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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乌克兰危机使粮食安全问题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ꎮ
俄罗斯拥有世界最大的国土面积ꎬ中国拥有世界最多的人口ꎬ中俄两国在国

际农产品市场分别是需求者与供给者的角色ꎮ 从两国农业合作的现实看ꎬ农
产品贸易规模稳步提升ꎬ产业合作有序推进ꎬ但贸易相互依赖程度较低、市场

错位发展、产业合作程度不高ꎮ 在乌克兰危机不断升级的背景下ꎬ全球农产

品供应链断裂风险不断加大ꎬ农产品贸易格局将面临重大调整ꎮ 未来ꎬ中俄

应围绕“纵链 ＋ 横链”模式对农业产业合作进行战略布局ꎮ “纵链”应立足农

业ꎬ从上游的种子研发、人才培养到中游的种植、养殖等ꎬ再到下游的加工、运
输ꎬ实现全产业链垂直合作ꎬ不断拉长产业链ꎬ解决农业合作深度问题ꎮ “横

链”应依托农业ꎬ融合其他行业形成“农业 ＋ ”的复合发展模式ꎬ解决农业合

作的宽度问题ꎮ 通过搭建“纵链 ＋ 横链”ꎬ使中俄农业产业合作走深走实ꎬ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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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发生后ꎬ西方国家经济制裁促使俄罗斯在包括农业在

内的多领域实施了进口替代政策ꎬ在此背景下ꎬ俄罗斯依托其丰富的农业资

源ꎬ粮食产量连年增加ꎬ不仅满足了国内需求ꎬ而且农业逐渐成了其仅次于能

源的第二大创汇产业ꎮ 但 ２０２０ 年以来ꎬ新冠疫情叠加乌克兰危机升级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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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通道不畅ꎬ运输成本高企ꎬ俄罗斯农产品出口面临新的挑战ꎮ 中国作为

人口大国ꎬ虽然非常重视农业发展ꎬ粮食生产连年丰收ꎬ但“人多地少、大国小

农”以及“大进小出”的现实使农产品贸易持续出现逆差ꎮ 一些关系国计民

生的大宗农产品如小麦、玉米、大豆大规模逆差加大了农业风险ꎮ 在乌克兰

危机不断升级的背景下ꎬ全球农产品供应链断裂风险不断加大ꎬ农产品贸易

格局将面临重大调整ꎮ 基于中俄两国稳定的政治关系、边境毗邻的地缘优

势、互补的农业资源以及在国际市场上农产品供给者与需求者不同角色和身

份ꎬ中国与俄罗斯搭建跨国农业产业链ꎬ加强农业产业的深度合作ꎬ可降低两

国面临的国际市场风险ꎬ提高在全球粮食领域的话语权ꎬ也有利于实现中国

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农业强国发展目标ꎮ

一　 乌克兰危机下中俄农业产业合作的必要性

俄罗斯和乌克兰土地肥沃ꎬ水资源充沛ꎬ盛产小麦、大麦、玉米、葵花籽等

作物ꎮ 乌克兰危机爆发前ꎬ全世界 ３０％的小麦、２０％的玉米、８０％的葵花籽油

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①ꎮ 危机不断升级带来两个严重后果:一是影响世界粮

食供给ꎬ导致全球粮食供给链趋紧ꎬ需求和价格双升引发全球性恐慌ꎻ二是粮

食外运遇到阻碍ꎬ虽然在联合国及土耳其的斡旋下ꎬ俄乌双方于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２ 日签署了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ꎬ但随着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俄罗斯宣布

退出该协议ꎬ全球主要粮食如玉米、小麦、大豆价格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ꎬ世
界粮食市场震荡ꎬ再次引发全球粮食安全危机ꎮ 可以说ꎬ乌克兰危机扰乱了

全球粮食贸易秩序ꎬ改变了全球粮食贸易格局ꎬ全球粮食供应链、需求链均面

临重塑ꎮ 在此背景下ꎬ中俄基于农业资源禀赋和地缘毗邻的优势ꎬ通过搭建

跨境农业产业链加强农业产业合作恰逢其时ꎮ
(一)通过构建跨境农业产业链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农业是立国之本ꎬ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石ꎬ农产品生产关系国计民生ꎮ
长期以来ꎬ美欧等发达国家不仅对本国农业实施大量补贴ꎬ而且将粮食当作

一种武器ꎬ不断干涉他国农业发展ꎬ如美国借中国“入世”谈判之机ꎬ迫使中国

开放农产品市场ꎬ承担农产品进口义务ꎬ导致中国“入世”２０ 年来除个别年份

农产品贸易有少量顺差外ꎬ大部分年份均为逆差ꎮ 不仅如此ꎬ美国资本不断

—８７—

① 钟钰、陈希、崔奇峰:«俄乌冲突对世界粮食安全的影响»ꎬ«世界农业»２０２２ 年第

１０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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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中国ꎬ对中国大豆产业进行全产业链投资ꎬ影响中国市场ꎬ导致中国大豆

进口规模越来越大ꎬ成为国内农业面临的最大结构性风险ꎮ
当前ꎬ“欧洲粮仓”乌克兰的基本农业生产遭到破坏ꎬ粮食运出受阻ꎮ 世

界粮食和钾肥生产大国俄罗斯的黑海通道运输不畅ꎬ直接形成世界粮价上涨

的推力ꎬ由此引发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ꎮ 以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２ 年为例ꎬ国际

市场四种主要农作物大米、小麦、玉米和大豆价格上涨明显ꎬ２０１９ 年四种农产

品价格分别为每吨 ４１６ ６４ 美元、１８１ ３８ 美元、１５０ ９２ 美元和 ３２６ ６１ 美元ꎬ
２０２２ 年价格分别为每吨 ４３５ ８９ 美元、３３２ １３ 美元、２７３ ５２ 美元和 ５７０ ４３ 美

元ꎮ 与 ２０１９ 年相比ꎬ２０２２ 年涨幅分别为 ４ ６％ 、８３ １％ 、８１ ２％ 和 ７４ ７％
(见图 １)ꎮ

图 １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２ 年世界主要粮食作物价格涨幅情况 (单位:美元 /吨)
资料来源:«国际粮食价格年度变化情况»ꎬｈｔｔｐ: / / ｚｄｓｃｘｘ ｍｏａ ｇｏｖ ｃｎ:８０８０ / ｎｙｂ / ｐｃ /

