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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 在 中 韩 自 贸 区谈判过程 中 , 农北是韩 国方 面 的敏感 问 题 , 其 自 由化的难庋将很大程度上影

响 自 贸 区谈判 的进展 。 依据相关理论 , 在未来 中韩 自 贸 区 中双方都将获益 。 在有 关数据的基础 上 , 通过对

中 国农业部 门在 未来 中韩 自 贸区 中的 一些经济效应进行分析可知 , 中 国农业部 门 在 未来的 自 贸 区 内将获得

贸 易创造效应 即 出 口 的 增加 、 竞 争效应 即 区域 内 竞争力增 加等 ；
而 所获得 的规模经济 效应不 大 。 在 以 上分

析之后提 出 关 于中 韩 自 贸 区农业谈判 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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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化是大势所趋 。 从区域范围来看 , 越来越多的 区域经

济合作协定包含有农产品 自 由化 。 例如北美 自 由 贸易协

定 ( 中国和巴基斯坦 、 东盟签署 的 自 由 贸易

根据中韩 自 贸区官产学联合研究报告 中韩 自 贸
％定等都有农产品 贸易 自 由化 的条款 。 韩 国 与其他经济

区 ( 的 建立将增加酬特 别 是韩 国经济 和
签订的经济 合—■分涉及到 农业 定程度 的 幵

易净收益 , 增强两 国经济协 同合 作 效应 等 。 它更 重要
放 ’

⑥ 如韩美 自 贸 区协定 。 从理论上讲 , 贸 易 自 由化会

的意义在 于对中 日 韩 自 贸 区建设 ② 进 而对 东 亚地 区 促进生产要素转向 生产具有 比较优势 的农作物 , 但是北

的经 济
卩
体化起 着 独特 的推动作 用 ,

③ 并能够在
一

定

柷度 减弱 对 东亚
一

体化 的影响 对 中 国 开放

和经济发展 有战略影响 。 于 年 月 启 动 的中 韩 自

贸 谈 判 , 在 年 月 上旬进行 了第七
① 中韩 自 贸区官产学联合研究报告 , 该报告 完成于 年

轮谈判 。

月 。

② — —

的谈判势必涉 及到 韩方的 敏感部门特别是 ③ 沈铭 辉 ： 《 中 日 韩 自 由 贸易区的经济学分析 》 , 《 国际经济合

农业部门 的 自 由化问题 。 二战以 来 , 工业部 门 的贸 易 自 作 》 年第 期

由化程度不断提高 , 但对农业
一

直进行保护 有的 多边 沈铭辉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议的成本收 益分析 ： 中国的

协议对农业进行特殊处理 。 随着作为乌拉圭 回合谈判 重 视角 》 《 当代亚太 》 如 年第 朗 。

要成果之
一

的 《农业协定 》 ( 开 始生效 世界
⑤

农业贸易从此被纳人到 多边贸易体系 中 , 并朝着 贸易 自
⑥ 止到 年 月 母 韩国已经生效 的贸易协定共有

由化的方 向发展 。 的新
■

轮农业谈判终于在 份 。

年的 中 国香港部长级会议上取得重大突破 , 表明农业 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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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自 山 贸 易 中 艰 眄岢 的情况 与理论有些不符 。 而 中 其余二项超过 。

东盟 自 由 贸 易 提 高 资源 配 置效率 。
② 那 么 未 来

图 中 国 丨 丨 年 年期 间出 口最 多

将会给 中 国农业带来各种效益吗 ？

前 类变化 图 单位 ： 亿美元

—

、 中韩两国农产品贸易现状 ： 二

根据文献 ,

③ 中 国 在加 入 后 对韩 国 的 出 口 占

中 国总 出 口的 比重 比较稳定而且增长速度 波动不大 。 说

叫 屮 丨 人 跟对 韩 出 口 的 相对 没饤 明 显的 促进
巴

一一

如 丨

七 、
丨 丨

丨

丨 利
—

级 解 外 部 丨 求 卜 降 的
“

韩 屮
丨

《 出 场巾 的 比 能下 滑 。 要
…

扩 大对 韩隨易 , 长鹏舰扩大 中 具有 比職势的

农产品的 出 丨
。 而农产 品 进出 口 贸 秘 对解 决 中 国

“

三 、
类产品 在两国 出 口 中 占 比接近但增 长率相差

农
”

