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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俄罗斯小麦贸易的
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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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俄罗斯小麦供需总体呈现盈余状态ꎬ小麦出口量不断增

加ꎬ进口量非常少ꎬ主要是为了对国内短缺品种进行补充和调剂ꎮ 当前ꎬ中国

小麦进口来源国的集中度较高ꎮ 中国全面放开进口俄罗斯小麦是实现小麦

贸易来源多元化的途径之一ꎮ 通过分析发现ꎬ中国小麦自给率高ꎬ获得小麦

进口关税配额的粮食贸易企业都会优先进口国内短缺的小麦品种ꎮ 虽然俄

罗斯小麦具有价格优势ꎬ但是俄罗斯跨境贸易便利化程度低ꎬ中国从俄罗斯

进口小麦的运输成本较高ꎬ俄罗斯供给的小麦与中国需求的小麦等级匹配度

低ꎬ中国民营企业获得小麦进口关税配额少且配额外税率较高等都是影响中

俄小麦贸易的因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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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俄罗斯拥有 １ ７０９ ８２４ ２ 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ꎬ约为美国的 １ ８ 倍①ꎮ
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生产国之一ꎬ农业用地广阔且土壤肥沃ꎬ为农

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资源禀赋ꎮ 俄罗斯粮食市场呈现供大于求的状态ꎬ尤
其是小麦市场ꎮ １９９８ ~ ２０２０ 年ꎬ俄罗斯小麦产量总体呈增长态势ꎬ２０１７ 年

产量最高ꎬ为 ０ ８６ 亿吨ꎮ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数据显示ꎬ俄罗斯小

麦、大麦、玉米、黑麦和燕麦等粮食作物出口一直位居全球前十位ꎬ小麦的

出口成绩最好ꎮ 从 ２０１６ 年起ꎬ俄罗斯小麦出口量超过美国ꎬ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

一直是国际粮食市场上最大的小麦出口国ꎬ这五年的小麦平均出口量占世

界小麦出口量的 ２０ １７％ ②ꎬ稳居世界首位ꎬ俄罗斯成为全球第一大小麦出

口国ꎮ
目前ꎬ中国是全球小麦产量最大的国家ꎬ同时又是小麦消费第一大国ꎮ

由于受到小麦持续增产、种植业结构调整导致小麦收获面积变动、市场供应

偏紧以及全球小麦价格变化等因素的共同影响ꎬ中国小麦的进口量曾出现多

次变化ꎮ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显示ꎬ中国小麦进口多集中于美国、加拿

大和澳大利亚ꎮ １９９２ ~ ２０２０ 年中国从这三个国家进口小麦的平均占比高达

８１ ９６％ ꎬ其中美国为 ２７ ９７％ ꎬ澳大利亚为 ２１ ９８％ ꎬ加拿大为 ３０ ０１％ ③ꎮ 整

体而言ꎬ高度集中的小麦供给来源加大了中国未来小麦进口风险ꎬ追求小麦

进口多元化将是中国的必要选项ꎮ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ꎬ中国批准从俄罗斯进口在未

发生小麦矮腥黑穗病地区种植的、仅限于加工用途的春小麦④ꎮ 那么ꎬ俄罗

斯是否可以成为中国小麦进口的稳定供给国? 俄罗斯小麦供需盈余有多

大? 中国利用俄罗斯小麦资源的主要阻碍因素有哪些? 全面客观地掌握

这些情况对降低中国小麦进口来源的集中度、满足国内粮食多样化需求、
调剂国内粮食市场余缺、促进中俄两国农业经贸合作深入发展都有现实指

导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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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俄罗斯小麦供需平衡分析

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生产国之一ꎬ耕地面积占世界耕地面积的

８ ９％ ①ꎮ 在苏联时期ꎬ由于大力发展工业ꎬ忽略农业ꎬ导致粮食生产长期处

于劣势ꎬ人民吃饭成了大问题ꎬ需要进口大量粮食来维持生计ꎮ 苏联解体后ꎬ
俄罗斯推行了土地改革ꎬ由于改革措施过于激进ꎬ粮食生产惨遭破坏ꎬ粮食播

种面积和产量迅速减少ꎮ ２０００ 年后ꎬ在普京政府较为有力的政策支持下ꎬ农
业经济得以好转ꎬ粮食播种面积下降趋势逐渐缓和并且开始回升ꎬ粮食产量

随之增加ꎬ慢慢恢复到解体前的水平并实现超越ꎮ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后ꎬ受
西方制裁的影响ꎬ俄罗斯为维护粮食安全减少粮食进口ꎬ开始大力扶持国内

粮食生产ꎮ 由于粮食产量的增长ꎬ粮食对外贸易水平也不断提高ꎮ ２０１７ 年ꎬ
俄罗斯粮食产量为 １ ３１２ ９ 亿吨ꎬ是苏联解体以来产量最高的一年ꎬ获得创纪

录的粮食丰收ꎮ 俄罗斯粮食生产大幅度增长ꎬ粮食供需呈现盈余状态ꎬ从粮

食净进口国转变成粮食出口国ꎮ 下文将具体介绍俄罗斯小麦的生产消费情

况、供需盈余状态以及小麦贸易发展现状ꎮ
(一)小麦、玉米和大麦是主要粮食种植作物

２０１９ 年ꎬ俄罗斯土地面积为 １６ ３７６ ９ 亿公顷ꎬ其中农业用地为 ２ １５４ ９
亿公顷ꎬ耕地面积为 １ ２１６ ５ 亿公顷ꎬ粮食收获面积为 ４ ３４３ 万公顷②ꎮ 可见ꎬ
丰富且肥沃的耕地资源为俄罗斯发展粮食生产提供了绝对优势ꎬ其粮食作物

主要分布在西部的东欧平原和西南部的顿河流域以及伏尔加河流域ꎬ主要粮

食作物有小麦、大麦、燕麦、黑麦、荞麦、小米、玉米等(见表 １)ꎮ
１９９２ ~ ２０２０ 年ꎬ俄罗斯各类粮食作物的收获面积发生了很大变化ꎬ黑麦、

燕麦、小米、荞麦等的收获面积大幅度减少ꎬ而小麦、玉米和大麦的收获面积

逐步增加ꎮ 其中ꎬ黑麦收获面积减少最多ꎬ相比 １９９２ 年减少 ６５９ 万公顷ꎬ减
少幅度为 ８７ ０５％ ꎬ燕麦减少幅度为 ７２ ４４％ 、小米减少幅度为 ８０ ３３％ 、荞麦

减少幅度为 ５２ ０５％ ꎮ 同时ꎬ小麦和玉米的收获面积明显增加 ꎬ２０２０ 年小麦

收获面积为 ２ ８８６ 万公顷ꎬ比 １９９２ 年增加 ４６０ 万公顷ꎬ增加幅度为 １８ ９６％ ꎻ
玉米收获面积达到 ２７３ 万公顷ꎬ比 １９９２ 年增加近 ３ 倍(见表 １)ꎮ 可见ꎬ目前

小麦、玉米和大麦为俄罗斯主要的粮食种植作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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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１９９２ ~ ２０２０ 年俄罗斯各类粮食作物收获面积 (单位:万公顷)

年份 大麦 荞麦 谷物混合 玉米 小米 燕麦

１９９２ １ ４５６ １７１ ３ ８０ １８３ ８４９
１９９９ ７４２ ９７ ３ ５４ ９９ ３９０
２０００ ８４６ １４３ ４ ７２ １３７ ４０８
２００５ ８７１ ８３ ４ ７９ ４１ ３１８
２０１０ ４９４ ５７ ６ １０３ １７ ２２３
２０１５ ８２３ ９０ ３ ２６７ ４４ ２８３
２０１６ ８１３ １１２ ３ ２７８ ４１ ２７５
２０１７ ７８５ １５０ ４ ２７０ ２４ ２７８
２０１８ ７８７ ９８ ４ ２３８ １９ ２７３
２０１９ ８５４ ７８ ４ ２５１ ３５ ２４３
２０２０ ８２７ ８２ ４ ２７３ ３６ ２３４
年份 水稻 黑麦 高粱 黑小麦 小麦 总计

１９９２ ２７ ７５７ ３ — ２ ４２６ ５ ９５４
１９９９ １６ ３２６ ３ — １ ９７６ ３ ７０７
２０００ １７ ３４４ １０ — ２ １３５ ４ １１５
２００５ １４ ２３１ ２ — ２ ４６８ ４ １１２
２０１０ ２０ １３７ １ １４ ２ １６４ ３ ２３５
２０１５ ２０ １２５ １６ ２４ ２ ５８７ ４ ２８３
２０１６ ２０ １２５ ２１ ２２ ２ ７３１ ４ ４４２
２０１７ １９ １１７ １０ １７ ２ ７５２ ４ ４２５
２０１８ １８ ９６ ４ １５ ２ ６４７ ４ １９９
２０１９ １９ ８２ ８ １４ ２ ７５６ ４ ３４３
２０２０ ２０ ９８ ５ １１ ２ ８８６ ４ ４７５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网站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ａｏ ｏｒｇ / ｈｏｍｅ / ｅｎ /

以 ２０２０ 年为例ꎬ小麦、大麦、玉米、燕麦、黑麦、荞麦、小米、水稻、黑小麦、
高粱、谷物混合的收获面积在粮食收获面积中的占比分别为 ６４ ４９％ 、
１８ ４８％ 、６ １％ 、 ５ ２２％ 、 ２ １９％ 、 １ ８３％ 、 ０ ８％ 、 ０ ４５％ 、 ０ ２５％ 、 ０ １１％ 、
０ ０９％ ꎮ 其中ꎬ小麦收获面积在粮食总收获面积中的占比最高且自 ２０１５ 年

以来持续增长ꎬ即使俄罗斯小麦单位产量在全球小麦单位产量中并不占优

势ꎬ但由于小麦收获面积大ꎬ所以总产量仍然很高ꎬ占全球小麦产量的

１１ ２９％ ꎮ 目前ꎬ俄罗斯已经是世界第三大小麦生产国①ꎮ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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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麦类作物是俄罗斯粮食生产和贸易的主要品种

俄罗斯粮食种植面积的改变导致其各类粮食产量也发生了明显变化ꎮ
１９９２ ~ ２０２０ 年ꎬ小麦和玉米产量在粮食总产量中的比重呈波动上升趋势ꎬ大
麦、荞麦、小米、燕麦、黑麦的占比呈波动减少趋势ꎮ

