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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粮食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农业专业化分工的发展，全球粮食生产和消费空间分离，各国粮

食系统越来越多的依赖全球化的粮食系统。然而，在逆全球化、疫情、气候变化等多因叠加下，全球

粮食安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简要概括现有粮食安全治理体系下全球粮食供求变化趋势以及对

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从粮食安全内涵、全球粮食供求结构、国际贸易、治理格局、治理机构五个方

面总结了当前全球粮食治理体系的特征及面临的困境。研究发现，在发达国家主导下，现有粮食安全

治理体系存在全球粮食分配不平衡、供应链脆弱、治理缺位、多边治理效能发挥不足、改革滞后等问

题。为构建更加公平、开放和包容的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打破当前治理僵局，通过加强国际农业

合作、改革粮食贸易体系、增强发展中国家参与度、充分发挥数字技术驱动作用、重视区域性粮食治

理体系的协调优势，引领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变革，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外部环境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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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Strengthen 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Food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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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liberalization of food trad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ecialized division in global 

agriculture, global food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space are separated, and the food system of each 

country is increasingly dependent on the global food system. However, global food security faces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due to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anti-globalization, COVID-19, and climate change. This paper 

briefly summarized the changing trend of global food supply and demand and its impact on Chinese food 
                      
收稿日期：2023-03-1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72261147471）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Project of International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No. 72261147471) 

作者简介：林海，男，1976 年出生，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农产品国际贸易。E-mail: linhai@cau.edu.cn 

通讯作者：罗璇，女，1994 年出生，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E-mail: luoxuan@cau.edu.cn 



第 31 卷 2023 年 第 4 期  特约专栏 

 

 19  

security under the existing food security governance system, and elaborate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ifficulties of the current global food governance system from five aspects: food security connotation, global 

food supply and demand structure, international trade, governance pattern, and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existing food security governance system, led by developed countries, had problems 

such as unbalanced global food distribution, fragile supply chains, deficient governance, inadequate 

multilateral harmonized system, and lagging reform. To build a fairer, open and inclusive global food security 

governance system and strengthen 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food security, it breaks the current governance 

deadlock and lead the reform of the global food security governance system by strengthening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reforming the food trade system, increas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driving role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stressing the coordination advantages 

of regional food security governance systems. 

Key words: global food security governance system; food trade; food security; international food supply 

