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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南京农业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前身是金陵大学和中央
大学农业经济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自1920年起招收农业经济学本科生，自1936年起招收农业经济学研究生。
当时的系主任卜凯（John Lossing Buck）教授领导全系师生从事的中国农村土地利用制度和经济社会发
展状况的系统调查和建立在调查基础上的分析、研究，是利用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划
时代成果，至今在国际学术界仍具有重大影响。
　　注重调查实证的传统在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得到了发扬光大。
经过数代人的努力，本院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在全国同类学科中处于领先地位，继1989年首批被评为国
家重点学科之后，2001年、2006年再次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
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也得到很快发展，目前拥有农林经济管理及应用经济学两个一级学科博士点。
作为全国最早获准招收硕士及博士研究生的单位，在研究生培养方面注重质量，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在迄今为止的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评选中，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有三篇博士论文先后入选全
国优秀博士论文。
为了更好地传播科研成果，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自2001年起资助编辑和出版一系列学术著作，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论丛——博士论文卷》就是其中的一种。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鼓励研究生做出更多、更优秀的成果，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加强与学术界同行
的交流，促进经济管理类学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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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赵文编著的这本《新格局下的中国农业》概述了目前国内国际农业格局的新变化，分析了国际农产品
贸易和主要贸易政策，探讨了这些政策存在的原因及我国加入WTO后的新局面，对农业比较优势，农
业政策绩效和农产品市场的经验分析，得出了我国农业存在的问题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政策建议，这对
我们的理论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的领导者，都具有很实际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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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文，南京农业大学管理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
动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农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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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开始改革开放10年后，东欧国家也开始了“休克式疗法”的经济转轨。
休克式疗法是最优理论的体现：一夜之间消除各种约束因素，迅速实现竞争性市场机制。
我国选择的经济转轨方式是次优的渐进式转轨，因为要保持社会的稳定，所以每一阶段的改革总是在
一些不能变动的约束条件下，尽可能实现扭曲环境中的最优。
一个经济体不可能没有内生的扭曲和调整的成本，“休克式疗法”也不例外。
随着调整成本的渐高，追求最优的代价也就更大。
这个时候就需要考虑，哪些调整的成本是内生的。
内生的扭曲是上帝所赐，只能对冲不可削减。
　　典型的由政策扭曲导致的次优的情况：　　由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引起的次优贸易格局。
A国从效率国家B国进口某产品，A国和C国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后，改由C国进口该产品，即贸易转
移。
C国在这一产品的生产不如B国具有效率，但由于与B国贸易关税的存在，使从C国的进口价格P小于
从B国的进口价格P加关税T，从而产生了非效率。
这是由关税产生的扭曲。
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A国和C国关税的削减减少了世界的经济效率。
考察贸易条件的变化可以观察这个现象。
　　另一个例子：　　存在多边关税的三国模型中，一国采取自由贸易政策的一个结果可能是所有产
品的世界生产都下降了，从而使本国和世界的实际收入都随之下降了。
尤其假设所生产的商品是严格互补品的时候。
　　Boadway（1997）指出，大量有关最优税和公共经济学的文献都涉及次优的问题。
但是对于存在税收的市场经济，这些结论大都认为应该消除征税带来的扭曲，而并未考虑处于次优格
局的可能性。
　　“用新的问题解决旧的问题”，“没有免费的午餐”，经济结构（包括资源）调整的成本，都是
次优的体现。
很多政策是内生的，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的，比如农业补贴。
如果一定要消除这些政策以求得自由化的结果，那么最初产生这些政策的那些原因，就会产生不可忽
略的影响。
　　2.关于市场扭曲问题　　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农业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或地
区）。
但根据李嘉图以来有关国际贸易问题的比较生产费用理论，即使某一国家的农业生产率低于其他国家
，它也不一定因此就成为农产品进口国。
只有这个国家的农业生产率与其他产业比如工业生产的相对比率（即农业对工业的比较生产率）低于
其他国家时，它才真正成为进口农产品、出口工业品的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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