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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农业生产与粮食安全评析

徐振伟　 王旭隆

　 　 【内容提要】 　 粮食安全一直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俄罗斯在独

立初期的经济困难时期ꎬ粮食安全面临严重挑战ꎮ 普京执政以来ꎬ通过颁布

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改革使这一状况得到有效改善ꎮ 到目前为止ꎬ从生

产能力、消费能力和贸易能力三个方面来看ꎬ俄罗斯粮食安全处于相对较好

的状态ꎮ 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以及乌克兰危机以来ꎬ其粮食安全又面临新

的机遇和挑战ꎮ 本文将从俄罗斯独立以来的粮食政策ꎬ俄罗斯粮食生产、消
费和贸易状况以及新形势下粮食安全的展望三个方面阐述俄罗斯的粮食安

全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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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俄罗斯的农业和粮食政策分析

国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主要来自国家对农业各个方面的干预ꎮ 一般而

言ꎬ俄罗斯国家对农业发展的干预体现在三个层面:制度和立法层面、宏观经

济调控层面、财政支持和投资层面ꎮ
(一)制度和立法层面

苏联解体以来ꎬ俄罗斯农业体制整体上经历了从公有制到私有制的变

化ꎬ国家通过立法等手段不断提高农业生产资料的私有化程度ꎬ对农业的干

预呈减弱势态ꎮ
在苏联解体前夕ꎬ俄罗斯的土地公有制ꎬ特别是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已经出现松动ꎮ １９９０ 年 １１ 月ꎬ«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土地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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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法»颁布ꎬ取消了国家对土地的垄断ꎮ 苏联解体初期ꎬ叶利钦发布了«俄罗

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实行土地改革的紧急措施»以及«在俄罗斯调节土地

关系和开展农业改革»两项命令ꎬ以推进土地的私有化ꎻ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ꎬ俄罗

斯联邦新宪法通过后ꎬ土地的私有制最终确立下来ꎮ 与此同时ꎬ俄罗斯还通

过一系列法令允许土地交易ꎮ 在此基础上ꎬ１９９６ 年叶利钦又发布«实现公民

的宪法土地权利»的命令ꎮ 俄罗斯试图以此放开私人土地交易ꎮ 但是ꎬ总统

与国家杜马在该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ꎬ导致这些政令迟迟不能形成有效的法

律文件①ꎮ 普京总统执政后ꎬ俄罗斯于 ２００２ 年通过了«俄联邦农用土地流转

法»ꎬ最终为土地交易提供了法律依据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俄罗斯大批国有企业经历了私有化过程ꎮ 在这场生产

组织形式的变革中ꎬ农业也不能例外ꎬ其主要的改革对象是国营农场、集体农

庄和合作社ꎮ 根据«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改组办法»ꎬ公有农业企业被转为私

有农业企业ꎮ
普京执政期间ꎬ强化了国家对农业的管理和干预ꎬ组建了许多大型农业

企业并对这些企业大力扶持ꎮ 虽然这些举措与能源、军工等领域的重新国有

化同时实行ꎬ但是农业生产还远远达不到由国家支配的程度ꎮ 经过 ２０ 多年ꎬ
土地私有制和生产组织形式的私有化在俄罗斯已经确立起来ꎮ

人们普遍认为ꎬ叶利钦执政时期的农业改革成效甚微ꎬ甚至严重倒退:土
地的私有化和交易许可带来土地流失的隐患ꎻ长期的合作化生产让大多数农

民不能独立掌握农业生产的全部过程和应对各种各样的难题ꎻ私有化的同

时ꎬ机械设备严重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ꎮ 这一系列原因导致农业产量急剧

下降ꎮ
相比之下ꎬ普京时期的农业发展相对显著ꎮ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ꎬ如果仅仅从制度和立法的层面来看ꎬ２０ 多年来俄罗斯农业并没有出现

重大转折ꎬ两个时期的不同点主要体现在生产组织形式上:大型农业企业的

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都比单一的家庭农场雄厚得多ꎬ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家

庭农场设备和技术的不足ꎮ 如今ꎬ开放型的大型农业企业已经成为俄罗斯农

业生产发展的重要动力ꎮ
近年来ꎬ俄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和文件ꎬ以进一步对发展农业生产进

行具体指导ꎮ 例如ꎬ«俄联邦农业发展法»和«２０１０ 年农村社会发展专项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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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高尚全:«俄罗斯、匈牙利农地改革和农村经济转轨———中改院赴俄罗斯、匈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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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明确规定ꎬ促进农业投资ꎬ增加农村的资本流通ꎬ通过政府和市场的双重

调节来缓解农业资金匮乏的问题ꎮ 同时ꎬ这些法律和文件还为俄罗斯农业发

展确立了一个阶段性的目标和短期战略ꎬ包括提高农牧业产量和产品质量、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促进农村地区发展等ꎮ 此外ꎬ«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年农

业发展和农产品、原材料及粮食市场调控国家纲要»和«２０１３ ~ ２０２０ 年农业

发展和农产品、原材料及粮食市场调控国家纲要»等文件的颁布也为农业发

展和粮食安全指明方向ꎮ
(二)宏观经济调控层面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俄罗斯经济经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ꎮ 农业经济也不例

外ꎮ 俄罗斯农产品价格有所上升ꎬ但是上升的速度远远不如工业品ꎮ

表 １ １９９１ ~ １９９９ 年俄罗斯各类产品价格指数(％)

年份 农产品 工业品 消费品 运输业运费

１９９１ １６０ ０ ３４０ ０ ２６０ ０ ２１０ ０

１９９２ ９４０ ０ ３ ３８０ ０ ２ ６１０ ０ ３ ５６０ ０

１９９３ ８１０ ０ １ ０００ ０ ９４０ ０ １ ８５０ ０

１９９４ ３００ ０ ３３０ ０ ３２０ ０ ３５０ ０

１９９５ ３３０ ０ ２７０ ０ ２３０ ０ ２７０ ０

１９９６ １４３ ５ １２５ ６ １２１ ８ １２２ １

１９９７ １０９ １ １０７ ５ １１１ ０ １００ ９

１９９８ １４１ ９ １１９ ４ １８４ ４ １１６ ７

１９９９ １９１ ４ １７０ ７ １３６ ５ １１８ ２

　 　 资料来源:郭晓琼:«俄罗斯农业形势及发展因素研究(１９９１ ~ ２０１１ 年)»ꎬ«俄罗斯中

亚东欧市场»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０ 期ꎮ

从表 １ 可以看出ꎬ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俄罗斯农业生产的压力是很大的ꎻ农业

生产所需要的化肥、农机等产品价格涨幅巨大ꎬ运输费用增速更快ꎬ而农产品

价格上涨却远远跟不上这个速度ꎮ 因此ꎬ农业生产的盈利空间遭到压缩ꎬ私
人经营的农场通常难以承受这样的高成本低收益ꎬ农业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

