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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农业是中埃合作的重要领域， 不仅助力中埃两国外交关

系的建立， 也促进两国政府和民间的互动与交流， 体现了农业对外交的

促进作用。 中埃农业合作议题随着双边伙伴关系的升级而不断拓展， 反

映了外交对农业的带动效应。 农业和外交的双向溢出， 促使农业合作成

为理解中埃关系的主要方向。 中埃农业合作在各利益攸关方的共同参与

下， 形成了自身特征， 突出反映在顶层设计、 合作的外溢性、 合作路

径、 合作机制等四个方面。 综合来看， 中埃农业合作虽然取得了显著成

果， 但是在机制创建、 对外宣传、 地方参与等方面仍然存在不足。 对

此， 可考虑建立农业专项合作机制， 确立支点城市， 加强企业与媒体交

流， 推动第三方市场合作， 以实现全方位、 多领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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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２０２０ 年以来，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 气候极端化日益加剧、 俄乌冲突

不断升级等多重因素叠加， 削弱了全球粮食体系的韧性和弹性， 全球粮食安全形

势呈螺旋式恶化， 需要国际社会通力合作， 共同应对。 中国作为传统农业大国，
农业国际合作始终是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重要抓手， 也是彰显中国外交道义的主

要路径。 在全球正处于发展赤字的背景下， 中国更加重视农业国际合作， 并将其

视为破解全球发展困境的核心领域。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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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新冠疫情背景下的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与中国的战略
选择研究” （２１ＣＧＪ０１０） 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７１ 批面上资助项目 （２０２２Ｍ７１３４３７）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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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 其中粮食安全是八大重点发展领域之

一。 在全球发展倡议下， 推动农业国际合作， 分享粮食安全治理经验， 将成为中

国助力国际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向。
埃及是首个与中国建交的非洲阿拉伯国家， 也是中国在阿盟和非盟的重要外

交伙伴。 ２０１４ 年， 中埃两国将外交关系从 “面向 ２１ 世纪的战略合作关系” 提升

为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标志着两国将在互惠互利、 互助合作的伙伴关系基础

上深化多领域共同发展。 农业是埃及对华合作的主要领域， 也是埃及民生建设和

经济发展的核心关切。 塞西总统上台后， 埃及政府制定了 《２０３０ 年农业可持续

发展战略》， 将实现农业现代化、 确保人民粮食安全、 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提升

资源利用率等作为终极目标。 此外， 塞西政府还实施了百万费丹土地改良计划和

“埃及未来的农业生产” 项目， 制定了 《农业温室战略规划》 和 《国家水资源规

划 （２０１７—２０３７）》。 其中百万费丹土地改良计划是埃及现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土地改良项目，① 将促使工业用地和居民住房向沙漠地区转移， 河谷土地等肥沃

地带则更多用于农业生产。
尽管埃及制定了多项发展规划， 但由于农业属于弱质产业， 投资时间长、 见

效慢， 而且自然资源改善无法一蹴而就， 埃及农业发展仍面临粮食供需矛盾尖

锐、 进口依赖性强、 粮价居高不下等诸多问题。② 这从 ２０２２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

加重埃及粮食供给负担便可管窥。 对埃及而言， 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不仅要依

靠国内， 也要借助域外。 开展对外农业合作， 学习和借鉴海外农业发展经验， 显

得尤为重要。
中国是埃及农业合作的重要伙伴。 农业合作随着两国外交关系发展而不断加

强， 成为中埃外交发展的倚重手段之一。 同时， 农业也是中埃建交前两国政府首

先接触的重要领域， 农业贸易在推动两国建交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那么， 中

埃农业合作如何随着两国外交关系的提升而不断发展？ 各利益攸关方在两国农业

合作中发挥了哪些作用？ 两国农业合作需要解决哪些困境？ 中埃农业合作未来发

展前景如何？ 这些都是本文重点论述的内容。

中埃关系发展进程中的农业合作

农业合作属于低政治的民生范畴， 与军事安全合作相比敏感性低， 既不易诱

发矛盾与冲突， 也较少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 因而更有助于摆脱高政治领域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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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晓明： 《埃及加大改善民生力度》，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８ 日， 第 ３ 版。
张帅： 《埃及粮食安全： 困境与归因》，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 第 １１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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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的关系壁垒。 农业合作是中埃关系发展的 “先行军”， 也是助力中埃伙伴关

系提质升级的重要抓手。 综合来看， 在中埃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农业合作大

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农业助力中埃建交 （两国建交之前）。 贸易优先是周恩来总理提

出的推动中埃建交的方式， 也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创举。① 农业作为中埃两

国的重要产业， 成为两国经贸往来的优先领域。 １９５３ 年 ４ 月， 埃及政府派商人

昆地访华， 商讨两国经贸问题， 中国当时并不需要进口棉花， 但是为了推动两国

建交， 仍与埃方达成了棉花购买协议。② １９５５ 年 ８ 月， 中国进出口公司派代表到

开罗， 不仅与埃及政府棉花委员会签订了购买埃棉 ４ 万包 （１. ３ 万多吨） 的合

同， 而且在埃及市场上也购买了 ６０００ 包 （２０００ 吨） 棉花。③

这是现代中非经贸史上第一宗大笔交易， 在埃及引起了巨大反响。 埃及 《开
罗报》 评价称， “这笔交易意味着亚非各国彼此间已变得更加团结， 将加强中埃

两国人民间友好联系， 证明了帝国主义企图破坏万隆会议成果的一切努力以失败

告终。” 《金字塔报》 社论称， “美国制定的影响所有产棉国棉花销售的政策导致

埃棉外销困难， 但这笔交易帮助埃及处理了棉花总量的约 １７％ ， 也为埃棉出口

开辟了新市场。”④

１９５６ 年是埃及外交的重要一年， 既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又收回了

苏伊士运河主权， 但是触犯了西方大国的既得利益， 导致棉花出口再次受

挫， 严重影响了埃及农业发展和人民生活。 西方国家对埃及的经济制裁为中

埃关系的增进创造了条件。 中国在 １９５４—１９５５ 年向埃及购买 ３０００ 多万美元

的棉花和棉纱之后， 于 １９５６ 年再次购买 １ 亿英镑埃棉， 其中现汇支付 ５９０
万英镑。⑤

对埃及而言， 在国际层面， 中国的支持增强了埃及与西方国家进行斗争的决

心和勇气， 也鼓舞了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 在国内层面， 中国购买棉花对埃及

经济而言是雪中送炭， 帮助埃及缓解了棉花滞销的压力， 也打破了西方对埃棉销

售市场的主导权。 对中国而言， 农业成为中国与西方大国在埃及进行博弈的外交

资源， 形成了 “西方制裁、 中方援助” 的外交方式， 换取了埃及对中国的外交

回报， 也迎来了中国与中东非洲国家建交的高潮。 此外， 大量购买埃棉也体现了

中国对埃及反帝、 反殖、 维护民族独立的支持， 印证了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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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坚章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 １９４９—１９５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 第 ２７８ 页。
裴坚章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 １９４９—１９５６》， 第 ２７６ 页。
艾周昌、 沐涛编著： 《中非关系史》，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 第 ２２５ 页。
艾周昌、 沐涛编著： 《中非关系史》， 第 ２２６ 页。
陈敦德： 《探路之行： 周恩来飞往非洲》，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 第 １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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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讲话： “中国完全同情和充分支持一切亚洲和非洲人民为摆脱殖民主义所进行

