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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发展的整体层面促进农村就业：

国外经验与启示

　谢秋山１　许源源２

(１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湘潭４１１１０５;

２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长沙４１００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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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农村贫困妇女非农就业服务研究” (１８BZZ１００),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 “湖南省返乡农民工就

业质量评价及其提升路径研究”(１９A４６８).
作者简介:谢秋山 (１９８１—),男,内蒙古赤峰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农村发展与政策、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政策,EＧmail:

feather３８９１＠１２６com;许 源 源 (１９７４—),男,湖 北 黄 梅 县 人,博 士,教 授,研 究 方 向:地 方 治 理、农 村 反 贫 困,EＧmail:xuyy４７９１＠
１６３com.　

摘要:促进农村就业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维持乡村交换系统功能的重要基础.通过发达国家和地

区与发展中国家的对比可以发现,成功的农村就业促进政策的核心特征是在农村发展的整体性框架

下考虑和设计农村就业促进政策,尤其要重视乡村产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对就业的支撑功

能;同时,适应农村发展的需要与人口结构的变化,要将农村就业促进的目标定位于促进农村劳动

力高质量充分就业,而非仅仅定位于扶贫或提供基础性生存保障,并不断推动农村就业促进政策创

新.借鉴国外经验,国内农村就业促进政策要在促进农村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总体导向下,兼

顾 “就地就近就业”和 “外出转移就业”的双重目标,基于农村发展乃至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大局进

行整体性政策设计,并重点支持立足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乡村数字化就业岗位的开发.
关键词:农村就业;农村发展;高质量充分就业;数字化就业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３０９００１

1　引言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２０２０年,中国仍有约５１亿人口生活在乡村,仍有约２８８亿劳动力人口

在乡村就业.这部分劳动力人口能否在农村乃至县域就地就近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不仅事关这部分劳动力

人口及其家庭的美好生活,也在宏观上影响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和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同时,这也是

缩小城乡差距和促进城乡共同繁荣的根本所在.
农村居民美好生活的实现离不开农村就业促进政策的持续支持.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尤其是成长于改革开放之后的新一代农村劳动

力,他们对未来生存发展有着更高的期待,这些更高水平期待的满足需要建立在个体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基础

之上.但实践中,这部分乡村从业人口,乃至在县域城镇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人口的就业状况却不容乐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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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里不仅就业机会偏少,而且就业收入水平偏低,难以满足他们在农村乃至县域体面生存发展的需要.全国

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也显示,在就业收入增速方面,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以内从业的本地农民工,明显

低于在城镇就业的外出农民工 (图１).因此,有必要构建更具针对性的农村就业促进政策,支持他们通过高

质量充分就业来实现自己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图１　２０１５—２０２２年外出农民工与本地农民工收入增速对比

数据来源: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乡村全面振兴,乃至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都离不开农村就业促进政策的支持.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实

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离不开高素质人才的支撑.然而,现实中,无论是乡村政务治理、教育医疗服务提供,
还是乡村产业发展所需人才都极度缺乏,且存在 “引不来” “留不住”的难题.以 «半月谈»记者调查过的

山西省吕梁市临县木瓜坪乡康家湾村为例,该村近１３００人,约７０％的人都外出务工,留在村里的主要是老

人,６０岁及以下的仅七八十人[１].总之,伴随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中国农村地区正在经历从

本地劳动力过剩到本地发展所需劳动力短缺的历史转变之中,急需要进一步优化农村就业促进政策,通过更

有创新性的精准政策支持,吸引和留住一定规模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人才,为乡村振兴和县域城镇化建设

提供人才支撑.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离不开农村就业促进政策的大力支持.虽然绝对贫困问题已经历史性地得到解

决,但中国农村发展依然落后,巩固农村脱贫攻坚成果的任务十分艰巨,贫困人口返贫或陷入相对贫困的风

险依然存在.从根本上看,要阻断返贫风险,有劳动能力的农村脱贫人口需要进入劳动力市场,获取稳定

的、相对可观的收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２０２３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提出,要把

“聚焦产业就业”作为 “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的关键举措.为此,有必要创新农村就业

促进政策,以更好地提升脱贫劳动力的就业质量,通过高质量就业增强他们的内生发展能力和反贫困能力.
总之,不论是满足农村劳动力个体及其家庭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还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推动

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都需要进一步优化农村就业促进政策,以更好地服务于 “三农”发展的大

局.在世界范围内,既有以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而苦苦探索,也有如

欧盟、加拿大、英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在为就业岗位空缺、农村产业发展无可用劳动力而发愁.
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和地区,针对农村就业领域存在的问题都采取了一定的措施,这些政策措

施也必然会对优化中国农村就业促进政策提供一定借鉴.

2　文献综述

在实践中,农村就业促进政策与发展中国家扶贫紧密相连,无论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等国

际机构,还是各个国家和地区政府,都采取了很多措施促进农村地区就业,但学界针对农村就业促进政策的

研究却并不多见.
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国外研究者主要关注发展中国家农村就业促进政策存在的不足与实践效果.FerＧ

nandes[２]、Bhagwa[３]的研究都发现,以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农村就业促进项目存在可持续性较差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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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有限的问题.Panda[４]、Manning[５]分别对印度和加纳农村就业促进政策中的制度安排缺陷及其引致的不

利后果进行了分析,认为就业促进政策创造的非农就业岗位主要在城镇,农业就业岗位反而减少了.Dev[６]、

Pooja和 Ashok[７]的研究从公共预算角度来审视农村就业促进政策存在的不足,认为印度现有农村就业促进

政策的预算分配尚不足以促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需进一步向农村就业促进倾斜.Khera和 Nandini关注

了农村就业促进政策效果的性别差异,认为就业促进项目增加了女性获得本地工作的机会,但是劳动力市场

上的性别不公依然存在[８].
国内研究者多把研究对象聚焦高校毕业生,致力于分析大学生返乡就业面临的阻力和构建促进高校毕业

生到农村就业的对策[９Ｇ１０].同时,也有研究者对农村就业促进政策工具存在问题进行了探讨.汪雯等建议强

化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的应用[１１].王霆和李洋主张强化对作为需求性政策工具的 “畅通农民工维权通

道”政策和作为环境型政策工具的 “加强农民工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保护”政策的使用[１２].此外,程又中

等[１３]、杜丽华[１４]还专门对国外农村劳动力外出转移就业和促进大学生到农村就业的政策经验进行了梳理.
简而言之,既有研究文献主要关注了国外农村就业促进政策的效果、国内农村就业政策工具的使用、国

外农村转移就业经验问题,尚未有研究系统梳理发达国家农村就业促进政策经验,并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

家比较的视野下系统总结国外农村就业促进政策的经验启示;同时,已有经验梳理都缺乏对近二十年国外农

村就业促进政策经验的梳理和分析.有鉴于此,本文在综合梳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农村就业促进经验的

基础上,重点总结近二十年来世界各国农村就业促进政策经验,并探讨其对优化国内农村就业促进政策的启

示意义.

3　发达国家和地区农村就业促进政策的经验与效果

承前所述,促进农村就业,尤其是支持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意义重大.但受农村地区就业机会偏

少、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相对偏低等多重不利因素制约,促进农村就业工作还面临诸多困难,往往存在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也正是因为如此,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依然十分重视农村就业

促进问题,并把农村就业促进与农村整体的发展联系起来.

３１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在农村发展的整体框架下促进农村地区就业

图２　农村衰败的循环

注: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相关文件汇总整理.

欧美发达国家认为,普遍存在的农村衰败,根

源于农村社区场景下形成的发展恶性循环.一般来

说,农村衰败起始于农村社区人口的流失、人口老

龄化以及距离市场和服务较远,而这些特征引致的

结果就是农村较低的人口密度.农村低人口密度会

使得农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供给的群聚效应消失,
而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群聚效应的消失也就意味着,
在农村地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和质量

较差,这进一步影响了农村地区企业创新创造的活

力,其直接结果就是较低比例的农村商业创新创造.
低水平的农村商业创新创造意味着,低水平的市场

利润机会,它会进一步导致农村地区就业机会的减少.农村地区就业机会的减少则进一步加速了农村劳动力

向城市迁移.而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和人口老龄化的共同作用下,农村人口流失会更加严重循环往

复,农村地区就逐渐走向衰败 (图２).
基于上述关于农村发展各要素间相互作用关系的认知,发达国家和地区更多的是在农村发展的整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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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看待农村就业促进问题.农村发展至少包括经济、社会、环境、文化四个层面的内容.在经济发展层面,
通过引导产业发展,农村要保有一定的高质量市场机会,尤其是高质量的就业机会,进而保证农村人口的健

康可持续发展;在社会发展层面,农村社会不仅要稳定,更要保持接近城市水平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

平,以充分发挥农村作为城乡资源交换系统的功能和满足部分人口在乡村社会生产生活的需要;在环境发展

层面,要建设 “美丽宜居”农村,让农村居民安居乐业,还要让农村成为城市居民亲近自然、体验田园生

活、放松身心之所;在文化发展层面,乡村特色文化不仅是满足人们 “乡愁”的 “刚需”,还是激活乡村发

展的内生动力和 “引进来” “留下来”农村发展所需人才的关键.相应地,在农村发展整体层面下的农村就

业促进政策,会在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环境、文化可持续全面发展的目标或前提下,促进农村地区或农村

劳动力就业,而非单一聚焦农村劳动力就业.
在宏观视角下,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农村就业促进政策大同小异,均重视在农村发展的整体层面促进农

村就业.但在具体政策举措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综合考虑国情差异、政策侧重点差异和

资料的可获得性,本文选择进行区域性整体决策的欧盟、劳动力人口极其稀少且农村地区资源丰富的加拿

大、高度重视农村可持续发展的英国、资源稀缺且人多地少的日本作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典型.

３１１　欧盟: 以农村再振兴在农村创造高质量充分就业机会

图３　１９９３—２０２１年欧盟 GDP增长率和失业率变化

数据来源:Macrotrends.

虽然,欧盟各国城镇化水平都较高,
但截至 ２０２１ 年,欧盟各国依然有接近

１１１亿人①、约２５％的人口居住在农村.
如何让如此规模的农村人口高质量就业,
一直是欧盟委员会关心的问题.尤其是近

年来,伴随欧盟各国经济增长持续乏力、
失业率居高难下 (图３),欧盟委员会更

是把促进劳动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希望寄托

于农村.

为了在农村发展的整体性框架下促进农村就业,欧盟进行了充分的论证.２０１９年１２月,欧盟委员会专

门组织了一个主题为 “充满生机的农村地区:农村就业”的研讨会,专门探讨欧盟农村就业面临的挑战及其

应对策略②.研讨会上,形成了 “利用公共支持促进农村就业”“利用青年创业带动农村就业”“通过整体性

政策和更有针对性的干预创造就业机会”等一系列关于促进农村高质量就业的政策倡议[１５],并且这些政策倡

议在之后的 “欧盟农村地区远景规划”中得到体现.
欧盟委员会于２０２１年６月启动的 “欧盟农村地区远景规划”,旨在通过加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强化基

础设施和数字化建设在农村创造高质量就业机会,力争在２０４０年前推动欧盟农村再振兴.欧盟 “农村再振

兴”计划包括四个方面内容:一是以数字化转型和创新,强化公共服务供给的 “强大农村”计划;二是以改

善公共交通服务和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手段的 “畅通农村”计划;三是以保护自然资源和修复农村

景观为主要手段的 “韧性农村”计划;四是以农村经济多元化,尤其是商业繁荣为主要手段,致力于促进农

村就业和农业发展的 “繁荣农村”计划.为了推进欧盟农村再振兴,欧盟主要推进两大旗舰工程——— “农村

协议”和 “欧盟农村行动”计划.其中,“欧盟农村行动”计划明确把 “创造高质量就业机会”“开发与改进

农村劳动力技能”作为重要行动目标[１６].

可见,欧盟是通过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公共服务、加强环境保护和促进商业经济繁荣等手段,把促

进农村就业与农村再振兴结合起来,并在农村振兴发展的整体层面促进农村就业.同时,适应数字化发展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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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资料来源:https://wwwmacrotrendsnet/countries/EUU/europeanＧunion/ruralＧpopulation.
资料来源:https://enrdeceuropaeu/newsＧevents/events/enrdＧworkshopＧvibrantＧruralＧareasＧruralＧjobs_en.



势,欧盟在促进农村全面发展的过程中,还特别重视数字信息技术的驱动作用,进而确保农村就业岗位的吸

引力,形成了 “以数字技术驱动农村再振兴,以农村再振兴保障农村就业”的基本模式.

３１２　加拿大: 以农村发展的整体性决策, 确保就业促进的核心地位

与绝大部分国家一样,加拿大农村地区也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加剧、青年劳动力人口持续减少的困境.在

２００１—２０１６年,加拿大超过７％的就业岗位增加来自农村社区.但与此同时,留在加拿大农村地区的１５~１９
岁人口数量却减少了 １０％.更为严重的是,２００１—２０１６ 年,加拿大农村地区潜在劳动力人口数量从

１４７５２２０人下降到１１３１８３０人,降幅为２３３％;潜在退休人口数量则从１０１５９４０人增加到１７０１５４０人,
增幅达到４０３％[１７].可见,加拿大农村地区产业发展所需劳动力非常缺乏.为此,加拿大政府在制定农村

发展政策时注重把农村产业发展需要与劳动力就业结合起来,注重在农村社区创造高质量就业机会.
在政策制定与协调层面,加拿大政府在农业和农产品部下设了农村秘书处来负责全国的农村政策制定;

同时,由农业和农产品部部长亲自负责,通过一个农村问题的跨部门工作小组来协调所有可能影响农村地区

的联邦机构,进行整体性协调和运作.
在具体操作层面,加拿大政府于１９９８年启动了 “农村镜像”(RuralLens)项目.“农村镜像”实际上就

是一个农村优先发展事项的政策清单,由决策部门决定每年度或每个时期农村要优先制定哪些政策,或优先

开发哪些项目.加拿大农村就业促进项目也就是在这样的整体性政策框架下和项目建设框架下得以推进的.
起始于１９８６年的 “社区未来项目”(CommunityFuturesProgram)本身就是 “加拿大就业战略”① 的重要组

成部分,它初始的目标就是解决农村地区长期存在的严重失业问题,并为该项目确立了农村发展的导向[１８].

２０１９年,加拿大新制定了 “加拿大农村经济发展战略”,来为加拿大农村社区和偏远社区创造就业机会.为

了实现上述目标,加拿大政府在 “加拿大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中专门列出了 “加拿大农村和北部社区基础设

施投资项目”,重点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为农村地区创造高质量就业机会[１９].农村、工作和增长、网络

连接、住房、技能、旅游业等与农村就业创业活动相关的要素均是 “加拿大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文件中出现

频率最高的词汇.

