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２５ 年第 １ 期

安全化逻辑与产业崛起:
以俄罗斯粮食产业为中心的考察

赵　 岚

【内容提要】 　 克里米亚危机后ꎬ 俄罗斯不仅摆脱了粮食供给的对

外依赖ꎬ 还将粮食出口转化为应对国际竞争的战略工具ꎮ 本文以安全化

理论为基础ꎬ 结合俄罗斯粮食产业的发展历程ꎬ 解析粮食产业得以崛起

的原因、 作用机制及背后的政治逻辑ꎮ 粮食产业具有安全化生成基础:
粮食供给稳定关乎民众的基本生活和生命保障ꎬ 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ꎬ
超越市场正常波动的粮食供给危机需要通过政府予以管控ꎬ 政策制定者

有意主动对粮食议题进行升级以保障粮食安全ꎮ 通过 “拉响警铃” “塑

造敌人” “政策洗牌” 三项安全化策略ꎬ 俄罗斯粮食产业发展升级为国

家安全议程ꎮ ２０１４ 年后ꎬ 西方国家对俄制裁改变了俄罗斯粮食供给的

国际环境ꎬ 普京总统亦需要扶持新的联盟力量以巩固政权稳定ꎮ 普京政

府通过粮食安全推动本国粮食产业的崛起ꎮ 具体而言ꎬ 首先ꎬ 俄罗斯对

内强化粮食自主对国家安全的特殊地位、 对外明确粮食贸易对政权稳定

的安全价值以升级粮食安全议题ꎻ 其次ꎬ 俄罗斯对内锚定国际贸易对本

国粮食自主的威胁、 对外锚定西方国家出口优势对本国政权稳定的干预

以塑造威胁来源ꎻ 最后ꎬ 俄罗斯对内提供积极的政策支持、 对外拉拢粮

食贸易伙伴以促进粮食产业发展ꎮ 正因如此ꎬ 俄罗斯加强了对粮食安全

的保障能力并成长为全球粮食出口的主要国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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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 年克里米亚危机后ꎬ 俄罗斯面临愈演愈烈的经济制裁ꎬ 经济发展遭受

了沉重打击ꎬ 然而俄罗斯的粮食产业却逆势崛起ꎬ 成为俄罗斯出口创汇的主要来

源之一ꎮ 苏联解体初期ꎬ 俄罗斯的农业衰退明显ꎮ １９９０ 年农业在俄罗斯国内生

产总值中占比为 １５ ４％ ꎬ ２０００ 年后农业占比下降至不足 ６％ ꎬ 仅有三分之一的农

场处于盈利状态①ꎮ 但在 ２０１４ 年后ꎬ 俄罗斯农业迅速复兴ꎬ 不仅粮食安全水平

获得大幅改善ꎬ 农业还成为经济中的亮点ꎮ 在西方经济制裁最严厉且国际能源价

格最低的 ２０１５ 年ꎬ 农业是俄罗斯少数仍然实现净增长的部门ꎮ ２０１６ 年俄罗斯粮

食出口收入首度超过武器出口ꎮ ２０１７ 年俄罗斯粮食产量首次突破 １ 亿吨②ꎬ 达到

近 ４０ 年来的最高水平ꎮ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成为全球最大的小麦出口国以及全球最主

要的大麦和玉米出口国ꎮ 如今ꎬ 俄罗斯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粮食出口国之一ꎬ
向包括土耳其、 中国、 哈萨克斯坦、 埃及等 １６０ 个国家出口粮食ꎬ 其粮食供给是

埃及、 叙利亚等国最主要的粮食来源ꎮ 与 ２０ 世纪末相比ꎬ 俄罗斯的农业不仅实

现了跨越式发展③ꎬ 还成为俄罗斯经济发展的驱动器④ꎮ
２０２２ 年俄乌冲突爆发后ꎬ 俄罗斯农业大国的地位进一步凸显ꎬ 粮食出口成

为其配合外交行动的战略资源以及进行政治博弈的经济工具⑤ꎮ 由于俄罗斯宣布

收紧粮食出口并中止化肥贸易ꎬ 国际粮价突破历史新高ꎬ 全球粮食贸易的保护主

义复兴ꎬ 脆弱国家因粮价暴涨而面临政局动荡风险ꎬ 这在全球粮食市场中引发了

“蝴蝶效应”⑥ꎮ 根据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统计ꎬ ２０２２ 年全球有近 ８ 亿人处于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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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岚、 李巍: «俄乌冲突的 “蝴蝶效应” 与中国粮食安全的地缘风险»ꎬ 载 «太平洋

学报» 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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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饥饿状态ꎬ 其中有 ３ ５ 亿人面临重度粮食不安全威胁ꎬ 同比增长 ８０％ ꎬ 超越了

２０２１ 年全球饥饿人口最高纪录①ꎮ 其中ꎬ 有 ３３ 个面临饥饿威胁的国家对俄罗斯

和乌克兰小麦出口依赖超过 １０％②ꎮ 俄罗斯即使在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签署了 «黑海港

口农产品外运协议»ꎬ 也反复以本国无法获得安全保障为由ꎬ 威胁中止或拒绝延

长该协议ꎬ 意图以此为战略楔子撬开西方国家全面制裁和限制措施的缺口③ꎮ 而

随着俄罗斯在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宣布退出该协议ꎬ 全球粮食供给呈现出长期不安全

态势ꎮ
俄罗斯的粮食产业为何能够在短时间内扭转颓势ꎬ 甚至成为其应对国际竞争

的武器? 普京总统如何推动粮食产业进入国家经济政策的议事日程ꎬ 采用了哪些

策略推动其粮食产业崛起? 本文目的在于梳理俄罗斯粮食产业发展过程ꎬ 阐释粮

食这一国家战略性产业崛起的安全化逻辑ꎮ 与其他经济领域不同ꎬ 粮食兼具生存

必需品、 战略物资等多重属性④ꎬ 其产业发展与国家政权稳定、 国家政治自主息

息相关ꎬ 粮食安全因此是国家安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ꎮ 因此ꎬ 厘清俄罗斯粮食

产业崛起的安全化逻辑既可以丰富对粮食安全的战略研究ꎬ 还可以揭示在粮食领

域中相互依赖 “武器化” 的来源ꎬ 对中国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一　 既有研究及不足

粮食安全是冷战后传统安全问题向非传统安全问题延伸的产物ꎬ 现有研究主

要围绕国家生存所存在的脆弱性及因此产生的威胁进行分析ꎮ 一国的粮食安全可

以看作是本国粮食供给免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的一种状态ꎮ 就粮食安全的实现方

式而言ꎬ 既有研究基本已经形成共识ꎬ 即一国可以通过国内生产或国际贸易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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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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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满足粮食分配的需求ꎬ 以实现其经济和社会收益①ꎮ 在探究俄罗斯粮食安全

与跨国经济活动之间关系的既有文献中ꎬ 基于粮食安全实现方式的差异ꎬ 研究成

果分为重视利益的自由主义视角和重视权力的现实主义视角ꎮ 自由主义学者认为

俄罗斯尚未充分融入全球粮食市场ꎬ 这阻碍了其农业资源禀赋优势的发挥ꎬ 不利

于其粮食安全状态的增益ꎻ 现实主义学者认为俄罗斯已经过度融入全球粮食市

场ꎬ 反而遏制了其粮食产业的发展ꎬ 威胁到俄罗斯的粮食安全ꎮ
自由主义视角以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观点为基础ꎬ 以提高效率为经济活

动的核心考量②ꎬ 着力强调国际贸易对保障粮食安全的积极作用ꎮ 莱因哈德舒

马赫等学者认为ꎬ 国际贸易不仅有助于不发达国家参与全球农业价值链ꎬ 利用国

际粮商提供的廉价农产品改善本国粮食安全水平ꎬ 还能够激励发展中国家主动提

高农业生产效率ꎬ 从而提高本国的粮食供给自主性③ꎮ 兹维勒曼指出ꎬ 俄罗斯

通过国家手段过度干预农业发展ꎬ 未能推动俄罗斯融入全球粮农体系之中ꎬ 才导

致俄罗斯不仅没有在国际竞争中发挥农业资源禀赋优势ꎬ 反而需要为农业的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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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承担巨额财政支出ꎬ 以至于俄罗斯不时处于粮食供给不足的危机之中①ꎮ 自

由主义视角过于关注粮食的商品属性而忽视了战略属性ꎬ 亦未能充分关注全球粮

食贸易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性ꎬ 因此难以解释ꎬ 相较于苏联时期ꎬ 为何俄罗斯在融

入国际粮食市场后依然面临着严峻的粮食安全风险? 为何普京总统在加强对农业

的政策支持力度后反而改善了俄罗斯粮食安全形势?
现实主义视角的研究继承了戴维  鲍德温的 “ 经济权术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ｃｒａｆｔ)” 观点ꎬ 认为在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中ꎬ 脆弱性较低的国家在对外活

