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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企业对“一带一路”投资区位选择

——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问题研究

盛韵雯　王一妃　郑婧汝　聂 朵　张忠宇

沈阳师范大学　辽宁沈阳　110034

摘　要：本文围绕中国农业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展开。阐述研究背景为中国对外投资进入

新阶段，“一带一路”有市场与互补优势，投资区位选择是重要课题。研究方法是文献与实证结合，了解东南亚贸易与环

境保障结果准确性。研究意义包括补充相关研究、提出政策建议，助力“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提升中国农企国际竞争力。

以东南亚为例，分析其农业资源情况和发展局限，鉴于中国农业技术与资金优势，研究在此区域投资区位选择问题，包括

对我国农企对外投资进行 SWOT 分析、剖析投资动机、从国家和企业角度提出策略建议。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农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合加深，对外直接投资步

入新发展阶段，向“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投资机遇重大。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广阔且与我国经济互补性显著，

而投资目标区域选择对中国农企至关重要，关乎投资成败和

农业国际化战略布局，分析投资区位选择因素成为重要且热

门课题。通过收集文献资料剖析中国农业企业对外投资现状

与动机，同时深入调研东南亚农产品贸易、政治和经济环境

以确保结果准确。研究意义非凡，对中国农业企业 OFDI 空

间布局选择问题的系统分析，可完善“一带一路”区域 FDI 

空间布局研究，为中国农业企业 FDI 布局提供科学建议，

促进“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以东南亚地区为例，该地区是

世界农业重要部分，有丰富的稻米、棕榈油、天然橡胶、林

业和渔业资源，但农业科技水平低、劳动力素质差、基础设

施弱。中国农业技术和资金有优势，以东南亚为例研究投资

区位选择问题极具现实意义。

1. 我国农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 SWOT 分析

1.1 优势分析

1.1.1 政策优势

随着 " 一带一路 " 战略以及我国农产品 " 走出去 " 战略

的实施，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本土公司海外发展的政策措

施。在 2015 年，一号文件中明确指出，要研究建立 " 海外

投资基金 "，并加强对海外投资；同时，将研究建立国外的

农业开发资金，并将用于更多的海外农业投资；在2019年度，

为海外投资和合作的企业设立了 " 绿色通道 "；与此同时，

中国还加大了国外的农业合作试点力度，加大了国外的农业

合作力度。而中国大力推进国外农产品生产与加工、仓储、

物流等领域的国际合作，积极推进 " 一带一路 " 沿线各国和

区域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等领域的发展，这都彰显了国

家对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支持与鼓励。

1.1.2 技术优势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作为拥有几

千年农业经验的中国来说，我们拥有绝对的技术优势。近年

来我国农业技术不断成熟，农业科技产品不断丰富，农业机

械自动化技术广泛应用，与沿线国家合作有相当大的发展潜

力和发展前景。以杂交水稻为例，2001 年，中菲合作推出了”

西岭 8 号”热带杂交水稻；2019 年”西岭系列”在菲律宾

的种植面积已达到 100 公顷，突破了多年来”中国杂交水稻

只能在中国或温带地区种植不能在热带种植”的说法，更体

现了我国农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技术优势。

1.2  劣势分析

1.2.1 缺乏资金和信贷支持

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本支撑，制约着我国农产品出口的进

一步发展。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韩，美，欧等国为农业企

业外资建立了专门的奖励机制和基金。同时，我们还没有建

立专门的基金来进行对外农业投资，也没有建立政府的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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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然而，由于缺乏有效的政策扶持，以及在资本方面的

巨大不足，使得中国的外资企业难以在短时间内快速发展。

根据新华社的消息，我们和越南签订的一项农业外资一体

化工程，因为资金短缺，配套设施跟不上而被迫退出了。

另外，根据网络数据，发达国家在国外的投资总额中，在

国外的投资总额中，有百分之三十至五十，在发展中国家，

如印度和巴西，也有百分之十至二十，相比之下，我们的

平均水平是百分之七。这使得农业企业在进行境外投资时

所要承受的风险、承受的压力、增加的成本，并不利于农

业企业的长远发展。

1.3 机会分析

1.3.1 区域一体化推动对外投资发展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各个国家的企业都积