问题意 义重大 。
大 , 、 类的 年均增长 率接近但出 口 占 比相差大 》 从

中韩 两国 农产品贸易 结构对 比 数据 丨 初步断定 大部 中 农产品具冇 竞争优势 。

加人 后中国多数农产品的 出 口 量不 断快速增 韩 农 产品 进口 从 年的 亿荚元增 加到

长 , 从 年 的 亿美元到 年 的 年的 亿美元 , 年均增长率为 中国

亿美元 年均增长率 为 。 韩 国农产 品 出 口量 从 农产 品 进 口 从 年 亿 美元 到 年 的

年的 亿美 元到 年 的 亿美元 , 亿美元 , 年均增 长率为 远大于同期

年均增 长率 为 。 年均 出 口率 。 从表 可知 中 国 近 年进 口较 多的有

从图 可知 , 韩 国 的 、 、 类产 品 出 口 增 长 经济作物 、 加工产品等 。 而韩 国近 年进 口较 多的为

较快 , 但绝对 增 长不大 、 、 类产 品出 〔 丨增 长 劳动密 集甩 、 未加工产品等 。

较慢 。
从 图 可知 , 中 国 的 、 类产 品 出 口增 长较 可以发现 , 中 国进 口较 多的产 品 , 如

、 、 、

快 ； 而其余四 类产品 出 口增长较慢 , 甚 至 有下 降 的 趋 则玷韩 出 口 敁多或速 度姒快 的产品 。 祁 丨肖进 较

势 , 如 。 总的来 说 中韩两国农产品 出 口都有增速 变 多的农产品 如 、 、
、

、 足中 闽 出 较多

级趋势 , 部分产品甚至减速 。
的

、
也是 出 口速度较快的产品 。 韩国 岛附 加值的经济作

图 韩国 年 年期间 出 口最多
物 和产

丨

丨

丨 丨

⑷ 、 出 口 较 多 而屮 浓 求 也 多 。 此

前 类变侧 单位 ： 亿美元
〒竞争性 。

一

一 ① 何树全 ： 《 与墨西 哥农业 发 展 ： 第
一个 十年 的证

‘

据 》 , 《中 国农村经济 》 年第 期 。

丄 … 一 丄,
仿

—
—

一 —

② 仇焕广 、 杨军 、 黄季棍 ： 《 建 中国 东盟 自
丨 】
贸 易 区对

数据来源 亚洲数据库 。

我国农产品贸易 和区域农业发展的影响 》 《竹列丨 丨

丨 纟界

年第 期 。

表 和表 列 出 了从 到 年单项农产 品 出 ③ 秦长城 ： 《 未来 中 丨 丨 韩 门 贸 丨
中我 农 、 部 经济效 分

口 ( 进 口
) 总量前 名 及其部 分年 份 占 农产 品总 出 口 折 》 ,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反 丨 叫

进 口 ) 之百分 比 。 表 列 出 了部分产品从 年到
① 选取 丨 丁 分类巾 ： 丨 丨

共 章 数

年的 出 口 年 均增 长 率 及其 在 另
一

国 的 年 均 增

率 从表 可发现 中 国劳动密集型 、 部分加工农产品 按照 分类 动物油 脂 、 已加 丨 ： 的 动植物油 脂 、

在出 口 中 的占 比都是较大的 。 从表 可看 出 除 了 类 例 料 ( 汽没 濟 的 物 糊 及 册 制 和奸 密 、

产品外都楚超过 的 年均增 长率 。 韩国劳 动密 集型 、

乳 制品 和禽蛋 、 烟 中 及烟 草制品 、 咖 啡 茶可 可 及

经济作物 、 部分 加 工农产品 在 出 口 中 的 占 比都 是较 大 其制 品 , 他
■

参 见 文中 数据 太小侧项没

的 。 其 中 、
、 类产 品年均增 长率 不到 而 有列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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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单项农产品出 口 占农产品总出 口百分比 单位 ：
％

