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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第三任期以来俄罗斯农业的
发展状况与政策调整

蒋　 菁

　 　 【内容提要】 　 普京第三个任期以来ꎬ受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ꎬ俄罗

斯经济发展困难重重、举步维艰ꎬ但农业却一枝独秀ꎬ迎来蓬勃的发展期ꎮ
特别是乌克兰危机后ꎬ俄罗斯农业逆势增长ꎬ成绩斐然ꎬ成为经济增长的重

要引擎之一ꎮ 种植业主要农作物连年丰收ꎬ畜牧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ꎬ粮食

出口额连年攀升ꎬ农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ꎬ行业整体发展势头良好ꎮ 这不仅

保障了国家的粮食安全ꎬ还为稳定俄罗斯社会和克服经济危机发挥了积极

的作用ꎮ 西方对俄实施经济制裁后ꎬ俄罗斯在农业领域加快实施进口替代

政策ꎬ并充分运用财政补贴、信贷支持、税收优惠和关税保护等手段对农业

的生产投资和出口提供必要的国家支持ꎬ有效促进了农业发展ꎮ ２０１８ 年后

俄罗斯农业政策的导向开始从进口替代转向刺激出口ꎮ 当前ꎬ尽管俄罗斯

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不容乐观ꎬ但农业总体仍呈现稳定的增长态势ꎬ未来还具

有一定的发展潜力ꎮ
【关 键 词】 　 俄罗斯　 农业　 种植业　 畜牧业　 农业政策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０ 年创新工程项目«“一带一

路”的理论基础与中俄战略协作»ꎮ
【作者简介】 　 蒋菁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

员、经济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ꎮ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ꎬ也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石ꎮ 长期以来ꎬ农业一

直是俄罗斯经济发展的短板ꎮ 苏联时期ꎬ由于国家采取重工轻农的超高速工

业化发展战略ꎬ农业发展始终处在严重落后的状态ꎮ 苏联解体后ꎬ为了构建

市场经济体制ꎬ俄罗斯对农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ꎬ重点是农业土地改革和农

业经营组织改组ꎮ 在农业发展道路上ꎬ叶利钦执政时期十分看重小农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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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ꎬ但事实证明其并不符合俄罗斯基本国情ꎬ这一时期的农业发展未取得应

有的经济效益ꎮ 由于农产品市场实行价格自由化政策ꎬ使得工农业产品价格

剪刀差进一步扩大ꎬ加上国家基本停止了农业补贴ꎬ农业缺乏资金用于投资

和设备维修ꎬ农业技术人才流失严重ꎬ农产品成本高昂但价格低廉ꎬ导致农业

生产者的积极性受挫ꎬ种植业和畜牧业均遭受重创ꎬ农业产值连年下滑ꎬ至
１９９８ 年跌至谷底①ꎬ农业陷入严重的危机ꎮ 由于生产规模下降ꎬ俄罗斯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已成为食品净进口国ꎮ １９９９ 年统计数据显示ꎬ这段时期俄粮

食进口占食品进口总量的 ２５％ ꎬ进口牛奶占总消费量的 １４％ 、蔬菜占 ４１％ 、
鱼占 ３７％ 、植物油占 ５４％ 、糖占 ９１％ ②ꎮ

普京执政后ꎬ充分认识到发展农业对国家复兴的重要性ꎮ 他强调:“没有

俄罗斯农村的复兴ꎬ没有农业的发展ꎬ就不可能有俄罗斯的复兴ꎮ”③为解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俄罗斯农业发展衰退等一系列问题ꎬ普京对原有农业发展政

策进行调整ꎬ走上一条以发展大型农工综合体带动俄罗斯农业发展的道路ꎮ
不仅将农业列为经济发展的优先重点领域ꎬ还通过出台一系列法规使农业政

策逐步实现战略化、体系化和规范化ꎮ 在积极推动农业私有化改革的同时ꎬ
出台农业发展的联邦法律ꎬ编制中长期农业发展国家规划ꎻ通过实施农业农

村发展国家项目ꎬ加大国家对农业发展的引导和金融扶持力度ꎮ 特别是乌克

兰危机后ꎬ在西方制裁和经济危机的双重压力下ꎬ俄采取了一系列以进口替

代为战略导向的政策措施ꎬ有效促进了农业增长ꎮ

一　 俄罗斯农业资源和生产经营的总体情况

在农业自然资源方面ꎬ俄罗斯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ꎮ 首先ꎬ俄罗斯幅员辽

阔ꎬ横跨欧亚大陆北寒带、亚寒带、北温带和亚热带四个气候带ꎬ境内农业土地

资源十分丰富ꎬ拥有全世界 １０％的可耕地ꎬ其中优质黑土地面积占世界黑土地

总面积的 ５５％ꎬ人均可耕地面积约为 ０ ８ 公顷ꎬ超出全球平均水平约 ４ 倍ꎮ 据

俄罗斯农业部相关数据显示ꎬ俄境内有 １ ９１３ 亿公顷农业用地ꎬ其中耕地为

１ １５５ 亿公顷ꎬ饲料用地为 ７ ０５０ 万公顷ꎬ常年耕种用地为 １ ７００ 万公顷ꎬ撂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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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３ ６００ 万公顷①ꎮ 其次ꎬ水资源十分丰富ꎮ 境内拥有 １２ 万条长度超过 １０ 公

里的河流、２００ 多万个湖泊和约 ５ 亿公顷的各类湿地ꎬ淡水储量居世界第一位ꎬ
鱼类资源也居世界首位ꎮ 丰富的水资源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ꎮ
最后ꎬ农产区土地肥沃ꎬ分布广泛ꎮ 主要集中在中央黑土区、伏尔加河沿岸地

区、南方顿河流域、外高加索地区和西西伯利亚等地ꎮ 畜牧业主要生产基地位于

伏尔加河流域、西西伯利亚南部地区、乌拉尔联邦区、远东地区和北高加索地区ꎮ
在农村人口方面ꎬ总体呈下降趋势ꎮ １９９０ 年俄罗斯农村人口为 ３ ８９０

万ꎬ占总人口的 ２６ ３％ ꎬ之后 ５ 年呈小幅增长ꎬ到 １９９５ 年达４ ０１０万ꎮ １９９６ ~
２０１４ 年ꎬ俄罗斯农村人口逐年减少ꎮ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ꎬ２０１５ 年农村人口出

