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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市场状况
高粮价与粮食危机 — 经验与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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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报告

在2006年下半年，世界上多数

大宗粮食产品的价格开始攀

升。到2008年上半年，国际市场谷

物的美元价格已经达到近30年来的

最高点，严重威胁着全球贫困人口

的粮食安全，引发了世界各国对世

界性粮食危机的普遍担忧。随着油

价下跌，金融危机和全球衰退导致

需求萎缩，国际粮价在2008年下半

年有所回落；尽管如此，粮价仍明

显高于近年的价格水平，而且预计

仍会保持在该水平。许多贫困消费

者仍然要面对不断攀升的高粮价。

此外，虽然国际粮价可能已经出现

了回落，但供应和市场方面的诸多

不利条件依然存在。价格回落并非

粮食可获得性普及的结果。在多数

发展中国家，高粮价并没有带来生

产者的积极回应。因此，必须及时

研究情况的发生及其原因，并探讨

可 吸 取 的 教 训 （ 特 别 是 在 政 策 

方面）。

虽然人们对“粮价飞涨”这一

事件的基本情况有较好的了解，但

对于一些问题仍缺乏认识，如导致

粮价飞涨各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

最新的发展是否带来了市场行为的

根本性变化、高粮价是否从此成为

常态。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要想知

道应如何应对高粮价，就必须先找

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此外，尽管世

界各地媒体均对粮价飞涨和贫困消

费者面临的困境做了大量报道，却

没有充分关注给贫困农业生产者带

来的影响。自多年的农产品价格低

迷以来，高粮价本应该是贫困生产

者提高其收入的契机和增加其生产

以造福全人类的激励因素。为什么

现实显然并非如此呢？

《2009年农产品市场状况》首

先考察了国际市场价格上涨的本质

以及价格上涨又如何演变成个体消

费者和农业生产者所面临的高粮

价。农产品价格一向容易出现波

动，但长期以来一直呈向下波动的

趋势。然而，一些评论家和分析人

士认为目前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

特别是生物燃料生产的发展，这意

味着粮价将不会恢复原来的走势。

虽然一些市场的基本迹象的确可以

表明所谓的“廉价粮食”时代已经

结束，但按现有的证据尚不能得出

结论。报告对这些特点及其如何影

响粮价做了详细的分析。

本报告特别关注各种不同因素 

— 如生物燃料需求，油价居历史高

位，中国、印度快速经济增长带来

的粮食需求上升等 — 在多大程度上

导致了全球性粮价的突然上涨，同

时也关注诸如粮食库存量低或天气

引起的供应不足等传统市场驱动因

素所起的作用。报告还讨论了投机

资金的流入或各国政府采取的政策

措施是否加剧了事态。虽然生物燃

料需求和高油价很可能是主要原

因，但实际上所有因素都起到了一

定作用并相互作用，从而导致了粮

价的猛涨。其中的某些因素还可能

会持续发挥作用，因此粮价近期内

不可能回落到原来的水平。

《2009年农产品市场状况》会

集了有关高粮价影响的证据。高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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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给发展中国家贫困消费者（其中

包括很多农村贫困人口）带来的粮

食安全负面影响最大。很多发展中

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都是粮食进口

国，其全年用于粮食进口的支出自

2000年以来翻了不止一番。如果这

些国家同时还要进口石油（油价也

处于历史高位），现有的营养不足

水平又很高，那么情况就会异常危

险。从好的方面看，高粮价能够使

生产者投资以提高生产率和产量。

然而，正如《2009年农产品市场状

况》所指出的那样，高粮价是否能

够变成发展中国家生产者的机遇还

取决于他们的应对能力。这一点并

不确定。能源、化肥等重要农资的

价格也在随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而上

涨，有时甚至上涨得更快，因此增

产的积极性实际上又受到了打击。

此外，由于技术薄弱和投入不足，

发展中国家小农的增产能力受到限

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

者似乎并没有因为高粮价而表现出

扩大生产的迹象。

如何帮助生产者增产是摆在发

展中国家政府面前的一个政策难

题。一个更加急迫的问题是如何保

证消费者以支付得起的价格买到粮

食。在多数情况下，为了解决高粮

价引发的社会动荡问题，政府采取

的政策措施都把重点放在解决短期

的粮食安全问题上，具体做法主要

是试图抑制价格上涨的速度，提高

粮食供应量，但往往忽略了对生产

者提供支持这一中长期目标。有些

短期措施，主要是贸易措施，很可

能会产生负面影响。《2009年农产

品市场状况》在结尾部分对各国政

府可获得的备选政策方案进行了全

面综述，并对各发展中国家应对高

粮价的措施进行了评价。报告呼吁

各国注意二者兼顾，既要采取有针

对性措施应对眼前的紧急情况，也

要采取长期措施满足粮食安全的长

远战略需求。然而，报告也注意到

一些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困难，无法

做出正确政策抉择并有效执行政

策。它们实际上无力确保穷人获得

粮食，无法支付高额的粮食进口费

用，难以在短期内扭转其多年来忽

视农业部门的局面。迫切需要国际

上已在凝成的支持，以便提供技术

和政策援助，因为 “正确的”政策

往往需要更多的预算资金才能得以

执行。

《2009年农产品市场状况》旨

在让更多人参与到对农产品市场问

题及相关政策问题的讨论中来。虽

然报告中的成果及结论都是依据粮

农组织商品及贸易问题专家的最新

技术分析结果提出的，但这并非一

份专业性过强的报告。相反，其目

的是客观、简明地阐述复杂的经济

学问题，为决策者、商品市场观察

家和所有对农产品市场发展及其对

发展中国家影响等问题感兴趣的人

士提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