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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阿根廷的农业资源

阿 根 廷 位 于 南 美 洲 的 东 南 部 , 国 土 面 积 278 万 km2,

人口 4 030 万人 , 仅次于巴西 , 为拉美第二大国。全国地

势西高东低 , 西部是以安第斯山为主体的山脉 ; 东部和中

部 的 潘 帕 斯 草 原 是 著 名 的 农 牧 业 区 , 号 称 “世 界 粮 仓 ”,

集中了全国 70%的人口、80%的农业和 85%的工业 ; 北部

查科平原多沼泽、森林 ; 南部为巴塔哥尼亚高原。阿根廷

大部分地区属亚热带气候 , 年平均气温 19℃, 全年日平均

温 度 ≥10℃积 温 在 3 200~8 000℃以 上 , 无 霜 期 在 150~

365d 不等 , 可以保证大多数农作物一熟、两熟甚至三熟。

( 一) 土地资源

阿根廷全国大部分地区土壤肥沃、气候温和 , 适合于

农牧业的发展。2005 年 , 可耕地和多年生作物用地 2 843

万 hm2 ( 其中可耕地为 2 745 万 hm2, 多 年 生 作 物 用 地 99

万 hm2) , 占 国 土 面 积 的 10.39% 。 牧 场 面 积 9 987 万

hm2, 占 国 土 面 积 的 36% ( 2000 年 ) 。 灌 溉 面 积 为 155

万 hm2, 占 可 耕 地 面 积 的 5.65%。 潘 帕 斯 大 平 原 位 于 阿

根 廷 中 东 部 地 区 , 是 南 美 洲 拉 普 拉 塔 平 原 的 一 部 分 , 约

占 国 土 面 积 的 20%, 是 著 名 的 农 牧 区 。

( 二) 水资源

阿根廷水面面积占国土面积的 1.09%, 河流湖泊众多 ,

为阿根廷提供了丰富的水力资源。最主要的河流巴拉那河,

全长 4 700km, 为南美第二大河。年平均降雨量 1 000mm,

分布不均匀 , 东部高达 1 000mm 以上 , 中部和北部 500~

1 000mm, 西 部 和 巴 塔 哥 尼 亚 地 区 均 在 200mm 以 下 。 农

业 主 产 区 降 雨 量 丰 富 , 可 为 发 展 灌 溉 提 供 充 足 的 水 源 。

渔业资源方面 , 阿根廷大陆架海域是世界几个主要渔

场之一 , 资源量可达 1 720 万~2 524 万 t, 鱼 种 约 300 多

种 , 有捕捞价值的经济鱼类约 70 余种 , 以鳕鱼和鱿鱼类

最多。捕鱼作业面积达 100 万 km2, 捕捞范围延伸至 300~

1 000km 不等 , 并拥有 4 000km 长的海岸线。此外 , 阿根

廷的大量内陆水体还拥有发展淡水养殖的条件。

二、阿根廷农业发展的特点

( 一) 农业生产结构

由于外国投资以及国际贸易的关系 , 阿根廷的农牧业

早在 18 世纪得到较大发展。在经历 了 20 世纪 30 年代前

期的农牧业大发展后 , 阿根廷农业在二战以后发展趋缓 ,

波动较大。由于工业的发展 ,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

断下降。但由于农业资源丰富 , 阿根廷仍然有大量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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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可供出口。

