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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oth China and Russia have abundant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there are 
frequent trade exchanges. Agricultural product trad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trade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is article combines the 
current hot spot of the new crown pneumonia epidemic in 2020, and takes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 trade data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from 2006 to 
2020 as a research sample to measure the basic status, competitiveness and 
complementarity of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Rus-
sia.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Although the scale of Sino-Russian agricultur-
al trade is large, the shortcomings are high concentration and single cate-
gory, an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epidemic, the scale of China’s agricul-
tural exports to Russia has shrunk, but the scale of China’s imports from 
Russia has not been affected, and continued the growth trend of previous 
years. 2) The competitiveness of Russia’s agricultural products is generally 
lower than that of China, but China only has an advantage in the export of a 
few type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the current complementarity of 
agricultural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is still relatively low on the 
whole, and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needs to be further dee-
pened. 3) Due to the impact of the epidemic, the competitiveness and com-
plementarity of various type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have been weakened to varying degrees, but this is also an op-
portunity. Under this background, we can further expand the scale of bila-
teral agricultural trade, adjust and optimize the trade structure of the two 
countries, and make the trade complementarity of various agricultural prod-
ucts more bal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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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近几年来，中国与俄罗斯各方面的合作都在加深，农业合作是非常具有

潜力的增长点。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现在人们不仅追

求吃饱穿暖，还更加注重生活质量，但仅仅依靠我国市场根本不能满足消费

者的需求。通过分析中国与俄罗斯各自的农业生产条件和自然资源条件发现，

中俄两国农产品贸易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在国际背景和国内现实条

件下，我国对大豆、玉米等大宗农产品增长需求强劲，然而在这些农产品上

进口结构单一，市场集中度高。由此可见，我国在农产品进口方面还存在着

一些潜在风险。 

目前，就合作规模而言，中国与俄罗斯关于农业的合作较少，两国的农

产品贸易数额与中美、中日之间相差甚远，农业合作也尚未达到预期效果。

另外，中俄各类农产品贸易额在两国的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都比较低。2010

至 2019 年，中国向俄罗斯出口的农产品占中国农产品总出口的比重呈现出明

显的下降趋势；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的农产品占中国农产品总进口的比重总体

上是波动下降的。这与两国的经济实力和地理优势不相符。同时，自 2020 年

开始，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对世界农产品贸易以及世界经济发展产生

了重大影响。这种重大影响表现为：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全球农产

品的供求关系由供需基本平衡转变为供不应求；国际上农产品的价格不再下

跌；全球各国的农产品贸易由于疫情期间的各种限制措施导致贸易规模大幅

下降；中俄两国的农产品贸易也由于疫情的快速传播而受到冲击。 

当今世界，国际贸易的环境和政策在不断变化，又由于疫情的传播，中

俄两国的农产品贸易增添了许多不确定性，此时正是发挥我国作为农业大国

的优势以扩大中俄农产品贸易规模的好时机。基于这样的国际环境背景，研

究中俄农产品贸易的竞争性和互补性意义重大。 

1.2. 研究现状 

赵平，丁云(2020)指出，在疫情冲击下，我国大多数外贸企业的正常生产

经营秩序都受到了干扰，使得国际市场上的各种产品供给阻滞，同时产品需

求量下降，这种情况导致国际贸易格局和贸易政策都发生了改变，对我国出

口贸易造成了很大的冲击[1]。张俊超(2020)表明，新冠肺炎疫情的到来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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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国际贸易，中国这样的大型货物贸易国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但这对中国

来说也不尽然是坏事，在疫情爆发以后，中国的对外贸易结构以及贸易伙伴

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优化[2]。李丛希，谭砚文(2020)表明，疫情的发生在对

