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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工业发展现况与未来
文 | 李建、王思杰

高盛公司 (Goldman Sachs) 的金

砖四国喊了 18 年，其中之一的俄罗斯

到底是不是金砖国家？根据高盛公司

2001 年的报告，俄罗斯之所以成为金

砖国家的原因在于，俄罗斯拥有丰富的

原材料，再加上，俄罗斯基于强大的国

防制造产业基础，在工业生产的发展上

容易站稳脚步。但也由于俄罗斯原材料

丰富，使得其出口的产业项目过于偏重

在燃料及能源产品。

以 2018 年俄罗斯的对外贸易统计

来看，其出口主要项目包括燃料及能源

产品（占 63.7%）、金属及其制品（占

9.9%）、化工产品（占 6.1%）、机

械设备 ( 占 6.5%)、食品及其生产原料

( 占 5.5%)、木材及纸制品 ( 占 3.1%)

等；而其进口项目则主要为机械设备

( 占 47.3%)、化工产品 ( 占 18.3%)、

食品及其生产原料 ( 占 12.4%)、金属

及其制品 ( 占 7.2%)、纺织品及鞋类 ( 占

6.2%)、燃料及能源产品 ( 占 1%)。

俄罗斯经济发展现状

图 1 近三年来的经济增长率来看，

俄罗斯 2018 年的经济增长率是显著良

好且稳定的，2018 年的平均增长率为

2.25%，是自 2016 年经济下滑后的最

佳表现，其中，2018 年第四季的增长

率更高达 2.7%，这与俄罗斯对外贸易

增长有密切的关联性。

而促成 2018 年经济增长的现象，

除了对外贸易增长之外，金融市场的稳

定、推动进口替代政策、促进数字经济

发展等都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虽然俄罗斯 2019 年度第一季的增长率

仅有 0.5%，但是依据世界银行发布的

图 1 2016 年 7 月～ 2019 年 1 月俄罗斯 GDP 成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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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报告，俄罗斯 2019 年的 GDP 增

长率为 1.2％，而 2020 年和 2021 年

也将平均增长 1.8％，与俄罗斯政府预

计的规划增长率 1.5％相差不远。

近两年来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原因，

显示俄罗斯已逐步脱离原材料、石油及

天然气生产与出口所带动的经济增长动

力。以 2018 年上半年为例，国际油价

大涨 23.1%，但同期俄罗斯的 GDP 增

长为 1.9%，显示俄罗斯过去依赖能源

出口创造外汇来源的经济模式已逐渐

随着俄罗斯的产业结构改变而有所调

整。根据俄罗斯国民经济与国家行政学

院 (Russian Presidential Academy 

of National Economy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的报告，当前高科技

