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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合作

“一带一路”与中国对海合会
的农产品与食品出口＊

王 瑛

摘 要: 伴随习近平总书记建设“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丝绸之路再次成

为世界经济版图上贯通中西、促进各方交流合作的黄金路线。海合会六国是“一

带一路”战略的重点区域。由于地理、气候、人口等因素，海合会六国需要大量进

口农产品与食品，而海合会六国充足的外汇储备以及一系列维护外来农产品稳定

供应的政策，也吸引了大批国家将其视为重要的农产品与食品出口目的地，并在

其市场上展开了激烈竞争。研究认为，中国某些种类的农产品与食品在海合会六

国市场上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且部分农产品与食品同海合会六国的需求存在一

定的互补性。但中国对海合会六国农产品与食品出口总量仍然偏低。本文探讨

了其中的制约因素，并就如何促进中国对海合会六国的农产品与食品出口贸易提

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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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6 月 5 日，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
书记作了题为《弘扬丝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的重要讲话。习总书记指出，中
阿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弘扬丝路精神，就是要坚持合作共赢，不
断深化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中阿战略合作关系。上述讲话精神是新一届中央
政府对我国与阿拉伯国家重要关系的首次政策宣示，也是我国全方位外交政策
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出了中阿共建“一带一路”、进一步扩大双边合作的重点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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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为中阿关系未来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海湾阿拉伯合作委员会( 简称海合
会，GCC) 由阿联酋、阿曼、巴林、卡塔尔、科威特、沙特阿拉伯等六个成员国组
成，总面积 267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3400 万，是中东地区重要的区域性组织。
海合会六国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点区域。近年来，中国与海合会六国( 以下
简称中海) 双边贸易额不断攀升。但与中海在其他领域的双边贸易相比，双方
在农产品与食品领域的贸易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2012 年，中国对海合会六国
农产品与食品的出口仅占同期中国对海合会六国出口总额不足 1． 7%，始终远
远落后于双方在能源、工业制成品等方面的贸易合作。

由于地理、气候、人口等因素，海合会六国需要大量进口农产品与食品，而
海合会六国充足的外汇储备以及一系列维护外来农产品稳定供应的政策，也吸
引了大批国家将其视为重要的农产品与食品出口目的地，并在其市场上展开了
激烈竞争。在海合会六国如此需要大量进口农产品的市场上，作为农业大国的
中国，与其是否具有开展农产品与食品领域经贸合作的基础、应该采取哪些措
施来克服现存的出口障碍和劣势，并以此促进中国对海合会六国农产品与食品
出口贸易的发展，是本文将要探讨的重点。

一、海合会六国的农产品与食品需求状况

( 一) 自然条件不利，农产品与食品自产量严重不足

位于中东海湾地区的海合会六国，虽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但大部
分国土处于沙漠或荒漠地区，土壤贫瘠、含盐量高，对农业发展尤为不利。以阿联
酋为例，其耕地面积仅占国土面积的 5%，已耕地面积占全国可耕地面积的 84．
38%，开拓空间极为有限。又如沙特阿拉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沙漠国家，其 2 亿
多公顷的国土中，耕地仅占 1． 67%，其中永久农业用地不到 0． 1%。从气候条件
看，海合会六国大部分地区属于热带沙漠气候，终年炎热干燥，年降水量在 100mm
以下，淡水资源有限。沙特阿拉伯政府曾一度采取了优先发展农业的措施，实现
了粮食的自给自足，甚至部分出口，但却因此严重消耗了本国稀有的水资源，因而
该国早在 2008 年就将小麦产量减少了 12． 5%，放宽了三十年的小麦种植计划，并
将在 2016 年完全停止国内小麦的种植。自然条件的先天不足，导致海合会六国
普遍自产农产品严重不足，农产品与食品需求严重依赖进口。数据表明，海合会
六国的农产品进口额占其进口总额的 9． 3%左右，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①

( 二) 人口增长迅速，农产品需求量逐步增大

近年来，海合会六国人口增长迅速。2004 年，海合会六国的人口约为 3320
万，到 2013 年已达到 4980 万，人口年均增长率达到 3． 2%，而同期世界平均水
平仅为 1． 2%。人口的迅速膨胀，势必引起对基础消费品———农产品与食品需
求的大幅增长。与此同时，随着海合会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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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化进程的加快。1980 年，海合会六国的城市化率为 29% ; 至 2010 年，城市化
率已达 81%。城市人口的迅速膨胀，城市占地面积的不断扩大，也使本已十分
稀缺的农业用地由此被进一步挤占。

