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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白俄罗斯是经济转轨国家ꎬ 计划经济色彩浓厚ꎬ 能源

资源短缺ꎬ 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部市场和俄罗斯的能源供应ꎬ 受国际市场

价格波动影响较大ꎮ ２０１７ 年ꎬ 国际经济环境改善及俄罗斯经济复苏对白

俄罗斯经济走出困境起到积极作用ꎮ 但未来两到三年里ꎬ 国际油价的不确

定性、 俄罗斯经济有限增长和白俄罗斯经济固有的顽疾导致其经济很难回

到高速增长时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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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展规划战略对接研究» (项目编号: 教外司综 [２０１７] １３７７ 号)ꎮ
【作者简介】 　 韩璐ꎬ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所副研究员ꎮ

白俄罗斯是出口导向型国家ꎬ 其经济极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ꎮ ２００８ 年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结束了白俄罗斯经济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ꎬ 使其进入

低迷时期ꎮ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后ꎬ 由于国际油价暴跌及俄罗斯经济危机的

打击ꎬ 白俄罗斯经济更是跌入谷底ꎮ 随着世界经济复苏步伐加快和俄罗斯

经济回升ꎬ ２０１７ 年白俄罗斯经济开始复苏ꎮ 但由于经济结构落后、 投资不

足、 债务过高等因素ꎬ 未来一段时期白俄罗斯经济将保持低速增长状态ꎮ
为此ꎬ 白俄罗斯政府对未来经济发展制定了一系列规划和任务ꎬ 以推动经

济脱离低速增长轨道ꎮ

一　 １９９１ ~ ２０１６ 年白俄罗斯经济发展概述

１９９１ 年独立后ꎬ 白俄罗斯经济经历了最初 ５ 年的衰退期ꎬ 之后逐渐步

入正轨ꎬ 并实现了 １２ 年的快速增长ꎮ 白俄罗斯是独联体国家中经济最早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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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到苏联解体前水平的国家ꎮ
(一) 白俄罗斯经济体制及产业结构

１９９１ 年白俄罗斯独立后ꎬ 当政的舒什克维奇政府效法俄罗斯的 “休克

疗法”ꎬ 在该国进行了疾风暴雨般的 “私有化、 自由化、 西方化”ꎬ 导致经

济全面崩溃以及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空前动荡与混乱ꎮ １９９４ 年卢卡申科上台

后ꎬ 立即停止大规模私有化ꎬ 在稳定经济的同时主张实行循序渐进、 面向

社会和由国家控制的市场经济改革ꎮ 其改革目标是在白俄罗斯建立市场社

会主义ꎮ 他认为ꎬ 市场社会主义既不是无限夸大市场机制的功能ꎬ 亦非随

意贬低计划经济的作用ꎮ 在经济过渡阶段使二者和谐统一是很重要的①ꎮ
白罗斯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包括: 国家所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结构ꎻ

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自发调节下的国民经济管理体系ꎻ 以原苏联社会保障

制度为基础的社会保障ꎬ 强调社会公正与平衡ꎮ 从以上内容可看出ꎬ 白俄

罗斯经济体制最鲜明的特点是以国有制为主体ꎬ 国家主导调控经济ꎬ 带有

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ꎮ 白国有经济占国民经济的 ２ / ３ꎬ 约 ５５％ 人口在国企

工作ꎬ 国家严格控制私有化改革且改革进展缓慢ꎮ 国家调节大部分商品价

格ꎬ 一些重要商品仍实行国家采购制ꎮ
白俄罗斯经济结构单一ꎬ 以工业为主ꎮ 全国共有 ２ ３００ 家工业企业ꎬ

２３％的就业人口从事工业ꎬ 工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的 ２５％ ②ꎮ
加工工业占工业生产的大部分江山ꎬ 产值占比达 ８５ ６％ ꎬ 其中食品加工业

占加工业产值的 ２９ ６％ 、 石油产品加工占 １５％ 、 机器制造业占 １５ ２％ 、 化

工业占 ９ ５％ ꎮ 需指出的是ꎬ 能源生产对白俄罗斯经济贡献很大ꎬ 占 ＧＤＰ
的 １ / ３、 出口的 １ / ２ꎮ 但白俄罗斯能源短缺ꎬ ８０％以上的能源原材料从俄罗

斯进口ꎬ 严重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供应ꎮ 农业亦是白俄罗斯国民经济的重要

部门ꎬ 对 ＧＤＰ 的贡献率为 ５ １％ ꎬ 全国近 ９ ７％ 的人口从事这一行业ꎮ 此

外ꎬ 白俄罗斯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ꎬ 进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１２０％ 以