动中拥有权力优势ꎬ 而脆弱性较高的国家在外交行动中受到更多限制②ꎮ 其一ꎬ
权力来源于粮食贸易中的比较优势ꎮ 基欧汉和奈认为粮食贸易的不对称相互依赖

具有战略意义ꎬ 并以 １９７４ 年美苏农产品贸易争端为例探究不对称相互依赖作为

政治工具的可能性③ꎮ 罗伯特帕尔伯格进一步论述了这种来源于粮食贸易比较

优势的权力ꎬ 将其命名为 “粮食权力 (Ｆｏｏｄ Ｐｏｗｅｒ)”④ꎮ 张宏洲在借鉴彼得瓦

伦斯滕 (Ｐｅｔｅｒ Ｗａｌｌｅｎｓｔｅｅｎ) 关于稀缺资源作为政治武器的研究基础上⑤ꎬ 分析了

用以惩罚对手的 “粮食武器” (Ｆｏｏｄ Ｗｅａｐｏｎ) 能够发挥效用的条件⑥ꎮ 以此为基

础ꎬ 奥恩维瑟等学者指出ꎬ 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操之过急的土地私有化改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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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化逻辑与产业崛起: 以俄罗斯粮食产业为中心的考察　

及不切实际的农业开放政策削弱了本国对农业生产的控制ꎬ 不仅使其粮食生产受

国际资本干扰ꎬ 而且粮食供给遭遇国际市场中廉价农作物入侵ꎬ 以至于俄罗斯粮

食安全形势逐渐恶化①ꎮ 以史蒂芬伟伦为代表的学者对俄罗斯在全球粮食市场

中的脆弱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粮食安全风险进行了分析ꎬ 指出俄罗斯需要加强粮食

产业的自主性ꎬ 进一步提高本国粮食生产的效率并继续扩大粮食出口ꎬ 才能保障

其粮食安全②ꎮ
其二ꎬ 权力来源于国家在国际经济网络中的节点地位ꎮ 亨利法雷尔和亚伯

拉罕纽曼提出权力来自一国在网络结构中的节点位置ꎬ 以至于节点国家更加有

能力对他国实施强制ꎬ 从而获得更大的权力③ꎮ 玛蒂娜萨托里和斯特凡诺夏

沃等人探究了全球粮食贸易的网络结构ꎬ 提出全球粮食贸易网络处于出口国相对

集中、 进口国较为分散的结构之中ꎬ 因此包括美国、 俄罗斯、 加拿大在内的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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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粮食出口的节点国家拥有利用粮食出口威胁其他国家的权力①ꎮ 周锡饮等学

者比较了俄罗斯在能源和粮食贸易网络中的节点地位ꎬ 指出在 ２０２２ 年俄乌冲突

爆发后ꎬ 由于俄罗斯在全球粮食网络中的节点地位相较于能源网络而言更为强

大ꎬ 即使粮食出口规模小于能源出口ꎬ 俄罗斯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了更严重的影

响ꎬ 全球谷物网络因地缘冲突受到了更加严峻的冲击②ꎮ
现实主义视角将粮食权力视为资源禀赋优势所造就的权力ꎬ 但是未能关注到

这种权力不仅是市场自发形成ꎬ 更是国家主动干预的结果ꎮ 因此ꎬ 现实主义视角

难以解释苏联为何未能发挥其农业资源禀赋优势ꎬ 亦难以说明俄罗斯为何在不断

强调粮食安全重要性的同时仍然大力支持并推动俄罗斯参与全球粮食贸易ꎮ 最重

要的是ꎬ 现实主义视角未能解释俄罗斯粮食产业为何能迅速突破短板逆势崛起ꎬ
成为国家对外战略的工具ꎮ

总体而言ꎬ 上述研究偏重于探究粮食的单一属性ꎬ 缺乏对粮食多重属性的关

注ꎬ 因此也未能意识到粮食产业发展与保障粮食安全可遵循相同逻辑ꎮ 事实上ꎬ
处于大国战略竞争中的国家需以粮食供给自主为基础ꎬ 并推动粮食产业全球扩张

以增进本国粮食安全ꎮ 因此ꎬ 粮食的政策导向应当涵盖提高本国粮食生产水平和

处理与出口对象政治关系两方面的内容ꎬ 即同时包括产业发展和粮食安全ꎮ 有鉴

于此ꎬ 本文引入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理论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ꎬ 探究在地缘

政治压力愈发严峻的背景下ꎬ 俄罗斯如何兼顾粮食安全与产业发展ꎬ 还将粮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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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塑造为地缘政治竞争的新武器ꎮ 本文认为ꎬ 俄罗斯充分利用并放大其粮食产业

的安全价值ꎬ 借由地缘冲突对其粮食供给现状的改变ꎬ 主动将粮食产业发展升级

为国内、 国际安全议程中的核心议题ꎮ 通过一系列 “安全化” 操作ꎬ 俄罗斯提

升了粮食议题在政治经济议程中的优先级ꎬ 从而推动粮食产业获得更多的政治经

济资源ꎬ 最终实现了粮食产业的逆势崛起ꎮ

二　 安全化助推粮食产业发展的逻辑

探究粮食产业发展的安全化逻辑ꎬ 一方面需明确粮食产业能否实现安全化ꎬ
即厘清粮食议题本身的安全价值、 粮食安全议题生成的外部动力以及政治精英的

主观意愿ꎻ 另一方面需剖析粮食产业如何实现安全化ꎬ 即阐释如何强化安全价

值、 确定威胁来源以及进行政策调整ꎮ

(一) 粮食产业 “安全化” 的生成基础

巴里布赞认为ꎬ 安全问题是指对某种指涉对象形成了具有明显特征的存在

性威胁 (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 ｔｈｒｅａｔ)ꎬ 因此必须采用非常规手段应对这一威胁①ꎮ 哥本哈根

学派用 “例外逻辑”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 强调安全议题处理过程的特殊性②ꎮ
事实上ꎬ 只有特定的行为主体在特定的情况下使用特定的方式才能够实现成功的

安全化③ꎮ 这种各行为体对某种威胁来源塑造共同认知的过程ꎬ 正凸显了安全的

“主体间性” 特征ꎬ 安全化实践成功与否亦取决于 “主体间性”④ꎮ 因此ꎬ 应当

基于安全化的 “主体间性”ꎬ 从所涉议题的安全价值、 分析客体的安全现状以及

安全施动主体的主观意愿三方面探究粮食议题的安全化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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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ꎬ 粮食产业安全化的生成前提在于ꎬ 粮食作物本身具有安全价值ꎬ 其所

面临的潜在威胁对国家安全的确造成了负面后果ꎮ 尽管 “安全化” 是行为体对

议题的建构过程ꎬ 然而ꎬ 潜在的 “存在性威胁” 对于战略能否成功依然最为重

要ꎮ 就粮食议题而言ꎬ 粮食本身就兼具经济属性和战略属性ꎬ 因此粮食供给议题

存在被纳入安全框架之中的前提ꎮ 其次ꎬ 粮食产业安全化的生成动力在于ꎬ 有悖

于市场发展规律的危机改变了粮食供给的现状ꎬ 以至于这一改变无法通过常规的

政治手段予以应对ꎬ 必须升级粮食议题在政治决策中的优先排序ꎬ 必须通过国家

强势的政策干预以应对这一紧急状态ꎮ 最后ꎬ 粮食产业安全化的生成条件在于ꎬ
具有政治权威的施动者主动在政治决策议程中对粮食议题进行升级ꎬ 以便于其获

得额外的政治经济资源ꎮ 由于粮食产业在国民经济结构中比重较弱、 经济收益率

低ꎬ 政治权威在经济议程中对粮食议题的升级通常面临着合法性质询ꎬ 因此更加

有赖于通过安全化操作对其政策调整动因进行安全建构ꎬ 从而使得政治精英在获

取农业产业联盟政治支持的同时实现经济收益的增长ꎮ

(二) 粮食产业安全化的操作策略

完整的安全化操作策略不仅包括在所涉议题中建构共同的安全认知ꎬ 还包括

与施动者叙事逻辑相一致且能够有效改善安全状态的一系列战略措施①ꎮ 对于具

体议题的安全化实践ꎬ 其操作策略应当通过官方行动聚焦议题安全价值ꎬ 在安全

化操作中 “拉响警铃”ꎻ 随后强调政治对手所造成的安全威胁以 “塑造敌人”ꎻ
最后对所涉议题增加经济政治资源投入ꎬ 此举可以称为是 “政策洗牌”ꎮ 这三种

策略将推动安全施动者改变议题的安全现状ꎬ 从而使其免受安全威胁甚至成为外

交武器ꎮ
首先ꎬ 通过强化所涉议题的安全价值 “拉响警铃”ꎬ 以启动安全化操作ꎮ 安

全实践的起步是突出常规政治议题对集体造成的生存威胁②ꎮ 安全施动者需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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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ꎬ 那么 ‘我们’ 将不复存在或者无法以独立的方式处理问

