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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外耕地投资发展的时空格局
演变与影响因素

韩 璟 1，陈泽秀 1，卢新海 1，2

（1. 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武汉 430079；2.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武汉 430074）

摘 要：为探究中国海外耕地投资活动的发展规律，论文基于GRAIN和Land Matrix的案例统计数据，采用文

献资料法、空间计量法，从投资规模的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发展的影响因素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2004

年以后中国海外耕地投资的总体空间集聚效应开始显现，目前在局部已形成明显的空间分化，局部空间集聚效应

的高-高集聚区是俄罗斯和东南亚地区；②中国海外耕地投资活动的空间变异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经历了一个波

动增强的过程，在西北至东南方向的空间变异最为显著，东道国的内部因素已成为影响中国海外耕地投资发展的

重要因素；③中国海外耕地投资的发展受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因素的共同影响，其中东道国农用地比

例，谷物单产水平，同中国的声明、宣言和公报总数，对华免签证件数量和驻华领事机构数量5个指标在统计上显著

性较高。在中国海外耕地投资发展规模已呈现空间分异趋于稳定发展的情况下，相关机构应当重视对东南亚地区

和俄罗斯的投资保护与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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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基于对全球粮食安全形势恶化和国家粮食安

全的担心，海外耕地投资正逐渐成为一些国际组织

和国家增加全球农产品供给和保障国家粮食供给

的一种措施 [1,2]。海外耕地投资作为以农地权利获

取和控制为显著特征的跨国农业投资活动，其与传

统的跨国农业投资和农业合作开发已有显著区别，并

在 2007—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后被进一步强化[3]。

为应对全球人口激增和膳食结构改善所带来的粮

食供应问题，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世界银行

（WB）和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等机构一

直呼吁进行跨国农业投资，从而达到提高全球农业

资源利用效率和增加全球粮食供给的目的 [4]。然

而，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所引发的粮食禁运、粮食

出口管制和粮价高位波动等风险，使得部分跨国农

业投资大国开始重视对海外农业资源的控制和利

用问题[5]。在行动上，韩国提出要建立“海外粮食基

地”，日本出台多项措施为本国海外耕地投资企业

提供支持，沙特积极规划了27个海外耕地投资目标

国，德国经济合作与发展部两次出台文件指导企业

进行海外耕地投资。

针对海外耕地投资过程中的东道国土地制度

缺陷、农民权利受损、小农经济被破坏、妇女权益被

侵害等问题，规范海外耕地投资活动正逐渐成为国

际共识。2010年FAO就联合世界银行、国际农业发

展基金会等机构出台了《尊重权利、生计和资源的

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1]。2012年FAO粮食安全委

员会特别会议通过了《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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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及森林权属负责任治理自愿准则》；2014年粮

食安全委员会再次通过《农业和粮食系统负责任投

资原则》，从而形成了规范全球海外耕地投资的基

本政策框架[6,7]。据全球土地交易联机数据库（Land

Matrix）和非政府组织GRAIN的统计，截至 2018年

12月，全球一共被纳入投资计划的海外耕地投资项

目共计2208个，总面积为13106.66万hm2，其中实际

营运的项目面积为7749.13万hm2，多数项目分布在

非洲、拉丁美洲和东南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在全

球粮食安全形势恶化趋势加剧，国内土地资源约束

趋紧和国际粮食价格持续走高的时代背景下，利用

海外耕地资源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做法也逐渐进

入国内学者视野[8,9]。

新中国对他国农业资源的利用最早可追溯到

建国后的对外农业援助活动中，并大概可划分为纯

农业援助、农业合作开发、农业“走出去”与海外耕

地投资 3个阶段。2000年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

展和农业“走出去”战略的深入实施，海外耕地投资

逐渐进入中国跨国农业企业的投资决策中，并开始

受到学界关注[10]。实际上，利用海外农业资源保障

中国粮食安全的做法最近几年也受到了最高决策

层的关注。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提出要“提高统

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抓紧

制定农业对外合作规划”“支持开展境外农业合作

开发”。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落实发展

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

意见》中再次强调要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优

化国内农业结构，缓解资源环境压力。2018 年和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又提出要“积极参与全球粮

食安全治理和农业贸易规则制定”，加强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农业国际合作。根据 GRAIN 和

