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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粮食贸易分析

张　 宁

【内容提要】 　 进口国外农产品和利用国外农业资源是中国农业发展

的必然选择ꎮ 目前ꎬ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粮食贸易以中国进口为主ꎬ品种主要

是小麦ꎮ 尽管贸易量较小ꎬ对中国粮食进口的规模和结构总体影响不大ꎬ但
也具有丰富“一带一路”合作内容、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和工业原材料需

求、促进进口来源多元化、缓解国内环保和耕地压力等积极作用ꎮ 当前ꎬ各
方对加强粮食合作均有兴趣和共识ꎬ加上互补性较强ꎬ进一步拓展粮食贸易

具有天时、地利和人和的良好条件ꎮ 同时也面临环境约束、“中国威胁论”
干扰等不利因素ꎮ 为提高农业合作的规模和质量ꎬ宜将粮食贸易纳入粮食

安全国际合作体系内ꎬ将贸易与减贫、能力建设、农业投资、共同粮食市场建

设等多个领域相结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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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一带一路”与中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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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ꎮ

狭义的粮食即谷物ꎬ广义的粮食还包括作为补充主食用的豆类和薯类等

作物ꎮ 实践中ꎬ中国与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的粮食概念基本相同ꎬ仅指谷物ꎬ包括麦类(小麦、
大麦、燕麦、荞麦、黑麦等)、稻谷、玉米、大豆、黍等ꎬ不包括土豆ꎮ 从战略上

看ꎬ利用国外资源调剂余缺是中国现实国情下的必然选择ꎬ进口国外农产品

和利用国外农业资源不可避免ꎮ 进口农产品相当于节约土地和水资源ꎬ按照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７ 年年均粮食进口规模和国内生产率水平ꎬ如果不进口农产品而完

全依靠国内生产ꎬ中国大约需要新增 ３ 亿亩(即 ０ ２ 亿公顷)以上的农作物耕

种面积ꎮ 因此ꎬ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发展对农业现代化的要求更为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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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ꎬ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矛盾日益尖锐ꎮ 如果

过分强调依靠国内资源保障粮食安全ꎬ可能要付出资源、环境和经济代价ꎮ
另外ꎬ近年来国内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成本不断增加ꎬ国家为保护农民利益和

种粮积极性而实行托市收购政策ꎬ使得国内粮食价格长期高于国外ꎬ价格倒

挂也是进口增加的原因之一ꎮ
中亚五国地理位置大约是东经 ４６°４５′２８ １３″ ~ ８７°２１′４７ ８１″和北纬

３５°５′２ ２４″ ~ ５２°３３′３０ ４９″ꎬ东西长约 ３ ０００ 公里ꎬ南北宽约 ２ ４００ 公里ꎬ总人

口约 ７ ３００ 万(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ꎬ总面积约为 ４００ 万平方公里ꎮ 鉴于中亚国

家的粮食生产和消费的能力与品种结构ꎬ尽管各国产量不一ꎬ但中亚作为一

个地区整体上并不缺粮ꎬ且有余粮出口ꎬ各国间的调配足以满足本地区粮食

消费需求ꎮ 粮食生产和消费的主要品种是麦类ꎮ 从地区外进口粮食的目的

主要是调剂口味和丰富食物品种ꎮ 因此ꎬ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粮食贸易将以中

国进口为主ꎻ进口品种主要是中亚国家的主要粮食小麦ꎬ未来大豆、大麦等将

有一定增长ꎬ但总量不会太大ꎻ进口来源地主要是哈萨克斯坦ꎬ从其他中亚国

家进口的数量很少ꎮ

一　 中亚国家粮食生产和消费的特点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６ 年ꎬ中亚国家的粮食种植面积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ꎬ中亚各国各年度的种植面积变化不大ꎬ年均粮食种植总面积为

１ ８９０ ４１万公顷(约合 ２ ８ 亿亩)ꎬ大体相当于中国东北三省的粮食种植面

积ꎮ 其中哈萨克斯坦为 １ ４９３ ０１ 万公顷(约合 ２ ２４ 亿亩)ꎬ乌兹别克斯坦为

１６４ ５７ 万公顷(约合 ２ ４７５ 万亩)ꎬ土库曼斯坦为 １３３ ７８ 万公顷(约合 ２ ０１０
万亩)ꎬ吉尔吉斯斯坦为 ５８ ３４ 万公顷(约合 ８７０ 万亩)ꎬ塔吉克斯坦为 ４０ ７２
万公顷(约合 ６１５ 万亩)ꎮ

第二ꎬ从粮食种植结构看ꎬ中亚各国粮食种植结构相差不大ꎬ均以小麦和

大麦为主ꎮ 小麦种植面积约占粮食种植总面积的 ８２％ (１ ５４６ 万公顷)ꎬ大麦

种植面积占粮食种植总面积的 １２％ (２２２ 万公顷)ꎮ 其余粮食作物主要是玉

米、稻米和大豆等ꎬ但种植面积不大(均不足 ３０ 万公顷)ꎬ主要是为丰富食品

结构ꎮ
第三ꎬ小麦是中亚国家最主要的粮食作物ꎮ 小麦种植面积占本国粮食种

植总面积的比重分别是:哈为 ８２％ ꎬ吉为 ５４％ ꎬ塔为 ７４％ ꎬ乌为 ８７％ ꎬ土为

８７％ ꎮ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哈、乌、吉三国的小麦种植面积变化不大ꎮ 土增长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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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２０％ ~３６％ )ꎬ主要原因是增加本国产量ꎬ减少进口ꎬ甚至有剩余出口ꎮ
塔下降较多(约 ２０％ )ꎬ目的是在耕地有限的大环境下减少粮食种植面积ꎬ扩
大利润率更高的水果、蔬菜等其他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和产量ꎬ增加居民收入ꎮ

