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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主要农产品进口战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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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取得举世瞩目成就，谷物、肉类等重要农产

品总产量稳居世界前列，人均占有量和消费量稳步提升，满足城乡居民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但受诸多因

素影响，通过国际市场调剂国内余缺、补充国内农产品结构性供需缺口业已成为客观现实。近年来，中国

农产品进口面临的国内外风险与压力不断增大。［方法］文章采用统计分析等方法，系统梳理农产品进口现

状，研判未来农产品进口趋势，最后研究提出应对策略建议。［结果］当前，在保持主要农产品基本自给的

同时，中国农产品进口呈持续增长态势；进口结构有所调整，大豆占进口农产品的份额最大；进口渠道呈

现多元化，但市场集中度高的现实未得到转变。未来，在国内市场供需“紧平衡”且国内生产竞争优势不

足的情况下，中国农产品进口将继续保持在较高水平；进口空间尚存，但须警惕外部不确定性因素的负面

影响。［结论］应理性看待中国农产品进口这一客观形势，坚持适度安全原则，进一步夯实国内农产品供给

保障基础，加大农产品贸易合作力度，增强不确定性因素应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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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中国是农产品生产和消费大国，保障口粮、生猪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始终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头等

大事。国家始终高度重视农业生产，提出并确立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等重要战略方针，

出台系列扶持政策，助推中国农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农业生产效率逐步提升，区域布局不断优化，产

业结构持续调整，农产品综合生产能力日益提高，产品质量安全水平逐步改善，城乡居民从“吃得饱”

升级为“吃得好”。21世纪以来，一方面，通过强化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保障，国内主要农产品生产总体

保持增长态势。2000—2018年中国玉米、小麦生产年均增长率达到 5.05%和 1.55%，肉类和禽蛋产量年均

增长率均为 2.02%，奶产品产量年均增长率达到 7.13%；虽然大豆和稻谷产量增速相对较慢，但也维持

0.20%和 0.68%的年均增长速度①。另一方面，随着农产品市场国际化进程加快，中国统筹利用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通过进口调剂农产品市场余缺、缓解结构性矛盾的程度有所加深。

当前，中国农业发展仍面临诸多突出问题与现实约束。特别是，随着农产品进口不断增多、出口持

续下滑，国际农产品在补充国内供需缺口的同时，也对国内农业生产及农产品市场带来较大冲击。随着

国内资源约束不断趋紧，环保压力持续加大；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保护主义日益盛行，中美贸易摩擦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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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新冠肺炎疫情、非洲猪瘟疫情等突发公共安全事件频发，国内国际农产品市场面临的压力和不确定

性不断增强，给中国农产品稳定供应带来巨大压力。未来，农产品要不要进口、进口什么、进口多少、

能进口多少、从哪里进口等诸多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和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为应对当前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与形势，国家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

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此背景下，科学认识并深入探讨中国农产品进口问题，提出新发展格局下

中国农产品进口的战略方向和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现有文献对中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具有诸

多研究，主要集中在贸易形势及问题、贸易效率及竞争力、贸易影响因素及战略选择等诸多方面[1-5]。但

是，现有文献仍存在一些不足需进一步探讨，特别是聚焦当前新发展格局，探究中国农产品进口新形势，

剖析新问题，提出新的关键战略举措，还不够系统深入。基于此，文章在系统梳理中国农产品进口形势

的基础上，对未来一段时期的农产品进口趋势作了研判，剖析了影响农产品进口的系列风险挑战，并从

加强国内生产、稳定进口市场、增强不确定性应对能力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以供生产和政策决策参考。

1 农产品进口形势分析

1.1 主要农产品基本自给，农产品进口量持续增长

在政策支持和市场驱动下，中国农产品生产总体呈现出增长态势，但与国内消费需求相比还存在较

大缺口，农产品供需总体呈现偏紧态势。2018年国内谷物、禽肉、禽蛋生产完全可满足国内需求，但大

豆和其他重要畜产品均存在不同程度缺口。其中，大豆缺口最大，达到 8 789.97万 t；奶产品次之，为

1 251.96万 t；稻谷、小麦、玉米等进口量远低于当年新增库存量。受国内市场供需趋紧及国际竞争优势

不足影响，中国主要农产品进口总体呈现增长态势。从国内缺口较大的大豆和奶产品看，进口量从 2000
年的 1 041.91万 t、155.42万 t分别增至 2018年的 8 803.36万 t、1 259.71万 t；稻谷、小麦、玉米进口量从

23.86万 t、87.60万 t和 0.31万 t，分别增至 302.74万 t、287.61万 t和 352.15万 t；肉类进口近年也呈现快速

增长态势，其中 2018年猪肉、牛肉进口量达到 119.28万 t和 103.94万 t。根据 2018年主要粮食和畜产品进

口量折合成耕地面积看，稻谷、小麦、玉米、大豆净进口相当于利用了国外耕地 4 755.46万 hm2（表 1），

畜产品净进口中仅饲料粮消耗就相当于利用国外耕地 298.85万 hm2（表 2），这还未考虑其他农产品进口及

进口畜产品饲草料消耗所需耕地。可见，当前农产品进口已经成为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缓解国内耕

