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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闰明了加入R。甘湖南农业的影响，提出了湖南农业发展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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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入WTO对湖南农业的影响

1.1 对湖南农业的不利影响

    (I)将冲击我省粮食生产结构和粮食价

格。由于我省旱釉稻占的比例较大((200。年

占稻谷产童的37% I,I叮!卜总休米质较差，优

质米产率仅为95%，加上泰国、澳洲、美国

的米质确实比我省的术质优.长沙米市已形

成袖米、优质米‘泰国米二分天下 所以囚外

稻米很可能以攻占我省.高档优质米市场为

主 我省如果小采取措施，迅速扩大优质米

的生产.刀卜么很可能会失去在国内其它省份

的大米销售巾场， 定程度卜会减少我省种

粮农户的收人 同时，我省饲料用粮f主要是

玉米和早Ni TA)、食品加I用粮和大豆会受

到较大冲击。以现行的价格计算，国外的长

米价格远低于找省的早粕稻价格。由T国外

的价格优势和质量优势，估计会对我省的玉

米和早灿稻饲#1用粮产生较人冲击。食品加

下用粮主要是小麦，欧美市场的小麦 般都

是面筋度高的优质’‘硬”小麦，在中国食品加

工市场深受欢迎 而伐国同质小麦睡吨比美

国A出300元左石，我省小麦年产量为30

万I.这部分肯定会受到冲击 此外，由十美

囚生产大豆的规模化和机械化程度高，单产

也高，生产成本又低，到岸价比我省市场价

低35%，因此，国外豆粕的长驱直入将是不

可避免的，这将引起国内0粕市场的波动，

我省每年50万t的k}类产品及一定数量的

出曰会受到较人冲击

    (2)将对我省畜产品品质提出更高的要

求。加人R' T。后.我国的畜牧业的比较优势

优于种柏业.与国际市场相比。价格}具有

明显的优势 我省是肉类生产和出{」大省.

以养猪生产为主的畜牧业是我省农业牛产

的支柱产业，湖南省的出口生猪ffi场主要在

我国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国外的生猪对

我国国内市场目前不会有什么冲击一但猪、

禽肉的质量将影响和限制我省出1!由于欧

m提高了农药和抗生素的残留标准，同时，

中国又被认定为疫区，所以，中国生猪很难

进人欧盟等主要国际市场 近年来，欧盟取

消了养鸡业的生产补贴，欧盟各国纷纷转向

中国购买鸡肉，对我国出口十分有利 们1实

际!一由于鸡肉中药物残留超过限量而影响

了出口、

    曰)对我省水7生产和销售的冲击较

大。我国柑桔产量为世界产量的10%左右，

仅位于巴西和美国之后。柑桔是我省卞要水

果品种，200。年柑桔产量达 126万t.居全国

第一，但适合市场需求的甜橙类产品仅占

231/,，其余大多是不耐贮藏的宽皮柑桔，供

大于求，市场滞销，目前，找省柑桔市场已严

重供大于求，而且只有部分优质柑桔销售价

格维持在4一6元/kg,稍低于美国柑枯的价

格 加入WTO后，我国进口柑桔的进口关税

率将从40%逐步降为12%，美国、巴西柑桔

在我国的销售价格有进 步下调的宁间 由

于国外柑桔将逐渐进人我省.)J场，估计我省

将会失去 邹分中高档柑桔市场.从而影响

果农收人、

    (4)对我省油料作物的影响 我省油料

作物主要是油菜籽，具价格比国际市场A出

37%以}_。根据中美双边协议.农产品平均

关税从31..5%降为14.5%后，省内袋油价

格将比国际市场高出57%以上，明摊缺乏价

格竟争优势。同时，我省的菜油为国际上所

淘汰的高价酸产品 将会严重影响我国菜籽

油在国际市场土的竟争力

    (5)对我省茶叶的冲击 国外红茶将冲

击国内市场，又」绿茶将构成新的威胁.同时

茶叶农药残留差别也将限制我省茶叶出

口。目前.我省茶叶生产成本较印度、斯q兰

仁、肯尼亚等国原箱茶高。但我省具有绿茶

乌龙茶等多茶类的优势.可作为竞争的避风

港.否则难以一与这此红茶出口大国相匹敌

由于国外红茶价廉物美.日前印度、斯W.

r的红茶和英国立顿红茶已进人找国市场

降低关税后我省的红茶1fi场将受到更大冲

击。越南、印度绿茶具有价格低廉而品质不

差的优势，对我省绿茶生产将构成新的威

胁 加入WT O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

茶叶出口将提山更为苛刻的要求、目前，我

省茶叶在 定范围内确实存在农约残留超

标问题，如不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尽决解决

这个问题，我省茶叫将痛失欧洲巾场.Ifl对}

还将影响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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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湖南农业的有利影响

