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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产品贸易政策的研究述评

刘键洋，陶红军，黄巧明
（福州大学 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３５０１０８）

摘　要：中国作为农产品贸易大国，有义务按照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不断完善我国农产品贸易政策。通过对我国

农产品的市场准入政策、国内支持政策和出口竞争政策三方面分析发现，相对于大部分 ＷＴＯ成员国来说我国农

产品贸易保护水平相对较低，农业保护政策改革应向结构最优化方向转变，应综合考虑农产品在我国经济中的

地位，选择农业保护政策的重点产品和重点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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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文章农产品进出口数据均通过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数据库计算整理所得。

　　开始于２００１年１１月的 ＷＴＯ第九轮谈判———多哈发 展 议 程，其 中 农 业 是 其 最 为 艰 难 的 议 题。２００４
年８月１日，日 内 瓦 ＷＴＯ总 理 事 会 上 各 利 益 方 达 成 的“框 架 协 议”确 定 了 农 业 谈 判 的 框 架。２００５年

ＷＴＯ香港部长会议上，成员国就２０１３年取消出口补贴、棉花出口补贴及国内支持达成一致，但 未 就 削 减

补贴和关税确定具体数字；同时对最不发达国家在农业方面提供免配额和免关税的待遇。［１］２００８年１２月

６日，农业谈判委员会第四次修订 了“模 式 草 案”，就 市 场 准 入、国 内 支 持、出 口 竞 争 的 相 关 规 定 做 进 一 步

规定。

在国内支持方面，“模式草案”基本明确了扭曲贸易总体支持、综 合 支 持 总 量 的 以 基 期１９９５—２０００年

支持水平为准的三层削减，以１００亿美元和６００亿美 元 为 界，其 中１００亿 美 元 以 下 削 减 幅 度 为５５％，６００
亿美元以上削减幅度为８０％，其他 削 减 幅 度 为７０％。［２］同 时，明 确 了 特 定 产 品 封 顶、微 量 允 许、蓝 箱 封 顶

具体数字和棉花国内支持削减公式；市场准入方面，“模式草案”规定了特殊保 障 措 施 具 体 内 容，明 确 敏 感

产品的数量和数额扩大方式、配额扩大幅度、特殊产品、配额内税率管理机 制 等 议 题。关 于 特 殊 产 品 的 规

定，发展中成员国享有指定本国１２％农产品税目为特殊产品，其中５％税 目 产 品 可 免 于 关 税 减 让。［３］关 于

特殊保障机制规定，发展中成员国农产 品 的 实 际 进 口 量 超 过 基 准 进 口 量 的 部 分，享 有 不 同 水 平 的 救 济 关

税待遇；在出口竞争方面，“模式草案”要求发达成员于２０１３年底前取消出口补贴，发展 中 成 员 于２０１６年

前取消出口补贴。中国作为全球对外贸易额最大的国家，有义务按照世 界 贸 易 组 织 规 则 不 断 完 善 中 国 农

产品贸易政策。

一、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进展

自２００１年１２月中国加入世界 贸 易 组 织 以 来，中 国 农 产 品 贸 易 发 展 迅 速。据 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数 据

统计，２０１１年中国农产品贸易额为１５２２．９７亿美元，同 期 增 长２７．４５％。① 其 中，农 产 品 出 口 为５９２．２８亿

美元，同期增长２３．２％；农产品进口９３０．６９亿美 元，同 期 增 长３０．３％；农 产 品 贸 易 赤 字３３８．４１亿 美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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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增长４５．１％。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间，除２００９年受全 球 金 融 危 机 影 响，中 国 农 产 品 贸 易 额 出 现 小 幅 度 下

降外，中国农产品贸易额总体呈稳定上升的趋势。
（一）中国农产品出口进展

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中国农产品出口 额 从１５８．４２亿 美 元 上 升 到５９２．２８亿 美 元，涨 幅２７３．８７％。期 间，

