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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乌克兰危机引发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已长达 ５ 年半之久的

经济制裁ꎮ 在西方制裁之下ꎬ 俄罗斯经济尤其是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

发展陷入困境ꎬ 但在此期间ꎬ 俄罗斯农业却得到了快速发展ꎬ 通过发展农产品的

进口替代ꎬ 逐渐摆脱对进口食品的依赖ꎬ 并且使农产品尤其是粮食成为俄罗斯仅

次于能源和军事装备的重要出口产品ꎮ 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复杂化背景下ꎬ 中国

需要解决农产品进口来源多样化以保障供给安全的问题ꎬ 中俄加强农业领域的合

作成为两国务实合作的重要议程ꎮ 近年来ꎬ 随着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的推动ꎬ
两国在农产品贸易、 农业产业投资等方面开展多层次的合作ꎬ 为两国的农业合作

奠定了良好基础ꎬ 两国需进一步挖掘合作潜力ꎬ 突破合作中面临的瓶颈问题ꎬ 实

现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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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ꎬ 克里米亚入俄引发了西方各国对俄罗斯的集体制裁ꎮ 但是ꎬ 俄罗

斯非但没有发生西方预期中的经济危机ꎬ 农业却呈现出增长势头ꎬ 农产品进口替

代提速ꎬ 农业呈逆势增长趋势ꎬ 不仅逐渐摆脱对欧洲的进口依赖ꎬ 还成为出口创

汇工具ꎮ 近来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ꎬ 农产品是中美双边贸易的一个大项ꎬ 也是

中美贸易博弈的调控工具ꎮ 在这样的国际大背景下ꎬ 扩大中俄农业领域合作恰逢

其时ꎬ 是中俄都乐于见到的一个双赢局面ꎬ 俄罗斯农业的逆势增长也为深化中俄

农业合作创造了必要的前提ꎮ
２０１８ 年中俄农产品贸易总额首次超过 ５０ 亿美元ꎬ 创历史新高ꎮ 目前中国已

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农产品出口目的地ꎮ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ꎬ ４ ４３１ ６８ 吨首批俄罗斯大

豆入境中国南通海关ꎬ 这为中俄农业合作标上了新注脚ꎬ 两国首脑签署的 «关于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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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透析　

化中俄大豆合作的发展规划» 开花结果ꎬ 中俄农业合作进入了一个 “新时代”ꎮ

一　 崛起中的俄罗斯农业

农业一直是俄罗斯经济的短板ꎬ 农产品长期依赖进口ꎬ ２０１２ 年农产品进口

额高达 ４６０ 亿美元ꎬ 约占俄罗斯进口总额的 １４％ ①ꎬ 俄也因此成为世界第二大农

产品进口国ꎮ 始于 ２０１４ 年的经济制裁已历时 ５ 年多ꎬ 俄经济出现衰退迹象ꎬ 但

农业经济却逆势增长ꎬ 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ꎬ 俄罗斯已成为农产品出口大国ꎮ
俄罗斯的经济模式也由单一的能源出口型经济向农业、 食品加工等综合产业共同

发展转型ꎮ 农产品已成为继能源之后俄罗斯的第二大出口产品ꎬ 农产品创汇收入

已达天然气出口额的 ２５％ ꎮ

１ 农业经济逆势增长

俄罗斯拥有全球最辽阔的国土面积ꎬ 总面积达 １ ７００ 多万平方公里ꎬ 其中

２５％的土地 (约 ４ 亿公顷) 都有潜在的农用价值ꎬ 目前实际使用量仅有一半ꎮ 虽

然俄罗斯耕地面积广阔、 土地肥沃ꎬ 具有发展农业的得天独厚的优良条件ꎬ 但是

在油价走高、 石油美元强劲、 卢布汇率坚挺的年代ꎬ 农业经济并没有得到俄罗斯

政府的足够重视ꎬ 俄罗斯农业并不发达ꎬ 一直走着 “买比产划算” 的捷径ꎬ 农

产品长期依靠从欧美进口ꎮ ２０００ 年普京上台后ꎬ 俄罗斯农业迎来了较为密集的

政府政策支持ꎬ 农业萎缩的势头一度得以控制ꎬ 但农业始终没有摆脱危机困局和

对农产品进口的依赖ꎮ
乌克兰危机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进行全方位的制裁行动ꎮ 制裁

导致俄罗斯经济遭受重创ꎬ 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放缓ꎬ ２０１５ 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 － ２ ３１％ )ꎮ 然而俄罗斯农业在西方制裁中却一枝独秀ꎬ 呈逆势增长态势ꎮ 在经

济制裁以来的 ５ 年中ꎬ 俄农业生产增长超过 ２０％ ②ꎬ 其中 ２０１５ 年农业产值增长

２ ６％ ꎬ 成为俄经济领域中为数不多的增长领域ꎮ 肉类产量达到 ９４８ ３９ 万吨ꎬ 比

２０１４ 年增长 ４ ６％ ꎬ 创后苏联时期的历史最高纪录 (１９９１ 年为 ９３７ ５２ 万吨)ꎬ
首次达到肉类供应的 “安全水平” (自给自足率不低于 ８５％ )ꎮ ２０１６ 年俄粮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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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宪举: «反制裁ꎬ 俄罗斯很讲策略»ꎬ 环球网ꎬ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ꎮ
Путин: Объем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сельхозпродукции вырос за пять лет на 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ｙａｎｄｅｘ ｒｕ /

