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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发展方案获非洲各国认可
——首届中非农业合作论坛观察

中非农业合作中非农业合作··援外专家风采援外专家风采

首届中非农业合作论坛
自由贸易协定（FTA）是两个或多个国家（地区）达成的优惠贸

易安排。优惠主要内容之一是货物进出口可减免关税，但前提是
必须证明货物是自贸伙伴“原产”。原产地就是货物的“经济国
籍”，通常具有唯一性，无论货物在全球产业链上经历了几个国家
（地区）的生产、制造或加工，其原产地通常只有一个。自由贸易协
定成员通常依据三类原产地标准来判定货物是否能够享受减免关
税，分别是完全获得标准，完全从原产材料加工或生产，以及实质
性改变标准。实质性改变标准又分为税则归类改变标准、区域价
值成分（也称为加工增值标准）、制造加工工序标准和混合标准等
四小类。

一、完全获得标准

指一种产品完全在一国（地区）内生产、获得或制造，多适用于农
产品和矿产品，这也是最严格的原产地标准。如我国自产的雪梨，从
梨树栽培到雪梨收获均在中国境内完成。

二、完全从原产材料加工或生产

指货物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材料均为原产材料，则货物的原产
地就是生产该货物的国家或者地区。不同于完全获得标准，这一标
准要求所有材料均已获得原产资格，不要求原产材料必须是完全获
得，也可以通过实质性改变获得原产地资格。

三、实质性改变标准

1.税则归类改变标准：它是指若某种进口原材料经过制造或加
工成货物后，在海关税则归类上发生了税目改变，具体又包括章改
变、品目改变和子目改变。

什么是税目改变？为便于统计监管，世界海关组织对所有货物
用一套6位数字的HS编码来归类。如雪梨归为HS080830，此处前两
位数字 08 表示雪梨归为第 8 章“水果”大类的产品。加工成为梨汁
后，其编码为HS200989，属于第 20章“水果制品”大类的产品。归类
从第 8 章“水果”大类变到第 20 章“水果制品”大类，发生了章改变。
与此类似的还有品目改变和子目改变，前者指前 4 位数字发生了改
变，如鲜牛肉（HS020110）变成冻牛肉（HS020210）；后者指前6位数字
发生了改变，如鸭蛋（HS040729）变成皮蛋（HS040790）。

案例：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中，双方对原产于对方的水
果汁给予进口零关税待遇，但需满足“章改变”标准，也就是说，我国
制造商从任何国家进口鲜果，在国内加工成水果汁后向澳出口均能
享受零关税待遇。

2.区域价值成分标准：这一标准也可称为加工增值标准，是指进
口货物在某一国（地区）制造加工后的在该区域产生的价值占该最终
货物价格的比例超过一定百分比，即要求最终货物必须含有一定当
地价值。除了对特定产品的增值百分比有明确的规定，我国现行自
由贸易协定框架下的区域价值成分大多是40%。

案例：在中国-东盟自贸区项下，我国对自东盟国家进口的棉纱
实行零关税。东盟国家从印度进口棉花加工成棉纱，向中国出口棉
纱的价格扣除进口棉花价格后为在东盟的增值额，该增值额占棉纱
出口价格的比重如果超过了40%，这种棉纱就被认定为东盟原产，在
对华出口时可以享受零关税待遇。

3.制造加工工序标准：只要货物在一国（地区）经历了某个特定
工序的加工，就可以认定该国（地区）为原产国。

案例：在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中，双方对于熏制的虾适用的原产地
标准就是需“在一方领土内经过熏制工艺获得”的加工工序标准。

4.混合标准：混合标准是对上述实质性改变标准的组合。
案例：在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中，规定未浸除咖啡碱的咖啡

（HS090121）的原产地标准为“从任何其他子目改变到本子目，且区域价值成分
不能低于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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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吕珂昕

回国不到3个月，梁小平就给农业农村部国
际交流服务中心打电话，表示想尽快回到布基
纳法索工作，哪怕不在家过春节也可以。记者
问他为什么这么着急，他回答，“农时不等人，那
里有人需要我。”

