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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偲日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于 2020年 11月 15日正式
签署，有望于2022年初生效实施。中国和泰国均为RCEP成员，两国
积极推动协定成功签署，并率先完成国内批准程序。两国地理位置
相邻，农业资源互补，互为重要农业贸易伙伴，RCEP会给中泰农产
品贸易带来怎样的影响？我国农业企业将面临哪些机遇？

中泰农产品贸易情况

泰国属于热带季风气候，雨热同期，耕地资源丰富，农业劳动力充
沛，是传统农业大国，被誉为“东南亚粮仓”。泰国是亚洲乃至全球主要
的大米、天然橡胶出口国，在咖啡豆、蔬菜、热带水果、罐装水产品等农产
品出口上也占据重要地位。中泰两国农业互补性强，泰国在农业资源和
劳动力方面占优势，中国具有技术、管理和资金优势，合作潜力较大。

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成，泰国对中国 87%、中国对泰国
94.5%的农产品已取消关税，为深化两国农业合作提供了市场动力和
制度保障。2010-2020年，中泰两国农产品贸易额从 36.8亿美元增
至 143.1亿美元，增加了 2.9倍，年均增长 14.6%；其中，中国对泰国出
口额从 11.9亿美元增至 42.8亿美元，增加了 2.6倍；自泰国进口额从
24.9亿美元增至100.3亿美元，增加了3倍。中国居逆差地位，且逆差
呈扩大态势。即使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形势下，中泰农产品
贸易仍逆势增长，进出口额分别较同期增长了 15%和 42.9%。目前，
中国已是泰国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市场，也是其最大的进口来源地；泰
国是中国第三大农产品进口来源国、第五大农产品出口国。在贸易
结构上，中泰农产品贸易以水果蔬菜和粮食类为主，近年来水产品和
畜产品贸易也迅速升温。

RCEP协定下中泰农产品领域开放情况

在农产品市场准入领域，中泰总体维持了中国—东盟自贸区项
下的开放水平，另对少量产品扩大了开放程度。RCEP原产地规则
实行“区域累积”，允许 15个成员方的价值成分计入区域价值，在其
区域价值成分标准与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大体相同情况下，由于
RCEP成员更多、更易达标，其享惠门槛进一步降低，RCEP项下的
关税减让仍有重要意义。

总体而言，泰国承诺对中国 895个税目下的农产品维持零关税
或立即降零，占农产品总体的 53.4%，主要品类有畜产品、番茄、莴
苣、葡萄、苹果等。经 10、15或 20年降零的农产品共 461个类目，占
27.5%，主要是鱼类、水果、坚果、植物油、蜂蜜、酒类等。此外，泰国对
其 87个较为敏感的农产品采用部分降税或维持基准税率，占 5.1%，
主要是部分特殊税目下的牛、羊、马及其食用杂碎等。相对应的，中国对泰国960个类目
下的农产品维持零关税或立即降零，占全部农产品的 65.3%，主要是水产品、热带水果
等。经 10、15或 20年降零的农产品有 404项，占全部类目的 27.5%，主要是畜产品、水果
蔬菜等。部分降税及例外产品只有106项，占7.2%，主要是粮食、食糖、棉花类产品。

在投资方面，泰国政府在RCEP项下对此前严格限制外国人进入的种稻、果园、旱地
种植、畜牧业等领域扩大了开放，这为中国企业赴泰投资提供了机遇。此外，RCEP生效
后，中泰等成员将对快运货物、易腐货物等力争6小时通关，这有利于促进农产品跨境物
流和电商发展，推动生鲜农产品的快速通关和贸易增长。

借力RCEP深化中泰农业合作的主要方向

RCEP为中泰农业合作提质升级提供了新机遇。农业企业可密切关注RCEP生效
进展，积极筹划，争取充分挖掘RCEP红利。

一是进一步繁荣双边农产品贸易。泰国的热带水果、健康类产品以及中国的鱼类和坚
果等都在对方市场享誉盛名，可利用协定项下的减免关税待遇和便利通关条件扩大双边
贸易。二是积极发展对泰农业投资合作。借助协定宽松的原产地规则和泰国提高农业
投资准入的机遇，扩大对泰农业及农产品加工业投资，优化资源配置，开展农业产业链合
作。三是促进农产品跨境电商发展。RCEP为农产品跨境电商发展营造了良好环境。尤
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中泰农产品跨境电商有广阔发展空间。相关企业可加大对泰

