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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国极为重视农业发展， 在科技发展政策、 农业生产支持政策、 期货市场建设和全球信息监测等方面建

立了完备的农业发展体系， 使得美国农业发展相对其他国家具有无可比拟的发展优势。 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和经济转

型的关键时期， 农业发展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 分析美国的农业发展政策及其影响， 对中国相关农业政策具有重要启

示。 根据分析结果， 提出在新时期中国亟需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和新技术的推广， 建立符合国情的高效农业保险政策体

系， 并提升中国在全球农产品定价上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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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nited States pays great attention to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comprehensive
agricultural developing system, including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policies,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upport policies, futures market construction and the global information monitoring,
has been constructed systematically, which provides the unparallel advantages to the U.S. agriculture. China is
in a critical period of economic growth and transformation, whose agricultural sector confronts a series of
challenges. It is very useful and informative to analyze the U.S. agricultural developing policy and its effects.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it is proposed that China should enhance the capacit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new technology extension, set up the effective and suitable agricultural insurance policy and
improve the power in determining the global agricultural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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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全球最重要的粮食出口国， 在过去半个世

纪， 一直主导着全球的粮食生产、 贸易和价格。 近年

来， 美国在传统实力的基础上， 进一步强化农业科技

创新、 全球农产品定价权和信息把控等能力， 不断增

强在全球粮食供给、 贸易和价格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美国在科技发展政策、 农业生产支持政策、 期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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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和全球信息监测等方面建立了强大且完备的农业

发展体系， 这 4 个方面与美国农业法案等相互支持并

相互强化， 成为美国经济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1 美国农业发展战略分析

从美国的技术发展、 农业支持政策、 全球农产品

交易市场建设、 全球农产品信息监控发布和 2014 年

美国农业新法案的变化特征等 5 个方面进行分析， 阐

述美国农业发展战略及其相互关系。
1.1 在技术上， 依靠先进的农业科技， 保持农业全

球竞争优势

美国粮食作物的单产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国家。 根

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数据， 2005—2010
年， 美国玉米、 大豆和小麦的平均单产分别是全球其

他国家 （地区） 的 2.5 倍、 1.8 倍和 1.3 倍。 较高的单

产水平不仅使美国成为粮食生产大国， 而且在全球粮

食贸易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2005—2010 年， 美国的

玉米、 大豆、 小麦和大米产量分别占全球的 39.0%、
36.9%、 9.1%和 1.5%， 4 种粮食作物总产量约占全球

的 20%。 美国粮食出口占全球粮食贸易的比重更高，
部分作物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2005—2010 年， 美国的

玉米、 大豆、 小麦和大米出口占全球的 份 额 分 别 为

51.7%、 43.1%、 20.7%和 10.9%。
美国不断加大对农业科研的投入， 农业技术研发

居世界领先地位， 新品种得到快速推广应用。 美国生

产的大豆和玉米以转基因品种为主， 2010 年， 转基因

大豆和玉米的种植面积分别占各自播种面积的 97%和

93%。 从 1995 年和 1996 年首次商业生产转基因玉米

和大豆以来， 到 2012 年美国已有 45 个转基因玉米品

种和 15 个转基因大豆品种实现商业化， 复合多个优

良特 性 的 转 基 因 新 品 种 被 开 发 并 迅 速 商 业 化。 2010
年， 美国孟山都公司成功研发组合 8 种优良特性的转

基因玉米， 新品种不仅可以提高单产， 有效抵御各种

自然灾害， 而且可以显著降低生产成本[1]。 由于在科技

上具有领先水平， 美国种业公司在全球种业市场具有

极大的影响力。 2007 年， 全球十大种业公司中 （占全

球商业种子销售额的 67%）， 美国有孟山都、 先锋和

蓝多湖等 3 家公司， 分别居第 1、 第 2 和第 5 位， 约

占十大种子公司总销售额的 50%。
1.2 在农业生产支持政策上， 建立了有效的农业保

险体系

农业是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交织的高风险产业，

1938 年以来美国政府不断尝试和改进其农业保险政

策， 以帮助农民有效应对风险。 经过多 次 改 革 与 修

订， 美国建立了由政府扶持、 私营公司独立经营的较

完善的农业保险体系 [2-3]。 由于政府提供了大量补贴，
美国农民的参保率非常高。 2012 年， 美国玉米参与投

保的面积为 3 277.95 万 hm2， 占其玉米总种植面积的

85%左右。 根据计算， 美国农民选择的收益保险平均

为年初预期收益的 85%， 这意味着即便出现极端严重

的自然灾害导致作物绝收， 美国农民玉米收入将依然

能获得其年初预期收入的 85%。
1.3 在 农 产 品 市 场 建 设 上， 发 展 农 产 品 期 货 市 场，

掌控全球农产品定价权

美国建立了全球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粮食期货市

场———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

玉米、 大豆、 小麦等品种的期货价格是国际农产品贸

易中的权威价格， 对全球农产品贸易和生产具有重大

影响。 目前， 美国农户直接或间接参与期货市场， 并

运用套期保值规避价格风险。 据统计， 大部分农户利

用合作社进行套期保值， 美国目前有近 2 000 个谷物

合作社， 控制了国内谷物销售量的 60% [4-5]。 期货交易

市场已经成为美国农业生产套期保值、 转移价格风险

和锁定较高经济利润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美国期 货 市 场 加 大 了 农 产 品 的 “金 融 产 品” 属

