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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市场

中国与俄罗斯的茶产品贸易

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清朝时

期。俄罗斯是世界主要茶产品消

费国之一，其茶产品主要依赖外部

进口。据俄罗斯海关数据显示，自

2010年以来，俄罗斯年均进口茶

产品约为 18万吨，稳居世界第一。

与此同时，中国是全球最大茶叶生

产国，茶叶产量一直超过世界总产

量的 20%。2010-2019年，中国茶叶

产量连续 10年实现增长，产大于

销已成为突出问题。伴随“一带一

路”倡议的持续推进，中俄茶产品

贸易迎来新的发展契机。然而，两

国间相对落后的茶产品物流模式

不足以支撑茶产品贸易的进一步

发展。因此，围绕茶产品本身特

点，打造畅通且完善的物流运输体

系，对两国茶企合作至关重要。

一、中国茶产品出口俄罗

斯的物流现状

（一）中国茶产品出口俄罗斯

的贸易特征

1. 市场占比较小。表面上来

看，中国与俄罗斯地理毗邻，茶产

品贸易结构高度互补，两国理应

在茶产品贸易上展开深度合作。

然而就实际合作情况来看，中国

茶产品在俄市场占比总体偏小。

俄罗斯茶产品主要进口国是斯里

兰卡，2019 年进口量占比约为

42%，其次是印度，约为 25%，印度

尼西亚排名第三，而中国茶产品

在俄市场占比仅为 7%。在中国茶

产品出口量排名前十五国家中，

俄罗斯位列第五，不如茶产品消费

能力低于它的摩洛哥、乌兹别克斯

坦、塞内加尔与美国（见表 1）。

2.出口种类以绿茶为主，其他

茶种为辅。在中国出口俄罗斯的

茶产品中，绿茶占主要地位。

2011-2019年，绿茶在全部对俄出

口茶产品中的占比始终维持在

70%以上，2014年更是高达 79.1%。

红茶是中国对俄出口的第二大茶

叶，其占比基本维持在 12%-25%之

间。其他茶叶如清茶、花茶、黑茶

占比较小。值得一提的是，随着近

几年保健风和减肥风的兴起，俄罗

斯对其他种类的茶产品接纳程度

明显上升。2019年中国对俄出口

乌龙茶、普洱茶、花茶迅速增长，

出口量同比增长分别为 45%、42%、

49%。

3.出口茶产品以散装、新茶为

主。为拉动国家制造业发展，俄罗

斯鼓励进口新茶、散茶，不鼓励进

口成品茶。俄罗斯进口新茶关税

为 5%，而成品茶关税高达 20%，是

新茶的四倍。在这一政策引导下，

中国对俄出口茶产品也多以散装、

新茶为主。然而，对于茶商而言，

成品茶价格和利润均高于新茶，

成品茶的出口受限导致空有出口

量，没有出口额。如表 1所示，出

口量排名第五的俄罗斯所对应的

出口金额排名仅为第十四，远低

于出口量不及它的越南、加纳等

国。

（二）中国茶产品出口俄罗斯

的物流现状

1. 运输方式。俄罗斯疆域辽

阔，南北气温差异明显。这决定了

中国茶产品出口俄罗斯面临的物流问题及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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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为中俄两国产品贸易合作带来极大推动力，这一背景下健全两国物

流网络迫在眉睫。中国向俄罗斯出口茶产品物流方面依然存在较多掣肘因素，如俄罗斯境内物流水平低、仓储

运输质控难度高、缺乏专业化的冷链设备、“灰色清关”模式风险大。针对于此，应从提升俄罗斯本地物流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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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9年中国茶产品出口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茶叶流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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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北方大部分河流不适合河

