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 6月 27日 星期五4 国 际

俄 罗 斯 将 发 力 经 济 结 构 转 型
本报驻莫斯科记者 李春辉

中国
—

中亚共建成果惠及民生

本报驻塔什干记者

赖

毅

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周明阳周明阳 美美 编编 倪梦婷倪梦婷

全球核电市场迎来新机遇

6 月 21 日，第 28 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

在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闭幕。本届论

坛上，与会者就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关键经

济政策展开广泛讨论。如何推动俄罗斯经济

结构性转型，成为俄各界关注和讨论的重点

话题。

非资源型经济快速增长

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论坛全体会议并做

主旨发言。他首先介绍了当前俄罗斯的经济

形势。普京表示，尽管外部环境复杂，但过去

两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超

过 4%，增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今年前 4 个

月，俄 GDP 增长率为 1.5%，其中 4 月同比增长

1.9%。俄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今年俄 GDP 增

长仍具有潜力，或将实现 3%的增长，高于俄央

行和经济发展部的预估。

从经济结构上看，剔除了能源开采相关行

业的非资源型 GDP 增速比整体增速更为扎

实。普京表示，尽管过去两年国防工业在俄经

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多个关键性基础行业

均表现良好，包括农业、工业、建筑、物流、服务

业、金融和 IT 行业。在普京看来，能源对俄经

济已不再发挥决定性作用。因此，普京认为，

俄经济主要依赖化石能源出口正在逐渐成为

历史。

在备受市场关注的通货膨胀方面，普京表

示，根据统计数据，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已

降至个位数，政府在发展供给侧经济方面的积

极工作以及中央银行的负责任行动对于降低

通胀水平发挥了作用。普京称，当前通胀动态

超出众多专家以及俄央行预期，这为采取谨慎

宽松的货币政策提供了新的可能。

向平衡增长轨道转型

普京表示，俄罗斯今年最重要的任务是确

保经济向平衡增长的轨道转型，包括适度的通

货膨胀、低失业率以及经济的持续积极发展。

俄需制定详细的预算和税收政策、货币政策，

一方面支持和刺激增长，另一方面确

保宏观经济稳定。为此，普京提出了

俄罗斯经济的五个转型领域：

一是改变就业和消费模式。俄罗斯

须创造条件，让居民无论年龄大小都能

在劳动力市场上实现自身潜力，增加收

入。俄应实现向基于工作质量提升和劳

动生产率提高为目标的高工资经济转

型。俄将鼓励创造更具吸引力的高生产

率工作岗位，以满足新技术体系的需求，

并根据需要对劳动法进行调整。

二是优化投资环境。计划到 2030 年，俄罗

斯 的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量 要 比 2020 年 至 少 增 加

60%。为此，政府已启动地区投资支持系统，为

投资者提供综合服务。

三是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到 2030 年，俄罗

斯 公 共 与 私 人 研 发 经 费 总 投 入 必 须 增 长 到

GDP 的 2%以上。普京认为，政府需每年准备

一份关于国家技术发展动态的报告，对当前技

术水平和实现技术领导力突破的解决方案进

行综合评估。此外，俄需要继续发展知识产权

市场，扩大专利和商标抵押贷款规模。

四是优化对外贸易质量。俄罗斯计划加

强包括物流、保险、支付系统在内的对外贸易

基础设施建设。在交通物流方面，创建一个国

家物流数字平台，助力基于现代化技术的国际

运输走廊发展。在结算方面，俄将继续与金砖

国家密切合作，建立有效、可靠且独立于外部

干预的结算机制。普京表示，俄拟深化对外投

资合作，在投资合作领域，俄与中国的长期互

动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五是军工综合体的发展。普京表示，俄必

须实现国防工业综合体与民用部门的融合发

展，生产军民两用产品，满足海运和内河航运、

航空、电子工业、医疗和农业等领域的需求。

政策取舍引发讨论

本届论坛为俄罗斯各界相聚一堂讨论经

济政策前景提供了机遇。俄总统办公厅副主

任奥列什金在论坛接受采访时表示，关于俄罗

斯国内经济，论坛设置了实现经济软着陆和经

济结构性变革两大话题，其中，前者是短期内

的讨论重点，后者则更具根本性和长远影响。

在此基础上，参会的经济领域官员、金融机构

负 责 人 和 学 界 就 俄 经 济 政 策 前 景 展 开 积 极

讨论。

关于当前经济形势，俄经济发展部部长列

舍特尼科夫认为，根据目前的商业环境和各项

指标，俄经济已处于危机边缘，因此，未来结果

取决于现在俄采取的政策决定。列舍特尼科

夫这一观点并未得到广泛赞同。俄外贸银行

首席执行官安德烈·科斯京表示，俄经济仍处

于 正 增 长 区 间 ，当 前 仅 仅 是 经 济 的“ 降 温 ”

