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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的农业合作是深化中阿多领域合作的重

要路径ꎬ 呈现出上下合作的联动性、 议题设置的广泛性、 整体个体的互动性、
项目实施的阶段性、 合作地域的均衡性等特征ꎮ 作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共同

商议的主要合作议题ꎬ 中阿农业合作主要受阿拉伯国家的农业发展需求、 中

国具有农业治理经验、 中阿对农业合作持有共同意愿等三个因素的驱动ꎬ 其

中阿拉伯国家的农业发展需求是中阿农业合作的前提ꎬ 中国的农业治理经验

是中阿农业合作的保障ꎬ 中阿对农业合作的共同意愿是中阿农业合作的根本

条件ꎮ 当前ꎬ 中阿农业合作仍面临对象国投资风险较高、 合作机制不完善、
地方参与失衡、 农企相对缺位、 粮食舆情共享不足、 外宣力度有限等诸多问

题ꎮ 因此ꎬ 在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ꎬ 中国需发挥政府、 农企、 媒体等主体的

功能优势ꎬ 预防海外风险ꎬ 扩大海外宣传ꎮ 中阿双方也应积极构建农业部级

对话机制和探索三方农业合作ꎮ 同时ꎬ 在后新冠疫情时期ꎬ 中阿双方还需加

强在粮食危机预防领域的合作ꎬ 助推中阿农业合作向多层次、 全方位、 立体

化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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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快速发展促使全球农业发

展格局深度调整ꎬ 全球变暖等气候问题对世界主要产粮区的影响不断加深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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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能源、 转基因作物、 大宗商品投机等非传统因素导致国际农产品市场

的风险性持续增强ꎬ 全球粮食安全及饥饿问题仍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治理短

板ꎮ 农业持续增长动能不足和农产品市场供求结构的显著变化ꎬ 已经成为各

国共同面对的新问题和新挑战ꎬ 亟待国际行为体通力合作ꎬ 推动农业可持续

发展ꎮ①

中国农业与世界农业紧密相连ꎬ 农业国际合作既是中国连接亚洲、 欧洲、
美洲、 非洲等多个经济圈的桥梁ꎬ 也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 贡

献中国智慧的领域之一ꎬ 还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开展双多边合作的重要议题ꎮ
在 ２０１８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八大计划” 中ꎬ “制定农业规划、 提供粮

食援助、 提高农业技术” 位列首位ꎻ② 在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共同

倡导的 “１ ＋ ３ ＋ ６” 合作框架中ꎬ 农业是六大领域之一ꎻ③ 在澜沧江—湄公河

合作制度下ꎬ 中国与东南亚五国共同确立了 “３ ＋ ５” 合作框架ꎬ 农业是五大

优先合作领域之一ꎮ④ 相比较之下ꎬ 中国提出的中阿 “１ ＋ ２ ＋ ３”⑤ 合作框架

中并没有明确地提到农业ꎬ 但为什么历届中阿合作论坛所达成的共识性文件

都包括农业合作ꎬ 中阿博览会还设立了中阿农业对话会议和农业展会? 在论

坛机制下ꎬ 中阿农业合作呈现出哪些特征? 农业合作面临哪些挑战及如何应

对? 都将是本文重点探讨的问题ꎮ

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中阿农业合作的特点

农业文明是中华文明和阿拉伯文明的璀璨明珠ꎬ 承载着中阿文明互学互

鉴的历史记忆ꎮ 中国驯化的小米和西亚北非地区驯化的莴苣、 冬小麦、 椰枣

等ꎬ 都在古代经由使者或商人带到对方ꎬ 既丰富了双方的农作物品种ꎬ 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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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农业合作的愿景与行动»ꎬ 载中国农业农村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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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携手共命运 同心促发展———在 ２０１８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

话»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４ 日ꎮ
习近平: «共同谱写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在中国—拉共体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开

幕式上的致辞»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９ 日 ꎮ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二次外长会联合新闻公报»ꎬ 载中国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６７４９０４ / １１７９＿６７４９０９ / ｔ１４２６６０３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２５ꎮ
该框架指以能源合作为主轴ꎬ 以基础设施建设、 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两翼ꎬ 以核能、 航天卫

星、 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突破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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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了当地人民的饮食结构ꎬ 还相互增加了农耕经验ꎬ 促使以农业为载体的文

明交流成为中阿文明交流史上的重要篇章ꎮ
新中国成立之后ꎬ 为改善与阿拉伯国家的外交关系ꎬ 农业又成为中国对

阿外交的重要资源ꎮ 中阿农业合作不仅为阿拉伯农业发展增添动能ꎬ 更为中

国中东外交打开了新局面ꎬ 其中中国与埃及、 摩洛哥、 苏丹等国建交都直接

受益于双边农业往来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ꎬ 随着中阿关系持续升温ꎬ 双方农

业合作也逐渐加强ꎮ 但总体来看ꎬ 在 ２１ 世纪之前ꎬ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农业

合作呈现出 “北非多西亚少” 的地域特点ꎮ
２００４ 年ꎬ 中阿合作论坛正式成立ꎮ 在该机制下ꎬ 农业合作是中国和阿拉

伯国家双多边关系发展的应有之义ꎬ 逐渐形成了上下合作的联动性 (政府间

农业合作和民间农业合作相互支撑)、 议题设置的广泛性、 整体个体的互动性

(中阿整体农业合作和中阿个体农业合作相互配合)、 项目实施的阶段性、 合

作地域的均衡性 (中国与北非和西亚阿拉伯国家的农业合作共同发展) 等五

方面特征ꎮ
(一) 上下合作的联动性

在中阿合作论坛机制下ꎬ 中阿农业合作既在政府层面形成了顶层设计ꎬ
又在农企、 农业研究机构、 农技专家等民间层面塑造了多主体参与的合作模

式ꎬ 促使政府和民间形成了 “政府搭台、 民间唱戏” 的以上促下的传导机制

和 “民间合作提升、 政府关系加强” 的以下带上的助推机制ꎮ
中阿农业合作的顶层设计涵盖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政策统筹和中阿共议

的发展规划ꎮ 首先ꎬ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政策统筹体现了中国对农业合作议

题的主动塑造ꎮ ２０１６ 年ꎬ 在中阿合作论坛第七届部长级会议召开之前ꎬ 中国

政府发布了首份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ꎬ 文件指出中国愿本着互利共

赢的原则扩大双方在农业等领域的合作ꎬ 强调中国愿在粮食安全等重大国际

问题上尊重彼此重大利益和核心关切ꎬ 明确了中阿在旱作农业、 节水灌溉、
清真食品、 粮食安全、 畜牧与兽医、 科研人员交流与培训、 农业技术示范项

目等农业领域的双多边合作ꎮ① 这奠定了中阿农业合作的政治基础ꎬ 是中国从

对阿拉伯国家外交的战略高度审视双方农业合作的具体表现ꎮ
其次ꎬ 中阿共议的发展规划反映了中阿双方对农业合作议题的共同认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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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４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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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达成的会议宣言和行动计划是中阿合作的根本遵循ꎬ
其有关农业的相关规定明确了双方合作的重要着力点ꎮ 此外ꎬ 中阿共议的发

展规划也体现了农业合作的时代特征ꎮ 例如ꎬ 从第八届部长级会议达成的合

作共识中可以看出ꎬ 农业合作既是中阿共建 “一带一路” 的民生领域ꎬ 也是

深化中阿战略伙伴关系的主要抓手ꎬ 还是实现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重要内容ꎮ 事实上ꎬ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政策统筹和中阿共议的发展规划

并非独立存在ꎬ 前者有关中阿农业合作的重点关切是后者确立农业合作领域

的根本考量ꎬ 这从下文论述的合作议题中便可管窥ꎮ
与政府间合作相比ꎬ 中阿农企、 农业研究机构、 农技专家等社会主体重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开展合作ꎮ 农企之间以经济合作为中心ꎬ 利益是合作的纽

带ꎻ 农业研究机构之间以科研合作为中心ꎬ 技术是合作的纽带ꎻ 农技专家之

间以技术指导和交流为中心ꎬ 智力是合作的纽带ꎮ 此外ꎬ 中阿农企和农业研

究机构之间也常常跨界合作ꎬ 不仅将农企的经济实力转化为科学研究的驱动

力ꎬ 也将农业研究机构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农企的经济效益ꎬ 促使二者之间形

成双向获利的良性循环ꎮ
事实上ꎬ 政府间农业合作等同于机制合作ꎬ 重在建章立制ꎬ 形成顶层设

计ꎬ 明确合作的主要方向ꎻ 民间农业合作等同于项目合作ꎬ 侧重于实施规划ꎬ
探讨合作细节ꎬ 明确双方角色和利益分配ꎮ 同时ꎬ 二者之间也相互依存ꎮ 机

制合作为项目合作创造平台并提供宏观指导ꎬ 项目合作是对机制合作的具体

落实ꎮ 例如ꎬ 为落实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

提出的 “探讨建立技术转移中心” 的重要倡议ꎬ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１ 日ꎬ 在中阿技

术转移暨创新合作大会上ꎬ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 宁夏中阿技术

转移开发有限公司、 中阿 (迪拜) 技术转移中心签署三方合作协议ꎬ 共同建

设中阿椰枣研究中心ꎬ 以期形成 “一个窗口 (宁夏)ꎬ 两个基地 (海南、 迪

拜)” 的合作结构ꎬ 逐步向阿拉伯国家转移示范ꎬ 扩大农业合作的综合

绩效ꎮ①

(二) 议题设置的广泛性

随着中阿农业合作项目的增加和农业合作需求的提高ꎬ 中国和阿拉伯国

１８

① «中阿椰枣研究中心成立 椰子所向阿联酋提供技术»ꎬ 载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ａｔａｓ ｃｎ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 ２５８ / ２１８２８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９ － ０５ － １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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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论坛机制下确立的农业合作议题也不断拓展ꎮ 如表 １ 所示ꎬ 中阿农业合

作议题并不局限于种植业ꎬ 它包括农林牧副渔等多领域ꎬ 属于广义的 “大农

业” 范畴ꎮ 庄稼耕种、 树木栽培、 家禽养殖、 农产品加工、 鱼苗培育等虽是

农业领域的不同链条ꎬ 但又相互交织ꎬ 相伴发展ꎮ 中阿农业合作将 “大农业”
的各个分支置于共同体之中ꎬ 促使各领域在合作中相互借力ꎬ 推动农业综合

发展ꎬ 防止在合作中产生短板效应ꎬ 以期通过议题连接实现多领域的全面推

进ꎮ 例如ꎬ 西部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和埃及阿斯旺大学农科院分别作为供

给方和需求方ꎬ 积极推动中埃在农业物联网领域的合作ꎬ 实现中埃在农作物

耕种、 节水灌溉、 农作物监测等方面的共同发展ꎮ① 又如ꎬ 中国与沙特、 阿尔

及利亚等国在治沙领域开展合作ꎬ 从而实现既保护农业生态又促进农业耕种

的双重功效ꎮ
表 １ 也反映了自中阿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以来农业议题的扩容性