ｉｎｄｅｘ ｊｓｐ

乌克兰危机升级引发国际市场粮食价格上涨ꎬ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农产

品进口大国来说ꎬ无疑加大了粮食安全风险ꎮ 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ꎬ中国需

要加强与俄罗斯的跨国合作ꎬ构建中俄特有的农业产业链ꎬ以共同保障两国

农业安全ꎮ
(二)通过构建跨境农业产业链充分发挥两国比较优势

中俄两国在地缘、自然条件、劳动力资源、农业技术及设备等方面具有互

补性和差异性的特点ꎬ为中俄两国农业合作奠定了基础ꎮ
１ 拥有打造新国际粮食运输走廊的地理优势

２０２０ 年以来ꎬ新冠疫情叠加乌克兰危机ꎬ国际粮食运输通道受阻且运价

高涨ꎮ 以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为例ꎬ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２ 年ꎬ综合运价指数由

２０１９ 年的 ８１０ ４３ 上涨至 ２０２２ 年的 ２ ７９２ １４ꎬ２０２２ 年与 ２０１９ 年相比提高了

２ ４５ 倍ꎮ 其中ꎬ通往欧洲的运价指数上涨 ４ ９ 倍ꎬ通往地中海的运价指数上

涨了 ５ ３ 倍(见图 ２)ꎮ 而中俄利用边境毗邻的地缘优势打造直通两国的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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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专运通道ꎬ不仅能有效避免粮食通道被封锁的风险ꎬ也将大大缩短运输周

期ꎬ降低运输费用ꎮ

图 ２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２ 年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

资料来源:«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ｓｅ ｎｅｔ ｃｎ / ｉｎｄｅｘ / ｓｉｎｇｌｅＩｎｄｅｘ?
ｉｎｄｅｘＴｙｐｅ ＝ ｓｃｆｉ

２ 具备搭建可靠便捷国际粮食运输走廊的条件

中俄共有 ４ ７４３ 公里的边境线ꎬ其间分布着若干个对接口岸ꎬ为农产品运

输奠定了基础ꎮ 俄远东地区的布里亚特共和国、外贝加尔边疆区与中国的内

蒙古自治区毗邻ꎬ阿穆尔州、犹太自治州、滨海边疆区与黑龙江省毗邻ꎮ 随着

２０１４ 年俄罗斯“一区一港”政策实施以及中俄农业发展基金会的成立ꎬ远东

地区迎来了发展机遇ꎬ借助于俄方优惠投资政策ꎬ大批中国企业赴远东从事

农业种植和养殖业ꎬ其农产品返销中国是重要的销售渠道ꎮ 因此ꎬ打造新的

粮食运输走廊已成为必然ꎮ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６ 日ꎬ在第七届东方经济论坛上ꎬ俄
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启用外贝加尔斯克—满洲里铁路粮食运输走廊ꎬ这是世界

上第一条专门为粮食运输而建立的陆路运输通道ꎬ为中俄两国农产品贸易稳

定发展奠定了基础ꎮ 目前ꎬ这一新陆路运输走廊已经投入使用ꎬ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６ 月 ２ 日ꎬ２７１ 吨俄罗斯大豆从俄罗斯外贝加尔斯克运达中国满洲里ꎬ
成为新陆路运输走廊开通后第一批跨境运输的农产品ꎮ

３ 农业生产条件不同形成互补的农业合作基础

中俄两国气候条件不同ꎬ俄罗斯处于高纬度气候寒冷地区ꎬ而中国处于

温带到热带地区ꎬ由此也决定了两国农作物品种不同ꎮ 中国人多地少ꎻ俄罗

斯人少地多ꎮ 俄罗斯大宗农作物具有优势ꎬ如小麦、玉米、葵花籽等ꎻ而中国

蔬菜、水果和各种加工品如番茄酱、蘑菇酱等更具有优势ꎮ 作为世界制造业

大国ꎬ中国农机设备具有优势ꎻ而俄罗斯农机设备落后ꎬ特别是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
西方国家制裁制约了俄罗斯农机设备零部件进口ꎬ严重影响了国内农机设备

的制造和使用ꎮ 俄罗斯是传统化肥生产大国ꎬ特别是钾肥的主要出口国ꎻ而
中国是钾肥主要进口大国ꎮ 另外ꎬ俄罗斯急需开发远东ꎬ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俄政府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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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施“一区一港”和“远东一公顷土地”等政策使远东地区人口在 ２０２１
年年初达到 ８１２ 万ꎬ但远东地区占全俄国土面积的 ４０ ６％ ꎬ其人口密度仅为

每平方公里 １ ２ 人ꎬ是俄罗斯人口密度最低的联邦区ꎻ相比之下ꎬ中国丰富的劳

动力、娴熟的农业种植技术和中国人吃苦耐劳的品格ꎬ不仅能够为中俄在远东

地区农业合作提供人力资源ꎬ也成为两国在远东地区深度农业合作的“动力”ꎮ
(三)通过构建跨境农业产业链突破制约并形成合力

虽然中国和俄罗斯拥有完全不同的农业资源和条件ꎬ但均面临农业发展的制

约ꎬ通过构建中俄跨境农业产业链ꎬ可以突破制约ꎬ相互取长补短ꎬ形成合力ꎮ
１ 中国农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第一ꎬ种子和耕地问题对农业发展形成制约ꎮ 人多地少是中国农业发展

的现实ꎮ 以中俄两国农业资源比较来看ꎬ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为 ０ ０９８ 公顷①ꎬ
俄罗斯人均耕地面积为 ０ ８ 公顷②ꎬ俄罗斯约是中国的 ８ 倍ꎬ而中国人口是俄

罗斯的近 １０ 倍ꎮ 中国种子的自给率在 ９０％以上ꎬ俄罗斯约为 ６３％ ③ꎬ但两国

均缺乏高质量的种子ꎮ
第二ꎬ中国农产品贸易长期保持逆差ꎬ对外依赖度较高ꎮ 自中国共产党

十八大以来ꎬ国家通过在农业领域实施一系列政策实现了人均粮食 ４８３ 公斤

的目标ꎬ超过了国际公认的 ４００ 公斤粮食安全线ꎬ有力保障了国内粮食安全ꎮ
但农产品结构性短缺仍然是农业发展的短板ꎬ农产品贸易逆差成为长期面临

的问题ꎮ 农产品贸易逆差额由 ２０１３ 年的 ５１０ ４２ 亿美元增至 ２０２２ 年的

１ ３８６ ０３亿美元ꎬ增长 １ ７２ 倍④ꎮ ２０２２ 年主要农产品贸易中ꎬ蔬菜是唯一出

现顺差的农产品ꎬ全年出口蔬菜 １７２ １８ 亿美元ꎬ进口 ９ ６３ 亿美元ꎬ顺差额为

１６２ ５５ 亿美元ꎮ 其他主要农产品贸易均为逆差ꎬ逆差额最大的产品为食用油

籽ꎬ２０２２ 年全年出口额仅为 １７ ２７ 亿美元ꎬ进口额高达 ６５８ ３５ 亿美元ꎬ逆差额

为 ６４１ ０８ 亿美元ꎮ 食用油籽中占比最大的是大豆ꎬ２０２２ 年中国大豆出口额为

—１８—

①

②

③

④

根据国家统计局«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一号)»中耕地面积数

据 计 算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ｓｊ / ｔｊｇｂ / ｎｙｐｃｇｂ / ｑｇｎｙｐｃｇｂ / ２０２３０２ / ｔ２０２３０２０６ ＿ １９０２１０１
ｈｔｍｌ