ｔｕｒｂｏ? ｔｅｘｔ ＝ ｈｔｔｐｓ％３Ａ％ ２Ｆ％ ２Ｆｒｇ ｒｕ％ ２Ｆ２０１８％ ２Ｆ１０％ ２Ｆ０９％ ２Ｆｒｅｇ － ｓｋｆｏ％ ２Ｆｐｕｔｉｎ － ｏｂｅｍ － ｐｒｏｉｚｖｏｄｓｔｖａ －
ｓｅｌｈｏｚｐｒｏｄｕｋｃｉｉ － ｖｙｒｏｓ － ｚａ － ｐｉａｔ － ｌｅｔ － ｎａ － ２０ ｈｔｍｌ＆ｌｉｔｅ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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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达到 １ １７ 亿吨ꎬ 同比增长 １３ ７％ ꎬ 达到 ３８ 年来最高水平①ꎬ 其中甜菜产量达

到 ４ ８００ 多万吨ꎬ 赶超了法国、 美国和德国ꎬ 俄罗斯成为世界最大的甜菜糖生产

国ꎮ 普京总统也为此而点赞说: “如今ꎬ 农业乃至整个农工体系已成为国民经济

中发展最迅速的领域ꎮ”
２０１７ 年ꎬ 俄罗斯粮食产量再创 ４０ 年来新高ꎬ 达 １ ３５５ 亿吨ꎬ 当年的小麦产

量为 ８ ６００ 万吨ꎮ ２０１８ 年尽管气候条件欠佳ꎬ 但粮食总产量依然达到 １ １２８ 亿

吨ꎬ 谷物收成净重仍然比过去 ５ 年的平均水平高出了 １１％ ꎮ 根据俄罗斯联邦国家

统计局的数据ꎬ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 日ꎬ 俄罗斯已收获粮食 １ ０９２ 亿吨ꎬ 比上年

增加了 ８ ０％ ꎮ 根据俄罗斯农业部的估计ꎬ ２０１９ 年俄罗斯粮食产量将比上年增加

６％ ꎬ 其中甜菜产量达到 ５ ３００ 万吨ꎬ 增长 ２５％ ꎬ 创历史最高纪录ꎻ 小麦产量达

到 ７ ５００ 万吨ꎬ 这将使俄罗斯小麦出口继续保持世界领先地位②ꎮ 数据显示ꎬ 俄

已重返全球主要农业国行列ꎮ

２ 农产品出口稳步增长

长期以来ꎬ 俄罗斯一直是油气和武器输出大国ꎬ 农产品进口额一直高于出口

额ꎮ 自 ２０１４ 年西方对俄制裁以来ꎬ 俄罗斯积极调整农业发展战略ꎬ 逐步实施进

口替代策略ꎬ 农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ꎬ 农产品不仅能够满足国内市场需要ꎬ 还

大量出口到其他国家ꎮ 这 ５ 年间ꎬ 农产品出口量增长了 ３０％ ③ꎮ
２０１４ 年是西方制裁的第一年ꎬ 俄农产品出口额达 １８９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１６ ５％ ꎬ 创下历史纪录ꎮ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俄罗斯粮食出口占全球出口量的 ７％ ꎬ 小

麦出口占全球出口量 １２％ ④ꎮ 而 ２０１４ 年以前俄罗斯三分之二的出口收入和 ５０％
的财政收入则来自于油气出口收入ꎮ ２０１５ 年 １ ４６０ 多亿美元贸易顺差中仅粮食出

口就贡献了近 ２００ 亿美元ꎬ 农作物成为继能源之后俄罗斯的第二大出口产品ꎮ
２０１６ 年ꎬ 俄粮食产量达到 ３８ 年来最高水平ꎬ 农产品出口额达到 １７１ 亿美元ꎬ 历

史上首次超过武器出口收入ꎬ 其中小麦出口量超过 ２ ５００ 万吨ꎬ 比上年增长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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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取得近 ４０ 年来最高粮食收成»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ｌｊ ｇｏｖ ｃｎ / ｚｔｚｌ / ｓｙｓｔｅｍ / ２０１６ / １１ / １４ / ０１０７９８６
５５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９ 年俄罗斯粮食产量将达 １ ２ 亿吨»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ｊｙｊｌ / ｅ / ２０１９１２ / ２０
１９１２０２９１８５３７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９ 年俄罗斯农业产品出口额将达 ２５０ 亿美元»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ｅｉｈｅ ｇｏｖ ｃｎ / ｉｎｆｏ / １１８５ / １０３８６０
ｈｔｍ

郭晓东: «主要粮食出口国的农业发展情况分析———以俄罗斯为例»ꎬ 载 «粮食科技与经济» 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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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ꎬ 超过美国和加拿大ꎬ 首次成为世界小麦出口第一大国ꎮ ２０１７ 年ꎬ 俄罗斯

