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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研究在对相关文献进行充分回顾和评论的基础上，考虑到中国不同地区间的差异和农产品的区
域间流通，构建了中国农产品市场空间均衡模型，模拟了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对贫困农户农业收入的影
响。
同时研究了贫困农户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特点以及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对贫困农户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
。
为了更进一步对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与贫困进行深入了解，本研究还从分工视角研究了贫困的成因，科
技扶贫的重要作用及未来的策略重点，并进一步研究了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于农村贫困的影响
，以及性别与贫困等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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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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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01年11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已从政策性开放阶段转向制度性开放阶
段，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进入一个新时期。
根据协议，加入WTO后中国将实行更为自由的外贸政策和内贸政策，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产品的流通将
更加自由。
中国人世对“三农”的潜在影响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研究表明中国农产品市场表现出较好的整合度（田维明，1999；黄季煜等，2002），也就说人世对中
国农业的影响将波及到全国广大地区。
一些研究表明，中国人世给我国不同地区发展带来的机会也并不是均等的（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1999；卢锋、梅孝峰，2000），东部沿海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将更容易从自由贸易中获益。
由于资源禀赋等多方差异，贫困地区从农产品自由贸易中受益的机会将远远低于经济发达地区，甚至
可能导致贫困的加剧。
菲尔思密斯（2000）的研究提醒我们，由于农产品进口的增加，中国西部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农产品价
格下降，农业劳动力需求降低，但由于城市和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有限，加上城市业
已存在的下岗或失业，这些地区的农民涌入城市，会增加城市中业已居高不下的流动人口量，形成更
严重的劳动力就业问题。
王少广（2000）也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导致的地区差距极有可能导致更严重的社
会问题。
　　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看，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给中国可能带来严重社会问题的担心并不是空
穴来风。
政策制定和调整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努力实现农村社会的稳定，主要是增加农民收入和缩小日益拉大的
收入差距。
也就是说，人世对解决中国农村贫困问题提出新的要求，政策的制定者必须明确中国实行农产品贸易
自由化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地开展农村扶贫工作，才能保证贫困农户能够分享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好处，
至少是不出现贫困加剧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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