打击ꎮ 这也成为这一时期农业用地缩水的一个因素ꎮ 而与此同时ꎬ叶利钦政

府实行“休克疗法”ꎬ对于严重的通货膨胀也无能为力ꎮ
这一时期ꎬ俄罗斯宏观经济低迷造成的结果是:如果农业生产者不在劳

动力环节和工具更新环节降低成本ꎬ就可能面临生产越多、亏损越多的困境ꎮ
—５４—



欧亚经济 / 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

这又进一步打击了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ꎮ 总之ꎬ俄罗斯整体经济倒退成为农

业严重倒退的主要因素ꎮ
普京执政以后ꎬ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开始向国家资本主义靠拢ꎬ政府加强

了对经济事务的干预力度ꎮ 俄罗斯在经济上也放弃了全盘西化的政策ꎬ推行

“重新国有化”ꎮ
在政府的干预下ꎬ俄罗斯宏观经济逐渐从无序转向有序ꎬ通货膨胀得到

有效缓解ꎬ工业品和运输的价格指数与农产品的价格指数基本实现了平衡ꎬ
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缩小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由于粮食生产的利润得到保

障ꎬ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ꎬ农产品产量下降的趋势得到控制ꎮ 虽然耕

地流失的情况依然存在ꎬ但也有所好转ꎮ 俄罗斯的谷物产量在 ２０００ 年已经

基本能满足国内需求ꎬ不再依靠进口ꎮ 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粮食单产得到

有效提高的事实ꎮ
(三)财政支持和投资层面

叶利钦执政时期ꎬ私有化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ꎬ加之“休克疗法”的指

导作用ꎬ国家对农业的财政支持不断减少ꎮ １９９１ ~ １９９８ 年ꎬ俄罗斯财政对农

业的投入占政府预算总支出的比重从近 １９％下降到 １％左右①ꎮ
财政支持的减少对农业发展的伤害更为直接:
技术方面ꎬ投资减少意味着大量的农业科技研究停滞ꎬ苏联时期得到国

家支持的大型农机和基础设施也难以更新ꎬ这直接影响了粮食的产量ꎻ贸易

方面ꎬ政府投入减少意味着农产品贸易受到的保护越来越少ꎮ 俄罗斯在向西

方靠拢的过程中ꎬ脆弱的农业市场受到国际市场的冲击ꎬ影响了粮食的流通、
资金的回收和再生产ꎮ

普京执政时期ꎬ俄联邦政府对农业的资金支持出现一定程度的改观ꎮ 首

先ꎬ政府对预算政策作出调整ꎬ对生产率较高的农业项目加大扶持力度ꎻ其
次ꎬ改革信贷政策ꎻ再次ꎬ对农产品实行贸易保护措施ꎮ 这些举措对农业发展

产生了有益影响ꎬ农业产量有了显著的提高ꎮ
但是ꎬ俄罗斯农业政策仍存在一些问题ꎮ 例如ꎬ农业预算在不同类型的生

产者之间分配不均ꎬ厚此薄彼ꎮ 这或许是联邦政府有意为之ꎬ意在大力扶持大

型农业企业ꎮ 不过ꎬ忽略家庭农场也造成了粮食生产的不平衡ꎮ 例如ꎬ依靠手

工劳动而不是大规模机械化生产的蔬菜等农作物ꎬ其生产主体往往是家庭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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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许新主编:«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经济卷)»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ꎬ第 １７５ 页ꎻ
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网站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ｋｓ ｒｕ / ｗｐｓ / ｐｏｒｔ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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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ꎬ畜牧业的生产也有近一半是以家庭副业的形式进行的①ꎮ 对这一领域财政

支持的薄弱直接导致了俄罗斯蔬菜类和肉类食品产量较低ꎮ 直到现在ꎬ肉类和

蔬菜仍然是俄罗斯主要的食品进口项目ꎬ对俄罗斯的粮食安全构成隐患ꎮ
另外ꎬ俄罗斯工农业之间的剪刀差仍然巨大ꎬ农业仍然是俄罗斯经济中

较为薄弱的环节ꎮ

二　 俄罗斯粮食生产、消费与贸易

通常从以下三个方面衡量粮食安全:一是生产能力ꎬ即国内粮食的产量

与粮食生产可持续性ꎻ二是消费能力ꎬ即国内粮食价格与居民购买力ꎻ三是贸

易能力ꎬ即粮食进口贸易的稳定性与多元性ꎮ
(一)俄罗斯的粮食生产能力

根据农产品的产量、自给自足率、耕地面积变化以及农村劳动人口的变

化趋势ꎬ可分析俄罗斯的粮食生产能力ꎮ

表 ２ １９９６ ~ ２０１１ 年俄罗斯主要农产品产量

产量(万吨) 年增长率(％ )

年份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１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１

谷物 ６ ７５８ ９ ８ ３３９ ８ ７ ６４９ ５ ９ １７９ ２ ４ ２９ － １ ７１ ３ ７１

小麦 ３ ４９１ ７ ４ ６９８ ２ ４ ４９２ ７ ５ ６２４ ０ ６ １２ － ０ ８９ ４ ５９

粗粮 ３ ２２８ ４ ３ ５９１ ９ ３ ０８８ ７ ３ ４４９ ７ ２ １６ － ２ ９７ ２ ２４

水稻 ３８ ９ ４９ ７ ６８ １ １０５ ６ ５ ０２ ６ ５０ ９ １７

油料作物 １２７ ４ １２３ ８ ３１６ ２ ４９０ １ － ０ ５７ ２０ ６３ ９ １６

肉 ５３３ ６ ４４５ １ ５２３ ６ ７５６ ６ － ３ ５６ ３ ３０ ７ ６４

　 　 资料来源:ＦＡＯＳＴＡＴꎬｈｔｔｐ: / / ｆａｏｓｔａｔ ｆａｏ ｏｒｇ / ｓｉｔｅ / ５６７ /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ａｓｐｘ＃ａｎｃｏｒ

从表 ２ 可以看出ꎬ俄罗斯一些大宗农产品产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ꎬ其
中ꎬ小麦产量增加最为显著ꎬ对俄罗斯粮食安全的意义也比较明显ꎻ油料作

