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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冲突局势下中东和非洲的粮食安全问题:特征、影响和治理路径

李董林1 李春顶1* 蔡礼辉2

(1.中国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100083;

2.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400041)

摘 要 为探索俄乌冲突背景之下的粮食安全危机问题,基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粮食市场的供需情况和价格数

据,以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粮食安全问题为案例进行探究。结果表明:俄乌冲突引发此轮粮食危机,导致粮食、能源

和化肥等相关产品供需失衡,价格全面上涨,并呈现危害程度极大、驱动因素不同以往和现实启示作用明显增强等

突出特征;本轮粮食安全危机加剧了区域内的农业资源毁灭性开发,同时由点到面扩散产生连锁反应,并导致外部

势力加速向中东和非洲渗透,严重冲击了中东和非洲的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对全球粮食供应链和农业贸易及

投资格局产生了深刻影响。研究认为:中东和非洲地区要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和粮食自给能力来增强抗风险能力,

加大对外部资源和技术的多元化运用以提升粮食危机应对能力,同时要重视发挥国际组织的协调作用以缓解粮食

安全压力及扩散形成的外部不稳定压力,并提升人口规模和人口质量的综合治理水平,从长远思维来解决粮食安

全难题。此外,中国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践行者,要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作用,参与中东和非洲

地区的粮食安全治理,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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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explorethefoodsecuritycrisisinthecontextoftheRussian-Ukrainianconflict,thisstudytakesthefood
securityissuesintheMiddleEastandAfricaasacasestudybasedonthefoodmarket’ssupply,demand,andprice
datasincetheoutbreakoftheRussian-Ukrainianconflict.TheresultsshowedthattheRussian-Ukrainianconflict
triggeredthisroundoffoodcrises,resultinginanimbalancebetweenthesupplyanddemandoffood,energyand
fertilizers,andotherrelatedproducts,withpricesrisingacrosstheboard.Thecurrentroundoffoodsecuritycrisishas
exacerbatedtheregion’sdestructivedevelopmentofagriculturalresources.Atthesametime,ithasspreadfrompoint
toarea,resultinginachainreactionandacceleratedpenetrationofexternalforcesintotheMiddleEastandAfrica,

whichseverelyimpactedthesocialstabilityandsustainabilitydevelopmentoftheMiddleEastandAfricaandprofoundly
affectedtheglobalfoodsupplychain,agriculturaltrade,andinvestmentpatterns.Theresearchbelievesthat:The
MiddleEastandAfricashouldimprovetheleveloffarmproductionandfoodself-sufficiencytoenhancetheabilityto
resistrisks,increasethediversifieduseofexternalresourcesandtechnologiestoimprovetheirabilitytorespond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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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crises,.Atthesametime,theMiddleEastandAfricashouldpayattentiontothecoordinationroleof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toalleviatethepressureoffoodsecurityandexternalinstabilitycausedbyproliferation,improvethe
comprehensivemanagementlevelofpopulationsizeandpopulationquality,andsolvefoodsecurityproblemsfroma
long-termperspective.Inaddition,asapractitionerofbuildingacommunitywithasharedfutureforhumanity,China
shouldgivefullplaytothepositiveroleoftheBeltandRoadInitiative,participateinfoodsecuritygovernanceinthe
MiddleEastandAfrica,andcontributetothedevelopmentofhumansociety.
Keywords Russia-Ukraineconflict;theMiddleEastandAfrica;foodsecurity;characteristics;impact; governance

paths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悠悠万事,粮安天下。粮

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筑牢粮食安全的“护
城河”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稳定和

主权独立的基本保障,维护粮食安全成为实现其他

安全的重要前提。粮食安全作为与普通民众现实生

活关系最为密切的安全问题,受到广泛而持续的关

注,也是最容易聚集社会性情绪,引发社会不稳定因

素和产生冲突的问题,直接决定着一个地区的长期

稳定繁荣局面。人类社会的历史经验充分证明,任
何时候粮食安全和生存问题都是能够成为推动社会

变革和政治更迭的关键性因素。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1]将“消除饥

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状况和促进可持续农

业”作为关系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17个战略目标之

一,位列所有目标的的第二位,粮食安全重要性不言

而喻。同时世界各国也都将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作为

国家重要发展战略,粮食安全问题已经由传统安全

观上的边缘问题上升为人类社会稳定可持续发展的

战略性问题,关注粮食安全危机问题是推动人类可

持续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中东

和非洲地区作为全球粮食安全危机最为严峻的地区

之一,历来广受关注,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推动中东和

非洲地区的粮食安全问题走向深渊,而俄乌冲突进

一步将地区性的粮食危机推升为全球性的恐慌,因
此开展对中东和非洲地区粮食安全危机问题及其治

理路径的相关研究是应对粮食安全危机,推动解决

粮食安全问题的现实要求。

1 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1.1 问题提出

2022年2月份爆发的俄乌武装冲突由地区冲

突快速演变扩散为一场全球性的危机,全球贸易格

局、供应链安全、能源体系安全、通货膨胀等发展难

题刺激着整个世界的神经,其中粮食安全危机影响

最为广泛深刻[2-4]。《2021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

况》[5]报告估计,2020年全球有7.20亿至8.11亿

人口面临饥饿,相当于全球人口的约1/10,与2019
年相比增加了至少7000万人。俄乌冲突导致全球

面临饥饿的人口规模进一步增加,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报告显示俄乌冲突将导致至少有1.25亿人

口难以获得来自 WFP的粮食援助,这意味着自新

冠疫情以来,全球粮食危机进一步扩张[6]。长期以

来,中东和非洲地区粮食自给能力严重不足,外部进

口供应高度依赖俄乌市场,尤其是小麦等主要口粮。
数据显示,中东和非洲地区至少有30个国家超过

90%的人口高度依赖俄乌粮食市场,例如埃及、黎巴

嫩、利比亚、突尼斯、也门等国家对俄乌粮食市场的

依赖程度分别达到70%、75%、60%、40%和45%,
其中来自俄乌市场的小麦就占据了中东和非洲大多

数国家一半以上的供给份额,譬如埃及的小麦进口

60%来自俄罗斯,25%来自乌克兰,黎巴嫩自俄罗斯

和乌克兰市场的小麦进口占总进口的比重就分别达

到15%和61%(表1)。这也导致俄乌冲突率先对

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粮食安全造成冲击,尤其是经济

结构单一、发展水平较低、资源开采能力不足的国家

正面临着严重的粮食短缺,部分国家甚至已经宣布

断供或 接 近 断 供。联 合 国 贸 发 会 议 数 据 显 示,

2018—2020年,非洲从俄乌市场进口的小麦价值超

过51亿美元,占整个非洲地区小麦进口总额的

44%,若将其他谷物、油脂类农产品进口计算进来,
则该比例将更大。俄乌冲突导致中东和非洲地区绝

大部分国家出现粮食短缺,埃及、黎巴嫩、突尼斯等

国家已经出现严重的排队抢粮现象,尽管相关国家

通过限制购买量和增加市场投放等措施来缓解恐慌

情绪,但经历过多次粮食危机风波的民众并未停止

抢购囤粮行动。同时,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国际市场

粮油价格普涨,多类农产品的期现货价格达到历史新

高点,例如芝加哥期货市场数据显示冲突爆发后,小
麦、玉米、食用油等农产品价格全面上涨,尤其是俄乌

市场供给占据重要地位的产品价格涨幅最为突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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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显示2—4月份埃及国内一袋面粉价格上涨就超过