现明显增长ꎬ从 ３ ７１０ 万增至 ３ ８００ 万ꎬ之后继续呈小幅下降趋势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底ꎬ俄罗斯共有农村人口 ３ ７３０ 万ꎬ与 ２０１２ 年年底的农村人口相当ꎬ但农

村人口占全俄总人口的比重则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２５ ９６％降至 ２５ ４１％ ꎮ
在农业机械方面ꎬ着力推行农业机械化战略ꎬ大力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

和产品市场竞争力ꎮ 长期以来ꎬ俄罗斯农业机械设备陈旧是影响农业发展的

重要掣肘之一ꎮ 近年来ꎬ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ꎬ俄罗斯着手提高大型农机

设备的更新率ꎬ这也刺激了农机设备的市场需求ꎮ ２０１２ 年俄罗斯提出拖拉机

更新率为 ４０％ ꎬ粮食播种机的更新率则要求达到 ５０％ ꎮ 随着旧农机设备不

断淘汰ꎬ市场对农业机械的需求开始转向功能更强、生产效率更高的设备ꎮ
随着政府对农业机械领域的投入ꎬ俄罗斯国产农机设备的保有量已从 ２０１３
年的 ３０％增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６０％ ②ꎬ农机设备出口连续 ５ 年保持增长ꎮ ２０１８ 年

俄农业机械制造企业出口额增长 ４０％ ꎬ达 １１０ 亿卢布ꎮ 目前ꎬ俄产联合收割

机占据 １５％左右的全球市场份额ꎬ大功率拖拉机占据全球 ２５％ 左右的市场

份额ꎬ俄罗斯已进入世界农业机械生产商前 ５ 位ꎮ
在农业投资方面ꎬ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总投资额的比重不断增加ꎬ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２ ９％增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４％ ꎮ 特别是近年俄罗斯对农工综合体的固

定资产投资额增势明显ꎬ且自有资金投资占比逐年加大ꎮ 俄罗斯农业发展整

体向好的形势进一步激发了企业对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热情ꎮ ２０１２ 年农工

综合体固定资产投资额为 ４ ２５２ 亿卢布ꎬ其中自有资金投入占 ５２ ８％ ꎮ 乌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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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ель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２０１６ С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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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危机后ꎬ俄罗斯经济遭遇重创ꎬ在 ２０１５ 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 ３ ７％ 的情况

下ꎬ农工综合体固定资产投资并未减少ꎬ并保持逐年增长ꎮ ２０１８ 年农工综合

体固定资产投资额是 ２０１２ 年的 １ ６ 倍ꎬ而自有资金的投资额则是 ２０１２ 年的

１ ８７ 倍(见表 １)ꎮ 这表明相关企业的投资积极性不断增强ꎬ反映俄罗斯农业生

产经营企业对本国农业未来的发展和国际市场有着良好的预期和充足的信心ꎮ

表 １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农工综合体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年份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卢布ꎬ
按实际价格计算) ４ ２５２ ４ ７９４ ５ ０４０ ５ ０９５ ５ ８３９ ５ ８９０ ６ ７９７

资金来源(％ )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自有资金 ５２ ８ ５２ ０ ５８ ５ ６５ ３ ６５ ７ ６６ ０ ６１ ７
　 联邦资金 １ ２ １ ４ １ ４ １ １ １ ５ ０ ４ ０ ２
　 联邦主体预算资金 ０ ５ ０ ７ ０ ６ ０ ４ ０ ６ ０ ８ ０ ４
　 企业融资及其他资金来源 ４５ ５ ４５ ９ ３９ ５ ３３ ２ ３２ ２ ３２ ８ ３７ ７

资料来源:根据俄罗斯农业部公布的«俄罗斯农业报告»数据整理ꎬｈｔｔｐ: / / ｍｃｘ ｒｕ

在农业经营组织方面ꎬ逐步形成了相互协调的有序分工ꎬ总体经营效益

不断提升ꎮ 目前ꎬ俄罗斯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分为三类:一是农业企业ꎬ包括各

种股份公司、农业生产合作社、国有农场等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ꎬ农业企

业中不同类型企业的构成为:开放式股份公司占 ２ １％ ꎬ封闭式股份公司占

７ ６％ ꎬ有限责任公司占 ６０ １％ ꎬ农业生产合作社占 ２１ ５％ ꎬ国有企业仅占

２ １％ ꎬ此外还有 ６ ６％的其他类型企业ꎮ 二是居民经济ꎬ指公民个人的副业

经济、个人菜园和集体果园等ꎮ 三是农户(农场)经济ꎬ指农民在私有土地上

组建的家庭农场ꎮ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ꎬ不同类型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相互协

调发展ꎬ逐步形成了自然的劳动分工ꎬ其中农业企业是俄罗斯农产品的主要

生产者ꎬ产品以粮食、葵花籽、甜菜、肉禽产品、牛奶和鸡蛋为主ꎬ而居民经济

则以生产马铃薯和蔬菜为主ꎮ ２０１８ 年农业企业共生产了全俄 ７０ ２％的粮食

(以加工后的重量计算)、６６ ４％ 的葵花籽、８９ １％ 的甜菜、７８ ４％ 的大豆、
８０ ６％的油菜籽、１９ ３％的土豆和 ２６ ２％的蔬菜以及 ７９％的牲畜和家禽(按
宰杀后的重量计算)、５３ １％的牛奶和 ８０ ５％ 的鸡蛋ꎮ 而居民经济生产了全

俄 ６８％的土豆和 ５５ １％的蔬菜①ꎮ 普京第三任期以来ꎬ随着国家加大对大型

—２６—

① Росстат Сель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в России ２０１９: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Москва
２０１９ С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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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工综合体和农户(农场)的支持ꎬ这三类农业经营组织所生产的农产品产值

构成发生了一些变化ꎬ农业企业生产的农产品产值所占比重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４７ ９％增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５６ ５％ ꎬ农户(农场)经济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８ ９％增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１２ ５％ ꎬ而居民经济则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４３ ２％ 降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３１％ (见表

２)ꎮ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俄罗斯农业改革和结构调整的重点和成效ꎮ

表 ２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农产品产值构成(按实际价格计算ꎬ％ )

年份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所有农业经营组织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农业企业 ４７ ９ ４７ ６ ５１ ７ ５４ ０ ５５ １ ５５ ２ ５６ ５

