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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纵深推进，国内外粮食市场加

速融合也将是大势所趋。以中巴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

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新亚欧大陆桥、孟中印经

济走廊以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为代表的六

大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载体，其

地位日益凸显，为粮食贸易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抓

手和机遇。在此背景下，是否可以寻找“一带一

路”倡议沿线国家与中国在粮食贸易方面的机遇

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借鉴国内外相关文献[1-6]，本

文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长期供给与需求

情况，根据影响供求关系的因素简单预测未来粮

食生产量与国内消费需求量的变化，计算生产量与国内消

费量的缺口，即净贸易量（可正可负）。在测算“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粮食长期供求以及由此产生净贸易量不同的基

础上，本文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粮食贸易发展须遵循

“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完善政策措施，积极主动地利用这

一平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粮食贸易，广结投资伙伴，为更

好地利用境外农业资源，建立国际大宗农业商品生产和交

易新体系提供了良好契机。

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长期粮食供求关系

1.1 数据来源

本文涉及的粮食包括玉米、小麦、稻米、高粱等9种谷

物总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中国的粮食生产、消费、进

出口、库存量等数据来源于美国农业部生产与分配数据

库，人口总数等其他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需要说

明的是，由于“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

网络，还没有精确的空间范围，根据数据来源的分类及研

究方便，本文设定研究范围包括东南亚11 国、南亚8国、

中东16国与横跨亚洲中部、北部和欧洲东部的中北亚与

东欧12国四大区域（表1）。本文中的中国省域范围是指

除西藏、香港、澳门、台湾以外的30个省（市、区）。

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谷物供求关系发生巨大的变

化。随着全球人口从1960年的30.3亿人增加到2015年的

73.4亿人，世界粮食产量也由10.94亿吨增加到33.96亿

吨，人均粮食占有量由361公斤增加到463公斤。具体到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看，南亚8国、东南亚11国与中东

16国的谷物供给（总供给=总需求）从1960—2015年分别

由1.1亿吨、0.41亿吨和0.30亿吨增加到3.8亿吨、2.2亿吨

和2.0亿吨，除个别年份有所下降外，多数年份均表现为增

长，增长率分别达到243.93%、426.24%和579.65%。中北

亚与东欧12国的谷物供给波动较大，从1960—1990年由

1.20亿吨增加到2.74亿吨，紧接着连续十年谷物供给不断

下降，到2000年下降至1.29亿吨，随后又在增减交替中不

断增加，到2015年达到2.38亿吨，与1985年的谷物供给水

平持平。

1.2 沿线国家长期粮食供给情况分析

粮食总供给通常包括期初库存、生产量和进口量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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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范围

区域

东南亚
11国

南亚8国

中东16国

中北亚与
东欧12国

主要国家

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
缅甸、东帝汶

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马尔代夫

土耳其、伊朗、叙利亚、伊拉克、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巴林、科威特、
黎巴嫩、阿曼、也门、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埃及

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乌克兰、土库曼斯坦、格鲁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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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从长期来看，四片区域国家的粮食总供给及各个方

面的变化均十分明显，且变化各不相同，相应的粮食供给

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以10年为一个阶段，具体变化如表2

所示。

（1）库存供给变化。期初库存是一年内最基础的供给

要素，总体来说，随着总供给的增加，“一带一路”沿线的四

片区域的期初库存也在不断增加，平均每年的期初库存占

总供给的比例均维持在12%左右，但不同区域库存变化不

同。南亚8国和中北亚与东欧12国分别围绕11%和12%

的水平上下浮动，从1960—2015年南亚8国库存占比最高

时达18.5%，最低时为5.1%；而中北亚与东欧12国的库存

占比年度变化幅度更大，最高时达23.1%，最低时仅为

1.7%。东南亚11国与中东16国的库存占总供给的比例均

经历了“增长—降低—增长”的变化，总体在不断增加。具

体来说，东南亚11国库存占比从1960年时4.08%增加到

1986年的10.94%，接着连续八年不断下降至4.81%后开始

回升，到近年来达到14.40%左右；而中东16国的库存占总

供给的比例从1960—1978年由4.98%增加到19.23%，而

后连续下降到11.93%，随后波动中缓慢上涨，到2015年涨

至19.77% 。

（2）生产供给变化。在1960—2015年 55个年度内，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四片区域生产量均大幅增加。南

