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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 在东部非洲，粮食形势由于干旱和武装冲突的影响而仍然处于不稳定
的状况。目前有 1,700多万人需要紧急粮食援助。在南部非洲，津巴布韦 2004
年的谷物产量大大低于平均水平，预测在乡村和城市地区均将发生严重的粮食

短缺。在受干旱侵袭的莱索托，2004 年谷物收成大幅减产，需要为大量的人
们提供紧急粮食援助。在西部非洲，沙漠蝗虫继续对撒赫勒地区，特别是毛里

塔尼亚、马里、塞内加尔和尼日尔的农业生产构成严重威胁。目前粮农组织/
撒赫勒国家间抗旱常设委员会/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评估团正在该次区域对蝗
虫对粮食生产的影响进行评估。 

 亚洲/近东： 亚洲有数百万人受到大范围猛烈的季风雨和洪水影响。受影响最
为严重的国家包括孟加拉国、印度、尼泊尔和中国。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尽管粮食产量有所回升，但该国仍需要依赖国际援助来满足其最低粮食需

求。在阿富汗，干旱和作物病害使收成大打折扣，造成粮食援助需求增加。干

旱也影响到斯里兰卡、蒙古和巴基斯坦的产量。在伊拉克，缺乏安全保障和国

际救援人员数量的减少阻碍了人道主义援助工作。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若干加勒比国家因飓风引起的破坏性洪灾造成了人员伤
亡并严重毁坏了基础设施和庄稼。在海地，热带风暴珍妮造成约 3,000 人丧生
并对阿蒂博尼特和西北地区的基础设施造成严重毁坏。相反，长期干旱使尼加

拉瓜、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的主季谷物产量减产。其它国家前景总体看好，但

干燥的天气状况可能会造成南美洲国家小麦主产区单产的下降。  
 

 
 欧洲： 在去年因干旱造成作物歉收之后，2004年谷物产量大幅回升。2005年

冬季谷物播种和生长的天气条件总体令人满意，但若降雨能有所增加则能使该

区域南部某些地区受益。在欧洲独联体国家，尽管谷物收成大大高于去年，但

仍低于与 2001年和 2002年丰收水平持平的预期。 

 

 北美洲： 美国 2005年冬小麦的播种工作正在如期进行，由于条件总体有利，
作物出苗情况良好。玉米收获工作正在进行，预测总产量为创记录的 2.95 亿
吨。在加拿大，2004 年生长季节大部分时间的冷湿状况造成作物生长缓慢，
收获晚于正常年份且作物质量较差。尽管如此，小麦产量仍可能比干旱影响了

部分地区单产的上年有所提高。 
 

 大洋洲： 澳大利亚 2004年谷物产量将比去年的丰收水平减产，但应该高于过
去五年的平均水平。夏季粗粮播种的土壤墒情条件有利，将于 2005 年收获的
高粱和玉米的面积预测将大幅增加。 
 

 

 

联    合    国    粮    食    及    农    业    组    织



- 2 - 
 

 
粮食作物与短缺，2004年 10月 

受影响的国家 1/ 

 
需要外部援助的国家（共 35个国家） 

区域/国家 发生紧急情况的原因 区域/国家  发生紧急情况的原因 
 

非洲 （23个国家） 

安哥拉 返回家园者 
布隆迪* 内乱，内部流离失所者和返回家园者 
乍得 难民 
中非共和国 内乱 
刚果民主共和国* 内乱，内部流离失所者和难民  
刚果共和国 内乱，内部流离失所者 
科特迪瓦 内乱，内部流离失所者 
厄立特里亚* 干旱，内部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者 
埃塞俄比亚* 部分地区干旱，内部流离失所者 
几内亚* 内部流离失所者和难民 
肯尼亚* 部分地区干旱 
莱索托* 干旱 
利比里亚* 内乱，内部流离失所者 
马达加斯加 南部干旱，飓风 
毛里塔尼亚 干旱 
马拉维* 部分地区干旱 
塞拉里昂* 返回家园者 
索马里* 内乱，部分地区干旱 
苏丹* 内乱，部分地区干旱 
斯威士兰* 部分地区干旱 
坦桑尼亚 部分地区干旱，难民 
乌干达* 内乱， 内部流离失所者 
津巴布韦* 恶劣天气，经济危机 

亚洲/近东 （6个国家） 

阿富汗* 干旱和内乱  
孟加拉国 洪水 
伊拉克* 近期战争，投入短缺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经济制约 
蒙古* 干旱和经济制约 
斯里兰卡 干旱 
 

拉丁美洲 （5个国家） 
 
萨尔瓦多* 恶劣天气和经济冲击的影响 
危地马拉* 恶劣天气和经济冲击的影响 
海地 内乱，干旱，洪水 
洪都拉斯* 恶劣天气和经济冲击的影响 
尼加拉瓜* 恶劣天气和经济冲击的影响 
 

欧洲 （1个国家） 

俄罗斯联邦 
（车臣） 内乱 
 
 

目前作物收成前景不佳的国家 
 

国        家 主要原因 国        家 主要原因 

阿哥拉 恶劣天气，返回家园者 马拉维* 干旱 
孟加拉国 洪水 马里 沙漠蝗虫 
佛得角 沙漠蝗虫，干旱 毛里塔尼亚 沙漠蝗虫 
乍得 难民 蒙古* 干旱 
古巴 洪水 索马里* 干旱，内乱 
厄立特里亚* 降雨失常，投入短缺 斯里兰卡 干旱 
埃塞俄比亚* 降雨失常 苏丹* 恶劣天气，内乱 
肯尼亚* 降雨失常 斯威士兰* 干旱 
莱索托* 干旱 津巴布韦* 经济危机 

需要外部援助来运销当地余粮和（或）可供出口的余粮： 
阿富汗 
___________________ 
 
1/ 在本页和正文中，当季作物收成前景不佳和/或短缺未得到解决的国家用黑体字表示；因连续几年作物歉收或粮食短缺而
受到影响或威胁的国家用星号【*】表示。定义见目录页。 

 
注：封面的地图表明了作物收成前景不佳和/或面临异常粮食紧急情况的国家。 
 

 
请注意，在印刷版本刊行之间更新的国别报告可参见全球信息及预警系统网站：http://www.fao.org/giews/的全球信

息及预警系统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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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与粮食供应形势 
  

概        况 
 
截至 2004年 10月，全世界面临严重粮食短缺的国家数为 35个，其中 23个在非洲，6个在亚

洲/近东，5 个在拉丁美洲，1 个在欧洲。造成严重粮食短缺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内乱和恶劣的
天气，包括干旱是主要原因。在其中许多国家，艾滋病毒/艾滋病大流行是一个主要因素。联合国粮
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最近联合出版的作物与粮食供应评价报告对这些因素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说
明，该报告可见http://www.fao.org/giews/english/alertes/sptoc.htm。 
 
在东部非洲，尽管部分地区降雨有益，但由于干旱和冲突的影响延绵不去，粮食形势仍不稳

定。目前有 1,700多万人依靠紧急粮食援助度日。预计粮食短缺的局面将持续到 2005年，要缓解饥
饿仍然需要以粮食援助的形式进口大量谷物。在苏丹，达尔福尔地区的严重人道主义危机已造成数

万人丧生和一百多万人流离失所。对包括粮食和家畜在内的财产的劫掠和焚烧严重破坏了粮食供应

以及农村和城市社区获取粮食的渠道。在索马里，次季“短雨季”降雨的提前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北

部牧区的形势，但要确定其对紧急情况的影响还为时过早。在该国若干地区均存在饥饿前兆的情

况，估计有 70 万人依靠粮食援助度日，另外还有 50 万人在 2005 年 4 月前需要援助。在肯尼亚，
干旱引发的粮食短缺仍在继续，有 230 万人需要粮食援助。在厄立特里亚，季节性降雨和农业物资
不足影响了作物生产，加剧了本来已经不稳定的粮食形势。估计有 140 万人依靠粮食援助。在埃塞
俄比亚，总体粮食供应形势仍然极不稳定。估计有 780万人需要粮食援助。  
 
在南部非洲，2005年谷物作物的整地备耕工作已经在预报本季节天气条件正常的条件下开始。粮

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作物与粮食供应评估团于今年4－5月间访问了马拉维、莫桑比克、津巴布韦
1、莱索托、斯威士兰和安哥拉。粮农组织对该次区域2004年谷物总收成的修正后的估算数字为2,100
万吨，与去年相当于平均水平的产量基本持平。该区域最重要的主食作物玉米的产量约为1,490万
吨，是该次区域东部受干旱影响最为严重的品种，产量比去年下降了约5.5％。预计莱索托、马拉维、
斯威士兰和津巴布韦谷物收成的下降将在这些国家造成不同程度的粮食短缺。在另一方面，安哥拉、

博茨瓦纳、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和赞比亚的产量上升。预计今年玉米和其它夏季作物的

总体减产将造成2004/05销售年度该次区域作为一个整体的粗粮进口净需求量约为200万吨。世界粮食
计划署已经启动了一项为期三年的区域性长期救济与恢复行动，需要资金4.05亿美元，涉及65.6573
万吨粮食商品，用于援助该次区域粮食不安全和受艾滋病影响的人们。 
 
在大湖区域，将于 1月收获的 2005年头季粮食作物的播种工作已经在预报本季节天气条件正常

的条件下开始。2004 年次季作物，主要是高粱、玉米和豆类的收获已经结束。初步结果显示总体粮
食供应量处于正常至略有改善的情况。但该区域部分地区返乡难民的安家和粮食安全形势仍继续受到

零散动乱的阻碍。 
 
在中部非洲，喀麦隆第二季玉米作物的生长条件有利，该国第一季玉米的收成令人满意。在中

非共和国，尽管天气条件和种子发放工作良好，但由于安全形势长期得不到保障，预计产量不会大

幅回升。 
 
在北部非洲，将于明年 5 月收获的冬季谷物作物的整地和初步播种工作正在进行。由于采取了大

规模的防治措施，先前存在的沙漠蝗虫暴发的潜在威胁被化解。因此，今年播种面积扩大、农资供应

改善和有利的天气条件的潜力得到充分实现，初步估算该次区域小麦产量为创纪录的 1,740 万吨，比
前五年的平均水平高 38％。埃及和摩洛哥是该次区域最大的小麦生产国，预测该两国的小麦产量分别
为约 700万吨和 550万吨。估计粗粮总产量约为 1,280万吨，与上年的好收成基本持平。 
 

                                                 
1 该评估团原计划为 19天，但在完成 12天后即告提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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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部非洲，在撒赫勒生长季节之初降雨有限和反常之后，从 7 月开始降雨情况大有好转，多数
国家作物的成熟情况令人满意。因此，预计将取得平均水平以上的收成，但不断恶化的沙漠蝗虫形势

继续对撒赫勒地区的农业生产构成严重威胁。在撒赫勒地区的毛里塔尼亚、马里、塞内加尔、尼日尔

和布基纳法索大面积繁殖后，最近又形成了数量巨大的新蝗群。乍得和佛得角的灾情也在不断加剧。

在整个撒赫勒地区，估计约有 300万至 400万公顷土地受灾。根据 9月初召开的撒赫勒国家间抗旱常
设委员会有关撒赫勒地区作物前景的年度会议估计，如果目前的降雨模式保持不变且沙漠蝗虫不对作

物造成重大损失，那么 2004 年谷物产量可能接近去年的创记录水平。但据会议估计，如果发生大面
积破坏，撒赫勒地区谷物产量的损失可能高达 25％。尽管粮农组织对区域范围内收成减损程度的预测
要低一些，但沙漠蝗虫仍可能对某些国家局部地方的粮食安全造成严重影响，特别是在毛里塔尼亚、

马里、塞内加尔和尼日尔。目前，粮农组织/撒赫勒国家间抗旱常设委员会的一系列联合作物评估团正
在对各个国家进行访问，与各国有关部门一起对 2004 年的谷物产量进行估算。在毛里塔尼亚、马
里、尼日尔和塞内加尔这些受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评估团与撒赫勒国家间抗旱常设委员会和世界粮

食计划署联合就沙漠蝗虫对农业和粮食安全的影响进行全面评估。在沿几内亚湾国家的南部地区，玉

米收成为平均水平，而次季玉米作物的长势令人满意。在北部地区正在进行粗粮的收获工作。 
 
在亚洲，有数百万人受到大范围猛烈的季风雨和洪水影响。在若干国家，主要是孟加拉国、印

度、尼泊尔和中国，洪水已对作物和家畜造成相当大的损失，对财产和基础设施造成了严重破坏。

另一方面，某些国家出现了严重旱灾，对 2004 年作物生产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些国家包括斯里兰
卡、蒙古、印度和巴基斯坦。尽管 2004 年收成有所提高，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仍将面临大量
的谷物进口需求。该国的双季耕作制度似乎受到了土壤肥力下降和农电缺乏的严重制约。虽然 2004
年取得了丰收，但预计中国的谷物贸易地位将发生变化，从 2003/04年度的净出口国（净出口量 960
万吨）转变为 2004/05年度的净进口国（净进口量 300万吨）。由于减产和库存紧张，印度的稻米和
小麦出口量预计将减少。 
 
在阿富汗，干旱的情况和作物病虫害以及春季的异常高温使今年的谷物收成大打折扣。  

 
在亚洲独联体国家，总面积约 1,900 万吨公顷谷物的收获工作即将结束。估计谷物总收成为

2,600 多万吨，比去年高于平均水平的产量下降约 220 万吨。这一总产量中包括约 2,200 万吨小麦
和近 400万吨粗粮。  
 
在近东的若干国家，干旱和冲突影响了上个季节的收成。约旦的严重旱灾使作物大量受损，导

致数千牧民需要援助。在伊拉克，缺乏安全保障和国际人道主义工作人员数量的减少影响了粮食的

发放和其它类型的援助工作。 
 
在中美洲和加勒比，2004 年主季谷物作物的收获工作已经结束或进入收尾。产量情况喜忧参

半，墨西哥的玉米和高粱收成令人满意，而在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本季节天气条件持

续干旱造成减产。在哥斯达黎加，由于稻螨危害，稻米产量下降。在加勒比地区，9月飓风过境造成
的暴雨和本季节初降雨过量造成作物严重受损，使多米尼加共和国、古巴和牙买加谷物减产。但 9
月丰富的降雨为第二季谷物作物的播种改善了土壤条件。 
 
在南美洲，南部各国 2004年小麦作物即将收获。前景尚不明朗。虽然播种面积增加，但本季节

包括阿根廷和巴西若干国家出现的干燥天气可能造成单产的下降。今年早些时候收获的 2004年粗粮
作物收成低于 2003年创纪录的水平，但仍高于平均水平。在安第斯国家，哥伦比亚取得了玉米作物
的丰收，但委内瑞拉有所减产。在秘鲁、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的部分地区，干燥的天气使最近已收

获的谷物作物减产。  
 
在欧洲，在去年因干旱造成作物歉收之后，该区域 2004 年谷物产量全面大幅回升。冬小麦的增

产幅度最为突出，估计产量远远高于过去五年的平均水平。将于 2005 年收获的冬季谷物作物在北部
许多地区已经播种，中部地区的播种工作正在进行，播种的总体条件令人满意。但若降雨能够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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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则会有利于该区域南部地区，如西班牙、法国南部和意大利的播种工作，这些地区在数周的

干燥天气之后表层土墒情不足。 
 
在欧洲独联体国家，夏末的降雨和 3－4月间的霜冻摧毁了近 300万公顷谷物，其中主要是在俄

罗斯联邦和乌克兰。此外，农资供应不足使这两个主要生产国的许多农民无法实现 2001 年和 2002
年的较高播种面积。该区域的谷物播种总面积约为 5,900 万公顷。谷物收获工作几近完成，初步估
计该区域总产量约为 1.2亿吨。这一总产量中包括 6,500多万吨小麦和约 5,400万吨粗粮。 
 
在北美洲，美国 2005年冬小麦作物的播种工作正在如期进行，作物在总体有利的条件下出苗情

况良好。10月份官方估计小麦总产为 5,890万吨，比 2003年减产 7.7％，原因是冬小麦面积和单产
下降。相反，预测粗粮的产量将大幅增加，这主要是由于目前正在收获的玉米达创纪录的产量。预

测玉米产量达 2.95亿吨，比 2003年增产 3,800万吨。在加拿大，2004年生长季节大部分时间的冷
湿状况造成作物生长缓慢，收获晚于正常年份且作物质量较差。尽管如此，预测小麦产量将增加近 4
％，达 2,450万吨，原因是平均单产比干旱影响了部分地区的 2003年有所提高。  
 
在大洋洲，澳大利亚 2004 年谷物产量将比去年的丰收水平减产，但应该高于过去五年的平均水

平。在长时间干旱之后 8月末出现某些大面积降雨改善了作物的生长条件。预测小麦产量为 2,200万
吨略强。在新南威尔士州北部和昆士兰州南部的主产区，夏季粗粮播种的土壤墒情条件有利，将于

2005年收获的高粱和玉米的面积预测将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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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洲 
 

北部非洲 
 

阿尔及利亚（10月 22日） 
 
将于明年 6 月收获的小麦和大麦即将开始播种。2003/2004 农作季节期间的集中大规模

防治行动使广泛蔓延的沙漠蝗虫得到控制并限制了其对农业的破坏。因此，2004年连续第二
年获得了谷物丰收。这是因为天气条件总体良好、播种面积增加和农业物资供应充足以及

