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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云南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资源禀赋差异大、产业互补性强，技术交流、投资

前景广阔，产业合作空间巨大。但是，粮食产业对外合作面临着国家政策、政治风险、文化差异

等多方面风险。推进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产业合作，需要树立“着眼全球、和谐发

展”的大局观，秉持“长期合作、互利共赢”的理念，加强整体布局，坚持相关组织先行，科技

和人才先行、“互联网”+护航、贸易投资跟进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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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fference of grain resources between Yunnan province and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is 
large with strong industrial complementarity and broad prospects for technological exchanges and investment, 
and huge space for industrial cooperation. However, the foreign cooperation of grain industry is faced with 
many risks, such as national policy, political risk, cultural difference and so on. To promote the cooperation of 
grain industry between China and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we need to set up the overall view of "focusing 
on the global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uphold the concept of "long-term cooperation,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strengthen the overall layout, adhere to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relevant organizations 
to take the lea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lent first, "internet" + escort, trade and investment follow up. 
Key words: grain economy; the Belt and Road; comparative advantage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建设“新丝绸之

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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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地处“一带一路”中心地带，根据云南省粮

食产业特点，积极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

推动云南粮食产业走出去，对于促进云南省粮食

产业发展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意义深远。 

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发展潜力问

题，孙致陆等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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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及前景进行了分析，得出“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是世界小麦和稻谷的最主要产地，“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粮食品种单产将有不同程度的提升

空间结论[1]。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安

全问题，李怡萌根据粮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粮食产量和自给率相关数据分析，得出“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农地开发利用率和生产率低下的结

论[2]。关于“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农业对外合

作风险分析方面，于海龙认为中国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农业合作面临着政策目标与企业目标偏

离以及东道国等风险[3]。 

本文运用“比较优势”原理，深度剖析“一

带一路”背景下云南粮食产业走出去的必要性，

梳理云南省粮食产业走出去的现状，分析了云南

省粮食产业走出去所面临的问题，并提出政策性

建议。 

1  必要性分析 

1.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趋势使然 

“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

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

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

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和责任共同体。党的十九大将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等内容写入党章，2018年 1号文件指出：积

极支持农业走出去，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和地区农产品贸易关系，积极参与全球粮食安

