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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农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产业，也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经

贸合作的最佳对接领域之一。十年来，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和农业投资规模稳步扩大，产业链供应链融合水平持续提升，“一带一路”国际农业合作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绘就“一带一路”农业合作新画卷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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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合作为沿线国家减贫夯实基础
张 勉 、邓 凤 妮 在《中 国 饲 料》2023 年 第

6 期《中国饲料出口贸易深度融入“一带一

路”倡议机制重构研究》一文中指出，“一带一

路”倡议给中国饲料出口贸易带来了良好的

发 展 契 机 ，借 助“ 一 带 一 路 ”倡 议 发 展 和

RCEP，中国对外贸易额将迎来新的提升契

机。中国饲料出口贸易需充分利用成员投

资，把握“一带一路”倡议各方面优惠政策，进

一步优化饲料出口贸易，充分参与国际市场

竞争，以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不断实现饲料

出口贸易转型升级。滇、黔、桂三省区与东盟

国家地理位置邻近，借助中国饲料出口贸易

整体转型的契机，利用地理优势，饲料企业要

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深化与东盟及“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相关企业的合作，从而促进

滇、黔、桂三省区的经济发展。RCEP 的正式

生效让其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自贸区，在新

的世界贸易格局变革下，饲料出口贸易融入

“一带一路”倡议，要结合 RCEP 生效的新背

景，重构饲料出口贸易机制。中国饲料出口

贸易需通过多元主体发挥协调联动机制，建

设适宜多边发展的国际贸易争端机制，提升

中国在国际市场的话语权。全面掌握原产地

累积规则，积极应对贸易壁垒，完善反倾销等

国际规则和多元主体协调机制，建设“一带一

路”倡议背景下的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

同沿线各国分享农业发展机遇

“一带一路”国际农业合作成为中国同“一带

一路”沿线各国分享农业发展机遇、缓解全球饥

饿和贫困、保障全球粮食安全的重要路径。

促 进 沿 线 国 家 分 享 中 国 农 业 对 外 开 放 机

遇。“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不断推动多

双边经贸合作，持续扩大农业对外开放。目前，

中国已经初步建成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

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多数自贸协定中

农产品自由化水平超过 90%。倡议提出以来，中

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发展迅速，始终处于贸

易逆差地位，且逆差规模在不断扩大。2022 年，

中国对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逆差 499 亿美元，是

2013 年的 3.8 倍。

助力沿线国家减贫惠农。消除贫困是《联合

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的首要目标。

中资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以农业为先

导产业，将中国品种、中国技术及中国模式带到

当地，提高了当地农业生产技术和产量，为贫困

人口创造就业、增加收入，对保障全球粮食安全

和实现脱贫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中国—苏丹

棉花合作种植项目中，中资企业通过引进和改良

棉花品种、资助农户种植、给予技术指导和畅通

销售渠道等方式，提高了苏丹棉花种植和加工水

平，帮助当地农民解决了就业和脱贫致富问题。

目前，当地棉花种植面积超过 20 万亩，每年可创

造 4 万多个就业岗位。

维护全球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当前，全

球农业产业链供应链正处于加速重构时期，加强

“一带一路”农业产业安全合作，增强沿线国家农

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有利于拓宽全球包括粮食

在内的重要农产品进出口渠道，对于维护世界粮

食安全和农业发展至关重要。“一带一路”倡议提

出以来，中资企业立足沿线国家的资源禀赋，因地

制宜开展农产品贸易和投资合作，带动沿线国家

融入世界市场。例如，中粮集团在黑海和中亚地

区投资粮食仓储物流设施建设，在印度尼西亚和

新西兰延伸乳业链条，促进东南亚地区稻米贸易。

合作体制机制逐步完善

十年来，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

农业双边、多边和区域合作机制建设，有效提升

与相关国家的农业制度联通水平，为深化国际农

业合作提供了制度保障。

维护和强化多边合作机制。中国一直是多

边贸易体制的坚定支持者，已成为世界农产品关

税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为推动世界贸易自由化

作出重要贡献。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粮食治理，在

多边框架下主动设置议题议程，促进全球粮食安

全治理体系向更公平合理的方向变革。与此同

时，不断深化与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

署、世界银行、亚洲基础设施银行等有关机构合

作，与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

件。例如，2016 年 11 月，联合国 193 个会员国协

商一致通过决议，欢迎共建“一带一路”等经济合

作倡议，呼吁国际社会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安

