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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暋从4个方面阐述了加入世贸组织10年来中国农业的发展态势,包括:严格履行入世承诺,农业对外

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农业持续稳定发展,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农村市场贡献明显提升;农产

品进出口贸易大幅增长,农业与世界市场的关联程度日益增强。指出中国农业对外开放的主要经验在于始终坚持

把解决好“三农暠问题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暠;不断深化农业改革,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积极实施服务

于国家粮食安全大局的农产品贸易战略;着力提升农产品进出口管理能力与市场调控水平。提出了深化农业对外

开放的3个启示与思考:要从全球视野、战略高度,进一步提高对农业对外开放战略的认识,深刻领会、全面把握统

筹利用国际国内2个市场、2种资源的战略意义;深化农业改革,进一步加强对农业对外开放战略进行总体规划和

统筹管理;要建立完善开放条件下农产品市场风险管理机制,积极参与和推动完善全球农业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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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农业曾经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简称世贸

组织或 WTO)谈判的难点之一,也是对外开放预期

影响最悲观的产业之一。近10年来,国内外学者就

市场开放、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农业的影响进行了大

量研究[1灢7]。如何准确评价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农

业的影响,是目前国内外学界的热点问题,更是决策

部门高度关注的问题。本文通过回顾与评估加入世

贸组织10年来中国农业发展态势,分析和总结中国

农业对外开放的基本经验,提出进一步深化农业对

外开放的方向。

暋暋一、开放条件下的农业奇迹:增长与
结构变化

暋暋加入世贸组织、扩大农业对外开放,对中国农业

产生了深刻而积极的影响。总体来看,10年来中国

农业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积极提高统

筹利用国际国内2个市场、2种资源能力,着力提升

农业整体素质、经营效益和市场竞争力,为维护国家

粮食安全、保障主要农产品供给,保持经济平稳较快

发 展 和 社 会 和 谐 稳 定 大 局 提 供 有 力 支 撑 和 保

障[1,8],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

1.严格履行入世承诺,基本形成了农业对外开

放格局

加入世贸组织10年来,中国严格履行承诺,逐
步削减农产品关税,目前已降至15.0%,低于世界

农产品平均关税水平(62.0%)的1/4,成为世界上

农产品关税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如图1)[2]。对粮

棉等重点农产品以及化肥等农资产品,按照关税配

额管理承诺,合理实施进口管理及国内市场措施,中
国承诺对粮食、植物油、棉花、食糖、羊毛进口实行关

税配额管理,自2004年起,进口关税配额数量达到

最高点。除小麦继续保持90.0%的国营贸易比例

外,其他农产品的国营贸易比例将逐步缩小。2005
年取消羊毛和毛条的进口指定经营制度。2006年

取消豆油、棕榈油、菜籽油进口关税配额管理,实行

9.0%的单一关税管理。对棉花配额外进口实行滑

准税制度。2005年对外资开放农药、农膜的零售和

批发业务,2007年起开放化肥零售和批发业务[9灢10]。
严守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承诺,将国内支持中的黄

箱补贴上限约束在8.5%以内[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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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暋2011年世界主要国家农产品约束关税率

暋暋降低关税的同时,积极鼓励农业引进和利用外

资,促进农业综合开发、农产品加工流通、农业科技

研发等,以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加快农产品加工业结

构升级、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加大农业对外合

作工作力度,构建更加开放、公平、合理的国际与双

边农业合作框架[2];探索实施农业“走出去暠战略,鼓
励各类农业企业积极开展对外投资,在东南亚、非
洲、南美等地区进行农业开发、合作经营,持续、稳
定、合理的全球资源性农产品进口供应链正在形成。

积极参与并推动贸易谈判,进一步改善国际农

业贸易环境。根据中国农业的资源禀赋与比较优势

特征,促进与东盟、新西兰等双边农产品贸易自由

化;全面参与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推动建立公平

合理的国际农业贸易规则。10年的开放历程,使中

国农业基本融入世界贸易体系,对外开放的广度和

深度不断得到拓展,农业全面对外开放的格局基本

形成[1灢2]。

2.农业持续稳定发展,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

加入世贸组织10年来,中国农业积极应对国际

市场激烈竞争、贸易摩擦频发,以及国际金融危机和

农产品市场剧烈波动的冲击,战胜了农业生产成本

上升、比较利益下降以及自然灾害多发重发等多种

困难的挑战,实现了持续稳定增长。如2002-2010
年,中国农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达11.8%,比加入