全治理和农业贸易规则制定，促进形成更加公平

合理的农业国际贸易秩序。这充分体现了在共产

党领导下，我国高度重视农业国际合作和资源共

享，坚定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走出去”的

决心和信心。 

1.2  比较优势的必然选择 

伊莱·赫克斯赫认为每个国家所拥有的生产

要素丰富程度并不相同，不同的产品生产时所需

要的生产要素也不相同，每个国家都拥有比较优

势。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贸易理论认为，国

际贸易的基础是基于各国资源禀赋及生产技术的

相对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成本的差别。每

个国家都应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

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

的产品，进口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4]。 

东南亚素有“亚洲粮仓”之称，具有得天独

厚的地理气候条件，每年泰国、越南、缅甸、柬

埔寨等国家的稻米出口占世界稻米出口总量的

55%左右，但是东南亚国家的农业技术水平和农

业生产效率相对较低。与此相反，云南粮食产业

可利用资源有限，而农业科技优势明显：云南粮

食产业化程度超过东南亚国家 30%，科技的运用

和推广方面也至少领先东南亚国家 10～15 年左

右。云南和东南亚国家粮食产品贸易互补指数大

于 1[5]，产业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 

1.3  云南省独特地理位置 

云南地处“一带一路”中心地带，全省８个

州市的 25 个县市与东南亚３个国家接壤，其中

11个县市与邻国隔江相望，地理位置极其优越。

全省有 16个一类口岸、7个二类口岸，为云南省

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开展对外粮食

贸易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6 年中国—东盟五通指数比较报告》和

《中国—东盟互联互通指数报告：云南省指数》

报告指出，云南在“‘一带一路’省市参与度评价

报告”中排名处于较高水平，排名第 9，位列西

南地区首位。其中，排名最靠前的指标是设施配

套，位列第 4 名。此外，政策环境、经贸合作、

人文交流和综合影响指标分别排名第 18位、第 9

位、第 15位和第 12位，各项指标总分 68.9分。 

随着云南海陆空立体网络建设的不断推进，

云南北上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下连接海上丝

绸之路、东向连接长江经济带和泛珠经济圈、西

向连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辐射中心地位逐渐形

成，粮食产业走出去的步伐将更加稳健。 

1.4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我国近年粮食产量稳步增长，粮食自给率在

90%上下浮动，基本满足粮食安全要求。但是，

我国人口多、粮食需求量大，一旦粮食生产滑坡、

出现持续减产的情况，食物自给率就会快速下降。

如果连年发生灾情，国家粮食安全将面临严重威

胁。图 1列出了一些国家的粮食自给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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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各国粮食自给率 
注：数据来源于 FAOSTAT数据库。 
 

2  云南粮食产业走出去情况 

2.1  搭建合作平台 

2018年 1月我国与缅甸、老挝、柬埔寨、泰

国、越南等国家形成了以《澜湄合作五年行动计

划（2018—2022）》、《澜湄合作第二次领导人会议

金边宣言》为标准的区域合作机制。云南省通过

举办“澜湄国家产能合作论坛”等系列相关活动，

积极探讨建立澜湄国家产能投资合作联盟。云南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积极组织粮食企业参加“南

博会”、“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论坛”等相关活动，

旨在搭建投资合作平台，推动云南粮食产业融入

澜湄产业联盟，探讨贸易合作，促进产业发展。 

2.2  开展科技与人才合作 

早在 2017年初，云南省粮油科学研究院就与

越南油脂加工厂开展培训合作，云南省粮油科学

研究院为该厂的化验员提供全方位培训，包含检

验规则、检验方法、实验仪器、计算方法、实际

操作技能等。2018年云南省人民政府与中粮集团

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积极实施粮食产业“走出

去”和“引进来”。在“十三五”期间，云南省将

有更多的粮食企业参与到境外稻谷加工、主食产

业化、物流运输、粮食技术、人才培训等相关境

内外产业科技和人才合作。 

2.3  开展产业产能合作 

在政府层面，昆明市与缅甸商务部签订了以

物易物的贸易协定，支持本地企业向缅方出口化

肥、钢材、农机等商品，从缅甸联合会、缅甸大

米稻谷总会会员公司进口大米、白糖、豆类、芝

麻及其他农产品。在企业层面，昆明市晋宁东南

亚粮食交易产业基地引进了新加坡企业益海嘉

里，正在打造年产值过百亿的粮油加工产业。 

2.4  民企合作 

近年来，云南一些优质粮食企业积极参与对

外合作，并取得了积极成效，表 1 列出了一些粮

食企业合作模式。但由于粮食产业合作所需资金

规模大、投资周期长、不稳定风险大等因素，企

业在开展对外合作过程中对外投资规模不大、层

次不高，合作领域主要集中在粮食种植业等附加

值不高的产业链低端环节，且多数企业仍处于各

自为战、无序竞争状态，集群效应不明显。 
 

表 1  粮食企业合作模式 
公司名称 合作模式 具体做法 发展情况 

滇中粮贸 联合体 
组织国内外的粮食加工厂、购销贸易企业分别负责粮食种植、

生产、加工及物流运输 
减低境外投资风险和运输成本（每吨

节省 100元） 

遮放贡 产业融合 

在中缅边境打造“一圈六园”的产业链发展模式，即德宏遮

放贡米经济圈、允午稻作生态博物院、遮放贡米食品加工园、

滇黑生猪林下养殖热区特色林果观赏美食休闲园、贡米展销

园、优质大米加工园和精品粮油交易园 

产业融合模式基本形成 

萨湾金谷 “3+2”模式 企业提供种子、种植技术和市场，老挝农民提供劳动力和土地 当地政府和民众普遍接受 

长河商贸 边境贸易 在缅甸开展农业种植项目、援助种植和农业技术培训项目 
2016 年以来，公司投资共计 18 200
万，解决近 10万人就业、生计与增收

 

