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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有开展粮食贸易和合作的基础ꎮ 但

中国从哈萨克斯坦进口粮食的规模小、 连续性差ꎬ 对哈萨克斯坦粮食市场

资源的利用程度较低ꎮ 为此ꎬ 本文在研究哈萨克斯坦粮食生产、 消费、 贸

易以及中哈粮食贸易现状的基础上ꎬ 对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开展粮食贸易及

合作中存在的主要障碍展开分析ꎬ 并结合当前 “一带一路” 建设背景提

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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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背景

粮食安全关乎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ꎮ 近年来ꎬ 中国粮食进口不断增长ꎬ
三大主粮的净进口已呈常态化ꎮ ２０１５ 年ꎬ 中国在粮食产量实现 “十二连

增” 的同时ꎬ 粮食进口达到 １ ２ 亿吨: 其中ꎬ 玉米进口总量为 ４７３ 万吨ꎬ
小麦进口总量为 ２９７ 万吨ꎬ 稻米进口总量为 ３３５ 万吨①ꎬ 三大主粮合计进口

占粮食进口总量的 ８ ８６％ ꎮ
当前ꎬ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ꎬ 工业化、 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ꎬ 人均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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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不断提高ꎮ 面对粮食需求刚性增长而水土资源有限的双重压力ꎬ 进口

国外农产品和合理利用国际粮食市场成为有效扩大中国粮食供给空间的有

效途径之一ꎮ 但长期以来ꎬ 中国主要粮食贸易品种进口来源地高度集中ꎮ
２０１４ 年ꎬ 玉米进口的 ９６ ２％来自美国ꎻ 小麦进口的 ９９％来自澳大利亚、 美

国和加拿大ꎻ 稻米进口的 ９５％来自缅甸和泰国ꎻ 大豆进口的 ９７％来自美国

和巴西ꎮ 大量进口来自世界传统粮食出口国加大了中国粮食进口的潜在风

险ꎮ 开辟进口新粮源ꎬ 与新兴粮食出口国开展粮食合作ꎬ 使粮食进口来源

多元化ꎬ 降低粮食进口市场集中度ꎬ 对确保中国粮食供应的安全性和稳定

性至关重要ꎮ
哈萨克斯坦是世界新兴粮食出口国ꎮ ２０００ 年之后ꎬ 随着国内农业生产的恢

复ꎬ: 食出口量不断增加ꎬ 哈在国际粮食市场上的竞争力不断增强ꎬ 粮食出口量

居世界第五位或第六位ꎮ 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认为是世界仅有

的四个粮食生产能力未充分利用且能够对满足全球粮食需求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家

之一①ꎮ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有开展粮食贸易与合作的基础ꎬ 但中国对哈萨克斯

坦农业资源的利用程度较低ꎮ 中哈两国山水相连ꎬ 文化相通ꎬ 有着深厚的

农业贸易往来基础ꎮ 双方边境口岸互通ꎬ 运输方式多样ꎬ 运输距离近、 时

间短ꎬ 运输成本低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年初ꎬ 中国新疆已有四个面向哈萨克斯坦

的口岸 (阿拉山口口岸、 巴克图口岸、 霍尔果斯口岸和吉木乃口岸) 被指

定为中国粮食进口口岸ꎮ 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ꎬ 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的农产

品出口已由 ２００５ 年的 ５ ５２１ 万美元增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２ ４６ 亿美元ꎮ 但相形之

下ꎬ 中国自哈萨克斯坦农产品进口的规模很小ꎬ ２０１５ 年农产品进口额为

１ ３１ 亿美元ꎬ 仅相当于出口额的 ５３％ ②ꎮ
哈萨克斯坦位于世界著名的小麦生产带ꎬ 盛产优质小麦ꎬ 国内小麦

９８％为软麦ꎬ ２％为硬麦ꎮ 由于中国生产的多数小麦不适于烘焙ꎬ 因此对这

些高品质小麦ꎬ 尤其是适用于烘焙糕点的优质低筋小麦进口需求较大ꎮ 但

中国从哈萨克斯坦进口小麦的规模很小ꎬ 并且增长缓慢ꎮ ２００９ 年ꎬ 中国首

次自哈进口小麦ꎬ 进口量仅 ２ ４ 吨ꎬ 不足当年中国小麦进口总量的 ０ ０１％ ꎻ
２０１５ 年中国自哈进口小麦 １１ ７９ 万吨ꎬ 也仅占当年中国小麦进口总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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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９７％ ꎮ 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粮食市场资源的利用程度很低ꎮ
鉴于此ꎬ 本文将在分析哈萨克斯坦粮食生产、 消费、 贸易以及中哈粮

