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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中亚国家农业经贸合作：
状况与方向

田慧芳 王永中 林屾 刘会静

【内 容 提 要】  近来，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业合作不断深化，

农产品贸易快速发展。中国与中亚的农产品贸易主要集中于哈

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和土

库曼斯坦的农产品贸易额相对较小。中国从中亚五国进口的农

产品以谷物、食用油籽、棉花和棉纱线为主，对中亚出口主要

以水果和杂类食品为主，存在规模小、产品结构单一、区域不

平衡等问题。中国对中亚五国的农业投资规模不高、波动较

大，以绿地投资为主，并购投资规模很小，主要分布于哈萨克

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投资领域存在投资

壁垒较高、土地租赁受限、易受严寒气候影响、水资源短缺及

土地退化盐碱化、营商环境有待改善等问题。为深化农业经贸

合作，中国与中亚国家应共同推动全球及区域范围内的粮食安

全治理与合作，加强农业政策沟通，以命运共同体意识引领合

作，扩展投资领域与创新投融资模式，建设“中国-中亚农业

交通走廊”，促进农业贸易便利化与投资合作环境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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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地处亚欧大陆的中心地带，农业资源优良，种植业发达，土地资源丰

富，人均农业用地面积大，具有较好的光、热、水、土资源和劳动力等传统农业

生产要素。中亚有发展大农业的独特资源优势，是世界重要的棉花产区之一，拥

有大规模的草场和牧场，畜牧业以牛、马、羊的养殖为主。中亚五国农业资源有

一定特殊性，加上从苏联时期演变而来的生产方式，其农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主要

集中于土地密集型产品，即小麦、棉花、羊毛、皮革等，结构较为单一；粮食和

化肥生产无法自给自足，依赖进口。中亚五国对外农产品贸易规模较小，农产品

出口种类比较单一，纺织纤维（棉花、羊毛、蚕丝）和小麦等是其出口的主要农

产品，蔬菜、水果和坚果也以高品质闻名，俄罗斯、欧盟和中国是中亚五国最重

要的贸易伙伴。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农业合作得到快速发

展，中国从中亚五国进口的农产品以谷物、食用油籽、棉花和棉纱线为主，向中

亚出口的农产品以干鲜冷冻水果为主。中国对中亚国家的农产品出口主要集中在

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自中亚国家的农产品进口主要来自于哈萨克斯坦和

乌兹别克斯坦。中国对中亚五国的农业投资处于起步阶段，规模较小且波动较

大，以绿地投资为主，主要分布于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

国。在当前大国博弈加剧和全球粮食安全风险居高不下的背景下，深化中国与中

亚的农业合作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一、中国与中亚农产品贸易总体状况

（一） 中国与中亚农产品贸易规模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增长势头良好，越来越多的中亚特色农产品进

入中国市场，同时中国的农产品也通过边境口岸农副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

走入中亚。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农产品贸易规模从 2001 年的 0.69 亿美元增加到

2023 年的 28.75 亿美元，累计增长了 40 多倍（图 1）。2023 年，中国对中亚五国

农产品出口额为 12.06 亿美元，同比增长 23.07%；自中亚五国农产品进口额为

16.69 亿美元，同比增长 55.67%；农产品贸易逆差为 4.63 亿美元，同比增长

400%。这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关键因素：一是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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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尤其随着 2022 年 1 月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启动以及 2023 年 5 月首

届中国-中亚峰会在西安召开，中国与中亚五国的政治与经济合作不断加强，为

双边农产品贸易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二是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农产品贸易以产

业内贸易为主①，彼此具有较强的互补性，竞争性较弱，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

中国与中亚五国之间的农产品贸易往来；三是美元等主要货币由宽松转向紧缩，

美元升值，中亚国家货币相对于美元贬值较大，中国进口中亚的农产品成本降

低，刺激了中国自中亚国家的农产品进口需求。

2023 年，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额在中国与中亚五国货物贸易总额中占

比 3.21%，较 2022 年的 2.94% 有所提高，但仍处于 1992 年以来的较低水平，如图

2 所示。2023 年，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产品出口额占中国对中亚五国货物出口总额

的 1.96%，出口份额维持在历史较低水平；中国自中亚五国农产品进口额占中国

自中亚五国货物进口总额的 5.96%，农产品进口比重处于 2011 年以来的历史高

位。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向中亚五国出口的主要是工业制成品，自中亚五国进口

①    丁存振、肖海峰：《中国与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国家农产品贸易特征分析——基于“一带一路”倡议背景》，

载《经济问题探索》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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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92—2023年中国与中亚农产品贸易规模（单位：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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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是初级产品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①。

2023 年，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额在中国农产品贸易总额中占比 0.83%，

较 2022 年的 0.59% 有较大幅度提高，且近几年一直较为稳定，如图 3 所示。其

中，中国对中亚五国的农产品出口额占中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 1.09%，处于历史

较高水平，自中亚五国的农产品进口额占中国农产品进口总额的 0.71%，两者都

与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额在中国农产品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保持同步变化。

（二） 中国与中亚农产品贸易的国别分布

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农产品贸易主要集中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

吉斯斯坦（图 4）。这一贸易格局的形成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地理位置、资源禀

赋、政策环境等。

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地区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与中国相邻，是中国在中亚地

区最大的贸易伙伴。2023 年，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农产品贸易额为 13.86 亿美

元，占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额的 48.2%，且中哈农产品贸易额逐年攀升，

显示了积极的发展态势。其中，中国自哈萨克斯坦进口的农产品达 10.63 亿美元，

①    赵亚博、刘晓凤、葛岳静：《中国与中亚地区贸易与商品格局分析》，载《经济地理》202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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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992—2023年中国与中亚农产品贸易额占其货物贸易额的比例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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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中国自中亚国家农产品进口总额的 63.7%，中国已成为哈萨克斯坦最大的农产

品出口市场；中国向哈萨克斯坦出口的农产品为 3.23 亿美元，占中国对中亚国家

农产品出口总额的 26.8%；在中亚国家中，哈萨克斯坦对华农产品出口规模位列

第二；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农产品贸易逆差高达 7.40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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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中国与中亚农产品进出口额占中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额的比例（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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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中国分别与中亚五国的农产品贸易额（单位：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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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10 年内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农产品贸易额在 4.5 亿—10.2 亿美元之间波

动。2023 年，中乌农产品贸易额约为 7.23 亿美元，占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

易额的 25.2%，其中，中国自乌兹别克斯坦进口的农产品约为 5.28 亿美元，占中

国自中亚国家农产品进口总额的 31.7%；中国向乌兹别克斯坦出口的农产品约为

1.95 亿美元，占中国对中亚国家农产品出口总额的 16.1%，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

的农产品贸易逆差达 3.34 亿美元。2022 年前，乌兹别克斯坦一直位列中亚五国

对中国出口农产品贸易额的首位，是年被哈萨克斯坦超过。

吉尔吉斯斯坦的地理位置与中国相邻，便于农产品的运输和贸易往来。这种

地理上的接近降低了贸易成本，提高了贸易效率。2023 年，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

