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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农业领域双向开放不断加
深，不仅进口农产品增加，而且农业企业赴海
外投资亦成为了不容忽视的开放趋势。

作为中国最大的苜蓿颗粒供应商，张仁武
目睹了近年来国内一波又一波的苜蓿荒。随着
近年来中国奶牛越养越多，作为优质蛋白饲料
来源的苜蓿草一直供应紧张。几年前，张仁武
花了 1000 多万美元在犹他州北部泽森小镇买下
了一个 13 万多亩的农场，这比他在国内经营了
十几年的农场大了好几倍。张仁武说，他要把
海外的阳光、土地、气候、水资源等优质要素
充分利用起来。

事实上，中国农业有足够的技术盘活海外
优质农业要素。例如，作为“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乌兹别克斯坦，土地盐碱化较为严重。

中国科学院中亚生态与环境研究中心的科学家
就将新疆的耐盐小麦品种引入当地种植，最终
在当地人眼里不能种粮食的地方种出了粮食，
并且比当地肥沃土地的小麦产量还要高。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非洲国家的农业投
资也是形式多样。据了解，目前一些大型中国
农业企业倾向在坦桑尼亚、塞内加尔和赞比亚
等地投资规模较大的种植园；或者在其他国家
投资种植水稻、木薯、芝麻等作物，一部分供
应当地需求，另一部分输送到中国。

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沿线国家，俄罗
斯自然资源丰富，地广人稀，农业经济潜力巨
大。据了解，在俄罗斯做土地开发的中国公司
中，来自农业大省黑龙江的企业占据绝对主
力。黑龙江农委相关信息显示，东宁县境外农

业开发区域已经拓展到俄罗斯6个州25个区。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上素有“欧洲粮

仓”之称的乌克兰也有望成为中国最大的海外
农业合作基地。三年前，中国有关单位与乌克
兰农业公司KSG Agro签署协议，后者将向中方
提供 10 万公顷农田用以进行农业合作。这一投
资将使乌克兰成为中国在海外最大的农业中
心。未来，中方可在双方商定好的农田上种植
作物并养猪。

中国社科院农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
表示，尽管中国企业“走出去”目前还处于试
探性阶段，但农业企业到海外种地，无疑开辟
了企业新的能源生产基地，拓宽了企业的生存
空间。同时，“一带一路”上的农业项目建设也
带动了一批中国农业技术、设备和劳务的输出。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农耕历
史。在绵延不息的历史长河中，炎黄子孙植五
谷，饲六畜，农桑并举，耕织结合，创造了灿
烂辉煌的农业文明，不仅为中华民族自身繁衍
生息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亦构成了古丝绸
之路上对外经贸往来的重要内容。

作为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一带一路”不
仅是中国提供给世界的重要公共产品，而且也
为中国农业“走出去”实现国际化发展打开了
更大空间。一方面，不少“一带一路”国家农
业经济占比相对较大，迫切需要加强现代农业
建设和农业国际合作，提高农业的发展水平和
可持续发展能力；另一方面，近年来中国农业
综合生产能力和现代化水平稳步提升，特别是
在化肥、育种、除害、机械化耕作等方面积累
了越来越多的转型经验，主要农产品产量在全
球占有较大比重。

可以说，中国农业企业在“一带一路”沿
线及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展跨国经营，建立境外
生产基地和加工、仓储物流设施，既有利于在
更大范围内盘活全球农业资源，又可以为当地
农民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劳动生产率，还可以
为本国消费者带来更丰富的优质农产品。

从更宏观层面来看，中国农业积极与“一
带一路”国家合作，亦为中国实现更全面对外
开放播撒了新的种子。而要让这些种子开出合
作之花，结出共赢硕果，则仍需不懈努力。具
体来看：

一是严把质量关。需要看到，尽管近年来
中国农业科技化、机械化、绿色化水平不断提
高，但各地农业生产水平依然参差不齐，一些
地区对农药、化肥的过度使用加剧了对土壤肥
力的损耗。因此，在农业开放发展的过程中，
监管部门应严格把好质量关，确保技术水平
高，产品质量好，环保意识强的农业企业走向
世界，从而树立中国农业的良好形象。

二是打好贸易牌。“一带一路”国家中，不
少具有农业优势的国家都有着地广人稀的特征，因此中国农业与当
地的合作最终要落实到农产品的销售与贸易上，才能为当地居民带
来最大的利益。随着“一带一路”设施联通、贸易畅通的不断加
深，“走出去”的农业企业应及时掌握各人口大国的农产品消费及贸
易政策，做好农产品精深加工，确保优质农产品获得较高的附加值。

三是注重本土化。对任何跨国企业而言，本土化都是在海外实
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修课。然而，现代农业机械化程度越来越
高，劳动力吸附能力则逐渐降低，因此中国农业企业在赴“一带一
路”开展合作的过程中就尤其要注重对当地农民的就业吸纳。其
中，发展农产品加工以增加当地用工需求无疑是重要的一环。

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产业，农业的国际化水平在某种程度上
决定了一国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目前，虽然中国农业“走出
去”还处于起步阶段，但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国
农业国际化进程必将加速，并为中国实现更高层次对外开放注入强
大动力。

中国农业
沿“一带一路”走向世界

本报记者 陆培法

从法国的葡萄园，到澳大利亚的牧场，再到乌克兰的农场……如今，中国农业在
“走出去”的过程中也成为了耀眼的明星，其多样性亦超乎想象。据了解，随着“一带
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新型农民纷纷走向海外，将沿线国家的土地、
水源、空气等优质农业生产要素与中国农业的资金和技术优势相结合。在这一过程中，
中国巨大的消费需求与灿烂的农耕文明也沿着“一带一路”加速走向世界。

