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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前期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总结而成。
共五章：第一章为绪论，系统介绍了APEC的运作机制、APEC农业领域合作的主要模式、中国参
与APEC农业领域合作的主要优势与对策等；第二章主要介绍了APEC地区粮食生产、消费和贸易的情
况；第三章阐明了粮食生产能力与粮食安全的基本内涵与测算方法；第四章对APEC地区的粮食生产
能力与粮食安全开展了评价；第五章提出了中国粮食生产与粮食安全基本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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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加强对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内部农业经济技术合作一体化的理论研究，为APEC农业经济
技术合作提供理论指导。
APEC是发达成员体与发展中成员体共存的一体化组织，其农业经济技术合作不仅是发达成员体间或
发展中成员体间的合作，而且是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成员体间的合作，可以探讨不同类型成员体间及不
同经济发展水平成员体间展开农业经济技术合作的形式、途径、内容及规律性（纪振强，2004）。
　　第二，建立有效的农业经济技术合作机制。
亚太地区农业经济技术合作的推动离不开有效的合作机制，农业经济技术合作是坚持亚太经合组织合
作方式，还是以这一方式为指导、确定其他适当的机制是当务之急，选择之一是强化APEC农业技术
合作工作组的作用，通过该小组制定农业经济技术合作的具体目标、步骤与规划，协调各项活动及各
方利益。
　　第三，调动发达成员体参与农业经济技术合作的积极性。
农业经济技术合作是建立在平等互利、优势互补基础上的双向合作，明确这一差别有助于消除发达成
员体对农业经济技术合作的认识偏差。
突出强化参与农业经济技术合作给发达成员体带来的好处，通过农业技术合作使各成员体的知识、资
源及信息共享融汇才会有收获和成功，发展中成员体也存在其科技领域（如农业领域）的某方面优势
、在某些领域与发达成员体间存在互补性，因而农业经济技术合作的开展也能弥补发达成员体的某些
不足。
农业经济技术合作促进发展中成员体农业科技进步的同时，又通过推动发展中成员体经济发展而使发
达成员体的市场扩大。
　　第四，确定、落实APEC农业经济技术合作的重点领域与区域。
确定、落实农业经济技术合作，应确定农业经济技术合作的层次和重点领域，以保证农业经济技术合
作循序渐进，不断深化。
在总结这些领域的农业经济技术合作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分析各类成员体对农业经济
技术领域展开合作的兴趣所在，权衡各类成员体的利益关系而选择亚太地区农业经济技术合作的优先
领域。
目前，在农业技术合作工作组中，已经有了技术方面合作的七个优先领域。
但是，还需要将合作领域拓宽，在农业经济技术合作领域确定优先发展方向。
APEC农业经济技术合作将使中国科技借助于与各类成员体的合作得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扬长补短而缩
小与发达成员体农业经济技术的差距、借助于科技进步的力量促进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及增强经
济增长的后劲。
　　第五，将贸易自由化与技术贸易自由化结合起来。
如何使发达成员体放宽对中国农业技术的限制.是中国面临的一道难题。
因为发达成员体比较注重农业贸易自由化，可以采取以一换一的方式，即在进行争取农业合作的讨论
或谈判时，把农业贸易自由化加进去，作为谈判的砝码（佘群芝，1999）。
　　第六，借助APEC农业经济技术合作，以此推动农业贸易投资自由化应是中国参与APEC农业合作
的重要策略。
中国农业科技水平低下，农产品科技含量远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现实，使得加强农业领域的技术合
作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APEC农业技术合作的主要领域集中在动植物基因资源保护及利用，农业生物技术的研究、开
发与推广，动植物检疫及病虫害防治，农业财经系统的合作发展，农业技术的转让与培训，可持续农
业与相关环境问题等领域，中国要积极参与这些项目的合作，充分利用合作的成果，主动承担新的合
作项目，并不断向APEC的农业技术专家小组提出新的合作建议，力争在动植物品种选育、农业资源
高效利用、现代集约化种养技术、农业生物灾害防治、农产品储运加工技术等重点合作领域取得进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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