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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徐 淼 杨 颖

今年 10 月 16 日，我们迎来了第 31 个世界粮食日。今年世界粮食日

的主题是“粮食价格——走出危机实现稳定”。可见，近年来，国际粮食

价格的不断上涨已经给全球粮食安全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根 据 联 合 国 粮 食 及 农 业 组 织（FAO）的 研 究 结 果 显 示 ，未 来 10

年，谷物的价格预计还将上涨 20%，肉类价格上涨 30%。再加上经济

的不确定性、低粮食库存水准、能源和农产品市场连动性增加以及

气候冲击所引发的风险，都有可能导致未来粮价更剧烈波动。联合

国三大机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

和联合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IFAD)近日共同发出警告称，未来几年，

全球粮价波动可能会更加剧烈，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的穷人将面临

更高的饥荒风险。

粮价攀升 谁之罪

近日，发生在亚洲地区的水灾波及泰国、柬埔寨、越南和老挝等多

个国家，大规模洪水摧毁了亚洲大片水稻种植区。

在世界上最大的稻米出口国泰国，有大约 100 万公顷稻田被毁，约

占总面积的 10%。

越南是世界第二大稻米出口国，该国南部湄公河三角洲的稻米产量

占全国总产量的一半。越南官员称，洪水已使近 6000 公顷稻田被毁。

在柬埔寨，超过 33 万公顷的稻田被淹没，其中 10 万公顷完全被毁。

在老挝，自 6 月以来袭击当地的热带风暴已经造成超过 6 万公顷的

稻田被毁。

而在巴基斯坦，洪水淹没了可耕种地区的水稻和其他农田，已经导

致该国损失近 20 亿美元。联合国负责减灾事务的官员玛格丽塔·瓦尔

斯特龙说：“目前，粮食价格的上涨是因为潜在收成已经被破坏。今年

的破坏非常严重，人们恢复正常生活需要一段时间。”

据统计，水灾已导致东南亚总共约 150 万公顷水稻被毁或处于被淹

没的威胁之中。中投顾问农林牧渔业研究员郑宇洁表示，由于气候因

素的影响，全球粮食供给局面日益紧张，全球粮食安全产量面临重大挑

战，这将进一步推高全球粮价，再次引发国际社会对粮食安全的担忧。

同时，有关专家也警告，湄公河流域的巨大损失将导致国际米价大幅上

扬。不过，事实上，粮价攀升的罪因并不能完全归结于东南亚地区最近

遭遇的特大洪灾，其实，粮价波动的种子早在上个世纪就已经种下。

据了解，从 1980 年至今的 30 年内，经合组织国家对农业的官方发

展援助比例下降了 43%，穷国和富国对农业的投资都持续不足。但新

兴经济体却显示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对肉类、乳制品的需求急剧上升，

这也导致饲料的利用量快速增长。然而，与此同时，来自人口数量不断

上涨的压力并没有减少，全球每年要增加近 8000 万张嘴吃饭。再加上

气候变化、投机炒作以及某些国家实施贸易保护等因素，粮食价格出现

波动并不断攀升也就不足为怪了。

“廉价粮食”时代已经结束

据了解，2007 年至 2008 年的粮价上涨致使约 8000 万人填不饱肚

子，2010 年以来的粮价猛涨又使 7000 万人陷入了极端贫穷。据统计，

2010 年，低收入缺粮国家的粮食进口费用已经创下了 1640 亿美元的历

史记录。

如今，世界主要粮食价格经过几轮的暴涨，已进入高位，“廉价粮

食”时代已经终结。未来，世界粮食形势将更加严峻。

郑宇洁告诉记者，当前，世界粮食价格高企的原因主要有 4 个。一

是气候因素使各主要粮食生产国的粮食供给量下降，而市场对粮食的

刚性需求较大，因而存在供不应求情况，推高了粮价；二是市场投机者

推动了粮价上涨；三是粮食与石油及其他原材料一样，同美元成负相关

关系，当前，美国加大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使美元加速贬值，这使国际粮

价被进一步推高；四是为保持高位粮价，部分粮食供应国出台相关政策

限制粮食出口量。

随着人口的持续增多，粮食需求也将不断加大，再加上，自然资源

日益稀少以及生物燃料等的开发，未来，全球粮食供应将面临挑战。对

此，郑宇洁进一步表示，粮食供给量是影响全球粮食安全的关键因素。

当前，全球粮食系统还存在较多问题，比如分配不公、发达国家粮食浪

费严重、发展中国家温饱问题难以解决等，而且随着环境污染日益严

重、气候变化越发频繁以及水资源和耕地资源不断减少，全球粮食安全

问题日益严峻。

国际社会须采取措施抑制粮价波动

衣食住行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抑制粮价恶性上涨一直是各个组

织和国家的当务之急。对于每个国家来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

意见具有指导意义。该组织指出，要抑制粮价波动，首先应当增加农

产品市场信息的透明度，从而避免由于恐慌心理导致的抢购和价格上

扬。同时，应当建立完备的社会保障网络，确保弱势人口在粮价上涨

时仍能够获得所需的营养。此外，应提高政策的可预见性，鼓励私营

部门投资，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提高农业生产力和抵抗冲击的能力。

而在世界范围内，联合国三大农业组织发布的《2011 世界粮食不安

全状况》年度报告提出——国际社会必须立即采取有力行动，“将粮食

不安全从地球上彻底消灭”。政府必须确保创建透明和可预见的监管

环境，以促进私人投资，同时还要注意提高农业生产力。此外，发达国

家应减少粮食浪费，而发展中国家则要减少粮食产后损耗，同时，注意

对自然资源、森林和渔业实施可持续的管理。该报告还强调，农业的长

期投资可以在改善粮食安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重点应放在针对农

民的鼓励措施上，因为他们是主要的粮食生产者。

编者按：从 1981 年起，联合国粮农组织就把每年的 10 月 16 日定为世界粮食日，希望借此唤起世界各国对粮食和农业的高度重视，促使人

们重视粮食生产，消灭饥荒。但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全世界的粮食安全状况仍旧不容乐观。