阶段。

关于通货膨胀，俄央行行长纳比乌琳娜表

示坚持将通胀降至 4%的目标水平至关重要，

因为高通胀导致居民收入和储蓄贬值。纳比

乌琳娜表示，央行希望俄经济增长不仅保持高

位，更要保持可持续性。这意味着央行暂未放

弃紧缩的货币政策。市场则渴望降低融资成

本，俄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表示，若基准利率

长期保持高位，经济运行将缺乏资金，关键利

率每降低一个百分点，联邦预算就能节省约

2600 亿卢布。曼图罗夫指出，经济降温将不可

避免影响实体经济。

关于卢布汇率，诺瓦克表示，随着通货

膨胀趋缓和货币政策放松，卢布汇率将逐步

回归经济发展部预测的水平。根据经济发展

部预测，2025 年美元对卢布平均汇率为 94.3。

科斯京认为，近期卢布的升值幅度过大，因此

卢布应适度贬值，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俄罗

斯联邦储蓄银行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格

列 夫 认 为 ， 美 元 对 卢 布 均 衡 汇 率 应 在 100

以上。

6 月 16 日至 18 日，第

二届中国—中亚峰会在哈

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

行，峰会期间，中国同中亚

五国达成系列合作共识。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合作不

仅 体 现 在 宏 观 经 济 数 据

上，更深入到民众的日常

生活中，切实改善了当地

民生。这些合作项目如同

一条纽带，串联起中亚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农业合作领域，中

国企业在哈萨克斯坦探索

的“国外种地”模式成为合

作典范。西安爱菊集团经

过十年耕耘，已在哈萨克

斯坦北哈州建立起年产百

万吨的农产品经贸园区，

将哈萨克斯坦的蜂蜜、饼

干、冰淇淋等优质农产品

运至中国，以哈萨克斯坦

面粉为原料制作的油泼面

深受中国消费者喜爱。这

种合作模式不仅促进了当

地农业的发展，增加了农

民收入，也赢得了当地民

众的信任与尊重。爱菊集

团员工表示，当地百姓对

中国工作人员非常友好亲

切，“甚至连村里刚会走路

的 小 孩 子 都 会 用 汉 语 说

‘你好’”。

减贫合作是中国—中

亚合作的亮点之一。近年

来，乌兹别克斯坦方面派

出多批次官员和专家，深

入中国河北阜平县、山东

潍坊市、湖南湘西十八洞

村等地考察，学习中国在

推进减贫和乡村振兴方面

的经验做法。乌方已在基

础设施、能源、通信、旅游等方面着手，在其国内各州

试点推广中国减贫经验。曾“沉浸式”体验湖南湘西

十八洞村脱贫后幸福生活的乌兹别克斯坦就业与减

贫部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司副司长西迪科夫·巴赫

提约尔表示：“我希望从中国减贫实践中汲取力量，

为乌兹别克斯坦减贫事业继续作出自己的贡献。”

人文交流是增进中国与中亚国家人民相互了解

和友谊的最直接途径。2024 年，中国新疆题材电影

《喀什古丽》在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

家上映，引发当地民众的热烈反响。塔吉克斯坦杜

尚别市居民阿努舍尔沃恩·拉苏罗夫观影后表示，影

片中展现的塔吉克族传统文化令人印象深刻：“一支

小小的塔吉克鹰笛让远隔千里的两位年轻人成功牵

手。未来希望越来越多的中国影片走进我们的生

活，让塔中两国人民的手越牵越紧，心越靠越近。”乌

兹别克斯坦自媒体博主拉娜·阿尔特科娃激动地说：

“看完电影后，我更期待去中国新疆看看了。我想用

自己的镜头记录美丽的新疆。”