的农产品贸易额为 6.30 亿美元，占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额的 21.9%，处于

历史较高水平。吉尔吉斯斯坦对中国农产品的需求持续增长，为中国农产品出口

提供了重要机遇，2023 年中国向吉尔吉斯斯坦出口农产品达 6.17 亿美元，占中

国对中亚五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 51.0%。在中亚五国中，吉尔吉斯斯坦成为中国

农产品出口最大的市场。而中国自吉尔吉斯斯坦进口的农产品只有 0.13 亿美元，

仅占中国自中亚五国农产品进口额的 0.8%。

中国与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之间的农产品贸易规模相对较小。2023 年，

中国与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农产品贸易额分别为 0.81 亿美元和 0.55 亿美

元，两者合计仅占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额的 4.7%。

（三） 中国中亚农产品贸易品种

1. 谷物贸易

中国自中亚五国进口谷物①规模远高于向中亚出口谷物规模，贸易逆差显著，

哈萨克斯坦是中国在该地区谷物进口主要的来源国。2023 年，中国自中亚谷物进

口量为 132.18 万吨，同比增长 4.99 倍；进口额为 3.43 亿美元，同比增加 4.16

倍，几乎所有谷物的进口都来自哈萨克斯坦。中国自中亚谷物进口规模大幅度增

长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自中亚小麦进口规模大幅度增长导致的，2023 年中国自中

亚进口的小麦数量同比增长 15.48 倍，进口额同比增长 11.32 倍，这是因为 2023

年我国小麦收获季节遭遇烂场雨，导致芽麦增加，而国内对优质小麦需求上升，

与此同时，2023 年印度等国实施大米出口禁令，导致国际大米价格上涨，促使小

①    谷物及其分品种进出口贸易数据来自UN Comtrade数据库，按HS编码中第10章（谷物）的进出口贸易数

据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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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成为主要替代物。中国向中亚出口谷物 0.18 万吨，同比增长 4.85%；出口额为

173.9 万美元，同比增长 1.23 倍，其中，中国对哈萨克斯坦谷物出口额占比为

70% 有余，2022 年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谷物出口额占比 80% 以上。

分品种来看，中国自中亚五国进口的谷物主要是大麦和小麦，玉米所占比例

很少，不到 1%。其中，2023 年中国自中亚进口大麦 80.14 万吨，同比增加 61.42

万吨，增加 3.28 倍，占中国自中亚谷物进口量的 60.63%；小麦进口量为 51.23 万

吨，同比增加 48.12 万吨，约增长 15.47 倍，占中国自中亚进口谷物量的 38.75%；

玉米进口量 0.82 万吨，增加 0.57 万吨，约增长 2.28 倍，仅占中国自中亚谷物进

口量的 0.62%。

中国向中亚五国出口的谷物品种每年均不同，2023 年中国向中亚出口的谷物

主要有大米和玉米，其中大米出口量为 0.13 万吨，出口目的国主要是哈萨克斯

坦，为中短粒米精米，而 2022 年中国未向中亚五国出口大米；玉米出口量为

0.05 万吨，增加 0.03 万吨，增长 1.5 倍，出口目的国主要为乌兹别克斯坦、塔吉

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

2023 年，中国自中亚国家谷物进口量总体呈现较大幅度增长，价格下降是

2023 年中国自中亚国家进口谷物的主要特征，这可能是因为全球粮食供应充足对

价格产生了下行压力。

2. 油料贸易

中国自中亚国家进口的油料①数量和进口额大大高于中国对中亚国家的出口

量和出口额，贸易逆差显著。2023 年，中国自中亚进口的食用油籽数量为 59.61

万吨，增加 21.75 万吨，增幅为 57.45%，进口额为 27 858.72 万美元，同比增长

34.93%，几乎所有食用油籽均从哈萨克斯坦进口；对中亚出口的食用油籽量约为

3.44 万吨，增加 0.94 万吨，增幅约为 37.22%，出口额为 6 489.51 万美元，同比增

长 71.86%，80% 以上的食用油籽出口到乌兹别克斯坦；贸易逆差 21 369.21 万美

元，同比增长 26.66%。

2023 年，中国自中亚进口的植物油为 18.13 万吨，增加 7.31 万吨，增幅约为

67.56%；进口额为 1.7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40%，全部从哈萨克斯坦进口。中国

向中亚出口的植物油达 79.74 吨，同比减少 2.76 吨，降幅为 3.35%；出口额为

①    油料及其分品种进出口贸易数据来自UN Comtrade数据库，其中，食用油籽是按HS编码中1201-1207的进

出口贸易数据进行整理分析，植物油是按HS编码中1507-1515条目的进出口贸易数据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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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5 万美元，同比增长 41.35%。80% 以上的植物油出口到哈萨克斯坦，主要出口

品种为芝麻油，出口量 69.10 吨，同比增长 137.20%，占植物油出口量的 86.66%。

3. 棉花贸易

中国自中亚国家棉花①进口量的增速显著高于进口额增速，量增价减是 2023

年棉花进口的主要特征，2023 年中国自中亚五国进口的棉花均价显著低于 2022

年。2023 年，中国自中亚五国进口棉花约 5.84 万吨，同比增长 275.34%；进口额

为 1.0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6.42%。在中亚国家中，中国最主要的棉花进口来源

国是哈萨克斯坦，进口 3.14 万吨，同比增长 70.36%，占中国自中亚五国棉花进口

量的 53.78%；中国自塔吉克斯坦进口 2.14 万吨，同比增长 271.68%，占比 36.73%；

中国自吉尔吉斯斯坦进口 0.55 万吨，占比 9.35%；中国自乌兹别克斯坦进口仅

81.40 吨，占比 0.16%。

作为棉花替代性产品的棉纱线②的进口数量约为 13.46 万吨，同比增长

48.68%；进口额 3.25 亿美元，同比增长 20.18%。在中亚国家中，中国棉纱线最主

要的进口来源国是乌兹别克斯坦，进口量为 12.99 万吨，占比 96.51%；自哈萨克

斯坦进口 0.22 万吨，占比 1.66%；自塔吉克斯坦进口 0.15 万吨，占比 1.11%；自

土库曼斯坦进口 0.10 万吨，占比 0.71%。

实际上，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都是棉花主要生产国，2023 年哈萨克斯

坦棉花产量约 30 万吨，而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产量高达 380 万吨，其棉花质量