对比 ２０２０ 年俄罗斯各类粮食作物在粮食总产量中的比重ꎬ小麦占比最

大ꎬ占 ６０％以上ꎬ占世界小麦总产量的 １１ ２９％ ꎮ 大麦排名第二位ꎬ占比为

１６ １％ ꎬ并以 ２ ０９４ 万吨的产量居世界大麦产量首位ꎮ 排名第三位的是玉米ꎬ
占国内粮食总产量的 １０ ６７％ ꎬ占世界玉米总产量的 １ １９％ ꎮ 第四位是燕

麦ꎬ占国内粮食总产量的 ３ １８％ ꎬ并以 ４１３ 万吨的产量排名全球第二位ꎮ 第

五位是黑麦ꎬ占国内粮食总产量的 １ ８３％ ꎬ占世界黑麦总产量的 １５ ８３％ ꎮ
水稻排在第六位ꎬ占俄罗斯粮食总产量的 ０ ８８％ ꎮ 荞麦在俄罗斯粮食总产量

中排名第七位ꎬ在世界各国荞麦产量排名中居于首位ꎬ约占全球荞麦总产量

的 １ / ２ꎮ 其他粮食作物中ꎬ小米产量占俄粮食总产量的 ０ ３％ ꎬ黑小麦占

０ ２４％ ꎬ高粱占 ０ ０４％ ꎬ这三类粮食作物的产量占世界产量的比重依次是

１ ３％ 、２ ０２％ 、０ ０９％ ꎮ
２０２０ 年俄罗斯粮食总产量高达 １ ３００ ４ 亿吨ꎬ占世界粮食总产量的

４ ３４％ ①ꎮ 除了保证国内粮食安全外ꎬ盈余粮食主要用于粮食贸易ꎮ ２０２０ 年

俄罗斯是全球第四大粮食出口国ꎬ出口量为 ４ ５２１ 万吨ꎬ其中小麦的贡献率最

大:２０２０ 年ꎬ俄罗斯小麦产量为 ８ ０９０ 万吨ꎬ占粮食总产量的 ６６ ０５％ ꎬ出口量

为 ３ ７２７ 万吨ꎬ占俄罗斯粮食出口量的 ８４ ４３％ ꎬ占全球小麦出口量的

１８ ７７％ (见表 ２)ꎮ

表 ２ １９９２ ~ ２０２０ 年俄罗斯各类粮食作物在俄粮食总产量中的占比(％)

年份 大麦 荞麦 谷物混合 玉米 小米 燕麦

１９９２ ２６ ００ １ ００ ０ ０２ ２ ０６ ２ ０６ １０ ８３

１９９９ １９ ６７ １ ０８ ０ ０４ １ ９２ １ ９２ ８ １７

２０００ ２１ ８５ １ ５５ ０ ０３ ２ ３２ １ ７５ ９ ３４

２００５ ２０ ５８ ０ ７９ ０ ０１ ４ ０２ ０ ６０ ５ ９７

２０１０ １４ ０１ ０ ５７ ０ ０５ ５ １７ ０ ２２ ５ ４０

２０１５ １７ １３ ０ ８４ ０ ０２ １２ ８６ ０ ５６ ４ ４３

２０１６ １５ ２６ １ ０１ ０ ０１ １２ ９８ ０ ５３ ４ ０５

—００１—
① 联合国粮农组织网站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ａｏ ｏｒｇ / ｈｏｍｅ / ｅ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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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年份 大麦 荞麦 谷物混合 玉米 小米 燕麦

２０１７ １５ ７１ １ １６ ０ ０１ １０ ０６ ０ ２４ ４ １６

２０１８ １５ ４７ ０ ８５ ０ ０２ １０ ４０ ０ ２０ ４ ３０

２０１９ １７ ３８ ０ ６７ ０ ０２ １２ １２ ０ ３７ ３ ７５

２０２０ １６ １０ ０ ６９ ０ ０２ １０ ６７ ０ ３０ ３ １８

年份 水稻 黑麦 高粱 黑小麦 小麦

１９９２ ０ ７３ １３ ３８ ０ ０３ — ４４ ４８

１９９９ ０ ８２ ８ ８９ ０ ０６ — ５７ ６４

２０００ ０ ９１ ８ ４７ ０ １３ — ５３ ６４

２００５ ０ ７５ ４ ７５ ０ ０４ — ６２ ４９

２０１０ １ ７８ ２ ７４ ０ ０２ ０ ４２ ６９ ６２

２０１５ １ ０８ ２ ０４ ０ １９ ０ ５５ ６０ ３１

２０１６ ０ ９２ ２ １６ ０ ２７ ０ ５３ ６２ ２９

２０１７ ０ ７５ １ ９４ ０ ０８ ０ ３８ ６５ ５０

２０１８ ０ ９５ １ ７４ ０ ０４ ０ ３６ ６５ ６７

２０１９ ０ ９３ １ ２１ ０ ０８ ０ ３０ ６３ １６

２０２０ ０ ８８ １ ８３ ０ ０４ ０ ２４ ６６ ０５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整理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ａｏ ｏｒｇ / ｈｏｍｅ / ｅｎ /

(三)小麦单位面积产量相对较低

单位面积产量增加是粮食生产技术提高的重要体现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

苏联解体后ꎬ俄罗斯实施农业市场化改革ꎬ国家大幅削减了对农业的投入(尤
其是化肥投入)ꎬ再加上恶劣天气条件ꎬ导致 １９９２ 年小麦单位产量仅为每公

顷 １ ９ 吨ꎮ １９９２ ~ ２０２０ 年ꎬ俄罗斯小麦单位产量从每公顷 １ ９ 吨增至 ２ ９８
吨ꎬ增长 １ ０８ 吨ꎬ表明俄罗斯小麦种植技术有了明显提升(见表 ３)ꎮ 与美

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传统小麦生产国相比ꎬ俄罗斯的小麦单位产量仍然较

低ꎬ且增长缓慢ꎮ 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５ 年ꎬ恶劣天气造成俄罗斯小麦单位产量连年下

降ꎮ １９９６ ~ １９９７ 年ꎬ小麦单位产量有所提高ꎬ除去风调雨顺、天公作美这一气

候原因外ꎬ还得益于农业投入强度的增加和生产效率的提高ꎬ最主要的是出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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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资本充裕、以利润为导向的大型农场企业①ꎮ １９９８ 年ꎬ旱灾导致小麦单

位产量再次减少ꎮ １９９９ 年ꎬ俄罗斯政府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出台了一系列重振

农业发展的战略和措施ꎬ再加上有利的天气条件ꎬ俄罗斯农业发展取得了初步

成效ꎬ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２ 年小麦单位产量有所增加ꎮ 之后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ꎬ由
于农业基础设施没有得到有效改善ꎬ农业生产尚不稳定ꎬ２００３ 年小麦单位产

量再度降至每公顷 １ ７ 吨ꎮ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１ 年ꎬ小麦平均单位产量为每公顷

２ １１ 吨ꎮ 同时ꎬ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小麦单位产量存在相当大的区域差异ꎮ 以

２００８ 年为例ꎬ在气候条件较好的年份ꎬ南部肥沃的黑土地区小麦平均单位产

量为每公顷 ３ ８ 吨ꎬ而其他地区仅为 １ ９７ 吨ꎮ ２０１０ 年小麦单位产量再次下

滑ꎬ主要是由于俄罗斯大部分地区遭受高温干旱天气ꎬ突发性干旱始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ꎬ然后迅速加剧ꎬ到 ７ 月初ꎬ俄罗斯几乎所有主要小麦产区的冬小麦和

春小麦都面临极端干旱的影响ꎮ 为了履行粮食安全原则ꎬ俄罗斯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初颁布禁止小麦出口的法令ꎬ以保存小麦供本国消费ꎮ ２０１３ ~ ２０２０ 年小麦

单位产量趋于平稳ꎬ平均产量为每公顷 ２ ６７ 吨ꎮ

表 ３ １９９２ ~ ２０２０ 年世界主要小麦出口国小麦单位面积产量变化趋势

(单位:吨 /公顷)

年份 世界 法国 德国 中国 乌克兰 加拿大

１９９２ ２ ５４ ６ ４０ ５ ９８ ３ ３３ ３ ０９ ２ １６

１９９３ ２ ５４ ６ ４７ ６ ５８ ３ ５２ ３ ８０ ２ ２０

２０００ ２ ７２ ７ １２ ７ ２８ ３ ７４ １ ９８ ２ ４４

２００５ ２ ８３ ６ ９９ ７ ４７ ４ ２８ ２ ８５ ２ ７４

２０１０ ２ ９７ ７ ０４ ７ ２１ ４ ７５ ２ ６８ ２ ８１

２０１１ ３ １６ ６ ６６ ７ ０１ ４ ８４ ３ ３５ ２ ９６

２０１２ ３ ０９ ７ １５ ７ ３３ ４ ９９ ２ ８０ ２ ８７

２０１３ ３ ２５ ７ ２７ ８ ００ ５ ０６ ３ ３９ ３ ６０

２０１４ ３ ３２ ７ ３５ ８ ６３ ５ ２４ ４ ０１ ３ ０８

２０１５ ３ ３２ ７ ８０ ８ ０９ ５ ３９ ３ ８８ ２ ８９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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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年份 世界 法国 德国 中国 乌克兰 加拿大

２０１６ ３ ４２ ５ ２９ ７ ６４ ５ ４０ ４ ２１ ３ ５８
２０１７ ３ ５４ ７ ２５ ７ ６４ ５ ４８ ４ １１ ３ ３８
２０１８ ３ ４２ ６ ７７ ６ ６７ ５ ４２ ３ ７２ ３ ２７
２０１９ ３ ５４ ７ ７４ ７ ４０ ５ ６３ ４ １６ ３ ３８
２０２０ ３ ４７ ６ ６８ ７ ８２ ５ ７４ ３ ８０ ３ ５１
年份 美国 阿根廷 俄罗斯 澳大利亚 哈萨克斯坦

１９９２ ２ ６４ ２ １８ １ ９０ １ ７８ １ ３３
１９９３ ２ ５７ ２ ３３ １ ７７ １ ９７ ０ ９２
２０００ ２ ８２ ２ ４９ １ ６１ １ ８２ ０ ９０
２００５ ２ ８２ ２ ６４ １ ９３ １ ６３ ０ ９５
２０１０ ３ １２ ２ ７１ １ ９２ １ ５７ ０ ７３
２０１１ ２ ９４ ３ ５１ ２ ２６ ２ ０３ １ ６６
２０１２ ３ １２ ３ ２２ １ ７７ ２ １５ ０ ７９
２０１３ ３ １７ ２ ６６ ２ ２３ １ ７６ １ ０８
２０１４ ２ ９４ ２ ６６ ２ ５０ ２ ０１ １ ０９
２０１５ ２ ９３ ２ ８１ ２ ３９ １ ９２ １ １９
２０１６ ３ ５４ ２ ８６ ２ ６９ １ ９７ １ ２１
２０１７ ３ １２ ３ ３０ ３ １３ ２ ６１ １ ２４
２０１８ ３ ２０ ３ １８ ２ ７３ １ ９２ １ ２３
２０１９ ３ ４７ ３ ２２ ２ ７０ １ ６９ １ ０１
２０２０ ３ ３４ ２ ９４ ２ ９８ １ ４７ １ １８
资料来源:同表 １ꎮ

