꎬ当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项总增长超过

“缺口”时ꎬ也就是总体替代率大于 １ 时ꎬ国内总供给也就很难再快速提高ꎮ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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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分析可以得到初步结论ꎬ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经济增长主要受益于进口替

代ꎬ但增速已经到达峰值ꎬ２０１９ 年总体替代率超过 １ 之后ꎬ经济增速将会保持稳

定而很难再有大幅提高ꎮ 同时还应当看到ꎬ尽管俄罗斯经济增长受益于进口替

代ꎬ却不能说进口替代已经完成ꎬ更不意味着美欧经济制裁对俄罗斯起不到任

何负面作用ꎮ 毕竟ꎬ近年来俄罗斯经济增长依靠供给侧从国内向国际转换ꎬ这
相当于原来需要进口来实现的消费和投资ꎬ现在需要国内生产来填补(俄罗斯

“转向东方”也填补了一部分进口“缺口”)ꎬ但由于国内供给能力有限而无法填

补ꎬ只能将这部分产出能力转换到出口部门ꎮ 不过ꎬ出口不可能无限制增长ꎬ对于

任何出口产品ꎬ国际市场都有其容纳峰值ꎬ在达到峰值之后必然会增速回落ꎮ

三　 进口替代与净出口:俄罗斯联邦区的特征结构

从全联邦层面看ꎬ俄罗斯依靠进口替代拉动经济增长ꎬ主要着力点在于

出口增长ꎮ 不过ꎬ这仅仅是将整个俄罗斯全部版图看作是单一经济体ꎬ从而

用国民经济账户代替整个国家ꎬ事实上进口替代不可能在地理上均匀分布ꎬ
各联邦主体之间必然存在差异ꎮ

俄罗斯地跨欧亚两大洲ꎬ拥有 １ ７００ 多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ꎬ东西横贯

１０ 个时区ꎬ各联邦主体资源禀赋、地理环境和经济结构千差万别ꎮ 俄罗斯居

民主要集中在乌拉尔山以西的东欧平原上ꎬ这种区域分布甚至可以画出近似

于中国“胡焕庸线”的人口密度分界线(区别在于俄罗斯“胡焕庸线”是从西

北向东南ꎬ中国则从东北向西南画线———引者注)①ꎮ
由此ꎬ产生了俄罗斯独特的经济地理结构:以乌拉尔联邦区为中心ꎬ这里

拥有俄罗斯最丰富的矿产资源ꎬ工业基础也最为雄厚ꎻ向东则是西伯利亚联

邦区和远东联邦区ꎬ地下储藏着支撑俄罗斯经济的油气资源ꎻ从乌拉尔山向

西南方向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南部联邦区和北高加索联邦区ꎬ这里以农

业种植和加工工业为主ꎻ乌拉尔山再向西北方向ꎬ则是经济最为发达的中央

联邦区和西北联邦区ꎮ 在这次俄罗斯联邦进口替代实施中ꎬ不同联邦区也表

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ꎬ客观上决定了进口替代的地域分布ꎮ
通过地方性数据分析ꎬ可以发现与前文观点矛盾之处———俄罗斯经济增

长并非是由出口拉动ꎬ大部分联邦区和联邦主体出口规模都表现为下降ꎬ真
正带动经济增长的应当是净出口项ꎮ 产生这种观点对立的原因在于ꎬ统计数

—２１—
① 李中海:«俄罗斯经济的非优性:地理角度的阐释和分析»ꎬ«俄罗斯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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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货币换算所具有的巨大误差ꎬ特别是在卢布对内贬值与对外贬值同时存在

且幅度不等时ꎬ更容易使数据之间相互矛盾ꎮ 对于这一问题ꎬ将在下部分文

中详细分析ꎬ此处先讨论进口替代的区域分布ꎮ
(一)中央联邦区

中央联邦区人口数量为 ３ ９３８ 万人 (２０１８ 年)ꎬ约占全联邦人口的

２６ ８％ ꎬ经济规模占比为全联邦的 ３４ ９％ (２０１７ 年ꎬ２６ １６ 万亿卢布)ꎬ这两项

数据在 ８ 个联邦区中均位列第一①ꎮ 从联邦主体进出口数据看ꎬ该区域存在

巨大的进口“缺口”ꎬ而且 ２０１８ 年出口明显低于 ２０１３ 年水平ꎮ 具体看ꎬ利佩

茨克州、莫斯科州、卡卢加州等出口有增长ꎬ其他联邦主体大多出口下降ꎬ莫
斯科市出口规模下降更是高达 ３２０ ７ 亿美元ꎬ相当于 ２０１３ 年全市 ＧＤＰ 的

１０％左右ꎮ 对于中央联邦区来说ꎬ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在于出口规模下降

小于进口规模下降ꎬ由此产生了净出口增长ꎮ ２０１８ 年与 ２０１３ 年相比ꎬ按照美

元标价统计ꎬ净出口相当于创造了 ３ 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ꎮ

表 ７ 中央联邦区净出口与经济增长 (单位:亿美元)

地区
２０１３ 年
进口

２０１８ 年
进口

ΔＭ ２０１３ 年
出口

２０１８ 年
出口

ΔＸ ΔＸ －
ΔＭ

２０１３ 年
ＧＤＰ

净出口 /
ＧＤＰ(％ )

中央
联邦区

１ ９５６ ４ １ ５０３ ７ － ４５２ ７ ２ ５２９ ４ ２ ２５７ ６ － ２７１ ８ １８０ ９ ６ ０２１ ７ ３ ０

别尔哥
罗德州

４１ ６ １４ ９ － ２６ ７ ３４ １ ３３ ４ － ０ ７ ２６ ０ １７８ ８ １４ ５

布良斯
克州

１８ ５ ８ １ － １０ ４ ３ ６ ３ ３ － ０ ３ １０ １ ６９ ０ １４ ６

弗拉基
米尔州

１６ ３ １６ １ － ０ ２ ９ ５ ８ ４ － １ ０ － ０ ８ ９６ ４ － ０ ８

沃罗涅
日州

１２ １ ９ ３ － ２ ８ １５ ８ １５ ８ － ０ １ ２ ７ １９２ ２ １ ４

伊万诺
夫州

８ ２ ５ ７ － ２ ５ １ ８ １ ７ － ０ １ ２ ４ ４９ ７ ４ ８

卡卢
加州

７４ ４ ６２ ０ － １２ ４ ７ ０ １４ ７ ７ ７ ２０ １ ９２ ０ ２１ ８

科斯特
罗马州

２ １ １ ４ － ０ ７ ３ ５ ３ ４ － ０ １ ０ ６ ４３ ７ １ ４

库尔斯
克州

６ ６ ５ ２ － １ ４ ７ ０ ６ ８ － ０ １ １ ３ ８５ ３ １ ５

—３１—

① 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и:Основны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субъектο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осква ２０１９ С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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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７)

地区
２０１３ 年
进口

２０１８ 年
进口

ΔＭ ２０１３ 年
出口

２０１８ 年
出口

ΔＸ ΔＸ －
ΔＭ

２０１３ 年
ＧＤＰ

净出口 /
ＧＤＰ(％ )