前1998-2001年的10.8%高出1个百分点[1灢2]。从

表1可见1978-2010年中国经济结构变化的总体

情况。
特别是10年来,中国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

本自给方针不动摇,始终注重抓好粮食生产。粮食产

量从2001年的4526.0亿kg增加到了2010年的

5464.5亿kg,增长了20.7%,年均增速达2.1%。特

别是从2004年开始,中国粮食生产连续8年丰收,粮
食产量保持在5千亿kg以上水平,打破了延续多年

的粮食3年一减的不稳定周期,粮食安全基础得到进

一步强化。其他主要农产品,如油料、棉花、食糖、肉
禽蛋奶和水产品以及瓜果蔬菜等产量也实现新的突

破,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提升、农业结构进一步

优化(见表2)。农业持续稳定增长,不仅满足了工业

化、城镇化加速发展进程中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生活质

量的要求,而且为中国克服各种突发自然灾害困难、
应对国际粮价剧烈波动冲击,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

展、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基础支撑[9]。
表1暋1978—2010年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 %

年份 1978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1 2005 2010
GDP结构

暋农业占比 28.2 30.1 28.4 27.1 20.5 16.4 14.1 12.5 10.2
暋工业占比 44.1 43.9 38.3 36.7 41.0 40.4 39.7 42.2 46.9
暋服务业占比 23.7 21.4 28.5 31.3 30.7 39.0 40.5 40.1 43.0
就业结构

暋农业占比 70.5 68.7 62.4 60.1 52.2 50.0 50.0 44.8 36.8
贸易结构

暋农产品出口占比 26.7 24.5 17.2 9.4 6.3 6.1 3.6 3.1
暋农产品进口占比 33.8 12.1 16.1 9.3 5.0 4.9 4.3 5.2
农村人口比重 82.1 80.6 76.3 73.6 71.0 63.8 62.2 57.0 50.3

暋注:数据整理自1978-2010年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表2、表3、表4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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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 表2暋1978—2010年间中国农业结构变化 %
年份 1978 1990 2000 2001 2010

种植业占比 80.0 64.7 55.7 55.2 53.3
畜牧业占比 15.0 25.7 29.7 30.4 30.0
渔业占比 1.6 5.4 10.9 10.8 9.3
林业占比 3.4 4.3 3.8 3.6 3.7

暋暋3.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农村市场贡献明显提升

加入10年来,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

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1年的2366元增长到2010
年的5919元,增加3552元,年均增长10.7%(见
表3)。特别是近几年来,虽然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和

国内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农民收入实际增速仍

保持8.0%以上,2010年增幅达到10.9%,不仅高

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而且也高于城市居民

人均收入的增幅,是中国历史上农民增收最快的时

期之一。
随着农民收入增加,生活消费水平也不断提高,

这就促进了农村市场充分发育。2010年中国乡村

消费品零售额达20875亿元,比2001年的10424.9
亿元,增长100.3%,年均增长8.0%(见表4)。农

村消费市场的充分发育,对中国扩大内需、转变经济

发展 方 式、实 现 经 济 持 续 快 速 健 康 发 展 意 义 深

远[10]。
表3暋1978—2010年中国城乡居民纯收入

年份 1978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1 2005 2010
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343 477 739 1510 4283 6280 6859 10493 19109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元 133 191 397 686 1577 2253 2366 3254 5919
城乡居民收入之比 2.57 2.50 1.86 2.20 2.71 2.79 2.90 3.22 3.23

表4暋1978—2010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年份 1978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1 2005 2010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559 2140 4305 8300 23614 39106 43055 67177 156998

其中:市 505 734 1875 3889 12979 24555 27379 45094 136123
县 380 399 737 1337 3366 4831 5251 7485 ———

县以下 673 1007 1693 3074 7268 9719 10425 14597 20875

暋注:2010年数据包括市县两级。

暋暋4.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大幅增长,农业与世界市

场的关联程度日益增强

入世10年来,中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活动日趋

活跃。一方面,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积极扩大优势农

产品出口。如表5所示,2010年中国农产品出口总

额达489亿美元,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时相比,
增长了203.6%,年均增长13.1%。由此促进建立