题”①ꎬ 从而将 “安全” 与存在性威胁和极端必要性的逻辑相等同ꎬ 使其后续的

安全化操作更为合理和必要ꎮ 在国内政策话语中ꎬ 通过强调粮食生产自主的生存

必需性ꎬ 从而 “拉响警铃”ꎬ 使得粮食生产从常规经济议题升级为国家安全议

题ꎮ 在粮食安全化的策略中ꎬ 通过强化粮食作物的生存必需品特征ꎬ 突出粮食进

口所造成的严峻威胁ꎮ 此举有助于在国内塑造超越既有政治经济联盟的共同体ꎬ
从而为有悖于常规的政策调整提供合理性ꎮ

在对外公开活动中ꎬ 通过强调粮食贸易的不完全竞争性ꎬ 从而 “拉响警

铃”ꎬ 使粮食国际贸易由跨国经济活动升级为经济外交行为ꎮ 随着全球粮食贸易

的规模逐渐扩大ꎬ 粮食贸易的权力属性被隐藏在粮食自由贸易所带来的便利之

中ꎬ 垄断的全球粮食贸易结构对全球粮食市场的扭曲被忽视②ꎬ 因此粮食安全常

常被看作是一个经济问题而非政治问题③ꎮ 然而当前全球粮食系统运行的根本缺

陷正是垄断性全球粮食贸易结构所致ꎮ 在少数国家主导全球粮食贸易的情况下ꎬ
国家对全球粮食贸易体系弱弹性特征关注不足、 对粮食出口大国通过投资和贸易

干预进口国政治自主性的判断不足ꎬ 以至于诸多国家对突发性粮食贸易中断的应

对预案不足④ꎮ 因此ꎬ 在粮食安全化的策略中ꎬ 通过强调粮食贸易的不对称性对

进口国家带来的粮食安全威胁ꎬ 粮食贸易被升级为外交活动中的核心议题ꎮ
随后ꎬ 通过锚定安全威胁来源 “塑造敌人”ꎬ 从而为超越常规的安全化行动

提供正当性ꎮ 在安全化操作中ꎬ 敌友关系创造了忠诚和团结的基础结构ꎬ 支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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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施动者有效决策的能力①ꎮ 通过锚定威胁来源ꎬ 安全化施动者将不同利益诉

求的群体纳入一个集体之中ꎬ 谋求共同的、 高于常规政治诉求的 “安全” 目标ꎬ
从而使得安全化施动者能够在行动中获得更多的支持②ꎮ

在国内协商中ꎬ 突出国际贸易对本国粮食生产自主性的破坏ꎬ 以便将国内粮

食生产框定在爱国主义范畴之中ꎬ 推动国内粮食产业崛起ꎮ 由于农业具有自然依

赖性高、 需求弹性小等弱质性特征③ꎬ 且粮食议题涵盖分配公平、 劳动力转移、
土地分配、 环境保护等多个议题领域④ꎬ 因此尽管粮食相关议题在政治议程设置

中相当重要ꎬ 但各方的利益诉求往往难以聚集ꎮ 故而ꎬ 通过突出国际贸易对当前

粮食自主性的破坏ꎬ 框定了粮食议题协商的讨论边界ꎬ 有助于推动粮食产业发展

的相关政策能够迅速取得共识ꎮ
在经济外交活动中ꎬ 强调粮食贸易对象的地缘政治属性ꎬ 以便基于地缘关系

开展粮食贸易合作ꎮ 在全球粮食贸易市场中ꎬ 少数实现了规模化、 现代化生产的

粮食大国是粮食供给的主导方ꎬ 这种优势会通过国际贸易不断强化ꎮ 在粮食安全

化的策略中ꎬ 通过强调粮食作物的战略物资特征ꎬ 突出粮食进口来源与本国外交

政策自主间的密切联系ꎬ 以保障国家的粮食供给免受地缘政治竞争对手威胁⑤ꎮ
此举有助于将粮食贸易往来纳入各国开展外交关系的考量之中ꎮ

最后ꎬ 突破既有规则约束进行 “政策洗牌”ꎮ 随着粮食安全在政策议程中的

排序升级ꎬ 粮食产业发展能够调用更多政治经济资源ꎬ 甚至促使其他议题为粮食

安全的政策实施让步ꎬ 从而通过一系列制度化措施巩固粮食安全议题的特殊性ꎬ
并改善粮食安全状态ꎮ 在此期间ꎬ 即使相关政策实施的经济成本高昂、 其他经济

领域的收益受损ꎬ 但是在现实安全威胁或安全焦虑的影响下ꎬ 决策者对经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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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敏感度也会有所降低①ꎬ 甘愿接受由此带来的高昂代价ꎮ 在国内政策调整中ꎬ
通过向粮食生产进行有倾向性的资源分配ꎬ 弥补本国在粮食生产中的短板、 保

障粮食生产自主权ꎮ 一方面ꎬ 通过设置生产红线ꎬ 使本国粮食自给率大幅提高

且国外资本在国内产业发展中的参与度快速降低ꎬ 从而加强本国在粮食产业发

展中的主导地位ꎮ 另一方面ꎬ 通过实施正向的产业扶持ꎬ 本国的农业生产者可

获得更多经济资源ꎬ 从而提升本国粮食生产的国际竞争力以推动粮食产业的

崛起ꎮ
在对外政策实践中ꎬ 通过主动开展经济外交提高在粮食贸易中的主导权ꎮ 一

方面ꎬ 通过实施经济制裁、 提高贸易壁垒等方式削弱与政治对手的粮食贸易往

来ꎻ 另一方面ꎬ 通过开放粮食贸易窗口或开展粮食援助等方式拓展与地缘政治盟

友的粮食贸易往来ꎬ 最终塑造以本国为核心的粮食贸易网络ꎮ
综上ꎬ 本文继承并扩展了安全化的研究路径ꎬ 搭建了一个从粮食安全角度

理解粮食产业发展的分析框架ꎮ 安全化操作能够开展的基础在于ꎬ 粮食议题本

身具有安全价值、 供需现状发生剧烈改变且政治精英有意施动ꎮ 以安全化催化

粮食产业发展的操作策略体现为强化安全价值、 塑造威胁来源以及调用政策资

源三方面ꎮ 通过一系列安全化策略ꎬ 粮食产业的经济利益与国家安全诉求之间

的联系被激活和强化ꎬ 粮食产业得以在国内实现产业发展、 在国际抢占更多市

场ꎬ 成为国家经济发展中的 “砥柱” 以及护卫国家安全的屏障ꎬ 甚至对国际关

系产生重要影响ꎮ 俄罗斯粮食产业迅速崛起的过程在这一分析框架中可以得到

详尽诠释ꎮ

图 １　 安全化助推粮食产业发展的机制

９２１

① 管传靖: «安全化操作与美国全球供应链政策的战略性调适»ꎬ 载 «国际安全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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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俄罗斯粮食产业安全化的生成基础

相较于大多数国家而言ꎬ 俄罗斯拥有关于粮食短缺危及政权稳定的历史记

忆ꎬ 粮食安全与政治安全密切相关ꎬ 正因如此ꎬ 俄罗斯在粮食产业实施安全化的

启动中具有独特优势ꎮ 俄罗斯经济发展中潜在的粮食安全威胁、 地缘政治环境对

粮食安全状态的强势改变以及领导人对扩展粮食产业的主观意愿ꎬ 均为俄罗斯以

安全为名催化粮食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ꎮ

(一) 对外依存凸显粮食安全价值

苏联解体后ꎬ 俄罗斯在农业领域进行了强有力的去集体化措施ꎬ 加速向市场

经济过渡ꎬ 导致国际资本迅速进入俄罗斯粮食产业ꎬ 其国内生产一定程度上被国

际进口所取代ꎬ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ꎬ 俄罗斯进一步融入了由少数国家主导的

全球粮食贸易体系ꎬ 以至于粮食供给的对外依存日益增加ꎮ 正因如此ꎬ 对外依赖

对俄罗斯粮食主权的挑战凸显出粮食安全的价值所在ꎬ 这种挑战体现为国际市场

对俄罗斯本国粮食生产主体和生产方式的改变ꎮ
其一ꎬ 跨国粮企挑战了小农农场在粮食生产中的核心地位ꎬ 俄罗斯本国粮食

生产者面临生存挑战ꎮ 苏联解体后ꎬ 俄罗斯开启了农业私有化进程ꎬ 根据 １９９１
年 «集体农庄和国有农场改组办法»ꎬ 国有农场、 集体农庄和合作社纷纷转型为

私有农业企业ꎮ 这一改革措施对提高俄罗斯农业产量收效甚微ꎬ 反而导致了俄罗

斯农业生产的倒退①ꎬ 进一步拉大了小农生产者与大型跨国粮企的实力差距ꎮ 相

较于小农生产者而言ꎬ 大型农业企业拥有雄厚的资本、 良好的运行方式以及对产

业链的掌控ꎬ 很容易在行业内取得竞争优势②ꎮ 因此ꎬ 在俄罗斯推动农业私有化

的政策环境下ꎬ 其粮食生产和经营迅速向跨国粮农企业集中ꎬ 并逐渐发展出工业

资本、 商业资本、 金融资本的互联模式ꎬ 呈现出明显的市场固化趋势③ꎬ 由于国

际资本对俄罗斯粮食生产的控制加强ꎬ 俄罗斯小农生产者因此陷入困境之中ꎮ

０３１

①
②

③

徐振伟、 王旭隆: «俄罗斯农业生产与粮食安全评析»ꎬ 载 «欧亚经济» 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ꎮ
刘林青、 周璐: «比较优势、 ＦＤＩ 与中国农产品产业国际竞争力: 基于全球价值链背