３１３　英国: 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为中心, 大力支持农村发展

与欧盟和加拿大在农村发展整体框架下为劳动力创造就业机会的做法不尽相同,英国以促进劳动力在农

村高质量充分就业为中心,支持农村发展.二者均采用整体主义思路,但也存在明显区别:前者的核心定位

是农村发展,后者的核心定位是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
以促进农村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为核心制定全面农村发展计划,是英国农村就业促进政策的显著特

征.在英国首相的支持下,英国地方政府协会下属的英国服务网络组织 (RuralServicesNetwork)于２０２０
年启动一项名为 “工作计划的农村镜像审查:保护、支持和创造工作岗位”的农村就业促进计划.该计划主

要包括三个方面的核心要素:一是支持工作 (SupportingJobs),主要服务于学徒、短期支持性就业和工作

搜寻活动,具体指的是提供学习、雇用、工作实习机会等 “一揽子”支持措施,尤其是为１６~２４岁的青少

年就业和实习提供帮助和支持;二是保护工作 (ProtectingJobs),主要服务于旅游、住宿和酒店服务部门,
指的是支持酒店和休闲娱乐部门的 “一揽子”财政支持措施;三是创造工作 (CreatingJobs),指的是旨在激

励和抵消住房市场影响的 “一揽子”财政措施.上述三个方面核心要素涵盖了农村就业机会创造、农村劳动

力教育培训、产业扶持、住房支持等多个方面的内容,有助于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具体来看,由英国首相发起的农村工作计划包括九项重点措施:一是为了留住农村建筑行业工人的 “建

筑人才保留”计划;二是通过公共部门建筑投资,为农村建筑部门及相关产业链创造就业机会的 “公共部门

脱碳”计划;三是通过环保生态的景观和土地使用支持农村商业发展的 “绿色就业挑战基金”;四是旨在促

—９—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２０23郾09（总 533）

① 加拿大政府发起的 “加拿大就业战略”起始于１９８５年９月,它在两个方面不同于以前的就业战略:一是聚焦农村和北部地区最需要帮

助的人群;二是通过授权地方,强调服务支持的精准性.



进社会房屋投资的 “社会房屋脱碳基金”;五是旨在让农村居民和就业者安心在农村劳动力市场上就业的

“经济适用房计划”;六是以农村发展,尤其是以便利人民在农村社区生活为目标的 “规划改革”;七是以增

强农村学校独立发展潜能为目标的 “学校资产基金”;八是以增加地方基础设施水平,尤其是以提高农村社

区的数字连接程度为目标的 “地方基建工程”;九是以增强小规模农村服务中心经济发展活力为目标的 “小
城镇发展基金加速工程”.这九个方面的措施在为农村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兼顾乡村产业链、乡村人才引

留、乡村环境保护、乡村劳动者和居民住房、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多方面的农村治理问题.
同时,英国的农村工作计划还针对失业风险较高的产业给予专门的政策支持.比如,英国政府通过统计

发现,以住宿餐饮服务业、艺术休闲娱乐业为代表的旅游和酒店相关行业是农村发生失业或待岗情况最严重

的行业,于是就通过 “保护工作措施”给予相关行业 “一揽子”财政支持计划,以确保留住相关农村产业发

展所需的劳动力人才.

３１４　日本: 以 “六次产业化” 和 “乡愁远程办公”, 在农村创造就业机会

(１)以 “六次产业化”在农村创造高质量充分就业机会

可持续的农村发展,应该是依托农村地域资源的发展.日本经过长期的探索认识到,无论是乡村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还是留住乡村可持续发展所需的劳动力,都必须立足于农村地域资源产业,进而探索出通过

“六次产业化”促进农村就业的新思路. “六次产业”指 “一次产业＋二次产业＋三次产业”,也指 “一次产

业×二次产业×三次产业”,强调的是立足于第一产业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它通过让农村劳动者兼顾农

产品加工销售和服务的方式,在农村创造了大量的第二、第三产业就业机会,还有效提高了劳动力在农村就

业的质量,尤其是有效地增加了劳动力在农村就业的收入.
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期,伴随农村过剩劳动力的消失,无论是城市工业聚集区,还是农村产业发展所

需的劳动力都开始出现短缺,日本政府曾经通过 «二次雇用对策基本计划»«农村地区引进工业促进法»«工
业再配置法»等法律和政策,推动工业向农村转移,在农村实现工业发展与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融合.而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后期开始,伴随以造船、纤维、矿业为代表的制造业陷入萧条,部分农村地区开始出现大量失

业人口,日本政府制定了 «地区雇用开发等促进法»,推进雇用机会扩大政策,并将 «农村地区引进工业促

进法»的支持对象扩展到运输、仓储、包装、批发等行业,并将 “六次产业化”纳入雇用开发的行业.尤其

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伴随农村少子化和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重,日本农村工业迅速衰退,“六次产业化”
的发展思路迅速被政府所采纳.日本政府先后出台了 «促进中小企业者和农林渔业者联合开展事业活动相关

法»«利用地域资源的农林捕鱼业者创造新事业以及利用地域农林水产物的促进相关法»«促进农村地区产业

导入相关法»等法律法规.通过在农村推进 “六次产业化”,重点在农村发展地域资源利用型产业[２０],尽可

能地让农村劳动力技能与农村资源结合起来,促进农村劳动力在农村社区实现充分就业,并解决农村劳动力

不足和 “骨干缺乏”的问题.
(２)以 “乡愁远程办公”满足返乡劳动力就业需求

为了顺应人们因 “乡愁”而返乡的愿望和应对疫情持续的影响,日本还采取了另外一项新举措来促进农

村就业———积极开发 “乡愁远程工作岗位” (FurusatoTelework).乡愁远程工作项目由日本总务省主导推

行,旨在鼓励城市大公司和返回家乡的农村劳动力合作,让农村劳动力在家乡获得工作机会.日本政府推行

这个项目的初始目标人群是其父母在农村且年事已高的大龄劳动力和接近退休年龄的大龄劳动力.他们因为

家庭生活平衡需要或乡愁的需要,需要在农村就业创业.
日本的 “乡愁远程办公”就业模式分为三种:一是 “家中办公模式”,针对在农村家中有适宜办公场所

的劳动者.政府只需与城市大公司进行沟通或者发出倡议,支持城市大公司与需要在农村居住的劳动者直接

进行合作,开展远程办公.二是 “共享办公模式”,服务对象是那些农村家中没有适宜办公场所的劳动者.
具体做法是,由政府出面在全国各地农村寻找可用建筑,改造成共享办公室,供那些家中不适宜办公的劳动

者远程办公使用.三是 “乡愁招募”,主要针对地方社区的劳动者.它主要指的是农村企业有意识地招募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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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在本地社区的劳动者,在本地企业进行远程办公,而不是仅仅局限于聘用居住或迁移到企业周边的劳

动者①.

３２　发达国家和地区农村就业促进政策的显著效果

综上所述,发达国家采取了诸多举措来促进农村就业,这些就业促进政策大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在农村就业促进政策的激励下,欧盟绝大部分国家农村就业都保持着较好的势头.比如,在２０２１年第

一季度到２０２２年第二季度的十多年时间里,欧盟农村就业率整体呈现稳步增长趋势,总计增长了６１％[２１].
截至２０２１年底,欧盟农业生产部门雇用了２２００万名劳动力,食品生产链条上 (包括农业、食品生产、零售

及相关服务行业)提供了大约４４００万个工作岗位[２２],较好地缓解了农村衰败的趋势,为农村地区再振兴留

住了发展所需的劳动力资源.单以可以获得数据的法国为例,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法国农村失业率持续下降,且

同样明显低于城镇 (表１).相应地,绝大多数欧盟国家农村人口的流失率都比较低,甚至有些国家农村人口

还呈现增加趋势,比如,２０１２年,比利时、冰岛、法国的农村人口分别增长了７９％、３４％、５３％,当年

的农村失业率仅为４７％、７２％、５２[２３].

表１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法国城乡失业率对比

失业率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城镇失业率 １１３ １１１ １０ ９４ ８８

农村失业率 ６８ ６７ ５８ ５２ ５５

　　数据来源: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７５３６３６/unemploymentＧrateＧbyＧgeographicalＧareaＧfrance.

近年来,加拿大农村就业人数也稳步增长,且失业率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平,较好地保障了农村产业发展

所需的劳动力供给.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网站 (StatisticsCanada)数据,近几年来,加拿大农村地区就业人数

总体呈增加趋势,失业率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并且失业率水平明显低于都市区 (表２).

表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加拿大城乡就业人数与失业率对比

项目 地区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１年 ２０２２年

就业人数/千人
都市区 １６０８８ １６５０５ １５６３５ １６４９２ １７１４１

农村 １２１７ １２２４ １１９１ １２９７ １３１３

失业率/％
都市区 ５７ ５６ ９８ ７６ ５３

农村 ４８ ４８ ８４ ５５ ４４

　　数据来源:StatisticsCanada.

当然,作用效果更为明显的还是英国.根据２０２２年８月发布的 «英国农村统计摘要»,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
英国农村失业率从５％下降到２６％,即使受到疫情的冲击,２０２０年英国农村失业率也只有３５％.

在日本,在 “六次产业化”政策和 “乡愁远程办公”的共同作用下,农业生产和渔业生产从业者人数整

体呈上升趋势,很好地起到了预防农村劳动力流失的作用.农业生产从业者人数由２０１０年的３９９５万人增

加到２０１８年的４４１５万人,并在２０１６年达到峰值４７１２万人;渔业生产从业者人数则由２０１１年的１８２
万人增加到２０１８年的２９５万人.受疫情影响,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２０年这两项数据略有下降,农业生产从业者人

数分别为４３７７万人和４０１９万人,渔业生产从业者人数分别为２９５万人和２９１万人 (图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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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日本农业和渔业生产从业者人数变化

数据来源:日本农林水产省的 «６次産業化総合調査».

4　以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就业促进政策及成效

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就业促进政策经验,已有研究多聚焦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１３].但事实上,发

展中国家促进农村就业的目标不仅定位于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很多国家和地区也尝试在农村社区为农

村劳动力就业创业提供支持.最为典型的是印度.与中国一样,印度农村劳动力人口众多、大国小农.迫于

巨大的就业压力,印度政府历来重视农村就业促进政策的推进.

４１　印度的经验:以扶贫减贫为中心,致力于提供就业机会

概括起来,印度的农村就业促进措施有三个方面的突出特征:一是以服务城镇劳动力为核心,正规的农

村就业创业服务体系缺失;二是以扶贫减贫为中心,重在提供基础性安全保障网;三是通过资助小微和中小

企业创新创业促进农村就业.

４１１　以服务城镇劳动力为核心, 正规的农村就业创业服务体系缺失

在 “制造印度”“技能印度”“数字印度”的雄心目标下,近年来印度发起了 “国家职业生涯服务”(NaＧ
tionalCareerService)建设运动,旨在取代原有的国家就业服务体系,并把原有的就业服务机构升级为职业

发展中心[２４].但是,这项运动主要定位于城市范围之内,农村就业创业服务很少能进入国家政策的视野.正

如印度劳动与就业部和就业总局在２０１９年的年度报告中指出的那样,“来自农村的求职者会发现他们很难在

职业介绍所进行登记,因为职业介绍所都坐落在城市”[２５].
在农村,以 «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案» (The MahatmaGandhiNationalRuralEmployment

GuaranteeAct)为代表的印度农村就业创业支持项目也主要是通过为贫困农村家庭提供一份临时工作来缓解

他们的生计困境,并不是从人的发展的高度来为农村劳动力创造高质量就业机会.由此可见,印度有农村就

业创业支持项目,而无正规的农村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后者是一个以人民的劳动就业需求乃至全面发展需要

为目标的、长期的、包括多方面内容的服务供给体系;前者则仅仅是为了让农村居民糊口的权宜之计.

４１２　以扶贫减贫为中心, 重在提供基础性安全保障网

印度没有明确的农村就业创业服务体系,不代表印度没有农村就业促进政策.由于农村人口规模庞大,
而且贫困人口比重较大,印度政府的农村就业创业政策与支持举措不得不与扶贫减贫相联系,即农村就业创

业政策目标更多地定位于缓解农村贫困,为贫困劳动力家庭提供就业岗位,以让其能够免于饥饿.作为印度

农村就业促进的最核心项目——— «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案»设计的初衷也是假定在政府最低工资水平

上,每一个村庄都有很多穷人需要工作机会,并且该就业保障项目最初选定的扶持对象也是２００个最落后地

区的贫困劳动力[２６].这与欧美发达国家在农村发展的整体层面促进农村就业的做法截然不同.也正是因为如

此,印度农村就业创业支持政策和服务留给我们的更多是警示———优化农村就业创业服务体系要在整体上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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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综合目标,而不能仅仅定位于扶贫或者是解决农民的基本生存问题.
在具体举措方面,当农村社会出现就业机会不足或农民家庭面临生存苦难的时候,印度政府都会在推进

修水池、修灌溉渠道、修公路、修寺庙等公共工程和相关的社区层面工程项目时,重点为贫困劳动力和弱势

群体提供工作机会,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 [２６].

４１３　通过资助小微和中小企业创新创业促进农村就业

把就业保障项目与小微和中小企业创新创业结合起来,尤其是与信贷资金支持项目联系在一起,是印度

农村就业促进的又一个突出特征.该举措意在充分调动农村创新创业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带动作用.在２０
世纪末,印度专门启动了 “信贷链接资本补助项目”(CreditLinkedCapitalSubsidyScheme)以提供预付资

本和财政支持补贴给城乡的小微和中小型企业进行技术革新.该项目的主要支持对象就是城乡刚起步的创新

创业者.资助额度为５万~２０００万卢比,采取全程网上申办的方式,只要提供相关资质文件,几个工作日

内就能审批通过.该项目实施过程中虽然出现过波动,但整体上该项目资助的资金规模和创新创业者人数都

呈现明显的增加趋势 (表３).

表３　印度 “信贷链接资本补助项目”资助城乡小微和中小企业创新创业情况

年份 资助小微和中小企业数量/个 补贴发放额度/十万卢比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 １４ １１６０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 ７４ １６７６２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 ９０ ２０１１２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 ２４ ７７１８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 １７８ ７７５８０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 ９７ ４４７０８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 ２０６ １１１６８８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 ８２ ４９５８７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 ２２５ １３９９４７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 １８７ １２１９９１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 ８６ ６３３５６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 ４０８１ ２６０００４４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 １４１５５ ９８０００３３

　　数据来源:Corpseed.

４２　印度农村就业促进政策的效果

从最终效果来看,以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就业促进项目并不算成功,因为这些就业促进项目

不仅惠及面有限,而且绩效一般.
对于印度而言,肇始于２００５年的 «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案»被他们自己称为 “世界上最大的、最

有雄心壮志的农村发展计划,它为超过５００万名缺乏学历的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２７].但它的实际效

果令人质疑.比如,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印度 «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案»项目在任何一个邦均未能实现 “为
至少５０％的项目参与家庭提供超过每财政年度１００天以上的最低工作保障”的目标[２７].

