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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升值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作者： 孔祥智    

作者：孔祥智、李圣军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6），《农业经济导刊》2006（4）转载 
摘  要：通过对农产品和农用生产资料进出口数量和价格的影响，人民币升值将对农业产生的

发展产生一定的作用，但是，不会对农业产生太大的影响。在短期内，人民币升值对农业发展

的影响是有利有弊，通过分析可以发现是弊大于利。在长期内，人民币的升值不仅可以提高农

业的生产效率，还可以优化农业的种植结构和区域布局，进一步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  进出口 汇率 价格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际上实行的是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通过人为低估人民币的价

值，使我国商品的出口量不断上升，贸易顺差的持续存在使得国家的外汇储备也不断增加，截

至到2005年6月底，我国外汇储备余额已经达到7110亿美元，同比增长51.1%；同时，为了解

决我国经济发展资金短缺的问题，国家也实行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国外的直接投资，2004
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超过了600亿美元；此外，再加上我国国民经济年均8%以上的持续

高速发展，人民币升值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在此背景下，2005年7月21日晚，中国人民银行

突然宣布：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的美元，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升值2%,美
元兑人民币1:8.11。人民币升值终于由预期变成了现实；随之而来，人民币的升值对各个产业

的影响也成了现在讨论的热门话题。由于各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国内外价格差不相同等原

因，人民币升值对各个产业的影响是不相同的。本文将具体分析人民币升值对农业发展的影

响。 
一、汇率变动对经济发展的一般影响 
汇率是用一国货币单位表示的另一国货币单位的价格，也就是这两个国家的居民相互贸易时的

价格。汇率是实现国内经济平衡和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调整工具。汇率的变动即影响国内产品

市场的平衡也影响到国内货币市场的平衡，同时也影响到国际收支的平衡；因此，汇率变动对

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将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和服务性商品的

定价表现出来的。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一直不愿意进行汇率的改革，其中主要的考虑就是对进

出口的影响，因为，在拉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三架马车”中，“净出口”一直以来都占有

重要的地位。我们可以把实际汇率（E）和净出口（NX）之间的关系表达成下面的形式： 
NX=NX(E)
上面这个式子说明，净出口是实际汇率的函数。下图1说明实际汇率与净出口之间呈现负相关

的关系。 
            实际 
            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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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净出口与实际汇率 
由上图所示，人民币升值后，与国外物品相比，国内物品将显得昂贵，提高了人民币在国际市

场上的实际购买力，国内居民将购买许多进口的物品，增加进口量；同时，我国出口到国际市

场上的商品的价格将提高，国外的居民将不倾向于购买从我国进口的物品，减少出口量。因

此，人民币升值将从进出口两个方面影响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上的供需状况。通过鼓励进口、

抑止出口，人民币升值将使我国的净出口迅速下降。 
二、人民币升值对农业发展的短期影响 
人民币升值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就是抑止出口、鼓励进口。由于我国各个行业的开放程度和

对外依存度不相同，所以，人民币升值对各个行业的最终影响是利大还是弊大需要做具体的分

析。具体到农业来说，人民币升值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农产品的进出口、



农业生产资料的进出口、农业外资的利用、农产品的生产总量及其生产成本、农村的收入和福

利水平以及农业的生产结构与区域布局。 
（一）人民币升值对农产品贸易的短期影响 
首先，在短期内，人民币的升值对农产品贸易最直接的冲击表现在进出口数量上，农产品的进

口数量将增加，出口数量将下降。 
人民币升值后，一方面，在国际市场上，我国农产品用外币表示的价格将上升，相应的，出口

数量也将下降，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国内农产品的销售困难问题。另一方面，在国内市场上，用

本币表示的进口农产品的价格将下降，进口数量将随着上升，对农民的就业将产生“排挤”作

用。通过供求曲线，下面图2具体表现了人民币升值供求数量和价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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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供需曲线 
人民币的升值对农产品的进出口影响是不相同的，总体上来说，有利于进口商而不利于出口

商；但是，具体的影响结果还与具体农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差有关，尤其是在人民

币只升值2%的情况下，如果价格差比较大，那么人民币升值对农产品的进出口就不会发生太

大的影响。下面的表1具体列举了2005年1—5月份我国大宗农产品进出口数量及其国内外价格

差。通过图表1可以看出，大宗农产品即小麦、玉米、大豆、大麦等土地密集型的产品出口额

比较少，再加上关税配额的限制作用，受升值的负面影响不是很大；虽然进口额相对比较大，

但是，由于国内外市场上存在一定的价格差，所以，人民币升值后，进口量不会突然间急剧增

加，对国内市场的冲击不会很大。 
           表1  2005年1—5月份我国农产品进出口及其价格对比情况        单位：亿美

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农业信息网上的数据计算。 
注：国际价格是相应农产品的到广州的到岸价。商品价格已经按照调整后的汇率即1美元＝

