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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欧亚经济联盟国家ꎬ尤其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

的农业资源丰富ꎬ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粮食作物、油料作物ꎬ白俄罗斯的肉

类、奶制品对中国出口潜力大ꎮ 欧亚经济联盟扩大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机遇

和挑战并存ꎮ 机遇体现在重视农业规划和投资、对外农产品贸易机制逐步完

善、联盟内部市场壁垒进一步消除、与中国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速以及中

国市场的巨大需求ꎮ 而挑战表现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

的机制对接不够顺畅、极端天气变化频发影响农作物产量、农产品出口限制

和中国的农产品进口限制ꎮ 为提升粮食供应安全ꎬ中国应将与欧亚经济联盟

在农业领域的经贸合作置于更为优先的地位ꎬ推进农产品贸易便利化ꎬ延伸

农业产业链条上下游合作ꎬ深化农业技术和产能合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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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农业是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ꎮ 囿于土地和水资源

禀赋的限制ꎬ加之中国居民的粮食需求ꎬ特别是对肉蛋奶的消费需求稳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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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ꎬ中国的农产品供应已不能满足国内消费需求ꎬ农产品进口需求逐年上升ꎮ
欧亚经济联盟国家的土地资源丰富ꎬ农业生产条件总体较好ꎬ农业生产潜力

较大ꎬ是传统的农产品出口国ꎮ 扩大欧亚经济联盟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ꎬ既
有利于中国实现粮食进口渠道多元化ꎬ满足国内居民不断增长的农产品消费

需求ꎬ又有助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增加出口收入和就业机会ꎮ
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吉

尔吉斯斯坦五国ꎬ均为加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国家ꎬ农业资源总体上

较为丰富ꎬ与中国存在良好的经济互补性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９ 日ꎬ白俄罗斯、哈
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签署«欧亚经济联盟条约»ꎬ标志着欧亚经济联盟(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ＵｎｉｏｎꎬＥＡＥＵ)正式成立ꎮ 这份条约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正式生效ꎮ
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分别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和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签署加入欧亚

经济联盟的协议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 日ꎬ欧亚经济联盟条约对亚美尼亚生效ꎻ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６ 日ꎬ条约对吉尔吉斯斯坦生效ꎮ 这意味着欧亚经济联盟以共同

市场为目标的一体化进程正式启动ꎮ 欧亚经济联盟的发展目标是在 ２０２５ 年

前实现联盟内部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ꎬ并推行协调一致的经

济政策ꎮ
近年来ꎬ欧亚经济联盟致力于拓展对外合作ꎬ尤其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合

作以及推动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对接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ꎬ中
俄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

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ꎬ开启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

对接合作之路ꎮ ２０１８ 年ꎬ中国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共同

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定»ꎬ标志着对接合作取得

重要阶段性成果ꎮ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ꎬ该协定正式生效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ꎬ«中华人

民共和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定»联合委员会首次会议以视频会议形

式召开ꎬ双方积极评价该协定实施一年来双边经贸关系发展ꎬ并探讨在技术

法规、贸易救济、海关和投资等方面加强对话合作ꎮ ２０２１ 年ꎬ哈萨克斯坦接任

欧亚经济联盟轮值主席国ꎬ建议联盟成员国加大互惠联合项目的实施力度ꎬ
确保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对接ꎮ 目前ꎬ欧亚经济联盟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对接的几个早期项目已付诸实施ꎮ
目前ꎬ关于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农业合作的研究文献主要有两类:一是

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对接的研究ꎬ主要围绕新兴大国在当

代国际秩序中的作用ꎬ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对接的优先方

向、整合及国别合作ꎬ欧亚大陆空间发展的挑战与机遇ꎬ贯穿欧亚经济联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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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和物流走廊的发展等问题展开ꎻ二是对欧亚经济联盟农业发展的研究ꎬ
主要围绕食品市场的整合、谷物国际竞争力、农业创新潜力、地区乳业发展的

具体特征、成员国农业部门和欧亚经济联盟进口替代政策的情景分析、国别

和联盟层面农业监管机构责任等问题展开ꎮ
基于文献综述我们发现:第一ꎬ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提出

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可以对接、整合与

协同发展的ꎬ但在发展理念、优先方向、物流联通、成员国双边和多边关系方

面依然存在优化空间ꎻ第二ꎬ欧亚经济联盟在农业发展方面存在超越国家层

面的政策整合协同优势以及提高生产能力和扩大出口的潜力ꎬ但其农产品出

口也存在一些问题ꎬ如农业生产比较优势没有充分挖掘、联盟层面的贸易便

利化措施不足、农产品出口与国内粮食供应存在冲突ꎻ第三ꎬ已有文献鲜有关

于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农业合作方面的研究ꎬ尤其缺少其对中国农产品出口

的研究ꎮ
本文利用联合国粮农组织和欧亚经济委员会发布的欧亚经济联盟各成

员国农产品产量和贸易数据ꎬ分析欧亚经济联盟农产品的生产和出口状况ꎬ
探析欧亚经济联盟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状况ꎬ评估出口的潜力ꎬ剖析所面临的

挑战并提出对策建议ꎮ

一　 欧亚经济联盟农产品的产出和出口状况

在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中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三国农业

资源禀赋和生产能力较优ꎬ农产品的产量和出口量较高ꎬ而亚美尼亚和吉尔

吉斯斯坦生产基础条件较差ꎬ农产品不能自给自足ꎮ 本文将从生产概况、产
量和出口规模等角度分析欧亚经济联盟农产品的生产和出口能力ꎮ

(一)农业生产概况

俄罗斯是传统工农业大国ꎮ 土地资源极为丰富ꎬ境内有 １ ９ 亿公顷的农

业用地ꎬ其中耕地为 １ ２ 亿公顷ꎬ饲料用地为 ７ ０５０ 万公顷ꎬ常年耕种用地为

１ ７００ 万公顷ꎬ尚有 ３ ６００ 万公顷的撂荒地ꎮ 俄罗斯中央联邦区、南部联邦区

和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集聚了自然资源、人力、资金和技术等优势ꎬ是农业主

产区ꎬ这里生产的农作物主要有:谷物、向日葵、大豆、甜菜、亚麻纤维、土豆、
蔬菜和浆果ꎮ

哈萨克斯坦地广人稀ꎬ可耕地面积超过 ２ ０００ 万公顷ꎬ每年农作物播种面

积约为 １ ６００ 万 ~ １ ８００ 万公顷ꎮ 主要农作物包括小麦(占粮食作物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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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左右)、玉米、大麦、燕麦和黑麦ꎮ 北部的科斯塔奈州、北哈萨克斯坦州和