利佩茨
克州

１５ １ １１ ３ － ３ ８ ４ ５ ５５ ３ ５０ ８ ５４ ６ ９９ ２ ５５ ０

莫斯
科州

３１０ ５ ２７８ １ － ３２ ４ ６７ ７ ７１ ０ ３ ２ ３５ ６ ８００ １ ４ ４

奥廖
尔州

７ ０ ３ ２ － ３ ７ ２ ３ ２ ４ ０ １ ３ ８ ５１ ８ ７ ３

梁赞
州

７ ０ ７ １ ０ １ ４ １ ４ ９ ０ ７ ０ ６ ８７ ８ ０ ７

斯摩棱
斯克州

１９ ２ １９ ２ ０ １３ ３ １２ ４ － ０ ９ － ０ ９ ７１ ０ － １ ３

坦波
夫州

３ ４ １ ８ － １ ６ １ １ ２ ４ １ ３ ２ ９ ７４ ３ ３ ９

特维
尔州

１０ ７ ６ ０ － ４ ７ ３ ２ ３ ０ － ０ ２ ４ ５ ９３ ９ ４ ８

图拉州 １５ １ １０ ８ － ４ ３ ３９ ２ ３５ ６ － ３ ６ ０ ７ １０９ ４ ０ ６

雅罗斯
拉夫州

９ ５ ７ ８ － １ ７ ２０ ０ １２ １ － ７ ９ － ６ ２ １１４ ０ － ５ ４

莫斯
科市

１ ３７９ ２ １ ０３５ ８ － ３４３ ５ ２ ２９１ ８ １ ９７１ ０ － ３２０ ７ ２２ ８ ３ ７１３ ０ ０ ６

资料来源:联邦主体进出口数据来自 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и:Основны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субъект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осква ２０１４ С ２０ꎬ С ２７ꎬ С ３４ꎬ С ４１ꎬ С ４８ꎬ С ５５ꎬ
С ６２ꎬС ６９ꎬС ７６ꎬС ８３ꎬС ９０ꎬС ９７ꎬС １０４ꎬС １１１ꎬС １１８ꎬС １２５ꎬС １３２ꎬС １３９ 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и: Основны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субъект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осква ２０１９
С ２１ꎬС ２９ꎬ С ３７ꎬ С ４５ꎬ С ５３ꎬ С ６１ꎬ С ６９ꎬ С ７７ꎬ С ８５ꎬ С ９３ꎬ С １０１ꎬ С １０９ꎬ С １１７ꎬ
С １２５ꎬС １３３ꎬС １４１ꎬС １４９ꎬС １５７ꎻ联邦主体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８ 年经济规模按照俄罗斯中
央银行公布当年美元汇率换算(１∶ ３１ ８２ 和 １∶ ６２ ５４)ꎬ卢布原始数据来自俄罗斯联邦国家
统计局网站 Валовой региональный продукт － В текущих основных ценах － всего (１９９８ －
２０１８гг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ｋｓ ｒｕ /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二)西北联邦区

西北联邦区人口数量为１ ３９７ 万人(２０１８ 年)ꎬ约占全联邦人口的９ ５％ꎬ经
济规模占比为全联邦的 １０ ９％ (２０１７ 年ꎬ８ １９ 万亿卢布)①ꎮ 西北联邦区以圣

彼得堡为中心城市ꎬ这里拥有俄罗斯通往欧洲航线的最大港口ꎬ自然成为开展

—４１—

① 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и:Основны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субъект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осква ２０１９ С １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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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的集散地ꎮ 在进口替代政策支持下ꎬ西北联邦区出口增长最为明显ꎬ
净出口规模也最大ꎮ ２０１８ 年与 ２０１３ 年相比ꎬ净出口增长 ２００ ８ 亿美元ꎬ这相当

于 ２０１３ 年 ＧＤＰ 的 １１ ５％ꎮ 不过ꎬ即使是作为俄罗斯对外贸易集散地ꎬ２０１８ 年

与 ２０１３ 年相比ꎬ西北联邦区也仅仅是出口略微增长 １％左右ꎮ 这说明ꎬ近年来

该区域经济增长不是由出口拉动ꎬ而主要依靠净出口带动ꎮ

表 ８ 西北联邦区净出口与经济增长 (单位:亿美元)

地区
２０１３ 年
进口

２０１８ 年
进口

ΔＭ ２０１３ 年
出口

２０１８ 年
出口

ΔＸ ΔＸ －
ΔＭ

２０１３ 年
ＧＤＰ

净出口 /
ＧＤＰ(％ )

西北联
邦区

５７０ １ ３７５ ７ － １９４ ４ ５０２ ３ ５０８ ７ ６ ４ ２００ ８ １ ７４５ ３ １１ ５

卡累利
阿共和国

２ ４ ２ ０ － ０ ４ １０ ７ １２ ２ １ ５ １ ９ ５６ １ ３ ４

科米
共和国

３ ０ ２ １ － ０ ９ ３５ ７ １０ ２ － ２５ ５ － ２４ ６ １５１ ６ － １６ ２

阿尔汉格
尔斯克州

２ ６ ２ ３ － ０ ３ ２ ３ ２９ ６ ２７ ３ ２７ ６ １５７ ２ １７ ６

其中:涅涅
茨自治区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５４ ４ ０

沃洛
格达州

６ ２ ７ １ ０ ９ ４１ １ ４７ １ ６ １ ５ ２ １０８ ８ ４ ８

加里宁
格勒州

１２２ ３ ８２ ５ － ３９ ８ １５ ３ ２０ ０ ４ ７ ４４ ５ ８６ ７ ５１ ３

列宁格
勒州

５０ ６ ４１ ２ － ９ ４ １３６ ４ ７１ １ － ６５ ２ － ５５ ８ ２１３ ３ － ２６ ２

摩尔曼
斯克州

７ ８ ３ ３ － ４ ５ ２３ ３ ３６ ５ １３ ２ １７ ７ ９６ ３ １８ ４

诺夫哥
罗德州

７ ０ ４ ４ － ２ ６ １２ ７ １３ ４ ０ ７ ３ ３ ５６ ２ ５ ９

普斯
科夫州

１０ ６ ３ １ － ７ ５ ２ ７ ２ ８ ０ ２ ７ ７ ３６ ０ ２１ ４

圣彼
得堡市

３５７ ７ ２２７ ７ － １３０ ０ ２２２ １ ２６５ ６ ４３ ６ １７３ ６ ７８３ ０ ２２ ２

资料来源:联邦主体进出口数据来自 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и:Основны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субъект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осква ２０１４ С １５０ꎬ С １５７ꎬ С １６４ꎬ С １７５ꎬ С １８２ꎬ
С １８９ꎬС １９６ꎬС ２０３ꎬС ２１０ꎬС ２１７ꎬС ２２４ 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и:Основны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субъект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осква ２０１９ С １７１ꎬ С １７９ꎬ С １８７ꎬ С ２０８ꎬ С ２１６ꎬ
С ２２４ꎬС ２３２ꎬС ２４０ꎬС ２４８ꎬС ２５６

注:阿尔汉格尔斯克州数据包括涅涅茨自治区ꎬ后者进出口数据太小ꎬ以亿美元为单

位时四舍五入后近乎零ꎻ联邦主体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８ 年经济规模数据来源同表 ７ꎬ其中阿尔

汉格尔斯克州数据中包括涅涅茨自治区ꎬ加总时没有重复计算ꎮ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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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部联邦区

南部联邦区人口数量为 １ ６４５ 万人 (２０１８ 年)ꎬ约占全联邦人口的

１１ ２％ ꎬ经济规模占比为全联邦的 ７ ２％ (２０１７ 年ꎬ５ ３６ 万亿卢布)①ꎮ 南部

联邦区在农业种植方面具有很强竞争力ꎬ进出口占 ＧＤＰ 比重较小ꎬ总量上不

属于进口替代的主要区域ꎮ 从表 ９ 中可以看到ꎬ该区域进口规模下降幅度不

大、出口略有增长ꎮ ２０１８ 年净出口相比 ２０１３ 年增长 ４０ ９ 亿美元ꎬ这相当于

２０１３ 年 ＧＤＰ 的 ３ ４％ ꎮ

表 ９ 南部联邦区净出口与经济增长 (单位:亿美元)

