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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近年来ꎬ 受极端天气事件频发、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 能源价

格高涨、 部分地区发生社会动乱等因素的冲击ꎬ 中亚各国面临严峻的粮食安全挑

战ꎮ 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导致粮食价格高涨、 粮食供应链中断、 化肥等基础农业

资源短缺ꎬ 进一步增加了中亚各国应对粮食安全问题的难度ꎮ 为应对多重挑战ꎬ
中亚各国分别从短期、 中期和长期三个时段提出应对策略ꎬ 按照 “三步走” 方

案主动管控粮食安全风险ꎬ 在保障国内粮食供给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国际粮食合

作ꎬ 大力发展农业现代化ꎬ 以期改善粮食安全状况ꎮ 中国可在现有伙伴关系的基

础上ꎬ 继续深化与中亚的农业合作ꎬ 共同应对潜在的粮食安全挑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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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全球粮食、 能源、 化肥等大宗商品的重要生产国和出口

国ꎬ 对全球粮食的供给、 国际粮价的稳定至关重要ꎮ ２０２２ 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

级后ꎬ 由于粮食供应链中断、 化肥价格飙升等原因ꎬ 国际粮食市场波动剧烈ꎬ 全

球粮食安全形势岌岌可危ꎮ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国情咨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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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ꎬ 要 “警惕俄乌冲突带来粮食价格飙升等粮食安全负面作用”①ꎬ 中亚各国

粮食安全挑战不容忽视ꎮ
中国与中亚五国均为发展中国家ꎬ 中国—中亚粮食领域合作同质化程度高ꎬ

因此分析中亚应对粮食安全问题的策略对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具有借鉴意义ꎮ 俄乌

冲突之后ꎬ 中亚粮食安全危机更为明显ꎮ 其一ꎬ 中亚各国在粮食供应安全与其他

粮食安全国家存在差距ꎬ 中亚五国保障自身粮食安全的能力参差不齐ꎮ 传统上ꎬ
中亚各国水资源有限ꎬ 粮食生产受制于自然因素ꎬ 粮食歉收现象普遍ꎬ 再加上新

冠肺炎疫情蔓延ꎬ 中亚各国劳动力短缺带来额外挑战ꎮ 其二ꎬ 中亚各国深度依赖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粮食出口ꎮ 俄乌冲突爆发后ꎬ 各国颁布粮食禁运政策ꎬ 粮食供

应链因战事阻断ꎬ 化肥等基础农业资料的价格持续走高ꎬ 全球粮食安全风险在传

导到中亚地区时不断被放大ꎬ 对当地粮食供给、 物价水平、 社会稳定等方面造成

诸多负面冲击ꎮ 与中亚各国类似ꎬ 中国也面临实现粮食自给自足的挑战ꎮ 如何在

实现粮食供给稳定的基础上提升国际粮食影响力ꎬ 是中国和中亚等国所追求的粮

食战略目标ꎮ 因此ꎬ 我们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是对既有中亚粮食安全研究的

文献进行回顾梳理ꎬ 引出本文的论题与意义ꎻ 二是在既有研究基础上ꎬ 分别从加

剧粮食安全矛盾、 催生系统性粮食危机、 通胀居高不下和粮食安全连带传统安全

威胁四个角度聚焦本次俄乌冲突对中亚粮食安全造成的冲击ꎻ 三是从颁布保障粮

食安全政策、 深化全球粮食合作和加快农业现代化改革三个方面分析中亚各国对

粮食安全问题的短、 中、 长期应对之策ꎻ 四是从中国的角度思考俄乌冲突对中亚

各国粮食安全的影响ꎬ 并提出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同应对粮食问题的可行路径ꎮ

一　 文献回顾

(一) 中亚地区面临的多重粮食安全挑战

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中亚地区面临多领域、 多维度的粮食安全挑战ꎮ 第一ꎬ
中亚各国粮食获取能力存在差异性不足问题ꎮ 马骏等从粮食生产能力、 粮食获取

能力以及粮食摄入能力和利用率三方面分析中亚各国的粮食安全ꎬ 指出中亚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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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水平参差不齐ꎬ 只有哈萨克斯坦能够实现粮食自给自足ꎬ 整体上中亚粮

食安全问题仍然严峻①ꎮ 肖斌基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模型ꎬ 并引入中亚各国

粮食自给能力、 粮食获取能力和农业领域投资能力三个维度ꎬ 得出哈萨克斯坦面

对的粮食安全问题最少ꎬ 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次之ꎬ 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

斯斯坦的粮食问题最严峻的结论②ꎮ 米兰达斯瓦尼泽 (Ｍｉｒａｎｄａ Ｓｖａｎｉｄｚｅ) 等分

析中亚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与黑海小麦出口国的小麦价格关系ꎬ 指出中亚地区小

麦贸易链距离大、 进口多样化范围窄ꎬ 导致运输成本较高ꎬ 受限于反复出口限

制ꎬ 中亚各国小麦进口价格波动性大ꎬ 中亚地区粮食安全易受地缘政治因素影

响③ꎮ 第二ꎬ 气候变暖和农业基础设施落后是中亚地区粮食安全的长期挑战ꎮ 维

克多杜霍夫尼 (Ｖｉｋｔｏｒ Ａ Ｄｕｋｈｏｖｎｙ) 等指出ꎬ 由于中亚位于干旱和半干旱地

区ꎬ 水资源和灌溉技术直接影响其粮食生产的稳定ꎬ 对保障地区粮食安全至关重

要④ꎮ 克里斯托弗雷耶尔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Ｒｅｙｅｒ) 等研究发现ꎬ 全球变暖和水资源

减少的复合作用将对中亚粮食安全构成指数型威胁ꎮ 阿迪利亚 巴伊迪纳

(Ａｄｉｌｙａ Ｂａｙｄｉｌｄｉｎａ) 等认为ꎬ 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开展的土地改革破坏了原

有农业生产设施ꎬ 使国家粮食生产力下降ꎬ 家庭层面粮食供给减少ꎬ 所以短期内

需要采取粮食干预政策ꎬ 长期则需要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应对粮食安全

挑战⑤ꎮ 第三ꎬ 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代表的突发事件加剧了中亚粮食安全问题⑥ꎮ
李睿思指出新冠疫情导致的物流运输中断和劳动力隔离使哈萨克斯坦粮食问题隐

患增大ꎬ 并且短时间内无法解决⑦ꎮ 卢南峰等认为ꎬ 塔吉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和

土库曼斯坦因气候原因出现农产品歉收ꎬ 而因新冠疫情导致的粮食供给和输出不

足加剧了中亚各国的粮食不安全⑧ꎮ

６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马骏、 龚新蜀: «中亚国家粮食安全问题研究»ꎬ 载 «世界农业» ２０１４ 年第 ８ 期ꎮ
肖斌: «中亚国家的粮食安全指数及评估»ꎬ 载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ꎮ
Ｍｉｒａｎｄａ Ｓｖａｎｉｄｚｅꎬ ｅｔ ａｌꎬ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Ｗｈｅａｔ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ｉｎ Ｅｕｒａｓｉａ: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ｒｉｃ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ａｕｃａｓｕｓ”ꎬ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２０１９ꎬ
Ｖｏｌ １１ꎬ ｐ ７３３

Ｃｈａｎｄｒａ Ｍａｄｒａｍｏｏｔｏｏ ａｎｄ Ｖｉｃｔｏｒ Ｄｕｋｈｏｖｎｙꎬ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ꎬ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ꎬ ２０１１ꎬ
ｐ １

Ａ Ｂａｙｄｉｌｄｉｎａꎬ ｅｔ ａｌꎬ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ａｎｄ Ｔｕｒｋｍｅｎｉｓｔａｎ”ꎬ
Ｆｏｏｄ Ｐｏｌｉｃｙꎬ ２０００ꎬ Ｖｏｌ ２５ꎬ Ｎｏ ６ꎬ ｐ ７３３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Ｒｅｙｅｒꎬ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ꎬ ２０１７ꎬ Ｖｏｌ １７ꎬ Ｎｏ ７ꎬ ｐ １６３９

李睿思: «疫情背景下哈萨克斯坦的政治经济形势: 问题与应对»ꎬ 载 «西伯利亚研究» ２０２１ 年
第 ６ 期ꎮ

卢南峰、 庄沐杨: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中东局势与多国粮食危机»ꎬ 载 «记者观察» 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ꎮ



乌克兰危机升级视阈下中亚粮食安全危机　

(二) 中亚各国的粮食政策

国内外学者从农业政策侧重点、 直接农业投资、 农业进出口开放程度与经济

改革程度深入分析中亚各国粮食政策ꎮ 第一ꎬ 中亚各国农业政策侧重点不同ꎮ 丹

申 (Ｄａｎｓｈｉｎ) 等指出ꎬ 优先发展农业并保障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是 «哈萨克斯

