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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与我国全球农产品 
供应体系多元化 

内容摘要：未来我国部分重要农产品、特别是土地密集型大宗

农产品的对外依存度将持续提高。应从维护农产品供给安全、乃至

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高度，促进农产品进口来源地、运输通道、进

口口岸和贸易渠道的多元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以在我国未

来全球农产品供应体系多元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应加强对沿线国家

农业资源、重点产品生产和贸易增长潜力的数据分析，在重点国家

优先布局一批以技术合作为核心的境外农业合作示范区，加强对重

点产品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战略布局，发挥农垦企业的探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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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人多地少水缺等资源禀赋的影响，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水平

继续提高和农业生产成本持续上升，未来我国部分重要农产品、特

别是土地密集型大宗农产品的对外依存度将持续提高。为应对这种

变化趋势，需要对我国未来全球农产品供应体系进行顶层设计和超

前谋划。综合考虑各进口来源地的生产和贸易增长潜力，以及贸易

平衡、运输通道、地缘政治等因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以在我

国未来全球农产品供应体系多元化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我国应逐步建立多元化的全球农产品供应体系 

自 2004 年以来，我国农产品贸易已连续 13 年出现赤字。尽管

最近两年赤字规模有所缩小，但从未来看赤字规模会再度扩大，我

国农业对外依存度会长期持续提高。作出这个判断的基本依据是：

最近两年的赤字规模缩小与国内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改

革、棉花和玉米等农产品去库存力度加大等国内因素有关，也与我

国主要进口品种国际市场价格下降等外部因素有关，这些影响因素

是短期和不可持续的，国内外农产品生产成本差距扩大的趋势并没

有改变；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人多地少水缺

等资源禀赋劣势将进一步显现，加入 WTO 时谈定的边境保护和国内

支持措施将逐步失去对国内农业生产保护的有效性，国外大宗农产

品翻越配额外高关税之墙进入我国市场的时间节点日益临近。 

    只要我国继续沿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促进国际国内

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的方向构建开

放型经济新体制，在资源禀赋和市场机制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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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依存度长期持续上升就会成为一种常态。这虽然会对我国小规

模农业的发展、众多农民的生计带来严峻挑战，但也有利于减轻国

内资源环境压力、增进消费者福利、对冲工业品贸易顺差，总体上

利大于弊，符合国家长远战略利益。问题在于如何趋利避害，特别

是如何提高大宗农产品进口的稳定性、可靠性。 

从目前情况看，我国农产品进口有 4 个突出特点：一是来源地

高度集中于新大陆国家。2015 年，我国农产品进口额达到 1168.8 亿

美元，其中南美洲、北美洲和大洋洲合计占 63.2%，亚洲、欧洲和

非洲分别仅占 19.2%、15%和 2.6%。从国别看，2015 年我国农产品

前五大进口来源地依次为美国、巴西、澳大利亚、加拿大、阿根廷，

合计占进口总额的 53.9%。二是品种高度集中于土地密集型农产品。

2015 年，按大类分，我国农产品进口额中食用油籽占 32.9%、谷物

占 8%、食用植物油占 6%、棉麻丝和糖料及食糖占 4.8%，加之畜产

品占 17.5%、而进口畜产品相当于进口粮食，这些土地密集型农产

品进口合计占 69.2%。三是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进口高度集中于少数

几个国家。与农产品总体贸易额相比，主要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进口

来源地更加集中，前五大进口来源地合计占比普遍在 90%以上。四

是农产品进口的运输通道高度集中于海运，进口口岸高度集中于东

南沿海地区，进口贸易渠道高度集中于少数几家大型跨国公司。 

    这种高度集中的农产品进口贸易格局，主要是由市场决定的，

有其经济合理性。但考虑我国市场规模之庞大、未来农产品进口贸

易增长潜力之巨大、沿海口岸距内陆腹地之遥远、农产品市场供应



 

 - 4 - 

稳定性、可靠性于国计民生之重要，这种高度集中的农产品进口贸

易格局潜伏着较大的风险。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应当从维护

农产品供给安全、乃至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高度，促进农产品进口

来源地、运输通道、进口口岸和贸易渠道的多元化。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我国未来全球农产品供应体系多元

