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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可持续
发展的困境与出路∗

吴月芽　 张一轩

【内容提要】 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是中国对非农业援助的一种

重要形式。 它是增强中非政治互信、 解决非洲粮食安全问题、 促进

中国农业 “走出去” 的平台和窗口， 也是维系中非友谊的重要纽带

和助推力量。 目前， 受中非观念、 文化、 资金、 规模及国家制度、
法律、 管理体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其可持续发展面临困境。 本文

从明确功能定位、 理顺管理体制、 多渠道筹集发展资金、 完善产业

化商业化运营模式、 稳定援非农业技术人才队伍等视角提出了对策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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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院兼职研究员 （金华， ３２１００４）； 张一轩，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

学院学生 （郑州， ４５００１６）。

对外援助是大国外交的重要手段， 也是我国对外交流与经济合作战

略的重要组成部分。① 农业援助一直是我国对外援助的重要内容。 从 ２０

∗

①

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非洲研究中心） 课题 “中国援非农业示范

中心建设及带动农业 ‘走出去’ 中的问题和对策研究” （项目编号： ２０１５０１２） 的阶段

性成果。
《关于 〈对外援助管理办法〉 的政策解读》，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ｉｄｃａ. ｇｏｖ. ｃｎ ／ ２０２１ － ０８ ／ ３１ ／ ｃ＿
１２１１３５１３１６. ｈｔｍ， 最后访问日期：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 日。



世纪中期开始， 我国就开始对非洲农业进行援助， 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初始阶段 （１９６５—１９７８ 年）， 以纯农业无偿援助为主； 探索调整阶段

（１９７８—１９９０ 年）， 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对非援助由单纯无偿援助转变为

多种形式的发展合作； 全面改革阶段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 我国确立市场经

济体制后， 对非援助的资金来源和方式变得多样化， 援助与互利合作并

存； 机制化阶段 （２０００ 年至今）， 随着中非合作论坛的设立， 对非农业援

助进入机制化阶段。① 农业援助成为维系中非友谊的重要纽带和助推力

量。 在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 作为 “八项政策措施”
之一———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隆重推出， 标志着中非农业合作进入

了新阶段。

一　 中国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发展现状及成效

（一） 援非农业项目发展现状

中国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 （简称 “援非农业项目”） 是集农业技术

试验示范、 技术培训与推广、 管理经验传授以及产业化经营等为一体的

援助项目。 项目推出初期， 由商务部和农业部牵头， 坚持 “政府引导、
企业为主、 市场运作” 原则， 由政府出资， 通过援助非洲基础设施、 技

术示范、 人员培训等方式推动中非农业合作。 自 ２００６ 年以来， 中国政府

分批在非洲国家援建了 ２６ 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 其中大多数已进入自主

运营阶段② （见表 １）， 惠及 ５０ 余万当地民众，③ 涌现出如刚果 （金） 农

业技术合作项目和马拉维棉花技术投资合作项目等成功案例。

表 １　 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项目情况

国别 实施单位 主要合作领域 实施阶段

莫桑比克 湖北农垦集团 良种繁育、 畜禽 自主运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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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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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水： 《中国援非迈入机制化阶段》， 《文汇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４ 日， 第 ３ 版。
王静怡、 张帅、 陈志钢、 毛世平： 《ＰＰＰ 模式在中非农业合作中的实践与对策分析———
以中国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为例》， 《国际经济评论》 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 第 １６８ 页。
《加大投资力度 非洲多国全力保障农业生产》， 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ｓ？ ｉｄ ＝ １６８
３１１０７３９２５８４６３８８１＆ｗｆｒ ＝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 ＝ ｐｃ， 最后访问日期：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８ 日。



