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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粮食安全是实现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ꎬ 也是国际社
会永恒关注的焦点之一ꎮ 当前ꎬ 全球粮食安全形势严峻复杂ꎬ 国际
社会对粮食安全的担忧不断加重ꎬ 实现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 “零饥饿”
可持续发展目标正面临巨大挑战ꎮ 粮食安全问题已成为影响中国和
拉美等发展中经济体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因素ꎮ 本文通过梳理粮食安
全的认知ꎬ 引入 “能动性” 和 “可持续性” 两个维度对粮食安全
内涵进行拓展ꎬ 并在此基础上对中拉粮食安全状况进行比较分析ꎬ
对中拉粮食合作现实性进行评估ꎮ 研究表明: 第一ꎬ 尽管中拉粮食
供应稳中趋好ꎬ 但粮食获取、 利用、 稳定、 能动以及可持续性等其
他维度表现总体堪忧ꎬ 且呈现出不同程度分化ꎻ 第二ꎬ 中拉在粮食
安全观念侧重、 发展状况以及政策设计三个方面存在明显异同ꎻ 第
三ꎬ 中拉粮食合作具有较高现实性ꎬ 主要表现在面临相同的内外挑
战和风险、 彼此较高的贸易依赖、 良好的政策制度基础以及积极的
全球外溢效应ꎮ 最后ꎬ 从统一认知、 稳供控价、 治理提效以及绿色
健康转型等方面对中拉粮食合作方略提出具体建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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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全球变局日趋动荡ꎬ 粮食安全成为全球发展领域最紧迫的挑战之一ꎬ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风险更为突出ꎮ 究其根源并非无粮可产ꎬ 而是因国际合作

深受干扰而使得粮食供应、 利用以及分配遭受冲击ꎮ① 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

永恒课题ꎬ 任何时候这根弦都不能松粮食问题不能只从经济上看ꎬ 必须

从政治上看ꎬ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实现经济发展、 社会稳定、 国家安全的重

要基础”ꎮ② ２０１５ 年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 首次将粮食安全纳

入国家安全体系ꎬ 凸显粮食安全的政治意义和战略价值ꎮ “十四五” 规划首次

把粮食安全战略纳入五年规划ꎬ 并将其列在三大安全战略的首位ꎮ 党的二十

大报告更是明确提出把 “确保粮食安全” 作为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的重要

内容之一ꎮ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国集团 (Ｇ２０) 领导人

第十七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粮食、 能源安全是全球发展领

域最紧迫的挑战ꎮ 当前危机根源不是生产和需求问题ꎬ 而是供应链出了问题ꎬ
国际合作受到干扰ꎮ 解决之道在于各国在联合国等多边国际组织的协调下ꎬ
加强市场监管合作ꎬ 构建大宗商品合作伙伴关系ꎬ 建设开放、 稳定、 可持续

的大宗商品市场ꎬ 共同畅通供应链ꎬ 稳定市场价格ꎮ”③ 继 ２０２３ 年中央一号文

件聚焦粮食安全议题ꎬ 将 “抓紧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 作为各项

任务之首列出之后ꎬ ２０２４ 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将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置于

六大任务之首ꎬ 凸显出粮食安全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中不可替代的

核心作用ꎮ
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联合发布的 ２０２２ 年 «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

况» 报告指出ꎬ 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等事件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将通过贸易、
生产和价格渠道对全球农产品市场产生多重冲击ꎬ 进一步影响全球谷物、 肥

料和能源价格ꎬ 导致粮食供给短缺ꎬ 进一步推高粮价ꎬ 使粮食不安全状况日

趋恶化ꎮ 除此之外ꎬ 极端天气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都在不断提高ꎬ 也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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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共迎时代挑战　 共建美好未来———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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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粮食供应链的重要干扰因素ꎮ①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

联合发布的最新报告 «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 警告称ꎬ 全球消除饥饿的

步伐不进反退ꎬ 食物不足水平倒退至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水平ꎬ 难以到 ２０３０ 年如期

实现 “零饥饿” 这一可持续发展目标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ｓ ２)ꎮ② 在

全球粮食安全发展总体趋势恶化、 特征日趋分化的同时ꎬ 中国与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地区 (后简称拉美) 在当前世界粮食体系被美国主导、 国际政治经济

环境不确定性逐步加强、 地缘冲突频发以及气候问题日趋严峻的背景下ꎬ 保

障粮食安全目标的难度随之增大ꎮ
作为全球发展中经济体、 新兴经济体以及 “全球南方” 国家的典型代表ꎬ

中拉在保障粮食安全议题上面临共同挑战ꎬ 存在共同诉求ꎮ 对于中国而言ꎬ
粮食安全被视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ꎬ 尽管当前粮食供给总量充裕ꎬ 但结构

性矛盾依旧突出ꎬ 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的战略地位愈发凸显ꎻ 对于

拉美而言ꎬ 尽管其享有 “世界粮仓” 之名ꎬ 是全球粮食生产和供应的主要贡

献者ꎬ 但拉美对粮食行业的依赖程度较高ꎬ 在全球化不断演进、 供应链破裂

重组的进程中面临严峻的粮食危机ꎮ 因此ꎬ 本文针对中拉共同关注的粮食安

全合作议题进行分析ꎬ 力图回答以下问题: 其一ꎬ 中拉粮食安全观存在哪些

异同ꎻ 其二ꎬ 当前中拉粮食合作效果如何ꎬ 在全球粮食安全发展趋势下存在

哪些需要面对的共同挑战ꎬ 双方对彼此粮食相关产品的贸易结构ꎬ 双方在加

强粮食合作中的制度支撑以及双方粮食安全合作对解决全球粮食危机的作用ꎻ
其三ꎬ 在回答上述两个问题的基础上ꎬ 就未来双方如何加强粮食政策和行动

协调ꎬ 维护国际粮食贸易平稳运行ꎬ 提升粮食生产和供应链稳定ꎬ 抵御价格

风险ꎬ 为保障粮食运输创造安全稳定环境ꎬ 推进粮食安全可持续性ꎬ 共同维

护粮食安全提出可行方案ꎮ

一　 文献述评

回顾中拉粮食安全相关文献可以发现ꎬ 既有研究主要涉及中国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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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董林、 李春顶: «俄乌冲突下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粮食安全问题、 外溢效应及中国思考»ꎬ 载

«农业经济问题»ꎬ 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１５ － ２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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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①、 拉美农业发展②以及中拉粮食 (或农业) 合作③等议题ꎮ
有学者指出ꎬ 当前全球粮食生产和供给面临农业环境污染、 粮食损失与

浪费、 粮食供应链变化、 气候变化等新挑战ꎬ 粮食安全形势在经历长时间持

续改善后出现了逆转ꎬ 若不尽快采取行动ꎬ 全球将难以实现到 ２０３０ 年消除饥

饿的目标ꎬ 未来须进一步强化对粮食地位、 功能及内涵的认识ꎬ 完善国际粮

食援助制度与全球粮食安全监测评价机制ꎬ 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全球合作伙

伴关系ꎬ 加强国家和区域多边合作机制建设ꎮ④

对中国而言ꎬ 粮食安全仍将面临结构性短缺、 不确定性增加、 供应链断

裂、 成本上升以及环境污染等一系列内部挑战和外部风险ꎬ 未来应建立 “稳
产增效、 提升积极性、 精准替代” 三支柱和 “国内供给 ＋ 国外补充” 双保障

的粮配模式ꎬ 进一步畅通粮食国内国际双循环ꎬ 加强国际粮食安全、 贸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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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焕广等: «新时期中国粮食安全的理论辨析»ꎬ 载 «中国农村经济»ꎬ ２０２２ 年第 ７ 期ꎬ 第 ２ －１７
页ꎻ 王晓梅等: «后疫情时代粮食安全现状、 问题和对策»ꎬ 载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ꎬ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２５７ － ２６６ 页ꎻ 赵霞等: «双循环格局下中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提升路径研究»ꎬ 载 «国际经济评

论»ꎬ 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７４ － ９０ 页ꎻ 倪国华等: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粮食安全政策选择»ꎬ 载 «经济

研究»ꎬ 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１ 期ꎬ 第 １７３ － １９１ 页ꎻ 朱晶等: «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粮食安全风险及其防范»ꎬ 载

«中国农村经济»ꎬ ２０２１ 年第 ９ 期ꎬ 第 ２ － ２１ 页ꎻ 程国强、 朱满德: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粮食安全: 趋

势、 影响与应对»ꎬ 载 «中国农村经济»ꎬ 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１３ － ２０ 页ꎻ 吕新业、 冀县卿: «关于中国

粮食安全问题的再思考»ꎬ 载 «农业经济问题»ꎬ ２０１３ 年第 ９ 期ꎬ 第 １５ － ２４ 页ꎻ 黄季焜等: «新时期国

家粮食安全战略和政策的思考»ꎬ 载 «农业经济问题»ꎬ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４ － ８ 页ꎮ
柴智慧、 赵元凤: «拉美地区的农业保险: 实践、 挑战与启示»ꎬ 载 «世界农业»ꎬ ２０１３ 年第

９ 期ꎬ 第 １２３ － １２６ 页ꎻ 吕立才等: «拉丁美洲农业利用外资中的土地政策及启示»ꎬ 载 «世界农业»ꎬ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９７ － １００ 页ꎻ 苏波: «拉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典型模式———以巴西卢拉政府的粮食

收购计划为例»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２４ － ２７ 页ꎻ 高静: «浅论拉美农业的 “瓶
颈” 及当今拉美农业面临的挑战»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１９９８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９ － １３ 页ꎻ 张勇: «从粮

食危机反思拉美贸易和农业政策改革»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３５ － ４１ 页ꎻ 张勇:
«从农业补贴视角浅析拉美粮食安全与农业改革»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３４ －４３ 页ꎮ

李晶等: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农业发展现状与中拉农业合作前景分析»ꎬ 载 «世界农业»ꎬ
２０１６ 年第 ８ 期ꎬ 第 １１０ － １１６ꎻ 马建蕾等: «中国与拉丁美洲国家农产品贸易前景与挑战———从中国角

度对问题与机遇的分析»ꎬ 载 «世界农业»ꎬ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６８ － ７４ 页ꎻ 张勇: «中拉农业贸易与投

资发展趋势»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７３ － ７８ 页ꎻ 胡静: «中拉 “１ ＋ ３ ＋ ６” 合作背

景下中国与拉美国家农产品贸易潜力研究»ꎬ 载 «世界农业»ꎬ 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９２ － １００ 页ꎻ 赵丽

红: «土地资源、 粮食危机与中拉农业合作»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３７ － ４３ 页ꎻ 贾

焰、 李先德: «中国与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农业贸易形势及农业合作前景展望»ꎬ 载 «世界农业»ꎬ
２０１０ 年第 ７ 期ꎬ 第 ３３ － ３７ 页ꎻ 谢文泽: «拉美地区粮食增产前景及中拉农业合作重点»ꎬ 载 «拉丁美

洲研究»ꎬ 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３６ － ４１ 页ꎻ 张宇、 杨松: « “一带一路” 背景下中拉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评价与合作研究»ꎬ 载 «农村经济»ꎬ 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１２１ － １２９ 页ꎮ
尹成杰: «后疫情时代粮食发展与粮食安全»ꎬ 载 «农业经济问题»ꎬ ２０２１ 年第１ 期ꎬ 第 ４ － １３

页ꎻ 李先德等: «全球粮食安全及其治理: 发展进程、 现实挑战和转型策略»ꎬ 载 «中国农村经济»ꎬ
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２ － ２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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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政策协调ꎬ 推动双循环 “内外统筹ꎬ 协调互促”ꎮ① 就拉美来看ꎬ 有学者