Land Matrix的统计，2000—2018 年底，中国在全球

45个国家一共投资了237个项目，总面积为1177.27

万 hm2，其中已经营运的项目 202个，总面积 638.08

万hm2。

然而，纵观当前关于中国海外耕地投资问题的

研究，国内外学术界将较多的视角投入在海外耕地

投资模式、风险回避、对国家粮食安全的保障作用，

以及相关东道国投资个案的研究方面，而对中国海

外耕地投资空间格局及其演变方面的研究尚不多

见[11-14]。因此，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农业“走出

去”战略持续推进和中国海外耕地投资规模不断扩

大的时代背景下，系统总结中国海外耕地投资活动

的空间特征，归纳其时空格局演变规律和分析影响

中国海外耕地投资选择的相关因素，对深化海外耕

地投资问题研究，指导海外耕地投资活动和促进中

国政府和企业科学规划海外耕地投资活动，将具有

较强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2 数据概况与处理
2.1 数据概况

本文的研究案例源于GRAIN和Land Matrix对

全球海外耕地投资活动的案例统计数据库，该数据

库主要对全球单个项目为0.02万hm2及以上的海外

耕地投资案例进行了梳理，数据采集时点为2000—

2018年①。受数据库统计案例滞后性的限制，本文

进行分析的数据截至 2017年，由于新西兰、塞内加

尔 2 国投资项目缺乏投资时间信息，古巴、纳米比

亚、南非、哈萨克斯坦 4国尚无营运的项目，故本文

所分析的中国海外耕地投资案例为分布在 38个东

道国中的营运项目（表1）。

从地域分布上看，中国在非洲、亚洲、南美洲、

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的东道国数量分别为17个、7

个、6 个、4 个、2 个和 2 个，分别占东道国总数的

45%、18%、16%、11%、5%和 5%。从投资的意向项

目数量看，中国在亚洲、非洲、南美洲、欧洲、大洋洲

和北美洲分别投资项目121个、63个、20个、14个、8

个和 2 个，分别占意向项目总数的 53%、28%、9%、

6%、4%和1%。从项目面积上看，中国在亚洲、南美

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北美洲投资意向项目面积

分别为 592.75 万 hm2、183.10 万 hm2、169.24 万 hm2、

120.19万hm2、55.64万hm2和31.80万hm2，其中营运

项目面积分别为 245.89万 hm2、107.80万 hm2、61.09

万hm2、102.09万hm2、52.14万hm2和31.80万hm2，营

运项目面积占意向项目面积比例分别为41%、59%、

36%、85%、94%和 100%。从东道国国别上看，老挝

拥有的意向项目数量和营运项目数量最多，分别为

29个项目和 28个项目。而中国在菲律宾的意向项

① 数据来源见：https://www.grain.org/article/entries/4479-grain-releases-data-set-with-over-400-global-land-grabs和https://landmatrix.or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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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总面积最多，共计254.44万hm2；在缅甸的营运项

目总面积最多，共计85.31万hm2。

2.2 数据处理

海外耕地投资规模属于一个复合性概念。笔

者获取的统计案例分别涉及到意向项目数量、意向

项目面积、营运项目数量和营运项目面积、投资时

长等多个指标。为更有效地表现海外耕地投资规

模，本文采用熵值法对中国在各东道国的海外耕地

投资规模进行测度。熵值法作为一种客观的评价

方法，来源于Shannon的信息熵理论，具有克服主观

表1 2000—2017年中国的海外耕地投资概况

Table 1 An overview of China’s overseas farmland investment, 2000-2017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被投资国

尼加拉瓜

牙买加

澳大利亚

巴布亚新几内亚

埃塞俄比亚

安哥拉

贝宁

刚果（金）

加纳

津巴布韦

喀麦隆

利比里亚

马达加斯加

马里

莫桑比克

尼日利亚

塞拉利昂

苏丹

坦桑尼亚

乌干达

赞比亚

阿根廷

巴西

玻利维亚

哥伦比亚

圭亚那

乌拉圭

白俄罗斯

保加利亚

俄罗斯

乌克兰

菲律宾

柬埔寨

老挝

缅甸

塔吉克斯坦

印度尼西亚

越南

地区

北美洲

北美洲

大洋洲

大洋洲

非洲

非洲

非洲

非洲

非洲

非洲

非洲

非洲

非洲

非洲

非洲

非洲

非洲

非洲

非洲

非洲

非洲

南美洲

南美洲

南美洲

南美洲

南美洲

南美洲

欧洲

欧洲

欧洲

欧洲

亚洲

亚洲

亚洲

亚洲

亚洲

亚洲

亚洲

意向项目

数量/个

1

1

4

4

3

3

4

4

2

4

2

1

5

1

9

6

6

2

3

4

4

6

7

1

1

1

4

1

5

5

3

8

28

29

23

4

15

14

营运项目

数量/个

1

1

2

4

1

2

3

3

1

3

2

1

5

1

8

4

5

2

1

4

3

6

5

1

1

1

4

1

5

5

2

4

27

28

21

3

14

13

意向项目

面积/万hm2

30.00

1.80

3.95

51.69

10.50

52.15

2.96

39.54

3.65

15.57

2.01

1.00

3.95

2.00

6.38

4.23

17.82

1.67

0.13

5.24

0.44

34.34

44.40

1.25

40.00

62.71

0.40

10.00

7.42

101.33

1.44

254.44

25.78

75.25

94.82

11.89

94.02

36.55

营运项目

面积/万hm2

30.00

1.80

0.45

51.69

2.50

2.15

1.96

28.63

0.05

1.39

2.01

1.00

3.45

2.00

6.26

3.23

4.15

1.17

0.06

0.58

0.50

34.34

4.40

1.25

40.00

27.41

0.40

10.00

6.62

84.33

1.14

5.64

24.98

29.67

85.31

11.09

62.65

26.55

最早投资

年份

2013

2011

2011

2009

2008

2010

2001

2007

2013

2003

2006

2010

2005

2009

2000

2006

2009

2009

2007

2009

2003

2010

2007

2005

2010

2011

2008

2017

2008

2004

2013

2006

2000

2002

2006

2012

2004

2005

注：俄罗斯横跨欧亚两洲，本文根据外交统计原则将位于俄罗斯的项目均计算为欧洲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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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偏差的优良特性，因此也成为德尔菲法、两两