地资源紧张及农产品供需矛盾的重要渠道和必然选择。

虽然中国农产品进口总体呈现出增长态势，但与国内农产品产量基数比较，仍相对较小。2018年大

豆自给率最低，仅为 15.37%；其次为奶产品和牛肉，两者自给率分别为 71.73%和 86.11%；其他农产品自

给率均在 90%以上，其中口粮自给率维持在 97%以上（表 3）。当前，国家高度重视口粮、猪肉等重要农

产品的供给保障问题，虽然部分农产品进口呈现出刚性增长态势，且短期内难以逆转，但粮食等重要农

表1 2000—2018年主要农产品进口量及折合耕地面积 万 t、hm2/t、万hm2

年份

2000
2005
2010
2015
2016
2017
2018

农产品净进口量

稻谷

-269.52
-14.34
-23.57
307.78
306.31
280.52
96.51

小麦

87.35
324.99
121.87
296.65
336.38
428.65
286.88

玉米

-1 046.25
-860.70
144.51
471.75
316.27
275.69
350.95

大豆

1 020.82
2 619.35
5 463.42
8 155.61
8 378.61
9 542.20
8 789.97

单位进口量折合耕地面积

稻谷

0.16
0.16
0.15
0.15
0.15
0.14
0.14

小麦

0.27
0.23
0.21
0.19
0.19
0.18
0.18

玉米

0.22
0.19
0.18
0.17
0.17
0.16
0.16

大豆

0.60
0.59
0.56
0.55
0.56
0.54
0.53

进口农产品折合耕地面积

稻谷

—

—

—

44.66
44.61
40.56
13.73

小麦

23.37
76.01
25.66
54.98
62.29
78.16
52.96

玉米

—

—

26.50
80.05
53.00
45.12
57.49

大豆

616.55
1 536.69
3 084.55
4 502.28
4 682.80
5 147.96
4 631.27

合计

369.37
1 447.63
3 133.11
4 681.98
4 842.71
5 311.80
4 755.46

注：根据FAO数据库和国家统计局基础数据计算得到，农产品进口折合耕地面积基于国内稻谷、小麦、玉米和大豆单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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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国内总供给能力不会减弱。且从耕地等资源承载力这一因素看，农产品进口可有效缓解国内资源短

缺问题。因此，应客观看待中国农产品进口问题，不应过度紧张。须知，除大豆和奶产品外，未来中国主

要农产品自给率总体依旧会保持高位，国内口粮、肉类等农产品“以我为主”的供给保障态势不会受到太

大影响（表3）。

1.2 农产品进口结构有所调整，大豆在农产品进口市场中份额最大

2000年以来，中国农产品进口结构总体趋势变化不大，但存在局部调整（表 4）。具体而言，大豆在

中国农产品进口市场中的份额遥遥领先，2000年大豆在进口市场中的份额为 22.90%，2018年提升至

30.89%，提高了 7.99个百分点。从考察的其他几种农产品看，除小麦和禽肉所占份额分别从 2000年的

1.49%和 4.85%下滑至 2018年的 0.63%和 0.92%外，其他农产品所占份额均呈现出上升态势。其中，牛肉

和奶产品所占份额提升最为明显，2018年牛肉和奶产品在农产品进口市场中的份额分别达到了 3.89%和

4.29%，提升了 3.82个百分点和 2.12个百分点。虽然绝大多数农产品进口所占份额总体呈现出增长态势，

但部分农产品近几年有所下滑，大豆和猪肉尤为明显，2018年进口所占份额分别较上年下滑了 2.87个百

分点和 0.21个百分点，与近年农产品进口市场面临的中美贸易摩擦等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密切相关。总体

来看，近年来中国农产品进口结构有所调整，但大豆进口所占份额长期居于高位的现状未得到根本改变，

奶产品及牛肉进口所占份额呈现出持续增长态势，猪肉相应份额也有所提升。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持续

增强的现实背景下，必须谨防口粮、猪肉等重要农产品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带来的风险。

1.3 农产品进口渠道呈现多元化，但市场集中度高的现实未得到转变

从主要农产品进口来源国时空变化特征看，2000年中国稻谷进口 99.76%来自泰国，此后进口渠道多

表2 2000—2018年主要畜产品进口量及折合耕地面积 万 t、hm2/t、万hm2

年份

2000
2005
2010
2015
2016
2017
2018

畜产品净进口量

猪肉

8.34
-21.95
9.12
70.60
157.17
116.55
115.11

牛肉

-1.08
-1.80
0.15
46.91
57.57
69.41
103.90

羊肉

1.36
1.13
4.35
21.92
21.60
24.38
31.57

禽肉

30.12
-8.74
0.47

-18.06
2.94

-17.73
-14.91

禽蛋

-6.50
-8.01
-10.00
-9.34
-9.87
-10.34
-9.33

奶类

142.82
214.85
536.55
879.50
1 014.30
1 155.71
1 251.96

单位进口量需饲料粮耕地面积

猪肉

0.91
0.83
0.80
0.76
0.76
0.73
0.73

牛肉

0.74
0.68
0.65
0.62
0.62
0.60
0.59

羊肉

0.68
0.62
0.60
0.57
0.57
0.55
0.54

禽肉

0.77
0.70
0.68
0.64
0.64
0.62
0.61

禽蛋

0.68
0.62
0.60
0.56
0.56
0.55
0.54

奶类

0.15
0.14
0.13
0.13
0.13
0.12
0.12

饲料粮耕地面积需求量

玉米

28.21
—

42.47
103.74
157.95
144.88
165.66

大豆

19.58
—

32.69
84.37
131.69
119.40
133.20

合计

47.79
—

75.17
188.11
289.64
264.28
298.85

注：根据猪肉、牛肉、羊肉、禽肉、禽蛋和奶产品净进口量及畜禽生产饲料转化率，推算得到饲料粮需求量，其中猪肉、牛肉、羊

肉、禽肉、禽蛋和奶产品饲料转化率取值分别为3.07、2.51、2.30、2.60、2.29和0.51，由2019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中畜禽

