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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演变趋势
及其虚拟耕地资源流量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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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开展互利共赢的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

次农业合作,特别是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粮食出口国经贸关系,对中国更好地充实耕

地资源占有量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实施有重要现实意义.以稻米、小麦、玉米和大豆为

例,分析了１９９５—２０１６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演变趋势,并估算了双方粮

食贸易的虚拟耕地资源流量.结果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量持续波动

变化,２００８年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净进口地位且净进口量不断增长,２０１３年“一带一路”倡议

提出以来增速更快且中国主要出口稻米、主要进口稻米和玉米;“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的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中国通过粮食贸易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别累计净进

口虚拟耕地８３．６０万公顷和４０３．５３万公顷,其中通过稻米贸易分别累计净进口虚拟耕地

７３．８４万公顷和２３９．７４万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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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确保粮食安全是中国当前及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面临的

巨大挑战[１Ｇ２].中国粮食总产量在２００３—２０１５年历史性地实现了“十二连增”,但当前粮食并不能完

全自给,供求之间在总量上还有数百亿斤缺口,所以,适度的粮食净进口仍是必需的[３Ｇ４].还需要考虑

的是,受到耕地等农业资源有限性与利用强度、农业生态环境污染等的约束,中国粮食今后继续增产

的难度越来越大,而中国现有１３亿多人口仍会增长,将来对粮食的需求量也会持续增加[５Ｇ６].加入

WTO以来,中国粮食市场对外开放程度显著提升,粮食进口规模持续较快增长[７].面对新形势,

２０１４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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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此后,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中央一号文件也都继续强调要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在此背景下,中国应在持续巩固和增强国内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同时,提高统筹

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充分合理地发挥国际市场在调剂国内粮食供求余缺方面的

重要作用.
农产品贸易实际上是隐含在其中的各种资源和服务的交换,近年来粮食等农产品贸易作为资源

充裕国家和资源稀缺国家之间资源调剂途径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８Ｇ９].耕地是粮食生产最基本的投

入要素[１０Ｇ１１].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工业化、城镇化水平持续提升,耕地资源短缺及其引发的粮食

安全和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２１世纪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１２Ｇ１３].实施粮食虚拟

土地资源进口战略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新思路,即在国内土地资源有限并制约粮食供给增长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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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通过进口粮食实现“使用”他国土地资源满足国内粮食需求的目的,藉此解决国内粮食需求和土

地供给之间的矛盾[１４].虚拟耕地的概念源自虚拟水的概念,虚拟水是指在商品生产和服务过程中消

费的水资源[１２,１５],该概念后来被推广至耕地,隐含在贸易农产品中的生产这些农产品时占用的耕地

被称为虚拟耕地[１６Ｇ１７].虚拟耕地并不是真实意义上的耕地,而是以“虚拟”的形式隐形于贸易农产品

中[９,１８],并成为一种可在各国之间进行流动和贸易的虚拟资源,即农产品贸易可视作相应的虚拟耕地

贸易[１９Ｇ２０].
人多地少、后备耕地资源短缺是中国的基本国情,虽然中国政府近年来实施了严守耕地保护红

线、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划定重点城市永久基本农田和提升耕地数量质量管护水平等一系列耕地资源

保护措施,但因建设占用、灾毁、生态退耕和农业结构调整等原因,耕地总面积和人均耕地面积仍持续

“双降”[２１Ｇ２２].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已经从１９６１年的０．１５５ 公顷降为２０１５年的

０．０８７公顷,降幅达４４．１５％;２０１５年,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世界平均水平(０．１９４公顷)的４４．６９％,
并且明显低于世界主要农业国家或地区,不到美国的１/５、欧盟的１/２、加拿大的１/１４、澳大利亚的

１/２２、阿根廷的１/１０、巴西的１/４,也低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农业国家,不到俄罗斯的１/９、乌克兰

的１/８、保加利亚的１/５、哈萨克斯坦的１/１９、泰国的１/２、土耳其的１/３①.粮食贸易作为调节耕地资

源的重要手段之一,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重视,中国作为一个耕地资源短缺的国家,更应在互利共赢

的基础上加强对国际市场和国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２０１３年９月和１０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有关国家期间先后提出了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

注.为了推进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以新的形式使亚欧非各国联系更加紧密,互利合作迈向新的历史

高度,２０１５年３月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愿景与

行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在双、多边合作机制下积极开展农业领域产业对

接,合作领域不断拓展,链条不断延伸,合作主体和方式不断丰富,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了进一步加强

