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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多边贸易谈判与中国农业发展》讲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多边和双边贸
易自由化进程明显加快，对各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并逐渐改变全球产业分
工、利益分配和地缘政治格局。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农业的影响尤为巨大，农业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在多边和双边贸易谈判中极为关注的
敏感产业。
　　面对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趋势，我国坚定不移地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农业对外开放步伐不断加
快，取得了丰硕成果。
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近150个成员开放了农产品市场；2004年我国签署了中国一东盟
自由贸易区协议，对从东盟国家进口的大部分农产品实行零关税。
可以说，我国农业已迈上了全球贸易自由化和区域贸易自由化的“双轨快车道"。
近年来，我国农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对外合作交流领域不断拓展。
我国已先后与国际主要农业和金融组织及140多个国家建立农业交流与合作关系，我国农业与世界农业
的联系日益紧密，宽领域、深层次、全方位的农业对外开放格局正在形成。
2007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为781亿美元。
农产品出口结构继续优化，优势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稳定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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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农业谈判的阶段性成果集中体现在2004年达成的《7月框架协议》和2005年12月通过的
《香港部长宣言》。
（一）《7月框架协议》在国内支持方面明确，采取总体削减和分项削减模式，按照分层公式总体削
减扭曲贸易的黄箱、微量允许和蓝箱措施，并在第一年至少削减209／6；对特定产品的综合支持量
（AMS）将通过一定的方法加以限定；对蓝箱封顶，将其约束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平均农业生产总值
的5％以内，对蓝箱标准进行审议，引人“新蓝箱”的概念并通过谈判确定新蓝箱的条件；加强绿箱
纪律；用于生计和资源匮乏农民的发展中成员的微量允许可免于削减。
在出口竞争方面，《7月框架协议》明确规定将为最终取消出口补贴确定具体日期，同时要求平行取
消出口信贷、出口国营贸易和粮食援助等措施中的补贴和贸易扭曲成分，并就国营贸易企业今后使用
出口垄断权进行谈判，同时给予发展中成员特殊和差别待遇。
在市场准人方面，《7月框架协议》规定使用分层公式削减关税，高关税多减，通过公式解决关税升
级问题；在同意给予“敏感产品”一定灵活性的同时，要求通过削减关税与扩大关税配额相结合的方
式改善这些产品的市场准入水平。
框架协议允许发展中成员采用较小的减让幅度并可自行确定一些与粮食安全、生计安全、农村发展需
要有关的特殊产品，具体待遇通过谈判议定。
发展中成员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将是谈判所有要素的组成部分，将为发展中成员建立特殊保障机制。
明确新成员的关注必须有效解决。
（二）《香港部长宣言》在《7月框架协议》的基础上对谈判涉及的部分议题进行了细化。
在出口竞争方面明确了所有出口补贴应在2013年底前取消。
在国内支持方面，发达国家将在今后实质性削减其扭曲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国内支持，而没有AMS的发
展中成员微量允许免予减让。
在市场准入方面，明确了发展中成员可以根据粮食安全、农民生计与农村发展需要，自主指定适当数
量的产品为特殊产品，享有比其他产品更大的灵活性。
再次明确新成员的关注必须得到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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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多边贸易谈判与中国农业发展》是《对外开放与中国农业发展》系列研究报告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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