chain 

全球粮食安全问题根源在于经济生产力和全

球治理体系欠缺[1]。公平、合理、健全的全球粮

食安全体系可以有效配置全球资源，解决单个国

家无法解决的问题[2]。然而，面对一系列风险的

冲击，现有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明显应对不足。

严格的隔离管控措施、全球粮食安全预期不佳、

临时性收紧农产品的贸易政策常态化倾向影响了

各国海外粮食获取的持续性，破坏了全球粮食供

应链稳定[3]。部分学者表示，高水平粮食自给率

和稳定的国内供应链使得短期内我国粮食安全受

影响有限，但是随着粮食需求刚性增长以及国际

粮食供应链不稳定，全球粮食安全格局受影响严

重，对我国粮食安全构成挑战[4-5]。中国粮食安全

的保障需要密切关注世界粮食安全治理的宏观环

境。面对全球粮食不安全危机，缺乏全球性的有

效治理体系。而治理体系的缺失比经济生产力不

足更具有破坏性[1]。 

现有研究多从农业供给侧或需求侧分析全球

粮食安全治理问题，鲜有从制度视角切入，剖析

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欠缺对全球粮食安全的负

面影响。在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逆全球化思

潮、新冠疫情、气候灾害等多因素叠加下，现有

治理体系下的全球粮食安全变化趋势如何，中国

粮食安全面临外部环境的影响如何？全球粮食安

全治理体系运行遇到哪些困境，治理制度存在哪

些问题？本研究旨在厘清这些问题的基础上，为 

未来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变革提供思路。 

1  国内外粮食安全变化趋势及挑战 

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粮食自由贸易受阻、公

共卫生危机等因素叠加使得国际粮食供应链压力

剧增，全球粮食安全形势日益严峻。本节通过梳

理国内外粮食安全现状，归纳了全球粮食安全变

化趋势，并总结了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外部影响。 

1.1  世界粮食供应链波动剧烈，全球粮食安全治

理体系急需变革 

在百年大变局、新冠疫情、气候变化带来的

自然灾害等多因素叠加情形下，全球粮食安全前

景不容乐观[6-7]。非传统风险的冲击反映了全球粮

食安全治理不平等、粮食供应链缺乏韧性、粮食

贸易脆弱性和不稳定性等问题，折射出全球粮食

安全治理体系的滞后[8]。现有治理体系的效能和

公信力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4]。联合国粮农组

织（FAO）发布的《2022 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

指出，2021 年有 53 个国家粮食不安全状态恶化，

创下了历史新高。以阿根廷、印度等为代表的 20

多个国家宣布实施农业出口限制措施，限制产品

包括小麦、玉米、面粉等。全球粮食市场波动加

剧粮食供应链的不稳定。疫情爆发以来，为控制

疫情传播采取的系列防疫措施阻碍了物流的正常

流通，使得全球供应链压力激增（见图 1），于

2021 年 5 月和 12 月两次创下历史新高，压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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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2.99 和 4.3，粮食贸易严重受阻。在粮食流

通受阻情况下，运输成本也快速攀升。据 FAO 测

算发现，全球食物价格大幅上涨（见图 1），在

2022 年 4 月达到历史 高点 159.7，粮价上涨反

过来使得全球粮食可获得性减弱。 

与全球食物价格上涨趋势同频，国际粮价也

处于高位运行。尽管全球粮食产量保持增长趋势，

但是粮食价格居高不下[9]。根据 FAO 测算，近年

来，全球谷物产量持续增长（见图 2），但是受

逆全球化、俄乌冲突、全球粮食市场预期不佳等

因素影响，粮食稳定供给局面被破坏，全球粮食

供应压力增大、市场不稳定性增强，全球谷物贸

易量自 2020 年以来呈现下降趋势（见图 2）。加

之部分粮食出口国家对粮食安全预期收紧，压缩

出口、加大进口，使得全球谷物价格持续上升（见

图 1）。据 FAO 预测，到 2022 年，全球谷物产

量和贸易量均有所下降，产量下降至 27.84 亿 t、

贸易量下降至 4.63 亿 t，这是四年来全球谷物首

次减产，加剧全球粮食价格波动和农产品贸易的

不确定性。 
 

 
 

注：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由粮农组织对谷物、植物油、乳制品、肉类和食糖五种商品价格指数加权平均计算所得，数值越大反映

食品价格上涨趋势越大。供应链价格指数则是由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整合全球进出口货运成本、原材料运输成本等多项指标综合计算

所得，用于衡量供应约束对经济结果的影响，该指数数值越大，反映供应链压力越大。 

Notes: The global Food Price Index is calculated by FAO from a weighted average of five commodity price indices: cereals, oils, dairy, 
meat and sugar, which larger value reflects a larger trend of rising food prices. The supply chain price index is calculated by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by integrating global import and export freight costs, raw material transportation costs and other indicators. It is 
used to measure the impact of supply constraints on economic results. The larger the value of the index, the greater the pressure of the supply 
chain. 

Data sources: FAO Food Price Index. https://www.fao.org/worldfoodsituation/foodpricesindex/zh/；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Global Supply Chain Pressure Index.https://libertystreeteconomics.newyorkfed.org/2023/01/global-supply-chain-pressure-index-the-china-factor/ 

图 1  全球食物价格指数、谷物价格指数和全球供应链压力指数 

Fig.1  Global food price index, grain price index and global supply chain stress index 
 

 
 

数据来源：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食展望》 

Data source: Food Outlook of FAO 

图 2  全球谷物产量和贸易趋势（百万吨） 

Fig.2  Trends in global cereal production and trade (million ton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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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国粮食净进口格局使得粮食安全难以独

善其身 

中国粮食安全依托于国内国际粮食市场，国

内粮食市场以国内自主生产、实现内部供需平衡

为目标。截止 2022 年，全年粮食产量再创新高，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粮食总产量