阿根廷的种植业主要类型包括谷物、油料作物、各类

水果以及经济作物 , 其中以谷物和油料作物为主 , 主产区

均在潘帕斯草原地区。主要谷物有小麦、玉米、高粱、水稻

等, 以前两种为主。2005 年 , 阿根廷小麦产量 1 560 万 t,

玉米产量 2 048 万 t。阿根廷的油 料 作 物 主 要 有 大 豆 、 向

日葵、亚麻子和花生 , 以前两类为主 , 尤其是大豆。2005

年 , 阿根廷大豆产量达到 3 830 万 t, 其 中 89%为 转 基 因

大 豆 。 阿 根 廷 畜 牧 业 发 达 , 以 养 牛 业 为 主 , 同 时 还 养 殖

羊、家禽、猪等。养牛业以肉牛为主 , 最近 3 年平均存栏

量稳定在 5 080 万头左右。阿根廷渔业资源丰富 , 以海洋

捕捞为主 , 主要产品为鳕鱼、鱿鱼、对虾等 , 但发展水平

并不高。

( 二) 主要农产品出口

自 20 世纪初以来 , 阿根廷一直是世界农产品出口大

国 , 一战以后阿根廷一度成为世界头号农产品出口国。20

世纪 90 年代 , 阿根廷的农产品出口额大致保持在 65 亿美

元左右 , 是 世 界 第 六 大 农 产 品 净 出 口 国 。2005 年 , 阿 根

廷农产品 ( 包括食品 , 不包括林业和渔业产品) 净出口额

高 达 172.1 亿美元 , 位居世界前列 ; 其中出口额 181.8 亿

美元 , 占总出口额的 45.4%; 进口额 9.7 亿美元 , 仅占总

进 口 额 的 3.4%。 阿 根 廷 农 产 品 出 口 额 最 大 的 当 属 油 料 、

谷物和牛肉。以 2005 年为例 , 出口额排名前三位 的都与

大豆有关 , 分别是豆饼、大豆和豆油 , 接下来的两位分别

是玉米和 小 麦 , 排 名 第 六 的 是 牛 肉 。2005 年 这 六 种 产 品

的 出 口 额 合 计 达 121.2 亿 美 元 , 占 农 产 品 总 出 口 额 的

70.4%。此外 , 主要出口产品还包括畜牧类产品如全脂奶

粉、全脂奶酪、鸡肉、羊毛条等 ; 果品及其加工品如梨、

柠檬、酸橙、苹果、葡萄汁、葡萄酒等。

( 三) 优势农产品

根据农产品生产及出口结构 , 阿根廷的主要优势农产

品有 3 类: ①传统畜产品及其加工品 , 尤其是牛肉和乳制

品; ②新兴油料作物及其加工制品 , 转基因大豆已经占据

了垄断地位并进一步削弱了其他油料作物的地位 , 豆饼和

豆油出口额很大 , 甚至需要依靠进口大豆来实现大豆加工

产品的出口 ; ③各类果品及其加工品 , 如葡萄 ( 汁、酒) 、

柠檬、梨等。

三、阿根廷的农业制度、投资环境

及吸引外资政策

( 一) 阿根廷的农业制度

1. 土地制度 阿根廷实施土地私有制度。在土地改革

前 , 土地占有严重两极分化 , 绝大部分土地为极小部分大

地主以及外国资本家所有。为此 , 阿根廷政府开展了长期

的土地改革。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 , 土地改革主要思路是

组织移民和通过开荒使农民获得土地。这项政策使一部分

农民获得了土地 , 但是大地主集中占有土地格局并没有改

变。阿根廷仍有大面积的土地是粗放型的牧场或未开发的

处女地。近些年来 , 出于提高土地生产率的需要 , 在不触

及土地制度的情况下 , 土地占有出现新的方式 , 即相关企

业组成投资集团 , 租种土地并协调整个生产经营活动 , 最

多可租种 2 万 hm2 土地。两极分化的土地所有制度虽然是