上ꎬ 在欧洲国家处于前 １０ 位ꎮ
(二) 独立以来白俄罗斯经济发展概况

白俄罗斯独立后的最初 ３ 年 (１９９１ ~ １９９３ 年)ꎬ 由于实行 “休克疗

法”ꎬ 经济陷入连年滑坡的困境ꎬ 但经济总体发展情况比俄罗斯、 乌克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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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独联体国家好ꎬ ＧＤＰ 分别下降 １ ２％ 、 ９ ６％和 ７ ６％ ①ꎬ 在独联体国家

中下降幅度最小ꎮ １９９４ ~ １９９５ 年ꎬ 由于外来能源原料价格猛涨使其供应量

大减ꎬ 国内农业遭遇严重旱灾以及军事工业订货锐减等内外多方面原因ꎬ
白俄罗斯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ꎬ ＧＤＰ 同比分别下降 １２ ６％和 １０％ ꎮ

１９９６ 年ꎬ 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结成联盟国家ꎮ 在俄罗斯充分的能源原材

料保障下ꎬ 白俄罗斯发挥自身加工业优势ꎬ 加之国内政治局势持续保持稳

定ꎬ 国家经济开始走上正轨ꎮ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８ 年ꎬ 白俄罗斯经济连续 １２ 年年均

增长 ８％ 以上ꎮ 到 ２１ 世纪初ꎬ 白俄罗斯经济已达到并超过独立前水平ꎬ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０１ 年工业产值分别超过 １９８９ 年的 ３％和 ９ １％ ꎮ 通货膨胀率从

１９９１ 年的 １０３ ９％降至 ２００８ 年的 １３ ５％ ②ꎬ 居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ꎬ 已恢

复到苏联解体前水平ꎮ 财政收支平衡ꎬ 赤字占 ＧＤＰ 的比重一直维持在 ２％
以下ꎮ

图 １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８ 年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及增速

资料来源: 白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ｅｌｓｔａｔ ｇｏｖ ｂｙ /

白俄罗斯经济高速增长态势在 ２００９ 年以后就中止了ꎮ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６ 年ꎬ
白俄罗斯这个对外部市场和俄罗斯经济高度依赖的国家接连遭受国际金融

危机、 外汇危机、 国际油价暴跌及俄罗斯经济危机的冲击ꎬ 经济发展一直

萎靡不振ꎬ 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１ ６％ ꎬ 其中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处于负增

长状态ꎮ 白俄罗斯卢布持续贬值ꎬ 从 １ 美元∶ ２ ２００ 白卢布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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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允华: «白俄罗斯经济发展现状及前景»ꎬ «东欧中亚市场研究» ２０００ 年第 ９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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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到 １ 美元∶ １ ９５８ ５ 万白卢布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①ꎬ 贬值近 ９０％ ꎮ 物

价飞涨ꎬ 通货膨胀率年均 ３０％以上ꎬ ２０１１ 年竟然高达 １０８ ６９％ ②ꎮ 实体经

济、 对外贸易、 固定资产投资、 零售贸易等均有不同程度的下滑ꎮ

图 ２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８ 年白俄罗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单位: 美元)
资料来源: 同图 １ꎮ

表 １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６ 年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一览表

年份
国内生产总值

(亿美元)
国内生产总值
增长率 (％ )

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 (美元)

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增长率 (％ )

２００９ ４９２ ０ ０ １５ ５ １７７ ０ ４

２０１０ ５５２ ０ ７ ７０ ５ ８１８ ７ ９

２０１１ ５９７ ０ ５ ５０ ６ ２９６ ５ ７

２０１２ ６３６ ０ １ ７０ ６ ７０３ １ ８

２０１３ ７３１ ０ １ ００ ７ ６９７ １ ０

２０１４ ７５８ ０ １ ７０ ８ ０１１ １ ６

２０１５ ５４９ ０ － ３ ８０ ５ ７５１ － ４ ０

２０１６ ４７２ ０ － ２ ５０ ５ ０００ － ２ ７

资料来源: 白俄罗斯央行网站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ｂｒｂ ｂ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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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 年白俄罗斯主要经济指标一览表 (单位: 亿美元)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６ 年与

２０１４ 年相比 (％ )

