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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译者注:英文原文为 “战略发展目标 (StrategicDevelopmentGoals)”,疑为笔误.



概述

确保民众有充足的粮食是各国政府最基本的责任之一.一直以来,各国政

府投入大量资源来增加主食作物的产量,以满足国家粮食需求.然而,我们今

天的生活方式反映了粮食体系对营养健康、生计、就业以及地球可持续性的影

响.不断演变的饮食结构、技术和城市化的发展以及日益加剧的气候变化,迫

使各国政府时刻调整应对粮食体系发展的方式.例如,新冠肺炎疫情正迫使各

国采取措施应对粮食体系各方面产生的问题.
在城市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全球城市不断扩张,使得城市粮食体系在促

进整个粮食体系转型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城市居民何以为食以及如何

获取食物,对粮食体系的发展、治理和表现有着巨大的影响.目前,超过一半

的世界人口居住在城市.预计到２０５０年,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将居住在城市.
城市地区的粮食市场规模占全球粮食市场总规模 (９万亿美元)的８０％,占全

球经济总量 (８０万亿美元)的１０％ (VanNieuwkoop,２０１９).
城市粮食体系包含城市和城郊地区各粮食体系中发挥作用的功能和要素,

地方各级政府 (镇级、县级、区级、市级和省级)行使对城市粮食体系的治理

权.传统渠道,包括粮食批发市场、露天农贸市场以及小型独立零售商店,在

非洲和亚洲大多数国家的市场中占比超过８０％.私人摊贩和小餐馆为世界各

地的低收入家庭提供服务.在最先进的批发、物流和粮食安全体系下,依靠资

本密集型粮食加工、一体化冷链和粮食服务公司以及私人品牌、标签和包装

等,超市和餐馆正引领着现代粮食供应渠道的发展新趋势.据估计,在主城区

２０公里的范围内,不同类型的城市和城郊农业总面积在世界灌溉农田中占比

为６０％,其城市蔬菜供应量占比高达９０％.
城市各级政府部门正不断增强领导力并强化各方合作,以确保粮食安全、

营养、健康、食品安全、废弃物管理、可持续性和韧性等方面得到有效治理.
随着城市粮食体系的不断发展,迫切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匹配的流

程,以应对快速的变化和随之而来的挑战.各城市越来越迫切地需要找到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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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问题的解决方案,但同时其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也会产生广泛的影响.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各国在地方层面采取的应对措施表明,地方政府在粮食体系治理

中发挥着日趋重要的作用.此外,各国政府认识到解决粮食问题有助于解决其

他方面的城市问题,并为采取行动和措施提供不同的视角、参考和政策选择.
对于每一个城市而言,有效的制度建设和实施流程是解决城市问题、应对挑战

至关重要的手段.
本书总结了全球９个典型城市 (巴尔的摩、贝洛奥里藏特、利马、麦德

林、内罗毕、基多、首尔、上海和多伦多)解决粮食问题的措施,同时在参考

全球范围内其他城市各种二手资料的基础上,梳理出粮食体系治理的见解和经

验.本书主体内容包括城市粮食体系治理的切入点、处理这些问题时的通用程

序和内容考虑、主要治理模式以及未来在该领域投资的机会.成功案例可以鼓

励其他地方政府采取新方法,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进行创新.每个城市都需要

正确利用政治经济学原理,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重点问题和经济机遇,因地制

宜地选择相应干预措施.

当前形势

各地城市正积极抓住机遇,应对城市粮食体系发展过程中带来的挑战.据

估计,低收 入 国 家 城 市 地 区 有 ３２％ ~４３％ 的 民 众 处 于 粮 食 不 安 全 状 态

(StamoulisandDiGiuseppe,２０２０).类似的挑战还有很多.大量城市居民负

担不起有营养的食物,同时营养食物的获取机会也并不均等,这导致各种营养

不良的问题层出不穷,例如超重、肥胖、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等健康

问题.许多购买力较弱的家庭依赖非正式粮食部门维持生计,他们通常只能购

买到廉价且营养价值不高的食物.尽管非正式粮食部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作用,
但往往被忽视,还存在监管不力或易受干扰的情况.对于城市粮食体系而言,
确保粮食安全是一个紧急而复杂的问题.必不可少的市场、存储、冷藏、加工

及卫生等配套设施,在很大程度上无法满足不断上升的粮食需求.上述许多配

套设施易受洪水、风暴、人畜共患病和其他问题的影响.大多数都需要拓展、
升级并进行现代化改造.增强市政府的韧性、提高抗灾能力、完善应急预案则

有助于克服城市粮食体系的脆弱性和应对配套设施面临的威胁 (Tefft等,

２０１７).
建立创新和高产的城市和城郊农业生产体系,为城市供应营养价值高的果

蔬并提供重要的环境服务,常常受到土地利用规划、区划法规、建筑条例以及

支撑体系缺位的限制.城市粮食体系功能的发挥常常受到水资源和能源匮乏的

制约,并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因此有必要将城市粮食体系功能相关内容

纳入市政可持续计划和措施中.此外,送往垃圾填埋场的城市固体垃圾中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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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余垃圾往往占比５０％,需各方齐心协力,来减少城市粮食体系治理过程中

的损失和浪费.
另一方面,城市粮食体系为农业、工业和服务行业提供了大量就业和生计

机会.年轻人是城市地区数量增长最快的群体,粮食行业的技术进步、创新突

破、生产加工、市场营销和服务等方面的发展对他们极具吸引力.各地方政府

正逐步意识到粮食体系在为城市居民提供急需的就业岗位方面的潜力.

有效治理城市粮食体系———重要见解

治理指的是公共、私营部门和民间组织参与者在涉及集体问题上的互动和决

策过程,并以此建立或加强社会规范、规则和制度.治理还涉及上述机构的结构、
作用及工作情况,以及调解分歧和保护权利的正式和非正式的程序和机制.

城市粮食体系的治理成效对解决面临的问题产生重大影响.良好的治理成

效与运行效果、政策实施、预算执行、数据处理、治理机制等各因素密切相

关,同时也为众多民间组织和私营部门参与者提供了参与解决具体问题的机

会,良好的治理成效还有助于加强对共同粮食愿景和粮食议题紧迫性的认识,
推动形成强烈政治意愿并将其转化为政治行动,以提出务实的解决方案.

下文总结了城市粮食体系治理的八项要点.

①起源、观念和模式

各城市着手研究粮食问题是出于当地参与者、(国家、省和地方各级)政

府官员、行业权威和知名人士的需求、利益以及对问题的考量.城市解决粮食

问题的模式可分三类:在强有力的国家政策、方案和计划指导下实施的国家影

响型模式;由民间组织、积极的市长和市议会主导并力求解决具体城市问题的

城市主导型模式;而以上两种模式结合而产生的混合型模式将强有力的市政府

和民间组织领导力与国家政策和金融支持进行有机结合.
随着城市粮食体系不断发展,面对不断变化的人口统计数据、不断升级的

食物偏好、不断出现的健康问题以及气候变化形势,各城市不得不提升对农业

和粮食问题的参与度.上述这些现象引发的粮食问题接踵而至,为城市领导者

提供新的切入点以参与到粮食体系的不同领域中,而这些领域往往超出许可

证、食品检查、市场、区划等正常计划或监管职能范围.上文提到的三种不同

治理模式均鲜明地体现出各城市领导层正在致力于将粮食问题融入地方发展行

动中.
国家影响型模式.国家影响型模式的优势是市政府以国家部门政策和战略

为指导,借助市级各部门技术知识和能力,在权力下放和向下授权的背景下,
从部委或中央政府资源中获取必不可少的财政转移支付.虽然市政府或县区级

政府通常能结合实际灵活出台相关措施,但总体战略方向由国家部委提供.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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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案例研究表明,国家影响型模式按行业类型 (例如农业、商业、卫生)采

取并执行相关措施,无论实施者是市级政府部门 (例如在上海的案例中),还

是被下放到区级或郡级政府中的国家部委官员 (例如在内罗毕的案例中).
城市主导型模式是在缺乏国家政策和计划、技术人员以及无法获得国家预

算支持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在选择该模式的城市中,地方政府开始对粮食问

题进行适度投资,支持可以实现速赢的举措,同时在参与者之间建立良好关系

和信任.城市主导型模式的优势在于它往往建立在地方民间组织粮食宣传和干

预措施的基础上.这些民间组织的粮食宣传和干预措施均涉及技术项目 (例如

城市农业项目),同时通过拥护 “支持粮食政策”的市长来参与政治议题.实

行城市主导型模式需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城市往往从这种挑战与机遇并存的一

手经验中获益.巴尔的摩和麦德林的城市主导型模式在市政府各部门之间开展

广泛合作,这种策略有助于为政策和计划实施获得融资和人力资源支持.对城

市而言,要与多个公共、私营部门和民间组织参与者开展合作并形成切实可行

的联盟,提升创造性以及贯彻实用主义理念必不可少.













 



良好的治理

让所有利益相关者能够制定共同愿景及行动战略.

混合型模式是以上两种模式的融合.这一模式将强有力的市政府和民间组

织领导力与国家政策、计划和金融支持相结合,建立专门的市级粮食部门,领

导实施大型综合粮食计划.
在本书所有城市案例中,地方政府努力提高认识,加强不同部门和利益相

关者之间的合作和协调,并制定共同的目标和战略愿景,相关城市案例均取得

成功.在一些城市,如巴尔的摩和利马,地方领导者首先提出 “我们想要什么

样的粮食体系”,随即开展了精心设计的判断性研究,为具体城市粮食问题提

供了例证并强化了对相关问题的理解.该研究结果有助于获得政治支持,以便

采取关键行动来改善地方粮食体系.
在许多城市,在与经验丰富的民间组织合作制定的规划和开展的政策对话

中,城市粮食议题正越来越受到关注.这些民间组织是城市与社区之间的重要

“纽带”,帮助城市提出粮食问题并敦促城市政府采取行动.在麦德林、基多和

多伦多,民间组织历来参与宣传和社区组织工作,并在推动粮食体系问题改革

上取得了成功.在贝洛奥里藏特、首尔和多伦多,特殊利益集团已经发展成为

强大的政治力量,成为市长和地方政府的重要盟友和合作伙伴.
在一些得到中央授权的城市,如内罗毕和上海,当地政府通常按不同行业

类型实施国家计划和政策,如将权力分配至郡级农业部门的官员手中.在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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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如巴尔的摩、贝洛奥里藏特、麦德林和首尔,市长积极致力于支持具体

粮食议程,并在其竞选和市级优先事项中进行强调.在参与研究的大多数城市

中,知名媒体从业人员或行业领袖同样在促进公众和政府部门支持新兴粮食问

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重要人物与民间组织和私营部门一道,为激发政

治意愿创造了条件.
以上三种模式均要求政府、私营部门及民间组织等众多参与者在尊重各自

利益、优先事项和解决问题方式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形成合作联盟对于开展政

策对话、进行联合规划、监测和评估过程及影响至关重要.良好的治理有助于

所有利益相关者制定共同愿景和行动战略.该愿景和战略的制定同样还取决于

是否存在影响地方议程的国家粮食政策和计划.

②政策推动

粮食政策是城市努力解决粮食体系系统性问题的核心.各地城市采用各种

符合特定部门、州 (省)级或国家级立法要求的市级粮食政策手段 (条例、准

则等),以解决由于市场和政府失灵产生的实际粮食问题.
通过利用条例、法规、声明、决议和准则等政策和法律工具,城市粮食环

境的问题得到解决,有关激励举措得以改进,粮食体系的治理效果显著提升.
国家和州 (省)级政策、标准、指导方针和融资会影响不同城市 (例如贝洛奥

里藏特、内罗毕、多伦多)的粮食政策执行.城市主导型模式有利于在不同市

级政府部门 (例如巴尔的摩)推行宽松政策.在定期审查过程中,这一模式会

修订现有规章、条例和准则,同时避免出现复杂、耗时耗力且易引发争议的问

题和政策.在城市或地方政府层面实施的国家影响型粮食计划,可在符合国家

有关部门政策的前提下适用市级法规 (例如上海市的粮食计划需同时符合国家

农业和商务部门的政策要求).
当一个国家缺乏一致的国家级综合粮食体系政策 (如粮食的可获得性、可

持续性、营养、生计、就业等方面的综合政策)时,一些城市就会以民间组织

实施干预的经验和成就为指导,设计或修订政策和计划,以解决市场和政府的

失灵问题 (例如首尔和贝洛奥里藏特的公共采购).
当旨在解决实际粮食问题的可行性政策得到政治支持时,城市就能取得粮

食政策上的成功,即达到政策、政治和问题三者之间的趋同,例如,首尔的学

校膳食、贝洛奥里藏特的饥饿问题、巴尔的摩的 “粮食沙漠”.城市取得成功

的关键因素包括强有力的政治领导、能力强且见多识广的多方工作组、提出问

题的细致程度、定期交流以及为所有参与者提供能力支持的政策机会窗口等.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也同样存在各种挑战:对提出的问题和有关定义能否达成

一致;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民间组织参与者之间 (即便在上述每个群体内

部)的利益和待议事项的多样化,导致相关数据不足;围绕共同愿景建立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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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的联盟,以便在具体问题尚不明确的议题上获得政治支持;使政策得以进

一步发展完善;具备充足人力、金融资源以及专业知识和能力,以参加国家级

的有关讨论.
最大限度地维护非正式粮食部门的潜在利益,需要良好的制度和政策框

架,以及有利环境 (如法律、监管和税收等方面).在制定非正式部门规章时,
包容性机构与合作尤为重要.在一些国家,市政府建立独立机构,集中统筹实

施各种支持计划,以协助和促进非正式部门开展工作.

③整体规划

将粮食纳入城市发展、土地利用规划或部门特定规划往往是城市粮食干预

措施的起点.将粮食问题纳入城市规划,使得粮食体系目标能与宏观层面上的

城市目标保持一致.将粮食纳入部门特定规划,有助于获得融资,扩大对各种

不同领域粮食问题的支持,并吸引越来越多的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民间组织

参与其中.
规划是市级政府开展城市建设工作的基石和重要手段.各城市以城市规划

为基础,确定并优先考虑干预措施,用于空间使用、基础设施和金融资源等方

面,为居住在人口密集地区的居民提供服务和便利.然而,若粮食体系干预措

施未能纳入规划或不符合现行土地利用规划和区划法规,就无法实施大多数干

预措施.
土地利用规划是城市规划的一个具体组成部分.它决定了粮食市场建造选

址、城市农业规划地点及实施方式、能否在学校附近售卖快餐等问题.土地利

用规划指导区划法规的制定,这些法规规定了城市空间的使用规则.
将粮食议题纳入城市规划,考验粮食领域专业人士对规划过程的理解,同

时也考验城市规划者对粮食体系的理解.对这一议题不熟悉或缺乏理解,加上

技术能力不足均会对粮食领域专业人士和城市规划者造成挑战.这表明,有必

要强化相关教育培训,指导从业人员将粮食视作一种体系,将制定粮食规划视

为城市治理的一种基本方式.
在许多城市,民间组织制定了粮食章程、粮食战略以及粮食体系规划,用

以指导城市粮食体系工作.这些措施可以促进粮食体系纳入城市规划,有助于

吸纳不同利益相关者和机构.许多城市的粮食项目开始时规模较小,随后逐步

将粮食纳入其他部门规划,例如市级卫生、住房、商务、经济发展、交通运输

及教育等部门的规划中,进而发展壮大.
粮食领域专业人士需要与城市规划者合作,确定合适的规划战略,以推进

城市粮食工作.总体规划有助于建立共同粮食愿景,促进协作,降低冗余和资

源低效使用的风险,助力资源调度并强化能力建设.特定领域的规划则要考虑

更广泛的参与度和更具体的专业知识,着力提高灵活性,以使城市和相关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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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不断变化的粮食环境中抓住新机遇或应对新挑战.

④完善城市粮食计划的体制机制

创建一种允许各利益相关者开展有效合作与交流的机制,无疑会使城市

粮食计划受益.这种机制具备充足的人力和金融资源,职能类似于地方权力

部门却又不完全等同 (保留自治权),并可以随着粮食体系和计划变化而发

展.例如,地方政府将粮食部门嵌入不同的市政部门;他们设立专门的粮食

部门、单位或机构;可以在市级或县级的高级官员协调下,在各部门单独设

计和实施干预措施;或者在建立正式的粮食部门之前先通过非正式机构开展

相关工作.
此类决策取决于地方政府的结构、职能及其人员设置,还取决于实行何种

模式 (即城市主导型或国家影响型)、优先事项、市级部门利益以及调动金融

资源的机会等一系列因素.在决定成立正式的粮食机构或部门之前,一些城市

可能会先通过建立非正式机构 (如工作组、委员会)进行试点并实行粮食干预

措施.此后,这些城市可能继续利用这些临时性的非正式机构实施新的干预措

施或开展新的试点.
在城市主导型模式下,城市粮食机构及其运作具备一定的灵活性且善于协

调合作.巴尔的摩在市政府规划部建立粮食部门之前,曾利用一个工作组解决

营养食物获取的难题.多伦多卫生部设有多伦多粮食战略和多伦多粮食政策委

员会,与加拿大安大略省卫生部开展紧密合作.在这两个城市的成功合作案例

中,跨部门之间的协作能力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贝洛奥里藏特和首尔,由一

个可直接向市长汇报的市级部门协调并管理其他市级部门出台的粮食干预措

施.在上海,市级部门或委员会 (例如商务、农业等部门)在市长办公室的直

接协调下设计并实施各自计划,而不是由独立的城市粮食部门负责.
案例研究显示,上述每一种类型的管理机制在满足如下条件时都能发挥作

用,这些条件包括:关键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良好协调、共同的愿景、充足的人

力和金融资源、技术能力、创新性以及适应形势变化的灵活性.尽管体制机制

会随着形势发展而进行调整,但经验表明,市长办公室与负责管理粮食计划的

部门之间必须明确权责范围.城市主导型模式下的体制机制选择也可能影响

获得预算的机会,例如获取营养食物项目预算,并决定工作人员的用工方式

(例如公务员或合同用工).获得稀缺人才资源的机会在粮食计划的初期同样

重要.此外,体制机制并非永久不变,而是随着项目发展和新市长上任而发

生变化.本书中的案例强调,随着形势变化而对机制体制进行灵活调整是至

关重要的.

⑤争夺资源

在筛选城市以及确定由哪一级别政府来发起、协调和管理干预措施时,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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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包括:人力资源能力,能否获得融资、政府支持,以及跨行

政区域管理职权.
本书的案例研究城市涵盖市级政府 (巴尔的摩、贝洛奥里藏特、麦德林和

多伦多)、大都市政府 (利马、基多和首尔)、郡政府 (内罗毕)和直辖市政府

(上海).上述每个城市都包含不同类型的辖区 (特区、行政区、乡、镇、次级

县和选区).许多粮食问题超越地方政府管辖范围,需要跨行政区管理机制进

行统筹和解决.这些问题包括:土地利用规划和区划;城市和城郊农业管理法

规;投资用于降低洪涝风险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绿色基础设施;以及涉及现代

批发市场或农产品园区的大型项目.确定在何种类型的城市以及由哪一级别的

政府协调和管理粮食干预措施,必然将取决于国家和地方的政治和管理背景、
各级政府间的结构和关系,以及与人口统计数据、经济状况和地方政策相关的

诸多因素.
政府级别的不同可能会影响跨越管辖范围提供服务的能力,还影响民间组

织、私营部门、社区和公民能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决策及其如何就政策结果来追

究政府责任.级别较高的政府 (例如大都市政府)可能有更多机会获得人力和

金融资源,并具有更大的权力和责任来管理大型地域和经济区域的政策实施.
例如,大都市政府能在降低交易成本和减少冲突的情况下,设计和批准政策以

及协调和管理跨多个管辖区的干预措施,这被认为是更具影响力的管理方式.
然而,较小的市级政府或次市级政府可能更适合协调和监督以社区为重点的干

预措施.对于城镇较密和政府层级较多的大型城市区域,跨行政区机制成为设

计、实施和管理粮食干预措施的关键.
两种因素可能为协调和管理低收入国家小城镇和中等城市的城市粮食干预

措施提供更好机遇:国家部委 (例如农业或商务部门)的工作人员被下派至地

方政府并为地方政府获得国家预算.较小城市的市级政府,其行政和财政能力

有限,人员较少,权力下放计划不完善,包括来自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在内的

公共财政薄弱.

⑥数据间隙和证据生成

各地城市通过与大学、非政府组织 (NGOs)和国际伙伴建立合作关系克

服自身不足,弥补业务知识匮乏、经验证据薄弱和数据差距等问题,以生成关

键数据和证据、界定和确定各类问题的优先次序、促成共同行动愿景,并设计

和监测干预措施的实施情况及影响.
城市参与粮食体系治理过程中存在缺乏可用、有效、可靠的基础数据等实

际问题.城市对粮食体系基本组成要素的认识和了解不够充分,例如,食物消

费情况、食物浪费情况、城市生产系统、扩大投资的成本和能力.即使在国家

层面,政策分析也未能跟上粮食体系的发展进程、城乡问题不断变化的地理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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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以及各种后续影响,如粮食的营养、可持续性、包容性、可获得性问题.此

外,对政策和规划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是一项重大挑战.在数据碎片化和分散化

的背景下,城市与大学、非政府组织、企业和技术伙伴建立起合作关系,以提

供决策相关的分析和信息,例如,利马、麦德林和内罗毕的粮食评估和巴尔的

摩的粮食体系制图.
在具备立法、政策、支出和评价方面数据的情况下,决策者和不同参与者

可能不知道如何使用这些数据,因此很难制定可行的政策来应对需要优先解决

的问题.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民间组织参与者对数据的有效利用,将取决于

其理解和利用分析结果的能力以及管理有关数据的能力.城市需要寻求有效的

方法来监测和评估绩效,还要强化责任并汲取经验教训以改善实施效果.

⑦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的 “必要性”
各地城市发现,吸引、协调和管理一个庞大而多样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对

于解决粮食体系中复杂而又相互关联的问题是不可或缺的.
多方利益相关者平台有助于与参与粮食问题的各类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

民间组织参与者开展有效合作.地方政府面临的挑战是,需要找到有效方式与

正式和非正式组织开展互动.在许多城市,正式的利益相关者机制是从技术和

政治实力强大的地方粮食运动中发展起来的.在其他城市,地方粮食运动和民

间组织一直是城市粮食问题的发起者和驱动者.在某些情况下,民间组织会鉴

于形势被转变为正式的、由政府主导的机构.由此可见,领导力变革或问题解

决也可能威胁一个组织或系统的连续性.另一个挑战则是确保多方利益相关者

协调机制的可持续性.这种可持续性对于不同部门建立对粮食计划的信任至关

重要.
一般而言,利益相关者组织以及围绕具体粮食问题组成的联盟,都会遭遇

多个问题.在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组织之间以及在这些群体内部,优先事项

各不相同.若其中有群体利用机会将利益置于其他群体之上,就会产生利益冲

突.各地城市面临的挑战是最大限度减少此类利益冲突,并确保不同政府部门

或各级政府均能承担责任或执行相关政策.
政府以外的组织在为城市粮食干预措施提供金融和技术支持方面发挥了决

定性作用,尤其是在支持和促进利益相关者的理解、参与和行动能力方面,例

如在利马、麦德林、内罗毕、基多的案例中.这些组织可以发挥许多作用,例

如提高对某些问题的认识、强化有关制度、协调干预措施及实施并监测其影

响、共享数据和开展分析.开发合作伙伴可能有助于推动城市粮食体系治理这

一进程,如动员民间支持、向地方政府提供技术建议、在其他城市和国家开展

同行学习,或为试点计划提供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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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成功的城市粮食计划, 表现为强有力的市级和国家政

治支持、 民间组织和私营部门的广泛支持、 强有力的制度和

技术能力以及国家和市级融资.

⑧政治权力博弈与可持续性

城市粮食计划的可持续性源于广泛支持,但往往受到若干政治经济威胁的

阻碍:不同部门之间的竞争 (以及权力的博弈)、政党派别和政治议程各不相

同的国家政府、市政府换届导致不同的施政重点.
最成功的城市粮食计划表现为强大的市级和国家政治支持、广泛的民间组

织和私营部门支持、强大的机构和技术能力以及国家和市级融资.然而,由于

各种政治挑战对连续性的影响,上述支持因素往往是不稳定的.如果权力过渡

至新市长,而新市长具有不同的政治主张、计划理念和融资优先次序,这往

往会对计划产生威胁.在饱受争议的政治关系、充满分歧的政治观点或媒体

聚焦成功粮食干预措施所引发的嫉妒情绪等背景下,获取中央政府转移支

付、技术援助和国家政治支持是有难度的.由于市级政府内部各部门试图谋

取影响力和权力,因而人际关系、部门间较量和竞争也可能威胁计划的连续

性.最后,成熟的市级粮食计划往往也会受到其自身成功的不利影响,因为

信息不足或缺乏耐心的市长会撤销融资或者优先考虑其他议题.有效和熟练

掌握城市粮食计划运作的政治环境,对于短期成功和长期持续性至关重要.
这需要新的技能、强有力的联盟、持续监测以及定期的沟通.公共部门、私

营部门和民间组织参与城市粮食干预措施,确保了粮食计划获得政治支持并

具备长期持续性.

结语

城市粮食体系的影响不仅限于粮食本身,其影响范围也超出了城市和城郊

地区.城市粮食体系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方面,有助于推动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①.对粮食体系的治理,能将人类营养与健康、粮食体系抵御冲击能

力、环境可持续性、包容性以及就业机会创造和城市发展等各类问题汇集在一

起.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人口数量的激增,为城市粮食

体系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如何能持续提供足量、安全、负担得起的营养食

品.因而,理解城市粮食体系的多维度性,理解其如何发挥作用,及如何与更

　城市粮食体系治理———当前环境和未来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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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的经济、社会和农村地区相关联,显得愈发紧要.提升对此的认识和理

解,是所有利益相关者齐心协力找到新问题解决方案并创造更包容、更可持

续、更富营养和更有效粮食体系的基础.
在全球发展的背景下,无论是从城市发展、农业转型、环境可持续性还是

其他角度来看,不同工作领域均需考虑如何有效支持城市粮食体系.后文的城

市案例也表明,城市参与粮食项目的切入点或原因多种多样.例如,对批发和

零售粮食市场进行现代化升级,对城市和城郊农业进行投资,加强食品安全,
减少粮食浪费,或改善营养食物的供应和获取途径等.

尽管市、县、区政府部门很可能会继续主导城市粮食工作,但确定最适宜

的政府级别 (例如市级、国家级、地区级和全球级)仍将是决策者面临的一项

重要问题.通过严谨的制度和形势评估来确定背景,进而确定能让城市粮食体

系治理系统得以蓬勃发展的模式,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在政府级别确定后,对不断变化的城市粮食空间进行管理需要显著的制度

转型、创造力和突出的有利条件.在市级层面建立解决粮食问题的制度架构

方面,本书中提到的案例城市均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上述城市在以下诸

多领域取得成功:将粮食议题纳入市政议程;设立专门的市级粮食管理部门

或强化相关职能;促进选定领域的政策、计划和预算的审批和推进;建立利

益相关者平台;协调各部门和各级政府;调动金融资源并将与粮食有关的支

出纳入预算;与各研究所合作以获取独立的分析信息来源.除了以上制度性

成就外,这些城市还为利益相关者带来了切实而积极的成果.相关经验值得学

习和推广.
在未来,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等机构能在城市粮食体系治理这一新

兴城市粮食议程中发挥支撑作用.这些机构能填补知识空白和完善数据系统,
促进国家和市级政策的升级和衔接,支持多方利益相关者合作,强化公共财政

和权力下放,投资优先项目以及确保严格的监测和评估.强化社会资本利用及

制度建设能力,如分析能力、技术能力、财务能力和管理能力等,对取得这些

成果至关重要.
以知识产品为基础,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以及受疫情影响出现的许多结

构性粮食体系难题的背景下,近期成果产出和相关行动有助于综合开展城市粮

食体系治理.粮食市场、粮食供应链和消费者粮食需求的转变即为鲜明例证.
在这些转变中,市级政府通过与州 (省)级和国家政府机构及部委密切配合,
以制定决策.这些都是粮食体系治理和结构的重大转变,这或许从侧面说明这

个面临严峻气候挑战的世界仍面临下一阶段的考验.
为应对当前城市化不断发展给世界带来的一系列新挑战,本书就城市粮食

体系治理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阐述了城市越来越多地参与构建粮食体系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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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种机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可在以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提高城

市粮食体系治理的关注度,强化其与经济发展、减贫、健康和粮食安全的联

系.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粮农组织提供的知识和经验往往侧重政治性和技术性,
能在国家层面积累经验并支持各国政府加快推进城市粮食体系向可持续、营养

丰富的和包容性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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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何关注城市
粮食体系及其治理?





　　城市化在世界各地迅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城市人口激增与城乡区域扩

大.以２０１５年为例,全球大约８０％的农村居民住处距离市中心３小时路程以

内,这一比例自２０００年以来上升了５７％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２０１９).当

前,城市居民的粮食消耗量占世界粮食总产量的７０％ (CabannesandMarocＧ
chino,２０１８).目前全世界５５％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地区,预计到２０５０年该比

例将上升至６８％;城市引领和塑造着我们的粮食体系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

务部,２０１８).国家层面的粮食问题主要由国家各部委处理,而地方的粮食销

售与消费则归地方政府管辖.城市日益亟待解决发生在自己辖区内的问题,他

们采取的行动将对全球产生影响———尤其是城市粮食体系往往对解决粮食安全

与人类健康问题举足轻重.无论从粮食保障、粮食安全还是不良饮食的角度

看,新冠肺炎疫情等大流行病都彰显出城市粮食体系治理深深扎根于人类健康

理念.城市粮食与医疗体系之间的关联表明,通过合适的市政干预措施更有效

地 “治本”而非通过医疗 “治标”,不仅能节省开支,更能拯救生命.
国家政府在参与制定粮食体系政策方面的积极性相对不高,这反而让通常

由强势型民间组织发起的地方倡议受到更多关注.公民、民间组织、必要情况

下进行干预的国家政府,以及其他参与者的多方参与,能够促进地方政府应对

难题、解决具体问题并推出粮食体系治理新举措.
城市粮食体系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人口变化、城市化、粮食消费、营养健

康、技术快速革新、气候变化、资源稀缺、利益方参与本地化发展.以上每个

因素都足以为参与城市粮食体系提供充分的理由,而具备以上所有因素则能令

城市粮食体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知识产品 (KP)——— «城市化进程中的

粮食体系研究»(Tefft等,２０１７)以及粮食和土地利用联盟发布的里程碑式报

告 «渐入佳境:改变粮食与用地的十大关键转型 (２０１９年)» (粮食和土地利

用联盟,２０１９),都详细探讨了这些因素.只有关注城市粮食体系治理及促成

要素,才能有效解决以下问题:①城乡粮食体系不一致;②与转型失败相关的

各类问题.城市粮食体系治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职能机构,以及各类工具、资

源、数据以及相关利益方参与和多级协调.
«城市化进程中的粮食体系研究»汇总了 “TRANSFORM”(“转型”)框

架的方方面面 (Tefft等,２０１７),并提出城市所追求的以下四种粮食体系结果

相互关联:①劳动报酬高、农业经济得到改善;②负担得起的粮食以及惠及民

众的粮食安全;③食品营养丰富、种类多样、优质安全;④农业与粮食体系灵

活可持续.促成这些结果的条件可大致分为:①转型机构;②便利、进步的工

具 (政策、规划、计划、规章等);③公开数据、知识和证据基础;④有效的

公共与私人融资资源;⑤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和多级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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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　目标

本书汇总了九个已形成粮食干预措施的城市所积累的经验,例如巴尔的

摩、贝洛奥里藏特、利马、麦德林、内罗毕、基多、首尔、上海和多伦多,同

时参考了非洲、亚洲、欧洲、拉丁美洲、中东和北美地区的其他城市经验资

料,旨在提供粮食体系治理方面的见解与收获,为日后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粮农

组织支持城市粮食干预提供信息支持.

０２　目标受众

本书主要受众为世界银行职员,以及在城市工作的从业者和决策者 (包括

市长).

０３　定义

为明确表述相关见解,本书采用了下列术语和定义:
粮食体系涵盖农业、林业和渔业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制备、消费和

处理中的一系列活动,包括其中的投入和产出.粮食体系治理包含传统、现代

和非正式机制,还涉及促进或阻碍粮食体系变革的人员和机构,及其所处的社

会政治、经济和科技环境.这一定义包含了粮食安全的基本内容,并涵盖了更

广泛层面的粮食运作体系.确切地说,城市粮食体系聚焦于城市和郊区,并对

这些地区产生影响 (联合国粮农组织,２０１７).
农产品体系结合了 “农业”与 “粮食”二词的含义,从整体上考察粮食生

产、运输、加工、销售、消费和废物处理中涉及的活动,还考虑到粮食体系与

其他城市体系之间在社会、生态与经济方面的相互作用.“农产品体系”在措

辞使用上等同于 “粮食体系”,只是 “农产品体系”明确了农业在粮食体系中

的比重.
治理,广义上是指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民间组织参与者之间就共同面临

的难题进行交流决策的过程,并由此形成、加强或再创社会规范、法则和机

构.它关系到:机构的结构、作用与表现;调节分歧、保护权益的正式与非正

式流程和机制;政府间和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行使权力的能力.实际

上,治理深刻影响着城市能否有效解决粮食体系问题,有助于应对改善国家和

国际粮食体系所面临的更大的结构性挑战.
城市粮食体系治理可以看作城市和城郊地区在农业、粮食、生态系统和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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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等广泛相关议题上的机制和流程,利益方借此表达诉求、调节分歧、围绕政

府机构进行协作.正是这些法则、机构与做法限制并管理着个体、民间组织和

私营部门参与者的行为.
城市粮食体系治理框架的基本构成要素包括:①转型机构;②便利、进步

的工具 (政策、规划、计划、规章等);③公开数据、知识和证据基础;④有

效的公共与私人融资资源;⑤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和多级治理.
本书中 “城市”“地方政府”“市政府”等术语的含义并非一成不变.根据

背景不同,“市政府”和 “地方政府”的含义可能千差万别,尤其是涉及低收

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的国家时.“城区”与 “乡村”、“市”与 “镇”、“城市

群”与 “大都市”之间缺乏公认的国际标准 (联合国,２０１６). “城市—区域”
这一表述变得更为常用,是由于人们意识到城市粮食问题往往要从更广泛的地

区或区域角度来着手解决,这些角度包含动态的城市、城郊和乡村空间以及多

个辖区 (Forster等,２０１５a).粮食问题往往不局限于单一市政辖区或州 (省)
政府这样静态的范围.正好比高楼林立的市区突破行政市界而延伸至毗邻的辖

区,粮食体系问题也会跨越城市、城郊和乡村动态空间中的多级政府.本书尽

最大可能在各章节中阐明所提及的每个自治市或城市.例如在加拿大,“地方

政府”和 “市政府”同义.相反,在肯尼亚, “地方政府”指郡政府,其下设

部门与国家政府的职能部委相关联.

０４　方法论

为了获得深刻见解和新的收获,本书采用的案例分析取材于２０１８年在城

市粮食体系治理方面具有共性与个性经验的九个研究案例.案例研究地点 (九
个城市)主要筛选依据包括:①可获取的史料和数据;②本市城市粮食体系的

成功之处;③各城市与治理结构体系多样性以及地理多样性.因此,本书倾向

于选择具备较完整制度结构和治理机制、持续积极参与粮食体系治理的城市.
最新参与粮食体系治理但数据或资料不足的城市不予考虑;城市粮食举措较为

被动、分散或协调性较差的城市同样排除在外.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拥有粮食

干预职能部门但缺乏核心协调机制 (例如某种粮食农业部门、主管或委员会)
的城市,往往难以确定是否将其纳入案例研究.最终选择结果如下:①美国巴

尔的摩 (北美洲);②巴西贝洛奥里藏特 (南美洲);③秘鲁利马 (南美洲);

④哥伦比亚麦德林 (南美洲);⑤肯尼亚内罗毕 (非洲);⑥厄瓜多尔基多 (南
美洲);⑦韩国首尔 (亚洲);⑧中国上海 (亚洲);⑨ 加拿大多伦多 (北
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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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　本书结构

本书结构如下:

• 内容提要

•０　引言

•１　动力与切入点

•２　城市粮食体系治理:背景与模式

•３　城市计划的共同因素

•４　治理模式的差异

•５　结论

第一章介绍了促进城市参与粮食议题的指导思想和其他相关议题,以及城

市初次参与粮食体系治理时需确定和优先考虑的主要因素.第二章探讨了城市

粮食体系治理类型、不同模式、促进这些模式发展的背景和推动因素,以及城

市粮食体系治理方法中隐含的变化.第三章考察了在应对城市粮食体系问题

时,城市粮食计划必须考虑的共同流程和内容.第四章着重论述各种管理模式

采取的方法及其后续影响方面的差异.结论部分重点讲述未来面临的阻碍与机

遇,总结了机遇、挑战和初步建议,以供后续研究和投资.附录中提供了案例

研究、财政机制和城市土地利用规划的详情.

０６　免责声明

需要对本书内容作出几点声明.市政府、私营部门和迅速兴起的民间组织

共同参与城市粮食体系治理是一种新兴现象.这意味着,城市粮食体系治理方

面的经验是稀缺和薄弱的.各个城市的经验表明,由于相关管理机构和流程的

设立和完善需要一定时间,它们呈现的仅仅是截至目前的情况.鉴于各城市日

益加强城市粮食问题的参与度,行业发展趋势无疑会日新月异.
文中陈述的结论旨在抛砖引玉,利用现有经验,为城市解决各自问题提供

思路与见解.城市粮食体系治理不能一概而论.本书虽指出各城市存在共性,
但机构或决策安排通常难以复制,因为每种情况都反映了其背景,包括城市及

其所在国家的制度、社会文化、法律与政策传统.各城市必须以自身政治经济

为定位来选择治理模式和制定干预举措,以适应当地状况、优先事项和经济

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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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３０年来,公民、民间组织、私营部门、学术和公共机构日益呼吁解

决城市面临的某些问题.为缓解这一压力,世界各地参与农产品具体议题的城

市开始日益增多,但总量仍然偏少.本章将探讨这些促进城市参与农产品议题

的因素.

１１　关键因素

这些因素可大致分为:①粮食安全、营养与健康;②粮食主权;③粮食体

系灵活性和可持续性;④影响和方法多样性.

１１１　粮食安全、 营养与健康

迄今为止,各城市优先考虑的所有因素中,饥荒、营养、健康、食品安全

和粮食公平等与粮食安全有关的问题始终居于首位.食物权∗ (联合国粮农组

织,２００４)往往与粮食安全相关.贝洛奥里藏特、麦德林和首尔的案例研究探

讨了确保粮食安全的不同方法:

• 在巴西贝洛奥里藏特,早在食物权被纳入 «巴西宪法»之前,该城市

就将粮食安全准则作为一项人权.这意味着所有公民均终生享有获取充足且品

质合格粮食的权利.无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如何,政府均有义务维护

所有公民的这项权利.

• 在哥伦比亚麦德林,城市参与粮食议题的部分原因是要满足城市贫民

的需求和期望,这些贫民也包括因长期内乱迁入麦德林的大批难民.

• 在韩国首尔,大都市政府在２０１７年６月签署了正式公告,给予首尔市

民基本食物权,作为 «首尔粮食总体规划»实施的基础.

１１２　粮食主权

“粮食主权” (foodsovereignty)这一概念指各国有权制定自己的粮食可

持续生产、销售和消费政策及战略,确保全体人民享有粮食.它还包括各国有

权获得健康且符合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粮食,并有权制定自己的粮食和农业体

系 (世界粮食主权论坛,２００１).它不仅对诸多城市粮食议题参与者产生了重

大影响,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和欧洲 (包括作为案例分析的贝洛奥里藏特、麦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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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者注:食物权 (righttofood),即消费者经常、持久、自由地、以符合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方

式、直接或通过用钱购买获得适当质量和数量的足够食物,从而保证个人和集体的身心健康、愉快而

有尊严、无忧无虑地生活的权利.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 «充足食物权».



林和基多),也影响着世界各地致力于当地粮食体系发展的参与者.

１１３　粮食体系灵活性和可持续性

可持续性问题在世界各地城市普遍存在,包括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等诸多

城市设立了跨领域可持续部门 (如巴尔的摩).农业生态是拉丁美洲和欧洲地

区信奉的一个理念,推崇以土为生、养料循环、生物多样性的动态管理和全方

位节能 (Nobrega,２０１４).
随着各城市面临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和大流行病相关的紧急事件,建立灵

活的粮食体系日益成为城市参与粮食问题的切入点.粮食体系涉及城市综合性

粮食体系韧性计划及对应措施的制定和执行.只有巴尔的摩、基多和多伦多等

少数城市,以粮食体系脆弱性评估为基础制定了这类计划.值得一提的是,在

曼谷,私营部门也倡导制定城市粮食体系韧性计划.