一批标准化、规模化的农产品出口基地,培育了一批

具有带动和示范作用的产业化龙头企业,初步形成

了特色、优质、安全、高效的农业产业体系,促进了农

业结构调整和农民收入增加。另一方面,从人多地

少的基本国情出发,在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

自给的同时,适度增加资源性农产品进口。表5显

示,农产品进口总额从2001年的118亿美元,增加

到2010年的719亿美元,年均增幅达22.2%。农

产品进口弥补了国内农产品供需缺口,缓解了中国

农业资源紧张的压力,为确保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发挥了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中国农业与世界市场的关联程度日

益增强。从表5可见,中国农业贸易依存度由2001
年的15.0%,增加到2010年的19.7%。其中,虽然

目前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依存度只有8.0%,但农

表5暋1992—2010年中国农产品贸易

年份 1992 1995 2000 2001 2005 2010
农业增加值(现价)

/10亿美元 105.3 143.6 176.7 186.1 281.6 611.7

农产品出口
/10亿美元 11.30 14.40 15.60 16.10 27.60 48.90

农产品进口
/10亿美元 5.30 12.20 11.20 11.80 28.70 71.90

农产品净出口
/10亿美元 6.00 2.20 4.40 4.30 -1.10-23.04

农产品出口
依存度/%

10.8 10.0 8.8 8.7 9.8 8.0

农产品进口
依存度/%

5.0 8.5 6.3 6.4 10.2 11.8

农产品贸易
依存度/%

15.8 18.5 15.2 15.0 20.0 19.7

暋注:本文农产品按“世贸组织定义+水产品暠(即食品+农业原料)方
法统计;农业增加值按人民币对美元官方汇率计算;农产品贸易

依存度为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额相对农业增加值的比例。数据由

作者整理自历年各期《中国海关统计》《中国统计年鉴》,表6同。

产品进口依存度日益提高,由2001年的6.4%上升

到2010年的11.8%。其中,油籽、棉花等资源性产

品进口大幅增长,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明显提高。
如为满足国内不断增长的植物油以及饲料需求,大
豆进口从2001年的1038万t,增加到2010年的

5480万t,年均增长20.3%,占国内大豆消费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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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0%,相当于世界大豆进口总量的61.4%,是世

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表6)。
表6暋1995—2010年中国大豆进口量

年份 1995 2000 2001 2005 2010
中国大豆进口量/万t 79.5 1324.51038.52831.7 5480.0

占全球进口/% 2.0 25.0 19.1 44.2 61.4
占国内消费/% 5.6 55.3 37.2 64.8 84.1

暋注:中国自1996年取消大豆进口配额管理措施,实行3%的单一

进口税率。

暋暋二、中国农业对外开放的主要经验

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初,许多人对开放条件

下的农业发展充满疑虑和担心。10年来的发展证

明,中国农业已打破种种悲观预言,战胜了农业开放

可能遇到的种种风险,实现了持续稳定发展。总体

来说,中国农业对外开放主要有如下4个方面的经

验和启示[1,3]。

1.始终坚持把解决好“三农暠问题作为全部工作

的“重中之重暠
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根据中国农业参与国际合

作和竞争所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按照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全局

的新要求,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业农村问题,
提出了一系列“三农暠工作的战略理念和大政方针,
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略,到把解决好

“三农暠问题作为全党全国工作“重中之重暠的战略思

想;从明确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基本方向,到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任务;从加快形成

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目标,到在

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

大决策,为新时期扩大农业对外开放、应对农业国际

化竞争挑战指明了方向、明确了重点,提供了强有力

的政策支撑和制度保障[1,3]。

2.不断深化农业改革,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保护

力度

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坚持并不断完善农村基

本经营制度,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全面放开粮食

购销市场,建立和完善农产品和农村生产要素市

场[11]。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全面取消农业税、牧业

税、特产税、屠宰税;连续发出8个以“三农暠问题为主

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表7),建立

健全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表8),初步建立了以价格

支持为基础、直接补贴为主体的农业支持政策体系,
基本形成农业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实现从农业“负保