运。虽然俄罗斯航空运输发达，但

多用于客运。基于此，现阶段茶产

品出口俄罗斯运输方式多为铁路

运输、海洋运输与公路运输。其

中，铁路运输是俄罗斯最主要的货

运方式之一，也是 80%以上中国对

俄出口茶产品采取的运输方式。

“一带一路”提出后，中俄双方积极

建设跨境铁路运输走廊，为中俄茶

产品物流运输提供便利。2018年

11月，云南滇红茶首次搭乘中欧

班列经二连浩特口岸出境，历时

10天抵达莫斯科，实现了运输时

间的大幅缩减。2020年 1-4月，中

俄茶产品运输重要线路之一“滨海

2号”运输量为 6100吨，在新冠疫

情冲击下同比增长 64.8%。值得一

提的是，尽管中俄铁路运输整体发

展势头良好，但由于中俄铁路轨距

不同，加上过境通关、港口作业等

因素的制约，中俄跨境铁路运程

短、运费低的优势大打折扣。就海

洋运输方式而言，茶产品适合低温

冷藏，对于运输环境的要求较为严

苛。茶产品贮藏温度一般为 10℃，

0-5℃为最佳。而海洋运输的一大

优势是控温能力强、成本低。因

此，时间要求不是很高的茶企为节

约货运成本、保证茶产品运输过程

中质量不受影响，会选择海运运输

方式。但由于海洋运输无法深入

俄罗斯内陆地区，部分货物到达

港口后，还需要进行铁路或公路

转运。并且，由于转运过程中温、

湿度变化无法避免，如茶产品存

储包装不当，极易发生变质情况。

公路运输则是近年来中俄茶产品

跨境物流运输逐渐兴起的一种方

式，主要集中于短途运输和转运

方面。2018年中俄签署国际道路

运输协定，双方将在全境范围内开

放国际道路运输，不再对货运线路

进行限制，为中俄物流运输合作奠

定基石。但就当前情况而言，俄罗

斯现有公路大多比较狭窄，且缺少

相对完整的现代化高速公路。在

“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全球各国

公路质量指数排行榜中，俄罗斯位

列 124位，排名相对落后，路况不

佳导致的产品货运质量降低问题

难以得到根本性解决。

2.运输路线。由于盛产红茶，

中国华南茶区（福建南部、广东、

广西、海南、台湾等）承担着对俄

出口茶产品的主力身份。围绕深

圳地区，中国形成了三条较为成熟

的茶产品运输路线。第一条是茶

产品产地→深圳→里加克莱佩

达→莫斯科的海上运输路线，第

二条是茶产品产地→深圳→海参

崴→莫斯科的海铁联运路线，最

后一条是茶产品产地→深圳 / 厦

门 /广州→二连浩特→明斯克→

莫斯科的铁路运输路线。相较前

两条路线而言，第三条在茶产品

产地到第一中转站的选择增加了

厦门和广州两个城市。三条路线

中，铁路运输路线的运输时间最

短，但成本最高；海上运输路线耗

时最长；相对而言，海铁联运线是

中俄茶产品物流运输最具性价比

的线路。

二、中国茶产品出口俄罗

斯面临的物流问题

（一）俄罗斯境内物流水平低

不同于中国近十年发展起来

的成熟物流网络，俄罗斯境内物流

水平较低。一是时效性差。如从莫

斯科铁路到后贝加尔运输时间长

达 10天，并且，俄罗斯现有公路、

铁路建设主要集中在西北部，对

于其他区域特别是远东地区的辐

射能力有限。一些农村地区只能

依靠速度更慢的船运、甚至旅游

车集货运输，运输时间经常超过

30天。二是丢包率、退货率居高不

排名
出口总量前 15国家或地区 出口总额前 15国家或地区

国家或地区 总量（吨） 国家或地区 总额（亿美元）

1 摩洛哥 77562 香港 3.1

2 乌兹别克斯坦 24622 摩洛哥 2.4

3 塞内加尔 17868 越南 1.01

4 美国 15495 美国 0.89

5 俄罗斯联邦 14938 马来西亚 0.77

6 加纳 14883 塞内加尔 0.75

7 阿尔及利亚 14475 加纳 0.65

8 香港 14126 多哥 0.63

9 毛里塔尼亚 14121 毛里塔尼亚 0.60

10 多哥 14042 日本 0.59

11 日本 13355 阿尔及利亚 0.50

12 德国 10856 乌兹别克斯坦 0.47

13 贝宁 8703 德国 0.44

14 喀麦隆 8564 俄罗斯联邦 0.41

15 巴基斯坦 8094 缅甸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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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俄罗斯邮政承担着 50%以上的