• 继２０１１年曼谷７２％的区域面积遭遇严峻洪水后,基于城市粮食供应中

断的教训,曼谷一些大型农业综合企业开始转型.此后,他们在曼谷和周边地

区成立了１００家新销售单位,以提升零售点食品配送效率,同时为原有的１０
处主要销售中心提供补给.此外,乐购莲花旗下４５０家农业综合企业在曼谷成

立了新型合资销售中心.这种模式使得他们能够共用场地和分摊运输成本,形

成了更灵活的粮食供应链,向各类企业供货 (PornchaleumpongandRattanＧ
apanon,２０１５).

１２　影响与方法多样性

本土化:本土化以利益为基础,强调 “当地”或优先考虑 “当地”,为城

市和城郊附近乡村的民生、企业、粮食生产和消费提供支持.本土化促进了各

种干预措施的实施,有助于解决包括可持续性和灵活性、平等、粮食公平∗、
粮食保障、社会包容以及健康与营养在内的一系列关键问题.不应混淆本土化

与 “当地”两个词的使用.粮食公司和消费者可能将 “本土”与社会责任感、
新鲜天然洁净的食物、小本生意、优质、可持续、更健康、气候友好等相关

联.本土化的定义具有主观性和多面性,可能涵盖新鲜天然、家庭经营和生

产、生产方直送、小规模生产者或生产销售范围限于１５０英里∗∗内等多方面含

义 (Henkes,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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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译者注:粮食公平 (foodjustice),指的是在粮食体系中,从生产到消费的每一步骤都要保证

公平.　
编者注:英里为英制计量单位,１英里≈１６０９千米.



现代化:秉持 “现代化”理念的城市,往往希望打造符合未来设想的城市

空间.例如,上海致力于成为金融、教育和生态一体化的创新型城市,将粮食

安全、现代化战略市场和灵活且有保障的粮食体系融为一体.在这一粮食体系

下,城市和城郊农业共同为城市供应新鲜蔬菜.粮食与上海市总体发展蓝图之

间的联系,为加强粮食体系建设确定了重点工作领域.
国家影响:各城市着手解决粮食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总体国家环境的

影响.这些环境包括决定中央权力下放的政治议程和政策、公共财政体系、
国家战略和倡议.国家层面的行业政策、规划和预算会影响各城市的重点事

项,而其中之一就是制定和实施城市粮食规划.例如,由于制度不同,在部分

联邦制国家,省或州有权制定部分行业的政策 (加拿大政府,２０２０).国家或

州 (省)政府的政策和规划可能主导城市采取粮食行动并为城市提供拨款,而

拨款可能影响相关粮食措施的实施,这在贝洛奥里藏特、内罗毕和上海的案例

分析中可见一斑.



















 



随着各城市宣布面临气候变化、 粮食安全和大流行病相关的

紧急事件, 建立灵活的粮食体系日益成为城市地区参与粮食问

题的切入点.

积极领导与拥护:经验表明,能有效动员各利益方、克服政治主张差异或

缓和利益团体之间博弈的积极领导者,对于形成支持某项议题或一系列行动的

联盟十分重要.在巴尔的摩、贝洛奥里藏特和首尔等诸多城市,历任市长在将

粮食纳入市政议程、维持预算、规划和政策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巴

尔的摩和多伦多长期实施的城市粮食规划中,粮食政策主管在主导城市粮食干

预措施的制定、实施与可持续性,形成战略联盟,跨市政部门和政府机构等方

面扮演关键角色.同样,曼谷都市管理局采取的粮食行动由民间组织领导,得

到了市政府支持,还受到了泰国国王的大力支持和鼓舞.泰国国王推动了当地

生产和消费健康营养的食品,并鼓励社会朝这一方向付诸行动.他的权力、国

人对他的尊重及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地位和话语权,为城市粮食行动提供了大力

支持,同时也限制了来自大型粮食企业的批评和反对的声音.在贝洛奥里藏特

粮食计划实施早期 (１９９３年), “反对饥饿和支持生命的公民运动”开始成形,
旨在动员人们支持减轻农村地区贫困和营养不良的行动.这一运动大获成功的

部分原因在于发起者和有影响力活动家的努力.可以看到,通过充分激发市民

热情,这一运动成功调动了各阶层民众齐心协力实现共同目标的积极性.巴西强

大的中产阶级对粮食安全问题的支持,进一步推动了相关的政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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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多重因素的催化作用

上述问题和因素涵盖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直接或间接地推进

各城市启动粮食干预措施.如表１１所示,在这些被选为案例分析的城市中,
多数城市的农产品干预措施从关注粮食不安全状况、营养与健康等问题入手,
为后续参与粮食项目提供了初步途径.如内罗毕和基多的案例分析所示,城市

粮食治理项目的成功往往取决于多重因素合力.
在厄瓜多尔基多的案例中,厄瓜多尔法律体系将国际法则与权利纳入自己

的政策,其中包括将粮食主权纳入宪法和法律体制,同时也从法律上认可了食

物权.此外,基多将城市有机农业用作脆弱的城市生产者提供粮食与营养安全

的灾害风险缓解措施.这一举措促进了该国在２００２年制定并有效实施 “参与

式城市农业规划” (AGRUPAR).最后,将粮食问题纳入基多城市发展规划

也促进了这一规划持续获得更高级别的政治关注.
在肯尼亚内罗毕,２０１０年版国家 «宪法»的实施促进了食物权获得初

步认可,促使后续的粮食政策将 “实现城市粮食安全”视为重要目标.肯尼

亚分别在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颁布 «国家粮食安全与营养政策»和 «城区与城

市法令»,从国家层面上建立了城市粮食体系的框架.２０１５年颁布的 «内罗

毕市郡农业促进和管理法»,使城市粮食保障成为焦点.尽管如此,直到

２０１８年,内罗毕城乡政府才成立了农业、畜牧业和渔业部,内设城市粮食

体系指挥处.

表１１　案例研究城市参与粮食项目的切入点

城市 影响因素 关键问题 初始切入点

美国巴尔的摩

 对粮食不安全、健康不良

问题的研究结果

 积极作为的市长

 粮食不安全

 城市贫困

 难以获得营养食物

 绘制粮食环境地图

 巴尔的摩健康食品环境

 解决城市周边获取营养食物

的策略

巴 西 贝 洛 奥 里

藏特

 国家粮食政策

 权力下放

 积极作为的市长

 民众拥护

 城市贫困

 粮食不安全

 营养不良

 综合粮食营养规划

 校餐

秘鲁利马

 高效的民间组织

 发展伙伴

 国家政策

 粮食体系对气候的

适应能力

 粮食不安全

 城市农业

 粮食安全与营养不良

 城市和城郊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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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城市 影响因素 关键问题 初始切入点

哥伦比亚麦德林

 高效的民间组织

 积极作为的市长和市领导

 难民情况

 粮食主权

 发展伙伴

 粮食不安全与贫困

 当地粮食市场

 城市和城郊农业

 广阔的粮食市场

 城乡联动 (城市与地区)

肯尼亚内罗毕
 国家政策

 权力下放
 粮食不安全  城市和城郊农业

厄瓜多尔基多

 高效的民间组织

 积极作为的市领导

 粮食主权

 食物权

 城市贫困

 粮食不安全

 营养食物的获取

 城市和城郊农业

 粮食营销体系

韩国首尔

 高效的民间组织

 积极作为的市长

 国家政策

 粮食无保障

 粮食安全

 健康饮食

 健康首尔粮食战略

 普遍免费校餐

 城市和城郊农业

中国上海

 国家政策、计划

 迅速城市化

 粮食保障目标

 粮食安全

 城郊耕地流失

 城市粮食供应

 粮食安全

 粮食市场

 城市和城郊农业

加拿大多伦多
 高效的民间组织

 支持型省、市领导

 营养食物的获取

 粮食不安全

 社区食物银行

 各种粮食、营养与健康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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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粮食体系治理:
背景与模式





　　城市粮食体系治理的模式多种多样.粮食体系所遵循的治理模式取决于孕

育它的环境.环境 (和相应的模式)也会影响城市粮食体系治理应对问题的方

式.本案例分析中关注到的城市粮食体系治理三大模式包括:①城市主导型;

②国家影响型;③混合型 (图２１).这些模式并非刻意选择,而是取决于影

响城市粮食干预方法和最初切入点的各因素 (见第一章)的相对重要性.

图２１　城市粮食体系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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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背景

首先,要了解一座城市在解决粮食问题中的潜在作用,不妨先将它视为粮

食议题的参与者,考察它目前的制度概况.归根结底,就是了解其背景.城市

类型尤为重要,因为它表明了这座城市是否在市政辖区内拥有有限的管理权,
或是否是由多个小城市或多辖区城镇组成的较大都市区、郡或城区.此外,了

解国家或州 (省)级政府的权力下放程度,有助于表明粮食体系治理是否倾向

于采取城市主导型、国家影响型或混合型模式.例如,许多粮食体系相关治理

职责往往依附于国家政府或州 (省)政府的授权.这样一来,这类城市可能没

有相关职责的一般授权、特定职责授权或能力.为了预测城市最可能形成的治

理体系类型,除了粮食体系治理的关键动力、问题和切入点外,上述这些背景

因素也要考虑在内.
通过将城市看作粮食议题参与者、进行制度分析或评估,并将之与最切合

城市的关键问题和切入点相关联,就有望了解最可能发挥作用的模式类型.同

时也应该注意到,这些治理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它们随着调整而不断完善.每

种模式都有利有弊,其本身的治理形式和结构随后会体现利益方参与方式、数

据和资讯管理、协调以及可用的 (人力和财力)资源.
例如,城市主导型模式往往得益于民间组织的高度参与和跨部门协作.然

而,在融资机会或受领导层政治过渡风险影响方面,它们可能更受局限.国家

影响型模式更常见于国家致力于粮食保障、粮食安全、粮食主权和粮食营养等

这类中央政府集权化的案例中,或者见于郡县或区政府发挥国家职能部门作用

的分权体系中.国家影响型模式带来了政府资助的机会,但可能降低基层的自

主性优势和利益方的参与度.混合型模式,可以说结合了以上两种模式的最大

优势,在系统化处理粮食问题和克服障碍方面或许能达到理想效果.然而,实

现国家政府和市政府层面的政策协调往往并非易事,当侧重点出现分歧时,可

能产生冲突.

了解制度

“制度”集合了重要的规则、主体和有效实践,对促进包容性转变具有

重要作用.这种包容性转变通过设定共同规则和激励机制来实现.
“制度化”既指正式认可和制定地方及国家政策、立法中的某项干预措

施,又指对该干预措施的日常应用或支持.在这一层面上,特定干预措施

(如城市粮食政策)的制度或制度化专指正式建立规则和做法,以持续支持

干预措施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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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成立新的政府部门、机构或设置员工岗位体现了干预措施在形式

上的 “制度化”,但仅仅如此还不够.设立政策、规则和举措来支持干预措

施 (而非政府机构本身)同样重要.

表２１呈现了本书中案例研究城市的行政机关概况.巴尔的摩、贝洛奥里

藏特和多伦多的行政类型为市政府①,利马、麦德林、基多、首尔的行政类型

为大都市政府②,上海的行政类型为直辖市政府,内罗毕的行政类型为郡政

府.这些城市的治理体系差异很大,在以下方面的程度和等级上也不相同:

①集权或对城市职能的掌控;②城市各辖区之间的关系.在实践中,中央 (国
家)政府、州 (省)政府、地区 (县)政府、大都市政府和市政府之间的参与

合作程度也不尽相同.在每个案例中,参与粮食项目的当地政府是首要管理单

位,不隶属于该辖区的其他管理部门.

２２　城市主导型模式

城市主导型粮食计划通常以 “民间组织大力参与、市政府和市长重视并

积极行动”为特征.这些粮食计划往往来自当地民间组织的粮食倡议和运

动,内容涉及技术规划 (如城市农业)和 “支持粮食政策”市长的政治支

持.其背景往往是国家对城市粮食问题缺乏关注或投入.由于没有国家和市

政府及时和直接的财力支持,城市主导型模式的方式和过程带有机会主义倾

向,即 “寻找机会并成功动员各公共、私营部门和民间组织伙伴以实现显著

积极结果”.
城市主导型粮食计划强调创造性、创新性、实用主义和多个参与者的广泛

合作,由此形成切实可行的联盟.城市主导型粮食计划倾向于城市跨部门的广

泛合作,这有助于解决资金和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如巴尔的摩和麦德林的案

例分析所示.有的城市会从不同市政部门实施干预,也有的倾向于使用简便而

集思广益的模式.加拿大多伦多便是一个集思广益型模式的例子,由 “多伦多

粮食战略”发起并支持的各种粮食项目,满足了不同参与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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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译者注:由于各国行政区划以及城市组成方式存在差异,同样作为地方政府的以上三个城市

的类型也不相同.为便于读者理解,暂将三个城市的行政机构统一译为 “市政府”.详见 “引言”章节

的 “定义”部分.
译者注:大都市区一般是指一个大型核心城市与其相邻的城市和农村周边地区的组合而成的

区域,而且这个核心城市与周边地区有着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属于同一个功能经济区.针对某些功

能设立的独立的大都市政府,既可以是针对特定职能设立的地方政府,也可以是真正意义上的二级地

方政府,下设一级地方政府.基多为大都会区政府,称呼略有差异.来源:世界银行 «２０２０大都市治

理国际实践经验».



表２１　案例研究城市的政府类型概况

城市 类型/等级 领导者
人口

城区/大都市区
管辖区域 立法机构

巴尔的摩 市政府　 当选市长 约６０万/２８０万 １４个行政区 １４名成员

贝洛奥里藏特 市政府 当选市长 ２５０万/５２０万
９个大区

４８７个街区
４１名成员

利马 利马大都市政府 当选市长 ８９０万/１０００万 ４３个行政区 ５名议会成员

麦德林
麦 德 林 大 都 市

政府
当选市长 ２４０万/３７０万

６个区域,１６个城市

行政区,５个镇区
当选议会

内罗毕 内罗毕郡政府 当选省长 ４４０万/６５０万
７ 个 次 级 县,８５ 个

选区

议会:８５名当选成

员和３８名任命成员

基多
基 多 大 都 会 区

政府
当选市长 ２００万/３１０万 １１个区域 １５名成员

首尔 首尔大都市政府 当选市长 ９７０万/２５６０万 ２５个行政区 １１０名成员

上海 直辖市政府 市委书记 ２４３０万
１６ 个 市 辖 区,２１０
个镇

８６８名成员

多伦多 市政府 当选市长 ２７０万/５９０万 ２５个选区 ２５名成员

在使用城市主导型模式解决城市粮食体系治理问题以及促使粮食政策制度

化方面,领导力和政策拥护等影响因素也发挥了一定作用.在拥有强势型市长

的城市,政府机构通常包含行政部门、选民选举出的市长,以及作为立法部门

的一院制议会.这些城市往往更重视政策流程、政策工具和利益方之间的互

动.巴尔的摩等城市主导型案例研究,彰显了领导者的影响力,强调了以下两

点:①一个既定粮食部门的官方管理要有明确的权力划分和汇报渠道;②要容

易接触到高层决策者.

２３　国家影响型模式

国家影响型模式用于以下城市:根据国家指导或国家政策制定和实施计划

的城市,或得到国家授权的城市.在权力下放和授权的背景下,这种模式往往

得益于部委或中央政府资源的财务调配.虽然市政府或地方政府经常能根据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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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环境灵活调整和实施粮食计划,但来自国家职能部门 (如内罗毕和上海的案

例研究中)的规划方向或政策导向依然必不可少.这些案例研究表明,市政或

县级部门能按照部门职能 (如农业、商业、医疗)实施干预措施,并直接向市

政高层官员汇报.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成立专门的粮食部门.

思考:

在低收入国家,鉴于与地方 (县或区)政府的联系,国家影响型模式

可能比较具有吸引力.相对于较小的市政府,地方政府更方便获得人力资

源,因为地方政府官员往往作为国家部委下放的官员与国家政府进行联系.
在区县层面,国家部委的下放官员能获取国家政府的资源,这相当重要.
这种方式可能比通过市政府获取资源更有效.对于部分发展中国家而言,
鉴于缺乏有效的权力下放以及中央政府对市政府的公共资助不足,由地方

(县或区)政府参与城市粮食体系治理显得更加稳妥.

巴尔的摩:制度发力,谋求成功

２０１０年,巴尔的摩市长任命了一名粮食政策主管,以加强城市机构之

间的合作.由此可见,这位市长对城市粮食体系进行了大力投入.这项行

动旨在:①令巴尔的摩成为可持续性地方粮食体系的引领者;②令巴尔的

摩 “粮食沙漠”区更容易获取健康实惠的食物.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新上

任的粮食政策主管提出了 “巴尔的摩粮食政策倡议” (BFPI),将通过严密

咨询过程获得的一整套粮食体系建议转化为行动,把巴尔的摩打造为城市

粮食体系治理的全国领军城市和典范.
这些成就并非仅仅依靠市长的努力.这要部分归功于利益相关方愈发

意识到获得营养食品和医疗效果息息相关,还要归功于城市医疗、教育、
商业部门的通力合作以及敏锐的分析结果.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市

长号召成立了 “巴尔的摩粮食政策任务小组”,成员包括本市卫生专员、规

划部部长及来自公共机构、现代食品零售、高校和民间组织的１６名代表.
该任务小组抓住改善巴尔的摩粮食状况的机会,经过多方利益相关者审查

后制定２３项可行的计划、项目或政策,从而建立起一个粮食体系,更好地

确保每位居民平等获得营养粮食.它还发布了一份报告,报告中的１０个目

标致力于解决可持续性粮食问题,推动了该市市长于２０１０年设立粮食政策

主管一职.之后启动的 “巴尔的摩粮食政策倡议”包括本市规划部、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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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处、医疗部和巴尔的摩发展公司.立足于系统化、综合性粮食体系方

法,“巴尔的摩粮食政策倡议”现在发挥着规划与政策 “商店”的作用,以

找出应对本市粮食挑战的政策性解决方案.

２４　混合型模式

混合型模式是城市主导型模式和国家影响型模式的结合,指城市在强势型

市政府和民间组织的领导下合理利用国家政策和财政支持,建立专门的粮食部

门,领导大型综合性项目的实施.许多城市的混合型模式脱胎于城市主导型模

式 (如贝洛奥里藏特、基多和首尔).这种模式最能体现城市运用系统化粮食

体系的观点,以便专注务实地解决实际的城市粮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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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的共同因素





　　第一章和第二章探讨了不同背景下塑造城市粮食体系治理的动力、切入点

和各种模式.在了解这些以后,我们不妨思考一下塑造这些城市粮食体系的共

同过程和因素.从过程到内容,本章涵盖治理模式之外应考虑的因素,主体内

容为利用案例研究提供具体事例,突出背景差异,在可能的情况下探讨跨部门

和城乡联系.

３１　案例共性

无论采用何种模式,城市粮食计划都包含政策措施、社区项目、大型投资

项目、预算和融资行动、教育和宣传、倡导和游说、培训和咨询服务等各种行

动.这些行动的规模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小到街区式干预,大到旗舰型粮食倡

议和计划.干预措施往往避免直接涉及粮食体系中与企业相关的内容,而倾向

于使用具有促进作用的公共产品来获得结果.
根据 “转型”框架,任何城市粮食体系治理模式发挥成效均取决于有利因

素 (图３１).这些有利因素可被分为五大类别,包括:①转型机构;②便利、
进步的工具 (政策、规划、计划、规章等);③公开数据、知识和证据基础;

④有效的公共与私人融资资源;⑤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和多级治理.组成 “转
型”框架的有利因素影响着粮食体系的成效,也受到国家和当地环境的强烈制约.

图３１　“转型”框架

３２　程序考量

３２１　建立粮食部门

城市粮食干预措施需要多个社会部门合作、多层治理介入、不同政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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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同级别政府协作.为实施这些干预措施、应对城市中的粮食挑战,部分自

治市选择在现有地方行政机构下设立粮食部门.城市粮食部门既可以由某一个

政府部门独立成立,也可以由不同部门联合成立 (图３２).贝洛奥里藏特、
麦德林和首尔的粮食机构由粮食部门或单位 (往往作为专门的粮食分支或机构

成立)统一管理,而巴尔的摩、利马、内罗毕、基多、上海和多伦多则在其他

相关部门 (如规划部、经济发展部、医疗部)设立机构管理粮食问题.城市粮

食部门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动态调整.

图３２　案例研究城市粮食部门归口

此外,理解粮食部门之间的差异同样重要.例如:

• 上海的机构结构反映了国家层面的机构设置.农业、医疗、商业和其

他部门委员会 (即部门)在市政府中发挥技术层面的作用.这些部门的工作由

副市长监管,而副市长向作为城市的 “首席运营官”市长汇报.

• 在首尔大都市政府,九个部门和两个机构负责粮食干预措施.市民卫

生局的粮食政策部 (原食品安全部)监管城市粮食政策.

• 贝洛奥里藏特发起城市粮食规划时,市政府建立了市粮食供应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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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SecretariaMunicipaldeAbastecimento,简称SMAB;后改名为市粮食

与营养安全秘书处,简称SMASAN;之后又改为粮食与营养安全署).作为

本市新兴粮食计划的引领者,该秘书处缓解了粮食不安全的情况.通过成立另

设预算的独立管理机构,政府将各市政粮食干预措施的规划、协调机制与执行

过程进行整合,从而将粮食安全纳入市公共政策.

• 多伦多粮食政策委员会 (TFPC)成立于１９９１年.不同于北美洲的其

他粮食政策委员会 (FPC),作为多伦多市卫生部的分委员会,多伦多粮食政

策委员会在粮食政策问题上为多伦多出谋划策,和２０１０年成立的 “多伦多粮

食战略”(TFS)团队并肩协作.多伦多粮食政策委员会不同于其他市级分委

员会,它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 (大部分分委员会没有独立性),彰显了粮食

规划与政策的成功之处.它注重倡导、赋能和调解,这对确保粮食议题的可持

续性必不可少.作为灵活丰富的多方参与机制,多伦多粮食政策委员会通过社

会发展部从卫生部和市议会获取适量资源.作为要纳入市政府的最新粮食部

门,成立 “多伦多粮食战略”团队旨在引导 “多伦多粮食战略”的实施.多伦

多粮食政策委员会囊括了诸多社区和商业领导,如今已经成为多伦多粮食战略

的社区顾问小组.
探讨粮食部门的职能或权限意义重大,因为明确了解并认同它们的优先职

责、明确活动规划,将为推进粮食计划相关的工作奠定基础.对于优先职能的

了解,也有助于探讨并确定最适合城市粮食部门的制度支柱.粮食部门的机构

设置也会影响它与政府管理和官方程序的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人力资

源和预算.
市级粮食政策部门通常负责解决相互竞争和相互冲突的利益难题,这些难

题往往需要经过长时间对抗性讨论后才得以解决.政策的制定过程是处理复杂

问题的过程,要解决复杂多变、混乱无序的审议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利益冲突.
为了协助管理人员和市政府解决这些难题,粮食部门需要在政策内容和管理流

程方面配备具有相关知识和技能的资深人员,这取决于公共、私营部门或民间

组织何时、何地、如何参与这一过程.具体而言,可能包括了解国家、州

(省)级或地方条例法规的内容,或与倡议和游说相关的法规.政策参与需要

政治觉悟和敏锐,这些能力只能通过在实际经验中得到培养.

粮食部门的重要性:案例分析示例

粮食部门参与市政粮食干预措施的制定和监督,能够减少利益重叠和

冲突的风险.例如,在贝洛奥里藏特,市粮食与营养安全秘书处促进了三

个子计划的制定与实施.首尔成立了工作团队和领头机构协调粮食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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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个案例中,粮食部门协调和监督不同部门干预措施的制定和实施.
因此,城市粮食部门需要确保多部门项目执行或政策实施的责任明确,避

免出现多级政府或市政和国家部门同时担责的情况.
如首尔的案例研究中所示,不同职能部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可能增加

综合计划的实施难度,而这一综合计划包含支持共同目标的相关部门政策

和计划.粮食项目协调能力的提升可以通过改进项目的优先次序、加强项

目和计划的协调以及发展共同项目来实现.

３２２　规划

公共、私营部门和民间组织等相关利益方采用了各种策略将粮食纳入各种

规划文件.其中包括:①独立粮食规划 (又称 “总体规划”或 “蓝图”);②单

一问题粮食规划 (关注市场、城市农业等某个领域);③将粮食问题纳入部门

或市政部门专属计划;④纳入本市的综合城市发展规划.确定合适的规划方式

取决于:与参与该过程的利益方相关的各种因素、具体的目标和计划使用、粮

食部门参与城市规划的历史沿革.了解不同的城市规划之间的联系、规划的建

立过程,对促进城市粮食体系的工作而言意义重大.

　　综合城市发展规划是具有法律意义的主导型政策文件和工具,为社区

的未来发展提供路线图.
可持续性规划 (一种战略性规划)是一种新兴创新型政策工具,通常

并非由国家法律强制要求制定.这一规划具有更高的灵活性,能够根据新

出现的粮食问题而动态调整.

独立粮食规划由城市或城市民间组织发起的粮食运动制定,能有效为城市

粮食部门和粮食体系提供系统性意见,还能鉴别机遇和制约因素.然而,这种

规划可能过于庞大,为谋求广度而舍弃深度,也有可能难以运作和实施.一些

人会认为,粮食体系过于复杂,不能在单个规划中窥其全貌 (Cabannesand
Marocchino,２０１８).

受关注领域的贡献

城市对循环经济的关注,有助于粮食体系促进回收、再利用和可持续废

物处理.
基多每日产生大约２０００吨垃圾,其中５７％是未经处理的有机废物,每

日有１００吨适合人类食用却被浪费掉的粮食成为垃圾.
基多环境部制定了减少倾倒填埋垃圾数量的项目,每天将８０吨来自市

场、集市和各平台的有机废料制成堆肥.此外,一家私人食物银行每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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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和超市回收５~７吨食品,分配给弱势社区的居民,其中７８％为蔬菜

(Rikolto,２０１８).

• 例如,首尔有效利用独立粮食部门制定粮食总体规划.这一总体规划

帮助首尔形成更全面的粮食愿景和计划,已超出这座城市及其领导层对粮食安

全和免费校餐的传统关注层面.

• 对于基多而言,一方面,其粮食规划过程受到民间组织的支持.民间

组织通过多方利益相关者平台 «基多农产品条约»(PAQ)的提议进行动员,
该条约的内容包括当地政府正在考量的 «粮食政策和行动计划»草案. «基
多农产品条约»筹备和核准了市政府签署后公示的粮食章程.另一方面,基

多的规划过程得益于将粮食纳入 «２０４０年愿景» «粮食体系韧性战略» «基
多大都会区发展和监管规划 (２０１５—２０２５年)» «基多农产品战略»等城市

规划工具. «基多农产品战略»旨在解决粮食无保障、由饮食导致的疾病、
营养不良、健康风险、环境与废物管理等问题.该 «战略»通过支持当地粮

食价值链和可持续农业来产生收益及创造就业机会,在农村和城市地区均促

进了经济发展.
同样,直辖市则制定单一问题粮食规划,专门治理粮食体系某一方面的具

体问题.中国的北京、上海和天津按照这些思路制定了粮食批发市场总体

规划.
将粮食干预措施纳入各种市政部门规划是一种整合型规划方式,通过借鉴

解决粮食问题的经验,规划、医疗、住房与交通等部门可以采取相关措施解决

各自难题.
例如市交通运输部门可以将粮食体系编入交通规划 (包括交通战略性规划

升级),并将通过交通助力当地粮食获取纳入规划目标 (如规划自行车和行人

设施以改善前往食品店的通道),从而确保交通运输规划支持粮食获取.由此

可见,培养规划和运输人员将粮食体系观念有效融入工作的能力十分重要,因

为土地利用规划者和交通运输规划者在粮食体系方面通常没有经验.
将粮食问题纳入城市综合发展规划往往范围有限,一般集中于市政府和城

市规划者已经达成共识的领域.作为城市首要的规划文件,这些城市综合发展

规划是衡量市政府年度预算和资助明细的主要工具.因此,北美洲国家普遍认

为,包含粮食议题的综合规划比独立的粮食规划更有可能获得成功 (Mui等,

２０１８).这些综合规划使得粮食部门能全方位地将粮食干预措施纳入总体城市

规划 (Sonnino,２０１７).它们后续的发展往往与辖区层面的土地利用规划和区

划条例相关联.

• 在曼谷,直接关系到粮食体系推广的技术和法律规划文件包括 «１９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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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城市规划法案»«１９８２年土地发展法案»以及 «２０１３年曼谷综合规划».此

外,曼谷还制定了 “四年战略计划”,由曼谷大都会议会和辖区行政官员负责

实施.城市官员和民间组织也从粮食角度出发帮助制定 «环境质量管理计划»
«全球变暖缓解行动计划»和 «绿色空间行动计划»(Boossabong,２０１８).

• 在内罗毕,粮食议题在近几年才被考虑纳入 «２０１４—２０３０年内罗毕综

合城市发展总体规划».该规划的制定旨在提供指导框架,用于２０１４—２０３０年

内罗毕所有的城市发展部门,进而实现肯尼亚 «２０３０年愿景»中设定的国家

目标.
综合性城市发展规划和城市可持续规划均能影响某些低层级规划的制定

和实施,两者理应相互补充.在巴尔的摩,可持续发展计划对几项旨在解决

粮食获取问题的其他规划产生了影响,这些规划包括区域交通运输规划和城

市综合发展规划.巴尔的摩 “紧急粮食工作组”也为本市的 «紧急行动计

划»制定了正式的粮食协议.这项工作由粮食体系韧性规划员负责.规划员

作为粮食问题紧急响应的联络员,向粮食政策主任和紧急行动中心的人员汇

报工作.
在许多规划背景中,土地利用规划和区划条例直接或间接涵盖粮食体系问

题,而这通常建立于城市发展规划基础之上.土地利用规划和区划条例可能有

助于解决与城市和城郊农业、自然资源和生态保护、经济发展、公园设施和娱

乐消遣等相关的各种问题.
一些规划旨在解决地理范围明确的难题,如沿海规划、环境规划等,这与

具体的国家、地区或大都市规划无关 (Rapp,２０１７).
还有一些情况下,一些城市即便尚未形成粮食体系规划,但却已经开始制

定影响城市粮食议题未来轨迹的政策.非洲南部国家的专家认为,非洲城市当

前在缺乏粮食体系规划的情况下进行粮食体系转型,是为了制定实现城市其他

目标的政策.例如城市规划和区划政策促进现代粮食零售和商场发展,同时取

代了许多城市贫民依赖的非正式粮食零售商 (Battersby,２０１７).若想进一步

了解规划过程,请参阅 “附录１　规划”.

３２３　人力资源

在多数国家,缺乏制定及实施粮食政策规划的熟练员工和技术知识成为一

大制度能力难题.国家、州 (省)级和地方层面应提供人力资源支持 (如技术

协助、建议、培训、资讯分享),从而加强城市粮食制度建设.这种人力资源

渠道对城市主导型模式至关重要.在城市主导型模式中,参与者对地方政府流

程和制度的了解具有重要意义.
解决人力需求的方式之一,是对技术专员进行制度化安排,例如增设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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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规划员、城市政策协调员和粮食政策主管等职位.这类人员在粮食体系和

不同城市部门制定政策、规划和举措方面不可或缺.他们能通过调解冲突、促

进合作和协同各粮食体系部门和政府机构,来帮助城市制定粮食体系计划.要

实现良好的合作效果,粮食领域专业人士需要了解城市规划与发展过程,同时

城市规划者也需要了解粮食体系相关的观点、挑战与机遇.例如南非的德班自

治市建立了市政学习研究所,以加强当地政府的能力建设.自２００９年以来,
它已在战略规划、水源与卫生、固态垃圾管理和税收管理方面培训了３６００名

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该研究所推动合作和培养学习伙伴,与当地和世界高

校、非洲研究机构以及国际发展机构合作,培训城市规划者如何解决非正式部

门、土地利用规划、治理与粮食保障相关问题 (Smit,２０１６).
增加粮食领域从业人员数量,提高市政粮食部门调动融资和支付资金的能

力,能够促进粮食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巴尔的摩认识到,粮食问题无法通过单

个政府部门得到解决,因此任命了一名全职粮食政策主管,以便加强利益相关

方的能力建设并促进跨部门协作.该职位设在巴尔的摩规划部可持续办公室.
该办公室促进了市长、市政部门和多方利益相关者平台 “巴尔的摩粮食政策倡

议”的密切联系,并实现了对粮食问题的密切交流以及粮食议题的可持续性.

发挥作用的人力资源

１９９５年,贝 洛 奥 里 藏 特 的 市 粮 食 供 应 机 构———市 粮 食 供 应 秘 书 处

(SMAB),有固定工作人员１２２名,占市政工作人员总数的０６％.此外,
它还雇用了１０５名合同工参与多个不同项目.到１９９８年,其固定工作人员

增加至１３５名,另有１２６名合同工.在技术人员中,市粮食供应秘书处雇用

了营养师、社会工作者、粮食技术员和经济学者.不同类型人员组成的综

合团队,其总人数的增长促成了该体系的圆满成功.

３２４　财政资源

城市为粮食干预举措的实施提供多种来源资金,包括市政预算、国家和

州 (省)级拨款、慈善基金会和合作伙伴的捐款以及公共投资基金等.这些

资金可用于为市政府人力资源职位提供薪资,支付项目运营成本和支持投

资.城市融资策略因粮食体系治理模式 (城市主导型、国家影响型或混合

型)而异,并受城市规模和财富、国家宪法规定、法律和监管框架、更广泛的

治理体系 (例如联邦制、单一制)和权力下放程度的影响.财政资源的详情请

参阅 “附录２　财政”.

３２５　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有效的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模式,为各城市不同参与者和利益群体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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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意见、建立联系和促进相互学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受到政府支持且

运作良好的多方利益相关者机构 (如贝洛奥里藏特的粮食与营养安全委员会,
简称COMUSAN),能够通过避免重复、弥合各计划和利益方之间的差距,确

保城市粮食政策与计划的连贯性.在城市现有制度有限的情况下,粮食活动家

主要通过与新兴利益方合作或引领现行的基层粮食措施来 “另谋出路”.在这

种情况下,粮食活动家和相关利益方往往在政府正式参与粮食项目之前就已经

“率先登场”.在部分情况下,私营部门的利益方会参与到正式的利益方接触机

制中,例如参加粮食政策委员会会议.他们 (例如基多的工业联盟)倾向于说

服决策者追求利益最大化或预防潜在损失.
建立多方机制并没有唯一或所谓 “正确”的方式.在案例研究中,我们可

见如下例证:①促进当地政府参与粮食项目并实现粮食体系制度化的多方利益

相关者团队;②动员利益相关方参与特定活动或议题、持续参与实施过程的

(市或地方)政府.并非所有的参与方式都是正式的;很多时候,非正式参与

会演变成正式协商.此外,作为利益相关方参与粮食体系的团队类型也不尽相

同,可能包括非正式粮食部门、商业联盟、粮食零售商、粮食运输商、餐

馆等.
除了非正式渠道形成的短期咨询伙伴关系外,使用正式、综合的方式建立

城市粮食体系干预措施,需要有能力的市政府和成熟的治理机构同不同类型的

参与者进行持续交流.市政府可以组建一个专门负责城市粮食体系治理的委员

会,该委员会可独立运作但依旧与市政府密切协作 (例如通过市长办公室和其

他部门).这种正式的多方利益相关者治理过程 (如巴尔的摩的 “巴尔的摩粮

食政策倡议”)能更好地获取市政府的资源和支持.此外,合作过程的成果

(如政策)更有可能被立法机关批准并实施.
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机制可能包括:

• 粮食政策委员会.北美洲有许多粮食政策委员会,它们往往与国家、
地区或地方级政府保持正式关系.它们形式繁多、目的各异,主要取决于当地

环境和创始人的意图.它们通常存在运行资源不足、鲜有人员支持的问题.尽

管困难重重,这些粮食政策委员会已经在社区中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其中包括

各种研究与分析、社区教育、政策倡议、以粮食体系为核心的社区发展以及粮

食相关服务.部分更加活跃的粮食政策委员会领导了社区粮食安全条款的制

定,并将这些条款纳入州和联邦农业政策 (Bassarab等,２０１８).例如巴尔的

摩建立了６０个利益相关组织构成的粮食政策顾问委员会 (FoodPAC,巴尔的

摩版的粮食政策委员会),作为 “巴尔的摩粮食政策倡议” (BFPI)的核心支

柱.该粮食政策顾问委员会从事与营养、饥饿、粮食获取、学校、园艺、可持

续性和城市农业相关的当地项目.除了定期的非正式交流外,该团队每年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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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次会议,为粮食政策主管革故鼎新、提出政策问题和困难,以便 “巴尔的摩

粮食政策倡议”和市政府了解各个问题、倾听解决这些问题的策略和建议.巴

尔的摩还成立了由１６名成员组成的居民粮食公平顾问组.这些顾问作为社区

联络人,把公民的呼吁和经历融入当地决策.此外,部分辖区还成立了区域性

的粮食政策委员会 (例如２０２０年成立的普吉特湾区域委员会),而不是以城市

为基础的粮食政策委员会.这对于建立城市—区域联系至关重要.区域粮食政

策委员会有利于支持区域粮食体系,尤其是在有众多农场为城市居民提供粮食

的地区.这种区域计划能保护区域耕地并实现粮食自给自足.

• 市政府引导而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网络或伙伴关系.这是另一种协

调多个利益方更好地响应粮食体系新问题的方式,例如作为公共、私营部门和

民间组织治理顾问机构的首尔市民粮食委员会;利马城市和城郊农业的市政引

导型主流粮食政策与平台;以及贝洛奥里藏特的多方顾问委员会 “粮食与营养

安全委员会”.

• 城乡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平台.部分多方利益相关者平台涉及城市和

乡村两方面的参与者,尤其是在致力于加强城乡联系的城市.例如基多建立了

一个多方利益相关者平台,其中包含２０多个公共机构 (市政府、省政府和国

家政府)、若干个民间组织 (如消费者团体、餐馆主厨、有机生产者)、学术团

体、私营部门团体和协会.该平台为乡村地区参与者参与影响城乡的决策过程

提供了渠道.

３２６　生成作为依据的数据

为达成政策或计划共识而生成分析性依据,并让这种依据体现决策者、私

营部门和民间组织的关注重点,有助于获得支持并真正解决农产品问题.现实

的情况是,往往数据存在,但分散于各机构的门户网站,且没有统一归纳;或

数据过载,没有能力分析数据并以易于理解的方式呈现.城市层面缺乏有效可

靠的基准数据,阻碍着城市参与解决粮食问题.其结果是,城市对农产品体系

的许多基本构成要素理解和了解不到位 (例如对消费者饮食的了解) (Ola,

２０１５).上述问题以及缺乏优质数据,要求城市和利益相关方别开生面地运用

多重数据收集技术,为决策提供有用信息.
获取地方数据分析情况很重要,因为政策和规划往往具有时限性,城市通

常无法等集齐和分析所有依据再进行决策.在许多情况下,高校、研究机构和

智库会动用自己的资金进行分析.在这种情况下,市政府决策者和独立分析师

需要在此期间进行定期交流互动.
在收集数据方面,城市通常需要具有创造性.例如:

• 二手和公开的信息帮助界定了麦德林的城市粮食体系.在直接观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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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基础上,这些信息得到安蒂奥基亚省官员和研讨会、市长办公室以及地

区自治部门的验证.

• 多伦多粮食战略团队利用多伦多市卫生局数据库做粮食检测,分析粮

食获取问题.该团队还在本市粮食检测草案中增添了新鲜果蔬销售相关内容

(Emmanuel,２０１９).此外,该团队还利用了资产和土地测绘呈现规划过程.

• 在巴尔的摩,粮食环境测绘被作为一种政策工具使用.一些城市通过

成立社区联盟说服市政府采取行动,由此处理粮食获取问题.而巴尔的摩和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宜居未来中心、“巴尔的摩粮食政策倡议”合作开发了粮食

获取的数据收集法,并绘制了本市粮食环境地图 (Misiaszek等,２０１８).此次

成功合作开发了粮食环境测绘工具,而测绘工具又带来了新粮食政策并增加了

城市拨款.宜居未来中心通过机构合作与原始采集,从政府数据库收集到数

据.这份测绘数据包含超市、食品库、农场位置以及粮食不安全地区人口占比

等１７５个数据指标.

