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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受疫情冲击、极端天气、主要发达经
济体宽松货币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粮价高
位运行，许多低收入国家陷入“买不起粮”的困境。
今年爆发的俄乌冲突及美西方对俄施加的极限制
裁，进一步冲击全球粮食产业链供应链。近期，由
于美联储加息预期及市场恐慌等因素作用，全球

粮食市场波动剧烈，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加。
2021年，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把粮食

安全作为八大重点合作领域之一，为国际发展
合作注入新动力。多项实际行动证明，中国是
联合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粮食安全领域的可
靠合作伙伴，是维护世界粮食安全的积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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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国内粮食基本自给

中国始终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奉行
“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粮食安全
观。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 年，中
国粮食总产量达 1.3657 万亿斤，连续 7 年稳
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实现自 2004 年来连续
18 年增产丰收。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
一大粮食生产国和第三大粮食出口国。专家
认为，中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依
靠自身力量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
手上。

《中国农业展望报告（2022-2031）》显示，
未来10年，中国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能够完全确保，粮食自给率将提高到 88%左
右。2019 年发布的《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
指出，近几年中国稻谷和小麦产需有余，进出
口主要是品种调剂。2001年至2018年，中国年
均进口的粮食总量中，稻谷和小麦两大口粮品
种合计占比低于6%。

“中国用不足全球9%的土地实现了约占世
界1/4的粮食产量，养活了世界1/5的人口，本
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作出的重大贡献。”中
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副院长
唐丽霞对本报记者表示，“中国人口数量超过
14亿，如果中国发生粮食短缺，将对全球粮食
供给造成巨大压力。因此，‘中国碗装中国粮’
的粮食安全观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作出
的重要承诺。”

唐丽霞认为，中国坚持立足国内保障粮
食基本自给的方针，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战略，有力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在土地
方面，中国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在
严守18亿亩耕地面积红线的同时，着重提升
耕地质量，提升粮食生产效率。同时，中国
严格限制土地用途，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特
别强调，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只能种粮，确保
粮食总量供给。在技术方面，中国近年来出

台多项促进种业创新的计划，保障主要粮食
作物品种种植安全，提升粮食品质。通过多
方面举措，中国牢牢把握粮食安全主动权，
并对世界粮食安全发挥了“压舱石”作用。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与公共政
策所所长于宏源对本报记者说，稳定的粮食
产量既是中国参与世界粮食安全治理的底
气，也是发展对外粮食经济产业链的基础。
从中国近5年的粮食产量统计来看，无论是
总体粮食产量、粮食季节收获还是代表性农
作物产量，都保持了稳定高产，人口基数大
并未构成对粮食安全的威胁。2020年，即使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粮食安全冲击，中
国当年的粮食出口量仍达354万吨。中国粮

食出口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全球粮食短缺，
也带动构建了中国对外粮食经济产业链。

积极开展对外援助

中国多年来不断深化粮农国际合作，主
动分享粮食安全经验。自2009年同联合国粮
农组织建立南南合作信托基金以来，中国已
累计捐款1.3亿美元，向亚洲、非洲、拉美和
加勒比地区、太平洋岛国派遣了大批专家和
技术人员，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框架
下资金援助最多、派出专家最多、开展项目
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成为联合国粮农组织南

南合作的重要战略伙伴。2015年，中国设立
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首期提供20亿美元。在
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项下，中国已与联合国粮
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合作实施40多个南
南合作项目。

日前，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出席二
十国集团外长会议时表示，中国同发展中国
家建立农业合作区，已同140多个国家和地
区开展农业科技交流，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推
广农业技术1000多项，带动项目区农作物平
均增产30％－60％。今年以来，中国已向有
需要的发展中国家提供1.5万多吨紧急人道主
义粮食援助，并将继续为促进世界粮食安全
作出新的努力。

“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组织倡导的粮食援
助计划，通过粮食捐赠、粮食技术援助、粮
食企业投资等形式进行人道主义救助，为推
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发挥关键领导力。”于宏
源说，在国际粮食援助方面，美国等早期推
动者更多是为了解决本国农业机械化运动带
来的剩余价值流动。而中国在从粮食受援国
向粮食援助国、从净引资国向净投资国转变
的过程中，既“授人以鱼”也“授人以渔”，既向
有关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紧急粮食援助，也
注重向非洲等欠发达地区传播粮食种植技
术。中国支持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华设立全球
人道主义应急仓库和枢纽，还通过在受援国
设立跨国粮农企业，带动当地粮食经济发
展。从实施效果来看，中国的粮食援助得到
广大发展中国家认可。