第四ꎬ玉米和大豆在中亚地区的种植面积不大ꎮ 玉米只有约 ３０ 万公顷ꎬ
主要用于青贮饲料ꎬ食用玉米比重很小ꎬ主要供国内消费ꎮ 大豆种植面积不

足 ２０ 万公顷ꎬ主要产自哈萨克斯坦北部黑土地带ꎮ 稻米种植面积约 ３０ 万公

顷ꎬ主要分布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河谷地带以及哈萨克斯坦南部、乌兹别克斯

坦和土库曼斯坦三地的灌溉区ꎮ

表 １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６ 年中亚国家粮食种植面积 (单位:万公顷)

年份
哈萨克
斯坦

吉尔吉斯
斯坦

塔吉克
斯坦

乌兹别克
斯坦

土库曼
斯坦

五国总种植
面积

粮
食

小
麦

２０１２ １ ４７８ ４１ ５７ ３３ ４０ ６６ １６１ ０６ １０５ ７３ １ ８４３ １９

２０１３ １ ５５８ ７０ ５９ ５１ ４２ ０６ １６１ ７３ １３２ １７ １ ９５４ １７

２０１４ １ ４５９ ０６ ５９ ５６ ３９ ４４ １６３ ５９ １１７ ６９ １ ８３９ ３４

２０１５ １ ４５４ ４６ ５８ ４７ ４０ ６０ １６５ １８ １４５ ９４ １ ８６４ ６５

２０１６ １ ５１４ ４３ ５６ ８２ ４０ ８２ １７１ ２９ １６７ ３５ １ ９５０ ７１

５ 年均值 １ ４９３ ０１ ５８ ３４ ４０ ７２ １６４ ５７ １３３ ７８ １ ８９０ ４１

２０１２ １ ２４１ ０９ ３２ ２７ ３０ ３７ １４０ ４０ ９１ ６８ １ ５３５ ８１

２０１３ １ ２９５ ３５ ３４ ６４ ３１ ８６ １４４ ３７ １１４ ６１ １ ６２０ ８３

２０１４ １ １９２ ３１ ３３ ９０ ２９ ２６ １４５ ４６ ９９ １７ １ ５００ １０

２０１５ １ １５７ ０７ ２９ ７３ ２９ ５６ １４４ ５７ １２６ ３１ １ ４８７ ０３

２０１６ １ ２３７ ３５ ２７ ０４ ２９ ７５ １４４ ６３ １４７ ７２ １ ５８６ ４９

５ 年均值 １ ２２４ ６３ ３１ ５２ ３０ １６ １４３ ８９ １１５ ９０ １ ５４６ ０５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ａｏ ｏｒｇ / ｆａｏｓｔａｔ /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６ 年ꎬ中亚国家的粮食生产和消费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ꎬ中亚五国粮食年产量约为 ３ ０００ 万 ~ ３ ５００ 万吨(大体相当于中国

江苏省的粮食年产量)ꎬ其中哈萨克斯坦约为 １ ７００ 万 ~ ２ ０００ 万吨(大体相

当于中国辽宁省的粮食年产量)ꎬ乌兹别克斯坦约为 ７００ 万 ~ ８００ 万吨(其中

小麦占 ９０％ )ꎬ吉尔吉斯斯坦约为 １５０ 万 ~ １８０ 万吨(其中小麦和玉米各占约

２ / ５)ꎬ塔吉克斯坦约为 １２０ 万 ~ １５０ 万吨ꎬ土库曼斯坦约为 ２５０ 万 ~ ３５０ 万

吨ꎮ 从品种上看ꎬ中亚主要粮食是小麦ꎬ年产量约为 ２ ３００ 万吨ꎬ占中亚粮食

总产量的 ２ / ３ 以上ꎻ其次是大麦ꎬ年产量约为 ３０８ 万吨ꎬ约占粮食总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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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１０ꎻ其他粮食还有玉米(１８９ 万吨)、稻米(９６ 万吨)ꎬ燕麦(２６ 万吨)、大豆

(２１ 万吨)ꎮ
第二ꎬ从粮食单产看ꎬ乌兹别克斯坦最高ꎬ哈萨克斯坦最低ꎮ 乌兹别克

斯坦单产相对较高与其具有悠久农耕历史(定居的绿洲农业)有关ꎬ哈萨克

斯坦单产相对较低与其气候条件以及化肥使用量不高有关ꎮ 从品质看ꎬ哈
萨克斯坦小麦品质好(基本是筋度高于 ２３％ 的三等及以上小麦)ꎬ面粉蛋

白质含量高达 １０ ３％ ꎻ而乌兹别克斯坦受气候条件影响ꎬ很多国际知名的

小麦品种都不适合种植ꎻ其他中亚国家的小麦品质较差ꎬ通常不适合加工

高品质面粉ꎬ因此每年都需要从哈萨克斯坦等地进口部分优质小麦和

面粉ꎮ
第三ꎬ从库存量看ꎬ哈萨克斯坦粮食库存量常年维持在 １ ３００ 万 ~ １ ４００

万吨的水平ꎬ其中小麦年均库存量超过消费量的 ３０％ ꎮ 其他中亚四国的库存

消费比均低于 ３０％ ꎬ但高于世界公认的 １７％安全线ꎬ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