愈发明显ꎬ 这主要是基于三方面原因ꎮ 其一ꎬ 阿拉伯国家在经历中东变局之

后ꎬ 对农业等民生领域合作的重视度逐渐加强ꎬ 对中阿农业合作的期望日渐

提升ꎮ 其二ꎬ “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出为中阿农业合作创造了时代契机并增添

了合作动力ꎬ 促使阿拉伯国家愿意搭乘中国农业发展的顺风车ꎬ 如苏丹总统

助理贾兹表示苏丹真诚希望在 “一带一路” 倡议下加强与中国合作ꎬ 苏丹发

展对华关系委员会将全力保障中国投资苏丹农业企业安全和项目顺利实施ꎬ②

埃及农业和土地改良部部长艾祖丁奥马尔阿布萨泰特也表示愿与中国深

入推进 “一带一路” 农业合作③ꎮ 其三ꎬ 从 ２０１４ 年到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与 ４ 个阿

拉伯国家 (阿尔及利亚、 埃及、 沙特、 阿联酋) 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ꎬ
与 ８ 个阿拉伯国家 (卡塔尔、 苏丹、 约旦、 伊拉克、 摩洛哥、 吉布提、 阿曼、
科威特) 和 １ 个国家集团 (阿盟) 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ꎬ 在这些国家中ꎬ 埃

及、 阿联酋、 摩洛哥、 苏丹、 沙特、 阿尔及利亚、 吉布提、 阿曼等国均将农

业合作视为双边合作的重要领域ꎬ 以期通过伙伴关系的持续推进带动农业多

领域的务实合作ꎮ

２８

①

②

③

«中国智慧节水技术走向埃及»ꎬ 载中阿技术转移中心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ａｓｔｔｃ ｏｒｇ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０００００８８１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０１ꎮ

«全面提升中国—苏丹农业合作水平———韩长赋苏丹总统助理贾兹共同出席中苏农业投资论坛»ꎬ
载农业农村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ｊｓ ｍｏａ ｇｏｖ ｃｎ / ｄｏｎｇｔａｉ / ２０１６０９ / ｔ２０１６０９２５５２８４６７９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９ －０５ － ３０ꎮ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余欣荣访问埃及»ꎬ 载农业农村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ａ ｇｏｖ ｃｎ / ｘｗ /
ｚｗｄｔ / ２０１９０４ / ｔ２０１９０４２７＿６２１２９７０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９ － ０５ － ３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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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的农业合作议题

论坛届次 新增农业合作议题

第一届部长级会议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新技术、 遗传工程、 农机具、 现代化灌溉系统、 防治荒漠
化等领域开展合作ꎬ 交流经验

第二届部长级会议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为阿拉伯国家培养农业人才

第三届部长级会议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密切农业高层互访ꎬ 增加信息沟通ꎬ 加强种植业、 养殖业
等领域的专业人员交流ꎬ 鼓励农企合作ꎬ 推动农产品贸易ꎬ
为双方优质农产品进入对方市场提供便利

第四届部长级会议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促进在防治荒漠化和水管理领域的合作ꎬ 加强粮食安全合
作ꎬ 鼓励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交流

第五届部长级会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探讨建立中国—阿拉伯国家农业合作机制ꎬ 举办两次或两
次以上农业经贸与投资合作研讨会ꎬ 其中一次在中国举行ꎬ
另一次在某个阿拉伯国家举行ꎬ 中阿研究机构加强合作与
协调

第六届部长级会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巩固加强双多边机制ꎬ 加强在生物农业、 动物资源和兽医
服务、 渔业、 水务技术、 水资源利用和节约等领域合作ꎬ
交换在卫生监管领域的法律法规ꎬ 借鉴中国基因改良方面
的经验ꎬ 为双方农畜产品进入对方市场提供便利

第七届部长级会议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加强在有机农业、 节水旱作农业、 食品加工等领域的合作ꎬ
鼓励在农业领域建立联合企业ꎬ 包括化肥生产、 农业机械
装备制造、 提高各类农业活动生产率ꎬ 呼吁为对方企业在
本国投资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ꎬ 出台相关优惠政策ꎬ 提供
便利措施和服务

第八届部长级会议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积极开展农业领域经验交流ꎬ 借鉴中国的经验ꎬ 充分发挥
中阿博览会平台作用ꎬ 在中阿博览会期间举办中阿农业贸
易与农业投资洽谈会ꎬ 加强在雨水收集、 废水处理再利用
和干旱地区水资源管理等领域的合作ꎬ 加强双方水资源研
究中心的合作关系ꎬ 推动在阿联酋建立农牧渔业批发市场ꎬ
欢迎中国农业农村部和阿联酋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部签署
关于加强农业合作的谅解备忘录ꎬ 以及中国原农业部同苏
丹农业和林业部在 ２０１６ 年签署的农业领域合作备忘录ꎬ 欢
迎中国农业农村部和埃及农业和农垦部签署农业合作行动
计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ꎬ 欢迎双方专业人员参加对方举办的荒
漠化、 干旱与土地退化防治座谈与研讨活动ꎬ 继续探讨在
摩洛哥建立中阿荒漠化防治中心

第九届部长级会议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进一步加强农业领域合作

　 　 资料来源: 中阿合作论坛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ａｒａｂｃｆ ｏｒｇ / ｃｈｎꎬ ２０２０ － ０８ － １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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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１ 中还可以看出农业合作议题的多维度性ꎬ 既有阿拉伯国家在农业

人才、 基因改良等领域的发展问题ꎬ 也有中阿双方在农业灌溉、 荒漠化防治

等领域亟待解决的共同问题ꎬ 还有制约全球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粮食安全问题ꎬ
综合反映了国家、 地区、 全球等 ３ 个维度的农业关切ꎬ 也表明中阿农业合作

是发展型合作和治理型合作的结合体ꎬ 即农业合作不仅是对双方发展战略和

愿景计划的积极落实ꎬ 也是参与粮食安全治理的实践路径ꎮ 此外ꎬ 表 １ 也体

现出农业议题设置的问题导向性ꎮ 例如ꎬ 建立中阿农业合作机制、 召开中阿

博览会、 为农产品进入对方市场提供便利等议题ꎬ 均有利于破解机制缺失、
平台受限、 政策壁垒等中阿农业合作困境ꎮ

(三) 整体与个体的互动性

中阿合作论坛机制下的农业合作体现了中国对外合作的整体观ꎬ 即中国

为一方ꎬ 阿拉伯国家为另一方ꎮ 在 “１ ＋多” 的机制中ꎬ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倡

导共商、 共建、 共享、 共赢的合作理念ꎬ 共同构建开放、 包容、 普惠的区域

农业合作框架ꎮ 在农业合作过程中ꎬ 中国的立场和理念普遍受到阿拉伯国家

的高度重视ꎮ 与此同时ꎬ 阿拉伯国家也倾向于 “抱团取暖”ꎬ 合力开展对华农

业合作ꎬ 使 “多” 与 “１” 之间能够形成大致平衡ꎮ①如表 １ 中农业合作议题

的设置就是 “多” 与 “１” 互动的结果ꎮ
整体观体现了中阿农业合作的 “求同” 理念ꎬ 益于形成中阿普遍接受的

合作规范ꎮ 但阿拉伯国家农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ꎬ 每个国家有各自的农业合

作偏好和发展诉求ꎬ 促使中国在农业合作中具有 “存异” 思维ꎬ 并有针对性

地解决 “异” 的问题ꎮ 如表 １ 所示ꎬ 畜牧业和渔业是中阿农业合作中的

“同”ꎬ 但中国与阿联酋侧重农产品销售平台的搭建ꎬ ２０１８ 年习近平主席访问

阿联酋期间ꎬ 两国政府部门签署了关于加强农业领域合作及共同推动建设农

牧渔产品批发市场的合作文件ꎬ 并在文件指导下积极推动 “一带一路” 农牧

渔产品批发市场项目ꎬ 以期为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 “菜篮子” 工程建设

起到示范作用ꎻ② 荒漠化治理是中阿农业合作中的 “同”ꎬ 但中国与摩洛哥侧

重合作机构的设立ꎬ 遂探讨建立荒漠化防治中心ꎬ 既提高摩洛哥沙漠治理能

４８

①

②

张帅: « “走出去” 战略提出以来的中国农业外交———核心特征、 机制创新与战略塑造»ꎬ 载

«国际展望» 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１０５ 页ꎮ
«“一带一路” 中东布局 农产品贸易和仲裁推广阿联酋之行»ꎬ 载农批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ａｗａ

ｏｒｇ ｃｎ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ｓ ＝ / ｘｉｅｈｕｉ / ｓｈｏｗ / ｉｄ / ３８３８１ꎬ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０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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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ꎬ 又促进粮食生产ꎻ 农产品贸易是中阿农业合作中的 “同”ꎬ 而埃及重视对

华水果出口ꎬ 希望减少对华贸易逆差ꎬ 中埃双方则先后签订了埃及鲜橙和葡

萄对华出口协议ꎬ 促进中埃水果贸易的发展ꎮ① 上述 ３ 个例子表明中国能够在

中阿整体农业合作框架下精准对接ꎬ 探索不同的合作方式ꎬ 满足对象国的农

业发展需求ꎬ 从而构建 “异而能合” 的发展模式ꎮ
(四) 项目实施的阶段性

与中阿文化合作、 能源合作、 安全合作不同ꎬ 农业合作投资长、 见效慢ꎬ
合作项目易受气候变化、 病虫害等不可抗因素的影响ꎮ 从项目落地到项目实

施再到项目成功移交ꎬ 农业合作通常包括试验示范、 技术培训、 推广转移和

后期维护等多个环节ꎮ 因此ꎬ 中阿农业合作的推进是阶段性发展目标的综合

体现ꎮ 由于每个阿拉伯国家农业生产的自然环境不同ꎬ 中阿农业合作的阶段

性发展为双方调整农业技术和监测农作物生长创造了缓冲期ꎬ 以便确保中国

农业技术和农作物在阿拉伯国家的适应性以及技术运用和农作物种植的可持

续性ꎮ 例如ꎬ 中国与阿曼开展的节水设备技术转移合作经历了根据阿曼需求

研发适合当地农业灌溉的新技术和新设备、 在阿曼建立 １５０ 平方米实验室和

２００ 亩示范基地、 将节水技术与装备在阿曼 １３ 个农场辐射推广、 项目通过专

家验收等多个环节ꎬ 既体现了中国节水灌溉技术在阿曼的示范作用ꎬ 也提高

了阿曼农业灌溉的智能化水平ꎮ②

(五) 合作地域的均衡性

如前所述ꎬ 在中阿合作论坛成立之前ꎬ 中阿农业合作主要以北非阿拉伯国

家为主ꎮ 这主要是基于两方面原因: 其一ꎬ 从外交领域来看ꎬ 在新中国成立之

后ꎬ 北非阿拉伯国家与中国建交较为积极ꎬ 埃及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阿拉伯

国家ꎬ 摩洛哥、 阿尔及利亚、 苏丹、 突尼斯也相继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 ６０ 年代