3  制约因素 

3.1  贸易政策 

一是粮食进口配额政策无法满足现有的粮食

贸易的需求。国家给予云南的粮食配额平均在 10
万 t 左右，且申报门槛高、标准严，造成粮食进
口数量较少，难以满足企业经营和各级粮食储备

需求；二是目前不能进口原粮，导致企业出现走

出去回不来的尴尬处境。 

3.2  政治风险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和深

入，我国“一带一路”朋友圈不断扩容。但是，

大国角力下的东南亚政治格局错综复杂，部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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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地区一直处于政局动荡的不稳定状态。各国

不同政治势力、不同政党的执政理念对于我国崛

起的态度以及开展经贸合作的态度差别较大[3]，

这无疑增加了我国粮食产业对外合作的风险。 

3.3  社会文化 
东南亚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传统、民族文

化、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千差万别，增加了我

国粮食产业投资和发展的不确定性。东南亚国家

对我国粮食企业到其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买地和

种地的农业投资反映极为敏感；缅方对我国的“替

代种植”这一提法比较反感，直接影响我国“替

代种植”项目在该国的实施。 

3.4  物流问题 
云南粮食的物流水平还比较落后，成本居高

不下。云南与周边国家的粮食贸易主要依靠公路

运输，贸易成本高，不利于开展正常的粮食产业

合作。由于地缘政治、外交关系、彼此利益纷争

以及铁路标准等因素导致泛亚铁路的境外部门推

进十分困难和缓慢，特别是我国连接中南半岛的

中线泛亚铁路迟迟未能竣工，物流设施等因素成

为制约粮食产业合作的重要因素。 

4  对策和建议 
4.1  加强顶层设计 
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

时强调：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地缘政治工

具，而是务实合作平台；不是对外援助计划，而

是共商共建共享的联动发展倡议[6]。推进云南省

粮食产业走出去，首先要摒弃紧盯经济效益的短

视行为，应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

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为指引，本着“互利

共赢”的原则，从更高层次上形成指导意见、统

筹规划，推进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粮食产业合作，

提升东南亚国家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高东南亚

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确保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粮食

产业合作行稳致远。 

4.2  科技和人才先行 
充分发挥云南省粮食科技优势，以提高东南

亚国家粮食生产加工综合能力、粮食质量以及延

伸产业链价值为目标，与政局稳定、粮食资源丰

富、合作潜力大的东南亚国家，积极开展粮食科

技、质检、“互联网”+粮食、人才等多层次、全

方面、高水平的产业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

均衡、普惠的区域合作架构，积极探讨粮食检验

大型仪器设备的资源共享和建立统一产业标准等

问题，促进产业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

置、市场深度融合。 

4.3  搭建粮食产业合作平台 
为提高粮食对外合作效果、增强抗风险能力，

建议发挥粮食行业学会、协会以及相关组织的桥

梁纽带作用，深入了解当地粮食产业发展以及相

关政策衔接、投资保护、配额税收情况，认真梳

理当地粮食资源、发展水平，判研当地的比较优

势和发展所需，找准战略契合点，推动精准对接，

积极引导国内资金实力强、技术先进、对外投资

经验丰富的粮食龙头企业走出去，实现优势互补

和强强联合，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

域大合作。 

4.4  推进物流建设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大力推进

“道路联通”是“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货币流

通、民心相通”的基础和保障，只有“道路联通”

才能真正实现国际粮食安全战略对接，才能深化

粮食产业互利合作，才能为区域经济发展和民生

改善注入强大动力。“十三五”期间，云南省将全

力加快“八出省、五出境”铁路骨架网、“七出省、

五出境”高速公路主骨架网、广覆盖的航空网、

“两出省、三出境”水运通道建设。辐射南亚、

东南亚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将有利于云南粮

食产业更好地运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并全

力推动云南成为面向东南亚、南亚，沟通太平洋

和印度洋的国际大通道的枢纽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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