２００９年相对于２００８年出口额小幅度下降，降幅为２％。２０１１年，出 口 额 居 前 三 位 的 分 别 是 种 植 产 品、水

产品和畜牧产品，分别占总出口 额４８．７％、２８．８％、１３％，而 林 产 品 和 其 他 农 业 出 口 份 额 均 比 较 小，分 别

为２．７％和６．７％。总体而言，种植业、畜牧业、林业、水产业、其他农业占总出口额比例均 比 较 稳 定，小 幅

度变动。其中，种植业出口占总出口比例较为稳定，在５０％左 右 波 动；畜 牧 业 则 出 现 小 幅 度 下 降 的 趋 势，

从２００１年的１９．７％减 少 到２０１１年 的１３％；林 业、水 产 业 及 其 他 农 业 则 稳 中 有 升，林 业 从２００１年 的

１．１％上升到２．７％，水 产 业 从２００１年 的２５．４％上 升 到２０１１年 的２８．８％，其 他 农 业 则 从２００１年 的

５．６％上升到２０１１年的６．７％。

２０１１年，中国农产品出口对象国家或地区分布中，种 植 业 前 五 名 分 别 是 日 本、美 国、韩 国、香 港、维 也

纳，其占种植产品出口比例分别为１５．８％、８．５％、７．１％、６．１％、５．３％，出口 到 五 个 国 家 或 地 区 总 额 占 种

植产品出口４２．８％；畜牧业前五名分别为 日 本、香 港、美 国、德 国、韩 国，占 畜 牧 产 品 出 口 分 别 为２２．９％、

２２％、６．３％、５．５％、３．３％，出口到五个国家或地区总额占畜牧产 品 出 口 总 额６０％；林 业 前 五 名 分 别 为 日

本、美国、墨西哥、西班牙、香港，分 别 占 林 产 品 出 口１５．５％、１０．５％、８．８％、７％、５．６％，出 口 到 五 个 国 家

或地区总额占林业出口总额４７．４％；水产业前五名国 家 或 地 区 分 别 为 日 本、美 国、韩 国、香 港、俄 罗 斯，其

分别占水产品出口总额２３％、１７％、９．３％、７．４％、４．５％，出口到五个 国 家 或 地 区 总 额 占 水 产 品 出 口 总 额

６１．２％。相对来说，中国畜牧产品及水产品 出 口 对 象 比 较 集 中，林 产 品 和 种 植 产 品 出 口 相 对 分 散，美 国、

日本、香港是中国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对象。
（二）中国农产品进口进展

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中 国 农 产 品 进 口 额 增 长 速 度 较 为 迅 猛，从２００１年 的１１６．１２亿 美 元 上 升 到２０１１年

的９３０．６９亿美元，增长了７０１％，涨幅大于农产品出口额涨幅。期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２００９年 相 对

