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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86年本书旧版本第一次出版问世，该版本是速水的个人专著。
在这变化激剧的时代，15年的岁月不能说短。
这期间。
作为关贸总协定下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果，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圣域的日本稻米市场开始了对外开放
；　　《粮食管理法》变成了“新粮食法”（全称《主要粮食需给及价格安定法》），《农业基本法
》也被“新基本法”（全称《食品、农业、农村基本法》）所取代。
为了反应这些时代的变化，本书需要修改，尤其是关于现代农业和农政问题的后半部分（第6～9章）
有必要作全面改写但是，本书分析问题的基本框架没有改变，因此下面引用的旧版序言仍不失其现代
意义。
　　有关农业经济学，可以称得上标准教科书的，不用说在日本，即使在全世界也很难找到。
这并不是因为农业经济学家们工作怠慢；而是因为农业本身类似一个小宇宙，其中包含了经营、财政
、金融、国际贸易等可以成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所有领域。
要把这些领域都研究到并网罗进一本书中，充其量也只能达到泛泛概述的程度，很难涉及到农业问题
的本质。
因此，要真正展开农业经济学研究，除非从某一特定的角度把农业经济这个小宇宙“切开”，然后再
描述它的断面图，否则没有其他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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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业经济论（新版）》着重分析了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问题和农业政策的变化过程，其中
的研究内容和一些结论如果能对亚洲邻国今后的政策选择提供一些启示和参考的话，将是作者求之不
得的喜事。
　　要加入这些内容，而且还是考虑到作为教科书不能太厚，这促使作者在新版中删减了旧版附论部
分展开的数量模型、计量和模拟分析等内容。
有关这些内容，与《农业经济论（新版）》有关的部分在正文内都加了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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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速水佑次郎（Hayami　Yujiro，1932年生）　　1956年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毕业。
曾先后在农林水产省农业综合研究所、东京都立大学、青山学院大学工作，从2000年起兼任国际开发
高等教育机构（FAISID）研究生院ProgramDirect和政策研究研究生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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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博士课程中途退学，任职于滋贺县立短期大学，现为明治学院大学经济学部副教授。
京都大学农学（农林经济学）博士。
主要论文有，“对农业经济学的反省”（农业经济研究）日本农经学会，第73卷第2号，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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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者简介：　　沈金虎（1962年生，江苏无锡人）　　1982年南京农业大学农经系毕业，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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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日本佳能软件公司、南九州大学工作多年后，现为京都大学农学研究科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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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现代世界农业问题　　1.1　世界粮食、农业经济的不平衡　　二战结束以来，人类一直
没有能够摆脱世界范围的粮食不足和过剩、饥饿与饱食并存等不平衡问题的困扰。
一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收入很低的非洲国家，粮食增产赶不上人口的急剧增长，他们
对发达国家提供的粮食援助依赖性越来越大，却仍有众多的人口处于经常性的营养不良状态。
另一方面，在欧洲、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由于人们摄取了过多的营养，以致高血压、肝功能障碍
等疾病患者增多，这些国家的粮食供应绰绰有余，远远超过了需求。
发达国家的政府为了防止农产品价格下降，维持农民收入，往往一边高价收购过剩的农产品，一边强
制推行生产面积调整政策，以控制不断增加的生产。
这不仅花费了巨额的财政资金，而且因为他们都限制国外农产品的进口，并对出口进行补贴，以此方
式将国内的过剩农产品倾销海外，结果导致了激烈的国际贸易摩擦。
　　在过去的40年中，发展中国家粮食不足与发达国家粮食过剩的不平衡现象不仅没有缓和，而且还
在加剧。
在20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自的谷物供需基本上能够平衡。
但到了7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消费量超过了生产量4000万吨，不足部分不得不从发达国家进口。
这种现象在80年代以后没有改变，到90年代，发展中国家每年胡谷物纯进口量已经接近500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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