• 在贝洛奥里藏特规划按月基础配给的背景下,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

的研究人员和学生收集了粮价数据,帮助政府监测粮食市场中的竞争,并确保

消费者能以较低价格购买粮食.在广播、电视、报刊和互联网中定期公布粮食

价格,也有助于消费者鉴别粮食价格较低的市场.
因为没有充足的人力和财力资源收集必要信息、设立基准并跟踪进展,城

市往往难以形成监测评估体系.为了避免重复工作并确定正确指标,城市可以

利用现有的若干全球指标框架作为这项工作的切入点.
«米兰城市粮食政策公约» (MUFPP)为城市评估提供了综合指标框架.

它强调六大维度,罗列了４２项定量和定性指标:治理、可持续饮食与营养、
社会与经济公平、粮食生产与城乡联系、粮食供应与配送、粮食损失与浪费

(«米兰城市粮食政策公约»,２０１５).无独有偶,世界银行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发

布了一份相关报告,名为 «城市粮食体系判断与指标框架:未来地理空间与大

数据分析路线图»(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与国际都市农业基金会,

２０１７).
在获得并分析数据之后,利用数据依据制定决策和规划还需要理解市长与

市议会、国家或省领导之间的关系,以及民间组织与私营部门参与者之间的关

系、民间组织与不同政客之间的关系.鉴于政治经济形势影响粮食体系干预措

施的制定与实施,因此在某些时候和某些情况下,政治意愿会凌驾于数据之

上.数据有效性方面也存在信任问题.当对社区不信任或对市政府不满意时,
数据收集与分析可能会被视为欺诈,这取决于数据收集与分析的主体.这种信

任还取决于数据的政治框架或参与者之间的联系.因此,现有数据应在社区会

议上深入人心,并获得更广泛民间组织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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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知识

在基多努力减少城市拥堵的背景下,一份关于交通和物流基建的市政

研究结论显示:大部分粮食通过三条主要运输路线进入基多,而其中４９％
流向市场,２３％在基多市内流通, “价高者得” (JácomeＧPólit等,２０１８).
其他城市也在开展粮食运输研究,以查找潜在的粮食体系瓶颈并鉴别引发

各种冲击 (如洪水、风暴潮)的漏洞.

∗ 以上内容来自数据分析结果.

数据收集与分析提供了公共、私营部门和民间组织参与者制定粮食政策与

规划采用的依据.决策的制定通常需要各城市选区在以下方面就数据与依据的

理解达成共识:粮食问题的具体性质或政策方案选择.参与者对数据与依据达

成共识,有助于认同问题的症结所在、了解问题的状态以及制定大致的决策方

案.决策过程还涉及不同利益和矛盾的大量交互,涉及在不同依据、政策提案

当中寻求折衷,以及在公共论坛和社交媒体上常常以循循善诱之辞进行倡导和

宣传.至少,从首尔、贝洛奥里藏特和上海这几座城市召集决策者来看,市政

府和国家政府之间的共识至关重要 (Roberts,２０１７).未来,随着城市应对更

具争议性的问题、完成不同的目标、制定国家级粮食政策,达成共识、生成数

据和信息传达等将愈发重要.

３２７　推动政策的制定

成功的政策制定取决于三股力量的集合:第一股力量是明确的问题;第二

股力量是具有可行计划的政策;第三股力量是政客愿意改变施政方针的政治环

境 (Kingdon,１９８４;Ridde,２００９).这些力量的集合往往需要一定的机遇,
如建立共识、采取政策行动,以及社会不稳定局面的出现 (Chappell,２００９).

决策是将观点和目的转变为可量化目标的过程,通过一系列干预措施得以

实现.它涉及不同的机构、流程和参与者,会受到存在竞争关系的许多相关方

和利益支配的影响.
各城市的决策过程存在差异.部分城市要求城市粮食利益相关方作为评估

市政条例的顾问,方式包括听证会、工作组、粮食委员会.这种方式将利益团

体的意见纳入制定过程,并致力于在相应政策中加强当地所有权.其他城市可

能采取一种更具参与式的方式,与社区、利益方共同开展或制定政策,验证专

业粮食政策提案,之后再进行批准.这种方式则有助于评估参与者利益,权衡

利益的优势和多样性,确定潜在的政治风险,并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拟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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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不管采用哪种方式,政策参与需要大量时间和财力资源.
与农业部门制定的许多国家层面农业政策相反,城市粮食政策实施范围更

广、更多样化,由不同级别政府的多个部门制定和实施,涉及许多参与者.粮

食体系问题往往涵盖多个行政和政治辖区,并非与城市分界线一致.政策的空

间范围随着议题变化,可能是围绕城市开展,也可能跨越多个辖区、城郊和农

村地区.随着城市扩大,跨辖区政策界线会变得越发复杂,导致市、县、区、
城郊、乡村之间政策模糊、不透明.

城市也有机会和途径影响其他辖区的决策.例如巴尔的摩粮食团队积极倡

导和游说,以促进对超市税收激励措施进行州级立法.此外,创新型城市行动

还会影响国家规划的制定.这从贝洛奥里藏特的案例中可见一斑.

３２８　城市粮食规划的可持续性与脆弱性

有助于实现城市粮食规划可持续性的因素可归纳为如下几类:
受到强势型市长和议会持续支持的政治议程,以及在有效的部门间和机构

间协作机制支持下各市政部门的合作.各类外部伙伴的参与形成了共同治理

权,减少了对政客或行政机构的依赖,使得规划更容易持续实施 (Rochaand
Lessa,２００９).在许多国家,利益相关方广泛深入参与粮食规划,敦促市长和

市议会应对与城市粮食规划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提议、批准政策以及安

排预算拨款等.规划实施的主导者和拥护者积极支持公共、私营部门和民间组

织组成的合作联盟,这有助于将愿景转化为实际结果,将意图和期愿转化为行

动与现实 (世界银行,２０１５).将粮食议题与其他城市职能相联系,与其他市

政部门建立伙伴关系,吸引民间组织参与粮食规划,均有助于粮食规划取得成

功.获得来自市长、市议会、民间组织或私营部门参与者的政治支持,也有助

于各市政部门 (如教育、交通运输、能源)制定粮食干预措施.部分情况下,
在各个部门和机构长期聘用能够引导和协调干预措施的职员,对粮食体系治理

效果明显.
品牌化与交流.对利益相关方和市民认可的内容进行有效品牌化并就此

开展持续交流,有助于持续获取各种财力资源.关注粮食计划的 “品牌化”
有助于确立其合法性、打造该计划始终如一的形象.民众的普遍认识和相关

的教育宣传活动是整个计划的关键组成部分,对于有效实施各类计划至关

重要.
国家或国际认可度.认可度有利于不同层级政府部门形成良好政治意愿,

有助于避免粮食计划的中断或废除.以贝洛奥里藏特为例:市粮食供应秘书处

与多个伙伴合作,负责管理许多属于不同团体和机构的计划.贝洛奥里藏特市

政府多次换届,但粮食规划并未受到影响.作为超过２５年的成熟粮食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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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洛奥里藏特的经验表明,市、省和中央政府层面通过制定新立法或修正法案

的方式持续参与政策制定、解决计划实施中的新问题.乡村和城市签订地区和

国际协议或建立伙伴关系,以及受到各种国际论坛认可,均有助于提升认可

度.贝洛奥里藏特、首尔和多伦多等城市的经验表明,认可并预测城市规划和

成就,有助于吸引领导者和利益相关方参与粮食议题.当粮食计划为城市建立

起良好的公共关系并引起国家、地区或国际关注时,各方就会支持和资助这些

计划.

贝洛奥里藏特:政治变化引起的粮食规划脆弱性

在向新市长过渡的过程中,贝洛奥里藏特的粮食规划经历了脆弱期.

２０１５年,作为一项节流措施,粮食与营养安全秘书处失去了作为独立部门

的地位,成了社会政策部的附属部门.结果,尽管核心业务不变 (规划发

生了一些自然演变),粮食与营养安全秘书处的级别急转直下,失去了政治

影响力.

尽管存在着这些因素,城市粮食规划的可持续性依旧可能受制于几种政治

经济因素:部门之间的对抗 (和权力争斗);不同的政党联盟组建的政府拥有

不同的政治议程;以及新上任的市长在政治、规划和财政优先事项方面持不同

意见.在许多城市,设立粮食政策主管一职会促进政策实施.但反过来,由于

这一职位与政治地位关系密切,也可能令粮食体系治理更容易受制于政府换

届.同样,在实行城市主导型模式的城市,由于干预措施由多个市政部门分别

实施,具体实施部门 (或即将上任的市长)可能认为无需专门的粮食部门发挥

协调作用,各部门的粮食干预措施即可有效满足粮食体系治理需求.还有些部

门可能无法充分理解 (或不重视)原有粮食计划的指导原则.因此,缺乏制度

延续性可能威胁到预算的获得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减弱或彻底消除粮食规划的

效果.

３３　内容考量

世界各地的城市粮食规划在规划目标、优先事项和政策内容方面表现出诸

多共性.其中包括但不限于案例城市中涉及的几个领域:公共粮食采购、城市

和城郊农业、非正式粮食部门和小规模生产商参与、城乡关系和土地治理

问题.

３３１　公共粮食采购

何时适合实施公共粮食采购计划? 贯彻实用主义理念的市政府往往将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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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集中在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上.这些问题通常与市场、政府或治理失灵有

关,涉及市政府认为需要进行公共干预的所有领域 (Krugmanand Wells,

２００６;Ledyard,２００８).而 “公共粮食采购”则作为一种措施,有利于政府应

对市场波动和治理失灵.许多干预措施关系到城区能否及如何获取安全实惠的

营养食物.
许多城市认为,对城区粮食采购而言,学校、医院、军区、公共食堂和

其他公共机构的公共粮食采购市场巨大 (如贝洛奥里藏特和首尔的校餐),
是检验能否提供安全、营养食物的重要场所.对采购标准、采购流程和餐食

内容的修改,以及如何为采购计划寻求供应商,会对许多城市的粮食体系产

生影响.
城市也可致力于改善健康食品优先区的营养状况,这些食品优先区的特征

是 “能获取和负担得起的营养食物是有限的”.行动计划的制定取决于问题的

界定和成因.这些原因可能包括需求不足、市场失灵 (例如因资讯缺乏或对零

售商铺的限制引起)、失策引起的政府失灵 (例如高税收或限制性条例)、部分

治理失灵 (例如非安全食品的健康检测实施不当).“食物沼泽”的特征是街角

商店充满不健康的过度加工食品.拟定 “食物沼泽”问题可能带来又一波政策

或规划机遇.
虽然许多城市加强了公共产品供应来解决粮食体系失灵问题,并关注粮食

体系中的公共粮食采购渠道,但他们往往与私营部门进行合作.例如贝洛奥里

藏特粮食安全计划联合私人食品供应商,按照议价向原本被直销网点忽视的城

区出售营养食物.按照协议规定,私人食品公司可以在一周中的某个时段在更

有利的中央地段经营.巴尔的摩用税收激励措施鼓励现代超市向无法获得新鲜

果蔬的周边地区扩张.

３３２　城市和城郊农业 (UPA)

城市和城郊农业几乎是每个城市粮食干预措施的核心内容,在当地粮食运

动和民间组织计划中有着深厚渊源.在世界范围内,城市和城郊农业占城市

２０公里范围内所有耕地的４０％,占总灌溉耕地的６０％ (Thebo等,２０１４).
许多城市推动城市和城郊农业和当地粮食体系发展,努力创造就业岗位、改善

当地经济、为消费者生产实惠营养的食品、制定公共粮食采购计划、扩展绿色

基建,或为具备韧性的粮食体系提供多样化的粮食供应资源 (Tefft等,

２０１７).
整合城市和城郊农业.通过修订各种政策、规章和激励措施,向生产者和

其他参与者提供服务,各城市将城市和城郊农业融入城市开发或部门计划.其

使用的策略之一是:对最紧急问题 (例如市中心畜牧)采用区划法规、许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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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实施渐进式干预措施,而其他 (更有争议的)城市农业规章留待日后商

议.这种策略可能在区划准则中留下漏洞,或导致许可过程更加复杂.另一种

策略是采用城市和城郊农业与城市规划相结合的综合法,对区划和监管框架进

行全面改革,改变陈旧、模糊或限制性的规章制度,为城市和城郊农业生产者

提供清晰引导.采取这一策略的案例包括:①基多强调渐进式过程,首先通过

项目积累经验,再制定政策,再将政策发展成全面规划;②首尔发展城市和城

郊农业的方式是,动员１００００个民间粮食小组在社区层面参与实施城市农业

规划,促进民间组织与首尔大都市政府进行广泛合作.

城市和城郊农业的益处

城市在粮食政策方面的经验彰显了城市和城郊农业带来的多方面益处.
首先,城市和城郊农业可以成为实惠营养食物的重要来源,尤其是营养配

餐和养生需要的新鲜果蔬.在整个亚洲,城市和城郊农业供应城市消费的

大部分蔬菜,其中９０％为绿色多叶品种 (Tefft等,２０１７).新兴的农艺和

社会经济数据表明,在种植绿叶菜方面,温室中采用的水培种植系统、垂

直系统和集装箱农场比传统农业生产效率分别高１１６倍、６９倍和４４倍.
通过这些方式种植蔬菜,耗水量仅为传统方式的５％,生长时长缩至一半

(Agrilyst,２０１７).城市和城郊农业、城市林业、多功能绿化空间和绿色基建

对城市生态体系和闭环体系中的粮食、水源和能源关系产生多重作用.例如:
保护生态多样性、缓解城市热岛效应、开展雨水处理、减少农产品运输产生

的废气排放、减少食物浪费、产生废物回收的正外部性 (Clinton 等,２０１８;

Zhu等,２０１７;Daigger等,２０１６;RojasＧValencia等,２０１１;DeZeeuw 等,

２０１１;Golden,２０１３;艾 伦  麦 克 阿 瑟 基 金 会,２０１９;Zhang 等,２０１０;

WeberandMatthews,２００８).

区划与监管限制.城市采用各种监管工具来管理城市和城郊农业.区划

及其他土地使用条例从多方面影响城市和城郊农业实践,包括影响其类型、
形式、规模与位置.区划可能通过制约生产或商业活动等方式来限制城市和

城郊农业.设立城市农业区划能保护现有的城市花园和农田免受未来住宅或

商用开发的影响 (重新区划除外).将城市和城郊农业作为区划利用类型,
实施得当的话,将有助于规范受许可的城市农业类型、高密度住宅区城市花

园的规模限制、商业或工业区大型农田的规模限制等.许多城市别出心裁地

通过区划将城市和城郊农业与涉及住房、教育、自然保护和生物多样性的多

功能计划联系起来,同时还投资农艺公园或绿化带项目 (国际都市农业基金

会,２０２０).
除了区划准则以外,还有其他规章、法令、许可、标准管理着与城市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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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农业相关的众多问题,包括物理结构、水土安全检测、堆肥箱、噪声与异

味、围墙、光照、保险、威胁与干扰的标志及防护.这类规章制度包括容积

率、许可建材类型、与周围建筑的距离、消防规范、能源、屋顶荷载、高度限

制等符合施工标准的建筑规范,会对新型种植系统 (如屋顶种植、室内种植)
产生影响.还有一些措施则与医疗、安全、审美规范或环境影响相关.

多样化支持与服务.城市与私营部门和民间组织共同提供多样化服务,支

持城市和城郊农业,包括技术培训 (例如有机生产)、生产资讯、信贷、投入、
市场情报 (例如食品需求)、营销、产品质量与认证、商业咨询服务.例如曼

谷社区级区域管理办公室成立城市农业学习中心并开展培训课程,推广有机生

产、建立市场,促进私营部门将闲置耕地出租给普通生产者.这座城市蓬勃发

展的社会企业经营着环保市场、环保餐厅和生产者培训中心,有助于推广更加

可持续的替代性粮食生产方式、打造更加可持续的粮食市场 (Boossabong,

２０１８).上海则意识到采取多元激励措施鼓励生产者和粮食企业申请绿色有机

食品认证许可的重要性.
威胁.除了需要多方面治理,城市和城郊农业未来的发展还受制于农艺与

社会经济数据分析不足.这些数据与分析涉及各种生产体系、不同规模和环境

下新技术的可行性和收益能力,既符合低投入生产者,又符合领先创新者.城

市和城郊农业体系还受到城市扩张的威胁.到２０３０年,城市扩张会破坏

１８％~２４％的全球耕地,这些耕地８０％集中分布在亚洲和非洲.其产能是

国家均值的两倍以上,占２０００年全球粮食产量的３％~４％ (Adelekan等,

２０１４).此外,低密度城市通常建立在洪涝多发且环境敏感型的土地上,多被

用于开发城市和城郊农业,同时还需要进行洪水管理.在这些城市,排水区水

文条件受到植被损失、森林退化和土地后续利用、城市基建的影响 (Bren
dAmour等,２０１７).

３３３　非正式部门与小规模生产者的参与

城市粮食体系中的生产者和参与者并非总是正式部门.制定城市粮食计划

和政策时必须考虑到非正式部门.由于劳动者试图克服自己的弱势、通过集体

行动施加政治影响,在非正式经济体中设立非正式粮食部门愈发常见.这些非

正式粮食部门常采取供应商协会和非正式工会的形式,参与治理活动、集体谈

判、抗议活动、游说工作、教育措施、政治运动、争端解决及结盟,以及发挥

向成员提供经济支持、法律援助等具体作用 (Kabeer等,２０１３).国际劳工组

织 (ILO)对非正式经济体中的这类粮食部门提供了有力支持 (Orstomand
Ahn,２０１７).

政府普遍对非正式粮食部门的需求无动于衷或表示反对,这是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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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规章条例是针对粮食供应商和消费者的需求而制定的,并在某种程度上促

进了非正式粮食部门向正式部门转变,但政府的目标未必如此,而是通过精心

设计的制度和政策框架,辅以适当的有利环境 (如立法、税收等),使非正式

粮食部门的潜在利益最大化.
例如,在南非德班的整个城市发展历史过程中,当地政府对非正式部门的

态度在压制、容忍和支持之间摇摆不定,并采取了非正式经济政策,力求促进

企业发展并将非正式部门纳入城市发展规划 (Skinner,２００８).这进一步凸显

了包容性制度与合作在制定非正式部门规章制度中的重要性.
部分国家建立了独立的政府机构帮助并促进非正式粮食部门的发展,以便

更好地实施各种支持性粮食计划.在南非,隶属于贸易与工业部的小型企业发

展部门受托支持非正式中小微企业,其中也包括非正式交易商.１９８６年,马

来西亚吉隆坡市政府在 “为市民与游客净化、优化、美化城市”的背景下成立

了商贩部.该部门负责为商贩发放牌照,使他们更加便利地获取贷款,并为商

贩提供卫生、商业和会计技能培训.吉隆坡市政府还鼓励商贩转移阵地,到大

楼中的食品中心等人气场所进行销售.城市中非正式部门与小规模生产者的参

与促使市政部门对商贩进行食品安全技术教育,为之提供新场地的洁净水源,
引导食品安全更上一层楼 (Sharit,２００５).



















 



城市粮食体系中的生产者和粮食体系参与者并非总是正式部

门. 制定城市粮食计划和城市粮食政策时必须考虑到非正式

部门.

３３４　城乡联动

许多城市意识到,实现目标、解决新出现和反复出现的农产品问题需要郊

区和乡村的参与者一起采取行动,但这超越了城市的管辖范围.市政部门利用

城乡综合粮食体系治理来处理粮食供应与生产、资源管理、市场与消费的关

系,以及应对市中心与城郊之间的人流、物流与服务流动等问题 (联合国粮农

组织,２０２０).多份国际议程如 «可持续发展目标»«新城市议程»«联合国营

养行动十年»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将这些相关问题纳入城乡联动.

２０１８年,联合国人居署发表了 «城乡联动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纲领与行动

框架»(联合国人居署,２０１９).
城市致力于实现城乡联动的原因多种多样.通过丰富城区粮食供应的渠

道,以寻求建立更具韧性的粮食体系.部分城市还加强了当地粮食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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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高营养食物的可获得性与可负担性,同时改善当地的民生与就业.市政部

门还通过采购新鲜安全的营养食物来改善学校餐饮质量.通过跨辖区合作,市

政部门还加强了对自然景观的管理,这类景观提供着食物、水源、土地、森林

及各种生态产品和服务 (图３３).

图３３　案例研究城市的粮食计划干预领域

基多和麦德林等城市同大都市和周围省份的城镇政府合作,聚焦于土地综

合利用、以市场为导向的粮食生产规划,以满足城市粮食供应链的多变需求.
秘鲁宪法鼓励出台政策减少进口依赖、推动城乡平等.受此启发,厄瓜多尔皮

钦查省政府将４５％的相关职责转移给了基多大都市区 (Dubbeling等,２０１７).
麦德林建立的城市粮食体系则包含安蒂奥基亚省的３１个自治市,占地２５５０
平方公里.

为了缓解工业用地与农业用地冲突,避免城市第二、第三产业开发与建设

导致耕地流失,中国天津市政府制定了 “三区交流”政策,其中包括示范工业

园区、农业产业园区、农村居住社区.各种辅助措施确保了城郊和附近农村地

区种植的粮食在供应中占主体地位.这些措施包括将土地使用权从农民转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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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社和企业、推广种子品种和耕作技术、增加生产蔬菜和畜牧产品的耕地面积

并提升生产效率等 (Cai等,２０１１).此外,政府还为农民提供了附近社区的

公寓以及农业园、工业园的工作岗位.
贝洛奥里藏特市政府开展了几项规划,将生产者对获得更高收入的兴趣与

消费者对获得实惠优质食品的需求相联系.“农村和粮食收成直供运动”项目

用透明公开的过程,向农村生产者分配固定销售点,以便他们以低于其他市场

销售点的价格出售果蔬和根茎块茎食品.贝洛奥里藏特市促进了农村生产者进

入市场,在批发市场中进行批发和零售交易.通过 “绿篮子”计划,贝洛奥里

藏特市粮食供应秘书处作为媒介,联系医院、餐馆和其他机构中愿意向小规模

农村生产者直接购买果蔬的客户.“校餐计划”同当地生产者和企业订立契约,
采购营养餐谱所需的新鲜果蔬、谷物、肉蛋,大大降低了运输和配送成本.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为了改善校餐品质、安全和营养状况,同时增加对当地可

持续生产食品的需求,首尔市长发起倡议,与韩国９位州长签署了一份协议,
推出了 “城乡共同繁荣公共供餐”计划.该计划在２０１７年开始试点.２０１８
年,６个首尔自治区同６个地方政府签订了 “谅解备忘录”.２０２０年,２５个首

尔自治区均参与该计划.２０１８年,首尔市长与韩国农业、食品和农村事务部

部长签订 “谅解备忘录”,在三个方面展开合作:①确保豆类与绿叶蔬菜供应

稳定,为加工食品 (如酱油、豆瓣酱、食用油)提供非转基因有机替代品;

②为学校和公共供餐计划建立生态友好型农产品采购体系;③增强城乡交流、
教育与经验分享.

３３５　土地治理问题

土地利用规划与区划是城市与城郊地区粮食干预中的重要城市规划手段.
它们影响着粮食市场、粮食加工和农产品园区的用地.它们可以调整不健康食

品的销售地点,为实施某种类型城市和城郊农业赋权.土地利用规划还被用于

保护绿化区域和森林的生物多样性、洪水管理和其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Clinton等,２０１８).由于土地利用规划对粮食干预而言相对陌生,以经验为

根据的相关知识相当有限 (Boossabong,２０１８).实践表明,城市粮食体系的

建立过程中会出现用地相关问题———例如土地产权问题,或是多用途区域可能

出现的利益冲突问题.出于这些原因,制定城市粮食计划时需考虑土地利用

规划.
虽然经常与城市规划交替使用,但土地利用规划一般是综合城市规划的一

个要素,致力于规范和调节政府辖区内的土地利用和规范,以促进形成积极的

社会环境并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综合或战略性土地利用规划通过实施一系列

广泛政策,指引当地政府辖区未来的土地利用和开发.区划条例和区划地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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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具体规则,让土地拥有者按照整体用地规划进行利用和开发,并符合联邦、
州 (省)级、区域和地方条例法规.根据每个地区房地产的目前和潜在用途,
区划将城市或镇划分为有形区域.区划的总体思路为,某些土地用途彼此冲突

应当划分为不同区域.
国家目标和策略影响着城市的纲领、战略性规划和具体区划.这种影响主

要包括下列几种类型:有关国家部门将权力下放到市政部门;国家部门直接授

权;市政府实施国家政策.例如:

• 权力下放至市政部门:内罗毕于１９２７年、１９４８年、１９７３年和２０１４年

依次制定了不同的总体规划,其中２０１４年制定的总体规划为内罗毕２０１４—

２０３０的发展提供了综合指导框架,用来支持肯尼亚 «２０３０年愿景»中明确的

肯尼亚总体发展目标.肯尼亚２０１１年颁布的 «市区和城市法»将城市和城郊

农业看作总体城市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２０１３年,肯尼亚国家政府将农业与

粮食保障职责转交给郡级政府.

• 国家部门直接授权:中国的一些市政府体现了国家在粮食体系用地政

策方面向市政府的直接授权.在农业方面,中国国务院批准各省、县、区、
市、镇 (乡)待保护耕地数目的计划.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３５
年)提出用财政和就业激励措施,在城市周围地区建造紧凑的农村居住地.

• 市政府实施国家政策:在麦德林,历经多年的冲突动荡后,第３８８号

国家法律促使城市根据当地需求制定土地利用规划.
城市采用用地管制手段,按照下列六大主题促进了城市粮食干预措施的

实施:
(１)防止农用地变为城市用地的规划与法规

(２)促进城市和城郊农业的用地法规

(３)促进粮食市场发展的用地法规

(４)促进环境服务和生物多样性的土地利用规划

(５)促进营养食物环境用地法规

(６)将农产品视角引入混合用途城市开发模式

详情参阅 “附录１　规划”.

３４　计划集合

许多城市的粮食政策与粮食计划互为补充,旨在解决城市地区可能阻碍粮

食干预效果的结构性粮食问题.计划与政策双管齐下,加上战略性投资,形成

了以结果为导向的综合性方法.粮食干预措施以解决实际问题为重点,涉及多

个领域的多个市政部门.城市会根据实际对这些领域进行排序,分清轻重缓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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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４　城市粮食体系的政策、计划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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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巴尔的摩采用了以结果为导向的综合性方法,通过制定政

策和直接干预措施支持该城市可持续规划中重点发展的城市农业.在众多初见

成效的城市计划中,强化教育和提升意识是对其他干预措施的有力补充.例

如,在贝洛奥里藏特,教育是贯穿所有项目干预措施的主题,以助力维持计划

的连贯性和可持续性.公共教育活动关乎营养、良好的饮食习惯以及食品安

全,也关乎环境的可持续性与粮食安全.若想更直观地了解影响粮食体系政

策、规划、条例及其他工具,请查阅图２１、图３４与图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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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模式的差异





　　制定何种类型的粮食政策、规划和计划来支持城市粮食体系的治理,某种

程度上取决于采用何种治理模式.本章涵盖了城市主导型、国家影响型和混合

型治理模式如何在政策、规划和计划方面发挥作用的示例,强调了治理模式之

间的差异,同时以现有实例为基础,总结了相关重要经验 (涵盖缺点和机遇).
本章还谈论了利益相关者的各种参与途径 (图４１).

图４１　城市粮食体系的治理关系

要牢记,在政府、社会和粮食体系中,构建纵向和横向的伙伴关系以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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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协作机制,对于取得积极的粮食体系治理成果至关重要.尤其,协作机制

可以指导以下方面:制定和监督粮食政策、规划和计划的审议、协商及协作;
提高参与者的积极性;缓和冲突.此外,本章还讨论了一些与多层次治理和有

效治理相关的重要议题.
同样重要的是,要牢记两种主要治理结构:纵向治理和横向治理.纵向治

理是指不同级别政府 [国家、州 (省)、大都市、普通城市和社区]之间的联

系,包括各自的制度、财务和信息.横向治理是指同一级别参与者之间的联

系,即城 市 不 同 部 门 和 机 构 之 间,或 私 营 部 门 和 民 间 组 织 之 间 的 联 系

(MRSC,２０２０).
了解一个国家权力下放的现状和实践,对于了解该国不同级别政府以及城

市粮食部门运作的总体背景非常重要.权力下放会影响地方政府及其部门的权

力、自主性、问责和能力等.了解权力下放的现状及纵向关系有助于深入了解

城市粮食部门所采取的激励举措以及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城市粮食部门通过与国家部委和省级部门加强协作来制定计划时,明确城市

和其他级别政府之间的责任非常重要.责任的明确还可以增加获得财政资源的机

会,如国家规划相关的融资,或通过评估和其他创新方式所获得的财政资源.

４１　城市主导型模式

正如第二章所述,城市主导型模式通常包含民间组织的强力参与以及市政

府和市长的高度关注.该模式通常在以下背景下得以实施:①国家干预较少;

②强大的市政府.其实施流程往往是逐步演进的,通过抓住机遇,与不同的公

共、私营部门和民间组织开展合作以取得显著的积极成果.这一模式通常以横

向治理为标志.

理解粮食政策

粮食政策由正式的公共决策组成,包括政府实体出台的法律、法令、
指导方针和官方声明,这些都将影响粮食生产、加工、分销、购买和保护

的方式.虽然国家粮食和农业政策塑造了粮食体系,但州 (省)级政府和

市级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组织正在审视他们在机构、区、县、州 (省)
级和国家层面上促进政策调整的权力和作用.

市级政府可使用多种政策工具来实施对粮食议题的干预,但政策工具

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国家的法律传统、治理程序以及具体政策目标的制

约.尤其,政策行动和立法权限通常限于国家政府或省级政府法律框架所

允许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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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级政府可以制定及颁布法令或条例,使其成为市级立法的一部分;
发布行政指令、决议或命令;修订有关许可和批准的规定;订立采购合同;
法院判决;以及制定实践准则、指导方针和标准.

市级粮食政策也涉及多种政策工具和干预措施,其中包括:提供有关

粮食政策议题的公共教育;加强各类相关宣传;在市、州 (省)级或国家

层面进行游说和支持立法;参与监管过程;支持其他机构或组织的政策;
提供专家证明;形成联合组织或公共传播活动 (Sherb等,２０１２).

民间组织的力量

城市粮食政策的实施经验突出了民间组织的巨大动员能力及其在提高

当地参与者相关认知方面的显著投入.近年来,民间组织在社区层面形成

有关城市粮食优先议题意见的能力得到显著提升.这种清晰的观点和对议

题及计划的理解影响了诸多问题的产生.议题拟定的方式会对利益相关者

和广大公众对议题的看法产生重大影响.民间组织及其领导力也在议题的

拟定和推进方面发挥作用.议题的具体框架和 “议题定义”也决定利益相

关者是否会参与共识术语的联盟 (Roberts,２０１７).例如,在秘鲁首都利

马,私营部门参与者不愿意支持与 “健康”食品相关的政策措辞,但同意

使用 “营养”食品这一措辞.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和偏好强度对于政治意愿

的产生同样具有决定性作用 (Charney,２００９).

次市级政府治理:与社区的联系

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聘请了１６名常驻粮食公正顾问担任社区中心

联络员,以帮助征求对城市粮食计划设计的意见和社区对实施城市粮食计

划的反馈.他们还将市议会会议结果传达给社区居民 (Freishtat,２０１９).

４１１　政策类方法

机会主义方法,就是善于抓住机会修改现有政策或制定新举措以实现目

标.当城市决定使用城市主导型模式加强实施新兴城市粮食计划时,机会主义

方法将聚焦于市级粮食部门的政策制定工作.这种方法适用于解决粮食部门在

发展早期阶段低水平机制能力和缺乏经验的问题.粮食部门可能会寻找容易实

现的政策目标,同时努力在决策过程的各个阶段抓住机遇.
机会主义方法也可能适用于要求不高的流程 (例如政策更新时)或更易于

管理的举措,例如许可、批准、技术规范或采购等.机会主义方法所取得的早

期成果将有助于在市政府和民间组织之间构建信誉,以解决具体的粮食问题.
在管理和法律层面来理解未来决策的优先事项是这项工作的重要先决条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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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方法的某些特征也可适用于其他方面.例如,巴尔的摩是有效使用这种

方法的城市.为解决关键粮食问题,巴尔的摩一开始就努力超越传统粮食干预

举措,特别是在解决难以获得营养食物所造成的影响方面.
市长发挥着许多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城市主导型模式中.市长能够提出和

实施政策筛选计划和决议,执行决议,管理预算和合同,并确保法律和职能的

执行和管理.市长可能无法制定政策,但他们可以对政策流程和最终决策产生

重大影响.他们提出预算,监督工作人员主导的研究并进行与拟议研究相关的

分析,同时向市议会提出政策建议.他们还维系着与关键利益集团的关系,而

市长任命的粮食部门负责人将影响参与政策流程的其他相关方 (MRSC,

２０２０).

４１２　计划实施

机会主义方法.使用这种方法的前提是参与粮食议题的意识不断提高以及

对城市新兴愿景和承诺的不断加强.为进一步支持粮食干预举措,使用这种方

法还要扩大对这些举措的关注度.在协助收集证据、构建关系和建立信任时,
这一方法可能会从较小举措着手且缓慢启动.对于新兴粮食计划,机会主义方

法允许市政粮食部门的工作人员和利益相关者与其他部门人员进行沟通.实行

机会主义方法取决于良好的合作伙伴和盟友.例如,虽然粮食议题从未成为应

急计划的一部分,关注粮食体系韧性可以让农产品部门工作人员与应急管理部

门进行对话 (TorontoMedicalOfficerofHealth,２０１７).机会主义方法实施

阶段通常为制定更全面计划提供重要基础.市政部门还可聚焦于监管、政策、
行政审查和改革等方面的 “速赢”.规划类政策的审查或起草为建立粮食体系

原则提供了诸多机遇.

巴尔的摩因专注于能够催生 “速赢”的举措而受到关注.巴尔的摩城

市粮食部门以粮食视角来评估和确定符合城市新兴粮食愿景的行动.该市

可能会寻求确定需要更新的各类政策工具,例如市政部门可以采取的许可

或管理举措.城市粮食部门的专业人员也可能考虑采取那些使用更频繁或

实施更迅速的举措,因为这些举措的批准过程相对较短且行政效率更高.
若任务相对复杂且时间跨度长,下列举措可能不会包含在 “速赢”之中:
需要多方签署、广泛协商或听取意见、多个城市部门参与、进行长时间研

究、持不同观点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复杂谈判或区划修订.

宣传和行动建设.在贝洛奥里藏特、内罗毕、基多、首尔和多伦多城市粮

食体系发展早期阶段,宣传和行动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也在粮食干预举措的

设计、实施和问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Clayton等,２０１５).宣传和行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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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还在制定市政议题和支持市长制定粮食议程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政治意愿

不仅仅是政治领导人对粮食议题的兴趣和承诺的反映,通常还是民间组织通过

政治参与强烈支持粮食议题并促使政治家采取行动的结果.

• 首尔在粮食议题上的实践是以民间组织的持续动员和积极行动为基础

的.由于在早期就参与了粮食体系治理议题,民间组织在首尔城市粮食体系治

理的全过程中一直非常活跃.许多组织的负责人在首尔市民粮食委员会中发挥

了关键作用,对粮食政策和规划的实施产生了重大影响.

• 在多伦多,多伦多粮食政策委员会已为社区和利益相关者提供了３０年

的服务.他们很大程度上以城市粮食宣传为中心,聚焦于公平支持主要粮食倡

议的组成部分,并促进知识向参与城市粮食互动的公共、私营部门和民间组织

等利益相关者转移,与他们建立联系且向他们提供支持.

聚焦横向治理

正如在城市主导型模式中所看到的那样,需要在计划及政策的早期设

计和实施阶段实行横向治理,并协调市政部门、私营部门和民间组织参与

者来实施.协调的范围从共享粮食愿景和定义、各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到

政府综合政策和战略的产生、解决方案的联合分析和周密制定、粮食计划

的联 合 实 施 以 及 监 测 与 评 估 的 共 享 (Bourgaultand Lapierre,２０００;

Peters,１９９８).
国家政策可以为城市提供多种协调选择方案.市政府的高质量横向治

理能力能让城市有效地实施国家计划.与社会服务、教育或医保等其他部

门一样,市级粮食部门也可以监督、执行或服务于国家计划.前提是权力

下放的法规和做法允许将这些责任分配给市政府,同时市政府具备必要的

能力和有效的协调机制.例如,秘鲁国家粮食援助计划 (PRONAA)通过

其粮食补充计划得以实施,而该援助计划的实施权于２００９年转移到市级政

府.首尔粮食政策部门支持市长办公室动员首尔大都市政府 (SMG)几乎

所有部门和机构提供援助和预算支持,以实行首尔的免费校餐计划.

促进举措和创意孵化.某些城市粮食计划的主要作用之一是促进和支持公

共、私营和民间组织等利益相关者可能发起的创意和行动.城市可以通过多种

方式为此提供支持.例如,城市可以促进政策措施的规划和实施,无论是支持

项目或计划行动还是作为一项独立的工作.如果能够获得资金,城市也会为此

提供便利或考虑提供公共种子资金以推进相关行动.利用这种方法,城市可对

利益相关者或优先议题的社区培训进行投资.城市还可以推动设计和实施应对

特定问题或机遇的评估和分析,投资知识管理,以回应利益相关者利益或促进

相关宣传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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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国家影响型模式

国家影响型模式在治理结构中是垂直的 (分层的).如第二章所述,对于

根据国家指导来制定和实施粮食计划的市政府或县 (郡)政府,或受权执行责

任下沉的地方政府,国家影响型模式更能取得成效.在权力下放和向下授权背

景下,这种模式通常受益于职能部门或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

理解纵向治理

理解不同级别政府的职能和权限分配以及自由裁量权程度非常重要.许

多城市的这些机构并存于同一层级但职责不同,这涉及国家、州 (省)和市

政府的地方机构.例如,国家、州 (省)和市政府的官员可能在城市负责营

养和健康方面的工作,每个方面都可能涉及粮食.其中一些各级政府间关系

或许可以追溯到各国最早的传统,但在权力下放过程中发生了重大变化.
纵向治理可能因以下因素而受到质疑:作用和责任的分配不明确、角

色和资源之间的不匹配、各级政府间的政治不和谐以及各级政府的治理能

力不同 (Kerr等,２０００).

４２１　政策类方法

大多数城市的粮食政策都受到国家级和州 (省)级政策的影响,无论是通

过政策调整还是直接通过适用实施国家或州 (省)级法律法规.例如,利马和

内罗毕近期的城市粮食计划以国家政策倡议为基础.上海的城市政策与国家政

策存在明显一致性.尽管巴尔的摩没有遵循国家影响型模式 (它是城市主导型

模式),但仍然让市级政策与州级和联邦政策保持一致,并通过机会主义方法

实施粮食政策.以巴尔的摩为例,“巴尔的摩粮食政策倡议” (BFPI)致力于

制定影响巴尔的摩居民各个层面的粮食政策,从改变组织和机构内部的实践,
到改变城市法规,再到倡导州级和联邦级的立法.

一项针对美国２５０多个粮食政策委员会 (即一种多方利益相关者平台)的

调查发现,成立时间较长 (３年以上)的委员会更倾向于推进联邦层面的政策

制定,而成立时间较短的委员会则更倾向于制定自己的政策提议 (Bassarab
等,２０１８).

许多案例研究表明,城市粮食议程是在国家政府采取的各种战略、政策、
计划和预算行动之后形成和扩大的.例如:

• 在内罗毕,肯尼亚颁布的 «国家粮食与营养安全政策»«市区和城市法»
«粮食安全法案»和 «内罗毕郡农业促进和管理法»成为内罗毕郡政府设立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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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和渔业部门的制度基础,而这些部门又是城市粮食体系的基础.

• 在贝洛奥里藏特,在巴西实行权力下放的背景下,联邦政府决定将具

体政策实施或责任下放给市政府,促使该市加强参与城市粮食议题.

• 相比之下,国家权力下放和行政责任下放的力度不足导致了利马启动

城市粮食议程的滞后.但秘鲁国家立法为利马加强对粮食议题的参与提供了框

架和背景. «秘鲁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和 «市政组织法 (第

２７９７２号法律)»赋予利马市政府在粮食议题上的更大权力和职能,为利马通

过２０１２年促进城市农业第１６２９号法令奠定了基础.该法令也是利马环境管

理、粮食安全、社会包容和地方经济发展的一项战略.
国家有关部门为各级政府之间对话和协调建立适当的正式和非正式机制,

还大力参与城市和区域政策及计划的制定、实施和监督.国家政府还可以通过

加强国家系统 (例如审计办公室和采购系统)以及为冲突提供行政解决方案的

独立法律机制来促进政府所有领域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并加强问责制和责任

感.此外,在收集本地化数据以加强监测与评估方面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２０１６),国家政府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国家统计局的帮助下,与地方政府和

地方利益相关者合作.例如:

• 巴西联邦政府发起了 “零饥饿”以及成立了国家粮食与营养安全委员

会,这为贝洛奥里藏特在１９９３年的初步努力提供了支持.２００６年,根据 «国
家粮食与营养安全法»,巴西制定了 «国家粮食与营养安全政策».巴西致力于

粮食与营养安全的跨部门协作以及社会参与政策和计划的制定、实施和监督,
这种远见卓识为巴西建立 “国家粮食与营养安全体系”(SISAN)提供了指导.

