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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粮食安全始终是事关国家经济稳步发展、 社会长治久安的一

个富有全局性的重大战略问题ꎮ 因极端天气等自然灾害频发以及类似于新型冠状

肺炎疫情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ꎬ 世界粮食安全风险指数在不断上升ꎬ 各国

粮食安全保障面临着极大的考验ꎮ ２００８ 年以来ꎬ 中俄粮食安全形势呈现良好状

态ꎬ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ꎬ 食物供给日益丰富ꎬ 供需基本平衡ꎮ 在不出现

极端不可抗力的情况下ꎬ 中俄粮食安全保障状况不会发生重大改变ꎬ 基本处于安

全可控的范围之内ꎮ 中俄粮食安全面临着诸多内外部不利因素的影响ꎬ 双方通过

发挥土地资源、 劳动力、 资本和技术等要素禀赋互补优势ꎬ 采取系列推动措施ꎬ
不断加强农产品贸易和农业产业化合作ꎬ 将有助于促进两国共同保障粮食安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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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的内涵是随着粮食市场供求的变化而变化的ꎬ 所涉及的要素以及每

个要素的阈值均在不断变化ꎮ １９９６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把粮食安全定义为: 在所

有人随时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足够、 安全和富有营养的粮食ꎬ 以满足其积极且

健康生活的膳食需求和食物爱好时ꎬ 即处于粮食安全状态ꎻ 中国的粮食安全定义

为: 向所有居民有效地提供数量充足、 结构合理、 质量达标的各种食物 (包括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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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在内)ꎻ 俄罗斯的粮食安全定义为: 国家有能力不受内外部威胁ꎬ 依靠相应的

资源、 潜力和保障措施以满足居民对符合现行标准的食品在数量、 质量和品种等

方面的需求ꎮ
当前中俄两国的粮食安全状况整体良好ꎬ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ꎬ 食物

供给日益丰富ꎬ 供需基本平衡ꎮ 在不出现极端不可抗力的情况下ꎬ 中俄粮食安全

保障状况不会发生重大的改变ꎬ 基本处于安全可控的范围之内ꎮ 不过ꎬ 中俄粮食

安全面临着诸多内外部不利因素的影响和威胁ꎬ 双方通过发挥土地资源、 劳动

力、 资本和技术等要素禀赋优势ꎬ 不断强化合作ꎬ 采取较为有效的对策ꎬ 将有助

于促进两国共同保障粮食安全ꎮ

一　 中俄粮食安全状况

２００８ 年以来ꎬ 中俄粮食安全状况良好ꎬ 主要体现在年人均粮食占有指数大

多接近或超过通常的国际粮食安全阈值ꎮ 但由于中国人口众多ꎬ 对粮食的需求量

大ꎬ 因而粮食安全基础比较脆弱ꎮ

(一) 中国粮食安全状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ꎮ 我们

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食ꎮ” 中国粮食安全水平总体比较高ꎬ 粮食自给率基本

保持在 ９５％以上ꎮ 中国粮食产量多数年份都在 ５ 亿吨以上ꎬ ２０１３ 年以来超过 ６
亿吨 (如图 １)ꎮ 但历史上大多数年份中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达不到世界粮食安

全人均 ４００ 千克的标准ꎬ 说明我国粮食安全曾存在较大的隐患ꎮ 从人均粮食占有量

来看ꎬ １９４９ ~ １９７２ 年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在 ２００ 多千克ꎬ 不到 ３００ 千克ꎻ １９７８ ~
１９８９ 年在 ３００ 千克以上ꎬ 但不到 ４００ 千克ꎻ ２００８ 年以来ꎬ 其中有 ２ 年不到 ４００ 千

克ꎬ 有 ９ 年超过 ４００ 千克ꎮ 目前ꎬ 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ꎬ 基本

保持在 ４７０ 千克左右ꎬ 比 １９９６ 年 (４１４ 千克) 增加了 １４％ ꎬ 比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时的 １９４９ 年 (２０９ 千克) 增加了 １２６％ (如图 ２)ꎮ
中国的粮食储备水平较高ꎬ 平均高于联合国规定的 １７％ ~１８％的国家粮食安

全系数ꎬ 中国总体粮食物流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ꎮ 因此ꎬ 目前中国粮食安全水平

总体处于比较高的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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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９ 年中国粮食产量 (单位: 亿吨)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９ 年中国粮食产量数据资料制作ꎮ

图 ２　 １９４９、 １９９６ 和 ２０１９ 年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 (单位: 千克)
资料来源: 根据 １９４９、 １９９６ 和 ２０１９ 年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数据资料制作ꎮ

　 　 中国粮食安全存在结构性隐患ꎬ 其中大豆消费对外依存度较高ꎬ 这给国家粮

食安全带来较大威胁ꎮ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ꎬ 中国大豆进口呈阶梯式增

长ꎬ 分别为 ３ ７４０ 万吨、 ４ ２５５ 万吨和 ５ ４８０ 万吨①ꎮ ２０１１ 年大豆进口 ５ ２６４ 万吨ꎬ
２０１２ 年 ５ ８３８ 万吨ꎬ 同比增长 １１ ２％ ꎬ ２０１３ 年 ６ ３３８ 万吨ꎬ 同比增长 ８ ５％ ꎬ
２０１４ 年７ １４０万吨ꎬ 同比增长 １２ ７％ ꎬ ２０１５ 年 ８ １６９ 万吨ꎬ 同比增长 １４ ４％ ꎬ
２０１６ 年为 ８ ３９１ 万吨 (如图 ３)ꎬ 同比增长 ２ ７％ ꎮ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年度ꎬ 大豆新增供