极地参与到国际市场中来。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开展国际

农业合作，不仅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大的收益，也可以为企业

的扩大规模和带动本土农业企业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尤其

是在我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国内的许多企业已经开

始与国际接轨，他们面对的选择越来越多，国际竞争的优势

也到中国对外农业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七点二，从百分之

十三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七点二。其中，2014 年，中国对东

南亚农业直接投资规模创下历史新高，达到7.8亿美元以上，

占中国农业直接投资总额的 38.5％左右。此后，由于国家调

整了海外投资政策，2016 年，美元减少至 3.73 亿美元，但

仍比 2008 年增加了近 20 倍，年平均增长率为 44.6%。由此

可以看出，东南亚已经成为我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的主战场

之一，而且随着双方农业合作领域的不断扩大，投资规模也

会越来越大。

1.3.2 投资领域

从投资领域来看，我国企业对外农业投资主要包括粮

食和面制品的生产和销售以及种植和畜牧业等。农业企业从

事农产品加工贸易具有更好的投资效益和更大的合作优势。

除此之外，"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企业

在农业技术与装备研发、推广等方面也有很大的投资空间。

例如金亿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其经营范围涵盖了果蔬的

生产、加工、储存、销售、运输等各个方面，不仅可以为国

外客户提供果蔬产品的保鲜、仓储服务，而且还可以为客户

提供报关、报检、出口报关等业务。

1.4 威胁分析

1.4.1 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占据部分产业优势

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在农业领域的优势对我国农企对外

投资威胁巨大。它们技术先进，如在种子研发、农业机械自

动化等方面领先，我国农企难与之竞争。其品牌影响力大，

在国际市场深耕多年，消费者认可度高，我国企业进入市场

需重新塑造品牌形象。同时，这些跨国企业全球产业链布局

完善，从生产到销售环节把控力强，在国际贸易规则利用上

更有经验，能更灵活应对贸易摩擦等问题，我国农企在开拓

国际市场时，易受其挤压，发展受限。

1.4.2 政治与文化差异

政治与文化差异给我国农业企业对外投资带来显著威

胁。政治上，不同国家政策多变，如外资准入、监管政策改变，

可能使企业投资受阻。一些国家间的地缘政治紧张也会波及

农业投资。文化方面，不同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消费观

念影响企业运营。例如，当地文化可能影响农业生产方式和

产品标准，若不了解，产品可能不受欢迎，管理中也易与当

地员工产生冲突。

2. 中国农业企业对 "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

的策略建议 2.1 企业层面

2.1.1 制定和完善对外投资策略

当前，由于农业企业的产品、管理水平与国外先进水

平存在较大的差异，且缺少国际市场的布局、运营的经验，

因此，中国农业企业必须积极地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根据

国家的发展策略，积极地制订并逐渐改进相应的对策，争取

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取得优势，从而提高自己的国际竞争实

力。在对东道国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制订出具有针对性的市

场开拓方案，并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在具体的执行战

略方面，应该着重对既懂得农业技术，也懂得市场以及国际

化经营的人才进行组织和培训。在拥有了一定的实力的情况

下，加速发展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技术，同时，要对农业企

业的核心竞争力进行有效的培育，将发展的主导产业牢牢地

结合起来，对国际资本运作进行强化。还要努力地利用兼并

和收购等方法，来提高企业的集约化水平。

2.1.2 及时调整并选定合适的投资地区和国家

一是利用自身优势科学选择外资地区与国别，立足市

场竞争，制定长远投资目标、战略规划。以我国农业资源、

产品、技术、劳动力等为基础，结合发展与内需确定投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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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如中亚农产品市场潜力大但产量低、劳动力缺，应是优

