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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２０１９ 年以来叠加发生的全球危机骤然提升了粮食等农产

品安全的战略重要性ꎬ中俄农业合作在此背景下全面展开ꎬ体现在双方大型

农业企业日益成为主角、农产品贸易额大幅提升ꎬ以及贸易地理范围不断扩

大等方面ꎮ 与此同时ꎬ自 ２０２３ 年以来中俄两国积蓄多年的内在需求转化为

关键的政策文件ꎬ推动双方农业合作在质的层面实现了突破进深ꎮ 首先ꎬ经

过近 １０ 年的筹划ꎬ不经第三国、无需海运的中俄新陆路粮食走廊正式运行ꎻ
其次ꎬ经过 １５ 年的努力ꎬ中国对符合标准的俄罗斯猪肉开放市场ꎻ最后ꎬ经过

３０ 余年对俄罗斯农业投资(特别是在远东地区)的曲折探索后ꎬ部分中国大

型农业企业开拓了新的成功发展之路ꎮ 量的全面提升和质的突破进展并不

意味着中俄农业合作没有约束因素ꎮ 双方既有扩大、加深农业合作的强劲动

力ꎬ也有保护本国市场与农业生产者利益的内部需要ꎮ 在种子等农业高科技

领域ꎬ俄方的食品安全构想、技术主权思维、专门的联邦与国家项目等都带有

明显的保护主义色彩ꎬ不仅制约着西方不友好国家的种业公司ꎬ也同样约束

着友好国家企业赴俄发展种业的步伐ꎮ 不过ꎬ除了种子等有限领域与边境区

域ꎬ在外部危机与内生动力的双重作用下ꎬ特别是在双方大型农业企业日益

成为合作主体的情况下ꎬ中俄农业合作的内容与空间越发丰富和广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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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年以来ꎬ国际社会叠加发生的各种危机加速激发了中俄两国在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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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领域长期积蓄的内生动力ꎮ 在外部危机与内生动力的作用之下ꎬ中俄农

业合作全面展开、深入发展ꎮ 但两国农业合作中的制约因素仍然存在ꎬ也会

长期存在ꎮ
外部危机推动作用明显ꎮ ２０１９ 年以来ꎬ新冠疫情、地区冲突、极端气候等

各类危机叠加发生ꎬ并且都对粮食等农产品安全造成威胁ꎮ 对于中国而言ꎬ
在主要依托国内食品供应的同时ꎬ用好国际资源也非常重要ꎮ 在这方面ꎬ作
为友邦邻国的俄罗斯具有特别的优势ꎮ 俄罗斯地广人稀、农业生产潜力巨

大、农业经济持续发展ꎬ有充裕的能力对华出口各类农产品ꎮ 目前ꎬ俄罗斯面

临的主要危机是西方国家的封堵ꎬ克服危机的出路之一是开辟新的替代性市

场ꎬ中国是其农产品出口的最佳方向ꎮ 作为外部推动力量ꎬ叠加的危机促使

中俄利用互补优势ꎬ全面展开农业合作:从贸易到投资、从中央到地方、从毗

邻地区到全国市场、从大宗农产品到特色食品、从中小农产品生产者到大型

农业企业ꎮ 同时ꎬ外部危机还加速了积蓄已久的内生动力发挥效用ꎬ使中俄

农业合作在质的层面也取得突破性进展ꎮ
内生动力长期积蓄而发ꎮ 在中国ꎬ无论是从消费者对健康生态、多样性

食品需求上看ꎬ还是从食品生产的客观约束条件(耕地、淡水资源紧张)看ꎬ都
需要开拓更多可靠的国际食品供给渠道ꎮ 俄罗斯与中国陆路毗邻ꎬ其农产品

的质与量都非常契合中方的需求ꎮ 在俄罗斯ꎬ经过二十余年的政府扶持ꎬ其
农业发展今非昔比ꎬ已经形成了以大型农业控股公司为主体的现代化农业生

产经营方式ꎬ农业生产效率和能力大幅提升ꎬ粮、油、肉、鱼等关键农产品不仅

能够满足自身需求ꎬ还有巨大的出口潜力和迫切的出口需求ꎬ并且在价格与

质量上具有国际竞争力ꎮ 这些内在需求最终转化为两国的关键协议ꎬ进而促

成中俄农业合作在近两年取得突破性进展ꎬ集中体现在几个具有重要战略意

义的领域:中俄新陆路粮食走廊正式运行、中国对俄罗斯猪肉开放市场、中国

大型农业企业成功赴俄投资ꎮ
制约因素需要理性看待ꎮ 在俄罗斯一面ꎬ由于各类危机频发ꎬ俄罗斯通

过制定食品安全构想、实施技术主权项目等举措提高了自我保护的标准ꎬ制
约着中俄在农业高科技领域合作(如种子)的深入发展ꎮ 同时ꎬ俄大型农业控

股公司既是推动对华农产品出口的积极力量ꎬ也是阻碍中国农业企业赴俄投

资经营的竞争性因素ꎮ 此外ꎬ长期以来俄国内部分人士对中国企业在远东地

区开展农业生产仍心有疑虑ꎮ 在中国一面ꎬ虽然中国对俄罗斯大幅度开放农

产品市场ꎬ但是也有维护本国农业生产者利益、贯彻本国粮食安全战略的需要ꎮ
中俄农业合作存在内部阻力是正常现象ꎬ并不影响双方高水平的战略协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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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外部危机推动中俄农业合作全面展开

２０１９ 年以来的新冠疫情、２０２２ 年以来的俄乌冲突ꎬ以及相伴而来的全

球粮食供应危机交织叠加ꎬ使得各国日益重视粮食等农产品安全ꎬ国际农

业合作的安全与战略意义明显上升ꎮ 在外部危机的作用下ꎬ中俄农业合作

全面展开ꎬ摆脱了此前低水平徘徊的状态ꎮ 从农业政策上看ꎬ两国表现出

日益信任与相互倚重的立场ꎻ从市场主体上看ꎬ大型农业企业逐渐成为中

俄农业合作的主要角色和推动力量ꎻ从贸易规模与贸易地理上看ꎬ在贸易

额大幅提升的同时ꎬ中俄农产品贸易突破了毗邻省州范围ꎬ开始面向全国

市场ꎮ
(一)中俄在各自的农业政策中表现出相互信任与相互倚重的立场

２０１９ 年新冠疫情之后ꎬ农业日益成为中俄两国合作的新增长点ꎮ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ꎬ中国农业农村部出台«“十四五”农业农村国际合作规划»ꎬ其中特别

提及“推动在俄建立中俄农业合作试验示范区ꎬ发挥积极示范引导效应”①ꎮ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ꎬ俄政府更新了«２０３０ 年前农工和渔业综合体发展战略»ꎬ设定农

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不低于 ３％ 、大幅提高农产品出口额的目标②ꎮ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７ 日ꎬ俄罗斯发布«２０３０ 年前及 ２０３６ 年前国家发展目标总统令»ꎬ规定至

２０３０ 年将农业产量至少提高到 ２０２１ 年的 １２５％ ꎬ农业出口额至少提高到

２０２１ 年的 １ ５ 倍③ꎮ ２０２２ 年和 ２０２３ 年中国连续两年成为俄罗斯最大的农产

品出口市场ꎬ是俄实现农业发展目标的重要外部因素ꎮ 中俄农业政策的相互

借力是双方农业合作全面展开的基础ꎮ
(二)两国大型农业企业日益成为农业合作的主要力量

诸多危机交织对于中小农业企业是巨大的挑战ꎬ而大型农业企业应对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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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十四五’农业农村国际合作规划›的通知»ꎬ农外发

[２０２２]１ 号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ｚｈｅｎｇｃｅｋｕ / ２０２２ － ０１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６７１１６９８ ｈｔｍ
Татьяна Кулистикова Нов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роста Каких целей должен добиться

АПК к ２０３０ году / / Агроинвестор １ ноября ２０２２ г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ｇｒｏｉｎｖｅｓｔｏｒ ｒｕ / ｍａｒｋｅｔ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３９１３２ － ｎｏｖａｙａ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ｙａ － ｒｏｓｔａ － ｋａｋｉｋｈ － ｔｓｅｌｅｙ － ｄｏｌｚｈｅｎ － ｄｏｂｉｔｓｙａ － ａｐｋ － ｋ －
２０３０ － ｇｏｄｕ /

Указ о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целях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２０３０
года и на перспективу до ２０３６ года ７ мая ２０２４ г ｈｔｔｐ: / /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ｅｖｅｎｔｓ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ｎｅｗｓ / ７３９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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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利用危机谋求发展的能力更强ꎮ 伴随着各类危机爆发ꎬ俄罗斯超大规模

的农业控股公司快速崛起ꎬ成为确保本国食品安全的主要依托和推动俄农产

品对外出口的重要力量ꎮ 截至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ꎬ俄罗斯全国有 ７７ 家农地规模超

过 １０ 万公顷的大型农业控股公司ꎬ远超美国、巴西、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国

大型农业企业的规模ꎮ 俄罗斯大型农业控股公司生产能力强大ꎬ并积极推

动、参与对华农产品出口ꎮ 在中国ꎬ２００７ 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把农业“走出

去”作为国家战略提出来ꎬ中国农业企业开始走向国际市场ꎬ而俄罗斯一直都

是重要的对象国ꎮ ２０２０ 年以来ꎬ中国大型农业企业逐渐成为赴俄投资生产的

关键力量ꎬ在中俄农业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表 １ ２０２４ 年俄罗斯前十大农业控股公司及其农地规模 (单位:万公顷)

