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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发达的军事装备工业与贸易是苏联留给俄罗斯的重要遗产之一，也是俄罗斯跻身世界军事强国的重要
标志之一。
俄罗斯独立以来，其军事装备工业与贸易经历了怎样的风雨历程与荣辱兴衰，俄政府又是怎样掌控军
事装备工业与贸易，并通过其重振昔日的大国雄风、重返世界强国之旅的?作者力尽所能试图揭示其中
的奥秘，并将它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本书以苏联解体、俄罗斯独立为背景，以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目标为轴心，从理论与实务两方面探讨
了俄罗斯军事装备工业与贸易的发展经历与政策演变，以及俄罗斯在与西方对手博弈中的利益得失。
书中图文并茂、资料翔实，试图以兼收并蓄、百家争鸣的手法立一家之说，以达抛砖引玉之目的。
    本书可作为军工、军贸与俄罗斯装备爱好者的阅读资料，也可作为国防经济专业教科书或教学参考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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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如安，1958年出生，籍贯江西。
现为军事经济学院财务系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学会常务理事。
主要从事财政金融和国防经济研究，获碍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励多项。
2000年至2001年赴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公开发表学术论文70多篇，其中在《经济研
究参考》、《国有资产管理》、《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等核心期刊和国际性期刊发表20多篇；主
编《军队国有资产管理学》等教材多部，主编与合作出版《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军事工业与贸易》、《
战时军事财力保障研究》等专著1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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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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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对象　四、苏联时期军工贸易与国民经济的关系第三章　俄罗斯军事工业与贸易的衰退　一、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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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工生产能力下降与人才流失　四、俄罗斯军火出口市场份额与创汇额的急剧下滑第四章　俄罗斯军
事工业基础再造与企业重组  一、新军事学说对俄罗斯军事工业的挑战  二、俄罗斯军事工业基础的再
造  三、俄罗斯军工企业的重组第五章　俄罗斯军事工业转型与军工企业的“军转民”  一、俄罗斯军
事工业管理体制的转型  二、俄罗斯军事工业结构的转型  三、俄罗斯军工企业军民两用的转换第六章
　俄罗斯军事科技工业实力与核心竞争力  一、俄罗斯军事科技工业的基础与实力  二、俄罗斯军事科
技工业的核心竞争力  三、俄罗斯拥有的杀手锏武器装备与军事技术第七章　经济全球化与俄罗斯国
际军事技术合作  一、经济全球化与俄罗斯军事技术合作综述  二、俄罗斯与欧美的军事技术合作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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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贸联合体的诞生  二、俄罗斯军工贸联合体的主要种类  三、俄罗斯军工贸联合体在武器出口中的功
能发挥第九章　俄罗斯军火贸易的传承与发展　一、俄罗斯军火贸易继承了苏联的传统　二、俄罗斯
军火贸易与苏联的主要区别　三、俄罗斯军火贸易在新千年的新发展第十章　俄罗斯军火贸易的市场
与规模　一、俄罗斯军火贸易在全球的市场份额　二、俄罗斯军火出口的市场分布与拓展　三、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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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律体系框架　二、俄罗斯鼓励军火出口的政策措施　三、俄罗斯在军火贸易中的政策把握与实
际操作第十二章　俄罗斯军火贸易与军备控制分析　一、俄罗斯军火贸易与军备控制的关系分析　二
、俄罗斯军备控制的历程与主要成果　三、俄罗斯力争实现武器出口与军备控制“双赢”第十三章　
信息化时代的俄罗斯军事工业与贸易　一、信息化时代对俄罗斯军事工业与贸易需求拉动　二、信息
化时代军事工业对俄罗斯装备技术的有效供给　三、信息化时代俄罗斯军事工业与贸易的发展动态附
录　俄罗斯汇率制度的演进情况简介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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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全球视野下的俄罗斯军事工业与贸易　　随着俄罗斯军事力量的复苏，俄罗斯军事工业
也必将随之复兴。
俄罗斯政府重新夺回世界军火市场的决心以及俄罗斯政府制定的积极的军火出口政策意味着在未来世
界军火市场上，美国及其他军火出口大国将面临来自俄罗斯的更加有力的挑战和竞争。
　　一、俄罗斯在全球军事工业与贸易中所处的位置　　俄罗斯在全球军事工业与贸易中所处的位置
按不同时期来进行分析。
　　（一）苏联时期的军事工业　　冷战时期，苏联为了与美国进行全球性的战略抗衡，保持世界超
级大国地位，建立了一整套空前庞大、品种齐全的国防科研系统和军事工业生产体系，并不断研制生
产新式武器，以始终保证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和世界领先水平。
苏联军工所需的重要原料和材料均能自行生产。
在牺牲整个国民经济的情况下，苏联一直将资金和优秀的科技人才优先投入军事部门，并给科技人员
以优厚的待遇。
就是在苏联解体前夕的1991年，它仍将国民生产总值的8％用于军事，如果再包括间接费用，实际占国
民生产总值的17％，由此可见苏联军事工业规模之庞大。
苏联的军工企业分别隶属于国防、航空、机械、通信、无线电、造船、电力、核动力8大部（有的又
称为9大部门）。
上级机关是直属苏联内阁的国家军事工业委员会，该委员会对这些部进行指令性的管理。
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共有134个武器总装配厂、3000余个部件和分系统生产厂，能生产150余种重要
的武器系统。
民用工业部门中，约有60％的民品工厂从事军品生产。
从事国防科研的研究所约有450个，占全国研究所的14％，有50个主要的武器设计局，民用科研所中有
近1／2从事与国防有关的应用研究或基础研究。
军工部门的从业人员数百万，如把民用工业中为军工生产服务的人员包括在内，则达千余万，其中技
术人员占1／4。
另外，苏联将科研费的40％投入了军事工业，与军事有关的设施占地面积共计4200万公顷（1km2=100
公顷），占整个国土面积的2％。
在苏联军事性的经济结构中，即使是众多民用生产部门的建立，也都尽量考虑向军事转变的可能性。
苏联不仅在飞机制造、舰船制造、军事航天等高精尖领域具有世界领先水平，就是在地面作战武器和
轻武器等方面也拥有世界一流水平，并与美国形成了并列的两大武器系列。
　　同时军火输出作为获取经济利益和推行政治、外交政策的有效手段，也被苏联大加利用。
冷战时期，苏联和美国在军事工业和贸易方面可谓势均力敌、各有千秋。
20世纪80年代以后，苏联在国际军火贸易市场上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具体见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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