给量为１０ ９５５万吨ꎬ 其中进口量为 ９ ５００ 万吨ꎻ 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９ 年度约为 １１ ０００ 万吨ꎬ
其中进口量约为 ９ ４００ 万吨ꎻ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０ 年度约为 １０ ５８０ 万吨ꎬ 其中进口量为

８ ９００万吨 (如图 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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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９ 年中国大豆进口量 (单位: 万吨)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９ 年中国大豆进口数据资料制作ꎮ

图 ４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９ 年中国大豆新增供给量 (单位: 万吨)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９ 年中国大豆新增供给量数据资料制作ꎮ

　 　 从低收入阶层的粮食保障水平来看ꎬ 因中国尚有一定数量的贫困人口ꎬ 其粮

食保障水平很低ꎬ 这是中国未来粮食安全的一个较大的影响因素ꎮ

(二) 俄罗斯粮食安全状况

俄罗斯农业发展不稳定ꎬ 受气候因素影响较大ꎮ 庄稼收成好的年份ꎬ 其粮食

安全状况较好ꎮ 反之ꎬ 则令人忧虑ꎮ
１９９１ ~ １９９８ 年ꎬ 俄罗斯农业生产累计减少 ４１ ４％ ꎬ 食品产量减少约 ５０％ ꎬ

其中 １９９８ 年是最差的一年ꎬ 两个指数均下降到最低ꎬ 俄罗斯粮食安全状况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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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化ꎮ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８ 年ꎬ 俄罗斯经济逐步好转ꎬ 年均增长率高达 ６％ ~ ８％ ꎬ 但是

其农业生产增长率却只有 １％ ~ １ ５％ ꎮ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８ 年间ꎬ 俄罗斯农业产量累计

增长近 ３８％ ꎬ 其粮食安全状况明显向好且日趋稳定ꎮ
２００８ 年俄罗斯粮食总产量超过 １ ０８ 亿吨ꎬ ２００９ 年为 ９ ７００ 万吨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因遭

遇自然灾害ꎬ 粮食总产量只有 ６ ０９０ 万吨ꎬ 勉强满足其国内粮食需求ꎮ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５
日ꎬ 为确保本国粮食安全ꎬ 俄罗斯政府实施部分粮食产品的出口禁令 (延长到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ꎮ 俄罗斯的粮食产量ꎬ ２０１１ 年为 ９ ４２０ 万吨ꎬ 可以充分满足内需并恢复

出口ꎬ 出口量约 ２ ５００ 万吨ꎮ ２０１２ 年为 ７ ０９０ 万吨ꎬ 出口量约 ２７００ 万吨ꎮ ２０１３ 年

为 ９ １３４ 万吨ꎮ ２０１４ 年为 １ ０５ 亿吨ꎬ 出口量近 ３ ０００ 万吨ꎮ ２０１５ 年为 １ ０３４ 亿

吨ꎬ 出口约３ ３００万吨ꎮ 俄罗斯进口粮食比重非常小ꎬ ２０１５ 年只有为 １％ ꎮ ２０１６
年为 １ １７０ 亿吨以上ꎬ 出口 ３ ５００ 万吨ꎮ ２０１７ 年高达 １ ３５５ 亿吨ꎬ 出口约 ４ ７００ 万吨ꎮ
２０１８ 年为 １ １００ 亿吨ꎬ 出口量约 ２ ９００ 万吨ꎮ ２０１９ 年 １ ２１０ 亿吨ꎬ 出口４ ９００万吨ꎮ
２０２０ 年为 １ ２７５ 亿吨 (如图 ５)ꎬ 农产品出口量 ７ ９００ 万吨ꎮ 据咨询公司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ａｔ 预
测ꎬ ２０２２ 年俄罗斯粮食总产量将达到 １ ３７９ 亿吨ꎬ 出口量将达到 ４ ５４０ 亿吨ꎮ

俄罗斯农作物的种植面积保持在近 ８ ０００ 万公顷ꎬ 其中粮食类和豆类作物种

植面积为 ４ ６２０ 万公顷ꎮ 曾任俄罗斯农业部部长的特卡乔夫表示ꎬ ２０３０ 年前ꎬ 俄

罗斯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计划从 ４ ７００ 万公顷提高到 ５ ７００ 万公顷ꎬ 并将每公顷粮

食产量提高到 ３ ０００ 公斤ꎬ 将俄罗斯粮食年产量增长到 １ ５ 亿吨ꎮ 同时ꎬ 俄罗斯

将加大对农业研发的投入力度ꎬ 增强粮食加工能力ꎮ

图 ５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９ 年俄罗斯粮食产量 (单位: 亿吨)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９ 年俄罗斯粮食产量数据资料制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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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均粮食占有量来看ꎬ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８ 年ꎬ 俄罗斯人均粮食占有量大多数年