初与中国建交ꎮ 外交关系的建立为双边农业合作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经济

环境ꎮ 其二ꎬ 从经济领域来看ꎬ 北非地区主要以农业国为主ꎬ 如埃及是 “尼罗

河粮仓”、 苏丹是 “阿拉伯粮仓”、 阿尔及利亚曾是罗马帝国时期的 “谷仓”ꎮ③

５８

①

②

③

«中埃签订鲜食葡萄输华植物检疫要求议定书»ꎬ 载中国驻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

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ｅ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２０１６１１ / ２０１６１１０１８８８１７７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８ － １１ － ２０ꎮ
«宁夏与阿曼技术转移取得突破性进展»ꎬ 载中阿技术转移中心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ａｓｔｔｃ ｏｒｇ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０００００８７４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０１ꎮ
参见陈宗德、 姚桂梅、 范志书: «非洲各国农业概况 (二)»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ꎬ ２０００ 年

版ꎬ 第 ４３２ 页、 ５８５ 页、 ６０４ 页、 ６１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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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英、 法殖民统治的北非阿拉伯国家普遍重视农业生产ꎬ 埃及、 突尼斯、
阿尔及利亚在独立后不久就进行了土地改革ꎬ① 以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ꎮ 但

囿于资金短缺和技术有限ꎬ 农业发展缓慢ꎬ 使得农业成为北非阿拉伯国家与

中国建交后的重要合作领域ꎮ
中阿合作论坛的成立为中阿农业合作提供了机制保障ꎬ 随着西亚阿拉伯

国家对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重视度的提升ꎬ 其借助地区发展机制与中国开展

的农业项目也逐渐增加ꎮ 例如ꎬ 中国在阿联酋成功试种海水稻、 中国在约旦

河谷地区开展蔬菜种子试验示范、 中国—阿曼产业园推动两国农业产业对接

合作等ꎮ 可见ꎬ 在中阿合作论坛机制下ꎬ 中国在确保与北非阿拉伯国家农业

合作顺利推进的同时ꎬ 也积极提升与西亚阿拉伯国家的农业合作层次和合作

规模ꎬ 促使中国在西亚和北非之间形成一种动态平衡ꎬ 既益于扩大中国农业

在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力和吸引力ꎬ 也有助于阿拉伯国家整体实现农业可持续

发展ꎬ 进而为联合国实现 ２０３０ 年 “零饥饿” 奉献中国方案ꎮ
上述五方面特征反映了中阿农业合作的主体、 客体、 载体、 战略、 战术、

时间、 空间等 ７ 个主要元素ꎬ 其中中阿农业合作的主体和客体共同决定了农

业合作议题ꎬ 并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向度内落实战略和战术规划ꎮ 不论是项目

的阶段性发展ꎬ 还是合作在不同地域的开展ꎬ 都是对农业合作议题的实施ꎬ
均体现了中阿农业合作的战略统筹和战术指导ꎬ ７ 个元素之间相互影响ꎬ 共同

构成了中阿农业合作范式ꎮ

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中阿农业合作的动因

在中国提出的中阿 “１ ＋ ２ ＋ ３” 合作框架中ꎬ 农业合作并不是主要领域ꎬ
但在中阿合作论坛机制下ꎬ 农业合作却是重要议题ꎬ 这主要受需求 (阿拉伯

国家对粮食安全和农业发展的重视度不断提高)、 能力 (中国的农业治理经验

对阿拉伯国家有指导和借鉴意义)、 意愿 (农业是中阿加强战略伙伴关系的主

要领域) 等三方面因素的驱动ꎮ
(一) 需求层面: 阿拉伯国家对粮食安全和农业发展的重视度不断提高

从国家稳定的角度看ꎬ 粮食安全是阿拉伯国家安全治理的重要领域ꎬ 关

６８

① 参见陆庭恩: «非洲农业发展简史»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ꎬ ２０００ 年版ꎬ 第 １５５ ~ １５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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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到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ꎮ 但耕地资源不足、 水资源短缺等自然因素①

和人口持续膨胀、 冲突频发、 贫困率居高不下、 技术水平有限等社会经济因

素的叠加ꎬ 导致阿拉伯国家粮食供需矛盾尖锐ꎬ 粮食安全问题日益严峻ꎮ
首先ꎬ 在粮食供给层面ꎬ 北非国家的小麦、 稻谷和玉米的生产量均低于

消费量ꎬ 且从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年度到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０ 年度看ꎬ 三大主粮的消费量直线上

升ꎬ 分别增加 １６６ 万吨、 １１ 万吨和 ２２０ 万吨ꎬ 但与之相对的生产量并未保持

上升态势ꎬ 其中小麦减产 ８５ 万吨ꎬ 稻谷和玉米产量基本不变ꎮ② 这导致粮食

供需缺口较大ꎬ 只能通过粮食进口满足国内的消费需求ꎮ 在西亚阿拉伯国家ꎬ
从农业种植结构来看ꎬ 在各国总产量排前五位的农作物中ꎬ 只有沙特、 伊拉

克、 叙利亚生产小麦ꎬ 其余均以果蔬为主ꎮ③ 这表明经济作物的产量要远大于

粮食作物ꎬ 也是西亚阿拉伯国家过度依赖粮食进口的重要原因之一ꎮ 可见ꎬ
无论是北非还是西亚阿拉伯国家ꎬ 其国内粮食产量均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ꎻ
若世界粮食市场的供给量下降ꎬ 阿拉伯社会的粮食供应压力将日益增大ꎮ 例

如ꎬ «２０２０ 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 实现粮食体系转型ꎬ 保障经济型健康

膳食» 指出ꎬ ２０２０ 年全球粮食总产量虽较上年有所增加ꎬ 但新冠疫情中断了

粮食供应链ꎬ 也降低了中低收入国家弱势群体的购粮能力ꎮ④ 阿拉伯地区作为

世界粮食安全体系中的短板ꎬ 其引发粮食危机的可能性将加剧ꎮ⑤

其次ꎬ 在粮食获取层面ꎬ 多数阿拉伯国家粮食进口路径单一ꎬ 甚至高度

集中于一个国家ꎮ 小麦是阿拉伯人民最主要的粮食ꎬ 但其进口依存度也最高ꎮ
２０１７ 年ꎬ 巴林和科威特分别有 ９９ ６％和 ９９ ８％的小麦进口来自澳大利亚ꎬ 埃

及、 卡塔尔、 苏丹、 叙利亚、 黎巴嫩分别有 ６９％ 、 ８２％ 、 ５５％ 、 ６５％ 和 ５５％
的小麦进口来自俄罗斯ꎬ 约旦 ６８％的小麦进口来自罗马尼亚ꎬ 伊拉克 ５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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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进口来自美国ꎮ① 对于上述阿拉伯国家而言ꎬ 一半以上的小麦进口来源于

一个国家ꎬ 将加重粮食获取的不稳定性ꎮ 如果粮食出口国产量下降ꎬ 粮食进

口国民众将承受由粮食短缺造成的饥饿和营养不良ꎮ 如 ２０１０ 年ꎬ 俄罗斯因粮

食歉收暂停了对埃及的小麦出口ꎬ 造成开罗粮食供应紧张ꎬ 严重影响了埃及

面包补贴项目的实施ꎮ② 同时ꎬ 粮食进口的路径依赖减少了阿拉伯国家与粮食

出口国讨价还价的余地ꎬ 导致其在进口粮价的议定问题上处于被动地位ꎮ 此

外ꎬ 战乱和冲突也极大地影响了阿拉伯国家的粮食获取量ꎮ «２０２０ 年全球粮食

危机报告» 显示ꎬ 也门 ７５ 个人道主义粮援难以到达的区域共生活着 ５１０ 多万

人ꎬ 他们面临着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状况ꎻ 在叙利亚和伊拉克ꎬ 战争和冲突常

导致粮援等任务延期或取消ꎮ③

最后ꎬ 在粮食消费层面ꎬ 农业基础设施落后、 农业技术水平有限和民众

节粮意识淡薄等因素ꎬ 共同导致阿拉伯国家在粮食生产、 收获、 运输、 储藏、
食用等方面的损失和浪费较为严重ꎮ «２０１９ 年粮食及农业状况: 推进工作ꎬ 减

少粮食损失和浪费» 显示ꎬ 在报告统计的阿拉伯国家 (也门、 摩洛哥、 埃及、
利比亚、 突尼斯、 阿曼、 沙特) 中ꎬ 除突尼斯外ꎬ 其余国家城市居民人均冷

库容量均低于 ０ １ 立方米ꎬ 无益于粮食长久储藏ꎮ④ 对阿拉伯国家而言ꎬ 在粮

食生产量和消费量仍处于 “赤字” 状态时ꎬ 粮食损失和浪费无疑是雪上加霜ꎬ
将加重粮食供给负担和削弱粮食仓储能力ꎬ 进而导致粮食供应减少→粮食价

格升高→居民购粮能力下降和粮食储量下降→危机管控能力减弱等恶性

传导ꎮ⑤

综上所述ꎬ 阿拉伯国家在粮食供给、 获取、 有效利用和稳定等 ４ 个维度

都存在安全风险ꎬ 其粮食安全问题尚未得到有效缓解ꎮ 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

显示ꎬ 从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５ 年到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７ 年ꎬ 海合会国家营养不良人数从 ２６０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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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到 ２７０ 万ꎬ 马格里布国家营养不良人数从 ４７０ 万增加到 ５００ 万ꎬ 马什里克

地区营养不良人数从 ４ ０６０ 万增加到 ４ ４２０ 万ꎮ① 粮食不安全与社会政治不稳

定有其内在的逻辑联系ꎬ 使得复杂的粮食问题和深层的社会政治问题相互交

织ꎮ② 事实上ꎬ ２０１０ 年底的阿拉伯变局与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世界粮食危机存在重

要关联ꎮ③ 因此ꎬ 保障粮食安全不仅是解决阿拉伯人民的吃饭问题ꎬ 更是填补

阿拉伯国家治理短板、 稳固领导者执政根基的迫切任务ꎮ 另外ꎬ 从国家发展

的视角看ꎬ 农业发展是助力阿拉伯国家成功转型的重要领域ꎬ 既有益于海湾

产油国拓宽财政收入渠道ꎬ 也有助于为北非阿拉伯国家创造就业岗位ꎮ 阿拉

伯国家对农业发展的高度关注主要体现在其国家发展战略之中ꎮ 如埃及的

«２０３０ 愿景»④、 阿曼的 «２０２０ 愿景计划»⑤、 沙特的 «２０３０ 愿景»⑥、 苏丹的

«五年经济改革规划»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９)、 吉布提的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９ 年加快经济发

