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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的发展战略，实际上

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会对我

国的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同时其对于我国对外贸易工作的

开展起到指导性的作用。这一政

策方针的出台和落实会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我国社会发展的整体走

向，同时也会直接影响我国的经

济结构。在我国与俄罗斯开展农

产品对外贸易活动的过程中，这

样的内外循环相互结合的发展模

式将从外部刺激中国的经济发

展，从内部注重自身经济水平的

提升。尤其在当前世界格局并不

稳定的情形之下，加之许多不可

控因素的出现，例如突如其来的

新冠肺炎疫情，这直接冲击了全

球的产业发展链条，从前的贸易

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开始越发盛

行，甚至霸权主义在当今相对和

平的世界发展环境下再次滋生与

萌芽。俄罗斯独特的地理位置和

环境更是决定了其与我国经济的

联系是密不可分的，其位于亚欧

大陆的北端，也是目前世界上面

积最为广阔的国家，俄罗斯与我

国黑龙江省的接壤直接为我国黑

龙江地区对俄贸易发展提供了重

要的区位优势。“中俄蒙经济走

廊”、“龙江丝路带”都成为我国与

俄罗斯开展业务往来的重要基础

和保障。所以，这也就对于我国农

产品的出口贸易发展带来了前所

未有的挑战和影响。如何更好地

利用双循环这一背景开展中俄农

产品贸易工作，将俄罗斯农产品

市场真正打开，将我国农产品更

好地推广到俄罗斯的进口市场环

境中，真正提高农产品贸易进出

口额，成为未来我国农业发展所

必须要关注的问题。

一、双循环背景下中国对

俄罗斯农产品贸易前景广阔

近年来，随着国际环境和贸

易形势的愈发复杂和严峻，为了

更好地推动我国贸易长期可持续

性的发展。2020年 4月，在中央财

经委员会的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

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的发展

新格局，表明我们在进一步地提

高对外开放水平和开放质量。这

不仅需要我们牢牢把握住扩大内

需的基本发展点，针对当前的市

场规模及需求，展现生产体系优

势，在参与国际合作当中转化为

积极的竞争优势，充分挖掘出国

内市场的需求潜力。同时，我们也

要进行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扩展

国外市场，最终吸引国际商品和

资本、技术、人才、数据等要素资

源自由便利地流入中国，形成国

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有机

统一。这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内我国所必须要遵循的发展战略

和理念。

在我国对俄罗斯贸易合作

中，实际上两国农产品贸易所占

比重较高。自古以来，我国具有悠

久的农业发展历史，种植的多种

多样的农产品之前就已经走出国

门进行贸易。与此同时，我国幅员

辽阔，地理条件和气候特征多样，

自然资源禀赋良好，农业科技不

断进步，极大提升了其发展水平，

农产品种类丰富多样，产量逐年

攀升。2019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

66384.3 万吨，禽蛋产量达到

33.09 万 吨 ， 奶 类 产 量 达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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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7.6万吨，猪肉、牛肉和羊肉产

