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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哈萨克斯坦粮食市场供需总体呈现供大于求状态ꎬ 其传统贸

易伙伴国市场消费量逐渐饱和ꎬ 哈萨克斯坦正力图开拓新的海外粮食市场ꎮ 当前

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粮食贸易规模非常小ꎬ 本文结合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两国经贸发

展现实情况ꎬ 重点剖析中国利用哈萨克斯坦小麦资源少的主要原因ꎬ 认为小麦供

给稳定性、 粮食贸易便利化程度、 仓储物流设施、 粮食收储等因素是哈萨克斯坦

粮食贸易的主要障碍ꎬ 而哈萨克斯坦小麦主产区远离中国主销区、 贸易成本较

高、 中国小麦库存量大仍需消化、 新疆是粮食盈余省份、 国内民营企业粮食配额

数量少等因素是中国进口哈萨克斯坦粮食的主要障碍ꎮ 未来完全用哈萨克斯坦小

麦代替美国、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小麦进口显然不可能ꎬ 但是部分替代满足中国

国内品种调剂是可以做到的ꎮ 最关键的是中国应考虑实施优惠政策引导和鼓励中

国企业在哈开展农业全产业链合作ꎬ 加强两国在农业服务领域的合作ꎬ 确保中哈

之间建立稳定的农产品贸易与产业合作关系ꎬ 助推其农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多

元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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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哈萨克斯坦是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ꎮ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签署协

议ꎬ 准许哈萨克斯坦粮食进入中国市场ꎬ ２０１０ 年哈萨克斯坦 １ 万吨小麦首次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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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ꎬ 目前中国进口哈萨克斯坦的小麦数量基本维持在 ３０ 万吨左右ꎮ 总体

看ꎬ 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粮食贸易合作处于低水平ꎮ 当前ꎬ 哈萨克斯坦已实现粮食

自给自足ꎬ 其粮食出口的传统贸易伙伴主要是中亚其他国家和伊朗ꎬ 对中国的出

口量不大ꎮ ２０１８ 年以来ꎬ 哈萨克斯坦有意计划未来 ３ 年内对中国出口小麦增加到

１００ 万吨ꎮ 那么ꎬ 如未来中国把哈萨克斯坦列入中国小麦进口国际市场布局之

中ꎬ 作为中亚粮仓的哈萨克斯坦ꎬ 是否可以成为中国小麦进口的稳定供给国? 哈

萨克斯坦粮食供需盈余有多大?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粮食 (其实是小麦) 贸易的

现状如何? 中国利用哈萨克斯坦粮食资源程度低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全面客观掌

握这些情况ꎬ 对于降低中国小麦进口来源的集中度、 满足国内粮食多样化的需

求ꎬ 调剂国内粮食市场余缺、 促进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农业经贸合作深入发展都有

现实指导意义ꎮ

二　 哈萨克斯坦粮食供需平衡分析

独立初期ꎬ 哈萨克斯坦采取激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ꎬ 对农业同样进行了私有

化改革ꎬ 将原有的大型国有农场及各种国有企业改变成小农场和农户经济体、 股

份合作制等非国有形式ꎬ 但因为政府没有及时建立与农业经营体制改革相适应的

调控体系ꎬ 导致土改流于形式ꎮ 再加上苏联解体之后ꎬ 哈被迫中断了从原苏联政

府获取的农业财政支持和对周边国家的计划销售量ꎬ 政府对农业重视程度下降、
自然灾害以及微观主体对市场经济的不适应ꎬ 都成为农业发展倒退的因素ꎮ 农业

主要指标出现明显下滑ꎬ 第一产业增加值从 １９９２ 年的 ５８ １４ 亿美元下降至 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４ ８４ 亿美元ꎬ 第一产业占 ＧＤＰ 的比重也呈现快速下降趋势ꎬ 由 １９９２ 年的

２６ ７１％下降至 ２０００ 年 ８ ６９％ ꎬ 第一产业产值都是负增长ꎬ １９９５ 年增速为

－ ２４ ４％ ꎬ为历史最低水平ꎮ ２０００ 年以后ꎬ 农业受到重视ꎬ 产值呈现增长趋势ꎬ
但粮食生产在波动中前进 (见图 １)ꎮ

(一) 粮食产量和粮食播种面积都没有恢复至独立前的水平

受独立初期各种因素影响ꎬ 哈萨克斯坦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产量呈快速下滑

趋势ꎬ 粮食播种面积从 １９９１ 年 ２ ３３５ ５９ 万公顷快速下滑至 １９９９ 年的 １ １３９ ２５ 万

公顷ꎬ 减少了 ５１ ２２％ ꎮ 由于哈萨克斯坦农业生产 “靠天吃饭” 的程度较高ꎬ 是

粗放式经营模式ꎬ 因此最明显的是粮食产量下滑和产量不稳定ꎬ 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５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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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粮食产量从 ２ ９７７ １７ 万吨减至 ９５０ ５ 万吨ꎬ 累计减少 ２ ０１６ ３７ 万吨ꎬ 减少

６８ ０３％ (见图 １)ꎮ １９９６ ~ １９９７ 年哈粮食产量维持在 １ １００ 万吨ꎬ １９９８ 年达到历

史最低水平ꎬ 仅为 ６３９ ５５ 万吨ꎮ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５ 年ꎬ 哈粮食产量维持在 １ ４００ 万吨

左右ꎮ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４ 年ꎬ 哈年平均粮食产量为 １ ７８２ ９１ 万吨ꎮ 由于农业现代化水

平有限ꎬ 气候条件不稳定ꎬ 哈历年粮食产量波动较大ꎮ 仅有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９ 和 ２０１１
年粮食产量超过了 ２ ０００ 万吨ꎬ ２０１１ 年得益于良好的气候条件ꎬ 哈粮食产量达到

创纪录的 ２ ６９６ ０５ 万吨ꎮ ２０１２ 年由于哈国内旱灾因素影响ꎬ 粮食减产ꎬ 仅为

１ ２８６ ４８万吨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大开荒时期ꎬ 当时哈萨克斯坦垦荒达 ２ ２５０ 万公顷ꎬ 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ꎬ 粮食种植面积就达到 ２ ５４０ 万公顷ꎬ 此后粮食产量基本保持在

２ ０００万吨以上ꎬ 独立前的 １９８６ ~ １９９０ 年ꎬ 粮食平均产量达到了 ２ ５９９ 万吨以上ꎮ
独立后ꎬ 哈萨克斯坦种植业发展曲折ꎬ 耕地面积大量减少ꎬ 粮食播种面积和总产

量都出现大幅下降ꎮ 直到 ２０１５ 年ꎬ 粮食种植面积开始逐渐增加ꎬ 从 ２０１５ 年的

１ ４９８ ２５万公顷增长至 ２０１８ 年 ２ １８０ 万公顷ꎬ 同期粮食产量呈现缓慢增长趋势ꎬ
从 １ ８６７ ３７ 万吨增加至 ２ ０８０ 万吨ꎮ 可以发现ꎬ 目前哈萨克斯坦粮食播种面积和

粮食产量都没有达到独立前的水平ꎮ

图 １　 独立以来哈萨克斯坦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变化趋势 (单位: 万公顷ꎬ 万吨)
数据来源: 哈萨克斯坦统计局网站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 ｇｏｖ ｋｚ

(二) 粮食尤其是小麦的单位产量较低

哈政府非常重视提升粮食的规模经营ꎬ 提高生产效益ꎬ 并将绿色农产品供应

作为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目标ꎬ 发展粮食生产和出口ꎮ 但从单位产量看ꎬ 目前

哈萨克斯坦小麦的单位产量不仅低于欧美、 加拿大等发达国家ꎬ 也低于俄罗斯、
乌克兰、 土耳其等黑海小麦区国家ꎬ 也低于中国、 印度、 巴基斯坦、 阿根廷、 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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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等国家ꎮ 以 ２０１７ 年为例①ꎬ 美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法国这些传统小麦生产

国的小麦单位产量分别是哈萨克斯坦的 ２ ５ 倍、 ２ １ 倍、 ２ ６８ 倍和 ５ ４５ 倍ꎮ 与

俄罗斯、 乌克兰、 巴基斯坦、 印度的小麦单位产量相比ꎬ 哈小麦的单产也是最低

的ꎮ 以 ２０１７ 年为例ꎬ 俄罗斯、 乌克兰、 巴基斯坦、 印度的小麦单产量分别为

３ １２ 吨 /公顷、 ４ １１ 吨 /公顷、 ３ ９７ 吨 /公顷、 ３ ２２ 吨 /公顷ꎬ 哈萨克斯坦小麦单

产为 １ ２４ 吨 /公顷ꎬ 约合 ８２ ６７ 公斤 /亩ꎬ 中国小麦单产约为 ３６５ 公斤 /亩ꎮ 这不

仅体现了差距ꎬ 也预示着哈萨克斯坦粮食生产的单位产量有一定的提升潜力ꎮ 小

麦作为土地密集型的农产品ꎬ 对土地的依赖度大于劳动力ꎬ 从播种面积和单位产

量看ꎬ 未来哈萨克斯坦的粮食产量都有一定的提升空间和潜力ꎮ

(三) 粮食供需总体呈现盈余状态

从生产看ꎬ 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哈萨克斯坦粮食种植面积呈现缓慢增长趋势ꎬ 近两