中方出 口 年度数据 韩方出 口年度数据

分类 分类

数据来源 ： 亚洲数据库 。

表 年 丨 年期 间农产品 出 口年均增长率及其在另
一

国 出 口数据

名次 分类 中 国数据 韩国对应 分类 韩国数据 中 国对应

数据来诹 ： 亚洲数据库 。

表 单项农产品进 口 占农产品总进 口百分比 单位 ： ％

中方进口 年度数据 韩方进 口年度数据

分类 丨 分类

丨

数据来 源 ：

——亚洲数据库 。

二 ) 中 国对韩 国农产品出 口情况 国 。 故韩国市场对 中 国 农产品 出 口具有重要影 响 。 图

韩国是 中 国农产 品 的重 要市 场 。 年

年 , 中 国对韩 国 农 产 品 出 口 年均 增长率为 。 在
,

从 丄 《 丄 士 ①
年 , 韩国是 中国农产 品第四 大 出 口市场 , 对韩 出 口

额 亿美元 。
①

、 年中 国农产 品对韩出 口分 ② 根据 相关数据

别为 、 亿美 元 ,

② 是韩 国 最大农产 品进 口 丨 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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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年 年 中 国农产 品 对韩 国 出 口 及农产 品 图 中国农产品对韩 出 口及 农产 品

总出 口的环比发展速度 。 可 以发现 , 中 国农产品总 出 口 总 出 口的环比 发展速度

的环 比发 展速 度在小幅波动 中总体有 所上升 。 而 中 国对
丨

：

,

丨

“

韩出 口 波动较大 , 有些年份是负增长 。 ！ ：

‘

入世以来 中 国农产 品对韩 国 的出 口 不符合应有 的增
；

,

长水平 , 有时是负增长 。 其直接原因就是韩 国 对 屮 闻农 司
产品 出 口 实施过高 的税率 和歧视性的非关税壁垒 ,

。

簡 柳■ 測 細廊 咖 咖

、

对轉 产 出口 — 产■ 篇出 口《比 发雇逮度

对韩 出 口农产品大部分遭遇较高关税壁垒 。 参看

表 、 表 韩国对于农产品实施的最細关税税率 比较
数据 来 源 ： 丨】 数 据 作

高 。 而 且还实腿 定或 临时舰 使巾画农产 品 出
福 相关数議 这 里农产讓賺 分类細 算

口受麵大 的影响 。

包 含产品等与国 内统计 口径不 致 。

表 中韩两国 农产品关税结构

年中国 年中国 年韩国 年韩 国

分布范 丨
罚 ( ％ 税 因 占 税 丨 丨 占 税 目

—

税 目

税 丨 丨 数 总数之比 税 丨 丨 数 总数之 比 税 丨 丨 数 总数之 比 税 目 数 总数之 比

总计

数据来源 转 引 自 中韩 自 由 贸揚区联合研究报告 , 第 页 。 〉 表示关税率大于 其他可类似理解 。

表 中国 丨 年对韩 出 口农产 品比 例构 成及对应关 韩 国在 年从 中 国进 口农产品最 多的三类 ( 见表

税 单位 , 中 国对 韩 国出 口 较多 的产 品被 征收 的 关税 是很 高

终 约朿税率 设惠国税率 所 占 比重 的 。 韩国是我蔬菜出 口 的第二大市场 , 年 出 口值为

产 品 金勺鉄
亿美元 。

① 韩 国 年起对绿豆 、 红小豆 、 荞 麦 、

种类 平均 最 高 税 比例 平均 最高
带壳花生及花生 米等 个品种实施特别紧急关税 。 这些

是中 国 出 口较多的产品 , 对中 国农产品 出 口影响较大 。

因此 中国农业具有较强竞争力 的劳动 密集 型产品

蔬菜 、

如蔬菜 、 水 果及 制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在 口 至丨

日寸 被 收

较高的关税和遇 到下文谈到的配额限制 。

碰
对韩出 口农产品大部分遭遇 作关税壁垒

其制品
°

韩国 为 保沪 农 仆 部 限 制逬 丨 丨 除絲观 段

外 , 使 用的重要手段是 非关税壁垒 , 如配额 、 招标 及检

油脂 疫检验措施 和通关程序等 。

数据来源 ： 世 界关税数据 网络 〉 。 注 比重为该类
韩国 市场准入 额管理范 围非 常大 , 中 国大部分具

产 品出 口韩国 量与 出 口 韩 国 农产 品总 之 比 , 根据 在 泄

界关税数据中对产品 的分类 , 农 广 丨

、包 产 。
‘

丨片 内 、

丨
【 ；

「

有些差别 。 这 里农产品总 足按照 巾的分类 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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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竞争力的农产品均在之内 。 虽然 年韩 国对适用关 生产减少 。