比较法、层次分析法之外的重要评价方法。具体而

言，就是通过对反映投资成效更有效的营运项目面

积和营运项目数量指标进行处理，从而计算熵值作

为衡量海外耕地投资规模的表征指标。主要计算

步骤如下：

① 指标标准化。本文采用极值标准化法对指

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正向指标：

x′ij =
xij - min

1≤i≤n
{ }xij

max
1≤i≤n

{ }xij - min
1≤i≤n

{ }xij

（1）

逆向指标：

x″ij =
max
1≤i≤n

{ }xij - xij

max
1≤i≤n

{ }xij - min
1≤i≤n

{ }xij

（2）

② 计算第 j 项指标下第 i 个地区占该指标的

比重：

fij =
xij

∑
i = 1

n

xij

( )i = 1,2,…, n ; j = 1,2,…,m （3）

③ 计算第 j 项指标的熵值 Hj ：

Hj = -k∑
i = 1

n

fij ln( )fij ,其中k > 0,k = 1
ln( )n

, Hj > 0（4）

④ 计算第 j 项指标的熵权Wj ：

Wj =
1 -Hj

m -∑
j = 1

m

Hj

,其中0≤Wj ≤1,∑Wj = 1 （5）

式中：xij 为第 i 个国家的第 j 个指标的值；fij 为第 j

项指标下第 i 个地区占该指标的比重；Hj 为第 j 项

指标的熵值；n 为国家个数；Wj 为第 j 个指标值的

权重，j = 1时，评价指标为海外耕地投资项目数量，

j = 2 时，评价指标为海外耕地投资项目面积；m 为

指标个数。

3 研究方法
3.1 空间格局演变分析方法

3.1.1 全局空间自相关

全局空间自相关主要用以反映某个属性在整

个区域上面的相关性特征以及观测变量在整个研

究区域内空间相关性的整体趋势，其主要表征统计

量有Moran’s I和Geary’C。本文采用Moran’s I统

计量来衡量中国海外耕地投资规模的全局空间自

相关程度，其公式为

Moran’s I =
∑

i = 1

n ∑
j = 1

n

wij( )Xi - X̄ ( )Xj - X̄

S 2∑
i = 1

n ∑
j = 1

n

wij

（6）

式中：S2 = 1
n∑i = 1

n

( )Xi - X̄
2
；X̄ = 1

n∑i = 1

n

Xi ；Xi 表示第 i

地区海外耕地投资规模的观测值；wij 为空间权重值

矩阵。Moran’s I统计量的取值一般在-1和1之间，

小于 0表示负相关，等于 0表示不相关，大于 0表示

正相关。Moran’s I的显著性用Z统计量进行检验，

Z值显著为正时说明区域间相似值趋于集聚，Z值

显著为负时说明区域相似值趋于发散，Z值为 0时

说明区域相似值是随机的。

3.1.2 局部空间自相关

局部空间自相关主要用来描述一个空间单元

与其领域的相似程度，能够表示每个局部单元服从

全局总趋势的程度，反映了空间异质性，并说明空

间依赖是如何随位置而变化的。本文采用空间联

系的局部指标 LISA 集聚图来展现局部空间自相

关，其中LISA包括局部Moran指数和局部Geary指

数两个指标。局部Moran指数计算公式为：

Ii =
( )Xi --X

S 2 ∑
j

wij( )Xj --X （7）

Ii > 0，说明该空间单元与邻近单元的属性相

似；Ii < 0，说明该空间单元与邻近单元的属性不

相似。

局部Geary指数是一种基于距离权重矩阵的局

部空间自相关指标，能探测出高值集聚和低值集

聚，其计算公式为：

Gi
* =
∑

j

wij Xj

∑
k

Xk

（8）

可将 G*
i 标准化得到：

Zi =
Gi

* -E( )Gi
*

Var( )Gi
*

（9）

显著的正 Zi 表示邻近单元的观测值高，显著的

负 Zi 则表示邻近单元的观测值低。

3.1.3 空间变异函数

空间变异函数是描述随机场合和随机过程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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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相关性的统计量，被定义为空间内两点之差的方

