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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也不耽误 一天也不懈怠
P2中国二十二冶北京铁路枢纽丰台站改建项目举行企业开放日活动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业从大规模“引

进来”到大踏步“走出去”，不仅解决了国内十

几亿人的吃饭问题，也为世界农业可持续发

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成为新中国发展奇迹的

一项重要内容。

70 年来，中粮集团积极引领探索中国农

业“走出去”之路，从小胡同起步，逐步发展为

世界领先的国际大粮商之一，是我国农业“走

出去”的领军者和新中国对外开放历程的重

要参与者。中粮集团为中国农业“走出去”、企

业“走出去”、引领并推动新型全球化提供了

鲜活的中粮样本。

不忘初心 领军中国农业“走出去”
自 1949 年初成立以来，中粮集团就具备

了强烈的国际化基因。从成立之初到 1987 年

的近四十年里，作为专营粮油食品进出口贸

易的政府公司，中粮集团是新中国粮油食品

对外贸易、出口创汇、保障国内粮油供给的主

渠道。其间，经过不断开拓海外市场，经营的

商品由几十种发展到两三千种，贸易对象由

前苏联、东欧、亚洲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扩大

到五大洲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在国外普

遍设立分支机构，在我国粮油食品市场和国

际市场之间架起了桥梁。

上世纪 80 年代末外贸体制改革后，中粮

集团成功转型为市场化经营型企业，不断加

快国际化步伐，随着积累的逐步增加，探索走

上了贸易与产业相结合的发展之路。

随着我国加入 WTO，中国进入全面对外

开放阶段，贸易量逐年攀升。同时，我国经济

社会实现快速发展，农产品的需求也迅猛增

长。在新的政策及市场环境下，积极拓展开发

并充分利用海外农业资源，成为满足消费需

求变化迫在眉睫的战略举措。

当 时国 际上 四 大 粮商 ADM、Bunge、
Cargill、LDC 通过进行全球化的产业链布局，

掌控着全世界大约 80%的粮食交易量，对粮

食进出口价格的制定，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

这对中国农业“走出去”形成严峻考验。

对此，在前期不断探索积累的基础上，中

粮集团于 2009 年正式提出“全产业链”战略，

通过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助力我

国农业、粮油食品产业转型升级，并明确将海

外战略作为全产业链战略不可或缺的重要组

成部分，将“走出去”战略定位为“积极稳妥推

进供应链全球布局，适当掌控海外粮源，助推

全产业链战略落地，加快实现国际水准”。

探索出清晰的国际化战略，中粮集团不

断加快“走出去”步伐，紧紧围绕做强做优做

大粮油食品主业快速发展，也为我国农业“走

出去”趟出了一条实实在在的可行之路。

砥砺前行 铸就国际大粮商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城镇

化推进和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人民群众

由“吃得饱”向“吃得好”的需求快速转变，消

费者对营养、健康、绿色、高附加值、物美价廉

的优质农产品需求不断增加。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与高质量食物供给总量不充

分、结构不平衡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基于粮

油行业全球化趋势和企业发展内在需要，中

粮集团快速推进国际化进程，总结中国农业

“走出去”的经验，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积极

开展海外并购，广泛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取

得了跨越式发展。

2014 年，基于前期探索，中粮集团坚决

迈开大规模海外并购和国际化经营的步伐。

通过海外并购，中粮集团在巴西、阿根廷、黑

海地区、美国、澳大利亚等全球粮食核心产区

拥有了仓储、港口物流设施等一批战略资源，

一步迈入国际粮油市场中心，初步构建起全

球粮油购销网络，并在美洲和亚洲之间建立

起一条稳定的粮食走廊，打通了全球粮食主

产地到世界粮食主销区的通道。中粮集团的

国际业务量也一举超过国内业务量，从中国

第一到世界领先，蜕变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大

粮商。

同时，中粮集团紧抓“一带一路”机遇，立

足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资源禀赋与自然条件，

逐步将贸易和投资区域向沿线国家和地区聚

集。自 2013 年开始，从泰国、柬埔寨、缅甸、老

挝等沿线国家进口优质大米，并以大米贸易

为纽带，有效推动了相关国家稻米产业的升

级和进步。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为