蒋菁:«普京第三任期以来俄罗斯农业的发展状况与政策调整»ꎬ«欧亚经济»
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ꎮ

Минсельхоз сообщилꎬ что Россия обеспечена семенам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на ６３％ ｈｔｔｐｓ: / / ｔａｓｓ ｒｕ / ｅｋｏｎｏｍｉｋａ / １４５６３６８３

«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年度变化情况»ꎬｈｔｔｐ: / / ｚｄｓｃｘｘ ｍｏａ ｇｏｖ ｃｎ:８０８０ / ｎｙｂ / ｐｃ /
ｉｎｄｅｘ ｊｓ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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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４２ 亿美元ꎬ进口额为 ６１２ ３６ 亿美元ꎬ逆差额为 ６１０ ９４ 亿美元ꎬ占食用油籽逆

差额的 ９５ ３％ꎬ占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总额的 ４４ １％①(见表 １)ꎮ

表 １ ２０２２ 年中国主要农产品贸易情况 (单位:亿美元)

农产品 出口额 进口额 贸易差额 贸易总额

谷物 １２ ０１ １９６ ６２ － １８４ ６１ ２０８ ６３

畜产品 ６４ ０６ ５１５ ５４ － ４５１ ４８ ５７９ ６０

水产品 ８ ３４ ６６ ０８ － ５７ ７４ ７４ ４２

棉花 １ ０６ ５２ ９７ － ５１ ９１ ５４ ０３

食糖 １ １４ ２５ ６４ － ２４ ５０ ２６ ７８

食用油籽 １７ ２７ ６５８ ３５ － ６４１ ０８ ６７５ ６２

蔬菜 １７２ １８ ９ ６３ １６２ ５５ １８１ ８１

水果 ６９ １６ １５６ ９２ － ８７ ７６ ２２６ ０８

资料来源:«２０２２ 年中国主要农产品进出口额情况»ꎬ ｈｔｔｐ: / / ｚｄｓｃｘｘ ｍｏａ ｇｏｖ ｃｎ:
８０８０ / ｎｙｂ / ｐｃ / ｉｎｄｅｘ ｊｓｐ

第三ꎬ农产品进口来源过度集中带来了一定的风险ꎮ 从主要农产品进口

来源国看ꎬ中国很大一部分农产品来自风险较大的国家ꎬ导致农产品进口稳

定性不足ꎮ 而俄罗斯并不在中国主要农产品进口来源国之列ꎮ 例如ꎬ大豆是

中国进口最多的农产品ꎬ２０２２ 年全年进口大豆 ９ １０８ ９ 万吨ꎬ其中巴西、美国

和阿根廷为前三大进口来源国ꎬ三国占 ９６ １％ ꎬ自巴西进口额占中国大豆进

口总额近 ６０％ ꎬ自美国进口额占近 ３０％ ②ꎮ 大豆进口过度集中易引发粮食安

全问题ꎮ 而中国自俄罗斯进口的大豆全部为非转基因大豆ꎬ仅为 ６４ ５４ 万

吨ꎬ占中国大豆进口总额的 ０ ７１％ ꎮ
２ 俄罗斯农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第一ꎬ俄罗斯农产品生产的稳定性不足ꎮ 人少地多是俄罗斯农业发展的

基本现实ꎬ异常气候形成了俄罗斯农业发展的自然制约ꎬ而且农业技术不发

达ꎬ特别是温室栽培、科技投入和数字化技术使用等方面严重滞后ꎮ 受劳动

力短缺的影响ꎬ俄罗斯食品加工能力较弱ꎬ不得不从国外大量进口ꎮ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３ 年每年食品进口额均为 ３００ 亿 ~ ４００ 亿美元ꎻ２０１４ 年实施农产品进口替

—２８—

①

②

«２０２２ 年中国主要农产品进出口额情况»ꎬｈｔｔｐ: / / ｚｄｓｃｘｘ ｍｏａ ｇｏｖ ｃｎ:８０８０ / ｎｙｂ /
ｐｃ / ｉｎｄｅｘ ｊｓｐ

«２０２２ 年中国农产品进出口统计报告»ꎬｈｔｔｐ: / / ｗｍｓ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ｚｔｘｘ /
ｎｃｐｍ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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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政策后ꎬ食品进口有所减少ꎬ２０１４ 年食品进口额为 ３５０ 亿美元ꎻ２０１５ 年约

为 ２５０ 亿美元①ꎮ 随着农产品进口替代政策的实施ꎬ政策效应已开始显现ꎬ俄
罗斯在保持食品进口的同时ꎬ其食品出口能力也在逐步提升ꎮ 俄罗斯«观点

报»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４ 日报道ꎬ２０２０ 年食品进出口基本持平ꎬ俄食品出口增长