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的正义斗争。”①

第二阶段： 以农业合作巩固并增进双边关系 （１９５６—１９９９ 年）。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后期到 ６０ 年代末， 新中国迎来了第二次建交高潮。 埃及作为中东和非洲大

国， 中埃两国建立外交关系有力推动了中国在中东和非洲外交关系的发展。 农业

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数不多的外交资源， 也是能够给予发展中国家帮助的重要领

域。 中埃建交之后， 双方高层往来日益频繁， 农业合作成为两国领导人对话的重

要议题， 促使双方达成更多农业合作共识。
在 １９８３ 年 ４ 月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访华期间， 中埃两国重新签署了政府科学

技术合作协定， 其中相互提供实验用的少量种子、 苗木、 样品和菌种是协议的重

要内容之一。 另外作为补充， 两国农业、 水利等部门还签署了基于项目的合作协

议。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访华， 这是他 １９７６ 年以来第七次访华， 增

强农业合作与援助是此次访问的重要议题之一。② 为满足埃方的发展需求， 进一

步强化中埃关系， 两国农业部正式签署农业合作议定书， 标志着两国农业合作

与发展进入新时期。 根据议定书的规定， 中埃两国农业部建立了农业合作工作

组， 负责协调和安排两国农业合作事宜， 促使两国农业合作更加有序高效。③

１９５６—１９９９ 年， 中埃两国在农业生产适用技术、 农业信息交流、 种子种苗及育

种材料交换、 开办合资企业等方面达成共识， 推动农业合作领域的创新与

发展。
农业合作是中国开展对埃及外交的重要抓手， 面对埃及领导人访华提出的农

业发展需求， 中国都给予积极回应和力所能及的帮助， 并与埃及共商合作领域，
以中国的农业优势助力埃及摆脱农业生产困境， 以农业为载体增进两国政治互信

和友好往来。 对埃及而言， 外交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主要途径， 重在以首脑外

交为依托， 促使双方达成农业合作共识， 这从上文论述的穆巴拉克总统访华力推

双边农业合作便可管窥。 概而言之， １９５６—１９９９ 年中国以农业促外交和埃及以

外交带农业的发展实践， 促使农业和外交在两国之间形成良性互动。 在 １９９９ 年

穆巴拉克总统访华期间， 两国元首签署建立面向 ２１ 世纪的战略合作关系联合公

报， 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该公报规定， 在面向 ２１ 世纪的战略合

作关系框架下， 中埃两国将鼓励双方企业往来， 促进投资， 加强在农业等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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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华源： 《周恩来万隆之行》，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第 １１３ 页。
晓华编译： 《穆巴拉克总统的访华收获》， 《阿拉伯世界》 １９９９ 年第 ３ 期， 第 ２６ 页。
农业部国际交流中心编著： 《非洲农业国别调研报告集》 （第一辑），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
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 第 ６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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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与合作， 并为此提供便利。①

第三阶段： ２１ 世纪中埃战略合作关系下的农业合作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 进

入 ２１ 世纪之后，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 参与中东事务的

解决， 不仅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应该承担的责任， 也是推动中国与中东国家双

边关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② 埃及作为地区大国， 是中国对中东与非洲外交

的支点国家， 帮助埃及解决发展困境， 有利于增进中埃关系。 农业合作是助力埃

及改善粮食安全的主要抓手， 也是埃及对外交往的核心关切。 随着中埃外交关系

的升级， 农业被视为双方战略合作的重要议题。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穆巴拉克总统第八次访问中国， 与江泽民主席就两国发展战

略合作关系交换意见， 加强农林领域战略合作仍然是两国元首会谈的重要内

容。③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穆巴拉克总统第九次访华， 双方发表 《中埃建交 ５０ 周年联

合新闻公报》， 强调加强两国农业等领域合作具有重大意义， 符合两国人民利

益。④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胡锦涛主席同来访的埃及总统穆尔西会谈时强调， 为开创新

时期中埃关系新局面， 在经贸合作方面， 中埃双方要扩大在农业等领域合作， 中

方鼓励和支持有实力、 信誉好的中国企业赴埃及投资办厂， 愿帮助埃方培训更多

各类专业人才。 穆尔西总统表示， 埃及希望与中国保持高层交往， 愿同中国拓展

农渔业等领域合作。⑤ 穆尔西总统在同温家宝总理会谈时再次强调， 愿同中国加

强农业等领域合作， 为中资企业在非洲拓展市场提供便利， 推动埃中战略合作关

系取得更大发展。⑥ 在穆尔西总统访华期间， 双方发表联合新闻公报， 表示将积

极推动经贸往来， 拓展在基础设施、 农业等领域的合作。⑦

与第二阶段相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中埃农业合作不仅强调双边发展， 也突出

其地区意义。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０４ 年相继成立的中非合作论坛和中阿合作论坛， 分别

为中国非洲外交和中东外交提供了机制保障。 农业合作是两大论坛的共同主题，
在地区机制下确立的农业合作议题是中国 （１） 和区域国家 （多） 共同协商的结

果， 既体现了 “１” 与 “多” 之间的互动， 也促使 “１” 和 “多” 之间形成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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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主席与穆巴拉克总统会谈》，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２４ 日， 第 １ 版。
《中埃发表建交 ５０ 周年联合新闻公报》，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８ 日， 第 ３ 版。
《胡锦涛同埃及总统穆尔西举行会谈》， 《光明日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 第 １ 版。
《温家宝会见埃及总统》，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 第 ３ 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联合新闻公报》，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
第 ２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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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均衡。① 中埃农业合作是中国与中东、 非洲国家整体合作的重要一环， 体现

了多边机制和双边机制的互动。 其中在多边机制下确立的农业合作议题， 拓宽了

中埃双边农业合作的领域， 有助于合作议题的创新和扩容； 中埃双边农业合作所

积累的经验， 能够在多边机制下分享给地区其他国家， 有益于扩大双边合作的规

模效应。
第四阶段： 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下的农业合作 （２０１４ 年至今）。 ２０１４ 年

以来， 中埃两国面临新的外交环境， 这赋予双边农业合作新的时代意义。 从埃及

方面来看， 在历经了 “阿拉伯之春” 后，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视经济建设和民

生发展， 在稳定国内秩序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多边外交， 为本国经济恢复融入更多

新鲜血液， 是埃及政府治理国家的优先方向。 中国始终是埃及的重要合作伙伴，
中国的支持和帮助对埃及经济发展尤为重要。 从中国方面来看， “一带一路” 倡

议的提出为中国外交增添了动力与活力， 在 “一带一路” 框架下扩大朋友圈，
实现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发展， 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着力点。 埃及作为地区大国

和中国重要的外交伙伴， 是 “一带一路” 倡议在中东、 非洲落地的支点国家。
中埃双方相互需要， 促使两国伙伴关系再度升级， 这为两国共同推动农业领域务

实合作创造了有利环境。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埃及总统塞西访华， 中埃发表 《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的联合声明》， 双方同意继续在中埃经贸合作框架下， 推动农业等领域的合作。②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习近平主席访问埃及， 双方签署 《关于加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的五年实施纲要》， 规定了两国在农业加工、 土地改良、 渔业资源、 果蔬和大

米贸易等农业具体领域的合作。③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访问埃及，
强调农业是两国深化战略对接、 发展务实合作的重要领域。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全国