俄罗斯小麦单位产量在全球小麦生产国中排名第 ６１ 位ꎬ在主要小麦出

口国中排名第 ８ 位ꎬ排在法国、德国、中国、乌克兰、加拿大、美国、阿根廷之后

(见表 ３)ꎮ 俄罗斯小麦年均单位产量比世界平均水平低ꎬ２０２０ 年仅相当于德

国的 ３８ １％ ꎮ 并且独立以来ꎬ俄罗斯小麦的单位产量一直低于同纬度且气候

相似的加拿大ꎮ 综合来看ꎬ俄罗斯小麦单位产量低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ꎮ
１ 气候变化对小麦种植造成影响

全球变暖有可能进一步破坏俄罗斯小麦产量的稳定ꎬ对全球小麦

市场产生影响①ꎮ 气候变化对俄罗斯小麦单位产量的负面影响程度约在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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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２０％ ①ꎮ
俄罗斯小麦容易受到不利天气条件的影响ꎬ特别是高温、干旱和过量降

水②ꎮ 在俄罗斯欧洲南部(冬小麦主产区)、乌拉尔南部和西伯利亚南部(春
小麦主产区)ꎬ高温是影响小麦单位产量的重要原因③ꎮ 春小麦是俄罗斯草

原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ꎬ但目前产量较低ꎬ容易受到天气和气候异常的影响ꎬ
季节性缺水可能导致产量减少 ２０％ ~ ２５％ ꎬ极端年份的减产甚至高达

４０％ ④ꎮ 西伯利亚南部以及伏尔加河流域是传统的春小麦种植区ꎬ中央黑

土区和北高加索地区则种植着大片冬小麦ꎬ冬小麦播种持续到每年 １０
月份ꎮ

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表明ꎬ１９９６ ~ ２０１５ 年冬小麦产量的总

体变异系数为 ２０％ ~３０％ ꎬ春小麦为 ３０％ ~ ４０％ ꎮ ２０１０ 年破纪录的极端高

温使俄罗斯粮食作物收获面积减少 １７％ ꎬ进而影响小麦产量⑤ꎬ以至于俄罗

—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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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政府禁止粮食出口①ꎮ 在伏尔加地区ꎬ春季干旱加剧了极端高温对小麦生

产的负面影响②ꎮ
２ 俄罗斯农村劳动力相对不足

农业主要依赖两种资源:土地和劳动力ꎮ 长期以来ꎬ农村人口作为俄罗

斯农业劳动力的来源呈现非常缓慢的下降趋势ꎮ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ꎬ俄罗斯

农村人口从 １９９０ 年的 ３ ９３６ ８７ 万降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３ ５９５ ７ 万(减少 ３４１ １７ 万

人)ꎬ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 ２６ ６１％ 降至 ２５ ０７％ ꎬ近年来一直维持在

２５％左右ꎮ 尽管农村人口数量大体稳定ꎬ但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

重却持续下降ꎬ从 １９９１ 年的 １４ ２４％ 降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５ ８３％ ꎮ 而且俄罗斯农

村劳动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ꎬ在农业就业人口中ꎬ受过高等教育、中等职

业教育的人口比重分别为 １１ ６％和 ４１ ３％ ③ꎮ 此外ꎬ俄罗斯十分缺少熟练掌

握农业技术的年轻劳动力ꎮ
３ 俄罗斯小麦种植以品质为主导

俄罗斯严格管控化肥、农药的使用量ꎬ转基因的小麦种子也受到严格限制ꎬ
非常重视土地生态系统的维护ꎬ采用轮耕方式ꎬ不会为了获得高产而过度使用

耕地ꎮ 例如ꎬ２００７ 年ꎬ虽然氮肥施用量仅为苏联时期的一半ꎬ但当年小麦产量却

恢复到 １９９０ 年的水平④ꎮ 显然ꎬ化肥的低施用量被优质的小麦品种所弥补⑤ꎮ
(四)小麦供需总体呈现盈余状态

从生产看ꎬ１９９２ 年独立之后ꎬ俄罗斯农业生产随着宏观经济的滑坡呈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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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下降态势ꎮ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９ 年ꎬ小麦产量非常不稳定ꎬ１９９２ 年小麦产量为

４ ６１６ ６７万吨ꎬ之后呈现下降趋势ꎬ降至 １９９５ 年的 ３ ０１１ ８５ 万吨ꎬ到 １９９８ 年

经济衰退高峰期ꎬ小麦产量跌至历史最低水平ꎬ为 ２ ６９９ ４７ 万吨ꎬ其原因是小

麦收获面积减少和单位产量低、政府支持不足以及气候等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随
着俄罗斯经济好转及政府对农业扶持力度的加大ꎬ农业发展有了向好的势

头ꎮ 尤其是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后ꎬ俄罗斯决定禁止或限制从部分西方国家

进口农产品ꎬ同时在农业领域大力推行进口替代政策ꎬ出台农业发展规划并

加大了对农业的资金扶持ꎬ使 ２０１４ 年成为俄罗斯农业发展的转折之年ꎮ 自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小麦收获面积一直在 ２ ６００ 万公顷以上ꎬ小麦产量也逐年攀升ꎬ
２０１７ 年小麦总产量突破 ８ ６００ 万吨ꎬ超越美国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小麦生产

国ꎮ 从小麦总产量看ꎬ虽然 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９ 年产量有所波动ꎬ但并未影响俄罗斯

世界小麦生产第一大国的地位ꎮ
从小麦消费结构来看ꎬ以 ２０１９ 年为例ꎬ出口、食物消费、饲料消费和种子消

费是小麦消费的四大途径ꎬ这四类小麦消费量占小麦产量的 ９９ ４２％ꎮ 其中ꎬ食
物用粮相对而言比较平稳ꎬ２０１９ 年消费量为 ２ ００６ ８ 万吨ꎬ占小麦产量的

２６ ９５％ꎻ饲料用粮和种子用粮波动幅度较大ꎬ两者消费量占小麦产量的 ２８ ５８％ꎮ
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俄罗斯小麦供给量远大于国内小麦消费量ꎬ小麦供需整体呈现盈

余状态ꎬ除了一部分用来库存ꎬ剩余约 ３５％的小麦都用来出口ꎬ而且小麦出口量逐

年增长ꎬ且增长速度较快ꎬ２０１９ 年小麦出口量占生产量的 ４３ ８８％(见表 ４)ꎮ

表 ４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９ 年俄罗斯小麦供需盈余 (单位:万吨)

年份 产量 出口量 进口量 库存 国内消费量 其中:食物

１９９２ ４ ６１６ ７ ０ ４ １ ９１９ ３ － ２７５ ０ ６ ２６０ ６ １ ９２１ ７

１９９３ ４ ３５４ ７ ０ ８ ６４７ ４ － １９９ ２ ４ ８０２ ０ １ ９２２ ２

２０００ ３ ４４５ ５ ６８ ３ ２８９ ７ ９ ５ ３ ６７６ ４ １ ８８６ ０

２００５ ４ ７６９ ８ １ ０７２ ９ ９６ ５ １ ３ ３ ７９４ ７ １ ９２３ １

２０１０ ４ １５０ ８ １ ２１１ ０ ２７ ０ － ４１ ０ ３ ００７ ８ １ ９０２ ０

２０１１ ５ ６２４ ０ １ ６０５ ９ ３３ ３ ７５５ ９ ３ ２９５ ５ １ ８６５ ８

２０１２ ３ ７７２ ０ １ ６４４ ８ ６６ ４ － ８００ ０ ２ ９９３ ６ １ ９１４ ９

２０１３ ５ ２０９ １ １ ４１３ ４ １２８ ５ ４５０ ０ ３ ４７４ ２ １ ８６７ ７

２０１４ ５ ９７１ １ ２ ２５４ ２ ７６ ０ １１２ ８ ３ ６８０ １ １ ９３１ ８

２０１５ ６ １７８ ６ ２ １８４ ９ ６２ ９ － ７１ ３ ４ １２７ ９ ２ ０４５ ４

２０１６ ７ ３３４ ６ ２ ５９１ ８ ８２ １ ５２１ ８ ４ ３０３ １ ２ ０５７ ５

—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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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４)

年份 产量 出口量 进口量 库存 国内消费量 其中:食物

２０１７ ８ ６００ ３ ３ ３５８ ４ ５４ ３ １１８ ７ ５ １７７ ５ ２ ０７２ ９

２０１８ ７ ２１３ ６ ４ ４６３ ９ ６８ ６ － １ ０００ ０ ３ ８１８ ４ １ ９４４ ２

２０１９ ７ ４４５ ３ ３ ２６６ ９ ５５ ５ － ５５ ０ ４ ２８８ ９ ２ ００６ ８

年份 种子 饲料 加工 损失 其他 盈余

１９９２ ６４１ ５ ３ ４６８ ０ １５８ ５ ７０ ６ ０ ３ － ２７４ ６

１９９３ ５７７ ０ ２ １２９ ９ １１０ ０ ６２ ６ ０ ４ － １９８ ４

２０００ ６１７ ９ １ ００３ ７ １３８ ８ ３０ ０ ０ ０ ７７ ８

２００５ ６１４ ６ １ １５４ ４ ７１ ６ ３０ ９ ０ １ １ ０７４ ２

２０１０ ６６４ ３ ３５３ １ ６１ ４ ２６ ８ ０ １ １ １７０ ０

２０１１ ６４１ ７ ６７１ １ ７８ ９ ３７ ８ ０ １ ２ ３６１ ８

２０１２ ６５１ ６ ３２８ ５ ７３ ９ ２４ ８ ０ ０ ８４４ ８

２０１３ ６５０ ０ ８１４ ２ １０２ １ ３９ ９ ０ ３ １ ８６３ ４

２０１４ ８１９ ３ ８０６ １ ９１ ３ ３１ ５ ０ ２ ２ ３６７ ０

２０１５ ８４７ ８ １ ０９５ ８ １０２ ２ ３７ ２ ０ ２ ２ １１３ ６

２０１６ １ ００６ ４ １ ０９０ ２ １０４ ６ ４４ ２ ０ ３ ３ １１３ ６

２０１７ １ １８０ ０ １ ７６７ １ １０５ ７ ５１ ５ ０ ２ ３ ４７７ １

２０１８ ９８９ ８ ７４０ ７ １００ ０ ４３ ３ ０ ４ ３ ４６３ ９

２０１９ ７２２ ５ １ ４０５ ７ １０８ ９ ４４ ６ ０ ５ ３ ２１１ ９

注:由于联合国粮农组织于 ２０１０ 年调整了供需盈余关系ꎬ故在 ２０１０ 年之后供需关系

为:国内消费量 ＝ 食物 ＋ 种子 ＋ 饲料 ＋ 加工 ＋ 损失 ＋ 其他 ＋ 残差ꎻ国内供给量 ＝ 生产量 －
出口量 ＋ 进口量 － 库存ꎻ盈余 ＝ 库存 ＋ 出口量ꎮ ２０１０ 年之前供需关系为:国内消费量 ＝
食物 ＋种子 ＋饲料 ＋加工 ＋损失 ＋其他 ＋残差ꎻ国内供给量 ＝ 生产量 － 出口量 ＋ 进口量 ＋
库存ꎮ