重点发展全球业务，中粮集团对粮食企业“走

出去”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有力探索。

截至目前，中粮集团已建立起链接东南

亚、远东、南北美洲、澳大利亚、黑海等世界粮

食核心产区的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运营网

络、关键物流节点和贸易通道，形成覆盖谷物、

油籽、蔗糖、咖啡、棉花、航运等六大品种线，涵

盖北美、巴西、南椎体国家、欧洲、黑海和加勒

比区域等四大产区，及撒哈拉以南非洲、中国、

亚太等三大销区的全球贸易网络，初步形成在

世界粮食主产区的主要粮商地位。

继往开来 迈向国际一流粮商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新时期，农业“走

出去”也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中粮集团正在大力推进资本和业务

整合，向国际一流大粮商对标，找短板、补差

距，通过精细化管理，降本增效、严控风险，努

力提升自身经营水平，使自身资产规模与经

济效益相匹配。并将在全球持续布局，优化全

球仓储物流设施，继续提升对一手粮源的掌

控能力。

中粮集团还将农业国际合作作为“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打造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

同体的最佳结合点之一，充分发挥行业领军作

用，把全球农产品市场消费需求变化，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资源优势，高质量高效

率地对接起来，推动“一带一路”农业经济健康

发展，助力形成开放、包容、互惠、共赢的区域

经济共同体，为提高全球粮食安全与营养水平

提供有力支撑，为保障世界更多地区的粮食需

求贡献积极力量，持续深化扩大国际合作“朋

友圈”，共同推动全球粮油食品行业高效、健康

发展，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

当今世界，经济结构深度调整、新一轮世

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国际产业

链和价值链的分化组合正深入进行。开放与

发展已成为普遍共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

治理理念，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在迈向

国际一流大粮商的道路上，中粮集团坚持超

越零和博弈思维，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促进世界粮食贸易健康发展，成为中国农业

“走出去”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坚实基

础，助力国家收获农业发展的广阔产业空间。

渊据央广网冤

■ 本报记者 唐勃

11 月 27 日下午，备受业内人士瞩目的

首届全球川商春节联欢会新闻发布会在蓉举

行。四川省县域经济学会会长、省政府参事、

四川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原厅长张成明，四

川省科技厅原副厅长周孟林，川商联合会会

长宋永太，西藏自治区四川商会会长林春福，

四川安微商会会长熊南奇，川商联法人代表、

联席会长刘国彬，川商联联席会长张松，川商

联联席会长、川商联文旅康养产业专委会主

席杨应兵，川商联联席会长谢龙，川商联书画

院院长罗云，川商联常务副会长、珠宝文化产

业联盟主委等相关领导和部分企业家代表，

参与春节联欢会筹备策划和负责执行的主创

团队等出席了本次活动。

本次迎春联欢会，由川商联合会主办，川

商联文旅康养产业专委会、川商联珠宝文化

产业联盟承办。丞冠文化传媒集团公司、御芽

天娇科技有限公司，成都禾森文化传媒集团

公司联合协办。据了解，为全力筹办好首届全

球川商春节联欢会，川商联文旅康养产业专

委会主席杨应兵，带领全体成员群策群力，统

筹协调，组织精兵强将，攻坚克难，分阶段有

序有力推进重点工作，全力调动整合资源，千

方百计确保此次大型活动圆满成功。

川商联联席会长、川商联文旅康养产业

专委会主席杨应兵主持发布会。川商联合会

会长宋永太就举办本次活动的重大意义、主

要内容和特色亮点向到会媒体进行了新闻发

布。据透露，由川商联筹办的首届全球川商春

节联欢会，将于 12 月 31 日下午 3 点至 6 点

在成都锦江区华熙 M空间演艺大厅举办。

联欢会旨在以庆祝祖国七十周年华诞为

契机，以“川商新时代·共创新未来”为主题，

弘扬时代主旋律，歌颂祖国从站起来到富起

来再到强起来的丰功伟绩，唱响川商品牌，服

务四川发展。本次联欢会将通过喜闻乐见的

文艺节目呈现，以传播商道价值观为己任，

以多种演出形式表现中华民韵和四川特色，

邀请当红明星加盟，阵容强大。

据悉，本次联欢会共分三个篇章，分别

是：“雄起·执着果敢、百折不回”；“扎起·明礼

诚信、厚德务实”；“崛起·开拓创新、义行天

下”。这是根据彭清华书记在川商大会上提出

的执着果敢，百折不回，明礼诚信，厚德务实，

开拓创新，义行天下的川商精神展开的。三个

篇章正好对应了三个不同的主题。“雄起”体

现川商“执着果敢，百折不回”的精神；“扎起”

