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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

p 1986年，乌拉圭回合谈判正式开始，此次谈判的中心议题为农业贸易
问题；

p 谈判三主体：美国、欧共体（西欧）、凯恩斯集团（即澳大利亚、加
拿大、阿根廷、巴西、智利、新西兰、哥伦比亚、斐济、匈牙利，印
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及乌拉圭十四国）

p 由于大幅度削减农业生产补贴和出口补贴对美国极为有利，而有可能
使欧共体处于明显的竞争劣势和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时，美欧的
出口补贴大战和对本国农产品市场的保护使凯恩斯集团出口损失惨重，
这样使三方利益尖锐对立导致农产品贸易谈判面临巨大困难，一直在
希望与失望的反复中艰难进行。

p 经过多次艰苦的谈判，美欧双方终于作出让步，谈判各方终于在1993
年12月15日签署了《乌拉圭回合农业协定》。 



p 各国（地区）采取措施支持农业生产，既有其必要性，但又是造成国
际农产品贸易不公平竞争的主要原因之一。为消除许多国家的国内农
产品支持政策对农产品市场产生不利影响，农业协定对不同的国内支
持措施进行分类处理。

p 乌拉圭回合农产品贸易谈判就如何区分“贸易扭曲性生产措施”和
“非贸易扭曲性生产措施”进行了艰苦而又细致的讨论，最终将不同
的国内支持措施分为两类：

p 一类是不引起贸易扭曲的政策，称“绿色”政策或称“绿箱”政策，
可免予减让承诺。

p 一类是产生贸易扭曲的政策，叫“黄色”政策或称“黄箱”政策。

p 协议要求各方用综合支持量（Aggregate Measurement of Support，
简称AMS）来计算其措施的货币价值，并以此为尺度，逐步予以削减。



• 减综合支持量：指给基本农产品生产者生产某项特定农产品提供的，
或者给农产品生产者全体生产非特定农产品提供的年度支持措施的货
币价值。

• 绿箱补贴：不引起贸易扭曲的政策。政府执行某项农业计划时，其费
用由纳税人负担而不是从消费者转移而来，没有或仅有最微小的贸易
扭曲作用，对农产品生产影响很小的支持措施，以及不对生产者提供
价格支持作用的补贴措施，均被认为是“绿箱”措施，任何国家均可
免除削减义务。

• 黄箱补贴，容易引起贸易扭曲的政策，主要包括对农产品的直接价格
干预和补贴，种子、肥料、灌溉等农业投入的补贴、农产品营销贷款
的补贴、休耕补贴等。要求在约束该类补贴的基础上，逐步予以削。



绿箱补贴： ①一般农业服务，如农业科研、病虫害控制、培训、推广和
咨询服务、检验服务、农产品市场促销服务、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 
②粮食安全储备补贴； ③粮食援助补贴； ④收入保险计划； ⑤ 自然
灾害救济补贴；⑥农业生产者退休或转业补贴； ⑦农业资源储备补
贴； ⑧农业结构调整投资补贴； ⑨农业环境保护补贴； ⑩地区援
助补贴。

黄箱补贴：①价格支持；②营销贷款；③面积补贴；④牲畜数量补贴；
⑤种子、肥料、灌溉等投人补贴；⑥某些有补贴的贷款计划。

通常用综合支持量来衡量“黄箱”政策的大小，发达国家对农业的“黄
箱”补贴占农业产值的5％，发展中国家为10％，中国为8.5％。



• 我国的农业补贴少部分可归入“绿箱”范围，“黄箱”补贴占整个农业
补贴的70%左右。我国目前通行的农产品定价收购、保护价收和农业生
产资料差价补贴都是价格支持政策，属于黄箱补贴。

• 我国农业补贴以粮食直补、农资综合直补、农机购置补贴、良种补贴
“四补贴”为主体，同时又纳入了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农业重点生产环
节补贴、防灾减灾稳产增产重大关键技术补助等新的农业补贴。

• 按照入世协议，我国前期实行的几项补贴继续增加的空间已经不大。因
此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逐步扩大“绿箱”支持政策实施规模
和范围，调整改进“黄箱”支持政策，充分发挥政策惠农增收效应。