景下的思考»ꎬ 载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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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 年俄罗斯从事农业生产的国内生产者只有四分之一盈利ꎬ 农业在国内生产

总值中的占比从 １９９０ 年的 １５ ４％下降到 ６ ５％①ꎮ 在俄罗斯农业产量急剧下降的

同时ꎬ 跨国大型粮农企业取代传统的小农生产者成为俄罗斯农业生产的主要行为

体ꎮ 据统计ꎬ 约 ５０ 家外国公司控制着大约 ３５０ 万公顷 (５ ２５０万亩) 的俄罗斯农业

用地②ꎬ 而 ３７％的俄罗斯小农农场拥有的土地少于 １０ 公顷 (１５０ 亩)ꎬ 另有 １７％的

小农农场已经不拥有任何土地ꎬ 他们只是从事农村服务和金融的中间商③ꎮ
其二ꎬ 国际规则改变了俄罗斯原本的农业政策方向ꎬ 俄罗斯农业发展自主性

面临冲击ꎮ ２０１２ 年加入世贸组织后ꎬ 俄罗斯根据其入世承诺ꎬ 需在 ５ ~ ７ 年时间

内大幅减少国内产业支持、 削减粮食进口的市场准入壁垒以及降低出口补贴④ꎮ
这一措施严重限制了俄罗斯保障本国粮食安全的政策空间ꎬ 不仅不利于俄罗斯本

国粮食贸易的扩张ꎬ 还削弱了粮食生产能力ꎬ 进一步加大俄罗斯粮食供给对外依

赖的不对称性ꎮ 相较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发展中国家ꎬ 发达国家在 ＷＴＯ 贸易规

则中享有不平衡的政策空间ꎬ 仍可通过出口补贴在国际市场中进行粮食倾销、 通

过市场准入限制粮食进口ꎬ 这严重限制了发展中国家促进粮食安全的政策选

择⑤ꎮ ２０１２ 年后俄罗斯对农业的支持力度逐渐递减ꎬ 承诺到 ２０１８ 年后产业补贴

削减至入世前的二分之一ꎬ 降至 ４４ 亿美元以下ꎮ 根据入世规则ꎬ 俄罗斯农产品

进口的平均关税降至 １０ ８％ ꎬ 削减幅度超过了 ２０％⑥ꎮ 此外ꎬ 旨在实现粮食自给

的 “２０１３ ~２０２０ 年农业发展国家规划” 被重新退回修正ꎬ 以适应俄罗斯加入世

贸组织后应履行的规则⑦ꎮ

１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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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京: «ＷＴＯ ‹农业协议› 下的粮食安全: 基于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博弈的思考»ꎬ

载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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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 «俄罗斯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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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经济制裁改变粮食安全状态

２０１４ 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ꎬ 俄罗斯经济发展方向以及地缘政治关系均出

现剧烈变化ꎬ 俄罗斯通过国际市场补充本国粮食供给的方式难以继续ꎬ 粮食安全

状态因此面临直接且紧迫的威胁ꎮ 由于美国与俄罗斯的敌对关系螺旋式上升ꎬ 美

国在经济上制裁俄罗斯、 外交上孤立俄罗斯ꎬ 两国的对话几乎完全消失①ꎬ 这基

本中断了俄罗斯融入全球粮食市场的道路ꎮ 正因如此ꎬ 俄罗斯更加积极地应对粮

食产业发展的安全威胁ꎬ 主动推动粮食产业的经济利益与国家安全目标相结合ꎮ
在军事手段受限的情况下ꎬ 西方国家将经济制裁作为应对俄罗斯的主要手

段ꎮ 美国先后切断了俄罗斯银行、 能源以及国防等关键部门的融资途径ꎬ 并且限

制同俄罗斯的经贸往来关系ꎬ 以保障制裁的威慑力ꎮ 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使得俄

罗斯更着力于调整本国经济发展结构ꎬ 俄罗斯粮食产业中的资源禀赋优势得以凸

显ꎮ ２０１４ 年后日益强化的经济制裁暴露出俄罗斯经济发展的脆弱性ꎬ 即高度依

赖石油能源材料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极易因单一领域的经济中断而遭受整体性的

冲击ꎮ 因此ꎬ 俄罗斯加快了经济结构优化的步伐ꎬ 粮食产业在俄罗斯经济发展中

的资源禀赋优势更加突出ꎮ 俄罗斯国内耕地面积广袤且农业劳动力廉价②ꎬ 但是

在高油价、 外汇充足以及财政充裕时期ꎬ 这一优势并不突出ꎬ 难以比肩能源产业

带来的经济效益ꎮ 然而ꎬ 在经济制裁导致能源出口收缩、 卢布大幅贬值以及外汇

收入大幅下降ꎬ 俄罗斯必须改善经济发展结构ꎬ 而农业是为数不多可以弥补能源

出口收缩的经济领域ꎬ 粮食产业因此成为俄罗斯经济增长的 “新亮点”③ꎮ 俄罗

斯亟须通过增加本国粮食生产以实现自给自足、 扩大粮食出口以补充外汇收入ꎬ
以弥补地缘关系变化对俄罗斯粮食安全造成的负面影响ꎮ

(三) 俄领导人亟需扩大政治联盟

自 ２０１２ 年大选后ꎬ 俄领导人强化了保守主义政策ꎬ 旨在扩展政治联盟以保

障其政权稳定性与合法性ꎬ 这一趋势在 ２０１４ 年克里米亚危机后更加突出ꎬ 新兴

农场阶级成为俄领导人可以争取的力量ꎮ 因此ꎬ 在俄罗斯过度依赖能源出口呈现

负面后果且国内油气联盟依然强大的政策环境中ꎬ 通过安全化操作提升粮食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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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宋伟、 于优娟: «俄罗斯对美国战略认知的演变及其政策效应»ꎬ 载 «太平洋学报»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ꎮ

张红侠: «俄罗斯农业: 经济增长的新亮点»ꎬ 载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ꎮ
同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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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政治经济议程中的排序是当局维护政权稳定性及合法性的重要手段ꎮ 一方

面ꎬ 俄罗斯农场阶层正在崛起ꎬ 其经济诉求与俄领导人的执政目标高度匹配ꎮ 苏

联解体后ꎬ 俄罗斯农业控股公司逐渐壮大 (也称为农业公司或农业综合体)ꎬ 其

所有者成为俄罗斯政治进程中的新兴势力ꎮ 农场阶层的整合有助于俄罗斯推动农

业现代化进程ꎬ 也使俄罗斯农业发展更加直接地面对大型跨国粮企的竞争压力ꎮ
由于俄罗斯农业控股公司在先进粮农技术、 国际市场规模方面难以同跨国粮企相

竞争ꎬ 其盈利能力的实现只能依赖本国政府提供经济支持以及保护国内市场①ꎮ
基于此ꎬ 推动粮食生产的复兴不仅符合改革国内经济结构的执政目标ꎬ 而且有助

于扩大政治支持范围并维护其政权稳定性ꎮ
另一方面ꎬ 俄当局对粮食产业的政策支持需要通过超越既有经济议程的方式

才能快速实现ꎮ 尽管推动俄罗斯经济改革势在必行ꎬ 然而由于俄罗斯不同利益集

团对经济改革存在较大的争议ꎬ 故而无论从维护个人地位还是保持国家整体发展

的角度而言ꎬ 俄当局对经济改革的态度总是小心谨慎ꎬ 以经济稳定增长为优先目

标②ꎮ 正因如此ꎬ 俄当局对包括粮食生产在内的相关领域进行安全化操作ꎬ 既有

助于为粮食产业发展提供更为有力的政策支持ꎬ 为其超越常规政治程序的相关举

措创造正当性与合法性③ꎻ 还能够满足其借由粮食安全反对西方霸权、 凝聚社会

力量的政治需求ꎮ
综上ꎬ 由于对外依赖凸显俄罗粮食安全价值、 地缘政治改变其粮食安全状态

且政治精英具有发展粮食产业的主观意愿ꎬ 俄罗斯的安全化策略得以启动ꎮ 相较

于仅仅从民族主义角度或者比较优势角度探究俄罗斯农业的发展ꎬ 安全化视角为

解释俄罗斯粮食产业的崛起提供了一个纵览全局的分析视角ꎮ 安全化理论整合了

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ꎬ 将俄罗斯地缘政治环境变化与国内政治经济导向相关联ꎬ
更有利于系统地分析俄罗斯粮食产业发展方向以及政策逻辑ꎮ