更为严重的是,«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案»项目在提供就业机会方面的总体绩效呈现下降趋势.如

表４所示,在每人时数财政支出和总支出保持稳中有增和发放就业卡数量逐步增加的情况下,该就业保障项

目所创造的工作岗位总人时数却从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开始呈下降趋势,低种姓人群受益比例也呈明显下降趋势.
这也就意味着,印度的农村就业保障项目不仅总体效率较低,公平性也越来越差,连最初设定的扶贫目标也

未能很好地完成.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印度国家就业政策声称要为包括在册种姓和在册部落在内的

边缘群体提供平等的高质量就业机会,但是考虑到印度社会阶层的差异,劳动就业市场上的社会排斥和就业

歧视现象仍然较为普遍[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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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案»项目的绩效变化情况

年份
发放就业卡数量/

百万

工作岗位总人时数/
十亿

低种姓人群占总人时数比例/

％

每人时数财政支出/
(美元/天)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 ３７８５ ０９１ ６１８１ １６２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 ６４７４ １４４ ５６７１ １８４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 １００１５ ２１６ ５４７２ ２１０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 １１２１５ ２８４ ５１２０ ２２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 １１９８２ ２５７ ５１４８ ２５５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 １２２７５ ２１１ ４０２０ ２９６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 １３０６１ ２３０ ４００１ ２６６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 １３０５７ ２３０ ４２４７ ２６９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 １２３０３ １６０ ４０３９ ３３２

　　数据来源:VermaShilp&ShahTushaar (２０１８).
注:印度的低种姓人群指在册种姓或在册部落人群.印度政府将约３０％的印度人列为先进种姓,其余约７０％则属于在册种姓或在册部落.

与此同时,这种扶贫导向的就业创业支持,难以满足青年和受教育水平较高群体的就业创业需求. “即
便 «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案»项目和农业可以为所有农村劳动力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受过教育的失业

年轻群体也更倾向于流动到城市地区就业或者从事非农工作”[２８].因为,现在印度政府为农村劳动力提供的

工作机会不仅工作条件艰苦,而且收入较低,难以带来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也正是因为如此,印度政府在

农村发起的就业保障项目难以阻止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寻求机会,进而进一步加剧了印度城市的失业水平.

5　国外农村就业促进政策的启示

通过发达国家和地区与发展中国家农村就业促进政策经验的比较,不难看出,发达国家和地区与以印度

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农村就业促进政策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也带来了明显不同的效果 (表５).发达国家和

地区立足于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在农村发展的整体层面促进农村就业,并根据农村人口结构和经济社会发

展形式变化不断进行政策创新,这是以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所欠缺的.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农村就业

促进政策经验,对于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国内农村就业促进政策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

表５　各个国家与地区就业促进政策特征与效果的比较

国家/地区 政策目标 政策视角 政策创新 政策效果

欧盟 高质量充分就业 　农村再振兴
　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促进农村

发展

　就业率稳步增长、人口流失率保

持较低水平

加拿大 高质量充分就业 　以产业和就业为核心的农村发展 　重视吸引外来优秀劳动力
　就业规模稳步增加,保障了劳动

力供给

英国 高质量充分就业
　以高质量充分就业为中心的农村

发展

　把教育、金融、环境与就业创造

相融合
　较低的失业率

日本 高质量充分就业
　以农村资源充分利用为中心的农

村发展

　开发远程就业岗位、促进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农业和渔业从业者人数增加

印度 充分就业 　以扶贫为中心促进农村就业 　无重要创新 　效果有限且公平性较差

　　注:作者根据前文论述自制.

５１　要在农村发展的整体性视角下促进农村就业

发达国家政府普遍认识到,农村就业与农村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不可分离,甚至与

整个农村的繁荣发展密切相关.无论是欧盟委员会和加拿大以农村发展项目为依托在农村为劳动力创造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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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还是英国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为中心大力支持农村发展,抑或是日本以 “六次产业化”为农村劳动

力创造就业机会,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普遍是在农村发展的整体性框架下设计农村就业支持政策和优化相应

服务供给,其核心是把农村地区就业与整体的农村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行整体的政策设计.
当前中国农村地区普遍面临产业发展乏力、高质量就业机会缺乏、劳动力人口流失严重、环境污染严

重、传统乡村文化衰落等一系列问题,要充分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验教训,在乡村全面振兴框架下,为

返乡留乡劳动力创造高质量充分就业机会,而不能简单地把农村就业看作是扶贫工程、兜底工程,要从留住

乡村振兴所需优秀人才着手,通过乡村产业、生态、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全面振兴来支持农村劳动力在农村实

现稳定高质量就业.

５２　适应农村发展的整体需要,以支持高质量充分就业为中心促进农村就业

高质量充分就业是留住农村发展所需人才的关键.如果像印度一样,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农村就业促进政

策仅以扶贫为中心,或仅定位于 “通过公共就业项目为穷苦和弱势群体提供社会安全网络”[２９],它就难以留

住农村发展所需人才.所以,农村就业促进政策必须要有更高的目标.这个更高的目标就是,在维持农村基

本功能的同时,也要创造机会让一部分劳动力在农村地区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当前,中国人口发展已经进入新阶段.这不仅意味着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终结,还意味着廉价劳动力

供给将逐渐成为历史.与此同时,在乡村振兴利好政策的引导下,大量外出务工劳动力返乡就业的愿望日趋

强烈.但返乡劳动力往往参照在城市务工收入来决定在农村的长久去留,进而对返乡就业收入有着较高的预

期.在此背景下,农村就业促进政策也要回应这些就业预期变化,注重对高质量就业机会的创造,而不仅仅

是满足于让返乡劳动力 “有工作可做”.

５３　适应人口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形式变化,不断推动农村就业促进政策创新

保持农村可持续发展,不仅要以高质量充分就业为中心,还需要适应人口结构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变

化,不断对农村就业促进政策进行适时调整,以满足变化的农村劳动力就业需求.无论是日本积极开发远程

办公模式,还是欧盟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在农村创造高质量就业机会,抑或是英国把农村居民教育、农村环境

保护与劳动就业促进相结合,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农村就业促进政策都是 “因时而变”“因势而变”,根据农村

可持续发展需要和农村劳动力就业需求变化,不断调整和优化农村就业促进政策.
近年来,伴随着老一代农村劳动力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新一代农村劳动力已经成为农村劳动力供给的

主体.但新一代农村劳动力的劳动价值观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同于父辈,新一代农村劳动力更注重

个人工作自主和兴趣.加之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新机会日益增多,他们的选择性也多了很多.为适应乡

村建设进入数字驱动发展的新阶段,未来的农村就业政策需要重新聚焦,立足于数字信息技术与乡村产业的

深度融合,引导和支持农村劳动力涉猎立足于农业农村资源的乡村数字化融合产业,以提高其就业质量和满

足他们工作自主性的需求.
当然,作为世界上人口规模最为庞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不能照搬发达国家建设经验,要根据自身

特点,有所取舍.其中,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
第一,欧美发达国家人口规模较小,往往可以不考虑本国劳动力就业问题,而是从农村繁荣发展的整体

性目标出发,通过劳动力移民来增加农村青壮劳动力供给.但这不适合人口规模超级庞大的中国.比如,加

拿大的国土面积比中国略大,但截至２０２１年,加拿大全国总人口却只有３６９９２万人①,仅约为中国人口总

数的２６２％②.中国乡村振兴所需优秀人才的 “引进来”“留下来”,需要立足本国农村劳动力实际,且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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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数据来源:加拿大统计局网站,具体为３６９９１９８１人.
根据国家统计局在２０２２年２月公布的数据,２０２１年中国总人口为１４１２６０万人.



在农村创造一定规模的高质量就业机会来实现,而不能寄希望于通过劳动移民来实现.
第二,欧美发达国家城镇化进程已经完成,其目标是维护农村社区作为城乡交换系统的功能,而中国城

镇化水平偏低,尚处于需要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阶段,在促进农村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过程中,必须兼

顾农村发展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双重目标,并在兼顾双重目标基础上进行审慎的政策选择和服务体系设

计.尤其是要从城乡融合发展高度出发,把农村就业促进的目标定位为服务农村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既

要通过整体性农村发展政策设计,支持部分农村劳动力在农村获得高质量充分就业机会,也要鼓励更多农村

劳动力到城镇寻求更高质量就业机会,并支持他们顺利实现市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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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ngRuralEmploymentatOverallRuralDevelopmentLevel:

PolicyExperiencesandImplicationsfromOtherCountries
XIEQiushan　XUYuanyuan

Abstract:PromotingruralemploymentisthebasisofcomprehensivelypromoteruralrevitalizationandmainＧ
taintheexchangefunctionofcountrysideThecomparisonbetweendevelopedanddevelopingcountriesonruＧ
ralemploymentpromotionpolicysuggestedthat,designingruralemploymentpromotionpolicyatoverallruＧ
raldevelopmentlevelespeciallyemphasizedtheimportancesupportfunctionofruralindustries,infrastructure
andpublicservicesonruralemployment,isthecorefeatureofareallysuccessfulruralemployment
promotionpolicyInthemeantime,adaptingtothechangesofdemographicstructureandtheneedofruraldeＧ
velopment,theaimofruralemploymentpromotionpolicyshouldbetargetedathelpinglaborstorealizefull
employmentofhighqualityincountryside,notonlyatpovertyalleviationorbasicexistenceinsurance,and
governmentsshouldinnovateruralemploymentpromotionpolicycontinuallyDrawnlessonsfromforeignexＧ
perience,thepaperproposethatgovernmentsatalllevelsshoulddesignruralemploymentpromotionpolicies
holisticallyonthebasisofruraldevelopmentandevenCountyurbanＧruralintegrativedevelopment．MeanＧ
while,helpingrurallaborstorealizefullemploymentofhighqualitybothincountrysideandinurbanshould
betheultimatepolicyobjectiveInaddition,governmentsshouldputmoreemphasisondevelopingruraldigitＧ
alemploymentpositions,basedontheintegrateddevelopmentoftheprimary,secondary,andtertiaryindusＧ
triesinruralareas
Keywords:RuralEmployment;RuralDevelopment;FullEmploymentofHighQuality;DigitalEmployＧ
ment

(责任编辑　卫晋津　张雪娇)

—７１—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２０23郾09（总 533）



新一轮国际粮价上涨：特征、原因、

影响及应对

　黄　静１,２　肖小勇３

(１湖北经济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武汉４３０２０５;２湖北经济学院湖北物流发展

研究中心　武汉 ４３０２０５;３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武汉４３００７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Ｇ０２Ｇ０７.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 “鲜活农产品社区团购的模式、效率及优化政策研究”(２１YJA７９００６３),华中农业大学党的

二十大精神研究阐释专项课题 “国际粮价上涨背景下全方位夯实我国粮食安全根基研究”.
作者简介:黄静 (１９８７—),女,重庆万州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农产品市场与贸易.
通信作者:肖小勇 (１９８７—),男,湖北利川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农产品市场与贸易,EＧmail:xxy＠mailhzaueducn.

① 数据源自世界银行CommodityPriceData.该价格指数以２０１０年为基期,按名义美元计算.

②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 (https://wwwwfporg/emergencies/globalＧfoodＧcrisis).

摘要:国际粮食价格在近６０年里经历了５次波动,２０２０年以来呈现新一轮上涨.新一轮上涨表现

出粮价水平高、品种差异大的特征.本文认为新冠疫情、俄乌战争、全球气候异常及美国量化宽松

货币政策等因素叠加共同推高了国际粮价,其中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起主导作用.由于中国对

国际粮食市场的依赖程度低,且中国粮食进口市场相对稳定,短期来看国际粮价上涨对中国粮食安

全影响有限.但受中国钾肥进口量大、重大事件持续演化、国际粮食安全降至低水平等因素影响,
长期来看国际粮价上涨仍将对中国粮食安全带来一定压力.为应对国际粮价上涨风险,本文从国内

稳产保供、加强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风险监测预警、推进农产品进口多元化、培育跨国涉农企业等方

面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新一轮;国际粮价上涨;原因;影响;对策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３０９００２

1　引言

２０２２年上半年国际粮食价格创纪录高涨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据世界银行数据,２０２２年３—６月国际

谷物名义价格指数平均为１６２５① ,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２００８年４月的１５６６),７—８月出现小幅回落,但从

９月至２０２３年１月仍处于高位.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发出警告,“世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全球饥

饿危机”,“在短短两年内,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风险的国家从新冠疫情大流行前的５３个增加到今天的８２
个,人数由１３５亿人增加到３４５亿人”② .在此背景下,系统分析新一轮国际粮价上涨特征、原因、影响及

措施对于应对国际粮价上涨风险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现有文献关于国际粮食价格的研究集中在如下方面:一是国际粮食价格波动规律.比如公茂刚和王学真

分析了国际粮食价格波动规律,认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国际粮食价格变动分为四个阶段[１].二是国际粮价上涨原

因.比如王学真等认为各国粮食价格波动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前期粮食价格波动、粮食供给波动、粮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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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和热钱波动[２].三是国际粮价上涨对中国粮食市场的影响.比如韩磊认为国际粮食价格对中国粮食价格

具有非对称传导效应[３];顾国达和尹靖华认为国际粮价波动对中国粮食缺口的影响[４];肖小勇等认为国际粮

食价格对中国粮食价格存在显著的均值溢出效应,但国际粮价的波动溢出效应在品种间存在差异[５].四是应

对国际粮食市场风险的措施.比如丁存振和徐宣国提出提升国际粮食供应链安全风险的治理能力以应对国际

粮食市场风险[６],朱晶等提出构建安全、高效、稳定、多元的外部粮源供应体系以抵御国际循环的可能

断点[７].
现有文献一方面及时就新一轮国际粮价上涨的原因及影响给予关注.如孔祥智等[８]、李春顶和李娟[９]、

韩冬和钟钰[１０]等重点分析俄乌冲突对全球及中国粮食市场的影响,认为俄乌冲突对中国粮食市场存在一定影

响.另一方面现有文献提出应对新一轮国际粮价上涨的措施.比如张红宇[１１]、李晓云[１２]等提出人口大国应

对全球粮食危机应坚持 “以我为主”,从国内稳产保供出发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综上可见,现有研究围绕国际粮价进行了深入而有益的探讨,但仍需进一步拓展.第一,现有文献大多

针对现实的粮价上涨进行分析,较少从历史视角剖析历次国际粮价上涨;第二,现有文献针对新一轮国际粮

价上涨特征及原因仍缺乏系统剖析,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也需进一步研判.基于此,本文将:第一,回顾

近６０年国际粮价上涨历程;第二,分析新一轮国际粮价上涨特征及原因;第三,从短期和长期两方面分析

国际粮价上涨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第四,提出应对国际粮食市场风险、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对策建议.

2　近 60年国际粮价上涨历程回顾

近６０ 年 来 国 际 粮 食 价 格 经 历 了 １９７２—１９７４ 年、１９７７—１９８１ 年、１９９４—１９９６ 年、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共５次典型上涨.下面本文对这５次上涨历程进行回顾.

２１　１９７２—１９７４年自然灾害、中东战争和石油危机导致国际粮价上涨

１９７２年全球范围内的干旱导致全球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的粮食短缺.１９７３年１０月第四次中东

战争触发第一次石油危机,国际油价上涨导致化肥等农资价格上涨.受全球范围内的干旱影响,大米、大豆

和玉米的库存消费比远低于１７％的国际警戒水平,全球小麦的库存消费比接近国际警戒水平.在此背景

下,国际谷物名义价格指数从１９７２年的２８８上升至１９７４年的８２６,涨幅达１８７％,实际价格指数由

１０８３上升至２１９４,涨幅达１０３％ (图１).分品种看,国际大米价格涨幅最大,国际小麦价格和国际玉

米价格次之 (图２).

