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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亚太地区的缺粮人口占全球约
三分之二。各国政府和地区发展机构正
积极开展对话交流，寻求保障粮食安全的
新举措。近日，亚太农业与食品市场协会
执行秘书长朱彦·唐特穆颂就亚太地区粮
食安全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记者：长期以来，亚太各经济体致力

于粮食自给自足，但目前的粮食安全形

势依然严峻。您认为亚太地区粮食安全

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和挑战？

朱彦：亚太地区粮食安全面临的问
题与挑战需要从整个农业产业链条角度
来考虑。首先，亚太地区可耕地面积在
不断减少。随着亚太地区城镇化水平的
不断提高，各经济体的土地价格随之上
升，一些农民出售土地，这减少了农业用
地供给量。其次，亚太地区农业用地呈
碎片化分布。可耕地面积减少和人口数
量的增加，加剧了农田面小块多、分布零
散的状况，不利于大规模机械化生产和

先进技术的推广，这就制约了粮食产量
的提升。此外，部分亚太地区基础设施
的落后也对粮食安全造成了挑战。亚太
地区的基础设施存在着一定的国别差
异。在一些地区，由于基础设施落后，物
流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也受到了限制，
粮食在转运环节出现的损耗和浪费现象
突出。

记者：针对目前的挑战，亚太地区应该采

取何种措施、建立何种机制来确保粮食安全？

朱彦：亚太各国政府普遍关注目前
制约其农业发展的瓶颈因素，如基础设
施投资不足、中小农户融资难等问题。
针对目前存在的土地供给下降和碎片化
问题，各国政府应加大农业科技的投入
力度，通过提升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
的贡献率来促进粮食产量的提高。此
外，各国政府和企业应该充分意识到双
方在粮食安全问题上是有着长期共同利
益的，各国政府应积极与私人部门和国

际机构合作、建立公私合作机制，共同应
对粮食安全面临的挑战。

记者：目前贸易自由化在不断深入地

推进，更为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环境对

于解决粮食安全问题能够发挥何种作用？

朱彦：国际贸易与粮食安全之间的
传导机制是间接而非直接的，贸易自由
化有利于解决亚太地区粮食安全问题。
通过贸易自由化，各经济体能够充分发
挥自身在农业生产上的比较优势，同时
也能利用其他国家更富效率的人力、技
术和管理资源，提高产业部门的效率。
亚太国家也可以通过借鉴先进的技术、
管理资源，提升自身农业部门的现代化
水平，进而提升粮食产量。此外，在贸易
畅通的前提下，某些国家内部粮食市场
供不应求时，可从国际市场上获得所需
的粮食产品。

记者：如何看待中国在保障地区粮

食安全方面的作用？对中国在粮食安全

领域的作用有何期望？

朱彦：中国无疑是亚太地区最重要
的经济体，对于保障亚太粮食安全发挥
着关键的作用。作为大豆及玉米、小麦
等主粮的净进口国，中国人口多，经济
规模庞大，在粮食贸易方面的大国效应
非常显著。即使中国粮食进口出现小
幅波动，也会对地区农产品市场的供需
关系产生巨大压力，引发国际市场波
动。因此，中国应该首先致力于提升国
内粮食产量，尽可能降低对国际市场的
依赖。

与此同时，中国作为部分农产品和
粮食加工品的出口国，也在尽其所能地帮
助亚太地区提高粮食安全水平。近年来，
中国出口食品不时出现质量问题，影响了
中国粮食加工品在个别亚太国家的信
誉。因此，中国应该加强出口食品的安全
监管，进一步树立产品信誉，从而在供给
层面为亚太地区粮食安全作出贡献。