排名 企业名称 农地规模 排名 企业名称 农地规模

１ 米拉托格(Мираторг) １２２ １ ６ 草原集团(Степь) ５７ ８

２ 农业综合体(Агрокомплекс) １１２ ６ ７ 生态音调(БИО － ТОН) ５５ ０

３ 进步集团(Продимекс) ９０ ０ ８ 农业投资(АГРОИНВЕСТ) ４５ １

４ 俄农集团(Русагро) ６８ ９ ９ 先锋农业(Авангард － Агро) ４４ ４

５ 艾可尼娃(ЭкоНива) ６３ ２ １０ 西农集团(Сибагро) ４１ １

资料来源:Крупнейшие владельцы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й земли в России на ２０２４
год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ｅｆｌ ｒｕ / ｕｐｌｏａｄ / ｉｂｌｏｃｋ / ｄｂ９ / ｄｂ９９２ａｂ２ｄｃｆａ０５５３ｂ０９８ｄ１ｄｅｂ４ｃ５４２ｂ６ ｐｄｆ

(三)两国农产品贸易额大幅提升且贸易地理范围全面扩大

中俄农产品贸易额出现实质性提升———２０２２ 年超过 ８０ 亿美元ꎬ２０２３
年超过 １００ 亿美元ꎬ主要是俄罗斯对中国出口ꎮ ２０２３ 年ꎬ俄罗斯农产品出

口额达 ４３５ 亿美元ꎬ中国是其最大的出口市场(８８ 亿美元)ꎻ之后依次为土

耳其(５０ 亿美元)、哈萨克斯坦(３３ 亿美元)、白俄罗斯(２８ 亿美元)和埃及

(２５ 亿美元)①ꎮ 中国在当前以及中长期内均需要来自俄罗斯的农产品ꎮ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ꎬ美国农业部发布«未来 １０ 年农业展望(到 ２０３３ 年)»ꎬ预测中

国将成为国际上最大的玉米、大豆、大麦、牛肉、猪肉进口国ꎬ同时也会大量

进口小麦和大米②ꎮ 在以上的农产品中ꎬ除了大米之外ꎬ俄罗斯都有能力向

—４１１—

①

②

Аграрный экспорт регионов России ２０２３ год ｈｔｔｐｓ: / / ａｅｍｃｘ ｒｕ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４ / ０４ / ａｇｒａｒｎｙｊ＿ｅｋｓｐｏｒｔ＿ｒｅｇｉｏｎｏｖ＿ｒｆ＿２０２３ ｐｄｆ

ＵＳＤ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ｔｏ ２０３３ꎬ ＵＳＤＡ Ｌｏｎｇ － Ｔｅｒｍ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２４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ｓｄａ ｇｏｖ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ＵＳＤＡ －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
ｔｏ － ２０３３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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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口ꎮ 与此同时ꎬ中俄农产品贸易已经不再局限于边境地区ꎬ而是覆

盖全国市场ꎮ 俄罗斯大部分联邦主体都已经或者计划对华出口农产品ꎬ目
标市场从中国东北、华北扩展到西北、西南、华东、华南ꎮ 俄主要农业企业

积极参与中国各地的农产品展销会ꎬ也主动在中国各地举办展销会ꎮ 中俄

农产品贸易额的提升和贸易地理范围的扩大是两国农业合作全面展开的

重要标志ꎮ

表 ２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３ 年中俄农产品贸易额 (单位:亿美元)

年份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

贸易总额 ５４ ５５ ５９ ８３ １１１

中国对俄罗斯出口额 １８ １４ １６ ２２ ２３

中国自俄罗斯进口额 ３６ ４１ ４３ ６１ ８８

俄罗斯农产品总出口额 ２５４ ３０２ ３６７ ４２０ ４３５

资料来源:Обзор ВЭД 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Апрель ２０２４ Ｃ ７３ ｈｔｔｐｓ: / /
ａｅｍｃｘ ｒｕ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４ / ０４ / ｏｂｚｏｒ＿ｖｅｄ＿ｋｉｔａｊｓｋａｙａ＿ｎａｒｏｄｎａｙａ＿ｒｅｓｐｕｂｌｉｋａ ｐｄｆ

２０１９ 年以来国际社会叠加发生的各类危机客观上推动了中俄农业合作

的全面展开ꎬ两国农业政策的相互借重、大型农业企业的全面参与、农产品贸

易额的提升与贸易地理范围的大幅拓展是关键性标志ꎮ 与此同时ꎬ在内生动

力的作用下ꎬ双方发布了一系列重要的联合声明ꎬ助力中俄农业合作在一些

重要领域实现了质的突破ꎬ更具战略意义和长远影响ꎮ

二　 内生动力激发中俄农业合作突破进深

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ꎬ两国高层对农业合作的引领作用明

显ꎮ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和 １０ 月、２０２４ 年 ５ 月两国领导人三次会晤期间签署的关键

协议成为全面深化中俄农业合作的政策基础和核心内生动力ꎮ 以此为出发

点ꎬ在两国充足内需的带动下ꎬ中俄农业合作在粮食通道、肉类贸易、投资生

产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ꎮ
(一)中俄农业合作突破进深的政策基础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ꎬ中俄在莫斯科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

邦总统关于 ２０３０ 年前中俄经济合作重点方向发展规划的联合声明»ꎬ规定双

方将在八个重点方向开展经济合作ꎬ农业是其中之一ꎮ “切实提升农业合作

水平ꎬ保障两国粮食安全ꎮ 深化农产品贸易合作ꎬ在确保安全基础上稳步扩

—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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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农产品相互准入ꎬ拓展农业领域投资合作”①的表述虽然简练ꎬ但是含义丰

富ꎬ奠定了中俄农业合作突破进深的核心政策基础ꎮ 切实提升农业合作水平

是总领目标ꎬ就是要超越此前的合作ꎬ实质性地提升合作水平ꎮ 俄罗斯地广

人稀ꎬ粮食产量不断创纪录ꎬ因此ꎬ保障两国粮食安全可以认为主要关乎中方

从俄方进口粮食等农产品ꎮ 深化农产品贸易合作ꎬ在确保安全基础上稳步扩

大农产品相互准入则主要关乎俄方的需求ꎬ俄方迫切希望扩大对华农产品出

口ꎮ 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ꎬ西方资本大量撤离俄罗斯ꎬ因此ꎬ拓展农业领域投

资合作主要关乎中国农业企业对俄投资ꎮ 下文提及的中俄新陆路粮食走廊

的运行、中国对俄开放猪肉市场、中国企业赴俄农业投资等关键领域的突破

性进展就是对此联合声明的具体落实ꎮ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１６ 日ꎬ俄罗斯总统访华ꎬ在两国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如此提

及农业合作:释放农业领域合作巨大潜力ꎬ扩大两国农产品相互市场准入ꎬ
提高大豆及其加工品、猪肉、水产品、谷物、油脂、果蔬及坚果ꎬ以及其他农

食产品贸易水平ꎮ 深化农业投资合作ꎬ继续研究在俄罗斯远东及其他地区

建立中俄农业合作试验示范区②ꎮ 这份声明与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的声明主要内容

基本一致ꎬ在表述上更为细化和具体ꎮ 以此为出发点ꎬ此后双方还签署、发布

了几份重要的农业合作协议与政策文件ꎬ进一步助力中俄农业合作的突破

进深ꎮ
在粮食等农作物领域ꎬ按照俄塔斯社发布的信息ꎬ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ꎬ在

俄总统来华参加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前夕ꎬ中俄签署了较大

规模的粮食、食用豆类和油料作物供应协议③ꎮ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底ꎬ中国海关总

署实质性地扩大了可以向中国供应大麦、豌豆、大豆、油菜籽、葵花籽粕、甜菜

粕的俄罗斯企业名单(增加了 ５９０ 家)④ꎮ 这些举措为中俄新陆路粮食走廊

的运行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保障ꎮ

—６１１—

①

②

③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 ２０３０ 年前中俄经济合作重点方向

发展规划的联合声明»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 ｃｎ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２３ － ０３ / ２２ / ｃ＿１１２９４５２４６１ ｈｔ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在两国建交 ７５ 周年之际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 ｃｎ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 ２４０５１６ / ａ５ｅｃ８９４６１ｃ９７４６７７
９２ｃ９３ｅｃ６７４８１ａｅ１ｆ / ｃ ｈｔｍｌ

РФ и КНР подписали крупнейший контракт на поставку зерновых １７ октября
２０２３ г ｈｔｔｐｓ: / / ｔａｓｓ － ｒｕ ｔｕｒｂｏｐａｇｅｓ ｏｒｇ / ｔａｓｓ ｒｕ / ｓ / ｅｋｏｎｏｍｉｋａ / １９０４２４７３

Китай включил еще ５９０ предприятий РФ в список поставщиков ячменяꎬгороха
и шрота ２６ октября ２０２３ г ｈｔｔｐｓ: / / ｓｐｅｃａｇｒｏ ｒｕ / ｎｅｗｓ / ２０２３１０ / ｋｉｔａｙ － ｖｋｌｙｕｃｈｉｌ － ｅｓｃｈｅ －
５９０ － ｐｒｅｄｐｒｉｙａｔｉｙ － ｒｆ － ｖ － ｓｐｉｓｏｋ － ｐｏｓｔａｖｓｃｈｉｋｏｖ － ｙａｃｈｍｅｎｙａ － ｇｏｒｏｋｈａ －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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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肉制品领域ꎬ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８ 日中国海关总署、农业农村部发布«关于

解除俄罗斯符合检疫要求猪肉输华限制的公告»ꎬ原质检总局、原农业部

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２５ 号公告对上述产品的限制措施不再执行ꎮ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２４ 日ꎬ
中国海关总署进一步发布«关于进口俄罗斯猪肉检验检疫要求的公告»①ꎬ标
志着中国市场对符合标准的俄罗斯猪肉全面放开ꎬ被俄方业界视为中俄农业

合作中的重大事件ꎮ 这样ꎬ中断 １６ 年的俄罗斯对华猪肉出口重新启动ꎮ
在中国企业赴俄农业投资方面ꎬ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期间ꎬ俄罗斯规模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ＲＤＩＦ)宣
布对一家中国大型农业企业在俄罗斯的农业生产项目进行投资ꎮ 虽然额度

