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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2022 年新年钟声响起，《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
广东农业进一步开拓 RCEP 市场的号角
正式吹响。

1 月 1 日零时，湛江国联水产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广东鸿智智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广东北部湾农产品批发中心有限公
司等三家出口企业获得首批 RCEP 原产
地证书，所涉商品包括电饭锅、鲜火龙果
等，分别输往日本、新加坡，签证金额共11
万美元。

1月 3日上午，肇庆市德庆县，满载着
碧桂园农业（德庆）有限公司的 5000 多斤
贡柑的大货车缓缓驶出 RCEP 柑橘国际
交易中心，德庆贡柑“第一柜”漂洋出海，
运往越南。

……
RCEP 是由东盟十国发起，中日韩澳

新等十五国共同参与的自由贸易协定。
RCEP 涉及的总人口、经济体量、贸易总
额均占全球总量的 1/3 左右，是迄今为止
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RCEP
如期生效是东亚经济一体化新的重大进
展，将有力拉动地区贸易投资增长，对促
进地区经济复苏产生积极影响。

早在协议生效前，广东农业系统一直
在积极谋划，如何对接和融入 RCEP。广
东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对广东
农业而言，RCEP 是挑战更是机会，只有
科学谋划，抢抓机遇，才能凭风借力，助推
广东农业更上一层楼。

正确认识、提前部署，抢抓
发展机遇

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是中国外贸
第一大省，也是农产品进出口大省。2020
年，广东农产品进出口总额 2335.2 亿元，
居全国第二。RCEP 成员国是广东农产
品贸易的重要市场，据统计，广东出口
RCEP 成员国的农产品约占出口总额的
24%；从 RCEP 成员国进口农产品占进口
总额的34%。

“RCEP生效后，将为广东农业带来巨
大的商贸和发展机遇。”广州南方学院特聘
教授蓝天表示，一方面，RCEP旨在通过削
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建立统一市场；另一
方面，RCEP简化了海关通关手续，对快运
货物、易腐货物等，相关规则规定尽可能在
货物抵达后6小时内放行。这些规则，将促
进广东与成员国农业领域的经贸合作，使
广东农业企业“走出去”更为便捷。

“同时要看到，RCEP 也对广东农业
发展形成了一定的挑战。”蓝天坦言，取消
关税壁垒将使得其他成员国传统优势产

品以更低的价格大量进入广东市场，将对
本省农产品产生巨大的冲击，现有的农业
产业格局也将受到很大压力。

为了抢抓机遇，应对挑战，广东农业
农村厅于协议生效前，就开始谋篇布局、
科学部署，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在农业国际合作这件事情上，广东农
业已有很多探索。2021 年，广东菠萝、广
东荔枝在海外市场频频出圈出彩，惊艳世
界 。 这 背 后 得 益 于 政 府 牵 头 推 进 的

“12221”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
据德庆县东璞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

责人温加圣介绍，2021年 12月，东璞公司
在当地政府“12221”体系建设专班的支持
下，已将贡柑先后出口到北美和欧盟，在
此过程中，东璞公司逐步积累了出口经
验，各项流程手续日渐熟悉，同时培养了
一批对接海外市场的人才。“只要我们把
好产品品质关，自身条件够硬，在政府的
支持下，我们有信心能将公司种植的贡柑
出口到RCEP各成员国。”

岭南佳果去年在海外市场的不俗表
现，离不开跨境电商的给力支持，跨境电
商在广东农产品进出口方面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

广东率先在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
汕头澄海区打造农产品跨境电商综合试
验区，为广东省农业数字化发展和大步
迈向国际市场提供可复制可推广可借鉴
的模式。

湛江将立足打通线上线下的交易服
务，通过实施农产品直播电商人才培训工
程，承接和服务RCEP带来的农业贸易合
作机遇，实现湛江农业“买全球、卖全球”
的战略格局。

创建六大中心，发挥岭南果
品优势

从农产品相似度的角度看，中国与
RCEP 成员国之间的农产品贸易以互补
性为主。充分利用这种互补性特点，进一
步发挥本土农产品的优势，成为广东农业
积极融入RCEP市场的一种有效策略。