2000 年政府制定的农业发展计划得到实施。谷物总产量初步估计为 395 万吨，和大丰收的
去年基本持平，比平均水平高 75％。因此，预测谷物进口量（主要是小麦）约为 512 万
吨，与去年基本持平。 
 

埃        及（10月 22日） 
 

2004年玉米和高粱的收获工作已经完成，而稻米的收获进展顺利。今年早些时候收获的
主要为灌溉小麦作物的产量估计为 718 万吨，比 2003 年高于平均水平的产量提高 5％。估
计大麦产量在去年丰收的基础上几乎翻了一番，达创记录的 26.4万吨，主要原因是播种面积
扩大。 
 
预计 2004/05销售年度（7月/6月）的小麦进口量增加约 3％，达 660万吨。主要用于

家畜饲料的玉米的进口量预计约为 470万吨，比上年增加约 20万吨。  
 

摩洛哥（10月 22日） 
 
目前正在为 2004/05 年度冬季粮食作物整地备播。集中大规模防治行动使广泛蔓延的沙

漠蝗虫得到控制并限制了其对农业的破坏。这一因素加之有利的天气条件、播种面积扩大以

及农业物资供应充足，使得谷物产量连续第二年增产。估计 2004 年谷物总产（主要是小麦
和大麦）为创记录的 847 万吨，比丰收的上一年增加约 7％。小麦这一最为重要作物的产量
增加了 39.3 万吨，达 554 万吨。大麦是该国主要的粗粮，其产量略高于上年创记录的 262
万吨。  
 
由于连续两年丰收，预测 2004/05销售年度（7月/6月）的谷物进口量下降至约 297万

吨。  
 

突尼斯（10月 22日） 
 
将从 2005 年 5 月开始收获的小麦和大麦作物的播种工作正在进行。有利的天气条件、

播种面积扩大以及农业物资供应充足使 2004 年谷物产量连续第二年丰收。估计谷物总产为
250 万吨，尽管比丰收的上一年减产 14％，但比前五年的平均水平高 63％。估计小麦产量
为 165 万吨，而过去五年的平均水平为 115 万吨。估计大麦产量为 84.6 万吨，比丰收的上
一年减少 7％，但比前五年的平均水平翻了一番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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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 2004/05年度（7月/6月）谷物进口量（主要是小麦和玉米）为 162万吨，比上年
约增加 23.2万吨。 
 
 

西部非洲 
 

贝        宁（10月 13日） 
 
由于生长季节天气总体良好，2004年谷物收成前景看好。在南部，第一季玉米作物已经

收获，第二季玉米正在抽穗/开花。在北部，谷子和高粱正在收获。 
 
由于去年谷物丰收和第一季作物上市，粮食供应形势仍然令人满意。估计 2004 年度谷

物进口需求量为 13.8万吨，包括 8,000吨粮援。该国受到尼日利亚不断强化的保护主义政策
和对转口贸易严格控制的影响。预测 2004 年经济增长将放缓，家庭收入和粮食供应都受到
负面影响。 
 

布基纳法索（10月 17日） 
 
在生长季节开始时雨量偏少且失常，此后从 7 月份开始全国范围内降雨大量增加，8 月

份降雨的范围和雨量也超过平均年份。9 月份在北部和萨赫勒地区的某些地方降雨有限，影
响了作物，但土壤总体墒情仍能保证谷物生长的需要。因此，处于抽穗和成熟期的谷子和高

粱在大部分地区长势良好。预计全国的产量将在平均水平之上。 
 
一些成熟的蝗群在 8 月到达了布基纳法索北部，在那里孵化成群。约有 29 个村庄报告

受到了影响，估计有近 2万公顷土地受害。到目前为止，已约有 5,600公顷得到防治。 
 
尽管沙漠蝗虫可能导致北部靠近马里边界地区作物和草原的严重破坏，但对全国的粮食

供应预计并不会造成严重影响。目前粮农组织/撒赫勒国家间抗旱常设委员会的一个联合评估
团正在该国，以估算 2004年该国的谷物产量并评估沙漠蝗虫对该国粮食安全的影响。  
 

佛得角（10月 15日） 

 

在 8月降雨反常且有限之后，Santiago和 Fogo岛 9月和 10月初降雨大幅增加，提高了

收成的前景，但 Santo Antao 和 Sao Nicolau 岛降雨仍然有限，作物面临缺水。此外，若干

岛屿在 7 月和 8 月有沙漠蝗群侵入，在那里孵化成群，特别是在 Santiago、Maio 和 Boa 

Vista 岛。目前危害塞内加尔和毛里塔尼亚的蝗群连续侵入该国。因此，总体作物收成前景

并不看好。但即使是在正常年份，国内产量也仅能满足该国谷物利用量的五分之一，需要通

过进口来弥补不足。 
 
粮农组织/撒赫勒国家间抗旱常设委员会作物联合评估团本月底将访问该国，以估算

2004年谷物产量并评估沙漠蝗虫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乍    得（10月 21日） 
 
从 7 月开始的高于正常年份的大面积降雨有利于大部分生产区的作物生长。Sudanian

地区的谷子和高粱正在成熟，而撒赫勒地区的正在生长。收成前景看好。中部 Batha 省、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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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 Ennedi 地区和东部 Ouaddai 地区的沙漠蝗虫在小规模繁殖，据报那里的作物受到损
失。但预计全国的谷物产量不会受到很大影响。  
 
截至 10 月初，在乍得东部的苏丹难民估计为 19.6 万人。疾病防治中心最近的一次调查

显示难民中营养不良率和健康情况令人担忧。  
 
粮农组织/撒赫勒国家间抗旱常设委员会联合作物评估团目前正在该国，对 2004 年谷物

产量进行估算并评估沙漠蝗虫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科特迪瓦（10月 13日） 
 
第一季玉米作物的收获和第二季作物的播种工作已经结束。尽管从总体上看天气条件尚

好，但由于长期的不安定、冲突造成的人口流离失所和国家的长期分裂都妨碍了农业物资的

分配和市场的活动，因此预计今年的农业生产不会大幅反弹。 
 
尽管 2003 年农业生产下降，但整体上粮食供应形势仍然充足，通货膨胀率较低，这主

要是因为由政府控制的南部持续进口粮食，以及叛军控制的北部与布基纳法索和马里的边

贸。但现金匮乏是从布基纳法索和马里进口粮食的主要制约因素，相反，科特迪瓦的粮食正

在被卖到邻国去。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将 2003 年 5 月－12 月的紧急行动延长至 2004 年 12

月。该项行动的目标是北部和西部的返回家园者及流离失所的个人以及其他脆弱人群。根据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的报告，在叛军控制区，健康情况几乎完全依赖于人道主义援助，

而这些援助仅为正常援助能力的 30％。许多家庭的粮食安全继续受到家庭生计被破坏的制

约，特别是在西部。此外，由于市场状况持续低迷，生产经济作物的小农收入大幅减少。估

计 2003/04 年度棉花产量为 23 万吨，仅约为上年水平的一半，产品的销售受到严重影响。

食糖工业处于崩溃的边缘，因为四个糖料产区和加工厂中有三个是在北部，受到危机的严重

冲击。 
 
据粮农组织/撒赫勒国家间抗旱常设委员会联合评估团估计，2004 年谷物进口需求总量

约为 140 万吨，与去年基本持平，其中 120 万吨将通过商业方式获得，剩下的约 18.4 万吨

将通过外部援助得到满足。  
 

冈比亚共和国（10月 25日） 
 
在 6 月降雨不足造成播种推迟并使作物受灾后（特别是西部地区），7 月降雨大为改

善，并在生长季节剩下的时间里保持正常和大面积的降雨。由于天气条件总体良好，大部分

作物已完成或接近完成整个生长期，情况令人满意。全国的花生作物正在成针/成熟，而早谷
子的收获在该国的大部分地区已经完成。上游区和部分中游区的主产作物高粱正在抽穗/开
花。玉米的收获接近完成，只剩下西部地区和该国的其它零星地区晚播的地块。大部分陆稻

已经成熟，许多地区的收获工作进展顺利，而低地地块的插秧还在继续。估计谷物播种面积

比去年的 17.3万公顷增加约 6％。 
 
尽管据报在某些地区发生蝗虫、斑螯和独脚金的灾情，但总体上说对作物的影响有限。

沙漠蝗虫的情况保持平静。但有小部分在撒赫勒地区形成的蝗群可能在本月晚些时候通过塞

内加尔侵入该国 。政府已经采取若干措施防备最终可能出现的入侵。  
 
粮农组织/撒赫勒国家间抗旱常设委员会联合作物评估团最近访问了该国，正在编写报告

并不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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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纳（10月 12日） 

 
卫星图像显示总体生长条件令人满意。第一季玉米作物已经在南部收获。北部的谷子和

高粱的生长状况令人满意。 
 
由于 2003 年收成高于平均水平和第一季作物的收成上市，粮食供应形势仍然令人满

意。2003 年可可的产量创下新高加之价格上涨使占该国可可产量大部分的约 160 万小农改
善了获得粮食的渠道。 
 
科特迪瓦和利比里亚的危机导致通过加纳返回本国的第三国国民、寻求避难的科特迪瓦

人和利比里亚人以及返乡加纳人的流入。但据报在该国的 约 4.2万利比里亚难民已经开始返
回本国。  
 

几内亚* （10月 12日） 
 
降雨总体充足，主要谷物正在成熟。由于几内亚法郎大幅贬值，作为几内亚人主食的稻

米的价格在过去六个月中翻了一番，严重影响了城市和农村人口的粮食供应。为抑制不断上

涨的粮价，政府决定对稻米进口商提供补贴。每 50 公斤稻米的官方价格被固定为 4 万几内

亚法郎，但在市场上价格在 8万至 10万几内亚法郎之间。  
 
在几内亚的塞拉里昂难民的遣返将在 7 月底完成。今年被遣返的难民约为 12,170 人，

使从 2001 年 10 月开始的难民遣返数量达到 5.6 万人。尽管塞拉里昂和平的恢复使在几内亚

的难民数量下降，但在该国的难民人数仍很多。根据世界粮食计划署 6 月进行的难民查证结

果，仍然有 80,806 名难民生活在该国，另外还有约 8 万内部流离失所者和 2002 年从科特迪

瓦回国的 10万几内亚人在 Guinea Forestière 省。 
 

几内亚比绍（10月 21日） 
 
从本雨季开始降雨正常且范围较大，有利于大部分产区的作物生长。粗粮（主要是谷子

和高粱）正在开花/成熟。玉米已经收获。湿地稻田已经脱盐，目前正在插秧。预计 2004 年
谷物收成良好。但沙漠蝗虫可能不久将从与塞内加尔的边界地区开始侵入该国。  
 
粮农组织/撒赫勒国家间抗旱常设委员会联合作物评估团最近访问了该国，初步估计 2004

年谷物总产约为 20.8万吨，比去年的水平增加 71％，大大高于平均水平。主要作物稻米可望
增产 91％，达到 12.6万吨。  
 
由于稻米价格暴涨，几内亚比绍今年面临尤为艰难的形势，这主要是由于世界价格上涨

导致了商业进口的减少。该国主要出口产品腰果的收购价低迷进一步限制了生活在东部

Pirada区和 Pitche区以及北部 Biombo区和 Cacheu区等结构性缺粮地区农民的粮食供应。  
 

利比里亚* （10 月 12日） 
 
卫星图像显示降雨普遍低于平均年份，这可能对稻谷作物造成了影响，稻米实际上是该

国种植的惟一的谷物作物，目前正在收获。但随着内战的结束和许多流离失所农民的不断回

归，2004 年的农业生产可望从去年很低的水平得到一定恢复，但据报种子和工具的匮乏使大

部分农民无法耕种。估计 2004年谷物进口总量为 18.7万吨，估计粮食援助为 5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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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0 月 1 日以来，联合国难民署已经组织遣返了分散在西部非洲的 30 万利比里亚难

民。此外，在联合国解除武装计划于 10月 31日结束后，11月 1日将启动一项官方计划，以

安置 30 万内部流离失所者。随着安全状况的改善，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已经启动了一个大规

模发放计划的基础上将其行动扩大到首都蒙罗维亚以外的该国其它地区。10 月初在整个利

比里亚新开设了七个办公室。但世界粮食计划署面临着严重的资源缺口，并从 6 月开始把面

向在该国接受世界粮食计划署援助的约 50 万难民、返回家园者者和内部流离失所者发放的

口粮配额减少。 
 

马    里（10月 12日） 
 
尽管从 7 月到 9 月充足的降雨使全国的作物受益，但由于虫灾不断恶化，收成前景仍然

不乐观。先前据报在北部的沙漠蝗群现在正在南部和中部的粮食产区繁殖。蝗虫带正在该国

的粮食主产区 Kayes、Koulikoro、Segou 和 Mopti 形成，引起对粮食供应和经济前景的严重

关切。截至 9月初，只有 10％的受灾面积得到了防治。 
 
马里占撒赫勒谷物总产的近 25％。严重的蝗灾不仅将大大影响该国的粮食供应，也会影

响邻国，特别是毛里塔尼亚。对作物的大面积破坏也可能带来严重的宏观经济和贫困后果，

因为作为该国主要外汇来源的棉花也是该国数百万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占总出口的 45％。

粮农组织/撒赫勒国家间抗旱常设委员会/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一个作物与粮食供应联合评估团

目前正在该国，对 2004年谷物产量进行估算并评估沙漠蝗虫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毛里塔尼亚（10月 21日） 
 
沙漠蝗虫侵入了中部和南部农业区的大部分地区，随着该国所有地区都有孵化和蝗虫带

形成发生，其数量可能继续增加。防治行动正在进行，但要控制其蔓延还需要强化。截至 10

月初，约有 100万公顷受灾，其中约 25万公顷得到防治。  
 
根据国家粮食安全部门的报告，该国谷物产量的损失可能高达 75％。尽管粮农组织预测

的收成损失要少一些，但沙漠蝗虫入侵对该国一些地区粮食安全的影响也是严重的。毛里塔

尼亚是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其国内产量在正常年份仅能满足粮食需求的不足 40％。由于去

年的干旱（2003年有 42万人需要紧急援助）和乌吉亚（该国货币）贬值导致粮食价格大幅上

涨，该国面临紧张的粮食形势。目前沙漠蝗虫暴发对粮食安全和贫困的影响可能是巨大的，

因为农村人口已变得极易受粮食生产波动的影响，他们的应对措施已经穷尽。粮农组织/撒赫

勒国家间抗旱常设委员会/世界粮食计划署作物与粮食供应联合评估团目前正在该国访问，对

2004年谷物产量进行估算并评估沙漠蝗虫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尼日尔（10月 12日） 
 

5月和 6月降雨不足使一些地区，特别是 Maradi 和 Zinder地区作物播种推迟并使作物
受灾。7月以来降雨大量增加，范围广且雨量正常，使作物受益。但到 9月中旬估计有 80万
公顷土地受到沙漠蝗虫危害，主要是撒赫勒区域。随着该国空中喷雾能力的提高，截至 10
月初约有 10.6万公顷得到防治。 
 
由于天气条件总体良好以及沙漠蝗虫目前的分布和预计动态情况，预测全国范围内不会

出现严重的粮食短缺。但在一些地区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可能是严重的，特别是在撒赫勒地

区。尼日尔有 85％的人口依赖农业为生，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0％，作物的大规模受损将
粮食安全和经济造成灾难性后果，特别是 60％的贫民。粮农组织/撒赫勒国家间抗旱常设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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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世界计划署作物与粮食供应联合评估团目前正在该国对 2004 年谷物产量进行估算并评估
沙漠蝗虫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尼日利亚（10 月 13日） 
 
在南部，第一季玉米作物已经收获，第二季玉米正在抽穗/开花。在北部，谷子和高粱的

收获正在进行。由于雨季生长条件总体有利，预计总产将达到或超过平均水平。  
 

5 月尼日利亚中部和北部的部落暴力导致了数百人死亡，另外至少有 5 万人流离失所。
大部分内部流离失所者生活在与高原州相邻的营地里，据报导许多农民害怕在远离村庄的土

地上耕作。这些地区的粮食安全可能受到影响。  
 
近年来的谷物进口量趋于增加，主要是由于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和消费形式的变化。但

随着对非法贸易控制的收紧，预测主要是小麦和稻米的 2004 年谷物进口量将下降约 6％，
为 379万吨。政府正在计划到 2006年禁止进口稻米。  
 

塞内加尔（10月 12日） 
 
在开始时降雨有限且失常延缓了北部一些地区的播种后，8 月和 9 月降雨大量增加，总

体呈正常和广泛的态势。大部分农业区的作物生长令人满意。 
 

2004年谷物产量可能接近去年创记录的 140万吨，主要是由于几个政府农业项目得到延
续，包括对玉米和花生种子及化肥的补贴。但在该国北部受沙漠蝗虫严重危害的地区作物单

