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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中国与老挝在农业科技合作领域不断深入。本文基于对“中国（广西）– 老挝农

作物优良品种试验站”项目的调查，回顾了目前中 – 老农业科技合作的实施进展与效果，并对相应合作经验与问题进行了总

结。据此，本文进一步提出企业化运作、明确项目目标和升级项目级别等优化建议，认为在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时，

可以将合作项目上升为国家级农业合作示范基地并以开展高水平技术试验示范为目标，以使中 – 老农业科技合作走上良性发

展之路，也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东南亚各国农业科技合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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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Laos cooperation in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
nology has been deepening. Based on the survey on the “China (Guangxi)-Laos Improved Crop Variety Test Station” proje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and effects of the cooperation, and summarizes the experience and problems. Thus, the paper proposes some 
suggestions as developing an enterprise operation mode, pinpointing project objectives, and upgrading the project level. With the con-
sideration of both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cooperative projects could be evolved to national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demonstra-
tion bases that aim to demonstrate high-level technology trials, hoping to provide some effective advice for the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among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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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

基于与中国的地理位置接壤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

加之其海陆交汇的地理位置和得天独厚的航道优 
势 [1]，东南亚地区成为我国实施“一带一路”建

设的重要支点。在“一带一路”顶层设计不断深化

的背景下，我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合作模式已逐渐发

生由经济到文化、由单一到多元、由“单向输出”

到“体外循环”的升级转变 [2]，在政治、经济、

文化等各领域开展了广泛合作 [1]。但不可否认的

是，农业在“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体系中所占比

重整体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农业合作仍是目前“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的重中之重 [3]。尤其对于老挝、

缅甸等以农业为支柱产业的东南亚国家，提高本国

农业科技水平是其发展的迫切需求，而“一带一路”

的共商共享共建倡议为其农业科技发展提供了新思

路和新可能。

作为一个位于中南半岛北部的内陆国家，老

挝北邻中国，与我国云南省接壤，国土面积为

2.368×105 km2，人口为 677 万。由于雨热条件较好，

故其生物资源丰富，农业成为其国民经济发展的主

要来源，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超过 20%。

但老挝地处内陆、人力资源短缺、教育发展不足，

使经济发展基础弱，农业技术水平低，许多地方还

处于欠开发状态，对借助“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实

现经济社会发展拥有强烈需求 [4,5]。
中国与老挝的农业科技合作已开展多年，伴随

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以及区域共商共建共享

不断深化发展新阶段的到来，通过回顾双方已有合

作历程、总结已有合作经验，进而形成有的放矢的

阶段性目标，明确未来合作发展方向十分必要。因

此，本研究基于对长期以来开展中 – 老农业科技合

作工作的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与老挝国家农林

研究院共同建设的“中国（广西）– 老挝农作物优

良品种试验站”项目的调查，对现阶段中 – 老农

业科技合作的效果进行评价，总结合作的基本经

验及存在的问题，进而对我国农业科技“走出去”

和深化“一带一路”国家间合作提出可行之策。这

将为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开展农业科技合作提供生动

的经典案例，对优化我国与东南亚各国农业科技合

作目标与策略，发挥“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农业

科技合作中的功能效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中 – 老农业科技合作项目基本概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2013 年 9 月 
26 日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朱马里时表示，双方要拓展绿色农业等新兴

领域合作。同时，为落实温家宝同志于 2010 年 
在第十三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中提出的进一步

实施优质高产农作物示范田建设，与东盟各国共同

建设 20 个农作物优良品种试验站的指示精神，由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在老挝成立“老挝华亚金桥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老挝占巴塞省农林厅合作

在巴松市共建“中 – 老合作农业试验基地”的基

础上，在首都万象合作共建“中国（广西）– 老挝

合作农作物优良品种试验站”。

2013 年 12 月，“中国（广西）– 老挝农作物

优良品种试验站”正式建设并投入运行。老方提供

100 hm2 土地，其中在万象成立 “中国（广西）– 老

挝农作物优良品种试验站”和“中 – 老合作农作物

优良品种试验站”总部，占地 40 hm2；在占巴塞省

巴松市成立“品种试验站巴松分站”，占地 60 hm2。

项目总投入建设资金达 1200 万元，双方合作期为

25 年。 
“中国（广西）– 老挝农作物优良品种试验站”