产业贡献了俄罗斯 22.3% 的 GDP，从

业者大约占到全部就业人口的 36.6%。

在俄罗斯总体的产业结构上，

依据世界银行 2019 年公布的统计资

料，俄罗斯于 2017 年的服务业产值对

GDP 贡献比约占 56.25%、工业约占

30.48%、农业约占 3.55%。从图 2 近

十年的比较分析来看，俄罗斯服务业的

产值有明显提升，而工业部门的产值变

化则在 2% ～ 3% 之间，2017 年又回

升至 30% 以上。

再以三级产业的劳动力占比来看，

2017 年俄罗斯的服务业劳动力约占全

国就业人口 67.22%、工业劳动力约占

26.95%，农业则占 5.84%，从劳动力

占比对比 GDP 之贡献率，显示俄罗斯

工业的生产效率高于服务业与农业，突

显工业生产对于俄罗斯国家总体发展的

重要性，而这也促使俄国政府积极推动

工业部门的平衡发展，逐步减少对农矿

部门、能源部门的依赖度。

俄国的工业发展主要涉及了 16 个

领域，包括能源工业、核工业、化学工业、

冶金业、国防工业、航天及航空制造业、

造船和海洋机械制造业、汽车制造业、

重型交通机械制造业、农业机械制造业、

制药和医疗工业、轻工业、机床制造、

广播电子工业等。首先，由于俄罗斯幅

员辽阔、矿藏丰富，故在产业结构上，

长年以原材料的生产加工为主，包括矿

石开采、冶金行业以及钻石加工业，其

中有色金属的冶金行业产值约占俄罗斯

国内生产总值 2.8%，占工业生产总值

10.2%。

再者是能源油气工业，此一部门是

俄罗斯于 2000 ～ 2010 年经济增长的

主要动力来源，也是俄罗斯进行外交及

参与国际政治的工具，俄罗斯曾利用停

止对欧盟国家供应天然气的政策，来响

应欧盟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策略，也曾

利用扩大油气产业试图影响国际油价，

更透过积极开发西伯利亚与库页岛油气

田及建造管线以对东亚国家输运油气，

改变东亚各国依赖中东国家油气输出

的。在各国对于传统能源仍高度依赖的

现势下，虽然油气产业对俄罗斯的经济

贡献率缓步下降，但仍是俄罗斯执行外

交政策、参与国际政治的有力工具。

俄罗斯第三大工业项目则为国防军

工、航天及核工业。由于俄罗斯承接了

苏联瓦解后的国防与航天产业链，让俄

国成为全球国防产业的主要生产国之

一。在国防工业方面，俄国拥有陆、海、

空武器装备的完成生产体系，包括战机、

航舰、战车等，俄国军方拥有自制及外

销能力。在航天产业方面，沿袭冷战时

图 2   2007 ～ 2017 年 1 月俄罗斯三级产业产值占 GDP 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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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与美国间的航天竞赛能力，俄罗斯持

续推动“火箭及航天工业发展计划”，

规划在 2020 年时火箭及航天工业的产

量比 2011 年扩大一倍，并使俄国在世

界航天技术产业所占比例提升至 16%。

虽然俄罗斯拥有过去苏联时代的产

业基础，但是在苏联瓦解后的十年期间，

是俄罗斯经济产业最不景气的时期，破

坏了俄罗斯发展其他工业领域的基础。

在普丁初任总统之时 (2000 ～ 2008

年 )，积极推动俄罗斯恢复经济发展动

能的许多政策，包括税制改革、放松中

小企业发展政策，而此一时期俄罗斯的

经济发展则有赖于石油与天然气的出口

政策，让俄罗斯有足够的财政经费推动

产业革新与发展。此外，最主要的关键

即在于成功地落实“军转民”的企业发

展政策，该政策的推动让俄罗斯原有的

军工业基础成功的转向民营企业，进而

发展民生科技产业，让俄罗斯现阶段的

科技产业发展及产业多元化奠定基础。

进口替代政策带动产业多元化发

展

俄国政府自 2014 年开始推动产业

进口替代政策，为部分工业部门制订进

口替代指标，例如：程序设计领域进口

率至 2020 年要降至 75%，汽车制造业

之汽车自动变速箱进口率至 2020 年要

降至 20% ～ 30%，轻型柴油发动机之

进口率至 2020 年计划降至 50%，食品

工业机械制造业也大幅下调进口率，如

面包切割包装设备进口率自 100% 下调

至 50%、蔬菜烘干机进口率从 90% 降

至 40%。

此一进口替代策略，除了为了要提

升俄罗斯的产业自主权外，也为了因应

美国及欧盟国家的制裁政策，进口替代

政策涵盖的产业别有 19 个，逾 2000

个项目，涉及产品多达 800 款；此外，

俄国政府也同时实施调高产品本地化率

的要求，以鼓励本土生产活动。

在推动产业进口替代政策之余，为

降低当地工业活动对进口产品的依赖，

俄罗斯推出特别投资合约，作为特惠措

施之一，以鼓励企业兴建新生产设施或

改善现有设施；把先进技术本地化；及

制造当地无相似替代用品的产品。根据

特别投资合约，投资者可在税务、监管

及支持方面获俄罗斯政府的优待。

俄罗斯也积极推动“经济特区”政

图 3 俄罗斯进口替代计划涵盖产业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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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透过经济特区的政策，鼓励国内外

