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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云南开放型 

农业发展研究 

廖桂莲 张体伟
1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云南农业已发展成为开放型农业,农产品出口贸易额持续增长,且连续多年稳居西部

第一,已成为全省第一大出口商品;在国(境)外投资设立的农业企业数量名列全国第一,对外农业投资竞争力日益增

强;国际农业合作交流日益频繁｡ 云南农业开放发展取得的成就,与支撑构建开放型农业的改革举措､ 长期坚持农

业“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开放政策等做法分不开｡ 然而,云南开放型农业发展仍面临农产品进出口失衡､

国际农业合作机制不健全､ 国际性品牌创建不力､ 龙头企业投融资能力弱､ 外向型农业经营人才“短板”突出等

难题｡ 为此,需进一步健全开放型农业发展政策,完善国际农业合作联动机制,进一步巩固开放型农业的战略支点,

逐步形成开放型农业全产业链与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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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是云南开放型农业发展的40年｡云南开放型农业在改革探索中逐步形成发展的新格局,呈现出发展的新态势｡

有必要总结云南开放型农业在改革40年中积淀的经验,针对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系统的剖析并提出解决办法,以促进云南农业高

质量发展｡ 

一､发展历程及举措 

改革开放40年来,云南农业历经改革初期商品经济的探索､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入世17年来的融入国际以及高原特色现代

农业的扎实发展等四大历史阶段,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逐步形成开放型农业发展新

格局｡ 

(一)1978-1991年:改革初期的云南开放型农业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十余年间,中国不断探索改革并取消了农产品统购统派制度,逐步建立起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

农副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初期,云南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开展甘蔗､烤烟､茶叶､蔬菜､水果､中药材和畜禽､水产品等多种农副

产品的经营｡1979-1982年,云南进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使全省农业得到持续和迅速的发展,农业在改革中取得良好效果,

农村政策逐渐放宽,农民向非农居民销售的农副产品总额逐年增加,1978年为5221万元,1983年达3.57亿元｡1983年4月,云南提出

“六五”计划后三年要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1984年推行农副产品购销制度改革,扩大市场调节｡1985年取消粮食统购,改为

合同定购;取消集体林区木材统购,开放木材市场;鼓励发展乡镇企业;经济体制改革逐步由生产领域扩展到流通领域,逐步提高

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1987年云南省委､省政府发布《进一步发展户办､联户办企业》的通知,逐步完善统一经营和分散经营的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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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经营体制,在全省农村初步形成以农产品为龙头的国营､集体和个体的流通服务体系,组建云南省蔬菜联营公司,建设元谋､通

海､华宁等外销商品蔬菜基地｡到1988年调出省外的蔬菜达14.5万吨,仅元谋县的外调量就占全省的43.8%｡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

全省农产品出口创汇增加,农副产品在出口商品中占24%,主要以烤烟､蔬菜､茶叶､松茸､猪鬃､兔毛､中药材等为主｡到1990年全省

农副产品成本收购总额达71.79亿元｡①21978-1991年,全省农业对外合作迈出新步伐,不断引进鲜花低温浸提技术､饲料微机控制

配料等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接受澳大利亚等国提供的优质牧草种籽､种牛､种羊和实验室设备､农机具以及技术培训等｡这些举

措,初步奠定了云南农业开放的格局｡ 

(二)1992-2000年: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的云南开放型农业 

1992年以来,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为云南现代农业开放发展奠定了制度基

础｡按照国际国内市场导向,云南积极探索发展贸工农一体化外向型农业,努力开拓国内外市场｡云南省出台《关于进一步扩大对

外开放的决定》,明确农业和生物资源开发是引进外资的重点领域,组建茶叶､烟草等外向型企业集团,以贸工农一体化､产加销一

条龙的经营形式,把云南农业引向市场经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云南充分利用地理区位､自然资源､技术经济条件的优势,把

“引进来”和“走出去”紧密结合起来,与周边国家开展了双边､多边和民间等多种渠道的农经技术合作｡1992-2000年期间,云

南不断推进国际农业合作交流,先后实施了山地农业管理合作项目(YUM项目)､小额信贷扶贫项目､德国援助造林项目､社会林业

项目､亚行-全球环境基金技援ADB-GEF“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农业产业化发展”项目､荷兰政府援助云南森林保护与社区发展项目