税配额的产品范围进行了 调 整 并提高 了部分产 品的配 在食品价格方面 , 从 年情况看 , 韩国大米价格是

额数量 但相对于其 国内需求配额数量还是不大 , 配额 中 国的 倍 ； 大豆 是 倍 ； 猪 肉是 倍 ； 蛋是

内和配额外关税税率仍然保 持在较高水平 。 如实行市场 倍 ； 奶是 倍 。 韩国农产品价格属全世界最高档次 , 中

准人配额管理的许 多农产 品的配额外关税高 达 以 国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只 占韩国 的 至 而农产品 的

丨 , 最高甚至达 到 。 某些 产 品的配额 内 关税 与配 种类和质量与韩国差距不大 。 年中 国是韩 国农产品

额外关税相差一百倍 , 相当 于禁止配额外 的进 口 。 进 口第二大市场 , 韩国 自 中 国进口农产品金额 占韩 国农产

韩国农产品在进 口 招标 中 , 招标代理制 度设置不 合 品进口总额约 对中国农产品来说韩 国仍有较大的市

理以及退还履约保证金不及时 ； 其招标方法不科学 , 缺 场潜力 。
因此 , 中国将会增加对韩国蔬菜 、 植物 、 动物产

乏公平性 对投标方 明显不 利 ； 而且检验条款不符合 国 品 、 油料油脂 、 谷物及其制品等劳动密集型初级产 品的 出

际惯例 检验标准过于苛刻 。 口 ； 韩国消费者以较低的价格消费农产品 , 增加了福利 。

亊实上 韩国常对 自 中 国进 口 农产 品进行歧视性检 韩国 的 自给率是很低的 , 年为 。

测 。 韩国对进 口 农产 品 检疫 的取样以 及检测 程 序繁 琐 , 年 , 韩国蛋类和奶类 的 自 给率都为 牛 、 猪 、 鸡的

而且某些标准 比 国际标准更严格 。 比 如韩国 对中 国部分 自给率都约为 大米 、 大麦 、 小麦 、 玉米 自 给率分

农产品的检验项 目 达 到了 多项 , 并且产品到 岸后 常 别 为 、 、 、 。 目前 , 中 国粮 食 自

违反合同规定 , 临时增 加该 国强制性检验 和合同检验之 给率约 为 分类产品 自 给率是 比较高的 。 韩 国 比较

外的检验项 目 , 并依该检验结果对不达标的产 品征收附 依赖农产品进 口 , 有利于中 国扩大出 口 。

加关税 。
② 还 比如该国 的检验 方式主要有 全检 、 抽检和 韩 国的加工食 品具有较强 的竞争优势 , 在未来

感官检验三种 ,

一

般对泰 国 、
巴 西 、 美 国 等主要来源地 内将增加农业产业 内甚至产 品 内 贸易 。 中韩 两国农

的产品实施感官检验 , 而对 中 国 的 农产 品一律实 施全 业总体产业内贸易量不高 , 而在 年 年期 间

检 这 显然是对中 国农产品的歧视性做法 。
③

、 、
、

、 、 、 、 及 类产 品产 业内

在通关 方 也 是如此 。 比如在通 关前除 了提供检疫 贸易或产业 内 贸易增量 明显 。
⑩ 韩 国从中 国进 口的未加