梁小平原是湖北省天门市南水北调工程领
导小组办公室的一名水利专家，也是一位援非老
将，如今还是援布基纳法索农技组组长。2018年
7月，中国和布基纳法索复交之后，他和其他9位
专家紧急受命，由农业农村部国际交流服务中心
派往布基纳法索执行农业援助任务。一年以来，
梁小平带领农技组以专业能力和亲切真诚赢得
了布方的尊重和友谊，圆满完成首期各项援助任
务，为推进中布农业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援非情怀难割舍

2016年7月，湖北省天门市发生了特大洪涝
灾害，梁小平凭借过硬的专业技术，指挥处理了
34处重大险情，保护了天门市东北部地区 12个
乡镇、160多万人、300多万亩良田免受洪涝灾害
影响，被天门市政府授予“防汛抗洪英雄”称号。

做出了如此成绩，当上级单位询问梁小平
有什么需求时，已经有过3次援非经历的梁小平
诚恳地说：“请批准我去援非吧，那里有我割舍
不下的责任。”

对梁小平来说，援非，俨然已成为生命中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2003 年，他被选派赴尼日利
亚执行南南合作农业援助任务。2009-2010年，
他入选全国百名高级援非农业专家，赴乌干达
执行农业援助任务。2012-2014年，他再次被选
派到尼日利亚执行南南合作农业援非任务。
2017 年，他又赴尼日利亚农业部作物灌溉司价
值链项目办（VCDP）担任FAO国际灌溉顾问。

“几年援非，我深深体会到了这份工作的使
命和责任，也使我深深爱上了这份富有挑战性
的事业。我们国家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每一
位援非专家都是代表祖国去帮助非洲的。”当问
及多年援非的感受，梁小平这样说。

然而，即使已经有过援非经历，到了布基纳法
索，看到当地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发展，他仍然颇受

触动，“布基纳法索是一个位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
内陆国家，全年干旱达9个月，年平均气温达39
度，年均降雨量为1200毫米，特别需要蓄水设备；
土地贫瘠，土壤肥力低，作物产量不高，难以维持
温饱，也特别需要中国专家的技术指导。”梁小平
认为，有先天不足但未来发展的潜力很大，“真想
用自己的专长，帮他们尽快把农业发展好。”

民心工程赢民心

万事开头难。刚到布基纳法索的农技组，
面对的是一个几乎完全陌生的国度。

梁小平心有压力，但面上不显。他给自己
和农技组制定了两条工作要求：一是顶住压力，
向布方政府工作人员和合作伙伴反复讲述中国
的国情以及中国政府“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的对非援助政策、举措；二是不怕辛苦，深入一
线调查研究，摸清布国农业、农民情况。

废寝忘食的付出换来的是一项项工作的快
速推进。短短一年时间内，梁小平指导完成了
布方提出的5个紧急援助附带水利工程项目。

在布国首都瓦加杜古近郊的 NARIOU 村
洼地水稻项目点，他带着当地工人完成了一座
小型蓄水坝的建设，能够对洼地水稻在雨季缺
水期进行补充灌溉，提高了水稻产量。

驻扎 Tintilou村和 Zambanega 村，梁小平带
领农技组分别完成了1公顷滴灌工程建设，也是
布基纳法索首个滴灌工程项目。布国农业部部
长对这一项目非常肯定，希望能将该技术在全
国范围内推广。

在巴格雷，他与项目组另外一位水利专家
陈宗泉，共同组织完成了 4 公顷土地整理、415
米长混凝土灌溉渠道系统的施工，为巴格雷垦
区又增加一块水稻种子生产基地。

早在 1983年，中国专家就在巴马垦区为当
地建造了一条 25 公里长的灌渠。1994 年中布
断交后，这条灌渠便被荒置下来。梁小平来到
后，带领农技组帮助布方完成了330米长的混凝
土主灌渠和 10座灌溉控制闸门的维修施工，让
这条灌渠真正运转起来，灌溉滋润了沿渠近200
公顷的土地。这条灌渠后来被称为“中布友谊
之渠”，成为了中布关系发展的见证。

