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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 21 世纪，世界经济一体化加快推进，以和平、发

展、合作、共赢为主题的新时代已经开启。2013 年 9 月和

10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

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

关注。“一带一路”倡议秉承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致力

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沿线各国

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

域经济合作架构。 

农业交流和农产品贸易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的主要

合作内容。借古丝绸之路，中国从西方引入了胡麻、石榴、

苜蓿、葡萄等作物品种，并把掘井、丝绸、茶等生产技术和

产品带到了中亚，促进了沿线国家间农业技术和产品的传播

交流，亚欧非的农业文明沿着古丝绸之路交流互通，不断发

扬光大。新时期，农业发展仍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

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沿线大部分国家对解决饥饿和贫困

问题、保障粮食安全与营养的愿望强烈，开展农业合作是沿

线国家的共同诉求。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农业国际合作

成为沿线国家共建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最佳结合点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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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三年来，中国与沿线国家在双、

多边合作机制下积极开展农业领域产业对接，合作领域不断

拓展，链条不断延伸，合作主体和方式不断丰富，取得了显

著成效。为进一步加强“一带一路”农业合作的顶层设计，

制定《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农业合作的愿景与行动》。 

一、时代背景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深

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发展分化，国际投

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酝酿深刻调整。共建“一带

一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

息化的潮流，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 

近年来，全球农业发展格局深度调整，气候变化对粮食

主产区影响不断加深，生物质能源、金融投机活动等非传统

因素使农产品国际市场不确定性持续加强，全球粮食安全及

贫困问题仍然困扰着很多发展中国家，世界上仍有 7.95 亿人

忍受长期饥饿，20 亿人遭受营养不良。农业持续增长动力不

足和农产品市场供求结构显著变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需要

共同面对的新问题、新挑战，尤其在“一带一路”沿线，许

多国家实现粮食安全与营养、解决饥饿与贫困的形势仍十分

紧迫，亟待通过开展农业合作，共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后金融危机时代，各国更加重视农业基础地位，更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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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全球农业资源的整合利用和农产品市场的深度开发，对开

展农业国际合作的诉求也更加强烈，为“一带一路”建设农

业合作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当前，中国正与沿线国家积

极开展战略对接，共同构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双、多

边合作机制日益完善，为开展农业合作提供了有利平台。“一

带一路”建设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资金融通为开展农业合作

提供了保障，为沿线国家实现农业产业优势互补、共享发展

机遇创造了良好条件。 

当前，中国农业与世界农业高度关联，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农业合作意义重大，既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

要，也是世界农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有利于推动形成全

球农业国际合作新格局，有利于沿线各国发挥比较优势，促

进区域内农业要素有序流动、农业资源高效配置、农产品市

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互利共赢发展。中国自

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世界粮

食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

更多责任义务，在国际粮农治理体系建设中贡献中国智慧，

与沿线国家分享中国经验，为全球农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做出

更大的贡献。 

二、合作原则 

坚持政策协同。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愿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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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和政策对话，寻求农业合作利益契合点和最大公约数，围

绕共同关切的重点区域、主导产业、重要产品共同开展顶层

设计。充分利用沿线已有合作机制，创新推动“一带一路”

农业合作持续发展。 

坚持市场运作。充分发挥各类企业的主体作用和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

促进沿线各国企业间开展产业合作，实现优势互补，联动发

展。 

坚持政府服务。发挥沿线国家政府间合作机制在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农业合作中的引导和服务作用，深化对外

开放，进一步提高跨境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建立健全农业

对外合作服务体系，优化农业国际合作环境。 

坚持绿色共享。尊重各国农业发展道路和模式选择，深

化“一带一路”建设农业合作与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粮农目标有机结合，共商、共建、共享绿色丝绸之路理念，

携手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

代化道路。 

坚持互利合作。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积聚各国农业发

展优势，充分挖掘合作潜力，加强各大经济走廊农业合作，

以点带面、从线到片推进合作进程，构建相互依存、互利共

赢、平等合作、安全高效的“一带一路”新型农业国际合作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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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框架思路 

