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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其顿农业发展方向与中马合作探析

杨　 照

　 　 【内容提要】 　 农业是马其顿国民经济的基础和命脉ꎬ而马其顿农业整

体发展水平较低ꎮ 依托农业发展的潜力和特殊优势ꎬ马其顿立足本国资源

禀赋、生态条件、气候特点和区位优势ꎬ以优质、特色、生态为理念ꎬ积极发展

特色农业ꎮ 由于不断转变农业发展方式ꎬ马其顿已初步形成区域化布局、专
业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的特色优势农业产业带和产业化集聚区ꎮ 虽然马其

顿农业生产仍存在许多不足ꎬ但整个农业发展潜力巨大ꎮ 中国与马其顿农

业合作前景看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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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高级经济师ꎮ

近年来ꎬ中国与中东欧 １６ 国寻求广泛而深入的合作ꎮ 马其顿共和国是

一个多山内陆国ꎬ面积仅 ２ ５７ 万平方公里ꎬ人口为 ２０６ ６ 万ꎮ 而中国是国土

面积居世界第三位、人口数量居世界第一位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ꎮ 一个是地

处欧洲东南部的巴尔干半岛“小国”ꎬ一个是地处亚洲的“大国”ꎬ如何切实增

进双边了解、进行卓有成效的合作ꎬ两国一直在探索中ꎮ 本文依据马其顿农

业和农村的现状ꎬ全面分析马其顿农业产业特点和中马合作潜力ꎬ提出有针

对性的策略ꎬ以便为双边合作寻找新契机和切入点ꎮ

一　 马其顿农业发展及其特点

(一)农业在马其顿的基础性地位十分突出

２０１２ 年ꎬ马其顿农业产值为 ４３８ ９５ 亿美元ꎬ约占 ＧＤＰ 的 ９ ７％ (高于欧

盟 ２％的平均水平)ꎮ 农村人口比重大ꎬ近 ５０％的人口生活在农村ꎬ１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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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在农业领域就业(高于欧盟 ５％ 的平均水平)ꎮ 马其顿农用地面积占国土

面积近一半ꎮ ２０１２ 年ꎬ农用地面积为 １２７ 万公顷ꎬ主要分为耕地和牧场ꎬ其中

耕地比重近年来降至 ４０％ ꎬ牧场比重升至 ６０％ ꎮ 农产品出口创汇贡献大ꎮ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３ 年ꎬ马其顿农产品年出口额平均为 ２ ５ 亿 ~ ２ ９ 亿美元ꎬ约占马

其顿年出口总额的 ６％ ~ ７％ ꎻ年进口额平均为 １ ５ 亿 ~ １ ８ 亿美元ꎬ约占年

进口总额的 ２ ３％ ~２ ７％ ꎬ进出口额均有显著增长ꎮ 欧盟是其最大的农产品

贸易伙伴ꎬ而中国则是其第三大贸易伙伴ꎮ 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迅速ꎮ 近 ３
年ꎬ农产品加工业年产值增幅都超过 １０％ ꎬ主要包括牛奶、葵花子、葡萄酒和

烟草ꎬ农产品和食品加工业产值占 ＧＤＰ 的 ２０％左右ꎮ
(二)农业组织结构以“自给自足”的家庭农场生产为主

马其顿 ８０％的农用地由 １９ ２３ 万个家庭农场①经营(平均规模为 １ ~ ３
公顷)ꎬ２０％的农用地由 ２９７ 家大型合资企业或者国有企业经营ꎮ ２０１３ 年ꎬ马
其顿平均一个家庭农场拥有 １ ８５ 公顷农用地ꎬ比 ２００７ 年增长 ２３ ３％ ꎻ养殖