优良，适合中国纺织业的需求。然而，由于哈萨克斯坦在棉花加工方面相对落

后，乌兹别克斯坦拥有先进的纺织机械和技术，能够生产出高质量的棉纱线和其

他纺织品。因此，哈萨克斯坦成为中国棉花进口的重要来源国之一，乌兹别克斯

坦成为中国棉纱线进口的重要来源国之一。

中国纺织行业拥有完善的产业链和先进的生产技术，能够生产出高质量的棉

机织物。近年来，中亚五国棉机织物市场需求持续增长，中国对中亚五国棉机织

物③的出口规模保持增长，2023年出口约1.26万吨，同比增长46.93%；出口额9 582.96

万美元，同比增长 47.04%。在中亚国家中，中国棉机织物的主要出口目的国是吉

①    棉花进出口贸易数据来自UN Comtrade数据库，按HS编码中5201-5203条目的进出口贸易数据整理所得。

②    棉纱线进出口贸易数据来自 UN Comtrade 数据库，按 HS 编码中5205-5207条目的进出口贸易数据整理

所得。

③    棉机织物进出口贸易数据来自UN Comtrade数据库，按HS编码中5208-5212条目的进出口贸易数据整理

所得。

··54



2024 年第 6 期 中国与中亚国家农业经贸合作：状况与方向

尔吉斯斯坦，出口量为 6 746.44 吨，占比 53.71%；出口额为 5 607.62 万美元，占

比58.52%。向哈萨克斯坦出口3 776.52吨，占比30.06%；出口额为2 709.19万美元，占

比 28.27%。向乌兹别克斯坦出口 1 843.14 吨，占比 14.70%；出口额为 1 114.40 万

美元，占比 11.63%。向塔吉克斯坦出口 150.38 吨，占比 1.20%；出口额 126.28 万

美元，占比 1.32%。向土库曼斯坦出口 41.45 吨，占比 0.33%；出口额 25.47 万美

元，占比 0.26%。

4. 蔬菜和水果贸易

中国向中亚五国出口蔬菜①的数量有一定幅度增加，但出口额有所减少。

2023 年中国向中亚五国出口蔬菜约 6.19 万吨，同比增长 17.91%；出口额约为

8 016.22 万美元，同比减少 18.43%。在中亚五国中，中国蔬菜最主要的出口市

场是哈萨克斯坦，出口量为 3.51 万吨，同比增长 8.69%，占中国对中亚五国蔬

菜出口量的 56.72%；出口额为 5 061.18 万美元，同比减少 28.07%，占中国对中

亚五国蔬菜出口额的 63.14%。随着中国蔬菜品种的不断丰富和品质的提升，吉

尔吉斯斯坦消费者对中国蔬菜的认可度和需求也在不断提高。2023 年中国对

吉尔吉斯斯坦的蔬菜出口量为 1.95 万吨，出口额为 2 003.42 万美元，分别同

比增长 55.32% 和 25.50%，分别占出口蔬菜总量、总额的 31.48% 和 24.99%。中

国对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蔬菜出口规模却相对很少，中

国对这三个国家的蔬菜出口额合计仅占中国对中亚五国蔬菜出口总额的

11.87%，且均比 2022 年有一定幅度减少。在中亚国家中，中国蔬菜主要出口

品种为番茄、辣椒、多香果属的果实、蘑菇类蔬菜等，以上品种出口额合计占

比 82.32%。其中，番茄是中国向中亚五国出口规模最大的蔬菜品种，出口量

2.83 万吨，出口额 3 190.33 万美元，分别同比增长 19.91% 和 40.80%，分别占出

口蔬菜总量、总额的 45.71% 和 39.80%，其中绝大部分为制作或加工的番茄。

中国对中亚国家出口干鲜冷冻水果②的数量和金额均呈较大幅度增长，但水

果罐头和水果汁③出口量和出口额均有所减少。2023 年，中国向中亚五国出口干

①    蔬菜进出口贸易数据来自UN Comtrade数据库，按HS编码中第7章（蔬菜）和2001—2005条目的进出口贸

易数据整理所得。

②    干鲜冷冻水果进出口贸易数据来自UN Comtrade数据库，按HS编码中第8章（食用水果及坚果）的进出口

贸易数据减去0802、080131、080132、08119011等干果条目的进出口贸易数据后整理所得。

③    水果罐头和水果汁进出口贸易数据来自 UN Comtrade 数据库，其中，水果罐头按 HS 编码中200820—

200880条目以及200893和200897条目，水果汁按HS编码中2009条目（去掉200950）和220430的进出口贸易数据

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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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冷冻水果约 22.67 万吨，同比增长 138.36%；出口额约为 23 061.29 万美元，同

比增长 116.32%。近年来，吉尔吉斯斯坦对新鲜、高品质水果的需求不断增长，成

为中亚五国中进口中国水果最多的国家。2023 年，中国向吉尔吉斯斯坦出口干鲜

冷冻水果 20.17 万吨，占中国对中亚五国干鲜冷冻水果出口量的 88.97%；出口额

为 20 557.40 万美元，占比 89.14%。主要品种有柑橘（9 710.70 万美元）、鲜葡萄

（2 647.00 万美元）、鲜桃（2 566.15 万美元）、鲜梨（2 385.69 万美元）、鲜苹果

（1 308.57 万美元）、葡萄柚及柚（1 142.14 万美元）等，以上品种合计出口额占比

96.12%。相对干鲜冷冻水果而言，水果制品出口规模很小。

2023 年中国自中亚五国进口干鲜冷冻水果约 3.42 万吨，进口额约为 4 021.17

万美元，分别同比增长 79.78% 和 62.84%。乌兹别克斯坦拥有适宜水果生长的自然

条件，水果种类丰富，产量保持稳定增长，不仅能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还将其大

量水果出口到中国等国际市场。2023 年中国自乌兹别克斯坦进口干鲜冷冻水果

3.33 万吨，进口额为 3 927.62 万美元，分别占比 97.41% 和 97.67%，成为中亚国家

中对中国水果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中国自中亚国家进口水果主要品种为梅干及

李干（1 943.76 万美元）、葡萄干（1 406.29 万美元），两者均来自乌兹别克斯坦，

合计进口额占比 83.31%。

5. 畜产品贸易

中国向中亚国家出口畜产品①规模显著增加，进口规模有一定幅度下降，贸

易顺差显著增加。2023 年，中国向中亚五国出口畜产品约 1.77 万吨，同比增长

215.54%；出口额约为 3 523.33 万美元，同比增长 132.21%。其中，吉尔吉斯斯坦

是自中国进口畜产品规模最大的中亚国家，2023 年中国向其出口畜产品 1.64 万

吨，占比 92.75%；出口额为 2 927.37 万美元，占比 83.09%。

禽类产品是中国向中亚国家出口规模最大的畜产品品种，主要包括鸡

肉、鸭肉及其制品，这些产品通常以冷冻或加工的形式出口。2023 年中国

向中亚国家出口禽类产品 1.74 万吨，占中国对中亚五国出口畜产品总量的

98.11%；出口额为 3 011.17 万美元，占中国对中亚五国畜产品出口额的 85.46%，

分别同比增长 212.82% 和 157.83%。中亚国家畜牧业相对发达，牛羊产品具有一定

的自给能力。2023 年中国向中亚五国出口牛羊肉产品仅为 163.69 吨，占比

①    畜产品进出口贸易数据来自UN Comtrade数据库，按HS编码中第1章、第2章、第4章、第5章以及1501、

1502、1503、1505、1506、1601、1602条目的进出口贸易数据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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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出口额 49.27 万美元，占比 1.40%。