“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

圈，农业发展历史悠久，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现代农

业优势明显，中间广大腹地农业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

各区域在农业资源、技术、产能、市场等方面各具优势，具

有较强的互补性。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农业合作是沿线各国农业发展、

对外开放的共同愿景，中国愿与沿线各国携手努力，共同规

划实施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创建“一带一路”陆海联动、双

向开放的农业国际合作新格局，为“一带一路”利益共同体、

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形成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政府倡议，沿线国家加强农业合作战略对接，秉承

“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与和平合作、开放包

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兼顾各方利益和诉求，围

绕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

重点合作内容，以农业科技交流合作为先导，深化新亚欧大

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

孟中印缅等六大经济走廊的农业贸易投资合作，打造优势技

术、重点产品农业合作大通道，朝着共建全方位、宽领域、

多层次、高水平的新型农业国际合作关系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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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作重点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合作潜力和空间巨大，围绕“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发展需求和优势，着重在以下方面加

强合作。 

构建农业政策对话平台。加强政策沟通，完善沿线国家

间多层次农业政策对话机制，探索建立沿线国家政府、科研

机构、企业“三位一体”的政策对话平台，就农业发展战略

充分交流对接，共同制定推进农业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协商

解决合作中的问题，共同为务实合作及大型项目实施提供政

策支持。 

强化农业科技交流合作。突出科技合作的先导地位，多

渠道加强沿线国家间知识分享、技术转移、信息沟通和人员

交流。结合各国需求并综合考虑国际农业科技合作总体布局,

在“一带一路”沿线共建国际联合实验室、技术试验示范基

地和科技示范园区，开展动植物疫病疫情防控、种质资源交

换、共同研发和成果示范，促进品种、技术和产品合作交流。

共建“一带一路”农业合作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技术咨询服

务体系、高端智库和培训基地，推动区域农业物联网技术发

展，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综合发展能力。 

优化农产品贸易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农产品贸

易通道，合作开展运输、仓储等农产品贸易基础设施一体化

建设，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扩大贸易规模，拓展贸易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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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建设多元稳定的“一带一路”农产品贸易渠道，发展农

产品跨境电子商务。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检验

检疫合作交流，共建安全、高效、便捷的进出境农产品检验

检疫监管措施和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共同规范市场行

为，提高沿线国家动植物安全卫生水平。 

拓展农业投资合作。发挥沿线国家农业比较优势，充分

利用相关国际金融机构合作机制与渠道，加大农业基础设施

和生产、加工、储运、流通等全产业链环节投资，推进关键

项目落地。提升沿线国家间企业跨国合作水平，采取多种方

式提升企业跨国投资能力和水平，促进沿线国家涉农企业互

利合作、共同发展。推动沿线国家之间开展农业双向投资，

中国欢迎各国企业来华开展农业领域投资，鼓励本国企业参

与沿线国家农业发展进程，帮助所在国发展农业、增加就业、

改善民生，履行社会责任。 

加强能力建设与民间交流。加强以农民为主体的能力建

设和民间交流，共同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民职业教

育培训，提高农民素质以及农民组织化水平，增进沿线国家

间交流互信。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之间交流合作，

共建跨国经营管理人员培训基地，培养复合型跨国经营管理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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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合作机制 