　 居民经济 ４３ ２ ４２ ６ ３８ １ ３４ ５ ３２ ５ ３２ ４ ３１ ０

　 农户(农场)经济 ８ ９ ９ ８ １０ ２ １１ ５ １２ ４ １２ ４ １２ ５

资料来源: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数据来自俄联邦国家统计局«俄罗斯农业、狩猎业和林业
(２０１５)»ꎬ莫斯科ꎬ２０１６ 年ꎬ第 ５２ 页ꎻ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８ 年数据来自俄联邦国家统计局«俄罗斯农
业 ２０１９:统计数据»ꎬ莫斯科ꎬ２０１９ 年ꎬ第 ２１ 页ꎮ

在农产品贸易方面ꎬ进口替代政策发挥了积极作用ꎬ主要农产品自给率

不断提高ꎬ在进口下降的同时出口数量和品类不断增加ꎮ 俄联邦国家统计局

数据显示ꎬ农工综合体食品和农业原料出口额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１６７ 亿美元增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２５８ 亿美元ꎬ增幅为 ５４ ５％ ꎻ进口额则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４０４ 亿美元降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２９８ 亿美元ꎬ降幅为 ３５ ６％ ꎮ 乌克兰危机后ꎬ俄罗斯对西方实施反

制裁措施ꎬ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开始对西方国家实施农产品进口禁令ꎬ减少了西班

牙、波兰、丹麦、荷兰、匈牙利和法国等 １９ 个国家的进口农产品数量ꎬ减少的

商品量占其进口总量的 ５０％ ꎬ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俄罗斯农产品贸易的发

展趋势①ꎮ 此后ꎬ俄罗斯将农业作为关键领域纳入政府反危机计划的总体

部署ꎬ通过一系列金融支持和财政扶持落实农业领域进口替代政策的实

施ꎬ进一步促进农业生产和出口ꎬ国内市场主要农产品的自给率不断提高ꎮ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８ 年ꎬ俄罗斯肉类自给率从 ８２ ８％ 增至 ９５ ７％ ꎬ牛奶自给率从

７８ １％增至 ８３ ９％ ꎬ鸡蛋自给率从 ９７ ６％ 增至 ９８ ８％ ꎬ蔬菜自给率从

８４ １％增至 ８７ ２％ ꎬ水果和浆果的自给率从 ３２ ５％增至 ３８ ８％ ꎮ 此外ꎬ在
卢布贬值的刺激下ꎬ俄罗斯不断扩大出口ꎬ在国际农产品贸易中的地位逐

步回升ꎬ出口品种也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ꎮ 除小麦出口连年增加外ꎬ近年

还扩大了鱼类产品、猪肉、大豆以及葵花籽油、饼粕、菜籽油和大豆油等油

—３６—
① 姜毅等:«中俄边境口岸研究»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ꎬ第 １８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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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产品的出口ꎮ 未来ꎬ随着俄罗斯绿色食品国际知名度的不断提高ꎬ其出

口的种类和数量还将进一步扩大ꎮ
普京第三任期以来ꎬ俄罗斯农业发展形势总体良好ꎬ乌克兰危机后更成

为经济增长的亮点ꎮ 政府将发展农工综合体和促进农产品出口列为国家农

业经济发展的重点任务ꎬ并将其明确列入政府的经济发展规划ꎬ这对促进俄

罗斯农业发展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ꎮ

二　 普京第三任期以来俄罗斯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发展

俄罗斯种植业主要以种植粮食和粮用豆类作物、向日葵、大豆、甜菜、亚
麻纤维、马铃薯、蔬菜和浆果等为主ꎬ而畜牧业则以生产肉、家禽、牛奶和鸡蛋

为主ꎮ 种植业受天气条件和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较大ꎬ一般呈波动性发

展ꎮ 而畜牧业受气候影响相对较小ꎬ发展相对平稳ꎮ ２０００ 年后ꎬ俄罗斯种植

业和畜牧业总体都呈恢复性波动增长势头ꎬ但畜牧业发展仍落后于种植业ꎮ
俄联邦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ꎬ种植业主要农产品的产量在 ２００４ 年已基本恢

复到 １９９０ 年的水平ꎬ而畜牧业主要农产品的产量在 ２０１７ 年才恢复到解体前

的水平ꎮ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ꎬ俄罗斯农业产值增速急剧放缓ꎮ 受汇率波动和

自然灾害的影响ꎬ农业生产成本上升ꎮ 这一阶段俄罗斯农业发展具有一定的

不稳定性ꎮ 虽然种植业总体保持增长趋势ꎬ但主要农作物的产量极不稳定ꎮ
２００８ 年粮食产量达到 １ ０８２ 亿吨的峰值后ꎬ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１ 年受气候条件和自

然灾害影响ꎬ产量大幅减少ꎬ２０１０ 年锐减到 ６ １００ 万吨ꎻ油料作物受市场推

动ꎬ其产量自 ２００２ 年起一直保持快速增长势头ꎻ甜菜、马铃薯和蔬菜等作物

的产量也增长较快ꎮ 但受农业设备老化、种植技术水平不高等因素的影响ꎬ
主要农作物的单产水平相对偏低ꎮ 畜牧业方面ꎬ主要牲畜存栏量依旧持续下

降ꎬ但主要产品的产量和单位产出率出现小幅提高ꎬ产业呈现集约化发展

趋势ꎮ
普京第三任期以来ꎬ随着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ꎬ政府的农业改革持

续深化以及国家对农业发展的投入不断加大ꎬ俄罗斯种植业和畜牧业均进入

稳定的良性发展周期ꎬ主要农产品的产值和产量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ꎮ 具体

体现在:
第一ꎬ种植业和畜牧业的总产值连年攀升ꎬ其中农业企业和农户(农

场)经济的增幅较为显著ꎮ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８ 年ꎬ俄罗斯种植业总产值增加 １ ６８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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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ꎬ畜牧业总产值增加 １ ５１ 倍ꎮ 其中农业企业种植业产值增长 １ ９５ 倍ꎬ
畜牧业产值增长 １ ８４ 倍ꎻ居民经济种植业产值增长 １ １６ 倍ꎬ畜牧业产值

增长 １ １４ 倍ꎻ农户(农场)经济种植业产值增长 ２ ４ 倍ꎬ畜牧业产值增长

１ ８３ 倍(见表 ３)ꎮ

表 ３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农产品产值变化(按实际价格计算) 　 (单位:万亿卢布)

年份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农产品总产值 ３ ３３９ ２ ３ ６８７ １ ４ ０３１ １ ４ ７９４ ６ ５ １１２ ３ ５ １０９ ５ ５ ３４８ ８