量分别为 4255.3 万吨、667.3 万

吨、487.5万吨，水产品总产量达

6480.4万吨。然而俄罗斯虽是世

界上领土面积最大、拥有较大黑

土地面积的国家，但其所处纬度

较高，土地资源开发不足，加之常

年气候寒冷，不利于农作物的生

长，且农业人力资本短缺严重，使

得国内的农产品产量不足且种类

较少，难以满足本国市场需求。因

而，俄罗斯主要从中国进口一些

谷类作物、肉类产品、牛奶与奶制

品、蔬菜、水果等农产品。

在此大背景下，中国与俄罗

斯作为一直以来重要战略贸易合

作的好伙伴，中俄间的农产品贸

易将会凭借这一良好的政策环境

和发展机遇，在未来发挥出更巨

大的潜力，迎来更为广阔的前景。

二、中国对俄罗斯农产品

出口的现状

（一）我国对俄罗斯农产品出

口额

我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农产品

贸易活动开展，早在 2002年就已

经初具形式。图 1 为 2012—2020

年，我国对俄农产品出口贸易以

及俄罗斯农产品进出口情况。

从图 1 可以看出，2012—

2014年，中国对俄罗斯农产品出

口贸易额呈现逐渐增长趋势，年

均增长率约为 6.4%。2014 年到

2015年，我国对俄农产品出口额

出现下降，由 2014 年的 21.91 亿

美元下降至 2015 年的 17.07 亿

美元。2015—2018年，出口额呈现

出平稳增长趋势，但增长变化幅

度不大，增长率约为 14.1%。同

时，也可以发现 2018 年后我国对

俄农产品出口额又一次出现下

降。可能原因是，2018年金融危机

发生后全球贸易形势严峻紧张，

以及 2020 年出现了新冠肺炎疫

情，两国间的农产品贸易交流受

到阻碍及冲击。此外，我们发现我

国对俄罗斯农产品出口的变化趋

势和俄罗斯农产品进口的变化趋

势差别不大，表明我国与俄罗斯

的农产品贸易依存度高，且俄罗

斯自身的农业生产逐渐实现稳步

发展。2012—2020年俄罗斯出口

农产品总额呈现稳步增长态势，

由 167.38 亿美元增长至 282.87

亿美元，增长率约为 69.1%,这也

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我国已经成

为了俄罗斯的出口大国，俄罗斯

诸多的农产品都需要通过中国市

场进行销售。

（二）我国对俄罗斯出口农

产品结构

图 1 我国对俄农产品出口及俄罗斯农产品进出口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国研网、中国海关总署、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相关整理而得。

