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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影响
,

发展策略

农业生物技术
,

尤其是转基因农作物的发展受

到了国际学术界
、

各国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广泛关注
,

是当前世界农业科技发展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
,

越

演越烈 的争论 已 使许 多政府决 策者陷入两难境

地
。

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中国科

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黄季馄研究员带领的研究团

队
,

近几年来以转基因水稻和棉花为重点
,

通过深人

研究其发展对我 国水稻
、

棉花及其相关产业产品的

生产
、

需求
、

贸易
、

市场价格以及农民收入等的影响
,

为国家制定有关转基因农作物发展策略提供决策依

据
,

确保国家未来制定的农业生物技术发展策略能

最大限度地符合国家利益 ;建立全面评价转基因农

作物的经济影响和政策分析模型和软件
,

使我国在

生物技术经济影响的研究方法上处于国际学术界的

前沿
。

围绕此间题
,

他们在以下 5 个方 面进行 了深入

研究
:

( l) 转基因水稻和棉花发展对 我国农业部门

和农业收入的影响 ; ( 2) 转基因水稻和棉花发展对

我国非农部门的影响 ; ( 3) 转基因农作物发展对我

国居民食品消费的影响 ; ( 4) 转基 因农作物经济影

响和政策分析模型 ; ( 5) 转基因农作物 国家投资优

先领域和发展策略
。

课题组在大量实地调查的基础上
,

通过系统分

析
,

至今已取得一些阶段性成果
,

在国内外学术刊物

上发表了 13 篇学术论文
,

其中国际学术刊物发表 8

篇 ( 7 篇论文被 S CI / S SCI 收录 )
,

国内学术刊物发表

论文 5 篇 ;课题组还先后 向国家有关部门递交了一

系列政策咨询报告
,

得到决策者的关注
。

1 转基因抗虫水稻影响 (大田生产上 )

关于转基因抗虫水稻对农药施用
、

作物产量和

农民健康效应方面的影响
,

课题组在对湖北安徽等

地农户调查的基础上
,

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做了实证

分析
。

研究结果表 明
,

转基因抗虫水稻每公 顷减少

农药施用量 17 公斤 (或 80 % )
,

增加稻谷产量 6% 一

9 %
。

同时研究也发现
,

转基因抗虫水稻减少了稻农

因施用农药而造成的中毒现象
。

这些结果表明
,

转

基因水稻的潜在效益不仅会刺激农民广泛种植
,

而

且对于未来增加中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

改善农

民的健康等均具有重要意 义
。

研 究成果在 《科学 》

( 2 0 0 5 年 4 月 2 9 日
,

V o l 3 0 8
,

p p : 6 8 8一 6 9 0 )上发

表了题为
“

转基因水稻大田生产
:

中国的生产率评估

和健康影响
”

的论文
。

这是首篇在大 田生产层次上

论证转基因水稻经济和农民健康效应 的研究成果
,

他们的研究结果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 了重要的借

鉴
。

该论 文发表后 1 个星期内
,

( 自然 )和 (经济学

家》等学术刊物
、

中国的 <中国 日报 )
、

《科技 日报 》等

多家报社
、

美国的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
、

英国的

金融时报和经济学家杂志等
、

以及法国荷兰 印度等

国的 2 0 多个国内外新闻媒体对该研究成果做了详

细的报道
。

2 转墓因抗虫棉影响 (大田生产上 )

课题组在 2 0 0 3 年前
,

在转基 因抗虫棉的生产

及其环境影响领域
,

做了大量的研究
,

成果发表在

本文于 2 0 0 6 年 l 月 1 0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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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ci e刀 ce
、

N山 tu e r
、

P l an tJ u o r n al
、

A g r
iu c l tu r alE c

o-

o nmis c、

A u s tr ali anJ ou r n alo fA g riu e l tu r al n ad Re-

5 0 。

ce rE co nom乞 : e、

w o
l rJ 及 e vzO P m e n t等一系列 国

际学术期刊上
。

2 0 0 3 年后
,

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

点项 目的支持下
,

课题组在转基 因抗虫棉的生产和

环境的影响方面又做了更加深入的研究
,

尤其在以

下 4 个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

( l) 转基因抗虫棉对农民身体健康的影响
。

在

此领域
,

国内外过去所有的研究都仅仅是对现象的

观察和简单的统计描述
,

就农民农药中毒现象减少

到底是农民自身的问题还是采用了转基因农作物的

结果
,

没有科学实证的依据
。

本课题组利用自己多

年独特的大样本数据
,

通过计量经济模型
,

对棉农农

药中毒现象做 了实证分析和解释
,

得出棉农农药中

毒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转基因抗虫棉的推广
。

成果以

题为
“

中国的转基因棉花和农民健康
:
转基 因棉花的

种植和农 药中毒关系的经 济分析
”

的论文 发表在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oJ u r n a l of cO
e u
aP t i o n a l a n d E n v i or n -

m e n t a z 于及a l t入 ( Vo l
.

10 ( 2 0 0 4 ) p p 2 9 6一 3 0 3
.

