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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若干国家应对农产品涨价的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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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哈拉以南非洲 近东和北非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亚  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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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国家应对农产品 
涨价的具体政策措施

类 别：

■  针对消费 

■  针对生产 

■  针对贸易 

■  其它政策 

撒哈拉以南非洲

安哥拉

■ 学校/医院供膳：基本膳食

贝 宁

■ 消费者价格控制及稳定：

小麦 

■	降 低 / 取 消 进 口 关 税 及 配

额：小麦粉

布基纳法索

■ 学校/医院供膳：基本膳食

■ 消费者价格控制及稳定：

多数主食

■ 降低/取消消费税：谷类及

其他主食

■	降低生产税：谷类及其他

主食

■	出口配额/限制：主食

■	降 低 / 取 消 进 口 关 税 及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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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长期效应：为贫困家庭

支付部分能源及水费用

布隆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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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麦隆

■ 紧 急 粮 援 及 有 针 对 性 粮

援：向脆弱人群提供主食

（大米、其他谷类）

■ 消费者价格控制及稳定：

大米、小麦、面包

■	降低生产税：大米

中非共和国 

■	具有长期效应：提高农业

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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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 得

■	紧 急 粮 援 及 有 针 对 性 粮

援：向脆弱人群提供主食

（谷类）

科特迪瓦

–

刚果民主共和国

■	紧 急 粮 援 及 有 针 对 性 粮

援：向脆弱人群提供主食 

（谷类）

■	具有长期效应：提高农业

生产率

厄立特里亚

–

埃塞俄比亚

■	紧 急 粮 援 及 有 针 对 性 粮

援：向脆弱人群提供谷物 

（台麸）

■	现金支付：提供给脆弱人群

■	以工代赈：向脆弱人群提供

食品 (台麸、谷物）

■	消费者价格补贴：谷物

■ 降低生产税：谷类

■	禁止出口：谷物

■	具有长期效应：以粮食换

资产；提高农业生产率

加 纳

–

几内亚 

■	禁 止 出 口 ： 所 有 农 产 品 

（包括畜产品）

几内亚比绍

–

肯尼亚

■	紧急粮援及有针对性粮援：

向 最 贫 困 人 群 提 供 食 品 

（玉米、牛奶）

■	以工代赈：基本膳食（主要

是玉米、牛奶）

■	学校/医院供膳：基本膳食

■ 降低生产税：谷类

■ 农资补贴：农业生产: 政府

贷款

■	具有长期效应：提高农业

生 产 率 （ 肯 尼 亚 2 0 3 0 年 

远景）

莱索托

■ 降低生产税：谷类

利比里亚

–

马达加斯加

■	紧急粮援及有针对性粮援：

大米、小麦粉、饼干 

■	以工代赈：基本膳食；食

品券

■	学校/医院供膳：基本膳食

（米饭、面包、牛奶）

■	消费者价格控制及稳定：

大米

■	降低/取消消费税：大米

■ 农资补贴：稻米生产

■	禁止出口：大米

■	降 低 / 取 消 进 口 关 税 及 配

额：大米

■	具有长期效应：提高农业

生产率；主食资源及制作

多样化（如计划扩大高粱

生产） 

马拉维

■	禁止出口：玉米

莫桑比克

■	现金支付：提供给脆弱人群

■ 降低生产税：谷类 

■	具有长期效应：提高农业

生产率

纳米比亚

–

尼日尔

■	消费者价格控制及稳定：

谷物

■ 降低生产税：谷类

■ 农资补贴：正在考虑为粮

食生产提供补贴

■	降 低 / 取 消 进 口 关 税 及 配

额：大米

■	具有长期效应：提高农业

生产率

尼日利亚

■	消费者价格控制及稳定：

谷物
■ 降低生产税：谷类

■ 生产者补贴：大米

■ 农资补贴：稻米生产: 免费

提供种子及化肥 

■	降 低 / 取 消 进 口 关 税 及 配

额：大米

■	具有长期效应：提高农业

生产率

塞内加尔

■	消费者价格补贴：大米、

小麦

■	消费者价格控制及稳定：

大米、小麦

■	降 低 / 取 消 进 口 关 税 及 配

额：小麦粉

■	具有长期效应：提高农业

生产率

塞拉利昂

■	具有长期效应：提高农业

生产率

索马里

–

南 非

■	现 金 支 付 ： 提 供 给 脆 弱 

人群

■ 降低生产税：谷类

■	具 有 长 期 效 应 ： 提 高 利

率，以减轻通货膨胀

苏 丹

■ 降低生产税：谷类

斯威士兰

–

乌干达

■	学校/医院供膳：膳食 (包括

玉米及牛奶）

■ 降低生产税：玉米

■	具有长期效应：增加对农

业的投资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	禁止出口：玉米及其它农

产品

■	降 低 / 取 消 进 口 关 税 及 配

额：玉米

■	具有长期效应：提高农业

生产率

赞比亚

■ 农资补贴：玉米

■	禁止出口：玉米

■	出口配额/限制：玉米

■	具有长期效应：增加对农

业的投资

津巴布韦

■	消费者价格控制及稳定：

玉米、高粱、小麦

■ 降低生产税：谷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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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东和北非

阿尔及利亚

■	具有长期效应：对农业进

行长期投资

埃 及

■	现 金 支 付 ： 提 供 给 脆 弱 

人群

■	消费者价格补贴：小麦、

面包及其他食品

■	禁止出口：大米

■	出口配额/限制：主要农产

品 (主食、乳制品)