图１　１９６０—２０２２年国际谷物价格指数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图２和图３同.
注:名义价格指数按２０１０年名义美元计算,实际价格指数按２０１０年美元真实价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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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１９６０—２０２２年主要谷物国际价格

注:玉米价格为美国２号FOB价格,大米价格为泰国 (５％碎米率)大米FOB价格,小麦价格为美国２号硬红冬小麦出口价格,
大豆价格为美国海湾２号黄豆价,实际价格按２０１０年美元实际价格计算,单位:美元/吨,实际价格按２０１０年美元真实价格计算.

２２　１９７７—１９８１年石油危机和经济滞涨引起国际粮价上涨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美国和欧洲的异常气候导致粮食作物再次减产.１９７８年伊朗政变、１９８０年两伊战争引发

第二次石油危机.油价高涨带动肥料等农资价格上涨,成为本次国际粮价上涨主因.为应对经济滞涨,美国实

施宽松货币政策,美元贬值及金融资本过剩推动国际粮食价格大幅上涨.国际谷物名义价格指数从１９７７年的４９
上升至１９８１年的７９,涨幅达６１％,实际价格指数从１０８上升至１２０,涨幅为１１％ (图１).分品种来看,国际大

米价格涨幅较大,国际小麦价格次之 (图２).此轮上涨过程中,国际大米、小麦和玉米的库存消费比均高于

１７％,仅国际大豆库存消费比低于１７％的国际警戒水平 (表１).这表明减产并不是本轮粮价上涨的主因.

２３　１９９４—１９９６年农业协定削减粮食出口补贴导致全球粮食减产及国际粮价上涨

１９９４年４月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协议,国际市场上的关税、非关税壁垒及出口补贴降低１/３,国内支持

价格下降１/５,全球粮食产量下降从而推高国际粮食价格[１３].国际谷物名义价格指数从１９９４年的５９上涨至

１９９６年的８４,涨幅达４２％,实际价格指数由７０上涨至９３,涨幅达３３％ (图１).分品种看,国际玉米价格

涨幅较大,其他类国际谷物价格涨幅稍低 (图２).本轮粮价上涨期间,国际大米、小麦和玉米的库存消费比

分别为３２％、２５％和２８％,远高于国际警戒水平,仅国际大豆库存消费比接近国际警戒水平 (表１).但受

农业协定影响,该期间主要谷物的库存消费比呈下降趋势.

２４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上半年全球能源价格大幅上涨、生物质燃料产业扩张、市场投机及

一些国家的限制性贸易政策引起国际粮价大幅上涨

　　国际谷物名义价格指数从２００６年的７０上涨到２００８年的１３０,涨幅为８６％,实际价格指数由７８上涨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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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７,涨幅为６３％ (图１).分品种来看,国际大米价格涨幅较大,其他类国际谷物价格涨幅稍低 (图２).黄

季焜等运用 GTAP模型实证发现该轮上涨主要是由石油价格上涨、生物质液体燃料迅速发展、投机行为及限

制性贸易政策等引起[１４].此轮粮价上涨过程中,国际玉米库存消费比低于国际警戒水平,其他品种的库存消

费比仅比国际警戒水平稍高 (表１).这可能是由于生物质液体燃料发展对生物质原料的需求增加而导致.

２５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极端天气、限制性贸易政策和市场投机推高国际粮价

２０１０年全球多地频发干旱、洪涝、暴风雪和大火等自然灾害,全球谷物产量骤减.多国限制粮食出口加

剧国际粮食市场供需矛盾.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使得全球流动性过剩,市场投机加剧了国际粮价上涨.国际

谷物名义价格指数从２０１０年的１００上涨到２０１２年的１４１,涨幅为４１％,实际价格指数由１００上涨到１２８,
涨幅为２８％ (图１).分品种来看,国际玉米和小麦价格上涨幅度较大,国际大豆和大米价格上涨幅度稍小

(图２).此轮粮价上涨过程中,国际玉米库存消费比远低于国际警戒水平,大豆接近国际警戒水平,大米和

小麦略高于国际警戒水平 (表１).国际玉米价格上涨主要源于供给不足,而国际小麦价格上涨可能源于市场

投机等非供需因素.

表１　近６０年国际粮价５次上涨特征及原因

时期 总体特征 品种特征 库存消费比 上涨原因

１９７２—１９７４年

　国际谷物名义价格指数涨幅

达１８７％,实际价格指数涨幅

达１０３％

　大米和小麦价格涨幅较大.
大米、小麦、玉米和大豆名义

价 格 指 数 涨 幅 为 ２９９％、

１５７％、１３５％和９８％,实际价

格指 数 涨 幅 为 １８３％、８２％、

６７％和４０％

　大米、小麦、玉米和大豆库

存消费比平均为１２％、１９％、

１３％和８％

　 全 球 性 干 旱 等 自 然 灾

害、中东战争导致的石油

危机、苏联的大量进口

１９７７—１９８１年

　国际谷物名义价格指数涨幅

达６１％,实际价格指数涨幅

为１１％

　大米、小麦、玉米和大豆名

义 价 格 指 数 涨 幅 为 ８２％、

６９％、３７％和３％,而大米和

小麦 实 际 价 格 指 数 涨 幅 在

３０％以 内,玉 米 和 大 豆 实 际

下降

　大米、小麦、玉米和大豆库

存消费比平均为２０％、２３％、

２６％和１２％

　自然灾害、两伊战争导

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美

国的宽松货币政策

１９９４—１９９６年

　国际谷物名义价格指数涨幅

达４２％,实际价格指数涨幅

为３３％

　大米、小麦、玉米和大豆名

义 价 格 指 数 涨 幅 为 ２７％、

３９％、５４％ 和 ２１％,实 际 价

格指 数 涨 幅 为 １７％、２９％、

４３％和１２％

　大米、小麦、玉米和大豆库

存消费比平均为３２％、２５％、

２８％和１５％

　农业协定削减粮食出口

补贴导致全球粮食减产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

　国际谷物名义价格指数涨幅

达８６％,实际价格指数涨幅

为６３％

　大米和大豆价格涨幅较大.
大米、小麦、玉米和大豆名义

价格指数涨幅为１１３％、７０％、

８３％和９４％,实际价格指数涨

幅为８６％、４８％、６０％和７０％

　大米、小麦、玉米和大豆库

存消费比平均为１８％、１９％、

１４％和１８％

　 全 球 能 源 价 格 大 幅 上

涨、生 物 质 燃 料 产 业 扩

张、市场投机及限制性贸

易政策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

　国际谷物名义价格指数涨幅

为４１％,实际价格指数涨幅

为２８％

　玉米和小麦价格涨幅较大,
名义价格指数涨幅为６１％和

４０％,实 际 价 格 指 数 涨 幅 为

４６％和 ２７％.大豆和大米价

格涨幅较小,名义价格指数涨

幅为３３％和１５％,实际价格

指数涨幅为２１％和４％

　大米、小麦、玉米和大豆库

存消费比平均为２２％、２３％、

１３％和１８％

　极端天气、限制性贸易

政策和市场投机

　　数据来源:价格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国际谷物库存消费比数据来源于美国农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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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一轮国际粮价上涨特征及原因

２０２０年以来国际粮价呈现新一轮上涨.本部分首先归纳新一轮国际粮价上涨特征,然后分析引起新一轮

国际粮价上涨的原因.

３１　新一轮国际粮价上涨特征

近两年来国际粮食价格持续上涨,２０２２年上半年飙升至创纪录水平.据世界银行数据,新一轮国际粮价

上涨自２０２０年３月开始,国际谷物名义价格指数由２０２０年３月的９２上升至２０２２年上半年的１５４.２０２２年

上半年国际粮价飙升至创纪录水平,３—６月国际谷物名义价格指数分别为１５８、１６５、１６９和１６０,连续４个

月超过历史最高位 (２００８年４月的１５６),７—８月国际谷物名义价格指数出现小幅回落,但９月至２０２３年１
月仍处于高位.世界银行的国际谷物名义价格指数与FAO 的国际谷物实际价格指数呈同步走势.下面仅采

用名义价格分析具体品种的差异.
国际粮食价格变化存在品种差异,国际小麦、玉米和大豆价格上涨明显,而国际大米价格并未明显上

涨.据世界银行数据 (表２),国际小麦、玉米和大豆价格呈明显上涨.２０２２年国际小麦、玉米和大豆名义

价格分 别 为 ４２９９ 美 元/吨、３１８８ 美 元/吨 和 ６７５４ 美 元/吨,比 ２０２１ 年 分 别 上 涨 ３６４％、２２９％ 和

１５８％,比２０１９年分别上涨１１３１％、８７４％和８３１％.与国际小麦、玉米和大豆价格不同,国际大米价格

变化并不明显.２０２２年大米国际价格４３６７美元/吨,比２０２１年降低４７％,比２０１９年上涨４５％,波动幅

度小于１０％.

表２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年主要谷物国际价格

种类 ２０１９年/ (美元/吨)２０２０年/ (美元/吨)２０２１年/ (美元/吨)２０２２年/ (美元/吨) 与２０２１年变化/％ 与２０１９年变化/％

小麦 ２０１７ ２３１６ ３１５２ ４２９９ ３６４％ １１３１％

玉米 １７０１ １６５５ ２５９５ ３１８８ ２２９％ ８７４％

大豆 ３６８９ ４０６６ ５８３３ ６７５４ １５８％ ８３１％

大米 ４１８０ ４９６８ ４５８３ ４３６７ －４７％ ４５％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３２　新一轮国际粮价上涨原因

３２１　新冠疫情威胁国际粮食供应和稳定性

新冠疫情影响了粮食安全的四根支柱,即可供应量、获取渠道、充分利用和稳定性[１５].新冠疫情全球大

流行对国际粮价的影响包括:第一,疫情封锁导致人工短缺从而影响粮食生产.受新冠疫情影响,不少国家

陷入工人短缺的状态,比如棕榈油的主要产地马来西亚就面临缺少工人的问题.美国、英国等国家也都出现

过因为工人短缺而不得不扑杀生猪的事件.第二,疫情导致供应链不稳定.疫情一方面冲击生产资料供应而

减少粮食生产,另一方面冲击粮食运输链而影响国际粮食供应稳定性.第三,部分国家采取措施限制农产品

出口增加了粮价上涨风险.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多个国家先后宣布暂停或限制粮食出口.部分国际媒体炒作

加剧了全球粮食市场恐慌情绪[１６],从而推升国际粮价上涨.

３２２　俄乌战争冲击国际粮食供应与贸易

俄乌战争导致国际粮食主产国减产.乌克兰拥有全球２５％的黑土资源、３０００万公顷优质农田、８０００多

万吨谷物产能.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２０２０年乌克兰小麦和玉米产量占全球产量比例分别为４１％和

３５％,出口占全球的比例分别为１０％和１５％.２０２２年２月俄乌战争爆发,乌克兰农业生产出现劳动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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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种子进口难度大等问题,直接影响了乌克兰２０２２年的春播.据FAO估计,２０２２年乌克兰谷物产量将比

２０２１年下降４０４％,其中小麦产量预计下降３７９％,以玉米为主的粗粮产量将下降４１８％ (表３).由于乌

克兰是全球重要的小麦和玉米出口国,该国小麦和玉米产量下降使得国际粮食市场供应趋紧.

表３　近年乌克兰谷物产量

时间 小麦/百万吨 粗粮/百万吨 谷物/百万吨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平均 ２７２ ４３８ ７１０

２０２１年 ３２２ ５３４ ８５６

２０２２年预测 ２００ ３１１ ５１１

２０２２年预计比２０２１年减少 ３７９％ ４１８％ ４０４％

　　资料来源:FAO.表６同.
注:粗粮指除小麦、稻米外的谷物,乌克兰的粗粮主要是玉米.

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限制了俄罗斯粮食生产.俄罗斯对农产品种子进口的依赖度较高.据统计,俄

罗斯进口玉米种子的播种量占总播种量的比重约为６０％,油菜籽约为８８％,土豆约为８０％,甜菜近１００％.
此外,大豆、向日葵等也以进口种子为主.法国、德国、美国是俄罗斯三大主要种子进口国.俄乌战争爆

发,德国拜耳公司宣布将停止公司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 “所有非必要业务”①.两家美国粮食巨头 (嘉吉和

AMD)也表示 “会缩减在俄罗斯的非必要活动,并停止投资”.若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持续,未来俄罗斯的

作物种子有可能因进口中断而出现短缺.
俄乌战争阻碍了俄乌两国粮食出口.第一,俄乌战争阻碍了乌克兰粮食出口.乌克兰是仅次于美国和俄

罗斯的第三大粮食出口国.乌克兰粮食出口主要通过陆路和海路运输.陆路有两条线,一条是经过波兰的铁

路前往西欧,另一条是经白俄罗斯的铁路运往波罗的海港口.受波乌两国列车轨距差异以及西方国家对白俄

罗斯的制裁的影响,陆路两条线运输不畅.海运主要通过亚速海的别尔江斯克港和马里乌波尔港,以及黑海

的敖德萨港.乌克兰通过这两条海运路线出口的粮食占９０％,但俄罗斯已控制或封锁这两条路线.俄乌战争

使得乌克兰大量粮食被困,全球粮食供应受限,推高了国际粮食价格.第二,俄乌战争阻碍了俄罗斯粮食出

口.俄罗斯是世界第二大粮食出口国,其中小麦出口居世界第一.一方面,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将限制

俄罗斯的粮食出口.自俄乌冲突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俄罗斯施加多项制裁,涉及航运、金融等诸多领

域,这使得许多国际买家不敢订购俄罗斯的粮食;另一方面,为保障本国粮食安全俄罗斯禁止出口粮食.比

如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０日俄罗斯通过了一项法令,在８月３１日之前禁止出口白糖和原糖,并在６月３０日之前禁

止向邻近的欧亚经济联盟 (EEU)国家出口小麦、黑麦、大麦和玉米等.另外,受战争影响,从俄罗斯运输

粮食的运费、保险费上涨.２０２２年７月,俄罗斯和乌克兰就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事宜达成了相关协议,但随

着俄乌战争的持续,“黑海粮食倡议”仍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总之,俄乌战争导致俄罗斯对国际市场的粮

食供应减少和运输成本上升,推高了国际粮价.
由于俄罗斯和乌克兰不是稻米主产国、出口国和消费国,全球稻谷主产区和供应链受俄乌战争影响较

小,而且由于泰国、越南新米陆续上市,国际稻谷市场供给增加,国际大米价格未出现明显上涨.
俄乌战争导致国际农资价格上涨.２０２１年,俄罗斯是世界最大氮肥出口国、第二大钾肥供应国和第

三大磷肥出口国,白俄罗斯是世界第三大钾肥生产国.自俄乌战争爆发,受经济制裁和黑海贸易路线中断

影响,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向其他国家出口化肥的数量锐减,比如２０２２年３月２日欧盟禁止白俄

罗斯钾肥等产品出口至欧盟国家,３月１０日俄罗斯暂停化肥出口,３月１２日乌克兰暂停所有类型化肥出

口等.在此背景下,国际化肥价格急剧上涨.２０２２年３月,国际氮肥、磷肥和钾肥价格分别为８７２５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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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吨、９３８１美元/吨、５６２５美元/吨,环比分别上涨１７２％、２５６％和４３６％ (图３).国际化肥价格

上涨,加剧了国际粮食价格上涨.