政协主席汪洋访问埃及， 表示中国愿与埃及探讨面向非洲的三方合作， 愿为埃及

优质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创造条件。④ 在两国领导人的高度关注下，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 中埃签署了 《关于埃及鲜食葡萄输华植物检疫要求的议定书》 《农业合作三

年行动计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 等文件， 成为中埃农业合作的重要遵循。
中埃两国多领域务实合作是双方外交关系升级的前提， 领导人互访是把合作

·７５·

①

②

③

④

张帅： 《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的农业合作： 特征、 动因与挑战》，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０ 年
第 ６ 期， 第 ８４ 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人民
日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第 ３ 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加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五年实施纲要
（全文）》，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１ 日， 第 ２ 版。
《汪洋对埃及进行正式访问》，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第 １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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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转化为外交资源的助推器， 而外交关系深化又推动了多领域合作向前发展。
在此过程中， 农业既是增进中埃关系的外交资源， 也受益于中埃伙伴关系的升

级， 促使农业和外交相互带动、 共同发展。 在中央顶层设计的指导下， 地方政府

也与埃及方面签署农业合作协议， 积极推动地方农业 “走出去”。 如山东、 湖

北、 广西等省区与埃方达成合作共识， 签署合作协议。 地方政府作为国家的有机

组成部分， 旨在通过签署协议与埃及构建长效的合作机制， 促进地方外向型农业

经济发展， 提高地方的国际化水平。 同时， 地方政府通过积极参与埃及农业治理

和产业升级， 将地方的农业资源转化为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和对外方针的外交资

源， 提高地方政府参与国家外交的能力， 不仅有助于形成中央与地方的良性互

动， 也推动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农业领域的落实和发展。

中埃农业合作的类型及其主要成就

好的农业项目不仅有助于母国农业技术和农业治理经验在东道国的传播， 也

有益于母国在帮助东道国发展农业经济和解决农业困境过程中塑造良好的国家形

象， 为两国外交关系发展积累无形资产。 中埃农业合作项目主要包括生产型、 经

贸型和培训型三类。

（一） 农业生产项目

中埃农业生产项目以技术转移、 基础设施建设为主。 自 １９９９ 年两国建立面

向 ２１ 世纪的战略合作关系之后， 中埃农业合作侧重于中国对埃及的技术转移，
主要以中国援助促进中埃农业合作， 以期弥补埃及农业技术的短板。 ２００５ 年，
中国援助埃及蘑菇项目在开罗郊区的蘑菇基地实施， 在项目开展的两年间， 中国

农技专家共从国内引进平菇、 草菇、 双孢菇等优良品种 １４ 个， 是埃及蘑菇种植

史上最大的一次品种引进。 为确保农业技术可持续使用和传播， 中国农技专家共

组织集中培训 １１ 次， 培训埃及专业技术人员和蘑菇种植户 ３８０ 多人次， 接待参

观者 ２０００ 余人次。① 这不仅推动了埃及蘑菇生产技术的革新， 也增加了农户收

入， 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中国驻埃

及大使馆经商处公使衔参赞曹甲昌和埃及农业与农垦部副部长兼环境与绿化总局

局长穆罕默德·穆斯塔法分别代表各自政府在开罗签署了中国援埃蘑菇种植技术

·８５·

① 《援埃蘑菇种植技术合作项目鉴定》，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０ 日笔者同我国援埃蘑菇种植农技专家
交谈时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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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项目交接证书， 该项目由埃及全部接管。①

蘑菇项目结束后， 中国又在 ２００９ 年启动了援埃农机化项目， 帮助埃及设计、
改进、 试用农业器械， 指导农民提高机械维修水平。 为提升埃及渔业科技水平和

水产养殖能力， 北京大洋碧海渔业规划设计院在埃及开展援苏伊士运河大学水产

养殖实验室项目， 受到埃及政府高度重视。 埃及总理马赫勒布在视察时强调， 该

项目切实推动埃及渔业发展， 带动水产养殖业领域就业。②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为帮

助埃及推进农业能源可持续发展， 中国农技专家组赴埃及开展援埃沼气项目， 帮

助埃及实现能源多元化。 埃及沼气专家认为， 中国技术和设备将助力埃及在

２０３０ 年以前实现将再生能源比例提高至 ２０％ 的发展目标， 中国技术人员带来的

宝贵经验体现了埃中友谊。③

除以援助促合作之外， 中埃也积极开展在经济上实现互利共赢的农业合作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江苏牧羊集团与中非发展基金达成合作协议， 双方将在埃及苏伊

士园区投资建设专门生产粮食仓储钢板和饲料机械设备的生产线， 该项目将使非

洲首次实现钢板仓本地化生产， 既能填补非洲农业机械细分领域的空白， 也能改

善非洲粮食应急储备体系， 缓解部分非洲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及缺粮现状， 还能

带动当地加工制造业发展。④ 江西邦盛科技有限公司依托母公司正邦集团的科研

技术等优势， 在埃及十月六日城开展年产 １８ 万吨的饲料加工基地建设项目， 于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正式投产， 前期主要产品为高档肉鸡料、 蛋鸡料和牛料， 并根据市

场需求逐步开发种鸡料、 专用鱼料等。⑤

２０１７ 年， 埃及政府和广东恒兴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一项总金额为 ７６００ 万美元

的渔业开发项目， 以建设一个集种苗繁育、 饲料生产、 养殖技术、 冷冻、 加工等

为一体的渔业产业基地。 埃及总统塞西认为， 这一项目极大提高了埃及农业及海

洋渔业的技术水平， 不仅有助于解决埃及食品安全问题， 也有益于埃及发展现代

化农业， 培养水产行业所需人才， 造福埃及人民。⑥

·９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农业部国际交流服务中心编著： 《非洲农业国别调研报告集》 （第一辑）， 第 ６７ 页。
《埃及总理视察我援建水产养殖示范和培训中心项目》， 中国驻埃及大使馆经济商务处网
站，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ｈｔｔｐ： ／ ／ ｅ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ｔｏｄａｙｈｅａｄｅｒ ／ ２０１４０５ ／ ２０１４０５００５９２
１５７. ｓｈｔｍｌ［２０２２ － ０３ － ２５］。
刘水明、 王云松、 韩晓明： 《传授技术 播种友谊———记中国援外农技专家组举办技术培
训班》，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８ 日， 第 ２１ 版。
《中企将在埃及投建粮食仓储钢板等设备生产线》， 环球网，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８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ｏｒｌｄ. ｈｕａｎｑｉｕ.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９ＣａＫｒｎＪＡｉＦＨ［２０２２ － ０３ － ２８］。
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 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编著： 《中国农业对外投资合作分
析报告 （２０１８ 年度） 地方篇》， 中国农业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 第 １７４ 页。
黄培昭、 景玥： 《聚焦中非 “十大合作计划”： 农业现代化合作稳步推进》，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５ 日， 第 １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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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在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 宁夏智慧农业的龙头企业西部电子

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和埃及阿斯旺大学农科院共同建立了埃及第一个农业物联网技

术推广应用基地， 通过网络远程监控芒果生长过程中的水资源利用， 实现节水率

达 ３０％的种植目标， 并将中埃智慧农业项目作为基地向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辐射。①