物、肉和水稻的产量增长幅度也比较大ꎬ但由于基数很小ꎬ对粮食安全影响有

限ꎮ 尽管农产品总量有所增长ꎬ但居民的需求量也不断增加ꎮ 因此ꎬ衡量俄

—７４—

① 郭晓琼:«俄罗斯农业形势及发展因素研究(１９９１ ~ ２０１１ 年)»ꎬ«俄罗斯中亚东欧

市场»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０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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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的粮食安全不仅要看农产品产量ꎬ而且要看农产品产量占需求量的比重

(自给自足水平)ꎮ

表 ３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２ 年俄罗斯农产品的自给自足率(％)

年份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谷物 １０２ ５ １１６ ３ １４８ ２ １３４ ８ ９３ ３ １３５ ９ １０８ ３

肉 ６７ ０ ６２ ６ ６６ ６ ７０ ６ ７２ ２ ７４ ０ ７６ １

牛奶 ８８ ３ ８２ ５ ８３ ２ ８２ ９ ８０ ５ ８１ ５ ８０ ２

鸡蛋 ９７ ５ ９８ ７ ９８ ９ ９８ ８ ９８ ３ ９８ ０ ９８ ０

马铃薯 ９９ ６ １００ ７ １００ ０ １０２ ０ ７５ ９ １１３ ０ ９７ ５

蔬菜 ８５ ６ ８４ ９ ８６ ８ ８７ ３ ８０ ５ ９３ ２ ８８ ７

　 　 资 料 来 源: Сель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ꎬ охота и охотничье хозяйствоꎬ лесоводство в
России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Москваꎬ２０１３ Ｃ. １４２

表 ３ 数据显示ꎬ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２ 年ꎬ俄罗斯的谷物、鸡蛋和马铃薯产量总体上

超出居民需求ꎻ牛奶和蔬菜不能完全满足居民的需求ꎬ但是总体产量已经达

到需求量的 ８０％ ~９０％ ꎮ
根据国际经验ꎬ当一种农产品或食品的国内生产量达到总需求的 ７５％ ~

８０％ ꎬ居民消费的能量每天不低于 ３ ０００ 卡路里ꎬ建立的粮食储备不低于消费

总量的 ２０％ ①ꎬ可以认为符合粮食安全标准ꎮ 因此ꎬ在国际贸易畅通的情况

下ꎬ俄罗斯的牛奶和蔬菜供应基本可以维持在一个安全状态ꎮ 俄罗斯最大的

食品供应隐患在于肉类ꎮ ２０００ 年ꎬ肉类的供应量仅占需求量的 ６７％ ꎬ此后这

一比例呈攀升之势ꎬ２００８ 年以后增速比较明显ꎬ２０１２ 年这一比例达到

７６ １％ ꎬ但仍不能达到粮食安全的基本要求ꎮ
从产量的角度看ꎬ俄罗斯粮食安全虽有隐患ꎬ但总体向好ꎮ 肉类是俄罗斯粮

食安全的软肋ꎬ俄罗斯现在每年生产约 ２００ 万吨肉ꎬ每年肉类进口额高达 ３５ 亿 ~
３７ 亿美元ꎮ 奶制品、水果等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进口ꎮ 有俄罗斯学者认为ꎬ这对

于俄罗斯国家粮食安全是一根绞索ꎬ而且这根绞索拉得更紧了②ꎮ
除产量之外ꎬ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也是俄罗斯粮食安全的重要方面ꎮ 耕

—８４—

①

②

王殿华、拉娜:«俄罗斯粮食安全与政策评析»ꎬ«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ꎮ
Нартов Н А ꎬНартов В Н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России. ｈｔｔ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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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积和农业劳动力是农业生产可持续性的重要指标ꎮ

表 ４ 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２ 年俄罗斯土地利用情况

面积(亿公顷) 年增长率(％ )

年份 １９９７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２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２

耕地 １ ２７４ ７ １ ２３４ ７ １ ２１５ ７ １ １９７ ５ － ０ ６４ － ０ ３１ － ０ ３０

长期作物 ０ ０１９ ２ ０ ０１８ ４ ０ ０１７ ９ ０ ０１６ ０ － ０ ８５ － ０ ５５ － ２ ２２

　 　 资料来源:同表 ２ꎮ

从表 ４ 可以看出ꎬ俄罗斯的耕地面积和长期作物面积均呈现缓慢减少的

态势ꎮ 由于长期作物面积小ꎬ其减少对整体的粮食安全影响有限ꎮ 但俄罗斯

耕地总面积减少了近 ８００ 万公顷ꎬ且在 １５ 年的时间里持续存在这种趋势ꎬ这
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对俄罗斯粮食安全构成威胁ꎮ 俄罗斯地处高寒ꎬ冬季漫

长ꎬ广大的北方地区不适合种植庄稼ꎮ 能用作耕地的土地面积本来就有限ꎬ
况且还在逐渐缩减ꎮ

俄罗斯农作物单位产值并不是一直上升的: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７ 年ꎬ耕地单位产

值从每公顷 １９２ 美元上升到每公顷 ２１９ 美元ꎻ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２ 年ꎬ这一数字呈逐

年下降趋势ꎬ每年减少约 ０ １８％ ①ꎮ

表 ５ １９９８ ~ ２０１３ 年俄罗斯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变化

比重(％ ) 年增长率(％ )

年份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３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３

农村人口占总人口 ２６ ６４ ２６ ７８ ２６ ６８ ２５ ８４ ０ １０ － ０ ０７ － ０ ６４

农业劳动力

占总劳动人口
１１ １３ ９ ６９ ８ ４７ ７ ４５ － ２ ７３ － ２ ６６ － ２ ５３

　 　 资料来源:同表 ２ꎮ

农村劳动力的变化趋势也不容乐观ꎮ 相比耕地面积的变化ꎬ俄罗斯农村

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中所占比重下降更为明显ꎮ 这一方面反映了农业技术的

进步ꎬ另一方面也隐含着农业生产上的一种消极趋势ꎮ
与此同时ꎬ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ꎬ粮食需求不断上升ꎮ １９９６ 年ꎬ俄罗

斯人均食品供应量为每天 ２ ７８７ 千卡ꎻ２００６ 年ꎬ这个数字已经达到每天３ ２４１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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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卡ꎻ而到 ２０１１ 年ꎬ人均食品消耗量为每天 ３ ３５８ 千卡①ꎮ
(二)俄罗斯国内粮食价格与居民购买力