亚8国粮食的年均产量为1.94亿吨，2015年度比1960年度

产量增加2.27亿吨，增长了249%。期间，仅有三年生产量

占总供给的比例低于80%，甚至个别年份生产量占比达到

90%以上。东南亚11国的粮食年均产量为0.86亿吨，2015

年度比1960年度产量增加1.07亿吨，增长了294%。东南

亚11国的粮食生产量增幅大于南亚8国，但是生产量占总

供给的比例却在不断下降，由1960年时88.55%

降至2015年66.33%，为55年来的最低点。由此

可见，对于东南亚11国而言，粮食生产量的增加

速度低于粮食总供给量的增速。同东南亚11国

一样，中东16国的粮食生产量在增加，但是生产

量占总供给的比例在不断下降。2015年度比

1960年度产量增加0.55亿吨，增长了259%，但生

产量占比却由80.33%下降到42.38%，最低时仅

为38.15%。中北亚与东欧12国的生产量变化与

其他三片区域略有不同，生产量整体呈上涨趋

势，但增长幅度最小，2015年产量比1960年产量

增加了0.89亿吨，增加了80%。此间，中北亚与

东欧12国的生产量变化经历了“W”型，产量最

低时跌至0.94亿吨，生产量占粮食总供给的比例

经历了浅“U”型的变化，基本维持在80%左右浮

动，最高时达95.74%，最低时为64.92%。

（3）进口供给变化。在1960—2015年的55

个年度内，“一带一路”沿线四片区域进口供给变

化大不相同，同一个区域的粮食进口数量变化及

进口量占总供给量比例的变化大致相同。从粮

食进口数量方面来说，在1970年以前，南亚8国

的粮食进口量居于四片区域的首位，但55年来

进口供给量一直稳定在0.07亿吨左右，最大时为

0.15 亿吨，最低时为 0.03 亿吨，进口量占比由

1970年前的5%左右下降到2%左右。东南亚11

国和中东16国的进口数量和进口量占比均持续增加且大

幅上涨，东南亚11国的粮食进口数量增加了0.41亿吨，增

幅为136.35%，进口量占比由7.37%增加到20.50%。中东

16国的粮食进口数量增加0.73亿吨，增幅为165.19%，进

口量占比由14.68%增加到37.85%。中北亚与东欧12国

的粮食进口数量经历了倒“U”型，最低时不到0.04千万

吨，从1970年粮食进口数量开始增加，最高时为0.55亿

吨，从1988年之后开始下降，近五年来粮食进口量几乎稳

定在0.09亿吨，粮食进口占比稳定在4%左右。

（4）供给关系变化总趋势。在粮食供给（期初库存、生

产和进口）方面，生产量是总供给中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产

量的大小决定了总供给量的大小。期初库存是调节一个

国家或地区总供给量的重要手段，进口量是总供给的重要

补充。1960—2015年，东南亚11国和中东16国的粮食生

产量占总供给量的比例总体上表现为下降趋势，期初库存

率和进口率均在增加。南亚8国的粮食生产量占总供给

的比例增加2%左右，进口率减少2%左右，期初库存率几

乎不变。中北亚与东欧12国的粮食生产量占比经历先下

降后上升，基本与1960年持平，期初库存占比几乎没有变

化，进口率则相对应的先上升后下降。

表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粮食供求情况 （单位：百万吨）

年份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2015

区域

南亚8国

东南亚11国

中东16国

中北亚与东欧12国

南亚8国

东南亚11国

中东16国

中北亚与东欧12国

南亚8国

东南亚11国

中东16国

中北亚与东欧12国

南亚8国

东南亚11国

中东16国

中北亚与东欧12国

南亚8国

东南亚11国

中东16国

中北亚与东欧12国

南亚8国

东南亚11国

中东16国

中北亚与东欧12国

南亚8国

东南亚11国

中东16国

中北亚与东欧12国

总供求

平衡量

109.87

40.92

30.08

119.89

146.00

57.16

