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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越扩大农业贸易 

中越边境城市东兴是近年来两国农业贸易快速发展的一个很好的

例子。这座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拥有 20 万人口的城市公布的统计

数据显示，2023 年前 10 个月，该市与越南的贸易额达到 192 亿元人

民币（26.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61%。 

其中大多数贸易涉及从热带水果到水产品的各种农产品。由于跨

境业务的激增，东兴于 2023 年 3 月在当地边境口岸设立了一个专门

的农产品检验场所。 

2023 年 11 月，另外三个这样的场所建设完成，但目前尚未开放。

这些场所设立的目的是加快对植物、冷冻海鲜和水产品等易腐货物的

海关检查。东兴市委书记彭绍关在一次双边贸易活动上发表讲话表示，

东兴愿意与越南合作，促进此类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2010 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签署了自由贸易区协议，允许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进行免关税贸易，此后双方间的农产品贸易开

始蓬勃发展。 

中国与包括越南在内的 14 个亚太国家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2022 年生效后，关税减免的范围扩大了。越南承诺立

即或分阶段取消从中国进口的 91.3%的农产品关税，包括冷冻海鲜、

鸡蛋和蜂蜜。中国也承诺对从越南进口的 92.6%的农产品采取同样的

关税减免措施。广西一直处于这类贸易的前沿。广西省会南宁海关公

布的数据显示，2023 年前 11 个月，越南-广西贸易额达约 2230 亿元，

同比增长 31%。南宁海关官员程颖超告诉中国新闻社，这是自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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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的最大增幅。同期，从越南进口的农产品同比增长 57%，达

74.9 亿元人民币。 

越南榴莲成为广西乃至中国各地的新宠。这种带刺的热带水果于

2022 年 7 月获准进口中国。2023 年 1-11 月，广西从越南进口了价值

41.6 亿元的榴莲，是 2022 年同期的 8 倍多。 

RCEP 创建了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共同体，促进了一系列越南水果

的进口，如百香果、香蕉，以及该地区其他国家的水果进口。 

官方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和越南已成为彼此最重要的农业贸

易伙伴，两国正寻求在 RCEP 框架下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据中国农业农村部的数据，中越两国之间的农产品贸易额从

2010 年的 21 亿美元跃升至 2020 年的 94 亿美元。 

2020 年，中国从越南购买了近 40 亿美元的农产品（越南是大米、

玉米、咖啡和橡胶的主要生产国），而十年前这一数字为 7.7 亿美元。

同期，中国向越南出口的农产品也从 13.5 亿美元涨升至 54.9 亿美元。 

2020 年，中国已成为越南的第二大农产品出口目的国（仅次于

美国），也是当时越南农产品进口的主要来源国。 

中国农业农村部表示，2019 年，越南与中国的农业贸易占其贸

易总额的 18%，是 2010 年的两倍。 

官方数据显示，2023 年前 8 个月，中国超过美国成为越南最大的

农产品市场。 

（来源：chinada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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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被视为柬埔寨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尽管农业在柬埔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份额有所下降，

但仍然是柬埔寨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之一。 

柬埔寨政府最近宣布实施一项新的农业发展战略政策，旨在将农

业从家庭农业提升至商业农业，并通过增值产品增加农民的收入。在

新政策下，柬埔寨政府希望柬埔寨能成为世界十大农业生产国之一。 

柬埔寨首相洪马奈表示，农业有助于柬埔寨实现到 2030 年成为

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和到 2050 年成为高收入国家的目标。他说：“农

业是确保粮食安全、营养和出口的优先部门。” 

“我们现在实施了新增政策，来增强农业潜力，帮助农民从农业

中获得更多收益。”洪马奈表示。他补充说，该政策还旨在将传统的

农业方式提升为现代农业。他说：“我们必须将以家庭为基础的传统

农业提升为高标准的现代农业。” 

农业是支撑柬埔寨经济的四大支柱之一。根据柬埔寨农林渔业部

的数据，该部门对 2021 年柬埔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为

24.4%。 

柬埔寨农业部的一份报告显示，2023 年 1-11 月，柬埔寨向 75 个

国家和地区出口了 731 万吨农产品，同比减少 4.6%，出口收入为 39

亿美元。 

柬埔寨农林渔业部农业总局局长 Ngin Chhay 在报告中表示：“尽

管 2023 年前 11 个月大宗商品出口略有下降，但我们乐观地认为，增

长将很快反弹，因为 11 月份的出口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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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11 月，柬埔寨出口总收入为 200 亿美元，其中制造业