30%,5月份南非民众粮食采购支出同比上涨达

11.40%。而包括美国、英国等历来粮食供给充沛的

国家也采取措施放松部分农产品进口限制,扩大进口

规模,并采取出口管制措施捂紧粮袋子[7-8]。包括沙

特阿拉伯、土耳其、以色列、埃及、南非等在内的国家也

开始转移进口方向,向美洲、澳大利亚、东南亚等地区

寻求新的进口渠道以弥补俄乌市场断供形成的空缺。

表1 中东和非洲部分国家对俄乌粮食市场的依赖度(小麦)

Table1 DependenceofsomecountriesintheMiddleEastandAfricaonthe
RussianandUkrainiangrainmarket(wheat) %

国家   
Country   

对俄罗斯市场依赖度

DegreeofdependenceonRussia

对乌克兰市场依赖度

DegreeofdependenceonUkraine

埃及 Egypt 60 25
苏丹Sudan 70  5

刚果(金)

TheDemocraticRepublicoftheCongo
52 17

塞内加尔Senegal 49 16
坦桑尼亚 Tanzania 61  2
刚果(布)RepublicoftheCongo 61 —

黎巴嫩Lebanon 15 61
马达加斯加 Madagascar 50 25
贝宁Benin 68 —

利比亚Libya 21 40
利比里亚Liberia 59 —

卢旺达 Rwanda 58 —

毛里塔尼亚 Mauritania 10 40

  注: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

Note:Datasource:FAOdatabaseoftheUnitedNations.

  此外,俄乌冲突导致了能源和化肥价格攀升并

推动农业生产成本上涨。油气能源是化肥生产的关

键原材料,俄乌冲突推高全球能源价格引起化肥价

格快速攀升并出现供给短缺,高企的化肥价格转化

为农业生产成本并带动全球粮食价格上涨,“多米洛

骨牌”效应凸显。俄罗斯是全球最大的化肥出口国,
依托矿产资源和油气能源优势,其氮、钾、磷三大类

化肥供应规模分别居于世界前3位,仅2020年就出

口了约76亿美元的化肥,其中美国、巴西、阿根廷、
欧盟等重要粮食产区都高度依赖俄罗斯及白俄罗斯

市场的化肥供给。俄乌冲突导致化肥出口规模持续

缩减,3月份俄罗斯方面一度暂停了化肥出口,进一

步加剧了全球化肥市场的供给紧张局面。数据显

示,俄乌冲突爆发至4月底,绿色市场北美化肥价格

指数(跟踪尿素、钾肥和磷酸二铵的价格变化)飙升

了42%,相较于疫情前上涨超过260%。俄乌冲突

局势下能源和化肥价格的飙升推高农业生产成本,

成为刺激全球粮食安全危机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粮食安全问题已

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区域性发展问题,而是牵动全球

市场情绪和走势的焦点议题。因此本研究重点开展

俄乌冲突局势下的粮食安全问题分析,并聚焦粮食

安全问题最为突出的中东和非洲地区。

1.2 文献综述

粮食安全问题是人类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发展难

题,纵观人类历史上的历次粮食安全危机,无一例外

都引起重大的社会变革,因此粮食安全历来是热点

问题,尤其是关于粮食安全危机的主要特征、现实影

响、治理手段等问题的分析最为集中。具体而言,相
关研究大体可分为以下3类:

第一,粮食安全问题的特征及其对地区发展的

影响研究,相关研究基于不同国家视角出发分析了

区域粮食安全问题的差异及其对区域发展产生的重

要影响。此轮粮食安全危机是地缘政治对抗引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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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经济问题,具有复合型、关联性、高敏感性、高脆

弱性和持续性等典型特征。粮食安全内涵界定是一

个见仁见智的话题,有学者认为数量安全是粮食安

全的关键[9-10],也有研究指出营养健康和粮食质量、
粮食品类多样性是粮食安全的新内涵[7],同时也有

学者提出粮食安全要重视食品价值链安全和粮食贸

易安全,要兼顾粮食安全与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的关系,要重视综合性的产业安全[11]。总结来看,
粮食安全危机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随着社

