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糧食短缺風險逐漸蔓延

俄烏衝突波及糧食供應鏈

過去兩年中，新冠疫情持續高位運
行、極端天氣頻繁出現等因素給全球糧食安全

帶來諸多挑戰，今年2月爆發的俄烏軍事衝突讓這
一嚴峻形勢雪上加霜。俄烏局勢至今膠着，極大地擾亂

了全球糧食的生產供給端和貿易體系，使得國際糧價進一步
飆升，外界對全球糧食危機的擔憂日益升溫。受訪專家認為，中

國一直以來高度重視糧食安全問題，糧食安全這根弦始終綳得很
緊。目前中國糧食供應較為充足、價格平穩，糧食供求緊平衡的格局

未變。隨着全球糧食危機的演進，中國須在國內糧食供應充足與進口糧食
多樣化之間做好平衡，從而確保糧食安全。 香港商報記者 朱輝豪

目前而言，由糧食價格飆升引起的恐慌已在全球範
圍內逐漸蔓延，匈牙利、印度尼西亞和阿根廷等不
少國家，已對從小麥到食用油的農產品出口設置了
貿易壁壘，希望以此抑制國內價格，保障本國食

品供應。此外，糧食短缺的衝擊波大概在一個
月前就已蔓延到商店貨架，對葵花籽油價格

暴漲的擔憂在土耳其引發了搶購潮，其他
歐洲一些連鎖超市亦不得已相繼出台限購

措施。
周立表示，全球糧食危機實際上
已然來臨，而且問題特別嚴重。

「根據我們的預測，這有可能
是 二 戰 以 來 最 嚴 重 的 一

次。」
聯合國警告稱，

隨着烏克蘭春
季耕種受

阻

和糧食貿易中斷，已經創紀錄的糧價可能再暴漲
22%，這將對世界糧食貿易和安全體系產生深遠影
響。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日前在接受媒體
採訪時說，烏克蘭危機可能導致多達17億人口陷入貧
困和飢餓，超過全球人口的五分之一。

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聯合國世界糧食計
劃署和世界貿易組織負責人發布最新聯合聲明，呼籲
各方就糧食安全問題採取緊急行動，避免禁止糧食或
化肥出口，以應對糧食價格上漲、供應短缺問題。聲
明表示，主要糧食價格大幅上漲和供應短缺正在加劇
家庭壓力。最貧窮國家面臨的威脅最大，但中等收入
國家的脆弱性也在迅速增加，這些國家擁有世界上大
多數窮人。

世界銀行行長大衛·馬爾帕斯近日警告稱，烏克蘭危
機引發食品價格飆升，世界正面臨一場 「人類災
難」。馬爾帕斯預計目前的糧食安全危機將持續至少
幾個月，甚至可能持續到明年，他呼籲世界各國政府
盡可能增加糧食、能源和化肥的供應，而不是降低產
量或提高物價，同時對全球最貧困的那部分人提供針

對性援助。

自俄烏軍事衝突爆發以來，國際大宗商品價格
節節攀升，從原油、天然氣、貴金屬，到小麥、大

豆等農產品的價格一路走高，加劇了全球通脹風險
上升的趨勢。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糧農組織）近

期發布的數據顯示，隨着黑海地區衝突對主糧和植物
油市場造成衝擊，國際糧食商品價格在 3月份大幅躍
升。3月份的食品價格指數平均為159.3點，環比上漲
12.6%（17.9點），大幅躍升至該指數自1990年設立以
來的最高水平。其中植物油、穀物和肉類價格指數更創
下歷史新高，而食糖和乳製品的價格指數亦顯著上漲。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周立在接受本
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導致國際糧價大幅上升的因素是多
方面的。從供給端來看，俄烏衝突導致世界主要的糧倉
播種中斷、糧食運輸成本上升，以及化肥和農藥等與農
作物生長相關的投入品價格走高等，都對糧食的供應產
生重大不利因素。 「烏克蘭和俄羅斯都是世界的大糧
倉，俄烏衝突對世界糧食供應的影響很大，加之疫情封
控等因素，導致糧食民族主義、化肥民族主義的出現，

甚至種子民族主義亦相伴而生，不少國家還限制糧食的
出口。」周立說。

根據美國農業部數據，在2021年烏克蘭小麥出口佔全
球總出口的12%，大部分地區播種受到戰火衝擊，運輸也
不暢順；俄羅斯的小麥出口佔全球總出口的17%，遭到西
方國家的貿易制裁。去年全球小麥出口總量為為2.06億
噸，俄烏兩國佔了29%。不僅是小麥，兩國的玉米出口佔
全球份額的19%，葵花籽油出口佔全球份額的80%。