续表

国别 实施单位 主要合作领域 实施阶段

坦桑尼亚 重庆市种子集团 水稻 自主运营阶段

赞比亚 吉林省粮食集团 玉米、 小麦 自主运营阶段

多哥
江西省华昌国际经济技术

公司
水稻 自主运营阶段

利比里亚 湖南隆平高科集团 水稻 自主运营阶段

贝宁 中国农业发展集团 玉米、 蔬菜 自主运营阶段

刚果 （布）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木薯 自主运营阶段

埃塞俄比亚 广西八桂公司 经济作物 自主运营阶段

卢旺达 福建农林大学 水稻、 桑蚕 自主运营阶段

乌干达 四川省华侨凤凰集团 水产养殖 自主运营阶段

津巴布韦 中机美诺公司 农业机械、 灌溉 自主运营阶段

苏丹 山东省外经集团 玉米、 小麦 自主运营阶段

南非 中国农业发展集团 水产养殖 自主运营阶段

喀麦隆 陕西农垦总公司 水稻 自主运营阶段

马拉维 青岛瑞昌棉业有限公司 水稻、 玉米、 肉牛、 棉花 自主运营阶段

毛里塔尼亚 （农业） 黑龙江燕林庄园科技公司 水稻、 玉米、 养猪、 沼气 自主运营阶段

毛里塔尼亚 （畜牧业） 宁夏金福来羊产业公司
奶牛养殖、 饲草种植、 乳

品加工
自主运营阶段

刚果 （金） 中兴能源有限公司 水稻、 玉米、 蔬菜 自主运营阶段

赤道几内亚 江西赣粮实业有限公司 木薯、 甘薯、 香蕉、 蔬菜 自主运营阶段

马达加斯加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 水稻 自主运营阶段

布基纳法索 中地海外集团 水稻、 灌溉 自主运营阶段

中非
山西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

司　
水稻、 玉米、 木薯、 养鸡 自主运营阶段

布隆迪 广西农业科学院 水稻、 玉米、 蔬菜 自主运营阶段

安哥拉
新疆北新国际工程建设有

限公司
水稻、 玉米、 肉牛 自主运营阶段

尼日利亚
中国政府无偿援助， 中铁

十四局承建
待定 建设阶段

马里
江苏紫荆花纺织科技有限

公司
停工

　 　 资料来源： 根据新华社、 商务部及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网站公布的相关资料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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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农业发展援助成效显著

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援助模式相较于以前纯项目援助 “交钥匙工

程” 和 “援助项目 ＋ 后期中国企业租赁承包” 模式， 弥补了 “建设—移

交—中断—再投入—再移交—再中断” 的农业援助缺陷， 取得了较好的

成效。
一是外交窗口功能彰显， 有利于增强中非政治互信。 长期以来， 中

国外交非常注重中非关系， 而中非农业合作又是中非关系中的重中之重。
集公益性功能和经济性功能于一体的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建设， 不仅

可以提升非洲国家的农业生产水平， 而且有助于分享中国从农业国家快

速发展成现代强国的经验， 符合中非双方利益。 中国援建非洲农业技术

示范中心既适应了经济全球化的需要， 也是中非双方优势互补、 建立国

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需要。 援非农业项目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先进的农业

技术， 彰显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深化

了中非传统友谊， 有利于增强中非之间的政治互信。
二是试验示范效果显著， 有利于促进受援国农业发展。 援非农业技

术示范中心通过试验研究、 技术培训和示范推广， 有效提升了受援国所

在示范领域的农业技术水平， 促进了受援国农业的发展。 援非农业项目

因地制宜， 积极开展试验示范， 筛选了一大批适合在受援国生产的粮食

作物、 经济作物、 蔬菜、 畜禽品种和配套生产技术， 一些品种已通过受

援国审定并开始种植， 与当地品种对比， 增产效果十分显著。 援非农业

技术示范中心每年分批次向受援国农业生产者、 农业技术人员或基层农

业官员传授农业生产技术， 大大提高了受援国农业生产效率。 定期开展

技术交流与示范推广工作， 将高产优质品种以及中国先进实用的育苗、
耕作、 植保、 施肥、 灌溉、 收获等配套技术推广到示范中心周边和受援

国各重点农区， 一些品种和技术已在受援国广泛应用， 显著提高了受援

国的农业生产水平。 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还探索多种综合运营模式，
如 “种植 ＋养殖 ＋加工 ＋销售” 模式、 “设备租赁 ＋ 销售” 模式、 “有偿