民心工程赢民心。以梁小平为代表的农技

组，赢得了布方上上下下的“点赞”。在 Nariou
水坝工程验收的时候，当地一位酋长情深意切
地说，虽然我们已经老去，但是中国专家为我们
的子孙造福了，我们想干却干不了的事情，中国
专家给我们实现了，我替我们的子孙感谢你们。

非洲伙伴成兄弟

布基纳法索在当地语言里是“正直者国度”的
意思，因此布基纳法索也有“君子之国”的别称。

农技组抵布以来，布方国家协调员萨努是
跟农技组接触最多的人，他被中国专家的真诚
和无私所感动，曾在多个场合说，“我对目前在
布工作的水稻、农机、农田水利灌溉专家及翻译
高度满意，切实感受到了专家们扎实的工作作
风和专业的技术水平。”

如今，萨努和梁小平早已成为无话不谈的好
朋友、好兄弟。当萨努得知梁小平和其他3位专
家，为了不错过布基纳法索最珍贵的雨季，实现前
后两期农技组工作平稳有序对接，主动承担留守
任务时，他十分感动，“我希望我的好兄弟梁小平，

以后都能和我一起并肩工作，感谢他和他的团队
为我们国家做出的贡献，感谢中国，我爱中国。”

除了工程建造，梁小平还跟其他专家对官
员、技术员、农民等不同人员展开相关领域的培
训，手把手教给当地人知识和技术。“培训时农民
渴望得到知识的眼神以及想了解中国发展经验
的强烈要求，都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梁小平
说，语言上难表达的，通过肢体语言，双方也很容
易沟通。培训不仅是两国农业技术上的沟通，也
是感情上的沟通，拉近了两国人民的心灵距离。

眼下，梁小平期待着尽快再次踏上援布旅
程并做好了充分的准
备。想到将又一次离
家万里，他也牵挂家
人，特别是家中 87 岁
高龄的母亲。“家人都
理解，援非是我的梦
想。家人给予的支持
也是我坚持下去的动
力。”梁小平说。

本报讯（记者 姚媛）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与清华大学合作举办首
届“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创客坊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十支青年团队
齐聚北京，用创新方法探索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的有效途径。本次活
动获得了瑞士发展合作署的支持。

在为期两天的活动中，每个团队都在一名专业导师的带领下打磨
各自的观点想法。决赛中，由各方面专业人员组成的评审团听取了十
个团队的最终陈述，并评选出了“Food for Life”“拼少少”“W+”分别作
为前三名获奖团队。

联合国粮农组织2011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全世界每年约有1/3
的食物被损失或浪费。自数据发表之日起，全球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显
著提升。但是，要实现更具可持续性的消费模式和可持续发展目标，还
有很多方面亟待提升。

“Food for Life”开发出一款移动应用程序，运用区块链、物联网和
人工智能等技术，帮助农产品销售方直接对接客户，从而解决易腐食物
和滞销农产品的销售问题，并最终减少供应链中的食物浪费。

“拼少少”设计了一个平台，供游客们在旅行时录入他们想尝试的
当地食物和用餐日期，平台会匹配有愿意在同一日期拼餐的其他游客，
从而让游客们在用更少的钱品尝更多当地美食的同时，减少食物浪费。

梁小平：心系援非，志在奉献

□□ 本报记者 操戈 邓卫哲

两天的会议，11项务实合作签署。12月
10日，刚刚在海南三亚结束的首届中非农业
合作论坛，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农业发展方案
越来越受到非洲各国的欢迎和认可。非洲
有资源、有需求，中国有模式、有资本、有技
术，双方合作有基础、有意愿，自然天成。

近年来，中国通过在非洲建设农业技
术示范中心、派遣农业专家，有效促进了非
洲伙伴国农业技术水平提升。中国企业在
非洲投资，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
经验，拉动了当地农业生产、经济社会发展
和人民收入水平提高。

