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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 1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发第

642 号总统令，正式批准《俄罗斯联邦科技发展战

略》（以下简称《战略》），对未来 10~15 年俄

罗斯科技发展进行了统筹规划。《战略》作为未来

一段时期指导俄罗斯联邦科技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全面分析了俄罗斯科技发展的现状及面临的挑战，

明确了未来发展目标、政策原则和优先方向，以及

拟采取的措施等 [1]。

1　《战略》出台的背景和目标

苏联解体后，受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影响，原

本相对独立和完整的科技研发体系受到严重冲击。

科研投入大幅下降，重点项目研究经费入不敷出，

人员和技术不断外流。为提升和挖掘科技潜力，俄

罗斯政府开始尝试建立新的科技发展机制 [2]。

为“重振大国地位”，俄罗斯出台了一系列改

革措施，国家整体形势有所好转，但依旧面临着诸

多“大挑战”①。为此，2015 年 6 月，俄罗斯总统

普京责成联邦教育和科技部编制 2035 年前国家长

期科技发展战略。此后，先后有 3 000 余名各学科

学术带头人、专家、学者，以及科研机构、高新技

术企业和工业企业负责人参与了《战略》的研究与

编制工作 [3]。

在此次颁布的《战略》中，俄罗斯政府将“科

技手段”作为应对“大挑战”的重要手段之一，认

为发展科技既可解决大量国内外现实问题，又可对

未来形势发展进行预估并提前采取防范措施，科技

已成为“决定俄罗斯国家经济竞争力和国家安全战

略成败的关键因素，在保障国家安全和世界科学发

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俄罗斯希望通过《战略》的实施，为年轻人进

行科技创新、建功立业创造机会，保证国家拥有良

好的科技发展潜力，以应对各种“大挑战”。未来

10~15 年俄罗斯科技发展的目标是：在借鉴国内外

现有经验的基础上，按照现代化组织原则，建立现

代化管理体制和有效的沟通体系，创造有利于科技

研发的政策环境，提高研发领域投资的吸引力和投

资效率，为发展高科技含量的经营活动创造条件，

以保障俄罗斯公民的生活水平和国家安全。同时，

通过开展广泛的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提升国际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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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 10~15 年俄罗斯科技发展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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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该《战略》中，俄罗斯将那些“复杂性和影响力单纯依赖国家增加财政投入无法解决、消除或实现的挑战”称为“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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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俄罗斯科技创新的认知和认同，并通过互利合

作提高科技创新效率，最终实现“率先开发并获得

新技术、掌握新知识、研制更多创新型产品”，“保

证俄罗斯联邦长期稳定、富有生机地平衡发展”，

并“构建新的国家经济增长体系”，“全面提升俄

罗斯综合竞争力和技术自主可控”的目标。

2　科技发展的现状与面临的挑战

作为曾经的世界科技强国，无论是沙皇俄国，

还是苏联，都创造了大量的科技财富，为人类的知

识积累和先进技术开发做出过突出贡献。但随着苏

联解体，以及向市场经济过渡，俄罗斯的科技优势

正在日益弱化。目前的发展现状是“既有竞争优势，

又存在着阻碍国家科技发展的问题”，其优势和不

足均十分明显，具体如表１所示。

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俄罗斯政府认为，

当前俄罗斯科技发展面临内外两种“大挑战”。

（1）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带来的“大挑战”

主要表现为：一是数字时代和数字经济的发展，

以及“少数国家集团”在生产领域形成新垄断，使俄

罗斯严重依赖原材料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无法继续

保持优势；二是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导致一些新

的社会问题（如老龄化）和医学问题（如出现新型流

行病）不断涌现；三是人类对环境的破坏已威胁到自

然资源的再生，以及人类的生命和健康；四是粮食安

全问题日益突出，俄罗斯食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

有所下降；五是全球和局部地区的能源体系发生重大

变化，动力装备在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致使能

源生产和存储、运输和使用不断增加；六是国际竞争

和地区冲突加剧给国家安全带来新的威胁，国内外安

全威胁相互交织情况日益严重；七是地区间社会经济

发展不平衡，加剧了空间资源开发和利用的争夺，俄

罗斯在太空、海洋、极地等领域的经济、科技和军事

开发地位亟需强化。

表 1　俄罗斯科技发展的优势和不足

优势 不足

在众多基础科研领域潜力巨大 很大程度上延袭了 20 世纪 90 年代的研发方向，相对滞后

拥有几百个世界水准的科学和教育中心 各机构发展不均衡，研究能力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地区