展望未来，随着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成果的

逐步落实，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必将在更广阔的

领域和更深的层次上展开。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

一路”，双方将携手推进现代化，让合作成果更多惠

及两地人民，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智慧

和力量。

□ 王宝锟

近日，世界银行宣布解除核电融

资禁令，标志着世界银行能源政策的

重大转变。世行行长彭安杰宣布世

行将“重新进入核能领域”，重新支持

核能项目，重点包括延长现有核电站

寿 命 和 发 展 小 型 模 块 化 核 反 应 堆

（SMR），并计划与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深度合作，确保核安全标准

和非扩散监管。随后，亚洲开发银行

也表示将评估是否解除此类禁令。

世界银行在 2013 年正式实施对

核能项目的融资禁令，旨在规避核能

安全风险和技术不成熟带来的投资

隐患，尤其针对发展中国家。事实

上，世行对核能的投资一贯审慎，上

一次资助核能项目还要追溯到 1959

年，当时支持了意大利拉蒂纳核电站

项目。世行此次重大政策转变，标志

着全球主要国家，特别是曾经反对核

电开发的不少西方国家对核电的主

流态度已经从“限制利用”转向“积极

开发”。

究其原因，一是电力供应成为决

定数字经济成败的关键。数字经济

特别是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新兴产

业发展需要大量电力保障。国际能

源署预测，到 2030 年，全球数据中心

的电力需求预计将增长一倍以上，人

工智能将成为推动用电激增的最主

要动力。美国电力研究所预计，到

2030 年，美国所有数据中心消耗的

电量可能将占美国总发电量的 9%，

如果没有新的技术创新突破，短期

内，核能是少数几个能够迅速满足日

益增长电力需求的选项。

针对 2023 年阿联酋举办的第 28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的《三

倍核能宣言》，目前已有 31 个国家承

诺使 2050 年核能装机容量增至 2020

年的 3 倍，但高盛报告指出，由于项

目周期长、融资渠道有限，实际资金

到位率不足 60%，融资难成为核电发

展的瓶颈难题。此次世行解除融资

禁令可谓恰逢其时，亚洲开发银行随

后也表示将评估是否解除此类禁令，

政策驱动下有望带来一波全球核电

融资热潮。

二是世界主要国家的态度转变。

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日本等均支持

加强核电融资以推动核能开发，催动

全球核电复兴趋势加速。

作为世行最大股东，美国新一届

政府 5 月签署 4 项行政令，计划 2030

年前启动 10 座大型核电站建设，到

2050 年将核电产能从 2024 年的 100

吉瓦增至 400 吉瓦。另一个大股东

德国则放弃强烈反核立场，根据德国

5 月最新民调，55%的德国民众支持

恢复核电，比 3 年前增长 23 个百分

点。德国新任政府也表示不再阻挠

欧盟核能开发政策。6 月 10 日，英国

宣布为英格兰东南部一座新的核电

站塞兹维尔 C 提供 193 亿美元资金，

预计建设期间将创造约 1 万个就业

岗位，投运后将为大约 600 万户家庭

提供充足电力。法国政府延长反应

堆 寿 命 并 开 发 新 一 代 核 反 应 堆 技

术。埃及、孟加拉国、印尼、土耳其等

10 余个发展中国家已经正式启动核

电建设计划，还有约 20 个发展中国

家处于积极规划或探索阶段。

三是核电技术升级，更加安全高

效，特别是 SMR 技术逐渐成熟。作

为新一代核反应堆，SMR 具备成本、

效率和安全优势，还可为不同地区、

不同环境、不同电力需求提供灵活电

力供给，事故风险大大低于传统反

应堆。

目前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加大力

度投入 SMR 的研发应用，小型核电

项目成为发展趋势。中国、俄罗斯、

美国走在前列，加拿大、英国、日本、

法国等国紧随其后，各国单独或合作

研发更加安全高效的小型模块化反

应堆。此外，为了满足人工智能、大

数据中心发展的电力需求，谷歌、亚

马逊、甲骨文等全球科技巨头也纷纷

宣布投入小型模块化核反应堆的研

发，力图抢占数字市场先手。在可见

的将来，SMR 的国际市场竞争将更

趋激烈。

四是气候目标与发展需求间的

平衡。核电作为可以大规模替代传

统化石能源的基荷电源，具有清洁

性、稳定性优势，考虑从原料开采到

电力生产的整条生产链，核电站排放

的 二 氧 化 碳 是 煤 炭 火 力 发 电 站 的

1/70，是太阳能发电站的 1/3。31 个

国家签署《三倍核能宣言》，实际选择

了通过大力发展核电满足电力需求

并实现减排目标的发展路径。不少

私营科技企业选择签署长期核电采

购 协 议 ，以 支 持 数 据 中 心 的 脱 碳

需求。

世界银行此次政策转向不仅将

加速全球核电复兴，尤其是小型模块

化核反应堆的商业化，也为发展中国