差，该方法能通过数据本身的结构及其各项参数从

不同的角度反映空间变异性，主要运用于对空间异

质性特征的测度，并且用以刻画区域化变量的随机

性和结构性。其计算原理如下，设有区域变化量

Z(x) 满足二阶平稳条件，且有空间分隔距离为 h 的

两个样本点，则 Z(xi) 与 Z(xi + h) 分别是 Z(x) 在空

间 位 置 xi 和 xi + h 上 的 观 测 值 ，其 中

i = 1,2,⋯,N(h) 。空间变异函数可通过以下公式

计算：

γ( )h = 1
2N ( )h ∑i = 1

N ( )h

[ ]Z ( )xi - Z ( )xi + h
2

（10）

式中：γ(h) 为空间变异函数；N(h) 是分隔距离（步

长）为 h 时的样本对数。最后，可以 h 为横坐标，

γ(h) 为纵坐标绘制出如下空间变异函数曲线图（图

1）。

图 1中，C0 为随机因素引起的块金值变量，主

要反映变量的局部随机性大小引起的空间异质性；

C 为偏基台值，为自相关引起的变异；C0 + C 是基

台值，为 Z(x) 在样点空间内的最大变异程度；

C0

C0 + C
为块金系数，是随机因素引起的变异在总变

异中占比；a 为变程，即空间变异函数值到基台值

间的距离，表示空间变异的影响范围。

3.1.4 空间回归分析

由于普通的线性回归模型未考虑到空间的相

关性，从而假设变量之间相互独立，会在计算具有

空间效应的分析时产生误差，因此本文拟采用空间

回归模型分析海外耕地投资发展的影响因素。目

前，空间回归模型主要包括空间滞后模型（SLM）和

空间误差模型（SEM）两种，其中空间滞后模型主要

考虑的是周围地区对本地区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

而空间误差模型则主要考虑的是随机误差项对空

间效应的干扰，其计算公式如下：

空间滞后模型：S = ρWs + βF + ε （11）

空间误差模型：S = βF + ε, ε = λWε + μ （12）

式中：S为因变量东道国海外耕地投资规模；F为解

释变量矩阵，即影响中国海外耕地投资发展的指

标；ρ为空间效应系数；β 为模型待估统计量；Ws

为空间滞后因变量；Wε 为空间误差因变量；ε为随

机误差项向量；λ为因变量的空间误差系数；μ为

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向量。

3.2 中国海外耕地投资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方法

对于海外耕地投资在全球扩张的动力，有学者

认为是殖民主义在当代的复活，也有学者认为是全

球化推进的必然结果[15-18]。东道国耕地资源数量、

后备耕地资源数量、农业生产条件、社会治理状况等

因素均被认为是影响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重要因

素[19-23]。Visser 等认为海外耕地投资实际上是土地

资源丰沛国家吸引外部投资的一种手段，也可以说

是大型农业企业为谋求利润而在全球范围内所进

行的土地积累（Land Accumulation）[24]。针对中国农

业“走出去”战略下的海外耕地投资活动，保障粮食

安全、利用外国农业资源、外交需求和开拓国际市

场等因素对中国企业选择投资东道国的影响已受到

关注[25-27]。同东道国良好的经济关系对跨国投资也

同样具有重要影响，通过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互

联互通网络，加强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交

融，优化企业跨国投资环境也是提高企业投资效率

的关键所在 [28,29]。基于以上认知，论文认为可以从

两个方面构建理论框架分析中国海外耕地投资发

展的影响因素：一是相对较“硬”的资源基础；二是

相对较“软”的地缘关系。海外耕地投资活动作为

一种跨国土地资源利用活动，其区位选择除了受东

道国耕地资源数量和质量影响外，还会受中国与东

道国地缘关系水平的影响。既有研究表明，地缘关

系大致可分为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 3个

方面[30]。

因此，本文拟从以上两个方面，从资源基础、地
图1 空间变异函数曲线图

Figure 1 Spatial vari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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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 4个维度构建指标体

系表征影响中国海外耕地投资发展的因素（表 2）。

具体而言，资源基础用耕地总面积（C1）、人均耕地面

积（C2）、农用地比例（C3）、谷物单产（C4）、人均淡水

资源量（C5）等 5个指标表征，反映了耕地的质量和

数量特征；地缘政治用建交时长（C6）、高层交往总数

（C7）、领事磋商总数（C8）、声明、宣言和公报总数

（C9）、免签证件数量（C10）等5个指标表征，反映了东

道国与中国的政治关系紧密程度；地缘经济用年均

出口总额（C11）、年均出口额增长率（C12）、年均进口

总额（C13）、年均进口额增长率（C14）、年均对外承包

工程完成营业额（C15）、对中投资合作政策数量（C16）

等 6个指标表征，反映了东道国与中国的经济联系

紧密程度；地缘文化用年均在华留学生人数（C17）、

年均赴华旅游人数（C18）、人文合作交流总数（C19）、

驻华领事机构数量（C20）等 4个指标表征，反映了东

道国与中国的文化联系紧密程度。相关指标取值

时间段为 2000—2017年，为提高模型精度，论文对

相关数值型的指标均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中国海外耕地投资活动的发展具有系统性，也

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中国海外耕地投

资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识别，不但可以显化各因素

对中国海外耕地投资空间格局演变的作用机制，也

可为后续科学设计和规划中国海外耕地投资政策

提供依据。海外耕地投资作为一种空间活动，其较

强的空间关联性事实使得普通回归中的样本独立

性前提这一条件难以满足，所以从理论上讲空间回

归模型更适合分析这一问题。为进一步凸显影响

因素的分析效果，论文分别采用了普通回归模型

（OLS）、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

（SEM）进行分析和比较，相关计算采用 GeoDa

软件。

4 结果与分析
4.1 中国海外耕地投资规模的时空格局演变

4.1.1 总体变化趋势

对中国 2000—2017 年海外耕地投资规模进行

全局自相关计算，结果显示在 2000—2017 年间的

Moran’s I统计量为负且Z值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从

2004年开始，Moran’s I均为正值且Z值通过显著检

验，这表明中国海外耕地投资规模从2004年开始表

表2 2000—2017年中国海外耕地投资发展空间格局演变的影响因素

Table 2 Factors affecting the change of spatial pattern of China’s overseas farmland investment development, 2000-2017

