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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农业合作·援外专家风采

□□ 本报记者 施维

作为一家准备到海外投资的农业企业，通
常会最关心哪些问题？

土地是否肥沃，阳光是否充足？市场是否
成熟，仓储、物流是否体系完备，或者当地的政
治环境和社会是否稳定？

毫无疑问，这些都是重要的参考指标。但
是除此之外，一些非传统因素正在越来越深刻
地影响着农业企业走出去的步伐。

有的企业因为结算时汇率变动，一年两百
多万美元的利润打了水漂；有的没有寻找到合
适的翻译，导致信息传达失误，洽谈的项目出
了问题；有的投资，前期各项准备工作都非常
齐备，却忽视了和当地社区居民的沟通，存在
一定的环保隐患，由此搁浅……

自从 2006 年国家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
中国农业海外投资步伐不断加快。然而，中
国农业海外投资相关资本也面临更趋严格的
劳工、环境等标准的挑战，农业海外投资进程
中的 ESG（环境、社会与管治）非传统风险已
大大超过传统的PEST（政治、经济、社会和技
术）风险。

中国农业要更好地走出去，必须要知道如
何更有效地避开这些“坑”。

“遍地黄金”之外，还要看到更多风险

“农业的海外可持续投资为什么重要？”近
日，在由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等单位
主办的相关主题会议上，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
合作中心副主任冯勇指出，首先，这和农业项
目的特点有关，我们农业项目周期很长，可能
都是几十年为基础的。在这么长的周期内就
面临着很大的自然风险、政治风险、市场风险
等。另外农业项目普遍涉及到一个国家和投
资地区的民生问题，即农民群体的生计。所以
这个问题处理得好对当地民生、经济社会发展
都起到促进作用。”

据悉，现在中国已经与 50多个国家和地
区建立了农业合作关系，中国在海外投资农业
不断增加，走出去的农业企业超过 800多家。
中国农业海外投资促进了区域内农业要素有

序流动，农业资源高效配置，农产品市场深度
融合，推动了投资国与项目驻在国实现经济互
利共赢发展。

但是中国涉农海外投资中也存在对国际
投资准则和习俗管理了解不够、对投资国当地
社会经济环境不熟悉以及社会责任意识不强
等问题，不仅加大了投资风险，也给中国企业
形象带来负面影响。

“一些地区在中国人看来投资遍地是黄
金，但是我们更多要考虑到风险和调整。”中国
农科院信息所副所长聂凤英，同时担任国际农
业战略研究创新团队的首席科学家，长期从事
国际农业等领域的研究，她特别提到了“政治
的风险”——“曾经有一本书《中国企业国际化
报告》中的数据显示，2005年-2014年发生的
120 起走出去失败案例中（不只是农业），有
17%是在运营过程中受东道国政治动荡、领导
人更迭等影响。所以投资的国家首先应该是
一个政治稳定的国家，特别是大的合作。”

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投资所所长
陈伟忠，深深感受到地方配套产业对农业开
发的巨大影响。“有些地区土地资源非常好，
而且价格也很低。去了以后经营了几年发现
一个问题，运去的拖拉机、飞机一个零配件坏
了在当地找不到配件，飞机也停了，拖拉机也
停了……”

他还谈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有的项目投
资地方的生态环境太好了，他们产出的粮食有
1/3都被鸟给吃了，这也是当初始料未及的。

非传统因素凸显，带来新的发展挑战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张振在针对农业企业海外投资的调研中发现，
有一些企业“走出去”比较盲目，风险预案都没
有做就出去了，最后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高鹏是黑龙江一家从事食品生产的企业
负责人，谈及当初“走出去”的过程，他也深感：
太缺乏经验。

当时看到当地的食品制造业不发达，非常
缺乏工业化的食品，另外当地外国投资企业比
较少，竞争力比较低，因此投资的时候一开始都
非常好。但是运营过程中发现当地的员工工作

不稳定，非常闲散，不像中国人那么勤劳，而且
说不来就不来。国内员工如果要过去，面临很
复杂繁琐的签证问题。还有就是气候问题。当
地是海洋性气候，时常会有台风，而企业的库存
建筑是临时性的，刮台风的时候受影响很大。

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发展研究院
研究员姜璐，过去四五年来一直从事中国对非
洲的农业援助和投资研究，在她看来，农业企
业走出去，最重要的还是人才团队。“农业技术
人才我们是不缺的，更缺的是一些懂得国际商
务，有外语能力，能够解决具体各方面接洽问
题的人才。”

