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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概要 

 

经合组织各国的农业生产者补
助达到 1986 年以来最低水
平… 

按生产者支助估计（PSE）计算，经合组织地区 2008 年
对农业生产者的补助估计为 2650 亿美元，或 1820 亿欧元。
该数额相当于经合组织农业生产者毛收入总额的 21%，2007

年为 22%，2006 年为 26%。目前的生产者补助是 1980 年代
中期以来观察到的最低水平。 

…很大程度上是全球价格发生
巨大变化的反应  

和前几年一样，2008 年支助水平下降主要归因于世界农
产品价格特别高，而不是各国政府明确了改革政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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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格在 2008 年下半年回落，但总体仍高于长期平均水
平。全球价格攀升，减少了国内价格扶持政策及反周期性支
助所需资金，生产者补助总额因此下降。但正如以往和新近
经验所表明的那样，一旦世界价格从特高水平开始回落，边
界保护及与价格相关的支助措施又会活跃起来。 

2008 年全球经济受到危机重
创… 

本次审评期是全球经济发生不寻常变化的时期。2008 年
下半年金融市场形势开始急剧恶化。全球的企业消费者信心
及股票价格普遍崩溃，工业生产贸易收缩，失业率飙升。经
合组织地区经济增长率 2008 年大幅减速，一些国家下半年的
GDP 实际数字下跌。这次经济困难无论深度还是广度都是六
十年未遇的。 

…商品价格从历史最高点开始
回落  

金融危机爆发时商品名义价格正达到历史高峰。2007 年
商品价格迅速攀升，2008 年中期达到特高水平。商品市场缺
乏稳定性会产生的社会后果，在价格上升中充分暴露。食品
价格昂贵对世界饥饿贫困水平产生的影响引起极大关注。到
2008 年年中，商品价格走势陡然转向，价格跌回到 2007 年
年初水平。  

在此次危机中农业可能会比其
它部门处境好些 

金融经济危机对农业部门的影响仍在展开。此次危机对
各个经济部门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部门受到的信贷紧
缩及需求削减情况。在这些方面多数经合组织国家的农业应
该都比其它部门处境好些，原因包括农业受金融影响面较
小、需求对收入减少敏感性较低、现有的支助政策，某些情
况下有高价期间积累的收入。尽管抵御能力可能较大，农业
部门仍将在整体经济调整和商品价格更大波动中经受整顿。
对乡村经济的较大影响可能来自非农业部门的失业，这将会
减少农户和其他乡村家庭的非农业就业、收入机会。  

市场不稳与经济危机引起各种
专项政策行动 

经合组织各国政府对商品价格波动和危机造成的财政紧
迫都作出了反应。一些政府对农业-食品商品削减关税、设置
出口屏障，以减缓全球价格上升对消费者的影响。一些政府
减少农业投入物进口关税，实行投入物补贴，或向特定农业
分支部门提供直接补助。大量新兴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
都采取了类似行动。这些行动产生的实际影响并不清楚，许
多国家采取的措施并不专门针对贫困消费者，预计实际上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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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增加全球市场的不稳定。2008 年后期，金融经济危机的
严重性已不容置疑的时候，一些经合组织国家宣布或实施了
减缓农业部门资金压力的专门措施，包括信贷优惠、退税和
增加直接补助。  

若干经合组织国家达成重要的
政策变化...  

一些国家的农业政策框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欧盟对共
同农业政策的体检已经完成，在一系列部门体制改革方面获
得进展。美国批准了 2008-2012 年新农业法，即“食品、养
护及能源法”。加拿大就“2008 至 2013 年促进增长框架”
中的企业风险管理内容达成了协议。 

…政策改革的步伐参差不齐  

欧盟扩大了单一支付计划（SPS），在支助与生产脱钩方
面迈出了新步伐。在 SPS 计划的某些拨款使用方面，欧盟成
员国获得了更大灵活性。这可能有助于提高政策的针对性，
但如何设计实施更有针对性的措施，对成员国也是新的挑
战。美国新农业法并无重大的政策变革，但有资格获得支助
的商品数目增加，提高了若干贷款率和目标价格，并增加了
一项基于收入的任择反周期性计划（ACRE）。鉴于未来价
格走势和 ACRE 计划运作模式的不确定性，现阶段还很难看
出对市场会产生什么影响。 

风险管理受到特殊政策关注... 