护暠向“正保护暠的政策转型[11],不仅有效保护和提高

了农民种粮务农的积极性,也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综合

生产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3]。
表7暋2004—2010年中国农业补贴支出 亿元

年份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粮食直补 116.0132.0142.0151.0151.0151.0 151.0

农资综合补贴 - - 120.0276.0716.0795.0 835.0
农机具购置补贴 0.7 3.0 6.0 20.0 40.0 130.0 154.9

良种补贴 28.5 37.5 40.2 66.6 120.7198.5 204.0
合计 145.2 172.5 308.2 513.61027.71274.51344.9

注:2002年、2003年良种补贴分别只有1亿元和3亿元;其中2010年
数据来自财政部《200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和2010年中央
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数据根据财政部网站公开资料整理。

表8暋2005—2011年中国粮食最低收购价与临时收储价格 元/kg
品种 执行范围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最

低

收

购

价

小麦

稻谷

白小麦

红小麦

混合麦

早籼稻

中晚籼稻

粳稻

河南/河北/江苏/安徽/山东/湖北

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广西

吉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黑龙江/

辽宁/江苏/广西/河南

1.44 1.44 1.44 1.74 1.80 1.90
1.38 1.38 1.38 1.66 1.72 1.86
1.38 1.38 1.38 1.66 1.72 1.86

1.40 1.40 1.40 1.54 1.80 1.86 2.04
1.44 1.44 1.44 1.58 1.84 1.94 2.14
1.50 1.50 1.50 1.64 1.90 2.10 2.56

临

时

收

储

稻谷

玉米

油料

中晚籼稻 南方稻谷产区 1.88 未启动

粳稻 东北稻谷产区 1.84 未启动

东北产区 1.50 1.50 未启动

大豆 东北产区 3.70 3.74 3.80
油菜籽 油菜产区 4.40 3.70 3.90

暋注:表中数据系根据国家发改委网站公开的政策文件资料整理。栙最低收购价格和临时收储价格的等级标准为国家质量标准三等品,每

个等级之间的差价为0.04元/kg;栚2008年小麦和稻谷最低收购价格是国家2次提价后的价格,第一次提价为白小麦、红小麦、混合

麦分别为1.50、1.40、1.40元/kg,早籼稻、中晚籼稻、粳稻分别为1.50、1.52、1.58元/kg;栛早籼稻最低收购价执行范围从2008年开

始包括广西,中晚籼稻和粳稻从2008年开始包括辽宁、江苏、广西、河南;栜东北产区包括黑龙江、辽宁、吉林和内蒙古;栞不同产区的

玉米临时收储价格有所差异,其中内蒙古和辽宁省玉米价格为1.52元/kg,吉林为1.50元/kg,黑龙江为1.48元/kg。

暋暋采用国际通行的经合组织生产者支持估计方法 评价中国农业补贴支持政策的效果,结果表明,加入

4



第3期 程国强:加入世贸组织10年:中国农业的奇迹与启示 暋

世贸组织以来,中国不仅实现了农业政策的全面转

型,而且农业支持保护水平大幅度提高。中国的农

业支持总量水平(包括政府对农业的财政预算支出

和价格支持形成的补贴),从2001年的2415亿元

增加到2010年的11286亿元,年均增长18.7%,创
历史最高水平[1]。

从国际比较看,2007-2009年,中国农业支持

总量年均为6204亿元(按当年汇率折算为878亿

美元),仅次于欧盟(1478亿美元)、美国(1092亿

美元),高于日本(519亿美元)、韩国(224亿美元)的
支持水平。相对而言,中国的农业总支持率(即农业

支持总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为2.1%,低
于土耳 其 (3.5%)和 韩 国 (2.4%),但 高 于 美 国

(0.7%)、欧盟(0.9%)、日本(1.1%)等发达国家。
中国农业生产者补贴,即实施农业支持政策措

施后农业生产者获得的补贴,包括价格支持形成的

补贴,以及政府提供的财政预算直接补贴,从2001
年的1360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9239亿元,年均