产品出口占一半以上，农产品出口占 19.5%。报告称，主要出口农产

品包括大米、橡胶、木薯、芒果、新鲜香蕉、胡椒、腰果、龙眼、玉

米和棕榈油等。 

柬埔寨大米联合会的 Hun Lak 将出口增长归功于政府的努力。他

告诉《高棉时报》，“政府高度重视并为扩大出口市场做了很多努力。

这些努力将为农业带来更多发展，并进一步促进出口。” 

柬埔寨农林渔业部农业总局的报告显示，2023 年 1-11 月，柬埔

寨稻谷和精米出口收入为 13.5 亿美元，共向国外市场出口了近 60 万

吨精米，出口额 5.15 亿美元，出口了 240 万吨稻谷，价值 8.14 亿美

元。出口的大米品种包括香米、有机米、白米、蒸米和粳米。 

柬埔寨农业、林业和渔业部发言人 Im Rachna 说，政府和私营部

门共同努力，促进了出口，“我们合作的主要目标是为柬埔寨农业部

门带来经济效益，并帮助促进本国经济增长。” 

柬埔寨大米联合会将 2023 年柬埔寨大米出口目标定为 70 万吨。 

中国、越南和泰国是柬埔寨农产品的主要进口国。除大米外，腰

果、胡椒、芒果、香蕉和木薯是主要的优先出口潜力农产品。继大米、

新鲜芒果、新鲜香蕉和龙眼后，柬埔寨胡椒将直接出口供应中国。 

柬埔寨胡椒和香料联合会主席 Mak Ny 表示，此举将促进胡椒生

产及市场多样化，柬埔寨胡椒农民将从中获益。“这对胡椒种植者来

说是个好消息，我们将寻找合作伙伴向中国出口胡椒，”Ny 告诉《高

棉时报》。他说，中国、美国以及中东和北非其他国家的市场是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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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椒农民的新希望。 

柬埔寨政府预留了 1 亿美元以激励柬埔寨农业发展。洪玛奈首相

说，农业预算将有助于稳定农民的农产品价格，而农产品价格一直随

着国际市场的需求而波动。 

柬埔寨政府计划向全国所有社区派遣农业官员，直接与农民合作。

这些官员的任务是向农民提供技术援助，组建农业合作社，连接生产

链并指导农民降低生产成本。此外，为了提高作物耕种能力，确保

2023 年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柬埔寨农业、林业和渔业部采取了

一系列策略，包括提高能源和成本效率、采用现代技术和方法、使用

纯基因种子、建设生产配套基础设施、提供低息贷款、进行合同农业、

促进种植者之间的联系以及商业化。 

首相说，“柬埔寨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战略，致力将农业发

展为现代化、有竞争力的产业，支持国家经济增长，改善农民生活，

并为柬埔寨 2030 年实现中等偏上收入水平、2050 年实现高收入水平

作出贡献”。但当地加工设施短缺、电力、运输成本高，以及加工方

面的前沿知识不足，是柬埔寨政府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障碍。 

柬埔寨商会副会长 Lim Heng 表示，对加工设施进行本地投资非

常必要，因为柬埔寨是一个主要出口国，尤其是加工农产品的出口。

他告诉《高棉时报》：“加工和生产工厂不仅可以创造就业机会，还能

为当地初级农产品提供市场。” 

（来源：khmertimesk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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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小麦、大米和糖实施出口限制 

印度农产品出口可能在 2024财年持平 

印度对小麦、非印度香米和糖等大宗商品的出口限制可能导致

45-50 亿美元的出口下降，因此印度本财年的农产品出口可能与上年

持平。 

印度商务部助理秘书 Rajesh Agrawal 在 2023 年 12 月 21 日对记

者表示，“尽管限制措施造成了 45-50 亿美元的影响，但我们预计将

(维持)这一水平。” 

印度在上一财政年度出口了价值 530 亿美元的农产品。通过促进

香蕉和增值小米等新产品向新国家出口，可以平衡这些产品的出口下

降。 

Agrawal 说：“我们希望在未来三年内，将香蕉出口增加到 10 亿

美元。” 

印度香米出口 

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说，红海贸易路线的中断可能会影响印度向欧

洲、埃及和西亚部分地区出口优质巴斯马蒂大米。 

虽然目前没有影响，但如情况持续，贸易将不得不采取更长的出

口路线，这可能导致印度香米的价格上涨 15-20%。 

这位官员说，“12 月 20 日，我们就红海问题与印度大米出口商举

行了会议。目前没有问题，但如果继续下去，出口可能会有一些中断。

巴斯马蒂大米是印度的优质产品，市场有需求，出口也将继续。如果

我们考虑其他（更长的）路线，成本将增加 15%-20%，”他还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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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需求可能不会改变。 