食贸易现状的基础上ꎬ 对中哈开展粮食贸易与合作中存在的主要障碍展开

分析ꎬ 并结合当前 “一带一路” 建设背景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ꎮ

二　 哈萨克斯坦粮食生产、 消费与贸易状况分析

(一) 哈萨克斯坦粮食生产现状

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地区最大的粮食生产国ꎮ 其粮食作物包括小麦 (占
粮食作物产量的 ８０％左右)、 玉米、 大麦、 燕麦、 黑麦、 大米和豆类ꎮ

１ 粮食作物种植面积下降ꎬ 小麦种植面积略有减少

根据哈萨克斯坦国家统计委员会数据ꎬ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５ 年ꎬ 哈萨克斯坦粮食

作物种植面积基本稳定在 １ ５６７ 万公顷左右 (见图 １)ꎮ 受自然条件等诸多因

素影响ꎬ ２０１５ 年哈萨克斯坦粮食作物种植面积为 １ ４９８ 万公顷ꎬ 比最大值

(２００９ 年为 １ ７２１ 万公顷) 减少 ２２３ 万公顷ꎮ ２０１５ 年小麦种植面积由 ２００９ 年

的 １ ４７５ 万公顷降至 １ １７７ 万公顷ꎬ 减少 ２９８ 万公顷ꎬ 但仍占哈粮食作物总种

植面积的 ６８％ꎬ 小麦仍是哈最主要的粮食作物ꎮ

图 １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５ 年哈萨克斯坦粮食作物面积变化 (单位: 万公顷)

资料来源: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 ｇｏｖ ｋｚ /

２ 粮食作物产量不稳定ꎬ 波动较大

哈萨克斯坦粮食产量波动较大ꎬ 总体处于较低水平 (见图 ２)ꎮ ２０１１ 年

粮食产量达到 ２ ６９６ 万吨ꎬ 接近 １９９２ 年的最高纪录 ２ ９７７ 万吨ꎻ ２０１２ 年受

干旱天气影响ꎬ 百万公顷粮田受损ꎬ 粮食总产量大幅下降ꎬ 产量骤降至

１ ２８６万吨ꎬ 比 ２０１１ 年下降 ５２ ３％ ꎬ 其中小麦产量 ９８４ 万吨ꎬ 比 ２０１１ 年减

少 ５７％ ꎻ ２０１５ 年粮食产量有所恢复ꎬ 达到 １ ８６７ 万吨ꎬ 相当于 ２０１１ 年的

６９％ ꎮ 小麦始终是哈萨克斯坦最大的粮食作物ꎬ ２０１５ 年哈萨克斯坦小麦的

产量为 １ ３７５ 万吨ꎬ 占粮食总产量的 ７３ ６％ ꎮ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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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５ 年哈萨克斯坦粮食作物产量变化 (单位: 万吨)

资料来源: 同图 １ꎮ

３ 粮食作物单产水平低ꎬ 单产提高较慢

哈萨克斯坦农业以粗放经营为主ꎬ 广种薄收ꎬ 粮食作物单产水平很低ꎬ 产

量很不稳定 (见表 １)ꎮ ２００４ ~２０１１ 年ꎬ 哈萨克斯坦粮食单产最高为每公顷 ８４５
公斤ꎻ 之后受自然灾害影响ꎬ 粮食单产大幅下降ꎬ ２０１２ 年的单产水平仅相当于

２０１１年的一半ꎻ ２０１５ 年ꎬ 粮食单产有所恢复ꎬ 但也仅相当于 ２０１１ 年的 ７５％ꎮ 在这

１０ 年间ꎬ 哈萨克斯坦的粮食单产由２００４ 年每公顷 ４４０ 公斤增至 ２０１５ 年每公顷 ６３７
公斤ꎬ 仅增加１９７ 公斤ꎬ 其中ꎬ 每公顷小麦的单产也仅增加１７５ 公斤ꎮ

表 １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５ 年哈萨克斯坦粮食作物单产水平变化

(单位: 公斤 /公顷)