产可能受到严重影响。防治行动正在进行，三分之一以上的受灾面积得到了治理，但预计撒

赫勒的部分蝗群在谷物收获时可能仍在塞内加尔北部。尽管粮农组织预计该国的作物损失将

不大，国家粮食供应不会大幅减少，但在某些局部地区沙漠蝗虫可能导致粮食短缺，特别是

Matam、Saint-Louis、Diourbel和 Louga地区。西北地区降雨的到来大大推迟，也存在粮食
不安全风险。粮农组织/撒赫勒国家间抗旱常设委员会/世界计划署作物与粮食供应联合评估团
目前正在该国对 2004年谷物产量进行估算并评估沙漠蝗虫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塞拉里昂*（10月 13日） 
 
由于安全形势改善，难民和原来流离失所农民的返乡使播种面积扩大以及农业物资供应

充足，预计稻米产量比 2003 年 25 万吨的收成有进一步增加。谷子和高粱的收获已于近期开

始。正常年份收成为 2万吨。  
 
该国安全形势保持平稳。在几内亚的塞拉里昂难民的回国已在 7 月底结束。今年约有

12,170 人回国，使自 2001 年 10 月开始的遣返行动以来回国人数达约 5.6万人。估计有 100

万内部流离失所者也得到安置。但仍有 6.5万利比里亚难民生活在该国 。 
 

多        哥（10月 13日） 
 
由于生长期天气总体良好，2004年谷物产量前景看好。在南部第一季玉米已经收获，第

二季玉米正在抽穗。在北部，谷子和高粱正在收获。 
 
由于去年谷物丰收（估计为 80 万吨）和第一季作物收成的上市，粮食供应形势令人满

意。预测 2004年谷物进口量（主要是稻米和小麦）将保持去年 17万吨水平，其中包括转口
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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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非洲 

 
喀麦隆（10月 12日） 

 
已经收获的第一季玉米收成令人满意。卫星图像显示降雨分布总体广泛，有利于第二季

玉米作物的生长。 
 
总体粮食供应形势令人满意。估计 2004 年谷物进口需求量（主要是小麦和稻米）约为

38.7 万吨，略少于上年。估计粮食援助的稻米为 2,000 吨。今年价格的上涨部分弥补了油料
产量下降的因素。 
 

中非共和国（10月 12日） 
 
自 3 月生长季节开始以来降雨总体上充沛广泛。在 2003 年底和 2004 年初的上次发放之

后，粮农组织 5 月初向 Lobaye、Mbomou和 Basse-Kotto 省的约 80 个农民协会发放了花生、

玉米和水稻种子，这些地区去年受到了叛乱的不利影响。然而，尽管天气条件和种子发放情

况良好，但由于不安全的局势长期持续，预计农业不会得到强劲恢复。 
 
棉花生产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也受到这次危机的严重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大量流离

失所的人口是来自于北部 Ouham Pendé棉花产区。棉花行业几乎崩溃，产量从 2000/01 年度

的 2.45 万吨下降至 2003/04 年度的仅 1,500 吨。2003/04 年度生产的 12,500 吨棉花的收

获、销售和轧花工作被打断。由于运输中断导致了粮食价格的提高，使 2003 年通货膨胀率

跳至 7％，而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 7％。尽管 23 万内部流离失所者的大部分已经返乡，但估

计还有 4.1万来自中非共和国的难民仍生活在乍得。 
 
初步估计 2004年谷物进口量约为 4.6万吨，略低于去年的需求量。 

 
刚果民主共和国*  （10月 15日） 

 
2004 年第二季粮食作物（主要是玉米）的收获工作已经结束。目前尚无估计数字，但卫

星数据显示产量接近正常。该国安全形势的相对改善以及对内部流离失所者和返乡难民提供

的援助已经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但近期在该国东部发生的暴力冲突，特别是 Bukavu 城周

围的冲突需要引起关注。因此不安定仍然是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的主要制约因素。该国接受

了国际货币基金会减贫和发展基金项下的 3,900 万美元贷款。整个国家人民的营养水平总体

上仍十分低下。  
 

刚果共和国（10 月 12 日） 
 
国内谷物产量仅能满足总需求的约 2％；不足部分依靠进口，其中大部分是以商业形式

的进口。估计 2004年谷物进口需求量（主要是小麦）约为 18.5万吨，与上年基本持平。  
 
在政府和叛军于 2003 年 3 月签署和平协议后，该国现在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建立持久

和平并把原来的战斗人员重新融入民间社会。为迎接这一挑战，政府与若干国际组织为原来

的战斗人员设立了一个解除武装、复员和融合计划。仍然居住在布拉柴维尔附近营地里的最

后 3,250名流离失所者在 4月中旬返乡。但安全形势仍然不稳定并妨碍了人道主义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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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粮食计划署面临严重的资源缺口，其过去两年的计划仅得到 46％的资金，新的计划

还有待认捐。世界粮食计划署将重点更多地放在对最脆弱群体（内部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

者和营养不良的家庭）的紧急援助上，同时在资源许可的前提下继续与其它合作伙伴一起参

加重建行动。  
 

赤道几内亚（10 月 12 日） 
 
该国生产的谷物数量很少。主食为甘薯、木薯和大蕉。该国平均进口 1 万吨小麦和

6,000吨稻米。  
 

加        蓬（10 月 12日） 
 
主要粮食作物是木薯和大蕉。栽培的惟一谷物是玉米，7 月播种，11 月收获。正常年份

产量约为 3万吨，估计 2004年谷物进口量（主要是小麦和稻米）约为 9万吨。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10月 12 日） 
 
主要粮食作物是块根、大蕉和块茎。估计年谷物进口量约为 1.2 万吨。估计 2004 年粮

食援助需求量约为 1,000吨。 
 
 

东部非洲 
 

布隆迪*（10月 15日） 
 

2004 年第二季粮食作物（主要是高粱和豆类）的收获工作已经在 7 月结束。估计本季节

谷物总收成为 18 万吨，比 2003 年第二季略增 3％。但由于旱季的提前来临，豆类产量出现

下滑，而由于木薯花叶病毒的暴发，块根和块茎产量也出现下降；某些市场的价格上涨了 50

－100％。估计 2004年谷物总产量（包括稻米）为 28.1万吨，比上年约增加 3％。  
 
在安全方面，Bujumbura Rural省的某些地区继续有不安定的报导。因此进展缓慢的和

平进程仍然十分脆弱。根据联合国难民署估计，2002年以来约有22万布隆迪难民返回家园，

但由于从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进入布隆迪西北部的难民增加，人数超过2.5万人，因此形势

变得更为复杂。此外，根据人权观察估计，由于Kabezi 和 Mutambu农村社区近期的暴力冲

突，估计有5万平民流离失所。  
 

厄立特里亚*（10月 15日） 
 

2004 年谷物和豆类作物的收获即将开始。由于降雨失常和不足，收成前景看淡。正常年

份发生在 6 月至 9 月间的主季“keremti”降雨在全国多数地区都低于长期平均水平。

Maekel、Gash Barka 和 Anseba 的多数地区和 Debub 东部降雨尤其不足。农业部的初步收成

估算显示谷物产量约为 10.9 万吨，与去年大大低于平均收成的水平基本持平。在 Debub 和 

Maekel 地区，晚季作物（鹰嘴豆和野豌豆）的播种也受到制约，部分原因是市场高价使许多

农民买不起种子。由于降雨不足，该国大部分地区的草原和饲草的供应也不能令人满意。 
 
由于连年歉收和邻国埃塞俄比亚战争的持续影响，加之宏观经济严重失衡，粮食供应形

势依然紧张。谷物的高价格继续对购买力和大多数人的粮食安全构成影响。根据卫生部最近

的营养调查，被调查区域中低地地区普遍存在急性营养不良的情况，而且比 2003 年 12 月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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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时又有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在 Gash Barka和 Anseba 地区尤为严重，那里的综合急性营

养不良率分别为 19.1和 18.4，均在世界卫生组织 15％的临界点之上。2004年 7月由粮农组

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批准了一项紧急行动计划，在为期 9 个月内（2004 年 7 月至 2005

年 3月）为约 60万受作物歉收影响的人口提供价值 4,900万美元的粮食援助。  
 
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作物与粮食供应评估团计划从 11 月中旬访问该国，对主季生

产进行评估并对 2005 年粮食援助需求进行估算。政府目前估计粮食援助的需求量约为 50 万

吨。  
 

埃塞俄比亚*（10月 15日） 
 

2004 年主季谷物作物的收获即将开始，前景喜忧参半。在该国西部和中部主产区可望达

到平均收成，而东部的作物产区和农牧区面临严重的问题，原因是降雨推迟和失常，加之种

子供应不足。此外，在依靠次季作物的地区，作物和畜牧生产因降雨不足及分布不均而受到

不利影响。正常情况下，次季降雨从 2月延续到 5月，其收成谷物总产的约 10％，但在某些

地区则占全年谷物产量的大部分。  
 
该国中南部和东部牧区尤其受到部分地区报告的家畜不正常迁移的影响。对依靠次季作

物区和牧区的跨机构影响评估认为紧急粮食援助需求量上升，到 2004 年底目前有 780 万人

需要援助。估计 2004年 8 月至 12月救济粮需求总量约为 52.3 万吨。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

划署作物与粮食供应评估团计划从 11 月中旬访问该国，对主季生产进行评估并对 2005 年粮

食援助需求量进行估算。 
 

肯尼亚* （10月 15日） 
 
短雨季次季作物的播种工作已经开始。天气预报显示该国大部分地区短雨季条件有利，

但预计肯尼亚北部的牧区却低于正常水平。该国西部和西北部 9 月底下了暴雨，增加了再次

发生洪水的担心。中部和沿海地区也发生了非季节性降雨，改善了牧区的水资源供应形势。  
 
在大裂谷、西部和 Nyanza 省份的主要种植区 2004 年长雨季主季谷物作物的收获正在进

行。正常情况下占全年粮食总产量 80％的主雨季（3 月—5 月）降雨情况很大程度上不理

想，造成了该国大部分地区的粮食供应紧张。该季玉米产量的初步估算数字从 230 万吨重新

修正为约 170 万吨。在东部、沿海和东北部省份，长雨季的持续干旱影响了大量人口。粮食

供应形势的紧张使玉米价格持续居高。9 月份的价格比平均价格高 40—60％。价格可望在 11

月走低。  
 

2004 年 8 月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批准了一个紧急行动，在 6 个月内（2004

年 8月到 2005年 1月）向受干旱影响的约 230万人提供价值 8,100万美元的粮食援助。 
 

卢旺达（10月 15日） 
 
卢旺达 2004 年第二季作物（豆类、玉米和高粱）的收获工作已经结束。5 月初之前降

雨均正常或偏多。5 月提前到来的旱季对豆类的收获带来了负面影响，但对较早播种的作物
没有影响。饥荒预警系统网络报告说在 Butare省 2004年 4月以来一些重要粮食商品的价格
比 2003年和 2002年同期提高。到今年年底之前，这些地区的约 25万至 40万长期没有粮食
保障的人口需要 1.5至 2.5万吨粮食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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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目前的新季节来说，由于上季的种子库存不理想且价格昂贵，预期会造成种子短缺。  
 

索马里*（10月 15日） 
 
近期在受干旱影响的北方牧区的一些地方发生的充沛降雨标志着索马里北方多数地区次

季的提前开始。这使得可利用的水资源增加，改善了放牧条件。但是作物主产区索马里南方

仍然十分干旱。估计近期索马里南方收获的主季谷物收成约为12.5万吨，比平均水平约低25

％。  
 
随着最近主季作物的收获，粮食价格开始松动。但由于先前家畜资产的重大损失、恶劣

的牧场条件、高额的家庭债务和贫穷，预计该国人道主义紧急援助仍将继续。最近的营养调

查发现综合营养不良率达20％，再次说明人道主义状况的危急。在南部，Gedo 和Middle 

Juba区在长期脆弱的基础上主季作物又歉收，对人道主义援助的需求极为迫切。目前，估计

有7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  
 
粮食安全评价处最近公布了2004/05年度谷物平衡表的估算数字，显示全国谷物短缺约

3.6万吨。详细信息和分析可见粮食安全评价处网页下的：www.unsomalia.net。  
 

苏    丹*（10月 15日） 
 
在大达尔富尔地区发生了人道主义危机，那里的战斗使超过 120 万人离开家园和农田，

许多人跨越边界进入邻国乍得。报告描述了一幅残酷的画面，冲突席卷大达尔富尔的几乎每

个角落，使那里的农业活动和人道主义援助困难重重。 
 
在苏丹南部，3月至5月的降雨正常或偏多。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作物与粮食供应

评估团正在南部苏丹对当前季节的收成结果进行评价。在苏丹中部和北部，2004年主季谷物

作物收获即将开始。作物与粮食供应评估团计划从11月中旬访问该国北部，对2004年主季谷

物产量进行评估并对2005年商业进出口量和粮食援助需求量进行总体估算。  
 
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于2004年7月9日联合修订了一项紧急行动计划，到2004年年

底向被战争和干旱影响的210万人提供价值1.58亿美元的粮食援助。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10月 15日） 
 
小农经营占主导的中部和南部地区 2005 年主季谷物和在大型农场占主导的北部地区

2004/05 年度短季作物的播种正在进行。由于预计该国大部分地区 9 月至 12 月降雨正常或偏

多，总体前景看好。 
 
估计 2003/04 年度谷物收成（主要是玉米）约为 490 万吨，比去年和前五年的平均水平

增加 20％以上。粮食供应整体情况令人满意，中部、东海岸、大湖区和坦桑尼亚北部的谷物

价格稳中有降。但在南部高原和南部沿海谷物价格大幅度上扬，部分原因是刚果民主共和国

和马拉维等邻国因天气不利或局势不稳定造成较大缺口而增加了对谷物的需求。此外，据报

坦桑尼亚北部和中部约 12 个地区面临不同程度的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主要在 Arusha、

Kilimanjaro、Dodoma、Morogoro、Shinyanga和 Singida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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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干达* （10月 15日） 
 
将于明年 1月收获的 2004年第二季粮食作物的前景尚不明朗。8月以来降雨稀少引起了

对作物生长的关注。  
 
粮食供应形势总体稳定，但由于 2004 年主季粮食作物减产，粮价相对较高。例如玉米

价格在过去的九个月里一直居高不下，在 Kampala的价格比平均年份高 30％。但作物收成向

主要市场流动，包括向受冲突影响的地区流动量还是正常的。东北部 Karamoja 地区尤为值

得关注。世界粮食计划署 10 月向 West Nile 和 Karamoja 地区受到干旱影响的 20 多万人提

供了紧急粮食救济。 
 
尽管近几个月叛军的进攻减少，但乌干达北部的内乱继续对人们的粮食供应形势造成严

重制约。140 多万人流离失所，居住在 100 多个拥挤的营地里，继续依靠世界粮食计划署的

粮食援助度日。世界粮食计划署面临约 2.2万吨的粮食缺口，资金缺口折合约１千万美元。  
 
 

南部非洲 
 

安哥拉（10月 14日） 
 
据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作物与粮食供应评估团６月估计，2004年谷物收成为71.3

万吨，约比去年增产9％，比前五年平均水平高27％。这主要是由于播种面积扩大、天气条

件有利、众多内部流离失所者和难民重新得到安置以及农业物资的大量发放。该国北部和南

部的收成增加，中部高原的收成喜忧参半。其它作物，如木薯，特别是甘薯和马铃薯，也比

去年增产，而花生由于气候条件不利而减产。估计2004/05年度谷物进口需求量为82万吨，

预计其中64.2万吨将通过商业途径购买，另有17.8万吨是紧急粮食援助。  
 
提高该国粮食产量的挑战包括对畜力和肥料等生产资料的获得以及农业推广服务的提

供。  
 
随着安全局势的改善，大量内部流离失所者和难民已返回家园，但仍有约18.5万难民有

待从该区域的邻国（特别是刚果民主共和国、赞比亚和纳米比亚）返回安哥拉。易受害性分

析显示有33.4万人处于粮食不安全状况，71.7万人易受粮食不安全的困扰。缺粮的人群主要

集中在中部省份和那些仍然在接收大量回国安哥拉难民的边界省份。根据饥荒预警系统网络

的资料，中部的Huambo省约有24.5万人在今后的几个月里面临粮食短缺。同时据报南部

Huila省游牧牛群的牧民严重缺水。  
 

博茨瓦纳（10月 13日） 
 
博茨瓦纳的谷物产量一般仅能满足该国总需求的 5—10％。初步估计 2004 年谷物产量

（主要是高粱）将从去年受干旱影响的收成恢复，达更为正常的约 1.5万吨。9月，为应对野
生动物中近期暴发炭疽病的情况，该国的动物卫生部门和兽医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莱索托*（10月 14日） 
 
据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作物与粮食供应评估团 5 月估计，2004 年谷物收成为 4.94

万吨，不及去年产量的一半。减产的原因包括降雨推迟且分布不均以及取消补贴后播种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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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和肥料和良种用量的大幅减少。估计谷物进口需求量为 35.2 万吨（包括稻米），其中

