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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海外农业投资的区位决定因素分析

高道明 1 志田 宏 2 黄德海 3

摘要： 来，近年 中国 外农业投资海 呈现出 长势速增 态快 ， 了引起 策制学者和政 定者对其动机和区

略位策 大的极 。关 围绕这 系统性实 制 合理 的 激 政 防注 些问题的 证研究有助于 定 有效 投资 励 策和风险 范

。措施 本文基于 统经济传 因素和制度视角 了立建 国 农业投资中 海外 位决策区 的 ，理 用论假设 利

2015-2017年 1214家境 数据外农业企业 了实证检验进行 ， 了揭示 国中 在高收 国家和 家不同入 低收入国

的 位投资动机和区 策决 模式。 究 表研 结果 明：（1） 禀 丰中 资 赋 裕的 家所吸国农业投 被资源 国 引，对高

力入国家看 已 成 源开发能收 重 形 的资 ，对 力收入国家则 开发潜低 看重资源 ；（2）以 资产市场和战略 寻

为目标的农 资更倾向 流入高求 业投 于 收入国家；（3）农业投资者不畏惧 国 的目标 家 制 险度风 。 国目标

力 、 权 ，对更 度 投资者 护水平 的土地 利 安 程 国农业投 者起不到家 差的法治 更低的 保 或更高 不 全 度 中 资

明 作用显的震慑 。 对 、 计我们 同的 度量方式 估的结果 于不 投资 策略和制度维度均 。具有 健性很强的稳

， 类 ，考虑 资 烈的 寻 机 且 可 治理制 薄弱的 府应当到中国农业投 强 资源 求动 并 此 投资更 能流向 度 国家 政

， 权 权 ，督 海 投 遵守农业 边投资规则 当地民众 以防 陷入促 外 资者 多 充分尊重 的资源 属 利 继续 “资源掠

夺” 漩涡； 也 ， 。舆论 投资 应当增 制度风险 短 的投 策的 者 强自身的 意识 避免做出 视 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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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对 术 ， 长 来 大 力，中 源 技 需求 储 的巨 金融 动中国在海国 农业资 和 的 以及外汇 备不断增 带 影响 正推

业外农 投资 长快速增 。 计家统 示国 局数据显 ，中国农、林、牧、渔业（以下简称“农业”）对外直接投

资（OFDI）从 2008年的 1.7 飙亿美 升元 至 2016年的 33 美元亿 （见图 1）。根据FAO 计统 口径，2015-2017

国年中 农业OFDI 二， 。额排名 次 美总 全球第 仅 于 国 ，然而 ，口 业与农业进 相比 中国农 OFDI规模并

大不算 ，仅 当于相 同期农 口额业进 的 2%~3%。此外， 农业中国 OFDI也 落 其明显 后于 他行业，约占中

对国 外投资 额总 2%，而农业在国 生 值内 产总 的 比占 约为 9%。可 预见以 ，中国 业农 OFDI 未来在 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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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增继续

图1 2003~2017年中国农、林、牧、渔业对外直接投资额及其占总投资额的比重

来 ：数据 源 计 （中国统 年鉴 2004~2018 ， 年年 历 ）， ： 计京 国统北 中 出版社。

国中 农业OFDI的 兴起蓬勃 受到了广泛 议。一 ， 东注和争 方面 投资 国农的关 中国 可能提高 道 业生

， 门 门 。 一 ，并 农业部 内 与其他部 的后 和 关联 生积 的 出效应 另 面产率 可能在 部或通过 向 前向 产 极 溢 方

心有人 农 更多地担 中国 业资金 流向治理制度 ，薄 的国弱 家 威胁 里那 小 计。一和 农生 些的粮食安全 基于

调查的研究实地 ，例如Brautigam和Zhang（2013） 了 洲调 农业查 中国在非 中的作用，Meyers和 Jie（2015）

讨 了 对 洲 ，拉丁美 的论 中国 农业投资 指出 大了 对 ，国际舆论 中 业 外 资程 并 常错误地 述夸 国农 投 度 经 描

其作 标用和目 （Gooch和Gale，2018）。 ，然而 在欠发 负 经达国家的 面 历 大仍很 使程度上迫 中国基于

地的土 农业投资 来 多地越 越 大转向澳 和新利亚 西兰等 成熟市场 的 国工业化 家（Hofman和Ho，2012）。

此同时与 ， 力实 雄厚的 业农 也企业 在谋求 球全 布链 局产业 ， 来过收 或 发达市场 成熟企通 购 与 的 业合营

对实现 加工、物流和 节贸易等环 的更多控制，以及获得 术进 场和技 的入更广泛市 机会（ 强程国 ，2013；

宋洪远和 奎张红 ，2014）。尽管诸多 讨论文献 和强调了 农中国 业 化全球 扩张 杂区 性和复 性位的多元 ，但

少很 实 究有 证研 来 择 。检 其区 选 后的动机 驱动因验 位 背 和 素

对中国OFDI区 因素的位决定 已有实证分析大 ，多 用汇 制利 总数据或 造业数据 而然 ，汇总或制造

业 面层 的相关研 论究结 可能并不能 ， 三 。 ，用于 主 有 个方面 投资涉及粮食适 农业领域 要原因 首先 农业

， 来应 治敏 领域 多 家政府会 接或通 国 的外国 获 农 生产供 的政 感 许 国 直 过支持 内公司 业务 确保 得 业 资源

（Cotula et al.，2009）。 类此 业农 投资的市场寻求目标 制造业那么可能不像 重要。其次， 源土地和水资

、 择 大的 不 性和日益 缺性使得全球 业 的区 选 很 度 由资源寻 因非流动性 可替代 增加的稀 农 投资 位 程 上 求

（素驱动 Deiniger，2011）。 三， 对 ，度 业投资 有 殊 特别第 制 因素 农 的影响具 特 性 是涉及 业农 土地交易

权相关的 属及 问题。 ，薄弱的国家 很容 使用制度 政府 易转让当地 者的土地 并 们的补偿压制他 要求和反

对意见的表达，进而受 国到外 农 投资 的 睐业 者 青 （Bastiaens，2016）。因此，良好的制度 会可能不 促进

业农 外商投资的 入流 。 如 界银正 世 行（2010） 那揭示的 样， 一与 般 FDI 准结果不的标 同， 投资法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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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计划者保护 （ ）农业 ，对投资 影响只有微弱的 实际（ ）农业 。投 有影响资则没 ， 必基 进行于此 有 要

