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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成 俄罗斯与亚太相互依赖
种种迹象表明，俄罗斯与亚太国家相互依赖的程度越来越深，对于普京而言，

亚太国家对他具有多重意义。

W 普京上台后会实行什么样的经济政策，与之前梅德韦杰夫

会有哪些不同？

Y 普京赢得2012年总统选举意味着一个始于2000年并将至

少延续至2018年的“长普京时代”仍处于其发展进程中。

而“普京主义”的典型特征正在于其对稳定和秩序的孜孜以

求。事实上，从普京执政伊始，俄罗斯经济的基本特点迄今

几无太大变化。俄经济其间出现较为快速的增长，主要原因

是普京当局摒弃了叶利钦时代对权力和财产分离的西方自由

市场经济模式的“制度移植”，重新回归以国家作用主导为

核心的“权力-所有制”体系并使之得到加强。

这意味着其治下的俄罗斯经济将在“强大国家”的总纲下具

体展开，一方面将巩固和强化国家作为国民经济运行总的游

戏规定的执行者和保障人角色，继续全面加强国家对关乎国

计民生的战略资源和战略产业的控制乃至垄断；另一方面仍

将在保持强有力的中央政治控制下广泛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

经济改革，旨在避免野蛮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建构，代之以

文明的、建立在法律与平等竞争基础上的有序的市场经济。

W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

Y 纵观后苏联时期俄罗斯转型以来其经济体制现代化改革进

程，就会发现大致可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自下而上，重在

发挥企业的能动性；另一种是自上而下，更多依赖国家和政

府的作用。按照俄罗斯学者的自我评估，普京执政后直至

2003年之前俄主要采取第一种模式，依靠科技创新，私人

领域开始显示自己的力量。但其后石油等资源收入的快速上

涨，使政府意识到资源收入不能控制在私人手里，于是加大

了政府对战略资源和战略行业的控制力度。事实上这是普京

时代俄经济一度繁荣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普京的经济政策选择从长时段看正是俄罗斯历史长

河中传统政商关系的一种复兴。俄罗斯最近20多年来的经济

转型实践已经表明，俄的交换机制确实与理想的规范市场经

济有很大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应上溯至自伊凡三世以来所

引入的“权力-所有制”体系，即权力占有等同于财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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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有余而力不足的

庞大经济体
苏联时期它是世界第二经济强国，苏联

解体后其经济一度严重衰退。2000年之

后俄罗斯的经济在大量出售资源的情况

下得以迅速发展，2006年俄罗斯的经济

总量超过1991年解体前，2007年俄罗斯

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356亿美元，位

居世界第十位。俄的经济结构非常不合

理，绝大部分收入来自于资源行业，包

括石油、天然气、矿石和木材等，受这

类商品价格的波动影响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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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变成权力占有的部分功能。这一体系在很长时间内被

俄民众视为社会的自然状态。这就是俄经济转型中的“路

径依赖”。普京本人曾经说过：“有着强大权力的国家对

于俄罗斯来说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事，不是一件要去反对的

事，恰恰相反，它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是任何变革的倡

导者和主要推动力。” 

W 那俄罗斯对亚太地区的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Y 两个新的结构性因素势必影响俄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在亚太

地区的存在：首先，如上所述，普京当局有可能在未来面

临更多的国内挑战，因此推动俄经济以较快的速度持续发

展将成为其合法性之关键所在。这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俄

的经济政策选择，意味着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开发开

放将变得日益迫切；

其次，全球权力从西向东、从美欧到亚太转移的新战略态

势也影响了俄新亚太战略的形成。俄倾向于认为，未来国

际体系的核心矛盾将是崛起的中国及其所代表的威权资本

主义模式和衰落的美西方及其代表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模

式之间的对抗。在此历史情境中，俄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战

略机遇期，主要大国都将高度重视俄的作用，因为俄的决

定将可能直接左右整个战略平衡。

W 俄罗斯对自己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地位有什么样的期许？靠

资源输出能达到这种自我期许吗？

Y 在国际经济地位的自我期许上，普京早已明确表示希望

通过结构性改革使俄经济到2020年前进入世界经济的前

五强，普京执政团队对未来俄经济发展前景具有足够的自

信，但其背后的支撑显然离不开俄所拥有的庞大资源。知

识经济时代人们往往更看重以生物、宇航和IT等高新技术

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并以此来评判各国经济的优劣

与发展强力。但是反过来，自然资源的禀赋优势却是无法

赶超的。在世界上最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中，恰恰大

量是资源不足的国家与地区。可以说，资源比较优势已经

成为“长普京时代”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关键倚重力量。

亚太地区自冷战结束以来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

地区，尤其是以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对于

资源的需求蒸蒸日上。从这个角度看，俄罗斯与亚太国家

正在构成一种相互依赖的状态。最关键的是，普京也不会

只满足于单纯的能源和原材料出口，而是致力于原材料的

深加工出口，确保大量利润留俄。但核心问题在于，继续

发展能源资源依赖型经济，特别是国家对此领域的深度介

入有可能使俄难免“资源诅咒”的基本逻辑：即丰裕的资

源对俄的经济增长可能反而是一种限制。换言之，如果俄

不能克服官僚阶层在此进程中对于较易获得的资源红利的

追逐，有可能使俄的现代化进程迟迟难以完成。

今日的俄罗斯是一个受国际承认的的世界大国，亦是世界第二军事强国。

卡佳与父母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