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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 月 10 日电(记者董峻、王洪江)为
应对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我国对自美进口的部分
农产品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反制措施。这些措施对中
美两国相关产业影响如何？今后中国农业对外开放
政策的方向是否将有所调整？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日前接受
记者采访，就中美贸易摩擦中的农产品焦点问题作
了详尽回应。

中方反制措施理性克制

据韩俊介绍，目前为止我国公布了两批对自美
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清单。

第一批是 6 月 15 日中方发布公告对美国 500
亿美元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共涉及 517 项农产
品，主要包括大豆、谷物、棉花、肉类、水产品、乳制
品、水果、坚果、威士忌酒和烟草等，自 7 月 6 日起开
始实施征税。

第二批对美征税清单商品涉及 387 项农产品，
主要包括生皮、植物油、蔬菜、咖啡、可可制品等，涵
盖绝大多数第一批未征税的农产品。

韩俊表示，中方不愿与美方打贸易战，但面对美
方所作所为，中方不得不出台必要的反制措施。中方
的反制措施是在广泛听取意见、认真评估影响后提
出的，是理性和克制的。对中方而言，由于进口来源
多元、进口市场广泛，对自美进口农产品加征关税的

影响非常有限。今后有关部门将对反制措施效果进
行评估，力争把反制措施对国内生产生活的影响降
到最低。

美国农民或将失去中国市场

“受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影响，美国农业受到冲击
是可以预见的。”韩俊说，“尽管美国白宫和农业部宣
布将实施最高 120 亿美元的农业补贴计划，但美国
农民将可能失去几十年努力开拓的中国市场。”

大豆是中美农产品贸易最重要的产品。如无贸
易摩擦，2018 年度美对我大豆出口量将在 3000 万
吨以上。而自 7 月 6 日我对美大豆加征 25% 关税
后，企业已基本不再采购美国大豆。10 月起美国大
豆将陆续上市，加征关税的影响也将逐步显现，美国
大豆将面临价格下跌、出口压力增大、出口周期拉长
等问题。

7 月 19 日，美国众议院举行的听证会已反映出
美国农业各界人士对失去市场份额的担忧。美国大
豆、谷物、乳品、肉类、水产品、水果和坚果等行业组
织在华经营多年才获得如今的市场份额。中国农产
品市场竞争激烈，如果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其他
竞争对手将占据美国失去的市场份额。

巴西农业部长马吉日前已表示，巴西有能力将
大豆种植面积翻倍。韩俊对此表示，如果中美爆发贸
易战，很多国家有意愿、也完全有能力取代美国在华

农产品市场份额。如果其他国家成为中国可靠的
供应商，美国将很难重新获得市场。这正是美国农
业界最担心的。

中国有能力应对美国大豆进口缺口

反制措施导致的大豆进口缺口，是否会对我国
食用油和畜禽养殖产业产生较大影响？韩俊表示，
我国完全有能力应对美国大豆进口减少的缺口。

韩俊说，我国对食用油和蛋白饲料的需求持
续增长，但土地资源有限，很难在保证小麦、水稻
等主粮产品基本自给的同时，还能保障大豆等其
他土地密集型产品的有效供给。目前国内大豆的
产需缺口为 9000 多万吨，需要依靠国际市场补
充。美国是世界第一大大豆生产国，产量在 1 亿吨
左右，但其国内消费量有限，一半左右依赖出口国
际市场。

2017 年我国饲料消耗 1 . 05 亿吨蛋白类原
料中，豆粕占 7230 万吨。中国对美采取反制措施，
自美大豆进口会大幅度下降。为防止产生联动效
应，增加国内食品价格上涨压力，有关部门进行了
周密充分的准备。

如：积极拓展大豆进口来源；通过调整饲料配
方减少豆粕用量，应用配制新技术降低蛋白类原
料需求，并增加其他油籽和粕类进口，弥补豆粕缺
口；加大其他食用植物油供给力度；完善大豆扶持

政策，提高国产大豆综合生产能力等。
韩俊表示，美方置双方已达成的共识于不顾，

不断升级贸易摩擦，我们坚决反对。事实上，中美
两国农业资源禀赋不同，农产品贸易具有很强的
互补性。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美国
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中美双方加强农
产品贸易合作有利于促进两国农业发展。

中国将积极稳妥有序扩大农业

对外开放

韩俊说，积极扩大农产品进口，统筹利用国内
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农业
的基本政策。

中国农业贸易体量巨大，已成为全球第一大
农产品进口国和第二大农产品贸易国。目前大豆、
食糖、棉花等农产品，中国都是全球最大买家。农
产品贸易的发展有效缓解了国内农业资源环境压
力，保障了国内供应和市场平稳运行。

“今后，该出口的要尽力出口，该进口的要主
动进口，这是我们明确的政策导向。”他说。

韩俊表示，当前我国农业发展的主要矛盾由
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需要在深化改革和
扩大开放中加快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
业对外开放是符合中国农业发展方向的正确选
择。中国将积极、稳妥、有序扩大农业对外开放。

中国农业对外开放的大门不会关上
中央农办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回应中美贸易摩擦中的农业焦点问题

新华社北京 8 月 10 日电(记者于佳欣)世贸组
织(WTO)争端解决机制是世界上最为活跃的国际
争端解决机制之一，对维护世界贸易秩序、促进国际
贸易健康稳定发展有重要意义。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货物贸易国，中国一直坚定
支持世贸组织规则，全面实践其争端解决理念，对这
一机制的有效运转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商务部
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主任、副研究员顾宝志日
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他说，作为世贸组织规则的遵守者，中国一直通
过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解决与其他成员存在的经贸争
议。通过应诉与起诉，中国对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
的支持有目共睹。

