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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20, China became the largest exporter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rade in Brazil. Brazil’s export to China reached 34 billion US 
dollars in 2020 alone, accounting for 1/3 of the tot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exports of Brazil in the current period.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Brazil.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rade 
structure and scale of China and Pakistan, this paper finds out the trade problem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faced by China and Pakistan, 
and puts forward solutions to the related problem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rade quality of China and Brazil.  

Keywords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rade; agriculture

中国与巴西农产品贸易现状及对策分析
周慧贤

巴西驻华大使馆，中国·北京 100600

摘　要

2020 年中国成为巴西农产品贸易的最大出口国，仅 2020 年整年巴西对中国农产品出口额高达 340 亿美元，占据当期巴西农
产品出口总额的 1/3。因此，对中国与巴西农产品贸易现状进行分析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论文基于中巴双方的贸易结构和
规模等方面进行分析，找出中国面临的农产品贸易问题，并针对相关问题提出了解决对策，以期提高两国的贸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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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和巴西两国是重要的农产品贸易伙伴，拥有着坚实

的农业领域合作关系。即使 2020 年受新冠肺炎和全球经济低

迷的影响，中国对巴农产品进口额实现年逆势增长，同比增

长近 10%。随着中国消费市场结构的转型，消费潜力不断升

级，双方的农产品贸易将会朝着更为深化的方向发展。从长

期来看，中国与巴西两国的农产品贸易有着良好的市场环境

和市场基础，再加上“金砖五国峰会”奠定的合作伙伴关系，

中国与巴西农产品贸易市场有着极大的发展潜力和上升空间。

2 中国和巴西农产品贸易现状

2.1 中国对巴西农产品贸易额分析

图 1 2014—2020 年中国对巴西农产品贸易额（单位：亿美元）

近几年随着中巴贸易的稳定性加强以及国际环境的影

响，中国已连续多次成为巴西农产品的最大出口国，总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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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相当于欧盟、美国、阿根廷、日本和韩国五大主要农产品

出口市场的总和，并还处于不断增长的阶段 [1]。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中国对巴西的农产品进口额常年占

据总贸易额的 90% 以上，这奠定了中国对巴西农产品的进口

大国地位，是巴西农产品出口的重要市场和农业合作伙伴。

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巴西逐渐取代了美国对中国大豆

出口的地位，仅 2018 年就高达六千多万吨，占据了中国当年

大豆进口额的七成以上。从贸易额来看，中国出口额规模小，

在进口额方面占据主要优势地位。

2.2 中国与巴西双边贸易结构

表 1 2016、2018、2019 年度中国与巴西进出口项目及占比

（单位：亿美元，%）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巴西主要向中国出口大豆、蔗糖和

肉类产品，这与巴西天然的地理环境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并且大豆比重常年远高于其他产品。而中国向巴西出口的农