坦 ２０３０ 年前国家战略发展计划» 的重要部分ꎮ 相比中亚其他国家ꎬ 哈萨克斯坦

的农业政策也最为详尽和完整ꎬ 而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农业政策最不系

统①ꎮ 刘欢等也认为ꎬ 中亚五国关注的经济安全问题重点不同ꎬ 其中保障粮食生

产和供给的稳定是哈萨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

要支柱②ꎮ 第二ꎬ 中亚各国对农业的投资存在差距ꎬ 直接反映粮食政策的倾向ꎬ
以及中亚五国对各自农业的重视程度ꎮ 肖斌认为ꎬ 由于农业结构的差异和国家财

政能力的限制ꎬ 中亚五国对农业领域的直接投资额差别较大ꎬ 其中哈萨克斯坦最

重视农业投入ꎬ 并且集中于小麦等核心产物ꎮ 相比之下ꎬ 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

斯坦最少③ꎮ 克里斯特曼 (Ｃｈｒｉｓｔｍａｎｎ) 等指出ꎬ 除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外ꎬ
中亚各国人均可利用耕地面积较少ꎮ 在未来ꎬ 由于气候变化与人口增长导致可耕

地面积的持续减少和水资源的过度开发ꎬ 中亚各国急需培育耐高温和抗强热的粮

食作物、 保护并利用稀有植物遗传资源、 加强建设多样化的种植系统以满足当地

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④ꎮ 第三ꎬ 中亚各国需要制定平衡对外粮食依赖与粮食自足

的粮食政策ꎮ 孙致陆等通过分析中亚各国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８ 年粮食生产能力、 粮食获

取能力、 粮食稳定能力和粮食利用率四个指标的面板数据ꎬ 指出开放农业政策对

粮食安全的稳定作用ꎬ 同时也强调中亚各国保持一定程度的粮食自主的重要

性⑤ꎮ 第四ꎬ 中亚各国应对粮食安全的策略ꎮ 苏雷什巴布 (Ｓｕｒｅｓｈ Ｂａｂｕ) 等列

举中亚各国农业改革面临的信息鸿沟与现实挑战ꎬ 指出经济改革和适宜的制度安

排是中亚实现减贫、 提高粮食安全与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关键⑥ꎮ 裴明杰 (Ｂｕ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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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ｊａｌａｌｏｖꎬ ｅｄｓ ꎬ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ꎬ ２００６ꎬ ｐｐ ３９７ － ４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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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ｎｈ Ｇｉａｐ) 认为ꎬ 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 政治环境趋于稳定以及国际贸易走廊

的建立都有助于中亚地区建立紧密的农业贸易网络ꎬ 但新冠肺炎疫情等外部冲击

会对中亚地区粮食安全构成系统性风险①ꎮ 易小准等指出ꎬ 中亚各国需要重新评

估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粮食的重度依赖ꎬ 并通过调整粮食供应链、 替换粮食进口伙

伴等方式提高本国粮食供应稳定性②ꎮ 刘艺潼则建议中亚各国之间提高双边合作

水平ꎬ 并将寻求中亚一体化作为应对俄乌冲突造成的中亚粮食危机的重要手段③ꎮ

(三) 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对全球粮食安全的影响

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对全球和地区粮食安全带来巨大不

确定性ꎮ 在全球层面ꎬ 钟钰等认为ꎬ 持续的俄乌冲突将进一步激化全球粮食供求

矛盾ꎬ 推高农业生产成本ꎬ 最终改变全球粮食贸易结构④ꎮ 蒋菁指出ꎬ 由于西方

对俄罗斯最大粮食出口港和来自俄罗斯的船只实施禁运ꎬ 世界主要粮食产区面临

粮食运输通道缺失的风险ꎮ 同时ꎬ 俄乌冲突对区域性粮食安全保障构成挑战ꎬ 全

球粮食供应形势恶化⑤ꎮ 本哈森 (Ｂｅｎ Ｈａｓｓｅｎ) 等人分析认为ꎬ 乌克兰出口能

力受到限制、 征兵和人口迁移造成劳动力短缺和因化肥短缺导致的春耕延迟都会

对全球粮食生产构成直接或间接威胁⑥ꎮ
在地区层面ꎬ 张梦颖将研究视角聚焦非洲大陆ꎬ 指出由于非洲国家大量依赖

俄、 乌两国出口的粮食ꎬ 俄乌冲突给非洲粮食安全带来巨大不确定性⑦ꎮ 李董林

等研究指出ꎬ 俄乌冲突导致的粮食危机产生外溢效应ꎬ 严重威胁中东和非洲的社

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⑧ꎮ 姚树洁等通过定量分析指出ꎬ 俄乌冲突虽然影响中国农

产品进口量ꎬ 造成短期农产品价格波动ꎬ 但由于中国拥有稳固的粮食安全防线ꎬ
俄乌冲突对中国的宏观粮食安全威胁有限⑨ꎮ 卡兹索哈格 (Ｋａｚｉ Ｓｏｈａｇ) 通过

８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Ｂｕｉ Ｍｉｎｈ Ｇｉａｐꎬ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ｎ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Ｗｅｓｔ Ａｓｉａ”ꎬ Ａｓｉ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ꎬ Ｎｏ ９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

易小准等: «俄乌冲突对国际经贸格局的影响»ꎬ 载 «国际经济评论»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ꎮ
刘艺潼: «俄乌冲突下中亚地区地缘政治经济态势»ꎬ 载 «俄罗斯学刊»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ꎮ
钟钰等: «俄乌冲突对世界粮食安全的影响»ꎬ 载 «世界农业» ２０２２ 年第 １０ 期ꎮ
蒋菁: «俄罗斯粮食安全现状与中俄粮食合作前景»ꎬ 载 «东北亚学刊» 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ꎮ
Ｔａｒｅｋ Ｂｅｎ Ｈａｓｓｅｎ ａｎｄ Ｈａｍｉｄ ＥＩ Ｂｉｌａｌｉꎬ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 －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Ｗａｒ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Ｍｏｒ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ｔ Ｆｏｏ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ꎬ Ｆｏｏｄｓꎬ ２０２２ꎬ Ｖｏｌ １１ꎬ Ｉｓｓｕｅ １５ꎬ ｐ １３
张梦颖: «俄乌冲突背景下非洲粮食安全的困境»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ꎮ
李董林等: «俄乌冲突局势下中东和非洲的粮食安全问题: 特征、 影响和治理路径»ꎬ 载 «中国农

业大学学报» ２０２２ 年第 １２ 期ꎮ
姚树洁、 王洁菲: «乌克兰危机对中国农产品贸易及粮食安全的影响研究»ꎬ 载 «宏观质量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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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计量经济学中的 ＣＱ (ｃｒｏｓｓ － ｑｕａｎｔｉｌｏｇｒａｍ) 方法发现ꎬ 俄乌冲突造成的地缘

政治风险在短期内降低了东欧的食品价格ꎬ 但同时增加了西欧的食品价格ꎮ 此外

地缘政治风险中的行为 (Ａｃｔ) 和威胁 (Ｔｈｒｅａｔ) 对地区粮食价格影响不同①ꎮ
尽管国内外学者对中亚地区粮食安全现状、 中亚各国粮食政策、 俄乌冲突对

全球粮食安全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ꎬ 但由于俄乌冲突是较新议题ꎬ 目前仍缺乏系

统性分析俄乌冲突对中亚各国粮食安全影响的研究ꎮ

二　 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对中亚各国粮食安全的冲击

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ꎬ 伴随着粮价剧烈飙升ꎬ 中亚各国需要在短期内克服

保障粮食安全的诸多难题ꎮ 但长期来看ꎬ 中亚各国可以抓住机会ꎬ 增加国际粮食

市场影响力、 加速国家农业创新进程和塑造独立的中亚形象ꎮ

(一) 粮价持续上涨使中亚现有粮食问题雪上加霜

２０２１ 年全球粮食安全指数排名中ꎬ 哈萨克斯坦位列第 ４１ꎬ 乌兹别克斯坦位

列第 ７８ꎬ 塔吉克斯坦位列第 ８３ꎬ 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均位列 １１０ 名之

外②ꎮ 中亚各国在粮食供应安全和获得粮食的可能性方面与粮食较为安全国家存

在差距ꎮ 虽然中亚地区饥饿程度低于全球平均水平ꎬ 但是由于近几年减少饥饿人

数的步伐逐渐放缓ꎬ 按时完成联合国制定的于 ２０２０ 年前实现 “零饥饿” 的目标

难度较大ꎮ ２０２０ 年以来ꎬ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ꎬ 中亚各国面临严峻的经济下

行压力ꎬ 导致中亚居民获取粮食的能力大幅降低ꎮ 糟糕的宏观经济状况造成中亚

各国民众购买力下降ꎬ 人们不得不将可支配收入的大部分用于购买食物ꎬ 因此面

临严峻的粮食安全压力ꎮ
乌克兰危机升级进一步增大了中亚各国保障粮食安全的难度ꎮ 联合国粮食计

划署数据显示ꎬ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ꎬ 已有 ８２ 个国家约 ３ ４５ 亿人面临严重的粮食

