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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4 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布

的 7 月份大米价格指数显示，大米价格环比

上涨 2.8%，同比上涨 19.7%，创 2011 年 9 月

以来的最高水平。粮农组织指出，厄尔尼诺

现象导致的大米减产，以及有关国家采取的

出口管制措施，将加剧许多国家粮食价格走

高趋势，并引起全球粮价继续上涨。

多国宣布大米出口禁令，引起市场担

忧。7 月 20 日，印度政府宣布，为保障国内

市场供应，将禁止除蒸谷米和印度香米外的

大米出口，即日起生效。印度消费者事务、

食品和公共分配部发布公告说，强季风降雨

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大米零售价格在一

个月内上涨 3%后，政府决定实施大米出口

限制。自 2022 年 10 月以来，印度国内大米

价格已经上涨超过 30%。

印度是世界重要大米出口国，占世界大

米出口量的 40%以上，2022 年印度大米出口

总量约 2200 万吨，超过泰国、越南、巴基

斯坦和美国四大大米出口国的总量。此次受

影响的大米出口量约为 1000 万吨，印度的

最新大米出口禁令，无疑将给近期价格趋于

相对平稳的世界粮食市场带来新冲击。

国 际 粮 食 政 策 研 究 所 数 据 显 示 ， 自

2022 年 9 月以来，全球大米市场价格上涨了

15%至 20%。在过去的 15 年里，印度已成为

世界上最大的大米出口国。印度大米生产及

出口的任何变动，都可能引起大米市场的反

应及波动。加上其他国家出口商的低库存，

意味着任何供应量的减少都可能推高全球粮

食价格。

受印度大米出口禁令的影响，阿联酋经

济部于 7 月 28 日宣布暂停大米出口 4 个月，

以确保当地市场有充足的大米供应，从而抑

制米价等粮食价格的过快上涨。该决定在禁

止大米出口的同时，也禁止 2023 年 7 月 20

日以后从印度进口的大米再出口，并适用于

所 有 大 米 品 种 ， 包 括 糙 米 、 全 精 米 或 半

精米。

而俄罗斯继续延长大米出口禁令，使粮

食市场雪上加霜。俄罗斯政府 7 月 29 日通

报，俄方已决定继续临时禁止本国大米及碎

米出口，期限至今年 12 月 31 日，“以保障国

内市场稳定”。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罗

斯为了保障国内市场供应，从2022年7月1日

开始临时禁止出口大米，后多次延长禁令，

直至今年年底。

正值全球大米供应紧张之际，缅甸大米

联合会的官员透露，缅甸计划从 8 月底开始

暂时限制大米出口约 45 天，以控制国内大

米价格上涨。美国农业部的统计数据显示，

缅甸是世界第五大大米出口国，每年出口超

过 200 万吨的大米。缅甸尽管不像印度或泰

国在全球大米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但采取

限制出口措施正值市场供应紧张之际，必将

向市场发出价格看涨信号。

自印度 7 月份限制大米出口以来，全球

主要稻米价格每吨已上涨约 80 美元。泰国

和越南等主要大米出口国提供的全球大米价

格，已经上涨至 2021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由于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干旱将导致产量减

