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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亚地区粮食安全合作简析

魏汝嘉

（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天津市 300270）

摘要：中国-中亚粮食安全合作由来已久，伴随着双边粮食贸易往来日益密切，双方更

加重视在不同层面促进双边粮食安全合作。世界现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

趋势日趋明显，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度逐渐提升，粮食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一部分，

应得到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其成功实施需要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密切合作。现

今，中国与中亚粮食安全合作具有良好前景，但因气候变化、国家和地区冲突、国内

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粮食安全合作仍存在较多障碍，一是存在生态环境与生产需

求不平衡的现象；二是以价格为导向的中国与中亚地区粮食贸易合作形势将随价格的

变动而变化。解决措施包括建立高效的交流机制，提供高效、灵活的合作平台和互动

机制，不断提升农业科技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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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自古以来便是农业大国，伴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平稳提升农业

生产能力，构建安全稳定的粮食大局，

是中国作为农业大国的发展责任也

是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参与国的首要

义务。2019 年，中国发布的白皮书

明确指出中国现阶段已实现两项重

要内容，其一为国际合作正在全面加

强，其二为对外开放逐步日益扩大。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参与全球粮

食安全治理方面始终采取积极合作

的态度。中亚国家作为中国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建设的部分国家，始终

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农业经贸合作，

因此粮食安全问题也成为进入双方

会谈的重要议事日程。中亚地区不仅

是中国的合作伙伴，更是推动中国建

设全面开放格局中对外开放与合作

方面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本文从中国

与中亚地区粮食安全合作现状入手，

对现实困境进行分条论述，并提出切

实可行的解决方法以助力中国与中

亚地区粮食安全合作迈入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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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食为政首：中国与中亚粮食安全

合作现状

民以食为天，民为邦本，本固邦

宁，因而粮食安全对于国家的长远发

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亚地区地

处亚欧大陆的中部，中亚地区拥有丰

富的土地资源和旱作农业资源 [1]。粮

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粮食安全是国家发展、繁荣、富强的

重要基石。20 世纪 70 年代，联合国

粮食及农业组织（简称“联合国粮农

组织”）最初提出粮食安全这一名词，

将其定义为“确保任何人在任何时

候，可以完全获得满足生存和健康的

所有食品”。随后在 20 世纪 80 年代

和 90 年代，粮食安全的内涵由“购

买和支付得起基本食物”扩展为

“获取足够的食物，过上幸福的生

活”。进入 21 世纪，粮食安全的概

念再次拓展，其成为“足够可能满足

需求者对饮食的全部需求和偏好”

[2]。国内学者将粮食安全放入总体国

家安全观视野中，与政治安全、经济

安全一同铸就国家安全大局。新形势

下，中国粮食安全的核心要义是提升

国内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呼吁国民一

同保护和重视中国粮。跟随时代的发

展，各类新型杂交农产品拓宽了农作

物的生产范围，从保障国内粮食安全

到维持稳定良好的国际粮食合作。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显示，地

缘冲突、经济问题和极端天气是造成

粮食危机的三大重要原因 [ 3 ]。2023

年，激烈的地区冲突涉及众多国家和

地区，并导致较为严重的粮食安全危

机，在食物紧缺地区，亚健康率和死

亡率数值较大。59 个国家和地区近 2.

82 亿人陷入粮食危机状态。联合国

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认为全

球粮食安全问题需要全球采取综合

性应急处置措施，促使全球粮食体系

成功转型，从根本上解决粮食不安全

问题。根据《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总

结，环境资源、极端天气事件和经济

问题仍将成为下一年度粮食危机的

重要推动力。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粮食

生产国，以不足全球 9%的耕地生产

出约占世界 1/4 的粮食，成功实现 1

4 亿人的温饱问题。中国于 2021 年

提出全球发展倡议，2022 年提出全

球安全倡议，把粮食安全问题放入重

点合作领域中。中国同非洲、太平洋

岛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粮食安

全合作，在巴新、密联邦、萨摩亚等

岛国实施多项农业技术援助项目，通

过推广作物育种和农业技术创新等

方式，在斐济和巴新实现了菌草技术

援助，通过创办机制和合作论坛，逐

步推动双边官方和非官方沟通交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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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主要粮食作物是谷类作

物（水稻、小麦、玉米）、薯类作物

（马铃薯、甘薯等）和豆类作物（大

豆、蚕豆、绿豆等）的总称。谷类作

物是国内粮食的重要来源，玉米作为

高产作物之一，2012-2022 年间增长

了 33.20%，使得粮食单产量显著增

加。我国谷类作物的自给率长期保持

在 95%以上，小麦和水稻两种谷类作

物可以做到自给自足，随着时间的变

化，我国的人均粮食产量远高于国际

粮食安全线，取得中国粮食的辉煌成

就 [5]。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把粮食

安全作为保障国家安全的主要任务，

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

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

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

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开拓一条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中