她举例说：“比如说非洲，不仅是英语的问
题，涉及到葡语、西语，有一些企业为了节省成
本，对翻译并不重视。有企业跟我们说他们请
的翻译很好，但是后来我从当地的官员那里了
解到，他们根本听不懂翻译的表达。”

类似的很多非传统因素，正在越来越深地
影响着企业走出去的脚步，国家开发银行的尹
燕飞博士提醒，农业企业一定要注意汇率挑
战，“有这样一个案例，一家在南非投资的企
业，在投资时他把人民币换成美金，美金又换
成兰特，这个时候正好是人民币贬值最低点，
所以他用最大量的人民币买进；当他投资成功
把人民币买回来的时候，这个阶段又属于人民
币升值，于是他用最多的美金换回最少的人民
币。造成他一年两百万美金的利润全都亏在
汇率风险里了。”

环保的压力对于企业海外投资的影响也
逐渐凸显。尹燕飞提到，有一些农业基础设施
投资会遇到一些阻碍。当地的NGO组织，由
于环境和社会保护的原因把这个项目叫停了，

“这就涉及到和当地规则及标准对接的问题，
需要引起注意。”

走出去，需要遵循规则可持续推进

为了更好地帮助中国企业开展农业海外
投资，提出需要注意的有关事项，农业农村部
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
和北京惠农兴业农业研究中心联合编著了一
本《中国农业海外可持续投资指引》，梳理出海
外投资要遵循的坚持互利合作，坚持种族、宗

教、性别平等，坚持信息公开，增强社会责任意
识等11个原则。

“走出去一定要遵循国际惯例，国际上对
社区的参与是非常重视的。所以首先要遵循
自由自愿、知情同意的原则。”北京惠农兴业农
业研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沈鸿研究员介绍了

《指引》的相关内容，特别强调了“强化当地社
区居民的沟通交流”。

“我们在国内做很多事习惯从上而下，在
国外是习惯于从下而上。”《指引》中特别提出，
在没有获得当地社区或利益相关者对项目认
同前，不要贸然和上一级管理部门签订官方文
件。设计项目时，要充分考虑当地的粮食安全
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尤其是那些需要大量租
赁土地、大幅度改变当地生态环境的项目。

沈鸿还建议，企业投资时除了对资源条
件、社会状况等因素进行分析外，还需要重点
关注相关国家的企业利润出境税负规定。一
些国家虽然投资环境好、自然资源条件优越、
市场机会大，但是企业利润出境税率高，其实
也不适宜投资。

安徽丰原集团副总经理陈礼平分享了他们
的经验，最关键就是寻找优秀的律师事务所和
会计事务所。“一定要学会让当地有名的律师事
务所、会计事务所帮助协调，这样有利于以后少
走弯路，中国好多企业舍不得花这个钱。另外，
还要在当地找一个熟悉的合作伙伴。”

针对企业投资中的汇率风险问题，尹燕飞
建议可以和金融机构合作做一个掉期。也就
是在即期外汇市场，买进或卖出一种货币的同
时，在远期外汇市场卖出或买入同样数量的同
种货币。

针对农业投资中的金融问题，她还提出了
两个建议：第一，尽量减少境外囤田，源于很多
国家和地区对此都有限制，另外也涉及到企业
的资产抵押问题。第二，投资的时候尽可能使
用人民币结算。

“农业走出去要想获得成功，就要不仅仅
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农业企业，一定要站在整个
行业对外投资的角度思考问题，从大的宏观环
境下看整个农业走出去。”更多的人都在强调
这一点。

汇率、语言、零件、小鸟……

农业企业走出去要避开多少“坑”

确定一项进口产品的正常价值是衡量其是否存在
倾销的重要尺度。表面看这是件很普通和很容易的事，
但在实际的反倾销立案调查中却是纷繁复杂的，也是控
辩双方辩论的焦点问题之一。