年粮食播种面积突破 ２ ０００ 万公顷ꎮ 从粮食总产量看ꎬ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２ 年粮食总产量波

动幅度较大ꎬ 自 ２０１２ 年起哈萨克斯坦政府开始制定并实施 “２０１３ ~ ２０２０ 农业综合

发展新规划”ꎬ 即 “农业 － ２０２０ 规划”ꎬ 从财政补贴农业、 提高农业信息化服务水

平和加强农场管理等ꎮ 自 ２０１３ 年起ꎬ 哈萨克斯坦粮食产量开始出现稳步增长趋势

(见图 １)ꎮ 从消费看ꎬ 粮食加工、 生产和出口是粮食消费的三大主要途径ꎬ 这三类

占粮食消费总量的比重达到８８％以上ꎬ 居民消费用粮稳定增加ꎬ 但增速较慢ꎻ 其他

工业用途用粮和食损耗粮波动增加ꎬ 二者占粮食消费总量的 １０％左右 (见表 １)ꎮ
从哈萨克斯坦统计年鉴数据看ꎬ 粮食生产和消费盈亏变动幅度较大ꎬ 原因在于哈

萨克斯坦粮食产量不稳定 (见图 １ 和表 １)ꎬ 但是粮食消费情况比较稳定ꎬ 国内已经

实现粮食自给自足ꎬ 每年都有粮食库存ꎬ 粮食供需整体呈现盈余水平 (见表 １)ꎮ 其

中ꎬ ２０１１ 年粮食生产远远大于消费ꎬ 盈余量最高ꎬ 为 ２ ０６９ ３２ 万吨ꎮ 随着粮食供需盈

余数量的增加ꎬ 粮食出口数量也随之增大ꎬ 基本保持在 ５００ 万吨左右 (见表 １)ꎮ
再结合国际贸易中心统计数据看ꎬ ２０１８ 年哈萨克斯坦粮食出口在世界排名第

１５ 位ꎬ 粮食出口占世界的份额为 １ ２％ꎬ 其中小麦和混合麦的出口占世界的份额为

２ ４％ꎬ 是世界第十大小麦出口国ꎮ 大麦出口额占世界的份额为 ３ ８％ꎬ 是世界第八

大大麦出口国ꎮ 从粮食出口的品种看ꎬ 哈萨克斯坦出口的粮食品种有小麦及混合

麦、 大麦和大米ꎬ 还有少量的荞麦和黑麦ꎬ 其中小麦及混合麦、 大麦是出口的主要

粮食品种ꎮ 由于农业结构单一ꎬ 主要表现为小麦在粮食产量中的比例达 ８０％以上ꎬ

３５

① 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网站的数据库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ａｏ ｏｒｇ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这使得在出口粮食中小麦的比例更是高达９０％以上ꎮ 但受本国粮食产量和国际市场

行情影响ꎬ 粮食出口量波动较大 (见表 １)ꎬ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７ 年ꎬ 哈萨克斯坦粮食出口

量较高的年份是 ２００７ 年的 ６８３ ８９ 万吨和 ２０１２ 年的 ７５８ ４１ 万吨ꎬ 出口量最小的年

份是 ２００９ 年的 ３５８ １３ 万吨ꎬ 其余年份都基本维持在 ４５０ 万 ~５００ 万吨左右ꎮ

表 １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８ 年哈萨克斯坦粮食生产和消费量 (单位: 万吨)

年份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８

上年库存 １ １２４ ６５ １ ３１５ ４８ １ ０６６ ４８ １ ６４５ ２２ ９３３ ４１ ２ ０６９ ３２ １ ３６６ ３８ １３７１ ７５ １ ３１５ ４９ ２０１５ ９６

产量 ２ ０１３ ７８ １ ５５７ ８２ ２ ０８３ ０５ １２１８ ５２ ２ ６９６ ０５ １ ２８６ ４０ １８２３ １１ １７１６ ２２ １ ８６３ ７７ ２ ０２７ ３７

进口 ７ ０６ １１ ９９ １７ ４８ ５ １１ １０ ４１ ９ ２４ ５ ７４ ８ ４６ １４ ６７ １５ ０８

粮食总供应量 ３１４５ ４９ ２ ８８５ ２９ ３ １６７ ０１ ２ ８６８ ８５ ３ ６３９ ８７ ３ ３６４ ９６ ３ １９５ ２３ ３ ０９６ ４３ ３ １９３ ９３ ４ ０５８ ４０

生产需要量 ６１７ ３８ ６５３ ８４ ６０２ ２２ ６７８ ７８ ５６５ ５１ ５６９ ５７ ５７８ ４９ ５７８ ９２ ６４５ ６８ ６０１ ２８

其中: 饲料 ３５３ ０３ ３６４ ７７ ３４２ ２６ ３９０ ９７ ３１２ ４５ ３１４ ７１ ３２６ ６８ ３３７ ０９ ３９７ ５２ ３４０ ５４

种子 ２６４ ３５ ２８９ ０７ ２５９ ９６ ２８７ ８１ ２５３ ０６ ２５４ ８６ ２５１ ８１ ２４１ ８３ ２４８ １６ ２６０ ７４

粮食加工 ４０９ １８ ４４６ ６１ ４５０ ３３ ５０３ ５８ ４９１ ３０ ５０３ １２ ５００ ５３ ５０２ ５６ ４９５ ３８ ４９０ ６５

其他工业用途 ４９ ６８ ４４ ８４ ４０ ００ ９８ ９８ ６９ ３７ ７８ １９ １０３ ９ １１４ １３ １１９ ７７ ７７ ８５

损失 ４０ ９２ ７８ ４４ ４１ １７ ６７ ９９ ６３ ０１ ５７ ８０ ６５ ９８ ４９ ８５ ８３ １４ ５５ ６１

出口 ６８３ ８９ ５６５ ４７ ３５８ １３ ５５５ ２８ ３５０ ０８ ７５８ ４１ ５４２ ６ ５０２ ８９ ４４０ ２３ ４７４ １８

居民消费 ２８ ９６ ２９ ６１ ２９ ９４ ３０ ８３ ３１ ２８ ３１ ４９ ３１ ９８ ３２ ５９ ３３ ３３ ３１ １１

　 　 资料来源: «哈萨克斯坦农业和畜牧业统计年鉴»ꎬ 阿斯塔纳ꎬ ２０１６ꎮ
注: ２０１８ 年数据缺失ꎬ 根据已有数据预测得到ꎮ

(四) 哈萨克斯坦正实施粮食出口多元化政策

据国际贸易中心数据显示ꎬ 近年来哈萨克斯坦随着粮食盈余数量的增长ꎬ 其

粮食出口的贸易伙伴国家也呈现多元化ꎬ 除了传统的独联体国家以外ꎬ 还有中东

地区的伊朗、 亚洲和欧洲一些国家ꎮ 比较明显的是ꎬ 随着俄罗斯农业的迅猛发

展ꎬ 哈萨克斯坦出口给俄罗斯的粮食份额呈下降趋势ꎬ 其份额从 ２００１ 年的

２９ ７％下降至 ２０１８ 年 ４ ２％ ꎮ 而中亚地区人口数量较多且粮食自给率较低的乌兹

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ꎬ 是中亚地区进口哈萨克斯坦粮食最多的国家ꎬ ２０１８ 年

两国进口哈萨克斯坦粮食份额分别为 ２３ ９％ 和 １２ ９％ ꎮ 目前ꎬ 在哈萨克斯坦粮

食供需盈余情况下ꎬ 粮食主要销往中亚其他国家、 伊朗和高加索地区ꎮ 受人口规

模及经济发展程度影响ꎬ 这些地区和国家的粮食消费能力非常有限ꎬ 其进口哈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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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斯坦粮食数量占哈粮食出口总量的 ５０％ 以上ꎬ 哈传统的贸易伙伴国市场消费

量逐渐饱和ꎬ 哈正力图开拓新的海外粮食贸易市场ꎮ

表 ２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８ 年主要国家进口哈萨克斯坦粮食的份额 (单位:％ )

年份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乌兹别克斯坦∗ １５ ４ ３ ７ ４ １２ ４ ５ ８ ９ ３ １４ ８ ２７ ９ ２５ ５ ２５ ２ ２３ ９

