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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粮机出口 
特征与发展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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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 粮食产业技术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037） 

摘  要：作为农业对外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粮机产业出口是加强农业对外合作、落实“一

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抓手。本研究基于 UN CONTRADE 数据库，结合统计分析和案例剖析，对“一

带一路”背景下我国粮机出口面临机遇、发展现状以及存在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研究表明，“一带

一路”倡议为我国粮机出口带来良好机遇，凭借技术、价格等比较优势，我国粮机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出口总额持续增长，呈现出市场结构日益集中、产品结构基本稳定的特征。但随

着对外合作的深入发展，我国粮机出口也面临着出口模式单一、出口价格过度竞争、核心技术

存在短板、品牌建设落后等发展困境，未来粮机可以从强化自主研发、加强品牌建设、丰富对

外贸易手段和模式等方面拓宽对外合作路径，同时可以从优化顶层设计入手，强化海外信息服

务，进一步夯实粮机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基础，提升粮机产业对外合作的层次

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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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agricultural foreign cooperation, promoting the export of grain machinery 

industry is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for strengthening agricultural foreign cooperation and implementing 

th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ased on the UN CONTRADE database, combined with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case studies, this research made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opportunities, development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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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isting problems faced by Chinese grain machinery expor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analysis found that th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brought good opportunities 

for Chinese grain machinery exports. With comparative advantages such as technology and price, Chinese 

grain machinery exports in countries and regions along the “the Belt and Road” have continued to grow, and 

show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creasingly concentrated market structure and stable product structure. 

However, with the deepening development of foreign cooperation, Chinese grain machinery exports were 

also facing development difficulties such as a single export model, excessive competition in export prices, 

shortcomings in core technology, and outdated brand construction. In the future, grain machinery can expand 

its foreign cooperation paths by strengthening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trengthening brand 

construction, and enriching foreign trade methods and models. At the same time, the government can start by 

optimizing top-level design and strengthening overseas information services. The foundation of cooperation 

between grain machinery enterprises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the Belt and Road” will be further consolidated, 

and the level and level of foreign cooperation in grain machinery industry will be improved. 

Key word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grain machinery; export; comparative advantage; development path 

“一带一路”倡议是在新发展阶段下，党和国

家综合研判国际环境和国家发展需求，统筹国内

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出的构建命运共同体的

重要举措。倡议提出以来，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

关注，并取得丰硕成果，为我国粮食产业发展提

供了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合作空间。粮机装备关系

到粮食流通现代化水平，是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支撑，也是粮食由初级农产品向高附加值

产品延伸的关键环节。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粮机

企业逐渐发展壮大，粮机制造水平不断得到提

升，一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加工设备在海外相

继得到应用，部分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成为

农业领域对外贸易的优势产能 [1]。“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农业资源禀赋丰富，粮食生产潜力可

观，但在粮食储藏、物流和加工等环节技术相对

落后，与中国粮食产业发展具有较高的互补性，

中国粮机产业对外合作具备坚实的技术基础和

广阔的市场空间，也是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

重要抓手。 

针对我国粮机产业出口及对外合作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我国粮机企业“对

外合作的产业支撑研究，相关研究通过梳理我国

粮机产业的发展历程，总结了当前我国粮机产业

的发展特征和技术水平[2]，指出当前我国粮机企

业所具备的技术优势和发展路径，为粮机企业参

与全球合作提供了相关建议[3]。二是从大农业的

角度，探讨了包括粮机企业在内的农业企业在“一

带一路”背景下对外贸易所面临的战略机遇、发

展模式和问题对策[4]，相关观点认为当前推动我

国农业企业对外合作是着眼全局，立足国内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战略选择[5]，“一带一路”的

提出为缓解国内农业资源环境压力、日渐饱和的

农机市场竞争压力提供了新的选择[6]，为我国农

业企业对外合作提供了新的战略机遇[7]。与发达

国家相比，当前我国农业企业对外合作仍处在探

索阶段[8]，面临着海外经营经验缺乏、农业企业

规模偏小、国外投资环境多变[9]、经营人才不足

等问题[10]。尽管现有研究为了解我国农业企业对

外合作提供了有益分析视角，但具体到粮机领域

仍有一些深层次问题值得探讨。比如，“一带一路”

