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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在越南国民经济中占据

重要地位，占越南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 15%左右，提供越南 40%左

右的就业岗位，粮食类产品出口额

占总商品出口额的 10%左右，粮食

类产品进口额占总商品进口额的

7%左右。越南农业用地面积占越南

国土面积的 30%以上，盛产大米、玉

米、橡胶、椰子、胡椒、腰果、咖啡和

水果等作物。此外，越南渔业资源

丰富，沿海有超过 1200种鱼、70种

虾。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越两

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

领域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尤其是

贸易关系，中越两国双边贸易连年

上新台阶。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

中越双边贸易总额从 1991 年的

3000 多万美元激增到 2019 年的

1620亿美元，其中中国对越出口

978.7亿美元，进口 641.3亿美元。

中国已连续 15年成为越南第一大

贸易伙伴、第一进口市场和第三大

出口市场。在中越经贸关系发展态

势良好的推动下，中越农产品贸易

也取得了快速的增长迅速，从 2000

年的不到 2亿美元增加到了 2019

年的超过 80亿美元。然而受制于

多种因素，中越农产品贸易依然存

在很多问题。因此，立足于中越农

产品贸易现状，针对贸易中存在的

问题进行讨论并给出可行性建议，

希望能够为中越农产品贸易的发

展提供参考。

一、中国越南农产品贸易

现状

（一）中越双边农产品贸易基

本情况

2010年至 2019年，中国农产

品出口越南贸易额增长迅速。从

2010年的 13.14亿美元增加到了

2019年的超过 53亿美元，增长超

过了 300%。其中出口贸易额累计最

多的是 HS编码第 07章的农产品，

出口贸易额累计达到了 131.29亿

美元，占累计总贸易额的 40.20%。

其次依次是 HS 编码第 08章的农

产品，出口贸易额累计达到了

72.19亿美元，占累计总贸易额的

22.10%。余下依次是第 23、05、12、

03、20、09、21、17章农产品。这十章

农产品出口累计贸易额占中国农

产品出口越南累计总贸易额的

93.80%。

2010年至 2019年，中国进口

越南农产品贸易额同样增长迅速。

从 2010 年的 7.30 亿美元增加到

了 2019年的超过 32亿美元，增长

超过了 338%。我国进口越南农产品

最多的是 HS编码第 08章的农产

品，进口贸易额累计达到了 66.40

亿美元，占累计总贸易额的

28.64%。其次依次是第 10章，进口

贸易额累计超过了 55.38亿美元，

占累计总贸易额的 23.88%；第 07

章进口贸易额累计超过了 30.14

亿美元，占累计总贸易额的

13.00%。这三章农产品进口累计贸

易额占中国农产品进口越南累计

总贸易额的 65.52%。其次是第 03、

11、23、09、21、20 以及第 19 章的

农产品。这十章农产品进口累计贸

易额占中国进口越南农产品累计

总贸易额的 97.50%。

2010年至 2019年间中国对越

南的农产品贸易，除了 2012年贸

中越农产品贸易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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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逆差 2.80亿美元以外，其他年