中国茶产品配送任务，但其物流基

础服务落后，数字化程度偏低，根

本无法做到运输过程的全流程跟

踪，加之超长的物流等待时间，致

使买家丢包、退货现象频发。三是

通关转运费用大。对茶企来说，中

俄货物主要依靠铁路运输，但中俄

两国接壤地区可用铁路有限。两

国近年来较为频繁的贸易往来又

过重地依赖铁路运输，直接导致

部分铁路口岸“提前退休”。在此

情形下，部分中国茶企需若想大

量出口茶产品到俄罗斯，还需要

额外向俄铁路部门缴付一定款

项。

（二）茶产品仓储运输质控难

度高

在中国茶产品出口俄罗斯过

程中，质控一直是难点问题。首

先，茶产品运输湿度要求较高，一

些茶叶很容易吸潮。以普洱茶为

例，由于中俄运输路途较远，湿度

与温度变化较大，如果三四月份运

输途经广东地区，很容易引起普洱

茶受潮，受潮后的茶叶不仅在色泽

形状上发生变化，而且会发生霉

变。其次，茶产品对温度具有敏感

性，且不同茶种之间适宜储存的温

度不同。在“GB/T30375-2013茶叶

贮存”国家标准中，绿茶、文火烘

干的乌龙茶以及黄茶贮存温度在

10℃以下，红茶、乌龙茶、白茶、花

茶、黑茶贮存温度在 25℃以下。最

后，多数茶产品中含有“棕榈酸”，

这种物质对气味附着能力极强，

若茶产品存储方式不当暴露在空

气中，便易吸附仓库中其他货物的

气味，导致茶产品“窜味”。由此来

看，物流企业运输中不仅需要控温

控湿，还需要确保茶产品密封性，

质控难度较大。

（三）中俄物流缺乏专业化的

冷链运输体系

应对茶产品对仓储及运输环

境的高要求，一个成熟的冷链运

输体系必不可少。然而，无论是中

国还是俄罗斯，针对于茶产品的冷

链运输体系尚未形成。就中国而

言，根据中冷联盟统计，2019年我

国冷藏车保有量为 13.2万台，冷

库容量约为 4597.38吨，主要用于

生鲜禽肉的运输。而目前国内生

鲜禽肉运量极大，现有冷藏车、冷

库已经供不应求。因此，茶产品难

以避免与其他产品拼装，茶产品窜

味、受潮现象频发。除受冷链运输

体系约束外，出于成本考虑，茶厂

自建冷库有限，自备冷藏车较少，

在运输上也更倾向于普通货车运

输。就俄罗斯而言，受制于国内经

济发展形势，其冷链运输体系几乎

处于空白状态。这就意味着即便

中国茶企做好茶产品境内的冷链

运输，在境外转运环节仍有可能

出现冷链断裂的情况。

（四）俄罗斯“灰色清关”模式

风险大

上世纪 90年代，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急需进口大批货物，但当

时俄清关手续繁琐，关税计算复

杂。为鼓励进口，提高清关效率，

俄罗斯海关允许“清关”公司为货

主代办进口业务。部分公司联合

海关官员，将货物以包裹托运的

关税形式清关。这种清关形式后

来也被称为“灰色清关”。通过与

俄罗斯海关勾结，清关公司在货

物运至目的地后，能够利用改变

商品名称、以多报少、高值低报等

手段办理清关手续。观察表 2 可

知，与正常清关相比，“灰色清关”

具备可操作空间大、成本低、清关

时间短等特点。很多企业出于不

同目的，会选择“灰色清关”的方

式。据调查，我国出口至俄罗斯的

茶产品至少有 30%以上曾经或者

正在使用“灰色清关”。然而，由于

这种清关模式直接降低了俄罗斯

税费收入，俄政府近年来加大了

对其打击力度。选用“灰色清关”

的茶产品，不仅得不到海关报关

单，还面临着由于报关品目数量与

实物不符被查抄的风险。并且，以

“灰色清关”进入到俄罗斯的茶产

品经营额无法通过正规方式将款

项汇回国内，只能通过地下钱庄

汇款，且无任何正规收据，资金损

失风险较大。

三、应对策略

（一）借力在俄海外仓，减少俄

罗斯本地流通环节

同国内直发相比，海外仓能够

表 2 正常清关与“灰色清关”的特点

灰色清关特点 正常清关特点

可操作性强，能够随意调节商品完税价值 通关成本可操作性低

通过代理迅速实现 "合法 "，节省时间与成本 通关流程多，时间长

可更改原产国与发货地 可证明产品实际价值

无需对自身收入做合法化处理 可证明对货物所有权

易遭遇海关、税务、银行、外汇监管机构等部门

审查

基本不会遭到监管部门三年内的再查，金

融风险低

运输过程出现的丢失、损毁，无法得到赔偿 能够提升在商协会中的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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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减少订单响应时间、提高商品