国内生产总值 ７５８ ３２ ５４９ ４４ ４７２ ００ － ３７ ８

　 工业 ６５４ ２９ ４５９ ５１ ３９７ ２７ － ３９ ３

　 农业 １２８ ６５ ８６ ７１ ７６ ３８ － ４０ ６

固定资产投资 ２０９ ０１ １３０ ０４ ９０ ４２ － ５６ ７

　 财政收入 ３０５ ５２ ２３０ ５８ １９４ １０ － ３６ ５

　 零售贸易 ３０１ ８９ ２１８ ９１ １８１ ０９ － ４０ ０

　 出口 ３６０ ８１ ２６６ ６０ ２３４ １６ － ３５ １

　 进口 ４０５ ０２ ３０２ ９２ ２７５ ７０ － ３１ ９

∗白卢布对美元汇率按照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 年年均计算ꎮ
资料 来 源: 白 俄 罗 斯 国 家 统 计 委 员 会 与 白 俄 罗 斯 央 行 网 站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ｅｌｓｔａｔ ｇｏｖ ｂｙ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ｂｒｂ ｂｙ

图 ３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６ 年白俄罗斯对外贸易走势 (单位: 亿美元)

资料来源: 白俄罗斯总统网站ꎬ ｈｔｔｐ: /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ｇｏｖ ｂｙ

二　 白俄罗斯经济发展现状

２０１７ 年以来ꎬ 白俄罗斯经济走出衰退ꎬ 总体呈现好转势头ꎬ 主要经济

领域出现复苏迹象ꎬ 但受投资、 消费增长乏力的影响ꎬ 经济增速并不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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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经济增速止跌回升

２０１７ 年白俄罗斯经济增长好于预期ꎮ 白国家统计委员会最新数据显示ꎬ
２０１７ 年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２ ４％①ꎬ 高于此前白俄罗斯政府预期的 ２％ꎬ
也高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的 １ ７％ꎬ 结束了 ２０１５ 年以来的负增长态势ꎮ

(二) 实体经济恢复生机

白俄罗斯经济发展向好的最重要表现是工业制造业复苏ꎮ ２０１７ 年全年ꎬ
工业总产值达 ９３０ ４２ 亿白卢布ꎬ 同比增长 ６ １％ (２０１６ 年为 － ０ ４％ )②ꎮ
从工业各部门数据来看ꎬ 采掘业同比增长 ３ ６％ ꎬ 加工业增长 ７％ ꎮ 加工业

中的机械制造业、 造纸业、 卫生医药、 化工业都实现较高增长ꎬ 分别达到

２６ ５％ 、 １４ ４％ 、 １０ １％和 ９ ８％ ③ꎻ 工业产品库存率也降到近 ４ 年以来最

低值ꎬ 从每月的 ６８ ８％降至 ６１ ９％ ④ꎮ 与此同时ꎬ 农业生产亦实现较快增

长ꎬ 农业组织、 农户、 农场、 居民等所有农业生产者的农产品产值达

１８２ ４６ 亿白卢布ꎬ 与 ２０１６ 年同期相比增长 ４ １％ ⑤ꎮ
(三) 通货膨胀降低ꎬ 汇率稳定

２０１７ 年以来ꎬ 由于白俄罗斯央行采取严苛的货币信贷政策ꎬ 白俄罗斯

通货膨胀率明显下降ꎬ 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的 １０ ６％ 降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的

４ ６％ ⑥ꎮ 近两年俄罗斯卢布的大幅贬值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白俄罗斯卢布

的直线下跌ꎬ ２０１５ 年白俄罗斯卢布贬值 ３６％ ꎬ ２０１６ 年持续贬值 ２０％ ꎮ
但进入 ２０１７ 年后ꎬ 由于国际油价上升及俄罗斯卢布走势趋稳ꎬ 白俄罗斯

卢布对美元汇率逐步企稳ꎬ 在 １％上下浮动ꎮ 金融市场亦保持稳定ꎬ 银行

再融资利率持续下调 ８ 次ꎬ 现已降至 １１％ ꎬ 外汇储备增至 ７４ 亿美元 (截
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 日)⑦ꎮ 低通胀及本国货币稳定有助于白俄罗斯经济走上

复苏轨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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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对外贸易大幅增长

２０１７ 年 １ ~ １１ 月ꎬ 白俄罗斯对外贸易总额达 ５７０ ２３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２３ ５％ ①ꎮ 其中: 出口 ２６３ ８８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２３ ４％ ꎬ 矿产品和机械设

备出口涨幅最快ꎬ 分别上涨 ２４ １％和 １８ ２％ ꎻ 进口 ３０６ ３５ 亿美元ꎬ 同比增

长 ２３ ６％ ②ꎮ 俄罗斯是白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ꎬ ２０１７ 年 １ ~ １１ 月两国贸