２０１９ 年， 由宁夏大学申报的 ２０１９ 年度科技援助项目 “埃及旱区绿色智能节

水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获得科技部立项支持。 宁夏大学将与埃及国家研究中

心、 埃及科学技术研究院合作， 通过利用当地丰富的太阳能和风能资源， 开展智

能控制的风光互补提水、 沙化土壤地下渗灌等技术研究， 以解决埃及干旱少雨、
节水灌溉技术及智能控制水平不高等问题。 该项目共建立两个示范基地， 面积

８００ 亩以上， 与当地技术相比较， 能节水 ２０％ 以上， 节能 ３０％ 以上， 增产增收

１５％以上。②

随着中埃双边合作深入开展， 两国也积极探索三边合作模式， 以期实现三方

资源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由中国和西班牙合作实施的现代农业

温室项目落地埃及斋月十日城， 中国国机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负责提供技术支持和

搭建温室大棚所需的钢材等材料， 西班牙公司负责提供蔬菜种子和市场推广， 项

目共有 ７１００ 个温室大棚， 至少提供 ７. ５ 万个就业岗位。③ 该项目属于埃及重要的

民生项目， 将帮助埃及在沙漠温室大棚种植蔬菜， 节约灌溉用水， 丰富蔬菜供应

并稳定蔬菜价格。 埃及总统塞西提出大力发展现代化农业， 实现规模化温室果蔬

种植， 因此高度重视现代农业温室项目， 亲自出席开棚仪式， 并参观国机重工项

目现场。 该项目融合了中国、 埃及和第三方的共同利益， 诠释并践行了互利共赢

的合作理念。
中埃农业生产项目有助于解决埃及农产品的可获得性、 供应的充足性和稳定

性以及就业等民生问题。 民生是塞西总统第二任期内的重要议题， 关乎执政的合

法性和政权的稳定性。 ２０１９ 年， 塞西总统首次提出 “体面生活” （Ｈａｙａ Ｋａｒｉｍａ）
倡议， 旨在消除贫困， 改善贫困乡村的经济、 社会和环境条件等， 通过政府和社

·０６·

①

②

③

《中国智慧节水技术走向埃及》， 中国—阿拉伯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ａｓｔｔｃ. ｏｒｇ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０００００８８１. ｈｔｍｌ［２０２２ － ０３ － ３０］。
《我校主持申报的国家科技合作援助项目 〈埃及旱区绿色智能节水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获批立项》， 宁夏大学网站，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ｘｕ. ｅｄｕ. ｃｎ ／ ｉｎｆｏ ／ １５９０ ／ ２４６２７.
ｈｔｍ［２０２２ － ０４ － ０２］。
《中企助力埃及农业发展》， 新华网，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８ － １２ ／ ２３ ／ ｃ＿１１２３８９２４４１. ｈｔｍ［２０２２ － ０４ －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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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机构共同努力让埃及所有人都过上体面生活。① 现代化农业项目的实施与 “体
面生活” 倡议的目标和理念不谋而合， 中资企业积极参与中埃农业合作， 不仅有

利于促进埃及现代化农业发展， 改善民生从而实现 “体面生活”， 也有利于助力

中国农业企业 “走出去”， 提升国际农业合作能力。

（二） 农业经贸项目

中埃农业经贸项目主要是通过农产品买卖和资金流通增进两国在农业领域的

往来。 从埃及对华出口来看， 水果是埃及对华出口的主要农产品。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中埃两国在开罗签署了埃及向中国出口柑橘检疫问题的谅解备忘录， 并于同年

１１ 月再次探讨埃及柑橘对华出口的检疫问题。② ２０１７ 年， 中国从埃及进口柑橘

总值达 ８０００ 多万美元， 同比增长 ２０８％ 。③ 此外， 为配合习近平主席访问埃及，
推动双边贸易平衡发展， 中国商务部和埃及贸工部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在开罗联合举

办 “中国—埃及企业贸易对接会暨签约仪式”， 中埃企业共签署 １２ 项贸易协定，
水果贸易位列其中。④ 在双边农产品贸易框架下，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中埃两国签署

《关于埃及鲜食葡萄输华植物检疫要求的议定书》， 葡萄成为继柑橘之后埃及对

华出口的第二种水果。⑤

从中国对埃及出口来看， 以农业生产资料为主。 由于耕地面积有限， 使用农

药是提高埃及农业产量的有效路径之一， 这促使埃及国内对农药的需求量不断增

加。 从埃及农药进口市场来看， 中国是埃及农药进口的第二大来源国， 中国在埃

及注册的农药品种已超过埃及本地注册品种的 ８３％ ， 且埃及对中国的农药需求

量仍保持上升趋势。⑥

中埃农产品贸易处于非对称相互依赖状态， 埃及一方面迫切需要打开中国的

水果市场， 扭转对华贸易逆差； 另一方面对中国农药的需求量在不断增加。 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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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埃及实施 “体面生活” 倡议， 促进贫困乡村发展》， 中国驻埃及大使馆经济商务处网站，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８ 日， ｈｔｔｐ： ／ ／ ｅ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９０８ ／ ２０１９０８０２８８９９７１.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 ０４ － ０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室编： 《中国外交》 （２００１ 年版），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 第 １６０ 页。
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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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商务部对外投
资和经济合作司：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埃及》 （２０１８ 年版）， 第 ５１ 页。
《中埃签署超 ６０００ 万美元贸易协定》， 《北京青年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１ 日， 第 Ａ０４ 版。
《中埃签订鲜食葡萄输华植物检疫要求议定书》， 中国驻埃及大使馆经济商务处网站，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ｈｔｔｐ： ／ ／ ｅ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ｚａｈｚ ／ ｉ ／ ２０１６１１ ／ ２０１６１１０１８８８１７７.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 ０４ － ０７］。
《埃及： 农用化学品产业大量依赖进口》， 中非贸易研究中心网站，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ａｆｒｉｎｄｅｘ. ｃｏｍ ／ ｚｉｘｕ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０７３８. ｈｔｍｌ［２０２２ － ０４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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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农业市场和农业生产资料的依赖将转化为中国对埃及的外交资源， 可以使

中国以农业为抓手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发展。 从中埃农业贸易也可看出， 中国虽

然处于非对称相互依赖的优势， 但始终把农业合作视为促进中埃共同发展的助推

器， 这反映了中国在对埃、 对非合作中长期秉承平等协商、 互利共赢的原则。

（三） 农业培训项目

中埃农业培训项目主要通过人员流通带动信息和技术等资源的传递， 增进两

国农业从业者之间的交流与学习， 其中人是传播的载体， 信息和技术是传播的内

容， 既加强中埃智力合作， 也通过人员流通促民心相通， 还以信息和技术等资源

传递确保中国农业技术海外传播的延续性， 从而增强中国在国际或地区的影响

力。 除援埃农业培训项目外， 中国有关机构还专门举办农业发展研修班， 请埃及

人员来华培训。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由中国商务部主办、 国际交流中心承办的 “２０１８
年埃及食用菌技术及菌草产业发展研修班” 开班仪式在京举行， 来自埃及农业部

的 ２７ 名学员参加研修班， 希望借此机会学习中国食用菌技术和菌草生产经验，
探索适合埃及的食用菌栽培模式， 促进埃及食用菌产业发展。①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由

中国—阿拉伯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主办、 宁夏大学环境工程研究院承办的 “中国—
阿拉伯国家现代农业节水技术国际研修班” 在宁夏大学举行， 来自埃及等多个阿