菠萝、柚子、香蕉、荔枝、龙眼和柑橘，
这六种农产品在广东均具有良好的产业
基础和规模优势。比如，徐闻是全国最大
菠萝产区，梅州是全国第二大柚子产区，
广东是全国香蕉、荔枝和龙眼最大产区，
也是全国柑橘重要产区。这些农产品还
具有一定的品牌优势和国际优势，是最有
可能和机会大规模进军海外市场的拳头
农产品。

为了进一步搭建资源聚集的平台，推
动此六大类农产品对接RCEP，2021年 10
月，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联合广东
省农业农村厅支持广东遂溪县（香蕉）、德庆
县（柑橘）、高州市（荔枝、龙眼）、梅州市（柚
子）、徐闻县（菠萝）等地方创建农产品国际
交易中心。在生产与交易最集中的地方创

建交易中心，无疑将对这些品类农产品的
全产业链发展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农产品国际交易中心的建设，是广
东农业融入RCEP的小切口，是推动广东
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的具体抓手，广东农业
有望借力 RCEP 历史性机遇进入跨越式
发展新阶段。”广东一人一亩田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海洋表示。

除了创建六大农产品国际交易中心，
广东农业系统集思广益，出台了广东农业
对接 RCEP 系列政策。2021 年 12 月 14
日，广东省农业领域启动了对接RCEP十
大行动计划，并发布《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推动对接RCEP十项行动》。

十项行动包括：创建广东农业 RCEP
发展联盟，创建RCEP农产品国际采购交
易中心，创建广东RCEP农业对外合作先
行区，推动举办广东RCEP农业发展高峰
论坛，推动建设RCEP农业贸易公共服务
平 台 ，推 动 农 产 品 食 品 化 工 程 ，推 动
RCEP 农 业 示 范 经 营 主 体 培 育 ，推 动
RCEP 农 业 领 军 人 才 培 育 ，推 动 开 展
RCEP 农 业 营 销 展 示 活 动 ，落 地 一 批
RCEP农业模式项目等内容。

“十大行动彰显了广东农业系统加强
促进本省农业融入RCEP的决心和雄心，
这必将进一步推动广东联结国内外市场
资源优势，在RCEP农业高质量发展中走
在全国前列。”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
责人表示。

广东：

谋篇布局 积极融入RCEP“朋友圈”

□□ 洪志杰

2022年1月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这是中日首次
达成关税减让安排，算是中日自贸关系取得
了“零的突破”。由于此前中国与东盟、韩
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分别签订了自贸协定，
唯有跟日本之间没有自贸协定，而中日又恰
是域内最大的贸易伙伴，因此RCEP的生
效，对中日两国来说意义尤其重大。

长期以来，中日互为重要的农业贸易
合作伙伴。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
中日农产品贸易一度快速增长。但随着
日本与泰国、越南等签订自贸协定，对我
国造成贸易转移，加之日本实行农残“肯
定列表”制度等技术性贸易措施影响，导
致我国对日农产品出口出现一定程度的
下滑。根据中国海关数据，中国对日农产
品出口额从 2001 年的 57.4 亿美元增至
2012 年的 120.2 亿美元，随后出现下降，
2019 年降至 103.8 亿美元，2020 年下滑至
96.4 亿美元，首次跌破 100 亿美元关口。
这一状况在 2021 年则出现了新的变化。
随着我国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率

先得到控制，对日农产品出口出现恢复性
增长。2021 年前 11 个月，我国对日出口
农产品 94亿美元，同比增加 6.6%，预计全
年将重返100亿美元以上水平。

根据 RCEP 协定，日方承诺对中国
63.3%的农产品给予零关税待遇。从具体
产品上看，我国对日本具有出口优势的大
部分水产品、果蔬、坚果、花卉、加工食品
等都将享受这一待遇，对于未来进一步扩
大我国对日农产品出口具有积极作用。
同时，中国也承诺对日本 86.6%的农产品
逐步取消关税，日本的水产品、加工食品、
特色酒类等也将享受零关税待遇。在
RCEP 框架下，两国还可携手合作，优势
互补，共同拓展亚太区域农业合作及农产
品贸易，实现互利共赢。

