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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 
发展状况与未来思路 

内容摘要：新世纪以来，我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获得长足发展：

投资规模快速扩大，投资领域日益广泛，投资区域遍布全球，投资

模式多种多样。但总体来看，我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仍然处于初级

阶段，存在企业规模小、投资能力弱、投资层次低、对农产品出口

的拉动作用不明显、对外投资风险越来越大等诸多问题。在“一带

一路”背景下，农业对外直接投资要立足于构建全球产业链、提升

农业投资层次、培养有竞争力的跨国企业集团三大主要任务，提升

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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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农业“走出去”已经走过了 30 年的

历程。进入 21 世纪，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带动下，农业“走出去”

获得长远发展：农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领域不断拓展，

投资模式和方式不断创新。农业“走出去”已经成为我国对外直接

投资的重要领域。 

一、我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状况 

1．规模扩大，速度加快 

我国农业对外投资规模与我国农业发展水平紧密相关。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我国农业对外投资规模很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企业实力的不断增强，我国农业由长期的“引

进来”逐渐转变为“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发展阶段。进

入 21 世纪，我国先后出台了多项措施支持农业“走出去”，农业对

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2003~2015 年，流量从 0.81 亿美元增

长到 25.72 亿美元，增长了 31 倍，年均增长 33.3%。2004~2015 年，

存量从 8.37 亿美元增长到 114.76 亿美元，增长了 12.8 倍，年均增长

24.4%。近些年农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高于全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速

度。2007~2015 年，全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年均增长分别为

22.2%和 27.9%，同期，农业流量、存量年均增长分别为 31.1%和

29.0%。截至 2015 年年底，我国共有 600 多家境内投资机构在全球

9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农业投资合作，成立了 1300 多家企业，占总

在外企业数量的 4.6%，对外农业累计投资总额 114.76 亿美元，占全

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1.1%。2015 年我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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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的 1.8%。 

 

图 1  2003~2015 年中国农林牧渔直接对外投资流量和存量 

数据来源：《国际统计年鉴》。 
 
2．投资领域及地区更加广泛 

目前我国农业“走出去”投资领域已经从最初的渔业发展到多

个行业和领域，包括粮食及油料作物种植、农畜产品养殖和加工、

仓储和物流体系建设、森林资源开发与木材加工、园艺产品生产、

橡胶产品生产、水产品生产与加工、设施农业、农村能源与生物质

能源及远洋渔业捕捞等。2015 年，我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结构

中以种植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为主。其中，种植业、农林牧渔服务

业、渔业、畜牧业、林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投资所占比重分别为

58.6%、26.3%、4.5%、3.9%、3.7%和 3.0%。种植业产品主要包括大

豆、玉米、水稻、天然橡胶、棕榈油、木薯等产品。从区域分布看，

我国农业“走出去”已经遍及全球五大洲，但以亚洲为主。2015 年，



 

 - 4 - 

我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在亚洲、大洋洲、欧洲、非洲、北美洲

和南美洲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70.1%、10.4%、9.6%、5.7%、2.4%和

1.8%。从当年流量看，亚洲、大洋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和南美

洲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49.7%、18.0%、7.9%、19.9%、3.0%和 1.5%。

2015 年我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前十大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新加

坡、以色列、荷兰、印度尼西亚、俄罗斯、老挝、新西兰、泰国和

柬埔寨。 

 

图 2  2015 年中国农业对外直接存量产业分布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农业投资合作分析报告》（2016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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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5 年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产业分布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农业投资合作分析报告》（2016 年度）。 
 

 
图 4  2015 年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区域分布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农业投资合作分析报告》（2016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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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5 年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区域分布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农业投资合作分析报告》（2016 年度）。 
 
3．投资主体多元、模式多样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我国农业“走出去”大多以承担国家对外

援助项目为主，主要由国有企业承担。随着农业“走出去”战略的

实施，农业直接对外投资快速增加，农业“走出去”的主体呈现多

元化趋势。近年来，民营企业的综合实力不断增强，逐渐发展成为

我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新生力量。目前，不仅有中粮集团、中国

农业发展集团、上海光明集团等大型国有企业，也有浙江卡森集团、

中兴能源有限公司、江苏牧羊控股有限公司、天津聚龙嘉华投资集

团等民营企业参与境外农业合作开发。从投资方式看，我国企业最

初大多以独资形式进行境外投资开发活动，目前已经探索出合资、

合作等多种形式。从具体经营模式看，企业根据不同国家特点采取

了不同模式，有“公司+农户”的，有直接新建、收购或租用生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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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或加工厂的，也有直接利用当地成熟的生产服务体系等模式。 

