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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WTO为国际贸易的正常运转提供了一套基本规则。这一规则的目的在于规范国际贸易行为，节 约国
际贸易的交易成本，从而促进国际贸易的正常发展。在WT0规则下，各成员方以自利为目标的博弈行
为必须以此为约束条件。WT0就农业贸易规定了市场准入、“绿箱”政策、“黄箱”政策、出口补贴
等国内支持政策以及对农业贸易中的卫生与植物检疫、贸易技术壁垒、非贸易关注等做出了详细的规
定。各成员方都以此为基础对其国(地区)内的农业政策进行相应调整，以实现其本国(地区)利益的最
优化。 
    科学的农业政策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理论的基础之上，因此，本课题首先考察了农业保护政
策的理论形成与发展。如从市场失灵的角度、从土地要素的不可转移性出发、围绕经济成长过程中农
业发展所要解决的三个问题来论述实施农业保护政策的理论依据；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阐述实施农
业保护政策的可能性；实施农业保护政策的经济结构特征；从比较优势理论到竞争优势理论的转折，
从以“黄箱”政策为主到以“绿箱”政策为主的演变，以及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盛行，到农业政策的科
学化、民主化、法制化与法律化。 
    本书研究了WT0规则下的国外各项农业政策，主要包括选取国家(地区) 在乌拉圭农业协议中的减让
承诺、农产品进口的准入政策(关税和配额)、农产品的国内支持政策、农产品出口补贴政策、动植物
和卫生检疫措施、国内农业长期战略调整(农业劳动力转移政策、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政策)等，同时还
研究了中国与东盟、新西兰、澳大利亚等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和谈判进展及对中国农业可能产生的影响
。主要分析所选取的国家(地区)在WT0规则下的各项农业政策的变化及其在21世纪初期的发展趋势。
我们试图通过对WT0规则下中外农业政策发展趋势的比较研究，寻求WTO规则下各国(地区)农业政策
发展的基本思路和对国内农业发展进行有效支持的经验模式，为我国农业政策的调整与发展提供理论
依据和经验借鉴。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各国在完成WT0农业协议中的减让承诺的基础上，积极调整本国(地区)的农业
政策，通过增加财政支出等手段来促进本国(地区)农业快速适应WTO这种新的农业贸易制度框架，并
不断提高本国(地区)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最大程度地支持本国(地区)农业的长期持续发展。各种农
业政策，实际上是不同国家有效保护本国农业的结果；利益机制决定各国实施新政策的动机；农业产
业的特殊性，加剧了制定可执行性较高协议的难度；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在加速，非关税贸易壁垒更为
森严；农业保护政策主要目标的重要程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之上，农
业保护政策措施重新组合。 
    通过WT0规则下各国(地区)农业政策发展趋势的对比研究，我们发现在WTO规则下，农业政策发展
必须遵守并充分运用WTO规则，不断加强农业科研、公共设施和服务支出，建立明确有效的农业政策
体系，并加强农业政策的规范化和法制化。中国在WTO规则下的农业政策调整也必须遵守这一基本规
律。第一，遵守并充分运用WT0规则。根据WTO规则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农业政策调整的
具体情况可以看出，在WTO规则下农业政策的调整，首先必须遵守WTO规则，其次还要充分运
用WTO规则来支持本国(地区)农业的发展。第二，加强农业科研、公共设施和服务支出。通过国外的
对比研究我们发现，不断加强农业科研、农业公共设施和服务是各国(地区)政府在WTO规则下农业支
持政策的重要发展方向。第三，建立明确有效的农业政策体系。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特别是美国、欧
盟等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在WTO规则下的本国(地区)农业发展政策体系。第四，加强农业政策的规范化
和法制化。在乌拉圭回合谈判期间和结束后，大多数发达国家颁布了涉及农业和农产品贸易的新法律
法规，制定了农业政策发展的方向和相应措施。 
    通过对WT0规则下各国农业政策发展趋势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利益团体和
不同贸易类型的国家(地区)在WT0规则下农业政策发展的不同取向，以及同一规则对不同国家(地区)
农业政策的不同影响。在WTO规则下，世界各国都积极寻求本国在国际市场中的有利地位，极力维护
本国农业的发展利益，并在WTO规则下为本国农业创造较好的发展环境。不论是美国的农业新法案、
韩国的农业法、台湾地区的农业新法案表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对WT0规则进行了积极的反应。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加强了对农业的支持，并积极维持其在农产品国际市场中的地位；发展中的
国家和地区，也都为应对WTO规则制定了完善的农业政策体系。 
    中国已经进入到了对农业实行保护政策的阶段，2004年至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所出台的两个“
一号文件”是中国对农业实行保护政策的重要标志。中国已是世贸组织成员，并且正在积极参与多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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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合农业多边贸易谈判，因此，中国农业保护政策体系的建立必须遵守WTO的游戏规则；中国已经初
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因此，农业保护政策体系必须建立在市场经济机制充分发
挥作用的基础之上；发达国家所实行的农业保护政策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有很多经验和教训值
得我们借鉴；中国目前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并且农业劳动力在社会总劳动力当中所占的比例还接
近50％，中国的农业保护政策还刚刚是起步。因此，中国农业保护政策的建立与完善要坚持适度保护
的原则、遵守世贸组织规则的原则、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原则、突出重点的原则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 
    通过对世界各国(地区)在WT0规则下农业政策发展实践经验的借鉴，建议中国在构建具有农民增收
和农业增产长效机制的农业保护政策体系中着重解决以下问题：第一，将成熟的农业政策法律化；第
二，加强政府一般性服务；第三，提高市场主体的组织化程度；第四，完善农产品与农业生产要素市
场体系；第五，合理设计农业的产业政策与结构；第六，建立健全农产品安全卫生和质量等级认证及
监控体系；第七，深化农业科研、推广体制改革，抓紧建立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第八，调整和优
化农产品贸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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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有总比没有好

Page 5



《WTO规则下中外农业政策比较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