科研人员年龄结构明显改善，39 岁以下科技
工作者已占 30%

人才吸引力整体不够，在全球吸引人才排行榜上排名在 60 开外，仍属于人
才输出国

积累了大量大型技术研发（包括国防和国家
安全领域）项目建设经验

科研经费总体投入不足（位居世界第 9 位）；成果转化率不高（创新产品
占产品总量的份额只有 8%~9%）；高技术产品出口份额低（约占世界高技
术产品出口总额的 0.4%）；军民两用技术和军民技术相互转移发展不够

研发（特别是民用领域）投入和科技人员数
量处世界第二梯队（与欧盟、澳大利亚、新
加坡和智利大体相当）

研发效率低、高质量学术论文和专利数量少、高新技术和产品出口创汇能
力弱，处于世界三流国家水平（相当于东欧和拉美国家）

研发部门和实体经济部门互动性差，衔接不紧密；创新周期长

未形成完整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化链条；科技成果倍增效应未充分显现

（2）科技创新活动内在变化带来的“大挑

战”

主要表现为：一是科技创新周期不断缩短，大

大压缩了获得新知识和创造新技术、新产品、新服

务，以及将其推向市场的时间；二是科研活动中学

科和部门界限愈来愈模糊；三是科技信息总量急剧

增加，信息处理方式日益多样化，研发活动的组织

形式和使用的软硬件设备亦发生明显改变；四是对

研发人员要求越来越高，对高素质人才的争夺更加

激烈；五是标准的作用逐步强化，主导研发的“少

数国家集团”正在形成，俄罗斯已成为为其输送人

才的“输血站”。 

3　未来科技发展的原则及拟采取的措施

在全面分析俄罗斯科技发展面临的内外部挑

战的基础上，结合当前的经济形势，俄罗斯确立了

 ◇ 由鲜举，颉　靖，田素梅：未来 10~15 年俄罗斯科技发展探析——《俄罗斯联邦科技发展战略》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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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战略与政策·

