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墨西哥金融危机 对 其经

济的打击是极 为沉重的，外来

援助 犹如“阿斯匹林”可暂缓

阵痛，但根本出路还要靠墨西

哥自身的努 力 和采取 标本兼

治措施。目前的应急性拯救措

施，很 可能使墨西哥陷 入“高

利率—高通胀—低增长”的恶

性循 环之中 。

现在西方大国答应的援助（共

500 亿美元）大部分尚未到位，墨西

哥政府为吸引外资和抑制通货膨

胀，实行高利率政策。墨西哥的利

率几年来一直高于国际利率。最近

采取大幅度提高利率的应急措施，

28 天期的短期国库券利率高达

35.2% ，升幅之高可谓世所罕见。

高利率对平抑通胀，吸取资金，固

然有一定作用，但也可能使国家陷

入高利率—高通胀—低增长的恶

性循环之中。本来，墨西哥加入北

美自由贸易协定之后，由于市场开

放太快、太猛，已引起国内某些部

门萎缩和破产。譬如，由于近年墨

西哥粮食进口逐年增加，1990 —

1993 年，平均每年粮食贸易逆差达

19.8 亿美元，每年有几十万农民抛

弃土地，离乡背井，外出谋生。墨西

哥全国小企业联合会主席曼努埃

尔·比利亚估计，由于北美自由贸

易协定生效，最近两年至少将有

7 500家小企业倒闭。现在，发生金

融危机之后，资金更加缺乏，利率

又更高，已使许多企业，特别是中

小企业，濒临破产。如果大量企业

倒闭，生产停滞，即使金融形势略

有好转，国家经济也不会有多大起

色，也难以摆脱衰退。所以，一些经

济学家指出，克服危机的根本出

路，还是主要应依靠本国资金积

累，增加储蓄，发展生产，现在的一

些措施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责任编辑  江正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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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农业是一项弱质产业，如 果没有国 家

的支持，则很难保持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

很难建立起适应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需要的现代化

大农业，很难保证广大农村居民尽快 富裕起来，甚

至无法解决我们这个人口 不断增长的大国的吃饭

问题。从本期开始 ，我们选择介绍几 个发达国 家的

农业财政政策，以 供参考借鉴。

法国的农业财政政策

法国是欧洲农业最发达的国家

之一，也是世界农产品出口大国。但

在二战以前，法国却是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中农业最落后的国家。1950

年以后，法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

农业发展政策，从而使法国农业进

入一个飞跃发展阶段，其发展速度

超过了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法国政

府的农业财政政策主要有三个方

面：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地区

开发；促进土地集中和农业规模经

营；维护市场稳定，保护农场主利

益。在资金方面，如 1970—1984 年

法国支农预算一直占其预算总规模

的 13—15 % ，支出规模 14 年间年均

递增 12.9%。

（一）财政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

设和农村地区开发。法国政府的农

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水利工程

和土壤改良、道路建设、自来水、农

村用电。在这些方面，国家财政都给

予大力支持。如在水利和土壤改良

方面，1951 年 5 月，政府正式通过

法令，成立各种专业化的公私合营

公司来承担农田水利和土壤改良工

程，由政府统筹管理。1955 年又通

过法令扩大公司范围，吸收农业部

门和工业部门都参与投资和管理。

为发展西部、西南部、中部和东部山

区等落后地区的经济，还采取了所

谓“大型整顿”的措施：第一，大力发

展山区原有的工矿企业，使之经过

国家投资改造后成为农业地区和落

后山区的经济中心。从大工业区迁

往落后地区的工厂企业，国家提供

财政补贴，实行燃料减价，给予税收

优惠，免费搬迁，减收新厂址地价

费。第二，奖励原五大工业区的资本

家去山区和农村建厂，鼓励发展落

后地区农村的食品工业、小型机器

制造业等行业。第三，发展落后地区

暂时还不适合机器操作的手工业生

产及旅游业。

（二）政府支持土地集中，促进

农业规模经营。法国大革命是通过

和平的方式迫使贵族将土地分给农

民，从而形成小农经营的模式。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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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以来存在的大量分散小农户，却

