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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业技术落后与缺乏严重阻碍了非洲农业的发展，我国作为农耕历史文化悠久以及负责任大国，通过输出实用生产技

术实现中非合作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企业是中国农业“走出去”的主体，本文以吉林省海外农业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为例，

发现基于我国食用菌产业实力雄厚、优化大国形象的需要以及非洲自身的资源和市场优势使得中国食用菌产业技术对非拓展

市场成为可能。本文提出了加大选育适合当地的当家品种、控制生产规模扩张速度、加强技术人才的培养、充分运用国家相

关优惠政策等建议，以推动我国食用菌产业技术对非合作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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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ackwardness i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has seriously hindered agriculture in Africa. As a responsible nation with a 
long history of farming and culture, China can develop a win-win cooperation with Africa through export of its practical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Since enterprises are the main bodies for China’s agriculture to “go global”, this paper takes Jilin Province Overseas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 Group Limited Company as an example. The competitive edible fungus industry in China 
and Africa’s own resources and market advantages make it possible for China’s edible fungus industry technology to expand its market 
to Africa. To promote this cooperation in edible fungus industry technology,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including selecting leading 
varieties suited to local conditions, controlling the production scale expansion speed, strengthening the training of technical personnel, 
and making full use of preferential national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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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为密集的地区，在国际舞

台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贫困、饥饿、疾

病以及种族冲突等一系列原因，非洲的社会发育程

度较低，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是世界上不

发达国家最为集中的地区 [1]。事实上，非洲拥有

全球 20.4% 的陆地面积，其中，森林、草原面积占

非洲总面积的 48%。与此同时，非洲还拥有 12 亿

人口，丰富的自然资源与充足的人力资源为非洲农

业生产带来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发展现代农业潜力

巨大。然而，受农业技术水平低下问题的困扰，非

洲农业发展艰难，赞比亚等非洲国家饱受粮食安全

的威胁 [2]。通过先进生产技术的引进实现农业的

迅速发展，不仅是非洲各国共同的夙愿，更直接关

系到非洲“2063 年愿景”的达成。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便对非洲展开以援

助为主要形式的农业合作 [3]。中国是有着悠久农

耕传统的文明古国，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中国人

民创造与传承了符合本国农情的耕作技术，总结出

了大量农业生产的经验与教训。从这一角度看，中

国农业生产的轨迹可以为非洲农业的发展提供重

要参考 [4]。通过将中国实用的农业技术引入非洲，

结合非洲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不仅可以有效促进

非洲农业的建设、推动中非农业合作，还顺应了当

前世界粮食安全形势 [5]，满足了共建全球性的粮

食生产基地的需要 [6]，体现了我国履行大国义务

的负责任形象 [7]，展示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实施，为我国开展

与沿线国家的农业合作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非

洲是我国对外合作的重点地区之一，在农业领域实

现中非之间的深入合作、推动非洲经济社会的发展

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中国对非农业合作的方式包括

援助、贸易化及投资等 [3]，其中，企业是中国农

业“走出去”的主体 [8]。赞比亚吉海农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吉海农）由吉林省海外农业投资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建立，是赞比亚第一家周年工厂化生