　 种植业 １ ６３６ ４ １ ９１８ ８ １ ９８６ ７ ２ ４８７ ３ ２ ７１０ ３ ２ ５５９ ７ ２ ７５６ １

　 畜牧业 １ ７０２ ８ １ ７６８ ３ ２ ０４４ ４ ２ ３０７ ３ ２ ４０２ ０ ２ ５０９ ８ ２ ５７２ ７

农业企业产值 １ ６００ ８ １ ７５６ ０ ２ ０８３ ０ ２ ５８８ ６ ２ ８１８ ４ ２ ８１８ ５ ３ ０２２ １

　 种植业 ０ ７３８ １ ０ ８４０ ６ ０ ９４０ ７ １ ２６３ ９ １ ４２８ ４ １ ３３６ ３ １ ４３８ ８

　 畜牧业 ０ ８６２ ７ ０ ９１５ ４ １ １４２ ３ １ ３２４ ７ １ ３９０ ０ １ ４８２ ２ １ ５８３ ３

居民经济产值 １ ４４０ ９ １ ５６９ ８ １ ５３８ ４ １ ６５４ ９ １ ６５９ ２ １ ６５５ ４ １ ６５６ ７

　 种植业 ０ ６７７ ０ ０ ８００ ４ ０ ７３０ ８ ０ ７８１ ４ ０ ７６８ ９ ０ ７６４ ２ ０ ７８７ １

　 畜牧业 ０ ７６３ ９ ０ ７６９ ４ ０ ８０７ ６ ０ ８７３ ５ ０ ８９０ ３ ０ ８９１ ２ ０ ８６９ ６

农户(农场)经济产值 ０ ２９７ ５ ０ ３６１ ３ ０ ４０９ ７ ０ ５５１ １ ０ ６３４ ７ ０ ６３５ ６ ０ ６７０ ０

　 种植业 ０ ２２１ ３ ０ ２７７ ８ ０ ３１５ ２ ０ ４４２ ０ ０ ５１３ ０ ０ ４９９ ２ ０ ５３０ ２

　 畜牧业 ０ ０７６ ２ ０ ０８３ ５ ０ ０９４ ５ ０ １０９ １ ０ １２１ ７ ０ １３６ ４ ０ １３９ ８

资料来源:俄联邦农业部:«俄罗斯农业»ꎬ莫斯科ꎬ２０１６ 年ꎬ第 ５ 页ꎻ俄联邦国家统计

局:«俄罗斯农业 ２０１９:统计数据»ꎬ莫斯科ꎬ２０１９ 年ꎬ第 ２０ 页ꎮ
注:相关数据为参考 ２０１６ 年全俄农业普查后修订的数据ꎮ

第二ꎬ种植业总播种面积呈稳定增长趋势ꎬ畜牧业牲畜存栏量下降趋

缓ꎬ猪、羊、驯鹿和家禽的存栏量小幅增加ꎮ 种植业方面ꎬ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７
年ꎬ总播种面积逐年扩大ꎬ２０１８ 年受天气影响ꎬ总播种面积略有减少ꎮ 播

种的主要农作物中ꎬ近六成是粮食作物ꎬ其中小麦种植面积超过 ５０％ ꎮ
其他粮食作物中ꎬ黑麦、燕麦、黍米、水稻、黑小麦的种植面积总体呈减少

态势ꎮ ２０１２ 年以来ꎬ油料作物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势头ꎬ种植面积逐年增

加ꎬ其中大豆和油菜籽的扩种面积较为显著ꎬ而马铃薯、蔬菜和饲料作物

的种植面积逐年缩减(见表 ４) ꎮ 畜牧业方面ꎬ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８ 年牲畜的总存

栏量减少 １７７ ８ 万头ꎬ其中奶牛减少 ９１ ６ 万头ꎬ猪的存栏量增加 ４９１ １
万头ꎬ羊的存栏量增加 ２７ １ 万头ꎬ家禽增加 ４ ６００ 万只ꎬ具体变化见

表 ５ꎮ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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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 (单位:万公顷)

年份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总播种面积 ７ ５８９ ０ ７ ７５６ ２ ７ ７８５ ４ ７ ８６３ ５ ７ ９３１ ２ ８ ００４ ９ ７ ９６３ ４