份保持在 ６００ 千克 ~ ８００ 千克之间ꎬ 其中有 ２７ 年保持在 ４００ 千克 ~ ６００ 千克之

间ꎬ 只有 ２ 年不到 ４００ 千克①ꎮ 由此可见ꎬ 俄罗斯人均粮食占有量整体比世界粮

食安全标准人均 ４００ 千克高ꎮ 然而ꎬ 因加工生产能力不足ꎬ 俄罗斯国产食品满

足其国内市场需求的比例在 ５０％ 左右ꎬ 而进口食品则约占其国内市场需求的

３０％ ~ ５０％ ②ꎮ
目前ꎬ 俄罗斯已经实现了农产品的自给自足ꎬ 粮食、 植物油、 肉及肉制

品、 水产品等的产量已经超过 «俄罗斯粮食安全原则» 中确定的最低指标

参数ꎮ
尽管俄罗斯进口粮食较少ꎬ 但是却需要进口相当数量的食品ꎮ 俄罗斯认

为ꎬ 食品安全是粮食安全的核心ꎬ 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指数为: 从国外进口

粮食的比重不能超过本国居民对粮食总需求量的 ３０％ ꎬ 从国外进口食品数量

不能超过本国居民对食品总需求量的 ２０％ ꎮ 俄罗斯本国生产食品量仅能满足

其居民需求的近一半ꎬ 进口食品量占其居民对食品总需求量的 ３０％ ~
５０％ ③ꎮ 从 ２００４ 年以来俄罗斯食品进口情况可以看出ꎬ 俄罗斯食品进口额总

体呈现出不断增加的态势ꎮ 从 ２００４ 年为 １３９ 亿美元增加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２８８ 亿

美元 (如图 ６) ꎮ

图 ６　 ２００４ ~ ２０２０ 年俄罗斯食品进口额 (单位: 亿美元)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４ ~ ２０２０ 年俄罗斯食品进口数据资料制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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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俄共同保障粮食安全的合作状况

中俄农业合作是双边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ꎬ 已经成为双边经贸合作的一个新

增长点ꎬ 是两国共同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础ꎮ 中俄两国农业合作具有较强的要

素禀赋互补性ꎬ 合作规模逐步扩大ꎬ 合作方式日益多样ꎬ 合作潜力巨大ꎮ

(一) 中俄农产品贸易额持续增长

从中俄农产品贸易的商品结构来看ꎬ 中国向俄罗斯出口的主要农产品为果

蔬、 鲜冻鱼、 甲壳类动物和软体类动物等加工制品ꎬ 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的主要农

产品为大豆、 鲜冻鱼、 食用油脂和饲料等品种ꎮ 两国农产品贸易的商品结构能够

满足各自市场的多样化需求ꎮ ２００１ 年以来ꎬ 中俄农产品贸易呈现出持续增长的

总体趋势ꎮ 从 ２００１ 年的 ８ 亿美元增长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５５ ５ 亿美元①ꎮ 在 ２０ 年时间

里ꎬ 中俄农产品贸易增长了 ６ 倍ꎮ 中俄两国深化大豆贸易合作的空间广阔ꎮ 中国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ꎬ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从国外进口 ８ ８００ 多万吨大豆ꎬ 其中从俄罗斯

进口 ８１ ７ 万吨ꎬ 同比增长 ６４ ７％ ꎮ 俄罗斯在中国大豆进口来源国中位列第六位ꎬ
但所占比重还不到 １％ 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ꎬ 中俄双方共同签署了 «关于深化中俄大豆

合作的发展规划»ꎬ 提出力争到 ２０２４ 年从俄进口大豆 ３７０ 万吨的目标ꎮ 同年 ７
月ꎬ 中国海关总署发布公告ꎬ 将从俄罗斯进口大豆产区由远东地区 ５ 个州 (区)
扩展到俄罗斯全境ꎬ 并增加海运等运输方式②ꎮ

俄罗斯农业部与俄罗斯出口中心制定的 «２０１７ ~ ２０２４ 年俄罗斯农产品出口

发展战略» 确定ꎬ 到 ２０２４ 年俄罗斯将进一步提高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额ꎮ 全俄

农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奥西妮娜指出ꎬ “俄中农业合作前景广阔ꎬ 双方对在农业

领域开展互惠互利合作兴趣浓厚ꎮ 俄方还希望与中国在农业技术创新应用等方面

不断深化务实合作ꎬ 推动更多项目落地ꎮ”③

(二) 中俄农业产业化合作

中俄两国政府有关部门加强协调ꎬ 以区域化原则为指导ꎬ 以形成区域积聚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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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商务部: ２０２０ 年中俄农产品贸易额创历史新高»ꎬ 载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 «北京日报»ꎮ
«中俄两国产业界共探拓宽大豆合作路径»ꎬ ｈｔｔｐ: / /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ｓｊｓｈａｎｇｗｕｄ

ｔ / ２０１９１１ / ２０１９１１０２９１５７２７ ｓｈｔｍｌ
«农产品贸易成为中俄经贸合作新亮点ꎬ 俄罗斯 ６７％ 出口禽肉发往中国»ꎬ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ｚｈｉ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ｒｏｌｌ / ２０２００９０８ － ５４１０４ｈｎｔ



中俄共同保障粮食安全的合作研究　

应为目标ꎬ 科学安排农业生产布局ꎬ 形成中俄农业产业化合作的区域生产规模ꎬ
以期释放出更大的区域积聚效应ꎮ 中俄农业产业化合作主要集中在俄罗斯的阿穆

尔州、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和滨海边疆区 ３ 个联邦主体ꎮ 随着中俄两国各领域合

作的日益发展ꎬ 中国对俄罗斯的投资目的地亦随之不断向俄罗斯中西部腹地扩

展ꎬ 在俄罗斯的伏尔加格勒、 奔萨等地先后启动了中俄农业合作项目ꎮ
中俄东部毗邻地区以往的农业种植合作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合作基础ꎮ 仅以黑