41.96

184.79

173.25

80.64

77.42

213.08

232.92

103.82

109.99

274.15

299.04

147.14

133.03

129.58

354.79

194.05

171.30

170.31

377.87

215.32

204.45

237.97

总供给

期初库存

11.48

1.67

1.50

7.00

17.84

4.07

2.90

20.00

17.44

6.37

12.68

11.00

25.44

8.96

18.04

34.61

37.96

15.63

22.07

10.04

46.05

25.78

34.50

33.50

50.30

28.35

40.42

27.65

生产量

91.07

36.23

24.17

112.13

122.33

48.41

30.64

163.71

153.22

67.73

43.87

166.79

204.04

86.32

62.65

201.07

256.95

112.75

65.88

112.89

299.31

137.56

77.97

129.82

317.85

142.82

86.65

201.36

进口量

7.32

3.02

4.42

0.76

5.83

4.68

8.42

1.09

2.59

6.53

20.87

35.28

3.45

8.53

29.30

38.47

4.13

18.76

45.09

6.66

9.43

30.71

58.83

7.00

9.71

44.14

77.38

8.95

总需求

期末库存

11.46

1.63

1.94

8.00

17.59

3.87

2.51

12.00

15.01

7.82

13.13

11.00

26.96

8.70

21.67

41.24

54.81

15.79

20.61

12.00

48.65

26.07

30.52

28.68

40.53

22.44

40.36

24.20

国内消费

98.14

34.84

27.84

104.91

127.94

48.53

38.89

164.44

156.05

65.88

63.00

201.45

203.79

88.31

85.84

220.53

238.18

118.56

109.40

110.13

294.50

146.64

135.97

118.79

321.48

170.02

157.16

135.29

出口量

0.27

4.45

0.30

6.98

0.47

4.76

0.57

8.36

2.20

6.94

1.29

0.63

2.18

6.80

2.48

12.38

6.04

12.80

3.02

7.46

11.63

21.34

4.81

22.85

15.86

22.86

6.94

7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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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沿线国家长期粮食需求情况分析

与总供给相对应，粮食总需求也由三方面组成——期

末库存、国内需求量和出口量。在1960—2015年55个年

度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粮食需求量和需求关系发生

了深刻的变化，这也反映了四片区域的粮食需求市场和消

费行为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是数量增减的变化，也是需

求结构与需求关系的重大变化，具体变化如表2所示。

（1）库存需求变化。从需求角度看，当期年度的期末

库存量被视为需求表现，是需求转变为消费在当期“剩余”

