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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俄罗斯农业资源禀赋分析

1.1　俄罗斯土地资源禀赋

从俄罗斯全国来看：2017年俄罗斯具有171250万公顷的国

土面积，在土地所有量上位居世界第一。在俄罗斯的国土构成种

类中，林业用地最多，其次耕地、沼泽地。2017 年俄罗斯农用

地占国土面积的13%，达到22200万公顷；而林地则占总土地量

的50.8%，达到87070万公顷，沼泽地占总土地量的13.2%，达

到22680万公顷，其他土地则占23%，达到39300万公顷。按照

俄罗斯2017年人口总量为1.469亿人口来计算，2017年俄罗斯

人均耕地量为约1.52公顷。

1.2　俄罗斯劳动力资源禀赋结构

从人口数量上看，截止到 2 0 1 7 年底俄罗斯人口总数为

1.4688亿人，农村人口为3755.3万人，占总人口的25.6%，而

且人口多年呈现负增长。从人口年龄构成结构来看，劳动适龄人

口为8225.28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56%，而从事农、林、牧、

渔业的人口仅为507.45万人，不足总人口的3.5%。

2　俄罗斯农业生产结构分析

俄罗斯按照地区农业条件、发展水平、国家支持力度等条

件，将俄罗斯农业发展划分为四个梯度：第一梯度，中央区、北

高加索区和伏尔加河地区，俄罗斯全国平均农业部门的比例为

14%，而这些地区这一指标达到了25%，在这些地区超过80%的

土地用于生产农业，这里主要种植油料作物、谷类作物、蔬菜

和浆果以及发展畜牧业。第二梯度，西西伯利亚地区、伏尔加-

维亚茨克区和加里宁格勒州，这里的自然和气候条件能够满足

人民的基本粮食问题。第三梯度，中央和乌拉尔地区，这些地

区的农业发展远低于上几个梯度地区，但采取积极鼓励政策，该

地区可以成为畜牧业生产基地，例如，巴什科尔托斯坦在牛的

数量上排名全国第一，为104.86万头。第四梯度，北部、西北、

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这些地区自然和气候条件不利，需要

国家在政策上给予大力支持，这些地区成为俄罗斯农业优惠政

策的主要实施区。

2.1　生产结构及主体特点演变

俄罗斯农业结构改革从1991年开始，在最开始的十年中，农

业部门经历了重大的生产结构调整，于1990年开始的土地改革

使农业土地使用者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1991-1997 年期

间，公共部门农业用地的份额由1991年的56.0%下降到1997年

的13.4%，而私人（集体和个人家庭）所占比例由40.3%上升到

70.9%。而随着土地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农业生产结构也发生了

相应的改变。从1990年以农业组织为主个人为辅的生产方式逐

渐转变为以农业组织、个人、农场的生产方式。在农业产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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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以农业组织形势的生产主体所占比例下降