更仔细的 析分 来考察 东 ，中国 外农 投 者的动机 及母国 背 更好地 的 位海 业 资 以 和 道国 景 以便 理解他们 区

。略策

本 ，研 折 统经济因 视角 实证检 国农究将结合 衷范式的传 素和制度 验中 业OFDI 择 决定区位选 的 因

， 区 入国家和 家素 通过 分高收 低收入国 来 对揭示各种因 在 情境 中国 业素 不同 下 农 OFDI 位决策的区 差

。异性影响 一 ，我 究有助方面 们的研 于 际 论澄清国 舆 对 国中 对农业 外 的投资 偏见， 投资流向为国际 制

了 ；的国家提供 的理 节度薄弱 额外 论解释和细 一 ，另 中 更好地识 更容易成功方面 帮助 国企业 别出那些

来的 家国 扩张它们 。本业务 究的 研 余部分的其 。 二 对构如下 现结 第 节是 有文献的 ，综述 由我们有理 相

信 业农 OFDI 。 三区 其位决策有 特殊性 第 节是关于 、 、 、资 场寻求 战略 寻求源寻求 市 资产 制度环境对

业农 OFDI区位 响决策影 。 计 。 对第四节描 的数据集和 量 济 法 第 节是 证的假设 述所使用 经 学方 五 实 结

，果的陈述 分析 并和 。 六健 第 节是进行稳 性检验 结论与 。示启

二、文献综述

择 一位 是企 过 出的关键区 选 业国际化 程中需要做 决策之 。 择 大位选 在 多数 下是区 情况 不可逆转的，

本或者 高改变成 很 ， 对投资效率 有着深远的影因而会 和有效性 响（Li和 Park，2006；Duanmu，2012）。

Dunning（1988） 权、 （的所 区位 国 化提出 有 和 际 OLI）范式（又称“ 衷范式折 ”） 是 业被认为 理解企

择 一国际 因 的化选 决定 素 个简明 。 权 势 ，框 部化优 是 的属性而有效的 架 所有 和内 企业自身 前者 有指拥

创造性资产， 术 力、 、 、 ；如技 与 管理有关 识 品牌 分销网 等例 和研发能 生产和 的专业知 络 后者指倾向

（于保 内 活动 即留 部 OFDI）而 通过许 管不 可证或 理合同 。 势 东将业务 优 通 道国外包 区位 则 过 的具体

来 ， 、 、 力 。量 场规模 自 动 或企业成 营所 产 动 跨变 考察 比如市 然资源 劳 功运 需的其他资 机不同的 国企

择 势 。会选 具有 优 的区位 折衷 式业 不同区位 范 一进 步框架 了定确 OFDI ： 、的 个 要动机 市 寻求四 主 场

、自 寻 寻求和 寻然资源 求 效率 战略资产 求（Dunning，1998）。

由 强调 失 率于 静态市场 灵和经济效 ， 势 力区位优 评为缺乏活 于关视角被批 和过 注经济逻辑（Kang，

2018）。事实上， 率经济效 分解释企只能部 业OFDI 择选的区位 ，东道国制度起 重 用到 要作 ，它 够能 提

商 活动发生 机会供 业 的 ，也可 生能会产 限制 果效 。 势制度 上 将 经济 区视角实质 是 以 因素衡量 位优 延伸

在更广泛到 的政治、 会和法律规 架下 化问社 则框 考虑经济优 题（Jain et al.，2016）。 达 国根据发 国家跨

，公司的经验研究 义、 对 ，繁琐的官僚主 败 弱的 治会 国 司产生不 影响 因腐 和脆 法 跨 公 利 此OFDI倾向

于 度框架 的 家流向制 公平透明 国 （Kaufmann et al.，2009；Ibeh和Young，2001）。 ，然而 体新兴经济

跨国企业 能可 具有不 偏好同的制度 ，制度风 能不险可 会对其 择产生区位选 负面影响（Buckley et al.，2007；

Buckley et al.，2016）。 心核 是的解释 较 ，新兴市 遍 弱场制度普 它们的 习企 惯 环境 发展 特业 这种 并 出 殊

对 力， 东 。的应 能 进 不畏惧 定 险的 道 务 度 素在 和 业而 在不确 和高风 国开展业 制 因 解释发达 新兴市场企

国际化扩张 了决策差异的 性凸 度的区位 有效 显 将基于制 观点纳入 FDI理论的必要 。性

对于OFDI 择区位选 理论 实证的 检验大 了多数 用使 汇总 。数据 于不由 同投资 门部 有不同 优先事的

项、 特 利影响经济 征和福 ， 门 类识 按 分学者们意 到 部 的实证研究是至关重要的（Chaudhuri和Banerj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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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Mihalache-O’Keef和Li，2011）。尽管如此， 门部农业 OFDI只得到了 少极 注的关 ，一个重要原

因是缺乏 业有效的农 OFDI （数据 FAO，2013）。 ，过不 努力 一 了 。仍有学 域作 积极的探者 在这 领 索

Arezki et.al（2013）对农业OFDI的一个子集—— 球农 交全 地 易（2008-2012年项目数） 决定因的 素进

，实行 证分析 发现拥 国 在 得农有土地的 家 获 业OFDI 势，中 和投资者的竞争 具有优 法治 保护 的因素 影

响不显著， 高的更 权 全土地 利不安 更能 地促进农 交易。Lay和Nolte（2018）利用土地 实证检矩阵数据

了验 对针 中 （收 家的 地交低 入国 农 易 2000-2016年 目额项 ） ， 门的决 因素 发 投 他部 的定 现农地 资与其

区别 者是前 的 丰目 是拥 和 家标 有 裕土地 水资源的国 ，并且容 低水平的投 保护忍腐败和 资者 。Hirsch et al

（2020） 类 本 计 讨 ， 也和估 探 在外国农 的关键作用 同 发 业基于 似的样 方法着重 水资源 地投资中 样 现农

。投 不受 弱 制度法规 腐败的 响资 薄 的 或 负面影 Bastiaens（2016）利用 农组织粮 的 讨了政 制数据探 治 度

对全球农业OFDI 的流向 ，影响 发现 业投资者农 偏好 主非民 ， 小国家 以确 易的 最 程保轻 土地转让和 度

对反的公民 。汪晶晶等（2017）以 994 本家境外 为样 考察农业企业 了中国 业农 OFDI 的影区位 响因素，

、现 业自然资 市场发 农 源 条件、 和 度经济 法律制 具有显著的 ，向 响 治制正 影 政 度则显著为负。

了 对证实 某些 农业已有研究 决定因素 OFDI ，区位决 重要 于其策的 性可能不同 他行业 时同 为后续

了较 ，研究提供 理论基础和方 参 仍为扎实的 法 考 但 有一定改进 。间空 ，先 现有文 主要以 发首 献 流向非

对 ，的农业 究 难 充分达国家 投资为研 象 以 揭示制度和 类非资源 经济因素的作用机制。 ，次 现有文献其

究的研 领域集中在 地交农 易， 了 ，他 值链环节 因而无法完整 展 业投 全忽略 其 农业价 上的投资 地 示农 资

。 ，球 的 部故事 最 中国农化 全 后 业OFDI 究的研 缺乏对 同经济不 发展水平国 的家 类分 讨，探 现实中企

。本 。的 表现出明 性差异 研究 弥补 上述 将业 投资动机已 显的地区 旨在 现有文献的 不足 我们 利用

2015-2017 涵盖农业年 投入、生产、加工、贸易和物 环流 节的 1214 来 东家境 企业 据 究 道国制外 数 研 度

因素和 素 响中国经济因 如何影 农业OFDI 。位 策的区 决

三、假设建立

了衷范 解 投资的动折 式清晰地 释 企业国际 机， 寻求即市场 、资源寻求、 率寻 产寻效 求和战略资 求。

东些 道国更有具备这 因素的 可能吸引OFDI。 ，此外 东 也道国制度 质 量 以 种方 影性 和质 各 式 响OFDI。

我们将基 折衷范于 式中的 一 。 （传 因素和 构 系 可检 根 究 如统经济 制度视角 建 列 验的假设 据先前的研

Buckley et al.，2007；Duanmu，2012）， 大 力我们 寻求并非中 外农 动认为效率 国海 业投资的强
①
。

（一）自然资源寻求动机及其预期作用

自然 ， 一 。求 中国海外 的关键动机 几 所 关文 都会 及 主题 中国资源寻 被视为 农业投资 乎 有相 献 涉 这

典型的 源 家是 农业资 稀缺国 ，“ 了中国 界只拥有 世 7% 耕地的 ， 了养活却 世界 21% 口的人 ”常常被 来用

一 势。这 严峻形描述 从 来 ， 东面 看 利用 道 然资 生产 完 府意志和企业层 国自 源开展农业 业务并非 全受政

的影响政策指示 ， 对 势更多是 于 特有 的利 和 发出 自身 优 用 开 。Buckley et.al（2016）指出新 经济体兴 跨

①
追求效率OFDI通常发生在投资者为业务经营寻找成本较低的区位时（特别是低成本劳动力）。考虑到中国劳动力成本

仍相对不高，效率追求被认为不是重要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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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权 势业 有传统国企 不 定具 的所有 优 （例 品 和营如 牌 销网络）， 在 上游组成 业中但 商品是重要 部分的行