年份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粮食
作物

４４０ ５００ ５８５ ６６５ ５０５ ６３０ ４００ ８４５ ４３０ ５８１ ５８５ ６３７

小麦 ４２０ ４７５ ５６５ ６５０ ４８５ ５９５ ３６５ ８３０ ３９６ ５３８ ５４５ ５９５

资料来源: 同图 １ꎮ

哈萨克斯坦粮食作物的单产水平不仅低于欧美发达国家ꎬ 也大大低于一

些非洲国家ꎮ 以小麦为例ꎬ ２０１１ 年是哈萨克斯坦小麦单产水平最高的年份ꎬ
为每公顷 ８３０ 公斤ꎻ 而非洲的埃塞俄比亚 ２０１１ 年小麦单产为每公顷 ２ ０２９ 公

斤ꎮ 哈萨克斯坦小麦单产仅相当于埃塞俄比亚小麦单产水平的 ４１％ꎮ
(二) 哈粮食消费盈余日益增大ꎬ 粮食出口压力增大

哈萨克斯坦人口较少ꎬ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１ 年国内粮食平均消费总量为 ９１５ 万

吨ꎬ 而同期粮食平均生产总量为 １ ４６０ 万吨ꎬ 国内粮食平均盈余 ５４５ 万吨ꎮ
从图 ３ 可以看出ꎬ １９９５ 年以来ꎬ 哈萨克斯坦的粮食产量相对于国内粮食消

费量的盈余空间不断增加ꎬ ２０１１ 年粮食产需盈余为 １ ４４８ 万吨ꎮ 持续增加

的粮食产量和较为稳定的国内粮食消费量再加上国内仓储能力不足ꎬ 使哈

—７７—



欧亚经济 / 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

萨克斯坦粮食出口压力不断增大ꎮ

图 ３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１ 年哈萨克斯坦粮食产需变化 (单位: 万吨)
资料来源: 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ꎬ ｈｔｔｐ: / / ｆａｏｓｔａｔ ｆａｏ ｏｒｇ / ｓｉｔｅ / ３５４ /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ａｓｐ

(三) 哈萨克斯坦粮食贸易现状

１ 粮食出口以小麦为主

哈萨克斯坦不仅是粮食生产大国ꎬ 也是重要的粮食出口国ꎬ 其粮食出

口竞争力近年来在国际市场不断增强ꎮ ２０１４ 年ꎬ 哈萨克斯坦小麦出口动态

变化率为 ２ １１ꎬ 这意味着 ２０１４ 年哈小麦出口增长速度快于世界小麦出口增

长速度ꎬ 其小麦出口竞争力日益增强ꎮ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５ 年ꎬ 哈萨克斯坦谷物出

口额由 ２００４ 年的 ４ ４ 亿美元增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３ ８ 亿美元ꎬ 最高年份达到

１６ ９５ 亿美元: 其中ꎬ 小麦出口平均占哈萨克斯坦谷物出口额的 ９０％ ꎬ 出

口额最高达到 １５ ９９ 亿美元ꎻ 其次是大麦ꎬ 其出口平均占哈萨克斯坦谷物

出口额的 ７ ５９％ ꎬ 出口额最高达到 １ ４３ 亿美元 (见图 ４)ꎮ

图 ４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５ 年哈萨克斯坦谷物出口额 (单位: 亿美元)
注: 谷物数据为数据库中 ＨＳ 编码为 １０ 的商品数据ꎬ 小麦数据为 ＨＳ 编码为 １００１

的商品数据ꎬ 大麦数据为 ＨＳ 编码为 １００３ 的商品数据ꎮ
资料来源: 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库ꎬ ｈｔｔｐ: /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 ｄｂ /

２ 粮食出口数量不稳定ꎬ 变动较大

但同时也可以看到ꎬ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５ 年ꎬ 哈萨克斯坦的谷物出口并不稳定ꎮ
以小麦出口为例 (见图 ５)ꎬ 在这 １０ 年间ꎬ 哈萨克斯坦小麦出口量波动很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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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ꎬ ２０１２ 年达到最高值 ７４６ 万吨ꎻ ２０１３ 年由于国内小麦受灾减产等因素的

影响ꎬ 出口量骤然下降ꎻ ２０１５ 年小麦出口量仅为 ３１３ 万吨ꎬ 是 ２０１２ 年小麦

出口量的 ４２％ ꎮ

图 ５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５ 年哈萨克斯坦小麦出口量变化 (单位: 万吨)
资料来源: 同图 ４ꎮ

３ 粮食出口主要面向周边国家

近年来ꎬ 哈萨克斯坦大力开拓国外粮食市场ꎬ 粮食贸易对象国逐步增

加ꎬ 除独联体国家外ꎬ 西亚国家成为其主要的粮食贸易对象国ꎬ 但对中国

和欧洲国家的粮食出口占比还很低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哈萨克斯坦共向 １９ 个国家出