“中国积极扩大同联合国粮农三机构即联
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国际农业发
展基金的合作，通过紧急粮食援助、提供资金
支持、推广农业技术等方式开展粮食对外援
助。但不论通过何种平台、何种方式开展援助，
中国始终注重提升受援国的粮食生产水平，倡
导因国施策、因地制宜，推广中国粮食生产经
验。”唐丽霞说，“以中非农业合作为例，当前非
洲农业普遍处于劳动密集型的小农发展模式，
中国据此制定了适宜的技术援助方案。多年

来，中国派遣的技术专家组不畏艰难，深入到
非洲的田间地头，直接服务于非洲农村和广大
农民，手把手教当地农民作物种植技术。这与
传统的西方援助截然不同，是真心实意地帮助
当地提升农业生产能力和粮食安全水平，得到
受援国高度评价。许多项目结束多年后，仍被
当地民众感念。”

推动治理体系变革

日前，联合国多机构联合发布的《2022
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称，2021年全
球受饥饿影响人数达8.28亿，较2020年增加
约4600万。照此趋势，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中“到2030年消除饥饿，实现粮食
安全，改善营养状况和促进可持续农业”的
目标或将难以实现。

面对全球粮食安全复杂严峻形势，中国
始终坚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
推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向更公平合理的
方向变革，更好地保障全球粮食安全。

多年来，中国推动增强非洲等发展中国
家在涉粮国际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支
持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诉求。中国推动履行世
贸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呼吁各国保持粮
食贸易开放，敦促取消单边制裁、维护全球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呼吁给予发展中国
家更多政策空间，要求发达国家削减扭曲农
业贸易的超额补贴，为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
提供公平、合理的国际贸易环境。

“构建更具韧性的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
系，关乎全球可持续发展。中国正在为此作
出努力。”于宏源表示，在参与多边治理平台
方面，中国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等重要国际
会议，推动各国就农业投资、贸易合作展开
政治对话。同时，中国积极利用现有东盟与
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中国—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农业部长论坛、中国—太平洋岛国农业部
长会议等区域合作平台开展农业合作。在治
理主体上，中国还开辟了以多利益攸关方为
代表的粮食安全民间外交。疫情期间，民间
社会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为应对粮食安全风
险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1 年，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
把粮食安全列入八大重点合作领域之一，意
在推动更多国家和地区提升农业可持续生产
能力，为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作出积极贡献。
在全球发展倡议指导下，中国正在加强与联
合国机构的合作，同国际社会一道应对全球
粮食安全挑战。”于宏源说。

“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主导的粮食安全倡
议和行动，推动世界粮食安全治理的国际规
则制定，为完善全球粮食治理体系作出重要
贡献。未来，中国应继续发挥自身在农业管
理经验和技术水平方面的优势，深入推进南
南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探索适合本国国情
的粮食安全发展道路，积极探索国际粮食合
作新模式。”唐丽霞说。

“针对近期全球粮食紧张局势，中国作为
负责任大国，参与全球粮食紧急行动，积极
推动解决发展中国家粮食困境问题。同时，
从长远角度看，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农业可
持续发展的基础，中国应通过绿色‘一带一
路’建设和全球气候变化适应治理建设，与国
际社会共同提高发展中国家农业适应能力。”
于宏源说。

压题照片：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苑前镇
乡村高标准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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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CNN 报道，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日前作出
裁定：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PA）无权在州层面
限制温室气体排放量，也不得要求发电厂放弃
化石燃料转用可再生能源。作为全球最大发达
国家，美国气候政策再次遭遇“滑铁卢”，引发舆
论对拜登政府减排目标及全球减排前景的担忧
情绪。

减排乏力

据美媒报道，美国最高法院审理的这起“西
弗吉尼亚州诉EPA”案，源于2015年奥巴马政府推
出的《清洁能源计划》。该计划要求各州于2016
年9月前提交初步减排方案。随后，以西弗吉尼
亚州为首的20多个州向华盛顿巡回上诉法院起诉
EPA。特朗普政府时期，《清洁能源计划》 被废
除。2019 年，EPA 公布了 《可负担清洁能源规
定》，取消了对燃煤发电站的严格监管，但随即
引发了加利福尼亚州等22个州的反对。