易额为 ２９２ ２３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２３ ２％ ③ꎮ
(五) 投资、 消费小幅上涨

２０１７ 年白俄罗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由负转正ꎬ 增幅为 ５ ３％ ④ꎮ 固定资

产投资虽然实现了正增长ꎬ 但增长率并不高ꎬ 表明各工业部门投资需求仍不

旺盛ꎬ 不利于生产现代化和经济可持续增长ꎮ 同时ꎬ 由于居民实际可支配收

入实现 １ ５％的增长ꎬ 白俄罗斯消费市场微弱复苏ꎮ 根据白国家统计委员会数

据ꎬ ２０１７ 年白俄罗斯零售贸易总额为 ３９１ ５８ 亿白卢布ꎬ 同比增长 ３ ８％ꎮ 其

中食品类商品 (包括饮料和烟草制品) 占 ５２％ꎬ 非食品类商品占 ４８％⑤ꎮ 投

资、 消费的有限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经济的增长速度ꎮ

表 ３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７ 年白主要经济指标一览表 (同比ꎬ％)

年份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国内生产总值 ９６ １ ９７ ４ １０２ ４

工业 ９３ ４ ９９ ６ １０６ １

商品库存 ７７ ２ ６４ ７ ６１ ９

农业 ９７ ５ １０３ ３ １０４ １

固定资产投资 ８１ ２ ８２ ６ １０５ ３

零售贸易 ９８ ７ ９５ ８ １０３ ８

实际可支配收入 ９４ １ ９３ １ １０１ ５∗

∗２０１７ 年 １ ~ １１ 月的数据ꎮ
资料来源: 白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网站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ｅｌｓｔａｔ ｇｏｖ ｂ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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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白俄罗斯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

自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ꎬ 全球经济多年处于 “低增长、 低利

率、 低通胀” 的弱势复苏态势ꎮ 但进入 ２０１７ 年ꎬ 全球经济摆脱了多年的低

迷ꎬ 增速明显提升ꎮ 根据联合国 «２０１８ 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 报告ꎬ
２０１７ 年世界经济增速达到 ３％ ꎮ 贸易增长也表现出不俗的成绩ꎬ 全年增长

４％ ꎬ 高于全球经济增长速度ꎮ 外部经济条件的好转对白俄罗斯经济发展无

疑是个利好消息ꎬ 加之白俄罗斯政府自身采取了一系列反危机措施ꎬ 推动

国家经济走出泥潭、 稳步复苏ꎮ
(一) 国际能源价格企稳回升

石油输出国组织 (ＯＰＥＣꎬ 以下简称欧佩克) 达成的减产协议得到有效

执行ꎮ ２０１７ 年 １ ~ ８ 月欧佩克平均减产执行率高达 ９７ ９％ ꎬ 创历史最高纪

录ꎬ 这在很大程度上对国际油价回升起到支撑作用ꎮ 加之ꎬ 中国等国家石

油消费需求依然强劲、 美国原油库存大幅减少、 美国页岩油钻井活动放缓

等因素ꎬ ２０１７ 年国际油价维持了上升势头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布伦特原油价格达

到每桶 ６４ ４９ 美元ꎬ 全年均价为每桶 ５３ ０９ 美元ꎬ 比 ２０１６ 年提高 ８ ０９ 美

元①ꎮ 国际原油价格走高有利于白俄罗斯外贸形势的改善及白卢布的稳定ꎬ
并有助于抑制通胀ꎬ 释放经济活力ꎮ

(二) 主要贸易伙伴经济改善

作为白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ꎬ 俄罗斯宏观经济在 ２０１７ 年企稳回升ꎬ
１ ~ １２ 月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１ ６％ ꎬ 工业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１％ ②ꎮ 俄

罗斯是白俄罗斯第一大出口市场、 第一大投资伙伴ꎬ 也是其能源主要供给

者ꎮ 俄经济复苏对陷入衰退的白经济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心针ꎬ 不仅助推该

国对外贸易增长ꎬ 更为关键的是ꎬ 使俄罗斯有能力继续对白俄罗斯经济进

行援助ꎬ 包括提供贷款、 维持廉价油气供给等ꎮ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ꎬ 两国结束了持续一年多的油气争端ꎬ 达成共识: 俄将恢