我国的农业农村经济造成诸多不利影响的同时也威胁到农产品的有效供给，

这对我国的农产品贸易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3]。胡国良，骆秋怡，王岩冰

(2020)探讨了中俄农产品贸易的现状，得到的结论是两国农产品贸易规模逐年

增加，但两国进行贸易的商品结构比较单一[4]。姜徐宁，黄和亮(2019)分别

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来分析，结果表明：宏观上来说，中国与俄罗斯的农产品

贸易在资源和市场方面都具有互补性；从微观上来说，中俄农产品贸易的互

补性和竞争性同时存在并且都较强[5]。徐娜，段懿恒，刘飞(2019)表明在中

俄双边贸易中，中国比较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是纺织业、轻工业以及机械运

输设备等制成品，俄罗斯的优势体现在矿物燃料和其他初级产品上，双方的

竞争力不强，互补性较强[6]。李旻晶，凃珊珊(2020)指出中俄农产品贸易的

问题在于俄罗斯的农产品贸易壁垒较为严重、中国农产品质量偏低、中俄关

于农业科技方面的合作缺少支持[7]。赵爽(2019)指出中国与俄罗斯在农业方

面的资源需求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在经济方面又存在着非常明显的互补性，

因此中俄两国经贸合作的前景一片大好[8]。郑国富(2019)指出虽然中国与俄

罗斯农产品贸易的合作成效显著，但存在的问题也较多，比如两国贸易的总

体规模小、贸易结构不合理、贸易壁垒严重、互补性较弱、贸易潜力还未被

完全发掘[9]。 

1.3. 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 

上述文献当中大部分都是站在贸易开放、市场规模的角度上对俄罗斯同

中国之间的农产品产业内贸易进行探讨，各位研究者详细分析了关于中国与

俄罗斯农产品产业间贸易的各项数据，但对两国产业内贸易的各项数据分类

别分析及研究是比较稀少的，因此这部分内容有待进一步研究。另外，上述

的很多文献中都讨论了中俄农产品贸易现如今的发展情况以及产品结构的互

补性，并对以后农产品贸易的很多情况做出了预测。基于“一带一路”战略

的背景，中国与俄罗斯农产品贸易的结构会有所改善，同时还可以加速推进

两国农产品贸易进一步发展。最后，关于疫情时期中俄农产品贸易方面的研

究十分稀少，尚未形成完整的研究体系，因此非常具有研究价值。 

1.4. 研究意义 

首先，对加深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合作以及推进“一带一路”的实施十

分有利。俄罗斯是中国实行“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合作伙伴国，与中国长

时间存在着大规模的贸易往来，并且农产品贸易这一部分对两国经济的发展

至关重要。其次，研究中俄农产品贸易的竞争性与互补性有利于更好地发挥

两国农产品贸易的规模效应，使得两国农产品贸易的结构更加优化。同时，

国际贸易的格局以及贸易政策在不断发展和改变，因此中俄农产品的贸易结

构也会不断发生改变。进行农产品的大宗贸易可获得规模效应，因此，本文

研究的实践意义就是提升两国农产品贸易的规模，有针对性地优化贸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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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原理 

2.1. 农产品分类标准(表 1) 

表 1. 农产品 HS 编码分类情况 

第一类 
(01~05) 

活动物 
及动物 
产品 

01 活动物 

02 肉及食用杂碎 

03 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 

04 乳品、蛋品、天然蜂蜜、其他食用动物产品 

05 其他动物产品 

第二类 
(06~14) 

植物 
产品 

06 活树及其他活植物 

07 食用蔬菜、根及茎块 

08 食用水果及坚果 

09 咖啡、茶、马黛茶及调味香料 

10 谷物 

11 制粉工业产品、麦芽、淀粉、菊粉、面筋 
12 含油子仁及果实，杂项子仁及果实，工业或药用植物，稻草、

秸秆及饲料 
13 虫胶，树胶、树脂及其他植物汁、液 

14 编结用植物材料，其他植物产品 
第三类 
(15) 

动、植物 
油脂 

15 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精制的食用油脂；动、植物蜡 

第四类 
(16~24) 

食品； 
饮料、 
酒及醋； 
烟草、 
烟草及 
烟草 
代用品 
的制品 

16 肉、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的制品 

17 糖及糖食 

18 可可及可可制品 

19 谷物、粮食粉、淀粉或乳的制品，糕饼点心 

20 蔬菜、水果、坚果或植物其他部分的制品 

21 杂项食品 

22 饮料、酒及醋 

23 食品工业的残渣及废料，配制的动物饲料 

24 烟草、烟草及烟草代用品的制品 

注：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农业协议农产品定义。 

2.2. 相关指数说明 

2.2.1. 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显性比较优势指数(Index of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RCA)是衡

量一国产品或者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最具有说服力的指标。通过 RCA
指数可以判定一国的哪些产业更具有出口竞争力，从而揭示一国在国际贸易

中所具有的比较优势。计算方法如下： 

( ) ( )RCAab ab at wb wtX X X X=                 (2-1) 

式中：Xab和 Xat分别是国家 a 生产的 b 产品出口和国家 a 全部出口；Xwb 和

Xwt分别表示世界的 b 产品在同时期的出口额和世界在同时期的出口总额。 
根据最终计算出的 RCA 值，可将产品划分为四类，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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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RCA 取值范围所表示的产品类别 

产品分类 RCA 取值范围 

极强优势产品 (2.5, ∞) 

较强优势产品 [1.25, 2.5] 

中等优势产品 [0.8, 1.25) 

弱劣势产品 (0, 0.8) 

2.2.2. 贸易互补性指数 
贸易互补性指数(Trade Complememtarity Index, TCI)用于衡量贸易的互

补程度和贸易关系的紧密程度，该指数基于 RCA 指数的研究，同时考虑了双

边国家出口比较优势和进口比较劣势两方面的因素。贸易互补性指数计算公

式如下： 

RCA RCAk k k
ij xi mjC = ×                   (2-2) 

其中： ( ) ( )RCAk k k
xi i i w wX X X X= 表示 i 国 k 类商品在世界范围内的出口比

较 

优势； ( ) ( )RCAk k k
mj j j w wM M M M= 指 j 国 k 类商品在世界范围内的进

口比较优势。当两个国家进行贸易，其中一国主要的出口产品种类与另一国

家的主要进口产品刚好相对应时，TCI 指数就较大，反之亦然。即 Cij > 1，双

方贸易的互补性强；Cij < 1，双方贸易的互补性不明显。 

3. 中俄农产品贸易现状 

3.1. 中俄农产品贸易规模 

3.1.1. 中国向俄罗斯出口农产品的规模 
如图 1 和图 2 所示，在 2006 年至 2020 年间，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农产