体现川商“明礼诚信，厚德务实”的精神；“崛

起”体现川商“开括创新，义行天下”的精神。

川商联合会会长宋永太在致辞发言中说：

“本次晚会时间紧，内容多，规格高，阵容强。”

他还特别强调两个关键词，一是规格高。二是

影响大。在联欢会中，包括杂技《云中漫步》、舞

蹈《蜀中丽人行》、新民乐《贺新年》、茶艺秀《沧

海一声笑》、非遗表演《巴蜀锦萃》等一系列精

彩丰富的文艺节目将相继登台演出。

本次联欢会上，还将对新晋评选出的“十

大最美川商”和“十大优秀商会会长”进行隆

重的颁奖仪式，把干事创业回报家国的优秀

川商代表推介出来，用励志大爱提升川商的

时代高度。与此同时，本次联欢会还将发起成

立“川商公益基金”在四川建立川商创业示范

基地，开展扶贫济困活动，把中华传统美德发

扬光大。

余永定：
6%的经济增速
应是底线
■ 侯润芳

面对当前的中国经济形势，社科院学部

委员余永定多次公开呼吁，抑制经济增速进

一步下降是当前最紧要、最突出的问题。近日

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他明确表示，中国

经济要守住增速不低于“6”的底线。

据新京报报道，如何守住“6”这一底线？

在余永定看来，必须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

策，重点依然是基础设施投资。“当前企业盈

利环境的缺失是民营企业不愿意投资最直接

的原因，政府创造必要的宏观经济条件，让民

企可以跟上来。这时如果政府加强基础设施

投资，就能够产生一种挤入效应，民营企业就

会被带动起来。”

记者院 在之前你一直强调经济增长的质

量，为何现在观点转向强调经济增速？

余永定院从 90 年代到现在，我一直在调

整自己的观点。在经济增速达到 10%、9%、

8%的时候，我一直强调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结

构性改革。但 2015 年开始，我的一些观点开

始发生了变化，因为我认为经济形势变

了———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降，同结构改革、

降杠杆等相比，维护经济增长、防止经济增长

速度进一步下降成为了矛盾的主要方面。为

此，我们必须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重点

依然是基础设施投资。有人说基础设施投资

饱和，没有什么可投的，我认为这是完全错误

的。中国长期处于城镇化过程，基础设施投资

在促进中国城镇化过程中起到很大促进的作

用。实际上，不光是硬的基础设施，还有软的

基础设施可以投资。另一方面，强调结构调整

是对的，但经济增速已经下降到现在这种程

度，结构改革和调整，不应导致经济增速的进

一步下降。经济增速高一些，结构改革可能更

容易些。反之，单纯强调结构改革，以为结构

改革做好了，中国经济就可以实现持续的增

长是错误的。很多结构性的问题是长期问题，

短期内没办法解决，或者代价过高。一切要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

记者院在你看来，GDP 增速该不该破“6”？

余永定院增速不能再低于 6%应是中国经

济要守住的底线。所谓底线是什么？就是我们

要守住它，应该作为一个政策目标，下定决心

守住这个点，不能再让它往下走了。抑制经济

增速进一步下降是当前最紧要、最突出的问

题。

第一，GDP 的持续下跌形成的预期会导

致投资、消费的减少，而总需求减少会导致

GDP 的进一步下跌，进而形成恶性循环。第

二，GDP 和 GDP 增速是几乎所有经济、金融

指标的分母，分母的减少会导致所有指标的

恶化。去杠杆把分子减了，分母减的更多，杠

杆率不降反升。第三，目前看，种种迹象表明，

就业问题依然严峻，既有结构也有总量问题。

第四，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必然会影响经济结

构调整。比如上世纪 90 年代国家进行国企改

革，关闭僵尸企业就要解决企业工人再就业

问题、社保问题。如果经济增长速度较高，这

些改革就比较容易推进。否则改革就难以推

进。 咱紧转 P2暂

川商大联欢 喜迎新春来
首届全球川商春节联欢会新闻发布会在蓉举行

农企走出去的“中粮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