( 三) 外汇储备充足，对外购买力强

被誉为“世界油库”的海合会六国，是世界上主要生产石油和天然气的地
区，其拥有的石油储备量和天然气储备量分别约占全球总量的 40% 和 20%。①
凭借石油工业的发展，海合会六国赚取了大量的“石油美元”。仅在 2013 年，海
合会六国的 GDP 就高达 14，500 亿美元，其中仅凭出口石油就赚取了 3650 亿美
元，人均国民收入也位居世界前列。以卡塔尔为例，2012 年，卡塔尔以人均
GDP88，222 美元在《福布斯》全球最富有国家排行榜中名列第一。如此巨额的
财富积累，为海合会六国进口农产品与食品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重要的保证。

综上所述，由于自身自然条件所限，海合会六国自产农产品和食品严重不
足，基本依赖进口。伴随经济的发展、人口的膨胀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上述
六国在粮食供给与需求方面的矛盾将日益加深。通过石油天然气贸易，海合会
六国坐拥充足的外汇储备，为海外采购农产品与食品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
但真正令海合会各国政府担心的，是粮食安全问题。2008 年中期开始的国际粮
食价格攀升给海合会六国政府首度敲响了警钟。2010 年，作为世界第一大粮食
生产国，美国把近三分之一的谷物用于生产制造生物乙醇燃料，直接导致了世
界粮食供应紧张趋势的加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将粮食和石油的价格更加紧
密地捆绑到了一起。此外，一国农产品与食品严重依赖进口将使其更易受到全
球市场粮食价格波动的影响，进而推升其国内的通货膨胀，如在沙特阿拉伯，食
品价格上涨已成为影响通胀的最大因素。2013 年 4 月，沙特阿拉伯通胀率创历
史新高，其中食品价格同比上涨约 6． 2%。与高收入人群相比，低收入群体的生
活水平更易受到粮食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由此也造成了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因
素。目前，海湾各国都在积极寻求保障本国粮食安全、降低食品成本的有效方
法———在海外购买或租用土地种植粮食已成为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等
国当前重要的农业发展战略; 各成员国还试图通过吸引外资和鼓励私营企业参
与，加强政府、银行信贷以及科技支持，来实现农业和农产品加工领域的快速发
展; 并积极与重要的粮食出口国进行谈判，签订长期、稳定和价格合理的农产品
与食品供应合同。

二、中国对海合会六国出口农产品与食品的贸易现状

( 一) 中国对海合会六国的农产品与食品出口规模

由表 1 可知，近年来中国对海湾六国的农产品与食品的出口在逐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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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增幅较小。2012 年，中国对海湾六国的农产品与食品的出口总额为 90，571．
52 万美元，仅为同期中国农产品与食品出口总额的 1． 48%。①

表 1 中国对海合会六国农产品与食品出口情况( 2010 ～ 2012) ②( 单位: 万美元)

产品

代码
产品名称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2 年同比变化

第一类 活动物; 动物产品

01 活动物 0． 09 0． 30 0． 06 － 81． 63%

02 肉及食用杂碎 4 555． 36 3 962． 45 3 099． 88 -21． 77%

03
鱼; 甲 壳 动 物; 软 体 动 物

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
1 935． 31 2 679． 37 2 860． 23 6． 75%

04
乳品、蛋品; 天然蜂蜜; 其

他食用动物产品
378． 53 733． 69 630． 85 － 14． 02%

05 其他动物产品 17． 44 23． 29 39． 09 67． 89%

第二类 植物产品

06
活树 及 其 他 活 植 物; 鳞

茎、根 及 类 似 品; 插 花 及

装饰用簇叶

290． 43 191． 97 248． 44 29． 41%

07 食用蔬菜、根及块茎 20 600． 15 20 977． 66 15 509． 63 － 26． 07%

08
食用水果及坚果; 甜瓜或

柑橘属水果的果皮
9 193． 99 8 862． 22 10 473． 28 18． 18%

09
咖啡、茶、马 黛 茶 及 调 味

香料
8 933． 78 7 187． 53 5 653． 75 － 21． 34%

10 谷物 84． 94 81． 57 60． 58 － 25． 74%

11
制粉工 业 产 品; 麦 芽; 淀

粉; 菊粉; 面筋
22． 79 97． 75 115． 82 18． 48%

12
含油子仁及果实; 杂项子

仁及果仁; 工业用或药用

植物; 稻草、秸秆及饲料

9 256． 21 6 273． 67 5 099． 88 － 18．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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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UN Comtrade Database 提供的数据，2012 年中国 24 类农产品与食品的出口总额为 6，109，271．
859 万美元。
本表分类依据为 HS2002; 数据来源为 UN Comtrade Database。