品贸易往来从未间断，就中国对俄罗斯的农产品总出口额来说，2006年至 2014

年处于波动性上升的状态，2014 年达到了约 21.9 亿美元的出口额，并且 2014

年的出口额是近十五年来中国向俄罗斯出口农产品最多的一年，此后，2015
年的出口额约为 17 亿美元，相较于 2014 年有大幅下降。2020 年中国对俄罗

斯的农产品出口总额约为 13.9 亿美元，相较于 2019 年下降了约 5 亿美元。由

此可见，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的农产品出口造成了较严重的损害。 

3.1.2. 中国自俄罗斯进口农产品的规模 
如图 3 和图 4 所示，在 2006 年至 2017 年间，中国自俄罗斯的农产品进

口额在 12 亿美元至 21 亿美元之间波动，并且波动幅度不大。2018 年的进口

额相较于 2017 年增加了约 10 亿美元，是近十五年来中国自俄罗斯进口额上

升幅度最大的一年，2018 年至 2020 年的进口额呈现稳定上升的趋势，由图

3 与图 4 可见，2020 年俄罗斯向中国出口农产品并未受到疫情的影响。2020

年中国自俄罗斯的农产品进口额约为 40.8 亿美元，2019 年的进口额约为 35.8

亿美元，一年内进口额增加了 5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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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6~2020 年中俄农产品贸易出口额柱状图 

 

 
图 2. 2006~2020 年中俄农产品贸易出口额折线图 

 

 
图 3. 2006~2020 年中俄农产品贸易进口额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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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06~2020 年中俄农产品贸易进口额折线图 

3.2. 中俄农产品贸易结构 

3.2.1. 中国向俄罗斯出口农产品的结构 
如图 5 所示，2019 年中国出口至俄罗斯的农产品中，所占比例较大的有

03 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13%)，07 食用蔬菜、根

及茎块(21%)，08 食用水果及坚果(18%)，16 肉、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及

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的制品(10%)，20 蔬菜、水果、坚果或植物其他部分的

制品(18%)，而其他类别的农产品只是少量出口。如图 6 所示，2020 年的农产

品出口结构与 2019 年类似。 

综合来看，中国出口到俄罗斯的农产品主要是食用蔬菜、水果和水产

品，其他类别的农产品出口额在中俄农产品贸易中所占份额较少，尤其是

除水产品之外的其他动物产品和谷物及谷物制品在中国出口至俄罗斯的

农产品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与俄罗斯的地理条件以及中国的自然资源

有关。 

3.2.2. 中国自俄罗斯进口农产品的结构 
如图 7 和图 8 所示，2019 年和 2020 年中国自俄罗斯进口的农产品主要有

02 肉及食用杂碎，03 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12

含油子仁及果实，杂项子仁及果实，工业或药用植物，稻草、秸秆及饲料，

15 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精制的食用油脂；动、植物蜡，23 食品工

业的残渣及废料，配制的动物饲料。 

综上所述，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的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的农产品结构也是单

一的，主要集中于几种农产品，尤其是水产品，这与俄罗斯的自然资源和地

理环境都有很大关系，俄罗斯北临北冰洋，东濒太平洋，西滨波罗的海，因

此捕鱼业十分发达。总之，俄罗斯对中国的农产品贸易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

现象，这个问题亟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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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9 年中国出口到俄罗斯的农产品结构 

 

 
图 6. 2020 年中国出口到俄罗斯的农产品结构 

 

 
图 7. 2019 年中国自俄罗斯进口的农产品结构 

3
13%

7
21%

8
18%

9
4%

16
10%

20
18%

21
4%

20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300%
12%

700%
21%

800%
6%

900%
5%1200%

3%

1300%
5%

1600%
9%

2000%
23%

2100%
4%

2300%
3%

202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3
61%

12
11%

15
14%

20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https://doi.org/10.4236/oalib.1109243


L. L. Xie 
 

 

DOI: 10.4236/oalib.1109243 9 Open Access Library Journal 
 

 
图 8. 2020 年中国自俄罗斯进口的农产品结构 

4. 中俄农产品贸易竞争性与互补性的分析 

4.1. 中国与俄罗斯农产品贸易竞争性分析 

根据 2006~2020 年中国与俄罗斯农产品的 RCA 指数变化情况(表 3)可以

看出，在这十五年内，俄罗斯农产品总体上一直处于弱劣势。在同时期中国

的农产品基本处于较强优势，只有 2018 年竞争性较弱，处于中等优势，并且

2008 年、2009 年、2010 年、2012 年、2013 年、2014 年、2016 年、2020 年处

于极强优势。值得注意的是，2020 年中国的农产品比较优势相对于 2019 年来

说有所增强，由 2019 年的较强优势转变为 2020 年的极强优势，这说明从总

体上来说中国农产品的竞争性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 
从中国的分类农产品 RCA 情况(表 4)来看，2006~2020 年这十五年间，

中国具有优势的农产品有：03 (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

物)，07 (食用蔬菜、根及茎块)，08 章 (食用水果及坚果)，16 (肉、鱼、甲壳

动物、软体动物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的制品)，20(蔬菜、水果、坚果或植物

其他部分的制品)，其余种类的农产品都处于弱劣势。其中，03 和 07 较为稳

定，十五年来其比较优势指数的数值虽然有波动，但一直处于较强优势范围

内。08 仅在 2015~2020 年具有中等优势，且 2020 年相对于 2019 年的竞争优

势减弱了。16 在 2006 年处于极强优势，随后在 2007 年至 2019 年期间处于较

强优势，2020 年转变为中等优势。20 在 2011~2012 年、2014~2017 年、2020
年为中等优势。综合来看，中国具有竞争优势的几类农产品的竞争性在 2020
年都相较于前几年有所下降，这说明疫情对中国农产品的出口有一定的负面

