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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9B_9F_E7_9A_84_E5_c44_70894.htm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农村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科事务所联合设立了农业和税收

政策国际比较研究课题。为此，与中心国际局合作组团赴欧

洲若干国家进行了考察。现将对欧盟农业和税收政策的考察

及与中国有关情况比较的认识、体会报告如下。 一、欧盟共

同农业政策 今年是“欧元”亮相的第一年，所到之处，均能

看到欧洲一体化的强劲势头，其中农业和农村发展更是这一

进程中的主旋律。 欧洲共同体（简称欧共体）是根据1957年

签订的《罗马条约》成立的。1960年6月30日，欧洲委员会(简

称欧委会)就创建共同农业政策提出议案，经过6个月的深入

谈判,确定了共同农业政策结构的最初框架。1962年1月，确立

了共同农业政策的总方针。 由于欧共体最初的6个成员国都

是农产品净进口国，因此，欧共体共同农业政策的主要目标

是：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农产品产量，稳定市场，提供有

效供给；稳定提高农业生产经营者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为消

费者提供价格合理的食物。为了确保政策目标的实现，欧共

体明确了遵循共同农业政策的三条原则（现欧盟依然执行这

一原则），一是建立允许农产品自由流动的统一共同市场；

二是享有优先权，共同采取各种措施限制外部廉价农产品进

入共同市场；三是承担共同财政责任，欧共体各成员国要缴

纳一定的费用，以建立共同农业发展基金。 欧盟现行的共同

农业政策既是早期欧共体建立的基石，又是欧洲有关国家整

个经济结构长期变动的产物，是国际贸易格局变化的结果



。1993年欧共体才改为欧洲联盟(简称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是

目前欧盟诸国最重要的共同政策和经济运行中的核心。它成

为单一市场的先驱者(这个市场保证在欧盟15个成员国内，商

品、服务、资金和劳力的自由流动)。它是政治和经济的结合

点，把共同体的不同部分聚集在一起。以1992年为界，可将

共同农业政策划分为新旧两个时期的政策。 (一)旧的共同农

业政策 共同农业政策产生于欧洲大部分食品生产处于财政赤

字的时期。它的结构设计符合欧洲当时的发展状况。实质上

，共同农业政策确实支持了内部价格和收入：诸如通过协调

、边境保护，或在没有边境保护的地方采取高额支付的形式

，给使用共同体农产品的生产者和加工者，因共同体的存在

而不得不支付比世界市场价格更高的价格。 当时欧共体国家

的这一政策给经济增长及对欧洲提供物美价廉食品等方面作

出了重要贡献。使当时的通货膨胀得以缓解，扩大了农产品

出口，有利于外贸收支平衡，促进了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农

场主收入有所增加。直到90年代中期，在整个预算条款当中

，共同农业政策仍是欧盟经济政策中的最重要部分。欧盟那

时为世界上农产品的最大进口国和第二大出口国。 在共同体

存在大量过剩农产品的时候，与财政赤字相关的系统暴露出

许多不足： 通过干预和产品援助提供的价格和保证，以超出

市场吸收能力的增长率刺激产量的增长。1973年至1988年间,

欧共体内农业生产量增长2%，而内部消费仅增长0.5%。 导致

对市场价格有消极影响的某些部门代价昂贵的盈余有所加大

。 另外，与某些贸易伙伴之间紧张状态的加剧扰乱了欧盟在

世界市场份额和对世界市场价格的影响力。 某些地区集约生

产对环境产生消极影响。 这个体系没有全面考虑绝大多数小



型和中型家庭农场的农业收入。 在日益增长的经费范围内这

种状况尤其难以接受。 总之，到80年代未期，产生了改革的

共识。共同体结构适应了60年代的发展，在70年代运行良好

，但在80年代却显示了致命的弱点。因此设计一项适应90年

代发展的政策是必要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