国内不公平的制度根源 , 但却有利于国际财团对阿根廷的

农业投资 , 这是阿根廷农业发展的一个有利条件。

2. 农业经营体制 土地改革前 , 阿根廷的农业主要采

取 租 佃 经 营 方 式 , 一 部 分 是 地 主 把 土 地 出 租 给 土 地 承 包

商 , 一部分直接出租给小农户。这种租佃经营中含有大量

的封建残余 , 一般很少采用货币地租 , 佃农要承受大量歧

视性条款 , 包括为地主提供额外的生产 服务和义务劳动。

土地改革以后 , 农业经营体制呈现多样化特征 , 可分为两

种类型 , 即农村的小规模经营以及大规模的企业化经营。

农村的小规模经营方式主要有自耕、佃耕、分成制、占耕

制等形式 , 以自耕为主 , 占 70%以上。大规模经营是指农

业企业大规模地集中连片从事农业经营 , 上述集团式农业

开发便是其中的一种具体形式。

( 二) 投资环境

1. 国内宏观政治、经济环境 作为一个资源丰富、消

费水平高而投资能力不足的国家 , 阿根廷显然有很强的吸

引外来投资的潜力。实际上 ,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 , 阿

根廷的多轮投资热潮主要都是依靠国外投资的涌入来实现

的。不过 , 一次次的外资涌入都伴随着相应的资本外逃以

及经济危机的发生 , 其根源在于阿根廷国内政治和宏观经

济的不稳定。这正是影响国际资本在阿根廷投资意愿的首

要因素。

2003 年 , 阿 根 廷 政 府 采 取 的 是 温 和 左 派 路 线 , 在 放

弃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的同时 , 保留了自由市场竞争的

一些积极因素 , 如贸易和金融开放、战略部门的私有化、

对外资的优惠待遇等。在此基础上 , 基什内尔政府采取了

发展国内生产、扩大内需的经济政策 , 即 “生产型的经济

增长模式”。在宏观经济上 , 加强国家干预 , 改变以往完

全依靠市场进行调节的局面。

2. 外来投资环境 在经历了 2002 年的经济和政治危

机 后 , 阿 根 廷 经 济 开 始 快 速 恢 复 , 连 续 三 年 实 现 稳 定 增

长。通过货币改革 , 阿根廷货币埃索目前市值趋于稳定 ,

通货膨胀率较低。对外国资本一直实行国民待遇 , 资本利

润进出自由 , 目前对外国投资实际上已经没有限制。除军

事领域外 , 外国投资者可以在各个领域进行投资活动 , 甚

至媒体、石油、交通等一些敏感部门也允许外资进入。

尽管如此 , 国际社会对阿根廷的投资环境评估结果并

不容乐观。在国际上常用的多项投资环境评估指标中 , 无

论是内流 FDI 业绩指数、FDI 信心指数还是商业环境排名

指数 , 阿根廷在 2002 年经济危机之前都属于中上等水平 ,

经 济 危 机 以 后 则 纷 纷 降 至 中 等 以 下 的 水 平 。 这 表 明 , 在

世 界 范 围 内 , 阿 根 廷 具 有 中 等 偏 上 的 投 资 环 境 , 但 目 前

还没有从经济危机中完全恢复 , 外国投资信心的恢复尚需

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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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吸引外国投资的主要政策