证 朽等 文件外 , 还猫经耗时约
一

周检验检疫 。 对动植物 工初级农产品很多不是用于直接消费而是用于加工 , 部

及其产品必须通过培养检疫方能进 口 , 而对新鲜水 果的 分加工产品甚至 回 销到 中 国市场 。 因此源 于农业发展

检验检疫需要较长时 间 , 构 成对此类 产品 的原则性进 口 结构互补 的两 国产业 内 的 分工将会增加中韩农业相互

禁止 。

士 ① ：

一 、 中 国农业在未来
机岫 中有详细措施 , 限于篇幅本 文不详述 。

中 的会圣济 交欠应 斤 国 农产品在 外抽检中的违 规率很 低 , 远 低于发 达

国家 。 如 年 出 门 本 的 为 低 于 美 国 的

未来 中韩 自 贸区是开放的高水平一体化 。 任何形式 法国的 泰国及韩国的 等 。

的 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成员 国和非成员 国都将产生一定 ③

的影响 。 自 贸区的影响包括对贸易进而对经济 的静态效
曾文革 、 陈晓芳 ： 《构建中 日韩 自 贸区农产 品市场 准人谈判

应和动态效 应的影 响 。 静态效应有 贸易创造效应和贸 易 分析 》 , 《东北亚论坛 》 年第 期 。

转移效应 及 贸 易扩大效 应等 。 同时 自 贸区会产生规模经 ⑤ 梁双陆 , 程小军 ： 《 国际区域经济
一

体化理论综述 》 , 《经济

济 、 竞争 效应 及投 资效 应等动态效应 。
⑤ 效应 未必是效 问题探索 》 年第 期 。

益 , 本文侧重于分析中韩 自 贸区给中 国农业带来的经济
⑥ 中韩 自 贸区官产学联合研究报告 。

效应 限于篇幅仅讨论贸關造 、 竞争及规模经济效应 。

⑦ °

贸 创造效应 ⑧

根据有关 自 由贸 易区理论 , 未来高水平 给中国

农业带来贸易创造效应主要表现为中国增加对韩国的出 口 ,
⑨

据 中韩非官方联合研究显示 , 利 用 模型估算 ,

允热太仏妮 收 油出 ■ 抽 士 立 口 山 门 《
⑩ 崔振东 、 李钟民等 《 中 日 韩农产品贸易结构特征分析一

在静
二
均衡下将 使 中 国 对擁农产 口 口出 口增

軒产业内贸易分析 》 , 《延边大学农学学报 》 ■ 年第 期 。

加 亿美元而韩国农业生产减少 在动 态资 ⑩ 李京梅 、 田横鄰 ： 《 韩中建 立 自 由 贸易区的探讨
——

以农业

本积累模式下将会使韩国进 口增 加 亿美元而 农业 为例 》 , 《北方经 贸 》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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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口 。 从表 可 以看出 中 国农 产品整体竞 争力 水平伴随着