拉伯国家的专家学者和技术人员参加研修班， 旨在进一步推动中阿科技交流合

作， 实现技术转移， 分享科技创新成果。②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

院举办了 “一带一路” 国家农业产能国际合作研修班， 来自 ８ 个国家的 １７ 名代

表参加研修班， 其中包括来自埃及农业部田野作物研究所的代表。 此次研修班为

促进 “一带一路” 国家农业产能合作对接发挥了积极作用。③

农业培训实现了人与人的对接， 来华培训人员归国后将在埃及传播中国农业

生产技术和治理经验， 达到 “以点带线， 以线促面” 的效果。 同时， 来华培训

的埃及人员都是农业从业者， 有丰富的知识储备和较高的职业素养， 既有益于将

中国技术与埃及农业现状相结合， 探索符合埃及情况的农业生产模式， 也有助于

提升中国技术在国外的推广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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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２０１８ 年埃及食用菌技术及菌草产业发展研修班在京顺利开班》， 中国农业农村部国际交
流服务中心网站，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７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ｉｃｏｓ. ａｇｒｉ. ｃｎ ／ ｓｗｐｘ ／ ｔｚｘｗ ／ ２０１８０９ ／ ｔ２０１８０
９１９＿６２４９２５８. ｈｔｍ［２０２２ － ０４ － １０］。
《中国—阿拉伯国家现代农业节水技术国际研修班在银川开班》， 中国新闻网，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ｃｎ ／ ｓｈ ／ ２０１８ ／ ０７ －１５ ／ ８５６７３５７. ｓｈｔｍｌ［２０２２ －０４ －１２］。
《 “一带一路” 国家农业产能国际合作研修班在我院举办》， 中国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
院网站，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ｂｘｙ. ａｇｒｉ. ｃｎ ／ ｘｗｚｘ ／ ｘｗｄｔ ／ ２０１８０６ ／ ｔ２０１８０６２０＿３３０７
９９. ｈｔｍ［２０２２ － ０４ － １５］。



农业合作： 理解中国和埃及关系的微观视角

农业合作项目的实施不仅是中国农业技术在海外的运用， 也是中国与国际社

会分享农业治理经验。 埃及非常重视与中国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与分享。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治国理政与 “２０３０ 愿景” 论坛在开罗举行， 埃及议会第一副议长谢里

夫于表示， 埃及 “２０３０ 愿景” 包含构建更加透明、 高效的政府管理体系、 提高

公民生活满意度等治国理政内容， 中国在这些领域积累的经验值得学习。① 农业

生产是中国治国理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以农业项目为载体将应对粮食安全问

题的举措和提高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方式与埃及进行交流分享， 帮助其提升农业

治理能力， 完善粮食安全治理体系， 解决粮食安全问题。
如上所述， 农业企业和农业研究机构是推动中埃农业合作项目落地的主要行

为体。 一方面， 中国农业企业 “走出去” 步伐加快， 在中国对埃农业合作中的

作用日益明显， 企业的科技水平和资金实力直接影响项目实施的绩效， 同时关乎

两国外交关系发展。 另一方面， 农业研究机构以技术交流和经验分享为主， 确保

信息、 人才、 科技等研究资源的流通， 以便及时了解对象国的农业需求和农业政

策。 中埃农业研究机构之间签署合作协议， 有助于发挥科研的外溢作用， 提高科

学研究的附加值， 即以学术交流和经验分享为途径增进两国在科研领域的民心相

通。 此外， 一些国家级研究机构有建言献策的权利， 如埃及国家研究中心和隶属

于埃及农业部的农业研究中心， 在埃及农业发展战略的制定中拥有一定的话语

权， 中国农业研究机构与其交流合作不仅为中国农业技术在埃及的传播应用创造

条件， 也有利于形成促进中埃农业合作的科学有效政策。

中埃农业合作的特征

农业合作是埃及对外合作的重要议题。 与其他国家对埃农业合作相比， 中国

主要以平行经验分享和互利平等合作为路径， 促使农业知识和治理经验流动于中

埃两国之间， 这一过程意味着政治和文化意义上的发展赋权。② 同时， 从中埃农

业合作的发展历程来看， 中国始终以平视的姿态， 秉承共商共建的理念， 与埃及

共同推进农业合作项目， 以此增进双方互动和往来， 帮助埃及提升粮食安全治理

能力， 发展现代化农业。
中埃农业合作方式日益多元化， 合作议题逐渐丰富， 塑造了自上而下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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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治国理政与 “２０３０ 愿景” 论坛在开罗举行》， 人民网，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１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２０ ／ ０１１１ ／ ｃ１００２ － ３１５４４２０８. ｈｔｍｌ［２０２２ － ０４ － １５］。
徐秀丽、 李小云： 《平行经验分享： 中国对非援助理论的探索性构建》， 《世界经济与政
治》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１ 期， 第 １２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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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和自下而上的民间推动， 既强调经济利益又不失国际道义， 既突出资源优化

配置又兼顾利益均衡， 既巩固双边合作又推进三方互动， 既有长期战略性举措又

兼顾短期技术性措施， 并在顶层设计、 合作的外溢性、 合作路径、 合作机制等方

面形成了自身特点。

（一） 顶层设计

在农业合作的顶层设计层面， 《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 （２０１５—２０３０ 年）》
（简称 《规划》） 和 《共同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农业合作的愿景与行动》 （简
称 《愿景与行动》） 是中国农业发展和对外合作的顶层设计， 埃及政府制定的

《２０３０ 年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 是埃及农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两国农业发展战

略的制定为中埃农业合作提供了政策保障。
从国内治理层面看， 在治理目标上， 中埃两国都将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视为

终极目标； 在治理领域上， 两国都将耕地保护、 水安全、 粮食安全、 科技发展作

为重要的治理内容； 在治理区域上， 两国都强调分区治理， 如中国根据各地区的

资源承载力、 生态环境、 发展基础等因素， 将全国划分为优化发展区、 适度发展

区和保护发展区， 埃及则根据区域差异化因素将全国划分为东部三角洲、 中部三

角洲和西部三角洲； 在治理项目上， 两国都将节水灌溉列为重要发展项目。 中埃

两国对农业治理的共同认知奠定了双方农业合作的基础， 有利于两国在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框架下共议农业合作议题， 达成农业合作共识。
从对外合作层面看， 《愿景与行动》 强调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加强农业

合作政策对接， 《规划》 强调合理利用国际市场， 提升对外开放质量， 引导企业

投资境外农业， 提高国际影响力。 《规划》 还明确了中国在总体布局、 物质基

础、 科技支撑和制度保障等方面具有的显著优势。 中国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优

势有助于弥补埃及农业发展的短板， 也是助力埃及在 ２０３０ 年将农业愿景转化为

现实的重要因素。 中埃两国农业发展水平的差异化和发展领域的错位化是两国农

业合作的助推器， 以中国农业之长补埃及农业之短， 在以农业促民生的过程中将

农业合作有效地转化为治理手段， 帮助埃及解决发展过程中面临的 “民生赤

字”， 提高中国参与域外国家治理的国际贡献。

（二） 合作的外溢性

在农业合作的外溢性层面， 中埃农业合作始终伴随两国外交关系发展， 并一

直发挥着积极作用。 中埃两国建交之前， 农业是增进双方相互了解的窗口， 也是

体现中国外交理念的重要领域。 中国对埃及农业援助既不附加政治条件， 也未攫

取经济利益， 体现了中国与埃及关系的真诚友好， 与西方国家在对埃及乃至非洲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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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关系中展现出的霸权和强权形成鲜明对比， 加速了中埃两国建交进程。
１９５６ 年中埃建交之后， 两国外交关系稳步提升， 双边多领域合作全面开展。