服务 ＋订单” 模式， 出现了一些成功案例。 例如， 科特迪瓦是世界上腰

果第二生产大国， 但加工能力落后， 中国辽宁国际合作集团运用商业化

运作方式， 通过引进畜牧业以及腰果、 木薯加工的先进技术和设备， 挖

掘科特迪瓦的资源优势， 促进科特迪瓦畜牧业、 腰果加工、 木薯加工获

得较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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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发挥对外展示平台功能， 有利于促进中国农业 “走出去”。 援非

农业技术示范中心较好地发挥了对外展示平台功能， 如拓宽了我国农产

品 “走出去” 渠道， 有利于推动我国农产品输出， 开拓农业生产资料国

外市场， 提供外贸市场窗口； 促进对非洲国家的经济政策、 投资环境、
市场需求的了解， 为中国农业 “走出去” 提供市场信息反馈窗口； 有利

于宣传我国优秀农业企业， 塑造良好国际形象，① 为我国与发展中国家合

作提供了示范样板。 中国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在农业援助与发展合作

方面成效显著， 有利于中国农业实现 “走出去” 的战略目标。
经过十多年的建设和发展， 援非农业项目总体进展顺利， 试验示范

效果显著， 带动作用明显， 公益性功能和经济性功能得到有效发挥， 帮

助非洲国家提高了农业生产力， 不仅提高了非洲粮食自给能力， 也推动

了中国企业、 资金、 农业技术走进非洲， 实现了合作共赢的预期目标。

二　 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启动的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既表达了人类

的共同愿景， 也反映了非洲各国的普遍心声， 是国际开展对非合作最大

的共识。 但是受中非观念、 文化、 国民素质及社会环境、 国家制度方面

的差异以及农业行业属性等多因素的影响， 有些援非农业项目存在可持

续发展困境。 为此， 笔者对照企业发展要素， 从思想认识、 资金保障、
经营方式、 运营环境及人才供给等方面对影响援非农业项目可持续发展

的因素加以分析。

（一） 可持续发展理念认同不足

通过对已建立的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观察可以看出， 中非双方

在认识上存在差异， 对项目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认同不足。 从中方看， 相

关政府管理部门缺乏长远规划和深入调研， 对援建国家的法律法规、 社

会环境、 民族宗教、 地缘政治等不够了解， 未能完全因地制宜选择援建

国家和项目定点。 主管部门和项目实施主体对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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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商业化、 持续性理念的宣讲和解释不够， 同受援国家的沟通不足，
导致自主运营阶段未能得到非洲政府的有力支持。 从非方看， 部分受援

非洲国家注重短期利益， 重点关注援非农业项目援建三年期满后， 能否

顺利接管示范中心， 并无偿获得示范中心的房屋、 农机设备和灌溉设施

完备的土地， 而对今后能否可持续发展关心较少。① 部分非洲国家对中方

缺乏足够信任， 对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持保留态度。

（二） 资助期限与农业发展周期不匹配

农业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结合的行业。 农业生产受自然、
政治、 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抗灾能力弱， 同时又有投入大、 成本高、
周期长、 效益低、 见效慢、 投资回收期长等特点。 因此， 援非农业项目

需要大量资金的长期投入。 目前， 政府财政资助期限一般为三年， 进入

自主运营阶段后政府就会停止发放援助款项。 三年的资助期限相对于农

业发展周期而言稍显不够。 在资助资金有限的情况下， 援非农业项目融

资也较困难， 国内机构对援非企业的融资方式仍然是传统的抵押贷款、
融资租赁， 没有更多的倾斜支持， 援款断供后， 出现项目难以为继的局

面。 例如， 江苏紫荆花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主持的援马里农业技术示范中

心， 受战乱及缺乏后续资金等因素的影响， 不得不暂时停止项目开发。

（三） 农业产业化经营能力不强

从中方看， 大多数援非农业项目规模较小， 资金有限， 经营领域不

宽， 产业链延伸困难， 直接影响农业产业化经营， 影响援非农业技术示

范中心可持续发展。 如援莫桑比克农业技术示范中心， 占地总面积约 ５２
公顷， 总投资 ４０００ 万元； 援苏丹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占地总面积 ６７ 公顷，
总投资也是 ４０００ 万元， 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规模偏小。② 从非方看，
农业产业化经营条件不足， 例如， 农业生产方式落后， 剩余农产品不多，
市场条件发育不全。 非洲国家缺乏高效的行政服务体系， 难以满足援非