• 为实施 «国家粮食与营养安全政策» (NFSNP)和 «粮食安全法案»,
在肯尼亚粮食安全局的领导下,肯尼亚成立了县级粮食安全委员会来协调地方

政府的行动以及跨机构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
在国家粮食政策制定方面,有限的经验强调了以下观点,这些观点与城市

案例研究所得到的见解相吻合:

• 超部级制度模式以跨政府特别工作组或参与者为基础,可能最适合用

于支持综合粮食战略或政策框架的制定过程.巴西国家粮食与营养安全委员

会、英国内阁粮食分支委员会和荷兰可持续粮食联盟的经验可能有助于深入了

解制度协调所面临的挑战,而这些制度协调是为了整合政策建议.既得利益部

门可能会发现难以管理公平的竞争环境,也难以对所有公共部门、民间组织、
私营部门代表和各级政府确保开放透明的流程 (SustainableDevelopment
Commission,２０１１;Governmentofthe Netherlands,２０２０;Rocha,２０１８;

LeãoandMaluf,２０１２).

• 制度性支持需要谨慎透明地管理问题流、证据和政策流以及相关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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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拟定过程.

• 为弥合分歧和加强以共同愿景为中心的团结,建立跨部门和相关议题

的广泛联盟至关重要.参与者必须经常走出部门舒适区,建立必要的政治联

盟,以支持综合政策.缺乏知识和经验可能会限制民间组织的有效政治参与,
特别是在游说以及与高级政府官员进行幕后合作方面.

• 政治对话可以在报纸和社交媒体上进行,也可以在议会和司法领域展

开,有时候是以不公开的形式进行.精明的沟通很重要.

• 个性鲜明的全国知名人物可以在推进粮食议程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

• 利用相关部门政策流程和其他与政策相关的 “机会之窗”可以帮助扩

大政策范围,以实现更广泛的粮食体系目标.

• 政治领导层能随着新的领导思想和优先事项迅速作出改变.
值得关注的是,许多观点都强调,粮食政策的制定更多是通过国家农业部

门以外的参与者来推动的.然而,如果想让城市粮食体系治理得到明显改善,
特别是在更倾向于使用国家影响型治理模式的国家,国家部委级的有力和积极

支持是很必要的.

大都市治理

由多个城镇组成的大都市地区,其治理模式因国家而异,并呈现出不

同的形式和功能.第一,各个城市可能相对自治,彼此之间的协调很少且

都是自愿性质的.第二,一些城市的组成是混合型的,由许多半自治的地

方自治市和政府组织构成,作为一个大都市共同运作.大都市的每个部分

都负责某些职能,其中一些部分隶属于地区、州 (省)级或国家政府机构

的管辖范围.第三,中央政府和国有企业可通过市政府 (上海)的治理能力

不同来指导城市的整体发展.第四,混合型治理模式赋予大都市政府相当大

的职能权力和自治权 (基多、阿比让).各城市治理模式的差异在于是否设立

正式粮食部门以及是否使用正式和非正式协调机制.协调机制不是静态的,
会随着城镇化、新问题和政治考量而演变 (联合国人居署,２００８).

４２２　计划实施

对利马、内罗毕和上海而言,国家政策、计划和融资对城市粮食体系的发

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城市可以在粮食计划制定的早期阶段使用国家影响型

模式,这一模式会随着城市能力的发展以及粮食干预举措的加强而演变.
以上海为例:政策决策权属于国家,但直辖市政府有变动和试验的空间.

国家优先事项和五年计划为上海市政政策提供战略愿景和指导.市委 (如上海

市农业农村委员会)的技术官员可以起草政策,提交至上海市人大或其常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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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由市人大或其常委会监督实施和对标监测.市政府可以邀请学者、研究

机构和智库来支持政策分析和设计,而工商协会和国有企业董事会可以提供投

资.上海市委和市政府也可以成立领导小组,这是由精选的高级官员组成的非

正式小组,为政策的起草和实施建言献策 (Ahrens,２０１３;KreabGavinAnＧ
derson,２０１３;Miller,２００８;ShanghaiMunicipalPeoplesCongress,２０１０).

另一个例子是肯尼亚,国家权力下放进程将粮食政策实施的责任下沉至内

罗毕郡.郡农业官员负责设计和实施内罗毕城市粮食干预举措,并向国家部委

报告,从而与国家部委计划相关联,为内罗毕获得财政资源.

４３　混合型模式

混合型模式可能会结合纵向治理和横向治理,因为这一模式融合了城市主

导型模式和国家影响型模式.正如第二章所讨论的,混合型模式将强大的市政

部门和民间组织领导力与国家政策、计划规划和财政支持结合起来,并创立专

门的市级粮食部门来主导大型综合计划的实施.

４３１　政策类方法

混合型模式的实施往往以国家支持的城市主导型模式 (或总体规划方法)
为载体.城市粮食计划的规划阶段和完成阶段的特点是,粮食部门在设计和实

施干预举措方面获得了初步经验并形成了基本制度框架,使城市能在复杂的政

治经济中灵活作为并达成积极成果.同时,粮食部门获得了所需的实践经验,
有助于制定更全面和更综合的计划和政策.在许多情况下,除了巴尔的摩的 “巴
尔的摩粮食政策倡议”(BFPI)、首尔的 “粮食总体计划”和温哥华的 “粮食战略”
等旗舰型倡议外,各城市粮食部门还监督城市综合粮食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 首尔２０１７年９月颁布了 «首尔基本粮食条例»,这为其发展可持续粮

食体系和实现所有公民粮食安全的愿景确立了政策框架.该条例由３５条条款

组成,涉及指导原则、市长和公民的职责、粮食总体规划和粮食章程的目标和

作用、粮食政策顾问的职责、不同粮食委员会和分委员会的作用以及结果框架

指标的参数.

• 巴西颁布的开创性 «国家粮食与营养安全政策»使贝洛奥里藏特市开

始参与粮食政策并创建了 “粮食供应秘书处”(SMAB),这一部门是该市所有

粮食相关政策和计划的中心.

４３２　发挥作用的政治因素

城市领导者可以行使政治权力以积极推进城市粮食议程.当他们利用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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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或妨碍城市粮食议程的推进时,例如当市长来自与国家领导人对立的政治

势力时,会出现更具挑战性的状况.在 “纵向分权”情况下,来自执政党的总

统或国家权力行使者可通过各种行政、财政以及政治行动和策略来破坏来自反

对派的市长的努力,以削弱既定规则、做法和权力结构.这些行动可能包括:
咎责市长政绩不佳;剥夺市长权力或分化行政单位 (市政)并由新任命的公职

人员取代;阻止市长的倡议;推迟选举;减少市政府的自治权或免除责任;创

建能被转移或被操纵的不明确或不透明行政责任;取消政府间转移支付或限制

城市征税;延迟外部融资;将施政成果归为己有;转移或下沉新的责任

(Resnick,２０１４,２０１５,２０１８).相反,当市长的政治身份与国家执政党一致

时,城市可能更容易从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和政治支持中受益 (Panday,

２００６).

• 自２００３年以来,温哥华一直致力于支持公正和可持续的粮食体系,粮食

体系相关倡议和基层社区的几十年发展为此建立了基础.２０１３年１月,温哥华

市议会通过了 “温哥华粮食战略”,将所有城市粮食体系问题整合到单一框架内,
包括粮食生产、加工、分销、获取和废物管理.其结果比独立的粮食政策的影

响更深远,并与城市规划与发展的系统性方法更一致,这一方法旨在巩固社会、
经济、环境和卫生健康方面取得的成果 (CityofVancouver,２０１３).

使用混合型模式的城市可成功将粮食政策整合到市政多个部门中.这种将

粮食议题重新融合到其他政策议题的跨部门战略从以下方面受益:市政部门的

干预能力、经验和措施组合,与不同目标群体的关系,以及可能获得部门共同

筹资以成功实施政策和干预措施.这种战略还有助于加强有关城市粮食政策的

共同话语建设.
市级卫生和可持续发展部门一直主导城市的粮食干预举措.卫生部门一直

是许多城市粮食政策的主要合作伙伴和关键切入点,尤其是在以下这些城市:
优先采取干预举措以解决难以获得实惠且有营养食物的城市,以及居民营养不

良 (例如肥胖)和饮食相关疾病 (例如糖尿病)发病率上升的城市.粮食干预

举措可能反映了公共卫生官员在从事卫生、安全和营养工作过程中对粮食问题

的敏感性 (Berg等,２００６;MacRaeandDonahue,２０１３).粮食部门与市级

可持续发展部门的合作为粮食干预举措提供了多元化政策和规划切入点,还

与城市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议程保持一致.粮食体系通过扩大电动汽车 “最
后一英里”粮食配送或太阳能冷链来减少碳排放,这与绿色交通和可再生能

源计划并行不悖.减少粮食浪费的举措与减少垃圾填埋场固体垃圾的可持续

发展计划相一致.创新型城市和城郊农业干预措施有益于绿色基础设施和弹性

生态系统的建设,还有助于可再生水资源和能源领域的发展以及建筑的绿色认

证 (例如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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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关于混合型模式的部分列举了一些城市案例.在这些案例中,各国针

对城市和乡村粮食体系制定和批准了重要的国家政策.巴西和韩国在国家层面

制定了城市主导型粮食政策.例如,韩国农业部通过了有关支持城市农业具体

行动的立法.由巴西卫生部２０１０年制定的 «国家粮食和营养安全政策»和

“国家粮食与营养安全计划”旨在改善巴西人口的饮食、营养和健康,为国家

政府和市政府实施广泛粮食政策和计划 (巴西卫生部,２０１２)提供了权力下放

的整体框架.然而,大多数国家尚未制定与城市粮食议题相关的或针对城市人

口的具体的国家粮食政策.
随着城市粮食议题的扩大和粮食体系工作的加强,制定国家粮食政策是未

来工作的优先事项.与权力下放政策一样,国家粮食和农业政策全面整合的新

愿景为城市提供了更优质指导和政策,这将使大多数城市受益.这些粮食和农

业政策需要具备城市粮食体系的系统性视角.
然而,这样的实例少之又少:国家粮食体系战略或政策具有整体性和系统

性,涵盖整个粮食体系,取得了粮食政策成果 (例如营养食物和可持续性),
还包含粮食体系的相互关系、跨部门和跨政府的参与.

“威尔士粮食战略”(２０１０)就是遵循上述逻辑的一个实例.该战略旨在建

立整个粮食体系的联系和能力,“整合不同的粮食政策 (如营养、食品卫生和

粮食生产),并将粮食政策与其他关键举措 (如废物和能源消耗最小化、可持

续旅游和交通)相关联”(Marsden等,２０００).只有少数国家制定了整体粮食

战略或政策 (其中一些未能成功),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爱尔兰、荷兰和

英国 (Andréea 等,２０１８;Buckton 等,２０１９;Carey 等,２０１５;Cullerton
等,２０１６;EuropeanPublicHealthAssociation,２０１７;AgricultureandAgriＧ
FoodCanada,２０２０;Kenny等,２０１７;Parsons,２０１７).最近,欧盟已朝着

这个方向努力 (DeSchutter,２０１３).

实现跨司法管辖区的协调和支持

混合型模式中的纵向治理可能需要对市级以下政府进行支持和监督,
以便更好地实施粮食干预举措.市级粮食部门也可以支持各级政府制定和

实施政策、计划和投资举措.例如,韩国首尔大都市政府 (SMG)采用双

向纵向治理,有效实施了 “城乡共同繁荣公共膳食服务项目”.首尔大都市

政府确保该项目符合国家政策和规划,确保得到国家政府的政治和财政支

持.首尔大都市政府还与首尔２５个自治区 (即下级政府单位)建立伙伴关

系.首尔大都市政府还与韩国农村地区的地方政府合作,直接采购粮食为

儿童提供优质膳食.这种促进和协调将越来越重要,可将对地域性方法和

未来城乡联系日益增长的关注转化为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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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３　计划实施

使用混合型模式时,计划的实施通常以制定能产生明显政治成效或备受公

众关注的综合型大型计划或政策为特征.贝洛奥里藏特、基多和首尔都在不同

程度上遵循着这些路线,要么起步缓慢并逐步发展,要么利用来自国家、州

(省)和市的资金来制定大型规划.
运行高效的市政机构和跨辖区机制加强了城市采取混合型模式的能力.一

个可提供支持的多方利益相关者组织有助于促进城市遵循这一模式发展.相对

完善的规划、政策和计划框架为城市解决与其计划相关的具体问题奠定了基

础.在某些情况下,城市可能会利用不同来源的融资,从而打造更具弹性的金

融基础.连任市长的持续性政治支持可以促进计划的可持续性.

• 贝洛奥里藏创新型粮食安全政策和计划源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由粮食

与营养安全秘书处 (SMASAN)负责管理,这些政策和计划促进了对粮食体

系的整体思考.该政策和计划将粮食体系的所有方面、组成部分和目的整合到

三个平行且相互关联的计划之下,避免以分门别类的方法解决以下问题:教育

部门的 “为饥饿学生提供食物”,或社会援助部门的 “为亟需之人提供食物”,
或商务部门的 “为消费者提供食物”,或农业部门的 “农民提供食物”.２００４
年巴西 “零饥饿”战略出台后,贝洛奥里藏特与联邦政府进行合作,扩大了这

一计划的实施范围 (Rocha,２００１).

• 基多是另一个示范城市.该市将城市农业与食物权相结合,并将其发

展成为旗舰型项目——— “参与式城市农业计划”(AGRUPAR).基多城区的８
个行政区开展了这一项目,以加强粮食安全并促进粮食加工、获得小额信贷、
微型企业管理和粮食营销.该项目动员地方和国家政府技术部门、大学、民间

组织、私营部门和发展合作伙伴为其提供支持,帮助了１２２５０名农民以及３８０
个社区组织 (联合国粮农组织,２０１４).

重点治理:新出现的问题

什么是跨辖区治理的新切入点? 城市以及州 (省)级和国家政府会针

对粮食问题采用正式的纵向治理机制和结构,但这样的例子很少.随着各

国制定系统性国家粮食体系战略和政策,以及随着城市地区开始更系统地

解决城乡之间日益不固定和不明确的管辖权划分问题,正式纵向治理机制

的相对缺乏将越来越受关注.快速城镇化的大都市面临的这种挑战最为严

峻,尤其是那些以扩张和低密度城市开发为特征的城市周边和郊区.
然而,跨辖区协调需要在政治层面进行.即使市级政府具有某些政治

资源优势,但由于现有机构数量庞大导致难以协调或监督,且可能存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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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权的重叠 (边界纠纷),市级政府可能面临更多困难.跨辖区协调的制度

性激励受某些因素影响,包括是否涉及政府官员、政府机构或 “特殊”机构,
而每个机构的问责模式不同 (Panday,２００６).迄今为止的不同结果表明,
在世界许多地方,跨辖区协调是极少的 (FarvacqueＧVitkovicandKopanyi,

２０１４).这归因于缺乏一种制度或机制的授权以促进跨辖区协调.政策激

励、财政支持、项目连续性和政经支持等因素的缺乏使这一情况更复杂.
未来关于横向治理和纵向治理的工作可能会考量几个新出现的问题:

①对于治理具有多个下属管辖区以及大型城市地区不断扩大的问题,由国

家任命政府官员 (例如阿比让、开罗、拉各斯)来治理大型城市群是否是

更有效的方法? ②加强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和主动性之间是否存在权衡?

③一些城市考虑共享人力资源、机构和治理流程以及农产品干预机制 (规

划、协调和合作结构、促进职能和资源调动),这是否可行? 这种选择可能

最适合那些寻求扩大城乡关联或加深大小城市联系的城市;或与中心城市

(即集合城市)或大都市的郊区合并的城市 (联合国人居署,２００８).

国家影响型治理模式和城市主导型治理模式似乎是城镇启动粮食议题和规

划最实用的可行选择.这些模式要么与国家政府的权力、资源和支持相关联,
要么在可能的情况下以更灵活的方式通过市政部门来实施粮食干预举措.对于

具有人力和财力资源优势的大城市,城市主导型模式可能是可行的,但对于资

源较少的小城市来说可能不太现实.在这两种情况下,可能都需要缓慢发力且

采取力度较小的举措,以找到高效解决方案.同时,还要收集证据、发展关系

和建立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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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城市粮食体系的影响不仅限于粮食,其影响范围也不仅限于城市和城郊地

区:其影响范围涉及地理 (例如城郊的农村地区、城市规划)、部门 (例如农

业、卫生、教育、运输)和其他相关领域 (例如食品安全、安保、营养).城

市粮食体系治理将人类营养与健康、粮食体系韧性、环境可持续性、包容性、
创造就业机会和城市发展等问题结合在一起.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等危机和人口

老龄化趋势使城市粮食体系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了解粮食体系如何运作并寻

求改善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本书聚焦粮食体系和城市发展的一些最新经验.第一,城市粮食体系的有

效治理需要多部门干预.城市粮食体系是影响民生、环境、健康和文化的生态

体系.第二,城市经验表明,创新不仅仅是最前沿技术,它还涉及协助政府和

利益相关方解决社会经济问题,以及提升人力资本的社会创新和体制创新.第

三,案例研究强调了参与式方法以及民间组织和私营部门在治理过程中所展现

的巨大价值和力量.例如,市政府和非正式粮食行业协会之间进行讨论,这是

规划相关举措以改善大部分城市人口的生计和就业、减少贫困以及提升粮食安全

的重要的第一步.第四,一些城市有效将系统性粮食体系视角与务实的问题解决方

法相结合,这样有助于解决棘手的问题,例如改善人类营养和促进地球健康.
在全球发展背景下,不同的工作领域———无论是城市、农业、环境、水资

源等———应考虑如何管理城市粮食体系的不同组成部分.通常,国家各部委中

的独立部门在市级和次国家级治理层面更为一体化 (尤其是在当前危机中).
本书突出了相关规划可以解决的问题的多样性,无论是现代化粮食批发和零售

市场、制定 “城市和城郊农业”计划、加强粮食安全体系,还是了解或形成消

费者偏好和需求.例如,城市可以通过与粮食体系参与者合作以减少粮食浪费

或解决粮食体系韧性计划的脆弱性,从而改善固体废物管理.他们可以促进对

零排放粮食运输的投资,并要求非高峰期交付以减少拥堵和温室气体排放.他

们还可以投资新的卫生和废物管理基础设施,其中包括闭环系统来处理灰水和

固体废物,以用于 “城市和城郊农业”.利用粮食体系视角构建行动框架,可

阐明那些需要综合管理和跨部门协调行动的关注领域.对数据系统改进和粮食

体系分析的投资必须完善运营工作,在计划设计和实施过程中使用快速判断和

深度研究来生成信息.
治理必须包含与政府不同级别 (纵向)部门和跨部门 (横向)合作的方

法,还需要强大的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决定如何采取行动将取决于所选的

治理模式类型:纵向或横向;城市主导型、国家影响型或混合型.每种治理模

式都对资源的获取 (财务和人力)、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程度和类型以及总体规

划过程产生影响.如何促进和实现规划过程会影响既定计划、项目、计划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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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整体可持续性.













 



宣传城市粮食体系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性, 现在正

当时.

国家层面的粮食议程主要由各部委和专门机构负责,而粮食在人口中心地

带的本土生产、分配、消费和处理是地方政府的职权范围.有趣的是,迄今为

止,城市粮食议程的大部分参与和政治动力都集中于城市和大都市层面:市

长、市议会和民间组织.虽然市政府和区政府可能会继续主导城市粮食工作,
但确定最适当的治理干预水平 (城市、大都市、国家、地区、全球)仍将是决

策者在解决城市粮食问题时面临的重要问题.这可以通过严肃的形势评估和体

制评估来得以实现,以确定背景以及随后的城市粮食体系治理最可能的参与水

平和模式 (如第二章所述).一旦决定了干预水平,管理不断演变的城市粮食

政策空间将需要重大的制度转型、创造力和加强型赋能条件 (如 TRANSＧ
FORM 治理框架中的 TＧFORM 赋能因素).

本书中所引用的案例研究的城市,在不同程度上,成功建立了解决城市粮

食问题的制度架构.这些城市在多个领域取得了成效:将粮食纳入市政议程;
建立或强化市级粮食体系治理机构;推动选定主题领域的政策、计划和预算的

制定和批准;建立利益相关者平台;跨部门和各级政府的协调;调动财政资源

并将粮食议题纳入预算;与不同机构合作以获得独立的信息来源.除了达成这

些制度性成就之外,这些制度框架还为各类城市受益者带来了实在的效果.
以本书为基础,近期成果和活动可能有助于在疫情大流行背景下构建城市

粮食体系治理框架,以解决许多结构性粮食体系问题.与其他农业和更广泛的

粮食体系相比,城市粮食体系的被孤立或被弱化情况应随着疫情大流行而停止.
从粮食市场、粮食供应链和消费者粮食需求的变化中可以看出,市政府现在正与

州 (省)政府和国家政府机构和部委密切合作做出决策.这些是粮食体系治理和结

构的巨大变化,或许为一个面临严峻气候挑战的世界呈现了下一阶段的快速考验.
关于城市粮食体系治理的工作是有益的,有助于为我们深入了解城镇化世

界所面临的一系列新挑战,以及城市日益参与粮食体系所提供的机会.联合国

粮农组织和世界银行将在提高城市粮食体系治理的知名度及其与经济发展、减

贫、健康和粮食安全的联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两大机构具有政治、构思和

技术能力,可以在国家层面的经验基础上更进一步,支持各国政府加快建设有

韧性和可持续的城市粮食体系.宣传城市粮食体系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

要性,现在正当时.

６６　

　城市粮食体系治理———当前环境和未来机遇



Adelekan,I,OlajideＧTaiwo,L,Ayorinde,A,Ajayi,D&Babajide,S２０１４Building
Urbanresilience:AssessingUrbanandPeriＧurbanAgricultureinIbadan,Nigeria NaiＧ
robi,Kenya,UnitedNationsEnvironmentProgramme (UNEP)．https://wedocs．unＧ
eporg/bitstream/handle/２０５００１１８２２/９３８７/ＧBuilding_ Urban_ Resilience_ Assessing_

Urban_ and _ PeriＧurban _ Agriculture _ in _ IbadanＧ２０１４UPA _ Spdf? seＧquence＝
３&isAllowed＝y

AgricultureandAgriＧFoodCanada２０２０FoodPolicyforCanada:everyoneatthetable．
GovernmentofCanadahttps://wwwcanadaca/content/dam/aafcＧaac/documents/２０２０Ｇ
０３１１Ｇenpdf

Agrilyst２０１７Stateofindoorfarminghttps://artemisagcom/wpＧcontent/uploads/２０１９/

０６/stateofindoorfarmingＧreportＧ２０１７pdf
Ahrens,N２０１３Chinasindustrialpolicymaking process Washington,DC,Centerfor

StrategicandInternationalStudies
AlcaldíadeMedellín２０１５Plandeseguridadalimentariaynutricionaldelmunicipiode
medellín２０１６２０２８ Medellín,Colombia (alsoavailableathttps://wwwmedellingov．
co/irj/go/km/docs/pccdesign/SubportaldelCiudadano_２/PlandeDesarrollo_０_１５/InforＧ
macinGeneral/Shared％２０Content/Documentos/instrumentos/ps/PLAN _ SEGURIDAD _

ALIMENTARIA_２０１６Ｇ２０２８pdf)．
Anderson,KG２０１３Howpoliciesare “MadeinChina”https://facingchinadotmefiles．

wordpresscom/２０１３/０６/policymakingＧinＧchinapdf
Andrée,P,Coulas,M& Ballamingie,P２０１８Governancerecommendationsfromforty

yearsofnationalfoodstrategydevelopmentinCanadaandbeyondCanadianFoodStudies/

LaRevueCanadienneDesÉtudesSurLalimentation,５ (３):６Ｇ２７https://doiorg/

１０１５３５３/cfsＧrceav５i３２８３
Angel,S,Parent,J,Civco,DL,Blei,A&Potere,D２０１１ThedimensionsofglobＧ

alurbanexpansion:Estimatesandprojectionsforallcountries,２０００Ｇ２０５０Progressin
Planning,７５ (２):５３Ｇ１０７https://doiorg/１０１０１６/jprogress２０１１０４００１

ArboledaＧMontoyaL,ZuletaＧRuiz,C,Ochoa,A,MatuteＧCampozano,M,& VillaＧ
Alcaráz,P２０１３CulturaalimentariaenlazonaurbanadelaciudaddeMedellín,encuＧ
antoapautas,prácticas,creenciasysignifiＧcados Medellín,Colombia,Universidadde

　 ６７



Antioquia

Baker,JL２０１７PhilippinesＧurbanizationreview:fosteringcompetitive,sustainableand
inclusivecities (English)．Washington,DC,World Bank Grouphttp://documents

worldbankorg/curated/en/９６３０６１４９５８０７７３６７５２/PhilippinesＧUrbanizationＧreviewＧfosＧ

terＧingＧcompetitiveＧsustainableＧandＧinclusiveＧcities

Baker,L&deZeeuw,H２０１５Urbanfoodpoliciesandprogrammes:anoverviewInHde

Zeeuw & PDrechsel,edsCitiesandagriculture,developingresilienturbanfoodsysＧ
tems,pp２６Ｇ５５New York,NY,Routledge (alsoavailableathttps://ruaforg/asＧ

sets/２０１９/１１/CitＧiesＧandＧAgriculturepdf)．

BaltimoreOfficeofSustainability２０１３HomegrownBaltimore:growlocalBaltimorecitys
urbanagricultureplanBaltimoreCityPlanningCommissionhttps://www baltimoreＧ

sustainabilityorg/wpＧcontent/uploads/２０１５/１２/HGBＧGrowＧLocalＧFinalＧCoverＧ１pdf

BaltimoreOfficeofSustainability２０２０UrbanagricultureIn:BaltimoreOfficeofSustainＧ
ability [online]．https://wwwbaltimoresustainabilityorg/projects/baltimoreＧfoodＧpoliＧ

cyＧinitiative/homegrownＧbaltimore/urbanＧagricultureＧ２/

Bassarab,K,Santo,R& Palmer,A２０１８Foodpolicycouncilreport２０１８JohnsHopＧ

kinsCenterforaLivableFuturehttps://assetsjhsphedu/clf/mod _ clfResource/doc/

FPC％２０Report％２０２０１８ＧFINALＧ４Ｇ１Ｇ１９pdf

Battersby,J２０１７Foodsystemtransformationintheabsenceoffoodsystemplanning:the

caseofsupermarketandshoppingmallretailexpansioninCapeTown,SouthAfricaBuilt
Environment４３ (３):４１７Ｇ４３０https://doiorg/１０２１４８/benv４３３４１７　

Berg,AD,OstryJD&ZettelmeyerJ２００６Whatmakesgrowthsustained? Washington,

DC,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https://wwwimforg/External/NP/seminars/eng/

２００６/growth/jz２pdf

BlayＧPalmer,A,Santini,G,Dubbeling,M,Renting,H,Taguchi,M& Giordano,

T２０１８Validatingthecityregionfoodsystemapproach:enactinginclusive,transformaＧ

tionalcity region food systemsSustainability,１０ (５):１６８０https://doiorg/１０

３３９０/su１００５１６８０

Boossabong,P２０１８Articulatingpublicagencies,experts,corporations,civilsocietyand

theinformalsectorinplanningfoodsystemsinBangkokInYCabannes&CMarocchino,

edsIntegratingFoodIntoUrbanPlanning,pp６０Ｇ７９London,UCLPress;Rome,FAO．
(alsoavailableathttp://wwwfaoorg/３/CA２２６０EN/ca２２６０enpdf)．

Bourgault,J&Lapierre,R２０００Horizontalityandpublicmanagement:Finalreporttothe

CanadianCentreforManagementDevelopment,theLeadershipNetwork,theFederalReＧ

gionalCouncilＧQuebecandtheÉcoleNationaleDadministrationPubliqueCanadianCentr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http://citeseerxistpsuedu/viewdoc/download;jsesＧ

sionid＝７５６９６８３９０７２C５６８７５５A８BC７７７８C７８A４７?Ｇdoi＝１０１１５５８５０６１&rep＝rep１&

type＝pdf　

６８　

　城市粮食体系治理———当前环境和未来机遇



BrazilMinistryofHealth２０１２PolíticaNacionaldeAlimentaçãoeNutriçãoSecretariade

Atençãoà SaúdeDepartamentode Atenção Básicahttp://１８９２８１２８１００/dab/docs/

portaldab/publicacoes/pnan２０１１pdf

BrendAmour,C,Reitsma,F,Baiocchi,G,Barthel,S,Güneralp,B,Erb,KＧ

H,Haberl,H,Creutzig,F&Seto,KC２０１７FutureurbanlandexpansionandimＧ

plicationsfor global croplandsProceedings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１１４ (３４):８９３９Ｇ８９４４https://doiorg/１０１０７３/pnas１６０６０３６１１４

Buckton,CH,Fergie,G,Leifeld,P& Hilton,S２０１９Adiscoursenetworkanalysis

ofUKnewspapercoverageofthe “sugartax”debatebeforeandaftertheannouncementof

theSoftDrinksIndustry LevyBMC Public Health,１９ (１):４９０https://doiorg/

１０１１８６/s１２８８９Ｇ０１９Ｇ６７９９Ｇ９

Cabannes,Y& MarocchinoC２０１８IntegratingfoodintourbanplanningLondon,UCL

Press;Rome,FAOhttp://wwwfaoorg/３/CA２２６０EN/ca２２６０enpdf

Cai,J,Yang,Z,Liu,S,Liu,M,Guo,H&Du,S２０１１UrbanagriculturedevelＧ

opmentin Minhang,ShanghaiUrban Agriculture Magazine (２５):６０Ｇ６２https://ruＧ

aforg/assets/２０１９/１１/UrbanＧAgricultureＧMagazineＧnoＧ２５ＧRUAFＧ１０Ｇyearspdf

Calancie,L,CookseyＧStowers,K,Palmer,A,Frost,N,Calhoun,H,Piner,A&

Webb,K２０１８Towardacommunityimpactassessmentforfoodpolicycouncils:identifＧ

yingpotentialimpactdomainsJournalofAgriculture,FoodSystems,andCommunity
Development,８ (３):１２３Ｇ１３６https://doiorg/１０５３０４/jafscd２０１８０８３００１

Carey,R,Caraher,M,Lawrence,M,& Friel,S２０１６Opportunitiesandchallenges

indevelopinga wholeＧofＧgovernmentnationalfoodandnutritionpolicy:Lessonsfrom

AustraliasNationalFoodPlanPublicHealth Nutrition,１９ (１):３Ｇ１４doi:１０１０１７/

S１３６８９８００１５００１８３４　

CommitteeonWorldFoodSecurity (CFS)．２０１６Addressingfoodsecurityandnutritioninthe

contextofchanging ruralＧurban dynamics:experiＧences and effective policy approaＧ

chesOEWGonUrbanizationandRuralTransformationhttp://wwwcsm４cfsorg/wpＧconＧ

tent/uploads/２０１６/０２/CFS_ Addressing_FSN_in_the_context_of_changing_rur_urb_

dynamics_experiencepdf

Chappell,MJ２００９Fromfoodsecuritytofarmtoformicidae:BeloHorizonte,Brazils
secretariamunicipaldeabastecimentoandbiodiversityinthefragmentedAtlanticrainＧ

forestDepartmentofEcology & EvolutionＧaryBiology,The Universityof Michigan
(PhDdissertation)http://hdlhandlenet/２０２７４２/６２４１７

Charney,C２００９Politicalwill:whatisit? Howisitmeasured?In:CharneyResearch [online]．

http://wwwcharneyresearchcom/resources/politicalＧwillＧwhatＧisＧitＧhowＧisＧitＧmeasured/

Chung,SA& Olson,PJ２０１９Korea:Foodand AgriculturalImportRegulationsand

StandardsReportpp３４FAIRSAnnualCountryReportNoKS１８５４USDAForeignAgＧ

ricultural Servicehttps://appsfasusdagov/newgainapi/api/report/downloadreportbyＧ

　 ６９

参 考 文 献　



filename? filename＝Food％２０and％２０Agricultural％２０Import％２０Regulations％２０and％

２０Standards％２０Report_Seoul_ Korea％２０Ｇ％２０Republic％２０of_３Ｇ２２Ｇ２０１９pdf

CityofToronto２０１２TorontoByＧlawsand MunicipalCodeIn:CityofToronto [online]．

Toronto, Canadahttps://wwwtorontoca/legdocs/bylaws/lawＧhome/aboutＧbylawsＧandＧ

codehtm　

CityofToronto２０２０TorontoPublicHealthIn:CityofToronto [online]．Toronto,CanaＧ

dahttps://wwwtorontoca/cityＧgovernment/accountabilityＧoperationsＧcustomerＧservice/

cityＧadministration/cityＧmanagersＧoffice/agenciesＧcorporations/agencies/torontoＧpublicＧ

health/

CityofVancouver２０１３VancouverFoodStrategy:BuildingjustandsustainablefoodsysＧ

temsIn:CityofVancouver [online]．Vancouver,Canadahttps://vancouverca/peoＧ

pleＧprograms/vancouversＧfoodＧstrategyaspx

Clark,G,Moonen,T&NunleyJ２０１８MilanscompetitivenessLondon,UrbanLandInＧ

stitutehttps://europeuliorg/wpＧcontent/uploads/sites/１２７/ULIＧDocuments/MilanＧ

Studypdf

Clayton,ML,Frattaroli,S,Palmer,A&PollackKM２０１５Theroleofpartnerships

inUSfoodpolicycouncilpolicyactivitiesPLoSONE,１０ (４):e０１２２８７０https://doi．

org/１０１３７１/journalpone０１２２８７０

Clinton,N,Stuhlmacher,M,Miles,A,UludereAragon,N,Wagner,M,GeorgesＧ

cu,M,Herwig,C& Gong,P２０１８Aglobalgeospatialecosystemservicesestimateof

urbanagricultureEarthsFuture,６ (１):４０Ｇ６０https://doiorg/１０１００２/２０１７EF０００５３６

Coelho,MP,deMagalhães,EP,Pompermayer,MJ&Rocha,VE１９９６Apolítica
deabastecimentoalimentardaprefeituramunicipaldebelohorizonteRiodeJaneiro,IUＧ

PERJ/CEURB/UFMG

ConsejoNacionaldePolíticaEconómicaySocial(CONPES)．２００８PolíticadeseguridadaliＧ
mentariaynutricionalRepúblicadeColombia,PoliticaNacionaldeSeguridadAlimentaria

yNutricional (PSAN)．https://wwwminsaludgovco/Documentos％２０y％２０PublicaＧ

ciones/POL％C３％８DTICA％２０NACIONAL％２０DE％２０SEGURIDAD％２０ALIMENTAＧ

RIA％２０Y％２０NUTRICIONALpdf

Cullerton,K,Donnet,T,Lee,A&Gallegos,D２０１６Exploringpowerandinfluencein

nutritionpolicyinAustralia:PowerandinfluenceinnutritionpolicyObesityReviews,１７
(１２):１２１８Ｇ１２２５https://doiorg/１０１１１１/obr１２４５９

Daigger,G,Newell,JP,Love,N,McClintock,N,Gardiner,M,Mohareb,E,

Horst,M,Blesh,J,Ramaswami,A２０１６ScalingupagricultureincityＧregionsto
mitigateFEWsystemimpactsSchoolofNaturalResourcesandEnvironment,Department

ofCivilandEnvironmentalEngineering,UniversityofMichigan (PhDdissertation)．

DeCunto,A,Tegoni,C,Sonnino,R,Michel,C& LajiliＧDjalaï,F２０１７Foodin
cities:studyoninnovationforasustainableandhealthy production,delivery,and

７０　

　城市粮食体系治理———当前环境和未来机遇



consumptionoffoodincitiesEuropeanCommission (alsoavailableathttps://eceuroＧ

paeu/research/openvision/pdf/rise/food_in_citiespdf)．

DeSchutter,O２０１３Whatistheimpactofgenderdiscriminationontherighttofood?In:

OlivierDeSchutter [online]．http://wwwsrfoodorg/en/gender

DeZeeuw,H,VanVeenhuizen,R& Dubbeling,M２０１１Theroleofurbanagriculturein

buildingresilientcitiesindevelopingcountriesTheJournalofAgriculturalScience,１４９
(S１):１５３Ｇ１６３https://doiorg/１０１０１７/S００２１８５９６１０００１２７９

Dubbeling,M,Santini,G,Renting,H,Taguchi,M,Lançon,L,Zuluaga,J,de

Paoli,L,Rodriguez,A& Andino,V２０１７Assessingand planningsustainablecity
regionfoodsystems:insightsfrom two Latin AmericancitiesSustainability ２０１７,９
(１４５５);doi:１０３３９０/su９０８１４５５

EconomicPromotionAgency,CONQUITO & FAO２０２０How QuitosurbanandperiＧurban

agriculturecontributestotheCOVIDＧ１９responseCityRegion Food System (CRFS)

framework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alsoavailableathttp://wwwfaoorg/inＧaction/foodＧforＧ

citiesＧprogramme/news/detail/en/c/１２７４８２３/)．

Ellen MacArthurFoundation２０１９Citiesandcirculareconomyforfood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 (alsoavailableat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assets/downＧ

loads/CitiesＧandＧCircularＧEconomyＧforＧFood_２８０１１９pdf)．

Emmanuel,B２０１９Communication withBarbaraEmmanuelfromtheTorontoCityFood

Policy

EuropeanPublicHealthAssociation (EUPHA)．２０１７HealthyandsustainabledietsforEuroＧ

peancountries (alsoavailableathttps://euphaorg/repository/advocacy/EUPHA _

report_on_healthy_and_sustainable_diＧets_２０Ｇ０５Ｇ２０１７pdf)．

FAO２００４VoluntaryguidelinestosupporttheprogressiverealizationoftherighttoadeＧ

quatefoodinthecontextofnationalfoodsecurityAdoptedbythe１２７thSessionofthe

FAOCouncilNovember２００４Rome４８pp (alsoavailableathttp://wwwfaoorg/３/aＧ

y７９３７epdf)．

FAO２０１４GrowinggreenercitiesinLatinAmericaandtheCaribbeanRome５１pp (also

availableathttp://wwwfaoorg/３/aＧi３６９６epdf)．

FAO２０１５Quito:GrowinggreenercitiesinLatinAmericaandtheCaribbeanRome (also

availableathttp://wwwfaoorg/ag/agp/greenercities/en/GGCLAC/quitohtml)．

FAO２０１６MovingaheadinthecityregionfoodsystemofMedellin:creationofaninclusive

foodsystemgovernancebodyIn:CityRegionFoodSystemsProgram,FAO [online]

http://wwwfaoorg/inＧaction/foodＧforＧcitiesＧprogramme/news/detail/en/c/４４７３１５/

FAO２０１６SistemasdeabastecimientoalimentarioBasesparalainclusióndelaagricultura

familiarMedellín,Colombia１５８pphttp://wwwfaoorg/３/aＧi５２３９spdf

FAO２０１７Foodinsecurityexperiencescale:Measuringfoodinsecuritythroughpeoples
experiencesRome６pp (alsoavailableathttp://wwwfaoorg/３/aＧi７８３５epdf)．