口粮食ꎬ 总价值达 １３ ８ 亿美元: 其中ꎬ 土耳其是当年哈萨克斯坦最大的粮

食出口对象国ꎬ 占其出口总额的 ４７ ８１％ ꎻ 对独联体国家的粮食出口占其出

口总额的比重合计为 ３５ ６４％ ꎻ 对其他国家的粮食出口占比都很低ꎬ 对中国

粮食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 ２ １９％ ꎬ 比 ２０１０ 年的出口占比 ０ ８４％有了大幅度

的提高ꎮ

表 ２ ２０１５ 年哈萨克斯坦粮食出口排名前十位的国家

出口对象国 占比 (％ )
土耳其 ４７ ８１

乌兹别克斯坦 １６ ８２
塔吉克斯坦 １３ ５３

伊朗 ９ ９７
吉尔吉斯斯坦 ３ ５４

中国 ２ １９
阿富汗 １ ９０
意大利 １ ７０

阿塞拜疆 １ ４２
波兰 ０ ３３

注: 表中为 ＨＳ 编码为 １０ 的商品数据ꎮ
资料来源: 同图 ４ꎮ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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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粮食进口以大麦为主

为了满足国内畜牧业发展等需要ꎬ 哈萨克斯坦也同时进口一些品种的

谷物以满足国内需求ꎮ 从表 ３ 可以看出ꎬ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年ꎬ 哈萨克斯坦共计

进口粮食 ３ ０１ 亿吨ꎬ 总进口额为 １ ４２ 亿美元ꎬ 其中进口量最大的是大麦

(１ ４２ 亿吨)ꎬ 其次是稻米 (８ ６４９ 万吨)ꎮ 俄罗斯是哈萨克斯坦粮食进口的

最主要来源国ꎬ 占其粮食进口量的 ７０％以上ꎮ

表 ３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年哈萨克斯坦粮食进口状况

主要品种 进口量 (亿吨) 进口额 (亿美元)

大麦 １ ４２ ０ ５７

稻米 ０ ８６ ０ ６１

小麦 ０ ４１ ０ ０８

玉米 ０ ２５ ０ １２

黑麦 ０ ０４ ０ ０１

荞麦、 小米、 草籽等 ０ ０３ ０ ０３

合计 ３ ０１ １ ４２

注: 表中数据根据 ＨＳ 编码为 １０ 的商品项下的四位码数据计算整理而得ꎮ
资料来源: 同图 ４ꎮ

(四)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粮食贸易现状

１ 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粮食出口现状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之间的粮食贸易规模很小ꎬ 粮食贸易品种较为单一ꎮ
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库统计数据显示ꎬ 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出口的粮食品种有稻

米、 玉米和荞麦等谷物ꎬ 其中出口较多的是稻米ꎮ 中国向哈萨克斯坦出口稻米

的最高量为 ２００２ 年的 ４ ４９ 万吨ꎬ ２０１５ 年中国向哈萨克斯坦出口稻米仅 ３６０ 吨ꎮ

表 ４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５ 年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粮食出口的变化情况

年份 商品 ＨＳ 编码 出口量 (万吨) 出口额 (万美元)

２０００ １００５
１００６

０ ２４
０ ８６

２０ ８８
２５２ ４０

２００１ １００６ ０ ６８ １７３ ０１

２００２ １００６ ４ ４９ １ １６７ ７１

２００３ １００６
１００８

２ ５７
０ ０６

７０８ ６８
１２ ８５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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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 １００６
１００８

０ １９
０ ０１

４９ ８０
３ ７５

２００５ １００６ ０ ６５ ２１６ ７４

２００６ １００６ １ ７０ ６０７ ０４

２００７ １００６
１００８

２ ３７
０ ０１

８８５ ４６
１ ９４

２００８ １００６ ０ ７１ ２５４ ６９

２００９ １００５
１００６

０ ００
１ １５

０ ０６
５８２ ５０

２０１０ １００６ ０ ８９ ４２７ ８７

２０１１ １００６ ０ ２５ １３７ ２０

２０１２ １００６ ０ ０６ ３８ １１

２０１３ １００６ ０ ０２ １６ ６５

２０１４ １００５ ０ ００ ８ ３３

２０１５ １００６ ０ ０４ ３１ ９５

注: １００５: 玉米ꎻ １００６: 稻谷、 大米ꎻ １００８: 荞麦、 谷子和其他谷物ꎮ
资料来源: 同图 ４ꎮ

２ 中国自哈萨克斯坦粮食进口现状

中国自哈萨克斯坦进口的粮食品种目前仅有小麦并且进口规模很小ꎮ
２０１５ 年ꎬ 中国自哈萨克斯坦进口小麦 １１ ７９ 万吨ꎬ 仅相当于中国当年小麦

进口量的 ３ ９７％ ꎮ

表 ５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５ 年中国从哈萨克斯坦进口粮食的变化情况

年份 商品 ＨＳ 编码 进口量 (万吨) 进口额 (万美元)