价格因素与居民收入同样是衡量粮食安全的重要指标ꎮ 粮食供给主要

是通过市场渠道进行ꎬ如果国内市场出现垄断与混乱ꎬ粮食价格过高或者过

低都会对粮食安全构成威胁ꎮ 过高的粮食价格有可能限制居民的购买力ꎬ即
居民无力获得充足的食品ꎻ粮食价格过低会损害生产者的利益ꎬ进而导致耕

地和农业劳动力的进一步流失ꎮ

表 ６ 部分食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食品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粮食和非酒精饮料 １０９ １ １０６ ２
面包制品 １０５ ３ １１４ １

谷物和豆类 １０４ ７ １０３ ６
面食(通心粉等) １０２ ２ １１０ ８

肉类和家禽 １０８ ２ １０１ ３
鱼类及海产品 １１２ ３ １０３ ３
牛奶和奶粉 １１７ １ １０７ ５

黄油 １２１ ３ １０８ ４
葵花子油 ９４ ６ １０６ ７

鸡蛋 １０９ ２ １１２ ２
糖 １１２ １ １００ ９

果蔬 １０７ ４ １０９ ３

　 　 资料来源:Об индексе потребительских цен в ноябре ２０１４ года.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ｋｓ ｒｕ /
ｂｇｄ / ｆｒｅｅ / ｂ０４＿０３ / ＩｓｓＷＷＷ ｅｘｅ / Ｓｔｇ / ｄ０４ / ２４８ ｈｔｍ

从表 ６ 可以看出ꎬ除了葵花子油以外ꎬ其他各类食品消费价格指数整体

上处于上升态势ꎮ 其中ꎬ粮食和非酒精饮料、面包制品、牛奶和奶粉、黄油、鸡
蛋、果蔬价格涨幅连续两年超过 ５％ ꎮ 如再向前追溯ꎬ２０００ 年至今ꎬ俄罗斯食

品消费价格指数已经大幅上涨ꎬ２００８ 年已经达到了 ２０００ 年的 ２７５％ ②ꎮ
恩格尔系数是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ꎬ它体现为食品支出占总消

费支出的比重ꎮ ２００１ 年ꎬ俄罗斯的恩格尔系数为 ４５ ８％ ③ꎻ２０１０ 年ꎬ这一系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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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降至 ２９ ６％ ꎻ２０１４ 年ꎬ俄罗斯的恩格尔系数又略有下降ꎬ达到 ２８ ８％ ①ꎮ
也就是说ꎬ２１ 世纪最初 １０ 年ꎬ俄罗斯居民生活水平提高较为明显ꎻ而 ２０１０ 年

之后ꎬ速度已经明显放缓ꎮ 单就 ２０１４ 年恩格尔系数而言ꎬ俄罗斯居民的食品

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比重依然较高ꎮ

表 ７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３ 年俄罗斯联邦劳动者月收入变化(％)

年份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收入 １２０ ９１２０ ０１１６ ２１１０ ９１１０ ６１１２ ６１１３ ３１１７ ２１１１ ５ ９６ ５ １０５ ２１０２ ８１０８ ４ １０４ ８

　 　 资料来源:俄联邦国家统计局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ｋｓ ｒｕ / ｗｐｓ / ｗｃｍ / ｃｏｎｎｅｃｔ / ｒｏｓｓｔａｔ＿ｍａｉｎ /

考虑粮食价格的同时ꎬ也需要考虑俄罗斯居民的实际收入ꎮ 由表 ７ 可

知ꎬ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俄罗斯居民的收入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ꎬ且增幅比较可观ꎮ
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俄罗斯居民收入水平ꎮ 居民收入增加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克服粮食价格上涨带来的困难ꎮ
因此ꎬ从上述数据可以得出结论ꎬ俄罗斯的粮食价格上涨并未给消费者

带来沉重的经济压力ꎮ 近几年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反映出俄罗斯居民生活

水平的提高ꎬ也反映出俄罗斯粮食安全的一个侧面ꎬ即从市场和消费的角度

来看ꎬ俄罗斯的粮食安全状况是相对稳定的ꎮ
但值得一提的是ꎬ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世界范围内传统能源的日趋紧

张ꎬ生物能源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ꎬ将粮食转化为能源的情况在俄罗斯也

开始出现ꎮ
目前ꎬ粮食转化为能源的规模在俄罗斯并不大ꎮ 但是ꎬ就俄罗斯而言ꎬ将

粮食转化为能源存在着风险并且收益有限ꎮ 俄罗斯是世界上重要的能源出

口国ꎬ本身并不缺少能源ꎮ 俄罗斯生产和使用生物燃料的必要性值得质疑ꎬ
毕竟为了发展并不急缺的新能源而破坏粮食市场的稳定性是得不偿失的ꎮ
从粮食安全的角度看ꎬ俄罗斯应审慎地对待生物燃料的问题ꎬ不应该盲目跟

风ꎬ并严格控制生物燃料的生产规模ꎬ以保障自身的粮食安全ꎮ
(三)俄罗斯粮食进口贸易的稳定性和多元性

独立之初的相当长一段时间ꎬ俄罗斯粮食供应依靠进口ꎮ 这种粮食供应

结构本身就是比较危险的ꎮ 但是ꎬ随着国家对农业扶持力度的加大ꎬ国内粮

食产量不断增加ꎮ ２００１ 年ꎬ俄罗斯基本上摆脱了全面依赖粮食进口的窘境ꎬ

—１５—

① Об индексе потребительских цен в ноябре ２０１４ года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ｋｓ Ｒｕ / ｂｇｄ /
ｆｒｅｅ / ｂ０４＿０３ / ＩｓｓＷＷＷ ｅｘｅ / Ｓｔｇ / ｄ０４ / ２４８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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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成为粮食出口国①ꎮ 但在肉类、果蔬和牛奶方面ꎬ俄罗斯对外依存度依

然较高ꎮ 因此ꎬ俄罗斯还不能充分实现粮食的自给自足ꎬ农业进口贸易的稳

定性就成为俄罗斯粮食安全的一个重要指标ꎮ
以肉类为例ꎬ俄罗斯肉类食品来源国主要分布在欧洲和美洲ꎮ ２００７ 年ꎬ

俄罗斯从巴西进口 ７３ ７５ 万吨肉类食品ꎬ从独联体国家进口 １０ ７ 万吨ꎬ从阿

根廷进口 １０ 万吨ꎬ从丹麦进口 ９ ４６ 万吨ꎬ从美国进口 ７ ５１ 万吨ꎬ从加拿大

进口 ７ ０４７ 万吨ꎬ从德国进口 ５ ６７ 万吨ꎮ
２００９ 年ꎬ这一进口结构略有变化ꎬ但整体稳定:巴西依然是俄最大的肉类食品

供应国ꎬ向俄提供 ５８ ８８ 万吨肉类食品ꎻ独联体国家为 １４ ７ 万吨ꎻ美国为 １１ ３３ 万

吨ꎻ阿根廷为１１ 万吨ꎻ德国为９ ４４ 万吨ꎻ丹麦为６ ６５ 万吨ꎻ加拿大为４ ２４ 万吨②ꎮ
２０１０ 年以后ꎬ情况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ꎮ 巴西长期以来作为俄主要肉