( 续表)

产品

代码
产品名称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2 年同比变化

13
虫胶; 树 胶、树 脂 及 其 他

植物液、汁
385． 18 162． 07 100． 22 － 38． 16%

14
编结用植物材料; 其他植

物产品
30． 67 43． 69 226． 21 417． 79%

第三类 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 精制的食用油脂; 动、植物蜡

15
动、植 物 油、脂 及 其 分 解

产品; 精 制 的 食 用 油 脂;

动、植物蜡

280． 96 5 014． 66 622． 53 － 87． 59%

第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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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制品

530． 80 1 767． 03 1 320． 71 － 25． 26%

17 糖及糖食 3 438． 06 3 581． 90 5 139． 83 43． 49%

18 可可及可可制品 331． 67 491． 32 898． 90 82． 96%

19
谷物、粮 食 粉、淀 粉 或 乳

的制品; 糕饼点心
975． 31 1 371． 96 2 379． 81 73． 46%

20
蔬菜、水 果、坚 果 或 植 物

其他部分的制品
12 175． 40 15 459． 87 14 032． 16 － 9． 23%

21 杂项食品 1 578． 11 2 358． 20 3 049． 97 29． 33%

22 饮料、酒及醋 417． 85 709． 50 1 412． 10 99． 03%

23
食品工业的残渣及废料;

配制的动物饲料
274． 54 222． 51 182． 33 － 18． 06%

24
烟草、烟草及烟草代用品

的制品
4 325． 35 5 365． 44 5 784． 16 7． 80%

出口总额 80 012． 93 87 619． 63 90 571． 52 3． 37%

( 二) 中国对海合会六国的农产品与食品出口结构
1． 出口产品类别
由表 1 还可知，目前，中国出口海合会六国的主要农产品与食品是 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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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8、09、17、20、24 类。2012 年出口增幅较大的农产品与食品是 05、14、17、
18、19、22 类，值得关注的是降幅较大的第 15 类商品。

2． 出口目的地
如图 1 所示，阿联酋和沙特是中国农产品与食品出口领域在海合会成员国

中最大的贸易伙伴，其中: 阿联酋从中国的进口额占 2012 年中国对海合会六国
农产品与食品出口总额的半壁江山。科威特、巴林、阿曼、卡特尔等四国国内市
场狭小，许多中国商品是经由阿联酋转口到上述四国的，因此中国对上述四国
的商品出口额虽然不大，但并不意味着中国与他们经济联系的薄弱。阿联酋是
中国在西亚( 中东) 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与食品贸易伙伴。但是，由于阿联酋消费
特点所限，中国农产品与食品出口阿联酋遭遇激烈竞争: 一方面，高端产品与欧
美国家竞争，中国是后来者，营销关系基础差、产品质量与信誉均不占优势，一
时难以赢得高消费群体的信任; 另一方面，中低档次产品与阿联酋周边的叙利
亚、伊朗、巴基斯坦、印度等国竞争，当地人更倾向于购买来自宗教信仰一致的
伊斯兰国家的产品，而中阿之间距离远，运输、保鲜费用大，损耗高，价格上缺乏
优势。①

图1 中国对海合会六国农产品和食品出口目的地情况( 2012 年) ②

( 三) 中国农产品在海合会六国的市场占有率和排名

如图 2 所示，印度、巴基斯坦、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加拿大、巴西、德
国农产品是海合会六国农产品与食品的主要进口来源国，其中: 印度是向海合
会出口农产品与食品最多的国家，市场占有率达 15． 0%，美国紧随其后; 近年
来，中国的排名已由 1999 年的第 21 位上升到 2010 年的第 13 位，市场占有率已
由 1999 年的 1． 4%上升到 2010 年的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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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页。