达 68 653 万 t，人均粮食产量达到 483.5 kg，中国

基本上能保证谷物基本自给和口粮绝对安全，国

内粮食安全保障程度处于历史 好时期[4,9]。但在

全球粮食市场中，自入世后，中国秉承积极开放

的态度，逐渐从农业净出口国转变为农业净进口

国，粮食安全的保障也需要大量依靠国际市场。

疫情以来，中国粮食净进口量保持持续增长，2022

年稍有回落，但由于全球粮食供应链不稳定格局 

和全球粮价格高位运行，中国粮食净进口金额也

持续走高（见图 3）。 

中国作为世界第一粮食进口和消费大国，世

界粮食市场不稳定以及供求格局的改变必然影响

中国粮食安全的保障。据 FAO 统计，在全球大豆

贸易中，中国大豆进口量基本保持增长态势，在世

界大豆贸易量的占比在 60%左右上下浮动，2020

年中国大豆进口量更是突破 1 亿 t，达到历史 高

（见图 4）。可见，中国大豆进口外贸依存度较高，

这也意味着全球大豆贸易的波动极易引发国内大

豆供需缺口的加大，大豆进口获得性压力增强。回

顾全球粮食供应链的历次冲击，发展中国家总是深

受影响，中国也不外如此。当前，全球粮食安全形

势不容乐观，给中国粮食安全带来巨大挑战。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Data sourc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Custom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图 3  中国粮食净进口趋势 

Fig.3  Trend of Chinese food net import 

 

 
 

数据来源：FAO-AMIS 

Data source: FAO-AMIS 

图 4  中国大豆进口和世界大豆贸易情况 

Fig.4  Chinese soybean import and world soybean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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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前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特征 