(FCCDP)以及世行､联合国各组织农业合作项目等;引进了国际上普遍流行的参与式农村评估技术(PRA)､农村快速评估技术(RRA)

等｡社区参与式理念在云南的引入及快速发展､创新,使社区农户､地方政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参与到项目活动中的积极性及主动

性较国内其它项目大大提高了｡通过国际组织农业合作项目的实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涉农部门机构能力建设,培育和造就了大

批国际农业合作人才｡ 

(三)2001-2010年:入世后10年间的云南开放型农业 

云南抓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机遇,加大了农业对外开放力度,推进一批特色农产品出口基地和示范区建设,发展出口

创汇农业,促进全省外向型农业朝产业化方向发展｡云南加快农业“走出去”步伐,鼓励云南有实力的农业龙头企业到周边国家

开发利用土地和劳动力资源,把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建在国外,以降低成本,提高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能力,积极拓展国际市场｡

另一方面,云南积极实施“早期收获计划”､零关税下中国-东盟自贸区农产品贸易项目､“蔬菜换成品油”项目,开辟“云品”外

销新途径｡ 

(四)2011-2018年: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发展阶段的开放型农业 

云南独特的气候､物种､区域等优势正逐步转变为产业优势和竞争优势｡2011年11月召开的云南省第九次党代会报告提出,要

大力发展高原特色农业,打造优势特色农产品品牌｡2012年8月省委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高原特色农业发展的决定》｡与

此同时,云南正式将开放型农业作为六大发展重点之一,制定了《云南开放型农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加快实施开放型农业发

展战略,建设跨境农业经济合作带,打造一批外向型云品生产基地､特色农产品出口加工物流园区和种子种苗繁育基地｡2016年底,

云南省政府办公厅发布的《关于促进我省农业对外合作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农业对外合作联系会议制度｡新时期,

云南以农产品出口基地､加工物流园区为依托,进一步促进农业的开放;以交流合作为桥梁,推动农业技术合作;以装备为载体,推

动资本合作;以跨境合作为平台,构建安全屏障,促进全省农业对外合作交流｡可见,开放型农业战略的实施,助推了云南高原特色

农业迈入对外开放合作快车道｡ 

二､发展态势 

                                                        
2①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云南省志》(卷 8经济综合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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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来,云南高原特色农产品出口贸易呈现持续增长态势,且连续多年稳居西部第一,农产品已跃升为云南第一大

出口商品｡尤其是步入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发展新时期后,云南坚持“打高原牌､走特色路”,逐步利用好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对外

农业投融资能力持续增强｡同时,为进一步推动农业开放发展积累了诸多宝贵经验｡ 

(一)逐步构建起国际农业合作新格局 

改革开放40年来,云南实行农业“走出去”和“引进来”,促进了全省开放型农业的发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大湄公河

次区域合作､“孟中印缅合作论坛”“云南-老北”“云南-泰北”“云南-缅北”以及“昆明-河内”“昆明-曼谷”“昆明-仰

光”3个经济走廊等区域､多边和双边涉农合作机制已建立并正在逐步完善｡云南海外投资公司及国家开发银行与老挝､孟加拉国

､斯里兰卡等国相关部门分别签署了《农业合作谅解备忘录》,形成了国际农业合作的新格局｡①同时,云南加大在境外开展高原特

色农产品品牌推介活动,促进了云南农产品出口贸易,为农业企业开拓境外市场提供了平台｡云南已与东南亚､南亚､欧盟､北美等

地区的国家以及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建立了良好的农业合作关系｡同时,云南以农业示范园区为桥梁,近年来与柬埔寨､老挝