子目标

资源基础

地缘政治

地缘经济

地缘文化

指标

耕地总面积（C1）

人均耕地面积（C2）

农用地比例（C3）

谷物单产（C4）

人均淡水资源量（C5）

建交时长（C6）

高层交往总数（C7）

领事磋商总数（C8）

声明、宣言和公报总数（C9）

对华免签证件数量（C10）

年均出口总额（C11）

年均出口额增长率（C12）

年均进口总额（C13）

年均进口额增长率（C14）

年均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C15）

对中投资合作政策数量（C16）

年均在华留学生人数（C17）

年均赴华旅游人数（C18）

人文合作交流总数（C19）

驻华领事机构数量（C20）

单位

hm2

hm2

%

kg/hm2

m3

年

次

次

次

个

万美元

%

万美元

%

万美元

个

人

人/次

次

个

数据来源

FAO数据库

FAO数据库

FAO数据库

FAO数据库

FAO数据库

《中国外交》

《中国外交》

《中国外交》

《中国外交》

《中国外交》

《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

《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

《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

《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

《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

《中国外交》

《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

《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

《中国外交》

《中国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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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正相关并出现空间集聚效应（表 3）。从全局

Moran’s I 统计量的演变过程看，其总体呈上升趋

势，并大致可分成 2000—2003 年、2004—2009 年、

2010—2011 年、2012—2017 年 4 个变化区间。在

2000—2003年间，Moran’s I统计量没有通过显著性

检验，这表明在该时期中国的海外耕地投资活动不

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效应。在 2004—2009 年间，

Moran’s I统计量数值快速增大，并通过了显著性检

验，这表明在该时期中国的海外耕地投资活动空间

集聚效应快速增强，这与中国农业“走出去”战略的

深入推进和 2007—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后海外耕

地投资活动快速发展密切相关。2010—2011 年间

虽然Moran’s I统计量为正值且显著，但其数值快速

下降，说明中国海外耕地投资活动的空间效应有所

弱化，其主要原因是全球粮食供给逐渐摆脱粮食危

机影响，海外耕地投资规模的爆发增长期已过去，

中国企业的海外耕地投资步伐开始减缓。2012—

2017年间中国海外耕地投资规模的Moran’s I统计

量为正值且显著，并且其值开始处于一个稳定提升

阶段，这说明中国海外耕地投资活动开始稳步开

展，空间集聚效应也进一步增强。

4.1.2 局部变化趋势

基于以上对中国海外耕地投资规模全局莫兰

指数演变趋势的分析，本文分别选取了表征意义较

为突出的 2000年、2004年、2009年和 2017年 4个时

点，通过 LISA 集聚图对其局部空间自相关情况进

行了分析，结果如下：

（1）从空间维度看，中国海外耕地投资活动的

空间分异特征逐步显现。截至 2017年，俄罗斯、东

南亚地区的印度尼西亚、越南、老挝、缅甸等国以及

大洋洲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成为中国海外耕地

投资规模的高-高集聚区，而非洲地区则为中国海

外耕地投资规模的低-低集聚区，代表性国家有马

里、塞拉利昂、加纳、埃塞俄比亚等，刚果（金）和莫桑

比克则成为非洲地区中国海外耕地投资规模的高-
低集聚区。

（2）从时间维度来看，中国海外耕地投资活动

的集聚有明显的时间效应。2000—2003年间，中国

的海外耕地投资活动发轫于非洲，在初始阶段，局

部集聚效应并不明显。2004年，中国海外耕地投资

活动开始初具发展规模，在东南亚地区出现了一个

呈高-高集聚的中国海外耕地投资东道国群体，主

要代表国家是印度尼西亚、老挝等。到 2009年，中

国海外耕地投资东道国的空间集聚性进一步提升，

主要东道国集中在东南亚地区，如缅甸、老挝、越南

等国。再到2017年后，随着中国海外耕地投资规模

的扩大，中国海外耕地投资东道国的空间集聚性更

加明显，在所有东道国中除南美洲地区、大洋洲地

区不显著外，非洲地区除高-低集聚的刚果（金）和

莫桑比克外基本为低-低集聚，东部亚洲地区和俄

罗斯为主要的高-高集聚区，主要国家有印度尼西

亚、越南、老挝、缅甸和俄罗斯等。

（3）总体上，中国海外耕地投资规模发展的空

间分化日益加重。在中国海外耕地投资东道国中，

高-高集聚区和高-低集聚区中国家的个数明显少

于低-低集聚区和低-高集聚区中东道国的数量，且

多集中在亚洲地区。这说明即使经过多年的发展，

中国海外耕地投资活动仍只是在部分地区呈现出

表3 2000—2017年中国海外耕地投资发展程度的全局Moran’s I指数

Table 3 Overall Moran’s I index of China’s overseas farmland investment development，2000-2017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Moran’s I

-0.0170

-0.0411

-0.0713

-0.0369

0.2461

0.3712

0.4114

0.4684

0.5381

Z值

1.2452

-0.2855

-0.6835

-0.1106

3.5586

5.1180

5.7002

6.8745

7.1604

P值

0.1132

0.4410

0.2583

0.4790

0.0120

0.0012

0.0043

0.0022

0.0011

年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Moran’s I

0.5473

0.4033

0.3060

0.3321

0.3232

0.3104

0.3727

0.3792

0.4211

Z值

7.1715

5.0061

3.9024

4.2150

4.1461

3.9976

4.8210

4.8981

0.0013

P值

0.0010

0.0022

0.0063

0.0051

0.0041

0.0053

0.0014

0.0010

0.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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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明显的集聚效应，主要集中区域在东南亚，这也

