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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合作应对粮食危机
孙昌岳

今年以来，全球粮食危机与乌克兰危机

如影随形，成为全球关注焦点。联合国粮食

及农业组织日前发布《粮食展望》报告预计，

2022 年全球粮食进口费用将上升至 1.94 万

亿美元，同比增加 10%；全球农业投入品进口

费用或超 4200 亿美元，同比增长近 50%，均有

可 能 创 历 史 新 高 ，达 到 2020 年 水 平 的 2 倍

以上。

全球粮食进口费用的增加，并不是由于

进口量的增加，而是源于粮食价格上涨，这

也是本轮粮食危机的症结所在。根据联合

国粮农组织数据，在与去年粮食进口费用相

比增加的 1800 多亿美元中，“价格因素”所

导 致 的 进 口 费 用 增 加 规 模 约 为 1570 亿 美

元，而由交易量带动的仅约 270 亿美元。由

此可见，价格因素驱动的进口成本上涨约占

整体的 87%。

粮食价格上涨的背后，也并非粮食总量

供给短缺。事实上，随着农业生产水平的提

高，多年来全球粮食产量整体呈上升态势，粮

食增长幅度也远高于人口增长幅度，全球粮

食的整体供给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显然，

造成当前粮食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全球粮食分

配不均衡，连接生产与需求的供应链以及保

障供应链畅通的国际合作机制出了问题。

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拉动盟友对

俄罗斯一再加码制裁，严重阻碍俄乌两国粮

食生产和出口，加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堵塞，

导致国际粮食和能源价格飙升。与此同时，

粮食能源化和贸易寡头化也在推波助澜。全

球四大粮商对国际粮价拥有较大话语权，屡

屡通过炒作粮食安全问题渲染紧张局势，谋

取巨额利润。此外，美联储持续加息，美元持

续走强，大大增加了食品运输成本。

粮食安全问题不仅关乎口粮，更涉及世

界经济发展、地区稳定。联合国粮农组织报

告指出，世界粮食价格上涨对中、低收入国家

冲击更大，进口能源和化肥费用的增长可能

迫使一些国家减少投入，进而导致农业生产

力下降、国内粮食供应减少，这又进一步加深

了这些国家发生粮食和能源危机的可能性。

面对全球性粮食危机，国际社会只有加

强协调行动，及时疏通粮食产业链供应链的

堵点和断点，才能更好应对全球粮食安全挑

战。一方面，大国要切实承担起责任，合力

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减缓新冠肺炎疫情、极

端气候、经济衰退等对全球粮食安全的宏观

冲击。另一方面，各方要加强对跨国粮农企

业的监管，构建更具韧性和稳定的全球粮食

供应链，降低全球粮食体系的波动性和脆

弱性。

印度农产品大量出口成“双刃剑”
本报记者 施普皓

印度是亚洲农业大国，农业在国民

经济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近 40 年来，

印度虽然一直大力发展工业、信息技术

等产业，但时至今日，印度仍有约 80%

的人口以农业为生，农业净产值占国内

净产值的 30%以上。可以说，农业的增