粮食产量再创历史新高ꎬ 农产品出口额增长 ２１ １％ ꎬ 超过 ２０７ 亿美元ꎬ 其中小麦

出口增长 １ / ３ꎬ 达 ３ ５００ 万吨ꎬ 俄再次维持全球最大小麦供应国地位ꎮ 与 ２０１６ 年

相比ꎬ ２０１７ 年禽肉出口增长 ４２％ ꎬ 为 １６ ３３ 万吨ꎻ 猪肉出口增长 ４４ ７％ ꎬ 为

２ ７３ 万吨ꎻ 冷冻鱼类出口增长 ９ ４％ ꎬ 为 １４０ 万吨ꎻ 干豆类蔬菜出口增长

３０ ４％ ꎬ 为 １３０ 万吨ꎻ 大麦出口增长 １ ６ 倍ꎬ 为 ４６０ 万吨ꎻ 大豆出口增长 ２３％ ꎬ
为 ５１ ９ 万吨ꎻ 油菜籽出口增长 ３ ４ 倍ꎬ 为 １９ １ 万吨ꎻ 葵花籽出口增长 １ ７ 倍ꎬ
为 ３１ ３ 万吨ꎻ 植物油出口增长 ２６ ６％ ꎬ 为 ３１０ 万吨ꎻ 人造奶油出口增长 １２ ４％ ꎬ
为 １８ ２ 万吨ꎻ 糖浆出口增长 ４４ ３％ ꎬ 为 ７３ 万吨ꎻ 白糖出口增长 ５ ３ 倍ꎬ 为 ５５ ３
万吨ꎻ 巧克力出口增长 １８ ４％ ꎬ 为 １８ ６ 万吨ꎮ ２０１８ 年ꎬ 俄罗斯农业出口额达

２５８ 亿美元ꎬ 增长了 ２０％ ꎮ 在出口结构中ꎬ 粮食为主打产品ꎬ 所占比重大约为

４０％ ꎬ 鱼类和甲壳类动物约占 ２０％ ꎬ 食品和加工业产品占比 １３ ５％ ①ꎮ
为了应对西方的制裁和封锁ꎬ 俄罗斯实施进口替代政策ꎬ 努力发展农业ꎬ 实

现自给自足ꎮ 俄罗斯农业部称ꎬ 在过去 ５ 年ꎬ 得益于进口替代政策ꎬ 俄罗斯已经

实现甚至超过了一些关键食品安全领域的阈值ꎮ 其中在谷物和豆科作物领域ꎬ 截

至 ２０１８ 年年底ꎬ 国产占国内市场资源总量的比重达到 ９９ ４％ (其安全阈值为

９５％ )ꎬ 食糖所占比重为 ９５ ７％ ꎬ 安全阀值为 ８０％ ꎻ 植物油所占比重为 ８１ ５％ ꎬ
安全阀值为 ８０％ ꎻ 肉类和肉制品所占比重为 ９２ ８％ ꎬ 安全阀值为 ８５％ ②ꎮ

西方制裁以来ꎬ 俄罗斯由过去的农业进口国成功转型为农业出口国ꎬ 世界上

１５０ 多个国家成为俄罗斯农产品的进口国ꎮ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俄政府批准一项粮食产业发展长期战略ꎮ 该战略基本目标是在

２０３５ 年前将粮食年出口量提高到 ５ ５９０ 万吨ꎬ 理想目标是 ６ ３６０ 万吨ꎮ 俄罗斯农

业部预计ꎬ 在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０ 农业年度 (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ꎬ
俄罗斯将出口 ４ ５００ 万吨谷物ꎬ 其中包括 ３ ６００ 万吨小麦③ꎮ ２０１９ 年的出口额估

计将达到约 ２５０ 亿美元ꎬ 计划出口额为 ２４０ 亿美元ꎮ
对于俄罗斯而言ꎬ 粮食无形中成为了另一种石油ꎬ 俄总统普京把农业定位到

１４

①

②
③

«俄罗斯农业被制裁的这五年: 基本实现自给自足 出口不减反增»ꎬ ｈｔｔｐｓ: / / ｘｗ ｑｑ ｃｏｍ / ａｍｐｈｔｍｌ /
２０１９０８１０Ａ００ＨＴＪ００

同上ꎮ
Путин: Россия обогнала США и Канаду по экспорту пшеницы ｈｔｔｐｓ: / / ｙａｎｄｅｘ ｒｕ / ｔｕｒｂｏ? ｔｅｘｔ ＝

ｈｔｔｐｓ％３Ａ％ ２Ｆ％ ２Ｆｒｏｓｎｇ ｒｕ％ ２Ｆｐｏｓｔ％ ２Ｆｐｕｔｉｎ － ｒｏｓｓｉｙａ － ｏｂｏｇｎａｌａ － ｓｓｈａ － ｉ － ｋａｎａｄｕ － ｐｏ － ｅｋｓｐｏｒｔｕ －
ｐｓｈｅｎｉｃｙ＆ｌｉｔｅ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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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的高度ꎬ 并为农业发展设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ꎬ 到 ２０２４ 年计划将俄罗斯农