按照出口国国内市场销售价格确定正常价值

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协定》做出了各成员需要遵
守的一般规定，在协定第二条中有详细说明，各成员基
本都会据此作出本国（地区）的具体规定。我国《反倾销
条例》第 4条规定了直接的确定正常价值的方法是以出
口国（地区）内部市场正常贸易过程中形成的“可比价
格”为正常价值。例如，某出口国的大豆在其国内市场
销售的平均价格为 3500元/吨，那么这个价格就可以被
看作“可比价格”。出口国国内市场销售价格是确定正
常价值最直接的方法。在我国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干
玉米酒糟反倾销调查案件中，调查机关在初裁中正是依
据美国干玉米酒糟的生产情况和在美国国内销售情况
来认定正常价值的。选取出口国国内市场销售价格为
正常价值一般需要符合以下原则：一是出口产品的同类
产品，二是出口产品在出口国国内市场上占据一定销售
份额，三是出口产品在出口国国内市场的销售价格必须
是正常交易形成的市场价格，四是出口国国内市场销售
价格能代表出口国国内市场一般交易水平。

间接方法确定正常价值

我国《反倾销条例》第4条规定除了直接用“可比价格”
确定正常价值方法以外，还可用间接的方法来确定正常价
值，这是对进口产品的同类产品在出口国（地区）国内市场
的正常贸易过程中没有销售的，或者该同类产品的价格、数
量不能据以进行公平比较的，以该同类产品出口到一个适
当第三国（地区）的可比价格或者以该同类产品在原产国
（地区）的生产成本加合理费用和利润为正常价值。这也是
通常所说的“第三方价格”参照法，是一类间接方法。其中
包含两种方法：一是以向第三国出口价格为正常价值。条
例中未对如何选取第三国、如何计算向第三国出口的价格
等问题做出规定，而WTO《反倾销协议》则明确规定该价
格是向所有第三国出口价格中最高的价格、销售价格不能
低于成本等细则。二是以生产成本加合理费用、利润为正
常价值。例如，我国对原产于巴西的进口白羽肉鸡产品反
倾销调查案件中，调查机关审查公司调查期内同类产品在巴西国内的销
售情况发现，两个型号同类产品无国内销售或内销数量占同期向中国出
口被调查产品销售数量的比例均不足5%，决定采用结构正常价值方法确
定正常价值，并进一步审查其生产成本和销售、管理和财务费用。

以正常价值为参照确定是否存在倾销及其幅度

我国《反倾销条例》规定“倾销是指在正常贸易过程中进口产品
以低于其正常价值的出口价格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在被诉
进口产品的正常价值确定后，进口产品是否存在倾销很自然就可以
确定了，我国《反倾销条例》第 6条规定，“进口产品的出口价格低于
其正常价值的幅度为倾销幅度”。一旦存在明显的倾销，那么调查
机关就可以对被调查产品进行裁定。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发现
倾销幅度很小，调查机关会终止对被诉产品的倾销调查。在我国

《反倾销条例》第 27条中明确规定，当倾销幅度低于 2%时，反倾销调
查应当终止。

农业农村部农业贸
易促进中心供稿

□□ 本报记者 侯馨远

“滴咚咚滴咚咚……”微信语音通话铃声突
然响起，守在手机旁的记者急忙点下接通键：

“张老师您好！……”
记者口中的“张老师”，是中国援津巴布韦

第三期高级农业专家组组长张世洪。本以为两
个小时就能完成的采访，因为津巴布韦当地断
断续续的停电断网，前后持续了整整三天。“白
天基本没电没网、也没水。喝的井水干了，好几
个月没下雨了。”电话那边，张世洪淡淡一笑，

“早就习惯啦！”
接受采访时，张世洪本期在津巴布韦的援

助工作刚满一年。这已是他第二次来到津巴
布韦，第三次来到非洲，即将开始援非生涯的
第六个年头。在中非合作论坛精神和“一带一
路”倡议的指导下，自 2009年起，中国政府向津
巴布韦派驻农业专家小组，成员专业覆盖农
学、园艺、渔业、农机、灌溉、畜牧兽医等多个领
域。2018年 11月，张世洪和其他 9位高级农业
专家一同进驻津巴布韦，为当地政府、企业、农
民提供技术培训、农业调研、项目示范等多方
面支持。

扶技：“中国专家实实在在帮我
们解决问题！”

作为养猪专家，谈起关于“猪”的那些事，张
世洪如数家珍：“刚来这儿时，全国只有接近 30
万头猪，不足我们国内有些县的生猪出栏量。”
提升生猪品质、提高养殖水平很快列入张世洪
的工作日程。