势往往具有优 。Chen和Guo（2017）的企业访谈 了 一印证结果 这 观点。 们他 发现， 一有 半的受约 访农

较业直接进入风 高业企 险 ， 较率 低 生产 节利润 的 环 ， 些企业认这 为其 势 术优 在 生 和管理于农业 产的技 。

动资源寻求 机通常 禀 ， 一 ，必 一与自 相 现这 目标 嵌入 个然 赋密切 关 企业要实 须将自己 农业资源禀 丰赋

裕的国家。 ， ：此 我基于 们假设

H1： 国 业投资被中 海外农 自然资源禀赋丰 。裕的国家所 引吸

（二）市场寻求动机及其预期作用

农业现有 OFDI ，献集 在 地交易领文 中 农 域 因而常常忽视了对 讨。 ，场 机的探市 寻求动 我们认为

（ 大 ） 力 ，中 农 企业 农 进入其他国 业 特别是 型 业企业 有动 经济体 以实现产品和 的服务 本 。地化 寻求市

的场 OFDI通常 东 力市 和购买 引由 道国 场规模 起， 场属性允许投 者 更多这些市 资 获得 的利润（Buckley

et.al，2007；Chakrabarti，2001）。 国 求市场的 业中 寻 农 OFDI 对东常常会 国 收购或通过 道 公司的 合营

来 ，实现 以便快速获得 对 （ ） （和 分销渠道 牌 的控制市场份额 营销资产 如 和公认品 Savant，2005）。

相 下比之 ， 较小低 场规收入国家市 模普遍 ， 力较买购 低， 也资产 不普营销 及（Buckley和Munjal，2017）。

， ：此 我们假设基于

H2： ， 。寻 市 中国 外农 投 倾向于高 入国家 低 家求 场的 海 业 资 收 而不是 收入国

（三）战略资产寻求动机及其预期作用

一 术、 力 。 来战略 国 技 牌和 面 中国农业资产是指 在 品 创新能 方 的资产 近年 OFDI的 产寻求战略资

讨 ，动机 泛 论被广 但尚 。确的 中缺乏明 实证依据 国许多大型农业企业跨境 资投 旨在获取国 无 得内 法获

、的 识 技 和知 能 术技 ， 力 ， 。 ，以补充自 的能 和 而 提高经 投 回 率 因身 资源 从 保持和 营绩效和 资 报 此 我

：设们假

H3： ， 。源的中国 更倾向于高 国家 入国寻求战略资 农业投资 收入 而不是低收 家

（四）东道国制度环境因素及其预期作用

了提 性的证据 投资者学者们 供 压倒 证明外国 偏好 。 类治 制 好的 家 这 家理 度良 国 国 往往具有更可信

政府 力 权政 更 治和产策以及 有 的法 保护制度，跨 企 受国 业 义政 行府机会主 为 小能性更威胁的可 。然而，

门的农业部 代表性文献 现发 ，农 好腐 薄 家业投资者偏 败或治理 弱的国 （Arezki et al.，2016，Bastiaens，

2016，Hirsch et al.，2020，Lay和Nolte，2018）。在这样的国家， 对 、政府 土地的使 拨 转让用 付和 拥

大 权力。有很 法的 律 ，例如 一在 些 业农 投资大 洲 洲 ， 义的 国家 殖 合 私 财产量流入 亚 和非 民主 忽视 法 有

。 未史 深蒂固 无 登记的土地保护的历 遗留问题根 人认领或 常常被放空， 其征政府可以将 用或出售，而

无需解决 的赔偿问题投资者 土地使用 （German et al.，2013）。相 地反 ， 权 力有产 到强 保 的在私 得 有 护

， 权 ， 权国家 农 和土地 有 法律 利 更 要 是有 投民 使用者 更多的 要求补偿 重 的 阻碍外国 资者 地购买土

（Vermeulen和Cotula，2010）。可见， 投资者外国农业 更容易 从薄会 弱的治理 。度中 没制 获益 尽管

，依据 但我 国海外农业投 者有实证 们相信中 资 也可能偏好 理治 薄 的 家弱 国 。一 ，方面 中 农业投国 资者

（尤 小 ） 。 ，是 者 有着 地 源 求动 验其 中 投资 强烈的土 资 寻 机 由于经 不足 他们 愿意更 跳过 民的与当地居

对 。 一 ，来话直接 府获 面 自从政 得土地 另 方 总体和 他其 门部 的OFDI ，究表明 以 表的新兴研 中国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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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企 有体 业具 对制度风险 经 和的 验 较高的 （容 度忍 Buckley et al.，2007；Kolastad和Wigg，2012；