■	降 低 / 取 消 进 口 关 税 及 配

额 ： 乳 制 品 、 食 用 油 、 

大米

伊拉克

–

约 旦

■	具有长期效应：提高部分

公务员的工资

黎巴嫩

■	消费者价格补贴：小麦

毛里塔尼亚

■	降 低 / 取 消 进 口 关 税 及 配

额：所有食品

摩洛哥

■	降低生产税：谷类

■ 生产者补贴：饲料（畜牧 

生产）

■	降 低 / 取 消 进 口 关 税 及 配

额：小麦

沙特阿拉伯

■	降 低 / 取 消 进 口 关 税 及 配

额 ： 乳 制 品 、 植 物 油 、 

小麦

突尼斯

■	现金支付：提供给脆弱人群

也 门

■	消费者价格补贴：小麦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阿根廷

■	禁止出口：玉米

■	提 高 出 口 税 ： 谷 类 、 大

豆、油籽

玻利维亚（多民族国）

■ 降低生产税：谷类

■	禁止出口：谷类、大豆、

肉类

■	降 低 / 取 消 进 口 关 税 及 配

额 ： 玉 米 、 大 米 、 大 豆

油 、 小 麦 、 小 麦 制 品 、 

肉类

■	具有长期效应：提高农业

生产率

巴 西

■	紧 急 粮 援 及 有 针 对 性 粮

援：向脆弱人群提供食品

■	现 金 支 付 ： 提 供 给 脆 弱 

人群

■	学校/医院供膳：膳食

■ 降低生产税：谷类

■	降 低 / 取 消 进 口 关 税 及 配

额：小麦

智 利

■	具有长期效应：从阿根廷

进口更多的小麦粉

古 巴

–

多米尼加共和国

–

厄瓜多尔

■	紧 急 粮 援 及 有 针 对 性 粮

援：向脆弱人群提供食品

■	消费者价格控制及稳定：

小麦、小麦粉、面包

■	降 低 / 取 消 进 口 关 税 及 配

额：来自邻国的小麦、小

麦粉

萨尔瓦多

■	降 低 / 取 消 进 口 关 税 及 配

额：来自邻国的小麦粉

危地马拉

■	降 低 / 取 消 进 口 关 税 及 配

额：来自邻国的小麦粉

海 地

■	紧 急 粮 援 及 有 针 对 性 粮

援：向脆弱人群提供大米

■	消费者价格控制及稳定：

大米

洪都拉斯

■	学校/医院供膳：膳食（包

括玉米）

■ 降低生产税：谷类

■	禁止出口：玉米

■	降 低 / 取 消 进 口 关 税 及 配

额：来自邻国的小麦粉

墨西哥

■	学校/医院供膳：膳食（包

括玉米）

■	降 低 / 取 消 进 口 关 税 及 配

额：玉米

■	具有长期效应：计划将化

肥价格降低三分之一；允

许试种转基因作物（包括

玉米）

尼加拉瓜

■	紧 急 粮 援 及 有 针 对 性 粮

援：小麦及其他食品

■	消费者价格控制及稳定：

小麦

■	具有长期效应：食品制作

创新：用土豆做的面包来

代替小麦做的面包

秘 鲁

■ 降低生产税：谷类

亚 洲

阿富汗

■	紧 急 粮 援 及 有 针 对 性 粮

援：向脆弱人群提供大米

■ 降低生产税：谷类

孟加拉国

■	紧 急 粮 援 及 有 针 对 性 粮

援：向脆弱人群提供食品

■	以工代赈：向脆弱人群提

供膳食

■	消费者价格补贴：大米
■ 生产者价格控制：大米

■ 降低生产税：谷类

■	禁 止 出 口 ： 棕 榈 油 、 大 

豆油

柬埔寨

■	以 工 代 赈 ： 向 脆 弱 人 群

提 供 基 本 膳 食 （ 特 别 是 

大米）

■	禁止出口：大米

■	出 口 配 额 / 限 制 ： 主 要 农 

产品

中 国

■	现 金 支 付 ： 提 供 给 脆 弱 

人群

■	学校/医院供膳：食品 

■	消费者价格控制及稳定：

大米、小麦、牛奶、蛋、

面包

■ 降低生产税：谷类

■ 生 产 者 补 贴 ： 大 米 、 畜 

产品

■	禁止农资出口：农业生产