有限(双方联合投入 ６０ 亿卢布)ꎬ但是政策宣示的意义明显ꎬ即俄罗斯官方重

要投资机构支持中国农业企业在俄生产经营ꎬ意在建立信任ꎬ吸引更多中国

企业投资俄罗斯农业ꎮ
(二)中俄农业合作突破进深的主要体现

中俄农业合作中的突破进深并非突然发生ꎬ也不是简单地由外部危机促

成ꎬ而是在双方长期内生动力的积蓄之下、基于重要政策协议的结果ꎮ 主要

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经过 １０ 年准备ꎬ中俄新陆路粮食走廊正式运行ꎻ二
是经过 １５ 年谈判ꎬ中国对俄罗斯猪肉开放市场ꎻ三是基于 ３０ 年来各类中国

企业赴俄农业投资的经验教训ꎬ个别中国大型农业企业在俄罗斯走出了成功

的农业投资与发展之路ꎮ
１ 中俄新陆路粮食走廊正式运行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 年ꎬ作为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的战略项

目之一ꎬ中俄新陆路粮食走廊建设得到两国领导人的支持ꎮ 在此项目框架内ꎬ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年中俄签署第一份大豆长期贸易合同ꎮ ２０１９ 年开始建设后贝加

尔斯克—满洲里粮食铁路运输货运站ꎬ这是新陆路粮食走廊最为关键的基础

设施ꎮ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ꎬ新陆路粮食走廊正式运行ꎮ
俄罗斯西伯利亚联邦区农地规模庞大ꎬ耕地面积接近 ２ ２００ 万公顷ꎬ实际

种植面积约 １ ５００ 万公顷②ꎬ尚余 ７００ 万公顷耕地未投入使用ꎬ粮食、豆类、非
转基因油料作物等农产品生产潜力巨大ꎮ 但西伯利亚联邦区距离出海口遥

—７１１—

①

②

«海关总署公告 ２０２４ 年第 １１ 号(关于进口俄罗斯猪肉检验检疫要求的公告)»ꎬ
ｈｔｔｐ: / / ｇｄｆｓ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ｇｏｖ ｃｎ / ｃｕｓｔｏｍｓ / ３０２２４９ / ３０２２６６ / ３０２２６７ / ５６４９９３４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Сель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в России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３１ декабря
２０２３ 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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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ꎬ由于运输成本高ꎬ长期以来无法大量出口农产品ꎬ严重影响其农业生产潜

能的开发ꎮ 当地农产品经后贝加尔斯克—满洲里粮食铁路运输货运站出口

中国ꎬ物流成本可降低 １ / ３ꎮ 俄罗斯推动新陆路粮食走廊建设的主要用意就

是激活西伯利亚地区农作物生产潜能ꎮ 目前ꎬ乌拉尔山脉以东地区的农产品

产量是每年 ２ ７００ 万吨ꎬ通过出口带动生产ꎬ该地区的产能可以进一步提至每

年 ６ ０００ 万吨的水平ꎬ长期能达到 ８ ０００ 万吨的水平①ꎮ 届时ꎬ西伯利亚联邦

区将成为俄罗斯农产品生产与出口的新增长点ꎬ有助于扩大俄农产品在亚太

市场的份额ꎮ

表 ３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 日俄罗斯各联邦区的农地结构 (单位:万公顷)

联邦区 农用土地 耕地 牧场 草场

中央联邦区 ２ ９３７ ２ １９９ ４６４ ２０１

西北联邦区 ５５７ ２９８ １００ １２８

南部联邦区 ３ １４５ １ ７８３ １ ２５７ ８０

北高加索联邦区 １ １４０ ５３７ ５３８ ５２

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 ５ １２８ ３ ４７１ １ ２５２ ３０７

乌拉尔联邦区 １ ３８７ ７７６ ２８６ ２２３

西伯利亚联邦区 ４ ０９９ ２ １８３ １ ２３０ ６００

远东联邦区 １ ３９０ ３７３ ６０１ ２８３

资料 来 源: Доклад о состоянии и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и земель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го
назнач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２０２０ году М : ФГБНУ "Росинформагротех"  ２０２２
г Ｃ ８

对于中国而言ꎬ新陆路粮食走廊的特别之处在于ꎬ首先ꎬ无需海运且不经

过第三国就可以直接进口所需的俄罗斯农产品ꎮ 其次ꎬ通过这条陆路走廊ꎬ
运输俄罗斯农产品到中国只需 ２ ~ ３ 周时间(海运需要 １ 个月左右)ꎬ大大缩

短了运输时间ꎮ 最后ꎬ从供应能力看ꎬ在正常情况下ꎬ俄罗斯西伯利亚联邦区

有能力按合同量向中国供应农产品ꎮ 因此ꎬ中俄新陆路粮食走廊对于保障中

国农产品进口渠道的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ꎮ
中俄新陆路粮食走廊的运行以两国长期农产品供应协议为基础ꎬ双方也

—８１１—

① На ВЭФ － ２０２２ дан старт первому в мире сухопутному зерновому терминалу
полного цикла ６ сентября ２０２２ г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ｖｅｄｏｍｏｓｔｉ ｒｕ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２０２２ / ０９ / ０７ /
ｎａ － ｖｅｆ － ２０２２ － ｄａｎ － ｓｔａｒｔ － ｐｅｒｖｏｍｕ － ｖ － ｍｉｒｅ － ｓｕｈｏｐｕｔｎｏｍｕ － ｚｅｒｎｏｖｏｍｕ －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ｕ －
ｐｏｌｎｏｇｏ － ｔｓｉｋｌ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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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牵头的大型企业参与其中ꎮ 前文提及的俄对华供应大豆与粮食等农作

物的重要协议主要由中俄两家大型企业具体落实ꎬ即俄罗斯新陆路粮食走廊

集团和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通集团)ꎮ
俄罗斯新陆路粮食走廊集团总部设在新西伯利亚市ꎬ下有四家子公司ꎬ

分别管理仓储、运输、码头和出口业务ꎬ主营业务是农产品出口ꎮ 该集团主

要依托西伯利亚联邦区ꎬ通过订单生产、存储、转运向中国等国家出口粮

食、豆类和油料作物ꎮ 该集团沿西伯利亚铁路干线在秋明州、鄂木斯克州、
新西伯利亚州、阿尔泰边疆区、克麦罗沃州、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和后

贝加尔边疆区建设了 ７ 个粮仓ꎬ收集各地的粮食ꎬ经后贝加尔斯克—满洲

里粮食铁路运输货运站向中国等国出口农产品ꎮ 在这 ７ 个建有铁路粮仓

的地区中ꎬ除了秋明州(乌拉尔联邦区)和后贝加尔边疆区(远东联邦区)ꎬ
另外 ５ 个都在西伯利亚联邦区ꎮ

在中国方面ꎬ除了诚通集团直接参与新陆路粮食走廊项目外ꎬ其他中国

企业也在不同的环节参与其中ꎮ 江苏扬州的丰尚农牧装备公司承建了后贝

加尔斯克—满洲里粮食铁路运输货运站①ꎮ 该货运站是中俄新陆路粮食走廊

的关键点ꎬ设计中转能力为每年 ８００ 万吨农产品ꎬ建有宽窄两种轨道的铁路ꎬ解
决了中俄铁路轨距不同的问题ꎮ 此外ꎬ广东百世康智能装备公司负责供应集装

箱等设备②ꎬ用于组建俄罗斯新陆路粮食走廊集团的陆路粮食车队ꎬ即通过集

装箱运输粮食以提高物流效率ꎮ 同时ꎬ集装箱具有通用性ꎬ可以在返程装载

中国的各类商品ꎮ
新陆路粮食走廊的运行对中俄双方具有多重影响ꎮ 它既能直接带动西

伯利亚各地的对华农产品出口、扩大生产、吸引投资ꎬ也对俄罗斯其他地区有

辐射作用ꎮ 同时ꎬ依托此粮食走廊的订单和协议不断增加ꎬ中俄更多地区、更
多企业将会有意使用这条走廊ꎮ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ꎬ俄计划在 ２０２４ 年年底前通过此粮食走廊向

中国供应 ５００ 万吨粮食③ꎬ主要的供应来源地是西伯利亚联邦区ꎮ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初ꎬ新陆路粮食走廊投入使用ꎬ第一批货物是来自阿尔泰边疆区的大豆ꎮ

—９１１—

①

②

③

«丰尚承建的俄罗斯后贝加尔粮食枢纽项目顺利投产ꎬ普京总统视频连线见证项

目开业并表达祝贺»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ａｍｓｕｎｇｒｏｕｐ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ｄｅｔａｉｌ? ｉｄ ＝ ２４２
«中企将为俄罗斯最大粮食中转站供应集装箱»ꎬｈｔｔｐｓ: / / ｓｐｕｔｎｉｋｎｅｗｓ ｃｎ / ２０２３０

９１１ / １０５３２５５５２０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４ 年底前俄方将通过外贝加尔斯克粮食终端向中国供应 ５００ 万吨粮食»ꎬ

ｈｔｔｐｓ: / / ｓｐｕｔｎｉｋｎｅｗｓ ｃｎ / ２０２３０７０４ / １０５１５６０６２１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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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边疆区农地面积居俄罗斯首位(种植面积约 ５４０ 万公顷)ꎬ农产品生产与出

口潜力巨大ꎮ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ꎬ俄罗斯大型农业企业“联合体”(Содружество)收
购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一家粮食和油料加工厂ꎬ目标是向中国出口

菜籽油ꎮ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是俄罗斯最大的油菜籽产地ꎬ其油菜籽产

量占全俄产量的 １０％ ꎮ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初ꎬ该边疆区的油菜饼粕经后贝加尔斯

克运到中国ꎮ ２０２４ 年上半年ꎬ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相当大部分的粮食

(６ ８ 万吨ꎬ占总出口量的 ２８％ )和油菜籽(４ ６ 万吨ꎬ占总出口量的 ７１％ )出
口中国①ꎮ 在中俄新陆路粮食走廊运行的带动下ꎬ布里亚特共和国(远东联邦