展与促进就业战略»、 科摩罗的 «２０１７ ~ ２０２１ 年加快经济增长战略» 等ꎬ 都

将促进农业生产视为国家经济建设和改善民生的主要议题ꎮ 鉴此ꎬ 不论从国

家稳定的安全视角还是从国家发展的经济视角看ꎬ 粮食安全和农业发展都是

阿拉伯国家治理的重点关切ꎬ 但农业发展缓慢和粮食不安全已在阿拉伯地区

呈区域性聚集ꎬ 地区内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都不具备凝聚各方力量构建区域

粮食安全机制以解决区域共有安全问题的能力ꎮ 因此ꎬ 对外农业合作成为阿

拉伯国家集体应对农业和粮食安全问题的有效路径ꎮ
中阿合作论坛的建立为阿拉伯国家开展对华农业合作提供了契机ꎮ 在论

坛机制下ꎬ 互利共赢是主要目标ꎬ 阿拉伯国家在与中国推进 “１ ＋ ２ ＋ ３” 等领

域合作的同时ꎬ 也积极提出自身的农业发展诉求ꎬ 以期借助中国力量带动国

家转型ꎬ 从而将愿景规划变为现实利益ꎮ 中阿农业合作既是一种跨区域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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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帅: «埃及粮食安全: 困境与归因»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１１４ 页ꎮ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中国驻埃及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

作司: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 埃及»ꎬ ２０１９ 年版ꎬ 第 ３５ ~ ３６ 页ꎮ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中国驻阿曼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

济合作司: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 阿曼»ꎬ ２０１９ 年版ꎬ 第 １９ ~ ２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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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合作模式ꎬ 也是一种跨区域的经济治理路径ꎮ 前者强调粮食安全ꎬ 指中阿

农业合作能够帮助阿拉伯国家保障人民的生存安全、 国家的治理安全和地区

的发展安全ꎬ 从而减轻影响阿拉伯国家政局稳定的非传统威胁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海水稻在迪拜热带沙漠试种成功ꎬ 为沙漠地区提升粮食自给能力、
解决贫困和自然条件恶劣地区的饥饿问题增添中国贡献ꎮ① 同时ꎬ 中国海水稻

在迪拜试种成功也形成了以点带面的效果ꎬ 推动中国海水稻技术在阿拉伯地

区推广ꎬ 以期帮助阿拉伯国家弥补粮食安全治理在自然资源禀赋方面的短板ꎮ
后者强调经济转型和多元化发展ꎬ 指中阿农业合作益于增加阿拉伯经济发展

的动能ꎬ 以期改善农民贫困、 农村落后和农业滞后等问题ꎮ 以中毛渔业合作

为例ꎬ 在毛里塔尼亚政府的支持下ꎬ 福建宏东渔业股份有限公司逐渐成为当

地最大的渔业企业ꎬ 既促进了企业海外运营与发展ꎬ 也积极带动了当地百姓

就业增收ꎮ 在不到 １０ 万人的努瓦迪布市ꎬ 已有近 ２ ０００ 人在宏东渔业公司的

渔业基地工作ꎬ 同时ꎬ 通过培训积累了经验和技能的当地人也开始尝试贷款

买船ꎬ 自己做渔业生意ꎮ 此外ꎬ 渔业基地捕捞及加工的海产品经过欧盟认证ꎬ
常年出口非洲、 欧盟、 东南亚、 韩国、 日本等地ꎬ 推动了毛里塔尼亚产业发

展和经济增长ꎮ②

可见ꎬ 阿拉伯国家之所以重视中阿农业合作ꎬ 是为了实现安全和经济双

轨发展ꎬ 即通过粮食安全合作为阿拉伯经济转型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ꎬ 同时

以实现经济转型和多元化发展为路径保障粮食安全合作的物质基础ꎮ 此外ꎬ
中国积极对接阿拉伯农业发展规划ꎬ 表明中阿合作论坛机制下的多领域合作

并非中国一家独大ꎬ 阿拉伯国家的现实需求也是中阿合作的优先选项ꎬ 体现

了中阿合作的多元多边性和中国平等互利的合作理念ꎮ③

(二) 能力层面: 可资阿拉伯国家借鉴的中国农业治理经验

分享治国理政经验是中阿合作论坛机制下中国对阿拉伯外交的重要着力

点之一ꎮ ２０１８ 年ꎬ 第八届中阿合作论坛在北京召开ꎬ 中阿双方所达成的共识

０９

①

②

③

«袁隆平团队迪拜沙漠种植 “海水稻” 成功 　 亩产超五百公斤»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ｎ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２０１８ － ０５ / ３１ / ｃ＿１１２２９１５６０４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０１ꎮ

« “海洋奇缘” 跨越万里———毛里塔尼亚渔业基地的中国身影»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ｓｉｌｋｒｏａｄ / ２０１８ － ０９ / ０７ / ｃ＿１１２３３９６１３６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０３ꎮ

参见余潇枫、 章雅荻: «和合主义: 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范式»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９
年第 ７ 期ꎬ 第 ７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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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文件均强调开展治国理政理念和经验交流互鉴ꎮ① 在农业领域ꎬ 中国和阿拉

伯国家的农业生产都面临自然约束力ꎮ 但新中国建立后ꎬ 中国农业发展取得

了显著成就ꎬ 阿拉伯农业发展却普遍滞后ꎬ 中阿之间农业发展差距逐渐拉大ꎬ
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历届政府都将农业视为治国理政的重要领域和关系国家发

展与稳定的头等大事ꎬ 并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农业顶层设计和发展政策ꎮ 而阿

拉伯国家则普遍采取 “重工轻农” 的发展战略ꎬ 导致农业长期处于国家经济

建设的边缘ꎮ 中国以农业合作为载体向阿拉伯国家分享农业治理经验ꎬ 以期

用中国农业优势填补阿拉伯农业短板ꎮ 综合来看ꎬ 可供阿拉伯国家借鉴的中

国农业治理经验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首先ꎬ 实施藏粮于技的农业发展战略ꎮ 农业科技的创新与推广、 农业技

术人才培养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ꎬ 为提高粮食产量提供了坚实保障ꎮ
中阿农业合作是中国农业发展战略在战术层面的体现ꎬ 如中方在开罗建立了

农业物联网技术推广应用基地ꎬ 通过网络远程监测水果生长过程中的吸水量、
生长环境有效降雨量和蒸发量分析作物需水量ꎬ 切实提高埃及农作物种植过

程中的水源利用率ꎮ② 同时ꎬ 中方还积极推进人才培训项目ꎮ ２０１８ 年ꎬ 中阿

现代农业节水技术国际研修班在宁夏银川开班ꎬ 就干旱半干旱区智能节水灌

溉、 节水灌溉技术种植模式、 水肥一体化技术等议题进行交流ꎬ 旨在与阿拉

伯国家共享农业技术转移和农业科技创新成果ꎬ③ 促进中阿智力交流ꎬ 多措并

举助力阿拉伯国家农业科技水平的提升ꎬ 以期帮助阿拉伯国家摆脱水源短缺

等自然因素的束缚ꎮ 中国在农业科技领域所积累的经验受到阿拉伯国家的青

睐ꎮ 摩洛哥中国合作协会会长穆罕默德本尼斯在第四届中阿博览会上表示ꎬ
“中国在农业和乡村发展方面ꎬ 特别是在农业技术推广和耕地设备使用方面有

丰富经验ꎬ 摩洛哥希望加以借鉴ꎮ 中国农业机械技术比较发达ꎬ 摩洛哥对双

方农业合作抱有极大热情和期待”ꎮ④

１９

①

②

③

④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２０１８ 年至 ２０２０ 年行动执行计划»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合作共建

“一带一路” 行动宣言»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北京宣言»ꎬ 载中阿合作论坛

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ａｒａｂｃｆ ｏｒｇ / ｃｈｎ / ｌｔｈｙｊｗｘ / ｂｚｊｈｙｗｊ / ｄｂｊｂｚｊｈｙꎬ ２０１８ － ０７ － １４ꎮ
«中国智慧节水技术走向埃及»ꎬ 载中阿技术转移中心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ａｓｔｔｃ ｏｒｇ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０００００８８１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０ － ０３ － １０ꎮ
«中国—阿拉伯国家现代农业节水技术国际研修班在宁夏开班»ꎬ 载央广网: ｈｔｔｐ: / / ｎｘ ｃｎｒ

ｃｎ / ｘｗｄｄ / ２０１８０７１５ / ｔ２０１８０７１５＿５２４３０１２８９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０ － ０３ － １０ꎮ
«农业合作———中阿合作的常青树»ꎬ 载 «光明日报»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７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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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合作是中阿合作论坛机制下农业合作的关键领域ꎬ 它贯穿于历届中

阿合作论坛所达成的农业合作共识之中ꎬ 是解决阿拉伯农业生产困境的有效

举措ꎮ 阿拉伯国家也以农业合作项目为抓手ꎬ 向中国学习如何在农业技术领

域做到战略统筹、 战术规划和政策实施相结合ꎬ 以便通过农业技术创新解决

粮食生产 “赤字” 等问题ꎮ
其次ꎬ 采取精准施策和综合施策相结合的农业治理路径ꎮ 精准施策和综合

施策是中国农业治理的重要手段ꎬ 前者主要强调治理的核心议题ꎬ 突出农业阶

段性发展的重点ꎻ 后者主要强调治理的统筹协调ꎬ 重视农业各领域均衡发展ꎮ
从 １９８２ 年到 ２０２０ 年ꎬ 中央政府 ２２ 个 “一号文件” 都是涉农问题ꎬ 这构成了中

国农业发展的根本遵循ꎬ 勾勒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治理的发展轨迹ꎮ 它不

仅聚焦重点议题和发展短板ꎬ 精准施策ꎬ 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ꎬ 也涵盖了粮

食安全、 农业技术创新、 基础设施建设、 农业投入和补贴等基础性议题ꎬ 以期

在解决重点议题的同时ꎬ 综合施策ꎬ 确保基础性议题也能得到有效改善ꎮ① 与中

国相比ꎬ 阿拉伯国家长期面临农业生产动能不足、 农业治理效能低下和农业改

革不彻底等问题ꎮ 在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上ꎬ 阿拉伯国家长期将希望寄托于粮食

进口和粮食补贴等不可持续政策ꎬ 造成粮食供给压力增加ꎻ 在土地问题上ꎬ 叙

利亚、 埃及等国土地改革力度有限ꎬ 导致耕地分配不均ꎬ 农民人均耕地面积小

且所得耕地质量差ꎮ 可见ꎬ 阿拉伯国家尚未找到有效的农业治理路径ꎮ
中国将精准施策和综合施策的治理方式嵌入中阿农业项目之中ꎬ 促使阿

拉伯国家在合作中吸取经验ꎮ 在精准施策层面ꎬ 中国与阿尔及利亚开展的土

壤改良项目、 中国与埃及开展的温室大棚项目、 中国在摩洛哥东部半干旱区

开展的农业合作等ꎬ 都聚焦解决阿拉伯农业生产的自然困境ꎬ 以补短板的治

理方式提升阿拉伯农业整体发展水平ꎮ 在综合施策层面ꎬ 中阿农业合作并不

是单个项目独立运行ꎬ 而是多个项目并行推进ꎬ 包括粮食安全合作等安全项

目、 技术转移等发展项目、 荒漠化防治等治理项目、 人员交流等智力项目、
农业投资等经贸项目ꎬ 体现了中阿农业合作的综合治理理念ꎮ 例如ꎬ 中国与

毛里塔尼亚的农业合作就包含多个方面ꎮ 在粮食安全方面ꎬ 中国给毛里塔尼

亚带去杂交水稻种子ꎬ 提升该国粮食自给率ꎬ 确保 “颗粒归仓”ꎻ 在农业可持

续发展方面ꎬ 中国在当地建立的畜牧业技术示范中心试行生态农业和循环经

２９

① 详见中国网有关中央 “一号文件” 的具体内容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ꎬ ２０２０ － ０３ － ０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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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ꎬ 发展 “种植—养殖—加工” 的生态循环生产模式ꎻ 在人员交流方面ꎬ 中