中 国
一些附加值高的如蔬菜 、 花卉 、 水果 、 食用菌 农产品整体关税水平下降 而下降 。 文献⑧还指 出 , 分类

类等以 及部分加工品 , 在韩国是属 于价格供给弹性和需 来看各类农产品竞争力 水平变化又有差 异 , 变化情况不

求弹性较大的商品 , 关税也比较 髙 。 因此未 来 尽相 同 。 诸如 前文 提到的 出 口韩 国较多的 产 品 如水 果 、

内 , 价格下降后消费会增加 。 蔬菜 、 植物 、 动物产品等竞争 力变强 。 尽管韩 国与许多

至少上述原 因及韩 国市场的 各国 农产 品 的激烈竞 经济体签有开放协议 , 韩 国 市场上 有各 国产品 竞争 , 但

争 , 中 国部分生产有效的农产品在未来 内价格 是 中 国
一

些产品仍有竞争优势 。

增加可能性非常小 , 从而能够避免 消费者损失 和负 的生 另外 , 长途运输对农产品 的质量 和价格成本 的影 响

产效应 ① 产生贸易创造效益 。
也是非常大的 。 韩 国与 中 国 东北粮仓相临 , 饮食 习惯相

二
)
竞争效应 近 , 这对中国农产品 的竞争力有较大 的正面影响 。

由 于未来 内 中韩开放市场 , 两国农业企业 激烈的竞争将促使中 国农业因应韩国 消费需求 的变

相互更加 了解并面临 着来 自 对方同类企业的竞争 。 竞争 化加快调整农产 品生产和 出 口结构 ； 增加高 附加值加工

将会改变垄断的思维定势和低效率 , 也必然会淘汰
一

些 产品的生产和出 口 , 尤其是增加产品科技含量 , 实施品

企业 , 从而形成 自 贸区 内部的农业垄断企业 , 有助于抵 牌战略 ； 完善食品 安全全程控制体 系 , 提髙 质量 , 进一

御外部企业的竞争 ,
甚至有助于 自 贸区 内 的企业在非成 步增强竞争力 , 获得竞争效应 。

员 国市场的竞争力提高 。 目前产 品竞争力还是主要体 (
三

)
却

！棋经济效应

现为产品价格的竞争力 。
理论上 , 高水平 建立 后 中韩两 国 的 农产 品 市

两国农产品竞争力的 比较 。 表 、 、 的数据和 图 场终将结成一个 自 由 的 市场 , 使得市 场容量扩 大 。 中

、 初步表 明中 国的
一些产品 在世 界市场上 具有 竞争 国农业生产者可以 通过提 高专业化分工程度 , 组织 大

力 , 比韩国相应产品更具有竞争优势 。
规模生产 , 降低生产成本 , 使农业企业 获得规模经 济

以下分析显性 比较优势指 数 ( 和东北亚 区 效益 。

域内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 来考 察竞 争 力 。 现据 年 , 中 国农产品市场化指数为 农产品的

文献①得表 。 通过表 可以进
一

步证实 , 总的来说 , 不 商品化率较低 ’ 许多农 村的食物消费还处于 自 给 自 足 的

论在国际上还是在 东北亚区域内 , 中 国农产品相对于韩 状态 。
⑨ 农业要索市场化进程要馒于农业产 出的市场化 。

国具有较强竞争力 。 若韩 国农业 自 由化 , 市场幵放 , 中
一些农产 品具有竞争优势的主因是劳动 力成本低廉 。

国的产 品在韩国将更具有 竞争力 。

表 中 韩农 业 国 际 、 区 域竞 争 力 指 数 ( 、

丨

① 梁双陆 、 枵小军 ：
《 闹际 域经济

一

体化理论综述 》 《经济

问题探索 》 年第 期 。

梁 双阽 、 程小军 ： 《 国际区域经济
一

体化理论综述 》 , 《经济

比较范围 年 年 年 年 问题探索 》 年第 期 。

：
③ 按照国际通行标准 , 超过 表示竞 争力极 强 ,

購 ° ° °

表示竞争力较强 ’ 表示 中等竞争力 , 以

区域 下表示较弱竞争力 。

④ 张琦 、 吕刚 、 许宏强 ： 《 中 日韩 自 贸区对三国 制造业的影响

、

注 ： 在 协调编 码分 类里 , 农业 和渔业 、 林业是不
純 》 , 《对外经 贸事务 》 細 年第 期 。

部 门 。

⑤ 为 年的 与 年的

在 国际层面农业产品的动态 比较优势指数 值 ⑤为
值相 比 比饥大 该类 商品 丨二 的诚性比较 优势在提 升 。

口
系数 介于 和 之 从 到

一

的下降 运动 反映 丫

小于 ’ 说肿国农产 口口 在国 际上 的显性 比较优 势
《产品从净出 到净进门 的变化过 越接 近 于 说

在下降 、 弱化 。 赃东北亚区域里 面 , 中 国农产 品的 【

丨进 额越大 出 额 , 该种 产 《虹 市场 的克 争 力

值为 略大于 说明 中 国的农产品在 东北 亚区域 里 就越剁 。

的显性 比较优势在提升 、 强化 。 ⑦ 亡 《我 农产如 场准入的 肀效应分析 《 商业时

还有文献利用贸易竞争力 指数 来分析关税
“

立 口 口立备 士 从 他广 丨
丨

於 以
⑧ 毛风渡 ： 《我国农产品 丨

】 场准人的竞 争效应分析 》 《 商业 时
水平对农产品的 国际竞争 力 的影响 。 指标剔除 了经

‘

济景气等宏观总量方面波动 的影 响 , 因此在不 同时期 、 ⑨

不 同国家之间具有可 比性 。 现据文献⑦得表 见下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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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年 年 中国农产品竞争力及关税水 平变化状况 单位 ： 亿美元

