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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 洲 全 力 应 对 粮 食 供 应 风 险欧 洲 全 力 应 对 粮 食 供 应 风 险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鸿涛李鸿涛

近期，随着俄乌冲突持续，西方对俄制

裁与俄反制裁博弈升级，欧洲在经济、能源

等多领域均遭受冲击，粮食供应也受到连带

影响，并诱发增长衰退、预算收入减少等多

重危机，促使欧洲开始在近年热议的“欧洲

主权”框架下，重新审视曾遭冷落的粮食主

权议题，全力应对粮食供应风险。

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俄罗斯、乌

克兰同为全球主要的粮食出口国，其中俄罗

斯是全球最大的小麦出口国，乌克兰是全球

第五大小麦出口国，两国提供了全球约 19%

的大麦、14%的小麦及 4%的玉米，占全球谷

物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近期俄乌局势紧

张对全球粮食供应造成负面影响，使近几周

国际市场的小麦价格飙升至 2008 年以来的

最高点，全球食品价格创下历史新高。欧洲

央行评估认为，预计 2022 年全年食品价格将

保持高位。俄乌冲突引发的粮食市场波动

对长期依赖从俄乌进口食品、饲料、化肥和

能源的欧洲农业部门造成严重冲击，如欧洲

消费的小麦中有四分之一来自乌克兰，而俄

乌冲突将对欧洲未来几周内的玉米等粮食

作物耕种造成负面影响。

有欧洲学者分析指出，欧洲农业部门将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持续承压。一是新冠肺

炎疫情暴发以来，全球粮食产业链供应链遭

受冲击，欧洲防疫政策的松绑带动了需求回

暖，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升粮食价格，但随着

俄乌冲突持续，叠加相关制裁措施外溢影

响，虽不会立即造成欧洲粮食短缺，但粮食

价格将在一定时期内保持高位。二是物流

在 谷 物 贸 易 供 应 方 面 占 据 重 要 地 位 ，与

2021 年同期相比，当前航运燃料与租赁价

格上涨了一倍，将使较为依赖物流的欧洲粮

食供应遭受冲击。三是俄乌冲突影响化肥

供应，进而对粮食生产造成影响。据统计，

欧洲化肥价格目前处于上扬区间，并达到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而

欧洲部分国家的饲料与化肥进口严重依赖

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地区形势不稳将对相关

产品出口欧洲造成影响，特别是能源密集型

化肥产业也将受俄乌冲突引发的欧洲天然

气危机冲击，直接制约欧洲粮食的自给自足

能力，并导致部分粮食产品价格上涨。

对此，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期警告，俄乌局

势升级将严重破坏欧洲和非洲的粮食供应，

为此必须做好准备并重新评估欧洲的生产战

略，捍卫欧洲的粮食安全。同时，欧盟方面将

采取紧急措施，帮助农业部门应对俄乌冲突

外溢影响。欧委会执行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

斯指出，欧盟已将粮食安全列为优先考虑事

项，称“虽然欧盟本身并不面临粮食安全风

险，但仍应解决粮食负担能力问题，并采取措

施使欧洲的农业与粮食供应链更具弹性及应

对未来危机的可持续性”。

具体而言，一是欧盟计划向成员国提供

5 亿欧元农业危机救助基金，用于支持受能

源和化肥价格飙升影响最严重的部门，并优

先帮扶有效利用资源和使用气候友好型生产

模式的农业部门。二是支持欧盟国家利用自

有资源进行补充，预计最终基金规模将达 15

亿欧元。三是通过释放更多休耕地种植农作

物，为农业部门提供更大灵活性。四是暂时

放宽对部分饲料产品的进口限制，填补该领

域供应缺口。五是通过调降食品增值税降低

消费成本。

有欧洲经济学家建议赋予农业部门更多

灵活性政策，充分确保粮食安全。欧洲布鲁

盖尔研究所研究员波琳·维尔和乔治·扎赫曼

在近期发布的专题报告中指出，面对未来数

月将持续存在的粮食供应紧张与价格上涨，

首先，应坚持粮食消费作物优先于饲料和生

物燃料，并紧扣作物播种节点适时释放未开

垦且不使用农药的 5%的“生态重点区域”，充

分提高当季谷物播种灵活性，充分确保粮食

库存。其次，从目前欧洲农业原材料储备情

况来看，俄乌冲突带来的化肥短缺冲击将在

明年集中显现，需在当前阶段重点监测与摸

排农业资源储备情况，提早应对危机，并重点