２００９ １００１ ０ ００ ０ ６７

２０１０ １００１ ４ ５５ ８７６ ０６

２０１１ １００１ ０ ４６ １０４ ２８

２０１２ １００１ ２０ ４８ ４ ４０９ １７

２０１３ １００１ ９ ０９ ２ ５８６ ７０

２０１４ １００１ ２５ １２ ７ ０３９ ３０

２０１５ １００１ １１ ７９ ２ ７７７ ３３

注: １００１: 小麦及混合麦ꎮ
资料来源: 同图 ４ꎮ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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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哈粮食贸易与合作的主要障碍

由于传统粮食出口市场容量有限ꎬ 哈萨克斯坦急需开拓中国市场ꎬ 并

希望过境中国进入东南亚市场ꎮ 为促进小麦出口ꎬ 哈萨克斯坦政府向出口

中国的小麦提供每吨 ４ ０００ 坚戈的运费补贴ꎮ 但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小麦在运

输、 卫生及流行病等方面提出严格要求ꎬ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哈对中国小

麦的出口ꎮ 除此之外ꎬ 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也阻碍了两国之间粮食贸易与合

作的开展ꎮ
(一) 哈农业生产投入水平低ꎬ 粮食生产不稳定

生产是贸易的基础ꎮ 哈萨克斯坦农业生产投入水平较低ꎬ 影响了粮食

产量的稳定增长ꎬ 可供出口的粮食数量也不稳定ꎮ
哈萨克斯坦自独立之后ꎬ 由于经济原因ꎬ 农机、 化肥等农用物资的投入与

使用比率大幅下降ꎮ 从表 ６ 可以看出ꎬ ２００２ ~２０１３ 年ꎬ 哈萨克斯坦每公顷耕地

化肥的使用量不仅远远低于美国、 巴西等世界重要农产品出口国ꎬ 甚至低于农

业发展相对落后的埃塞俄比亚ꎬ 而且使用量呈下降趋势ꎮ ２０１３ 年ꎬ 哈萨克斯坦

每公顷耕地化肥使用量仅为 ２ ８９ 公斤ꎬ 相当于当年巴西每公顷耕地化肥使用量

的 １ ６５％ꎮ

表 ６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３ 年哈萨克斯坦耕地化肥使用与其他国家的比较

(单位: 公斤 /公顷)

年份 哈萨克斯坦 埃塞俄比亚 澳大利亚 加拿大 美国 巴西

２００２ ０ ８４ １７ ０１ ４７ ５７ ５７ ６３ １１２ ５２ １２０ ８４
２００３ １ １９ ５ ７０ ４６ ２１ ５８ ９３ １１９ ５６ １５２ ３１
２００４ １ ４８ １０ ３１ ５０ ９４ ５４ ６３ １２２ ６７ １５０ ９５
２００５ １ ４３ １０ ９０ ４４ ８５ ６１ ８２ １１８ ６０ １２０ １０
２００６ １ ４５ １１ １３ ４３ ４６ ４６ ９９ １２６ ２０ １２４ ０３
２００７ ２ ０６ １６ ０４ ４６ ８１ ６８ ６０ １２３ ２７ １６５ １７
２００８ １ ０８ １７ ２０ ４２ ６０ ６３ ９６ １１２ ４３ １４１ ８４
２００９ １ ９７ １７ ６６ ３６ ２５ ６２ ２１ １０８ ４９ １１８ ２６
２０１０ ２ ０５ ２１ ８５ ４６ ３２ ６９ １８ １１７ １２ １５６ １９
２０１１ ３ ００ ２０ ８２ ４５ ２８ ８５ ２４ １２５ １０ １８３ ０１
２０１２ ４ ４２ ２３ ７６ ４４ ７０ ７８ １７ １２６ ５８ １８１ ７３
２０１３ ２ ８９ １９ ２１ ５０ ９０ ８８ ２５ １３１ ９１ １７５ ６６
资料来源: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ꎬ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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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农业杀虫剂的使用量虽然呈上升趋势 (见表 ７)ꎬ 但与世界