会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呈现阶段化特征。例如,城镇

化初期,低质量城镇化导致耕地资源加速流失,农业

用水污染扩大化,粮食需求大幅增长,同时城市贫困

人口因缺乏稳定收入来源而导致获取粮食的能力和

抗外部风险能力弱化,社会粮食供需失衡矛盾加剧

导致粮食安全危机[12-13]。包括投机性金融资本涌入

粮食市场而形成粮食金融化现象[14],囤货居奇恶意

推高粮食市场价格[15],也会引起粮食市场价格的异

常波动和粮食危机[16-19]。此外,政治局势的动荡、地
区军事冲突等政变和内乱也是导致粮食安全问题长

期得不到根本性解决的重要原因[20-21]。随着社会经

济水平的变化,农业生产方式[22]、地区农业基础条

件[23]、粮食消费和能源消费结构[24-25]、产业结构倾

斜[26-27]等也成为引起粮食安全危机的重要因素。
第二,粮食安全问题的外溢效应。粮食问题是

社会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其影响不局限于一国一

域或某一产业,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极端灾情、国际

动荡等因素叠加作用下,呈现典型的跨地区、跨行业

特征,其影响从价格和供需层面向政治博弈、武装冲

突、贸易限制等形式演化。例如,徐振伟[28]以埃及

为例分析指出中东北非国家的粮食安全具有复杂的

社会影响,导致价格上涨和经济危机的同时也引起

国际社会动荡,并一度引发社会政治变革。受自然

条件限制和政治局势等因素影响,中东和非洲地区

的粮食安全问题具有明显的集中连片和脆弱性特

征,中东和非洲局部的粮食安全问题往往能快速扩

散蔓延至整个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并引起市场情

绪波动[29]。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粮食问题在对地区

经济和政治产生深刻影响的同时,也形成世界范围

内的政治影响,一些西方国家在援助区域农业生产

和协助解决粮食安全的同时,积极推动自身在区域

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影响力,例如粮食外交[30]、在非

洲地区开展的“新圈地运动”[31-32]等都是中东和非洲

地区粮食安全问题在国际社会引发的连锁反应。

第三,粮食安全问题的应对思路及治理路径研

究。从全球视角来看,解决粮食安全问题需要处理

公平性问题、保护主义、协调机制、粮食贸易规则等

诸多难题[33]。聚焦中东和非洲地区来看,解决中东

地区的粮食安全需要从“量”和“质”两个维度加强人

口治理,并以经济多元化和财富分配合理化,以及增

加储备和减少损失层面增强经济与农业治理等路径

来解决中东地区的粮食安全问题,同时必须要认识

到关于中东和非洲地区农业安全问题的治理是一项

系统性持续性工程,需要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价值理念和战略思维,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

同的发展对象制定针对性的策略[34]。此外,也有学

者从中国与中东和非洲地区深化农业合作的角度分

析了中国在解决两地区粮食安全问题中的积极作

用,例如“一带一路”发展契机[35]、农业援助和农业

对外投资、多双边自贸区建设和中非合作论坛[36-37]

等路径都是解决中东和非洲地区粮食安全问题的潜

在思路。
综上,关于粮食安全问题的特征、影响及治理路

径的研究一直是热点问题,相关研究从内外原因和

典型特征、影响及应对之策等多个视角分析了粮食

安全危机问题,但在俄乌冲突这一突发性重大事件

引发全球粮食安全危机的新形势下,对应的研究还

偏少,因此本研究根据当前粮食安全危机的新局势,
聚焦遭受粮食安全危机最严重的中东和非洲地区,
分析俄乌冲突引发的粮食安全危机的新特征、传导

机制和影响等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策略解决区域粮

食安全问题,以期为中国的粮食安全战略提供相应

的思路。

2 俄乌冲突下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粮食安全

危机新特征及传导机制

  俄乌冲突下全球粮食危机传递速度快、影响范

围广、影响程度深,而中东和非洲作为高度依赖俄乌

粮食市场的地区,粮食安全问题的敏感性、脆弱性和

持续性等特征尤为突出,俄乌冲突导致粮食供给侧

剧变并牵动整个中东和非洲地区产生连锁反应,中
东和非洲地区的粮食安全问题遭受前所未有的严峻

挑战。
第一,粮食危机程度达到历史新高:粮食价格普

涨和粮食供给严重短缺造成社会性恐慌,构成影响

地区稳定的障碍因素。俄乌两国在中东和非洲地区

大部分国家的粮食供应链中占据主导地位,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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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发会议数据显示至少有25个非洲国家1/3以上

的小麦高度依赖俄乌进口,俄乌粮食市场的生产和

出口情况就是中东和非洲地区粮食安全的晴雨表。
俄乌冲突严重冲击了国际主粮和植物油市场,导致

全球性粮食价格上涨,全球粮食商品价格在2022年

3月份大幅跃升至历史最高水平,在1990年以来历

史最高位上进一步环比攀升12.60%,3月指数水平

在2021年同期水平上增长了33.60个百分点。

2022年1—4月上旬,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小麦期货

价格涨幅一度超过70%,创下2008年3月以来的

新高;玉米、大豆期货价格分别上涨30%、25%,分
别达到2013和2012年以来的历史最高位。价格的

大幅上涨直接导致中东和非洲地区粮食市场供需矛

盾恶化,除土耳其等极少数粮食自给能力较高和国

民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外,俄乌冲突爆发后抢粮风

潮席卷了中东和非洲大部分地区的消费市场,埃及、
突尼斯、黎巴嫩等非洲多国频繁报道国内市场民众

排队抢购粮食,粮价上涨和粮食断供恐慌情绪已经

由区域快速蔓延开并影响全球消费情绪。同时,俄
乌市场供给量大的谷物类粮食作物价格上涨产生横

向传导作用,带动大米、大豆等大宗农产品价格联动

上涨,整体推高了全球粮食市场价格,加剧了粮食危

机压力。尽管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2年9月份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已经实现六连跌,
但仍高于全球同期水平,并且分析指出中东和非洲

地区的粮食价格水平仍要明显高于全球水平,其中

非洲地区尤为突出。
粮食作为重要的生产生活物资,在中东和非洲

地区的战略意义尤为突出,俄乌冲突加剧中东和非

洲地区的粮食危机的同时,也扩散传导造成了地区

军政矛盾、民族主义、恐怖主义等传统安全危机上

升。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小麦、面包等基本生存口粮

的供应紧张和价格的持续上涨激起社会底层民众的

强烈不满,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不同程度的社会动荡。
在中东和非洲地区,粮食长期被作为一种重要的政

治商品而被运用于党派斗争、军事斗争等各环节,例
如埃及、突尼斯等国家就因饥饿和粮食分配问题而

爆发过不同程度的游行、武装冲突和社会斗争,并一

度因此改变国内政治局势。在粮食危机的持续影响

下,中东和非洲地区许多国家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持

续增加,要求解决饥饿问题的情绪和行为持续升级,
同时在炒作资本、武装力量和黑恶集团等势力的裹

挟下,为获取粮食而发生的犯罪和武装冲突事件激

增。聚集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已经成为影响持续发

展的重要障碍,并进一步传导造成农业生产环境恶

化,形成“饥饿问题引发斗争和冲突—社会不稳定—
农业生产环境恶化—更深层次粮食危机”的恶性

循环。
第二,粮食危机驱动因素不同以往:持续性的断

供、粮价和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导致危机扩散。小麦、
大麦等谷物类粮食是中东和非洲地区国家最为重要