是我国在东盟国家建立的第一个农作物优良品种试

验站，预期在 5 年内将其建成为一个集农作物新品

种试验、示范、展示、新技术推广、农业培训、观

光旅游等于一体的农作物优良品种试验站和现代化

农业试验示范基地。通过农作物优良品种试验站的

建设，在老挝试种示范、注册和审定并推广一批具

有高产、优质、抗旱、抗病虫害等性状的水稻、玉

米等农作物优良品种，推广示范有机蔬菜栽培新技

术，带动中国农业种子、栽培技术以及相关农业装

备设施进入老挝，为老挝当地农业生产水平提升以

及中老两国友谊和世界农业发展做出贡献。

在试验站建设过程中，得到了中老两国各级

领导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中老双方政府领导都

对品种试验站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

扬。同时，试验站建设取得的成效也得到了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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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广西电视台、老

挝电视台等多家媒体的报道，大大提升了试验站在

中老两国农业合作领域的影响力。在相关部门的大

力支持下，经过多年努力，项目实施进展顺利，并

取得了明显成效。

三、中 – 老农业科技合作项目实施效果 

（一）筛选了一批适合老挝种植的农作物优良品种

老挝属于明显的热带季风气候，全年湿热多

雨，拥有大量平原和盆地，易于耕作，但长期以来

由于缺乏科学合理的耕作制度安排和对种质资源的

重视，其粮食作物生产效率较低，经济作物品种庞

杂，缺乏对优良品种的选育 [6]。为通过种质资源

优化来提升老挝农业生产率，试验站自 2013 年开

始，已先后试种了 165 个农作物品种，通过认真比

对和实验分析，从中筛选出适合老挝种植推广的农

作物优良品种 48 个，其中果树 11 个、瓜菜 31 个、

水稻 2 个、玉米 2 个、花生 1 个、牧草 1 个，达到

了品种实验的基本效果。

（二）示范推广农作物面积逐步扩大，产量提升

明显

在筛选出 48 个适合老挝种植的农作物优良品

种的基础上，为解决老挝农业耕作模式粗放、农业

科技转化和普及效率低下等问题，弥补老挝本土农

业科技专业人才和技术人才的缺失 [6]，试验站向

周边地区和农户进行优良品种及种植技术的推广介

绍，累计推广应用面积为 1763 hm2。其中筛选出的

杂交玉米品种 LC188，在沙耶武里、万象、占巴塞

等多个省市推广应用，仅沙耶武里省的推广面积就

达到了 533 hm2，平均产量为 6.26 t/hm2，高于老挝

当地的平均产量，增产幅度达到了 18.33%，效果

十分明显。

（三）设施农业技术输出和推广应用效果良好

设施农业技术是中国的一项实用和适用的高产

高效农业技术，项目在万象试验站修建了 73 个钢

架大棚，在巴松分站建设了 112 个大棚和 1 个三连

栋钢架大棚，主要运用无公害有机生产技术种植哈

密瓜、葡萄、蔬菜等，开展塑料大棚设施栽培和有

机基质栽培技术的示范推广。这一技术的示范推广，

解决了当地长达半年的雨季种菜难、买菜贵的难题，

惠及老挝人民。此外，通过对哈密瓜、火龙果、玉

米和番茄等农作物的标准化种植研究，在相关技术

试验的基础上，制定了适合当地的水稻、玉米、哈

密瓜、番茄四个作物品种的标准化种植技术规程，

在提高老挝农业生产水平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效

果良好。

（四）农业技术人员培训及中老农业合作交流成效

显著

利用试验站这一平台，围绕农作物种子生产与

经营、现代农业技术与食品安全、老挝蔬菜种植与

经营、哈密瓜种植技术、火龙果标准化种植、玉米

花生水肥一体化技术、杂交狼尾草制种等技术内容，

中方技术人员先后为老挝举办培训班 19 期，培训农

业技术人员 822 人次。同时，还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安排了 4 期 76 人次到中国培训，以增强其对中国农