､缅甸合作建设4个农业科技示范园,在老挝､缅甸建立8个动物疫病监测站,与周边国家交换､试验品种264个,推广示范适宜品种

38个,示范面积近9.75万亩,培训相关国家的科技人员和农户近万人次,②3在缅､老北部地区稳步推进种植或带动种植罂粟替代项

目,进一步畅通了农业技术输出与引进渠道｡另外,云南还加强与以色列在花卉育种､栽培技术､灌溉及温室设施设备等领域的技

术及贸易合作｡ 

(二)农产品出口贸易及创汇持续增长 

改革开放40年来,云南已培植并形成产业带的出口农产品是“两烟”､蔬菜(夏秋蔬菜和冬早蔬菜)､优质水果､花卉､茶叶､咖

啡､香料､中药材､野生菌等｡云菜､云果､云烟､云菌､云花､云茶等高原特色农产品已初具规模,且“墙内开花墙外香”,倍受国外

市场青睐,出口额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云南省农产品出口额由1978年0.19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48.04亿美元,而农产品出口额占

全省外贸出口额的比重则由1978年的27.54%增长到2017年的42.03%(详见表1),云南农产品已跃升为云南第一大出口商品,远销

118个国家和地区｡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云南省农产品出口额由2001年的2.89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48.04亿美元,年均增幅

达19.20%,而同期全国农产品出口的年均增幅为10.16%｡可见云南比全国年均增幅高出了9.04个百分点(见图1)｡云南占全国农产

品出口总额的比重呈现逐年增长态势,由2001年1.81%,持续增长到2017年的6.39%(见图2所示)｡2016年云南农产品出口额比位居

西部第二的广西的19.50亿美元高出129.23%,分别是同期新疆､四川､海南､陕西､甘肃､贵州､重庆等省市的5.88倍､7.01倍､8.57

倍､8.24倍､12.90倍､9.28倍､8.02倍,云南省农产品出口额连续多年稳居西部第一｡ 

表1 全省农产品出口额增长变化情况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农产品出口 
全省外贸 

出口额 

农产品出口 

占全省外贸 

出口额比例 

1978年 0.19 0.69 27.54 

1980年 0.26 0.96 27.08 

1985年 0.33 1.29 25.58 

1990年 0.73 4.34 16.82 

1991年 0.74 4.01 18.45 

1992年 0.75 4.67 16.06 

                                                        
3①江惠琼等:《“桥头堡”战略下云南农业对外开放与合作研究》,《中国农学通报》2012年第26期｡ 

②杨涛源:《云南农业加快融入“一带一路”》,《云南经济日报》2017年10月20日,A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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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 2.80 10.34 27.08 

2001年 2.89 12.44 23.23 

2002年 3.03 14.30 21.19 

2003年 3.71 16.77 22.12 

2004年 4.26 22.39 19.03 

2005年 4.83 26.42 18.28 

2006年 5.54 33.91 16.34 

2007年 6.65 47.36 14.04 

2008年 8.01 49.87 16.06 

2009年 9.74 45.14 21.58 

2010年 13.07 76.06 17.18 

2011年 17.65 94.73 18.63 

2012年 20.53 100.18 20.49 

2013年 24.32 159.59 15.24 

2014年 28.93 188.02 15.39 

2015年 40.56 166.26 24.40 

2016年 44.70 115.82 38.59 

2017年 48.04 114.30 42.03 

 

数据来源:云南统计局编《云南统计年鉴》(1978-2017年)｡ 

 

数据来源:商务部《中国农产品进出口月度统计报告》(2002-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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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商务部《中国农产品进出口月度统计报告》(2002-2017年)｡ 

从云南的农产品出口量看,已由2010年68.21万吨,增长到2016年的205.43万吨,增长了201.15%｡从农产品出口结构看,云南

水果､蔬菜､烟草及其制品是农产品出口的三个最主要品种｡蔬菜､水果出口额近年来已双双超过烟草而成为全省第一､第二大宗

出口农产品(见表2)｡从农产品出口额看,2016年全省水果出口额为18.67亿美元,比2010年增长了1473.57%;蔬菜出口额高达

12.15亿美元,比2010年增长了160.92%;烟草出口额达4.68亿美元,比2010年增长了23.95%｡可见,云系滇牌农产品倍受国外市场

青睐,出口量呈现连年增长势头｡ 

表2 2010-2016年云南主要农产品出口量增长变化情况 单位:吨 

产品名称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全省出口量 682144 834246 1102256 1251415 1330337 1674249 2054256 