根据联合国公布的最新统计数字显示，目前，每年有 300 万不到 5 岁的孩子死于营养不良。而在一些发展中和贫困国家，粮价的剧烈波

动对穷困人口的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居于高位和持续波动的粮食价格已经成为影响全球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

分析人士指出，未来，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将有可能更加恶化，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携手将粮食不安全因素从地球上彻底消灭。

粮食危机 兵临城下

粮价高企、粮食供不应求，最大的受害者是谁？联合国粮

食及农业组织日前发布的报告指出，居于高位和波动的粮食

价格是影响全球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而发展中和贫困国家

的人口受粮价波动影响最大。

据联合国推算，就在这个月，世界人口将达到 70 亿，而

粮食价格还在上涨，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贫困人口要忍受

饥饿。

发展中国家饱受影响

在联合国看来，在全球范围内，即便大米和小麦供给足

够，如果价格飙升，饥饿人口依旧会增加。因为，接下来的人

口增长将主要集中在经济实力较弱的非洲和西亚等发展中

国家。

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公关部副主任乔治·巴罗称，购买食物

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人民的主要生活支出。

“在发展中国家，很多人要将他们收入的 60%至 70%用来

购买食物。所以，即使是食品价格轻微增长，这里的人们也要

为摆上家庭餐桌的食物付出相当高的代价。”乔治·巴罗说。

显然，粮价上扬对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构成了重大威

胁，而贫困群体受到的影响可能还会更大。在贫困国家，家庭

消费的主要支出项目是粮食。如果粮食市场稳定，他们还能

维持生计；而一旦粮价剧烈波动，低收入缺粮国家将会花费更

多的美元去进口粮食，而他们的生活也将受到严重影响，那些

每日生活费不足 1.25 美元的人口甚至会因此少吃一顿饭。

贫困危机 谁都不是看客

当然，在这个贫穷遍及各个角落的时代，谁都不是粮食

危机的看客。据世界银行统计，2010 至 2011 年期间，粮食费

用上涨使近 7000 万人陷入极端贫困。本世纪以来，全球结构

性饥饿人口仍在增加。2010 年，全世界遭受饥饿的人口数量

为 9.25 亿。即使是美国，也有很多穷人在忍饥挨饿。

自从“占领华尔街”运动在美国遍地开花后，美国人昔日

富裕多金的形象也开始向欠债不还的“老赖”慢慢转变。示威

者打出的旗号为“我们是 99%”，这原本是想告诉世人，占美国

人口 1%的超级富豪侵害了 99%的美国普通人的好处。可惜，

有人误会了，以为 99%的美国人都快揭不开锅了。

虽然事实没有大家想像的那般严重，但美国确实有一部

分人饱受饥饿之苦。据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 9 月底发布

的报告显示，美国西部贫困人口增长了 240 万，中部贫困人口

增长了 160 万，东北部贫困人口增长了 91 万。调查公司盖洛普

日前发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按缺乏基本生活条件的人口

比例计算，中美相比之下，有更多的美国人正在为吃饭问题而

挣扎，美国“吃不起饭”的人口比例是中国“吃不起饭”人口比

例的 3 倍。

亚洲脱贫对抗饥饿

据《2011 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年度报告显示，全球粮食

价格仍将居高不下并持续波动，而且这种势头可能会更加恶

化，并使贫困农民、消费者和各国更易受到贫困和粮食不安全

的影响。

在几年前亚太地区爆发的一场粮食危机中，有近 5.83 亿

人口面临粮食短缺。当时，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

员会就发布报告指出，贫困人口由于收入匮乏而无力购买粮

食是造成危机的主要原因。所以，在世界对抗饥饿的时候，脱

贫致富也许会使我们的底气更足。而在消除贫困方面，亚洲

也做出了很好的表率。

亚洲银行此前公布的报告称，即使全球陷入经济危机，亚

洲依然能够进一步减少贫穷人口。报告指出，亚洲能在经济

危机复苏期持续减少贫困人口，归功于这个地区强健的经济

成长。

对此，中投顾问农林牧渔业研究员郑宇洁称，亚洲地区确

实具有较大的经济增长潜力。该地区不仅拥有丰富的自然资

源，而且其中许多国家具有农业优势，再加上，这些地区极具

消费潜力，吸引了众多外资前来经营设厂、投资项目，在一定

程度上推动了该地区经济的发展。亚洲银行的预测还是比较

乐观的，强劲的经济增长的确是亚洲的优势，但是人口基数

大、增长快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亚洲国家仍然要平衡好人

口与粮食供给量的问题，不能掉以轻心。

粮价高企 穷人遭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