Quer et al.，2012）。 ， ：基 们于此 我 假设

H4： 对东国海外 道 制 风险中 农业投资 国 度 不敏感，也 是就 说良好（薄弱） 东的 道国制 会度环境不

（ ） 。促进 阻碍 农业中国 投资的流入

四、变量，样本及估计方法

（一）变量

1. 量因变

OFDI 择 类选 法衡量的区位 有两 方 ：一是 区位公司或项观察特定 目设立 量数 ；的 动变 二是 过通 投

资规模（例如资金规模 工或员 数量）来 示特定 资 值 化展 区位的投 价 变 （Blanc-Brude et.al，2014）。Bo

et.al（2017） ，发现 东 ，定 域的研究 界多个投资相比特 道国特定区 着眼于世 区位的 了研 用究更多地使

规模数据。 于至 应 存量数据 数据使用 还是流量 ， 一他们进 步 出 数据 不到指 存量 看 OFDI 本入 定 身进 决 ，

因此 对难 区位很 特征和OFDI 。之 性的因 出 理 解释间相关 果方向做 合 的 我们将 先 额作为优 考虑将流量

， 。因 量额和公司 作为 进行 健变量 将存 数量 替代因变量 结果的稳 性检验

2.自变量

了 东 禀 、 、 ，自 取 道国农业资 赋 条件 略资 和 度变量 我 还加入变量除 选 源 市场 战 源 制 们 一些 位在区

讨经常被文献中 论和检验 ， 双 、 。的 量 边贸 理 边界变量变 即 易关系 地 距离和共同

（1）农业资源，衡量自然 禀资 的标 源源 赋 准可以是资 的 对 价绝 数量或 值标准，也 对可以是相 于其

（标他指 GDP ） （或总出口 的 准标 Luo et al.，2017）。本 采同时研究 取这 东两 方 衡量 道国 业资种 法 农

禀源 赋的丰 度裕 ， 一 力单 指标 问以避免 解释 不足 题。 本考 到土 最虑 地是农业 基 且难以 代的替 自然要素，

对 准用人均农绝 标 地 有量占 ； 对 用衡量 相 标准 农业 （ ） 额出 进 口 占GDP 。 东重衡量 预的比 期 道国人

均农地占有量 、多越 农业 （ ）出 进 额占口 GDP 大比 越的 重 （小）， 。越能吸 中国农引 业投资

（2）市场条件， 东 、 力 长 力寻求市 公 看 的是 规 场的增 潜场的跨国 司 重 道国市场 模 购买 和市

（Ramasamy和Yeung，2010）。 采别 用人口密我们分 度、 均人 GDP（2010年不变价美元）和GDP增

长 来 东 三类国 条件率 衡量 道 这 市场 。 东 大预期 密度越道国人口 、人均GDP和GDP 长率增 越高，越能

。引中 农 投资吸 国 业

（3）战略 产资 ，我们参照Buckley et al.（2007，2012） 做的 法，采 民和非用居 居民的 利 请专 申 数

量来 一衡量 个国家的战略资产 平水 。

（4）制度，我们关注三类 对度因素 中国制 农业OFDI区位的影响， 管制即监 度、 度营商制 以及农

业投资特 土地治理制度别关注的 。采 世 行世 治理 数用 界银 界 指 （WGI） 的法治指 作为中 数 一般监管制

。度 变量 法 量 是的代理 治指数衡 的 “对 心 ， 执 、 权、会规 遵 是合同 行社 则的信 和 守程度 特别 质量 产 警

、 力察和法院 以 罪和及犯 暴 的可能性”，取值范围为 0~100， 。高 意味着更 使用世更 的数字 好的制度

界银行 商 库的 资者 护 数作为营 制度营 数据 投 保 指 商 的 。 、量 由交易 司 事 股代理变 该指数 透明度 公 董 和

东 权力三类子 权 ，责 理 不当行为 数的加 平均 成 取任以及管 者追究董事 责任的 指 值构 值范围为 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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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分越 受 度越高 利 况数据库得 高 投资者 保护程 用机构概 IPD）的“ 权土 利 全地 不安 ” 来指 衡量标

一 权 ，土 利保障程 取值范国 地 度 围为 0~4， 大， 权 。 权值 利越不 利 安 的国取 越 土地 安全 土地 不 全 家缺

式 和地籍乏正 的土地登记 体系，这导致土地权利纠纷难以 。在法 决院系统中裁

（5）贸易关系， 际 理论认为国 化行为 ， 对以往的贸易关 会 后的 际化 成 生路跨国公司 系 其随 国 造 内

径依赖， 了 来 择 势从而缓 据 源和市 因 选 位的解 仅仅根 传统资 场等经济 素 区 趋 （Eriksson et al.，2000）。

东 来国 农产品贸 国农产品贸 额的利用中 与特定 道国 易额占中 易总 比例 衡量双边 。贸易关系

（6） 距地理 离，OFDI 策可能受 离的影响的决 到地理距 。一般认为，地 紧密 市场 能理更 的 更 吸引

OFDI，因为有 于降低助 运输 旅和 行 本成 及避免以 面临 悉不熟 、 系关 或歧视的风险。 来经从 验 看，中国

东 ， 较 ，业投资最 南亚地区 这 近地 前期农 初集中在 些邻 区需要 低的 金融投资 并且拥有能够促进商业联

大 。的 量华裔人口系 要 的是需 指出 ， 术代信 技 全球化的 展现 息 和 发 会削弱 对距地理 离 OFDI 面效的负

。 东 来 。应 北 与 国首 直 地理距离我们使用 京 道 都之间的 线距离 衡量

（7）共同边界，考虑到中国 更有企业 可能与邻国开展 资贸易和投 ， 于疆域辽以及由 阔， 离首都距

，有时不能很 地 这种 理邻 我好 反映 地 近 们 了设置 。是否 中国有 界 变量与 共同边 的虚拟

（二）样本

本研究农业OFDI 据数 来 于源 村业农农 部的 采 。信 该数据库农业 息 集数据库 是 村 门部专农业农 为

监测 农业中国 OFDI ， 公司所设立 包含 投资目标 、 子 ，国 额以及 公 况等详细信息投资金 司经营状 是

2013-2018年《 对外农 投资 作 析报告中国 业 合 分 》 心 来的 数据 源核 。截止 2017 底年 ， 对业 外投中国农

了资覆盖 106 。 了国 为个 家 免避 本 择 ，本可 样能存在的 选 偏差 研究 未没有将 获 业投资得中国农 的国家

除在排 外。 ， 本 ， 。将包 尽 的国家 无 接受过中国的 业 由于换言之 样 括世界上 可能多 论其是否 农 投资 解

释变 数 的可获取 问题量 据 性 ，最终 效的有 本样 共由 126个国家组成，其中 85 少一个 家 受过国 接 至 个

， 计 对公 资 这些国 国农业 外投 额的中国 司的农业投 家合 占中 资总 97%（以 2015-2017 计额年年均投资

算）。

考虑到对 同 展水平国不 经济发 家的 ，投资动机不同 们农业 我 将 126 东 划道国 为个 分 类，两 高即 收

入国家和 收入国低 家。借鉴 Shukla和Cantwell（2018）的做法， 义 类将低收 为 世 银行入国家定 被 界 归

入 经济体的为低收 或中低收入 国家， 义 类收入国家定 归 为将高 为被 中高收入或高收入 。的经济体 国家

一 类 本 ，于 些国家 观察期间已发 变 们使由 分 在 研究 生 化 我 用了世界 行银 2007 类的国家分年 法方 ，恰

子 本 本好 个保证两 样 的样 数量相等， 本收 样其中高 入 由 63 （个当 民年人均国 总收入 GNI）高于 3856

， 本美元国家 入样 则由组成 低收 63个人均GNI低于 3856 成美元国家组 。

（三）估计方法

对 择， 对我 问 国农业投 国家的区位选 且 的焦 是中 目 国的投们研究的 题是中 资者 目标 并 关注 点 国 标

， 力 对资 入 因此 经 框架 中流 可使用 典的引 国农业OFDI 。 力 力动 行 模 引 理流 进 建 模型以物 引 公式为基

， 。 了 （ ）础 被广泛 国家之间的 或投 型不 资 目标国的用于分析 贸易 资关系 该模 仅考虑 投 国和 或 特定特

， 了双 。 力 ：还考虑 边变量 等 随机 式设 如征 引 式的 形 定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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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