通过与当地企业、农民建立利益共享
机制，中国帮助非洲国家建立起产业体系，
支持非洲国家落实战略发展规划，推进农业
现代化进程。首届中非农业合作论坛以“共
创农业可持续发展，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新
型中非农业合作关系”为主题，500多位参会
代表围绕农业经贸合作、农业科技创新合
作、三方合作等方面，充分交流了中非农业
合作的成功案例，为共同推进中非农业合作
提供新思路，增强了信心。

政府务实合作不断深化

“非洲正在进行包容性农业改革，为未
来50年提供经济转型动力。在中国的帮助
下，非洲绿色革命联盟正在起草非洲未来
农业发展计划。”非洲绿色革命联盟理事会
主席、埃塞俄比亚前总理海尔马里亚姆·德
萨莱尼认为，中非农业合作基于平等、互
利、共赢，中国和非洲有类似的小农结构，
有适用于非洲的农业技术、小型农机、灌溉
技术，非洲可以从中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和土地权属上学习到很多，有助于非
洲农业生产力和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
加快农业转型。

在海尔马里亚姆·德萨莱尼看来，农业
国际合作是中国开放格局中不可或缺的重
要组成部分，加强农业交流与合作是构建
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最佳结合点之
一。非洲绿色革命联盟的目标就是通过整
合非洲各国的需求，寻求农业系统性合作，

设置具体改革方案，促进非洲 3000 万小农
家庭发展生产。

论坛期间，中国农业农村部与非洲联
盟委员会、非洲绿色革命联盟等签署了合
作谅解备忘录。同时，相关政府部门、国际
组织、科研单位和企业签署了 11 项务实合
作协议。

“论坛为中非在农业领域的合作开辟
了新路径，帮助我们更好地解决国家粮食
安全问题。”刚果（布）农业、畜牧业和渔业
部部长亨利·琼博说，对非洲各国而言，必
须要实现一个不依赖于天气、更有持续性、
抵抗性更强的农业。中非农业合作共同实
施了一些涉及共同利益的合作项目，快速
地实现了农业转型，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加
强农产品贸易。

“粮食安全是国之根本。”塞内加尔农业
与农村装备部部长穆萨·巴尔德同样认为，
非洲国家可以从中国农业发展历程中获得
许多宝贵经验，中国农业在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进程中，从未放弃对农业的科技创新和发
展，这为非洲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典型经
验。到2030年非洲要实现粮食安全，这是中
非农业合作的重中之重，希望通过学习中国
农业发展中的务实和效率，帮助非洲各国找
到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方案。

塞内加尔欢迎中国企业到当地投资农
业项目，尤其是鼓励中资企业与非资企业
合作成立合资公司，共同投资非洲农业。
真正促进当地农业发展，带动培育一批非
洲本地的农业企业和人才。

对于如此规模的中非农业深度交流，
不少非洲国家农业部长都是带着明确的合
作需求参会。赞比亚农业部部长迈克尔·
卡坦博在大会发言时便直奔主题，向大家
介绍赞比亚农业领域的投资机遇。一是种
植业，赞比亚非常适宜种植玉米、茶叶、咖
啡等附加值潜力大的作物；二是灌溉领域，
急需加大农田灌溉设施建设；三是畜牧业，
赞比亚拥有多种畜牧业养殖投资机遇，包
括肉牛、奶牛等。此外，还有水产养殖，鱼
产品加工、鱼类饲料等方面。

“中非合作，海南有着独特的优势。”作
为论坛主办方之一，海南省省长沈晓明表

示，海南和非洲国家在气候、资源禀赋上相
近，有很大的合作空间。海南正在加快建
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现代农业是开放
的重点领域，将充分发挥自贸港政策优势，
努力成为中非之间农业合作的桥梁和纽
带。希望未来能够深化农业科技合作，共
同开展研究和人才培养，实现双方在技术
和资源上的优势互补、融合发展；深化农业
投资和贸易合作，支持海南农业企业把资
金、技术、产业带到非洲去，也欢迎非洲国
家来琼展示交易优质农产品。