2023 年，中国自中亚五国进口畜产品约 8 671.23 吨，进口额约为 1 019.61 万

美元，分别同比减少 20.29% 和 31.08%。中国自中亚国家进口畜产品的主要品类为

皮毛类产品，进口量 8 279.26 吨，进口额 741.13 万美元，分别占进口畜产品总

量、总额的 95.48% 和 72.69%；乳制品（178.87 万美元）、天然蜂蜜（60.00 万美

元）、冻牛肉（24.50 万美元）和冻鸡爪（7.48 万美元）的进口规模相对较小。

在中亚五国中，哈萨克斯坦的畜牧业相对发达，中国自哈萨克斯坦进口畜产

品的规模最大，2023 年，中国自哈萨克斯坦进口畜产品 4 309.84 吨，进口额为

496.96 万美元，分别占进口畜产品总量、总额的 49.70% 和 48.74%；自吉尔吉斯斯

坦进口畜产品 1 314.03 吨，进口额为 281.94 万美元，分别占进口畜产品总量、总

额的 15.16% 和 27.65%；自乌兹别克斯坦进口畜产品 986.36 吨，进口额为 67.70 万

美元，分别占进口畜产品总量、总额的 11.38% 和 6.64%；自塔吉克斯坦进口畜产

品 226.94 吨，进口额为 23.83 万美元，分别占进口畜产品总量、总额的 2.62% 和

23.37%。

6. 水产品贸易

中国向中亚国家出口水产品①规模有所减小，自中亚国家进口水产品规模显

著增大，但由于出口额远大于进口额，贸易顺差仍有一定程度增长。2023 年，中

国向中亚五国出口水产品 1 937.63 吨，同比增长 0.06%；出口额为 1 871.52 万美

元，同比减少 13.97%。在中亚五国中，哈萨克斯坦作为其中较大的经济体和人口

较多的国家，水产品市场相对较大，也因此成为中国水产品出口的最主要市场。

2023 年，中国向哈萨克斯坦出口水产品 1 794.44 吨，出口额为 1 726.04 万美元，

分别占总量、总额的 92.61% 和 92.23%。分别向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

库曼斯坦出口水产品 69.20 吨、57.03 吨和 16.96 吨，出口额分别为 44.35 万美元、

97.05 万美元和 4.08 万美元。

分品种来看，鱼类产品出口量为1 556.02吨，同比增长54.59%；出口额为1 671.72

万美元，同比增长44.87%；墨鱼和鱿鱼等水生软体动物出口量为201.97吨，同比增长

30.82%；出口额为68.94万美元，同比增长4.08%；虾和蟹等水生甲壳类动物出口量为

172.54 吨，同比减少 77.45%；出口额为 122.33 万美元，同比减少 87.00%。虽然

①    水产品进出口贸易数据来自UN Comtrade数据库，按HS编码中第3章以及0508、1504、1604、1605条目的

进出口贸易数据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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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中亚国家自中国进口虾和蟹等水生甲壳类动物的规模有所减少，但随着生

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意识的增强，中亚国家消费者对水产品的需求将不断增长，

并对产品的品质、口感和便捷性提出更高的要求。

2023 年，中国自中亚五国进口水产品 1 552.54 吨，同比增长 378.60%；进口

额为 278.51 万美元，同比增长 533.14%，这些水产品均是自哈萨克斯坦进口的冻

鱼等鱼类产品。

二、中国对中亚的农业投资

（一） 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业绿地投资状况

中国对中亚五国的合同农业绿地投资金额总计 47.3 亿美元。从国别存量看，

农业合同绿地投资集中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其

中，哈萨克斯坦 41.53 亿美元，乌兹别克斯坦 5.67 亿美元，吉尔吉斯斯坦 1 000

万美元（详见表 1）。爱菊哈萨克斯坦园区已建成年加工量 30 万吨油料（原料）、

10 万吨饼粕浸出车间、仓容量 10 万吨粮仓。由河南万邦国际集团绿地投资建设

的“洛阳-布哈拉农业合作区”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州布哈拉市，项目由农

业种养殖区和产业园区组成。农业种养殖区总规划面积 100 平方千米，主要以谷

物、经济作物种植区和畜牧养殖区为主。产业园区按照一区多园模式，根据当地

不同区域特点和资源禀赋条件，主要分布在布哈拉、塔什干和撒马尔罕三大城

市，总规划面积 100 公顷，包括谷物综合加工厂、果蔬分拣包装厂、肉类屠宰分

割厂、仓储中心、企业办公及生活区等。

从年度流量看，中国对中亚农业合同绿地投资波动较大，2003 年至 2014 年

期间保持低位，2015 年超过 3 亿美元，2016 年接近 15 亿美元，2018 年超过 25

亿美元达到绿地投资最高点，2019 年回落至 1.72 亿美元，2020 年 3 000 万美元，

2021 年跌落至 500 万美元，2023 年回升至 2 600 万美元。从年均绿地投资存量增

速看，2003 年至 2023 年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业绿地投资存量年均增长率为 36%，

复合年均增长率为 2 360%。

从行业存量看，中国对中亚农业绿地投资前三位行业为纺织品和纺织厂、调

味料、谷物和油籽，其中，对纺织品和纺织厂投资 25.68 亿美元，对调味料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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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亿美元，对谷物和油籽投资6.77亿美元，对橡胶制品投资3.23亿美元，对畜牧生

产投资1.33亿美元，对糖和糖果产品投资7 200万美元，对动物屠宰和加工投资6 300

万美元，对水果、蔬菜和特殊食品投资3 600万美元，对农作物生产投资3 300万美

元，对动物性食品投资1 600万美元，对农业、建筑和采矿机械共投资700万美元。

（二） 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业并购投资状况

中国对中亚五国的农业并购投资金额总计 2.31 亿美元。从国别存量看，中国

表1　中国对中亚五国的农业合同绿地投资规模一览

单位：万美元

国别

哈萨克

斯坦

吉尔吉斯

斯坦

乌兹别克

斯坦

总计

年份

2014

2016

2017

2018

2019

2021

2023

2003

2015

2018

2019

2020

2023

行业

纺织品

—❋

—

—

250 000

—

—

—

—

3 800

—

—

3 000

—

256 800

调味料

—

79 200

—

—

—

—

—

—

—

—

—

—

1 000

80 200

谷物和

油籽

—

63 000

4 500

200

—

—

—

—

—

—

—

—

—

67 700

其他

橡胶

制品

—

—

—

—

—

—

—

—

32 300

—

—

—

—

32 300

畜牧

生产

—

—

—

—

—

—

—

—

—

3 300

10 000

—

—

13 300

糖和

糖果

—

—

—

—

7 200

—

—

—

—

—

—

—

—

7 200

动物

屠宰

加工

—

5 300

—

—

—

—

—

1 000

—

—

—

—

—

6 300

水果

和蔬

菜等

3 600

—

—

—

—

—

—

—

—

—

—

—

—

3 600

农作

物生

产

—

—

—

—

—

—

—

—

—

3 300

—

—

—

3 300

动物

性食

品

—

—

—

—

—

—

1 600

—

—

—

—

—

—

1 600

农业

和建

筑等

机械

—

—

200

—

—

500

—

—

—

—

—

—

—

700

总计

3 600

147 500

4 700

250 200

7 200

500

1 600

1 000

36 100

6 600

10 000

3 000

1 000

473 000

❋“—”表示当年没有农业直接投资

资料来源：FDI Intelligence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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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亚的农业并购投资分布于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其