国农技专家在当地开展水肥管理、 病虫草害防治、 牧草种植等方面的培训ꎬ
帮助该国培养农业发展的骨干力量ꎮ①

最后ꎬ 塑造危机管控的治理思维ꎮ 农业是与自然环境和大宗商品密切相关

的产业ꎬ 易受干旱、 病虫害、 洪涝等自然因素和全球农产品价格上涨等经济因

素的双重影响ꎬ 从而导致粮食危机的爆发ꎮ 危机管控重在危机爆发前的未雨绸

缪而非危机爆发后的临渴掘井ꎬ 中国在这一领域积累了丰富的治理经验ꎬ 突出

表现在水利治理和粮食仓储方面ꎮ 改革开放 ４０ 多年来ꎬ 兴水利防灾害始终是中

国农业治理的重要关切ꎮ ２０１１ 年中央政府 “一号文件” 明确提出 “民生优先、
统筹兼顾、 人水和谐、 政府主导、 改革创新” 的水利治理原则ꎬ 以期减缓自然

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冲击ꎮ② 在粮食储备方面ꎬ 中国已建立中央战略专项储备与调

节周转储备相结合、 中央储备与地方储备相结合、 政府储备与企业商业最低库

存相结合的粮油储备调控体系ꎬ 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再到企业的三级储备ꎬ 强

化了危机时期的农产品供应能力ꎬ 这也是中国能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期间ꎬ 确

保 “米袋子” “菜篮子” “肉摊子” 丰盈的重要原因ꎮ③ 相比之下ꎬ 阿拉伯国家

应对粮食危机主要以提高粮食补贴为主ꎬ 但这并非长久之计ꎮ 沙特、 阿联酋、
科威特等产油国虽能凭借高额的粮食补贴承担粮食危机的风险ꎬ 但在油价下跌

且寻求经济多元化发展时期ꎬ 高额粮食补贴无益于产油国经济转型ꎮ 而对于财

政赤字且经济发展动能不足的其他阿拉伯国家而言ꎬ 粮食补贴会加重经济负

担ꎬ④ 若经济实力无法承载粮食补贴金额ꎬ 粮价持续上涨将成为社会动荡的引爆

器ꎮ 如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年世界粮食危机爆发ꎬ 埃及、 突尼斯、 叙利亚等国首当其冲ꎮ
水利和粮食安全是中阿在论坛型机制下达成的主要合作议题ꎮ 例如ꎬ 中

国已和阿尔及利亚、 苏丹等国开展了水务合作ꎻ 中国帮助阿尔及利亚建造了

其国内最大的粮仓ꎬ 助力阿尔及利亚 “百万公顷” 粮食种植计划的实施ꎻ⑤

３９

①
②

③
④

⑤

胡美: «中国与毛里塔尼亚的农业合作正当其时»ꎬ 载 «中国社会科学报»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９ 日ꎮ
详见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ꎬ 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ｊｒｚｇ / ２０１１ － ０１ / ２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７９５２４５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０ － ０３ － ０２ꎮ
参见白峰哲: «战 “疫” 之下ꎬ 农业 “压舱石” 地位有多重?»ꎬ 载 «农民日报» ２０２０ 年２ 月５ 日ꎮ
Ｄｏｎａｌｄ Ｆ Ｌａ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Ｊｕｌｉａｎ Ｌａｍｐｉｅｔｔｉ ｅｔ ａｌ ꎬ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ꎬ ２０１２ꎬ ｐ ４
«中企承建阿尔及利亚最大粮仓建设项目首个工程竣工»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ｍ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２０１８ － ０６ / ０６ / ｃ＿１２９８８７８３６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０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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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埃及投建粮食仓储钢板等设备生产线ꎬ 帮助埃及完善粮食应急储备体

系①ꎮ 中国通过农业合作传递了 “居安思危” 的农业治理思维ꎬ 提高了阿拉

伯国家对预防型农业合作的积极认知ꎮ 此外ꎬ 全球气候变暖和国际粮食市场

不稳定促使危机预防的重要性日益提升ꎬ 阿拉伯国家在学习中国水利和粮食

仓储技术的同时ꎬ 也可从中国构建的危机管控机制中吸取经验ꎬ 以期形成政

府和企业等多行为体参与的粮食危机管控机制ꎮ
综合来看ꎬ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分享农业治理经验塑造了中国参与地区治

理的特色模式ꎬ 即柔性治理ꎮ 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以 “胡萝卜 ＋ 大棒” 的地区

治理模式推行西方民主相比ꎬ 中国的柔性治理更注重经验交流和理念共享ꎬ
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从 “被动—依赖型” 发展转变为 “主动—进取型” 发

展ꎬ 从而以发展促民生ꎮ 中国向阿拉伯国家分享农业治理经验是解决阿拉伯

国家 “发展赤字” 和 “民生赤字” 的共同路径ꎮ 发展和民生是阿拉伯国家

亟需应对的两个重要问题ꎬ 尤其是在 “后阿拉伯变局” 时代ꎬ 发展和民生

能否得到有效保障直接关系到阿拉伯国家能否以变革求自强ꎮ 农业是发展

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和保障粮食供给的关键领域ꎬ 中阿农业合作以促

发展和保民生为主要目标ꎬ 力图提升阿拉伯农业治理能力ꎬ 为阿经济转型

奠定坚实的社会根基ꎮ
同时ꎬ 中国向阿拉伯国家分享农业治理经验有助于中阿共同塑造农业话

语权ꎮ 农产品是国际大宗商品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具有 “价格浮动大、 供需量

大” 等大宗商品的共有特征ꎮ 从国际农产品市场看ꎬ 美国、 欧盟等西方国家

和国家集团一直掌握着农产品定价权ꎬ 能直接影响国际农产品供给ꎬ 这也是

每次粮食危机爆发都与西方国家紧密相关的主要原因ꎮ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长

期处于国际农产品市场的边缘ꎬ 是农产品定价体系中的弱者和被动接受方ꎮ
随着中国农业发展水平的提升ꎬ 中国农业话语也随之增强ꎬ 但这并不足以影

响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农产品市场ꎮ 中国向阿拉伯国家国家分享农业治理

经验ꎬ 促使阿拉伯国家早日实现主粮自给和粮食主权独立ꎬ 提高阿拉伯国家

整体的农业治理能力ꎬ 从而将这种能力转化为农业话语权ꎬ 以期提升中阿等

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农业话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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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企将在埃及投建粮食仓储钢板等设备生产线»ꎬ 载环球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ｏｒｌｄ ｈｕａｎｑｉｕ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９ＣａＫｒｎＪＡｉＦＨꎬ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０６ꎮ



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的农业合作: 特征、 动因与挑战　

粮稳则农稳ꎬ 农稳则国安ꎮ① 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ꎬ 是中国治国理政

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ꎬ② 也是阿拉伯国家农业治理的终极目标ꎮ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１ 日ꎬ 习近平主席在阿盟总部演讲时强调ꎬ “在发展道路的探索上ꎬ 照搬没

有出路ꎬ 模仿容易迷失ꎬ 实践才出真知”ꎬ③ 这段话对于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分

享治国理政经验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ꎮ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分享农业治理经验ꎬ
其目的是为了使阿拉伯国家探索出一条符合自身的农业发展道路ꎬ 并能够结

合当地的自然环境对中国农业技术再创造ꎬ 以实现农业自主型发展ꎬ 从而确

保粮食安全和维护粮食主权ꎮ 在中阿合作论坛机制下ꎬ 中国以农业合作为载

体与阿拉伯国家分享治国理政经验ꎬ 也提升了中国方案和中国理念在海外传

播的综合效应ꎬ 并促使中国在经验分享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农业技术ꎬ 有助于

形成以 “共享” 促 “共赢” 的中阿农业合作模式ꎮ
(三) 意愿层面: 农业是中阿加强战略伙伴关系的主要领域之一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国际影响力的加强ꎬ 中国

越发认识到参与中东热点问题的解决和地区稳定秩序的塑造ꎬ 既是中国作为

负责任大国应承担的国际责任ꎬ 也是推动中国与中东地区国家开展双多边合

作的重要路径ꎬ④ 还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２００４ 年ꎬ 中

阿合作论坛的成立是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整体外交的开端ꎬ 标志着中国对阿拉

伯国家外交进入机制化的新时期ꎮ 中阿关系已实现从首届中阿合作论坛建立

的 “平等、 全面合作的新型伙伴关系” 到第四届中阿合作论坛建立的 “全面

合作、 共同发展的战略合作关系” 再到第八届中阿合作论坛确立的 “全面合

作、 共同发展、 面向未来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 的全面升级ꎬ 促使中阿合作

的利益交汇点逐渐增多ꎮ 农业作为与民生福祉密切相关的产业ꎬ 既是中国实

施 “走出去” 战略和 “一带一路” 倡议的应有之义ꎬ 也是阿拉伯国家落实

“向东看” 政策和实现愿景计划的重要着力点ꎬ 中阿双方对农业合作的共同关

切促使农业成为加强和推进中阿战略伙伴关系的主要领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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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 “粮囤子” 里满当当 做啥事都心不慌»ꎬ 载 «农民日报»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ꎮ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 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 > »ꎬ 载 «人民日

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０ 日ꎮ
习近平: «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ꎬ 载 «人民日

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２ 日ꎮ
李伟建: «从总体超脱到积极有为: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中东外交»ꎬ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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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中阿农业合作与中阿伙伴关系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相关资料自制ꎮ

　 　 如图 １ 所示ꎬ 从时间节点来看ꎬ 中阿农业合作配合且助力中阿伙伴关系

的转变ꎮ 其一ꎬ 农业合作增进中阿互访和互信ꎮ 在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首届中阿合作

论坛将中阿关系确定为新型伙伴关系之后ꎬ 农业合作作为中阿全面合作的重

要领域ꎬ 对增进中阿双边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ꎮ 例如ꎬ ２００５ 年中国在埃及实

施蘑菇技术种植项目、 ２００７ 年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承建苏丹拉巴克粮库、

２００７ 年中国援巴林农牧渔技术合作项目、 ２００９ 年中国突尼斯水产养殖项目

等ꎬ 都提升了合作对象国的农业经济发展水平ꎬ 从而赢得对象国政府的信任

和称赞ꎮ 其二ꎬ 农业合作机制随中阿伙伴关系升级而逐渐完善ꎮ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ꎬ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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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中阿合作论坛将中阿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关系ꎬ 中阿农业合作也随之

推进ꎬ 逐步实现了 “农业经贸 ＋ 农业科技” 的双轨制发展ꎬ 助推农业合作层

次的提升和合作规模的扩大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７ 年中国北斗导航系统走进沙特ꎬ 助

力沙特农业、 贸易等多领域发展ꎻ 同年ꎬ 开罗和广东恒兴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一项总金额为 ７ ６００ 万美元的渔业开发项目ꎬ 极大提高了埃及农业及海洋渔业