■	禁止出口：大米、玉米

■	出口配额/限制：农产品

■	提高出口税：谷类

■	具有长期效应：为禽类生

产降低风险，并为禽流感

造成的损失提供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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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农产品实际价格走势

20世纪
70年代

20世纪
80年代

20世纪
90年代

2000-05年
   平均值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194 129 105 102 101 106 109 116 138

746 675 559 476 351 478 532 578 562

88 84 117 96 90 104 105 99 98

164 131 99 68 57 74 85 69 111

252 154 70 61 75 64 62 62 74

322 215 109 56 49 57 79 82 89

201 121 82 52 64 48 50 51 61

104 98 96 70 64 61 58 59 60

1 087 599 380 269 226 256 256 325 277

311 191 130 93 98 102 87 104 135

825 452 287 234 277 276 230 268 355

932 504 329 203 187 224 254 266 278

1 578 997 802 693 654 786 780 792 813

292 182 124 94 102 102 89 111 143

742 431 291 230 248 278 242 228 319

37.27 18.91 12.13 7.51 6.63 6.53 8.72 12.60 8.36

1 004 470 364 259 269 294 268 258 410

n.a. 3.14 1.96 1.52 1.41 1.51 1.44 1.67 n.a.

371 237 153 123 143 128 n.a. 135 206

注：

基准年为2000年。

各项产品价格基准：

香蕉，厄瓜多尔（美元/吨）；

牛肉，澳大利亚，美国到岸价（美分/磅）；

黄油，新西兰（美分/磅）；

可可，国际可可组织指标价（美分/磅）；

咖啡，国际咖啡组织指标价（美分/磅）；；

棉花，美国（美分/磅）；

皮革，美国（美分/磅）；

黄麻，孟加拉国（美元/吨）；

玉米，美国（美元/吨）；

油菜籽，鹿特丹（美元/吨）；

大米，泰国100%B级（美元/吨）；

剑麻，东非和巴西（美元/吨）；

高粱，美国黄色2号（美元/吨）；

大豆，鹿特丹（美元/吨）；

葵花籽，阿姆斯特丹（美元/吨）；

食糖，国际食糖协定（美分/磅）；

茶叶，粮农组织茶叶综合价（美元/公斤）；

小麦，阿根廷（美元/吨）。

n.a. = 无数据。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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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农产品各月份名义价格

20世纪
70年代

20世纪
80年代

20世纪
90年代

2000-05年
   平均值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194 129 105 102 101 106 109 116 138

