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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Sino-Russian cooperation has been developed to a higher level of strategic sig-
nificance; the reports of research o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of the Russian federal 
state are rare in China, restricting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tech-
nology. As a neighboring country of Jilin province, Russia borders Huichun, and docks to Jilin prov-
ince through ports of Suifenhe, Heihe, Manchuria, Dongning, etc., having advantages of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in geography. Through researches on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developm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l state and the planning target before 2020, combin-
ing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ino-Russian complementation, the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the field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between Jilin province and Russia’s far 
east and Baikal region is put forward, which promotes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develop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in China,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ino-Russian 
cooperation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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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中俄合作提高到战略意义层面，国内对俄罗斯联邦国家机械工程技术的研究报道很少，制约了

机械工程技术的国际发展。作为吉林省周边国家，俄罗斯和珲春接壤，通过绥芬河，黑河，满洲里，东

宁等口岸与吉林省也可以对接，在地缘上有很好的合作发展优势。通过对俄罗斯联邦机械工程技术发展

总体现状以及2020年前规划目标的研究，结合中俄互补的特点，提出了吉林省与俄罗斯远东及贝加尔地

区在机械工程技术领域的合作发展策略，对吉林省以致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国际国内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对中国俄罗斯的合作贸易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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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俄友好一直是中俄间永恒的主题，吉林省是俄罗斯近邻边境省份。中俄总理会议，确定大幅度增

加双边投资，中国国家主席和俄罗斯总统在俄罗斯冬奥城索契会晤，更加重了中俄合作的砝码。本研究

项目，作为专家建言项目，通过对俄罗斯联邦机械工程技术[1]-[4]发展总体现状以及 2020 年前规划目标

[5]的研究，结合中俄互补的特点，提出了吉林省与俄罗斯远东滨海边疆区在机械工程技术领域的合作发

展策略，对吉林省以致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国际国内发展具有正促进作用，对中国俄罗斯的合作贸易意

义重大。概述了包装机械，工程机械，制药机械，农业机械，矿山机械，机床，重型机械，运输工具机

械，能源机械，油气机械，塑料机械的发展现状。提出教育领域大力发展对俄罗斯机械工程人才教育培

训工作；在机械工程技术领域发展中俄合作策略可以重点放在建筑机械，路桥机械，能源机械，矿山机

械，农业机械，木材机械，日用品和塑料机械，以及运输工具车辆机械，数控机床机械等方面；在机械

工程领域的进口贸易方面，可以引进俄罗斯能源机械中的核电设备。 

2. 俄罗斯机械工程技术现状[3] [4] 

从近几年俄罗斯机械制造工业发展动态来看，2008 年对俄罗斯机械制造业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2008 年上半年，俄罗斯机械制造业还以较高速度增长，到 2008 年年底，产值略有下降。由于 2008 年主

要是完成以前订单，所以 2009 年，机械制造业工业生产急剧下降。从 2010 年开始，由于需求稳步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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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专项规划及机械制造工业相关领域战略规划陆续启动和实施，加上国家出台系列产业扶持政策，俄

罗斯机械制造工业生产水平显著提高，机械制造产品出口占比也逐渐提高。2011 年，俄罗斯机械制造业

工业国家合同金额为 11.41 亿卢布。2011 年前三季度，该领域固定资产投资比 2010 年同期增长了 4.8%，

2011 年第三季度投资增速同比上涨 8.5%。2012 年，俄罗斯机械制造业产值为 12,820 亿卢布，年同比增

长 3.5%。目前，俄罗斯机械制造工业在工业资产中的占比为 12%，在 GDP 中的占比为 3%，在工业产值

中的占比为 15.5%。 

2.1. 包装机械 

俄罗斯在包装机械行业的调整和发展中，逐渐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流之一，但由于其供应能力十

分薄弱，俄罗斯在包装设备上，主要依赖进口，对于其他国家而言，俄罗斯是一个包装机械市场非常广

阔的“宝地”。 
目前，俄罗斯的包装机械产量和产值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统计数字，有调查机构特别针对俄罗斯的包

装机械行业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统计得出：1995~2010 年间，包装机械企业一共生产了三万多台各式各

样的包装机械，其中液体、粘体物料包装机械 4000 台、封口机 50 台、真空包装机 900 台、固体物料充

填包装机 1000 台等等。2010 年俄罗斯包装机械的进口金额总共为 38,229 万美元，出口金额总计为 4000
万美元，通过这些数据可以得出俄罗斯的包装机械进口依然大于出口。俄罗斯的包装机械产业发展越来