类食品供应国的地位受到削弱ꎮ 由于农业监管部门的管制ꎬ２０１１ 年俄罗斯仅

从巴西进口 ２２ ９ 万吨肉类食品ꎬ从德国和美国的进口量也相对下降ꎮ ２０１２
年ꎬ白俄罗斯在俄罗斯肉类食品进口方面的地位明显上升ꎬ向俄罗斯提供 ２７
万吨肉类食品③ꎬ已经超过 ２００９ 年之前独联体国家的总和ꎮ

２０１１ 年ꎬ俄罗斯农业进口贸易额最大的几个国家分别是:巴西、德国、乌
克兰、荷兰、土耳其、美国、法国、西班牙和中国ꎮ

表 ８ ２０１１ 年俄罗斯主要农业贸易伙伴

排名 贸易伙伴 贸易额(亿美元)
１ 巴西 ４０ ０９４ ２７
２ 德国 ２２ ７３９ ８４
３ 乌克兰 ２０ ２９２ ０６
４ 荷兰 １８ ７１９ ３０
５ 土耳其 １５ ６５５ ８６
６ 美国 １５ ６０８ ５７
７ 法国 １４ １０７ ４６
８ 西班牙 １３ ２５８ １７
９ 中国 １２ ７６５ ６９

　 　 资料来源:同表 ２ꎮ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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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进口贸易伙伴多元ꎬ拉美国家和独联体国家占据主要地位ꎬ西
欧国家的地位也比较突出ꎮ 近两年来ꎬ俄罗斯与中国的农业合作水平也呈现

明显的上升趋势ꎮ
进口多元化的结果是相对安全和稳定的进口渠道ꎮ ２０１４ 年ꎬ俄罗斯因乌

克兰危机而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和经济制裁ꎬ其贸易稳定性遭到严重破

坏ꎮ 俄罗斯实行反制裁ꎬ也自行停止从制裁国进口农产品ꎮ 但是ꎬ多元性在

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稳定性的不足ꎮ 俄罗斯不再依赖乌克兰及西欧和北美的

贸易伙伴ꎬ而从拉美、独联体国家和中国等扩大食品进口ꎮ 另外ꎬ俄罗斯还通

过加强国内的生产能力保障食品供应ꎮ

三　 俄罗斯粮食安全展望

通过对生产能力、消费能力和贸易能力三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ꎬ俄罗

斯的粮食安全状况整体上是稳定的ꎬ但存在隐患ꎮ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ꎬ俄罗斯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ꎬ其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也

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ꎮ
鉴于此ꎬ俄罗斯针对粮食安全问题作出了详细的规划ꎬ高昂的预算和较

高的指标显示出俄罗斯在粮食安全方面摆脱依赖、实现独立自主的雄心ꎮ
(一)«俄罗斯联邦粮食安全准则»的制定和颁布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ꎬ俄罗斯通过了«俄罗斯联邦 ２０２０ 年前国家安全战略»ꎮ 文

件指出ꎬ要对主要食品实行进口替代ꎻ防止土地资源枯竭ꎬ防止农业用地和耕

地减少ꎬ防止国家谷物市场被外国公司占领ꎻ防止不受监督地推广来自转基

因植物(转基因微生物和类似的转基因微生物)的食品ꎬ以保障食品安全①ꎮ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 日ꎬ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了«俄罗斯联邦粮食

安全准则»ꎮ 这一文件是对«俄罗斯联邦 ２０２０ 年前国家安全战略»中相关内

容的延伸和补充ꎮ
«俄罗斯联邦粮食安全准则»的具体目标是:实现俄罗斯联邦在粮食安全

领域的国家经济政策ꎬ保障国内居民可靠的食品供应ꎬ综合发展国内的农业

和渔业ꎬ就粮食市场的内部和外部威胁作出快速应急反应ꎬ有效参与粮食安

全领域的国家间合作ꎮ

—３５—

① «俄罗斯联邦 ２０２０ 年前国家安全战略»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ｅｔｉｎ ｎｅｔ ｃｎ / ｃｅｔｉｎ２ / ｓｅｒｖｌｅｔ /
ｃｅｔｉｎ / ａｃｔｉｏｎ / Ｈｔｍｌ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ｃ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ｉｄ ＝ １＆ｄｏｃｎｏ ＝ ３８５６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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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联邦粮食安全准则»就俄罗斯粮食安全领域国家经济政策的基

本方向作出如下阐述:减少贫困ꎬ保证最贫困人口的饮食ꎬ注意儿童、怀孕和

哺乳期妇女的饮食水平ꎻ提升运输水平ꎬ保障偏远地区的粮食供应ꎬ调节地域

差异ꎻ加强对农业和渔业的生产、储存、加工、运输等各个环节的监管ꎬ控制转

基因食品的过分蔓延ꎻ在原料供应方面ꎬ提高土壤肥力ꎬ利用闲置耕地ꎬ促进

水生生物资源的集约利用ꎬ促进工业化栽培ꎻ促进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ꎬ关
注农村人口的实际收入和失业率ꎬ实现农村人口就业多元化ꎻ降低国内农业

和渔业对外国技术和设备的依赖ꎻ对外经济政策须遵守食品安全标准①ꎮ
«俄罗斯联邦粮食安全准则»从各方面对各阶段俄罗斯粮食安全提出指

导性意见ꎬ可避免俄罗斯农业生产陷入混乱无序的发展ꎮ 此外ꎬ该准则也体

现出俄联邦政府对农业的较强控制ꎬ并利用宏观经济政策、技术投入等多种方

式发展农业生产ꎮ 鉴于俄罗斯的经济实力相对薄弱ꎬ相比欧盟和美国竞争力不

足ꎬ用有效的行政手段进行调节不失为明智的选择ꎮ 政府的行政手段调节在目

前的进口替代政策以及西方制裁引发的俄罗斯反制裁措施中都有所体现ꎮ
(二)２０１３ ~ ２０２０ 年俄罗斯农业发展的基本政策

应该说ꎬ«２０１３ ~ ２０２０ 年农业发展和农产品、原材料、食品市场调控国家

纲要»是指导俄罗斯未来几年农业发展的重要的纲领性文件②ꎮ 文件涵盖了

多方面内容:注重粮食生产、加工和销售ꎻ注重畜牧产品的养殖、加工和销售ꎬ
促进肉牛养殖业的发展ꎻ支持小型农场ꎻ实现农业技术现代化ꎻ发展乳制品生

产ꎻ促进畜牧业的育种和农产品种子培育ꎻ发展农产品批发和配送中心以及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ꎻ发展工农综合金融信贷系统ꎮ 它还对农业发展的各个子