斯坦的粮食库存量波动较大(２０ 万 ~ １１０ 万吨)ꎮ
第四ꎬ从消费量看ꎬ中亚地区每年消费粮食(面粉折合成原粮计算)约

２ ２００ 万 ~ ２ ６００ 万吨ꎬ其余 ４００ 万 ~ １ ０００ 万吨用于出口(包括中亚各国间的

贸易)ꎬ出口对象主要是中亚地区内部和中东地区(二者合计约占 ８０％ 以

上)ꎮ 中亚国家间的粮食贸易量每年约为 ２００ 万 ~ ３００ 万吨ꎮ 为维护传统海

外客户关系ꎬ中亚国家为增加对中国出口而减少对传统销售市场出口量的可

能性不大ꎬ对中国出口只能在增量基础上作出ꎮ
第五ꎬ从消费水平看ꎬ一方面ꎬ随着人口总量增长ꎬ中亚地区的粮食食用

消费总量持续增加ꎻ另一方面ꎬ随着居民膳食结构的改善ꎬ该地区饮食结构中

的粮食比重逐渐下降(肉、禽、蛋、奶等高蛋白类食品比重上升)ꎬ人均年粮食

食用消费量总体呈下降趋势(其中小麦消费量为 １５０ ~ １７０ 公斤)ꎬ但均高于

世界平均水平ꎬ人均每日膳食能量摄入量也略高于世界银行标准ꎮ 在食品支

出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ꎬ中亚国家居民的食品支出在其总消费支出中所占的

比重依然较大ꎮ
粮食和食品价格波动对居民生活水平、消费结构和消费习惯会造成一定

影响ꎬ加上中亚各国都存在贫富差距问题ꎬ两种因素叠加ꎬ使得粮食和食品的

价格问题比较敏感ꎬ处理不当可能直接影响社会稳定ꎮ 另外ꎬ２１ 世纪以来ꎬ
粮食价格愈发具有金融属性ꎬ已不再单纯反映商品价格ꎬ通过金融杠杆并借

助期货市场和金融衍生产品ꎬ国际资本可将小幅或局部的粮食价格波动放

大ꎬ造成剧烈和全面的涨跌ꎬ加大各国财政调整难度和补贴压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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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６ 年中亚国家的小麦生产

年份
哈萨克
斯坦

吉尔吉斯
斯坦

塔吉克
斯坦

乌兹别克
斯坦

土库曼
斯坦

五国总产量

小麦
产量

(万吨)

小麦
单产

(万公斤 /
公顷)

２０１２ ９８４ ５４ ８１ ６６１ １２０ １ ９０１

２０１３ １ ３９４ ８２ ９５ ６８４ １６０ ２ ４１５

２０１４ １ ３００ ５７ ８７ ６９６ １２０ ２ ２５９

２０１５ １ ３７５ ７０ ９０ ６９６ １４１ ２ ３７２

２０１６ １ ４９９ ６６ ９２ ６９４ １６０ ２ ５１０

５ 年均值 １ ３１０ ６６ ８９ ６８６ １４０ ２ ２９１

２０１２ ７ ９３ １６ ７５ ２６ ７６ ４７ １０ １３ ０９ —

２０１３ １０ ７６ ２３ ６５ ２９ ７４ ４７ ３９ １３ ９６ —

２０１４ １０ ９０ １６ ８９ ２９ ６８ ４７ ８２ １２ １０ —

２０１５ １１ ８８ ２３ ７０ ３０ ３２ ４８ １８ １１ １３ —

２０１６ １２ １１ ２４ ４６ ３０ ８３ ４７ ９９ １０ ８３ —

５ 年均值 １０ ７２ ２１ ０９ ２９ ４６ ４７ ６９ １２ ２２ —

资料来源:同表 １ꎮ

表 ３ 中亚国家的农业产出效率

土地产出效率
(美元 /公顷) 劳动效率(美元 /人) 产出增长率(％ )

年份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 １９９１ ~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中国 ４３３ ６９１ ９７０ １ ０５８ ５８２ １ ０５３ １ ９２２ ２ ５９３ ５ ２ ３ ５ ２ ４

哈萨克
斯坦

５２ ２６ ３６ ４２ ６ ８０３ ２ ９０５ ３ ３６１ ５ ６７９ － ７ ２ ３ １ ４ ２

吉尔吉
斯斯坦

１５２ １６１ １７７ １８４ ２ ７８６ １ ８４１ ２ ６９２ ２ ６６５ ０ ８ ０ ９ ０ ７

乌兹别
克斯坦

２５９ ２５４ ４３１ ５３４ ２ ３５１ ２ ２４８ ３ ６８３ ４ ０４６ － ０ ５ ５ ０ ５ ４

塔吉克
斯坦

３１３ １７３ ３２０ ４０２ １ ６８７ ６９７ １ ０３５ １ ２５０ － ５ ８ ６ ６ ５ ６

土库曼
斯坦

４０ ５４ ８１ ８５ ２ ６６３ ２ １０７ ２ ４７７ ２ ４３５ １ １ ３ ６ １ １

资料来源: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ｏ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 ＩＦＰＲＩ)ꎬＦｏｏ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ｄｉｃａ￣
ｔｏｒｓ: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Ｃｈａｎｇｅꎬ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Ｆ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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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粮食贸易现状和意义

中国向中亚国家出口的农产品有:时令或反季节的蔬菜、水果、花卉等鲜

活农产品ꎬ大米等粮食ꎬ冻肉等畜牧产品ꎬ茶叶、番茄酱等食品ꎮ 出口对象几

乎全部集中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畜牧产品出口主要集中在吉

尔吉斯斯坦ꎬ占 ９０％以上)ꎮ 中国自中亚国家进口的农产品有:小麦(全部来

自哈萨克斯坦)、棉花、干鲜果品、甘草、葵花籽等植物产品ꎬ皮革、丝、羊毛、蜂
蜜、肉类等畜牧产品ꎬ初榨葵花籽油和红花油等初加工农产品ꎮ 中国社会科

学院课题组利用 ＧＭ(１ꎬ１)模型测算结果表明ꎬ到 ２０２０ 年ꎬ中国与中亚国家农

产品贸易规模可达 １８ 亿美元ꎬ其中自中亚国家进口额将达到 ６ 亿美元ꎬ向中

亚国家出口额将达到 １２ 亿美元①ꎮ
具体到粮食贸易ꎬ据中国海关统计ꎬ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粮食贸易主要存

在于中哈两国之间ꎮ 中国从中亚国家的粮食进口全部来自哈萨克斯坦ꎬ阿拉

山口为主要进口口岸ꎬ主要品种是小麦(约占自哈全部粮食进口的 ４ / ５)ꎬ其
他还有面粉、麦麸、大豆等ꎮ 进口小麦除部分加工成高级面粉外ꎬ主要用作高

蛋白饲料ꎮ 中国向中亚国家出口粮食的主要对象是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

斯坦ꎬ塔克什肯口岸和吐尔尕特口岸为主要出口口岸ꎬ主要出口品种是大米ꎬ
其他还有马铃薯和豆类等(出口量很小ꎬ仅有几十到几百吨)ꎮ 大米在中亚和

独联体地区是调剂口味的辅食ꎬ而非主粮ꎬ因此每年从中国的进口量波动很

大ꎬ２０１４ 年为 ２ ２６５ ２ 万吨(进口额为 １ ０７ 亿元人民币)ꎬ２０１５ 年为 ７ ６７９ 吨

(进口额为３ ２７９万元人民币)ꎬ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少到可以忽略不计②ꎮ
因中亚位于小麦黑穗病高发疫区ꎬ中国曾长期禁止自中亚进口粮食ꎮ 但