复对白每年２ ４００万吨的石油供应ꎬ 并且免除白对俄每年 １００ 万吨石油产品

的供应义务ꎮ ２０１７ 年 １ ~ ６ 月ꎬ 白俄罗斯对俄罗斯的石油产品出口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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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油价: 短期稳中向好　 长期仍不确定»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ｉｎｏ － ｐｅｃｎｅｗｓ 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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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ꎬ 达 ６ ３１０ 万美元①ꎮ 与此同时ꎬ 白俄罗斯另一大贸易伙伴———欧盟的

经济形势也向好发展ꎬ 欧元区各经济体普遍出现较强增长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９
日ꎬ 欧盟委员会发布欧洲经济秋季展望报告ꎬ 预计 ２０１７ 年欧元区经济增长

２ ２％ ꎬ 其中德国增长 ２ ２％ 、 法国增长 １ ７％ 、 意大利增长 １ ４％ ꎮ 在此背

景下ꎬ ２０１７ 年 １ ~ １１ 月白俄罗斯与欧盟贸易额同比增长 ２６ ７％ ꎬ 达 １２９ 亿

美元②ꎮ 欧盟经济强劲增长无疑也有利于白俄罗斯对外贸易及外资的增长ꎮ
(三) 白俄罗斯政治社会稳定

卢卡申科担任白俄罗斯总统 ２０ 余年来ꎬ 执政基础稳固ꎬ 牢牢控制着政

治局势ꎮ 反对派既无领军人物又无明确的可行性纲领ꎬ 力量弱小且分散ꎬ
丝毫不能影响卢卡申科的执政地位ꎮ ２０１７ 年 ２ ~ ３ 月ꎬ 反对派在白俄罗斯多

地组织抗议政府征收 “寄生虫税” 的示威游行ꎬ 示威焦点继而转为针对总

统卢卡申科的治国方法ꎮ 但该示威游行对白俄罗斯的政治社会形势并未造

成很大波澜ꎬ 白俄罗斯政局总体保持平稳ꎮ 加之卢卡申科仍是坚定的亲俄

派ꎬ 俄罗斯给予他很大支持ꎮ 总之ꎬ 白俄罗斯政治形势保持稳定为其经济

复苏创造了有利条件ꎮ
(四) 稳定经济措施见成效

近两年ꎬ 为推动经济尽快走出困境ꎬ 白俄罗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ꎮ
第一ꎬ 推行紧缩货币政策ꎬ 降低通货膨胀率ꎮ 自 ２０１０ 年以来ꎬ 白俄罗

斯国内通货膨胀率一直维持较高水平ꎮ 与经济增速下滑相比ꎬ 白俄罗斯央

行将抑制通货膨胀作为首要目标ꎬ 不断强调抑制通货膨胀的重要性ꎮ 为此ꎬ
央行不断调高再融资利率ꎬ 一度曾达到 ２５％ ꎬ 同时施行通货膨胀目标制ꎬ
央行制定了 ２０１７ 年通货膨胀率不超过 ９％的目标ꎮ

第二ꎬ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ꎬ 减少不必要开支ꎬ 缩减财政赤字ꎮ 政府逐

步取消了对居民住宅公用事业和交通的补贴ꎬ 按照市场规律调整住宅公用

事业服务费用ꎬ ２０１７ 年 ９ ~ １２ 月ꎬ 白俄罗斯住宅公用事业服务费上涨 ８％ ꎬ
全年比 ２０１６ 年增长两倍③ꎮ 在政府努力下ꎬ 国家财政赤字占 ＧＤＰ 的比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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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５ 年平均 ６ ２％降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３ ７％ ꎮ
第三ꎬ 放开日常消费品价格ꎬ 稳定消费市场ꎮ 大幅减少国家定价商品

和服务种类ꎬ 完善反垄断法ꎬ 减少商品流通环节的成本ꎮ 消费价格指数从

２０１６ 年年底的 ３３％成功降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２０％ ①ꎮ 上述措施对稳定汇率、 促

进消费及投资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五) 大力推行经济外交以摆脱困境

首先ꎬ 向外部寻求资金支持ꎮ 白俄罗斯先后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欧

盟委员会、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及俄罗斯、 欧亚稳定与发展基金申请贷款ꎮ
其中ꎬ 俄罗斯和欧亚稳定与发展基金提供了将近 ２７ 亿美元贷款ꎬ 用于白俄

罗斯的债务重组和稳定经济形势ꎮ
其次ꎬ 积极参加 “一带一路” 建设ꎬ 加强同中国的经贸关系ꎮ 白俄罗

斯一贯重视同中国的关系ꎬ 将其放在白俄罗斯对外关系的重要位置ꎮ ２０１６
年中白贸易额为 ２６ ０２２ 亿美元ꎬ ２０１７ 年 １ ~ １１ 月白俄罗斯与中国贸易额为