产品种类多，但大多较为均衡，主要是蔬菜和水产品等类型

的农产品，并且贸易额小。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向巴西出口

的大蒜占巴西大蒜进口额的 20%，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跟人

口数量和社会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中国人口数量位居

世界第一，有着庞大的消费市场和消费能力，因此必须要大

量的农产品资源来满足人们的生产生活需要。

3 中国与巴西农产品贸易问题

3.1 贸易额差距大

由于自然、人口、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2020 年巴

西对中国农产品贸易顺差高达 331 亿美元，占据了巴西对中

国贸易顺差的 98%，也是巴西对外贸易顺差总额的 65%[2]。

这是中国特有的国情所决定的，中国自然环境复杂、人口众多，

中国农产品首先需要满足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才能对外出口，

但由于中国农业生产还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因此在对外出

口上占据了必然的劣势。

3.2 进口成本高

基于地理位置上的差距，两国的农产品贸易物流设施不

够完善，导致运输成本居高不下 [3]。再加之中国和美国经贸

摩擦的升级，两国关税提高进一步增加了中国农产品的进口

成本。因此，要解决进口成本高的问题，需要深化两国农业

领域的合作，利用现代化技术建立更加快速高效的物流机制，

降低成本。

3.3 单一农产品依赖性强

在巴西对中国出口的农产品种类中，大豆占据了绝对的

优势地位，高达 80% 以上，其他诸如水果、咖啡等农产品占

比较小。从以上数据看来，中国对大豆的进口依赖性较强，

即使在关税提升的前提下依然大规模进行大豆，因此较容易

受限于该类农产品的进口。

4 中国与巴西农产品贸易对策
4.1 加大农业投资合作

作为中国农产品重要的进口国家，巴西农产品对中国国

民生产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了

进一步深化两国的合作，巴西已成为中国目前在南美最大的

投资市场，据相关数据统计已有数十家中国农业企业在巴西

投资谷物、粮油、林业等农业领域的开发。仅中粮集团一家

企业已向巴西投资超 300 亿人民币用于码头和大豆厂等项目

的建设。在未来随着中国企业资本的进入，会更好地对巴西

的物流设施进行完善，从硬件层面降低巴西与中国贸易的物

流成本 [4]。

4.2 提供农业科技支持

在农业科技方面，中国有着世界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

对促进巴西农业发展，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有着极其重要的作

用。早在 2011 年中国就与巴西共同成立了中巴农业科学实验

室，为巴西农业生产提供了先进的育种等技术 [5]。中国农业

科技企业龙头隆平高科在巴西建立了巴西隆平公司，并针对

巴西的自然环境研究出了抗病性强、产量稳定的玉米品种，

深受巴西中国市场的欢迎。除此之外，在华为等高新技术企

业的技术支持下，巴西部分地区已逐步开始对智慧农业进行

探索。中国与巴西进行农业科技交流，是从软件层面降低作

物的生产成本，增加巴西农产品出口的竞争力，进而降低中

国农产品的进口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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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提高中国生产能力

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大豆作为工业化养殖的重要蛋白

来源；二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对于大豆的

刚需是永远存在的。因此，针对于大豆这种高度依赖进口的

农产品，迫切需要提高生产能力。

提高大豆在中国的生产能力要从多个方面进行考虑：

一是兼顾中国现有的农业生产体系，在不影响其他粮食

生产的情况下合理扩大耕地面积，通过扩大规模来提高产量。

二是加强大豆品种的改良，在保证农作物安全的技术前

提下，实现大豆能够适应更多的自然条件以扩大生产规模。但

总的来看，中国要实现大豆不依赖于进口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4.4 建设中国与巴西高效物流通道

高昂的物流成本是中国和巴西农产品贸易的强大阻碍，

由于两国在空间上的距离远，通常农产品进出口规模大，若

采用轮船运输，则面临着长时间海上运输导致农作物变质，

从而物流成本增加的问题；若采用飞机运输，虽节省了时间

但运输量小，物流成本依然居高不下。因此，必须要丰富和

完善两国间的物流体系，引进更为先进的智能物流技术，实

现仓储、货运、配送的一体化物流网络，才能从根本上降低

两国之间的物流成本，切实深化两国的贸易合作。

5 中国与巴西农产品贸易发展前景
5.1 农产品贸易种类多样化

从人口上来看，中国拥有 14 亿人口，有着庞大的消费

市场。根据相关的数据统计，中国人均猪肉消耗量每年约为

47kg，是世界上最为庞大的猪肉消费国。但随着近几年猪肉

价格的不断攀升以及中国人民的饮食结构在持续发生着变化，

对于牛肉等肉类蛋白的需求在不断增加。作为牛肉供应大国，

巴西能够为中国提供稳定的牛肉供应，中国对巴西的牛肉进

口数量将不断增加。在谷物及其加工饲料方面。巴西作为全

球玉米第一大出口国，在玉米进口数量上巴西对中国的出口

额不足中国总进口量的 1%，根据相关的预测，中国在未来对

玉米的进口还会有巨大的增长需求，对于巴西而言是绝佳的

出口增长空间。然后是水果，中国作为全世界最大的水果消

费市场，巴西甜瓜在中国总额相较于最初提升了数十倍，获

得了中国人民的喜爱。因此，基于优质的巴西水果，中国市

场对巴西的葡萄、牛油果等有着更为庞大的需求。最后是咖啡，

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在未来会诞生越来越多的知识型

劳动力，即脑力劳动的人群占比会更多。咖啡作为一种能够

有效提神的产品，广受脑力劳动人群的喜爱，这也与中国年

咖啡消费增速接近 20% 相互印证。因此，中国与巴西两国要

扩大农产品贸易种类，改善贸易结构，实现农产品贸易的优

势互补，切实以人民生活需求为导向实现农产品的健康交易。

5.2 促使中国与巴西农业合作产业链形成

巴西物产资源丰富，而中国是农业消费大国，要实现双

方的优势互补，就需要从多方面深化合作。从短期来看，巴

西将长时间占据双边贸易中的出口优势，而中国则以机械、

科研、资金等方面对巴西进行支持。中国与巴西农产品贸易

开拓的是一种全新的国际农业合作方式，也是双方资源互补

的最优选择。巴西在获得了中国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后能够更

为有效地进行农产品生产，进一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而中

国也能更加优惠和安全地从巴西进行进口。中国与巴西农产

品贸易是中国与巴西农业合作产业链形成的基础。

6 结语

农产品进出口贸易作为两国关系发展的纽带，是实现资

源互换的前提。在这个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发展主题的

时代，中国与巴西两国在农业资源、优势产品、市场需求、

技术集成等方面高度互补、相互依赖，是农业合作的天然伙

伴、战略伙伴。从长远来看，中国需要长期稳定的大豆等农

产品供应伙伴，这也是国家基于人民生产生活层面最为可靠

的考虑。若仅将眼光放在双边贸易进出口额的数量上，这是

极为不利国家发展的，要在开拓市场潜力的前提下，以安全、

高效的进口目标实现中国对外开放的新型格局，深化中国与

巴西两国的贸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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