其中：水果、坚果及其产品 133128 160363 242176 294671 356647 629016 807365 

动物及制品 5664 5413 6608 8780 28774 24353 23597 

花卉 8210 10057 11864 8962 10092 12255 18107 

马铃薯 32910 63747 26434 33629 65339 59508 60747 

蔬菜 311911 424174 598051 672717 677680 751998 905070 

烟草 91088 92407 99016 93476 81242 75533 87460 

咖啡 29760 30528 42188 54576 48429 43392 72591 

植物精油 3202 3241 3783 5080 5873 7726 3880 

其他食用菌 6883 7154 7998 6634 6361 6747 9546 

松茸 1206 764 964 781 709 432 761 

茶叶 5714 6065 7472 7486 6352 7281 8983 

 

数据来源:云南省农业厅编《农村经济统计资料简明手册——全省农业工作会议参阅材料》,2017年2月｡ 

表3 2010-2016年云南主要农产品出口额增长变化情况 单位: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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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全省出口额 130308 175722 203927 240726 289277 405530 446973 

其中：水果、坚果及其产品 11867 19171 43924 63020 82819 180526 186735 

动物及制品 2427 2816 3951 5309 11587 9296 9400 

花卉 4386 4694 6086 5055 6033 5832 7742 

马铃薯 1743 3749 816 1142 4862 5333 6336 

蔬菜 46576 64794 56903 67408 82500 93406 121528 

烟草 37770 44528 52712 53337 50046 49277 46816 

咖啡 8931 13389 15056 13998 14591 15315 27788 

植物精油 4095 5104 4711 6264 8271 10431 5339 

其他食用菌 4961 6520 5632 5787 6030 5269 6096 

松茸 4734 5752 4859 4058 3837 2454 3395 

茶叶 1723 2082 2711 2877 3010 3047 3791 

 

数据来源:云南省农业厅编《农村经济统计资料简明手册——全省农业工作会议参阅材料》,2017年2月｡ 

(三)在农业领域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展相互投资的势头日益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步入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发展新时期之后,云南与南亚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开展农业相互投资｡云南利

用国内金融资源,引导金融机构为符合政策导向的农业企业“走出去”提供信贷和出口信用保险等金融服务,开设了以“融商

通”“融保通”“融税通”“融汇通”四个金融产品组合,既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规避了汇率风险,还解决了“走出去”企业

融资难和国际化经营风险高的问题｡经过多年的努力,云南在国际农业投资合作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是从农业利用外商直接

投资看,云南农业利用外资能力得到明显提升,据统计数据显示,在1999-2016年期间,云南农业累计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数达

346个,协议利用外资12.54亿美元｡二是从农业对外投资看,截至2017年10月,云南在国(境)外农业投资企业数量达123家,名列全

国第一位,累计投资额达7.40亿美元｡在境外合作建设原料基地410万亩,①4农业龙头企业对外开展农业投资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三､积累的经验及面临的问题 

改革开放40年来,云南发展开放型农业积累了一些宝贵经验｡同时,云南开放型农业发展还面临着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利用不

充分,两个市场统筹失衡,开放型农业合作协调机制不健全,政策配套不到位等难题｡ 

(一)积累的经验 

纵观改革40年,云南开放型农业发展新格局的形成,主要与农业开放政策支撑引领分不开,与外向型龙头企业培育带动分不

开,与坚持发挥独特区位优势和打造云品滇牌优势分不开｡ 

1.坚持政策支撑引领,构建开放型农业经济 

加快云南农业发展,优势在区位,出路在开放｡云南农业对外开放取得实效,得益于长期坚持政策支撑引领､构建开放型农业

                                                        
4①杨涛源:《云南农业加快融入“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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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不断努力｡改革开放以来,云南省委､省政府相继出台并贯彻实施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定》《关于进一步做好

农业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文件的通知》《关于促进我省农业对外合作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为推进云南农产品对

外贸易､农业对外投资合作和国际农业技术交流合作,奠定了良好的政策支撑基础,为云南农业“走出去”提供了较好的制度环

境｡ 

2.坚持农业“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 

改革开放以来,云南长期坚持“走出去”同“引进来”相结合,提升了全省农业的国际竞争力｡通过农业装备､育种资源､管

理理念､技术培训“引进来”,在开放型农业发展上狠下功夫,云南不仅加快了全省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产品产业化经营的进程,而

