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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硅谷"发展现状及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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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0年俄罗斯宣布在斯科尔科沃地区建设类似美国“硅谷”的科技创新中心。这是

俄罗斯在“后危机时代”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探索。该中心实质上是一个新技术研发和

商业化的超级科技综合体，一个高新技术园区。它将吸引国内外的高校和企业设立实验室、

分支机构，也将吸引世界各地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在此工作。

本文研究了该项目的出台背景、相关规划、法律保障、优惠条件和发展现状，分析了其

发展的优劣势和未来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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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尔科沃——位于俄罗斯莫斯科“外环”斯

科尔科沃公路往西2公里，莫斯科州奥金佐沃区东

部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在近两年一下子成为

众人皆知的热点地区。

2010年3月，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高调宣

布，在斯科尔科沃建立类似美国“硅谷”的高新技术

创新园区，该事件成为2010年度继“俄罗斯摆脱经

济危机”之后的俄罗斯第二大经济新闻。2011年5

月18日，正是在俄罗斯“硅谷”，梅德韦杰夫举行了

他上任三年来的首次大型记者招待会。

正是由于包括“斯科尔科沃创新中心”(以下统

一简称“创新中心”)在内的俄罗斯创新经济领域诸

多规划和项目的相继出台，2010年被称为俄罗斯

“创新经济元年”。“创新中心”的建设，预示着俄罗

斯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新起点，并将为俄罗斯经济

现代化和对外合作带来新的机遇。

一、项目出台背景

建立“创新中心”是梅德韦杰夫总统实施“社会

和经济全面现代化”战略的重要举措。

2008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俄罗斯经济遭

受重创。自俄罗斯2008年10月起经济陷入下滑，

2009年GDP负增长达7．9％，同时出口大幅减少。

无论是在发达国家组成的“八国”集团内，还是在新

兴大国构成的“金砖国家”中，俄罗斯受到的冲击都

是最严重的。究其深层原因，在于其发展模式不合

理。

俄罗斯经济过度依赖资源产业，能源出口是支

撑其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在金融危机情况下，

这种能源出口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完全显现

出来。梅德韦杰夫指出，俄罗斯应加快推进国家经

济现代化进程，促使经济发展模式由资源型向创新

型转变，并实现经济多元化。

为此，梅德韦杰夫于2009年5月签署579号

总统令，宣布成立由他担任主席的“俄罗斯经济现

代化和技术发展委员会”，旨在凝聚政府、企业、学

界力量，制定有关经济现代化和技术化发展的国家

政策。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确定了在国家经济现代

化进程中能实现“技术突破”的五个优先方向：节

能、核技术、航天技术、医药、战略信息技术。

2009年11月，梅德韦杰夫在国情咨文中正式

提出把实现现代化作为国家未来十年的任务与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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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他提出的“现代化”是“社会和经济全方位现代

化”的概念，但其中经济现代化是极其重要的内容。

梅德韦杰夫说：“我们将建立知识型经济以替代原

始的原料经济，这种经济将制造独一无二的知识、

新的产品和技术，以及有用的人才。”他提出，作为

建立知识型经济的举措，将在俄罗斯建立类似美国

“硅谷”的现代技术研发和商业化创新中心。

经过对托木斯克、新西伯利亚、圣彼得堡、奥布

宁斯克、杜布纳以及莫斯科周边地区进行考察和筛

选，俄罗斯最终决定在斯科尔科沃400多公顷的土

地上建设自己未来的“硅谷”。

二、相关具体规划

应该说，建设类似的“创新中心”或“科学城”在

俄罗斯历史上并非创举。’