中，对哈萨克斯坦投资 2.3 亿美元，对塔吉克斯坦投资 80 万美元，对吉尔吉斯斯

坦投资 30 万美元。

从年度流量看，中国对中亚农业并购投资保持低位，2014 年的农业并购投资

额 8 000 万美元，2015 年的农业并购投资额达 1.5 亿美元，但随后农业并购大幅

回落，2016 年降至 80 万美元，2017 年仅有 30 万美元。随后基本停止了农业并

购投资。

从年均并购投资存量增速看，2014 年至 2017 年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业并购投

资存量年均增长率为 42%，复合年均增长率为 63%。从行业存量看，并购投资的

前三大行业为玻璃器皿制造、大田作物（除经济谷物外）、农场和园林机械设备

批发交易，其中，玻璃器皿制造行业 1.5 亿美元，大田作物（除经济谷物外）行

业 8 080 万美元，农场和园林机械设备批发交易行业 30 万美元（详见表 2）。综

上，中国对中亚五国的农业绿地加并购投资共计 49.61 亿美元。

三、中国与中亚国家农业合作面临的问题
（一） 农产品贸易面临的问题

1. 贸易规模较小

中国与中亚国家农产品贸易的规模较小，中国与中亚农产品贸易额在中国与

表2　中国对中亚五国的农业并购投资规模

                                                                   单位：万美元

年份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2023

总计

国别

哈萨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0

0

行业

玻璃器皿制造

0

15 000

0

0

0

15 000

大田作物

（除经济作物外）

8 000

0

80

0

0

8 080

农场和园林机械、

设备批发交易

0

0

0

30

0

30

总计

8 000

15 000

80

30

0

23 110

资料来源：BVD Zephyr-全球并购交易分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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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货物贸易总额中占比最高为 5.09%，在中国农产品贸易总额中占比仅为

0.95%。中国与中亚国家农产品贸易规模较小是多方面因素影响的结果。

其一，中亚国家贸易便利化程度不高。在贸易政策方面，中亚国家不仅农产

品出口需通过大量检验、监管和关税程序，影响货物运输时间和成本，而且为保

护本国市场，中亚国家还对多种农产品征收关税，如乌兹别克斯坦对果蔬、饮料

等多种产品征收关税，平均进口关税税率约为 20%。在运输管理方面，中亚国家

属于内陆地区，其农产品贸易运输方式主要是陆路运输，导致农产品贸易运输存

在较多的不确定性和延误。

其二，中亚国家的农业产业标准化水平较低。一方面，由于自然条件限制、

传统作业习惯难以改变以及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不高，中亚国家的农业生产技

术水平较低，农业生产投入水平不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提升受到了限制，影

响了对中国农产品的出口规模。另一方面，中亚地区深居内陆，气候干旱，主要

的农产品种类有棉花、小麦等，而中国进口规模较大的农产品种类主要有大豆、

玉米、水产品等，中国自中亚进口农产品的规模受到中亚五国农产品供给能力的

制约。

2. 贸易结构单一

中国与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的农产品贸易以产品间贸易为主①。虽

然中亚国家都在努力推动农产品的多样化和高质量，但纵观中国与中亚国家农产

品贸易的产品类别，进出口贸易商品高度集中。例如，在中国自中亚国家进口的

农产品中，食用油籽、谷物、棉花和棉纱线等占比较大；在中国对中亚国家出口

的农产品中，干鲜冷冻水果占比较大，而谷物、蔬菜、食糖、畜产品、水产品等

出口比重小，出口的农产品大多为初级产品，技术含量与附加值低且种类少，深

加工后的高质量产品输出比重低。虽然中国与中亚国家在农产品贸易方面存在较

大的互补性，但这种单一的贸易结构易受中亚国家农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的影响。

3. 贸易区域不均衡

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发展不均衡。中国对中亚国家的农产品

出口主要集中于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每年对这两国的农产品出口额占到

对中亚五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近 90%。这种集中出口降低了市场的活力与产品流

①    邓羽佳、张广鑫：《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农产品贸易发展潜力与困境研究》，载《价格月刊》2023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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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性，容易受这两国国内政治、经济政策及贸易壁垒的影响，进而影响中国农产

品出口市场的稳定性。

中国自中亚国家进口的农产品主要集中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每年

自这两个国家的农产品进口额占到自中亚五国农产品进口总额的 95% 左右。鉴于

土库曼斯坦的永久性草地和牧场面积约为 1 000 万公顷，在中亚国家中排名第二；

吉尔吉斯斯坦的农用地面积为 1 000 多万公顷，在中亚国家中排名第三，未来，

可进一步挖掘土库曼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农产品贸易潜力，优化中国与中亚国

家的贸易区域结构，进一步提升与中亚国家的农产品贸易规模。

（二） 中国对中亚农业投资面临的问题 
1. 政策法规不确定和文化差异

政策法规不确定性是一个主要障碍。中亚五国的政策法规体系相对复杂，且

存在频繁变动的风险，这使得中国投资者在决策时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难以准

确评估投资风险和回报。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中亚五

国与中国在文化、习俗、语言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可能导致双方在沟通、合

作过程中产生误解和冲突。

2. 土地租赁受限

2021 年 5 月，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签署《关于对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土地

关系问题若干法律进行修订和补充的法案》，全面禁止外国人、无国籍人士、外

国法人、外资参股的哈萨克斯坦法人、国际机构、国际参与的科研中心、未入籍

回归移民等获得农用土地私有产权和临时使用权。根据吉尔吉斯斯坦《土地法》，

吉禁止向外国人提供或转移农业用地所有权，国有农业用地租期为 5 年，干旱耕

地、种子培育土地、种畜场土地、试验田、科学研究田、经验推广田等租期可达

20 年。

3. 营商风险较高

中亚地区特别是乌兹别克斯坦面对日益严重的水资源短缺。乌国内已有 300

万公顷牧场和农田退化，约 200 万公顷不同程度盐碱化。据预测，因气候变化，

到 2030 年乌国内水资源将减少近 6%。哈萨克斯坦北部地区冬季严寒，有半年冰

雪期，最低气温达到-40℃左右，常年冬季温度在-10℃至-20℃，施工环境恶劣，

防冻保暖需求使施工成本成倍增加。

中亚农业发展程度低，农产品深加工投资和农业园区建设处于起步阶段，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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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合作服务平台不成熟，技术合作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难以平衡、缺乏切实可