表 1 2020年我国对俄主要农产品出口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整理而得

HS编码 商品名称 出口额（千美元） 所占比重（%）

20 蔬菜、水果、坚果或植物其他部分的制品 324299 23.28

07 食用蔬菜、根及块茎 292606 21.01

03
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及其它水生无脊

椎动物
169824 12.19

16
肉、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及其他水生无

脊椎动物的制品
129081 9.27

08
食用水果及坚果；甜瓜或柑桔属水果的果

皮
87349 6.27

09 咖啡、茶、马黛茶及调味香料 74630 5.36

13 虫胶；树胶、树脂及其他植物液、汁 67065 4.82

21 杂项食品 62490 4.49

23 食品工业的残渣及废料；配制的饲料 48127 3.46

12 油籽；子仁；工业或药用植物；饲料 47010 3.38

17 糖及糖食 29268 2.10

19 谷物、粮食粉、淀粉或乳的制品;糕饼点心 26831 1.93

22 饮料、酒及醋 15344 1.10



ECONOMIC ELATIONSR F
PRACTICE IN

REIGN
AND TRADE

国内外市场

表 1 为 2020 年我国对俄罗

斯主要农产品的出口情况，可以

看到，出口额所占比重较高的商

品为蔬菜、水果、坚果或植物其他

部分的制品（HS20）和食用蔬菜、

根及块茎(HS07)，所占比重分别

为 23.28%和 21.01%。这主要是因

为俄罗斯地区受到气候的影响和

制约，这些农产品的种植和生产

是相对有限的。这也表明我国目

前对俄罗斯出口的农产品还主要

以劳动密集型的土地密集型的初

级农产品为主，将农产品深加工

后出口的产品还相对较少，农产

品出口结构较为单一。

2020 年俄罗斯进口主要农

产品所占比重情况如表 2 所示。

其中详细列明了俄罗斯进口排名

前十五位的农产品，主要为一些

生鲜水果、乳蛋、饮品、肉类、蔬菜

等农产品。综合表 1我国对俄罗

斯农产品出口的情况来看，我国

的主要出口农产品恰好满足了俄

罗斯进口农产品比重较高的食用

水果及食用蔬菜等农产品。但也

看到我国对俄罗斯出口的农产品

结构与俄罗斯进口的农产品结构

是存在不同的。如乳蛋、蜂蜜、其

他食用动物产品的进口占俄罗斯

农产品进口总额的比重是较大

的，达 9.90%，但我国对俄罗斯出

口此类农产品的比重却非常低，

低于 1%。表明我国对俄罗斯农产

品的出口贸易结构仍有进一步优

化提升的空间。

上述数据所表明的虽然为

中俄双方在贸易方面的喜人成

果，但是不得不说，依据中俄贸易

的总体发展，双方在农业领域的

合作过程当中依然存在着较多的

问题，比如贸易规模相对较小，贸

易行为层次偏低以及贸易规则不

够规范等等。所以诸多的问题将

直接影响双方贸易活动的开展，

只有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并且充分

利用双循环理论才能促进双方农

产品贸易活动的顺利展开。

三、中俄农产品贸易开展

过程中存在的风险

（一）我国农产品质量存在一

定的安全隐患

我国在农产品出口过程中，

多次出现了农药残留超标以及重

金属超标等问题，甚至还存在着

违规使用添加剂等行为，这些行

为也受到了俄罗斯相关卫生监督

管理局的通报。目前我国在农产

品质量安全保证方面确实存在着

较多问题，例如蔬菜农药残留严

重，细菌污染情况严峻等等。而俄

罗斯相关法律法规也明确规定，

农产品和食品等安全问题属于相

关法律强制认证的范围，并且俄

罗斯的许多食品等级安全标准系

数是明显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的。

可见，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影响

着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国际竞争

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与俄罗

斯之间开展农产品贸易可谓是相

当困难的。因而，我们需要采取相

应的措施，加强农产品生产加工

过程中的质量把关，有效完善农

产品质量安全标准，提高对俄农

产品的出口质量。

（二）低端农产品占比高，品

牌农产品缺乏

目前我国出口到俄罗斯的农

HS编码 商品名称 进口额（千美元） 所占比重（%）

08
食用水果及坚果；甜瓜或柑桔属水果的果

皮
5188948 17.88

04 乳；蛋；蜂蜜；其他食用动物产品 2873050 9.90

22 饮料、酒及醋 2829412 9.75

12 油籽；子仁；工业或药用植物；饲料 1872341 6.45

03
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及其它水生无脊

椎动物
1672794 5.77

07 食用蔬菜、根及块茎 1538632 5.30

21 杂项食品 1502726 5.18

02 肉及食用杂碎 1436578 4.95

15
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精制的食用

油脂；动、植物蜡
1402831 4.83

18 可可及可可制品 1221288 4.21

09 咖啡、茶、马黛茶及调味香料 1183087 4.08

20 蔬菜、水果、坚果或植物其他部分的制品 1144537 3.94

23 食品工业的残渣及废料；配制的饲料 1118374 3.85

19 谷物、粮食粉、淀粉或乳的制品；糕饼点心 851275 2.93

24 烟草、烟草及烟草代用品的制品 836850 2.88

表 2 2020年俄罗斯进口主要农产品所占比重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数据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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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存在着科技含量较低以及商

