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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中国与中亚农业产能合作的影响 

原帼力  罗靖鄰

一、引言

产能合作是指两个存在意

愿和需要的国家或地区之间进行

产能供求跨国或者跨地区配置的

联合行动。进行产能合作的方式

有两个 ：一是可以通过产品输出

方式进行产能位移 ；二是通过产

业转移的方式进行产能位移。农

业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

领域，需要各国切实推进农业合

作进度，共同推动农业的转型升

级。而农业产能合作则是农业合

作更深层次的方式，需要合作双

方农业优势资源的互补，更需要

双方对农业高质量发展意见的统

一，从而实现双方农业的转型升

级、结构优化，以及提高农业资

源的转换率。

境外经贸合作区（也可称境

外产业园）指在中国境内 ( 不含

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 ) 注册且

摘  要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规模和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作为中国对外投资新模式的境外经贸合

作区备受国际社会关注。本文从中国与中亚各国产能合作前景入手，从农业视角出发，分析境外经贸

合作区建设对中国与中亚开展农业产能合作的影响，探讨农业产能合作可能存在的问题，并提供相对

应的解决思路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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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资控股企

业 , 在境外投资建设的基础设施

完备、主导产业明确、公共服务

功能健全、具有集聚和辐射效应

的产业园区。

二、文献综述

（一）中亚国家农业产能合

作的研究

原帼力、国际然等 (2021) 在

分析中哈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和

产业优势互补方面，选择从农业

产能合作的特点和潜力入手，探

讨中哈两国农业产能合作新模

式，并针对分析得出的问题提出

提高合作质量的建 议 ；石先 进

(2020) 则认为中亚五国是“陆上

丝绸之路”的桥头堡，农业产能

合作可提高中亚地区社会稳定性

和经济增长性，进而在分析中亚

国家农业产能以及其对中国的贸

易依赖度之后，合理地总结出中

国与中亚五国农业产能合作的五

种途径。

（二）境外经贸合作区研究

洪 联 英、 张 云 等 (2011) 从

“泰国罗勇工业园”和“尼日利亚

莱基自由贸易区”案例视角以及

境外投资拉动效应的总体评价入

手，认为境外经贸合作区还存在

产业定位不明确、园区规划不合

理等问题，提出从构建合理评价

体系、激发企业走出去的自主性

等解决方案 ；沈铭辉、张中元等 

(2015) 认为“一带一路”优先领

域应该从国际产能合作开始 , 因

为产能合作是加快构建“一带一

路”的支撑点、构建点。

通过梳理上述几个方面的相

关文献，可以发现有关境外经贸

合作区和中国与中亚农业产能合

作方面的文献已有不少，主要集

中在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案例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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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合作关系的分析上，但是关

于境外经贸合作区对农业产能合

作的研究较少。因而本文以中国

企业在外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区

为切入点，分析境外经贸合作区

建设对于农业产能合作的影响，

探讨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可行性

建议。

三、中国与中亚国家农业

产能合作及境外合作区建设

现状

（一）中国与中亚国家农业

产能合作现状

1. 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领域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