资源禀赋的区域性差异、粮食贸易的自由化

引发全球粮食安全治理需求，而全球粮食安全治

理在实践中经过动态发展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

结构。本节对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的特征从全

球粮食供需结构、国际贸易、治理格局、粮食安

全内涵以及治理机构等五个方面展开。 

2.1  全球粮食生产呈现集中化趋势，生产与消费

的空间分离 

受限于自然资源禀赋，世界各国在农业生产

方面拥有不同的禀赋优势和产品特色。在贸易自

由化和供应链相对稳定的前提下，通过全球市场

的资源配置，全球粮食生产集中化程度大幅提升，

全球粮食产量快速增长。当前，全球粮食生产集

中在中国、美国、印度、乌克兰、巴西等国家，

但在非洲，大部分国家的粮食生产力低下、产能

不足，国内存在严重的粮食短缺现象。除殖民地

的历史因素外，这些粮食生产率较低的国家受农

业资本的利益驱动，将农业交给市场，在全球市

场获取粮食，而在国内大规模开展具有高回报的

经济作物种植，诸如咖啡、香料等，形成全球粮

食生产和消费空间分离的格局。从全球层面而言，

全球粮食生产集中可以突破资源限制，通过大批

量、规模化生产，实现粮食产量增加以及资源的

合理配置[10]。对于粮食产能不足的国家，通过全

球粮食市场的交换，可以以更小的经济和环境代

价满足国内粮食市场需求。 

2.2  全球粮食市场一体化趋势加强，自由贸易保

障粮食安全 

全球粮食物流体系的畅通、粮食贸易的自由

化为保障全球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支撑。在新自

由主义体系下，贸易的再分配作用在保障全球粮

食安全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方面，贸

易使得粮食生产从效率低、成本高的国家转向效

率高、低成本国家。通过粮食贸易自由化，为全

球提供了价格低廉、供应稳定的粮食产品，并且

使得人们的食物供给更加丰富和多元[11]。另一方

面，在全球粮食一体化趋势下，各国根据比较优

势参与国际分工，通过全球粮食市场调剂余缺，

各国粮食系统也因此越来越多的依赖全球化的粮

食系统[10,12]。形如中国高度依赖全球粮食市场进

口大豆、部分欠发达从全球市场出售经济作物以

进口粮食，依赖自由贸易保障本国粮食安全。可

见，粮食贸易安全关乎全球粮食稳定供应。 

2.3  粮食安全治理格局由发达国家主导，形成中

心–外围体系 

回顾历史，现有粮食安全治理体系构建于二

战后，由发达国家主导，主要反映了发达国家粮

农产业发展的利益诉求，即通过贸易自由化，利

用外部市场解决国内过剩的农业产能，确保国内

农业生产者收入[13]。通过推动贸易自由化，发达

国家开辟发展中国家市场，利用跨国粮食企业控

制了种业、农用物资、生产加工、品牌等各个环

节，在全球粮食市场形成寡头垄断。在现有粮食

治理体系下，四大粮商掌控了全球 80%的粮食贸

易[4,8,14]。此外，作为全球 具威望的农产品期货

交易所，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掌握全球农产品

议价、定价。至此，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形成

以发达国家为核心的中心–外围体系，发达国家处

于治理中心，影响力覆盖全球粮食全产业链，而

发展中国家作为外围国家，只能被动接受治理。 

2.4  粮食安全的内涵不断延展，粮食属性和角色

更加多元 

粮食安全话题已经发展为集经济、社会和和

政治于一体的综合性话题[15]。全球粮食安全治理

体系建立之初，仅仅把粮食作为经济商品，认为

全球缺少粮食生产和供应。这在二战结束后相当

长的时期内是合理的认知[12]。如表 1 所示，在 1974

年，FAO 首次提出粮食安全概念的时候，主要强

调粮食数量安全。但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粮食安全治理开始和人类粮食获取权力联系起

来，人道主义倾向使得粮食成为人权的基本权利

规范（张蛟龙，2019）[12]。因此在 1983 年和 1996

年的两次修改中，粮食安全考虑了消费者购买力、

偏好以及粮食品质问题。随着气候变化日趋严重，

全球粮食安全又涵盖粮食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在

2001 年，FAO 在粮食安全的定义中强调了粮食数

量、质量和生态安全。随着时代发展，全球粮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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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治理从过去关注产量转向关注可持续生产、消