按照世贸组织案件号的统计，截至目前，中国在
WTO 被其他成员起诉的案件 42 起，起诉其他成员
的案件 17 个，作为利益相关第三方，参与了 149 起案
例。在中国被诉的 42 起案件里面，有 33 起已结案。

顾宝志说，在 33 起已结案件中，WTO 争端解
决机构判定中国败诉的，中国或已改正，或在立案后
的磋商阶段，主动调整有关政策措施。“中国在执行
WTO 裁决过程中，完全以事实为依据、以多边贸易

规则为准绳，赢得了 WTO 广大成员的普遍赞誉。中
国没有一起案件因为不履行 WTO 裁决而被其他成
员报复。”

值得一提的是，中方对 WTO 其他成员的一些
经贸做法存有异议时，不是用单边力量去向对方施
压，而是选择到 WTO 争端解决机构，利用多边规则
解决问题。

“对于中方胜诉的案件，中国会要求对方履行义
务，有些案件中国没有赢，中国也接受 WTO 的裁
决。”他说。

比如，2009 年 7 月，中国起诉欧盟紧固件反倾销
措施案，后来WTO判中方胜诉后，欧盟对有关条例进
行修改，继续对中国相关产品实施反倾销措施，随后中
国再将欧盟做法诉诸WTO，并终于在 2016年得到了

世贸组织的公正裁决，欧盟最终撤销了对中国相关
产品征收反倾销税的措施。中方合法主张得到了彻
底执行，维护了中方正当贸易权利和产业利益。

自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停滞以后，贸
易争端解决机制就成为 WTO 最为权威且有效运
转的部分，而上诉机构作为 WTO 贸易争端解决
终裁机构，有着“世界贸易最高法院”之称，重要性
不言而喻。对如何维护这一机构有效运转，顾宝志
也有自己的看法。

他说，上诉机构有 7 名法官组成，中国先后推
荐 2 名中国籍法官在上诉机构任职，为上诉机构
正常运转贡献了中国力量。

但目前，上诉机构在原任法官退休后存在 3
名人员空缺，WTO 本应尽快完成法官人选的任

命，然而，自 2017 年 2 月起，美国一直在否决其他
成员立即启动上诉机构成员遴选程序的提议。

“美国的做法使得上诉机构法官严重不足，
如果其继续阻挠启动遴选程序，上诉机构将面临
完全瘫痪的局面。”顾宝志说。

中国驻世贸组织大使张向晨今年 5 月在世贸
组织总理事会上曾对美国提出严正警告，指出美
国的行为使整个争端解决机制陷入危机，如果世
贸最终失去争端解决这一功能，世贸规则将无法
得到有效执行，最终我们将无法有效制约单边主
义和贸易保护主义。

顾宝志表示，中国一直支持世贸组织争端解
决上诉机构尽快补充法官人选，呼吁个别成员放
弃单边主义做法，遵守世贸组织规则，与其他成员
尽快就此问题达成一致，尽快补齐人员，使上诉机
构能正常开展裁决工作。

顾宝志还表示，随着中国贸易量和在全球贸
易中所占份额的不断增长，中国在世贸组织中承
担的预算份额也不断增加。“中国足额准时缴纳预
算资金保障了世贸组织秘书处及争端解决机制的
正常运转。”他说。

积极践行理念，有效维护运行
专家谈中国在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中的重要作用

（上接 1 版）加快推进货物贸易自
由化，升级后的中智自贸区货物贸易
自由化水平高达 97 . 5%，是迄今我国
货物贸易开放水平最高的自贸协定；

实现较敏感产品的适度开放，进
一步拓展开放产品种类；

稳步推进银行、保险、增值电信、
旅游、交通运输、医疗、管理咨询等服
务业开放；

逐步推进以负面清单模式开展服
务贸易和投资谈判……

高水平自贸区的建设，助推我国
全面深化改革的同时，也让我国建设
性参与全球经贸规则重构，进一步融
入全球经济。

建设高标准自贸区网络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站在改革开放的新起点上，加快
自贸区建设，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
“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
区网络，无疑成为我国推动建设开放
型经济体制、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
重要内容。

自贸区建设是推进经济全球化和
贸易自由化的重要途径。业内人士指
出，在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
当下，中国应加快推进与相关国家和
地区的自贸谈判，共同培育全球大市
场，以实际行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维
护多边贸易体制。

尽管我国自贸区建设已取得明显
进展，但自贸协定的数量、质量和开放
水平还有待提升。商务部研究院亚洲
研究所副所长袁波说，目前，中国自贸
区“朋友圈”在非洲还是一片空白，在
欧洲与美洲也仅有个别伙伴国，亟须
拓展覆盖面。

据商务部消息，今年我国将推进
十大自贸协定的谈判，推进与巴拿马、
巴勒斯坦、蒙古国、瑞士、秘鲁等国的
自贸协定联合可研或升级联合研究，
通过努力，力争让 2018 年迎来一个自
贸区的“丰收年”。

袁波强调，要做好自贸区战略实
施的风险防控和保障工作。“开放不能
一开了之，要与国内改革形成良性互
动。通过国内自贸试验区的开放模式
探索，不断改善营商环境，完善制度建
设，提升产业竞争力，更好地享受开放
带来的红利。”

商务部国际司有关负责人表示，
未来将进一步提高自由贸易水平和标
准，努力提高货物贸易开放水平，坚持
与自贸伙伴共同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
垒，实现互利共赢，并在扩大服务业开
放、放宽外资准入、推进规则谈判等方
面大力推进。新华社北京 8 月 10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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