示，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

规模持续上升，从 1992 年的 1.75

亿美元增长至 2021 年的 10 亿美

元，规模扩大了近 6 倍。2021 年

在中国与中亚 五国农产品贸易

中，哈萨克斯坦排在首位，贸易

总额约为 6 亿美元，占 53％ ；紧

接着是乌兹别克斯坦，贸易总额

达到了 3.02 亿美元，占 28％。其

中，中国从中亚五国进口的农产

品规模从 1992 年的 341 万美元，

提高至 2021 年的 4.66 亿美元，

约是原来的 137 倍 ；中国向中亚

五国出口的农产品规模从 1992 年

的 1.71 亿美 元提高至 2021 年的

5.07 亿美元，约是原来的 3 倍。

2. 农业投资合作领域

据农业农村部统计，截至

2020 年底，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农

业投资存量达到了 1.2 亿美元，

在哈萨克斯坦进行投资合作的中

企有 16 家 ；对塔吉克斯坦农业

投资存量为 2.4 亿美元，在塔吉

克斯坦合作的中资农业企业有 4

家。考虑中亚国家是干旱农业

以及粗放式农业，因此农业产

能合作项目大部分为涵盖农作

物产品加工、禽类养殖及屠宰

加工、棉花种植及纺织加工等

领域。

3. 农业技术合作领域

如今的中国已经与中亚国

家在农业技术领域开展了多种交

流合作，主要包括科技人员交

流、人才培养、农业信息交流平

台建设等，为地区各国农业发展

增添动力。例如位于哈南部 - 阿

拉木图州的中哈现代农业产业创

新示范园，由陕西省杨凌农业高

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与哈萨克斯坦

国际一体化基金会共同建设。双

方在示范园内种植小麦、玉米、

油料、蔬菜、苗木等农作物品

种，推广设施大棚、节水灌溉等

技术。

（二）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

现状

近些年来，作为“一带一路”

倡议的重要表现形式的境外经贸

合作区，在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

合作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同

时，“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发

展，也使得我国境外经贸合作区

在地域覆盖范围、行业涉及领

域、合作共建模式等方面获得了

快速提升。

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

部和中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网站的

信息来看，我国境外经贸合作

区在东南亚、非洲和欧洲分布

较多，合作区数量都在 8 个及以

上 ；中亚、南亚和西亚分布的较

为均衡，维持在 4 个左右 ；而在

美洲，只有北美华富士工业园和

凤凰工业园两个合作区。

四、农业产能合作及境外

经贸合作区存在的问题

（一）“中国威胁论”

从我国视角来看，“一带一

路”倡议可以体现中国和平友好

发展的主旨，但是在西方主流媒

体的刻意丑化、污名化下，将中

国的“一带一路”渲染成扰乱当

地经济，抢夺当地资源、市场的

形象。尽管中国一直在传播友好

合作的理念，但是中亚地区少部

分人员依然受到“中国威胁论”

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境外

经贸合作区的建设难度，制约了

中方同中亚的农业产能合作计

划。部分民众被西方媒体蛊惑而

采取的措施，使得中亚国家上层

部分不得不重新审视与中国合作

的利弊，进而耽误了合作区建设

周期，打击了中国与中亚国家农

业领域进一步合作的信心。

开放 OPEN北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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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亚农业技术、基础

设施落后

农业虽然作为中亚国家的

传统主导行业，但是因为农业出

口的仅仅是原材料，农业附加值

低，产生的外汇收入主要用于国

家其他方面，因而反哺农业用于

农业技术研究的资金投入一直较

低，中亚国家的农业技术处于欠

发达状态，因而不利于农业产能

合作。另外就是五国的基础设施

较为落后，大都是陆地运输 ：以

汽车加火车两种方式为主，这其

中还有公路、铁路、航空、互联

网为基础构建的立体交通网覆

盖面不足 , 其建设仍处于初级阶

段，运输吞吐量低，运转效力低。

（三）东道国政策力度较

低，企业融资困难

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会上，就有经贸区代表

就此问题希望东道国能加大政策

上的支持度，以便经贸合作区进

一步高质量发展，加快推动中方

与中亚的农业产能合作进程。特

别是在融资方面对合作区企业提

供进一步的帮助，因为东道国金

融环境较为落后、融资工具有

限，再加上合作区建设初期需要

投资的数额较大，盈利周期较长

等问题制约着经贸区后续发展。

另外希望中亚国家能够积极处理

好市场不成熟、不完善以及行政

法律不规范等风险，降低农业领

域资金管控的难度，切实维护入

园投资者的合法利益。

（四）园区宣传力度弱，园

区入驻率低

除了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

周期长、投资成效慢，东道国融

资困难外，还有就是国内宣传力

度较弱，难以吸引足够的投资商

导致园区的入驻率低。一个投资

商走出去进行境外合作区建设的

风险、成本较大 ；倘若能吸引到

足够的投资商同时入驻一个境

外合作区，那么无论是在风险

承担、成本花费，还是在建设效

率、投入周期方面都远远胜过单

枪匹马。国内对于境外经贸合作

区的宣传存在力度较低，除去

官方和境外实施企业的网站，

报道境外合作区招商信息的媒

体少之又少 ；另外还存在部分合

作区政策、服务和环境未表述清

楚以及入驻合作区的流程复杂，

且获取相关信息渠道的时效性

较差等因素。

五、境外经贸合作区推动

农业高质量产能合作的对策

建议

（一）加深政府合作，以实

际行动打破“中国威胁论”

