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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与中东欧各国在20世纪50、60年代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农业合作，为促进双方政治
经济交往、深化传统友谊、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近年来，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多极化和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中东欧政治经济转轨的不断深化，我与中
东欧农业合作不断加强，农产品贸易迅速增长，逐步形成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良好格局。
在新时期，广泛了解中国与中东欧各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认真总结中国与中东欧农业合作
的成功经验，系统分析双方农业合作的特点，对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中东欧在农业科技、农产品生产、
贸易和投资等领域的全面合作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农业合作战略研究》一书通过介绍中东欧各国农业生产的总体情况，分析了
中国与中东欧农业合作内部的优劣势和外部的机遇与挑战。
在回顾和总结中国与中东欧合作的基础上，结合欧洲重建和开发银行的经验，并辅以德国与中东欧农
业合作的案例分析，提出了中国与中东欧农业在贸易、科技和投资领域的发展战略。
并进一步运用引力模型、比较优势指数、态势分析法（T0WS）等，指出了各个领域合作的重点国家
、重点产品和合作模式。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强我与中东欧农业合作的政策建议。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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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农业合作战略研究》通过介绍中东欧各国农业生产的总体情况，分析了中国
与中东欧农业合作内部的优劣势和外部的机遇与挑战。
在回顾和总结中国与中东欧合作的基础上，结合欧洲重建和开发银行的经验，并辅以德国与中东欧农
业合作的案例分析，提出了中国与中东欧农业在贸易、科技和投资领域的发展战略。
并进一步运用引力模型，比较优势指数、态势分析法（T0WS）等，指出了各个领域合作的重点国家
、重点产品和合作模式。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强我与中东欧农业合作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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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东欧国家农业发展的总体情况　　中国与中东欧虽然相隔遥远，但是双方有着悠久的
交往历史和传统的友谊，农业作为重要的部门都处于重要的发展阶段，农村经济体制都经历了由计划
向市场的转变，乡村发展也面临着许多类似的问题。
20世纪中东欧剧变以来，双方经贸交往曾一度陷入低谷，但是近年来，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多极化
和全球化的发展以及国际农业环境的深刻变化，我国与中东欧农产品贸易、农业科技、乡村发展等领
域的农业合作不断加强，逐步形成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良好格局。
进一步开展同中东欧的农业国际合作是我们深化传统友谊，扩大农业对外开放，增加农业的多样性和
互补性，促进共同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具有广泛的基础和广阔的前景。
　　中东欧国家由于自然资源、经济发展模式和水平、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因素，造成中东欧各国农
业资源、农产品生产、消费和进出口贸易存在很大的差异。
　　一、农业资源禀赋　　（一）土地资源　　中东欧地区跨度大，各国面积差异很大。
其中，阿尔巴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马其顿、黑山等5个国家国土面积均不到5万平方公里。
而国土面积最小的黑山不到波兰国土面积的1/22。
从耕地面积来看，波兰面积最大，有1399万公顷，而阿尔巴尼亚、马其顿、斯洛文尼亚的耕地面积不
到100万公顷。
从牧场面积来看，罗马尼亚和波兰的牧场面积最大，均达到400万公顷以上（表1-1）。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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