本表数据来源为 UN Comtrade Database，并经笔者计算。



图 2 各国农产品与食品在海合会六国的市场占有率( 2010 年) ①

三、中国对海合会六国出口农产品与食品的现实基础

( 一) 中国部分农产品与食品具有比较优势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以下简称 ＲCA 指数) 是用以反映一国某类产品在世
界出口贸易中的竞争强度和专业化水平的重要指标。② 其计算公式为:

ＲCA = X /Y
W /M

以上公式中，X 表示该国或该地区某类产品的出口总额，Y 表示该国或该
地区的出口总额，W 表示世界此类产品的出口总额，M 表示世界出口总额。由
表 2 可知，中国农产品和食品在国际市场的总体竞争力相对较弱，出口产品以
初级产品为主，但中国在 03、05、07、13、14、16、20 类产品的生产上均具有比较
优势。

表 2 2012 年中国农产品与食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ＲCA) ③( 单位: 亿美元)

产品

代码
产品名称

出口

金额

全球出口

总金额

中国出口占

全球比重
ＲCA 值

第一类 活动物; 动物产品

01 活动物 5． 83 180． 32 3． 23% 0．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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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本表数据来源为 UN Comtrade Database，并经笔者计算。
ＲCA 值越大，则该国或地区的某类产品的比较优势越明显。一般而言，当 ＲCA ＜ 1 时，表明该国或

地区在该产品生产上不具备比较优势，或称具有比较劣势; 当 ＲCA ＞1 时，则表明该国或地区在该产

品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 当 ＲCA ＞2． 5 时，则代表该国或地区在该产品生产上具有极强的比较优势。
本表分类依据为 HS2002; 数据来源为 UN Comtrade Database，并经笔者计算。



( 续表)

产品

代码
产品名称

出口

金额

全球出口

总金额

中国出口占

全球比重
ＲCA 值

02 肉及食用杂碎 9． 8 1053． 58 0． 93% 0． 08

03
鱼; 甲 壳 动 物; 软 体 动 物

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
113． 23 662． 51 17． 09% 1． 55

04
乳品、蛋品; 天然蜂蜜; 其

他食用动物产品
5． 34 680． 88 0． 78% 0． 07

05 其他动物产品 20． 57 83． 89 24． 52% 2． 22

第二类 植物产品

06
活树 及 其 他 活 植 物; 鳞

茎、根 及 类 似 品; 插 花 及

装饰用簇叶

2． 56 155． 28 1． 65% 0． 15

07 食用蔬菜、根及块茎 69． 06 495． 93 13． 93% 1． 26

08
食用水果及坚果; 甜瓜或

柑橘属水果的果皮
37． 72 736． 47 5． 12% 0． 46

09
咖啡、茶、马 黛 茶 及 调 味

香料
19． 43 311． 81 6． 23% 0． 56

10 谷物 4． 43 1118． 47 0． 40% 0． 04

11
制粉工 业 产 品; 麦 芽; 淀

粉; 菊粉; 面筋
6． 02 154． 28 3． 90% 0． 35

12
含油子仁及果实; 杂项子

仁及果仁; 工业用或药用

植物; 稻草、秸秆及饲料

26． 27 891． 77 2． 95% 0． 27

13
虫胶; 树 胶、树 脂 及 其 他

植物液、汁
9． 9 114． 13 8． 67% 0． 79

14
编结用植物材料; 其他植

物产品
0． 91 5． 74 15． 85% 1． 44

第三类 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 精制的食用油脂; 动、植物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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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产品

代码
产品名称

出口

金额

全球出口

总金额

中国出口占

全球比重
ＲCA 值

15
动、植 物 油、脂 及 其 分 解

产品; 精 制 的 食 用 油 脂;

动、植物蜡

5． 67 968． 80 0． 59% 0． 05

第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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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制品

89． 52 385． 00 23． 25% 2． 11

17 糖及糖食 12． 65 448． 39 2． 82% 0． 26

18 可可及可可制品 3． 33 319． 73 1． 04% 0． 09

19
谷物、粮 食 粉、淀 粉 或 乳

的制品; 糕饼点心
15． 00 482． 97 3． 11% 0． 28

20
蔬菜、水 果、坚 果 或 植 物

其他部分的制品
75． 62 486． 16 15． 55% 1． 41

21 杂项食品 22． 23 487． 66 4． 56% 0． 41

22 饮料、酒及醋 13． 87 909． 61 1． 52% 0． 14

23
食品工业的残渣及废料;