地区
２０１３ 年
进口

２０１８ 年
进口

ΔＭ ２０１３ 年
出口

２０１８ 年
出口

ΔＸ ΔＸ －
ΔＭ

２０１３ 年
ＧＤＰ

净出口 /
ＧＤＰ(％ )

南部联
邦区

１２２ ５ ９４ １ － ２８ ３ １９２ ０ ２０４ ５ １２ ６ ４０ ９ １ １９２ ２ ３ ４

阿迪格
共和国

０ ７ ０ ６ － ０ １ ０ １ ０ ４ ０ ３ ０ ４ ２２ ３ １ ８

卡尔梅
克共和国

０ ４ ０ － ０ ４ ０ ０ ０ ０ ４ １２ ９ ３ １

克里米
亚共和国

０ ０ ６ ０ ６ ０ ０ ２ ０ ２ － ０ ４ ５９ ５ － ０ ７

克拉斯诺
达尔州

５８ ０ ４６ ８ － １１ ２ ７８ ９ ８４ ４ ５ ６ １６ ８ ５２２ ６ ３ ２

阿斯特
拉罕州

５ ３ ６ ５ １ ２ ８ ８ ９ ５ ０ ７ － ０ ５ ８６ １ － ０ ６

伏尔加
格勒州

１２ ３ ９ １ － ３ ２ ４６ ２ １９ ３ － ２６ ９ － ２３ ７ １９０ ９ － １２ ４

罗斯托
夫州

４５ ９ ３０ ５ － １５ ４ ５８ ０ ９０ ６ ３２ ７ ４８ １ ２８８ ４ １６ ７

塞瓦斯
托波尔州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 ０ １ ９ ５ － １ １

资料来源:联邦主体进出口数据来自 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и:Основны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субъект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осква ２０１４ С ２３５ꎬ С ２４２ꎬ С ２４９ꎬ С ２５６ꎬ С ２６３ꎬ
С ２７０ 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и:Основны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субъект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осква ２０１９ С ２６９ꎬС ２７７ꎬС ２８５ꎬС ２９３ꎬС ３０１ꎬС ３０９ꎬС ３１７ꎬС ３２５

注: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 ２０１４ 年加入俄罗斯联邦ꎬ经济增长数据统计开始于
２０１５ 年ꎬ而对外贸易数据自 ２０１６ 年开始统计ꎬ考虑这两个联邦主体进出口规模很小ꎬ表
中将 ２０１４ 年经济增长和 ２０１３ 年对外贸易数据均视为零ꎻ联邦主体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８ 年经济
规模数据来源同表 ７ꎬ其中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数据以 ２０１４ 年代替ꎮ

—６１—

① 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и:Основны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субъект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осква ２０１９ С ２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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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北高加索联邦区

北高加索联邦区人口数量为 ９８７ 万人(２０１８ 年)ꎬ约占全联邦人口的 ６ ７％ꎬ
经济规模占比仅为全联邦的 ２ ５％ (２０１７ 年ꎬ１ ８６ 万亿卢布)①ꎮ 在进口替代方

面ꎬ北高加索联邦区与南部联邦区类似ꎬ都属于俄罗斯农业种植区域ꎬ但不同于南

部联邦区的粮食出口型经济模式ꎬ北高加索联邦区进出口总量都较小ꎮ 因此ꎬ尽
管该区域进口下降幅度惊人ꎬ２０１８ 年相对 ２０１３ 年进口规模下降超过 ５０％ꎬ但 ２０１８
年净出口相比２０１３ 年总量只增长１１ ５ 亿美元ꎬ相当于该区域２０１３ 年ＧＤＰ 的２ ６％ꎮ

表 １０ 北高加索联邦区净出口与经济增长 (单位:亿美元)

地区
２０１３ 年
进口

２０１８ 年
进口

ΔＭ ２０１３ 年
出口

２０１８ 年
出口

ΔＸ ΔＸ －
ΔＭ

２０１３ 年
ＧＤＰ

净出口 /
ＧＤＰ(％ )

北高加索
联邦区

２１ ８ １０ ５ － １１ ３ １２ ８ １２ ９ ０ ２ １１ ５ ４３９ ２ ２ ６

达吉斯坦
共和国

７ ２ １ １ － ６ １ ０ ４ ０ ６ ０ ２ ６ ３ １４２ ３ ４ ４

印古什
共和国

０ ２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４ ４ ０

卡巴尔达 －
巴尔卡尔
共和国

０ ６ ０ ７ ０ １ ０ ２ ０ ４ ０ １ ０ ３４ ９ ０

卡拉恰伊 －
切尔克斯
共和国

４ ９ １ １ － ３ ８ ０ ５ ０ ２ － ０ ３ ３ ５ ２０ ８ １６ ８

北奥塞梯 －
阿拉尼亚
共和国

０ ７ ０ ５ － ０ ２ ０ ５ １ ０ ０ ５ ０ ７ ３７ ３ １ ９

车臣
共和国

０ ３ ０ ５ ０ ２ ０ ０ ０ － ０ ２ ３８ ５ － ０ ５

斯塔夫
罗波尔边

疆区
７ ９ ６ ４ － １ ５ １１ １ １０ ７ － ０ ４ １ １ １５１ １ ０ ７

资料来源:联邦主体进出口数据来自 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и:Основны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субъект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осква ２０１４ С ２８１ꎬ С ２８８ꎬ С ２９５ꎬ С ３０２ꎬ С ３０９ꎬ
С ３１６ꎬС ３２３ 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и:Основны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субъект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осква ２０１９ С ３３９ꎬС ３４７ꎬС ３５５ꎬС ３６３ꎬС ３７１ꎬС ３７９ꎬС ３８７ꎻ联邦主体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８ 年经济规模数据来源同表 ７ꎮ

—７１—

① 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и:Основны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субъект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осква ２０１９ С ３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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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

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人口数量为 ２ ９３９ 万人(２０１８ 年)ꎬ约占全联邦人口

的 ２０％ ꎬ经济规模占比达到全联邦的 １４ ７％ (２０１７ 年ꎬ１１ ０２ 万亿卢布)①ꎮ
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与大多数联邦区不同ꎬ在这里没有表现出进口替代所应

有特征ꎮ 尽管 ２０１８ 年与 ２０１３ 年相比进口规模有小幅度下降ꎬ但是出口下降

幅度更大ꎬ应当说美欧制裁所产生的进口“缺口”对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加工

工业影响很深ꎬ缺少了原本依靠进口提供的机械设备和原材料ꎬ同时也从根

本上削弱了该区域内产品出口竞争能力ꎮ 从净出口角度来看ꎬ２０１８ 年相对

２０１３ 年下降了 ２０７ １ 亿美元ꎬ这相当于 ２０１３ 年经济总量的 ７ ８％ ꎮ 事实上ꎬ
在美欧实施经济制裁的 ５ 年中ꎬ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可谓是俄罗斯经济遭遇

困境的缩影ꎬ这也说明制裁对于该区域经济长期发展来说具有实质性负面

影响ꎮ

表 １１ 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净出口与经济增长 (单位:亿美元)

地区
２０１３ 年
进口

２０１８ 年
进口

ΔＭ ２０１３ 年
出口

２０１８ 年
出口

ΔＸ ΔＸ －
ΔＭ

２０１３ 年
ＧＤＰ

净出口 /
ＧＤＰ(％ )