的需求和滞后一期的潜在供给能力表现。从总体来看，中

东16国、东南亚11国和南亚8国的期末库存均呈上涨趋

势，最高时分别增加了0.38亿吨、0.29亿吨和0.46亿吨，但

南亚8国的期末库存量波动较大。长期来看，中北亚与东

欧12国的期末库存量基本稳定在0.23亿吨上下波动。

（2）国内消费需求变化。粮食的国内消费需求是指粮

食使用量之和，包括食用、饲料、加工等用途的国内使用

量，是粮食总需求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粮食的最主要用

途。 1960—2015年的55个年度内，南亚8国、东南亚11国

和中东16国的国内消费需求量均在不断增加，分别增加了

2.23亿吨（增长了227.56%）、1.35亿吨（增长了388.05%）和

1.29亿吨（增长了464.45%）。中北亚与东欧12国粮食的

国内消费需求则经历了先上涨再下降后平稳的过程，从

1960—1990年由1.05亿吨增加到2.21亿吨，到1999年有

下降至1.08亿吨，近十年稳定在1.3亿吨左右。

（3）出口需求变化。总体来说，南亚8国、东南亚11国

和中东16国的出口需求量较小，其中中东16国的粮食出

口量最小，1985年以后出口量略有增加，平均每年出口量

为0.04亿吨。1975年以前南亚8国的粮食出口量几乎均

不超过0.01亿吨，1976—1993年粮食年平均出口量也不

到0.02亿吨，1994年后粮食出口量开始逐年增加，2001年

超过0.1亿吨，到2015年的粮食出口量为0.16亿吨。东南

亚11国的粮食出口量则在不断增加，1960—2015年的55

个年度出口量增加了0.18亿吨，增长了413.94%。而中北

亚与东欧12国的粮食出口数量变化大，近年来波动剧

烈。1960—1978 年期间平均每年出口 0.05 亿吨粮食，

1979—1986年粮食出口量低于0.01亿吨，1987—2000年

期间每年出口0.1亿吨左右，2001年以后粮食出口量快速

增加，到2015年增加到0.78亿吨，相比2001年增加了0.57

亿吨。

（4）需求关系变化。在需求（库存、国内消费和出口）

方面，三要素自身变化和相互之间的变化，使得各个区域

的粮食需求关系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国内粮食消费需求

是粮食总需求中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其变化决定了总需求

变化的基本方向。期末库存量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内

部供给的调节能力和对外部依赖性的大小，出口量则是总

需求中较为次要的因素，是总需求的调节力量。1960—

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体上变现为国内消费需

求数量增加，但是消费需求率在降低；库存率和出口率较

低，南亚8国与中北亚与东欧12国的期末库存率几乎没有

变化，东南亚11国和中东16国的期末库存率小幅增加；东

南亚11国和中东16国的出口率几乎没有变化，分别为

10%和3%左右，近年来南亚8国的出口率小幅增加（由0%

增加到5%左右），中北亚与东欧12国的出口率大幅增加

（由5%增加到30%左右）。

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的产需预测

2.1 沿线国家粮食供求的三大因素

（1）粮食单产水平的变化。粮食的单产水平等于粮食

总生产量除以收获面积。图1 给出了沿线国家粮食单产

水平变化趋势。从历史水平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四

大区域的粮食单产水平均在不断提高，除中北亚与东欧

12国的单产水平波动较大外，其余三大区域的单产水平

以线性增长趋势拟合，拟合优度高达95%以上。具体来

说，55年来单产水平增加最大的是南亚8国，增长了1750

公斤/公顷，年增长率达4.10%；其次是中北亚与东欧12国

和东南亚国家，单产分别增加了1644公斤/公顷和1555公

斤/公顷，年增长率为3.00%和2.65%；中东地区单产水平

增加最少，为1460.17公斤/公顷，年增长率为2.84%。

图1 “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粮食单产水平变化

（2）人口数量的变化。“一带一路”沿线四大区域的人

口数量变化如图2所示。从整体来看，四大区域的总人口

数均在不断增加，南亚8国人口最多，中北亚与东欧12国

的人口增长较缓。具体来看，四大区域人口增长经历了不

同的变化（如下页图3）。南亚8国总人口的增长率经历了

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东南亚国家和中东国家总

人口增长率在1960—1972年均维持在2.65%左右，1972年

后东南亚国家人口增长率逐年下降，到 2014 年降至

1.19%，1972年后中东国家人口增长率则上升，最高时达

3.27%后快速下降，到1993年后人口增长率下降速度放

缓，2014年降至1.97%。中北亚与东欧12国的人口增长率

较低，且变化更复杂，1964—1988年人口增长率维持在

0.90%左右，1989—2014年期间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趋

势，最低时为-0.25%，近年来增加到0.5%。

图2“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总人口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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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均粮食消费水平的变化。四大区域的人均粮食

消费水平变化各异，具体变化如图4所示。中北亚与东欧

12国的人均粮食消费量最大，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近年

来稳定在每年每人需要460公斤/人·年，用抛物线模拟55

年来人均粮食消费量解释程度可达56.44%；中东16国的

人均粮食消费水平变化先逐年上升，近年来稳定在370公

斤/人·年左右，用抛物线模拟年度变化情况解释程度可达

86.55%；55年来东南亚国家的人均粮食消费水平增长了

100公斤/人·年，近年来仍然持续增长，这一过程用抛物线

模拟，其解释程度高达97.90%；南亚8国人均粮食消费量

增长最少，波动较多，用抛物线模拟其年度变化趋势，解释

程度仅为42.90%。

图4“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人均粮食消费水平变化

2.2 粮食生产供给预测

上文已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粮食单产水平变

化情况，从总体来看，四大区域的粮食单产水平表现比较

平稳，有较强的趋势性，因此本文考虑使用趋势外推法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粮食单位面积产量进行中长期预