阿 根 廷 历 史 上 曾 经 多 次 出 台 鼓 励 外 国 投 资 的 政 策 。

现行政策的依据是 1976 年制定并在 1993 年修订的 《外国

人投资法》, 主要内容如下 : ①外国投资可以随时进入或

抽出 , 无需事先批准 , 进入外汇市场也无任何限制。②对

所 有 的 外 资 企 业 实 行 国 民 待 遇 。 外 国 经 济 实 体 在 开 办 企

业 、 进 行 各 种 形 式 的 营 利 活 动 、 支 配 企 业 利 润 等 方 面 享

有 充 分 的 权 利 , 公 司 所 得 税 统 一 为 35%。③对 外 国 投 资

的 鼓 励 措 施 主 要 集 中 在 对 林 业 的 一 些 政 府 补 贴 和 对 矿 业

的 一 些 税 收 优 惠 政 策 上 。④对于制造业、 矿 业 、 林 业 和

旅游业的项目 , 外国投资者可以享受地方政府的一些优惠

政策 , 如地方税减免等。⑤对中小企业投资予以鼓励。出

口退税率最高为 6%, 进口成套设备免征关税 , 成套设备

出口附加退税 10%。⑥各省都可建立保税区 , 并在全国建

立 4 个适合发展外贸的港口。在上述区域内建立的外资企

业可以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⑦在海洋捕捞方面 , 为了保

护资源 , 每年向当地公司发放有限的许可证 , 外国投资者

可以通过收购或者合资进入这一领域。

2004 年 6 月 , 阿 根 廷 政 府 专 门 阐 述 了 拟 与 中 国 企 业

加强合作的具体领域 , 包括采矿业、生物安全、农业与食

品、水电建设、铁路系统建设与改造、纺织和服装、农业

机械、软件和信息服务、核能开发、太空研究等。可见 ,

广义农业包含的种植业、畜牧业、水产业以及农业机械等

均属于阿根廷鼓励外国投资的领域。

四、中国对阿根廷农业投资概况

中阿经济技术合作起步比较早 , 两国自 1980 年 签 署

经济合作协定起 , 在农业、采矿、酿酒、水果加工、港口

疏 浚 、 小 水 电 等 领 域 开 展 了 广 泛 的 接 触 与 合 作 。 截 至

2002 年底 , 经 中 国 政 府 批 准 在 阿 根 廷 成 立 的 中 资 企 业 共

28 家 , 投资总额 2 456 万美元 , 其中中方投资 1 124 万美

元。中国在阿根廷投资的行业包括生产加工、资源开发及

进出口 贸 易 等 。2004 年 中 国 还 在 阿 根 廷 设 立 一 家 非 金 融

类中资企业 , 协议投资额 1 000 万美元。尽管如此 , 中国

在 阿 根 廷 的 农 业 投 资 仍 然 非 常 有 限 , 仅 有 的 几 个 项 目 主

要 集 中 于 渔 业 捕 捞 , 在 种 植 业 和 畜 牧 业 方 面 的 投 资 几 乎

是空白。

从 2003 年年底开始 , 阿根廷政府积极推动同 中 国 建

立发展战略伙伴关系 , 中国政府也从数年前开始推动企业

走出去寻找投资机会。在 2004 年中阿两国高层领导人互

访 之 后 , 在 两 国 都 产 生 了 实 施 这 些 战 略 的 巨 大 兴 趣 。 然

而 , 由于种种因素 , 阿根廷盼望的中国投资并没有到来 ,

中 国 企 业 走 出 去 的 兴 趣 还 没 有 变 为 在 阿 根 廷 投 资 的 具 体

行动。

五、中国对阿根廷农业投资的

领域、可行性与实施模式

中国政府非常重视与包括阿根廷在内的整个拉美地区

的经 贸 合 作 关 系 。2004 年 , 中 国 和 阿 根 廷 两 国 最 高 领 导

人 实 现 互 访 , 其 目 的 之 一 就 是 要 加 强 双 方 的 经 贸 合 作 关