产食用菌和生产规模最大的工厂。本文以吉海农近

年来在赞比亚的发展实践为例，通过分析中国食用

菌产业对非拓展市场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食用菌企

业在非发展的现状与效果，提出中国食用菌产业技

术对非合作与发展的优化路径与措施。

二、	中国食用菌产业技术对非拓展市场的必

要性与可能性

（一）我国食用菌产业实力雄厚

我国食用菌种植历史悠久，是认识和利用食用

菌最早的国家之一 [9]。经过漫长的岁月积累，目

前我国拥有野生食用菌 2000 多种，驯化栽培食用

菌 100 余种，商品化食用菌约 60 种，我国堪称世

界上菌种资源最丰富、食用菌栽培种类最多的国

家 [10]。尤其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依赖于得天

独厚的条件和有力的政策支持，我国食用菌产业迅

速发展，现已跃居为全球第一大食用菌生产国与出

口国 [11]。据中国食用菌协会统计，2017 年我国食

用菌产量达 3.712×107 t，产值达 2722 亿元，是仅

次于粮食、蔬菜和果品的第四大种植产业。与此同

时，食用菌凭借其营养性和安全性，不仅成为我国

出口创汇的主要特色农产品之一 [12]，更是弥补我

国农产品逆差的重要产品之一 [13]。国家海关数据

显示，2016 年我国出口了 5.479×105 t 食用菌产品，

创汇 31.70 亿美元，食用菌产业成为我国农业领域

的重要创汇产业。由此可见，我国食用菌生产技术

成熟，种植经验丰富，产业实力雄厚。

（二）对非拓展市场有利于优化大国形象、体现大

国风范

食物供给紧张一直是阻碍非洲经济社会发展

的主要问题，非洲深受粮食短缺、供给不足的困 
扰 [14]。由于食用菌富含蛋白质、矿物质和维生素

等营养物质，不仅可以作为粮食的替代品 [15]，缓

解当地粮食供应的压力，有效改善非洲人民的营养

结构，同时还能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发挥脱贫致

富作用。因此，非洲是我国食用菌对外贸易最大的

潜在市场 [16]。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食用菌是生鲜

农产品，具有较高的易腐性，而非洲同我国的空间

距离较远，在食用菌流通过程中保持鲜活程度的难

度较大，同时运输成本较为高昂。加之食用菌本身

的价值较高，对支付能力具备一定的要求，因此，

非洲居民普遍经济收入较低的现实情况使得直接

长途运输食用菌到非洲市场的设想难以实现。正

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国家“一带一路”

倡议的推动下，通过调整对非合作思路，直接输出

我国食用菌产业技术进入非洲地区，既顺应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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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一体化潮流，又能为推动非洲经济社会发展和

民生改善贡献出中国力量，体现了我国“负责任大

国”的正面形象。

（三）非洲具备发展食用菌的资源和市场优势

自 2009 年开始，非洲便成为了中国第一大贸

易伙伴 [1]。而在非洲的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中，赞

比亚是非洲中南部最早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 
家 [17]，因此，依靠食用菌技术与产业，对赞比亚