“这里很多公猪不阉割，不利于品种、肉质和
饲养效率提升。”张世洪介绍。改变当地固有饲养
习惯，提升生猪养殖专业水平，规范技术流程，成
为援助工作的切入口。在与津巴布韦畜牧业发
展司和生猪生产局的紧密合作下，生猪人工授精
技术推广、标准化种猪场建设、地方猪种培育等工
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联系资金设备支持、设计标
准化猪场、提供优质精液、示范技术……事无巨
细，张世洪都一件一件放在心上。目前，已在津建
立生猪人工授精示范场（户）16个，推广精液200
份；建立生猪人工授精站一个；设计标准化种猪场
一个；正在利用地方猪种MUKOTA培育新品种，
已组建种猪核心群。

“中国技术”很快赢得了当地的信任和赞
誉。一些养殖设备从中国运来，中方厂家无法

上门安装，说明书又都是汉语，当地企业津方技
术人员守着崭新的设备一筹莫展。“我们专家就
去帮他们安装。刚开始津方企业还不太相信我
们，确实也有点挑战性。但我们还是把设备装
好运行了，他们很感动。”张世洪回忆道。信任
就这样一点点建立起来，有的津方企业经理、技
术人员抢着“拜师”：“中国专家技术好，耐心热
情，实实在在帮我们解决问题！”

为了让中国技术惠及更多津巴布韦农民，张
世洪带领专家组，与津方农业部教育培训司联合，
一方面在8所农业大学、农学院开展大型联合巡
回培训；另一方面下乡做现场技术指导，帮助当地
农户提高生产力。畜禽、蔬菜、玉米麦棉生产，口
蹄疫预防……农户需要什么，专家就带去什么；
农户有什么疑问，专家就解答什么。目前已培训
当地农民1000余名，发放技术资料1万余份。

献智：养猪专家变身“川味大厨”

“大家都来尝尝，正宗川味！新鲜出锅的猪
肝、猪蹄、猪头肉！”看到学员们有点犹豫的眼
神，张世洪继续热情地招呼大家，品尝自己亲手
做的家乡美味。

辛苦烹饪许久，满身是汗的张世洪，可不仅
仅是想让大家感受“舌尖上的中国文化”。“这是
从农场到餐桌的全产业链培训！”张世洪向记者
细细解释个中缘由，“和牛羊肉、鸡肉比，这里猪
肉消费比重低些。猪内脏每公斤只卖 2-3元人
民币，价格很低，大大降低了生猪价值。”看着辛
苦养出的猪被“贱卖”，张世洪有些心疼。如何
提升生猪产业价值链？他敏锐地意识到，改变
饮食习惯、普及消费是关键。

津巴布韦和中国的饮食文化差异较大，猪肉
烹饪以烧烤为主，撒盐烤熟就上桌；而猪内脏鲜有
人问津。张世洪经常跟身边的津巴布韦朋友念
叨：“这些东西其实很美味，你们饿了，为什么不
吃？”见自己的牢骚没人回应，张世洪干脆置办了
一批锅碗瓢盆，油盐酱醋，亲自掌勺，当起了“大
厨”：“不吃，是因为不会做，我就做给他们吃！”

征得津方生猪生产局同意后，张世洪办了几
期培训班，专门讲猪内脏及附属物的加工烹饪，并
邀请津巴布韦同行和学员共享美味。大家渐渐
由开始的犹豫转为对中华美食的“赞不绝口”。

“有用”的不只是中华美食。张世洪还带领

专家组，介绍中国现代农业和“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讲解“中国经验”；
另外，积极开展调研，不局限于农业生产技术，
还与当地农业经济和市场管理部门合作，进行
土地改革、农业风险控制、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
式等课题研究。“我们会与中国学者、政府官员
交流课题，也会参照中国成功经验，为津巴布韦
农业部门提供参考建议。”张世洪介绍。

交心：“授人以渔，才更有价值”

谈及多次援非的原动力，张世洪坦言：“这么
多年了，还是有援外情结。国外和中国是两回事，
对专家来讲，脱离家庭和原单位，重新适应国外受
援国文化、工作和生活条件，确实不易，需要面对
和解决许多新问题。”对津巴布韦，从陌生到熟悉，
再到能自如地与当地人交朋友，是张世洪最有成
就感的事。在津巴布韦，每位中国专家都有一个
当地语言的名字，都可以随时随地、非常自如地与
当地人交流。多年援津，张世洪与当地政府官员
和民众建立起密切联系和深厚感情：“感觉和在中
国没什么区别，邮件经常发来发去；当地人还会专
门邀请我去参加婚礼。”