全保障环境。

深化区域农业合作机制。“一带一路”倡议提

出以来，中国以共商共建共享和互利共赢为原

则，推动商签了多个区域农业经贸合作协定，为

开展农业经贸合作保驾护航。截至 2021 年，中

国已经与 80 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农业领域签

订 100 多个“一带一路”合作协定，建成东盟与中

日韩（10+3）农业合作、“粮食安全特别计划”框

架下的南南合作、中非农业科研机构“10+10”合

作机制、澜湄合作机制等区域农业合作长效机

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还积极推动与沿线国家

的粮食安全区域合作。2022 年 11 月，第 25 次中

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通过了《中国—东

盟粮食安全合作的联合声明》，双方将围绕粮食

供给、获取、利用和稳定性的粮食安全四大支柱，

开展务实合作。

提升双边农业合作制度联通水平。“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积极与沿线国家进行农业

机制和规划对接，已与东盟国家签署 30 多个双边

农业合作协议，强化政策交流和协调，明确发展战

略和方向，不断巩固双边农业合作基础。与此同

时，中国还参与了部分沿线国家的农业规划制定，

例如，柬埔寨农林渔业部同中国农业农村部联合

成立工作组，共同制定《柬埔寨现代农业发展总体

规划》，俄罗斯与中国陆续签订了《中国东北地区

和俄罗斯远东及贝加尔地区农业发展规划》《关于

深化中俄大豆合作的发展规划》等。

农产品贸易往来日益密切

十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

贸易联通水平不断提升，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

经济环境下，展现出强劲韧性，形成了互利共赢

的良好局面。

贸易规模快速增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涉

及地域范围广，农业资源丰富，气候多样，为开展

国际农业合作奠定了良好的硬件基础。2022 年，

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额达 1411.8 亿美元，

是 2013 年的 2.1 倍，年均增幅 8.7%。其中，对沿

线国家出口农产品 456.4 亿美元，是 2013 年的 1.7

倍，年均增幅 6%；自沿线国家进口农产品 955.4

亿美元，是 2013 年的 2.4 倍，年均增幅 10.2%。

贸易占比逐步提升。“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

来，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增长速度超过

中国农产品贸易整体增速，“一带一路”农产品贸

易占比不断提升。2022 年，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

品贸易额占中国农产品贸易总额的 41.9%，比

2013 年高 6.2 个百分点。其中，对沿线国家农产

品出口额占中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 46%，比 2013

年增长 6.3 个百分点；自沿线国家农产品进口额

占中国农产品进口总额的 40.2%，比 2013 年增长

6.8 个百分点，植物油、热带水果、木薯等农产品

自沿线国家的进口额超过该类产品进口总额的

60%以上。

贸易结构不断优化。中国对“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农产品出口以水果、蔬菜和水产品等具

备传统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2022 年，中

国向沿线国家水果、蔬菜和水产品的出口额合计

占向沿线国家农产品总出口额的 50%。其中，水

产品出口额最大，为 96.3亿美元，占向沿线国家农

产品总出口额的 21.1%。倡议提出以来，中国自

沿线国家农产品进口多元化趋势明显，具有传统

优势的畜产品、水产品和水果进口额快速增加，满

足了国内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2022 年，畜产

品、水产品和水果进口额合计占中国自沿线国家

农产品总进口额的 53.1%。与此同时，植物油和

油籽等土地密集型农产品也始终是中国自沿线国

家进口的重要农产品，2022 年，两者进口额合计

占自沿线国家农产品总进口额的 17.5%。

丝路电商助力“一带一路”农产品贸易发展。

虽然，以一般贸易方式进行的农产品贸易额约占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总额的

80%以上，但近年来跨境电商逐步发展为“一带一

路”农产品贸易增长的新动能。截至 2022 年，中

国已与 29 个国家建立丝路电商双边合作机制，不

断丰富电子商务合作内涵，开拓了农产品贸易新

空间。2022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

品 跨 境 电 商 贸 易 额 为 22.9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35.3%。其中，出口 7.4 亿美元，同比增长 76%；进

口 15.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6%。智利葡萄酒、越南

紫衣腰果、俄罗斯伏特加、哥伦比亚咖啡等 10 多

个沿线国家的农产品不断通过电商平台进入中国

消费市场，促进了相关国家农产品贸易增长。

农业对外投资合作不断深化

十年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投

资日趋稳健，投资领域逐步多元，境外农业合作

园区质量不断提升，区域内农业产业链供应链更

加畅通、稳定和安全。

投资规模稳步扩大。2017 年，国家发展改革

委、商务部、外交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共同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农业合作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提

出，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和生产、加工、储运、流通

等全产业链环节投资。近年来，中国对“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农业投资稳步增长，2021 年，在沿线

