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粮食体系‘已崩溃’，弱势群体

付出代价，必须改变粮食生产和消费的

方式。”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近日联

合国粮食体系峰会阶段成果总结推进大

会上如是表示。针对紧迫局势，大会发

出强有力信号，呼吁各方团结一心，加快

行动步伐，大力推动全球农业粮食体系

向更高效、更包容、更有韧性且更可持续

的方向转型。

据了解，2021 年举行的首届联合国

粮食体系峰会展望了全球农业粮食体系

深刻转型的未来，并在行动声明中指出，

“峰会后每两年召开一次全球阶段成果

总结推进大会”。近日，首届联合国粮食

体系峰会阶段成果总结推进大会在位于

意大利罗马的联合国粮农组织总部召

开，来自全球各地的代表探讨了如何使

粮食生产更具可持续性，并审核了各国

在 2021 年峰会上所作行动承诺的落实

进展情况。

作为本次大会的召集人，古特雷斯

发表主旨讲话，高度肯定了 2021 年联

合国粮食体系峰会以来各方取得的进

展。他表示，当前已有 100 多个国家自

愿提交农业粮食体系转型进展报告，各

国目标明确、行动果断，坚持以转型为

要务，将体系转型深深根植于国家和地

方法律、政策和计划之中。

但在当前地区冲突、气候变化、发展

放缓等因素相互作用的背景下，会议认

为，全球粮食安全局势较去年虽有所缓

解，但仍面临严重威胁。

在本次峰会召开前不久，粮农组织

协同其他合作机构发布最新版《世界粮

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指出，2019 年

以来，全球饥饿人口新增 1.22 亿，现有

7.83 亿人面临饥饿；尽管 2021 年至 2022

年间全球饥饿人口的增加态势已得到遏

制，但全世界还有很多地区在粮食危机中越陷越深。其中非洲大陆

首当其冲，每 5 人中就有 1 人食不果腹，饥饿人口比例是全球平均的

两倍多。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在此次推进大会

媒体吹风会上表示：“按照这种规律预测，2030 年全世界将有 6 亿人

长期食物不足，远无法如期实现‘零饥饿’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近年来，受地缘冲突、极端气候、疫情冲击等多重因素持续影响，

连接全球粮食生产与需求的供应链屡屡中断，保障供应链畅通的国

际合作机制受阻，加剧了全球分配不均衡问题。粮食价格加剧上涨

让许多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望粮兴叹”，也严重冲击了低收入人群

的生计。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显示，7 月以来全球大米价格已达

11 年来最高水平，并且还有进一步上涨的趋势。

加速推动农业粮食体系转型成为大会讨论的焦点。大会期间，

各国代表充分讨论粮食浪费、气候变化、健康膳食、伙伴关系、科

学与技术等多项议题，为应对农业粮食体系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多重

挑战贡献智慧。其中“统筹所有系统，团结各方力量”成为解决问

题的主要共识。

“全球农业粮食体系转型的努力涉及农业、气候危机、生物多样

性、贸易和营养等多个部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屈冬玉

表示，各国要加大协调力度，使治理流程和政策连贯协同，短期与长

期相结合，积极寻求解决方案的合力；此外还必须聚焦促进科学创

新、提高数据能力、加大融资力度等方面，由此才能全面释放农业粮

食体系潜力，尽可能兼顾各方需求，凝聚强大合力。

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中国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广德福在

会上作国别发言时表示，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始终坚持把确保农业与

粮食安全作为头等大事。通过综合施策，粮食产量连续 8 年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 62%，农业机械化水平大

幅提升，未发生规模性返贫现象。中国依靠自身努力成功解决了世

界 20%人口的吃饭问题，为保障全球粮食安全与和平发展作出了重

大贡献。

在维护自身粮食安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同时，中国通过提供政

策、资金、技术等，支持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不断提高粮食生产能

力。中国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框架下资金援助最多、派出专

家最多、开展项目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同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开展农业合作，向发展中国家推广 1000 多项农业技术，带动项目区

农作物平均增产 30%至 60%；为 80 多个发展中国家培训超过 1.4 万名

杂交水稻专业技术人才；在非洲启动建设 13 个农业发展与减贫示范

村，切实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农业生产和保障粮食安全能力。

粮食安全是事关人类生存的根本性问题。当前全球粮食安全局

势不容乐观，国际社会应进一步加强协同合作，推动全球农业粮食体

系加速转型，激发力量和潜力，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坚实

支撑。

自 2022 年 7 月以来，欧洲央行连续开启 9 次加息，累计加息达到 425 个基点。高通胀是促使欧洲央行决定

“九连加”的关键因素，外部环境难言乐观，更是强化了欧洲央行的“求稳”心态。欧元区经济目前已经步入“前

有高通胀，后有弱增长”的窘境，这导致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的腾挪空间正在被快速挤压。考虑到当前欧元区面