长速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印度国民经

济的增长速度。

印度的耕地面积居亚洲之首，多达

1.43 亿公顷。从这个数据来看，印度可

称得上是农业生产大国。印度也是农

产品出口大国，仅每年小麦的出口量就

达 200 万吨左右，其他几大重要农产品，

诸如豆类、孜然、姜、辣椒等出口量也居

世界前列。

农产品大量出口向来是印度创造

外汇的利器，然而今年受制于国际形

势，无论是国内产量还是对外出口，印

度农产品都面临着不小困难，以往“卖

卖卖”的政策也带来了国内经济、民生

等多方面问题。

2022 年，作为世界主要粮食出口国

的俄乌两国受冲突影响，小麦出口大

减，印度的小麦出口作为市场上的替代

品需求大增。据印度国内机构预测，

2022/2023 财 年（2022 年 4 月 份 至 2023

年 3 月份）印度的小麦出口可能达 1300

万吨。这一情况看似为印度农产品出口

市场带来了巨大利好，然而却也导致国

内粮食价格飙升。印度政府在今年 5 月

以“保障粮食安全”为由，宣布放缓甚至

在一定程度上禁止小麦出口，但官方数

据显示，本财年前 5 个月（4 月份至 8 月

份）印度仍出口了 435 万吨小麦，同比增

长 116.7%。农产品出口量陡增，印度国

内市场上如小麦、小麦粉等基础作物和

加工产品的价格大幅上涨，出现了严重

的通货膨胀。

印度民众的饮食结构以谷物为主，

收入中仅很小一部分会消费在蔬果这

类价格偏高的食物上。因此，面对粮价

不断上涨，普通人的生活处境更加艰

难。雪上加霜的是，农民由于生活成本

上升，纷纷寄希望于手中的农作物不断

涨价而选择囤货。11 月份，印度棉花协

会的官员公开表示，新一季的棉花作物

已经收获，但是许多农民希望这些作物

像之前一样继续涨价，因此不愿出售。

这种捂售心理，无疑进一步加重了印度

农产品市场的通胀。

印度对大量出口农产品已形成政

策依赖，并成为影响印度

经济的“双刃剑”。这个

问题在今年国际形势复

杂多变的大背景下暴露

得十分明显。若细究其

背后原因，这种困境和印

度国内长久以来的现实情况有关。具

体而言，就是印度粮食产量“总量大，人

均小”。虽然印度耕地面积世界第一，

但印度人口众多，人均耕地面积少。此

外，印度国内农业现代化水平较为落

后，缺乏先进的农田水利灌溉设施和防

灾害设施，严重依赖人力，而且对农耕

器械、化肥农药的依赖度低。这就导致

印度农业的收成几乎每年都会因季风

的到来而受到很大影响。据统计，印度

的人均粮食产量仅仅在 230 公斤左右，

远低于国际上人均 400 公斤的一般标

准。如此看来，印度与人们常规认知中

“农业大国”的形象仍有一定差距。

近一段时间，印度国内通胀放缓，

银行系统也逐渐恢复正常，国民经济有

所恢复。是继续大量出口农产品以保

外汇？还是将政策倾斜给以农民为主

体的普通民众以稳民生？值得印度政

府权衡再三。

保 加 利 亚 粮 商 底 气 足
本报记者 蔡 淳

“人们可以永远相信保加利亚小麦

的品质！”11 月 24 日，在保加利亚全国

粮食生产者协会举办的农业经济研讨

论坛上，保加利亚看守内阁农业部部长

格切夫不无骄傲地说。

作为传统的粮食净出口国，保加利

亚谷物在国际市场多年来有口皆碑，今

年 同 样 表 现 不 俗 。 数 据 显 示 ，2021/

2022 市场年度（2021 年 7 月份至 2022 年

6 月份），保加利亚向 30 多个国家和地

区出口小麦，出口量居世界第 11 位；出

口小麦、玉米和向日葵总金额高达 41 亿

