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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主线重点就是在WTO框架下对《农业协定》中的三大支柱即市场准入、国内支持和出口竞争进
行比较研究。
可以说，这三个部分是本书对以往有关中印比较研究成果的最大突破。
毕竟之前这方面的研究文献少之又少。
另外，在本书中针对这三部分的研究结构基本相同，即分别从三大支柱的相关概念及规定人手，比较
两国在《农业协定》中的承诺、实际执行的情况以及不同的政策效果评价。
这样的安排能够让人在直观上更加容易接受。
其中以市场准入和国内支持最为重要。
前者主要以关税削减为主，后者则以补贴为主。
同时，这三章里面含有的信息量极大，无论是单独哪一章都可以作为一个题目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和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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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在《中国农村经济》、《亚太经济》等刊物上发表二十余篇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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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言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中国于2001年11月加人世界贸易组织（WTO），而印
度是WT0的创始国之一。
在WT0的框架下，国际贸易愈来愈倾向于自由化，要求各成员国按照WT0的法律规则，在一个公正透
明的自由贸易框架下开展贸易活动。
在某种程度上，中印两国之间就具备了一些进行经济活动比较的统一标准。
本书正是在这样一个宏观经济背景之下展开对中印两国之间贸易政策比较研究的。
　　为什么要对中国和印度进行比较研究呢?笔者认为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解释：　　第一，
中国和印度是两个发展中的大国，人口基数大，人均GDP少。
据统计，2004年中国的人口总数为13亿，居世界第一，而印度的人口总数为10.65亿，居世界第二；人
均GDP中国为1230亿美元，印度仅为590亿美元（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第二，两国都是农业大国，农业在整个GDP中所占的比重大。
2004年，中国的农业GDP在整个GDP中所占的比重为15.2％，印度高达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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