反映出中国企业海外耕地投资活动的不平衡性。

4.1.3 时空变异趋势

本文将中国海外耕地投资发展程度得分赋予

在各东道国的几何中心上，并利用ArcGIS软件提取

出各国的几何中心点坐标，然后运用GS+软件对各

国在2000年、2004年、2009年和2017年的数据进行

计算，并使用球面、指数、高斯和线性模型对变异函

数进行拟合，最后以最优拟合结果计算以上 4个年

份的分维数，从而完成对空间变异特征的分析。

根据模型拟合效果可以看出，2000—2017年间

反映中国海外耕地投资活动空间变异的相关统计

量基本呈现出一种先增强再减弱进而再小幅增强

的变化特征（表 4）。具体而言：①变程和基台值在

2000—2004年间逐渐变大，然后2004—2017年间先

降低后再变大，说明海外耕地投资活动的空间变异

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经历了一个快速增强后减弱

进而稳步增强的过程。其原因在于中国在 2004年

之前的项目集中于非洲地区，2004年以后东南亚地

区引起了中国投资企业的重视，并逐渐成长成为中

国最重要的海外耕地投资区域，这一发展过程直接

影响了中国海外耕地投资活动的空间变异特征。

②块金值和残差平方和同样经历了一个快速增强

后减弱进而稳步增强的过程，这说明中国海外耕地

投资活动的空间格局变异随机性和结构性也经历

了一个快速增加后减弱进而稳步增强的过程。③
块金系数在 2000—2017年则呈现出快速增大后逐

渐减小的变化过程，这暗示了中国海外耕地投资活

动在某一历史时期受到了外部环境的强烈影响，并

且这种影响在后期逐渐减弱，即东道国内部因素成

为当前影响中国海外耕地投资活动的重要方面。

从中国海外耕地投资变异函数分维数的计算

结果看，在全方向上的分维数值（D）呈现出先稍微

增大后再逐渐减小的变化过程，然而拟合效果（R2）

则在2004年后逐渐提升，这说明中国海外耕地投资

活动的空间格局脱离均值分布较大，即空间分异特

征明显，但是解释的信度则在 2004 年后逐渐增强

（表 5）。细化到不同方向上看，南—北方向的分维

数拟合程度经历了一个“增大—减小—再增大”的

变化过程，但分维数值整体呈下降状态，这说明中

国海外耕地投资活动的空间格局在该方向上的变

异性整体是增大的；东北—西南方向的分维数拟合

程度是“先减小后增大”的变化过程，并且整体呈下

降状态，这说明中国海外耕地投资活动的空间格局

在该方向的变异性也是整体增大的；东—西方向的

分维数拟合程度是“先增大后减小”的变化过程，并

且整体也呈下降状态，这说明中国海外耕地投资活

动的空间格局在该方向的变异性也是整体增大的；

西北—东南方向的分维数拟合程度处于“逐渐变

小”的变化过程，并且其分维数值最低，说明在该方

表4 中国海外耕地投资格局变异函数模型拟合结果

Table 4 Fitting results of China’s overseas farmland investment pattern variogram model

年份

2000

2004

2009

2017

模型

高斯

高斯

高斯

高斯

变程

1333.68

22014.37

14306.74

14358.70

块金值

0.0000

0.0140

0.0054

0.0063

残差平方和

3.91E-03

1.25E-03

1.59E-03

1.73E-03

基台值

0.0302

0.0634

0.0538

0.0717

块金系数

0.000

0.221

0.100

0.088

判定系数

0.166

0.556

0.683

0.781

偏基台值

0.0302

0.0494

0.0484

0.0654

表5 中国海外耕地投资变异函数分维数

Table 5 China’s overseas farmland investment variability function fractal dimension

年份

2000

2004

2009

2017

全方向

D

1.853

1.857

1.671

1.609

R2

0.258

0.196

0.521

0.734

南—北

D

1.945

1.947

1.831

1.871

R2

0.254

0.005

0.101

0.050

东北—西南

D

1.979

1.710

1.560

1.641

R2

0.025

0.119

0.272

0.188

东—西

D

1.929

1.983

1.633

1.502

R2

0.116

0.001

0.134

0.353

西北—东南

D

1.893

1.561

1.226

1.244

R2

0.188

0.416

0.653

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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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中国海外耕地投资活动的均质性最弱，空间变