产品出口额增加 ２ 倍以上ꎬ 达到 ４５０ 亿美元ꎬ 这个宏大目标似乎说明俄罗斯农业

潜力才刚刚开始释放ꎮ

３ 农业得到政府和金融机构持续的资金扶持

西方制裁只是俄罗斯实行进口替代的外部诱因ꎬ 客观上加快了俄罗斯经济结

构的优化速度ꎬ 刺激和推动了农业的持续发展ꎬ 国内的扶持政策才是俄农业增长

的主要因素ꎮ
２０００ 年普京执政后ꎬ 将农业视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ꎬ 并指出 “没有

俄罗斯农业的复兴ꎬ 就不可能有俄罗斯经济的复兴”ꎮ 为此ꎬ 俄政府相继出台了

«俄罗斯联邦土地流通法» «农业发展法»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年农业发展、 农产品市场

调节、 农村发展规划» «２０１３ ~ ２０２０ 年俄罗斯联邦农业发展和农产品、 原料和粮

食市场调控国家纲要» (简称 «新纲要») 等一系列法律法规ꎮ «新纲要» 是规划

未来俄罗斯农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ꎬ 为农业领域经济政策的实施确定了法律基

础ꎬ 也指出了国家支持的主要方向ꎮ
随着 ２０１２ 年俄加入世贸组织ꎬ 农业成为重点保护领域ꎬ 为尽快提高俄农业

竞争力ꎬ 俄政府和金融机构不断完善对农业的补贴政策ꎬ 加大资金扶持力度ꎮ 根

据 «俄罗斯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２ 年农业发展规划»ꎬ 俄中央和地方政府在 ５ 年间累计

向农业拨款 １ １ 万亿卢布①ꎮ
２０１３ 年ꎬ 俄罗斯对农业的补贴率为 １３ ５％ ꎬ 补贴额为 １ ９０４ 亿卢布 (约合

５７ ７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２８％ ꎮ 为了扶持农机设备产业的发展ꎬ 自当年 １ 月 １ 日

起ꎬ 俄罗斯政府大幅提高对国产农机设备的补贴幅度ꎬ 由 １５％提高到 ３０％ ②ꎮ 同

年ꎬ 俄政府向俄罗斯农业银行注资 ３００ 亿卢布 (约合 １０ 亿美元)ꎬ 以确保银行资

本充足率ꎬ 使其得以向农工综合体领域的中小型企业、 农业消费合作社、 农民

(农场主) 和私人企业家提供贷款ꎮ ２０１４ 年尽管面临西方制裁后的重大经济危

机ꎬ 俄政府用于农业发展的投资依然达到 １ ８８０ 亿卢布 (约合 ２３ 亿美元)ꎬ 帮助

俄农业实现了 ３ ７％ 的年度增长率ꎮ ２０１５ 年俄罗斯政府继续对农业领域投入资

２４

①

②

燕玺: «俄罗斯借粮食减产打政治牌 或引发全球缺粮恐慌»ꎬ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ｈｆ３６５ ｃｏｍ / ｓｙｓｔｅｍ /
２０１０ / ０８ / １３ / ０１００９９２７９ ｓｈｔｍｌ

«俄罗斯农业 “逆袭”»ꎬ 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ｓ? ｉｄ ＝ １６２３６４１２１２４１５６５２５７９＆ｗｆｒ ＝ ｓｐｉｄ
ｅｒ＆ｆｏｒ ＝ ｐ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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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ꎬ 全年共向农业领域投资 ２ ０００ 亿卢布 (约合 ３０ ３ 亿美元)①ꎬ 这笔钱主要用

于向农民和农业生产者提供直接支持ꎮ ２０１６ 年投资 ２ １５０ 亿卢布 (３３ 亿美元)ꎬ
２０１７ 年投资 ２ ２００ 亿卢布 (３４ 亿美元)ꎮ ２０１９ 年国家对农业领域的支持总额为

３ １８０亿卢布ꎬ 比上年增加了 ２０％ ②ꎮ 在过去 １０ 年中ꎬ 俄政府用于支持农业发展

的预算拨款共计 １ ９ 万亿卢布 ꎮ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３０ 日俄颁布总统令ꎬ 批准了 «食品安全学说»ꎬ 规定到 ２０２０ 年

将主要食品自给率增至 ９０％以上 ꎮ ２０１４ 年进口替代措施提速ꎬ 客观上为农业部

门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动力ꎮ 农业领域进口替代取得了明显效果ꎬ 主要农产品从净

进口转为净出口ꎮ ２０１５ 年俄罗斯农产品进口量减少了 １ / ３ꎮ ２０１６ 年食品进口金额

减少了 ２ / ３ꎮ 目前ꎬ 俄罗斯国产食品已占国内市场份额的 ８０％ ~９０％ ③ꎮ
２０２０ 年ꎬ 俄将进一步细化农业补贴方法ꎬ 农业生产者将可享受两部分政府

支持ꎮ 第一部分是传统补贴ꎬ 涉及种植业和畜牧业ꎬ 包括畜牧良种业、 种子繁育

和乳业ꎬ 此项补贴金额将达到 ３４０ 亿卢布④ꎮ 第二部分支持是激励性补贴ꎬ 涉及

谷物和豆类种植、 牛奶、 肉牛和羊类养殖ꎮ

二　 中俄农业合作

中俄农业合作一直是中国对外农业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也是 “一带一路”
框架下中国开展农业对外合作的重点领域ꎮ 随着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的推进ꎬ
尤其是 ２０１５ 年中俄两国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与 “欧亚经济联盟” 对接协议的签