为发展本国农业ꎬ哈萨克斯坦从 ２００４ 年开始一直积极推动向中国出口小麦ꎬ
当年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与哈萨克斯坦国家农业集团签署«中哈小麦贸易合作

谅解备忘录»ꎬ此后双方就落实检验检疫、包装、品质等级、运输、加工等诸多

细节达成共识ꎮ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ꎬ中粮集团有限公司采购 １ 万吨哈产春小麦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全部落实完成)ꎬ标志着中国开始正式恢复从哈进口小麦ꎮ 自

此ꎬ小麦一直是哈萨克斯坦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最大品种之一ꎬ出口额每年

—３１—

①
②

阳军:«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产品出口潜力的数理解析»ꎬ«欧亚经济»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ꎮ
«２０１５ 年新疆口岸粮食进出口量价齐跌»ꎬｈｔｔｐ: / / ｕｒｕｍｑｉ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ｇｏｖ ｃｎ / ｕｒｕｍｑｉ ＿

ｃｕｓｔｏｍｓ / ５５６６５１ / ５５６６５５ / ５５６６５７ / ５５８５１９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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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占两国农产品贸易额的 １ / ３ꎬ出口量总体呈增长态势ꎬ其中 ２０１４ 年向中国

出口 ２５ 万吨(出口额为 ４ ２ 亿元人民币)ꎬ２０１５ 年出口 １５ 万吨(出口额为

１ ７ 亿元人民币)ꎬ２０１６ 年出口 ２８ 万吨(出口额为 ３ ４ 亿元人民币)ꎬ２０１７ 年

出口 ３０ ７ 万吨(出口额为 ３ ７ 亿元人民币ꎬ其中 １０ 万吨为配额内ꎬ其余为配

额外ꎬ适用进口关税税率为 ８２％ )ꎬ２０１８ 年上半年共出口 ２６ ６ 万吨ꎮ 主要出

口商有三家ꎬ即哈萨克斯坦国家农业集团下属的粮食合同公司(Ｆｏｏｄ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哈萨克斯坦公司(ＣＯＦＣＯ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中国

嘉吉集团与哈国家农业集团的合资企业“ＤＡＮ”公司ꎮ 哈萨克斯坦向中国市

场的出口目标是 １００ 万吨ꎮ 中国国家粮食局计划在 ２０１９ 年将哈萨克斯坦小

麦的进口配额增至 ５０ 万吨ꎬ２０２０ 年增至 １００ 万吨ꎮ
根据中哈政府间签署的«关于动物检疫及动物卫生的合作协议»、«关于

植物保护和检疫合作协议»、«哈萨克斯坦出口中国小麦植物检疫卫生要求议

定书»等文件ꎬ中国企业进口哈萨克斯坦小麦应遵守以下规定:从中国阿拉山

口、霍尔果斯、吉木乃、巴克图等指定的边境粮食口岸以及深圳、广州、上海、
天津、青岛和大连等粮食海港口岸入境ꎻ小麦只能来自哈萨克斯坦阿克托别

州、北哈萨克斯坦州、科斯塔奈州、阿克莫拉州、东哈萨克斯坦州、巴甫洛达尔

州等 ６ 个州的 ６７ 个粮库(粮站)ꎻ检验科目涉及 ２０ 种有害生物ꎻ小麦只能用

于加工ꎬ不能用作种子ꎬ不得直接进入流通市场ꎻ采取袋装或密闭散装集装

箱、粮食专用车等方式运输ꎻ装卸和储存必须在指定区域ꎬ要与其他农产品

隔离ꎮ
欧亚经济联盟对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贸易商品质检也具有一定影响ꎮ 哈萨

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属于该联盟成员ꎬ有义务执行联盟制定的规则和标

准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初ꎬ欧亚经济联盟农产品质检领域已统一 ８ 项技术规范和

标准(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农业和林业机械设备及其零配件安全、饮料标准、油
脂标准、奶及奶制品标准、肉及肉制品标准、食品及其标志技术规范)ꎬ正在研究

制定 ４ 项技术规范和标准(禽肉安全、鱼及鱼制品、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化肥)ꎮ

表 ４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年哈萨克斯坦对中国农产品出口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数量(万吨) 金额(亿美元) 数量(万吨) 金额(亿美元)

农产品贸易总额 — ２ ６１０ — ３ ４５０

哈对中农产品出口 — １ ３４４ — １ ８０５

小麦 ２８ １１０ ０ ５２４ ３０ ６９０ ０ ５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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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鱼 ０ １３０ ０ ０１４ ０ ２８８ ０ ０３２

葵花籽 ７ ３８０ ０ １８６ １２ ３７０ ０ ３２８

其他油料作物 ３ １６０ ０ ０８０ ３ ６７０ ０ ０８９

葵花籽油和棉籽油 １ １５０ ０ １０１ ２ ７００ ０ ２１９

豆油 ０ ０５８ ０ ０５０ ０ ４２４ ０ ０３４

菜籽油 ０ ５２０ ０ ０４３ ０ ８７０ ０ ０６７

棉纤维 ０ ０３０ ０ ００４ ０ ２６５ ０ ０４１

大豆 — — ０ ７７０ ０ ０３１

种马 — — ０ ００７(２２８ 匹) ０ ００２

资料来源:КГД МФ РК Казахстанской сельхозпродукции открыт экспорт в Китай
ｈｔｔｐ: / / ａｇｒｏｉｎｆｏ ｋｚ / ｋａｚａｘｓｔａｎｓｋｏｊ － ｓｅｌｘｏｚｐｒｏｄｕｋｃｉｉ － ｏｔｋｒｙｔ － ｅｋｓｐｏｒｔ － ｖ － ｋｉｔａｊ /