在这一过程中， 农业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是双边关系发展的应有之义。 １９９９
年， 中埃关系进入战略合作新时期， 这是两国关系在世纪之交的重要转变。 农业

是推动两国建交和增进双边关系的重要资源和领域， 也是新时期强化中埃关系发

展的重要立足点。 两国农业合作更注重长远发展与合作成果的代际延续， 这也是

２１ 世纪以来中埃农业合作项目强调技术转移的根本原因。 在中埃面向 ２１ 世纪的

战略合作关系框架下， 两国农业合作项目不断增加， 合作领域逐渐扩展， 在农业

领域取得的重要成果成为推进两国关系升级的重要推动力。
２０１４ 年， 中埃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两国在农业领域的务实合作

进一步加强。 此外， 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 倡议和埃及的 “２０３０ 愿景” 都强

调农业在国家对内谋发展和对外促合作中的重要性， 这为农业服务于两国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 对接两国发展规划创造了时代契机， 明确了农业在中埃外交关系中

的角色定位。 具体而言， 中埃农业合作对两国关系的外溢性主要体现在政府和民

间两个层面。
在政府层面， 农业生产型项目和农业培训型项目都是中国积极参与域外国家

民生治理的重要载体， 重在帮助埃及政府解决民生发展面临的困境， 既为埃及农

业发展注入活力， 也为埃及减贫工作增添动力， 从而加深两国政治互信， 促进两

国各领域合作。
在民间层面， 农业是解决埃及就业问题的重要领域， 农业实体项目落地为埃

及人尤其是青年人提供了更多就业选择。 与传统的田间耕种不同， 现代化农业项

目包含技术运用、 产品营销、 课程培训、 器械维护等多项内容， 既有利于缓解当

地就业压力， 也有助于增加个人收入和社会融入感。 例如， 中国新希望集团在埃

及总投资额已超过 ６. ５ 亿元人民币， 共成立 ４ 家饲料工厂和 １ 家种禽公司， 在当

地直接创造就业岗位超过千人， 间接创造 ３ 万余就业岗位， 公司管理人员本土化

比例达到 ５０％ ， 带动埃及畜牧行业快速发展， 农场规模化和专业化程度显著提

升。① 中埃农业合作直接惠及民生、 造福民众， 有利于塑造中国在埃及民间的友

好形象， 促使这种对华友好认知自下而上的传播， 成为积极推动两国外交关系务

实发展的民间力量。

（三） 合作路径

在农业合作路径层面， 中国主要实施精准对接模式而非综合性全面对接模

·５６·

① 《中企带动埃及畜牧业快速发展》， 人民网，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２２ ／ ０５３１ ／ ｃ１００２ － ３２４３４８３９. ｈｔｍｌ［２０２２ － ０６ －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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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中埃农业合作绩效的好坏， 取决于合作项目能否解决埃及农业发展面临的现

实困境， 以及这种合作能否实现双方互利共赢。
从上文论述中可以看出， 无论是中国援助埃及的蘑菇种植、 水产养殖、 农业

机械、 沼气利用， 还是共同合作实施的渔业产业基地建设、 灌溉设备供应、 温室

大棚搭建， 或者是中国对埃及开放水果市场、 向埃及提供农业生产资料、 在华开

展农业技术培训， 都是借助中国的农业生产经验、 农业技术以及农产品市场等优

势， 助力埃及现代化农业发展。 这种发展模式体现了中国对外农业合作的 “一国

一策” 原则， 即以中国农业资源为手段， 以埃及农业需求为导向， 精准施策， 有

效合作， 为埃及农业发展创造实际效益， 也为中国农业 “走出去” 创造良好的

社会环境。
此外， 从中埃农业合作成果转化为外交资源的视角看， 中国农业技术为埃及

创造的农业成果越多， 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越快， 对埃及政府和人民的吸引

力就越强， 从而越有利于加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提升埃及在地区和国际事

务中对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的支持力度。 精准对接的合作模式既发挥了中国农业

技术优势， 也有针对性地解决了埃及农业发展困境； 既有利于提升中埃农业合作

绩效， 也有利于中埃伙伴关系在农业领域的推进。

（四） 合作机制

在农业合作机制构建层面， 中国实施双边机制和多边机制并行推进的发展战

略。 双边机制重在以高层互访带动双方农业部对话， 以期探索更多的合作领域和

明确未来发展方向。 多边机制以中非和中阿合作论坛为载体， 将中国对非洲国家

和阿拉伯国家的整体农业发展规划嵌入中埃农业合作之中， 以多边农业合作共识

扩展双边农业合作议题。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８ 年和 ２０２１ 年， 中非合作论坛先后提出

“十大合作计划” “八大行动” 和 “九项工程”， 均将农业和粮食安全作为重要合

作议题。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２１ 年分别发布 《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 和 《新时代的中非

合作》 白皮书， 也把农业合作视为重点关切。 这是中国从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

战略高度审视中非农业合作和非洲粮食安全问题。①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首届中非农业合作论坛在海南三亚举办， 这是中非农业合作

领域最大规模会议。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中非农业合作工作会在北京召开， 旨在落实

中非农业合作论坛会议成果， 助力中非农业现代化发展。 中非农业合作顶层设计

的确立和多边合作机制的构建， 为中埃农业合作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 例如，

·６６·

① 张帅： 《中国对非粮食安全合作： 理念、 模式与前景》，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２０２１ 年
第 ６ 期， 第 １５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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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农业合作论坛提出， 将深化中非农业科研机构 “１０ ＋ １０” 合作， 打造中非

农业绿色技术联合研发联盟， 其中合作建立中国—埃及农业产业科技协同创新及

能力提升平台就是落实该项议题的重要策略。① 同时， 中埃农业合作也有助于落

实中非农业合作论坛达成的多边共识， 促使中非农业发展规划转化为更具体的合

作项目， 并以此为载体助力中非农业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此外， 埃及作为非洲和阿拉伯地区大国， 在中非合作论坛和中阿合作论坛中

都享有较大的话语权， 中埃农业合作成果和中国对埃及民生治理的贡献， 有助于

埃及支持中国在两大论坛上提出的发展议题和规划， 有益于中国在非洲和阿拉伯

地区分享农业治理理念和发展经验， 实现以中埃双边合作带动中国与区域多边合

作的发展目标， 从而提升中国农业的国际影响力。 中埃在农业合作机制建设、 农

业贸易投资、 农业技术交流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 为中埃、 中非关系发展作出

了新贡献。

中埃农业合作困境及因应之策

中埃农业合作在过去六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自身特色， 农业已成为增

进双方互信、 促进双边关系的重要抓手。 同时， 两国在农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有力促进了双方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 推动了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中埃农业