不安全问题ꎬ 约 ５ ０００ 万人直接面临饥荒的威胁③ꎮ ２０２２ 年上半年ꎬ 全球农业价

格指数与 ２０２１ 年平均水平相比高出 ２６％ ꎬ 国际肉类价格指数上涨 １８％ ꎬ 国际谷

９８

①

②
③

Ｋａｚｉ Ｓｏｈａｇꎬ “Ｆｏｏｄ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ｓ: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ｍｉｄ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 －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Ｗａｒ”ꎬ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Ｆｏｏ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２０２２ꎬ Ｖｏｌ ａｈｅａｄ ｏｆ ｐｒｉｎｔꎬ Ｎｏ ａｈｅａｄ ｏｆ ｐｒｉｎｔ

数据来源: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ｔｐｓ: / / ｉｍｐａｃ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ｃｏｍ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 日ꎮ
孙昌岳: «高度重视全球能源粮食危机»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 ｎｅｗｓ ｃｏｍ ｃｎ / ｇｊ /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２８ / ９９２

２６７８ ｓ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２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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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格指数上涨超过 ２０％ ꎬ 葵花籽油价格指数在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达到历史高位①ꎮ
尽管在保障粮食供应的 “黑海粮食外运协议” 达成之后ꎬ 全球粮食市场价格指

数有所下降ꎬ 但全球粮食进口费用仍将达到创纪录的 １ ９４ 万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１０％ ②ꎮ 在全球粮价高涨的大环境下ꎬ 中亚地区难以独善其身ꎮ 聚焦到中亚各国ꎬ
２０２２ 年上半年哈萨克斯坦小麦价格同比上涨 ２０ １％ ꎬ 向独联体国家出口的价格

上涨 ２１ ８％ ③ꎮ 塔吉克斯坦面粉价格也呈现上涨趋势ꎮ 以小麦为代表的核心农产

品价格上涨急剧增加中亚人民获得粮食的成本ꎮ
多个原因造成全球粮价上涨ꎮ 第一ꎬ 粮食生产环节无法正常运行ꎮ 俄罗斯和

乌克兰的小麦春耕面积同时减少ꎬ 其中乌克兰更是减少约 ３０％ ꎮ 除产量下降外ꎬ
全球小麦库存和库销比均处于过去三年最低水平ꎬ 全球粮食供需整体处于紧张状

态ꎮ 第二ꎬ 化肥等基础农业资料价格飞涨ꎮ 绿色市场北美化肥价格指数 (跟踪尿

素、 钾肥和磷酸二铵的价格变化) 上涨了 ４２％ ④ꎬ 氮肥价格更是飙升到 ２０２１ 年

平均价格的 ３ 倍ꎮ 第三ꎬ 粮食运输通道受阻ꎮ 海上运输通道的中断和欧亚大陆铁

路基础设施的不健全导致粮食运输成本大大增加ꎬ 而高额的成本最终都会转化为

高额的粮价ꎬ 严重威胁中亚人民获取粮食的能力ꎮ

(二) 依赖俄乌粮食进口将产生系统性粮食危机

中亚各国对俄乌两国的粮食重度依赖可能引发系统性粮食危机ꎮ 粮食系统性

风险相对于单个国家的粮食安全风险而言ꎬ 是一种共振性、 体系性、 全面性的粮

食安全风险ꎮ 系统性粮食安全风险的冲击性、 破坏性远高于单个国家的粮食安全

风险ꎮ 由于粮食安全风险具有较强外溢性、 关联性和传染性ꎬ 如果不能有效管控

单个国家爆发的粮食危机ꎬ 及时形成防火墙ꎬ 那么单个国家和地区的粮食安全问

题便会蔓延到世界其他国家、 地区和领域ꎬ 最终引发系统性粮食安全风险ꎮ
中亚地区存在粮食对外依赖和对内依赖的双重属性ꎮ 一方面ꎬ 中亚五国大量

从俄罗斯和乌克兰进口粮食ꎮ 以小麦为例ꎬ 从进口量上看ꎬ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五年

０９

①

②

③

④

数据来源: ＦＡＯ Ｆｏｏｄ Ｐｒｉｃｅ Ｉｎｄｅ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ａｏ ｏｒｇ / ｗｏｒｌｄｆｏｏｄ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 ｆｏｏｄｐｒｉｃｅｓｉｎｄｅｘ / ｅｎ / ꎬ 访
问期间: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 日ꎮ

“Ａｌａｒｍｉｎｇ Ｓｉｇｎｓ ａｓ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ｏｏｄ Ｉｍｐｏｒｔ Ｂｉｌｌ Ｓｅｔ ｔｏ Ｒｉｓｅ ｔｏ Ｎｅａｒｌｙ ＵＳ ＄ ２ Ｔｒｉｌｌｉｏｎ ｄｕｅ ｔｏ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ｒｉｃｅｓ”ꎬ
ＦＡＯ.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ａｏ ｏｒｇ / ｎｅｗｓｒｏｏｍ / ｄｅｔａｉｌ / ＦＡＯ － Ｆｏｏｄ － Ｏｕｔｌｏｏｋ －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 ｒｉｓｉｎｇ － ｆｏｏｄ － ｉｍｐｏｒｔ － ｂｉｌｌｓ /
ｅｎ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ꎮ

«３ 月份哈萨克斯坦小麦价格上涨 １ ５％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ｎｆｏｒｍ ｋｚ / ｃｎ / ３ － １ － ５＿ ａ３９２０２６３ꎬ 访问
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ꎮ

数据来源: Ｇｒｅｅｎ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Ｐｒｉｃｅ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ｔｐｓ: / /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ｐｒｉｃｉｎｇ ｃｏｍꎬ 访问时
间: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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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ꎬ 中亚五国小麦进口额逐年攀升ꎬ 平均每年增长率为 １４ ５％ ꎬ 中亚地区整体对

外小麦依赖程度上升ꎬ 而俄罗斯与乌克兰又是中亚各国最主要的小麦进口国ꎮ 中

亚五国中ꎬ 乌兹别克斯坦最依赖小麦进口ꎮ 该国于 ２０１８ 年取消小麦进口增值税ꎬ
鼓励从海外进口小麦ꎬ 旨在积极发展国内粮食加工业ꎮ ２０２０ 年其小麦进口量为

２８０ 万吨ꎬ 位列中亚五国之首ꎮ 中亚各国粮食体系对俄乌的高度依赖ꎬ 意味着俄

乌冲突导致的粮食安全风险的潜在连锁反应明显ꎮ 粮食风险从俄乌传导至中亚地

区的过程中被层层叠加ꎬ 具体落实到中亚某国的时候ꎬ 可能会集中爆发ꎬ 进而严

重破坏当地社会政治经济稳定ꎮ

表 １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中亚国家的小麦进口量 (单位: 吨)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哈萨克斯坦 ２９ ９２１ ３５ ８８７ ８６ ６６３ ３３７ １２３ ６３４ １５４

乌兹别克斯坦 １ ６８６ ０９４ １ ４７６ ０３７ ２ ２５０ ３２１ ２ １８５ ９６９ ２ ７９９ ６２１

塔吉克斯坦 １ ０３４ １１１ １ ０１４ ４８４ １ ０１８ ９０９ １ ０９０ ２０８ ９９９ １６７

吉尔吉斯斯坦 １８４ ９５０ ２６９ ６４３ １５４ ３５０ ２０２ ８０８ １３４ ６０４

土库曼斯坦 ６５ ５４０ ２６３ ２５６ ２４３ ７０４ ７０ ２７８

　 　 资料来源: 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ꎬ ｈｔｔｐ: / / ｆａｏｓｔａｔ ｆａｏ ｏｒｇ

另一方面ꎬ 哈萨克斯坦是中亚粮食网络的最重要节点ꎬ 承担着保障中亚粮食

安全的枢纽作用ꎮ 作为中亚地区的 “粮仓”ꎬ 哈萨克斯坦吸收来自俄乌的进口粮

食ꎬ 并出口到中亚其他四国ꎬ 扮演着粮食输入国与输出国的双重角色ꎮ 事实上ꎬ
中亚地区已经形成俄罗斯与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其他中亚各国的三级粮食依赖

体系ꎬ 其他中亚各国的粮食安全深度依赖哈萨克斯坦本身的粮食安全ꎮ 从小麦出

口量上看ꎬ 中亚各国中只有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实现小麦规模出口ꎬ 其中

在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五年期间ꎬ 哈萨克斯坦占中亚小麦出口总量的 ９７％ 以上ꎮ 从小

麦出口额上看ꎬ ２０２０ 年哈萨克斯坦共出口价值 １１ ３ 亿美元的小麦ꎬ 是世界上第

１２ 大小麦出口国ꎮ 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是哈萨克斯坦小麦前两大购买国ꎬ
分别为 ５ ９３ 亿美元和 ２ ３５ 亿美元①ꎮ 此外ꎬ 塔吉克斯坦 ９４％的粮食进口来自哈