的口粮,谷物类粮食供给的稳定性直接决定了中东

和非洲地区粮食安全和政治稳定的临界点,俄乌冲

突爆发后多个以小麦为主粮的国家面临口粮断供,
尽管各国纷纷建立替代性进口供应链,但短期内仍

难以有效缓解危机压力。俄乌冲突爆发前,俄乌两

国每年提供全球市场约1/3的谷物,全球至少有50
个国家和地区三成甚至更大比例的小麦依赖俄乌市

场供给,其中中东和非洲地区对俄乌市场的谷物进

口依赖甚至普遍超过50%。俄乌冲突导致乌克兰

黑海沿岸的主要航运港口和陆上交通陷于瘫痪,有
限的运力被分配到军事保障、国内保障等环节,依靠

铁路和公路的运输量远不及港口吞吐量,粮食出口

断崖式下滑。俄罗斯方面尽管出口通道仍保持开

放,但经济制裁和俄罗斯出口禁令导致粮食出口形

势也并不乐观。俄乌粮食出口规模大幅下滑叠加出

口成本高涨,导致中东和非洲地区短期内即面临粮

食断供危机。另一方面,俄乌冲突导致乌克兰境内

大面积农田撂荒,尤其是乌克兰东部地区的高产黑

土地和大面积的平原农田面临暂时性的荒废,且复

产时间难以确定。据乌克兰农业部预测,由于主要

战斗区域与粮食主产区高度重合,加之春季播种面

临肥料、人力、农机和燃油短缺等困难,2022年3—5
月份乌克兰的春播面积比往年缩减至少30%,其中

春大麦播种同比下降31%,玉米播种 同 比 下 降

14%,预估2022年乌克兰小麦产量将大幅下滑至

1950万t,较上年度产量3300万t大幅缩减41%,
其中收获面积同比大幅下滑29%左右,同时预计玉

米收获面积也将同比下滑超18%,产量同比降幅预

计达到29%,出口则下滑49%左右。随着俄乌冲突的

持续,2023年粮食播种也将继续受到影响,预计2022
年冬小麦(2023年收获)种植面积将同比下降20%。此

外,冲突导致能源和化肥价格上涨也是此轮粮食危机

的重要驱动因素,前文已详细阐述,不再赘述。
面对严峻的粮食危机局面,埃及、土耳其、以色

列等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定市场供给,控制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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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上涨幅度,帮助民众应对快速上涨的粮食价格,并
积极寻找新的粮食供应合作伙伴,但全球总体趋紧

的粮食供应局面难以快速充分满足突增的转移性需

求,反而加剧了粮油价格上涨速度。由于短期内难

以建立新的粮油供应链条,以及部分经济发展水平

偏低和财政收入规模较小的国家难以承受替代性进

口渠道的成本压力,整个中东和非洲地区将面临异

常严峻的粮食危机考验。少数石油大国则因能源价

格大涨而获益,因此能相对从容的应对粮价上涨压

力,并凭借对能源的掌控而在国际贸易合作中把握

更多主动权,能相对更快的建立新的粮食供应渠道。
第三,粮食危机的现实启示作用增强:粮食安全

治理在中东和非洲地区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定位进一

步攀升,但地区实现粮食独立的道路面临新的发展

障碍。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东和非洲地区大多数

国家都在政府发展计划或实际的农业管理过程中将

粮食本地化生产作为重点发展问题。目前中东和非

洲地区大多数国家发展本地粮食生产的策略主要停

留在粮食供给、粮食获取和粮食使用3个层面,其中

粮食供给主要是通过对粮食生产和供给情况,包括

生产、库存、进口等进行管理,提高粮食供给的保障

能力;粮食获取主要指在购买力、价格、市场、交通、
基础设施等方面下功夫,该类策略在中东地区有一

定的效果,但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国家中,粮
食获取的相关政策难以发挥其真实效果;粮食使用

则主要是体现在经济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中,具体

包括营养、食品安全、清洁水等。俄乌冲突绷紧了中

东和非洲地区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神经,埃及、南
非、土耳其、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和非洲地区主要国家

都将粮食安全问题上升到新的战略高度,而更多的

国家也将解决国内的饥荒和扩大粮食生产规模作为

重要发展任务。
中东和非洲地区的大多数国家一直都在尝试通

过多种途径实现粮食供应独立自主,例如尼日利亚、
马达加斯加就大规模引进中国的超级杂交稻,以色

列大力推进滴灌技术、温室大棚技术等现代化农业

手段,埃及开展农业技术创新和农业政策扶持,但目

前仍仅有土耳其、马达加斯加、喀麦隆、乍得、尼日尔

等少数国家能依靠农业技术创新和相对特殊的粮食

消费结构而实现较高水平的粮食自给,中东和非洲

地区大多数国家仍主要依靠进口粮食解决国内市场

消费需求。近年来在外部资金、技术和人力支援下,
中东和非洲地区部分国家的粮食生产情况有一定好

转,但种子、化肥、农药、农业机械等关键性的农业生

产资源和设备仍高度依赖进口,粮食生产的独立自

主之路并不顺畅,俄乌冲突导致来自俄乌市场的化

肥断供,中东和非洲地区国家粮食生产面临成本攀

升和产量缩减双重压力,进一步加剧了粮食安全危

机程度。尽管尼日利亚等个别国家已经在化肥等领

域进行了大规模投资,但受能源、资金等关键投入要

素短缺限制,短期内仍难以实现规模量产满足需求,
粮食生产成本增加的总体趋势在关键性农业生产资

料供给稳定前仍将持续。
第四,粮食危机的传导呈现多样化特征:俄乌冲

突引爆的粮食危机形成多渠道、多层面、多领域的扩

散性冲击。此轮俄乌冲突引爆的粮食安全危机在危

害程度和波及范围上都不同以往。在危害程度上,
以往由于极端天气、病虫害等导致粮食减产造成粮

食安全问题,能够在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周期内得到

恢复,但此次俄乌军事冲突破坏性大、持续时间长且

不确定性大,对粮食生产、收储、运输等各环节造成

了巨大冲击,同时对化肥、能源等重要的农业生产资

源供应造成重大影响,因此导致中东和非洲地区的

粮食安全危机将在较长时期内持续,且面临的危机

压力短期内得不到有效缓解。在波及范围上,中东

和非洲地区90%以上的国家都高度依赖俄乌市场

的进口粮食,同时也对俄乌市场的化肥等农用物资

具有较高的依赖性。因此,俄乌冲突除了切断中东

和非洲地区长期赖以生存的进口通道外,还影响了

农业生产和粮食自给的发展进程。此外,俄乌冲突

牵动全球粮食市场情绪并引起国际市场价格整体攀

升,反向增加了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粮食进口成本,在
全球普遍采取扩大进口、收缩出口的背景下,中东和

非洲地区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争夺有限的粮食资

源,更大规模的资金花费至粮食采购领域将严重制

约区域内的社会经济发展。总体而言,俄乌冲突从

切断粮食进口、抬升粮食进口成本、阻碍生产自给等

多个维度冲击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粮食安全,并最终

向区域内的政治、军事、民族冲突等领域蔓延,在传

导链条长度和作用力度上都前所未有。

3 俄乌冲突激化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粮食安

全危机

  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粮食安全问题有其特殊的历

史根源性,是多重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
俄乌冲突加剧了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复杂