增重或畜产品产量和精饲料消耗量计算得到；饲料粮结构按照玉米和大豆占比分别为 80%、20%进行大致分配，再结合国内玉米和大豆单

位产量测算得出饲料粮面积

表3 2000—2018年中国主要农产品自给率 %
年份

2000
2005
2010
2015
2016
2017
2018

稻谷

101.46
100.08
100.12
98.57
98.57
98.70
99.55

小麦

99.13
96.77
98.96
97.81
97.54
96.91
97.86

玉米

110.95
106.58
99.25
98.25
98.81
98.95
98.65

大豆

60.15
38.43
22.00
13.17
13.96
13.80
15.37

猪肉

99.79
100.48
99.82
98.76
97.18
97.91
97.91

牛肉

100.21
100.32
99.98
92.93
91.46
90.14
86.11

羊肉

99.49
99.68
98.94
95.25
95.52
95.08
93.77

禽肉

97.53
100.65
99.97
100.95
99.85
100.90
100.75

禽蛋

100.30
100.33
100.36
100.31
100.31
100.33
100.30

奶类

86.55
93.02
85.68
78.93
75.78
73.15
71.73

注：根据FAO数据库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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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化趋势明显，2018年自泰国进口的稻谷占比下降为 29.62%，从越南进口稻谷占比最大，达到 47.76%，

从巴基斯坦进口占比为 11.28%，从其他国家进口稻谷占比相对较小。2000年自加拿大进口小麦占比达到

71.23%，2018年下降至 48.05%，哈萨克斯坦、澳大利亚和美国占比均在 10%以上。2000年自澳大利亚和

美国进口玉米占中国玉米进口的比重合计在 90%以上，2018年自乌克兰进口一支独大，达到了 83.20%，

自美国进口玉米占比下降为 8.87%。大豆进口前期主要来自美国、阿根廷和巴西，2018年巴西占比最大，

达到 75.07%，其次为美国的 18.90%，阿根廷大豆占比下降为 1.66%（表 5）。就畜产品而言，猪肉进口来

源国变化明显，2000年进口占比在 10%以上的国家分别为荷兰、丹麦、加拿大和美国，2018年调整为德

国、西班牙、加拿大和巴西。2000年牛肉进口主要来源国为美国和澳大利亚，占比分别为 48.37%和

40.90%，2018年进口渠道多元化明显，占比在 10%以上的国家包括巴西、乌拉圭、阿根廷、澳大利亚和

新西兰。羊肉进口主要来自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近年澳大利亚所占比重持续上升，2018年两者占比分别

为 57.26%和 41.11%（表 6）。从奶产品进口来看，2018年 73.35%的大包奶粉来源于新西兰；乳清主要来

自美国和欧盟，两者占比分别为 47.00%和 38.17%；自欧盟进口婴幼儿配方奶粉和包装牛奶占比分别达到

75.35%和 51.14%。总体来看，中国农产品进口渠道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但进口市场集中度高的现实长期

未得到转变，其中大豆、玉米、羊肉最为明显。在逆全球化思潮及贸易保护主义日益盛行的今天，必须

高度警惕贸易市场过度集中带来的潜在风险。

2 未来农产品进口趋势分析

2.1 国内市场供需趋紧且国际竞争优势不足，农产品进口将保持高位

当前，国家正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统筹利用好

国际市场、国际资源补充国内农产品市场供需缺口，既是客观需求，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题中应有之