)上
。

( 2 ) 转 基因抗虫棉采 用后棉铃 虫的抗药性问

题
。

本研究在过去两年内对学术界高度关注的抗虫

棉采用后棉铃虫的抗药性间题进行了研 究
,

研究结

果表明
,

随着抗虫棉采用率的提高
,

即使在山东与河

北棉农全部种植抗虫棉的情况下
,

连续 7 年的种植

并未使棉铃虫对抗虫棉的抗性有所增强
。

这一研究

结果表明
,

在我国以小农为主
、

农作制度复杂的生态

环境下
,

抗虫棉的连续且高比例 (甚至全部 )种植未

发现其带来了棉铃虫对抗虫棉的抗性增强问题
。

这

一发现不但对 中国抗虫棉的 田间管理
,

而且对许多

发展中国家
,

特别是农作制度较复杂国家而言
,

具有

重要意义
。

( 3) 转基因抗虫棉的外部经济影响
。

转基因抗

虫棉与非转基因抗 虫棉
。

随着抗虫棉采用率的增

加
,

大田上棉铃虫的群体大幅度减少
,

而由此引起的

害虫种群生态变化不仅使种植抗虫棉的棉农受益
,

同时也使种植非抗虫棉的棉农受益
。

这 一研 究发

现
,

不但为更准确测定转基因农作物的经济和害虫

种群生态的影响提供依据
,

同时也表明 目前仅仅通

过 比较转基因农作物与非转基因农作物的差异来测

定其经济和生态影响是不准确的
。

( 4 ) 转基因抗虫棉的外部经济影响
。

主要害虫

与次要害虫
。

研究还发现
,

随着抗虫棉的广泛采用

和农药施用总量的减少
,

主要害虫 (棉铃虫 )的危害

减轻
,

但次要害虫 (如盲椿螺 )的危害有所上升
。

上

升的原因有两种假设
,

一种观点推测是气候原因
,

即

在黄淮海棉区
,

盲椿螺发生较为严重的原因与这些

地区在 2 0 0 2一 2 0 04 年 (6 一 9 月份 )的降雨量有关
。

事实上
,

通过调查发现
,

近几年盲椿蜂的大发生地区

的降雨量均较往年显著增加
。

另一种观点认为抗虫

棉种植后由于农药的大幅度减少
,

改善了这些次生

害虫的生存条件
,

使次生害虫的种群增加
,

通过积累

对抗虫棉形成了危害
。

然而
,

这 种观点 目前仍缺乏

相应的理论与实证结果证明
。

本课题组对以上不同

观点正在做深入的分析
。

3 转墓因水稻和转基因抗虫棉影响 (宏观影

响 )

( 1) 转基因抗虫棉的经济影响
。

课题组在微观

(大田生产 )层次影响的分析基础上
,

通过市场的模

拟 (采用改进后的全球贸易分析模型
,

G A T P )
,

进一

步从宏观层次上深入地分析了转基因农作物商业化

对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
。

对宏观层次上的分

析结果表明
,

转基因棉花的商业化将为中国的生产

者和消费者每年带来 10 多亿美元 (约 10 0 亿元人民

币)的福利
,

农业和纺织业等许多行业都从转基因农

作物商业化中得到利益
。

本研究所采用的研 究方法

和研究结果在国际著名的 oJ ur an l of eD ve zoP m en t

E co no m ics 杂志上发表
。

( 2) 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经济影 响
。

研 究表

明
,

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将对我 国的宏观经济带来

巨大的效益
,

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将为中国的生产

者和消费者每年带来 30 亿美元左右的福利
。

如果

20 巧 年我国转基因水稻采用率达到 70 %
,

总福利则

增加 2 6
.

5 亿美元 ; 即使在采用率为 50 % 的保守估

计情况下
,

2 0 15 年我国消费者与生产者的总福利也

可达到 19
.

8 亿美元
。

考虑转基因水稻商业化对我

国贸易的影响
,

即使在国外对我国的转基因水稻全

部采取技术壁垒政策
,

但由于转基因水稻产量增加
,

其他农产品对水稻种植面积的替代而导致的其他农

产品与非农产品出口 的增加
,

也将使我国的贸易总

平衡净增 3
.

9 亿元
,

而总福利影响变化甚微
,

因为中

国的大米所面对的市场主要在国内
。

为此
,

课题组

提出加速农业生物技术产业化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的主张
。

部分研究结果也发表在 oJ ur an l of eD , z
-

o Pm e n t Eco n o m i e s
杂志上

。

( 3 ) 消费者对转基因大米的偏好及其影响
。

转

基因水稻推广速度和国内外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接

受程度显著影响着转基因水稻受益程度
。

在同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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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偏好下
,

当转基因水稻的采用率分别 由 50 %
,

提高到 70 % 和 85 % 时
,

我 国总福利增 加值由 19
.

8

亿美元
,

增长到 2 6
.

5 亿和 3 1
.

1亿美元 ;在 70 % 的转

基因水稻采用率下
,

当消费者在转基因和非转基 因

大米间替代弹性从 1提高到 10 时
,

我国社会福利增

加值由 25
.

4 亿美元增加到 27
.

6 美元
,

增加约 2
.

2

亿美元
。

( 4 ) 转基因产品的强制标签制及其影响
。

实行

转基因产品的强制标签制度将显著减少其商业化所

带来的利益
。

如果转基因水稻标志使转基因水稻的

生产成本增加 3%
,

那么在 7 0 % 的采用率下
,

相对于

基准方案我国福利增加 21
.

8 亿美元
。

当标志成本

增加到 6% 时
,

我国的福利增 加 12 6 亿美元
,

相对

于中位方案
,

福利增加值降低 1 3
.

9 亿美元
。

以上研究成果对国家制定农业生物技术发展战

略和政策方面产生了积极 的影响
。

在今后两年
,

课

题组还将进一步深入研究如下内容
:

转基因农作物

虫害的抗性及经济影响 ; 主要虫害与次要虫害的动

态关系和田间管理优化问题 ;知识产权与生物技术

发展 ;消费者的接受程度
、

决定因素及其对农业生物

技术发展的影响 ;转基因农作物发展与国家贸易关

系 ;生物安全管理与政策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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