２４ ８４ 亿美元②ꎬ 中国现已成为白俄罗斯第四大贸易伙伴ꎬ 对白投资超过 ４
亿美元ꎮ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主张积极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关系ꎬ 要求至 ２０２０
年白各州和明斯克市每年都应在国际合作框架内从中国吸引不少于 １ 亿美

元的直接投资ꎬ 对中国的出口额不少于 １５ 亿美元ꎮ ２０１５ 年习近平主席访白

以后ꎬ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白俄罗斯开发银行和白俄罗斯银行签署信贷协

议ꎬ 向白提供 ７０ 亿美元贷款ꎮ 这笔资金对于落实重大项目、 创造新的就业

岗位发挥了积极作用ꎮ 白俄罗斯积极响应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 倡议ꎬ
将自身经济发展战略与 “一带一路” 对接ꎬ 中白工业园就是中白共建 “一
带一路” 最好的成果ꎮ

最后ꎬ 拓展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往来ꎮ 白俄罗斯还积极扩大与印度、
卡塔尔、 伊朗、 委内瑞拉、 越南以及乌克兰、 阿塞拜疆、 土库曼斯坦等国

的经济合作ꎬ 特别是在重型机械、 钾肥、 农产品等领域的经贸往来ꎮ 需要

指出的是ꎬ 近年白俄罗斯与乌克兰贸易额直线上升ꎬ 已占白俄罗斯对外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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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总额的 １２％ ꎮ ２０１７ 年 １ ~ １１ 月ꎬ 两国贸易额达 ４１ ９ 亿美元①ꎬ 乌克兰已

成为白俄罗斯第三大贸易伙伴ꎮ 白俄罗斯对发展中国家所施行的经济外交

政策有利于其出口市场的进一步开拓ꎬ 大大改善了国内经济发展不力的

状况ꎮ

四　 对白俄罗斯经济发展前景的预判及分析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ꎬ 白俄罗斯部长委员会召开会议ꎬ 就 ２０１８ 年白俄罗斯经济

社会发展预测以及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０ 年白俄罗斯主要经济发展指标的草案进行了

讨论ꎮ 草案指出ꎬ ２０１８ 年白俄罗斯 ＧＤＰ 将增长 ３ ４％ ꎬ 工业增速达到

３ ６％ ꎬ 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 ３ ２％ ꎬ 通货膨胀率为 ７％ ꎮ 不可否认ꎬ
未来一段时期ꎬ 白俄罗斯经济将延续 ２０１７ 年的增长ꎬ 但受制于国内外经济

环境的负面因素ꎬ 白俄罗斯经济将处于低增长区间ꎬ 增速不会超过 ３％ ꎮ
(一) 外部经济因素分析

１ 国际油价不确定

经过产油国近一年的减产ꎬ 国际石油市场供过于求的局面得到改善ꎬ
但供需仍未实现平衡ꎬ 油价向好的基础并不稳固ꎮ 一是ꎬ 全球石油库存仍

很高ꎮ 无论从国际能源署 ( ＩＥＡ) 还是欧佩克的数据看ꎬ 全球石油库存仍

明显高于正常水平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ꎬ 经合组织 (ＯＥＣＤ) 国家的商业原

油库存减少了 １ ４２０ 万桶ꎬ 为 ３０ １５ 亿桶ꎬ 较 ５ 年均值多 １ ７ 亿桶②ꎮ 与此

前国际能源署报告指出的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库存较 ５ 年均值多 ２ ８６ 亿桶相比ꎬ
仅减少了 １ １６ 亿桶ꎮ 按此速度测算ꎬ 如果完全消化上述 １ ７ 亿桶库存ꎬ 可

能需要一年的时间ꎮ 二是ꎬ 非欧佩克国家石油总产量增长潜力仍较大ꎮ 美

国原油产量明显增加ꎮ 国际能源署报告显示ꎬ ２０１７ 年非欧佩克产油国原油

供应预计每日增长 ７０ 万桶ꎬ ２０１８ 年将每日增长 １５０ 万桶ꎬ 至 ５ ９６０ 万桶ꎬ
其中美国是最大贡献国③ꎮ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ꎬ 美国原油产量每日将分别增

长 ４７ 万桶和 １１０ 万桶ꎮ 美国页岩油生产的灵活性及其巨大的增产潜力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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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较长时间内制约油价回升ꎮ 除美国之外ꎬ 其他国家在油价下跌之前投资