伏尔加河
沿岸联邦

区
１８８ ６ １４８ ２ － ４０ ４ ６８３ １ ４３５ ６ － ２４７ ５ － ２０７ １ ２ ６６３ ３ － ７ ８

巴什科尔
托斯坦共

和国
１１ ７ １０ ２ － １ ５ １４４ ７ ４４ ６ － １００ １ － ９８ ６ ３６５ ６ － ２７ ０

马里埃尔
共和国

１ ４ １ ０ － ０ ４ ４ ７ ４ ７ ０ ０ ４ ３９ ６ １ ０

莫尔多瓦
共和国

１ ５ ２ ２ ０ ６ １ ４ ２ ９ １ ５ ０ ９ ４６ ７ １ ９

鞑靼斯
坦共和国

５０ ７ ３８ ６ － １２ ２ ２２０ ７ １５４ ８ － ６５ ９ － ５３ ７ ４８７ ６ － １１ ０

乌德穆尔
特共和国

７ ４ ３ ８ － ３ ６ １２ ６ ４ ０ － ８ ６ － ５ ０ １２７ ３ － ３ ９

楚瓦什共
和国

３ ３ ３ ６ ０ ３ ２ ２ ２ １ － ０ ２ － ０ ５ ７０ １ － ０ ７

—８１—

① 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и:Основны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субъект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осква ２０１９ С ３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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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１)

地区
２０１３ 年
进口

２０１８ 年
进口

ΔＭ ２０１３ 年
出口

２０１８ 年
出口

ΔＸ ΔＸ －
ΔＭ

２０１３ 年
ＧＤＰ

净出口 /
ＧＤＰ(％ )

彼尔姆
边疆区

１１ ５ ７ ９ － ３ ６ ７３ ５ ５３ ９ － １９ ６ － １６ ０ ２７６ ６ － ５ ８

基洛
夫州

２ ８ ３ ２ ０ ４ １０ ２ ８ ９ － １ ３ － １ ７ ７０ ４ － ２ ４

下诺夫哥
罗德州

３６ ９ ３２ ５ － ４ ４ ５５ ９ ５４ ９ － １ ０ ３ ４ ２９０ ８ １ ２

奥伦
堡州

８ ９ ５ ３ － ３ ６ ３５ １ ２７ ６ － ７ ５ － ３ ９ ２２５ ３ － １ ７

奔萨州 ２ ８ ２ ７ － ０ １ ２ ２ ３ ０ ０ ８ ０ ９ ８５ ０ １ １

萨马
拉州

３５ ５ ２４ ５ － １１ ０ ９０ １ ５０ ５ － ３９ ６ － ２８ ６ ３２９ ５ － ８ ７

萨拉
托夫州

８ ０ ６ ４ － １ ６ ２５ ６ １５ ９ － ９ ７ － ８ １ １６５ ４ － ４ ９

乌里扬
诺夫斯
克州

６ ２ ６ ５ ０ ３ ４ ３ ７ ９ ３ ６ ３ ３ ８３ ４ ４ ０

资料来源:联邦主体进出口数据来自 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и:Основны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субъект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осква ２０１４ С ３３４ꎬ С ３４１ꎬ С ３４８ꎬ С ３５５ꎬ С ３６２ꎬ
С ３６９ꎬ С ３７６ꎬ С ３８３ꎬ С ３９０ꎬ С ３９７ꎬ С ４０４ꎬ С ４１１ꎬ С ４１８ꎬ С ４２５ 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и:
Основны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субъект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осква ２０１９ С ４０１ꎬ
С ４０９ꎬС ４１７ꎬС ４２５ꎬС ４３３ꎬС ４４１ꎬС ４４９ꎬС ４５７ꎬС ４６５ꎬС ４７３ꎬС ４８１ꎬС ４８９ꎬС ４９７ꎬ
С ５０５ꎻ联邦主体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８ 年经济规模数据来源同表 ７ꎮ

(六)乌拉尔联邦区

乌拉尔联邦区人口数量为 １ ２３５ 万人(２０１８ 年)ꎬ约占全联邦人口的

８ ５％ ꎬ经济规模占比却达到全联邦的 １４ ２％ (２０１７ 年ꎬ７ ７５ 万亿卢布)①ꎮ
这里拥有俄罗斯最为丰富的矿产资源ꎬ近年来在资源深加工方面更是创造出

巨大的物质财富ꎬ因此始终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最高的联邦区ꎮ 然而ꎬ
受美欧经济制裁影响ꎬ乌拉尔联邦区 ２０１８ 年净出口相对于 ２０１３ 年大幅度下

降ꎬ其中核心区域秋明州表现最为明显ꎬ净出口下降幅度相当于 ２０１３ 年该州

ＧＤＰ 的 １５％ ꎮ 这意味着ꎬ美欧经济制裁对俄罗斯矿产资源深加工的地区影

响颇深ꎮ

—９１—

① 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и:Основны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субъект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осква ２０１９ С ５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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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２ 乌拉尔联邦区净出口与经济增长 (单位:亿美元)

地区
２０１３ 年
进口

２０１８ 年
进口

ΔＭ ２０１３ 年
出口

２０１８ 年
出口

ΔＸ ΔＸ －
ΔＭ

２０１３ 年
ＧＤＰ

净出口 /
ＧＤＰ(％ )

乌拉尔联
邦区

１０３ ６ １０２ ３ － １ ２ ６３９ ３ ４０９ ６ － ２２９ ９ － ２２８ ７ ２ ３７８ ５ － ９ ６

库尔
干州

１ ５ ０ ８ － ０ ７ ４ ７ ２ ２ － ２ ５ － １ ８ ５２ ５ － ３ ４

斯维尔德
洛夫斯
克州

４１ ７ ４５ ２ ３ ５ ８７ ２ ８５ ７ － １ ６ － ５ １ ４９３ ０ － １ ０

秋明州 ２０ ６ ２８ ５ ８ ０ ４９３ ８ ２６９ ２ － ２２４ ７ － ２３２ ７ １ ５５５ ７ － １５ ０

其中:汉
特 －曼西
自治区

１１ ３ ５ ０ － ６ ３ ２４６ ７ ２０１ ５ － ４５ ２ － ３８ ９ ８５７ ７ － ４ ５

亚马尔 －
涅涅茨
自治区

３ ７ １ ４ － ２ ３ ２３ ３ ３０ ０ ６ ７ ９ ０ ４３２ ４ ２ １

车里雅
宾斯克州

３９ ８ ２７ ８ － １２ ０ ５３ ６ ５２ ５ － １ １ １０ ９ ２７７ ３ ３ ９

资料来源:联邦主体进出口数据来自 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и:Основны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субъект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осква ２０１４ С ４３６ꎬ С ４４３ꎬ С ４５０ꎬ С ４６１ꎬ С ４６８ꎬ
С ４７５ 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и:Основны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субъект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осква ２０１９ С ５１９ꎬС ５２７ꎬС ５３５ꎬС ５４８ꎬС ５５６ꎬС ５６４

注:秋明州数据中包括汉特 － 曼西自治区和亚马尔 － 涅涅茨自治区ꎻ联邦主体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８ 年经济规模数据来源同表 ７ꎬ其中秋明州数据包括汉特 － 曼西自治区和亚马
尔 － 涅涅茨自治区ꎬ加总时没有重复计算ꎮ

(七)西伯利亚联邦区

西伯利亚联邦区人口数量为 １ ７１７ 万人(２０１８ 年)ꎬ约占全联邦人口的

１１ ７％ ꎬ经济规模占比为全联邦的 １０ ３％ (２０１７ 年ꎬ７ ７５ 万亿卢布)①ꎮ 西伯

利亚联邦区处于俄罗斯油气储量最为丰富的地域之上ꎬ在油气资源出口带动

下ꎬ该区域对外贸易顺差居高不下ꎬ出口增长也较为稳定ꎮ 同时ꎬ２０１８ 年与

２０１３ 年相比ꎬ进口规模有所提高ꎬ在 ８ 个联邦区中表现得最为特殊ꎮ 这意味

着ꎬ美欧制裁对该区域影响较小ꎬ该区域在实施进口替代方面自然缺少了落

脚点和着力点ꎮ

—０２—

① 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и:Основны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субъект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осква ２０１９ С ５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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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３ 西伯利亚联邦区净出口与经济增长 (单位:亿美元)

