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00, 5 (4) : 11～ 14 　
Journal of Ch ina A gricu ltu ral U niversity 　

我国可持续食物安全的实证研究
①

李道亮②　傅泽田
(中国农业大学农业工程研究院)

收稿日期: 1999 12 29

①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项目

②李道亮, 北京清华东路 17 号 中国农业大学 (东校区) 121 信箱, 100083

摘　要　分析了可持续食物安全的基本内涵, 建立了可量化的我国可持续食物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并对我国

可持续食物安全的基本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 我国食物安全的水平、质量和可靠性一直稳定

提高, 并基本处于安全状态, 可持续性和公平性则出现波动和下降的趋势。我国食物安全下一步的目标主要

是提高农产品质量和效益, 提高农民收入, 储备农业生产能力, 保护农业资源和生态环境, 发展持续农业, 这是

我国未来能否实现可持续食物安全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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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basic concep t and the assessm en t index system of su sta inab le food secu rity

w as analyzed, and the case study on food secu rity in Ch ina has been given. T he resu lt has

show n that, the level, quality, and reliab ility of Ch ina’s food secu rity have been imp roving,

the su sta inab ility and equ itab ility have the trend of fluctuat ion. T he aim of Ch ina’s food in

the fu tu re is to imp rove the quality and benefits of agricu ltu ra l p roducts, increaseing the

farm er’s incom e, p reserving the agricu ltu ra l p roduct ive capacit ies, imp roving the

agricu ltu ra l resou rces and eco logica l environm en t and develop ing su sta inab le agricu ltu re.

T h is is the foundat ion to realize the su sta inab le food secu rity in Ch ina in the fu tu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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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持续食物安全的基本内涵

食物安全概念的演变是与特定的历史背景相联系的[1 ]。70 年代中期, 由于出现了严重的

食物危机, 发展粮食生产, 增加粮食有效供给是世界农业发展的首要任务, 因此, 1974 年 FAO

的食物安全定义主要强调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储备和供给的稳定, 而尤以发展粮食生产为重

点。在发展中国家迅速开展的绿色革命和食物安全体系中食物援助计划的实施就是这一时期

政策重点的最好例证。进入 80 年代中期, 世界农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世界食物安全的主要问题

已经不是食物总量短缺, 而是缺粮国外汇的短缺和购买力的不足, 因此, 1985 年定义中增加了

购买力和保护低收入国家食物权利的内容。进入 90 年代以后, 发展中国家人均粮食占有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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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超过 320 kg, 口粮问题或者说吃饱问题已不再是主要问题, 吃好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 因

此, FAO 在 1996 年的食物安全定义中增加了“安全和富有营养”的限定语。更值得注意的是,

90 年代以来, 随着国际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 食物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联系更加密切。

1996 年, 可持续性已成为食物安全概念的重要内涵,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系统的可持续

性已成为食物安全的重要内容, 可持续食物安全日益成为当前和今后食物安全的主题。

可见, 食物安全的概念是发展的, 由最初的建立食物储备和发展农业生产, 到提高低收入

者的购买力, 再发展到现在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不同时代、不同国

家、不同研究者对食物安全的认识不尽相同。笔者认为可持续食物安全至少应包括 4 个方面的

内容: 1) 要有充足的食物供给 (有效供给) ; 2)要有充分获得食物的能力 (有效需求) ; 3) 上述两

者的可靠性; 4)要保持自然资源基础生产能力 (最低限度地破坏自然资源基础) , 增强生物系统

的完整性和不损害环境质量。四者缺一不可, 否则都将导致食物的不安全。

另外, 本文中的食物界定为: 粮食、肉蛋奶、水产品、木本粮油等初级产品及其加工产品 (副

食品) ; 其中, 粮食的界定与中国统计年鉴一致, 即包括: 稻谷、小麦、玉米、薯类、高梁、谷子、大

豆和其他杂粮。

2　可持续食物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

211　指标体系建立的依据和原则

所建立的指标体系应具备: 1)一定程度的完备性。能从不同侧面、不同层次反映和衡量食

物安全的基本性状。2)一定的合理性。所选择的指标要针对性强、可比可测、简明规范。3)一

定的独立性。所选择的指标尽可能少地互含或紧相关。4)一定的可操作性。所选择的指标尽

可能有数据数计资料, 以便于将问题量化。

212　指标项的内涵及其说明

根据上述原则, 将国家可持续食物安全的评价指标分为 5 类。第 1 类是反映食物安全水平

的指标; 第 2 类是反映食物安全质量或结构的指标; 第 3 类是反映食物安全可持续性的指标;

第 4 类是反映食物安全公平性的指标; 第 5 类是反映食物安全可靠性的指标。

1) 反映食物安全水平的指标

食物安全水平是指人们获得保持健康生命所需的食物所达到的程度, 它能直接反映一个

国家的食物安全状况, 它的主要衡量指标有: 粮食储备量占消费量的比重 (粮食安全指数)、营

养不足人数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人均粮食占有量、恩格尔系数、人均肉类占有量、人均禽蛋占有

量、人均水产品占有量和人均奶类占有量。

在食物安全系统中, 食物储备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粮食储备量占消费量的比重 (粮食安

全指数)能反映维护食物安全的基本能力与宏观水平, 而人均食物消费量则能辅助说明食物安

全的微观水平, 两者结合使用能较明晰地反映食物安全的整体水平。

2) 反映食物安全质量或结构的指标

食物安全质量或结构是指人们获得保持健康生命所需的食物结构组成, 或者说食物热值

构成。主要衡量指标有: 人均日食热值水平、动物性食品热值比重、谷物食品热值比重和日营养

摄入量 (蛋白质量、脂肪量)。

人均日食热值水平是反映居民营养摄入量的最基本指标, 动物性食品热值比重则反映营

21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2000 年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养摄入的结构。从经济发达国家人均日食热值水平发展状况来看, 收入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后,