四　 俄罗斯的粮食安全化策略

面对外部的制裁压力以及国内的衰退危机ꎬ 俄政府以罕见力度介入国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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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ａｓｉｌｙ Ｕｚｕｎꎬ Ｎａｔａｌｙａ Ｓｈａｇａｉｄａ ａｎｄ Ｚｖｉ Ｌｅｒｍａｎꎬ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ꎬ Ｌｏｎｄ Ｕｓｅ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 ８３ꎬ ２０１９ꎬ ｐ ４８１

韩璐: «试析普京复任以来俄罗斯的保守主义政策»ꎬ 载 «国际研究参考» 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ꎮ
叶晓红: «哥本哈根学派安全化理论述评»ꎬ 载 «社会主义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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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ꎬ 在全领域推动 “进口替代”ꎬ 试图扭转俄罗斯的发展困境ꎬ 重振大国地

位ꎮ 在此过程中ꎬ 粮食具有利用安全化实践实现快速发展的生成基础ꎬ 因此成为

俄罗斯着力推动的经济领域ꎮ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ꎬ 俄罗斯对内、 对外推动了一系

列安全化策略ꎬ 从而提升粮食议题在国家经济议程中的排序ꎬ 以聚集政治经济资

源保障其产业复兴ꎮ

(一) “拉响警铃”: 在经济议程中凸显粮食安全

由于克里米亚危机爆发ꎬ 俄罗斯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基本中断ꎬ 政策目标更加

倾向于多维度发展国内经济产业以缓解能源领域在国民经济中一家独大的情况ꎮ
基于此ꎬ 俄罗斯政府不仅在多份正式文件中强调粮食安全的重要性ꎬ 而且积极参

与粮食安全相关议题的国际活动ꎬ 提高粮食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ꎬ 使得粮

食产业发展能够获得更积极的政策支持来满足国家安全需要ꎮ
在国内政策话语中ꎬ 俄罗斯政府强化粮食自主对保障国家安全的特殊地位ꎮ

普京在 ２０１４ 年联邦议会发言中ꎬ 强调俄罗斯经济发展自主性对国家安全具有至

关重要的价值ꎬ 尤其强调在农业领域进一步加强国内生产①ꎮ 在俄罗斯 ２０１５ 年

版 «国家安全战略» 中ꎬ 粮食安全的价值以及实现方式得到了更加明确的论述ꎬ
文件不仅指出 “确保粮食安全是提高国民生活质量的首要条件”ꎬ 还将 “俄罗斯

粮食独立” 作为保障俄罗斯粮食安全的首要方式②ꎮ 这份文件表明粮食产业作为

国家安全战略应当在经济发展中享有优先性ꎮ 同年ꎬ 俄罗斯颁布 «关于保障经济

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优先措施»ꎬ 将农业与农产品加工作为优先推动进口替

代的领域③ꎮ ２０２０ 年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进一步细化了俄罗斯在 ２０１０ 年所推行

的粮食安全战略ꎬ 其中明确提出 “俄罗斯粮食独立就是粮食自给自足” 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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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ａｃｔｓ / ｂａｎｋ / ４０３９１ / ｐａｇｅ / １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７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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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７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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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①ꎮ 俄罗斯对粮食安全的重新定义更加凸显了俄罗斯对于粮食安全的特殊定

位ꎮ 相较于联合国粮农组织以个人安全为基准、 以饮食需求为内涵而定义的概

念ꎬ 俄罗斯直接将粮食安全视为国家安全的关键组成部分ꎬ 以此强调粮食对俄罗

斯至关重要的安全价值②ꎮ
在对外公开活动中ꎬ 俄罗斯政府强调粮食供给的安全价值ꎬ 促使粮食安全纳

入国际政治经济合作议程之中ꎮ ２０１４ 年初ꎬ 俄罗斯作为八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ꎬ
组织召开了八国集团首次粮食安全工作组会议③ꎬ 明确承诺在未来将粮食安全作

为重要的协商议程ꎮ 同年ꎬ 俄罗斯加入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并成为农发基金最大资

助国家之一ꎮ 农发基金总裁多次访问莫斯科ꎬ 就全球粮食安全复杂形势同俄罗斯

政府进行商讨ꎮ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在新闻稿中与农发基金总裁共同强调当前全

球粮食安全危机的严峻性ꎬ 并且声明俄罗斯将继续与农发基金在粮食安全领域开

展多元化合作④ꎮ 在 ２０１６ 年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ꎬ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发文称 “多国仍面临饥饿问题ꎬ 粮食安全仍应当是优先合作主题”⑤ꎮ 此外ꎬ 为

配合联合国粮农组织 ２０２１ 年粮食安全峰会的筹备工作ꎬ 俄罗斯先后组织召开了

国家级粮食安全峰会、 全球粮食安全对话等系列活动ꎮ 期间ꎬ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

人反复强调当前全球饥饿问题的紧迫性ꎬ 并积极主张推动全球粮食系统吸纳俄罗

斯经验进行转型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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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塑造敌人”: 将政治对手锚定为威胁来源

俄政府在凸显粮食安全重要性的同时ꎬ 将西方国家的粮食出口视为本国粮食

安全的威胁来源①ꎬ 借助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旗帜凝聚共识ꎬ 推动粮食产业的经

济利益与安全利益相联结ꎮ 因此ꎬ 粮食产业发展成为俄罗斯对抗西方自由主义经

济秩序、 争取经济主权的重点领域②ꎮ 具体到安全化策略中ꎬ 俄罗斯政府锚定西

方国家粮食进口为威胁来源ꎬ 将粮食领域的制裁反击视为对本国经济主权的维

护ꎬ 将本国粮食出口视为同他国自主贸易的延伸ꎮ
在国内政策协商中ꎬ 强调自西方国家进口粮食的安全威胁以 “塑造敌人”ꎬ

便于以国家安全为由推动粮食产业发展ꎮ 俄罗斯强化了关于主权的理念ꎬ 其中就

将粮食主权这一概念涵盖其中③ꎮ 在这一概念框架下ꎬ 美国与西方世界成为俄罗

斯粮食产业发展的威胁来源ꎬ 俄罗斯粮食产业的发展被视为维护国家经济主权及

反西方主义的胜利ꎮ 在 ２０１５ 年俄罗斯首届国家粮食安全论坛上ꎬ 梅德韦杰夫表

示ꎬ 在过去一年中对西方国家的粮食禁运成果证明俄罗斯 “有能力养活自己”ꎬ
并非 “必须依赖粮食进口” 维持国内粮食供给④ꎮ 普京也在 ２０１５ 年国情咨文中

指出ꎬ 农业是避免进口导致国家经济主权受损的积极案例⑤ꎮ
在经济外交活动中ꎬ 将西方国家在全球粮食市场中的优势地位锚定为威胁来

源ꎬ 为扩大本国粮食出口市场创造条件ꎮ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后ꎬ 全球粮食价格的

飙升以及与粮价高涨息息相关的 “阿拉伯之春” 运动激化了国际社会对西方国

家主导的全球粮食贸易的不满ꎬ 谋求改变当前粮食贸易体系的粮食主权运动持续

勃兴⑥ꎮ 俄罗斯政府在外交活动中迎合了这种不满情绪ꎬ 借助国际社会中的反美

６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Ｋ Ｗｅｇ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Ｍ Ｎｉｋｕｌｉｎꎬ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Ｖａｒｉａｎｔ ｏｆ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Ｐｏｓｔ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ꎬ Ｖｏｌ ６４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７ꎬ ｐ ５５

Ｓｉｌｎａｖａ Ｍａｌｌｅ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Ａｎ Ａｇｅｎｄａ ｆｏｒ Ｍｉｌｉｔａｎｔ Ｒｕｓｓｉａ”ꎬ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２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ｐ １１１ － １２８

Ладислав Земанекꎬ Российский всеобъемлющий суверенитет: консервативн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парадигма / / Перспекｍивы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２２ꎬ ｐｐ ２１ － ２４

“Ｄｍｉｔｒｙ Ｍｅｄｖｅｄｅｖ Ｔａｋｅｓ Ｐａｒｔ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Ｆｏｒｕｍ”. ｈｔｔｐ: /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ｕ / ｅｎ / ｎｅｗｓ / １８３７８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１６ 日ꎮ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ｔｏ 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ｈｔｔｐ: / / ｅｎ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ｅｖｅｎｔｓ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ｎｅｗｓ / ５０８６４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ꎮ