的技术水平ꎮ① 其三ꎬ 农业项目的扩展和农业合作机制的完善为中阿伙伴关系

的提升增添动力ꎬ 同时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也促进中阿农业国际合作ꎮ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ꎬ 第八届中阿合作论坛将中阿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ꎬ 这为中阿农

业务实合作创造机遇ꎬ 中阿双方表示欢迎中国农业农村部和阿联酋气候变化

和环境保护部签署关于加强农业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和中国原农业部和苏丹农

业和林业部在 ２０１６ 年签署的农业领域合作备忘录ꎬ 欢迎中国农业农村部和埃

及农业和农垦部签署农业合作行动计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ꎮ② 在中阿农业合作机

制下ꎬ 中国积极对接阿拉伯国家的农业发展需求ꎬ 持续开拓中阿农业合作领

域ꎬ 促使农业合作成为中阿落实战略伙伴关系和加强国际事务多领域合作的

重要着力点ꎮ
首先ꎬ 中阿双方构建的以中阿博览会③为载体的农业经贸合作机制和以中

阿农业技术转移中心为载体的农业技术合作机制ꎬ 为农业合作服务中阿伙伴关

系提供了机制保障ꎮ 中阿博览会是以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为主体ꎬ 面向世界开放

的国际性博览会ꎬ 习近平主席将其称为中阿共建 “一带一路” 的重要平台④ꎮ
在已经举办的四届中阿博览会上ꎬ 农业始终是重点关切ꎬ 已成为中阿双方强

化合作、 凝聚共识的主要抓手ꎮ 从时间维度来看ꎬ 中阿合作论坛先于中阿博

览会ꎬ 中阿博览会促成的农业经贸合作益于落实中阿合作论坛确立的农业议

题ꎮ 从组成单元来看ꎬ 中阿博览会农业板块包括会议和展会两种类型ꎬ 前者

重在塑造规范、 明确议题、 建立机制、 协商合作、 问题解决ꎬ 后者重在突出

特色、 展出成果、 创造商机、 增进了解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９ 年ꎬ 第四届中阿博览会

农业板块以农业产业合作对话会和现代农业展为中心ꎬ 其中农业产业合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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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黄培昭、 景玥: «农业现代化合作稳步推进»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５ 日ꎮ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２０１８ 年至 ２０２０ 年行动计划»ꎬ 载中阿合作论坛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ａｒａｂｃｆ ｏｒｇ / ｃｈｎ / ｌｔｈｙｊｗｘ / ｂｚｊｈｙｗｊ / ｄｂｊｂｚｊｈｙ / ｔ１５７７００９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０ － ０３ － ０１ꎮ
其前身是 ２０１０ 年成立的中阿经贸论坛ꎬ ２０１３ 年升级为中阿博览会ꎮ
习近平: «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ꎬ 载 «人民日

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２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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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会就深化多双边农业产业合作等议题达成共识ꎬ① 现代农业展集洽谈、 推

介、 品鉴和销售于一体ꎬ 促进中阿双方特色农产品贸易ꎬ② 二者之间相互配

合ꎬ 共同提升中阿农业合作水平ꎮ
中阿农业技术转移中心以宁夏为中点ꎬ 借助海外分支提升中阿农业科技

合作的层次和规模ꎮ 目前ꎬ 宁夏在毛里塔尼亚海外分中心开展了奶牛胚胎移

植、 优质牧草、 热带水果引进及试种试验ꎬ 在约旦海外分中心开展了蔬菜种

子栽培示范推广等农业合作ꎬ 在摩洛哥海外分中心重点开展鱼粉加工生产、
水产品加工等领域的试验示范ꎮ③ 中阿农业技术转移中心是中阿博览会农业合

作论坛的硕果④ꎬ 表明中阿农业合作从农业经贸机制的构建扩展至农业科技机

制的构建ꎬ 两个子机制相互依托ꎬ 促使农业经贸和农业科技绩效形成双向溢

出ꎬ 共同配合中阿合作论坛机制下的农业合作ꎮ
从中阿合作论坛农业议题的设置到中阿博览会农业模块的形成ꎬ 再到中

阿农业技术转移中心的成立ꎬ 中阿农业合作层层推进ꎬ 环环相扣ꎬ 合作内容

逐渐细化ꎬ 合作机制逐渐完善ꎬ 旨在以政府间农业合作为路径强化政策沟通ꎬ
以民间农业合作为抓手推进民心相通ꎬ 进而从 “上” “下” 两个层面增进中

阿国际农业合作ꎬ 益于加强中阿双方互助合作、 互利互惠、 互促互补、 共同

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ꎮ⑤

其次ꎬ 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施为中阿以农业合作为路径增进战略伙

伴关系创造了时代契机ꎮ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ꎬ 中国原农业部、 发改委、 商务部、 外交

部联合发布 «共同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农业合作的愿景与行动»ꎬ 这与阿拉

伯国家的农业发展愿景形成了政策对接ꎬ 表明农业已成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对

内谋发展、 对外促合作的共同领域ꎮ “一带一路” 倡议的稳步推进将使这条记载

着中阿农产品贸易的古商路再次焕发生机ꎬ 推动农业合作从古丝绸之路上中阿

彼此了解的窗口转变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中阿增强互信、 深化务实合作的抓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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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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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中阿博览会就深化农业多双边合作达成共识»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ｆｏｒｔｕｎｅ / ２０１９ － ０９ / ０６ / ｃ＿１１２４９７０５２０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０９ꎮ

«第四届中阿博览会现代农业展对接洽谈会召开»ꎬ 载中国新闻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ｃｊ / ２０１９ / ０９ － ０７ / ８９５０４２３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０９ꎮ

«宁夏推进中阿农业技术转移中心海外分中心建设»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ｘ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ｎｅｗｓｃｅｎｔｅｒ / ２０１９ － ０９ / ０６ / ｃ＿１１２４９７０４１１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２７ꎮ

在 ２０１５ 年举办的中阿博览会农业合作论坛上ꎬ 中阿农业技术转移中心正式成立ꎮ
参见门洪华、 刘笑阳: «中国伙伴关系战略评估与展望»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６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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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ꎬ 在 “一带一路” 框架下ꎬ 中阿农业合作也有助于构建粮食安全共同体ꎬ
并将其塑造成中阿通力合作积极应对全球性非传统威胁的重要方式和加强以互

利共赢为核心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ꎮ
概而言之ꎬ 阿拉伯国家的农业需求、 中国拥有的农业治理经验、 中阿对

农业合作持有的共同意愿是推进中阿农业合作创新发展的动力之源ꎬ 其中阿

拉伯国家的农业需求是中阿农业合作的前提ꎬ 中国农业的治理经验是中阿农

业合作的保障ꎬ 中阿对农业合作的共同意愿是中阿农业合作的根本条件ꎮ 在

中阿合作的机制化时期ꎬ 农业合作将继续借力中阿合作论坛这一地区机制ꎬ
在双边和多边互动下ꎬ 拓展新议题ꎬ 开辟新路径ꎮ

中阿农业合作面临的挑战

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的农业合作表明ꎬ 中国在提出能源、 航天卫星、 核能、
新能源等领域合作的同时ꎬ 也对阿拉伯国家关注的农业合作给予高度重视ꎬ 有

阿拉伯学者认为农业合作是除 “１ ＋ ２ ＋ ３” 之外的又一重要领域ꎮ① 综合来看ꎬ
中阿农业合作主要包括技术转移型合作、 项目建设型合作和农业贸易型合作三类ꎬ
分别对应中阿合作论坛机制下的农业科技、 粮食安全、 农产品贸易等议题ꎮ

首先ꎬ 技术转移型合作是指中国以技术投入为主ꎬ 阿拉伯国家以资金投

入为主ꎬ 旨在通过阿拉伯国家的资金支持提升中国技术的海外创新力ꎬ 从而

解决制约阿拉伯国家农业生产的 “资源贫困”ꎮ 技术转移型合作主要以中国和

海合会成员国的农业合作为中心ꎬ 重点包括中国海水稻技术走进阿联酋、 沙

特、 科威特、 卡塔尔和中国节水设备技术走进阿曼等ꎬ 其中海水稻已成为中

国与阿拉伯国家农业合作的靓丽名片ꎮ② 其次ꎬ 项目建设型合作分为项目援建

和项目共建两种类型ꎬ 通常包括示范中心、 养殖中心、 农场等实体的建造、
种苗栽培试验、 技术培训三方面ꎮ 项目建设型合作主要以中国和非洲阿拉伯

国家的农业合作为中心ꎬ 其中项目援建是指项目建设所需生产资料以中国投

入为主ꎬ 阿拉伯国家主要给予政策支持和人员配合ꎬ 重点包括中国援突尼斯

的对虾养殖中心、 援毛里塔尼亚的畜牧业示范中心、 援埃及的蘑菇种植项目、

９９

①
②

基于 ２０１９ 年笔者与苏丹学者加法尔卡拉尔艾哈迈德 (Ｇａｆａｒ Ｋ Ａｈｍｅｄ) 的交谈ꎮ
赵伟、 吕国玮: « “一带一路” 上的中国农业新名片　 海水稻根植青岛香飘海外»ꎬ 载 «人民

日报海外版»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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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苏丹粮库等ꎻ 项目共建是指项目建设所需生产资料由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根

据合作协议承担各自应出份额ꎬ 重点包括中国—苏丹农业合作开发区、 中国

承建阿尔及利亚粮仓、 中国—埃及渔业开发、 中国在摩洛哥半干旱区开展农

业合作等ꎮ 最后ꎬ 农业贸易型合作是指中阿为农产品进入对方市场提供政策

便利ꎬ 以促进中阿在非能源领域的贸易往来ꎮ 从贸易额来看ꎬ 从 ２００５ 年到

２０１８ 年ꎬ 中阿农产品贸易额总体呈上升趋势ꎬ 基本保持平稳增速ꎬ 仅在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８ 年有所下降ꎮ 在中阿农产品和食品贸易中ꎬ 中国一直保持

贸易顺差ꎬ ２０１６ 年顺差额为 １８ ６１ 亿美元ꎬ① 这也是阿拉伯国家希望借助中阿

合作论坛扩大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原因ꎮ 从出口市场来看ꎬ 从 ２０１４ 年到 ２０１６
年ꎬ 排在前十的阿拉伯国家中ꎬ 西亚占 ６ 个ꎬ 而非洲阿拉伯地区是中国农产品和