署ꎬ 两国在农产品贸易和农业产业投资等方面的合作取得了长足发展ꎬ 未来合作

空间将更加广阔ꎮ

１ 中俄农产品贸易快速增长

作为两个农业大国ꎬ 中俄农产品贸易在两国贸易中的地位不容忽视ꎮ 为反击

西方制裁ꎬ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７ 日俄罗斯实施农产品进口禁令ꎬ 同时确定包括中国、 伊

３４

①

②
③

④

«俄农业部长说俄今年将保持农产品出口大国地位»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６ －
０６ / １７ / ｃ＿ １１１９０５８５３４ ｈｔｍ

«２０１９ 年俄罗斯多种农作物收成良好»ꎬ ｈｔｔｐ: / / ｅｘｉｍ ｆｏｏｄｍａｔｅ ｎｅｔ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５４２６２４ ｈｔｍｌ
Дол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х продуктов в российских магазинах достигает ９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ａｉｒｙｎｅｗｓ

ｒｕ /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 ｄｏｌｙａ － ｏｔｅｃｈｅｓｔｖｅｎｎｙｋｈ － ｐｒｏｄｕｋｔｏｖ － ｖ － ｒｏｓｓｉｙｓｋｉｋｈ － ｍａｇａ ｈｔｍｌ
«俄 ２０２０ 年农业补贴金额将超过 ３４０ 亿卢布»ꎬ ｈｔｔｐ: / / ｒｕ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９０８ / ２０

１９０８０２８９３７０７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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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 土耳其等在内的 １０ 个国家为俄罗斯新的食品供应国ꎬ 提出逐步增加从上述

国家的食品进口ꎬ 以弥补国内食品市场的不足ꎮ 这为中俄农业合作创造了新的机

遇和空间ꎮ 中俄农产品贸易增长迅速ꎬ 成为双边贸易的新亮点ꎮ
２０１５ 年ꎬ 中俄两国农业合作出现了新变化ꎬ 两国农产品贸易持续增长ꎬ 中

国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国ꎮ 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和俄罗斯农产品进口

额下降 ３３ ２３％的情况下ꎬ 中俄农产品贸易额仍达到 ３５ ４ 亿美元ꎬ 为 ２０１３ 年的

１ ０３ 倍ꎬ 双方已经互为重要的农产品进出口市场ꎮ 俄罗斯在中国农产品出口国

中排第八位ꎬ 进口国中排第 １２ 位ꎮ ２０１６ 年中俄农产品贸易达到 ３８ ９ 亿美元ꎬ 增

长 １１％ ①ꎬ 中国成为俄罗斯最大的食品进口国ꎮ ２０１７ 年中俄农产品贸易总额首次

超过 ４０ 亿美元ꎮ 目前中国位居俄罗斯粮食出口国第 １３ 位ꎬ 预计很快进入前十行

列ꎮ 据中国海关统计ꎬ ２０１８ 年中俄农产品贸易首次突破 ５０ 亿美元大关ꎬ 贸易额

为 ５２ ５２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２８ ２％ ꎬ 创历史新高ꎮ 其中中国自俄罗斯进口 ３２ １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５１ ３％ ②ꎮ

中俄农业合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中国自俄罗斯进口农产品的增幅远大于向俄

罗斯出口农产品的增幅ꎮ 农产品贸易持续增长为两国关系增加了新的利益共同

点ꎬ 助推了两国经济发展ꎬ 也为双方消费者特别是中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优质

农产品ꎮ 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加剧ꎬ 中国一度放弃从美进口大豆ꎬ 转而寻求新的大

豆供应国ꎬ 其中俄罗斯大豆的对华出口正在明显增长ꎮ 过去 ４ 年间ꎬ 俄罗斯对华

大豆出口增长了 １０ 倍多ꎬ ２０１８ 年已接近 １００ 万吨ꎮ 从市场份额看ꎬ 中国目前已

成为俄罗斯大豆的主要买家ꎬ 在俄 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９ 农业年度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份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份)ꎬ 中国进口俄罗斯大豆占俄整个大豆出口总额的 ９３％ ③ꎮ ２０１９ 年中俄

农产品贸易继续稳定增长ꎬ １ ~ １０ 月农产品贸易额达到 ３９ ３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９ ５％ ꎬ 其中俄罗斯对中国的出口额增长了 ２５％ ꎬ 达到 ２６ 亿美元ꎬ 到 ２０２４ 年或

可达到 ７７ 亿美元④ꎮ 中国已经成为俄罗斯农产品出口的主要目的地ꎮ

４４

①

②

③

④

«２０１６ 年中俄进出口贸易额 ６９５ 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２ ２％»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ｃｊ / ２０１７ / ０２ －
２１ / ８１５５４１０ ｓｈｔｍｌ

«中俄农产品贸易出现新进展»ꎬ 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ｓ? ｉｄ ＝ １６３４２０１５６３０１０１６３３０１＆ｗｆｒ ＝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 ＝ ｐｃ

«俄罗斯全境大豆出口中国 “开绿灯”»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ｆｏｒｔｕｎｅ / ２０１９ － ０８ / ０６ / ｃ＿１１
２４８４０６１９ ｈｔｍ