　 ７１

参 考 文 献　



FAO２０１８Shanghai:ARankingSystemforFoodSafetyMilanUrbanFoodPolicyPactCatＧ

egory:Food Supply and Distributionhttp://wwwmilanurbanfoodpolicypactorg/wpＧ

content/uploads/２０１８/０７/BriefＧ３９ＧShanghaipdf

FAO２０２０CityRegionFoodSystem ToolkitIn:CityRegionFoodSystemsProgramme
[online] Romehttp://wwwfaoorg/inＧaction/foodＧforＧcitiesＧprogramme/toolkit/introＧ

duction/en/

FAO& AfricanUnion (AU)．２０２０Measuresforsupportingdomesticmarketsduringthe
CovidＧ１９outbreakinAfricaRome,FAO６pp (alsoavailableathttp://wwwfao．

org/３/ca８６３６en/ca８６３６enpdf)．

FarvacqueＧVitkovic,CD& Kopanyi,M,eds２０１４MunicipalFinances:A Handbook

forLocalGovernmentsTheWorldBank (alsoavailableathttp://elibraryworldbank．

org/doi/book/１０１５９６/９７８Ｇ０Ｇ８２１３Ｇ９８３０Ｇ２)．

Fjeldstad,OＧH２００６LocalRevenue Mobilizationin UrbanSettingsin AfricaCMIＧChr．

MichelsenInstitute (１５):２８ (alsoavailableathttps://wwwcmino/publications/file/

２３８３ＧlocalＧrevenueＧmobilizatioＧnＧinＧurbanＧsetttingsＧinpdf)．

TheFoodandLandUseCoalition (FOLU)．２０１９Growingbetter:tencriticaltransitionsto
transformfoodandlandusep２３７TheFoodandLandUseCoalition (FOLU)． (also

availableathttps://wwwfoodandlandusecoalitionorg/wpＧcontent/uploads/２０１９/０９/FOLUＧ

GrowingBetterＧGlobalReportpdf)．

FoodDrinkEurope２０１９Data & trendsEU Food & DrinkIndustry (alsoavailableat

https://wwwfooddrinkeuropeeu/uploads/publicaＧtions_documents/FoodDrinkEurope_

Data_Trends_２０１９pdf)．

Forster,T,Santini,G,Edwards,D,Flanagan,K& Taguchi,M２０１５aStrengtheＧ
ningUrbanRuralLinkagesThroughCityRegionFoodSystems PaperforajointUNＧ

CRD/UN HabitatissueofRegionalDevelopmentDialoguep１９UrbanＧRuralLinkagesin

Supportofthe New Urban Agenda,１８ November２０１５ (alsoavailableathttp://

wwwfaoorg/fileadmin/templates/agphome/documents/horticulture/crfs/Strengthening_

Urban_Rural_Linkages_through_CRFSpdf)．

Forster,T,Egal,F,GetzＧEscudero,A,Dubbeling,M& Renting,H２０１５bMilan
urbanfoodpolicypact:SelectedgoodpracticesfromcitiesFondazioneGiangiacomoFelＧ

trinelli,Italy [Cited １ June ２０１７]．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

３０５８００３００_ Milan_ Urban_Food_ Policy_Pact_Selected_Good_Practices_from_Cities

Freishtat,H２０１９BaltimoreFoodPolicyInitiative:AcitycommittedtobuildinganequiＧ
tableandresilienturbanfoodsystem [online]．CityofBaltimorehttps://planning．balＧ

timorecitygov/sites/default/files/BFPI％２０Org％２０Structure％２０２０１９％２０７０pdf

Fridman,J&LentersL２０１３Kitchenasfoodhub:adaptivefoodsystemsgovernanceinthe

CityofTorontoLocalEnvironment,１８ (５):５４３Ｇ５５６https://wwwkpuca/sites/deＧ

fault/files/Kitchen％２０as％２０food％２０hub％２０adaptive％２０food％２０systems％２０governＧ

７２　

　城市粮食体系治理———当前环境和未来机遇



ance％２０in％２０the％２０City％２０of％２０Torontopdf

Gao,Y& WuY２０１７ThestateandsocietyofChina:Acenturylongensembleof “Great
Power”and “NewCitizens”Singapore,Springer

GersterＧBentaya,M,Rocha,C&Barth,A２０１１ThefoodsecuritysystemofBeloHoriＧ
zonteＧamodelforCapeTown? Hamburg,Germany,WorldFutureCouncil (alsoavailＧ

ableathttps://wwwworldfuturecouncilorg/wpＧcontent/uploads/２０１６/０１/２００９_FeasiＧ

bility_Study_Cape_Townpdf)．

Goedde,L,Horii,M& Sanghvi,S２０１５Pursuingtheglobalopportunityinfoodand
agribusinessMcKinsey:Chemicals& AgricultureJuly２０１５Golden,S２０１３UrbanagriＧ

cultureimpacts:Social,health,andeconomic:aliteraturereviewUCSustainableAgriＧ

cultureResearchandEducationProgramAgriculturalSustainabilityInstituteatUCDavis

Governmentof Canada２０２０Canadas health care systemIn:Governmentof Canada
[online]．https://wwwcanadaca/en/healthＧcanada/services/healthＧcareＧsystem/reportsＧ

publications/healthＧcareＧsystem/canadahtml

GovernmentoftheNetherlands２０２０GovernmentpromotessustainablefoodproductionIn:

GovernmentofNetherlands[online]．https://wwwgovernmentnl/topics/food/governＧ

mentＧpromotesＧsustainableＧfoodＧproduction

GovernmentofShanghai２００９Shanghai Municipal Agriculture CommissionIn:Shanghai
China [online]．http://wwwshanghaigovcn/shanghai/node２３９１９/node２４０２５/node２４

１８５/node２４１８７/userobject２２ai１２４３１html

HarvardUniversityLawSchool２０１７Goodlaws,goodfood:puttinglocalfoodpolicyto
workforourcommunitiesFoodLawandPolicyClinic,HarvardLawSchool (alsoavailaＧ

bleathttps://wwwchlpiorg/wpＧcontent/uploads/２０１３/１２/goodＧfoodＧgoodＧlaws_toolＧ

kitＧ１０２３２０１７pdf)．

Hawkes,C& HallidayJ２０１７Whatmakesurbanfoodpolicyhappen:insightsfromfive
casestudiesLondon,UnitedKingdom,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Society (IPES)．
(also available at http://wwwfaoorg/urbanＧfoodＧactions/knowledgeＧproducts/reＧ

sourcesＧdetail/en/c/１０４３６３７)．

Haysom,G２０１５Foodandthecity:urbanscalefoodsystemgovernanceUrbanForum,２６
(３):２６３Ｇ２８１ (alsoavailableathttps://wwwresearchＧgatenet/publication/２７８６６５７０８ _

Food_and_the_City_ Urban_Scale_ Food_System_ Governance)．

Henkes,D２０２０Foodindustryforecast:keytrendsthrough２０２０EmersonClimateTechＧ

nologies (alsoavailableathttps://climateemersoncom/documents/dallasＧ％E２％８０％

９３ＧfoodＧindustryＧforecastＧkeyＧtrendsＧthroughＧ２０２０ＧptＧbrＧ３６３２７７８pdf)．

Hobdari,N,NguyenV,DellErba,S& RuggieroE２０１８Lessonsforeffectivefiscal
decentralizationin SubＧSaharan Africa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African DepartＧ

ment (also available at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DepartmentalＧPapersＧ

PolicyＧPapers/Issues/２０１８/０７/０６/LessonsＧforＧEffectiveＧFiscalＧDecentralizationＧinＧSubＧSahaＧ

　 ７３

参 考 文 献　



ranＧAfricaＧ４５９１２)．

Hodgson,A２０１２A transdisciplinary world modelSystems Research and Behavioral
Science,２９ (５):５１７Ｇ５２６https://doiorg/１０１００２/sres２１５４

Hooghe,L& MarksG２００３Unravelingthecentralstate,butHow? TypesofMultiＧlevel

Governanc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９７ (２):２３３Ｇ２４３http://hooghe

webuncedu/files/２０１６/０９/hooghemarks_unravelingcentralstateapsr_２００３pdf

Hosseinifarhangi,M,Turvani,ME,vanderValk,A&Carsjens,GJ２０１９TechnolＧ

ogyＧdriventransitioninurbanfoodproductionpractices:AcasestudyofShanghaiSusＧ
tainability,１１ (２１):６０Ｇ７０https://doiorg/１０３３９０/su１１２１６０７０

Hou,J２０１８Chinaspovertyalleviationdevelopmenttransitionandexperiencesummary
ChinaPovertyAlleviationExperienceSharingStudycommissionedbytheChinaInternational

PovertyAlleviationCenterBeijingInformationScienceandTechnologyUniversityhttp://

wwwiprccorg/Index/down/id/５３８７html

Hsing,Y２００６LandandterritorialpoliticsinurbanChinaTheChinaQuarterly,１８７:５７５Ｇ

５９１https://doiorg/１０１０１７/S０３０５７４１００６０００３８５

Huang,D,Huang,Y,Zhao,X& Liu,Z２０１７Howdodifferencesinlandownership
typesinChinaaffectlanddevelopment? AcasefromBeijingSustainability,９ (１):１２３．

https://doiorg/１０３３９０/su９０１０１２３

HunterCollege& NewYorkCityFoodPolicyCenter２０１８Nairobiestablishesaframework

fromwhichurbanagriculturecanflourishNewYorkCityhttps://wwwnycfoodpoliＧ

cyorg/１５２１３Ｇ２/v

InformationOfficeofShanghaiMunicipalGovernment２０１６PressreleaseforOctober２７,

２０１６ media briefing by Shanghai Municipal GovernmentIn:Informationofficeof
ShanghaiMuniciplaity [online]．http://enshiogovcn/governmentＧnews/municipal/

２４７１shtml

International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IFPRI)．２０１９２０１９ Globalfood policy
reportWashington,DC,InternationalFoodPolicyResearchInstitute (alsoavailableat

https://ebraryifpriorg/digital/collection/p１５７３８coll２/id/１３３１２９)．

InternationalLabourOffice (ILO)．２００２Decentworkandtheinformaleconomy:sixth
item ontheagendaReport/International Labour ConferenceGeneva,InternatLabour

Offp１２９　

InternationalPotatoCenter２００７Impactsofurbanagriculture:highlightsofurbanharvest
researchanddevelopment,２００３Ｇ２００６Peru,UrbanHarvest (alsoavailableathttp://

cipotatoorg/wpＧcontent/upＧloads/２０１４/０９/００３９５２pdf)．

JácomeＧPólit,D,Paredes,D,Santandreu,A,Rodríguez Dueñas,A& Pinto,N

２０１９Quitosresilient agrifood system,ISOCARP Review １５ RUAF Foundation．

https://ruaforg/document/quitosＧresilientＧagrifoodＧsysＧtem/

Jung,H２０１９UrbanplanningpolicyforrealizingpublicobjectivesthroughprivatedevelopＧ

７４　

　城市粮食体系治理———当前环境和未来机遇



mentinSeoul,Sustainability,MDPI,OpenAccessJournal,１１ (９):１Ｇ１７

Kabeer,N,Milward,K&SudarshanR２０１３Organizingwomenworkersintheinformal

economyGender & Development,２１ (２):２４９Ｇ２６３http://dxdoiorg/１０１０８０/

１３５５２０７４２０１３８０２１４５ 　

Kenny,T,Cronin,M& Sage,C２０１８A retrospectivepublichealth analysisofthe

RepublicofIrelandsFood Harvest２０２０strategy:absence,avoidanceandbusinessas

usualCriticalPublic Health,２８ (１):９４Ｇ１０５https://doiorg/１０１０８０/０９５８１５９６．

２０１７１２９３２３４　

Kerr,G,King,E,KolehmainemＧAitkin,RＧL,Lutz,E,McLean,K,Rondinelli,

D,Sewell,D,Shah,A,DeTommaso,G,Wiest,D,Litvack,J,Seddon,J,

Ahmad,J,Blair,H,Esmail,T,Ford,J,Hofman,B２０００InJLitvack,and

JSeddon (eds)．２０００Decentralizationbriefingnotes (English)．Washington,DC,

WBI working papers, World Bank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

８７３６３１４６８７３９４７０６２３/DecentralizationＧbrＧiefingＧnotes

Kingdon,JW１９８４Agendas,alternatives,andpublicpoliciesBoston,Little,Brown&Co

KPMG２０１６The１３thFiveＧYearPlan:Chinastransformationandintegrationwiththe
worldeconomyOpportunitiesforChineseandforeignbusinesseshttps://assetskpmg/

content/dam/kpmg/cn/pdf/en/２０１６/１０/１３fypＧopportunitiesＧanalysisＧforＧchineseＧandＧforＧ

eignＧbuＧsinessespdf

Krugman,P& Wells,R２００６EconomicsApplicationsin economicsWorth Publishers
(alsoavailableathttps://booksgoogleit/books?id＝lmJQAＧQAAIAAJ)．

Lazarte,M& Méndez,C２０１８FoodsystemassessmentLima,Peru

Leão,MM& Maluf,R２０１２Effectivepublicpoliciesandactivecitizenship:Brazils
experienceofbuildingafoodandnutritionsecuritysystemAbrandhandOxfam

Ledyard,JO２００８MarketFailureInPalgraveMacmillan,edTheNewPalgraveDictionＧ
aryofEconomics,pp１Ｇ５London,PalgraveMacmillanUK (alsoavailableathttp://

linkspringercom/１０１０５７/９７８Ｇ１Ｇ３４９Ｇ９５１２１Ｇ５_１０５２Ｇ２)．

Levenston,M２０２０Nairobiandenvironsfoodsecurity,agricultureandlivestockforumIn:

City Farmer News [online]．http://cityfarmerinfo/nefsalfＧnairobiＧkenyaＧandＧenviＧ

ronsＧfoodＧsecurＧityＧagricultureＧandＧlivestockＧforum

Li,M,Zhang,W& Hayes,D２０１８CanChinasrurallandpolicyreformssolveitsfarmＧ

landdilemma?AgriculturePolicyReviewAmes,Iowa,IowaStateUniversityofScience

andTechnology (alsoavailableathttps://wwwcardiastateedu/ag_policy_review/

article/? a＝７８)．

Li,X２０１７LocalPeoplesCongresslaunchesbudgetreviewsShanghaiDaily,pressreＧ

lease,１３ Februaryhttps://archiveshinecn/district/pudong/LocalＧPeoplesＧCongressＧ

launchesＧbudgetＧreviews/shdailyshtml

Lindell,I２０１０Informalityandcollectiveorganizing:identities,alliancesandtransnational

　 ７５

参 考 文 献　



activism in AfricaThird World Quarterly,３１ (２):２０７Ｇ２２２,DOI:１０１０８０/０１４

３６５９１００３７１１９５９　

LondonSchoolof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２０１６NewurbangovernanceUrbancomＧ

plexityandinstitutionalcapacitiesofcitiesIn:LondonSchoolofEconomicsandPolitical
Science [online]．https://lsecitiesnet/objects/researchＧprojects/newＧurbanＧgovernance

MacRae,R&DonahueK２０１３Municipalfoodpolicyentrepreneurs:apreliminaryanalＧ

ysisofhowCanadiancitiesandregionaldistrictsareinvolvedinfoodsystemchange
TorontoFoodPolicyCouncil,VancouverFoodPolicyCouncilandtheCanadianAgriculture

PolicyInstitute (alsoavailableathttps://wwwcapiＧicpaca/pdfs/２０１３/Municipal_

Food_Policy_Entrepreneurs_Final_Reportpdf)．

Marsden,T,BanksJ& Bristow G２０００Foodsupplychainapproaches:exploringtheir

roleinruraldevelopmentSociologiaRuralis,４０ (４):４２４Ｇ４３８,October２０００https://

onlinelibrarywileycom/doi/pdf/１０１１１１/１４６７Ｇ９５２３００１５８

Mejia,M&Echeverri,J２０１８ACityofLife:MedellínsplantoprotectandpromoteurＧ

banbiodiversityUrbanet,１６ May２０１８ (alsoavailableathttps://wwwurbanetinfo/

medellinＧurbanＧbiodiversity/)．

Meligrana,J,Ren,W,Zhang,Z& Anderson,B２００８PlanningamegaＧcitysfuture:

anevaluationofShanghaismunicipallandＧuseplanTownPlanningReview,７９ (２Ｇ３):

２６７Ｇ２９３ (also available at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２４０８２２２２０ _

Planning_a_ megaＧcitys_fuＧture_ An_evaluation_of_Shanghais_ municipal_landＧ

use_plan)．

Messner,R２０１２LeadingthewayUrbaniteMagazine,９５:７６http://issuucom/urbanＧ

itemagazine/docs/may２０１２

MilanUrbanFoodPolicyPact(MUFPP)．２０１８PolicyBrief,MilanFoodPolicyMilano

FoodPolicy [online](alsoavailableathttp://mediagallerycomunemilanoit/cdm/obＧ

jects/changeme:９４５６５/datastreams/dataStream１１１２１７３１３０８２７９９７/content? １５１８６０７１３１６０５)．

MilanUrbanFoodPolicyPact(MUFPP)．２０１８Quito:participatoryurbanagricultureproＧ

jecthttp://wwwmilanurbanfoodpolicypactorg/wpＧcontent/uploads/２０１８/０７/BriefＧ

２ＧQuitopdf

MilanUrbanFoodPolicyPact (MUFPP)．２０１９TheMilanFoodPolicyPactMonitoring
frameworkMilan Urban Food Policy PactRome,FAO (alsoavailableathttp://

wwwmilanurbanfoodpolicypactorg/monitoringＧframework/)．

Miller,A２００８The CCP Central Committeesleading smallgroupsChina Leadership
Monitor,No２６https://mediahoove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LM２６AMpdf

MinistryofNaturalResources,PeoplesRepublicofChina２０１０Shanghailanduseplanning
masterplan２００６Ｇ２０２０ (inChinese) [online]．http://gmnrgovcn/２０１８０７/t２０１８０７２７_

２１４７６６８html

Misiaszek,C,Buzogany,S& Freishtat,H２０１８BaltimorecitysfoodenviＧronment:

７６　

　城市粮食体系治理———当前环境和未来机遇



２０１８reportJohnsHopkinsCenterforaLivableFuture,DepartmentofEnvironmental

Healthand Engineeringatthe BloombＧerg SchoolofPublic Healthhttps://clf jhＧ

sphedu/sites/default/files/２０１９Ｇ０１/baltimoreＧcityＧfoodＧenvironmentＧ２０１８Ｇreportpdf

Mui,Y,Khojasteh,M,Hodgson,K& RajaS２０１８Rejoiningtheplanningandpublic

healthfields:leveragingcomprehensiveplanstostrengthenfoodsystemsinanurbanversus

ruraljurisdictionJournalofAgriculture,FoodSystems,andCommunityDevelopment８
(B):７３Ｇ９３https://doiorg/１０５３０４/jafscd２０１８０８B００４

Municipalityof MetropolitanLima２０１７Urban AgricultureOrdinanceFrameworkLima,

Peru,MunicipalityofMetropolitanLima (alsoavailableathttps://busquedaselperuaＧ

nope/normaslegales/apruebanＧordenanzaＧmarcoＧdeＧpromocionＧdeＧlaＧagriculturaＧurbaＧordeＧ

nanzaＧnＧ１６２９Ｇ８４４９９８Ｇ１/

TheMunicipalResearchandServicesCenter(MRSC)．２０２０WashingtonCountyProfilesIn:

MRSCLocalGovernmentSuccess [Cited１２March２０２０]．http://mrscorg/Home/ReＧ

searchＧTools/WashingtonＧCountyＧProfilesaspx

TheMunicipalResearchandServiceCenterofWashington２０１９Rolesandresponsibilitiesof

localgovernmentleadersIn:MRSCLocalGovernmentSuccess [online]http://mrＧ

scorg/Home/ExploreＧTopics/Governance/OfficesＧandＧOfficers/RolesＧandＧResponsibilities．

aspx　

TheNationalPeoplesCongress (NPC)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２０１１FoodSafety
Law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In:DatabaseofLawsandRegulations [online]

http://wwwnpcgovcn/zgrdw/englishnpc/Law/２０１１Ｇ０２/１５/content_１６２０６３５htm

Nobrega,C２０１４Can“agroecology”bringfoodsecuritytoLatinAmerica? TheGuardian,

２８July２０１４ (alsoavailableathttps://wwwtheguardiancom/globalＧdevelopmentＧproＧ

fessionalsＧnetwork/２０１４/jul/２８/agroecoＧlogyＧlatinＧamericaＧsmallholderＧfarmers)．

Ola,AE２０１５Perspectivesontheimpactofmodernsocietyontheindigenous/traditional

societyofNigeria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ofScientificResearchJournalofHumanities
andSocialScience,２０ (４):６７Ｇ７４

OrganisationforEconomicCoＧoperationandDevelopment(OECD)．２０１７Thegovernanceof
landuse:policyhighlightsIn:OECD [online]https://wwwoecdorg/cfe/regionalＧ

policy/governanceＧofＧlandＧuseＧpolicyＧhiＧghlightspdf

Orsini,F,Dubbeling,M,deZeeuw,H& Gianquinto,G,eds２０１７Rooftop Urban

AgricultureUrbanAgricultureCham,SpringerInternationalPublishing (alsoavailable

athttp://linkspringercom/１０１００７/９７８Ｇ３Ｇ３１９Ｇ５７７２０Ｇ３)．

Ostrom,E& Ahn,TK２００７Themeaningofsocialcapitalanditslinktocollective
HandbookonSocialCapitalIndianaUniversity,Bloomington,SchoolofPublic& EnviＧ

ronmental Affairs Research Paper (also available at https://ssrncom/abstract＝

１９３６０５８)．

Panday,P２０１４CentralＧLocalRelations,InterＧorganisationalcoordinationandpolicyimpleＧ

　 ７７

参 考 文 献　



mentationinurbanBangladeshAsiaPacificJournalofPublicAdministration,２８:４１Ｇ

５８https://doiorg/１０１０８０/２３２７６６６５２００６１０７７９３１４

Parsons,K２０１７Constructinganationalfoodpolicy:integrationchallengesinAustralia
andtheUKDepartmentofSociology,CentreforFoodPolicy,CityUniversityofLondon
(PhDdissertation)．

PeoplesRepublicofChina２０１６The１３thFiveＧYearPlanforeconomicandsocialdevelopment

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２０１６Ｇ２０２０)．https://enndrcgovcn/policyrelease_

８２３３/２０１６１２/P０２０１９１１０１４８２２４２８５０３２５pdf

Peters,BG１９９８Managinghorizontalgovernment:ThepoliticsofcoＧordinationPublic
Administration,７６ (２):２９５Ｇ３１１https://doiorg/１０１１１１/１４６７Ｇ９２９９００１０２

Pincus,E２０１７UsingdatatoaddresshungerandfoodinsecurityDataSmartCitySoluＧ
tions,６December２０１７[online]．(alsoavailableathttps://datasmartashharvardedu/

news/article/usingＧdataＧtoＧaddressＧhungerＧandＧfoodＧinsecurityＧ１１７８)．

Plunkett,JW２０１９FoodIndustryAlmanacPlunkettResearchhttps://wwwplunkettrＧ

esearchcom/completeＧguideＧtoＧtheＧfoodＧindustryＧfromＧplunkettＧresearchＧ２０１９/PornchaleumＧ

pongP& RattanapanonN２０１５DistributioncenterinThailandBangkok,FoodNetwork

Solution

PugetSoundRegionalCouncil２０２０RegionalFoodPolicyIn:PugetSoundRegionalCouncil
[online]．https://wwwpsrcorg/regionalＧfoodＧpolicy

Quaglia,S& Geissler,JＧB２０１８GreaterMilansfoodscape:aneoruralmetropolisInY．

Cabannes & CMarocchino (eds)Integrating foodinto urban planning,pp２７６Ｇ

２９１Rome,FAOhttp://wwwfaoorg/３/CA２２６０EN/ca２２６０enpdf

Rapp,J２０１７Wayuu hungercrisisrequires OECD intervention,urges Human Rights

WatchTheBogotaPost,２ November２０１７ (alsoavailableathttps://thebogotapost．

com/２０１７/１１/０２/wayuuＧhungerＧcrisisＧrequiresＧoecdＧinterventionＧurgesＧhumanＧrightsＧwatch/)．

Resnick,D２０１４StrategiesofsubversioninverticallyＧdividedcontexts:decentralisationand

urbanservicedeliveryinSenegalDevelopmentPolicyReview,３２ (S１):６１Ｇ８０https://

doiorg/１０１１１１/dpr１２０６９

Resnick,D２０１５ThepoliticaleconomyofAfricasemergentmiddleclass:retrospectand

prospectsJournalofInternationalDevelopment,２７ (５):５７３Ｇ５８７https://doiorg/

１０１００２/jid３１１０

Resnick,D２０１６Strongdemocracy,weakstate:thepoliticaleconomyofGhanasstalled
structuraltransformationIFPRIDiscussionPaper１５７４Washington,DC,IFPRI (also

availableathttp://ebraryifpriorg/cdm/ref/collection/p１５７３８coll２/id/１３０９４９)．

Resnick,D２０１８Is Ghanaseriousaboutdecentralization? In:IFPRI Blog [online]．

https://wwwifpriorg/blog/ghanaＧseriousＧaboutＧdecentralization

Ridde,V２００９PolicyimplementationinanAfricanstate:anextensionofKingdonsmultiＧ

pleＧstreamsapproachPublic Administration,８７ (４):９３８Ｇ９５４https://doiorg/１０．

７８　

　城市粮食体系治理———当前环境和未来机遇



１１１１/j１４６７Ｇ９２９９２００９０１７９２x

Rikolto２０１８Quitosfoodcharter:theresultofcollectiveeffortsFoodSmartCitiesIn:

Rikolto [online](alsoavailableathttps://wwwrikoltoorg/en/news/quitosＧfoodＧcharＧ

terＧresultＧcollectiveＧefforts)．

Roberts,D２０１７Whatis“politicalwill”anyway?ScholarstakeawhackatdefiningitVox,

２４December２０１７https://wwwvoxcom/２０１６/２/１７/１１０３０８７６/politicalＧwillＧdefinition

Rocha,C２００１Urbanfoodsecuritypolicy:ThecaseofBeloHorizonte,BrazilJournalfor
theStudyofFoodandSociety,５ (１):３６Ｇ４７http://wwwtandfonlinecom/doi/pdf/

１０２７５２/１５２８９７９０１７８６７３２７３５? needAcＧcess＝true

Rocha,C&LessaL２００９Urbangovernanceforfoodsecurity:thealternativefoodsystem

inBeloHorizonte,BrazilInternationalPlanningStudies,１４ (４):３８９Ｇ４００

RojasＧValencia,M,Velásquez,MT& Franco,V２０１１Urbanagriculture,usingsusＧ

tainablepracticesthatinvolvethereuseofwastewaterandsolidwasteAgriculturalWater
Management,９８:１３８８Ｇ１３９４https://doiorg/１０１０１６/jagwat２０１１０４００５

RUAFFoundation２０２０Urbanagricultureandcityregionfoodsystems:whatandwhy?In:

RUAF [online] (alsoavailableathttps://ruaforg/urbanＧagricultureＧandＧcityＧregionＧ

foodＧsystems/)．

Santandreu,A２０１８UrbanagricultureinLima metropolitanarea:one (short)stepforＧ

ward,twostepsbackwardsＧthelimitsofurbanfoodplanningInYCabannes& C．MaＧ

rocchino,edsIntegratingfoodintourbanplanning,pp１１７Ｇ１３３London,UCLPress;

Rome,FAODOI:１０２３０７/jctv５１３dv１１２

SasakiAssociates,Inc２０２０AnewmodelforurbanfarmingfortheworldslargestagriculturＧ

al producer and consumer:ChinaSunqiao Urban Agricultural DistrictIn:Sasaki
[online](alsoavailableathttps://wwwsasakicom/projects/sunqiaoＧurbanＧagriculturalＧ

district/)．　

Scherb,A,Palmer,A,Frattaroli,S&Pollack,K２０１２Exploringfoodsystempolicy:

asurveyoffoodpolicycouncilsintheUnitedStatesJournalofAgriculture,FoodSysＧ
tems,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２ (４):３Ｇ１４http://dxdoiorg/１０５３０４/jafscd．

２０１２０２４００７　

Seto,KC,Guneralp,B& Hutyra,LR２０１２Globalforecastsofurbanexpansionto

２０３０anddirectimpactsonbiodiversityandcarbonpoolsProceedingsofthe National
Academyof Sciences,１０９ (４０):１６０８３Ｇ１６０８８https://doiorg/１０１０７３/pnas１２１１６

５８１０９　

ShanghaiMunicipalPeoplesCongress２０１０TheFinancialandEconomicCommittee[online]．

http://wwwspcscshcn/n２３０/n２３４/n２４８/userobＧject１ai３７０２０html

Shanghai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SMPG)．２０１２Twelfth FiveＧYear Plan of

Shanghaisfinancialreform and developmentIn:Shanghai [online]．http://www．

shgovcn/nw２/nw２３１４/nw２３１９/nw２４０４/nw２９３５２/nw２９３５３/u２６aw３０７６９html

　 ７９

参 考 文 献　



Sharit,KB２００５Streetvendorsin Asia:areviewEconomicand Political Weekly,４０
(２２/２３):２５６Ｇ２６４wwwjstororg/stable/４４１６７０５

Shen,R２０１５ShanghaitoimplementfoodtraceabilitysystemIn:ChemLinked [online]．

https://foodchemlinkedcom/news/foodＧnews/shanghaiＧimplementＧfoodＧtraceabilityＧsystem

Shi,G,Jiang,N&Yao,L２０１８LandUseandCoverChangeduringtheRapidEconomic

GrowthPeriodfrom１９９０to２０１０:A CaseStudyofShanghaiSustainability２０１８,１０:

４２６https://doiorg/１０３３９０/su１００２０４２６

Sidaner,E,Balaban,D& Burlandy,L２０１３TheBrazilianschoolfeedingprogramme:

anexampleofanintegratedprogrammeinsupportoffoodandnutritionsecurityPublic

HealthNutrition,１６ (６):９８９Ｇ９９４https://doiorg/１０１０１７/S１３６８９８００１２００５１０１

Sioen,G,Sekiyama,M,Terada,T& Yokohari,M２０１７PostＧdisasterfoodandnutriＧ

tionfrom urban agriculture: A selfＧsufficiency analysis of Nerima Ward,Tokyo

InternationalJournalof EnvironmentalResearchand Public Health,１４ (７):７４８．

https://wwwmdpicom/１６６０Ｇ４６０１/１４/７/７４８

Skinner,C２００８Thestruggleforthestreets:processesofexclusionandinclusionofstreet

tradersin Durban,South AfricaDevelopmentSouthern Africa,２５ (２):２２７Ｇ２４２．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１０１０８０/０３７６８３５０８０２０９０７０９

Smit,W２０１６Urban governance and urban food systems in Africa:Examining the

linkagesCities,５８:８０Ｇ８６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０２６４２７

５１１６３００８３X?via％３Dihub　

Sonnino,R２０１７TheculturaldynamicsofurbanfoodgovernanceCity,CultureandSociety,

１６:１２Ｇ１７https://doiorg/１０１０１６/jccs２０１７１１００１

SouthＧEastAsiaIPRSMEHelpdesk２０１８IPprotectioninthePhilippinesfoodandbeverage

industryASEANBriefing,１１May２０１８ (alsoavailableathttps://wwwaseanbriefＧ

ingcom/news/ipＧprotectionＧphilippinesＧfoodＧbeverageＧindustry/)．

Stamoulis,K&DiGiuseppe,SEconomictransformationandfoodsecurity:spatialand

genderperspectivesRome,FAO (unpublished)．

SustainableDevelopmentCommission２０１１LookingBack,LookingForward:Sustainability
andUKFoodPolicy２０００Ｇ２０１１SustainableDevelopmentCommission (alsoavailableat

http://wwwsdＧcommissionorguk/data/files/publications/FoodPolicy１０_ Report_final_

wpdf)．

Tefft,JF,Jonasova,M,Adjao,RTOA& Morgan,A M２０１７Foodsystemsfor
anurbanizing worldWashington,DC,WorldBank (alsoavailableathttp://docuＧ

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４５４９６１５１１２１０７０２７９４/FoodＧsystemsＧforＧanＧurbanizingＧ

worldＧknowledgeＧproduct)．　

Thebo,AL,Drechsel,P& Lambin,EF２０１４GlobalassessmentofurbanandperiＧurＧ

banagriculture:irrigatedandrainfedcroplandsEnvironmentalResearchLetters,９ (１１):

１１４００２https://doiorg/１０１０８８/１７４８Ｇ９３２６/９/１１/１１４００２

８０　

　城市粮食体系治理———当前环境和未来机遇



TorontoFoodPolicyCouncil(TFPC)．２０１５Torontofoodpolicyarchive:foodpolicydeciＧ
sionsinToronto http://tfpcto/wordpress/wpＧcontent/uploads/２０１５/０５/TorontoＧFoodＧ

PolicyＧArchiveＧSpringＧ２０１５pdf

Toronto MedicalOfficerof Health２０１７TorontoFood Strategy:２０１７Update Report
https://wwwtorontoca/legdocs/mmis/２０１７/hl/bgrd/backgroundfileＧ１０７９５０pdf

TorontoPublicHealth２０１８TorontoFoodStrategy,２０１８Reporthttps://wwwtoronto

ca/legdocs/mmis/２０１８/hl/bgrd/backgroundfileＧ１１８０７９pdf

UNＧHabitat２００８Metropolitangovernance:governinginacityofcitiesInRWarah,ed

Stateof the Worlds Cities ２００８/０９,pp２２６Ｇ２３７London, UK,Earthscan (also

availableat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１１１９２５６２ _ altＧ

１pdf)．

UNＧHabitat２０１５Thechallenge of local government financing in developing counＧ
triesUnitedNationsHumanSettlementsProgrammeNairobi,UNＧHabitat (alsoavailaＧ

ble at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１７３２The％ ２０ChallＧ

enge％２０of％２０Local％２０Government％２０Financing％２０in％２０Developing％２０Countries％

２０_３pdf)．

UNＧHabitat２０１６Urbanizationand development:emerging futuresWorld citiesreport

No２０１６Nairobi,Kenya,UNＧHabitat (alsoavailableathttps://unhabitatorg/sites/

default/files/downloadＧmanagerＧfiles/WCRＧ２０１６ＧWEBpdf)．

UNＧHabitat２０１９GuidingprinciplesandaframeworkforactionfortheurbanＧrurallinkaＧ

gestoadvanceintegratedterritorialdevelopmentExpertGroupMeetinginLaPaz,BoＧ

livia１９Ｇ２０June２０１８SummaryReportNairobi,Kenya,UNＧHabitat (alsoavailableat

https://unhabitatorg/node/１４２３３７)．

UNＧHabitat&UnitedNationsEconomicCommissionforAfrica (UNECA)．２０１５Towardsan
Africaurbanagenda Nairobi,Kenya,UNＧHabitat (alsoavailableathttps://isＧ

suucom/unhabitat/docs/towards_an_africa_urban_agenda_ with)．

UnitedNations２０１６Theworldscitiesin２０１６ Databooklet (alsoavailableathttps://

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publications/pdf/urbanization/the _ worlds _

cities_in_２０１６_data_bookletpdf)．

UnitedNationsCapitalDevelopmentFund (UNCDF)．２０１６ImplementingtheAddisAbaba
Action Agenda and the SDGs:innovative approaches to municipal finance in
LDCsFinancing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OfficeDepartmentofEconomicandSocial

Affairs (alsoavailableathttps://wwwunorg/esa/ffd/wpＧcontent/uploads/２０１６/１０/

brochureＧmＧfＧ２０１６pdf)．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UNICEF)．２０１６Intergovernmental Fiscal Transfers
DRAFTPF４CTechnicalGuidanceNoteSeries,No２

UnitedNationsDepartmentofEconomicandSocialAffairs(UNDESA)．２０１８WorldUrbaniＧ

zationProspects２０１８PopulationDynamicsIn:UnitedNationsDepartmentofEconomic

　 ８１

参 考 文 献　



andSocialAffairs (alsoavailableathttps://populationunorg/wup/)．

UnitedNationsDevelopmentProgramme(UNDP)．２０１９FiscaltransfersinAsia:challenges
andopportunitiesforfinancingsustainabledevelopmentatthelocallevel Bangkok,

UnitedNationsDevelopmentProgramme (alsoavailableathttps://wwwundporg/conＧ

tent/undp/en/home/librarypage/povertyＧreduction/fiscalＧtransferＧinＧasiahtml)．

UnitedNationsIndustrialDevelopmentOrganization (UNIDO)．２０１３Sustainingemployment

growth:theroleofmanufacturingandstructuralchangeIndustrialDevelopmentReport
[Cited２０May２０１７]https://wwwunidoorg/fileadmin/user_ media/Research_and_

StＧatistics/UNIDO_IDR_２０１３_ main_reportpdf

UnitedStatesDepartmentofAgriculture(USDA)．２０２０Agricultureandfoodsectorsandthe

economyIn:USDAEconomicResearchService[online]．(alsoavailableathttps://www．

ersusdagov/dataＧproducts/agＧandＧfoodＧstatisticsＧchartingＧtheＧessentials/agＧandＧfoodＧsecＧ

torsＧandＧtheＧeconomy/)．

VanNieuwkoop,M２０１９Dothecostsoftheglobalfoodsystemoutweighitsmonetaryvalue?

In:WorldBankBlogs [online]．https://blogsworldbankorg/voices/doＧcostsＧglobalＧ

foodＧsystemＧoutweighＧitsＧmonetaryＧvalue

Wang,J&Yao,H２０２０PracticeandexplorationofpropertyrightsystemreformofcollecＧ

tiveeconomicorganizationsinMinhangDistrictTownshipShanghaiRuralEconomy (４):

１７Ｇ１８(alsoavailableathttps://mallcnkinet/magazine/Article/SHNC２０２００４００７htm)．

Weber,CL& Matthews,HS２００８FoodＧmilesandtherelativeclimateimpactsoffood

choicesintheUnitedStatesEnvironmentalScience& Technology,４２ (１０):３５０８Ｇ３５１３．

https://doiorg/１０１０２１/es７０２９６９f

Wikipedia２０２０FoodsovereigntyIn:Wikipedia [online]．(alsoavailableathttps://en

wikipediaorg/wiki/Food_sovereignty)．

WorldBank２０１２Devolutionwithoutdisruption:pathwaystoasuccessfulnew Kenya
(Vol２):MainreportWashingtonDC,WorldBank (alsoavailableathttp://docuＧ

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５３４０７１４６８２７２３６１３９５/MainＧreport)．

WorldBank２０１５Competitivecities:alocalsolutiontoagloballackofgrowthandjobsIn:

WorldBank [online]．https://wwwworldbankorg/en/topic/trade/publication/competＧ

itiveＧciＧtiesＧaＧlocalＧsolutionＧtoＧaＧglobalＧlackＧofＧgrowthＧandＧjobs

WorldBank,FAO&RUAF２０１７UrbanFoodSystemsDiagnosticandMetricsFramework,

RoadmapforfuturegeospatialandbigdataanalyticsWorldBank２５pp (alsoavailableat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８０７９７１５２２１０２０９９６５８/UrbanＧfoodＧsystemsＧ

diagnosticＧandＧmetricsＧframeworkＧroadmapＧforＧfＧutureＧgeospatialＧandＧbigＧdataＧanalytics)．

WorldForumonFoodSovereignty２００１FinaldeclarationoftheworldforumonfoodsoverＧ

eigntyIn:IATP [online]．https://wwwiatporg/documents/finalＧdeclarationＧofＧtheＧ

worldＧforuＧmＧonＧfoodＧsovereigntyＧ０

Yao,S２０００EconomicdevelopmentandpovertyreductioninChinaover２０yearsofreforms

８２　

　城市粮食体系治理———当前环境和未来机遇



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４８ (３):４４７Ｇ４７４
Yokohari,M,Goto,M,Watado,H,Kato,Y,Shiraishi,Y,Yamaguchi,T,KaＧ
to,H,Ito,M,Takeda,N,Iwasawa,M,Sato,K,Yamaguch,T,Kuriaki,

T,NagashimaR& Iida,A２０１８Nerimasurbanagriculture２０１８ Urban Agriculture
WorldSummitPreＧEventHeisei,Japan３０November２０１８

Yuan,Z２００４Landuserightsin ChinaCornellRealEstate Review,３:７３Ｇ７８ (also
availableathttps://scholarshipshacornelledu/cgi/viewcontentcgi? article＝１０８８&
context＝crer)．

Zhang,H,Zhou,LＧG,Chen,MＧN& Ma,WＧC２０１１LandusedynamicsofthefastＧ

growingShanghaiMetropolis,China (１９７９Ｇ２００８)anditsimplicationsforlanduseand
urbanplanningpolicySensors,１１ (２):１７９４Ｇ１８０９https://doiorg/１０３３９０/s１１０２０１７９４

Zhang,Y,Yang,Z& Fath,BD２０１０Ecologicalnetworkanalysisofanurban water
metabolicsystem:Modeldevelopment,andacasestudyforBeijingScienceof TheTotal
Environment,４０８ (２０):４７０２Ｇ４７１１https://doiorg/１０１０１６/jscitotenv２０１００６０１９

Zhu,YＧG,Gillings, M,Simonet,P,Stekel,D,Banwart,S& Penuelas,J
２０１７MicrobialmassmovementsScience,３５７ (６３５６):１０９９Ｇ１１００https://doiorg/１０．
１１２６/scienceaao３００７

　 ８３

参 考 文 献　



案例研究作者

巴尔的摩:

Zhang, F２０１９Urbanfoodsystemsgovernancecasestudy:Baltimore,USAUnpublished
manuscript

贝洛奥里藏特:

Rocha, C２０１９Urbanfoodsystemsgovernancecasestudy:BeloHorizonte,BrazilUnpubＧ
lishedmanuscript

利马:

CastroVerástegui, F２０１９Urbanfoodsystemsgovernancecasestudy:Lima,PeruUnpubＧ
lishedmanuscript

麦德林:

Gómez, A, Carlos, J, Zuluaga Orrego, JRodriguezFazzone, M& RamirezVillada,

R２０１９Urbanfoodsystemsgovernancecasestudy: Medellín,ColombiaUnpublished
manuscript

内罗毕:

Musyoka, P２０１９Urbanfoodsystemsgovernancecasestudy:Nairobi,KenyaUnpublished
manuscript

基多:

Santandreu, A& RodriguezDueñas, A２０１９Urbanfoodsystemsgovernancecasestudy:

Quito,EcuadorUnpublishedmanuscript
首尔:

Lee, C２０１９Urbanfoodsystemsgovernancecasestudy:Seoul,KoreaUnpublishedmanuＧ
script

上海:

Zhang, F２０１９Urbanfoodsystemsgovernancecasestudy:Shanghai,ChinaUnpublished
manuscript

多伦多:

Zhang, F２０１９Urbansystemsgovernancefoodcasestudy:Toronto,CanadaUnpublished
manuscript

８４　

　城市粮食体系治理———当前环境和未来机遇



附录１　规划

必需的知识

(１) 一切取决于背景

国家规划政策框架和规划部门通常为城市制定粮食计划提供指导原则和

总体框架.了解与城市粮食议题相关的国家级行业政策框架,对于保持国

家、州 (省)级和市级层面政策之间的纵向一致性以及部门政策之间的横向

一致性同样重要.服务机构不太可能遵循与自身计划冲突或未参与决策过程

的国家规划和城市规划 (Forster等,２０１５b).城市粮食计划能否成功制定

和实施,还取决于计划所涉议题和干预举措是否符合更广泛的城市需求

(Haysom,２０１５).
国家战略文件还提供了与粮食计划相关的重要背景信息、愿景和目标.例

如,肯尼亚 «２０３０年愿景»中提出的目标就为协调内罗毕的城市规划和粮食

综合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了解国家或城市规划制定过程的步骤和细节,对于有效参与规划工作同样

重要.在北美的一些城市,城市规划和地方用地规划通常由独立规划委员会负

责.委员会主要成员是普通公民,作为地方管理机构 (例如市议会)的咨询机

构,委员会在正式规划的采用和法规修订请求的审查等方面提供决策支持 (哈
佛大学法学院,２０１７).在曼谷,曼谷大都会管理局政策和规划处与高校、规

划领域的专业智库、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民间组织开展合作,共同管理粮食

计划制定过程 (Boossabong,２０１８).基多近期的城市规划以民间组织的积极

参与、基多 «２０４０ 年愿景»和 «基多大都 会 区 发 展 和 监 管 规 划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５)»指导方针为基础,推动了基多农产品战略 (PactoAgroalimentario)
的制定.