其他主要农产品出口国相比还是很低ꎮ ２００７ 年杀虫剂使用量为每公顷耕地

０ ６ 公斤ꎬ 仅相当于巴西 １９９５ 年的杀虫剂使用量ꎬ 相当于当年美国杀虫剂

使用量的 ２６％ ꎮ

表 ７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７ 年哈萨克斯坦耕地杀虫剂使用情况比较

(单位: 公斤 /公顷)

国家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哈萨克斯坦 ０ ４２ ０ ４５ ０ ３０ — — ０ １６ ０ ４７ ０ ４５ ０ ４１ ０ ７３ ０ ５１ ０ ７３ ０ ６０

巴西 ０ ６８ ０ ７３ ０ ８８ ０ ９７ ０ ８０ ０ ９６ １ １５ — — — — — —

美国 ２ ３０ ２ ３９ ２ ４１ ２ ３７ ２ ４４ ２ ４１ ２ ３１ ２ ３７ ２ ４０ ２ ５０ ２ ３９ ２ ４１ ２ ４２

资料来源: ＦＡＯＳＴＡＴꎬ ｈｔｔｐ: / / ｆａｏｓｔａｔ ｆａｏ ｏｒｇ /

哈萨克斯坦独立之后ꎬ 每百平方公里拥有的拖拉机数量也呈显著下降

趋势 (见表 ８)ꎬ 由 １９９２ 年的 ６２ 台降至 ２０００ 年的 ２４ 台ꎬ 仅相当于独立初

期的 ３８ ７１％ ꎮ 与之相比ꎬ 世界其他主要农业出口国每百平方公里拥有的拖

拉机数量则较为稳定ꎮ ２０００ 年哈萨克斯坦每百平方公里拥有的拖拉机数量

仅为美国的 ９ ３３％ 、 巴西的 １７ ３９％ 、 加拿大的 １５ ０９％ ꎮ 极低的农机使用

数量与其较大的人均耕地面积极不匹配ꎬ 严重限制了人均耕地面积大这一

农业优势的发挥ꎮ

表 ８ 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７ 年哈萨克斯坦与其他国家拖拉机数量比较

(单位: 台 /百平方公里)

年份 哈萨克斯坦 巴西 加拿大 美国

１９９２ ６２ １４６ １６０ ２３４

１９９３ ６１ １４７ １５９ ２３６

１９９４ ５７ １４８ １５８ ２３８

１９９５ ５４ １３６ １５７ ２３９

１９９６ ４９ １３９ １５６ ２４３

１９９７ ４１ １３９ １５７ ２４６

１９９８ ２７ １３９ １５７ ２５０

１９９９ ２５ １３８ １５８ ２５４

２０００ ２４ １３８ １５９ ２５７

２００１ — １３５ １６０ ２５９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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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 — １２９ １６０ ２６６

２００３ — １２３ １６１ ２６５

２００４ — １１８ １６１ ２７０

２００５ — １１６ １６２ ２７１

２００６ — １１７ １６３ ２７６

２００７ — — — ２７１

资料来源: 同表 ６ꎮ

哈萨克斯坦农业抗灾害能力较弱ꎬ 农业生产极易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ꎮ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ꎬ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９ 年ꎬ 哈萨克斯坦遭受干旱、 洪水和极端气

温等自然灾害的人口数量在总人口中的平均占比为 ２１ ７％ ꎮ １９９５ 年以来ꎬ
哈萨克斯坦发生数次较严重的自然灾害 (见表 ９)ꎬ 最严重的一次造成直接

经济损失 １ ３ 亿美元ꎮ

表 ９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５ 年哈萨克斯坦自然灾害发生情况 (单位: 亿美元)

灾害事件 灾害类型 发生时间 经济损失

２００８ － ００９５ 洪水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 ３０

２０１１ － ０１７８ 洪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０ ６７

２０１０ － ０１０９ 洪水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０ ３５

２００５ － ０１１６ 洪水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０ ０８

２０１５ － ０１５４ 洪水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０ ０５

１９９５ － ０３０２ 风暴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 ０ ０３

２０００ － ０２３５ 洪水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 ０ ０２

资料来源: ＣＲＥＤ 国际灾害数据库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ｍｄａｔ ｂｅ /

(二) 哈粮食仓储物流能力不足ꎬ 运输车辆短缺

哈萨克斯坦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出海口的粮食出口国ꎬ 其粮食出口必须

依靠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交通物流设施和黑海港口ꎮ 另外ꎬ 哈萨克斯坦国内

铁路运输设施落后ꎬ 尤其是临近主要谷物出口港的铁路货运站运力不足、
线路少ꎬ 谷物出口运输的连续性无法得到保障①ꎮ

哈萨克斯坦的粮食仓储能力不足ꎮ 以科斯塔奈州为例ꎬ 由于粮食收成

—４８—

① 朱晶、 张庆萍: «中国利用俄罗斯、 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小麦市场分析»ꎬ «农