伊朗 １５ ３ ４ １１ １ １１ ６ １３ ８ １５ ２４ ９ １６ ６ １６ １５ ７ ２１ ７

塔吉克斯坦∗ ８ ３ ９ ９ ８ １ １３ ５ ９ ７ １２ ５ １６ ７ ２２ ８ ２１ ３ ２０ ８ １２ ９

中国 ０ ０ ０ ８ ０ ４ ２ ５ ２ ６ ５ １ ３ ６ ６ ４ ６ ９ ７ ６

阿富汗 ３ ２ ３ ４ １ ４ ３ ６ ０ ７ ０ ５ ０ ９ ３ １ ４ ９ ６ ５ ３

意大利 １ ２ ５ ５ １ ０ ９ １ １ ０ ０ ７ ２ ８ ５ ２ ７ ２ ５ １

土耳其 ２ ７ ５ ４ １６ ６ ４ １２ ４ ３ ８ １ ７ １ ６ １ ６ ３ ７ ４ ６

阿塞拜疆∗ １３ ７ ７ ２ ２４ ５ １５ ５ １３ ２ １９ ９ ３ ２ ３ １ １ １ ７ ４ ２

俄罗斯∗ ２９ ７ ３０ ８ １ ３ ４ ３ ５ ７ ２３ ８ ９ ９ ５ ９ ４ ４ １ ４ ２

土库曼斯坦∗ ０ ３ ０ １ ２ ２ ２ ０ ２ ０ ４ ０ １ ０ ２ ０ ２ ０ ２ ３ ３

吉尔吉斯斯坦∗ ２ ５ ５ ９ ６ ９ ８ ７ ５ ９ ６ ２ ９ ２ ７ ８ ４ ８ ４ ６ １ ４

格鲁吉亚 ０ ４ １ ４ ５ １ ６ ６ ６ ３ ５ ０ ７ ０ １ ０ ０ ２ １ ２

瑞典 ０ ０ ３ １ ９ １ ３ １ ２ １ ９ １ ６ ０ ４ １ ５ １ ５ ０ ９

挪威 １ ３ ２ ２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７

越南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７

突尼斯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５ ０ ５

西班牙 ０ １ ８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４

乌克兰∗ ２ ７ ０ ９ ０ １ ０ 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５ ０ ４

　 　 数据来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ｒａｄｅｍａｐ ｏｒｇ /
注: １ 由于哈萨克斯坦粮食出口涉及了世界 ７５ 个国家和地区ꎬ 限于篇幅原因ꎬ 此处只列举了 １８ 个主

要的粮食出口贸易伙伴ꎮ ２ ∗为独联体国家ꎮ

三　 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粮食贸易现状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主要开展粮食贸易ꎬ 确切地说是开展小麦贸易ꎬ 合作起步

较晚ꎮ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ꎬ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签署协议ꎬ 准许哈萨克斯坦粮食进入中

国市场ꎮ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ꎬ 中粮集团与哈萨克斯坦国家农业控股集团股份公司签署了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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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哈小麦贸易合作谅解备忘录»ꎬ ２００９ 年中国迎来了第一批 ２４ 吨从哈萨克斯坦

进口的小麦ꎬ 自 ２０１０ 年起中国每年都会向哈萨克斯坦提供小麦进口配额ꎬ 因此

在中哈两国具有配额和签署合同的情况下ꎬ 配额内的小麦可免关税进口ꎬ 配额以

外中国要征收 ６５％的等价从价关税ꎮ

(一) 小麦贸易规模比较少

目前ꎬ 小麦已经成为中国净进口的大宗农产品之一ꎮ 从中国小麦和混合麦进

口来源国分布看ꎬ 近年来中国从哈萨克斯坦进口小麦的数量呈现快速增长态势ꎬ
从 ２００９ 年的 ２４ 吨激增至 ２０１０ 年的 ４ ５５ 万吨ꎬ 之后一直保持在 １０ 万 ~ ３０ 万吨

之间ꎬ ２０１８ 年的进口量最高ꎬ 为 ５４ ２６ 万吨ꎬ 在中国进口小麦总量中所占份额为

１８ ８７％ ꎮ 从哈萨克斯坦每年向世界出口小麦的数量看ꎬ 中国从哈萨克斯坦进口

小麦的数量占哈当年向世界出口小麦的比重呈增加态势ꎬ ２０１８ 年该份额提升至

８ ８％ ꎮ 与表 １ 哈每年出口粮食的数量相比ꎬ 中国利用哈萨克斯坦粮食资源的程

度相对比较少 (见表 ３)ꎮ 哈萨克斯坦小麦通过阿拉山口、 霍尔果斯等边境口岸

进入新疆ꎬ 主要以面粉或饲料半成品为主ꎬ 面粉主要销往中国西北的甘肃、 陕西

等地ꎬ 半成品饲料主要销往内地市场ꎮ 边境地区的粮食深加工程度也相对较低ꎬ
还没有形成跨境产业链ꎮ

表 ３　 中国从哈萨克斯坦进口小麦占比情况

年份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中国 从 哈 萨
克斯 坦 进 口
小麦 的 数 量
(吨)

２４ ４５ ５３８ ４ ６２０ ２０４ ８４５ ９０ ９１３ ２５１ １６１ １１６ ９４９ ２８３ ９７１ ３００ ８７１ ５４２ ６３９

中国 从 哈 萨
克斯 坦 进 口
小麦 数 量 占
哈出 口 小 麦
总 量 的 份
额 (％ )

０ ０ ９０ ０ １６ ２ ７５ １ ７８ ５ ９７ ３ ２２ ６ ３８ ７ ０７ ８ ８０

中国 从 哈 萨
克斯 坦 进 口
小麦 数 量 占
中国 从 世 界
进口 小 麦 的
份额 (％ )

０ ３ ７４ ０ ３７ ５ ５５ １ ６５ ８ ４５ ３ ９４ ８ ４２ ７ ００ １８ ８７

　 　 数据来源: 根据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库测算得到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ｒａｄｅｍａｐ ｏｒｇ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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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粮食贸易合作仍有提升空间

据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ꎬ 自 ２００１ 年以来ꎬ 中国进口谷物的主要国家有加拿

大、 澳大利亚、 美国、 越南、 乌克兰等ꎬ 中国主要进口的粮食种类为小麦、 高

粱、 大麦、 燕麦、 玉米和大米ꎮ 自 ２０１０ 年以后ꎬ 中国进口小麦和混合麦的国家

增加了哈萨克斯坦ꎬ 当年从哈进口的小麦贸易额占当年中国进口额的比重仅为

２ ８％ 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从加拿大、 澳大利亚、 美国、 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进

口小麦的贸易额占当年中国进口额的比重分别为 ５３ ５％ 、 １７ ２％ 、 １４ ４％ 、
１２ ８％和 ２ １％ ꎮ 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小麦进口国ꎬ 小麦进口的来源国高

度集中在美国、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ꎬ 这三国的份额高达 ８５％以上ꎮ
随着哈萨克斯坦粮食盈余的增加ꎬ ２０１９ 年哈政府有意向与中国商谈将小麦

进口配额提高至 ５０ 万吨ꎬ 到 ２０２０ 年提高到 １００ 万吨ꎮ 显然ꎬ 哈政府有扩大对中

国粮食出口的诉求ꎮ 考虑到中国小麦进口总量低于配额数量ꎬ 配额没有完全消

化ꎬ 哈粮食供需有盈余和中哈两国实际的小麦贸易量相对较少的现实情况ꎬ 未来

两国的小麦贸易仍有拓展潜力ꎮ

四　 中国利用哈萨克斯坦小麦资源少的主要原因

从中国进口世界主要小麦生产国的单价数据看ꎬ 与传统的小麦出口国家

(美国、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 相比ꎬ 哈萨克斯坦小麦的价格具有明显的竞争优

势ꎬ 尤其是自 ２００８ 年世界粮食危机以后ꎬ 哈萨克斯坦向中国出口小麦的单价

呈现明显下降趋势ꎬ 从 ２００９ 年的 ２９２ 美元 /吨下降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１５７ 美元 /吨ꎮ
与当前世界小麦第一大出口国俄罗斯相比ꎬ 哈萨克斯坦出口小麦的单价仅次于

俄罗斯 (见表 ４)ꎮ
中国进口小麦的国家主要是美国、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ꎬ 这些国家的小麦单价

都比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单价要高ꎬ 如果以单价作为衡量进口小麦的标准ꎬ 那

么中国应当从俄罗斯、 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进口更多的小麦ꎮ 但事实上ꎬ 中国最

大的小麦进口来源国是美国、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ꎮ 显然ꎬ 单价仅是影响中国小麦

进口的因素之一ꎮ 那么ꎬ 除了单价以外ꎬ 又有哪些因素影响中国进口哈萨克斯坦

小麦呢ꎬ 下面将从哈萨克斯坦和中国两个方面进行剖析ꎮ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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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中国从世界主要国家进口小麦和混合麦 (ＨＳ１００１) 的单价 (单位: 美元 /吨)