RCEP 谈判中，日本虽然守住了大
米、小麦等5种重要农产品不减税，但我国
具有出口优势的水产品、蔬菜、水果等领
域几乎接近全面取消关税。其中，水产品
关税为 10%，水果 17%，果汁 30%，这些关
税一旦取消，对我国出口企业而言将是巨
大“红利”。据东京大学铃木宣弘教授测
算，RCEP 生效后，日本农业将让出 5629

亿日元（折合51.4亿美元）的市场，其中蔬
菜和水果为 856 亿日元（折合 7.82 亿美
元），占15.2%。

当然，RCEP生效后，也会有越来越多
来自伙伴国的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日本
农产品对华出口额基数小，但增长势头十
分迅猛。2001 年这一数额尚不足 3 亿美
元，2020 年已达 12.8 亿美元，2021 年前 11
个月又暴涨至 17.6 亿美元，同比增长
38.5%，甚至日本政府还制定了五年内对华
农产品出口额翻两番的目标。但我们细看
出口产品种类，就会发现大部分是扇贝柱、
清酒、威士忌、饮料及糕点等加工食品，价
值虽高但总量不大，很难对国内农产品产
生冲击，反而可能倒逼中国农业高质量发
展，成为提升国内农产品竞争力的动力。
从保障粮食安全和促进居民消费升级视角
来看的话，消费质量更高、更具多样性的产
品，也有利于提升居民营养健康水平。例
如，日本清酒普通关税达到40%，RCEP协
定生效后关税立即降到零。假如国内消费
者之前买一瓶日本清酒是280元钱，可能现
在不到200元钱就能买得到了。

除了关税降低外，通关也会更加便

利。比如蔬菜、水果等生鲜农产品，各国
相互之间承诺力争 6个小时通关，也就是
说第一天在中国采摘下来的水果蔬菜，第
二天就能送到日本老百姓的餐桌上了。
RCEP协定还有一个原产地累积规则，有
利于国际分工合作，促进中国与域内国家
互相合作，共同把中国农产品价值链做得
更长，进一步提升农业出口竞争力。

综上所述，RCEP 的生效从短期来
看，有机遇也有挑战；从长期来看，它必将
是增强中国产业发展活力的强心针、助推
器。中国只要更好地熟悉并充分利用好
它的各项规则，就能够更快地把挑战转化
为机遇。

RCEP 生效的另一重大意义在于促
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的进程。由于复杂
的地缘冲突、历史认识、领土争端等问题，
中日韩作为东亚地区三大重要经济体，在
自贸协定谈判道路上一波三折，始终无法
达成一体化协议。RCEP的签署，为中日
韩自贸协定的谈判奠定了良好基础，在
RCEP大框架下，中日韩自贸谈判中诸多
障碍性因素都有望得以突破。

（作者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科技参赞）

中日自贸关系“零的突破”——

RCEP生效为中日农业贸易带来机遇与挑战

开栏的话：2022年1月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作为迄今为止全球规模最大
的自由贸易协定，其涉及的总人口、经济体量、贸易总额均占比全球总量的1/3左右。RCEP的生效不仅将促进
成员国地区的包容均衡发展，而且将为世界经济实现恢复性增长贡献新力量。即日起，本报开设“聚焦RCEP新
机遇”专栏，携广大读者共同关注各成员国之间的农业贸易往来和交流合作，以及区域农业贸易发展之路。

广东省德庆贡柑出口RCEP“首柜”发车。 陈群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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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子号称阿富汗的“出口黄金”，在
该国出口的农产品中占有举足轻重的
地位。2021 年 11 月开幕的第四届“进
博会”期间，知名电商主播李佳琦与央
视记者王冰冰在亚非专场直播间携手

“带货”，仅用一晚就将 12 万罐阿富汗
手剥松子销售一空。松子在中国的畅
销让阿富汗驻华官员卡伊姆颇为惊喜，
他既惊讶于中国市场对阿富汗松子的
高度认可，又感慨于中国市场强大的购
买力。