２ １４ 个牛单位②ꎮ ５６ ５％的家庭农场养殖了牲畜、家禽或蜂房ꎮ 马其顿平均

每个家庭农场有 ０ ５ 台拖拉机ꎬ其中绝大多数是两轴式拖拉机ꎮ 平均每个家

庭农场有 ２ ６ 个劳动力ꎬ相当于 １ ４３ 个年度工作单位③(其中 ０ ７７ 个年度工

作单位种植 １ 公顷土地ꎬ０ ６７ 个年度工作单位养殖 １ 个牛单位)ꎮ 可见ꎬ大多

数农户不是全职农民ꎮ 大约 ５５％的家庭农场自行消费了 ５０％以上的产品ꎮ
(三)农业生产结构以种植业为主

２０１３ 年ꎬ马其顿农用地面积为 １２７ 万公顷ꎬ其中耕地面积为 ５１ 万公顷ꎬ
草场和牧场面积为 ７６ 万公顷ꎮ

１ 种植业

种植业仍然占主体地位ꎬ占农业总产值的 ７０％ ꎮ 粮食作物主要有小

麦、玉米、大麦、水稻ꎬ经济作物主要为番茄、辣椒、洋葱、瓜类等蔬菜ꎮ 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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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欧盟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发布的«马其顿农业生产结构»报告对家庭农场的定义为:经营

１ 公顷以上土地ꎻ经营小于 １ 公顷土地ꎬ但必须满足以下 １ 项或多项条件:拥有 １ 头牛和 １
头小牛、１ 头牛和 １ 头小母牛、１ 头牛和两头小牲畜、５ 只绵羊或山羊、３ 头猪、４ 只绵羊或

山羊、５０ 只家禽、２０ 个蜂房ꎮ
牛单位是标准的测量单位:１ 头黄牛 ＝ １ 个牛单位ꎬ１ 匹马 ＝ ０ ８ 个牛单位ꎬ１ 只山

羊 ＝ ０ ２ 个牛单位ꎬ１ 头驴 ＝ ０ ６ 个牛单位ꎬ１ 只绵羊 ＝ ０ ２５ 个牛单位ꎬ１ 头猪 ＝ ０ ３ 个牛单

位ꎬ１ 只鸡 ＝ ０ ０１ 个牛单位ꎮ
根据欧盟标准ꎬ农业劳动力投入以年度工作单位(Ａｎｎｕａｌ Ｗｏｒｋ ＵｎｉｔꎬＡＷＵ)来计

数ꎬ每个年度工作单位指一个 １８ 岁以上、一年工作时间超过 １ ８００ 小时的全职农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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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生产优势ꎬ马其顿成为蔬菜净出口国ꎬ该地区曾被誉为南斯拉夫的“菜
篮子”ꎮ 其他作物有烟草、马铃薯、果树和牧草ꎮ 葡萄酒产业是马其顿的特

色产业ꎮ
(１)谷物产量稳定ꎬ却不能自给ꎮ ２０１０ 年以来ꎬ马其顿谷物产量基本保

持稳定ꎬ并呈稳步上升趋势ꎮ 谷物以小麦、大麦和黑麦为主ꎬ小麦种植面积较

大ꎬ产量较高ꎮ ２０１３ 年ꎬ谷物产量为 ２５ ９ 万吨ꎬ但粮食仍有近一半需要进口ꎮ
由于大米不是马其顿人的主要食物ꎬ因此ꎬ仅 １％ 的耕地用于种植水稻ꎻ水稻

年产 ３ 万吨左右ꎬ绝大部分用于出口ꎮ
(２)蔬菜生产比较优势明显ꎬ但加工能力不足ꎮ 马其顿现有 ５ ６ 万公顷

土地种植蔬菜ꎬ其中 ４ ２ 万公顷种植大田蔬菜ꎬ １ ４ 万公顷种植设施蔬菜ꎮ
２０１０ 年以来ꎬ蔬菜年均产量为 ７５ 万吨ꎬ其中土豆为 １９ 万吨、瓜类为 １５ ２ 万

吨、番茄为 １３ 万吨、辣椒为 １５ 万吨ꎮ 马其顿每年人均蔬菜消费量为 １２４ 公

斤ꎬ约 ３０ 万吨蔬菜在本国消费ꎬ４５ 万吨蔬菜出口前南斯拉夫地区及欧盟国

家ꎬ出口额在过去的几年里呈两位数增长ꎮ
(３)葡萄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ꎬ市场开拓有待加强ꎮ 马其顿葡萄

