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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命中注定我一生不敢忘记自己的出身，时刻关注家乡的农业发展、父老乡
亲生活状况的改善。
接受高等教育后，这种关注升华为对国家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的关注，1998年我的硕士论文探讨的就
是我国恢复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后农业及农产品贸易政策的调整问题，现在呈现给大家的在我的博士论
文基础上成稿的这本书，又是关于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我国农业及农产品贸易政策调整重要而亟须认真
研究的现实问题的。
本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国际农产品贸易保护制度问题，但其落脚点是中国自己的农业发展、粮食安全
、农民收入改善、农产品贸易政策、农业国际多边谈判立场等问题。
　　在当今的国际贸易自由化浪潮中，农产品贸易的保护程度仍然很高，与工业品贸易形成强烈反差
。
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地区对农业实施高支持与保护政策，严重扭曲了农产品生产和贸易，不仅导
致了资源的错配，还严重地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威胁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
WT0制度下的多哈农业谈判历时9年至今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不仅给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蒙上了阴影
，而且对当前世界经济信心恢复产生着负面影响。
　　本书试图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国际农产品贸易保护制度产生的深刻原因。
在贸易制度的研究中，纯贸易理论利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解释自由贸易的经济效应，政治经济学理论
从贸易政策产生的政治过程角度来解释贸易制度的形成，但是两者都存在局限性，无法全面揭示当前
顽固的农产品贸易保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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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农产品贸易保护制度为分析对象，通过对美国、欧盟和国际农产品贸易制度的实证分析，揭示
农产品贸易保护制度产生的根源、生成机理和决定因素，预测其未来的可能走向，为中国农业政策调
整和参与国际农产品贸易制度改革提出战略性建议。
主要创新之处包括：第一，在现有的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分析模型中加入了国际贸易制度新要素，使
国际贸易制度对一国贸易政策形成的影响内生化；第二，提出了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有限性和保护制
度的长期性判断；第三，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人口大国和粮食净进口国不能盲目作出农产品贸
易自由化承诺的观点。
    本书适合高等院校国际贸易、农业经济等专业师生及从事农产品国际贸易的人士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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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美国贸易的《斯穆特一霍利关税法》（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
这一法案招致了贸易伙伴的强烈报复，各国纷纷大幅度提高关税。
面对危机，各国以邻为壑，全球贸易额大幅缩减，很快伤及当时最大的出口国——美国自身。
全球贸易总额从1929年的360亿美元缩减到1932年的120亿美元，而美国的出口总额也从1929年的52亿美
元左右缩减到1932年的12亿美元。
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斯穆特一霍利关税法》是大萧条加剧的催化剂。
此外，世界各国陷入了深度不信任的怪圈，原本通过扩大贸易恢复全球经济的希望，因贸易保护而彻
底破灭，世界政治与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导致了战争策源地的形成。
　　与70多年前相比，经济全球化已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国际贸易更是长期充当着全球经济
增长的引擎。
世界贸易组织2008年全球贸易报告分析认为，贸易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由于自由
贸易能够促进专业化分工，带来规模效益，因此，自由贸易的快速发展带动了世界经济的不断增长。
①由此不难看出，在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程度已经高度发达的今天，如果所有国家都以保护本国
产业为名相互关闭市场，其后果将比20世纪30年代更严重。
　　新经济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对世界经济的恢复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如何通过推动多哈回
合农业谈判来抑制贸易保护措施的泛滥，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
对于世界各国来说，阻止全球保护主义的唯一手段就是全球一致行动，共同改进国际经济秩序，改变
目前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发展模式，推动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从制度上促进贸易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实
现世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为此，研究农产品贸易支持和保护制度问题就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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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农产品贸易保护制度的政治经济学》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国际农产品贸易保护制度
进行了系统性的深入研究，特别是对美国、欧盟、中国以及wTO农产品贸易制度作了较为广泛和深入
研究，对未来国际农产品贸易制度的演变趋势做出了比较可信的预测，对中国农业政策的调整方向和
措施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农产品贸易保护制度的政治经济学》主要特点：　　1.在理论上，丰富了前人研究成果，提出
了“三维”农产品贸易保护制度政治经济学分析模型。
　　2.在政治市场上分析农产品贸易保护制度问题，更贴近该制度产生　的现实，有利于揭示该制度
的本质。
　　3.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研究本课题，更有利于对该制度的演变趋势做出
准确判断。
　　4.资料翔实，论证严谨，保证了研究结论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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