图３　２０１５年１月—２０２３年２月国际化肥价格

注:磷肥价格 (磷酸二氢铵,DAP)为美国海湾 FOB价格,钾肥价格 (氯化钾)
温哥华FOB价格,氮肥价格 (尿素)为中东FOB价格.

３２３　全球气候异常导致粮食减产

气候变化成为世界各国粮食生产的重要威胁.尤其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现象对全球粮食生产的影响重大.
厄尔尼诺和拉尼娜引起全球降水和温度的异常,出现 “旱的旱死,涝的涝死”.Lizumi等研究发现厄尔尼诺

现象会使全球大豆产量平均提高２１％~５４％,但会使全球小麦、水稻和玉米的产量平均降低４３％,而拉

尼娜现象导致全球小麦、水稻、玉米和大豆四种粮食作物的产量平均降低约４５％[１７].２０２１年全球气候出现

两次拉尼娜现象.受拉尼娜现象的影响,部分粮食主产区遭遇历史级别的干旱天气.美国西南部地区干旱已

经持续了２０多年,俄勒冈州、怀俄明州、加利福尼亚州和新墨西哥州等９个州自２０００年以来,就开始出现

干旱,而且很可能会发展成为１２００多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大旱.干旱对美国西部的农业生产造成持续冲击,
影响包括玉米、小麦、棉花等一系列作物的生长.受拉尼娜现象的影响,巴西同样遭遇空前旱情,当地玉

米、小麦等作物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全球气候异常导致全球粮食供应下降,从而导致全球粮食价格上涨.

３２４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投机资本涌入国际大宗商品市场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冲击,２０２０年３月中上旬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下限调至零,并宣布

实施广泛的新措施,包括宣布在 “未来几个月”购买至少５０００亿美元国债和２０００亿美元住房抵押贷款证

券.３月２３日, “未来几个月”的限期变为无限期,并扩大了证券购买的范围,这些广泛的新措施被称为

“无限量化宽松”.该政策自２０２０年３月启动,延续至２０２２年４月.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由２０２０年３月３日的

１５９％降至０％~０２５％ (图４左).美国狭义货币供应量 (M１)由２０２０年３月的４３万亿美元飙升至２０２２
年３月的２０７万亿美元,增加了３８倍;美国广义货币供应量 (M２)由２０２０年３月的１５９万亿美元上升至

２０２２年３月的２１７万亿美元,增长约３６％ (图４右).美元流动性大增导致大量投机资本涌入国际粮食市场,
从而推高了国际粮食价格.全球四大粮商凭借全球垄断地位和雄厚资本实力在粮食市场低买高卖,大肆收割全

球粮食财富.２０２２年４月以来,美国ADM、邦吉、嘉吉及法国路易达孚四家粮食巨头的利润大幅增长.
本文认为美国的货币政策在本轮粮价上涨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一般来说,国际粮价波动的影响因素可归

为国际粮食需求波动、国际粮食供给波动和热钱波动等方面[２].尽管部分国家使用生物质燃料替代化石燃

料,导致粮食需求上升,但该现象并非近年才有,且相比之下数量占比并不大,因此本轮粮价上涨不是由需

求因素主导.从供给方面来看,国际粮食供给相对充分.据 FAO 预测①,２０２２年全球谷物库存消费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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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和货币供应量

数据来源:美国联邦储备系统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datahtm).
注:货币供应量均经过季节调整.

２９４％,远高于１７％的国际警戒水平.据美国农业部统计,全球大米和小麦的库存消费比分别为３００６％和

２６９１％ (表４),远高于１７％的国际警戒水平,全球玉米和大豆的库存消费比稍低,但仍高于国际警戒水

平.这反映出本轮粮价上涨不是由供给因素主导.因此,本文判断,本轮粮价上涨的主导因素是美国量化宽

松货币政策导致投机资本涌入国际粮食市场①.

表４　全球主要谷物库存消费比

单位:％

种类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１年 ２０２２年

大米 ３０９７ ３３４７ ３３９８ ３４２２ ３２１３ ３００６

小麦 ３０８７ ３１１０ ３１９２ ２９７１ ２７８２ ２６９１

大豆 ２０２５ ２３１３ １８０５ １８９３ １７３７ １８１３

玉米 ２７４２ ２４５５ ２３５５ ２２０３ ２２１３ ２２２５

　　数据来源:美国农业部.

综上所述,国际粮价上涨主要受新冠疫情、俄乌战争、全球气候异常和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等因素叠

加影响,其中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起主导作用.

4　新一轮国际粮价上涨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

４１　从短期来看,新一轮国际粮价上涨对中国粮食安全影响有限

　　新一轮粮价上涨在短期内对中国粮食安全影响有限,这是由于一方面中国对国际粮食市场的依赖程度

低,另一方面导致国际粮价上涨的因素较少涉及中国粮食主要进口市场.因此,国际粮价上涨仅对中国粮食

市场带来短期波动.

４１１　中国对国际粮食市场的依赖程度低

相较于粮食产量,中国粮食进口量较小.２０２２年中国粮食产量为６８６亿吨,进口量为１４７亿吨,进口

量占产量的２１４％.分品种来看,稻谷和小麦进口量分别为６１９万吨和９９６万吨,进口量占产量的３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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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进口量较大的是大豆、油料等作物,其中大豆产量为２３５１万吨,而进口量为９３６７万吨,进口量约

为产量的４倍.据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２０２２»,２０１０年以来中国稻谷、小麦、玉米和大豆的自给率均值

分别为９９３％、９８４％、９７４％和１６７％.由于中国主要粮食作物的高自给率,国际粮食危机并未对中国

粮食安全带来明显冲击[１８].党中央提出 “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 “以我

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为中国在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下

实现粮食安全提供了制度保障.

４１２　中国粮食进口市场相对稳定, 较少涉及引起国际粮价波动的市场

中国粮食进口市场相对稳定.如表５所示,稻谷和大米前三大进口市场是印度、泰国和巴基斯坦,大豆前

三大进口市场是巴西、美国和阿根廷,小麦前三大进口市场是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法国,玉米前三大进口市场

是美国、乌克兰和缅甸.中国从俄罗斯、乌克兰进口粮食份额占中国进口粮食总份额较少.中国从乌克兰进口

玉米主要是作为饲料粮,俄乌冲突会加快饲料粮进口来源的多元化.尽管美国西南部的旱灾影响了当地玉米、
小麦的产量,但由于中国小麦进口量极少、玉米主要用于饲料,美国西南部旱灾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有限.

表５　中国粮食进口前三大市场状况

种类 前三大市场
２０２２年 ２０２１年

数量/万吨 金额/亿美元 数量/万吨 金额/亿美元

稻谷和大米

印度 ２１８０ ７７ １０８９ ３７

泰国 ８０３ ４６ ６３９ ３８

巴基斯坦 １１９７ ４５ ９６２ ３９

大豆

巴西 ５４３９３ ３７３２ ５８１４７ ３３１７

美国 ２９５３２ １９１１ ３２２９６ １６９１

阿根廷 ３６４９ ２４２ ３７４７ ２１５

小麦

澳大利亚 ５７２２ ２１０ ２７４０ ８６

加拿大 １７９０ ７９ ２５４０ ８１

法国 １７０４ ６１ １４２１ ４３

玉米

美国 １４８６４ ５２８ １９８２８ ５５７

乌克兰 ５２６３ １６４ ８２３４ ２３５

缅甸 １９３ ０６ ３１ ０１

　　资料来源:«中国农产品进出口月度统计报告».

４１３　中国粮价上涨幅度远低于国际粮价上涨幅度, 新冠疫情、 俄乌战争等突发事件仅造成国内粮食价格

短期波动

中国粮价上涨幅度远低于国际粮价上涨幅度.与２０２１年平均水平相比,２０２２年１—１０月中国小麦、玉

米、大豆平均期货价格分别上涨１４６％、５９％、２５％,现货价格分别上涨１８５％、２７％、７８％,远低

于同期国际期货价格 (３３７％、２０６％、１１９％)和国际现货价格 (３８０％、２３４％、１６８％)的上涨幅

度.受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粮食储备政策、进出口贸易调控政策等干预,国际粮食价格对国内的溢出效应

相对较小[５].
新冠疫情、俄乌战争等突发事件造成国内粮食价格短期波动.以小麦为例,受疫情暴发影响,中国小麦

期货价格在２０２０年１月８—９日上涨超２００元/吨.受俄乌战争爆发影响,中国小麦期货价格在２０２２年２月

底至３月初约半个月内上涨超６００元/吨.小麦现货价格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初也呈现一定上涨,由２０２２年２
月２２日的２８８３元/吨上涨至３月４日的３２６３元/吨.与小麦类似,中国稻米、玉米和大豆期现货价格在突

发事件爆发期间呈一定的短期波动.但这些上涨过程的持续时间均较短,之后快速下跌,未形成长期趋势.
需要注意的是,国内粮食期货价格波动幅度稍大于现货价格.这可能是因为新冠疫情、俄乌战争等突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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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容易导致期货投资者的心理预期发生变化,而粮食生产企业、贸易商的经营决策行为反应相对平缓.

４２　从长期来看,造成新一轮国际粮价上涨的因素仍将持续为中国粮食安全带来压力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造成新一轮国际粮价上涨的因素仍将持续为中国粮食安全带来风险和挑战.这些

因素包括国际化肥价格上涨、极端天气等重大不确定事件、国际粮食安全降至低水平等.

４２１　化肥价格上涨增加了中国粮食生产成本

化肥属于 “粮食的粮食”,化肥价格上涨必然推动粮食生产成本上升.中国是世界化肥生产和施用大国.
中国氮肥和磷肥能够自给自足,但钾肥尤其是氯化钾对外依存度高,５０％以上依赖进口.２０２１年中国从俄罗

斯、加拿大和白俄罗斯三国进口的钾肥占中国钾肥进口总额的８０％以上,仅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两国进口的

钾肥就占钾肥进口总额的５４％ (图５).２０２２年上半年,中国与俄罗斯、白俄罗斯的钾肥进口合同价格已经

确定,且钾肥运输线路均在俄罗斯境内,因此,俄乌冲突对中国钾肥进口的影响当年总体可控.但随着俄乌

战争持续,今后情况还不明朗.若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不能持续供应钾肥,或者两国钾肥合同价格上升,中国

粮食生产成本将被推高,从而对中国中长期粮食保供稳价带来压力.

图５　２０２１年中国钾肥进口国家分布

资料来源:海关统计数据在线查询平台 (http://４３２４８４９９７).
注:由于图中数据是四舍五入取整数,故加起来未达到１００％.

４２２　重大事件持续演化将对中国中长期粮食进口带来挑战

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离不开国际市场,这是由中国人均农业资源相对稀缺的基本国情决定的[１９].受极端天

气、疫情、俄乌冲突、中美战略博弈等重大事件持续影响,预计中长期国际粮食供给将减少.据FAO预测,

２０２２年全球谷物产量比２０２１年降低１４％,其中小麦、粗粮和稻米将分别降低０１％、１８％和２１％.大洋洲和

欧洲的谷物产量预计减少较多,分别降低１４１％和７７％ (表６).国际粮食供给减少将导致中国进口难度增加.

表６　全球谷物产量

地区 ２０２０年/百万吨 ２０２１年/百万吨 ２０２２年 (预测)/百万吨 比２０２１年变化/％

亚洲 １２３１９ １２３９８ １２３８４ －０１

非洲 １９８７ ２０２３ １９３４ －４４

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４２６ ４２７ ４１４ －３２

南美洲 ２３２５ ２２７５ ２５１８ １０７

北美洲 ４９５１ ４９５９ ４９４７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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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地区 ２０２０年/百万吨 ２０２１年/百万吨 ２０２２年 (预测)/百万吨 比２０２１年变化/％

欧洲 ５２４１ ５４９９ ５０７３ －７７

大洋洲 ５０１ ５５２ ４７４ －１４１

全球 ２７７５２ ２８１３２ ２７７４３ －１４

全球小麦产量 ７７６０ ７７８１ ７７７０ －０１

全球粗粮产量 １４８２３ １５０９６ １４８２８ －１８

全球稻米产量 ５１７０ ５２５５ ５１４５ －２１

　　注:粗粮指除小麦、稻米外的谷物.

各国的限制性贸易措施将进一步给中国粮食进口带来挑战.受疫情、地缘冲突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转

向粮食贸易保护主义.比如,白俄罗斯于２０２２年３月暂停小麦粉和荞麦出口;乌克兰５月限制荞麦、大米和

燕麦出口;其他国家包括阿根廷、阿尔及利亚、伊朗、土耳其、突尼斯和科威特等,限制包括玉米、大麦、
面粉、黑麦、植物油、大豆、动物油、盐、糖、番茄、马铃薯、茄子、洋葱等主要粮食和农作物的出口;特

别是５月１３日世界第二大小麦生产国印度宣布禁止小麦出口,在全球粮食市场引发巨大反响.在此背景下,
中国粮食进口可获得性将受到挑战.

４２３　国际粮食安全降至低水平增加了中国粮食安全的不确定性

自２０２０年起,全球营养不良人数及发生率均呈上升趋势.２０２１年预计全球营养不良人数达７０２亿~
８３亿人,比２０１９年增加０８３亿~２０９亿人.２０２１年营养不良发生率为８９％~１０５％,比２０１９年增长

０９％~２５％.WFP发出警告,“世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全球饥饿危机” “在短短两年内,面临严重粮食不

安全风险的国家从新冠疫情大流行前的５３个增加到今天的８２个,人数由１３５亿人增加到３４５亿人”.据

«２０２１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２０２０年超过２３亿人 (占全球总人口的３０％)无法保证全年获取充足食

物.中度或严重粮食不安全发生率在过去一年大幅飙升,相当于过去五年增幅的总和.在此背景下,作为世

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粮食安全难以 “独善其身”.
此外,西方国家颠倒黑白,指责因中国 “大量进口和囤积粮食”助长了全球通货膨胀和食品短缺,制造

并利用国际社会特别是缺粮发展中国家的恐慌,把粮食 “武器化”“政治化”,大搞地缘战略和阵营对抗.这

增加了中国粮食安全的不确定性.

5　应对国际粮食市场风险的对策建议

为应对国际粮食市场风险、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５１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一是落实

“藏粮于地”.落实好耕地保护制度,牢牢守住１８亿亩耕地红线.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将农田建设成良田.
二是落实 “藏粮于技”.增加现代种业等农业科技创新投入,增强农业科技创新,减少种子等关键农业生产

要素的对外依存度.三是优化生产布局.发挥区域优势,挖掘各生产要素的增产潜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

力.提高大豆、油料和玉米等进口依存度高的农产品的产能,缓解结构性短缺,减少对国际大豆、油料、玉

米的依赖.四是加强收储调控.不断丰富粮食调控 “工具箱”,综合运用轮换吞吐、库存拍卖和增加进口等

“组合拳”,实现更高水平下的粮食供需动态平衡.五是开展节粮减损.加强粮食仓储设施建设,建立粮食产

后服务中心,推广粮食产后减损技术,不断提升科学储粮减损能力.呼吁消费者减少粮食浪费,形成节约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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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的社会氛围.