　 粮食作物 ４ ４４５ ５ ４ ５８４ ８ ４ ６１５ ７ ４ ６６０ ９ ４ ７１０ ０ ４ ７７０ ５ ４ ６３３ ９

　 　 小麦 ２ ４６９ ４ ２ ５０７ ６ ２ ５２５ ８ ２ ６８２ ７ ２ ７７０ ９ ２ ７９２ ４ ２ ７２６ ４

　 　 黑麦 １５６ ０ １８３ ３ １８７ ７ １２９ ２ １２６ ５ １１８ ５ ９８ ０

　 　 大麦 ８８１ ９ ９０１ ８ ９３５ ５ ８８６ ６ ８３２ ２ ８０１ ０ ８３２ ５

　 　 燕麦 ３２５ ５ ３３４ ２ ３２５ ８ ３０４ ７ ２８６ ０ ２８８ ７ ２８５ ３

　 　 玉米 ２０５ ０ ２４４ １ ２６７ ７ ２７６ ２ ２８８ ７ ３０１ ９ ２４５ ２

　 　 黍米 ４７ ４ ４７ ０ ５０ ６ ５９ ５ ４３ ５ ２６ ５ ２６ ０

　 　 荞麦 １２７ ０ １０９ ６ １００ ８ ９５ ７ １２０ ５ １６９ ２ １０４ ５

　 　 水稻 ２０ １ １９ ０ １９ ７ ２０ ２ ２０ ８ １８ ７ １８ ２

　 　 黑小麦 ２３ ３ ２５ １ ２５ １ ２５ １ ２２ ８ １７ ５ １５ ４

　 　 高粱 ５ ５ １５ ２ １７ ６ ２２ ４ ２２ ９ １４ １ ７ １

　 　 粮用豆类作物 １８４ ３ １９７ ８ １５９ ５ １５８ ７ １７５ ２ ２２２ １ ２７５ ４

　 经济作物 １ １３２ ８ １ ２０５ ７ １ ２２３ ８ １ ２７２ ２ １ ３６１ ８ １ ３９５ ９ １ ５１７ ４

　 　 亚麻 ５ ７ ５ ５ ５ １ ５ ３ ４ ９ ４ ８ ４ ５

　 　 甜菜 １１４ ２ ９０ ３ ９１ ７ １０２ １ １１０ ７ １１９ ８ １１２ ７

　 　 油料作物 １ ０１０ １ １ １０７ ３ １ １２１ １ １ １５１ ７ １ ２３２ ０ １ ２６３ ０ １３９４ １

　 　 　 葵花籽 ６５３ ６ ７２７ ８ ６９１ １ ７０１ ３ ７６０ ７ ７９９ ４ ８１６ ０

　 　 　 大豆 １４８ ６ １５３ ７ ２０１ ２ ２１３ １ ２２３ ７ ２６３ ６ ２９４ ９

　 　 　 芥末 １１ ８ １５ ４ １９ ３ １９ ２ １８ １ １５ ７ ３３ ４

　 　 　 冬播油菜籽 １０ ６ ２３ ９ ２７ ６ １４ ５ ９ ８ １５ ４ １８ ９

　 　 　 春播油菜籽 １０８ ５ １０８ ７ ９１ ３ ８７ ６ ８８ ２ ８５ １ １３８ ７

　 　 　 其他 ７７ ０ ７７ ８ ９０ ６ １１６ ０ １３１ ５ ８３ ８ ９２ ２

　 马铃薯 １８４ ０ １６８ ４ １５９ ９ １５６ ２ １４４ １ １３５ ０ １３２ ５

　 露天种植的蔬菜 ５９ ４ ５７ １ ５６ ３ ５６ ３ ５５ １ ５３ ５ ５２ ６

　 饲料作物 １ ７５１ ３ １ ７２３ ２ １ ７１３ ５ １ ６９９ ３ １ ６４２ ５ １ ６３４ ２ １ ６１２ ４

　 其他 １６ ０ １７ ０ １６ ２ １８ ６ １７ ７ １５ ８ １４ ６

资料来源:根据俄联邦国家统计局和农业部公布的数据整理ꎮ
注:相关数据为参考 ２０１６ 年全俄农业普查后修订的数据ꎮ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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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５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牲畜和家禽的存栏数

年份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牛(万头) １ ９９３ ０ １ ９５６ ４ １ ８９２ ０ １ ８６２ １ １ ８３４ ６ １ ８２９ ７ １ ８１５ ２

其中:奶牛 ８８５ ９ ８６６ １ ８２６ ３ ８１１ ５ ７９６ ６ ７９５ １ ７９４ ３

猪(万头) １ ８８１ ６ １ ９０８ １ １ ９４５ ２ ２ １４０ ６ ２ １９２ ５ ２ ３０７ ６ ２ ３７２ ７

羊(万头) ２ ２８５ ８ ２ ４１８ ０ ２ ４４４ ５ ２ ４６０ ６ ２ ４７１ ７ ２ ４３８ ９ ２ ３１２ ９

马(万头) １３７ ８ １３７ ５ １２４ ９ １２４ １ １２１ ６ １２３ ９ １２８ ３

驯鹿(万头) １５９ ６ １６４ ２ １６５ ２ １７６ ４ １７８ ８ １８３ ９ １７８ ０

家禽(亿只) ４ ９５ ４ ９５ ５ ２４ ５ ４４ ５ ５０ ５ ５６ ５ ４１

资料来源:根据俄联邦国家统计局关于«俄罗斯农业»报告的数据整理ꎮ

第三ꎬ主要农产品产量和单产均普遍增加ꎬ生产效率有所提高ꎮ 种植业

方面ꎬ随着种植面积的扩大以及政府在灌溉设施和土壤治理等农业系统改良

方面进行了现代化改造ꎬ主要农作物的产量和单产都大幅增加ꎬ并在 ２０１７ 年

达到历史最高水平ꎮ 粮食产量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７ ０９０ 万吨增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１ ３５５
亿吨ꎬ增长近 １ 倍ꎮ ２０１８ 年受天气等多种因素影响ꎬ粮食减产 １６ ４％ ꎬ但
２０１９ 年又出现积极的正向增长ꎮ 小麦产量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３ ７７０ 万吨增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８ ６００ 万吨ꎬ增加 ２ ２８ 倍ꎻ油料作物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１ １３０ 万吨增至 ２０１８ 年

的 １ ９５０ 万吨ꎬ其中增产较多的是油菜籽、葵花籽和大豆ꎬ分别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１０３ ５ 万吨、８００ 万吨和 １８０ ６ 万吨增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１９８ ９ 万吨、１ ２８０ 万吨和

４０２ ７ 万吨ꎬ分别增加 １ ９２ 倍、１ ６ 倍和 １ ２３ 倍ꎮ 此外ꎬ粮食单产从 ２０１２ 年

每公顷的 １ ８３ 吨增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２ ９２ 吨ꎬ２０１８ 年降至 ２ ５４ 吨ꎬ比 ２０００ 年每

公顷 １ ５６ 吨有较大提高ꎻ油料作物单产从 ２０１２ 年的每公顷 １ ２２ 吨增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１ ４７ 吨ꎮ
畜牧业方面ꎬ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肉禽屠宰总量和鸡蛋产量一直保持增长ꎮ

２０１２ 年之后ꎬ特别是乌克兰危机后ꎬ主要农副产品的产量出现较快增长ꎬ主要

贡献来自农业企业和农户(农场)经济ꎮ 肉禽屠宰总量 ２０１８ 年达到 １ ０６２ ９
万吨(宰杀后净重)ꎬ比 ２０１２ 年增加 １ ３１ 倍ꎬ比 ２０００ 年增加 ２ ４ 倍ꎮ 鸡蛋产

量 ２０１８ 年达到 ４４９ 亿枚ꎬ比 ２０１２ 年增加 １ ０７ 倍ꎬ比 ２０００ 年增加 １ ３２ 倍ꎮ
牛奶和蜂蜜产量虽有起伏ꎬ但总体保持稳定ꎮ 近年来ꎬ虽然俄罗斯的牛奶产

量一直徘徊在 ３ ０００ 万吨左右ꎬ但每头奶牛的产奶量在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８ 年间平均

增长 ３％ ꎬ其中农业企业的平均增速达到 ６％ ꎬ从 ２０１２ 年的每头 ４ ５２１ 公斤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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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６ ０９４ 公斤①ꎮ 此外ꎬ每头牲畜的繁殖增长增重产量也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１４７ 公斤增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１５５ 公斤ꎬ而每头猪的繁殖增长增重产量则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１９２ 公斤增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２０８ 公斤ꎮ
近年ꎬ俄罗斯种植业和畜牧业集约化发展的趋势有所加强ꎬ规模化效益