费和发展，从过去关注粮食安全到关注粮食安全

与营养，粮食安全被赋予了更多的属性和角色[1]。 
 

表 1  不同时期 FAO 对粮食安全的定义 

Table 1  Changes in the FAO definition of food security 

时间 粮食安全的定义 特点 

1974 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得到

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的食物 

强调数量充足 

1983 所有粮食需求者在任何时间点都能够

买得到且付得起生存所需的粮食 

考虑了购买力

问题 

1996 所有民众在任何时间点都能够在物质

和经济上获得安全、富含营养物质的、

数量充足的粮食 

考虑了消费者

偏好和粮食的

品质问题 

2001 所有粮食需求者在任何时候都能在物

质层面、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获取数

量充足、安全并富有营养的食物，从

而进一步满足人民对健康饮食以及不

同食物偏好的需求 

考虑数量、质量

以及生态安全 

资料来源：FAO，作者整理所得 

Data source: FAO 
 

2.5  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机构众多，治理平台职能

各有特色 

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下，相较于单个国

家的治理能力，国际制度在协调国家间事务方面

作用力更强[12]。一系列国际粮农机构的组织设立，

通过提供资金、农业培训、粮食援助、粮食市场信

息等推动全球粮食安全体系的平稳运行[16]。目前

与粮食安全有关的主要国际组织有联合国粮食及

农业组织，旨在改善全球粮食安全状况。国际农

业发展基金旨在筹措资金，以优惠条件向发展中

国家提供农业贷款，以发展粮食生产和消除贫困。

世界粮食计划署是联合国的粮食援助机构，旨在

提供粮食援助消除饥饿、缓解缺粮，帮助低收入

国家农业发展。另外还有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

主要开展农业及相关领域科学研究，促进发展中

国家减贫和实现可持续粮食保障。国际谷物理事

会旨在开展国际粮食贸易合作，促进全球粮食市

场稳定、开放、公平等。这些机构在全球粮食安

全治理方面各司其职，成为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中

不可或缺的部分。 

3  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的困境 

现有粮食安全治理体系的不足与其治理特征

息息相关，本节对应从供求结构、贸易、治理格

局、粮食安全内涵、治理机构五个方面解析全球

粮食安全治理体系面临的困境。 

3.1  全球粮食供求分配不平衡，粮食供应链投机

性和垄断性急剧增强 

FAO 在 2022 年发布的《谷物供求简报》表

示，2022 年全年的谷物生产量达 27.6 亿 t，供给

总量达 36.1 亿 t，消费量达 27.8 亿 t，出现产消紧

平衡、但供需总体宽松的状态。《2022 年世界粮

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统计，2021 年全球仍然有 6.7

亿人处于食物不足的状态，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

率达到 11.7%，较上年增长 2.4%。生产和消费分

离的格局凸显了全球粮食供应链分配不合理的问

题。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国家在粮食安全治理

中作用被削弱了，各国逐渐通过外部市场满足国

内粮食需求[12]。在全球粮农产业体系中，跨国粮

商的作用不断加强，主导着全球粮食产业链的生

产、分配、贸易和消费，影响力甚至超越多边机

构。现有粮食治理体系下，发展中国家严重依赖

于跨国粮商，只能被动接受全球粮食供应链波动

的影响[4,14]。 

3.2  高度依赖贸易加大了输入性风险，加剧了全

球粮食供应链的脆弱性 

参与外部市场、利用世界市场资源也意味着

面临外部风险[17]。全球粮食生产的集中化保证了

全球粮食的充足供应，但是生产和消费的分离也放

大了分配、不确定性因素对粮食安全的影响[10]。

近年来，公共卫生和一系列突发事件对全球粮食

供应链格局造成严重破坏。疫情防控对全球运输

的限制，加剧了粮食供应的紧张局势。贸易保护

主义复苏阻碍了全球粮食贸易的流动，扭曲粮食

生产的资源配置，影响全球粮食市场的供求，放

大粮食市场的波动性。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西方

国家对俄罗斯采取的严厉的经济制裁，将粮食工

具化、武器化，更是严重影响全球粮食供应链的

稳定和畅通[7,9]。 

3.3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利益诉求矛盾，多边

治理协调效能发挥不足 

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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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服务于发达国家粮食产业的发展轨迹。作为