业经济问题» 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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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现有粮库的仓储能力多出一倍有余ꎬ 粮食收割后无法及时入库而在露天

堆放ꎬ 大量粮食被偷盗或被老鼠、 鸟类偷食ꎮ 运粮车短缺ꎬ 粮农无法及时

出口粮食①ꎮ
哈萨克斯坦国内物流业发展滞后ꎬ 运输设备和仓储设备不足ꎬ 设施落

后ꎬ 无法满足国内粮食贸易的需要ꎮ 比较世界银行对哈萨克斯坦和美国的

物流绩效相关指数评价 (见表 １０) 可以看到ꎬ ２０１４ 年ꎬ 美国各项物流绩效

指标评价值均在 ３ 以上ꎬ 物流绩效综合得分为 ３ ９２ꎻ 而哈萨克斯坦的各项

物流绩效指标评价值均在 ３ 以下 (货物在预定时间到达的频率这一指标除

外)ꎬ 物流绩效综合得分仅为 ２ ７ꎮ 这表明ꎬ 哈萨克斯坦的物流绩效水平不

高ꎬ 物流业发展滞后ꎬ 这成为制约其粮食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ꎮ

表 １０ ２０１４ 年哈萨克斯坦与美国的物流绩效相关指标评价值比较

主要指标 哈萨克斯坦 美国

清关效率 ２ ３３ ３ ７３

贸易和运输相关基础设施的质量 ２ ３８ ４ １８

安排价格具有竞争力的货运的难易度 ２ ６８ ３ ４５

物流服务的能力和质量 ２ ７２ ３ ９７

货物在预定时间到达的频率 ３ ２４ ４ １４

追踪查询货物的能力 ２ ８３ ４ １４

物流绩效综合得分 ２ ７０ ３ ９２

注: 表中数值 １ 表示低ꎬ ５ 表示高ꎮ
资料来源: 同表 ６ꎮ

(三) 哈贸易便利程度低ꎬ 粮食贸易成本较高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 (见表 １１)ꎬ 哈萨克斯坦的贸易成本要远高于美

国ꎬ 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从营商环境看ꎬ 哈萨克斯坦的营商便利指数为

５３ꎬ 很不便利ꎬ 而美国为 ７ꎬ 极为便利ꎻ 哈萨克斯坦海关手续的办理效率低

于美国ꎻ 哈港口基础设施也较美国落后ꎻ 从出口贸易成本看ꎬ 哈萨克斯坦

出口一个集装箱的成本是美国的 ４ 倍多ꎬ 需要提交的出口文件数量是美国

的 ３ 倍多ꎬ 出口文件审批时间是美国的 １３ 倍多ꎻ 从进口贸易成本看ꎬ 哈萨

克斯坦进口一个集装箱的成本是美国的 ４ 倍ꎬ 需要提交的进口文件数量是

—５８—

① «哈萨克斯坦小麦生产和出口情况概述»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ｄｘｆｗ / ｊｌｙｄ / ２０１２１０ / ２０１２１００８３８３７７８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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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两倍多ꎬ 进口文件审批时间是美国的 １２ 倍ꎮ 高昂的贸易成本和不便