系。在农业方面 , 阿根廷的资源优势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

发挥出来 , 而这些资源却是中国所急需的。阿根廷目前利

用的可耕地面积大约只占 10%, 大部分土地处于荒芜状态

或者没有用于生产。只要有国外市场 , 无须花费很大的力

气 , 农业产量在数年之内就可增加数倍。因此 , 尽管中国

目前在阿根廷的农业投资几乎是空白 , 但农业开发的潜力

还是非常巨大的。

( 一) 农业投资领域

农业内部的各个领域几乎都有很大的投资潜力。投资

的目标既可以是结合国内的市场需求形势 , 为国内消费和

产业发展提供原料 , 也可以瞄准国际市场 , 通过投资农业

赚取利润。①谷物生产 : 阿根廷的优势作物玉米和小麦 ,

可以为提高国内粮食安全水平服务。农业的生物质能源产

业刚刚兴起 , 也可以考虑发展能源用玉米的生产。②大豆

的生产和加工 : 大豆既可运回国内用于加工业 , 也可在当

地开办加工业 , 就地转化。③畜牧养殖 , 主要是肉牛和奶

牛 , 在改进饲养技术情况下 , 增产效果将会非常显著。可

同时发展饲草种植 , 改进种植结构 , 为养殖业服务。④海

洋捕捞和淡水养殖业 , 该国目前捕捞能力非常有限 , 水产

养殖则几乎是空白 , 均大有潜力可挖。

( 二) 农业投资可行性

1. 有利条件

( 1) 待开 发 资 源 丰 富 。 前 面 已 经 多 次 提 到 , 阿 根 廷

还 有 大 量 的 农 业 资 源 处 于 低 度 开 发 以 及 未 开 发 的 状 态 。

只 要 外 部 条 件 适 宜 , 农 业 资 源 开 发 和 利 用 是 大 为 有 利 可

图的。

( 2) 需求强劲。全球范围内的资源短缺和人类食物需

求的不断增长是永恒的矛盾 , 即使考 虑到技术进步因素 ,

对食品和农产品的需求也不会疲软。就阿根廷而言 , 在区

域一体化背景下 , 南美的共同市场以及美国大市场意味着

对其农产品的不衰的外部需求。

( 3) 政策宽松。阿根廷欢迎国外直接投资 , 外资享受

国民待遇 , 开办企业手续简便 , 在特定领 域还给予税收、

信贷方面的优惠政策。农业虽然不享受特殊政策 , 但国民

待 遇 已 经 是 很 好 的 政 策 。 尤 其 是 外 国 投 资 可 以 在 阿 根 廷

购买土地、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 , 这些都有利于对农业的

投资。

2. 不利条件 中国企业到阿根廷投资农业的不利因素

也很多。距离遥远和不了解对方的经济运行和文化是一个

客观事实 , 但具体到阿根廷的内部 , 还是有以下 4 个方面

的不利于外国农业投资的因素。

( 1) 宏观经济和政策的稳定性仍有待于观察。阿根廷

的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较大。最近一 次经济危机结束后 ,

阿根廷进入了新的经济增长期。虽然阿政府也采取了较为

稳健的政策 , 但是我们仍然不敢肯定它的宏观经济和社会

形势是否会就此进入长期的稳定状态。农业投资的周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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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 长期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是必不可少的。

