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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广西坚决贯彻中央及农业农村
部战略部署，以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农业领域的有机衔接重要
门户为目标，全力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新
发展格局，认真抓好以东盟国家为核心，并
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RCEP 成员国延伸
的农业对外交流合作工作，取得一定成效。
2022年，广西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 602.41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今年上半年，进
出口贸易总额 353.3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5.05%。目前，广西已累计获得农业农村部
认定 6 个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基地，在
9 个国家持续建设和打造广西农业对外交
流合作“两区两站”28 个，中国—东盟博览
会农业系列活动平台正在加快深化和扩大

“朋友圈”。

大力支持培育外向型企业，
农业对外投资初具规模

广西紧抓区位优势，立足产业发展，以
农业科技、种业技术合作为先导，通过培
育、引导广西优质农业企业赴境外投资，先
后在越南、柬埔寨、老挝、文莱、马来西亚、
菲律宾、泰国、毛里塔尼亚等国家建设 9 个
境外农业合作示范区，在广西百色、凭祥、
东兴、永福等地建设了 4 个农业对外开放合
作试验区，并以此为抓手促进广西农业企
业抱团“走出去”。其中，凭祥试验区在保
障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上，不断优化简化
口岸通关流程，推动试运行东盟 10 国商品
互市进口，构建“互市贸易+商贸中心 (平
台)+加工+流通”模式，辐射凭祥市周边超
10 万亩水果、中药材等种植基地发展，带动
5 万人就业；毛里塔尼亚示范区克服国际性
新冠疫情影响，不断完善以捕捞、加工和渔
港服务为主体的产业平台建设，示范区总

投资 6.5 亿元人民币，总占地面积 352 亩，
2022 年示范区加工渔获量 3.77 万吨，产值
3.31亿元人民币，回运国内各类渔业加工产
品 1.38 万吨。截至目前，广西备案登记“走
出去”农业企业达 67 家，协议投资金额 40
亿美元，投资国别包括泰国、柬埔寨、老挝、
缅甸、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
宾、文莱等，投资内容涉及粮食作物、果蔬、
种业、渔业等产业，覆盖生产、加工、科研、
品牌建设、仓储、物流等各个环节。

持续拓展农业合作新领域，
农业科技交流日益深化

采取“援建+运营”模式，支持广西农业企
业和科研院所在国外承建中国（广西）—东盟
农作物优良品种试验站，已在老挝、越南、
柬埔寨、印尼、缅甸等国家建设 5 个境外试
验站，共输出试种蔬菜、水稻等优新品种
750 多个，累计示范推广面积超过 400 多万
亩，为项目所在国培训农业技术人员 1000
多人次。越南试验站在疫情期间，保持与
越南客户互通信息，主动视频帮助越方企
业解决问题，近几年保持年均出口水稻、玉
米和蔬菜种子 1500吨。已在境内建设 10个
东盟农作物优良品种广西试验站，广西水
牛研究所试验站在疫情期间，两次组团赴
巴基斯坦开展推进水牛遗传繁育及种质资
源引进科研合作和技术培训，“奶水牛产业
升级项目”被列入“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库”
首批农业项目，起草了中国-巴基斯坦胚胎
引进的检验检疫协定，为进一步引进胚胎
奠定了基础。广西试验站近几年持续引进
马来西亚“忘不了”鱼、苏丹鱼、越南玉米、
马来西亚常规水稻等 190 多个作物和鱼类
品种进行种养殖培育试验，并在试验基础
上进行了推广种植和养殖，极大优化了广

西农业产业结构。

积极对接RCEP新规则，稳
步提升农产品贸易额

充分发挥广西的区位优势，大力推动外
向型农业发展。组建“广西优质农产品对日
出口工作专班”，有针对性地促进广西芒果、
沃柑、龙眼等优质农产品出口日本；梳理形
成“三张清单”（广西出口RCEP零关税优势
商品清单、广西进口RCEP零关税优势商品
清单、广西优势产业货物贸易降税商品清
单），持续指导和支持农业企业建设广西农
产品出口示范基地46个，不断提升广西出口
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和在国外的品牌竞争
力。开展《RCEP 对广西农业的影响和对策
建议》课题研究和RCEP规则下对广西农业
产业损害预警监测；与海关、商务部门共同
举办RCEP政策宣讲会。今年上半年，广西
与 RCEP 成员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
136.2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7.81%，其中，
出口农产品 45.25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8.81%，进口农产品 90.95亿元人民币，同比
增长49.72%。

