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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0年初以来，新型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

的反复，给全球粮食安全和国际农业发展带来重大

影响，极端气候灾难以及地缘政治军事冲突等因素

相互叠加、不断恶化全球粮食安全合作环境。首

先，世界粮食供应网络运转不畅。2022年 4月，35

个国家限制粮食出口，国际粮食贸易受到干扰，国

际粮食市场波动剧烈；2022年初的俄乌冲突中乌克

兰播种面积减少30%，可能导致全球小麦出口缩减

20%。其次，全球食品价格暴涨。2022年4月联合国

粮农组织公布的全球食品价格指数飙升至历史高

位 158.5、环比增长近 30%，其中，植物油价格指数

237.5%、环比增长46.30%，意味2022年植物油价格

水平为2014-2016年基期均价的2.37倍。

“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多、粮食刚性需求

数量巨大。这些国家普遍存在农业生产科学技术

水平落后、农业新品种推广与应用体系不健全、农

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乏善可陈、土地集约利用水

平不高、仓储物流和运输体系不完善、深加工能力

不足、抵御自然灾害能力薄弱等诸多问题。联合国

粮农组织等多个机构联合发布的《2022全球粮食危

机报告》（2022）显示，2021 年全球 53 个国家中的

1.93亿人口面临重度粮食不安全（IPC/CH指数3级

以上），主要分布在中亚、西亚和非洲地区，大部分

为“一带一路”参与国。全球粮食市场的剧烈波动、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反复冲击、极端气候灾难

以及地区军事冲突等问题进一步凸显出在“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深入开展粮食安全合作的重要性和紧

迫性。

鉴于此，本文将在系统回顾中国与“一带一路”

参与国粮食安全合作成绩的基础上，从交互视角挖

掘中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粮食安全合作的现有

问题，并进一步分析全球发展新变局下有利于优化

和提升中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间粮食安全合作

的路径选择，旨在为实现全球发展新格局下区域粮

食安全合作提供新的发展思路。

一、中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粮食安全合

作成绩回顾

自古以来，农业交流和农产品贸易就是丝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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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 2014-2021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双边粮食贸易、农业投资、粮食生产技术合作以及

粮食援助事件为研究样本，深入探讨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间粮食安全合作的历史成绩、合作网络现有

问题及新全球格局下的合作路径。研究结果表明目前合作对接参与国需求、充分利用参与国要素禀赋优劣

势，呈现区域性和平衡性、多领域共进和多模式并举的特征，但存在合作网络缺乏广泛基础、合作根基不够稳

固以及网络缺乏协同效应等问题。基于此，本文认为在新冠肺炎持续冲突以及地缘格局变化的大变局下，中

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的粮食安全合作应选择调整网络密度分布、加深网络链接程度、强化网络治理效率的

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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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主要合作内容。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中国

就与参与国在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下开展多层次、

全方位的粮食安全合作。2014-2021年间，粮食安

全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政策沟通和战略对接逐渐

强化、合作领域不断拓展、链条不断延展、合作主体

和方式不断丰富，为提升参与国的粮食安全提供更

加坚实的基础。具体而言，疫情前中国与“一带一

路”参与国间粮食安全合作取得以下几方面进展：

（一）建立了多层次合作构架

第一，顶层设计基本完成。首届“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前夕，原农业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员会、商务部和外交部共同发布《共同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农业合作的愿景与行动》，明确中国与“一

带一路”参与国及相关国际组织等主体开展深度农

业合作的基本原则、重点领域等核心问题。

第二，定期召开多边农业部长会议。主要包括

“中国-中东欧国家”（16+1）农业部长会议、“一带一

路”农业合作部长圆桌会议、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

论坛部长级会议等多边会议机制。

第三，制定推动双/多边粮食安全合作的行动计

划。截至2021年底，中国已经与86个“一带一路”

参与国和国际组织签署了近200个农业合作协议、

80多份进出口粮食检疫议定书，与140多个国家和

地区建立农业科技交流和经济合作关系，与50多个

国家和地区建立双边农业合作工作组。譬如，中国

农业部与塞尔维亚农业与环境保护部签署关于制

定农业经贸投资行动计划备忘录，与阿根廷农业产

业部签署农业合作战略行动计划，与智利农业部签

署关于提升农业合作水平的五年规划（2017－2021

年），与埃及农业和土地改良部签署农业合作三年

行动计划（2018－2020年）。

第四，举办各类官方或民间论坛促进粮食安全

合作。较有代表性的包括：“一带一路”生态农业与

食品安全论坛、“一带一路”粮食安全高峰论坛、“一

带一路”框架下的农业国际合作论坛、中国-东盟农

业合作论坛、中国-苏丹农业合作暨投资促进论坛

等。通过搭建政、商、学对话平台，创新论坛组织和

活动形式，推动实现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多双边粮食

安全合作。

（二）拓展了农产品金融、科技与贸易合作的规

模和范围

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

来，中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间的粮食贸易、投资

和援助活动不断提升。

贸易投资方面，在全球经济增长低迷、贸易保护

主义抬头的环境下，中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间粮

食贸易规模仍然增长迅速，进出口总额从2014年的

近22亿美元增长至2021年的约31亿美元，远高于

同期中国粮食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

2018-2021年间，中国对“一带一路”参与国粮

食生产投资加大、投资地区不断拓展、投资产业链

条不断加深，投资产业涵盖粮食科技研发、粮食生

图 1 2018-2020年间中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农产品贸易总量前二十位国家（单位：万美元）