基于农业补贴视角ꎬ 认为拉美粮食部门所处的劣势是国内支持不足导致农业

生产率下降ꎬ 发达国家凭借高额补贴向国际市场 “倾销” 农产品ꎻ② 还有学

者认为拉美农业二元结构比较明显ꎬ 对外依赖严重ꎬ 粮食安全问题依然存在ꎻ
同时ꎬ 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物流发展缓慢、 农业劳动生产率低、 农产品加工

水平较低等问题也严重阻碍了其农业的现代化进程ꎮ③

有研究指出ꎬ 自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以来ꎬ 中国为保障粮食安全ꎬ 积

极参与全球农业治理进程ꎬ 高度重视与拉美地区在农业贸易、 投资、 技术等

不同领域的合作ꎮ④ 有学者发现ꎬ 中国政府已经敏锐地意识到需要解决拉丁美

洲对其农业部门影响的担忧ꎬ 为此ꎬ 中国正在采取相关措施ꎬ 如进口更多拉

美食品以及向拉美地区农业生产部门进行更多投资ꎮ⑤ 有学者强调ꎬ 拉美 (特
别是南美洲) 是对外贸易中农业贸易占比最高的地区之一ꎬ 中国已成为拉美

农产品出口的首选目的地ꎬ 中国视拉美国家为保障其粮食安全的战略伙伴ꎮ⑥

有学者指出ꎬ 由于中国人口对高质量生活需求不断增长以及城镇化和中产阶

级规模不断扩大ꎬ 在拉美地区的农业投资增长有助于中国保障粮食安全ꎮ 拉

美地区已经成为中国对外农业合作的重要地区ꎮ 随着农业产量进一步扩大ꎬ
拉美地区将成为实现中国稳定粮食供应链的关键合作伙伴ꎮ⑦ 此外ꎬ 自 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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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食物观后ꎬ 国内针对如何推进大食物观出现了一系列

研究ꎮ 有学者指出ꎬ 中国加快落实大食物观需充分把握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

展格局ꎬ 积极参与全球食物安全事务ꎬ 增强国际合作与交流ꎬ 推动国际农业

体系向抗风险性与可持续性方向发展ꎮ 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格局ꎬ 遵

循 “适度进口” 的国家安全战略ꎬ 全面促进食物进口来源、 渠道、 品种的多

元化ꎬ 降低供应链集中化风险ꎮ① 有学者指出ꎬ 面对内外部多重转型压力和挑

战ꎬ 保障中国式现代化下的粮食安全ꎬ 需要积极参与国际粮食合作与粮农治

理ꎮ② 还有学者认为ꎬ 基于中国人多地少的现状ꎬ 为减轻耕地压力ꎬ 通过拓展

食物种类、 来源ꎬ 形成完善的食物供给体系以应对人口大国的粮食安全问题ꎬ
是大食物观的核心内容ꎮ③ 因此ꎬ 加强中拉粮食 (或农业) 合作、 保障双方

粮食安全已经成为学术共识ꎬ 其可行路径主要包括提高贸易和投资的便利

化程度ꎬ 改善农业投资环境ꎬ 加强中拉农业基础设施合作ꎬ 以农业贸易和

投资合作、 科技合作、 气候合作带动中拉农业经济、 技术和环境可持续

发展ꎮ④

以上文献从不同主题对中拉粮食安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ꎬ 这为本研究提供

了充足的理论借鉴ꎮ 但目前多数研究鲜有在共同的视角和框架下对中拉粮食安

全进行比较分析ꎬ 总结中拉粮食安全存在的共性和差异ꎬ 以此探寻双方合作路径ꎮ
因此ꎬ 本研究以粮食安全的概念和内涵为逻辑起点ꎬ 将中拉粮食安全引入统一的

分析框架ꎬ 以此为基础对中拉粮食安全表征进行对比ꎬ 评估双方粮食合作的现实

性ꎬ 并为未来中拉粮食合作提供可行思路ꎮ 相比既有研究ꎬ 本研究可能存在的贡

献主要有二: 其一ꎬ 理论方面ꎬ 将 “能动性” 和 “可持续性” 引入粮食安全的内

涵解析中ꎬ 更加系统和全面地分析中拉粮食安全发展ꎻ 其二ꎬ 实践方面ꎬ 基于中

拉粮食安全发展的特征分析ꎬ 探讨中拉粮食安全问题的异同ꎬ 剖析双方粮食合作

—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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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钰等: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战略内涵、 现实制约与突破路径»ꎬ 载 «农业经济与管

理»ꎬ 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１２ － ２２ 页ꎮ
朱晶、 李天祥: «中国式现代化下的粮食安全: 目标任务、 转型挑战与实现路径»ꎬ 载 «学

海»ꎬ ２０２４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８５ － ９７ 页ꎮ
汪鹏: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大食物观: 理念、 指向与实践»ꎬ 载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

报»ꎬ ２０２４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１ － ９ 页ꎮ
马建蕾等: «中国与拉丁美洲国家农产品贸易前景与挑战———从中国角度对问题与机遇的分

析»ꎬ 载 «世界农业»ꎬ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６８ － ７４ 页ꎻ 胡静: «中拉 “１ ＋ ３ ＋ ６” 合作背景下中国与

拉美国家农产品贸易潜力研究»ꎬ 载 «世界农业»ꎬ 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９２ － １００ 页ꎻ 张宇、 杨松:
« “一带一路” 背景下中拉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与合作研究»ꎬ 载 «农村经济»ꎬ 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１２１ － １２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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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实性ꎬ 为双方粮食合作提供方案ꎬ 丰富中拉粮食合作的政策选择ꎬ 尤其在

“一带一路” 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下如何具体实施具有现实意义ꎮ

二　 基于粮食安全认知演变的分析框架

粮食安全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石ꎬ 其认知的演变历程深刻反映了人类应

对粮食短缺、 保障生存能力和实现发展意愿的努力ꎮ 从 ２０ 世纪中叶至今的近 ８０
年间ꎬ 粮食安全从自给自足、 数量保障等供应安全ꎬ 到质量可靠、 生态稳定等

可持续安全ꎬ 其概念与内涵不断拓展和深化ꎮ 这一过程不仅受到自然资源、 科

技进步、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ꎬ 也体现了人类对粮食安全问题

认识的不断改进和完善ꎮ 本文构建一个基于粮食安全认知演变的分析框架ꎬ 通

过梳理其历史脉络、 剖析其多维内涵ꎬ 力图在统一的分析框架内探讨中拉粮食

安全合作的可行性和必要性ꎬ 旨在更加客观和科学地研究中拉粮食安全合作ꎮ
(一) 粮食安全认知演变

粮食安全的概念由 １９４５ 年成立的联合国粮农组织 (ＦＡＯ) 首次提出ꎬ 即

“为所有人提供安全、 充足和适当的粮食供给”ꎬ 旨在确保二战后世界人口不

会面临粮食匮乏ꎮ① 随着对粮食安全风险及致因的研究不断深入ꎬ 粮食安全的

概念不断更新ꎬ 其内涵也随之拓展ꎮ
国际上对粮食安全的认知大致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ꎬ 由最初侧重粮食供

给 (数量和质量) 单一维度ꎬ 逐步拓展至粮食获取 (拥有经济能力和物质条

件获得充足食物)、 粮食利用 (清洁的水、 卫生设施和医疗保健以达到满足生

理需求的营养健康状态) 及稳定 (有能力应对经济、 冲突、 气候等事件) 等

四个维度ꎮ 有研究认为ꎬ 粮食安全理念应该包括可利用性、 可获取性、 利用

性、 稳定性四个方面内容ꎮ 其中粮食可利用性指的是充足的食物来源ꎻ 可获

取性指的是家庭获取食物的能力ꎬ 包括经济和其他物质条件ꎻ 利用性的核心

是人们选择营养充足食物的能力ꎬ 包括食品安全、 卫生条件等多方面内容ꎻ
稳定性指的是以上三个因素长时间保持稳定ꎬ 不受气候变化、 粮食价格波动、
国际局势变化等因素的影响ꎮ② 有研究从供应量和可获性两个角度衡量粮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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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水平ꎬ 并评估了渔业活动对粮食安全的影响ꎮ① ２０１９ 年和 ２０２０ 年联合国粮

食安全与营养高级别专家组 (ＨＬＰＥ) 进一步提出将能动性 (有权选择) 和可

持续性 (不透支未来粮食安全长期能力) 纳入粮食安全的内涵②ꎬ 即粮食系

统以不损害为子孙后代带来粮食安全的环境、 经济和社会基础的方式确保粮

食安全长期能力 (见表 １)ꎮ

表 １　 国际粮食安全认知演变

阶段时间 节点事件 认知内容 维度

第一阶段
(１９４３—１９７３ 年)

粮食和农业热泉大会 (热泉
镇ꎬ １９４３ 年) 首次对粮食安
全概念进行表述

为所有人提供安全、 充足和适当的粮食
供给ꎮ 供应

第二阶段
(１９７４—１９７８ 年)

世界粮食峰会 (罗马ꎬ １９７４
年) 通过了 «世界粮食安全国
际约定»

保障充足的全球粮食供应ꎬ 以使任何人在任
何时候都能得到维持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
够食物ꎬ 并能够应对生产和价格的波动ꎮ

供应、
稳定

第三阶段
(１９７９—１９９５ 年)

第 ２０ 届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织大会确定 “世界粮食日”
(１９８１ 年)

粮食不安全是部分人缺乏获得足够粮食的可
能而非仅仅缺乏足够的粮食供应ꎬ 所有人能
够拥有足够资源 (或权利) 以获得营养饮食
所需的适当食物ꎮ 除区域和国家汇总层面外ꎬ
还将个人和家庭层面纳入粮食安全分析ꎮ

供应、
获取、
稳定

第四阶段
(１９９６—２０１８ 年)

首届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
(罗马ꎬ １９９６ 年) 通过了 «世
界粮食安全罗马宣言» 和 «世
界粮食首脑会议行动计划» 两
个正式文件

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
得充足、 安全和有营养的食物ꎬ 满足其积极
健康生活的饮食需求和食物偏好ꎮ 正式通过
适足粮食权ꎬ 以权利为基础的方法解决粮食
安全问题ꎮ

供应、
获取、
利用、
稳定

第五阶段
(２０１９ 年至今)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第 ４６ 届
全体会议 (罗马ꎬ ２０１９ 年)

所有人自行决定吃什么、 生产什么及如何在
粮食系统中生产、 加工、 销售等问题ꎬ 以及
参与形成粮食系统政策和治理流程的能力ꎻ
鉴于粮食系统正面临来自资源环境和社会经
济的多项挑战ꎬ 要求粮食系统以不损害为子
孙后代带来粮食安全的环境、 经济和社会基
础的方式确保粮食安全长期能力ꎮ

供应、
获取、
利用、
稳定、
能动、
可持续

　 　 资料来源: 笔者整理绘制ꎮ

(二) 分析框架

当前ꎬ 国际上权威且广泛使用的粮食安全概念仍是 “所有人在任何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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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通过物质、 社会和经济手段获得充足、 安全和有营养的食物ꎬ 满足膳食