于２００８年进口额小幅度下降，为１１．８４％。２０１１年，农产品进口中，种植产品进口份额第一，占总 进 口 额

超过一半为７０．８％，第二为畜牧业，占１８．６％，林业、水产业、其他农业分别为１．２％、６．３％和３．０％。其

中，种植业的进口份额保持着上升的趋势，这期间从５２．１％增长到了７０．８％；畜牧业、水产 业 及 林 业 的 进

口份额均有所 下 降，畜 牧 业 从３１．６％下 降 为１８．６％，水 产 业 从１１．６％下 降 为６．３％，林 业 进 口 份 额 从

２００１年１．７％减少到２０１１年的１．２％；其他农业保持在３％左右。

２０１１年，中国农产品进口对象国 家 或 地 区 分 布 中，种 植 业 前 五 名 分 别 是 美 国、巴 西、阿 根 廷、马 来 西

亚、印度，其占种植产品进口比例分别为２７．７％、２０．７％、７．８％、７．１％、５．２％，从 五 个 国 家 进 口 总 额 占 种

植产品进口６８．５％；畜牧 业 前 五 名 分 别 为 澳 大 利 亚、美 国、新 西 兰、巴 西、秘 鲁，占 畜 牧 产 品 进 口 分 别 为

２０．２％、１９％、１４．１％、１０．８％、６．１％，从这五个国家 进 口 总 额 占 畜 牧 产 品 进 口 总 额７０．２％；林 业 前 五 名

分别为印 度 尼 西 亚、巴 拉 圭、美 国、德 国、意 大 利，分 别 占 林 产 品 进 口１２．５％、１１．３％、１０．９％、９．３％、

７．７％，从这五个国家进口总额占林业总进口额５１．７％；水 产 业 前 五 名 国 家 分 别 为 俄 罗 斯、美 国、挪 威、加

拿大、韩国，其分别占水产品出口总额２７．１％、１９．３％、７．１％、５．３％、３．９％，从 这 五 个 国 家 进 口 总 额 占 水

产品总进口额６２．７％。相对于中国农产品出口对象，中国 农 产 品 进 口 对 象 国 比 较 集 中，美 国 是 中 国 农 产

品的主要进口对象。

二、农产品市场准入政策

目前，在农产品市场准入正常方面，中 国 对 水 果、肉 类 及 食 品 加 工 等 的 进 口 采 取 关 税 保 护；对 棉、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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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油等重要农产品的进口采取以非关 税 措 施 为 主 来 进 行 保 护，包 括 配 额 限 量 登 记 等；对 小 麦、糖、玉 米、

稻谷和大米、羊毛等农产品实行关税配额 管 理，配 额 内 关 税 税 率 一 般 在１％－３％范 围 内，配 额 外 的 约 束 税

率一般在６５％。

（一）农产品进口关税

２０１３年，中国继续对小麦、玉米、羊毛、糖、稻 谷、大 米、棉 花 七 种 农 产 品 的 进 口 实 施 关 税 配 额 管 理，①

平均税率保持在１３．６％。其中，种植产品进口 关 税 水 平 约 为１５．３％，进 口 关 税 范 围 比 较 广，在０－６５％之

间；畜牧产品进口关税水平相对种植产品较低，为１２．９％，进 口 关 税 范 围 在０－３８％间；水 产 品 进 口 关 税 水

平为９．７％，进口关税在０－１７．５％范围内；林产品进口关税水平为１０．９％，进口关税在０－２３％范围内。［４］

然而，中国农产品贸易额占对外贸易总额比重并不 高，２０１２年 中 国 农 产 品 贸 易 额 占 对 外 贸 易 额 比 重

仅为４．４８％，农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比重为３．０５％，农产品进口额占进口总额的比重为６．１３％。农产

品贸易零关税可以提升双边农产品贸易额，但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明显。［５］

（二）农产品进口非关税措施

中国目前实行的农产品贸易非关 税 措 施 主 要 包 括：重 要 农 产 品 进 口 关 税 配 额、农 业 生 物 技 术 安 全 管

理法规、农产品进口许可证、食品卫生检疫、法定动植物检验检疫等。

１．进口关税配额

中国实行进口关税配额的农产品主要有：小麦、大米、玉米、豆油、棉花、棕 榈 油、食 糖、菜 籽 油、羊 毛 以

及毛条。中国进口关税配额 为 全 球 关 税 配 额，由 国 家 计 委 统 一 管 理，各 种 贸 易 方 式 如 一 般 贸 易、加 工 贸

易、援助与捐赠、保税仓库等进口的农产品均需纳入进口关税配额中。

２．农业生物技术安全规定

目前，中国转基因植物共有７种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截 止２０１１年 末，农 业 部 共 颁 发 安 全 证 书

１１１０份，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委员会 共 批 准 转 基 因 生 物 中 间 试 验９７４项，生 产 性 试 验２２８项，环 境 释 放

３６９项，［６］有效促进了中国农业生物技术安全及其健康发展。

中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适用于在中国境内从事农 业 转 基 因 生 物 的 研 究、试 验、生 产、加

