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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中国人世以来，在利与弊、长期与短期、静态与动态、悲观与乐观等方面的评价与争论远没有
结束，而“三农”问题始终是这些争论的焦点。
大豆是我国开放最早、进口量最大、市场化　　程度最高、与国际接轨较为彻底的大宗农产品之一，
当前大豆进口依存高，外资在大豆加工业中占有绝对份额，整个行业利润率低，资产负债率高，大豆
产业发展处于困境。
讨论与分析大豆进　　口激增、大豆产业发展困境以及外资如何进入并控制我国大豆压榨业，总结其
经验及教训，对未来的玉米、小麦、大米、食用油行业乃至涉农产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指示意义。
　　本研究包括三大块内容，第一部分是对大豆进口激增现象的解释。
把大豆进口与植物油需求、饲料供求和饲料出口联系起来。
实证检验发现大豆进口与植物油扩大供给（需求）之间存在　　长期均衡关系，另外近些年大豆进口
与饲料供给（需求）也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不过，从统计意义上说，植物油需求扩大并不是大豆进口的“因”，而饲料需求是植物油进口的“因
”。
如果这个结论可以接受的话，这意味着，随着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肉、禽、蛋类食品的
需求不断上升，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家禽、畜牧业的发展进程，作为饲料主要配料之一的豆粕的消
费量迅速上升，进而对进口大豆产生引致性需求。
另外，居民对植物油的消费也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对植物油主要品种之一的豆油的需求也在逐年增加
，但这并不是大豆进口激增的主要原因，至少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是如此。
从大豆进口政策偏好来看，我国大豆进口充分显示了政府把消费者剩余放在相对重要的地位，而忽略
了生产者剩余。
　　第二部分是讨论大豆产业发展困境，重点探索大豆压榨业为什么会出现全行业亏损和破产以及外
资如何控制压榨业。
我国大豆压榨业取得快速发展，豆油和豆粕的大幅度供给满足了日益增　　长的植物油和畜产品消费
需求。
同时，大豆油脂加工企业已从小企业为主体演变为大企业、大集团占主导地位的格局，而且内资企业
压榨能力和实际压榨量不断萎缩，我国大豆、豆油市场逐渐　　被外资控制，逐渐丧失了大豆市场的
话语权。
外资企业在大豆压榨行业份额的提高，一方面，增强了压榨业对进口大豆的依赖性，加剧了国产大豆
竞争劣势，给国内大宗农产品生产和下游加　　工业带来较多不确定性，同时也影响东北大豆主产区
农民增收；另外一方面，跨国公司对下游产品价格的控制能力增强，对我国饲料行业和畜产品生产将
带来更多负面影响。
跨国公司具备以下　　四个特点：①“订单农业”：农户成为产业工人，实现原料控制；②CBOT的
价格体系：左右期现市场价格；③跨国公司+政府：实施国际扩展战略；④多元化经营+资本雄厚：疯
狂并购，控制　　国内市场。
外资企业首先通过参与原料进口贸易，控制了我国大豆进口权，接下来通过参股、合资或直接建立新
厂进一步控制压榨业。
　　第三部分包括三个方面研究内容：在大豆产业与玉米产业比较基础上考察玉米是否会步大豆后尘
、从大豆进口与大豆产业发展困境反思比较优势理论以及大豆进口风险规避的政策选择。
本　　研究发现和大豆市场与大豆产业发展面临类似风险，表现为三个方面：我国在世界玉米价格形
成中也没有定价权；由深加工业快速带来产能过剩，既加大了粮食安全风险，也导致大量中小企业　
　处于亏损或破产状态。
饲料工业的民营化程度高，企业的平均规模较小，产业竞争激烈。
这都将给外资进入提供较大空间。
最后是畜产品行业外资力量越来越强，饲料行业（包括玉米市场）被　　暴露在风险之中。
通过反思比较优势理论，本研究发现，绝不应拘泥于既有禀赋的比较优势，对外开放中不能简单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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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优势确定发展战略，更为重要的是，发育与完善市场经济，培育市场　　经济主体，为发挥比较
优势创造良好环境与土壤。
另外，仅从农产品比较优势来看，忽视农业与非农业之间耦合关系会导致无法科学判断农产品的比较
优势。
针对风险应对，积极参与和利用期　　货市场不失一个重要选择，但是我国企业套期保值有效性有限
，完善期货市场规则显得格外必要。
另外，企业在进口大豆时不仅面临着原料成本变动风险，还面临着汇率波动风险。
对于农户而言，期望通过“公司+农户”与“订单+期货”新模式规避风险需要包括稳定强有力的中介
组织、降低系统风险和强大公共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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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导论1.1 问题的提出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简称“人世”）的前后，“三农”问题一
直都冲击着人们的视野，关注的焦点包括粮食安全、农民增收的困境、农村广泛的贫困人口等问题。
人世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由政策性开放阶段转向制度性开放阶段，这意味着农产品贸易也进人了
一个新时期。
依据WTO相关协议，中国将实行更为自由的外贸和内贸政策，同时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产品的流通将更
加自由。
在这样一个更为开放的背景下，中国农业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贸易政策对农业的影响会是如何？
社会各界对此议论纷纭，学术界相关文献亦是汗牛充栋。
人世前后涌现大量文献关注贸易自由化背景下整个国家、不同部门（in农业、工业、服务业）、不同
产业（如汽车、畜牧业、粮食）、不同品种（如大豆、玉米、小麦、猪肉等）面临的影响，研究内容
涉及农产品市场的描述分析、农产品竞争力分析、产品市场预测（或模拟）等诸多方面，其中代表性
的研究包括卢锋和梅孝峰（2001）、程国强（2005）、黄季煜与其合作者（1999，2002）、李善同、翟
凡等（2000）、Carter和Estrin（2001）、中国农业经济管理学院课题组（1999）、蒋庭松（2002）
、Anderson和Peng（1999）、Diao等（2003）、2002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人世、政策改革和扶贫”研
讨会上的相关文献以及”人世一周年”和“人世五周年”盘点的相关讨论等。
可以说，自中国人世以来，在利与弊、长期与短期、静态与动态、悲观与乐观等方面的评价与争论远
没有结束，而“三农”问题始终是这些争论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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