越快速，现有企业有将近五百多家，其中在莫斯科的就有八十家，莫斯科郊区有四十家，彼得堡也是扩

展到 40 家企业，其他城市将近 200 多家。产品的范围覆盖面积即将遍布俄罗斯的各个角落。 

2.2. 工程机械 

目前俄罗斯建筑工程主要使用欧洲厂商生产的预应力产品，中国企业的产品才刚刚进入俄罗斯市场。

据俄罗斯 АМИКО咨询公司公布的《俄罗斯筑路和建筑设备市场》市场营销调查报告的数据，在俄罗斯

生产的筑路设备和建筑设备中，起重机所占的比例最大，达 34.1%。排在第二位的是挖掘机，所占比例

为 26.4%，其次是平路机，所占比例为 10.8%，汽车式混凝土搅拌机和推土机，所占比例为 10.6%，建筑

装载机，所占比例为 6.7%，最后是塔吊，所占比例为 0.9%。2010 年前 10 个月，与 2009 年同期相比，

俄罗斯的起重机产量增长了 212%。而在上述机械产品中，产量涨幅最大的是汽车式混凝土搅拌机，高达

262%，产量涨幅最低的是平路机，为 106%。在俄罗斯起重机产量最高的是 2007 年，共生产了 6862 台。

据初步数据，2010 年的产量为 2900 台左右。专家预计，在今后 2~3 年，俄罗斯起重机产量将恢复到年

产 5500~6000 台的水平。 

2.3. 制药机械 

传统上，俄罗斯制药装备都来自欧洲著名药机制造商，普遍存在对中国产品的怀疑和陌生感。欧洲

的和个别的日本设备制造商是传统的俄罗斯药机供应商，设备市场保有量很大，但大多已需要更新换代

了。特点是高质量、高价格，其客户大都是欧美资本在俄罗斯并购的企业，对于绝大多数俄罗斯本土企

业价格过高。 
在俄罗斯，所有技术设备都需要做相应的认证，获得卫生许可和技术设备标准证书后方可进口。在

做 GMP 认证过程中，所有这些证书更是必须。可是俄罗斯中小公司没有认证中国技术设备的经验，中国

技术设备获得认证的厂家寥寥无几，这一点也是中国设备销往俄罗斯的一个障碍。可能是传统上他们没

有自己国产设备供应商的原因。个别俄罗斯企业出于对中国产品物美价廉和自己预算的考虑而购买了中

国产品，但重复采购的情况不多，因此，改进售后服务是做好出口的保障。韩国产品质量比中国好，价

格比中国高得多，主要原因是本身价格高及代理主要是俄罗斯本地的代理商，加价高。其优点是文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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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精良，设备质量好。售后服务一般，厂家少，品种少，不配套。 