年份

指数 —

农产品关税率 ( ％

年 中 国农 产品 出 口企业 中 年 出 口额 妥善的 自 由 化安排有 利 于中韩农业利益 的实现 、 增 长 。

万美元以 ：有 家 , 年 达到 了 家 增长 了 而农业
一

直是韩 国 的敏感部门 。 目 前中韩 自 贸区谈判的

倍 。 但年 出 口 额 万美 元以下 的企业仍 占 中 国 出
一

个关键是 韩 国 农产 品 开放非 常 困 难 。
主要 的 障 碍

口 企业总数 的 以上 。 与 美 国 、
巴 西 等农业强 国相 在于 ：

比 , 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还存在很大差距 。 出 口农产品 要保证粮食安 全 。 韩 国农业 占 的 比重 不断

技术含量低 、 自 主品牌少 , 质量需继续提高 。 下降 由 年的 降到 年的 。 农业贸

中国人均农业资源很少并 不断减少 ；
较低 的规模化 易赤字不断增 加 , 由 年 的 亿美 元升 到

生产水平和机械化水平导致较高的 生产成本 和较低 的产 年的 亿美元 。 韩国较低 的 自 给率导致韩 国市场

出 ；
技术水平较低和较少的技术劳 动者使得农业 生产 力 比较依赖国际农产品 市场 。

一旦进
一

步开放市场 大宗

比较落后 ； 农业生产易受 自 然 灾害影响 ； 农 民 收人增长 粮食生产 特别是 大米生产将会受到更大冲击 。

缓慢 。 这些都影 响着中 国 农业 的规模化 、 专业化 、 集 农民的收人增长缓慢 , 甚至负债 。 工业化导致的

约化发展 。 农业与工业收人差距非常 大 。 尽管政府大 量补贴 , 采取

韩 国 国土 面积 万平方公里 , 大部分是山地 ； 总 各种扶持政策 但农村 人 口 仍锐减 ( 农业人 口 占 比 由

人 口是 万人 , 人 口密度是 中 国 倍 。 就耕地面积而 年的 降到 年 的 、 老龄化 , 形成

言 在 年 , 中 国每
一

农 民平均可耕地 面积为 农村空洞 化 ； 韩 国 的 人均农业 资源 非常 有 限 并不 断减

公顷 , 韩 国 为 公顷 。
③ 耕地面积不断减少 , 两 国农 少 。 农产品生产成本高 , 价格高 。

开放农业市场将进一

业发展潜力受限 。
步影响农 民收人 。

中 国对韩国农产品 出 口增长幅度有 限 ： 人均农业 资 农民政治团体保护意识强烈 。 未来 虽能

源很少并不断减 少 ； 国 内 不断 增加的 农产品需求 , 预 计 带 来整体福利的增加 但是 贸 易 利益 分配不均匀 。 有 利

农产品价格 将继续 上涨 ： 来 内 于韩 国其 他 伙 伴 国 于资本要索的拥有者而不利 于土地要 索的拥有者 。 该国

的强劲竞争 由 于快速增加 的劳 动力 成本 和投人 成本 , 农业 已受到 自 由化 大趋 势的 冲击 面临 着痛苦 的 调整 。

农产品的价格竞争优势 不断缩减 不 少农产品 销 往其他 农民利益 团体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 , 造成政治性的贸易