需要和食物偏好ꎬ 过上积极和健康的生活”ꎮ① 但联合国粮食安全与营养高级

别专家组提出的两个新增粮食安全维度能够对粮食安全概念进行更加全面和

详细的解析和阐释②ꎬ 主要表现在粮食安全的概念与其六个维度实现了一一对

应 (见图 １)ꎬ 这将是本文分析中拉粮食安全发展现状的重要理论基础ꎮ 同

时ꎬ 鉴于中拉各自国情和粮情ꎬ 双方在粮食安全认知观念及保障措施上存在

部分差异ꎮ 同属全球南方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中拉双方在推动粮食安全合作中

具备较大的现实性ꎮ 因此ꎬ 本文按照 “比较—评估—对策” 的分析逻辑ꎬ 分

别就中拉应对粮食安全问题的异同、 合作现实性评估及合作方略进行探讨ꎬ
并为双方保障粮食安全提供可行路径ꎬ 具体分析框架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粮食安全概念、 内涵解析及中拉粮食安全合作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ꎮ

本文有关中拉粮食安全比较部分基于粮食安全概念的动态演变ꎬ 首先从

涉及聚焦议题及影响因素等方面对中拉粮食安全观念侧重进行比较ꎻ 借鉴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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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全内涵的六个维度进行量化分析ꎬ 阐释中拉粮食安全发展面临的共同问

题和不同挑战ꎻ 根据中拉对粮食安全的不同认识和表现ꎬ 从政策方向、 对象

以及举措等方面对双方制定和实施的相关粮食安全政策进行对比ꎮ 有关中拉

粮食合作现实性评估部分将中拉置于全球范围内ꎬ 考察双方在粮食安全问题

上面临的共同内部挑战和外部风险ꎻ 从贸易视角探析中拉关于粮食合作的互

补关系和相互依赖紧密程度ꎻ 通过梳理中拉有关粮食或农业合作的系列政策

文件ꎬ 对中拉粮食合作的制度基础进行可行性分析ꎻ 从粮食安全六个维度阐

述中拉粮食安全合作将对全球产生何种正向外溢效应ꎮ

三　 中拉粮食安全比较①

纵观全球粮食安全发展可以发现ꎬ 任何地区 (或国家) 都面临粮食安全问题ꎬ
但因区情或国情不同对粮食安全的主体和定位而异ꎬ 面临的粮食安全问题和挑战

也不尽相同ꎬ 由此探寻的解决思路和实现目标也并非一致ꎮ 科学认识全球视域下

的中拉粮食安全并准确把握中拉各自粮食安全中的特殊性与一般性ꎬ 是推进双方

深化粮食合作的前提和基础ꎮ 本文在此部分从观念侧重、 发展状况以及政策设计

三个维度切入ꎬ 旨在从思想和行动两方面对中拉粮食安全进行系统比较ꎮ

表 ２　 中拉粮食安全比较

中国 拉美

观念

侧重

议题
健康饮食、 “零饥饿”、 生产力持续增长、 水管理、 气候和抗灾、 粮食损失和浪费、
粮食供应链

因素 政策法规、 知识创新、 人力资本开发、 金融投资、 公共政策、 基础设施

发展

状况

供应性
产量显著提升ꎬ 世界贡献高ꎬ 能量供

应充足
产量稳步提升ꎬ 世界贡献居中ꎬ 能量供应稳定

获取性 食物不足和粮食不安全水平较低 食物不足和粮食不安全水平较高

利用性
营养不足状况有较大改善ꎬ 成人肥胖

水平低、 增速快

营养不足状况有较大改善ꎬ 成人肥胖水平高、
增速低

稳定性
对外进口依赖低位提升ꎬ 价格指数增

长较慢

对外依赖由进口转向出口且地区分化明显ꎬ 价

格指数增长较快

能动性 健康膳食成本和经济不可负担率低 健康膳食成本和经济不可负担率高

可持续性 农药投入量减少、 占比低ꎬ 化肥消费高 农药投入量增加、 占比高ꎬ 化肥消费高

—３１１—

① 此处比较是针对中拉比较下的异质性和一致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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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设计

方向 粮食自给安全 粮食及营养安全

对象 粮食观→大食物观 食物系统

举措

强化农业科技支撑ꎻ 做好重大自然灾害预防ꎻ 用好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ꎻ 抓好粮食和

重要农产品生产ꎻ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ꎻ 农业生态集约化ꎻ 持续深化食物节约各项

行动ꎻ 推进健康饮食

　 　 资料来源: 笔者整理绘制ꎮ

(一) 观念侧重

思想决定行为ꎬ 观念影响认知ꎮ 对粮食安全的不同认知直接决定了各国制

定和执行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方略选择和政策行为ꎮ 以主体来划分ꎬ 粮食安全

问题主要包括世界、 国家、 个体以及将国家和个体联系起来的各种组织或利益

共同体ꎬ 亦可将之划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ꎮ 从侧重的视角来划分可以分为

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ꎬ 供给视角主要聚焦促进生产和保障自给ꎬ 需求视角则因

经济不断发展、 居民生活水平提高、 食物结构日趋多样ꎬ 对粮食的直接消费下

降ꎬ 而对食物的质量和营养则更加关注ꎮ 如果按照议题和影响因素划分ꎬ 根据

各自经济发展阶段、 农业经济规模、 地理位置以及生态和气候等特征ꎬ 各国或

地区粮食安全问题将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ꎬ 包括健康饮食、 “零饥饿”、 提升生

产力、 防灾抗灾、 特殊群体的农业就业、 减损稳链等各项议题ꎬ 以及由此衍生

出政策、 创新、 人力资本、 基础设施、 对外经贸等一系列影响因素ꎮ
粮食安全观念的侧重造就了粮食安全观的差异ꎮ 中国表现出政府统筹为

主导、 以粮食供给数量为目标的传统粮食安全观ꎮ① 中国传统经济体制和农业

发展模式下的粮食安全概念立足于供给ꎬ 只要讨论粮食安全就会考虑如何促

进生产、 增加供给ꎮ② 具体来看ꎬ 中国粮食安全问题主要表现在国家的主体性

作用得到大幅强化ꎬ 长期以来始终坚持以供给为主要视角ꎬ 通过对市场进行

强有力的干预来提高重要农产品的自给率ꎮ③ 相比之下ꎬ 拉美基本与联合国粮

农组织或欧美西方国家相一致ꎬ 其聚焦主体是个体ꎬ 目标是维护个体权力、
提升个体能力、 保障个体安全ꎮ 中国不论是理论研究还是政策实践都强调国

家在粮食安全问题中的主体地位ꎬ 较少提及个体对粮食的获得性和利用性ꎬ
而是更加侧重国家层面的粮食保障能力和分配制度ꎬ 发挥承担本国粮食安全

—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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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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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舜臣等: «转变中的粮食安全观: 理论期待与新粮食安全观的构建»ꎬ 载 «农业经济问题»ꎬ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１７ － ２８ 页ꎮ

曹宝明等: «全球粮食危机与中国粮食安全»ꎬ 载 «国际经济评论»ꎬ ２０２１ 年第２ 期ꎬ 第９ －２１ 页ꎮ
全世文: «论农业政策的演进逻辑———兼论中国农业转型的关键问题与潜在风险»ꎬ 载 «中国

农村经济»ꎬ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１５ － ３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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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体责任作用ꎮ 而在大多数拉美国家ꎬ 针对粮食安全的政策旨在关注不同

人群的营养状态ꎬ 如 ２００３ 年巴西提出并随后实施的 “零饥饿” 计划通过提供

食品援助ꎬ 改善公立学校餐饮ꎬ 动员各种公共和私人力量参与公众营养教育

和监测ꎬ 旨在解决巴西食物和营养不安全问题ꎮ 此外ꎬ 墨西哥启动了 “国家

健康营养协议” (ＡＮＳＡ)ꎬ 哥伦比亚实施了 “国家粮食和营养安全政策”
(ＰＳＡＮ)ꎬ 阿根廷颁布了 «健康食品促进法» (ＨＦＰＬ) 等ꎬ 其他拉美各国也陆

续制定了旨在应对和解决不同个体营养状况的法律政策ꎮ
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对粮食安全问题 (概念、 内涵或标准) 不断调整相同

步ꎬ 结合自身区情和粮情ꎬ 中拉对粮食安全问题的认知也在逐渐丰富ꎬ 由此所

关注的主要议题和治理因素也随之变化ꎮ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ꎬ 联合国粮食系统第四次

峰会召开并发布 «会员国对话综合报告 ４»ꎬ 对全球各国到 ２０３０ 年实现公平和

可持续的粮食系统行动路线中的优先行动主题ꎬ 以及优先行动过程中的主要

考量因素进行了分析ꎮ 从议题侧重来看ꎬ 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 ３１ 个国家将健

康饮食、 “零饥饿” 和生产力持续增长列为前三大关注主题ꎬ 食品质量安全、
水管理、 气候和抗灾、 粮食损失和浪费以及粮食供应链分列第四至第八位ꎮ
拉美 １６ 个国家则对气候和抗灾最为关注ꎬ 与中国 (或亚洲) 在健康饮食、
“零饥饿”、 粮食损失和浪费、 生产力持续增长、 水管理以及粮食供应链等方

面有共同关注ꎮ 同时ꎬ 拉美对从事粮食领域工作人员的收入及妇女和女童在

粮食安全中面临的困难关注度较高ꎮ 从主要考量因素来看ꎬ 中国等亚洲国家

与拉美国家均将政策法规、 人力资本开发、 知识创新、 金融投资以及公共政

策视为保障粮食安全的优先关注因素ꎻ 相比拉美国家ꎬ 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

国家同时将贸易、 数据优化、 基础设施以及合作伙伴也列为实现公平和可持

续的粮食系统的主要因素ꎮ
(二) 发展状况

参照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联合国粮农组织更新的粮食安全指标体系ꎬ 借鉴对粮

食安全内涵维度的划分ꎬ 下文选取谷物产出、 平均膳食能量供应充足率、 食物

不足人口数与发生率、 粮食不安全发生率、 营养不足、 肥胖、 谷物对外依赖度、
居民食品消费价格指数、 健康膳食成本与经济不可负担率、 农药和化肥投入等

指标对中拉粮食安全发展趋势在全球视角下进行比较分析 (见图 １)ꎮ
１ 供应

全球谷物产量维持增长态势ꎬ 发展中地区 (或国家) 占比高且贡献大ꎮ
谷物作为主要粮食产品ꎬ 能够满足人们基本生存需要ꎮ ２０１０—２０２２ 年期间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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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谷物产量从 ２４ ７８ 亿吨增长至 ３０ ６０ 亿吨ꎬ 年均增长率为 １ ８２％ ꎮ 其中

中国的增量贡献最高ꎬ 为 ２２ ７６％ ꎬ 其他亚洲国家次之ꎬ 贡献度为 ２０ ８５％ ꎬ
拉美地区以 １９ ３２％位居第三ꎬ 即中拉对全球谷物增量贡献超 ４ 成ꎮ 从比重来

看ꎬ 全球谷物生产分布基本维持稳定ꎬ 亚洲地区占比高近 ５０％ ꎬ 其中中国占

比 ２０ ７６％ ꎬ 北美和欧洲占比 ３２ ６６％ (不及过去 １０ 余年)ꎬ 拉美占比由 ２０１０
年的 ７ ６２％增至 ２０２２ 年的 ９ ９３％ ꎬ 增幅居全球首位 (主要受益于南美洲谷

物产量比重 ２ ６ 个百分点的增幅)ꎮ

表 ３　 全球及主要地区谷物产量、 占比及贡献 (２０１０—２０２２ 年)

(单位: 亿吨ꎬ％ )

