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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展望期间，世界农业生产的增速与前十年相比将放缓。但预计全球消费量将

继续提高，这主要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表现和人口增长。这一点在今后十年各
国和各种农产品贸易地位的变化中可以得到体现。  

但农产品贸易的增长将继续落后于非农产品，主要是由于高水平贸易壁垒的继
续存在。同时，贸易增量中越来越多的份额将来自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易。发展中
国家的传统出口国和新兴出口国的出口量均将出现增长。  

尽管预计发展中国家农产品进口量将增加，但这将部分由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
生产国的出口量增加所满足。因此，从中期看全球农产品市场的竞争将激化。加之
世界范围内生产率的明显提高，这将致使多数农产品的实际价格出现进一步下滑。  

由于面临实际价格下滑的压力，农民将不得不继续致力于提高效率和生产率，
并将受益于改革阻碍效率和生产率提高的政策。但实际价格的降低将使那些依赖进
口来保障其粮食需求的国家有潜力从中受益。  

由于发展中国家整体的农业生产发展速度快于其它国家（主要是经合组织国家
），后者的多数产品在全球产量中的份额将减少。生产率的持续提高使几乎所有国
家的产量提高，但发展中国家还包括耕地面积扩张的额外因素。  

需求的变化是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农产品市场的重要性不断提高的主要驱动力。
人口和收入的增长，加之城市化，以及膳食结构的多样化预计将造成需求的进一步
增长并导致食品消费结构的变化。动物产品份额将迅速增长。  

在经合组织国家的成熟市场，预计食品需求仅略有增加。与价格和收入变化因
素相比，有关安全、质量、环境、动物福利等产品属性和工艺属性的因素在对需求
的影响中将日益突出。  

食品工业当前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变革的特点是集中程度和全球化的不断深入以
及对食品链管理的变化（如产品标准和垂直协调的作用日益重要），在展望期间这
种变革有望继续下去。除国内和贸易政策及政策改革外，这些变化对农产品市场和
贸易长期前景的重要性将愈发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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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并非不存在不确定性。经济和政策环境可能与本报告所做的假设存在
出入。特别是多哈回合贸易谈判的积极成果将改善贸易前景。同样，谷物库存量将
创新低的预测可能使谷物价格更不稳定并影响全球粮食安全。随着中国和印度在全
球市场重要性的不断提高，这两个大国的需求和供给即便出现微小的波动也可能导
致大幅度的外部调整。动物疫病的暴发也是不确定性的一个重要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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