异最显著，该方向也是中国海外耕地投资活动变异

最突出的方向。

基于同向变异拟合及异向克里金插值的结果

显示，中国海外耕地投资活动在空间上具有延续性

（图 2）。在 2000年，中国海外耕地投资活动整体为

平原结构，空间变异特征并不明显，但是有一个“尖

峰”较为明显，实际反映了当时中国海外耕地投资

规模在非洲较为集中的状态；在 2004年，中国海外

耕地投资活动的空间格局开始出现西部平原东部

突起的发展状态，并呈现坡形结构，这实际反映了

当时中国海外耕地投资活动在东南亚地区的集中

情况；在 2009年，中国海外耕地投资活动的空间格

局形成了东南部突起西部低洼的发展状态，这反映

出东南亚地区成为中国海外耕地投资活动的绝对

重心，但是非洲地区的发展也开始提速；在2017年，

中国海外耕地投资活动的空间格局形成了东部高

原西部丘陵的发展状态，反映出虽然中国海外耕地

投资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均有所发展，但是东南亚地

区已成为中国海外耕地投资活动的绝对重心所在。

4.2 中国海外耕地投资发展的影响因素

从空间依赖性检验结果可以看出，LM（lag）检

验较LM（error）检验更加显著，R-LM（lag）检验也较

R-LM（error）检验更加显著，根据Anselin提出的判

别标准，我们可以认定SLM模型更适合分析中国海

外耕地投资发展的影响因素（表 6）。综上，论文采

用3种模型对中国海外耕地投资发展的影响因素进

行了识别，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

从SLM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反映资源

基础、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的指标中，均

有2个指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7）。具体而言，在

资源基础方面，农用地比例指标（C3）在5%的统计水

平上显著且系数为负数；谷物单产指标（C4）在5%的

统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究其原因，这可能与

海外耕地投资对落后农业国后备耕地资源开发的

现实有关，FAO和世界银行一直在优化农业落后国

家的土地制度环境，并大力支持农用地比例较低的

相关国家开发后备耕地资源，所以中国的海外耕地

投资活动反映出对农用地比例较低国家的偏好

性。谷物单产指标则反映出中国倾向于对耕地质

量较好的国家进行投资，实际上在这一阶段的海外

耕地投资活动中，优质耕地资源一直是相关投资企

业投资的焦点，即中国企业偏好对耕地质量较好国

家的投资。

在地缘政治方面，声明、宣言和公报总数（C9）指

标在 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对华免签

证件数量（C10）也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

负。声明、宣言和公报总数实际反映了中国同海外

耕地投资东道国的政治接触程度和效果，说明中国

企业偏向投资与中国政治合作较多的东道国。免

签证件数量也是影响中国海外耕地投资东道国选

择的显著因素，根据免签证件的外交准则，一般发

展与中国差距较大的国家会给予中国更多的免签

证件数量，该指标系数为负反映出中国企业可能不

太偏好于向落后地区投资的现实，实际上中国对东

南亚地区的投资规模显著高于非洲地区的事实也

能反映这一情况。

表6 空间回归模型的空间依赖性检验结果

Table 6 Spatial dependence test results of spatial regression models

Test

LM(lag)

R-LM(lag)

LM(error)

R-LM(error)

MI/DF

1

1

1

1

Value

4.0454

5.7611

0.1559

1.8716

Prob

0.04429

0.01638

0.69296

0.17129

图2 中国海外耕地投资活动的空间演变趋势

Figure 2 Trend of the spatial difference of China’s overseas farmland investment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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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缘经济方面，年均出口额增长率指标（C12）

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年均对外承

包工程完成营业额指标（C15）也在 10%的统计水平

上显著且系数为负。年均出口增长率实际反映了

东道国的购买能力和中国商品在东道国的受欢迎

程度，受粮食及其加工品敏感性的限制，当前中国

海外耕地投资企业生产的农产品主要有本地销售

和供给区域市场两种主要的流向，拉回国内销售并

非主流，该指标的显著性可能反映了东道国较强的

购买能力和中国商品良好的市场氛围，以及良好的

经济联系趋势对中国海外耕地投资东道国选择的

影响。值得关注的是，年均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

额指标的系数为负，究其原因可能与东道国基础设

施状况和投资比较优势有关，一般来说中国的对外

合作工程大多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并且基建项目

的比较收益显著高于农业投资，尤其是在农业基础

设施落后的国家，因此该指标可能反映了工程项目

对农业投资具有“挤出”效应。

在地缘文化方面，年均赴华旅游人数指标（C18）

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负，驻华领事机

构数量指标（C20）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

正。赴华旅游人数指标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与他国

的国民交流程度，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实际反映了

相关国家相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这说明目前中

国海外耕地投资项目多发生于国民收入水平较低

的国家。驻华领事机构作为服务国民的驻外机构，

表7 中国海外耕地投资发展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Table 7 Regression result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a’s overseas farmland investment development

模型

CONSTANT

lnC1

lnC2

C3

lnC4

lnC5

C6

C7

C8

C9

C10

lnC11

C12

lnC13

C14

lnC15

C16

lnC17

lnC18

C19

C20

ρ

λ

R-squared

LogL

AIC

SC

OLS

-0.1974

0.0145

-0.0315

-0.0025

0.0999

-0.0203

0.0030

-0.0006

-0.0240

0.0098

-0.0182

-0.0030

0.0041

0.0182

0.0006

-0.0319

0.0016

0.0081

-0.0514

-0.0010

0.0452

0.6938

29.0833

-16.1666

18.2227

SLM

0.4194

0.0061

0.0003

-0.0032**

0.0833**

-0.0338

0.0016

-0.0009

-0.0077

0.0123**

-0.0368**

0.0205

0.0053*

0.0216

0.0008

-0.0460*

0.0012

0.0096

-0.0637*

-0.0008

0.0451**

-0.8654**

0.7290

31.0495

-18.0990

17.9279

SEM

-0.3593

0.0266

-0.0479

-0.0043***

0.1745***

-0.0448*

0.0025

0.0008

-0.0135

0.0077*

-0.0136

0.0214

0.0057*

0.0191

0.0008

-0.0615**

0.0008

0.0107

-0.0883***

-0.0028

0.0417**

7.8271***

0.5487

3.3681

-18.7363

15.6530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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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质反映了设馆国赴华、在华人口数量情况，实