大部分是通过商业购买。估计需要粮食救济约 4.85 万吨，用于受作物歉收和艾滋病毒/艾滋

病影响的最脆弱的人群。目前世界粮食计划署通过普遍和定向发放为 40 万人提供了口粮。

一项新的区域性长期救济与恢复行动将使约 17.1万人受益。  
 

马达加斯加（9月 22日） 
 
尽管三次飓风造成了相当大的作物和财产损失，但根据最新的官方估算，2004 年全国稻

米（稻谷）产量为 300 万吨，比上一年约增产 8％。稻米占该国谷物产量的 90％以上。玉米

产量可望达 17 万吨的平均水平，比因干旱减产的去年增加约 10％。龙卷风的影响、石油进

口费用的增加以及其主要出口商品如香草和虾价格的低迷，给易受害群体带来严重问题。稻

米价格的迅速上涨主要是由于国际市场价格上扬和当地货币贬值，这使粮食安全形势恶化。

据报导，马达加斯加 1,600万人口中有 75％以上生活在每天 1美元的贫困线以下。世界粮食

计划署认为需要 4,000 吨粮食为该岛南部的 1 万人提供口粮。6 月，欧盟认捐 7 千万欧元用

以修复南北公路干线，这是有史以来欧盟在非洲最大的项目。  
 

马拉维*（9月 23日） 
 
据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作物与粮食供应评估团 2004年 4月估计，2004年谷物收成

为 180万吨，比接近平均水平的去年减产约 14％。谷物产量中有大量是玉米，估计为 170万

吨。降雨延迟、失常和总量不足（特别是在该国南半部）是减产的重要原因。此外，评估团

估计块根和块茎作物（木薯和马铃薯）产量比上年增产约 14％，达 420 万吨鲜重，或折算成

120万吨谷物。估计谷物进口需求总量为 40.8万吨，预计主要通过商业性进口解决。  
 
据易受害性评估委员会估计，2004/05 销售年度（4 月/3 月）约有 126 万易受害人口，

包括出现作物歉收地区的人们和受艾滋病毒/艾滋病严重影响的人们，需要约 5.6 万吨谷物

的紧急粮食援助。  
 
世界银行（提供 2,500 万美元）和挪威（约 300 万美元）最近宣布向马拉维提供资金，

支持该国的减贫战略咨文和国际收支平衡。  
 
在收获后期间（5 月以来），大部分市场玉米价格的下跌比往常缓慢。大部分市场 2004

年 9 月的价格一直高于 2003 年 9 月的价格（饥荒预警系统网络）。但是这些价格普遍低于

2002 年的相应价格。莫桑比克的玉米进入马拉维南部说明大量的非正式边贸活动使价格稳定

在每公斤 17—20克瓦查上下。最近国家农业开发供销公司将价格固定在每公斤 17克瓦查。  
 
近年来冬季玉米在马拉维的重要性不断增加。国家统计局预测今年 10 月—11 月的收成

为 22.6万吨，略高于上年的产量。 
 

毛里求斯（10月 13日） 
 
毛里求斯国内谷物产量仅能满足其谷物需求总量的不足 1％，所以该国谷物消费需求总

量基本上都通过商业进口来满足。耕地的约 90％种植甘蔗，占该国出口收入的 25％。 
 
美国和欧洲市场的特惠准入政策预测到 2007 年将被取消，预计这将对食糖和纺织品这

两项该国的重要创汇工业带来负面影响。根据经济学人情报所的资料，在过去三年中毛里求

斯失业率相对较高（超过 10％），几乎是 2000年平均失业率 5.9％的两倍。  



- 18 - 
 

 

粮食作物与短缺，2004年 10月 

 
莫桑比克（9月 24日） 

 
据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作物与粮食供应评估团 4—5月的估计，2004年谷物产量为

200 万吨，比丰收的 2003 年增产约 11％。南部和中部省份的增产尤为显著，而北部省份的
产量和去年基本持平。该评估团还报告木薯褐条病严重影响了门巴区的单产，对邻近地区也

有程度较轻微的影响。 
 
尽管全国产量总体令人满意，但有些地区，如太特省的南部地区、马尼卡省的北端和南

端以及南部各省的某些局部收成有所下降。由于前些年洪水/干旱的影响和应对艾滋病毒/艾
滋病的需要，2004/05销售年度约有 18.7万人需要 4.9万吨的粮食援助。鉴于北部和中部地
区玉米过剩，部分粮食援助可以在当地采购。但由于向南部地区的内部运输成本高昂，有一

部分需要进口，而莫桑比克北部的粮食将被非正式出口到马拉维。玉米产量和消费的显著地

区差别，加上从过剩的北部和中部到缺粮的南部的内部运输成本高昂，使南部的玉米价格

（如在马普托）几乎是中部地区（如在马尼卡省）的两倍。据农业及乡村发展部农业市场信

息系统报告，该国大部分市场的玉米零售价已经稳定。由于该区域产量高于预期，今年马普

托和贝拉地区市场 9月的玉米价格比 2003年和 2002年同月要低。另一方面，楠普拉省的价
格比上年要高，说明来自马拉维的边贸需求量增加。 
 
饥荒预警系统网络最近报告说国家畜牧局解除了马普托、加扎省和马尼卡省的家畜流动

禁令。这可望改善家畜的内部贸易，有利于农民。  
 

纳米比亚（10月 13日） 
 
尽管东北部省份 Caprivi 和 Kavago 最近几个月发生了暴雨和洪水，但纳米比亚预警和

粮食信息处估计 2004 年谷物总生产为 13.1 万吨，比高于平均水平的去年增产 28％。根据
目前的消费水平，这意味着需要进口约 15万吨谷物，大部分是商业性采购。 
 
受洪水造成的作物和基础设施毁坏影响的农民，以及艾滋病毒/艾滋病孤儿和易受害儿童

被确认为是需要紧急援助的最脆弱群体。 
 
根据联合国综合区域信息网络的资料，对商业化农场的价值评估接近完成，这将用于创

建一份土地税基金，资助国家购买农业用地用于数千无土地纳米比亚人的重新安置。 
 

南        非（10月 13日） 
 
该国作物估算委员会对 2003/04 年度主要农作季节玉米总收成的最终估算比上一次估算

进行了上调，至 890 万吨。这个数字仍然比上一季节的产量低约 9％，主要原因是干旱。本
季玉米播种面积比上年减少约 18％。预测白玉米产量为 550 万吨，而去年是 660 万吨。这
使 2004/05年度可用于向该区域其它国家出口的白玉米的盈余约为 230万吨，而同时保持南
非自身理想的库存水平 54.5万吨。预计黄玉米有少量短缺。由于担心该国出现严重干旱，南
非期货交易所白玉米价格 2004年 2月初上涨至每吨 216美元，后来由于雨量增加，到 7月
中则降至每吨 145美元。但后者仍然比去年同期高约 25％。 
 
对 6 月播种的冬小麦的第三次官方产量估算显示产量比上年增加约 28％，为约 200 万

吨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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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威士兰*（10月 15日） 
 
连续第四年降雨不足影响了玉米产量，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作物与粮食供应评估

团在 4—5 月间估计产量仅为 6.4 万吨，比去年减产 12％，比前五年平均水平低约 30％。因

此，预计 2004/05 销售年度（5 月/4月）谷物进口需求量约为 13.2 万吨，其中约 10万吨可

能是商业化采购。  
 
评估团建议为 14.2 万最易受害人群提供 3.2 万吨的粮食援助，主要是用于减轻艾滋病

毒/艾滋病的影响，并为那些得不到粮食和农业物资的家庭提供直接支持。  
 

赞比亚（10月 13日） 
 
根据对 2004 年收成的修正后的估计，赞比亚主季玉米产量为 121 万吨，比去年高于平

均水平的 116 万吨还增产 4.8％。该国大部分地区降雨情况良好，政府通过延长农资补贴计
划发放化肥，这使得玉米单产增加。考虑到该国的总消费量和较大得结转库存量，2004/05
销售年度的出口能力可望达 18.5 万吨。由于玉米连续两年丰收，其价格低于 10 年的平均数
（饥荒预警系统网络）。根据农业及合作社部的数字，成熟木薯的面积增加了 47％，从
2002/03年度的 140,251公顷增加到 2003/04年度的 206,051公顷。产量也相应增加 46％，
约为 140万吨。 
 
口蹄疫的暴发从传统的Kazungula区（南方省）和Nakonde和Mbala区（北方省）蔓延到

南部和中部省份的新区域，使20多万头家畜面临风险。 
 

津巴布韦*（10月 13日） 
 
各项报告均说明政府谷物销售交易所采购的玉米大大低于预期。正如饥荒预警系统网络

所说的那样，今年收获后期间４月份的玉米均价远远高于正常价格，每斗（相当于 18 公

斤）价格在 5,000—8,000 津巴布韦元之间。到 9 月中旬则上涨到每包 10,000－12,000 津巴

布韦元。根据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作物与粮食供应联合评估团 2004 年 4 月的估计，谷

物总产（不含大麦）约为 95 万吨，误差在 10％以内，而去年约为 100 万吨。鉴于库存水平

相对较低，2004/05销售年度（4月/3月）该国需要进口 100多万吨谷物。  
 
根据某些报告，10月/11月主季播种所需的种子已出现供应紧张，预计缺口为4万吨以

上。 
 

2004年8月估计高达314％的年恶性通货膨胀率，加之极高的失业率大大限制了最易受害

人群对粮食的获得。易受害性评估委员会认为，仅农村就有230万人不能满足自身粮食需

要，城市的数字可能也与此相当。根据世界粮食计划署的资料，沿赞比西河以及

Manicaland、Masvingo和Matebeleland省南部传统缺粮区的贫困家庭受冲击最为严重。 
 
 

近        东 
 

塞浦路斯（10月 15日） 
 

2005 年小麦和大麦作物的播种工作已经开始。估计 2004 年谷物总产量为 10.7 万吨，
略高于前五年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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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 2004/05 销售年度（5 月/4 月）小麦进口量为 10 万吨，而大麦和玉米的进口总量
预计约为 54万吨，与上年持平。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10月 4日） 
 
估计 2004年 6—7月间收获的冬小麦收成为创记录的 1,400万吨，比去年增产 3.7％，

比前五年的平均水平增加 34.2％，原因是政府的保护价和良好的天气条件。灌溉水稻的收获
也已经在 8 月完成。初步估计 2004 年稻米产量为 340 万吨，比去年年创记录的产量增产 2
％。粗粮的产量形势喜忧参半。估计最近收获的玉米产量达创记录的 190万吨，而 3月收获
的大麦从去年的 320万吨下降到今年的 270万吨。 
 
由于连续四年增产，谷物进口需求总量大大减少。1999/2000 年度谷物进口总量为

1,050万吨，而预测 2004/05年度进口量仅为 263万吨。 
 
约 15.5 万地震受害者在巴姆的帐篷和/或简易房内维持着基本生活条件。国际红十字联

合会与伊朗红新月会计划将救济工作转变更长期的恢复、善后和重建。 
 

伊拉克*（10月 15日） 
 
谷物产量可能受到化肥及其它农业生产资料严重短缺的影响。初步估计 2004 年谷物总

产量为 240万吨，接近上年收成的一半。  
 
尽管所有伊拉克人继续从公共发放系统领取月度口粮，但该国的粮食安全形势仍然极为

脆弱。近期发生的事件说明安全局势恶化，造成危机地区人道主义需求增加。联合国各机构

正在监测形势的变化并根据需要提供援助。  
 

以色列（10月 15日） 
 
将于明年 4月/5月收获的小麦和大麦作物的播种正在进行。估计 2004年小麦产量为 12

万吨，比去年减产三分之一以上。预测 2004/05 销售年度（7 月/6 月）谷物进口量约为 300
万吨。  
 

约        旦（10月 15日） 
 
将于明年 5 月/6 月收获的小麦和大麦作物的播种即将开始。2003/04 年的严重干旱大大

影响了谷物和园艺作物。估计 2004 年小麦和大麦总产量为 2.5 万吨，比平均水平低 50％。
畜牧业也受到影响，许多养羊的牧场受到严重影响。 
 

黎巴嫩（10月 15日） 
 
小麦和大麦作物的播种正在进行。然而国内谷物产量通常仅能满足消费需求的约 10％。

估计 2004年小麦和大麦总产量为 12.5万吨，略低于去年。预计 2004/05年度（7月/6月）
小麦进口量约为 55万吨，略高于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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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10月 15日） 
 
将于明年 4 月/5 月收获的小麦作物的播种正在进行。估计 2004 年小麦产量为 160 万

吨，大大低于上年的收成和平均水平。目前估计 2004/05 年度（7 月/6 月）谷物进口量约为
880万吨，包括约 620万吨大麦。 
 

叙利亚（10月 15 日） 
 

2005年小麦和大麦的播种正在进行，预计将持续到明年 1月中旬。估计 2004年小麦产
量为 470 万吨，比上年减产约 4％，但大大高于平均水平。大麦生产基本上全部依靠雨养，
估计产量为 110万吨，略高于去年的收成。  
 
 

亚        洲 
 

阿富汗*（9月 21日） 
 
据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作物与粮食供应评估团近期报告，谷物收成300万吨略强，

比去年创记录的丰收减产43％，比平均水平的1998年减产18％。干旱情况遍布整个西部、西

南部、南部和东部的部分地区，使种植谷物的地区蒙受严重损失。上述区域的某些地方情况

类似干旱最严重的2000年和2001年。在兴都库什山脉北部的省份病虫害使谷物产量损失15—

20％。病虫害也影响了大面积的果园和家畜。本年度的谷物产量包括约230万吨小麦、31万

吨稻米、23.4万吨玉米和22万吨大麦。这一产量水平上，估计2004/05销售年度谷物进口需

求量超过170万吨。国内的进口能力估计为140万吨谷物，仍缺少32.6万吨小麦当量的谷物。 
 
国家风险和易受害性评估显示约有35％的农村人口（超过600万人）可能面临粮食安全

形势的恶化，需要有针对性的粮食援助。除有近400万人可以通过国家计划来获得就业或救

济之外，世界粮食计划署的长期救济与恢复行动将使总计230万易受害人群受益，包括近期

政府/联合国诉请受援的140万人。估计需要筹集价值8,900万美元的各种粮食商品15.3万

吨，以在2004/05销售年度援助目标群体。 

 
亚美尼亚（9月 20日） 

 
最新报告显示谷类总产量约为 424,000吨，约比过去五年平均产量高 26％。总产量中包

括约 350,000 吨小麦和 62,000 吨大麦。今年收获的谷类播种面积比过去五年平均水平增加
了 23,000 公顷，总体上有利的天气条件也有利于单产的提高。尽管今年获得了大丰收，亚
美尼亚仍将继续依靠总计为 144,000吨的谷类进口来满足其 543,000吨的国内需求。总进口
量中包括约 50,000吨的粮食援助需求。 
 

阿塞拜疆（9月 20日） 
 
谷物收获工作刚刚结束，估计总产量为 210万吨，与 2003年的丰收产量基本持平。估计

今年谷物播种总面积为 815,000 公顷。今年的总产量中包括 164 多万吨小麦、232,000 吨大
麦以及 150,000 吨玉米。总体有利的天气条件、充足的土壤墒情、及农资供应改善促成了今
年的丰收。阿塞拜疆为谷物净进口国，每年需进口 260 多万吨谷物来满足其国内需求。因
此，预测 2004/05销售年度谷物进口需求总量为 536,000吨，主要是食用级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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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国（10月 4日） 
 

2004年 7月和 8月的大洪水使该国 64个区中的 43个区 3,300万人受灾，约 150万人流

离失所，700 多人丧生。第二轮季风雨于 9 月中旬来临，在南部和中部的部分地区引发了洪

水，而第三轮和最近一轮的洪水使西南部地区受到影响。据报已有 350 人死于水源性疾病，

330,000多人患病。 
 
洪水使农业行业遭到毁灭性的影响。约占稻谷产量 10％的夏收稻在收获季节被洪水冲

毁。新种植的秋收稻也受到了严重影响，秋收稻是该国最主要的作物，种植面积占总种植面

积的 50％以上，产量占谷物总产量的 40％以上。畜牧行业的损失也很大。 
 
孟加拉国被列为最不发达国家和低收入缺粮国，其粮食、农业、健康、营养、卫生、家

庭住房、非食物类产品、教育、保护、经济恢复和基础设施等多个门类需要紧急国际援助。

8 月开始实施的一项紧急行动呼吁向包括九个门类的多个项目提供 2.1 亿美元的援助。据

报，孟加拉国食品和灾害管理部已向西南部的八个地区划拨了 3,350 吨稻米。到目前为止世

界粮食计划署已收到紧急行动所需 7,400 万美元经费中的不足 20％，通过该紧急行动，人们

将维修道路、修建沟渠和堤坝，以此来换得粮食援助。 
 

柬埔寨（10月 4日） 
 
通常占年产量 80％的主季稻的播种工作于 5月开始并于 7月结束。预测 2004年稻谷总

产量为 470 万吨，与去年创记录的产量基本持平，这是由于天气条件有利、灌溉系统改善、
以及稻谷生产者有一定的利润可图。基于这一产量，预测有 140,000吨稻米可供出口。 
 

中        国（10月 4日） 
 
今年中国（大陆）发生的洪水使 1,000 多人丧生，1.147 亿人受灾，650,000 户村舍被

毁。估计直接经济损失达 647亿元人民币（即 78.2亿美元）。  
 
冬小麦于 5月－6月完成收获，春小麦于 7－8月完成收获。尽管播种面积下降了 1％，

但估计 2004 年小麦总产量将达 9,100 万吨，比去年增加 450 万吨即 5％。然而，这一产量
仍比前五年平均水平低 6％。预测 2004/05年度中国小麦净进口需求量将从去年的 100万吨
增加到 600万吨，原因是期初库存量很低。 
 