阿克莫拉州是粮食主产区(产量占比达 ９０％ )ꎮ 南方部分地区可种植水稻、
棉花、烟草、甜菜、葡萄和水果等ꎮ

白俄罗斯工农业基础较好ꎮ 工业门类较为齐全ꎬ机械制造和加工业发

达ꎬ有苏联“装配车间”之称ꎬ拥有较高的科研和教育水平ꎬ劳动力素质也相对

较高ꎮ 白俄罗斯是世界第三大钾肥生产国ꎬ钾肥出口量约占全球的 ２０％ ꎮ 农

业普遍实行大规模机械化生产ꎬ农产品ꎬ特别是肉类及肉制品、牛奶及奶制

品、禽、蛋、糖等大量出口ꎮ
亚美尼亚属高原国家ꎬ全国平均海拔 １ ８００ 米ꎬ山多地少ꎬ农业欠发达ꎬ农

业生产集中在首都附近地势较低的地带ꎮ
吉尔吉斯斯坦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ꎬ全国 ６０％以上的

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和农业服务ꎮ 吉主要粮食作物有小麦、玉米、水稻、燕
麦、大麦、黑麦和高粱等ꎬ主要经济作物有棉花、甜菜、烟草、红花和花生等ꎬ其
农产品贸易波动较大ꎬ一直处于逆差状态①ꎮ

综合比较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农业的资源禀赋和生产能力ꎬ俄罗斯在农

产品的产量和种类多样性方面占绝对领先地位ꎬ哈萨克斯坦位居第二位ꎬ白
俄罗斯位居第三位②ꎬ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农业生产基础条件较差ꎬ
排名靠后ꎮ ２０２０ 年ꎬ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农业总产值达 １ １４４ 亿美元ꎬ增长

２ ３％ ꎮ 其中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三国的农业产值达 １ ０９４ 亿美

元ꎬ占联盟农业总产值的份额高达 ９５ ６％ ꎮ 具体而言ꎬ俄罗斯农业产值为

８４９ 亿美元ꎬ增长 １ ５％ ꎻ哈萨克斯坦农业产值为 １５２ 亿美元ꎬ增长 ５ ６％ ꎻ白
俄罗斯农业产值为 ９３ 亿美元ꎬ增长 ４ ９％ ꎮ

因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农业产值小ꎬ自给率不高ꎬ农产品出口量

极小ꎬ本文选取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三个国家作为欧亚经济联盟农

产品主要出口国展开分析ꎮ
(二)农产品产量

谷物、奶制品、薯类、油料作物和糖料作物为欧亚经济联盟生产和供应的

主要农产品ꎮ ２０１５ 年以来ꎬ俄罗斯的土豆、哈萨克斯坦的小麦、白俄罗斯的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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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ꎬｈｔｔｐ: / / ｆｅｃ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ｇｂｄｑｚｎ / ｉｎｄｅｘ ｓｈｔｍｌ

Ａ ＰａｐｔｓｏｖꎬＶ ＮｅｃｈａｅｖꎬＰ Ｖ Ｍｉｋｈａｉｌｕｓｈｋｉｎꎬ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ｏ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ｐ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ｒａｒｉａｎ Ｓ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Ｕｎｉｏｎ: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ꎬ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ｓｓｕｅｓꎬ２０１９ꎬ７(１)ꎬｐ ６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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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和大麦的产量有所下降ꎬ其他农产品产量稳步上升ꎮ ２０１９ 年ꎬ俄、哈、白
三国的前三大农产品产量总体上比 ２０１５ 年有明显增长ꎮ 具体来看ꎬ俄罗斯

的小麦产量增长 ２０％ ꎬ达 ７ ４４５ 万吨ꎬ甜菜增长 ３９％ ꎬ达 ５ ４３５ 万吨ꎬ全脂鲜奶

增长 １％ ꎬ达 ３ １０９ 万吨ꎻ哈萨克斯坦的小麦产量下降 １８％ ꎬ降至１ １３０万吨ꎬ
全脂鲜奶增长 １３％ ꎬ达 ５８２ 万吨ꎬ土豆增长 １１％ ꎬ达 ３９１ 万吨ꎻ白俄罗斯的全

脂鲜奶产量增长 ５％ ꎬ达 ７３８ 万吨ꎬ土豆增长 ２％ ꎬ达 ６１１ 万吨ꎬ甜菜大幅增长

４９％ ꎬ达 ４９３ 万吨(见表 １)ꎮ

表 １ 欧亚经济联盟主要农产品产量 (单位:万吨)

俄罗斯

年份 小麦 甜菜 全脂鲜奶 土豆 大麦

２０１５ ６ １７９ ３ ９０３ ３ ０５２ ３ ３６５ １ ７５５

２０１９ ７ ４４５ ５ ４３５ ３ １０９ ２ ２０７ ２ ０４９

年份 玉米 葵花籽 鸡肉 燕麦 大豆

２０１５ １ ３１７ ９２８ — — —

２０１９ １ ４２８ １ ５３８ ４６１ ４４２ ４３６

哈萨克斯坦

年份 小麦 全脂鲜奶 土豆 大麦 西瓜

２０１５ １ ３７５ ５１４ ３５２ ２６８ １１１

２０１９ １ １３０ ５８２ ３９１ ３８３ １３４

年份 甜瓜 玉米 干洋葱 葵花籽 亚麻籽

２０１５ ９７ ７３ ６９ — —

２０１９ １０４ ９０ ９２ ８４ １０１

白俄罗斯

年份 全脂鲜奶 土豆 甜菜 小麦 黑小麦

２０１５ ７０３ ６００ ３３０ ２９０ １９３

２０１９ ７３８ ６１１ ４９３ ２３１ １３１

年份 大麦 玉米 黑麦 油菜籽 鸡肉

２０１５ １８５ — ７５ — —

２０１９ １１０ １０９ ７６ ５８ ４６

注:因表格空间有限ꎬ仅显示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９ 年两年数据ꎬ农产品选取 ２０１９ 年前十位
品种ꎬ下同 ꎮ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ａｏ ｏｒｇ / ｆａｏｓｔａｔ / ｅｎ / ＃ｈｏ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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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产品出口

根据历年来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贸易数据ꎬ联盟的农产品出口基本由俄罗

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三国承担ꎬ总体上呈现稳定增长态势ꎮ ２０１９ 年ꎬ欧
亚经济联盟农产品出口总额达 ３４６ ３１ 亿美元ꎬ其中俄、白、哈三国农产品出