意。可以预计，未来中国农产品进口将依旧维持在较高水平。根据中国农业科学院预测，在正常市场条

件下，2021—2025年中国农产品供需缺口态势难以得到转变。到 2025年，中国稻谷、小麦、玉米、大豆

表4 2000—2018年中国主要农产品进口额占比 %
年份

2000
2005
2010
2015
2016
2017
2018

稻谷

1.14
0.75
0.36
1.34
1.53
1.56
1.30

小麦

1.49
2.90
0.44
0.81
0.77
0.88
0.63

玉米

0.00
0.01
0.52
1.01
0.62
0.51
0.64

大豆

22.90
29.64
35.37
31.77
32.85
33.76
30.89

猪肉

0.59
0.11
0.29
1.32
3.08
1.89
1.68

牛肉

0.07
0.03
0.12
2.12
2.43
2.61
3.89

羊肉

0.14
0.21
0.22
0.67
0.55
0.75
1.06

禽肉

4.85
1.27
1.36
0.85
1.24
0.88
0.92

奶类

2.17
1.75
2.78
2.90
3.26
4.11
4.29

注：根据FAO数据库农产品及相应品种的进口额计算得到

表5 2018年主要农产品进口来源国进口占比排名前5国家 %
序号

1
2
3
4
5

稻谷

国家

越南

泰国

巴基斯坦

柬埔寨

缅甸

占比

47.76
29.62
11.28
5.36
2.55

小麦

国家

加拿大

哈萨克斯坦

澳大利亚

美国

俄罗斯

占比

48.05
18.87
17.06
12.56
3.46

玉米

国家

乌克兰

美国

老挝

缅甸

俄罗斯

占比

83.20
8.87
3.95
2.85
1.10

大豆

国家

巴西

美国

加拿大

阿根廷

乌拉圭

占比

75.07
18.90
2.04
1.66
1.36

数据来源：UN Comtrade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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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进口量分别维持在 131.04万 t、546.52万 t、1 587.74万 t和 8 985.12万 t的水平上，猪牛羊鸡肉净进口量

分别为125.00万 t、223.27万 t、38.79万 t和55.77万 t，牛奶净进口量则为1 724.69万 t（表7） [6-7]。除大豆、

牛肉和奶产品外，其他农产品缺口依旧保持在相对稳定水平，总体可控。推动中国农产品进口保持在高

位运行的因素多种多样，其中国内农产品产量增长潜力不足、农产品消费需求强劲、国际市场竞争优势

不强等是关键驱动因素，且未来一段时期内难以扭转。

2.1.1 国内农产品增产潜力有限

国内农产品市场存在缺口、面临供给保障压力，归根结底在于农产品增产潜力不足。一方面，资源

约束不断趋紧。随着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加快，耕地资源不足已成为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不可忽视的重

要制约因素。按照到 2022年建成 6 666.67万 hm2高标准农田的目标任务，其后，大规模解决水土光热分布

不均问题，再建成一批旱涝保收农田的耕地资源十分有限。现有研究表明，农产品净进口可为中国节约

近 18%的耕地，平均每年可节约耕地约 2 800万 hm2[8]。根据 2025年主要农产品进口量测算，如通过国内

生产增加相应供给，仅稻谷、小麦、玉米、大豆就需要耕地 4 912.94万 hm2，在科技贡献率、单产提高幅

度有限的情况下，现有耕地显然无法弥补缺口。依靠国际市场和资源补齐国内资源短板具有必要性和必

然性。同时，农业农村对劳动力的吸收能力不足，致使农业发展的劳动力供给出现结构性矛盾，具体表

现为数量不够、质量不高、成本高企，畜禽养殖领域劳动力资源短缺现象更为突出。此外，畜禽养殖业

饲料饲草资源紧缺问题也十分突出，近年来大豆、玉米、大麦、高粱、苜蓿、玉米酒糟等饲料饲草进口

不断增加就是国内资源短缺的突出表现。就饲草料而言，受“三聚氰胺”事件影响，优质饲草料的使用

不断受到重视，致使 2008年以来饲草料进口呈现井喷式增长态势[9]。另一方面，环保压力持续加大。近年

来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推行绿色发展理念，传统农业发展面临巨大环保压力。以畜禽养殖为例，

2015年以来国家连续出台“水十条”“土十条”“环境保护税法”等，提出严格划定畜禽禁养区等诸多要

求。但在政策实际落地过程中，部分地方政府采取“一刀切”的方式推行禁养限养，致使许多养殖场户

被迫关停或向山上、楼上转移发展。2018年以来造成生猪产能下滑20%以上，除非洲猪瘟疫情这一关键因

素外，环保约束在其中也发挥巨大负面作用[10]。非洲猪瘟疫情之后，中国开始调整畜禽养殖环保政策，并

进行一定程度“解绑”，但畜禽养殖面临的环保压力依旧巨大。同时，耕地、劳动力、饲料饲草等资源短缺

现象在短期内依旧难以得到有效解决。根据中国农业科学院预测，2021—2025年主要农产品产量年均增速

较之前年份有所下滑，其中稻谷和小麦呈现出下降态势（表8）。

表6 2018年主要畜产品进口来源国进口占比排名前5国家 %
序号

1
2
3
4
5

猪肉

国家

德国
西班牙
加拿大
巴西
美国

占比

19.15
18.41
13.44
12.58
7.18

牛肉

国家

巴西
乌拉圭
阿根廷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占比

31.05
21.03
17.35
16.65
10.66

羊肉

国家

新西兰
澳大利亚
乌拉圭
智利

哈萨克斯坦

占比

57.26
41.11
1.04
0.57
0.01

数据来源：UN Comtrade数据库

表7 2021—2025年中国农产品净进口量预测 万 t
年份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稻谷

99.21
133.68
111.56
126.31
131.04

小麦

366.72
446.28
446.24
505.51
546.52

玉米

1 325.25
1 787.98
1 805.60
1 642.01
1 587.74

大豆

8 818.33
8 849.76
8 882.80
8 942.99
8 985.12

猪肉

177.00
153.00
133.00
127.00
125.00

牛肉

212.84
214.54
218.37
221.02
223.27

羊肉

29.65
29.27
32.64
35.22
38.79

鸡肉

7.56
3.80
19.12
38.81
55.77

牛奶

1 636.38
1 653.45
1 680.78
1 704.80
1 724.69

注：猪肉净进口量预测值来源于《中国农业展望报告（2019—2028）》，稻谷等相应预测值来源于《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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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国内农产品消费需求强劲