寻求粮食保障的新举措
——访亚太农业与食品市场协会执行秘书长朱彦

本报记者 刘 慧 蒋华栋

亚太面临供求双重挑战

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亚太各
经济体的共同努力下，亚太地区粮食
生产能力与生产效率都得到了大幅提
升。数据显示，亚太各经济体的耕地
资源仅占全球 43%左右，但是粮食产
量却占到了全球的 52%，同时人均粮
食年产量也从 1990 年的 0.8 吨上升至
2009 年 的 1.1 吨 ，年 均 增 长 速 度 远 高
于世界其他地区。但是，目前亚太地
区仍集中了世界上三分之二的缺粮人
口，地区粮食安全面临需求和供给层
面的双重挑战。

从需求层面来看，亚太地区人口的
增加将造成地区粮食需求刚性增长。
据亚洲开发银行预计，2011 年至 2050
年亚太地区人口增长总量将超过 8.5
亿，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值得注意
的是，亚太地区人均粮食消耗也在不断
上升。与上世纪 90 年代初相比，目前
亚 太 地 区 人 均 粮 食 消 耗 量 虽 已 上 升
12%，但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经济
发展平稳和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的预期
下，亚太地区人均粮食消耗将继续上
升。亚太经合组织预测，仅人口增长一
项 带 来 的 粮 食 需 求 增 长 就 将 高 达
60%。中国国家粮食局副局长曾丽瑛
指出，亚太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城
镇化进程的加快会造成地区居民饮食
结构多元化以及工业用途粮食需求上
升，这些也将在需求层面增加地区粮食
安全的压力。

从供给层面看，亚太经济体未来在
耕地、淡水资源等自然资源方面受到的
制约将更加明显，粮食稳产、增产的难度
越来越大。来自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
的代表表示，各国耕地面积不足带来的
问题日益严重。据了解，1961 年亚太地
区人均耕地面积为 0.22 公顷，而亚太经
合组织预测 2050 年人均耕地面积将下
降至 0.18 公顷。此外，气候变化造成的
恶劣天气频现和生态环境的恶化，都将
造成水稻、小麦等重要粮食作物的产量
下降。

搭建紧密政企伙伴关系

虽然亚太地区粮食安全形势面临严
峻的挑战，但参会代表一致认为，建立更
为紧密的政府与企业公私合作关系，巩固
各经济体间的伙伴关系，将有利于亚太地
区提高粮食资源配置效率、有效供给和交
易效率，进而确保地区粮食安全。

建立密切的政府与企业公私合作关
系，对于促进粮食生产与流通、保障市场
供应和确保粮食安全具有不可低估的作
用。对此，曾丽瑛指出：“政府应切实鼓
励私营部门更加积极参与粮食安全行
动，努力营造公正、公平和便利的贸易环
境，塑造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伙伴关
系，共同谋划亚太地区持久的粮食安
全。”美国和俄罗斯两国在密切政府与企
业合作关系方面也有丰富的经验。据与
会的美国大豆出口协会首席执行官苏健
介绍，美国政府高度重视粮食物流等基
础设施建设，为了确保国内大豆生产商
全球供应链条顺畅，与国内企业共同加
大了在物流和仓储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投
资；俄罗斯农业部长顾问帕维尔·斯库瑞
辛介绍，为提高农业用地的使用效率，俄
罗斯政府不仅在私营企业不愿涉足的农
业技术装备研制领域直接投入了大量资
源，同时建立了激励性政策框架以吸引

国际资金。
目前，亚太地区各经济体之间的伙

伴关系面临诸多限制。中粮集团副总裁
迟京涛认为，目前亚太地区粮食贸易虽
已超过全球粮食贸易总量的 40%，但仍
面临着各国政策矛盾、贸易壁垒等方面
的限制。同时，亚太地区各经济体在法
律法规及管理标准方面存在着诸多矛盾
和不一致，也限制了各国共同应对粮食安
全挑战的能力。与会代表认为，PPFS应
进一步推动亚太经济体间的交流与合作，
构建坚实的 APEC粮食安全政策伙伴关
系。亚太经合组织各经济体应在加强粮
食产业政策协调的同时，建立起粮食供
求、品种质量和市场价格信息交流平台，
促进粮食出口国与进口国在质量标准、检
验技术与方法方面有效衔接。