的项目陆续投入生产ꎬ 加拿大、 巴西等国的石油产量也在不断增长ꎬ 从而

助力非欧佩克国家的原油总产量不断提升ꎮ 三是欧佩克减产协议能否有效

延长仍有待观察ꎮ 当前世界原油市场上的供求局面仅在改善中ꎬ 远未实现

平衡ꎬ 市场心态较脆弱ꎬ 一旦减产协议停止ꎬ 原油市场价格必定会出现

波动ꎮ
２ 俄罗斯经济增速有限

未来两到三年ꎬ 俄罗斯经济仍将保持增长ꎬ 但鉴于国际油价不确定、
西方经济制裁以及俄罗斯固有的经济结构性障碍、 投资不足等因素ꎬ 其增

幅不会太大ꎮ 俄经济发展部预测ꎬ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０ 年年均增速为 １ ５％ ꎻ 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预估ꎬ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经济增长为 １ ４％ ꎬ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０
年年均增速不超过 １ ５％ ꎮ 鉴于白俄罗斯对俄罗斯经济的依赖性ꎬ 未来一段

时期ꎬ 俄罗斯经济增长乏力也将影响白俄罗斯加工业的发展及其出口贸易

的快速增长ꎮ
(二) 影响白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国内经济因素分析

１ 经济结构改革进展过于缓慢

白俄罗斯经济体制实际上是计划经济体制ꎬ 经济效率低下ꎬ 产品竞争

力低ꎬ 这样的经济体制极大阻碍了经济的持续性增长ꎮ 只有进行经济结构

改革才能彻底摆脱经济困局ꎮ 但现实情况是ꎬ 该国经济结构改革严重滞后ꎮ
２０１５ 年卢卡申科在总统选举前曾承诺要进行经济结构改革ꎬ 但当选后并未

进行私有化改革ꎮ 卢卡申科担心匆忙变革会影响社会稳定ꎬ 导致国有资产

流失和国家经济命脉被外资控制ꎬ 继而影响其执政基础ꎮ 他曾明确表示ꎬ
某些外部力量推动白俄罗斯进行市场经济改革ꎬ 目的是让白俄罗斯变乱ꎮ
近些年ꎬ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ꎬ 为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
优惠贷款ꎬ 白俄罗斯政府在国企改制、 减免补贴等方面进行了小幅改革ꎬ
但并未对经济结构进行根本性改革ꎮ ２０１７ 年白俄罗斯经济出现好转迹象ꎬ
白政府立即中断了与 ＩＭＦ 的谈判ꎮ 此外ꎬ 白俄罗斯所借外债大部分用来支

持老的国有企业发展ꎬ 用于维持现有经济结构ꎮ 白国家统计委员会数据显

示ꎬ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 日ꎬ 白俄罗斯境内国有企业或含国有资产的企业总

计 ３ ５５０ 家ꎬ 比 ２０１６ 年同期减少 １６４ 家①ꎮ 国有成分在白主要经济指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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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占比重有小幅下降ꎬ 但国家所有制份额仍占 ７０％ 左右ꎬ 国有经济收入占

全国财政收入的 ７６％ ꎮ 也就是说ꎬ 白俄罗斯经济转型 ２０ 余年国有经济成分

仅仅下降了 ７ ２％ ꎮ 可以预见ꎬ 卢卡申科在任期间白俄罗斯不会进行经济

结构改革ꎬ 这对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设置了障碍ꎮ
２ 投资不足

一是ꎬ 国内资本供给不足和供给能力有限ꎮ 虽然白俄罗斯经济正在逐

步好转ꎬ 但资金不足仍是个大问题ꎬ 现仍在向外寻求资金援助ꎮ 同时ꎬ 外

债过高ꎬ 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４１ ７％ ꎬ 已接近危险边缘ꎮ 同时ꎬ 白俄罗斯

即将进入偿债高峰期ꎬ 到 ２０２１ 年年底需还债 ２６０ 亿美元①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ꎬ 白俄罗斯黄金外汇储备仅为 ７３ １５ 亿美元②ꎮ 这意味着未来几年白