为保障“一带一路”建设农业合作顺利实施，沿线国家

应携起手来，以现有合作机制为基础，不断完善和创新方式，

促进“一带一路”农业合作蓬勃发展。 

加强政府间双边合作。开展多层次、多渠道沟通磋商，

推动双边关系全面发展，为农业合作提供有力保障。在“一带

一路”建设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下推动签署农业合作备忘录或

编制农业合作规划。充分发挥现有双边高层合作机制作用，

推动更多沿线国家和地区以及相关国际和地区组织建立高

水平、常态化农业合作机制。强化政府间条法磋商，加快商

签“一带一路”沿线双边投资贸易协定，加强政府间交流协

调，加强投资保护、金融、税收、通关、检验检疫、人员往

来等方面合作，促进企业实践与政府服务有效对接，为开展

“一带一路”农业国际合作创造更佳环境、争取更好条件。 

强化多边合作机制作用。深化与国际机构的交流与合

作，充分利用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

联合国亚太经社会、亚洲合作对话、阿拉伯国家联盟、中国

—东盟、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等现有涉农多边机制，深化与

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国际植物保护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联合国世界粮食计

划署、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等交流合作，加强与世界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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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丝路基金合作，探索利用全球及区域开发性金融机构创

新农业国际合作的金融服务模式，积极营造开放包容、公平

竞争、互利共赢的农业国际合作环境。 

发挥重大会议论坛平台作用。充分利用中非合作论坛、

博鳌亚洲论坛、“10+3”粮食安全圆桌会议、中国—东盟博

览会、中国—南亚博览会、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国—中东

欧经贸论坛、中国—中东欧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暨农产品质量

安全合作论坛、中国—阿拉伯博览会等重大会议论坛平台，

加强“一带一路”农业合作交流。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框架下，逐步建立“一带一路”农业合作对话机制、

农业规划研究交流平台，依托“一带一路”网站建立农业资

源、产业、技术、政策等信息共享平台。 

共建境外农业合作园区。推动沿线国家企业合作共建农

业产业园区，形成产业集群和平台带动效应，降低农业合作

成本，增强风险防范能力。引导和支持企业参与农业合作园

区建设和运营，围绕种植、养殖、深加工、农产品物流等领

域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农业产业链条，为实现经济走廊

和海上通道互联互通提供支撑。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意愿和基础条件,共建一批农业合作示范区，构建“一带一路”

农业合作的新载体和新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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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行动与未来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坚定不移地推进和扩大农业对

外开放，优化政策体系，主动融入农业全球化发展进程。“一

带一路”沿线一直是中国开展农业国际合作的重点区域，许

多省区利用山水相连、文化相通等优势，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开展了富有成效的互利合作。中国西部省区立足旱作

农业与中亚国家开展粮食、畜牧、棉花等领域合作，北部省

区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开展粮食、蔬菜等种植合作，中国南部

省区立足热带农业，与东南亚、南亚国家开展粮食、热带经

济作物等种植合作，发展态势良好，势头强劲，均取得了显

著成效。另外，中国通过援建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派遣农业

技术专家、培训农业技术和管理人员等方式，积极帮助“一

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提高农业生产和安全卫生保障能

力，为保障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积极贡献。 

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推动“一带一路”农业合作，积

极参与区域性农业国际交流合作平台建设，支持多双边涉农

国际贸易投资协定谈判，共同编制双边农业投资合作规划，

增强对最不发达国家农业投资，推进实施“中非十大合作计

划”，积极利用“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开展农业领域南南合

作，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与

发达国家农业合作方式，全面构建新型农业国际合作关系，

推动全球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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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中国将积极推动境外农业合作示范区和境内农

业对外开放合作试验区建设，内外统筹，与沿线国家在金融、

税收、保险、动植物检验检疫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加强人

才交流和信息互通，分享农业技术、经验和农业发展模式，

共同规划实施区域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农业科技合作与

示范、动植物疫病疫情联合防控、农产品产业一体化建设、

贸易基础设施强化、农业研发促进培训综合平台、农业信息

化体系建设等七大重点工程。 

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倡议，也是中国与沿线国家

的共同愿望。中国愿与沿线国家一道，在既有的多双边合作

机制框架下，兼顾各方利益，尊重各方诉求，相向而行，携

手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农业合作迈向更大范围、更高水平、

更深层次，共同为提高全球粮食安全与营养水平，推进全球

农业可持续健康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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