使法国农业规模经营比美国、澳大

利亚等资本主义国家要小得多，影

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产

品的竞争能力。二战以后，法国政府

积极支持土地集中，扩大农业经营

规模，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如通过

财政补助鼓励商品率低下、购买力

差、无力改进技术的中小农户放弃

农业经营；通过财政补助鼓励老年

农业经营者脱离农业和青壮年农民

经营农业。1963— 1969 年间，脱离

农业的终身补助受益者人数 22 万

人，腾出土地 380 万公顷。又如通过

财政支持建立政府的土地调整公

司，收购土地然后再把土地租赁或

出售给大农场主。土地调整公司是

一种非常特殊的组织，它是一种不

以赢利为目的，而且由国家委派代

表进行监督的股份有限公司。它的

资本金由各有关涉农的部门和机构

提供，活动经费依靠国家财政拨款。

（三）政府积极干预农产品市

场。法国采取的农产品市场调控政

策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战

后到 40 年代末，主要是实行保护关

税，向农场主提供保护金。第二阶段

是从 50 年代初到 60 年代中期，为

了扩大农产品出口，政府进一步通

过补助金形式，使法国农产品的价

格同世界市场价格拉平，同时继续

实行对农产品价格的支持。第三阶

段，从 60 年代末到现在，由调节市

场政策逐渐转化为全面干预农业生

产、加工和销售过程。通过农业一体

化来解决结构危机和农产品相对过

剩问题。在第三阶段，欧洲经济共同

体的农业政策起了重要作用。在欧

洲经济共同体内实行统一的农产品

市场和价格政策，限制进口，建立农

产品储备，对出口给予补贴，实行出

口许可证制度，对消费价格进行补

助以刺激消费。政府在这一方面的

开支很大，每年约为 90 亿法郎，大

约相当谷物产值的一半以上。

（四）协调财政政策与金融政

策，促进农业发展。法国的农业政策

性金融非常发达，对农业发展起到

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农业政策性金

融的发展与财政的大力支持是分不

开的。法国农业金融体系分为两部

分，即半官方的金融组织和合作金

融组织。半官方的金融组织主要是

国家农业信贷银行和法国土地信贷

银行。财政对农业金融机构的支持

手段是贴息，由于有财政贴息，法国

的农业金融机构发放大量的长期贷

款，支持农业基本建设。在农业贷款

中，购买耕地贷款期限最长为 25

年，购买农业机械最长为 7 年，养奶

牛基建贷款最长为 12 年，购买奶牛

贷款最长为 15 年。1980 年至 1984

年，7— 25 年的长期贷款合计占农

业金融机构总贷款的 80%以上。

美国的农业财政政策

美国的农业经过 200 多年的发

展，也是经历了一个由不发达到发

达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政府

的农业财政政策也呈现出明显的阶

段性特征。本世纪 30 年代以前，美

国农业尚不发达，财政政策的重点

是支持农业生产，包括与农业发展

密切相关的交通、水利、教育、科研

和科技推广等方面，促进了农业综

合生产能力的迅猛提高。本世纪 30

年代以来，农产品的大量过剩，迫使

政府把财政政策的支持重点由生产

领域转移到流通领域。

（一）本世纪 30 年代前美国政

府的农业财政政策。第一，出售公有

土地。美国政府支农资金的一项主

要来源就是政府出售公有土地收

入，加上政府的其他资助和补贴，既

保证广大拓荒者得到了土地，又使

政府得到了必要的农业发展资金，

为美国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提供了

条件。第二，通过关税政策保护本国

农业。美国的第一部关税法就是保

护本国农业的征收农产品进口关税

法律。第三，支持交通运输、农业灌

溉等基础设施建设。美国灌溉设施

建设一般由州政府或私人灌溉公司

主办（由政府招标），其资金来源于

用政府出卖公共土地收入安排的灌

溉基金和向农场主收取的水费。第

四，支持农业教育、科研及推广。如

联邦政府拨款给各州，要求建立创

办一所农学院或一所有机械系的大

学，或帮助州政府建立农业试验站

等。

（二）30 年代后的农业财政政

策。这一时期有特色的是流通领域

的财政政策。美国农业流通领域的

财政政策主要是“收入—价格支持

计划”和其他刺激农产品出口的措

施。美国的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是

由平价、融资、政府收购三个手段组

成。政府授意商品信贷公司（由政府

出资建立的政策性公司）向农场主

发放以稳定价格为目标的、用农产

品作抵押的贷款。当市场价格高到

贷款所规定的价格（平价）时，农场

主就必须出售农产品以归还贷款；

当农产品供过于求时，市场价格低

于平价时，生产者以略低于平价但

高于市价的水平把产品卖给商品信

贷公司。与此同时，政府也通过发放

贷款、价格补贴等办法，支持农产品

出口，以争取市场。

美国用于“收入—价格支持计

划”和农产品出口等方面的补贴是

从联邦预算中开支的，州及州以下

政府没有这笔开支。从近几年的补

贴情况来看，农产品补贴支付最多

的一年是 1986 年，为 314 亿美元，

占联邦预算支出的 3.1%，最少的

是 1990 年，为 158 亿美元，占联邦

预算总支出的 1.37%。就占农业预

算的比重来看，补贴支出一般要占

到 60%以上。

（责任编辑  吴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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