少，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主要大米进口国

正在抢购大米。新加坡为稳定供应来源和米

价，正在与进口商密切合作，增加各种来

源，进口不同品种的大米，并寻求印度政府

能豁免大米出口禁令。

然而，8 月 25 日晚间，印度财政部发布

通告，宣布即日起对蒸谷米征收 20%出口

税。这意味着印度已经禁止占出口 80%的所

有非印度香米品种的大米出口。印度 7 月份

的出口禁令已经使全球米价上涨超过 25%，

接近 12 年来的最高水平。其进一步限制大

米出口，恐将再次推高全球米价。

目前，全球有 30 多亿人口以大米作为

主食，有近九成的人来自亚洲。印度大米出

口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印度等国家采取的

大米出口限制，以及泰国和越南等大米主要

出口国家的大米价格上涨，将迫使亚洲国家

不得不以更高价格进口大米，推动粮价年内

继续上涨。

此外，近期俄乌冲突进一步加剧，乌克

兰的下一个收获季节即将到来，俄罗斯方面

宣布黑海粮食外运协议“终止”，再次引发

了人们对全球粮食安全的担忧。粮农组织数

据显示，2022 年全球约有 9 亿人处于重度粮

食不安全状况。在全球经济疲软、地区冲突

和极端天气等因素叠加影响下，今年全球粮

食严重不安全的状况恐怕会继续加深。

粮农组织警告称，“大米价格上行将威

胁到一大部分世界人口的粮食安全，尤其是

最贫困人口和将大部分收入用于采买口粮的

群体”，同时强调指出，大米等粮食的出口

限制还将对生产、消费和价格产生不利影

响，甚至在限制期限结束之后仍会持续，并

有可能加剧许多国家国内粮食价格的高企。

“大米出口禁令”引发全球粮价上涨

□ 蔡本田

近日，印度财政部宣布对洋葱征收 40%

的出口税，旨在遏制洋葱价格上涨并改善国

内市场供应。今年以来，印度洋葱、西红柿等

常见蔬菜价格疯涨，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控

制价格。印度政府称该政策将持续到今年年

底，时间不短，可见洋葱价格过高已成为十分

棘手的问题。

今年以来，印度洋葱价格一路上涨，居高

不下，多地农民叫苦不迭，直接原因就是厄尔

尼诺现象所导致的恶劣天气。今年，印度国

内多个洋葱产地降雨不均，干旱之地降雨奇

少，农作物缺少灌溉，难以正常生长，雨水较多

的地方则出现暴雨和洪涝，大量农田受到严重

冲击，作物收成十分糟糕。此外，今年夏季的

高温天气也使不少劣质洋葱腐烂现象严重。

这些灾害使洋葱供应出现严重问题，价格因此

飙升。根据印度消费者事务部发布的数据，

8 月 19 日全印度洋葱的平均零售价为每公斤

30.72卢比（约合人民币 2.7元），最高价格达每

公斤 63 卢比（约合人民币 5.56 元）。业内人士

预测，未来洋葱价格还将进一步上涨。

洋葱是印度人生活离不开的食品，不论

是富豪还是普通人，吃饭必有洋葱，在市场上

具有不可替代性。印度洋葱背后不仅牵涉所

有百姓的餐桌，还关系亿万农民的饭碗和选

票。这就决定了这一蔬菜具有政治敏感性，

洋葱在印度素有“政治蔬菜”的别号。在某些

特定时期，洋葱等关键蔬菜的价格变动会引

发政局动荡，尤其是对于执政当局的批判，历

史 上 就 曾 有 印 度 总 理 因 洋 葱 被 赶 下 台 的

先例。

对于现在执政的莫迪政府而言，选举局

势所面临的挑战不少，此时如果政府不能及

时采取措施控制价格，很容易在竞选中被反

对党当作软肋攻击，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宁可

让高达 40%的出口税持续到年底，也要坚决

遏制价格的原因，这个选择多少算是情急之

下的无奈之举。

纵观这些年，这种限制出口以控制价格

的无奈之举，已成为印度政府一种令人习以

为常的举措。印度国内常常可见以下循环：

洋葱价格由于气候影响出现大幅上涨，政府

实施出口限制，直至新一轮洋葱收成使得供

应企稳，价格也因此回落至正常水平。之后，

供过于求又会造成价格跌至异常区间，作为

洋葱生产者的农民向政府抗议，政府放松出

口禁令，价格随后无法得到控制，遇到异常天

气便会上涨，由此周而复始。

近些年，洋葱价格上涨或暴跌引发的政

治危机不在少数。1998 年、2005 年、2010 年

和 2013 年印度也曾爆发“洋葱危机”。单看

2000 年之后发生的洋葱危机，每隔几年就有

一次，值得印度全社会警惕。

印度最近遭遇的洋葱危机，固然是厄尔

尼诺现象带来的结果，但归根结底，依旧是印

度农业从生产到销售的链条中缺乏抗灾害能

力。印度水利和交通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当

地农业靠“天”吃饭。这就导致洋葱、西红柿、

大米等主要作物在夏季的高温、干旱、暴雨、

洪涝等灾害面前毫无抵抗能力，只能听天

由命。

印度经济专家认为，面对洋葱等蔬菜价

格暴涨的历史常态，政府不能“头痛医头，脚

痛医脚”，只靠针对出口发布政策无济于事，

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印度业界希望政府

能协助农民提升现代化种植、加工能力，例如

研究普及脱水洋葱等增值产品，协助在洋葱

种植地区设立加工厂，以及加大对灌溉等设

施的投入，让农民在极端天气中仍可保证相

当程度的作物收成。

上述举措在农业现代化程度尚显薄弱的

印度，既费时又费力，当前印度政府对农业的

投入以及对农民的保障，仍是以金钱补助为

主，输血大于造血。与其期待出口限令和用下

轮收成来缓解当下的困境，印度政府不如好好

想想如何通过务实的改革来解决根本问题。

印 度 再 遇 洋 葱 危 机
本报记者 施普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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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月月 1313 日日，，印度阿萨姆邦首府高哈蒂印度阿萨姆邦首府高哈蒂

的商贩在街头贩卖西红柿及其他蔬菜的商贩在街头贩卖西红柿及其他蔬菜。。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工人在缅甸仰光一处码头搬运大米工人在缅甸仰光一处码头搬运大米。。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88 月月 77 日日，，在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的茂物在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的茂物，，乡间一乡间一