配制的动物饲料
29． 35 654． 75 4． 48% 0． 41

24
烟草、烟草及烟草代用品

的制品
12． 62 350． 22 3． 60% 0． 33

( 二) 中国与海合会六国在某些类别农产品与食品贸易中具有互补性

贸易互补性指数( 以下简称 TCI) 可用以衡量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是否
密切，其计算公式为:

TCI a
ij
= ＲCA a

xi
× ＲCA a

mj

以上公式中 TCI a
ij

，表示当 i 国为出口国、j 国为进口国时，两国在 a 类产品

贸易上的互补性指数; ＲCA a
xi表示用出口来衡量的 i 国 a 类产品的显示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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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 ＲCA a
mj则反映了 j 国 a 类产品参与国际贸易时的比较劣势。① 如表 3 所

示，中国与海合会六国在某些类别农产品与食品贸易中具有较强的贸易互补
性，这些产品大类包括: 01、07、09、13、16、17、20 类。

表 3 中国与海合会六国农产品的贸易互补性指数( TCI) ②

产品

代码
农产品名称 TCI 值

产品

代码
农产品名称 TCI 值

01 活动物 1． 578 13 虫胶、树胶、树脂 2． 122

02 肉及食用杂碎 0． 321 14 编结用植物材料 0． 910

03 鱼及其他水生动物 0． 600 15
动、植物 油、脂 及 其 分 解 产

品
0． 122

04 乳品、蛋类、天然蜂蜜 0． 211 16
肉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

的制品
1． 799

05 其他动物产品 0． 379 17 糖及糖食 1． 108

06 活树及其他活植物 0． 061 18 可可及可可制品 0． 077

07 食用蔬菜、根及茎块 2． 700 19 谷物、粮食粉、糕饼点心 0． 632

08 食用水果及坚果 0． 953 20 蔬菜、水果、坚果 2． 451

09 咖啡、茶及调味香料 1． 602 21 杂项食品 0． 705

10 谷物 0． 548 22 饮料、酒及醋 0． 121

11 制粉工业产品 0． 530 23
食品工业的残渣; 配制的动

物饲料
0． 390

12
含油的 籽、果 仁 和 果 实、药

用植物
0． 542 24 烟草及烟草代用品的制品 0． 823

综合分析 ＲCA 指数和 TCI 指数可知，中国对海合会六国同时具有显示
性比较优势和存在贸易互补性的农产品与食品分别是: 07、13、16、20 类，上述
类别下的农产品与食品可作为中国对海合会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类别加以
选择。有学者认为，根据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传统贸易理论，中海双方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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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一般而言，贸易互补性指数越小，则意味着两国在某类产品上的贸易互补性越小。当 TCI ＞ 1 时，代

表两国的贸易互补性较强，即两国具有比较亲密的贸易关系; 当 TCI = 0 时，代表两国无任何贸易往

来，无相应的进口与出口产品相对应。
本表分类依据为 HS2002; 数据来源为 UN Comtrade Database，并经笔者计算。



了实现贸易自由化的坚实基础。①

四、中方的主要制约因素及若干建议

( 一) 中国农产品与食品比较优势不足，竞争力较弱

由上文 ＲCA 指数分析可知，在国际市场上，中国绝大多数农产品与食品不
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从另一侧面看，中国的部分类别产品虽具有比较优势，

但却不具备与海合会六国需求的互补性，如: 03、05、14 类; 有些产品虽具有互补
性，却又不具有比较优势，如: 01、09、17 类。

( 二) 中国农产品与食品出口企业缺乏对阿拉伯国家与穆斯林地区的了解

海合会六国地处中东地区，绝大多数国民信仰伊斯兰教，有着特殊的饮食
禁忌和习惯，所以上述国家对农产品与食品的进口，有着特殊、详细而又严格的
法律、法规和检验检疫规定，例如: 产品进口须办理合法认证，不准许进口含有
酒精的饮料等。此外，海合会六国内部也已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技术性贸易
措施体系。但是，中国许多农产品与食品出口企业对上述规定和措施还并不熟
悉甚至完全不了解，加之迄今中国还没有相关的清真食品认证体系，也没有统
一的清真食品国家标准，由此更增加了中国农产品与食品对海合会六国出口的
难度。②