国家农业对外投资存量为 140.2 亿美元，占中国

农业对外投资总量的 51.7%。

投资领域和区域逐渐拓展。近年来，中国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业对外投资领域逐步

扩展到生产、初深加工、物流、仓储及销售等各环

节，农业走出去逐步向全产业链构建阶段迈进。

其中，生产环节的投资占比较大，主要涉及农资

等农林牧渔专业和辅助性产业以及种植业。与

此同时，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区域也不断扩大，从

最初的以亚非地区为主，逐步扩大到全球六大

洲。其中，东南亚、非洲东部、中亚和俄罗斯等是

重点投资地区和国家，而印度尼西亚、泰国、老

挝、柬埔寨等亚洲国家是投资热点国家。2021

年，中国在亚洲地区农业对外投资存量为 117 亿

美元，占中国农业对外投资总量的 43.1%。

境外农业合作园区成为中国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农业对外投资的重要平台。中国企业

根据自身发展基础和诉求，按照市场化运作模

式，结合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农业资源禀赋和市

场需求等因素，积极推动农业合作园区建设，取

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目前，农业农村部已认定

塔吉克斯坦—中国农业合作示范园等 10 个境外

园区为境外农业合作示范区建设试点，以培育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农业企业集团为目标，在境

外搭建农业走出去公共平台，推动了企业抱团出

海，促进了境外农业产业聚集。例如，2014 年建

设的中俄（滨海边疆区）农业产业合作区，目前耕

地面积 6.8 万公顷，设有 14 个种植区，农业机械

化率达 100%，种植的小麦、玉米单产连续多年在

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排名第一，已成为集种植、养

殖、加工于一体的中俄最大农业合作项目。

农业对外援助成效显著

十年来，中国始终秉承共同发展理念，持续

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提供农业基

础设施、农资、技术、粮食等援助，帮助沿线国家

逐步实现农业独立自主发展。

援助规模持续扩大。“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

来，中国不断加大对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援

助，对促进相关国家农业农村发展作出了积极贡

献。迄今，中国已经成为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南南合作框架下资金援助最多、派出专家最多、

开展项目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其中，2009 年正式

成立的中国—FAO 南南合作信托基金，第一期

中 国 捐 助 资 金 总 额 3000 万 美 元 ，第 二 期 捐 资

5000 万美元。第三期捐资后，中国—FAO 南南

合作信托基金资金总额达 1.3 亿美元。

援助方式更加多样。近年来，中国农业对外

援助更加注重受援国实际需求，采取了支持农业

基础设施建设、转让和传授农业技术、提供农业

物资设备等多方面、多维度的农业援助方式，有

效促进了当地农民增产增收。例如，援格鲁吉亚

蔬菜大棚种植技术合作，专家向农户推广日光温

室种植技术，提高了当地农业产量，解决了当地

蔬菜难以自给自足的难题；对最不发达国家之一

的东帝汶，采取粮食种植技术培训、提供农用物

资设备、援建粮食仓储设施等多元举措，助力其

提升粮食自给能力；援助建设老挝农业技术示范

中心，帮助当地玉米单产提高了近 70%，水稻单

产提高了 1 倍。

农业科技合作实现跨越式发展

十年来，中国不断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农业科技合作，向相关国家推广适宜当地气

候条件和耕作习惯的优质种子和先进技术，有效

提升了当地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民收入水平，为全

球减贫事业和保障粮食安全贡献了中国智慧。

技术交流合作硕果累累。加强农业科技交

流和共享是“一带一路”国际农业合作的重要内

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始终关注同

相关国家分享农业发展经验，转让农业实用技

术，期望通过中国智慧带动当地农业生产和农民

增收。中国积极推进杂交水稻等优质种子生产、

动植物种植养殖及疫病防控、农业

机械和沼气等优势技术在相关国家

的推广应用。截至 2021 年，中国已

向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派出 2000 多

名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向多个国

家推广示范 1500 多项农业技术，带

动项目平均增产 40%至 70%，杂交水

稻覆盖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年种植

面积达 800 万公顷，平均每公顷产量

比当地优良品种高 2 吨左右。

重要领域合作平台建设有效推

进。近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农业科研机构共同整合科技

资源，打造了一批面向不同区域、不

同类型、不同需求的国际联合实验

室和研发中心等合作平台。通过专

家互访、学术交流、联合研究等方

式，共同开展重大科学问题的联合

攻关和新技术、新产品研发，对进一

步深化农业科技对外交流合作发挥了重要作

用。例如，中国农业科学院协同新疆农业大学等

中方机构与哈萨克斯坦赛弗林农业技术大学共

同建立了“中国—哈萨克斯坦农业科学联合实验

室”。两国农业科研机构依托该实验室进行动物

疫病联合研究，共同推动建立动物疫病联合防控

体系。

推动农业合作走深走实

历经十年共同努力，“一带一路”建设已经从

总体布局的“大写意”，步入精谨细腻的“工笔画”

