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先， 全球疫情形势仍不明朗， 全球粮食体系可能面临

长期压力。 疫情不断反复， 病毒频繁变异， 疫苗民族主义大

肆横行， 国际抗疫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疫情影响了粮食的生

产、 流通、 消费等诸多环节， 对粮食的供给、 获取、 稳定

性、 利用等均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 根据粮农组织的预

测， 与未发生疫情的状况相比， 2030 年的饥饿人数将新增

约 3000万人， 说明疫情将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长期影响。

全球粮食安全依赖全球粮农供应体系的正常运转， 但防

控疫情所采取的封锁边境、 限制人员和物资流通等措施， 严

重影响全球粮食供应链的稳定性， 造成粮食短缺和粮食价格

飙升。 2021 年 7 月， 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1.0%， 粮农组织谷物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29.6%。 疫情迫使

全球粮食体系更具韧性、 可持续性的压力也将长期化。

其次， 导致粮食不安全的驱动因素短期内难以缓解， 全

球饥饿人数或将进一步增加。 在世纪疫情大流行和地缘政治

思维回潮的影响下， 地区冲突、 气候变异和极端气候、 经济

减速和衰退等驱动因素短期内难以有效缓解， 疫情使得国际

社会的“冲突” 特征更加明显。 根据国际危机组织的研究，

疫情使得相关国家和区域局势动荡、 社会失序、 地缘政治摩

擦加剧、 国际危机管理机制效能低下。

受疫情冲击， 全球经济处于不平衡、 不确定的复苏进程

中。 世界银行在 6 月 8 日 《全球经济展望》 中预测， 2021 年

全球经济增长将得益于中美等少数几个主要经济体的强劲反

弹， 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受制于疫情而经济复苏乏力。 地

缘政治思维严重干扰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全球气候治理也举步

维艰。 上述驱动因素的长期存在和全球人口持续增长相叠加，

将使全球饥饿人数进一步增加。

再次， 全球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平等在粮食安全领域不断凸

显。 冷战结束后， 伴随着全球化加速， 全球经济不平等也急剧

增大， 南北发展赤字和贫富差距持续扩大。 与之相应， 粮食安

全不平等在全球各地区之间、 各国之间、 不同性别之间的差距

也在扩大。 一方面， 发展中国家饥饿人口不断增加。 与 2019

年相比， 2020 年非洲饥饿人数增加了 4600 万， 亚洲增加了近

5700 万， 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增加了约 1400 万。 另一方面， 全

球粮食安全呈现出更大的性别差距。 2020 年女性中度或重度

粮食不安全发生率比男性高 10%， 而 2019 年只有 6%。 全球营

养摄入也不平衡。 2020年， 4540 万 5 岁以下儿童受消瘦困扰，

但全球 5 岁以下儿童中约有 5.7%受肥胖困扰。 随着全球治理

机制向更加平等、 公正方向的改革陷入僵局， 全球粮食安全领

域的不平等将继续扩大。 正如中国农业大学李小云教授所言，

确保全球粮食安全不是一个绝对数量的供给问题， 也不是粮食

生产能力问题， 而是一个分配不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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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粮食安全拉响警报

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肆虐， 对世界经济、 政治、 社会等各个方面造成巨大冲击， 使本就严峻的全球粮食安全形势承受更大压力， 粮食不安全人数再创新高， 负面影响恐将长

期持续。 7 月 12 日， 在 《2021 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 发布会上， 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说， “世界正处于关键时刻”。