年份 中国 非洲 北美 欧洲
亚洲

(不含中国)
大洋洲 中美洲 加勒比 南美洲 拉美 世界

谷
物
产
量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２

全
球
占
比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２

４ ９８ １ ６４ ４ ６５ ４ ０６ ７ ２１ ０ ３５ ０ ４０ ０ ０２ １ ４６ １ ８８ ２４ ７８

５ ４１ １ ７２ ４ ２６ ４ ２５ ７ ５８ ０ ４５ ０ ３９ ０ ０２ １ ７１ ２ １２ ２５ ７８

５ ５９ １ ８８ ４ ９５ ５ ２８ ７ ７１ ０ ４０ ０ ４２ ０ ０２ １ ８４ ２ ２６ ２８ ０９

６ １６ １ ８４ ５ ６３ ５ １２ ７ ７２ ０ ３６ ０ ４４ ０ ０２ １ ７８ ２ ２４ ２９ ０８

６ １１ ２ ０７ ４ ９９ ４ ９９ ８ １１ ０ ３５ ０ ４１ ０ ０２ ２ ０７ ２ ５０ ２９ １２

６ １８ ２ １０ ５ ００ ５ ２８ ８ ２９ ０ ２８ ０ ４２ ０ ０２ ２ ４６ ２ ９２ ３０ ０２

６ ３５ ２ １８ ４ ７６ ５ ２３ ８ ４６ ０ ５７ ０ ４２ ０ ０２ ２ ６０ ３ ０４ ３０ ６０

２０ １０ ６ ６３ １８ ７６ １６ ４０ ２９ １０ １ ３９ １ ６１ ０ ０９ ５ ９１ ７ ６２ １００

２１ ００ ６ ６８ １６ ５０ １６ ４７ ２９ ４１ １ ７３ １ ５１ ０ ０８ ６ ６２ ８ ２１ １００

１９ ９２ ６ ６８ １７ ６２ １８ ８０ ２７ ４４ １ ４１ １ ４８ ０ ０９ ６ ５５ ８ １２ １００

２１ ２０ ６ ３４ １９ ３５ １７ ６１ ２６ ５５ １ ２５ １ ５１ ０ ０８ ６ １２ ７ ７１ １００

２０ ９９ ７ １１ １７ １２ １７ １４ ２７ ８５ １ ２０ １ ４２ ０ ０８ ７ １０ ８ ５９ １００

２０ ５７ ６ ９９ １６ ６６ １７ ５８ ２７ ６１ ０ ９２ １ ４０ ０ ０６ ８ ２０ ９ ６６ １００

２０ ７６ ７ １３ １５ ５６ １７ １０ ２７ ６４ １ ８７ １ ３７ ０ ０６ ８ ５１ ９ ９３ １００

贡献率 ２２ ７６ ８ ３９ ４ ８２ １９ ７５ ２０ ８５ ３ ８３ ０ ３１ － ０ ０６ １９ ３７ １９ ３２ １００

　 　 注: 贡献率 ＝ 各地区 / 国家谷物产量增量 / 世界谷物产量增量∗１００％ ꎮ
资料来源: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计算而得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ａｏ ｏｒｇ / ｆａｏｓｔａｔ / ｅｎ / ＃ｄａｔａ / ＳＤＧＢ

[２０２４ － ０６ － ０９]

全球范围膳食能量供应充足ꎬ 中拉位居世界平均水平之上ꎬ 但差距有所

增大ꎮ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全球膳食能量供应充足率 (即膳食能量供应与需求的比

值) 缓慢增加ꎬ 由 １２０％稳步增长至 １２４％ ꎬ 意味着全球膳食能量供应能够满

足膳食需求ꎬ 且充足空间扩大ꎮ 中国和拉美国家始终位列世界平均水平之上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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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国增幅最大ꎬ 由 １２６％增至 １３７％ ꎬ 与欧洲差距不断缩小ꎬ 低至 １ 个百

分点ꎻ 而拉美与欧洲差距基本保持稳定ꎬ 中美洲在此区域中的增幅最大ꎬ 为 ４
个百分点ꎮ 上述变化导致中拉膳食能量供应充足率的差距增至 ９ 个百分点ꎮ

表 ４　 世界主要地区和国家平均膳食能量供应充足率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 (％ )

年份 中国 世界 非洲 欧洲 亚洲 大洋洲 拉美 中美洲 加勒比 南美洲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４ １２６ １２０ １１４ １３５ １１６ １２８ １２６ １２９ １００ １２８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 １３０ １２１ １１３ １３５ １１８ １２７ １２６ １３０ １０１ １２８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８ １３２ １２２ １１３ １３６ １２０ １２６ １２６ １３０ １０３ １２７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０ １３３ １２３ １１４ １３７ １２１ １２６ １２７ １３１ １０３ １２８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２ １３７ １２４ １１４ １３８ １２３ １２４ １２８ １３３ １０１ １２９

　 　 资料来源: 联合国粮农组织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ａｏ ｏｒｇ / ｆａｏｓｔａｔ / ｅｎ / ＃ｄａｔａ / ＦＳ [２０２４ － ０６ － ０９]

２ 获取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间中拉在粮食获取和不安全率上呈现明显差异ꎮ 最近 １０ 年

中国食物不足人口和比重均处于较低水平 (比重低于 ２ ５％ )ꎮ 与世界平均变

化趋势 (食物不足率呈 “Ｕ” 型) 不同ꎬ 拉美食物不足率在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年期

间维持缓慢增长ꎬ 但受新冠疫情、 通货膨胀等多重原因影响ꎬ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年

食物不足人口数量高达 ４４００ 万ꎬ 食物不足率随之增至 ６ ７％ ꎬ 其中加勒比地

区高达 １５ ４％ ꎬ 仅次于非洲 １９ ３％的全球最高水平 (见表 ５)ꎮ

表 ５　 世界和发展中地区 (及中国) 食物不足人数及比率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

(单位: 百万ꎬ％ )

年份
中国 世界 非洲 亚洲

人数 比率 人数 比率 人数 比率 人数 比率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４ － < ２ ５ ５７２ ７ ９ １７２ １５ ０ ３５９ ８ ２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 － < ２ ５ ５８０ ７ ８ １９１ １５ ９ ３４７ ７ ８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８ － < ２ ５ ５８２ ７ ７ ２０９ １６ ６ ３２７ ７ ２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０ － < ２ ５ ６３４ ８ ２ ２３２ １７ ４ ３５５ ７ ７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２ － < ２ ５ ７２５ ９ ２ ２６９ １９ ３ ４０４ ８ ６

年份
拉美 中美洲 加勒比 南美洲

人数 比率 人数 比率 人数 比率 人数 比率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４ ３３ ５ ４ １０ ８ ６ ７ ５ ８ １３ ８ １６ ３ ４ ０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 ３４ ５ ５ １１ ０ ６ ６ ５ ６ １３ ２ １７ ６ ４ ２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８ ３８ ５ ９ １０ ５ ６ １ ５ ９ １３ ６ ２１ ２ ５ ０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０ ３９ ６ ０ ９ ４ ５ ４ ６ ３ １４ ５ ２３ ０ ５ ４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２ ４４ ６ ７ ８ ９ ５ ０ ６ ８ １５ ４ ２８ ０ ６ ５

　 　 资料来源: 联合国粮农组织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ａｏ ｏｒｇ / ｆａｏｓｔａｔ / ｅｎ / ＃ｄａｔａ / ＦＳ [２０２４ － ０６ －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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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中度或重度、 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增势显著ꎬ 屡创历史新高ꎬ 但

地区间差异较大ꎮ 总体看ꎬ ２０１４—２０２２ 年期间全球两类粮食不安全发生率增

幅明显ꎬ 其中中度或重度、 重度粮食不安全率分别在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年期间达到

历史新高 (２９ ５％和 １１ ７％ )ꎬ 增幅 ７ ６ 个和 ３ ５ 个百分点ꎮ 基于区域间比较

可以看出ꎬ 亚非拉地区粮食不安全发生率显著高于欧洲地区ꎬ 其中非洲和拉

美无论发生率还是变化率均高于亚洲ꎮ 表 ６ 虽然没有统计中国数据ꎬ 但若以

东亚作为参考可以发现ꎬ 中国两类粮食不安全发生率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ꎮ
加勒比地区粮食不安全发生率虽有所下降ꎬ 但仍居全球最高ꎬ 中美洲和南美

洲粮食不安全发生率在 ２０１４—２０２２ 年期间发生显著增长ꎬ 与世界平均水平差

距不断扩大ꎮ

表 ６　 世界主要地区粮食不安全发生率 (２０１４—２０２２ 年) (％ )

年份 世界 非洲 欧洲 亚洲 东亚 大洋洲 拉美 中美洲 加勒比 南美洲

重度
不安全

中度
或重度
不安全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２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２

７ ８ １７ ８ １ ５ ６ ７ １ ０ ２ ８ ７ ９ ６ ５ － ６ ０

８ ４ １９ ５ １ ３ ７ ０ １ ７ ３ ７ ９ ２ ６ ５ － ８ １

９ ７ ２０ ７ １ １ ８ ６ １ ７ ３ ４ １０ ５ ７ ２ ３１ ２ ９ ７

１１ ３ ２３ ４ １ ７ ９ ９ １ ３ ３ ５ １３ ０ ８ ０ ２８ ８ １３ ５

２１ ９ ４６ ６ ８ ７ １７ ７ ６ ０ １１ １ ２７ ６ ２９ ３ － ２３ ４

２３ ９ ５０ ９ ８ １ １９ ２ ８ ６ １３ ２ ３１ ８ ２７ ６ － ３０ ４

２６ ６ ５３ ２ ７ ３ ２２ ６ ８ ２ １２ ９ ３４ １ ２９ ９ ６２ １ ３２ ９

２９ ５ ５８ ９ ７ ８ ２４ ８ ６ ７ １２ ７ ３９ ０ ３４ ３ ６１ ８ ３８ ７

　 　 资料来源: 联合国粮农组织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ａｏ ｏｒｇ / ｆａｏｓｔａｔ / ｅｎ / ＃ｄａｔａ / ＦＳ [２０２４ － ０６ － ０９]

３ 利用

中拉在人口营养不足问题上有所好转ꎬ 但成人肥胖问题则日趋恶化ꎮ 分

别以育龄女性贫血率和低出生体重率来衡量女性和儿童营养状况ꎬ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９ 年间中拉女性和儿童营养状况改善明显ꎬ 其中中国育龄女性贫血率降至

１５ ５％ ꎬ 与北美和欧洲水平差距缩小至最低ꎬ 低出生体重率处于全球最低

(５％ )ꎻ 拉美育龄女性贫血率 (１７ ２％ ) 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２９ ９％ )ꎬ 但与

北美和欧洲 (１４ ６％ ) 差距不断缩小ꎬ 低出生体重率稳中微增 (从 ９ ３％ 增

至 ９ ６％ )ꎮ ２０２２ 年数据显示ꎬ 中国成人肥胖率尽管处在全球较低水平

(８ ３％ )ꎬ 但年均增速 (６ ０％ ) 远超世界 (２ ７％ ) 及其他地区ꎬ 而拉美成

人肥胖同样面临较大挑战ꎬ 呈现出水平高 (２９ ９％ )、 增速中等 (２ ７％ ) 的

特征ꎬ 其中ꎬ 中美洲、 加勒比及南美洲各次区域增幅明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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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世界及主要地区 (国家) 育龄女性贫血、 低出生体重率及肥胖率 (２０００—２０２２ 年)

(％ )