松子是阿富汗东北部地区的主要
农作物和经济来源。据统计，阿富汗松
子年产量约为 2.3 万吨，主要产地为该
国东北部一些平均海拔在1000米左右，
雪线以下的 10 多个山区省份，如霍斯
特、帕克提卡、拉格曼等。每到 9、10月
份，松子进入成熟期，当地居民便开始以
家庭为单位进行劳作：男人攀爬到十几
米高的树上将松塔打下，运到空地上，
女人和小孩则负责敲开松塔，取出松子
进行晾晒，等待当地工厂批量收购。

松子的采摘和加工需要花费大量
时间成本和人力物力。松树由开花、结
出松塔到松子成熟需要三年时间，而果
期只有一个月。这些松树往往生长在
原始森林之中，没有便捷的道路和运输
工具，只能依靠人力将打下的松塔运输
出去。漫长的生长周期再加上较低的
采摘加工效率让小小的松子显得弥足
珍贵，因此，松子逐渐成为阿富汗农民
增收创收的作物。

种松子维持民生稳定
在松子成为阿富汗农民的重要产

业之前，当地人长期以种植罂粟为生。
曾经以“鸦片之国”著称的阿富汗，生产
并输出了世界八成以上的鸦片。

为了禁毒，阿富汗政府和联合国开
始扶持当地农民种植松子，此后，松子
逐渐代替罂粟成为主要农作物。新政
府成立之后，相关政府发言人表示，阿
富汗将不会再生产任何毒品，民众不能
参与毒品走私。在努力维持社会稳定
之际，为阿富汗带来经济效益的松子无
疑变得更加重要。

早在 2018 年，阿富汗就与中国签
署了松子贸易协议。2021 年“进博会”
期间，包机来华的 45 吨松子就是该协
议的一个体现，而松子背后的阿富汗农
民也拥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松子输
华项目不仅刺激了当地农民采集松子
的动力，更带动了整个产业链的发展，
为没有工作的农民创造了很多就业岗
位。据悉，仅仅在霍斯特和帕克蒂亚两
省，就有 4 万多人在从事松子相关行

业。人们能够依靠松子产业生活下去，
也就自然不再种植罂粟了。

卖松子增加财政收入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阿富汗 GDP

总量为 198.07 亿美元，人均 GDP 仅为
500 美元，属于极度贫困国家。虽然阿
富汗战争已经结束，但目前该国尚处在
百废待兴状态。2021年9月，中国向阿
方提供 2 亿元人民币人道主义物资援
助。其中越冬物资已全部运抵阿国内，
5000 多吨粮食和 300 万剂新冠疫苗援
助将分批发送。

在授人以“鱼”的同时，中国还授人
以“渔”——采购阿富汗的松子、藏红花，
以农业贸易往来的形式，帮助阿富汗民
众尽早摆脱贫困威胁。中国松子缺口较
大，市场总需求大约在11万吨左右。中
国本土松子产区主要分布于东北地区，
年产量在7.5万吨左右，还有约3.5万吨
的缺口亟待填补。而阿富汗是我国邻
国，不仅盛产优质松子，而且还有着得天
独厚的运输优势，因此，国内进口商很快
将目光锁定了阿富汗松子。

从2018年11月第一批松子坐上专
机出口到中国开始，至今已有价值近 1
亿元人民币的阿富汗松子以空运的形式
进入中国市场。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
示，2020年7月至2021年6月，阿富汗对
华出口未列名鲜或干坚果为5561吨。

此前，阿富汗松子销路受限，只能
先以低价卖给巴基斯坦，贴上巴基斯坦
商标，再出口到其他国家。而现在，阿
富汗松子得以直接输华，卖上好价钱，
对于辛勤劳作的阿富汗农民来说无疑
是喜事一桩。

松子空中走廊打开对华贸易新
通道

伴随着中阿两国“松子空中走廊”
的开启，阿富汗对华出口农产品种类更
丰富、用时也更快捷。阿富汗有关官员
曾表示，比起向中国寻求经济援助，让
阿富汗农产品“走出去”更能帮助阿富
汗发展起来。除松子外，阿富汗大蒜、
石榴、地毯等特产也有望输华，其农产
品、手工业品的对华贸易将惠及千万个
普通阿富汗家庭，增进阿富汗民众对中
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感。