业附加值较低的情况，出口的大

部分产品多为劳动密集型的产品

如原材料和初级农产品，很少有

深加工及高附加值高科技的农产

品。造成这一情形的原因，是因为

我国受到传统农业经济发展的影

响，农村的经济结构是相对单一

的，农业生产主要以传统农业为

主的乡村经济，其生产规模较小

且科技含量相对偏低。并且农作

物的生产种类也是相对单一的，

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的情况较

少。此外，出口的农产品竞争不仅

体现在价格质量上，而且也体现

在品牌上竞争，产品品牌会进一

步打开出口国的市场。但是中国

对俄出口的农产品缺乏优质品

牌，在俄罗斯市场中较少出现叫

得响叫得亮的国际农产品品牌，

不利于中俄农产品贸易的良性可

持续发展。

（三）两国之间基础设施的差

异影响农产品的流通

在没有提出双循环发展理念

之前，中俄两国之间农产品的流

通能力是相对比较差的。从地域

发展的角度来看，俄罗斯地域更

为广阔，并且全国有 80%的人口

都居住在莫斯科，交通设施在当

地较为便利。但这与我国的农产

品生产特点有所差别，我国农产

品的产区相对比较分散，不够集

中，因而在与俄罗斯开展贸易行

为时可能会因路途相对遥远，而

无法实现贸易便利化。从运输及

交通基础设施发展角度来看，中

俄两国铁路建设标准不同，所属

不同轨距系统，俄罗斯为典型的

苏式宽轨系统，中国为英式标轨

系统。这样的差异明显增加了跨

国通行的难度，增大了通行成本，

浪费了运输时间。加之口岸的基

础设施建设水平较差，供货及运

载能力偏低，国际物流园区建设

存在滞后性，导致许多农产品积

压，不能及时通过口岸，限制了贸

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和贸易活动

的有序开展。

四、双循环背景下未来中

俄农产品贸易开展的对策

（一）通过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建立重要的农产品产业链条

1. 将产需不匹配的局面打

破。这就要求我国实现农业产业

链的平衡。通过重视产业结构的

优化和调整，进而深入分析目前

我国国内消费需求的变化。既可

以通过针对口粮作物以及饲用作

物的播种面积进行优化和调整，

从而释放出相应过剩的产能，弥

补另一方面的不足。又可以不断

推动实行粮改饲的相关政策，通

过加大政策的落实力度以及拓宽

其覆盖的范围，有效实现口粮生

产过剩以及饲用粮大量进口的情

况。

2. 有效打破外资企业的垄

断。这一举措可以有效避免产业

链被外资企业控制的情况，同时

还需要抓住农产品产业链当中的

重要环节，有效打破外资垄断的

局面。最为良好的状态就是国有

企业、民营企业以及外资企业三

者在相关方面的产能比例为各占

据三分之一。如果外资企业是拥

有农产品原材料采购权的企业，

那么作为政府部门则应该加强对

相关股份制企业的监督和管理。

3.巩固国内方面的大循环体

系。我国应该不断完善农产品产

业链条的韧性，这就要求我国需

要在未来不断加大在农产品生产

和加工方面的科学技术以及资金

投入，加强相应的科学技术攻关，

以绿色和创新的发展理念为宗

旨，最终提高农产品的生产效率，

为切实提高其经济效益以及社会

效益奠定稳固基础。另外，在中俄

开展农产品贸易活动的时候，我

国应该格外重视本土农产品在国

内市场的竞争力体现，同时也可

以切实加强进口农产品地域风险

的能力，切实为巩固我国市场的

大循环体系作出努力。在针对俄

罗斯进行产品进口的时候，应该

尽可能多地选择多个外国企业作

为供货商，这样将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分散风险存在的可能，同时

也可以按照合作次数、信任状况、

风险级别等针对不同的供货商进

行风险评估，采用不同的管理策

略，严格进行进口产品数量及额

度的把控，这样将切实保障中俄

双方开展安全有效的农产品供给

贸易，为双方经济的发展提供必

要的保障。

（二）国内国际之间形成双循

环良性互动

1.培育海外的生产力以实现

国内外的双向联动。目前我国在

农产品进口过程中主要表现为两

种趋势，一种为被动型农产品进

口，这种主要是根据市场机制决

定的，也就是说什么价格比较低

就进口什么。但是这样的模式很

容易受到国际市场价格变化的影

响，并不利于形成相对稳定的国

际市场秩序。另外一种则为主动

型产品进口，通过主动且积极培

育国外农产品生产国的相应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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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进而使得这些国家的农产

品可以长期稳定地输出到中国。

只要适当增减和中国市场需求之

间的匹配数量，这样就不会对国

际市场的价格产生太大的波动和

影响。另外，通过相对科学且有计

划地针对海外生产力进行培育，

则可以有效分散农产品进口过程

中高度集中的风险体现，在双循

环的发展格局之下，将切实有利

于我国利用国内以及国际两个完

善的市场，真正地发挥出外循环

大环境对内循环动力的相互补充

与互动，增强内外之间的双重关

联，有效稳固我国农产品的产业

链条发展。

2. 充分开展国际交流与合

作。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可以切实

推动我国农业产业链的全面升

级。目前，我国已经格外重视国际

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并且相关数

据结果表明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

底，我国已经与 26个国家开展了

相关的贸易协定，这也为推进我

国的双循环发展战略提供了更为

良好、更稳定的国际条件。通过建

立以及搭建与各国之间的交流与

合作平台，完善贸易活动的基础

交通设施，继而使得我国可以与

世界上诸多国家之间实现相互的

交流和探讨，进而充分了解和学

习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相关

的技术标准，从而切实提高了我

国农产品的生产质量与水准。以

中俄两国为例，通过内外交流的

形式有效实现了优势互补，同时

也帮助我国不断提高农产品的质

量把控关。我国要想出口俄罗斯，

就一定要按照俄罗斯的相关食品

进口标准在农药残留、添加剂使

用等方面进行调整。同时通过打

造我国的农产品品牌，进而明确

品牌推广对农产品产业升级转型

的积极意义。农产品应该由最初

的粗放式加工逐步向着精加工的

方向转变，这样才能使得出口深

加工的产品尽可能规避农产品关

税以及相应的限制，在实现产业

链增值发展的同时，确保农产品

的内外双循环发展始终处于相对

稳定的状态。

五、总结

在双循环发展背景之下，中

俄双方通过切实利用这一政策方

针，将可以切实提高双方的优势

互补性，更好地促进双方开展农

产品贸易活动。如今中俄两国之

间在农产品生产和加工过程中，

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资金都已经

由最初的单向流动转变成为了双

向互动，所以这样更加有利于双

方在农产品贸易活动中实现互利

双赢的发展目标。我国也应该充

分利用好这一形势，积极提高自

身的发展实力，严格进行农产品

质量把关，尤其需要建立起符合

中国市场发展要求的内循环体

系，实现外循环带动内循环的双

循环发展目标，促进中俄双方农

业贸易的发展，真正造福两国人

民，为两国的经济进步奠定基础

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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