食品进口的主要市场ꎬ 排前十的阿拉伯国家中ꎬ 非洲占 ７ 个ꎮ②

上述三种农业合作类型都取得了显著成效ꎬ 这主要得益于: 其一ꎬ 中阿

农业合作以增进民生福祉为主要目标ꎬ 不具有政治敏感性ꎬ 易于签署协议和

项目落地ꎮ 由于阿拉伯地区自然资源匮乏ꎬ 中阿农业合作不会被扣上 “农业

扩张” “海外屯田” “粮食殖民主义”③ 等不实的帽子ꎬ 减少了国际舆论压力

和合作对象国的社会阻力ꎮ 其二ꎬ 中国农业治理水平和技术能力虽优于阿拉

伯国家ꎬ 但在农业合作过程中ꎬ 中阿双方始终保持平等地位ꎮ 对于中国而言ꎬ
农业是推动中阿务实合作的重要资源而非控制对象国的战略武器ꎬ 中国愿意

在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下ꎬ 与阿拉伯国家分享农业治理经验ꎬ 助力阿拉伯国

家在变革自强的转型期提升农业治理能力ꎬ 这从历届中阿合作论坛达成的合作

共识中便可管窥ꎮ 其三ꎬ 中阿农业合作坚持 “以中国之长补阿方之短” 的务实

主义原则ꎬ 即在设置农业合作议题时ꎬ 兼顾了阿拉伯国家的农业需求和中国的

农业技术能力ꎬ 促使二者之间形成对接ꎬ 确保农业资源高效利用ꎮ 其四ꎬ 中国

和阿拉伯国家同属于发展中国家ꎬ 中阿农业合作是对联合国粮农组织框架下南

南合作的具体落实ꎬ 益于借力国际组织提升农业合作的综合绩效ꎮ
在中阿农业合作取得成就的同时ꎬ 也面临诸多困境ꎮ 第一ꎬ 在农业合作

风险层面ꎬ 合作对象国投资风险较高ꎮ 中国在阿拉伯国家开展农业合作面临

００１

①
②
③

金忠杰: «中阿经贸关系发展进程 ２０１７ 年度报告»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８ 年版ꎬ 第１０３ 页ꎮ
金忠杰: 同上书ꎬ 第 １０８ ~ １０９ 页ꎮ
参见张忠祥: «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农业合作———兼论 “中国海外屯田” 说»ꎬ 载 «国际展

望» 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１０１ ~ １０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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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险主要表现在: 由政权更迭、 社会暴动、 战乱、 文化差异等引发的社会

政治风险ꎬ 以及由合作对象国金融贸易政策调整造成的经济风险ꎮ 农业合作

是投资长、 见效慢的领域ꎬ 阿拉伯国家政策的延续性和政局的稳定性对中阿

农业项目的有效实施极为重要ꎮ 但冲突动荡已成为阿拉伯地区的常态ꎬ 不利

于为中国农企在阿拉伯国家开展农业项目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ꎮ 同时ꎬ 中阿

文化和语言的不同对农业项目的实施会形成一种制约ꎬ 如江西邦盛科技有限

公司在埃及开展的饲料加工基地建设项目也面临由语言和文化差异所带来的

挑战ꎮ① 在经济风险方面ꎬ 合作对象国给予的优惠政策在农业项目实施过程中

并未完全兑现ꎮ 例如ꎬ 中国在苏丹的农业投资ꎬ 常面临苏丹中央政府承诺的

优惠政策而地方政府并未有效落实ꎬ 影响项目推进ꎮ② 此外ꎬ 由于外汇进出苏

丹渠道不畅通ꎬ 农企进入苏丹还面临较大的金融障碍ꎮ
第二ꎬ 在农业合作机制层面ꎬ 中阿农业部级对话机制尚未建立ꎮ 如上文

所述ꎬ 中阿双方已在农业经贸和农业科技两个领域构建了合作机制ꎬ 但这两

个机制是在商务部主导的中阿博览会框架下建立的ꎬ 而非农业合作的主体部

门农业农村部ꎮ 在中阿合作论坛机制下ꎬ 农业部级对话机制的缺失将造成三

方面困境ꎮ 在合作交流方面ꎬ 中阿双方无法在专项机制下共商农业合作规划ꎬ
限制了中国全面综合了解阿方农业需求的渠道ꎬ 也降低了双方农业信息传递

的时效性ꎮ 在问题解决方面ꎬ 农业项目完成后所产生的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

决关系到中阿农业合作的可持续发展ꎬ 中国在阿拉伯地区开展的海水稻种植、
粮仓建设、 渔业合作、 节水技术转移等项目ꎬ 都会面临技术、 资金等共性问

题ꎬ 但农业高层尚未建立以集体对话解决共性问题的机制ꎬ 不利于问题解决

的经验分享和交流ꎬ 将制约农业合作绩效的提升ꎮ 在平台搭建方面ꎬ 农业对

外合作离不开政府 “牵线搭桥” 和对外宣传ꎮ 中阿虽召开了企业家大会和高

教与科研合作研讨会ꎬ 但受众范围是中阿企业和研究机构的大群体ꎬ 农企和

农业研究机构作为小群体ꎬ 难以得到专项扶持ꎬ 同时ꎬ 这也造成农业农村部

无法对农业民间主体形成精准对接ꎬ 增加了中国农业 “走出去” 的压力ꎮ
第三ꎬ 在农业合作主体层面ꎬ 地方参与失衡和农业企业相对缺位ꎮ 地方

政府是中阿农业合作的主体之一ꎬ 整体来看ꎬ 宁夏参与中阿农业合作的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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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 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 «中国农业对外投资合作分析报告

(２０１８ 年度)»ꎬ 中国农业出版社ꎬ ２０１９ 年版ꎬ 第 １７４ ~ １７５ 页ꎮ
源自笔者于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９ 日与中国驻苏丹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的工作人员的访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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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深度要普遍高于其他省份ꎮ 尽管在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中阿博览会设置了

“主题省” 单元ꎬ 但每次仅包括一个省份ꎬ 其他省份的参与仍然有限ꎬ 致使地

方农业优势无法在中阿农业合作中实现价值的最大化ꎮ 这种现状的产生ꎬ 一

是基于伊斯兰文化共性ꎬ 宁夏回族自治区与阿拉伯国家具有天然的文化联系ꎬ
具有双方合作的独特优势ꎻ 二是中国其他省 (自治区)、 市参与中阿农业合作

的自主性和主动性不高ꎮ 诚然ꎬ 宁夏以中阿博览会为依托积极推动中阿农业

合作并取得了显著成就ꎬ 但宁夏的广泛参与和其他地方的有限参与所产生的

地域不均衡ꎬ 制约了中阿农业合作的领域创新和议题开拓ꎬ 无益于中国农业

在阿拉伯国家的整体合作与综合发展ꎮ 农企作为项目的具体实施者ꎬ 直接关

系到中阿农业合作成效ꎮ 从 «中国农业对外投资合作分析报告 (２０１８ 年度)»
中可见ꎬ ２０１８ 年ꎬ 仅吉林、 上海、 安徽、 江西、 山东、 广东、 四川、 宁夏等

地方农企在阿拉伯国家开展了农业合作且合作项目大多仅有一项ꎬ 表明农企

在阿拉伯国家开展农业合作的积极性不高ꎬ 双方合作空间仍需拓展ꎮ
第四ꎬ 在农业合作领域层面ꎬ 粮食舆情共享不足ꎮ 粮食舆情共享主要指中

阿在粮食安全、 粮食政策、 粮食危机管控等领域开展交流与沟通ꎬ 确保信息掌

握的对称性和信息传递的准确性ꎮ 粮食舆情共享是中阿农业合作的薄弱点ꎬ 其

消极影响突出反映在粮食危机或其他灾害发生时国家难以通力合作共同解决粮

食供应等问题ꎮ 例如ꎬ 在抗击新冠疫情期间ꎬ 中阿双方尽管通过各种途径及时

分享信息ꎬ 且在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６ 日召开的中阿合作论坛第九届部长级视频会议上

深入探讨了团结抗击新冠疫情问题ꎬ 但农业部门未能开展集体对话ꎬ 分享粮食

信息和防控举措ꎬ 不利于共同防范由新冠疫情蔓延而加重的粮食安全问题ꎮ 粮

食舆情作为粮食安全合作的重要内容ꎬ 中阿若不能在该领域加强合作ꎬ 将会影响

危机时期国家粮食政策制定的精准性和政策实施的有效性ꎮ 此外ꎬ 中国和阿拉伯

国家同为发展中国家ꎬ 与美欧等西方国家相比ꎬ 仍处于世界粮食体系的边缘ꎬ 若

不加强在粮食舆情共享等领域的合作ꎬ 既会降低中国农业发展规划和阿拉伯国家

愿景计划战略对接的合作绩效ꎬ 也无助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粮食体系中抱团取暖ꎮ
第五ꎬ 在农业合作宣传层面ꎬ 中国的外宣力度有限ꎮ 对外宣传是促进阿拉

伯国家了解中阿农业合作的重要途径ꎬ 能够提升中国农业的海外影响力ꎮ 但当

前中国的外宣能力仍有待提升ꎬ 突出反映在两个方面ꎮ 从中国在阿宣传的受众

群体来看ꎬ 中阿农业合作的外宣主要以政府层面为主ꎬ 导致阿拉伯民间对中国

帮助阿拉伯政府推动农业发展和维护粮食安全所做的贡献知之甚少ꎬ 不利于中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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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以农业合作为抓手构建中阿民心相通ꎮ 从中国在阿拉伯国家宣传的项目来看ꎬ
主要关注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政府开展的重大农业合作项目ꎬ 忽视了中阿农企、
农业研究机构之间的民间合作ꎬ 这从中国驻阿拉伯国家大使馆的官方网站中便

可管窥ꎮ 上述现象的产生ꎬ 一是因为相对于中国在阿拉伯国家基础设施、 资源

开发等资金规模较大的项目而言ꎬ 中国驻外使馆对农业海外宣传的重视度不高ꎻ
二是因为中国驻阿媒体对高政治领域的关注较多ꎬ 而对农业合作等低政治领域

的关注相对较少ꎻ 三是因为中国农企在阿拉伯国家的能动性较弱ꎮ 三重因素的

叠加使得中国在阿拉伯国家的宣传力度难以配合中阿农业合作的持续推进ꎮ

加强中阿农业合作的因应之策

中阿农业合作既是深化中阿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抓手ꎬ 也是推动中阿宽

领域、 高层次务实合作的重要路径ꎬ 还是中阿双多边合作相互配合的成果之

一ꎮ 中阿合作论坛机制下的农业合作是通过机制层面的合作完善制度层面的

合作ꎬ 即通过论坛机制下多元化农业议题的塑造填补中阿 “１ ＋ ２ ＋ ３” 合作框

架在农业领域的不足ꎮ 中阿农业合作凸显中阿合作论坛的机制优势ꎬ 表明在

中阿合作的机制化时期ꎬ 双方的发展需求均得到满足ꎬ 促使 “既关心本国利

益又关心对象国利益” 成为内在接受且外在认可的行为方式ꎮ①

随着中阿农业合作的持续推进ꎬ 农业已成为中阿合作论坛机制下助力双

多边务实合作和加强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抓手ꎮ 在中阿农业合作的机制化时

期ꎬ 中国需在风险防范、 合作机制、 合作主体、 合作领域、 合作模式、 对外

宣传等维度综合施策ꎬ 通过共同行动ꎬ 打好 “组合拳”ꎬ 以加大中阿农业合作

力度ꎬ 提升中阿农业合作的绩效ꎮ
第一ꎬ 在风险防范层面ꎬ 政府和民间应双管齐下ꎬ 做好海外风险预防和管

控ꎮ 其一ꎬ 中国驻外使领馆是保护海外农业利益的 “桥头堡”ꎬ 可考虑定期举办

座谈会及时了解中国农企在阿拉伯国家的数量和经营状况ꎬ 并帮助农企解决现

实困境ꎬ 切实发挥外交为民的作用ꎮ 其二ꎬ 农业农村部可考虑向埃及、 苏丹、
阿联酋、 摩洛哥、 阿尔及利亚、 毛里塔尼亚等主要农业合作国派遣农业外交官②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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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张帅、 孙德刚: «论新时期中国特色的农业外交»ꎬ 载 «宁夏社会科学» ２０１９ 年第１ 期ꎬ 第１４ 页ꎮ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５ 日ꎬ 笔者与农业农村部工作人员交谈时得知ꎬ 中国当前并未向阿拉伯国家派遣

