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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农业保护政策与农村政治参与 

李文 

 

  在东亚，日本是城乡差别最小的国家。自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出现高速增长后，日本

农家的生活水平一直与城市居民相接近。近年来，日本全国农民家庭的平均年收入甚至高于

城市工薪者的平均年收入。日本农林水产省发表的数据显示，2000年，日本以农为主的兼业

农民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为881万日元，而东京都内城市居民家庭的平均收入为766万日元。农

民的收入能够与城市居民的收入保持同步增长，是二战后日本分配收入差别小，社会稳定，

经济稳定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现代化过程中处于劣势的日本农民能够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分享更多的利益，主要得力于日

本政府在税制、补贴和控制进口等方面采取的农业保护政策。日本政府通过出台各种政策法

规，使从事农业生产的企业或个人在土地税、遗产税、事业税、所得税、继承税、赠与税等

许多方面得到优惠。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一直对农业实现高额补贴。近年来，日

本政府对农业每年补贴的总额高达4万亿日元以上。据经合组织的调查，2000年，日本对农业

的补贴已经达到其GDP的1.4%，而同年日本的农业产值只占GDP的1.1%，农民收入的60%来

自政府的补贴。日本政府对进口农产品以提高关税或国内批发价的方式保持国内农产品售价

的平稳。如对大米的进口征收高达490%的关税，使日本市场上的大米平均价格相当于国际市

场平均价的8倍，进口大米总量只占日本市场的5%左右。此外，日本政府还对农产品的进口

实施技术壁垒，如不断提高对进口农产品残留农药的检验标准，并规定进口农产品禁用日本

已经作废的农药等。 

日本农村存在的各种自治性组织和社会团体在维护农民权益、影响政府决策方面起到了重要

作用。根据1948年制定的《农业协同组合法》建立的日本农业协同组合（简称农协）是日本

最大的农业和农民团体。日本农协分为全国农协、地方（都道府县级）农协和基层（市町村

级）农协三级组织。目前，日本入会的农户达450多万户，占日本农户总数的99%以上。半个

多世纪以来，日本农协在保障日本社会基本农产品供给、促进农民收入快速增长、维护农民

利益、消除城乡差距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日本农协的事业范围包括：提供农业生产和生活指导，销售农产品，提供农资供应服务、信

用服务、保险服务、设施设备服务、医疗服务，并从事老年人福利事业。除了完成上述经

济、社会职能外，日本农协通过覆盖全国的组织体系，垄断农村市场，有效地阻止其他产业

资本对农业和农民利益的侵害。此外，日本农协在协助政府贯彻农业政策、代表农民向政府

施加影响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各个农协都有众多的会员，能够对日本的中央和地方议会

选举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在日本历届国会中，都存在众多的支持农协利益的国会议

员，国会中由许多跨党派的农林议员组成的集团一度甚至被称作无敌的“农林族”。日本政

府一些统筹城乡发展的涉农政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和得以维护的。例如，在高速工

业化时期，日本农协通过其政治力量促使政府不断提高对粮食的收购价格，促使政府加大对

农田基本建设、农村的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入，保证了农民收入的不断提高，进而保证了日

本经济的稳定、高速增长。 

日本农民在政治上处于优势地位，具有很强的利益表达能力。他们高度的政治参与使他们甚

至获得比城市居民相对更多的政治资源，从而使政府不得不注重对农业的保护。多年来，由

于日本农协的高度组织能力和农村居民年龄偏高等原因，农村居民在议会选举中的投票率远

远高于城市。目前，日本农业人口不足全国总人口的5%，但控制着全国25%的选票。在经济



高速增长时期，日本人口大量从乡村流向城市，但原来按人口比例分配的议员名额却通常难

以及时作出调整。因此，与城市相比，农村以较少的人口就可以产生一位议员。由于居所稳

定，居民相互之间更为熟悉等原因，农村选出的议员比城市选出的议员有更长的政治寿命。

这些都决定了日本政治资源在区域间进行分配时对农村的倾斜。作为执政党的日本自民党对

农业政策的重视、对农协组织的重视，说到底，乃是对农村居民选票的重视。 

日本政府近4O年来实行的农业保护政策对农业发展起过重要作用，使日本避免了高速工业化

时期出现城乡差距、工农差距、社会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保证了社会的稳定，但同时也产

生了诸多负面影响。其一，导致日本食品价格的昂贵，消费者利益受到损害。据世界贸易组

织的报告，东京的食品价格比世界其他主要城市要高出25%~100%。在日本，“吃”的开支

成为每个普通家庭必须精打细算的日常支出。其二，农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日本政府对农

业的过度保护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国内农产品价格远远高于

国际市场价格，农业失去竞争力，影响农业成为自立的产业。其三，影响日本与其他国家开

展经济合作。近年来，由于一味保护本国落后的农业，降低了日本对外开放的力度和参与区

域合作的能力。例如，由于不能摆脱“农业锁国政策”的束缚，致使日本与墨西哥、韩国等

国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一再搁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