年份 中国 世界 非洲 欧洲 亚洲 大洋洲 拉美 中美洲 加勒比 南美洲

育龄女
性贫血率

低出生
体重率

成人
(１８ 岁
以上)
肥胖率

２０００ ２２ １ ３１ ２ ４４ ５ １３ ２ ３４ ４ １４ ６ ２５ ６ ２２ ５ ３４ ８ ２５ ９

２００５ １８ ３ ２９ ９ ４２ ６ １２ ８ ３２ ６ １４ ３ ２２ ８ １９ ０ ３２ ０ ２３ ４

２０１０ １５ ３ ２８ ６ ３９ ９ １２ ９ ３１ ２ １４ ２ １９ ３ １６ １ ２９ ２ １９ ６

２０１５ １４ ９ ２８ ８ ３８ ８ １３ ５ ３１ ４ １４ ８ １７ ３ １４ ５ ２８ ６ １７ ４

２０１９ １５ ５ ２９ ９ ３８ ９ １４ ６ ３２ ７ １６ ０ １７ ２ １４ ６ ２９ ２ １７ ３

２０００ ５ ７ １６ ６ １５ ５ ７ ２ １９ ５ １０ ８ ９ ３ １０ ６ １０ ８ ８ ５

２００５ ５ ５ １６ １ １５ ０ ７ １ １８ ９ １１ １ ９ ４ １０ ７ １１ １ ８ ６

２０１０ ５ ２ １５ ３ １４ ６ ７ １ １７ ８ １１ ２ ９ ５ １０ ８ １１ ３ ８ ６

２０１５ ５ ０ １４ ６ １４ ２ ７ １ １７ ０ １１ ５ ９ ５ １０ ９ １１ ５ ８ ７

２０１９ ５ ０ １５ ５ １３ ９ ７ ０ １６ ９ １１ ７ ９ ６ １０ ９ １１ ７ ８ ８

２０００ ２ ３ ８ ７ ７ ９ １７ ２ ３ ４ １９ ５ １６ ６ １９ １ １５ ２ １５ ８

２００５ ３ ２ ９ ９ ９ ３ １８ ９ ４ ３ ２２ １ １８ ９ ２１ ６ １７ ８ １８ ０

２０１０ ４ ５ １１ ２ １０ ８ ２０ ７ ５ ５ ２４ ７ ２１ ２ ２４ １ ２０ ８ ２０ ２

２０１５ ６ ２ １２ ８ １２ ４ ２２ ５ ７ ０ ２７ ５ ２３ ７ ２６ ７ ２４ ０ ２２ ５

２０２２ ８ ３ １５ ８ １６ ２ ２１ ４ １０ ４ ２９ ５ ２９ ９ ３４ ４ ２４ ５ ２８ ６

年均
变化

６ ０ ２ ７ ３ ３ １ ０ ５ ２ １ ９ ２ ７ ２ ７ ２ ２ ２ ７

　 　 注: 各指标均为数据库中可获得的最新数据ꎮ
资料来源: 联合国粮农组织及作者计算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ａｏ ｏｒｇ / ｆａｏｓｔａｔ / ｅｎ / ＃ｄａｔａ / ＦＳ [２０２４ － ０６ － ０９]

４ 稳定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中国迅速由谷物净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口国ꎬ 谷物对外

依赖程度呈现逐步加剧的态势ꎻ 而拉美在 ２１ 世纪前后两个十年内由谷物净进

口国转变为净出口国ꎬ 对外依赖程度稳中有升ꎬ 其中ꎬ 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始终处于谷物净进口ꎬ 南美洲处于谷物净出口ꎬ 各次区域对外依赖程度均居

较高水平ꎮ 若以 ２００５ 年居民食品消费价格为基准ꎬ 中国大陆食品消费价格指

数以 ４ ４８％的年均增速提升ꎬ ２０２２ 年较 ２０１５ 年增加 ２２ ４６ꎻ 而拉美食品消费

价格指数较 ２０１５ 年提升 ２２６ ７４ꎬ 其年均增速位居世界第一ꎬ 高达 １０ ３８％ ꎬ
其中南美洲不论食品消费价格指数还是其增速均为全球最高 (分别为 ４０９ ３
和 １２ ０５％ )ꎮ

—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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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世界主要地区 (或国家) 谷物对外依赖度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 (％ )

年份 中国 非洲 亚洲 欧洲 大洋洲 拉美 中美洲 加勒比 南美洲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２ － ０ ７ ２８ ２ ７ ９ － ６ ６ － １６６ ４ １２ １ ３７ ４ ７５ ８ － ５ ７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４ － ０ ６ ２６ ９ ７ １ － ６ ０ － １４０ ９ １１ ７ ３７ ６ ７２ ７ － ６ ９

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６ １ ６ ２６ ４ ８ ３ － ７ ３ － １４３ ８ １０ ０ ３８ ３ ７７ ０ － ９ ７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８ ０ ５ ２８ ３ ７ ８ － ７ ３ － ８９ ５ ７ ８ ３６ ６ ７７ ５ － １１ １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０ １ ７ ２７ ７ ９ ３ － １４ ５ － １２８ １ ４ ６ ３１ ５ ７４ １ － １２ ０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２ ４ ２９ ２ ８ ４ － １８ ２ － １６６ ９ － ５ ８ ３５ ４ ７０ １ － ２９ ２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４ ３ ５ ３０ ０ ６ ７ － ２１ ０ － ２０７ １ － ２０ ０ ３３ ５ ６９ ９ － ４５ ８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 ４ ５ ３２ ２ ７ ６ － ２７ ３ － １５８ ５ － ６ ４ ３４ ０ ７１ ８ － ２８ １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８ ４ ２ ３１ ０ ８ ２ － ３０ １ － １３１ ５ － ６ ０ ３６ ８ ７４ ３ － ２７ ２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０ ４ ３ ３０ ６ ８ ５ － ３２ ５ － ９９ ４ － ７ ６ ４２ ７ ７７ ３ － ３１ ３

　 　 注: 谷物对外依赖度指一国谷物进口与出口差值与国内现有谷物供应的比重ꎬ 计算公式为 (谷
物进口 － 谷物出口) / (谷物生产 ＋ 谷物进口 － 谷物出口) ∗１００ꎬ 正值表示该国是谷物净进口国ꎬ 负

值表示谷物净出口国ꎮ
资料来源: 联合国粮农组织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ａｏ ｏｒｇ / ｆａｏｓｔａｔ / ｅｎ / ＃ｄａｔａ / ＦＳ [２０２４ － ０６ － ０９]

表 ９　 世界及主要地区 (或国家) 居民食品消费价格指数 (２０００—２０２２ 年)

(２０１５ 年 ＝ １００ꎻ％ )

年份 中国大陆 世界 非洲 欧洲 亚洲 大洋洲 拉美 中美洲 加勒比 南美洲

２０００ ４６ ６７ ６０ １８ ２９ ９３ ６９ ００ ５１ ８９ ６５ ４９ ３７ １８ ４４ ６４ ３３ ９５ ３３ ５２

２００５ ５４ ０９ ６９ ２１ ４３ ５３ ７６ ９７ ５９ ６５ ７７ ７８ ５２ ２９ ５７ ４９ ４７ ５８ ４９ ４０

２０１０ ８０ ８４ ８５ ３９ ６９ ８５ ９０ ９６ ８１ ００ ９４ ６２ ７３ ３５ ７９ ３８ ６３ ６７ ７０ １４

２０１５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２０２０ １１８ ３６ １２０ ８７ １７５ ７６ １０８ ３３ １２８ ２５ １０８ ０８ １７７ ８０ １３０ ３８ ９７ ３３ ２０２ ０２

２０２１ １１６ ８７ １３４ １９ ２００ ２０ １１３ １７ １４７ ４１ １１０ ４９ ２１９ ９４ １４３ ９６ １０６ ６９ ２５８ ６１

２０２２ １２２ ４６ １６５ ５５ ２４５ ５４ １３１ ３８ １８８ ７８ １２１ １６ ３２６ ７４ １６２ ３０ １２５ ６８ ４０９ ３０

年均增速 ４ ４８ ４ ７１ １０ ０４ ２ ９７ ６ ０５ ２ ８４ １０ ３８ ６ ０４ ６ １３ １２ ０５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每年 １２ 月加权数据计算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ａｏ ｏｒｇ / ｆａｏｓｔａｔ / ｅｎ /
＃ｄａｔａ / ＣＰ [２０２４ － ０６ － ０９]

５ 能动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 年间中国大陆健康膳食成本远低于拉美ꎬ 但近些年增速较高

(２０２１ 年为 ３ ６％ ꎬ 全球平均增速为 ２ ６２％ )ꎮ 一方面ꎬ 中国大陆健康膳食成

本与全球平均水平逐步拉近ꎬ 另一方面ꎬ 中国健康膳食经济不可负担率在发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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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国家处于较低水平ꎮ 相比之下ꎬ 拉美健康膳食成本在全球范围内最高

(２０２１ 年为 ４ ０８ 美元 /人 /日ꎬ 居全球之首)ꎬ 且年均增速超过世界平均水平ꎬ
由此导致拉美健康膳食经济不可负担率不仅远超中国ꎬ 甚至在中国健康膳食

经济不可负担率以 ９ ９８％ 的速度递减的同时ꎬ 拉美却以 ０ ７９％ 的速度增长ꎬ
双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ꎮ

表 １０　 世界及主要地区健康膳食成本与经济不可负担率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 年)

(单位: 美元 /人 /日ꎬ％ )

年份
中国
大陆

世界 非洲 欧洲 亚洲 大洋洲 拉美 中美洲 加勒比 南美洲

健康膳
食成本

健康膳食
经济不可
负担率

２０１７ ２ ５７ ３ ３０ ３ ２２ ３ ００ ３ ４１ ２ ８５ ３ ６２ ３ ３７ ３ ８４ ３ ４２

２０１８ ２ ６３ ３ ３６ ３ ２７ ３ ０７ ３ ４８ ２ ８５ ３ ６９ ３ ４２ ３ ９５ ３ ４４

２０１９ ２ ７９ ３ ４３ ３ ３１ ３ １７ ３ ５７ ２ ９６ ３ ７８ ３ ４５ ４ ０７ ３ ５０

２０２０ ２ ９８ ３ ５１ ３ ３８ ３ １９ ３ ７１ ３ ０４ ３ ８８ ３ ４８ ４ ２０ ３ ５９

２０２１ ２ ９６ ３ ６６ ３ ５７ ３ ２２ ３ ９０ ３ ２０ ４ ０８ ３ ６３ ４ ４１ ３ ８２

年均变化 ３ ６０ ２ ６２ ２ ６１ １ ７８ ３ ４１ ２ ９４ ３ ０４ １ ８８ ３ ５２ ２ ８０

２０１７ １６ ６ ４３ ８ ７８ ５ ２ ５ ４７ ３ ２ ３ ２２ ０ ２５ ８ ５２ ４ １８ ６

２０１８ １３ ６ ４１ ８ ７８ ０ ２ ０ ４４ ２ ２ ３ ２０ ９ ２４ ９ ５１ １ １７ ４

２０１９ １２ ２ ４１ ２ ７７ ４ １ ８ ４３ ２ ２ ６ ２０ ８ ２３ ６ ５１ ６ １７ ７

２０２０ １５ ９ ４３ ３ ７７ ９ １ ８ ４６ ４ ２ ７ ２０ ９ ２５ ４ ５５ ２ １７ ０

２０２１ １０ ９ ４２ ２ ７７ ５ １ ５ ４４ ２ ２ ９ ２２ ７ ２２ ２ ５７ ２０ ６

年均变化 － ９ ９８ － ０ ９３ － ０ ３２ － １１ ９９ － １ ６８ ５ ９７ ０ ７９ － ３ ６９ ２ １３ ２ ５９

　 　 资料来源: 联合国粮农组织及作者计算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ａｏ ｏｒｇ / ｆａｏｓｔａｔ / ｅｎ / ＃ｄａｔａ / ＦＳ [２０２４ －０６ －０９]