针对能源领域危机的外溢风险，进一步提高

化肥使用效率。最后，需要进一步加强在多

边机制下对粮食与化肥供应的调控，充分发

挥二十国集团（G20）等国际多边平台对粮食

贸易、农业市场信息等的协调作用，提高国际

市场透明度，充分考虑供应波动对粮食价格

与贫困人口的破坏性冲击，灵活调整粮食供

应渠道与运输方式。

面对这场冲突危机带来的粮食供应紧

张、价格上涨及由此衍生的增长与收入放缓

等难题，欧洲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主权建设

的立足点与基础，需要看清包括产业链、粮

食、能源等领域主权的建设不单要靠回归本

土化生产、多样化布局、保护性政策与战略性

扶植，重要的是需要认识到，在全球化背景

下，不能仅用防御与进攻的两分法原则进行

主权建设，更要具备充分的包容与合作精神，

为自身发展拓展良好、可靠且稳定的外部与

周边环境。

欧洲需要真安全

陈

博

俄乌冲突发生以来，以美国为

首的西方国家打着“捍卫乌克兰与

欧洲的自由与安全”旗号，接连对俄

罗斯实施制裁。然而，美西方对俄

发起的经济战并未能促使局势降

温，一系列旨在保安全的措施在现

实面前逐个变成了“伪命题”。这其

中，比邻俄乌的欧洲国家恐怕深刻

理解了“自掏腰包赚吆喝”的尴尬

含义。

当地时间 3 月 24 日至 25 日，西

方国家密集召开北约领导人乌克

兰问题特别峰会、七国集团领导人

会议和欧盟领导人峰会等系列会

议，商讨乌克兰局势，酝酿出台新

一轮对俄制裁措施。但是，自美西

方实施制裁以来，欧盟在能源、原

材料、国际物流等领域渐感切肤之

痛。穆迪近期预测认为，若俄乌冲

突持续，今年三季度起欧洲经济将

转为负增长，经济衰退趋势将持续

到 2023 年一季度。在欧盟不久前

于法国凡尔赛举行的领导人非正

式会议中，欧盟各国基于乌克兰局

势，就增强防务自主、减少能源依

赖、稳定经济基本面等问题达成共

识，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欧盟维持

“战略自主”的决心。

鉴于欧盟近年来在能源安全

领域红灯频亮，确保能源安全自然

成为各成员国在欧俄关系急速遇

冷后首要关注的重点工作。在凡

尔赛会议期间各成员国一致认为，

欧 洲 需 在 未 来 5 年 内 逐 步 摆 脱 对

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等大宗原材料

的依赖。近期德国、法国也频频与

中东地区油气大国沟通，希望加大供应。与此同时，欧盟还

承诺将持续激励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应用。为加强能源

储备管理，欧盟各国还就天然气储备协调问题达成一致，决

定将欧洲的天然气库存于每年 10 月 1 日前达到 90%的水平，

确保冬季“不断气”。

换“气”说易行难，欧盟若想重塑能源进口结构，预计将遭

遇重重挑战。当前，欧盟有约 40%的天然气与 25%的石油依

赖从俄进口。尽管美西方近期对俄制裁措施并未大规模直指

能源领域，但随着出口管制与制裁措施的连带效应逐渐显现，

欧盟未来还将经历一系列痛苦的战略抉择。

缺“芯”阴云压境。在欧盟对俄依赖度较高的战略性大

宗物资中，绕不开芯片原材料。俄罗斯镍、钯、铝、铂的出

口分别占全球市场的 49%、42%、26%、13%。乌克兰氖、氪

的出口更是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的 70%与 40%，上述原材料对

芯片、内存、传感器等高科技产品意义重大。在欧洲芯片终

端应用企业还在对去年的芯片“断链”心有余悸时，可预见

的威胁恐再度来临。

国际能源署近日预计，国际大宗商品高溢价情况将持续

较长一段时间。与此同时，紧邻俄乌冲突一线的欧洲已经受

到明显冲击。2 月份，欧元区通胀水平升至 5.8%，在高通胀和

经济下行的叠加影响下，欧洲央行下一步出台的货币政策将

充满变数。

对欧洲而言，以“保安全”为名的举措，却引发了经济

增长可能“腰斩”、社会运转可能“断气”、产业供应可能

“缺芯”等一系列现实威胁。残酷的现实再次证明，只有支

持符合亚欧地区人民共同利益的行为，才能换来真安全。域

外强权国家动辄拉拢盟友建立“小圈子”，向当事各方“煽

风点火”的行为，只会让欧洲乃至世界秩序与经济复苏不断

蒙上阴影。

塞内加尔举办世界水论坛——

水 资 源 关 系 全 球 和 平 与 发 展
本报驻达喀尔记者 宋 斌

第九届世界水论坛 3 月 21 日在塞内加尔首

都达喀尔开幕，这是世界水论坛首次在撒哈拉

以南非洲国家举办。刚果 （布）、埃塞俄比亚、

毛里塔尼亚、几内亚比绍等国总统，冈比亚副

总统，坦桑尼亚前总统，世界银行行长以及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发展银行、西非发展银