影响。 

4.2. Iden 

根据 2006~2020 年俄罗斯的分类农产品 RCA 情况(表 5)分析，俄罗斯具

有优势的农产品有：03 (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
10 (谷物)，12 (含油子仁及果实，杂项子仁及果实，工业或药用植物，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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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及饲料)，15 (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精制的食用油脂；动、植

物蜡)，19 (谷物、粮食粉、淀粉或乳的制品，糕饼点心)，21 (杂项食品)，23 (食
品工业的残渣及废料，配制的动物饲料)，24 (烟草、烟草及烟草代用品的制

品)，其余类别的农产品均为弱劣势产品。其中，03 的竞争优势是逐渐增强的，

2006 年为中等优势产品，2009~2014 年为较强优势产品，2015~2020 年为极强

优势产品。10 从 2007 年开始一直都是极强优势产品，2018~2020 年优势有转

弱趋势。12 在 2006~2018 年这 13 年间并不具备竞争优势，从 2019 年开始逐

渐转变为中等优势产品。15 在 2008~2009 年为中等优势产品，2012~2015 年

为较强优势产品，2016~2020 年为极强优势产品，但 2020 年的竞争性相对于

2019 年来说有所下降。19 和 21 在 2006~2019 年一直处于弱劣势，2020 年转

变为中等优势产品。23 的竞争优势处于稳定增强趋势，2006~2013 年处于弱

劣势，2014~2018 年、2020 年为中等优势产品，2019 年处于较强优势。而 24
仅在 2015 年和 2016 年具有中等优势。 

 
表 3. 2006~2020 年俄罗斯与中国农产品贸易 RCA 情况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俄罗斯 0.08 0.11 0.08 0.12 0.07 0.04 0.06 0.17 

中国 2.21 2.14 2.64 3.49 3.48 2.40 3.28 3.07 

年份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俄罗斯 0.17 0.26 0.11 0.02 0.02 0.02 0.03  

中国 2.65 2.30 2.55 2.37 0.82 1.67 2.58  

资料来源：根据 UN Comtrade 数据库、世界银行数据库整理而得。 
 

表 4. 2006~2020 年中国分类农产品 RCA 变化情况 

HS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01 0.16 0.14 0.15 0.15 0.12 0.10 0.10 0.10 

02 0.35 0.28 0.23 0.26 0.25 0.18 0.16 0.17 

03 2.23 1.79 1.52 2.30 2.26 1.85 1.86 2.13 

04 0.14 0.17 0.18 0.11 0.10 0.08 0.09 0.09 

05 0.47 0.41 0.40 0.41 0.35 0.31 0.34 0.37 

06 0.05 0.05 0.04 0.06 0.05 0.04 0.04 0.05 

07 1.74 1.52 1.24 1.64 1.92 1.47 1.13 1.34 

08 0.60 0.61 0.62 0.80 0.69 0.54 0.62 0.71 

09 0.46 0.41 0.38 0.47 0.42 0.34 0.32 0.38 

10 0.49 0.74 0.20 0.21 0.14 0.10 0.07 0.09 

11 0.11 0.19 0.16 0.16 0.14 0.10 0.10 0.10 

12 0.62 0.61 0.60 0.62 0.52 0.39 0.43 0.50 

13 0.07 0.08 0.13 0.17 0.17 0.17 0.16 0.20 

14 0.02 0.02 0.02 0.02 0.02 0.01 0.01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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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0.18 0.12 0.17 0.11 0.09 0.09 0.09 0.10 

16 2.58 2.20 1.77 1.54 1.50 1.32 1.47 1.52 

17 0.22 0.21 0.20 0.26 0.27 0.22 0.21 0.25 

18 0.06 0.06 0.06 0.04 0.05 0.05 0.05 0.07 

19 0.40 0.35 0.29 0.33 0.30 0.25 0.25 0.26 

20 1.78 2.05 1.71 1.60 1.42 1.17 1.24 1.33 

21 0.43 0.42 0.36 0.44 0.40 0.34 0.37 0.42 

22 0.51 0.31 0.25 0.28 0.25 0.20 0.23 0.23 

23 0.24 0.38 0.47 0.59 0.50 0.35 0.48 0.46 

24 0.27 0.24 0.22 0.30 0.26 0.19 0.21 0.22 

HS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01 0.09 0.10 0.10 0.09 0.09 0.09 0.08  

02 0.18 0.18 0.14 0.15 0.14 0.15 0.10  

03 2.12 2.19 2.14 2.13 2.20 2.29 1.44  

04 0.09 0.10 0.09 0.09 0.10 0.10 0.08  

05 0.34 0.29 0.28 0.37 0.42 0.44 0.25  

06 0.06 0.05 0.05 0.05 0.06 0.08 0.06  

07 1.24 1.48 1.64 1.79 1.74 1.90 1.30  

08 0.65 0.85 0.85 0.86 0.88 1.14 0.95  

09 0.37 0.42 0.46 0.47 0.54 0.67 0.54  

10 0.07 0.05 0.07 0.11 0.16 0.21 0.13  

11 0.09 0.10 0.09 0.09 0.13 0.15 0.09  

12 0.47 0.48 0.42 0.42 0.45 0.53 0.39  

13 0.20 0.21 0.20 0.22 0.25 0.29 0.22  

14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15 0.10 0.11 0.09 0.13 0.18 0.22 0.19  