资料来源:同表 １ꎮ

(五)俄罗斯实施小麦出口多元化

一方面俄罗斯小麦产量不断增长ꎬ另一方面国内小麦需求量相对稳定ꎬ
加之俄罗斯人口数量较少ꎬ小麦的盈余数量不断增加ꎬ这就为俄罗斯小麦贸易

创造了条件ꎬ小麦出口量逐年增长ꎬ并且增长幅度非常大ꎮ 俄罗斯总统国民经

济和国家行政学院应用经济学研究所农业食品政策中心首席研究员捷尔诺夫

斯基(Ｄｅｎｉｓ Ｔｅｒｎｏｖｓｋｉｙ)说:“近十年来俄罗斯小麦出口增长一倍以上ꎬ同期全球

—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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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仅增长 ３３ ３３％ꎮ 其间ꎬ俄罗斯占全球市场份额几乎增加了一倍ꎮ”①

１９９２ ~ ２０２０ 年ꎬ俄罗斯小麦出口量有波动ꎬ但整体呈现快速增长趋势ꎮ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后ꎬ俄罗斯禁止或限制从北美、澳大利亚和欧盟进口农产

品ꎬ进口替代战略使得小麦出口量随着生产扩张而迅速增长ꎬ小麦出口量从

２０１５ 年的 ２ １２３ 万吨增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４ ３９７ 万吨ꎬ增长 ２ ２７４ 万吨ꎮ ２０１６ 年

后ꎬ俄罗斯成为全球最大的小麦出口国ꎮ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资

料ꎬ２０１５ 年俄罗斯小麦出口量居全球第三位ꎬ位于加拿大、美国之后ꎬ当年小

麦出口量占世界小麦出口量的 １２ ４３％ ꎮ ２０１６ 年俄罗斯小麦出口量达 ２ ５３３
万吨ꎬ成为国际粮食市场最大的小麦出口国ꎬ当年小麦出口量占世界小麦出

口量的 １３ ３３％ ꎮ ２０２０ 年俄罗斯小麦出口量为 ３ ７２７ 万吨ꎬ比 ２０１９ 年增长

１６ ９４％ ꎬ占世界小麦出口量的 １８ ７７％ꎬ排名第一位ꎮ 可以发现ꎬ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 年

俄罗斯小麦出口量稳居世界首位ꎬ约占全球市场的 ２０％ (见表 ５)ꎮ 在国际粮

食市场上ꎬ俄罗斯正在稳步扩大其小麦市场的份额ꎬ并逐步成为影响世界小

麦供给的重要国家ꎮ

表 ５ １９９２ ~ ２０２０ 年俄罗斯小麦出口量及占世界小麦出口量的比重

年份
出口数量
(万吨)

比重
(％ )

年份
出口数量
(万吨)

比重
(％ )

年份
出口数量
(万吨)

比重
(％ )

１９９２ — — ２００２ １ ０２６ ０ ８ ５２ ２０１２ １ ６０９ ０ ９ ７７

１９９３ ０ ２ ０ ００ ２００３ ７５９ ０ ６ ９２ ２０１３ １ ３８０ ０ ８ ４７

１９９４ ４５ ０ ０ ４３ ２００４ ４６７ ０ ３ ９３ ２０１４ ２ ２１４ ０ １２ ７２

１９９５ １４ ０ ０ １４ ２００５ １ ０３２ ０ ８ ５７ ２０１５ ２ １２３ ０ １２ ４３

１９９６ ４１ ０ ０ ４２ ２００６ ９７０ ０ ７ ６８ ２０１６ ２ ５３３ ０ １３ ３３

１９９７ ５４ ０ ０ ５１ ２００７ １ ４４４ ０ １１ ５９ ２０１７ ３ ３０３ ０ １６ ８０

１９９８ １５２ ０ １ ３９ ２００８ １ １７２ ０ ８ ９４ ２０１８ ４ ３９７ ０ ２３ ０３

１９９９ ６５ ０ ０ ５７ ２００９ １ ６８２ ０ １１ ４５ ２０１９ ３ １８７ ０ １７ ６９

２０００ ４２ ０ ０ ３６ ２０１０ １ １８５ ０ ８ １３ ２０２０ ３ ７２７ ０ １８ ７７

２００１ １６４ ０ １ ４４ ２０１１ １ ５１９ ０ １０ ２４ — — —

注:小麦出口量数据不包括等级外小麦ꎮ
资料来源:同表 １ꎮ

如今在许多国家ꎬ俄罗斯小麦正挤占美国的市场份额ꎮ 例如世界第一大

—８０１—

① «产量增加　 俄罗斯成为全球最大的小麦出口国»ꎬｈｔｔｐ: / / ｓｉｎｏｒｕｓｓｉａｎ２１ｓｔｒｃｃ ｃｎ /
ｓｙｓｔｅｍ / ２０２０１１ / １０４２１７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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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进口国埃及ꎬ其市场上已经很难发现美国小麦的踪影ꎬ而在印度、孟加拉

国等南亚国家ꎬ俄罗斯小麦的份额也在不断攀升ꎮ 可以发现ꎬ俄罗斯小麦出

口已呈现多元化趋势ꎬ约有 ５０ 个国家依赖从俄罗斯和乌克兰进口小麦以保

障本国 ３０％以上的小麦供应ꎬ这些国家多数为北非、亚洲和近东区域的最不

发达国家或低收入缺粮国ꎮ
中东国家由于水资源缺乏ꎬ粮食高度依赖进口ꎬ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小麦

需求地区ꎮ 土耳其和埃及作为俄罗斯主要的小麦进口国ꎬ每年 ５０％的小麦需要

从俄罗斯进口ꎬ对俄罗斯小麦的依赖性最强ꎮ 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１ 年ꎬ俄罗斯对这两个

国家出口的小麦占俄小麦出口总量的 ４０％以上(见表 ６)ꎮ 此外ꎬ也门、黎巴嫩、
以色列、利比亚、伊朗等国家也非常依赖俄罗斯小麦ꎬ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１ 年ꎬ俄罗斯对

这些国家出口的小麦分别占俄小麦出口总量的 ３ ３９％、１ ５５％、２ ０１％、
１ ３４％、２ ０３％ꎮ 很多非洲国家也很依赖俄罗斯小麦ꎬ据联合国发布的公告ꎬ有
２５ 个非洲国家和地区高度依赖俄罗斯小麦供应ꎮ ２０２１ 年ꎬ苏丹、喀麦隆、坦桑

尼亚、塞内加尔从俄罗斯进口的小麦数量分别占俄罗斯小麦出口总量的

２ ５３％、１ ７６％、１ ３８％、１ ２９％ꎬ分别占这些国家小麦进口量的 ７０％、６０％、
６３％、５９％ꎬ可见这四个非洲国家非常依赖俄罗斯小麦①ꎮ 俄罗斯小麦也往周

边的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拉脱维亚等国家出口ꎬ但出口量很少ꎬ占比不到

５％(２０２１ 年)ꎮ 俄罗斯出口孟加拉国的小麦份额呈现不断上升趋势ꎬ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１ 年孟加拉国在俄罗斯小麦出口中的份额一直排名前 ６ 位ꎬ平均占比为

５ １７％ 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ꎬ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与越南签署建立自由贸易

区协定ꎬ越南成为东盟与俄罗斯之间的重要桥梁ꎬ从而推动了两国小麦贸易

的快速发展ꎮ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ꎬ俄罗斯小麦在越南小麦进口中的占比分别为

２ ４％ 、１４ ２％ 、５５ ７％ 、３０ １％ 、２３ ２％ ꎬ越南从俄罗斯进口的小麦数量明显

增加②ꎬ越南正在成为俄罗斯主要的小麦出口目的地国ꎮ

表 ６ ２００２ ~ ２０２１ 年主要国家在俄罗斯小麦出口中所占的市场份额(％)

年份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排名 国家 份额 国家 份额 国家 份额

１ 意大利 １９ ３２ 埃及 ２７ ９０ 埃及 ４０ ８６

２ 埃及 １４ ４１ 阿塞拜疆 ７ ９１ 土耳其 １２ ２７

—９０１—

①
②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库数据整理得到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ｒａｄｅｍａｐ ｏｒｇ /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ｒａｄｅｍａｐ ｏｒ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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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６)