年份 世界 加拿大 澳大利亚 美国 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

２００１ １７６ １７４ １５２ １８６ － －

２００２ １７０ １７２ １４８ １７４ － －

２００３ １８１ １７７ １９９ １８４ － －

２００４ ２２７ ２３９ ２０４ ２３０ － －

２００５ ２１７ ２３４ １９９ ２１１ － －

２００６ １８４ ２０６ １８２ １７８ － －

２００７ ２４８ ２４１ ２３２ ２８８ － －

２００８ ２３０ － ２２５ ６３５ － －

２００９ ２２９ ２５５ ２２７ ２３０ ２９２ －

２０１０ ２５４ ２７４ ２５２ ２４２ １９２ －

２０１１ ３３５ ３７０ ３０８ ３６１ ２２６ －

２０１２ ２９９ ３８４ ２７４ ３６２ ２１５ －

２０１３ ３３９ ３８１ ３４４ ３３１ ２８５ －

２０１４ ３２４ ３４６ ３２３ ３２９ ２８０ ３０５

２０１５ ２９８ ３１４ ２８７ ３０７ ２３６ －

２０１６ ２３７ ２５１ ２３７ ２４１ １８９ －

２０１７ ２４０ ３０２ ２２２ ２５１ １８８ ２５１

２０１８ ２７２ ３０２ ２７４ ３１２ １８４ １６２

　 　 数据来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ｒａｄｅｍａｐ ｏｒｇ
注: － 表示此处无数据ꎮ

(一) 哈萨克斯坦粮食供给稳定性是中国考量因素之一

如果未来中国将哈萨克斯坦列入小麦、 大豆和油料等农产品进口国家ꎬ 该国

能否成为稳定的供给国ꎬ 需要从农业生产进行研判ꎮ
首先ꎬ 从哈农业经营体制看ꎬ 近年来以传统的家庭生产为主的个体农户仍是

农业生产的主要力量ꎬ 其创造的产值约占第一产业总产值的 ５０％ 左右ꎬ 而农业

合作社 (也称集体农业企业和国有农业企业) 创造的产值占第一产业总产值

２０％左右ꎬ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农业公司创造的产值占比接近 ３０％ ①ꎮ 哈最适合

发挥规模效应的农业合作社和农业公司的产值远低于个体农户经济ꎬ 其关键原因

在于哈还未明确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归属关系ꎬ 农业经营主体的计划经济意识强

８５

① 数据来源: 根据哈萨克斯坦统计网站数据测算得到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 ｋ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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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ꎬ 生产资料的归属关系又决定着农业合作社、 农业公司和个体农户之间的农业

生产关系ꎬ 从而进一步决定农业生产力水平的高低ꎮ 哈土地所有制改革夭折表明

推进农业改革的难度仍然很大ꎬ 这导致与之配套的财政政策、 价格形成机制以及

农机服务、 加工技术、 农业技术指导、 生产资料供应、 仓储物流等农业社会化服

务都不能跟进改革ꎬ 阻碍了农业规模化经营程度ꎬ 这也是造成农业发展疲软的重

要原因之一ꎮ
其次ꎬ 虽然哈国内重视农业发展ꎬ 鼓励外商向农业、 林业、 食品等行业投

资ꎬ 但针对农业领域的外商投资限制措施较为苛刻ꎮ 尽管哈萨克斯坦土地开发利

用率过低ꎬ 但其政策保护性较强ꎬ 从其 «土地法» 修订可以发现这一点ꎮ １９９５
年哈萨克斯坦允许外国人租赁土地长达 ９９ 年ꎬ ２００１ 年改成 ４９ 年ꎬ ２００３ 年缩短

至 １０ 年ꎮ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底 ５ 月初ꎬ 哈民众抗议该国即将生效的 «土地法» 修正案

延长外国人租赁该国土地的年限从目前的 １０ 年提高到最长 ２５ 年ꎬ 尤其是少数抗

议者甚至将矛头对准中国ꎬ 担心此举会引来更多的中国人进入哈萨克斯坦进行农

业开发而影响本国人利益ꎮ 哈仍有一部分人持有 “中国威胁论” 的认知ꎬ 这对

中国在哈进行农业投资确实有很大影响ꎬ 虽然哈萨克斯坦拥有发展农业的广阔潜

力ꎬ 但多年来中哈两国一直没有展开大规模农业领域的投资ꎮ 此外ꎬ 哈萨克斯坦

对外国员工申请劳动许可的规定、 外商投资的 “哈萨克斯坦含量” 的要求都是

外国投资的主要障碍ꎮ
最后ꎬ 哈国内产业结构的畸形发展也是造成农业发展动力不足的主要原因ꎮ

２００３ 年起哈借助国际能源资源价格的上涨趋势ꎬ 大力发展采掘业ꎬ 带动国家经

济实现快速增长ꎬ 而积累的资金又大多流向了盈利能力强的能源、 资源采掘业和

相关的制造业ꎬ 采掘业的迅猛扩张带动了房地产等不可贸易部门的发展ꎬ 使得这

些行业的收入水平远远高于农业部门ꎬ 资源转移效应使得资金、 人力资源都转移

至高收益部门ꎬ 缺乏资本、 劳动力和技术导致哈农业发展逐渐陷入困境ꎬ 造成农

业部门的停滞发展ꎮ
当前ꎬ 哈政府致力于将农业打造成为经济增长的优势主导部门ꎬ 其国内农产

品品质高、 无污染、 绿色环保是吸引潜在消费者的竞争优势ꎮ 但是ꎬ 制约哈农业

发展的深层次因素短时间内无法得到解决ꎮ

(二) 哈萨克斯坦贸易成本相对较高

据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数 (见表 ５) ꎬ 在 １９０ 个国家的跨境贸易便利化程

９５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度排名中ꎬ 哈萨克斯坦的排名在后 ９０ 位ꎬ 在办理出口的时间长度、 出口货

物所需要提交的文件成本和出口的集装箱运输成本方面都明显高于其他小麦

出口国家ꎮ 这在一定程度表明哈海关和港口清关程序繁琐ꎬ 跨境贸易相关的

文件准备成本高ꎬ 贸易运输时间长且运输成本非常高ꎬ 这些都会增加贸易

成本ꎮ
哈萨克斯坦缺乏发达的物流运输基础设施ꎬ 也缺乏成熟的建立在国际通行终

端技术基础之上的交通运输调度服务系统ꎬ “商品流通受阻”①ꎮ 目前哈国内运输

主要采取公路和铁路运输ꎬ 以 ２０１７ 年为例ꎬ ８４ １９％的货物运输依靠公路运输完

成ꎬ ９ ８１％的货物运输是由铁路承担的ꎬ 管道运输是第三位运输方式ꎬ 占货物运

输总量的 ５ ９％ ꎮ 但是哈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仍然相对滞后ꎬ 主要表现在: 一是公

路密度低且基础设施落后ꎮ 自 ２００３ 年以来哈公路密度基本维持在 ３０ 公里 /千平

方公里ꎬ 克孜勒奥尔达州、 曼吉斯套州、 阿特劳州、 西哈萨克斯坦州和卡拉干达

州的公路密度仅为 ２０ 公里 /千平方公里左右ꎮ 目前哈国内有六条跨境运输的国际

公路ꎬ 国内仅有 ９５ ４１０ 千米的高速公路ꎬ 公路基础设施整体落后ꎬ 大约只有

３７％的国道和 ９％的地方公路状况良好ꎮ 二是哈国内铁路网密度较低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ꎬ 铁路长度为 １６ ６１４ 千米ꎬ 拥有 １ ７３２ 辆铁路运输车辆ꎬ ５４ ９２５ 节货运车厢ꎮ
铁路网密度约为 ５６ ８７ 公里 /万平方公里ꎬ 远低于中国的 １３２ ２９ 公里 /万平方公

里ꎮ 三是粮食仓储物流能力不足ꎮ 粮食运输车辆短缺ꎬ 以科斯塔奈州为例ꎬ 由于

粮食收成比现有粮库的仓储能力多出一倍有余ꎬ 粮食收割后无法及时入库而在露

天堆放ꎬ 大量粮食被偷盗或被老鼠、 鸟类偷食ꎮ 运粮车短缺ꎬ 粮农无法及时出口

粮食ꎮ 国内物流业发展滞后ꎬ 运输设备和仓储设备不足ꎬ 设施落后ꎬ 无法满足国

内粮食贸易的需要ꎮ Ｔｒｉｓｔａｍ Ｂａｒｒｅｔｔ 等研究指出ꎬ 哈农业管理方式仍然延续原苏联

的管理方式ꎬ 独立后哈对农业的投入远少于苏联时期ꎬ 农场盈利空间很小ꎬ 无力

改善农业基础设施②ꎮ 由于基础设施落后ꎬ 随着粮食产量的增加ꎬ 哈萨克斯坦国

内粮食收购企业缺乏、 粮仓紧缺、 加工和储存能力低、 交通运输较落后等问题暴

露出来ꎬ 这些都将增加跨境贸易的运输时间和运输成本ꎮ 从主要国家的集装箱的

０６

①

②

〔哈〕 Ａ Ａ 努尔谢伊托夫: «哈萨克斯坦与中国的区域经济合作: “光明之路” 新经济政策和
“丝绸之路经济带”»ꎬ 载 «欧亚经济» 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ꎮ