区)２０２４ 年农作物种植面积大幅增加ꎬ达 １３ ９９ 万公顷ꎬ同比增长 １７ ８％②ꎮ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ꎬ俄罗斯新陆路粮食走廊集团与中国重庆保信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签署了一份长期合同ꎬ通过该走廊向重庆市供应乌拉尔、西伯利亚和

远东地区生产的粮食、豆类和油料作物③ꎮ 鞑靼斯坦共和国政府 ２０２４ 年与新

陆路粮食走廊集团签署了关于在该共和国建设陆路粮食枢纽的协议ꎮ 转运

的主要货物是该共和国生产的粮食ꎬ目标市场是中国等国家ꎮ
综上ꎬ中俄新陆路粮食走廊的运行可被看作双方农业合作中的突破性进

展ꎮ 首先ꎬ此走廊满足了两国内部长期积蓄的切实需求ꎮ 俄罗斯借此释放西

伯利亚地区的农业生产潜能ꎬ中国得到的不仅是农产品ꎬ更是一条安全可靠

的农作物运输通道ꎮ 其次ꎬ几个依托此走廊的长期协议加上不断增加的协议

保障了俄罗斯农产品经此走廊的对华供应ꎮ 同时ꎬ这条走廊采取通用集装箱

运输方式ꎬ来程运送俄罗斯粮食等农产品ꎬ返程运送中国其他货物ꎮ 随着运

量的上升和线路的成熟ꎬ这条新陆路粮食走廊有望进一步成为中俄“粮食—
货物”运输线ꎮ 最后ꎬ此走廊已经体现出辐射效应ꎬ其影响范围并未局限于俄

罗斯西伯利亚、远东地区和中国东北地区ꎬ已经拓展到中国西南地区和俄罗

—０２１—

①

②

③

На экспорт и в российские регионы из Красноярского края отгружено более １
млн тонн зернаꎬмасличных культур и гороха ３ июля ２０２４ г ｈｔｔｐｓ: / / ｆｓｖｐｓ ｇｏｖ ｒｕ / ｎｅｗｓ /
ｎａ － ｊｅｋｓｐｏｒｔ － ｉ － ｖ － ｒｏｓｓｉｊｓｋｉｅ － ｒｅｇｉｏｎｙ － ｉｚ － ｋｒａｓｎｏｊａｒｓｋｏｇｏ － ｋｒａｊａ － ｏｔｇｒｕｚｈｅｎｏ － ｂｏｌｅｅ － １ －
ｍｌｎ － ｔｏｎｎ － ｚｅｒｎａ － ｍａｓｌｉｃｈｎｙｈ － ｋｕｌｔｕｒ － ｉ － ｇｏｒｏｈａ

В Бурятии планируется увеличить посевные площади на １７ꎬ８％  １５ мая ２０２４
г ｈｔｔｐｓ: / / ｓｐｅｃａｇｒｏ ｒｕ / ｎｅｗｓ / ２０２４０５ / ｖ － ｂｕｒｙａｔｉｉ － ｐｌａｎｉｒｕｅｔｓｙａ － ｕｖｅｌｉｃｈｉｔ － ｐｏｓｅｖｎｙｅ －
ｐｌｏｓｃｈａｄｉ － ｎａ － １７８

Компания " ЭПТ" подписала с китайской компанией " Чунцин БАОСИНЬ"
долгосрочный контракт на поставку зерна ２２ ноября ２０２３ г ｈｔｔｐｓ: / / ｆｅｔ ｒｕ / ｎｅｗ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ｋｏｍｐａｎｉｙａ － ｅｐｔ － ｐｏｄｐｉｓａｌａ － ｓ － ｋｉｔａｙｓｋｏｙ － ｋｏｍｐａｎｉｅｙ － ｃｈｕｎｔｓｉｎ － ｂａｏｓｉｎ －
ｄｏｌｇｏｓｒｏｃｈｎｙｙ － ｋｏｎｔｒａｋｔ － ｎａ － ｐｏｓｔａｖｋｕ － ｚ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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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伏尔加河流域地区ꎮ
２ 中国对俄罗斯猪肉开放市场

中国对俄罗斯猪肉开放市场是俄方的迫切需求ꎮ 在此之前ꎬ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中国海关总署发布公告ꎬ允许符合相关要求的俄罗斯牛肉进入中国市场ꎬ但这

并未构成中俄农业合作中的大事件ꎮ 对俄罗斯而言ꎬ牛肉生产在其国内的影响

远不及猪肉生产ꎮ 在政策支持下ꎬ俄罗斯大量投资涌向猪肉生产ꎮ 目前ꎬ在猪

肉生产领域集中了俄罗斯规模最大的农业控股公司ꎬ包括米拉托格公司、俄农

集团、西农集团、大卢克肉类加工厂(Великолукский мясокомбинат)等①ꎮ 目

前ꎬ俄罗斯的猪肉生产不仅能够完全满足国内市场需求ꎬ而且还有很大的能

力对外出口ꎮ 俄罗斯的目标是在未来几年进入国际前五大猪肉出口国行列ꎮ
打开中国市场、扩大对华出口是实现此目标的主要依托ꎮ

因此ꎬ２０２３ 年中国对俄罗斯猪肉开放市场可谓恰逢其时ꎬ俄罗斯对此

给予高度评价ꎮ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ꎬ俄罗斯农业出口中心副主任库切罗夫

(Андрей Кучеров)列举了俄罗斯农产品 ２０２３ 年开辟新市场中所取得的成

就ꎬ他认为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中国对俄罗斯猪肉开放市场②ꎮ 俄罗斯猪肉

生产者全国联盟主席科瓦廖夫(Юрий Ковалев)指出ꎬ中国向俄罗斯猪肉开

放市场ꎬ对俄罗斯极其重要③ꎮ 俄罗斯农业部副部长拉津(Андрей Разин)表
示ꎬ打开中国市场是俄罗斯猪肉继续扩大生产和出口的一个至关重要的

前提④ꎮ

—１２１—

①

②

③

④

２０２３ 年ꎬ俄罗斯最大的猪肉生产企业是米拉托格公司ꎬ其猪肉产量从 ２０２２ 年的

６６ ５ 万吨提高到 ８０ ４ 万吨(毛重)ꎻ第二位是西农集团ꎬ其猪肉产量为 ３７ ８ 万吨(毛重)ꎻ
第三位是俄农集团ꎬ其猪肉产量为 ３３ ４ 万吨(毛重)ꎮ Топ － ２０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ей свинины
в ２０２３ г Динамика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２０ марта ２０２４ г ｈｔｔｐｓ: / / ａｇｒａｒｎａｙａｎａｕｋａ ｒｕ / ｔｏｐ － ２０ －
ｐｒｏｉｚｖｏｄｉｔｅｌｅｊ － ｓｖｉｎｉｎｙ － ｖ － ２０２３ － ｇ － ｄｉｎａｍｉｋａ － ｐｒｏｉｚｖｏｄｓｔｖａ

На " Продэкспо ２０２４ " обсудили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продвижения и закрепл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продукции АПК на зарубежных рынках ５ февраля ２０２４ г ｈｔｔｐｓ: / / ａｅｍｃｘ ｒｕ /
２０２４ / ０２ / ０６ / ｎａ － ｐｒｏｄｅｋｓｐｏ － ２０２４ － ｏｂｓｕｄｉｌｉ － ｏｓｏｂｅｎｎｏｓｔｉ － ｐｒｏｄｖｉｚｈｅｎｉｙａ － ｉ － ｚａｋｒｅｐｌｅｎｉｙａ －
ｒｏｓｓｉｊｓｋｏｊ － ｐｒｏｄｕｋｃｚｉｉ － ａｐｋ － ｎａ － ｚａｒｕｂｅｚｈｎｙｈ － ｒｙｎｋａｈ

Компании из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обсудили потенциал увеличения поставок мясной
продукции ２５ апреля ２０２４ г ｈｔｔｐｓ: / / ａｅｍｃｘ ｒｕ / ２０２４ / ０４ / ２５ / ｋｏｍｐａｎｉｉ － ｉｚ － ｒｏｓｓｉｉ － ｉ －
ｋｉｔａｙａ － ｏｂｓｕｄｉｌｉ － ｐｏｔｅｎｃｚｉａｌ － ｕｖｅｌｉｃｈｅｎｉｙａ － ｐｏｓｔａｖｏｋ － ｍｙａｓｎｏｊ － ｐｒｏｄｕｋｃｚｉｉ

Открытие рынка Китая может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ть увеличению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свинины в РФ — Минсельхоз ７ декабря ２０２３ г ｈｔｔｐｓ: / / ｓｐｅｃａｇｒｏ ｒｕ / ｎｅｗｓ / ２０２３１２ / ｏｔｋｒｙｔｉｅ －
ｒｙｎｋａ － ｋｉｔａｙａ －ｍｏｚｈｅｔ － ｓｐｏｓｏｂｓｔｖｏｖａｔ － ｕｖｅｌｉｃｈｅｎｉｙｕ － ｐｒｏｉｚｖｏｄｓｔｖａ － ｓｖｉｎｉｎｙ － ｖ － ｒ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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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４ 俄罗斯猪肉产量(毛重)和出口量(净重) (单位:万吨)