种植历史悠久ꎬ距今已有 ２ ５００ 年ꎮ 马其顿自然环境得天独厚ꎬ年均日照时间

为 ２１５ ~ ２２０ 天ꎬ积温达到 ５ ０００℃ꎬ年降水量为 ４３７ ~ ５１８ 毫米ꎮ 马其顿地处

巴尔干半岛中部ꎬ气候介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和地中海气候之间ꎮ 适宜的气候

和土壤所孕育出的葡萄含糖量高ꎬ特别适合酿酒ꎮ 马其顿的葡萄酒口味醇

正ꎬ品质优良ꎬ可与周边任何一个国家的葡萄酒媲美ꎮ 马其顿境内的瓦达尔

河谷中部、南部以及南部泰克沃斯地区是葡萄的三大种植区ꎮ ２０１２ 年以来ꎬ
葡萄种植面积达 ２ ２４ 万公顷左右ꎬ年产 ２４ 万 ~ ２５ 万吨葡萄(１６ 万 ~ １８ 万吨

酿酒葡萄ꎬ７ 万 ~ ８ 万吨鲜食葡萄)ꎮ 马其顿现有 ７０ 个葡萄酒厂、１０ 个瓶装

酒厂ꎬ年产占世界 ３％ ~４％ (约合 ９ ２４３ 万升)的最高品质葡萄酒ꎮ 马其顿种

植酿酒葡萄和鲜食葡萄的农场约 ２ ５ 万个(其中 ７０％ 为家庭农场)ꎬ平均产

量约为每公顷 １０ 吨ꎮ 葡萄酒产业产值占 ＧＤＰ 的 １７％ ꎮ
(４)其他水果种植结构单一ꎬ产量和规模面临萎缩ꎮ 马其顿现有 １ ５ 万

公顷果园ꎬ年产 １７ 万 ~ １８ 万吨水果ꎬ包括 １１ ３ 万吨苹果、３ ９ 万吨李子、１ ５
万吨樱桃和酸樱桃、７ ２６５ 吨梨ꎮ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其生产规模呈现缓慢下降的趋

势ꎮ 为保持水果种植面积ꎬ马其顿财政对 ４ ８３７ 户果农实行补贴ꎬ补贴费用达

１ ４７ 亿代纳尔(约合 ３３０ 万美元)ꎮ 补贴方式是根据水果种植品种不同ꎬ每
公顷补贴标准在 １ ５ 万 ~ ３ ３ 万代纳尔之间(约合 ３４０ 万 ~ ７４０ 万美元)ꎮ

(５)工业经济作物以烟草为主ꎬ油料作物严重依赖进口ꎮ 工业经济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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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为烟草(７８％ )、向日葵(１９ ５％ )和罂粟(２ ５％ )ꎮ 马其顿烟草种植和加

工在世界上具有一定的知名度ꎬ其产品远销欧美和亚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ꎮ
２０１０ 年ꎬ３ 万 ~ ３ ８ 万个家庭农场从事烟草种植ꎬ种植面积达 ２ 万公顷左右ꎬ
年产烟叶 ２ ７９ 万吨ꎮ ２４ 家公司从事烟叶发酵ꎬ年出口 １ ５ 万吨ꎮ 香烟和发