现有体系下的既得利益者，发达国家极力维护和

主张对自己有力的规则，试图加强话语权，发展

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往往被忽视[13]。发达国家将发

展中国家带入到自由贸易体系中，建立了全球粮

食生产专业化分工体系，但是伴随着粮食贸易的

全球化发展，滥用贸易政策的现象层出不穷，一

方面发达国家在国内利用“蓝箱”和“绿箱”政

策对国内农业生产者实施农业支持政策，制定绿

色贸易壁垒，保护国内农业生产[4,14]。得益于粮食

产业现代化程度高，发达国家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

中也拥有更多的主动权，甚至将这种权力政治化、

金融化。另一方面，严格限制发展中国家采取农业

支持政策，要求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开放国内粮农市

场。对于粮食安全不稳定甚至重度不安全国家而

言，越发依赖于粮食一体化格局，在现有体系下陷

入贫困恶性增长和持续的粮食不安全状态。 

3.4  治理体系建设滞后于粮食安全内涵的扩展，

治理体系改革缺乏动力 

随着粮食安全涵盖内容日益丰富，全球粮食

安全问题也更具复杂性，需要跨越不同国家、区

域，更具竞争性、冲突性和敏感性。全球粮食安

全治理也在多边协调、制度包容、规则透明、程

序公平方面有着更高的要求。除了国际粮食治理

机构发挥主要作用外，与其他机构的协调也日益

重要。与全球粮食安全密切关联的农业贸易自由

化、农产品金融化的治理都有相应的全球性治理

制度安排，然而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与全球其

他治理制度之间缺少协同。如 WTO 在农业支持

政策改革方面未达成一致，这导致全球农业生产

和贸易的严重扭曲[2]，影响全球粮食贸易的自由

化进程。此外，现有治理体系并没有有效带领全

球粮食系统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发展，对治理

的参与和治理制度的遵守、执行更多按照自愿原

则。加之发达国家更愿意保持现状，粮食安全治

理体系缺乏改革动力。 

3.5  国际粮农治理机构职责重复缺乏合力，监管

机制和治理效率缺失 

国际粮农机构间职能交叉，治理资源重复，

现有体系下的治理效能似乎也未能发挥理想作 

用。主要表现有：其一，粮食援助效果不佳。现

有粮食援助体系建设未实现全球粮食安全的保障

目标，甚至削弱了粮食不安全国家保障粮食安全

的自主能力。受援国在履行援助协议方面表现不

佳，而援助国出于人道主义的援助并不具有长期

可持续性。其二，在传统议题外协调效率不高[13]。

发达国家关注气候适应性、气候智慧型农业、生

态农业等前瞻性议题与发展中国家试图通过发展

改善粮食不安全现状的需求并不匹配[18]。其三，

粮食安全评价体系不合理。现有粮食安全评价体

系对各国进行排名，部分欠发达国家长期处于“重

度粮食不安全”的标签中，带有浓重的负面色彩。

其四，治理机构碎片化、分散化，在诸多粮食安

全议题中缺乏合力、执行力和凝聚力[15]。特别是

在公共事件中缺乏应急处理机制，使得危机爆发

时应对不足。其五，国际层面缺少对全球粮食治

理体系有效监管的机构。这为跨国公司在全球粮

食市场中攫取垄断权力提供了巨大的便利，此外

全球粮食供应链冲击对全球经济、社会、环境的

负外部性也缺乏有效管束[12]。 

4  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变革及中国参与

路径 

粮食安全治理存在分配不平衡、治理缺位、

协调性不足、改革缺乏动力等问题，但全球粮食

安全治理体系的困境也伴随着一定的机遇。中国

在保障自身粮食安全的同时应该积极打破当前治

理僵局，为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中国

方案，引领构建更具韧性与可持续性，更加公平、

开放和包容的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 

4.1  加强南南与南北国家粮食国际合作，稳步提

升全球粮食生产率 

任何国家粮食产量的提升都有助于稳定粮食

市场及粮食价格的基本面。粮食安全格局并不是

粮食供给能力单个国家的自给自足，而是一个全 

球统一体。随着粮食安全的国际化趋势加深，导

致各国粮食安全问题难以独善其身。首先，应充

分发挥已有涉农国际机构效能。利用涉农国际机

构的地位和职能在援助国和受援国间进行协调，

加大对粮食不安全国家的粮食援助和农业技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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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助力这类国家提升农业生产力。其次，强化