年份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

产量 ３２９ ３８１ ４３３ ４８０ ５４９ ５３０ ５６０

出口量 — — — — １１ ５ １５ ４ ２５ ５

资料来源: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свиноводческой продукции в РФ выросло на ２６ꎬ４％ за ５
лет ２２ января ２０２４ г ｈｔｔｐｓ: / / ａｇｒｏｍｉｃｓ ｒｕ / ｎｏｖｏｓｔｉ / ｓｖｉｎｏｖｏｄｓｔｖｏ / ꎻРейтинг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ей
свинины －２０２２ ７ февраля ２０２３ г ｈｔｔｐｓ: / / ａｇｒｏｔｒｅｎｄ ｒｕ / ｎｅｗｓ / ３５０６２ － ｒｅｙｔｉｎｇ － ｐｒｏｉｚｖｏｄｉｔｅｌｅｙ －
ｓｖｉｎｉｎｙ － ２０２２ꎻВ ２０２３ году экспорт свинины из России достиг рекорда １６ января ２０２４
г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ｇｒｏｉｎｖｅｓｔｏｒ ｒｕ / ｍａｒｋｅｔｓ / ｎｅｗｓ / ４１６９５ － ｖ － ２０２３ － ｇｏｄｕ － ｅｋｓｐｏｒｔ － ｓｖｉｎｉｎｙ － ｉｚ －
ｒｏｓｓｉｉ － ｄｏｓｔｉｇ － ｒｅｋｏｒｄａꎻПо итогам ２０２１ года Россия экспортировала рекордные объемы
говядиныꎬсвининыꎬконины и готовых мясных продуктов １２ января ２０２２ г ｈｔｔｐｓ: / /
ｆｓｖｐｓ ｇｏｖ ｒｕ / ｎｅｗｓ / ｐｏ － ｉｔｏｇａｍ － ２０２１ － ｇｏｄａ － ｒｏｓｓｉｊａ － ｊｅｋｓｐｏｒｔｉｒｏｖａｌａ － ｒｅｋｏｒｄｎｙｅ － ｏｂｅｍｙ －
ｇｏｖｊａｄｉｎｙ － ｓｖｉｎｉｎｙ － ｋｏｎｉｎｙ － ｉ － ｇｏｔｏｖｙｈ － ｍｊａｓｎｙｈ － ｐｒｏｄｕｋｔｏｖ

俄罗斯猪肉进入中国市场只是第一步ꎬ若想站稳脚跟、扩大市场份额ꎬ还
需要在中国市场上与其他国家的猪肉产品进行竞争ꎬ需要获得中国消费者的

信任ꎮ 目前ꎬ中国消费者对食品卫生、质量、生态等方面的要求不断提高ꎬ不
仅要吃得饱ꎬ更要吃得好ꎮ 对此ꎬ俄猪肉生产企业有充分准备ꎮ 俄最大的肉

制品生产企业米拉托格公司表示:“我们非常珍视中国市场ꎬ以负责任的态度

完成中国所有的卫生要求ꎬ我们的任务是提供符合中国消费者口味的产品ꎮ
我们的产品不仅口感好ꎬ更重要的是在饲养过程中不使用促进增长的激素ꎬ
执行高度的生态安全标准ꎬ对从农田到餐桌的整个链条进行质量监督ꎬ不断

提高国际竞争力ꎮ”①俄农集团表示ꎬ能进入中国海关总署进口食品境外生产

企业注册信息(ＣＩＦＥＲ)的名录系统、获得对华出口猪肉的许可ꎬ是俄农集团

关注产品质量、遵守所有生物安全措施和兽医标准的结果ꎮ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２８ 日ꎬ三家专业生产猪肉的俄罗斯大型农业控股公司———

米拉托格、俄农集团和大卢克肉类加工厂获得对华出口猪肉的许可ꎮ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 １３ 日ꎬ米拉托格公司宣布已将 ２７ 吨俄罗斯猪肉交付中国客户ꎬ这是中国

向俄罗斯猪肉开放市场后中国自俄进口的第一批猪肉ꎮ 这批猪肉出自米拉

托格公司在别尔哥罗德州的分公司ꎬ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１１ 日从该州经铁路运往远

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ꎬ再从那里运到中国广州的南沙港ꎮ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 ３ ~ １０
日ꎬ由普斯科夫州大卢克肉类加工厂生产的 ５６０ 吨猪肉产品通过公路运输到

—２２１—

① "Мираторг" поставил первый контейнер с российской свининой китайским
клиентам １３ апреля ２０２４ г ｈｔｔｐｓ: / / ｍｉｒａｔｏｒｇ ｒｕ / ｐｒｅｓｓ / ｎｅｗｓ / ｍｉｒａｔｏｒｇ － ＿ ｐｏｓｔａｖｉｌ ＿ ｐｅｒｖｙｙ ＿
ｋｏｎｔｅｙｎｅｒ＿ｓ＿ｒｏｓｓｉｙｓｋｏｙ＿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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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彼得堡港ꎬ再经海运运到中国上海港和深圳盐田港①ꎮ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初ꎬ俄
农集团下属的坦波夫猪肉生产厂将 ２６ 吨猪肉经铁路运到符拉迪沃斯托克ꎬ
后经海路运到上海港ꎮ 为了对华出口猪肉ꎬ新西伯利亚州最大的肉制品加工

企业西农集团计划把产能提高 １ / ３ꎮ ２０２４ 年 １ ~７ 月ꎬ俄罗斯对华出口猪肉 １ ７
万吨ꎮ 俄罗斯猪肉生产者全国联盟主席科瓦廖夫希望在 ２ ~３ 年内俄罗斯对华

猪肉出口达到 １５ 万 ~ ２０ 万吨的水平ꎬ占据中国猪肉进口市场 ７％ ~ １０％的份

额ꎮ 俄扩大对华猪肉出口的一个重要动力是价格因素ꎬ出口中国的猪肉价格比

俄罗斯国内猪肉价格高 ３０％ ~４０％②ꎮ
综上ꎬ可以认为ꎬ中国对俄罗斯猪肉开放市场是中俄农业合作中的突破

性进展ꎮ 首先ꎬ它实现了俄方的长期诉求ꎬ对俄大型农业控股公司是一个重

要的信号ꎬ即有了中国市场ꎬ它们可以继续扩大猪肉产能ꎬ继续投资建设养猪

场和屠宰场ꎮ 其次ꎬ俄罗斯的目标是成为农业超级大国ꎮ 多年来ꎬ俄罗斯保

持着世界第一小麦出口国的地位ꎬ俄更大的目标是成为世界猪肉出口大国ꎬ
打开中国市场无疑是关键的一环ꎮ 最后ꎬ中国对俄罗斯开放猪肉市场ꎬ主要

的受益者是俄罗斯的大型农业控股公司ꎬ这些公司在俄罗斯农业政策中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ꎬ出于自身利益考虑ꎬ这些公司会进一步推动中俄农业合作的

进深发展ꎮ
３ 中国大型农业企业赴俄成功投资与发展

如果说中俄新陆路粮食走廊和中国对俄开放猪肉市场都促进了俄罗斯

农产品对中国的出口ꎬ那么ꎬ中国大型农业企业赴俄投资生产则使得中俄农

业合作关系更为平衡ꎬ只是目前成功的案例还比较有限ꎮ
在大多数情况下ꎬ中国企业赴俄进行农业投资都会首选远东地区ꎬ但是

该地区并非一纸空白ꎬ俄本土大型农业企业纷纷在这里扩展业务、占领市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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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Первая пар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свинины доставлена в Китай １５ апреля ２０２４
г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ｇｒｏｉｎｖｅｓｔｏｒ ｒｕ / ｍａｒｋｅｔｓ / ｎｅｗｓ / ４２１５２ － ｐｅｒｖａｙａ － ｐａｒｔｉｙａ － ｒｏｓｓｉｙｓｋｏｙ － ｓｖｉｎｉｎｙ －
ｄｏｓｔａｖｌｅｎａ － ｖ － ｋｉｔａｙ

Трем российским компаниям разрешены поставки свинины в Китай ２８
февраля ２０２４ г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ｇｒｏｉｎｖｅｓｔｏｒ ｒｕ / ｍａｒｋｅｔｓ / ｎｅｗｓ / ４１９２８ － ｔｒｅｍ － ｒｏｓｓｉｙｓｋｉｍ －
ｋｏｍｐａｎｉｙａｍ － ｒａｚｒｅｓｈｅｎｙ － ｐｏｓｔａｖｋｉ － ｓｖｉｎｉｎｙ － ｖ － ｋｉｔａｙꎻВ ２０２３ году российский экспорт
свинины установил рекорд １６ января ２０２４ г ｈｔｔｐｓ: / / ａｅｍｃｘ. ｒｕ / ２０２４ / ０１ / １６ / ｖ － ２０２３ －
ｇｏｄｕ － ｒｏｓｓｉｊｓｋｉｊ － ｅｋｓｐｏｒｔ － ｓｖｉｎｉｎｙ － ｕｓｔａｎｏｖｉｌ － ｒｅｋｏｒｄ － ２ꎻТатьяна Кулистикова " Русагро"
планирует поставить в Китай до １０ тысяч тонн свинины ６ августа ２０２４ г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ｇｒｏｉｎｖｅｓｔｏｒ ｒｕ /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 ｎｅｗｓ / ４２７４９ － ｒｕｓａｇｒｏ － ｐｌａｎｉｒｕｅｔ － ｐｏｓｔａｖｉｔ － ｖ － ｋｉｔａｙ － ｄｏ －
１０ － ｔｙｓｙａｃｈ － ｔｏｎｎ － ｓｖｉｎｉｎ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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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农集团 ２０１５ 年进入滨海边疆区的米哈伊洛夫斯基超前发展区ꎬ目前使用 ９
万多公顷农地(占该边疆区农地面积的 ２０％ )①ꎮ 西农集团是俄罗斯第二大

猪肉生产企业ꎬ在布里亚特共和国建立了东西伯利亚生猪养殖场ꎬ目前占据

布里亚特共和国近 ８０％的猪肉市场份额②ꎮ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ꎬ俄罗斯农业控股公