１８％ ꎬ达 ２９１ 亿美元ꎬ进口额为 ２９４ 亿美元ꎬ相差仅 ３ 亿美元②ꎮ
第二ꎬ西方制裁成为俄罗斯农业发展的社会制约ꎮ 乌克兰危机爆发以

来ꎬ受欧美制裁影响ꎬ俄罗斯在种业、现代农作物生物技术以及乳酸、柠檬酸、
可降解生物材料等谷物深加工产品生产等方面存在巨大缺口ꎬ对行业供应链

带来极大影响ꎮ 在农机领域ꎬ俄罗斯农机配件的供应问题比较突出且农机价

格上涨过快ꎬ加之土地成本不断攀升ꎬ造成盈利能力下降ꎮ 而中国农机在俄

供应商的售后问题突出ꎬ服务网络和服务质量有待进一步完善ꎮ 此外ꎬ在金

融领域还面临农产品的贸易结算困难问题ꎮ
第三ꎬ俄罗斯缺乏稳定的农产品出口市场ꎮ 乌克兰危机爆发前ꎬ欧盟一

直是俄罗斯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市场ꎬ其次是土耳其ꎬ中国占第三位ꎮ 乌克兰

危机爆发后ꎬ欧盟一直追随美国ꎬ在能源领域“去俄罗斯化”ꎬ在农产品贸易方

面也采取了一系列制裁措施ꎮ 土耳其处于黑海通往地中海的咽喉地带ꎬ与俄

罗斯历史恩怨比较复杂ꎮ 中国是俄罗斯农产品出口最具潜力的市场ꎬ尤其是

在有机农产品的出口方面双方合作潜力巨大ꎮ 乌克兰危机背景下ꎬ俄罗斯不

得不重新定位其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ꎮ 俄农产品出口市场面临重构ꎮ 而

中国是优先方向ꎬ也是最稳定的出口市场之一ꎮ
从中俄农业发展面临的制约因素可以看出ꎬ中国的劣势恰是俄罗斯的优

势ꎬ通过两国农业产业链合作ꎬ包括上游的种子研发ꎬ中游的农业种植ꎬ下游

的加工、贸易和运输ꎬ能够以最小的成本解决双方面临的农业安全问题ꎮ

二　 中俄农业合作现状

依托两国农业发展的比较优势ꎬ中俄农产品贸易稳定发展ꎬ产业合作有

序推进ꎬ但贸易规模较小、占比低ꎬ产业合作不深的问题也显而易见ꎮ

—３８—

①

②

姜振军:«俄罗斯国家粮食安全状况及其保障措施分析»ꎬ«俄罗斯东欧中亚研

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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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产品贸易虽稳步提升ꎬ但规模较小且占比较低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俄罗斯“向东转”战略目标清晰ꎬ对远东一系列开发政策的实

施有力促进了中俄农产品贸易发展ꎬ贸易规模稳步提升ꎬ由 ２０１５ 年的 ３４ １ 亿

美元增至 ２０２２ 年的 ７０ ３ 亿美元ꎬ２０２２ 年与 ２０１５ 年相比扩大 １ ０６ 倍(见图 ３)ꎮ

图 ３ 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２ 年中俄贸易和中俄农产品贸易规模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整理ꎬ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与中国不断扩大的对外农产品贸易规模相比ꎬ中俄农产品贸易规模不

大ꎬ占比较低ꎮ 以 ２０２２ 年为例ꎬ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总额为 ３ ３７２ ３８ 亿美

元ꎬ中俄农产品贸易额在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仅为 ２ １％ ꎬ同
时ꎬ中俄农产品贸易额在中俄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也仅为 ３ ７％ ①ꎮ 究其原因ꎬ
一是中俄关系的稳步推进有力促进了中俄贸易总体规模不断扩大ꎻ二是中俄

农产品贸易规模增速慢于总体增速ꎮ
(二)农产品贸易结构互补性强ꎬ但呈现市场错位发展的特征

中俄农产品贸易结构体现了两国农业资源的互补性ꎮ 整体来看ꎬ俄罗斯

向中国出口的主要农产品包括甲壳类动物、冷冻鱼、大豆、菜籽油、葵花籽油、
大豆油等ꎬ俄罗斯自中国进口的主要农产品包括新鲜蔬菜、冷冻鱼、鱼类制

品、罐头制品、扇贝、茶叶、果汁等ꎮ
以大宗农产品贸易为例ꎮ ２０２２ 年ꎬ中国向俄罗斯出口农产品进入中国该

类产品出口前三位的只有两种ꎬ分别为番茄酱罐头和蘑菇罐头ꎮ 其中ꎬ向俄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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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出口的番茄酱罐头在中国番茄酱罐头出口中占第二位ꎬ出口额为

７ ３８９ ２万美元ꎬ占中国该产品出口总额的 ８ ３％ ꎻ向俄罗斯出口的蘑菇罐头

在中国蘑菇罐头出口中也占第二位ꎬ出口额为 １ ２７９ ６ 亿美元ꎬ占中国该产品

出口总额的 ７ ７％ ꎮ 中国自俄罗斯进口的农产品进入中国该类产品进口前三

位的有 ５ 种ꎬ分别是:菜籽油在中国该产品进口中占第一位ꎬ自俄罗斯进口额

为 ８ ４０４ ３１ 亿美元ꎬ占中国该产品进口总额的 ５０ ８％ ꎻ冷冻鱼在中国该产品

进口中占第一位ꎬ自俄罗斯进口额为 １７ ３７６ ５１ 亿美元ꎬ占中国该产品进口总

额的 ３６ ６％ ꎻ大豆油在中国该产品进口中占第三位ꎬ自俄罗斯进口额为

９ １５５ ９万美元ꎬ占中国该产品进口总额的 １９ １％ ꎻ锯材在中国该产品进口中

占第一位ꎬ自俄罗斯进口额为 ２９ ９２１ ２１ 亿美元ꎬ占中国该产品进口总额的

３９ ７％ꎻ饲料用鱼粉在中国该产品进口中占第三位ꎬ自俄罗斯进口额为 １ ９５９ ９１
亿美元ꎬ占中国该产品进口总额的 ６ ６％ ①ꎮ

以上分析表明ꎬ中俄农业资源互补ꎬ农产品结构互补性也较强ꎬ中国出口

俄罗斯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ꎬ而自俄罗斯进口的多为资源密集型产品ꎮ
从进出口市场看ꎬ双方并没有相互成为最大的农产品贸易伙伴ꎬ俄罗斯在中

国进口市场的地位高于中国在俄罗斯进口市场的地位ꎬ市场错位发展特征

突出ꎮ
(三)中俄农业产业链已初步形成ꎬ但缺乏深度和广度

自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俄罗斯在远东地区实施“一区一港”政策ꎮ 在远东地区ꎬ
马丹加州全境设为经济特区ꎬ其余 １０ 个地区内共设立 ２２ 个超前发展区ꎮ 其

中ꎬ与农业有关的超前发展区共有 １２ 个ꎬ涉及农业种植、食品加工、鱼类产品

及加工等②ꎬ而且ꎬ这 １２ 个超前发展区中有 ８ 个与中国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

治区毗邻ꎮ 新政策的实施吸引了大批中国企业到远东地区进行农业投资ꎬ初
步建立了如下农业产业链ꎮ

从农业发展的上游来看ꎬ种业合作取得一定成效ꎮ 俄罗斯对种质问题控

制非常严格ꎮ ２０２０ 年中国已有 ９ 个大豆品种出口俄罗斯并在远东地区开始

试种③ꎻ２０２２ 年 ３ 月ꎬ由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绥化分院和佳木斯分院培育的