行的技术合作项目等。乌兹别克斯坦营商环境整体向好，但仍处于改革初期，市

场经济发育不健全，计划色彩较为浓厚，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缺乏连贯性、透

明性、可预见性，而且存在较多难以实施改革开放的“深水区”，中资企业在乌

开展投资合作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

四、今后中国与中亚国家农业合作的着力点

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国与中亚农业合作前景广阔，

合作潜力大。当前，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已经发生变化，

经济动能转换、科技革命发展、互联网社会转型、国际秩序和力量格局加速变

化。中国与中亚农业合作需要在前期合作成果基础上，结合新时期的时代特点和

形势要求，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下的中国和中亚农业合作新模式。

（一） 共同推动全球及区域范围内的粮食安全治理与合作

1. 将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置于国际议程优先位置，以多边促双边合作

当前全球粮食安全和乡村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应对粮食危机是一个系

统工程，需要从生产、消费、运输、分配等多方面着力，需要各国共同面对、集

体担当。中国可以将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置于国际议程优先位置，以多边促双边

合作，进一步深化和中亚五国农业合作。需要在多边平台上推动全球粮食安全治

理，推动构建更加公平的农业贸易秩序，提高农业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

水平。

支持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食计划署等机构发挥协调作用，共同维护粮

食价格和供应的稳定，减少关税壁垒，畅通贸易，保障全球粮食供给和运输通道

畅通；加强农业生产信息共享、经验交流、技术合作和政策协同，共同提高经济

发展水平，共同解决缺粮问题，将消除饥饿、消除贫穷和与气候变化作斗争作为

共同目标。推动全球主要产粮国的政策沟通协调。可共同倡议成立全球粮食援助

基金，重点帮助缺粮国家提升粮食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基金可支持向发展中国

家提供农业技术援助，推广中外现代农业技术示范交流培训中心建设，加强农产

品种植、仓储、运输、加工等领域技术交流，增加落后国家受训农业官员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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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的人次，提升这些国家的农产品综合生产能力。

2. 充分发挥区域合作平台的作用，为双边合作奠定更广泛的政治和市场基础

根据当前中亚各国政治和经济体制（多数国家为总统制，且长期执政；市场

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的特点，自上而下地推动中国与中亚农业合作，将农业合作

纳入“一带一路”倡议高峰论坛对话，可为中国与中亚的农业合作奠定良好的政

治基础并带来资金保障。还可以根据国家首脑峰会达成的战略方针与合作共识，

充分发挥部门间定期对话协商机制的作用，推动各国政府的科技管理部门、农业

部门、科研院所、大学、涉农大型企业、农民协会组织以及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

设施投资银行等的沟通对话。由各国参加机构针对本国所具有的科技优势、实施

的农业发展方向、对外投资意愿、对农业技术和资金的需求等内容进行协调对

话，并将达成的共识提交国家高层以供下届首脑会议参考，并传递至下一层实施

机制用以制定具体合作细则。

充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平台的作用。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国家元首和政府总

理级别的高峰会晤已形成制度化机制。2019 年 11 月，为落实习近平主席在上海

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关于中国政府支持在青岛建设中国-

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的重要讲话精神，商务部发布了《中国-上海

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在这一方案指导下，目前乌兹别

克斯坦工商会等 30 余家中外商协会、企业已经发起成立上合农业产业发展联盟，

并且落地了乌兹别克斯坦数字现代化农业产业园等合作项目。未来可进一步发挥

该联盟的作用，整合国内外农业产业资源，加强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业产业链上下

游配套合作，并充分借助上合示范区国际物流、现代贸易等发展优势和平台优

势，实现农业互联互通和优势互补，促进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业产业良性发展。

（二） 加强农业政策沟通，以命运共同体意识引领合作

中国和中亚的农业合作以国家合作为前提，再加上中亚地区复杂多样的农业

发展形式，中国和中亚国家只有进行政策沟通以凝聚共识，通过战略对接以共享

发展，农业合作才能焕发活力。

1. 建设中国-中亚农业命运共同体

中国与中亚 30 余年农业合作的历程和经验证明，各方唯有携手合作才能互

惠互利。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广泛的现实需求、坚实的民

意基础。2022 年 1 月，在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 30 周年视频峰会上，双方宣布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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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提出“把中亚国家与中国的合作提升至新的水平”。

2023 年 5 月 18—19 日，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在中国陕西西安召开，这是中国同中

亚五国建交以来，六国元首首次以实体形式举办峰会，在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发

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体现了中亚地区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也契

合中亚国家与中国开展合作的迫切需求。

2. 全方位推动中国-中亚农业合作的机制化

中国-中亚元首会晤机制的正式建立是中国-中亚关系的重大突破，为中国与

中亚国家深化政治互信、开展睦邻友好合作提供了重要机制保障，为中国和中亚

国家的农业合作注入新动力。未来应在元首会晤机制下加快成立产业与投资、交

通、农业等领域会晤和对话机制，推动农业部长级会晤机制建设，完善多层次对

话机制，广泛形成共识。

3. 加强中国-中亚农业发展战略的对接

中国和中亚农业合作要考虑中亚国家发展程度、政治制度差异和民族多样性

等，加强政策沟通，在农业发展战略上实现对接。农业发展战略关乎国家顶层设

计和共识，对中国和中亚农业合作具有全局性把控和长远性建设的作用，也有利

于找到农业合作的最大公约数，能够在农业合作中起到引领作用。

（三） 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农业贸易与投资合作创造便利的硬件环境

中亚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有基础、有条件、有能力成为亚欧大陆重要

的互联互通枢纽，为世界商品交换、文明交流、科技发展作出贡献，建设联通的

中国和中亚有利于加强农业合作。

1. 加快中国-中亚交通走廊建设

中国和中亚国家共同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巩固中亚作为欧亚大陆交通枢纽的

重要地位，对中国和中亚国家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未来应加快推进中国-中亚

交通走廊建设，发展中国-中亚-南亚、中国-中亚-中东、中国-中亚-欧洲多式联

运，包括中-哈-土-伊（朗）过境通道，途经阿克套港、库雷克港、土库曼巴什

港等海港的跨里海运输线路，发挥铁尔梅兹市的过境运输潜力。在走廊建设中，

加快农业互联互通关键点建设项目规划，设计融资方案和合作模式，开辟新的农

业运输通道，打造“中国-中亚农业交通走廊”，增强通关便利性，以促进贸易和

投资。在建设中，致力于构建中国同中亚国家全方位、复合型、立体化、绿色低

碳、可持续的交通基础设施体系，逐步有序地增开航班，推进现有口岸设施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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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改造，实现边境口岸农副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的全覆盖，开展国际贸

易“单一窗口”的互联互通，积极发展地区农业物流网络。

2. 加快中国-中亚经济走廊建设

在农业基础设施联通的基础上，中国-中亚经济走廊已经成为增进中国和中

亚深化农业合作的重要纽带。近年来，这条经济走廊上的重点项目得到实质性推

进，沿线国家和地区从能源到铁路、从园区建设到平台发展不断加强互联互通，

使中国和中亚的农业合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今后还要积极发挥上海合作组织、

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等区域性合作组织的作用，建设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