2.4. 农业机械 

目前，俄农业机械较为短缺，还无法满足国内生产需要。截至 2008 年 1 月 10 日，俄拖拉机保有量

为 51.87 万台，是需求量的 48%；粮食收割机 13.81 万台，是需求量的 57%、饲料收割机台 3.29 万台，

是需求量的 75%、甜菜收割机 6100 台，是需求量的 56%、土豆收割机 3400 台，是需求量的 96%。与前

几年相比，拖拉机的保有量基本没有大的变化，粮食收割机和土豆收割机保有量下降了 4%，甜菜收割机

下降 19%，饲料收割机增加 10%。目前承担俄农业机械租赁的俄农业租赁公司共保有拖拉机 3271 台、粮

食收割机 32 台、饲料收割机 28 台、甜菜收割机 20 台、土豆收割机 6 台、汽车 1515 台、其他农业机械

972 台。 

2.5. 矿山机械 

俄罗斯的矿山系统依然相对落后，且尚无自主品牌的矿山系统，市场对性能优良的矿山设备有着迫

切的需求。俄罗斯中小型破碎机等矿山机械企业正在崛起，中低档破碎机等矿山机械展品为数较多，中

高档矿山机械产品尚处于起步阶段。 
据分析，中国的矿山机械设备在俄罗斯还是非常受欢迎的，主要原因为：首先，中国生产的矿山

机械无论是从价格上还是从设备性能上都能满足俄罗斯当地对矿山机械的需求；其次，与其它国家先进

的矿山机械设备相比，中国生产的破碎设备、粉磨设备、给料筛分设备以及耐磨材料具有较大的价格优

势；再次，中国与俄罗斯毗邻，又同属金砖四国，在进出口方面有着优惠政策等。因此，中国的矿山机

械厂家要紧紧抓住俄罗斯矿山机械落后的机遇，努力发展中国的矿山机械行业，对其经济建设是大有帮

助的。 

2.6. 机床 

2012 年受全球经济环境影响，俄罗斯政府出台了多个政策将对俄罗斯机床工业的发展起到积极推动

作用：一是 2011~2016 年政府将对机床工业投入 10 亿美元，其中 7.5 亿美元用于产品开发，2.5 亿美元

用于技术改造，提高俄罗斯现有机床工业的制作能力。目标是每年开发新产品 50~60 种。对于研发出来

的新产品，3 年内同类机床限制进口。2011 年 7 月 1 日起，用于国防军工的机床，只要国内有生产的不

容许进口，由机床协会负责审查。二是 2011 年起五年内，俄罗斯政府将投入 3000 亿美元用于电力设施

和核电站的建设，主要用于购置设备。同时，10 年内俄罗斯在军事装备方面(机床、军舰等)将投入 9000
亿美元，其中 4000 亿美元将用于基础装备的技术改造，由此可见，俄罗斯机床工业将得到政府空前的支

持和巨大的市场拉动。无疑将对俄罗斯机床工业的崛起产生重要作用，也将对全球机床业界带来相应的

商机。俄罗斯中小型机床工具企业正在崛起，中低档数控机床展品为数较多，中高档数控机床产品尚处

于起步阶段，看不到俄罗斯老国有机床企业品牌。俄罗斯部分数控机床展品外观造型不太精美和现代化，

但仍能显示出较好的工艺水平和零件的加工质量，不失俄罗斯产品高刚性、经久耐用的形象。俄罗斯数

控系统相对落后，尚无自主品牌的数控系统。机床工具制造业属于紧凑型行业，100 多家小企业的产值

占比不到 1%，从业人数约为 10 万人。机床工具制造业对俄罗斯 GDP 的贡献度为 0.02%~0.03%(美国为

0.03%、瑞典为 0.82%、德国为 0.43%、意大利为 0.34%、中国为 0.32%)。 

2.7. 重型机械 

目前，重型机械制造业在俄罗斯 GDP 中的比重约为 1.5%，重型机器产品的消费者(燃料能源、采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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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冶金综合体)对俄罗斯预算收入的贡献度超过 60%。 

2.8. 运输工具机械 

运输工具制造业是该领域增长较快的细分行业。2010~2011 年间，运输工具制造业产值增长显著，

特别是货运汽车。2010 年，俄罗斯货运汽车生产总量为 50,210 辆，与 2009 年相比增长了两倍以上。 

2.9. 能源机械 

能源设备制造工业在俄罗斯 GDP 中的占比为 0.2%，从业人数约为 10.5 万人。目前，依照不同命名

范围，俄罗斯生产的能源设备出口(出口至欧洲、南美、亚太国家)占比为 20%~30%，这说明俄罗斯制造

在全球市场中拥有一定竞争力。俄罗斯核电站所需的设备大部分是国产。目前，俄罗斯能源设备制造工

业年产值超过 14 亿美元，出口为 3 亿美元，进口为 1 亿美元。 

2.10. 油气机械 

油气设备制造业共计约有 200 家大中型企业，在工业产值中的占比约为 4%，对俄罗斯 GDP 的贡献

度为 0.4%~0.45%，从业人数为 10.9 万人。2011 年，由于个别企业的订单增加，对油气设备的需求不断

提高，个别设备产值已经超过 2008 年前水平。 

2.11. 塑料机械 

据调研了解，2012 年俄罗斯塑料原料消费量超过 700 万吨，较 2011 年高出 12 个百分点，这一数量

占欧洲原材料总消耗量的 8%，就塑料而言，俄罗斯国内塑料原料、塑料机械以及塑料制品供不应求，一

直需要依靠进口来解决内需问题。当前俄罗斯涉塑企业近 2400 家，其中，约 50%的企业预计将在未来

2~3 年内完成塑料机械，尤其是注塑机的更新换代工作。受其影响，俄罗斯国内对塑料机械的市场需求

也随之上涨。市场人士指出，因铸模商们不断扩大产出，近年来俄罗斯塑料机械进口力度不断加大，2011
年俄罗斯国内注塑机进口总额高达 1.2 亿欧元。因目前俄罗斯在现代化塑料机械生产方面缺乏技术和经