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社会条件。 例如， 埃塞俄比亚出口 ／进口清关时间为

１５. ８ ／ ２５. １ 天， 世界平均水平仅为 ７. ２ ／ １１. ４ 天， 且有 ７０％ 的中国企业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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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税收管理和政策修订的不一致增加了企业的经营障碍。① 由此可知， 援

非农业项目的内外部环境， 都不利于其产业化经营。

（四） 商业化运营环境不健全

援非农业项目助力非洲农业产业化过程中， 无论是农业产业链的延

伸还是集聚性规模化经营， 都需要商业化运作方式的参与和带动。 商业

化运营是援非农业项目实现可持续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由于非洲

的商品市场发育落后， 市场经济必须具备的三要素即市场主体、 市场体

系和市场机制不成熟， 非洲国家很多地方还盛行物物交换， 商业化运营

的市场环境不健全； 加上非洲国家治理能力较弱， 政府计划多变， 部分

非洲受援国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 市场准入和知识信息不足、 投资回报

率低， 制约了非洲农业的商业化运营。② 援非农业项目自身商业化运营能

力也不强， 对运营环节中必须具备的客户定位、 业务模式、 赢利模式、
关键资源能力等既没有认真规划， 也没有有意识地培育。 “援非农业技术

示范中心的商业运营方案没有进行经济合理性、 技术可行性、 风险可控

性的全面充分论证， 造成了技术合作阶段与商业运营阶段的工作脱节，
影响其可持续发展。”③

（五） 援非农业专家队伍稳定性不够

在人力资源方面， 目前援非农业专家队伍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不够。
中方农业专家派遣时间过短， 无法跟踪完整的农业生产过程和新品种研

发过程， 与农业生产的长周期性不匹配。 分批次派出的农业专家之间衔

接不畅， 不同批次专家之间缺少沟通和交流， 存在人力资本和时间资本

浪费的现象。 既懂专业、 会外语又善于经营的复合型人才匮乏， 对外沟

通较为困难， 限制了中国关于援非农业项目的对外交往和合作。 同时奖

惩机制不健全， 也影响援非农业专家的积极性。 从非方看， 受援国在对

接专家方面存在不确定性， 往往不能按照双方协议， 落实农业专家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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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比例。 非洲国家的治安和政局不稳， 医疗条件不好， 中方农业专家的

人身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① 以上因素都不利于援非农业专家队伍的稳定

性和可持续性。

三　 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最终目标是促进非洲农业的自主可持续发

展。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等颁布的 《对外援助管理办

法》 指出： “对外援助致力于帮助受援方减轻与消除贫困， ……增强受援

方自主可持续发展能力。”② 笔者基于上文影响因素的分析， 对援非农业

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 明晰项目规划与定位， 促进援非农业项目协调发展

首先， 要统一中非双方对项目的认识。 “授人以渔” 是援非农业技术

示范中心的初心和宗旨。 为此， 在项目设计阶段， 中国政府主管部门要

强化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宣讲和阐释， 善于运用外交和法律手段， 使受援

国尽量与中方保持思想认识上的统一。 非洲受援国要改变 “等、 靠、 要”
思维习惯， 尽量落实议定书承诺的条件， 为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提供