民以食为天，在很多国家，农业领域的开
放总是具有特别的意义。不久前，中国农民承
包的一处位于布隆迪布班扎省英博平原的水稻
示范田喜获丰收。4 个引进试种的水稻品种中，
最高的亩产达 924公斤，最低的亩产也有 648公
斤。水稻专家杨华德说，布隆迪目前全国水稻
平均亩产约为250公斤，示范田产量最低的品种
也是其平均比水平的两倍多。

在丰收现场，布隆迪农牧业部常务秘书斯
威林对水稻技术示范取得的成效表示赞赏。“这
么高的产量，必将载入布隆迪农业发展史册，
更加坚定我们依靠中国杂交水稻和中国技术发
展水稻优势产业的信心。如果我国的水稻产量
都能达到这个水平，布隆迪农民就不缺粮了，
生计就有着落了。”他说。

作为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布隆迪
人均 GDP 约 300 美元，农村人口占 90％，全国
人口贫困率为 65％，粮食通常有 30％的缺口。
在硬币的另一面，则意味着布隆迪的发展潜力
也十分巨大。

据中国驻布隆迪大使馆政务参赞孙健介
绍，布隆迪水资源丰富，有充足的光照，昼夜
温差大，具备种植水稻的各种条件，是种植水
稻的好地方。来自中国的水稻品种具有稳产、
高产的特点，可以帮助布隆迪补齐粮食缺口，
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农业难题。

与国外品种相比，中国的杂交水稻可谓
“超级稻”。上世纪 80年代后期，越南从中国购
买杂交水稻种子用以种植，由于中国杂交水稻
亩产能达到 420 公斤，比当地品种高出 120 公

斤，因此杂交稻种植面积快速增长至约 1000 万
亩。在美国，中国杂交稻种植面积有 600 万亩，
比当地品种增产 20％以上。在印尼，隆平高科的
杂交水稻已推广到 13 个省份，每公顷 11 吨的产
量高出本地品种一倍多，被当地农民亲切地称为

“隆平稻”。如今，以杂交水稻为核心业务的隆平
高科公司同4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

水稻是人类的主要粮食作物，全球约60%的
人口依靠水稻生活。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开
始在本国广泛推广中国的杂交水稻，以此来解
决本国人的吃饭问题。而对于中国来说，虽然
杂交水稻出口能够带来不菲的经济收益，但责
任和担当意识，亦是中国杂交水稻推广者跑遍
世界的精神力量。实际上，这体现着中国对

“世界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践行。

每年春季，都是中亚国家的春棉播种的时
候。而来自中国河南培育的棉花种子“银山 2
号”在塔吉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却“火了”。

在塔吉克斯坦，用河南棉花种子种植的棉
花达 5.7 万公顷，占该国棉花种植面积的 30%。
说起河南的棉花种子，曾来河南考察过的塔吉
克斯坦奥林匹克公司董事长穆克姆赞不绝口：
“‘哈拉少’（好）！河南的棉花种子‘欧钦哈
拉少’（非常好）！”

“银山 2 号”是河南省农科院培育的棉花新
品种，2008 年曾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也是黄
淮流域棉花种植的主导品种。2011年9月，借助

“一带一路”的春风，河南经研银海种业有限公
司与塔吉克斯坦签订农业合作协议，在该国成

立农业科学研究中心，建立中国农业科技示范
园，并把“银山2号”引进塔吉克斯坦。据该公
司总经理李伟介绍，中亚地区国家是传统的棉
花种植地区，棉花种植面积很大。但是因为品
种老化、管理粗放，棉花产量便一直偏低。

“银山 2 号”让塔吉克斯坦的棉花种植户开
了眼，不仅棉绒长、品质好，而且结桃多，产
量高。第二年8月，有一株棉花竟然结了108个
棉桃。当时，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在中国驻
塔大使陪同下特意来种植示范田参观这株棉
花，当场将这一棉花品种命名为“友谊 1 号”，
并号召全国推广种植。

与此同时，河南黄泛区的新型农民们也在
塔国创造了奇迹。1956 年，段林的爷爷段守明

从老家淮阳来到河南黄泛区，作为一名垦荒队
员，开始整治这片曾被严重盐碱化的贫瘠土
地。50多年后，作为一名“泛区三代”，从河南
农业职业学院农学专业毕业的段林接过祖辈的
衣钵又成为了一名“拓荒者”，但与爷爷不同，
如今他和同事们所劳作的土地已远在海外。

2014 年，出国种粮的黄泛区人在塔国获得
首次丰收。见到黄泛区人所种植的小麦亩产达
到当地标准3倍左右，前来参观的塔国农技人员
纷纷称赞。去年8月，技术人员在塔国开展的小
麦—玉米“一年两熟”种植试验获得成功，亩
产接近600公斤的2000多亩夏玉米喜获丰收。由
此，中国农民也开了当地农业“一年两熟”的
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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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杂交水稻飘香布隆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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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农业投资走向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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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为坦桑尼亚农民正在查
看使用中国水稻技术耕作的稻田。

图 ② 为 来 自 巴 基 斯 坦 的 希
拉·坎 扎 达 和 古 拉 姆·穆 斯 塔
法·瓦 桑 与 中 国 导 师 付 东 辉 在
江西农业大学的油菜花试验田
里 查 看 实 验 作 物 的 生 长 情 况 。

“ 一 带 一 路 ” 倡 议 密 切 了 中 国
与沿线地区的农业交往，人们
在日益频繁的接触中相识、相
知。

新华社记者 周 密摄

图③为中国一拖集团员工正
在加紧装配一批即将出口海外的

“东方红”大马力轮式拖拉机产
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