萨克斯坦ꎬ 其粮食安全重度依赖哈萨克斯坦ꎮ 俄乌冲突爆发后ꎬ 随着粮食、 化肥

价格高涨、 各国颁布粮食贸易禁运令ꎬ 俄罗斯与乌克兰的粮食供给存在极端不确

１９

① 数据来源: ＯＥＣꎬ ｈｔｔｐ: / / ｏｅｃ ｗｏｒｌｄ / ｅｎ / ｐｒｏｆｉｌｅ / ｈｓ / ｗｈｅａｔ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 日ꎮ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

定性ꎬ 哈萨克斯坦面临巨大粮食供给压力ꎬ 在本国面临粮食安全不确定性的背景

下ꎬ 哈萨克斯坦向其他中亚各国 “粮食输血” 的能力减弱ꎬ 既有中亚粮食依赖

体系受到破坏ꎬ 中亚粮食安全网络结构逐渐松散ꎬ 其他中亚各国遭遇系统性粮食

危机的负面影响程度最大ꎮ

表 ２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中亚国家的小麦出口量 (单位: 吨)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哈萨克斯坦 ４ ４４８ ０３９ ４ ２５６ ３４１ ６ １９８ ３５４ ５ ３７５ ９４０ ５ １９８ ９４３

乌兹别克斯坦 ２００ ０００ ２７７ ８９９ １ ０７０ ０３９ １０４ ３１４ ４８ ２１２

　 　 资料来源: 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ꎬ ｈｔｔｐ: / / ｆａｏｓｔａｔ ｆａｏ ｏｒｇ

(三) 高通胀进一步降低中亚民众获取粮食的能力

俄乌冲突爆发后ꎬ 中亚主要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率呈现不同程度的上涨趋势ꎮ
数据显示ꎬ 哈萨克斯坦通货膨胀率涨幅最为明显ꎬ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的通货膨胀率为

１２％ ꎬ 相比 ２ 月同期的 ８ ７％上涨 ２７ ５％ ꎬ 并在此后居高不下ꎬ 于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达

到 １４ ５％ ꎬ 相比同年 ２ 月上涨 ６７％ ꎮ 乌兹别克斯坦的通货膨胀率上涨同样显著ꎮ
该国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的通货膨胀率为 １２ ２％ ꎬ 相比俄乌冲突前上涨近 ３０％ ꎮ 严重的

通货膨胀伴随着粮食价格的飙升已经严重威胁中亚地区民众获取食物的能力ꎮ
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对中低收入家庭粮食安全造成巨大冲击ꎮ 首先ꎬ 低收入

家庭对 “黑天鹅事件” 更敏感ꎮ 因气候变化而导致的粮食不安全对发展中国家

及贫困人口的威胁最大①ꎮ 此外ꎬ 贸易成本使低收入国家最终的粮食价格成倍增

加ꎬ 大大超出低收入家庭能负担的水平ꎮ 其次ꎬ 低收入家庭缺乏应急储蓄应对通

货膨胀的冲击ꎮ 对中低收入国家超过 ３０ 万个家庭的调查显示ꎬ 贫穷家庭将其收

入的四分之一用于购买小麦、 大米或玉米等主食ꎮ 相比之下ꎬ 非贫穷家庭的比重

为 １４％ ②ꎮ 较高的食物支出意味着储蓄水平较低ꎬ 低收入家庭无法承受粮价的剧

烈上涨ꎬ 缺少应对冲击的手段和能力ꎬ 在经济下滑期便会因为收入减少面对饥饿

问题ꎮ 最后ꎬ 高通胀会加剧贫困问题ꎮ 食品价格的大幅上涨会导致低收入国家整

２９

①

②

Ｊｉｎｘｉａ Ｗａｎｇꎬ ｅｔ ａｌꎬ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２００９ꎬ Ｖｏｌ ４０ꎬ Ｉｓｓｕｅ ３ꎬ ｐ ３２３

Ｙｕｓｕｋｅ Ｔａｔｅｎｏ ａｎｄ Ｚａｋａｒｉａ Ｚｏｕｎｄｉꎬ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Ｔｈｅ ＭＩＲＡＧＲＯＤＥＰ
ａｎｄ ＰＯＶＡＮ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ꎬ ＩＦＰＲＩ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Ｎｏｔｅ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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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贫困水平的提升①ꎮ 由于低收入家庭通常缺少抵御高通货膨胀影响的金融资

产ꎬ 因此要比中高收入家庭承受更高的通胀率ꎬ 进而可能更加贫困ꎬ 最后失去获

取足够粮食的能力ꎮ

图 １　 ２０２２ 年 １ ~ ６ 月中亚国家通货膨胀率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ꎬ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ｃｏｕｎｔｒｙ

(四) 粮食安全问题催化体制安全隐患

在高涨的粮食价格、 化肥与基础农业资料供应链的中断与难以控制的通货膨

胀共同作用下ꎬ 中亚地区的粮食安全问题面临外溢风险ꎬ 可能突破粮食安全的框

架ꎬ 造成地区冲突ꎮ 世界其他地区的经验表明ꎬ 粮食不安全是地区冲突与动荡爆

发的催化剂ꎮ 除了直接影响粮食价格外ꎬ 冲突造成大量难民的出现ꎬ 使受影响地

区的粮食问题雪上加霜ꎮ 由于难民在返回家园或找到谋生手段之前都急需临时粮

食援助ꎬ 满足难民的粮食需求会让提供援助的社区面临严重的粮食短缺ꎬ 甚至爆发

危机ꎮ 例如ꎬ 逃离乍得北部战斗的难民在 １９８３ ~１９８５ 年干旱期间到达达尔富尔西

部ꎬ 扰乱了当地粮食市场秩序ꎬ 将粮食短缺加剧为饥荒ꎬ 严重危害地区和平和

稳定②ꎮ
２０２２ 年中亚各国先后发生骚乱ꎬ 地区和平与稳定受到严重冲击ꎬ 粮食不安

全可能进一步激化既有社会矛盾ꎬ 造成政局动荡ꎮ 尽管粮食安全并非导致中亚地

区冲突和动荡的直接原因ꎬ 但是作为重要民生资源ꎬ 粮食安全深度影响社会稳

定ꎮ 在国内层面ꎬ 就业形势严峻、 经济状况恶劣、 贫富差距过大都会造成社会不

３９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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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情绪的滋生与蔓延ꎬ 加之粮食供应不足导致的民生问题ꎬ 对社会不满的反对

派便会走上街头ꎬ 发生动乱ꎮ 在国际层面ꎬ 受困于国内政治经济不稳定的政府可

能会采取激进的对外政策ꎬ 通过唤醒民族历史记忆而转移国内政治矛盾ꎬ 进而促

使边境冲突频发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粮食安全常常与其他安全如能源安全等问题共

同出现ꎬ 从而产生 “共振效应”ꎬ 进一步破坏地区稳定与和平ꎮ 实际上ꎬ 粮食安

全可能成为中亚地区继续爆发动乱的因子ꎮ 如果不妥善控制粮食安全带来的不确

定性ꎬ 不排除中亚地区会继续发生不同程度新动荡的可能ꎮ

三　 中亚各国应对当前冲击的策略

针对乌克兰危机升级对中亚各国粮食安全构成的多重挑战ꎬ 中亚各国分别从

短期、 中期和长期三个时段着眼ꎮ 提出应对路径ꎬ 按照 “三步走” 策略主动管

控粮食安全风险ꎮ 在短期ꎬ 中亚各国颁布粮食安全保障政策ꎬ 第一时间搭建防控

粮食安全风险防火墙ꎻ 在中期ꎬ 中亚各国通过开展 “粮食外交”、 依托国际机制

和接收援助三种方式加深国际粮食合作ꎬ 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ꎻ 在长期ꎬ 中亚各

国坚持走实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ꎬ 不因俄乌冲突带来的短暂阵痛放慢发展科技农

业的步伐ꎮ

(一) 颁布粮食安全保障政策是应对粮食安全挑战的优先事项

乌克兰危机升级后ꎬ 中亚各国敏锐意识到冲突可能造成的潜在粮食安全问

题ꎬ 及时出台了一系列保障本国粮食安全的政策ꎮ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ꎬ 乌兹别克斯坦总

统米尔济约耶夫在分析经济运行形势的会议中强调ꎬ 针对俄乌冲突解决物流困难

问题ꎬ 增加国内市场粮食供应和储备①ꎮ 同时ꎬ 乌政府通过增加粮食进口以保持

国内粮食供给稳定ꎮ ２０２２ 年 １ ~ １０ 月乌兹别克斯坦粮食进口量相比同期增长

４０％ ꎬ 其中从哈萨克斯坦进口占比超过 ３６％ ꎬ 以加强中亚区域内粮食合作的方式

减少俄乌冲突导致的粮食短缺问题②ꎮ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ꎬ 乌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宣布延

长对包括肉类、 鱼类、 乳制品在内的 ２２ 种食品关税免征的有效期至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４９