化中应能发挥更大作用 

总体而言，目前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发展是滞后的①。

从与我国整体贸易情况的比较看，2011~2015 年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

额占我国全球贸易额的比重分别为 24.6%、24.8%、25%、26.1%和

25.3%，而我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额占我国全球农产品贸易额的

比重分别为 25%、23.6%、22.6%、23%和 24.05%。这意味着，我国

与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密切程度低于整体贸易密切程度。从与我

国农产品贸易整体情况的比较看，2011~2015 年我国全球农产品贸易

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分别年均增长 9%、7%和 10%，而我国与沿

线国家农产品贸易额、出口额和进口额分别年均增长 8%、11%和 7%。

这表明，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发展速度低于我国全球农产
                                                        
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除中国外，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64
个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文莱、越南、老挝、缅甸、

柬埔寨、东帝汶、尼泊尔、不丹、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马尔代夫、

阿富汗、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伊

朗、伊拉克、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土耳其、叙利亚、约旦、以色列、巴

勒斯坦、沙特阿拉伯、巴林、卡塔尔、也门、阿曼、阿联酋、科威特、黎巴嫩、阿尔

巴尼亚、波黑、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

马其顿、黑山、罗马尼亚、波兰、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俄罗斯、白俄

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蒙古国和埃及。为了便于数据分析，本文所称“沿线国家”

特指这 64 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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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贸易发展速度，尤其是我国从沿线国家进口农产品的增长速度明

显低于从全球进口农产品的增长速度。沿线国家在我国农产品进口

额中所占的比重从 2011 年的 23%下降到 2015 年的 20%。 

造成这种滞后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新大陆国家土地

面积广阔、开发成本低，机械化程度高、农业科技进步快，政局稳

定、营商环境相对较好，跨国公司布局早、对农业资源的掌控能力

和对市场的开发能力相对较强；沿线国家大多农业经营方式落后、

农业科技水平低，政局不稳、营商环境差，农产品市场开拓能力弱。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这种局面会逐步改变，沿线国

家在我国农产品贸易特别是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进口中的份额有望逐

步提高。 

第一，从资源条件看，沿线国家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生产和出口

具有较大增长潜力。虽然目前沿线国家总体上呈现农产品净进口，

但纤维、油料、谷物、糖料产量在全球占比较高，有较多剩余产品

可供出口。特别是国家之间差异较大，部分国家已是全球重要的农

产品生产和出口大国。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部分沿线国家耕地资源

丰富，具有发展农业生产的良好条件。有 14 个国家人均耕地面积超

过 0.1 公顷，其中哈萨克斯坦达到 1.73 公顷，俄罗斯为 0.85 公顷，

乌克兰为 0.72 公顷，甚至泰国也达到 0.25 公顷。这些国家单产水平

较低，在农业科技、农业机械、基础设施等方面稍作改进即可实现

大幅度增产。 

第二，从贸易互补性看，沿线国家土地密集型农产品正是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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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供给缺口较大的产品。据专家分析，我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

易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尤其是中国进口与沿线国家出口的贸易互补

指数明显大于中国出口与沿线国家进口的贸易互补性指数，互补性

最强的依次是中国进口与中亚 5 国出口、中国进口与蒙俄出口、中

国进口与东南亚 11 国出口。面向未来，一方面，我国工业化、城镇

化将继续深入发展，农业生产的人工和土地成本将继续快速上涨，

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将进一步衰减；另一方面，受人口增

长、收入水平提高的推动，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及其转化产品的消费

需求将继续增长。这势必导致未来我国土地密集型农产品供给缺口

持续扩大。对我国缺乏比较优势的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而言，部分沿

线国家可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逐步扩大对我国的出口。 

第三，从物流成本看，沿线国家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出口我国的

竞争力会逐步提高。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单位重量价值低，对物流成

本非常敏感，海运具有明显优势。今后我国进口农产品中相当部分

还将依靠海运。但也要看到，随着沿线国家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的推进，新的运输通道将发挥应有作用。这既有望为沿线国家大型

农业投资项目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也有望提高沿线国家大宗

农产品出口我国的陆路运输效率，降低贸易成本。我国内陆口岸通

过铁路运输进口欧亚农产品已实现批量常态化运行。据测算，通过

中欧班列进口欧洲肉类产品，运输时间比海运缩短 45 天左右，运输

费用比空运低约每吨 1 万元。中粮集团也已通过陆路，经满洲里口

岸进口俄罗斯小麦。随着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程度的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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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宗农产品进口过度集中于海运和沿海口岸的局面有望改变。 