16 1.34 1.31 1.24 1.45 1.70 1.70 1.23  

17 0.23 0.26 0.27 0.28 0.30 0.34 0.23  

18 0.07 0.07 0.07 0.06 0.07 0.07 0.04  

19 0.24 0.25 0.25 0.26 0.33 0.41 0.27  

20 1.15 1.21 1.14 1.23 1.33 1.44 1.03  

21 0.41 0.49 0.50 0.52 0.61 0.73 0.61  

22 0.25 0.33 0.34 0.36 0.39 0.39 0.27  

23 0.49 0.44 0.43 0.43 0.52 0.52 0.39  

24 0.19 0.22 0.21 0.21 0.23 0.26 0.10  

资料来源：根据 UN Comtrade 数据库、世界银行数据库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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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06~2020 年俄罗斯分类农产品 RCA 变化情况 

HS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2 0.01 0.01 0.02 0.03 0.03 0.02 0.04 0.06 

03 0.81 0.69 0.42 2.33 2.22 1.47 1.60 2.02 

04 0.27 0.32 0.26 0.31 0.11 0.07 0.19 0.23 

05 0.03 0.03 0.02 0.02 0.02 0.02 0.03 0.06 

06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7 0.10 0.08 0.07 0.15 0.07 0.15 0.22 0.18 

08 0.16 0.11 0.06 0.08 0.02 0.03 0.07 0.06 

09 0.09 0.10 0.09 0.12 0.08 0.05 0.09 0.12 

10 2.37 5.42 2.92 4.70 2.47 2.75 3.99 3.41 

11 0.12 0.22 0.25 0.26 0.09 0.20 0.10 0.12 

12 0.14 0.11 0.09 0.16 0.09 0.13 0.26 0.25 

13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14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15 0.73 0.78 0.83 1.22 0.70 0.66 1.44 1.57 

16 0.17 0.19 0.17 0.19 0.08 0.05 0.12 0.15 

17 0.19 0.26 0.12 0.19 0.10 0.12 0.18 0.20 

18 0.33 0.38 0.31 0.40 0.26 0.20 0.36 0.48 

19 0.33 0.42 0.34 0.39 0.19 0.14 0.28 0.41 

20 0.11 0.11 0.09 0.12 0.05 0.04 0.11 0.18 

21 0.40 0.46 0.40 0.50 0.25 0.18 0.31 0.44 

22 0.46 0.52 0.41 0.47 0.30 0.21 0.34 0.42 

23 0.20 0.30 0.24 0.37 0.32 0.26 0.53 0.75 

24 0.37 0.41 0.39 0.64 0.34 0.26 0.43 0.53 

HS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01 0.02 0.02 0.03 0.03 0.04 0.06 0.05  

02 0.07 0.13 0.25 0.33 0.38 0.65 0.73  

03 2.03 3.04 3.50 3.59 3.97 5.10 5.22  

04 0.22 0.24 0.26 0.27 0.23 0.31 0.29  

05 0.05 0.07 0.09 0.09 0.09 0.13 0.11  

06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7 0.17 0.44 0.56 0.51 0.38 0.52 0.46  

08 0.06 0.09 0.09 0.11 0.10 0.14 0.16  

09 0.10 0.14 0.16 0.16 0.15 0.19 0.21  

10 5.03 6.18 6.51 7.71 9.70 8.68 5.21  

11 0.13 0.29 0.28 0.24 0.24 0.36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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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0.26 0.43 0.60 0.66 0.71 1.11 1.20  

13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14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2  