酵烟叶年出口额为 ７ ５００ 万美元ꎬ是农产品出口的重要品种ꎮ 据马政府最新

统计ꎬ由于近几年对烟草生产的高补贴政策ꎬ从事烟草种植的家庭农场已经

增至 ４ ２６ 万个ꎮ 向日葵年产量为 ７ ４４１ 吨ꎬ主产区在南部佩拉岗尼亚佩

(Ｐｅｌａｇｏｎｉｊａ)(产量占总产量的 ５０％ ~ ７０％ )、库马诺沃(Ｋｕｍａｎｏｖｏ)和奥维智

(Ｏｖｃｈｅ)地区ꎮ 马其顿是一个古老的罂粟种植国ꎬ生产商按照国际协议制定

罂粟种植计划ꎬ年产 ５００ 吨ꎮ
２ 畜牧业

马其顿的畜牧业以饲养牛(奶牛和肉牛)、羊和猪为主ꎬ鸡次之ꎬ其产值占

农业产值的 ３０％左右ꎮ 但受饲料供给严重不足制约ꎬ２０１３ 年生猪存栏量为

１６ ７ 万头ꎬ比 ２００８ 年下降 ３２％ ꎻ牛存栏量为 ２３ ８ 万头ꎬ比 ２００８ 年下降

５ ９％ ꎻ绵羊存栏量为 ７３ ２ 万只ꎬ比 ２００８ 年下降 １０ ４％ ꎻ活禽存栏量为 ２２０ ２
万只ꎬ比 ２００８ 年下降 １ １％ ꎻ肉类产量整体呈现下降趋势ꎮ

(１)饲料严重短缺ꎮ 全国约 ６０％的农用地种植牧草ꎬ而饲料作物种植只

占农用地总面积的 ９％ ꎮ 因此ꎬ饲料生产只能满足需求的 ３０％ ~ ３５％ ꎮ 饲料

短缺成为马其顿畜牧业发展的主要限制因素之一ꎮ
(２)奶业布局集聚特征明显ꎮ ２０１２ 年ꎬ牛奶产量为 ３ ４９８ 亿升ꎬ绵羊奶

产量为 ３ ８６２ 万升ꎬ山羊奶产量为 １ ４８５ 万升ꎮ 奶生产主要集中在皮拉哥尼

亚、布罗德及斯科普里地区ꎬ其产量占奶产量的 ３０％ ꎮ
(３)养牛业为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ꎮ 养牛业主要集中在丘陵地区ꎬ以