农业合作。通过农业技术合作提高粮食总供给量

和可贸易量，在粮食安全欠缺国家尝试建立粮农

合作试验园区，如中国在非洲援建的农业示范中

心，帮助粮食紧缺地区提高粮食自给率和应急能

力，避免陷入对粮食援助的过度依赖，同时持续

提高全球农业生产率，从本源上解决全球粮食安

全问题。 后，可以尝试建立全球粮食安全供应

调度中心，保证全球粮食储备、流通和应急保障

能力，分散粮食供应链风险。 

4.2  积极推动农业贸易规则改革，构建更加开放

的粮食贸易体系 

全球粮食供应链安全依赖于粮食贸易的安

全，疫情、灾情和舆情只是导火索，加速了全球

粮食供求不匹配、分配不均衡矛盾的爆发。全球

粮食供应链不稳定问题需要系统解决，不改革现

有全球粮食治理体系，粮食安全的危机将持续存

在甚至更加严重。值得注意的是，减少全球粮食

供应链波动对全球粮食安全的不利影响并不意味

着放弃全球一体化、贸易自由化道路。相反，要

建立更加公平、合理、透明的贸易体系，发挥贸

易、全球化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将贸

易开放作为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

更加公平合理的农业贸易规则、推进全球农业投

资自由化。针对治理规则中存在的问题，有必要

总结过去粮食贸易治理中的经验和教训，进行实

质性的改革和磋商，稳定全球粮食供应链格局。

坚决反对在粮农方面滥用贸易保护措施，建立明

确的约束机制，避免出口限制、国内补贴政策扰

乱粮食贸易。此外，还应加强对跨国粮商的监管，

约束粮食供应链中投机行为。 

4.3  引导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规则制定，增强发

展中国家话语权 

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不利于全球粮食安全

的保障。全球粮食安全的保障离不开各国共同参

与。在治理观念上，构建公平、合理的全球粮食

安全体系要以“整体治理”替代“利益治理”，“多

元治理”替代“中心治理”。倾听发展中国家、粮

食不安全国家的基本诉求，尊重发展中国家在全

球粮食治理体系中的推动作用，保障发展中国家

基本权益，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

机制中的话语权。引导发展中国家深度参与全球

粮食安全治理，确保治理主体代表性。在规则制

定中，加强顶层设计，呼吁发展中国家和粮食不

安全国家加入到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建设，推

动治理机制契合现实诉求和时代需要。适当考虑

部分国家在粮食安全方面的特殊要求，帮助粮食

不安全国家融入到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制中。吸

纳更多发展中国家的治理建议、指标评价体系和

专家意见。形成具有科学性、针对性和客观性的

粮食安全评价体系。 

4.4  利用数字化赋能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搭建全

球粮食信息共享平台 

数字化技术有望成为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变革

的新动能。粮食生产的风险性、时效性和差异性，

粮食供应链风险的复杂性，粮食贸易不稳定因素

的多样性需要加强对全球粮食供应体系的监测、

预警，评估粮食供应体系的风险。加强数字化在

保障粮食安全中的作用，一方面可以利用数字化

技术建立全球粮食安全信息数据的搜集、监测、

预警、分析机制，共享粮食供应链信息，构建粮

食安全警示指标体系，及时对国际粮食安全风险

进行应对。另一方面，各国政府和有关国际机构

可以开放粮食相关数据，建立农业技术和农业发

展的知识共享平台，系统总结各国在农业技术、

农业援助方面的成功案例，及时向全球传播，加

强信息交流，打破农产品市场信息壁垒。 

4.5  增强粮食安全国际协作效能，充分发挥区域

协调机制潜力 

在全球层面，加强涉农国际机构之间的协调

发展。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多个

机构都涉及农业与粮食安全等相关议题，机构职

能存在类似或重复之处，加强这些涉农国际机构

之间的协调发展，简化职能重复之处，明确职能

边界。在区域层面，面对多边治理议题改革滞缓，

利用好区域性的协调机制。相较于多边治理体系

发展迟滞，在某些问题上边界不清晰，治理效率

低下和危机应对不及时。区域性协调机制表现出

高效、灵活，约束力更强等优势，有必要发挥区

域性协调机制在全球粮食安全保障中的潜力，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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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多边治理体系的不足。在制度方面，推动治理

规则磋商，建立更具约束力、边界更清晰、包容

性更强的粮食安全治理多边协议，敦促治理规则

落地实施。 

5  结论 

研究发现，面对气候变化、百年大变局、疫

情等多重挑战，全球粮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纵

观全球，国际粮价和全球供应链压力指数高位运

行，全球粮食市场不稳定性增强。聚焦中国，作

为农业净进口国，世界粮食市场的动荡也对中国

的粮食安全构成挑战。追本溯源，当前粮食安全

治理体系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主要服务于发达国

家粮农产业发展轨迹，发展中国家处于治理外围。

全球粮食一体化趋势加强，各国粮食市场与全球

粮食市场实现深度融合。随着时代发展，粮食安

全内涵不断丰富，粮食的属性和角色更加广泛，

对粮食安全治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然而，面对一系列风险冲击，现有粮食安全

治理体系明显应对不足，存在全球粮食分配不均

衡、供应链缺乏韧性、治理能力薄弱、协调能力

不足、改革滞缓等问题，治理陷入僵局。祸福相

依、相时而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中的挑战

也伴随着机遇。为构建更加公平、开放、包容和

更具可持续性的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在保障

自身粮食安全的同时，将积极发挥引领作用，展

现大国担当，通过加强南南国家和南北国家的农

业合作，提高全球农业生产率，稳定世界粮食供

应的基本面；推动农业贸易规则改革，发挥粮食

自由贸易的积极作用；引导发展中国家参与治理，

采纳发展中国家治理诉求；利用数字化技术构建

粮食安全信息共享平台；发挥区域协调机制的治

理潜能，为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中国

“智慧”、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

提供“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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