进行农业援助具备一定优势 [18]。
就自然环境而言，赞比亚位于非洲中南部，国

土面积达 7.5×105 km2（相当于我国东北三省面积

之和），其中约 57% 的土地适宜进行农业生产，土

地资源丰富。赞比亚虽属于热带气候，但因其大部

分地区位于海拔 1000~1500 m 的高原，年平均气温

在 18~20 ℃之间，凉爽的气候以及较低的湿度非常

适宜食用菌的生长。此外，赞比亚境内河网密布，

拥有南部非洲大约 45% 的地下水资源，水资源丰

富，农业生产条件优越。同时，当地农作物生长过

程中所产出的玉米芯、棉籽壳、木屑、木薯秆等农

林副产物，为食用菌生产提供了充足、低廉的基质

材料。加之赞比亚人口达 1400 万，人力成本较低，

因此，赞比亚具备大规模发展食用菌产业的劳动力、

水文、土地、气候、原材料等资源优势。

就经济环境而言，赞比亚地理位置较好，东北

紧邻坦桑尼亚，东面和马拉维接壤，东南和莫桑比

克相连，南接津巴布韦、博茨瓦纳和纳米比亚，西

面是安哥拉，北靠刚果民主共和国，得天独厚的区

位优势有利于赞比亚将其生产的食用菌出口到周边

国家，拉动本国经济发展、外汇增加的同时，还能

对周边国家形成辐射效应。此外，食用菌营养丰富、

口感独特，深受当地居民喜爱，是赞比亚等非洲国

家的传统美食。而赞比亚及其周边相邻的 8 个国家

尚未形成完备的食用菌产业体系，这为我国食用菌

企业进入赞比亚提供了良好的市场发展环境。

三、食用菌产业进入赞比亚的社会经济效果

（一）推动了现代农业发展

国内食用菌生产技术尤其是工厂化生产方式的

迅猛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民间资本、工商资本

和外资涌入食用菌产业。这些资本的进入虽然带动

了食用菌产业的转型升级，但缺乏科技支撑的资本

往往只是简单地复制生产车间和模式，而在市场扩

张空间有限的情况下，食用菌企业的数量激增不

仅导致市场内部竞争激烈，无效损耗严重，同时

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食用菌产业，对产业的可

持续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而吉海农等食用菌企

业投资海外、进军非洲，既避免同国内其他食用

菌企业的无序竞争，缓解了国内食用菌市场竞争

压力，又带动了食用菌产业的产能以及生产技术

的出口，还推动了赞比亚等输入国的现代农业发

展，一举多得。

（二）增加了当地就业机会，提高了居民收入

赞比亚是农业主导大国，在 400 万劳动力中，

有 60% 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虽然赞比

亚具有充足的自然资源和良好的生产环境，但落后

的农业生产模式和基础设施使得用于粮食作物生

产的土地开发有限，农村劳动力就业不充分，全

国大约 50% 的劳动力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食

用菌产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拌料、装袋

等许多生产环节都还需要人工完成，且这些环节

对技术要求较低、易于掌握。因此，吉海农借助

赞比亚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将科学的示范性

工厂化培植技术与农民的传统栽培方式相结合，

不仅吸引了大量富余农村劳动力参与食用菌生产、

加工和流通等各个环节，在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

力就业安置问题的同时，还满足了赞比亚农民增

收、地区发展致富的要求。目前，吉海农已在赞

比亚投资 2500 多万美元，建设并形成了工厂化食

用菌厂房、吉林农业产业示范园等多个项目，雇

佣当地工人超过 100 人，随着未来食用菌基地与

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提供工作就业机会、拉动当

地经济发展等效果还将进一步凸显。

（三）推动了循环农业理念的宣传与普及

食用菌产业将农业废弃物转化为美味营养食品

的“变废为宝”处理方式是一种典型的循环经济模

式，不但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污染破坏，提高了农业

废弃物的综合利用程度，还能带来显著的社会经济

效益。基于这一特点，吉海农在赞比亚的农业投资

始终遵循着循环农业的理念。通过将种植业、养殖

业的农副产品，如甘蔗渣、玉米芯、棉籽壳、木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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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薯秆等农业废料直接作为培育食用菌的菌袋进行

生产，废弃的菌渣又可作为肥料还田，用于玉米、

大豆等农作物的种植，鱼类和家禽等养殖饲料以及

土壤肥力增加等使用，由此，吉海农在产业园区内

实现了物料和能量的循环利用，这不仅传播与普及

了中国农业文化和循环农业发展理念，也是对“一

带一路”倡议中“绿色发展和共享发展”理念的重

要体现。

（四）提升了当地居民身体素质和健康程度

赞比亚作为非洲经济落后国家之一，其较为单

一的饮食结构导致居民营养缺乏现象较为普遍。据

Knoema 数据库统计，赞比亚有 44.5% 的人口营养

不良，在总人口中营养不良所占比率排名靠前，位

居世界第 4 位。食用菌具有“三高一低”特征，即

高蛋白质、高氨基酸、高维生素和低脂肪，坦桑

尼亚学者科托 • 梅什根尼亦将之称为“穷人的肉”，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更将其纳入