瑞信董事總經理、亞洲區首席經濟分析師陶冬認為，
素有歐洲糧倉之稱的烏克蘭大多數地區，已經錯過了春
耕，種上糧食的地區也受到燃料斷供、機械短缺、道路
堵塞等各種困擾，今年糧食鐵定失收。糧食的生產周期
較長，由於涉及土地，新增產能也比較困難。此外，俄
羅斯和白俄羅斯的化肥也遭到制裁，烏克蘭的化肥產能
部分遭到破壞。俄羅斯的氮、磷、鉀肥、烏克蘭的氮肥
和白俄羅斯的鉀肥在全球化肥供應鏈上，都具有舉足輕
重的地位。烏克蘭的種子出口在世界上也具有很高的份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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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糧食危機風險加劇

糧食安全這根弦須繃緊

平衡保供
適度進口

在全球面臨糧食危機的背景下，目前中國的糧食生產和儲備狀
況如何呢？中國的糧食安全問題是否值得憂慮呢？國家發改委政
研室副主任、新聞發言人孟瑋日前表示，近期，受地緣政治衝突
等因素影響，全球糧食危機擔憂加劇。相較之下，中國糧食供應
較為充足、價格平穩，糧食安全總體有保障。

據孟瑋透露，一方面，中國糧食綜合生產能力較強，自2004
年以來，中國糧食生產實現 「十八連豐」，2021年全國糧食產
量再創新高，連續7年保持在13萬億斤以上；另一方面，中國糧
食庫存較為充足，36個大中城市主城區及市場易波動地區的地
方成品糧油儲備達到15天及以上，防範市場風險能力增強。

糧食安全始終是關係國民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國家自立的全
局性重大戰略問題。中國是有着14億人口的大國，約佔全球人
口的五分之一，但耕地僅約十分之一，水資源不足6%。因此，
如何保障糧食安全，為廣大民眾保證食品供應，一直是中國優先
考慮的重任。從最近幾年的動態來看，中國高層領導人在多個場
合都有重點提及保障糧食安全的重要性。國家主席習近平此前在
海南考察時，亦再次強調種子和糧食安全的重要性。

「中國糧食安全的問題不大，主要原因是中國在糧食問題上立

足自足，以內循環為主，外循環為輔。雖說近些年糧食
的自給率是下降了，但口糧的自給率應該說還在95%以上，也
就是說人們平常吃的絕大部分是中國自產的，主要是飼料用糧
的自給率下降得比較快，大豆和玉米的進口量比較大。」周立
說，所以，從直接的口糧安全上，中國的問題不大，但間接
的整體食物安全這根弦還是綳得比較緊。中國歷來都是人多
地少，所以確保糧食安全這根弦始終綳得很緊，尋求糧食供
求的緊平衡。

周立進一步指，從供給上而言，中國包括能源、化肥等農
業投入品價格的上漲，遠遠比世界的低得多，雖說也在上
漲，但不至於像國際上如過山車一般上上下下，而是有一
種相對比較穩定的力量存在。 「從官方公布的數據來看，
中國糧食生產實現 『十八連豐』，中國人吃得飽、吃得好
的基本事實沒有變。如果不是因為人為的封城、封控或
者供應鏈中斷，中國近幾年應該不會再有大範圍饑荒的
出現。」周立說。

中國糧食安全
總體有保障

今年4月，國家主席習近平考察崖
州灣種子實驗室。 新華社

工人在貴州
福泉瓮福成品
庫用叉車運送
和堆放磷肥。

新華社

科研人員在海南崖州灣種
子實驗室工作，實驗室聚焦
種子創新中的重大科學與技
術問題。 新華社

時下正值春耕時節，但受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多點散發的影響，
部分地區農民下田、外出農民返鄉務農等有所阻礙，中央有關部分要
求地方政府對這些造成春耕不利的問題進行糾正，同時研究部署抓好
春季農業生產和保障糧食等重要農產品的有效供給。此外，從中央到
地方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糧食生產。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經濟研究部副部長劉向東認為，當前，中國
經濟運行面臨新挑戰，俄烏衝突和疫情疊加的雙重衝擊，對農產品穩定

供應和糧食安全造成干擾。在當前新形勢下，中國需要提前部署抓好春季
農業生產，確保糧食安全和農產品供應平穩，避免對物價造成較大衝擊。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給定的糧食產量目標是要保持在1.3萬億斤以上，報告

要求各方面要共同努力，裝滿 「米袋子」、充實 「菜籃子」，把14億多中國
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農業農村部市場預警專家委員會、中國農業科學
院等單位近日聯合發布《中國農業展望報告（2022—2031）》顯示，2022年，
中國預計播種糧食 17.7 億畝，有望生產 6.88 億噸糧食。其中，預計播種大豆
1.47億畝，比去年增加2100萬畝。

在周立看來，確保糧食安全是國家今年重點抓的兩條底線之首，所以糧食保供給
還要持續，同時適度的進口也不可避免，尤其是大豆和玉米的進口。他談到，大豆
進口目前來說相對比較穩定，巴西、美國、阿根廷都是中國大豆進口的主要來源

國；玉米的生產地區更多，來源也更複雜。總之，中國要在國內糧食供應充足度與進
口糧食多樣化之間做好平衡，從而建立糧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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