工、经营和进口、出口活动。从国外引进农业转基因生物的境内单位在符合 相 关 条 件 下，引 进 单 位 应 该 凭

相关文件，向口岸出入境报检机构报检。

３．农产品进口许可

２０１３年，实行自动进口许可证的农产品包括牛肉、猪 肉 及 副 产 品、羊 肉、肉 鸡、鲜 奶、奶 粉、大 豆、油 菜

籽、植物油、豆粕、烟草。中国对数量限制 及 其 它 限 制 的 进 口 货 物，在 全 国 范 围 内 实 行 统 一 的 进 口 许 可 证

管理。外经贸部负责中国进口许可证管理的相关规章制度的制定，许可 证 局 则 负 责 进 口 许 可 证 的 签 发 及

相关工作。申请进口许可的企业应该具有进口经营资格的证明文件。

４．食品卫生检疫

中国食品卫生检疫法政策内容包括对食品卫生、食品添加剂的 卫 生、食 品 容 器、包 装 材 料 和 食 品 用 工

具、设备的卫生、食品卫生管理、食品卫 生 监 督 及 法 律 责 任 进 行 了 规 定。食 品 生 产 过 程 中，应 保 持 应 有 的

生产环境卫生，如应当有相应的消毒、盥 洗、更 衣、通 风、采 光、照 明、防 腐、防 尘、防 鼠、防 蝇、洗 涤、污 水 排

放、存放垃圾和废弃物的设施，储藏、运输及装卸食品的包装、工具等需安全、卫生；禁 止 生 产 有 毒、腐 败 变

① 糖进口关税总配额量为１９４．５万吨，其中７０％为 国 营 贸 易 配 额，配 额 内 税 率 为１５％，配 额 外 税 率 为５０％；羊 毛 进 口 配 额 总 量 为

２８．７万吨，配额内税率为１％，配额外税率为３８％；小麦配额总量为９６３．６万吨，国营贸易比例为９０％，配额内关税为１％～１０％，配额外关

税为６５％；玉米配额总量为７２０万吨，国营贸易比例为６０％，配额内关税为１％～１０％，配额内关税为２０％～６５％；大米配额总量为５３２万

吨，国营贸易比例为５０％，配额内关税为１％及９％，配额外关税为１０％～６５％间；棉花配额总量为８９．４万吨，国 营 贸 易 比 例 为３３％，配 额

内关税为１％，配额外进口的棉花使用滑准税；对冻鸡实施０．５元／千克－１．３元／千克的进口从量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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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等不符合食品卫生要求且会对 人 体 健 康 造 成 伤 害 的 食 品。食 品 添 加 剂 的 使 用 必 须 符 合 添 加 剂 的 使 用