地区
２０１３ 年
进口

２０１８ 年
进口

ΔＭ ２０１３ 年
出口

２０１８ 年
出口

ΔＸ ΔＸ －
ΔＭ

２０１３ 年
ＧＤＰ

净出口 /
ＧＤＰ(％ )

西伯利亚
联邦区

８４ ８ ９０ ９ ６ ２ ３４６ ２ ３７４ ６ ２８ ３ ２２ １ １ ６１３ ６ １ ４

阿尔泰
共和国

０ １ ０ ２ ０ ０ ３ ０ ２ ０ ０ １０ ５ ０

图瓦共
和国

０ ２ ０ １ ０ ０ １ ３ １ ３ １ ３ １３ ０ １０ ０

哈卡斯
共和国

５ ７ ３ ７ － ２ ０ １８ ４ ２２ １ ３ ７ ５ ７ ４４ ６ １２ ８

阿尔泰
边疆区

５ ０ ５ １ ０ １ ８ ３ １１ ４ ３ １ ３ ０ １３０ ８ ２ ３

克拉斯诺
亚尔斯克
边疆区

２１ ０ ２１ ０ ０ ７８ ８ ６７ ９ － １０ ９ － １０ ９ ３９５ ０ － ２ ８

伊尔库
茨克州

１１ ７ １７ ７ ６ ０ ８２ ０ ６９ ９ － １２ １ － １８ １ ２５３ ０ － ７ ２

克麦
罗沃州

１０ ３ ８ ９ － １ ４ １２６ ４ １６４ ４ ３７ ９ ３９ ３ ２０９ ９ １８ ７

新西伯
利亚州

２１ ６ ２７ ０ ５ ４ １６ ９ ２６ ０ ９ ０ ３ ６ ２５６ ９ １ ４

鄂木
斯克州

５ ２ ４ ０ － １ ３ ８ ７ ８ ３ － ０ ４ ０ ９ １７３ ４ ０ ５

托木斯
克州

３ ９ ３ ３ － ０ ７ ６ ４ ３ ２ － ３ ２ － ２ ５ １２６ ５ － ２ ０

资料来源:联邦主体进出口数据来自 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и:Основны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субъект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осква ２０１４ С ４８６ꎬ С ５００ꎬ С ５０７ꎬ С ５１４ꎬ С ５２８ꎬ
С ５３５ꎬС ５４２ꎬС ５４９ꎬС ５５６ꎬС ５６３ 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и:Основны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субъект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осква ２０１９ С ５７７ꎬС ５８５ꎬС ５９３ꎬС ６０１ꎬС ６０９ꎬС ６１７ꎬС ６２５ꎬ
С ６３３ꎬС ６４１ꎬС ６４９ꎻ联邦主体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８ 年经济规模数据来源同表 ７ꎮ

(八)远东联邦区

远东联邦区人口数量为 ８１８ 万人(２０１８ 年)ꎬ约占全联邦人口的 ５ ６％ ꎬ
经济规模占比为全联邦的 ５ ２％ (２０１７ 年ꎬ３ ８７ 万亿卢布)①ꎮ 受美欧制裁影

—１２—

① 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и:Основны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субъект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осква ２０１９ С ６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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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ꎬ２０１８ 年与 ２０１３ 年相比ꎬ远东联邦区进口下降幅度接近 ５０％ ꎬ这些进口下

降主要发生在滨海边疆区ꎮ 尽管同一时期出口规模也有小幅下降ꎬ但净出口

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依然明显ꎬ相当于 ２０１３ 年 ＧＤＰ 的 ５ ４％ ꎮ

表 １４ 远东联邦区净出口与经济增长 (单位:亿美元)

地区
２０１３ 年
进口

２０１８ 年
进口

ΔＭ ２０１３ 年
出口

２０１８ 年
出口

ΔＸ ΔＸ －
ΔＭ

２０１３ 年
ＧＤＰ

净出口 /
ＧＤＰ(％ )

远东联
邦区

１２９ １ ６８ ３ － ６０ ８ ２９７ ４ ２９２ ０ － ５ ４ ５５ ４ １ ０１８ １ ５ ４

布里亚特
共和国

１ ６ １ １ － ０ ６ １３ ０ ９ ５ － ３ ５ － ２ ９ ５５ ６ － ５ ２

萨哈
(雅库特)
共和国

１ ３ ２ ７ １ ４ ４７ １ ４６ ４ － ０ ６ － ２ ０ １７９ ２ － １ １

外贝加
尔边疆区

５ ３ ５ ５ ０ ２ ２ ８ ４ ３ １ ６ １ ４ ７２ ０ １ ９

堪察加
边疆区

０ ９ ０ ７ － ０ ２ ６ ２ ８ ４ ２ ３ ２ ５ ４１ ９ ６ ０

滨海
边疆区

８６ ５ ４１ ４ － ４５ １ ３３ ４ ３４ １ ０ ８ ４５ ９ １８１ ５ ２５ ３

哈巴罗夫
斯克边
疆区

９ ３ ５ ４ － ３ ９ １５ １ ２５ ８ １０ ７ １４ ６ １５６ ５ ９ ３

阿穆
尔州

５ １ ３ ２ － １ ８ ４ ５ ３ ７ － ０ ８ １ ０ ６６ ２ １ ５

马加
丹州

４ ６ ０ ７ － ３ ９ ４ ３ ４ １ － ０ ２ ３ ７ ２７ ９ １３ ３

萨哈
林州

１２ ０ ６ ９ － ５ １ １７０ １ １５２ ７ － １７ ４ － １２ ３ ２１１ １ － ５ ８

犹太
自治州

０ ８ ０ ３ － ０ ６ ０ ２ １ ５ １ ３ １ ９ １２ １ １５ ７

楚科
奇自治区

１ ７ ０ ６ － １ ２ ０ ９ １ ３ ０ ４ １ ６ １４ ０ １１ ４

资料来源:联邦主体进出口数据来自 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и:Основны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субъект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осква ２０１４ С ５８１ꎬ С ５８８ꎬ С ５９５ꎬ С ６０２ꎬ С ６０９ꎬ
С ６１６ꎬС ６２３ꎬС ６３０ 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и:Основны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субъект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осква ２０１９ С ６８７ꎬС ６９５ꎬС ７０３ꎬС ７１１ꎬС ７１９ꎬС ７２７ꎬС ７３５ꎬС ７４３

注:２０１８ 年地区统计中ꎬ将两个原属于西伯利亚联邦区的联邦主体(布里亚特共和国
和外贝加尔边疆区) 调整到远东联邦区ꎬ本文统计时按 ２０１８ 年数据比较ꎬ数据来自
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и:Основны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субъект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осква
２０１４ С ４９３ꎬС ５２１ꎮ 另外ꎬ萨哈(雅库特)共和国 ２０１３ 年数据不可查ꎬ以 ２０１２ 年进出口
额代替ꎬ数据来 自 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и:Основны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субъект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осква ２０１３ С ５６８ꎻ联邦主体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８ 年经济规模数据来源同表 ７ꎮ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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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进口替代的地区分布