条河流的水量大为减少几近干涸条河流的水量大为减少几近干涸。。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8 月 30 日，中国贸促会发布的

2023 年上半年全球经贸摩擦指数

显示，2023 年上半年全球经贸摩擦

指数各月均处于高位，总体低于上

年同期水平。中国贸促会新闻发

言人孙晓在当天举行的例行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数据显示，大国竞

争仍较为突出，但主要国家政策调

整趋势明显，措施更具目标性和针

对性。

从 国 家（地 区）看 ，2023 年 上

半 年 ，印 度 、美 国 、欧 盟 是 引 发 全

球 经 贸 摩 擦 的 主 要 国 家（地 区）。

印 度 有 6 个 月 全 球 经 贸 摩 擦 指 数

处于高位，美国和欧盟有 5 个月处

于高位，日本有 2 个月处于高位。

从 涉 华 经 贸 摩 擦 指 数 情 况 看 ，美

国、欧盟、印度、巴西、土耳其是涉

华经贸摩擦的主要发起者。“数据

表 明 ，美 国 等 西 方 国 家 仍 处 于 全

球 及 涉 华 经 贸 摩 擦 冲 突 的 中 心 ，

但印度和日本的数据表现更为突

出。”孙晓说。

从分项措施看，进出口关税措

施和贸易救济措施的运用出现新的

增长。2023 年上半年，进出口关税

措施和贸易救济措施的全球经贸摩

擦指数有 4 个月实现同比增长，是

实现同比增长月份最多的分项指

数。从措施数量情况看，2023 年上

半年，各国（地区）发布的贸易救济

措施实现近 50%的同比增长，印度、

美国和加拿大是涉华贸易救济措施

的主要发起方。

孙 晓 指 出 ，美 国 等 西 方 国 家

拉拢其盟友不仅频繁使用进出口

限 制 、制 裁 等 措 施 ，对 先 进 技 术 、

涉所谓“强迫劳动”产品等实施限

制 ，还 配 合 进 出 口 关 税 和 贸 易 救

济等传统政策工具制造涉华经贸

摩擦。

从行业方面看，全球及涉华经

贸摩擦主要聚焦的领域是电子、机

械设备和轻工行业。2023 年上半

年，电子、机械设备、轻工行业的全

球经贸摩擦指数和涉华经贸摩擦指数 6 个月均处于高位。

孙晓表示，电子、机械设备和轻工行业是全球及涉华经

贸摩擦的主要冲突领域，当前的全球及涉华经贸摩擦实现

了从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到先进技术领域全覆盖。

在发布会提问环节，孙晓在回答经济日报记者关于

中 国 贸 促 会 将 如 何 落 实《关 于 进 一 步 优 化 外 商 投 资 环

境 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的提问时表示，一是

持续推动解决外资企业诉求。孙晓强调，中国贸促会将

进一步完善与外国在华商协会和外资企业的常态化联

系，定期召开外资企业座谈会，健全营商环境监测体系功

能，持续开展营商环境年度和季度调研，不断加强与国务

院相关职能部门及工作专班的协调联动，及时了解、反映

并推动解决外资企业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切实增强外商

在华发展信心。

二是多措并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孙晓表示，中国贸

促会将举办首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粤港澳大湾

区发展工商大会等经贸活动，搭建中外工商界交流平台，

帮助外资企业发掘投资机遇。在外资企业天津行、四川行

活动基础上办好 9 月中旬外资企业甘肃、宁夏、安徽行系

列活动，宣介各地营商环境，推动重大项目落地。做好出

国展览审批管理工作，便利各地赴境外参展办展并开展招

商引资。同时，充分发挥中国贸促会驻外代表处作用，广

泛搜集外资企业及境外投资促进机构来华投资意向和项目

信息，并在已建成的“投资中国”网站平台发布，促进项

目撮合配对。

三是健全服务外资企业工作体系。孙晓表示，中国贸

促会将做好自由贸易协定原产地证书签证工作，优化升级

网上签证系统，为外商投资企业享受关税减免政策提供便

利。充分利用服务企业数据库和大平台、中国贸促会企业

跨境贸易投资法律综合支援平台 （贸法通） 作用，加快可

视化的外资企业诉求实时直报平台应用推广，强化全链

条、“一站式”商事法律服务，优化商事仲裁、商事调解

和知识产权服务，帮助外资企业防范化解风险、维护合法

权益。

“2022 年 5 月以来，我们在全国贸促系统组建了服务外

资企业工作专班，建立外资诉求自下而上的‘直通车’，采取

多种措施服务外资企业发展，更大力度、更加有效地吸引和

利用外商投资。中国贸促会将积极开展深度调研，大力做

好政策宣介，主动帮助地方招商引资，推动优化营商环境，

及时落实政策措施，为实现利用外资促稳提质作出新的贡

献。”孙晓说。

经贸摩擦指数处于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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