利的营商环境严重影响哈在世界粮食出口贸易中的竞争力ꎮ

表 １１ ２０１４ 年哈萨克斯坦与美国贸易成本比较

比较项目 具体指标 哈萨克斯坦 美国

营商环境

营商便利指数 (１ 表示最有利于营商) ５３ ７

海关手续 (１ 表示效率极低ꎬ ７ 表示效率极高) ３ ９ ４ ８

港口基础设施 (１ 表示落后ꎬ ７ 表示完善) ２ ７ ５ ７

出口贸易成本

出口成本 (美元 /集装箱) ５ ２８５ １ ２２４

出口文件 (个) １０ ３

文件审批时间 (天) ７９ ６

进口贸易成本

进口成本 (美元 /集装箱) ５ ２６５ １ ２８９

进口文件 (个) １２ ５

文件审批时间 (天) ６７ ５ ４

资料来源: 同表 ６ꎮ

(四) 哈远离中国进口粮食需求地ꎬ 粮食使用成本高

中国国内大型粮食加工企业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ꎬ 那里是进口粮

食的主要需求地区ꎮ 从美国、 澳大利亚等国经海上运输粮食到这些地区更

为便捷ꎬ 贸易成本更低ꎮ 哈萨克斯坦与中国新疆接壤ꎬ 而新疆当地粮食加

工能力较弱ꎬ 对进口粮食的需求量极为有限ꎬ 限制了对哈萨克斯坦粮食资

源的利用ꎮ

四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作为世界重要的粮食生产国和新兴粮食出口国ꎬ 哈萨克斯坦在国际粮

食市场上正在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ꎮ
中哈两国陆路接壤ꎬ 具有开展粮食贸易与合作的需求和基础ꎬ 但受哈

萨克斯坦国内粮食生产条件、 粮食出口物流设施限制以及中国新疆地区粮

食加工产业落后、 对进口粮食消化能力弱等因素影响ꎬ 两国在粮食领域的

贸易与合作规模很小ꎬ 数量极不稳定ꎬ 严重限制了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粮食

资源的利用ꎮ
为此ꎬ 建议中国在 “一带一路” 战略实施过程中ꎬ 通过多个层面、 采

取多种方式与哈萨克斯坦在粮食生产和物流领域开展贸易和合作ꎬ 充分利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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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双方已经达成的现有贸易协议及农业贸易合作基础ꎬ 不断扩大粮食领域

的贸易与投资ꎬ 消除双方开展粮食合作的障碍ꎬ 更大程度地发挥哈萨克斯

坦在保障世界粮食安全中的应有作用ꎮ
(一) 制定配套政策鼓励中国企业参与粮食生产和物流建设

中国利用国际粮食市场保障粮食安全ꎬ 不能仅限于从国外进口粮食或

到国外生产粮食ꎬ 应该更多地参与当地的粮食生产、 加工、 物流、 仓储、
销售等各个环节ꎬ 建立粮食领域的全产业链合作ꎮ

中国政府可以在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制定相关优惠政策ꎬ 引导并鼓励

国内的农资企业、 农业技术培训部门、 金融信贷部门、 仓储和物流企业进

入哈萨克斯坦当地粮食经营的全产业链ꎬ 通过提供跨境农资租赁、 农业技

术培训与服务、 金融信贷业务、 仓储和物流服务等方式提高当地粮食单产

水平和出口能力ꎬ 加强两国在农业服务领域的合作ꎬ 促进哈萨克斯坦粮食

生产与出口潜力的释放ꎬ 确保中哈之间建立稳定的粮食等大宗农产品贸易

与合作关系ꎮ
(二) 利用 “一带一路” 建设的契机建立有效的粮食合作框架关系

“一带一路” 建设为进一步开拓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贸易合作空间提供

契机ꎮ 哈萨克斯坦是 “丝绸之路经济带” 上的重要节点国家ꎬ 是世界重要

的新兴粮食出口国ꎬ 国内农业生产条件与物流条件的制约严重阻碍了其粮

食生产与贸易潜力的发挥ꎮ 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 战略ꎬ 为消除中哈双

方开展粮食贸易与合作中的障碍提供了保障ꎮ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应当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ꎬ 针对粮食贸易与合作的特

点ꎬ 在粮食通关便利化、 粮食投资便利化、 中国企业国外粮食生产与回运等方

面出台一系列切实有效的优惠政策与措施ꎬ 为粮食贸易与合作扫除障碍ꎮ
(三) 加快发展新疆进口粮食加工产业ꎬ 促进中哈粮食贸易与合作稳定

发展

目前ꎬ 中国面向哈萨克斯坦的阿拉山口和霍尔果斯两个口岸被国家指

定为粮食进口口岸ꎬ 中国可以这两个口岸为平台ꎬ 对自哈进口的粮食在口

岸地区进行落地加工ꎮ
一方面ꎬ 能够解决进口粮食运送到内地运输成本高、 浪费大的不足ꎻ

另一方面ꎬ 通过进口粮食在口岸落地加工ꎬ 能够稳定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粮

食贸易关系ꎬ 带动新疆进口粮食及食品加工产业的发展ꎬ 促进新疆中高端

食品ꎬ 尤其是清真食品出口中亚国家ꎮ
(责任编辑: 徐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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