继续深入推进“一带一路”

倡议，健全中方与中亚国家政府

的沟通机制，进一步促进境外

经贸合作区建设中的农业产能

合作。面对西方媒体的“污名

化”，我们更应该采取实际行动

打破中亚国家部分人员的“中国

威胁论”。发挥中国政府的主动

性，积极与当地政府沟通，扩大

境外经贸合作区的辐射作用。以

农产品贸易为基础，农业技术合

作为导向，提高当地农民生活水

平、改善其生活质量，让其它国

家或地区的人民感受到境外经贸

合作区带来的实际好处，明白中

方和东道国的经贸合作区是包容

的、友好的，是怀着共同发展、

互利共赢的目的来促进中方与中

亚各国农业甚至其他领域的产能

合作。境外经贸合作区将会以实

际行动打破部分居民对于中国的

固执偏见，完成中方和东道国的

友好和平发展任务。

（二）发挥我国对外援助，

鼓励企业“集群式”发展

针对我国企业“走出去”建

设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困难，我国

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对中亚国家进

行基础设施援助。我国对外援助

很大一部分是帮助受援国建设公

路、铁路、电信等，例如建设中

吉乌公路、“中国西部—西欧”

交通走廊、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

境合作中心，实现了铁路、公

路、航线、通信网络立体对接。

另外中方在哈萨克斯坦南部江布

尔州投资建设的中亚地区最大风

电项目——扎纳塔斯 100 兆瓦风

电项目实现全容量并网，这将直

接改变哈南部地区缺电现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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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的运输难、

用电难提供有力帮助。

尽管有了中国的援助，但

是合作区建设还是十分有限。很

多企业以“裸奔”的形式“走

出去”，几乎没有配套的保障措

施。考虑到合作园区的发展模

式、建设周期以及东道国政策、

资金支持情况，鼓励中方企业走

出去的同时能够“集群式”发

展。一方面减少境外经贸合作区

建设的资金风险，增加抗风险能

力 ；另一方面可以整合现有园区

资源，优化开放模式，有效解决

海外经贸园区的建设问题，为双

方农业产能合作夯实实践平台。

（三）加大宣传力度和广

度，打造强时效性沟通媒介

正如前文所述，境外经贸合

作区的招商企业与有投资需求的

企业之间一方面由于缺乏了解合

作区招商信息的媒介，使得企业

无法有效完成招商计划 ；另一方

面是对于境外合作宣传的力度和

广度不足，有投资意向的企业要

么在有效期截至之后才发现招商

信息，要么就是出于对合作区相

关信息不了解考虑放弃参与。

因此，要加强境外经贸合作

区的顶层设计，以已经建成运

转、定位清晰、投资出成效的境

外合作区为模范，在国内加大宣

传的力度和广度，增加报道的媒

体数量，尽可能让企业充分了解

合作区所在东道国的政治、经

济、资源等因素以及合作区能够

享受两国的扶持性政策、主要产

业定位、盈利方式、园区基本配

套设施等信息。另外可以从当前

的联系渠道脱颖出来，打造强时

效性沟通媒介，类似国际贸易中

的 whatsapp 的 沟 通 软 件， 用 户

可以快速了解合作区、东道国的

新闻、环境、政策等消息，助力

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快速发展。

（四）创新境外经贸合作区

运作模式降低风险

为了应对和降低农业产能

合作的风险，应加强对中亚国家

的国情、社会对于外来人员经营

合作的抵抗性、对用于农业生产

的租地行为的社会反应强烈程度

等研究，建立起科学、合理的评

估机制，及时、有效的反馈、处

理机制，为境外经贸合作区中的

农业产能合作降低风险，提供合

作的前置条件。再通过构建境外

合作区信息良好的风险保障机制

推进中亚国家产能合作的重要途

经，拓展未来可合作的农业基础

信息交流数据库功能，加快推进

中亚国家农业信息平台建设，让

信息充分发挥时效性，降低投资

的盲目性，为中国企业“走出

去”提供良好的科学决策服务，

提高产能合作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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