施、通信基础设施，签署经贸合作协定和合作备忘录，在中国-中亚经贸部长会

议框架内，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以进一步推进中国-中亚经济走廊建设。

3. 建立中国-中亚农业示范基地

农业基础设施联通需要加强农业示范基地园区建设，形成产业集群和平台带

动效应，推动农业技术和农业服务走出去。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提出，要在中国陕西设立上海合作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建设集

“科技合作、人才培育、技术推广、经贸促进”四位一体的示范基地，助力中国

和中亚国家农业合作和全球粮食安全保障。未来可集中优势在中亚国家建设一批

具有示范带头作用的农业科技园，打造以科技为中心，结合当地农业资源优势，

形成以农产品为特色的农业园区，共同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发展。

4. 推动农业基础设施“软”联通

农业基础设施联通不仅涉及交通网络，还需要信息网络和贸易投资服务便利

化联通等，像农业生产基地和农业教育、科研、技术推广等基础设施都可以归结

为软联通。中国和中亚国家在打造农业示范基地联通的同时，要注意产学研结

合，孵化符合中国和中亚当地农业发展需求的经济实体，开展农业研发、技术推

广、产业规模化经营，建立国家与国家、企业与企业的战略合作，提高龙头企业

创新发展能力，以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为抓手，打造“政产学研用”优势资源

集聚融合的平台载体，为农业创新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农业科技人才交流是深化

农业合作的重要方向之一，要积极构建以农业科技人才交流为核心的交流平台和

机制，包括共同开展联合研究、建立农业技术人才的互访机制、互派农业专业留

学生等。在农业科技人才交往中还要致力于提升农民的能力和素质，搭建适合农

民主体的交流平台，开展农民职业教育培训等。此外，充分利用中国驻中亚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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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国际农业组织、金融机构和驻外使馆，加大对中亚国家农业综合管理人才、

农业外交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

软联通的另一方面是促进数字技术在农业企业的应用。鼓励有条件的农业企

业进行数字化改造，提高农业企业全链条信息化、智能化水平，为银行、保险等

金融机构服务乡村产业提供信用支撑；提高农业领域品牌打造及发展能力。

（四）“走出去”与“引进来”并举，促进中国-中亚农产品贸易和投资畅通

贸易畅通包括畅通程度、投资水平和营商环境等方面，“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十几年来，中国和中亚国家在农产品贸易上增速较快，但是在贸易程序、基

础设施、营商环境、贸易规则和数字贸易等方面还存在着很大不足，需要进一步

完善。

1. 推动农产品全产业链的合作，主动布局农业“走出去”“引进来”

推动农产品进口多元化和支持走出去农业企业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是当前中

国农业农村部推动对外国际合作的主方向。深化与中亚地区的农业产业链合作，

充分发挥中国和中亚国家在农业领域的各自比较优势，即有助于降低中亚国家农

产品出口的海外依存度，也可助力中国农产品进口多元化目标的实现。

中哈农业存在互补性。哈萨克斯坦是粮食生产和出口大国，人均小麦产量居

世界前列，但蔬菜水果缺口较大，从中国的进口量位居中亚国家之首。另外，哈

萨克斯坦农业生产质量不高、投资不足，在人才培养、土地开发、融资信贷和农

业科技等问题上对中国的需求较大。

农业是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命脉和支柱产业，粮食和蔬菜水果自给率高，但

存在资金短缺、技术落后、农产品加工能力不强等问题。因此，中乌之间农业领

域的互补性主要体现在中方可以利用技术优势、资金优势和巨大的市场空间，与

乌方在棉花种植和深加工行业以及小麦、水稻和玉米等主粮种植方面加强合作。

还可以通过合作提高乌畜牧业水平，提升水资源利用率。另外，在农业机械生产

及蔬菜水果的生产和运输等领域，设立更多的示范园区，建设更多合作企业，完

善乌农业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以互利的方式吸引更多的人口和企业加入两国农

业互补合作。

土库曼斯坦粮食生产基本能满足自身需求，但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则

需要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进口粮食，以及需要联合国粮农组织、俄罗斯等

国际组织和国家的援助才能保障粮食需求。对此，中国应在主粮育种、种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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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与仓储和运输环节加大对塔吉两国的技术援助和资金扶持力度，促进两国稳步

提高粮食自给率，提升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保障水平。

引进来方面，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近年来邀请了数十家来自中亚国家的农业

企业参会，不仅巩固了中国和中亚企业的贸易往来，也收到了较好的政策宣传效

果。未来可继续发挥这一平台的作用，鼓励更多中亚国家农业企业参与对华贸

易，进一步提升农产品贸易范围和规模。

2. 以中亚为核心，打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采购基地

作为重要的粮食生产区，中亚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农业合作的重点区

域。由于互补性较强，与中国农业在加工转型升级、国际农产品贸易、农产品产

业链和价值链提升、可持续与绿色农业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习近平主席

在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 30 周年视频峰会上特别指出，“中国愿向中亚各国开放超

大规模市场，将进口更多中亚各国优质商品和农产品，继续办好中国-中亚经贸

合作论坛，力争到 2030 年将中国同中亚国家贸易提升至 700 亿美元”①。鉴于双

边良好的投资和农业合作关系，未来可考虑推动中亚成为中国国家粮食采购基

地，不仅可拓展中国农业供应链布局，还可以最大化保障中国粮食海外供应

安全。

3. 发挥新疆区位优势，打造中国-中亚农业合作核心示范区

新疆在中国-中亚农业合作的节点地区，其 16 个对外开放口岸中有 7 个口岸

向中亚各国开放，其中 6 个位于中哈边境，1 个位于中吉边境，是中国与中亚国

家开展贸易合作、进行深度文化交流的桥头堡。新疆目前也是中国开展与中亚各

国科技交流的核心区域。2013 年中国与中亚各国共同发起和设立了中亚区域经济

合作学院（简称“中亚学院”），旨在促进中亚地区各国间的知识分享和交流，

提升本地区各国的经济管理能力，推动区域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未来可充分利

用新疆的地缘优势及文化优势，积极发挥中亚学院的平台作用，将新疆打造成与

中亚各国的常规交流平台，推动区域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

4. 创新农产品贸易合作模式，深挖数字、绿色领域合作潜力

面对全球化发展的新阶段和新趋势，要使农业贸易便利“最大化”，实现贸

易畅通，数字化、数字贸易和电子商务必不可少。中国和中亚国家可以推动农业

①    《习近平在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30周年视频峰会上的讲话（全文）》，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2022年1月25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2-01/25/content_56704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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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与互联网技术深度融合，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发展农产