其未来科技发展的五项原则，选取了 10 个方向作

为优先发展方向，并明确了实施路径和保障措施。

（1）科技发展的原则

未来 10~15 年，俄罗斯科技的发展将遵循以

下五项原则：

·创新自由的原则，即要为科研人员、团队和

组织提供机会，让其自由选择合作伙伴、合作形式，

以及研究、解决技术问题的方法，同时提高其责任

感，树立对科研活动效果负责的意识，并提升对科

研成果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的认识。

·系统扶持的原则，即要保证创新周期的完整

性，形成从获取新知识、开发新技术、研制创新性

和突破性产品与服务、形成新市场，直至占据新市

场全产业链条式的扶持政策。

·资源集中的原则，即要统筹人力、财力、组

织和基础设施等各种资源，对科技创新活动进行集

中扶持。

·合理平衡的原则，即既要完成国家科技发展

优先方向框架内的重要任务，又要兼顾科技人员自

发的、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科研项目，特别是要扶

持有利于国家长期发展的基础性研究工作。

·公开公平的原则，即不同所有制形式的各类

组织、团队和个人，均可从维护国家利益的角度出

发，通过公开方式，与个人、企业、社会和国家联

合开展科技创新活动，并享有公平使用国家基础设

施、财政和非财政资金的权利。

（2）优先发展方向

一是向先进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生产工艺、机器

人系统、新材料和新结构转变，建立大数据处理、

辅助教学和人工智能系统；二是向绿色、节能动力

方向转变，提高碳氢化合物原材料开采效率和深加

工能力，开发新型能源，发展新的能源运输和存储

方式；三是向个性化医疗、高技术保健方向转变，

包括合理使用药物（首先是抗菌类药物）；四是向

高产和绿色环保农业和水产养殖业转变，制定推广

安全的生化药剂使用体系，提升农产品加工和存储

能力；五是抵御各类技术威胁、生物威胁和社会文

化威胁，防范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思潮，以及网络

空间威胁和其他社会、经济威胁；六是通过建立智

能化运输和远程通信系统，在国际物流体系和太空、

海洋、极地开发利用中占据和保持领先地位；七是

通过人与自然，以及人与技术、社会研究机构的相

互配合，提升俄罗斯有效应对各类挑战的能力；八

是建设评估体系，以预见科技发展可能带来的风

险；九是扶持基础科研活动；十是在更远的未来，

加强有关社会和自然发展进程、人机交互系统、气

候和生态系统控制等方面的研究。

（3）拟采取的科技发展路径和措施

未来俄罗斯科技的发展将遵循“自行构建完整

的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路径。俄罗斯认为，唯有

如此才可能实现俄罗斯科技的稳定发展，并优化其

经济结构，一味推行技术进口只会使俄罗斯“丧失

技术独立性和竞争力”。但在自行构建完整的国家

创新体系过程中，俄罗斯仍需克服各种消极因素的

影响，加快推进相关机构和领域的改革，并根据国

家经济发展情况，增加对科研、试验和设计等领域

的投入，以保障俄罗斯的创新能力能够逐步接近发

达国家水平。

为促进科技创新，未来俄罗斯政府将重点在以

下六个方面开展工作。

·人才培养。重点是：为有天赋的年轻人从事

科技创新活动创造条件，以挖掘国家的智力潜能；

鼓励研发、制造人员和企业家联手打造有竞争力的

创新团队；建立科研贡献评价和荣誉机制，提高科

学家的社会威望，加大对优秀人才和科研成果的宣

传力度；有针对性地支持年轻人开展科技创新活动，

并为其创造公开、公平的竞争环境；吸引有才干的

年轻人赴俄工作。

·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重点是：通过吸引个

人投资和利用各级政府预算资金，开展科技创新项

目，包括兴建用于科研、教学和生活所必需的基础

设施；对自行建设的大型科研基础设施予以支持；

允许研究团队获取必要的国内外信息资源，并通过

参与国际合作项目获得必要的组织优势；简化研发

材料与样品采购程序；发展科技创新产业联盟和高

技术产业群；对特殊地区的创新活动及创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和生产予以支持，以加强地区间的联系。

