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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不均衡复苏逐渐成为国际格局的新特征。东盟地区的经济复苏也存在着

明显的二元差距，对中国与东盟区域的农产品供应链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新加坡、文莱等东盟国家的经

济复苏速度较快。为进一步提振经济，这些国家采取了改进生产方式、发展直达消费者的快递业务、吸引外

资、推行数字化教育等措施增强了农产品供应链的稳定性。然而，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经济复苏较为迟

缓，仍处在持续封锁状态，致使我国与这部分东盟国家农产品供应链的发展不容乐观，区域粮食安全受到威

胁。针对此问题，本文提出采取针对性政策来稳定农产品供应链、充分利用 RCEP 削减农产品的关税及非关

税壁垒、健全农业贸易风险预警和贸易保障机制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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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9年 12月以来，中国与

东盟地区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对

两地各产业都造成了全面深刻的

影响，农产品贸易也面临着前所

未有的困难和挑战。2020年 6月

后，疫情开始平息，世界各国陆续

步入后疫情时代。但在这段时

期，世界经济不均衡复苏成为国

际格局的新特征，东盟地区的经

济复苏也存在着明显的二元差

距：在经济相对发达或疫苗接种

率较高的地区，例如新加坡和文

莱，经济复苏也较为迅速。这些

国家为进一步提振经济，已逐渐

解除隔离并积极开始推动与我国

农产品的贸易往来，使得农产品

供应链的稳定性得到增强。而像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区，则

持续实施封锁，使得我国与这部

分国家农产品供应链的发展不容

乐观，区域粮食安全也受到威

胁。在不均衡复苏背景下，深入

分析中国与东盟农产品供应链的

变化及对策，对后疫情时代促进

我国和东盟地区农产品贸易，保

障粮食安全，实现经济共同复苏，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与东盟农产品供

应链概述

农产品供应链源于以龙头企

业带动发展的模式。龙头企业牵

头将分散经营的农户通过契约关

系组织在一起，将生产、加工和销

售三个环节有机结合起来。随着

农产品供应链的不断发展，又融

合了生产、包装、仓储、运输、配

送、零售等诸多环节，且在整个农

产品供应链条上正逐渐形成联盟

等以密切协调为特征的联系形

式。现阶段，农产品供应链的关

键环节为：一生产环节。各产地

应因地制宜，掌握大米、小麦、玉

米三大主粮及其他农作物的自给

率，以保障粮食安全。二运输环

节。运输活动贯穿农产品物流的

生产、配送和消费过程。三配送

环节。农产品的配送具有高度不

确定性。突发事件的应对需求意

味着对终端仓储配送设施的数量

要求较高。四消费环节。市场的

不稳定性容易造成农产品滞销等

情况，这就需要销售终端能进行

规范化的操作管理。线下销售端

是消费者消费的主要场所，但当

突发事件发生时，线下销售端已

展现出脆弱性，而电商平台以其

方便和高效的优势逐渐受到消费

者的青睐，农产品供应链向数字

化转型已逐渐成为发展趋势。供

求关系、市场力量、技术更迭等被

认为是农产品供应链的主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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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近年来，影响农产品供应