步骤的计划、期限、责任部门、目标和预期成果、专项指标、预算等提出了全面

的指导意见ꎮ
根据«２０１３ ~ ２０２０ 年农业发展和农产品、原材料、食品市场调控国家纲

要»ꎬ２０１３ ~２０２０ 年俄罗斯粮食安全的目标是:刺激农产品和食品生产的增长ꎻ
定向的进口替代ꎬ以限制一些农产品的进口来提升本国相应农产品的生产能

—４５—

①

②

Доктрина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ꎬ
утверждённая Указом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３０ января ２０１０ г №
１２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ｃｘ ｒｕ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ｓｈｏｗ / １４８５７ １９ ｈｔｍ

Проект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ую программу
развития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и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рынков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й
продукцииꎬсырья и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ия на ２０１３ － ２０２０ годы" ꎬутверждённый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м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１９ декабря ２０１４ г № １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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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ꎻ提升畜牧业的抗流行病能力ꎬ形成完善的农业食品市场ꎬ推进其市场化进

程ꎻ提高对农产品、原材料和食品市场的监管效率ꎻ实现运输现代化ꎬ使大宗商

品的物流设施更加完善ꎻ提高农业的盈利水平ꎬ以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ꎻ维护农

业企业的金融稳定ꎻ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ꎻ激励农业创新ꎬ发展复杂的生物

技术ꎻ实现农业耕地的有效使用ꎬ土地的复垦开发应用于农业ꎻ提高土壤肥力ꎮ
为此ꎬ俄罗斯已初步制定了 ２０２０ 年前的农业财政计划ꎬ预计在 ２０１３ ~

２０２０ 年这 ８ 年中共投入约 ２ １２６ ２ 万亿卢布(２０１３ 年为 １ ９７６ ７ 亿卢布ꎬ此
后逐年增加)ꎮ 其中:用于农作物加工和销售的预算为 ５ ５５３ ９ 亿卢布ꎬ用于

畜牧产品加工和销售的预算为 ３ ４６４ ５ 亿卢布ꎬ肉牛养殖投入为 ７６５ ５ 亿卢

布ꎬ奶牛养殖投入为 ２ ４７４ 亿卢布ꎬ小型农场投入为 １ １４２ ８ 亿卢布ꎬ技术现

代化和创新发展投入为 ３１６ １ 亿卢布ꎬ培育新品种投入为 ７７３ ３ 亿卢布ꎬ基
础设施及批发和配送中心建设投入为 ７９２ ８ 亿卢布ꎮ

２０２０ 年ꎬ俄罗斯粮食自给程度将再度提高:粮食自给率为 ９９ ７％ ꎬ甜菜

和糖为 ９３ ２％ ꎬ植物油为 ８７ ７％ ꎬ土豆为 ９８ ７％ ꎬ肉类为 ９１ ５％ ꎬ奶类为

９０ ２％ ꎮ 农业的盈利将为农村带来每年 ３ １％的固定资产增长率ꎮ 农业从业

人员的工资水平将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 ５５％ ꎮ 另外ꎬ俄罗斯还计划扩大种植

面积ꎬ将土地复垦开发、保持和提升土壤肥力以及农村可持续发展分别列为

专题加以指导ꎬ以保证俄罗斯粮食长期自给自足ꎮ
总的来说ꎬ在«２０１３ ~ ２０２０ 年农业发展和农产品、原材料、食品市场调控

国家纲要»的指导下ꎬ俄罗斯粮食安全水平有望得到稳步提升ꎮ 但是政府的

计划可能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ꎬ尤其是世界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ꎬ如 ２０１４ 年

的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粮食安全的影响不容忽视ꎮ
(三)新形势下的进口替代战略

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后ꎬ农业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ꎮ 与较强的谷物产业

相比ꎬ俄罗斯蔬菜、肉类和奶制品产业尚属“幼稚产业”ꎮ 在世贸组织的规则

之下ꎬ这些产业因得不到国家足够的保护而在国外同类产业面前相形见绌ꎮ
如上所述ꎬ俄罗斯的肉类、蔬菜和奶制品自给一直无法达到安全标准ꎬ沦为俄

罗斯粮食的“短板产业”ꎮ 这些“短板产业”停滞不前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

资金问题ꎬ二是国内产品竞争力不足ꎮ 新形势下ꎬ国内外双重推力或可为解

决这些问题找到突破口ꎮ
从国内推力来看ꎬ俄罗斯从自身粮食安全现状出发ꎬ为解决资金问题推

出了进口替代战略ꎮ 根据俄农业部部长尼古拉费奥多罗夫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关

于食品价格、进口商品替代和新粮食规划的讲话ꎬ进口替代战略包括三项具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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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措施ꎮ
一是短期措施ꎬ即解决农业部门运作过程中所产生的欠款问题ꎮ 俄已在

一年内将 ３６０ 亿卢布欠款降至 ７０ 亿卢布ꎬ而这 ７０ 亿卢布也要尽快偿还ꎮ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４ 年农业投资项目拖欠银行大量贷款ꎬ国家需要对这些项目施加补

贴以偿还贷款利息ꎬ这样的项目数以千计ꎬ共需要 １１５ 亿卢布ꎮ 除此之外ꎬ还
要尽快资助那些从事作物栽培和畜牧业的企业ꎬ这需要总金额为 ５３ 亿卢布

的流动资金作为短期贷款ꎮ
二是中期措施ꎬ这些措施的效果将在一段时间后显现ꎮ 前期成本投入巨

大ꎬ建设农产品批发配送中心、仓储和冷藏设施每年需要约 １００ 亿卢布ꎮ 这

些建设需要地方预算的支持ꎬ国家也将为批发配送中心的建设提供信贷利息

补贴或承担部分成本ꎮ
三是长期措施ꎬ涉及奶制品行业和畜牧业ꎮ 近年来ꎬ禽肉和猪肉生产状

况不错ꎬ俄罗斯开始寻求这些产品的出口ꎮ 根据计划ꎬ国家在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７
年分别对禽肉生产者和猪肉生产者实施财政资助ꎬ并支持牛肉生产①ꎮ