①

②

«米尔济约耶夫总统召开会议分析经济运行形势»ꎬ ｈｔｔｐ: / / ｕｚ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２２０３ / ２０２２０３０３２８４８２３ ｓ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ꎮ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ｂｙ ４０％”. ｈｔｔｐｓ: / / ｋｕｎ ｕｚ / ｅｎ / ｎｅｗｓ /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０３ /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 －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 ｆｏｏｄ － ｐｒｏｄｕｃｔ － ｉｍｐｏｒｔｓ － ｂｙ － ４０ ＃: ~ : ｔｅｘｔ ＝ Ｉｎ％ ２０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Ｄ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０２２％ ２Ｃ％ ２０Ｕｚｂｅ
ｋｉｓｔａｎꎬ ｆｏｏｄ％２０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２０ｆｒｏｍ％２０１０６％２０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ꎮ



乌克兰危机升级视阈下中亚粮食安全危机　

１ 日①ꎮ 哈萨克斯坦也在俄乌冲突后第一时间召开 “应对危机讨论会”ꎬ 将确保粮

食运输安全作为重点之一ꎬ 并且于 ３ 月 ３１ 日同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共同签署关

于跨里海国际运输线的声明ꎬ 旨在保障沿线国家贸易畅通ꎬ 开发从中亚各国到欧

盟国家货物流动的潜力ꎬ 以应对俄乌冲突带来的供应链中断问题②ꎮ 在此基础

上ꎬ 三国联合土耳其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签署 “２０２２ ~ ２０２７ 年发展中间走廊” 协议ꎬ
目的是将走廊沿线的运输能力在 ２０２５ 年之前提高至每年 １ ０００ 万吨③ꎮ 在粮食出

口方面ꎬ 哈萨克斯坦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颁布小麦和面粉出口限令ꎬ 规定至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ꎬ 小麦和面粉出口配额分别减少 １００ 万吨和 ３０ 万吨ꎬ 优先保障国内

粮食需求④ꎮ 同时ꎬ 哈萨克斯坦加大对农工业综合体投资ꎬ 在 ２０２２ 年共投资 ９ 亿

美元ꎬ 扩大国家粮食生产规模ꎬ 缓解粮价上涨压力⑤ꎮ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ꎬ 吉尔吉斯斯

坦政府决定从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ꎬ 暂时禁止向欧亚经济联盟

外的其他国家出口小麦、 面粉、 糖等粮食作物ꎬ 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ꎬ 防止粮食

短缺现象的出现⑥ꎮ 从上述例子看出ꎬ 颁布短期应急政策是中亚各国面对俄乌冲

突导致的粮食安全冲击时的优先事项ꎮ
中亚各国颁布粮食安全保障政策是对俄乌两国粮食出口停滞、 粮食生产不确

定性、 粮食运输不稳定造成的粮食短缺的应急处理ꎮ 保障政策覆盖粮食进出口、
粮食运输、 农业投资等多个方面ꎬ 表明中亚各国十分重视俄乌冲突所带来的潜在

粮食不安全ꎮ 从供给—需求层面看ꎬ 中亚各国通过增加区域内各国粮食进出口ꎬ
同时减少向区域外出口粮食ꎬ 确保中亚各国总体粮食供应稳定ꎬ 尽可能取得供需

平衡ꎮ 从单一风险—复合挑战层面看ꎬ 中亚各国充分意识到粮食安全问题可能带

来的民生、 社会保障等连锁反应ꎮ 通过颁布粮食安全保障政策将粮食问题风险控

制在可承受范围之内ꎬ 为避免出现复合社会安全问题搭建坚实防火墙ꎮ 从短期—

５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全球粮食危机ꎬ 看乌如何 “自保”»ꎬ 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ｓ? ｉｄ ＝ １７３４６６９２９３５００４４３
２０７＆ｗｆｒ ＝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 ＝ ｐｃ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１０ 日ꎮ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ꎬ Ａｚｅｒｂａｉｊａｎ ａｎｄ Ｇｅｏｒｇｉａ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Ｒａｉｌ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Ｊｏｉ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ｉｌｋｒｏａｄ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２０２２ / ０３ / １０ /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 ａｚｅｒｂａｉｊａｎ － ａｎｄ － ｇｅｏｒｇｉａ － ｔｏ －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
ｒａｉｌ －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 ｊｏｉｎｔ － ｖｅｎｔｕｒｅ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ꎮ

Ｉｂｉｄ
«哈萨克斯坦对粮食和面粉出口实行限制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ｃｐｉｔ ｏｒｇ /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 ａ / ２０２２０４１８ /

２０２２０４１８ｐｙ２ｘ 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ꎮ
«农工业综合体投资环境持续改善ꎬ 国内粮食安全保障措施得力有效»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ｎｆｏｒｍ ｋｚ /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３９９３００１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ꎮ
“Ｐｒｉｃ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Ｋｙｒｇｙｚ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ꎬ Ｗｏｒｌｄ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ꎬ Ｉｓｓｕｅ ５３ꎬ Ａｐｒｉｌ ２２

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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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的层面看ꎬ 中亚各国通过增加粮食进口、 减少粮食出口ꎬ 短期内保持国内粮

食市场稳定ꎮ 而提高货物运输能力、 解决供应来源单一问题和加大农业投资是中

亚各国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长期之策ꎮ

(二) 深化国际粮食合作是应对粮食安全挑战的必然选择

中亚各国保障本国粮食安全的能力不同ꎬ 各国参与国际粮食合作的手段与路

径也存在差异ꎬ 具体有三种方式ꎮ 第一ꎬ 主动开展 “粮食外交”ꎬ 扩大国际粮食

影响力ꎮ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于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访问沙特阿拉伯ꎬ 两国就

粮食出口、 农业投资、 新兴农业技术合作等领域达成一致ꎬ 最终签署 １３ 项合作

协议ꎬ 扩大了哈萨克斯坦在全球粮食系统的影响力①ꎮ 同年 ９ 月ꎬ 托卡耶夫出席

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举办的上海合作组织第 ２２ 届会议ꎬ 积极与上合组织成

员国、 观察国领导人就粮食安全问题展开磋商与合作ꎬ 突出哈萨克斯坦在维护全

球粮食安全中的使命与作用ꎮ 上合峰会闭幕后ꎬ 托卡耶夫又参加在美国纽约举行

的 “全球粮食安全峰会”ꎬ 并于会上强调哈萨克斯坦会继续充当谷物及其他基本

粮食的可靠供应国ꎬ 承诺未来将在地区粮食运输环节扮演更重要角色②ꎮ 哈萨克

斯坦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主动开展的 “粮食外交” 具有两个特点ꎮ 首先ꎬ 开展

“粮食外交” 的时间集中ꎮ 在短短几个月内ꎬ 托卡耶夫出访多个国家ꎬ 就粮食安

全问题与各国领导磋商ꎬ 一方面反映出俄乌冲突造成的全球粮食危机较为紧迫ꎬ
需要在最短时间内寻求国际解决方案ꎮ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哈萨克斯坦在危机中

“嗅” 到了扩大其全球粮食治理影响力的机会ꎬ 以及迅速参与国际粮食合作的积

极态度ꎮ 其次ꎬ 开展 “粮食外交” 的范围广泛ꎮ 从中东到中亚再到北美ꎬ 哈萨

克斯坦 “粮食外交” 覆盖的国家和地区虽然广泛ꎬ 但极具针对性ꎮ 对沙特等中

东国家而言ꎬ 哈萨克斯坦是补充本国粮食缺口的理想贸易对象ꎮ 对美国而言ꎬ 哈

萨克斯坦则是其借助粮食援助参与中亚事务的跳板ꎮ 对上合组织成员国而言ꎬ 哈

萨克斯坦更是开展组织内部合作的优质伙伴ꎮ 通过 “粮食外交”ꎬ 哈萨克斯坦多

面下注ꎬ 向世界展现多元灵活的国家形象ꎬ 成功的国际粮食安全合作带来的正面

效应可能最终外溢ꎬ 帮助哈萨克斯坦提高其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ꎮ 除哈萨克

６９

①

②

Ｇａｕｋｈａｒ Ｅｒｕｂａｅｖａꎬ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ꎬ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Ｓｉｇｎ １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ａｌｓꎬ Ｃａｌｌｉｎｇ ｆｏｒ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ｅｓ”ꎬ
Ｃａｓｐｉａｎ Ｎｅｗｓꎬ Ｊｕｌｙ ２６ꎬ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ｃａｓｐｉａｎ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 ｓａｕｄｉ － ａｒａｂｉａ － ｓｉｇｎ － １３ －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ｄｅａｌｓ － ｃａｌｌｉｎｇ － ｆｏｒ －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 ｏｆ － ｔｉｅｓ －２０２２ －７ －２６ －０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ꎮ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ｆ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Ｔｏｏｋ Ｐａｒｔ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ｕｍｍｉｔ ｏｆ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ｋｏｒｄａ ｋｚ / ｅｎ / ｔｈｅ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ｏｆ －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 ｔｏｏｋ － ｐａｒｔ － ｉｎ － ｔｈｅ － ｇｌｏｂａｌ － ｓｕｍｍｉｔ － ｏｎ － ｆｏｏｄ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２１８１８４６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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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之外ꎬ 乌兹别克斯坦在 ２０２２ 年举办的第二届安塔利亚外交论坛 (Ａｎｔａｌｙａ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Ｆｏｒｕｍ) 上积极发声ꎮ 乌兹别克斯坦外交部长阿卜杜勒阿齐兹卡米洛