早在苏联时期，为了实现科技资源与国家经济

发展的结合，苏联政府就在全国范围内建设了若干

严格封闭的科学城。比如著名的新西伯利亚“科学

城”、杜布纳联合核研究所“国际科学城”、科罗廖夫

“航天城”等。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先后实施了名目繁多的发

展计划，建设各种类型的以科学促生产的特别区

域。2005年俄罗斯政府更是通过了《俄罗斯联邦经

济特区法》，大张旗鼓地开始建设工业生产型、技术

推广型等经济特区。

与历史上的这些科学城不同，斯科尔科沃是在

总统亲自推动并直接领导下建设的创新中心。关于

建设“创新中心”的目的，正如俄罗斯总统办公厅第

一副主任苏尔科夫所说，“我们不希望在苏联的房

舍上进行欧式的装修，而要建设新的经济和新的俄

罗斯”。计划中的“创新中心”实质上是一个新技术

研发和商业化的超级科技综合体，一个高新技术园

区。它将吸引国内外的高校和企业设立实验室、分

支机构，也将吸引世界各地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在此工作。

按照俄罗斯总统的设想，它应该成为“国家现

代化建设的重要推动力和未来商业化中心的典

型”、“未来城市的雏形、新经济政策最大的试验

场”。

1．创新中心的定位

“创新中心”不仅仅是致力于发展计算机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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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硅谷”，其主要目的也不是为了挣钱，而是希望

让它成为创新思想的孵化器。入驻公司能以此为依

托，推出具有高附加值、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受消

费者欢迎的高技术产品或服务。

2．优先发展领域

与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发表的2009年度

《国情咨文》相呼应，“创新中心”把研发重点放在节

能、核技术、航天技术(特别是电子通讯和导航系

统)、医药、战略信息技术等五大领域。

3．配套设施

“创新中心”是一个多功能产、学、研综合体，包

括大学(计划建立斯科尔科沃开放式技术大学)、专

业研究所、实验室基地、商业孵化器、办公楼、生活

住房、配套社会机构(幼儿园、学校、诊所、体育场

所、餐馆等)，甚至包括负责移民、税收、海关、专利

与商标等事务的国家机关的分支部门，为创新技术

的获取、转让和商品化创造一个良好的整体生态环

境。

4．预计投入和收益

“创新中心”的建设预计将持续3～7年，大约需

要2000亿卢布(约合70亿美元)的投资。其中大部

分投资将由国家财政以外的融资渠道解决，但该项

目初期阶段的融资将由政府预算保障(2010年政府

已投入55亿卢布)。创新中心的发展预计要在10一

15年后方能显现成果。届时，它将脱离国家的参与

而独立发展，且有2—4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此居住

和工作。

5．创业文化

希望建立一种开放式的人才流动环境以及宽

容失败的创业文化。“创新中心”将成为俄罗斯各个

创新技术中心的枢纽，而不是与其进行竞争。

三、联邦法律保障及优惠条件

2010年5月，梅德韦杰夫签署了首部承认和保

障“创新中心”的法案——《住宅建设发展促进法》

修订案。该法案允许住宅公共事业发展促进基金会

捐赠土地用于建设“创新中心”，同时简化土地使用

用途变更的程序。

2010年9月，《斯科尔科沃创新中心法》获得议

会两院通过并由总统签字生效。该法是有关“创新

中心”的基本法。为保证基本法的顺利实施，政府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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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有关现行联邦法律进行了修订，涉及到消防安

