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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巴布亚新几内亚（简称巴新）是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在南太平洋地区的重要参与国家之一。该国具有丰富的森

林资源，其中热带雨林面积超过３０万ｋｍ２，占国土面积７０％以上。但限于经营理念、技术等原因，该国长期以来对森

林资源的开发利用方式较为粗放，迫切希望中资企业赴巴新投资农林综合开发项目，以促进当地森林资源可持续利

用，同时增加当地就业和税收，并减少贫困。文中以巴新西北部西塞皮克省伊当西亚羽区的“中（国）巴（新）农林综合

开发项目”为例，介绍了项目在巴新的投资环境与投资政策、森林资源与热带农作物开发利用潜力以及中巴合作开发

模式等，并针对具体实施过程中的问题，提出了相关对策和建议，以期为今后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境外投资和融入“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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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期 邹全程，冯晓川，慕晓炜，等：“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农林综合开发利用合作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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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随后该倡议
得到世界各国的积极响应。截至２０１９年４月，中国
已经与１３１个国家和３０个国际组织签署了共建“一
带一路”合作文件［１］。中国海外投资的重点区域也

向“一带一路”沿线拓展［２］，而农林产业开发不仅是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也是中国海外投资的

主要方式之一。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共和国（简称巴新）地处

“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南向延伸带，是南太平

洋地区的大国之一，人口接近８０８万，面积达４６２８
万ｋｍ２。巴新大部分地区属热带雨林气候，局部为山
地气候（海拔在１０００ｍ以上地区）。该国森林、能
源、渔业等自然资源丰富，年均木材出口总额约为

４５３５亿元，林业在巴新占有重要地位［３－４］。该国长

期以来对森林资源的开发利用方式较为粗放，迫切希

望中资企业赴巴新投资农林综合开发项目，以促进当

地森林资源可持续利用，同时能够增加当地就业和税

收并减少贫困。目前中国从巴新进口商品的主要类

别包括木材及木制品、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产品、谷

物粉及淀粉等［５－８］。本文拟以巴新西北部西塞皮克

省伊当西亚羽区的“中（国）巴（新）农林综合开发项

目”为例（该项目已获得巴新国家农业和畜牧部批

复），探析两国农林产业合作开发模式，并提出相关

对策与建议。

１　巴新林业及项目区概况

１１　巴新林业概况
１１１　资源概况

巴新全国森林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近８０％，其
中６０％未经任何开发，完全处于原始状态。森林总
面积为２９００万ｈｍ２（２０１５年统计数据），森林总蓄积
量达１７４亿ｍ３，用材林达１５００万ｈｍ２，且木材质地
优良，森林主要为热带阔叶雨林，主要包括山地云雾

林、高地雨林和低地雨林３种类型［９－１０］。林业是巴

新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支柱产业，据国际热带木材组织

统计，巴新是世界热带地区木材第２大出口国，但其
森林资源权属结构较为特殊，其中约９５％面积由非

政府所有，仅有５％属于政府。
１１２　主要树种

巴新树种资源丰富，据国家森林管理局统计，约为

１５万～２万种，２０００多个属，但其中大部分没有作为
商品材被砍伐利用，只有４００多个材种被作为原木或
板材出口。目前大量出口的树种包括天料木

（Ｈｏｍａｌｉｕｍ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ｅ）、番龙眼（Ｐｏｍｅｔｉａｐｉｎｎａｔａ）、
红厚壳 （Ｃａｌｏｐｈｙｌｌｕｍｉｎｏｐｈｙｌｌｕｍ）、桉树（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ｒｏｂｕｓｔａ）、黄桐（Ｅｎｄｏｓｐｅｒｍｕｍｃｈｉｎｅｎｓｅ）、苏门达腊八果
木（Ｏｃｔｏｍｅｌｅｓｓｕｍａｔｒａｎａ）、太平洋铁木（Ｉｎｔｓｉａｂｉｊｕｇａ）、
朴树 （Ｃｅｌｔｉｓｓｉｎｅｎｓｉｓ）、倒 卵 伯 克 山 榄 （Ｂｕｒｃｋｅｌｌａ
ｏｂｏｖａｔａ）、仁面子树（Ｄｒａｃｏｎｔｏｍｅｌｏｎｄａｏ）等。
１１３　林产品贸易