年份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排名 国家 份额 国家 份额 国家 份额

３ 阿尔及利亚 ８ ９３ 也门 ６ ３４ 伊拉克 ３ ７１

４ 希腊 ８ １６ 阿尔及利亚 ６ １０ 以色列 ３ ７０

５ 摩洛哥 ５ ６９ 格鲁吉亚 ５ ３３ 也门 ３ ３８

６ 西班牙 ５ ３２ 孟加拉国 ４ ９２ 利比亚 ３ ２５

７ 土耳其 ４ ５８ 摩洛哥 ４ ３５ 格鲁吉亚 ３ ０５

８ 格鲁吉亚 ３ ５１ 意大利 ３ ９３ 约旦 ３ ０２

９ 以色列 ３ ２１ 黎巴嫩 ３ ２４ 伊朗 ２ ９１

１０ 叙利亚 ３ １７ 巴基斯坦 ３ １５ 叙利亚 ２ ４１

１１ 阿塞拜疆 ２ １４ 以色列 ３ ０２ 肯尼亚 ２ １９

１２ 黎巴嫩 ２ ０５ 坦桑尼亚 ２ ６６ 亚美尼亚 ２ ０３

１３ 乌克兰 ２ ０３ 希腊 ２ ５４ 坦桑尼亚 １ ６４

１４ 阿尔巴尼亚 １ ６６ 突尼斯 ２ ３６ 黎巴嫩 １ ６０

１５ 丹麦 １ ２７ 阿尔巴尼亚 ２ １２ 阿尔巴尼亚 １ ３４

１６ 韩国 １ ２２ 肯尼亚 １ ９７ 孟加拉国 １ １９

１７ 突尼斯 １ １７ 叙利亚 １ ７０ 苏丹 １ １４

１８ 爱沙尼亚 １ ０９ 约旦 １ ４７ 突尼斯 １ ０６

１９ 奥地利 １ ０８ 印度尼西亚 １ ４５ 阿塞拜疆 １ ０５

２０ 伊朗 ０ ９６ 伊朗 ０ ９０ 泰国 ０ ９５

年份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排名 国家 份额 国家 份额 国家 份额

１ 埃及 ２１ ６２ 埃及 ２２ １５ 土耳其 ２４ ６１

２ 土耳其 １４ ６２ 土耳其 ２１ ２０ 埃及 ２０ ６９

３ 伊朗 ７ ２２ 孟加拉国 ５ ２１ 阿塞拜疆 ３ ８８

４ 阿塞拜疆 ５ ８４ 阿塞拜疆 ３ ７２ 哈萨克斯坦 ３ ８３

５ 孟加拉国 ４ ２５ 苏丹 ３ ５８ 尼日利亚 ３ ５８

６ 南非 ４ １８ 巴基斯坦 ３ １５ 孟加拉国 ２ ６８

７ 尼日利亚 ４ １３ 尼日利亚 ２ ６８ 苏丹 ２ ５３

８ 也门 ３ ２１ 也门 ２ １４ 拉脱维亚 ２ ４５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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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６)

年份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排名 国家 份额 国家 份额 国家 份额

９ 格鲁吉亚 ２ ３３ 坦桑尼亚 １ ８８ 沙特阿拉伯 ２ １８

１０ 肯尼亚 ２ ２７ 阿联酋 １ ８１ 也门 ２ １２

１１ 阿联酋 １ ９６ 肯尼亚 １ ６２ 喀麦隆 １ ７６

１２ 利比亚 １ ７８ 格鲁吉亚 １ ５８ 以色列 １ ７１

１３ 黎巴嫩 １ ６８ 菲律宾 １ ４９ 格鲁吉亚 １ ５０

１４ 苏丹 １ ６０ 南非 １ ４９ 巴基斯坦 １ ４６

１５ 以色列 １ ５８ 以色列 １ ４５ 肯尼亚 １ ４２

１６ 坦桑尼亚 １ ５５ 哈萨克斯坦 １ ４１ 坦桑尼亚 １ ３８

１７ 约旦 １ ３７ 越南 １ ２５ 利比亚 １ ３７

１８ 阿曼 １ １５ 阿曼 １ １５ 刚果 １ ２９

１９ 斯里兰卡 １ １３ 摩洛哥 １ １４ 塞内加尔 １ ２９

２０ 印度尼西亚 １ １１ 斯里兰卡 １ １１ 阿尔及利亚 １ ２１

注:由于俄罗斯小麦出口涉及 １４７ 个国家和地区ꎬ限于篇幅ꎬ此处只列举 ２０ 个主要的

小麦进口国家ꎮ
资料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ｒａｄｅｍａｐ ｏｒｇ /

二　 中国与俄罗斯小麦贸易发展历程及现状分析

中国与俄罗斯开展小麦贸易起步比较晚ꎮ １９９６ 年ꎬ中国在检验检疫中发

现从俄罗斯进口的小麦存在矮腥黑穗病和印度腥黑穗病ꎬ因此对俄罗斯小麦

实施了进口禁令ꎮ ２０１４ 年禁令解除ꎬ中国恢复从俄罗斯进口小麦ꎬ当年进口

量为 １ ２７６ 吨ꎮ ２０１５ 年ꎬ中国允许从俄罗斯部分地区进口小麦ꎬ包括鄂木斯

克州、新西伯利亚州、阿尔泰边疆区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这些地区被

认为没有小麦矮腥黑穗病和印度腥黑穗病)ꎬ进口小麦仅限于原料加工ꎬ２０１５
年进口量仅为 ４００ 吨ꎮ ２０１６ 年ꎬ依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的第 ８
号公告中的附件«进口俄罗斯小麦植物检验检疫要求»ꎬ允许符合中国进口检

验检疫要求(主要无小麦矮腥黑穗病和印度腥黑穗病)的俄罗斯小麦输往中

国ꎬ但进口量仅为 ２７０ 吨ꎮ ２０１７ 年ꎬ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口岸开始进口俄罗

斯小麦ꎬ进口量为 １ ７９６ ６ 万吨ꎮ ２０１８ 年ꎬ中国在风险分析和实地考察的基

础上撤销 ２０１６ 年检疫要求ꎬ与俄罗斯签署了«关于俄罗斯联邦小麦输入中华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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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植物检疫要求议定书»ꎬ允许从俄罗斯车里雅宾斯克州、鄂木斯克

州、新西伯利亚州、阿尔泰边疆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和阿穆尔州 ６ 个

地区进口用于加工的春小麦籽实ꎬ但不作种植用途ꎬ小麦进口量增至 ９ ９６４ ５
万吨ꎮ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ꎬ满洲里海关对外宣称 ２０２０ 年上半年中国最大陆路口

岸———满洲里口岸进口俄罗斯小麦 １ ７ 万余吨ꎬ创历史新高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ꎬ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从俄罗斯进口的 ６６７ 吨小麦抵达黑河口岸ꎬ这是中

国首次成规模地从俄罗斯远东地区进口小麦ꎬ打开了中俄农业合作的一个新

渠道ꎮ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４ 日ꎬ俄罗斯与中国签订«关于俄罗斯输华小麦植物检疫

要求议定书补充条款»ꎬ２ 月 ２３ 日ꎬ中国海关总署发布 ２０２２ 年第 ２１ 号公告ꎬ
允许从俄罗斯全境进口小麦ꎬ主要指在俄罗斯联邦境内未发生小麦矮腥黑穗

病地区种植的、仅限于加工用途的春小麦①ꎮ
(一)中俄小麦贸易规模较小

目前ꎬ小麦已经成为中国净进口的大宗农产品之一ꎮ 从中国小麦和混合

麦进口来源国看ꎬ中国从俄罗斯进口小麦的数量非常少ꎬ仅占中国进口小麦

总量的 ０ ０１％ ~３ ４６％ ꎮ 其中ꎬ２０１８ 年中国自俄进口小麦量最高ꎬ为９ ９６４ ５
万吨ꎬ但也仅占中国进口小麦总量的 ３ ４６％ ꎮ 从俄罗斯小麦出口数据来看ꎬ
中国从俄罗斯进口小麦数量占俄罗斯小麦出口总量的比重也非常小ꎬ最多的

２０１８ 年也仅占 ０ ２％ (见表 ７)ꎮ

表 ７ １９９２ ~ ２０２０ 年中国从俄罗斯进口小麦占比情况

年份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５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中国从俄罗斯
进口小麦数量
(万吨)

０ １２９ ７ ０ ００３ ４ ０ ０２５ ５ ０ １２７ ６ ０ ０４０ ０ ０ ０２７ ０ １ ７９６ ６ ９ ９６４ ５ ４ ６８６ ５ ７ １５９ ９

中国从俄罗斯
进口小麦数量
占俄小麦出口
总量的比重(％)

０ ０１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５ ０ ２０ ０ １９ ０ １５

中国从俄罗斯进
口小麦数量占中
国小麦进口总量
的比重(％)

０ ０１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４ ０ ０１ ０ ００ ０ ４２ ３ ４６ １ ４６ ０ ８８

注: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数据为俄方统计数据ꎬ其他年份数据为中方统计数据ꎮ
资料来源:同表 ６ꎮ

—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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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俄小麦贸易具有提升空间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数据ꎬ２００１ ~ ２０２０ 年ꎬ中国每年小麦

进口量均在关税配额以内ꎬ主要的进口来源国有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
法国、哈萨克斯坦等(见表 ８)ꎮ ２０２０ 年ꎬ中国从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法
国、哈萨克斯坦进口的小麦数量占中国小麦进口总量的比重分别为

２８ １８％ 、２０ ２６％ 、１４ ９９％ 、２９ ２４％ 、２ ３６％ ꎬ而从俄罗斯进口的小麦数量

仅占 ０ ８８％ ꎮ

表 ８ ２００１ ~ ２０２０ 年中国从主要小麦生产国

进口小麦数量占小麦进口总量的比重(％)

年份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加拿大 ５８ ８２ ４１ ２９ ２３ ２７ １３ ７９ １０ ８８ １５ ７４ １３ ８３

美国 ３２ ７０ １３ ９７ １０ ６３ ３４ ８２ １７ ４９ ６９ ３７ ２９ ０４

澳大利亚 ７ ２０ ２８ ７２ ６２ ３７ ５１ ０１ ６５ ７５ １１ １０ ４６ ８０

法国 ０ ００ ８１ ５０ — — ０ ３２ ２ ０９ １ ８４

哈萨克斯坦 — — ３ ７４ ０ ３７ ５ ５５ １ ６５ ８ ４５

俄罗斯 — — — — — — ０ ０１

年份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加拿大 ３３ ３８ ２４ ４８ １２ １７ ４８ ０５ ５１ ８９ ２８ １８

美国 ２０ ２９ ２４ ３４ ３６ ２０ １２ ５６ ７ ３７ ２０ ２６

澳大利亚 ４２ ２３ ４３ ６５ ４４ ２１ １７ ０６ ５ ７０ １４ ９９

法国 ０ １７ — — — １５ ０１ ２９ ２４

哈萨克斯坦 ３ ９４ ７ ５３ ７ ００ １８ ８７ １２ ４３ ２ ３６

俄罗斯 ０ ０４ ０ ００ ０ ４２ ３ ４６ １ ４６ ０ ８８

资料来源:同表 ６ꎮ

目前ꎬ中国的小麦处于供需平衡状态ꎬ并且能够自给自足ꎬ但随着国民

收入水平的提高ꎬ居民食物需求结构发生转变ꎬ国内高端优质小麦将出现

供给不足的现象ꎮ 因此ꎬ中国拥有小麦进口关税配额的企业在进口小麦时

都选择以高端优质小麦为主ꎬ用来调剂品种余缺ꎬ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多

—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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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消费需求ꎮ
未来ꎬ充分利用未使用的土地资源以及提高单位产量可促进俄罗斯小麦