业的进一步了解。在进行技术培训的基础上，试验

站还接纳了老挝高校 230 名毕业生到试验站实习并

提供技术指导，推荐 7 名老挝农业技术员到广西大

学公费留学，组织老挝中央和地方的农业部门、老

挝国家农林研究院、老挝国立大学农学院、老挝占

巴塞农林学院以及涉农企业等单位到中国考察交流，

探索双方农业合作的有效路径。与此同时，还连续

多次举办大型交流活动，如万象哈密瓜节、老挝建

国 40 周年庆典活动暨中国 – 老挝合作农作物优良品

种试验站技术成果展等，有效推动了中老农业合作

与交流的层次，扩大了中国农业科技的对外影响力。

（五）成为我国对外开展减贫示范项目工作的重要

载体

为落实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推进对外减贫

合作发展，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和广西外资扶贫项目

管理中心委托广西华亚金桥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依托中 – 老农作物优良品种试验站，合作开

展中 – 老合作社区减贫示范项目建设，开展面向老

挝的农业产业减贫研究和技术示范，在万象塞塔尼

县金花村实施农业产业减贫示范项目，举办老挝农

业技术及产业发展、减贫等培训和研讨活动，发挥

了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的载体与桥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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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为推动国内农业科技“走出去”和开展农

业对外合作的重要平台

依托试验站的建设，“中国（广西）– 老挝合作

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与国内相关单位携手，广泛开

展农业科技在老挝的试验示范，如与广西农业科学

院合作，在试验站进行玉米、花生水肥一体化的科

学试验；引进广西标准技术研究院到老挝，开展中

国标准在老挝的适用性研究和农业标准化种植技术

及标准化培训，实施农业标准“走出去”战略；引

进广西北海金品东盟百花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进驻

试验站，开展牧草种子的繁育工作；引进广西农业

机械研究院到老挝，进行钢架大棚等设施农业的安

装与技术示范；引进昆明云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进

驻试验站，开展花卉品种的种植与品种试验。同时，

还接待了北大荒集团、广西科学院、广西百色国家

农业科技园区、广西福沃德农业技术国际合作有限

公司、广西兆和种业有限公司等 40 多家涉农企事

业单位到老挝参观考察，为国内农业技术、品种和

农业设施装备“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倡议

在东盟国家的合作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

四、中 – 老农业科技合作项目实施基本经验

“中国（广西）– 老挝农作物优良品种试验站”