龙江省为例ꎬ 该省对俄罗斯农业合作 ９０％ 以上的项目集中在俄罗斯远东地区ꎬ
其中阿穆尔州、 滨海边疆区、 犹太自治州、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农业合作项目分

别占该省对俄农业项目的 ３５ ９％ 、 ３２ ８％ 、 １９ ８％ 、 ７ ６％ ꎮ 对俄农业合作企业

主要来自黑河、 牡丹江、 鹤岗、 鸡西等边境市县ꎮ 该省对俄境外农产品生产基地

面积累计达到 ６４０ 万亩ꎬ 境内对俄果菜出口基地面积 １２０ 万亩ꎮ 截至目前ꎬ 对俄

劳务输出累计超过 １５ 万人次ꎬ 劳务总收入超过 ２０ 亿元人民币ꎮ
黑龙江省对俄农产品贸易额占该省农产品贸易总额的 ３０％ 左右ꎬ 排在贸易

对象国首位ꎮ 从俄罗斯进口农产品主要品种有大豆、 小麦和玉米ꎬ 其中大豆占其

农产品进口总额的 ８０％ 左右ꎻ 对俄罗斯农产品出口品种主要有蔬菜和水果ꎬ 占

其农产品出口总额的 ９０％左右ꎮ ２０１８ 年ꎬ 黑龙江省从俄罗斯进口粮食 ９０ ３ 万吨

(合计 ２ ７１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７５ ６％ (占俄罗斯粮食出口总量 １％ ꎬ 占全国进

口俄粮 ６０％ )ꎻ 对俄罗斯出口粮食 ３ ９ 万吨ꎬ 同比下降 １ ７％ ꎮ 回运粮食 ５２ ８ 万

吨ꎬ 同比增长 １ １ 倍ꎬ 其中进口大豆 ８１ 万吨ꎬ ２ ５８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６１ ３％ ꎮ
黑龙江省对俄罗斯农业合作已经呈现出如下态势: 第一ꎬ 双方合作规模不断

扩大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ꎬ 黑龙江省在俄罗斯农业备案投资企业达 １５９ 家ꎬ 占该

省对俄罗斯投资合作企业的 ４０ ８％ ꎮ 该省农业对俄罗斯备案中方总投资额 １２ ６４
亿美元ꎬ 占该省对俄罗斯总投资额的 １８ ０％ ꎬ 累计获得境外农业耕地面积 １ ４６１
万亩ꎬ 其中种植面积 ９９０ 万亩ꎬ 比 ２００５ 年增长 ５ 倍ꎬ 境外农业合作企业年生产

粮食 １７０ 万吨ꎮ 第二ꎬ 双方合作领域不断拓展ꎮ 对俄罗斯境外农业开发合作由过

去主要种植大豆和蔬菜发展到目前的玉米、 水稻、 青储饲料种植ꎬ 棚室蔬菜生

产ꎬ 生猪、 肉牛和禽类养殖ꎬ 粮食加工ꎬ 饲料加工及仓储物流运输等诸多领域ꎬ
大豆种植占在俄罗斯种植总面积的 ９０％以上ꎮ 养殖主要种类为鸡、 猪、 牛ꎮ ２０１８
年种植黄芪、 赤芍、 桔梗等中草药ꎬ 种植面积达到 ４ ０００ 公顷ꎮ 在粮食加工方

面ꎬ 对俄罗斯境外农业合作主要以大豆、 玉米和水稻加工为主ꎬ 也包括粮食加工

的下游产品ꎬ 如豆粕以及加工膨化颗粒饲料等ꎮ 截至目前ꎬ 黑龙江省企业在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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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畜牧养殖生猪存栏量达 ５ 万头、 牛 ７ ３００ 头、 禽 ３９ 万只ꎮ 第三ꎬ 双方合作组

织形式多样ꎮ 在多年的对俄罗斯农业合作实践中ꎬ 逐步形成了以重点企业为龙

头、 境外农业园区为支撑、 其他农业开发企业共同发展的格局ꎮ 目前ꎬ 黑龙江

在俄罗斯建设农业型园区 ８ 家ꎬ 占该省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 ５０％ ꎬ 累计投资

７ ０２ 亿美元ꎬ 上缴东道国税费 ５ ９７０ 万美元ꎮ 在组织形式上ꎬ 形成了企业自主

开发合作模式、 中俄企业合作联合开发模式、 农户联合开发模式和国企与民营

企业合作开发模式等 ４ 种合作模式ꎮ 其中ꎬ 企业自主开发合作模式占 ５０％ ꎬ 中

俄企业联合开发模式占 ３０％ 左右ꎬ 农户联合开发合作模式占 １０％ ꎬ 其他合作

模式占 １０％ ꎮ
对俄农业投资合作是中国的一个重要对外投资方向ꎬ 投资速度和所占比例整

体呈现出稳步增长的态势ꎮ ２０１５ 年ꎬ 中国对俄直接投资额为 ２９ ６１ 亿美元ꎬ 比

上年增长了 ３６７％ ꎬ 其中 １１ ７％为农林牧渔方面的投资ꎮ ２０１６ 年ꎬ 中国对俄直接

投资额为 １２ ９３ 亿美元ꎬ 比上年减少 ５６ ３％ ①ꎮ 中国在俄罗斯对农业产业项目的

投资涉及农产品生产、 收储、 加工、 物流、 销售等全产业链的各环节ꎬ 中国投资

主要集中在租种俄罗斯耕地和农业资源开发方面ꎮ 通过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建立农