企业项目投资遍地开花

“我有一个心愿，就是让杂交水稻造福
世界各国人民，为世界粮食安全和世界和
平作贡献，希望杂交水稻为非洲国家的粮
食安全作出新贡献！”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
平介绍，我国杂交水稻种植面积 170 万公
顷，平均产量每公顷近 9 吨，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均有推广种植，且增产效果明
显。在非洲也试种了杂交水稻，其中马达
加斯加试种的2万公顷增产1-3倍。

论坛当天，碧桂园集团、袁氏种业有限
公司共同投资的马达加斯加农业产业园项
目宣布正式启动，将投资 5000 万美元在马
达加斯加建设农业产业园，形成年产 4000
吨杂交水稻种子产能。袁隆平院士希望以
马达加斯加为基点向非洲其他国家发展推
进，通过加强合作，让杂交水稻的科研成果
惠及更多非洲百姓。

埃塞俄比亚肉牛存栏量世界第五，非
洲第一，但却只有2%不到的商品屠宰量，原
因就在于屠宰技术和设备落后，尤其是防
疫技术滞后。为了大力发展肉牛产业，中
国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一年内促
成了3个投资项目落户埃塞俄比亚。

中国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副
主任冯勇介绍，一个是技术合作项目，帮助
改变其生产组织形式，提高流通效率；二是
引进牛骨、牛血制药企业，提高其肉牛利用
率，延长产业链；三是建设疫苗企业，研发
生产口蹄疫疫苗，提高其牛肉质量安全标
准，解决其出口瓶颈。

埃塞俄比亚无疑是本次论坛上收获最

丰的非洲国家之一，除了肉牛产业项目，埃
方企业还与我国合肥燕庄食用油有限公司
等公司签订了芝麻国际订单农场合作项
目。上个月刚刚从埃塞俄比亚考察回国的
该公司国际贸易发展部总监路义军介绍，
我国每年芝麻需求量约120万吨，占全球每
年芝麻交易量的75%以上，在非洲投资种植
芝麻前景广阔，他们将通过引进国内优良
品种，2020年先试种 1000公顷芝麻，3年内
达到 1.5万公顷。届时，预计每年对华出口
芝麻 1 万吨以上，为埃塞年创外汇超 1700
万美元。

“建立非洲创业基金、培训非洲企业家、
表彰非洲生态保护区工作人员……”阿里巴
巴集团副总裁林涛说，非洲约有 12 亿多人
口，3000万平方公里土地，农业发展前景广
阔。为此，阿里巴巴集团拿出1亿美元设立
非洲创业基金，在非开展金融服务和农业人
才、电商人才培训，在数字化农业生产、流
通、营销、金融、服务等方面，深化与非洲的
合作，打造中非农业数字引擎。

目前，阿里巴巴已与卢旺达政府签订
了备忘录，在天猫上专门设立“卢旺达国家
馆”，推介卢旺达的旅游资源、农特产品等，
并利用淘宝直播等形式将卢旺达咖啡打造
成国内的网红产品。继卢旺达之后，阿里
巴巴还同埃塞俄比亚政府签订备忘录，下
一步将在金融、人才培训、电商、生态保护
等方面推广“卢旺达经验”。

农业发展离不开科技支撑，在科技合
作方面，此次论坛共签署了3份合作谅解备
忘录。主要包括：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与
国际热带农业研究所签署了《中非农业生
物多样性保护利用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国
热带农业科学院与刚果（布）农牧渔业部、
FAO、IFAD 和 WFP 签署了《木薯价值链提
升五方合作谅解备忘录》。

据统计，2000 年至 2018 年中非农产品
贸易额由 6.5亿美元增长到 29.2亿美元，年
均增长 14%。中国自非洲进口农产品年均
增长17.3%，是增速最快的区域之一。截至
2018年底，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存量150多
亿人民币，投资 500 万元以上的农业项目
115个，覆盖非洲2/3的国家。

联合国粮农组织“减少食物损失与
浪费”创客坊在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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