６ 可持续

中拉粮食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农药规模和全球占比、 化肥消费强度均处较

高水平ꎮ 其中ꎬ １９９０—２０２１ 年期间ꎬ 中国农药投入量年均增速 １ ４９％ ꎬ 在

２０１５ 年达到峰值后逐步下降至 ２０００ 年水平ꎬ 而全球占比峰值出现在 ２０００ 年ꎬ
随后持续降低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６ ９３％ ꎮ 反观拉美ꎬ 最近 ３０ 年该地区农药投入及

全球占比显著增长ꎬ 其中农药投入量年均增速为全球最高ꎬ 超过 ６％ ꎬ 南美洲

更是以 ７ ６８％的年均增速远超世界及其他地区ꎮ 此外ꎬ 中拉化肥消费强度则

呈现出高度的动态一致性ꎬ 且明显高于发达国家ꎮ ２０２１ 年拉美化肥消费强度

达历史最高水平 ２０３ ２１ 千克 /公顷ꎬ 而全球平均水平仅 １３９ ７９ 千克 /公顷ꎮ 中

国尽管在 ２０１５ 年以后化肥消费强度逐步降低ꎬ ２０２１ 年仍然处在较高水平ꎬ 居全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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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前列 (３７４ ８１ 千克 /公顷)ꎮ 拉美国家中ꎬ 巴西的化肥使用强度始终呈现增长

趋势ꎬ 且增幅在过去 １０ 年显著扩大ꎻ 哥伦比亚虽在过去 １０ 年中化肥消费强度

有所下降ꎬ 但每公顷耕地消费 ６１５ ３１ 千克化肥仍居全球主要国家之首ꎮ

表 １１　 世界主要地区 (或国家) 农药投入量及全球占比 (１９９０—２０２１ 年)

年份 中国 非洲 欧洲
亚洲

(除中国)
大洋洲 拉美 中美洲 加勒比 南美洲 世界

全球
占比
(％ )

农药
投入量
(万吨)

１９９０ ８ ６１ ４ １２ ２７ ９９ ２４ ０９ １ ３１ １０ ０２ ２ ８８ ０ ８９ ６ ２５ １００

１９９５ １１ ０３ ３ ３３ ２３ ４８ ２４ ５３ １ ６０ １２ ８０ ２ ９１ ０ ７５ ９ １４ １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１ ５２ ３ ４０ ２０ ５３ ２１ ９３ １ ７７ １９ ４１ ２ ９４ ０ ７５ １５ ７２ １００

２００５ １１ ４４ ３ ９９ １８ ４４ ２１ ４１ １ ６１ ２６ １８ ３ ３２ ０ ６０ ２２ ２７ １００

２０１０ １１ ３７ ４ ４２ １５ １２ ２３ ９９ １ ６５ ２８ ９９ ３ ５４ ０ ５８ ２４ ８８ １００

２０１５ １０ ６３ ４ ８８ １５ ７８ ２２ １８ １ ８０ ２９ ５１ ２ ８１ ０ ５０ ２６ ２１ １００

２０２０ ７ ６１ ５ ９７ １４ ２９ １８ ９７ ２ １０ ３４ ９４ ３ ０２ ０ ５７ ３１ ３５ １００

２０２１ ６ ９３ ５ ７６ １４ ３０ ２０ ８１ ２ ０３ ３４ ６６ ２ ７６ ０ ４２ ３１ ４８ １００

１９９０ １５ ４６ ７ ４０ ５０ ２６ ４３ ２６ ２ ３５ １７ ９９ ５ １８ １ ５９ １１ ２２ １７９ ５５

１９９５ ２１ ５３ ６ ５０ ４５ ８３ ４７ ８７ ３ １３ ２４ ９９ ５ ６８ １ ４７ １７ ８４ １９５ １６

２０００ ２５ ０６ ７ ３９ ４４ ６６ ４７ ７０ ３ ８４ ４２ ２２ ６ ４０ １ ６３ ３４ １９ ２１７ ５３

２００５ ２８ ５０ ９ ９４ ４５ ９３ ５３ ３３ ４ ０２ ６５ ２２ ８ ２６ １ ４９ ５５ ４７ ２４９ ０９

２０１０ ３３ ９８ １３ ２０ ４５ １９ ７１ ７１ ４ ９４ ８６ ６８ １０ ５７ １ ７３ ７４ ３８ ２９８ ９６

２０１５ ３４ ６１ １５ ８７ ５１ ３５ ７２ ２０ ５ ８５ ９６ ０６ ９ １４ １ ６２ ８５ ３０ ３２５ ５１

２０２０ ２５ ８８ ２０ ２９ ４８ ５８ ６４ ４８ ７ １５ １１８ ７７ １０ ２７ １ ９５ １０６ ５５ ３３９ ８８

２０２１ ２４ ４８ ２０ ３６ ５０ ５２ ７３ ５０ ７ １８ １２２ ４３ ９ ７６ １ ４８ １１１ １９ ３５３ ２０

年均
增速

１ ４９ ３ ３２ ０ ０２ １ ７２ ３ ６７ ６ ３８ ２ ０６ － ０ ２３ ７ ６８ ２ ２１ －

　 　 资料来源: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计算而得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ａｏ ｏｒｇ / ｆａｏｓｔａｔ / ｅｎ / ＃ｄａｔａ / ＦＳ [２０２４ －
０６ － ０９]

表 １２　 世界主要地区 (或国家) 每公顷耕地化肥消费量 (２０００—２０２１ 年)

(单位: 千克)

国家 (地区)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美国 １０８ ７５ １１５ ９２ １２４ ７０ １２９ ０３ １３１ １５ １２８ ７４

英国 ３００ ２０ ２９１ ８５ ２４３ ０５ ２５２ ３７ ２３３ １７ ２４０ ９４

法国 ２２５ ８２ １９２ ４６ １５０ ５４ １７０ ４０ １７３ ３６ １５３ ３２

澳大利亚 ９７ ３２ ８３ ９３ ７７ ０４ ７９ ４７ ８４ ２９ ８２ ６２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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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２８７ ４５ ３７５ １０ ４２５ ２４ ４８０ ２４ ３８５ ３２ ３７４ ８１

阿根廷 ３１ ２２ ３５ ４４ ３９ １６ ２６ ５１ ５５ １６ ６２ １８

巴西 １４４ ５２ １７４ ３１ ２０２ ８０ ２３４ ９７ ３５３ ４０ ３６９ ４７

墨西哥 ７９ ９８ ７６ ７２ ７２ ３０ ８１ ３２ １０３ ２３ １０９ ２５

哥伦比亚 ２３３ ５７ ３６７ ５９ ４７７ ４６ ６８７ ８７ ６０１ ９４ ６１５ ３１

秘鲁 ５６ ２９ ６４ ３３ ７５ ３０ １０６ ９７ １４１ ４９ １１１ ８２

智利 ２７５ ４３ ３２６ ４１ ４４６ ７５ ４６０ ８９ ３４６ ７０ ３５９ ０５

乌拉圭 ７５ ８４ １４０ ５６ １４５ ７８ １１５ ７４ １９３ ９５ ２１１ １２

巴拉圭 ２１ ５９ ６５ ７６ ８５ ６１ ９６ １１ １２３ ４２ １３９ ９１

委内瑞拉 １０８ ６７ １３２ ２０ １８１ ９０ １９０ ４４ ５３ ９８ ５０ ８９

拉美 ９５ ２８ １０６ ８７ １２１ ３４ １３５ ７３ １９４ ８４ ２０３ ２１

北美洲 ９９ ４６ １０７ ２０ １１６ ０１ １２４ １８ １３１ ２０ １２８ ２２

撒哈拉以南非洲 １１ ０８ １０ ５５ １４ ３４ １４ ９１ ２３ ６５ ２２ ６１

欧洲与中亚 ７１ ７１ ７１ ４３ ７２ ９４ ７９ ０２ ８８ ６５ ８５ ４４

全球 ９９ ９５ １１３ ８１ １２７ ４３ １３４ ４４ １４１ ９７ １３９ ７９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ꎮ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ＡＧ ＣＯＮ ＦＥＲＴ ＺＳ? ｓｋｉｐＲ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 ｔｒｕｅ＆ｖｉｅｗ ＝ ｍａｐ [２０２４ － ０６ － １０]

(三) 政策设计

中国和拉美国家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世情、 国情和粮情ꎬ 及时采取了针对

性的粮食保障政策ꎮ 由于近期面对粮食生产资源和环境约束趋紧、 粮食生产成

本高企、 粮食供求和分配结构失衡、 粮食生产创新能力不足等内部因素制约ꎬ
加之受地区冲突频发、 世界气候变化、 国际粮食安全格局多变、 国际粮食产业

竞争等外部因素影响的程度不同ꎬ 中拉在粮食安全政策设计上仍存在明显异同ꎮ
庞大的人口基数、 有限的水土资源、 严峻的生态压力和复杂的国际环境

始终威胁着中国现代化征途中的粮食安全体系ꎮ 中国粮食安全战略转型始终

主导农业转型ꎬ 且重要性并未伴随工业化进程推进而降低ꎬ 甚至有所上升ꎮ①

中国粮食安全政策设计侧重粮食自给安全视角下的粮食观ꎬ 将粮食生产作为

保障粮食安全的核心基础ꎮ 进入新时代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粮

食安全纳入国家安全大局ꎬ 确立了 “谷物基本自给ꎬ 口粮绝对安全” 的新国

家粮食安全观ꎬ 提出 “以我为主、 立足国内、 确保产能、 适度进口、 科技支

撑” 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ꎬ 旨在通过藏粮于技ꎬ 科技支撑ꎬ 强化科技创新ꎻ
藏粮于地ꎬ 守好耕地红线ꎻ 做好重大自然灾害预防ꎻ 用好两个市场、 两种资

—３２１—

① 全世文: «论农业政策的演进逻辑———兼论中国农业转型的关键问题与潜在风险»ꎬ 载 «中国

农村经济»ꎬ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１５ － ３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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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ꎻ 完善粮食安全立法ꎻ 厉行节俭等举措实现粮食稳中有增 (稳口粮、 稳大

豆、 增玉米)ꎬ 保供减损ꎬ 保障粮食的自给率ꎮ ２０２４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

“树立大农业观、 大食物观ꎬ 多渠道拓展食物来源ꎬ 探索构建大食物监测统计

体系ꎮ”① 大食物观的提出ꎬ 拓展了传统的粮食安全边界ꎬ 为国家粮食安全提

供了更好保障ꎬ 也为切实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ꎬ 加快构建高

质量食物安全保障体系及建设农业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ꎮ
拉美政策设计则聚焦在粮食及营养安全视角下构建可持续和包容的食物

系统ꎮ 受经济长期低增长或短期衰退的影响ꎬ 大多数国家食物安全和营养状

况均出现不同程度恶化ꎮ 为了应对食物营养问题ꎬ 多数拉美国家制定相应政

策以提高农业生产力ꎬ 增加农业生产者收入ꎬ 减少贫困ꎬ 保障所有 (城市和

农村) 人口的粮食和营养安全ꎬ 构建包容性的可持续食物系统ꎮ 以巴西为例ꎬ
早在 ２００３ 年总统卢拉就开始推行 “零饥饿” 计划ꎬ 通过扩大粮食安全认知维

度ꎬ 尤其是微观层面上的粮食获取维度ꎬ 建立涵盖国际粮食安全四个维度的

粮食与营养安全认知框架ꎬ 构建了国家粮食安全与营养信息监控体系ꎬ 并特

别强化粮食获取及营养安全等治理ꎮ 在 ２００４ 年巴西第三届全国粮食及营养安

全会议上ꎬ 卢拉着重讨论了粮食与营养权利及安全的可持续发展议题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巴西国会表决通过 «粮食及营养安全法»ꎬ 据此成立了国家粮食及营养安