诚如尼古拉费奥多罗夫所言ꎬ农业发展资金严重短缺以及由此导致的

基础设施落后问题有望得到缓解ꎬ这将有利于相关产业扩大生产ꎮ
“短板产业”的尴尬处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进口农产品的冲击ꎮ 相对于

进口食品ꎬ国产食品竞争力差、销售疲软ꎬ势必对相关产业造成不良影响ꎬ使
之难以充分发展起来ꎬ导致自给率长期徘徊不前ꎮ 因此ꎬ扩大对国产食品的

需求也有利于俄罗斯农业产业的持续强劲发展ꎮ 然而ꎬ压缩生产成本空间有

限ꎬ实行贸易保护又因明显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而招致制裁ꎮ 因此ꎬ在世贸组

织规则的框架内ꎬ俄罗斯要提升部分农产品的自给率仅靠内部推力还略显

不足ꎮ
发展“短板产业”的外部推力来自 ２０１４ 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ꎮ
俄乌关系骤然恶化让俄罗斯粮食安全面临双重压力:其一ꎬ乌克兰是俄

罗斯重要的食品进口国ꎬ乌克兰危机封闭了这一进口来源ꎻ其二ꎬ由于欧美制

裁ꎬ卢布暴跌ꎬ俄罗斯进口成本剧增ꎮ 但是压力同时伴随着机遇ꎬ俄罗斯面临

的困境促使农业进口替代政策进入一个新的时期ꎬ对突破食品供应方面的一

些瓶颈起到某种积极作用ꎮ
首先ꎬ乌克兰危机及其连锁反应改变了俄罗斯的农产品进口结构ꎮ

—６５—

① Николай Фёдоров о ценах на продуктыꎬ замене импортных товаров и новой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ой программе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ｚｅｒｎｏ ａｖｓ ｒｕ / ａｎａｌｙｔ / ｐｒｅｓｓ / ５４７４９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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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年食品进口额约为 ４５０ 亿美元ꎬ其中从乌克兰进口约为 ２０ 亿美

元ꎮ 战争直接破坏了俄乌之间的贸易ꎮ 与此同时ꎬ欧盟和美国对俄罗斯实施

经济制裁ꎬ而俄罗斯也实施了一系列反制裁措施ꎬ从而大大改变了俄罗斯的

农业进口方向ꎮ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ꎬ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ꎬ要求俄联邦各国家机关及法

人实体在未来一年内禁止或限制从对俄制裁国家进口部分农产品、原材料及

食品ꎬ同时增加俄国产商品的供应ꎬ旨在“以特定经济措施确保俄联邦的安

全”ꎮ 这显然是俄罗斯对欧美经济制裁的一个反制裁策略ꎮ 然而仅仅作为一

个反制裁的行动ꎬ食品进口禁令的作用是有限的:虽然俄罗斯是仅次于美国

进口欧盟农产品的国家ꎬ但俄罗斯仅占欧盟农产品出口的 １０％ ꎬ而且俄罗斯

的市场似乎已经达到了饱和ꎮ 在过去的两年中ꎬ俄罗斯从欧盟的农产品进口

几乎没有什么变化ꎬ维持在每年 １４０ 亿欧元ꎮ 欧盟生产商的目光开始锁定迅

速增长的中国市场ꎮ 对欧盟而言ꎬ俄罗斯的反制裁将不会是一场灾难ꎮ 俄罗

斯的农业进口对于美国而言同样不占有重要地位ꎮ ２０１４ 年俄罗斯从美国进

口的农产品总额为 １２ 亿美元ꎬ这一数字还不足美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

１％ ①ꎮ 因此ꎬ普京仅限于农业方面的进口禁令不是要打击欧盟和美国的粮

食出口ꎬ而是有其他目的:一方面ꎬ还西方以颜色ꎬ表示俄罗斯不屈服的立场ꎻ
另一方面ꎬ通过强制措施催化国内相关产业的成长ꎮ

尼古拉费奥多罗夫认为ꎬ进口食品份额的下降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件好

事ꎮ 强制禁令封锁了食品进口的渠道后ꎬ零售企业将不得不关注之前不重视

的国产农产品ꎮ 这些国产农产品因为价格等因素长期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

势ꎬ现在它们的需求量将有可观的提高ꎮ 这也为俄罗斯本国农业企业的发展

创造了条件ꎮ
强制性的进口禁令以及进口替代政策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进口食

品可以很容易由国内产品所取代ꎬ但是这种替代应当是一个渐变的过程ꎮ 而

依照总统令ꎬ所有这些反制裁措施都立即生效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政府需要采

取措施来平衡商品市场ꎬ防止农产品和食品价格过快增长ꎬ并确保国内的粮

食供应ꎮ 总之ꎬ如果要实现进口替代ꎬ实现从进口到自给的平稳过渡ꎬ强有力

的政府调控是必不可少的ꎮ
其次ꎬ卢布贬值对农业产业成长带来的催化效应ꎮ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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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布大幅贬值产生两种后果:一是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几倍ꎬ居民无法购

买相对昂贵的进口商品ꎬ转而购买本国商品ꎻ二是以美元计价的收入大幅下

降ꎬ本国民众没有能力购买外国商品ꎬ转而消费本国商品①ꎮ 同理ꎬ在卢布缩

水的情况下ꎬ所有以美元结算的进口农产品都会受到冲击ꎮ 因此ꎬ尽管俄罗

斯也在寻求粮食进口的多元化(如 ２０１４ 年夏ꎬ俄罗斯曾就食品进口问题与阿

根廷、巴西、智利、巴拉圭、乌拉圭、厄瓜多尔等拉美国家接洽)ꎬ但开辟新的进

口源并不能改变卢布缩水和高额运费所导致的高昂价格ꎬ而这势必影响外来

农产品的竞争力ꎬ恰恰为俄罗斯本国的农产品销售带来机遇ꎮ 受利益驱动的

食品销售商在这个时候会更倾向于选择国内农产品ꎬ如同从前他们青睐进口

农产品一样ꎮ 因此ꎬ卢布贬值反而给俄罗斯弥补农业生产的短板带来了契

机ꎮ 通过政府政策和财力支持的推力和扩大内需的拉力ꎬ俄罗斯有望使肉

类、蔬菜和奶制品等几种农产品达到之前拟定的自给目标ꎮ
在上述内外因的共同推动之下ꎬ俄罗斯能实现更高程度的自给自足:肉

类自给率将从目前的 ７９ ７％提升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８５％ ꎬ牛奶自给率将从目前的