且还促进了全省农业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同时,开放型农业作为高原特色现代农业的“六大内容”之一,不仅打造出了跨国

农业产业链､跨境农业经济带,还推动了云南农业技术和装备､化肥薄膜等农资全方位“走出去”,加大了技术､装备输出力度,推

进了云南及周边国家和地区农业现代化建设｡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新动能,加快了全省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大力实

施“走出去”战略,促进了国际农业产能合作｡ 

3.坚持以企业为载体,促进农业国际化､市场化和现代化 

云南发展开放型农业,是从全球战略出发,统筹利用好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统筹对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瞄准国内外

市场需求,以企业为载体,以产销对接为抓手,充分利用农博会､农交会､茶博会等平台,赴欧洲､北美､东南亚､南亚､中东以及中国

港澳台地区进行专场推介,全力开拓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加大农产品出口力度,提升全省农业外向度,拓展云南农业在国内外市场

的发展空间,推动云南农产品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拓展,不断提高云南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全省农业可持续发展｡ 

4.坚持发挥独特的地缘优势和“云品”“滇牌”优势 

云南作为中国的西南门户,长期以来注重发挥全省的农业资源､地理区位和农业技术装备的优势,坚持“打高原牌､走特色

路”｡全省着力发挥对内对外开放经济走廊､沿边开放经济带､澜沧江开放经济带和金沙江对内开放合作经济带的辐射带动作用,

补齐农业开放发展的短板,合理布局开放型农业产业,优化农业资源配置,扩大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空间,着力打造“云

系”“滇牌”农产品｡大力建设出口加工基地,促进“互联网+”现代农业等新业态发展,坚持延伸产业链､打造供应链､形成全产

业链,已初步形成了政府引导､企业为主体､科研支撑的多层次､宽领域的农业对外开放格局｡ 

(二)面临的问题 

1.农产品进出口失衡,未能充分利用国外农业资源 

以2016年为例,这年云南的农产品出口额为44.7亿美元,而农产品进口额仅有7.4亿美元,进口额远低于出口额｡与邻近的广

西相比,云南的农产品进口额也比广西少得多｡仅从2006-2016年农产品进口额来看,2006年云南的农产品进口额仅相当于同年广

西农产品进口额的8.80%,后来虽然逐年增长,到2010年相当于广西的58.05%,但此后又逐年下降,到2016年仅相当于广西的

19.55%｡这说明云南未像广西那样充分利用国外的农业资源｡云南并非所有农业资源都丰富,大米､大豆､水果等资源就不足,同样

面临资源环境的压力,因此,应从长远的战略高度未雨绸缪,加大进口国外农产品的力度,实现对外贸易的平衡发展｡ 

表5 2006-2016年云南与广西农产品进口额占比变化情况 

年份 
云南 

（万美元） 

广西 

（万美元） 

云南占广西的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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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8288.90 94238.70 8.80 

2007年 15675.60 119310.50 13.14 

2008年 33782.70 186276.80 18.14 

2009年 48274.30 172879.20 27.92 

2010年 108454.60 186821.70 58.05 

2011年 119885.60 275816.00 43.47 

2012年 165784.70 431809.00 38.39 

2013年 160303.40 408263.40 39.26 

2014年 151556.00 438955.30 34.53 

2015年 80928.40 419191.00 19.31 

2016年 74241.40 379830.40 19.55 

 

数据来源:商务部《中国农产品进出口月度统计报告》(2006-2017年)｡ 

2.开放型农业合作协调机制不健全 

国际农业合作机制不健全,云南农业境外投资和资源合作开发利用的国际环境并不宽松,影响了云南“两种资源､两个市

场”的开发利用｡缺乏境外农业投资风险评估机构,农业企业难以有效地判断海外农业投资风险,难以准确获取投资国的农业产

业政策和相关信息,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云南农业企业境外农业资源开发合作的推进｡全省农业“走出去”缺乏统筹协调､战略规