南方地区玉米的收获工作于 8 月完成，而北方各省的收获仍在进行之中。最新的估计表

明产量将达 1.2 亿吨，比去年增产 4％，比前五年的平均水平提高 4％。2004 年玉米播种面
积也低于去年和平均水平，但估计单产有所提高。尽管产量增加，但由于期初库存量较低，

预计 2004/05 年度（7－8 月）中国玉米净出口量仍将从去年的 1,130 万吨减少到约 400 万
吨。 
 
预测 2004 年稻谷总产量为 1.81 亿吨，比 2003 年增产 12.5％，比前五年平均水平高

0.5％，原因是播种面积和单产均有提高。根据稻米的这一产量水平，预计 2004/05 年度中
国稻米净出口量将从去年的 60万吨提高到 120万吨。 
 
由于天气良好和政府一系列的鼓励支持政策，预测 2004 年谷物总产为 3.5 亿吨，比去

年增长 8.2％，这是自 1998年以来年产量的首次增长。但预计中国的谷物净贸易地位将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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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从 2003/04年度的净出口国（7月－6月净出口 960万吨）变为 2004/05年度的净进
口国（净进口 300万吨）。 
 

格鲁吉亚（10月 22日） 
 
格鲁吉亚谷物收获工作已近结束，估计 425,000 公顷播种面积的总产量约为 711,000

吨。今年收成高出过去五年平均产量约 57,000吨，这其中包括 250,000吨小麦、400,000吨
玉米以及约 50,000 吨大麦。丰沛的降雨和良好的墒情加之农资供应的改善使收成超出平均
水平。格鲁吉亚每年需进口约 120 万吨谷物来满足其国内需求。因此，估计谷物进口量为
479,000吨，其中包括约 125,000吨粮食援助。 
 
在一项为期三年的长期救济与恢复行动项下，世界粮食计划署自 2003 年 7 月该行动实

施以来，已向大约 300,000名受益者分发了共计 13,950吨粮食。这其中包括向受 2004年 5
－6月间面粉和面包价格暴涨严重影响的最贫困人群紧急免费发放的面粉。约有 72,500名受
益者收到了六天额外定量的面粉，共计 1,860 吨。目前正在实施中并将于 2006 年 6 月结束
的长期救济与恢复行动包括救济和恢复两部分，主要是向易受害群体和以工代赈计划发放粮

食。 

 
印        度（10月 4日） 

 
7 月的大雨造成了严重的水灾，至少有 1,200 人在洪水中丧生。受灾最严重的东北部水

稻主产区比哈尔邦和 阿萨姆邦受到季风雨的严重影响。这两个邦中至少有 3,300万人受灾，
900 多人死亡，约 130 万人被迫到救灾营地避难。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评估，比哈尔邦
有 115万公顷作物受灾，近 600,000幢民宅受损或被毁。但由于在过去一个月中没有大的降
雨，比哈尔和阿萨姆两个邦的情况均不断改善。随着季风季节临近结束，再次发生洪灾的可

能性正在降低。而另一方面，印度北部和西部的一些邦却正在发生干旱。  
 
夏播稻谷和粗粮的收获正在进行之中。初步预报稻谷产量为 1.275 亿吨，比此前的预测

降低了近 900万吨，比 2003年产量少 300万吨，原因是洪灾和旱灾两方面的负面影响。但
该产量水平与前五年的平均水平基本持平。预计玉米产量为 1,500 万吨，比去年创纪录的产
量高出约 2％，比往年的平均水平高 20％。 
 
据官方估计，印度 4 月/5 月收获的小麦作物的产量为近 7,300 万吨，比 2003 年增产约

12％，这是由于播种面积大幅增加和单产的恢复。 
 

2003/04 年度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麦和稻米出口国之一，出口小麦 500 万吨、稻米
280 万吨。由于产量减少和库存偏紧，预计 2004/05 年度出口量将会减少，预测小麦出口量
为 100万吨，稻米 200万吨。 
 

印度尼西亚（10月 22日） 
 
第二季稻谷和玉米正在收获之中。官方预测 2004 年稻谷总产量为 5,370 万吨，比去年

增产 3％，比前五年平均水平高 4.5％。政府将稻米进口禁令的期限延长至年底，以此来通过
支持价格保护本国农民。预计玉米也将获得丰收，产量为 1,100 万吨左右，比去年增产 1.6
％，比前五年的平均水平提高 13.4％。由于产量增加和世界玉米价格的不断上涨，预计
2004/05年度玉米进口量将会减少，为 100万吨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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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的小麦消费由进口来满足，预测 2004/05年度进口量为 420万吨，略高于上
年。 
 
尽管总体情况令人满意，但由于该国部分地区由独立/自治所引发的冲突这一主要原因，

再加上目前所发生的经济危机，造成社会和政治状况持续不稳，使得这些地区的粮食安全状

况仍令人担忧。到 2004 年年中，全国仍有约 627,000 人流离失所，需要人道主义和恢复援
助。该国也遭受了一些严重的自然灾害，包括洪水、泥石流、火山爆发以及健康危机。红十

字会继续向易受害人群提供救济援助。印尼政府已对人道主义机构解除了稻米进口禁令。世

界粮食计划署已恢复其向 170万人提供口粮的正常行动。 
 

日        本（10月 4日） 
 
日本只能生产其国内需求量 1/4的谷物。稻米占谷物总产量的 90％。2004年稻谷作物从

9 月下旬开始收获，并将延续到 11 月结束。预测 2004 年稻谷产量约为 1,140 万吨，比去年
受到天气影响的产量提高 17.5％，比前五年平均水平高 3.1％，原因是天气条件有利。 
 
预测 2004/05年度 (7月/6月)进口量为 2,600万吨（粗粮约 2,000万吨、小麦 560万吨、

稻米 70万吨）。 
 

哈萨克斯坦（9月 20日） 
 
在哈萨克斯坦，除玉米和水稻外，谷物收获已近完成。最新估算表明谷物总产量约为

1,240万吨，比 2003年的丰收产量下降了约 250万吨，与大丰收的 2001年和 2002年相比
下降了近 350万吨。该国南部粮食产区 4月份的晚期霜冻毁坏了大量的谷物作物，造成单产
下降。今年的总产量中包括约 1,020万吨小麦、130万吨大麦及 320,000吨玉米。  
 
预测 2004/05 销售年度谷物总出口量约为 530 万吨，而 2003/04 销售年度出口量为近

550吨。小麦在产量和出口量方面都是该国最重要的作物。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0月 22日） 
 

2004 年 9 月 28 日至 10 月 9 日，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作物与粮食供应评估团访问

了该国，目前该团正完成其评价报告。评估团考察的总体结果显示，与去年修订后的产量相

比谷物总产量略有提高（包括折算成谷物当量的马铃薯）。今年收成较好是由于天气总体上

有利、生长季节病虫害较少、国际援助的化肥的施用〔尽管略低于去年〕以及由石油输出国

组织资助的 Kechan-Taesong湖水渠的竣工使该国的灌溉设施得到改善。 
 
尽管产量有所反弹，但预计国内产量仍将大大低于最低粮食需求，该国将不得不再次依

赖外部援助，因为该国的商业进口能力仍受到严重的制约。评估团进行的易受害性分析表

明，低收入家庭在超出其来自公共分配系统的很低定量的食物以外从市场上获取粮食的能力

受到严重制约，原因是受就业不足或失业以及市场上粮食价格急剧上涨的影响，这些家庭的

购买力不断下降。因此，与去年相比，预计 2004/05 年度将有更大量的人需要更多的粮食援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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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        国（10月 4日） 
 

2004 年稻谷作物的收获本月初刚刚开始并将持续到 11 月。稻米播种面积连续三年年下
降，已降至 987,000公顷，比去年减少 1.5％，为 1967年韩国政府开始数据统计以来的最小
面积。预测 2004 年稻谷产量为 662 万吨，比受天气影响的去年高 10％，但比前五年平均水
平低 3.6％。 
 
该国仅能生产其谷物消费需求量的三分之一。估计 2003/04年度谷物进口量为 310万吨

小麦和 950万吨玉米。  
 

吉尔吉斯共和国（9月 21日） 
 
谷物已收获完毕，最新报告显示谷物总产量约为 170 万吨，而过去五年平均产量为 165

万吨。总产量中包括约 125 万吨小麦、320,000 吨玉米、110,000 吨大麦以及 16,000 吨稻
米。估计 2004年收获的谷物总播种面积约为 610,000公顷，比 2003年增加了约 25,000公
顷。估计 2004/05销售年度谷物进口需求总量约为 122,000吨，主要是食用级小麦。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10月 4日） 
 
约占谷物年产量 85％的雨季稻的收获正在进行并将持续至 12 月。雨季稻主要在湄公河

流域的低地种植，而产量较低的少量季风作物在高地种植。估计 2004 年稻谷产量为 250 万
吨，与去年创纪录的产量基本持平。该国几乎可以维持粮食自给。 
 
尽管今年产量实际上已能够满足该国的消费需求，但其人口中的较贫困者主要是高地居

民无法获得足够的稻米，并且长期处于粮食不安全状态并需要援助。 
 

马来西亚（10月 4日） 
 
总体上说，马来西亚到目前为止一直相对干旱，在 8 月和 9 月上旬，多数地方降雨低于

正常水平。6月 1日至 9月 10日，全国总降雨量比正常水平低 10％。在沙捞越和沙巴两个
州，干旱情况更为严重。12 月开始收获的主季稻作物的插秧正在进行。预测 2004 年稻谷产
量为 210 万吨，略低于去年的创纪录产量。该国三分之一的消费量需要进口。实际上所有的
小麦和玉米需求量都来自进口。预计 2004 年小麦进口量将略增至 137 万吨，而去年为 135
万吨。但预计 2004/05年度玉米进口量为 255万吨。 
 

蒙    古*（10月 4日） 
 
在经过连续四年的寒冬干夏之后，2003/04 年度冬季并不十分严酷，牲畜损失大大减

少。2003 年底牲畜数量比 2002 年增加了 6％。2003 年第一季度，蒙古损失了 624,000 头成

畜，而 2004年第一季度的损失数为 93,000头。 
 
实际上是该国惟一谷物的小麦作物 2004 年的收获正在进行。在全国范围内， 5 月至 9

月的夏季降雨量大大低于正常年份，而在小麦主产区则极为稀少，至 9 月底，该季节总的降

雨量比正常值低 40－50％。初步估计 2004 年小麦产量为 112,000 吨，比去年低 34％。预测

今年其他作物主要是马铃薯和蔬菜的产量也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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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 2004/05 销售年度的国内消费需求，估计该国需要进口 283,000 吨的谷物。由于

该国存在严重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商业进口只能满足其部分需求，需要粮食援助来弥补缺

口部分。蒙古的寒冬干夏和干旱状况实际上已使家庭无法应对，并使贫困加剧。 
 

缅        甸（10月 4日） 
 

2004 年主季稻作物正在进行收获。主季稻的收成通常占全年产量的 85％，另外 15％产
自旱季，于 4月收获。预测 2004年稻谷产量为 2,300万吨，比去年的创纪录产量低 6.7％，
但这一产量仍高出前五年平均水平 3.8％。由于过去几年中稻谷产量稳步增长，该国谷物供
应的总体形势令人满意。预测 2004/05年度稻米出口量为 600,000吨。 
 
自 5月份每年的季风季节开始以来，洪水已使数百人丧生，25,000多人无家可归。没有

作物损失的官方记录。8 月，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北若开邦发放了 1,124 吨稻米，在北掸邦发
放了 146吨稻米，在马圭邦发放了 30吨稻米。 
 

尼泊尔（10月 4日） 
 

7 月初开始的大雨造成大范围的洪水和泥石流，在尼泊尔 75 个区中有 25 个区约
800,000人受灾，185人死亡。据报共有 68,000栋房屋被毁或受损。至 9月中旬，红十字会
向灾区提供了紧急援助， 8,000 个家庭接受了粮食援助。在灾区开展恢复阶段的行动仍急需
获得更多的资助。 
 

7－8 月插秧的稻米作物将于 11－12 月收获。初步预测 2004 年收获的稻谷收成为 400
万吨，比去年低 3.7％，比前五年的平均水平低 3.4％，原因是洪水的影响。玉米刚刚收获完
毕，产量估计为 140万吨，约比去年低 3％。 
 

巴基斯担（10月 4日） 
 

2003年 11－12月播种的 2004年小麦作物于 6月收获完毕，官方估计产量为 1,940万
吨，约比去年水平高 1％，比前五年平均水平高 1.6％，原因是单产较高。尽管小麦收成增
加，但由于库存量低和人口增长，预计该国仍需进口 100万吨小麦。 
 
主要夏播作物稻米、玉米、棉花和花生的收获正在进行。天气/干旱所造成的问题在该国

不同地区都有报告。其他地区的夏播作物则生长正常。预测 2004 年稻谷产量为 740 万吨，
比上年增加 1.8％。巴斯坦是主要的稻米出口国，预测 2004/05年度出口量为 210万吨。 
 

菲律宾（10月 4日） 
 

8 月下旬，台风“艾利”和“暹芭”给马尼拉地区和吕宋岛带来了暴雨，导致了严重的
洪水和泥石流，造成 100 多个市镇中有 160万人受灾，至少 43人死亡。各种报告表明，在
总体上洪水使大片的稻田和鱼塘受灾，农业和基础设施的损失总额估计达 800万美元。  
 
将于 11 月开始收获的今年主季稻和玉米的播种于 7 月完成。尽管洪水造成了损失，但

由于杂交稻播种面积增加，早期产量预测仍达 1,420 万吨，略高于去年，但约比前五年平均
水平低 10％。全国水稻每公顷的平均单产由 2000年的 3.07吨增加到今年的 3.56吨。预计
2004/05 年度稻米进口量为 900,000 吨。由于价格吸引力和杂交技术的采用，预计 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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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产量也将高于 2003年，达创纪录的 530万吨。根据这一产量水平，预测 2004/05年度
玉米进口量为 100,000吨，而去年为 250,000 吨。 
 
该国不生产小麦，估计 2004/05年度需要进口 320万吨小麦来满足其国内消费需求。 

 
斯里兰卡（10月 4日） 

 
在 2003 年 9 月至 2004年 3 月的主季作物季节降雨量大大低于正常水平，造成稻米产量

下降，尤其是北－中部地区更是如此。主季稻米通常占稻米总产量的约 60％。根据最近派往

斯里兰卡的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作物、粮食供应及营养评估团的报告，由于干旱，与

去年相比，主季稻的产量在 Kurunegala 地区下降了 77.5％，在 Anuradhapura 地区下降了

37.0％，在 Puttalam 地区下降了 63.3 ％ 。在全国范围内，主季稻产量比过去五年平均水

平低 7.2％，比去年减产 13.8％。 
 
次季稻自 8月份开始收获，由于主要灌溉水塘可用水量减少，产量前景也不看好。 

 
由于 2004 年产量很低，估计 2004 年谷物进口需求总量为 130 万吨，2005 年为 132 万

吨。 
 
在 Kurunegala、Anuradhapura 和 Puttalam 地区，估计共有 67,398 个农民家庭受灾最

为严重，需要粮食援助。此外，在 Monaragala、Hambantota 及其它地区，有 7,100 个家庭

和大约 3,370 个无地家庭受到干旱的严重影响。多数遭受旱灾的家庭也是过去几年中对粮食

不安全最易受害的家庭。  
 

塔吉克斯坦（9月 20日） 
 
谷物已收获结束，初步估计 395,000 公顷总播种面积的总产量为 700,000 吨。这一产量

约比大丰收的 2003 年减产 100,000吨，但比五年平均水平高出约 164,000 吨。产量略降是
由于异常的高温和不稳定的降水使雨养谷物受损。塔吉克斯坦只需约 100 万吨的谷物（主要
是小麦）来满足其国内消费需求。预测 2004/05销售年度谷物进口需求量约为 296,000吨，
其中包括 103,000吨粮食援助。 
 

泰        国（10月 4日） 
 
主季稻的收获即将开始。其收成约占稻米年产量的 75％。其余部分主要是灌溉条件下生

产的稻米，这些稻米于 1－3 月播种，5－7 月收获。由于降雨对主季稻有利，并且政府实施
了价格干预计划，初步预测 2004年产量为 2,700万吨，比去年的创纪录产量增加 1.8％，比
前五年平均水平高 5％。玉米刚刚收获完毕，估计产量为 430万吨。基本与去年持平。 
 
泰国是世界最大的稻米出口国。由于稻米几次获得丰收并且价格很高，预计 2004 年稻

米出口量将达创纪录的 920万吨。 
 

东帝汶民主共和国（10月 4日） 
 
估计 2004年玉米收成为 91,000吨，比受干旱影响的去年提高了约 30％。12月/1月播

种的雨季稻的收获在北部地区已基本完成，而在南部地区则将持续到 11 月底。预测稻谷产
量为 70,000吨，比去年增长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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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对谷物的消费需求，估计 2004/05 年度进口需求量为 42,000 吨，大大低于去年
60,000 多吨的进口量，这是由于产量恢复。该国连续两年 (2001/02 和 2002/03 年度) 遭受
旱灾，致使产量降低。2003年 10月 1日至 2004年 6月 30日，世界粮食计划署向 110,000
名受益者提供了约 7,000吨粮食。粮农组织也向遭受旱灾和水灾的农民提供了种子和化肥。 
 