份都处于顺差的地位，2015年以

后增长幅度更是呈现出了加速的

趋势。中国对越南农产品贸易顺差

额 2009年是 1.95亿美元，2016年

达到了 10.30亿美元，2019年增加

到了 21.20亿美元。

贸易方式上，一般贸易方式是

中国与越南的农产品贸易的主要

方式。2010年至 2019年中国与越

南农产品贸易方式中，一般贸易方

式的贸易额占比均超过 50%，且出

现逐年小幅增加的趋势。边境小额

贸易的占比则出现了小幅下降，中

国农产品出口越南边境小额贸易

贸易额占比从 2010年的 38%减少

到了 2019年的 22%。中国进口越南

农产品边境小额贸易贸易额占比

从 2010年的 38%减少到了 2019年

的 9%。

（二）中越农产品贸易的关系

中国和越南对世界出口的主

要农产品种类都包括 HS编码的第

03、07、16、08、23、21、09 章的农产

品。 特别是第 03章，都是中国和

越南出口最多的农产品；中国和越

南从世界进口的主要农产品都包

括 HS 编码的第 12、15、03、10、08、

04、23、19章。中国出口最多的农产

品除了第 16章以外，其他 9章也

是中国出口越南的主要农产品，其

中第 23、08、03、12、21、07 章也是

越南主要的进口农产品种类。中国

进口最多的农产品种类中，其中第

03、10、08、23章是越南主要出口的

农产品种类，也是中国从越南进口

的主要农产品种类。

对中国而言，越南并不是中国

主要的农产品贸易对象国，2019年

中国对越南的农产品出口仅占中

国农产品出口世界的 3.48%；2019

年进口越南的农产品仅占中国进

口世界农产品的 1.15%。对于越南

而言，与中国的农产品贸易对越南

则要重要一些。2019年，越南进口

中国的农产品贸易额已经占到了

越南进口世界农产品总贸易额的

13.47%，越南农产品出口中国的贸

易额占到了越南农产品出口世界

贸易的 6.20%。

中国与越南的农产品贸易既

存在竞争性又存在互补性。由于中

国和越南的比较优势不同，在资源

和生产要素上各有优势，两国都是

进口相对处于劣势的产品,出口相

对具有优势的产品。尽管中国和越

南的农产品贸易具有竞争性，互补

性是中越农产品贸易的主要特征。

中国是农产品进口大国，越南

是世界上主要的农产品出口国家

之一。通过对中越农产品优势和短

板的分析，可以考虑适当增加越南

农产品的进口，增加我国农产品

进口来源的多元化。

二、我国与越南农产品贸

易有利条件

（一）越南政治经济稳定

越南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共

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有

一套稳定而强大的社会管理制度,

国内政局稳定。2009年以来越南国

内生产总值（GDP）增速都保持在 5%

以上，通胀率在既定可控范围之

内，整体宏观经济稳定。

（二）越南积极融入国际社会

越南对外开放格局不断扩大。

目前，越南已生效的自贸协定 12

个，正在谈判或等待签署的自贸协

定 5个。特别是《全面与进步跨太

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越

南 -欧盟自贸协定》、《越南 -欧亚

经济联盟自贸协定》等生效后，越

南事实上已打通通向欧美等重要

经济体的市场通道。

（三）中越经贸合作稳步发展

中国已连续 15年成为越南第

一大贸易伙伴。截至 2019年，越南

连续第 4年成为中国在东盟国家

中的最大贸易伙伴，也是我国十大

贸易伙伴之一。2011年 10月，两国

签署《中越经贸合作五年发展规

划》。2013年 10月，双方签署《关于

建设发展跨境经济合作区的谅解

备忘录》。

2016年 9月，双方签署《中越

图 1 2010年至 2019年中国越南双边农产品（HS编码第 01-24章）贸易额情况

数据来源：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Commodity Trade Statistics Data base (COMTRADE),

https://comtrade.un.org/db/收集整理

https://comtrade.un.org/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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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合作五年发展规划补充和延