验，故很多塑料生产商不得不从国外引进最先进的技术和最高端的设备。对于全球其他塑料机械生产商

而言，俄罗斯无疑是一个发展潜力巨大的市场。 
另外，俄罗斯塑料机械市场引起了各国塑料机械制造商的高度重视和激烈竞争。不仅欧洲机械公司

加大营销力度，扩大市场占有率，许多亚洲机械公司也跃跃欲试，力争在俄罗斯市场占据一席之地。许

多公司在做好销售宣传的同时，还以在买主的工厂举办研讨会和训练班等多种形式，抢占俄罗斯塑机市

场。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俄罗斯塑料机械市场的主要进口来源排名中，中国却只位列第 5，可以说，对

于俄罗斯市场，中国塑机商还大有可为。中国塑机企业要有针对性地研发产品，生产俄罗斯市场稀缺的

单价低的小型塑料机械，发展注射成型机、中空成型机、真空成型机、塑料挤出机及塑料回收机等俄罗

斯需求较大的机种。 

3. 俄罗斯机械工程业在 2020 年前要达到的总目标 

根据现有行业规划文件[5]，俄罗斯机械制造业在 2020 年前要达到的总目标可以归纳如下：切实提高

现有生产力，发展基础设施；进口产品在国内市场中的份额下降至 43%；2020 年前，机械制造业在国民

经济中的比重增长到 23%；2020年前，创新产品在工业总产出中的份额增加至 25%~33%(2007年为 5.5%)；
行业中熟练工人占比增加至 60%；提高机械制造设备能效，发展节能技术；提高国产产品在国内和国际

市场中的比重；2020 年前，从事技术创新型企业比例增加到 40%~50%；持续稳定地满足国内外市场需

求，扩大产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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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吉林省在中俄机械工程技术领域的合作发展策略 

4.1. 大力发展对俄罗斯机械工程人才教育培训工作 

各国都有降低进口和提高国产的政策趋势，故人才素质和技能培训是受各国欢迎的基本发展策略。

俄罗斯受 2008 年影响，国内机械工程技术发展出现速度下降，人才培养质量出现下滑，人才培养和保有

数量不足，而中国这些年出现发展势头优好，技术赶超快，人才培养数量和保有量大幅上涨，人才培养

机构条件和质量有保障，国际竞争力较强。中国的高级职称技术人才在中俄教育合作中能够发挥很好的

作用。吉林省在中国国内的教育资源地位比较具有优势，拥有各类大学 40 多所，机械工程类专业大学

30 多所，高级机械工程教育专家学者万人，对培养俄罗斯国家的机械工程人才能够起到巨大作用。国内

与俄罗斯技术教育合作的省份多是从俄罗斯引进人才和接受俄罗斯对中国人才的培训，而忽视了中国对

俄罗斯的教育输出合作，应该加大高级技术人才走出去和吸引接纳俄罗斯机械工程专业留学生，为吉林

省和俄罗斯远东及贝加尔地区首先做好人的友好合作与交流，做好人的友好第一关。这一合作发展策略，

也正与俄罗斯远东及贝加尔地区国家发展侧重点不谋而合。整合俄罗斯的教育硬件资源，能更好地为中

俄发展服务。发挥吉林省的教育人才优势，也正可以为中俄发展做出贡献。俄罗斯正把海参崴作为文化

教育大学基地，吉林省可以发展与接壤的海参崴市合作办学。俄罗斯正兴起建筑，路桥，能源建设，吉

林省可以大力发展建筑机械，路桥机械和能源机械设计和制造，为俄罗斯培养建筑机械，路桥机械，能

源机械人才。矿山机械，农业机械等也有很大发展合作空间。 

4.2. 机械工程领域的其他合作策略 

设计、制造、贸易方面，吉林省依据地缘优势，可以节省运输成本和缩短运输里程。比从俄欧洲地

区和发达欧洲国家运输到俄罗斯远东地区节省三分之二的成本，仅为三分之一，这就是俄罗斯愿意与中

国合作的一个根本原因。即使从黑龙江省口岸运输，吉林省比中国其他南方省市也更具有得天独厚的地

理优势。这方面与吉林省竞争的外国企业只有韩国和日本企业，但是，韩国企业产品价格高的多，日本

为和俄罗斯未签署和平国家，都不具有强大的竞争力。由此看来，吉林省在机械工程技术领域发展中俄

合作策略可以重点放在建筑机械，路桥机械，能源机械，矿山机械，农业机械，木材机械，日用品和塑

料机械，以及运输工具车辆机械，数控机床机械等方面。在机械工程领域的进口贸易方面，可以引进俄

罗斯能源机械中的核电设备，俄罗斯原子能集团的核电机械设备公司是世界排名第一的核电设备生产商，

可以为吉林省拟建的靖宇和桦甸两座核电站提供世界一流先进核电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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