列弗（约合 156.4 亿元），而在前一个市

场年度这一数据尚不足 30 亿列弗。良

好的出口形势让保加利亚媒体感叹，这

是该国粮食行业史上不可思议的一年。

保加利亚在粮食贸易领域的成功

得益于多重“利好”。首先，粮食丰收高

产、供过于求的基本面促使粮商积极寻

求国际买家。2021 年，保加利亚小麦收

成超过 710 万吨，保加利亚国内每年食

用、饲用和种用粮食消费不超过 130 万

吨，因此有大量富余粮食可供出口。其

次，集约经营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保

加利亚农业信息网站数据显示，该国规

模最大的 359 个农场占地面积超过 89

万公顷，平均面积约 2480 公顷。大规模

农场机械化程度高、基础设施状况良

好、生产技术先进，能够在最大程度上

降低经营成本。此外，政府各类帮扶补

助计划显著增强了本国粮食产品的出

口竞争力。据不完全统计，过去 10 年

间，仅全国前 10 家“种粮大户”就获得了

超过 4.2 亿列弗的补贴。

乘着行业景气的东风，保加利亚各

大粮企纷纷晒出了亮眼成绩单。2021

年，行业内前 100 家公司的总营业额达

到 了 14 亿 列 弗 ，总 利 润 额 大 幅 增 长

65%。农业机械企业也抓住机遇乘势扩

张。2021 年，保加利亚排名前 25 位的

农 业 机 械 贸 易 公 司 的 营 收 总 额 超 过

10.56 亿列弗，同比增长了 48%。农机贸

易商尼科洛夫认为，高产量和高粮价让

农民们“有足够的勇气投入新设备”。

根据尼科洛夫掌握的数据，今年上半

年，保加利亚农机市场仍在稳健成长，

保持目前的趋势，今年可能成为自 2009

年以来市场最强劲的一年。

受多重不确定性因素影响，今年国

际粮食市场呈现波动态势，保加利亚粮

商也作出了相应调整。

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农业事务

专员贺杰介绍，2022 年上半年国际粮价

持续攀升，国际粮食市场的缺口也一度

为保加利亚粮食贸易商提供了抢占更

多市场份额的机会。因此，2021/2022

市场年度保加利亚小麦出口达到创纪

录的 582 万吨，同比增长 63%。

随着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的签

署和延期，国际粮食市场价格回落，加之

乌克兰粮食通过欧盟“团结通道”进入保

加利亚，打压了本地粮食市场价格，目前

小麦生产商和贸易商存在惜售倾向。索

非亚商品交易所小麦需求旺盛，但成交

量寥寥无几。七八月份，保加利亚仅出

口小麦 101万吨，同比下降

47%。不过，考虑到今年小

麦产量达到了 634 万吨的

较高水平，且保加利亚西北

部有生产商反映粮仓已满，

贺杰预计该国粮食出口量将

在接下来数月间逐步增加。

贺杰认为，出口量和贸

易额的大幅增长带来了大

笔资金，让保加利亚粮食

行业能够较好应对当前

通货膨胀和化肥价格上涨

导致生产成本飙升的局面，

总体而言，保加利亚粮食生产

贸易并未遭受严峻考验。

越南大米出口乘势上扬

本报

记者

关晋勇

在乌克兰危机影响世界粮食供

应、印度主动限制粮食出口的情况

下，越南作为世界第三大米出口国

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越南经济也从

粮食出口中获益良多。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IMF）9 月 30 日 表 示 ，乌