业合作示范区ꎬ 中俄加强了双方的资源集聚整合ꎬ 有效推动了中国的农业科学技

术、 农机制造、 劳动力资源等优势生产要素禀赋与俄罗斯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优

势的有机融合ꎬ 促进双方粮食生产、 果蔬种植、 畜牧养殖以及农产品加工等合作

的良性发展ꎮ 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ꎬ 中国政府增加了对农业生产组织和单位的补

贴ꎬ 引导农业机械制造业的迅速发展ꎮ 目前ꎬ 中国机械制造企业的产品已在农

业、 林业、 畜牧业、 渔业等各个领域得到应用ꎮ 俄罗斯被认为是中国农业机械和

电子工业产品出口的主要消费者之一ꎮ 中俄在改进农业机械制造和农业机械贸易

方面的合作将不断加深②ꎮ
中国与俄罗斯开展农业合作效益较为显著ꎬ 双方的农业产业化合作格局

初步形成ꎬ 构建起了农业种植、 养殖、 加工和销售产业合作链条ꎬ 走出了一

条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国转移的新路子ꎬ 对我国商品粮基地建设具有重要的战

略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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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郭鸿鹏、 吴頔: « “一带一盟” 视阈下中俄农业合作发展研究»ꎬ 载 «东北亚论坛» 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ꎮ
Глеб Объедков Как Китай оценивал сель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йско － российско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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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俄共同保障粮食安全的内部影响因素

除受到世界气候变化、 国际粮食安全格局复杂多变、 国家间粮食安全关系不

正常、 国际粮食产业竞争残酷以及粮食定价权的激烈争夺等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

之外ꎬ 中俄共同保障粮食安全主要受到两国农业合作规模不够大、 双方受到棘手

的种子问题的困扰、 两国施肥标准不一、 中国赴俄罗斯的农业工作者必须过俄语

关、 中国农民赴俄罗斯的劳务大卡办理时间太长和费用过高、 中国对在俄从事农

业合作的农民没有对等补贴、 中国对俄农业合作投资风险保障不尽完善、 自俄回

运粮食进口关税没有优惠等内部因素的影响ꎮ

(一) 中俄农业合作规模较小

农业合作是中俄两国经济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ꎬ 其坚实基础是中国的劳动力

资源、 资本和技术优势与俄罗斯丰富的耕地资源优势等要素禀赋互补ꎮ 在开展农

业合作方面ꎬ 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和西伯利亚地区拥有地缘区位优

势ꎬ 便于开展农业产品贸易、 农业合作生产及其劳务合作ꎮ 未来双方应大力推进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高新技术等方面的合作ꎬ 以促进两国区域间的农业产业

化合作ꎬ 以期在更大规模和更高水平上保障两国粮食安全ꎮ
最近几年ꎬ 中俄农业合作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ꎬ 但是整体规模不大ꎮ 黑龙

江省企业和农民目前参与的农业合作项目遍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 １０ 个州区ꎬ 建

成总面积约 ４８ 万公顷的境外农产品生产基地ꎮ ２０１６ 年ꎬ 黑龙江省对俄农业境外

种植面积扩大至 ８７０ 多万亩ꎬ 粮食回运数量增长ꎬ 从 ２０１５ 年的 ３５ ８ 万吨增长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４０ 多万吨ꎬ 对俄企业数量约 １３０ 家ꎮ ２０１７ 年以来ꎬ 中俄农业合作成为

双边经贸合作中一个新的增长点ꎬ 两国农产品相互市场准入清单逐步扩大ꎬ 中方

从俄方进口农产品价值在 ３０ 亿美元以上ꎬ 成为俄罗斯的第一大食品进口国ꎮ 此

外ꎬ 中国企业还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积极推进种养加一体化农业合作项目ꎬ 经济社

会效益较好ꎮ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销售年度ꎬ 俄罗斯向中国出口大豆为 ８４ ６ 万吨ꎮ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５ 日ꎬ 俄联邦农业部发布消息称ꎬ ２０１９ 年ꎬ 俄罗斯有能力将对中国大豆出

口量增加到 １００ 万吨ꎬ 自 ２０２５ 年起ꎬ 将达到每年 ３７０ 万吨ꎮ 俄罗斯大豆联合会

估计ꎬ 未来 ５ 年ꎬ 俄罗斯对中国的大豆出口量有可能升至 １ ０００ 万吨ꎮ 中国市场

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大豆短缺ꎬ 俄罗斯远东地区在填补这一短缺方面有较大优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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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及大豆深加工产品位列远东地区农产品出口的第二位ꎮ 俄罗斯远东和北极发

展部长亚历山大科兹洛夫表示ꎬ 为了扩大大豆对中国出口量ꎬ 俄罗斯将开辟大

豆种植区ꎬ 高效种植该作物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５ 日中俄签署的 «关于深化中俄大豆

