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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基本概况 

1 国民经济特征 

    非洲现有 54 个独立国家，素有“高原大陆”之称，除南非、利比亚、摩洛哥等 11个国

家外，其他国家均属于典型的农（牧）业国。非洲面积 3 029万平方公里（包括近海岛屿），

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 1/5，农业产值占全非洲生产总值的 20%，农业产值比重超过 30%的有

21 个国家，农产品出口约占出口总额的 1/4，有 32个国家的出口贸易以农产品为主。非洲

发展农业生产条件良好，但在长期的殖民统治下，许多国家将物力、财力、人力集中在供出

口的经济作物生产上，粮食生产落后，80%的国家和地区粮食不能自给，每年需进口大批粮

食。 

2 气候资源特征 

    非洲地势由东南向西北倾斜，沙漠面积约占非洲大陆面积的 40%，地处热带，95%以上

地区属热带和亚热带气候，年平均温度在 20℃以上，仅南北两端和局部山区的年平均温度

低于 20℃。气候与植被呈现垂直分布特性，植物景观类型多样；区域性干旱、季节性干旱

频繁。多数国家降水充沛，但降水利用效率低；生态环境极端脆弱、土壤侵蚀严重、频繁的

干旱剧烈发生、天然草地与旱地农业并存。 

3 作物结构与食物结构特征 

    非洲多数国家的作物结构是以工业原料作物为主体，其中咖啡、可可、棕榈、橡胶、甘

蔗、烟草等是工业原料作物的重要组成，种植面积和生产水平均为优势作物。而非洲国家的

粮食作物结构以木薯、玉米、台麸、大麦和高粱及豆类为主体，水稻和小麦只是部分国家种

植面积加大。非洲国家的食物结构以西餐食物为主体，动物产品占主流，植物性食物在日常

生活中所占份额较小。非洲许多国家的食物供应严重不足，10年多来，非洲人口增加了 20%,

但粮食仅增加了 10%，人均粮食占有量不足 150kg，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50%，上亿人营养

不良，6 000多万人饥饿不堪。  

中非农业合作的不利因素 

1 干旱  

    非洲多数国家降雨充沛，但季节性分布和区域性严重不均。一些国家的砂性土壤土孔隙

大, 保水能力差；而粘性土壤的孔隙小，雨水不易渗到下层，容易引起水土流失，导致雨后

土地板结或龟裂，不利于作物生长。大多数国家的灌溉农业粗放，灌溉方式主要是漫灌，既

浪费水，又易造成营养土流失。几乎每个非洲国家每年都要经历干旱，但当地农民的防旱、

抗旱能力微弱，近 50%的地区受干旱的困扰，形成大量的灾民。  

2 土壤贫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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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侵蚀严重，广种薄收，无力培肥改良土壤，导致土壤理化性状恶化，土壤肥力下降，

大量土壤失去自我调节能力，粮食作物特别是小麦持续高产高效生产会受到严重制约。  

3 耕作技术落后，科研能力低  

    耕作技术水平低，农民一般不对土地进行整理，也不清除地里的石头瓦砾，不懂得挖沟

保墒等。播种时，种子随便抛洒，疏密不均，造成作物生产水平低下。 

    目前，非洲多数国家尚未对耕地进行统一规划和科学利用，基础设施落后，农业抗自然

风险能力低，难以保障粮食作物的高效生产。加之农业科研水平能力低下，导致了主要农业

生产中新品种供应不足以及新技术推广滞后。 

4 公民环保意识强烈，但草、病、虫、鸟四害严重  

    非洲国家公民环保意识强烈，多数国家居民拒绝采用农药来防治病、虫、草、鸟，加上

多数公民信教，对农药防治措施有抵制情绪。因此，在非洲，草害是农业生产的第一大害，

虫害和鸟害分别居二、三位。 

中非农业合作的必然性 

1 解决粮食危机的迫切要求 

    非洲多数国家的农民不能生产出能供给自己维持 1年基本生活的粮食产量。例如，埃塞

俄比亚 50%的家庭面临粮食短缺每年 5周～6周，11%以上的家庭粮食短缺大于每年 6个月。

中国是人口大国，粮食安全形势不容忽视，所以，加强中非农业合作，对解决粮食危机具有

战略意义。 

2 发挥资源优势的现实要求  

    由于非洲国家多数为高原地区，除雨季和旱季外，温度变化不明显，只要水分保证，播

种期无严格限制，因此，作物可以实现周年生产，这对发挥资源优势，促进农业生产是十分

必要的。  

3 落实农业“走出去”战略的要求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增长，农业“走出去”的条件日益成熟，农业“走出去”已经

从最初的渔业发展到多个行业和领域，参与的主体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农业服务已经从农业

实用技术推广转向了农业科学研究的阶段，农业“走出去”成为实现互赢发展重要途径。 

中非农业合作领域 

1 粮食领域 

    生产领域：工业原料作物生产被发达国家垄断，进入空间不大。粮食作物生产投入虽然

大，但中国技术成熟、双方都有需求，容易达成一致。  

    贮藏工程领域：非洲寓粮于田，靠天靠地保障粮食安全，缺乏可靠性。  

    加工领域：粮食精深加工技术和设备缺乏。 

2 节水工程 

    节水技术：高温蒸发突出，生产过程蒸发耗水大，需要节水技术。  



    集水工程：季节性降水的充分集中和有效利用工程建设严重滞后。  

    节水设备：节水材料与节水设施匮乏。  

3 四害的生物防治 

    作物压草技术：利用生长势更强的作物压盖杂草。  

    错开季节避鸟：鸟在干旱季节危害严重，调整种植季节避鸟。  

    种植抗病虫品种：培育并种植抗性强的作物品种。  

4 技术培训与推广 

建立合作研究与推广中心，利用持续性的援非项目开展农业技术培训和推广工作，促进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目前，中国对非洲农业发展不够深入，可设立专门非洲农业研究组织，

强化非洲农业研究力度，盘查非洲农业基础。同时，针对国内高校研究机构欠缺非洲学学科

设置，非洲学研究人才队伍建设滞后的现实，应强化非洲学人才培养，建立一支既懂非洲，

又懂农业的专门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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