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慨要 

 

自 1978 年改革以来，中国在既定目标上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农业生产大大提
高，乡村工业吸收大量农业劳动力，贫困急剧下降，食品消费水平和质量明显提高。
个体家庭从集体所有分租土地作业代替了人民公社体制，确保了几乎所有的农村家
庭拥有土地和至少食品的自给自足。 

 

目前，中国二亿农村家庭所分租的土地只有平均 0.65 公顷。可耕地的有限和大
量农村劳动力意味着在总体上中国在劳动密集型生产拥有竞争优势，如蔬菜和水果，
而在土地密集型生产拥有劣势，如谷物和油料作物。 

中国在改革期间发展中 突出的问题之一在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激增。这在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产要素流动的限制，由其是劳动力和资本流动的限制。多余的
农业劳动力和农业生产率的低下导致农业收入的低下和农村地区的隐藏失业。在接
受教育，医疗和其它社会服务方面的差别扩大了城乡生活水平的差距。 

 

1990 年代对农业的政策支持处于低水平，2003 年升高到 GDP 的 8%，仍然低于
经合组织平均 30%的水平。糖和奶类等同进口产品竞争的产品获得的支持 高，但
出口产品玉米也是如此。谷物市场不正常，主要因为国家贸易造成国内国际价格差
距。估计总支持额高达 GDP 的 3.7%，体现在基本服务领域里的大规模支出，特别
是为提高农业生产率在农业基本设施上的投资。 

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善和效益的提高，政府的重点从增加生产，尤其是谷物生产，
转移到农业收入和 近的环境问题。从中期来看，中国决策者的主要挑战包括减低
城乡居民收入差别，把占主导地位的小农引入市场，刺激内部资源再分配以促成更
有效的农村结构，减少农业增产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改善农业产品和食品在国内国
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提高农业政策制定和实施机构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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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进一步贸易自由化的后果分析表明中国将从经合组织成员国非农业贸易中获
利显巨。多边农业自由化贸易对中国的总体福利水准会稍有影响，但会改善大量农
民的生活水准。决大多数农村家庭是赢家。 

政策效益会从专重于大经济措施而获益，如进一步放松城乡移民行政障碍，改善
农村地区接受教育，医疗卫生，养老和其它社会保险服务，加强地产权和农村税务
改革。现代研究和服务行业的扩展，食品安全署和农业价格信息等各种在经济中对
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大有裨益的服务都是及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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