产量大幅提高ꎬ特别是俄罗斯南部肥沃的黑土地带ꎬ将会是小麦产量增长的

主要区域①ꎮ 但是气候变化对俄罗斯农业发展来说是把“双刃剑”ꎬ如果俄罗

斯能切实提高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②ꎬ并在农业领域开展实质性的制度和

政治改革③ꎬ则可充分发挥俄罗斯小麦的生产潜力ꎮ 在俄罗斯小麦产量和盈

余量稳定增加的情况下ꎬ俄罗斯政府有与中国开展小麦贸易的意愿ꎮ 而中国

耕地资源有限、人口众多ꎬ中方也有意愿进口高筋和低筋小麦ꎮ 以往中俄两

国实际的小麦贸易量较少ꎬ在中国签署允许俄罗斯全境小麦进口的公告后ꎬ
未来中俄两国的小麦贸易存在提升空间ꎬ仍需进一步剖析两国小麦贸易的影

响因素ꎮ

三　 中俄小麦贸易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２０１９ 年中国发布的«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显示ꎬ中国小麦和稻谷的

自给率超过 １００％ ꎬ谷物自给率超过 ９５％ ④ꎮ 中国小麦自给率比较高ꎬ不存在

明显的产需缺口ꎬ因此国内每年的小麦进口关税配额等用不完ꎮ 但中国小麦

供需存在结构性矛盾ꎬ主要进口优质的高筋或低筋小麦以调剂余缺ꎬ除此以

外ꎬ当国内外小麦价格存在价差时ꎬ国内贸易企业也会进口饲用小麦ꎮ 从中

国进口小麦的主要来源国看ꎬ俄罗斯小麦单价较低ꎬ具有价格优势ꎬ但是中国

从俄罗斯进口小麦的份额不足 １％ ꎬ进口量非常少ꎮ 显然ꎬ价格优势并不是中

国进口俄罗斯小麦的主要因素ꎮ 下文将从俄罗斯小麦的等级和品质、贸易便

利化程度、运输成本、中国小麦自给率和小麦进口关税配额等方面剖析中俄

—４１１—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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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贸易背后的阻碍因素ꎮ
从中国进口世界主要小麦生产国的单价数据看ꎬ与传统的小麦出口国美

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相比ꎬ俄罗斯小麦单价较低ꎬ具有价格优势(见表 ９)ꎮ
近年来ꎬ中国小麦的主要进口国是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ꎬ这些国家的小麦

单价都高于俄罗斯ꎬ如果以单价作为衡量标准的话ꎬ那么中国应当从俄罗斯

进口更多的小麦ꎬ但事实并非如此ꎮ 显然ꎬ单价仅是影响中国小麦进口的因

素之一ꎮ 那么ꎬ除了单价以外ꎬ还有哪些因素影响中国进口俄罗斯小麦呢?
下面从俄罗斯和中国两个角度进行分析ꎮ

表 ９ ２００２ ~ ２０２１ 年世界主要小麦出口国小麦和混合麦(ＨＳ１００１)的单价

(单位:美元 /吨)

年份 世界 美国 俄罗斯 澳大利亚 加拿大

２００２ １１３ １２０ ７５ ９３ １３２

２００３ １４４ １４７ １０３ １１４ １７３

２００４ １５５ １６５ １１５ １１４ １７８

２００５ １３９ １６５ １１０ １１１ １６１

２００６ １５４ １８１ １４１ １１３ １７４

２００７ ２３０ ２５３ ２５０ １１０ ２４９

２００８ ２８３ ３７６ ２４４ １３６ ２４２

２００９ ２１０ ２４５ １６４ １８０ ２７４

２０１０ ２２６ ２４５ １７５ ２４２ ２４７

２０１１ ３１８ ３４０ ２４２ ３１８ ３５１

２０１２ — ３１７ ２８１ ２８７ ３４４

２０１３ ３０６ ３１８ ２５２ ３２７ ３３１

２０１４ ２７９ ３１８ ２４５ ２９３ ２９７

２０１５ ２２７ ２６５ １８６ ２５７ ２６４

２０１６ １９４ ２２４ １６６ ２２４ ２２９

２０１７ ２０３ ２２３ １７５ ２１２ ２４７

２０１８ ２１８ ２４３ １９２ ２４６ ２５０

—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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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９)

年份 世界 美国 俄罗斯 澳大利亚 加拿大

２０１９ — ２３１ ２０１ ２６０ ２３６

２０２０ — ２４１ ２１２ ２５９ ２４１

２０２１ — ３０３ ２６７ ２７７ ３０９

年份 法国 乌克兰 阿根廷 德国 哈萨克斯坦

２００２ １２０ ８２ １２１ １３０ ８２

２００３ １４１ ８９ １５２ １５２ １４６

２００４ １７１ １１３ １３７ １８１ １５１

２００５ １４９ １０９ １２３ １５４ １１６

２００６ １６２ １２８ １５２ １６５ １２５

２００７ ２４５ １８０ ２０９ ２５１ １８９

２００８ ３４５ ２１４ ２９０ ３６０ ２９５

２００９ ２２２ １３８ １９６ ２２７ １９６

２０１０ ２２１ １８７ ２２３ ２２２ １８０

２０１１ ３３２ ２６１ ２９９ ３２０ ２１１

２０１２ ３０７ ２７１ ２５６ ３１８ ２１４

２０１３ ３１４ ２４４ ３０４ ３２６ ２４６

２０１４ ２６６ ２１７ ３２６ ２８０ ２２８

２０１５ ２１５ １６６ ２４０ ２２４ １８９

２０１６ １８４ １５２ １８２ １９０ １５４

２０１７ １９７ １５９ １８０ ２０２ １５５

２０１８ ２１８ １８３ ２０６ ２２３ １５７

２０１９ ２１８ １８３ ２１７ ２２５ １８７

２０２０ ２２９ １９９ １９９ ２２６ ２１９

２０２１ ２８１ — ２５９ ２８１ —

资料来源:同表 ６ꎮ

(一)中国需求的小麦与俄罗斯供给的小麦等级匹配度低

世界主要小麦出口国的小麦出口品种和中国小麦进口结构是决定未来

—６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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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长时间内中国小麦进口格局的主要影响因素ꎮ 中国小麦以中筋小麦为主ꎬ
其蛋白质含量处于中等水平ꎬ优质高筋和低筋小麦的市场供需缺口仍需要借

助国际市场供给来调剂ꎮ 从小麦进口结构来看ꎬ中国主要从美国进口硬红春

小麦、从加拿大进口红皮春小麦、从澳大利亚进口硬麦等高筋小麦品种ꎬ从澳

大利亚进口标准白麦、从美国进口软红冬等低筋小麦品种①ꎮ
俄罗斯小麦质量低于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ꎬ虽然俄罗斯小麦的蛋白

质含量较为突出ꎬ但真正高质量的小麦并不多ꎬ多用于饲料ꎮ ２０２１ 年ꎬ俄罗斯

一等小麦所占比重为 ０ ２％ ꎬ二等小麦所占比重为 ０ ５％ ꎬ三等小麦所占比重

为 ４４ ９％ ꎬ四等小麦所占比重为 ４１ ３％ ꎬ五等小麦所占比重为 １３ ２％ ②ꎮ 根

据俄罗斯国家标准(ＧＯＳＴ Ｒ ５２５５４ － ２００６)ꎬ俄罗斯将小麦划分为硬粒小麦和

软质小麦ꎬ各类小麦分为五个等级ꎬ从一等至五等主要按容重进行划分ꎬ硬粒

小麦容重分别为每升 ７７０ 克、７４５ 克、７４５ 克、７１０ 克、不限定(见表 １０)ꎮ 根据

中国国家标准ꎬ各类小麦按容重同样划分为五个等级ꎬ从一等至五等的小麦

容重分别为每升 ７９０ 克、７７０ 克、７５０ 克、７３０ 克、７１０ 克ꎮ 从中俄两国小麦等

级标准可以发现ꎬ中国小麦等级的设置标准高于俄罗斯ꎬ并且中国从俄罗斯

进口的一般都是二等以上的小麦ꎬ但是俄罗斯二等以上的小麦产量比较少ꎬ仅
占小麦总产量的 ０ ７％ꎬ显然ꎬ中国的小麦需求与俄罗斯小麦供给等级匹配度

较低ꎮ

表 １０ 中国和俄罗斯小麦等级划分标准

中国小麦

等级
容重

(克 /升)
不完善

颗粒(％ )
杂质总
量(％ )

水分
含量(％ )

色泽、
气味

一等 ≥７９０ ≤６ ０

二等 ≥７７０ ≤６ ０

三等 ≥７５０ ≤８ ０

四等 ≥７３０ ≤８ ０

五等 ≥７１０ ≤１０ ０

等外 < ７１０ 不限定

≤１ ０
其中

矿物质
≤０ ５

≤１２ ５

≤１２ ５

≤１２ ５

≤１２ ５

≤１２ ５

≤１２ ５

正常

—７１１—

①

②

«中国小麦进口创新高:八成来自澳美加»ꎬ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ｓ? ｉｄ ＝
１７２６２５５６６６５９４１９８４２２＆ｗｆｒ ＝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 ＝ ｐｃ

«截至 １０ 月 １３ 日ꎬ俄罗斯超过 ８５％ 的小麦为制粉等级»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ｎｍｆ ｎｅｔ /
ｍｏｂｉｌｅ / ｎｅｗ / ｓｈｏｗ － ３０１１１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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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硬粒小麦

等级
容重

(克 /升)

完善
颗粒
(％ )

杂质
总量
(％ )

水分
含量(％ )

干物质
蛋白质
含量
(％ )

粗面筋
比重(％ )

降落
数值

(每秒)

透明度
(％ )

一等 ≥７７０ ≥８５ ≤２ ≤１４ ≥１３ ５ ≥２８ ≥２００ ≥６０

二等 ≥７４５ ≥８５ ≤２ ≤１４ ≥１２ ５ ≥２５ ≥２００ ≥４０

三等 ≥７４５ ≥７０ ≤２ ≤１４ ≥１１ ５ ≥２２ ≥１５０ ≥４０

四等 ≥７１０ 不限定 ≤２ ≤１４ ≥１０ ≥１８ ≥８０ 不限定

五等 不限定 不限定 ≤５ ≤１４ 不限定 不限定 不限定 不限定

俄罗斯软质小麦

等级
容重

(克 /升)

完善
颗粒
(％ )

杂质
总量
(％ )

水分
含量(％ )

干物质
蛋白质
含量
(％ )

粗面筋
比重(％ )

降落
数值

(每秒)

透明度
(％ )