2022 年，印度出口了价值 47 亿美元的巴斯马蒂大米。2023 年 4

月-10 月，出口了 30 亿美元。 

地缘政治冲突促使越来越多的航运公司避开红海。与伊朗结盟的

也门胡塞武装组织表示，该组织 12 月 18 日对一艘经过该地区的货船

发动了无人机袭击，这是一系列袭击中的最新一起，是对以色列袭击

加沙地带的回应。 

苏伊士运河连接红海和地中海，是欧洲和亚洲间的最短航线。全

球约 15%的航运通过苏伊士运河。 

（来源：business-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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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和国际水稻研究所 

签署谅解备忘录加强南南合作 

2023 年 12 月 12 日下午，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和国际水稻研究

所签署谅解备忘录，在南南合作（SSC）框架内协调科学、技术和机

构努力支持粮食系统转型。 

该活动是在 2023 年越南后江省举办的越南大米国际博览会“越

南-非洲政策对话：南南合作促进粮食系统转型”期间开展的。越南

农业与农村发展部和国际水稻研究所的谅解备忘录旨在加强和进一步

促进研究、开发、能力建设、宣传传播创新的水稻种植方法和可持续

自然资源管理。 

该备忘录的总目标是加强双方水稻科学家之间的合作，以推进南

南合作，分享知识和专长，增强发展中国家合作伙伴能力建设。越南

农业与农村发展部和国际水稻研究所在南南合作方面的合作规模，将

通过对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接受支持的发展中国家、国际水稻研

究所的能力以及合作的有效性进行联合评估来确定，同时考虑实施联

合项目的现有财政资源。 

该谅解备忘录下的具体项目将由双方共同协商确定。详细协议将

概述南南合作的发展计划，包括范围、目标、产出、影响、成果、活

动、业务权利和完成项目所需的知识产权。此外，还将确定每个参与

方和/或各种可能支持资金来源的预算和资源贡献。 

在谅解备忘录框架内，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和国际水稻研究所

就双方共同感兴趣的南南合作领域达成一致，如创新技术、可持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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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生产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智慧农业。将支持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和合

作伙伴在以水稻为基础的农业、粮食和营养安全、数字农业、气候适

应型农业和智慧农业等创新技术方面开展能力建设和知识交流。 

加强伙伴关系和建立更多的机构联系以促进南南合作，例如建立

网络、企业联系和其他形式的协作小组，支持知识共享和创新，这些

都是合作的一部分。政策分析旨在加强机构在农业领域做出循证决策。 

此前，2013 年 5 月 7 日，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和总部位于菲律

宾的自主非营利性国际组织——国际水稻研究所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

录，旨在开展科技合作，发展越南的水稻产业。双方在促进南南合作、

分享知识和专长、提高有关各方在农业领域的技术能力、加强南半球

伙伴在农业研发能力建设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 

南南合作对促进亚洲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它是全球南方各国

和组织之间开放交流、扩大发展解决方案、传播知识、经验、政策、

技术和专有知识的基础。对联合国粮农组织来说，南南合作是（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南北合作机制的补充。 

2023 年 12 月 12 日，2023 越南国际稻米节在湄公河三角洲的后

江省开幕。为期四天的活动丰富多彩，包括大米产品展销展览、“一

乡一品”(OCOP)产品展示、稻米生产机械设备展示等多个活动。此

外还有一个名为“越南水稻之路”的展览，展示了越南水稻的种植历

程。其他活动还包括农业机械设备、机械化播种技术、秸秆循环农业

模式和智能水稻种植模式的示范。 

（来源：nongnghiep.v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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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后江省 2025年将种植 2.8万公顷优质稻米 

在 2023 年 12 月 13 日举行的全球稻米市场和趋势研讨会上，后

江省副省委书记、省人民委员会主席 Tran Van Huyen 表示，后江省拥

有发展农业的合适土壤和丰富淡水等有利条件。 

“河流和运河纵横交错，总长度达 2300 公里，其中包括连接

Hau 河和 West Sera 河、有 120 年历史的 Xa No 运河，这是越南南部

排名第一的大米运输线。”Huyen 说。 

后江省成立于 2004 年，由芹苴省划分而成，位于西南地区的中

心，沿厚江而建。全省自然面积 1622.23 平方公里，人口 728873 人，

由 8 个区级行政单位和 75 个乡、区、镇组成，以维清市为省中心。 

该市位于湄公河三角洲两个主要发展轴线，即胡志明市-芹苴-金

茂轴线和后江南轴线附近，毗邻后江，后江是湄公河三角洲主要的水

道和海运线，这都为后江省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近年来，该区域生产总值(GRDP)增长率显著提高，2022 年达到