国坚持国内为基保障粮食基本自给

的方针，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按照“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持续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

体制机制创新，保障技术创新、制度

创新，将种子安全问题归入粮食安全

战略的重点项目，尤其是将民族种业

大局落在实处。粮食安全的关键支柱

是农业技术创新，依靠农业技术创新

提升粮食产量和资源利用率，构建粮

食安全长效机制。

中亚地区的粮食产业尚有苏联

分工的痕迹，农业产品在生产过程中

存在数量比例问题，而中亚地区的不

同国家进口作物种类有部分区别，除

哈萨克斯坦外，其余中亚国家的进口

作物种类繁多，但从粮食种植结构来

看，中亚各国种植作物均以小麦和大

麦为主，其余作物为辅助种植农作物

[6]。中亚国家的粮食产量增长速度低

于中亚地区人口的增长速度，而在全

球稳定的大局中，这一趋势将促使中

亚国家增大粮食进口总量。中亚地区

农业资源丰富，农业用地面积达 3 万

公顷，尤其是哈萨克斯坦国家的人均

耕地占有量远超中国，然而中亚地区

的粮食生产技术较为落后，哈萨克斯

坦的粮食产量较好，而塔吉克斯坦因

为粮食产量较少，被联合国归入粮食

救援国家行列 [7]。畜产品高度集中，

根据不同国家的实际情况决定产品

供应量和产品供应种类，将粮食安全

战略与国家安全战略机制紧密结合，

举力造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实际现

象 [1]。

二、居安思危：合作困境简析

一是中国与中亚国家虽在保障

国家安全、推进国家繁荣方面拥有一

致共识，但存在生态环境与生产需求

不平衡的现象。国家粮食产量的大小

依托于生态系统的好坏，而在生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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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承载力接近饱和时，农作物生长

环境将趋向于不再接种状态，因过度

使用导致的土壤和草场荒漠化、盐碱

化和沙化将严重影响中亚地区粮食

产量和与其他国家的粮食安全合作，

然而伴随着土质的变化、粮食产量的

下降，农作物产品的价格会随之升高，

继而引发食品价格波动和粮食安全

合作能力下降。根据哈萨克斯坦共和

国发布的 2022 年共和国环境状况和

自然资源利用情况国家报告，2022

年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内的盐碱化

土地，受自然灾害影响的土地越发增

多，根据土地的质量特征，哈萨克斯

坦有超过 9000 万公顷的侵蚀和易受

侵蚀的土地，其中 2930 万公顷实际

已被侵蚀 [8]。

二是以价格为导向的中国与中

亚地区粮食贸易合作形势将随价格

的变动而变化。中国的农业产品基本

集中在生产条件好的地区，如太湖平

原、珠江三角洲等，而新疆地区作为

畜牧业重区，不仅会生产大量的农产

品，而且需要肩负国家畜牧业发展和

农业生产的重担，是国家开发绿色食

品和加工业的新基地，并且在天然气

领域，中国新疆地区的天然气较为富

足，能够供应给有需要的国家充足的

天然气，这一特色产业与中亚地区的

特色产业有所冲突，中亚地区依托于

独特的地理位置，石油和天然气储量

充足，金属矿物质也十分丰富，具有

第二个波斯湾的美称，在一定程度上，

两方具有一定的竞争性。中国与中亚

地区在采购粮食方面需要长期、稳定、

可持续的供应，而中亚地区因地理位

置、周边环境的影响，可能无法按照

订单要求准确备货，易造成地区产量

不稳定、供应不充足的问题。

三、和衷共济：共创中国-中亚粮食

安全合作美好未来

中亚国家是中国的周边邻国之

一，与中国、俄罗斯等国家长期开展

友好合作。哈萨克斯坦作为中亚地区

粮食网络的重要节点，每年粮食总产

量居中亚地区榜首，其粮食出口量常

年保持较高水平，这为中国与中亚地

区粮食安全合作提供良好基础。中国

与中亚地区的粮食安全合作得以稳

步推进需依靠三点要素，其一是建立

高效交流保障机制，为保障中国与中

亚地区的粮食安全合作稳定性提供

支持，其二是深化双边交流的深度和

广度，其三是不断提升农业科技化水

平，为双边粮食安全合作提供高标准

的技术支持。

其一在建立高效交流机制层面，

给予双边关系更牢固的保障，为双边

合作保驾护航。中国与中亚地区的粮

食安全合作不仅促进中国与中亚地

区的经济发展，同时也促使两国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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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的粮食安全政策，在实践中逐步