数据来源：Uncometrade数据库（2019-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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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粮食加工、流通和贸易等产业链上的各个环

节。截至2021年底，中国在“一带一路”参与国的农

业投资项目820多个、投资流量资金超过170多亿美

元。

农业科技合作和对外援助是中国与“一带一路”

参与国粮食安全合作的重要内容。截至2021年 8

月，中国已对40多个“一带一路”参与国开展农业技

术援助，累计与80个国家及21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543份科技合作文件，帮助50多个非洲国家建成20

多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并实施近500个农业援助

项目，涉及粮食种植、仓储、灌溉及加工等多个领

域。2019年6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合组织领导

人峰会上提出在陕西省建立上合组织农业技术交

流示范基地。通过援外农业技术交流，中国在“一

带一路”参与国传播了先进的农业知识和技术，推

广适合当地的农业种植养殖品种，为粮食生产落后

的参与国培养了大批的农业技术和管理人才。

（三）构建了综合信息服务体系与研究网络

中国政府还注重粮食安全合作中的信息服务体

系建设。首先，构建农业对外合作信息服务平台、

全球农业大数据与服务联盟等多个信息服务平台，

实现对外农业投资各领域信息的联合集成、交叉研

究与综合提升，为“一带一路”农业合作提供投资政

策、项目信息、风险提示、数据统计、遥感监测等全

方位咨询和信息服务。其次，支持科研机构建设

“一带一路”农业研究平台。中国农科院海外农业

研究中心、中国水科院国际渔业研究中心、中国热

科院中国热带农业走出去研究中心和农业部规划

设计研究院农业工程技术国际合作中心陆续建立，

共同构建起“一带一路”农业合作公共信息服务支

撑体系。

二、中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粮食安全合

作网络存在的问题

截至2022年1月19日，中国已经与147个国家

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其中，与中国开展粮食安全合作的国家

和国际组织的数量从2014年的21个上升至2022年

的127个，增幅129%，表明该时期中国与“一带一路”

粮食安全合作网络的密度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一）粮食安全合作网络缺乏广泛代表性

在粮食贸易网络合作层面上，2018-2020年间参

与粮食贸易网络合作的“一带一路”参与国主要集

中在中国周边地区（如图3所示），从而导致粮食贸

易网络形成一个中国周边区域密集而边缘区域稀

疏的不均匀网络结构特征。巴基斯坦一直是中国

粮食贸易深度合作的国家，双边粮食贸易网络链接

强度较高。随着中国粮食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以

及粮食贸易“朋友圈”的拓展，与缅甸、越南以及孟

加拉国等国的粮食贸易合作网络强度逐年提升。

然而与俄罗斯、阿根廷和巴西等粮食安全状况较好

图 2 2018-2020年间中国对“一带一路”参与国农业投资流量前十位国家（单位：万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9-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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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间的粮食贸易网络链接有待进一步提升。

在农业投资网络合作层面上，2018-2020年间

地缘接近以及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东南亚地区一

直是中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农业投资合作网络

的主要链接区域（如图4所示）。其中与越南和泰国

的农业投资网络链接强度高、且呈现上升态势。与

中亚、西亚以及中东欧地区的农业投资链接亟需提

升，特别是在旱地农业、种子培育等多个与粮食安

全有密切联系的领域农业投资合作有待进一步提

升。

（二）粮食安全合作网络缺乏稳固的合作根基

从粮食安全合作网络形成模式看，目前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粮食安全合作网络构成

主要以粮食贸易子网络为主，而农业投资子网络、

粮食生产技术合作子网络以及粮食援助子网络的

合作深度有待进一步挖掘。

从合作网络的复杂度看，参与国大多选择采用

粮食贸易和农业投资的合作模式，因而粮食贸易合

作网络和农业投资合作网络是“一带一路”参与国

间普遍加入的粮食安全合作网络，网络参与度分别

为61.98%和52.07%。此外，还有部分国家同时参加

两类合作网络，其中约35.54%的国家同时加入粮食

图 3 2018-2020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粮食贸易总额前五位国家（单位：万美元）

数据来源：根据Uncomtrade（2019-2021）相关数据整理得出。

图 4 2018-2020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参与国农业投资流量前五位国家（单位：万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9-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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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合作网络和粮食生产技术合作网络，约31.40%