增长23.7%;农业补贴率指农业生产者补贴占农业

总收入(即农产品产值加上对生产者的财政预算补

贴)的比率,从5.9%提高到16.1%。其中,2007-
2009年平均农业补贴支持政策补贴率为9.1%,即
农业总收入中的9.1%来源于农业补贴政策措施的

作用[1]。当然,相对发达国家而言,中国农业生产者

补贴水平仍然较低(如图2)。如2007—2009年经

合组织国家农业补贴率平均为 21.7%,挪 威 为

61.1%,韩 国 为 52.1%,日 本 为 47.3%,欧 盟 为

23.3%。即使是发展中国家也远远高于中国,如土

耳其和墨西哥的农业补贴率分别达到了34.2%与

12.5%。

注:数据系作者整理自经合组织生产者支持估计方法数据库。

图2暋2007—2009年世界主要国家农业补贴率比较

暋暋3.积极实施服务于国家粮食安全大局的农产品

贸易战略

一方面,优化和调整农产品出口结构,积极扩大

优势农产品出口,建立形成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基

础的优势农产品出口体系[1]。10年来,中国园艺、

水产、畜禽等优势产品出口在全部农产品出口中的

比重,从2001年的60%增加到2010年的70%;粮
食等土地密集型资源性产品出口,占农产品出口总

额中的比重,从2001年的20%,下降至2010年不

足10%。另一方面,适度进口资源性农产品,探索

建立统筹利用国际国内2个市场、2种资源的战略

机制。2010 年,中 国 进 口 植 物 油 与 油 籽 折 油 共

2035万t,按目前国内大豆每118kg的生产技术水

平测算,相当于利用了国外0.64亿hm2的种植面积

(同国内水稻与玉米种植面积之和相当)。若全部由

国内生产来替代,意味着要以减少68%的粮食总产

为代价。因此,适度进口国外资源性农产品,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了国内农业资源短缺的压力,对中国立

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

要农产品供给具有重要意义[3]。

4.着力提升农产品进出口管理能力与市场调控

水平

中国按照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采取关税配额

管理等进口管理措施,有效把握粮食等重要农产品

进口的时间、节奏与规模,防范部分品种过度进口对

国内生产和市场形成冲击;积极应用世贸组织规则,

应对化解日益严峻的贸易摩擦与纠纷,为扩大优势

农产品出口、保持农业稳定发展,营造公平、合理的

国际竞争环境[1]。特别是2008年以来,随着国际金

融危机的爆发,农产品能源化、金融化趋势加快,全
球农产品价格波动更加频繁,中国进一步强化农产

品进出口管理,着力提高驾驭复杂国际市场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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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和水平;健全完善国内农产品调控体系,通过实

施最低价收购、临时收储、竞价销售,把握储备吞吐、
进出口节奏与时机,不断提高农产品市场调控的针

对性和有效性,确保国内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有效供

给和市场稳定,成功化解国际粮食危机的严峻挑战,
为国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奠定了坚实的物质

基础[3]。

暋暋三、农业对外开放的若干启示与思考

加入世贸组织10年来,中国农业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发展,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农业整体

存在经营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低、科技实力弱等问

题,在国际竞争中仍处于不利地位,全面开放市场对

农业的冲击影响在部分行业和领域将逐步显现。随

着中国国际化、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今后国内经

济与世界经济的关联度日益增强,农业发展的国内

外环境将发生重大变化,农业对外开放将面临更加

复杂的形势和挑战。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

展中,稳步推进农业对外开放,是国家实行更加积极

主动开放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始终坚持,
毫不动摇。今后进一步扩大农业对外开放,特别要

把握好以下3点。
第一,要从全球视野、战略高度,进一步提高对

农业对外开放战略的认识,深刻领会、全面把握统筹

利用国际国内2个市场、2种资源的战略意义。目

前对农业开放问题的不同认识,有的来自对中国农

业的强烈隐患意识,担心中国农业在不利的国际竞

争中受到严重影响;有的则强调农产品消费需求增

长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机会,应该由本国农业、农民来

分享,因此对农产品进口心存疑虑。究其本质原因,
在于对中国基本国情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深化,对农