司南部罗斯(Юг Руси)买下了后贝加尔边疆区的共青城育种场ꎬ该育种场是

远东地区最大的粮食与大豆生产企业之一ꎬ农地面积近 １９ 万公顷③ꎮ 俄罗斯

大型现代化农业控股公司都是中国企业的竞争对手ꎮ
中国企业在俄罗斯投资农业经历了不同的阶段ꎮ 在第一阶段ꎬ毗邻俄罗

斯的中国东北省份的贸易公司、中小农业企业赴俄远东地区租赁农地ꎬ种植

大豆和蔬菜ꎬ但是经当地媒体的负面宣传ꎬ给人留下了超标使用农药化肥的

印象ꎮ 在第二阶段ꎬ先期进入俄罗斯市场的中国贸易公司逐步积累了经验ꎬ
甚至建立起农业产业合作园区ꎬ为后来者提供服务ꎮ 但是随着俄罗斯农业经

济的复苏和俄罗斯本土大型农业控股公司在远东地区的扩张ꎬ２０１４ 年后中资

企业在远东地区的农业生产遭遇困境ꎮ 在第三阶段ꎬ即 ２０２０ 年至今ꎬ个别中

国大型农业企业经过充分的准备ꎬ赴俄远东、西伯利亚地区进行投资与生产

经营ꎬ并在激烈的竞争中逐步站稳脚跟ꎬ且不断拓展业务ꎬ佳沃北大荒农业控

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北农业)便是其中的佼佼者ꎮ
佳北农业由北大荒集团、联想佳沃集团、智恒里海集团于 ２０１５ 年合资成

立ꎬ总部设在哈尔滨ꎮ ２０１８ 年在俄滨海边疆区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开设全资子

公司ꎬ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２ 年在远东地区累计完成 １ 亿元人民币的固定资产投资ꎮ 北

大荒集团是中国最大的农业企业ꎬ联想佳沃集团是中国优质食品和饮料的知

名品牌ꎬ智恒里海集团长期专注于与俄罗斯及周边地区的经贸合作ꎬ在海外

经营管理和政商资源整合方面具备丰富的经验ꎮ 三方联合赴俄投资农业ꎬ目
标是成为立足黑龙江、专注于俄罗斯及周边地区的跨国农业资源整合运

营商ꎮ
目前ꎬ佳北农业已经在滨海边疆区租赁了 ３ ５００ 公顷农地ꎬ种植水稻、大

豆和玉米ꎮ 公司希望将该地区的土地储备增加到 ５ 万公顷ꎬ并建设大豆深加

工工厂ꎮ 佳北农业在远东地区实现了中俄农业合作领域的多项第一:首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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Акционерное общество "ПримАгро" ｈｔｔｐｓ: / / ｐｒｉｍｅｘｐｏｒｔ ｒｕ / ｒｕ / 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ｓ / ａｋｃｉｏｎｅ
ｒｎｏｅ － ｏｂｓｈｃｈｅｓｔｖｏ － ｐｒｉｍａｇｒｏ

Свинокомплекс " Восточно － Сибирский" ｈｔｔｐｓ: / / ｓｉｂａｇｒｏｇｒｏｕｐ ｒｕ / ｈｏｌｄｉｎｇ / ｃｏｍｐ
ａｎｉｅｓ / ｓｖｉｎｏｋｏｍｐｌｅｋｓ － ｖｏｓｔｏｃｈｎｏ － ｓｉｂｉｒｓｋｉｙ

同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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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从事港口装运业务的中资农业企业ꎻ首家在俄建立农业全产业链的中资企

业ꎻ首批获得远东最佳外国投资者称号的中资企业ꎮ 佳北农业未来的发展方

向是将产业布局从远东向西伯利亚延伸ꎬ扩大种植面积ꎬ进军农产品深加工

领域ꎬ在远东港口建设专业粮食码头ꎬ争取成为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具备

一定资源掌控能力的粮食贸易商ꎬ助力北大荒集团实现“开辟国家粮食安全

第二条战线ꎬ建设距离中国最近的海外大粮仓”的目标①ꎮ
佳北农业在俄罗斯的发展得到了俄罗斯联邦机构和滨海边疆区的支持ꎮ

该公司在滨海边疆区的投资项目获得俄储蓄银行、农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低

息优惠贷款和农产品出口贸易授信ꎬ还获得农机更新补贴、种植补贴、粮食运

输补贴等财政支持ꎮ 特别重要的是ꎬ在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期间ꎬ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宣布对佳北农业在克拉斯诺亚尔斯

克边疆区的农产品加工项目进行投资ꎬ标志着佳北农业成为首家在俄获得主

权财富基金投资的中国农业企业②ꎮ
综上ꎬ佳北农业在俄远东、西伯利亚地区投资经营的成就可以认为是中

俄农业合作中的突破性进展ꎮ 首先ꎬ中方大型企业为赴俄投资农业做了充足

的准备ꎮ 三家企业在优势互补的基础上组建了佳北农业ꎬ这与此前中国农业

企业孤军赴俄投资的模式不同ꎮ 其次ꎬ俄罗斯主权财富基金认可并投资佳北

农业的在俄项目ꎬ充分表明俄罗斯联邦层面对中国大型农业企业赴俄投资的

支持ꎮ 最后ꎬ佳北农业在俄远东地区的经营得到了当地政府的认可与支持ꎮ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ꎬ滨海边疆区国际合作署署长斯塔里奇科夫指出ꎬ有一些中国企

业在滨海边疆区的投资是成功的③ꎬ他举的例子就是佳北农业ꎮ 相比此前三

十余年中国各类企业赴俄农业投资的跌跌撞撞ꎬ佳北农业的成就足以被称作

突破性进展ꎮ

三　 中俄农业合作进深发展的制约因素与前景展望

中俄农业合作在危机影响下全面展开ꎬ在内生动力的推动下突破进深ꎮ

—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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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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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中国控股公司将向俄罗斯农业投资近 １００ 亿卢布»ꎬｈｔｔｐｓ: / / ｌｅｇｅｎｄａｇｒｏ ｃ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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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ꎬ俄罗斯基金宣布ꎬ投资佳北农业俄

罗斯公司»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ｏｕｔｉａｏ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７７９５９１７９１９１５６９１２６７９
Алексей Старичков: Предназначение Приморья － быть порталом в мир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２２ июня ２０２３ г ｈｔｔｐｓ: / / ｐｒｉｍａｍｅｄｉａ ｒｕ / ｎｅｗｓ / １５２８５０６ / ? ｆｒｏｍ ＝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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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俄关系高水平运行的同时ꎬ两国也有保护国内市场和国内生产者利益的

考量ꎮ 在俄方一面ꎬ由于各类危机叠加ꎬ俄罗斯对种子、农机等事关技术主权

的农业高科技领域越发敏感ꎬ通过制定食品安全构想、实施农业技术主权项

目等方式设定本国种子、农机的市场占有率目标ꎮ 另外ꎬ俄大型农业控股公

司的崛起具有双重效果ꎬ它们在积极开拓海外出口市场的同时也成为制约外

资农业企业在俄经营的消极因素ꎮ 此外ꎬ俄罗斯社会对外企在远东和西伯利

亚地区进行农业投资仍心存疑虑ꎮ 在中方一面ꎬ虽然对俄粮食、猪肉等农产

品开放了市场ꎬ但也不是没有限制和标准ꎬ如对口粮用冬小麦没有放开进口ꎬ
获得对华猪肉出口许可的俄方企业数量仍然有限ꎮ

(一)俄罗斯食品安全构想与农业技术主权项目

１ 通过食品安全构想

在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ꎬ２０１０ 年俄罗斯发布第一份«关于批准俄联

邦食品安全构想的总统令»ꎻ新冠疫情暴发后ꎬ俄罗斯于 ２０２０ 年发布第二份

«关于批准俄联邦食品安全构想的总统令»ꎮ 食品安全构想是俄罗斯农业政

策的核心指南ꎮ 两份食品安全构想的目标都是确保本国关键食品种类生产

的安全比重ꎬ即自给率水平ꎮ 与 ２０１０ 年构想相比ꎬ２０２０ 年构想中增加了蔬

菜、水果和主要农作物种子的自给率要求ꎬ其中引发广泛关注的是关键农作

物种子的国产比例要求ꎮ 俄方设定的目标是到 ２０３０ 年自产种子的国内市场

占比总体不低于 ７５％ (见表 ５)ꎮ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ꎬ俄政府出台了针对各类农作

物种子和禽畜育种的自给率指标要求(见表 ６)ꎮ 总统令确定的食品安全构

想和政府令中的自给率要求对内具有引导投资与生产的效果ꎬ对外具有保护

主义功能ꎮ

表 ５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２０ 年俄罗斯食品安全构想指标(自给率)

２０１０ 年指标 ２０２０ 年指标 ２０２２ ~ ２０２３ 年达标情况

粮食 不低于 ９５％ 不低于 ９５％ 达标

糖 不低于 ８０％ 不低于 ９０％ 达标

植物油 不低于 ８０％ 不低于 ９０％ 达标

肉和肉制品 不低于 ８５％ 不低于 ８５％ 达标

鱼和鱼制品 不低于 ８０％ 不低于 ８５％ 达标

奶和乳制品 不低于 ９０％ 不低于 ９０％ 未达标

马铃薯 不低于 ９５％ 不低于 ９５％ 达标

食用盐 不低于 ８５％ 不低于 ８５％ 未达标

—６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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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５)

２０１０ 年指标 ２０２０ 年指标 ２０２２ ~ ２０２３ 年达标情况

蔬菜、瓜 无 不低于 ９０％ 未达标

水果、浆果 无 不低于 ６０％ 未达标

主要农作物种子 无 不低于 ７５％ 未达标

资料 来 源: Утверждена Доктрина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１ февраля ２０１０ г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ｅｖｅｎｔｓ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ｎｅｗｓ / ６７５２ꎻ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２１ ０１ ２０２０ г № ２０ "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Доктрины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ａｃｔｓ /
ｂａｎｋ / ４５１０６ꎻВ Совете Федерации рассмотрели ход реализации Доктрины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Ф ２８ ноября ２０２３ г ｈｔｔｐ: / /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ｇｏｖ ｒｕ / ｅｖｅｎｔｓ / ｎｅｗｓ / １５０６１０

表 ６ ２０２２ 年俄政府令中关于农作物种子、禽畜育种自给率的要求

农作物

国产种子自给率水平(％ )

２０２２ 年
(实际)