家 实 现 低 碳 能 源 发 展 提 供 更 多 选

择。不过，核电发展能否真正迎来

“春天”，仍需解决融资模式创新、安

全信任重建及多边机构协同等关键

问题。

6 月 5 日，印度尼西亚政

府正式宣布一项规模达 24.44

万 亿 印 尼 盾 （约 合 15.3 亿 美

元） 的 “ 夏 季 经 济 刺 激 计

划”。该计划旨在通过积极的

政策及资金干预，提振居民

消费，以实现 2025 年二季度

接近 5%的经济增长目标。印

尼今年一季度经济同比增长

4.87% ， 为 3 年 多 来 最 低 水

平，这反映出全球贸易紧张

局势、美国关税举措的不确

定性以及印尼国内需求疲软

等多重因素对该国经济造成

的压力。

从全球层面看，美国威胁

对印尼实施高达 32%的关税，

给印尼出口贸易带来极大不确

定性，严重打击市场信心。今

年 1 月至 4 月，印尼股市外资

净流出额高达 50.72 万亿印尼

盾 （约合 30 亿美元），一季度

债市也出现超过 6.11 万亿印尼

盾 （约合 3.75 亿美元） 的外资

流出。从国内情况看，印尼居

民消费增速自 2024 年末开始

放缓，2025 年一季度，居民

消费同比增长 4.89%，低于历

史平均水平。居民消费在印尼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GDP） 中 占

比超一半，对经济影响大。此

外，2025 年开斋节期间，旅

行人数较 2024 年减少约 4700

万，消费支出和资金流动明显

减少，凸显出消费者购买力疲

软，这些因素促使印尼政府采

取措施刺激经济增长。

据印尼媒体报道，此次经

济刺激配套计划涵盖多个方

面。在交通出行方面，为 1.1

亿名驾车者提供 20%的公路通

行费折扣；为 280 万名火车乘

客提供 30%的火车票价折扣；

为 600 万名经济舱机票乘客代

缴 6%的增值税；为 50 万名海

运乘客提供半价船票等。通过

降低交通成本，鼓励民众出

行，带动旅游业及相关服务业发展，促进

消费增长。

在能源补贴方面，计划为 7930 万户家

庭提供 50%的电费折扣，减轻居民生活成

本负担，增加可支配收入，刺激消费。

在社会援助方面，将社会援助受益家

庭数量增至 1830 万户，每户每月额外补贴

20 万印尼盾，持续两个月，同时还将为这

些家庭每月发放 10 公斤免费大米。这有

助于改善低收入家庭的生活状况，缓解社

会贫富差距压力，保障基本民生，稳定社会

秩序。

在工资与保险补贴方面，为月工资低

于 350 万印尼盾 （约合 215

美元） 的低收入劳动者提供

工资补贴。同时，将劳动密

集型行业工人工作意外保险

费 用 的 折 扣 计 划 延 长 6 个

月，以此来降低企业用工成

本 ， 鼓 励 企 业 增 加 就 业 岗

位，减少裁员，稳定劳动力

市场。

该经济刺激配套的资金

来源中，公路通行费和失业

保险折扣将通过与私营部门

合作实施，不由国家预算拨

付，其余部分由政府拨款。

印尼政府希望借此在 6 月底

至 7 月学校假期期间，提高

民众消费能力，刺激经济活

动，促进经济增长。

市场和专家对此次经济

刺激计划反应不一。部分专

家质疑将部分经济刺激配套

成 本 转 嫁 给 私 营 部 门 的 做

法，认为这类经济刺激措施

应由国家预算完全承担，否

则可能削弱公私营合作的投

资模式，向基建投资者发出

负面信号，影响私营部门对

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投资

积极性。

不过，更多人士对该计

划持积极态度，认为其在一

定 程 度 上 能 够 提 振 市 场 信

心 ， 缓 解 经 济 增 长 放 缓 压

力。分析指出，尽管 2025年

一季度经济增长未达预期，

但政府的刺激计划展现出对

经 济 的 重 视 和 积 极 应 对 态

度，有望推动二季度经济增

长回升。分析认为，积极刺

激计划强调提高消费者信心

的重要性，并呼吁政府稳定

基本商品、电力、燃料和天

然气价格，以促进更强劲的

消费支出。此外，一些经济

学家认为，尽管面临诸多挑

战，但印尼经济基本面依然

稳固，政府的刺激计划有望

在短期内取得一定效果，促进消费和经济

增长，为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奠定基础。

从长期看，印尼经济可持续发展仍面

临诸多挑战，如全球贸易局势变化、大宗

商品价格波动以及国内结构性问题等。因

此，有专家指出，印尼政府需在实施短期

刺激政策的同时，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和改革，提高经济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同时，政府也需

密切关注刺激计划实施效果，及时调整和

优化政策措施，确保资金有效利用和政策

精准发力，最大程度发挥对经济增长的促

进作用。

印尼推出经济刺激计划改善预期

本报记者

朱

旌

66 月月 2020 日日，，人们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人们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

经济论坛的展厅内参观经济论坛的展厅内参观。。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