口额共计 ３３５ ９８ 亿美元ꎬ占联盟农产品出口总额的 ９７％ ꎮ 具体而言ꎬ俄罗斯

农产品出口额为 ２４８ ３ 亿美元ꎬ占比 ７１ ７％ ꎻ白俄罗斯农产品出口额为 ５４ ８４
亿美元ꎬ占比 １５ ８％ ꎻ哈萨克斯坦农产品出口额为 ３２ ８４ 亿美元ꎬ占比 ９ ５％ ꎻ
亚美尼亚农产品出口额为 ７ ７６ 亿美元ꎬ占比 ２ ２％ ꎻ吉尔吉斯斯坦农产品出

口额为 ２ ５８ 亿美元ꎬ占比 ０ ７％ ꎮ ２０２０ 年ꎬ欧亚经济联盟对联盟外国家食品

和农产品出口额为 ２９８ 亿美元ꎬ增长 １９％ ꎮ 其中ꎬ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出口

增幅较大ꎬ分别达 ２１ ２％和 ３５％ ꎮ 联盟农产品贸易伙伴主要是欧盟和中国ꎬ
占联盟出口的 ５４％ ①ꎮ

谷物、油料和奶制品是欧亚经济联盟出口数量大的农产品ꎮ ２０１５ 年以

来ꎬ仅俄罗斯的大麦、玉米ꎬ哈萨克斯坦的面粉ꎬ白俄罗斯的炼糖、全脂鲜奶的

出口有所下降ꎬ其他农产品出口均稳步上升ꎮ 相比 ２０１５ 年的出口规模ꎬ２０１９
年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三国前三位出口农产品的出口数量涨跌不

一、波动较大ꎮ 具体而言ꎬ俄罗斯的小麦出口增长 ５０％ ꎬ达 ３ １８７ 万吨ꎬ大麦

出口减少 ２５％ ꎬ为 ３９４ 万吨ꎬ玉米出口减少 １６％ ꎬ降至 ３１２ 万吨ꎻ哈萨克斯坦

的小麦出口增长 ４８％ ꎬ达 ５３８ 万吨ꎬ大麦出口增长 １ ６ 倍ꎬ达 １６４ 万吨ꎬ面粉

出口减少 １４％ ꎬ降至 １５７ 万吨ꎻ白俄罗斯的土豆出口增长 ２０％ ꎬ达 ３６ 万吨ꎬ
炼糖出口减少 ２２％ ꎬ降至 ２８ 万吨ꎬ豆粕出口增长 ６００ 多倍ꎬ达 ２５ 万吨

(２０１５ 年仅 ４５ 吨)ꎮ

表 ２ 欧亚经济联盟主要农产品出口量 (单位:万吨)

俄罗斯

年份 小麦 大麦 玉米 葵花籽油 葵花籽粕

２０１５ ２ １２３ ５２９ ３７０ １４４ １２５

２０１９ ３ １８７ ３９４ ３１２ ３１０ １８３

年份 甜菜浆 麦麸 大豆 葵花籽 菜籽油

２０１５ ８６ ６７ — — —

２０１９ １３５ ７５ ８９ ７１ ６７

—９０１—
① 欧亚经济委员会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ａｇ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ａｓｐ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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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哈萨克斯坦

年份 小麦 面粉 大麦 亚麻籽 葵花籽油

２０１５ ３６４ １８３ ６３ ２９ １５

２０１９ ５３８ １５７ １６４ ５１ ５４

年份 麦麸 土豆 菜籽 扁豆 无醇饮料

２０１５ １３ — ８ — ８

２０１９ ２４ ２６ １２ １８ １２

白俄罗斯

年份 炼糖 土豆 全脂鲜奶 全脂奶酪 鸡肉

２０１５ ３６ ３０ ３２ １８ １３

２０１９ ２８ ３６ １８ ２４ １７

年份 菜籽油 豆粕 糖蜜 菜籽粕 脱脂牛奶

２０１５ １３ — １３ — —

２０１９ ２７ ２５ １３ １２ １２

资料来源:同表 １ꎮ

谷物、油料、奶制品、肉类是欧亚经济联盟出口价值大的农产品ꎮ ２０１５
年以来ꎬ仅俄罗斯的大麦ꎬ哈萨克斯坦的面粉、卷烟ꎬ白俄罗斯的牛肉出口

收入有所减少ꎬ其他农产品出口均稳步增长ꎮ 相比 ２０１５ 年的出口数据ꎬ
２０１９ 年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三国前三位出口农产品的出口规模

也涨跌不一ꎮ 具体而言ꎬ俄罗斯的小麦出口增长 ６２％ ꎬ达 ６４ 亿美元ꎬ葵花

籽油增长 ８６％ ꎬ达 ２２ １ 亿美元ꎬ大麦减少 １９％ ꎬ为 ７ ６ 亿美元ꎻ哈萨克斯

坦的小麦出口增长 ４６％ ꎬ达 １０ ０３ 亿美元ꎬ面粉出口减少 ２６％ ꎬ为 ３ ６４ 亿

美元ꎬ大麦增长 １ ８８ 倍ꎬ达 ２ ９９ 亿美元ꎻ白俄罗斯的全脂奶酪出口增长

５５％ ꎬ达 ９ ９ 亿美元ꎬ黄油增长 ７３％ ꎬ达 ３ ８ 亿美元ꎬ牛肉出口减少 １２％ ꎬ
为 ３ 亿美元(见表 ３)ꎮ

表 ３ 欧亚经济联盟主要农产品出口额 (单位:亿美元)

俄罗斯

年份 小麦 葵花籽油 大麦 玉米 巧克力

２０１５ ３９ ５ １１ ９ ９ ４ ６ ０ ４ ４

２０１９ ６４ ０ ２２ １ ７ ６ ６ ２ ７ ２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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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年份 烹饪制品 豆油 菜籽油 葵花籽粕 鸡肉

２０１５ ４ ２ ３ ０ — ２ ５ —

２０１９ ６ ０ ４ ０ ５ １ ３ ５ ３ ２

哈萨克斯坦

年份 小麦 面粉 大麦 亚麻籽 卷烟

２０１５ ６ ８９ ４ ９５ １ ０４ １ １９ １ ０７

２０１９ １０ ０３ ３ ６４ ２ ９９ １ ７９ ０ ８３

年份 葵花籽 棉绒 扁豆 葵花籽油 牛肉

２０１５ ０ ５３ ０ ５４ — — —

２０１９ １ ５７ ０ ９５ ０ ５２ ０ ６８ ０ ８１

白俄罗斯

年份 全脂奶酪 牛肉 黄油 脱脂奶粉 鸡肉

２０１５ ６ ４ ３ ４ ２ ２ ２ ９ ２ ０

２０１９ ９ ９ ３ ０ ３ ８ ２ ９ ２ ７

年份 全脂鲜奶 去骨牛肉 酪乳和发酵乳 菜籽油 农业原料

２０１５ １ ９ １ ２ — — —

２０１９ １ ７ ２ １ １ ５ ２ ０ １ ３

资料来源:同表 １ꎮ

二　 欧亚经济联盟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状况

近年来ꎬ俄、哈、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迅速ꎬ远超其对外农产品出口

的平均增速ꎬ主要出口产品为谷物、油料、奶制品和肉类ꎮ 下面将从出口量、
出口额和出口集中度角度分析欧亚经济联盟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状况ꎮ