全、会计核算、税收、卫生防疫、退休保险、社会保险

和强制医疗保险等诸多领域。

根据俄联邦法律规定，在“创新中心”获得“项

目参与者”("a咖HK印oeKTa)地位的企业，可享受
到免除相关税收、简化相关行政审批手续等优惠条

件。其中，最具吸引力的是“创新中心”自称“前所未

有的”税收优惠。入驻企业自获得项目“参与者”地

位之日算起10年内，将享有免征利润税、增值税和

财产税等相关税收的优惠政策。但是，如果项目“参

与者”的商品销售年收入超过10亿卢布或年度利

润总额超过3亿卢布，则无权享受利润税减免；自

销售收入超过10亿卢布那年算起，如果利润总量

超过3亿卢布，则将失去免于缴纳增值税和财产税

的权利。此外，项目“参与者”的俄联邦养老保险费

率降为14％，而社会保险和强制医疗保险为零费

率；如果年销售收入不超过10亿卢布，将免予会计

审计。

为吸引外国专家到“创新中心”工作，梅德韦杰

夫于2010年5月批准执行《俄罗斯联邦外国公民

法律地位法》修订案。该修正案为高技能外国专家

赴俄工作创造了更优惠的条件。聘请他们的雇主无

需申请特别许可，大大简化了相关程序。

此外，俄罗斯杜马还通过了简化高技能外国专

家及其家庭成员入境俄罗斯的法律，被认定为高技

能专家的外国公民享有在获得俄罗斯工作许可的

同时延长临时居住期限的权利，他们的家庭成员也

相应获得无需使用劳动移民配额便可入境俄罗斯

的许可。

四、管理运行机制

“创新中心”是由总统决策但采取商业化运作

的项目，其建设、运营和管理由专门的基金会(全称

为“新技术研发和商业化中心发展基金会”)负责。

该基金会于2010年5月21日正式注册，主要创始

单位包括：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纳米技术股份制

集团公司、对外经济发展银行、俄罗斯风险投资公

司、鲍曼技术大学和科技型小企业发展促进基金会

等。

基金会的活动向由俄总统担任主席的“俄罗斯

经济现代化和技术发展委员会”负责。其主要任务

包括开发斯科尔科沃的土地并管理相关财产、吸引

本国与国外的项目参与者、组织开展实验设计工

作、建立“创新中心”内的教育系统、保障科学成果

商业化系统的运行等。

斯科尔科沃基金会机构设置如下：

(1)监事会(noⅡ钮HTeⅡbcKIm coBeT巾oHⅡa)，负

责确定基金会的主要活动，并对基金会的活动和财

产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共11人，由总统梅德韦杰夫

亲自担任主席。

(2)委员会(CoBeT①oHⅡa)，最高管理机构。共

14人，基金会主席韦克谢利里别尔克与英特尔公司

前CEO贝瑞特共同担任委员会主席。

(3)科学咨询委员会(KoHc)，：珏bTanIBHbI黄

Ha"HM前CoBeT①oH皿a)，负责鉴定和评审的专门机

构，共25人。由科学院副院长、2000年诺贝尔物理

学奖获得者阿尔费罗夫与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和

2006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科恩伯格共同担任委

员会主席。

此外，在基金会框架下还设立了专家评审委员

会(负责项目“参与者”地位的评定与撤销)、投资委

员会(负责制定项目的投资方向、程序和条件)、城

市建设委员会(负责相关工程建设)以及“斯科尔科

沃”科技园。

五、项目进展与未来发展计划

(一)筹建斯科尔科沃技术大学

“创新中心”立项后，基金会开始筹建斯科尔科

沃开放式技术大学，希望把它打造为集教育、研究

和创新于一体的新技术“孵化”基地，以期未来吸引

更多企业入驻该中心。斯科尔科沃技术大学将设信

息、生物医药等五个系。计划至2020年，学生规模

达到1200人(其中200位外国学生)，教授规模达

到200人(其中100位来自国外)。

为了实施斯科尔科沃技术大学的建设，基金会

与莫斯科、杜布纳、圣彼得堡、萨马拉、喀山、托木斯

克、新西伯利亚等地在应用研究方面的若干权威大

学和科学研究中心结成了伙伴关系。将来“创新中

心”有望在这些大学设立研发中心。

此外，基金会还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签订了合

作协议，走合作办学之路。2011年4月，斯科尔科沃

技术大学正式开始运行，来自莫斯科6所大学的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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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大学生、研究生成为斯科尔科沃技术大学的第一