主动“走出去”交流，不断促
进高水平对外合作

今年以来，广西已经多次组织政府和
农业企业代表团赴越南、柬埔寨、老挝、文
莱等东盟国家以及美国、意大利等欧美国
家开展农业对接活动，促成农业投资合作
项目 4 个，投资总额超 28 亿元人民币，共
达成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合作项目 6 个，签
约贸易额约 92 亿元人民币。其中，今年 3
月组成代表团赴越南与越南农业与农村发
展部座谈交流，举办中国（广西）—越南农
业经贸交流座谈会暨农业项目签约仪式。
4 月赴柬埔寨与柬埔寨农村发展部和农林
渔业部座谈交流，就实施减贫项目，共建
柬埔寨的“鱼米走廊”、发展临湖现代化生
态农业、全面深化农业全方位合作进行了深
入探讨并达成意向；举办中国（广西）—柬埔
寨双向投资暨农业合作交流对接会。4 月
在老挝举办第 20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东
盟（老挝）巡展暨“桂品出海”系列活动，与
老挝农林与农村发展研究院就农机推广合
作方向座谈交流。5 月邀请越南农业与农
村发展部陈青南副部长率农业代表团 50
人到广西考察调研，就进一步深化桂越在
农业科技、教育培训、农产品贸易、农业投
资、北部湾渔业合作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磋
商，并为下一步签署桂越农业合作谅解备
忘录达成初步共识。5 月组织广西农业企
业参加 2023 年意大利国际果蔬展，广西的
沃柑、火龙果、蔬菜等特色农产品受到各
国观展商的欢迎。7 月拜访美国蒙大拿州
农业部门，就畜牧业、粮食业互利合作进
行座谈，为拓展美洲市场和农业技术合作
奠定基础。

加强与国际组织对接，有序
推进利用外资项目建设

完成4亿美元世界银行结果导向型贷款
广西扶贫示范项目竣工验收工作。该项目
被世行专家团队评价为“高度满意”项目，有
力助推县（市）区域的经济发展，充分发挥项
目县（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的作用。提前谋划，有序开展世
界银行贷款绿色农业和乡村振兴项目（一
期）及亚洲开发银行贷款广西环境可持续乡
村发展示范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联合相关
职能部门完成了终期考察、综合评估、项目
可研等工作，组织咨询专家、金融中介机构、
项目办工作人员学习借鉴甘肃、宁夏、湖北
的先进经验，不断提升项目管理能力。

畅通南宁渠道，农业对外开
放合作平台提档升级

多年来广西连续承办中国—东盟农业
合作论坛、中国—东盟农业国际合作展、中
国—东盟粮食安全合作交流会。举办 2022
年乡村振兴论坛·广西、中国（广西）—东盟
现代种业发展大会、世界茉莉花大会等农业
系列活动，为广西农业开放合作畅通南宁渠
道，拓展对外平台。组织农业企业赴上海、
海南、云南等地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中国—南亚博览会等系
列展会活动，不断深化农业对外经贸交流合
作。近两年，向农业农村部国际交流服务中
心推荐了14名援外专家，参与援津巴布韦第
四期高级农业技术援助项目、援莫桑比克第
四期高级农业专家技术援助项目，派出援外
专家赴斐济、津巴布韦、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几内亚、莱索托等国家执行援外和培训任务。

下一步，广西将在拓展农业投资合作、
深化农业科技合作、推进农产品贸易合作、
加强对外减贫交流合作四个方面持续发力，
继续发挥农业对外交流合作“两区”帮助农
业企业“走出去”的阵地作用，支持广西企业
到东盟国家开展农业生产、加工和仓储物
流、绿色农业、数字农业合作。探索与越方
共同在沿边地区合作建设一批要素集中、产
业集聚、技术集成、经营集约的现代特色农
业示范区。不断完善农业对外交流合作“两
站”的农业科技交流平台功能，持续开拓种
质资源、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业制造设备、农
产品质量标准、智慧农业等领域的新合作，
推动“两站”在农业科技合作发挥示范引领
作用。及时组织企业开展农产品贸易对接
交流，积极推动与东盟国家优势特色农产品
互供出口，推动更多的东盟国家农产品以广
西为桥梁，进入广阔的中国市场。积极承接
东亚减贫示范合作技术援助项目二期项目，
承接国际减贫研修班的现场考察工作。继
续承办好中国-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
村官交流项目等机制性交流活动。推进广
西援外技术合作减贫示范项目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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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18日中-老农作物优良品种试验站组织中老两国农业技术员到澜
湄次区域老挝水稻绿色增产技术试验示范项目基地交流。

中老合作农作物优良品种试验站在老挝当地开展水稻对比试验。 中缅试验站瓜类现场观摩会。

由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承建的中-老合作农作物优良品种试验站筛选出适
合在当地推广种植的玉米品种LC188。

文莱—中国文莱—中国（（广西广西））农业合作示范区渔业养殖基地农业合作示范区渔业养殖基地。。

中缅试验站开展水稻试验示范中缅试验站开展水稻试验示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