中国提升亚太粮食产量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
人口第一大国，不仅通过确保自身粮食
安全，稳定了地区粮食市场；同时积极开
展国际合作，提升了地区农业生产能力。

中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粮食安全，
把解决好 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
安邦的头等大事来抓，多措并举提高粮食
综合生产能力。在关注增加粮食产量的
同时，中国政府非常重视粮食产后的科学

管理，通过加强市场体系和现代物流体系
建设、采用新技术和新工艺等措施，减少
粮食产后损失损耗，提高粮食收储供应保
障能力，确保粮食供应安全。会议期间，
与会代表参观了舟山港和中转粮储备库、
宁波鄞州中心粮库和粮油批发市场。现
代化的仓储设施与技术、先进的物流设
备给代表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些代
表当即表示，希望与中国加强粮食物流、
储备建设方面合作和交流的意愿。

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农业
产业分工，通过国际贸易和农业科技合
作，促进地区粮食安全。从贸易层面来
看，近年来，中国不断提高粮食市场的开
放程度，取消了所有非关税措施，农产品
关税水平也降至世界平均水平的25%，有
力促进了地区粮食贸易自由化，对于确保
亚太地区粮食安全作出了积极贡献。从
农业科技合作层面来看，“中国农业资源
紧缺，但有着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和管理
技术，可以为亚太地区的粮食安全作出贡
献，提高亚太地区农业资源的利用效率”，
新加坡益海嘉里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穆彦魁说。近年来，中国政府不断引导和
鼓励企业“走出去”，与亚太多个经济体
开展粮食种植、物流、加工等方面的国际
合作的同时，开展农业科技合作、输出农
业高新技术和产品，提高这些国家的农
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粮食产量，这对当地
粮食安全有很大帮助。

政企联手共保亚太粮食安全
本报记者 刘 慧 蒋华栋

粮食安全是世界性难题，也

是亚太地区目前面临的一个重要

而紧迫的问题。日前，亚太经合

组织（APEC）粮食安全政策伙伴关

系机制(PPFS)政府与企业粮食安

全与贸易对话会议在中国宁波召

开。来自亚太地区各经济体的代

表就地区粮食安全形势及对策进

行了讨论，并对中国在应对地区

粮食安全问题过程中作出的贡献

和提供的经验进行了深入交流

“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事关每一个地球人。

在全球化和贸易化日益深入的大背景下，当今世界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在粮食问题面前独善其