从需求侧因素看，依托国际市场、国际资源补充国内供需缺口的态势短期内难以转变。一方面，消

费绝对量仍将处在增长区间。中国是人口大国，目前仍以 0.50%左右的人口增长速度持续增长，预计到

2030年前后人口将达到顶峰[11]。从人口持续增长及满足城乡居民基本营养需求的角度看，农产品消费绝

对量的增长是毋庸置疑的。预计到 2025年，中国稻谷、小麦、玉米需求量将达到 20 928.13万 t、
13 858.06万 t和 29 360.28万 t，大豆需求量将达到 10 887.41万 t；肉类需求量将达到 8 969.54万 t，鸡蛋需

求量将达到 2 840.13万 t，牛奶需求量将达到 5 361.51万 t（表 9）。另一方面，消费结构正在快速升级。随

着经济社会发展及收入水平提升，城乡居民食物消费能力不断提高，营养结构逐步改善，已由“吃得饱”

持续向“吃得好”转变，更多地关注食物的品质和“花色”。从国内农产品生产来看，能够满足城乡居民

多元化、高质量农产品需求的能力不足，结构性供需矛盾突出，助推农产品进口持续加大。仅从畜产品

消费结构内部变化趋势看，2013—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猪肉消费占肉类总消费的比重从 60.37%降至

59.22%，牛羊肉等优质畜产品消费占比则分别从 4.57%、2.74%增至 5.19%、3.38%。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

持续改善，推动着近年牛羊肉及奶产品进口持续增加。未来，随着收入水平持续提升及健康消费理念不

断普及，农产品结构转变引起的进口增长仍将持续。

2.1.3 国内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不强

除园艺作物和禽类等部分畜产品，中国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普遍较低。效益效率及产品质量问题成

为竞争力不高的重要原因。一方面，生产效益效率不高。就生产效益而言，中国农产品生产成本普遍较

高，2018年美国稻谷、玉米、大豆生产成本分别为 15 954.30元/hm2、11 070.60元/hm2和 7 361.70元/hm2，
仅相当于中国的 86.92%、70.64%和 73.65%。效益差距使得农产品内外价差不断扩大，中国农产品进口面

临的压力持续加大[12-13]。从生产效率看，2018年美国稻谷、玉米、大豆平均单产分别为 8 621.10kg/hm2、
11 863.95 kg /hm2和 3 468.15 kg /hm2，中国仅为 7 026.60 kg /hm2、6 104.25 kg /hm2和 1 897.95 kg /hm2。生产

效益效率低下的关键原因在于科技支撑不足，农业科技供需衔接不够、科技成果转化及推广体系不健全

等是重要驱动因素[14-15]。另一方面，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有待提升。长期以来，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始终备

受诟病。近年影响较为恶劣的事件较多，如 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2011年的双汇质量门事件、

2011—2012年的猪流行性腹泻、2013年的“黄浦江死猪”事件、2015年的金锣“疑似病猪流入”事件、

表8 2021—2025年主要农产品产量预测 万 t
年份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稻谷

20 904.37
20 903.74
20 892.62
20 833.65
20 797.09

小麦

13 362.59
13 370.08
13 374.82
13 339.60
13 311.54

玉米

26 686.65
26 964.67
27 086.09
27 484.91
27 772.54

大豆

1 887.15
1 895.03
1 905.08
1 899.97
1 902.30

肉类

7 956.66
8 339.92
8 399.76
8 463.85
8 526.71

鸡蛋

2 710.36
2 746.50
2 780.62
2 810.11
2 840.13

牛奶

3 350.64
3 420.04
3 491.99
3 563.85
3 636.82

数据来源:《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0》，其中肉类仅包括猪肉、牛羊肉和鸡肉

表9 2021—2025年主要农产品需求预测 万 t
年份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稻谷

21 003.58
21 037.42
21 004.19
20 959.97
20 928.13

小麦

13 729.31
13 816.36
13 821.06
13 845.11
13 858.06

玉米

28 011.90
28 752.66
28 891.69
29 126.92
29 360.28

大豆

10 705.48
10 744.79
10 787.88
10 842.96
10 887.41

肉类

8 383.71
8 740.53
8 802.89
8 885.90
8 969.54

鸡蛋

2 710.36
2 746.50
2 780.62
2 810.11
2 840.13

牛奶

4 987.02
5 073.49
5 172.77
5 268.65
5 361.51

数据来源：《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0》，其中肉类仅包括猪肉、牛羊肉和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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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的非洲猪瘟疫情等，均直接或间接关系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给国内农产品市场消费信心带来巨

大打击。甚至在“三聚氰胺”事件十几年后的今天，居民仍旧谈“三聚氰胺”而色变，这也成为国内居

民长期青睐国际奶产品的重要原因。短期来看，在体制机制尚未健全、生产者素质未得到有效提高等多

因素影响下，农产品生产效益效率及质量安全水平问题难以得到根本转变，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提升

