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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请描述和分析本次全球粮食危

机的状况及成因。

司 伟（中 国 农 业 大 学 经 济 管 理 学 院 院
长）：进入 21 世纪以来，因粮食价格暴涨引发

的 粮 食 危 机 频 发 ，目 前 已 经 是 继 2007 年 至

2008 年、2010 年至 2011 年之后的第三次全球

粮食危机。2018 年世界粮食价格开始上涨，

粮食安全状况逐渐恶化，俄乌冲突则进一步

加剧了粮食不安全状况。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数据显示，2022

年 3 月份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为 159.3 点，

大幅跃升至该指数自 1990 年设立以来的最高

水平。2022 年 12 月份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

为 132.4，比 11 月份下降 2.9%，这是继 2022 年

3 月份之后的连续第 9 个月下降，尽管如此，

2022 年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仍为 143.7，比 2021

年上涨 14.3%。与此同时，一些不发达国家国

内食品价格水平依然处于历史新高，例如，

2022 年第三季度，斯里兰卡食品价格同比上

涨 100%，巴基斯坦、老挝和埃塞俄比亚食品价

格也在飞涨。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发布的《2022 年

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显示，全球面临粮食不安

全并需要紧急粮食援助和生计支持的人数以

惊人的速度增长。2021 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

数约 8.28 亿人，占世界人口的 9.8%；面临或正

在遭受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数从 2019 年的

1.3 亿人增加到 3.45 亿人。

粮食危机带来的影响无处不在。经济欠

发达、政治不稳定、治理水平有限的部分发展

中国家在粮食危机中显得尤为脆弱。影响最

严重的是高度依赖粮食贸易的发展中国家，

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弱势群体在受到由疫情导

致的贫困和营养不良打击之后，再次受到食

品价格上涨冲击。

此轮全球粮食危机并非由粮食供给不足

引发的供求失衡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的长期和平环境和相伴而来的经济全球化，

以及技术进步带来的农业生产水平提升，使

当前全球粮食供给能满足不断增长的粮食需

求。但不同国家农业资源禀赋各异，粮食生

产与消费分布不均。因此，国际贸易是经济

全球化时代平衡不同国家间粮食供需缺口的

主要手段。然而，近年来逆全球化浪潮兴起，

2019 年年底暴发的新冠疫情扰乱了全球供应

链，加上世界两大粮仓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

突，给世界带来太多不确定性。很多国家强化

自身在粮食生产和库存上的韧性，以减少对国

际粮食贸易体系的依赖，甚至不少国家采取激

进的粮食出口管制措施，以期国内粮食市场少

受国际粮价波动影响，这些措施往往会进一步

加剧恐慌，导致国际粮食价格上涨。

粮食危机是自然和社会多种因素引发的

综合性结果，多种因素叠加，扰乱了全球粮食

供应链以及保障供应链畅通的国际合作机制。

地缘政治冲突是新一轮全球粮食危机最

主要的原因。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谷物出口

量约占全球粮食市场的 12%，两国间的冲突扰

乱了全球供应链，直接打击了粮食生产和出

口。俄罗斯和乌克兰均是世界小麦贸易大

国，两国约占全球小麦贸易量的 29%。俄乌冲

突导致的出口中断使阿富汗、埃塞俄比亚和

叙利亚等高度依赖小麦进口的国家饥饿状

况进一步恶化。受小麦价格持续走

高影响，全球最大小麦进口国埃及深陷

全球粮食危机的漩涡。联合