“一带一路”农业合作的顶层设计,２０１７年５月中国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和外交部联

合发布了«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农业合作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耕地等农业资

源禀赋非常充裕,粮食一直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经贸往来的重要贸易商品之一.本文

在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演变趋势的基础上,估算并分析双方粮食贸易的虚拟耕

地资源流量,从资源利用的角度深入探讨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粮食贸易关系对中国缓解耕

地资源短缺问题的可依赖性.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１．研究方法

虚拟耕地贸易研究是一种采用产品账户的方式来解释耕地资源在全球经济系统中有效配置的尝

试,虚拟耕地资源流量的测算方法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从生产者的角度将虚拟耕地定义为在农产品

生产地生产这种农产品所实际使用的耕地数量;第二种是从消费者的角度将虚拟耕地定义为在农产

品消费地生产同质农产品所需要的耕地数量[１２].前者的定义主要考虑到作物生长地区的自然地理

条件、生产技术以及管理方式等因素,其计算结果能够有效指导当地土地管理部门更好地做好耕地资

源的合理优化配置;后者的计算以产品消费地为基准,直接反映的是采取进口替代战略所能够节约的

耕地资源数量,其计算结果能够帮助当地政策制定部门确定对哪些产品实施进口替代战略[１２,２３].本

文在测算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中的虚拟耕地资源流量时,都是从考察粮食进出口贸

易对中国耕地资源的影响出发,即将双方粮食贸易中的虚拟耕地流量定义为在中国生产同类粮食所

需要的耕地数量.粮食贸易中的虚拟耕地流量取决于各类粮食品种的进出口数量及其单位面积产

量,虚拟耕地净进口量用公式可表示为:

５２

①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ta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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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１)~(３)中:VALNit表示第t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i类粮食贸易的虚拟耕地净进口

量,VALNjt表示第t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j国粮食贸易的虚拟耕地净进口量,VALNt 表示第t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的虚拟耕地净进口量;IMjit和EXjit分别表示第t年中国对

“一带一路”沿线j国i类粮食的进口量和出口量;Yieldit表示第t年中国i类粮食的全国单位面积产

量.本文参考成丽等的研究[１２],将从稻谷到稻米的加工转化率设定为０．７.

２．数据说明

本文参考中国商务部等发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的统计口径,将“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界定为６４个国家,具体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文莱、越南、老挝、缅
甸、柬埔寨、东帝汶、尼泊尔、不丹、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马尔代夫、阿富汗、哈萨克斯

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伊朗、伊拉克、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

拜疆、土耳其、叙利亚、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沙特阿拉伯、巴林、卡塔尔、也门、阿曼、阿联酋、科威

特、黎巴嫩、阿尔巴尼亚、波黑、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马其

顿、黑山、罗马尼亚、波兰、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蒙
古和埃及.考虑到中国粮食对外贸易现实以及各类粮食的重要程度并适当简化分析,本文根据１９９２
年版本«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简称 HS)的分类标准,将贸易粮食界定为稻米(HS１００６)、小麦

(HS１００１)、玉米(HS１００５)和大豆(HS１２０１).本文研究的数据样本期为１９９５—２０１６年;中国对外粮

食贸易以及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海关总署;中国稻谷、小麦、玉米和

大豆全国播种面积及总产量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库.

　　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演变趋势

　　１．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概况

注:根据中国海关数据整理计算得到(下同).

图１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粮食贸易量变化情况

根据图１和表１可知,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粮食贸易量看,１９９５年以来总体上呈现出

先增后减再增的变化特征;１９９５—２００３年持续增

加,直至２００９年大幅下降,２０１０年起又恢复增长,
特别是２０１３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增速更

快.中国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中,

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均为净进口,１９９７—２００７年则一直

是净出口,其中２００３年净出口量达８１４．７８万吨,
但２００８—２０１６年转为持续净进口且净进口量不断

增长,其中“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的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６年净进口量累计达到２１８４．５３万吨.
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类粮食贸易

量看,玉米和稻米分别在２００５年以前和２００５年以

来的多数年份里是双方贸易量最高的粮食品种,且
自２００８年起都持续增长;小麦和大豆贸易量占双方粮食贸易量比重在多数年份里都低于１０％,且小

麦和大豆贸易量分别自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０年起持续增长.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类粮食贸易

中,稻米在２００４年以前多为净出口,但２００４年以来一直为净进口且净进口量持续增长;小麦、玉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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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和大豆分别在２０１０年、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２年以前多为净出口,而此后,特别是２０１３年“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以来都转为持续净进口且净进口量不断增长.