Ｂａｒｒｅｔｔ Ｔꎬ Ｆｅｏｌａ Ｇꎬ Ｋｒｙｌｏｖａ Ｖ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ｐｉｄ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 ＲＡＡＩＳ ) ｔｏ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 Ｊ 〕 .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ꎬ ２０１７ꎬ １５１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１０６ － 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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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成本看ꎬ 哈萨克斯坦的运输成本是中国的 ６ 倍多 (见表 ５)ꎮ

表 ５　 ２０１９ 年主要国家的跨境贸易便利化程度指标

指标 澳大利亚 美国 加拿大 中国 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 乌克兰

全球排名 １ ３６ ５０ ６５ １０２ ９９ ７８

分数 １００ ９２ ８８ ４ ８２ ６ ７０ ４ ７１ １ ７７ ６

出口时间: 文件合规 (小时) １ １ ５ １ ８ ６ １２８ ２５ ４ ６６

进口时间: 文件合规 (小时)) １ ７ ５ １ ２４ ６ ４２ ５ ９６

出口时间: 边境合规 (小时) ０ １ ５ ２ ２５ ９ １０５ ６６ ６

进口时间: 边境合规 (小时) ０ １ ５ ２ ４８ ２ ３０ ３２

出口成本: 文件合规 (美元)∗∗ ０ ６０ １５６ ７３ ６ ２００ ９２ １９２

进口成本: 文件合规 (美元)∗∗ ０ １００ １６３ １２２ ０ １５３ １６２

出口成本: 边境合规 (美元)∗∗∗ ０ １７５ １６７ ３１４ ４７０ ５８０ ７５

进口成本: 边境合规 (美元)∗∗∗ ０ １７５ １７２ ３２６ ０ ５８８ １００

出口成本 (美元 / 集装箱)∗ １ １５０ １ ２２４ １ ６８０ ８２２ ９ ５ ２８５ ２ ４００ ５ １ ８８０

出口成本 (美元 / 集装箱)∗ １ ２１５ １ ２８９ １ ６８０ ８００ ５ ２６５ ２ ５９４ ５ ２ ４５５

　 　 数据来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ｏｉｎｇ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ｒｇ / ｅｎ / ｃｕｓｔｏｍ － ｑｕｅｒｙ
注: １ ∗表示 ２０１６ 年数据ꎬ 此处采用 ＤＢ０６ － １５ 方法ꎬ 出口成本衡量 ２０ 英尺集装箱货物出口的费用ꎬ

以美元计算ꎮ 在出口和进口货物的过程中ꎬ 政府机构和私营部门向贸易商收取的所有费用都被考虑在内ꎮ
每个集装箱记录了通过文件准备、 清关和检查、 内陆运输和终端处理这 ４ 个预定阶段通过海运出口标准化
货物相关的成本 (不包括关税)ꎮ

∗∗表示目的地经济体和任何过境经济体的所有政府机构遵守出口文件要求相关的成本ꎮ 文件合规的
成本包括获取、 准备、 处理、 展示和提交文件的成本ꎮ 不记录收据的保险费和非正式付款不包括在记录的
费用中ꎮ

(三) 哈国内小麦存在按等级收购但不按等级存储销售的问题

根据中国国家标准ꎬ 各类小麦按容重分为 ５ 个等级ꎬ 从 １ 等至 ５ 等ꎬ 低 ５ 等

的小麦为等外小麦ꎮ 目前ꎬ 哈萨克斯坦也按容重划分等级标准ꎬ 小麦等级划分主

要为 １ 等至 ５ 等小麦及等外小麦ꎮ 据哈萨克斯坦农业部对谷物收集站的小麦库存

质量分析ꎬ ２０１７ 年 １ 等和 ２ 等小麦的产量为 ５ ３７ 万吨ꎬ 占比为 １％ ꎻ ３ 等小麦的

产量为 ３１６ ７ 万吨ꎬ 占到总产量的 ５８％ ꎻ ４ 等小麦产量为 ２２８ ６ 万吨ꎬ 占比为

４１％ ꎻ ５ 等小麦和无等级小麦的产量为 ６７ ２４ 万吨ꎬ 占比下降至 １２％ ꎮ 可以发

现ꎬ ３ 等和 ４ 等小麦是哈国内产量最多的等级ꎮ 但是ꎬ 哈萨克斯坦农业采取粗放

式经营ꎬ 农业发展缺乏技术指导ꎬ 使得哈小麦品质不够稳定ꎬ 再加上哈农业仓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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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 物流等基础设施相对落后ꎬ 小麦收储过程中对等级划分标准不能严格执行ꎬ
使得小麦等级不纯ꎬ 存在按等级收购但不按等级存储销售的现状ꎮ 小麦在进入市

场后品质混杂供给质量不能完全符合买方的等级要求ꎬ 符合要求的等级小麦纯度

不够ꎬ 无法满足买方的要求ꎬ 致使买方转而从运作成熟的美国、 澳大利亚、 加拿

大等国家进口ꎮ
(四) 哈萨克斯坦小麦主产区远离中国小麦主销区ꎬ 运输成本高

２０００ 年以来哈实施了草原复耕计划ꎬ 北部地区占总复耕面积的 ８１％ ꎬ 已成

为粮食主产区①ꎮ 根据哈统计署数据整理发现ꎬ 哈萨克斯坦盛产小麦的区域主要

是阿克莫拉州、 科斯塔纳州和北哈萨克斯坦州ꎬ ２０１８ 年这三个区域小麦产量占

全国产量的 ７８ ２２％ (见表 ６)ꎮ
中国缺粮的省份主要集中在珠三角、 长三角等沿海省份ꎮ 根据 «中国经济周

刊» 统计ꎬ 上海、 北京、 天津、 广东、 浙江、 福建、 青海、 海南成为最缺粮的 ８
个省份ꎬ 其中又以上海为最ꎬ 其自给率不到 １３％ ꎬ 严重不足ꎮ 从近年来发改委

公布的粮食配额申请企业信息资料中也可以发现ꎬ 中国进口小麦的企业多数集中

在广东、 深圳、 北京、 天津、 江苏、 安徽、 山东、 湖北等沿海发达省份ꎮ
目前ꎬ 新疆有四个进境粮食口岸: 霍尔果斯口岸、 阿拉山口口岸、 巴克图

口岸和吉木乃口岸ꎮ 虽然克拉玛依至塔城的克塔铁路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３０ 日完工

并与奎北铁路接轨ꎬ 但因为哈方巴克特口岸距离哈铁路接入站阿亚古兹铁路枢

纽仍有 ２６０ 公里ꎬ 目前哈方还未修建此条铁路线ꎮ 受限于哈交通基础设施条件

的劣势ꎬ 巴克图口岸难以发挥优势ꎮ 吉木乃口岸是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北通道

重要节点ꎬ 也是中俄物流运输大通道重要节点ꎬ 与霍尔果斯、 阿拉山口相比ꎬ
该口岸倾斜政策支持不足ꎬ 交通基础设施的便利性不具有相对优势ꎮ 因此ꎬ 目

前从哈萨克斯坦进口的小麦大部分都从霍尔果斯口岸和阿拉山口口岸入境ꎬ 由

于哈铁路使用的宽轨ꎬ 中哈两国列车必须要在边境口岸完成换装ꎬ 无形中增加

了运输时间和成本ꎮ
哈小麦主产区主要集中在哈北部地区ꎬ 远离中国小麦主销区ꎬ 如果中国考虑

增加从哈进口小麦的数量ꎬ 那么哈国内运输成本、 换装成本和中国国内的运输成

本构成了整个运输成本ꎬ 这个运输成本无疑比较高ꎬ 即便哈萨克斯坦小麦价格具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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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优势ꎬ 但加上这个比较高的物流运输成本ꎬ 价格优势也变成了价格劣势ꎮ

表 ６　 主要年份哈萨克斯坦粮食产量 (单位: 万吨)