一般认为ꎬ基于平衡膳食模式ꎬ中国人均粮食年需求量不超过 ４００ 公斤ꎬ
其中低方案为 ２５２ ６４ 公斤ꎬ中方案为 ３２２ ０７ 公斤(基本可以满足中国口粮

需求)ꎬ高方案为 ３８６ ６ 公斤(基本可以确保中国粮食安全)ꎬ但由于不合理的

食物消费结构ꎬ根据实际消费值计算出的人均粮食需求量会大于基于平衡膳

食模式下的人均粮食需求量ꎮ 到 ２０２０ 年ꎬ中国粮食消费需求预计将达到 ７ ２
亿 ~ ７ ５ 亿吨左右ꎬ其中食用消费量为 ３ １ 亿吨(口粮为 ２ ６ 亿吨)ꎬ饲用消

费量为 ３ 亿 ~ ３ ２ 亿吨ꎮ 假定口粮需求全部由国内生产保障ꎬ其他食用粮和

饲料粮需求的 ８０％由国内生产保障ꎬ工业用粮的 ５０％由国内生产满足ꎬ加上

种子用粮ꎬ国内粮食产量应保持在 ６ 亿 ~ ６ ２ 亿吨左右ꎮ 考虑到中国需要改

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如治理耕地重金属污染、地表水过度开发和地

下水超采、退耕还林和还草、湿地恢复与保护、黑土地保护和耕地轮休等)ꎬ尽
管未来粮食安全保障目标可以实现ꎬ但仍有一定压力①ꎬ如果加上稳定市场

粮价、保护农民种植积极性等因素ꎬ则难度更大ꎮ 由此ꎬ与中亚国家开展粮食

贸易的主要作用和意义在于以下几个方面ꎮ
第一ꎬ丰富“一带一路”合作内容ꎬ夯实“命运共同体”基础ꎮ 除买卖外ꎬ

粮食贸易可在上下游延伸合作ꎬ拓展种植、加工、存储、土壤和水资源管理、科
技、相关设施建设、保险和金融等业务ꎮ 中亚国家可利用中国的市场、资金和

技术优势实现增产增收ꎬ中国可利用粮食合作巩固与中亚国家关系ꎬ缓解粮

食安全压力ꎬ从而实现互利双赢ꎮ 另外ꎬ中亚国家可利用中国便利的交通基

—５１—

① 倪洪兴、于孔燕等:«粮食安全与“非必需进口”控制问题研究»ꎬ«农业贸易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９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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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ꎬ加强与日韩和东南亚等亚太国家的联系ꎮ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５ 日ꎬ７２０ 吨

哈萨克斯坦小麦经连云港铁路海路联运发往越南ꎬ整个过货时间约 ２０ 天ꎬ标
志着哈粮食过境中国通往东南亚市场的安全大通道正式打通①ꎮ

第二ꎬ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和工业原材料需求ꎮ 中亚国家的粮食品质较

高(使用传统种植方式ꎬ基本不使用或较少使用化肥和农药)ꎬ性价比较合理ꎬ
如哈萨克斯坦小麦筋度高ꎬ适合做面包等高档食品、饲料、生物能源等ꎮ 从市

场消费结构看ꎬ中国市场对优质小麦的需求不断增加ꎮ 据有关市场机构调研

预估ꎬ中国优质高筋小麦年产量约 ３５０ 万 ~ ４５０ 万吨ꎬ而市场需求量约为 ６００
万 ~ ８００ 万吨ꎬ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大多体现在优质小麦上ꎬ而哈萨克斯坦的小

麦恰好绿色优质②ꎮ
第三ꎬ提高进口来源多元化ꎬ降低对美洲和澳洲市场的依赖ꎮ 据中国海关

总署统计ꎬ２０１３ 年以来ꎬ中国每年自产粮食约６ 亿吨ꎬ进口约１ 亿多吨ꎮ ２０１７ 年

中国共进口粮食 １ ３０６ ２ 亿吨ꎬ其中大豆 ９ ５５３ 万吨、小麦 ４４２ 万吨、稻米 ４０３ 万

吨、玉米 ２８３ 万吨、高粱 ５０５ ７ 万吨、大麦 ８８６ 万吨③ꎮ 据国家粮油中心数据ꎬ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年度中国小麦产量为 １ ３１ 亿吨ꎬ总消费量为 １ ２８ 亿吨(其中食用

消费量为 ９ ３００ 万吨ꎬ饲用消费量为 １ ８００ 万吨ꎬ工业消费量为 １ ２００ 万吨)ꎬ进
口量为 ２８０ 万吨④ꎮ 哈萨克斯坦政府希望出口中国的小麦数量能达到每年

１００ 万吨(相当于中国 ２０１５ 年以来小麦年均进口量的 １ / ４)ꎮ 尽管与中亚国

家的粮食合作规模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ꎬ但至少可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压力ꎬ甚至可能在局部市场上占据主导ꎮ
第四ꎬ帮助改善生态环境ꎬ缓解国内环保和耕地压力ꎮ 节约国内土地和

水资源ꎬ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量ꎬ助力中国实现“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土地休

闲轮耕战略ꎮ 据测算ꎬ中国小麦单产为每亩 ３５５ 公斤(每公顷 ５ ３ 吨)ꎬ全生育

期耗水量为每公顷 ３ ７５０ ~５ ０４０ 立方米ꎬ单产越高ꎬ耗水量越大ꎮ 据此计算ꎬ每
进口 １ 万吨小麦ꎬ相当于节省 １ ８８７ 公顷耕地和 ７０８ 万立方米水资源(大体相当

于 １６ 万名北京居民一年的用水量)ꎮ 如果每年从中亚国家进口 ５０ 万 ~ １００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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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哈萨克斯坦小麦首次从我国过境发往东南亚»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ｃｏｍ ｃｎ /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 ｔｏｕｔｉａｏｎｅｗ / ５３００２５２３ / ２０１７ － ０２ － ０５ / ｃｄ＿２８１０６５３１ ｈｔｍｌ