土尔其（10月 15日） 
 

2005年小麦作物的播种工作正在进行。估计 7月份收获的 2004年小麦产量为 2,050万
吨，比去年和前五年平均水平提高了 5％。同样，大麦产量估计约为 780 万吨，略高于去年
的收成。  
 
预计当前 2004/05销售年度（7月/6月）小麦和玉米的进口量均为 700,000吨。 

 
土库曼斯坦（9月 21日） 

 
最新官方报告显示，总播种面积 100 万公顷出头的土地上谷物收成总量达到创纪录的

280万吨。总产量中包括约 260吨小麦、73,000吨碾米、60,000 吨大麦及 20,000吨玉米。
收成估算数字一般不经独立机构核实。土库曼斯坦一直试图通过扩大谷物播种面积和提高单

产来实现谷物自给。政府也一直在增加谷物的库存，2004/05 销售年度估计将出口 120,000
吨小麦。 
 

乌兹别克斯坦（9月 21日） 
 
最近的官方报告显示，乌兹别克斯坦已收获了创纪录的 557 万吨的产量，比 2003 年最

高产量纪录提高了约 22，000 吨。这一总产量中包括约 510 万吨小麦、133,000 吨稻米、
140,000 吨玉米及 120,000 吨大麦。削减棉花种植面积而增加谷物播种种植面积、天气总体
有利以及农资供应的改善使得该国在过去几年均获得了丰收。 
 

2003/04 销售年度该国向邻国出口了 450,000 吨小麦，2004/05 销售年度政府计划出口
约 500,000吨小麦。而就在 2002/03年度，乌兹别克斯坦还是一个谷物净进口国。  
 

越        南（10月 4日） 
 

7 月中旬的暴雨造成北部河江省尤其是安明县的一些偏远山区社区突发洪水。据报至少
有 34人死亡或失踪，财产和基础设施也遭到很大的破坏。 
 
在该国北部，10 月稻通常于 6 月/7 月播种，9 月中旬开始收获，而在南部，生长期更

长，收获从 10 月下旬开始。第二季稻的收成来自冬/春季作物，根据地理位置不同，播种期
为 1月至 3月，收获期为 6月至 7月。尽管播种面积减少（约比去年减少 1％，比五年平均
水平低 1.7％），但由于天气良好，预测 2004年稻谷总产量为 3,520万吨，约比去年的创纪
录产量 2％。 
 
估计 2004年玉米产量为 350万吨，比去年增产 18.4％，比前五年平均水平高 53.2％，

原因是播种面积扩大和单产提高。产量的增长反映出政府鼓励农民将部分稻田改种其他作物

的政策。 
 
越南是世界第二大稻米出口国，由于国内产量提高和价格吸引，2004年的出口目标提高

了 8.6％，由原先的 350万吨提高到 38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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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门（10月 15日） 

 
预测目前正在收获的高粱作物的产量约为 200,000 吨，与去年的收成基本持平，但比前

五年的平均水平低 40％左右。沙漠蝗虫在也门的红海沿海平原地区已经开始就地繁殖，在这
些地区的一些地方以及沙特阿拉伯的邻近地区，蝗虫正在聚集成群。但据报这种情况与非洲

部分地区的虫灾并无联系。 
 
 

中 美 洲 
（包括加勒比） 

 
哥斯达黎加（10月 1日） 

 
2004年首季谷物的豆类作物在正常的天气条件下正在收获，而在一些地区，第二季作物

的播种刚刚开始。主要稻谷作物产量估计将减少，为 200,000 吨，这主要是由于稻螨（狭跗
线螨）的出现，使得 Limon 省和 Guanacaste 省的稻谷产量下降了 20％。稻螨只能在水稻
植株上生存，为破坏稻螨的生命周期，农业部在 Guanacaste 省对第二季灌溉水稻作物的播
种进行管制，12月 1日前禁止播种。预计小宗玉米的收成约为 15,000吨，比上年下降了 10
％，原因是播种面积减少。该国的玉米和小麦存在结构性缺口，预测 2004/05 年度（7 月/6
月）需进口约 600,000吨玉米和 205,000吨小麦。 
 

古    巴（10月 1日） 
 

9 月中旬发生的飓风“伊万”使西部的 Pinar del Rio 省和 La Habana 省以及 Isla de 

la Juventud 市受到影响，柑橘、烟草以及大蕉作物受到损失。政府所采取的有效预防措

施，包括在飓风通过前疏散了 200 万人口，成功地避免了生命损失。在飓风“查理”于 9 月

中旬袭击了西部的 La Havana 省和 Ciudad de La Habana 省之后，飓风“伊万” 毁坏了基

础设施，并给粮食和经济作物包括柑橘（橙子和柚子）、甘蔗、大蕉、丝兰以及蔬菜造成损

害。据报家禽养殖业也受到损害。然而，在东部 Camaguey省、Holguin 省及 Las Tunas省， 

于 9 月中旬恢复的降雨也使粮食作物所遭受的长期干旱的影响有所减轻。2004 年主要稻谷作

物的收获刚刚开始，由于可用于灌溉的水量减少，预计产量约为 650,000 吨，比去年创纪录

的 716,000 吨大为减少。预测 2004 销售年度（1 月/12 月）稻米进口需求量量为 600,000

吨。 
 

多米尼加共和国（10月 1日） 
 

9 月，飓风“伊万”和热带风暴“珍妮”所带来的暴雨使该国几个地区的房层和基础设
施遭到破坏，并对粮食和经济作物造成了不利影响。尽管还没有官方的评估结果，但已经有

东北部 Bajo Yuna 地区即将收获的稻谷，东部 Higüe 省、El Seibo 省及 La Altagracia 省

的可可、鳄梨和柑橘，以及中部 Cibao省重要产区的香蕉种植园（产量损失 70％以上）遭受
重大损失的报道。据报，东部一些省出现粮食短缺并且价格大幅上扬，对最易受害群体造成

了严重影响。 
 
初步估算显示 2004年稻谷产量约为 580,000吨，比先前预测的创纪录产量低了 20％，

比去年水平低 9％。产量降低一方面是因为 9 月的大量降雨给稻谷作物造成了不利影响，另
一方面是因为 5月末大量的降水给西南部和东北部各省造成了影响。预计 2004/05销售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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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6 月）小麦和玉米（多为用于家畜饲料业的黄玉米）的进口量分别为 330,000 吨和 
700,000吨，与去年基本持平。 
 

萨尔瓦多*（10月 1日） 
 

2004/05 年度重要的首季玉米作物已完成收获，尽管由于 8 月份有一段时间干旱，给东
部各省造成了一定的收成损失，但预计产量仍将高于平均水平。过去几周内正常至充沛的降

雨对第二季“de postrera”玉米和豆类作物种植的开局有利。 
 
国际社会继续向该国提供粮食援助，尤其是向生活在该国粮食安全状况最差的省份如

Ahuachapá、Chalatenango、Cabañas及 Morazán三个省的农村和城市儿童提供援助。 
 

危地马拉*（10月 1日） 
 

2004/05 年度首季作物的收获工作基本结束。白玉米和豆类的产量受到“天狼星”干旱
期延长的影响，这一干旱期通常是在雨季期间的 8 月份发生，今年干旱期的持续时间由通常
的 2－3 周延长至 30－40 天。影响最严重的省是西南部的 Retalhuleu 省和 Suchitepéquez
省、东部的 El Progreso 省、Zacapa 省和 Chiquimula 省。尤其严重的是，由于雨季推迟，
不利的天气状况使得这些地区的农民被迫将玉米播种推迟至 5 月后半月进行。根据非官方初
步预测，2004 年玉米产量为 100 万吨，但干旱天气的不利影响意味着这些数字需要进一步
下调。预测 2004/05年度（7月/8月）小麦进口需求量约为 550,000吨，与上年基本持平。
预计玉米进口量将从上年的 620,000吨增加到 660,000吨。 
 
通过与政府名为“反饥饿阵线”的计划进行协调，国际社会继续向粮食安全状况最为脆

弱的市提供粮食援助。 
 

海    地（10月 20日） 
 

9 月末，热带风暴“珍妮”袭击了北部的 Artibonite 省和东北省，造成约 3,000 人死

亡，并给 Gonaïves 市的城市基础设施造成了重大破坏。粮农组织对农业损失的一项早期评价
显示，暴雨使约 5,000 公顷香蕉和蔬菜（主要是洋葱、茄子和马铃薯）被毁，并使灌溉系统

严重受损。尽管出现了这种情况，但目前的雨季对各主产区十分有利。将于 11 月/12 月收获

的第二季作物（玉米、高粱和豆类）前景看好。由于主季播种面积增加且天气状况良好，估

计玉米作物 2003/04 年度（10 月/9 月）的收成为 240,000 吨，约比上年增产 20％。在农村

地区，由于公路沿线出现了武装团伙和安全问题，使得向主要市场太子港运输的富余玉米受

到限制，玉米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下降。近期的洪水对稻谷生产影响不大。但预计占全

国产量 80％的 Artibonite 省的稻谷产量将延续下滑的趋势，这种趋势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

初代，主要是由于灌溉问题和灌溉设施缺乏维护，使稻谷面积和单产不断降低。预计

2004/05销售年度（10月/9月）进口需求量约为 330,000吨稻米和 230,000吨小麦。国际社

会继续向受到 5 月份（东南省的 Mapou 地区）和 9 月份（Artibonite 省 Gonaïves 市）洪水
影响的社区以及容易遭受旱灾的西北省提供援助。 
 

洪都拉斯*（10月 1日） 
 

2004/05 销售年度首季玉米和豆类的收获工作基本完成。初步估计占全国产量 80％的首
季玉米的产量为 400,000 吨，低于去年同期产量，原因是播种面积减少了 20％，并且在 7
月份 Francisco Morazá、El Paraiso、Choluteca、Intibucá及 Gracias a Dio几个省受到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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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的严重影响。在这些省，约有 30,000 多个农村家庭部分失去了维持生存的粮食作物，国
际社会目前正在向其提供粮食援助。目前，南部和西部各省正在播种第二季作物，为支持这

些作物的生产，农业部正在向受干旱影响的农民发放经过鉴定的豆类和高粱的种子及化肥。

预测 2004/05销售年度（7月/6月）小麦和玉米的进口需求量分别为 260,000 吨和 320,000
吨。 
 
国际社会继续向该国提供粮食援助，尤其是向长期营养不良率超过 50％的行政区内的家

庭提供粮食援助。 
 

牙买加（9月 24日） 
 
该国在一个月内遭到两次强烈飓风的袭击。8 月 11 日，南部的 Manchester 和 St. 

Elizabeth 地区受到飓风“查理”的影响，而在 11 月，飓风“伊万”给西部和南部沿海地区
的房屋和基础设施造成了严重破坏。尽管尚没有对农业行业受损情况的全面评估，但所有创

汇作物如咖啡、甘蔗、香蕉、可可、柑橘及蔬菜都损失严重——产量损失了 30％至 60％。
据报，飓风还使约 20％的家禽产量被毁。 
 

墨西哥（10月 1日） 
 

2004/05 年度重要雨养春/夏季玉米作物的收获工作即将开始，初步估计产量为 1,650 万
吨，与去年同一季作物的产量持平。在 Sinaloa 州，2004年夏季高粱作物的收获刚刚开始，
初步预测 2004年高粱总产量为 680万吨，大大高于过去五年 600万吨的平均产量。在主产
区 Veracruz 州和 Campeche 州，2004 年主季稻谷作物（主要为雨养作物）的收获即将开
始，预测产量达 303,000吨的平均水平。在西北部的灌溉地区，正在为 2004/05年度冬小麦
整地备播。预计 2004/05销售年度（7月/6月）玉米进口量为 540万吨，小麦为 400万吨以
及高粱 320万吨。估计 2004/05年度稻米进口量为 500,000 吨。 
 

尼加拉瓜*（10月 1日） 
 

2004/05 年度首季玉米和豆类作物已收获完毕。5 月至 7 月末干旱天气的延长给
2004/05 年度首季作物（主要是玉米和豆类）造成了严重损害。位于西北部的 Leó、
Chinandega,、Madriz、Esteli 以及 Matagalpa 省的一些市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这些市损
失了 50％至 100％的作物。农业部的初步估算显示已损失了约 63,000公顷玉米和 22,000公
顷豆类。这意味着玉米的收获面积与去年同一季节的良好水平相比减少了约 23％。首季玉米
产量占其年度总产量（首季、第二季和第三季）的 60％左右，因此，当前季节中干旱天气的
延长将对 2004 年的产量造成不利影响。对于多数在第三季种植的豆类，首季收获面积估计
将减少约 8％。第二季“de postrera”玉米和豆类作物的播种目前正在进行，为支持这些作
物的生产，农业部利用“Libra por libra”项目资金向 León 和 d Chinandega 两个省受干旱
影响的农民发放了经过鉴定的种子和化肥。预测 2004/05 销售年度（7 月/6 月）需要进口
125,000吨小麦、80,000吨小麦及 110,000吨稻米。 
 
国际社会继续向该国提供粮食援助，尤其是向 7 月初遭受洪水影响的 Matagalp 省的

Rio Blanco和 Matiguá市以及位于北大西洋自治区的 Prinzapolka市提供粮食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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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马（9月 28日） 
 

9月中旬，暴雨使河水泛滥，造成了严重的突发性洪水和泥石流，使得 Panama和 Coló
两省的房屋和生命遭受损失。2004/05 年度首季谷物正在进行收获。尽管尚没有官方的评估
结果，但稻螨（狭跗线螨）造成稻谷产量的严重损失。 
 
 

南美洲 
 

阿根廷（10月 1日） 
 

2004/05销售年度小麦作物的播种工作已于 8月底完成，将于 10月下旬/11月上旬开始
收获。官方估计播种面积为 620万公顷，比去年增加了 8.8％，主要集中在 Buenos Aires省
的南部地区。Santa Fe 和 Cordoba 省北部和中部地区的小麦作物正受到干旱天气条件的影
响，并很可能对产量造成不利影响。初步预测显示产量将达到 1,480 万吨，略高于去年
1,450 万吨的收成。将于 2005 年 3 月收获的 2004/05 年度玉米作物的播种于 9 月初开始。
据报 Buenos Aires、Cordoba及 Santa Fe省的播种工作因土壤墒情不足而有一定程度的推
迟。如果降雨恢复，初步预测计划播种面积为 310万公顷，比 2003/04年度的播种面积增加
10％。播种面积增加主要是由于与大豆相比玉米的价格更有吸引力。据初步非官方估算，
2004/05 年度玉米作物产量为 1,550 万吨，大大高于去年 1,300 万吨的受到干旱天气条件严
重影响的产量。Entre Rios 省 2004/05年度稻谷作物在正常的天气条件下刚刚开播。 
 

玻利维亚（10月 1日） 
 
在 Santa Cruz 和 Chuquisaca省的热带地区，2004/05年度冬季谷物作物的收获正在顺

利进行，单产预计将高于过去五年每公顷 1吨的平均水平。同时正在为 10月/11月开始播种
第二季小麦和玉米作物进行整地备播。8月，干燥的天气条件使 Chaco地区的玉米和豆类作
物受到影响，这给正在接受国际社会粮食援助的当地农村家庭的粮食安全带来负面影响。预

测 2004/05销售年度（7月/6月）小麦进口量仍与去年 250,000吨的水平持平。 
 

巴        西（10月 1日） 
 

2004年冬小麦作物在南部主产区 Paraná和 Rio Grande do Su州的部分地区已经开始
收获。这些州的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 90％。9 月初，正常至丰沛的降雨得以恢复，但去年
干旱期的不利影响可能导致初步官方预测数字下调，原来预测将获得 620 万吨的大丰收，比
上年极高的产量提高约 1.5％。在中南部州产区，2004 年第二季玉米作物（safrinha）的收
获进展顺利，产量估计将达 1,060万吨。这一产量比去年的创纪录产量降低了约 20％，主要
原因是季节初期干旱炎热的天气和季节末期的大雨。尤其是在 Parana 州这一关键产区，预
计玉米产量将降低约 34％，从 2003 年的 550 万吨降至 2004 年的 370 万吨。初步估计
2004 年玉米总产量为 4,200 万吨，比 2003 年的创纪录产量减少约 13％。尽管产量降低，
但由于有来自去年收成的库存，该国不大可能面临任何玉米供应问题，目前预测 2004/05 销
售年度（4月/3月）玉米出口量约为 480万吨。估计 2004年稻谷产量也将达创纪录的 1,280
万吨，这主要是由于较高的米价和有利的天气条件使得播种面积增加，单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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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利（10月 1日） 
 
将于12月开始收获的2004/2005年度冬小麦作物的播种已于近期完成，初步官方预测估

计播种面积与去年420,000公顷的面积基本持平。在第六省、第七省及第八省北部，2004/05
年度玉米作物的播种工作即将开始，初步预测播种面积比2003/04年度119,000公顷的创纪录
水平提高5－10％。面积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去年米价缺乏吸引力使农民决定将稻田改种其他
作物。在农民与国家啤酒工业签订了新的生产合同之后，预计2004/05年度大麦作物的播种
面积将增加约50％。预测2004/05销售年度（7月/6月）需要进口110万吨玉米（主要为黄玉
米）、400,000吨小麦及110,000吨稻米。 
 