“绥农 ４２”及“合农 ９５”两个大豆品种已在俄罗斯国家品种登记委员会登记并

—５８—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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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俄罗斯品种准入目录①ꎮ 事实上ꎬ作为农业大国ꎬ除了大豆种植历史悠

久、种质资源好外ꎬ中国的水稻、玉米等种子也非常有优势ꎮ 未来ꎬ在种子问

题上中国与俄罗斯合作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ꎮ
从农业发展的中游来看ꎬ种植和养殖合作得到发展ꎮ 黑龙江省与俄罗斯

边境线最长、对接口岸最多ꎮ 黑龙江省作为中国的农业大省ꎬ在农业种植方

面具有优势ꎬ在中俄农业合作领域走在全国的前列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年底ꎬ黑龙

江省在俄罗斯设立农业子企业超过 １８０ 家ꎬ农业合作园 ８ 个②ꎮ 目前ꎬ已形成

了以大豆种植为主ꎬ以玉米、水稻、小麦种植为辅的粮食种植结构ꎮ 在产业链

方面ꎬ已由农业种植延伸到禽类养殖、粮食加工、饲料加工、仓储、物流ꎬ为全

国各省与俄罗斯农业合作树立了典范ꎮ
从农业发展的下游来看ꎬ双方农产品贸易不断深化ꎮ 随着互联网和跨境

电商的发展ꎬ独具俄罗斯特色的奶粉、冰激凌、面包、葵花籽油、面粉等农产品

早已摆上了中国百姓的餐桌ꎻ中国的美食也已经远赴俄罗斯走进寻常百姓

家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ꎬ随着乌克兰局势的不断恶化ꎬ俄罗斯粮食出口西方

的通道基本被“堵死”ꎬ中俄间外贝加尔斯克—满洲里铁路粮食运输走廊已开

始运营ꎬ运输时间由之前的海运 ３ 个月缩短到现在的 ３ 周ꎬ大大缩减了运输

距离和成本ꎬ为中俄农业深度合作ꎬ特别是农产品贸易发展奠定基础ꎮ
总体来看ꎬ虽然中俄农业产业链已初步形成ꎬ但需要进行产业深度挖掘

和广度拓展ꎬ中俄两国农产品贸易潜力仍有待提升ꎮ

三　 中俄农业产业合作存在的问题

(一)农业资源的巨大差异导致两国对农业合作认识不同

长期以来ꎬ俄罗斯政府重视能源资源开发ꎬ并未对农业资源加以重点利

用ꎬ以至于作为世界农业资源大国的俄罗斯却需要从欧盟进口 ５０％以上的食

品ꎮ 从 ２０１４ 年开始ꎬ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ꎬ俄罗斯为降低

对欧盟食品的过度依赖而开始对农业资源进一步开发和利用ꎮ 时至今日ꎬ欧
盟仍然是俄罗斯最大的农产品贸易伙伴ꎮ 而对于中国来说ꎬ人多地少的现实

决定了农业资源开发和利用始终是解决吃饭问题的根本抓手ꎮ 显然ꎬ中俄两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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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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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宪良、许海娇:«“一带一路”背景下黑龙江省对俄农业合作现状及发展前景»ꎬ

«西伯利亚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０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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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对于农业合作的认识存在巨大的差异ꎮ 中国希望与俄罗斯开展农业产业

合作ꎬ以中国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换回更多土地密集型农产品ꎮ 而俄罗斯则希

望通过对本国农业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带动经济发展ꎬ降低对国际农产品的进

口依赖ꎮ 中俄这种认识或战略上的差异制约了两国在农业领域的深度合作ꎮ
(二)应对风险的能力差异导致两国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

风险既有自然风险ꎬ也有人为原因造成的风险ꎮ 农业领域的风险如异常

气候变化、虫灾、旱情、疫情以及人为原因造成的国际局势动荡等ꎬ均对农业

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ꎮ 对于中俄两国农业来说ꎬ以上风险均存在ꎮ 但两国对

农业重视程度不同导致应对风险的能力不同ꎬ由此采取的措施也不同ꎮ 长期

以来ꎬ中国基于自身的农业资源(土地、水资源)欠缺ꎬ在农业发展方面持续投

入ꎬ精耕细作ꎬ以占世界不足 ９％的耕地和 ６％的淡水资源养育了世界近 ２０％
的人口ꎬ维持每年 ６ 亿吨以上的粮食总产量ꎮ ２０１８ 年中美发生贸易摩擦时ꎬ
中国最先采取的反制措施是对来自美国的大豆征收关税ꎮ 中国对大豆进口

高度依赖ꎬ自 １９９３ 年成为大豆净进口国ꎬ美国是中国仅次于巴西的第二大大

豆进口来源国ꎮ 但中国有足够的自信减少从美国大豆进口ꎬ努力通过增加种

植面积和扩大从其他国家进口来化解这一风险ꎬ其中也包括增加从俄罗斯的

大豆进口ꎮ 但反观俄罗斯ꎬ２０２０ 年新冠疫情暴发后ꎬ俄罗斯随即对粮食出口

征收高关税ꎮ 这与其说是为了保护国内粮食的供应ꎬ倒不如说是对国内粮食

供应的严重不自信ꎮ 由此可见ꎬ中俄两国在面临重大风险时会采取不同的应

对措施ꎮ 而政策的相背而行也会影响农业的深度合作ꎮ
(三)对农业合作心理认知存在差异影响两国农业合作的深度

“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内容是“五通”ꎬ其中最重要的是民心相通ꎮ 但

在国际合作中最难的就是民心相通ꎮ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ꎬ元首外交使中

俄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ꎬ在众多的国际事务中两国相互支持ꎮ 但即便如

此ꎬ仍然存在很多不和谐的声音ꎮ 例如ꎬ相互毗邻的地缘优势本可以作为双

方农业合作的重要基础条件ꎬ但会被一些人恶意揣测ꎮ 俄罗斯远东有丰富的

土地资源ꎬ中国有充足的劳动力、资金和技术ꎬ完全可以采取多种灵活的方式

实现对农业资源的共同开发和利用ꎬ但由于“中国威胁论”在俄罗斯仍有一定

市场ꎬ严重影响了农业领域的深度合作ꎮ 这些因素不仅限制了两国比较优势

的发挥ꎬ也降低了对粮食安全的应对能力ꎮ
(四)硬设施与软环境缺乏有效对接制约了农业产业全链条合作

虽然中国和俄罗斯都于 ２０ 世纪后期经历了经济体制的改革ꎬ但两国呈现

不同的经济发展形态ꎮ 中国在农业领域解决了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吃饭问题ꎬ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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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领域注重制造业转型升级ꎬ经历了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生产ꎬ目前进

