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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摘要 

• 预计今后十年世界农业生产将稳步扩大，但发展速度低于前十年。 人均食品消

费量随着收入提高和贸易发展将增加。 除这些特点外，在发展中国家还将有本

地生产增加，运输、产品分销系统效率提高，都市化、膳食习惯变化带来的消

费转型等特点。和粮食谷物相比，发展中国家也将更加侧重畜牧产品和动物饲

料。 在较发达国家市场，对食品供应量的关注已经转为对食品特性和质量的关

心。 

• 世界农业市场扩展的地域也越来越转向发展中国家。在展望十年中，该趋势预

计还会加大速度。 因生产能力、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正在使生产地点，特别是

主要农产品的生产地点由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政策改革正在逐

渐改变对农业生产补贴支助的性质，对生产水平和地点产生着影响。  

• 虽然总体上发展中国家和前经济过渡国家农业发展速度超过发达国家，但最不

发达国家今后十年的特点预计仍将是基本粮食商业净进口量继续增加。 这些国

家生产率提高滞后于人口增长，在粮食安全方面更加依赖世界市场，因而更易

受到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 

• 若干发展中国家和前经济过渡国家在农产品出口方面的激烈竞争，反映它们在

诸多农业商品上占有比较优势。 与此同时，新技术、全球化、农工销企业一条

龙等因素相结合，将使贸易产品加工程度更加提高。 但预计农业商品贸易的增

长幅度将滞后于增长潜力，可归因于贸易壁垒居高不下，和食品安全、环境关

注等方面的监管条例。 

• 小麦、粗粮全球贸易量预计会有适度增加，全球稻米贸易量在展望期间将维持

更快的发展速度。 粗粮贸易仍将与国内畜牧生产的发展密切相关，特别是在难

以满足饲料内需的国家。对食用植物油和动物饲料蛋白的强大需求，预计将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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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全球油料贸易量在全球产量中的份额，它大大高于小麦、粗粮贸易量在全球

产量中所占份额。 

• 在展望期间内，预计能源价格仍将居高不下，会促进能耗较低的商品生产，以

及对生物燃料生产设施的基建投资。 因此，美国扩大玉米乙醇生产将会抑制玉

米出口的增长。 尽管巴西甘蔗乙醇部门发展很快，却不至于影响巴西在世界食

糖市场份额的提高。 

• 许多进口国人均收入提高，推动了世界肉类贸易。但由于再度暴发动物疾病及

引发其他后果的可能性，前景受到影响。 全球乳品价格估计在展望期间仍将坚

挺，因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亚、北非和中东地区需求增加，而大洋洲、欧洲

传统供应国的预期出口潜力有限。 

• 气候造成的生产冲击， 能源价格走势，生物燃料生产能力投资，经济增长前

景，以及未来的农业政策演变，这些都是影响世界农业市场前景的主要变数。 
展望期内一个重要不确定因素是多哈发展议程回合的多边贸易谈判结果。 世界

农业市场前景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巴西、中国和印度这三个世界农业大国的经

济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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