际是两国国民交流情况的体现，这说明中国对两国

国民交流较密切的东道国具有投资偏好。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Land Matrix和GRAIN对中国海外耕

地投资的案例统计数据进行统计，并借鉴空间计量

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对中国海外耕地投资发

展的时空格局演变规律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主

要得到以下结论：

（1）中国海外耕地投资活动经过多年发展已呈

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从总体趋势看，2003年

以后中国海外耕地投资活动开始呈现出空间集聚

特征，全局Moran’s I指数为正值且显著，空间自相

关特征明显，并在 2009 年达到高峰。但是 2009 年

以后，中国海外耕地投资的空间聚集开始趋于平

稳，呈波动提升趋势。从局部趋势看，中国最早开

始进行海外耕地投资且东道国数目最多的非洲地

区没有演变成中国海外耕地投资的集聚区域，2004

年以后东南亚地区和俄罗斯逐渐成为中国海外耕

地投资活动的高-高聚集区。

（2）对中国海外耕地投资活动发展的时空变异

趋势分析表明，中国海外耕地投资活动的空间变异

经历了一个先增强再减弱进而稳定提升的变化过

程。首先，中国海外耕地投资活动的空间变异影响

范围和影响程度经历了一个快速增强后减弱进而

稳步增强的过程；其次，中国海外耕地投资活动的

空间格局变异随机性和结构性也经历这一变化过

程；第三，当前外部环境已经不是影响中国海外耕

地投资空间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内部因素才是影

响中国海外耕地投资活动空间演变的重要方面；最

后，基于克里金插值图的分析显示，西北—东南这

一方向是当前中国海外耕地投资活动空间变异最

突出的方向，在地图区域上即东南亚地区和俄罗斯

是中国当前海外耕地投资的绝对重心所在。

（3）中国海外耕地投资的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

作用的结果，论文运用空间回归模型从资源基础、

地缘经济、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方面的分析发现，

东道国的谷物单产，东道国同中国的声明、宣言和

公报总数，中国对东道国年均出口额增长率，东道

国驻华领事机构数量等指标对中国海外耕地投资

活动的发展影响显著，并可以促进海外耕地投资活

动的开展；而东道国农用地比例、免签证件数量、中

国对东道国的年均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东道

国年均赴华旅游人数对中国海外耕地投资活动的

发展在统计上显示出抑制作用。

从以上结论可以看出，中国海外耕地投资规模

经过2000—2009年间的爆发式增长阶段以后，目前

相关投资活动已经进入稳步增长阶段，并且东南亚

地区和俄罗斯已经成为中国海外耕地投资的重要

区域，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的重要性已经减弱，并

且内部因素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海外耕地投资空间

布局的重要方面。从影响因素的分析发现，东道国

当前耕地数量的重要性没有耕地质量的重要性对

中国投资企业影响大；与中国良好的地缘政治、经

济和文化关系会对中国海外耕地投资的发展具有

明显的促进作用。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

进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相关机构应当重视对东南亚

地区的海外耕地投资规划，加大对相关投资企业的

支持和帮扶，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可作为下一步开

展海外耕地投资的战略区域。

论文利用相关国际机构的统计案例对中国海

外耕地投资的空间特征进行了分析，但是受条件的

限制还存在以下 3个缺陷：一是海外耕地投资规模

是一个复合概念，从相关案例中可提取的变量较

少，采用信息熵理论衡量中国海外耕地投资规模是

否合适需要深究；二是由于海外耕地投资案例透明

性较差，根据笔者的相关调研，国际机构的相关案

例统计可能遗漏了少部分中国海外耕地投资项目；

三是受国际统计数据可得性的约束，本文构建的相

关指标体系综合性和代表性还显得不足，精度有待

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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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overseas farmland

investment activities. Based on the case statistics of GRAIN and Land Matrix,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change in spatial patter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a’s overseas farmland investment de-

velopment by mean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spatial measure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overall spatial agglomeration effect of China’s overseas farmland investment began to appear after

2004, and obvious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has been formed locally at present. Russia and Southeast

Asia have become high-high agglomeration areas; (2) The spatial variation range and degree of in-

fluence of China’s overseas farmland investment activities have undergone a process of volatile in-

crease. The spatial variation from northwest to southeast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and internal factors

of host countries have become the key; (3)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overseas farmland invest-

ment i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geopolitical, geo-economic, and geo-cultural factors, including the

proport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in the host country, the level of grain yield, the number of state-

ments, declarations, and bulletins jointly issued with China, the number of visa-free documents of

China, and the number of consular agencies in China are the six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dicators.

In a situation that China’s overseas farmland investment scale has been spatially different and sta-

ble, relevant institution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protection and planning of investment for

Southeast Asia and Russia.

Key words: overseas farmland investment; spatial pattern; influencing factors; spatial regress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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