在“松子空中走廊”的加持下，中国
已成为阿富汗第三大贸易合作伙伴。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
曾表示，中阿货运班列从未中断，两国
农产品贸易也正在恢复，小小松子既给
中国人民带来美味，又为阿富汗带来外
汇收入，缓解当地大批农民的生计困
难。“松子空中走廊”是中阿两国人民友
谊源远流长、两国经贸合作稳步发展的
缩影和写照。

阿富汗松子为何被称为“出口黄金”

域外一瞥

□□ 赵政

“寒水双花引玉泉，红藤半夏满川连。重台杜若思繁缕，六
曲江篱绕景天。”这首诗就包含了十二味药材，中医药经历了五
千余年的发展，已经深深融入中华传统文化之中。我国药材资
源丰富，也是世界药材的主要出口国。

我国药材在全球药材贸易中所占的比重是怎样的
全国中药资源普查结果表明，我国现有药用资源 12807种，

其中药用植物 11146种，药用动物 1581种，药用矿物 80种，是世
界上草药应用最广泛、药用资源最丰富的国家。

我国不仅是资源丰富的药材大国，也是世界第一大药材出
口国，长期保持较高的贸易顺差。2020年我国药材贸易顺差为
7.8 亿美元，同比增长 4.5%。世界药材前三大出口国是中国、印
度和德国，出口额分别为9.3亿美元、3.5亿美元和2.1亿美元，占
全球药材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为25%、10.3%和6.4%。世界药材
前三大进口国家是美国、德国和日本，进口额分别为4.3亿美元、
3.6 亿美元和 2.6 亿美元，占全球药材进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为
11.6%、9.6%和6.9%。

我国主要的药材贸易伙伴有哪些
据中国海关统计，2020年我国药材出口额为 9.3亿美元，同

比增长3.7%，东亚为我国主要的出口对象，我国的前两大出口市
场是日本和韩国，出口额分别为2.1亿美元、1.2亿美元。我国药
材进口额为 1.5亿美元，同比下降 0.2%，印度、韩国、加拿大和缅
甸是我国药材主要的进口来源地，进口额达 0.8 亿美元，占总进
口额的54%。总体来看，亚洲国家和地区是我国主要的药材贸易
伙伴。

我国进出口哪些药材
肉桂、枸杞、人参、红枣、当归、黄芪、茯苓、半夏、西洋参、石

斛是我国主要的出口药材，其中枸杞和人参的出口额最高，分别
为 1.1 亿美元、0.9 亿美元，占总出口额的 11.7%和 8.9%。西洋参

和人参是我国主要进口的药材，进口额为0.3亿美元、0.2亿美元，分别占总进口额的
20.4%和 15.8%。乳香、没药、血竭和加纳籽等，我国没有资源分布，主要依赖进口。
龙眼、鹿茸、西洋参、人参、胖大海、姜黄等，我国也有产出，但是由于国外货源具有
口碑、价格、规模等比较优势，在国内市场占有一定的空间。总体来看，人参属植物
是我国主要的贸易药材，随着人参的功效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其医用、药用保健
价值被广泛应用于越来越多的领域。

我国药材产业面临哪些挑战
日本、韩国凭借先进的技术优势，抢注中药专利，以药材为原料的片剂、颗粒

剂、胶囊、口服液、敷贴剂等系列产品占据了绝大多数国际中成药市场，我国丰富的
药用资源并没有转化为产业优势。发达国家对药材设置绿色壁垒；科技研发投入
不足，中药专利被其他国家抢注；资源整合力度不够，缺乏有影响力的品牌打开国
际市场，如何应对上述挑战，是我国药材产业未来发展的关键。

中医药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发挥我国丰富药用资源优势，讲好中国故事，优化
产业结构，推动高端药材产品走向
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农业农村部农业
贸易促进中心）

我
国
药
材
贸
易
情
况
如
何

RCEP新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