背景下我国粮机对外合作的成效如何，呈现出怎

样的贸易特征？粮机产业在对外贸易中中面临怎

样的问题，需要什么样政策的支持？未来的发展

路径如何设计？回答这些问题，对于提高我国粮

机产业对外合作的层次和水平，高水平推动“一

带一路”倡议具有重要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参考相关文献和联合国

贸易数据库商品编码规则（HS 编码），本文主要

选择粮食收获后处理机械和粮油加工类机械两大

类六种商品作为分析对象（如表 1），没有将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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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类机械和粮油检测类机械纳入研究范围，主

要原因是在 HS 编码规则下很难将这两类机械究

竟是粮食用途还是非粮食用途做区分。如果将这

两类机械纳入分析，很可能会夸大我国粮食机械

的出口情况。同时，考虑到数据的连续性，本文

选取了“一带一路”沿线中 53 个国家作为分析

对象。 

 
表 1  粮食机械产品分类及 HS 编码 

Table 1  Classification and HS code of  
grain machinery products 

类别 产品名称及 HS 编码 

粮食收获后

处理机械 

脱粒机（843352）；干燥器（841931）；种子、

谷物或干豆的清洁、分选或分级机器（843710）

粮油加工类

机械 

谷物磨粉加工机器或谷物、干豆加工机械（843780）；

相关零件（843790）；油脂加工机械（847920）

 

1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粮机出口面临的

机遇 

1.1  粮机产业规模稳步增长，产业实力不断提升 

从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我国粮机装备产业在

历经定型、引进吸收和集成创新等阶段后，在专

用粉、大米、玉米、植物油等领域实现了从单机

到成套系统、从手工到智能化、从零散到集约、

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转变。根据粮食行业统计资

料数据显示，粮机产业总产值从 2017 年的 199 亿

元增长至 2020 年的 265.6 亿元，粮机制造企业数

量从 2017 年的 140 家增长到 2020 年的 200 家，

产业规模稳定增长。与此同时，2021 年我国粮机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粮食行业统计资料整理》 

Data source: Compilation of statistical data for the grain industry 

图 1  2017—2020 我国粮机产业发展情况（单位：家、亿元） 

Fig. 1  Development of Chinese grain machinery industry from 
2017 to 2020 (Unit: Household, 100 million yuan) 

 

产业整体研发投入 13.6 亿元，较 2017 年增长了 2

倍以上，新增专利获得数量从 2017 年的 282 件增

长至 2021 年 327 件，产业实力不断提升，为我国

粮机产业“走出去”打下坚实基础。 

1.2  技术积累日益加深，在“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具备比较优势 

当前，我国粮食储藏技术已居于国际领先水

平。通过科研攻关、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

创新，大范围推广使用粮食储备“四合一”技术

及其横向通风成套新技术后，我国的粮食储藏技

术目前已经具备成套的粮食科技输出优势。特别

是具有成熟的可转让的储粮适用技术及可落地的

仓储工程，可以有效解决粮食仓储和加工企业储

粮虫霉防治和保质储存问题，解决大型粮库长期

储备杀虫不彻底、湿热转移严重、易结露发热霉

变和陈化快等难题。 

粮食加工、物流技术具备相对优势。历经 1998

年以来国债投资大规模储备粮库建设、粮食现代

物流专项和“粮安工程”等建设项目，粮食仓储

物流基础设施条件已经居于国际中上游水平。目

前我国已具有长距离跨省“北粮南运”和接卸进

口粮食的高效成熟经验与配套物流设备与技术。

同时，具有符合技术需求的粮油加工工艺与配套

设备。我国的面粉加工、饲料加工、大型榨油装

备和仓储烘干设施建设在“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具有广阔推广前景。中粮科工无锡院有限公

司已在白俄罗斯、俄罗斯、马来西亚等国合作

建设面粉、饲料、油脂等加工厂，输出小麦淀

粉发酵赖氨酸、棕榈油加工等技术。江苏丰尚

智能科技集团在埃及建设饲料、养殖、油脂、

仓储等生产工厂，在欧洲、北美洲设立研究院，

形成了全球化研发格局，饲料设备出口至沿线

大部分国家。  

1.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机技术需求旺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是农业国，自然气