２．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粮食贸易产品结构变化情况

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出口产品结构看(图２中左图),１９９５年以出口大豆和玉米为

主,合计占比为９０．４４％;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以出口玉米和稻米为主,合计占比均超过９９％;２００１—２００３
年以出口玉米为主,占比均超过７６％;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以出口玉米和小麦为主,合计占比均超过８０％;

２００８年以出口稻米和小麦为主,合计占比为９２．６７％;２００９—２０１６年以出口稻米为主,占比均超过

７９％.可见,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出口产品结构存在显著的阶段性变化特征,且近年来以

出口稻米为主.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进口产品结构看(图２中右图),１９９５—２０１６年,
稻米在除２０１５年外的其他年份里都是进口量最高的粮食品种,且其占比在多数年份里均超过８５％,

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甚至持续高于９０％,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６年明显下降且分别为４２．０４％和４９．５４％;玉米在

２０１５年是进口量最高的粮食品种且占比为５１．７７％,到２０１６年仍高达４０．８１％.“一带一路”倡议提

出以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出口稻米,主要进口稻米和玉米.
根据表２可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量占中国粮食对外贸易量比重在２００４年以

前多保持在较高水平,其中１９９９年曾达到３６．４３％,但２００４年起均低于１０％,到２０１６年为７．６１％.
从各类粮食来看,双方稻米贸易量占中国稻米对外贸易量比重在多数年份里都高于５０％,到２０１６年

为９１．３７％;双方小麦贸易量占中国小麦对外贸易量比重在多数年份里都低于１０％,到２０１６年为

８．４１％;双方玉米贸易量占中国玉米对外贸易量比重在１９９７—２００９年一直高于１０％,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

则降至１０％以下,２０１４年起大幅提升,到２０１６年为９２．８３％;双方大豆贸易量占中国大豆对外贸易量

比重自１９９９年起一直低于０．５％,考虑到近年来中国大豆对外贸易量非常高,这也是造成双方粮食贸

易量占中国粮食对外贸易量比重自２００４年起持续低于１０％的主要原因.“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

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经成为中国稻米和玉米最主要进口来源地.
表１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净进口量变化情况 万吨

时间 粮食 稻米 小麦 玉米 大豆 时间 粮食 稻米 小麦 玉米 大豆

１９９５ １４４．４３ １５８．６５ ０．４２ －５．６７ －８．９８ ２００６ －９２．４３ ４３．８６ －７０．３３ －６１．１８ －４．７８
１９９６ ８０．６４ ７４．６２ ０．００２ －０．６２ ６．６４ ２００７ －１８８．５４ ３５．３１ －１３３．０３ －８７．２８ －３．５４
１９９７ －２３６．５４ －１０．２７ １．３３ －２３２．７４ ５．１４ ２００８ ９．７７ １８．７１ －１２．０６ ４．３９ －１．２６
１９９８ －４３５．９８ －２７３．４５ －０．１１ －１６８．７１ ６．２８ ２００９ ２６．４８ ２１．６２ －０．８１ ７．６９ －２．０３
１９９９ －４０６．１０ －１３０．１０ －０．０１ －２７６．３６ ０．３６ ２０１０ ３８．２４ ２７．６３ ４．５５ ６．９１ －０．８５
２０００ －５１２．０３ －１０３．７８ －０．２５ －４１２．０１ ４．００ ２０１１ ５７．０８ ５０．４６ ０．４６ ６．６４ －０．４８
２００１ －２１４．７０ ０．３２ －８．０６ －２０７．０３ ０．０７ ２０１２ ２６７．７２ ２２９．０４ ２０．４８ ９．３４ ８．８６
２００２ －５１１．３５ －３５．６４ －１４．５４ －４５８．５１ －２．６６ ２０１３ ２５７．７５ ２１９．２３ ９．１５ ２２．８４ ６．５３
２００３ －８１４．７８ －４３．９０ －１２１．９６ －６４６．３２ －２．５９ ２０１４ ４２９．１８ ２４９．５５ ２４．８５ １４９．１８ ５．６１
２００４ －８．７２ ６１．６３ －４１．６７ －２７．８２ －０．８６ ２０１５ ７９１．１０ ３３０．２９ １１．５６ ４１２．２２ ３７．０３
２００５ －１４６．２６ ３５．６４ －２３．２０ －１５７．８８ －０．８２ ２０１６ ７０６．５１ ３４７．３４ ２８．３２ ２９０．７９ ４０．０５

　注:根据中国海关数据整理计算得到(下同).