卫生标准及管理规定。

５．ＳＰＳ检验检疫

为保护国内农业生产和 人 体 健 康，中 国 禁 止 动 植 物 病 原 体（包 括 菌 种、毒 种 等）、害 虫 及 其 他 有 害 生

物、动植物疫情流行的国家和地区的有 关 动 植 物、动 植 物 产 品 和 其 他 检 疫 物，动 物 尸 体 和 土 壤 的 进 口，违

规者将作遣返或者销毁 处 理。繁 殖 材 料 如 植 物 种 子、动 物 产 品 等 的 进 口，应 提 前 提 交 申 请，办 理 检 疫 手

续。其他动植物产品的输入应在合同中表明符合中国法定检疫要求，并 需 附 有 输 出 国 或 输 出 地 政 府 动 植

物检疫机关出具的检疫证书。

三、农业生产国内支持政策

２００８年，多哈回合的“模式草案”将 农 业 国 内 支 持 政 策 的 内 容 规 定 为“黄 箱”“绿 箱”“蓝 箱”、微 量 允

许、综合支持总量、国内支持总量等内容。［７］

（一）农业补贴“黄箱”政策

中国是以直接补贴方式来增加农业生产者的支付，主要包括：种 粮 农 民 直 接 补 贴 政 策、农 资 综 合 补 贴

政策、良种补贴政策、农机 购 置 补 贴 政 策、产 粮（油）大 县 奖 励 政 策、生 猪 大 县 奖 励 政 策、畜 牧 良 种 补 贴 政

策、渔业柴油补贴 政 策。２０１２年 中 国 政 府 粮 食 直 接 补 贴１５１亿 元，农 资 综 合 补 贴１０７８亿 元，农 机 补 贴

２００亿元，良种补贴２２０亿 元，农 机 购 置 补 贴２００亿 元，畜 牧 良 种 补 贴１１．９亿 元，渔 业 柴 油 补 贴１７１．６５
亿元。［８］中国的农业补贴微 量 允 许 为 农 业 总 产 值８．５％，低 于 一 般 发 展 中 国 家１０％水 平，高 于 发 达 国 家

５％水平。中国黄箱补贴支出仅占３．３％，还有５．２％的直 接 补 贴 空 间。［９］中 国“黄 箱”政 策 具 有 明 显 的 短

期产出导向，从长期来看增收效应趋向于零。［１０］

（二）农业补贴“绿箱”政策

中国“绿箱”农业补贴以间接补贴为主，具体有：（１）农产品流通补贴。超 市 从 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购 进 农

产品可以抵扣１３％的增值进项税；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日起，对 于 整 车 运 输 鲜 活 农 产 品 的 车 辆 在 所 有 要 收

费的公路上免收通行费；自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 起，免 收 蔬 菜 流 通 环 节 的 增 值 税 等。［１１］（２）农 业 生 态 维 护 补

贴。从２０１１年起，中国政府在全国８个主 要 的 草 原 牧 区 和 新 疆 生 产 建 设 兵 团 安 排１３６亿 元 草 原 生 态 建

设补助；增加水生生物增殖放流 资 金，在２０１１年２．２１亿 元 基 础 上 逐 年 提 高。［１２］（３）农 业 技 术 推 广 补 贴。

自２００９年起实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 建 设 示 范 县 项 目”，在 全 国８００个 县 开 展 了 农 技 推 广 项 目 经

费补贴试点，至２０１１年底政府累计安排资金２３．７亿元。［１３］（４）农业技 术 人 才 培 养 补 贴。通 过 专 项 经 费，

分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两批，每批重点扶持１５０位农业科研杰出人才，每人每年２０万 连 续 支

持４—５年。对于服务于农业生产、农村 社 会 管 理 人 员 免 费 提 供 培 训，其 中，农 业 职 业 技 能 培 训 预 算 为 人

均６００元，农业创业培训预算为人均３０００元，农业专项技术培训预算人均１００元。［１４］

与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绿箱”补贴财政上投入不足、结 构 不 合 理，应 增 加 收 入 保 险

等空白领域补贴，削减流通领域补贴，加强农民教育 培 训 扶 持。［１５］中 国 目 前“绿 箱”政 策 缺 位、错 位 现 象 严

重，结构不合理，应该增加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高粮食安全储备的效率，增加 对 农 民 培 训 的 投 入，加 快 农

业信息体系建设，以及提高行政执行效率补贴。［１６］

（三）农业补贴“蓝箱”政策
“蓝箱”政策通常表现为价格支持的一种形式，包括：根据基期生产水平８５％及以下的直接支付；基于

固定面积及产量的支付；基于固定牲畜数量的支 付；其 他 不 与 生 产 相 关 的 支 付。２０１２年 中 国 选 择１００个

县、１０００个乡（镇）、１００００个村进行测土配方施肥，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普及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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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哈回合谈判中，各成员国允许保留“蓝箱”政策，但“蓝 箱”范 围 增 加 了“不 与 生 产 相 关”的 支 付。可