林业每年对巴新 ＧＤＰ的贡献超过５０亿基纳，贡
献税收３亿基纳，出口创汇超１２亿基纳。２０１７年前３
个季度，全国４３家原木加工企业及５１家出口企业共
为巴新生产及出口原木２０５万 ｍ３，平均价格为９５美
元／ｍ３，其中９０％销往中国［６］。巴新本国企业在整个

行业中所占份额极小，木材工业大部分都由外国投资

者（日本、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国）掌握，其中最大的

外国投资者为马来西亚常青集团。为促进本国经济发

展和就业，巴新对板方、板材等加工后的木制品实行零

关税优惠政策，对原木出口实行２０％出口关税。
１１４　资源监管

巴新执行委员会于１９９１年颁布了国家林业政策
并通过了《森林法》，１９９３—２００７年又对《森林法》进
行了几次修订，并规定所有森林资源的开发必须严格

依据国家森林计划。２０１８年巴新成立了国家林业资
源清查办公室，开展包括调查树木、了解生物多样性

及研究土壤类型在内的多目标林业资源清查项目，以

及承担森林监控、培训、搜集、处理森林资源数据以及

宣传等职能。其中，多目标林业资源清查项目由欧盟

和联合国ＲＥＤＤ组织共同出资援建，由 ＦＡＯ为其提
供技术援助。

１２　项目区概况
２０１５年８月我国深圳汇华丰德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与巴新土地主联盟公司就“中（国）巴（新）农林综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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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开发项目”在北京签订合资协议。项目区位于巴

新西塞皮克省，地理坐标南纬 ３５５°—３９１°、东经
１４１２０°—１４１８９°，西与印尼的巴布亚省交界，北临
太平洋，总面积近７８万ｈｍ２。计划共分４期开发，当
前重点开发项目 Ｉ期区，面积约１８６７万 ｈｍ２，涵盖
４５个土地主合作社（ＩＬＧ）。项目区属平原高地，部分
为低山地貌及沼泽地带，地势总体较缓，区内最高峰

２７８０ｍ；坡度小于 ５°的土地占 １２％，５°～１５°占
２５％，１６°～２５°占３９％，２６°～３５°占２０％，大于３５°占
４％，坡度较大的山地区域按巴新国家规定划为保护
区或缓冲区［１１］。中（国）方以开发、管理、运营、销售

等所需资金及整合资源能力条件入股，并主导合资公

司全面管理和运营；巴（新）方以土地使用权及附属

农林自然资源入股，同时负责协调与当地土地主的关

系，共同进行农林产业开发建设。

２　农林综合开发潜力

２１　森林资源
鉴于当地森林资源调查技术体系还不够完善，中

方项目组对低海拔平原森林类型和低海拔高地森林类

型的蓄积按地面调查实测值计算，对低山森林、稀疏森

林、沼泽森林等森林类型的蓄积按遥感反演进行测算；

其他类型主要为非林地，具体包含灌木林、河流和村庄

等，不测算蓄积。根据调查结果，项目 Ｉ期区（４５个
ＩＬＧ）总面积１８６７万ｈｍ２，森林总蓄积量４４５５万ｍ３。
根据地形、林相等特征，全区森林可分为低海拔平原森