    川 有利于改善国际贸易环境，为找省

农产品进人U7际Ill场提供方便条4? ;享受

WIT)成员国之间降低关税的成果，减少有

些国家对我国农产品出门的非关税限制等

不公平待遇.减少我省农尸品的出I障碍，

增加我省农产品的出日数量

    (2)有利于发展农业市场经济 加i1;国

际间的信息交流与合作.按照未来一体化的

农业市场需求安排,1产.调整农产品结构，

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加农民收人，保证农业

生J山的可特续比发展

    (3)有和』加强}川赤ja!的文流与合作.引

进优良品种和光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提高

农业综合生产水平，增强农产品在国际市场

卜的竞争力、

2 加入W TO后我省农业发展对策

2.1 面向市场，根据需要调整产业结构

    门)调整榷食品种结构。我省粮食种植

结构过十单一 加 卜早粕稻占稻吞户一量的

37V.，而且品质较差，导致产销矛盾突出，供

过于求，严IR压库.而市场上所需的饲料用

粮和1业用粮又严重缺乏，既满足不了国内

需求，也满足不了国际需求，难以适应国际

市场党争。听以，应及时调整我省粮食生产

结构.提高优质稻和专用粮的生产比例，适

当发展饲料粮生产，以保证一定的粮食总量

为幕础，加快高档优质米基地建设:生产无

公害优质大米 逐渐扩大在网际市场上的销

售份额 加速我省优质米业的发展步伐_

    (2)调整种梢业结构，提高经济作物比

重 以市场为导向研究开发高质 高效、高产

经济作物，稳步发展棉花和竺麻生产，为找

省棉麻织品牛产提供充裕的原料。特别要加

大芒麻的产业化力度，大力开发麻织品国际

!汀场;降低生产成本，加快‘双低 油菜的发

展.保证人民健康;加快技术更新，人力发展

无污染、符合国际需要的n档茶叶:加速柑

桔品种更新换代，提高柑桔品质.大力发展

适于加丁和国际市场听需的新品种，充分利

用柑桔的价格优势，打人国际市场:抓住有

利时机、加速黄姜产业化发展，促进双烯、黄

体Ad的出1}创汇等

    门〕调整种养结构.提高养M比重。继续

加大对二儿杂交猪的推广力度‘稳定数量

提高质量 重点抓 的发展，特

别是牛肉生产要大)J1提高头均产量，加快黄

牛品改体系建设，大力发展适合于国际市场

所需的黄牛品系;建立一批起点高的猪、牛、

羊生产基地;加速湘云ml的推广等

22 建立和完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

    川 充分利用好“绿箱政策’‘，加人对找

省农业的保护，做到山“负 保护向“正’保护

转变;加大政府对我省农业基6设施和科技

等方面的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强农

业稳定发展的能力;采取农产品储备、农业

保险及灾害补贴等收入支持政策，加大刘农

业的保护与支持力度。根据“国内支持，’原

则，我省每年可获得26亿元的农业支持资

金，这笔资金要确实用列农业上，根据市场

和战略的需要，支持和保护农产品的正常牛

户，确保我省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归)理顺农产品生产贸易体制，提高农

业生产对市场的适应能力。要加快农产品外

贸体制改革，千丁破行业部门界限.使农产品

的生产和贸易尽快实现 体化的灵活机制，

加强出I1企业和农业生产者之间的联系，迅

速提高我省农产品对外竞争的整体实力;打

破士要农产品出口羊断的局面、使更多的农

业企业拥有自营出LI权，扩大出II渠道，拓

展出口空间;结合乡政机构改革，大力推进

农业生产专业台作社建设 加强农业.}.介服

务组织建设，使我省农业生产能够更好地适

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归j加强小城镇建设 建立支持农业发

展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我省要加强小城镇建

设，充分发挥其农产品集散功能和信e.传播

功能，向农民提供准确、及时的农产品生产、

I li场供求与价格信息和病虫害防治技术服

务信息，引廿农民面向市场.恨据市场需求

调整生产结构，逐步形成以小城镇为中心，

以各种中介服务机构为依托的社会化服务

体系和产业化发展体系

2.3 增加科研投入，依靠科技兴农 提高农
业科技水平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依靠科技进步，我

省要加大农业科研投人，引进优秀科研人

才，使找省农业科研和开发水平!一个新台

阶，提高农业科技水平，促进农业的快速健

康发展 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成果转化

率;抓好“种苗工程”，加速我省农作物，畜

牧、家禽和负类等品种更新，扩大良种m盖

率;抓好先进实用技术推广，重点抓好良种

良法、早育抛秧、配方施肥、套种问作、保护

栽培、畜禽品改、饲料开发等主要科技成果

推广;抓好农业科技培训 1作，提高农民文

化和科技素质 要进 步提高我省农产品加

工水平，重点从囚际卜引进一流的农产品加

r. L艺和设备，提高农产品精深加工的比

重，生产符合市场需求的高品位的加 1_产

品，增I'm国际竞争力

2.4 完善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体制，大力推

进农业产业化进程

    U)制汀介理的十地流转制政策，促进

农业规模化发展，我省要根据不同的地区晴

况，适度All农村经济政策 在稳定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的纂础上，建立合理的土地流

转制度，形成适度农业生产规模.促进农业

规模化发展

    (2)加速基地建设，促进我省农业产业

化和农村工业化进程 r}:点建设 一批商品生

产基地，包括优质稻开发基地、瘦肉型猪饲

养基地、优质水果生产基地、黄姜牛产基地

和蚕桑生产基地等 围绕现有区域性主T产

业，下人力气培养具有市场前景，适于进行

农产品7K加J的产业。PA好找省出口创汇型

涉农企业的建设，支持和引导涉农企仲与农

民形成利益共同体，加速我省农业产业化进

程 把工业技术和成果积极引气农村，健进

我省农村工业化发展

2.s 加快农业引导工程建设

    为把农民尽快带人囚际 一体化的农业

市场，减少市场波动因素对农业生产和农村

经济发展的影响，我省要尽快建;r和完善农

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引导工程

    (n建立信息引呀r.程。充分利用国家

现有网络资源，以小城镇建设为纽带，加速

我省农村经济信息网络建设，为农民提供各

种生产、技术、服务信息和市场需求 价格变

动、1汀场预测等信息。根据市场需求 引廿农

业牛产

    (2)建立示范引导工程。在全省分fX域、

分产业建立相应的具有市场拓展空间和发

展潜力的优良uu种不范基地，通过投入适当

的引导资金，支持基地建没，引导我省农业

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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