合作已在农业技术转移、 农业人才培养、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取得显著成

果， 但同时应对中埃农业合作存在的问题或短板有清晰的认知， 并寻求解决方

案， 以便为中埃农业可持续合作创造有利条件。
第一， 在农业合作机制方面， 中埃两国尚未确立农业专项合作机制。 该机制

包含各农业合作主体， 以谋求合作和解决问题为重点。 当前， 中埃农业合作是在

既有的部长对话机制和区域多边机制下开展的。 从长期发展来看， 农业专项合作

机制的缺失将产生诸多不利影响。
在农业合作主体层面， 农业企业和农业研究机构是进行农业合作的重要行为

体， 前者负责实施农业生产项目， 后者负责实施农业人才培养和科研交流等项

目， 既有机制未能高效地促进中埃两国农业企业和农业研究机构实现企业交流、
校际合作和校企对接。 中埃两国农业企业和农业研究机构主要通过自身的国际交

流部门扩展海外项目， 这些部门多以网络或访问形式了解对方的发展情况， 由于

人力、 物力、 财力和精力有限， 难以获取更多对方企业和研究机构的真实情况和

·７６·

① 《首届中非农业合作论坛成果丰硕》， 中国农业农村部网站，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ａ. ｇｏｖ. ｃｎ ／ ｘｗ ／ ｚｗｄｔ ／ ２０１９１２ ／ ｔ２０１９１２１２＿６３３３１６６. ｈｔｍ［２０２２ － ０３ －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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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不利于推动项目的集群化发展和挖掘合作潜力。
在农业合作的问题解决层面， 中埃两国能否及时应对合作过程中产生的问

题， 将直接影响项目的实施进度和农业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水平。 农业专项合作

机制的缺失导致企业间、 研究机构间、 企业和研究机构间无法形成一个多维立体

的交流平台， 信息的互通多局限于合作双方， 难以对外分享已有的合作经验， 易

造成同一问题在不同项目中重复出现。
第二， 在农业合作的影响力方面， 中国农业技术在埃及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有

待提升。 在参与埃及农业发展的域外国家中， 美国的影响力相对较高， 这主要是

因为美国参与时间早， 而且参与项目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美国相继推出 “马
歇尔计划” “粮食换和平计划”、 《对外援助法》、 “哺育未来” 等政策法案， 为

埃及农业生产提供了援助。 例如， 美国在埃及实施的 “哺育未来： 埃及粮食安全

和农业企业扶持” 计划， 以市场为主导， 通过确保埃及国内和国外果蔬市场价值

链的可持续性， 帮助埃及 １. ４ 万农民提高收入。①

相比较而言， 中国参与埃及农业发展始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期， 中国农业项

目在埃及产生的社会效应有限。 如中国驻埃及大使馆经济商务处曾表示， “埃及

对中国农业设备和技术的了解还不多。”② 这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制约： 一方面，
外宣能力尚需提升。 例如， 关于中国在埃及农业项目的报道主要面向国内而非

埃及社会各界， 即便是惠及民生的项目， 也会因传播途径有限而影响埃及民众

对中埃农业合作的了解和认知。 另一方面， 中国在埃及开展农业项目的过程

中， 主要对接埃及政府、 企业或研究机构， 与当地农民接触较少， 即使是培训

项目， 农民也是少数群体。 而农民占埃及人口的大多数， 既是农业生产的主体

和直接参与者， 也是实现民心相通的重要群体。 若中国农业技术不能在农民中

广泛传播， 既无助于提升中国农业技术的海外影响力， 也不利于埃及农业可持

续发展。
第三， 在农业合作主体层面， 地方对中埃农业合作的参与度有限。 地方参与

中埃农业合作既可以宣传地方农业特色并推动地方农业 “走出去”， 也可以发挥

地方在国家外交中的积极作用。 笔者通过对中国各省、 直辖市、 自治区及其农业

农村厅的官方网站检索发现， 地方政府与埃及开展农业合作项目较少， 地方农业

部门与埃方交流互访有限。
一方面， 地方参与度有限无益于发挥地方农业 “走出去” 在服务于国家外

·８６·

①

②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ＵＳＡＩＤ， Ｊｕｎｅ １３，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ｓａｉｄ. ｇｏｖ ／
ｅｇｙｐｔ ／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ａｎｄ － ｆｏｏｄ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２０２２ － ０６ － １８］ ．
刘水明、 王云松、 韩晓明： 《传授技术 播种友谊———记中国援外农技专家组举办技术培
训班》，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８ 日， 第 ２１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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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战略中的作用。 从现有的农业合作看， 中国地方农业的优势资源并未充分调

动， 诸如海水稻种植、 节粮减损等农业技术尚未在埃及推广实施， 不利于地方农

业的对外发展与传播， 未能真正发挥地方农业技术和农业生产经验在埃及农业治

理中的作用。
另一方面， 地方政府与埃方的互动有限不利于地方农业在埃及的群体化发

展。 个别省份与埃及的农业合作只能产生 “点线” 效应， 无法实现全面规模化

发展， 易导致埃及社会以局部合作审视中国农业技术， 无助于埃方全面了解中国

的农业优势和治理经验。 地方参与中埃农业合作的积极性不高， 导致地方农业在

中埃外交关系中的价值未能充分体现。
为解决上述问题， 需要在合作机制、 合作主体、 合作模式、 对外宣传等方面

寻求突破， 以 “组合拳” 促进中埃农业合作， 推进中埃农业共同发展。
第一， 在中埃农业合作机制方面， 两国需要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积极

构建中埃农业专项合作机制， 同时需要加强国际合作机制。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

中埃双边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的根本遵循， 在这一框架下构建农业专项合作机

制需要明确合作主体、 合作重点、 合作方向， 以农业合作对接两国发展规划。 中

埃农业专项合作机制就是建立以农业农村部为主导， 科技部、 水利部、 生态环境

部、 外交部、 商务部等部委密切配合， 地方政府、 农业企业、 农业研究机构、 农

技专家积极参与的双边交流平台。
中埃农业专项合作机制还需要设置交流合作中心和问题解决中心。 交流合作

中心包含部级对话、 地方农业厅级对接、 企业洽谈、 研究机构交流等四个主要方

面， 分层对接能够突出每一环交流合作的重点和特点， 如部级对话重在进行农业

合作顶层设计， 地方厅级对接重在推动地方农业 “走出去”， 企业洽谈重在拉动

农业经贸发展， 研究机构交流重在实现人才、 技术等资源流通， 多维度的交流与

合作有益于通过农业合作增进两国政府和民间互信和了解， 也有助于拓展双边农

业合作领域。 问题解决中心重在通过总结上一阶段的合作经验和所遇困境， 提出

应对策略和解决之道， 以期提升中国农业技术在埃及的适用性， 帮助解决埃及民

生治理的核心关切问题。
国际合作机制方面， 在发挥中非合作论坛和中阿合作论坛功能性作用的同

时， 努力扩展中埃两国在 ７７ 国集团等跨区域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 国际农发

基金等国际组织中的合作。 中非合作论坛和中阿合作论坛是中国与非洲国家、 阿

拉伯国家共议多边合作的论坛机制， 已成为中国对非和对阿外交的一大亮点。 中

国与非洲、 阿拉伯国家在论坛机制下的农业合作议题惠及中埃农业合作， 如中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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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论坛达成的 “为双方农畜产品进入对方市场提供便利”① 和中非合作论坛达

成的 “促进非洲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② 等议题， 都促进了埃及水果进入中国

市场。
７７ 国集团是由亚非拉三大区域国家组成的政府间跨区域组织， 旨在促进发

展中国家经济发展， 埃及是其成员国。 中国虽不是成员国， 但一直与该组织保持

良好的合作关系， 并在经济领域以 “７７ 国集团 ＋ 中国” 的模式表达立场。 农业

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产业， 农业治理是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关切。 中国以中埃农业