更大更稳定 的海外市场 。 保护 ； 并使得 国内 社会舆论 和氛围都有 支持农业保护 的

因此中韩两国要实现农业生产的 规模优势 和专业化 倾向 。 这易形成对中 国产品社会性排斥 。

优势实属不易 。 故
一些大 型企业考虑其规模和韩 国市场 中 国大 多数农产品具有 比较优势 。 韩 国对 农业实

容量 在未来 中 获得 的规模经济效益不是很明 施很强的保护政策 , 造成国内 的 农产 品价格居 高 不下

显 在资源有 限 的情况下扩 大规模反而使平 均成 本 增 农业 国 际竞 争 力就较为弱 小 , 农业结构调 整也 比较缓

加 这 与中 日 韩 自 贸 区不完全
一

样 。
⑤ 慢 。 中 国具有 比较优势的园艺 、 畜禽 、 水产品 , 和韩 国

韩 农业生产水平和
一些加 工技 术水平 比较高 , 同 重点开发的农产品有较大 的相似性 , 这也对中韩开展 自

时屮 国正从欧盟 、 美国 、 我国 台 湾等地获得农业技 术与

投资 。 韩力 应该加强与 中 国 在农业领域的 区域化分工 与 ①

合作 , 加大投资 , 优势互 补 , 有 利 于增 加 产业 内 贸 易 ,

在某些产 品 上形成
一

定程 度的 规模经济并发 展集 约 型 中韩 自 贸区官产学联 合研究报告 。

③ 数据来源 ： 《 中 国统计年鉴 (
、 《韩国社会经 济年鉴

°

》 。

三 韩国农业立 门开放主要 中韩 自 贸 官产学联 合 究报告 。

― 、

⑤ 秦长城 ： 《 未来 中 日 韩 自 贸区 中賴农 业部 门经 济效 益分

障碍分析 析 》 , 《 世界经济与政 治论坛 》 年第 期 。

中韩 自 贸区官产学联 合研究报告 。

总的 来说 , 中 国农业关税非常低 , 壁全少
；
劳动密 ⑦ 张微微 ： 《中韩农 业 贸易中的政 治性 贸易 保护 问题 研究 》

集型 、 资源密集 型产品具有 比较优势 。 符合实际情况及 《 东北亚论坛 》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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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贸易造成了较大困难 。 量 , 加大交流 增 进互信 塑 造 国家 和企业 的 良好形

象 , 化解社会性歧视 , 减少农业开放的阻力 。

四 、 结论和建议 在双边 已有农业合作与 共识 的 基础上 , 双方拿 出

昧
、

智 慧和勇气 ,
③妥善处理敏感部 门 和引导社会 正确认知 ,

—论
努力实现农业部门贸易 自 由化 。

将会促进两 国尤其是 中 国劳动 密集 型农产

品 出 口 和韩国高附加值食 品出 口 。 中 国 主要获得贸 易创

造效应 、 竞争效应 , 将形成 定规模化 、 专业化 生产 。

未来 将会促进韩国 以及其他经济体对 中 国农业
申 自 “

部门隨资 、 对中 国农业企业扩大投资 , 从而获得 贸易

条件改善 、 投 资等效应 。 这些有待进 步讨论 。

论 文写 作 范 ’ 引 据 、

关于中 韩 自 贸区农业幵放安排建议
了 自

结合韩国参与 的情况 及与其細家达雌肖
比较

■

的论文 对于推动我 国 与 韩 国 自 贸 区协议谈利也

济合作协议 , 韩国 可能会提出 更加 保守 的方案 , 或作 力

交换条件要求 中 国 开放化工 、 汽车等行业 。 立足于 中韩

两国实际情况 , 对 谈判 中关于农业开放 安排的 本文作 者 ： 河 南 大 学 经 济学 院 国 际经 济研 究 所 讲

建议如
师 ； 中 国社会科学 院研究生 院亚 太 系 级博

将农业部 门 和其他部门的开放一起考虑 , 致力

于高水平的开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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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减关税 , 列出 削减关税 的清单 。
适 当 关注敏

感产品 减少例外产品 。 非关税措施关税化 , 参照 国际

通行标准统一人关程序 和产品检疫检验程序 、 标准 。 ① 李明权 、 韩春花 ： 《 韩国 已 签署 中 的农 产品 贸易规则

健全两国农业扶持基金 和农民保障体 系并减少 分析 》 ’ 《东北亚论坛 》 年第 期 。

不禾 公平 竞争 的政策 。

② 中韩之间 《 政府贸 易协定 》 、 《 联合 声明 》 ’ 都对 农产 品 关

加大政府和企业的多方面合作 , 开发 、 交流技
税 、 检验检疫程序 等达成 多项 共识 中 韩分别 与东盟 签署

术 促进区域分工 合作
的 《框架协议 》 其 中对于农产品市场 准人的安排有较为 相

。

似之处
提高食品安全 ； 提高 大宗食品的 自 给率 , 确保

。 二
③

—

粮食安全 , 促进可持续发展 。

政府加大政治性支持力度 , 统合 、 动员各种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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