俄罗斯在为数不多的资金中还要拿出一部分用于还债ꎬ 这无疑对其经济发展

具有负面影响ꎮ 二是ꎬ 企业流动资金匮乏ꎮ 近些年白俄罗斯对外贸易形势不

佳ꎬ 产品库存率较高ꎬ 企业相互拖欠现象严重ꎬ 加之白俄罗斯央行将继续实

行紧缩货币政策ꎬ 贷款利息较高ꎬ 白俄罗斯企业的投资需求将降低ꎮ 三是ꎬ
长期西方经济制裁、 市场封闭、 行政程序烦琐、 赋税过高、 投资法律基础不

稳定、 思想僵化等因素ꎬ 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皆具有负面影响ꎮ 有研究表

明ꎬ 近三年ꎬ 外国投资者对白俄罗斯的投资活动减少了 ３３％③ꎮ 投资是一国

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ꎬ 是实现经济结构合理化的必备工具ꎬ 也是保证

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驱动力ꎮ 白俄罗斯投资不足必然从规模和效益上影响

其经济实现恢复性增长ꎬ 加大白俄罗斯经济长期低迷的风险ꎮ

五　 未来一段时期白俄罗斯经济面临的主要任务

为进一步推动经济持续发展ꎬ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批准了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 年白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纲要ꎮ 根据该纲要ꎬ 至 ２０２０ 年白俄罗斯

经济发展的目标是提高经济竞争力、 吸引投资和经济创新发展ꎮ 围绕这三个

主要目标ꎬ 白俄罗斯经济发展的优先方向和主要任务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ꎬ 发展高科技产业ꎮ 提高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的地位及作用ꎬ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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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对科学研究的投入ꎮ 重点扶持信息、 通信技术、 原子能工业、 可再生能

源、 纳米生物技术、 制药工业、 仪器工业、 机器人技术等领域的发展ꎮ 加

强创新基础设施建设ꎬ 保障较高的科学成果转化率ꎮ
第二ꎬ 发展数字经济ꎮ 扩大在白俄罗斯建造第四代移动通信系统项目

的范围ꎬ 实施 “给每一家庭提供光缆” 项目ꎮ 至 ２０２０ 年ꎬ 家庭互联网访问

率将至少达到 ８０％ ꎮ 建设电子政务系统ꎬ 确保所有行政程序电子化ꎮ 加强

信息技术在农业、 商业、 银行业、 医学、 教育和交通等领域的应用ꎮ
第三ꎬ 提高投资效率ꎬ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ꎮ 至 ２０２０ 年ꎬ 国家将优先投

资出口导向型企业、 社会福利项目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ꎬ 具体包括核电站

建设、 吉利汽车组装厂建设、 中白工业园建设、 别特里科夫斯基和斯塔洛

宾斯基产区钾矿开采综合体建设及钾肥生产、 斯韦特洛戈尔斯克纸浆厂建

设、 米奥尔斯基公司金属板和白铁皮厂建设、 “明斯克—米尔” 多功能试验

综合体设计建设等 ８０ 个总金额超过 ２７０ 亿美元的项目ꎮ 同时ꎬ 进一步改善

营商环境ꎬ 加强外资引进ꎬ 积极发展工业园区及自由经济区ꎬ 加强与国际

金融机构的合作ꎬ 拓宽融资渠道ꎮ
第四ꎬ 完善金融市场ꎮ 保障国家银行体系的稳定ꎬ 大力降低通货膨胀

率ꎬ 到 ２０２０ 年ꎬ 通货膨胀率将降至 ５％ ꎮ 实现货币体系的自由化ꎮ 扩大融

资来源ꎬ 包括共同证券、 项目融资、 通过外国存托凭证在国际证券交易所

配销白俄罗斯企业的股票等ꎮ 改善白俄罗斯涉外银行在出口信贷、 融资投

资等方面的经营状况ꎮ
第五ꎬ 推动出口多元化ꎮ 首先ꎬ 改善出口商品结构ꎬ 降低原材料出口

比重ꎬ 增加高科技和知识密集型产品比重ꎬ 扩大高附加值产品比重ꎮ 其次ꎬ
制定及实施区域性出口政策ꎬ 发展物流基础设施ꎬ 积极制定经济外交政策ꎬ
提高对外贸易活动人员的业务水平ꎮ 最后ꎬ 在巩固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传统

市场的基础上ꎬ 积极开拓新市场ꎬ 进一步与欧盟成员国开展贸易、 投资、
交通、 环保、 过境运输、 签证制度简化等领域的合作ꎻ 加大与亚洲、 非洲、
南美洲和中东国家的经济往来ꎬ 特别是与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合作ꎮ

第六ꎬ 加强欧亚经济联盟的经济一体化ꎮ 推动消除成员国贸易障碍ꎬ
创建商品和服务统一市场的发展条件ꎮ 制定工业、 农业、 运输一体化政策ꎬ
推动科技工业项目生产一体化ꎮ 与此同时ꎬ 进一步加强俄白联盟建设ꎬ 特

别是工业、 农业、 科技、 军事及社会领域的合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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