候条件优良，具备粮油产量和出口优势，但是产

后管理水平和粮机技术比较落后，随着粮食产量

的不断增加，在粮食储存、加工和运输方面的机

械需求也日益强烈。一是原粮及成品粮储运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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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陋，技术落后，粮食仓房主要是老式的房式仓、

罩棚仓，保温隔热效果差，仓内温度高、湿度大，

储粮极易发生虫害和霉变，储粮品质极易劣变；

二是粮食流通设施薄弱，港口、码头、铁路运输

等物流通道受限制，粮食运输以包粮为主，运输

效率低、成本高、损耗大；三是粮食精深加工技术

不足，加工厂设施设备陈旧老化，加工水平较低，

精深加工、综合利用技术缺乏，产品不够丰富。 

从沿线国家的区域来看，独联体国家对谷类

深加工、粮食储运等技术需求强烈，南亚、东南

亚国家对稻米深加工综合利用、棕榈油压榨和深

加工等技术需求强烈。这为加强我国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粮机合作提供发展动力，是未来粮

机装备走出去的重要区域市场。 
 

表 2  部分粮机企业产品出口地区及品种 

Table 2  Export regions and varieties of some grain machinery enterprises’ products 

企业名称 出口国家和地区 主要出口产品 

中粮科工股份有

限公司 

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

希腊、肯尼亚、赞比亚、印度、缅甸、泰国、斯里兰卡、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 

粮食加工、食品加工、粮食

仓储物流、油脂油料加工 

江苏丰尚农牧装

备有限公司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阿拉木图、乌克兰、土耳其、印尼、马来西亚、

菲律宾、越南、泰国、缅甸、印度、埃及、肯尼亚等 

饲料加工、仓储工程、粮油

加工工程、食品机械工程 

河北苹乐面粉机

械集团有限公司 
埃塞俄比亚、赞比亚、南非、印度、巴西、越南、俄罗斯、伊朗、加拿大 

小麦制粉机械、酿造机械、

粮食输送、仓储机械 

湖北永祥粮食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 
菲律宾、缅甸、马来西亚、尼日利亚、澳大利亚等 稻米加工、智能农机 

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Source: Organize according to public information 

 
表 3 “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或地区粮机需求情况 

Table 3  Grain machine demand of some countries or regions along the “the Belt and Road” 

地域或国家 粮食流通环节技术状况 

俄罗斯 农田基础设施老化严重；物流、仓储和运输设施发展滞后；劳动力短缺；技术和设备不足。 

中亚国家 
农业物质技术基础薄弱，农业灌溉面积小；农业机械化水平普遍不高，农田基础设施年久失修；一些国家农产

品加工、储存和运输设备缺乏维护、工艺陈旧、效率不高；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供应不足。 

东南亚国家 
一些国家农业机械化水平不高，主要依靠人力畜力；农机、化肥、食品储藏等产业起步晚；铁路、公路等基础

设施建设滞后。 

独联体国家 白俄罗斯、乌克兰农业人口少，劳动力不足，农业生产效率低；农产品和食品加工业发展水平不高。 

中东欧国家 港口、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有较大需求。 

西亚北非国家 一些国家大量可耕地未开发利用，种植技术落后，机械化程度低，农机具大量进口，农产品加工技术落后。 

来源：根据赵予新《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参与区域粮食合作的机遇与对策》整理 

Source: According to Zhao’s <Opportunitie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Chinese participation in regional food cooperation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 

 

2  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粮机出

口现状 

2.1  粮机出口总额持续增长，“一带一路”国家

是我国粮机出口的最主要市场 

从出口规模看，我国粮机出口在近些年发展

态势良好，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如图 1 所示，

2015 年以来，我国粮机出口总额从 41 064 万美元

增长至 2020 年的 64 795 万美元，增幅达 57.8%，

年均增长率将近 10%。作为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粮食机械贸易合作

往来密切，2015 年至 2020 年，我国向“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出口的粮食机械总额从 27 184 万美