合作的发展规划» 为全面拓展和深化两国大豆贸易与全产业链合作指明了方向ꎮ
两国有关部门还签署了关于俄罗斯大麦等 ５ 项农产品准入的协议ꎬ 为双方不断加

快农产品贸易创造了条件ꎮ 中国海关总署发布公告ꎬ 将出口中国大豆产区扩展到

俄罗斯全境ꎬ 增加水路 (包括海运) 的运输方式ꎮ 双方不断推进全产业链合作ꎬ
从而构建起长期稳定的合作格局ꎮ 双方应强化农业产业化合作的风险意识ꎬ 最大

限度地降低合作的风险ꎮ
双方应发挥独特的地缘区位和生产要素禀赋等方面的优势ꎬ 充分利用当下有

利于双方开展农业合作的难得机遇ꎬ 构建起有效的中俄农业产业化合作渠道和机

制ꎬ 不断扩大双边农业产业化合作规模ꎬ 以保障各自国家粮食安全ꎮ

(二) 困扰双方的相关问题

在开展农业合作过程中ꎬ 中俄双方常常受到棘手的种子问题和两国施肥标准

不一的困扰ꎮ 世界各国都有 «种子法»ꎬ 对本国种子优良品种的筛选、 培育、 保

护、 销售、 种植推广以及出口等作出了严格详细的规定ꎮ 通常情况下ꎬ 严禁外来

种子入境ꎬ 只有签署合作协议ꎬ 才能通过正常渠道输入ꎬ 并允许在一定范围内种

植推广ꎮ 中俄之间目前没有签署相关协议ꎬ 对两国农业合作产生很大影响ꎮ 俄罗

斯各种蔬菜、 水果以及玉米、 黄豆等农作物的种子品种单一ꎬ 中国则相反ꎬ 品种

较为丰富ꎬ 可选择的余地较大ꎬ 但是因为两国没有签署相关协议ꎬ 对双方在蔬

菜、 水果和农作物种子合作方面产生很大消极影响ꎬ 不利于两国农业产业化合作

的规模化、 市场化、 系统化格局的形成ꎮ 中俄两国老百姓对肥料的认识存在很大

差异ꎮ 中国老百姓认为ꎬ 给耕地施加农家肥能够增强土地肥力ꎬ 一方面有利于养

地ꎬ 提高耕地的产出能力ꎬ 降低种地成本ꎬ 另一方面提高庄稼收成ꎮ 而俄罗斯老

百姓认为农家肥肮脏ꎬ 产生许多联想ꎬ 觉得太恶心ꎮ 两国老百姓这种对施肥认识

上的差异ꎬ 导致给耕地施肥存在较大矛盾ꎬ 而且无法调和ꎬ 俗话说 “入乡随

俗”ꎬ 中方需尊重俄方的习惯ꎮ

(三) 中国赴俄农业工作者手续复杂且费用较高

俄罗斯联邦教育和科技部将外国人或无国籍人士的俄语水平分为 ５ 个等级:
初级、 一级、 二级、 三级和四级ꎮ 俄语初级是指具备初级俄语交流技能ꎬ 可以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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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在一定情景下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文化领域的基本交流要求ꎮ 中国赴俄罗斯工作

的农业工作者必须过俄语关ꎬ 在国内先参加俄语培训班ꎬ 交一笔培训费ꎮ 到考试

的时候ꎬ 俄罗斯派专门人员前来出题考试ꎬ 还需要交考试费ꎮ
中国农业工作者赴俄罗斯从事农业经营活动ꎬ 需要办理赴俄罗斯的劳务大

卡ꎬ 官方说法为 “工作签证”ꎮ 办理时间太长ꎬ 一般需要两三个月ꎬ 而且费用过

高ꎬ 通常 ３ ０００ ~ ４ ５００ 美元之间ꎮ 俄罗斯各地区费用有很大的差异ꎬ 一般莫斯

科、 圣彼得堡的费用最高ꎮ 如果包签的话ꎬ ２ 万 ~ ３ 万人民币都是很常见的ꎮ 圣

彼得堡的工作签证包签需要花费 １６８ ８００ 卢布ꎬ 折合 ３ 万多元人民币ꎮ

(四) 中国对在俄从事农业合作的相关政策措施有待完善

在调研中ꎬ 中国一个在俄罗斯种地的农民说: “国家也应该给我们这些在国

外从事农业合作的农民相应的补贴ꎮ” 的确ꎬ 目前国家还没有对在境外从事国际

农业合作的农民给予相应的补贴ꎮ 为了减轻中国农民在境外从事农业活动的负

担ꎬ 增加其收入ꎬ 建议国家给予他们一定的补贴ꎬ 以鼓励他们并确保境外农业合

作的可持续发展ꎬ 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贡献ꎮ
中国在俄罗斯境内开展农业投资合作活动ꎬ 因俄罗斯自然环境、 天气状况不

稳定ꎬ 以及其他一些不确定性因素ꎬ 可能导致中国农民在俄罗斯的农业投资受到

较大的影响ꎮ 为此ꎬ 需要中俄两国政府或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建立中俄农业投资合

作风险基金ꎬ 一旦出现异常天气或其他自然灾害导致农业减产ꎬ 中国在俄罗斯开

展农业投资合作的农民可以获得一定的补偿ꎬ 不至于血本无归ꎬ 使他们能够继续

开展双边农业合作ꎮ 中国农民在俄罗斯或其他国家境内开展农业合作获得的粮

食ꎬ 在回运通过海关的时候ꎬ 按照通常的粮食进口关税征收ꎬ 使境外粮食回运的

利润空间缩小ꎬ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从事国际农业合作农民的积极性ꎮ 因而ꎬ 建