方平、 奚云霄、 周立: «脱嵌与回嵌: 俄罗斯的食物体系治理困境与启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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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和反垄断思潮凝聚共识ꎬ 推动俄罗斯粮食出口给与本国地缘政治立场相近的

国家ꎮ ２０１９ 年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将叙利亚国内严峻的饥饿问题归结于美

国对叙利亚的经济制裁ꎬ 并声称 “美国的行动将扼杀叙利亚人民”①ꎮ 同年ꎬ 俄

罗斯主导举办了首次俄罗斯—非洲峰会ꎬ 在会议上普京总统承诺愿意为非洲提供

更多的粮食援助②ꎬ 并在发言中意有所指地强调 “俄罗斯的贸易与援助不会以干

预对象国价值观为条件ꎬ 只有俄罗斯的支持才能帮助保护非洲国家的主权”③ꎮ
在 ２０２１ 年瓦尔代俱乐部会议上ꎬ 普京总统继续将粮食安全的威胁来源指向了美

国主导下的国际市场ꎬ 声称ꎬ “当前资本主义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ꎬ 以至于一些

国家和地区经常性地遭受粮食危机ꎬ 这种危机将在未来变得更加严重甚至到达极

端情况ꎮ”④

(三) “政策洗牌”: 塑造以俄罗斯为中心的粮食网络

为改善因西方制裁而导致的经济衰退ꎬ 俄政府在几乎全产业链推动 “进口替

代” 战略ꎬ 其中在粮食领域率先完成了粮食产业转型ꎬ 不仅实现了自给自足ꎬ 还

塑造了以俄罗斯为中心的粮食出口网络ꎮ 具体而言ꎬ 俄政府在国内强势抵御粮食

作物进口并提供资金支持本国农业产业发展ꎬ 在国际市场中以违背国际贸易规则

为代价主动开辟粮食贸易网络ꎮ
在国内经济政策中ꎬ 通过实施积极的产业扶持ꎬ 俄罗斯促进了粮食产业的复

兴ꎮ 一方面ꎬ 在资金投入规模上ꎬ 俄罗斯对农业生产提供了史无前例的财政支

持ꎮ ２０１４ 年国际油价低迷叠加西方经济制裁导致俄罗斯的经济呈现出整体衰退

的特征ꎬ 俄罗斯的预算赤字逐年递增ꎬ 但即使在这种财政预算吃紧的情况下ꎬ 俄

７３１

①

②

③

④

“Ａｓｓａｄ Ｓｅｅｋｓ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Ｈｅｌｐ ｉｎ Ｆａｃｅ ｏｆ ＵＳ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ｈｔｔｐｓ: / / ｔｈｅａｒａｂｗｅｅｋｌｙ ｃｏｍ / ａｓｓａｄ －
ｓｅｅｋｓ － ｒｕｓｓｉａｎ － ｈｅｌｐ － ｆａｃｅ － ｕｓ －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ꎮ

“Ｒｕｓｓｉａ 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Ｆｏｏｄ Ｔｈａｎ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ｔｏ Ａｆｒｉｃａ － Ｐｕｔｉｎ”. ｈｔｔｐｓ: / /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ｕｇ /
ｎｅｗｓ / ｈｅａｄｌｉｎｅｓ / ６２４３８ － ｒｕｓｓｉａ － 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 － ｍｏｒｅ － ｆｏｏｄ － ｔｈａｎ － ｗｅａｐｏｎｓ － ｔｏ － ａｆｒｉｃａ － ｐｕｔｉｎꎬ 访问

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ꎮ
“ Ａｔ Ｒｕｓｓｉａ’ｓ Ｉｎａｕｇｕｒａｌ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ｕｍｍｉｔꎬ Ｍｏｓｃｏｗ Ｓｅｌｌｓ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ｍｏｓｃｏｗ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９ / １０ / ２６ / ｒｕｓｓｉａｓ － ｉｎａｕｇｕｒａｌ － ａｆｒｉｃａ － ｓｕｍｍｉｔ － ｍｏｓｃｏｗ － ｓｅｌｌｓ －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
ａ６７９１６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ꎮ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Ｐｕｔｉｎ Ｔｏｏｋ Ｐａｒｔ ｉｎ ａ Ｐｌｅｎａｒｙ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１８ｔｈ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ｌｄａ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Ｃｌｕｂ”. ｈｔｔｐ: / / ｅｎ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ｅｖｅｎｔｓ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ｎｅｗｓ / ６６９７５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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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依然大幅增加了对农业的支持财政ꎮ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７ 年ꎬ 俄罗斯对农业提供的

资金支持提高了 ２７％ ꎬ 从 ２０１４ 年的 １ ９００ 亿卢布提高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２ ４２０ 亿卢

布①ꎮ ２０１５ 年ꎬ 俄罗斯正式出台了扩大对农业产业进行扶持的法令ꎬ 对包括农产

品和畜牧产品生产加工、 育种中心建设等多个领域进行现代化改造ꎬ 投资总额超

过 ２ ０００ 亿卢布②ꎮ 即使在 ２０１７ 年俄罗斯因国际油价低迷而制定了 “史上最严

苛” 的财政预算ꎬ 财政部仍然未曾削减农业的财政支出份额ꎬ 反而增加了对农业

发展的资金投入③ꎮ ２０１７ 年俄罗斯重新制定了对农业的支持政策ꎬ 将预算总额整

体提高了 １２ ４％ ꎬ 年均投入超过 ２ ４００ 亿卢布④ꎮ
另一方面ꎬ 在政策实施力度上ꎬ 俄罗斯通过提高粮食自给率、 支持本地粮农

企业崛起等方式强势推动本国粮食产业扩张以保障粮食安全ꎮ 其一ꎬ 俄罗斯在

２０１４ 年后制定了高于国际标准的粮食自给率ꎬ 以保护本国粮食生产者ꎮ ２０１４ 年ꎬ
俄罗斯对 ２０１０ 年出台的 «粮食安全准则» 进行了更新ꎬ 进一步提高了本国粮食

供给的比例并增加了关涉粮食安全的作物品种ꎮ 俄罗斯在 ２０１０ 年已经出台了首

份 «俄罗斯联邦粮食安全准则»ꎬ 其标准大体靠近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基本要求ꎬ
对包括谷物、 肉类、 菜籽油等八种农产品制定了自给率不得低于 ９０％ 的粮食安

全红线⑤ꎮ ２０１４ 年后ꎬ 俄罗斯进一步提高了国内粮食自给率的标准ꎬ 不仅将谷物类

的粮食作物自给率提高至９５％以上ꎬ 而且还新增了蔬菜、 水果和粮种三种农产品的

自给标准ꎮ 在这一政策导向下ꎬ 大批俄罗斯本地农产品借爱国主义情感进入市场ꎮ
在俄罗斯ꎬ 一种富有成效的营销方式便是在农作物的销售、 包装中采用具有 “苏
联” 因素的指向ꎬ 即使这种农产品价格高于进口作物ꎬ 俄罗斯民众也更倾向于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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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刘凡溪: «俄罗斯转型中的农业问题: 农业战略与前景»ꎬ 载 «辽宁大学学报 (哲学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ꎮ
«２０１６ 年俄将继续保持农产品出口大国地位»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ｅｃｈ － ｆｏｏｄ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ｎ１２８６４９０ ｈｔｍ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ꎮ
张红侠: «俄罗斯农业: 经济增长的新亮点»ꎮ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ｈｔｔｐｓ: / / ａｐｐｓ ｆａｓ ｕｓｄａ ｇｏｖ / ｎｅｗｇａｉｎａｐｉ /

ａｐｉ / ｒｅｐｏｒｔ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ｒｅｐｏｒｔｂｙ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２０Ｅｃｏ ｎｏｍｙ％ ２０ａｎｄ％ ２０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Ｒｅｐｏｒｔ＿ Ｍｏｓｃｏｗ＿ Ｒｕｓｓｉａｎ％２０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７ － １９ － ２０１８ ｐｄｆ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ꎮ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ｈｔｔｐｓ: / / ａｐｐｓ ｆａｓ ｕｓｄａ ｇｏｖ / ｎｅｗｇａｉｎａｐｉ /
ａｐｉ / ｒｅｐｏｒｔ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ｒｅｐｏｒｔｂｙ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 Ｆｏｏｄ％ ２０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２０Ｄｏｃ ｔｒｉｎｅ％ ２０Ａｄｏｐｔｅｄ％ ２０＿
Ｍｏｓｃｏｗ＿ Ｒｕｓｓｉａｎ％２０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２ － １１ － ２０１０ ｐｄｆ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４ 日ꎮ