元增长至 40 927 万美元，出口总额增长 50.55%，

年均增长 8.42%。在实现出口总额快速增长的同

时，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的粮食机

械金额占我国粮食机械出口总额的比重长期稳定

在 60%以上。因此，无论从贸易增长速度还是贸

易出口占比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然是我

国粮机出口的最主要市场，加强对“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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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线国家粮食机械需求的研判与分析，对于引导

我国粮机企业“走出去”，促进粮机产业高质量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数据来源：根据 UNCONTRADE 数据整理 

Data source: organized based on UNCONTRADE data 

图 2  2015—2020 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粮机 

出口增长情况（单位：万美元） 

Fig. 2  Growth of Chinese grain machinery exports  
to the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from 2015  

to 2020 (unit: 10 000 US dollars) 

 

2.2  粮机出口地区分布广泛，市场结构相对集中 

从出口市场结构来看，我国粮机出口涉及的

地区广、国家多，但是在贸易集中度上，又表现

出相对集中的特征。根据联合国贸易数据库的统

计显示，2020 年我国粮食机械出口市场涉及全球

169 个国家和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 65 个国

家建立了粮机出口联系，出口地区广泛，市场范

围不断拓展。但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并没有影响出

口贸易的集中度，相反粮机出口的集中化在近些

年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表 3 计算了 2015 年至

2020 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地区粮机出

口金额及占比情况，计算结果显示，在 2015 年东

南亚、南亚和西亚北非国家是我国粮机出口的主

要市场，三者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机出口

总额的比重分别是 39%、34%和 20%，其他国家

和地区合计占比只有 7%。但是在 2015 年以后，

对西亚北非国家的出口占比逐渐减少，粮机出口

市场进一步向东南亚和南亚国家集中，两个地区

合计出口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总额中的

占比长期维持在 75%左右，在 2016 年、2017 年

和 2018 年的占比甚至可以达到 80%以上，其他地

区的出口占比很难超过 10%，粮机出口贸易的集

中度在逐渐加强。 

 
表 4  2015—2020 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粮机出口市场结构（单位：万美元） 

Table 4  Structure of Chinese grain machinery export market to the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from 2015 to 2020 (unit: 10 000 US dollars) 

年份 出口额/占比 东北亚 东南亚 南亚 西亚北非 中东欧 中亚 

出口额 775 10 507 9 185 5 498 335 883 
2015 

出口占比 3 39 34 20 1 3 

出口额 1 701 11 845 10 131 1 751 588 1 032 
2016 

出口占比 6 44 37 6 2 4 

出口额 759 11 654 11 969 3 123 516 1 122 
2017 

出口占比 3 40 41 11 2 4 

出口额 943 14 481 14 563 2 097 753 1 938 
2018 

出口占比 3 42 42 6 2 6 

出口额 1 649 15 087 13 730 2 232 1 380 2 878 
2019 

出口占比 4 41 37 6 4 8 

出口额 2 535 15 533 14 099 2 178 2 362 4 219 
2020 

出口占比 6 38 34 5 6 10 

数据来源：根据 UNCONTRADE 数据整理 

Data source: organized based on UNCONTRADE data 
 

2.3  出口产品结构基本稳定，油脂加工类机械出

口增长迅速 

根据前文对粮机种类的划分和联合国贸易数

据库提供的数据，图 2 展示了谷物加工类机械、

油脂加工类机械、清洁分选或分级机器、脱粒类

机械、干燥类机械以及相关零部件共 6 类产品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情况。统计结果显

示，2015 年至 2020 年间，我国粮食机械产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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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结构基本保持稳定，

种子、谷物或干豆的清洁、分选或分级机器是我

国粮机出口的第一大产品种类，2015 年至 2020

年间出口额从 11 657 万美元增长至 15 266 万美

元，年平均出口占比在 40%左右。其次是谷物磨

粉加工机器或谷物、干豆加工类机械，出口金额

从 2015 年的 7 110 万美元增长至 2020 年的 11 911

万美元，出口占比也 26%增长至 29%。油脂加工

类机械出口占比在所有产品中排名第三，出口金

额从 2 821 万美元增长至 8 161 万美元，累计增幅

189%，出口占比也从 2015 年的 10%增长至 2020

年的 20%左右，成为出口增长最快的粮机产品。 
 

 
 