仍任重而道远。

2.2 农产品进口空间尚存，须警惕外部不确定性因素负面影响

在国内农产品增产潜力不足、农产品消费需求强劲的现实背景下，国内农产品市场供需缺口依靠国

际市场和资源进行补充是必然选择，但需客观分析国际市场供给能力，分品种科学判断农产品进口容忍

度。从世界农产品出口形势看，2018年稻谷、小麦、玉米总出口量分别为 4 680.12万 t、19 085.36万 t和
17 364.59万 t，大豆总出口量为 15 258.51万 t（表 10），猪牛羊肉总出口量分别为 1 174.15万 t、986.51万 t
和 129.94万 t，奶产品总出口量则为 13 055.57万 t（表 11）。从出口市场分布看，大豆和羊肉市场集中度较

高，前者主要集中于巴西和美国，后者则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美国玉米出口一直独大；其他主要农产

品出口市场分布相对较为均衡。未来世界农产品出口依旧维持在较高水平，根据预测，2025年世界稻谷、

小麦、玉米、大豆总出口量分别达到 0.56亿 t、2.02亿 t、1.81亿 t和 1.64亿 t，较 2020年分别增加 13.92%、

9.57%、10.92%和 9.86%[16]。结合中国稻谷、小麦、玉米、大豆进口量，2025年中国净进口量占世界总出

口量的比重分别为 2.35%、2.71%、8.77%和 54.80%。反观国内，预计 2025年稻谷、小麦、玉米自给率将

维持在 99.37%、96.06%和 94.59%的水平上，大豆需求则有 82.53%需国际市场补充，进口需求依旧较大、

形势仍较严峻。由此可见，中国农产品进口依旧存在较大市场空间，但大豆、羊肉等部分农产品进口空

间相对有限。虽然国际农产品进口市场存在较大空间，但中国农产品进口面临的风险和压力仍不可忽视，

必须警惕贸易保护主义、突发事件等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对国际农产品市场供给及流通带来的负面影响。

2.2.1 贸易保护主义盛行

自美国政府推动“美国优先”战略以来，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保护主义日益盛行，中美贸易摩擦持

续不断，美国积极推动与中国“脱钩”，致使经济全球化受阻。虽然中美经过多次贸易磋商，但效果甚

表10 2018年主要农产品出口量排名前5国家 万 t
序号

1
2
3
4
5
—

稻谷

国家

印度

泰国

越南

巴基斯坦

美国

世界

出口量

1 157.96
1 107.30
607.54
391.26
270.54
4 680.12

小麦

国家

俄罗斯

加拿大

美国

法国

乌克兰

世界

出口量

4 396.56
2 287.42
2 249.90
1 894.03
1 637.34
19 085.36

玉米

国家

美国

巴西

阿根廷

乌克兰

法国

世界

出口量

7 006.63
2 356.62
2 317.89
2 144.06
496.87

17 364.59

大豆

国家

巴西

美国

巴拉圭

加拿大

阿根廷

世界

出口量

8 360.52
4 641.53
602.87
549.98
353.99

15 258.51
数据来源：FAO数据库

表11 2018年主要畜产品出口量排名前5国家 万 t
序号

1
2
3
4
5
—

猪肉

国家

美国
德国

西班牙
丹麦

加拿大
世界

出口量

181.36
179.21
152.42
112.17
96.16

1 174.15

牛肉

国家

巴西
澳大利亚

印度
美国
荷兰
世界

出口量

135.37
117.68
111.10
101.42
47.84
986.51

羊肉

国家

澳大利亚
新西兰
英国

爱尔兰
西班牙
世界

出口量

49.25
40.85
8.27
5.32
4.20

129.94

奶类

国家

新西兰
德国
美国
荷兰
法国
世界

出口量

1 867.14
1 607.24
1 175.02
1 094.44
994.41

13 055.57
数据来源：FAO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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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农产品贸易是一国与国际挂钩、增强合作关系、提升综合影响力的重要领域。一方面，在与美国贸

易磋商中，农产品必须作为中国的重要谈判筹码，如在近期签订的《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加大

自美大豆、猪肉等农产品进口成为重点需要推进的内容。另一方面，在与美国等国际竞争势力在非洲、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的投资博弈中，农产品经贸合作也是重要议题。目前来看，随着全球贸易环境不

断恶化，中国农产品进口市场面临的不确定性持续增强，未来通过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补充国内农产品

供需缺口并增强中国影响力面临的风险因素不断集聚。

2.2.2 突发事件频发

突发事件对农产品进口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影响国内供给或压缩国内需求，进而造

成国内供需缺口增大，包括总量缺口或结构性缺口，致使农产品进口增多；第二是突发事件影响出口国

农产品生产或影响国际农产品贸易，进而表现为农产品进口下滑。从近年发生的重大突发事件看，非洲

猪瘟疫情主要为前者，新冠肺炎疫情则表现为后者。非洲猪瘟疫情发生以来，国内生猪产能下滑严重，

2019年生猪出栏较上年下降 21.60%，猪肉产量下降 21.30%；在国内猪肉供需缺口持续扩大情况下，猪肉

进口不断增加，2019年进口量达到了199.40万 t，较上年增长了67.20%。2019年开始的新冠肺炎疫情，目

前在全球范围内加速蔓延，受疫情影响，全球农产品生产和流通受阻，且部分国家表示不出口粮食或进

行出口约束，世界粮食供给压力不断加大，致使中国农产品进口面临的不确定性不断凸显。

2.2.3 全球人口增长及可持续发展

除贸易保护主义、突发事件等不确定性因素之外，全球人口增长及可持续发展也需要大量农产品作

为支撑，这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国际农产品进口市场空间，给中国农产品稳定进口带来较大压力。根据