第四，从促进贸易平衡看，沿线国家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获得我

国进口订单的可能性会逐步增加。近年来，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持

续处于顺差，顺差额从 2011 年的 143 亿美元扩大到 2016 年的 2213.7

亿美元。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顺差占我国全球贸易顺差的比重超过

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额占我国全球贸易额的比重。这种格局不利于

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的持续健康发展，需要采取措施促进贸易平衡。

虽然贸易平衡状况是由市场决定的，但为了促进贸易平衡、实现持

续健康发展，有时甚至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也有必要采取措施增加

从逆差国的进口，而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往往是重要的选项。 

三、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我国未来全球农产品供应体

系中地位和作用的政策建议 

强调提升沿线国家在我国未来全球农产品供应体系中的地位和

作用，更多的是着眼长远。现阶段应重点做好基础性、铺垫性工作。 

（一）加强对沿线国家农业资源、重点产品生产和贸易增长潜

力的数据分析。现有研究文献多为对前些年农产品贸易特征的简单

描述，对市场主体的投资决策帮助不大。应从两个维度加强数据分

析：一是未来我国大宗农产品进口格局，重点是大豆、食用植物油、

食糖、棉花的进口增长趋势，以及在进口玉米等饲料产品还是进口

畜产品之间的综合权衡。二是沿线国家扩大生产和出口的潜力到底

有多大，重点是对中亚国家的小麦和棉花、中东欧国家的玉米和食

用植物油、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食糖和食用植物油，从资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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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现状、增长潜力等方面进行精确的定量研究。 

（二）在重点国家优先布局一批以技术合作为核心的境外农业

合作示范区。沿线国家虽然农业资源丰富，但农业生产水平普遍较

低。只有沿线国家农业生产发展了，才能增强其获得感，也才能有

更多的农产品可供出口。对于大部分沿线国家而言，我国农业技术

既具有明显的领先性，也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应把共建境外农业合

作示范区作为推进与沿线国家农业合作的优先领域，以技术合作为

核心，通过派遣农业技术专家、培训农业技术和管理人员等方式，

帮助重点国家的重点区域率先分享我国的农业技术和发展经验。应

发挥企业在境外农业合作示范区建设和运营中的主导作用，围绕种

植、养殖、深加工、农产品物流等领域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农

业产业链条，形成产业集群，增强示范区的可持续性，真正发挥平

台带动效应。 

（三）加强对重点产品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战略布局。从日本经

验看，丸红、全农、三井、伊藤忠等大型涉农企业在提高本国农产

品进口稳定性、可靠性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我国要提高从沿线国

家进口农产品的稳定性、可靠性，购买或租赁土地直接从事农业生

产的难度越来越大，应把着力点放在尽快建设若干个有国际影响力

的大粮商和农业企业集团，依靠大型企业在农产品加工、仓储、码

头等产业链关键环节进行战略布局。中粮集团完成对来宝和尼德拉

的并购后，大大提高了对南美和黑海地区一手粮源的掌控能力。但

目前我国缺乏大型企业在中亚、远东、东南亚等地区对重点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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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关键环节进行战略布局，应尽快补上这一空白。 

（四）发挥农垦企业的探路作用。农垦企业具有建设现代农业

大基地、大产业的经验，也具有开展农业对外合作的基础。广东农

垦在马来西亚、泰国等地拥有和控制的海外橡胶种植基地达到 200

万亩。云南农垦从 2006 年起就与老挝合作发展橡胶种植，2015 年在

老挝成立公司，整合当地橡胶种植园和加工厂。目前农垦系统正在

推进集团化改革，着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农业企业集团。

应把这项改革与在沿线国家建立规模化境外生产加工储运基地的战

略谋划结合起来，在统筹规划对外合作的目标区域和发展重点的基

础上，鼓励农垦企业联合，以合资合作和并购重组等方式开展境外

农业投资。国家农业对外合作支持政策应优先向符合条件的农垦企

业倾斜，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持实施海外并购专项资金应加大

对农垦企业的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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