身，国际协作是保障世界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

当前的全球粮食供需局面可谓喜忧参半。喜的

是，全球谷物大丰收。联合国粮农组织近日发布的

报告显示，去年世界谷物产量增势强于预期水平，达

到创纪录的 25.02 亿吨，同比提高 8.5％。谷物增产

丰收，有助于补充世界粮食储备。据估计，全球粮食

库存有望因此超过 5.7亿吨。

而忧的是，全球范围内的粮食损失和浪费现象

触目惊心。国际权威统计表明，全世界每年在生产

和消费中损失和浪费掉的粮食高达 13 亿吨。13 亿

吨粮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可以养活 20 亿人。浪

费粮食，意味着大量农田资源和水资源的无谓消耗

和浪费。专家指出，粮食损失大多发生在收割、运输

和贮存等生产阶段，而粮食浪费通常发生在食品供

应链的消费终端，即零售商和消费者身上。据测算，

全球每年生产损失和浪费掉的 13 亿吨粮食需耗费

2500 亿立方米的水、14 亿公顷的土地，其温室气体

排放量高达 33亿吨。

而更令人担忧的是，当前世界，仍有大量人口食

不果腹，忍饥挨饿。据世界粮食计划署公布的最新

数据，目前全世界共有 8.42 亿人生活在饥饿之中。

换言之，全世界人口中每 8 个人当中就有 1 个，每天

晚上饿着肚子上床睡觉。

国际社会协力合作，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共同

应对粮食安全，已时不我待，刻不容缓。国际社会当

与各利益攸关方共同合作，制定一项全球性议定书，

提高全球粮食系统的效率，共同致力于消除饥饿。

专家认为，在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因素影响下，全

球粮食供给偏紧和粮价偏高可能成为长期趋势。粮

食价格上涨已成为世界经济中的突出问题。高粮价

加大了全球减贫压力，影响了地区稳定。

立足全球粮食安全新形势，围绕区域粮食安全

构建，深化亚太各国间农业交流与合作，正当其时。

亚太各国加强相互协调，在农业种植、病虫害防治、

粮食储备等方面开展技术交流和务实合作，共同改

善贸易环境，有利于推动亚太各国提升粮食安全保

障能力。

中国为世界和区域粮食安全作出了积极努力和

重要贡献。中国依靠自身力量，用不到世界９％的

耕地，解决了世界近 21％人口的吃饭问题，提前实

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减贫目标。同时，中国还安排

专项资金和项目用于支持亚太地区有关国家的农业

和农村发展，着力推广杂交水稻为主的优良品种和

高产栽培技术，帮助东盟国家提高农业技术和管理

水平，培养农业科技人才。粮食安全是中国与亚太

各国农业合作的优先重点，中国积极寻求与区域各

国进一步开展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合作的途径和

方式，努力推动区域国家共同实现粮食安全。

国际社会只有齐心协力，深化合作，采取综合措

施，才能共同维护世界粮食安全。

深化国际合作
呵护“饭碗工程”

徐惠喜

印度尼西亚工商理事会粮食安全委员会副主席
哈加诺·哈那维：

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密切合作是印尼应对粮食安
全问题的重要手段。印尼国内农业发展长期受到耕
地面积供给不足的制约。自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
印尼国内人均耕地面积不断下降，2005 年人均耕
地面积仅为 1960 年的一半左右。为解决这一问
题，印尼政府建立了政府和企业的公私伙伴机制。
在该机制中，印尼农业部、贸易部和地方政府主要
起到发挥政策导向和产品推广的作用；国有企业和
跨国公司则为农民提供农业科学技术指导；银行部
门提供融资便利，并通过农业保险保障农民利益；
农产品加工企业直接与农民建立了供销合作关系。
自该机制建立以来，印尼国内水稻、玉米、大豆、
棕榈油等农作物产量均得到了大幅提升。目前，上
述四大作物中除大豆需少量进口，其他三类农作物
不仅能够满足印尼国内需求，还能够大量出口海外
市场。

观 点 集 萃

加拿大农业与农产品部官员道格·福赛斯：
日益严重的粮食损耗和浪费问题已经成为威胁

亚太地区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目前亚太地区损耗
和 浪 费 的 粮 食 占 地 区 粮 食 供 给 总 量 的 30% 至
40%。其中，发展中国家粮食损耗和浪费主要集中
在收获和销售环节，而发达国家的粮食浪费主要出
现在消费环节。针对这一问题，加拿大政府一方面
加大宣传，倡导节约，减少浪费；另一方面加强与企
业、农民的合作和交流，尽可能降低粮食收获后仓
储、运输以及加工环节出现的损耗。

新西兰食品标准委员会委员托尼·诺伊尔：
目前亚太地区的粮食生产链条国际化趋势明

显,粮食产品生产和贸易往往受到各国不同的生产
标准和管理体系的限制。这既容易引发亚太地区贸
易纠纷造成经济损失，也在粮食跨国交易过程中造
成一定的粮食浪费。地区经济体之间应加强合作与
协调，减少区域内粮食贸易制约因素，以更好地应对
亚太地区粮食安全问题。

（本报记者 蒋华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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