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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十年，俄罗斯须向中国学习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从这个意义

上来说，俄罗斯需要向中国请教。

在普京第一个 8 年的总统生涯中，

俄罗斯正确地拒绝了基于新自由主义基

础上不明智的“华盛顿共识”。然而反自

由风格的国家资本主义并不是一剂良方，

它不适合这个世界上最大国家的经济结

构和制度变革，同样也不适合于这个星

球上拥有最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俄罗

斯经济必须依靠有智慧的人民。

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仰仗

其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中国的资源必须

依靠大量进口——这迫使中国调整和多

样化经济结构。如果中国有像俄罗斯这

样巨大的原材料和能源，它可能不会像

现在这样成功。可以想见，如果俄罗斯

拥有比现在少得多的资源，它反而会更

加繁荣。

留给俄罗斯的时间不多了。要赶上

世界先进的经济体，在 8 国集团和 20 国

集团中成为一名有影响力的成员，它必

须明智地使用从自然资源开采中获得的

收益，并用这些收益作为重组和多元化

其经济结构的投资。否则，非工业化进

程受阻，服务行业非均衡发展，将会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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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领导者之一的机会。接下来的这十

年将决定俄罗斯在整个 21 世纪的命运，

且时不我待。

俄罗斯应该做什么
俄罗斯正在积累外汇储备，目前已

经接近 1.5 万亿美元，但我认为这是最

没有效率的财政资源管理方式。庞大的

外汇储备应该用于硬件基础设施方面的

投资、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当然，只

是投资，不足以打破目前的困境。俄罗

斯有必要进行结构改革和制度建设，用

以提升其国际竞争力和管理的质量水平；

有必要打击腐败和做好权力下放的管理；

要进一步解除管制，但不是沿袭新自由

主义的乌托邦。

现在是时候用顺差去投资高科技产

业。在过去的一年里，俄罗斯的贸易顺

差超过 2000 亿美元。在后苏联模式重

工业化的影响下，中小企业长期处在阴

影之中，俄罗斯应该通过鼓励中外合资

企业、公私伙伴关系的合作促进中小企

业的增长。这一点上，俄罗斯也可以借

鉴中国经验。

波兰前副总理，曾任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经济发

展研究机构及欧盟高级顾问，现任波

兰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政治经济学教

授、波兰智库主任。著有《真相，谬

误与谎言：多变世界中的政治与经济》。

2012 年起，为《中国经济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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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令人惊奇的事实 ：一个拥

有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托尔斯泰

和布尔加科夫等文明巨头的国家，竟然

诞生不出伟大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

如果俄罗斯的经济可以如它的文化一样

灿烂，那么这个国家足以称得上伟大！

然而不幸的是，现实却不是这样。

旧时代的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中产生的

某些“坏习惯”影响着经济的健康发展，

而其引以为傲的丰富资源也一定程度上

给经济增速带来了负面影响。

关键十年决定俄罗斯命运
今年，普京再次执掌俄罗斯总统的

权柄。面对那些尚未解决的老问题和越

来越多的新挑战，他必须设法找到适当

的解决方式。俄罗斯需要一个长远的眼

光，而不是一个幻想。然而，俄罗斯人

民更倾向于选择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而

不是一次关于如何解决各种问题的大辩

论。如果俄罗斯人的选择是正确的，那

么必须满足一个前提 ：这位领导是一个

开创者，知道如何在全球化和地区间变

化中领导和治理国家，真正致力于执行

正确的政策，制定并实现一个伟大国家

的长期发展战略，符合长久、公平、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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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经济比较

到目前为止，俄罗斯的情况不太好：通货膨胀率太高，达到 9.5%；官方公布的失业

率是 6.5%，真实的失业率可能更高，介于 10%~12%之间；以及由此带来的所谓

痛苦指数，即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总和约为 20%。

20 年前的苏联，其GDP（国内生产总值）是当时中国的 3倍。而今天的俄罗斯，

GDP不过是中国的 1/5（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分别是 2.38 万亿美元和 11.29 万

亿美元）。2010—2012 年，中国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 9%，俄罗斯却仅约为 4%。

据预测，到 2013 年，中国的GDP增长约为 8.5%，而俄罗斯将小于 4%。因为世

界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与俄罗斯的增长率相似，保持在 3%左右，所以俄罗斯对全球

生产总值的贡献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未来十年，不同的增长速度将使中国和俄罗斯的 GDP 增长分别达到 140% 和

48%。这种增长速度将使中国可以在 2020 年前追赶上俄罗斯的人均GDP（按购买

力平价计算，中国目前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9000美元，而俄罗斯约为17300美元）。

此外，俄罗斯不断扩大的不平等，

已经超越了社会宽容度，而当其发展到

极限时，将阻碍社会的效率与增长。

税制应摆脱粗放的均一所得税，引

进一个健康的累进税制，这样做有利于

扩大私营企业，同时培养和凝聚社会力

量。在西方有不少国家能够通过均一税

走向富裕 ，但在东方不可能有这样的情

况。

额外的财政收入必须用于公共服务

部门，特别是教育和医疗保健，这样做

的目的是维持社会资本运转。它不仅有

利于个人本身的价值，也是组成民营企

业蓬勃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出

口石油和天然气中获得的收入可以买到

苏格兰威士忌，甚至兰博基尼跑车又或

是在伦敦出风头的别墅，但如果没有了

高新技术的劳动力，那么企业家和经济

增长都不会有美好的未来。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支持政治民主

化，俄罗斯将来才有机会抵消日益严重

的专业人士移民潮，并扭转破坏性趋势

的人口下降。否则，俄罗斯可能完全失

去创造美好未来的动力。

( 翻译 ：张璐晶 )

( 摘自《真相，谬误与谎言》，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volativeworld.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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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叶利钦任总统上台一直到 1998 年夏

天的金融危机之前，俄罗斯都是一个不

错的投资目的地。但在普京当政时期，

俄罗斯就不再是被看好的投资对象了，

因为它开始通过预算制度和政府的部分

配合来改进金融政策，这种改革同时受

其央行货币政策的支持。

最近十年里，俄罗斯正尝试着用自己的

方式把制度改革与发展政策结合起来，

同时，尽量避免国家财富和自然资源迅

速或廉价地流失。俄罗斯想全力以赴参

与世界经济的竞争，并从全球化中得到，

而不是被他人利用。俄罗斯拒绝成为另

一个“新兴市场”，因为那将意味着放弃

经济主权并屈从于来自跨国资本的压力。

中国、印度、俄罗斯，这三个伟大的国

家没有走“华盛顿共识”的路线，这只

是因为他们不屈从于来自特殊利益集团

的压力和相关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