逐步显现ꎬ生产效率随之提高ꎬ但总体与世界农业强国之间还有较大的差距ꎮ
未来ꎬ俄罗斯从农业大国到农业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ꎮ

三　 俄罗斯农业政策的调整及主要措施

普京执政之初ꎬ俄罗斯农业总体发展形势不容乐观ꎮ ２０００ 年农业产值只

恢复到 １９９０ 年的 ６０ ７％ (按可比价格计算)ꎬ其中种植业恢复到 ７６ ７％ 、畜
牧业只恢复到 ５０ １％ ②ꎮ 为了尽快扭转农业生产持续下滑的局面ꎬ俄罗斯着

手对农业政策进行一系列调整ꎬ重点围绕农业经济的战略化发展、规模化经

营、体系化管理和现代化建设等方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政策ꎬ并制定了

相应的配套措施和财政预算ꎬ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ꎮ
普京第一任期内ꎬ为了进一步激发俄罗斯农业发展活力ꎬ彻底解决长期

制约农业发展的农业土地私有化和自由买卖的问题ꎬ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和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分别通过«俄罗斯联邦土地法典»和«俄罗斯联邦农用土地流通法»ꎬ
这标志着俄罗斯在土地私有化改革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ꎬ同时对挖掘农业发

展潜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ꎮ 此后ꎬ俄罗斯又相继出台«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０ 年俄

罗斯联邦政府农业食品政策基本方针»、«统一农业税联邦法»、«农业商品生

产者财务整顿联邦法»、«２０１３ 年前农村社会发展纲要»、«俄罗斯联邦农业发

展法»和«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年农业发展与农产品、原料和食品市场调控的国家纲

要»等ꎬ这些政策法规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农业政策体系ꎬ保持了农业政策的稳

定性ꎬ不仅明确了农业的发展方向和总体目标ꎬ还推动了农业市场化调节机

制的形成ꎬ强化了国家对农业发展的战略指导ꎮ 随着农业被列为俄罗斯经济

—８６—

①

②

Молочная продуктивность коров в сельхозорганизациях РФ выросла на ３ꎬ８ ４
март ２０１９г ｈｔｔｐｓ: / / ｍｉｌｋｎｅｗｓ ｒｕ / ａｎａｌｉｔｉｋａ － ｒｉｎｋａ － ｍｏｌｏｋａ / ｒｉｎｏｋ － ｍｏｌｏｋａ － ｖ － Ｒｏｓｓｉｉ /
ｍｏｌｏｃｈｎａｙａ － 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ｖｎｏｓｔ － ｋｏｒｏｗ ｈｔｍｌ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 ходе и результатах
реализации в ２０１５ году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рограммы развития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и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рынков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й продукцииꎬ сырья и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ия на
２０１３ － ２０２０ годы Москва ２０１６ С １４ －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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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发展的重点领域之一ꎬ国家对农业领域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ꎬ成立了农

业银行、国家农工综合体保险公司联合会和俄联邦农工综合体产品出口发展

中心等机构ꎬ通过为农业部门提供优惠信贷、税收优惠和保险支持ꎬ为农产品

生产者和出口商提供国家补贴以及实施农村社会发展专项规划等措施ꎬ极大

地促进了俄罗斯农业经济的复苏ꎮ
２０１２ 年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ꎬ农业被列入重点保护和支持的领

域ꎮ 这一阶段农业政策调整的主要目标是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和农业基础设

施ꎬ提升农工综合体的出口能力、赢利能力和在国内外市场的产品竞争力ꎬ提
高农业资源的使用效率和农产品的生产效率ꎬ确保国家粮食安全ꎬ保持农业

可持续稳定发展ꎮ 乌克兰危机后ꎬ面对西方的经济制裁ꎬ为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ꎬ俄罗斯在进口替代政策主导下ꎬ将农业与农产品加工业纳入 ２０１４ 年年底

颁布的«俄罗斯联邦产业政策法»中关键经济领域的支持计划ꎬ运用财政补

贴、信贷支持、税收优惠和关税保护等手段对农业的生产投资和出口提供必

要的国家支持ꎬ这些措施有效地促进了俄罗斯农业经济的增长ꎮ
普京第三任期以来ꎬ围绕促进农业发展主要采取了如下一些政策措施ꎮ
第一ꎬ从宏观战略层面制定振兴农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ꎮ ２０１２ 年批准了

基于 ２００６ 年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农业发展法»和«２０２０ 年前俄罗斯联邦社会

经济发展长期构想»原则而制定的新一轮农业发展规划ꎬ即«２０１３ ~ ２０２０ 年

农业发展与农产品、原料和食品市场调控的国家纲要»ꎬ其中包括 １１ 个子规

划和 ４５ 项具体措施ꎬ涵盖种植业、畜牧业、食品加工业、农业技术创新、农业

培育技术发展、农业基础设施完善、土壤保护以及农工综合体和小微农业企

业的相关扶持等各个方面ꎮ 此外ꎬ在这个规划框架内还设有两个联邦专项规

划ꎬ分别是«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２０ 年前农村地区稳定发展联邦专项规划»和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０ 年俄罗斯农用土地复垦开发联邦专项纲要»ꎮ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ꎬ俄
罗斯对该规划进行了修订ꎬ将实施时间延至 ２０２５ 年ꎬ将规划分为两个阶段执

行ꎬ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年为规划阶段ꎬ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５ 年为实施阶段ꎬ预计总拨款 ２ ５
万亿卢布ꎬ其中 ２ ３ 万亿来自联邦财政预算ꎮ

第二ꎬ从国家支持层面增加对农业重点发展领域的金融投入ꎬ并细化实

施国家支持的新机制ꎬ进一步刺激出口ꎮ 近 １０ 年来ꎬ俄罗斯对农业发展的国

家投入总计不少于两万亿卢布ꎮ 国家支持的方式主要是为农业生产者提供

优惠贷款、农业补贴和返还部分交通运输费用ꎮ ２０１７ 年俄罗斯对农业企业实

施不超过 ５％的优惠贷款利率ꎮ ２０２０ 年ꎬ俄罗斯将进一步提高国家优惠贷款

的额度ꎬ从 ２０１９ 年的 ６００ 亿卢布提高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９００ 亿卢布ꎮ 在农业补贴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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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ꎬ进一步向从事出口的农业生产者倾斜ꎮ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ꎬ俄罗斯政