临较高的经济衰退风险，且积累承担了从美国外溢的银行业金融风险压力，欧洲央行未来仍需保持定力，在“稳

通胀”决策思路的基础上，更加灵活地采取适应欧元区实际经济发展态势的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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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全球粮食体系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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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8 日，中国贸促会发布《2023 年第

二季度中国外资营商环境调研报告》。该

报告显示，近九成受访外资企业对在华获

取经营场所、纳税、办理结业手续、解决商

业纠纷、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报装、市场准

入、跨境贸易、促进市场竞争指标评价“满

意”以上。超九成受访外资企业对 2022 年

四季度以来中央出台的外资政策评价“满

意”以上，近九成受访外资企业对地方政府

出台的外资举措评价“满意”以上。

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贸促会

新闻发言人孙晓表示，调研报告反映出，

今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运行整体回升向

好，跨国企业在华投资信心稳定，外商扩

大对华投资整体趋势没有改变。

孙晓介绍，从经营情况看，近七成受

访外资企业看好未来 5 年中国市场前景，

超九成受访外资企业认为中国市场吸引力

上升或持平，超八成受访外资企业预期今

年在华投资利润率将持平或有所增加。

从来华投资动因看，“市场规模大”

“优惠政策多”“产业链供应链完整”是受

访外资企业来华投资的最主要动因，占比

分别为 77.54%、53.36%和 39.91%。

从发展机遇看，受访外资企业认为

“技术创新与研发”“中西部地区市场不断

开放”和“数字经济”为其在华发展提供

了较大机遇，占比分别为 60.66%、44.49%

和 43.63%，其中“技术创新与研发”连

续两个季度成为最主要发展机遇。

据了解，今年二季度，中国贸促会对

来自全国 26 个省区市的近 800 家外资企业

进行调研访问形成了该报告。调研对象

中，59.82%的受访外资企业来自加工制造

环节，64.6%为小微企业。

近期，中国贸促会组织了外资企业

“天津行”“四川行”活动。就活动举办的

成效和反响，孙晓表示，各方对活动均给

予充分认可和高度评价，参与活动的外资

企业表示，进一步增强了投资中国的信

心；外国商协会表示，便于更精准地向会

员企业推介投资机会；天津、四川政府相

关部门表示，将持续做好企业诉求办理反

馈，盯紧外资投资意向，更大力度吸引和

利用外资。

孙晓表示，今年以来，贸促会服务外

资企业工作重心转向开展深度调研、推动

优化营商环境、帮助地方招商引资。“下

一步，中国贸促会将加强与有关部门协同

配合，推动解决外资企业合理诉求，促进

更多高质量外资项目落地。”