746 675 559 476 351 478 532 578 562

88 84 117 96 90 104 105 99 98

164 131 99 68 57 74 85 69 111

252 154 70 61 75 64 62 62 74

322 215 109 56 49 57 79 82 89

201 121 82 52 64 48 50 51 61

104 98 96 70 64 61 58 59 60

1 087 599 380 269 226 256 256 325 277

311 191 130 93 98 102 87 104 135

825 452 287 234 277 276 230 268 355

932 504 329 203 187 224 254 266 278

1 578 997 802 693 654 786 780 792 813

292 182 124 94 102 102 89 111 143

742 431 291 230 248 278 242 228 319

37.27 18.91 12.13 7.51 6.63 6.53 8.72 12.60 8.36

1 004 470 364 259 269 294 268 258 410

n.a. 3.14 1.96 1.52 1.41 1.51 1.44 1.67 n.a.

371 237 153 123 143 128 n.a. 135 206

2007年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月 11月 12月

135 138 139 141 143 150 155 160 170 174 179 186

639 655 648 648 689 779 734 697 665 659 651 648

118 119 118 118 117 119 117 118 118 116 118 120

88 92 94 107 100 116 142 160 168 172 188 184

1 702 1 814 1 924 1 977 2 005 2 017 2 153 1 902 1 938 1 915 1 967 2 113

106 104 100 99 100 107 106 108 113 116 114 118

59 59 59 57 55 60 64 59 61 64 62 66

76 78 78 78 77 73 68 67 68 67 68 68

330 330 325 325 325 325 330 330 330 330 350 370

164 177 170 150 159 165 146 152 158 163 171 179

357 349 342 345 360 371 407 440 486 518 560 594

318 322 325 322 325 333 337 336 332 338 358 376

920 926 918 928 939 930 1 019 1 030 1 025 1 032 1 041 1 042

175 182 173 148 158 168 159 170 179 174 172 201

306 323 324 320 334 362 374 386 430 445 489 516

10.7 10.8 11.1 11.3 11.2 11.5 11.1 11.7 11.4 11.4 12.0 12.3

338 339 346 368 395 416 456 513 636 697 711 704

1.78 1.78 1.85 1.84 1.81 1.88 1.91 2.00 2.11 2.15 2.10 2.17

183 175 187 209 219 239 249 273 325 321 290 310

粮农组织粮食价格指数
（1998-2000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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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195 215 217 214 215 219 213 201

689 792 1 027 967 923 868 722 799

122 129 133 137 154 162 176 169

184 184 181 179 178 182 184 171

2 216 2 523 2 670 2 628 2 690 3 022 2 954 2 810

122 139 136 127 127 131 133 131

68 71 83 71 68 69 70 69

65 65 66 67 67 67 68 n.a.

383 383 410 460 460 460 510 510

206 220 234 247 242 281 267 232

645 700 758 709 713 722 679 596

385 463 567 853 963 870 835 787

1 088 1 088 1 092 1 141 1 141 1 142 n.a. n.a.

226 224 230 242 242 277 234 211

536 579 576 556 570 625 634 557

11.7 10.7 9.8 9.8 9.2 8.0 8.6 8.5

752 826 920 919 785 767 767 589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330 365 395 n.a. n.a. 363 329 307

表 3（续）

农产品各月份名义价格

注：

基准年为2000年。

各项农产品价格基准：

香蕉，厄瓜多尔（美元/吨）；

牛肉，澳大利亚，美国到岸价（美分/磅）；

黄油，新西兰（美分/磅）；

可可，国际可可组织指标价（美分/磅）；

咖啡，国际咖啡组织指标价（美分/磅）；

棉花，美国（美分/磅）；

皮革，美国（美分/磅）；

黄麻，孟加拉国（美元/吨）；

玉米，美国（美元/吨）；

油菜籽，鹿特丹（美元/吨）；

大米，泰国100% B级（美元/吨）；

剑麻，东非和巴西（美元/吨）；

高粱，美国黄色2号（美元/吨）；

大豆，鹿特丹（美元/吨）；

葵花籽，阿姆斯特丹（美元/吨）；

食糖，国际食糖协定（美分/磅）；

茶叶，粮农组织茶叶综合价格（美元/公斤）；

小麦，阿根廷（美元/吨）。

n.a. = 无数据。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粮农组织粮食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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