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数据显

示，全球 60%的饥饿人口都生活在受俄乌冲突

影响的地区；乌克兰自身也有不少民众流离

失所，失去了生计。

能源价格波动能通过农产品与原油市场

关联渠道以及农业生产要素市场价格波动传

导到农产品市场。俄罗斯是世界最大的能源

出口国之一，2020年其原油与天然气供应量分

别占全球总量的 10%与 16.6%；俄罗斯和白俄

罗斯共占全球钾肥 40%的市场份额。俄乌冲

突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极大影响了肥料价格，

不但增加了粮食生产成本，还可能导致农户得

不到肥料或因价格上涨而减少肥料使用，造成

农作物减产。2022 年 11 月份，联合国粮农组

织发布的《粮食展望》报告显示，2022年全球农

业投入品进口费用或超 4200亿美元，同比增长

近 50%，是 2020 年的 2 倍以上。投入品费用上

升使得本就高企的粮食价格雪上加霜。

气候变化加剧了粮食危机。降雨、飓风、

洪水和干旱等都会影响农作物收成和畜产品

生产。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全

球约有 1/3 土壤退化，这导致土壤肥力流失、

谷物和果蔬营养质量下降。2022 年，非洲之

角遭遇了 40 年来最严重的旱灾，农作物大量

减产；2022 年 7 月，持续暴雨和洪水席卷也门，

约 7.3 万人需要食物援助。

疫情导致全球失业人数增加，由失业率

升高带来的收入减少导致部分人口无法获取

食物。在非洲中部和南部，疫情导致大面积

失业，在南非，货币贬值、贸易中断和

进口谷物价格高企导致整个

地区出现食品价格上涨。

主持人：当前全球粮食市场状况如何？全

球粮食产销结构有哪些特点？

韩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
部研究室主任）：全球粮食供需总体上宽松，但

产消紧平衡、品种结构分化、产消区域分布不

均衡特征明显。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2022 年 12 月

份发布的《谷物供求简报》，2022 年全球谷物

消费量约 27.8 亿吨，而全球谷物供给总量达

36.1 亿吨，尽管相对上年供给总量减少了 3700

万吨，但从总量上看仍然宽松。从谷物生产情

况看，2022 年粮食产量达 27.6 亿吨，同比减少

570 万吨，对比全球谷物消费量约 27.8 亿吨，

呈现产不足消情况。从谷物库存情况看，尽管

库存消费比远高于 FAO 粮食安全警戒线（17%

至 18%），保持在 29.3%左右，谷物库存量高达

8.4 亿吨，但较上年加大了库存消耗，减少 1850

万吨左右，同比下降 1.6%。

从品种结构看，小麦、粗粮、稻谷供给量同

比略有减少，粗粮和稻谷消费量同比略有减

少，小麦消费量同比微增。从区域分布看，受

人口数量、农业发展条件、资源禀赋、科技水

平、粮食治理能力等因素影响，粮食产消分布

极不均衡，全球粮食生产集中于气候适宜、耕

地资源禀赋占优、农业生产效率较高的少数农

业国；粮食不安全地区主要集中在经济不发

达、农业科技水平和生产效率较为低下、国家

治理能力较薄弱的多数国家。全球四大粮食

产区集中在北美洲的美国和加拿大、南美洲的

巴西和阿根廷、黑海周边的乌克兰和俄罗斯，

以及亚洲的印度和中国等区域，2021 年大米、

小麦、玉米和大豆前五大生产国产量合计分别

占 全 球 总 产 量 的 73.3% 、64.8% 、73.7% 和

82.4%。全球粮食不安全地区主要集中在非

洲、拉丁美洲、南亚地区以及不稳定和发生冲

突的加勒比海地区，根据 FAO 数据，到 2021 年

全球仍然有 47 个低收入缺粮国。

全球粮食进出口市场结构失衡。国际贸

易在维护全球粮食安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多数缺粮国对国际市场进口依赖强，

少数出口大国对国际市

场影响大，粮食出口大国贸易措施异

动对全球粮食安全风险增大。根据

FAO 数据，从全球谷物贸易量与消费

量 占 比 看 ，2020 年 已 提 高 到 17.4% ，

2022 年略有下降为 17%左右；分品种看，

大米、粗粮、小麦和大豆贸易量与消费量

占比分别约 10.2%、15.1%、25%和 44.2%，进

口贸易对保障全球粮食安全、避免局部地区粮

食危机及发生外溢效应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特别是对贸易消费占比较高的大豆和小