4．投资层次逐渐升级 

“走出去”的企业经过多年的摸爬滚打，“走出去”的合作层次

逐渐升级，从最初的合作开发资源逐渐向资本合作经营转变，推动

国际产业并购。目前，上海农垦集团已在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

英国、意大利、中国香港、以色列和西班牙等国家和地区成功并购

境外企业 8 家，涉及知名品牌、营销网络、原料基地和加工企业等。

据统计，2015 年农业领域的并购案例有 37 起。通过直接到海外并购

公司，能够快速融入国际市场，同时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发展潜力，

提高企业竞争力。 

二、我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突出问题 

尽管近些年我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较快，但总体来看，当

前我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仍然处于初级成长阶段。2014 年我国农业

对外直接投资净额首次由负转正，2015 年我国农林牧渔对外直接投

资净额为 10.38 亿美元，2015 年中国人均农林牧渔增加值为 1561 美

元。根据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分析，当前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仍然

处于初期成长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农业对外投资在区域布局、

投资模式等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严重制约了农业“走出去”的发

展质量。 

1．企业规模小，投资能力弱 

根据邓宁的投资发展理论，伴随着人均 GDP 的增加，人均资本

流动也不断增加。从国际经验看，人均 GDP 超过 4750 美元，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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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资会快速增长。目前我国正处于这一快速增长阶段，但由于

我国“走出去”的时间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还比较小。2015 年我

国对外农业累计投资总额占全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1.1%，农业对

外直接投资流量仅占全国的 1.8%。按照 2014 财年境外资产排名的

2015 年全球最大 100 位非金融类跨国公司境外资产平均值为 810 亿

美元；入选的中国内地企业只有中信集团、中国远洋集团和中海油

集团，其境外资产分别为 786 亿美元、434.5 亿美元和 342.7 亿美元；

2015 年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体排名前 100 位的非金融类跨国公司

的平均国际化指数为 54.2%，而入选该榜单的 12 家中国内地企业的

平均国际化指数仅为 19.9%。相比其他类别的企业，农业对外投资

企业规模更小。根据《中国对外农业投资合作分析报告》（2016 年度）

数据显示，2015 年我国有农业投资的境外企业的资产总额在 500 万

美元以下的企业占 52.3%，500 万~1000 万美元的占 16.0%，1000 万

~5000 万美元的占 24.7%，5000 万美元以上的仅占 6.8%。由于规模

小，企业在投资区域、投资行业的选择上会受诸多限制，同时抗御

各种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也比较弱。 

2．“走出去”的层次较低 

由于我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偏小，集约化程度偏低，不具

备规模经济优势，无法与其他大型跨国公司竞争，因此在对外投资

行业和区位选择上受到很大限制。从国际情况看，大型跨国投资企

业的发展和壮大，很大程度上依靠高科技产品和资本、知识、技术

密集型产品。农产品深加工、新产品培育等在现代国际农业直接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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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企业中逐渐成为支柱产业。但我国的情况截然相反，由于多数企

业还没有建立起完整的自主技术研发和推广体系，企业在技术应用

上成本较高且适应能力较差，农业对外直接投资项目主要集中在附

加值不高、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和传统领域，很多企业

“走出去”的目的就是单纯的种地。这造成我国农业企业海外竞争

力弱的特点。反过来，观念陈旧、资本技术缺乏也使得企业在具体

投资产业和区位的选择上受到限制，影响对农业投资行业的扩张和

区位的扩散。 

3．对国内农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不明显 

从农业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联系机理看，随着农业对外投资

规模的扩大，会通过直接在海外销售、增加对母国农产品原料的需

求等方式扩大母国的出口贸易。而从发达国家经验看，农业对外直

接投资的扩大能够明显促进本国农产品贸易包括出口规模的增长。

但目前我国农业外商直接投资主要以直接进口贸易模式为主，对国

内农产品的替代作用较强，对国内农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不明显。

如奶制品、葡萄酒、畜产品、粮食产品等的对外投资都表现为这一

特点，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市场都是国内市场，而非面向全球

市场竞争。分析其原因，主要与我国当前国内外农产品价格倒挂、

国内农产品质量不高等有直接的关系。 

4．农业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风险越来越大 

当前我国农业“走出去”战略不断深入，企业“走出去”模式

诸如资本并购、海外控股等多种模式纷纷出现。但是随着投资规模



 