以说“蓝箱”政策改革不会给中国农业的 国 内 支 持 策 略 带 来 直 接 冲 击，中 国 应 该 提 出 递 减 的 封 顶 标 准，可

以从５％削减到２．５％或更低，坚持对总体扭曲性支持进行总体削减。［１７］

中国农业补贴客观上促进了农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扩大中国 农 产 品 出 口 的 同 时 保 护 了 国 内 农 产 品 的

生产，增加了中国劳动力就业。但 农 业 补 贴 应 以 中 央 为 主 地 方 为 辅，重 点 补 贴 贫 困 落 后 地 区。［１８］在 此 基

础上进一步提高“黄箱”补贴效 率，充 分 利 用 农 业 总 产 值５％的“蓝 箱”补 贴 空 间，以 及 占“蓝 箱”总 约 束 水

平３０％的特定产品支持政策。［１９］我国还可 以 通 过 降 低 对 国 内 化 肥 生 产 者 的 补 贴 以 及 停 止 化 肥 的 税 收 来

降低化肥的价格，进而达到降低化 肥／粮 食 价 格 比 的 目 的；加 大 对 农 民 的 直 接 收 入 的 补 贴，以 减 少 农 民 由

于高化肥价格产生的收入减少。然而农业补贴并不是一个增加农业产 出 最 有 效 的 方 法，我 国 还 应 该 增 加

对农业科研及农业技术的投入，以确保粮食产出效率的提升。

四、农产品出口竞争政策

农业出口竞争策略主要表现为与 数 量 相 关 的 出 口 补 贴 措 施。多 哈 发 展 议 程 农 业 谈 判 中 将 农 产 品 国

营贸易、出口信贷、粮食援助措施纳入出口竞争策略。

（一）国有贸易

国有贸易是各国实施农产品政策的方式之一，它具有与出 口 补 贴 类 似 的 效 果。加 入 世 界 贸 易 组 织 谈

判时，我国承诺将一部分配额分配给非国有企业。２０１２年 小 麦 进 口 关 税 配 额 为９６３．６万 吨，国 有 贸 易 比

例为９０％；玉米７２０万吨，国有贸易比例为６０％；大米５３２万 吨，国 有 贸 易 比 例 为５０％；棉 花８９．４万 吨，

国有贸易比例为３３％。配额均由国家发改委审批，经授权机构分配给最终用户。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曾经是国民经济的主体，但 由 于 体 制 等 因 素 的 限 制，我 国 国 有

企业经营效率普遍不高甚至有出现亏损的状况，现有的国有资本占主体 的 国 有 企 业 不 利 于 提 高 企 业 的 生

产效率，而将国有企业改革成非国有企 业 不 仅 有 利 于 企 业 总 体 生 产 效 率 的 提 高，也 有 利 于 提 高 企 业 的 创

新效率。［２０］我国应加强国有贸易企业与农产品生产者的 联 系，例 如 通 过 价 格 联 合 的 方 法 来 对 农 产 品 进 行

补贴，以促进农产品的生产及出口。［２１］同时，应该在 ＷＴＯ／ＧＡＴＴ框 架 下 不 断 完 善 国 有 贸 易 企 业 制 度，国

有贸易企业的设立制度应改为审批制；不 断 完 善 竞 争 法，加 强 其 贯 彻 执 行，发 展 国 营 企 业 的 内 部 竞 争 法，

使国营竞争向多边竞争转变；细化《对外贸易法》，如使指定经营企业的具体标准及程序、名录等透明化。

（二）出口信贷

出口信贷制度包括出口信贷、出 口 信 贷 担 保 及 出 口 信 贷（信 用）保 险。通 过 农 产 品 出 口 信 贷，有 利 于

扶持农产品出口龙头企业做大做强，促进农产品出口进而带动农产品生产 基 地；通 过 利 润 返 还、合 同 购 销

使农民利益得到保障，促进农民就业保证农民增收，最 终 使 整 个 系 统 进 入 一 个 良 性 互 动 的 链 条。我 国 出

口信贷资金主要靠国家财政支持，在国 家 财 政 紧 张 情 况 下，可 通 过 向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发 行 金 融 债 券 等 方 式