张荣胜:«市场化唱主角后市优质麦“亮点”纷呈»ꎬ«粮油市场报»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７ 日ꎮ
国家粮油信息中心:«２０１７ 年我国粮食进口量 １ ３０６ ２ 亿吨ꎬ同比增长 １３ ９％ »ꎬ

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ｍｏｎｅｙ / ｆｕｔｕｒｅ / ａｇｒｉ / ２０１８ － ０１ － ２６ / ｄｏｃ － ｉｆｙｑｙｅｓｙ２２０９１７５ ｓｈｔｍｌ
国家粮油信息中心:«国家粮油信息中心发布 １２ 月份供需报告»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ｇｒａｉｎ ｃｎ / ａｘｆｗｎｈ / ２０１８ / １２ / ０５ / ３５０５９１３４５８ ｓｈｔｍｌ? ｆｒｏｍ ＝ ｓｉｎｇｌｅｍｅｓｓａｇｅ＆ｉｓａｐｐ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ｄ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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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小麦ꎬ每年可实现 ９ 万 ~１８ 万公顷(即 １４０ 万 ~２８０ 万亩)耕地轮休ꎮ

三　 中国与中亚国家粮食合作的优势和难点

从国家发展战略、自然地理条件、产业和贸易特点等诸多角度看ꎬ当前中

国与中亚国家的粮食合作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良好条件ꎬ未来可有较大上

升空间ꎮ
第一ꎬ各国已形成共识ꎮ 中国与中亚国家均面临保障粮食安全、加快农

业现代化的重任ꎬ单凭一己之力难以解决ꎮ 在调整粮食和农业生产结构方

面ꎬ受耕地和水资源所限ꎬ各国需在保障口粮、适应居民饮食多样化、满足工

业原料供应、出口创汇等四者间进行合理和有效的平衡ꎮ 在生态方面ꎬ各国

均需抑制土壤和草场沙漠化、盐碱化、保护动植物ꎮ 在调控粮价和抑制通胀

方面ꎬ食品支出占居民总消费支出的比重大ꎬ居民对粮食和食品价格浮动敏

感ꎬ需防范金融风险ꎬ避免小幅或局部的粮价波动被放大成剧烈和全面的涨

跌ꎮ 由此ꎬ各方都希望把握机遇ꎬ深化务实合作ꎬ保障地区粮食安全ꎬ促进世

界农业发展ꎬ共同造福本国和本地区人民ꎮ
第二ꎬ“一带一路”总体推进顺利ꎮ 中国已与中亚国家签署有关“一带一

路”合作协议ꎬ启动国际产能、工业园区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建设项目ꎬ已
实现人民币挂牌交易和本币互换ꎬ民间交流的力度增强ꎬ中亚各国政府和民

众对中国好感度提升ꎮ 在“一带一路”框架内ꎬ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卫生和质检

部门已就粮食进出口检验检疫和卫生等事项制定实施细则ꎬ就粮食进口配额

达成共识ꎬ一些农业企业也就建立种植园区、发展“一条龙”产业链等签署合

作协议ꎮ
第三ꎬ在地理和自然资源方面ꎬ各方互补性较强ꎮ 中亚国家基本位于世

界粮食主产区ꎮ 国际公认的全球粮食产区ꎬ尤其是谷物ꎬ主要位于地球上土

壤最肥沃的黑土地带ꎮ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预计ꎬ未来全球农业资源潜力(产
量增长)分布大体是:东南亚主要是稻米ꎬ独联体主要是小麦和玉米ꎬ赤道地

区主要是棕榈油ꎬ南美洲主要是大豆、玉米和食糖ꎬ北美洲主要是谷物和大

豆ꎮ 据经合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ꎬ黑海和里海沿岸的独联体国家将在

全球小麦市场占据重要位置ꎬ稳居全球最大小麦和面粉出口地区的位置①ꎮ

—７１—

① 朱行:«独联体未来 １０ 年将在国际小麦市场扮演头号角色»ꎬ«现代面粉工业»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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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亚国家都是内陆国ꎬ远离世界经济中心ꎬ离最近的海港有 ３ ０００ 多公里ꎬ
其产品需长途运输才能销售到欧美和亚太地区ꎮ 中国是距中亚国家最近且

最具潜力的合作对象ꎬ中亚国家还可利用中国的铁路、公路、管道、空中航线

和出海口开发亚太市场ꎮ
第四ꎬ在农业技术方面ꎬ各国具有不同的优势ꎮ 例如ꎬ中亚国家在灌溉农

业、棉花和小麦育种等领域有技术专长ꎬ而中国在农作物育种、栽培技术、病
虫害防治、节水灌溉、设施农业、土地改良技术、小型农机具等方面具有一定

优势ꎮ 由此ꎬ中国可从中亚国家进口土地密集型农产品ꎬ向中亚国家出口劳

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农产品ꎬ并带动农业机械、化肥、农药等农资出

口ꎮ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５ 年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农产品贸易特化系数表明ꎬ与中亚国家

相比ꎬ中国植物产品和食品等农产品具有比较优势(植物产品优势呈减弱态

势ꎬ食品优势呈增强态势)ꎬ活动物和油脂等农产品具有比较劣势ꎬ具体是:与
哈萨克斯坦相比ꎬ中国农产品中第一大类产品的比较优势逐渐增大ꎬ第二、第
三和第四大类产品的比较优势逐渐缩小ꎻ与乌兹别克斯坦相比ꎬ中国四大类

农产品均具有一定比较优势ꎬ且呈逐渐加大趋势ꎻ与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

坦和土库曼斯坦相比ꎬ中国农产品的第一、第三和第四大类产品具有比较优

势ꎬ第二大类产品相比吉塔两国具有优势ꎬ但逐渐减小ꎬ相比土库曼斯坦则具

有比较劣势ꎬ且劣势较大ꎬ每年进口都远大于出口①ꎮ
与此同时ꎬ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粮食贸易合作也可能面临一定风险和阻