５２　加强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风险监测预警和应急反应

一是构建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价格监测预警系统,开展全球市场动态与价格形势跟踪分析.密切监测全球

大宗商品市场价格走势,综合研判新冠疫情、俄乌战争、气象灾害等事件的发展趋势及影响,划分进口风险

等级,识别出重大风险点并向相关主体进行预警.二是制定应对国际市场 “黑天鹅”事件的应急反应预案.
采取多种手段应对突发事件,加强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监管,加强农产品供需双向调节,加强对资本炒作的

监管.三是增加郑州商品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农畜产品上市品种,大力发展人民币标价的粮食期货,吸

引国际投资者,进一步掌握粮食国际定价权,规避国际粮食市场风险.

５３　推进农产品进口多元化,维护开放与良性的世界农产品贸易格局

一是扩展粮食进口渠道.针对中国粮食进口市场较为集中、粮食进口话语权相对较弱的问题,中国应开辟

多元化粮食进口渠道,分散和降低国际市场风险.二是维护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坚决捍卫世界贸易组织

(WTO)的多边主义导向,反对个别成员违背 WTO规则、奉行单边贸易政策,倡导通过加强合作、平等对话

和协商谈判来解决贸易争端,不实施与 WTO规则不符的出口禁止或限制措施.三是积极推动区域自由贸易.扎

实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建设.四是加强国际经贸合作.推进与FAO、WFP等国际组织的合作.五是

展现大国担当.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和粮食净进口发展中国家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向贫弱国家提供粮食援助等.

５４　培育跨国涉农企业,增强国际粮食供应链管理能力

一是引导和支持涉农企业参与全球农产品供应链建设.引导和支持涉农企业扩展海外粮食进口通道,积

极建设国际粮食运输通道和物流基地,加大国内港口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安全运输能力.二是培育国际大粮

商,增强国际粮价定价权.国际大宗农产品贸易主要通过大型跨国粮商实现.目前中国缺少具有国际竞争力

和国际粮价定价权的大粮商,需加强培育中粮等大型粮食骨干企业,增强粮食国际贸易中的定价权.三是鼓

励国内粮食企业积极进行海外投资.鼓励企业在海外建立粮食生产、加工和储运基地,充分利用国际资源,
增强中国粮食供给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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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ewRoundofInternationalFoodPriceRise: Characteristics, Causes, EffectsandCountermeasures
HUANGJing　XIAOXiaoyong

Abstract:Internationalfoodpriceshavefluctuatedfivetimesinthepast６０yearsandhaverisenagainsince
２０２０ThelatestriseischaracterizedbyhighlevelsoffoodpricesandlargedifferencesinvarietiesThisstudy
arguesthatthecombinationofCOVIDＧ１９,theRussianＧUkrainianwar,globalclimateanomalies,andquanＧ
titativeeasingintheUnitedStateshasdrivenupinternationalfoodpricesAmongthem,thequantitativeeaＧ
singmonetarypolicyoftheUnitedStatesplaysaleadingroleDuetoChina’slowdependenceontheinternaＧ
tionalfoodmarketandtherelativestabilityofthefoodimportmarket,theriseininternationalfoodprices
hasalimitedimpactonChina’sfoodsecurityintheshorttermHowever,becauseofthelargeimportofpotＧ
ashfertilizer,majoreventscontinuetoevolve,andthedeclineofinternationalfoodsecuritytoalowlevel,
theriseininternationalfoodpriceswillstillbringsomepressuretoChina’sfoodsecurityinthelongrunIn
ordertocopewiththeriskofrisinginternationalfoodprices,thisstudyputsforwardcountermeasuresand
suggestionsfromtheaspectsofstabilizingdomesticproductionandsupply,strengtheningthemonitoringand
warningofglobalcommoditypricerisk,promotingthediversificationofagriculturalimports,andcultivating
multinationalagricultureＧrelatedenterprises
Keywords:TheNewRound;InternationalFoodPriceRise;Causes;Effects;Countermeasures

(责任编辑　张雪娇　卫晋津)

—０３—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23郾09（总 533）



风险规避VS风险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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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风险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利用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中国对７２个国家 (地区)的农

业直接投资数据,实证检验了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对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的影响.研究

发现:①现阶段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既不是单纯的风险规避也不是完全的风险偏好,而是同

东道国农业投资 风 险 呈 倒 U 形 关 系.现 阶 段 中 国 在 大 部 分 国 家 的 农 业 投 资 处 于 风 险 寻 求 的

“黄金期”(倒 U 形曲线左侧的样本约占７２７８％).②企业营业收入水平削弱了东道国农业投

资风险和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间的倒 U 形关系,企 业 的 “趋 利”现 象 使 得 其 对 风 险 的

敏感度整体下降,进入和退出东道国市场的速度均有所减缓,放大了风险.③中介机制检验表

明,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通过改变东道国制度质量进而影响中国对其农业直接投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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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２０１５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全面提出了新时期构建开放

型经济新体制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强调要建立促进走出去战略的新体制,构建外贸可持续发展新机制[１].
随着开放型经济战略的实施,中国农业国际贸易规模稳步提升,对外农业直接投资取得迅猛发展.截至２０２０年

底,中国企业对外农业投资广泛分布在全球１０８个国家和地区,在境外设立农业企业１０１０家,累计投资存量达

—１３—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２０23郾09（总 533）



３０２１９亿美元①.在此背景下,有关中国企业对外农业投资模式的问题引发了学者关注.其中,中国对外农业

直接投资规模与东道国投资风险之间的关系成为众多学者关注和争论的焦点之一.由于起步晚,与发达国家相

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较多地进入一些制度环境不成熟、投资空间较少、被欧美等发达国家占据的发展中国家[２].
因而,中国 “走出去”企业往往会遭遇东道国制度安排缺失所引发的投资风险较高的问题.２０１５年 «纽约时报»
发文就中国对外投资风险问题进行了讨论,文章指出 “在很多政治和法律制度高风险的国家,中国的影响尤为广

泛”“在全世界风险最高的１０个国家中,中国在其中５个国家是最大的投资者”[３].国内外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也

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偏好导致更易进入制度较差、风险更大的国家[４Ｇ６],这显然与传统的投资理论相悖.内部

化理论认为,较高的东道国风险使得企业在当地经营的难度加大,巨额沉没成本无法收回的可能性升高,此时对外

投资的吸引力自然就越小[７],即对外投资与东道国的市场风险之间存在着负向的相关关系[８Ｇ９],类似的观点还有罗

伟和葛顺奇[１０]、杨娇辉等[１１].然而Cheung和Qian[１２]、王永钦等[１３]持不同观点,他们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

东道国的政治风险缺乏敏感性.显然,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到底是风险偏好还是风险规避,目前学术界仍有争

论.此外,由于投资体量与其他产业存在差距,抑或受到数据可得性的影响,目前学术界关于东道国投资风险偏好

问题的讨论仍集中于整个对外直接投资领域.而少部分已有关于对外农业直接投资风险相关的研究中,较多从定性

角度分析中国对外农业投资面临的风险类型[１４]和防范风险的必要性[１５Ｇ１６],从东道国投资风险角度探讨其对中国对

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的影响研究尚少.一方面,随着中国农业国际化的快速推进,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将持续走

高,兼具投资成本大、周期长的农业投资,具有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交织的双重属性,易受自然环境和市场需

求等因素影响,客观上决定了农业投资风险呈现来源广、种类多的特征[１７],海外投资过程极易造成损失;另一方

面,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是否会出于 “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寻求而对东道国投资风险缺乏敏感.
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世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激增②.２０１６年以来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增速连年

下滑 (仅２０１８年短暂回升③),那么东道国投资高涨的投资风险对中国对外农业投资规模是否存在显著影响?
本文尝试回答上述问题,这对于下一阶段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扩大投资规模、推进农业国际化

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２１　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

　　Willett认为风险是关于不愿发生的事件的不确定性之客观体现[１８],Knight进一步将可度量的不确定性

称作风险[１９].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跨国金融业使得各国经济深度绑定,为了客观评估各国的征信水

平,保证资本国际流通风险整体可控,国家政治风险、经济风险、主权信用风险和对外投资风险等东道国宏

观环境风险评级次第诞生.其中,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即为对外投资领域衍生的行业风险评价之一.陈伟和

熊启泉将中国农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国家风险划分为政治政策、经济政策、国家法律、国家债务危机

和非传统风险五大类[２０].汪晶晶等将中国农业投资环境划分为政治与法律环境、经济与对外开放环境、基础

设施与公共服务环境、农业生产环境四方面[２１].胡殿毅等将中国在东盟的农业投资环境划分为政治与法律环

境、经济及对外开放环境、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环境和农业生产环境四个维度[２２].综上可见,评价指标选取

方面已有研究主要基于东道国的宏观环境因素,从东道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进行考量评价,并将农业

产业特征纳入考虑,为本文后续构建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指标体系提供了经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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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农业投资合作分析报告 (２０２１年度总篇)».
据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官网数据测算,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涨１５１３７％,年均上涨１８９２％.此处将原始月度数据

平均化处理得到年度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
据商务部 «２０２０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测算,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中国农、林、牧、渔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增速依次为

２７８０％、－２３７１％、２１９％、－４８１％和－５５７８％.本文将农、林、牧、渔业对外投资统一为对外农业投资.



２２　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与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

关于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对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的影响目前学术界研究较少,较多的研究集中于

东道国宏观环境风险对整个对外投资领域,且研究结论仍存在争议.
争议一:东道国投资风险抑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即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属于风险厌恶型.国际生

产折中理论认为,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是企业开展对外投资的必要条件,东道国的区位优势

是吸引外资的重要筹码.当东道国区位优势向不利于外资企业目的寻求的方向演变时,便刺激爆发局部东道

国投资风险.随着东道国社会不稳定性因素升高,制度约束下降,外资企业为东道国非市场机制行为所支付

的资金如同不规律的税收,提高了投资的运营成本[２３Ｇ２４],对投资活动产生 “摩擦效应”.同时,东道国投资

风险伴随政府稳定性降低、行政效率及社会安全下降[２５]、司法监督失灵,甚至出现资产被征收的可能性,这

些因素显然不利于外资企业在东道国投资活动开展,即中国向投资环境风险系数过大的国家直接投资的概率

较小[２６].但也有学者认为,东道国风险对外来投资的影响取决于风险的具体类型或外来企业性质,如政治风

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２７];相比国有企业,私有企业对东道国投资风险更敏感[３].上述东

道国投资风险对外来投资的抑制影响也可总结为 “制度阻碍论”.
争议二:东道国投资风险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即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属于风险偏好型.虽然东

道国投资风险伴随政府效能下降导致投资相关审批程序冗繁、投资者时间等待成本上升等问题,但此时企业

通过建立政治关联、关系网络等非市场机制可以绕开制度环境障碍[２８].在此背景下,企业对东道国非市场机

制的寻求作为一种次优选择对投资活动发挥明显的润滑作用[２８Ｇ２９],因而制度质量较低的东道国反而更能吸引

企业投资[３０].同时,制度质量较低会进一步降低东道国政治制度对政府官员参与非市场机制行为的约束,使

得投资扭曲性激励被强化[２８],类似观点还有Buckley等[５]、Ramasamy等[３１].Kolstad和 Wiig也发现外资对

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反而会产生强烈偏好[３２],并表现出不规避政治风险的特征[３３Ｇ３４].此外,东道国投资风险

上升有可能通过降低社会法律约束,使得外来生产者违法成本降低,进一步放大外资企业在当地投资生产的

合法性.上述风险对投资促进的观点也可总结为 “制度拉力论”.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经验研究,东道国投资风险对外来投资的影响均未得到较为一

致的结论,而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东道国投资风险对外来投资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且这种差异可能呈

现出非线性特征,即不同大小的东道国投资风险对外来投资的影响可能不同,甚至截然相反.

２３　盈利水平与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

企业对外农业投资以营利作为主要目的,因此企业盈利水平和投资规模有着天然联系.那么在东道国农

业投资风险和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的影响关系中,企业是否会因为盈利水平提升产生 “趋利”现象而

无视投资风险,抑或由于畏惧风险而出现 “避害”的现象.由此推断盈利水平可能在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影

响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发挥正向或者负向的调节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假说 H１: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抑制了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

对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有负向影响;假说 H２: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促进了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
对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有正向影响;假说 H３: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与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之间存

在非线性关系;假说 H４:企业盈利水平在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和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之间发挥正向

或负向的调节作用.

3　指标选择、 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３１　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存量 (Stockofoutward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gri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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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DIA).本文选择中国企业年度在一国的农业直接投资存量之和 (万美元)表征中国年度对该国的农业直

接投资规模.该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企业对外农业投资数据库.根据 «中国对外农业投

资合作分析报告 (２０２１年度总篇)»,截至２０２０年底,中国企业在全球１０８个国家 (地区)设立农业企业

１０１０家.由于数据匹配的可得性,本文最终选择７２个国家 (地区)① 作为研究对象.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中国

在样本区域投资存量规模均超过年度存量总额的７５％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依次为７５７３％、８６４０％、８５６０％、

８６９０％和８６８１％),因此选择样本区域国家 (地区)研究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对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的

影响具有代表性.
解释变量: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 (Agriculturalinvestmentriskinhostcountry,AIR).本文借鉴已有研

究[２０Ｇ２２,３５],从东道国政治监管、经济金融、社会基础和农业生产经营４个维度构建东道国农业投资环境风险

评价指标体系 (表１),测度东道国农业投资环境稳定程度,用以衡量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大小.