国跨境电商布局和海外仓建设。
（作者单位：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

促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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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宫宇坤

“逐水而居”是人类繁衍和生存发展
遵循的基本准则。渔业在保障全球食物
安全、优质蛋白供给和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等方面都发挥着巨大作用。联合国粮
农组织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全球水产品
年人均消费量已超过 20公斤，为人类提
供近17%的动物蛋白质总量。

10月 27日至 29日，由中国国际贸易
促进委员会农业行业分会（农业农村部
农业贸易促进中心）主办的第 25届中国
国际渔业博览会（以下简称“渔博会”）在
山东省青岛市举办，来自亚洲、欧洲、美
洲及大洋洲等 19个国家和地区的 970多
家企业相聚在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展
示产品、洽谈合作、寻求商机。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马有祥表示，水产
品是全球贸易最为活跃的农产品之一，为
各国消费者提供更多品种的食物选择。
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带
来冲击，水产品全球供应链不畅，水产业
全球交流受阻。本届渔博会是新冠肺炎
疫情以来全球水产领域首次举办的国际
大型展会，将向全球水产业复苏发出积
极信号，对提振行业信心意义重大。

多国展团重视中国市场

得益于市场的稳定复苏，2021年挪威
海产对华出口表现亮眼。今年前9个月，
挪威共向中国出口13.7万吨海产品，价值
39.6亿挪威克朗，出口量同比增长约51%，
出口额同比增长约40%。挪威海产局中国
内地及香港地区总监童安睿说：“此次挪
威展团有3家企业来到现场，另外10家企
业线上参展，他们都精心准备视频与各项
资料，对接中国市场前沿消息。”

爱尔兰食品局驻华代表处主任苏礼
文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与爱尔兰海鲜
贸易总额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171%，中国
市场是爱尔兰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随
着中国中高端餐饮门店的增多，市场对
爱尔兰海产的需求和认知度都逐步提
升；以盒马鲜生为代表的新零售平台为
爱尔兰的活鲜产品提供更多展示机会；
冷链技术的成熟与物流设施的完善将助
推爱尔兰海产步入更广阔的市场。

智利参与这一渔业界盛会已经超过
10年，本届渔博会智利共有6家公司以线
上形式参展，主要产品有帝王蟹、智利海
鲈鱼、南美尖尾无须鳕、智利贻贝、大西
洋鲑等。智利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娜塔
介绍，“智利在太平洋上拥有长达4300公
里的广阔海岸线，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使智利的海洋生态系统具备多样性，三
文鱼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30%以上。”

加拿大大西洋商会联合加拿大联邦和
多个省级政府、渔业产业协会在渔博会期
间组织加拿大海产高峰论坛。不列颠哥伦
比亚省的多家出口企业为中国海产专业买
家提供全面的产品贸易机会分享、产业剖
析和展示，也为中国的广大进口商、经销
商、零售商等渠道伙伴提供集中对接全加
拿大海产品的机会。

此外，本届渔博会首次推出“全球渔
商荟”，为参展商搭建数字化智能化渔业
B2B商贸平台，满足企业线上线下双平台
商务交流需求。“在我看来，此次展会最大
的优点是线上线下同步举行，线上展会为
无法到场的外国厂商提供更多机会和空
间与中国进口商交谈。”秘鲁共和国驻华
大使馆商务处经济商务参赞柏碧澜说。

水产企业打造国际品牌

今年年初，农业农村部在全国范围
内认定首批 115家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
发展基地（以下简称“国贸基地”），旨在
进一步提升中国出口农企实力，增强中
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多家被认定为国
贸基地的水产企业此次相约青岛，借助
渔博会平台了解国际市场形势，拓展国
际市场渠道。