02



 第12期 李董林等:俄乌冲突局势下中东和非洲的粮食安全问题:特征、影响和治理路径

性,这是此次粮食危机全面爆发的决定性因素,同时

俄乌冲突对外部市场的变动起到“催化剂”作用,外
部粮食市场环境的恶化扩散至中东和非洲地区并产

生连锁反应,激化长期存在的粮食安全危机。

3.1 俄乌冲突是中东和非洲地区本轮粮食危机的

“导火索”
俄乌冲突导致粮油及化肥的生产和供应链断

裂,并产生全球性连锁反应。粮油生产和供给层面,
俄乌冲突直接导致可预期的粮食产量大幅下滑,导
致乌克兰粮食出口链条被切断,乌克兰农业部数据

显示2022年3—4月份其粮食出口规模仅战前的

1/4左右。虽然俄罗斯方面粮油生产并未受影响,
但其出口受西方国家制裁而直线下滑,且随着粮食

价格的不断攀升,其当前的出口量或将进一步下滑。
化肥生产和供给层面,乌克兰境内化肥生产大量停

产,同时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方面受西方经济制裁而

下调了化肥生产规模,将资源调度到其他生产环节,
直接影响了全球化肥产量,推高了国际市场的化肥

价格,推高了粮食生产成本,间接影响了全球粮食生

产效率和预期产量,尤其是中东、非洲地区经济落后

国家和化肥进口依赖度偏高的地区将面临更为严峻

的形势。粮油和化肥生产规模缩减,粮油出口量锐

减、可预期产量下滑、全球粮食播种受影响等多重因

素的共同作用推高全球粮食期现货价格,导致中东

和非洲地区粮食危机的全面爆发,并在全球性通胀

压力和蝗虫、水旱等自然灾害的共同作用下,粮食恐

慌情绪被放大形成全球性负面情绪。

3.2 俄乌冲突加剧中东和非洲地区内部的农业资

源破坏性开发

俄乌冲突爆发后区域内各国均采取了积极措施

扩大粮食生产规模,但除以色列、土耳其、南非等极

少数国家外,普遍受资金投入不足、管理水平和农业

生产技术落后、农业生产基础条件长期落后、以及长

期战乱等因素制约,农业生产和农用资源开发利用

水平整体落后。区域内各国为应对俄乌冲突引爆的

粮食安全危机而被迫进行大规模低水平的农业生产

和农业资源开发,短期内或将有助于适度缓解区域

粮食供给压力。但人均耕地面积不足、耕地土壤贫

瘠、农业水资源短缺等现象是中东和非洲地区绝大

多数国家的农业生产资源要素的基本特征,仅有少

部分国家拥有相对适宜的农业生产环境和较为先进

的农业生产技术,因此长期来看在缺乏技术支持和

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低质量的农业资源开发是破坏

性且不可持续的。不合理的农业生产模式必然导致

土地肥力退化、水土流失、土壤沙化、水资源污染等

现象更加突出,同时高温干旱天气导致农业水资源

严重不足,加之储水灌溉设施缺乏,加剧了农业资源

的毁灭性破坏。农业生产基础条件的缺陷导致中东

和非洲地区许多国家在农业生产发展水平落后的情

况下粗放型生产,地区粮食安全问题的脆弱性和可

持续发展问题充分暴露并产生严重后果。

3.3 俄乌冲突放大区域粮食安全危机并产生连锁反应

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不同的是,中东和非洲地区

的粮食安全问题在俄乌冲突局势下具有明显的放大

效应,其关键原因主要体现在3方面:一是俄乌市场

的粮食供给在中东和非洲地区占据至关重要的地

位,俄乌粮食市场的轻微变化都能够产生“蝴蝶效

应”并波及整个中东和非洲地区;二是中东和非洲地

区本身的农业发展水平和粮食生产及自给能力无法

应对外部的突发性市场环境变化,外部市场粮食供

应断崖式下滑直接冲击了地区的发展稳定性;三是

中东和非洲地区长期存在的低质量城镇化问题、军
政冲突矛盾和社会经济结构失衡矛盾在俄乌冲突刺

激下聚集性爆发,形成“俄乌冲突—粮食安全危机—
地区发展危机”的连锁传导。中东和非洲地区的低

质量城镇化具体表现为:在丰富的出口型资源支撑

下间接形成了大批小规模、低层次、低效率的服务产

业,粗放型资源开采和低质量城镇化导致土地沙化、
水资源污染、农业生产技术更新能力不足等问题,最
终制约了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能力。此外,俄乌冲

突下粮食作为战略资源的地位在中东和非洲地区尤

为明显,长期存在的军政冲突、内乱和严重腐败等问

题在粮食危机之下格外突出,各利益集团通过掌握

粮食等战略物资而搅动地区的政治博弈、民族势力

斗争和军事冲突,混乱局面导致地区农业生产环境

的极度不稳定和农业产业政策的不稳定,部分地区

当局为达到快速稳定区域政治局面,侧重于资源出

口创汇而忽略农业生产,导致农业发展缺乏政策支

持和资金支持,缺乏长期可持续的稳定环境和产业

规划,制约了粮食安全治理策略的实施。为稳定地

区发展局势,解决粮食安全危机引发的社会动荡,部
分地区依靠资源消耗维持社会稳定成为见效最快、
短期效果最好的发展策略,由此形成了“资源消耗型

产业为主、配套服务行业为辅、农业发展严重不足”
的国民经济结构,最终陷入了“粮食危机(贫困)—资

源毁灭性开采—不稳定因素出现—加速资源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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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恶性循环中,粮食安全问题难以得到足够重视和

有效的治理。

3.4 俄乌冲突加速外部势力对区域农业发展渗透

基于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和实现其他战略目的,
中东和非洲地区部分国家以主动或被动姿态接受外

