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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受新冠肺炎疫情、极端天气等
因素影响，全球粮食安全面临更严
峻挑战。专家建议，各国应加大努
力促进农业发展，提高粮食综合生
产能力，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推动
建设更可持续的农业粮食体系。

联合国粮农组织近日发布的《2021 年粮食及农

业 状 况》报 告 显 示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加 剧 了 粮 食 的 不

安全和人们营养不良问题，凸显农业粮食体系在冲

击和压力面前的脆弱性。粮农组织呼吁各国加强农

业 合 作 ，促 进 农 业 粮 食 体 系 转 型 ，使 农 业 粮 食 体 系

更具韧性、效率、可持续性和包容性，共同维护全球

粮食安全。

粮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粮农组织的这份报告以“提高农业粮食体系韧性，

应对冲击和压力”为主题，评估了各国农业粮食体系应

对冲击并从中迅速恢复的能力，并就如何提高农业粮

食体系韧性提出意见建议。

报告指出，疫情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造成冲击，世

界经济复苏缓慢，购买力下降使得数十亿人的粮食安

全和营养状况受损。低收入国家普遍遭遇严峻挑战，

中高收入国家也面临风险。2020 年全球饥饿人口累

计约 8.11 亿，较 2019 年增加了 1.6 亿。报告估计，如果

疫情造成全球收入减少 1/3，还将有 10 亿人陷入饥饿

状态。

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干事戴维·比斯利认为，疫情

持续、局部冲突和气候变化等因素相互叠加，加剧了世

界各地粮食系统的脆弱性。

今年以来，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对粮食产量造成

严重影响，其中北美洲多地极端高温使得大量农作物

枯死，巴西罕见的超强寒潮造成甘蔗和玉米等农作物

大量减产。数据显示，今年全球粮食进口费用创下历

史新高。“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在 11 月达到平均

134.4 点，达到自 2011 年 6 月以来最高水平。

“后疫情时代，粮食安全形势会更加严峻。在气候

变化的环境下，在未来的数十年，我们会遇到更多的风

险和挑战。”国际水稻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乔哈尔·阿礼

表示。

粮农组织在报告中强调，各国政府应积极采取行

动，将提升农业粮食体系韧性作为本国应对当前与未

来挑战的战略要素。既要实现投入资源、生产、市场和

供应链以及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提高农业粮食网络的

互联互通，又要加强困难群体抵御风险能力，提升社会

保护计划，助力应对各类冲击。

共同行动发展可持续农业

“共同应对粮食不安全及营养不良等挑战，加快落

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需要加强南南合

作、三方合作及南北伙伴关系。”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

玉表示，农业粮食体系全方位转型需要各国共同采取

行动，系统落实各项举措。

为应对挑战，一些国家积极探索和创新有效途径，

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例如，在苏丹北部州科德罗卡森

林保护区，当地农民积极发展气候智能型农业，根据气

候规律科学调整种植和收获次数，充分考虑夏季较长

和降雨不可预测等因素，在退化土地上间种作物和树

木，几个收获季以来农民生计持续得到改善。

阿联酋今年 5 月推出“食品科技谷”项目，旨在打

造一个利用现代技术加工农产品的新食品生产基地，

以确保粮食生产的稳定性和减少资源浪费。泰国商

业部表示将与阿联酋加强粮食项目合作。国际农业

发展基金驻华代表马泰奥指出，通过促进国际合作、

推动研发创新等途径，可有效提升全球农业粮食体

系的韧性。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总裁吉尔伯特·洪博认为，更

公平、更平等的粮食体系，需要倾听小规模生产者和

农村社区的心声，确保农业生产者的劳动付出得到

公平回报。他建议，进一步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帮助

被 忽 视 的 农 村 偏 远 地 区 和 弱 势 群 体 。 在 埃 塞 俄 比

亚，当地政府推出“生产力安全网计划”，重点关注长

期缺乏粮食保障的家庭，通过提供财政和技术支持

等，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让缺粮家庭能够在危机

中维持生计。

2019 年 9 月，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起结对帮扶“手拉

手”行动计划，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和人民消除贫困、饥

饿和营养不良。迄今已有 34 个国家参与行动。2020
年 7 月 21 日，粮农组织启动了“手拉手”地理空间信息

平台。该平台汇集了 10 多个粮食和农业相关领域的

地理空间信息和统计数据——包括粮食安全、作物、土

壤、土地、水、气候、渔业、畜牧业以及林业等，还纳入了

疫情对粮食和农业影响的相关信息。平台作为一项

重要工具，可为疫情后增强粮食系统抵御力提供决

策支持。

“未来，我们必须努力打造一个全新的全球粮食系

统，惠及全球人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粮食

体系可以也必须发挥关键拉动作用，支持经济复苏、消

除贫困、减少不平等、促进体面劳动、解决气候变化、环

境污染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问题。

积极贡献中国力量

11 月 25 日，由中国和世界粮食计划署支持的南南

合作及三方合作斯里兰卡农业技术培训项目在华启

动。160 余名斯方农业部官员、农业科研机构技术人

员和农场主代表参加了培训。世界粮食计划署相关负

责人艾哈迈德表示，项目将帮助斯里兰卡种植水稻和

玉米的小农户提高农业生产力，这些经验与知识交流

对于斯建立可持续的粮食生产体系、实现零饥饿目标

等将发挥积极作用。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加快自身农

业发展的同时，持续推动农业国际合作，力所能及地帮

助更多国家提高农业技术水平。截至目前，中国已向

非洲、亚洲、南太平洋、加勒比海等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派出 2000 多名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培训了近 10 万名