融资来满足出口信贷资金需求。

部分政策性保险业务主要由具有商业性的中国人寿保险公 司 承 担，保 险 供 给 者 的 单 一 不 利 于 国 家 政

策措施落实。而且，由于我国进出口银 行 的 地 区 分 布 不 均、运 营 主 体 单 一、缺 乏 必 要 的 法 律 保 障 体 系，保

险基金也无法有效服务于 目 前 农 产 品 出 口。因 此，我 国 未 来 应 首 先 建 立 专 门 的 农 产 品 出 口 信 贷 担 保 机

构，制定专项农产品出口信贷担保制度，不断完善以出口信贷担保为重点的金融支持体系。［２２］

（三）粮食援助

２００５年我国从粮食受援国向捐赠 国 转 换，继 而 成 为 世 界 第 三 大 粮 食 援 助 国。２０１１年 中 国 对 非 洲 粮

食援助和粮食援助现汇总额为４．４３２亿元，是我国完成捐赠国身份转换后最 大 的 一 笔 粮 食 援 助。中 国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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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发达国家粮食援助主要集中在亚洲和非洲，２０１１年，中国粮食援助总量为２５　１９８．３公吨，其中，非洲占

７９％，亚洲占２１％。

粮食援助直接作用是减少饥饿，处理了剩余产品，间接作用则是 有 助 于 支 持 粮 食 价 格，虽 然 国 际 上 粮

食援助规则明确了紧急粮食援助的范围，约束了非紧急粮食援助的商业替 代 行 为，但 从 长 远 来 看，粮 食 援

助有助于开拓受援国的农产品市场。［２３］

五、结论

中国作为全球对外贸易额最大的国家是贸易自由 化 的 受 益 者，有 义 务 在 ＷＴＯ农 业 贸 易 谈 判 中 发 挥

积极作用，坚定团结、联合发展中国家，提出切实可行的农业谈判方案，保护发展中国家在谈判中的利益。

首先，中国应积极在农业 谈 判 中 主 张 给 予 发 展 中 国 家 特 殊 和 差 别 待 遇。将 国 内 支 持 谈 判 和 出 口 补

贴、市场准入相结合，抓准发达国家迫切要打开发展中国家市场的需求，通过 其 他 方 面 的 利 益 短 期 让 步 来

取得国内支持谈判的主动权。

其次，中国应支持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微量允许和逐年降低发达 国 家 微 量 允 许 标 准 的 建 议，同 时，提 议

建立政策通报制度，即主要成员实施的影响农产品贸易的农业政策需向 ＷＴＯ通报。

再次，为了满足粮食安全目标，促进农业生产增长，农业政策应偏 向 于 制 定 更 严 格 的 土 地 使 用 法 规 以

及增加对农业科研及基础设施的支出。对于中国来说，特 别 产 品 保 护 政 策 使 生 产 糖 和 棉 花 的 地 区 收 益，

如云南、新疆、广西，但对于一般的贫困地区来说该政策的实施是具有一定负面影响的。

最后，改变中国农产品贸易政策中存在的结构不合理问题，改变 农 业 投 入 多 集 中 在 农 业 直 接 补 贴、出

口退税及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传统做法，加大对农产品贸易的出口支持，如 建 立 出 口 信 贷 制 度 支 持、提

高信用保险投保率、降低投保费用；同时，改 变 农 产 品 贸 易 政 策 多 以 补 贴、关 税、关 税 配 额 为 主 的 现 状，完

善具有服务性的农业支持政策。

总体而言，中国农业保护政策改革应向结构最优化方向转变，应 综 合 考 虑 农 产 品 在 中 国 经 济 中 地 位，

选择农业保护政策的重点产品及重点领域，重点支持具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如大米、畜产品、水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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