了近21%，而农场形式的生产主体则增加了12.5%。在不同的

生产类型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分工，农业组织主要生产谷物和油

料作物、甜菜、家禽和养猪业。而在粮食、油料作物和绵羊

的生产农场占有很大比例，个人主要生产土豆、蔬菜、水果

和浆果、牛肉和羊肉，约为一半的牛奶。

2.2　畜牧产品生产特点演变

畜牧业是俄罗斯农业领域中的重要产业之一，为俄罗斯食

品、轻功、皮革和其他行业提供重要的原材料。畜牧业在俄罗斯

农业中占有重要地位，1990 年畜牧业的总产值为农业总产值的

63.4%，2000为45.8%，2014年为49.0%，2017年为52.4%。苏

联解体后，俄罗斯在经济上采取激进式的改革——“休克疗法”，

使得俄罗斯畜牧业在1991-2000 年期间受到改革严重的负面影

响，牲畜和家禽的屠宰量从1990 年的 1011.2 万吨直接下降到

2000年的444.6万吨。在资金匮乏和各项政策混乱的情况下，自

1990年俄罗斯畜牧业进入低迷期。直到2000年后普京总统上台，

开始大力调整农业政策，在资金上给予农业生产一定的补贴，从

而促使畜牧业开始有所增长，但增长速度相对较为缓慢，直到

2017年畜牧产品总体生产才恢复到苏联解体时的水平。

从肉类的产品生产结构中看，俄罗斯主要以牛、猪、家禽类

为主。在1990-2017年期间牛肉生产量呈下降趋势，从1990年

的4329千吨下降到2017年的1569千吨，而且在近三十年的时

间里下降趋势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改善。家禽类生产量由1990年

的1801千吨下降到2000年的768千吨，随后家禽产量开始上升，

到2007年基本恢复到1990年产量，此后一直持续高速增长，到

2015年达到4536千吨，2015年-2017年开始低速增长，到2017

年家禽产量达到4941千吨。猪肉的产量也经历了持续下降到缓

慢回升的阶段，产量由1990年的3480千吨下降到2005年的1965

千吨，随后缓慢增长，到2017年达到3516千吨。俄罗斯主要肉

类产品生产结构由1990-2007 年的以牛、猪、家禽为主转变为

2008-2017年的家禽、猪、牛为主。羊肉产量在俄罗斯只占有很

小的一部分，不足肉类的2%，而在1990-2017年羊肉的产量也由

1990年的最高值395千吨，下降到2000年的140千吨，随后虽

然有所增长，但直到2017年俄罗斯羊肉产量也没有达到1990年

水平，产量仅为219千吨。

此外，牛奶、鸡蛋、蜂蜜以及羊毛在俄罗斯畜牧产品生产中

也占有重要位置。牛奶在俄罗斯的产量从1990-2017年一直呈下

降趋势，从1990年的557.15亿吨下降到2017年的302.34亿吨，

而鸡蛋的产量从1990年的474.7亿枚下降到1995年的338.3亿

枚，虽然从1995年有所回升，但增长速度相对较慢，直到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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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也没有恢复到1990 年的水平，产量仅为448.23 亿枚。蜂蜜