对比美国棉花补贴
p 2003年以前，美国采取直接支付（DP）、反周期支付（CCP）、平

均作物收入选择支付（ACRE），营销贷款差额补贴。

p 2003年巴西诉讼美国的棉花支持补贴政策违反WTO规则，使巴西利
益受到损失，要求美国废除相应政策。为了避免更多的反补贴争端，
同时又能强化对国内农场主的支持，仅保留营销贷款差额补贴，且通
过增加其他补贴项目，对农场主实施更为隐蔽和间接的支持政策。

p 现在美国的棉花新政策，称之为累积收入风险保障计划（STAX）。
一旦棉农的实际收入达不到预期收入的90%，收入风险保障计划将对
棉农提供10%—30%的损失保险。此外，美国政府还将为棉农支付保
险费用的80%，并对提供服务的保险公司给予补贴。该计划会在2015
年度开始执行，目前执行的是过渡期政策。过渡期补贴政策是根据陆
地棉年度均价44.6公斤/亩的单产、2014年种植面积的60%以及2015
年种植面积的36.5%通过计算公式来测算出补贴。



p 美国农业法案不断调整，新的农业法案建立农业收入风险保障计划，
确保美国农业安全网更加牢固。在这过程中，有几点经验可供我们借
鉴和学习。

p 第一，保障农场主收益的核心目标始终如一。美国农业法案虽然不断
修正，但保障农场主收入的核心内容不变。如收入风险保障计划，不
仅对农场主投保进行补贴，更重要的是赔偿力度之大，绝不等同于简
单的、一般的商业自然灾害保险赔偿金额。

p 第二，允许农民申请农业生产贷款。营销援助贷款是美国农业法案的
基石，我国也应及早研究类似政策的可行性，或通过中国农业发展银
行向农民提供农业生产贷款服务。

p 第三，择优补贴加工企业，间接补贴农民，规定获得补贴的加工企业
所使用的原料必须为国内生产的农产品。同时，要求获得补贴的加工
企业在购买原料时，须向生产者支付额外的金额作为生产补贴，并获
取生产者提供的相关证明，使农民获得间接补贴。   



我国棉花目标价格补贴
p 棉花补贴：产量补贴、良种补贴、农资补贴等；

p 临时收储——目标价格补贴

p 2015年棉花产量560万吨，按10000元/吨计算，产值为560个亿，
8.5%的综合支持量为？？

p 我国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无法在“黄箱”政策的范围内长期执行。

1）8.5%”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特定农产品的黄箱补贴量不得超过该农产
品产值的8.5%，我国的特定农产品指棉花、大豆、玉米、小麦、稻谷、
油菜籽、生猪等7大品种；二是所有非特定农产品的黄箱补贴量不得
超过农业总产值的8.5%，所谓非特定就是不专门针对某一类农产品进
行补贴。

p 可以合理优化分配针对所有农产品的非特定农产品补贴。这意味着某
类特定农产品在享受特定农产品补贴的同时，还可以享受不专门针对
它的非特定农产品补贴，实际上拥有的补贴量可以大于8.5%的限制。



2）“黄箱”向“绿箱”转变

p 我国现已使用的“绿箱”政策有6项，分别是政府一般服务支出、用
于粮食安全目的的公共储备补贴、国内粮食援助补贴、自然灾害救济
支出、农业环境保护补贴、落后地区援助补贴。政府一般服务支出补
贴，占绿箱政策补贴的52%，其次是粮食安全储备补贴，占25%；以
及自然灾害救济、扶贫、农业生态环境建设支持等。

p 对于农民的直接收入补贴、农业教育、农业技术推广、农业基础设施
建设以及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和组织结构等方面补贴很少，而这些却正
是改造传统农业，增强农业发展后劲、提高农业生产和农民利益的关
键所在。 

p 中国农业保险还不成熟，覆盖面窄，农民意识不够。



3）启动“蓝箱政策”补贴

p  在国际上WTO组织对于修耕地的补贴是蓝箱，综合运用这些补贴，
使得我们的做法既能够保证农业的健康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
又不违反国际规则。

p  限产计划下给予的直接支付不在削减国内支持的承诺之列这被称为
“蓝箱政策”补贴；

p 必须满足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按固定面积或者产量提供的补贴；

(2)根据基期生产水平的85%或85%以下所提供的补贴；

(3)“蓝箱”补贴必须是从政府预算中“直接”支付，而非通过操纵市场
或类似措施转移给农民；而这种政府财政支付必须以支持接受者采取
限制生产的某些形式的措施为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