项目建设良好成效的取得，主要得益于完善的工作

机制、强大的技术队伍以及科学的管理制度。在具

体工作过程中，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良好的工作机制

为了较好地推进项目实施，技术输出与技术

输入，双方必须协调一致才能使项目顺利落地并

惠及双方，这就需要构建双方参与的良好工作机

制。在项目启动之前，中 – 老农作物优良品种试验

站中方工作组和老挝工作组在 2013 年 5 月便同时

成立。中方工作组包括领导小组、首席专家小组

和老挝工作小组。项目领导小组组长为中方的项目

实施负责人，副组长为具体负责的实施人及单位其

他领导，成员涵盖了相关部门及项目参与者。项

目专家组以院士、教授为核心，指导项目实施中

遇到的技术难题。老方则成立了由老挝国家农林

研究院院长任组长的老方工作指导小组，并指定 
4 名工作人员为联络员，随时与中方保持工作上的

沟通与联系。同时为试验站配置了一位副站长，与

中方人员一起协调项目的实施工作。

（二）强大的技术队伍

根据项目运行需要，项目实施单位聘请了各领

域技术专家，成立了首席专家组，包括玉米首席专

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荣廷昭、水稻首席专家中国水稻

研究所研究员曹立勇、瓜菜首席专家广西农业科学

院蔬菜研究院研究员李文嘉、葡萄首席专家广西农

科院葡萄与葡萄酒研究所研究员谢太理、牧草首席

专家江苏农科院研究员白淑贞等。同时，从学院和

其他科研单位还聘请了在水稻、玉米、哈密瓜、蔬

菜、果树、花卉等种植方面具有较强能力的多名科

技人员，为项目实施提供必要的科技支撑。

（三）完善的管理制度

为了确保项目运行效率和效果，根据国家相关

规定并结合项目实地需要和特点，项目实施单位制

定了包括《项目出国人员补助办法（试行）》《试验

站工作人员在老挝境内出差管理办法（试行）》等

在内的一系列管理制度，保证项目实施有章可循。

同时，在具体运行上，常驻老挝的工作组成员坚持

每周例会制度，探讨与解决品种试种、品种筛选、

品种繁育、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控、试验站发展规

划、双方工作协调等科技与管理问题，较好地协调

了项目运营的各个环节，确保了项目的顺畅运行。

（四）良好的分工模式

在老挝建立试验站的过程中，形成了以首都万

象为总部，以南部农业强省占巴塞省的巴松市为分

站的双层体系。在首都万象市建立试验站总部，便

于与老挝农林部等部门沟通开展工作，并以首都万

象为中心，辐射和影响全国。在农业强省和主产区

的巴松市建立试验站分站，有利于扩大影响和发挥

技术示范作用。总站和分站之间各有定位，分工明

确且互相配合，对放大农业技术影响力具有重要作

用。同时，在运作主体上也建立了良好的分工机制，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作为实施的责任主体，提供

雄厚的人才和技术支持，其下属企业广西华亚金桥

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企业化的形式具体实

施项目建设。这种“学院 + 公司”的运行模式，实

现了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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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存在问题与建议

（一）存在问题

（1）老挝项目经济效益有待提高。虽然项目的

实施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但由于项目前期主要

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现在的经济收入主要来自项目

试验、示范和生产的农作物收成，加上园区开展的

果树种植还存在滞后期，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获得

经济收益，所以从目前来看，项目所产生的经济收

入还不能满足试验站的基本运营所需。

（2）现代企业化的运作方式尚未建立。由于受

国家政策和规章制度的影响，老挝项目按照行政机

关和事业单位的模式运营，目前试验站主要按照项

目隶属单位的行政管理模式运作，未能按照现代企

业方式运作，现代企业制度尚未真正建立起来，存

在重社会效益、轻经济效益等问题，因此一旦没有

项目资金支持，将制约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二）对策建议

（1）加快建立企业化的项目运作机制。受农业

特点影响，农业援外项目持续周期长，投入资金大，

必须寻求到一种使项目能够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

可持续性合作机制，即要建立对市场适应性及企业

化运作机制，才能发挥项目示范性交流合作平台的

功能，以及成为引领当地农业发展、推动双方合作

升级的平台与纽带。在项目结束以及国家相关部门

不再安排项目资金的情况下，支持老挝华亚金桥农

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按照市

场化的模式运营就显得十分必要。这样可以有效减

少按照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运营的弊端，面向市场

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运营更加灵活，达到项

目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2）明确项目实施的目标要求。虽然老挝农业

科技水平相对落后，建设农作物优良品种试验站，

引入我国的任何品种和农业技术都会与老挝存在技

术势差，但为了形成更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并构建

区域联动、共同发展的格局，项目建设必须按照“上

规模、上档次、高投入、高水平、高效益、有特色”

的理念与目标要求，实施项目建设和开展农作物

及果树优良品种的技术试验示范，为中国农业科

技“走出去”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奠定坚实基

础和发挥更大效应。

（3）升级项目层次并发挥更大效应。2016 年

11 月广西农业厅与老挝农林部座谈交流时表示：将

按中老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推动双方合作，携手

推动“中国（广西）– 老挝农作物优良品种试验站”

升级为国家级试验站，并成为中老两国农业合作的

示范基地。广西农业厅与自治区商务厅已联合报文

向商务部、农业农村部申请在“中国（广西）– 老

挝农作物优良品种试验站”基础上建立“中国 – 老

挝现代农业示范园”，争取将试验站项目提升至国

家层面的援助项目，以便在“一带一路”框架下，

发挥更大的农业科技国际合作的功能效用，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中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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