麦尤为如此。全球粮食及化肥进出口市场分

布长期不均衡，粮食及化肥出口高度集中，而

进口相对分散。根据美国农业部数据，2021

年大米、小麦、玉米和大豆前五大出口国合计

分 别 占 全 球 出 口 量 比 重 高 达 78.9%、66.3%、

88.5%和 90.6%，全球化肥前三大出口国出口

量占比达 70%左右。从粮食进口国看，大米和

小麦等口粮进口主要集中在人口数量众多、耕

地资源匮乏的亚洲国家以及农业生产欠发达

的非洲国家，玉米和大豆等饲料粮进口集中在

牲畜养殖需求较大的东亚和欧洲地区。

全球粮食供应链仍存在不稳定性。全球

粮食物流通道畅通的关键卡点受地缘政治等

因素影响，仍将影响全球粮食安全。2022 年，

受疫情叠加俄乌冲突等影响，全球粮食生产、

加工、贸易、港口、码头等物流与贸易供应链都

不同程度受到影响，尤其黑海周边国家和地区

粮食外运受到波及。尽管黑海港口农产品外

运协议已生效执行，一定程度恢复黑海粮食外

运，化肥等产品国际市场供应紧张局面略有缓

解，但俄乌局势的不确定性将潜在影响两国粮

食生产及黑海周边港口粮食贸易、物流和供应

链的稳定。此外，还需关注全球粮食主要出口

国美国、巴西等内陆运河、陆路、港口等基础设

施对出口国际物流通道的影响，以及从出口国

外运至广大分散进口国途经的全球重要海峡

和运河供应通道畅通，例如，巴拿马运河、马六

甲海峡、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直布罗陀海峡

通道、直布罗陀海峡、土耳其海峡和霍尔木兹

海峡等全球粮食物流关键卡点受地缘政治、天

气变化的影响。

主持人：国际社会采取了哪些行

动应对全球粮食危机的影响？

樊胜根（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前
所长、国际农业科研组织董事）：全球

疫情期间，各种重大风险和威胁叠加，

地区冲突、贸易遭遇瓶颈和中断、气候

变化和极端天气、自然资源退化枯竭

以及生物多样性丧失等产生的综合影

响，正在严重破坏全球粮食系统。据

估计，全球约 8.28 亿人受到饥饿困扰，

疫情暴发以来增加了 1.5 亿人。粮食

价格急剧上涨对于缺乏替代手段的群

体，特别是对粮食净购买者和低收入

群体影响严重，加剧了全球范围的饥

饿、贫困和营养不良。

面对全球粮食危机，2022 年 3 月

14 日，联合国宣布成立粮食、能源和

金融全球危机应对小组，以协调全球

应对俄乌冲突的广泛影响。一方面，

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以减轻俄乌冲突对

粮食贸易造成的干扰。2022 年 7 月

份，联合国主导土耳其、俄罗斯、乌克

兰签署了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

截至当年 12 月份，乌克兰根据该协议

出 口 各 类 谷 物 、油 籽 和 其 他 食 物 约

1700 万吨，其中三种主要谷物（小麦、

稻谷、玉米）占总出口量的 77%，三种

谷物月度出口量达到协议签订前的

2.4 倍，但仍仅为 2021 年同期水平的

一半左右。值得一提的是，根据该协

议出口谷物中约 23%直接运往中低收入国家。

该协议部分恢复了乌克兰的粮食出口，为缓解

粮食危机发挥了作用。

另一方面，积极援助受粮食危机冲击严重的

国家。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

界银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世界贸易组织

正共同开展援助工作，并于 2022 年 7 月份和 9 月

份分别发布了联合声明。世界粮食计划署制定

了史上最大规模的粮食援助计划，估计可向 1.52

亿人提供援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紧急贷款

工具中设立了为期一年的粮食冲击窗口，为成员

国与粮食危机有关的紧急国际收支需求提供融

资援助；世界银行将设立120亿美元的新项目，连

同既有项目总计投入 300亿美元，用于在 2023年

8月份前支持农业生产、促进贸易发展、救助重点

群体和投资可持续粮食与营养安全。包括我国

在内的多国承诺提供总计超过 40亿美元的援助

或对世界粮食计划署捐款。

除了国际社会层面的行动，世界各国也纷

纷采取行动应对粮食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的一项涵盖 174 个国家的调查显示，现金转移