外国农户。在华举办近 500 期培训班，培训外国专家、

专业人员 1.1 万人。在作物生产、畜牧业、水产养殖、农

田水利、农产品加工等领域，向有需要的国家进行了

1500 多 项 技 术 推 广 和 示 范 ，带 动 项 目 区 平 均 增 产

40%—70%，超过 150 万户农村家庭从中受益。

中国还推动国际社会加强政策协调，从全球层面

提升粮农治理能力，推动各国在粮食减损、运输、检疫、

进出口贸易等方面形成合理的国际规则。今年 9 月，

中方举办国际粮食减损大会，来自 50 多个国家及国际

组织、企业、非政府组织的 300 多名代表围绕“减少粮

食损失浪费，促进世界粮食安全”主题展开深入交流，

取得了行动减损、机制减损、平台减损、生产减损等 10
项减损共识成果。

马泰奥表示，中国推动农业国际合作，因地制宜

分享农业发展经验，为维护世界粮食安全贡献了重

要力量。

（本报罗马 12月 19日电）

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全球粮食安全
本报记者 韩 硕

■国际视点R 美 国 联 邦 储 备 委 员 会 日

前宣布，将加快缩减资产购买

规模。在声明中，美联储删掉

了以往有关通胀“暂时性”的表

述。同时，多数美联储官员预

期明年美联储 可 能 加 息 3 次 。

分析人士指出，这显示美联储

担心通胀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希 望 适 度 调 整 货 币 政 策 予 以

抑 制 ，但 受 多 重 因 素 影 响 ，通

胀 压 力 短 期 内 难 以 缓 解 。 美

持 续 通 胀 日 益 引 发 国 内 民 众

的不满。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发布

的数据显示，截至 11 月，美国

消费者价格指数在过去 12 个

月上涨了 6.8%，是 1982 年 6 月

以来的最大涨幅。其中，食品、

能源、汽油、新车价格分别上涨

了 6.1%、33.3%、58.1%、11.1%。

密 歇 根 大 学 发 布 的 报 告 也 指

出，未来一年美国的消费者价

格指数预计增长 4.9%，是 2008
年以来的最大涨幅。

美 国 全 国 商 业 经 济 协 会

日前发布的调查显示，多数经

济学家认为，美国高通胀将至

少 持 续 到 2023 年 。 11 月 底 ，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出席国会听证会

时表示，通胀进一步上升的风险在增

加 。 他 预 计 ，更 高 的 通 胀 将 持 续 到

2022 年中旬，并坦言“我们此

前 在 通 胀 问题上忽视了供给

侧问题的严重性”。

美 国 前 财 政 部 长 萨 默 斯

指出，美国政府的经济刺激计

划 是 加 剧 通 胀 的 一 大 原 因 ，

政府没有为大规模经济刺激

计 划 带 来的物价上涨 做 好 充

分 准 备 ，也 没 有 采 取 适 当 行

动 迅 速 降 低 通 胀 。“ 不 幸 的

是 ，华 盛 顿 的 政 策 制 定 者 几

乎 每 个 月 都 落 后 于 形 势 变

化”。

“ 任 何 买 过 牛 奶 、汽 油 或

二 手 车 的 美 国 人 都 可 以 告 诉

你，通货膨胀已经扎下了根。”

美 联 社 的 报 道 说 ，在 早 餐 桌

上 ，培 根 的 价 格 比 去 年 上 涨

21%，鸡蛋价格上涨 8%。工人

工 资 的 上 涨 幅 度 远 远 赶 不 上

物价涨幅。今年 11 月，扣除通

货膨胀因素后，美国的平均时

薪比一年前下降了 2.4%。

根 据 美 国 广 播 公 司 与 益

索普集团 12 月 12 日公布的民

调，69%的民众不满美国政府

抑 制 通 货 膨 胀 的 方 式 ，另 有

57%的民众对政府的经济复苏

政策表示不满。路透社评论说，通货膨

胀给美国政府带来了政治挑战。

（本报华盛顿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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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莫斯科 12月 19日电 （记者张

光政）俄罗斯外交部 18日发布公告，宣布

俄自当日起正式退出《开放天空条约》。

公告说，俄方被迫退出《开放天空条

约》，美国应承担全部责任，美国单方面破

坏条约的真实目的是挑起“军备竞赛”。

公告对过去 20 年俄方执行条约的

情况进行了回顾，称俄罗斯是在所有缔

约国中执行观测任务数量最多的国家，

各缔约国在俄方领土共进行了 1580 次

侦察飞行。

公告说，俄方认为，条约过去富有

成效的实施表明，它是缔约国之间加强

信任和安全的良好工具，并为客观、公

正地评估参与国的军事潜力和军事活

动创造了更多机会。然而，条约最终成

为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美国

退出条约已经破坏了各国利益，是造成

《开放天空条约》体系崩溃的始作俑者。

公告还说，俄方尊重条约其他缔约

国继续执行条约的决定，希望各方进行

建设性和富有成效的合作。

2020 年 11 月，美国宣布正式退出

条约。《开放天空条约》于 1992 年签署，

2002 年起生效。条约缔约国可按规定

对彼此领土进行非武装方式的空中侦

察。该条约是冷战结束后重要的信任

建立措施，有助于提升透明度和降低冲

突风险。美国、俄罗斯和大部分北约国

家签署了这一条约。

俄罗斯宣布正式退出《开放天空条约》
俄外交部强调美国应承担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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