好本地服务。 通过中非双方有效深入的沟通， 加强对项目可持续发展的

认同。 其次， 要明确功能定位， 理顺管理体制。 政府部门作为援非农业

项目的主体， 在公益性功能层面， 要发挥统筹规划、 监督协调作用。 在

经济性功能层面， 相关政府部门应根据不同项目的性质、 受援国基础条

件和发展空间， 针对不同类型的援非农业项目， 采取不同的技术路线，
发挥好不同的功能。 例如， 完全由政府部门出资维持运营的公益性援非

农业项目， 基于国家政治外交需要， 政府部门要提供更多的扶持， 发挥

好农业项目的示范、 试验、 推广、 培训等公益性功能。 政府与项目承担

单位、 受援国共同出资维持运营的混合性农业项目， 参与主体多， 各类

主体出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 有可能出现经济效益置于公益目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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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情况， 政府部门应发挥监督与协调职能， 在发挥好公益性功能的同

时， 力求实现经济层面的可持续发展。 由国企或私企、 大户出资的竞争

性援非农业项目， 相关企业经营灵活， 自主性强， 有的已成功在非洲扎

根， 政府应该发挥指导服务功能，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做好中非政府间

沟通工作， 助推这些企业继续发展。① 最后， 要加强援非专家队伍的稳定

性和可持续性建设。 人是生产力中的决定性因素。 农业专家是援非农业

技术示范中心发挥功能的关键组成部分， 中方要加强对农业专家派遣工

作的全面规划， 使专家派遣周期与农业生产与研发周期相匹配， 确保不

同批次农业专家的衔接顺畅， 保障项目实施的连续性。 健全奖惩激励机

制， 调动农业专家积极性和主动性。 完善专家培养和选拔机制， 积极为

非方农业数字经济方面的从业人员提供技能培训， 培养一批非洲急需的

数字农业人才， 为援非农业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持。

（二） 多渠道筹集发展资金， 完善融资机制

资金是影响援非农业项目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 为此， 一要拓宽

援非农业项目的融资渠道和放宽融资条件。 管理部门要制定及出台一系

列比较完整和配套的融资政策， 降低企业在非洲从事农业发展与开发的

风险和成本， 为援非农业项目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创造条

件。 中非发展基金、 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可对援非农业项目提供必

要的融资支持， 增加企业融资供给。 探索设立 “援非农业项目可持续发

展专项资金” 或 “中非农业合作基金”， 推动国家金融机构制定相关管理

和审批制度， 为援非农业项目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 二要争

取多方资金支持， 向国际组织、 政府部门、 私营企业等争取资金支持。
积极争取 （双） 多边机构的资金支持， 如向联合国粮农组织、 南南合作

信托基金申请资金援助， 争取多边机构的资金资助， 呼吁发达国家给予

相关支持。 努力争取政府资金支持， 中非双方政府应放宽农业援助项目

的优惠贷款条件， 使援非农业项目尽量争取到无息贷款或优惠贷款， 尽

量争取私营部门的合作资助， 如中国—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莫

桑比克三方合作项目， 其资金来自三个私企， 这种资金获取方式值得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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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农业项目融资借鉴。① 探索用经营收入补充可持续发展资金， 如通过农

业生产经营收入、 技术服务收入、 农产品销售积累资金等。② 三要借鉴国

外经验做好援非农业项目的海外投资保险。 农业是高风险行业， 建议国

合署设立专门机构承担此项工作， 负责战乱、 外汇等风险的投保工作。
扩大农产品出口特别险的承保范围， 如从出口报关阶段延伸到生产养殖

阶段， 减少企业风险。 建立风险应对机制， 探索设立对非农业投资风险

基金， 建立风险防范机制和警示管理体系， 帮助援非农业项目规避政治

风险和商业性风险， 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风险防控保障。

（三） 推动产业化经营模式， 延伸产业链条

非洲农业发展潜力大， 如何使其从传统农业转型到现代农业， 实现

农业高速发展是大部分非洲国家面临的难题， 而农业产业化是解决这个

难题的重要一环。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连接分散农户与市场经济的纽带，
有利于提高农业经济效益， 增加农户收入， 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必经的

环节。 一要深化合作内容， 延伸农业产业链条， 注重从粮食作物生产环

节向全产业链扩展。 援非农业项目， 如果单独投资种植业、 养殖业、 农

产品或畜产品的加工业等， 就可能面临上游产业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
因此， 应以市场为导向， 连接当地农户， 拓宽上下游产业， 将当地农产