表１　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风险评价指标变量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数据来源

政治监管风险 A１

政治稳定性 (B１１) 　用以衡量东道国政治不稳定和出于政治动机的暴力、恐怖主义的可能性,
分值范围－２５~２５分,分值越高政府越稳定

WGI

政府有效性 (B１２) 　衡量公共服务及行政部门独立于政治压力,制定政策和执行的质量,分值

范围－２５~２５分,分值越高政府有效性越强
WGI

控制腐败 (B１３) 　反映公民对公共权利为私利行使的看法,分值范围－２５~２５分,分值

越高表明腐败控制力度越好
WGI

外部冲突 (B１４) 　衡量现任政府因外国行动而面临的风险,包括非暴力外部压力和暴力外部

压力,分值范围０~１２分,分值越高外部冲突越小
ICRG

内部冲突 (B１５) 　衡量东道国政治暴力,由内战、恐怖主义和内乱三个部分组成,分值范围

０~１２分,分值越高冲突越小
ICRG

法律效率 (B１６) 　反映代理人对社会规则的信心和遵守程度的看法,分值范围－２５~２５
分,分值越高法律效率越好

WGI

经济金融风险 A２

国民储蓄 (B２１) 　用国民总储蓄与 GDP的比值衡量东道国储蓄水平,比值越大储蓄水平

越高
IMF

税收负担 (B２２) 　用总税款占商业利润的比例衡量东道国税收负担,比值越大税负越重 DB

通货膨胀 (B２３) 　以 GDP隐含价格平减指数年增长率衡量通货膨胀,数值越大通货膨胀越

严重
WDI

汇率水平 (B２４) 　以东道国国家当局确定的汇率或由合法的外汇市场确定的汇率衡量汇率水

平,数值越大则本币汇率上升
WDI

外债规模 (B２５) 　用东道国债务人在未来一个或多个日期向债权人支付所有负债占 GDP的

比例衡量外债规模,比例越大外债规模越高
IMF

偿债能力 (B２６) 　以东道国经常账户余额占 GDP的比例衡量偿债能力,比值越大偿债能力

越强
IMF

社会基础风险 A３

社会安全 (B３１) 　用恐怖主义风险衡量社会安全,分值范围０~４分,分数越高,恐怖主义

风险越低,社会越安全
ICRG

文化冲突 (B３２) 　用种族、民族或语言分歧而导致的紧张程度衡量文化冲突,分值范围０~
６分,分值越大文化冲突越小

IC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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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埃及、埃塞俄比亚、爱尔兰、安哥拉、澳大利亚、巴基斯坦、巴拿马、巴西、白俄罗斯、保加利亚、比利时、
波兰、玻利维亚、德国、多哥、俄罗斯、厄瓜多尔、法国、菲律宾、芬兰、冈比亚、刚果 (布)、刚果 (金)、哥斯达黎加、哈萨克斯坦、韩

国、荷兰、加拿大、加纳、津巴布韦、喀麦隆、科特迪瓦、肯尼亚、罗马尼亚、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里、美国、蒙古国、秘鲁、缅甸、
摩洛哥、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南非、尼日利亚、日本、瑞士、塞拉利昂、塞内加尔、斯里兰卡、泰国、坦桑尼亚、突尼斯、乌干达、乌克

兰、乌拉圭、西班牙、新加坡、新西兰、匈牙利、以色列、意大利、印度、印度尼西亚、英国、越南、赞比亚、智利和中国香港.



(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数据来源

社会基础风险 A３

就业水平 (B３３) 　用东道国失业人数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衡量失业率 WDI

城镇化率 (B３４) 　用东道国城镇人口占社会总人口的比例衡量城镇化水平,数值越大城镇化

率越高
WDI

通信能力 (B３５) 　用东道国每百人拥有移动电话数量衡量该国通信能力,数值越大通信越便

捷通信能力越好
WDI

创新水平 (B３６) 　用东道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例衡量创新水平,比值越大创新水

平越高
WDI

农业生产

经营风险 A４

农业规模 (B４１) 　用东道国农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例衡量农业规模,比值越大农业规模

越大
WDI

农业基础 (B４２) 　用东道国农业原材料进口占商品进口的比例衡量东道国农业基础,比值越

大代表农业原材料进口越多农业基础越差
WDI

农地面积 (B４３) 　用东道国农业用地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表示农业用地水平,比例越大表示

农业用地面积越多
WDI

自然灾害 (B４４) 　用东道国自然灾害 (包括洪涝、干旱、病虫害和地震等２０余种灾害类型)
总受影响人数表示灾害水平

EMＧDAT

劳动力成本 (B４５) 　用东道国就业人口的人均 GDP衡量东道国的劳动力成本 WDI

劳动力结构 (B４６) 　用东道国１５岁及以上的人口中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比率表示劳动力结构 WDI

　　注:WGI (TheWorldwideGovernanceIndicators)指全球治理指标,ICRG (InternationalCountryRiskGuide)指国际国家风险指南,IMF
(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DB (DoingBusiness)指世界营商环境数据库,WDI (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指

世界发展指标;EMＧDAT (MergencyEventsDatabase)指全球灾害数据库.

具体风险评价方法方面,本文采用熵权ＧTOPSIS法.一方面,熵权法可以根据待估数据携带的信息熵给

出客观权重,克服了人为给定权重对数据本身造成的估计损失;另一方面,TOPSIS法避免了数据的主观性,
不用具体的目标函数和其他相关检验即能够较好地刻画多个影响指标的综合影响力度.通过数据处理后可得

７２个样本分年度的风险得分情况 (分值为０~１分),数值越大代表该国家 (地区)农业投资风险得分越高,
风险越低,投资环境越稳定.需要说明的是,为了便于后文分析,此处将评估所得的风险得分指数进行逆向

标准化处理,处理后值越大代表风险越大.
调节变量:盈利水平 (Operatingincome,OI).本文用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企业年度在东道国的营业

收入之和 (万美元)表征盈利水平,进而检验其在东道国投资风险和中国对外农业投资规模间的调节效应.
该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企业对外农业投资数据库.

中介变量:制度质量 (Institutionalquality,IQ).考虑到东道国制度质量可能在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和

中国对外农业投资规模间发挥中介效应,本文进一步选取东道国制度质量作为中介变量进行机制检验.具体

而言,选取东道国的监管质量表征东道国的制度质量水平,监管强度越大,制度质量越高.东道国监管质量

数据来自全球治理指标 (WGI)数据库.
控制变量:为了增强模型的稳健性,本文加入以下控制变量.①外商投资指标 (Foreigninvestment,

FI),加入外商投资变量旨在考察外资可能对中国农业投资存在的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外资利用水平可

以衡量东道国当局对外资的接纳程度,外资规模越大表明东道国对外来资本的包容度越高,长期利用外资使

东道国的外资利用环境相对宽松,因此外来生产主体能够快速拓宽在东道国的投资市场,这些因素显然有利

于中国农业资本在东道国的落地.然而另一方面,进入东道国的外资和中国对东道国农业投资也形成竞争关

系,从而可能对中国在东道国农业投资产生 “挤出”效应.因此,本文选用东道国的外商投资额 (亿美元)
表示东道国的外资吸纳水平.②环境规制指标 (Environmentalregulation,ER). “污染光环”和 “污染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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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效应表明外来资本对东道国环境污染将产生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因此东道国的环境规制程度将直接影响

外来资本进入东道国的环境门槛,甚至决定生产主体是否能够进入东道国.为此,本文选择东道国清洁能源

占总能源消耗的比例来表征东道国的环境规制水平,清洁能源占比越高表示该国越重视环境保护,越趋向选

择清洁能源,进而拥有较高的环境规制水平.③基础设施指标 (Infrastructurelevel,IL).国际生产折中理

论认为,东道国的区位优势是影响外资流入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区位优势指的是生产主体在东道国获得生产

要素成本降低、竞争对手薄弱等优势.完善的东道国基础设施水平可以大幅降低外来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

吸引外资流入.一般而言,电力通达程度表示东道国当局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力度,通电率越高表示越多

的居民能享受到电力通达带来的生活便捷程度和其他福利效应,为此本文用东道国通电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

比衡量东道国的基础设施水平.④市场准入 (Marketaccess,MA).从贸易保护和贸易自由化视角来看,越

宽松的东道国市场环境越利于外资进入.本文选用东道国企业注册资产获得资产产权所需的天数表示市场准

入成本,天数越高表示准入成本越高,反之则越低.⑤经济发展水平 (Levelofeconomicdevelopment,

LED).国际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理论认为,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外资流入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国家不同

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外资流入和资本流出的比例和规模.本文选用东道国的人均 GDP (美元)代表东道国的经

济发展水平.⑥市场潜力 (Marketpotential,MP).经济增速越高,东道国的市场活力程度越大,投资潜力

越高.本文选择东道国的 GDP增速表征东道国的投资潜力.⑦企业数量 (Numberofenterprises,NOE).
境外注册企业数量 (家)可以表征母国公司对东道国的投资力度,同投资规模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选择年

度中国对外农业投资在东道国的企业数量作为控制变量之一.
控制变量数据除企业数量来自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企业对外农业投资数据库外,其余数据均来

自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
由于本文研究涉及国家较多,原始数据存在少部分缺失,对于缺失数据本文通过线性插值法补齐.同

时,为了避免数据量纲差异造成的模型异方差问题,本文对东道国农业投资存量、盈利水平、外商投资、经

济发展水平和企业数量进行取对数处理.对于部分国家外商投资净额存在负数不能取对数的情况,参考秦朵

和宋海岩的研究,将外商投资净值加一个常数使其变为正数然后再取对数[３６].由于本文选取外商投资净额作

为控制变量的初衷是比较东道国不同外商投资规模对中国投资规模的影响,因此数值正负仅作为衡量彼此之

间的大小,不存在其他性质差异.为了尽可能多地保留样本,对于原始数据包含０的指标变量,在其原始数

据的基础上加１再取对数,最终获得７２个国家 (地区)５年的平衡面板数据 (表２).

表２　指标变量列表

变量名称 变量代码 单位 观察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对外农业投资存量 lnAOFDI 万美元 ３６０ ７７８６ ２６８８ ０００１ １３４６８

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 AIR [０,１] ３６０ ０４８５ ０２１６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盈利水平 lnOI 万美元 ３６０ ５４６４ ４３２２ ００００ １５１５５

制度质量 IQ [－２５,２５] ３６０ ０１８１ １００２ －１７２０ ２２３０

外商投资 lnFI 亿美元 ３６０ ８１９１ ０２４４ ４６０５ ９０１２

环境规制 ER ％ ３６０ ３３６１８ ２８８５６ ００８０ ９７０３０

基础设施 IL ％ ３６０ ８３１５１ ２４９４３ １７０４２ １０００００

市场准入 MA 天数 ３６０ ６８５３ ３２２７ １０００ １７０００

经济发展水平 lnLED 美元 ３６０ ８７４９ １４９９ ６０６６ １１３５８

市场潜力 MP ％ ３６０ １８８２ ４１００ －１７９４５ １０５０８

企业数量 lnNOE 家 ３６０ ２６６０ ０６１４ －２３０３ ４６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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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模型构建

３２１　基础回归模型构建

自引力模型运用到贸易分析领域以来,贸易引力模型被广泛应用于测算国际贸易潜力研究,成为研究贸

易潜力最为经典的方法之一[３７].贸易引力模型旨在探究区域经济合作对双边贸易情况的影响,而本文将东道

国农业投资风险外化为区域经济合作因素之一,由此贸易引力模型对本文研究有较好的适用性.鉴于此,本

文基于风险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构建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对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影响的基准模型:

lnAOFDIit＝β０＋β１AIRit＋β２controlit＋εit (１)

lnAOFDIit＝α０＋α１AIRit＋α２AIR２
it＋α３controlit＋δit (２)

模型 (１)为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对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影响的线性模型,模型 (２)为东道国农

业投资风险对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影响的非线性模型.模型 (１)中,i表示国家,t表示时间,β０ 为

截距项,β１ 和β２ 为相应的估计系数,εit 表示随机干扰项.AIR 表示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AOFDI 表示中国

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control为控制变量集,包括外商投资、环境规制、基础设施、市场准入、经济发展

水平、市场潜力和企业数量.模型 (２)中,α０ 为截距项,α１、α２、α３ 为相应的估计系数,δit 表示随机干扰项,

AIR２ 表示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的平方项.

３２２　调节效应模型

调节是探讨多种变量间关系的重要方法,若因变量Y 和自变量X 的关系随变量Z 的变化而改变,则认

为Z 在X 与Y 之间存在调节效应,此时Z 被称为调节变量.前文理论分析可知,盈利水平可能影响东道国

农业投资风险与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之间的关系,因此初步判定盈利水平是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与中

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关系的调节变量,为此构建模型 (３):

lnAOFDIit＝φ０＋φ１AIRit＋φ２AIR２
it＋φ３lnOIit＋φ４AIRit×lnOIit＋φ５AIR２

it×lnOIit＋

φ６controlit＋Cit (３)
模型 (３)中,OI为盈利水平,φ０ 是截距项,φ１ ~φ６ 为相应的估计系数,Cit 表示随机干扰项.AIRit ×

lnOIit 是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一次项和盈利水平的交互项,AIR２
it×lnOIit 是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二次项和盈

利水平的交互项.检验调节效应是否存在主要看盈利水平与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二次项交互项的系数是否显

著,如果回归系数显著则表示调节效应显著.进一步需要通过系数符号的正负性来判定调节效应结果,当交

互项和主效应系数符号不同时,调节变量削弱主效应,反之则强化主效应.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模型同时引

入盈利水平和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一次项、二次项本身及其交互项,可能造成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本文

进一步对模型交互项进行去中心化处理,以缓解多重共线性对带来的不利影响.

4　实证结果及分析

面板数据通常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然而由于固定效应模型可以将扰动项中的个

体和时间异质进行控制,同时将可能导致内生性的误差估计出来,从而提高模型估计结果的一致性,因此本

文选择时间和个体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此外,为消除序列相关和异方差等问题,本文模型估计均采用聚类稳

健标准误,以确保估计结果准确有效.

４１　基准模型

表３模型 (１)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的一次项不显著,表明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对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

资规模的线性关系不显著.进一步,在模型 (１)的基础上加入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的二次项,模型 (２)中

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的一次项、二次项分别在１％和５％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和中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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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存在非线性关系.其中,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二次项系数为－９３１９,曲线拐点为

０６０９,位于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取值范围 [０,１]① 内;当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取最小值０时曲线斜率大

于零 (１１３４７),取最大值１时曲线斜率小于零 (－７２９１),满足变量间存在倒 U 形关系的条件②.上述

实证结果对前文假说 H１、H２、H３进行了回应,现阶段中国对外农业投资既不是单纯的风险规避也不是

完全的风险偏好,而是和风险呈现倒 U形非线性关系,倒 U 形曲线两端东道国风险最小或最大时中国对

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均较小,当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适中时,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反而较大.

表３　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影响中国农业投资规模基准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２)

lnAOFDI lnAOFDI

AIR
３２１４ １１３４７∗∗∗

(２８４４) (４３７１)

AIR２
－９３１９∗∗

(４４０９)

lnFI
－０１４６ －００３６
(０４５４) (０２７９)

ER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３)

IL
－００７７∗∗ －００６０∗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１)

MA
－０１６６ －０１７３∗∗∗

(０１３０) (００５６)

lnED
－０６９４ －０６７７
(０６９１) (０７９７)

MP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３１)

lnNOE
１６２３∗∗∗ １６４６∗∗∗

(０１７２) (０２５０)

常数项
１６２９５∗ １２８３１
(９２４２) (８１３７)

个体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N ３６０ ３６０
WithinＧR２ ０２６０ ０２７２

　　注:系数为标准化系数,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表４、表５同.

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是其宏观环境稳定性的集中体现,当风险较小时,东道国社会治理体系趋于完善,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然而,完善的内部制度环境在降低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的同时也衍生出较高的环境规制

和贸易保护政策等外资进入不利条件,从而使外资准入门槛升高.同时,当东道国内部发展环境相对稳定,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国内自有资金相对充裕,对外来资本依赖程度下降,出于保护本国市场的目的会限制外

资流入.当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较小时,中国对外农业投资规模反而较低;随着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上升,
东道国制度约束降低,投资环境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升高.一方面,较低的制度约束放松了东道国原有严格的

市场管制,企业可以通过非市场机制绕过高制度质量环境障碍,从而简化投资程序,获得提前掌握东道国投

资动态的先机;另一方面,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水平升高伴随法律效率下降,企业违法成本降低,扩大了生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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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原则上东道国的风险取值范围不会为极端值０或１,此处是逆向标准化处理后的风险值,逆向标准化后风险的最小值取０,最大值取

１.逆向标准化原因前文已经解释此处不再赘述.
借鉴 Haans等的研究,验证变量间的倒 U形关系需要满足:a 变量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b 曲线的拐点位于样本变量的取值范围

内;c 当样本量取最小值时曲线斜率为正,取最大值时则为负[３８].



