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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着力提高粮食自给能力
——全球应对粮食安全挑战④

本报驻比勒陀利亚记者 田士达

“这是一场缺乏足够关注的灾难。”谈及

非洲日益恶化的粮食危机，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官员忧心忡忡。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一份

报告估计，有 3.46 亿非洲民众正面临粮食安

全危机，相当于非洲人口的四分之一多。

由于气候变化、地区冲突和农业歉收等

因素，非洲长期以来面临粮食不安全问题。

而俄乌冲突及其外溢影响加剧了非洲的粮

食危机。

俄罗斯和乌克兰是粮食生产大国，非

洲国家十分依赖俄乌两国出口的粮食、食

用油和化肥等产品。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

显示，2018 年至 2020 年，非洲从俄乌进口

了价值 51 亿美元的小麦，占非洲小麦进口

总额的 44%。

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方对俄制裁引发货

物和资金流动困难，导致全球粮食供应不

足、粮价飙升，经济民生最为脆弱的中部和

西部非洲国家影响最为严重。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数据显示，刚果（金）大约 25%的人口

面临严峻的粮食危机；萨赫勒地区超过 700

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布基纳法索流离失所人

数是去年的 3 倍。

在经济形势稍好的埃及和南非，粮价上

涨对民生的影响同样明显。埃及是全球最

大的小麦进口国之一，80%的小麦进口来自

俄乌两国，当地民众购买一袋 40 公斤面粉

的价格在短短两个月中上涨了 30%。南非

一家经济研究机构监测的“家庭食品篮子”

价格显示，今年 5 月份，南非低收入家庭经

常 购 买 的 食 品 价 格 比 去 年 同 期 上 涨 了

11.4%，这对就业和收入不稳定的民众来说

无疑是沉重的负担。

屋漏偏逢连夜雨。多家人道主义救援

组织和气象机构 5 月 30 日联合发布声明警

告称，非洲之角地区因连续 4 年雨季缺雨，

正遭遇 40 年来最严重的旱灾，导致当地大

量农作物歉收甚至绝收、牲畜死亡，大量人

口不得不离开家园寻找食物和水。预计到

今年 9 月份，索马里、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

将有 2000 万人处于严重饥饿状态，饥荒风

险逼近。

保障粮食安全迫在眉睫。但由于政策

空间十分有限，非洲国家领导人希望通过外

交努力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为保障非洲粮

食安全寻求外部支持。

在欧盟最新批准的第六轮对俄制裁中，

俄最大银行俄罗斯联邦储备银行被排除在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之外。非

洲联盟轮值主席、塞内加尔总统萨勒 5 月 31

日在与欧盟领导人视频会晤时警告称，这一

制裁无济于事，只会影响非洲大陆的粮食

供应。

6 月 3 日，萨勒前往俄罗斯索契与俄罗

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希望在缓和俄乌冲突

的同时，为非洲争取更多粮食和化肥供应。

而在 5 月 25 日俄方举办的“非洲日”招待会

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作出承诺，“俄罗斯

将一如既往地忠实履行各项国际合同的义

务，继续向非洲出口食品、化肥、能源和非洲

国家急需的其他商品”。

尽快恢复粮食贸易只能解非洲的燃眉

之急。要想可持续地确保粮食安全，非洲

更需要提高粮食自给能力。5 月 20 日，非

洲开发银行批准了一项 15 亿美元的紧急

粮食贷款，计划向 2000 万名非洲农民提

供种子和种植技术的支持，帮助他们在接

下来 4 个农业季节生产 3800 万吨小麦、玉

米、大米等粮食，减少非洲对粮食进口的

依赖。

作为非洲国家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的好

兄弟、好朋友、好伙伴，中国一直高度重视非

洲农业发展特别是粮食安全问题，在为受灾

国家提供紧急粮食援助的基础上，坚持“授

人以渔”，积极同非洲分享农业发展经验技

术，支持非洲国家提高农业生产和加工水

平。杂交水稻是中非农业合作一大亮点，在

马达加斯加、利比里亚、塞拉利昂、马里、几

内亚、肯尼亚和加纳等非洲国家，中国国家

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开展杂交水稻

示范项目已初见成效。得益于袁隆平团队

的科研成果，马达加斯加水稻种植示范基地

的水稻产量从每公顷 3 吨提升至 10 吨，成为

“非洲粮仓”可期。

相信在国际社会的援助下，非洲的粮食

危机终将过去。但依靠外部援助终究不是

长久之计，非洲保障粮食安全任重道远。非

洲国家只有直面挑战，补齐短板，加强农业

能力建设，提高粮食自给能力，才能捍卫粮

食主权，增强抵御危机的能力。

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

—
—

全球粮食形势严重不安全本报日内瓦讯 （记者杨海泉） 6月

6 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

划署发布关于全球粮食严重不安全形

势的早期预警报告。报告称，地缘政

治冲突、极端天气、新冠肺炎疫情的

持续影响，导致许多国家食品和燃料

价格飙升，加剧公共债务负担，全球

农业及粮食体系亦受到冲击，几十个

国家面临不稳定状态，数百万人陷入

贫困和饥饿。报告呼吁，在今年 6 月

份至 9 月份饥饿状况可能恶化的全球

20 个焦点地区，应当采取紧急人道

主义行动以拯救生命、生计并防止

饥荒。

报告指出，全球食品和能源价

格持续上涨，俄乌冲突加剧了这一

局面，并影响全球经济稳定。如果物

价持续上升，干旱或洪涝等极端天气

频发导致粮食产量下降，对全球经济

的影响将进一步加剧。

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表

示，“多重危机的综合影响危及粮食生

产和获取能力，使全球数百万人陷入

严重粮食不安全状况。我们正在争分

夺秒地帮助受影响最严重国家的农

民，迅速提高潜在粮食产量，增强其面

对挑战的复原力”。

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大卫·

比斯利表示，粮食危机不仅会伤害贫

穷百姓，还会让数百万勉强维持生计

的家庭陷入困境。全球可以应对这一

挑战，但需要尽快行动起来。

报告指出，冲突频发和反复出现

的气候冲击继续导致严重饥饿，世界

已经进入一个新状态，即干旱、洪水、飓风和热带气旋一再打击

农业和牲畜饲养，导致人口流失，并将数百万人推向灾难边缘。

自 2020 年底以来，与拉尼娜相关的气候趋势预计将持续到 2022

年，进而导致严重饥饿，人道主义援助需求增加。在东非，索马

里、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干旱，导致连续第 4个

降雨季节降水量低于平均水平，南苏丹将面临连续第 4 年的大

规模洪水，这都可能会迫使人们背井离乡，同时也会破坏农作物

和牲畜生产。

报告强调，疫情的影响以及近期全球粮食和能源市场的动

荡，使得一些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变得更加严峻，造成最贫穷人

群收入的巨大损失，并使各国政府在资助社会安全网络以及进

口基本物品等方面的能力遭受更大压力。埃塞俄比亚、尼日利

亚、南苏丹和也门仍然处于最高警戒状态，阿富汗和索马里则是

全球饥饿焦点地区的新成员。这 6 个国家都有部分人口面临灾

难级饥饿或向灾难性状况恶化的风险，多达 75 万人面临饥饿和

死亡。

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结成伙伴关系，力争

在预警和冲击之间的关键窗口期扩大预期行动的规模和范

围。报告就紧急人道主义应对的优先事项以及预期行动提供

了具体的国别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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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月月 2323 日日，，在肯尼亚基利在肯尼亚基利

菲的一个储水设施旁菲的一个储水设施旁，，一名一名

男孩取水后离开男孩取水后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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