入利用数字技术升级制造业、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利用数字技术赋能农业的时

代ꎮ 而俄罗斯一直将能源产业作为其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ꎬ虽然目前农业已经

成为仅次于能源产业的经济发展动力ꎬ但无论硬设施还是软环境ꎬ俄罗斯都无

法与中国实施真正的有效对接ꎬ这已严重影响了两国农产品贸易的发展ꎮ
在硬设施方面ꎬ俄罗斯农业基础设施薄弱ꎬ特别是与中国毗邻的远东地

区缺乏对农业资源的深度开发ꎬ基本呈现自然发展的态势ꎮ 在农产品深加

工、仓储、物流、运输通道和口岸硬件建设方面均存在制约因素ꎮ 例如ꎬ粮食运

输设备需要有通风设施ꎬ瓜果蔬菜运输设备需要有冷藏设施ꎬ以便实现快速和

安全运输ꎬ但俄罗斯这方面的基础设施却严重不足ꎮ 而中国在上述领域的发展

已取得较大成效ꎬ农业发展已进入高标准农田建设与数字赋能农业的新时代ꎬ
农产品也早已实现数字通关全覆盖ꎮ

在软环境方面ꎬ中俄农产品贸易存在一系列贸易壁垒ꎮ 俄罗斯为了保护

国内农产品市场ꎬ对农产品对外贸易采取关税、配额、许可证管理等措施ꎬ政
策变动极为频繁ꎬ特别是新冠疫情叠加乌克兰危机ꎬ更加剧了其政策变化的

频率和幅度ꎮ 例如ꎬ为稳定畜禽饲料价格ꎬ俄罗斯政府批准了一项“谷物减振

器”措施ꎬ自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 日起ꎬ俄罗斯对小麦、玉米和大麦出口实行灵活关

税ꎬ当国际市场小麦价格高于每吨 ２００ 美元时对小麦征收关税ꎬ当国际市场

大麦和玉米价格高于每吨 １８５ 美元时对大麦和玉米征收关税①ꎮ 俄罗斯政府

还规定ꎬ出口的小麦、玉米、大麦和稻米必须在指定工厂加工ꎬ否则不准出口ꎮ
在进出口检验检疫方面ꎬ中俄标准不同ꎮ 例如ꎬ俄罗斯一旦发现大豆紫斑病

就必须将大豆全部销毁ꎬ而此病在中国不作为检疫性病害ꎬ可以放行ꎮ
硬设施与软环境方面缺乏有效对接ꎬ不仅限制了中俄农产品贸易的发展ꎬ

也制约了双方农业产业链构建与产业合作ꎬ加剧了两国粮食领域的安全风险ꎮ

四　 中俄农业产业合作的战略布局思路

中俄在农业发展方面各具优势ꎬ在当前国际局势动荡、国际关系复杂多

变的背景下ꎬ只有加强农业全产业链合作才能从根本上缓解两国面临的粮食

安全风险ꎮ 基于两国农业产业合作的现状以及制约因素ꎬ可考虑围绕着“纵

—８８—

① 白雪冰、许昭、周应恒:«中俄农产品贸易特征及合作前景分析»ꎬ«俄罗斯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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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和“横链”进行如下的战略布局ꎮ
(一)上中下游的“纵链”构建方略

基于各自的比较优势ꎬ中俄农业合作应围绕种子研发、人才培养、多种经营主

体、多元化种植养殖以及加工、运输等方面全方位开展ꎬ实现全产业链的垂直合

作ꎬ促进农业合作走深走实ꎮ 基于此ꎬ中俄农业合作的“纵链”可作出如下的布局ꎮ
１ “土地资源 ＋ 劳动力”
土地和劳动力是农业发展的重要条件ꎬ从中俄两国的农业资源禀赋看ꎬ

俄罗斯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ꎮ 但从当前土地利用情况来看ꎬ俄罗斯农作物生

产主要集中在中南部黑土区、北高加索地区和伏尔加河谷地区ꎬ与中国毗邻

的远东地区土地利用率较低ꎮ 这说明俄罗斯远东地区虽有大片土地ꎬ但有待

开发和利用ꎮ 而中国拥有开垦土地的技术和劳动力ꎮ 因此ꎬ中俄农业的“纵
链”构建应从土地资源开发开始ꎮ

２ “种子研发 ＋ 人才培养”
种子是农业领域的“芯片”ꎬ２０２１ 年中国农业农村部一号文件指出ꎬ中国

农业问题是种子和耕地问题ꎬ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２３ ~ ２４ 日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再

次重申了这一问题ꎮ 解决中国农业问题ꎬ从根本上来说是要解决种子问题ꎮ
从供给情况来看ꎬ中国 ９０％的种子可以自给自足ꎬ但缺乏高质量的种子ꎬ特别

是一些蔬菜种子大部分需要从农业发达国家引进ꎮ 而俄罗斯对种子进口的

依赖性更大ꎬ虽然俄罗斯国产种子的自给率已达 ６３％ ꎬ但还有一些农作物种

子主要依靠国外进口ꎬ马铃薯种子进口达到 ９０％以上ꎬ向日葵种子达到 ７０％
以上ꎬ玉米种子约为 ６０％ ꎬ甜菜种子几乎达到 １００％ ①ꎮ 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种

子研发均离不开现代化人才培养ꎮ 因此ꎬ中俄农业合作不只是简单的租地种

地ꎬ更重要的是联合攻关ꎬ共同培育优良品种ꎬ培养农业现代化人才ꎬ从源头

上解决两国农业合作与发展面临的根本问题ꎮ
３ “主导产业 ＋ 多种经营”
俄罗斯远东地区幅员辽阔ꎬ主要种植大豆、小麦、玉米等大宗农产品ꎬ缺

乏多元化经营ꎮ 俄罗斯农业部数据显示ꎬ２０２２ 年俄罗斯粮食产量约为 １ ５７
亿吨ꎬ同比增长 ２９ ９％ ꎬ其中小麦产量为 １ ０４ 亿吨ꎬ同比增长 ３７％ ②ꎮ 鉴于

—９８—

①

②

昭东、王冬、柳玉鹏:«西方巨头突然松开俄罗斯“种业命门”»ꎬ«环球时报»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８ 日ꎮ

«俄粮食产量突破 １ ０５ 亿吨»ꎬｈｔｔｐ: / / ｒｕ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２３０９ /
２０２３０９０３４４３００７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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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ꎬ在产业布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气候、水资源等条件ꎬ借
助中国的种植、养殖和加工技术发展多种经营ꎬ如培育特色农产品、发展养殖