夫 (Ａｂｄｕｌａｚｉｚ Ｋａｍｉｌｏｖ) 表示ꎬ 乌兹别克斯坦渴望成为连接中亚与南亚地区的桥

梁ꎬ 在粮食合作、 交通物流等领域为区域一体化发展贡献力量①ꎮ
第二ꎬ 依托国际机制ꎬ 参与国际粮食安全合作ꎮ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在联合国

总部举行的 “全球粮食安全: 呼吁行动” 部长级会议上ꎬ 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

外交部长穆赫塔尔特列乌别尔季表达哈萨克斯坦与联合国共同保障全球粮食安

全的决心ꎮ 哈萨克斯坦农业部负责人也表示ꎬ 尽管受小麦和面粉出口限制ꎬ 哈萨

克斯坦仍然准备与国际组织合作ꎬ 增加向中国、 南高加索地区、 巴基斯坦、 土耳

其和伊朗的粮食出口ꎬ 并且打算开辟欧洲和中东粮食市场ꎬ 保障全球粮食供给的

稳定ꎮ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上合组织第 ２２ 届会议上ꎬ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

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与中国、 俄罗斯和巴基斯坦三国一起发表 «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关于维护国际粮食安全的声明»ꎬ 呼吁国际社会践行多边主义ꎬ
支持联合国在维护全球粮食安全上发挥中心作用ꎬ 并同联合国粮农组织、 国际农

业发展基金、 世界粮食计划署一道ꎬ 共同保障地区和全球粮食安全②ꎮ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初ꎬ 在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组织下ꎬ 塔吉克斯坦国家机构、 国营小麦粉厂

的负责人在乌兹别克斯坦学习乌小麦粉强化监管框架的实施情况ꎬ 双方共同应对

俄乌冲突造成的中亚小麦粉短缺的压力③ꎮ
第三ꎬ 接受国际粮食援助ꎬ 缓解粮食安全压力ꎮ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ꎬ 塔吉克斯坦外

交部长西罗吉丁穆赫里丁与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萨曼莎鲍尔在会晤中达成一

致ꎬ 塔吉克斯坦将接受美援署额外提供的 １ ３００ 万美元粮食援助ꎬ 以缓解俄乌冲

突后塔吉克斯坦国内粮食严重不足的困境④ꎮ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ꎬ 世界银行为塔吉克

７９

①

②

③

④

“Ｈｏｗ Ｒｕｓｓｉａ －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Ｗａｒ ｉｓ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Ｇｏｉｎｇ Ｈｕｎｇｒｙ” . ｈｔｔｐｓ: / / ｔｈｅｐｒｉｎｔ ｉｎ /
ｏｐｉｎｉｏｎ / ｈｏｗ － ｒｕｓｓｉａ － ｕｋｒａｉｎｅ － ｗａｒ － ｉｓ － ｌｅａｄｉｎｇ － ｔｏ －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ａｓｉａ － ｎａｔｉｏｎｓ － ｇｏｉｎｇ － ｈｕｎｇｒｙ / ８８９２５０ / ꎬ 访问时
间: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５ 日ꎮ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关于维护国际粮食安全的声明»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２ － ０９ / １７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７１０３８０ ｈｔｍ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ꎮ

“ＷＦＰ Ｆｏｓｔｅｒ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ｏｎ Ｗｈｅａｔ Ｆｌｏｕｒ Ｆｏ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ａｊｉｋｉｓｔａｎ ａｎｄ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 ” .
ｈｔｔｐｓ: / / ｔａｊｉｋｉｓｔａｎ ｕｎ ｏｒｇ / ｅｎ / ２０２２０９ － ｗｆｐ － ｆｏｓｔｅｒｓ －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 ｓｈａｒｉｎｇ － ｗｈｅａｔ － ｆｌｏｕｒ － ｆｏ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ｂｅｔｗｅｅｎ －
ｔａｊｉｋｉｓｔａｎ － ａｎｄ －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ꎮ

“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ｏｒ Ｓａｍａｎｔｈａ Ｐｏｗｅｒ’ｓ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ａｊｉｋｉｓｔ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Ｓｉｒｏｊｉｄｉｎ Ｍｕｈｒｉｄｄｉｎ ”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ｓａｉｄ ｇｏｖ / ｎｅｗｓ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ｐｒｅｓ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ｓｅｐ － ２７ － ２０２２ －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ｏｒ － ｐｏｗｅｒ － ｍｅｅｔｉｎｇ －
ｔａｊｉｋｉｓｔａｎ － ｆｏｒｅｉｇｎ －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 ｓｉｒｏｊｉｄｉｎ － ｍｕｈｒｉｄｄｉｎ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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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提供５ ０００万美元的额外赠款融资ꎬ 以支持塔吉克斯坦缓解粮食安全风险①ꎮ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ꎬ 亚洲发展银行批准向塔吉克斯坦提供价值 ５ ０００ 万美元的资助ꎬ
为塔扩大对贫困弱势群体的社会资助、 稳定国内粮食生产提供支持②ꎮ

(三) 坚持农业现代化改革是应对粮食安全挑战的根本出路

中亚各国严重依赖俄罗斯与乌克兰的粮食进口的主要原因是本国粮食产业落

后、 产能不足ꎬ 无法做到粮食自给自足ꎮ 俄乌冲突导致全球粮食供应链中断ꎬ 中

亚各国虽然可以通过加大政府补助、 成立应急委员会对冲本国粮食危机ꎬ 但长期

看ꎬ 通过农业创新应对农业生产布局不均衡、 丰富本国粮食作物供给是中亚各国

在极端突发情况下保障粮食安全的根本出路ꎮ
哈萨克斯坦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 ２０１０ 年的国情咨文和 ２０１２ 年制定的哈萨

克斯坦 “２０５０ 年战略” 中都反复强调农业现代化改革的重要性ꎬ 使其成为拉动

哈萨克斯坦经济的关键马车ꎮ 托卡耶夫成为哈萨克斯坦总统后ꎬ 签署的第一份文

件就是关于农村发展的法令ꎬ 并于 ２０２２ 年度国情咨文中提出农业现代化是解决

社会经济领域矛盾和确保国家与公共安全的重要抓手ꎮ 粮食现代化的基本思想

为: 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和科技的投资力度ꎬ 在满足国内居民基本粮食需求外ꎬ 增

加向中亚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粮食出口ꎬ 在农业领域取得哈萨克斯坦发展的局部突

破ꎮ 国内农业生产组织方式上ꎬ 哈萨克斯坦将在 ２０２５ 年前投资 ２２ 亿美元用于农

村合作社建设③ꎮ 在阿拉木图州建立阿克达拉农业示范区ꎬ 研究推广水稻膜下滴

灌种植和可降解地膜技术ꎬ 节约资源的同时提高产量ꎬ 满足本国粮食自给自足的

需求④ꎮ 除哈萨克斯坦外ꎬ 中亚其他国家也高度重视农业现代化改革ꎮ 塔吉克斯

坦总统拉赫蒙在 ２０２１ 年国情咨文中指出 “加快国家工业化进程ꎬ 摆脱国家交通

僵局ꎬ 保障粮食安全” 是塔吉克斯坦完成国家战略目标的重要抓手ꎮ 乌兹别克斯

坦公布的 «２０２０ ~ ２０３０ 年农业发展战略» 指出ꎬ 乌将全力扩大科技成果和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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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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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ꎬ 其中实现节水灌溉技术全面覆盖小麦主产区以缓解水资

源短缺问题是关键的改革任务①ꎮ 依托上合组织ꎬ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ꎬ 乌兹别克斯坦与

中国在乌塔什干州建立中乌节水海外示范园ꎬ 共同研发应用智能水肥一体化灌溉

设备ꎬ 紧扣本国现代化农业发展战略②ꎮ
乌克兰危机升级发生在中亚各国大力发展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ꎬ 如果中亚各

国能小心谨慎、 妥善应对ꎬ 安全度过粮食危机的高风险期ꎬ 俄乌冲突可能成为加

速中亚各国农业现代化的催化剂ꎮ 一方面ꎬ 俄乌冲突对中亚各国造成的粮食安全

压力让其更加意识到发展现代农业、 实现粮食自给自足的紧迫性ꎮ 虽然俄乌冲突

对中亚各国粮食安全造成一定破坏ꎬ 但中亚各国借此机会ꎬ 加大农业现代化投

资ꎬ 补足农业发展短板ꎬ 积极吸引国际投资者ꎬ 以期创造中亚农业发展的区域性

优势ꎬ 最终实现保障粮食安全的目标ꎮ 另一方面ꎬ 粮食安全是俄乌冲突带来的全球

性问题ꎬ 追求现代化农业已成为各国应对粮食安全长期不确定性的共识ꎮ 中亚各国

如果能取得先发优势ꎬ 成为农业现代化的示范区ꎬ 将有助于其开辟创新农产品的海

外市场ꎬ 并起到良好宣传作用ꎬ 扩大中亚地区在全球粮食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ꎮ
整体上ꎬ 中亚各国为解决俄乌冲突带来的粮食安全问题已作出巨大努力ꎬ 但