“一荤一素加一菇”的合理膳食结构中。由此可见，

在赞比亚发展食用菌产业，不仅有利于逆转赞比亚

人民长期缺乏营养和营养来源渠道单一的现状，还

有助于优化当地居民的饮食结构，提高赞比亚人民

的身体素质和健康程度，实现了赞比亚人力资本水

平的优化与改善。

四、促进食用菌产业技术输出的优化措施

（一）加大选育适合当地的当家品种

优良品种是农业产业发展的根本，也是提升农

业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虽然吉海农等食用菌企

业在非洲经营时往往通过组建技术团队、借助技术

支撑力量实现自身发展，但由于非洲与我国所处的

地理位置不同，农业自然资源条件与气候环境等存

在较大差异，因此，必须尽快选育适合当地的优良

品种。具体来说，可通过驯化和开发当地种质资源，

或者从国内输出菌株资源，在结合当地环境的基础

上，开展品种的改良试验，从中选育出优质、适应

性强、综合性状较好的优良品种，如适合非洲生长

的双孢蘑菇、猴头菇、草菇、木耳等食用菌品种，

以推进产品多元化，丰富当地的市场供应，满足消

费者对多样化产品的消费需求，最终实现食用菌企

业长远可持续发展。

（二）控制生产规模扩张速度

虽然目前赞比亚市场处于空档期，进入赞比

亚的中国食用菌企业尤其是工厂化生产企业数量较

少，但由于工厂化生产具有周年性与高成本性，且

受电力、水利和道路条件等基础设施的限制较大，

而赞比亚等非洲国家基础设施普遍落后的现实情

况，使得保障能力不足问题一旦出现，将极大影

响具有生命特征的食用菌生产及食用菌企业的良

好运转。因此，我国食用菌企业在产能规模扩大

的过程中，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充分论证、仔

细预判生产要素的变化情况，适度、科学地推动

生产规模的扩张。

（三）加强当地技术人才的培养

不同于一般的种植业、养殖业，食用菌产业的

技术含量较高，尤其工厂化方式生产的现代食用菌

产业更离不开强大的科技团队支持，以预防与应对

因技术问题而引致的生产风险。而非洲不仅同中国

距离较远，且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及自然环境与我国

差异较大，一旦在食用菌生产过程中出现技术问题，

国内专家往往因工作不便和成本高昂等因素，只能

给予临时性的指导与支援，因此，本土人才储备和

培养问题迫在眉睫。人才培养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

开：一是培养高端技术人才。鼓励并支持具有良好

文化基础的赞比亚高校和科研单位的现有人才，到

中国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吉林农业大学等具

有较强食用菌科研实力的高校及科研单位进修学

习，提升其专业技能与业务能力，为企业生产技术

的改进、发展与创新培养接班人。二是培养一般技

术骨干。从现有留学生中挑选出专业基础较好的人

才，对其进行定向培养，使其在企业未来发展过程

中，成为中坚技术力量。三是培养一般技术能手。

加大对当地一线工人的技术培训，使其成为能够按

照生产技术规范进行操作的熟练工种。

（四）充分运用国家相关优惠政策

中国食用菌企业进入非洲不仅是我国企业“走

出去”和实现国际化发展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

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要形式，食用菌企

业在非洲经营离不开政府的鼎力支持。因此，吉海

农等食用菌企业在对海外发展过程中，绝不是、也

绝不能单打独斗，而是应充分利用现有的相关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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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抓住“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良好机遇，实

现企业的做大做强。例如在资金的融通与筹集上，

食用菌企业可以利用中国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以及

中非发展基金等项目，获取经营所需要的资金支持；

在保险上，食用菌企业应加大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

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的联

系与合作，努力降低企业在海外发展和投资过程中

的经营风险。

五、结语

非洲是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的对外合

作重点地区之一，然而，受农业技术落后与缺乏的

影响，非洲农业发展艰难。作为农耕历史文化悠久

的大国，我国期望通过输出中国实用的农业技术，

促进非洲农业的发展。出于履行负责任大国义务、

优化国家形象的需要，结合我国实力雄厚的食用

菌产业以及非洲自身的资源和市场优势的基础上，

我国食用菌产业技术将成为中非农业合作的“排

头兵”，实现中非农业的双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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