全体系 ( ＳＩＳＡＮ)ꎮ② 为了应对新冠疫情影响ꎬ 实现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 中涉及粮食安全的目标ꎬ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巴西政府在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上

就改进和加强国家可持续粮食系统提出了 ９ 个优先行动领域和 １９ 个具体实施

方案ꎮ③ 其中将因不健康饮食习惯导致的营养不足或肥胖等问题视为未来挑战

之一ꎬ 认为与饮食风险相关的非传染性因素是巴西国民死亡和疾病的主要致

因并造成巨大的经济和健康负担ꎮ 因此ꎬ 巴西未来愿景中的优先事项是实施

基于科学证据的饮食指南ꎬ 促进健康饮食ꎬ 特别是水果和蔬菜的消费ꎮ 此外ꎬ

—４２１—

①

②

③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 “千村示范、 万村整治” 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的意见»ꎬ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４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ａ ｇｏｖ ｃｎ / ｚｔｚｌ / ｙｍｋｓｎ / ｘｈｓｂｄ / ２０２４０２ / ｔ２０２４０２０４＿６４４７５６７
ｈｔｍ [２０２４ － ０６ － １５]

[巴西] 玛丽利亚门东萨莱昂、 雷纳托Ｓ 玛鲁夫著ꎬ 周志伟译: «有效的公共政策和活

跃的公民权———巴西建立粮食及营养安全公共体系的经验»ꎬ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 年ꎮ
９ 个优先行动领域包括: 促进持续和包容的科学研究和创新ꎻ 支持建立适合当地情况的粮食系

统ꎬ 以实现粮食安全、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培育有弹性的农业ꎻ 在粮食系统中促进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和

使用ꎻ 支持小农和家庭农业促进可持续生计和粮食多样化ꎻ 促进农业生物多样性进一步融入粮食系统ꎻ
为所有人提供安全、 健康和营养的食物ꎻ 提倡健康和营养的饮食ꎻ 减少粮食浪费和损失ꎻ 自由农业贸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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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粮食系统内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和使用也被列入实现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 目标的优先事项ꎮ①

四　 中拉粮食合作的现实性评估

尽管对于粮食安全问题在认知、 发展以及应对方面存在上述异同ꎬ 但在

当前世界格局持续演变、 地缘冲突频发、 全球链条深度嵌套以及南北竞争力

日渐加剧的背景下ꎬ 同属发展中经济体的中拉双方难以独善其身ꎬ 同样面临

着共同的内忧外患ꎮ 随着全球化趋势持续推进ꎬ 中拉相互保障粮食安全的重

要性不断提升ꎬ 粮食安全合作的现实性日渐突出ꎬ 呈现出显著的内外一致性、
贸易必要性、 政策可行性以及全球外溢性ꎮ

(一) 内外一致性

对中拉内部而言ꎬ 中拉在实现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目标中有共同

关切的粮食安全议题 (如气候变化、 粮食供应链等)ꎬ 同时在探寻可行路径中

也有相同的目标因素 (如金融投资、 人力资本开发)ꎮ 尽管中拉为全球粮食安

全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ꎬ 根据前文所述ꎬ 中拉双方粮食增产得益于化肥、
农药等化学投入品的长期大量投入ꎬ 但其后果是要素投入 (特别是化肥) 对

粮食增产的边际效用递减ꎬ 导致严重的农业污染ꎬ 加剧农业生态系统和资源

环境的脆弱性ꎬ 造成水体富营养化、 地力下降以及土壤重金属超标等负面影

响ꎬ 不利于提高粮食质量和实现可持续生产ꎮ 因此ꎬ 中拉双方明确强调要重

视创新ꎬ 通过有效的公共政策加大人力资源开发ꎬ 促进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ꎬ
为保障粮食安全提供 “创新之芯”ꎮ

从中拉外部来看ꎬ 过去近两百年全球粮食体系从出现到维持ꎬ 再到粮食体系

中心转变的动态演进过程中始终为英美等资本主义工业国的资本积累服务②ꎬ 其

结果直接导致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在此体系中处在被动和弱势的位置ꎮ 综合工

业化进程不断推进的内生致因以及全球不确定性加剧、 地区冲突频现以及极端

天气频发等外生冲击ꎬ 中拉粮食安全的战略性地位将继续提升ꎬ 这意味着中拉

将更加注重粮食主权ꎮ 同时ꎬ 伴随对国际粮食市场依赖程度愈发提升ꎬ 中拉在

—５２１—

①

②

ＵＮ Ｆｏｏ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ｕｍｍｉｔ ２０２１ꎬ “ＢＲＡＺＩ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ｔｏ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Ｆｏｏ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ꎬ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ｓｕｍｍｉｔ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 ｏｒｇ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１ / ０９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ＢＲＡＺＩＬ ｐｄｆ [２０２３ －１１ －２９]

许准: «粮仓或是粮荒———走出两百年来的国际粮食体系»ꎬ 载 «读书»ꎬ 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５３ － ６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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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粮食安全中因缺乏国际话语权而受到来自发达国家对粮食价格、 供给、 分

配等各方面控制的影响ꎬ 使双方在当前国际粮食体系中 “扮演” 被支配的角色ꎮ
(二) 贸易互补性

中国现阶段总体实现了 “谷物基本自给、 口粮绝对安全” 的目标ꎬ 但结

构性短缺已成为主要矛盾ꎬ 未来粮食安全的主要压力来自饲料和畜产品ꎮ① 拉

美是中国主要饲料粮 (大豆)、 饲料 (鱼粉) 以及畜产品 (牛肉) 的进口来

源地ꎮ ２０１４ 年至今中国大豆进口主要来源于美国、 巴西、 阿根廷、 乌拉圭等

国家ꎬ 此外还包括加拿大、 俄罗斯、 埃塞俄比亚等其他国家ꎮ 近些年美国和

巴西占中国大豆进口的份额均高达 ８ 成以上ꎬ 阿根廷和乌拉圭分别是中国大

豆第三和第四大进口来源地ꎬ 如果加上巴西ꎬ ２０１４—２０２２ 年间拉美大豆占中

国全球进口份额超 ２ / ３ꎬ 尤其在 ２０１８ 年中美大豆贸易停滞时ꎬ 拉美对中国大

豆进口贡献率约 ８０％ ꎬ 有效降低了因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大豆进口受限风险ꎮ
２０１５ 年至今ꎬ 秘鲁、 智利、 墨西哥、 厄瓜多尔以及巴拿马等拉美国家是中国

饲料用鱼粉的主要进口来源国ꎬ 占中国饲料用鱼粉进口份额超 ６ 成ꎬ 其中仅

秘鲁一国占比就超过 ５０％ ꎮ ２０１０ 年以来ꎬ 中国牛肉进口格局发生了显著变

化ꎬ 尤其是自 ２０１５ 年以来ꎬ 拉美国家在中国牛肉进口中的份额逐步增大ꎬ 巴

西、 乌拉圭和阿根廷 ３ 国所占份额总体维持在 ５０％ 以上ꎬ 在 ２０２１ 年和 ２０２２
年甚至超过 ７０％ ꎮ 其中巴西和阿根廷成为 ２０１９—２０２３ 年中国牛肉前两大进口

来源国ꎻ 乌拉圭除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及 ２０２３ 年外ꎬ 始终位列中国牛肉第三大

进口来源国ꎮ②

—６２１—

①

②

柯炳生: «更好发挥两个作用ꎬ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ꎬ 载 «农业经济与管理»ꎬ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６ － ９ 页ꎮ

以上数据均为作者根据海关数据计算而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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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中国进口大豆、 饲料用鱼粉及牛肉全球分布

注: Ａ 图 “其他” 包括加拿大、 俄罗斯、 埃塞俄比亚等国ꎻ Ｂ 图 “其他” 包括美国、 摩洛哥、
巴基斯坦、 新西兰、 丹麦、 马来西亚、 南非等国ꎮ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中国海关数据计算而得ꎬ 牛肉数据来源于中国商务部农产品进出口月度统

计 报 告ꎮ ｈｔｔｐ: / / ｓｔａｔｓ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ｇｏｖ ｃｎ / ꎻ ｈｔｔｐ: / / ｗｍｓ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ｚｔｘｘ / ｎｃｐｍｙｚｔ / ｔｊｓｊ / ｎｃｐｍｙｙｄｔｊｂｇ /
ａｒｔ / ２００６ / ａｒｔ＿７ｅ７５６ａ９９０ｃｆｆ４５ｂ６ａａｂａ２ｃ８ｅ５１５７３１７ｂ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４ － ０６ － ２９]

拉美作为 “全球粮仓” 之一ꎬ 在向世界提供必要充足粮食商品的同时ꎬ
对粮食生产关联商品的需求也日渐提升ꎬ 对中国化肥 (ＨＳ 编码为 ３１)、 杀虫

剂和除草剂等 (ＨＳ 编码为 ３８０８) 以及拖拉机等车辆及零配件 (ＨＳ 编码为

８７０８) 等商品的依赖程度较高且增速明显ꎮ 近五年来ꎬ 拉美化肥进口来源地

主要集中在俄罗斯、 中国、 加拿大以及美国ꎬ 上述四国占比超 ５０％ꎮ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年间中国占拉美化肥进口比重仅次于俄罗斯而位居第二 (２０２２ 年略低于加

拿大)ꎬ 且呈现出逐年增长态势ꎮ 拉美严重依赖中国杀虫剂和除草剂等粮食生产

必需品的供应ꎮ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拉美杀虫剂和除草剂的第一

大进口来源国ꎬ 其占比在 ２０２２ 年飙升至 ３６ ９６％ꎬ 为美国占比 (１８ ３７％) 的两

倍多ꎬ 约为第三大进口来源国印度占比 (７ ０５％) 的 ９ 倍ꎮ 除上述两种化学商

品外ꎬ 中国还是拉美机械类商品的重要供给国ꎬ 如始终保持拉美拖拉机等车辆

及零配件第二大进口来源国ꎬ 不仅与第一大来源国美国的比重差距从 ３３ １ 个百

分点降至 ２４ ２ 个百分点 (降幅为 ８ ９ 个百分点)ꎬ 同时与第三大进口来源国德

国的比重差距从 ０ ８９ 个百分点增至 ６ ０２ 个百分点 (增幅为 ５ １３ 个百分点)ꎮ①

可见ꎬ 中国越来越成为拉美粮食生产必不可少的伙伴ꎮ
(三) 政策可行性

自 ２００８ 年首个 «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 发布以来ꎬ 中拉在

—７２１—

① 上述数据均由作者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Ｃｅｎｔｒｅ) 数据计算而得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ｒａｄｅｍａｐ ｏｒｇ / Ｉｎｄｅｘ ａｓｐｘ [２０２４ － ０６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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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合作制度建设上也持续发力并保持更新ꎬ 共计发布两国农业合作相关政

策 １０ 余项ꎮ 其中ꎬ ２０１３ 年 «中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农业部长论坛北京宣