品跨境电子商务，采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发展农业数字贸易，秉持新发展理

念，运用数字化智慧化提升贸易效率，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推动高效便捷的贸

易流程，推动形成农业贸易新格局。推动数字经济和农业产业深度融合，提高农

业领域数字化发展能力，加强农业企业的数字技术能力，巩固农产品国际竞争优

势，升级农业信息服务体系，助力中国和中亚农民进入数字农业生产链全过程，

提高农业生产集约化水平，整合产业链信息，打造产业互联网等生产性服务共享

平台，加强中国和中亚电子商务合作对话机制。

5. 完善投资环境和投资保障机制

由于贸易和投资规模有限，中国农业部和外交部商务部联合编纂的《中亚国

家发展报告》、《对外投资指南》（中亚篇）、《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上海合

作组织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发展报告》等报告。

未来可考虑构建多层级的合作交流机制，通过政府层面签署备忘录和合作协

议，筛选重点扶持项目，加大资金支持力度，为企业层级合作创造稳定预期，降

低投资和金融风险。还要加强海关合作，形成有效的信息沟通-决策-协调机制，

推进农产品贸易畅通便捷。此外，可以建立农业投资促进中心，推动中国和中亚

各国的农业投资合作和技术合作，发挥各国比较优势，提升中国和中亚整体区域

的农业发展能力和农产品竞争力。

6. 创新投融资模式，推进农业资金融通及合作

中亚国家在农业融资方面存在较大的困难。虽然各国农业资源丰富，但利用

效率低下。近年来各国都颁布了相应的惠农政策，但要想吸引农业投资，实现更

大的资金融通，必须拓展农业投资领域，改善农业投资环境，完善农业投资

机制。

第一，科学选择投资区域，加大配套投资。实力雄厚的投资企业可以优先选

择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充分利用两国良好的农业资源条件和生产基础设

施，提高耕地投资的效益性。一般投资企业可以优先考虑土库曼斯坦，经科学评

价，通过土地租用的方式提高耕地投资的安全性。在这些领域，企业可通过投入

一定比例的资金，引进先进农业技术，购买新型农业机械设备等方式改善投资区

域的农业基础设施，同时加强种子培育、耕地种植与养护、农产品加工与运输等

环节的配套投资，以提高耕地投资效率，促进耕地投资项目的顺利推进，推动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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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项目高效开发利用和后期利益回收。

第二，加大与中亚国家在绿色和智慧农业领域的投资合作，助推中亚国家农

业现代化进程。提高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绿色农业，可作为中国-中亚农业合作

的增长点。中亚国家普遍面临着农业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问题，在农

业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尤其是水资源的科学分配和使用方面，希望得到中国的

帮助。乌兹别克斯坦的盐碱化治理中，中国的科学治理方案得到了好评。未来可

借鉴这一合作模式，通过农业技术实验示范基地、科技示范园区、联合研究实验

室等方式，加强中国和中亚农业科技研发，提升双方农业技术的分享和转移，促

进农业技术信息沟通和技术人员交流。在农业科技合作的过程中，注重农业品种

和农业技术的交流互动，以发挥双方特色优势，实现资源互补。除加强现有的动

物和作物生产技术、农业技术、畜牧业和兽医服务方面的合作外，双方还可以探

索在人工智能、智慧农业、乡村振兴等新兴领域的合作。

第三，创新投融资模式，多措并举解决融资困境。在未来的农业合作中，中

国的农业企业可以采取灵活的价值链合作模式，完善与中亚各国农业企业和农户

的合作。

比如农业价值链上游生产环节的龙头企业可考虑建立与小农户的合作机制，

提升小农户在农业价值链中的地位，强化农业价值链。在这种模式下，小农户可

以通过土地投资或资本投资等形式参与龙头企业的价值链，龙头企业也可以长期

收购大量小农户的土地，建立生产基地或农业园区，这样从农业生产到田间管理，

从生产资料到产业运营规划，从仓储运输到市场销售，龙头企业都能进行统一管

理，可提高产品标准化水平，显著降低内部市场交易成本，最大限度地避免道德

风险和逆向选择。或者中国农业龙头企业可以通过企业并购重组，形成农业供应

链中上下游企业战略联盟，既可以充分形成产业链上不同企业的垂直互补，获取

规模经济，还可以充分发挥当地企业的优势，有效防范投资中可能出现风险。 

此外，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创新“互联网+现代农业”合作模式。可

以助推中亚国家农业电子商务发展进程，还可以推动中国农业传感器技术、农业

机器人、农业遥感、农业大数据、植物工厂在海外的发展和应用。

（责任编辑 靳会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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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е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Китая с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состояние и направления

Тянь Хуэйфан, Ван Юнчжун, Линь Шэнь, Лю Хуэйцзин

【Аннотация】В последнее время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пятью странам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углубляется, а 

торговля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й продукцией развивается быстрыми 

темпами. Торговля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й продукцией Китая со странам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 основном сосредоточена на Казахстане, Узбекистане 

и Кыргызстане, при этом товарооборот с Таджикистаном и 

Туркменистаном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невелик.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ая 

продукция, которую Китай импортирует из пяти 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их 

стран – это, главным образом, зерновые, семяна масличных культур, 

хлопок и хлопковая пряжа. В Центральную Азию Китай экспортирует в 

основном фрукты и различные пищевые продукты. Существуют и та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как малый объем торговли, однообразность ассортимента 

продукци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й дисбаланс и т.д. Объем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ых 

инвестиций Китая в пять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невелик и сильно 

колеблется, при этом основными являются инвестиции в новые 

предприятия, а масштабы инвестиций слияния очень малы и в основном 

распределены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Узбекистане и Кыргызстане. Проблемы в 

сфере инвестиций включают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высокие инвестиционные 

барьеры, ограничения на аренду земель, подверженность влиянию 

сурового климата, нехватку водных ресурсов, деградацию и засоление 

земель, а также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улучшения бизнес-среды и т.д.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Китай и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торговля; инвестици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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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ly,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fiv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has been deepened,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 trade has 

developed rapidly.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 trade with Central Asia i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Kazakhstan, Uzbekistan and Kyrgyzstan, and the trade 

volum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with Tajikistan and Turkmenistan is relatively 

small.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 imports from the fiv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are mainly grains, edible oilseeds, cotton and cotton yarn, and its 

exports to Central Asia are mainly fruits and miscellaneous foods, in which the 

main problems are small scale, single product structure, and regional 

imbalance. China's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in the fiv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is 

not high and fluctuates greatly. It is mainly greenfield investment, and the scale 

of M&A investment is very small, mainly distributed in Kazakhstan, 

Uzbekistan and Kyrgyzstan. Problems in the investment field include: high 

investment barriers, limited land leasing, vulnerability to severe cold climate, 

water shortage and land degradation and salinization, and business environment 

that needs to be improved. In order to deepen agricultural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China and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should jointly promote global 

and regional food security governance, strengthen agricultural policy 

communication, guide cooperation with a sense of shared destiny, expand 

investment areas and innovate financing models, build a "China-Central Asia 

Agricultural Transportation Corridor", promote agricultural trade facilitation 

and improve the environment for investment and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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