( 三) 来自其他国家的竞争压力

面对“不差钱”、“多金”，但又急需大量进口农产品与食品的海合会六国，

各主要农产品与食品生产国在其市场上展开了激烈竞争。统计数据表明，海合
会六国农产品与食品市场上大约充斥着 100 多个国家的产品。一般而言，海合
会六国的经济合作对象首先是成员国内部，其次是其他阿拉伯国家，然后是原
宗主国所在地欧盟和该地区战略主导国美国，至于一些新兴国家则可能处于其
经济合作对象相对较外围的地位。目前，中国对海合会六国的出口商品虽然种
类繁多，但主要出口商品为工业制成品。自 2005 年提出“向西看”政策以来，印
度已后来居上，成为海合会六国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受经济全球化潮流驱
动，海合会六国已与多国进行自由贸易区谈判，但是与西方国家的谈判进程远
远超过中国。中海自贸区谈判自 2004 年 7 月正式启动，双方签订了《中国—海
合会经济、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框架协议》，在货物贸易等大多数领域达成共
识，并启动了服务贸易谈判，但整个谈判过程过于漫长且至今无果。

对于这个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 一) 利用优势农产品的带动作用

上文综合分析 ＲCA 指数和 TCI 指数后指出，某些种类的农产品与食品在
中海贸易中同时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和存在贸易互补性，因此，要扩大中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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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刘冬:《货物贸易视角下中海自贸区收益的实证分析》，载《西亚非洲》，2014 年第 3 期，第 68 页。
佘莉:《中国与海合会六国的经贸关系》，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 年第 1 期，第 50 ～ 57 页。



海合会六国的农产品与食品出口，可优先考虑出口上述产品。首先，应利用优
势产品率先打开海合会六国的农产品与食品市场，并逐步扩大这些产品的市场
占有率; 随后，要依靠优势产品带动整个农产品与食品出口结构的调整，逐步扩

大优势产品的种类，进而实现中国对海合会六国农产品与食品出口总额的增长
和结构的优化。此外，我国农业产业的发展趋势及目标是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

术知识密集型。对海合会六国的农产品与食品出口应将农业产业化目标和海
合会六国的现实需求相结合，利用多种渠道，发掘海合会六国对高附加值农产
品与食品的需求，减少初级农产品的出口，选择当地市场需要、有中国特色的农

产品扩大出口力度。例如: 阿联酋茶叶消费量巨大，人均茶叶消费量已达 8 公
斤以上，是世界人均茶叶消费量最大的国家，且主要依赖进口，但 2012 年中国

茶叶在阿联酋的市场占有率仅为 0． 06%。随着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经济文化交
流的逐步深入，中国茶和中国茶文化日益为阿拉伯消费者所熟悉和接纳，中国
茶“走出去”应该前景看好。

( 二) 提升政府在农产品与食品贸易中的促进作用

首先，政府应建立相应的咨询服务机构，向企业提供免费的信息服务，使企

业可以方便及时地了解海合会各国的特殊规定，帮助企业更有效地开展生产和
出口活动。由于海合会六国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有着特殊的饮食禁忌与

习惯，因而对于进口农产品与食品制定了相对更为严格的检验、检疫标准和质
量要求。为此，有必要使我国农产品与食品出口企业更加及时、全面地了解海
合会六国对农产品与食品进口的各项规则和特殊要求。① 其次，政府应致力于

建立立体交通网络，贯通中海贸易的物流通道。目前，我国与海合会六国的贸
易主要通过海运完成。运输方式单一、运输距离长已成为制约双边贸易的主要

障碍。为缓解上述障碍，政府需要加强与亚欧大陆桥沿线国家的合作与沟通，

协调各国通关与运输政策，打通双边的陆上交通，并逐步建立起完善的航空网
络体系，最终建立起以海运为主，以空运和陆运为两翼的立体交通网。最后，政

府应进一步发展与海合会六国的传统友好关系，以良好的政治关系促进双边经
贸关系的发展，努力降低农产品关税，减少非关税壁垒的阻碍，加快与海合会六

国的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为中国农产品与食品进入海合会六国市场提供更好
的外部环境。