业对外开放战略缺乏深入的把握,对立足国内实现

粮食基本自给与利用国际农业资源的依存关系缺乏

战略认识[3]。
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经济增长的经验

表明,农业资源相对紧缺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到

一定阶段,农产品进口将快速增长、农业对外贸易依

存度逐步上升,出现巨额农产品贸易逆差。到工业

化完成后,农产品消费进入稳定增长阶段,农产品进

口趋于稳定,如中国台湾地区,1952-1969年农产

品出口贸易顺差为 29.3 亿美元,占外汇收入的

50%以上,为台湾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作出重要贡

献。但从1970年经济起飞开始,台湾第一次出现

6.6万美元的农产品贸易逆差,此后随着农产品进

口大幅度增长,再也没有出现过顺差。中国正处于

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

内,粮食需求刚性增长、水土资源约束不断加大的双

重压力将越来越大,进口国外农产品、利用国外农业

资源不可避免。
与此相反的是,由于战略缺失,目前中国的农产

品贸易格局令人担忧,一方面,虽然中国农产品进口

规模逐年扩大、对外依存度日益提高,但仍然没有建

立有效利用国际农业资源和市场的战略机制,大宗

资源性农产品进口既没有稳定的渠道,也没有形成

全球供应链,难以规避日益频繁的国际风险;另一方

面,虽然中国已经是世界上重要的农产品贸易大国,
但仍然没有掌握必要的国际农产品市场与价格话语

权,国内市场和企业不得不为国际农产品价格剧烈

波动付出巨额代价。
今后我国人口增长、耕地减少、水资源短缺的矛

盾日益突出,保持主要农产品供需平衡的压力越来

越大,迫切要求在加大对农业支持保护、提高农业综

合生产能力的同时,更加注重统筹用好国际国内2
个市场、2种资源,从全球视野的战略高度,建立国

家粮食安全保障机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全
面把握和应对全球经济调整给农业对外开放带来的

新机遇、新挑战[3]。
第二,深化农业改革,进一步加强对农业对外开

放战略进行总体规划和统筹管理。加入世贸组织

10年,中国农业已经从加入之初的过渡期管理,进
入全面参与农业国际化竞争阶段。但是,目前对新

形势下的农业对外开放战略,尚缺乏顶层设计和总

体规划。特别是,还没有制定符合今后中国经济发

展需要的农业对外开放战略目标和重点。农业部门

分割、管理多头、职能错位、层级复杂等问题还十分

严重,没有建立对农业国际化战略进行统一协调管

理的体制机制。在某些领域,部门利益影响全局决

策,行业利益左右社会舆论,地区利益挑战中央政策

等现象越来越严重[3]。
需要重视的是,目前政府较多地注重于农产品

进口限制、贸易保护,没有统筹管理农业产前、产中

与产后相关产业开放的可能风险,农业对外开放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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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体系还不完善,利用外资管理制度还不健全,农业

产业安全管理存在一定隐患。例如,各方面都关注

的外资在油脂加工行业大举扩张问题,调研表明,其
中既有部分外资企业违规直接或变相扩大对油脂加

工投资的问题,如以压榨棉籽、棕榈油加工等不受限

制的名义申报项目,项目建成后,实际上可用于压榨

大豆、菜籽或油脂加工;也有个别外资企业利用某些

地方政府“GDP崇拜暠心理,采用多种方式规避国家

油脂加工产业政策。如根据总投资不超过5000万

美元项目直接由地方政府审批的规定,一些外资企

业将油脂加工项目投资设在限额以下,或将总投资

超过5000万美元的项目“化大为小暠,避开国务院

投资主管部门的审批。与此同时,少数外国粮商利

用其全球供应链优势,在国内市场运用低价等策略

冲击国内中小型粮食企业,不断提高市场占有率,正
在形成快速扩张之势。这在缺乏对农产品贸易、外
商投资统筹管理的形势下,将危及国内农产品市场

稳定和粮食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全局[3]。
因此,要积极推进农业管理体制改革,从根本上

消除部门分割、管理多头与缺位并存的体制性矛盾,
建立健全统筹管理农业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为进

一步扩大农业对外开放、维护农业产业安全,提供强

有力的制度支撑和体制保障。
第三,要建立完善开放条件下农产品市场风险

管理机制,积极参与和推动完善全球农业治理机制。
开放条件下,国内外农产品市场融合不断加快、相互

影响日益加深,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对国内市场的

传导影响越来越复杂,对市场风险管理的要求越来

越高。但与此不相适应的是,一方面,国内企业的市

场风险管理意识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国
内期货市场、远期合同等市场风险管理工具也不健