 - 10 - 

的扩大和投资模式的多样，各种风险也随之增加。海外投资风险主

要包括东道国的政局动乱与社会动荡风险、文化差异而导致的规则

习俗冲突风险，以及企业的经营风险和融资渠道单一引起的财务风

险等。目前，我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很大一部分集中在与中国地缘

较近且外交关系较好的亚非地区，这些地区相当一部分存在国内经

济发展落后、基础设施欠缺、政府官员贪腐严重、国内居民收入悬

殊、社会矛盾突出等问题，政治社会动荡的风险较大。另外，从企

业海外投资模式分析，当前部分企业逐渐转型，开始直接到海外并

购。但从国内外实践看，并购这种方式表面上看可以较快扩大企业

规模，实现资本、技术等的快速提升，但在具体运营中，由于双方

在经营理念、文化习俗、债务处理、人员融合、企业文化等多方面

差异经常导致并购后遇到难以跨越的经营障碍。还有一些企业在投

资并购过程中过于盲目，对未来估计过于乐观，对各种风险估计不

足，常常导致决策失误，损失巨大。目前，这种由盲目并购引发的

投资失误案例呈增加趋势。 

5．对外投资企业与投资国之间的矛盾更加凸显 

农业“走出去”涉及的项目一般都与环境、生物多样性等紧密

相关。部分企业在投资开发中往往过于注重经济利益和商业目标，

不注意当地环境保护、社会进步、增加当地居民就业机会和民众生

活改善，造成和当地居民较为严重的矛盾冲突。有些企业去海外投

资还是以国内的思维行事，往往只是和当地政府接触开展项目，并

不注重和善于与当地社区、非政府组织（NGO）及媒体进行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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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协调，一些项目经常招致媒体的批评，被指责破坏当地自然环

境和生物多样性、剥夺当地居民就业机会等等。近些年由于和东道

国民众、政府之间的矛盾导致的投资失败现象比比皆是。以我国在

缅甸、老挝等开展的替代种植为例，由于不善于处理与投资国民众、

各种 NGO 和媒体之间的关系，不注重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我国替

代种植项目屡屡受到国际社会的指责和批评，给我国海外投资造成

极不利的国际影响。 

三、新阶段我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思路、主要任务及政策建议 

目前我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已经从最初企业的自发行为发展到

一定水平，具备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明确现阶段农业对外

直接投资的发展思路及主要任务，对于促进农业有规划、有重点、

有步骤地“走出去”、提升对外投资的层次具有重要意义。 

（一）思路 

农业“走出去”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抓住“一带一路”

倡议带来的巨大机遇和各种便利条件，按照优势互补、互惠共赢的

原则，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政府支持服务为保障，优

化国内支持政策体系和投资环境，培育一批大型涉农跨国企业，不

断提高对外投资层次和投资效益，在国际农业竞争与合作中深度调

整我国农业产业结构，提高企业和农业竞争力。 

（二）主要任务 

一是构建全球农产品产业链。从当前我国国内资源状况、供求

形势来看，今后必须从全球的角度深度调整我国农业产业结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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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国内外多种资源满足国内农产品需求。要在全球范围内构建起包

括生产、加工、物流、贸易、消费的全产业供应链，在满足国内农

产品需求的同时，促进国内优势农产品出口。 

二是加强对大型跨国涉农企业的培育，增强企业国际竞争能力。

根据我国涉农企业现状，应当尽快选择一批“具有一定规模，发展

基础较好，有从事对外农业投资开发的经验和基础，并有较强经济

实力”的跨国涉农企业进行重点支持，培育一批具有一定国际竞争

力的大型跨国企业。 

三是提升对外投资层次，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鼓励

企业向加工、物流、仓储、码头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以及研发

等科技含量较高的关键领域投资，提升投资层次，增强企业境外竞

争力，扩大投资收益。 

（三）政策建议 

加强国家对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指导和服务能力。建立统

一的管理协调机制，建立境外农业投资预警机制，进一步强化公共

信息服务功能。引导和鼓励企业提升投资层次，从产业链前端向加

工、物流、仓储、码头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以及研发等科技含

量较高的关键领域倾斜。重点支持具有较强实力的跨国企业，培育

一批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集团。深层次调整国内农产品

市场调控政策，使其符合开放环境下的要求。构建政府、企业、社

会团体等多方的沟通交流机制，做好各项宣传工作，引导“走出去”

的企业严格遵守东道国的法律法规经营生产，妥善处理好与社会各



 

 - 13 - 

个层面的利益关系，关注当地的社会公益、税收、环保等事业，提

高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和能力。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市场贸易研究室   翟雪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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