业、深度加工农产品ꎬ将农业产业链不断延伸ꎬ增加附加值ꎮ
４ “龙头企业 ＋ 个体经营”
过去ꎬ远赴俄罗斯从事农业种植和畜牧业养殖的多数是民营企业或个体

企业ꎬ但随着俄罗斯远东地区新政的实施ꎬ中国一些重要粮食企业加大了对

该地区的投资ꎬ对俄农业合作与开发已经初见成效ꎮ 例如ꎬ坐落于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的东金集团于 １９９９ 年率先在国内从事农业开发ꎬ后与白俄罗斯企

业合作生产大型农机设备ꎬ再携技术和资金赴俄罗斯远东进行跨境农业合

作ꎮ 目前ꎬ该公司已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投资 １ ２ 亿美元建设粮食专业港

口并开发 １０ 万公顷土地用于农业种植①ꎬ对俄合作已形成了完整的集现代化

种植、养殖、加工、仓储、港口、物流于一体的跨境农业产业链ꎮ
５ “跨境物流 ＋ 国内销售”
中俄两国跨境农业合作最终都涉及运输链和贸易链的构建ꎮ 无论是大

宗商品如大豆、小麦、玉米贸易ꎬ还是蔬菜水果、奶酪、雪糕、面包、牛羊肉等农

畜产品贸易ꎬ都需要特定的运输设施ꎬ如冷链、通风设施等ꎬ需要建立两国农

产品运输专线ꎮ 另外ꎬ农产品有别于工业品ꎬ需要防治病虫害、设定农产品标

准等ꎮ 因此ꎬ中俄农业合作需要建立稳健的贸易链和运输链ꎬ打通合作的“堵
点”和“卡点”ꎬ以保障农业全产业链的畅通ꎮ

(二)“农业 ＋ ”的“横链”构建方略

当前ꎬ中俄农业合作仍处于初级、粗放式的简单合作阶段ꎬ还没有将农业

与其他行业深度融合ꎮ 未来ꎬ发展复合农业ꎬ即“农业 ＋ ”将成为两国农业合

作的主要发展模式ꎮ 例如ꎬ“农业 ＋文旅”“农业 ＋品牌”“农业 ＋科技”“农业 ＋
数字”等ꎬ这不仅有利于中俄农业合作ꎬ对俄远东地区的开发也将具有重要

意义ꎮ
１ “农业 ＋ 文旅”发展模式

俄罗斯远东地区既有肥沃的土地ꎬ也有独特的景色ꎬ贝加尔湖景色宜人ꎬ
白桦林令人神往ꎬ楚科奇半岛还有神奇的日不落自然风光ꎮ 将农业种植与文

化旅游相结合ꎬ建立异国风光的农业种植旅游园ꎬ使农业种植与自然景色交

相辉映ꎬ打造独具特色的旅游路线ꎬ可以让远东“活起来”ꎮ

—０９—

① «一个民企的对俄农业合作之路 　 来自哈尔滨东金集团的调研报道»ꎬｈｔｔｐ: / /
ｅｐａｐｅｒ ｈｌｊｎｅｗｓ ｃｎ / ｈｌｊｒｂ / ２０１８１２２４ / ３９９５４４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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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农业 ＋ 品牌”发展模式

工业化时代ꎬ环境污染、天气异常、各种传染病频发ꎬ引发人们对自身健

康和食品安全的关注ꎮ 俄罗斯远东地区土地肥沃且多为未开垦土地ꎬ俄罗斯

对农业种植中的化肥、农药使用有非常严格的管制标准ꎬ这为发展绿色无公

害产品奠定了基础ꎮ 在中俄农业合作中ꎬ农产品最大的亮点是绿色、有机、无
公害ꎮ 因此ꎬ中俄两国在农业合作开发中要重点打造绿色品牌ꎬ走现代农业

的品牌化之路ꎮ
３ “农业 ＋ 科技”发展模式

农业科技化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要求ꎮ 例如ꎬ美国农业发展实现了全

过程机械化ꎬ荷兰农业实现了全程自动化ꎬ而土地资源稀缺的日本实现了农

业产业链的规模化和品牌化ꎮ 因此ꎬ科技赋能农业是现代化农业发展的必然

趋势ꎮ 从中俄两国农业发展的现实来看ꎬ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少ꎬ需要精耕细

作ꎬ虽然农业技术在生产中的运用非常广泛ꎬ如“北斗”系统已经在农业生产

的全过程开始运用ꎬ但与发达国家相比ꎬ还有很大的差距ꎮ 俄罗斯地广人稀ꎬ
机械化在农业生产中运用并不充分ꎬ特别是远东地区农业发展更多使用传统

手段ꎬ虽然绿色、有机、无公害特征突出ꎬ但科技含量低ꎬ靠天吃饭ꎮ 为此ꎬ应
将中国的科技与俄罗斯的农业资源相结合ꎬ使农业发展融入更多科技元素ꎬ
形成现代化农业发展的新模式ꎮ

４ “农业 ＋ 数字”发展模式

中国的数字经济已走在世界前列ꎬ数字经济为中国经济注入了活力ꎮ 例

如ꎬ借助数字技术搭建遍布全球的跨境电商网络平台ꎬ实现农产品从田间到

餐桌的无缝对接ꎮ 相比中国ꎬ俄罗斯的数字经济发展略显逊色ꎬ在广袤的远

东地区特别需要借助数字技术发展现代化农业ꎮ 因此ꎬ中俄跨境农业产业链

的构建必须融入数字技术ꎬ使之进入农业种植、加工、销售、转运、通关等环

节ꎮ 中俄可借助数字化平台联合打造跨境智慧农业生态园ꎬ以此规避市场风

险ꎬ营造现代化农业发展的合作氛围ꎮ

五　 提升中俄农业深度合作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农业合作ꎬ积极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

当前ꎬ地缘冲突、极端气候、新冠疫情等均对全球粮食安全形成了严峻挑

战ꎬ一些国家早已把粮食作为利益交换的筹码ꎮ 例如ꎬ美国早在 １９７０ 年就开

启了粮食外交并奠定了其世界粮食霸权地位ꎮ 半个世纪以来ꎬ美国通过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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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绿色革命”、“转基因革命”、粮食金融化等方式逐步建立由其主导的