哥伦比亚（10月 1日） 
 

2004年主季玉米作物（三分之二为黄玉米，三分之一为白玉米）的收获进展顺利，初步
预测产量为890,000吨，比去年同期增长约20％。主要原因是加勒比海沿海播种区天气条件
有利，并且在传统咖啡种植区政府的鼓励性措施使玉米播种面积增加了10％。同时，将于1
月收获的第二季谷物作物的播种也即将开始。初步估计今年稻谷产量为250万吨，比前五年
的平均水平增产约10％。预测2004年 （1月/12月）小麦进口需求量为120万吨，与上年持
平。预计玉米进口量（几乎全部是饲料业用黄玉米）也与2003销售年度（1月/12月）210万
吨的进口量相近。国际社会正在该国各地向内部流离失所者、影响该国的内乱的受害者提供

粮食援助。 
 

厄瓜多尔（10月 1日） 
 

2004 年第二季稻谷作物已开始收获。由于年初干燥天气持续，冬季稻谷作物受到严重影
响，预测 2004年稻谷总产量将为低水平的 110万吨，约比过去五年平均产量低 9％。在安第
斯山区的 Azuay、Chimborazo 和 Pichincha 三个省，将于 10 月开始收获的夏季玉米作物
（主要是白玉米）的播种工作已经结束。由于占国内产量 75％的首季作物的播种受到土壤墒
情下降的影响（沿海主产区 Los Rios 尤为如此），因此 2004 年玉米总产量的前景将低于平
均水平。预计 2004/05 销售年度（1 月/12 月）玉米进口需求量将有较大增幅，从去年的
200,000 吨增加约 300,000 吨。预测 2004/05销售年度（7 月/6 月）小麦进口量江从去年的
475,000吨增加到 约 500,000 吨。 
 

秘        鲁（10月 1日） 
 

7月底，一次强烈的寒潮侵袭了秘鲁南部高原的 15个县。政府宣布 Arequipa、Cusco、 
Huancavelica、Moquegua 和 Puno 省进入紧急状态。不利的天气状况大大影响了畜牧行
业，而对粮食作物的危害有限，因为该地区主要作物，即马铃薯、白玉米和稻米的收获工作

已在 6月底结束。在受灾地区进行了国际粮食援助的发放。 
 

2004 年小麦作物收割工作的高峰期已过，收成低于 2003 年同期。收割工作将在 10 月
间继续进行，初步估算 2004年的小麦总产量为 16.5万吨，低于平均水平，这主要是由于播
种期天气干旱造成了播种面积的减少。2004 年白玉米作物的收获工作已经完成，而
Cajamarca、Apurimac和 Cusco省的黄玉米作物收获工作进展顺利。预计 2004年总产量接
近过去五年 130万吨的平均水平。北部主产区 La Libertad、Lambayeque和 Piura省的稻谷
作物的收割已经完成。由于播种期（1 月和 2 月）降雨不足，预测 2004 年稻谷产量为 200
万吨，比上年创记录的收成减产约 6.5％。因此预计 2004销售年度的稻米进口需求量将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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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从 3.5万吨上升到 20万吨。估计 2004/05销售年度（7月/6月）小麦的进口需求量为
140万吨，玉米为 80万吨（主要是用于饲料工业的黄玉米）。  
 

乌拉圭（10月 1日） 
 

2004 年冬小麦的播种工作已于 8 月底结束，官方预测播种总面积为 18.5 万公顷的较高
水平。如果天气状况正常，预计 2004/05 销售年度的小麦总产量为 44 万吨，大大高于过去
五年 27.7万吨的平均水平，可能约有 10万吨可以出口。官方预测显示 2004/05年度大麦的
播种面积为创记录的 14.5 万公顷。在该国北部，降雨的减少和水库蓄水量低于往年同期 30
％可能会对将于 10 月开始的主季稻谷作物的播种造成影响。若降雨不能有所恢复，稻谷的
播种面积很可能达不到上季作物 18.7万公顷的良好水平。 
 

委内瑞拉（10月 1日） 
 

2004/05 销售年度夏季玉米作物的收获工作正在进行，估计产量（主要是供人食用的白
玉米）为 140万吨，低于过去五年 150万吨的平均水平。这主要是由于播种期降雨过量使主
产区 Portuguesa 州的播种面积不足。重要的稻谷作物的收割工作正在进行，初步预测产量
高于平均水平。2004/05 销售年度小麦和黄玉米的进口需求量预计比上年略有增加，分别达
130万吨和 80万吨。 
 
 

欧        洲 
 

欧        盟（10月 11日） 
 
欧盟 25 国的谷物总产估计约为 2.75 亿吨，比 2003 年这些国家受干旱影响的产量增加

4,100 万吨，明显高于过去五年的平均水平。按谷物种类划分，增产百分率最高的是小麦，
估计其产量为近 1.3亿吨，而去年仅为 1.07亿吨。估计粗粮产量也将有大幅增长，目前估计
25 国的总产量为 1.44 亿吨，比 2003 年增产 15％。欧盟内多数国家今年的收成较 2003 年
增产，而估计西班牙及新成员国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收成与过去五年相比增产尤为突出。由

于产量的增加，预计欧盟 25 国 2004/05 销售年度（7 月/6 月）末的谷物总库存量与有所减
少的期初水平相比将增加约 400万吨。 
 
在欧盟的北部，将于 2005 年收获的冬季谷物作物大多已播种和发芽，作物生长所需的

表层土墒情总体良好。在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的南部，过去几周大面积出现的干旱天气有

助于夏季作物的收获和为冬季作物整地备播，但 10 月份如果能有一些降雨则将有利于确保
冬季作物的发芽和生长。 
 
在爱沙尼亚，收获工作几近完成，估计在 25.4 万公顷的播种面积上谷物总收成约为

51.5万吨。这一总产量约比去年的收成减少 1.8万吨，其中包括约 24万吨大麦、15万吨小
麦和 4万吨黑麦。爱沙尼亚依赖商业进口来满足其消费需求。预测 2004/05销售年度谷物进
口需求总量约为 25.8万吨。 
 
在拉脱维亚，谷物收获工作接近完成，估计总收成约为 98 万吨，与过去几年的收成基本

持平，估计播种面积为 36.9万公顷。这一总产量包括约 40万吨小麦、29.5万吨大麦和 15万
吨黑麦。估计 2004/05销售年度的谷物进口需求总量约为 15.6万吨，出口 7.2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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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陶宛，最新报告估计谷物总收成为 230 万吨，比去年的丰收水平减产近 20 万吨。
这一总产量包括约 79 万吨小麦、97 万吨大麦和 42 万吨黑麦。预测 2004/05 销售年度的谷
物出口总量约为 26.1万吨，估计同期进口量为 26.4万吨。  
 

阿尔巴尼亚（10月 11日） 
 
估计 2004年谷物产量约为 50万吨，接近过去五年的平均水平。本季节内天气状况总体

良好。估计小麦约占 28.5万吨。预计 2004/05销售年度的谷物进口需求量为 38万吨上下，
仍高于过去五年的平均水平，预计其中多数为小麦。 
 

白俄罗斯（9月 20日） 
 
谷物收获工作即将结束，估计总面积约为 220万公顷土地的总产为创记录的 560万吨。

这一水平比去年的正常收成增产约 70 万吨，比丰收的 2002 年增产近 30万吨。天气状况总
体良好加之种子、机械和其它农资的充足供应为今年的丰收创造了条件。2003/04 销售年度
的谷物进口量约为 67.5 万吨，其中主要是小麦和玉米。预测 2004/05 销售年度的谷物进口
需求总量为 40.6万吨，而预测同期黑麦的出口量为 14万吨。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9月 21日） 
 
谷物收获工作即将结束，最新报告显示谷物总收成为 100 万吨略强，与去年基本持平，

但略低于 2002/03 销售年度的正常收成。这一总产量包括约 80 万吨玉米（正在收获）、25
万吨小麦和 5.7 万吨大麦。4 月份的洪水摧毁了 Banja Luka、Prijedor、Mrkonjic-Grad 和
Doboj 地区的约 2 万公顷庄稼。但被毁的庄稼中有一部分补种了夏季作物。预测 2004/05 销
售年度的谷物进口需求总量约为 40万吨，包括约 6万吨的粮食援助需求量。  
 

保加利亚（10月 11日） 
 

2004年的谷物产量较上年因干旱减产的收成大为回升。有利的天气和充足的优质种子供
应使总产量提高至近 650万吨。在总产量中，估计小麦占 380万吨，几乎是去年歉收水平的
两倍，大大高于过去五年的平均水平。尽管还需要补充去年有所降低的库存量，这仍将使该

国拥有大量的余粮可供出口。 
 
截至 9 月中旬，2004/05 年度的冬季谷物播种进展顺利，据报已在有利的条件下播种了

70万公顷小麦。预计小麦生产者将能在 10月结束的正常播种季节内完成约 100万公顷的正
常播种面积。 
 

克罗地亚（9月 21日） 
 
最近报告显示谷物总收成约为 310 万吨，比去年歉收的水平增产近 59.4 万吨，但比

2002/03 销售年度的丰产减少近 60 万吨。今年的总收成包括约 210 万吨玉米、84.9 万吨小
麦和 15.3万吨大麦。估计 2004/05销售年度的谷物进口需求总量为 9.2万吨，出口量为 3万
吨。 
 

摩尔多瓦（9月 20日） 
 
在摩尔多瓦，除玉米以外，谷物作物的收获工作已经结束，估计 91.6万公顷土地的总收

成约为 227万吨。在这一水平上，谷物收成约比因干旱减产的 2003年增产 36％，约比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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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的平均产量高 10％。预测 2004/05 销售年度的谷物出口总量（小麦和玉米）为 20 万
吨。去年由于作物歉收，谷物进口总量约为 25.9万吨。 
 

罗马尼亚（10月 11日） 
 
估计 2004 年谷物总产量为丰收的 2,260 万吨，比去年因干旱减产的收成提高 1,000 万

吨。在总产量中，估计小麦占 770 万吨。预计国内谷物供应的大幅增加将对去年库存量的下
降给予大量补充，而且还将留有大量的余粮供 2004/05销售年度（7月/6月）出口。  
 

2004/05 年度冬季谷物的秋播工作正在普遍有利的条件下进行。9 月初农业部报告已从
今年国内作物收成中采购了足量的小麦种子，可以满足秋播的需要。 
 

俄罗斯联邦（9月 20日） 
 
俄罗斯联邦的谷物收获工作即将完成，估计总面积 4,400 多万公顷土地的谷物总收成超

过 7,700 万吨。在这一水平上，总产量比去年的歉收水平增加近 1,040 万吨，但比 2001 年
和 2002 年的平均水平的收成低近 800 万吨。据报道，4 月份的霜冻摧毁了 100 多万公顷的
冬季谷物，而春季谷物的单产由于播种期异常寒冷的天气状况而有所下降。2003/04 销售年
度的谷物出口总量约为 730万吨，预测 2004/05销售年度的出口量将超过 800万吨。 
 
在车臣的军事行动和内乱继续对社会经济活动造成干扰。冲突已使 30 万人流离失所，

其中有 10 万人生活在邻近的印古什。根据目前于 2004 年 1 月开始的为期 18 个月的紧急行

动，世界粮食计划署将在 18 个月内向车臣和印古什的约 25.9 万最脆弱人群提供 47,882 吨

粮食。 
 

塞尔维亚和黑山（9月 21日） 
 
除玉米外，谷物作物的收获工作已经结束，初步估算显示总产量约为 780 万吨，比去年

增产近 41％，但比 2002/03 销售年度的丰收水平低 5％。这一总产量中包括约 500 万吨玉
米、约 240万吨小麦和 28.9万吨大麦。预测 2004/05销售年度的谷物进口需求总量为 12.3
万吨，预测出口量为 21万吨，其中主要是小麦和玉米。  
 

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10月 11日） 
 

2004年的谷物产量大大高于过去五年的平均水平，主要是由于天气条件有利。估计小麦
这一主要谷物品种的产量约为 37 万吨。因此预计 2004/05 销售年度（7 月/6 月）的小麦进
口量将回落至 6.5 万吨的较为正常的水平，而上年的小麦进口量升至 10 万吨以上。在 2005
年收获的冬季谷物的播种方面，初步的官方报告显示播种面积为平均水平。秋季田间作业的

天气条件总体有利。 
 

乌克兰（9月 20日） 
 
乌克兰的谷物收获工作几近完成，初步估计总产量约为 3,620 万吨，比去年因干旱而减

产的收成增产 1,600 万吨以上，但比 2001 年的丰收减少 200 多万吨。4 月份的迟霜冻摧毁
了 100 多万公顷的冬季作物，而早春时节异常寒冷的天气和土壤墒情不足造成的春播推迟也
使单产下降。此外，夏季降雨的推迟也使玉米单产大打折扣。今年的谷物产量包括约 1,750
万吨小麦、980万吨大麦和 600万吨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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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预测 2004/05 销售年度的谷物出口总量为 830 多万吨。由于 2003/04 年度作物歉
收，去年乌克兰在过去十年中第一次成为谷物净进口国，进口量约为 380万吨。 
 
 

北  美  洲 
 

加拿大（10月 11日） 
 

2004 年生长季节大部分时间的冷湿状况造成作物生长缓慢且收获晚于正常年份。截至
10 月初，正常情况下加拿大西部的小麦收割工作应接近完成，但只收割了约 50％，据报质
量低于平均水平。尽管预计今年最后的收获面积较去年减少约 5％，但预测总产量将增加近
4％，达 2,450万吨，原因是平均单产高于部分地区受干旱影响的 2003年。大麦这一主要小
宗粗粮作物的产量预计也将比去年增产约 6％，达 1,300 万吨。玉米的产量将下降，原因是
播种面积减少和预计单产下降。 
 

美        国（10月 12日） 
 

9 月底春小麦作物的收割工作全部完成，10 月份官方估计 2004 年小麦总产为 5,890 万
吨，比 2003 年减产 7.7％。冬小麦面积和单产的减少是减产的主要原因。截至 10 月 10
日，据报告来年的冬小麦作物约有 70％已经播种，与去年的播种进度和五年平均水平持平。
总体条件有利，作物出苗情况良好。与小麦的情况相反，预测 2004 年粗粮产量大幅增加。
预测玉米产量达创纪录的 2.95亿吨，比 2003年增产 3,800万吨。截至 10月 10日，玉米的
收获工作据报已经完成 34％，仅比平均收获进度略为落后。 
 
 

大  洋  洲 
 

澳大利亚（10月 11日） 
 
冬季较一般情况干燥影响了 2004 年冬季谷物作物的生长。尽管 8 月底出现的某些大面

积降雨使前景有所改善，特别是在主产区新南威尔士州，预测冬季谷物总产仍将比去年的较

高水平下降 11％。9 月份的最新官方预测预计小麦产量为 2,200 万吨略强，比去年减产约
270 万吨，主要原因是单产前景下降。与此类似，预计大麦产量将下降至 730 万吨，比
2003年减产 130万吨。 
 
将于 2005年收获的夏季粗粮作物的面积预测将增加 21％，达 130万公顷。新南威尔士

北部和昆士兰州南部这两个高粱和玉米主产区出现的晚冬降雨为 10 月份的播种大大改善了
底土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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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进口