发布会上还发布了今年 5 月全球经贸

摩擦指数相关情况。其综合指数显示，当

月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为 180，仍处于高位

区间，但比上年同期下降 55 个点，比上

月上升 55 个点。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

金额同比上升 28.1%，环比上升 59.5%。

从国别指数来看，俄罗斯、美国和日

本的经贸摩擦指数在 20 个国家 （地区）

中位居前三，巴西、印度、英国、韩国和

欧盟的经贸摩擦指数同样处于高位。其

中，美国的经贸摩擦指数持续保持高位，

当月中国指数为 29，处于中低位。

从行业指数来看，电子、机械设备等

行业成为经贸摩擦措施的主要冲突点。在

监测范围内的 13 个主要行业中，电子行

业位居行业经贸摩擦指数首位，运输设

备、机械设备、化工、轻工和医药行业也

处于高位。

从分项指数来看，进出口关税措施指

数在五类措施指数中居首位。从措施数量

看，今年以来，除贸易救济措施同比增长

外，进出口关税措施、技术性贸易措施、

进出口限制措施和其他限制性措施等四类

分项措施同比均呈下降态势。

在 涉 华 经 贸 摩 擦 方 面 ， 19 个 国 家

（地区） 涉华经贸摩擦指数为 581，持续

处于高位，但较上月下降 709 个点，涉华

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同比上升 72.9%，

环比上升 103.6%。其中，日本涉华经贸

摩擦指数最高，电子、轻工、机械设备、

化工、医药和运输设备等行业涉华经贸摩

擦指数处于高位。

二季度中国外资营商环境调研报告显示：

跨国企业在华投资信心稳定
本报记者 朱 琳

当地时间 7 月 27 日，欧洲央行货币政

策会议决定，将于 8 月 2 日起加息 25 个基

点，主要再融资、边际借贷和存款机制三

大关键利率将分别上调至 4.25%、4.50%和

3.75%。为了确保货币政策调整效果充分

传导至货币市场，欧洲央行还决定减少为

准备金支付利息，将最低准备金利率定为

0。这是自 2022 年 7 月以来，欧洲央行连

续开启的第 9 次加息，累计加息达到了

425 个基点。自此，欧洲央行再度刷新了

其史上“最激进”货币紧缩周期的纪录。

不过，在此前连续八轮的加息刺激后，第

九轮符合市场预期的政策，并未出现意料

之外的政策“拐点”，反倒体现出了欧洲

央行的审慎政策考量。

高通胀是促使欧洲央行决定“九连

加”的关键因素。欧洲央行发布的会后相

关公告指出，为促使通胀率回落，目前欧

元区三大关键利率仍有必要维持高水平。

欧洲央行认为，通胀水平变化将是利率调

整决策的关键依据。欧洲央行此前公布的

数据显示，6 月份欧元区整体通胀率为

5.5%，较上月下降了 0.6 个百分点，但相

关水平仍高于欧洲央行设立的 2%通胀警

戒线，考虑到扣除能源、食品、烟酒等基

本民生产品价格波动后，6 月份的年通胀

率水平较 5 月份不降反升，从 5.3%上调到

了 5.5%。面对这样的通胀表现，欧洲央

行很难做出物价水平已经全面“退烧”的

评估结论。因此欧洲央行在展望未来通胀

水平变化时认为，欧元区的通胀率有望在

年 内 下 调 ， 但 短 期 内 或 难 以 降 至 2% 以

下，多少表露出了对前期多轮加息政策

“不甘心又不满意”的矛盾情绪。

外部环境难言乐观，更是强化了欧洲

央行的“求稳”心态。当前，全球经济贸

易活动整体走弱、外部地缘军事冲突、美

国银行业债务危机外溢效应等始终是悬在

欧洲经济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欧

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本次会后的新闻发布

会上坦言，未来的通胀水平也面临高度

的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影响，除俄乌冲突

对欧洲经济的冲击愈发明显外，欧洲央

行 还 担 心 其 他 突 发 大 型 地 缘 政 治 冲 突 、

系 统 性 金 融 风 险 成 为 影 响 自 身 发 展 的

“黑天鹅”。拉加德强调，同样受上述外

部 因 素 干 扰 的 还 有 欧 元 区 经 济 增 长 态

势，欧洲央行对增长前景的担忧情绪正

在不断增高。

拉加德并非杞人忧天。欧元区经济确

实已经步入了“前有高通胀，后有弱增

长”的窘境，这导致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的

腾挪空间正在被快速挤压。综合分析 7 月

欧元区多项核心经济指标，在此前连续八

轮加息后，欧元区遏制通胀成效有限，但

实体经济已受到货币紧缩政策的负面冲

击，经济增长乏力的“副作用”已然出

现。具体而言，在连续数轮次的紧缩政策

出台后，欧元区服务业、制造业受到了较

为明显的负面传导效应。德国、法国等主

要经济引擎分别遭遇了不同程度的麻烦，

有市场分析预计，欧元区经济上半年滞胀

基本已成定局，下半年至 2024 年，欧元

区 经 济 甚 至 面 临 再 度 陷 入 衰 退 泥 潭 的

风险。

或许是政策进退维谷的境地愈发显

现，相比于 6 月份宣布第八轮加息后，拉

加德宣称“将在一段时期内维持较高利率

水平”，并做出 7 月份或实施第九轮加息

的暗示，本次欧洲央行并未对 9 月份的货

币政策会议基调做出过多明确的预期展

望，拉加德本人也仅仅表示，下一次货币

政策调整的底线是“不会降息”，但 9 月

份实施第十轮加息不再被欧洲央行视为

“理所当然”的政策选项。

有分析认为，尽管欧洲央行在此轮加

息中紧随美联储，同时美欧亦分别步入了

“加息后半场”的关键阶段，但鉴于双方

近期经济基本面的境遇不同，美欧后续货

币政策可能走向分化。特别是考虑到当前

欧元区面临较高的经济衰退风险，且积累

承担了从美国外溢的银行业金融风险压

力，欧洲央行未来仍需保持定力，在“稳

通胀”决策思路的基础上，更加灵活地采

取适应欧元区实际经济发展态势的货币

政策。

□ 陈 博

欧央行“九连加”难解通胀压力

图为图为 77 月月 2727 日在德国日在德国

法兰克福拍摄的欧元标志法兰克福拍摄的欧元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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