形成更为全面且高效的合作机制。2

022 年，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曾在正

式会议中着重提出改善市场粮食供

给问题，加强中亚国家之间在粮食安

全领域的相互合作，颁布各项农作物

的法令文件，精细化管理和精准化操

作，大力提升中亚地区的粮食供给能

力和粮食供应稳定性。中亚地区与周

边国家的合作交流在促进双方友好

互助的过程中，也提供给双边相关机

构更多的思考空间，促使双边合作范

围既广又深。在中国与中亚双边粮食

安全合作的过程中，建立高效的交流

机制，提升双方的信任程度，将合作

流程透明化、公开化，有助于提升双

边合作的公信力，为下一步实现更为

密切的双边交流提供现实基础。

其二在促进双方的沟通交流方

面，两方均应提供更宽领域、更深层

次的合作平台和更为灵活的互动机

制。中亚国家作为“一带一路”的先

锋地区与核心区域、世界最大的连片

陆地 [9]，是中国联结亚欧、跟随“丝

绸之路经济带”拓展经济合作的重

要区域；中国作为最早与中亚国家建

交的国家之一和中亚国家的邻国，是

中亚国家临近海洋和其他近邻的重

要通道。中国现已与中亚五国实现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在人类命运共

同体议题上保持高度共识。2023 年，

中国举办首届中国-中亚合作峰会，

夯实中国-中亚合作机制，促进中国-

中亚高层外交，加强双边合作往来，

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的铁路合作项目促进三方政府间合

作，加深互联互通理念，促进地区经

济、社会、文化发展。未来发展中，

应依据现有机制，完善、创造更为高

效且新颖的新机制，例如双边全覆盖

免签等。

其三在保障粮食安全的过程中，

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可视化分析

水平是促进“中国与中亚地区”粮

食安全合作的重要推动力。现有的农

业生产技术包括东方红 HB2204 混合

动力轮式拖拉机、采茶机器人、智慧

农业等，而面对势不可挡的全球化浪

潮，农业生产设备的成功研制不仅需

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还需要更为先

进、更被社会所接受的人工智能技术，

将两部分成功结合将有效提升农业

生产效率。人工智能在合理化、高效

化解决农业技术方面具有得天独厚

的优势，它利用程序设计、可视化操

作等将与生产相关的部分融入到农

业活动、保障粮食安全中去，利用人

工智能技术可以有效分析现存市场

各项指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

市场韧性，及时应对各种突发紧急事

件。人工智能参与到农业领域的比例

正在逐步提高，传统农业在时代的洪



46

流中逐渐被改造成集预测、设计、评

估、总结、实践为一体的新型农业模

式，为平稳实现双边粮食安全合作奠

定重要基础。人工智能时代的农业发

展战略是提高农业生产力、实现粮食

安全的关键。身处科技变革的浪潮中，

国家对于资源的竞争态势越发明朗，

农业生产需要充足的资源和先进的

人工技术，而人工智能技术恰恰可以

弥补现存农业技术尚不完善的缺陷，

亦可带动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在

面对新一轮挑战的时候能够更加自

信地应对。

图 1 粮食安全议题涉及部门与解决途径。

结语

中国与中亚地区的粮食安全合

作不仅是双边政治和经济任务，同时

也是一种安全文化，它促使双边政府

在参与粮食安全合作的过程中，将安

全思想深深烙印在每一位参与合作

的工作人员心中。随着中亚五国的粮

食产量逐年增加，中亚五国的粮食安

全问题开始成为政府机构的主要议

题，中亚地区各国政府通过建立独立

的研究机构和部门开展粮食安全工

作，如哈萨克斯坦卫生部建立食品安

全监管体系，吉尔吉斯斯坦参与食品

法典工作等。中亚地区的粮食安全问

题可以通过建立完善的交流机制，构

建高层次双边互动机制，成就先进的

农业生产技术和可视化分析水平逐

步解决。根据各项数据显示，哈萨克

斯坦 2023 年生产了 900 万吨粮食，

相比 2022 年国内产出粮食总量多出

100 万吨，吉尔吉斯斯坦在 2023 年

上半年粮食产量相比去年减少 36.6%

[10]，塔吉克斯坦 2023 年谷物产量为

150 万吨 [11]，中亚地区的粮食产量随

着生产技术和保障水平的提升日渐

增多。中国与中亚地区粮食安全合作

不仅拉动双边经济发展，促进农业技

术改革创新，也为亚太地区的和平稳

定提供长远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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