府签署了一项关于实施国家支持新机制的政府决议ꎬ将之前实行的所有农业

补贴合并后改为补偿性补贴和刺激性补贴两种ꎮ 农业部 ３ 年内将优先实施

刺激性补贴ꎬ以帮助更多的地方农业生产者提高产量、增加出口ꎮ 而国家优

先支持的重点是温室蔬菜水果和浆果作物的生产、葡萄栽培、畜牧业养殖以

及油料作物(主要是大豆和油菜)的种植ꎮ
第三ꎬ从农业保障机制层面ꎬ调整统一农业税征收办法ꎬ不断完善农业保

险制度ꎬ提高农业生产积极性ꎬ加强抗风险能力ꎬ确保农业稳定增长ꎮ 自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ꎬ俄罗斯所有统一农业税的纳税人自动成为增值税纳税人ꎬ税
率制定权交由地方ꎬ且允许设定免征额ꎮ 在农业保险方面ꎬ农业部出台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０ 年农业保险发展路线图»ꎬ提出了提高被保险农作物保障覆盖

率的具体措施ꎮ 同时ꎬ新修订的«俄罗斯农业保险国家支持联邦法»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 日生效ꎬ农业生产企业的参保范围将逐步扩大ꎮ 按照农业部的估算ꎬ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５ 年ꎬ在国家支持下有农业保险的播种面积占比将从 ０ ７％ 增至

１２％ ~１５％ ꎬ而畜牧业保险补贴的覆盖率将从 １４％增至 ３０％ ①ꎮ
第四ꎬ从农业科技发展层面ꎬ加大对农业遗传技术的研究力度ꎬ加快高科

技人才培养ꎮ 为此ꎬ俄政府制定了«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７ 年俄罗斯联邦遗传技术发展

科学规划»ꎮ 在该规划框架内计划建造 ３ 个世界级的遗传中心ꎬ并着重培养

３ ０００名青年科学家ꎬ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生物安全、生物独立、医学遗传技术、
农业遗传技术和工业微生物遗传技术ꎮ 该规划总投资额为 １２２ 亿卢布ꎬ其中

９０％的资金来自联邦预算ꎮ
第五ꎬ从农机设备现代化层面ꎬ不断提高国产农机设备的国内保有量和

国际竞争力ꎬ相继出台«２０２０ 年前俄罗斯农业机械发展战略»和«２０３０ 年前俄

罗斯农业机械发展战略»ꎮ 政府自 ２０１２ 年起不断加大对农机相关企业的国

家支持ꎬ包括提供专项资金用于购买农机设备的折扣补贴和 ５％的优惠贷款ꎬ
通过国家工业发展基金进行优惠投融资ꎬ从联邦预算划拨专项资金对农机设

备制造商在研发、试验和生产环节进行相关补贴ꎬ利用«俄罗斯联邦产业政策

法»中专项投资合同机制为农机企业提供税收优惠ꎬ为扩大农机出口提供部

分海外营销资金等ꎮ 目前ꎬ俄罗斯国产农机设备的保有量已从 ２０１３ 年的

—０７—

① На субсидирование страхования посевов в ２０１９ году может быть выделено １ꎬ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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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增至 ６０％ ①ꎮ 在出口方面ꎬ俄罗斯国内有超过 １００ 家的农机设备生产企

业具备一定的国际竞争力ꎬ２０１８ 年农业机械制造公司出口额增长 ４０％ ꎬ达
１１０ 亿卢布ꎬ连续 ５ 年保持增长ꎮ

第六ꎬ从优化协同生产层面ꎬ在加大对大型农工综合体扶持的同时ꎬ大力

支持小型农场和农村合作社的发展ꎮ 俄罗斯政府自 ２０１５ 年开始不断对小型

农场和农村合作社提供资金支持ꎬ２０１９ 年出台«建立农民支持体系和发展农

业合作联邦规划»ꎬ旨在刺激地方中小型农场和新型农村合作社的发展ꎮ 今

后ꎬ俄罗斯计划通过机制改革加强大、中、小型农业组织之间的合作ꎬ为积极构

建广泛的“分工协作、共同发展”的新型生产合作关系创造条件ꎬ以期通过垂直

一体化协同合作方式形成相互协调的农业生产集群ꎬ提高农业生产效率ꎮ
第七ꎬ从农业管理服务层面ꎬ进一步加快数字化农业建设步伐ꎬ提高电子化

管理水平ꎬ完善农产品质量监管体系ꎮ 为此ꎬ俄罗斯农业部启动了“数字农业”
国家项目ꎬ计划执行期到 ２０２４ 年ꎬ其主要目的是合理使用农业资源ꎬ将农业企

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 １ 倍ꎬ同时将经营成本压缩 １ / ３ꎬ将单位农产品成本核算中

的直接材料费降低 ２０％以上②ꎮ 为此ꎬ俄罗斯将筹集 ３ ０００ 亿卢布的资金打造

农业数字化国家管理平台ꎬ对相关的农业基础数据进行采集、处理和分析ꎬ便于

政府及时掌握信息并采取措施ꎬ确保有效提高农业生产效率ꎮ 俄罗斯在开展电

子化服务管理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ꎬ如 ２０１８ 年下半年全面实施兽医卫生证明

电子化办理ꎬ在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强化了国家监管ꎮ 此外ꎬ还通过立法完善农

产品质量监管体系ꎬ除了出台«有机产品联邦法»规范有机农产品市场统一标识

外ꎬ政府近期还计划建立一个统一的谷物质量可追溯信息系统ꎬ进一步加强对谷

物及其加工产品质量和安全的国家监管ꎬ由此提升俄罗斯粮食出口大国的形象ꎮ
总体来看ꎬ近年俄罗斯农业政策调整的重点在于加强宏观调控、扩大金

融支持、实施国家规划、完善制度保障、鼓励农业科技创新和协同合作发展ꎮ
２０１８ 年ꎬ随着新“五月命令”中 ４５０ 亿美元农产品出口目标的提出ꎬ俄罗斯农

业政策的战略导向开始从进口替代转向刺激出口ꎬ随之将更加关注现代化生

产能力和管理水平的建设以及进一步提升农工综合体的国际竞争力ꎮ 为此ꎬ
俄罗斯在新修订的国家农业规划框架内专门设立了农工综合体产品出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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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项目ꎬ计划在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４ 年额外为其提供 ４ ０６８ 亿卢布的国家资金①ꎮ