预测，全球人口仍在持续增长，2025年全球人口将达到 81.84亿，较 2020年增加 5.00%[17]；加之全球贫困

人口比重仍处于较高水平，未来解决中国之外其他国家弱势群体的食物安全问题十分关键。同时，随着

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膳食结构改善，除农产品绝对量的需求呈现持续增长外，优质、多元等农产品

结构升级进程也将进一步加快。可以预见，随着全球人口增长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在全球农产品生

产相对不足而农产品需求空间巨大的现实背景下，全球农产品市场将处于趋紧态势，中国农产品进口空

间将受到一定挑战。

总体来看，中国农产品进口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将依旧保持在较高水平，除大豆外，口粮、猪肉等其

他农产品自给率处在较高水平，均在可控区间。因此，须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农产品进口形势，认识到新

发展格局下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补齐国内资源短板及国内农产品市场调余缺、调结构中的重要作用，

不应谈进口而色变，要以历史的心态解决中国农产品进口问题。当前，农产品进口面临的关键问题在于

国际市场的稳定性，要在确保进口稳定性上下功夫。同时，应重新审视并客观看待中国农产品国际市场

竞争力问题。须知，并非所有农产品都需走向国际市场。应确定因品种而异的国家农产品国际竞争战略，

确定口粮、猪肉等重要农产品的生产目标为优先保障国内供给。也即，国内必保的农产品不能放，大豆、

奶产品等对外依赖度高的农产品须出台强有力措施，着力提升自给率、降低对外依存度。在此基础上，

科学制定指导意见，出台农产品竞争力提升政策，在统筹考虑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基础上，科学引导

禽肉、禽蛋、蔬菜、水果等有能力、有优势的农产品和生产者积极“走出去”，实现国内国际市场互补和

资源互换。此外，必须高度警惕农产品进口市场面临的风险和压力，通过夯实国内产业基础、加强国际

贸易合作力度、提升应对不确定性因素能力，着力稳定农产品进口市场，确保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保

障国内农产品稳定供应中高效发挥作用。

3 新发展格局下主要农产品进口战略选择

3.1 农产品进口应理性看待且分类施策

统筹考虑当前国内农产品供需缺口及国内外复杂环境形势，未来农产品进口必须秉承“适度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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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同时分品种理性看待中国农产品贸易问题。根据国内农产品重要性、对外开放程度及国际竞争情

况，基于进口视角，考虑将中国农产品划分为两类，一是保障性农产品，二是竞争性农产品，前者又可

分为绝对保障性和适度保障性。绝对保障性农产品为口粮，主要包括稻谷、小麦和玉米（同时也是重要

饲料粮）；考虑到猪肉在中国农业及农产品市场中的重要战略位置，应把保障猪肉安全与保障口粮安全置

于同等重要位置，须将猪肉也列为绝对保障性农产品。绝对保障性农产品的发展目标即保障“绝对安

全”，自给率水平要长期坚守在接近甚至超过 100%的水平。大豆、牛肉、羊肉及奶产品竞争力相对较弱，

未来一段时期依靠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补充国内供需缺口存在必然性和必要性，因此为适度保障性农产

品，目标为尽量提升自给率水平。禽肉、禽蛋属于具备较强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农产品，其发展目标即

“走出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因此属竞争性农产品，可瞄准国际市场，在强化政策支持的基础上，积极

鼓励禽肉、禽蛋等产品及生产者“走出去”。在此基础上，还需分品种确定农产品进口目标，制定中国农

产品进口安全保障战略机制，确保国内农产品稳定安全供应。

3.2 夯实农产品供给保障基础

应对农产品进口面临的风险与压力，必须坚持“立足国内、以我为主”的方针，在稳定进口市场的

同时，进一步夯实国内农产品供给保障基础。一是强化农产品生产能力建设。进一步完善农业政策支持

体系，完善资金投入方式，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健全监督监管机制；引导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市场力

量探索信贷担保、贴息等方式，加大对农产品生产的金融保险和信贷支持力度。进一步强化经营主体培

育，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带动作用，提升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的供给保障能力。强化耕地资

源保护和修复力度，推动高标准农田和饲草地建设。二是健全农产品流通储备体系。强化农产品流通储

备体系建设的政策支持力度，健全国家、地方、企业、农牧民等多层级、多元化农产品储备体系，切实

增强农产品储备对市场的调节力度。进一步完善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完善绿色通道，畅通流通渠道，

提升流通效率，为国内农产品在全国范围内实现高效流通和有效供给提供坚定保障。三是高标准高质量

夯实国际竞争基础。强化农业科技创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通过科技进步推动农产品生产效率和产品

质量提升。完善农产品生产和质量安全标准，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推动农产品生产标准

提升，实现与国际农产品质量安全有效接轨。完善国内农产品市场机制建设，确保农产品实现优质优价，

切实提高消费者市场信心和生产者积极性。鼓励农产品生产业态与模式创新，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补