(２) 人力资源很重要

在城市规划过程中,与大学、研究机构、城市规划专家、非营利组织和专

业规划智库的合作,可以为粮食部门和其他参与者提供技术支持和专业培训.
为使非专业人士了解流程,并将粮食议题纳入交通和健康等部门的规划中,熟

悉当地城市规划程序的城市规划员的参与或意见非常重要.城市规划既涉及详

细的技术性工作,更深受市级政治的影响,了解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民间组

织的利益和战略,对有效参与城市规划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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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共同愿景和判断性评估是首要步骤

制定关于粮食干预举措的愿景或战略,通常是规划的过程的一部分或规划

前的第一项工作.制定具有远大目标的愿景是市政府阐明其价值观、想法和优

先事项的重要一步.城市可以使用各种术语来命名规划过程的各种产出成果

(例如章程、战略、政策、规划).战略阐明以结果为导向的愿景,而规划则指

出了为实现结果需要采取的步骤.粮食章程展现城市推动粮食政策的制度性意愿,
但不具备约束力.政策通常 (但不总是)从属于战略,为指导决策和实现特定结果

提供明确的原则或声明.一些城市可能会为某个规划单独制定战略文件.

• 多伦多和温哥华制定了综合政策文件,包含战略愿景和原则、总体目

标和行动计划.

• 利马市长将城市和城郊农业作为新型城市发展模式战略愿景的一部分.
利马通过了符合这一愿景的第１６２９号市政法令,定义了城市农业和农业习惯做

法,为利马提供粮食并促进粮食安全 (CabannesandMarocchino,２０１８).
话语和表达是关键.粮食议题能否成功纳入规划文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讨论粮食议题的话语是否与城市目标和优先事项保持一致,以及是否会获得其

他参与者的政治认可.城市和利益相关者用何种话语表述粮食议题,对于建立

粮食体系治理联盟、制定宣传材料以及触达更广泛的受众非常重要.使用特定

术语或传递某些政治信息,可能会促进合作,也可能阻碍合作.城市经验表

明,当人们对如何讨论某个粮食议题形成一致意见时,这种共识就能成为相互

理解和解决难题的基础.

• 在基多,利益相关者争相对粮食政策框架和优先事项施加影响,私营

部门、民间组织和中央政府在是否承认和采用 “粮食主权” “超加工产品”等

表达这一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

• 巴尔的摩的粮食政策部门决定在其旗舰型项目——— “巴尔的摩粮食政

策倡议”(BFPI)中采用去政治化方式处理粮食获取问题,避免与支持该倡议

的任何盟友发生分歧和冲突.虽然 “巴尔的摩粮食政策倡议”借鉴了有关该市

饥饿问题和粮食获取难题的所有研究,但没有详细说明造成这些问题的结构性

原因,也没有对解决粮食获取难题的任何方案进行表态.这一话语策略促使粮

食体系治理联盟成员达成共识.
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对于有效的粮食规划至关重要.在北美从事粮食议题工

作的城市规划者中,近６０％的人强调,在决定是否将粮食议题纳入当地城市

规划时,公民和社区的支持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还强调,民选官员和地

方规划机构对于粮食议题的认识和支持,也发挥重要作用 (Hodgson,２０１２).
例如,巴西在２００１年决定制定的 “城市权”法规,就允许公民参与当地政府

的决策 (联合国,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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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性评估影响深远.判断性评估可以为计划的制定提供极大助力,在考

虑某些关键议题是否纳入计划时,这些评估能够为决策提供相关信息和分析支

持.这些评估也能为后续的监测与评估工作收集基础信息.系统性和包容性的

评估过程有助于粮食体系内不同视角观点的制度化,也为梳理粮食计划的逻辑

以及相互关联的各职能部门、各参与者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提供了有用的思考

框架 (CabannesandMarocchino,２０１８).
(４) 细节决定成败

无论是学术上还是实践中,城市发展规划都是一个范围宽广、发展成熟的

领域.在城市发展规划领域浩如烟海的概念和工具中,有一些也同样适用于粮

食规划的讨论.
时间连贯性.粮食计划按照时间跨度可以分为短期、中期或长期计划.为

加强粮食干预举措的可持续性,并避免因政府换届导致计划停滞或被搁置,城

市可能需要考虑更长的规划周期,以超越政治周期或选举周期 (DeCunto,

２０１７).将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分解成更直观明了的行动,与政府官员的中短期

优先事项或任期保持一致,也是可取的做法 (联合国人居署和非洲经济委员

会,２０１５).不过,时间跨度更长的规划周期可能有助于调动更具可预测性的

融资规模 (Resnick,２０１６),并为计划的实施和政策的推行提供更为充裕的时

间,以应对四到五年内无法解决的问题 (HawkesandHalliday,２０１７).
确定合适的范围和重点.粮食计划必须在广度和深度之间找到平衡;这通

常是城市粮食干预早期的难点 (CabannesandMarocchino,２０１８).虽然更为

深度的干预举措在制定、筹资、执行方面可能更加现实可行,但一些城市提倡分

散式规划,避免将所有精力和资源集中在某个时下热门的领域.着手多个领域的长

期规划能获得更加广泛的群众支持,也更有可能得到下一届政府的支持.
聚焦管辖权.由于粮食计划是在特定管辖区内 (例如市、大都市区、县)

制定的,其目标、组成和举措也自然应与管辖区的授权和职能保持一致.在东

亚,人口超过１０万的城区中有６０％由单一管辖区管辖 (Baker,２０１７).在跨

辖区 (例如市和县)规划中,规划制定者必须注意规划活动与目标管辖区之间

的一致性.覆盖大都市区和城郊县域的多辖区规划似乎也与许多粮食体系议题

(例如土地使用、粮食供应、城市和城郊农业)密切相关.例如,贝洛奥里藏

特在改善 “粮食获取”方面所作的努力便源于将粮食需求与其他成果联系起来

的规划,并最终将一体化的粮食体系愿景落地为多个领域的务实举措.跨辖区

的规划流程整合工作可以从其他可能涉及粮食议题的服务行业着手,如交通、
健康、教育等.

(５) 确定促进有效实施的条件

需要找到促进或阻碍粮食计划有效实施的条件.谁有能力执行这些规划?

　 ８７

附录１　规划　



粮食问题应纳入整体规划还是单独制定粮食规划? 经验表明,一开始制定粮食

计划时,往往面临能力不强、资金不足、对规划过程不够熟悉等问题.因而,
在早期阶段,最好优先将粮食干预举措纳入市政部门规划或城市发展规划中,
推迟制定全面粮食计划,待粮食部门提升专业能力和完善制度机制后,再推进

粮食议程.

　　土地利用规划:
内在联系和影响

何为土地利用规划?
土地利用规划和区划是重要的城市规划工具,对城市和城郊地区的粮食干

预具有重大影响.这些规划会影响粮食市场、粮食加工和农产品园区的用地情

况,并对城市和城郊农业工作和绿地森林保护工作进行管理,以期实现生态多

样性、洪水管理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Clinton等,２０１８).将土地利用规划用

于粮食干预工作是相对新颖的领域,因此相关实证经验非常有限 (Cabannes
andMarocchino,２０１８).虽然 “土地利用规划”常常与 “城市规划”混用,
但土地利用规划通常是综合城市规划的一部分,制定土地利用规划的目的是梳

理和规范政府管辖范围内的土地利用和管理情况,促成积极的社会、环境成

果,实现高效的资源利用.综合性或战略性土地利用规划是一套广泛的政策,
指导地方政府辖内土地未来的开发利用工作.区划条例和区划地图则明确规定

了土地所有者如何在符合综合土地利用规划要求的前提下使用和开发自家土

地,同时确保遵守联邦、州、地区等多个层面的法律法规.按照各区域土地的

当前用途和潜在用途,区划将城市或城镇划分为具有特定土地用途的区域.总

体而言,某些土地用途具有互斥性,这些土地功能确实需要安排在不同的区划

中去实现.一些规划工作人员在打造公共领域空间时,引入了灵活的激励工

具,对促进实现公共目标 (如建设改善城市环境的公共设施)的私营部门 (例
如开发商)进行补偿或奖励 (Jung,２０１９).

将土地利用规划用于城市粮食干预的切入点

城市已使用用地监管工具来推进城市粮食干预.以下是在六个农产品领域

中运用土地利用政策和规划的实践经验.
(１) 防止农用地变为城市用地的规划和法规

２０００—２０３０年,全球城市用地面积预计将增加两倍 (Angel等,２０１１;

Seto等,２０１２),预计到２０３０年,全球农田面积将因此减少１８％~２４％.
其中,８０％的农田面积缩减将发生在亚洲和非洲,这些缩减的农田粮食产出效

率是亚非各国平均水平的两倍还多,按２０００年的产出水平测算,其粮食总产

量占全球产量的３％~４％ (BrendAmour等,２０１７).各国政府已纷纷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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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保护粮食生产用地.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国家,各国政府通

过农业和土地使用政策 (财政激励或监管监督)来解决农田转用问题,不过各

部门和各级政府之间缺乏统筹协调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２０１７).
(２) 促进城市和城郊农业的用地法规

农业用地区划是政府保障农业用地的一项措施,有助于确立和维持城市和

城郊农业的经济活动定位及农业生产者的专业人员地位.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一

项调查发现,在大多数城市,城市和城郊农业通常被排除在城市土地利用规划

和管理之外,或未被明确纳入规划 (联合国粮农组织,２０１４).例如,在基多,
城市土地利用规划并未明确认可城市和城郊农业这一概念.鉴于 “参与式城市

农业计划”(AGRUPAR)在基多大都市区取得的成就,这着实令人吃惊.如

今,新粮食政策的制定工作面临着挑战,因为需要在更大的 “城市—区域”层

面和不同管辖区间开展工作 (BlayＧPalmer等,２０１８).区划和其他用地法规影

响着城市和城郊农业的形式和实践,城市和城郊农业可能不会被视为土地使用

类别,农业活动和相关商业活动的开展也在大多数区划中受到限制.这些区

划和其他用地法规已经有点过时,无法涵盖在 “屋顶农业” “楼内农业”或

“地下农业”等新形态的城市和城郊农业实践.２０１１年,利马市长将城市和

城郊农业纳入战略愿景,此举推动了用地条例的修订和 “大都市区城市农业

规划”的出台.２０１６年,巴尔的摩规划部发起 “改造巴尔的摩”倡议,重新

制定该市的区划法规.新规给出了城市和城郊农业、社区公共空间的定义和使

用标准,城市和城郊农业、社区公共空间没有作为土地用途出现在此前的区

划中.
(３) 促进粮食市场发展的用地法规

用地法规对于创建多样化的零售 “粮食格局”至关重要,其施加影响的方

式有两种:一是支持小型的独立粮食商店和餐馆;二是限制大型商超或连锁店

的粮食生意.区划法规和授权许可程序会影响城市粮食市场的准入,有时还会

形成准入壁垒.区划法规和授权许可程序也决定了何种市场主体可以在居民区

建立生鲜农产品市场或设立摊位.城市对粮食供应商的授权许可 (如豁免许可

费用),将影响服务不充足社区内市场或摊位的设置.严格意义上说,规划决

策由规划部门作出.不过,开发商、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市场研究人员、物业

公司和租赁公司、零售商和供应商在塑造城市零售格局方面也发挥着关键作

用.他们对规划过程的影响力推动了许多国家超市和购物中心的快速扩张,这

通常不利于非正式粮食部门的发展,也不利于依赖小商贩、小商店和小餐馆获

取食物的低收入消费者群体 (Battersby,２０１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建议各

国政府禁止那些扼杀竞争和限制特定活动用地的私人用地契约 (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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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促进环境服务和生物多样性的土地利用规划

城市还需关注城市和城郊地区的农田、森林和绿地提供的各种环境效益和

生态服务,可以利用空间规划和跨辖区统筹协调的手段,善用区划、地役权和

公共信托等工具,来开展生态系统服务管理工作.２０１０年,哥伦比亚麦德林市

采用新方法进行生物多样性管理和保护,启动了全国首个城市生物多样性地方

行动计划.麦德林在２０１４年对土地利用规划进行了调整,以支持配合这一战略

行动,并让多个利益相关者参与进来.利马市政府通过第１６２９号法令,批准了

大都市环境政策,作为可持续城市发展总体战略愿景的一部分.第１６２９号法令

作为激励机制,鼓励开展以下行为:①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天台、墙壁、学

校、住宅和生产性绿地上开辟菜园;②对城市农业中产生的固体和液体废物进

行处理和再利用.经由第１６４０号市政法令批准的 “大都市区环境议程”将城市

和城郊农业纳入其目标,以保护为城市提供生态服务的城市山谷,并通过实行

可持续城市农业来保护和增加生产性绿地. “协同发展计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
将城市和城郊农业纳入城市规划工具之中,设定了人均绿地面积以及保护和维

持南部农业山谷等战略目标,并将城市和城郊农业纳入绿地和城市公共空间,
作为提高利马人民生活质量的一项战略 (CabannesandMarocchino,２０１８).

(５) 促进营养食物环境创设的用地法规

北美城市广泛使用区划来规范土地开发,以保护健康、福利和整体福祉.
他们开创性地提出了 “健康粮食区划”,鼓励创造更健康的粮食环境,尤其是

在学校周围和服务不足的社区.城市以不同策略和抓手来吸引和激励私营部门

参与实现这一目标.一些城市在区划中对快餐店的位置和数量作出规定,特别

考虑了快餐店与学校的距离.城市可能会根据快餐店对市容市貌、交通情况产

生的影响等因素制定快餐店法规.城市还可能寻求通过商业许可法规来限制某

类餐馆的开设.此外,城市可以通过区划和许可的手段建立果蔬市场,促进新

鲜果蔬的销售.
(６) 将农产品视角引入混合用途城市开发模式

涵盖住宅、商务、粮食和天然景观的混合用途开发模式可能为在城市空间

中引进粮食干预举措提供机遇,在就业和包容性、气候变化、绿色增长和粮食

体系韧性等议题越来越重要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许多欧洲城市制定了综合土地

利用规划,将社区花园与住房、教育、自然保护和生物多样性等多方面考量结

合起来;中国的城市内有农业园区或绿化带;世界各地的房地产开发商正在将

城市和城郊农业的理念整合到住宅开发和农舍建设过程中,使居住者能够参与

农业生产或者从新鲜的农产品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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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２　财政

城市为粮食干预举措的实施提供多种来源资金,包括市政预算、国家和省

级拨款、慈善基金会和合作伙伴的捐款,以及公共投资基金、公私合作伙伴关

系和其他各种融资工具,如债务融资、混合融资、气候融资等.这些资金可用

于为市政府人力资源职位提供薪资,支付项目运营成本和支持投资.城市融资

策略因粮食体系治理模式 (城市主导型、国家影响型或混合型)而异,并受城

市规模和财富、国家宪法规定、法律和监管框架、更广泛的治理体系 (例如联

邦制、单一制)和权力下放程度的影响.
地方政府通常依靠三类资金来源:①地方税收、罚款和使用费;②中央和

州 (省)政府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③地方政府的借贷等.除了中等收入和

高收入国家的大城市外,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是世界上大多数地方政府使用的

主要融资来源.这种转移支付用来补充地方收入不足,因为税收基础薄弱的地

方政府无法支付经常性或资本性支出.政府间财政转移有多种类型,其中一些

财政转移是无条件的和透明的.在许多国家,财政转移通常是有条件的,专门

用于特定项目.某些国家可能会使用基于政绩的拨款和补贴,有时可通过竞争

或收支匹配程序获得资金 (UNＧHabitat,２０１５;Fjeldstad,２００６;Hobdari
等,２０１８;UNCDF,２０１６;UNICEF,２０１６;FarvacqueＧVitkovicandKopaＧ
nyi,２０１４).

在国家影响型治理模式下,城市粮食计划通常通过国家部委办公室来获得

中央政府预算.城市主导型粮食计划虽然无法快速获得国家资金,但市政部门

预算、慈善基金会和发展合作伙伴调动资源均能为城市提供融资机会.更成熟

的城市主导型粮食计划和混合型粮食计划受益于国家、省、市和部门财政转移

的融合.若要获得市、省级和国家预算,新制定的粮食干预举措和计划可能需

要一定时间,这取决于粮食部门与市长办公室、市议会、其他市政部门以及国

家或省级官员合作的能力.下面讨论的机会主义方法在粮食计划实施的早期阶

段尤为重要.
发展合作伙伴

开发合作伙伴的融资能促进对城市粮食计划的投资.基多实施 “参与式城

市农业计划”(AGRUPAR)的先决条件是,这一试点项目作为对基多市政府

融资和投资的补充,得到了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的财政支持 (联合国粮农

组织,２０１５).联合国粮农组织在评估利马、麦德林和内罗毕的融资能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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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发挥了类似的促进作用.积极加入全球城市网络、伙伴关系、各类协定和

国际平台使世界上许多城市从中受益,还有助于调动资金以及加强技术援助、
相关培训和分析工作.

市级和省级经济开发企业

许多城市利用国有企业或公私合营性质的经济开发企业为创新型粮食规划

融资.城市发展公司 (EDU)是一家经济开发公司,凭借从麦德林市属公用

事业公司所获得的利润,为城郊低收入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并为粮食安全项目

提供资金.通过参与式开发模式建立信任和促进社区参与,城市发展公司与麦

德林市 “绿带”倡议一起资助了生态花园项目,以便获得土地和为单身母亲提

供培训.基多的经济开发署 (CONQUITO)实施 “参与式城市农业计划”并

资助创新生产活动和微型企业服务,以创造就业机会和公平财富.巴尔的摩城

市发展公司的 “粮食沙漠零售战略”为食品店提供相关支持,为严重缺乏零售

业的街区提供发展动力.
从地方政府、 省级政府和国家政府获取融资

城市从市级预算、州 (省)级或国家政府转移资金中获得最大份额融

资,还使用不同的财政来源为各类粮食计划获得融资.贝洛奥里藏特受益于

权力下放,实行了巴西学校供餐计划.该计划由巴西联邦政府教育部资助,
基础设施和人员的成本由市政府承担.联邦立法要求将３０％的资金用于从

小型家庭农场采购.由于贝洛奥里藏特增加了具有竞争力的本地采购,从而

降低了采购价格以及运输和分销成本,节省了大量开支.贝洛奥里藏特

１９９５年推出了由 “粮食供应秘书处” (SMAB)管理的１７８０万美元粮食预

算,其中４６％来自联邦政府财政转移 (大部分用于学校供餐),４５％来自市

政融资,剩余９％来自该市餐厅和食品篮子计划收入以及粮食市场的许可

费.１９９５年,该市８００万美元的市政融资占市政预算的１６５％ (Coelho等,

１９９６).１９９８年,市政粮食支出占城市预算的０９５％;粮食计划收入占城

市粮食总预算的１１％.
在首尔,大都市政府预算的９个市政部门和２个机构为 “粮食总体规划”

提供资金.同样,对于学校供餐计划,首尔市教育局、首尔大都市政府和其所

管辖的２５个自治区的预算分别为该计划提供５０％、３０％和２０％的资金.韩国

国家政府３３０万美元的配套基金资助了校餐管理支持中心的建设与管理.多个

市政部门的融资为基多的 “参与式城市农业计划”提供财政支持.
获取私人资本

城市开始调动各种私人资源为粮食计划提供融资.为保持与城镇化、不断

发展的粮食体系和消费者粮食需求的步伐一致,城市需要建设必要的现代化粮

食基础设施并为农产品企业融资.市政债券、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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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主权财富基金、混合金融模式以及绿色和气候融资只是资本来源的一小部

分.使用不同方法获取相关融资工具,进而为基建项目提供公共投资,带来土

地增值.这些融资工具的使用需要得到持续的技术支持.
调动资源支付薪资

城市主导型模式在粮食计划实施早期阶段所面临的挑战在于,能否确定

资金来源以便为人力资源职位提供资金.筹集资金需要了解政府的运作方

式,还要有能力应对以下方面:提出问题和设计举措以满足资金提供者利

益、与不同的公私部门和民间组织建立合作关系、驾驭复杂的社会和制度环

境.通过从微处着手,城市可以利用机会之窗取得粮食计划实施早期阶段成

果,从而推动粮食计划取得成功.与市长办公室和市议会保持定期沟通和合

作,这对于使粮食干预举措与政治优先事项、预算和现有计划保持一致非常

重要.
巴尔的摩粮食计划启动阶段的融资来自四位资金提供者,巴尔的摩社区基

金会 (BCF)作为这笔融资的财政代理,为可持续发展办公室的政府承包商职

位提供薪资.在一年内,该承包商成为了城市雇员,不再依靠补助金来获取

薪资.这笔种子资金使新建的粮食部门能启动粮食干预举措,进而促成了

“巴尔的摩粮食政策倡议”(BFPI).发起该倡议的五位员工中,三位由市政

府提供薪资,其余两位的薪资来自捐款.巴尔的摩社区基金会的可持续粮食

基金仍然是巴尔的摩的强大资金来源,为额外的人员配备、计划和政策提供

财政支持.
从１９９１年到１９９８年,多伦多粮食政策委员会每年从安大略省获得２２万

美元的联合资金,从其他来源筹集超过７００万美元的资金,这些资金都用于社

区粮食项目.自２０１０年以来,“多伦多粮食战略”已能利用慈善基金会和省政

府的资金来实施多项粮食干预举措.在温哥华粮食政策委员会的启发下,温哥

华用温哥华基金会５０％的配套资金投资于绿色倡议 (MacRaeandDonahue,

２０１３).多伦多市公共卫生部门为多伦多粮食战略主管职位提供５０％的资金,
其余５０％来自使用费和其他市政部门捐款.多伦多市公共卫生部门的融资,

７５％来自安大略省政府,２５％来自多伦多市政府.
案例研究表明,利用地方政府现有工作人员或部门专家来设计和实施粮食

干预举措是有效的,如实行权力下放的内罗毕.
未来的挑战

展望未来,在小型城镇、二线城市和县城实施成功的粮食计划,需要有效

的财政分权和加强公共财政机制,以改善税收、支出管理和跨政府转移支付系

统.基础服务的支付能力有限、税基薄弱、财政部门不成熟、地籍系统薄弱以

及庞大臃肿的非正式部门等因素加剧了地方政府所面临的挑战.明确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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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和获取融资对粮食计划的成功至关重要,无论是国家政府将权力和资金转

移到地方政府还是国家政府只转移责任但不转移决策权 (UNＧHabitat,２０１５;

Fjeldstad,２００６; Hobdari 等,２０１８; UNDP,２０１９; UNCDF,２０１６;

UNICEF,２０１６;FarvacqueＧVitkovicandKopanyi,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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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３　城市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１　美国巴尔的摩

概要

通过严谨的分析并借助绘图工具,制定和实施全面、协调的粮食体系治理

方法,旨在解决以下问题:健康状况不佳,难以获得负担得起的营养食物.

人口 (城市):
城市面积:
城市类型:

城市粮食部门归口:
领导人:

城市 GDP:
粮食政策开始实施时间:

概览

• 城市主导型粮食体系治理模式.

• 粮食获取、粮食不安全作为切入点.

• 三级治理方法:①政府间合作;②社区组织联盟;③居民顾问小组.该方

法在２０１６年赢得了 «米兰城市粮食政策公约»(MUFPP)的认可.

• 公平视角下的居民驱动型政策:巴尔的摩有意承认并试图理顺结构性种族

主义与粮食获取之间的因果联系,寻求在居民驱动层面上以公平视角来

制定和实施政策.

• 支持共同愿景的数据:巴尔的摩通过绘制粮食环境地图这一方式促进了

“粮食获取”这一概念的普及,此地图突出了整个城市的 “粮食沙漠”.
绘图已被用作政策工具,可促进当选官员之间形成对粮食体系治理的

共识.
关键特征

５９３４９万 (２０１９年)

２３８４平方千米 (２０１０年)
市政府

规划部

当选市长

２０５０亿美元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０年

　　注:“粮食政策开始实施时间”是指市政府、民间组织和私营部门开始加大力度参与解决粮食问题

的大致日期.

巴尔的摩因先进和灵活的粮食体系治理方法而享誉国际 (Messner,

２０１２).分析表明,该市着手解决粮食获取和粮食不安全问题;聘请了美国首

批粮食政策主管中的一位主管;发起了 “巴尔的摩粮食政策倡议” (BFPI);
继续完善政府和社区组织之间的协作结构.该市采取城市粮食政策和治理的综

合方法,来解决居民健康状况不佳和难以获取粮食的问题,并借助粮食体系绘

图工具获得信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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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和治理

巴尔的摩市的粮食计划逐步发展完善,通过非正式程序,在民间组织和市

政部门之间成立工作协作小组,动员参与者并启动粮食干预措施.２００９年,
巴尔的摩市长召集成立了一个 “粮食政策任务小组”,小组由市卫生专员、
市规划部主任以及来自公共部门、食品零售、高校和民间组织的其他代表组

成,致力于改善巴尔的摩严峻的粮食状况.小组发布了一份报告,包含了解

决健康和可持续粮食问题的十大目标.巴尔的摩认识到,粮食问题无法仅靠

一家政府机构牵头就能解决,鉴于此,２０１０年该市设置了粮食政策主管这

一职位,此全职岗位主要负责利益相关者的能力建设并促进跨部门协作.此

外,巴尔的摩市规划部可持续发展办公室的职能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跨部门

协作.这种协作加深了市长、市政部门与 “巴尔的摩粮食政策倡议”之间的

联系.
粮食政策主管到职后的首要行动是发起 “巴尔的摩粮食政策倡议”,这

是巴尔的摩市规划部、市可持续发展办公室、市卫生部和巴尔的摩发展公司

之间的跨部门协作.立足系统全面的粮食体系治理方式, “巴尔的摩粮食政

策倡议”能够推动相关规划. “巴尔的摩粮食政策倡议”如同一家 “政策商

店”,通过市、州和联邦政府的政策调整,为应对该市的粮食挑战提供政策

方案 (Freishtat,２０１９).该倡议也有助于就粮食问题和粮食议程可持续性

开展频繁互动交流.巴尔的摩随后还成立了 “粮食政策行动联盟”,为相关

组织和机构加入 “巴尔的摩粮食政策倡议”提供机会.２０１６年,该市成立

了居民粮食公平顾问小组,保障居民能更好地发声.这种结构使巴尔的摩能

够灵活应对不断变化的需求,并通过利益相关者的广泛参与来完善粮食

体系.
在 “巴尔的摩粮食政策倡议”下,大量相关工作已经启动.一方面,这些

工作影响了巴尔的摩所在州和联邦政府的相关政策;另一方面,这些政策也将

会影响巴尔的摩.在州政府层面,相关立法允许巴尔的摩进行税收抵免,确保

在更大的拨款范围内为巴尔的摩优先事项提供资金,并将粮食获取这一优先事

项纳入更宏大的法案之中.在联邦政府层面,巴尔的摩促进了 “补充营养援助

计划”等项目的实施和一个试点项目的创建.这一试点项目允许零售商接受在

线支付购买粮食,巴尔的摩是首批试点城市之一.
巴尔的摩是最早签署 «米兰城市粮食政策公约» (MUFPP)的城市之一,

并于２０１６年因其三层治理方法———政府间合作、社区组织联盟、居民顾问

小组———荣获 «米兰城市粮食政策公约»治理奖.该方法的工作原理如下:
“巴尔的摩粮食政策倡议”促进机构间相互协作 (由３个关键机构的５名工

作人员组成)以发展战略伙伴关系,同时向１５家机构提供技术援助,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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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也参与粮食体系政策、战略和计划的实施. “粮食政策行动联盟”是巴

尔的摩版本的粮食政策委员会,由巴尔的摩６０个利益相关者社区组织组成.
“粮食政策行动联盟”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就 “巴尔的摩粮食政策倡议”
提出政策议题、问题解决方案并制定议程.此外,该联盟还发挥着联络机制

的作用.

２０１６年,巴尔的摩建立了一个由１６名居民粮食公平顾问组成的小组,向

协作治理迈出了重要一步 (QuagliaandGeissler,２０１８).这些顾问作为社区

联络员,为当地政策的制定引入公民呼声和生活体验.这些顾问都是当地居

民,定期与 “巴尔的摩粮食政策倡议”团队会面,为街头小店、粮食和公共

住房等政策问题带来民众呼吁和底层真相. “巴尔的摩粮食政策倡议”团队

制作简报,协助顾问小组履行职责,并为顾问付出的时间和专业知识支付报

酬.顾问小组有机会向包括市长和市议会在内的市领导层提出建议,并让

“巴尔的摩粮食政策倡议”发挥应有作用.由于顾问小组 “小型食品零售策

略”的建议,“健康食品优先领域基金”被纳入 “巴尔的摩粮食政策倡议”
框架下进行管理.

方法

政策规划

巴尔的摩有效利用机会主义方法处理粮食议题,超越了传统的粮食干预举

措范围,解决了该市的关键粮食问题.例如,巴尔的摩提供税收优惠以鼓励现

代超市扩展到那些缺乏新鲜果蔬的社区.２０１６年巴尔的摩更新的区划法规影

响了土地利用规划.这使得 “巴尔的摩粮食政策倡议”能够开发一种用地方式

来巩固和支持城市农业,包括城市和城郊农业及社区管理下的开放空间.而在

此之前,这些空间并未被允许或有条件地利用.此外,更新后的建筑规范允许

修建高隧道设施,这使得现有的城市农场能够显著扩大规模,并向农民表明该

城市对城市农业的大力支持.
巴尔的摩 “可持续发展计划”影响了其他几个有关粮食体系治理和粮食获

取的计划,包括一项区域交通计划和一项综合计划.巴尔的摩 “紧急粮食工作

组”还为该市的 «紧急行动计划»制定了正式的粮食协定.这项工作由粮食体

系规划员负责.作为粮食相关应急响应的联络人,规划员向粮食政策主管和紧

急行动中心报告工作进展.
在２０１９年进行更新后,如今的巴尔的摩 “可持续发展计划”囊括了关于

粮食体系和城市农业的特定内容,以便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该计划是

根据１０００多名利益相关者的反馈而制定的,并明确要求实施计划的机构和组

织以公平视角开展工作.跟踪粮食干预措施的进展依赖于强大的结果框架、可

靠的基础数据、具有成本效益的数据收集、及时和广为传阅的工作进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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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将结果传达给地方政府官员和利益相关者.
公平和多样化的象征

自２０１５年发生暴动以来 (译者注:指发生于２０１５年４月的巴尔的摩暴

动,因非裔美国人弗雷迪格雷之死而产生),“巴尔的摩粮食政策倡议”(以
及整个规划部)更有意识地承认并解决结构性种族主义与粮食获取之间的因果

关系,寻求在居民驱动下以公平视角制定和实施政策.非政治框架有助于确保

最初的机构联盟成员达成实质上的协议并扩大联盟范围,以便涵盖更多由有色

人种领导的组织和基层行动.
计划

巴尔的摩制定粮食计划时结合了城市主导型模式和机会主义方法.巴尔的

摩采取了能够催生 “速赢”的行动,开创了如何合作、设计和实施粮食政策或

计划的先例.城市还寻求确定那些需要更新的各类政策工具,例如许可证和采

购合同,或市政部门可以采取的行政手段.粮食部门的专业人员也可以考虑提

高采取行动的频率或速度,这些行动的批准过程相对较短且行政手续较为

简单.
巴尔的摩制定了一种结合政策和计划干预的综合方法,通过城市农业计

划和城市可持 续 发 展 计 划 支 持 城 市 和 城 郊 农 业.作 为 “巴 尔 的 摩 原 产”
(HomegrownBaltimore)倡议的一部分,巴尔的摩可持续发展办公室的一名

环境规划员与住房、娱乐和公园部以及公共工程部开展合作,以促进本地粮

食作物的生产、销售和消费.此外,该倡议还评估了适用于城市和城郊农业

的公有土地.按照土地位置、土地面积、农艺特征、经济发展、社区问题和

需求等方面的适宜性标准,该市向符合条件的农民提供了５年土地租约 (每
年都有腾空通知),每年租金１００美元,且对非营利性农场不征税.巴尔

的摩这一举动改变了州级政策,以便为营利性农场提供城市农场税收减

免.该市制 定 了 一 套 土 壤 安 全 标 准,还 为 城 市 农 场 和 花 园 的 供 水 提 供

便利.
资源和财务的可持续性

巴尔的摩善于抓住机会并利用城市粮食计划的启动资金,“巴尔的摩粮食

政策倡议”就是一个范例.该倡议从只有一名员工 (现任主管,最初被聘为顾

问)发展为拥有六名由城市支付薪资的员工.巴尔的摩这一安排的独特性源于

该市与 “巴尔的摩社区基金会”(BCF)下可持续粮食基金之间的关系.“巴尔

的摩社区基金会”的成立是为了支持粮食政策工作,成立之初还为粮食政策

主管职位提供资金.尽管许多资助机构通常只狭隘地聚焦于他们提供资金的

那些议题,但城市一般可以从多种来源获取资金.四位专注于公共卫生、粮

食安全和城市发展的资助者同意共同提供７万美元的初始资金,用于支付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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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政策主管的薪资,这笔资金由 “巴尔的摩社区基金会”担任财务代理.这

一慈善资金被用于证明粮食政策主管这一职位的正当性,促使城市为粮食政

策主管提供薪酬.
一年之内,粮食政策主管变成了城市雇员,不再依靠慈善基金获得薪资.

城市与可持续粮食基金之间的关系使得粮食政策主管能够编写建议书,如关于

增加人员配置以及城市实施计划和政策的建议,直到新增工作人员最终获得城

市资助的职位.这使巴尔的摩能够在全美境内成立人员规模较大的机构,专门

从事粮食政策研究.２０１９年,巴尔的摩市成立了 “健康食品优先领域基金”.
这一基金在 “巴尔的摩粮食政策倡议”框架下被用于向社区组织提供拨款,以

落实 “小型食品零售策略”.该基金还向支持本市粮食体系愿景的项目提供

拨款.
数据详情

虽然一些城市通过社区组织联盟向市政府施压以解决粮食获取问题,但巴

尔的摩成功明确了其需求.巴尔的摩利用现有研究来推动和明确行动,确定优

先事项,迅速采取行动,并重点关注可持续性.２００８年,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宜居未来中心 (CLF)开发了粮食环境绘图工具.２０１２年,“巴尔的摩粮食

政策倡议”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宜居未来中心联合发布了城市粮食环境地

图.该中心通过与其他组织合作从政府数据库收集数据.城市粮食环境地图

包括１７５个数据指标,涵盖超市、粮食储藏室和农场的位置,以及生活在粮

食无法得到保障地区的人口比例 (Pincus,２０１７).２０１５年,“巴尔的摩粮食

政策倡议”为每个市议会区和州立法区创建了粮食环境简报,以便政策制定

者能全面了解所在地区的粮食状况,由此制定新的粮食政策并增加城市粮食

资金.

案例研究２　巴西贝洛奥里藏特

概要

综合方法:通过多级公共举措解决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问题,将粮食安

全作为主要议程纳入公共政策,促进利益相关者的强有力参与,确保城市粮食

体系治理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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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 (城市):
城市面积:
城市类型:

城市粮食部门归口:
领导人:

城市 GDP:
粮食政策开始实施时间:

概览

• 混合型粮食体系治理模式.

• 以消除饥饿和贫困为切入点.

• 资源权力下放允许市政府推动实施许多城市牵头的社会进步计划,而这些

以前是由联邦政府管理的.

• 通过市政府多部门整合粮食政策.

• 各级政府制定政策,持续性参与治理.
关键特征

２５０万 (２０１９年)

３３０９平方千米 (２０１０年)
市政府

市粮食与营养安全秘书处

当选市长

８８３亿美元 (２０１６年)

１９９３年

巴西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对粮食安全承诺的国际基准.２００３年巴西启动

的 “零饥饿”战略将消除饥饿和贫困列为国内议程的主要目标.巴西政府通过

了 «国家粮食与营养安全政策»,承认所有公民享有获得充足优质粮食的不可

剥夺权利.巴西结合紧急措施和规划实施 «国家粮食与营养安全政策»,以重

新分配收入、促进粮食生产和创造就业机会.然而,１０年前,这些目标和原

则已被贝洛奥里藏特市纳入粮食与营养安全计划.当贝洛奥里藏特在１９９３年

启动其著名的城市粮食计划时 (比巴西联邦政府将食物权利纳入宪法早１７
年),该市将粮食安全作为一项人权,即所有公民终生都有权获得充足优质的

粮食.贝洛奥里藏特市政府担负着为所有公民维护这一权利的责任.贝洛奥里

藏特的城市粮食计划与巴西的国家 “零饥饿”战略相辅相成,通过混合型粮食

体系治理模式来解决粮食供应问题.
贝洛奥里藏特采用总体规划的方式,成功地将粮食政策整合到市政府多个

部门.贝洛奥里藏特市政府设立了专门的粮食部门,制定了世界上最早的整

合型粮食安全政策之一.虽然贝洛奥里藏特市政府经过多次换届,但这项政

策延续了２５年以上.贝洛奥里藏特开创性的粮食政策通常被视为整合型和

区域导向型方法的典范,并已成为巴西政府２００３年推出的 “零饥饿”战略

的实施范例.设立专门的市政部门 “粮食供应秘书处”(SMAB)(即之后的

“粮食与营养安全秘书处” (SMASAN),是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粮食供

应秘书处”协调多个传统市政部门 (教育、卫生、社会服务、空间规划)以

制定和实施城市粮食安全计划.该秘书处的行动方式和制度理念 (维护公民

食物权的公共责任)极大地提升了贝洛奥里藏特粮食体系的社会公平性和包

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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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２００６年颁布的 «国家粮食与营养安全法»,巴西制定了 «国家粮食与

营养安全政策»,并邀请各级政府 (联邦、州和市)参与建设 “国家粮食与营

养安全体系” (SISAN).贝洛奥里藏特粮食安全战略的关键部门是 “粮食供

应秘书处”,其主要计划包括:

• 校餐计划:在对该计划实施权力下放后,联邦资金被转移到市政府,
显著提高了成本效益.