类别
２００４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８

谷物 其中: 小麦 谷物 其中: 小麦 谷物 其中: 小麦 谷物 其中: 小麦

全国 １ ２３７ ４２ ９９３ ７０ １ ２１８ ５２ ９６３ ８４ １ ８６７ ２８ １ ３７４ ７０ ２ １７３ ０５ １ ３９４ ６９

阿克莫拉州 ２４７ ５４ ２２１ ５４ ２１４ １９ １９６ ８８ ４４３ ４７ ３８７ ２６ ５３６ ４３ ３９９ ４８

阿克托别州 ３７ ３９ ３０ ６８ ６ ４４ ５ ９７ １６ ４９ １２ ９８ ５０ ３０ ３３ ９３

阿拉木图州 ９７ ７２ ４３ １７ １０６ ６０ ３９ ９６ １１７ ２２ ２６ ４０ １３８ ３２ ２５ ３８

阿特劳州 ０ ０４ ０ ０１ ０ ００ － ０ ０３ － ０ ０４ －

西哈萨克斯坦州 ３７ １１ ２７ ６９ ７ ６３ ６ ５１ ９ ５４ ８ ５６ １７ ９３ １３ ９１

江布尔州 ６７ ６８ ４２ ２１ ３７ ２６ １８ ２４ ４５ ２６ １５ ８０ ７５ ６４ ２６ ７７

卡拉干达州 ５７ ００ ５１ ０５ ２９ ３９ ２６ １３ ５９ １６ ４６ ９７ １０３ １２ ７３ ２７

科斯塔纳州 ２３９ ３０ ２２１ ７９ ３０３ ９９ ２８５ ８９ ４５４ １９ ４０６ １３ ５０１ ５０ ３９２ ６４

克孜勒奥尔达州 ２５ ２３ １ ４５ ３２ ８２ ０ ６３ ３６ ８６ ０ ２２ ４９ ８０ ０ ９６

土尔克斯坦州 ４７ ４１ ３６ ７７ ３７ １３ ２４ ４１ ５８ １１ ２７ ７８ ５６ ８６∗ ２７ ６４∗

巴甫洛达尔州 ３５ ４９ ２５ ５３ ２３ ２１ １９ ４２ ５７ ５５ ４１ ８４ ８２ ５６ ５１ １５

北哈萨克斯坦州 ２７８ ２４ ２４２ ９４ ３７３ ０４ ３０８ １２ ５０４ ７１ ３５９ ５８ ４７１ ５１ ２９８ ８３

东哈萨克斯坦州 ６７ ２４ ４８ ８７ ４６ ７７ ３１ ６６ ６４ ６７ ４１ １６ ８７ ８７ ４９ ７１

阿斯塔纳市 － － ０ ０２ ０ ０２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２ ０ ０２

阿拉木图市 ０ ０３ － ０ ０３ －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４ ０ ００

奇姆肯特市 － － － － － － １ １１∗ １ ００∗

　 　 数据来源: 哈萨克斯坦统计署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 ｇｏｖ ｋｚ
注: ２０１８ 年授予奇姆肯特市国家直辖市地位ꎬ 将原 “南哈萨克斯坦州” 更名为 “土尔克斯坦州”ꎬ

∗表示更名后数据ꎬ 突厥斯坦州 ２０１７ 年之前的数据为南哈萨克斯坦州的数据ꎮ

(五) 中国小麦库存量大ꎬ 仍需国内消化以减轻财政负担

从 ２００３ 年到 ２０１５ 年这 １２ 年间ꎬ 中国粮食产量一直持续增长ꎬ 实现了粮食

产量史上的 “十二连增”ꎬ 到 ２０１５ 年ꎬ 粮食总产量达到年产 ６２ １４３ ５ 万吨ꎬ 到

２０１８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 ６５ ７８９ 万吨ꎮ 粮食丰收之后ꎬ 中国粮食库存连创历史

新高ꎮ 据公开数据综合判断ꎬ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度中国玉米、 小麦、 稻谷库存预计高

达 ２ ５４ 亿吨ꎬ 将创历史最高纪录ꎬ 其中小麦库存较高ꎬ 预计为 ５ ５５９ ７ 万吨ꎬ 占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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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库存的 １２ ２３％ ①ꎮ 又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预计ꎬ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０ 年度 (６ 月份至

次年 ５ 月份) 中国小麦供给量 (含产量和进口ꎬ 不包括库存) 为 １ ３６５ 亿吨ꎬ 同

比增加 １２７ 万吨ꎮ 国内食用消费基本平稳ꎬ 年度消费总量 １ ２３５ 亿吨ꎬ 年度结余

量 １ ３０１ 万吨②ꎮ 据美国农业部 ４ 月份供需报告显示ꎬ 中国小麦所占全球小麦库

存的比例继续增加ꎬ ２０１７ / １８ 年度中国小麦期末库存将连续第五年增加ꎬ 达到

１ ２６８ 亿吨ꎬ 占到全球小麦库存总量的 ４７％ ③ꎮ
粮食库存高企让中国财政处于 “两难困境”ꎬ 一方面ꎬ 如果政府降低粮食支

持价格ꎬ 减轻收储压力和财政负担ꎬ 那么农民的生产利润可能会进一步下降ꎬ 从

而打击农民种粮积极性ꎬ 也会引发粮食大幅度减产的可能性ꎮ 如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中期ꎬ 中国粮食连年丰收ꎬ 粮食供大于求ꎬ 出现结构性过剩ꎬ 粮价下跌ꎬ 严重挫

伤了农民种粮积极性ꎬ 直接导致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３ 年中国粮食大幅减产 １５ ９％ ꎮ 直到

２００８ 年ꎬ 中国粮食产量才达到 ５ ２９ 亿吨ꎬ 略超过 １９９８ 年的水平ꎮ 另一方面ꎬ 中

国政府实施的粮食支持价格虽然保护了农民种粮积极性和收益ꎬ 但是这不仅推高

了国内种植粮食的成本ꎬ 降低了单位收益ꎬ 同时也造成国内国外粮食价格倒挂愈

加严重ꎬ 国家收储潜亏更大ꎮ 根据发改委数据ꎬ ２０１５ 年中国小麦种植净利润只

有 １７ ４ 元 /亩ꎬ 实际上中国小麦种植的净利润一直呈现下降趋势ꎬ 但是在中国敞

开收购、 敞开直补托市政策的支撑下ꎬ 小麦产量迅速增加ꎻ 同时小麦比较效益降

低后ꎬ 农民对托市政策的依赖性在不断增强ꎬ 越是比较效益低ꎬ 粮食产量就越

大ꎬ 粮仓的压力随之增大ꎬ 财政负担也随之增加ꎮ 同时ꎬ 国内外粮食价差又驱动

了粮食进口量的快速上涨ꎮ ２０１０ 年以来ꎬ 三大主粮国内国际价差一直保持在较高水

平ꎬ 国内小麦现货价比国际现货价高出 １ ０００ ~１ ２００ 元 /吨ꎬ 稻谷高出 １ １００ ~１ ６００
元 /吨ꎬ 玉米高出 ９００ ~ １ ２００ 元 /吨ꎬ 驱动进口逐年增加ꎮ 据国家发改委数据ꎬ
２０１０ 年中国谷物 (主要包括小麦、 大米、 玉米和大麦ꎬ 进口量合计仅有 ５７０ ７
万吨ꎬ 而到 ２０１５ 年达到 ３ ２７０ ４ 万吨ꎬ 增长了近 ５ 倍ꎮ 可以看出ꎬ 中国粮食库存

还没有得到消化ꎬ 粮食进口量无疑又增加了粮食库存压力ꎬ 间接提高了财政

负担ꎮ

４６

①
②

③

伍振军: «粮食去库存要警惕生产滑坡»ꎬ 载 «黑龙江粮食» ２０１６ 年第 ７ 期ꎮ
资料来源: 全国粮食库存充裕市场平稳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２０１９ － ０７ / ０８ / ｃ＿ １１２４７２２２

２８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９ － ０７ － ０８
资料来源: «中国小麦库存增长ꎬ 占到全球小麦库存近半比例»ꎬ ｈｔｔｐｓ: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ｍｏｎｅｙ / ｆｕｔｕｒｅ / ａｇｒｉ / ２０１８ － ０４ － １２ / ｄｏｃ － ｉｆｙｔｅｑｔｑ８７４７２１９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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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大量进口哈萨克斯坦小麦影响新疆粮食供需均衡

新疆粮食结构相对简单ꎬ 小麦和玉米的产量基本决定了粮食总产量ꎬ 小麦的

产量和面积对新疆粮食产量的走向有一定驱动作用ꎮ 新疆是粮食产销平衡区ꎬ 远

离内地且相邻省区粮食偏紧ꎬ 跨区域调运粮食成本高昂且耗时费力ꎬ 为了确保新

疆粮食安全ꎬ 新疆粮食供应的目标是以自给为主ꎮ 考虑到小麦是新疆的主要口

粮ꎬ 因此ꎬ 保障小麦安全是新疆粮食流通工作的中心任务ꎮ
敞开收购的定价政策和小麦比较效益下降并偏低的事实ꎬ 导致通过增加产量

提高小麦收益成为种粮农户的首选ꎬ 而生产与市场需求适销对路的有机和专用小

麦品种就被种植主体忽略ꎮ 因此小麦生产进入产量导向的生产模式ꎬ 也在一定程

度上促成了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７ 年新疆粮食产量九连增的现实情况ꎮ 新疆粮食九连增背