企业投资进驻，并带动在地就业机会。

俄罗斯也为国际企业提供土地及基建支

持。目前，该国设有 25 个经济特区，

提供多项丰厚优惠，吸引高科技产业等

优先行业的国际投资者前往当地发展。

这些经济特区获俄罗斯政府赋予特别法

律地位，区内企业可享税务优惠及免关

税待遇，更获提供设有现成基建的土地，

也可免费衔接能源设施。综合来说，这

些措施可助企业节省平均 30% 至 40%

成本。

除了经济特区外，俄罗斯政府也

加紧在全国各地发展工业园区，这些

工业园区多由地方机关或私人企业建

立，配备制造活动所需的工业、运输、

仓储及行政设施。另外，俄国政府为了

开发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特别提出

优先特别开发区 (Advanced Special 

Development,ASDZ) 计划，藉此带动

广大远东区域的开发。

积极推动科学创新政策以推动科

技创新

科学创新政策是俄罗斯政府推动产

业结构转型的重要政策之一。在后苏联

时代，俄罗斯推动军转民的产业结构调

整政策后，透过能源与原材料的生产及

输出来创造大量的外汇，提升俄罗斯的

经济增长力道，而现阶段，俄罗斯则是

积极地透过科学创新能量的导入，来强

化其工业结构的发展，而此一政策也与

进口替代政策相辅相成。

俄罗斯于 2014 年即提出了“国

家技术倡议”(National Technology 

Initiative)，希望能在未来的 10 ～ 15

年间建立俄罗斯在全球科技发展中的新

能量，建立完善且具竞争力的研发生态

系统，能于 2035 年成为全球科技强国，

回归到冷战时期、苏联时代的科技强国

之列。“国家技术倡议”目标之一是创

造条件，以共同投资、互惠基金、众筹

和众投等形式的私人投资，逐步取代公

共财政为俄罗斯科创领域提供的融资。

截至 2018 年，俄罗斯创业投资公司

(Russian Venture Company) 共设 26

个基金，总价值 6 亿美元，为 225 个已

核准的投资项目提供资金，范畴涵盖多

个重点领域，包括：(1) 生物科技、医

疗设备和药品；(2) 计算机技术和软件

开发等信息科技；(3) 能源效益；(4) 太

空和电讯。

该国经济发展部也提出

“2014 ～ 2020 年俄罗斯联邦科技

重点领域研发专项计划”(R&D for 

Priority Areasof the Development 

of S&T Complex of Russia for 

the2014 ～ 2020)，鼓励科研机构和私

营公司开发能与进口产品媲美的本土技

术，并加强透过双边或多边机制与外国

合作，强化俄罗斯本土研发能量；也在

2016 年提出“俄罗斯联邦科学技术发

展策略”(Strategy for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制订透过

科技持续推动经济增长的蓝图，规划俄

罗斯进口具策略意义的技术以加强该国

的科技能力，提高研发活动在国内生产

总值中的比重，借此落实进口替代政策。

表 1  俄罗斯经济特区等相关计划奖励措施

自由贸易区 / 激励计划 相关优惠奖励措施

25 个经济特区分为四大类：
工业区和生产区
技术和创新区
旅游和娱乐区

港口区

·免征关税和进口增值税
·降低营业税
·减少财产税
·基础设施费用折扣
·实施单一窗口特别行政制度

Skolkovo 创新中心（莫斯科）-
旨在促进高科技制造和研发方面的创新

·免征利得税
·免征增值税
·免征财产税
·免征关税和增值税
·减少社会保障缴款

优先特别开发区
(Advanced  Special  Development, ASDZ)

在俄罗斯远东和在俄罗斯远东和东西伯利亚建
立 ASDZ 产业区
网络，为企业和其他类型的活动建立了特殊的
法律制度，以便为投资和加速社会经济发展创
造有利条件。
建立 ASDZ 产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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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对外经贸政策与现状