15 1.61 2.05 2.56 2.79 2.48 3.77 2.51  

16 0.13 0.14 0.16 0.18 0.17 0.22 0.32  

17 0.19 0.19 0.29 0.51 0.38 0.57 0.65  

18 0.46 0.48 0.56 0.57 0.59 0.80 0.73  

19 0.44 0.56 0.60 0.58 0.54 0.76 0.89  

20 0.19 0.25 0.26 0.27 0.28 0.38 0.62  

21 0.43 0.54 0.89 0.98 0.62 0.77 0.83  

22 0.39 0.46 0.53 0.57 0.52 0.68 0.52  

23 0.87 1.06 1.10 0.89 1.01 1.38 1.24  

24 0.58 0.85 0.80 0.63 0.48 0.59 0.75  

资料来源：根据 UN Comtrade 数据库、世界银行数据库整理而得。 

 
Te 综合对比来看，03 章是中综合对比来看，03 是中国和俄罗斯都具有

竞争优势的产品，07、08、16、20 章是中国具有优势而俄罗斯处于劣势的农

产品，10、12、15、19、21、23 这几类农产品在俄罗斯具有竞争优势而在中

国处于劣势，其余类别的农产品在中国和俄罗斯都处于劣势。结合前面的描

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来看，中俄贸易的主要农产品是 03，因此，根据本章的分

析来看，中国与俄罗斯可以扩大一方具有优势而另一方处于劣势的农产品贸

易，从而优化两国的贸易结构。同时，综合表 5 和表 6 的分析结果来看，在

疫情影响下，中国和俄罗斯各自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 2020 年的竞争性都在

不同程度上有所下降。 

4.3. 中国与俄罗斯农产品贸易互补性分析 

根据俄罗斯与中国农产品的 TCI 变动情况(表 6)来看，2006~2020 年期间，

以中国进口衡量的 TCI 指数均小于 1，说明中国进口与俄罗斯出口的互补性

较弱；以中国出口衡量的 TCI 指数在 2014~2016 年以及 2019 年大于 1，这表

明这几年中国出口与俄罗斯进口的贸易互补性较强，而在 2011 年和 2017 年

较接近于 1，说明互补性在增强。综合来说，中俄两国的贸易互补性处于不

均衡的状态。 
根据中国农产品出口对俄罗斯分类农产品进口的 TCI 情况(表 7)来看，在

2006~2020 年期间，以中国出口与俄罗斯进口衡量的两国农产品贸易互补性

指数始终大于 1 的只有 03 和 08，02 仅在 2006 年、2007 年、2009 年 TCI 值
大于 1，07 在除 2012 年之外的其他年份 TCI 值均大于 1，08 在除 2011 年之

外的其他年份 TCI 值均大于 1，20 于 2006~2010 年和 2019~2020 年 TCI 值大

于 1，其余类别的农产品 TCI 值均小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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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06~2020 年中俄农产品 TCI 变动情况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俄罗斯 0.23 0.42 0.26 0.34 0.15 0.06 0.12 0.30 

中国 0.19 0.26 0.38 0.59 0.29 0.77 0.21 0.23 

年份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俄罗斯 0.30 0.51 0.23 0.04 0.03 0.03 0.04  

中国 1.64 1.22 1.23 0.81 0.38 2.10 0.81  

资料来源：根据 UN Comtrade 数据库整理而得。 
 

表 7. 2006~2020 年中国农产品出口对俄罗斯分类农产品进口的 TCI 情况 

HS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01 0.03 0.04 0.03 0.06 0.02 0.02 0.02 0.01 

02 1.28 1.06 0.87 1.29 0.87 0.33 0.37 0.39 

03 2.17 2.35 1.60 3.13 2.65 1.24 1.39 2.08 

04 0.11 0.16 0.15 0.12 0.13 0.05 0.09 0.14 

05 0.02 0.02 0.01 0.04 0.03 0.01 0.01 0.01 

06 0.01 0.02 0.02 0.03 0.02 0.01 0.01 0.02 

07 1.32 1.60 1.13 2.19 2.48 1.30 0.88 1.32 

08 1.45 1.74 1.43 2.84 2.19 0.97 1.22 1.55 

09 0.19 0.20 0.16 0.30 0.24 0.12 0.12 0.16 

10 0.15 0.17 0.05 0.04 0.02 0.01 0.01 0.02 

11 0.01 0.02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12 0.14 0.19 0.27 0.43 0.31 0.13 0.15 0.23 

13 0.01 0.01 0.01 0.02 0.01 0.01 0.01 0.01 

14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15 0.10 0.09 0.15 0.08 0.07 0.04 0.04 0.04 

16 0.46 0.46 0.33 0.36 0.28 0.17 0.29 0.37 

17 0.22 0.23 0.13 0.16 0.24 0.13 0.04 0.06 

18 0.03 0.04 0.03 0.03 0.04 0.02 0.02 0.03 

19 0.10 0.12 0.09 0.14 0.11 0.06 0.08 0.11 

20 1.41 1.84 1.30 1.54 1.14 0.52 0.61 0.73 

21 0.29 0.35 0.26 0.41 0.34 0.16 0.19 0.26 

22 0.63 0.53 0.34 0.40 0.33 0.16 0.22 0.27 

23 0.11 0.24 0.27 0.43 0.28 0.11 0.18 0.22 

24 0.19 0.19 0.14 0.29 0.18 0.07 0.08 0.10 

HS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01 0.01 0.01 0.01 0.01 0.02 0.02 0.01  

02 0.37 0.31 0.20 0.20 0.17 0.18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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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2.04 1.71 1.81 1.79 2.28 2.51 2.33  

04 0.13 0.12 0.12 0.13 0.13 0.19 0.25  

05 0.01 0.01 0.01 0.01 0.02 0.02 0.02  

06 0.02 0.02 0.02 0.02 0.02 0.03 0.02  

07 1.38 1.62 1.40 1.66 1.85 2.12 1.90  

08 1.34 1.93 1.99 2.07 2.56 3.55 2.98  

09 0.18 0.29 0.33 0.31 0.37 0.47 0.41  

10 0.01 0.01 0.01 0.02 0.03 0.04 0.08  

1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12 0.33 0.42 0.42 0.40 0.49 0.55 0.64  

13 0.01 0.02 0.02 0.02 0.03 0.04 0.02  

14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15 0.05 0.07 0.06 0.08 0.14 0.17 0.23  