产量由1990 年的 4.6 万吨增加到2017 年的 6.9 万吨，增长了

50%。而羊毛的产量则重1990 年的 22.7 万吨，下降到2017 年

的 5. 7 万吨。

2.3　谷豆类作物

俄罗斯谷类作物生产结构发生改变。2008 年以前谷类作物

生产占前四位的为小麦、大麦、燕麦、玉米，2008 年后逐渐

转变成为小麦、大麦、玉米、燕麦的生产结构，而且小麦和

玉米的生产产量和比例呈上升趋势，而大麦和燕麦的生产则略

有下降。小麦的生产可谓“掌上明珠”，其产量由 199 1 年的

0.89 亿吨增长到2017 年的 1.36 亿吨，增长率达到150%。从

1991年在所有粮豆类作物中所占比例从43.7%，提高到2017年

的63.5%，其中2010 年小麦的生产所占比例最高达到68.1%，

小麦作为俄罗斯重要的农作物，鉴于其对俄罗斯农业的重要性

及所占市场份额，未来小麦的生产呈现加强趋势。占据第二位

置的为大麦，但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其产量并没有得到明显的

提升，反而由1991年的0.22亿吨下降到2017年的0.21亿吨，

在所有粮豆类作物中所占比例也有所下降，由1991年的24.89%

下降到2017 年的 15.22%，在近十年一直呈下降趋势。占据第

三位和第四位的分别是玉米和燕麦。在2008年前燕麦一直在俄

罗斯作物生产中占据第三的位置，直到2008年玉米的产量超过

了燕麦，随后一直处于增长趋势。

俄罗斯豆类作物种植相对于谷物种植数量要少得多，仅占

所有谷物及谷物豆类总量的6.1%。但从2014年豆类作物的种植

面积开始逐年增加，每年增加面积平均达到 20 万公顷，2017

年总面积超过了 2 2 0 万公顷，其中以大豆的种植面积增加为

主。在豆类种植种类中，主要以豌豆和大豆为主，2017 年豌

豆种植面积接近谷物及谷物豆类种植总面积的1.6%，种植区域

主要分布在中央区域的奥尔洛夫州、坦波夫州和梁赞州；而大

豆种植面积占谷物及谷物豆类总种植面积的3.3%，主要分布在

远东地区和伏尔加河地区，主要以远东地区为主。2017 年豆

类总产量达到788.6 万吨，其中大豆产量达到362.1 万吨。

2.4　果蔬类农作物

从果蔬类农作物生产的结构上看，蔬菜种植种类在10-15

种，包括：土豆、白菜、西红柿、黄瓜、洋葱、大蒜、

胡萝卜、甜菜、豆类和绿色作物等。在瓜果类中种植最多的

为西瓜和甜瓜等。

在蔬菜生产方面：从生产主体上开看，俄罗斯私人（包

括个人和农场）生产的蔬菜量占俄罗斯蔬菜生产总量的70% 以

上，而农业企业提供的蔬菜不足30%。从产量来说，蔬菜生产

一直没有多大起色，其产量由1991 年的1030 万吨增加到2017

年的 1360 万吨，增长率不足30%。2013 年以前蔬菜种植增长

率都不高，直到 2014 年蔬菜种植才开始增长起来，这不仅取

决于良好的收成能够提高农民的积极性，更得益于俄罗斯外部

的宏观环境，2014 年乌克兰危机虽然降低了居民的购买力，但

俄罗斯实施了有效的反制裁措施，促使国内蔬菜需求增加，从

而促进了蔬菜农作物种植的发展。

在水果及浆果生产方面：自前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的水

果及浆果生产相对水平较低，直到2017年水果及浆果年产量基

本保持在300 万吨左右。在水果生产中主要以有籽类为主，占

总产量的56%，其中苹果的生产占有籽类水果的 95%，这一水

果生产结构在俄罗斯多年没有改变，2017 年苹果的总产量在俄

罗斯超过了 73.7 万吨，种植区主要集中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

区。俄罗斯种植的浆果主要以黑莓和红葡萄为主，占总量的

45-47%，其次是草莓，占生产总量的23-25%，种植区主要集

中在阿尔泰边疆地区。从生产对象上来说，俄罗斯72% 的水果

及浆果由私人所生产，而农业企业生产比例小于 2%。从消费

上来说，俄罗斯平均水果和浆果消费量平均为每人每年 62 公

斤，低于俄罗斯国家建议消费标准每人每年100 公斤，供需缺

口达到 38%。

2.5　林业生产特点

俄罗斯森林资源丰富，2017年森林覆盖面积达到11.845亿

公顷，木材总蓄积量达到 893.96 亿立方米，占全球总储量的

26%。在木材品种结构中，主要为针叶林和阔叶林为主，其中

针叶林最多占总量的70%，主要分布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和

远东地区，总面积达到 8.3 亿公顷，剩下的大部分为阔叶林。

而在森林资源中，成熟林为440 亿立方米，为俄罗斯木材出口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俄罗斯每年出口原木占木材出口总量的

80%，而其中的 50% 出口中国。

3　俄罗斯农业投资硬环境特点分析

3.1　农业生产要素特点分析

从俄罗斯农业土地数量上看，俄罗斯具有绝对优势，在世

界耕地资源中占据前列；而劳动力数量相对较少，成为农业发

展的一个主要障碍因素。

3.2　农业基础设施特点分析

在农业机械拥有量方面，2017 年俄罗斯拥有的拖拉机仅为

21.5 万台，播种机为8.2 万台，谷物收割机为5.86 万台，而

且拥有农业机械的数量呈逐年下降趋势。从农业机械拥有量上

来说俄罗斯农用机械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其农业发展需要；此

外，俄罗斯农村没有柏油路面的公路比例达到29.4%，在医疗

和教育机构数量方面，俄罗斯呈下降趋势。因此，在农业基

础设施上俄罗斯具有一定的弱势。

3.3　农业生产结构特点分析

俄罗斯农业生产结构中，以农业组织、个人、农场的为

主，生产主体相对集中。而在农业生产中，俄罗斯谷豆类生

产主要以小麦、大麦、玉米、燕麦为主要结构，其中小麦占

据主要位置，能够满足国内消费，而且产量逐年上升，豆类

作物中，以豌豆大豆种植为主，而且大豆种植从 2014 年以来

快速增长，2017 年增加到 220 万亩；农作物生产能力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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