划和宏观指导,发展开放型农业的合作机制､协调机制､管理体制和农产品外贸体制尚未健全,难以形成政策统一､步调协调､合作

流畅的格局,导致项目多部门管理,审批程序繁多､耗时长｡ 

3.缺乏相关配套的开放型农业政策 

缺乏国家财政对开放型农业发展的专项补贴政策｡中国一部分涉农企业在境外开办农场所生产的农产品由于当地无法消纳

而需要返销到国内时,面临在生产国需缴纳农产品出口税,到国内时需要缴纳进口税､增值税和销售税,不利于提高农业企业对外

投资的积极性｡尤其是在支持禁毒境外替代种植项目时,遭遇对境外替代种植农产品进口配额不足的政策“尴尬”｡云南农业对

外投资面临保险险种严重不足等问题和困难,制约了云南开放型农业发展水平的提升,不利于云南农业“走出去”｡ 

4.农产品贸易以初级低端产品为主 

云南省出口的农产品多为技术含量低且附加值低的原材料型产品､劳动密集型或粗加工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模式相对单一

｡通过直接出口的原料型农产品,需通过海外中间商进入当地市场;通过直接贴牌生产的农产品,对海外终端市场普遍缺乏影响力

和控制力;这些问题的存在同样影响了云南开放型农业的发展｡ 

四､对策建议 

(一)建立健全国际农业合作联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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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开放型农业的发展,云南需充分发挥农业的地缘､资源､产业､技术等优势,创新国际农业合作机制,建立健

全农业合作联动机制｡进一步完善云南与南亚､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农业合作机制,畅通国际农业合作渠道,进一步加强与南亚

､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国际农业产能合作,强化云南与境外农业合作的双边机制和多边机制,强化与各国和地区农业政策制度的

有效衔接｡完善促进开放型农业发展的投入增长长效机制｡进一步健全政府职能部门､行业协会､涉农企业､合作社之间的合作机

制,为做大做强开放型农业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二)进一步创新并完善开放型农业政策 

尽快创新和出台支持开展农业合作的相关配套政策,尤其是境外农业直接投资､科技合作､检验检疫､税收､信用担保､保险及

法律援助等方面的政策法规,打好政策组合拳,以指导全省开放型农业有序发展｡规范农业经营主体跨国经营､对外投资､境外工

程承包､劳务输出等活动,保护对外投资经营主体和外派劳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加大对农业“走出去”的企业在良种补贴､种粮直

补､农机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四大补贴”的扶持力度,综合运用农业直补､进出口配额､通关便利､信贷与出口信用保险等政

策,增强云南对国际农业资源的配置能力｡健全境外引进投入项目的审批､建设､税收等优惠政策,吸引央企和省外大企业落户云

南,与云企携手开发周边市场｡吸引社会资金进入农产品期货市场,共同做大蛋糕,逐步引导资本“脱虚向实”,进入农业领域｡支

持保险机构扩大对农业企业出口信用的保险范围,增加出口信用保险规模,由政府承担部分补贴｡①5鼓励保险机构增设专门针对农

业对外投资的险种和外资企业投资境内的险种｡组建农业涉外投融资公司,建立境外风险投资评估机构,降低农业合作风险｡建立

境外农业投资风险基金,为境外农业投资企业尤其是云南特别鼓励的产业投资提供风险规避渠道｡ 

(三)进一步巩固开放型农业的战略支点 

以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涉农企业为抓手,以开放型农业项目为载体,以推动农业科技创新为动力,以国际农业合作人才队伍

建设为支撑,深入实施开放型农业战略,强化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农业国际产能与投融资合作｡以外向型企业培育､出口基

地和园区建设､国际农业产能合作为抓手,持续巩固开放型农业战略支点｡推进农业跨国产业链､跨境农业产业带､农业科技示范

园､农产品出口基地建设,打造面向中南半岛的粮食安全储备基地,重点建设优质稻生产基地､花卉出口创汇产业园､优质咖啡豆

精加工生产基地､特色畜禽水产品生产基地､蔗糖茶胶及香料药材坚果基地､林产品加工基地和进出口农产品物流储运基地,加快

推进优势特色农产品贸易园区及出口基地建设,重点建设一批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国际农资市场,推动农业技术､农业装

备､农业产品全方位走出去,推进国际农业产能投资深度合作｡推进跨境动物区域化管理及产业发展试点,筑牢跨境动植物疫病联

防联控安全屏障｡ 

                                                        
5①程国强:《中国农业补贴:制度设计与政策选择》，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