产的合法性,促使企业投资规模扩大[３９],即在东道国劣势制度反向激励背景下企业存在风险寻求现象.随着

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上升,企业对外农业投资规模趋向扩大,即倒 U 形曲线的左半边.当风险超越阈值后,
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攀升使得社会不稳定性进一步上升,社会秩序紊乱严重,合同履约、交易付款等不确定

性增加,同时较高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开始制约投资者的生产安全,冲击企业生产的运输链和供应链,导致企

业投资难度加大.随着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再次上升,中国企业对其农业直接投资规模逐渐缩小,存在风险

厌恶现象,即倒 U形曲线的右半边 (图１).

图１　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影响中国对外农业投资规模示意图

在本文的３６０个样本中,未超阈值０６０９位于倒 U 形曲线拐点左侧的有２６２个样本,占总样本的

７２７８％.这也表明,现阶段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绝大多数位于投资风险上升促进投资规模扩大的区域,
绝大部分农业直接投资活动趋向于风险偏好,仅在少部分的国家 (２７２２％)农业投资出现规避风险现象.
这表明,当前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正处于风险寻求的 “黄金期”.既往研究从线性角度考虑东道国投资风

险对外来投资的影响存在一定的缺陷,忽略了不同风险规模对投资活动造成的 “规模”效应,非线性模型估

计更贴近实际情况;同时,非线性回归结果也为解释同一投资主体不同时期对同一东道国投资规模差异提供

了思路.

４２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基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尝试改变估计策略,进行稳健性检验.

４２１　替换被解释变量

考虑到东道国投资风险对外来的影响可能具有滞后性,本文对被解释变量投资规模滞后一期进行估计.
结果显示,表４模型 (３)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的一次项、二次项均在５％的水平上显著,仍然证明东道国农

业投资风险和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存在倒 U形关系,表明基准回归是稳健的.

４２２　更改样本时间区间

２０１６年以来中国对外农业投资增速呈现逐年下降趋势,但２０１８年出现短暂回升,考虑到个别年份波动

对模型估计结果造成的影响,将２０１８年的样本剔除再次进行回归.结果表４模型 (４)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

的一次项、二次项均在１％的显著水平上显著,仍然证明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和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

存在倒 U形关系,表明基准回归是稳健的.

４２３　缩尾处理

由于本文研究涉及较多国家层面的数据,而各国由于发展水平不同,在人均收入、吸引外资等水平方面

存在差异,部分国家可能差异极大.考虑到数据可能的异常值会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对所有变量进行上下

１％的缩尾处理以降低极端值和异常值的干扰.表４模型 (５)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的一次项、二次项分别在

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再次证明基准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９３—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２０23郾09（总 533）



表４　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影响中国农业投资规模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

变量
(３) (４) (５) (６)

lnAOFDI lnAOFDI lnAOFDI lnAOFDI

AIR
１７３２６∗∗ １２７８４∗∗∗ ４４４９∗∗ ０５０４∗

(６９１７) (３２５８) (６５３１) (５３０１)

AIR２
－１４３２１∗∗ －１０３１８∗∗∗ －４４４５∗ －４４７５∗∗∗

(６７０１) (２９７４) (５５４４) (６２４２)

lnFI
－０３９８ －０１４８ －０３１０ ０２４３
(０３２７) (０５５４) (１７８４) (０２３９)

ER
００９９∗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４
(００５８) (００１４) (００３７) (００４５)

IL
－００６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４９ －００２３
(００４３) (００１７)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７)

MA
－０１６３∗∗ －０１２４∗∗∗ －０１５５ －０１１８
(００６８) (００４７) (０１４７) (００９５)

lnED
－０２４５ ０６６４∗∗ －０９８９ －０２７３
(１００４) (０２５９) (０７０８) (０５６３)

MP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３８) (００２０) (００３４) (００２５)

lnNOE
２２８３∗∗∗ ２０７４∗∗∗ ２７７１∗∗∗ ３６０８∗∗∗

(０７０４) (０２２６) (０６６９) (０９０４)

常数项
５６４０ －４９６１ １４６４１

(１０５０４) (５７０９) (１８７１８)
个体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KleibergenＧPaaprkLMstatistic检验
２０９９７
(０００１)

CraggＧDonaldWaldF检验
３５３６６
(７０３０)

N ２８８ ２８８ ３６０ ２８８
WithinＧR２ ０１９５ ０２５７ ０１９７

　　注:KleibergenＧPaaprkLM 检验为不可识别检验,原假设为 “工具变量识别不足”,因此当p 值小于０１时拒绝原假设.CraggＧDonald
WaldF检验为弱工具变量检验,要求检验值一般过１５％或１０％的临界值则通过检验,本文括号内报告１０％的临界值.

４３　内生性讨论

考虑到基准模型可能由于遗漏变量及测量误差等因素存在内生性问题,进而导致估计结果偏误,本文参

考林毅夫和姜烨的研究,选取内生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以缓解模型的内生性问题[４０].表４
模型 (６)采用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的一次项、二次项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并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进行估计.结果表明,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一次项、二次项分别在１０％和１％的水平上显著,再次证明基准

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４４　进一步讨论

考虑到不同东道国风险规模差异会导致风险对边际投资规模的影响不同,按照投资风险大小,将样本国

家划分为高于风险均值的高风险国家和低于风险均值的低风险国家进行异质性检验.表５模型 (７)结果显

示,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和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的倒 U形关系在低风险国家依然显著,但在高风险国

家不显著 (不显著结果未列出).可能的原因是,具有较高农业投资风险的国家社会稳定性较低、投资环境

恶劣,中国对其农业投资规模较小,因此倒 U形关系不显著.
考虑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异质性,进而导致其农业投资风险在影响中国农业

直接投资规模时存在差异.本文根据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的分类,将样本国家划分为高收入国家 (高收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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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国家和中高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 (中低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两类进行异质性检验.表５模型

(８)估计结果显示,倒 U形关系在高收入国家显著,在低收入国家未表现出显著性 (不显著结果未列出).
可能的解释是,低收入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整体社会制度发育不完善,虽然较低的制度约束吸引了外来

资本的进入,但较低的社会约束也导致合同违约、资产征收等不确定性事件频发,进而对外来投资者造成损

失,因此一正一负抵消了预期的显著性.
为了进一步检验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影响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的机制,本文从东道国制度质量视角

检验其是否存在中介机制.表５模型 (９)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在１％的水平上和东道国制度质量呈负相关,表

明东道国投资风险显著降低了国内的制度质量.模型 (１０)控制了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后的东道国制度质量的

间接影响并不显著.温忠麟和叶宝娟认为,这种情况下可进一步用Bootstrap法检验中介效应乘积区间以进一步

判断中介效应是否存在,若乘积区间不包含０则中介效应存在[４１].估计结果显示,中介效应乘积区间为 [－
２７６９,－０５４４],显著不包含０,表明中介效应存在.同时,模型 (１０)控制了中介变量东道国制度质量后,
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对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的直接影响依然显著,表明东道国制度质量发挥部分中介作

用,即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通过东道国制度质量进而影响中国企业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实证结论也再次印

证了前文的论述,即东道国风险影响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的效应主要通过改变制度质量来实现.

表５　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影响中国农业投资规模进一步分析估计结果

变量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lnAOFDI lnAOFDI IQ lnAOFDI lnAOFDI

AIR
２２５９７∗∗∗ １３７５２∗∗ －０５７３∗∗∗ １２０８６∗∗∗ １４３９８∗∗∗

(７７４７) (５８０８) (０１６０) (４４８７) (４００２)

AIR２
－２６１４２∗∗ －１１７８９∗ －９７８２∗∗ －１１７６０∗∗∗

(１２６７６) (６８８３) (４４５６) (３９７３)

IQ
０５８５
(０７８７)

lnOI
０１０３∗∗∗

(００２８)

AIR×lnOI
－１５５０∗∗∗

(０２６６)

AIR２×lnOI
１３０２∗∗∗

(０２６２)

常数项
３３００ －９２３２ －０３１５ １２８４３ １４６６７∗∗

(２２７０５) (２３８６８) (０６１６) (８１４４) (７２１０)

Bootstrap法检验 [－２７６９,－０５４４]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个体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N １８８ １９０ ３６０ ３６０ ３６０
WithinＧR２ ０２５５ ０２０９ ０１５０ ０２７３ ０４４５

表５模型 (１１)反映了中国对外农业投资营业收入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Haans等认为,倒 U形关系的

调节作用会产生曲线斜率的变化和曲线拐点的移动两个方面的影响[３８].一是曲线拐点两侧变得更平缓或是陡

峭,若解释变量二次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且与主效应符号相反,表示调节变量削弱了倒 U形曲线前半段的正向

效应和后半段的负向效应,表现为拐点两侧曲线变得更平缓;若解释变量二次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且与主效应

符号相同,则表示调节作用会增强倒 U形曲线前半段的正向效应和后半段的负向效应,表现为拐点两侧曲线

变得更陡峭.二是曲线拐点向左或向右移动.若回归系数φ１φ５－φ２φ４＞０,则曲线拐点向右移动,小于０则

曲线拐点向左移动.
模型 (１１)回归结果显示,中国对外农业投资营业收入和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一次项、二次项的交互项

—１４—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２０23郾09（总 533）



均在１％水平下显著,二次项交互系数为１３０２与总效应系数 (－１１７６０)符号方向相反,表明中国对外农

业投资营业收入削弱了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和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的倒 U 形关系,使得 U 形曲线两

端变得更平缓,假说 H４得到验证.
当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营业收入较低时,虽然东道国低农业投资风险促进了中国农业直接投资规模的

增加,但企业整体营收却不尽如人意,迫使企业产生了 “三思而后行”的观望心理,减缓了市场进入的速

度;风险越过阈值后,农业投资营业收入的增加使得企业盈利水平整体上升,此时虽然较高的东道国农业投

资风险破坏了东道国的农业投资环境,迫使企业缩减投资规模,但在超额利润的加持下企业缩小投资规模的

速度减缓,即在高风险面前企业出现 “趋利”现象,降低了对原有风险的敏感度.长期来看,中国对外农业

直接投资营业收入水平提升可以有效缓解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扩大带给中国对外农业投资规模减退的压力.
此外,表５模型 (１１)中回归系数φ１φ５－φ２φ４＝０５１８大于零,表明曲线拐点会向右移动,即营业收入

使得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上升促进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增长的阈值扩大,东道国投资风险对中国对外

投资规模抑制的阈值推迟到来.可能的解释是,随着企业营业收入水平的提升,投资有利可图进一步放大了

其在东道国投资生产的 “风险寻求”效应,扭曲性激励促使企业加快劣势制度寻求,有效降低了企业的投资

障碍,节省了投资成本,使得企业抵御风险的韧性增强、对风险的敏感度下降,最终放大了企业的风险寻求

空间.

5　研究结论和对策建议

本文利用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中国对７２个国家 (地区)农业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探究了东道国农业投资风

险和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的影响关系,并考察了企业盈利水平的调节作用,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现阶段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同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呈倒 U 形关系,其极值点为０６０９.初期由

于东道国低投资风险伴随的 “制度高压”,中国对东道国的农业投资规模整体较小;随着东道国农业投资风

险的上升,在劣势制度反向激励效应下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促进了中国企业对外农业投资规模的提升.这与

刘海猛等的研究有相似之处,他们发现中国很多投资流向了风险较大的国家,某种程度上出现了投资量大与

国家风险高并存的 “投资悖论”现象[４２].当风险超越阈值后,东道国攀升的农业投资风险通过降低国内制度

质量,进而对外来农业投资发挥抑制作用.这与王丽丽的研究结论相似,她认为整体上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

资会选择风险相对较低的市场,表现出明显的风险规避特征[３].总体而言,现阶段中国在大部分国家的农业

投资位于倒 U形曲线的左侧 (７２７８％的样本位于倒 U 形的左侧),因此当前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大部分

正处于风险寻求的 “黄金期”.本文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既有研究单方面考虑风险对投资的抑制或者促进

作用,鲜有在统一框架下讨论同一东道国投资风险不同时点对同一投资主体投资规模的影响差异,而现实中

东道国的投资风险是随时间不断变化的,因此基于非线性模型讨论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对中国对外农业投资

规模的影响更贴合实际.
第二,中国企业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营业收入削弱了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和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间

的倒 U形关系,使得企业进入和退出东道国的速度均相对减缓,并扩大了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促进中国对外

农业直接投资规模提升的阈值,放大了风险寻求的空间;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通过国

内制度质量进而影响中国企业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启示.一是客观测度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根据风险定值有针对性地分区域调

整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或是提升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质量的有效途径.针对农业投资风险较小的高

“制度约束”国家,企业可主动调整生产节奏提高环境适应力,以适应东道国合规;针对有 “制度拉力”的

国家或地区,可以适当扩大农业投资投资规模;对于严重社会动荡的高农业投资风险国家,可强化风险补偿

机制,通过购买海外投资保险等措施平抑风险.二是生产主体要着力提升企业盈利能力,以缓解东道国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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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风险对投资规模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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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AversionvsRiskPreference: DoestheRiskofAgriculturalInvestmentinHostCountries
InfluenceChina’sOutward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griculture?

HEBanglu　WUXiumin　JIRui　ZENGJie
Abstract:Basedonthetradegravitymodelofriskexpansion,thepaperusesthedataofChina’sagricultural
directinvestmentin７２countriesfrom２０１６to２０２０toempiricallytesttheimpactofthehostcountryagriculＧ
turalinvestmentriskonthescaleofChina’sforeignagriculturaldirectinvestment Thestudyfoundthat:
①Atthepresentstage,China’sforeignagriculturaldirectinvestmentisneitherpureriskaversionnorcomＧ
pleteriskpreference,butwiththehostcountryagriculturalinvestmentriskoftheUＧshapedrelationshipAt
present,China’sagriculturalinvestmentinmostcountriesisinthe“goldenperiod”ofriskseeking(thesamＧ
pleontheleftsideoftheinvertedUcurveaccountsforabout７２７８％)②Theoperatingincomelevelofthe
enterpriseweakenstheinvertedUＧshapedrelationshipbetweentheagriculturalinvestmentriskofthehost
countryandthescaleofChina’sforeignagriculturaldirectinvestmentThe“profitＧseeking”phenomenonof
enterprisesmakestheiroverallsensitivitytoriskdecline,accessandexitfromhostmarketshaveslowed,enＧ
largedthespaceforriskseeking③Themediationmechanismtestshowsthat,theagriculturalinvestment
riskofthehostcountryaffectsthescaleofChinesedirectinvestmentinagriculturebychangingthesystem
qualityofthehostcountry
Keywords:InvestmentRisk;ForeignAgricultureInvestment;RiskAversion;RiskP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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