ci i j ci d ciy exp x b     （ ） （1）

，其中 ciY 对表示 国 目标中 国家 的农 额业投资 ； 1,...,i n ； ix ，表示 特 变 包括目标国家 征 量 农

禀 、 、 ；赋 略资产和业资源 市场条件 战 制度变量
'
cib 双 ，表示 边变量 中国包括 与目标国 间的之 贸易关

系、地 和共同边理距离 界变量； ci 布 扰独立且均匀分 动是 的 项。对 式等 （1） 计 采通 的估 式 用常 方 是

双对 。 对 对 义 ，数转换 投资额 法 定 问题 理 法 直接 测针 为零无 进行 数 主要的处 方 是 剔除零观 值或者在取

对 一 小数之前给 值添加 个 常每个观测 数（Blonigen和 Piger，2014）。Silva和Tenreyro（2006）指出这

两个 一决方 能 个适当的 型产生的推论解 案中都可 扭曲由 非线性模 。 者前 ，成关 观测 的 漏 因会造 键 值 遗

； 计 ， 计为国 间不存 关 随机发 则 导 估 偏 参 选取常数家 在投资 系不是 生的 后者 会 致 差 因为估 数取决于所

大小的 。因此，基 力 计于投资的引 应根 式进模型 据其乘法形 行估 ， 对避 变量取 数从而 免与因 相关问题。

计 力 一 布：估 引 模型乘法 式 方法 使用 松形 的 种 是 泊 分

( )ci icy  P
exp( )ci ciz  （2）

其中，
' '[1, , ]ci i ciz x b ， 是相 的参数应 向量。 一定 观测值给 组独立 ， 大化 下 松可通过最 以 泊

对 计：数 进似然函数 行估

' '
1

( ) [ exp( ) ( ) ln( !)]n
ci ci ci cii

L z z y y  


    （3）

等式 3 计 本 ，用泊松似 的基 要求是 均值 即使 然估 方法 条件 被正确指定
'[ | ] exp( )ci ci ciE y z z  。

， 布，也 采 计， 一 计当 立 数据不严 松分 能 用泊松 然 估 这 法被 为该假设成 时 即使 格服从泊 似 进行 估 称

PPML 计 。也 ，法 就是说估 PPML 计 来 义一 ， 必法使用 然 件 但不 是 松 程估 泊松似 定 阶条 受数据 须 泊 过

。 ， ，生 因 符合限制 设 即条件均 于条成的限制 此 数据无须 性泊松假 值等 件方差

（ [ | ]= [ | ]ci ci ci ciE y z Var y z ）。 假设当该 不成立时，仍可使用 PPML 计估 法（ 计 一估 量 效致但非有 ），

倚不过标准误 向会 下偏 ， 采 计需要 稳健 协 差矩阵估 加以解用 的 方 法 决。目前 PPML 计估 法 业外国在农

文 中直接投资 献 较经得已 到 为广泛的使用（Arezki et.al，2013；Hirsch et al.，2020；Nolte和Lay，2018）。

遵循这些我们 研究使用 PPML 计估 法来识别中 业国农 OFDI 。的 素区位决定因

本研 量究的因变 为 2015-2017 国年中 在目标国 资额的农业投 ， 少平均值 样 的好 是减 机这 处理 处 随

。动和零观 值的情波 测 况 了除 地土 治理 度制 采和共同边界 用 2012年 数 外的 据
①
，其他自变量均取

2012-2014年 平均值数据的 。 ：一自 后值的原因 个 是变量取滞 有两 反映当前的投资 于决策是基 过去数

，二 。据的客观 解潜在的内生 问 加强 果推 表事实 是缓 性 题并 因 论 1 的中 计描述性统 ，结果显 地示 除农

， 较大 。 本外 高收 低 入 家的 因 在 差异 各 占有量均远占有量 入国家和 收 国 其他区位 素变量均存 样 中农地

同期高于 我国水平（0.0037） 世界和 平均水平（0.0068）， 了 较初 我国企业 烈的农地资步说明 有着 为强

①IPD数据库不定期进行数据更新，土地权利不安全指数最近两个年份的数据分别是 2012和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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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求寻 动机， 择这与 们的 资 略选 密切 关他 投 策 相 。 布来从产业分 看，2017年 植业从事种 、畜牧业、林

、 、渔 农 产品 其 业数量占业 业 副 加工业和 他产业的企 比分别为 48%、10%、4%、10%、4%和 24%。

力 ， ， 了低收入国 品出 于高 而 口依赖却 能反映 低收入 家家食 口能 显著高 收入国家 食品进 更高些 可 国 农

禀 力 大资源 或资 开 能 存在更 异质性业 赋 源 发 的 。 子 本 大市 变量差两个 样 场条件 异巨 ， 是 均特别 人 GDP

力 ，量的 变 家的中位 入国家的衡 市场购买 量 高收入国 数是低收 13 。 ，倍 低收 更高不过 入国家具有 的

长 力。 丰 。潜 国家的战 度和制度质量 著 低收 国家市场增 高收入 略资产 裕 显 优于 入

表 1 变量定义、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量变
据数

来源

本全样 本样全
高收入

国家

高收入

家国

低收入

国家

收低 入

国家

均值 中位数 值均 中位数 均值 中位数

农业OFDI（万美元） 村农业农 部 2860.746 27.500 4103.873 2.000 1617.619 67.000

农 有量地占 （平方公

里/人）

WDI
0.164 0.051 0.146 0.044 0.182 0.057

力食品出口能 （%） WDI 4.476 3.296 3.915 2.703 5.036 3.845

品 赖食 进口依 （%） WDI 4.289 3.846 3.629 3.194 4.950 4.338

市场规模（人/ 公平方

里）
WDI 205.883 79.011 285.608 86.869 126.158 77.151

力市场购买 （2010年

不 美元变价 ）
WDI 15025.390 6079.733 27666.180 21371.600 2384.592 1618.527

长 力场增市 潜 WDI 3.601 3.618 2.191 2.180 5.011 5.280

战 资源略 WDI 12287.230 320.167 23253.390 1585.000 1321.066 44.000

监管 度制 WGI 51.060 49.935 71.622 76.521 30.499 30.135

营商制度
Doing

Business
53.064 53.300 59.253 56.700 46.874 46.700

地 度土 治理制 IPD 1.781 2.000 1.078 0.750 2.484 2.500

贸易关系（%）
UN

Comtrade
0.734 0.084 1.188 0.127 0.280 0.048

（ ）距 公地理 离 里 CEPII 8886.364 8109.482 8528.970 7462.242 9243.757 9951.103

共同边界 CEPII 0.079 0 0.032 0 0.127 0

五、实证结果与检验

对于 PPML 计法估 ， 来方法 检验 变量之间的 共线尚没有标准 和纠正自 多重 性问题。 量之自变 间的

系相关 数显示，高相关性（大于 0.7） 本在全样只出现 中的 力市 购 土地 理制场 买 与 治 度变量之间。我们

单独将 关 其他变 归先 高度相 变量和 量进行回 ， 一后 与其 行然 并 他变量进 回归。如表 2 示所 ，当人均GDP

一 本度 并进入全 型和土地制 样 模 ， ，时 著为 的前者仍是显 正 但后者 计 ，响在统 上负向影 不再显著 这可

能是 ，也 本受多 共 影响 能是 果 不重 线性 可 结 身 够 ， 子 本稳健 为该变 个 不显著因 量在两 样 中是 的正向影

。 ，响 于 我们基 此 认为应 了 ， 也 来 。时 变量 这 有 遗漏变量带 严重同 保留 这两个 助于避免 的更 偏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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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总体模型和分组模型的估计结果

量变 本全样 本全样 本样全 国家高收入 低收入国家

禀业资源 赋农 ：农地 有占

量

0.008 0.005 0.005 0.020*** -0.025***

(0.006) (0.007) (0.007) (0.007) (0.005)

禀业资 赋农 源 ：食 出品 口

力能

0.168*** 0.144*** 0.152*** 0.192* -0.026

(0.065) (0.054) (0.058) (0.110) (0.076)

禀农业资 赋源 ：食品进口

赖依

-0.228 -0.127 -0.149 0.148 -0.295**

(0.191) (0.187) (0.191) (0.144) (0.127)

件市场条 ：规模（ 对取 数）
0.513** 0.429** 0.424** 0.783*** -1.959***

(0.203) (0.175) (0.174) (0.207) (0.555)

条市场 件： 力购买 （ 对取

）数

- 0.737** 0.624* 1.746*** -0.576*

- (0.327) (0.348) (0.546) (0.299)