周转率、降低物流成本。现阶段，

中国在俄已经建立多个海外仓，

如格林伍德 -俄速通海外仓、铁亨

国际物流 -海外仓。这些海外仓的

建立为解决中国茶产品出口俄罗

斯物流时间长、转运费用高等问

题打下了良好基础。中国茶企可

根据往年数据，提前预测市场趋

势，并将货物以批量化形式提前

转运到在俄海外仓。当俄罗斯买

方下单后，直接从俄本土发货，减

少中间流通环节。在海外仓选择

时，除了要考虑到市场、交通因素

外，还需要分析对应其增值服务

能力，如遇到纠纷是否可以用俄

语帮忙处理、是否具备收支卢布功

能。另外，不同茶企之间也可以选

择联合建仓，围绕茶产品出口的重

点市场进行选址。

（二）采用智能化温湿度监测

设备，严格把控存储运输环境

为减少茶产品仓储运输中发

生的变质情况，物流企业在仓储、

运输时要做好防潮、防晒、防窜味

工作。在仓储环节，使用智能化温

湿度监测设备，精准控温控湿。通

常而言，普通仓库基本可以做到避

光与温度要求，但湿度难以有效把

控。因此，茶企需对湿度条件进行

重点管控，这里可选取用于药品类

敏感产品的监测设备，确保湿度监

测质量精度得到保障。与此同时，

采用智能化记录与报警系统，实时

记录存储环境信息，当存储环境不

符合要求时，以声光报警、短信报

警等形式通知到相关负责人，最

大限度减少人工监测的不确定因

素。在运输环节，一是严格控制货

舱的温度、湿度等周围环境变化，

确保衬垫符合清洁、干燥、无异味

等要求。如选择海运方式，舱内装

运茶产品的货舱盖板应具水密性，

防止海水、雨水渗漏导致茶产品受

潮。二是严格分类运输，不与有

毒、有异味的物品混装混运，不同

茶种之间的混装运输也应避免。

三是严查包装。如果茶产品罐包

装为陶瓷、马口铁类，必须检查封

口是否松动，必要时可采用气泡纸

包裹、胶布封口的方式再包装。

（三）利用冷链技术，补足配送

设备缺失

长期来看，中国茶产品出口俄

罗斯离不开冷链运输体系的支持。

针对中国茶产品冷链体系缺失现

状，政府首先可通过设置专项补

贴的形式，鼓励茶产品生产企业、

专业冷量物流企业、茶产品产业

化龙头企业、茶产品批发市场等

经营主体建设一批节能环保、设

施先进的冷库，以此满足茶产品

冷藏需求。其次，在主要茶产品出

口集中地区建立一批具备低温中

转和分拨功能的配送中心，集中

完成茶产品的分拣、配载工作，实

现不同厂家同种茶产品的同批运

送。再次，通过资金补贴等方式鼓

励大型冷链物流企业购置冷藏车

辆、专业冷柜、电子防潮箱等先进

设备，大幅度提升物流企业冷链

运输能力。最后，针对茶产品特

质，研发适用于茶产品运输的专业

冷藏运输设备，实现专货专运，避

免茶产品与其他货物拼车混装。

（四）借助海关茶产品共享清

单，辅助企业脱离“灰色清关”

俄罗斯总理普京多次表示，将

加强俄边境海关监管，严厉打击

“灰色清关”通道。2016年俄罗斯

整合海关，随后推出电子标签、在

线收银机等举措，2018 年俄又发

起全境道路检测，矛头直至“灰色

清关”。这些现象都显示了俄罗斯

打击“灰色清关”的决心。对茶产

品出口企业而言，如果想要在俄

罗斯市场做稳做强，其物流必须

同“灰色清关”划清界限。对此，可

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做出应对。

政府层面而言，中俄两国可根据海

关签署的《关于规范国际电子商务

框架下进出境货物通关监管秩序

的备忘录》指导内容，共享茶产品

通关情况。中国海关可为俄罗斯提

供中国出口茶产品的品名、价格、

来源地等信息，从根本上消除清关

公司的操作空间，以此辅助俄罗斯

监管部门打击“灰色清关”。企业层

面而言，一方面要提高经商素质，

了解俄罗斯的基本法规，摆脱“清

关公司”等中介，迈出脱离“灰色”

第一步。另一方面，我国茶企需要

按规定向俄罗斯海关申报茶产品

的品种及数量，确保茶产品价格、

质量的真实性，在出入境时保留必

要的手续证明，以应对后续海关等

部门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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