( 2) 税负 和 劳 工 成 本 偏 高 。 在 税 收 上 , 无 论 是 个 人

还是企 业 从 事 农 业 经 营 都 必 须 纳 税 , 包 括 所 得 税 、 增 值

税 和 营 业 税 。 虽 然 所 得 税 有 一 定 的 起 征 点 , 增 值 税 对 农

产 品 有 减 免 优 惠 , 农 业 的 营 业 税 率 仅 为 1%, 加 总 的 税

率 还 是 很 高 的 。 在 劳 工 成 本 上 , 阿 根 廷 历 史 上 实 施 了 超

过 其 发 展 水 平 的 社 会 保 障 制 度 , 现 在 工 会 力 量 已 经 强 大

起 来 , 社 会 福 利 水 平 难 以 降 低 , 导 致 较 高 的 劳 工 成 本 。

雇 主 应 为 雇 员 缴 纳 的 退 休 抚 恤 金 及 社 会 保 险 金 的 比 例 高

达 26.5%, 含 退 休 保 险 金 、 劳 工 保 险 金 、 社 会 医 疗 保 险

金等。

( 3) 行政效 率 有 待 改 善 。 主 要 体 现 为 办 事 拖 拉 、 朝

令 夕 改 、 机 构 和 人 员 变 动 大 以 及 贪 污 腐 败 等 。

( 4) 基础设施缺乏 , 运输成本障碍。农产品的生产和

贸易需要严重依赖基础设施 , 包括生产型基础设施和交通

运输设施。在阿根廷 , 原有的基础设施多数已经老化 , 当

代 的 绝 大 部 分 基 础 设 施 都 已 经 私 有 化 或 者 由 私 人 部 门 投

资。带来的问题是 , 除了老化的基础设施外 , 既有的基础

设施 ( 如粮食港口和码头) 主要为其投资者 ( 主要是欧美

企业) 所垄断 , 难以为其他的生产者所用。铁路和公路等

交通设施也是缺乏的。至于农业生产设施 , 如农田排灌系

统 , 更是缺乏 , 均需要进行投资。基础设施的缺乏使得农

业投资只有加大规模才为可行。

( 三) 选择恰当的投资模式

1. 大规模、战略性投资 阿根廷的农业 , 既缺乏农田

基础设施 , 也缺乏必要的交通运输设施 , 这就意味着小规

模的农业开发的外部成本太高 , 因为小规模投资无力从事

基础设施建设。只要计划在阿根廷投资农业 , 就必须要有

大规模和高起点的心理准备。此外 , 在阿根廷投资农业必

须要有战略性目标才可能成功。战略性具有大规模和长期

性的含义 , 既然该国不能提供完备的基础设施 , 投资者必

须自己创造条件。阿根廷 19 世纪末的农业 发展 , 正是得

益于英国在阿根廷港口和铁路方面的投资使得其农产品能

运输到欧洲。如今阿根廷的大规模商品化农业基本被国际

资本掌握。新的投资需要跨越很高的门槛 , 而一旦跨越则

获利的潜力是很大的。

2. 基础设施先行 , 为产业投资开路 在阿根廷 , 应 先

行 投 资 铁 路 、 公 路 、 港 口 以 及 农 田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为 农

产 品 的 生 产 和 输 送 做 好 准 备 。 根 据 研 究 , 发 展 农 业 迫 切

需 要 的 基 础 设 施 包 括 专 门 的 铁 路 线 、 沿 河 的 内 河 运 输 航

线 和 粮 食 专 用 码 头 、 沿 海 的 港 口 等 。 这 些 投 资 数 额 较

高 , 但 一 旦 投 入 使 用 , 将 会 很 快 收 回 投 资 。 目 前 已 有 国

外 资 本 在 觊 觎 阿 根 廷 的 这 些 战 略 性 基 础 设 施 的 建 设 , 因

此 时 间 是 紧 迫 的 。 农 业 本 身 的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也 是 必 不 可

少 的 , 主 要 是 因 地 制 宜 的 灌 溉 和 排 水 系 统 。 阿 根 廷 总 体

雨 量 丰 富 , 部 分 地 区 降 雨 不 足 , 但 灌 溉 农 业 的 比 例 相 当

低 , 绝 大 部 分 土 地 还 是 靠 天 吃 饭 , 中 低 产 田 的 改 造 潜 力

很 大 。

3. 民间投资 , 政府支持 对外的农业投资具有典型的

资源开发性质 , 容易被视为掠夺国际资源的行为 , 如果由

国有企业投资 , 甚至会成为西方 “中国威胁论”的 注 脚 。

因 此 农 业 投 资 不 应 由 国 有 企 业 进 行 , 而 应 以 私 人 企 业 或

上 市 公 司 为 主 体 , 这 样 就 将 国 家 的 战 略 性 目 标 寓 于 企 业

的 商 业 性 行 为 当 中 。 当 然 国 家 需 要 给 予 外 交 和 资 金 上 的

支 持 。 外 交 上 , 可 以 通 过 签 订 政 府 间 的 战 略 性 经 贸 合 作

关 系 协 议 , 建 立 阿 根 廷 对 中 国 投 资 者 的 信 任 。 资 金 上 ,

国 家 开 发 行 和 农 业 开 发 行 都 应 对 企 业 的 信 贷 需 求 给 予 优

先考虑。

4. 引进先进技术和农业经营方式 , 开展农业综合经营

对 阿 根 廷 的 农 业 开 发 必 然 是 大 规 模 的 农 场 式 、 牧 场 式 经

营 , 精耕细作难以做到 , 但发展灌溉和排水系统、合理施

肥和病虫害防治还是可以做到的。在经营制度上 , 可以开

展复合式综合经营 , 发展饲草种植 , 农牧业和农产品加工

同时发展。经营方式上 , 不要与当地的小生产者隔离 , 可

以将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引入阿根廷 , 以我们建立的现代

化农场作为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 , 为周边的小农户提供技

术服务 , 带动共同发展 , 建立和谐关系。

作者单位 :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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