家庭农场为主ꎬ多为满足家庭需要ꎮ 近年来ꎬ马政府加大对农民养牛的财

政支持ꎬ从事商业化经营的家庭农场数量正在增长ꎮ 而由于饲料严重依赖

进口(主要为玉米和大豆)ꎬ缺少政策支持的大型企业对养牛业的投资正在

减少ꎮ
(４)羔羊养殖为优势特色产业ꎬ生产能力有待加强ꎮ 羔羊肉为最有优势

的出口产品ꎬ主要出口欧盟国家ꎬ出口额超过 １ ０００ 万欧元ꎮ 马其顿的羔羊生

长在“绿色、生态”的大山地牧场ꎬ羔羊肉加工工艺传统精湛ꎬ肉质极佳ꎮ
(５)养禽业分布最广ꎬ发展潜力巨大ꎮ 家禽养殖场遍布全国ꎮ 在过去的

十年中ꎬ马政府一直鼓励肉鸡养殖ꎬ肉鸡生产得到恢复性增长ꎬ国产肉鸡替代

了 ４０％的进口冷冻鸡肉ꎮ
—５８—



欧亚经济 / 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

３ 农产品加工业

(１)果蔬加工能力有限ꎬ以蔬菜加工为主ꎮ 在马其顿ꎬ大多数水果和蔬菜

加工采取联合处理模式ꎮ 蔬菜加工占 ９１％ ꎬ水果加工只占 ９％ ꎮ 加工生产线

包括装罐、干燥和冷藏ꎮ 在蔬菜加工方面ꎬ半冷藏鲜食蔬菜大多运往食品企

业或直接出售ꎬ食品企业主要加工干辣椒、洋葱、韭菜、胡萝卜、番茄酱、番茄

汁、香菜等ꎻ全冷藏蔬菜大多用于出口ꎬ只有少量的干辣椒和洋葱用于国内市

场销售ꎮ 马其顿罐头行业的传统产品是辣椒(甜椒、烤辣椒等)和腌制蔬菜

(黄瓜、辣椒、卷心菜、红甜菜、泡菜、番茄制品等)ꎮ 为保证产品品质ꎬ加工产

品均采取巴氏杀菌方法ꎮ 在水果加工方面ꎬ冷冻水果主要为酸樱桃ꎬ干果主

要为李子和葡萄干ꎬ果酱主要为苹果酱ꎮ 所有加工产品也都采取巴氏杀菌ꎮ
酸樱桃可做成酒精类饮品或与其他水果搭配成果酱ꎮ

(２)肉食加工品安全性高ꎬ投资机会大ꎮ 马其顿有 ４０ 个注册的肉食加工

厂ꎮ ２０１０ 年ꎬ肉类总加工规模为 １ ５５ 万吨ꎬ主要包括新鲜和冷冻猪肉、羊肉、牛
肉、火腿、蹄髈、排骨、盐水或烟熏香肠和禽肉火腿等ꎮ 肉类加工设备按照欧盟

安全标准ꎬ有专门屠宰场所ꎬ拥有欧盟出口许可证ꎬ生产过程和产品安全性较

高ꎮ 肉类为马其顿人的日常食品ꎬ因此肉类加工行业有较大的投资机会ꎮ
(３)红酒加工工艺成熟ꎬ有待扩大规模ꎮ 马其顿种植有高品质的酿酒用

葡萄ꎬ其中马其顿独有的“Ｓｍｅｄｅｒｅｖｋａ”和“Ｖｒａｎｅｃ”两种葡萄产量占葡萄总产

量的 ８０％ ꎮ 马其顿红酒加工工艺成熟ꎬ年均葡萄酒产量为 ９ ０００ 万升ꎬ其中

约 ８０％用于出口ꎮ 在马其顿ꎬ葡萄酒人均年消费量约为 １５ 升ꎮ 目前ꎬ葡萄酒

是马其顿最重要的出口创汇产品ꎬ亟待扩大规模ꎮ

二　 马其顿农业发展的优势和劣势

(一)优势

１ 执行国际食品安全认证体系ꎬ供应优质安全农产品

为保障食品安全ꎬ马其顿建立了从源头治理到最终消费的监控体系ꎬ将
全球良好农业操作认证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ＡＰ) 以及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认证

(ＨＡＣＣＰ)等先进的安全控制技术作为国家标准ꎮ 马其顿在食品安全一般管

制的基础上ꎬ鼓励食品部门的自我管理ꎮ 一方面ꎬ食品安全管理部门制定一

系列食品企业通用管理规范ꎬ作为强制性法规的补充或替代ꎬ如危害分析和

关键控制点认证等ꎻ另一方面ꎬ食品企业自愿采纳一系列食品企业通用管理

规范并将其纳入自己的管理系统ꎬ形成自己的食品安全计划ꎮ 认证不仅能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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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企业和其他组织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保证产品质量、提高竞争力ꎬ同时也

可从源头上确保产品安全、规范市场行为、引导健康消费ꎮ
２ 优越的农业投资营商环境ꎬ吸引多元资本投入

为改善农业投资营商环境ꎬ马其顿政府在税收、投资政策、体制机制创新

等方面做了一系列努力ꎬ将相关的营商文件和投资程序在网上公布ꎬ使开办

企业变得容易ꎻ每个税基只有一个税种ꎬ使交税变得容易ꎻ在部委一级设立营

商监管改革委员会等ꎬ实行统一监管ꎮ 世界银行发布的«２０１３ 年营商环境报

告»显示ꎬ自 ２００５ 年以来前沿距离缩小最多的前 ５０ 个经济体中ꎬ马其顿居第

５ 位ꎬ在全世界居第 ２３ 位①ꎮ 针对购买农机、设施装备、灌溉系统和生产设施

修复ꎬ马政府至少提供 ５０％ 的补贴ꎻ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年ꎬ针对肉牛、蔬菜、烟草等

优势农产品出口ꎬ马政府农业补贴额达 ６ ７ 亿欧元ꎮ 针对 １８ ~ ４０ 岁的青年

农民ꎬ马政府提供 ６０ 万代纳尔的财政补贴支持农业经营项目ꎮ 对于从事生

态农业的农户ꎬ马政府按照牲畜数量和耕地面积给予补贴ꎮ 在信贷方面ꎬ农
业生产投资可获得商业银行最低 ３％ 的年利率ꎬ加工工业和贸易投资可获得

最低 ４％的年利率ꎮ
３ 农业机械化程度高ꎬ农业服务支撑体系完善

马其顿农业机械化和农产品加工水平较高ꎮ 种植业、畜牧业和林业生产

都实现了机械化ꎮ 农用机械设备主要有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挤奶机、谷物烘

干机等ꎮ 农产品加工业是马经济最重要的部分ꎬ其产值占 ＧＤＰ 的 １５％ ꎮ 近 ３
年ꎬ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以 １０ ２％以上的速度增长ꎬ发展势头良好ꎮ