　　 图２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产品结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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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量占中国粮食对外贸易量比重变化 ％
时间 粮食 稻米 小麦 玉米 大豆 时间 粮食 稻米 小麦 玉米 大豆

１９９５ ９．７８ ９６．３５ ０．０５ １．４７ ２５．６７ ２００６ ６．７０ ５１．０９ ４１．４２ １９．８９ ０．１７
１９９６ ７．５７ ７５．１５ ０．０００２ １．３５ ５．１２ ２００７ ７．１５ ３２．５４ ５４．９７ １８．９０ ０．１２
１９９７ ２４．６３ ５９．４２ ０．７８ ３５．２１ １．９０ ２００８ １．４９ ３１．９２ ７６．４３ １４．５１ ０．０６
１９９８ ３６．５２ ８０．６９ ０．０７ ３５．３７ ２．００ ２００９ １．２６ ４０．９４ ０．９０ ３６．３６ ０．０６
１９９９ ３６．４３ ５６．８９ ０．０２ ６４．０７ ０．２８ ２０１０ ０．９９ ４６．００ ３．７４ ４．１９ ０．０２
２０００ ２２．５９ ４７．４４ ０．２８ ３９．３７ ０．４５ ２０１１ １．２８ ５９．３５ ０．３６ ３．５４ ０．０２
２００１ １１．６９ ２５．１０ ７．０４ ３４．８２ ０．２１ ２０１２ ３．９３ ９０．５０ ５．５７ １．７１ ０．１６
２００２ ２０．８４ ３６．９８ １１．２５ ３９．３０ ０．２３ ２０１３ ３．５７ ８４．０９ １．６８ ７．０８ ０．１１
２００３ ２０．１８ ３３．３４ ４５．８２ ３９．４３ 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５．５３ ８７．７７ ８．６４ ５９．７１ ０．０９
２００４ ４．９６ ５４．６９ ５．２０ １２．１４ ０．０５ ２０１５ ８．６２ ９３．３３ ４．０５ ８９．７１ ０．４６
２００５ ６．１６ ５６．６５ ６．１５ １８．４０ ０．０３ ２０１６ ７．６１ ９１．３７ ８．４１ ９２．８３ ０．４９

　　３．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粮食贸易市场结构变化情况

根据表３可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出口市场在早些年份集中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

亚、菲律宾、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近年来则集中在蒙古、俄罗斯、巴基斯坦以及菲律宾、越南等东南亚国

家;出口市场集中度一直很高,对前八大市场出口占比合计在多数年份里均超过９０％.从各类粮食

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稻米出口市场集中在蒙古、巴基斯坦、俄罗斯以及菲律宾、越南等东

南亚国家,小麦出口市场集中在哈萨克斯坦,玉米出口市场集中在越南和俄罗斯,大豆主要出口市场

集中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以及俄罗斯.
根据表４可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进口市场一直都集中在越南、泰国、老挝、缅甸等

东南亚国家以及巴基斯坦、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进口市场集中度一直非常高,对前六大市场进口占

比合计都超过９０％.从各类粮食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稻米进口市场集中在越南、泰国、
柬埔寨、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和巴基斯坦,小麦进口市场集中在哈萨克斯坦,玉米进口市场集中在乌克

兰、保加利亚、老挝和俄罗斯,大豆进口市场集中在俄罗斯和乌克兰.
表３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出口市场结构 ％

１９９５
国家 出口占比

２０００
国家 出口占比

２００５
国家 出口占比

２０１０
国家 出口占比

２０１６
国家 出口占比

印度尼西亚 ５３．１６ 马来西亚 ４１．０８ 伊朗 ５１．９７ 俄罗斯 １９．９１ 蒙古 ２２．８４
马来西亚 ３３．８０ 印度尼西亚 ２５．４２ 马来西亚 ２４．１９ 越南 １２．８４ 菲律宾 ２２．３４
俄罗斯 ９．０９ 菲律宾 ６．６５ 菲律宾 ９．８４ 蒙古 １０．４６ 巴基斯坦 １５．５６
越南 ０．８１ 泰国 ５．０５ 俄罗斯 ６．１６ 哈萨克斯坦 ９．４２ 越南 １０．２９
阿联酋 ０．７８ 俄罗斯 ４．２１ 越南 ５．８８ 吉尔吉斯斯坦 ７．３７ 俄罗斯 ６．０９
蒙古 ０．７５ 伊拉克 ３．１４ 乌克兰 ０．４４ 巴基斯坦 ６．１８ 土耳其 ４．８０
新加坡 ０．４２ 越南 ３．１１ 蒙古 ０．３３ 塔吉克斯坦 ５．７１ 埃及 ４．５９
菲律宾 ０．３６ 印度 ２．７９ 哈萨克斯坦 ０．３３ 乌克兰 ５．２６ 印度尼西亚 ４．１９

