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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贸易政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开幕式

农业贸易政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于2叭8年10月24日在南

京召开。会议以“农业可持续发展”为主题，就“农产品市场和多边贸易

体系⋯农业政策和全球粮食安全⋯‘农产品系统和市场的动态：政策框架
和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启示”和“科技创新对农业部门的影响”4个子专

题展开交流和讨论。

在“农产品市场和多边贸易体系”环节，国内外专家重点介绍了中国

和全球农产品市场、多边贸易谈判相关议题和中国的多边贸易谈判关注等

相关情况；“农业政策和全球粮食安全”专题围绕气候变化和农业贸易对

粮食安全的影响、农业政策的变化发展趋势及农业政策对贸易和市场的影

响等话题展开讨论，并对中国农产品价格政策改革进行回顾；“农产品系

统和市场的动态：政策框架和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启示”专题主要分析了

相关农业政策改革对农业生产和贸易的影响，如中美生物能源政策改革和中国粮食政策改革等，还对中国农业贸易救济的法律

框架进行了梳理；“科技创新对农业部门的影响”专题展示了区块链技术为农产品行业发展带来的机遇，并对中国农业技术的相

关成果和信息技术应用于农业农村发展的主要关注进行了介绍。

会议为国内外农业贸易政策领域的专家学者提供了重要的交流平台，讨论了国内外农业贸易热点问题，实现了促进交流互
鉴和宣传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及农业贸易政策的预期目标。

本次研讨会由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0ECD)与国际贸易和可持

续发展中心(IcTsD)联合主办，江苏省农业委员会协办。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谢建民巡视员、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

心张陆彪主任、FA0贸易与市场司副司长约瑟夫·施米德(Josef schmidhuber)、OEcD农业食品贸易与市场处处长乔纳森·布

鲁克斯(Jonathan Brooks)、IcTSD高级农业项目经理乔纳森t赫本(Jonathan Hepbum)、江苏省农业委员会徐惠中副主任

出席了会议；来自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国务院相关司局代表、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等单位和高校的专家学者，部分国家驻华使馆农业官员和企业代表等100余人参加了会议。

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供稿

‘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

张陆彪主任致闭幕词

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

王小兵主任在会上发言

OECD农业食品贸易与市场处

处长乔纳森·布鲁克斯
(Jonathan Brooks)在会上发言

g SDG2

IcTsD高级农业项目经理

乔纳森·赫本(J。nathan

Hepbum)在会上做专题报告

FAo贸易与市场司副司长

约瑟夫·施米德(Josef schmidhuber

在会上做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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