数据来源：根据 UNCONTRADE 数据整理 

Data source: organized based on UNCONTRADE data 

图 3  2015—2020 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粮机出口市场结构 

Fig. 3  2015—2020 Chinese grain machinery export market 

structure to the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3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粮机出口存在的

问题 

3.1  出口模式单一，制约产业深度发展 

虽然“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粮机产业“走

出去”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粮机出口贸易在

近年来取得显著增长，但是与布勒、佐竹等世界

一流粮机制造企业多样化的市场战略相比，我国

粮机“走出去”的手段仍显单一、模式仍显稚嫩。

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和发展，布勒、佐竹等海外粮

机企业深耕中国市场，贸易方式也从早前直接的

产品出口向合资建厂、资本输出转变，通过与出

口地区利益和产业链的深度绑定，不断拓宽市场

范围和加深贸易合作层次，实现产品的稳定输出

和利润增值。与之相比，当前我国粮机产业“走

出去”仍然处于初级阶段，以展销会、代理商或

依托网络平台的线上销售为手段的直接商品销售

是粮机贸易的主要形式，直接商品出口虽然可以

降低企业建立或维护海外营销网络的成本，但是

从长期来看，单一出口模式很容易受到当地政策、

国际贸易环境的影响，给粮机出口贸易带来很大

的不稳定性，同时单纯的商品买卖很容易造成国

内粮机企业与当地代理商、用户之间目标取向的

不一致，从而对企业后续全球经营和深度发展造

成不利影响。 

3.2  出口价格过度竞争，产业形象受损 

产品性价比高是我国粮机在“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出口中一个主要的竞争优势，但是

性价比高并不意味着出口价格可以过度降低，价

格制定只有维持一定利润空间才能保证企业提供

良好的售后服务和持续的研发投入，形成良性循

环，才能进一步提高我国粮机在国外市场的竞争

力。然而在当前我国粮机出口市场中，不少中小

型粮机制造厂家经营目光短视，追求眼前利益，

为争取订单互相压价，恶性竞争，缺乏长远眼光

和发展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粮机出口企业

的市场秩序。同时由于销售价格过低，利润微薄，

企业无法确保提供及时、完善的售后服务，用户

体验差、产品口碑低，导致我国粮机产品在用户

心目中难以摆脱“低档货”的定位，严重损害了

中国粮机产品和粮机企业的国际市场形象，对整

个产业的长远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3.3  核心技术存在短板，品牌建设缺乏，高端市

场破局存在困难 

虽然近年来我国粮机出口无论是在出口规模

还是出口国家数量方面都实现了明显扩张，出口

产品受到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青

睐，但是与日本、瑞士等发达国家粮机出口相比，

我国粮机产品在国际市场中主要集中于低端市

场，议价能力低，盈利空间微薄。造成这个局面

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我国粮机制造在核心技

术上存在短板，尽管当前我国粮机制造水平在一

些环节和技术上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是在



第 31 卷 2023 年 第 4 期  产业经济 

 