阶段，我们应正确认识和把握共建“一带一路”面

临的新形势。在已经取得初步建设成效的基础

上，“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国际形势日趋复杂，

世界经济衰退风险上升，叠加保护主义、地缘政

治的影响，农产品贸易、农业对外投资与科技合

作的难度均将不断加大。与此同时，沿线国家适

用的法律制度不同，农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部

分国家农业基础设施和科技水平仍相对较低，上

述因素均制约了“一带一路”国际农业合作的纵

深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承载着我们对共同发展的追

求，将帮助各国打破发展瓶颈，缩小发展差距，共

享发展成果。未来，关于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

建设取得更多更实的成效，助力各国农业发展和

保障全球粮食安全，有以下几方面对策建议。

一是完善多层次农业合作机制。发挥上合

组织、中国—东盟“10+1”等多边和区域合作机

制作用，带动更多国家和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

路”建设。推动完善与沿线国家的多层次农业政

策对话机制，探索建立政府、科研机构、企业“三

位一体”的对话平台，加强农业发展战略交流对

接，共同制定农业经贸合作规划，协商解决合作

中遇到的问题。以 RCEP 为基础，推动与沿线国

家商签自贸协定，扩大“一带一路”自贸协定“朋

友圈”，助力各国分享中国市场的“大蛋糕”。

二是开拓畅通农产品贸易渠道。依托“一带

一路”框架下的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等六大经

济走廊建设，推动与相关国家合作开展仓储和物

流等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打造安全高效的农产

品运输大通道，推进与相关国家的农产品贸易。

鼓励发展农产品跨境电商等贸易新模式和新业

态，拓宽“一带一路”农产品贸易新空间。加强与

沿线国家农产品检验检疫交流，促进与相关国家

签署互认的农产品检验检疫协定，进一步加强在

未来新标准制定上的技术合作与沟通，提高贸易

便利化水平。支持鼓励沿线国家参加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中国—中

东欧国家博览会、中国—东盟博览会等影响力较

大的涉农展会，进一步挖掘与沿线国家的农产品

贸易潜力。

三是助推产业链供应链融合。鼓励中国企业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规模化海外农产品生

产加工储运基地，从生产、加工、流通、仓储、贸易

等多环节切入，助推构建“一带一路”重点农产品

产业链供应链。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农业境外合

作区建设，围绕种植、养殖、深加工、农产品物流等

领域，推动合作区内农业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完善

农业产业链条，促进农业产业集聚，发挥平台带动

效应。鼓励科研机构和研究部门强化对沿线国家

农业政策、法律制度等方面的深度研究，帮助企业

了解投资风险，科学指导投资实践。

四是推动共享中国农业科技进步红利。密

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技术和发展经验

交流，通过援助和转让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农业

技术人员、开展农业合作项目等方式开展农业科

技合作，盘活海外农业要素，促进当地农业发展

和农民增收。与沿线国家围绕种子、农药和农机

等开展标准协商谈判，推动制定重点农产品标准

协同方案，将中国优良农产品品种、生产加工设

备以及成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标准推广至相关

国家，促进提升当地农业生产能力。

（执笔：刘艺卓）

饲料出口贸易融入“一带一路”倡议

万喆在《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 年第

2 期《共建“一带一路”促进全球减贫：内在联系

与有效路径》一文中指出，减贫是人类社会的共

同使命，共建“一带一路”在近十年的实践过程

中，通过国际合作平台凸显了强大的减贫功能，

将中国减贫学与共建国家及地区的实际相结

合，探索减贫新路径，为全球减贫作出了突出贡

献。“一带一路”农业合作为促进减贫筑底板，建

立“一带一路”农业合作机制，对“一带一路”共

建国家及地区的农业援助有效提升了区域粮食

安全保障能力。“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为促

进减贫打基础，贸易畅通充分挖掘共建国家及

地区的贸易潜力，重构全球公平公正的贸易体

系，改变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发展中国家话语权

缺失的贸易分工，在加速推进共建国家及地区

融入全球化贸易分工的同时，直接带动共建国

家及地区经济增长，推动减贫取得显著成效。

“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促进减贫增就业，通过产

业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当地融入全球产业

链和价值链，为项目所在地创造了大量公共就

业岗位。未来在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全球减贫

路径的选择上，要着眼“两个大局”，统筹好发展

和安全、政府和市场、输血和造血、官方和民间、

重点和全面等关系，在共建“一带一路”促进全

球减贫方面积极有为，稳妥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