批学生。

(二)建立合作伙伴网络

梅德韦杰夫总统提出，要与西方结成“现代化

联盟”，借以学习和利用西方的先进技术，吸纳欧美

投资、人才和管理经验。为此，“创新中心”把与欧美

国家大型公司的合作摆在了非常突出的位置。

该中心开始运作以来，与芬兰诺基亚，德国西

门子，法国布依格，印度塔塔，美国微软、思科、波音

以及瑞典爱立信等多家知名跨国公司签署了合作

协议或备忘录。这些跨国公司或决定在斯科尔科沃

建立相关研发中心和实验室，或同意提供投资和技

术支持，或承诺合作开展科研项目。而且，部分公司

的高管更是应邀作为基金会委员会成员，参与“创

新中心”的管理。

当然，“创新中心”还与本国多个政府部门、研

究院所、企业及协会签署了合作协议，其中包括卫

生和社会发展部、俄罗斯科学院、卢克石油公司、国

家原子能公司和俄罗斯工商会等。

(三)对项目建设方案进行招标

2010年7月29日，基金会宣布开始对斯科尔

科沃城市设计方案及标识进行全球招标。基金会共

收到来自新加坡、美国、德国、西班牙、丹麦等国的

27份竞标申请书。最终，法国的AREP设计公司战

胜荷兰大都会建筑设计公司(OMA)竞标成功。2011

年3月2日，AREP公司与斯科尔科沃基金会签署

了相关建设合作协议。AREP公司将与俄罗斯运输

机械制造控股公司、水电公司、电力公司及统一电

力系统股份公司等合作伙伴共同开发“创新中心”。

按照计划，整个建设周期将持续至2015年。

(四)确定首批项目“参与者”

根据《斯科尔科沃创新中心法》以及斯科尔科

沃基金会有关规定和程序，本国或外国的企业或自

然人均可申请成为项目的“参与者”，申请者在通过

基金会审查(或前期专家鉴定)以及专家评审委员

会的评审后，即可有望获得项目“参与者”地位并享

受有关优惠。这里有一条硬性规定，无论申请者性

质如何，最终必须根据俄罗斯法律成为本国的法人

才能获得“参与者”地位。截至2011年5月初，共有

5l家俄罗斯公司通过基金会专家评审委员会的评

审，获得项目“参与者”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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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参与者”的创新项目必须满足五个条件：

(1)符合五个优先发展领域；

(2)具有创新性；

(3)具有市场可行性；

(4)教育和科学机构共同参与；

(5)具有国际合作成分。

(五)启动首批项目

根据基金会投资委员会2011年2月的决定，

基金会将对首批11个项目进行资助，总金额达到

32．75亿卢布。其中生物医药技术领域的6个项目

为19．84亿卢布，信息和计算机技术领域的3个项

目为6．39亿卢布，节能技术领域的2个项目为6．52

亿卢布。这些项目包括“癌症、传染性疾病等社会重

大疾病的治疗与预防”、“交互式三维视图技术和语

言识别系统”、“云计算技术”、“先进膜技术”以及

“混合动力调车机车”等。

(六)有关发展计划(20”年)

(1)合作伙伴方面，计划与美国谷歌、俄罗斯泰

比(ABBYY)软件公司等15家国际性公司及20家

俄罗斯大型公司签署合作协议。

(2)创新项目方面，重点实施核技术和电信技

术领域的项目；总资助额达到100亿卢布；吸引10

家投资基金参与项目，项目“参与者”达到150一200

家。

(3)研发方面，与伙伴大学及大型企业共同开

展研究工作，建立5～6个联合实验室或技术研发中

心、10个孵化器；“斯科尔科沃科技园”开始运作。

(4)吸引社会资金方面，制定相关法规，吸引资

金投向基金会和大学，参与俄罗斯风险投资公司、

纳米集团公司、对外经济发展银行等公司的创新发

展计划。

(5)土地规划使用方面，确定总体发展计划，努

力将第一个实体建筑“立方体”投入使用。

(6)信息和社会活动方面，设立24小时联系渠

道，在俄罗斯和国外启动“人文斯科尔科沃”项目。

六、发展过程中的优劣势分析

自开始筹建以来，“创新中心”项目就颇受争

议。尽管成立“创新中心”得到总统的支持和推动，

但仍有许多科学家、评论员甚至普通老百姓对项目

的前景提出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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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优势分析

