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罗斯政治与经济: 现状、
困境与发展趋势分析” 学术研讨会简讯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９ 日ꎬ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转轨经济专业委员会、 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

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新兴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及 «国际经济评论» 编辑部在复旦大学共同举办

“俄罗斯政治与经济: 现状、 困境与发展趋势分析” 学术研讨会ꎮ ４０ 多名专家学者就俄罗斯

政治经济现状、 困境与发展趋势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ꎮ
俄罗斯经济发展问题备受关注ꎮ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１６ 年ꎬ 俄罗斯是上合组织中唯一一个经济负

增长的国家ꎬ 但俄罗斯经济并非一无是处ꎬ 如 ２０１５ 年俄罗斯农业获得丰收ꎬ 小麦出口量居世

界第二位ꎮ 在欧美对俄制裁的背景下ꎬ 俄罗斯提出进口替代战略ꎬ 其出发点结合了国家安全、
反危机和经济结构调整等战略目标ꎬ 前景主要取决于卢布汇率和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ꎮ

关于俄罗斯经济发展前景ꎬ 与会学者较为一致地认为ꎬ 俄罗斯面临的问题是对能源出口

过度依赖及现行经济结构畸形ꎬ 只有建立起创新型的经济结构才能使俄罗斯经济摆脱困境ꎮ
由于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ꎬ 普京的 “欧亚战略” 明显受阻ꎬ 俄罗斯经济政治开始 “向东

看” 并意图与我国的 “一带一路” 战略对接ꎬ 在 ２０１６ 年六月份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普京提出

建立 “大欧亚伙伴关系”ꎬ 不过ꎬ 与会学者对俄罗斯对外经济合作的能力和影响力进行评估的结

果却不乐观ꎮ 尽管当前俄罗斯与中国的合作越来越紧密ꎬ 但这种合作进一步深化的可能性一定要建

立在俄罗斯进行彻底的结构改革的基础之上ꎮ 就中长期而言ꎬ 俄罗斯的大欧亚战略从地缘经济的角

度来看是可行的ꎬ 但当前俄罗斯陷入持续衰退ꎬ 并且短期难以复原ꎬ 考虑到新能源革命、 新工业革

命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等未来因素的影响ꎬ 不难看出俄罗斯所面临的巨大挑战ꎬ 因此大部分与会

学者并不看好我国与俄罗斯的 “欧亚经济一体化”ꎮ 从中长期来看ꎬ 在 “一带一路” 框架下推动中

俄关系发展要考虑两个重要问题: 首先ꎬ 中俄关系两国能结盟吗? 其次ꎬ 中俄美三边关系该如何互

动? 与会学者指出ꎬ 当前大国关系采用的逻辑是 “在防止损失的前提下谋取利益”ꎬ 因此中俄美三

国关系中有很多可选项ꎬ 未来中美俄三边关系的发展值得学界继续跟踪观察ꎮ
俄罗斯与中亚的关系也是研讨会的一项内容ꎬ 一些学者对中国在中亚的投资效率做了量

化研究ꎬ 认为我国对中亚国家直接投资分布不均ꎬ 投资效率的国别差异明显ꎮ 为提高直接投

资效率ꎬ 政府应当重视投资引导ꎮ
关于俄罗斯与中东的能源外交ꎬ 与会学者指出其主要特点是跨教派、 多国家的均衡ꎬ 既

和执政派合作也和反对势力合作ꎮ 但这种均衡同时也蕴藏着很大的风险ꎮ
(刘军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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