一等 ≥７５０ ≥６０ ≤２ ≤１４ ≥１４ ５ ≥３２ ≥２００ ≥８５

二等 ≥７５０ ≥６０ ≤２ ≤１４ ≥１３ ５ ≥２８ ≥２００ ≥８５

三等 ≥７３０ ≥４０ ≤２ ≤１４ ≥１２ ≥２３ ≥１５０ ≥７０

四等 ≥７１０ 不限定 ≤２ ≤１４ ≥１０ ≥１８ ≥８０ 不限定

五等 不限定 不限定 ≤５ ≤１４ 不限定 不限定 不限定 不限定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

会:«小麦国家质量标准 ＧＢ１３５１ － ２００８»ꎬ ｈｔｔｐ: / / ｃ ｇｂ６８８ ｃｎ / ｂｚｇｋ / ｇｂ / ｓｈｏｗＧｂ? ｔｙｐｅ ＝
ｏｎｌｉｎｅ＆ｈｃｎｏ ＝ ７Ｆ１９２５９ＣＥＢ４ＤＣＣＤＥ８３Ａ１Ｆ８ＡＡ６ＥＣＢＦＣＤＥꎻ俄罗斯联邦技术法规和计量局:
«小麦标准 ＧＯＳＴ Ｒ ５２５５４ －２００６»ꎬ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ｃｓ ｃｎｔｄ ｒｕ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１２０００８３０７８?ｍａｒｋｅｒ ＝７Ｄ２０Ｋ３

从小麦划分标准看ꎬ两国小麦等级标准的具体检验指标有明显差异ꎮ 在

小麦检验标准认证体系中ꎬ俄罗斯的小麦检测指标多于中国ꎬ但是总体看中

国的小麦等级标准高于俄罗斯ꎮ 两国小麦等级标准不一致会导致小麦贸易

的技术性壁垒ꎬ即小麦标准中指标的含义、要求、检测方法等存在差异会给两

国小麦贸易带来不便ꎬ不利于扩大两国小麦贸易规模ꎮ 除此以外ꎬ俄罗斯小

麦存在矮腥黑穗病和印度腥黑穗病ꎬ对小麦产量和小麦品质都会造成严重

影响ꎮ
—８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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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俄罗斯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较低

俄罗斯贸易的便利化水平较低ꎬ通关成本较高ꎬ增加了小麦贸易成本ꎮ
据 ２０２０ 年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数排名(见表 １１)ꎬ俄罗斯的跨境贸易便利化

程度在 １９０ 个国家中排在第 ９９ 位ꎮ 在跨境贸易便利化各项指标中ꎬ俄罗斯

办理出口文件所需要的时间明显高于其他国家ꎬ比美国、加拿大和法国所需

要的时间长 １５ 倍多ꎻ办理出口货物单证合规成本比加拿大低ꎬ但高于美国、
法国和中国ꎻ办理边界合规的成本远高于美国、加拿大、中国和法国ꎮ 这在一

定程度上说明俄罗斯的口岸物流信息化水平较为落后ꎬ港口和海关清关手续

复杂ꎬ跨境贸易相关的文件准备成本高ꎬ这些都会增加企业贸易成本ꎮ 另外ꎬ
货物通关效率低导致通关成本提高ꎬ当货物在关口滞留后ꎬ一方面企业需要

为此支付高额的货物保存费用ꎬ另一方面贸物滞留时间过长会造成小麦潮

湿、变质等突发状况ꎬ进一步影响小麦品质ꎮ 总体来看ꎬ中国从俄罗斯进口小

麦ꎬ一方面要考虑进口成本ꎬ例如从黑海地区运到中国ꎬ包括运输费用、保险

费用、卸货费、海关征收的各种税费等ꎬ成本较高ꎬ经济上并不划算ꎮ 另一方

面中俄两国检验检疫标准的差异和物流运输瓶颈ꎬ以及俄罗斯小麦存在矮腥

黑穗病等都是中国粮食加工企业考虑的因素ꎮ

表 １１ ２０２０ 年主要国家的跨境贸易便利化指标

指标 澳大利亚 美国 加拿大 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中国 法国

全球排名 １０６ ３９ ５１ ９９ １０５ ５６ １

营商环境便利度分数∗ ７０ ３ ９２ ０ ８８ ５ ７１ ８ ７０ ４ ８６ ５ １００ ０

出口时间

单证合规(小时) ７ ０ １ ５ １ ０ ２５ ４ １２８ ０ ８ ６ ０ ５

边界合规(小时) ３５ ５ １ ５ ２ ０ ６６ ０ １０５ ０ ３５ ７ ０ ０

出口成本

单证合规(美元 /集装箱) ２６４ ０ ６０ ０ １５５ ６ ９２ ０ ２００ ０ ７３ ６ ０ ０

边界合规(美元 /集装箱) ７６６ ０ １７５ ０ １６６ ７ ５８０ ０ ４７０ ０ ２５６ ２ ０ ０

进口时间

单证合规(小时) ４ ０ １ ６ １ ０ ４２ ５ ５ ５ １２ ８ ０ ５

边界合规(小时) ３９ ０ １ ５ ２ ０ ３０ ０ ２ ０ ４８ ０ ０ ０

进口成本

—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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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澳大利亚 美国 加拿大 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中国 法国

单证合规(美元 /集装箱)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１６２ ５ １５２ ５ ０ ０ ７７ ３ ０ ０

边界合规(美元 /集装箱) ５３９ ０ １７５ ０ １７１ ９ ５２０ ０ ０ ０ ２４１ ３ ０ ０

注:∗表示营商环境便利度分数为 ０ ~ １００ 分ꎬ分数越高表示拥有更便利的营商环境ꎬ
分数越低表示营商环境便利度越差ꎮ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数据库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ｏｉｎｇ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ｒｇ

(三)中国从俄罗斯进口小麦的运输成本较高

虽然中俄贸易日益密切ꎬ但俄方运输基础设施落后和物流效率低下仍是

限制两国贸易的重要因素ꎮ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ꎮ
１ 物流运输效率相对较低

从世界银行公布的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８ 年全球物流绩效指数(ＬＰＩ)来看ꎬ俄罗斯

平均为 ２ ６７ꎬ在 １６７ 个国家中排名第 ８５ 位ꎬ排名靠中后位ꎬ说明俄跨境物流

效率较低ꎮ 根据 ２０１８ 年国际物流绩效排行数据ꎬ俄罗斯物流绩效得分 ２ ７６ꎬ
在 １６０ 个国家中排名第 ７５ 位ꎬ俄得分最低的指标分别为:清关效率得分

２ ４２ꎬ排名第 ９７ 位ꎻ物流跟踪与追溯得分 ２ ６５ꎬ排名第 ９７ 位ꎻ国际运输便利

性得分 ２ ６４ꎬ排名第 ９６ 位(见表 １２)ꎮ

表 １２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国际物流绩效各项指标得分与排名

指标
清关效率 基础设施水平 国际运输便利性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俄罗斯 ２ ４２ ９７ ２ ７８ ６１ ２ ６４ ９６

加拿大 ３ ６０ １８ ３ ７５ ２１ ３ ３８ ３０

美国 ３ ７８ １０ ４ ０５ ７ ３ ５１ ２３

澳大利亚 ３ ８７ ７ ３ ９７ １６ ３ ２５ ４０

指标
物流质量与胜任力 物流跟踪与追溯 物流及时性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俄罗斯 ２ ７５ ７１ ２ ６５ ９７ ３ ３１ ６６

加拿大 ３ ９０ １４ ３ ８１ ２１ ３ ９６ ２２

美国 ３ ８７ １６ ４ ０９ ６ ４ ０８ １９

澳大利亚 ３ ７１ ２１ ３ ８２ ２０ ３ ９８ ２１

注:国际物流绩效各项指标范围为 １ ~ ５ 分ꎬ分数越高代表绩效越好ꎮ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ＬＰＩ 数据库ꎬｈｔｔｐｓ: / / ｌｐｉ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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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交通基础设施薄弱增加了跨境贸易的物流成本

俄罗斯公路交通较落后ꎬ铁路和航空、水运有一定基础ꎬ但其运输基础设

施多在苏联时期建造ꎬ较为陈旧ꎮ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２０１９ 年全球竞

争力报告»ꎬ俄罗斯铁路基础设施水平居世界第 ５０ 位ꎬ道路交通、港口、空运

等基础设施分别位居世界第 ４１ 位、第 ４７ 位、第 ５２ 位ꎻ２０２１ 年俄罗斯的基础

设施水平居世界第 ３９ 位①ꎮ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２０１８ 年全球公路网

建设质量报告»ꎬ俄罗斯公路质量居全球第 １１４ 位ꎬ较为落后ꎮ 虽然俄罗斯政

府大力投资改善基础设施ꎬ但除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型城市外ꎬ其他地区基

础设施陈旧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变ꎮ
３ 贸易通道不流畅是限制中俄扩大边境贸易的障碍之一

在铁路运输方面ꎬ中俄铁路采用的轨距不同ꎬ需要在边境口岸进行换装ꎬ
增加了运输时间和成本ꎬ拉低了物流转运效率ꎮ 此外ꎬ连接中俄两国的很多

公路已经老化ꎬ缺乏建设和维修ꎬ无法保证大吨位货物运输ꎬ严重影响了物流

运输的合理规划ꎮ 搁浅多年的黑河公路大桥和同江铁路大桥分别于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和 １１ 月通车运行ꎬ但由于货运量过大ꎬ清关、查验、安检等手续一样都不

能少ꎬ出现了拥堵现象ꎮ 交通基础设施的落后和贸易通道不流畅进一步加大

了物流成本ꎬ运费高造成贸易成本上涨ꎬ这也是限制中俄贸易的因素之一ꎮ
具体到中俄小麦贸易ꎬ中国从俄罗斯进口小麦的运输成本是必须考虑的

问题ꎮ 中国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进口的小麦都经过海路运输至中国沿

海地区ꎬ不必转运ꎬ而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国际物流绩效指标均处于世

界前列ꎬ由此节省了中国企业跨境运输的时间和成本(见表 １２)ꎮ 而中国从

俄罗斯小麦主产区进口小麦的运输方式主要是铁路运输或公路运输ꎬ铁路运

输比海运成本高ꎬ加之乌克兰危机升级导致油价上涨ꎬ间接推高了陆路运输

成本ꎻ同时ꎬ因中俄两国铁路轨距不同ꎬ过境时需要进行换装和办理通关手

续ꎬ降低了运输效率ꎬ增加了额外的运输成本ꎮ
(四)中国小麦库存大且自给率高

中国小麦产量一直持续增长ꎬ呈现产量高、库存量大的现象ꎮ ２０１９ 年小

麦总产量达到 １ ３３６ ２ 亿吨ꎬ国内供应量为 １ ２６４ ４ 亿吨ꎬ库存量为 １ ２１２ 万

吨ꎬ进口量为 ５３２ 万吨②ꎮ 小麦产量的持续增长得益于国家对粮食价格的支

—１２１—

①

②

中国商务部:«俄罗斯指南»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ｏ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ｄｌ / ｇｂｄｑｚｎ / ｕｐｌｏａｄ / ｅｌｕｏｓｉ
ｐｄｆ