“创新中心”最大优势有二：

1．官方的大力推动和支持

“创新中心”是在总统的关心和推动下建立起

来的。总统本人不仅亲自担任“创新中心”监事会主

席，而且是该项目的主要宣传者。在梅德韦杰夫担

任主席的监事会里，汇集了总统助理、财政部部长、

经济发展部部长、莫斯科市市长、总统办公厅第一

副主任和教科部部长等多位政界高官。此等层次和

水平非其他项目所能媲及。

此外，为了项目的实施，政府在资金、法规等方

面给予了大力推动。2010年政府对“创新中心”的投

入为55亿卢布，2011—2014年财政投入预计达到

850亿卢布。

2．俄罗斯得天独厚的科技教育储备

俄罗斯作为体系完整、门类齐全的科技大国，

有着崇尚科学和尊重人才的良好传统。基础科学研

究是高技术原始创新的先导和源泉。在基础科学方

面，具有扎实、严谨的传统和作风，同时鼓励奇思妙

想，形成了众多独特的科学学派。这样的科学环境，

使俄罗斯的基础研究享誉全球，并为俄罗斯提供了

源源不断的科技创新火花。不仅在航空航天、核能

等传统领域拥有世界一流的科学技术，而且在新材

料、海洋科学、计算机应用软件、大型装备制造等诸

多领域积淀了大量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成果。

(二)劣势分析

“创新中心”的发展同样存在诸多不利因素。其

中有的与“创新中心”自身的条件有关，有的则与俄

罗斯整个科技和经济发展长期不能解决的顽疾联

系在一起。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管理机制先天不足，给今后发展埋下隐患

如上文所述，“创新中心”是总统实施现代化战

略的重要举措。它的出现来自于总统的决策，其建

设也是在总统的推动和领导下进行的。

通俗地说，“创新中心”是总统行为。这里暴露

出一个问题，“创新中心”的建设从一开始就缺乏政

府的参与。普京总理自始至终没有参加梅德韦杰夫

总统所领导的“俄罗斯经济现代化和技术发展委员

会”，副总理兼财长库德林则是2010年1月才被增

补进来。这里反映出来的问题，实际上是“梅普”在

本国经济发展理念及具体政策实施上的分歧。

“总统行为”与“政府行为”之间存在的差别这

一先天不足给“创新中心”今后的发展埋下了很大

的隐患。最现实的问题是，2012年将举行俄罗斯的

总统大选，现有“梅普组合”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目前尚难以预测。假设梅德韦杰夫届时未能连任，

“创新中心”的发展是否还能如现在这样，继续享受

优惠条件并得到各个相关部门的支持，甚至将来

“创新中心”的管理体制能否继续存在，都将是一个

未知数。

2．在科技人才中存在不同的声音

总统建立“创新中心”的目的之一是吸引本国

和全世界的顶尖科技人才到此工作。但事实证明，

“创新中心”对很多科学家都缺乏吸引力。一方面科

学家对“创新中心”的前景持观望态度，甚至不看

好。另一方面科学家则认为这里缺乏应有的科研条

件。20lO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俄裔科学家

盖伊姆就明确表示，对参加斯科尔克沃项目不感兴

趣。他认为，俄罗斯国内缺乏应有的科研设备和外

部环境，“对科学的投资”更像是一个例行口号，因

此斯科尔科沃项目“什么时候也不会成功”。

3．开放自主程度受到质疑

西方观察人士对俄版“硅谷”计划抱怀疑态度，

主要是质疑它的运行模式无法像美国“硅谷”那样

开放自主。俄版“硅谷”的出现是总统的顶层决策，

而不是计算机天才在车库里酝酿的，其管理也将完

全由国家控制。这和美国硅谷的发展过程及自由精

神显然不同。硅谷的崛起固然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但决不是总统刻意设计的。

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硅谷档案》的作者莱斯

利·柏林说：“硅谷发展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和很多

大公司的确提供了创新基金和一些设施，这对整个

行业的成功起到关键作用。但是他们绝对没有试图

管理，去挑选一些项目或者否决一些项目，这么做

显然不是‘硅谷式’的。”