７６ ４％提升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９０％ 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无论进口禁令还是进口替代

政策都明确违反了世贸组织原则ꎬ俄罗斯的这种行为可能招致制裁或其他贸

易领域的报复ꎮ
但有意思的是ꎬ由于乌克兰危机ꎬ西方已经使用非常严厉的手段制裁了

脆弱的俄罗斯经济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世贸组织还有多少手段来进一步制裁俄

罗斯的违规行为呢? 因此ꎬ俄罗斯农业如能在卢布暴跌、经济惨淡的背景之

下获得更大程度的独立性ꎬ或可看作是不幸中的万幸ꎮ
(四)俄罗斯转基因食品的发展

从世界范围来看ꎬ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ꎮ ２０１２ 年ꎬ
转基因大豆种植面积占世界大豆种植面积的 ８１％ ꎬ转基因玉米占 ３５％ ꎬ转基

因油菜占 ３０％ ②ꎮ 近年来ꎬ转基因作物在俄罗斯的发展也颇为迅速ꎬ进口的

转基因产品增长超过 １００ 倍ꎬ转基因食品占食品进口的 ６０％ ③ꎮ 随着农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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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Россия / 俄罗斯

物技术的日益发展ꎬ转基因食品也已经开启了实际应用的新阶段ꎮ
同中国的情况相似ꎬ在俄罗斯ꎬ围绕着转基因食品问题ꎬ争议之声不断ꎮ

俄罗斯官方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比较复杂ꎬ且相当谨慎ꎮ
在引进转基因食品的问题上ꎬ俄罗斯政府内部的意见不一致ꎮ 俄农业部

持反对意见ꎬ指出现阶段国家没有那么多的专家和专业实验室来检测转基因

种子和监管转基因作物市场ꎮ 俄总理梅德韦杰夫认为ꎬ俄罗斯有能力、有资

源用传统的产粮方式解决粮食安全问题ꎬ而不需要像美国那样借助转基因手

段满足国内需求①ꎮ 相比中国、美国和西欧ꎬ俄罗斯确实在耕地面积和粮食

需求方面不那么紧张ꎮ 但无论如何ꎬ俄罗斯还是接受了转基因食品ꎮ 因为

“入世”后ꎬ俄罗斯将自动停止对一系列转基因食品的进口限制ꎮ 普京曾表示

俄罗斯要在履行世贸组织义务的前提下保护俄罗斯公民免受转基因食品的

损害ꎮ 俄罗斯国家杜马农业委员会副会长娜杰日达什科尔季娜认为ꎬ在俄

罗斯完全禁止转基因食品是不可能的ꎬ因为这违反了世贸组织的原则ꎮ
在立法方面ꎬ目前俄罗斯能做的主要是控制转基因食品的使用ꎮ 俄罗斯

教育和科学部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要对转基因食品加以控制:对人体健康的

危害ꎬ对环境的影响以及对国家粮食安全的影响ꎮ 因此ꎬ国家已经考虑修改

法案ꎬ规定所有的转基因食品都要强制进行国家注册ꎬ通过必要的检查ꎬ并取

得相应的许可ꎮ 政府有权禁止转基因食品进入俄罗斯ꎬ有权对某些转基因产

品下达禁令ꎮ
除此之外ꎬ自 ２００７ 年起ꎬ法律规定经营者对转基因产品加贴醒目的标

识②ꎮ 通过这种方式ꎬ俄罗斯的消费者被赋予了知情权ꎬ可以知道哪些食品

是转基因产品ꎬ并自行决定是否购买ꎮ 对于拒绝张贴转基因标签的情况ꎬ国
家决定加大惩罚力度ꎬ对法人最高处罚金额从 １０ 万卢布提高至 １５ 万卢布ꎬ
对个体企业的最高处罚金额从 ２ 万卢布提高至 ５ 万卢布③ꎮ

在投入和经营方面ꎬ目前俄罗斯还没有针对转基因食品的生产和营销战

略ꎮ 事实上ꎬ尽管接受了转基因食品ꎬ俄罗斯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ꎮ 毕竟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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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食品的研发、获得许可和推广成本相当高ꎮ 而俄罗斯对农业投入有限:
在俄罗斯ꎬ国家对农业的扶持约为中国的 ３％、欧盟的 ４％倍、美国的 １８ ５％①ꎮ

随着转基因食品的普及ꎬ俄罗斯民众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也发生了一些

变化ꎮ 根据全俄社会舆论调查中心报道ꎬ在 ２０１４ 年的调查中ꎬ俄罗斯 ８２％的

人认为转基因食品或多或少危害人体健康ꎮ 近 ３ / ４ 的人赞成在俄罗斯全面

禁止转基因食品ꎬ６７％的受访者认为转基因食品会导致癌症ꎬ６０％ 的人认为

转基因食品会导致不孕ꎮ 由此可以看出ꎬ俄罗斯民众普遍对转基因食品的健

康性和安全性持相当悲观的态度ꎮ

四　 结　 语

独立以来ꎬ俄罗斯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ꎮ 从初期的粮

食自给不足到现在的出口有余ꎬ俄罗斯实现了从弱者到强者的转变ꎮ 在转变

过程中ꎬ国家的干预和财政支持是关键因素ꎮ 由此可见ꎬ不断完善法律法规

和提升国家整体经济状况成为俄罗斯粮食安全的必由之路ꎮ 同时ꎬ俄罗斯粮

食安全的保障工作要面向未来ꎬ从长期角度来看ꎬ不断发展农业科技对粮食

安全有益无害ꎮ
客观地讲ꎬ俄罗斯在保障粮食生产、消费、贸易渠道方面的成绩基本令人

满意ꎮ 但须要注意的是ꎬ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全面地实现所有食品的自给

自足ꎮ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ꎬ食品进口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一种常态ꎬ因
此ꎬ不能因为存在食品进口的情况就认定某个国家的粮食安全存在重大隐

患ꎮ 俄罗斯也是一样ꎬ俄罗斯在肉类、蔬菜和奶制品等方面尚未实现自给自

足ꎬ但是通过多渠道和稳定的对外贸易来实现供给也未尝不好ꎮ 俄罗斯拥有

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ꎬ只是受高纬度气候环境等条件的影响ꎬ相关产业

发展可能需要更多的成本ꎮ 乌克兰危机迫使俄罗斯超越国际市场的运行规

律ꎬ大力发展这些产业ꎮ 俄罗斯正试图用另一种更为强有力的方式弥补自身

粮食安全的短板ꎮ
(责任编辑:徐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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