同时也存在诸多局限性ꎮ 首先ꎬ 粮食安全保障政策进一步紧缩财政预算空间ꎮ 中

亚各国通过短时间、 大范围的刺激计划短暂保障了本国粮食供给ꎬ 但庞大的政府

支出会提高政府负债率ꎬ 对未来国家发展埋下隐患ꎮ 其次ꎬ 粮食外交的主动程度

不足ꎮ 除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外ꎬ 其他中亚三国介入国际粮食市场程度

低ꎬ 依靠国际援助多ꎬ 掌握粮食话语权少ꎬ 因此难以与国际组织建立长期的互惠

粮食合作机制ꎮ 最后ꎬ 农业现代化发展存在不确定性ꎮ 发展现代化农业时间长ꎬ
投资金额需求大ꎬ 需要稳定的国内政局作为基础ꎮ 一旦中亚各国国内政局不稳或

经济状况持续不理想ꎬ 后续投资动力不足ꎬ 农业现代化发展就可能停滞不前ꎮ

四　 应对粮食安全挑战的 “中国 ＋中亚国家” 合作路径

中亚是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落地和建设的关键结点ꎬ 中国与中亚互为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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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ꎬ 利益交织ꎮ 双方在过去三十年的合作历程表明ꎬ 农业合作对中国—中亚共建

命运共同体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ꎮ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俄乌冲突爆发后ꎬ 中亚地区相继出

现粮食问题ꎬ 暴露出其农业发展的局限性ꎮ 但中亚各国通过粮食外交、 加速农业

科技改革和参与全球粮食治理等诸多手段ꎬ 展现出其长期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决

心ꎮ 中国方面可以在现有伙伴关系的基础上ꎬ 继续深化与中亚的农业合作ꎬ 抓住

新发展机遇ꎬ 共同应对潜在粮食安全问题ꎬ 共建中国—中亚农业命运共同体ꎮ

(一) 巩固扎实政治基础ꎬ 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中国—中亚各国间的政治互信是共同维护粮食安全的根本保障ꎮ ２０１３ 年ꎬ
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ꎬ 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ꎬ 为中国—
中亚协同发展提供顶层设计框架ꎮ 中国与中亚五国每年举办中国—中亚合作论

坛ꎬ 是双方机制化交流的重要平台ꎮ 在 ２０２２ 年的中国—中亚论坛上ꎬ 王毅国务

委员兼外交部长提出要将 “中国—中亚五国” 合作机制升级ꎬ 并通过四份成果

文件①ꎮ 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坚实政治基础既是共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前

提ꎬ 也是中国—中亚粮食安全领域深化合作的政治支撑ꎮ 俄乌冲突爆发后ꎬ 全球

政治格局不确定性增强ꎬ 全球治理赤字问题凸显ꎮ 在世界格局的动荡调整期ꎬ 巩

固中国—中亚的政治互信不仅有利于保障粮食安全ꎬ 更有利于维护国际社会的和

平与稳定ꎮ

(二) 主动布局农业 “走出去”ꎬ 将中亚农业资源 “引进来”
中国—中亚各国农业合作既要 “走出去”ꎬ 也要 “引进来”ꎮ 一方面ꎬ 中亚

各国可以获得中国的优势农业资源ꎮ 另一方面ꎬ 中国也可以打开中亚农业市场ꎬ
双方实现双赢ꎬ 对缓解中亚地区对俄、 乌两国农产品的重度依赖ꎬ 发展多元化国

际农业合作意义重大ꎮ 中亚地区土地资源集中ꎬ 农作物资源丰富ꎬ 但同时农业生

产效率不高ꎬ 生产方式落后ꎬ 具有较大发展潜力ꎬ 是中国粮食企业 “走出去”
的理想市场ꎮ 加之中亚地区农业科技水平普遍不高、 农业基础设施落后ꎬ 我国更

容易发挥工业优势、 开展 “丝绸之路经济带” 沿途基础设施建设投资ꎮ 中亚五

国中ꎬ 哈萨克斯坦是中国最为看重的投资国ꎮ 中富投资集团投资建立总价值超过

１２ 亿美元的菜籽油加工厂、 中粮集团投资 ８ ０００ 万美元建造番茄加工厂、 日发控

股集团在哈投资 ２ 亿美元建造肉类加工厂、 中国爱菊公司和哈萨克斯坦 Ｔｏｔａｌ

００１

① 四份成果文件分别为: « “中国 ＋中亚五国” 外长会晤联合声明» «落实中国同中亚五国视频峰会共
识路线图» «关于深化 “中国 ＋中亚五国” 互联互通合作的倡议» « “中国 ＋中亚五国” 数据安全合作倡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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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ｐｅｘ 公司共同出资 ５ ８００ 万美元打造谷物深加工中心①ꎮ 通过在中亚建立完备的

粮食生产加工、 冷链储存、 运输全产业链农业产业基地ꎬ 中国打造了海外农业供

应基地ꎬ 有助于丰富粮食进口选择ꎬ 加强农业运输安全ꎬ 最终增强抵御粮食危机

的能力ꎮ 中哈农业贸易额的稳步增长也证明了农业 “走出去” 和 “引进来” 战

略的成功ꎮ ２０２２ 年前 ７ 个月ꎬ 中哈两国农业贸易额同比增长 ４６ ７％ ꎬ 达到 ４ １３
亿美元ꎬ 其中哈萨克斯坦农产品向中国出口额增长 ６２ ２％ ꎬ 达 ２ ８０ 亿美元ꎬ 从

中国进口农产品额增长 ２２ ２％ ꎬ 达 １ ３２１ 亿美元②ꎮ
中国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在 ２０２０ 年农业国际合作工作要点中将 “拓展农

产品多元化进口渠道” 和 “支持走出去企业融入全球农产品供应链” 作为重要

方向ꎮ 中国政府积极鼓励中亚农业企业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ꎬ 引进中亚农业

产品ꎮ 哈萨克斯坦遴选 ３５ 家企业、 乌兹别克斯坦携 １５ 家企业参加 ２０２０ 年于上

海举办的第三届进博会ꎬ 对树立质优价廉的中亚粮食形象产生了积极的促进

作用ꎮ

(三) 大力发展绿色农业ꎬ 与中亚共同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

提高农业科学技术ꎬ 发展绿色农业是中国—中亚农业合作的增长点ꎬ 也是保

障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ꎮ 中亚五国加强国家创新和技术方面的区域一体化合

作ꎬ 旨在实现可持续、 以创新为主导的农业经济发展ꎮ 在粮食生产过程中ꎬ 利用

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先进技术ꎬ 建立风险预估模型对潜在的生产风险作出预警ꎮ
通过改善自然资源管理ꎬ 提高水资源利用率ꎬ 确保中亚农业的可持续发展ꎮ 中亚

各国与中国中化集团展开合作ꎬ 推广杂交小麦ꎬ 与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

院开展农业技术合作ꎻ 塔吉克斯坦引用中国的滴灌技术和旱作水稻应对缺水问

题ꎮ 乌兹别克斯坦在盐碱化程度高的土地推广中国耐盐小麦等农业科技合作项目

均取得良好效果ꎮ
中国—中亚农业在未来也具有继续深化科技合作的潜力ꎮ 首先ꎬ 中亚各国可

以引进中国先进种子技术ꎬ 培育存活率高、 产量高的粮食物种ꎬ 保障粮食安全ꎮ
中国化工集团在 ２０１７ 年以 ４３０ 亿美元收购瑞士农业科技企业先正达ꎬ 获得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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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ｔ ｃｏ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９ｃ８４ａ０ｆ４ － １５ｄ３ － １１ｅ６ － ９ｄ９８ － ００３８６ａ１８ｅ３９ｄ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３ 日ꎮ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ｏ Ｃｈｉｎａ” . ｈｔｔｐｓ: / / ｅｌ ｋｚ / ｅｎ / ｎｅｗｓ /
ｎｅｗｓ /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ｏ＿ ｃｈｉｎａ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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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友好型的农业技术解决方案ꎬ 在减少化肥使用的同时提高农作物产量①ꎬ 符合

中国绿色农业发展的要求ꎬ 也帮助中国掌握粮食种子核心技术ꎮ 中国可以在中亚

的粮食主产区进行推广ꎬ 以满足粮食来源多元化的要求ꎮ 其次ꎬ 依托上合组织平

台ꎬ 增进中国—中亚农业技术交流ꎮ 上合组织将在中国陕西省建立上合组织农业

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ꎬ 重点打造农业科技创新、 国际农业科技及管理人才培

育、 农业实用技术对外推广、 农业经贸及产能合作促进四大平台ꎬ 推动农业成为

上合组织国家经济合作的重要增长点②ꎮ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６ 日ꎬ 上合组织发表关于