链变化的新因素还包括数字经

济、物联网、气候变化等。

遗憾的是，有关不均衡复苏

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农产品供应链

的变化研究几乎是缺失的。但鉴

于经济不均衡复苏是后疫情时代

国际格局的新特征，有关疫情对

中国与东盟农产品供应链的影响

研究可以为本文提供借鉴。部分

观点认为，疫情通过减少产地预

冷储藏设施、逼迫上游农产品基

地改变传统流通路径、减少终端

冷链仓储配送设施和减少线下农

产品需求四个方面对我国农产品

供应链的供求两端造成不良影

响。另一部分认为，东盟国家在

疫情开始之前就面临粮食安全的

长期挑战，疫情在减少东盟农业

生产和阻碍东盟农产品进出口贸

易两方面进一步对东盟农产品供

应链的稳定性造成了冲击。东盟

农产品供应链的不稳定会导致中

国－东盟农产品供应链短期中

断，增加两国粮食风险。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于农产

品供应链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

果，但不均衡复苏背景下中国与

东盟农产品供应链的变化研究较

为缺乏。新冠疫情是新中国成立

以来影响最长的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在不均衡复苏背景下，深入

分析中国与东盟农产品供应链的

变化并提出合适对策，对后疫情

时代防范经贸风险和实现两地经

济的共同复苏都具有较强的现实

意义。

二、不均衡复苏背景下中

国－东盟农产品供应链的变化

自 2020 年 6 月以来，东盟各

国陆续步入经济复苏阶段。但由

于东盟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疫

苗接种率差异等多种原因，经济

复苏存在着不均衡现象。经济复

苏相对迅速的部分东盟国家为了

进一步提振经济，颁布了多项针

对农产品供应链的支持政策，并

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而经济

复苏相对迟缓的东盟国家农产品

供应链的发展则不容乐观，对我

国粮食安全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一）中国与经济复苏迅速的

东盟国家农产品供应链稳定性增

强

后疫情时代背景下，中国与

新加坡、文莱、缅甸、老挝、柬埔寨

和泰国的农产品供应链的稳定性

得到进一步增强。由于新加坡自

身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并且新

加坡政府为应对疫情及时采取了

积极的财政政策，该国2020年第

三季度实际GDP增速大幅上升，达

到 6.5%，很快步入经济复苏阶

段。进一步地，新加坡政府为提

振经济，出台了多项农业支持政

策。例如，虽然新加坡的总粮食

自给率不足10%，但新加坡政府积

极鼓励生产地采用本地种植和海

外进口相结合的灵活的生产经营

方式，有利于农产品供应链的生

产端的稳定。在后疫情时代，新

加坡将继续加强与中国政府的沟

通，保障了粮食安全。从运输环

节看，在后疫情时代传统运输仍

然受阻的背景下，新加坡将继续

大力发展直达消费者的快递业

务，减短农产品的运输滞留期。

新加坡在后疫情时代各国出入境

管制仍然严格的条件下，将继续

保持低关税，保障农产品运输环

节的顺畅进行。从仓储配送环节

看，新加坡在 2020年 9月后及时

制定了与病毒共存的系列计划。

如在新城市计划中，新加坡强调

仓储室需选用新式通风与过滤设

备，配送时采用非接触式配件等，

保障了农产品供应链配送环节的

顺利进行。从消费端看，新加坡

在2020年9月后开始大力建造人

工智能与自动化设施，线上销售

渠道大幅增加。同时，新加坡通

过开展全民卫生运动，推行全民

数字化教育，不仅有利于农产品

供应链的消费环节顺畅进行，还

有助于中国－东盟农产品供应链

的数字化转型与升级。

相似地，由于文莱的经济发

展水平和新冠疫苗接种率高，

2020年第三季度该国的实际GDP

增速也由负转正，达到了0.4%，该

国从而也步入经济复苏阶段。针

对初期疫情对文莱的农产品贸易

产生阻碍作用的情况，文莱也已

及时地通过加强机制性安排来保

证农产品贸易顺畅进行。例如，

在运输环节，文莱于 2020年 9月

中旬放宽了新冠疫情边境管控措

施，以扩大对中国的水产品等农

产品贸易出口，该措施有利于保

障中国－东盟农产品供应链的稳

定。

缅甸、老挝、柬埔寨和泰国的

境况较为特殊。缅甸、老挝和柬

埔寨方面，三国是典型的农业国，

发达的农产品贸易在疫情初期强

力推动了三国的经济复苏。后疫

情时代，复苏后的缅甸、老挝和柬

埔寨政府也继续采取了较多的农

业支持政策以振兴经济。缅甸政

府主要在生产端、运输端和配送

端巩固了农产品供应链。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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