• 供应计划:市政府允许持有许可证的贸易商在指定区域销售果蔬,前

提是提供至少２０种固定削价的产品.

• 农村和粮食收成直供运动:旨在促进农村小生产者和城市消费者之间

的直接互动.
机构和治理

巴西联邦政府决定将计划实施的责任下放给贝洛奥里藏特市政府,这促使

该市加强了对城市粮食议题的参与.１９９３年,当贝洛奥里藏特启动城市粮食

计划时,市政府成立了 “粮食供应秘书处”作为该市新兴粮食计划的领导部

门,以减少粮食不安全并应对传统粮食体系的失灵.

１９９８年,贝洛奥里藏特市 “粮食供应秘书处”有１３５名正式职工,另有

１２６名合同工.该部门雇佣了营养学家、社会工作者、粮食技术人员和经济学

家作为技术人员.通过创建这一拥有专门预算的单独部门,贝洛奥里藏特市政

府将所有粮食干预措施的规划、协调和执行集中在这一部门,从而将粮食安全

作为主要议程纳入市政公共政策.这明确表明,粮食安全是贝洛奥里藏特市的

优先事项.
在创新型粮食政策和体制框架的背景下,巴西建立了强大的纵向协调机

制,以改善粮食与营养安全的状况.１９９３年,贝洛奥里藏特作出了初步尝试,
并得到了巴西联邦政府启动的 “零饥饿”战略的支持.２００６年,根据 «国家

粮食与营养安全法»,巴西制定了国家粮食与营养安全政策.民间组织广泛参

与粮食政策和计划的设计、执行和监督,民间组织的远见性承诺以及粮食政策

的跨部门性质为创建巴西 “国家粮食与营养安全体系”提供了指导.
贝洛奥里藏特非常高效,擅长确保各个政府机构和民间组织之间的强有力

协调,以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例如:

• 成立于２００３年的贝洛奥里藏特市 “粮食与营养安全委员会”(COMUＧ
SAN)由２４名成员组成,这一顾问性质的委员会是民间组织参与 “粮食与营

养安全秘书处”计划的平台.该委员会的成员中有三分之一是市政部门的代

表,其余三分之二来自教育和研究部门、社会运动组织、消费者团体、农业从

业者和其他专业组织.该委员会制定、实施和监督粮食计划,并得到了 “粮食

与营养安全秘书处”秘书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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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督个别粮食计划的委员会由多部门代表组成,例如 “学校膳食委员

会”(CAE).根据巴西联邦立法,“学校膳食委员会”负责监督市级学校供餐

计划的实施情况.在贝洛奥里藏特,“学校膳食委员会”有来自市政府的代表

(由市长任命),还有教育工作者、家长、教师和民间组织的代表.

• “贝洛奥里藏特粮食与营养安全部际商会”(CAISANＧBH)是一个跨部

门机构,成立于２０１５年,旨在满足 “国家粮食与营养安全体系”提出的要求.
该商会成立的目的是在 “粮食与营养安全秘书处”的协调下,让其他市政部门

发挥正式作用,并确保整合性和透明度.它由来自 “粮食与营养安全秘书处”
和社会政策、卫生、教育、社会援助、公民权利和环境部门的公务员组成.在

“国家粮食与营养安全体系”下,“贝洛奥里藏特粮食与营养安全部际商会”承

担与贝洛奥里藏特市 “粮食与营养安全委员会”保持协调的法律义务,商会与

委员会成员的身份重叠有助于这种协调.根据贝洛奥里藏特市 “粮食与营养安

全委员会”的会议成果,“贝洛奥里藏特粮食与营养安全部际商会”负责制定

市粮食与营养安全政策和计划.因此,贝洛奥里藏特市 “粮食与营养安全委员

会”在确保公众参与政策制定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能使其了解民众

的实际需求和优先事项,同时兼具高度合法性.
方法

政策规划

贝洛奥里藏特市实行开创性的粮食与营养安全政策,并创建了 “粮食供应

秘书处”.“粮食供应秘书处”的最大成就是将粮食安全作为主要议程纳入市政

公共政策.
作为一个连续２５年实施成熟粮食计划的城市,贝洛奥里藏特的经验强调

了市、州和联邦政府持续性政策参与的重要性,还强调了如何应对粮食计划实

施过程中的新挑战,无论是通过新法规还是修订现有法规.在贝洛奥里藏特成

立 “粮食供应秘书处”１０年后,巴西联邦政府于２００３年制定了 “零饥饿”战

略.该战略重新建立了由民间组织领导的 “国家粮食安全委员会”,启动了巴

西里程碑式的粮食安全政策架构工作:通过几项联邦法律和法令,制定 «粮食

与营养安全法» (２００６年)、国家粮食与营养安全政策,并修改 «巴西宪法»
将食物权作为人权纳入其中 (２０１０年).

贝洛奥里藏特提升粮食安全的努力始于将粮食需求与其他议题相联系的规

划:健康食品教育;提高选定营养食品购买便利性的市场监管;缩小当地生

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提供负担得起的营养餐的公共餐厅;促进农业多

样化和创造就业机会;设立应对粮食损失和废物管理的粮食银行.还应该指

出的是,从２００９年到２０１１年,贝洛奥里藏特市议会批准了一项法律,将城

市和城郊农业作为非住宅用地的一种可接受形式,并随后修订该市的城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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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郊农业政策.
计划

国家政策和政治因素是城市实施粮食计划的强大推动力.１９９３年,贝洛

奥里藏特城市粮食计划的启动和实施恰逢巴西联邦政府公布 “零饥饿”战略.
在此基础上,团结、伙伴关系和权力下放的原则也被纳入贝洛奥里藏特的粮食

计划.“零饥饿”战略对 “反对饥饿和支持生命的公民运动”下的民众动员、
政治压力以及巴西劳工党提出的具体建议作出了回应.

１９８８年巴西新宪法规定的资源权力下放也促进了贝洛奥里藏特粮食计划

的实施.这使得该市能实施许多可以由城市主导的社会进步计划 (以前由联邦

政府管理),特别是由联邦政府资助的校餐计划,这些计划在当地粮食供应商

的支持下由市政府以超低成本管理.

２０１１年贝洛奥里藏特实施的国家粮食与营养安全政策将该市对公民食物

权的承诺转化为五个计划,以应付对公民食物权具有重大影响的因素———城乡

连续统一体的分配和消费.这五个计划致力于:

• 支持家庭农业;

• 以实惠的价格提供优质粮食;

• 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

• 促进当地粮食消费和城市农业发展;

• 提高农村地区的生活质量.
贝洛奥里藏特的创新型粮食安全政策和计划促成了对粮食体系治理的整合

性思考.这些政策和计划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由贝洛奥里藏特 “粮食与营养安全

秘书处”负责.贝洛奥里藏特避免以分门别类的方法解决以下问题:教育部门

的 “为饥饿学生提供食物”,或社会援助部门的 “为亟需之人提供食物”,或商

务部门的 “为消费者提供食物”,或农业部门的 “农民提供食物”.相反,贝洛

奥里藏特将粮食体系的所有涉及方面、组成部分和目的整合到三个平行且相互

关联的计划之中:

• 针对粮食不安全的家庭,实行补充性粮食援助;

• 调节健康主食的价格,将私营部门与粮食获取困难地区联系起来,提

供公平的粮食获取途径;

• 向当地和小规模粮食生产者提供技术上和财政上的激励措施,以促进

城市内部和郊区的粮食生产.
贝洛奥里藏特的战略是与其他市政部门合作实施粮食计划并接触目标公

众.２００４年,巴西 “零饥饿”战略出台后,贝洛奥里藏特与巴西联邦政府合

作扩大了粮食计划的实施范围.

　 １０３

附录３　城市案例研究　



使用公共采购

贝洛奥里藏特与私营部门合作进行公共粮食采购,以此来解决粮食体系的

失灵.固定和非固定的私营粮食供应商将以议定价格向以前被商业网点忽视的

城市地区出售营养食品;作为交易的一部分,私营粮食公司可以在一周内的某

个时间段在盈利更多的中心地点开展业务.粮食主题教育贯穿所有粮食干预举

措的实施过程,有助于保持计划的连续性和可持续性.公共教育活动涉及食品

营养、良好的饮食习惯、食品安全、食品加工处理和展示、环境可持续性和作

为人权的粮食安全等.

构建合法性

贝洛奥里藏特必须克服公众对政府腐败、政府低质量和低效率服务的

成见.为更能获得负担得起的营养食物,粮食计划的有效执行取决于相关

工作人员的积极性、责任感和称职度.贝洛奥里藏特的经验也凸显了懂技

术、行政能力强、经验丰富、积极主动的员工的重要性.贝洛奥里藏特市

“粮食供应秘书处”政府工作人员的思想动力和政治献身精神也发挥了积极

作用.
此外,政府工作人员要保持决心和自豪感,证明市政府能以透明、廉

洁的方式为穷人提供优质粮食.这一目标需要关注细节,以确保高营养标

准和保证干净安全的粮食供应,这是粮食计划的标志.以上要素能使一个

资历平平但敬业的政府工作人员高效实施粮食计划,帮助城市在短短几年

内取得改善粮食安全的巨大成就.

贝洛奥里藏特计划将粮食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联系起来,旨在解决安全和

营养食物的供应问题,从而为生产者提供获取更高收入的机会,并让消费者更

能获得负担得起的优质食品.凭借 “农村直供”计划,通过公共程序选定的农

村生产者被分配到整个城市的固定销售点来销售农产品.１９９９年,来自贝洛

奥里藏特附近１０个自治市的３６个农村粮食生产者参加了这一计划,以比其他

商店更低的价格提供各种新鲜的蔬菜和水果.通过 “农村直供”等计划以及对

整个城市农贸市场的支持,贝洛奥里藏特农村粮食生产者的新鲜果蔬销售量大

大超过超市销售量,这是巴西唯一一个完成此创举的主要城市.由此,城市消

费者更容易获得负担得起的优质新鲜果蔬,而低收入农村粮食生产者获得了市

场销路,从而减缓了贫民向城市贫民窟迁移的趋势.
贝洛奥里藏特城市供应中心占地１万平方米,农场粮食生产者每年通过零

售和批发的形式在该固定市场交易四万吨农产品.贝洛奥里藏特 “粮食供应秘

书处”还发起了一项 “绿篮子”计划,借此充当医院、餐馆和其他愿意直接采

购农村果蔬的客户之间的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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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在贝洛奥里藏特粮食计划的早期,“反对饥饿和支持生命的公民行动”动

员人们行使公民权利并与巴西的营养不良和贫困作斗争.这一巨大的成功部分

归因于其发起者和最知名社会活动家之一赫伯特德索萨.在一项全国性调

查中,他被评为最受尊敬的巴西人 (甚至领先于巴西足球明星贝利).公民渴

望推动具有崇高道德价值观的政策.在巴西专制政权统治多年之后,公民运动

提供了一个机会,以动员社会各个阶层朝一项共同事业而努力.巴西强大的中

产阶级对粮食安全问题的支持进一步推动了相关的政治行动.
贝洛奥里藏特市 “粮食供应秘书处”的主要合作伙伴包括其他政府部门

(尤其是公共卫生、教育和环境)、私营部门 (小农、粮食生产商和商店经营

者)、非政府组织 (公民运动、替代技术交流网络等)、慈善团体 (日托中心、
社区中心和疗养院)、社区协会和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 (为 “粮食供应秘书

处”的每月基本粮食配给收集数据).如此广泛而强大的伙伴关系网是保证贝

洛奥里藏特市 “粮食供应秘书处”粮食计划连续性的关键因素.到２０００年,
贝洛奥里藏特市 “粮食供应秘书处”历经两次政府换届而得以存续,粮食计划

不再被视为供某一政党参加竞选或当地有影响力人物借题发挥而使用的 “万
能牌”.

权力下放对社会计划的益处

权力下放使曾经由联邦政府主导的一些社会计划受益.对于有巴西联

邦政府资助但由贝洛奥里藏特 “粮食供应秘书处”管理的校餐计划,这种

影响尤为明显.权力下放可以节省大量资金 (例如运输成本和大宗食品采

购),并为当地供应商提供支持.自１９５４年以来,巴西教育部就实施了校餐

计划.２０１７年,该计划为贝洛奥里藏特的２１８所公立学校的１５５万名学生

提供了４０００万份校餐.每个孩子每天获得的联邦食物资助约为００９美元.
贝洛奥里藏特市政府承担基础设施和人力等所有其他费用.贝洛奥里藏特

“粮食供应秘书处”增加了该计划的潜在供应商数量,以便在采购时获得具

有竞争力的更低价格.尽可能多地在当地生产商和企业中招募供应商,能

显著降低运输和分销成本,同时刺激当地经济发展.巴西联邦政府的创新

型公共粮食采购立法要求将３０％的资金用于从小型家庭农场采购.通过与

巴西联邦政府的合作,例如校餐计划中的合作,贝洛奥里藏特市提高了成

本效益,将 “粮食供应秘书处”及其所有计划的总成本降到不足市政预算

的２％.

数据详情

贝洛奥里藏特建立了当地合作伙伴关系网,以分析数据并完善与城市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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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的知识结构.贝洛奥里藏特市 “粮食供应秘书处”每周公布两次全市４０
家商业机构 (超市)的４５种基本家庭消费品 (３６种食品、５种个人卫生用品

和４种家庭清洁剂)的价格.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帮助收集贝洛奥里藏特市

“粮食供应秘书处”月度基本粮食配给数据.该大学研究人员编制的清单已分

发给报社,并张贴在整个大都市区的公共汽车站.这些信息也可以通过电话或

互联网访问获取.该倡议的目的是告知并指导消费者在何处可以找到最低价格

的基本农产品,从而增加企业之间的竞争.

案例研究３　秘鲁利马

概要

保持国家和地方的城市和城郊农业政策相互协调是粮食安全和粮食体系韧

性整体战略的一部分,在支持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民间组织就粮食议题发起

讨论和相关行动方面,国际组织发挥着重要作用.

　

人口 (城市):
城市面积:
城市类型:

城市粮食部门归口:
领导人:

城市 GDP:
粮食政策开始实施时间:

概览

• 国家主导型粮食体系治理模式.

• 以粮食安全和消除营养不良为切入点.

• 市级粮食政策与 «秘鲁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保持一致,包含在城市立法框

架内.

• 提升各利益相关方的粮食安全意识并开放对话,从粮食体系的不同维度提

出关切,加强其他不了解粮食体系问题的行动者的相关认知,这有助于

鼓励更明智的实践.

• 众多国际组织的参与和与国家粮食安全政策保持协调是有益的.
关键特征

８９０万 (２０１７年)

８００平方千米 (２０１０年)
大都市政府

经济发展与社会管理部

当选市长

１９９８亿美元

２０１２年

推动利马改进粮食体系治理的因素有很多.恶劣天气、地震和干旱的影响

促使利马更加关注粮食体系的可持续性和粮食安全.近期厄尔尼诺现象等气候

异常事件以及全球气候变化突出了利马粮食体系存在的短板,如粮食配送物流

短缺或其他问题.从社会角度来看,这些环境因素影响着民生、粮食供应及对

粮食安全的整体参与度,需要努力改善粮食的分配或获取.然而,环境因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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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社会影响并不是利马解决粮食体系问题的唯一动力.消除贫困和营养不良也

是驱动因素.这些因素构成了秘鲁国家层面关键战略的一部分.
粮食体系治理的切入点过多会让情况变得非常复杂,但也有助于逐步提高

公众对粮食安全问题的认知和关注.显然,人们对粮食体系的理解是有限的.
在利马市经济发展与社会管理部的领导下,利马启动了粮食体系治理的综合方

法,并创建了一个多方参与者平台和一个核心小组,以确定相关行动的优先顺

序和计划的协调.利马市附近的农村地区和组织被纳入粮食计划中,以保护有

价值的农田、规划新市场和缩短粮食供应链.立法框架也涵盖与 «秘鲁国家粮

食安全战略»相一致的市级政策.
机构和治理

利马市的政策、计划和粮食标准与国家的计划、法规和政策遥相呼应.

２００２年,利马市成立了跨部门粮食安全委员会,以制定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作为市政府的监管机构,市议会通过相关法案并将其转化为法令.城市农业平

台、市环境委员会和扶贫圆桌会议作为对话机制,为粮食计划提供讨论和最终

决策的空间.
方法

与国家计划和立法保持一致

国家立法为利马市参与粮食体系治理提供了框架和背景.其中包括:

•１９９２年秘鲁创建了 “国家粮食援助计划”(PRONAA),旨在为学生提

供免费事物.这一计划建立了不同的粮食援助方式,这些方式被归为粮食补充

计划.

•２００９年制定的 “Articulado营养计划”旨在消除５岁以下儿童的慢性

营养不良.

• 作为发展和社会包容部相关计划的一部分,２０１２年制定的国家学校供

餐计划 “QaliWarma”为公立教育机构的儿童提供食物.

• «秘鲁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和 «市政组织法 (第

２７９７２号法律)»赋予利马市政部门在粮食安全问题上更大的权力和职能,并

作为利马环境管理、粮食安全、社会包容和地方经济发展战略,为利马２０１２
年颁布关于城市和城郊农业的第１６２９号法令奠定了基础.

已实施的国家计划为利马制定粮食可持续性计划提供了强有力的框架.由

秘鲁国家主导的 “国家粮食援助计划”通过 “粮食补充计划”得以实施,秘鲁

于２００９年将这一补充计划实施权力下放至利马市.同样,通过当地采购和学

校供餐委员会,秘鲁针对小学生的全国学校供餐计划 “QaliWarma”由利马

市政部门下属的相关单位实施,并由当地利益相关者进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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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规划

２０１１年,利马市长将城市和城郊农业作为粮食安全战略愿景的一部分,
试图为新的城市发展模式奠定基础,并在城市规划中将城市和城郊农业与土地

利用紧密结合.２０１２年,市长办公室认识到,在市内区域实行粮食生产对社

会经济发展和改善最贫困地区公民的饮食具有重要意义.这种对新型城市发展

模式的政治支持和愿景促使对用地条例作出修改.
作为利马可持续城市发展总体战略愿景的一部分,市政府通过第１６２９号

法令批准了大都市环境政策.该法令作为激励机制:①在可用的私人住宅和市

政机构的屋顶、墙壁、学校、住宅和生产性绿地上实施城市和城郊农业;②支

持与城市农业中固体和液体废物处理和再利用有关的其他举措.利马市第

１６２９号法令界定了城市和城郊农业、粮食作物和非粮食作物的农业生产实践,
还界定了按照动物健康法和区划法饲养小型牲畜的程序,旨在促进安全生产和

销售粮食和动物饲料 (利马大都市,２０１７).
通过第１６４０号法令批准的大都市区环境议程将城市和城郊农业纳入其目

标,以保护为城市提供环境便利的城市山谷,并通过在可持续用地上推行城市

农业来保护和增加生产用途绿地.此外, «协同发展计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
将城市和城郊农业作为城市规划工具.此项计划设定了战略目标,例如设定人

均享有的绿地面积、保护城市南部的农业山谷,以及将城市农业纳入绿地和城

市公共空间,以作为改善利马人口生活质量的一项战略 (CabannesandMaＧ
rocchino,２０１８).

计划

利马实施粮食计划的方法源于传统的国家主导型模式.除了预算支持外,
国家政府还向利马市政府提供粮食安全方面的员工培训和技术援助.秘鲁卫生

部环境卫生局为利马提供有关粮食安全控制和监测的能力建设计划.
帮助利马解决城市粮食体系问题的国际支持计划之一是 NADHALI,该

计划全称为 “城市地区发展可持续粮食体系项目:内罗毕 (肯尼亚)、达卡

(孟加拉国)和利马 (秘鲁)整体试行方法”.NADHALI计划支持关键粮食

部门构建模块的开发:愿景、城市和国家部委的支持、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参

与、前瞻性计划.在这一背景下,该计划最重要的贡献是开辟了就粮食安全进

行对话和讨论的空间,从粮食体系的不同维度提出关切,并拓展了不了解粮食

体系的行为者的相关认知.
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在面临不同的环境和社会粮食体系挑战时,由于各种利益集团和行为者之

间的相互影响,直接参与粮食生产、获取和使用的行为者之间可能会产生社

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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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体系治理的利益相关者通过各种论坛参与对话和决策.民间组织主导

的城市农业平台为６０个粮食生产者组织、民间组织和大学之间就城市和城郊

农业相关问题进行对话提供了空间.利马市政府通过不同的委员会 (包括市环

境委员会和扶贫圆桌会议)与粮食体系参与者进行协商.
在 NADHALI计划下,联合国粮农组织成立了一个由民间组织和私营部

门组成的非正式小组,就城市粮食问题向该计划提供建议.以此为基础,利马

市的一名粮食安全顾问成立了另一个小组,就粮食体系政策和教育交流等方面

向该市提供建议.这一小组许多成员来自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成立的非正式

小组.
与国际组织接触、与国家计划保持一致以及利用多方利益相关者平台的能

力,这些是利马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跨部门交流很有价值.对一个粮食部门

代表来说重要的事情,例如当前的市场危机,可能与民间组织代表关注的议程

完全不同.将这些参与者汇聚一起有助于开启对话,并就粮食公平和城市粮食

空间规划等问题进行协商.
数据详情

利马市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利马大学合作开展了 “城市粮食体系快速评

估”.基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的 “城市粮食体系快速评估工具” (RUFSAT)结

合了价值链、地域和地理空间分析,其评估结果突出了粮食体系面临的几个挑

战:由于粮食市场功能协调不足导致的高成本物流和运输;粮食体系参与者缺

乏对粮食安全的了解;饮食习惯导致的利马各地区营养不良和肥胖症的流行;
城乡之间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城市粮食体系快速评估”凸显了活跃在利马动

态饮食文化中的新兴正式和非正式粮食议题参与者 (Lazarteand Méndez,

２０１８).评估结果有助于利马制定 «粮食宪章»,并支持利马实行有关粮食体系

的计划、政策和治理.受 “城市粮食体系快速评估”结果的启发,利马还开发

了一种虚拟的、用户友好型的交互式工具,允许公开访问粮食数据、地图和结

果.该工具帮助民间组织免费获取和使用相关信息,以便他们在城市粮食问题

方面开展工作.

案例研究４　哥伦比亚麦德林

概要

将粮食安全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并形成制度,建立市级粮食安全专职部门.
通过跨机构工作组加强城乡联系,以保障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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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 (城市):
城市面积:
城市类型:

城市粮食部门归口:
领导人:

城市 GDP:
粮食政策开始实施时间:

概览

• 以粮食与营养安全为切入点.

• 制定有力的城市主导型粮食与营养安全政策,重点关注本地粮食采购;市

长积极履行承诺.

• 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麦德林清楚认识到多方参与、共谋粮食安全的重

要性.

• 除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外部组织的帮助外,麦德林粮食工作机构的整合也

得益于其全面综合的公共政策.
关键特征

２４０万 (２０１９年)

３８１平方千米 (２０１４年)
大都市政府

粮食安全部

当选市长

３３０亿美元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０９年

麦德林着手解决城市粮食问题的原因:

• 旷日持久的国内冲突;

• 城市贫困人口的需求,迁入麦德林和安蒂奥基亚省的大量难民的需求;

• 麦德林面临着消除城市、近郊和农村地区间不平等问题的挑战;

• 缺乏条理和统筹的城市规划与低效的粮食供应.
因为以上原因,阿布拉河谷和安蒂奥基亚地区高度依赖外部粮食供给,容

易出现供给中断、运费增加、效率低下等问题,最终导致消费者面临高昂的物

价 (Dubbeling等,２０１７).虽然阿布拉河谷７０％的区域是农村,但是７６％的

粮食消费依赖外部供给.人们意识到,地方政府必须进一步承担责任,牵头解

决相关问题.
机构和治理

麦德林是哥伦比亚第一个设立粮食与营养安全专职部门的城市.麦德林的

粮食与营养安全部门设立于２００９年,每年投入大约４５００万美元.市政府在

粮食与营养安全的公共政策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安蒂奥基亚省政府也

在２００３年通过 “粮食与营养安全管理计划”,把粮食与营养安全问题纳入公共

政策 (联合国粮农组织,２０１６).连续三任市长都支持麦德林市在参与式发展

和社会包容上的努力.此外,众多市政府官员和民间组织人员也受到过 “社会

城市主义”观念的影响.社会城市主义的愿景是通过促进城市转型、社会包容

和平等来根除贫困、暴力和经济下行等问题.
麦德林从制定全面完备的公共政策入手,促进安蒂奥基亚省各政府机构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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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使各机构的支持措施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本地经济发展,合力破解粮

食供需难题.如果没有机构间的协同配合,麦德林就不可能解决粮食问题,也

无法实现平等的粮食分配.
为实现这一目标,联合国粮农组织携手城市农业和粮食安全资源中心,创

建了跨机构工作组 “美好生活联盟”(AlianzaporelBuenVivir),推动安蒂奥

基亚省政府、麦德林市长办公室和麦德林都会区地方政府之间的跨部门协作.
一些机构负责制定并落实城乡协同规划和项目,“美好生活联盟”工作组通过

协调这些机构部门,在政治、行政和经济上发挥协同作用,促进麦德林及其周

边区域的政策执行.
方法

政策规划

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几十年间,麦德林一直保持着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的政治意愿.１９８０年,根据１９７９年第３１０４号法律,麦德林设立了阿布拉河

谷大都市区,１９８５年又制定了 “阿布拉河谷大都市区发展规划”,目的是处理

好阿布拉河谷与周边区域日益密切的交往互动.麦德林市议会２００５年制定的

“粮食营养安全主权公共政策”项目,为成立包容性、参与式的粮食安全部门

奠定了基础,粮食安全部门又进一步制定各类行动计划,并出台了面向弱势家

庭、儿童和老人的具体项目.
安蒂奥基亚省政府的政策与国家社会和经济政策委员会 (CONPES)２００８

年推出的 “国家粮食与营养安全政策”保持一致 (CONPES,２０１８).近些年,
麦德林市引领公共政策进程,聚焦粮食和营养,将粮食营养安全视作地区发展

的支柱事业,而地区粮食体系对充足的粮食供应至关重要.
麦德林市和安蒂奥基亚省在哥伦比亚发挥了引领作用,率先试行消除饥饿

和慢性营养不良的措施,为区域粮食自给自足创造条件.在此背景下,麦德林

出台了雄心勃勃的 “粮食与营养安全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８年)”,希望消除饥饿、
实现粮食自足.因为粮食的获取和供应在规划中占据战略性中心地位,所以在

城乡一体化的框架下理解粮食体系就成了当务之急,对制定城市规划策略尤为

重要.而城市规划的出发点有两个:一是促进粮食生产者与本地市场的合作、
协调和整合;二是打造更加平等的城乡人口关系.

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方面的创新:替代性供应链

借助各种 “城市—区域”粮食体系,麦德林市创新推出巩固闭环市场

和邻近营销的举措,密切了粮食生产与粮食消费之间的联系.替代性粮食

供应方案也应运而生,在人口密集的社区中产生了粮食供应商群体.这些

人口稠密社区的粮食由市政府的 “城市和城郊菜园计划”供应,这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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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被称作 “粮食供应果园”计划 (OrchardsforFoodSupply).在疫情之初

强制执行隔离政策的两周里 (从２０２２年３月２５日开始),这项计划帮助调

度了２０吨粮食.整体而言,这一计划提高了粮食生产者的收入水平,降低

了供应商成本,保障了安全的粮食供应渠道.此外,麦德林市议会还积极

强化粮食分销渠道,为农民提供了交通运输服务.地方政府通过对接本地

粮食生产者和私营企业,从邻近乡镇调度分销了７吨以上的粮食.此外,地

方政府还推动本地生产者向公共食堂供应粮食,让政策的红利惠及麦德林

最弱势的群体.
同时,一些市民和农民也通过 WhatsApp和其他社交媒体,创建了本

地分销渠道网络,向同社区或同乡镇的本地菜场供应新鲜果蔬,从而保持

了农业经济的活力.以前更青睐大型超市的消费者,也开始关注和光顾菜

市场.此外,其他倡议也得到积极推动,“本地购”(BuyLocal)就是一例.
“本地购”是一个数字平台,允许生产者在线为 “农夫市集”供货.上线第

一天,平台访问量就达到１２０００人次,覆盖了１２０个农贸市场;上线三天,
平台就为本地粮食生产商销售了８２吨粮食.

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地域视角和城市—区域粮食体系的概念为麦德林

应对危机提供了极大助力,最近也被纳入 “麦德林粮食安全营养计划”.麦

德林通过链接本市粮食体系的参与者,搭建起替代性供应链,与政府行动

形成了合力,推动了地区一体化,从而解决了供应链中断的问题.

最近,安蒂奥基亚省政府提出 “粮食安全十二年规划 (２０２０—２０３１年)”.
这项规划将城市规划考虑在内,力争为安蒂奥基亚地区带来稳定、可持续的粮

食与营养安全.规划确定了六大关键战略性领域:①治理;②可持续粮食生

产;③可持续粮食分配;④健康和可持续的粮食环境;⑤社会保护———保障获

得健康食物的人权;⑥赋能粮食体系的科学技术.
创新型计划

在麦德林为解决粮食体系问题而制定的首批具体计划中,有一项是 “城
市—区域粮食体系计划”,时间跨度是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由联合国粮农组织与城

市农业和粮食安全资源中心联合牵头.这项计划认为,城市—区域粮食体系是

社会、环境和经济因素互动最活跃的空间,为城市—区域提供了大约３０％的

粮食.对城市—区域粮食体系的深入了解,使得地方部门在危机时期 (如新冠

肺炎疫情期间)能够基于实证,准确、快速、有效地就粮食问题进行决策,避

免社会问题进一步恶化.
总体而言,麦德林旨在为城市边缘非正式定居点的人口改善生活质量,提

高连通度,创造更多机会.麦德林优先考虑满足最低收入市民和社区的需求.

１１２　

　城市粮食体系治理———当前环境和未来机遇



投资图书馆、交通设施等公共基础设施,将会带动对周边地区的投资,也有助

于提高社会参与度.
土地使用

第３８８号国家法律要求,各市镇应根据本地实际需求,制定用地计划.根

据这项法律,麦德林出台了 “２００６年麦德林市政府城市管理规划第４６号协

议”.协议包含了区域愿景、政策、项目和计划,旨在实现都市区、次区域和

区域的协调发展.这项协议为保护传统农业、维持农田完整性、改善农村卫生

和促进有机农业、再造林与生态旅游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２０１０年,麦德林为管理和保护生物多样性,创新推出了全国第一个关于

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地方行动计划.麦德林投入了２５万美元的市政资金和合作

伙伴捐助的价值２０万美元的实物,与一众科学机构和民间组织合作开展了一

次创新生物多样性评估,这次评估确定了:①４４７８种植物、昆虫和动物物

种,及其在食品、贸易和医药方面的功用;②麦德林居民最需要的生态系统服

务 (如调节水供应、授粉、休闲娱乐、食品生产、污染控制);③利益相关者

对于生态系统服务以及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关系的看法;④限制生物多样性

综合管理效果的１８０个因素.麦德林市与合作伙伴一道,在上述信息的基础

上,制定了地方行动计划,以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推动全面生态系统服务评

估.评估报告也于２０１４年获得认同,随后被纳入公共政策,确保麦德林市每

年都将为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服务综合管理投入资源.评估结果还为制定麦

德林 “土地管理规划”提供了帮助 (MejiaandEcheverri,２０１８).
多方利益相关者和制度化参与

在过去几十年间,麦德林善用各种与粮食有关的社会保护措施,对城市和

城郊农业进行生产性投资,改善了市内３０多万难民的粮食安全状况,这些难

民因哥伦比亚长期国内冲突而流离失所.麦德林城市发展公司 (EDU)与社

会包容和家庭部携手民间组织和私营部门,制定实施了若干干预措施.城市发

展公司是麦德林的经济发展公司,负责提供基础设施投资.该公司投资基础设

施和粮食安全项目的资金来自麦德林市属公共服务 (天然气、水、电)公司的

利润.城市发展公司主要在麦德林城市边缘的低收入地区开展工作,资助生态

花园项目.生态花园项目与麦德林周围山区的绿化带倡议一同实施,这两个项

目帮助单身母亲获得土地,并接受城市和城郊农业相关培训.社会包容和家庭

部也为弱势家庭的菜园提供资金支持,并按月发放购物券,持购物券可在当地

市场购买新鲜食物 (BakeranddeZeeuw,２０１５).食物援助点和社区餐馆也

在解决城市粮食安全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麦德林与安蒂奥基亚省 (麦德林是安蒂奥基亚首府)广泛开展合作.地方

政府 (安蒂奥基亚省立法大会)和国家部委与麦德林市政府携手完善了土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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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规划,为城市和城郊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支持,例如,建立城市农业区以保护

城市和城市周边地区的农业和农村发展用地.近期,在 “美好生活联盟”框架

下,市长办公室、安蒂奥基亚省政府和阿布拉河谷大都市区得到联合国粮农组

织的支持,对粮食市场失灵问题 (如成本高、信息不对称、不公平竞争和负面

环境影响)采取了干预措施,旨在促进包容性增长和加强竞争力,并支持生产

者协会和其他粮食体系参与者扩大投资和经济发展规模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

会,２０１６).

案例研究５　肯尼亚内罗毕

概要

为城市和城郊农业的发展建立健全保障制度和监管框架,并作为城市和城

效农业一项粮食安全战略.多级城市粮食体系治理统筹兼顾郡级政府和国家政

府的城市和城郊农业政策①

人口 (城市):
城市面积:
城市类型:

城市粮食部门归口:
领导人:

城市 GDP:
粮食政策开始实施时间:

概览

• 国家主导型粮食体系治理模式.

• 以粮食不安全为切入点.

• 与国家政策密切相关的监管法案为通过发展城市和城郊农业确保粮食安全

提供了助力.

• 虽然由国家推动,但在实施过程中同时采用了纵向和横向治理,确保利益

相关者的充分参与.

• 国际组织的支持使得内罗毕在城市粮食问题上能够深化多方参与.
关键特征

４４０万 (２０１９年)

６９６平方千米 (２０１９年)
郡政府

农业部

当选郡长

３４２亿美元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５年

肯尼亚全国性粮食不安全问题有力倒逼内罗毕城市粮食体系治理的发展.
长期的粮食不安全是肯尼亚全国面临的重要问题,内罗毕也不例外.内罗毕市

政府最初以粮食安全问题为由,抵制过城市和城郊农业.但之后在肯尼亚环境

学院的助力下,多方利益相关者大力参与,使得城市和城郊粮食生产成为向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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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社区供应健康食物的解决方案之一.内罗毕对粮食问题的关注还与以下因

素有关:肯尼亚制定了 «２０３０年愿景»;根据２０１０年肯尼亚新宪法制定的权

力下放方案;城市化工作的监管框架;农业部在市郡两级明确了粮食干预措

施.内罗毕的实践说明,全面监管框架加上郡政府与国家政府间的多级法规政

策协调,对城市农业发展具有支撑作用.
机构和治理

２０１５年颁布的 «内罗毕郡农业促进和管理法»为城市农业构建了监管框

架,也推动了内罗毕郡城市农业促进咨询委员会的成立,该委员会负责监督法

律的遵守情况.委员会由一名主席、一名秘书和其他四名成员组成,与内罗毕

郡政府的执行委员会成员合作,负责制定促进和规范内罗毕城市农业发展的

计划.
内罗毕综合运用横向治理和纵向治理.横向治理方面,郡政府负责协调部

门工作组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其中包括负责执行 «公共卫生法» (第２４２章)
的卫生部公共卫生局,该局负责确保城乡地区共同遵守公共卫生标准.内罗毕

市郡城市农业促进咨询委员会是根据 «内罗毕市郡农业促进和管理法»依法成

立的机构,由四名深谙城市规划、农业、公共卫生和经济的民间组织及私营部

门成员组成.委员会负责就城市农业、畜牧业和渔业的发展目标和推广工作,
向市郡政府提出意见建议.

纵向治理方面,肯尼亚分别在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４年出台 «国家粮食与营养安

全政策»和 «粮食安全法案»(由参议院批准通过),为肯尼亚实现粮食与营养

安全搭建了总体框架.为协调机构间工作以及减少摩擦和冗员,«国家粮食与

营养安全政策»设立了国家粮食安全局和郡粮食安全委员会,统一由国家粮食

与营养安全指导委员会进行监督.«粮食安全法案»设立了粮食与营养安全秘

书处 (由利益相关者技术委员会提供协助支持),在突发情况应对处置、营养、
食物的供应和获取、粮食安全与粮食质量等方面,负责协调 «国家粮食与营养

安全战略»的落地执行.
方法

政策规划

因为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在内罗毕同样适用,所以内罗毕的粮食政策受到

了国家政策的影响.由于肯尼亚将农业、畜牧业和渔业生产的权力下放给郡政

府,内罗毕得以制定城市和城郊农业相关政策.所在地、郡和国家政府之间的

政策协调,对于应对城乡共同的挑战至关重要.

２０１５年 «内罗毕郡农业促进和管理法»以下列国家立法为基础:肯尼亚

«２０１０年宪法»第４３条,保障肯尼亚人民的食物权;肯尼亚 «２０３０年愿景»,
鉴于城市人口不断增长,愿景将城市粮食安全列为国家重要优先事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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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和营养政策»; «粮食安全法案»;２０１１年颁布的 «市区和城市法»,
在此法基础上制定了 «郡级综合发展计划»和 «内罗毕城市综合发展总体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３０年)».«市区和城市法»承认城市和城郊农业是城市综合规划的

重要组成部分,旨在满足各市郡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多样化发展需求.２０１５年

通过的 «内罗毕市郡促进农业监管法案»为城市和城郊农业提供了全面监管框

架,规范了用水用地问题,优先考虑人口密集地区和非正式定居点居民的用水

用地需求.这项法律还率先提出,应将城市和城郊农业作为用地政策、粮食政

策、行政区划、市场营销和相关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目前,城市和城郊农业

已被纳入 «总体规划和战略计划 (２０１５—２０２５年)».
内罗毕的用地规划是在１９２７年、１９４８年、１９７３年、２０１４年 «总体规划»

基础上制定而来的.«内罗毕城市综合发展总体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３０年)»为

２０１４—２０３０年内罗毕的城市发展管理提供了综合指导框架,为 «２０３０年愿景»
提出的肯尼亚总体发展目标提供支持.这项规划还将食品安全和粮食安全作为

优先战略之一,以推动提高生活质量和社会包容性两个目标的实现.
计划

城市和城郊农业促进计划将保障:①农作物种植和牲畜饲养方面培训和能

力建设的可持续性;②利益相关者间在管控有机废物方面的合作;③高质量的

水产养殖;④依据相关法律对城市和城郊农业进行监管;⑤处理农产品相关卫

生健康问题;⑥城市和城郊农业计划相关数据的收集和维护;⑦城市和城郊农

业基础设施建设;⑧动物福利标准、产品识别和追溯系统 (纽约市立大学亨特

学院和纽约市粮食政策中心,２０１８).
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内罗毕及周边地区粮食安全、农业和畜牧业论坛”是一个跨部门的线上

倡议平台,旨在促进小农生产者、正式和非正式粮食供应商等粮食体系参与者

间的合作 (Levenston,２０２０).该论坛最初由肯尼亚环境学院于２００３年创立,
为城市和城郊农业、畜牧业等领域提供知识交流平台.目前,这一论坛已经促

成了农民网络的建立,并与其他民间组织建立了多项伙伴关系.
许多民间组织推动了内罗毕城市粮食体系的能力建设和宣传工作,针对城

市粮食体系内单个或多个组成部分的相关计划也在同步实施.例如,２０１３年

“英国乐施会”和 “全球关注”组织发起成立了粮食供应商协会,协会在内

罗毕的马塔雷、胡鲁马、穆库鲁和基贝拉四个低收入定居点设立工作站,目

的是加强城市低收入地区的粮食分配.协会大约有７００名成员,包括售卖蔬

菜和熟食的妇女、屠夫、小卖部老板和牲畜饲养员.各成员接受协会安排,
形成地方团体,集中采购货物,并参与储蓄计划.在 “发展城区可持续粮食

体系”项目下,参与式的粮食体系治理机制即粮食联络咨询小组,在内罗毕

１１６　

　城市粮食体系治理———当前环境和未来机遇



成立并开始运作,并作为多方利益相关者平台,代表粮食体系参与者发声.
为了协调多方利益相关者的横向与纵向参与,多种协调机制应运而生.内

罗毕粮食安全技术委员会与内罗毕郡城市农业促进咨询委员会携手为内罗毕郡

所有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民间组织建立了一套横向协调机制.纵向协调方

面,通过郡级粮食安全委员会,做好郡级政府与国家政府 (以及其他郡级政

府)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的建立得益于现有的跨部门合作,比如农业部与卫

生部在食品安全卫生标准执行方面开展合作 («公共卫生法»第２４２章).