4．与西方结成“现代化联盟”或许只是一厢情

愿

按照总统提出要与西方结成“现代化联盟”的

设想，“创新中心”尽力与西方公司结成战略合作关

系。但是，这个“现代化联盟”计划的实现则很难令

人乐观。首要问题是西方是否有意愿让俄罗斯成为

后危机时代高科技发展的新的竞争者，是否能如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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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斯科尔科沃”基金会网站信息：http：／，m州．i—gorod．com

【10】俄罗斯建“硅谷”能否激起科技革新尚是未解之谜．南方

都市报，20lO一6—20

【11】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黑龙江科技情报研究所，俄

罗斯科技战略联合研究中心．俄罗斯着力打造自己的

“硅谷”．学习时报，2010一7—28

【12】冯玉军．梅德韦杰夫“全面现代化战略”的几点思考．中

国战略观察，2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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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高通量束流反应堆

根据俄罗斯联邦政府令，俄罗斯彼得堡康斯坦丁诺夫核物理研究所近日正式成为俄罗斯国家研究

中心“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的新成员。以此为契机，该所自1976年起开始建造的俄罗斯首座高通量束流

反应堆(PIK)也有望尽快进行物理启动。

束流反应堆(PIK)设计功率为100兆瓦，建成后可为相关科学实验和研究提供高通量热、冷、超冷

中子流。该项目于1976年在列宁格勒州的加特契纳市开始建设，1986年受到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影

响而停滞。上世纪整个90年代，由于俄罗斯国内整体经济状况不佳，政府给予的少量经费只能勉强用

于项目已建成部分的基本维护。2007年，俄罗斯政府组织专家对项目进行了重新评估，并决定拨款60

亿卢布(按当时汇率，约合2．3亿美元)用于反应堆三个中子束流装置的建设。2009年底，第一个束流装

置建成。

目前，高通量束流反应堆(PIK)已被列入俄罗斯政府拟重点打造的“大科学”项目清单，以期吸引世

界范围内的尖端科技人才共同参与其建设。这是俄罗斯在核能等传统优势领域谋求保持世界领先地位

的重要举措。

资料来源：摘自科技部门户网站http：仇rww．most．gov．cIl，2011—8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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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愿对其经济、特别是创新产业进行大规模的直接

投资?现实是，金融危机使欧洲陷入主权债务危机，

自顾不暇，难以对俄罗斯大幅投资。美国不想养虎

为患，让俄罗斯成为高技术领域的竞争对手。波音

公司虽承诺在俄罗斯建研发中心，但前提是俄罗斯

花40亿美元购50架波音客机。思科虽宣布在“创

新中心”建第二总部，但未来10年仅投资10亿美

元。

正如一位俄罗斯学者所说：“历史的经验表明，

投资异国的外国资金是为了获取利润，而不是为了

发展异国经济，更不是为了培养潜在的竞争对手。”

5．风险投资机制不健全

风险投资是创新生态系统中非常重要和不可

或缺的部分。而俄罗斯的现状是，一方面，本国的风

险投资体系不健全，或致投资不足。另一方面，外国

风险投资在俄罗斯运作甚少。

在俄罗斯，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很薄弱。正因为

缺少风险投资，俄罗斯的高科技创新企业现在仍起

步艰难。

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缺乏职

业的制度化投资主体，包括退休基金、大型保险公

司等；二是缺乏职业的风险资本家及相关市场经验

的积累。因此，需要引进高度职业的外国风险资本。

但实际上，外国风险投资在俄罗斯的运作并不多，

很多外国投资者对俄罗斯市场仍持怀疑态度。比如

美国，有数据表明，目前只有20项美国风险投资在

俄罗斯运作，总资产也只有20亿美元左右。与在其

他国家的投资相比，相去甚远。外国投资者对俄市

场没有信心，多半基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俄投资

的一些失败教训，以及俄罗斯国内法制不健全和对

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现状。

6．官僚主义和腐败阻碍改革进程

任何一项改革都无法脱离社会现实。目前，尽

管梅德韦杰夫的现代化倡议得到了不少民意支持，

但俄罗斯庞大的官僚体系和既得利益集团将成为

改革能否深入推进的关键性因素。俄罗斯一项民调

结果显示，很多俄罗斯人认为俄罗斯的现代化计划

应该关注消除腐败和官僚作风，而不是建立什么创

新中心。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创新中心”发展中的

不利因素似乎多于其有利条件。我们不敢妄言该项

一30一

目一定就会失败，但不管怎样，斯科尔科沃要想取

得成功绝非易事。

作为发展创新型经济的一个尝试，“创新中心”