后ꎬ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疆粮食尤其是小麦供需失衡: 一方面是在国家敞开

收购、 敞开直补托市政策的支撑下ꎬ 小麦产量迅速增加ꎬ 小麦库存量不断抬升ꎬ
市场上商品粮销售价格却出现下降ꎬ 造成粮食加工企业利润降低ꎮ 另一方面是小

麦比较效益降低后ꎬ 农民对托市政策的依赖性在不断增强ꎬ 越是比较效益低ꎬ 农

民种植保增长的欲望越强烈ꎬ 导致粮食产量就越大ꎬ 粮仓的压力随之增大ꎮ
总体看ꎬ 新疆是粮食盈余省份ꎬ 小麦产量总体表现为新疆区内平衡ꎬ 略有节

余的局面ꎬ 区域上表现为南疆缺粮、 北疆富余的结构ꎮ 如果未来大量进口哈萨克

斯坦小麦ꎬ 小麦落地新疆后ꎬ 必然会打破当前新疆小麦供需平衡的局面ꎬ 进而影

响新疆粮食生产ꎬ 最终对农民的收入产生影响ꎮ

(七) 民营企业的粮食进口关税配额较少

目前ꎬ 除国营企业外ꎬ 中国民营粮食企业拥有粮食配额的企业很少ꎬ 且拥有

的粮食配额数量都比较少ꎬ 大多数只有几百吨小麦配额ꎮ 经过测算ꎬ 如果企业没

有小麦配额ꎬ 从国外进口小麦需要缴纳 ６５％ 的关税和 １０％ 的增值税ꎬ 综合税率

为 ８１ ５％ ꎬ 即没有配额的民营粮企每进口 １ 吨小麦ꎬ 假如报关价按 ０ ８ 元 /公斤

测算ꎬ 需要上缴 ６５２ 元的税费ꎬ 大大增加了这些贸易企业和加工企业的运营成

本ꎮ 即使哈萨克斯坦小麦具有较低的价格优势ꎬ 加上运输成本、 关税成本和生产

成本ꎬ 民营粮食企业的获利空间被挤压ꎬ 也会放弃申请配额ꎮ 通常ꎬ 国家发改委

在当年的 ８ 月份进行配额的再分配ꎬ 即将未使用完的配额收回后ꎬ 重新再进行分

配ꎬ 如果各地企业在其规定期限内没有将未使用的配额交回ꎬ 那么两部委会在分

配下一年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时ꎬ 按比例相应扣减ꎮ 那么配额限制和再分配抵扣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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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ꎬ 造成国有企业的粮食配额没有完全消化ꎬ 而民营企业需要配额却无法申

请更多粮食配额的尴尬局面ꎮ
从国家发改委网站关于近年来中国粮食进口关税配额申请企业有关信息发

现ꎬ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新疆申请粮食进口关税配额的企业总数 (包括一般贸易和

加工贸易) 为 ２９ 家和 ２８ 家ꎬ 申请企业数非常少ꎬ 而且这个数量还包括申请玉

米、 稻米的企业数ꎮ 受申请配额的限制和再分配抵扣两方面的影响ꎬ 新疆本地符

合粮食申请配额的国营企业数量少ꎬ 且民营企业有些达不到配额申请要求ꎬ 因此

新疆申请粮食进口关税配额的企业数量相对较少ꎬ 这也造成新疆获得的粮食进口

关税配额的数量也相应少ꎮ

五　 主要结论及深化中哈粮食经贸合作路径

从上述分析看ꎬ 哈萨克斯坦小麦单价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ꎬ 但受制于交通物

流设施、 贸易便利化、 运输成本、 供给稳定性和新疆粮食供需现状等因素影响ꎬ
中国利用哈萨克斯坦小麦资源的程度相对非常少ꎬ 从中国历年进口小麦的数量

看ꎬ 完全用哈萨克斯坦小麦代替美国、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小麦进口ꎬ 这显然不

可能ꎬ 但是部分替代以满足中国短缺品种是可以做到的ꎮ
近年来ꎬ 哈萨克斯坦非常重视经济结构多样性发展ꎬ 以规避能源、 资源单一

性发展可能带来的 “荷兰病” 问题ꎬ «哈萨克斯坦 ２０３０ ~ ２０５０ 发展战略» 中提

到将农业产业化发展列为优先发展的领域ꎮ 事实上ꎬ 中国不仅应当把粮食贸易做

为两国未来合作的重点ꎬ 同时应当以贸易带动投资ꎬ 助推农业产业合作ꎬ 更是未

来两国深化经贸合作的重心ꎮ 当前ꎬ 哈国内仍有一部分人存有 “中国威胁论”
的聒噪ꎬ 这种认知上的偏见或是出于某种政治需要ꎬ 但都会增加中国企业深化产

能合作的隐性成本和壁垒ꎮ 那么ꎬ 在这种情况下ꎬ 中哈两国的农业产业合作就需

要顶层规划ꎬ 循序渐进推进ꎬ 在粮食安全背景下ꎬ 首先中国应准确预测新疆粮食

供需情况ꎬ 把握北疆粮食调运南疆的数量ꎬ 准确评估南疆粮食供需缺口ꎬ 在此基

础上适当考虑增加进口哈小麦的数量ꎮ 其次ꎬ 依靠中国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水

平的比较优势ꎬ 实施从粮食种植、 加工、 物流和销售的全产业链合作ꎬ 深化两国

农业产业合作ꎮ 最后ꎬ 考虑到中亚国家农业生态条件的相似性ꎬ 现阶段都将农业

作为优先发展产业ꎬ 可以考虑在新疆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 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

内建立面向中亚国家的集仓储、 运输、 交易、 配送为一体的农用物资交易物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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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ꎮ 其具体实施对策有:

(一) 适当增加哈粮食进口量ꎬ 有利于降低中国进口小麦来源国

的集中度

从中国目前粮食进口的国别和地区来看ꎬ 大宗农产品的进口集中度都比较

高ꎮ 以小麦为例ꎬ 美国、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是中国进口小麦的前三大来源国ꎬ 据

中国农业部农产品进口月报数据ꎬ 近年来ꎬ 中国从这三个国家进口的小麦占小麦

进口总额的 ９０％以上①ꎬ 高度集中的小麦进口供给来源加大了中国小麦进口的市

场风险ꎮ 同时ꎬ 中国粮食连年增产ꎬ 但相对于需求还是有缺口ꎬ 比如大豆和一些

需要品种调剂的大米、 高筋和低筋小麦ꎬ 这部分需求通过进口来满足ꎮ 哈萨克斯

坦小麦种植过程中化肥、 农药施用量少ꎬ 属于有机农产品ꎬ 其面粉面筋含量高ꎬ
韧性大、 面食劲道ꎬ 是中国国内短缺的粮食品种之一ꎮ 从新疆、 甘肃和陕西的实

地调研发现ꎬ 中国企业进口哈方小麦的用途主要是面粉和饲料加工ꎮ 为此ꎬ 建议

中国在未来小麦进口中应结合世界小麦出口动态变化ꎬ 考虑适当增加从哈萨克斯

坦进口小麦ꎬ 降低对传统小麦出口国的依赖ꎬ 在实现中国小麦进口来源结构不断

优化的同时ꎬ 使中国小麦进口来源更具多元化ꎬ 降低小麦进口风险ꎬ 也可带动哈

粮食产业发展ꎬ 促进农业结构升级ꎮ 同时ꎬ 除了小麦以外ꎬ 中国还可以考虑从哈

萨克斯坦进口大豆和向日葵及其他油料作物ꎬ 在新疆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 阿拉

山口综合保税区进行深加工ꎬ 搭载中欧班列销售至中国乃至东南亚地区ꎬ 也可销

售至中亚国家和欧洲地区ꎮ

(二) 构建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粮食全产业链合作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ꎬ 每年约 １ ７００ 万农民进城成为市民ꎬ 从农产品的生产者

转成了农产品的消费者ꎬ 其生活方式也发生很大变化ꎮ 这种生活方式的变化突出

体现在对农产品的消费差距: 从以前的谷物消费为主转而消费更多的肉、 蛋、 奶

等高蛋白食物ꎬ 毫无疑问ꎬ 这些需求都需要大量的粮食进行转化ꎬ 间接地导致了

粮食需求量的增长ꎮ 可以预见ꎬ 无论是人口增加、 收入增长、 城镇化以及膳食结

构的改变ꎬ 还有中国不断壮大的中产阶层ꎬ 都将使粮食生产增长与消费增长之间

的矛盾进一步加剧ꎮ 由联合国粮农组织 (ＦＡＯ) 秘书处和经合组织 (ＯＥＣＤ) 联

合编写的 «２０１３ ~ ２０２２ 年农业展望» 预测了这一趋势: 未来 １０ 年ꎬ 中国粮食消

７６

① 数据来源: 根据农业部农产品进口月报数据整理得到ꎮ ｈｔｔｐ: / / ｗｍｓ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ｚｔｘｘ /
ｎｃｐｍｙ / ｎｃｐｙｄｔｊ / ２００６０３ / ２００６０３０１７８３７３３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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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量的增长仍将略快于产量增长ꎬ 消费量年均增速将比产量高 ０ ３％ ꎮ 未来ꎬ 中