通过对 ８ 个联邦区的总体分析ꎬ可以发现进口替代的经济地理层面特

征ꎮ 如果将 ２０１３ 年视为经济制裁开始时间ꎬ将 ２０１８ 年看作俄罗斯进口替代

的总量近似完成时间ꎬ通过这两年数据对比讨论进口替代地区分布特征ꎮ
第一ꎬ按照进口下降规模由高到低排序分别是:中央联邦区( － ４５２ ７ 亿

美元)、西北联邦区( － １９４ ４ 亿美元)、远东联邦区( － ６０ ８ 亿美元)、伏尔加

河沿岸联邦区( － ４０ ４ 亿美元)、南部联邦区( － ２８ ３ 亿美元)、北高加索联

邦区( － １１ ３ 亿美元)和乌拉尔联邦区( － １ ２ 亿美元)ꎬ此外ꎬ西伯利亚联邦

区进口增加 ６ ２ 亿美元ꎬ不列入进口下降序列之中ꎮ 此顺序很容易解释ꎬ联
邦区进口规模越大ꎬ下降幅度也越大ꎮ 这说明美欧制裁本身带有普遍性ꎬ覆
盖了从生产资料到消费品等诸多领域ꎬ并非局限于某个俄罗斯产业或地区ꎬ
由此才会形成进口普遍性下降特征ꎮ

第二ꎬ一般地ꎬ进口下降应当带来净出口增长ꎬ此项数据由高到低排序分

别是:西北联邦区(２００ ８ 亿美元)、中央联邦区(１８０ ９ 亿美元)、远东联邦区

(５５ ４ 亿美元)、南部联邦区(４０ ９ 亿美元)、西伯利亚联邦区(２２ １ 亿美元)
和北高加索联邦区(１１ ５ 亿美元)ꎬ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 － ２０７ １ 亿美元)
和乌拉尔联邦区( － ２２８ ７ 亿美元)均为下降ꎮ 可以发现ꎬ大多数联邦主体在

进口下降的同时都实现净出口增长ꎬ特别是中央联邦区和西北联邦区此项数

据相当可观ꎮ 此外ꎬ该序列与进口下降排序之间并不具有一致性规律ꎬ也就

是说并非进口下降必然带来净出口增长ꎮ 更进一步讲ꎬ并非所有进口下降区

域都可以通过净出口项来拉动经济增长ꎬ对于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和乌拉尔

联邦区来说ꎬ美欧制裁对其影响颇深ꎬ进口替代事实上并没有发挥应有作用ꎮ
第三ꎬ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宏观经济已经整体达到进口替代平衡状态ꎬ然而在

各联邦区和联邦主体层面ꎬ仍然有地区受美欧制裁而深陷经济困境ꎮ 这说

明ꎬ评估俄罗斯进口替代政策应当考虑各地方实际情况ꎬ经济总量上对进口

“缺口”替代ꎬ并不意味着整个俄罗斯全域范围内均实现进口替代ꎬ也不意味

着关键进口商品在物质形态上被全部替代ꎬ俄罗斯在进口替代道路上仍需面

对诸多挑战ꎮ 特别是那些本身缺乏出口竞争能力地区以及过于依赖外国进

口技术设备的地区ꎬ往往是在进口下降的同时ꎬ出口也随之下降ꎬ甚至后者幅

度更大ꎮ

四　 俄罗斯宏观统计数据的货币偏差

本文第二部分讨论进口替代在宏观国民经济结构中的发生领域ꎬ２０１４ ~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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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年统计数据表明俄罗斯依靠出口增长带动经济复苏ꎮ 然而ꎬ第三部分区

域分析中却发现ꎬ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８ 年各联邦区总出口规模为下降趋势ꎬ仅仅是依

靠净出口带动经济增长ꎮ 一般地ꎬ在统计数据中涉及货币换算经常会出现误

差ꎬ但很少出现如此之大偏差ꎬ以致按照不同方式测算ꎬ居然呈现一个上升、
一个下降的对立情形ꎮ

表 １５ 列出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８ 年两种货币标价的进出口数据:
在出口方面ꎬ若按 ２０１６ 年卢布不变价格测算ꎬ出口规模表现为稳定小幅

增长ꎬ２０１８ 年出口为 ６ 年中最高点ꎬ而如果按照当年出口的美元价格ꎬ则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６ 年间出口规模明显下降、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年增长ꎬ６ 年中出口最大值

出现在 ２０１３ 年ꎻ
在进口方面ꎬ按 ２０１６ 年卢布不变价格和当年美元价格测算ꎬ两种数据总

体上呈现一致性ꎮ

表 １５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用两种货币标价的进出口数据

(单位:万亿卢布、亿美元)

年份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出口
(卢布不变价格) ２０ ５９０ ４ ２０ ６９５ ５ ２１ ４５５ ７ ２２ １３５ ６ ２３ ２４５ ４ ２４ ５３４ ８

出口
(美元标价) ５ ２５９ ７６ ４ ９７３ ５９ ３ ４３５ １２ ２ ８５６ ５２ ３ ５７７ ６７ ４ ４９５ ６４

出口换算系数 ３９ １ ４１ ６ ６２ ５ ７７ ５ ６５ ０ ５４ ６

进口
(卢布不变价格) ２６ ４１８ ５ ２４ ５００ ４ １８ ３６５ ８ １７ ６９１ ４ ２０ ７５４ ７ ２１ ３００ ４

进口
(美元标价) ３ １５３ ０ ２ ８７０ ６ １ ８２９ ０ １ ８２４ ５ ２ ２７４ ６ ２ ３８７ １

进口换算系数 ８３ ８ ８５ ３ １００ ４ ９７ ０ ９１ ２ ８９ ２

通货膨胀(％ ) ５ ４ ７ ５ ７ ６ ３ ２ ５ ４ １０ ３

卢布兑美元汇率 ３１ ８２ ３７ ９７ ６０ ６６ ６６ ９０ ５８ ３３ ６２ ５４

资料来 源: 卢 布 不 变 价 格 ( ２０１６ 年 价 格 水 平) 的 进 出 口 数 据 来 自 Элементы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валового внутреннего продукта ( в постоянных ценах)  ｈｔｔｐｓ: / / ｇｋｓ ｒｕ /
ｆｒｅｅ＿ｄｏｃ / ｎｅｗ ＿ ｓｉｔｅ / ｖｖｐ / ｖｖｐ － ｇｏｄ / ｔａｂ２５ ｈｔｍꎻ美元标价 的 进 出口 数 据 来自 Экспорт и
импорт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 по данным тамож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ｋｓ ｒｕ / ｆｏｌｄｅｒ / １１１９３＃ꎻ通货膨胀数据来自 Россия и страны － члены 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союза
Москва ２０１９ С ７４ꎻ卢布汇率为俄罗斯中央银行公布的年度平均数据ꎬРоссия и страны －
члены 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союза Москва ２０１９ С １６

事实上ꎬ无论数据呈现怎样的形态ꎬ进出口本身都只能是客观存在的单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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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模ꎮ 不过ꎬ按照 ２０１６ 年卢布不变价格ꎬ进出口数据需要经过美元兑换卢

布ꎬ再按照当年与 ２０１６ 年通货膨胀水平换算为 ２０１６ 年不变价格的可比数

据ꎮ 那么ꎬ在换算方法相同情况下ꎬ进口与出口应当在换算指数方面表现一

致ꎮ 然而ꎬ如表 １５ 中所示ꎬ在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８ 年ꎬ美元与 ２０１６ 年卢布不变价格之

间的出口换算系数(表 １５ 第 ４ 行数据:第 ２ 行与第 ３ 行比值)明显低于进口

换算系数(表 １５ 第 ７ 行数据:第 ５ 行与第 ６ 行比值)ꎮ 这两组数据差异非常

显著ꎬ以至于将 ２０１６ 年换算指数比较(由于使用这一年不变价格ꎬ因此不涉

及国内通货膨胀问题)ꎬ当年出口 １ 美元商品ꎬ相当于 ７７ ５ 卢布ꎬ而进口 １ 美

元商品却相当于 ９７ 卢布ꎬ后者高出前者 ２５％ ꎮ
关于表 １５ 中进出口数据矛盾ꎬ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海关统计方法ꎻ