合作为抓手， 将两国农业合作经验与更多发展中国家分享， 促进发展中国家共同

实现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 “零饥饿” 目标。 中国与 ７７ 国集团共议农

业经贸发展， 使多边合作成果惠及中埃双边合作， 并以多边农业合作带动中埃双

边合作议题的拓展。 此外， 中国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农发基金框架下， 与埃

及加强南南合作， 借助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话语权， 开展更多有助于埃及

农业生产的合作项目。
第二， 在中埃农业合作主体方面， 需要树立支点城市， 发挥支点城市的带动

作用。 城市作为国家对外交往的重要行为体， 积极发挥其在对外农业合作中的作

用， 既可以提升城市外向型经济发展， 也能够为地方企业和研究机构开展对外合

作创造条件。
综合来看， 可考虑将宁夏银川作为中国对埃及农业合作的支点城市， 这主要

是因为银川既是中国与埃及开展农业合作的内陆城市， 也是中阿博览会的主办城

市， 还是农业农村部授予的 “中国—阿拉伯国家农业技术转移中心” 所在地。
２０１６ 年， 宁夏与埃及贸工部在开罗共同主办了 “２０１６ 中阿博览会走进埃及” 活

动， 这是首个中国地方政府落实习近平主席访问埃及成果、 参与中埃建交 ６０ 周

年庆典活动的重要举措， 推动了宁埃双方在产能、 农业、 科技等领域开展全方位

合作。③ 未来宁夏在对埃及乃至阿拉伯国家的农业合作中大有可为。
首先， 宁夏需要明确自身的农业优势和埃及的农业需求， 以论坛机制为抓

手， 充分借助主场外交优势， 向埃及推广宁夏的农业品种和农业技术， 扩大中国

城市的外宣能力， 并在合作中扩展合作领域， 以期将宁夏塑造成内陆地区服务中

·０７·

①

②

③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６ 年行动执行计划》， 中阿合作论坛网站，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０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ａｒａｂｃｆ. ｏｒｇ ／ ｌｔｈｙｊｗｘ ／ ｂｚｊｈｙｗｊ ／ ｄｉｌｉｕｊｉｅｂｕｚｈａｎｇｊｉｈｕｉｙｉ ／ ２０１４
０６ ／ ｔ２０１４０６１０＿６８３６９５２. ｈｔｍ［２０２２ － ０４ － １８］。
《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北京行动计划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 中非合作论
坛网站，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ｏｃａｃ. ｏｒｇ ／ ｃｈｎ ／ ｚｙｗｘ ／ ｚｙｗｊ ／ ２０１２０７ ／ ｔ２０１２０７２３＿８０４
４４０６. ｈｔｍ［２０２２ － ０４ － １８］。
《２０１６ 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走进埃及活动》， 中阿博览会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ｃｎ. ｃａｓ －
ｅｘｐｏ. ｏｒｇ. ｃｎ ／ ｐｒｅＥｘｐｏｓｉｔｅ. ｈｔｍｌ？ ｙｅａｒ ＝ ２０１６［２０２２ － ０４ － ２０］。



农业合作： 理解中国和埃及关系的微观视角

国对外农业合作的典范。 其次， 宁夏需要以宁埃农业合作为路径， 探索与阿拉伯

国家的合作模式， 并将其作为多边合作范式嵌入中阿伙伴关系发展。 最后， 宁夏

需要发挥农企和农业研究机构等民间外交主体的作用， 如支持西部电子商务股份

有限公司等地方龙头企业扩大与埃及合作， 借助 “中阿大学校长论坛” 促进宁

夏大学与埃及农业研究机构的校际合作， 以期在经贸和教育领域同步推进双边农

业合作， 进而增强经贸和教育在服务中埃关系中的外溢性。
第三， 在农业合作模式层面， 以温室大棚项目为重要载体， 推动第三方市场

合作。 如前文所述， 由中国国机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承担的埃及现代农业温室项目

是埃及民生治理的重要项目， 以此为契机充分发挥中国农业技术优势、 设备优势

和人才优势， 提高温室大棚农业的生产力， 提升当地农业从业者的综合技能， 尤

其要加强以农民为主体的能力建设， 保证在中方人员撤出后埃方仍能确保项目的

正常运作。 温室大棚项目也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埃及开展三方合作的一次尝试，
在第三方市场开展合作是未来农业国际合作的一大趋势， 既有利于实现农业国际

合作的规模效应， 也有益于充分整合各方优势资源， 还降低了各方所承担的项目

风险。 中国企业需要主导建立预警机制和三方对话机制， 实现三方资源的优化配

置， 同时对三方合作的问题及相应的解决路径进行追踪记录， 以期通过温室大棚

项目构建中国与域外国家在中东、 非洲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模式， 挖掘更多国

际合作潜力。
此外， 有些西方国家将中国农业海外投资视为 “殖民扩张”， 认为中国以

农业合作为手段实行 “新殖民主义”。 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第三方市场开展合作

有助于驳斥上述捕风捉影的言论， 促使西方国家了解中国农业海外投资的真实

情况， 同时通过农业项目的实施打破其他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戒心和疑虑， 塑造

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参与国际及地区事务的

话语权。
第四， 中资企业需要加强与中国驻埃及大使馆、 中国驻埃及媒体以及埃及当

地媒体的沟通与合作， 以提高其海外影响力。 首先， 农企在埃及开展农业合作要

与中国大使馆和中国派驻当地媒体保持联系， 积极主动地借助官方途径宣传农业

项目， 宜在协议签署、 项目启动、 项目竣工等重要节点， 请大使馆人员和驻埃媒

体参加， 增加在当地的曝光度和影响力。 其次， 农企需要增进与埃及当地媒体的

联系， 借助当地媒体报道提升埃及民众对中埃农业合作的了解。 最后， 农企还应

积极在埃及开展力所能及的公益项目， 通过帮助埃及解决社会问题塑造中资企业

良好形象， 进而增强在埃及的感召力和友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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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粮食安全是埃及民生建设的核心关切， 也是对外合作的重点领域。 中埃农业

合作的理念之一就是通过分享农业治理经验， 改善埃及民生福祉， 促进中埃互利

共赢。 中埃农业合作采取精准施策的方针， 旨在通过农企走出去， 充分发挥中国

的农业技术优势， 帮助埃及民众增强粮食安全感和提升埃及的粮食安全治理能

力， 从而促使两国在农业领域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将已取得的合作成果转化为

增强双边政治互信和友好往来的外交资源， 以期充分发挥埃及在中国中东、 非洲

外交中的支点作用。
从中埃两国外交关系的发展来看， 无论是构建中埃面向 ２１ 世纪的战略合作

关系， 还是建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农业合作始终是双边合作的重要议题，
是助推两国伙伴关系升级的重要动力。 随着两国外交关系的提升， 中埃农业合作

议题日渐多元化， 农业合作的外溢性不断加强， 促使农业与教育、 基础设施、 科

技等领域相结合； 中埃农业合作方式不断创新， 实现了从以双边合作为主到以双

边合作为基础积极探索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转变。 中埃农业合作前景广阔， 将在全

球发展倡议的引领下， 借助中非合作论坛与中阿合作论坛， 在现有基础上实现全

方位、 多领域发展。

（责任编辑： 李若杨　 责任校对： 贺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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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Ｒｏｏｔ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ｒ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Ｚｈａｎｇ Ｍｅｎｇｙ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ｆｒｉｃａ’ｓ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ｓ ａ ｈｕｍａｎ ｔｒａｇｅｄｙ，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ｓ ｂｉｇｇｅｓｔ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ｉｓｓｕｅ ｅｘｉｓ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ｒ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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