期协定》，并重签《中越边境贸易协

定》。 2017年 11月，双方签署“一

带一路”倡议与“两廊一圈”规划

发展战略对接协议，并就电子商

务、基础设施合作、跨境合作区谈

判等签署相关协议，制定五年规划

重点项目清单。目前两国政府有关

部门正在就“一带一路”与“两廊

一圈”发展战略对接制定细化落

实方案。

三、我国与越南农产品贸

易面临的问题

（一）国际及越南国内政治势

力的影响

美国对湄公河地区的策略，明

显带有制衡中国的意图。越南处于

自身利益考量，注重提高多边外交

地位，促进多边合作，持续推进与

美国、中国、俄罗斯等大国外交关

系，增进与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周

边国家的联系，也存在着利用其他

力量平衡中国对越南及湄公河地

区影响的策略。

虽然九十年代以来，中越之间

持续推进两国关系向稳向好发展，

持续推进政治、经贸、投资、国防等

领域的合作。但在南海等问题上仍

有一定分歧，总体上，越中两国承诺

并努力控制海上争端，以维护和平

稳定为先，促进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发展，但仍时有摩擦，对中国企业和

民众心理存在一定的不良影响。

（二）全球化贸易竞争的影响

越南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产品

出口在越南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

位。因此，越南积极开发各传统市场

并扩大寻找和发展更多新市场。目

前越南签订的自贸协定达到了 12

个，越南同已签署自贸协定的欧盟、

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各国市场与

中国一样贸易额增长迅速。《越南与

欧盟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签订并于

2020年 8月 1日生效后，越农产品

对欧盟出口增长加快，仅 8、9两个

月出口金额就达 7.66亿美元。贸易

市场的多样化虽然减少中越农产品

贸易市场依赖程度，但同时也增加

了中越农产品在全球贸易及中越间

贸易的竞争性。

（三）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影

响

越南的农业生产规模较小、相

对分散、种类众多，出口的主要是

未经加工或者简单加工的初级产

品或者直接出口原材料，附加值较

低，出口价格也不高，农产品的整

体质量不高。以越南对中国出口最

多的水果蔬菜为例，基本是以鲜食

的状态出口，经过加工后的果蔬产

品占比很小，加工也是以罐头、果

干为主的初级加工。中国越南农产

品大多通过中越边境的云南、广西

通关。气候属于热带亚热带的，温

度较高、湿度较大，不利于农产品

的贮运，水果蔬菜等容易腐败变

质，限制了越南农产品运往我国内

地销售。

同样的问题在中国农产品也

存在。云南省是我国出口越南农产

品的主要产地省份，农业生产规模

小，相对分散，集约化、标准化程度

低，深加工程度不高，产业链短。出

口的果蔬及其他动植物产品加工

程度很低，附加值不高。部分地区

农民的安全意识的程度也相对比

较低,生产水平较低，存在一定食

品安全风险。

（四）贸易方式及贸易政策影

响

在中越农产品贸易中，边境贸

易曾经占据了重要的地位。2001

年和 2007 年中国、越南成为 WTO

成员国后，农产品贸易方式从边贸

方式为主向一般贸易方式为主转

变。许多小企业难以适应，导致破

产，特别是越方。

另外，由于统计的口径的不

同，中国和越南两国海关部门对双

方的贸易额统计数据存在很大的

差异。以 2019年为例，中国海关的

统计数据显示，中越双边贸易总额

达到了 1620亿美元，而越南公布

的进出口数据显示，中越进出口总

额达到了 1168.7亿美元。中越双

方的统计差异超过了 450亿美元。

（五）口岸通关设施滞后影响

中越边境越南一方的基础设

施落后，交通运量有限，在一定程

度上制约了中越贸易的发展。如中

国河口口岸，铁路方面，中越铁路

境内段已建成并实现了全线准轨

电气化；公路方面，中越国际通道

高速公路境内段全线贯通。河口对

岸的越南老街口岸，至今没有到河

内及海防的高标准等级公路，老街

至河内及海防的铁路也还是米轨。

（六）走私问题影响

为了逃避关税等，中越边境的

农产品进出口走私现象普遍存在。

2016年中国海关开展的“国门利剑

2016”专项整治行动查货的农产品

走私案件占到整个走私案件数量

的 25%左右，查获的案值居各类案

件之首。其中以中越边境走私居

多,走私的农产品涉及活猪、大米、

玉米、糖、水产等。

四、提升中越农产品贸易

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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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出口在越南对外贸易

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是越南重要的

出口创汇产业。对于中越双边贸易

来说，中国长期保持贸易顺差，随

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制造能力

的提高，越南国民经济发展的需

求，中国对越南的出口优势将会继

续维持甚至扩大，越南农产品出口

中国成为越南平衡对华贸易逆差

的重要类别。通过解决越南农产品

出口中国，解决越南对华贸易逆差

的问题，维护中越关系的正常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1）越南一方面愿意看到美国

对中国强硬，可以平衡中国的影响

力，另一方面越南也希望搭上中国

快速发展的便车，实现自身的发

展。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将中国和越南的贸易活动提高到

了战略水平。如越南正积极发展双

边贸易的发展战略，对现在双边贸

易存在的问题进行优化，推动双边

贸易的发展。利用我国与越南关系

发展的新阶段，我国可以加大与越

南政府高层间、民间的交流互访，

扩大宣传，增进了解。发挥高层互

访的引领作用和民间交流的推动

作用，促进推动双边贸易扎实开

展。

（2）在中国对越南的贸易顺差

中，很多其实是中国的“转出口商

品”。这部分商品中国已经做好了

大部分，越南进行了再加工。利用

越南的贸易协定，鼓励我国有能力

的企业走出去，到越南开展投资合

作，以直接投资或者合资的方式在

越南建立生产企业或者生产基地，

可以让中国的出口更加顺利。可以

说中国转口越南的出口，既是挑

战，也是机遇。

（3）中国在农业种植、生产、加

工、贮运等方面具有较强的技术和

人员优势，可以在农业技术输出和

农业技术人才培训交流方面开展

合作，共同提高中越农业技术水平

和培养更高素质的农产品人才，推

动两国合作生产高质量的农产品，

实现优质农产品大规模增收及出

口，最终提升中越农产品的生产及

销售能力。

（4）利用中国（广西）自由贸易

试验区、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

区建设的有利时机，解放思想、大

胆创新，积极探索创新中越边境地

区贸易特别是农产品贸易的新政

策、新制度、新模式；就中越边境地

区口岸贸易政策及规定制定、交通

及口岸设施建设等加强与越南方

面的谈判与沟通，着力解决两国农

产品贸易中存在的问题，推进中越

农产品贸易便利化发展。

（5）提升中越农产品通关便利

化。近年来，中国加大了中越口岸

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中国相比，越

南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落后，物流

运量不足。此外，通关手续复杂，时

间较长。因此，需要越南政府切实

解决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改

革通关手续复杂及耗时较长的问

题，为加快农产品的进出口通关设

立绿色通道，缩短通关的时间，创

造有利的市场条件。

（6）走私严重影响中越两国

正规的农产品贸易。加强打击走

私工作可以更好地保护和促进正

规贸易，保护两国企业及农业种

植户的利益，稳定市场秩序。中越

两国应当加强合作，共同制定对

双方贸易中的走私行为的惩罚政

策，严厉打击农产品走私犯罪行

为，更好地保护两国贸易活动正

常展开。

五、结语

中越经贸关系近年来发展良

好，深化中越经贸合作是双方互利

共赢发展的共同需要，符合双方的

共同利益。长期以来，越南在对中

国贸易中处于逆差地位，农产品贸

易逆差还有加大的趋势。农业在越

南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农产

品出口是越南重要的对外出口产

品种类。中国是农产品进口大国，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国内市场高品质农产品

的需求会越来越大。增加越南农产

品对华出口不但可以平衡中越贸

易逆差，农产品进口渠道来源多元

化还会降低我国进口农产品来源

渠道单一的市场风险，对维护中国

在越南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有着

极大帮助。中越双方应当对中越两

国农产品贸易中存在的问题采取

务实、积极的态度着力解决，减少

或者消除中越农产品贸易的不利

因素，积极创造有利条件，推动两

国农产品贸易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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