安全化逻辑与产业崛起: 以俄罗斯粮食产业为中心的考察　

本地农产品①ꎮ 其二ꎬ 俄罗斯在政策实施中大力支持本国粮农企业发展ꎬ 通过集

中资源倾斜增强本国粮农企业的市场竞争力ꎮ ２０１６ 年俄罗斯出台了 «农工综合

体出口项目»ꎮ 在这一项目的支持下ꎬ 俄罗斯每年向本国大型农商集团提供 ８ ５
亿卢布的资金支持ꎬ 在 ２０２０ 年后ꎬ 资助金额进一步提升至 ２５ 亿卢布②ꎮ 与此同

时ꎬ 俄罗斯农业部在 ２０１７ 年还成立了 “联邦分析中心”ꎬ 旨在为本国粮食企业开展国

际贸易提供协商谈判、 物流、 法律援助③ꎬ 推动俄罗斯企业适应国际规则、 走向国

际市场ꎮ 此外ꎬ 即使俄政府在 ２０１５ 年后积极引进国际投资以推动俄罗斯的经济发

展ꎬ 依然坚持在农业中避免国际资本过度介入ꎮ 以土地政策为例ꎬ «俄联邦土地法

典» 禁止外国公民和法人对投资项目土地的权利份额超过 ５０％④ꎮ 这均为本国粮农

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制度条件ꎮ 农业公司则是俄农业政策的主要受益者⑤ꎮ
在对外政策实践中ꎬ 通过开展积极的粮食外交ꎬ 推动俄罗斯成为全球粮食贸易

中的核心出口国ꎮ 一方面ꎬ 以反制裁为起点ꎬ 俄罗斯不惜代价断绝与西方国家的粮

食贸易关系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ꎬ 普京总统签署了命令ꎬ 禁止或限制从西方国家进口包括

粮食在内的农作物ꎮ 这份禁令的涉及范围除欧盟和美国之外ꎬ 还包括加拿大、 澳大

利亚和挪威等国⑥ꎮ 随着这份禁令不断延期ꎬ 俄罗斯在 ２０１４ 年后基本中断了同西

方国家的贸易往来ꎮ 为了配合粮食禁令的执行ꎬ 俄政府在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颁布了销

毁非法进口粮食的行政命令⑦ꎮ 随后ꎬ 俄罗斯在其边境销毁了超过 １ ９ 万吨的进

口农产品ꎬ 从而断绝了非法农产品的进口来源⑧ꎮ 尽管此举引发了巨大的争议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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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ｅｐｈｅｎ Ｋ Ｗｅｇｒｅｎꎬ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Ｂｅｈｉｎｄ’: Ｓｍａｌｌｈｏｌｄｅｒ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ａｒｉａｎ Ｃｈａｎｇｅꎬ Ｖｏｌ １８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１８ꎬ ｐ ９１９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Ｋ Ｗｅｇｒｎꎬ “Ｒｕｓｓｉａ’ｓ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ｒｉ － Ｆｏｏ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Ｗｈｙ Ｉｔ Ｍａｔｔｅｒｓ”ꎬ Ｐｏｓｔ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３３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２１ꎬ ｐ １４
郭志奔: «互联互通视角下的中俄农业合作: 进展、 障碍与对策»ꎬ 载 «西伯利亚研

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ꎮ
肖辉忠: «外部危机、 政府扶持与俄罗斯农业第二轮转型»ꎬ 载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

究» ２０２４ 年第 ６ 期ꎮ
张红侠: «俄罗斯农业: 经济增长的新亮点»ꎮ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Ｏｒｄｅｒ ｏｎ Ｄｅｓｔｒｏｙｉｎｇ Ｂａｎｎｅ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ａｓ ｆｒｏｍ Ａｕｇｕｓｔ ６ꎬ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ｅｎ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ｅｖｅｎｔｓ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ｎｅｗｓ / ５００７４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 
“ Ｒｕｓｓｉａ Ｈａｓ Ｄｅｓｔｒｏｙｅｄ １９ꎬ ０００ Ｔｏｎｓ ｏｆ Ｆｏｏｄ Ｓｉｎｃｅ Ｉｍｐｏｒｔ Ｂａｎ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ｍｏｓｃｏｗ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８ / ０１ / ０９ / ｒｕｓｓｉａ － ｈａｓ － ｄｅｓｔｒｏｙｅｄ －１９０００ － ｔｏｎｓ － ｏｆ － ｆｏｏｄ － ｓｉｎｃｅ － ｉｍｐｏｒｔ －
ｂａｎ － ａ６０１４３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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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俄罗斯国内粮食价格上升、 质量下降且出现短暂的粮食短缺①ꎬ 还使得欧盟

向世界贸易组织起诉求偿 １４ 亿欧元②ꎬ 但这一行动仍然得到了本国相当多民众

的支持ꎬ 超过 ７０％的俄罗斯人对此持积极态度③ꎮ
另一方面ꎬ 以维护地缘关系为目标ꎬ 俄罗斯积极构建以本国为中心的粮食贸

易网络ꎮ 一是借助欧亚经济联盟ꎬ 同其他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绑定粮食贸易关系ꎮ
２０１５ 年成立的欧亚经济联盟是俄罗斯利用经济活动共享安全利益的核心机制ꎬ
其中ꎬ 粮食贸易是俄罗斯与成员国合作的优先领域ꎮ ２０１８ 年ꎬ 在俄罗斯主导下ꎬ
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了欧亚农工政策委员会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Ａｇｒｏ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Ｕｎｉｏｎ)ꎬ 以确保成员国农业部之间的有效互动和政策协

调④ꎮ ２０２０ 年ꎬ 俄罗斯农业部与欧亚经济联盟开始就成立单一的内部农业共同市

场进行协商谈判ꎬ 已经在包括肉类出口方面率先实施了共同关税⑤ꎮ 在新冠疫情

全球蔓延以及 ２０２２ 年俄乌地缘冲突爆发后ꎬ 俄罗斯在粮食领域缩减国内粮食出

口以保证国内粮食供给⑥ꎬ 但仍对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采取了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的出口税率ꎬ 将其排除在了关税调整范围以外⑦ꎮ
其二ꎬ 借助扩展外交盟友ꎬ 主动向同俄罗斯政治关系亲近的国家扩大粮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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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５ / ８ / ６ / ｏｕｔｒａｇｅ － ａｆｔｅｒ － ｒｕｓｓｉａ － ｓｔｅａｍｒｏｌｌｓ － ｔｏｎｎｅｓ － ｏｆ － ｗｅｓｔｅｒｎ － ｆｏｏｄ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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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ｐｏｒｔｓ ｔｏ Ｒｕｓｓｉａ Ｗｅｒ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Ｍｏｔｉｖａｔｅｄ”.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ｏ ｅｕ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ｒｕｓｓｉａ －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
ｅｕｒｏｐｅ － ｔｒａｄｅ － ｅｕ － ｔａｋｅｓ － ｂｉｌｌｉｏｎ － ｅｕｒｏ － ｂａｔｔｌｅ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ꎮ

Ｃ 巴尔苏科娃、 肖辉忠: «俄罗斯经济与社会政策的当代选择: 以农业政策为例»ꎮ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 . ｈｔｔｐｓ: / / ｃｉｓ －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ｆｗｘ? ｒｇｎ ＝ １０６５９０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ꎮ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Ｋ Ｗｅｇｒｅｎꎬ Ｒｕｓｓｉａ’ ｓ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ｒｉ － Ｆｏｏｄ Ｔｒａｄｅ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ｐｐ １７０ － １７３
“ Два ростовских зернотрейдера получили ２７ ５％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воты на экспорт

зерна”. ｈｔｔｐｓ: / / ａｇｒｏｖｅｓｔｉ ｎｅｔ / ｎｅｗｓ / ｉｎｄｓｔ / ｄｖａ － ｒｏｓｔｏｖｓｋｉｋｈ － ｚｅｒｎｏｔｒｅｊｄｅｒａ － ｐｏｌｕｃｈｉｌｉ － ２７ － ５ －
ｒｏｓｓｉｊｓｋｏｊ － ｋｖｏｔｙ － ｎａ － ｅｋｓｐｏｒｔ － ｚｅｒｎａ 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ꎮ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ｓ Ｐｌａｎｓ ｆｏｒ Ｗｈｅａｔ Ｅｘｐｏｒｔ Ｔａｘ ａｎｄ Ｇｒａｉｎ Ｑｕｏｔａ ｉｎ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ａｏ ｏｒｇ / ｇｉｅｗｓ / ｆｏｏｄ － ｐｒｉｃｅｓ / ｆｏｏｄ －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ｅｎ / ｃ / １３６６９０２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ꎮ