全,市场发育也不够成熟,尚未形成有效防范和控制

国际市场风险的机制[3]。比如,近几年社会普遍关

注的大豆问题,表象是近10年来大豆进口陡增,因
此质疑大豆市场开放过快、是加入世贸组织冲击最

大的产品[2]。但其实质是,由于2004年、2008年国

际市场大豆价格的2次剧烈波动,导致国内部分缺

乏风险管理意识的压榨企业亏损严重、甚至停产关

闭,引发2次行业兼并重组浪潮,而部分跨国粮商在

2次危机中都幸免于难,趁机扩张,到目前已经掌握

国内70%~80%的压榨产能。这或许是农业开放

10年来中国真正需要吸取的深刻教训。
综上所述,必须根据国际国内农产品供求和价

格变化趋势,探索建立农产品国内生产与进口稳定

衔接机制,有效调控进口,避免进口农产品对国内生

产和市场形成冲击;建立和完善服务于国家粮食安

全战略利益的农产品进出口支持政策体系,扩大优

势农产品出口,强化进口管理;建立健全外资准入和

安全管理制度,建立外资并购境内涉农企业报告和

安全审查机制。同时,要积极参与国际农产品贸易

规则、农业标准制定,以及动植物疫病防控、生物安

全、生物能源、气候变化等涉农国际谈判与协作,进
一步开展区域和双边贸易谈判,促进建立更加公平

合理的国际贸易规则,进一步改善中国农业发展的

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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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暞sEnteringWTOfor10Years:MiracleandEnglightment
ofAgricultureinChina

CHENGGuo灢qiang
(DevelopmentResearchCenteroftheStateCouncil,Beijing,100080)

Abstract暋ThispaperillustratessmoothdevelopmentofChina暞sagriculturefromthefollowingfour
aspectsafterChinaenteredWTOtenyearsago.Firstly,Chinastrictlyfulfilledthepromisesforentering
WTOandpatternofChina暞sopenpolicyinagriculturehasbasicallytakenshape.Secondly,China暞sagri灢
culturehassteadilydevelopedandcomprehensiveproductivityhasincreasinglyimproved.Thirdly,farm灢
er暞sincomeofChinaincreasesfastandruralmarketsareplayingmoreandmoreimportantroles.Final灢
ly,importandexporttradeofagriculturalproductshasincreasedlargelyandconnectionbetweenagricul灢
tureandtheworldmarkethasintensifeddaybyday.Thispaperthenpointsoutthatthemainexperi灢
encesofChina暞sopenpolicyinagriculturelieinthefactthatChinaalwaysputthesolutionstothepro灢
lemsof“agriculture,countrysideandfarmer暠inthemostimportantplace;Agriculturalreformiscon灢
stantlystrengthenedandtheprotectionandsupportofagricultureisintensified.Thestrategyofinterna灢
tionaltradeofagriculturalproductstoservethenationalfoodsafetyispositivelycarriedoutandman灢
agementabilityinimportandexportofagriculturalproductsandmarketregulationandcontrolhave
greatlyimproved.Asaresult,thispaperputsforwardthreeenlightenmentsandconsiderationsonhowto
deepenChina暞sopenpolicyinagriculture.First,itisquiteessentialtoincreasetheawarenessofChina暞s
openpolicyinagriculturefromthehighestlevelofglobalvisionandglobalstrategyandunderstandand
graspthestrategicsignificanceoftwomarketsandtwokindsofresourcesbothathomeandabroadinan
all灢roundway.Second,agriculturalreformshouldbeprofoundlystrengthenedandstrategyofChina暞s
openpolicyinagricultureshouldbecomprehensivelyplannedandmanaged.Third,marketriskmanage灢
mentmechanismofagriculturalproductsundertheconditionofperfectingopenpolicyshouldbesetup
andglobalagriculturalgoverningmechanismshouldbepositivelyinvolvedandpushedforward.

Keywords暋problemofagriculture,countrysideandfarmer;theWorldTradeOrganization(WTO);

internationalagriculturaltrade;opentotheoutsideworld;tradeliberalization;importandexportofag灢
riculturalproducts;farmer暞sincome;marketriskmanagementofagricultural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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