农业外交官ꎮ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

协调中阿农业合作事宜ꎬ 帮助农企减少经济损失ꎮ 其三ꎬ 农企走出去之前应

先参照商务部主持的有关阿拉伯国家的国别投资指南ꎬ了解合作对象国基本情

况ꎬ 而后有针对性地向国内高校和相关智库咨询专业问题ꎬ 并派专家组赴阿

拉伯国家调研ꎬ 最后再制定农业合作规划ꎮ 此外ꎬ 农企也宜加强和阿拉伯国

家地方政府和农企的沟通协调ꎬ 可考虑让其加入中阿农业合作当中ꎬ 以共赢

的方式减少农企在当地的投资风险和阻力ꎮ
第二ꎬ 在农业合作机制层面ꎬ 中阿农业高层需积极塑造中阿农业部级对

话机制ꎬ 以机制建设为路径为中阿农业合作注入动能ꎮ 在中阿合作论坛框架

下ꎬ 中阿双方农业主管部门宜考虑以会议的形式构建农业部级对话机制ꎬ 并

将其塑造成中阿合作论坛下的子机制ꎮ 会议举办的时间和地点可根据中阿合

作论坛的规定来制定ꎬ 以使其规范化和常态化ꎮ 中阿农业部级对话机制可考

虑以协商沟通和问题解决为两大主要内容ꎮ 协商沟通可以中阿农业合作能够

拓展的空间和潜力为主ꎬ 为下届中阿合作论坛农业议题的设置提供参考ꎮ 问

题解决需包括项目实施中和项目结束后等两个阶段ꎬ 宜更加重视中国帮助阿

拉伯国家解决项目的后续问题ꎮ 如在项目移交给阿方之后ꎬ 阿拉伯国家若在

农业生产中面临耕种、 技术使用等问题ꎬ 可通过该机制向项目的中方负责机

构反馈ꎬ 这既可以体现中国对项目的重视和负责任的态度ꎬ 防止农业项目

“上马快、 下马也快” 的现象发生ꎬ 也有助于中阿之间建立良性的农业合作关

系ꎬ 为中国农企在阿拉伯国家投资营造积极的外部环境ꎮ 此外ꎬ 中阿农业部

级对话机制可考虑吸纳地方农业官员、 农企和农业研究机构加入ꎬ 通过农业

高层对话为中阿在农业项目、 农业科研、 农业人才交流等领域搭建合作平台ꎮ
第三ꎬ 在农业合作主体层面ꎬ 地方政府和农企宜主动借力既有机制ꎬ 积

极配合国家对阿拉伯国家农业合作战略的实施ꎬ 全面提升中阿农业合作水平ꎮ
地方政府应借助中阿合作论坛的举办和 “一带一路” 倡议在阿拉伯国家推进

的契机ꎬ 依托自身农业优势ꎬ 在了解阿拉伯国家农业生产现状的基础上ꎬ 开

拓合作领域ꎬ 对接阿拉伯国家农业发展的需求ꎬ 提高地方政府参与区域粮食

安全治理的能力ꎬ 并以此为路径提升地方政府的国际影响力ꎮ 同时ꎬ 在中阿

博览会框架下ꎬ 宁夏、 各主题省和主宾国可共同探索新领域、 塑造新议题ꎬ
以期找到利益聚合点ꎬ 从而构建 “小三边” 合作ꎬ 实现各自优势资源的最大

使用价值ꎮ 农业企业宜派遣代表参与中阿博览会农业板块的活动ꎬ 借助农业

展会向阿方宣传企业的经营理念、 专注方向和技术优势ꎬ 也可主动邀请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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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进行实地考察ꎮ
第四ꎬ 在农业合作模式层面ꎬ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可积极探索三方合作ꎬ

提升农业合作的规模效益和影响力ꎬ 推动三方产业互利共赢ꎮ 综合来看ꎬ 中

阿双方可从三方面构建三方农业合作ꎮ 其一ꎬ 在阿拉伯国家内部ꎬ 可积极构

建 “中国 ＋非洲阿拉伯国家 ＋ 西亚阿拉伯国家” 的三方农业合作ꎮ 这一类型

的农业合作既益于盘活阿拉伯地区的农业生产要素ꎬ 也有利于实现资源优势

互补ꎮ 中国可发挥 “中间方” 的作用ꎬ 带动并增进西亚和非洲阿拉伯国家间

的合作ꎬ 助推区域经济共同体和粮食安全共同体的建设ꎮ 例如ꎬ 中国和海合

会产油国可分别发挥技术和资金优势ꎬ 在非洲阿拉伯国家开展农业合作ꎮ 其

二ꎬ 在阿拉伯以外地区ꎬ 可考虑构建 “中国 ＋ 阿拉伯国家 ＋ 域外国家” 的三

方农业合作ꎮ 一方面ꎬ 该类型的农业合作可借助中阿博览会这一面向国际的

合作机制ꎮ 在第四届中阿博览会农业产业对话会上ꎬ 中国与肯尼亚、 乌兹别

克斯坦、 美国、 澳大利亚、 日本、 荷兰等国的农业部门也签署了合作协议ꎬ
这是中阿与第三方国家扩展农业合作的机遇ꎮ 中阿双方可充分利用中阿博览

会农业经贸平台ꎬ 吸纳域外国家的新鲜 “血液”ꎬ 引入新的合作理念ꎬ 突破现

有农业合作的瓶颈ꎬ 开拓新领域ꎬ 推动三方农业经贸共同发展ꎮ 另一方面ꎬ
欧洲国家也是与阿拉伯国家开展农业合作的主要行为体ꎬ 中国与欧洲国家宜

根据各自的优势寻找中—欧—阿农业合作的利益结合点ꎬ 可重点关注阿拉伯

国家愿景计划和可持续发展战略高度重视的农业领域ꎬ 以创造合作机遇ꎬ 拓

展合作空间ꎮ 其三ꎬ 在非国家行为体层面ꎬ 可积极开展 “中国 ＋ 阿拉伯国

家 ＋国际组织” 的三方合作ꎮ 在这一层面ꎬ 中国已经在粮农组织和世界银行

构建的合作机制下与阿拉伯国家开展了诸多农业合作ꎬ 增进了南南合作在农

业领域的落实ꎮ 未来ꎬ 中方可考虑在蝗虫预防、 重大疾病时的联防联控等生

态和卫生领域开展合作ꎬ 拓展三方合作空间ꎮ 同时ꎬ 中国可考虑推动在二十

国集团框架下的三方农业合作ꎮ 一是因为二十国集团对全球粮食安全问题的

重视度日渐提升ꎬ 其在疫情期间还专门召开了农业部长会议ꎬ 二是因为二十

国集团的多数成员国都有和阿拉伯国家开展农业合作的经验ꎮ 同样作为成员

国ꎬ 中国和沙特可优先考虑并探索二十国集团框架下的三方农业合作ꎮ
第五ꎬ 在农业合作领域层面ꎬ 中阿双方需加强在粮食危机预防领域的合

作ꎬ 共同保障粮食安全ꎬ 这也是后新冠疫情时期中阿农业合作的重要着力点ꎮ
其一ꎬ 中阿宜通过互联网构建粮食舆情共享平台ꎬ 中阿农业主管部门应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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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本国的粮食基本信息ꎬ 促使中阿通过一手资料而非第三方媒介ꎬ 直接了

解彼此的粮食基本情况ꎮ 在重大危机时期ꎬ 中阿双方可经由该平台保持政策

的互通有无ꎬ 及时知晓对方的应对策略ꎬ 共同分享彼此掌握的粮食信息ꎮ 同

时ꎬ 中阿商务、 航空等有关粮食贸易、 运输的部门也应加入该互联网平台ꎬ
以便在危机时期统筹管理ꎬ 协调配合ꎮ 其二ꎬ 中阿双方可加强在粮仓等基础

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ꎮ 据农业农村部境外涉农信息显示ꎬ 在抗击新冠疫情期

间ꎬ 阿拉伯国家积极扩大粮食储备ꎬ 保障粮食供应ꎬ① 反映了它们对粮食仓储

的高度重视ꎮ 中国可在后新冠疫情时期ꎬ 推动相关农企对接阿方在该领域的

需求ꎬ 提升中国仓储技术的海外影响力ꎮ
第六ꎬ 在对外宣传层面ꎬ 政府、 媒体、 农企应加强沟通与配合ꎬ 提升

中国农业在阿拉伯国家的社会影响力ꎮ 农企在阿拉伯国家开展合作应及时

告知驻外使馆和驻外媒体ꎬ 以便借助官媒提升宣传力度和提高传播范围ꎮ
同时ꎬ 农企也应在确保自身经济利益的基础上在阿拉伯国家开展力所能及

的公益活动ꎬ 以实际行动促进民间宣传ꎬ 提升阿拉伯民众对中国农企的积

极认知ꎬ 从而促进农企和当地人民的民心相通ꎬ 以期将这种民间情感转化

为当地人民对中国农企的支持和认同ꎮ
总之ꎬ 作为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整体合作的重要一环ꎬ

农业合作正日益成为中阿合作的新增长点ꎮ 当前ꎬ 中国与阿曼、 巴勒斯坦、
叙利亚、 埃及、 阿尔及利亚、 苏丹、 毛里塔尼亚等国签署了农业合作备忘录

或建立了农业工作组ꎬ 与阿盟、 沙特、 阿曼、 约旦、 阿联酋 (迪拜)、 埃及、
苏丹、 摩洛哥等建立的双边技术转移中心、 中国—阿曼产业园、 中国—沙特

(吉萨) 产业园、 中国—阿联酋 (迪拜) 食品工业园等ꎬ 都将农业合作视为

其重要的组成部分ꎮ② 未来ꎬ 中国应继续将农业作为对阿拉伯国家外交的重要

资源ꎬ 通过帮助阿拉伯国家提高粮食安全治理能力ꎬ 积极构建中阿农业合作

伙伴关系ꎬ 并使之成为中阿共建 “一带一路” 的重要支撑ꎮ 在中阿合作论坛

框架下ꎬ 双方应保持良好的农业合作势头ꎬ 充分发挥论坛机制的合作功能ꎬ
加强双边和多边农业互动ꎬ 推动中阿农业合作实现多维度、 全方位、 立体化

的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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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ｈｉｎａ － Ａｒａｂ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ｕｍꎻ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ꎻ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ꎻ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樊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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