(一)出口量

谷物、油料、奶制品和肉类为欧亚经济联盟对中国出口数量大的农产品ꎮ
２０１５ 年以来ꎬ除俄罗斯的玉米ꎬ白俄罗斯的亚麻废料、亚麻纤维丝束对中国出

口量有所下降外ꎬ其他农产品出口量急剧上升ꎬ远高于联盟对外农产品出口

增速ꎮ 相比 ２０１５ 年ꎬ２０１９ 年俄、哈、白对中国前三位出口农产品的出口量呈

现快速增长ꎮ 具体来看ꎬ俄罗斯大豆出口增长 ９７％ ꎬ达 ７３ ３ 万吨ꎬ葵花籽油

出口增长 ９ ５７ 倍ꎬ达 ３１ ７ 万吨ꎬ亚麻籽出口增长 ５ ２ 倍ꎬ达 ２１ ７ 万吨ꎻ哈萨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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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斯坦小麦出口增长 ２ ４１ 倍ꎬ达 ３９ ８４ 万吨ꎬ葵花籽出口增长 ２ ７３ 倍ꎬ达
２５ ２７ 万吨ꎬ麦麸出口增长 １８ １ 倍ꎬ达 １０ ５２ 万吨ꎻ白俄罗斯干乳清出口增长

７２ ４ 倍ꎬ达 ３ ６７ 万吨ꎬ菜籽油出口增长 １ ７ 倍ꎬ达 ３ ３２ 万吨ꎬ豆油出口增长

３５ 倍ꎬ达 １ ０８ 万吨(见表 ４)ꎮ

表 ４ 欧亚经济联盟对中国主要农产品出口量 (单位:万吨)

俄罗斯

年份 大豆 葵花籽油 豆油 菜籽 亚麻籽

２０１５ ３７ ３０ ３ ００ ３ ００ ２ ６０ —

２０１６ ４０ １０ １３ ７０ ７ ４０ １ ９０ ３ ５０

２０１７ ５０ ８０ １２ １０ １２ ８０ ６ ４０ ５ １０

２０１８ ８１ ７０ ２１ ４０ １８ ９０ ２０ ５０ ８ ００

２０１９ ７３ ３０ ３１ ７０ １６ ６０ １８ ８０ ２１ ７０

年份 菜籽油 玉米 面粉 小麦 大麦啤酒

２０１５ ２ ３０ ８ ３０ １ ６０ — １ ２０

２０１６ １ ２０ ６ ５０ １ ２０ — １ ９０

２０１７ １ ９０ — ３ １０ １ ８０ １ ９０

２０１８ ８ １０ ３ ９０ ７ ５０ １０ ００ ３ ３０

２０１９ １５ ３０ ７ ００ ７ ８０ ４ ７０ ３ ９０

哈萨克斯坦

年份 小麦 葵花籽 麦麸 葵花籽油 菜籽油

２０１５ １１ ６９ ６ ７７ ０ ５５ ０ ６６ ０ ５１

２０１６ ２８ ４０ ７ ７０ ０ ２５ ０ ９４ ０ ４８

２０１７ ３０ ０９ １２ １２ １ ４８ ２ ７１ ０ ８７

２０１８ ５４ ２６ １３ ５７ ３ ９８ ２ ７２ ２ ３４

２０１９ ３９ ８４ ２５ ２７ １０ ５２ ３ ５７ ５ ９８

年份 亚麻籽油 面粉 菜籽粕 大豆 大麦

２０１５ ０ １６ ０ ０７ — — —

２０１６ ０ ８３ １ ０７ — — —

２０１７ １ ７５ ０ ８９ — ０ ６９ —

２０１８ ２ １１ ２ ６６ — １ ７２ —

２０１９ ２ ９４ ２ ３９ ５ ００ １ ５０ ３ ０６

—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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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４)

白俄罗斯

年份 干乳清 亚麻废料 菜籽油 豆油 脱脂奶粉

２０１５ ０ ０５ １ ８８ — — —

２０１６ ０ ０８ １ １０ １ ２３ ０ ０３ —

２０１７ ０ ５３ ０ ５８ — — —

２０１８ ２ ５２ １ ２２ ０ ５２ １ ２０ ０ ８０

２０１９ ３ ６７ ０ ８７ ３ ３２ １ ０８ １ ４９

年份 亚麻纤维丝束 鸡肉 全脂鲜奶 无骨牛肉 牛肉

２０１５ ０ ５４ — ０ ０１ — —

２０１６ ０ ３８ — ０ ０４ — —

２０１７ ０ １１ — ０ １４ — —

２０１８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０ ２３ — —

２０１９ ０ ２５ ０ ９１ ０ ２８ ０ ３８ ０ ２３

注:因表格空间有限ꎬ仅显示 ２０１９ 年进入前十位品种ꎬ下同ꎮ
资料来源:同表 １ꎮ

(二)出口额

出口额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指标ꎮ 相对来说ꎬ谷物、油料、奶制品和肉类为

欧亚经济联盟对中国出口额较大的农产品ꎮ
２０１５ 年以来ꎬ除俄罗斯的坚果、哈萨克斯坦的农业原料、白俄罗斯的亚麻

废料和亚麻纤维丝束对中国出口额有所下降外ꎬ这几个国家的其他农产品出

口收入均急剧上升ꎬ远高于欧亚经济联盟的出口增速ꎮ 相比 ２０１５ 年的出口

水平ꎬ２０１９ 年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对中国前三位出口农产品的出

口额大幅攀升ꎮ
具体而言ꎬ与 ２０１５ 年相比ꎬ２０１９ 年俄罗斯对中国的葵花籽油出口额增长

７ ２４ 倍ꎬ达 ２ ３９ 亿美元ꎬ大豆出口增长 ６７％ ꎬ达 ２ ３５ 亿美元ꎬ菜籽油出口增

长 ５ ６８ 倍ꎬ达 １ ２７ 亿美元ꎻ哈萨克斯坦对中国小麦出口额增长 ２ ２７ 倍ꎬ达
０ ９ 亿美元ꎬ葵花籽出口增长 １ ９５ 倍ꎬ达 ０ ８１ 亿美元ꎬ菜籽油出口增长 ９ １４
倍ꎬ达 ０ ４５ 亿美元ꎻ白俄罗斯对中国脱脂奶粉增长 １ ３ 倍ꎬ达 ０ ３ 亿美元ꎬ菜
籽油增长 ２４ ９ 倍ꎬ达 ０ ２９ 亿美元ꎬ干乳清出口增长 ６７ ３ 倍ꎬ达 ０ ２９ 亿美元