四　 结　 语

普京第三任期以来ꎬ俄罗斯农业悄然崛起ꎬ其发展不仅迎来了重要的转折期ꎬ
还迎来了难得的快速发展期ꎮ 特别是乌克兰危机后ꎬ农业逆势增长ꎬ成为俄罗斯

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ꎮ 这一时期的农业发展主要抓住了几个关键因素:一是

充分利用自身的农业资源条件ꎬ提高土地使用效率ꎬ在国家指导下不断扩大播种

面积ꎬ并根据国内外市场需求调整种植业和畜牧业生产结构ꎬ借助风调雨顺的自

然气候条件使粮食产量创 ４０ 年来的新高ꎬ畜牧业及相关加工业加速发展ꎮ 二是

在前期积累的农业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成果基础上ꎬ保持农业发展政策的连贯性

和有效性ꎮ 在西方经济制裁倒逼的机制下ꎬ将农业发展再次提升到保障国家经济

安全和社会经济稳定的战略高度ꎬ并在进口替代政策的主导下实施一系列行之有

效的配套措施ꎬ对农业领域的优先发展方向不断加大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的扶持

力度ꎬ促进农工综合体发展ꎬ重视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和农机设备的更新以及完

善农业保障机制等ꎬ有效地保证了农业领域进口替代政策的实施效果ꎮ 三是在实

施反危机措施的过程中ꎬ及时抓住卢布暴跌情况下货币政策调整的窗口期ꎮ 乌克

兰危机后ꎬ在油价下跌和西方制裁的叠加影响下ꎬ卢布暴跌一半以上ꎬ虽然为促进

国内农业生产和刺激农产品出口创造了条件ꎬ但短期内引起通货膨胀水平大幅上

涨ꎮ 在权衡反危机、抑通胀、控汇率、促增长的过程中ꎬ俄罗斯央行及时调整货币

政策的目标定位ꎬ由危机开始时以通货膨胀目标制为核心的多目标政策转向卢布

完全自由浮动下的通货膨胀目标制ꎮ 由此ꎬ俄罗斯自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起基本放弃以

外汇干预卢布汇率的做法ꎬ同时停止通过提高关键利率来阻止资本外流的货币政

策②ꎮ 这种政策调整在一定时期内有利于俄罗斯经济的长期结构调整ꎬ并可

保持俄罗斯农产品的竞争优势ꎬ确保粮食出口屡创新高ꎮ 四是利用西方食品

禁运后国内农产品市场上形成的空缺ꎬ激发农业生产者的积极性ꎬ政府为此

采取强有力的保障措施ꎮ 经济危机后卢布的持续贬值造成进口食品价格高

涨ꎬ而同期居民可支配收入不断下降ꎬ难以承受高昂的食品价格ꎮ 于是ꎬ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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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需求的驱动和政府的引导下ꎬ各类农业组织抓住这一时机扩大生产ꎬ自有

资金投资比重逐年升高ꎬ主要农产品产量不断增加ꎬ自给率的提高保证了居

民的基本生活需求ꎬ起到了稳民心、促增长的作用ꎮ
农业取得的成就对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整体社会政治经济都具有重要

的意义ꎮ 从战略层面看ꎬ在西方制裁和经济危机中维护了国家的粮食安全ꎻ
从经济和外交层面看ꎬ面对西方的多轮制裁展现了俄罗斯经济发展的韧性ꎬ
而扩大粮食出口不仅优化了俄罗斯的经济结构ꎬ更增加了俄罗斯经济发展的

弹性ꎬ也加强了国际外交斡旋的筹码ꎻ从社会保障层面看ꎬ农业增长是经济危

机中维护俄罗斯政治社会稳定的压舱石ꎬ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在高通胀压力

下能够保持较低的失业率(２０１４ 年、２０１５ 年的通胀率为 １１ ３６％和 １２ ９１％ ꎬ
而同期的失业率仅为 ５ ２％和 ５ ６％ )ꎬ农业可谓功不可没ꎮ

普京第四任期内ꎬ俄罗斯在农业政策方面将主要以刺激出口为战略导

向ꎬ重点围绕农业总体部署工作展开ꎮ 从俄农业部公布的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４ 年工

作计划来看ꎬ下一阶段主要任务是提高农产品的自给率、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提高农工综合体的投资活力、扩大农工综合体的出口规模和提高高附加值农

业加工成品的出口比重ꎮ 对此ꎬ俄罗斯农业部提出了十分具体的目标ꎬ包括:
到 ２０２４ 年农产品产量比 ２０１７ 年提高 １１ ７％ ꎻ２０２４ 年农产品和食品出口达到

４５０ 亿美元ꎻ保持粮食生产的稳定ꎬ其年产量不低于 １ １５４ 亿吨的水平ꎬ甜菜

年产量不低于 ４ ２６ 亿吨ꎻ提高农户(农场)的土豆产量ꎬ其年产量不低于 ７００
万吨ꎻ扩大葡萄园种植面积ꎬ至少增加 １ 万公顷ꎻ肉牛的存栏量增至 ９３ １ 万

头ꎻ牛奶产量增至 １ ９８５ 亿吨ꎻ到 ２０２４ 年新创立 ３ １７ 万个农业就业岗位ꎻ新
开垦 ３７ ８２６ 万公顷土地以提高种植业农产品产量ꎻ保护 ４０ ９６ 万公顷农业

土地免受风蚀和荒漠化影响ꎬ并使 ６３ ７９ 万公顷退耕地实现土地流转ꎮ 由此

可以看出ꎬ今后几年俄罗斯农业发展的重点是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ꎬ进一步

提高农工综合体的国际竞争力ꎬ同时做好环境和土壤保护ꎬ充分利用农业储

备用地的自然优势扩大种植面积ꎬ确保主要农产品稳定增产ꎮ
未来ꎬ尽管俄罗斯宏观政治经济形势不容乐观ꎬ但农业经济仍具有一定

的增长空间ꎬ关键是看俄罗斯能否充分利用现有的自然资源(首先是土地资

源)ꎬ合理解决现阶段农业发展中面临的诸多问题ꎬ包括:整个行业的利润率

偏低ꎬ农业生产者获得的贷款利率偏高ꎬ部分农业技术现代化水平偏低ꎬ农业

领域投资总体积极性不高ꎬ农业基础设施更新缓慢ꎬ地区和城乡间发展不平

衡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等ꎮ
(责任编辑:农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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