( 三) 吸引海合会六国对我国农业部门开展外商直接投资( FDI)
在海外购买或租用土地种植粮食是海合会六国当前最为重要的粮食安全

保障措施之一。② 作为上述国家重要的农业投资目的国，苏丹已有超过 48． 56
万公顷的土地由海合会国家使用。2006 ～ 2010 年中国吸引海合会六国直接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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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杨韶艳等:《中国与海湾六国农产品贸易合作战略探讨》，载王正伟主编:《中国—阿拉伯国家经贸论

坛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第二辑)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
World Bank，Doing Business 2011: Making a Difference for Entrepreneurs Arab World，World Bank
Publications，2010．



资项目数总计 368 项，但农产品与食品生产加工领域吸引直接投资的项目只占
7 项。吸引海合会六国来华进行农业直接投资是一个双赢的举措: 一方面，可以
利用海合会六国的资金投入以加快中国农业产业化发展目标的实现; 另一方
面，也有助于海合会六国解决自身的农产品供应问题，为粮食安全再增加一重
保障。为此，可以利用灵活的土地转让制度为海合会六国的农业直接投资提供
土地，同时，出台优惠的投资政策和创造优良的投资环境以吸引“石油美元”的
流入。

( 四) 完善清真食品认证机制，不断提高出口产品质量

宗教信仰和特殊的饮食习惯使海合会六国对于进口农产品与食品有着严
格的市场准入制度，从产品的源头到物流都有相应要求。为此，清真食品生产
企业必须通过认证标准检测，才能达到出口标准或提高出口量。宁夏回族自治
区于 2008 年成立了国内首个清真食品国际认证中心。2011 年底，宁夏又率先
出台了首个清真食品地方性行业标准，为全国性的清真食品行业标准出台奠定
了基础，提供了范本。但迄今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完善的清真食品认证体系，也
没有统一的清真食品国家标准。为了增强中国农产品和食品的国际竞争力，亟
需尽快完善相应法规和标准体系，制定符合国际标准要求的法规和标准，并及
时跟踪国际标准的变化。此外，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中国企业还应进一步重
视产品质量的提高。

( 五) 发挥宁夏“穆斯林省”的独特优势，促进其农产品与清真食品优先
“走出去”

在中国的西北地区，生活着大量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群众，因而上述
地区具有与海合会六国进行经贸合作的先天优势，其中: 宁夏回族自治区是中
国唯一一个省级回族自治区，回族同胞约占全区人口的 36%，因此被誉为“中国
的穆斯林省”。宁夏当地的回族文化和饮食习惯与海合会六国十分相近，且宁
夏是全国四大自流灌溉区、十大优良牧场和 12 个商品粮生产基地之一，拥有众
多特色优质农产品和正在蓬勃发展的清真食品产业，具有与海合会六国进行农
产品与食品贸易的良好基础。① 自成功举办中阿博览会以来，作为中国与阿拉
伯国家交流合作的先行区，宁夏正全方位打造清真食品生产、汇集、设计、认证
和加工基地。与此同时，宁夏还是中国大陆飞往中亚、欧洲、中东的中心区域，

是“现代丝绸之路”的码头，目前已开通直飞阿联酋的航线。宁夏应通过大力发
展标准化生产、现代技术精深加工和国际清真食品认证，全力打造绿色、有机、
清真、高端特色农产品和食品，成为中国对海合会六国农产品与食品出口贸易
的领头羊，进而面向国内、国际市场，构建中国清真食品加工和销售的总部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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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Belt and One Ｒoad”Strategy and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Food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GCC Countries

WANG Ying

( Wang Ying，Associate Professor，Center for Arab Studies，
Beifang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strategic concept One Belt and One Ｒoad being put for-
ward by the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the Silk Ｒoad once again become the
gold route in the economic map of the world，which connects China with the West
and promote the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of all parties． The GCC countries are
the key areas of the One Belt and One Ｒoad strategy． Due to the factors such as
geography，climate and population，the GCC countries have to import a lot of agri-
cultural products and food． In the mean time，there are enough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and a series of protect policy for the steady suppl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food in the GCC countries，which also attracted a large number of countries re-
garding them as the important export destinations，and launched a fierce competi-
tion in that market． The study suggested that some kind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food of China have certain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the market of GCC coun-
tries，and some kind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food has certain complementary
with the demand of the GCC countries． However，the total expor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food from China to the GCC countries is still low ． This thesis discus-
ses the restriction factors，and also gives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 and food export trade from China to the GCC countries．
Key Words GCC Countries;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Food Trade; ＲCA ; T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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