欧盟开启了对保险和互助基金的联合融资补贴，一些欧
盟新成员国开始实施国内融资的保险补贴计划。其它国家也
加强了风险应对措施，如美国新农业法对反周期性计划进行
了修改补充，韩国扩大了灾害保险范围。许多经合组织成员
国，尤其是加拿大，正在制定更稳定的灾害救助框架，同时
保留某些紧急救灾专门措施。在风险频率、支助费率、生产
扭曲、对其他风险管理战略的挤出效应等方面，还需要对新
风险管理政策的效益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 

…气候变化及可持续农业环境
也受到政策特别关注  

气候变化及水资源可获得性是经合组织各国越来越关注
的领域。一些国家增加了气变研究监测的公共资金，或采取
使农业适应气变的战略、行动。许多国家继续应用对农业原
料可再生能源的一系列扶持政策，尽管这对商品需求、水资
源使用和温室气体减排有何影响仍不确定。土地保护仍是一
项政策重点。一些新的农业-环境措施也很重视如何改善水资
源管理，减少污染，维护生物多样性及地貌景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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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国家推进了双边及区域性
安排 

在世贸组织多哈发展议程谈判中，如何就农业达成进一
步承诺的模式，整个 2008 年都在为此紧张工作。迄今为止仍
未能达成多边协议。但在 2009 年 3 月的 20 国首脑峰会上，
各国领导人重申了致力于有抱负地平衡地完成世贸组织多哈
发展议程谈判。在多边进程缓慢的同时，许多经合组织成员
国在寻求新的双边、区域贸易协定。 

经合组织各国农业支助总体负
担都有所下降...  

对农业部门的总体支助，即生产者补贴（PSE），对科
研、基础设施、监督、营销、促销等一般性农业服务的支
助，及消费者补贴等都包括在内，2006-2008 年期间估计为
3680 亿美元（2710 亿欧元）。这相当于经合组织 GDP 的
0.9%，在 1986-1988 年期间高达 2.5%。在总体经济中农业支
助的负担下降是所有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共同特点，也反映农
业在其 GDP 中所占的份额下降。 

...与目前生产挂钩的支助有所
减少...  

在相对支助水平下降的同时，支助方式也在变化。按商
品产量或各种投入物使用量提供的支助减少了，按生产面积
或畜禽存栏数等参数、以其历史数据或固定数据为依据提供
的支助也日益减少。国内价格与边境价格差别缩小（平均而
言经合组织地区此类价差从 1986-1988 年的 50%缩小到 2006-

2008 年的 16%），明显反映出基于产量的支助下降。当然近
年来国际价格升高也起到很大作用。 

…向农民提供的补助有更大灵
活性，可不包含生产义务 

最近的一些支助计划进一步使补助与生产脱钩。对农民
的补贴与特定商品生产的关联减少，转为对某类商品或任何
商品进行补贴。此外在 2006-2008 年期间，经合组织地区有
四分之一生产者补助政策无任何商品生产要求，尤其是美国
的直接补贴和欧盟单一补助政策。但对稻米、食糖及某些畜
牧产品，仍有大量的特定商品补助。如 2006-2008 年稻米生
产者补助总额的 60%为稻米专项补助。 

支助政策越来越要求农民采取
规定的生产实践 

农业支助越来越要求生产者遵循某些生产实践，以便实
现环境保护、动物福利、粮食安全等更广泛的目标。1986-

1988 年含此类要求的补贴占经合组织 PSE 补贴总额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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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2006-2008 年提高到了 32%，目前此类补贴多数是在欧盟
内提供。经合组织各国中，欧盟、美国和瑞士提供的带投入
物限制条件的支助比例最高（接近 50%）。 

尽管有所减少，多数扭曲性支
助仍占上风，各国改革进程也
参差不齐  

尽管支助水平和最具扭曲潜力的补贴形式均明显减少，
被认为扭曲性最大的支助政策仍在多数经合组织国家中占主
导地位。基于产量的支助（包括边境保护措施），以及无投
入物使用限制规定的支助，2006-2008 年仍占经合组织 PSE

补贴总额的 56%。改革情况也参差不齐：一些国家在支助与
生产脱钩方面走出了很大步伐，另一些国家则刚刚起步。
2006-2008 年经合组织各国农业生产者支助水平的差异很
大：新西兰为 1%，澳大利亚 6%，美国 10%，墨西哥 13%，
加拿大 18%，土耳其 21%，欧盟 27%，日本 49%，冰岛
58%，瑞士 60%，韩国 61%，挪威 62%。 

当前的经济、市场形势提出了
新的挑战... 

全球经济危机，对稀缺资源的竞争更烈，价格波动加
剧，对全球粮食安全的关注日益加深，这些都是决策者面临
的新挑战。目前各国政府为刺激经济活动所作的努力也对许
多国家的财力造成重负。在各国摆脱经济衰退的过程中，政
府还会面临更多财政困境，可能引起对诸多部门包括农业部
门政策的重新审视。 

...政策改革的新机遇 

放眼将来，目前的情况对各国政府可能是个机遇，能使
其调整政策行动，以应对各种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环境
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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