Сельхозтоварооборот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итаем вырос на ９ꎬ 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ｇ － ｏｎｌｉｎｅ ｒｕ / ｎｅｗｓ /
４１１９１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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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中国对俄罗斯农业投资不断深化

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是一国农业 “走出去” 的一种重要模式ꎬ 是经济全球化、
农业国际化背景下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ꎮ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 ５ 年来ꎬ 作为俄

罗斯重要投资来源国ꎬ 中国对俄罗斯的农业投资一直在不断深化ꎬ 保持持续增长

态势ꎮ 中国对俄农业投资开发与合作ꎬ 拓展了农业发展空间ꎬ 加快了农村劳动力

向境外转移ꎬ 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ꎮ
２０１２ 年普京再次当选总统后ꎬ 俄加速推进 “向东看” 战略ꎬ 政府加大了对

俄远东地区的农业开发力度ꎬ 同时也为中国资本进入俄远东地区创造了机遇和相

对宽松的环境ꎬ 中国对俄罗斯农业项目的投资ꎬ 正逐步成为中俄农业合作的重要

一环ꎮ 近年来中国对俄罗斯农业投资基本保持增长势头ꎬ 截至 ２０１７ 年ꎬ 中国对

俄罗斯的农业投资存量为 ６ ７ 亿美元ꎬ 占中国对欧洲农业投资总额的 １１ ５％ ꎬ 占

中国对全球农业投资总额的 ３ ８７％ ①ꎬ 已由单纯的种植业、 养殖业转向了加工、
仓储、 物流等农业生产的全部产业链ꎮ

中俄在农业领域的合作正渐入佳境ꎬ 俄罗斯农业领域的快速增长和中国市场

强大的购买力ꎬ 助推了中国企业赴俄投资的步伐ꎮ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７ 年年底ꎬ 中国

赴俄罗斯农业投资企业数量已累计超过 ４００ 家ꎬ 年投资总额最高达到 ９ 亿美元ꎮ
目前中国对俄罗斯农业投资占中国对外农业投资总额的 １３％以上②ꎬ 投资集中在

俄罗斯远东地区ꎮ 已有中国投资者在俄参与了豆谷种植、 奶牛养殖等多个项目的

合作ꎮ
随着中俄农业合作不断推进ꎬ 中国正逐步成为俄罗斯粮食第一进口国ꎮ 中粮

集团早在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就宣布计划斥资 ２６ 亿人民币购买俄罗斯南部码头ꎬ 用于运

输粮食ꎬ 这将进一步便利两国粮食贸易ꎮ 俄罗斯方面也表示ꎬ 愿意把靠近中国东

北地区的 １００ 万公顷土地提供给中方企业用于农业耕作ꎮ 随着两国关系的密切与

加深ꎬ 中国对俄农业投资会逐步进入快车道ꎮ

５４

①

②

龙盾、 陈瑞剑、 杨光: « “一带一路” 建设下中国企业赴俄罗斯农业投资现状及分析»ꎬ 载 «世界
农业» ２０１９ 年第 ９ 期ꎮ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будут совместно развивать сель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на приграничных территориях
ｈｔｔｐｓ: / / ｙａｎｄｅｘ ｒｕ / ｔｕｒｂｏ? ｔｅｘｔ ＝ ｈｔｔｐｓ％ ３Ａ％ ２Ｆ％ ２Ｆａｇｒｏｖｅｓｔｉ ｎｅｔ％ ２Ｆｎｅｗｓ％ ２Ｆｉｎｄｓｔ％ ２Ｆｒｏｓｓｉｙａ － ｉ － ｋｉｔａｊ －
ｂｕｄｕｔ － ｓｏｖｍｅｓｔｎｏ － ｒａｚｖｉｖａｔ － ｓｅｌｓｋｏｅ － ｋｈｏｚｙａｊｓｔｖｏ － ｎａ － ｐｒｉｇｒａｎｉｃｈｎｙｋｈ －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ｙａｋｈ ｈｔｍｌ＆ｌｉｔｅ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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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俄农业合作新机遇

俄罗斯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所有资源都能自给自足的国家ꎬ 其耕地面积达 １ ４２
亿公顷ꎬ 人均耕地面积 ０ ８６ 公顷ꎬ 远远高于世界人均耕地水平ꎮ 中俄两国互为

最大邻国ꎬ 双方有着 ４ ３００ 多公里的共同边界ꎬ 发展农业合作有着得天独厚的地

理优势ꎮ 但是目前两国农业合作的规模和水平远远滞后于两国的经济发展ꎮ 随着

２０１４ 年俄罗斯全面禁止对其制裁国家的农产品进口以及美国针对中国发动的贸

易战ꎬ 中俄合作关系受战略趋同影响ꎬ 正寻找新的利益共同点ꎬ 中方 “一带一

路” 战略构想的实施ꎬ 为中俄农业合作打开了新的空间ꎬ 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加

剧直接给中俄农业合作带来新的合作项目ꎬ 大豆将成为中俄农业合作的 “新亮点”ꎮ

１ 政策支持为农业合作提供良好保障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ꎬ 加强农业国际合作已经成为各国农业政策体系中的