16 0.35 0.27 0.28 0.36 0.56 0.54 0.48  

17 0.07 0.09 0.08 0.06 0.07 0.08 0.09  

18 0.04 0.04 0.04 0.03 0.05 0.06 0.05  

19 0.11 0.11 0.10 0.11 0.18 0.22 0.35  

20 0.69 0.76 0.75 0.75 0.99 1.08 1.24  

21 0.27 0.31 0.53 0.56 0.49 0.64 0.75  

22 0.29 0.34 0.38 0.47 0.61 0.71 0.86  

23 0.24 0.24 0.20 0.19 0.28 0.30 0.33  

24 0.09 0.14 0.15 0.10 0.13 0.14 0.15  

资料来源：根据 UN Comtrade 数据库整理而得。 

 
结合近十五年俄罗斯农产品出口对中国分类农产品进口的 TCI 情况(表

8)，在以中国进口俄罗斯出口来衡量的贸易互补性指数中，02 在 2016~2020
年间 TCI 值大于 1，03 在 2009 年和 2015~2020 年的 TCI 值大于 1，04 仅在

2019 年有较强的互补性，08 在 2019 年和 2020 年的 TCI 值大于 1，10 在

2012~2020 年具有较强互补性，12 在 2015~2020 年的 TCI 值大于 1，15 在

2007~2020年(除 2010、2011、2014)的TCI值均大于 1，19、21和 22在 2015~2020
年具有较强互补性，23 在 2009 年、2010 年、2013-2020 年 TCI 值大于 1，24
仅在 2015 和 2016 年具有较强互补性。 

综合表 7 和表 8 的分析结果来看，中国出口对俄罗斯进口的农产品贸易

互补性集中在几类农产品上，且互补性较强的几种农产品在 2020 年受到疫情

影响导致其互补性减弱，而俄罗斯出口对中国进口的农产品贸易互补性没有

集中在个别几类农产品中，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与俄

罗斯的综合农产品贸易互补性在 2020 年相对于 2019 年并没有下降，但分类

农产品的互补性大多受到疫情影响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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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2006~2020 年俄罗斯农产品出口对中国分类农产品进口的 TCI 情况 

HS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2 0.01 0.02 0.05 0.07 0.06 0.03 0.09 0.22 

03 0.42 0.42 0.21 1.24 0.99 0.44 0.51 0.73 

04 0.26 0.43 0.31 0.47 0.23 0.11 0.36 0.73 

05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2 

06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7 0.13 0.12 0.05 0.23 0.10 0.15 0.30 0.27 

08 0.20 0.18 0.10 0.19 0.05 0.05 0.15 0.15 

09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2 0.02 

10 0.32 0.49 0.27 0.61 0.38 0.30 1.10 1.03 

11 0.05 0.09 0.08 0.11 0.04 0.06 0.03 0.06 

12 0.19 0.25 0.28 0.50 0.24 0.22 0.57 0.63 

13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14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15 0.48 1.05 1.19 1.39 0.64 0.40 1.09 1.02 

16 0.01 0.02 0.02 0.01 0.01 0.01 0.01 0.02 

17 0.20 0.22 0.07 0.13 0.11 0.14 0.26 0.28 

18 0.10 0.14 0.13 0.15 0.12 0.07 0.13 0.21 

19 0.20 0.33 0.33 0.59 0.24 0.12 0.31 0.64 

20 0.04 0.05 0.04 0.06 0.02 0.01 0.04 0.07 

21 0.21 0.31 0.25 0.36 0.17 0.08 0.17 0.32 

22 0.45 0.79 0.62 0.76 0.50 0.29 0.61 0.77 

23 0.42 0.69 0.60 1.00 1.05 0.42 0.93 1.64 

24 0.29 0.39 0.40 0.79 0.28 0.16 0.33 0.46 

HS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2 0.01  

02 0.26 0.58 1.91 2.11 2.79 9.08 1.25  

03 0.79 1.28 1.77 1.93 3.09 5.84 4.55  

04 0.86 0.53 0.68 0.92 0.88 1.45 0.98  

05 0.01 0.02 0.03 0.04 0.05 0.08 0.06  

06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7 0.27 0.77 0.76 0.68 0.51 0.60 0.76  

08 0.19 0.37 0.39 0.46 0.60 1.17 1.08  

09 0.02 0.04 0.08 0.05 0.06 0.13 0.19  

10 1.83 3.84 2.69 3.29 3.76 3.26 2.73  

11 0.07 0.18 0.18 0.15 0.19 0.36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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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12 0.71 1.13 1.69 1.97 2.05 3.31 2.98  

13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14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15 0.87 1.07 1.32 1.54 1.43 2.78 1.52  

16 0.02 0.02 0.02 0.03 0.04 0.06 0.03  

17 0.20 0.27 0.31 0.48 0.37 0.68 0.77  

18 0.24 0.28 0.28 0.25 0.31 0.48 0.67  

19 0.74 1.42 2.01 2.18 2.40 4.04 2.05  

20 0.09 0.15 0.19 0.19 0.26 0.42 0.31  

21 0.36 0.64 1.40 1.56 1.36 2.11 1.92  

22 0.73 1.32 1.85 2.02 2.22 2.93 2.56  

23 2.05 3.12 2.46 2.02 2.56 4.07 3.24  

24 0.72 1.05 1.01 0.75 0.57 0.84 0.63  

资料来源：根据 UN Comtrade 数据库整理而得。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1) 农产品贸易规模与结构方面：首先，中国与俄罗斯的农产品贸易规模