部势力渗透。一方面,部分中东和非洲地区国家主

动引入外部资金和技术推动农业发展以期解决粮食

问题,通过以资源换发展、以开放换开发等模式推动

农业生产发展;另一方面,欧美发达国家借机开始寻

求全球范围内新一轮的势力培植和市场扩张,尤其

是在中东和非洲地区布局粮食供给渠道和粮食生产

投资,部分粮食出口大国抓住俄乌冲突爆发后俄乌

粮食市场供应链断裂的机会,通过加快向中东和非

洲粮食市场提供粮食抢占市场,挤压本地农业生存

空间形成相对垄断地位,并促使最终形成高度依赖

国际市场的粮食供给结构,控制中东和非洲地区粮

食安全命脉,并服务于其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战

略,达到粮食外交目的。欧美发达国家借此轮俄乌

冲突引发的粮食危机在中东和非洲地区广泛开展农

业投资,通过租赁或购买土地进行农业生产并将粮

食出口获取利润,形成事实上的“新圈地运动”,进一

步影响了相应国家的粮食独立自主和农业生产安

全,影响了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粮食供给保障能力建

设和粮食价格稳定能力建设。

4 俄乌冲突下中东和非洲粮食安全问题的

多维影响

  俄乌冲突导致粮食安全恐慌上升到新高度,而
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粮食安全问题已经演变为关于人

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深层次思考。俄乌冲突和粮食

安全危机引起了中东和非洲内部的社会情绪、经济

结构和政治力量的变化,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农业产

业链、供应链和贸易投资结构调整,俄乌冲突引爆的

粮食危机已经超出传统的地域性发展危机,蔓延产

生了全球性多维度的深刻影响。

4.1 对社会情绪、经济结构和政治力量产生广泛而

深刻的影响

粮食危机对中东和非洲地区最突出的影响主要

体现在以下3方面:其一,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粮食危

机极有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情绪的聚集爆发,目前

抢购和囤积粮食已经成为中东和非洲地区大多数国

家民众的日常生活,尽管埃及、土耳其等部分国家通

过控制粮食购买量、补充市场供给量等手段缓解供

需矛盾,但大多数中东和非洲国家都陷入粮食断供

的恐慌情绪中;其二,粮食危机或将导致中东和非洲

地区经济结构加速调整,2020年以来全球性的粮食

恐慌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俄乌冲突则将粮食

危机进一步推向高点,中东和非洲地区多个国家加

快调整农业产业政策,加大农业领域的产业投资和

政策倾斜,同时强调资源开采和工业发展过程中加

强土地、水源等农业资源的保护,提高第一产业在社

会经济中的投资占比,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其三,俄
乌冲突背景之下的粮食危机最终极有可能会演变成

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导致中东和非洲地区部分国

家出现不同程度的政治变革和经济结构重构。中东

和非洲地区的粮食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导致粮食

资源能够直接影响地区政治和经济发展走向。除海

湾能源国家和南非等非洲少数国家依靠自身的经济

实力能够有效抵御全球粮食市场的剧烈波动,大多

数国家都严重受困于全球粮食期现货价格的大幅上

涨。在当前俄乌市场粮食供应链断裂的局势下,美
国、澳大利亚等粮食出口大国快速抢占市场空缺并

形成垄断供给,其控制力将进一步向相应市场的政

治、军事等领域蔓延并形成更大规模更深层次的战

略影响力。

4.2 加剧全球性粮食危机恐慌,促进全球粮食供应

链系统韧性强化

一方面,中东和非洲地区作为全球饥饿人口最

集中的地区,巨大的粮食消费缺口难以在短期内被

有效填补,俄乌冲突或将导致区域性粮食供给结构

失衡矛盾被进一步恶化,自俄乌市场的粮食购买力

向国际市场转移导致全球粮食市场供给进一步趋

紧,粮食价格全面上涨引发全球性的粮食恐慌。主

要粮食出口国收紧出口规模,主要进口国家持续抢

购囤积粮食以稳定市场供给(表2),导致了粮食价

格上涨趋势持续。另一方面,俄乌冲突导致全球能

源供给紧张,欧洲多国因俄罗斯切断能源出口渠道

而面临断供,欧洲、南美洲、东南亚等多个地区的国

家纷纷宣布扩大生物质能生产和消费规模以缓解能

源紧张局面,形成了传统粮油消费外的粮食需求,对
本就趋紧的国际粮食市场进一步造成巨大压力。值

得关注的是,尽管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粮食安全问题

蔓延至全球粮食市场并引发全球性粮食恐慌,但经

历过轮番的粮食危机考验,各国将进一步强化粮食安

全治理,加强粮食市场供需双侧的结构优化,提升粮

食安全稳定水平,全球粮食供应链韧性将明显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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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俄乌冲突以来部分国家的粮食及农用物资出口限制

Table2 ExportrestrictionsonfoodandagriculturalmaterialsinsomecountriessincetheRussian-Ukrainianconflict

国家/地区  
Country/Region  

执行时间

Executiontime

限制措施

Restrictivemeasures

俄罗斯 Russia 2022-03-10 限制对欧亚经济联盟出口谷物和糖类作物,禁止向“对俄不友好国

家”出口化肥

乌克兰 Ukraine 2022-03-08—2022-03-12 全面禁止燕麦、小米、荞麦、糖、盐、小麦、牛肉、化肥等物资出口

塞尔维亚Serbia 2022-03-10 小麦、玉米、面粉、食用油等农产品禁止出口

埃及 Egypt 2022-03-10—2022-03-12 全面禁止扁豆、意大利面、小麦、面粉、蚕豆、植物油、玉米等农产品

出口,并全面推进进口扩大和进口替代,寻找新的进口来源

白俄罗斯Belarus 2022-03-12 禁止化肥出口

阿根廷 Argentina 2022-03-13 豆油和豆粕出口销售登记暂停

印度India 2022-05-13—2022-06-01 小麦和食糖出口禁止和出口限制

哈萨克斯坦 Kazakhstan 2022-04-17 禁止小麦和面粉出口(出口配额已于2022年9月14日解除)

摩尔多瓦 Moldova、

科索沃 Kosovo
2022-06 禁止出口小麦、玉米和糖等,扩大粮食储备

土耳其 Turkey 执行小麦、面粉、部分食用油出口限制措施

黎巴嫩Lebanon、

阿尔巴利亚 Albaria、

匈牙利 Hungary、

英国theUK、

欧盟theEuropeanUnion、

伊拉克Iraq、

美国theUSA

均执行了不同程度的粮食出口限制措施或粮食进口优惠措施,部
分国家执行了粮食市场管制措施,打压粮食投机倒把等行为,把控

粮食市场稳定性

  注:资料根据公开报道整理。

Note:Dataaresortedbasedonpublicreports.