案件发酵数年后，6 月 30 日，美国最高法院
以 6 比 3 的结果，裁定支持西弗吉尼亚等州的
意见，认定法律没有赋予 EPA 相关权力，EPA
不得迫使各州发电厂放弃化石燃料转用可再
生能源。

2021年4月，拜登政府宣布扩大美国的减排承
诺，即到2030年将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较2005
年减少50%至52%，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

CNN 等 美 媒 分 析 称 ，“ 西 弗 吉 尼 亚 州 诉
EPA”一案落锤，不仅是拜登政府气候议程的重
大挫折，也使联邦层面气候行动的未来前景受到
质疑。美国环保人士指出，该裁决使 EPA 丧失了
控制发电厂气体污染的“最有效工具”，将严重削
弱 EPA 的职能。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斯蒂芬·杜
加里克表示，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与碳排放大

国，美国作出这种决定，将使《巴黎协定》目标变
得更难实现。

矛盾重重

“在气候政策上，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一直存
在较大分歧。”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
究院副研究员谢来辉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
析，拜登政府当下的气候政策，很大程度上依赖
EPA以行政手段来推进，尤其是在电力行业减排
方面。最高法院的最新裁决，基本上对总统在联
邦政府层面以行政机构推动减排的政策工具下了
一个“禁令”。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评估，拜登政
策的减排目标本就面临不小的挑战，若拜登政府
不能在国会层面推进相关法案，其减排目标的实
现更是困难重重。

外界关注到，在“西弗吉尼亚州诉EPA”一案
中，投支持票的6人均为共和党总统任命的保守
派大法官，其中3人由特朗普在任期内任命。多
家美国煤炭行业巨头也参与其中。

“美国的气候政策呈现明显的‘钟摆式’变化。
民主党政府时期，美国的减排态度及行动相对积
极，共和党时期则表现消极甚至进行抵制。在共和
党总统小布什、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一度宣布退
出《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天津外国语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强对本报记者说，综合来看，
美国现在的气候政策受到诸多因素掣肘。其一，在
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严峻、经济复苏乏力的背
景下，气候变化问题较难成为美国政府的优先议
题；其二，美国政治极化日益加剧，气候问题被赋
予浓重的政治色彩，拜登政府的气候政策往往会
受到共和党的牵制和反对；其三，能源利益集团的
强力游说，使得美国的气候政策必然经历利益集
团斗争的考验和撕扯。

拖累全球

近日，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发布的最新研究报
告显示，1990 年至 2014 年，美国是全球排放温室
气体最多的国家，已造成超过1.8万亿美元的全球
经济损失。CNBC援引该研究报告称，因美国排放
而遭受经济损失的国家通常位于南半球或热带地
区。其中，美国领土产生的排放给墨西哥造成了总
计795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美国在减排方面的‘钟摆式’表现及一些‘开
倒车’行为，严重削弱了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
努力与合作，加大了全球气候治理赤字，给全球气
候治理的多边进程制造了障碍和阻力。”李强认
为，气候变化导致的全球变暖加剧、极端天气频
发、海平面上升、粮食歉收等问题层出不穷，导致

“气候难民”激增，严重威胁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
家的生存发展。作为全球最大的发达国家和碳排
放大国，美国应承认并履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原则”尤其是二氧化碳排放的历史责任，主动按照

“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率先进行减排，发挥大国在
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美国等发达国家应兑现

《巴黎协定》要求，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相关技术和
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谢来辉说，作为碳排放历史责任最大的国家，
美国的气候政策在国内屡遭变数，政府缺乏足够
的能力和资本推动两党形成政治共识，使美国在
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形象大打折扣，也给全球减排
前景带来更多挑战。此外，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
中国家承受着更多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美国等
发达国家有责任和义务积极履行应对气候变化相
关出资的国际承诺。“美国现在应当做好两件事：
一是在国内切实推行减排；二是在国际上承担自
己的责任。”谢来辉说。

联邦政府败诉 减排目标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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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中国紧急援助斯里兰卡的一批粮食运抵科伦坡国际集装箱码头。
新华社记者 车宏亮摄

环

球

掠

影

环

球

掠

影

爱丁堡艺术节嘉年华活动日前在英国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市中心
举行，来自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800余名演员带来各具特色的表演，
300多名华侨华人组成当日最大方阵，带来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演出。

上图：舞龙表演。
下图：当地儿童在舞狮节目中与“狮子”互动。

新华社记者 李 颖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