测。预测方法如下：

Sijt =yijt ×Aijt (i =1,2,…,47; j =1,2,…,9; t =1,2,…,71)（1）

其中，i表示“一带一路”沿线的不同国家，j表示玉米、

小麦、大米、高粱等9种不同的作物，t表示1960—2030年

的71个年度；Sijt 表示第t年国家i的第j种粮食作物的总

生产量，yijt 表示第t年第i个国家的第j种粮食作物单产水

平，Aijt 表示第t年第i个国家的第j种作物的收获面积。

具体方法，首先根据四大区域不同国家的不同粮食作

物单产历史数据进行初步判断，然后第i个国家的第j种粮

食作物单产水平 yijt 的趋势可以利用关于时间的函数

f (t)，即线性方程、二次方程、三次方程进行模拟，同时考

虑拟合优度与方程的简洁性，选出最优拟合方程，如下：

yijt =αijt ⋅ f (t) +βijt (i =1,2,…,47; j =1,2,…,9; t =1,2,…,71) （2）

αijt 表示拟合方程 f (t)的系数，f (t)可以是一次、二次

甚至三次方程，βijt 表示拟合方程的截距项。

预测结果如表3所示，苏联12国、南亚8国和东南亚

11国的单产水平均在不断增加，中东16国的单产水平先

增加到2020年为最高点后，逐年下降。
表3 “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单产水平预测 （单位：吨/公顷）

年份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30

中北亚与东欧12国

2684.67

2778.48

2877.69

2982.49

3093.04

4551.80

中东16国

2660.39

2669.29

2675.79

2679.79

2681.21

2533.92

南亚8国

2619.51

2670.20

2721.48

2773.36

2825.84

3383.37

东南亚11国

2750.33

2785.76

2821.31

2856.98

2892.78

3257.73

粮食生产供给等于粮食单产乘以播种面积。虽然全

世界有4923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但耕地面积仅占其

中的37.73%，用于播种粮食的耕地面积更是少之又少。

而随着城镇化以及高强度的耕地利用模式，会使得可用于

播种粮食的耕地面积增加有限，甚至出现负增长的情况。

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四大区域粮食播种面积维持现

有水平进行预测，即中北亚与东欧12国、中东16国、南亚

8国和东南亚11国的粮食播种面积分别为0.78亿公顷、

0.32亿公顷、1.32亿公顷、0.54亿公顷。

2.3 粮食消费需求预测

对于粮食需求的估算，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一是先

估算年人均粮食消费量，再根据人口变化情况求出粮食消

费总量；二是依据不同粮食消耗途径，先估算出粮食消费

中的口粮消费、饲料用粮、种子用粮、工业用粮、粮食损耗

等，然后再加总求出粮食消费总量；三是通过人口对热量

摄入的需求，根据食物结构确定热量摄入需求和粮食消费

总量的关系[7]。常见的预测方法有定性分析、时间序列模

型和联立方程模型。每种估算方法均有其优劣势，由于本

文关注的是各国国内不同粮食品种消费的总体（DC）趋

势，且已有的历史数据跨度长，因此可根据历史数据模拟

人均粮食消费量（AD）和人口（PO）的变化趋势，来推测粮

食消费总体（DC）情况，具体如下：

DCijt =ADijt ×POit (i =1,2,…,47; j =1,2,…,9; t =1,2,…,71)

（3）

其中，DCijt 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i的第j种

粮食作物在第t年的国内消费总量，ADijt 表示国家i的第j

种粮食作物在第t年的国内人均消费量，POit 表示国家i

在第t年的人口总数。

从上文分析可知，中东16国和东南亚11国的人均粮

食消费有明显的趋势变化，因此可利用趋势外推法预测未

来粮食消费需求量，具体拟合方法如下：
ADijk = λijt·f (t) +μijt (i = 1,2,…,47; j = 1,2,…,9; t = 1,

2,…,71) （4）

λijt 表示拟合方程 f (t)的系数，f (t)可以是一次、二次

甚至三次方程，μijt 表示拟合方程的截距项。

而中北亚与东欧12国和南亚8国的人均粮食消费用

趋势拟合能够解释的程度较低，且由于本文预测时期较

短，短期内人们粮食消费习惯不会产生大的改变，且近年

图3“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总人口增长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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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两大区域的人均粮食消费水平均表现出在一定区间范