表４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进口市场结构 ％

１９９５
国家 进口占比

２０００
国家 进口占比

２００５
国家 进口占比

２０１０
国家 进口占比

２０１６
国家 进口占比

泰国 ７１．０５ 泰国 ９１．５６ 泰国 ９１．１９ 泰国 ６３．５３ 乌克兰 ４５．６１
越南 ２６．６９ 哈萨克斯坦 ８．４１ 越南 ８．２１ 越南 １１．５０ 越南 １９．８９
哈萨克斯坦 １．２４ 马来西亚 ０．０４ 老挝 ０．４２ 老挝 ９．４５ 泰国 １１．４１
缅甸 ０．７１ 尼泊尔 ０．００２ 缅甸 ０．１４ 哈萨克斯坦 ９．４０ 巴基斯坦 ８．６２
蒙古 ０．２７ 印度 ０．０００５ 巴基斯坦 ０．０２ 缅甸 ６．０３ 哈萨克斯坦 ５．９４
老挝 ０．０３ 菲律宾 ０．０００４ 印度 ０．０１ 巴基斯坦 ０．０９ 老挝 ２．３５

　　三、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虚拟耕地资源流量估算

　　１．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粮食贸易虚拟耕地资源流量

根据表５可知,“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稻米贸易虚拟耕地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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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国主要是越南、泰国、柬埔寨、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巴基斯坦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也成为主要

净进口国,分布较为集中,且２０１６年中国对这５国稻米贸易虚拟耕地净进口量合计为７１．７０万公顷;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净出口国主要是俄罗斯、蒙古、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等国家,且净出口

量均低于５０００公顷.
表５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稻米贸易虚拟耕地净进口量 千公顷

１９９５
国家 净进口量

２０００
国家 净进口量

２００５
国家 净进口量

２０１０
国家 净进口量

２０１６
国家 净进口量

泰国 ２７６．７４ 泰国 ５４．２２ 泰国 １０７．６５ 泰国 ６５．２０ 越南 ３３５．８３
越南 １０３．０８ 尼泊尔 ０．００１ 越南 ６．８９ 越南 １０．３９ 泰国 １９３．３４
缅甸 ０．７６ 缅甸 ０．０８ 老挝 １．４９ 巴基斯坦 １４４．０９
老挝 ０．１０ 老挝 ０．０７ 缅甸 ０．４７ 柬埔寨 ２５．３７

缅甸 １８．３９
印度尼西亚 －２．９６ 印度尼西亚 －１２３．４４ 俄罗斯 －２７．１９ 俄罗斯 －４．０９ 蒙古 －２．８４
俄罗斯 －０．７８ 俄罗斯 －４８．９３ 乌克兰 －１．９７ 哈萨克斯坦 －１．９４ 菲律宾 －２．７８
阿联酋 －０．２８ 伊拉克 －３８．６０ 哈萨克斯坦 －１．４９ 蒙古 －１．９３ 土耳其 －０．６０
蒙古 －０．２７ 马来西亚 －２７．１３ 吉尔吉斯斯坦 －０．９４ 吉尔吉斯斯坦 －１．５２ 埃及 －０．５７
卡塔尔 －０．０９ 菲律宾 －１４．６４ 孟加拉国 －０．４３ 塔吉克斯坦 －１．１７ 印度尼西亚 －０．３７

　　根据表６可知,“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小麦贸易虚拟耕地净进

口国主要是哈萨克斯坦,且２０１６年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小麦贸易虚拟耕地净进口量为５．３１万公顷;净
出口国主要是斯里兰卡、马来西亚、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且净出口量均低于５００公顷.