行、伊斯兰开发银行等机构代表应邀与会，共

同聚焦全球水安全。

为期 6 天的论坛以“水安全促进和平与发

展”为主题，围绕水安全和卫生、乡村发展、

国际合作、相关创新与知识共享等课题举办多

场会议，旨在促进实施关于水及环境卫生的具

体对策与行动，推动全球实现 《联合国 2030 可

持续发展议程》 所涉及的“安全饮水和卫生设

施”任务愿景。

去年 3 月联合国发布《世界水发展报告》认

为，对“水的价值”缺乏认知是导致其被浪费和滥

用的主要原因。当水资源短缺时，社会面临多种

挑战，并可能演变为全球性危机。报告显示，全

球五分之二的人口生活缺水，近 40 亿人在一年

中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严重缺水，21 亿人被迫饮

用污染水，80%的污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自

1990 年以来全球最具破

坏性的 1000 起自然灾害

中有 90%与水有关。

“这关系到全球数十

亿人的生命与健康，也是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

重要问题。”塞内加尔总

统萨勒在发言中引述了

上述联合国报告，呼吁国

际社会继续关注水问题，

强调节约水资源的重要

性。他强调，国际社会应

致力于缓解与水有关的

紧张局势和促进全球和

谐共获水资源，而且迫切

需要在三个方面采取行

动：一是进一步鼓励跨境

流域协调管理，防止冲突

风险。二是继续建立有

效和公平的监管体系，水

不能被简单视为一种经

济财富。三是通过废水

处理与回收，进一步促进

循环经济，以减少废水对环境和健康的影响，同

时刺激创新经济发展。

作为活动联合组织方，世界水理事会主席福

松强调，本次论坛倡导四个优先方向：一是水资

源的安全。在地下水开发、输水、淡化、回收处理

等领域不断创新以增加可用水量，同时也要改变

用水习惯与行为。二是各国应立法规定用水权

利。即通过立法保证最低限度的每日供水，使得

这项权利具有可执行性。三是加强对解决水问

题的资金支持。呼吁国际社会取消最贫困国家

和地区的“因水所承担的债务”。为此，他建议

成立一个按照国际气候融资机制出资的国际水

安全基金——“蓝色基金”。四是强调国家与国

际流域治理。在尊重国家主权基础上，世界水

理事会呼吁制定正式的调解规则，以结束“水冲

突”。在此领域，世界水理事会建议成立一个促

进和平发展与保护自然的“全球水观察站”。

世界水理事会认为，塞内加尔在国际河流管

理与协商领域给全球留下典范。塞内加尔河流

域组织和冈比亚河流域开发组织分别成立于

1972 年和 1978 年，成员国通过共同发展理念在

基础设施领域进行了和谐有效合作。1992 年塞

内加尔也加入了《跨界水道和国际湖泊的保护和

利用公约》。

“在 2016 年 4 月担任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

期间，塞内加尔提议将水、和平与安全问题首次

列入联合国安理会议程。”萨勒总统强调，“我们

希望国际社会提高对 21 世纪与水有关的高风险

冲突的认识。”

本届论坛由世界水理事会与塞内加尔共同

举办。塞内加尔政府对本次论坛高度重视。去

年 10 月启动筹备工作，塞内加尔为论坛提出了

“达喀尔 2022 倡议”并从全球收集了对民众生

活产生经济、社会和环境影响的 3000 多个项目

建议。塞内加尔希望能以非洲为例在全球范围

内倡导改善安全饮用水和保障卫生设施。本次

论坛还布置了 200 多个展位、国家馆展厅和文

化展台。

世界水论坛一般每 3 年举办一次，是目前全

球规模最大的国际水事活动，由世界水理事会与

东道国政府联合承办，旨在落实国际社会有关水

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决议，促进各国在水资源可

持续利用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第八届世界水

论坛 2018 年在巴西利亚举办。本届论坛因新冠

肺炎疫情推迟一年举办。

近期俄乌冲突引发的粮食市场波动对长期依赖从俄乌进口食品近期俄乌冲突引发的粮食市场波动对长期依赖从俄乌进口食品、、饲料饲料、、化肥和能源的化肥和能源的

欧洲农业部门造成严重冲击欧洲农业部门造成严重冲击，，欧盟已将粮食安全列为优先考虑事项欧盟已将粮食安全列为优先考虑事项。。欧洲需要认识到欧洲需要认识到，，在在

全球化背景下全球化背景下，，不能仅用防御与进攻的两分法原则进行主权建设不能仅用防御与进攻的两分法原则进行主权建设，，更要具备充分的包容与更要具备充分的包容与

合作精神合作精神，，为自身发展拓展良好为自身发展拓展良好、、可靠且稳定的外部与周边环境可靠且稳定的外部与周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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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月月 1414 日日 ，，

农民在埃及盖勒农民在埃及盖勒

尤卜省的农田中尤卜省的农田中

展示麦穗展示麦穗。。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