４ 农业教育体系完备ꎬ有专门的职业教育学校

马其顿有发达的农业科研体系和完备的农业教育分校ꎮ 全国 １０ 所农业职业

学校每年招生 １ ２００ 名左右ꎬ农业高等教育设有农业技术与食品、营养健康、生物

技术和林业等 ４ 个学科ꎮ 目前ꎬ马其顿农业高等教育体系设置与欧盟全面接轨ꎬ
包括开展教育部门合作和教师学员交流、设立留学深造奖学金等ꎮ 同时ꎬ马其顿

开展与欧盟学分对接等教育改革ꎬ为家庭农场、中小企业、科研机构培养更多的专

业人才ꎮ ２００６ 年设立了三农教育基金ꎬ旨在建立农业科研与教育的联结机制ꎬ主
要包括培训、研讨等非正规教育、研究生教育和行政管理能力建设ꎮ

５ 物流业发达ꎬ交通运输便利

马其顿现有 ４ ０００ ~ ５ ０００ 家农产品零售商、５０ ~ ６０ 个农贸市场ꎮ 由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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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市场小ꎬ现代化的储存设备和冷库可保存 ９２ 吨农产品ꎬ较为发达的物流业

可将农产品出口到周边国家(如希腊、塞尔维亚、黑山、保加利亚、奥地利、俄
罗斯、乌克兰、比利时等)ꎮ

６ 建立自由经济区ꎬ广泛招商引资

根据马其顿法律ꎬ外商投资企业与马其顿企业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ꎮ 同

时ꎬ马其顿计划在全国建设 ６ 个自由经济区ꎮ 按照政策ꎬ马方以“只出租ꎬ不
出售”的原则对自由经济区进行开发ꎮ 优惠政策包括不用缴纳增值税、１０ 年

内免缴企业所得税、工厂建设成本相当于区外成本的 ５０％ 、工作人员免缴 １０
年个人所得税等ꎮ 外国公司可以在保税区内从事组装、制造和仓储业务ꎬ享
受国际保税区通常的优惠政策ꎮ

(二)劣势

１ 农业产业规模偏小ꎬ对外依存度较高

马其顿农业产业规模偏小ꎬ难以实现规模化、标准化和商品化生产ꎮ 除

蔬菜、水果外ꎬ粮、棉、油、糖、肉、蛋、奶等食品的生产均不能满足国内需求ꎻ特
别是玉米和大豆的生产仅能满足国内需求的 ３０％ ~ ３５％ ꎬ依赖大量进口ꎮ
近几年农产品市场供应链上的重大波动和巨大的价格变动已成为农业市场

的常态ꎮ
２ 农业发展水平较低ꎬ农业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由于受资金、技术、人员等因素的影响ꎬ马其顿农业特别是畜牧业呈现萎

缩状态ꎬ牲畜存栏量降低ꎮ 大部分农业生产仍依靠老化的灌溉设施ꎮ 马其顿

公共服务体系ꎬ如生产者组织、技术示范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食品检验检

疫、渔政执法、出口产品标准化等管理水平还有待提升ꎮ

三　 中国和马其顿农业合作重点

(一)中马农业合作现状

中国和马其顿各领域合作还处于发展阶段ꎬ特别是两国农业领域合作非

常有限ꎬ主要为双边农产品贸易和双方人员互访ꎮ 马其顿的烟草、水果、蔬
菜、红酒等大宗农产品品质优良、价格适中ꎬ出口优势明显ꎮ 而中国则出口大

量优质茶叶、水果、蔬菜、红酒等农产品ꎮ 随着农产品贸易不断加深ꎬ两国将

成为稳固的贸易合作伙伴ꎮ 中国和马其顿农产品贸易虽然受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

融危机影响有所下降ꎬ但 ２０１１ 年已恢复到 ２００８ 年的水平ꎮ 近两年ꎬ中国与

马其顿进出口贸易额显著增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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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１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１ 年中国对马其顿的农产品出口额 (单位:万美元)