(见表 ５)ꎮ
—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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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欧亚经济联盟对中国主要农产品出口额 (单位:亿美元)

俄罗斯

年份 大豆 葵花籽油 豆油 菜籽油 坚果

２０１５ １ ４１０ ０ ２９０ ０ ２６０ ０ １９０ ０ ８３０

２０１６ １ ４００ １ ２１０ ０ ６３０ — ０ ３４０

２０１７ １ ６４０ １ ０１０ １ ０８０ ０ １６０ ０ ２５０

２０１８ ２ ５７０ １ ７５０ １ ４６０ ０ ６５０ —

２０１９ ２ ３５０ ２ ３９０ １ ２００ １ ２７０ ０ ５３０

年份 菜籽 巧克力 亚麻籽 农业原料 鸡肉

２０１５ ０ １２０ — — ０ １６０ —

２０１６ — — ０ １４０ ０ １９０ —

２０１７ ０ ２４０ ０ ２２０ ０ ２００ ０ １５０ —

２０１８ ０ ７９０ ０ ６１０ ０ ３１０ ０ ２３０ —

２０１９ ０ ７２０ ０ ８３０ ０ ８５０ ０ ３３０ ０ ９００

哈萨克斯坦

年份 小麦 葵花籽 葵花籽油 农业原料 菜籽油

２０１５ ０ ２８０ ０ ２８０ ０ ０６０ ０ ２２０ ０ ０４０

２０１６ ０ ５４０ ０ ３１０ ０ ０９０ ０ ２００ ０ ０４０

２０１７ ０ ５７０ ０ ４３０ ０ ２２０ ０ １４０ ０ ０７０

２０１８ １ ０００ ０ ４４０ ０ ２１０ ０ １２０ ０ １８０

２０１９ ０ ９００ ０ ８１０ ０ ２８０ ０ １５０ ０ ４５０

年份 亚麻籽油 棉绒 大豆 麦麸 菜籽粕

２０１５ ０ ０２０ — — — —

２０１６ ０ ０７０ — — — —

２０１７ ０ １４０ ０ ０５０ ０ ０３０ — —

２０１８ ０ １６０ ０ １６０ ０ ０８０ — —

２０１９ ０ ２３０ ０ ２２０ ０ ０７０ ０ １５０ ０ １３０

白俄罗斯

年份 亚麻废料 干乳清 脱脂奶粉 菜籽油 鸡肉

２０１５ ０ １９０ ０ ００４ — — —

２０１６ ０ １００ ０ ０１０ — ０ ０１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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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５)

年份 亚麻废料 干乳清 脱脂奶粉 菜籽油 鸡肉

２０１７ ０ ０５０ ０ ０４０ — — —

２０１８ ０ １００ ０ １９０ ０ １３０ ０ ０４０ ０ ０１０

２０１９ ０ ０８０ ０ ２９０ ０ ３００ ０ ２９０ ０ ２５０

年份 亚麻纤维丝束 无骨牛肉 豆油 牛肉 全脂鲜奶

２０１５ ０ １１０ — — — 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６ ０ ０７０ —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３

２０１７ ０ ０２０ — — — ０ ０１０

２０１８ — ０ ０１０ ０ １００ — ０ ０２０

２０１９ ０ ０３０ ０ １８０ ０ ０８０ ０ ０８０ ０ ０２０

资料来源:同表 １ꎮ

(三)出口集中度

出口集中度可用某产品的出口在总出口中的比重表示ꎬ用于衡量出口国

某产品对进口国市场的依存度ꎮ 一般来说ꎬ出口集中度越高ꎬ出口国对进口

国市场的依存度越高ꎬ从而ꎬ进口国的市场地位和话语权越强ꎬ反之ꎬ出口国

在定价权上可能相对强势ꎮ 在衡量欧亚经济联盟某农产品对中国出口的集

中度时ꎬ通常须遵循以下四个步骤:首先ꎬ需要了解该农产品的供给情况ꎻ其
次ꎬ区分该农产品的内外需求和供应状况ꎬ从而获得其出口数据ꎻ再次ꎬ了解该

农产品对中国出口情况ꎻ最后ꎬ比较该农产品对中国出口与总出口之间的关系ꎮ
现以 ２０１９ 年欧亚经济联盟农产品对中国出口占总出口比重来评估其各

农产品对中国出口的集中度或对中国市场的依存度ꎮ 如表 ６ 所示ꎬ俄罗斯的

葵花籽油、菜籽油、玉米、小麦、巧克力ꎬ哈萨克斯坦的小麦、棉绒ꎬ白俄罗斯的

脱脂奶粉、菜籽油、鸡肉、无骨牛肉、牛肉、全脂鲜奶对中国出口集中度均小于

２５％ ꎬ表明其对中国市场的依存度不高ꎻ俄罗斯的豆油、鸡肉ꎬ哈萨克斯坦的

葵花籽油、麦麸对中国出口集中度处于 ２５％ ~ ５０％ 的区间ꎬ说明其对中国市

场的依存度较高ꎻ哈萨克斯坦的葵花籽对中国出口集中度超过 ５０％ ꎬ俄罗斯

大豆对中国出口集中度超过 ８０％ ꎬ表明其对中国市场依存度很高ꎮ
从出口国定价权角度看ꎬ俄罗斯对中国出口的大豆、豆油、鸡肉ꎬ哈萨克

斯坦对中国出口的葵花籽、葵花籽油、麦麸相对弱势ꎻ而俄罗斯对中国出口的

葵花籽油、菜籽油、玉米、小麦、巧克力ꎬ哈萨克斯坦对中国出口的小麦、棉绒ꎬ
白俄罗斯对中国出口的脱脂奶粉、菜籽油、鸡肉、无骨牛肉、牛肉、全脂鲜奶相

对强势ꎮ
—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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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６ ２０１９ 年欧亚经济联盟对中国出口占总出口比重(％)