的良好开局似乎让俄方看到了希望。由于俄罗斯在

改革上一再表现出来的观念与行动上的时间滞后

性，决定了“创新中心”的建设和发展不可能一蹴而

就，预计要在10一15年之后方能显现成果。该“创新

中心”项目究竟能否顺利完成，斯科尔科沃能否成

为俄罗斯“新经济政策的最大试验场”，世界仍需拭

目以待。■

参考文献：

【1】yK∞np船llⅡ唧P0 orr 20 M胡2009 r．N 579“O

KoMHc锄IIpH兀pe3嘲eHTe Pocl咖洼饭0盘oe且叩aI印IⅡo

Mo且印m玲a删 H 髑。几omqecxoMy pa3B阳嘲
3KOHoMMⅪl f'occlⅡI”

圆BcT)，II脚mHoe切o∞Ⅱpe3lI皿eH他腑Ⅱ印BoM髓ce皿a砌
Ko删cc删 Ⅱo Mo且印咖3aI埘卧 H T咖。几onnecKoMy
pa3B-f咖3KoHoMlndI P0c锄oT 18脚朋2009 ro皿a

http：／‰m．kreIIllin．nl，咖l∞Tip协，4506
【3】 兀oC7IaIme me且印觚bHoMy C06pa鳓 Po∞擅clco黄

meⅡ印aIIlⅡI oT 12 HoH6p且2009唧
http：，／www．kI_}emlin．丌I，I玎mscripts，5979

吲 npmlp(且eIn地 x 肺HoB札咖M： 且Ml唧曲 Me皿Be且朗

)，Bo几姗研aBy KPy删emⅡ曲柚Hacrpo删珏H0盘聃MⅡ枷
P0cc】唧http：，，vz．n儿c∞omy，20ll，l，3l／465169．htInl

【5】 母e且叩a肺Hb嫩3觚oH PoccH馥ac啪 De皿叩缸聊 oT 28

ceHTⅡ6p且2010 r．N 244一‘113“06 H删oBaUHo删oM Ua}rrpe

“CKom【0∞””

【6】oe皿epaJIbHb曲3孤oH orr 28 ce耵且6妒20lO r．N 243一m3

“0 BHeceH朋H3MeHeI曲B oT且‰HMe 3axoHo且aTe肚HMe

a-盯M BDccI啦cKon me且印amm B ∞且3H cⅡp咖且TMeM

oe皿叩a肪Horo 3aKoHa” 06 mmoBa珥10删oM ueInpe

“CKom(oBo”

【7】①e且epa肪H蛐3骶oH Poc锄“曲①e且印舡IlⅡt 0rr 19 M胡

2010 r． N 86一03 “o BHeceHlm H3MeHemm B

oe且印a肪HM螽∞xoH “oⅡp柚oBoM Ⅱ伽o)K删
聃ocTp硼哑旺 rp嬲c皿扭 B P0caI诱aco矗 me且叩岬” H

0TⅡ％HMe 3aKOH0皿删IbHMe aKrM POccH盘c墨O蠡

oe且epmIIⅡI”

【8】中eA叩a肪Hb掳3舐oH P0cc】庙氓砷oe皿印邶m orr 24 M彻

．

2010 r． N 102—m3 “o BHece咖 船Me眦砌晴 B

oeⅡ叩aJIbH岫3孤oH ”o c0皿嘶cTB脚 p∞Blmno

累ⅢmIIIHoro叩硼胁cTBa”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