支付和补贴政策在本次粮食危机中应用最为广

泛。其中，现金转移支付在较为发达的经济体

中更为常见，而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则更依赖补

贴政策。在全球化肥价格飙升的背景下，化肥

补贴的应用颇为广泛，包括肯尼亚、埃塞

俄比亚、印度和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设

立了与化肥有关的额外补贴。同时，还

采取税收政策和稳定物价等方面行动。

此外，自 2022 年，世界各国累计宣布或

实施了 98 项贸易限制政策，34 个国家对

粮食和化肥的出口实施了限制。但是，

贸易限制政策的蔓延降低了全球食品供

给，进一步推高了食物价格，其他国家对

贸易限制的跟进回应加剧了局势风险，

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负面影响。世界可

持续发展商业理事会强调通过捐赠和其

他补贴解决当前化肥短缺，可能导致市

场扭曲和供应链失灵。

就应对行动的整体效果而言，2022

年 12 月，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食品价格

指数较俄乌冲突爆发后的峰值下降了

17%，低于 2021 年同期水平；世界银行化

肥价格指数较俄乌冲突爆发后的峰值下

降了 26%，亦低于 2021 年同期水平，多

重因素叠加导致的极端价格有所缓解。

然而，当前粮食价格仍大幅高于疫情前

水平，大部分国家消费价格指数中食物

部分的同比增速仍维持高位，同时 2022

年 9 月份以来粮食价格回落趋势渐缓，

表明当前措施解决粮食危机的效果有

限，全球粮食安全仍面临严峻挑战。

为应对粮食危机，并降低其对全球

和各国粮食安全的影响，国际社会应制

定和实施更为系统的应对和防范措施。

从短期看，国际社会和各国需进一步

完善全球粮食治理机制、增强机构协调能力。粮

食贸易在应对粮食危机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应取

消粮食出口禁令和限制，或对此类措施采取更谨

慎的管理，稳定全球粮食价格和确保粮食安全。

应建立和维护粮食供应绿色通道，城市封锁、道

路封锁和保持社交距离不应阻止粮食的运输和

销售，同时必须保护粮食供应链尽量免受冲击，

政府应监测和稳定国家及区域的粮食批发和零

售价格，有效、及时的公众沟通和引导也是稳定

市场预期的必要手段。此外，应制定政策以防止

粮食用于生产生物燃料导致粮食价格上涨，向小

农户和小商户提供临时特别支持，并为妇女、儿

童和老人等弱势群体提供生活和物资保障。

从长期看，各国需进一步提升粮食生产和

供给能力。加大农业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和建

设。将补贴政策转向气候智能型、生态友好型、

示范效应显著的公共投资，并推广多赢技术，如

提高产量、改善营养和提升环境可持续性技

术。为应对粮食价格飙升并减轻其对粮食安全

的负面影响，需要促进农业食物系统向着更可

持续、更有韧性转型，包括：阻止农业食物生产

向野生动植物自然栖息地的扩张；鼓励跨学科

合作，以实现人、动物和环境和谐健康发展；稳

定宏观经济政策，在宏观经济政策不稳定和农

业食物系统之间建立缓冲等。

主持人：全球粮食危机给我国带来怎样的

影响？未来应采取哪些措施保障粮食供应链

安全？

钟钰（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
究所研究员）：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安