8.11元进行了换算。 

品种 出口额 进口额 净出口额 国际价格

（元/吨） 
国内价格

（元/吨） 
价格差

（元/吨） 

小麦 0.49 6.14 －5.65 2059 1822 237

玉米 5.48 0 5.48 1507 1310 197

大米 1.06 0.64 0.42 2724 2193 531

大豆 1.02 33.31 －32.29 2950 2820 130

棉花 8.12 0.023 8.1 10966 13351 －2385 

畜产品 13.7 16.4 －2.7 —— —— —— 

水产品 29.2 15.5 －13.7 —— —— —— 

蔬菜 16.8 0.35 16.45 —— —— —— 

农产品 105.4 106.5 －1.1 —— —— —— 



由上面表1还可以看出，在我国农产品的出口中，蔬菜、水产品、畜产品等劳动密集型的产品

占了我国农产品总出口额的56.6%,因此，对我国在国际市场上最具有竞争优势的劳动力密集

型产品来说，人民币升值还是有一些负面影响的。但是，我国劳动力成本低廉，长期以来都是

通过实行低价倾销的策略占领国际市场，这导致我国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碰到的出

口障碍更多的是绿色壁垒，不是价格问题。所以，人民币的升值对这些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负面

打击不会很大。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蔬菜、畜产品等主要是出口到日本和美国等国家，在进

口国的市场占有率也比较高，因此，如果价格同时提高，人民币升值的负面影响能被抵消一部

分。 
此外，考虑到各种农产品的需求弹性和本身特点，人民币每升值10%，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增长

速度至少会降低10.9%左右，而国外农产品进口的增长速度至少会增加13.5-16.3%左右，农业

贸易逆差将会进一步扩大。由于各种农产品的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不一样，所受到的影响程度

也就不一样，人民币每升值10%，粮食出口将会减少10.84%左右，大豆的出口将会减少

20.8%左右，蔬菜的出口将会减少2.6%1。因此，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进出口没有优势、进出口

数量相对比较少的资源密集型产品影响比较大；对我国具有比较优势、进出口数量相对比较大

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影响比较小。这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缓解人民币升值对农产品进出口的打击。 
其次，人民币升值对农业发展的影响还表现在市场价格上，在供给增加、需求减少的双重挤压

下，农产品价格将下降。 
根据上面分析和图2的表示，我们可以得出，人民币升值后，国内市场上农产品的价格将下

降，这肯定会减少种粮农户的收入。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农产品商品化率比较低，农业部门

的外贸依存度也比较低，中国农业与国际市场的关联度由1992年的15.8%增加到了2003年的

19.4%,应该说，中国农业越来越融入世界贸易体系中，但是，与整个中国经济相比而言，农

业的外贸依存度并不非常显著。所以，人民币升值后对我国农产品价格肯定会有影响，但是，

考虑到我国的实际国情，在人民币升值2%的情况下，这种影响是有限的。 
（二）人民币升值对农用生产资料贸易的影响 
首先，人民币升值对农业生产资料的冲击也是首先体现在进出口数量上，总体上说，有利于进

口，不利于出口。 

我国化肥的关税配额管理制度将持续到2008年才会取消，2005年实行配额管理的化肥品种为

尿素、磷酸二氨、复合肥等，可分配的化肥进口关税配额总量分别为：磷酸二铵656万吨，其

中国营贸易459万吨、非国营贸易197万吨；复合肥329万吨，其中，国营贸易230万吨、非国

营贸易99万吨；尿素280万吨，其中国营贸易252万吨、非国营贸易28万吨。配额内的化肥进

口关税税率是4%，配额外的化肥进口关税税率是50%。 
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农业生产投入品（主要是化肥、农药）供应量的上升和价格的下降。在农业

的生产成本中，化肥的投入占了绝大部分，因此，人民币升值对农业生产成本的影响将主要通

过化肥价格的变动表现出来。由上面的表2可以看出，从2003年开始，我国化肥的价格连续3
年持续的迅速上涨。2004年我国化肥的总需求量超过了4700万吨，比上年增长了400多万