已经连续参加过14届渔博会的广西
金海盈食品有限公司主要出口斑点叉尾
鮰鱼、罗非鱼和金鲳鱼，拥有全球最佳水
产养殖规范 4星等诸多认证。公司营销
中心营销总监郑新秀说：“我们的鮰鱼产
品对美出口量在行业内排名前三，美国
进口商、批发商和零售商对金海盈的产
品都非常认可，特别是对我们在产品质
量和食品安全方面的评价很高。”

浙江大洋世家股份有限公司以远洋
渔业为核心，集水产加工、进出口贸易、
国内销售于一体，自有船队，常年在太平

洋和印度洋海域作业，每年捕捞各类金
枪鱼和鱿鱼超过 6万吨。公司商品部经
理陈方羽认为：“我们的优势是稳定的上
游自捕货源和成熟的工厂加工，在浙江
省舟山市投资的综合加工园区，一期
280亩将于2023年投产，在全亚洲属于最
大规模的加工基地之一。”

“我们主要依靠‘两条鱼’在国际市场
上站稳脚跟，一条是大黄鱼、一条是蒲烧
鳗鱼。目前我们这‘两条鱼’已出口全球
20多个国家和地区，让世界真正了解我们
福建宁德地区的特产大黄鱼和宁德首家
浓香四溢的蒲烧鳗鱼。”宁德市金盛水产
有限公司国际贸易部经理蔡海英说。

蓬莱汇洋食品有限公司最初是以外
贸为主的企业，2008年起开拓国内市场，
外贸积累的丰富经验为企业发展国内市
场打下良好基础，品质保证增加了消费
者的信心，旗下京鲁远洋品牌产品在国
内流通渠道、知名连锁餐饮、商超便利店
和电商网络等已全面铺开。公司常务副
总张世广说：“我们目前合作的日本客户
都是比较大的商社和水产界专精企业，
有的自建厂起保持了长达20年的稳定合
作关系；自捕秋刀鱼每年产量约占中国
大陆的1/3，主要出口俄罗斯。”

“恒兴作为国内最早出口水产品的
企业之一，渔博会是每年必须参加的展
会。”对于广东恒兴水产食品销售有限公
司国际贸易中心总监华海燕来说，渔博
会不仅是展示平台，更是相聚之地。她
提到，“公司 30年来重视上游资源，已形
成‘六鱼两虾’的全产业链布局，在新冠
肺炎疫情背景下的全球贸易中优势显
著。未来将进一步扩大主产品销售，同
时加强产品研发和品牌打造，深度推广
以‘恒兴食品’为主品牌的预制菜品及休
闲类食品，加强东南亚、中东等市场的深
耕，围绕深加工产品进行多渠道布局。”

专家学者探讨渔业发展

渔博会期间，2021 全球渔业可持续
发展论坛、第四届丝路国家水产养殖国
际论坛、中国水产品出口推介会、水产品
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专题培训等系列活
动同期举办，与会嘉宾就推动全球渔业
可持续发展和保障全球食物安全建言献

策，展开渔业贸易对话。
“通过应用数字系统和可持续发展

理念下的高新技术，渔业不仅可以生产
动物蛋白，还可以生产功能性食品、药
品、必需品、日用品、纤维、燃料等原料。
我非常确信，渔业几乎可以帮助人类生
产所需的每一种商品。”印度尼西亚民主
斗争党副主席、前海洋事务与渔业部部
长、水产养殖协会会长罗克明说，“为了
在可持续的基础上促进世界渔业发展，
开放共享资源，我们必须团结合作，让政
府、私营部门、行政当局和协会等社会各
界参与进来。”

山东省位于东部沿海黄河下游，陆
域面积与海洋面积几乎相当，拥有中国
1/6 的海岸线。山东省政府副秘书长张
积军表示：“近年来，山东省委、省政府高
度重视渔业发展，立足大粮食理念，大力
实施海上粮仓建设，推动渔业高质量发
展取得明显成效。聚焦水产养殖业绿色
发展、优化拓展养殖空间、加强渔业种质
资源保护。推动远洋渔业转型升级，实
施渔业走出去战略，降低近海捕捞强
度，探索新远海养殖、拓展远洋捕捞。
全省拥有远洋渔业企业 43家，远洋渔船
540 艘，去年实现远洋捕捞产量 38.5 万
吨，产值55.5亿元。”