言» 明确中拉双方将建立农业科技研发中心和农业生产加工示范园ꎬ 旨在为

双方在农业可持续改善和世界粮食安全等方面合作打下基础ꎻ ２０１５ 年 «中国

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 和 ２０１６ 年 «中国对拉美和

加勒比政策文件» 也分别就 «拉共体粮食、 营养安全和消除饥饿 ２０２５ 计划»
框架下合作ꎬ 以及在经贸领域中加强农业合作和经济技术援助中的农业和粮

食安全援助做出具体阐述ꎻ ２０１８ 年 «中国—拉共体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圣地亚

哥宣言» 和 ２０２１ 年 «第二届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农业部长论坛联合宣言» 针

对中拉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以及维护多边主义、 加深南南合

作及全球粮食治理合作提出了明确方向ꎮ 此外ꎬ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 １０ 年

来ꎬ 共建 “一带一路” 的热度在拉美地区不断攀升ꎮ 目前ꎬ ２２ 个拉美国家已

与中国签署了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ꎬ 通过 “五通” 将进一步深化中拉

农业 (或粮食) 合作ꎮ 以上诸多政策文件为中拉农业合作保障粮食安全提供

了坚实的制度基础ꎮ
(四) 全球外溢性

中拉粮食合作将为解决全球粮食危机带来积极作用ꎮ 首先ꎬ 从供应性和

获取性来看ꎬ 作为主要粮食生产者ꎬ 中拉粮食合作可以在促进生产和供应的

同时ꎬ 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ꎬ 从而缓解粮食危机ꎬ 改善全球粮食分

配的失衡状况ꎬ 尤其对增加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膳食能量、 减少粮食不足人

口规模和比重产生重要影响ꎮ 其次ꎬ 从利用性和稳定性来看ꎬ 鉴于中拉在营

养不足和营养不良两方面的不同表现ꎬ 中拉可以通过粮食合作ꎬ 针对各自营

养状况的变化进行总结ꎬ 为全球更好利用粮食提供经验和教训ꎻ 同时ꎬ 伴随

粮食对外依赖度不断提升以及价格波动日趋频繁ꎬ 中拉可通过粮食领域进一

步开放合作ꎬ 建立共同的粮食定价政策和立场ꎬ 争取更多话语权ꎬ 实现粮食

来源多元化和价格稳定ꎮ 最后ꎬ 从能动性和可持续性来看ꎬ 中拉可以通过粮

食合作缩小双方健康膳食成本差距ꎬ 缓解全球因健康膳食成本差距过高而产

生的能动性不足问题ꎮ 中拉必须基于可持续发展原则ꎬ 秉持科技与绿色观念

进行种子培育、 灌溉系统、 农业机械化、 数字物流等各方面的粮食合作ꎬ 这

将在一定程度上为全球实现可持续粮食生态系统发挥重要作用ꎮ

—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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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拉保障粮食安全的合作方略

新冠疫情暴发叠加地区冲突频现ꎬ 导致本就不确定的全球变局更加动荡ꎬ
发展中经济体相比发达经济体受到的负面冲击更大ꎬ 使日渐临近的 «２０３０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 目标实现变得愈发渺茫ꎬ 尤其表现在 “消除饥饿ꎬ 实现粮

食安全ꎬ 改善营养状况和促进可持续农业” 目标方面ꎮ 总体看ꎬ 中国粮食安

全基础仍不稳固ꎬ 粮食安全形势依然严峻ꎮ 对国内资源生产满足不了或为土

地资源休养生息不得不进口的短缺粮食品种ꎬ 要掌握进口的稳定性和主动权ꎬ
把握适当比例ꎬ 积极利用国外资源ꎮ①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ꎬ 为破解发展难题ꎬ 习近

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首次提出 “全球发展倡议”ꎬ 与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 高度契合ꎬ 将粮食安全作为重点合作领域之一ꎬ 旨在帮助各国应对当前

挫折ꎬ 加快实现 “零饥饿” 目标ꎮ 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中也明确指出ꎬ 要 “聚焦建

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ꎬ 健全国家安全体系ꎬ 强化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ꎬ 增强

维护国家安全能力ꎬ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和手段ꎬ 有效构建新安全格局”②ꎬ
而粮食安全新格局当属 “新安全格局”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尽管中拉对粮食

安全问题存在认知差别ꎬ 但双方近年来共同面临着环境污染、 营养失衡、 粮

食损失和浪费、 粮食供应中断、 粮价波动、 收入不平等以及气候变化等来自

粮食系统内外部的多重挑战ꎬ 粮食安全风险不断提升ꎮ 同时ꎬ 中拉在粮食贸

易互补性和合作政策可行性方面也具备较好基础ꎬ 彼此能够成为双方粮食供

应稳链固链的合作伙伴ꎮ 因此ꎬ 在 “一带一路” 倡议和 “全球发展倡议” 下

中拉粮食合作可以聚焦统一认知和寻求共同议题、 供应链稳定和应对粮食价

格波动、 机制建设和效率提升、 绿色发展和健康饮食等方面ꎬ 实现粮食生产提

质增效、 绿色转型ꎬ 以及粮食供应和价格稳定ꎮ
(一) 统一认知议题ꎬ 提供政策保障

中国 “大食物观” 的提出是对传统粮食观的拓展和深化ꎬ 旨在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多层次、 多元化食物需求ꎬ 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ꎬ 更好地保障国

—９２１—

①

②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ꎬ 北京: 学习出

版社、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２２ 年ꎬ 第 ８２ 页ꎮ
新华社: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ꎬ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 ２１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２０２４０７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６９６３７７０ ｈｔｍ? ｓｉｄ＿ ｆｏｒ＿ ｓｈａｒｅ ＝ ８０１１３＿２ [２０２４ － ０７ －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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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粮食安全ꎮ 上述观念的变化一方面源自中国自身内源因素所致ꎬ 要求中国

须全方位、 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ꎬ 而通过高水平对外合作探寻更广阔空间和

更多可能性则成为不可缺少的必选项ꎻ 另一方面也凸显出中国与全球各地区

或国家在加强粮食 (或食物) 安全合作中的可能性进一步提升ꎮ 拉美作为典

型的农产品 (或粮食) 出口地区ꎬ 虽与中国在粮食安全认知上存在部分差异ꎬ
但双方在全球粮食安全框架中仍存在供应性、 利用性以及可持续性等共同问

题ꎬ 也面临着气候变化与抗灾、 粮食损失和浪费、 水资源短缺、 健康饮食、
粮食供应链脆弱以及资源环境约束等主要制约ꎮ

合作是建立在双方发挥主动性的基础上ꎬ 利用各自优势ꎬ 就共同关注的

议题进行有效协商、 求同存异ꎬ 实现互利共赢的行为ꎮ 中拉粮食合作首先应

确保双方对粮食安全有统一的认知ꎬ 将双方共同保障粮食安全问题纳入各自

安全战略ꎬ 达成合作安全共识ꎮ 通过不断丰富粮食安全内涵ꎬ 在由狭义粮食

观向广义食物观转变的过程中扩大与拉美的共同关注ꎬ 不断完善和更新双方

既有粮食合作相关政策法规的同时ꎬ 根据各自区情、 国情和粮情ꎬ 借助 “一
带一路” 中的 “五通” 建设ꎬ 聚焦人力资本开发、 科技创新、 金融投资、 基

础设施、 数字治理等关键因素ꎬ 制订国家间和区域间长期粮食合作战略ꎬ 共

同保障中拉粮食安全的可靠性和持续性ꎮ
(二) 维护供应稳定ꎬ 降低价格波动

中国 “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 的粮食流通观结合拉美高度依赖对外贸

易的现实ꎬ 为中拉双方粮食供应合作提供了实践可能ꎮ 因此ꎬ 中拉应共同

推进全球化进程ꎬ 抵制贸易保护主义ꎬ 将粮食稳定供应机制作为重点ꎬ 借

助 “一带一路” 倡议降低贸易壁垒和投资限制ꎬ 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

利化ꎬ 加强粮食经贸合作ꎮ 双方发挥各自比较优势ꎬ 化解粮食安全中的结

构性矛盾并满足对外依赖度高的诉求ꎬ 增强粮食供应链韧性ꎬ 维护粮食供

应稳定ꎮ
中拉虽为粮食产能大户ꎬ 在当前全球粮食体系中却仍然扮演粮食价格波

动的被动者和受害者ꎬ 直接影响双方的粮食获取ꎬ 这不仅会增加粮食不安全

人数ꎬ 还会加剧粮食不安全程度ꎬ 使低收入人群健康膳食成本提高ꎬ 经济负

担加重ꎮ 因此ꎬ 中拉应进一步推进以粮食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交易本币清算和

货币互换ꎬ 防范粮食价格脱离实际供需ꎬ 尽快设立中拉国际粮食储备方案

(资金储备、 商品储备等) 和中拉国际粮食交易平台ꎬ 提高全球定价主动权ꎬ
规避国际粮食价格波动的风险ꎮ

—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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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加强治理转型、 提升产运效率

粮食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近年来存在较多问题ꎬ 如治理主

体间与治理机制间缺乏协调ꎬ 改革动力不足等ꎮ 中拉作为全球重要大国和主

要地区ꎬ 应继续支持联合国粮农组织、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世界粮食计划署

等多边组织机构的工作ꎬ 就粮食安全的核心议题 (传统四维度) 予以关注ꎬ
并针对粮食能动性和可持续性加强协调ꎬ 降低治理成本ꎬ 尤其通过新型 “南
南合作” 或第三方合作提高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粮食治理中的作用ꎬ 增加表

达利益诉求的机会ꎬ 加强规则制定的话语权ꎬ 满足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诉求ꎬ
推进粮食治理体系实质性改革ꎮ

除了优化治理资源ꎬ 提高治理效率外ꎬ 保障中拉粮食安全仍然要在农业

经济系统中寻求解决方案ꎮ 因此ꎬ 中拉应进一步通过提高农业劳动者素质、
加大对资本和科技等生产要素的支持ꎬ 深化农业粮食合作ꎬ 建立并落实中拉

“促进粮食生产专项行动”ꎬ 加快粮食电子商务发展ꎬ 借助 “一带一路” 倡议

推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ꎬ 以生产内源性和运输外源性因素为抓手ꎬ 提升中拉

粮食产运效率ꎮ
(四) 推进绿色转型、 提倡健康饮食

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相结合、 应对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及推进农业

绿色转型是解决全球粮食安全问题的长期手段ꎬ 对中拉而言更为重要ꎮ “全球

发展倡议” 强调完善全球环境治理、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重要性ꎮ 因

此ꎬ 中拉粮食合作应秉持绿色发展理念ꎬ 将农业生物资源多样性进一步纳入

粮食合作体系ꎬ 加强可持续土壤和水资源管理等领域合作ꎬ 推进化肥农药减

量增效和粮食废物资源化利用ꎬ 构建低碳双循环农业产业衔接ꎬ 逐步修复农

业生态系统ꎬ 推进中拉农业绿色转型ꎮ
健康和营养是粮食安全的具体表征ꎬ 中拉各国人民都有权享有高品质的

粮食ꎮ 中国粮食消费正由 “吃得饱” 向 “吃得好” “吃得营养健康” 加速转

变ꎬ 而拉美对粮食安全的认知也更加侧重 “利用性” 内涵ꎮ 因此ꎬ 中拉粮食

安全合作亟须由增量向提质升级ꎬ 将合作链由原始粮食扩展至粮食深加工产

品ꎬ 由单一植物蛋白延伸至动植物蛋白领域ꎮ 同时ꎬ 针对共同面对的以肥胖

等状况为表现的营养不良问题ꎬ 中拉应根据各自国情、 粮情就引起肥胖等状

况的原因进行联合医疗研究ꎬ 共同制定合理的健康膳食指南和医疗指导方案ꎮ
(责任编辑　 高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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