克 兰 危 机 中 断 了 粮 食 和

化 肥 出 口 活 动 ，导 致 了

2008 年 以 来 最 严 重 的 全

球粮食危机。调查结果

显 示 ，乌 克 兰 不 稳 定 局

势使粮食和化肥价格意

外 上 涨 ，导 致 今 明 两 年

48 个 粮 食 最 匮 乏 的 国

家 将 不 得 不 追 加 90 亿

美元用于进口。

印 度 近 期 实 施 的

大米出口禁令，加上全

球多地的极端天气，导

致大米价格大幅上涨。2022 年 9 月 8 日，印度正式

禁止碎米出口（占出口总额的 4%），并对部分其他

种类的非巴斯马蒂大米（占出口总额的 23%）征收

20%的关税。印度是世界第一大米出口国，占全球大米贸易总

量的 37%。

美国农业部预测，基于上述原因，越南大米出口量将增加。

越南统计总局的数据显示，2022 年前 9 个月，越南大米出口量约

达 544.3 万吨，同比增长 19.3%；出口额达 26.4 亿美元，同比增长

9.3%。分析认为，从今年前 10 个月已经出口 600 万吨以上这一

结果来看，今年剩下的 2 个月，越南每个月至少出口 60 万吨，预

计今年出口 720 万吨至 730 万吨大米。这对越南大米来说仍是

一个积极结果，超过了 2021 年的数字，2021 年出口量为 620 万

吨，创汇 33 亿美元。

在全球大米需求增加的背景下，越南企业在实现出口大米

品种多样化方面的努力也是越南大米出口增加的动因。不仅实

现了高出口量，大米出口额也大幅增长。据越南粮食协会的数

据，10 月份，越南 5%碎米价格每吨为 425 美元至 430 美元，为去

年 11 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个价格比印度同类大米高出 48

美元/吨至 51 美元/吨，比泰国同类大米高出 18 美元/吨至 23 美

元/吨。与此同时，泰国 5%碎米价格下跌 28 美元/吨，由 435 美

元/吨降至 407 美元/吨，为 2022 年 7 月底以来的最低水平。

近年来，越南大米的售价高于泰国大米已成常态。越南大

米发展晚于泰国，但近年来大力开发新品种，改进生产流程，因

此越来越受消费者欢迎。越南大米的平均出口价格高涨也是由

于近期越南大米出口转向香米和优质大米。越南粮食协会表

示，越南香米和优质大米是满足市场需求的稻米品种，与泰国、

柬埔寨的香米相比极具竞争力。

美国 Research and Markets 公司日前发布报告，将越南评为

世界第三大大米出口国，认为 2022 年至 2031 年越南的大米出口

量和出口额将持续增长。

大米出口扩大仅仅是越南出口行业飞速发展的一个缩影。

越南工贸部部长阮鸿延表示，2022 年前 9 个月，越南进出口总额

已达 5580 亿美元，贸易顺差 65 亿美元。全年进出口总额有望超

过 8000 亿美元，贸易顺差将突破 100 亿美元大关，这是越南进出

口的显著成就。

印 度 农 产 品 大 量 出 口 向 来 是 印 度 创 造 外 汇 的 利 器 ， 然 而 今 年 受 制 于 国 际 形 势 ， 无 论 是 国

内 产 量 还 是 对 外 出 口 ， 印 度 农 产 品 都 面 临 着 不 小 的 困 难 。 是 继 续 大 量 出 口 农 产 品 以 保 外

汇 ？ 还 是 将 政 策 倾 斜 给 以 农 民 为 主 体 的 普 通 民 众 以 稳 民 生 ？ 值 得 印 度 政 府 权 衡 再 三 。

粮 食 丰 收 高 产 、 供 过 于 求 ； 集 约 经 营 ； 政 府 各 类 帮 扶 补 助 计 划 等 多 重 利 好 使 保 加 利 亚 粮

食 贸 易 取 得 亮 眼 成 绩 单 。 虽 然 今 年 国 际 粮 食 市 场 呈 现 波 动 态 势 ， 但 出 口 量 和 贸 易 额 的 大 幅

增 长 带 来 的 资 金 ， 使 保 加 利 亚 粮 食 行 业 能 够 较 好 应 对 当 前 通 货 膨 胀 和 化 肥 价 格 上 涨 导 致 生

产 成 本 飙 升 的 局 面 ， 粮 食 生 产 贸 易 并 未 遭 受 严 峻 考 验 。

在 全 球 大 米 需 求 增
加 的 背 景 下 ， 越 南 企 业
在 实 现 出 口 大 米 品 种 多
样 化 方 面 付 出 诸 多 努
力 。 开 发 新 品 种 、 改 进
生 产 流 程 、 保 证 大 米 新
鲜 度 等 使 越 南 大 米 越 来
越 受 消 费 者 的 欢 迎 。 越
南 作 为 世 界 第 三 大 米 出
口 国 的 重 要 性 日 益 凸
显 ， 越 南 经 济 也 从 粮 食
出 口 中 获 益 良 多 。

本版编辑 徐 胥 刘 畅 美 编 王墨晗

也门萨那一处粮食摊位。 （新华社发）

农民在菲律宾中吕宋地区新怡诗夏省的中菲农技中心工作。（新华社发）

在布隆迪布班扎省基航加县，农民从杂交水稻苗床起苗。新华社记者 董江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