粮食不仅是一种商品， 也是保障人权的基础和生态系统服务产品。 保障全球粮食安全， 需要从治理视角统筹粮食的三重属性， 提升各国治理与全球治理效能。

如何保障全球粮食安全？ 国际上主要涉农机构呼吁各国

推动粮食体系转型。 途径包括在冲突地区将人道主义、 发展

和维护和平的政策相结合， 加强粮食体系的气候抵御能力，

加大对弱势群体的帮扶力度， 解决贫困和结构性不平等问

题， 倡导对人类健康和环境产生积极影响的膳食方式等。 然

而， 要真正落实这些粮食体系转型的方案， 最重要的是各国

政府拿出政治意愿， 从宏观的治理角度解决导致粮食不安全

的驱动因素， 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专业技术” 层面。

国家治理层面， 保障粮食安全的首要责任在各国政府。

疫情、 冲突、 极端气候、 经济衰退、 不平等、 贫困等饥饿驱

动因素， 考验的是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 其应对

需要统筹、 连贯、 统一、 有效的政策措施。 各国政府要认识

到， 粮食不仅仅是商品， 更是人类生活必需品和生态系统服

务产品， 粮食与农业是国家总体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因

此， 提升脆弱国家的粮食安全， 根本上要加强这些国家的治

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拿出政治意愿和政治资源， 确定最适合

本国国情的粮食安全战略， 推动本国粮食体系转型。

全球治理层面， 需要承认全球粮食不安全的政治属性，

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从人类安全视角应对。

一是需要大国承担责任， 合力提供全球公共产品， 减缓

疫情、 极端气候、 经济衰退等对全球粮食安全的宏观冲击。

比如， 推动全球气候治理， 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维护

全球安全， 履行国际冲突调解职责， 稳定全球粮食供应链

等。

二是加强对跨国粮农企业的监管， 构建更具韧性和稳定

的全球粮食供应链， 降低全球粮食体系的波动性和脆弱性，

防止投机引发全球粮食危机。 美国的 ADM、 邦吉、 嘉吉和

法国路易达孚四大粮商控制着全世界 80%的粮食交易量。 在

这种结构下， 全球粮食贸易极易受到投机资本炒作的影响。

三是以 2021 年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为契机， 加快推动

全球粮食体系转型和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机制改革。 粮食体系

转型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改革两者密切相关。 当前全球

粮食体系以大型跨国企业为中心， 过度强调粮食的商品属

性， 强调生产方式工业化、 生产与供给全球化、 治理模式公

司化， 缺乏对粮食的生态服务产品属性和人权属性的关注。

正如 《2021 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 所显示的， 要推

动粮食体系转型需要采取系统化方法， 包括采用区域方法、

生态系统方法、 土著人民的粮食体系方法。 同时， 如果无法

减缓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机制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平等

状况， 全球粮食体系转型将难以真正实现。

总之， 疫情像一面镜子， 更加明显地暴露了全球粮食体

系的脆弱性， 反映了日益扩大的全球发展不平衡和不平等。

疫情也是催化剂， 催促国际社会重新思考粮食对人类社会的

意义和人类需要什么样的全球粮食体系。 各国尤其是脆弱国

家要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全球层面则要加快改革全球粮食安

全治理机制， 构建更高效、 更韧性、 更包容、 更可持续的粮

食体系。

(来源： 半月谈)

提升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效能全球粮食安全形势堪忧

近年来， 在地区冲突、 气候变异和极端气

候、 经济减速和衰退、 分配不平等等因素影响

下，全球饥饿人数显著增加，减轻全球饥饿的进度

明显受阻。 疫情与全球饥饿的主要驱动因素相互

交织、相互影响、相互催化。具体而言，疫情干扰了

全球粮食供应链的稳定和畅通， 削弱了脆弱国家

和人群获取粮食的能力， 加剧了政治不稳定和冲

突， 这些因素又相互关联， 破坏了全球粮食安

全。

《2021 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 的数

据显示， 在疫情影响下， 2020 年全球有 7.2 亿～

8.11 亿人口面临饥饿， 与 2019 年相比增加了

1.61 亿， 已无法实现到 2030 年消除饥饿和一切

形式营养不良的目标。

联合国粮农组织、 世界粮食计划署和欧盟共

同发布的 《2021 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 也显示，

2020年全球 1.55 亿人陷入粮食危机， 比 2019 年

增加约 2000 万人。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在

《2021 全球粮食政策报告》 则指出， 疫情可能已

经导致 2020年新增 670万消瘦儿童。

多重挑战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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