表６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小麦贸易虚拟耕地净进口量 千公顷

１９９５
国家 净进口量

２０００
国家 净进口量

２００５
国家 净进口量

２０１０
国家 净进口量

２０１６
国家 净进口量

蒙古 １．２６ 哈萨克斯坦 ９．５９ 哈萨克斯坦 ５３．１２
俄罗斯 ０．０７ 匈牙利 ０．００４
巴基斯坦 －０．１２ 俄罗斯 －０．６５ 菲律宾 －４５．３５
越南 －０．０３ 越南 －０．０１ 越南 －６．２０

表７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玉米贸易虚拟耕地净进口量 千公顷

１９９５
国家 净进口量

２０００
国家 净进口量

２００５
国家 净进口量

２０１０
国家 净进口量

２０１６
国家 净进口量

缅甸 １．６３ 老挝 ０．３６ 老挝 ７．２０ 乌克兰 ６２１．８３
越南 ０．５２ 缅甸 ０．０６ 缅甸 ４．９５ 保加利亚 ２５．９１
泰国 ０．０２ 印度 ０．０１ 泰国 １．９９ 老挝 ２０．９０

俄罗斯 １３．７７
马来西亚 －６．８５ 马来西亚 －４５６．５０ 伊朗 －１９４．２０ 蒙古 －０．１８ 越南 －０．０７
印度尼西亚 －５．０７ 印度尼西亚 －１８０．７７ 马来西亚 －９０．２０ 巴基斯坦 －０．０２
俄罗斯 －１．７７ 菲律宾 －６３．９５ 越南 －１４．２２

泰国 －５９．３８ 俄罗斯 －０．３６

　　根据表７可知,“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玉米贸易虚拟耕地净进

口国主要是乌克兰、保加利亚、俄罗斯、老挝、缅甸等东欧及东南亚国家,且２０１６年中国对这５国玉米

贸易虚拟耕地净进口量合计为６９．０５万公顷;净出口国主要是越南、蒙古、巴基斯坦等国家,且净出口

量均低于５００公顷.
根据表８可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大豆贸易虚拟耕地净进口国主要是俄罗斯,“一带

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还包括乌克兰,２０１６年中国对这２国大豆贸易虚拟耕地净进口量合计为２２．７０万

公顷;“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净出口国主要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
且净出口量均低于５０００公顷.

根据表９可知,“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粮食贸易虚拟耕地净进

口国主要是乌克兰、越南、俄罗斯、泰国、巴基斯坦等东欧、东南亚及南亚国家,２０１６年中国对这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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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贸易虚拟耕地净进口量合计为１５３．６１万公顷;净出口国主要是蒙古、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

西亚等国家,但净出口量都低于５０００公顷.
表８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大豆贸易虚拟耕地净进口量 千公顷