13.94%，居越南全国第四、湄公河三角洲地区第一。2023 年，该省

GRDP 的增长率预计将达到 12.27%，保持湄公河三角洲地区的领先

地位，并在越南排名全国第二，预算收入预计将达到近 7 万亿越南盾，

人均年收入 7961 万越南盾。 

为推动实现这些共同成就，后江省的水稻种植结构发生了转变。

多年来，它已经从 IR 50404、OM 576 等低品质水稻品种，转为 OM 

5451、OM 18、RVT等优质水稻品种，这些品种更符合越南国内和出

口市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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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全省将大田模式与产品消费保障结合，开发优质水稻产区，

年联动消费面积超过 2.5 万公顷。 

据后江省农业和农村发展局统计，当地水稻种植面积为 78,890

公顷，占农业用地面积的 56.2%，年产大米近 120 万吨，占种植业产

值的 54%以上，是 10 多万农户的主要经济来源。 

特别是在当前全球粮食危机的背景下，水稻产业对后江省农民，

乃至越南全国农民的作用和意义越来越重要，在全球粮食安全中发挥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Huyen 先生表示，“当前，人类面临着气候变化、市场波动、全

球消费趋势等复杂不可预测的形势。这将对整个农业，特别是水稻行

业产生重大影响”。 

越南政府最近批准了“到 2030 年在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开发 100

万公顷高质量、低排放、绿色增长的水稻种植”项目，由越南农业与

农村发展部牵头实施。 

作为一个高度重视水稻种植的省份，后江省承诺到 2025 年将种

植约 2.8 万公顷优质水稻，到 2030 年将种植面积增加到 4.6 万公顷。

“这是履行越南高层领导对世界承诺的行动之一，即“越南是透明、

负责任和可持续的全球粮食和农业体系中负责任的参与者”，Huyen

先生分享道。 

据后江省领导介绍，举办“全球稻米市场和未来趋势”研讨会，

为利益相关者提供了一个交流、评估和深入分析稻米生产、加工、出

口、市场需求透明度和质量标准等方面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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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为后江省提供了一个机会，听取符合当地实际的合适解

决方案，并在此基础上，寻找到水稻产业绿色、清洁和可持续发展的

解决方案，这相当重要。 

“2023 年越南国际稻米产业节-后江”是庆祝后江省成立 20 周年

的系列活动之一。Tran Van Huyen 先生也借机向中央部委、国际嘉宾、

科学家、专家、企业和代表们表示感谢。 

（来源：nongnghi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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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企业家预计 

出口美国的农产品和食品将会增加 

创新和发展投资者协会（IDI）的消息人士透漏，柬埔寨企业家

和生产商希望增加向美国市场出口潜力农产品和食品加工产品。 

2023 年 11 月，90 名企业家、企业主和投资者组成的访问团刚刚

结束了对美国为期一周的访问，探索寻找合作伙伴的机会，学习出口

法律和程序的合规性，了解柬埔寨产品出口到美国的机遇和挑战。此

次访问由创新与发展投资者协会(IDI)组织，并与加利福尼亚州柬埔寨

商会、美国商会和高棉企业家合作。 

创新与发展投资者协会(IDI）主席 Hor Sereyvath 表示，此次访问

旨在创造与买家见面的机会，提高中小企业对出口相关原则需求、法

律程序、以及向美国市场出口的生产标准、卫生和食品包装的认识和

体验。他在 2023 年 11 月 24 日金边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希

望通过 2024 年 3 月的访问，可以将我们的农产品和食品加工产品列

入对美出口清单。” 

高棉企业执行董事 Chheang Vann Monin 表示，此次美国之行旨

在帮助柬埔寨中小企业寻找对美出口的合作伙伴。他说：“高棉企业

的参与，将致力支持柬埔寨中小企业通过建立国内企业主、外国买家

以及潜在投资者之间的联系来实现出口。” 

在美国访问期间，柬埔寨代表团在展览和商业论坛上展示了产品，

参观美国超市了解成品供应链，并与美国的主要企业和投资公司签订

了谅解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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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市场仍是柬埔寨产品的最大潜在出口目的地，占柬埔寨出口

总额的 40%左右。柬埔寨海关总署的一份报告显示，2023 年前 9 个

月，柬埔寨对美出口额达 68 亿美元，比 2022 年同期的 70 亿美元下

降了 2.1%。对美出口额占柬埔寨 169 亿美元出口总额的 40%。 

柬埔寨向美国出口的主要产品是服装、服装配件、皮革、旅游用

品、手袋、电气机械设备和鞋类，进口产品包括汽车、机械和机械器

具、医疗器械和医药产品。 

（来源：khmertimesk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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