国        家 销    售
年    度 进口

总需求 商业采购

商业采购 粮食援助 （不包括 及粮援

转口） 合计

非        洲 33 463.6 4 072.9 37 536.5 33 181.4 27 622.5 2 729.6 24 892.9
北部非洲 15 927.8  15.4 15 943.2 14 100.0 14 168.0  20.1 14 147.9
 埃    及 7月/6月 11 709.6  11.0 11 720.6 10 900.0 10 900.0  20.1 10 879.9
 摩洛哥 7月/6月 4 218.2  4.4 4 222.6 3 200.0 3 268.0  0.0 3 268.0
东部非洲 3 443.7 2 449.8 5 893.5 5 178.5 4 349.6 1 194.5 3 155.1
 布隆迪 1月/12月  47.4  49.4  96.8  82.0  46.3  46.3  0.0
 科摩罗 1月/12月  23.6  0.0  23.6  33.0  13.7  0.0  13.7
 吉布提 1月/12月  56.6  6.4  63.0  63.0  50.1  3.6  46.5
 厄立特里亚 1月/12月  270.4  310.3  580.7  415.0  203.0  171.4  31.6
 埃塞俄比亚 1月/12月  264.4 1 683.9 1 948.3  430.0  442.6  424.3  18.3
 肯尼亚 10月/9月  935.6  84.4 1 020.0 1 600.0 1 600.0  57.9 1 542.1
 卢旺达 1月/12月  205.2  21.2  226.4  231.0  31.2  22.7  8.5
 索马里 8月/7月  250.6  19.4  270.0  267.0  267.0  21.6  245.4
 苏    丹 11月/10月 1 023.5  111.0 1 134.5 1 275.0  939.8  199.9  739.9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6月/5月  307.0  40.1  347.1  617.5  617.5  134.3  483.2
 乌干达 1月/12月  59.4  123.7  183.1  165.0  138.4  112.5  25.9
南部非洲 3 453.0 1 100.8 4 553.8 3 720.3 3 720.5 1 028.2 2 692.3
 安哥拉 4月/3月  521.2  223.9  745.1  832.0  832.0  218.8  613.2
 莱索托 4月/3月  212.0  41.7  253.7  241.0  241.0  19.0  222.0
 马达加斯加 4月/3月  295.5  51.5  347.0  367.0  366.6  43.5  323.1
 马拉维 4月/3月  450.3  181.4  631.7  99.0  99.1  15.2  83.9
 莫桑比克 4月/3月  614.0  176.4  790.4  871.0  871.2  274.8  596.4
 斯威士兰 5月/4月  78.0  20.1  98.1  127.0  127.0  15.5  111.5
 赞比亚 5月/4月  300.0  89.7  389.7  297.3  297.3  65.2  232.1
 津巴布韦 2/ 4月/3月  982.0  316.1 1 298.1  886.0  886.3  376.2  510.1
西部非洲 9 663.5  438.6 10 102.1 9 237.0 4 807.1  399.1 4 408.0
沿海国家 7 037.9  227.0 7 264.9 6 830.5 3 593.9  195.7 3 398.2
 贝    宁 1月/12月  125.7  11.7  137.4  133.0  51.1  13.3  37.8
 科特迪瓦 1月/12月 1 395.1  10.9 1 406.0 1 391.5  578.2  32.6  545.6
 加    纳 1月/12月  542.0  70.5  612.5  506.0  494.0  54.3  439.7
 几内亚 1月/12月  445.8  33.2  479.0  425.0  75.3  8.5  66.8
利比里亚 1月/12月  122.1  47.1  169.2  187.0  56.2  51.1  5.1
 尼日利亚 1月/12月 4 042.0  0.0 4 042.0 3 791.0 2 175.7  10.5 2 165.2
 塞拉里昂 1月/12月  250.4  45.6  296.0  287.0  60.4  25.4  35.0
 多    哥 1月/12月  114.8  8.0  122.8  110.0  103.0  0.0  103.0
撒赫勒国家 2 625.6  211.6 2 837.2 2 406.5 1 213.2  203.4 1 009.8
 布基纳法索 11月/10月  243.1  27.4  270.5  267.6  33.2  25.6  7.6
 佛得角 11月/10月  42.9  35.4  78.3  85.7  56.0  46.1  9.9
 乍    得 11月/10月  80.0  15.8  95.8  97.3  37.6  24.0  13.6
 冈比亚 11月/10月  150.3  6.9  157.2  100.1  100.1  3.6  96.5
 几内亚比绍 11月/10月  62.9  14.0  76.9  75.0  39.0  5.8  33.2
 马    里 11月/10月  288.2  6.8  295.0  170.1  29.0  0.9  28.1
 毛里塔尼亚 11月/10月  390.2  80.5  470.7  285.0  132.0  53.5  78.5
 尼日尔 11月/10月  336.8  9.9  346.7  398.0  38.3  20.3  18.0
 塞内加尔 11月/10月 1 031.2  14.9 1 046.1  927.7  748.0  23.6  724.4
中部非洲  975.6  68.3 1 043.9  945.6  577.3  87.7  489.6
 喀麦隆 1月/12月  403.4  7.0  410.4  387.0  241.5  28.0  213.5
 中非共和国 1月/12月  55.4  3.5  58.9  46.0  3.9  1.8  2.1
 刚果民主共和国 1月/12月  305.4  51.0  356.4  300.0  198.1  51.3  146.8
 刚果共和国 1月/12月  184.3  5.7  190.0  185.0  123.6  3.7  119.9
 赤道几内亚 1月/12月  17.2  0.0  17.2  16.0  6.9  0.0  6.9
 圣多美 1月/12月  9.9  1.1  11.0  11.6  3.3  2.9  0.4

粮援量

粮援合计

商业采购及 已分配、

承诺或

装运的

商业采购

低收入缺粮国谷物进口估算  1/
 a) 2003/04年度或2004年估算数字  （千吨）

2003/04年度或2004年

进口来源

粮食作物与短缺，200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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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3年度或2003年

实际进口

国        家 销    售
年    度 进口

商业采购 总需求 商业采购 已分配、

商业采购 粮食援助 及粮援合计 （不包括 及粮援 承诺或 商业采购

转口） 合计 装运的

粮援量

亚洲/近东 38 159.5 3 676.2 41 835.7 40 721.9 38 090.3 3 018.1 35 072.2
 阿富汗 7月/6月 1 021.0  376.8 1 397.8  506.0  506.0  159.1  346.9
 亚美尼亚 7月/6月  123.0  29.0  152.0  171.0  165.0  42.0  123.0
 阿塞拜疆 7月/6月  701.0  9.0  710.0  491.0  721.0  6.0  715.0
 孟加拉国 7月/6月 3 112.9  383.9 3 496.8 2 932.0 2 931.6  256.9 2 674.7
 不    丹 7月/6月  67.9  3.1  71.0  60.0  60.2  3.5  56.7
 柬埔寨 1月/12月  135.8  13.1  148.9  60.0  27.8  27.8  0.0
 中    国 3/ 7月/6月 9 114.9  85.1 9 200.0 11 500.0 11 500.0  21.8 11 478.2
 格鲁吉亚 7月/6月  479.0  18.0  497.0  485.0  512.0  67.0  445.0
 印    度 4月/3月  33.9  188.5  222.4  254.9  254.9  36.8  218.1
 印度尼西亚 4月/3月 9 025.9  178.5 9 204.4 8 091.0 8 090.9  219.9 7 871.0
 伊拉克 7月/6月 2 430.8  916.1 3 346.9 3 510.0 3 510.0 1 070.1 2 439.9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11月/10月  541.5  963.7 1 505.2  949.0  878.0  578.0  300.0
 吉尔吉斯共和国 7月/6月  127.0  8.0  135.0  182.0  34.0  1.0  33.0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1月/12月  7.0  19.3  26.3  17.0  4.7  4.7  0.0
 马尔代夫 1月/12月  24.4  14.6  39.0  40.0  9.5  7.5  2.0
 蒙    古 10月/9月  238.0  0.0  238.0  248.0  248.0  48.7  199.3
 尼泊尔 7月/6月  96.1  3.9  100.0  101.0  101.3  8.8  92.5
 巴基斯坦 5月/4月  142.1  74.2  216.3  401.0  405.9  14.0  391.9
 菲律宾 7月/6月 4 473.4  68.2 4 541.6 4 318.0 4 318.2  106.1 4 212.1
 斯里兰卡 1月/12月 1 133.6  25.4 1 159.0 1 301.0  424.3  32.4  391.9
 叙利亚 7月/6月 1 894.8  9.2 1 904.0 1 765.0 1 765.0  7.3 1 757.7
 塔吉克斯坦 7月/6月  437.0  140.0  577.0  226.0  256.0  49.0  207.0
 土库曼斯坦 7月/6月  60.0  0.0  60.0  34.0  34.0  0.0  34.0
 乌兹别克斯坦 7月/6月  255.0  118.0  373.0  409.0  379.0  82.1  296.9
 也    门 1月/12月 2 483.5  30.6 2 514.1 2 670.0  953.0  167.6  785.4
中美洲 3 070.7  245.9 3 316.6 3 645.0 3 645.4  155.8 3 489.6
 古    巴 7月/6月 1 773.8  1.2 1 775.0 2 084.0 2 084.0  0.0 2 084.0
 海    地 7月/6月  464.8  160.2  625.0  620.0  620.0  56.9  563.1
 洪都拉斯 7月/6月  573.1  28.9  602.0  630.0  630.0  64.4  565.6
 尼加拉瓜 7月/6月  259.0  55.6  314.6  311.0  311.4  34.5  276.9
南美洲  780.4  62.9  843.3  889.0  889.0  5.3  883.7
厄瓜多尔 7月/6月  780.4  62.9  843.3  889.0  889.0  5.3  883.7
大洋洲  401.2  0.0  401.2  402.8  57.3  0.0  57.3
 基里巴斯 1月/12月  8.6  0.0  8.6  8.7  0.0  0.0  0.0
巴布亚新几内亚 1月/12月  335.5  0.0  335.5  336.0  57.3  0.0  57.3
 萨摩亚 1月/12月  15.5  0.0  15.5  15.5  0.0  0.0  0.0
 所罗门群岛 1月/12月  29.5  0.0  29.5  29.5  0.0  0.0  0.0
 图瓦卢 1月/12月  1.1  0.0  1.1  1.1  0.0  0.0  0.0
 瓦努阿图 1月/12月  11.0  0.0  11.0  12.0  0.0  0.0  0.0
欧        洲 1 356.4  111.6 1 468.0 1 670.0 1 679.8  26.5 1 653.3
 阿尔巴尼亚 7月/6月  361.8  27.2  389.0  390.0  404.8  26.5  378.3
 白俄罗斯 7月/6月  579.0  0.0  579.0  675.0  675.0  0.0  675.0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7月/6月  315.6  84.4  400.0  460.0  460.0  0.0  460.0
 原南马其顿共和国 7月/6月  100.0  0.0  100.0  145.0  140.0  0.0  140.0
合        计 77 231.8 8 169.5 85 401.3 80 510.1 71 984.3 5 935.3 66 049.0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1/ 包括人均收入低于世界银行用于确定接受国际开发协会援助资格水平（即2001年人均收入1,435美元）的缺粮国，根据粮食援助政策及计划委员会商定的准则和 

 标准，在分配粮食援助时应优先考虑这些国家。2/尽管不属于低收入缺粮国，但已连续两年被列为粮食大量短缺的国家。3/包括台湾省的进口需求。 

低收入缺粮国谷物进口估算  1/
 a) 2003/04年度或2004年估算数字 （千吨）

进口来源

2003/04年度或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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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 销    售
年    度

非        洲 19 110.8 1 262.1 20 372.9 20 971.0 2 720.5  232.7 2 487.8
北部非洲 14 147.9  20.1 14 168.0 14 267.0 1 421.9  1.8 1 420.1
 埃    及 7月/6月 10 879.9  20.1 10 900.0 11 300.0 1 265.9  1.8 1 264.1
 摩洛哥 7月/6月 3 268.0  0.0 3 268.0 2 967.0  156.0  0.0  156.0
东部非洲 2 270.7  213.8 2 484.5 2 451.0  79.3  58.5  20.8
 肯尼亚 10月/9月 1 542.1  57.9 1 600.0 1 630.0  28.7  28.7  0.0
 索马里 8月/7月  245.4  21.6  267.0  369.0  23.6  22.6  1.0
 坦桑尼亚 6月/5月  483.2  134.3  617.5  452.0  27.0  7.2  19.8
南部非洲 2 692.2 1 028.2 3 720.4 4 253.0 1 219.3  172.4 1 046.9
 安哥拉 4月/3月  613.2  218.8  832.0  820.0  245.9  12.3  233.6
 莱索托 4月/3月  222.0  19.0  241.0  352.0  93.4  4.1  89.3
 马达加斯加 4月/3月  323.1  43.5  366.6  412.0  109.4  8.1  101.3
 马拉维 4月/3月  83.9  15.2  99.1  408.0  89.2  14.2  75.0
 莫桑比克 4月/3月  596.4  274.8  871.2  785.0  277.1  12.6  264.5
 斯威士兰 5月/4月  111.5  15.5  127.0  132.0  27.5  0.8  26.7
 赞比亚 5月/4月  232.0  65.2  297.2  54.0  37.9  7.0  30.9
 津巴布韦 2/ 4月/3月  510.1  376.2  886.3 1 290.0  338.9  113.3  225.6
亚洲/近东 33 587.9 2 200.1 35 788.0 42 910.0 8 630.0 1 294.7 7 335.3
 阿富汗 7月/6月  346.9  159.1  506.0 1 733.0  47.0  47.0  0.0
 亚美尼亚 7月/6月  123.0  42.0  165.0  144.0  5.1  0.1  5.0
 阿塞拜疆 7月/6月  715.0  6.0  721.0  536.0  226.6  62.3  164.3
 孟加拉国 7月/6月 2 674.7  256.9 2 931.6 3 758.0  711.5  21.5  690.0
 不    丹 7月/6月  56.7  3.5  60.2  66.0  0.3  0.3  0.0
 中    国 2/ 7月/6月 11 478.2  21.8 11 500.0 17 600.0 1 787.1  23.4 1 763.7
 格鲁吉亚 7月/6月  445.0  67.0  512.0  479.0  194.7  72.7  122.0
 印    度 4月/3月  218.1  36.8  254.9  170.0  26.3  25.3  1.0
 印度尼西亚 4月/3月 7 871.0  219.9 8 090.9 6 340.0 2 454.0  44.0 2 410.0
 伊拉克 7月/6月 2 439.9 1 070.1 3 510.0 3 730.0 1 725.8  889.2  836.6
 吉尔吉斯共和国 7月/6月  33.0  1.0  34.0  122.0  0.0  0.0  0.0
 蒙    古 10月/9月  199.3  48.7  248.0  283.0  25.0  25.0  0.0
 尼泊尔 7月/6月  92.5  8.8  101.3  180.0  0.8  0.8  0.0
 巴基斯坦 5月/4月  386.9  14.0  400.9 1 200.0  720.5  7.4  713.1
 菲律宾 7月/6月 4 212.1  106.1 4 318.2 4 226.0  511.8  48.2  463.6
 叙利亚 7月/6月 1 757.7  7.3 1 765.0 1 605.0  160.2  0.0  160.2
 塔吉克斯坦 7月/6月  207.0  49.0  256.0  296.0  27.5  27.5  0.0
 土库曼斯坦 7月/6月  34.0  0.0  34.0  24.0  0.0  0.0  0.0
 乌兹别克斯坦 7月/6月  296.9  82.1  379.0  418.0  5.8  0.0  5.8
中美洲 3 448.6  155.8 3 604.4 3 515.0  289.4  84.6  204.8
 古    巴 7月/6月 2 084.0  0.0 2 084.0 1 880.0  96.9  0.0  96.9
 海    地 7月/6月  563.1  56.9  620.0  625.0  90.1  54.0  36.1
 洪都拉斯 7月/6月  524.6  64.4  589.0  695.0  58.2  15.2  43.0
 尼加拉瓜 7月/6月  276.9  34.5  311.4  315.0  44.2  15.4  28.8
南美洲  883.7  5.3  889.0  856.0  94.0  51.0  43.0
 厄瓜多尔 7月/6月  883.7  5.3  889.0  856.0  94.0  51.0  43.0
欧        洲 1 653.3  26.5 1 679.8 1 306.0  76.2  2.7  73.5
 阿尔巴尼亚 7月/6月  378.3  26.5  404.8  380.0  35.6  2.7  32.9
 白俄罗斯 7月/6月  675.0  0.0  675.0  406.0  40.6  0.0  40.6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7月/6月  460.0  0.0  460.0  400.0  0.0  0.0  0.0
 前南马其顿共和国 7月/6月  140.0  0.0  140.0  120.0  0.0  0.0  0.0
合    计 58 684.3 3 649.8 62 334.1 69 558.0 11 810.1 1 665.7 10 144.4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脚注见前页

低收入缺粮国谷物进口估算 1/
 b) 2004/05年度估算数字（千吨）

2003/04年度 2004/05年度

实际进口 进口来源

进口
商业采购及 总需求 商业采购 已分配、

商业采购
转口） 合计 装运的

商业采购 粮食援助 粮援合计

粮援量

及粮援 承诺或（不包括

粮食作物与短缺，2004年10月



- 41 - 
 

 

粮食作物与短缺，2004年 10月 

目        录....................................................................................................................................页    次 
 
受影响的国家 .................................................................................................................................... 2 
作物和粮食供应形势 ......................................................................................................................... 3 
国别报告 ........................................................................................................................................... 6 
北部非洲 ..................................................................................................................................6 
西部非洲 ..................................................................................................................................7  
中部非洲 ................................................................................................................................12 
东部非洲 ................................................................................................................................13 
南部非洲 ................................................................................................................................16 
亚洲/近东 ...............................................................................................................................19 
中美洲....................................................................................................................................29 
南美洲....................................................................................................................................32 
欧    洲 ...................................................................................................................................34 
北美洲....................................................................................................................................37 
大洋洲....................................................................................................................................37 

 
低收入缺粮国谷物进口需求总量估算： 
 
a） 2003/04年度或 2004年估算数字............................................................................................. 38 
b） 2004/05年度估算数字.............................................................................................................. 40 
 
定        义 
需要外部援助来运销当地余粮和（或）可供出口的余粮： !"#$%&'()*+%,-./%0123
45678'()9:;<=>-?@A-6B81)CD9:EFGHI 
 
在本销售年度需要特殊外援的粮食供应短缺情况：  !"JKLMNOPQRSOTUVWOXYZ=
[\ON]^_`abOcdef6@ghij(?)-k6lUmn?opqr)st8u9:v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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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作物收成前景不利： !"��6KL�v)J&�f���j�?�������O�L��S
�@gRS�����I#��9:+�� ¡67�¢£V)¤¥¦§KL6��'(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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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使用的名称和提供的资料，并不意味着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对任何国家、领地、城市或

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或其边界的划分表示任何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