有待提升，贸易集中度过高，贸易品类单一，且两国进行贸易的产品大多数

都是低附加值产品。近几年来，中俄两国的农产品贸易规模总体上有所扩大，

但是仍然不符合两国的经济体量。其次，两国农产品贸易主要集中在几类农

产品上；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的农产品主要是 03，2020 年这一农产品占中国进

口自俄罗斯农产品的 45%，02、12、15 和 23 在近几年也在快速增长，这几类

产品 2020 年甚至没有受到疫情影响而保持了以往的增长态势。 
2) 农产品贸易的竞争性方面：从总体上来看，自 2006 年以来中国农产

品的竞争性强于俄罗斯，但是从 2018 年开始，中国农产品所具有的优势由于

劳动力成本增加而有所削弱，尤其是在 2020 年加上疫情因素，这种削弱就更

加明显；俄罗斯的农产品比较优势指数自 2006 年以来一直比较平稳地处于比

较低的状态，这说明俄罗斯的农产品是缺少比较优势的。 
3) 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方面：目前中国与俄罗斯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无

论是总体还是分类别来说都处于较低的状态，通过前文分析所得的贸易互补

性指数可知，中国与俄罗斯的互补性指数主要在 0~1 之间，说明两国农产品

贸易的互补性水平较低，有待提高，双方合作还有待加强。 
4) 新冠肺炎疫情对农产品贸易的冲击：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

加速蔓延，这导致中国的农产品出口受到巨大冲击。由于疫情的发生，中国

实行封城封路政策，这一举措导致交通不便，国内农产品滞销，农产品的保

鲜期较短，因此长时间无法销售出去就会出现干枯、腐烂等现象。并且新冠

病毒可在−180℃的环境下存活，这导致水产品变成了不安全的问题产品，中

国无法出口，也不能从国外进口这些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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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对策建议 

根据前文所总结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 提高中俄农产品贸易的地位：中国与俄罗斯是对方的农产品的重要销

售市场，需要维护和强化，但两国作为对方进口市场的地位较低，这一点必

须要重视。首先需要改善的是中俄农产品贸易的环境，尽量减少或消除一些

贸易壁垒和其他政策性的障碍，使两国的贸易更加便利；扩大两国的农产品

进入对方市场的规模，提升两国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同时，还应该利用“一

带一路”和“中蒙俄经济走廊”这两个战略，增加市场开放率，更深层次地

挖掘贸易潜力，从而推动两国农业合作双赢。 
2) 中俄双方搭建有效的信息共享平台：在当前信息时代的背景下，高效

的信息共享平台可以方便了解对方的农业政策和市场信息，同时也可以全面

了解国际农业市场的动态，以便于及时调整农产品贸易结构。这一举措对多

数外贸企业来说也是一个十分有利的政策，目前有很多参与中俄农产品贸易

的企业都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因此，政府应该加大力度支持这类外贸企

业，搭建高效的信息共享平台，帮助这些外贸企业了解更多的国际贸易政策，

并且为大众提供更加可靠的消息。 
3)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对于中国与俄罗斯的农产品贸易来说，交通和物

流这些基础设施不完善是制约两国农产品贸易发展的瓶颈。目前，中俄之间

通道建设的问题主要在于物流运输成本高，一些中小型企业即便想参与两国

的农产品贸易但却有心无力。为了让这个问题得到解决，首先中国与俄罗斯

双方需要通力合作，在一些合适的区域建设中转站，对所需的物流工具进行

合理的布局和分配，使得中俄之间有一个稳定的运输网络。同时还需要建设

连接中国与俄罗斯的通道，进一步促进两国贸易规模的扩大。 
4) 提高农产品的品质：这个措施是提高农产品竞争力的重要举措。中国

的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要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品牌推广和对产品进行品质

标准化来保证农产品的品质竞争力，如此一来，过硬的品质就能够赢得更大

的市场和更好的发展。最后，中国的众多农业企业还要抓住“一带一路”倡

议带来的机遇，加大与俄罗斯的农业合作力度，推动中俄农产品贸易走向新

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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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中俄农产品贸易的竞争性和互补性研究 

摘要：中国和俄罗斯都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并且存在着频繁的贸易往来，

农产品贸易更是两国贸易往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结合 2020 年新冠肺炎疫

情这一时事热点，以中俄 2006 年~2020 年的农产品贸易数据为研究样本，对

中俄两国农产品贸易的基本现状及竞争性与互补性进行测度。结果表明：1) 
中俄农产品贸易虽然规模大，但缺点在于集中度高，品类单一，并且在疫情

影响下，中国向俄罗斯出口农产品的规模缩小，但中国自俄罗斯进口的规模

并未受到影响并且延续了前几年的增长趋势。2) 俄罗斯的农产品竞争性总体

上低于中国，但中国也只是在少数几类农产品的出口上占有优势，而且目前

中国与俄罗斯农产品贸易互补性从总体来说仍然较低，双方合作有待进一步

深化。3) 由于疫情所带来的冲击，中国与俄罗斯各个类别农产品贸易的竞争

性和互补性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削弱，但这也是一个契机，在这个背景下可

以进一步扩大双方的农产品贸易规模，调整和优化两国的贸易结构，使得各

类农产品的贸易互补性更加均衡。 

关键词：农产品贸易，竞争性，互补性，新冠肺炎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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