最近，闲不下来的张世洪又开始琢磨新项
目了，这回他思考得更长远：“中国对津巴布韦
的粮食、资金和设备援助都不少，但有些并没有
特别好地发挥作用。这些资源该怎么用？需要
探索一种自发的、滚动式的发展模式。”

“中津农业合作示范村”建设项目是张世洪
正带领专家组探索的解决方案，项目将选定农户，
注入资金，并给每个农户匹配一位专家，持续提供
技术支持。“项目特点是，参与的农户均须签订‘三
方协议’。例如农户A申请援助，须与农户B、当
地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共同签订协议，1-2年后，待
农户A的产业得到提升，就必须按照协议要求，无
偿带动农户B发展产业，由此形成一种‘传帮带’
的滚动式发展机制。”张世洪介绍，目前该项目准
备工作已就绪，待与农户签订协议。

聊起带给津巴布韦最有价值的东西，张世
洪不假思索：“最有价值的并不是技术本身，而
是自力更生的精神。要想长远发展，必须切实
帮助当地提升自身发展能力，授人以渔。”时时
处处站在当地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像操心自家
事一样琢磨长远发展之计，早已成为他的习惯。

张世洪：用心用情，授人以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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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吕珂昕）日前，非盟第 39届国际农村妇女节
纪念大会在布基纳法索博博迪乌拉索市教师培训学院举行。
应非盟农业与农村事务委员邀请，中国援布基纳法索农技组专
家参加了大会，不仅向更多非洲国家传递了中国农业发展经
验，而且有效宣传了中国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会议精神、加
强对非援助的丰硕成果，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会上，农技组专家许金泽就中国农业机械化所取得的成功
经验作了专题报告，并以在布博博市开展的机械插秧项目为实
例，向与会者介绍了中国援布农技组取得的各项援助成果，为
非洲农业机械化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中国农业机械化取得
的巨大成就给与会者留下深刻印象。与会代表表示，中国农业
机械化的发展经验为非洲农业发展提供了样板，坚定了他们追
求农业机械化的信心与决心。

本次会议以“减轻农业妇女劳动负担”为主题。会议为非
洲农村妇女使用农业机械的雕像揭幕，正式启动了“把锄头归
入博物馆”的活动。

本报讯（记者 吕珂昕）为推动中国渔业“走出去”人才队伍建
设，进一步增强渔业开放合作，日前，由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主
办，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农业农村部“一带一路”
海水养殖技术培训基地和青岛市海洋发展局共同承办，2019年农
业农村部“扬帆出海”人才培训工程——渔业“走出去”国际合作能
力建设培训班暨涉渔农技协负责人国际合作能力建设培训班在山
东青岛举行。来自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
8个省市的60余名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管理人员和渔业“走出去”重
点企业主要负责人在青岛展开了4天的学习交流和调研考察。

此次培训班课程安排科学合理，内容丰富实用。来自农业
农村部、中国水产学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出口信用保险
公司等政府官员、学者教授和企业家，分别围绕渔业走出去政
策、投资、贸易、科技、法律、风险防范、保险等进行了专题讲座，
从不同方位、不同视角帮助学员掌握当前渔业国际合作和渔业
走出去的基本情况、机遇和挑战，并解答了学员在工作中的问
题和困惑。同时，来自海南、山东、广东农业农村厅的干部学
员，也分享了相关省份渔业国际合作的经验和收获，辽宁大平
渔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水产集团有限公司等分享了海外投资
的案例实践。期间，培训班学员还前往第24届中国（青岛）国际
渔业博览会进行参观考察，与国内外参展企业进行了交流。

结业仪式上，主办方希望学员们务实推动渔业国际合作，与
世界各国，尤其是“一带一路”国家深化渔业科技和产业合作，推
进渔业科技国际合作协同创新，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参训
学员表示，此次青岛之行收获满满，既深化了对渔业对外合作的
认识，又提高了开展对外合作的水平和能力，将在日后的工作中
践行所学，为推动我国渔业国际合作作出自己的贡献。

张世洪指导猪肉食品分级张世洪指导猪肉食品分级。。 资料图资料图

为中国渔业“出海”培养掌舵人

中国农业机械化经验为非洲提供样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