案例研究６　厄瓜多尔基多

概要

在国际合作伙伴的支持下,与民间组织、公共和私营部门开展非正式合

作,组建非正式工作组.逐步规划和实施以城市和城郊农业、民生为核心的粮

食干预措施,促进相应措施的制度化并复制推广.

人口 (城市):
城市面积:
城市类型:

城市粮食部门归口:
领导人:

城市 GDP:
粮食政策开始实施时间:

概览

• 混合型粮食体系治理模式.

• 以增强粮食体系韧性为切入点.

• 制定参与式城市农业旗舰计划.

• 利用非正式合作和工作组等自发方式动员参与者,并启动干预措施.

• 各级政府持续的政策参与.

关键特征

２００万 (２０２０年)

３７２４平方千米

大都会区政府

生产力发展与竞争力部、经济促进署

当选市长

２４７亿美元

２００２年

基多市政府 (正式名称为基多大都会区政府)是基多市和大都会区的管理

机构,下辖九个行政市辖区.基多是一个火山活动、地震和气候灾害频发的城

市,这也是基多将增强粮食体系韧性作为优先事项的原因.然而,城市规划部

门自２００２年起才将粮食纳入受关注议题.当时受经济危机影响,全国近５０％
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们成群结队地迁往基多,导致基多人口在２０
年内几乎翻了一番.为满足家庭粮食供给,许多基多市民特别是基多内部地

区和山区的居民,转向了小规模农业.贫困和粮食不安全成为基多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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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的问题.为支持粮食与营养安全工作,基多市政府将城市有机农业和生

态农业作为降低灾害风险的措施,并由此催生了 “参与式城市农业计划”
(AGRUPAR)这一旗舰项目.基多参与粮食议题以自发方式为特征,利用非

正式合作以及与民间组织和市政部门组建工作组,动员参与者并启动粮食干预

措施.
机构和治理

厄瓜多尔的中央政府机构,以农业部为代表,持续参与粮食体系的治理.

２００８年,食物权被纳入厄瓜多尔宪法.２０１８年, “国家美好生活计划”出台.
利用这些国家级倡议,基多市政府牵头制定了基多地区粮食政策,特别是通过

基多经济发展机构和 “参与式城市农业计划”开展相关工作.２０１６年,基多

创建了一个由２０多个公共机构 (市、省和国家政府)、民间组织、学术界和私

营部门 (商会和协会)组成的多方参与者平台.通过全面的粮食体系治理方

法,«基多地区粮食宪章»将粮食问题纳入公共议程.基多市政府在２０１７年提

出了 “粮食体系韧性战略”,其中包含一项旨在促进基多城市农业生产和粮食

体系可持续性的粮食发展计划.
方法

自２００８年厄瓜多尔宪法颁布以来,基多采用 “城市—区域”粮食体系治

理方法,推动了基多大都会区粮食作物生产的规划和优先化.这项工作以粮食

主权体系为中心,并被纳入新宪法,鼓励通过制定粮食政策, “避免粮食进口

依赖”“促进城乡公平”.在此基础上,地方政府的所有管辖权被转移到基多市

政府 (Orsini等,２０１７).基多大都会区形成了第一个粮食生产闭环,基多市

在粮食生产闭环内推动玉米、豆类、水果、马铃薯、谷物的生产,以及一小部

分花卉和紫花苜蓿的培育.第二个生产闭环覆盖皮钦查省的部分区域,专门用

于生产经济作物和发展畜牧业,如西兰花、花卉和牛奶,同时向大型食品加工

企业开放.这种结构促进了基多市、周边城市和省政府之间的跨辖区规划和协

调 (Dubbeling等,２０１７).
政策规划

在国家层面,厄瓜多尔将相关国际原则和权利纳入政策中,包括将粮食主

权 (foodsovereignty)纳入其宪法和法律框架.这一框架承认食物权 (right
tofood)以及 “参与、透明、性别平等、包容和社会经济”等原则.这一成果

来之不易,因为部分私营部门反对以 “粮食主权” “超加工食品”和 “健康饮

食”的概念来框定相关工作.
基多的粮食规划也得到了民间组织的支持,这得益于 “基多农产品公约”

这一多方利益相关者平台提供的建议.这一规划也得益于基多将粮食议题纳入

«２０４０年愿景»«粮食体系韧性战略»«基多大都会区发展和监管规划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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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５年)»等城市规划工具,推动了 «基多农产品战略»的制定工作.该 «战
略»旨在解决粮食不安全、肥胖、饮食疾病、营养、健康、环境和废物处理等

方面的问题,并通过支持本地粮食价值链和可持续农业,提升收入和增加就业

机会,最终推动农村和城市地区的经济发展.
土地使用规划面临的挑战

“参与式城市农业计划”在基多面临的挑战是,缺乏有利于城市和城郊农

业的法律框架.这需要将城市和城郊农业进一步纳入城市空间规划,成为城市

用地规划以及空置公共空间使用计划的一部分.目前,空置公共空间的使用计

划没有明确承认城市和城郊农业的概念.考虑到 “参与式城市农业计划”取得

的巨大成就,这一现状着实令人吃惊.
计划

２０１５年,基多成为世界上八个实施 “城市—区域粮食体系计划”的试点

城市之一.基多以整合、参与式的方法制定城市—区域农业粮食政策,评估了

当前的粮食体系,并采取具体措施加以改进.正是这种评估式的方法帮助基多

找到了需要加强的薄弱环节.
在研究基多的总体计划方法时,我们发现,基多是将城市和城郊农业概念

与国家食物权结合起来的典范城市.基多将 “参与式城市农业计划”确立为促

进粮食安全和减少贫困的战略,以增强粮食体系韧性上的脆弱环节.这一举措

旨在帮助最弱势群体,为他们提供更多健康营养的食物,并创造创业增收的机

会,特别是为女性家庭户主提供相关机会.这项工作由基多市的经济发展部门

实施,其愿景是建设一个具有创业精神和可持续性的创新型城市.通过为市内

小微企业的创新生产活动和服务提供融资支持,鼓励生产性投资,创造就业机

会,公平分配财富.
在过去十多年间,“参与式城市农业计划”的成功实施以及城市和城郊农

业的持续推进并未受到地方政府换届的影响,反而推动了当前的粮食政策制定

工作.“参与式城市农业计划”是市政计划的一部分.基多市财政年度拨款约

２７万美元用于支付培训、技术咨询和物流等,还留出一部分费用用于购买种

子、设备,饲养蜜蜂、家禽、豚鼠等.基多市财政仍然是资金的主要来源,但

对生产性基础设施的投资,如微型温室、牲口棚和滴灌装置,大约一半资金来

自其他参与者 (BakeranddeZeeuw,２０１５).这项计划也接受国际合作方的

捐资,用于开展研究工作和改善菜园基础设施,以及加强部分服务 (如培训潜

在城区农民).
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２０１６年,基多创建了一个由超过２５个公共机构 (市、省和国家政府)、
民间组织、学术界、私营部门 (商会和协会)和国际合作方 (例如城市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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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粮食安全资源中心等)组成的多方利益相关者平台.该平台为农村参与

者提供了参与城乡政策决策的渠道,也为筹划和讨论城市公共粮食政策提

议创造了空间.
在基多,一个由多家民间组织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大型团体提出了一份粮食

政策和行动计划草案,并提交至当地政府审议.该草案在磋商过程中得到了

１４００多名市民和组织的认可.这个多方利益相关者平台讨论了以下两种做法

的优势:由大都会区议会制定并通过一项城市条例,或在选举期间通过市长决

议认可平台本身并推动粮食政策的筹备工作.该平台的成员担心,市长决议可

能会被视为即将届满的市政府的政治行为,因而不被新一届政府承认,最终很

可能会被剔出城市粮食政策.这个例子突出了多方利益相关者平台在凝聚共

识、赢取关键利益相关者政治承诺方面的价值,还强调了参与者的知识对于推

进共同政策目标的重要性.在 «基多农产品条约»框架下,基多起草并批准了

«粮食宪章»,宪章再由市政府签署并公开.这一宪章的制定表明,利益不同但

同样关注粮食问题的参与者有可能达成一致意见.
基多决定将城市和城郊农业确定为减轻灾害风险的措施,以支持脆弱的城

市粮食生产者在粮食与营养安全方面的工作.这一决定凸显了从战略层面讨论

粮食问题,并与参与者利益、关键部门交付能力 (即农业部门)和更广泛的城

市发展愿景 (即粮食体系韧性)等要素保持一致的重要性 («米兰城市粮食政

策条约»,２０１８).这些要素促成了 “参与式城市农业计划”的有效设计和

实施.
来自农业生产、食品饮料制造以及贸易行业的私营部门组织,通过厄瓜多

尔 “全国食品饮料制造商协会”和厄瓜多尔 “第一区农业商会”参加利益相关

者的磋商.虽然他们赞成通过 «粮食宪章»,但他们对 “健康饮食”和 “粮食

主权”的概念提出质疑,建议只引入 “营养”的概念.他们认为,人们对这些

概念尚未达成共识,或对这些概念的认识有失偏颇.讨论 «粮食宪章»和 “基
多行动计划”的过程表明,当人们对讨论的问题持有不同观点立场时,制定公

共政策工作将面临重重挑战.
基于对政治开放的渴望 (政治开放的目的也是为了形成共识),基多粮食

政策的制定由生产力发展与竞争力部的秘书以及基多市经济发展部门牵头负

责,其他参与人员还包括政府部门人员 (如相关部门的秘书和主任)和来自各

部门机构的技术团队 (如规划部、社会包容部、卫生部、环境部和市场委员

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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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７　韩国首尔

概要

凭借民间组织的持续动员和积极行动,首尔解决了食品安全、免费校餐和

粮食不安全等突出问题,最终实现城市粮食体系治理的正规化.首尔实施了整

体的粮食政策,以粮食计划与国家支持之间有效关联为后盾.

　
人口 (城市):

城市面积:
城市类型:

城市粮食部门归口:
领导人:

城市 GDP:
粮食政策开始实施时间:

概览

• 混合型粮食体系治理模式.

• 以食品安全和粮食不安全为切入点.

• 支持各种粮食计划的政府间和机构财政转移支付.

• 多级治理和横向协调.

• 首尔大都市政府主导的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网络.
关键特征

９７０万 (２０２０年)

６０５３平方千米

大都市政府

粮食政策部

当选市长

８９４９亿美元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２年

食品安全、免费校餐以及与边缘化人口和老年人相关的粮食不安全问题促

使首尔实行城市粮食政策.首尔很早就参与了城市粮食体系治理,民间组织的

持续动员和积极行动是重要驱动因素.一些民间组织的负责人在首尔市民粮食

委员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极大地影响了粮食政策和计划的实施.首尔在城市

粮食体系治理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包括制定粮食总体规划以及全民、生态友

好型的免费校餐计划.
机构和治理

首尔制定了 “粮食总体计划”,是有效通过单独粮食部门实施计划的城市

之一.这一计划由 “粮食希望网络” (HopefulFoodNetwork,一个民间组织

网络)发起,并在２０１５年得到首尔市长的认可.２０１７年,首尔大都市政府粮

食政策部和食品安全工作组开始负责该计划的实施.这一计划为首尔呈现出一

个更全面的粮食愿景,超越了首尔对传统议题的关注范围,如食品安全和免费

校餐.代表粮食体系所有部门的２０００多名公共、私营部门和民间组织合作制

定了涉及所有粮食问题的 “粮食总体计划”.
为实现粮食愿景,首尔推动众多政府部门、机构和各种下属单位参与城市

粮食议题,例如,首尔在粮食安全和可持续性方面的治理方法是多层级的.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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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专注于制定众多领域的具体规划,包括粮食卫生和安全、粮食干预、牲畜安

全、饮食改善,还出台了有关社区福利、生态友好型膳食等方面的社会政策.
首尔所普及的免费校餐计划依赖于国家政府的政治和财政支持,“城乡共

同繁荣公共供餐服务”项目的成功也依靠有效的垂直管理.首尔促进了大都市

政府下属的２５个自治区与韩国农村地区之间建立伙伴关系,直接采购粮食并

为儿童提供优质膳食.这种促进作用和伙伴关系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可以将对

地域性方法和未来城乡联系日益增长的关注转化为实际行动.
首尔市民粮食委员会确保粮食相关部门和机构负责人之间的横向协调,相

关负责人还是市民粮食委员会计划和协调小组委员会的成员.首尔的粮食政策

部负责协调市长办公室,并动员首尔几乎所有部门和机构提供支持和预算,用

于该市的免费校餐计划.首尔在全市范围所做的这一努力还需要首尔民间组织的

参与和协调.民间组织与市政部门、其他公共和私营部门代表一起参与各类政府工

作小组,规划、设计和监督市政粮食计划的各个部分,包括免费校餐计划.
在粮食部门政策和计划的支持下,首尔设计并实施了详细、全面的综合粮

食计划.但在实践中,首尔市民粮食委员会面临着协调大型计划所带来的挑

战———确保１０个分委员会之间的有效沟通、合作和信息交流.市民粮食委员

会的职能具有多样性和分离性,难以实施整体计划来支持共同目标.为了改善

协调效果,首尔可能会考虑:优化项目的优先顺序;加强项目和计划之间的协

调;开发共同或共享项目.

粮食的力量:地方政治和免费校餐

２０１０年６月,首尔地方选举和教育主管选举的许多候选人将免费校餐

作为他们的竞选主题之一.虽然执政的保守党在其他地方遭遇选举失败,
但保守党候选人成功当选首尔市长,这主要是由于这位候选人对分阶段提

供免费校餐的政治承诺.反对党候选人也支持免费校餐,但更具体地宣传

“生态友好型免费校餐”.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首尔市议员提出了 «首尔生态友好型免费校餐支持条

例».尽管新当选的首尔市长要求重新审议这一条例的草案,但市议会继续

推进,并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通过了该条例和２０１１年预算,其中包括为免费校

餐提供资金∗ .虽然市长没有官方宣布该条例,但市议会主席在２０１１年１
月将其公布.在市议会主席公布该条例三天后,市长要求市议会重新考虑

预算.在请求被拒绝五天后,市长将此案提交至最高法院.法院作出有利

于市议会的裁决.２０１１年６月,一个反对全民免费校餐的民间组织要求就

免费校餐计划举行公投,市长同意了这一决定.公投于２０１１年８月举行,
但因投票率不足而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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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造成上述失败,当时的首尔市长辞职.２０１１年１０月举行补缺选举

后,反对党候选人当选为新的首尔市长.２０１１年１２月,新市长提交了一份

撤销关于免费校餐条例的无效诉讼的法案.提交三天后,市议会通过了修

改后的条例.２０１２年１月,新市长终于官方宣布了全民免费校餐条例.新

市长于２０１８年６月赢得连任,开启了他的第三个四年任期.

∗对贝洛奥里藏特市长候选人而言,免费校餐计划也是一个容易引起

争议的议题.

首尔的财政分摊

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为韩国首尔 “粮食总体计划”提供资金.市级政

府预算用于支持城市粮食干预举措,而从中央政府转移的财政资源则专门

用于支持庞大的国家计划.例如:
首尔粮食总体计划得到了九个部门的财政支持:市民卫生局下属的粮

食政策部 (６８０万美元);对外合作部、福利政策部、社区福利支持部、家

庭部 (１９６０万美元);生态友好型膳食部 (１３６０万美元);妇女和家庭政

策事务办公室的家庭部、公共安全特别执法部、气候与环境办公室的生活

环境部、经济规划办公室的城市农业部 (４８０万美元).
免费校餐计划由首尔市教育局出资５０％,首尔大都市政府出资 ３０％,

２５个自治区出资２０％.
国家政府提供配套资金３３０万美元,用于建立儿童膳食服务管理和支持中心.

方法

计划

首尔２０１７年 “粮食总体计划”概括了用于指导城市粮食干预措施的一揽子

计划:增加穷人获取食物的机会;促进中小型家庭农场与城市之间的联系;解

决与粮食和营养相关的公共卫生问题;设计包容性政策和参与式管理;投资于

粮食相关的社会安全网;解决与公共卫生、福利、就业、住房和城市规划相关

的粮食问题;提升粮食体系的生态友好性和可持续性;支持饮食文化多样性.
生态友好型免费校餐计划是首尔与韩国国家、省和地方政府合作开发的旗

舰计划之一.符合这一战略愿景的其他计划包括:在公共交通枢纽和公共机构

设置果蔬自动售货机、水果零售点和便利店,以增加营养食物的获取途径;开

发和推广 “低盐”饮食,在餐厅、儿童保育中心、企业食堂和便利店午餐包中

认证营养丰富的 “明智用餐”.一顿明智的膳食含有５００~１０００千卡①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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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来自脂肪)和少于１４００毫克的钠.社会保护计划包括食品券和公共厨

房.改变饮食行为的计划促进韩国的膳食更加营养丰富.
采购当地粮食作为校餐

通过 “谅解备忘录”,首尔２０１７年启动的 “城乡共同繁荣公共供餐”项目是首

尔大都市政府促进城乡联系的一个例子,旨在提高校餐的质量和营养,同时增加对

当地生产粮食的需求.该备忘录的内容侧重于:稳定的粮食供应;为学校和公共膳

食计划采购生态友好型的当地粮食;教育计划.首尔终身学习部门的生态友好型膳

食处管理该项目,同时负责监督粮食配料供应链的价格、质量和安全.
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首尔的粮食政策实践根植于民间组织的持续动员和积极行动.民间组织很

早就参与首尔的粮食体系治理,在治理全过程中一直非常活跃.许多组织负责

人在首尔市民粮食委员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粮食政策和计划的实施产生了

重大影响.本案例研究表明,在首尔粮食干预举措的排序、规划、设计和实施

过程中,民间组织和私营部门都广泛参与并施加了影响.
政策规划

２０１７年６月,首尔大都市政府与民间组织、私营部门、粮食生产者和学

术界的３５０名公民代表一起签署了 «首尔市民基本食物权利»的正式宣言,这

成为了首尔制定 “粮食总体计划”的基础.这呈现了一种自上而下的方法———
由市政府主导且有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网络.首尔 “粮食总体计划”经过健

全的协商过程而最终确定,该过程涉及与市民进行的１５０多次辩论,其中包括

来自以下各领域和部门的约２０００名专家:粮食安全、营养、农业、粮食配

送、餐饮服务领域以及促进全州市和完州郡当地粮食发展的福利部门和地方政

府等.
«首尔基本粮食条例»是首尔广泛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为期两年多讨论和

公开听证的成果,包括首尔大都市政府和自治区的市政官员、私营部门代表和

民间组织等.首尔大都市政府粮食管理和城乡共同繁荣管理委员会的技术投入

也发挥了促进作用.２０１７年９月颁布的 «首尔基本粮食条例»为首尔发展可

持续粮食体系和实现所有公民的粮食安全确立了政策架构.该条例由３５条条

款组成,涉及指导原则、市长职责和市民责任、粮食总体计划、粮食宪章的目

标和作用、粮食政策顾问的职责、不同粮食委员会和分委员会的作用以及结果

框架的指标.与其他国家一样,首尔的一整套综合性粮食政策条例与韩国中央

政府粮食政策 (通常是法案)相关联,并且通常由中央政府授权实施,涵盖议

题的范围广泛 (ChungandOlson,２０１９).首尔大都市政府制定的其他市政条

例也涉及广泛的粮食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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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８　中国上海

概要

通过创建国家食品安全模范城市,上海加强了粮食体系治理,以国家指导

下的市、区和乡镇三级粮食体系治理方法为支撑.

人口 (城市):
城市面积:
城市类型:

城市粮食部门归口:
领导人:

城市 GDP:
粮食政策开始实施时间:

概览

• 国家主导型粮食体系治理模式.

• 食品安全作为切入点.

• 强有力的国家政策为上海实现城市愿景奠定了基础,上海致力于成为一个

金融、教育和生态综合发展的创新型城市.通过:① 粮食安全;② 现代

化和战略型市场;③安全有韧性的粮食体系,加强城市的新鲜果蔬供应.

• 国家级指导的三级治理方法助推上海成为食品安全模范城市,增强各级政

府的主人翁意识和多层级协调.

• 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有助于将相关职权从地方政府转移和重新分配给主

要参与者.
关键特征

２４３０万 (２０１９年)

４０００平方千米 (２０１８年)
直辖市政府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上海市商务委员会

市委书记

５３４０亿美元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０８年

上海的城市愿景是发展成为一个金融、教育和生态综合发展的创新型城

市.食品安全、现代化和战略型市场以及安全、有韧性的粮食体系将有助于加

强城市新鲜果蔬的供应.粮食议题与上海的城市愿景有着内在联系,因为这一

愿景为加强粮食体系提供了明确的优先事项.上海的城市粮食计划和相关机构

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国家政府和市政府制定的综合政策和规划框架,以及强有力

的国家政策.
中国参与城市粮食体系治理取决于多种因素:①１９９２年通过的 «中国共

产党章程»关注农业现代化;②中国的快速城镇化进程需要建立有韧性的粮食

体系来养活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③中国强调经济发展和改革 (１９７８—２０００
年),将 “温饱”(全年有足够的衣食)重新定位为 “小康”(人们可以享受与中

等收入国家相称的生活方式)(Yao,２０００);④ «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

的指导意见»(Hou,２０１８)阐明了中国扶贫的重点;⑤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是 “十三五”规划的重点领域,即提高供应质量以满足不断变化的消费者需

求,同时增加供应链和提高零售效率,并通过区域规划、城乡协调发展、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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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以及使用先进绿色技术来实现这一目标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２０１６).
制度背景

上海的市政制度结构反映了国家层面的制度结构.农业、卫生、商务等技

术部门或委员会在市政府中发挥技术作用.这些部门的工作由副市长监督,副

市长向市长 (该市的 “首席运营官”)汇报工作.由于上海是中国的直辖市,
市长与省长同级,但要接受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领导.上海市委书记主持上海

市委工作,上海市委是上海市的最高行政机关.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立

法机构,其作用类似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海的１６个区还设有区 (副市级)
人大,受权对各区重大发展问题进行决策 (例如,浦东新区人大对粮食安全的

调查)(Li,２０１７).
利益相关者参与的例子

在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下,上海市闵行区城市农业发展项目制定了相关

政策和行动规划.这一项目的核心支持团队成员来自区政府、村委会、上海交

通大学、闵行区农业委员会、农业服务扩展中心和两个镇———马桥镇和浦江

镇.这种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方式促进了权责的转移———从市政府和区政府

转移到参与中国城市和城郊农业发展规划参与者.
将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形成制度

上海市委 (如农业农村委员会)的技术官员可以起草政策并将政策提交至

市政府,经市人民政府或其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最终负责政策实施 (AnderＧ
son,２０１３).学术界、研究机构和智库也可以参与政策的分析和起草过程,而

商业和行业协会以及国有企业董事会可以为新的或现有的政策制定提供见解.
上海市委和市政府也可以组建领导小组,即由精选的高级官员组成的非正式小

组,为政策的起草建言献策,为政策的实施做出贡献 (Miller,２００８).
上海市委常委会 (常设机构)直接监督相关政策的执行 (中共上海市委,

２０１０).正如国家部委通常在解释、管理、实施和监督广泛的政策方面发挥战

术影响力一样,地方政府也会拥有制定和执行自己政策的空间 (Ahrens,

２０１３).
方法

政策规划

强有力的国家政策为上海的城市愿景奠定了基础.国家政策的总体方向推

动上海市确定了创建国家级食品安全模范城市的目标,而借鉴国家制度结构有

助于促进多层级协调.
在决策和施策方面,地方政府和国家政府类似,但地方政府拥有改变和试

验的空间.以１９７９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组织法»为指导,以基于共识的决策为重点,市级政策需确保与国家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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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事项保持一致和遵守中国宪法 (GaoandWu,２０１７).国家和市级层面制定

的五年计划,旨在为所达成的结果提供战略愿景、指导和基准.市级政府有相

当大的余地在其管辖范围内来试行和起草因地制宜的政策.上海市人民代表大

会和上海市委书记加强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联系,促进上海市级政策与

中国的国家级政策接轨.
上海对食品安全的关注是推动上海实行粮食政策的主要因素.成立于

２００８年的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取得了一系列里程碑式的成就,包括:
建立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出台有关食品安全信息和追溯的管理举措;制定食品

安全监督工作计划;于２０１７年制定了 «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另外值得注意

的是,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通过了 «上海市农业发展 “十三五”规划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年)»,其中包括实现７０％当地农产品是有机和无污染的农业发展目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２０１０).上海的市级政策源于中国在同一领域的

国家立法 (Shi,JiangandYao,２０１８).
中国国家农业部门制定了农业现代化、农业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和现代

农业发展方面的各种政策、行动计划和规划,为上海实行城市和城郊农业干预

举措提供了技术框架 (Hosseinifarhangi等,２０１９).通过与国家级农业政策

框架相结合,上海土地利用规划能够着手于城市发展和城市粮食供应方面的优

先事项.
从１９７９年到２００８年,上海市人口增长了６６％,城市和建筑用地增加了

２１０％,这却导致农田、水体和裸地的急剧减少 (Zhang等,２０１１).１９９０年,
耕地占上海市面积的６１％,２０００年下降到５７％,２０１０年下降到４５％ (Shi,

JiangandYao,２０１８). «上海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提出,
要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引领城市发展空间布局,控制耕地缩减程度,推进土地

整治和复垦,发展现代农业,努力提高农业用地的产量和效益.该规划与

２００４年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国务院批准的针对省、市、
县和乡镇保护耕地的计划相一致 (Meligrana等,２００８).«上海市城市总体规

划 (２０１７—２０３５年)»也遵循上述逻辑,力求在城市外围建立紧凑型农村居住

区,并通过利用财政和就业刺激措施鼓励农民和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由此,
上海将分散的农业用地整合为更大面积的土地,以实现规模化农业经济,并推

广现代化方法来提高土地产量和劳动生产率.
计划

城市粮食计划的制定以国家政府和市政府的综合政策和规划框架为基础.
受上海城市愿景、国家和市级政策规划的驱动,上海市开始关注粮食安全、城

市和城郊农业以及现代粮食批发和零售市场.与北京和天津一样,上海制定了

粮食批发市场总体规划,引导了城市周边现代化粮食批发市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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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印发的 «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 (２０１５—２０３０年)»指导上海市的

粮食干预举措,支持上海通过农业创新和技术发展来实现粮食自给自足.作为

中国农业农村部下属的国家级农业科研机构,中国农业科学院 (CAAS)通过

与国有企业合作,在为中国各地农产品项目 (包括上海)提供资金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城市和城郊农业干预措施侧重于采用适应现代农业的技术和创新方

法 (例如水培法、室内园艺、垂直农业、闭环系统),使节水效率提高了

９０％,生产力提高了２０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科技创新工程和全年生产蔬

菜的 “菜篮子计划”受益于与国外公司在研究设计和技术方面的合作.来自中

国农业科学院、国有企业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国家资金支持了这些项目

(Hosseinifarhangi等,２０１９).
上海其他重大干预举措包括:①上海所有蔬菜生产基地确保农产品和生产

过程都符合绿色标准的 “双绿”工程;② “溯源”计划———上海计划将十多个

现有农产品溯源平台与上海统一粮食安全信息溯源平台进行整合.上海市级以

下政府或区政府也实施城市和城郊农业干预措施,包括对城市和城郊农业灌溉

系统的投资,以及在技术采用、营销和粮食质量控制方面向农民、合作社和农

业企业提供的技术援助 (Cai等,２０１１).
在混合型城市开发模式中适用农产品视角

上海孙桥现代农业开发区是上海开发更大城市规划的一部分.该规划将社

区的一部分转变为农产品中心或技术中心以展示农业研发.对于混合型城市开

发,该规划还能加强对新农业和食品技术的认识,并拓展教育空间.混合型城

市开发范围涉及绿色空间 (公园和温室)、住宅和商业空间以及科学博物馆.
上海市政府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划定了一个面积９３平方公里的城市区域,
旨在吸引生物工程和生物制药公司进驻,进而建立一个与城市温室保持协作的

研究基地 (SasakiAssociates,Inc,２０２０).
数据详情

大数据规划的举措包括 “天眼系统”,该系统旨在客观反映消费者对餐厅质

量和食品安全情况的评价,进而为监管部门提供参考.上海食品风险评估记录显

示,上海针对食品经营者建立的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和新的食品安全法规有助于改善

食品安全 (联合国粮农组织,２０１８;中华人民共和国,２００９;Shen,２０１５).
预算流程

上海实行三级政府公共预算体系 (市—区—乡镇),每一级都有各自的预

算计划.上海利用公共财政对社会资本和投资资本施加影响,以支持现代农业

和粮食体系的建设 (上海市人民政府,２０１２).上海通过相关项目来完善市与

区之间的融资机制,并以激励而非补贴的方式提高金融工具的有效性.上海市

还加强金融绩效的监测和评估,并将评估结果与下一年的融资机会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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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９　加拿大多伦多

概要

将基层特别粮食倡议和民间组织参与转变为地方正式的粮食体系治理机

制,并将这一机制内嵌于地方政府机构之中.为粮食政策和计划提供便利,以

便涵盖粮食体系的所有维度,确保粮食安全.

人口 (城市):
城市面积:
城市类型:

城市粮食部门归口:
领导人:

城市 GDP:
粮食政策开始实施时间:

概览

• 城市主导型粮食体系治理模式.

• 当地粮 食 运 动 和 民 间 组 织 的 历 史 根 源 促 使 多 伦 多 粮 食 政 策 委 员 会

(TFPC)的设立.

• 以营养和健康为重点的粮食体系作为切入点,实行解决粮食安全和粮食体

系韧性问题的举措.

• 两个以粮食议题为导向的机构实体直接内嵌于多伦多市政机构.

• 与其他组织和利益集团协调合作的能力.

• “多伦多粮食战略”占据独特地位,具有政策和规划上的更大独立性和灵

活性.
关键特征

２７０万 (２０１６年)

６３０２平方千米

市政府

公共卫生部

当选市长

３３００亿美元 (２０１８年)

１９９１年

随着城市粮食议程的扩大,长期参与粮食议题的民间组织在规划和政策对

话中获得了更大的发言权,并促使市政府采取相关行动.在多伦多等一些城

市,民间组织长期聚焦粮食议题的倡导和加强社区组织.民间组织成功引起了

市政府的关注,推动了粮食体系问题的变革.
在多伦多,推动设立多伦多粮食机构实体的民间组织是 “多伦多粮食共

享”.该组织成立于１９８５年,其愿景是 “人人享有优质、健康的粮食”,旨在

创造一个有韧性、公正和可持续的粮食体系.多伦多粮食政策委员会 (TFＧ
PC)成立于１９９１年,是多伦多卫生委员会的一个分委员会,负责就粮食政策

问题向多伦多市政府提供建议,尤其是与饥饿和粮食银行相关的问题.当时,
多伦多市议会认为设立粮食银行并非为城市增光之举.

机构和治理

多伦多粮食政策委员会是世界上最早设立于大城市的粮食政策委员会.多

伦多粮食宪章于２００１年由多伦多市议会一致通过,为多伦多粮食政策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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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指导.该委员会将粮食部门、农业和民间组织联系起来,制定支持健康粮

食体系的创新政策和项目,还为整个粮食体系的行动提供了交流论坛.多伦多

粮食政策委员会负责解决影响多伦多居民的新兴粮食问题,并促进粮食体系创

新和推动粮食政策发展.多伦多粮食政策委员会的值得称赞之处在于,将基层

特别粮食倡议正式转化为一种地方粮食体系治理机制,并这种机制内嵌于地方

政府机构,通过广泛的政策框架全面地解决粮食体系问题.
与北美其他城市的粮食政策委员会不同,多伦多粮食政策委员会作为多伦

多市卫生委员会的一个分委员会运作,而多伦多市卫生委员会是负责向多伦多

市议会报告工作的十个委员会之一.多伦多粮食政策委员的地位是独特的,因

为它具有大多数分委员会不具备的独立性,有助于粮食规划和政策的成功实

施.多伦多粮食政策委员会的成员经验丰富,能够就广泛粮食议题提供权威、
可信的意见.

２００８年,受到一篇题为 «多伦多粮食状况:有关 “多伦多粮食战略”的

讨论»报告的启发,多伦多粮食政策委员会启动了 “多伦多粮食战略”.在这

篇报告被提交至多伦多卫生委员会后,多伦多卫生官员成立了一个由２１名成

员组成的非正式指导小组来指导该战略的实施.该指导小组由社区粮食专家

和市政府高层工作人员组成,制定了多伦多大胆而务实的粮食愿景,确定了

长期目标以及短期粮食干预举措和行动.在与公共、私营部门和民间组织协

商后,“多伦多粮食战略”在２０１０年得到了市长的批准.“多伦多粮食战略”
的目标是与多伦多粮食政策委员会合作,通过为公共卫生参与者制定行动计

划和建立平台来参与粮食议题.多伦多粮食政策委员会与众多社区和商界领

袖一同参与,充当 “多伦多粮食战略”社区顾问小组 (FridmanandLenters,

２０１３).
与多伦多粮食政策委员会类似,“多伦多粮食战略”与多伦多市卫生委员

会之间存在制度关联性.作为安大略省四个市级卫生委员会之一,多伦多卫生

委员会是根据 «卫生保护和促进法案» (多伦多,２０２０)成立的,并受该法案

的管理.
方法

政策规划

加拿大各省大都市或城市采取的大多数粮食干预举措都是通过地方法规

得以实施的. «多伦多市法案»规定,市政府通过这些法规行使权力,而这

些法规是安大略省各市的主要立法工具.市议会通过采纳或修订委员会和市

政府官员在报告和简报中提出的建议来做出决定.这意味着,对于粮食体系

规划 (包括城市规划)的变化,地方法规和通过地方法规采取的行动是至关

重要的.自１８３４年以来,多伦多市已颁布了１９８万条地方法规 (多伦多,

１３０　

　城市粮食体系治理———当前环境和未来机遇



２０１２).
在持续参与粮食议题的３０年中,多伦多粮食政策委员会和 “多伦多粮食

战略”倡导和促进了几乎涉及城市粮食体系各个方面粮食政策的制定,包括:
当地粮食采购;支持城市和城郊农业的综合政策;出台有关粮食卡车、手推车

和自动售货机的法规;颁布粮食经营许可和法规;改善粮食市场和农贸市场;
减少粮食浪费;加强餐饮服务;制定粮食安全法规.

多伦多粮食政策委员会协助多伦多市建立了广泛的粮食政策框架,成果包

括１９９２年通过的 «多伦多粮食和营养宣言»和２００１年通过的 «多伦多粮食宪

章»(多伦多粮食政策委员会,２０１５).２０１０年,多伦多公共卫生部门和多伦

多粮食政策委员会共同制定 “多伦多粮食战略”并组建相应的指导团队.
多伦多市还大力倡导联邦层面的粮食政策,包括关于使用人工生产反式脂

肪的规定、学生营养计划和针对１３岁以下儿童的商业广告.
计划

在跨部门粮食计划的制定、粮食项目的发展、与民间组织和私营部门共同

协作方面,多伦多粮食政策委员会和 “多伦多粮食战略”有长期积累的经验.
“多伦多２０２０年强大街区战略”和多伦多减贫战略 “多伦多繁荣”都强调,需

要创造更多机会让所有多伦多居民获得健康且负担得起的粮食.多伦多公共卫

生部门与环境能源部门合作,委托进行了一项研究,以界定气候变化对多伦多

粮食分配和获取构成的重大风险,同时将与粮食体系相关的建议纳入 “多伦多

韧性战略”.“转变多伦多”和 “多伦多气候行动战略”旨在到２０５０年将多伦

多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８０％,粮食体系在这两项战略中也发挥着核心作用.
“多伦多粮食战略”为粮食计划的制定构建模板,例如超市与粮食生产商、制

造商和分销商合作,将多余的粮食重新分销给顾客.同时,该战略还旨在减少

厨房和咖啡馆的粮食浪费,通过提供营养餐点,打破社会孤立,将社区凝聚在

一起 (多伦多公共卫生部,２０１８).
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通过与其他组织和利益集团开展合作,多伦多粮食政策委员会扩大了粮食

议题与多伦多地区的关联性,由此突出粮食议程的多功能特性.通过从基础工

作———制定粮食宪章并将粮食议题作为公共卫生优先事项———到逐步建立城市

粮食体系的过程,多伦多为更复杂和关联度更高的粮食政策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多伦多粮食政策委员会虽然属于正式的城市粮食体系治理机构,却具备非

政府组织的能力,能不断地处理多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多伦多意识到,粮食安全也依赖于对周边地农村农田的保护.因此,在

２０１２年,多伦多粮食政策委员会通过建立一个创新管理机构——— “金马蹄粮

食和农业联盟”来协调和促进农民组织参与粮食体系政策规划,借此将粮食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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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干预范围扩大到包括多伦多市周边的金马蹄地区,并加强吸收来自粮食行业

协会和民间组织的有关意见.多伦多 “金马蹄粮食和农业行动计划”兼具整体

性和协调性,明确了在金马蹄地区采取粮食和农业可行性方法的途径,以确保

该地区加强和扩大其粮食和农业集群的引领作用.
为应对资金不确定性,多伦多的利益相关者创建了一个非正式小组,即

“多伦多粮食政策委员会之友”.该小组由几位高层人士和政治相关支持者组

成,以游说市政府和省政府继续支持粮食相关计划和人员预算.
“多伦多粮食战略”采用跨部门方法加强城市的粮食体系治理能力,并促

进与各类机构、社区组织和私营部门等外部合作伙伴的协作,以驱动有效的政

策和监管变革.该战略还促使城市出台相关举措来增加健康、负担得起和多样

化粮食的获取途径,同时创造良好的粮食相关工作岗位. “多伦多粮食战略”
以不同的粮食议题切入点来满足粮食部门和城市的目标,涉及与许多城市部门

和机构的广泛合作.
利用资源

多伦多利用机会主义方法启动多阶段融资,为最初的粮食干预措施提供资

金.例如,１９９１—１９９８年,多伦多粮食政策委员会每年从市政府和省政府获

得约２２万美元的共同融资,从其他来源筹集超过７００万美元的资金,这些资

金都用于社区粮食项目.自２０１０年以来,“多伦多粮食战略”已经能够吸引来

自慈善基金会和省政府的资金,用于实施多项相关粮食干预举措.
获得来自市政府和省政府预算的公共资金有助于城市实施粮食体系治理的

干预措施 (如多伦多粮食政策委员会).多伦多粮食政策委员会使用创新的融

资机制来支付跨部门城市粮食工作的运营成本.多伦多公共卫生部门和市议会

的目的是让一名固定的城市雇员专注于运行和管理 “多伦多粮食战略”团队,
以指导城市内的整体粮食体系运作.２０１６年,安大略省政府为多伦多公共卫

生部总运营预算提供７２％的资金,多伦多市提供２４％的资金,剩余４％来自

用户使用费和其他市政部门.对于大多数公共卫生服务,７５/２５的成本分摊方

式意味着,多伦多市每投资１美元,就会产生４美元的公共服务.“多伦多粮

食战略”主管职位薪资的一半由多伦多公共卫生部提供,另一半则来自用户使

用费和市政府其他部门的拨款.“多伦多粮食战略”不为粮食项目或活动提供

资金,而是与可以实施粮食项目的合作伙伴保持协作.
数据详情

通过长期参与粮食议题,多伦多粮食政策委员会和 “多伦多粮食战略”促

进并支持大量数据和信息分析工作,努力改善利益相关者和多伦多市议会作出

明智决策所需的数据基础.作为 “多伦多粮食战略”团队开展的一项工作中,
分析人员和官员在多伦多市卫生委员会开发了一个为期１５年的数据库.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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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是对涉及粮食销售的每家餐馆、零售店或其他机构的信息汇编,包括有关

开业和关闭日期以及卫生检查结果的信息.“多伦多粮食战略”让城市规划者

认识到这种粮食供应信息的价值,并将有关新鲜果蔬销售的问题嵌入到粮食卫

生检查协议中 (Emmanuel,２０１９).此外,多伦多粮食资产绘图使用北美产

业分类系统,为粮食规划提供信息支持,还能引导公共和私人投资,解决营养

食物的获取问题并协助建立土地银行.
“多伦多粮食战略”还支持多伦多大学的 “粮食环境政策指数”项目,旨

在跟踪加拿大各地市政府在推动粮食环境和实施肥胖预防政策方面取得的进

展.这种协作将有助于确定一份拟议粮食政策行动的综合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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