林、低海拔高地森林、低山森林、稀疏森林、沼泽森林和

其他共计６个类型（表１）。总体林相整齐，均未受到
明显人为干扰，属典型的热带原始雨林。

表１　项目Ｉ期区各类型森林面积、蓄积表

类型

森林面积

面积／

万ｈｍ２
比例／
％

森林蓄积

蓄积／

万ｍ３
比例／
％

单位面积

蓄积／

（ｍ３／ｈｍ２）

低海拔平原森林 ４１３ ２２１２ １２４３ ２７９０ ３０１２
低海拔高地森林 ９６５ ５１６９ ２５８１ ５７９３ ２６７５
低山森林 ２１３ １１４１ ４４５ ９９９ ２０８８
稀疏森林 １０１ ５４１ ８８ １９８ ８６３
沼泽森林 １０２ ５４６ ９８ ２２０ ９５７
其他 ０７３ ３９１ — — —

合计 １８６７ １００ ４４５５ １００ —

　　数据来源：中（国）巴（新）农林综合开发建设项目森林资
源调查报告（２０１６年）。

　　 根据《巴布亚新几内亚森林采伐作业规程２０１５》
规定及相关标准，以及采伐作业的可行性，将项目区按

照完整联片的原则进行区划，将坡度在３０°以上零碎斑
块合并，确定项目区可采资源范围。结果表明，项目Ｉ
期区可采资源面积约 １４１４万 ｈｍ２，占总面积的
７５７％；蓄积３５０９万ｍ３，占总蓄积的７８８％（表２）。

表２　项目Ｉ期区可采区各类型面积、蓄积表

类型

森林面积

面积／

万ｈｍ２
比例／
％

森林蓄积

蓄积／

万ｍ３
比例／
％

单位面积

蓄积／

（ｍ３／ｈｍ２）

低海拔平原森林 ３７２ ２６３１ １１２０ ３１９２ ３０１２
低海拔高地森林 ７６６ ５４１７ ２０４８ ５８３６ ２６７５
低山森林 ０７５ ５３１ １５８ ４５ ２０８８
稀疏森林 １００ ７０７ ８６ ２４５ ８６３
沼泽森林 １０１ ７１４ ９７ ２７７ ９５７
合计 １４１４ １００ ３５０９ １００ —

　　数据来源：中（国）巴（新）农林综合开发建设项目森林资

源调查报告（２０１６年）。

２２　热带农作物
目前中国的热带农作物资源仍十分稀缺，棕榈

油、木薯、橡胶等热带农作物产品自产率严重不足。

我国对外投资主要包括棕榈油、木薯、大豆、玉米、水

稻和天然橡胶的种植、加工、相关仓储物流设施的建

设以及远洋渔业等领域［１２－１４］。

２２１　棕榈油开发利用
共同开发热带农作物资源，不仅符合我国经济发

展的客观需要，也契合巴新对森林资源开发后的土地

利用政策。因此，根据全球市场分析，结合项目区建

设条件，确定在项目区森林资源皆伐区域实施种植基

地建设工程，选定油棕、莎谷（Ｍｅｔｒｏｘｙｌｏｎｓａｇｕ）和水
稻３种作物为农林综合开发利用的主要产品。

棕榈油是国际贸易的大宗产品，市场参与程度

高，与全球市场的联系紧密［１８－１９］。据 ＦＡＯＳＴＡＴ统
计，全球约有４３个国家种植油棕，但主产区主要集中
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尼日利亚、泰国、哥伦比亚、

厄瓜多尔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等７个国家［１５］。２０１０年
上述７国油棕收获面积１２７６８万ｈｍ２，占世界油棕收
获总面积的８５１％。近年来，泰国、哥伦比亚、巴新等
国的油棕收获面积也在逐渐增加，如巴新从１９７１年才
开始油棕商业种植，当时收获面积仅有３００ｈｍ２，而到
２０１０年已增加到１１９万ｈｍ２［１６－１７］。根据美国农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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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ＳＤＡ）统计，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中国棕榈油消费量达５７５
万ｔ，占全球总消费量的１／１０，仅次于印度尼西亚、印度
和欧盟，是世界第４大棕榈油消费主体之一［２０－２１］。棕