4.3 全球农业贸易及跨国投资格局多元化转变加速

俄乌冲突引发粮食安全危机并引起粮食安全治

理的全球性思考,不同国家和企业主体基于自身实

际加快构建粮食安全体系,农业贸易和农业跨国投

资多元化加速发展趋势愈加明显,全球农业产业链、
供应链和价值链面临新的结构性调整。

首先,俄乌冲突之后全球农业贸易的多元化进

程加速,农业进出口贸易多元化成为解决全球粮食

安全问题的重要思路。过去受地缘政治、合作伙伴

压力、贸易成本等因素限制,全球农业贸易链条长期

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例如中东和非洲地区受地理

位置近、运输成本低、排他性贸易条件、粮食消费结

构等诸多因素影响,粮食进口就主要依赖于俄乌市

场,粮食进口多元化渠道建设进展缓慢,甚至大部分

非洲国家在俄乌冲突爆发前仍未就粮食进口多元化

进行部署。俄乌冲突近乎切断了乌克兰市场与中东

和非洲地区的粮食供应链,限制了俄罗斯市场与中

东和非洲地区的粮食供应能力,此举直接导致了中

东和非洲地区加速拓展粮食进口渠道和寻找替代性

粮食供给保障,目前中东和非洲地区国家都在积极

开辟新的粮食进口渠道。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其

他的主要粮食进口国受中东和非洲地区当前境地的

影响,也都在开展粮食进口渠道多元化、粮食进口品

类多元化、强化和补充粮食供应链的工作,加快构建

更加安全稳定的粮食供应链,推动了全球范围内农

业贸易多元化发展进程。
其次,俄乌冲突推动农业跨国投资多元化进程

加速。在全球性粮食危机的冲击下,通过开展农业

领域对外投资以利用海外农业资源、巩固粮食供给

渠道的思路被广泛认可。俄乌冲突局势之下“人少

地多”型国家和“人地平衡”型国家尚可通过对国内

农业资源的充分开发来实现充分或相对稳定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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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保障,而“人多地少”型国家和部分农业资源丰

富但农业生产力水平落后的国家则难以在短期内通

过自身发展实现粮食独立自主。在此背景下,资本

实力雄厚、农业生产水平领先的国家积极探索海外

市场,尤其是土地资源充沛而农业发展水平相对落

后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获得国际资本的特殊亲

睐。目前国际社会在非洲地区主要采取购买或租赁

方式获得土地使用权并用作农业生产,具体而言,在
非洲及更广阔的地区进行农业投资的主体主要分为

以政府和国有企业为主的国家投资力量、以及以大

型跨国企业为主的私营企业力量两大类。此轮粮食

危机将进一步促进农业国际资本加速涌向撒哈拉以

南非洲及全球类似地区,通过国际市场投资屯田进

一步掌控全球粮食供给市场和巩固国内市场粮食安

全,例如美国、英国、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在

刚果(金)、苏丹、赞比亚、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进行

土地投资,主要用作种植包括经济作物、粮食作物、
生物质能源原料、橡胶等在内的农作物和饲养牲畜,
产成品主要输往相应投资国家或销往国际市场;而
具体投资则通过购买、租赁、主权基金合作、粮食援

助附加投资、政治军事援助附加投资等多种形式展

开,呈现出投资主体、投资渠道和投资模式多元化等

新的发展特征。

5 中东和非洲地区粮食安全危机的治理

路径

  中东和非洲地区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方式主要

有以下4类,第一类是以海湾国家、埃及等依托能源

出口创汇保障粮食进口供给,这一类国家主要集中

于中东和北非能源储备丰富的地区,此次俄乌冲突

同时推高了能源和粮食价格,因此这一类国家能够

通过能源价格上涨缓解粮食价格上涨压力,但寻找

替代性粮食进口渠道成为当前新的压力,南亚、东南

亚、大洋洲国家和美洲国家是其粮食进口多元化的

重要渠道;第二类主要是凭借粗放型资源出口创汇

换取有限的粮食或依靠国际援助解决部分粮食问

题,这一类国家主要集中在非洲地区,大多数都存在

人均耕地面积少、灌溉水资源不足、农业生产水平

低、政治局势混乱等现象,俄乌冲突造成了较为严重

的粮食安全危机;第三类是土耳其、以色列等以科技

创新为支撑形成现代化农业体系,因对资金投入需

求量和产业政策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政治局势和农

业发展环境的稳定性等相关产业环境要求较高,这

一类国家在中东和非洲地区极为少见,尽管技术创

新推动农业高水平发展,但整体仍未能完全解决粮

食自给问题;第四类则是以南非等依托自身农业资

源优势和相对多样的主食结构实现粮食自给,以及

马达加斯加、尼日利亚等依托国外技术支持实现粮

食自给,这一类国家主要集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地区,大面积的可耕作土地、相对充沛均匀的降水和

适宜的气候、相对稳定的政治局势等资源和环境优

势是其能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主要原因。目前绝大

多数中东和非洲国家都不同程度依靠资源出口或国

际援助来全部或大部分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但整体

抗风险能力极弱,因此寻找符合地区发展实际的治

理路径来解决区域粮食安全问题迫在眉睫。

5.1 提高农业综合竞争力,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

粮食供给层面的保障能力不足是造成抗风险能

力弱的关键原因,具体体现在生产能力不足和收储

能力欠缺两个方面。因此,一方面要增强国内粮食

生产能力,提高粮食自给能力。中东和北非地区能

源大国可借鉴以色列、土耳其等国家的成功经验,发
挥政治局势相对稳定、财政资金充沛等优势大力开

展农业科技创新和农业产业现代化建设。依托滴灌

农业、节水农业、立体农业等成熟的现代农业技术,
提升地区农业生产能力,增强本国粮食自给能力,促
进本国有限的耕地资源效用最大化。撒哈拉以南农

业资源禀赋优势明显的国家可通过开展国际合作开

发本国农业资源,发挥耕地资源、灌溉水资源、牧场

资源等优势条件,借助国际资本和技术力量,引进先

进的生产经营模式和优质的种质、化肥和农药等生

产资源,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将农业资源禀赋优势

充分释放。其他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政治局势动荡、
农业生产资源优势不足的地区则要重视将农业领域

的投入,加大矿产资源开采和其他产业发展对农业

的反哺输出,执政当局宜将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作为

巩固政治地位的重要内容。
另一方面,夯实粮食收储保供能力,提升风险缓

冲能力,搭建渠道可控、规模可观、质量有保障的粮

食储备体系。俄乌冲突率先引爆中东和非洲地区的

粮食恐慌情绪,其关键原因之一是中东和非洲地区

的粮食储备不足,尤其是非洲地区部分国家国内粮

食面临断供和供给严重不足的局面。因此,增强粮

食收储能力,提高国内粮食市场抗冲击和抗风险能

力是解决地区粮食安全问题的重要途径。一是需要

建立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机制或与权威机构合作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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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测预警体系,关注国内外粮食市场供需及价