围内波动。因此，对中北亚与东欧12国和南亚8国的人均

粮食消费预测，2020年采用均值法，2030年的预测值采用

同比增长法。具体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人均粮食需求量预测 （单位：公斤/人·年）

年份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30

中北亚与东欧12国

461.98

463.71

460.41

462.03

462.05

461.77

中东16国

367.72

366.55

365.28

363.90

362.42

341.76

南亚8国

188.19

187.76

187.35

187.76

187.62

178.11

东南亚11国

262.24

264.85

267.49

270.15

272.83

300.96

从上文分析可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人口均在不

断增加，但增长变化不尽相同。因此，本文通过结合人口

增长率的变化来预测2020年和20130年总人口的数量。

具体预测方法，中北亚与东欧12国的人口增长率稳定在

0.5%左右，因此以0.5%的增速预测2020年和2030年该区

域的人口总数；中东16国2001—2010年人口年平均增长

率为2.07%，比1991—2000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2.17%下

降了0.1个百分点，可以预见未来中东16国的人口增长速

度可能会进一步下降，因此以1.97%和1.87的年平均增长

率预测2020年和2030年的人口总数；南亚8国总人口变

化趋势以三次项方程拟合程度高，采用趋势外推法预测；

东南亚11国人口增长率变化以二次项方程拟合程度高，

采用趋势外推法预测人口增长率，进而预测人口总数。预

测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总数预测 （单位：亿人）

年份

2020

2030

中北亚与东欧12国

2.90

3.10

中东16国

4.50

5.30

南亚8国

18.50

21.20

东南亚11国

6.60

7.40

2.4 供需平衡预测结果

上述已分别预测各国粮食生产供给和消费需求，将

47个国家按照其地理位置分布分为东南亚、南亚、中东和

中北亚与东欧四大区域，在k区域有 rk 个国家，将9个品种

粮食作物的生产量和消费需求量加和后汇总，每个区域粮

食总生产量和消费需求量分别为 Sk 和 DCk ：

Sk =∑
j =1

9

∑
n =1

rk

Sjrk
（5）

DCk =∑
j =1

9

∑
n =1

rk

DCjrk
（6）

其中，∑
k =1

4

rk =∑
i =1

47

i =47表示四个区域的国家总数。

产需缺口（SDk）等于粮食生产总量（Sk）减去粮食需求

总量（DCk），即：

SDk =Sk -DCk (k =1,2,3,4) （7）

经过计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四大区域粮食的生产

和需求情况如表6所示。可以看出，中北亚与东欧12国和

南亚8国的粮食生产量不仅能满足该区域国内的需求，还

能部分出口，而中东16国和东南亚11国的粮食生产量不

能满足需求量，需要从其他地方进口。
表6 “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产需预测结果 （单位：亿吨）

生产量

需求量

产需缺口

年份

2020

2030

2020

2030

2020

2030

中北亚与东欧12国

2.41

3.55

1.34

1.43

1.07

2.12

中东16国

0.86

0.81

1.63

1.81

-0.77

-1.00

南亚8国

3.73

4.47

3.47

3.78

0.26

0.69

东南亚11国

1.56

1.76

1.80

2.23

-0.24

-0.47

3 总结与启示

本文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划分为四大区域，首先对

四大区域长期的粮食总供给与总需求进行分析，再对粮食

生产和消费变化进行预测，计算出不同区域粮食的产需缺

口。预测结果表明，未来中北亚与东欧12国和南亚8国的

粮食生产量富余，可向外出口；中东16国和东南亚8国的

粮食生产量不能满足该区域的国内需求量，需要从外部进

口。

上述结论说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粮食贸易

潜力巨大，而且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存在互补性，从而

为加快中国农业尤其是粮食的国际化经营提供了新的契

机。从对沿线国家粮食生产与消费量匡算结果来看，沿线

国家对于发展对外农业合作的强烈需求为中国的农业外

交提供了外推力[8]。因此，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应

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重视贸易便利化方面的合作与创

新，建立多元化合作机制，实现亚欧大陆的互联互通和共

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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