榈油的收获、生产具有很强的地域性，中国基本不生产

棕榈油，供给完全来自进口，且主要集中于少数几个国

家（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厄瓜多尔），其中

从马来西亚进口棕榈油量占中国进口总量５３９１％，从
印度尼西亚进口棕榈油量占４６０８％，同时中国短期内
无法实现油棕的大面积种植。

２２２　莎谷开发利用
莎谷喜高温、高湿，是一种不经土壤改良也能实

现经济栽培的作物，其树芯髓中淀粉含量可高达

３８％，目前世界上仍有数百万人依靠其来维持生
活［２２］。莎谷树广泛分布于东南亚和大洋洲南北纬

１０°以内的地区，特别是在项目区塞皮克河流域占地
约５０万ｈｍ２的广大潮湿地带形成了莎谷原生林，全
球７０％的莎谷树资源都集中在印度尼西亚巴布亚省
和西巴布亚省，但在巴新还未实现规范化种植和规模

化生产。近年来，中国木薯淀粉进口量增长到４０万
ｔ／ａ左右，木薯干片进口量增长到１００万 ｔ／ａ左右；中
国国内木薯淀粉缺口量为３００万 ～４００万 ｔ／ａ，木薯
干片缺口量为８００万ｔ／ａ左右。同时，东南亚淀粉生
产原料主要为木薯，年产量折合木薯淀粉为５～７５
ｔ／ｈｍ２，而莎谷树年产量折合莎谷淀粉为 ８～１２ｔ／
（ｈｍ２·ａ），甚至更高［２３］。莎谷树一般种植期是５～８
年，在生长期间还能套种木薯、花生、豆类等，比常规

经济作物能提高约１倍的种植效益。莎谷等经济作
物淀粉成分组成见表３。

表３　莎谷淀粉与木薯、马铃薯成分组成对比表

对比项目 水份／％ 蛋白质／％ 脂肪／％ 纤维素／％ 灰份／％ 直链淀粉／％ 糊化温度／℃

莎谷淀粉 １１８１ ０２１ ０１２ ０３０ ０１５ ２８ ７３
木薯淀粉 １１３０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１２ ０１０ １７ ６８
马铃薯淀粉 １８１８ ０１２ ０１１ ０２８ ０２５ ２４ ５６

　　注：水份以湿基计算，蛋白质、脂肪、粗纤维、灰份以干基计算。

３　中巴合作开发规划

根据项目区农林资源状况以及国际市场需求，规

划分阶段进行伊当西亚羽区（ＩＤＡＭ／ＳＩＡＷＩＡＲＥＡ）
项目Ｉ期区农林综合开发，按适宜农作物种植、避开
生态脆弱地段、土地尽量集中连片、与现有发展规划

相衔接等原则开展森林资源利用，并在木材开发皆伐

区、平缓的台地或缓坡地种植油棕等品种，在河流冲

积平地种植水稻、莎谷等经济作物。

３１　林地清理及利用计划
根据现地调查，项目区树种以菠萝格及番龙眼居

多，并伴有黑檀、花梨木等珍贵用材树种（表４）。就
单株材积而言，径级在 ５０ｃｍ以上的材种蓄积达
４３％；就材种而言，以菠萝格为代表的优质材种占到
３８％，其中菠萝格占比达１１９７％，单位面积菠萝格
可采材积为 ２８ｍ３／ｈｍ２。林下各类药材、香料资源
（包括野生沉香、檀香、灵芝、石斛、香荚兰豆、厚壳桂