１９９５

国家 净进口量

２０００

国家 净进口量

２００５

国家 净进口量

２０１０

国家 净进口量

２０１６

国家 净进口量

俄罗斯 ２２．１９ 俄罗斯 ２６．２８ 俄罗斯 ０．３８ 俄罗斯 ２２４．９８

缅甸 ０．１１ 乌克兰 １．９９

印度尼西亚 －５３．２７ 菲律宾 －０．９２ 越南 －２．５８ 越南 －４．１３ 印度尼西亚 －０．８５

马来西亚 －２１．９２ 马来西亚 －０．７５ 马来西亚 －０．８０ 马来西亚 －０．９４ 马来西亚 －０．８０

表９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粮食贸易虚拟耕地净进口量 千公顷

１９９５
国家 净进口量

２０００
国家 净进口量

２００５
国家 净进口量

２０１０
国家 净进口量

２０１６
国家 净进口量

泰国 ２７６．７６ 尼泊尔 ０．００１ 泰国 １０６．１８ 泰国 ６７．１５ 乌克兰 ６２３．８２

越南 １０３．５７ 老挝 ０．４３ 老挝 ８．６９ 越南 ３３５．７４

俄罗斯 １９．７２ 缅甸 ０．１４ 哈萨克斯坦 ７．６５ 俄罗斯 ２３９．２１

缅甸 ２．４９ 越南 ６．２６ 泰国 １９３．２８

蒙古 ０．９９ 缅甸 ５．４２ 巴基斯坦 １４４．０９

老挝 ０．１０ 哈萨克斯坦 ５３．０９

印度尼西亚 －６１．３０ 马来西亚 －４８４．３８ 伊朗 －１９４．２０ 俄罗斯 －３．７１ 蒙古 －２．９０

马来西亚 －２８．７８ 印度尼西亚 －３０４．２７ 马来西亚 －９１．１１ 蒙古 －２．１２ 菲律宾 －２．８４

菲律宾 －０．６５ 菲律宾 －７９．５１ 菲律宾 －４５．８１ 吉尔吉斯斯坦 －１．５２ 印度尼西亚 －１．２１

新加坡 －０．５３ 伊拉克 －３８．６０ 俄罗斯 －２８．１２ 巴基斯坦 －１．１７ 马来西亚 －０．８３

阿联酋 －０．２９ 越南 －３６．８５ 越南 －１６．１１ 塔吉克斯坦 －１．１７ 土耳其 －０．６０

巴基斯坦 －０．１２ 印度 －３２．７２ 乌克兰 －１．９７ 乌克兰 －１．０８ 埃及 －０．５７

　　２．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虚拟耕地资源流量

由于进口粮食就相当于进口对应的虚拟耕地,出口粮食也相当于出口对应的虚拟耕地,因此,中
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中的虚拟耕地流量与粮食进出口量具有时间上的相对一致性,二
者呈正相关关系,从而使得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的虚拟耕地净进口量与粮食净进口

量也呈现出了相似的变化特征.根据表１０可知,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部粮食贸易的虚拟

耕地流量看,中国在１９９５年和１９９６年均为净进口;１９９７年起转为持续净出口且净出口量总体上先

增后减,从１９９７年的５２．１３万公顷增加至２００３年的１７７．２３万公顷,２００４年则降为１．７６万公顷,此后

有所增加,到２００７年达４０．８５万公顷,但均显著低于１９９７—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８年起又转为持续净进口且

净进口量保持较快增长,其中２０１３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净进口量增速更快,从２０１３年的

５３．６８万公顷增加到２０１６年的１６９．１４万公顷,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累计达４０３．５３万公顷,比“一带一路”倡
议提出以前的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累计净进口量增加了３１９．９３万公顷.

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类粮食贸易的虚拟耕地流量来看,对于稻米,中国仅在１９９７—

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为净出口,其他年份则均为净进口,特别是自２００８年起净进口量持续增长,
到２０１６年达７２．３３万公顷;对于小麦,中国在２０１０年以前的多数年份为净出口,２０１０年及以来则转

为持续净进口且净进口量以增为主,到２０１６年为５．３２万公顷;对于玉米,中国在２００８年以前的多数

年份为净出口,其中２００３年净出口量曾达到１３４．３０万公顷,２００８年起则转为持续净进口且净进口量

以增为主,到２０１６年为６９．０１万公顷;对于大豆,中国在１９９５年和２００２—２０１１年均为净出口,其他

年份则均为净进口,其中２０１２年起净进口量以增为主,到２０１６年为２２．４９万公顷.２０１６年,中国在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稻米、小麦、玉米和大豆贸易中的虚拟耕地净进口量所占比重分别为４２．７５％、

３．１５％、４０．８０％和１３．３０％.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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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的虚拟耕地净进口量 万公顷

时间 粮食 稻米 小麦 玉米 大豆 时间 粮食 稻米 小麦 玉米 大豆

１９９５ ３１．１８ ３７．６２ ０．１２ －１．１５ －５．４０ ２００６ －１９．８７ ９．９８ －１５．３１ －１１．５９ －２．９５
１９９６ ２０．７９ １７．１６ ０．００ －０．１２ ３．７５ ２００７ －４０．８５ ７．８４ －２８．８７ －１７．３８ －２．４４
１９９７ －５２．１３ －２．３２ ０．３２ －５３．０５ ２．９１ ２００８ １．３６ ４．０７ －２．５３ ０．５６ －０．７４
１９９８ －８９．８９ －６１．３６ －０．０３ －３２．０３ ３．５２ ２００９ ４．１１ ４．６９ －０．１７ ０．８４ －１．２５
１９９９ －８４．９８ －２９．２９ ０．００ －５５．８９ ０．２０ ２０１０ ７．８９ ６．０２ ０．９６ １．３９ －０．４８
２０００ －１１０．９１ －２３．６４ －０．０７ －８９．６２ ２．４２ ２０１１ １１．８３ １０．７８ ０．１０ １．２２ －０．２６
２００１ －４６．０６ ０．０８ －２．１２ －４４．０６ ０．０４ ２０１２ ５８．４１ ４８．２８ ４．１１ １．１３ ４．８８
２００２ －１０６．５９ －８．２３ －３．８５ －９３．１１ －１．４１ ２０１３ ５３．６８ ４６．６２ １．８１ １．５４ ３．７１
２００３ －１７７．２３ －１０．３５ －３１．０２ －１３４．３０ －１．５７ ２０１４ ６４．０８ ５２．３２ ４．７４ ３．８８ ３．１４
２００４ －１．７６ １３．９５ －９．８０ －５．４３ －０．４７ ２０１５ １１６．６３ ６８．４７ ２．１４ ２５．３８ ２０．６４
２００５ －２７．６４ ８．１３ －５．４３ －２９．８６ －０．４８ ２０１６ １６９．１４ ７２．３３ ５．３２ ６９．０１ ２２．４９