俄罗斯海关署公布资料，2018 年

俄罗斯对外贸易金额达 6926 亿美元，

较 2017 年增长 17.6%；其中出口

金额为 4521 亿美元，增长 25.6%；

进口金额为 2405 亿，增长 5.1％；

贸易顺差金额达 2116 亿。以区域来

看，俄罗与欧盟贸易占整体对外贸易

比例达 42.7%，独立国协占 11.7%，

欧亚经济同盟 (Eurasian Economic 

Community,EAEC) 占 8.1%，东盟占

31%。

EAEU 是一个由俄罗斯主导组成的

自由贸易协定，由亚美尼亚、白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俄罗

斯组成。EAEU 以俄罗斯、哈萨克斯坦

斯坦和白俄罗斯的关税同盟为基础，成

立于 2015 年，并于 2016 年，EAEU

与越南签署自由贸易协议，使得越南成

为俄罗斯强化与东南亚国家经贸关系的

一个重要基地。

俄罗斯为了强化其对外经贸的结

构，并以此因应美国及部分欧盟对家对

其采取经济制裁的冲击，希望透过与东

南亚国家间的经贸连结，来突破经济制

裁的限制。因此，俄罗斯自 2012 年开

始，便透过其主办 APEC 会议的机会，

藉由在海参威召开领袖峰会，来宣示其

强化与东亚国家经济合作的决心。俄罗

斯政府认为，其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连

结可扩大商机至周边国家，作为欧亚大

陆间的经贸合作连结平台。

俄罗斯工业发展前景

俄罗斯金砖国家的地位在俄国政府

持续推动进口替代政策、科技创新政策

表 3  2018 年俄罗斯主要贸易伙伴

国家 贸易额 与 2017 年相比

中国大陆 1083 亿美元 成长 24.5%

德国 596 亿美元 成长 19.3%

荷兰 472 亿美元 成长 19.4%

意大利 270 亿美元 成长 12.7%

土耳其 256 亿美元 成长 15.7%

美国 250 亿美元 成长 7.9%

韩国 248 亿美元 成长 29.1%

波兰 217 亿美元 成长 31%

日本 213 亿美元 成长 17%

法国 172 亿美元 成长 11.2%

表 2  国家技术倡议的关键领域和未来科技

新领域或市场 新技术

能源网络 ( 配电、智能电网和智慧城市 ) 数字设计和建模

食品网络 ( 新型食品和粮食生产配送系统 ) 新材料

安全网络 ( 新型个人安全系统 ) 添加剂技术

健康网络 ( 个人医药 ) 量子通讯

航空网络 ( 新型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 ) 感应

海洋网络 ( 新型无人驾驶海上运输系统 ) 机械生物电子学

汽车网络 ( 新型无人驾驶汽车管理网络 ) 仿生学

金融网络 ( 分布式金融系统和货币 ) 基因组学和合成生物学

神经网络 ( 人为的意识和心态元素 ) 神经技术

大数据

人工智能和控制系统

新能源

主机及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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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行动下，应有可期之处；但俄罗斯经

济发展的挑战仍然存在，包括：对能源

及原材料出口的依赖仍重、工业基础发

展及国内自主创新仍需强化、美国与欧

盟部分国家的经济制裁等，这些问题均

需要俄国政府持续推动相关政策来加以

因应与克服。以 2018 年的对外贸易来

看，在经济制裁的政策下，俄罗斯对外

贸易仍有所增长，尤其是美国，仍位

居俄罗斯贸易伙伴的第六位，增长率为

7.9%，可见俄罗斯产业链在国际上仍

有一定的重要性。

再从近期日本对韩国禁止出口氟化

氢的贸易政策事件来看，俄罗斯积极向

韩国推销本国所生产的氟化氢物料，突

显俄罗斯向外拓销其国内产品的积极

性，以及强化国内产业外销多元化的策

略，显示俄罗斯在推动进口替代政策的

架构下，也积极对外拓展其贸易商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