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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了全球共同发展，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提供了广泛的机会。

在这一倡议下，中俄之间的农产品贸易与合作活动迎来了新的机遇，使两国之间的农产品贸易和交流变

得前所未有的频繁和紧密。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地缘经济理论为基础，以中俄两国的农产品贸易为焦点，

通过分析两国的地缘经济互补性优势和国际形势带来的地缘经济新契机，探讨了中俄农产品贸易合作的

背景，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俄农产品贸易合作面临的主要挑战，针对中俄农产品贸易合作面临

的主要挑战提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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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initiative to buil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motes common glob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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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offers a wide range of opportunities for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Under this initiative, agricultural products trade and cooperation activities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have ushered in new opportunities, making agricultural products trade and exchang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more frequent and closer than ever.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this pa-
per, based on geo-economic theory and focusing on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s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analyzes the geo-economic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of the two countries and the 
new geo-economic opportunities brought by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discusses the background 
of China-Russia agricultural products trade and cooperat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main chal-
lenges of the China-Russia agricultural products trade and cooperation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proposes a set of measures for the China-Russia agricultural products trade and 
cooperation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t discusses the background of China-Russia 
agricultural products trade cooperation, puts forward the main challenges facing China-Russia 
agricultural products trade cooperation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 suggestions for the main challenges facing China-Russia agricultural products 
trade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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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业不仅是人类社会的根基，更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农产品贸易活动对于经济增长、农民收入

水平提高以及就业机会的提供具有重要意义。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持续推进使农产品贸易在国际

经济合作中扮演着日益关键的角色。中国和俄罗斯作为两大农业国家，各自拥有独特的农业发展特色。

进入 21 世纪，俄罗斯农业取得了巨大进步，成为全球第三大粮食出口国。当下，确保粮食安全、促进农

业稳定发展已成为全球性的挑战，因此加强农业领域的合作成为中俄双方共同关注的焦点。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国和重要参与国，中俄两国的农产品贸易合作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从地缘经济学的角度审视“一带一路”倡议，可视为理解全球经济格局演变和两国合作优势的关键视角。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带动着中国与相关国家的经济合作，更是地缘经济格局演变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此倡议下，中俄两国的农产品贸易合作具备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深远的地缘经济影响。 
地缘经济学理论强调地理位置、资源分布、政治格局对经济合作的影响。对于中俄两国来说，地理

位置的邻近和资源互补性为农产品贸易合作奠定了自然基础。俄罗斯是拥有丰富农业资源的国家之一，

中国则是全球最大的农产品需求市场之一，两国的农产品贸易合作具备着相互补充性和互利共赢的潜力。

国际局势的变化更是为两国的农产品贸易合作带来了新机遇。 
然而，地缘经济学也揭示了合作中存在的挑战。尽管两国地理位置相近，互有政策支持，但两国合

作还是存在障碍。科技水平有待提高、技术标准不一、贸易壁垒、高昂的运输成本等因素限制了农产品

贸易合作的进一步发展。 
本文旨在运用地缘经济学的视角，深入探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俄农产品贸易合作所面临的地缘

经济因素与现实挑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通过探讨，期望能为促进中俄农产品贸易合作的发展提

供有益的思路和建议，为双边合作的长期稳定贡献智慧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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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缘经济理论视域下的中俄农产品贸易合作背景 

2.1. 地缘经济理论基础 

地缘经济学，由美国学者爱德华·卢特沃克(Edward N. Luttwak)于 1990 年提出，是源自地缘政治的

一种新兴理论，旨在理解冷战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

东欧局势的巨大变革以及各国实施经济改革的浪潮兴起，地缘政治对抗逐渐失去了意义。各国开始将重

心从政治领域转向经济领域，特别是基于本国或地区的经济利益出发，遵循经济规律，首要调整与邻国

的经济关系，并积极寻求各种机遇，大力促进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这一变革推动了地缘经济学的兴

起和发展[1]。张丽君认为地缘经济学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地缘经济学是一种理论，强调从

经济地理位置和经济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和处理国际关系，将经济关系和经济利益作为国际关系的核心。

狭义的地缘经济学则更侧重于地理空间和历史因素，关注那些地理位置相邻、经济联系紧密的地域经济

单元，它基于传统的经济联系，通过比较利益来开展紧密的产业和劳动地域分工，以实现最大的经济利

益[2]。 
地缘经济学对国际关系的研究内容包括区域位置关系、资源状况、科技和教育水平、资本流动、国

际贸易、市场情况、经济互补性、综合国家实力等方面。它探讨了集团之间、大国之间以及国际与地区

之间的经济关系，以及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问题[3]。地缘经济学由多学科交叉产生，