二是货币换算偏差ꎮ 前者相对容易解释ꎬ也有助于理解俄罗斯进口替代真实

情况ꎬ后者则涉及俄罗斯在对外贸易中美元数据向国内卢布不变价格转换ꎬ
算法非常复杂ꎮ

在海关统计进出口数据时ꎬ国际上习惯于对出口使用离岸价格、对进口

使用到岸价格ꎬ从对外贸易属地性质来看ꎬ这种划分方法最为准确ꎬ俄罗斯进

出口统计也遵循此通行原则ꎮ
２０１３ 年俄罗斯牵头组建关税同盟之初ꎬ在«统一成员国海关对外贸易统

计方法»第 １１ 条第 １ 款中明确:货物统计价值以美元计算ꎬ其中出口货物按

离岸价格 ( Ｆｒｅｅ ｏｎ Ｂｏａｒｄꎬ俄罗斯海关以该国际术语 ＦＯＢ 按字母音译为

ФОБ)、进口货物按到岸价格(Ｃｏｓｔ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ｒｅｉｇｈｔꎬ俄罗斯海关以该国

际术语 ＣＩＦ 按字母音译为 СИФ)①ꎮ 尽管这属于国际统计惯例ꎬ表面上离岸

价格和到岸价格对统计不会造成太大差异ꎬ但从关税征收角度看ꎬ出口离岸

价格与进口到岸价格之间却存在本质差别ꎮ 一般地ꎬ出口完税价格等于离岸

价格 / (１ ＋出口税率)ꎬ进口完税价格则等于到岸价格ꎮ 例如ꎬ如果从俄罗斯

出口一船 １００ 美元货物ꎬ按离岸价格统计为出口 １００ 美元ꎬ这其中包括俄罗

斯出口关税ꎻ而如果俄罗斯从他国进口一船 １００ 美元货物ꎬ按到岸价格统计

为进口 １００ 美元ꎬ其中不包括俄罗斯将要征收的进口关税ꎬ如果这些货物进

入俄罗斯国内市场则需要缴纳关税ꎬ总价可能会达到 １２５ 美元左右ꎮ 因此ꎬ
表 １５ 中出口项在换算为卢布不变价格时ꎬ仅仅涉及货币换算ꎬ而进口价格在

—５２—

① Единая методология ведения тамож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внешней торговли и
статистикн взаимной торговли государств － членов таможенного Союза В редакции
решения Коллегии Евраз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комиссии от １９ ０３ ２０１３ №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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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算为国内商品价格时ꎬ需要加上 ２０％ ~ ２５％ 左右进口关税ꎬ所以两项换算

系数之间出现了巨大差别ꎮ
不过ꎬ即使考虑进口项在换算中需要补加关税因素后ꎬ进出口换算系数

中仍然存在需要解释的问题ꎮ 出口换算系数总体上与汇率波动保持一致ꎬ而
进口换算系数却明显偏离了汇率轨迹ꎮ

这是因为ꎬ出口项产品销往国外ꎬ在俄罗斯统计数据中仅仅保留了美元

数额ꎬ在向 ２０１６ 年卢布不变价格换算过程中ꎬ只需要考虑当年整体通货膨胀

率ꎬ而无须按照某些具体商品价格指数逐个折算ꎮ 进口则不同ꎬ由于商品最

终换算为卢布进入俄罗斯市场ꎬ因此进口项需要先通过汇率换算ꎬ再按照具

体商品项目进行卢布不变价格换算ꎮ 由此ꎬ进口换算系数与出口换算系数即

使将关税加成考虑在内也很难保持一致水平ꎮ 两者之间除了具体年度数值

不相等外ꎬ进口项有具体商品作为换算的价值基础ꎬ相对比较稳定ꎬ因此在美

元标价和卢布不变价格标价序列之间总体上可以保持方向一致性ꎮ 与之相

比ꎬ出口换算系数则更容易受卢布贬值影响ꎬ上下波动幅度更大ꎬ当卢布汇率

大幅度贬值时ꎬ即便美元标价出口项在下降ꎬ通过汇率换算为卢布时也可以

表现为增长ꎮ
因此ꎬ在俄罗斯宏观经济数据中ꎬ出口是最容易产生货币偏差的统计项ꎬ

而且这种货币偏差在讨论进口替代问题上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分析观点ꎮ 如

果按照美元价格测算ꎬ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出口规模先下降、再上升ꎬ２０１８
年出口规模低于 ２０１３ 年ꎮ 而如果将出口美元价格换算为卢布不变价格ꎬ出
口趋势则表现为平稳增长ꎮ

这两组数据在分析观点上自然也存在本质区别:按照前一数据分析ꎬ俄
罗斯实施进口替代政策后ꎬ出口仍然在下降ꎬ经济主要由净出口项目拉动ꎻ而
按照后一数据分析ꎬ则是出口增长推动俄罗斯经济发展ꎮ 在两种数据分析观

点之间ꎬ矛盾十分明显ꎮ
应当说ꎬ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将美元标价出口价格换算为卢布不变价

格属于通行的统计方法ꎬ只是在卢布大幅度贬值条件下这种方法无法避免因

货币偏差所制造的虚拟增长ꎮ 事实上ꎬ相对于 ２０１３ 年水平ꎬ俄罗斯遭受美欧

制裁后出口是在下降而非增长ꎬ不能因为美元可以兑换更多卢布ꎬ由此卢布

不变价格出口数据虚拟增长ꎬ就认为出口规模在增长ꎮ
一般地ꎬ购买力平价可以克服货币兑换偏差所带来的问题ꎮ 在俄罗斯联邦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购买力平价换算指数中ꎬ囊括了 ５０ 个产品种类的卢布兑美

元购买力比率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不同领域卢布与美元之间的货币兑换偏差ꎮ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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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按照卢布购买力从高到低排序:２０１４ 年净出口项目的美元兑换卢布汇

率为 １ 美元兑 ３８ ３８ 卢布(均值 ２１ ０１)ꎬ在近 ５０ 个产品领域中位列倒数第三

(低于净出口的项目分别为:交通设备 ４０ ５７、肉类 ３８ ８９)ꎻ２０１７ 年净出口购

买力平价达到 １ 美元兑 ５８ ３４ 卢布(均值 ２４ ０５)ꎬ这是全部产品中卢布购买

力最低值①ꎮ 这恰恰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按卢布不变价格测算的出口数据

存在因货币偏差而被高估现象ꎮ
由此ꎬ总体上可以判断ꎬ俄罗斯实施进口替代政策以来ꎬ在卢布不变价格

的经济总量数据中存在部分因货币偏差而造成的出口高估ꎬ从而使 ＧＤＰ 总

量也出现高估ꎮ 这意味着ꎬ俄罗斯进口替代政策并非如宏观经济数据中所表

现得那般优异ꎬ美欧制裁对俄罗斯实质性影响很难单纯通过卢布经济数据充

分体现ꎮ
为了更加清楚认识俄罗斯进口替代客观效果ꎬ可以采取综合比较方法ꎮ

表 １６ 列出自美欧制裁、俄罗斯进口替代以来 ４ 组不同衡量方法的国民经济

总量:
第一组数据为卢布当年价格 ＧＤＰꎬ由于国内通货膨胀处于高位ꎬ这项

数据表现为高速增长ꎬ但仅仅具有数字意义ꎬ不能当作经济形势衡量

标准ꎻ
第二组数据为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的 ２０１６ 年不变价格 ＧＤＰꎬ数据表

明俄罗斯经济保持着小幅稳定增长ꎬ这是俄罗斯官方最常用的公开

数据ꎻ
第三组数据为按当年卢布兑美元汇率换算的美元标价 ＧＤＰꎬ总体走势为

“Ｕ”形ꎬ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经常依此作为国际比较指标ꎬ美欧等西方国家

也以此数据说明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有效ꎻ
第四组数据为购买力平价方法测算俄罗斯 ＧＤＰꎬ尽管此项数据绝对值很