俄罗斯

类别 大豆 葵花籽油 豆油 菜籽油 玉米 小麦 巧克力 鸡肉

出口量 ８２ ４ １０ ２ — ２１ ５ ２ ２ ０ １ — —

出口额 — １０ ８ ３０ ０ ２４ ９ — — １１ ５ ２８ １

哈萨克斯坦

类别 小麦 葵花籽 葵花籽油 棉绒 麦麸 — — —

出口量 ７ ４ — ６ ６ — ４３ ８ — — —

出口额 ９ ０ ５１ ７ ４１ ２ ２３ １ — — — —

白俄罗斯

类别 脱脂奶粉 菜籽油 鸡肉 无骨牛肉 牛肉 全脂鲜奶 — —

出口量 — １２ ３ ５ ４ — — １ ６ — —

出口额 １０ ２ １４ ４ ９ １ ８ ５ ２ ５ １ ２ — —

资料来源:同表 １

三　 欧亚经济联盟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潜力

中国巨大的农产品进口需求和追求粮食进口渠道多元化的努力ꎬ为欧亚

经济联盟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难得的市场契机ꎮ 同时ꎬ欧亚经济联盟

在加大农业科技投入、优化农产品跨境交易环境和消除内部市场壁垒上的积

极作为以及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加速ꎬ为双方深化

农产品贸易提供了现实条件ꎮ
(一)制定农业规划和增加科技投入

欧亚经济联盟重视农业科学发展规划并加大农业科技投入ꎬ这有助于提

升其农产品供应能力和品质ꎮ ２０１５ 年以来ꎬ各成员国充分利用国别层面的进

口替代政策和农工综合体项目ꎬ增加农业领域科学研究投入ꎬ加大兴修水利

力度ꎬ提高粮食自给能力ꎬ加快生态农业体系建设ꎮ ２０２１ 年ꎬ欧亚经济联盟讨

论通过«建立欧亚经济联盟有机农产品统一市场路线图»草案ꎬ这将有助于提

升成员国农产品的质量ꎬ挖掘农产品出口潜力ꎬ提高农产品在海外市场的竞

争力ꎮ 同年ꎬ«欧亚经济联盟农业发展路线图»计划获得通过ꎬ内容涵盖种植

业、畜牧业、农产品加工和物流等领域ꎬ包括 ７０ 多个大型农工综合体投资

项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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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外农产品交易机制不断改善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农产品交易制度和机制日臻完善ꎬ农产品贸易环境和

便利化程度逐步改善ꎮ ２０２１ 年ꎬ中国企业首次通过白俄罗斯通用商品交易所

进口菜籽油和奶粉ꎮ 该交易所是东欧最大的商品交易所之一ꎬ主要职能是协

助白俄罗斯企业对外出口ꎬ并帮助外国企业进入白俄罗斯市场ꎮ 俄远东地区

农产品在莫斯科交易所交易ꎮ 该交易平台提供公开、透明的市场定价机制ꎬ
有利于扩大远东油料作物种植规模ꎮ ２０２１ 年ꎬ哈萨克斯坦贸易和一体化部再

次启动新一年的出口加速计划ꎬ选出 １００ 家机械、化工、轻工和食品行业的出

口企业参与该计划ꎬ确定的重点目标市场是中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俄罗斯

和中亚国家ꎮ 上述市场化跨境农产品交易机制和出口鼓励计划有助于为欧

亚经济联盟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建立稳定渠道ꎬ改善双方农产品贸易的环境和

提高便利化程度ꎮ
(三)内部市场一体化程度有所提高

进一步消除欧亚经济联盟内部市场壁垒ꎬ促进农业资源在全区域范围内

的优化配置ꎬ有利于其提升农产品的生产和出口能力ꎮ 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

商定的农业政策旨在共同促进农业市场一体化ꎬ消除限制商品自由流动的障

碍ꎬ确保粮食供应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ꎬ确保发展统一农业市场的措施体

系得到落实①ꎮ 欧亚经济联盟内部农产品市场整合的优先事项包括:整合的

创新性ꎬ数字经济领域的行动协调ꎬ“一站式”电子海关和数字交通走廊的创

建②ꎮ ２０１６ 年以来ꎬ联盟障碍清单数量降至 ５９ 项ꎬ拟于 ２０２２ 年年底再消除

１４ 项ꎬ包括:征收出口关税缺乏协调ꎻ一国银行担保在另一国政府采购中无

法使用ꎻ对其他成员国设定政府采购国民待遇例外条款的程序不完善ꎻ对部

分商品的技术要求不统一ꎻ在使用电子签名认证的电子文件方面协作不足ꎻ
成员国主管部门技术监管协作缺乏立法基础等ꎮ 这些举措有助于系统性消

除联盟内部市场壁垒ꎬ提高农业生产和出口领域经济政策的协调水平ꎮ
(四)与中国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速

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各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显著加速ꎬ农产品跨境贸易

—７１１—

①

②

Ｏ Ｙ Ｖｏｒｏｚｈｂｉｔꎬ Ｎ Ｖ Ｓｈａｓｈｌｏꎬ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Ｕｎｉｏｎ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２０１６ꎬ１０(１９)ꎬｐｐ ４６３５ －４６４３

Ｓ Ｏ ＳｉｐｔｉｔｓꎬＩ Ａ ＲｏｍａｎｅｎｋｏꎬＮ Ｅ Ｅｖｄｏｋｉｍｏｖａꎬ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ｎ Ｆｏｏｄ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Ｕｎｉｏｎꎬ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２０１９ꎬ３０(１)ꎬｐｐ １０２ － １１０



欧亚经济 / 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

物流设施逐步顺畅ꎮ ２０２１ 年ꎬ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跨境电商空中

陆桥正式开通ꎬ跨境电商出口又增一条通道ꎮ ２０２１ 年ꎬ中俄冷链铁路班列开

通ꎬ该线路成为中俄间又一常态化通行的交通走廊ꎮ 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之

间将开通欧亚农产品班列ꎬ与中国合作建立物流供应链ꎬ实现农产品从白俄

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向中国(成都、重庆)快速运输ꎬ运输成本可与海运

竞争ꎮ 同年ꎬ哈萨克斯坦多斯特克口岸(对应中方阿拉山口口岸)新集装箱转

运站启动试运行ꎮ 与此同时ꎬ哈加快了“欧洲西部—中国西部”运输走廊、
“大阿拉木图环线公路”项目的建设与通车ꎬ并制定了«货物运输集装箱化路

线图»计划ꎬ以实现农产品稳定出口中国ꎮ
(五)中国进口需求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契机

中国将长期位居世界最大的农产品生产、消费和进口国之列ꎮ 由于土地

和水资源禀赋不足ꎬ中国采取了稻谷、小麦和玉米等主粮基本自给ꎬ大豆、奶
和肉类产品大量进口的政策ꎮ ２０２０ 年ꎬ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为 ９４８ 亿美元ꎮ
根据初步测算ꎬ从谷物口径看ꎬ２０２０ 年ꎬ中国的粮食进口量为 １ ４３ 亿吨ꎬ其中