皮等）也极为丰富，开发利用潜力巨大。

表４　调查区内蓄积量前１０位树种表

树种（商用名） 蓄积量／万ｍ３ 用途

菠萝格（Ｋｗｉｌａ） ６９９ 家具、地板、门窗框、造船、户外栈道、凉亭、木屋

番龙眼（Ｔａｕｎ） ５６２ 旋切单板、胶合板、细木工制品、家具、地板

红榄仁（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ｉａ） １７８ 旋切单板、胶合板、细木工制品、室内装修、地板

水胶木（ＷａｔｅｒＧｕｍ） １７６ 旋切单板、胶合板、一般建筑、垫板、桥梁、木桩

红
&

木（Ｄｙｓｏｘ） １６０ 高级家具、地板、胶合板、室内装修、重型建筑、造船、桥梁、码头建设、雕刻、车旋制品

牡荆（Ｖｉｔｅｘ） １２９ 造船、桥梁码头铺板、阶梯板材、围栏柱、装饰

硬朴木（ＨａｒｄＣｅｌｔｉｓ） １２３ 胶合板、建筑用材

厚壳桂（Ｃｒｙｐｔｏｃａｒｙａ／Ｍｅｄａｎｇ） １２２ 单板、胶合板、家具、仪器箱盒、室内装饰

金苏木（Ｋｉｎｇ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１１９ 室内装修、家具、细木工、地梁、房梁、地板

草婆木（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 １１６ 包装箱、木托盘、轻型机械设备垫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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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巴新法律法规及项目森林清理许可（ＦＣＡ）申
请，项目Ｉ期区计划年生产原木７５万 ｍ３，主要产品
由３大类组成。１）原木：胸径５０～８０ｃｍ的优质木
材，以原木产品销售，计划生产优质原木６０万 ｍ３／ａ；
２）板材（锯材）：以特大径材和中小径材（２０ｃｍ以
上）及部分 ５０～８０ｃｍ的原木为加工对象，以板材
（锯材）产品供应市场，计划加工板材（锯材）５万ｍ３／
ａ，消耗原木１４万 ｍ３；３）木结构房屋：年加工 ４０套
１２０ｍ２的木结构房屋，消耗原木１万ｍ３。
３２　热带农作物种植及利用计划

按照巴新本国相关规定，结合当前国内外市场形

势，种植基地规划年限为２０年。其中，前期３年以基
础工作为主，包括土地释放、权证和许可申请、种植基

地场地平整、机械和人工准备、幼苗培育等；中、后期

１７年以管护收获为主，包括种植、护理、收割、轮作
等。结合林地清理进度和可采伐区域分布，确定项目

区油棕种植基地设计为１２０８万ｈｍ２，水稻种植基地
为０４５万ｈｍ２，莎谷种植基地为０９７万ｈｍ２，至少可
提供就业岗位１万个。
３２１　油棕种植模式

油棕种植密度设计为 １３５株／ｈｍ２，根据周边
国家（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经验，通常只有 ３／４
的油棕苗比较粗壮，因此种苗与大田种植量比例

可按１∶１００测算。根据 ＦＡＯＳＴＡＴ数据，２０１５年
马来西亚油棕果平均产量 ２０９ｔ／ｈｍ２，印度尼西
亚１７８ｔ／ｈｍ２，生长较好的植株年产量高达５００ｋｇ
以上（按１３５株／ｈｍ２计，合计 ６７５ｔ／ｈｍ２）。项目
区油棕种植区域土壤质量好、肥力较高，油棕出油

率高于周边国家，同时项目以现代油棕种植园标

准建设，按第４年开始收割，单产水平以较保守的
２１５ｔ／ｈｍ２（油棕鲜果）估计，则基地棕榈油加工
厂年油棕果加工能力峰值为 ２５９７５万 ｔ／ａ。主要
产品毛棕榈油按出油率 ２０％计，以 ２０年为运营
期，年均总产量为 ２０７８万 ｔ／ａ；棕榈仁是油棕基
地辅助产品，按出仁率 ５％计算，年均生产棕榈仁
１０１８万 ｔ；油棕果皮纤维、棕榈仁核壳、棕榈粕等
副产品可用于发电。