 183  

一些大型粮油总承包项目使用的先进设备上，我

国粮机制造企业仍然没有掌握核心技术，无法对

高端市场产品进行有效替代；二是我国粮机品牌

建设落后，国内现有粮机制造企业的数量已颇为

可观，但大多数企业生产的产品同质化严重，除

少数企业比较注重品牌建设和推广外，大多数企

业品牌意识落后，数量优势还远远没有转化为规

模优势。品牌是产品国际竞争的关键所在，其背

后所蕴含的产品性能、质量保障、服务承诺正是

高端市场所考量的主要因素，品牌的缺失将会导

致我国粮机产业在迈向国际高端市场的进程中举

步维艰。 

4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粮机产业发展路

径及政策建议 

4.1  路径选择 

4.1.1  加强自主研发，弥补技术短板，提升产品

竞争力 

加强自主研发，不断提升产品科技含量和制

造水平是增强我国粮机产品国际竞争力，促进我

国粮机产业开展高质量对外合作的根本所在。加

强自主研发一方面要聚焦基础研究领域，粮机企

业可以选择与科研机构合作，针对离心机、粮食

高精度检测设备、粮情监测传感器、粮食重金属

含量快速检测仪器、粮食品质控制仪器等“卡脖

子”技术开展持续攻关，弥补核心环节技术短板，

不断增强我国粮机产业发展的科技支撑力量，通

过提升科技含量和制造水平实现产品的价值增值

和市场拓展；另一方面，要注重应用技术的自主

研发，尤其是要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的发展阶段、人文特征和实际需求，提供针对

不同地区的定制化研发，开展粮机产品适应性技

术应用和转化，从而提升我国粮机产品在“一带

一路”市场的竞争力。  

4.1.2  注重品牌建设，改善服务质量，提升产品

影响力 

品牌是产品价值的延伸，也是国际竞争的关

键所在，未来我国粮机产品要赢得国际市场影响

力和增值收益，一定要加强品牌建设，谋求长远

发展。为此，粮机企业一方面要严格执行产品质

量标准，克服粮机制造中存在的“不精不密”问

题，提高产品制造质量和使用可靠性，用工匠精

神打造中国品牌精品，为优势品牌打造提供可靠

的产品质量基础；另一方面粮机企业要着手建立

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完善配件产品库，保证产

品配件的长期供应，同时可以采用国际合作的方

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建立售后服务

网点，为用户提供包括产品咨询、产品使用培训

和产品售后维修服务等一整套的服务体系，提升

用户体验，为优势品牌打造提供完善的服务保障。 

4.1.3  组织产业联盟，丰富贸易模式，提升对外

合作水平 

恶意价格竞争不仅影响企业的良性发展，而

且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我国粮机企业的海外形

象，为克服各自为战的弊端，可以考虑组织产业

联盟，并通过产业联盟制定行业统一质量标准，

在考虑合理利润和不造成市场垄断的前提下，制

定统一价格竞争原则，在产业联盟的指引下建立

规范的出口市场竞争秩序，避免过度价格竞争，

打造统一优质的国际市场形象。此外，以建立产

业联盟为依托，粮机企业可以探索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建立产业园区或技术合作窗口，

从产品输出向技术输出、资本输出转变，延伸对

外合作产业链，丰富对外合作模式，促进与出口

地区的资源共享和共同发展，不断提升对外合作

层次和水平。 

4.2  政策建议 

4.2.1  优化顶层设计，为粮机企业对外贸易提供

政策支持和方向引导 

一是完善相关支持政策，为粮机企业在“一

带一路”沿线开展国际合作提供良好环境。当前，

我国粮机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已

具备扎实的合作基础，但总的来说粮机产业对外

合作仍然处于初级阶段，与非农领域相比，粮机

产品对外贸易面临着更严峻的金融支持短缺、外

汇管理限制等问题。建议相关政策设计要统筹协

调海关、税务、外汇以及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

银行等金融机构，为涉外粮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

金融服务，引导商业金融机构积极参与，探索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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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政策性支持和商业性金融相结合的支持体系，

为鼓励和引导粮机企业更好地走向“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二是加强

市场规范，引导粮机企业有序竞争。针对当前我

国粮机出口中出现的恶意价格竞争，国家一方面

要加强粮机产品认证、检验等工作的力度，加强

准入管理，提高检验技术和检测手段，引导企业

从科学管理、生产控制、技术创新升级等方面提

升盈利能力，从而提升产品出口竞争力，另一方

面要强化出口企业的市场秩序，防止过度价格竞

争，维护中国企业的国际市场形象。 

4.2.2  强化信息服务，为粮机企业对外贸易提供

决策支撑 

获取准确信息是企业进行决策的基础和前

提，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通过双边贸易、对

外援助等方式，对海外国家的农业信息资源有了

基本掌握，但是由于缺少专业平台和服务，粮机

企业在获取这些信息时往往存在困难，很容易导

致企业“对外决策出现偏差。在积极统筹海关、

税务、外交、商务等部门掌握的信息资源基础上，

建设统一的信息发布和服务平台，为粮机企业“出

口及提供政策法规、风险评估、供需对接、争议

解决等服务，助力粮机企业提高逐步提高对外合

作层次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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