大豆进口量为 １ １ 亿吨(对外依存度达 ９０％以上)ꎬ玉米、小麦和水稻的进口

量为２ ６２２万吨ꎬ粮食进口量占总供给量(８ １ 亿吨)的 １８％ ꎮ 从大粮食(包括

粮食、棉花、糖料、油料)口径看ꎬ２０２０ 年中国对外依存度已达 ３０％ 以上ꎮ 从

肉类口径看ꎬ２０２０ 年ꎬ中国产量为 ７ ７４９ 万吨ꎬ进口 ９９１ 万吨ꎬ对外依存度达

１１％ ꎮ 从液态奶口径看ꎬ２０２０ 年ꎬ中国产量为 ３ ５３０ 万吨ꎬ进口的奶制品折合

原料奶为 １ ８８７ 万吨ꎬ对外依存度为 ３５％ ①ꎮ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增加必然

会带来食物消费结构的升级ꎬ肉、蛋、奶消费将快速增长ꎬ对以玉米、豆粕为主

的饲料粮需求也将大幅增加ꎬ这给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带来巨大的市场机

会ꎮ 在当前百年未有大变局和中美大国博弈持续的情形下ꎬ中国为保障粮食

供应安全ꎬ拓展粮食进口渠道多元化是必然的选择ꎮ 欧亚经济联盟是中国的

近邻ꎬ与中国长期保持友好关系ꎬ是中国拓展粮食进口渠道的重要来源国ꎮ

四　 欧亚经济联盟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挑战

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在扩大农产品贸易上存在一些挑战ꎬ例如ꎬ“丝绸之

—８１１—

① 作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国家统计局、中国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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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经济带”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上存在认知差异甚至摩擦ꎬ气候变化风

险和极端天气变化频发对欧亚经济联盟的农作物产量构成不利影响ꎬ新冠肺

炎疫情引发的农产品出口限制对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作为稳定的农产品出

口国的信誉产生负面影响ꎬ中国出于粮食安全考虑对农产品进口会设置一些

合理的限制ꎮ
(一)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不够顺畅

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在发

展理念、优先方向、物流联通、成员国双多边关系方面存在差异甚至摩擦ꎬ对
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扩大农产品贸易产生不利影响ꎬ在对接初期更为明显ꎮ
乌克兰危机和俄罗斯经济危机对欧亚经济联盟前景影响深远ꎬ使俄罗斯对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态度有了积极转变①ꎮ
中俄对区域主义和地区秩序如何安排有不同看法ꎮ 中国从功能而非领土

的角度定义区域主义ꎬ使“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具有包容性、灵活性和开放性ꎬ
成为加强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并进一步从全球化中获益的一种方式ꎻ而俄罗斯

从空间和历史角度解释区域主义ꎬ将欧亚经济联盟视为重组后苏联空间的一种

方式ꎬ作为对抗全球化的保护主义措施和阻挡其他参与者影响的屏障②ꎮ
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对接过程中需制定国家间合作

的机制ꎬ解决铁路运输和腐败等实际问题ꎬ且不能忽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

地区安全日益增长的威胁③ꎮ 对中国来说ꎬ加强合作是迈向欧亚经济联盟单

一关税区的更便捷方式ꎬ需要整合欧亚大陆运输和物流基础设施ꎬ加强跨境

工业合作ꎬ加强经济一体化ꎬ以建立全面欧亚综合联盟④ꎮ 中国计划建造的

经济走廊大体上对欧亚经济联盟三个成员国的区域发展战略形成补充:支撑

南西伯利亚地区的发展ꎬ促进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交通发展ꎬ提高跨境连通性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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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富景筠:«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如何实现战略对接»ꎬ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ꎻ李永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研究»ꎬ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ꎮ
Ｍ ＫａｃｚｍａｒｓｋｉꎬＮｏｎ －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Ｃｈｉｎａ 'ｓ Ｎｅｗ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ａｎｄ

Ｒｕｓｓｉａ'ｓ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Ｕｎｉｏｎ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２０１７ꎬ９３(６)ꎬｐｐ １３５７ － １３７６
Ｋ ＳａｎｇａｒꎬＭ ＢａｄｅｒꎬＤ Ｌａｎｅ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Ｇｒａｎｄ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Ｕｎｉｏｎ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２０１７ꎬ１(１)ꎬｐｐ １ － １５

Ａ ＳｖｅｔｌｉｃｉｎｉｉꎬＣｈｉｎａ 'ｓ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Ｕｎｉ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ｓ / / Вопрос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и муниципаль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２０１８ (спецвыпус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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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连接欧盟与中国的通道帮助哈萨克斯坦克服历史上不能东西贯通的欠

缺ꎬ并在中哈边境的霍尔果斯周围创建新的人口中心①ꎮ
从理论上看ꎬ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应该允许货物在欧洲和亚洲之间轻松

过境ꎬ其域内交通基础设施明显优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其他支线ꎮ 但因为政

治和结构性因素以及俄罗斯对来自西欧的许多货物实施禁运ꎬ大大限制了这

条路线运输能力的发挥②ꎮ 哈萨克斯坦与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互动

的程度不仅受到俄罗斯和中国对外投射的影响ꎬ而且还受到哈萨克斯坦区域

和次国家层面去中心化实践的影响③ꎮ
(二)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频发对农业产生不利影响

欧亚经济联盟一些成员国生态环境较为脆弱ꎬ全球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

频发ꎬ对其农牧业增产构成了负面影响ꎮ ２０２１ 年上半年ꎬ炎热干旱天气条件

导致俄罗斯饲料供应紧缺和奶制品价格上涨ꎬ畜牧饲料收购量下降 １５％ ꎬ牛
奶成本上涨超过 １８％ ꎮ 另据全俄农业气象研究所的预测ꎬ到 ２０４０ 年ꎬ气候因

素或将造成俄农作物单产下降超过 ２０％ ꎮ 哈萨克斯坦水资源供应长期短缺ꎬ
旱情加重使其缺水的困境进一步凸显ꎮ 哈境内 ８ 条主要河流中的 ７ 条属于跨

界河流ꎬ其水资源利用很大程度上受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俄罗

斯等周边国家水资源政策的影响ꎮ ２０２１ 年 １ ~ ８ 月ꎬ干旱导致哈萨克斯坦粮食

作物生长状况明显恶化ꎬ２１２ ２ 万公顷的作物长势不佳ꎬ占粮食播种面积的

１３ ７％ꎻ１７ ８３ 万公顷的作物死亡ꎬ占粮食播种面积的 １ １％ꎮ
(三)出口限制性措施阻碍了农产品贸易

新冠肺炎疫情对农业生产和贸易产生了负面影响ꎬ许多农业企业因地区

封锁、边境关闭、劳动力市场萧条、出口限制及禁令而遭受重大损失④ꎮ 新冠

肺炎疫情对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粮食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ꎬ在自身水资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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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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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经济联盟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状况、潜力与挑战