“2020 年中国水产品总产量 6549 万
吨，连续 32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国渔业
发展和水产品总量的持续增长得益于水
产养殖业的进步。2020年中国水产养殖
产量 5224万吨，占世界水产品养殖总量
的 70%。”国家海水鱼产业技术体系首席
科学家关长涛对我国水产养殖业所取得
的成就和进步深感自豪，提出要对标全
球渔业可持续发展和中国农业绿色高质
量发展的总体目标和任务，以产业需求
为导向，加强前沿基础和技术创新引领，
研发推广新技术、新设施、新模式，推动
渔业加速转型升级。

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助理代表张忠
军表示，渔业和水产养殖业的蓬勃发展
为支持全球粮食安全和粮食转型提供了
有利契机。作为联合国系统内的农业专
门机构，粮农组织愿意一如既往与各国
政府、渔业机构等众多伙伴通力合作，共
同塑造全球渔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深化合作，推动全球渔业可持续发展
——第25届中国国际渔业博览会观察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丽颖

反贫困是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共同使
命。为推进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
（以下简称“亚信”）成员国学习、交流扶贫模
式，介绍中国产业扶贫的做法、经验和成果，
在财政部亚洲区域合作专项资金项目支持
下、亚信秘书处和农业农村部指导下，中国
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和海外农业研
究中心于10月25日至26日在北京举办“亚
信产业扶贫模式交流与培训研讨会”，14个
亚信成员国以及部分非洲国家的代表参加
会议，讨论中国产业扶贫经验对全球和亚信
国家贫困治理的启示和借鉴，以互尊互鉴的
精神推动减贫和发展领域合作，共商世界可
持续发展和现代化进程，推动亚洲乃至全球
农业转型升级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中国减贫实践卓有成效值得借鉴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我
国已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贫困村全部出列，区
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
贫困的艰巨任务。中国减贫的辉煌成就和
经验做法得到与会代表的高度评价。贫困
地区产业发展基金财务总监、研究员郭建
军表示，这离不开中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
特殊政策、超常规举措，主要有5项：一是对
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并进行动态调整；二是

推进干部驻村，增强基层帮扶力量；三是开
展产业、教育、健康和精神扶贫，改善贫困
地区人力资本和内生动力；四是广泛动员
社会各级力量参与扶贫，形成精准扶贫的
合力；五是对脱贫攻坚实施严格的考核评
估和监督。

中国的实践充分证明产业扶贫是最直
接最有效的方法，也是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
能的长远之计。其中，科技是驱动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为产业扶贫提供强而有
力的支撑。中国农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国
家合作处副处长张帅介绍，作为中国农业科
研国家队，中国农业科学院抓住科技支撑贫
困地区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的重点，解决制约
片区现代农业产业技术发展的难题，把握农
业科技创新引领当地发展的着力点，在贫困
地区实施各类项目429个，用实际行动支持
山区脱贫和乡村振兴发展。

中国在产业扶贫工作中涌现出了大量
行动创新，形成了产业扶贫的重要经验。
比如，电子商务和数字金融作为脱贫攻坚
的重要工具。北京工商大学教授张正平表
示，中国在数字普惠金融方面取得了非常
大的成就，尤其是填补乡村的空白网点，发
展线上金融服务，在提高金融服务覆盖的
广度、深度、便捷性方面成效显著。内蒙古
赤峰市探索出“建设扶贫园区带动、发展特
色产业带动、培育龙头引领带动、持续发挥
减贫成效”的扶贫模式。这些实践经验既

强化了脱贫增收成效，创新了农村产业组
织体系，也为乡村振兴过程中产业兴旺的
组织实施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借鉴。

为国际减贫积极贡献中国力量

中国在创造人类减贫史上奇迹的同
时，也积极参与国际减贫合作。以一系列
重大务实举措支持发展中国家在南南合作
框架内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
支持，为在全球范围内推进减贫事业、实现
可持续发展作出巨大贡献。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驻华代表处南南合作处项目官员滕月
介绍，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南
南合作的捐助方。自提出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以来，已与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许
多国际组织签署合作文件，有效促进有关
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

