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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界银行1987年的《世界发展报告：工业化与贸易》根据一些国家的贸易自由化经历，提出了几
个观点。
其中的两个是：①贸易自由化一定会带来资源的大转移，但并不一定总是带来失业的上升；②贸易自
由化的成效取决于国内经济的配套改革，尤其是金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改革。
　　这些都是工业贸易自由化的经验，本书试图在农业贸易领域来检验这两个观点的适用性。
检验的目的是为已经加入WTO并且又积极参与自由贸易进程的中国，如何在开放的大环境中发展农业
，推进农业贸易自由化，如何利用农业贸易自由化来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一些建议。
本书之所以把NAFTA框架下的墨西哥农业作为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①NAFTA
是第一个将农业贸易系统地纳入贸易自由化轨道的贸易协定；②墨西哥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其农业与
中国农业具有诸多相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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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首先综述农业贸易自由化的研究文献，然后论述世界贸易和农业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以及当今的国
际农产品市场，继而研究NAFTA的农业制度安排对墨西哥农业的影响，并探讨由此得出的对中国农业
贸易自由化的启示，进而推广到对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意义，最后总结全文。
        本书利用历史研究和整体个体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遵循“总－分－总”基本思路，通过比较墨西
哥加入NAFTA前后的农业发展，得出实际结论，并以此结论为基础，探讨对中国农业贸易自由化的启
示与借鉴作用和对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意义。
        “贸易自由化一定会带来资源的大转移”的观点并没有在墨西哥农业的发展中得到强有力的支持
。
原本以为墨西哥的农业生产结构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生产不具比较优势的农作物转向生产具有比
较优势的农作物。
而事实上，墨西哥的农业生产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甚至连大的变化都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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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中国方面看， 在加人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 中国加快了贸易自由化的步伐。
其中，农业是一个敏感而又不可避免的领域。
迄今为止，中国已经正式签订了两个对外贸易自由协定：一个是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订的全面经
济合作框架；另一个是2005年11月中国与智利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
前者包括一个原则性的全面合作框架协议以及一系列具有具体内容的后续协议；后者则是一个内容综
合的自由贸易协定。
中国和东盟宣布到2010年建成自由贸易区，在此之前实施的“早期收获”方案，产品范围主要涉及农
产品；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生效的中国和智利自由贸易协定也涉及农产品贸易。
　　2002年以来，中国的农业贸易有了长足发展，但逆差月份数大于顺差的月份数（中国商务部对外
贸易司，中国农产品进出口月度统计报告，2002-2007年各期）。
对于农业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农业发展影响尚未有详尽、细致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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