足结构性进口短板。同时，鼓励对农产品“吃干榨净”，在精深加工和多元化利用等方面打造国内供需调

节机制。

3.3 加大农产品贸易合作力度

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必须统筹考虑并充分利用好两

个市场、两种资源，一方面弥补国内资源短板和农产品供需缺口，另一方面紧密参与国际经贸往来和全

球农产品生产合作。一是加强国际合作和贸易谈判。在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日益盛行的现实背景下，

必须多渠道多方位发力，进一步强化贸易磋商与合作，特别是要加强中美、中巴、中欧等双边合作。同

时，定期发布农产品进口需求信息，稳定国际市场需求信号，增强美国、巴西等重要农产品进口来源国

的市场预期，夯实中国农产品进口的国际市场基础。二是加快推动进口渠道多元化。依托“一带一路”

倡议，鼓励中国重要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尽快“走出去”，积极开展农业生产领域基础设施建设与国际合

作，在发挥优势为增加全球粮食供给贡献力量的同时，更好地满足国内需求。在着力提升渠道掌控与风

险防控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中东欧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投资与布局力度，

拓宽农产品进口来源渠道，避免市场过度集中带来的贸易风险。三是构建新型优势农产品出口战略。瞄

准国际市场，发挥比较优势，推进农产品贸易实现资源互换和市场互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农产品国际供需平衡交融格局。通过加大农产品贸易合作力度，推进农产品贸易高质量发展，不断提

升中国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中的影响力、定价权和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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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增强不确定性因素应对能力

强化应对突发事件负面影响的能力，须从事前预警和事后反应两个层面共同发力。一是完善农产品

监测预警机制。建立健全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体系，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智能智慧技术，科学编制并

及时发布国际国内重要农产品生产、流通、交易、消费等全产业链各环节信息，实时模拟并构建应对突

发事件及不确定性因素的应急预警预案，确保政策制定者、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依托及时、有效、高频信

息和预案进行科学决策，增强产业和市场应对突发事件等不确定性因素的能力。二是建立健全突发事件

应急预案。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非洲猪瘟疫情等重大突发应急事件为契机，加快构建应对突发事件的

农产品生产、流通、贸易等应急响应机制，增设应对突发事件的临时性、过渡性、特殊性政策，提速流

通和进口检查检疫，科学放宽市场准入标准，加快提升流通和贸易效率，确保遭遇突发事件时重要农产

品可及时有效保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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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HINA’S MAJ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IMPORT
STRATEGY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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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production of grain and other important agricultural products
have achieved the world-renowned achievements. The total output of important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ch as
cereals and meat have been ranked in the forefront of the world, and the per capita share and consumption have
increased steadily, which have well met the growing consumption needs of the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However,
under the impact of many factors, it have become an objective reality to adjust the domestic surplus and shor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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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upplement the domestic structural supply and demand gap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rough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In recent years,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risks and pressures faced by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s import
are increasing. Using the methods including statist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bed the status quo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mport, forecasted its future trends, and propose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t
present,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s import was continuing to grow, as well as maintaining its basic self-
sufficiency. The import structure had been adjusted, and the soybeans accounted for the largest share of imported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import channels were diversified, but the reality of high market concentration had not
been changed. In the context of a tight balance of the domestic supply and demand, and the insufficient domestic
production competitive advantages,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s import would remain at a relatively high level in
the future. There was still room for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s import, but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external uncertainties
should be alerted. So,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a rational view of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s import,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appropriate security, further reinforce the basis for domest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pply, increase
agricultural products trade cooperation, and enhance the ability to deal with uncertain factors.
Keywords agricultural product；import；international trade；supply and demand balance；strategic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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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发达国家先完成了农业工业化，才逐步

过渡到农业信息化阶段；我国农业现代化起步晚，

加上全球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农业信息化和农业

现代化是相结合发展的，因此我国农业信息化和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系具有特殊性，既是交叉进

行的也是并存发展的，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十一

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农村发展开始焕发生机，农

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普遍提高，农业现代化步入

启动和发展阶段，同时计算机也开始在农业领域

使用，农业信息化开始萌芽。1997年各地的农业

部门开始与农业部联网，农业领域各行业的信息

服务开始起步。进入 21世纪，随着城镇化的推进

和市场体系的不断健全，农业信息化与农业现代

化开始并驾齐驱。截止 2005年底，信息管理和服

务机构基本在全国普及，信息服务覆盖面继续扩

大，信息资源管理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2012年
3S技术和 3G技术开始应用到农业生产中，这也预

示着党的十八大提出“四化同步”后农业信息化

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随着农业信息化发展环境的

持续向好，在农业物联网推动下农业生产经营信

息化水平得以迅速提高，农业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投入得以持续加大，信息化开始引领农业现代化

发展，二者进入了协调发展和融合发展的新阶段。

体制机制和技术工具的持续推动，使得信息

资源管理在农业生产和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越来

越大的作用，其对各个环节进行的有效调控促使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整体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也为

农业全产业链的升级改造注入了强大动力。《乡村

振兴背景下我国农业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

展研究》一书，对农业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研

究建构符合我国国情，对二者协调发展的探究切

合当下国家的发展战略和世界发展趋势，是一本

十分有研究价值的书籍。

文/李晶 （广西财经学院信息与统计学院，高

级实验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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