联合国粮农组织网站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ａｏ ｏｒｇ / ｈｏｍｅ / ｅ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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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ꎮ 一方面ꎬ国家对粮食的价格支持提高了农民种植粮食的积极性ꎬ增加了

粮食产量ꎬ但这一措施加大了国家财政负担ꎬ提高了国内粮食价格ꎬ造成国内

粮食价格高于进口粮食价格的“价格倒挂”局面ꎬ成为诱发企业进口国外小麦

的关键原因ꎮ 另一方面ꎬ如果国家降低对主要粮食的价格支持ꎬ虽然会减少

国家财政负担和库存压力ꎬ但必然也会降低粮食生产利润ꎬ打击农民种粮积

极性ꎬ从而造成粮食产量大幅减少ꎮ 考虑到中国人口数量多ꎬ需要保证粮食

安全ꎬ因此ꎬ中国的小麦价格支持政策既要实现刺激生产、保障粮食安全的目

标ꎬ又要保证提高农民收入ꎮ 虽然中国种植小麦的净利润在不断减少ꎬ但由

于小麦种植的补贴政策ꎬ小麦产量仍持续上涨ꎬ库存量也随之增大ꎬ小麦库存

消费比高ꎬ自给率达到 ９８ ７５％ ꎮ 显然ꎬ中国如果再从其他国家大量进口小

麦ꎬ将进一步增加小麦库存压力ꎬ间接增加财政负担ꎮ 因此ꎬ中国坚持以调剂

余缺为原则进口小麦ꎬ获得进口关税配额的粮食贸易企业进口小麦时都会优

先考虑高附加值的小麦品种ꎬ也就是进口高筋或低筋小麦ꎻ利用小麦价格支

持政策的目的是保证农民种粮积极性ꎬ确保国内小麦生产供给是中国粮食安

全的基础条件ꎻ这些因素使得中国通过适度进口小麦来满足国内多元化的

需求ꎮ
(五)民营企业获得小麦进口关税配额少且配额外税率较高

目前ꎬ中国国有企业是小麦进口的第一大主体ꎮ 多年来ꎬ在进口关税配额

的约束下中国小麦进口量一直不温不火ꎬ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９ 年ꎬ中国进口的小麦数量

维持在 ３００ 万 ~４００ 万吨ꎮ 以 ２０１９ 年为例ꎬ当年小麦进口量为 ３２０ ４８ 万吨ꎬ仅
占进口关税配额的 １ / ３ꎮ 近年来ꎬ随着中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ꎬ消费结构日趋

多元化ꎬ对肉、蛋、奶等重要农产品饮食结构的调整引发了畜牧业的饲料需求ꎬ
国内的进口贸易企业会根据国内外小麦的价格差异适当进口饲用小麦ꎮ ２０２０
年ꎬ小麦进口量增至 ８１５ １６ 万吨ꎬ占小麦进口关税配额的 ８４ ６５％ꎻ２０２１ 年和

２０２２ 年小麦进口量为 ９７７ 万吨和 ９９６ 万吨①ꎬ进口量均超过进口关税配额量ꎮ
２０００ 年以来小麦进口量大增的原因有四个:一是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ꎬ各国

都扩大小麦进口ꎬ以确保国内粮食安全ꎻ二是国内畜牧业发展ꎬ饲用小麦需求

量增加ꎻ三是随着国内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ꎬ对高等级小麦的需求也不断增

加ꎬ中国进口小麦多是对优质品种的补充和调剂ꎻ四是未来在最低收购价及

成本增加的推动下ꎬ国内小麦价格还将进一步上涨ꎬ国内外小麦价格倒挂使

得中国小麦在价格、成本等方面都不具有优势ꎮ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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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国有企业外ꎬ拥有小麦进口关税配额的中国民营企业很少ꎬ且其中大

部分只有几百吨小麦的配额ꎮ 目前ꎬ中国小麦进口关税配额数量稳定在

９６３ ６ 万吨ꎬ其中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配额比为 １∶ ９ꎬ小麦进口关税配额权

限集中于国有企业ꎮ 中国进口小麦的关税税率在配额内是 １％ ꎬ配额外是

６５％ ①ꎮ 对于没有配额的民营企业ꎬ进口小麦需要缴纳 ６５％的高关税和 ９％
的增值税ꎬ这无疑增加了企业的经济负担ꎮ 由于进口关税配额分配有限、配
额外税率较高等原因ꎬ民营企业小麦进口受到约束ꎮ 因此ꎬ获得小麦进口关

税配额的公司不仅会优先进口高附加值的小麦品种ꎬ即高筋小麦或低筋小

麦ꎬ也会考虑小麦贸易的运输成本ꎮ 据实地调研发现ꎬ从黑海地区进口小麦

的运输成本相对较高ꎬ物流并不划算②ꎬ再加上俄罗斯的小麦多用于饲料ꎬ质
量不及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三巨头”ꎬ真正高质量的小麦并不多ꎬ因此ꎬ
中国企业进口俄罗斯小麦规模相对较少ꎮ

结　 论

从上述分析来看ꎬ俄罗斯小麦单位价格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ꎬ但由于其贸

易便利化程度低、交通基础设施落后、运输成本高ꎬ以及中国需求的小麦与俄罗

斯供给的小麦等级匹配度低、中国小麦库存高、进口关税配额分配不均等原因ꎬ
中俄之间的小麦贸易量非常少ꎬ未来能够进口多少俄罗斯小麦主要取决于中国

国内小麦供需匹配情况ꎮ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ꎬ中国允许俄罗斯小麦全境进口ꎬ一是有

助于拓宽中国粮食进口来源渠道ꎬ增强国内粮食供应保障ꎬ满足国内对短缺小

麦品种的调剂ꎮ 二是借助进口“虚拟土地”资源的方式为国内粮食生产供给侧

改革腾挪时间和空间ꎬ以实现国内粮食生产结构调整ꎮ 但同时也应看到ꎬ从俄

罗斯进口小麦依然无法完全替代从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小麦进口ꎮ
受乌克兰危机升级、气候变化、经济衰退、新冠疫情等因素叠加影响ꎬ全球

粮食安全问题进一步凸显ꎬ当前粮食价格大幅上涨ꎬ供需不平衡进一步突出ꎬ任
何国家都不可能在粮食危机中独善其身ꎮ 因此ꎬ中国要全面审视粮食安全问

题ꎬ尤其要从保障生产供给端向保障生产、加工、贸易、流通与消费全链条的安

—３２１—

①

②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 ２０２２ 年关税调整方案的通知» (税委会〔２０２１〕１８
号)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ｚｈｅｎｇｃｅｋｕ / ２０２１ － １２ / １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６６０９３９ ｈｔｍ

乌克兰危机升级后ꎬ主要班轮公司或将优化调整贸易路线ꎬ减少进入黑海海域的

班轮航次ꎬ导致从俄罗斯运输的集装箱数量减少ꎬ提高了集装箱租赁成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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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观转变ꎮ 人口增长、居民收入增加、城市化和饮食结构的变化以及中国日益

增长的中产阶级都将使粮食产量和消费增长的矛盾进一步突出ꎮ 从长远来看ꎬ
相对于主粮ꎬ中国的粮食安全在中长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饲料短缺ꎮ 因此ꎬ中国

应该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的战略ꎬ坚定不移地做好国内粮食生产供需ꎬ适度进

口国外粮食使粮食来源渠道多元化ꎬ充分利用国外粮食满足国内饲料加工需求ꎬ
这样才能保证粮食安全ꎬ避免因世界粮价波动或其他突发因素而受制于人ꎮ

根据前述的主要影响因素ꎬ考虑俄罗斯小麦仅能作为中国小麦进口多元

化的途径之一ꎬ未来中俄开展小麦贸易的主要建议有以下几点:一是在掌握

俄罗斯小麦品质检验方法、中俄小麦等级标准的差异和特点基础上ꎬ在中俄

口岸形成规范、统一的小麦品质检验项目标准ꎬ切实做到生态安全ꎬ维护中国

经济利益ꎮ 二是不断强化提升中国口岸检测能力ꎬ不仅需要感官检测ꎬ而且

要根据世界主要小麦生产国的小麦分类标准和检验方法对中国现行的进境

小麦、大麦检验检疫行业标准、操作规范进行不断完善ꎬ加强口岸一线的植物

检疫及监管ꎬ有效防范有害生物入侵ꎬ保护国门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ꎮ 三是

随着中国居民饮食结构逐渐向以肉、蛋、奶为主的结构转变ꎬ国内养殖业发展

迅速ꎬ养殖业所需的饲料粮消耗也逐渐增加ꎮ 考虑到俄罗斯在小麦、大麦、玉
米、燕麦等粮食作物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ꎬ且俄罗斯等级外粮食产量大ꎬ因
此ꎬ中国企业可以考虑大量进口俄罗斯等级外粮食ꎬ为国内相对短缺的饲料

提供原材料ꎬ以满足国内养殖业需求ꎮ 这也是解决当前中国养殖业发展的关

键ꎮ 四是适度进口俄罗斯粮食ꎬ通过这种进口“虚拟土地”①的方式缓解中国

水土资源紧张的现状ꎬ为国内农业供给侧改革腾挪空间ꎮ 五是考虑到中国居

民对小麦品种的多样化需求ꎬ从俄罗斯进口蛋白质含量高的小麦ꎬ解决中国

小麦“硬麦不硬、软麦不软”的供给品种不足问题ꎬ以弥补国内小麦品种的短

缺ꎮ 六是中国要充分发挥在俄建设的农林加工型境外经贸合作园区的作用ꎬ
这些园区通过实施粮食作物种植、初加工、物流运输等ꎬ促进中俄双方在农业

技术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ꎬ以技术带动农业生产ꎬ发挥农业技术的溢出效应ꎬ
提高农产品质量和数量ꎬ以提升两国居民享受更多农产品贸易的福利ꎮ

(责任编辑:农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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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土地受其形态限制ꎬ不能在国家间自由流动ꎬ需要借助商品贸易来间接实现ꎬ即
“虚拟土地”ꎬ它是指生产某种商品或服务所需要的土地资源数量ꎮ 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口土

地资源密集型产品ꎬ实际上就是间接利用别国的土地资源ꎬ相当于进口了虚拟土地ꎮ 张琰:
«中国粮食贸易中虚拟土地进口的影响因素分析»ꎬ云南财经大学 ２０２１ 年硕士毕业论文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