２０３０ 年
(目标)

禽畜

国产育种自给率水平(％ )

２０２２ 年
(实际)

２０３０ 年
(目标)

大豆 ４３ ５ ７５ ０ 肉牛 ９８ ２ ９９ ０
玉米 ４１ ８ ７７ ０ 绵羊 ９８ ５ ９９ ０
油菜 ３０ ６ ７５ ０ 猪 ８４ ６ ９４ ３

向日葵 ２３ ０ ７５ ０ 奶牛 ６４ １ ７２ １
马铃薯 ６ ７ ５０ ０ 山羊 ４０ ０ ４５ １
甜菜 １ ８ ５０ ０ 鸡 １ ５ ２５ ０

资料来源: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от ２３ декабря ２０２２ г Ｎ
４１３３ － р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ｚａｋｏｎｒｆ ｉｎｆｏ / ｒａｓｐｏｒｉａｚｈｅｎｉｅ － ｐｒａｖｉｔｅｌｓｔｖｏ － ｒｆ －４１３３ － ｒ －２３１２２０２２ /

２ 在农业领域设立技术主权项目

食品安全构想与政府令是指导性的政策文件ꎬ联邦与国家项目是对政策

的执行与落实ꎬ有预算支撑ꎮ 国家项目的级别高于联邦项目ꎬ是俄罗斯最高

层级的发展项目ꎮ 农作物种子与禽畜育种已经被纳入联邦项目ꎬ从 ２０２５ 年

起也将被纳入新的国家项目ꎬ体现了俄罗斯对维护农业技术主权的决心ꎮ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５ 日ꎬ俄罗斯政府通过«２０１７ ~ ２０２５ 年促进农业经济发展

的联邦科技项目»文件ꎮ 随着 ２０１９ 年以来各类危机的发生ꎬ俄政府于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重新修订了此文件ꎬ并延长了执行期限ꎬ从 ２０２５ 年延长至 ２０３０
年ꎮ 设立这个联邦科技项目是为了完成食品安全构想中设定的指标ꎬ提升本

国农作物种子和禽畜育种的市场占比ꎮ 俄政府向该项目投入专项资金ꎬ整合

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大型农业企业力量共同进行农业科技攻关与投产应用ꎬ
加速实现农作物种子和禽畜育种的进口替代目标ꎮ

—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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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１４ 日ꎬ新任命的俄罗斯农业部部长卢特(Оксана Лут)在俄国家

杜马表示ꎬ农业部正在研究制定«食品安全的技术保障国家项目»文件ꎬ２０２５ 年正

式启动ꎮ 这个国家项目下设 ８ 个方向的联邦项目(包括选种、遗传学、饲料添加

剂、兽药、农业机械等)ꎬ目标是大幅提高农工综合体的技术水平和农产品产量①ꎮ
业界认为ꎬ新任农业部长的重要使命就是制定和执行这个农业科技国家项目ꎮ

俄罗斯把种子等农业高科技产品列入联邦与国家项目ꎬ更多的投入和更

大的保护也随之而来ꎮ 从 ２０２３ 年起ꎬ对于本国企业的育种、选种投资项目ꎬ
俄农业部把建设经费的补贴比重从 ３０％提至 ５０％ ꎮ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２７ 日ꎬ俄罗

斯政府公布了进口种子的配额数量ꎬ规定 ２０２４ 年所有种子的进口配额数量

是 ３ ３１ 万吨ꎬ其中马铃薯种子 １ ６ 万吨、向日葵种子 ７ ５００ 吨、玉米种子

５ ０００吨、油菜籽 ２ ０００ 吨、甜菜种子 ２ ０００ 吨、大麦种子 ６００ 吨ꎻ对其他农作物

种子不给予配额②ꎮ 对俄本国的制种企业而言ꎬ这是期盼已久的利好信息ꎮ
３ 俄罗斯本土大型种业公司迅速发展

在俄罗斯制种领域ꎬ几家大型农业控股公司在政策利好的背景下强势发

展ꎮ 谢尔科沃农业化学公司(Щелково Агрохим)成立于 １９９８ 年ꎬ目前是俄罗

斯最大的植保产品及主要农作物种子、牛胚胎生产企业之一ꎮ ２０２３ 年该公司使

用的农地规模为 ２３ ９ 万公顷ꎬ种子销售额达 ２２ 亿卢布ꎬ同比增长 ２５％ꎮ 该公

司制定了宏大的发展规划:２０２４ 年将种子销售额在 ２０２３ 年的基础上翻倍ꎬ达到

４５ 亿卢布ꎻ到 ２０２７ 年满足俄罗斯国内甜菜种子需求的 ９０％ꎻ到 ２０２８ 年占据俄

国内向日葵种子市场的 １ / ４③ꎮ 另外一家大型种子企业是艾可尼娃农业控股公

司ꎬ其 ２０２４ 年的农作物种植面积是 ４６ ５ 万公顷ꎬ其中 ４ 万公顷用于培育种子ꎬ
该公司计划把种子的年生产规模从目前的 ７ 万吨扩大到 １７ 万吨④ꎮ 此外ꎬ米
拉托格公司也在积极发展玉米、马铃薯、油菜、向日葵等农作物的育种工作ꎮ

—８２１—

①

②

③

④

Самообеспеченность России овощами может быть достигнута к ２０３０ году —
Лут １５ мая ２０２４ г ｈｔｔｐｓ: / / ｓｐｅｃａｇｒｏ ｒｕ / ｎｅｗｓ / ２０２４０５ / ｓａｍｏｏｂｅｓｐｅｃｈｅｎｎｏｓｔ － ｒｏｓｓｉｉ －
ｏｖｏｓｃｈａｍｉ － ｍｏｚｈｅｔ － ｂｙｔ － ｄｏｓｔｉｇｎｕｔａ － ｋ － ２０３０ － ｇｏｄｕ － ｌｕｔ

Минсельхоз распределил квоту на импорт семян １５ февраля ２０２４ г ｈｔｔｐｓ: / /
поле рф / ｊｏｕｒｎａｌ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３８２９

Российские аграрии планируют к ２０２８ году заместить ７５％ семян подсолнечника
４ мая ２０２４ г ｈｔｔｐｓ: / / ｔａｓｓ ｒｕ / ｅｋｏｎｏｍｉｋａ / ２０７１１２１３

В хозяйствах " ЭкоНивы" идут весенние полевые работы Под урожай ２０２４
года компания отвела свыше ４６５ ０００ га в １３ регионах присутствия ｈｔｔｐｓ: / / ｅｋｏｎｉｖａ －
ｔｅｋｈｎｉｋａ ｃｏｍ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６９ / ８２＿ｅｎ＿ｖｅｓｔｉ＿０４＿２０２４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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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大型农业控股公司都是联邦农业科技项目的参与企业ꎬ可以预见ꎬ在
２０２５ 年新的农业科技国家项目下达之后ꎬ它们也会被列入其中ꎮ 因此ꎬ俄本

土大型种子企业既是积极推动俄政府对种业采取保护措施的力量ꎬ也是外国

种业公司进入俄罗斯市场的主要竞争者ꎮ
４ 俄罗斯农业技术主权项目不利于中俄农业合作

中俄农业科技合作有着较好的前期积累ꎬ但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ꎮ 俄罗

斯食品安全构想与农业技术主权项目、俄本土大型种业公司的利益追求不利

于中俄在农业高科技特别是种子领域的深度合作ꎮ
目前ꎬ中国有一家长期在俄罗斯从事种子业务的企业———先正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正达)ꎮ 这家公司是中国化工集团在 ２０１７ 年从瑞士

收购的ꎬ是全球重要的植保产品和种子公司ꎮ 在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１４ 日俄罗斯农

业部公布的 ２０２４ 年种子配额分配中ꎬ先正达获得的配额量(１ ３０３ 吨)高于法

国公司(９１０ 吨)ꎬ但是低于德国公司(１ ８７０ 吨)(见表 ７)ꎮ 这说明该公司作

为中国企业并没有特别优势ꎬ俄罗斯的种子进口替代政策并不区分国别ꎮ
展望未来ꎬ虽然被高度关注和期待ꎬ但中俄种业合作取得突破性进展的

难度较大ꎮ 一方面ꎬ在俄罗斯种子进口替代政策下ꎬ俄对友好国家和不友好

国家一视同仁ꎬ中国企业并无特别优势ꎮ 另一方面ꎬ跨国公司并未放弃俄罗

斯市场ꎬ中国种业公司进入俄罗斯市场需要面对它们的竞争ꎮ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８
日ꎬ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宣布继续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保留与全球食品安全

有关的业务活动ꎬ包括生产和销售植保产品、农作物种子①ꎮ

表 ７ ２０２４ 年俄罗斯农业部给中、法、德企业的种子配额量 (单位:吨)

公司名称 玉米种子 向日葵种子 油菜种子 甜菜种子 合计

先正达 ５２８ ５５１ ２２４ ０ １ ３０３

法国利马格兰等 ３ 家公司 ４８ ５４５ ０ ３１７ ９１０

德国科沃施等 ３ 家公司 ２２７ ２６６ ２２３ １ １５４ １ ８７０

资 料 来 源: Минсельхоз распределил квоту на импорт семян １５ февраля ２０２４
г ｈｔｔｐｓ: / / поле рф / ｊｏｕｒｎａｌ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３８２９

(二)俄罗斯部分人士对中俄边境地区的农业合作仍存顾虑

中国企业对俄农业投资的成功案例数量有限ꎬ其中的一个原因ꎬ也是长

—９２１—

① ＢＡＳＦ сохраняет в России бизнесꎬ связанный с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м продуктов
питания １０ мая ２０２４ г ｈｔｔｐｓ: / / ａｇｒｏｅｘｐｅｒｔ ｐｒｅｓｓ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 ｂａｓｆ － ｓｏｈｒａｎｙａｅｔ － ｖ － ｒｏｓｓｉｉ －
ｂｉｚｎｅｓ － ｓｖｙａｚａｎｎｙｊ － ｓ － ｐｒｏｉｚｖｏｄｓｔｖｏｍ － ｐｒｏｄｕｋｔｏｖ － ｐｉｔａｎｉｙ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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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在发挥影响的因素ꎬ是俄罗斯部分人士对中国企业在远东、西伯利亚等边

