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国土面积23.68万平方公里，北邻中国，南接柬埔寨，东临越

南，西北达缅甸，西南毗连泰国，是中南半岛唯一的内陆国家，是我国“一带一路”建

设、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重要节点国家。中老两国地缘相近，友谊源远流长，同

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理念相似、发展道路相通，是“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

伴”。当前，老挝正积极推动变陆锁国为陆联国的发展战略，这与我国的“一带一路”

建设高度契合。在经贸合作方面，中国是老挝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外资来源国，第

一大援助国。

周边邻国是我国必争、必保、必稳之地。老挝农业资源丰富，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

比例的75.3%，而且大部分贫困人口集中在农村。老挝“八五”规划中明确指出“老挝

政府到2020年力争把贫困人口减少到10%以下，到2030年减少到5%以下，切实提高人

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农业合作不仅是“接地气”项目，在澜湄合作组织中农业与

减贫也是优先发展的重点领域之一，加强中老农业合作，一方面有利于减少老挝贫困人

口，打造中老牢不可破的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有助于优化我国农业资源配置。中老两

国农业合作有利条件众多，主要是：中老两国政治互信加强、经贸合作密切；中老两国

农业资源互补、农业合作基础好；老挝国家政局稳定，为中老农业合作提供了保障；老

挝区位优势凸现，为老挝农产品市场化提供了有利条件，为我国与澜湄国家的农产品贸

易提供了便利。当然，也存在一些不利条件，主要是：老挝投资环境还有待完善；物流

运输成本高；市场容量有限、劳动力素质总体偏低；大规模取得土地有一定的困难；越

南、泰国以及西方国家加大了对老挝农业的援助与投资，使中国面临多元化的竞争等。

针对中老农业合作的有利、不利条件，提出以下对策建议。一是加大国家对老挝农

业、畜牧业的投入力度，包括对老挝农药、种子、化肥等相关农资，屠宰场、肉类加工

厂以及农业科技合作的投入力度；二是实施“一区一策”，加强中老两国农业、畜牧业

发展规划战略对接；三是加强中老林业合作，构筑中老农林业生态安全屏障；四是加强

国家统筹、市场引导和企业管理，加大我国农企走向老挝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