性， 提高了全球粮食价格的波动性。 以 2012 年美国

遇到 “50 年不遇” 旱灾为例， 在预期减产和市场投机

的双重作用下，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玉米、 大豆和小

麦价格在短期内快速上涨， 6—11 月， 3 种农产品价

格分别上涨 50.1%、 57.5%和 32.3%。 快速上涨的粮食

价格严重威胁了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高度依赖进口的

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6]。 然而由于粮食价格超涨、 美

国农户可以通过期货操作锁定高价格， 虽然粮食产量

比预计产量降低， 但是美国农户收入却明显提高。 例

如， 2012 年美国玉米产量虽然比预计降低了 13.4%， 但

农户的实际收益却比年初的预期收益提高了约 30% [7]。
1.4 在信息监测上， 建立了先进和完备的全球农产

品供需监测体系

以美国农业部 （USDA） 为主导， 建立了系统和

全面的全球农产品供需监测体系， 该体系包括全球农

业生产监测、 信息收集处理、 分析预测 和 信 息 发 布

等。 在国内农产品供需分析上， USDA 每年定期进行

农民种植意愿、 播种面积数量、 野外长势监测、 农户

生产投入和库存等调查， 准确掌握从年初农户意愿、

农业经济展望

19



AO 农业展望 2015 年第 2 期

年中作物长势状况、 年末收获和销售情况等全周期的

实时信息； 在国外农产品供需预测上， 采用卫星遥感

和各国实地信息采集相结合的方法， 及时捕捉并分析

全球粮食供需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 美国在世界各国

的大使馆都设有专门的农业信息收集部门， 收集并及

时向 USDA 发送当地的气候、 农产品生产和消费变化

等信息。
基于完备的数据信息和系统的分析方法， USDA

每月向全球发布 《全球农产品供需报告》， 该报告成

为全球很多国家贸易商、 生产商和政策决策者的重要

参考资料， 并且对全球粮食价格具有重 要 影 响。 例

如， 2012 年 11 月， USDA 公布 《全球农产品供需报

告》 预计美国玉米产量相对于 6 月大幅降低， 导致芝

加哥期货玉米、 小麦和大豆价格在前期已经大幅上涨

的情况下， 进入新一轮增长， 3 种粮食作物价格在 1
周内分别上涨 11.9%、 8.8%和 18.9%。 近年来多次出

现 USDA 发布报告当天， 美国芝加哥期货玉米、 小麦

和大豆价格出现涨停或跌停的现象。 例如， 2013 年 3
月 28 日， USDA 根据玉米种植意愿调查预计 2013 年

玉米播种面积将达 3 937.59 万 hm2， 比 2012 年略有上

升， 是自 1936 年以来美国玉米种植面积最大的一次；
信息发布当日美国芝加哥玉米期货价格便跌停。
1.5 2014 年美国农业新法案的变化特征

2014 年 2 月 7 日美国开始实行新的农业法案———
《2014 农业法案》， 有效期至 2018 年。 该法案共分 12
部分： 商品、 环境保护、 贸易、 营养、 信贷、 乡村发