国粮食不安全更多表现为粮食流通与贸易问题①ꎮ 考虑到中国人口众多、 耕地、
淡水资源相对较少的现实局面ꎬ 中国迫切需要在 “适度进口” 作为粮食安全战略

考量下ꎬ 注重粮食进口来源多元化和构建外部粮食供应链ꎮ 因此ꎬ 中国应考虑在

哈萨克斯坦等新兴小麦出口国建立粮食贸易合作机制ꎬ 将哈作为中国进口小麦的

外部粮食仓库ꎮ 同时ꎬ 中国应设置优惠政策引导并鼓励国内的农业企业、 农业技

术培训部门、 金融信贷部门、 仓储和物流企业进入哈萨克斯坦实施从粮食生产、
加工、 储存、 物流与销售的全产业链合作ꎬ 通过提供跨境农资租赁、 农业技术培

训与服务、 金融信贷业务、 仓储和物流服务等方式提高当地粮食单产水平和出口

能力ꎬ 加强两国在农业服务领域的合作ꎬ 促进哈萨克斯坦粮食生产与出口潜力的

释放ꎬ 确保中哈之间建立稳定的粮食等大宗农产品贸易与合作关系ꎬ 助推其农业

结构调整和经济多元化的变化ꎮ

(三) 推进粮食通关便利化合作机制ꎬ 降低贸易成本

从世界银行的营商指数量化指标看ꎬ 相比之下ꎬ 中国的贸易通关便利化好

于哈萨克斯坦ꎮ 但是ꎬ 从哈萨克斯坦进口小麦或油脂进口手续办理比较繁琐ꎬ
增加了隐性成本ꎮ 随着中欧班列数量大幅增加ꎬ 造成哈萨克斯坦多斯特克站经

常发生货物滞留时间长的情况ꎮ 按正常时间推算ꎬ 从哈萨克斯坦到阿拉山口运

输时间为 ５ ~ ６ 天ꎬ 从实际运输时间来看ꎬ 由于哈方换装设施相对落后ꎬ 需要

１２ ~ １５ 天ꎬ 大大增加了企业运营成本ꎮ 因此ꎬ 建议与哈方高层合作推进建立

粮食通关便利化合作机制ꎬ 与哈方建立日常沟通协调机制ꎬ 完善其口岸通关化

措施ꎬ 建议中哈两国开通农副产品快速通关 “绿色通道”ꎬ 加快办理时间ꎬ 提

高运输效率ꎮ

(四) 准确预测新疆粮食供需ꎬ 避免大量进口哈粮对新疆农业造

成冲击

随着市场经济引入到农业生产ꎬ 追逐利润最大化已成为农民的决策点ꎬ 不仅是

新疆ꎬ 全国都面临经济作物的种植是以牺牲粮食种植为代价ꎬ 这就使得保持粮食稳

定生产和粮农收入的难度越来越大ꎬ 确保粮食安全的任务在新疆显得更具有政治意

义和现实作用ꎮ 新疆南疆本就属于缺粮区域ꎬ 又面临着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 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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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毛学峰、 刘靖、 朱信凯: «中国粮食结构与粮食安全: 基于粮食流通贸易的视角»ꎬ 载 «管理世
界»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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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 耕地流失严重、 土地休耕①等重要任务和现实情况ꎬ 南疆地区发展棉花、 林果

业等经济作物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ꎬ 如何做好粮食安全和农民扶贫增收之间的权衡

需要顶层设计ꎬ 准确预测新疆粮食供需情况ꎬ 把握北疆粮食调运南疆的数量ꎬ 准确

评估南疆粮食供需缺口ꎬ 在此基础上适当考虑增加新疆进口哈小麦的数量ꎬ 不仅有

利于丰富居民对优质农产品的需求意愿ꎬ 利用虚拟土地进口方式稳步推进新疆土地休

耕ꎬ 加快种植结构调整ꎬ 也可确保提升农民从第一产业中获得更高的经营性收入ꎮ

(五) 利用粮食贸易带动霍尔果斯、 阿拉山口发展粮食加工跨境

产业群

阿拉山口和霍尔果斯是当前新疆进口哈小麦较多的两个口岸ꎬ 这两个口岸区

域是中哈两国农业发展合作的 “关键节点”ꎬ “外” 可以有效联通哈萨克斯坦ꎬ
直通俄罗斯等粮食主产国家ꎻ “内” 可以有效连接中国各个城市ꎬ 实现粮食供应

的及时性ꎮ 中国应当充分利用这两个平台的优惠政策ꎬ 吸引国内外农副产品加工

企业入驻平台ꎬ 对哈进口的粮食在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 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内

进行落地加工ꎮ 一方面ꎬ 能够解决进口粮食运送到内地运输成本高、 浪费大的不

足ꎻ 另一方面ꎬ 通过进口粮食在口岸落地加工ꎬ 能够稳定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粮食

贸易关系ꎬ 带动新疆进口粮食及食品加工产业的发展ꎬ 促进新疆中高端食品加工

业发展ꎬ 利用中欧班列将产品销往亚洲和欧洲地区ꎮ

(六) 利用虚拟土地进口方式实施中国的土地轮作休耕

２０１６ 年中国开展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ꎬ 至 ２０１９ 年已轮作休耕面积已经从

２０１６ 年的 ６１６ 万亩扩大到现在的 ３ ０００ 万亩②ꎬ 旨在通过耕地的 “休养生息”ꎬ
让生态得到治理修复ꎬ 保护和提升地力ꎬ 实现真正的 “藏粮于地”ꎮ 随着中国耕

地轮作休耕面积的增加ꎬ 如何保证国内居民的粮食需求和耕地休养ꎬ 首先还是要

借助国内农业生产解决大部分的粮食需求ꎬ 同时也要借助国外粮食市场来调剂国

内的缺口ꎬ 但从国外进口粮食的数量应当是适度的ꎬ 这种适度应当是建立在中国

对国内居民粮食需要的正确评估和国内对粮食生产定位的基础上ꎮ
借助虚拟土地进口方式ꎬ 充分利用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等国粮食市场来补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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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资料: 自 ２０１８ 年冬播时起ꎬ 新疆在塔里木河流域地下水严重超采的喀什地区、 和田地区已完成土
地确权的县 (市) 开展冬小麦休耕试点ꎬ 两地区各自５ 万亩ꎬ 休耕区域相对集中ꎮ 休耕地块 “一定三年”ꎬ
即从 ２０１８ 年开始ꎬ 每年休耕 １０ 万亩ꎬ 保持地块不变连续实施三年ꎮ 为确保休耕区域内农民基本收益ꎬ 休
耕期间ꎬ 新疆按照每亩 ５００ 元的标准对承担休耕任务的农户给予补助ꎮ

数据来源: 根据中国农业农村部网站整理得到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ａ ｇｏｖ ｃ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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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供需缺口ꎬ 据测算ꎬ 进口 １ 吨小麦及食用油缴纳关税约 ６００ ~ ８００ 元ꎬ 加上国内

各种税费合计近 １ ０００ 元ꎬ 目前国内休耕补贴和粮食直补合计每亩约 ５００ 元ꎬ 以此

计算ꎬ 粮食进口企业每进口 １ 吨小麦可带动国家 ２ 亩土地休耕ꎮ 如果未来通过持续

渐近方式利用国外粮食市场ꎬ 借助国内企业进口粮食时缴纳的关税、 进口增值税等

收入ꎬ 用于弥补用于耕地轮作休耕的补助资金在一定程度也是可行的ꎮ

(七) 在新疆建立面向中亚国家的农用物资交易物流中心

农业是以哈萨克斯坦为代表的中亚国家的传统产业ꎬ 苏联解体以后ꎬ 原有的经

济分工体系被迫中断ꎬ 原本脆弱的工业企业大量倒闭ꎬ 恶化了各国的就业状况ꎬ 大

量失业人口流向农业ꎬ 当时农业成为各国吸纳劳动力的社会稳定器ꎮ 目前ꎬ 中亚各

国都非常重视农业对促进经济增长、 调整产业结构和稳定就业的作用ꎬ 考虑到中亚

国家农业生态条件的相似性ꎬ 主要发展灌溉农业和畜牧业ꎬ 但由于各国的工业化水

平比较落后ꎬ 国内还无法完全提供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农用机械、 农机配件、 五金交

电、 化肥等各类农用物资ꎬ 还需要依赖从他国进口ꎮ 因此ꎬ 可以考虑在新疆霍尔果

斯经济开发区、 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内建立面向中亚国家的集仓储、 运输、 交易、
配送为一体的农用物资交易物流中心ꎬ 可下设农资物流交易中心批发市场、 农资产

品展示交易中心、 农资产业高峰论坛会议中心、 农资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中心、 政府

配套服务管理及配套商务辅助设施、 农资储运中心、 物流配送中心、 农资网上交易

平台等功能区ꎬ 一方面为中亚各国农业发展提供生产资料ꎬ 另一方面利用该中心ꎬ
深化与中亚各国的农业投资ꎬ 促成农业产业合作ꎮ

(责任编辑　 张红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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