吨，同时，我国化肥总产量在2004年也达到了创纪录的4519.79万吨，比上年增加了16.2%，

但是，国内市场的供需缺口依然达到了约240万吨。2004年我国化肥的出口量是494.92万
吨，同比增加了131.46万吨，增长率为36.17%；2004年的化肥进口量是437万吨，同比减少

了62万吨，下降率是12.4%；净出口是57.92万吨。虽然化肥进口有关税配额的管制，但人民

币升值后，我国化肥的进口量将不断增加，同时也将有效的抑止出口。从一定程度上，人民币

升值有利于遏制化肥价格不断上涨的趋势。 
其次，人民币升值对农用生产资料国内市场价格的影响，在供需共同作用下，农用生产资料的

价格将下降。 
由于国内外农用生产资料价格的差距比较大，国内化肥价格虽然年年上涨，但我国却是个化肥

出口大国。比如尿素，2004年1—12月份，粮食主产区国产尿素的价格为1670元，比2003年
同期上涨了16.79%。在价格上涨的同时，尿素出口量却迅速上升，2003年我国尿素出口量为

273万吨，2004年达到394.32万吨，占世界贸易的8—13%，占国内产量约10%，而2003年我

国化肥的进口量仅仅16万吨。 
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提高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购买力，进口量将增加，再加上对化肥出口量的

抑止作用，国内化肥市场上的供应量将因为人民币的升值而迅速增加，市场价格将相应下降。

此外，人民币的升值可以减少化肥行业的生产成本，通过进口更便宜、实用的生产设备和价格

低廉的材料，提高化肥的产量，从而压低化肥的国内市场价格。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在短期内，人民币升值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是有利有

弊，一方面，这能增加农业生产资料的国内市场供应量、降低农业生产资料的国内市场价格，

从而减少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另一方面，这还能增加农产品的国内市场供给量、降低农产品的

国内市场价格，从而影响农民的收入水平。但总体来说应该是弊大于利。人民币升值对农产品

进出口的影响比较大，尤其是对出口比重比较大的水产品、畜产品、蔬菜水果等的影响更明

显。但是，由于实行化肥的关税配额限制，人民币升值对化肥进口的刺激作用比较小；与此同

时，由于国内外市场上化肥价格的差异比较大，人民币仅仅升值2%无法有效的抑制出口。这

样，人民币升值2%后，农业生产成本的下降就无法有效弥补农产品价格的下降，为了促进农

业的发展，国家必须采取措施抵消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负面影响。 
总之，人民币升值将影响到农业的方方面面，除了影响农产品和农用生产资料的进出口数量和

市场价格外，还有降低农业利用外资的数量，排挤农民的就业机会，减少农民的收入水平等影

响。综合考虑人民币升值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在短期内，人民币升值对农业发展将产生一定的

负面影响。 
三、人民币升值对农业发展的长期影响 
改革开放后，我国长期以来奉行出口导向性的外贸政策，同时，利用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国外投

资；因此，在可预计的将来，人民币还有升值的可能。那么，伴随着人民币的不断升值，长期

内，我国的农业种植结构和区域布局也将相应的发生巨大的变化。在进出口环境变化的情况

下，面对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双重打击，短期内，肯定会导致部分效率低下的企业破产；但

是，在长期内，人民币的升值将增加农民的福利状况，使广大农民体会到经济发展给他们带来

的好处；同时，通过大力发展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还能给农民提供更多

的就业机会。对农业本身的发展而言，人民币升值在长期内最主要的影响表现在生产效率和种

植结构两个方面。 
首先，长期内，人民币的升值后，通过引进更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的

质量。  
人民币升值后，用外币表示的我国农产品的出口价格上升，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但

是，对于国内的企业和个人来说，人民币升值后，用本币表示的外国商品的价格将下降。因

此，在长期内，伴随着人民币的不断升值，国内的企业和个人可以用低廉的价格进口到更先进

和设备和技术，这样就可以显著的我国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和农产品的质量。这一方面可以提

高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弥补价格上升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

质量的提高达到发达国家制定的各种检验检疫标准，从而免遭各种绿色壁垒，增加我国农产品

的出口量。 
其次，在长期内，人民币升值可以促进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优化农产品的区域布局，进一步

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 
人民币升值后，面对国外农产品的竞争，我国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土地密集型产品将更难找