碍ꎬ如干部人事变动频繁、宏观经济稳定性仍旧薄弱、投资和贷款回收难度增

加、宗教极端势力屡禁不止、大国博弈规则、标准体系差别等ꎬ而当前相对较

突出的有以下几个方面ꎮ
第一ꎬ环境约束ꎮ 中亚国家一直在粮食安全、环境约束、农业增收这三者

间权衡ꎬ在努力保障粮食安全基础上ꎬ合理利用土地和水资源ꎬ最大限度地实

现经济效益ꎮ 为保护水土ꎬ各国都严格监管水资源和土地利用状况以及化肥

和农药使用量ꎮ 中亚地区的土壤质量下降主要表现为沙化、盐碱化和肥力减

弱ꎬ不仅影响作物产量ꎬ也迫使农业为保证产量而大量使用化肥ꎮ 其原因主

要是中亚部分地区历史上曾是海洋ꎬ因地壳隆起成为陆地后ꎬ土壤含盐度本

—８１—

① 阳军:«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产品出口潜力的数理解析»ꎬ«欧亚经济»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ꎮ 根据«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的国际公约»确定的海关商品编码(ＨＳ 编码)ꎬ农产

品分为四大类:第一大类:活动物ꎬ动物产品ꎻ第二大类:植物产品ꎻ第三大类:动植物油脂

及其分解产品ꎬ精制的食用油脂ꎬ动植物蜡ꎻ第四大类:食品ꎬ饮料、酒及醋ꎬ烟草及烟草代

用品的制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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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就较高ꎬ雪山融水、荒漠地区夏季高温蒸发以及农业灌溉等也留下不少盐

分ꎬ加上不合理的水土利用和植被减少ꎬ使得问题日益突出ꎮ 据哈萨克斯坦

国民经济部统计委员会数据(截至 ２０１７ 年年底)①ꎬ哈全国盐碱化的土地约

１ １１５ ５ 亿公顷ꎬ遭风力侵蚀的土地约 ２ ４００ 万公顷(约占农业用地总面积的

１１％ )ꎬ遭水力侵蚀的土地约 ５００ 万公顷(占农业用地总面积的 ２％ )ꎬ约２ ６６０
万公顷耕地出现严重肥力下降ꎬ约 ９８％ 的水浇地和 ６３％ 的非水浇地腐殖质

大幅减少ꎬ森林地区的腐殖质平均厚度由 ０ ５２ 米降至 ０ ４７ 米ꎮ
中亚国家地处内陆ꎬ水资源主要依靠冬季降雪和雪山融雪ꎬ但各地水资

源分布不均匀ꎬ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绿洲经济ꎮ 水资源紧张对中亚国家农业的

影响很大ꎬ需要上下游调整种植结构和种植面积ꎬ减少耗水量大的农作物生

产ꎻ增加节水投入ꎬ改善灌溉设施ꎻ科学合理地使用化肥农药ꎬ避免灌溉余水

二次污染ꎻ防止农产品价格上涨加大通胀压力等ꎮ 哈萨克斯坦认为ꎬ参照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的发展速度和用水规模ꎬ加上气候变化因素ꎬ预计到 ２０４０
年ꎬ哈地表径流量每年将减少 １１４ 亿立方米(其中境外流入的水量从 ４４７ 亿

立方米降至 ３２６ 亿立方米ꎬ从中国每年减少 ７７ 亿立方米)ꎬ每年消费水资源

２５０ 亿立方米ꎮ 届时ꎬ全国水资源仅能满足一半的消费需求ꎬ即每年缺水 １２２
亿立方米ꎮ 另外ꎬ中哈跨界河流问题日益突出ꎮ 哈萨克斯坦认为ꎬ作为上游

的中国经济发展太快ꎬ耗水量迅速增长ꎬ已影响下游维持生态平衡和正常生

产生活所需ꎮ 中方每年从额尔齐斯河的提水量已从原先的 １０ 亿 ~ １５ 亿立方

米增至 １５ 亿 ~ ２０ 亿立方米 (预计未来最高达 ５０ 亿立方米)ꎬ从伊犁河提水

灌溉 ４０ 万公顷田地ꎬ未来可能扩大到 ６０ 万公顷ꎬ致使每年流入哈境内的伊

犁河水量从 １２０ 亿立方米减至 １００ 亿立方米②ꎮ
第二ꎬ“中国威胁论”ꎮ 总的来说ꎬ“中国威胁论”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

对中国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担心ꎬ害怕中国壮大会影响其地位ꎻ二是担心

中国人影响当地经济和社会秩序ꎮ 例如ꎬ认为中国正在有计划、有目的地实

行人口扩张ꎬ想以和平方式夺回沙俄时期被侵占的领土ꎻ中国人的存在破坏

了当地人口结构ꎬ甚至可能利用民主选举工具在当地扩大政治影响ꎬ从而威

胁当地人的主权ꎻ中国人挤占当地人的工作岗位ꎬ增加其失业人数ꎬ甚至迫使

—９１—

①

②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Охрана окружающей среды и устойчивое развитие
Казахстана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７" . Площадь земельꎬ подверженных ветровой и водной
эрозии Комитет по статистике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РК Астана ２０１８

张宁:«哈萨克斯坦跨界水资源立场分析»ꎬ«欧亚经济»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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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人离开故土寻找工作ꎻ中国人从事“影子经济”ꎬ破坏当地经济秩序ꎬ使其

遭受巨额经济损失ꎮ
中亚国家存在“中国威胁论”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苏联时期反华宣传的

后遗症ꎮ 苏联当局曾宣称中国提出对苏联 １５０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拥有主权ꎬ
其中大部分位于现在的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