　　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虚拟耕地流量对中国耕地资源的贡献看,在“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以前的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中国在双方粮食贸易中的虚拟耕地年均净进口量为１６．７２万公顷,
其中稻米、小麦、玉米和大豆分别为１４．７７万公顷、０．４９万公顷、１．０３万公顷和０．４３万公顷;在“一带

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的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中国在双方粮食贸易中的虚拟耕地年均净进口量大幅提高到

８０．７１万公顷,其中稻米、小麦、玉米和大豆分别提高到４７．９５万公顷、２．８０万公顷、１９．９６万公顷和

１０．００万公顷.２００８—２０１６年中国在双方粮食贸易中的虚拟耕地累计净进口量为４８７．１３万公顷,占

２０１６年中国粮食播种面积的４．９８％,其中稻米、小麦、玉米和大豆分别为３１３．５８万公顷、１６．４８万公

顷、１０４．９５万公顷和５２．１３万公顷,分别占２０１６年中国稻谷、小麦、玉米和大豆播种面积的１０．４０％、

０．６８％、２．８６％和７．６７％.

　　四、结论与建议

　　１．结　论

本文在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演变趋势的基础上,进一步估算并分析了双方

粮食贸易的虚拟耕地资源流量.研究发现:(１)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量一直波动变

化,且中国自２００８年起持续处于净进口地位且净进口量不断增长,其中稻米、小麦、玉米、大豆分别自

２００４年、２０１０年、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２年起表现为不断增长的净进口,“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增速更快.
(２)“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出口稻米,主要进口稻米和玉米;出口

市场集中在蒙古、俄罗斯、巴基斯坦以及菲律宾、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且出口市场集中度很高,进口市场

集中在越南、泰国、老挝、缅甸等东南亚国家以及巴基斯坦、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且进口市场集中度也

非常高.(３)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的虚拟耕地净流量,在除１９９７—２００７年以外的年

份里均为净进口,特别是２００８—２０１６年持续净进口且净进口量增长较快;“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

的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中国通过粮食贸易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别累计净进口虚拟

耕地８３．６０万公顷和４０３．５３万公顷,其中通过稻米贸易分别累计净进口虚拟耕地７３．８４万公顷和

２３９．７４万公顷.(４)“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虚拟耕地净进

口国主要是乌克兰、越南、俄罗斯、泰国和巴基斯坦;其中,稻米贸易虚拟耕地净进口国主要是越南、泰
国、巴基斯坦、柬埔寨和缅甸,小麦贸易虚拟耕地净进口国主要是哈萨克斯坦,玉米贸易虚拟耕地净进

口国主要是乌克兰、保加利亚、俄罗斯、老挝和缅甸,大豆贸易虚拟耕地净进口国主要是俄罗斯.

２．建　议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逐步落实,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更快发展,特别是

粮食进口增速进一步加快.今后中国应按照«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农业合作的愿景与行动»提出

的顶层设计,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农业合

作,这不仅有助于解决沿线国家目前面临的实现粮食安全与营养、解决饥饿与贫困的紧迫形势,还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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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能够适时增加粮食出口,提升全球供给能力;中国也可根据国内粮食供求市场形势,有重点、有计

划、有步骤地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粮食出口国的经贸关系,从而更好地充实耕地资源占有量和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实施.因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１)充分发挥南南合作基金、丝路基金、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跨境投融资合作机制的作用,支持其遵循市场规律和国

际规则优先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深入合作,开展交通运输、仓储物流、电子商务等方面软硬件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提升沿线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为扩大双边农业贸易投资规模和拓展双

边农业贸易投资范围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２)依托农业技术和人才优势,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

展深层次的农业技术合作和人员信息交流,通过共建联合实验室与技术试验示范中心、合作培养高层

次农业科技人才等多种方式,促进沿线国家农业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持续增

强;(３)通过对外援助等方式,鼓励并支持有实力有意愿的国内企业“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引导其更加注重加强对沿线国家农业的生产、加工、仓储、物流等环节进行全产

业链投资,主动参与并积极推动沿线国家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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