到市场，小麦、玉米、大豆等产品出口额将进一步下降。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双重打击

下，只有发展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才能在国际市场继续生存。因此，在长

期内，伴随着人民币的升值，小麦、玉米、大豆等资源密集型的农产品的种植面积将下降，畜

产品、水产品、蔬菜等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将迅速发展，尤其在人民币不断升值的外部环境下，

农业种植结构的这个转换过程将加速完成。 
总之，在长期内，人民币升值通过改变农产品的国际贸易环境，将逼迫农产品加工企业和农民

通过调整种植机构、采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等来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且，随着经济的

发展，国内农产品加工企业必须改变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低价低质的倾销策略，转而实行高

价高质的新型竞争策略，这不仅适应国际贸易的发展超流，也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换

代。 
四、结论及其政策建议 
随着一国经济的长期、快速、健康的发展，本币升值是必然的产物，德国、日本都曾经使本国

货币升值。面对本币升值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同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

补救措施，发达国家由于财力雄厚，经常采取的措施是减税、补贴和价格支持政策，但是，其

成本非常高昂，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很难提供得起如此高昂的费用。我国经济经过20多年的持

续、高速发展后，在国内外的各种压力下，人民币汇率也进行了响应的调整。在短期内，人民

币升值将对我国农业的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为了保持农业的健康发展，我国应该结合国

情采取恰当的措施来保持农业的健康发展，具体的措施主要有一下几个方面： 
首先，人民币应该逐步的、分阶段的升值，这样可以给农民和相关企业更多的喘息和调整时



  

间。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对外依存度的加深，可以预计，我国人民币还将继续升值。长期以

来，国家为了促进出口，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使我国的贸易顺差不断加

大，国家外汇储备也急剧增加，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来越大，此次人民币升值2%
后,在外汇市场上人民币兑美元的比率逐步攀升，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预期仍然存在。面对这

种情况，为了减少人民币升值对农业冲击的震荡，国家必须采取逐步的、分阶段的升值策略，

一步一步的逐渐升值，这样可以给农民更多的喘息时间，保持农业生产的稳定，从而促进农业

的健康发展。 
其次，在WTO的框架下，我国政府应该完善和加大国家对农业的各项补贴政策。 
发达国家为了保持本国农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经常对农业进行各种各样的补贴。改革开

放20多年后，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农业反哺农业的阶段，应该合理的加大对农业的补贴数

额，由于农业生产受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的双重影响，这决定了农业平均利润率比较低，必须

有国家各项政策的支持才能保持农业的发展。考虑到我国人多地少的实际国情，只有加大对农

业的支持力度，才能缩小农产品尤其是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国内外价格差，维护国家的粮食安

全。目前应该采取的具体政策主要有：加大国家对农民种粮的直接补贴，减免农民的各项税

费，完善国家对粮食的保护价收购政策，对农产品实行一定的出口补贴和价格支持政策等。 
最后，加快农业技术推广和创新，减少农业的生产成本，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目前，我国农产品的生产成本接近甚至超过了国外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因此，还有很大的下降

空间。在人民币不断升值的大背景下，我国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到更多的先进、实用的技

术，加大推广必然可以大大降低我国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同时，这样还可以提高农业的生产效

率，从而降低农产品的单位成本。此外，在国内外两个市场需求都减少的情况下，无论是农产

品加工企业还是单个的农民，必须引进和研发更多的先进技术来提高农产品的质量。为此，国

家应该加大对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的资金投入，同时，改革农业技术研究推广体制，提高先进

科学技术的转化速度。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短期内，人民币升值将使国内市场上农产品供给量上

升，价格下降，致使农产品销售更加困难，打击农民发展农业的积极性。此外，农用生产资料

的供应量也将上升，价格也将下降；但是，由于化肥至今主要实行关税配额制，再加上国际油

价居高不下，化肥的价格下降空间有限。因此，在短期内，人民币升值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是弊

大于利。国家有必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弥补农民的损失。在长期内，人民币升值将促进农产品

加工企业和农民采取措施提高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同时，还可以优化农产品的种植

结构和区域布局。因此，从总体上来说，人民币仅仅升值2%对农业总体影响并不是很大，但

在短期内，国家必须采取措施帮助农民度过暂时的困难，措施主要有人民币逐步、分阶段的升

值；在WTO的框架下，增加对农业的各项补贴；加快农业科技的创新和推广，降低农业的生

产成本。只有国家采取一定的优惠措施，人民币升值才能最终促进农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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