足、技术有限、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ꎬ各国相继出台出口限制措施ꎬ以保护国

内市场的粮食供应ꎮ 根据欧亚经济委员会的决议ꎬ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前ꎬ哈萨

克斯坦拥有 ４ ２００ 吨荞麦的出口配额ꎬ而其他四国禁止荞麦出口ꎮ 俄罗斯对

向非联盟成员国出口的小麦、玉米、大麦、大豆和葵花籽油实行弹性关税ꎬ基
本禁止葵花籽出口ꎬ通过采取出口配额、提高关税等措施降低国内粮食价格ꎬ
以保障本国粮食安全ꎮ 哈萨克斯坦对粗饲料实施出口禁令ꎬ对精饲料、葵花

籽和葵花籽油实施出口配额管理ꎬ以应对极端气候对本国畜牧业的影响ꎬ并
暂停向包括联盟成员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出口干草、青干草、青贮饲料、燕麦和

黑麦ꎬ对软质小麦、大麦、油饼和油粕实施出口限制措施ꎮ 白俄罗斯 ２０２１ 年

先后两次临时禁止出口小麦、混合麦(小麦和黑麦混合物)、黑麦、大麦、燕麦、
玉米、荞麦、黍米、黑小麦(小麦和黑麦杂交种)、油菜籽和其他谷物ꎮ

(四)中国农产品进口需求存在上限

对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等欧亚经济联盟国家而言ꎬ中国的

农产品进口数量虽然巨大ꎬ但存在明显的空间限制ꎮ 为维护粮食供应安全ꎬ
中国会确保稻谷和小麦两大主粮的绝对供应安全ꎬ小麦的进口量会局限在调

节国内膳食结构的层面上ꎬ而对奶类、肉类食品的进口ꎬ虽不会实行配额的限

制ꎬ但也会有进口渠道多元化的考虑ꎮ 在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ꎬ中国一再

强调粮食供应安全ꎬ高度重视提升粮食自给能力ꎬ坚守耕地保护红线ꎮ 根据

«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ꎬ中国计划在 ２０２０ 年落实 １ ２４３ ６ 亿公顷耕地保

有量、１ ０３０ ７ 亿公顷永久基本农田的目标ꎬ全面完成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

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建设ꎬ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 １ １ 亿公顷以上ꎬ粮食综合生

产能力稳定在 ６ 亿吨以上ꎬ且 ２０３５ 年粮食种植面积应保持总体稳定ꎮ 同时ꎬ
中国根据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需求ꎬ推进种植结构调整ꎬ增加绿色优质

粮油产品供给ꎬ稳定谷物种植面积ꎬ因地制宜发展薯类、豆类和杂粮等作物ꎬ
这会使中国降低对国外豆类农产品的进口需求ꎮ 另外ꎬ为履行中美第一阶段

贸易协定ꎬ中国需要大量进口美国农产品ꎬ这也限制了欧亚经济联盟开拓中

国农产品市场的空间ꎮ

结论与建议

欧亚经济联盟国家ꎬ尤其俄、哈、白三国农业资源丰富ꎬ与中国在农业领

域的互补性较强ꎬ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具备较大潜力ꎮ 近年来ꎬ欧亚经济联盟

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迅速ꎬ展现良好的发展前景ꎮ 具体来看ꎬ俄罗斯和哈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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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斯坦两国的粮食作物、油料作物ꎬ白俄罗斯的肉类、奶制品出口潜力大ꎮ
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扩大农产品贸易机遇和挑战并存ꎮ 机遇体现在欧亚经

济联盟更为重视制定农业发展规划和增加农业科技投资、对外农产品交易机

制逐步完善、联盟内部市场壁垒进一步消除、与中国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

速以及中国巨大的市场需求ꎮ 而挑战表现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与欧亚

经济联盟的机制对接不够顺畅、极端天气变化频发影响农作物产量、新冠肺

炎疫情引发的农产品出口限制和中国的农产品进口限制ꎮ
为扩大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农产品贸易和农业领域合作ꎬ现提出如下

政策建议ꎮ
第一ꎬ将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农业领域的经贸合作置于更为优先的地

位ꎮ 尽管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在农业领域互补性较强ꎬ但双方农产品贸易规

模不大ꎬ尚未充分挖掘现有的潜力ꎮ 扩大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

的豆、奶和肉类产品进口ꎬ有助于缓解中国的土地和水资源禀赋不足以及农

产品生产需求结构不匹配的问题ꎬ更好地满足中国居民不断升级的膳食结构

和品质的需求ꎮ 同时ꎬ欧亚经济联盟国家是中国近邻ꎬ政治经济关系融洽ꎬ是
中国开拓粮食进口渠道的重要来源国ꎮ 中国应将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农业合

作置于更为优先的地位ꎬ实现“藏粮于友”的目标ꎬ保障国内粮食供应安全ꎮ
第二ꎬ推进与欧亚经济联盟农产品贸易便利化ꎬ延伸产业链上下游深度

合作ꎮ 在机制完善方面ꎬ中国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

作协定»的基础上ꎬ推动进一步削减非关税贸易壁垒ꎬ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ꎬ
促进与欧亚经济联盟及其成员国经贸关系深入发展ꎬ为双边经贸合作提供制

度性保障ꎮ 在硬件建设方面ꎬ中国可进一步发挥现有与联盟成员国的跨境铁

路、公路网的作用ꎬ加强口岸通关便利化ꎬ完善粮食运输物流体系ꎬ保障跨境

农产品安全高效运输ꎮ 在产业链条合作方面ꎬ中国可拓展与联盟农产品贸易

上下游产业ꎬ如农机、种植业、食品加工等合作ꎬ为双方企业和人民带来实惠ꎮ
第三ꎬ加强与欧亚经济联盟在农业领域的技术和产能合作ꎮ 中国的农业

企业和科研机构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定»和

“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框架内加强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农业技术合作ꎬ
如研发培育优质耐旱品种、运用更加科学的农业耕作方式、兴修水利和农田

灌溉系统等ꎮ 中资企业应关注«欧亚经济联盟农业发展路线图» «建立欧亚

经济联盟有机农产品统一市场路线图»以及成员国的农业发展政策和规划ꎬ
寻找潜在的农业产能合作契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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