·管理和投资。重点是：建立一整套组织管理

和法律保障措施，以及有效的现代化管理体制和沟

通机制；开展科技含量高的业务活动，提高对研发

投资的吸引力和投资效率；政府部门完成从“预算

资金管理人”向“专业订货人”的转变；指导“国



— 4 —

家订货人”采购科技含量高的国产创新产品；保障

非国营公司能够平等参与有前景的、商业价值高且

市场潜力好的科研项目；简化税务、海关等行政管

理手续，建立满足市场需求和变化的灵活机制；实

行刺激性税收政策，通过各种手段，吸引各类资金

开展研发活动；发展科技预警体系，以及新行业、

新市场的统计、分析和评估机制。

·互动协作。重点是：引导社会的科技创新需

求；开展科技成果转化研究；建立技术转移体系；

加强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促进科技成果快速实现

转化应用；鼓励并全方位支持大公司、国家权力机

关与中小型创新机构间的互动。

·国际合作和一体化。重点是：与国外研究机

构建立有效的伙伴关系，建立国际科技合作和一体

化科技发展模式，提升俄罗斯科研活动效益；根据

技术发展水平和创新潜力，确定国际合作对象、目

标和形式；推动国际性科学难题的解决，提高俄罗

斯参与国际科技活动的力度；开展科技外交；保障

俄罗斯科研教育机构、制造企业进入全球知识和技

术市场；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提高俄罗斯在新兴市

场中的地位和作用。

·扶持本国企业。重点是：建立对俄罗斯本国

企业的扶持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发展国家级研发

中心；建立和扶持有能力的私营企业，使其成为全

球技术市场的领军企业；利用“国家技术倡议”这

一手段，加快基础研究、探索性研究和应用研究向

现实产品和服务的转化，保障俄罗斯企业能够在未

来市场上占据领先地位。  

4　意义及影响分析

在工业 4.0 概念日益被接受、美日加快推进网

络空间建设的国际大背景下，俄罗斯也加快了推进

进口替代和武器装备换装计划，并在进入这个关键

时期之际，又制定并推出了《俄罗斯联邦科技发展

战略》，其意义和影响都将是深远的。

（1）《战略》的实施有助于重振低迷的国家

经济。乌克兰危机后西方的经济制裁，加之世界

油价的下跌，使俄罗斯经济遭到重创。其 2014 年

GDP 增速仅为 0.6%（较 2013 年下降 0.7%），而

2015 年的 GDP 总量又比 2014 年缩水了 3.7%[4]。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经济如此不振的情况下，发

展科技成为其在短期内快速提升国家经济实力的一

个有效手段。通过科技创新，支持有能力的企业进

入全球知识和技术市场，加快推进俄罗斯产业结构

的调整与优化，提高高新技术产业的出口及其在

GDP 中所占比例，都将有助于重振整个国家经济。

（2）《战略》的实施有助于俄军换装计划的

如期完成。目前，距离《2020 年前武器装备发展

纲要》实施结束只有三年时间，尽管 2015 年底俄

军现代化装备的比例已达到 47%，比照近两年的

速度应该可以按期完成换装目标，但西方禁止向俄

罗斯出口发动机、关键电子元器件对换装的影响会

有一定的滞后性，将在 2017 年集中显现 。通过营

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加快研发先进的智能化、

数字化生产工艺，将大大提升俄罗斯的科技创新能

力，以及国防企业的生产制造水平，为其生产“比

任何潜在对手同类武器看得更远、打得更准、反应

更快”的军事装备创造条件 [5]。

（3）《战略》的实施有助于进口替代战略的

实施。作为俄罗斯的掌舵人，普京曾反复强调，为

了国家安全，必须尽快完成进口替代，摆脱对国外

产品和技术的依赖，决不能放弃技术上的“独立自

主”。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密集出台一系列相关

政策措施，希望在完成产品替代的基础上，实现技

术替代 [6]。但进口替代需要大量资金和高水平技术

人才，此次《战略》提出要吸引包括非财政资金在

内的各类资金和更多有天赋的年轻人参与科技创

新，将有利于解决资金短缺和人才不足问题，加快

进口替代进程。

（4）《战略》的实施有助于提升俄罗斯在网

络空间等新领域的话语权。当前网络空间已成为

第五作战域，太空、海洋及极地等领域亦成为发

达国家竞相争夺的新高地。此次俄罗斯公布的《战

略》，将抵御网络空间威胁、防范恐怖主义和极

端主义思潮，以及保持俄罗斯在太空、海洋、极

地等新兴领域经济、科技和军事开发应用的领先

地位，列为优先发展的两大方向，可见对其重视

程度之高，如果各项工作能够落实，将有利于提

升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上对这些新兴领域开发利用

的话语权，从而更好地维护俄罗斯在这些新兴领

域的国家利益和安全。

《战略》是俄罗斯联邦政府、各联邦主体，以

 ◇ 由鲜举，颉　靖，田素梅：未来 10~15 年俄罗斯科技发展探析——《俄罗斯联邦科技发展战略》解析



— 5 —

及国营公司（包括大型集团公司）和国家参股的股

份公司等机构研究制定科技发展规划、开展相关研

究的基础，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引领俄罗斯科技的

发展，其落实情况亦将直接关系到俄罗斯在国际社

会的影响力和国家地位，对其是否能够重新成为世

界科技强国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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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Russian S&T Development 
in the Next 10 to 15 Years:

lnterpretation of “Russian Federation S&T Development 
Strategy”

YOU Xian-ju, XIE Jing, TIAN Su-mei
（CHINA Industrial Control Systems Cyber Emergency Response Team, Beijing　100040）

Abstract: In the end of 2016, Russia promulgate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Strategy” which would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T) in Russian 
Federation in the future. This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is strategy from these aspects: the 
strategic background and purpose,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T in Russia,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e development principles and priorities in the future, the measures to be adopted 
and the possible values and impacts. This paper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readers to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context of the S&T development in Russia in the next 10 to 15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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