中国提出在东亚地区开展扶贫方面
的合作倡议来解决农村地区的贫困问题，
并在该区域建立扶贫合作试点项目，中国
政府斥资 1亿元用于项目实施。中国国际
扶贫中心国际合作处处长卢立群表示，国
际扶贫中心设计的促进东亚扶贫合作试
点项目，目的是帮助消除贫困，改善该区
域人们的生计，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
设。项目为期 3 年，在柬埔寨、老挝、缅甸
3 国的 6个村庄开展，是第一个村级层面的
对外援助项目。项目不但改善了当地饮
水、道路等基础设施，而且通过培训使农

民掌握现代农业技术，提升他们的生活质
量和生产效率。

加强合作积极推进亚洲国家减贫

亚信秘书处副执行主任迟方表示，亚
信联合 27个成员国，成员国领土覆盖亚洲
大陆的 90%。举办此次研讨会意味着大家
提出的各种观点、共享的各种知识将在亚
信地区的广阔空间中分享和发酵。中国承
办此次活动并分享在减贫领域的宝贵经
验，对推动亚信进程意义深远。中国在亚
信包括农业领域在内的两个领域担任协调
国，在 4个领域担任联合协调国，中国倡议
成立智库论坛这一重要亚信机构，定期举
办亚信非政府组织论坛、亚信金融峰会等
重要活动，对推动亚信进程作出巨大贡献。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所
长、海外农业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聂凤
英表示，在推进全球减贫事业中，总结不同
国家的产业扶贫模式，在亚信成员国范围内
进行交流学习，推进良好产业扶贫模式的推
广应用，对于促进亚信成员国的减贫事业具
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信息所海外农业与减
贫团队承担了财政部亚洲区域合作专项资
金项目，基于多年在扶贫领域的研究成果，
积极搭建亚信成员国产业扶贫、产学研交流
与合作平台，提升产业扶贫适应性模式选
择、产业发展能力、产业扶贫机制及成效评
估能力，促进跨区域的产业扶贫合作。

共享中国减贫经验 促进亚洲国家发展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
者 刘云）近日，记者从第六届中国—东盟
农业机械暨甘蔗机械化博览会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由中国农业机械化协会、中国
农业机械工业协会、中国农业机械流通协
会主办的第六届中国—东盟农业机械暨
甘蔗机械化博览会将于12月4日至6日在
广西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据了解，此次博览会涵盖农业机械装
备展览展示、中国—东盟现代农业装备合
作与发展论坛、技术交流和产品推介活
动、政策法规宣传活动4大板块，将邀请国
内外农机生产制造、研发、设计、销售公司
参展，邀请东盟国家及国内行业资深专
家、知名学者、政府官员、企业和用户代
表，以及各社会团体、农机农业合作社、种
养大户到会交流参观。预计邀请国内外
190家农机及农机零部件生产、销售、流通
等相关企业参展，展览规模3.5万平方米；
邀请农业农村部、发改委、工信部、广西壮

族自治区政府相关领导和国内外专家学
者；邀请东盟国家驻南宁领事馆相关领
导、嘉宾参会；各省（区、市）农机行业部
门，各大糖业集团、农业龙头企业，各农业
生产组织、农机合作社、作业服务公司，农
业种植大户、农机大户，农业类院校等专
业观众参会观展。

近年来，广西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及
时出台相应政策，部署开展“糖业二次创
业”，大力推进500万亩优质高产高糖甘蔗
基地，重点以机械化助力甘蔗产业实现稳
步、持续和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明显成
效。2020/2021榨季，广西甘蔗联合收获机
保有量已超过2000台，全区联合机收面积
达68.45万亩，机收吨数为235.5万吨，较上
一榨季增长34.9%。随着我国农机出口量
逐年增加，东盟市场份额占整个农机出口
总量近 20%，广西作为中国—东盟开放合
作的前沿和窗口，在其中充分发挥了中国
农机走出国门、走向东盟的桥头堡作用。

第六届中国—东盟农业机械暨甘蔗机械化博览会将举办

近日，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枣岗村的信阳市四季香茶业有限公司车间里，工人正在
生产乌兹别克斯坦订购的砖茶。近年来，该公司将绿茶生产成砖茶远销“一带一路”沿线
7个国家及地区，并吸纳200多名留守妇女务工，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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