品产前、 产中、 产后、 加工和销售全过程有机衔接起来， 延伸产业链，
实现多元化经营。 这样， 不但可以把外部风险内部化， 有效降低风险，
而且可以将产业化经营的所得， 为可持续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二要有意

识地提供农业产业化经营条件。 壮大农产品市场， 丰富市场上交换的农

产品； 扩大企业规模， 承担起援建国龙头企业责任； 成立农民专业技术

培训班或农民专业技术协会， 助力受援国健全社会服务体系， 打造 “种
养加、 产供销、 农工商” 一体化经营的产业链体系。 青岛瑞昌棉业有限

公司承担的援马拉维农业技术示范中心项目就是比较成功的案例， 值得

借鉴。 该示范中心项目采取 “公司 ＋ 农户” 的生产模式， 发挥公司的技

术、 设备、 管理及销售渠道优势， 形成育种、 种植、 加工、 销售一体化

产业链， 实现各环节优势互补和企业的稳定、 可持续发展。 经过几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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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该项目不但取得了年收入约 ３ 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效益， 还发挥了让

“更多的人走上了就业岗位， 增加了农户的收入， 促进社会安定和谐” 的

社会效益。① 三要深挖非洲地域优势， 培育区域特色产业链。 按照区域比

较优势原则， 突破行政区划的界限， 形成有特色的作物带和动物饲养带，
连接分散农户， 使区域生产规模化， 培育农业地域产业链。 “这种依据当

地农业资源、 产品品种和基础优势， 以产业化为基础， 以创新为动力，
以形成国内外竞争优势为目标， 以持续增收增效为目的， 形成某种特色

和相当生产经营规模， 一业为主各业有机协调发展” 的区域产业链， 是

现代农业一大特色。② 幸运人集团在安哥拉登盈农场打造的木薯经济区域

产业链值得借鉴。③

（四） 健全商业化运作方式， 培育市场环境

商业化运作， 是援非农业项目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完善市场体系，
健全市场机制， 首先要培育市场主体， 活跃市场要素。 市场主体是市场

经济的基础。 援非农业项目要把包括小农户、 上游产品供应商、 仓库运

营商、 国际贸易企业在内的商业企业等变为产业链上的环节， 注重培育

市场主体， 活跃市场要素， 改变农产品用于农户自给、 较少拿来交换的

传统农业模式。 世界粮农组织支持的小农商业化做法值得借鉴。 ２００８ 年

为应对全球粮食价格动荡， 世界粮农组织帮助塞拉利昂政府建立了 ４９０ 个

农民组织运作的 １９３ 个农业商业中心， 每个农业商业中心能为 ４００ 个左右

的家庭提供小额信贷、 农产品加工、 买卖、 存储， 农业机械设备租用、
粮食运往市场、 通信技术等服务。 这样不仅培育了众多市场主体， 使近

１５０００ 名农民 （其中 ３０％是妇女） 找到就业岗位， 而且活跃了市场要素，
商业化运营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其次要完善市场体系。 扩大项目规模，
增加农产品的市场供给， 并且要考虑市场需求， 在满足自身和社区需求

的基础上， 主动接轨国际市场， 培育国内城市市场和食品加工市场， 完

善市场体系。 再次， 要健全市场机制， 包括供求机制、 价格机制、 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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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５ 月 １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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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和风险机制， 从而在非洲培育满足项目商业化运营所需的成熟的市

场经济环境。 最后， 要融入数字化发展潮流， 优化援非农业项目商业化

运营平台。 ２０１５ 年通过的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 以及 ２０２０ 年非洲联盟出

台的 《非洲数字转型战略》， 使非洲数字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新冠肺炎疫

情暴发后， 非洲数字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加速。 非洲可以参照中国国内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网络经济模式， 拓宽贸易销售渠道， 优化商业化运营平

台。 援非农业项目应充分利用数字经济带来的机会， 搭建数字平台， 带

动非洲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获得新的增长动能， 促进非洲国家社会经济

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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