内ꎮ 尽管与中国的边界问题现已全部解决ꎬ但这些国家仍然不放心ꎬ担心中

国强大后还会提出领土要求ꎮ 二是国际因素ꎮ 一些国家不愿意看到中国崛

起ꎬ经常炒作“中国威胁论”ꎬ在西方的宣传影响下ꎬ一些中亚国家也开始有所

担心ꎮ 况且ꎬ炒作“中国威胁论”也不排除其国内有关部门、大型企业和跨国

公司为一己私利故意而为ꎮ 例如ꎬ２０１０ 年年初哈萨克斯坦媒体炒作中国企业

租赁哈土地事件ꎬ背后便有国际巨型粮商的影子ꎬ他们担心中国企业抢夺其

传统市场份额ꎻ一些媒体和社会团体可能为追求轰动效应而夸大或歪曲事

实ꎬ如 ２０１６ 年哈萨克斯坦修改«土地法典»时鼓噪中国企业大量使用化肥污

染土壤等ꎮ 三是一些中国公民或企业确实存在不当ꎬ甚至违法行为ꎬ干扰了

当地的正常秩序ꎮ 例如ꎬ有些人持过期签证长期滞留不归ꎬ为逃避检查而行

贿ꎻ有些中资企业为尽快收回投资而加快开发速度ꎬ影响资源可持续利用等ꎮ
第三ꎬ可能与中国新疆农业形成一定竞争关系ꎮ 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的农

业生产条件相近ꎬ也是粮食主产区ꎬ同样面临粮食销售难题ꎮ ２０１８ 年新疆粮食

耕种面积为 ２２２ 万公顷(大约相当于中亚国家的 １ / １０)ꎬ粮食产量为 １ ５０４ 万吨

(大约相当于中亚国家的 ２ / ３)①ꎮ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７ 年ꎬ新疆年均小麦总消费量约为

６００ 万吨ꎬ年均产量约为 ６８０ 万吨ꎬ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年均收购小麦 ３７０ 万吨ꎬ
小麦总库存量为 ６３０ 万吨ꎬ小麦生产进入供应过剩阶段ꎬ高产量、高收购量、高
库存量等“三高”问题突出②ꎮ 尽管新疆以中筋普通小麦生产为主ꎬ品质上不

如哈萨克斯坦小麦ꎬ但足以满足国内大部分地区拉面、馒头、打馕等需求ꎬ这
也是新疆希望沿海地区多采购新疆小麦的主要原因之一ꎮ 如果从中亚国家

大量进口粮食ꎬ势必对新疆粮食生产和外销以及农民增收等造成一定压力ꎮ
第四ꎬ采购和物流成本高ꎮ 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受口岸数量和基

础设施限制ꎬ当前新疆对外贸易的粮食(小麦)几乎全部通过阿拉山口口岸ꎬ

—０２—

①

②

«国家统计局关于 ２０１７ 年粮食产量的公告»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ｔｊｓｊ / ｚｘｆｂ /
２０１７１２ / ｔ２０１７１２０８＿１５６１５４６ ｈｔｍｌ

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新疆顺利完成小麦收储任务ꎬ收储制度改革势在必

行»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ｊｓｏ ｇｏｖ ｃｎ / ｍａｉｎ / ｓｈｏｗｄｅｔａｉｌｓ ａｓｐｘ? ｉｄ ＝ １１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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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农产品主要通过吉木乃和霍尔果斯口岸进口ꎮ 铁路换装压力大ꎬ车皮

“来满回空”的空载费用高ꎮ 二是中亚农业主要靠天吃饭ꎬ受气候影响大ꎬ年
产量不稳定ꎬ装袋和装车时混入的杂质较多(尤其是杂草)ꎬ通常难以满足中

国企业“连续多年、大批量、品质稳定”的长期购货需求ꎬ与中国企业通常大量

采购的美国期货市场的标准更是差距很大ꎮ 三是卫生检验检疫风险ꎮ 独联

体地区是黑穗病和杂草(野燕麦、苍耳、黑高粱等)重灾区ꎮ 哈小麦主产区是

小麦黑穗病疫情的严重发生区ꎬ年均发病率为 ５％ ~ １６％ ꎬ流行年份达到

３０％ ~５４％ ꎬ造成减产 ３０％ ~５０％ ꎮ
为加强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粮食贸易与合作ꎬ多年来各界已提出很多建

议ꎮ 其中最主要的是扩大合作的内涵与外延ꎬ将粮食贸易纳入国际粮食安全

合作体系内ꎬ将贸易与减贫、能力建设、农业投资、共同粮食市场建设等多个

领域相结合ꎮ
第一ꎬ将贸易与减贫相结合ꎮ 例如ꎬ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每年都

进口大量粮食ꎬ是国际组织减贫和粮食援助的对象之一ꎮ 中国也可借鉴各方

经验ꎬ在减贫合作框架内ꎬ将粮食作为对吉塔两国的对外援助内容之一ꎬ粮食

来源可从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等国市场购买ꎬ这样既满足哈粮食出口需求ꎬ
也帮助吉塔两国提高粮食安全保障水平ꎮ

第二ꎬ将贸易与能力建设相结合ꎮ 旨在通过交流发展经验提高农业生产

能力ꎬ丰富粮食品种、质量和产量ꎬ如技术研发和推广、人力培训、风险管理、
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金融信贷支持、市场和信息预警机制、改善粮食仓储条

件、发挥小农户家庭和妇女的作用等ꎮ
第三ꎬ将贸易与海外农业投资相结合ꎮ 除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外ꎬ粮食需求

大国开发海外农业的另一种形式是农业企业“走出去”ꎬ又称为“开发性进口”ꎬ
即在海外建立稳定的粮食生产、销售、运输基地或渠道ꎬ从货源和物流入手ꎬ让
自己掌握更多主动权ꎮ 例如ꎬ通过租赁或购买国外耕地而直接获得农产品ꎬ通
过收购或参股国外的农业生产、仓储和运输企业而间接获得农产品ꎮ

第四ꎬ将贸易与共同粮食市场建设相结合ꎮ 即在尊重市场机制基础上ꎬ
借助各国的行政调节ꎬ旨在降低市场流通成本、调剂余缺、减少风险ꎮ 例如ꎬ
在“一带一路”框架内探讨适合各方国情的粮食贸易规则与秩序ꎬ完善产品质

量和管理体系认证ꎬ研究建立高效灵活的跨区粮食运输体系ꎬ提高过境和通

关便利化ꎬ增强市场和价格的监管及动态分析ꎬ尝试建立粮食危机救助基金ꎬ
发挥“互联网 ＋ ”时代电商平台的引导和促进作用等ꎮ

(责任编辑:徐向梅)

—１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