格变动,尤其是针对进口规模大,市场变动对国内粮

食安全影响剧烈的品种进行监测,根据国内人口规

模、消费结构、市场价格、财政支出能力和市场供给

水平等因素制定合理的粮食储备规模,保障粮食收

储工作的稳定有序。二是需要加强粮食储备基地建

设,目前中东和非洲地区仍有相当一部分国家没有

安全的粮食储备场所,缺乏完善的粮食储备管理体

系,难以有效开展粮食收储工作,造成了粮食储备能

力缺失和储备粮食浪费的现象,因此加强粮食储备

基础条件建设和粮食储备管理体系建设至关重要。
三是提升海外市场粮食储备能力,主要是通过海外

粮食企业投资、海外农田租赁(购买)等多种形式的

经营、海外采购渠道建设等措施,提高粮食市场稳定

供给能力,目前沙特阿拉伯、以色列等少数中东和非

洲国家通过开展海外农业投资和海外市场收购等工

作,增强海外市场供给能力,缓解粮食短缺压力。

5.2 拓展多元化农业对外合作,充分借助外部力量

提升区域农业发展水平

长期以来中东和非洲地区高度依赖俄乌粮食市

场,而俄乌两国也将粮食出口作为重要的国际合作

项目,加之俄乌两国的粮食品种、粮食供给规模、运
输距离和运输成本等都具有特殊优势,因此建立了

长期稳定的粮食贸易合作关系,这限制了中东和非

洲地区进口渠道多元化和农业国际合作多元化的积

极性。此轮粮食安全危机为中东和非洲地区敲响了

警钟,积极推动多元化的国际合作成为有效缓解俄

乌断供压力的重要途径,一方面要积极拓展国际进

口渠道,快速弥补短期内的粮食空缺,稳定社会恐慌

情绪;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入国际资本和技术,借助

国际组织和平台力量推动国内农业生产、粮食储备

等技术更新,为提升中长期的粮食自给能力和增强

突发性事件应对能力谋划。当然,引入国际资本和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能形成产业发展推力的同时,也
会造成区域内资源流失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回顾中

东和非洲地区发展历史不难看出,除极少数国家和

国际组织以人道主义援助或承接项目的形式为中东

和非洲地区可持续发展做出了实质性贡献,大部分

的国际资本仍主要以相对简单的资源获取和资源利

用为目的进行投资。因此,中东和非洲地区借助外

部力量发展农业需要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加快构建

相对完善的国际资本入境投资规章制度体系,以适

度的资源开放换取产业基础建设、产业配套服务建

设、产业人才培养等符合长期发展利益的建设项目,
并逐步由资源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具体而

言,一方面,促进合作模式多元化发展,中东和非洲

地区国家需强化产业发展体系,在将国内农业市场

和生产 资 源 向 国 际 资 本 开 放 的 同 时,尝 试 通 过

BOT、PPP等模式促进区域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引
入农业生产领域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借助外部

力量促进农田水利、农业机械化等发展,培养本土农

业技术人才;强化可持续开发和永续开发监管,通过

政策调节和国际合作协议条款控制本土生产粮食外

销比例,避免简单的土地出售或土地租赁合作模式

造成的资源浪费和产成品外流,确保国内粮食市场

的有效供给。另一方面,要重视制定中长期发展规

划,促进合作质量逐步提升,分阶段分批次推进农业

基础建设和农业产业发展,避免低质量重复性建设

和资源浪费。要推动粗加工出口向深加工或产成品

出口转变,提高资源出口附加值,促进资源优势转化

为产业发展优势,增强出口创汇能力,进而为解决粮

食安全问题提供技术、资金和人才支持,带动国内产

业体系建设和劳动力水平提升。

5.3 发挥区域性合作组织促进作用,提升区域粮食

安全治理的协调能力

联合国粮农组织、WTO等国际组织在推动解

决全球粮食安全问题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
如2022年6月 WTO部长级宣言就应对粮食危机

达成共识,对于解决全球粮食安全危机发挥了重要

作用。目前中东和非洲地区粮食安全治理的整体规

划和具体实施仍需要国际组织及各国政府和企业自

身来共同推动,尤其要发挥区域组织在文化认同、现
实情况相似性等方面的优势,增强区域组织的内部

协调能力,推动区域粮食安全协同治理。例如阿拉

伯国家联盟、非洲联盟等区域性政治经济合作组织

具有较强的区域号召和协调能力,内部成员在政治

互信、经济互助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区域内

粮食安全现状情况相似,因此发挥类似区域性合作

组织的调度作用,增强国际市场农业合作和粮食安

全治理规则建设的话语权。同时,联合国、联合国粮

农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性合作组织需发挥总体协

调作用,促进中东和非洲地区内部各合作组织之间

的交流合作,增强区域的粮食安全综合治理能力。
此外,还必须高度重视控制区域人口增速与提升人

口质量相结合的人口综合治理,人口增长失控和人

口质量整体偏低导致环境承载能力持续下滑,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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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发水土流失、水资源污染和生态环境毁灭性破坏

等一系列发展难题,最终导致农业生态环境难以满

足超负荷人口的粮食需求。因此一方面要积极采取

措施控制爆发式增长的人口规模,提高人均可耕地

资源占比,通过推广节育措施、加大计划生育执行力

度等措施控制人口增长速度,受宗教因素、传统文化

习俗、教育水平和医疗卫生水平等因素限制,该措施

实际执行必然面临重重困难,但各国政府必须要秉

持“久久为功”的理念,依托国内及国际援助力量共

同努力来达到控制人口增速的预期目标。另一方

面,要下功夫提高人口质量,通过加大教育、医疗等

基础设施建设,开展普及式教育提高民众文化水平,
完善医疗体系增强民众身体素质以提升农业生产劳

动力质量,文化教育水平和身体素质的提升将对控

制人口增速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

用,当然人口质量的提升并非一时之功,需要有稳定

的政治经济环境和完善政策支撑。
总之,尽管俄乌冲突将全球粮食安全危机推向

新高点,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东和非洲地区

的粮食安全问题的诱因并不唯一,粮食安全治理是

一项系统性极强、工程量极大、复杂程度极高的长期

性工作,也不仅仅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关

系人类社会稳定和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一国

一域的努力难以彻底扭转局势,需要全人类携手共

同推进解决中东和非洲地区,以及全球范围内的粮

食安全问题。因此,既要中东和非洲地区自身为解

决生存危机而不懈努力,也需要有国际社会对中东

和非洲地区粮食安全问题的持续关注和支持,要秉

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切实

履行相关责任和义务,推动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促进

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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