全问题关系国计民生之根本。当前我国粮食安

全保障处于历史最佳时期，一方面归功于国内

粮食生产供应能力大幅提升，另一方面得益于

充分利用国际市场调节国内供需。从国内生产

供应能力看，2022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 13731 亿

斤，比 2021 年增加 74 亿斤，同比增长 0.5%，粮食

产量连续 8 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粮食安全

保障能力基本形成。不过也要清醒认识到，在

资源环境和生产成本等约束下仅依靠国内生产

难以满足居民多样化、多层次、高增长的食物消

费需求，而且当前国内粮食消费需求尚未达到

峰值，随着粮食需求刚性增长，未来一段时间粮

食安全将面临供需紧平衡态势，积极利用国际

粮食市场弥补国内粮食供需缺口、丰富粮食供

应结构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不可或缺的重要组

成部分。从海关总署数据看，2022 年我国进口

粮食 1.47 亿吨，尽管较 2021 年减少 10.7%，但进

口占国内粮食总产量依然超过 20%。在经济全

球化背景下，我国粮食进口量大、对外依存度

高，与全球粮食安全形势联系越来越紧密。全

年进口量占国内粮食产量比重较大，以及集中

于少数品种、少数国家、少数阶段和少数方式的

进口结构，意味着我国需要时刻关注国际粮食

供给与贸易情况。国际冲突、极端天气、粮食贸

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导致全球粮食供需紧张，国

际粮食市场整体形势不容乐观，我国需要时刻

警惕全球粮食危机可能带来的风险。

第 一 ，全 球 粮 食 危 机 将 推 高 粮 食 进 口 价

格。2022 年全球粮食进口价格仍保持高位运

行状态，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发布的《粮

食展望》报告，2022 年全球粮食进口费用将上

升至 1.94 万亿美元，其中“价格因素”导致的进

口费用增加约 1570 亿美元。国内进口粮食价

格与国际粮食价格相关性高，2022 年 3 月份乌

克兰、俄罗斯等国家陆续出台粮食出口限制政

策，导致国内进口粮食成本增大，特别是大豆、

玉米等对外依赖度高的品种涨价压力较大。

第 二 ，全 球 粮 食 危 机 将 带 动 农 资 成 本 上

升。2022 年全球农资价格维持高位，FAO 预测

全球农业投入品进口费用超 4200 亿美元，同比

增长近 50%，可能达到 2020 年两倍以上。另

外，FAO 认为全球化肥价格高企可能会持续到

2023 年。我国是化肥消费大国，2022 年氮磷钾

三大化肥价格受天然气价格和俄乌冲突影响创

下新高，当年 1 月至 6 月总体处于上涨态势，在

稳价保供措施干预下，7 月份后才陆续回落，化

肥价格波动导致国内粮食生产成本增加和粮农

收益空间缩小，进而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

第三，全球粮食危机将放大粮食进口不确

定性。我国粮食进口品种和地区较为集中，特

别是大豆和玉米进口量在粮食进口总量中合计

占比常年维持在八成，进口国主要来源于美国、

巴西等国家，极易受自然风险、国际贸易政策以

及运输风险影响。2013 年以来，我国积极寻求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俄罗斯、乌克兰、哈萨

克斯坦开展大豆贸易，2013 年至 2021 年累计从

三国进口约 432 万吨大豆，但大豆进口渠道多

元化并没有明显改变进口来源集中的现状。

2022 年，巴西粮食形势不容乐观，进口过度集

中加剧我国粮食进口稳定性风险。

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全球粮食供应链

脆弱性凸显，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着更多挑战。

牢牢把住粮食进口主动权和稳定性，提升“两个

市场、两种资源”统筹利用效能，保障我国粮食

进口安全、高效、稳定、持续，还要着重从以下几

个方面入手。

立足国内，稳粮增产。要清醒地认识到，依

靠自身力量牢牢端稳中国饭碗，才是保障粮食

安全最有效的途径，才是应对国际市场冲击最

有效的法宝。我国要坚持稳定粮食播种面积，

加快调整优化种植结构，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

进度，持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全面提升粮食生

产能力，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拓展粮食进口渠道，构建多元进口格局。

在现有资源和技术水平下，依靠国际市场进口

大豆和玉米等饲料作物的趋势短期内难以改

变，因此，我国要高度重视把握粮食进口的稳定

性和主动权，在稳定现有合作伙伴关系基础上，

积极拓展“朋友圈”，构筑安全稳定的粮食贸易

合作新格局，减少对单一市场的过度依赖，抵御

粮食进口可供性、出口限制等潜在风险。同时，

重点关注和培育与我国现有粮源地具有较大季

节互补性和粮食增产潜力的国家和地区，加强

与南半球国家在粮食生产和贸易方面的交流与

合作，分散粮食进口时间，节省仓储费用和运输

费用，平抑粮食进口数量和价格在不同季节的

波动性。

扩大物流节点建设，提升粮食流通能力。

俄乌冲突和疫情对世界粮食流通格局产生冲

击，粮食流通不畅成为全球粮食供应链稳定运

转的巨大挑战。我国要高度防范运输中断对粮

食进口产生的不确定性，加快国内港口、码头等

物流设施和仓储设施建设，积极参与重要海上

运输通道的建设和维护，并着力开发粮食进口

新路线，拓展铁路、公路等多种粮食进口流通渠

道，分散粮食进口运输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