： 长 力增市场条件 潜
0.122 0.200* 0.212** 0.139 0.351***

(0.105) (0.102) (0.102) (0.130) (0.112)

战略资源：专利（ 对取 数）
0.177 0.197 0.19 0.831*** 0.178

(0.164) (0.147) (0.145) (0.266) (0.141)

制度：监管（ 对 ）取 数
-0.472 -0.679* -0.718* -0.516 -0.425

(0.542) (0.402) (0.408) (1.047) (0.343)

制度：营商（ 对 ）数取
1.045 0.858 0.848 0.794 0.656

(1.074) (0.971) (0.978) (0.905) (0.633)

制度：土地治理
-0.600** - -0.221 0.671* 1.183

(0.296) - (0.248) (0.375) (0.956)

贸易关系
0.0211 0.0108 0.0119 -0.153** 1.309***

(0.076) (0.070) (0.070) (0.068) (0.451)

距地理 离（ 对 ）取 数
0.147 0.095 0.092 2.450*** -2.061***

(0.471) (0.449) (0.449) (0.587) (0.465)

共同边界
0.742 1.187 1.178 4.584*** -1.419*

(1.171) (1.290) (1.270) (0.988) (0.758)

N 126 126 126 63 63

R2 0.466 0.495 0.496 0.749 0.722

： 内数字为说明 括号 稳健White ；准标 差 ***、**和* 计分别 示估 果表 结 在1%、5%和10% 。水平上 著显

（一）基本模型

本基 模型的 计 了 本 子 本结 将全样 入 家 低收 个估 果证实 分成高收 国 和 入国家两 样 的初衷，即流向不

同经济体的中国农业OFDI具有 同的不 动机和区位 择选 模式。 研 支持我们的 究结果 了Blonigen和Wang

（2004）关于 一入和低收入国 并将高收 家 纳入OFDI 。实证 究中 能 不合适的 点研 可 是 观 具体 及的结果

讨 ：论如下

（1）中国农业OFDI 寻 动的资源 求 机（假设 1）在各 本样 件条 持中均得到支 。在 本全样 中，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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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口能出 系数 ，显 正 其著为 他两个资源 ， 一 。变量 但 向与预期虽不显著 影响方 致 在 入国家高收 ，中 农

力地 有 食品 口能占 量和 出 数系 ， 丰 力 势著为正 说 土地资 及 好将资 为 业显 明 源 裕以 能够很 源潜 转化 商 优

的高收入 。能 农业投资 量国家 够吸引中国 农地占有 或 力食品出口能 一 ，每增 国农加 个单位 中 业投资额

将增加 16.4%或 2%①
。食品进口依赖系数为正向，但 ，不显著 表明 国农 投资中 业 者可能会出于别 动的

（ ）机 例 寻 完全排如市场 求 而不 斥农业 。源 足 高收资 不 的 入国家

在低收入国家中，农地占有量系数 ，著为负 反映 资者显 出投 可能 是看重的 低 潜 土收入国家 在可用

地的规模（Lay和Nolte，2018）。 力出口能食品 系数为 显不 著的负向， 力明投 者 排斥出口 不说 资 不 能

， 力 ， 本 术足的 国 这可能 生 低 造成 增 资快速实低收入 家 因为 由于土地 产 下 有望通过 加资 和技 投 现增产

（Arezki et.al，2013）。 品进口依赖食 系数 ， 大显著 中国 避 财政资源为负 意味着 投资者会 开将 量 用于

， 大进口的低收入 家 这些 家很 能 农业自然 源食品 国 因为 国 可 是 资 极其匮 来十 。利 困难乏或者 用起 分

（2） 对市 国 业场条件 中 农 OFDI 本影响 件 的差异的 在各样 条 下具有明显 。 本全样 的三 场条件个市

系数 ，为正 市场 上 引中国农显著 说明良好的 条件总体 能够吸 业OFDI。但 子 本 ，看 市场规模和从 样 市

力场购买 系数 本高收 和 收入国家在 入 低 样 下 ，分别 正 为负 说 有显著为 和显著 明中国只 对 收 国家高 入 有

，对 ， 了市 开拓低收 场缺乏兴趣 假设明显的 场寻求动机 入国家市 支持 2。 一 ，低收值得 提的是 入国家

长 力场市 增 潜 数系 ，显著为正 说明 资者投 更 长轨 ，偏好处 快 道的 收入 家 能的解释 这些于 速增 低 国 可 是

国家会 大力 （施 财政和 措实 更 度的 金融激励 施 Byerlee et.al，2014）。

（3） 本 本 小战 资产 低 中系数很略 在全样 和 收入国家样 且不显著， 本但在高收入 样 中国家 显著为正，

一 了结果这 支持 假设 3。 ， 布尽 资者不断 导全球农业价 链 国公 仍主 分 发管新投 涌现 但主 值 的跨 司 要 在

。 来 大达国家 年 中国 公近 型农业 司 寻求积极 通 与 达 场成 业过收购或 发 市 熟农业企 来的合营 术、技获得

， 来 。 ，营销和 知识等创造 产 以 际同 进 竞争 例如 通专业管理 性资 便能够与国 行或后 者 行动态 中粮集团

对过 荷兰谷物 易贸 公司Nidera NV 来 权 了和 宝 团农 贸 业务的股 购获得集 业 易 收 他们在26个 农业国家的

， 、 、 心 （资 产 流 运输 销产 涉及生 物 和 加工中 和 售网络 Yap et.al，2015）。

（4）制度因素对中国 的影响农业投资 要么是 显著不 ，要么是显著的抑制效应， 明说 一般OFDI

看重的良好制度环境 不能并 吸引中国 业农 OFDI，假设 4 。得到 持支 法 指 衡量的监 制度在治 数 管 各样

本 件 负向条 下均为 ， 本并 中 常 著且在全样 非 显 ，表明东道国 大的强 法治 利于吸引秩序不 投资中国农业 。

（5）更密切的 易关贸 系 了 在抑制 中国 高收入 的 资国家 农业投 ，但会促进在 入国家低收 的投资。与

（中 着密 农业 易 系的高收 国家 例国有 切 贸 关 入 如美国和 大） 力不像预 有加拿 并 测的那样 地吸 中国引 农

。业投资 也 。 对究 宏观层面 面 中国政府 述国 口的 视其原因既有 有微观层 将 上 家农产品进 高度依赖 为粮

，安全的威食 胁 农业“ 出去走 ” ， 。伊始就积 引 业到 他国 投 以培育更 元的供极 导企 其 家 资 多 应商

（6） 高 家的农 像 收 国家在 收入国 业投资不 低 入 那样因 理地 距离 受阻增加而 ，可能的解释是中国在

①
对于取对数形式的解释变量，系数可理解为弹性，即解释变量的边际增加会导致因变量农业OFDI增加或减少 %；

对于不取对数的解释变量，根据公式100*(exp( ) 1)  求出系数弹性。虚拟变量系数可理解为半弹性，即虚拟变量值

从0变为1，因变量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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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采两 国 不同家 取 的农业 。 东模式 国 多投资初 道国自然资源 展 生投资 在低收入 家的很 衷是利用 开 农业