的国家会同时加入粮食贸易合作网络和农业投资

合作网络，约23.14%的国家会同时加入农业投资合

作网络和粮食技术合作网络，约11.57%的国家同时

加入粮食贸易合作网络和粮食援助合作网络，约

10.74%的国家同时加入粮食生产技术合作网络和粮

食援助合作网络，约6.6%的国家同时加入农业投资

合作网络和粮食援助合作网络。

以中国与中亚五国的粮食安全局域合作网络为

例，合作网络主要由农业投资合作网络和粮食生产

技术合作网络聚合而成。其中农业投资合作网络

的表现形式是中国农业产业资本流向中亚国家，开

展建厂、设立农业园区和农业示范基地等投资活

动，从而使农业投资合作网络结构的方向性表现出

单向流动结构。与此同时，粮食生产技术合作网络

的表现形式是中国向中亚五国输出农作物育种、节

水灌溉、病虫害防治等农业优势技术，并从中亚五

国引入优质种子资源和品种、畜牧业繁殖技术等，

从而使粮食生产技术合作网络表现出双向流动特

征。

由此可见，中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粮食安全

合作网络呈现多领域共进和多模式并举的发展特

征，但主要构成模式是粮食贸易合作网络，且合作

模式的运动方向以单向流动为主要特征。

（三）粮食安全合作网络缺乏协同效应

中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粮食安全合作网络的

各子网络间协同效应较弱。虽然粮食贸易可以有

效带动中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间的农业投资活

动和粮食生产技术合作，但是中国与“一带一路”参

与国间的粮食生产技术合作大多以提升当地粮食

生产为目标，而对两国间的粮食贸易和农业投资的

推动作用较弱。

例如中国与非洲地区的粮食安全合作的重心是

帮助非洲国家提升农业技术水平，提高其自身农业

发展与粮食安全保障能力。非洲地区可耕地资源

丰富，但粮食生产技术落后。中国通过建立农业示

范中心、派遣农科专家等方式与非洲国家展开粮食

生产技术合作，但非洲国家整体堪忧的粮食安全状

况无法吸引农资企业的资金投入，并且粮食贸易也

未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中国与非洲国家的粮食

生产技术合作虽然提升了当地的粮食生产能力，但

对非洲地区与中国间的粮食贸易促进作用并不明

显。

三、中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粮食安全合

作网络的合作路径选择

（一）调整粮食安全合作网络的密度分布

疏通与“一带一路”参与国粮食安全合作领域的

政策堵点，构建畅通的合作对话平台，更好地服务

区域内各国粮食安全的基本诉求。首先，推动粮食

安全合作机制取得新突破，与更多的“一带一路”参

与国签署农业合作协议，利用RCEP、“一带一路”高

峰论坛、上海合作组织与中非论坛等双多边合作平

台，拓展合作伙伴，均衡布局。其次，消除“一带一

路”参与国间粮食安全合作的政策、技术和环境壁

垒，加大粮食产品检验检测标准、贸易便利化措施、

农业投资政策法规与粮食生产技术转让等领域的

互认，积极构建“一带一路”粮食贸易、农业投资与

粮食技术合作等领域的统一标准。最后，建立粮食

安全合作监管和预警体系，推动完善合作布局调控

政策，通过财税、信贷、保险、信息等领域的差异化

政策引导和支持国内涉农企业发挥资金、技术、品

牌以及服务等不同优势，实现粮食安全合作的均衡

布局。

（二）拓宽粮食安全合作网络的空间广度

加强与粮食安全合作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国家建

立稳定合作机制，注重粮食安全合作伙伴的区际平

衡，构建多元化的空间分布体系。首先，将更多的

沿线国家纳入合作体系，弱化合作网络的空间极化

特征，推动粮食安全合作更加均衡，避免出现合作

领域过度集中于少数地区的局面，从而都可以规避

集聚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其次，加深各国间粮食安

全合作网络的复杂化程度，避免单向合作。例如可

推动粮食产品间一般贸易向加工贸易转换，通过与

农业投资、粮食生产技术的融合，延长粮食贸易的

产业链和价值链。最后，提升粮食安全合作网络的

空间效率。加大走廊建设，提升和完善中国与“一

带一路”参与国之间粮食运输物流系统效率。

（三）加深粮食安全合作网络的链接深度

打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粮食安全合作各

领域间的孤立性，构建双向协调和互相促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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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粮食安全合作网络的连通性和网络参与成员

间的交融性。首先，随着新冠疫情的持续以及俄乌

冲突带来的国际环境变化，很多“一带一路”参与国

更加重视粮食流通体系的本土化发展，从而加大对

农资农机农技的需求。借此机会通过粮食服务贸

易的发展，带动中国优势农业产能走出去和粮食生

产技术合作，形成“贸易-产业-技术”间的三环联动

安全合作网络结构特征。其次，开展多方位的农业

科技合作，围绕国内农业“卡脖子”的短板，加强国

际交流合作，提升中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粮食安

全领域的区域协同创新能力。

（四）强化粮食安全合作网络的治理效率

粮农治理活动为粮食安全合作提供了有效的外

部制度环境，可以提升粮食安全合作效率。首先，

深化与“一带一路”参与国在粮食贸易投资规则制

定、粮食安全援助等领域的深度合作，积极提供中

国经验、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构建平等互惠的区

域粮食安全合作治理体系。其次，通过各类多边及

双边农业合作平台，积极分享中国粮食安全治理中

的成功经验，实现“一带一路”粮食安全合作与各国

的农业发展战略间的有效结合，助力“一带一路”参

与国提升重要农产品综合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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