资料来源:２００２ ~２０１２ 年的«中国农业统计年鉴»ꎬ中国农业出版社 ２００３ ~２０１３ 年版ꎮ

自 ２０１０ 年起ꎬ中国自马其顿的农产品进口飞速增长ꎬ如能扩大对马农产

品贸易ꎬ可促进中国农产品进口多元化ꎮ

图 ２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１ 年中国自马其顿的农产品进口额 (单位:万美元)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中马开始注重双边农业合作ꎮ ２００３ 年ꎬ中马双方签署了政

府间植物检疫合作协定ꎬ２００５ 年签订了烟草协议ꎬ２００７ 年签署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农业部与马其顿共和国农业、林业和水利部关于农业合作的议定书»ꎮ
近四五年来ꎬ中马加强了农业领域合作ꎬ包括红酒、水果、蔬菜制成品、烟草等

领域ꎮ ２０１３ 年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马其顿总统伊万诺夫ꎬ共同庆祝中

马建交 ２０ 周年ꎬ并提出将农业合作打造成双边合作新的增长点ꎮ 马其顿农

业、林业和水利部经济国务顾问佩里察伊万诺斯基来华出席“中国与中东

欧国家农业科技交流会”和“第八届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农业经贸合作论坛”ꎮ
双方通过交流互访、加强政策对话、举办论坛研讨会、签署合作协议以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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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技术合作领域与机制ꎬ为未来中马农业全面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ꎮ
(二)中马农业合作重点

１ 建立政府间农业合作机制ꎬ推动农业合作

建立双边农业合作机制ꎬ如签署合作协议、成立农业合作工作组ꎬ深入探

讨中马农业合作的模式和方式ꎻ举办各种企业家圆桌会议、论坛等ꎬ为中国农

业企业充分了解马其顿农业政策搭建平台ꎻ加强双边经贸互访ꎬ如组织有实

力的中国企业赴马其顿自由经济区、大型农场、大型企业实地考察ꎬ组织马其

顿企业到中国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国有垦区、龙头企业实地考察ꎮ
２ 加强科技人才交流ꎬ引进或输出先进适用技术

建立中马科技合作机制和科技合作平台ꎬ与马其顿在葡萄栽培和酿酒、
烟草、肉奶加工方面进行技术合作ꎻ申请中国农业部 ９４８ 项目等国家级专项ꎬ
引进国内亟须的先进技术ꎬ开展专题联合研究ꎻ加强农村人力开发ꎬ培养有文

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技术人员ꎮ 加大科技人员、管理人员交流ꎬ积极开

展培训和文化交流ꎬ重点培养农业适用技术人才和高层次管理人才ꎮ
３ 开展援助项目ꎬ促进互利共赢

加强对国际交流与合作项目的管理和指导ꎬ及时沟通情况ꎬ协调解决有

关问题ꎬ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ꎻ积极争取新的合作项目ꎬ为农业发展和农民

增收引进更多的先进技术和理念ꎬ加速农业技术的升级换代ꎮ
４ 扩大投资规模ꎬ实现优势互补

在马其顿南部地中海气候地区建设塑料大棚和日光温室ꎬ生产早季节蔬

菜ꎬ包括西红柿、黄瓜、甜椒等ꎻ在斯科普里地区建设养鸡场ꎬ用国产鸡肉替代

进口冷冻鸡肉ꎬ以填补 ６０％的国内市场缺口ꎻ推进双边肉牛、肉羊养殖合作框

架协议的签署ꎻ有实力的中国烟草企业参与马其顿的烟草投资和建设ꎬ逐步

扩大双边烟草业的交流和合作ꎬ拓宽中马葡萄酒等的生产合作和贸易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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