，产 后返 国然 销 内，因而会 择选 资投 周边国家以 本。 力避 输成 实 业免高运 雄厚的企 试则 图通过对高收

家入国 农业 贸易公司 合营加工和 的收购或 嵌入 ，全 业供球农 应链 它们 。惧进 位 市场不 入地理区 遥远的

（7）共同边界系数在高收入国家 显 正中 著为 ，主要是与 国 壤的俄罗 和哈萨 在中 接 斯 克斯坦 中国农

业OFDI 了中占据 重要 。位地 对同 界 低共 边 收入国家的影响显著为 ， 对负 这与中国 低收入接壤的 国家

（ 挝老 ）外 的除 农业投资 模规 小都 相很 的事实 符。

（二）稳健性检验

1.使用投资存量数据替换流量数据

我们 用使 截止 2017年底 国在 国 业投资存 额替代中 各 农 量 2015-2017 资 均值年间投 流量额 ，仍然利

用 PPML对 型 行 归模 进 回 。如表 3所示， 变各 量在 本全样 和子 本样 中的系 显著性与数方向和 本基 模型

大体一 。致

表 3 模型的稳健性检验（替换因变量和估计策略）

变量
资额基于投 存量 基于计数模型

本样全 高收入国家 入国家低收 本全样 高 入收 国家 低收 国家入

禀 ：业 源 赋 农地农 资 占

有量

0.007 0.024** -0.020*** 0.002 0.010* -0.010***

(0.006) (0.007) (0.004) (0.006) (0.003) (0.003)

禀 ：农 赋业资源 食品出

力口能

0.182*** 0.188** 0.079 0.068 0.182*** 0.019

(0.052) (0.089) (0.058) (0.048) (0.049) (0.044)

禀 ：农 食 进业资源 赋 品

依赖口

-0.331* 0.143 -0.417*** -0.171*** 0.001 -0.146**

(0.181) (0.144) (0.115) (0.062) (0.097) (0.059)

：规市场条件 模（ 对取

）数

0.476** 0.791*** -1.473*** -0.019 0.152 -0.666***

(0.195) (0.208) (0.309) (0.145) (0.094) (0.169)

： 力条件 购买市场 （取

对 ）数

0.512* 1.627*** -0.970*** -0.304* 0.285 -0.560**

(0.311) (0.519) (0.263) (0.163) (0.211) (0.223)

： 长 力条件 增 潜市场
0.157* 0.050 0.202** 0.112* 0.086 0.100

(0.093) (0.098) (0.083) (0.058) (0.092) (0.089)

：战 源 专略资 利（ 对取

）数

0.0714 0.909*** 0.051 0.095 0.744*** -0.073

(0.138) (0.275) (0.113) (0.070) (0.174) (0.071)

制度：监管（ 对 ）取 数
-0.314 -0.483 -0.163 -0.077 0.043 0.057

(0.486) (0.997) (0.229) (0.204) (0.447) (0.226)

制度：营商（ 对 ）取 数
0.110 0.937 0.616 0.343 0.072 0.437

(0.929) (0.828) (0.581) (0.423) (0.450) (0.625)

制度：土地治理
-0.264 0.830** 0.282 0.0246 0.319* 0.432*

(0.202) (0.391) (0.317) (0.189) (0.193) (0.235)

关系贸易
0.0499 -0.161** 0.961*** 0.331 -0.00774 0.737***

(0.067) (0.066) (0.266) (0.261) (0.050) (0.168)

地理距离（ 对 ）数取 -0.059 2.268*** -2.324*** -0.707** 0.250 -1.684***



中国企业海外农业投资的区位决定因素分析

- 13 -

(0.439) (0.453) (0.418) (0.354) (0.303) (0.412)

边界共同
1.395 4.210*** -0.962 1.287* 2.641*** -0.203

(1.085) (1.028) (0.670) (0.709) (0.614) (0.701)

lnalpha
0.459*** -1.048** -0.193

(0.142) (0.408) (0.258)

N 126 63 63 126 63 63

R2/pseudoR2 0.388 0.787 0.744 0.107 0.250 0.166

：明 括 内 字为稳健说 号 数 White ；准差标 ***、**和* 计示 在分别表 估 结果 1%、5%和10% 。水平上显著

2. 计 ： 计换 策 于 数模型变 估 略 基

一些 或获以开拓市场 取 大， 大东 对战 目标的并购 投资 夸 道 业略资产为 项目 额巨 可能会 国 中国农 投

力真正吸引资的 。 ，为此 我们使用 2015-2017年中国在东 国道 计 立的 业公 数累 成 农 司 量作为因变量，

并使用计数 计。 二 来 。 二进 们使用 解 过 分散 模 作是泊松模型 行估 我 负 项模型 决 度 问题 负 项 型可以被看

布 一 ，殊限制情形分 的 个特 即 是Gamma 布 。 二 布 一 ：分 的 的 阶 下期望 负 项分 矩设定如

'( | ) exp( )ci ci ciE y z z 

( | ) (1 )ci ci ci ciVar y z    （4）

， 估参数其中 待  。衡 度分散的程度量的是过 当 0  ， 。 对模 回泊 设定型返 松 可 =0 进行

Wald 来或似然比 验 识别 散检 过度分 问题。 二 布 布项分 属 数负 于线性指 分 ， 采可 伪似 行用 然方法进 模型

计。估 本全样 、 力的市场规 地理模 购买 和 距离 了 ，系 生 明数发 显的变化 正由 向转为负向，更多反映的

是中国 在低收入国家 偏农业投资 的 好 征特 。 来 ，就 司数 看 收入国家 投资地公 量 低 的 位确实 ，更突出 理

应会对 本 大全 影 更样 回归的 响
①
。 收入高 国家 本样 的市场条件系数 ，显著性变弱 在高收入国可能是 家

较大 。 ，农业 异 造 之的 投资动机差 成的 换言 大 资的企业 国家看重规模投 在高收入 ，市场 求寻 但 于由 模

型 计 术估 技 的原因影响 ，有所 化弱 小而 规模投资并 场导向非是市 。 家低收入国 本样 土 治理地 的抑制效

应变得 ，显著 次说明薄 治理水平有 吸引 资再 弱的土地 助于 中国农业投 。

3. 换变 监管制度的衡量指标

了为 检 度变量的稳健验监管制 性，我们 别分 使用《国际 家 险指南国 风 》（ICRG）中 律法 与秩序指

和 际数 透明国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腐 数败感知指 （CPI） 新 行模重 进 型 计估 。 感腐败 知指数

对政府官员 度 各国进行根据 的腐败程 排名，从 1（高度腐败）到 100（ 腐败不 ）不等。 感 衡腐败 知指数

类 本 ，量的监 不同 型样 中均 显 味着 国农管制度在 不 著 意 中 业OFDI 择对 ，区 选 腐败因 不敏感位 素 或者

更 制腐败 吸 中 农业说 好地控 似乎不会 引 国 投资，这与Lay和Nolte（2018）、Hirsch et al.（2020） 对针

一 。土地投资 果 致全球农业 的研究结

①
本研究样本数据中，按投资流量额计算，低收入国家占比 28%；按投资存量额计算，低收入国家占比 32%；按公司数

量计算，低收入国家占比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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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模型的稳健性检验（使用不同的监管制度指标）

变量
基 资额于投 存量 基于计 据模数数 型

本全样 收高 入国家 低收入国家 本全样 收入国家高 低收 国入 家

禀 ：业资 赋 农 占农 源 地

量有

0.010 0.026*** 0.006 0.006 0.020*** -0.024***

(0.008) (0.007) (0.008) (0.007) (0.007) (0.005)