重要内容之一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俄期间ꎬ 双方在农业合作方面

达成了多项重要共识ꎬ 两国元首见证签署了一系列务实合作文件ꎬ 取得多项成

果ꎮ «中俄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指出ꎬ 未来双方

将进一步扩大并提升农业合作水平ꎬ 深化农业投资合作ꎻ 积极开展农产品食品相

互市场准入合作ꎬ 扩大双方优质农产品食品贸易ꎬ 并特别强调支持两国企业开展

大豆等农作物生产、 加工、 物流与贸易全产业链合作ꎮ «关于中国允许进口俄罗

斯粮食和油籽及其副产品产品名录和进口规模议定书» 以及玉米、 大米、 大豆等

农产品检验检疫要求修订协议ꎬ 为提升俄罗斯农产品对华出口提供了具体的政策

支持ꎮ «关于深化中俄大豆合作的发展规划» 为全面扩展和深化两国大豆贸易与

全产业链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ꎬ 推动双方大豆贸易与合作驶入快车道ꎬ 为中俄双

边务实合作注入了新动力ꎬ 也将对优化两国贸易结构产生深远影响ꎮ
目前中国农产品需求呈现刚性增势ꎬ 对国际市场的依赖进一步加强ꎬ 为确保

粮食安全ꎬ 努力实现进口来源多元化已成必然ꎮ 商务部公布的 «中国农产品进出

口月度统计报告» 显示ꎬ ２０１８ 年中国农产品进口额为 １ ３７１ ５ 亿美元ꎬ 其中来自

俄罗斯的农产品进口额为 ３２ ０７ 亿美元ꎬ 所占份额仅为 ２ ３４％左右①ꎮ 而俄罗斯

６４

① «中俄农业合作 “新时代” 来了吗?»ꎬ ｈｔｔｐ: / / ｎｙｎｃ ｇａｎｓｕ ｇｏｖ ｃｎ / ａｐｐｓ / ｓｉｔｅ / ｓｉｔｅ / ｉｓｓｕｅ / ｆｘｙｃ / ｑｔ / ２０１９ /
０８ / ２０ / １５６６２６８０６５３２０ ｈｔｍｌ



热点透析　

作为农业资源大国ꎬ 在满足本国国内市场需求的同时ꎬ 仍具有较大出口潜力ꎮ 因

此在两国政府政策的支持下ꎬ 中俄农业合作上升空间巨大ꎮ

２ 加强中俄大豆贸易合作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消费国ꎬ 大豆 ８０％ 以上依赖进口ꎬ 每年大豆进口

总量为 ９ ５５４ 万吨ꎬ 有 ３ ２００ 多万吨都是从美国进口的ꎬ 美国大豆占中国进口大

豆的三分之一ꎬ 进口额高达 １３９ 亿美元①ꎮ 这使得大豆成为美国对中国仅次于飞

机的第二大出口产品ꎮ 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大豆占美国出口量的 ６０％ 以上ꎮ 由于

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ꎬ 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中国对美大豆加征 ２５％ 关税之后ꎬ 中国

基本停止从美国进口大豆ꎮ ２０１８ 年ꎬ 美国向中国出口大豆仅为 １ ６６４ 万吨ꎬ 同比

下降 ４９％ ꎬ 仅占中国进口大豆总量的 １８ ９％ ②ꎮ
俄罗斯耕地土层深厚、 有机质含量丰富ꎬ 最适于大豆的生长ꎬ 俄罗斯拥有全

球近 １ / ３ 面积黑土带ꎬ 具有扩种大豆的巨大潜力ꎮ 从俄罗斯的主要农业区自然条

件来看ꎬ 气温、 积温及降水等自然条件均利于大豆的生长ꎮ 当前西伯利亚及远东

地区大量肥沃土地尚未开垦ꎬ 拥有巨大的开发及种植大豆潜力ꎮ 此外ꎬ 中国与俄

罗斯陆路相连ꎬ 交通便利ꎬ 中俄间大豆贸易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ꎮ 如果充分

优化各种有利资源ꎬ 俄大豆年产量将有望超过 ３ ０００ 万吨③ꎮ
对中国而言ꎬ 大豆处在农产品的上游地位ꎬ 任何不稳定因素都必须彻底排

除ꎬ 努力实现大豆进口来源多元化ꎮ 中俄双方开展大豆贸易有很强的互补性ꎬ 符

合双方战略利益ꎬ 既能满足中国对大豆进口渠道多元化要求ꎬ 又能为俄罗斯农业

发展和中俄农业合作提供新的增长点ꎬ 是中俄都乐于见到的互利双赢合作模式ꎮ
中国为俄罗斯大豆打开市场ꎬ 一方面可以在中美贸易谈判中用以制约美国ꎬ 更重

要的是这也符合中国国计民生的需求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ꎬ 中俄签署了 «关于深化中俄大豆合作的发展规划»ꎬ 就扩大大

豆贸易ꎬ 深化种植、 加工、 物流、 销售、 科研等全产业链合作达成重要共识ꎬ 两

国大豆全产业链合作迈出了关键的一步ꎮ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ꎬ 中国海关总署发布公告ꎬ
将自俄罗斯进口大豆产区由原来的远东五个州区扩大到全境ꎬ 并增加海运等运输