高ꎬ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发此数据库本身在于回顾性国际比较ꎬ
在相对比较趋势分析方面更具实际意义ꎬ俄罗斯 ＧＤＰ 在此数据上同样表现

—７２—

① 卢布购买力平价数据来自 Результат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сопоставлений ОЭСР －
Евростата за ２０１４г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ｋｓ ｒｕ / ｓｔｏｒａｇｅ / ｍｅｄｉａｂａｎｋ / ２０１４ ( １ )  ｈｔｍ Результат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сопоставлений ОЭСР － Евростата за ２０１７г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ｋｓ ｒｕ / ｓｔｏｒａｇｅ /
ｍｅｄｉａｂａｎｋ / ２０１７ ｈｔｍ 注:关于购买力平价定义ꎬ俄罗斯统计部门特别举出巨无霸汉堡的

例子ꎬ如果在美国标价为 ５ ３ 美元ꎬ在俄罗斯标价为 １３０ 卢布ꎬ那么在汉堡项目下卢布兑美

元购买力平价为 ２４ ５３ꎮ 参见 Россия и страны мира Москва ２０１８г С ７８ 中的统计方法

说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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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先下降、后上升的“Ｕ”形趋势ꎮ

表 １６ 俄罗斯经济总量的 ４ 种计价方式

年份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卢布当年价格 ＧＤＰ

(万亿卢布) ７２ ９９ ７９ ０３ ８３ ０９ ８５ ６２ ９１ ８４ １０４ ６３ １１０ ０５

通货膨胀率(％ ) ５ ４ ７ ５ ７ ６ ３ ２ ５ ４ １０ ３ —

卢布不变价格 ＧＤＰ
(万亿卢布) ８６ ５３ ８７ １７ ８５ ４５ ８５ ６２ ８７ １８ ８９ ３９ ９０ ５９

卢布兑美元汇率 ３１ ８２ ３７ ９７ ６０ ６６ ６６ ９０ ５８ ３３ ６２ ５４ —

美元标价 ＧＤＰ
(万亿美元) ２ ２９４ ２ ０８１ １ ３７０ １ ２８０ １ ５７５ １ ６７３ —

购买力平价指数
(卢布兑美元) １９ ４２ ２１ ０１ ２３ ５９ ２４ ３６ ２４ ３４ — —

购买力平价 ＧＤＰ
(万亿美元) ３ ７７ ３ ７７ ３ ５４ ３ ５４ ３ ７８ — —

资料来源:卢布当年价格的经济总量数据来自 Валовой внутренний продукт ( в
текущих ценах)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ｋｓ ｒｕ / ｓｔｏｒａｇｅ / ｍｅｄｉａｂａｎｋ / ｔａｂ１(２) ｈｔｍꎻ通货膨胀数据来自

Россия и страны － члены 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союза Москва ２０１９ С ７４ꎻ卢布不变价格(２０１６
年价 格 水 平) 的 经 济 总 量 数 据 来 自 Элементы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валового внутренего
продукта (в постоянных ценах)  ｈｔｔｐｓ: / / ｇｋｓ ｒｕ / ｆｒｅｅ＿ｄｏｃ / ｎｅｗ＿ｓｉｔｅ / ｖｖｐ / ｖｖｐ － ｇｏｄ / ｔａｂ２５
ｈｔｍꎻ卢布汇率为俄罗斯中央银行公布数据ꎬРоссия и страны － члены 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союза Москва ２０１９ С １６ 美元标价 ＧＤＰ 为第一行数据除以卢布当年兑美元汇率ꎻ购买

力平价指数和购买力平价 ＧＤＰ 数据来自 Россия и страны мира С ９６ 表 ４ １１ Оценка
валового внутреннего продукта России в сопоставимой валюте

上述 ４ 组数据存在一个基本共识:俄罗斯经济自 ２０１７ 年开始进入复苏

阶段ꎮ 同时ꎬ关于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 年俄罗斯经济究竟是增长还是下降尚存在不

同观点ꎮ
本文认同第 ３ 组和第 ４ 组数据所反映的“Ｕ”形轨迹ꎮ 这是因为ꎬ在按卢

布不变价格 ＧＤＰ 之中ꎬ包含因货币偏差而导致出口项目下的高估问题ꎬ所以

对于俄罗斯统计数据中的经济增长ꎬ理应做适当扣除ꎮ 加之ꎬ本文第二部分

已经详细讨论过ꎬ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剔除出口项目之后的国内市场替代率本身为

负值ꎬ这意味着消费与投资之和并没有填补进口“缺口”ꎬ如果不是出口项目

表现为增长ꎬ国民经济趋势应当是下降而非增长ꎮ 所以ꎬ在统计数据中如果

将出口高估部分去除ꎬ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间俄罗斯 ＧＤＰ 应当表现为下降而非

增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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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进行分析ꎬ讨论美欧经济

制裁和俄罗斯进口替代对宏观经济的交互影响ꎬ主要得出以下五个观点:
第一ꎬ美欧制裁对俄罗斯产生实质性负面影响ꎬ在遭遇制裁的前 ３ 年内ꎬ

俄罗斯经济事实上陷入衰退ꎬ此观点不同于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数据ꎮ
第二ꎬ俄罗斯进口替代具有反制制裁的缓冲作用ꎬ对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９ 年经济

增长起到推动作用ꎬ但这仅仅表现为经济总量替代ꎬ而且主要依靠出口拉动ꎬ
在部分消费和投资领域中ꎬ国内生产尚未完全填补制裁“缺口”ꎮ

第三ꎬ在进口替代正面效果与美欧制裁负面影响的交织中ꎬ俄罗斯不同

地域的经济表现存在明显不同ꎮ 例如ꎬ西北联邦区、南部联邦区和远东联邦

区受进口替代促动更大ꎬ经济表现也更为优异ꎬ而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和乌

拉尔联邦区受美欧制裁负面影响更大ꎬ进口替代效果在此区域表现得并不

明显ꎮ
第四ꎬ在卢布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下ꎬ俄罗斯统计数据存在巨大的货币偏差ꎬ

特别是在出口额从美元向卢布不变价格换算中ꎬ更是造成了对立性观点ꎮ 客观

分析中ꎬ应当对此部分数据高估做适当扣除才能更真实反映俄罗斯经济形势ꎮ
第五ꎬ美欧制裁对俄罗斯经济负面影响毋庸置疑ꎬ但俄罗斯进口替代政

策也取得一定实效ꎬ在经历重重困难之后仍然能推动经济走向复苏ꎬ整个经

济形势如同按下去的弹簧ꎬ仅仅受制于一些需要从西方进口的关键性生产资

料ꎬ如果未来美欧整体或部分撤销经济制裁ꎬ俄罗斯将会进入经济快速增长

轨道ꎮ
综上ꎬ俄罗斯进口替代取得一定效果ꎬ从进口替代拉动经济增长角度看ꎬ

宏观经济层面效果已经显现ꎬ但此种增长模式存在增长率峰值ꎬ也就是当宏

观进口替代达到 １００％时ꎬ俄罗斯经济增速反而会适当回落ꎮ 客观上ꎬ实物形

态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尚未被国内生产所替代ꎮ 如果扣除统计数据货币偏差ꎬ
俄罗斯进口替代本身是以净出口项带动ꎬ并非进口下降、出口增长的进口替

代与出口导向同时发生ꎬ而是出口下降幅度小于进口下降幅度所产生的经济

增长效应ꎮ 这说明ꎬ俄罗斯与美欧之间在未来关于撤销经济制裁方面必然有

缓和意愿和谈判空间ꎬ但是否成行却主要取决于经济之外的政治因素ꎮ
(责任编辑:高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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