展、 研究、 推广和其他事务、 林业、 能源、 园艺、 作

物 保 险 和 杂 项。 根 据 美 国 国 会 预 算 办 公 室 的 计 算，
《2014 农业法案》 预算为 4 890 亿美元， 其中 80%的

预算将支持营养计划， 8%将支持作物保险计划， 6%
将支持环境保护计划， 5%将支持商品计划， 1%将支

持其他计划， 包括贸易、 信贷、 乡村发展、 研究、 推

广、 林业、 园艺和杂项计划。
《2014 农业法案》 主要内容变化在于： 第一， 取

消直接支付、 反周期支付等支持政策， 新建农业收入

风险保障计划和价格损失保障计划。 第二， 新增对棉

花和其他作物的保险计划， 并扩大了现有作物保险计

划所覆盖的产品范围。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 新

计划和现有计划的调整将增加约 20 亿美元 （5%） 的

支出。 第三， 取消了乳制品价格支持计划、 牛奶收入

损失支付和乳制品出口刺激计划， 增加了乳制品利润

保护计划和市场捐赠计划。 第四， 整合了环境保护项

目， 项目资金预算和总面积均有所减少。 第五， 营养

项目基本政策和预算不变， 但将修改项目规则。
从 2014 年新农业法案的变化来看， 最突出的变

化在于强化农业安全网， 以进一步保障农业生产和农

场主收入。 为了避免世界贸易组织 （WTO） 框架下

农业补贴所引致的贸易争端， 同时强化 国 内 农 业 支

持， 该法案对农业收入支持项目进行了 较 大 幅 度 调

整， 减少或取消了价格支持和收入直接支付， 转向各

种保险计划以间接地支持农业生产和保障农民收入。
其本质依然是确保美国农业安全网更加牢固， 从不同

角度保障农场主稳定收入， 促进农业发展。

2 当前美国农业政策对其他国家的潜

在影响

2.1 增大了全球价格短期波动风险

在当前 粮 食 贸 易 和 定 价 权 以 美 国 为 主 导 的 体 制

下， 全球粮食价格大幅波动将不再是偶然现象， 可能

成为一种常态。 在完备的保险制度和发达的期货市场

交易机制下， 遭受灾害时， 美国农户没有动力去 “救

灾”， 反而为了套取收益促使粮食价格上涨， 农户、
投机商和政府都有极大动机去夸大受灾的负面影响。
凭借其在全球粮食贸易的主导地位和粮食定价权， 通

过拉动国际粮价， 有效地转嫁风险， 不仅使美国农民

和投机商获取极大的经济利益， 而且可以有效降低农

业保险的政策成本。 然而， 粮食进口国， 特别是贫困

发展中国家的粮食进口国， 将承担价格上涨的风险和

成本， 这会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2.2 利用农业技术优势和政策补贴， 扩大粮食出口，

对其他国家的粮食生产造成负面影响

美国先 进 的 农 业 科 技 水 平、 研 发 体 系 和 推 广 能

力， 使其粮食生产在全球保持较大的成本优势。 近年

来， 美国转基因新品种研发处于加速发展期， 很多具

有多种优良特性的复合基因玉米和大豆品种被开发并

得到推广应用， 这使得美国玉米和大豆生产在中长期

都将保持极强的竞争优势。 同时， 美国优质种子品种

通过跨国种子公司， 在全球进行推广， 也使得美国获

得农产品出口和种子出口的 “双重红利”。
美国是全球最重要的粮食出口国， 同时也是全球

农产品自由贸易的积极推动者， 虽然国际贸易可以弥

补粮食短缺国家 （地区） 的食物供给， 但是必须注意

的是美国较低价格的粮食出口会冲击其 他 国 家 （地

区） 市场， 对其他国家 （地区） 的粮食生产造成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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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一般而言， 这种冲击将经历一个较长期和持续

的变化过程， 然而在特殊情况下， 可能在短期内造成

极大影响和社会风险。 例如， 2011 年和 2012 年受到

极端气候影响， 美国玉米产量大幅下降， 从而导致国

际玉米价格处于高位， 这会促使其他国家 （地区） 提

高玉米生产。 然而， 在此期间， 美国玉米生产技术和

生产潜力在不断提高， 如果天气恢复正常， 美国玉米

产量会大幅度提高， 并通过期货市场放大效应， 导致

全球玉米价格急剧下跌， 极大地冲击国际市场， 对其

他国家 （地区），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玉米生产和农

户收入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3 美国农业发展战略对中国的启示

3.1 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和新技术的推广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农业生产面临日益严峻

的挑战。 前期制度创新对农业增产的效应发挥殆尽，
水土资源日益短缺， 生态污染问题愈发突出， 劳动力

和各种中间投入的成本快速上涨； 同时， 农产品市场

开放程度高， 而且随着多种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 开

放程度将进一步提高， 进口对国内市场的冲击凸显。
根据当前我国农业资源的实际状况和未来经济发展变

化， 加大农业科技投入、 强化新品种培育和新技术的

推广应用， 有效降低我国粮食生产成本和提升国内农

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

品供给、 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3.2 亟需建立符合国情的高效农业保险政策体系

农业是高风险产业， 目前发达国家都建立了较为

完备的农业保险体系， 为农业生产和农 民 收 入 建 立

“防护网”； 同时， 农业保险补贴属于绿箱政策， 并不

违背 WTO 规则， 发达国家不断强化农业保险的补贴

力度和范围。 当前我国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 借

鉴国外先进经验， 探索和建立符合实际国情的高效保

险政策体系， 以降低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的风险， 对

于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快速健康发展都具有

重要意义。
3.3 提升中国在全球农产品定价上的影响力

我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生产大国和贸易大国

之一， 随着在国际粮食生产和贸易中地位的进一步提

高， 需要深入研究提升我国在全球农产品定价权上的

方法和途径， 这包括提升对全球农产品供需的监控能

力、 多样化粮食供给渠道、 建立具有区域影响力的交

易市场等， 通过这些政策的逐步实施， 以充分发挥我

国作为农产品生产和贸易大国应有的对全球农产品价

格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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