先投资地区。二是把握时机，调整并选定合适地区与国家

开展农业合作。一方面按中国对外战略变化调整投资对象，

如 21 世纪初“南南合作”，投资重点在非洲、拉美，如今

“一带一路”战略使农业投资向沿线倾斜。另一方面针对

东道国情况调整，其政策、经济、制度变化会冲击中国农

产品生产企业和国际竞争力。关键时期的把握影响农业对

外投资速度、规模和质量，中国需与世界经济接轨并适时

调整投资对象。

2.2 国家层面

2.2.1 加大对外投资企业的扶持力度

为激励国外农业投资，可借鉴发达国家做法。对出口

商品收入、出口关税等给予补贴，为外销生产资料和设备提

供便利、减少不必要税收，已交税的可从国内应缴税款中扣

除，避免二次征税。对于出口到我国且存在较大供求差距的

农产品，免除进口关税，对在征收协议实施国已交法人所得

税的国际农业企业，在本国给予免税待遇。我国不同地区对

国外农业部门征收的增值税和所得税标准不同，应对有战略

意义的涉外农业企业降低收入税率补贴。同时健全财政政策

补助制度，降低农业企业初期市场开拓费用，建立国际农业

直接投资专项资金，用于支付项目可行性研究、市场开发前

期成本和农产品原材料回收成本，并通过资金补助支持农业

企业走出国门，在农业对外发展、建立供应链和产品推广系

统方面提供补助，强化补贴制度构建，减轻企业面对国际市

场的风险和压力。

2.2.2 培养高素质人才

随着中国在东南亚农业相关领域发展，对农业及农产品

质量要求提高。2018 年调查显示，近 40％农企认为境外农

业政策、语言、文化和投资环境与我国差异大，我国缺乏适

应国外环境且有技术和经营能力的专业人员，这制约了农企

“走出去”。所以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若要可

持续发展，需加大专业人才培养。一方面，在被投资方国家

可与当地高等院校开展“校企”联合培训，如厦门大学在马

来西亚的校区，希望赴马工作的中国人可在此学习马来语、

了解当地人文，为两国合作储备人才且树立国际形象。另一

方面，可设立专门培训课程，让即将赴投资国工作的员工接

受外语、农业技术和经营等多领域训练，这不仅能缓解企业

人力资源不足问题，还能加速公司本地化进程。

2.2.3 加强政府间交流

近年来，随着与东南亚 "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签署了多

项双边协定和备忘录，外商直接投资流量有明显的增加，由

此可以看到，各国之间的良好交往对直接投资的促进效应

是显著的。未来，各国政府应该加大同东南亚各国之间的友

谊，加大彼此之间的访问力度，并与各国进行经贸合作，在

一些方面取得更多的共识，签订更多的有利于外国投资者的

协定，为外国投资者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和方便的许可证，

减少他们对政治风险的担心。同时，在此过程中，各国还应

带头搭建一个有效的信息交流与信息分享的平台，使企业能

够更全面地了解相关的信息，获得相关的投资优惠政策、纠

纷处理政策等。加强政府间的沟通，创造出一个良好的投资

环境，能够为国内企业争取到更多的优惠和方便，也能够激

发企业在海外投资的积极性，增加海外投资的规模，从而对

贸易起到积极的作用。

3. 结论

在对我国农业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

投资区位选择研究后，得出以下结论：我国农企投资有经验、

技术和政策优势，但国际投资占比、资金信贷支持不足，应

扬长避短，完善相关机制提升竞争力。我国农企在沿线国家

投资规模和领域不断扩大，但存在企业规模小、中小企业投

资难及与其他行业相比对外投资不足问题。以东南亚为例，

投资区位选择动机包括市场、成本、优惠政策、技术与管理

导向型，政局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也有影响。国家应加大对投

资企业扶持、培养人才、加强国际交流，企业要完善策略、

利用优势选好投资地。对于中国农业企业对沿线国家投资的

建议与展望：一是加大发展特色优势农业力度，明确农业科

技合作领域和产品，通过与农业基础强的国家合作促进种子

产业发展和粮食安全。二是建立农业技术交流平台，整合各

国技术实现创新。三是完善信息化体系建设，强化对农业技

术创新成果监控评价，加强科技合作，构建应急和风险防控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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