议国家能够对从俄罗斯或其他境外回运的粮食给予一定的关税优惠政策ꎬ 以增强

其控制国际农业合作的信心ꎮ

(五) 中俄农业合作信息服务体系不够健全

中俄在开展农业合作过程中双方的信息交流不够充分ꎬ 信息沟通渠道不畅ꎬ
这表明两国间的农业合作信息服务体系不完善ꎬ 对中俄双边开展农业贸易与产业

化合作带来了不利影响ꎮ 优质完善的信息服务保障体系可以大大加快两国农业贸

易与产业化合作的发展ꎬ 充分调动起两国相关企业的积极性ꎮ 优良的农业贸易与

产业化合作信息服务体系是双方开展农业全产业链合作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推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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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和基础条件ꎮ 因此ꎬ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ꎬ 随着中俄两国农业贸易与产业化合

作的不断发展和规模的不断扩大、 层次的日益提高ꎬ 中俄两国建立起完善的农业

贸易与产业化合作信息服务体系显得十分必要ꎬ 其迫切性和重要性不言而喻ꎮ 完

善的农业贸易与产业化合作信息服务体系将极大地推动中俄农业贸易与产业化合

作的快速发展ꎬ 有利于中俄共同保障粮食安全目标的实现ꎮ

四　 促进中俄共同保障粮食安全合作的举措

中俄互为毗邻大国ꎬ 山水相连ꎬ 无论从客观条件ꎬ 还是主观意愿出发ꎬ 两国

建立保障粮食安全的命运共同体是双方必然的选择ꎮ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和

俄罗斯实施各种遏制和制裁的背景下ꎬ 中俄在共同保障粮食安全等方面开展紧密

合作ꎬ 携手同行ꎬ 更是双方必然的选择ꎮ 为此ꎬ 我们试图提出推动中俄共同保障

粮食安全合作的具体举措ꎮ

(一) 中俄达成合作安全共识

中俄将两国共同保障粮食安全问题纳入各自国家安全战略ꎬ 达成合作安全共

识ꎮ 两国不断加强农业产业化合作ꎬ 提高粮食产量ꎬ 丰富农产品品种ꎬ 供应两国

粮食消费市场ꎬ 从而来实现共同保障粮食安全的目标ꎮ 中俄两国共同保障粮食安

全ꎬ 对东北亚地区乃至世界粮食安全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战略意义ꎮ 因此ꎬ 中俄应

不断增强双边战略互信ꎬ 消除疑虑ꎬ 秉持合作共赢的理念ꎬ 践行共同安全观与合

作安全观ꎬ 通过加强双边农业产业化合作以确保各自国家粮食安全ꎮ

(二) 稳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不断完善和稳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ꎬ 不断改革粮食收储制度ꎬ 进一步完

善粮食等农产品价格的形成机制ꎮ 对粮食市场进行宏观调控ꎬ 使粮食流通更加有

序、 市场运行更加平稳ꎮ 深入实施 “五优联动”ꎬ 即优粮优产、 优粮优储、 优粮

优加、 优粮优购和优粮优销ꎬ 最终发展成为粮食产业强国ꎮ 认真落实粮食安全地

方长官负责制ꎬ 使中央和地方共同负责的粮食安全保障机制日趋完善①ꎮ

(三) 制订国家间和区域间长期农业合作战略

中俄要素禀赋优势互补仅是双方合作的客观条件ꎬ 中俄两国政府间和地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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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制订长期合作战略ꎬ 这既是双方合作意愿的体现ꎬ 也是双方保持长期合作的一

种约定ꎮ 中俄双方应充分发挥生产要素禀赋互补优势ꎬ 联合制订国家间或区域间

农业合作长期战略ꎬ 如 «中俄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合作发展规划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４
年)» 和 «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及贝加尔地区农业发展规划» 对两国区域

间农业合作作出具体安排ꎬ 有助于促进形成双边农业产业化合作机制和产业链及

其可持续发展ꎬ 使两国共同保障粮食安全具有延续性和可靠性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ꎬ “中俄远东合作将迎来丰收季ꎬ 开启两国地方合作的新

时代”ꎮ 俄罗斯的大欧亚战略以及 “向东看” 政策与中国领导人提出的 “一带一

路” 倡议有一定契合ꎬ 尤其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ꎬ “一带一盟” 对接为两国东部

地区合作提供了历史机遇①ꎮ 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和西伯利亚地区拥

有独特的地缘区位优势ꎬ 有助于推动双方农业产业化合作ꎬ 双方不断扩大农业产

品贸易规模、 合作生产和劳务合作ꎮ 双方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高新技术

等方面合作的力度ꎬ 使双方区域间的农业产业化合作在更大规模和更高水平上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ꎮ

(四) 不断完善两国有关农业合作的相关政策法规

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ꎬ 中俄双方可以通过 “绿箱” 等倾斜政策和有关

法律法规来扶持和保护两国开展农业产业化合作ꎬ 为中俄共同保障粮食安全合作

提供切实保障ꎮ 在种子、 化肥、 生产、 农药、 管理、 收储、 加工和销售 (包括粮

食回运) 等各个环节都给予相应的配套政策法规扶持ꎬ 使之得以顺利开展ꎬ 从而

实现共同保障各自国家粮食安全的目标ꎮ

(五) 不断增强共同抵御风险的能力

自然因素、 政策因素、 社会文化因素等对我方与俄方开展农业产业化合作产

生较大影响ꎬ 因而双方应不断增强农业产业化合作的风险意识ꎬ 扩大投保相关险

种范围ꎬ 努力将双方合作的各种风险降至最低ꎬ 从而不断增强共同抵御风险的能

力ꎮ 中俄应建立主要用于双边农业合作的共同保险基金ꎮ 为了降低双边农业合作

风险ꎬ 两国依靠地方政府和大企业联合出资共同建立农业风险基金ꎬ 这是确保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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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农业合作顺利开展的重要工具①ꎮ