全球粮食贸易体系ꎬ把持了世界的“饭碗”①ꎮ 虽然中俄在世界粮食市场上身

份不同ꎬ但均是世界粮食市场的利益攸关方ꎬ因此ꎬ加强跨国农业合作ꎬ发挥

大国优势ꎬ积极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ꎬ对降低人为断链风险具有积极意义ꎮ
第一ꎬ提高对粮食安全的认识ꎮ 粮食安全是全球性问题ꎮ ２０２０ 年以来ꎬ

受多种因素的影响ꎬ本已脆弱的粮食供应链出现断链风险ꎬ粮食安全问题的

重要性进一步提升ꎮ ２０２２ 年全球 ５８ 个国家和地区的 ２ ５８ 亿人口受到严重

的粮食危机影响②ꎮ 俄罗斯是世界粮食生产大国ꎬ中国是世界粮食消费大

国ꎬ两国应相互携手ꎬ借助粮食市场供给者与需求者的身份ꎬ通过加强农业领

域全产业链的合作提高彼此在国际粮食市场的话语权ꎮ
第二ꎬ积极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ꎮ 粮食是人类生存之本ꎬ中国是粮

食进口大国ꎬ俄罗斯是粮食出口大国ꎬ两国应发挥粮食大国的优势ꎬ积极参

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ꎬ共同承担维护国际粮食安全的责任ꎮ 中国不仅是全

球粮食安全治理的倡导者ꎬ更是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ꎮ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 ７６ 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ꎬ而粮

食安全是全球发展倡议的核心内容之一ꎮ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８ 日ꎬ中国外交部部

长王毅在二十国集团外长会议上提出开展国际粮食安全合作的八点倡议ꎬ
为保障国际粮食安全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ꎮ 但方案的实施不只依

靠中国ꎬ而是需要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所有国家参与ꎬ共同维护粮食安全ꎬ抵
御人为断链风险ꎮ

(二)充分发挥比较优势ꎬ提高贸易相互依赖程度

中俄两国农业领域各自的比较优势显而易见ꎮ 中国出口俄罗斯的农产

品主要集中在瓜果、蔬菜及加工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上ꎬ俄罗斯出口中国的

主要是大豆、小麦、冷冻鱼等资源密集型产品ꎬ但双方农产品贸易总体规模偏

小ꎮ 例如ꎬ中国每年进口大豆近亿吨ꎬ但俄罗斯每年的全部大豆产量也仅有

几百万吨ꎬ俄罗斯目前最大的农产品贸易伙伴依然是欧盟ꎮ 中国主要农产品

进口来源地集中在美洲国家ꎮ 为应对国际粮食安全威胁和降低粮食安全风

险ꎬ中俄应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ꎮ 中国劳动力充足且种植经验丰富ꎬ应
将中国劳动力与俄罗斯丰富的土地资源相结合ꎬ再加上中国技术和资金ꎬ能
够极大提升俄罗斯粮食生产和加工能力ꎬ提升两国农产品贸易相互依赖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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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言:«全球粮食危机的“幕后黑手”»ꎬ«经济日报»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ꎮ
«２０２３ 年世界粮食危机报告»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ｅｎ / ｎｏｄｅ / ９６９９９



乌克兰危机下推进中俄农业深度合作的战略布局

(三)细化农业产业链ꎬ深度挖掘中俄农业合作潜力

发展贸易的基础是产业合作ꎮ 中俄农产品贸易得到提升的基础在于搭

建跨国农业产业链ꎮ 农业涵盖的范围很广ꎬ且产业链条长ꎬ从种子研发、土地

资源的开发以及种植、灌溉、施肥与除草ꎬ到后期的收割、加工、储存与运输

等ꎬ中间涉及众多环节ꎬ均需要双方密切配合ꎮ 例如ꎬ美国对国际粮食局势的

把控就在于其掌控从种子培育、化肥生产到建立自己的运输通道等流通环

节ꎮ 而对于中俄两国农业合作来说ꎬ加强产业链的构建ꎬ打通各个环节的“堵
点”ꎬ才能真正夯实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基础ꎮ 具体来说ꎬ就是要根据中俄两国

农产品贸易各自的比较优势细化产业链ꎮ
(四)中俄联合攻关ꎬ解决“卡脖子”的问题

制约农业发展最根本的问题是种子问题ꎮ 美国等西方国家借助高科技将

转基因种子作为提高产量的主要手段ꎬ而俄罗斯非转基因种子是一大亮点ꎮ 非

转基因并不等于低产ꎬ可以通过研发高质量的种子提高产量ꎮ 虽然俄罗斯种子

供给量不足ꎬ但对来自中国的种子有非常严格的限制ꎮ 为避免中俄双方在种子

问题上产生分歧ꎬ未来ꎬ在种子研发方面需要加强沟通与合作ꎬ通过联合培育、共
同攻关摆脱对西方国家种子的依赖ꎬ从根源上解决威胁农业“卡脖子”的问题ꎮ

(五)增加农业投资ꎬ夯实两国农产品贸易基础

投资是加强两国产业合作的主要抓手ꎬ农产品贸易的基础是产业发展ꎬ产
业发展需要更多的投资ꎮ 当前ꎬ俄罗斯通过实施“一区一港”优惠政策加大吸引

外国投资的力度ꎬ中国粮食企业应加大对俄罗斯农业的投资ꎬ包括仓储、运输、
加工等ꎬ以深度融入农业发展的全产业链ꎮ 另外ꎬ中国企业要重视增加在俄罗

斯主要城市海外仓的投资建设ꎬ将两国的餐桌与田间地头进行有效衔接ꎮ
综上所述ꎬ基于中俄两国地缘、资源、技术、市场、劳动力的互补性和农业

发展水平的差异性ꎬ俄罗斯是中国农业跨国合作的最佳选择之一ꎮ 当前ꎬ俄
罗斯正在强势推进“东向北向”战略ꎬ通过构建“纵链 ＋ 横链”对中俄农业合

作进行战略布局恰逢其时ꎮ “纵链”围绕农业ꎬ从上游的种子研发、人才培养ꎬ
中游的种植、养殖到下游的加工、运输ꎬ实施全产业链条的垂直合作ꎬ不断拉

长产业链ꎬ解决农业合作的深度问题ꎮ “横链”主要是以农业为基础ꎬ融合其

他行业ꎬ形成“农业 ＋ ”的复合农业发展模式ꎬ解决农业合作的广度问题ꎮ 通

过“纵链 ＋横链”模式的构建ꎬ从深度和广度两个层面加强中俄农业产业合

作ꎬ可共同应对粮食安全风险ꎬ提高两国在国际粮食领域的话语权ꎮ 中俄农

业全产业链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ꎬ更有利于世界ꎮ
(责任编辑:徐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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