是调整当今国际关系的一种新理论，它具有“非暴力性”但又颇具对抗性和残酷性、具有地域性、政治

性等主要特征[4]。地缘经济合作从 20 世纪 60 年代至 21 世纪初，曾经历两次合作高潮，分别处在 70 年

代左右和 90 年代前后，在此背景下，地缘经济理论的研究被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理论孕育期(20 世纪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末)、理论萌芽期(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末)和理论初创期(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末) [5]。地缘经济理论从地理、政治、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阐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对于中俄两

国之间的贸易合作分析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本章将基于地缘经济理论，从中俄两国地缘经济互补性优势和国际局势带来的地缘经济新契机两方

面分析中俄农产品贸易的合作背景。 

2.2. 中俄地缘经济互补性优势 

俄罗斯的广袤国土，丰富的资源，以及多样的地形和气候条件使其成为农产品生产的理想国家。中

国则拥有世界上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对各种农产品的需求量巨大。两国地理位置邻近，具有共同边界

区，合作地缘优势独特，两国的地缘经济互补性优势在农产品贸易中得以充分体现。 
首先，俄罗斯在小麦、玉米、大豆等粮食作物的生产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是世界领先的出口国。中

国人口规模巨大，需要大量粮食供应，因此在小麦和玉米等主要粮食进口方面，中国与俄罗斯形成了强

烈的互补性关系。这种互补性不仅促进了粮食贸易的发展，还有助于确保中国的粮食供应和俄罗斯的农

产品出口。 
其次，俄罗斯在肉类、乳制品和农产品加工方面也具备竞争优势。中国的消费者对质量和品种多样

性要求越来越高，因此中国需要大量的高质量肉类和乳制品。俄罗斯可以提供符合中国需求的农产品，

从而满足中国市场的巨大需求。这种互补性有助于中俄之间的农产品贸易多样化，使双方都能从贸易中

获益。 
最后，俄罗斯拥有大片的未开发农地，可以用于农产品生产的扩张。中国拥有丰富的农业技术和经

验，可以帮助俄罗斯提高农产品生产效率。因此，两国可以在土地资源和农业技术方面展开合作，实现

农产品生产的互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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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国际局势带来的地缘经济新契机 

国际局势的变化也为中俄农产品贸易合作提供了地缘经济新契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促

进了区域和国际合作，同样促进了中俄两国的农产品贸易。中俄蒙三国积极响应并共建“中蒙俄经济走

廊”，促进了农产品贸易等多领域的发展，为各国农产品贸易提供了便捷通道。在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

义抬头的情况下，中俄两国可以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一方面建立一个调整世界各国贸易关系的组织，以便在比较宽松的环境下开展国际贸易，是世界各

国的共同愿望[6]。中俄两国在国际贸易谈判中可以协调立场，共同维护自由贸易和多边贸易体系。中国

和俄罗斯都受益于国际市场的开放和自由贸易，因此可以共同推动贸易自由化的进程，降低贸易壁垒，

为双方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更有利的环境。 
另一方面，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并积极参与农业

国际合作。俄罗斯积极推动经济多元化，农业发展重点逐渐向东部地区转移[7]。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中俄应携手应对威胁和挑战。 
综上所述，中俄两国的农产品贸易合作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可以通过地缘经济互补性的优势和国

际局势带来的地缘经济新契机，取得更多的进展。通过合作，两国可以实现互利共赢，提高国际竞争力，

同时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农产品。中俄两国应继续加强经济合作，深化农产品贸易合作，为两

国的农业领域创造更多机遇。 

3. 中俄农产品贸易合作情况及挑战 

近年来，俄罗斯的外贸重心逐步转向亚洲，特别是与中国之间的农产品贸易呈现迅速增长的趋势。

这一趋势的出现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和“中蒙俄经济走廊”项目的推动，为双边农产品贸易注入持

续增长的动力[8]。本章将从“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设施建设、农产品贸易扩展以及质量提升等方面进

行深入探讨。 
首先，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推动下，中俄两国农产品贸易合作呈现显著发展。这

得益于更便捷、高效的物流、更完善的交通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有效解决了季节性供需波动的挑战，

通过更为高效的运输网络，使得中俄农产品供应链能够灵活应对季节性需求的变化，确保产品的稳定供

应[9]。“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了农产品的流通，降低了贸易成本，有助于维持供需平

衡。这一合作不仅促进了两国经济增长，也为国际农产品市场的供应作出了积极贡献。 
其次，中俄农产品贸易快速发展。进入 21 世纪，俄罗斯农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能力增强，中俄

农业合作也度过磨合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中俄农业合作涵盖诸多领域，其中农产品贸易成效最为显著，