方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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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豆市场份额上来看ꎬ 目前中国是俄罗斯大豆的主要买家ꎬ 占其出口总额

的 ９３％ ①ꎮ 俄农业部还计划把对中国市场大豆出口规模扩大 ４ ６ 倍ꎬ 达到每年

３７０ 万吨②的水平ꎮ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进口大豆共计 ８ ８００ 多万吨ꎬ 其中自俄罗斯进口 ８１ ７ 万吨ꎬ

同比增长 ６４ ７％ ③ꎮ 事实上ꎬ ２０１８ 年从俄罗斯到中国的大豆出口同比已经增长一

倍ꎬ 总计达 １００ 万吨ꎬ 包括中国企业首次在俄罗斯种植的俄产大豆回运国内市

场ꎮ 俄罗斯在中国大豆进口来源国中列第六位ꎬ 但占比尚不足 １％ ꎮ 中美贸易战

使中国市场出现 ３ ０００ 多万吨大豆供应空缺ꎬ 俄罗斯远东地区在填补这一空缺方

面有很大地域优势ꎮ 俄罗斯食品和农产品信誉度一向很高ꎬ 都是非转基因产品ꎬ
质量非常好ꎬ 俄罗斯远东地理上紧邻中国ꎬ 物流上也有优势ꎮ

目前俄大豆年产量 ４００ 万吨ꎬ 与中国大豆缺口 ３ ０００ 万吨相差甚远ꎬ 中俄大

豆贸易合作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ꎮ 俄政府在促进大豆产量增加ꎬ 加强远东农业基

础设施建设ꎬ 解决粮仓严重不足问题方面做了很多工作ꎮ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

奥列什金在 ２０１９ 年东方经济论坛期间曾表示ꎬ “２０１９ 年俄罗斯有能力将大豆对

华出口量扩大到 １００ 万吨ꎬ 但俄方的大豆出口潜力比这要大许多ꎬ 可达 １ ０００ ~
２ ０００万吨”ꎮ 中国在非转基因大豆种植、 农业机械和加工设备生产方面拥有先进

的现代技术ꎮ 未来如果引入中国技术ꎬ 将有助于农作物生产逐步过渡到集约化农

业生产模式ꎬ 这将会扩大大豆产量ꎬ 提升俄罗斯大豆相对于美国大豆的竞争力ꎮ
俄罗斯远东地区目前还有 １ ２００ 万公顷的农业用土地尚未开发ꎮ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ꎬ 中国企业佳沃北大荒农业控股有限公司与俄方签署一项投资 ９７ 亿卢布④

(约 １０ ３６ 亿人民币) 的协议ꎬ 将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租赁 ３ ５００ 公顷的土地用

于种植大豆ꎬ 而且这个项目的规模有望扩大至 ５ 万公顷ꎬ 并建造一个年产能高达

２４ 万吨的大豆加工厂ꎮ 加强中俄大豆贸易合作是两国在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下的

必然选项ꎬ 也是推动实现中俄 ２ ０００ 亿美元贸易目标的助推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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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２０１４ 年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ꎬ 俄政府被迫采取多项措施扶持农

业发展ꎬ 加大资金补贴力度ꎬ 在农业领域实施 “进口替代”ꎮ 从实际效果看ꎬ 这

些措施刺激了农业的发展ꎬ 为俄罗斯农业逆势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ꎮ 农产品出口

稳步增长ꎬ 使俄罗斯经济由传统油气能源模式向以农工一体的综合发展模式转

型ꎮ 俄罗斯农业的逆势增长也为中俄农业合作创造了契机ꎮ
中俄在地缘属性、 资源禀赋上优势互补ꎮ 中国在资金、 技术、 市场等方面优

势明显ꎬ 俄罗斯土地资源丰富ꎬ 农业生产潜力巨大ꎬ 中俄农业合作的前景广阔ꎬ
商机无限ꎮ 近年来ꎬ 随着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的推动ꎬ 中俄两国在农产品贸

易、 农业产业投资等方面开展多层次的合作ꎬ 为两国农业合作关系奠定了良好基

础ꎮ 在中俄经贸合作快速发展时期ꎬ 把俄罗斯丰富的土地资源与中国的农业生产

潜力有机结合起来ꎬ 积极发展种植业、 畜牧业和农产品加工业ꎬ 深化中俄农业合

作已成为两国的共同愿景ꎮ
从当前与今后一个时期来看ꎬ 存在不少有利于推进中俄农业合作发展的因

素ꎮ ２０１８ 年美国对华发起的贸易战正在动摇全球贸易ꎬ 中美贸易摩擦客观上为

中俄农业合作注入了新的动能ꎬ 大豆成为中俄农业合作领域的新的增长点ꎮ
中国与俄罗斯互为最大邻国和全面战略协作伙伴ꎬ 且同为农业大国ꎬ 在 “一

带一路” 战略下ꎬ 在中美贸易竞争长期化的大背景下ꎬ 进一步加强中俄农业领域

的合作ꎬ 提高两国农产品贸易水平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意义ꎬ 符合双方的战略利

益ꎬ 中俄农业合作正在迈向一个新的台阶ꎬ 前景广阔ꎮ
(责任编辑　 李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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