维护国际粮食安全的声明ꎬ 强调各国应加强现代农业科技的推广ꎬ 旨在发展可持

续、 高效的现代农业③ꎮ 中国商务部主办的 “塔吉克斯坦实现粮食安全途径研修

班” 吸引塔吉克斯坦农业部和塔吉克斯坦农业科学院的专家参加ꎬ 学习中国在保

障粮食安全领域的宝贵经验ꎬ 对塔实现国内 “零饥饿” 目标具有重大促进

意义④ꎮ

(四) 基于 “一带一路” 倡议ꎬ 深化中国—中亚农业贸易往来

中国—中亚农业贸易互补性较强ꎬ 应在 “一带一路” 倡议的基础上鼓励加

大贸易往来ꎮ 中亚地区作为 “一带一路” 的重点地区ꎬ 粮食生产产业链潜力巨

大ꎬ 能够和中国农业发展形成合力ꎮ 在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 ３０ 周年视频峰会上ꎬ
习近平主席指出ꎬ “中国愿向中亚各国开放超大规模市场ꎬ 将进口更多中亚各国

优质商品和农产品ꎬ 继续办好中国—中亚经贸合作论坛ꎬ 力争到 ２０３０ 年将中国

同中亚国际贸易提升至 ７００ 亿美元”ꎮ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ꎬ 习近平主席在撒马尔罕举办

的上合峰会中承诺ꎬ 中国将向有需要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价值 １５ 亿元人民币的粮

食等紧急人道主义援助ꎬ 并鼓励加强 “一带一路” 倡议同各国发展战略对接ꎬ
继续支持中国同中亚各国开展农业合作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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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Ｃｈｉｎａ Ｇｉｖｅｓ Ｇｏ － Ａｈｅａｄ ｆｏｒ ＣｈｅｍＣｈｉｎａ Ｂｕｙｏｕｔ ｏｆ Ｓｙｎｇｅｎｔａ ａｓ Ｌａｓｔ Ａｐｐｒｏｖａｌ Ａｗａｉ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ｉ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ｃｍｐ ｃｏｍ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０８７２０２ / ｃｈｉｎａ － ｇｉｖｅｓ － ｇｏ － ａｈｅａｄ － ｃｈｅｍｃｈｉｎａ － ｂｕｙｏｕｔ －
ｓｙｎｇｅｎｔａ － ｌａｓｔ － ａｐｐｒｏｖａ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ꎮ

«农业农村部、 外交部、 科技部、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上海合作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
范基地建设方案› 的通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ａ ｇｏｖ ｃｎ / ｎｙｂｇｂ / ２０２２ / ２０２２０８ / ２０２２０８ / ｔ２０２２０８３０ ＿ ６４０８１５７
ｈｔｍ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 日ꎮ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关于维护国际粮食安全的声明»ꎬ ｈｔｔｐ: / / ｃｈｎ ｓｅｃｔｓｃｏ ｏｒ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ꎮ

«塔吉克斯坦实现粮食安全途径研修班在豫开班»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ａ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ｃｎ / ｎｅｗｓ / ｈｎｘｗ /
２０２２ / ０５１８ / ４２４３３ ｓ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ꎮ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ｚｙｘｗ / ２０２２０９ / ｔ２０２２０９１６＿１０７６７１５１ ｓ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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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ꎬ 中国农业也需要充分利用国内

外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的组合优势ꎬ 补农业发展短板ꎬ 破农业发展难题ꎬ 立足当

下粮食安全目标ꎬ 着眼未来农业现代化发展ꎮ 充分借助 “一带一路” 倡议的发

展契机ꎬ 进一步扩大中国在全球粮食产地的供应链布局ꎬ 最大化地获得中国粮食

安全的海外保障ꎮ 中亚是 “一带一路” 倡议中的重要地区ꎬ 中国可将中亚市场

视为开通欧洲商路的重要跳板ꎬ 打造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粮食采购基地ꎬ 把

中国 －中亚合作模式树立为国际合作典范ꎮ 除扩大直接贸易之外ꎬ 普及贸易知

识、 学习贸易准则也至关重要ꎮ 陕西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是首个国家级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ꎬ 也是中国自贸试验区中唯一以农业发展为特色的自贸

片区ꎮ 在疫情期间ꎬ 杨凌农业示范区举办多场农业技术研究班ꎬ 为中亚各国农业

官员和技术人员进行贸易规则的相关培训ꎬ 对保障中国 －中亚贸易往来顺畅进行

做出了贡献ꎮ

(五) 发挥新疆区位优势ꎬ 打造中国—中亚交流核心区

新疆在中国—中亚农业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ꎮ 首先ꎬ 新疆是中欧

(中亚) 班列的起点之一ꎮ ２０２２ 年前 ８ 月ꎬ 中欧 (中亚) 班列通行数量为 ８ ７０１
列ꎬ 同比增长 ６ ５％ ꎬ 刷新了通行铁路口岸的纪录①ꎮ 在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

突的双重冲击下ꎬ 中欧 (中亚) 班列为全球供应链的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ꎬ 为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实惠ꎬ 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全球粮食安全困

境ꎮ 其次ꎬ 新疆是对中亚各国最重要的开放口岸ꎮ 目前新疆 １６ 个对外开放口岸

中有 ７ 个口岸面对中亚各国 (６ 个中哈边境口岸、 １ 个中吉边境口岸)ꎬ 是中国与

中亚各国进行贸易往来、 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支点ꎮ 新疆充分发挥地理优势ꎬ 对

内与中国内陆地区联合协作ꎬ 对外与中亚各国互联互通ꎬ 每年承办乌鲁木齐对外

经济贸易洽谈会ꎬ 打造与中亚各国的常规交流平台ꎬ 对增加国家和地方税收、 带

动周边产业发展、 促进社会繁荣发展ꎬ 起到了重要作用ꎮ 最后ꎬ 新疆是中国—中

亚农业合作的科技交流中心ꎮ 中国和中亚各国在新疆乌鲁木齐建立共同中亚区域

经济合作学院 (ＣＡＲＥＣ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旨在促进中亚各地区的知识分享ꎬ 推动区

域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ꎮ 新疆设立的中亚农作物种质资源数据库也将在 ２０２２ ~
２０２３ 年建成投运ꎮ 一方面ꎬ 数据库建设将丰富中国种子的资源类型ꎬ 提供宝贵

３０１

① «前 ８ 月新疆双口岸通行班列同比增 ６ ５％ »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２ － ０９ / ０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７０８０４１ ｈｔｍ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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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研资料ꎬ 另一方面ꎬ 数据库建设有望提高中国现代农业研发关键种子的能

力ꎬ 满足生物技术研究的刚性要求ꎮ 因此ꎬ 发挥好新疆的桥头堡作用ꎬ 对发展中

国—中亚农业经贸往来、 农产品供应链建设和农业科技交流具有多层重要意义ꎮ

结　 语

粮食安全事关国计民生ꎬ 也是 ２０２２ 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

之一ꎮ 俄乌冲突造成的粮食安全冲击直接加剧了中亚地区粮食安全矛盾ꎬ 进而提

高了系统性粮食危机发生的风险ꎮ 此外ꎬ 综合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和社会不稳定

因素ꎬ 中亚各国粮食安全问题可能间接激化社会矛盾ꎬ 最终促使新一轮动乱的出

现ꎮ 因此ꎬ 在俄乌冲突视阈下ꎬ 中亚各国粮食安全问题解决难度大、 复杂程度

高、 具体威胁突出ꎮ 尽管困难重重ꎬ 但中亚各国在面对俄乌冲突带来的粮食安全

挑战时ꎬ 思路较为清晰地选择 “三步走” 战略ꎮ 短期看ꎬ 颁布粮食保障政策ꎬ
以维护社会稳定ꎻ 中期看ꎬ 加强国际粮食合作ꎬ 扩大自身粮食安全边际ꎻ 长期

看ꎬ 继续深化农业现代化改革ꎬ 改善既有粮食结构缺陷ꎮ 整体上ꎬ 虽然过度依赖

俄乌粮食进口、 不乐观的宏观经济表现等因素增加了中亚各国保障粮食安全的难

度ꎬ 但也给中亚各国带来了农业转型机遇ꎬ 并为其增加国际粮食影响力创造了机

会ꎮ 中国作为中亚各国的可靠合作伙伴ꎬ 应冷静客观地审时度势ꎬ 巩固发展与中

亚五国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便建立的农业合作关系ꎬ 在现有良好政治互信的基础

上ꎬ 寻求深化中国—中亚农业合作机会ꎬ 协同国际社会持续关注中亚各国粮食安

全问题ꎬ 并及时提供支持与援助ꎬ 这不仅有利于保障中国自身粮食安全ꎬ 而且有

利于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ꎬ 为国际粮食供给稳定和全球粮食治理作出

贡献ꎮ
(责任编辑　 张红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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