人均日食热值水平基本稳定; 而在低收入水平阶段, 人均日食热值水平与构成, 尤其是动物性

食品热值比重与收入水平线性相关。因此用人均日食热值水平、动物性食品热值比重等指标可

以动态地考察食物安全的质量和结构状况。

3) 反映食物安全可持续性的指标

食物安全可持续性是指以保护农业自然资源为基础, 既满足当代人食物安全的需要, 又能

继续满足后代人食物安全的需要。主要衡量指标有: 年耕地减少面积、沙漠化面积、水土流失面

积、盐碱化面积、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及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水土资源是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 这些资源能否得到有效的保护, 是农业能否可持续发展

的基本前提, 因此, 上述衡量指标是食物安全能否持续的基本反映。

4) 反映食物安全公平性的指标

食物安全的公平性是指确保社会各阶层获得稳定的食物供应, 避免发生饥饱不均现象。主

要衡量指标有: 消费水平差异指数 (消费水平差与基期的比值)、基尼系数、生活无保障人口比

例和人均食物量标准差。基尼系数越大, 低收入消费者面临的食物不安全问题越严重, 进而公

平性越差; 生活无保障人口比例越大, 食物安全公平性也越差。

5) 反映食物安全可靠性的指标

食物安全可靠性是指在获取或储备食物的过程中很少发生季节性和周期性的变化, 主要

衡量指标有: 粮食产量增长率波动系数、粮价波动系数、粮食产量的不稳定指数、人均收入、外

汇储备、食物自给率和市场发育状况。

3　我国可持续食物安全的实证研究

根据所选的评价指标, 选用 1978 至 1998 年的统计数据, 运用模糊评价方法和综合指数

法, 对我国食物安全的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影响食物安全的任一因素, 属于安全与否的程度

构成一个模糊集合, 其隶属函数取值于[ 0, 1 ]之间。根据隶属度 Λ的大小, 规定

很安全 1≥Λ≥019

安全 019> Λ≥0175

基本安全 0175> Λ≥015

不安全 015> Λ
评价结果见表 1。

表 1　我国可持续食物安全评价的综合指数及总指数

评价指数 1978 1982 1986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水平综合指数 0166 0174 0179 0183 0178 0178 0177 01756 0178 0181 0184 0186

质量综合指数 0147 0160 0166 0170 0172 0173 0174 01745 0176 0177 0177 0179

可持续综合指数 0164 0162 0157 0165 0148 0157 0154 01644 0163 0150 0152 0147

公平性综合指数 0151 0149 0150 0149 0148 0147 0146 01431 0142 0141 0142 0140

可靠性综合指数 0168 0175 0180 0182 0188 0189 0190 01915 0191 0192 0192 0194

总指数 0161 0167 0170 0174 0170 0171 0171 01720 0173 0172 0174 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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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1 可以看出:

1) 我国现在的食物安全水平处于安全状态。自 1978 年以来, 我国食物安全水平在不断提

高, 1998 年达到最高值。1990 年到 1998 年比较稳定, 说明我国食物安全水平已经达到一个相

对稳定的阶段, 这一阶段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2) 从质量角度讲, 我国食物安全刚从基本安全上升至安全水平。自 1978 年以来, 我国食

物安全的质量, 一直处在不断提高的状态, 并没有出现象安全水平那样的稳定阶段, 这说明我

国食物安全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会保持逐步提高的态势, 动物性食品的消费会呈现长期增长的

态势。

3) 从可持续的角度讲, 目前我国食物安全的状况处于不安全水平。我国食物安全的可持

续性有下降的趋势且极度不稳定, 这一方面说明我国食物安全存在不可持续的隐患, 另一方面

又说明也存在可持续的可能; 因此必须抓住眼前难得的机会和希望, 使食物安全向可持续的方

向发展。

4) 从公平性来讲, 我国食物安全的公平性还处于不安全状态。1978 年到 1990 年我国食物

安全的公平性一直稳定在某一水平, 虽然贫困人口比例大幅度下降的趋势会使公平性增强, 但

1991 年以后公平性还是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 主要原因是人们生活水平差异的扩大。公平性

是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 必须防止由于公平性导致的食物不安全的隐患, 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的同时, 必须注意地区差距不要太大。

5) 从可靠性角度讲, 我国食物安全非常可靠, 处于很安全水平。同食物安全的质量一样,

食物安全的可靠性一直处于不断提高的状态, 我国居民获得食物的能力 (包括有效供给和有效

需求)已得到有效的提高。

6) 从总体上看, 我国食物安全处于基本安全水平。虽然食物安全的可持续性波动较大且

有下降趋势, 食物安全的可持续性也有下降的趋势, 但总指数一直趋于不断提高的态势, 若能

保障食物安全的可持续性, 我国食物安全的总体水平将会更高。

4　结束语

本文中建立了可量化的中国可持续食物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 并将层次分析法、模糊评判

法和综合指数法相结合, 提出了中国可持续食物安全的评判方法, 研究结果表明该方法具有完

备性和可操作性的特点, 还可用于其他类似问题的研究。

我国食物安全的水平、质量和可靠性一直稳定提高, 并基本处于安全状态, 可持续性和公

平性则出现波动和下降的趋势。我国食物安全下一步的目标主要是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提高农产品质量和效益, 提高农民收入, 储备农业生产能力, 保护农业资源和生态环境, 努力实

现持续农业, 这是我国未来能否实现可持续食物安全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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