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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0 月 3 日，罗马  

 
1. 今年部长级会议的主题为“长期商品价格趋势和可持续农业发展”。

继 2008 至 2012 年农产品价格经过一系列攀升，人们担心国际市场正变得动荡

不堪后，如今的市场已趋平稳，价格也有所下降。传统观点认为，长期来看，除了

一些周期性和突发性的攀升，实际商品价格将呈下降趋势。  

2. 农产品价格下降的同时，正值国际社会开始努力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和完成可持续发展目标。本次会议的主题将为各位部长提供一个绝佳的

机会，就关于商品价格与发展、粮食安全、贫困、贸易和农业生产率及可持续性

之间关系的重要问题分享其观点和经验。  

3. 农产品价格对于可持续发展而言至关重要，对于依赖农业出口和 /或农业是

经济支柱的国家尤其如此。价格和价格波动对于决定分配资源和采用提高生产率

的技术的驱动因素以及收入分配的影响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农业为重大部门的

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政策制定者需要密切关注农产品价格的意外突变。  

4. 自 1974-1975 年价格飙升至 21 世纪初，农业市场表现出实际价格下降。

粮价的这一下降趋势被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亿万贫农不利。农产品价格低且

持续下降被认为导致农业部门缺乏投资、生产力低下，因此使收入降低，对小农、

粮食安全、贫困和农村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的确在 1980 年至 2010 年间，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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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的产量增速下降。小麦和稻谷的产量增幅从每年 2.5%-3%下降为约 1%。玉米

产量的年增长率略少于 2%。 

5. 2007-2008 年商品价格飙升，随后粮价快速上涨，再加上长期以来的价格

动荡，引发了人们担忧将给最贫困人群的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带来负面影响，

尤其是城市贫困人口、纯粮食购买家庭和无地人群，这些人可能将其收入的 75%

都花费在食物上。国际社会齐心协力谋求促进粮食安全、改善营养和可持续农业

的短期和长期解决方案。  

6. 从两次价格攀升得出的结论是，农产品价格可能过低而不利于刺激投资，

或者过高，结果难以确保为所有人提供充足的粮食和营养。  

7. 100 多个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出口收入都依靠初级商品，特别是农产品。

对这些国家而言，世界市场的发展对于其经济增长和发展、粮食安全、家庭农户

的收入以及整体农村部门都有影响。例如，初级商品价格的长期下降以及不可

预见的突然飙升给依赖商品的发展中国家带来重大挑战。此外，这些国家中的

许多国家还是粮食净进口国，因此在国际市场上既是购买国又是出售国，因而

更容易受商品价格突变的影响。  

8. 目前，虽然全球农业市场的价格水平比 1990 年代的普遍价格要高，但农产品

价格的长期下降趋势可能对农业发展工作带来政策影响，尤其是在《2030 年议程》

的背景下。在此环境下，政策制定者发现他们需要找到实现可持续发展多重目标

的政策。 “合理的粮食价格”这一概念可能并不存在。对于城市贫困人口，低廉

的粮食价格才是合理的。对于能够扩大生产、为家庭带来更多收入的女性小农

而言，其更倾向于高价格。政策制定者可能发现难以将城市贫困人口和女性小农

的价格偏好综合起来。  

9. 农产品价格的长期态势和周期性价格飙升对于农业发展、农村经济转型、

贸易以及（对于很多国家而言）更广泛的经济增长起着决定性作用。这就要求

机构能够应对不同的市场价格环境，政策能够为农业部门提供协调一致的刺激。

农业与粮食安全和营养、健康、农村发展以及环境都有关联，因此与很多可持续

发展目标息息相关。农业和贸易部长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背景下讨论

这些重要议题及其相关政策至关重要。  

10.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工作应由保护自然资源的生产率增长来驱动。价格

状况造就了投资和技术应用将可持续促进生产率增长的环境。高粮价可刺激私营

部门和农民自身进行投资，而在低价格的环境中，政府在促进投资、研究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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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服务方面则发挥着更为关键的作用。推广提高生产率的技术的政策也是如此，

特别是在以小规模家庭农民为主的部门中。  

11. 农产品价格还决定着贸易的发展，因此能够对依赖商品出口国家的出口

收益及国际收支产生重要影响。贸易政策对于维持适当的价格激励措施以确保

可持续生产率增长至关重要。过度的价格波动会影响投资，因其加大了风险，

并使提供农业保险成为必要。社会保护机制在高粮价时期有效地帮助了穷人免于

饥饿，在低价格时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对贫困小农有的放矢，则能够促进

投资。 

12. 关于在长期价格趋势的背景下促进可持续农业发展政策和措施的讨论涉及

很多方面。虽然粮食的“合理价格”无法确定，但一国可设立在不同价格水平下

实施正确政策的机构。各位部长不妨从本国的角度出发，介绍在长期价格趋势和

价格波动的背景下的经验和政策。  

13. 各位部长在分享观点和经验的时候不妨考虑四组宽泛的问题： 

1) 农产品价格的长期下降趋势和周期性价格飙升对农业发展、收入、

粮食安全和营养以及贸易有什么影响？为政府和政策制定者带来哪些

难题？ 

2) 在价格长期下降的背景下，各国农产品部门需要什么类型的政策、

措施和机制来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目标？ 

3) 在全球农产品价格水平以及波动加剧的背景下，目前的机构和政策在

向农业发展提供协调一致的方法方面成效如何？  

4) 机构和政策安排预期应实现哪些产出，并应如何加强机构和政策安排

来提供适当的激励措施并促进实现《2030 年议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