从贸易进出口结构看，中国对俄农产品出口以蔬菜、水产品和水果等低附加值产品为主，占农产品出口

总额的 90%以上。俄罗斯对华农产品出口由水产品、谷物、油籽、植物油和畜禽产品构成。2010 年至 2020
年，双方农产品贸易额年均增幅保持在 10%以上[7]。两国的农产品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近年来，随着两

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这样的互补性促进了农产品交易的发展。 
此外，中俄两国一直致力于提升农产品质量。双方致力于确保农产品在生产、加工和流通的各个环

节都符合国际标准，以满足国内和国际市场对高品质食品的需求合作助推了农产品质量的提升。中国市

场对质量和食品安全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促使俄罗斯农产品生产者改进了质量标准和食品安全措施，以

满足中国市场需求。 
尽管中俄农产品贸易合作快速发展，但仍面临技术、物流和运输等多方面挑战。农产品产量、生产

效率、质量以及食品安全等方面存在问题，例如产量不足、生产效率低下、农药残留和食品添加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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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需要更为严格的监管和控制措施。解决这些技术问题有助于提高中俄农产品贸易的效率和可持续性。

另外，中俄农产品合作还面临着运输和物流方面的挑战，包括边境检查、通关手续以及物流效率等问题。

这些问题可能导致农产品在运输过程中损耗增加，附加成本上升，对供应链稳定性造成影响。解决这些

问题需要更多地协调合作，确保农产品能够顺畅、高效地运输到达目的地，满足市场需求。 

4. 对策建议 

加快推进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高农业科技供给水平，是实现高水平的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保

障农业安全的现实需求[10]。同时，作为现代物流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产品物流业，对于提升国家农业生

产效率和农业竞争力、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物流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11]。 
由此可知，农业技术和物流运输在农产品贸易合作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分析了两国的地缘经济互补

性优势和国际环境后，本章将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对农产品技术挑战、物流和运输挑战的对策建议，以期

对两国间农产品贸易合作发展有所帮助。 

4.1. 应对农产品技术挑战 

提高农业科技水平：中俄两国可以加强在农业科研和技术领域的合作，共同解决生产和质量方面的

问题，促进农业现代化，包括农作物育种、农业生产技术、水资源管理、有害生物控制等方面的合作。

通过共同研究和技术创新，以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增加双方的竞争力。 
提高农产品质量与标准：加强农产品质量监管，确保贸易的食品安全和质量。中俄两国可以建立更

加严格的食品安全和质量监管体系，建立共同的农产品质量标准，以确保农产品贸易的可持续性和稳定

性，以便更好地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 
注重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农业生产对环境有一定的影响，包括土壤侵蚀、化肥和农药过度使用

等问题。两国在农产品贸易合作中，也应该注重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中俄可以共同探讨和实施环保

措施，以确保农产品的可持续生产，包括采用更加环保的农业生产技术，鼓励农民实施可持续的土地管

理，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以及推动农业废弃物的合理处理等。 
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农业基础设施，包括灌溉系统、道路、农田排水、仓储设施等，以提

高农产品生产效率和质量。农业基础设施的改善将有助于减少资源浪费、减轻环境影响，并提供更多的

商业机会。 

4.2. 应对运输和物流挑战 

发展道路交通运输网络：加强道路建设和物流交通网络的发展，以减少农产品运输成本，提高农产

品贸易效率。良好的交通网络将有助于双方快速、便捷地运输农产品，并减少损耗。 
推动农产品贸易便捷化：简化通关手续可以加速货物的流通，降低运输成本，提高农产品的市场可

及性。改善港口和边境检查设施，建立更加透明和高效的贸易程序，以便农产品能够更快速地进入市场。

此外，降低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也将提高农产品贸易的竞争力，使双方农产品更具吸引力。 
加强政策协调与规划：两国政府应加强全面协作，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蒙俄经济

走廊”建设，落实农业领域双边项目，扩大两国农产品相互市场准入，提高双方农产品供应量。此外，

政府间的协调也有助于解决潜在的贸易争端和促进合作，以实现双赢的局面。 
上述策略将有助于两国应对农产品技术挑战和物流交通挑战，为双方的农业发展创造更多机会。这

不仅有利于两国农业经济的繁荣，还促进双方经济的增长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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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俄农产品贸易合作具有巨大的潜力，受益于两国互补性优势和国际

局势的变化。通过提高农业科技水平、提高农产品质量和标准、注重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完善农业

基础设施建设、发展道路交通运输网络、推动农产品贸易便捷化、加强政策协调与规划的措施应对农产

品技术和运输物流挑战。中俄两国可以进一步拓展农产品贸易，共同实现互惠互利地发展。这不仅有助

于促进两国的经济增长，还可以为全球农产品市场的稳定和可持续性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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