境地区租赁农地、使用中国劳工非常敏感ꎮ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土壤研究专家

格洛夫(Владимир Голов)认为ꎬ把耕地租给中国企业有很大的风险ꎬ一方面

存在过度使用化肥的问题ꎬ另一方面会导致中俄边境地区人口不成比例①ꎮ
全俄社会舆论中心就俄罗斯“转向东方”的民意分析表明ꎬ大多数俄罗斯受访

者(６７％ )表示支持本国与亚洲伙伴国家接近的政策ꎬ但他们目前还不确定与

东方国家紧密合作的结果是什么②ꎮ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ꎬ俄罗斯前经济发展部副部

长、现外经银行首席经济专家克列帕奇(Андрей Клепач)发布«在新现实中

规划俄罗斯空间»报告ꎬ建议俄政府更积极地发展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③ꎮ
上述俄罗斯土壤专家、民意调查、经济专家的认知未必是主流ꎬ但也表明了俄

部分人士对中国企业在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进行农业开发的担忧心理ꎮ
对于中俄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ꎬ俄部分人士也有顾虑ꎬ这对中俄在种子

等农业高科技领域的合作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ꎮ
(三)中国并未完全如俄罗斯所愿开放国内市场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ꎬ中国海关总署发布了«关于允许俄罗斯全境小麦进口

的公告»ꎮ 公告第一条对俄罗斯小麦所作的重要限定ꎬ即俄罗斯小麦是指在

俄联邦境内且未发生小麦矮腥黑穗病地区种植的ꎬ仅限于加工用途的春小

麦④ꎮ 一方面ꎬ俄罗斯生产的小麦主要是冬小麦ꎬ占 ７０％ 左右ꎬ春小麦仅占

３０％ ꎮ 所以ꎬ这条允许俄罗斯全境小麦进口的公告实际上只针对 ３０％的春小

麦ꎬ不会冲击中国的小麦市场ꎬ因为中国绝大多数小麦是冬小麦ꎮ 另一方面ꎬ
仅限于加工用途表明不是用于制作食品和面粉的春小麦ꎬ即不是作为口粮用

途的春小麦ꎬ而是用于饲料和工业领域的春小麦ꎬ因此不会冲击中国的口粮

市场ꎮ 虽然俄罗斯目前仍在积极争取中国对其全境冬小麦开放市场ꎬ但截至

—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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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Инна ГаненкоꎬАлена Белая Тысяча километров соседства с Китаем Состояние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азвития АПК Приморского края ４ октября ２０２２ г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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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оворот на Восток: третья попытка １４ сентября ２０２３ г 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ｎｓｕｌｔ
ｗｃｉｏｍ ｒｕ /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ｙ － ｅｋｓｐｅｒｔｏｖ /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ｙ / ｐｏｖｏｒｏｔ － ｎａ － ｖｏｓｔｏｋ － ｔｒｅｔｊａ － ｐｏｐｙｔｋａ

« 专家:西伯利亚人口外流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ꎬ ｈｔｔｐｓ: / / ｓｐｕｔｎｉｋｎｅｗｓ ｃｎ /
２０２４０４０５ / １０５８２０４６７７ ｈｔｍｌ

«海关总署公告 ２０２２ 年第 ２１ 号(关于允许俄罗斯全境小麦进口的公告)»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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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５ 年 ５ 月ꎬ在中国海关总署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信息名录中还没有

一家俄罗斯企业被允许向中国出口食用谷物①ꎮ 在进口俄罗斯猪肉方面ꎬ虽
然中国对俄全面开放了市场ꎬ但截至 ２０２５ 年 ５ 月中国海关总署只给予三家

俄罗斯企业对华出口猪肉的资格②ꎮ
(四)中俄在农产品贸易中的不同需求

随着俄罗斯农产品加工能力的提升ꎬ俄对农产品原料的出口政策调整为

优先满足本国加工业的需求ꎬ这在油料作物上表现得特别明显③ꎮ 俄罗斯对

大豆、向日葵、油菜籽出口征收高关税甚至间断性地禁止出口ꎬ目的是把这些

农产品原料留在国内ꎬ满足国内加工业的需求ꎬ出口大豆油、葵花籽油等高附

加值的加工产品ꎮ 以阿穆尔州为例ꎬ该州不仅是远东地区也是俄罗斯联邦的

大豆主产区ꎬ州政府设定的目标是将 ７５％的大豆留在当地加工ꎮ 俄罗斯主要

的榨油企业———农业综合体已经在阿穆尔州的别洛戈尔斯克建设榨油厂ꎬ设
计年加工能力近 １００ 万吨ꎬ计划在 ２０２６ 年年底投产ꎬ可以加工阿穆尔州 ２０２６
年出产的大豆ꎮ 这个项目得到阿穆尔州地方政府的全力支持④ꎮ 但是对于

中国企业而言ꎬ它们更希望进口俄农产品原料进行加工ꎮ 在俄罗斯既定政策

下ꎬ中国进口俄农产品原料特别是油料作物会日益艰难ꎮ
(五)中俄农业合作进深发展的前景展望

面对中俄农业合作进深发展中的各类制约因素ꎬ在既定政策与思维观念

短期内难以改变的情况下ꎬ可能的突破力量在于两国的农业企业ꎮ 第一ꎬ中
国企业需要拓展对俄农业投资的地理范围与生产领域ꎮ 在区域选择方面ꎬ不
必局限于远东、东西伯利亚等中俄毗邻地区ꎮ 俄罗斯的西西伯利亚、伏尔加

河流域、中央黑土区、南部温暖地带更适合农业生产ꎬ也更少有负面舆情因

素ꎮ 在投资领域方面ꎬ初级农产品生产ꎬ特别是粮食、大豆、蔬菜等种植业往

往涉及农用土地等敏感问题ꎬ但在农产品深加工与食品生产领域ꎬ不仅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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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中国海关总署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信息»ꎬｈｔｔｐｓ: / / ｃｉｆｅｒｑｕｅｒｙ ｓｉｎｇｌｅｗｉ
ｎｄｏｗ ｃｎ

同①ꎮ
Елизавета Литвинова Минсельхоз: пошлина на экспорт подсолнечника

сохранится до полной загрузки МЭЗов １６ июня ２０２３ г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ｇｒｏｉｎｖｅｓｔｏｒ ｒｕ /
ｍａｒｋｅｔｓ / ｎｅｗｓ / ４０４８２ － ｍｉｎｓｅｌｋｈｏｚ － ｐｏｓｈｌｉｎａ － ｎａ － ｅｋｓｐｏｒｔ － ｐｏｄｓｏｌｎｅｃｈｎｉｋａ － ｓｏｋｈｒａｎｉｔｓｙａ －
ｄｏ － ｐｏｌｎｏｙ － ｚａｇｒｕｚｋｉ － ｍｅｚｏｖ

Завод по переработке сои возле Белогорска планируют запустить к ２０２６ году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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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阻碍因素ꎬ而且更符合俄农业经济发展战略ꎬ即大力发展农产品和食品

加工业ꎬ提高农产品原材料的加工率和附加值ꎮ 第二ꎬ俄农产品企业需要对

中国市场有信心和耐心ꎬ虽然中国在对俄农产品市场开放方面有所保留ꎬ但
已经有了实质性进展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在同等条件下ꎬ俄罗斯农产品更容易

获得中国消费者的信任ꎬ这是其巨大的竞争优势ꎮ 第三ꎬ两国农业企业之间

需要建立合作伙伴关系ꎮ 中俄大型农业企业日益参与并成为农业合作中的

主体ꎬ但是彼此之间仍缺少沟通与合作ꎮ 为此ꎬ双方大型农业企业以及中小

型农业企业需要搭建交流对话的平台机制ꎬ在农产品贸易、农业科技(种子、
农机)、农业投资等领域建立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ꎮ

结　 语

关于中俄农业合作的现状ꎮ 首先ꎬ在外部危机叠加的影响下ꎬ自 ２０１９ 年

以来ꎬ中俄农业合作全面展开ꎬ体现在大型农业企业积极参与、农产品贸易额

明显提升、贸易地理范围大幅扩大ꎮ 其次ꎬ在内生动力的推动以及两国联合

声明的引导下ꎬ自 ２０２３ 年以来ꎬ中俄农业合作实现了突破性进展ꎬ新陆路粮

食走廊运行、中国向俄罗斯开放猪肉市场、中国大型农业企业成功对俄投资

是两国农业合作的关键成就ꎬ具有长期的战略意义和影响ꎮ 全面展开与突破

进深ꎬ是中俄农业合作的主流方向ꎮ
关于中俄农业合作中存在的问题ꎮ 首先ꎬ需要理解的是ꎬ无论有怎样的外

部危机和内部需求ꎬ俄罗斯对外国人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担忧心理、对农

业技术主权的执着追求在中长期恐怕都不会改变ꎻ同样ꎬ中国市场对外国农产品

也并非门户大开ꎬ需考虑本国农业生产者的利益ꎬ要基于国家整体农业政策开展

对外合作ꎮ 其次ꎬ中俄之间是高水平的、正常的国家间关系①ꎬ包括农业合作在内

的各领域合作都同时面临机遇和挑战ꎬ属于两国关系发展中的正常现象ꎮ
展望未来ꎬ基于外部危机与中俄两国的内部需求ꎬ俄罗斯会有更多的地

区、更多的农业企业向中国出口农产品ꎬ中俄农业合作全面展开的态势会越

发明显ꎮ 同时ꎬ中国农业企业也会有更多机会在俄全国范围内开展更大规模

的农业合作ꎬ而不只是在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ꎮ 中俄农业合作新的进深发展

值得期待ꎮ
(责任编辑:农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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