(六) 建立国家多级粮食储备主体体系

在世界粮食安全比较严峻的背景下ꎬ 一方面需要满足我国居民对粮食及其食

品的正常需求ꎬ 另一方面还必须在国家粮食战略储备、 粮食市场调控等重点方向

上不断提高国家粮食安全的保障能力ꎮ 借鉴我国粮食储备体系ꎬ 中俄需要建立并

完善 “藏粮于地” “藏粮于民” “藏粮于技” 的国家多级粮食储备主体体系ꎬ 以

保障农业耕地生产能力的可持续性ꎬ 不断增强国家粮食仓储的整体技术和储备

能力ꎮ

(七) 构建共同保障粮食安全的长效合作机制

为了确保国家粮食安全ꎬ 在以往合作经验的基础上ꎬ 中俄两国通过协商采取

较为行之有效的措施开展广泛的农业产业化合作ꎬ 逐步构建起中俄共同保障粮食

安全的长效合作机制ꎮ 该机制包括中俄共同保障粮食安全的安全合作机制和多层

次定期磋商机制以及中俄农业产业化合作扶持机制ꎮ 粮食安全观是国家安全观之

一ꎮ 中俄具有相同或相近的国家安全观ꎬ 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中俄共同保障粮食安

全的合作机制ꎬ 对于两国共同保障粮食安全将发挥重要作用ꎮ 中俄总理定期会晤

机制及其下设各领域分委会为中俄全面合作进行顶层设计ꎬ 对于不断深化双边全

方位合作发挥着重要指导作用ꎮ 在区域合作层面ꎬ 在中俄两国发展理念高度契合

的基础上ꎬ 双方建立了 “东北—远东” (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地方合

作理事会) 和 “长江—伏尔加河” (中国长江中上游地区和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

联邦区地方合作理事会) 两大地方区域性合作机制ꎬ 缔结了 １３０ 多对友好城市及

友好省州ꎮ 中俄之间业已形成了多层次定期磋商机制ꎬ 再加上 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９ 年为

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ꎬ 为中俄共同保障粮食安全合作创造了良好条件ꎮ 另外ꎬ 需

构建中俄农业产业化合作扶持机制: 各级财政扶持资金给予对俄农业合作专项支

持、 出台金融扶持及补贴政策、 设立境外大豆种植扶持专项基金②ꎮ

(八) 构建双边长期开展农业产业化合作的模式

中俄跨境农场合作模式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中俄农业生产要素互补性优势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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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俄罗斯境内建立的跨境农场ꎬ 以寻求中俄在农业领域的互利双赢合作ꎮ 该

模式是中国在开展对外国际农业合作方面的成功实践ꎬ 其对中国降低对农产品进

口贸易依赖度将发挥较为重要的作用ꎮ 中俄跨境农场充分激发双方农业生产要素

的集聚优势ꎬ 合作种植大豆ꎬ 以保障中国从俄罗斯进口有机高品质的大豆ꎬ 满足

中国市场对高质量农产品的需求ꎮ
中俄农业全产业链合作模式是指建立俄罗斯粮食生产、 采购、 加工、 储运、

销售等全产业链合作体系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７ 日ꎬ 在上海国丰酒店隆重举行了中俄

粮食走廊———加工及转口贸易项目签约仪式ꎮ “中俄粮食走廊” 项目是最近几年

来中俄双边农业合作中一个最重要的合作项目ꎬ 借助辽宁自贸试验区营口片区与

俄罗斯在粮食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ꎬ 实现互利互惠ꎮ 每年从俄罗斯进口 ３０ 万

吨非转基因玉米ꎬ ５ 年内将增长到 ３００ 万吨ꎬ 用于加工和转口贸易ꎮ 该项目旨在

构建俄罗斯粮食生产、 采购、 储运、 加工、 销售中心ꎮ 按计划ꎬ 每年在俄罗斯合

作生产粮食 ２ ０００ 万吨ꎬ 出口到中国或转口至其他国家销售ꎮ

(九) 不断完善粮食安全应急预警系统

中俄双方不断完善粮食安全应急预警工作ꎬ 及时准确地掌握世界市场粮食供

需平衡动态ꎬ 及时向政府决策部门反馈ꎬ 供政府采取相应政策措施时参考ꎮ 两国

各自建立起完善的全国性粮食安全应急预警系统ꎮ 中俄应加强粮食安全应急预警

系统的建设和完善ꎬ 强化监督和管理ꎬ 增强应对粮食领域突发事态的能力ꎬ 以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ꎮ

(十) 积极开展粮食国际贸易与合作

积极开展粮食国际合作与贸易是保障国家粮食的一个重要途径ꎬ 可以使国内

粮食来源渠道多元化ꎬ 成为粮食供给的一个重要补充ꎮ 中国应积极开展粮食国际

合作与贸易ꎮ 着力开展粮食国际合作ꎬ 培育国际大粮商ꎬ 扶持拥有雄厚实力的中

国粮食企业 “走出去”ꎮ 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选点建立 “境外粮仓”ꎬ
即粮油生产基地ꎬ 不断完善加工、 仓储和物流等相关配套设施ꎬ 双方优势互补ꎬ
合作共赢①ꎮ 扩大粮食国际贸易规模ꎬ 使我国粮食进口来源、 渠道和结构日益多

元化ꎮ
(责任编辑　 张红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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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务锋: «着力提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保障水平»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