３２２　莎谷种植模式
莎谷主要分布于项目区的低海拔平原林和沼泽

林，在项目区莎谷树产区综合发展种植莎谷树和木

薯，不仅能保证莎谷淀粉和木薯淀粉生产，而且能利

用莎谷树资源，将淀粉生产期延长至每年 ３００ｄ以

上，有利于种植效益及淀粉生产的环保、可持续、循环

效果，对保持莎谷树产业具有很强的优势与互补性。

利用项目区天然莎谷树资源，加之人工种植基地，原

料资源可支撑每年８万ｔ以上规模的莎谷淀粉加工。
３２３　水稻种植模式

水稻基地分布于项目区河流冲积平地，均在低海

拔平原森林内，立地条件、水源清洁度等均适宜水稻

生长，也利于配置简易机耕道路，单产水平按较保守

的１年２季９７５ｔ／ｈｍ２（原粮出米率按６０％）计算，
原粮年加工能力约为４４１万 ｔ／ａ。目前巴新每年进
口约１６万ｔ大米，水稻基地主产品在保证项目区及
周边需求的同时，面向西塞皮克省乃至全巴新销售，

其他碎米、米糠、稻壳等副产品可用作规划的特色养

殖业动物饲料。

４　中巴合作对策与建议

４１　争取政策支持
项目共建合作不仅有利于巴新林业资源深度开

发和社会经济发展，也有利于促进中国与南太平洋沿

线国家缔结更为紧密的战略合作关系，为日后中国更

多企业“走出去”开创了良好局面，是推动中国企业

融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和积极参与境外投资的重

要参考路径之一。中方建设单位应加强与巴新相关

部门协调，共同组建项目领导小组，在巴新国家发展

规划框架内结合项目区现状实施工程建设，在政府层

面提出具体保障落实举措。同时积极参与林业、农畜

等相关行政部门的计划制定，按项目区布局方案，统

一协调与土地所有者的关系。

４２　配套工业园区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出，中国将与沿线国

家“互通互联”，充分发挥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产生的

“外溢”效应，实现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工业等方面更

广阔、更深入的合作，进而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产业升级、工业化水平提升和经济发展，对推进巴新

的工业化进程有重要意义。依托中（国）巴（新）农林

综合开发项目，配套建设工业园势在必行，主要区块

应包括产品加工区、物料仓储区、种植养殖区、办公管

理区、生活附属区，具体涉及棕榈油加工、莎谷（含木

薯）淀粉加工、木材加工、大米加工、中药材和香料加

工（远期）、特色种养、良种繁育、仓储物流、污水处

理、沼气制备、热电联产以及办公、研发、检验、住宿、

教育、医疗、商业等。

４１１



第１期 邹全程，冯晓川，慕晓炜，等：“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农林综合开发利用合作探析

４３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农林开发经营活动对交通设施依赖性强，随着经

营集约化程度的提高，交通状况对产业发展的重要程

度更加明显。巴新基础设施薄弱，没有铁路运输，也

没有连接全国的公路网，内陆山脉崎岖，陆路交通不

发达，为数不多的省级和城际间公路状况较差。鉴于

项目区的基础条件，需要加大道路、桥梁、港口等建

设，以及通信、电力等基础设施配套，将大路、桥梁作

为连通工业园区到项目区之间的通道，港口选址在具

有良好天然条件的省府建立，以强化产品运输能力及

降低运输成本。

本项目是中国企业在巴新面积较大的农林综合

产业开发项目之一，项目开发符合中国和巴新两国合

作共赢大局，也符合巴新国家鼓励农业发展的国策以

及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已经获得了当地民众的积

极拥护和高度期待，也日益得到两国政府（包括中国

深圳市政府和巴新西塞皮克省政府）的重视和支持，

将为同类地域类似项目的开发提供重要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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