禀 ：农业资 赋 食品源 出

力口能

0.171*** 0.081 -0.114 0.147** 0.170 -0.068

(0.057) (0.177) (0.087) (0.065) (0.143) (0.077)

禀 ：农 赋 食品业资源 进

口依赖

-0.144 0.129 -0.344** -0.170 0.173 -0.270**

(0.214) (0.231) (0.153) (0.193) (0.160) (0.128)

：市 条 规模场 件 （ 对取

）数

0.533** 1.365*** -0.018 0.471*** 0.817*** -1.901***

(0.227) (0.330) (0.452) (0.177) (0.191) (0.620)

： 力条市场 件 购买 （取

对 ）数

0.444 -0.390 -0.061 0.479 1.601*** -0.559**

(0.742) (0.956) (0.483) (0.359) (0.367) (0.259)

： 长 力市场条件 增 潜
0.148 0.158 0.024 0.201* 0.135 0.286***

(0.113) (0.169) (0.124) (0.105) (0.139) (0.101)

：资源 专利战略 （ 对取

）数

0.324* 1.170*** -0.190 0.134 0.826*** 0.102

(0.168) (0.285) (0.134) (0.133) (0.285) (0.146)

度制 ：监管（ 对 ）取 数
-0.024 1.882 0.057 -0.282 -0.228 0.248

(0.484) (1.274) (0.242) (0.506) (0.958) (0.646)

制度：营商（ 对 ）取 数
0.811 -0.049 -1.14 0.511 0.670 0.668

(0.747) (1.178) (0.798) (0.860) (0.821) (0.641)

制度：土地治理
-0.202 1.685** -0.432 -0.220 0.666 1.394

(0.350) (0.676) (0.551) (0.295) (0.533) (1.001)

贸易关系
-0.026 -0.186* 1.842*** 0.028 -0.148** 1.372***

(0.075) (0.100) (0.329) (0.068) (0.064) (0.471)

地理距离（ 对 ）取 数
0.634 4.394*** 0.857 0.169 2.570*** -1.935***

(0.532) (1.598) (0.816) (0.488) (0.686) (0.450)

共同边界
1.407 6.525*** 0.419 1.167 4.862*** -1.430*

(2.317) (1.463) (1.003) (1.447) (1.213) (0.812)

N 114 62 52 124 62 62

R2 0.547 0.796 0.918 0.485 0.747 0.685

：明 内数 为稳说 括号 字 健White ；标 误准 ***、**和* 计分别 示估 结表 果在1%、5%和10% 。水 著平上显

六、结论及启示

本研究 农 企利用境外 业 业层面的数据 了验检 对素和制度传统经济因 中国农业OFDI的区位决策的

响影 ， 了揭 收入 收示 企业在高 国家和低 入国家显著 择 。不同 机和区位选 模 得 下的投资动 式 出如 主要结

论 启与 示：



中国企业海外农业投资的区位决定因素分析

- 15 -

（1）中国农业OFDI 禀 丰资源 赋 家被 裕的国 所吸引。 本 子 本不同的 指 在 样 和资源衡量 标 全 样 中的

， 。 ，对响 性有所差 反映出中国 投资 意图 入 投影 方向和显著 别 但均能 农业 的资源寻求 其中 高收 国家的

力，对 力。资更看 的资源开发能 收 家则 看重 源 发潜重已形成 低 入国 更 资 开

（2）中国 业农 OFDI ， 对 。表现 和 产寻求 针 收 国家出市场 战略资 动机 但仅 高 入 国在高收入 家中，

大 力、 ， 大家更 的市 购买 更多的 资产 中国 这 度上解释目标国 场规模和 战略 有助于吸引 农业投资 在很 程

了 来 。 ，农业投资的区 转 资者 望通 开 高端消费 场获得 经 通过收近年 中国 位 变 投 希 过 拓 市 更多的 营利润

术 来 势。 ，获 技 营销 自 低收入国 者偏好市场 更差购或合营 得 和 资产 弥补 身竞争劣 在 家中 投资 条件 的国

， 一他们家 这与 单 寻的资源 求目标 。有关

（3）中国农业OFDI对东 的制度风险道国 不 感敏 。 一与 般OFDI的投 理论 经 发现不同资 和 验 ，目

对 择 。 力 、标国家 质 商环境 投 区 选 没 影 更差的法的制度 量和营 中国农业 资 位 有显著的 响 目标国家 治 度

权 ，对 。的投资者保 平或 利不 中 投资者起 的震慑作用更低 护水 更高的土地 安全程度 国农业 不到明显

（4）政 应 导府 当引 、 对督 和激 海 投资者 农 国际投 的促 励 外 业 资规则 遵守。 国农业 会我 投资者不 因

， 权 权为 标国 法 理制度而 有理由相信 民众 属 利目 家薄弱的 治和土地治 止步 似乎 当地 的农业资源 可能得

，也 。 门 ， ，到 重 无法获 补偿 政府部 应 以 重视 强研 与 读 及时通 政务不 充分尊 得合理的 予 高度 加 究 解 过

、服 行 和农业务平台 业协会 “走出去” 训 。工 等 道传 农培 程 渠 达给涉外 业企业

（5） 农业投资海外 强自身的者应当增 制 险意度风 识， 短视避免做出 的决策。 制 国家的农在 度薄弱

大 ， 必 ，似具有巨 的潜 收 为可 不 为 用 业资源支 高额的 会 得业投资看 在 益 因 能 占 农 付 补偿 还 额外获 价格

或租金、 收税 惠优 。 ， 权 义 ，而 投 这 可能得不 定 和正式承 在被然 资者产 在 样的环境中 到明确的 认 存 征

、 。 ， 来或违 即 易符合相 果当地民众得 到 的补 防止 离收 国有化 约的风险 便是交 关规定 如 不 足够 偿 流 失

， 对 ， 类 对 。所 他们会 这种项 甚 化为占 地 损 项目 之反 目 有时 至会转 领部分土 或 坏 公司财产 的敌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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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nalysis of the Location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Firms’ Overseas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GaoDaoming Tian Zhihong HuangDehai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overseas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has grown rapidly, which has attracted attention from both

scholars and policymakers with regard to investment motivations and location strategies. A systematic empirical study on these

issues can contribute to formulating rational and effective investment incentive policies and risk prevention measures.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economic factors and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s, this article establishes a series of theoretical hypotheses concerning

China’s overseas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location decision-making, conducts an empirical test using the data of 1214 overseas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from 2015 to 2017, and reveals different motivations and location decision-making models of China in

high-income countries and low-income countri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firstly, China’s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is attracted by the

countries with abundant resource endowment. However, it values the existing resource development capacity for high-income

countries and the potential resource development capacity for low-income countries. Secondly,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targeting at

markets and strategic assets is more likely to flow into high-income countries. Thirdly, agricultural investors are not afraid of

potential institutional risks in the target countries. China’s agricultural investors are unlikely to be deterred by the worse rule of law,

the lower level of investor protection or the higher degree of land rights insecurity in the target countries. The results are robust to

alternative measures of investment, different estimation strategies and institutional dimensions. Considering China’s strong

motivations for seeking resources and the fact that such investment is more likely to flow to the countries with weak governance

systems, it would be necessary to urge overseas investors to follow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rules and fully respect stakeholders’

resource property rights, which can help to prevent them from continuing being criticized of “resource grabbing”. Investors should

also enhance their own awareness of institutional risks and avoidmaking short-sighted investment decisions.

KeyWords:ChineseFirm;OverseasAgricultural Investment; Location Strategy; Economic Factor;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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