安全化逻辑与产业崛起: 以俄罗斯粮食产业为中心的考察　

口ꎮ 粮食出口被视为俄罗斯争取外交盟友、 构建反美联盟的一种政策工具①ꎬ 通

过为地缘政治关系动荡或面临激烈战略竞争的国家提供粮食ꎬ 俄罗斯在国际事务

中获得更多的地缘政治影响力ꎬ 从而助其摆脱西方国家的封锁与孤立ꎮ 自 ２０１５
年起ꎬ 俄罗斯与叙利亚建立起了双向的粮食援助通道ꎬ 定期向阿萨德政府提供粮

食ꎮ 直至 ２０２０ 年ꎬ 俄罗斯已经向叙利亚提供了超过 １０ 万吨的小麦援助ꎬ 并计划

运输更多的粮食至叙利亚②ꎮ 此外ꎬ 随着埃及亲美政权在 “阿拉伯之春” 运动中

下台ꎬ 俄罗斯与埃及新政府愈发亲近ꎬ 其中经贸关系的维系主要依赖粮食贸易ꎮ
如今ꎬ 粮食在俄埃双边贸易往来中占比超过 ３０％ ꎬ 俄罗斯在 ２０１６ 年后取代美国

成为埃及最大的粮食进口来源ꎬ 满足了埃及全国超过 ６５％的粮食需求③ꎮ 在中俄

深化双边关系的过程中ꎬ 俄罗斯主动为中国提供粮食替代选择ꎮ ２０１７ 年ꎬ 在中美贸

易争端后ꎬ 俄罗斯与中国签署了粮食贸易开放的相关协议ꎬ 这就为中国抵制美国对

华粮食出口、 扩大俄罗斯对华粮食出口创造了条件ꎮ 基于此ꎬ 在 ２０１７ 年后ꎬ 中国

自美国的粮食进口大幅缩减ꎬ 这对遏制美国对华采取进一步制裁措施有所助益④ꎮ
总体而言ꎬ 俄罗斯在粮食领域中的安全化策略催化了粮食产业的发展ꎬ 俄罗

斯的粮食产业逐步迈向了现代化、 规模化发展的道路ꎬ 迅速完成了从 “弱势产

业” 到 “创汇来源” 的转变ꎮ
一方面ꎬ 俄罗斯基本实现了粮食的自给自足ꎬ 而且造就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

潜力的大型农工综合体ꎮ 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１ 年ꎬ 俄罗斯的粮食产量增长了 １ ３ 倍ꎬ 俄罗

斯的粮食自给率已经高达 １５０％ ꎬ 植物油、 鱼类和肉类也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⑤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 俄罗斯在农业领域积极的政策导向促使本国大型粮农企业快速崛

起ꎮ 俄罗斯大型农工综合体取代家庭农场成为俄罗斯粮食产业中最核心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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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 ａｉｄ － ｔｏ － ｓｙｒｉａ － ｉｎｔｅｒｆａｘ － ｉｄＵＳＫＢＮ２８Ｒ１Ｐ１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８ 日ꎮ

Ａｌｅｘｅｙ Ｋｈｌｅｂｎｉｋｏｖꎬ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Ｅｇｙｐｔ: Ａ Ｐｒｅｃａｒｉｏｕｓ Ｈｏｎｅｙｍｏｏｎ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Ｉ Ｂ Ｔａｕｒｉｓꎬ
２０２１ꎬ ｐ ９

Ｏｌｇａ Ｖ Ｃｈｙｚｈ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Ｕｒｂａｔｓｃｈꎬ “Ｂｅａｎ Ｃｏｕｎｔｅｒ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ｏｙ Ｔａｒｉｆｆｓ 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Ｖｏｔｅ Ｓｈａｒ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２０１６ ａｎｄ ２０１８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ꎬ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８３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２１ꎬ ｐｐ ４１５ － ４１９

尚月: «俄罗斯进口替代战略新动向»ꎬ 载 «现代国际关系» ２０２２ 年第 １０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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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ꎬ 大部分农业用地均由本国大型农企所掌控ꎬ 前五大农业企业控制了 ４１０ 万公

顷 (６ １５０ 万亩) 土地①ꎮ 与之相应ꎬ 大型粮农企业为俄罗斯粮食产业提供了主

要的经济收益ꎮ 数据显示ꎬ 俄罗斯 ２３％的农场创造了超过 ９３％的农业利润②ꎮ
另一方面ꎬ 俄罗斯成为全球粮食出口大国ꎬ 塑造出与俄罗斯地缘关系亲近、 贸易

往来密切的粮食出口网络ꎬ 成功地将粮食出口发展为其对外政策中的战略工具ꎮ 俄罗

斯在 ２０２０ 年后成为粮食净出口国③ꎬ 在 ２０２２ 年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大麦生产国、 第

三大小麦生产国和第二大葵花籽生产国ꎮ 与此同时ꎬ 俄罗斯已经塑造了一个以本国为

核心、 以地缘政治关系为引力的粮食贸易网络ꎬ 在俄罗斯前十大粮食出口对象中ꎬ 仅

有三个国家是美国 “自由之家” 认定的所谓 “自由国家”ꎬ 近 ４５％的粮食出口均流向

了同俄罗斯一样被美国认为是所谓 “不自由” 或 “部分自由” 的国家④ꎮ
因此ꎬ 无论是从经济红利的增长还是从对外战略的实现来看ꎬ 普京政府在粮

食产业采取安全化措施成功地改善了俄罗斯的粮食安全状态ꎬ 同样也有效缓解了

克里米亚危机后俄罗斯面临的地缘环境压力ꎮ 显然ꎬ 普京政府的行动初步表明ꎬ
在农业经济政策制定中ꎬ 经济利益与安全目标不仅可以兼顾而且能够相互增益ꎬ
政府不仅能够通过强化安全目标在经济政策制定中获取更多的政策选项ꎬ 而且还

能够将借此实现的经济利益转换为战略工具用以保障国家安全ꎮ

结　 语

为了探析俄罗斯粮食产业快速复兴的政治经济动因ꎬ 本文借鉴哥本哈根学派

的安全化理论ꎬ 分析了俄罗斯通过安全化操作催化粮食产业崛起的逻辑ꎮ 本文认

为ꎬ 基于安全的 “主体间性”ꎬ 粮食产业安全化的操作需要同时满足客观威胁的

现实存在、 既有安全状态的剧烈变动及决策者的主观施动三大生成基础ꎬ 粮食安

全化操作分别包括通过 “拉响警铃” 明确议题的安全价值、 通过 “塑造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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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定安全议题的威胁来源、 通过 “政策洗牌” 改善安全状态三种策略ꎬ 最终方

能实现粮食安全的保障以及粮食产业的崛起ꎮ
俄罗斯迅速从农业弱势国家成长为粮食核心出口国正是由于其借安全化逻辑

推动粮食产业发展ꎬ 成功地打造了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中的外交新名片ꎮ 俄罗斯粮

食供给的对外依赖强化了粮食安全价值ꎬ 而 ２０１４ 年克里米亚危机改变了俄罗斯

粮食供需平衡ꎬ 且俄政府为凝聚政治联盟而主动推动粮食议题升级ꎬ 既有现实奠

定了俄罗斯粮食产业安全化的生成基础ꎮ 基于此ꎬ 俄罗斯对内、 对外采取了安全

化策略推动粮食产业发展ꎮ 首先ꎬ 俄罗斯对内强化粮食自主对国家安全的特殊意

义、 对外明确粮食贸易对政权稳定的安全价值以 “拉响警铃”ꎻ 其次ꎬ 俄罗斯对

内锚定国际贸易对本国粮食自主的威胁、 对外锚定西方国家的贸易优势对政权稳

定的干预以 “塑造敌人”ꎻ 最后ꎬ 俄罗斯对内实施强势的产业政策、 对外拉拢粮

食贸易伙伴从而进行 “政策洗牌”ꎮ 正因如此ꎬ 俄罗斯快速从粮食进口国转变为

粮食出口大国ꎬ 不仅将粮食产业转变为仅次于能源出口的创汇来源ꎬ 而且还将粮

食贸易纳入本国经济武器的工具箱中ꎮ
随着粮食产业的崛起ꎬ 俄罗斯应对国际竞争、 争取战略伙伴的政策工具箱更

加丰富ꎮ 尤其在自由主义经济秩序有所收缩、 各国经济往来同大国战略竞争紧密

联系的时代背景下ꎬ 俄罗斯在全球粮食市场中不断提升的核心地位将为俄罗斯回

归世界一流大国聚拢更多政治盟友ꎬ 为其反击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秩序增加砝码ꎮ
俄罗斯经验对中国未来粮食安全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具有启示意义ꎮ 面对国际

粮食市场的冲击ꎬ 中国应加强对粮食安全的关注ꎬ 加大对农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力

度以摆脱当前中国在国际粮食市场中的被动地位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 安全化逻辑尽

管促使俄罗斯快速跻身全球粮食出口大国行列ꎬ 但难以助其在短时间内突破粮农

技术壁垒、 摆脱粮食金融化困局ꎬ 因此俄罗斯的全球粮食强国之路依然道阻

且长ꎮ
(责任编辑: 王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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