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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概要 

近年来农业经受了一系列严重冲击：石油价格创纪录、商品价格飙升、食品安全忧患及其带来的贸

易限制，更不用说这次遇到三十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首当其冲的是穷人，特别是在发

展中国家，估计已使全球饥饿者人数达十亿以上。在此情况下农业部门显示出了非凡的承受力，尤

其是在经合组织地区，供应对高价格作出强劲反应，需求也在危机期间不断维持增长，尽管势头有

所回软。2010年许多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正常，产量接近历史水平，需求得到恢复。但是，能源

价格、货币汇率、世界关键国家及地区宏观经济业绩情况等诸多重要因素再次带来重大冲击的可能

性，及此类冲击会造成的市场波动，仍使许多国家政府感到担忧。 

与2009年展望相比，本次商品预测有更正面的宏观经济环境为基础。它反映全球经济在2009年后期

开始复苏，在近期之后将会缓慢过渡到更可持续的非通胀性增长。一种双速经济复苏似乎正在出现

，特征是许多经合组织国家增长疲软犹豫、失业率居高不下，而发展中大国增长强劲恢复迅速，并

逐渐扩展到其它发展中国家，正在帮助点燃全球收入的增长。能源价格再度回升，估计将是本展望

涵盖时期的长期特征。石油价格若进一步上升，预计将会提高投入物和生产成本，影响作物的供应

、价格和贸易流量，并提高生物燃料的原料需求。 

高成本构架越来越影响着农业价格，尤其在能源投入物集约使用的地区。预计今后十年全球农业生

产的增长将比前十年缓慢，在无意外冲击的情况下能够维持增长，为满足更长期需求，全球粮食产

量至2050年需再增加70%。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均产量增长，正在努力与人口的迅速增长比速度。全

球农业部门的增长将由拉美和东欧地区拉动，其次是某些亚洲国家。 

本展望所涵盖商品粮食今后十年内的平均价格，预计将高于2007/2008年价格巅峰前十年的水平，无

论名义价格还是扣除通胀因素后的实际价格都是如此。小麦和粗粮平均实际价格预计将比1997至200

6年时期高15%至40%，而植物油实际价格将提高40%以上。现在至2019年的世界食糖价格也会高于

前十年平均价格，但远低于2009年末达到的29年未遇的高价位。 

畜牧产品方面，今后十年的肉类平均实际价格除猪肉外预计都将超过1997至2006年的平均价格，首

先归因于供应下降、饲料成本提高及需求增加。因预计巴西中国猪肉供应将增加，猪肉实际价格应

会维持相对疲软。与谷物相比，肉类消费更会因经济复苏而增加，尤其在发展中国家，禽类猪肉等

较廉价的肉类消费会比牛肉增加更快。2010至2019年乳类产品平均实际价格预计将比1997至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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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16-45%，在能源及植物油涨价的影响下，乳品中牛油价格的增幅最大。 

生物燃料市场的情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激励措施和准许，但由于原油价格今后走势、政策干预

变化及第二代技术发展等不确定因素，前景仍不明朗。不断扩大生物燃料的生产以满足准许的使用

，将会增加对小麦、粗粮、植物油及食糖作为生物燃料原料的需求。 

发展中国家将成为全球农业生产、消费及贸易的主要增长来源。驱动发展中国家需求的因素有人均

收入提高，都市化发展，比经合组织地区约高一倍的人口增长将进一步强化这一势头。随着收入增

加，饮食习惯也将变得多样化，逐渐偏离主食而摄取更多肉类和加工食品，有利于畜产品乳制品增

长。同时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中产阶级扩大，发展中国家的食品消费对价格及收入变化的敏感度将

会下降，和经合组织各国现在情况一样。这意味着意外冲击来临时，需要更大的价格及收入变化才

会使消费情况作出相应调整。 

发展中国家几乎所有商品的进出口增长预计都将超过经合组织地区的增长。至2019年，经合组织地

区仅在蛋白类加工食品方面的出口增长会超过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贸易份额的增加，不仅在南

北贸易中也在南南贸易的扩大中得到反映。但现在至2019年，经合组织各国在各类农产品的出口中

仍将继续占主导地位，如小麦占52%，粗粮占59%，猪肉80%，牛油80%，奶酪63%，全脂奶粉66%

，脱脂奶粉74%。到2019年发展中国家将在以下产品中占主要份额：稻米88%，油籽56%，蛋白质类

膳食80%，植物油91%，食糖90%，牛肉57%，禽类63%。 

继2007/2008年初级商品价格飙升然后回落，许多国家的食品价格将在很长时期内居高不下或保持“粘

性”。2009年食品价格上涨对通货膨胀的贡献率与2008年相比有很大下降，尤其在经合组织各国，但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里依然很高。 

从2006至2008年价格飙升以来，价格的短期波动显著增加。但对本展望评议的主要粮食而言，价格

长期波动性是否有所变化或如何变化，则无结论性证据。明显的是，世界价格波及国内市场的程度

在各国之间差别很大，取决于各国市场与国际接轨程度。国际价格向国内市场的转嫁会受到边境措

施、国内价格扶持政策、基础设施薄弱等因素的制约。 

本展望预测的比较稳定的价格，是以“正常”情况为假设。气候、宏观经济要素、政策干预，尤其是

能源价格，诸多不确定因素使商品价格变化莫测。许多国家政府甚至对极短期的价格波动也感到不

安，因为既会威胁农民的生计（价格走低），也可能危及粮食安全（价格升高）。价格的高度不确

定性也会对投资产生影响。在国内和国际层面都有许多政策选择问题需要考虑。 

政府可通过集中应对那些不易预料而又不可避免，发生频率虽不高但后果严重而且农民难以自行对

付的风险，来加强农民风险管理战略。政府也可提高农民对经营风险的管理能力，提供良好的风险

治理方案，手段可包括建立有效市场机制，不搞专项补贴扶持等鼓励寻租的激励措施。 

建立国家和地方层面的粮食安全关键商品应急库存以应对粮食紧急情况，特别是在低收入粮食进口

国，能增加危机来临时对食品供应的信心，有助于稳定地方市场。应该加强研究、能力建设及最佳

经验交流，以改进应急储备机制的运作。无论政府考虑采取什么行动，都必需牢记要针对目标人群

通盘考虑政策措施、风险及可能的应对方案。 

对农产品的市场价格补贴，几十年来已在许多国家被证明显然是一种无效的政策选择，其使用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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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减少。价格补贴会掩盖市场向生产者发出的信号，破坏国际市场稳定，因提高了消费者支付的价

格而起到不利于穷人的税务抵消作用。价格支助也会使补贴向大生产者倾斜，鼓励生产集约化，对

环境产生潜在不利影响。而产生的大部分利益或被计入固定资产价值（如土地和配额），最终是提

高了生产成本，或向农场外转移。应将此类措施与扭曲性低的其它替代措施进行比较，如有针对性

的直接收入支助、促进提高生产率的投资等。 

在国际层面，2006至2008年价格飙升时期各国政府采取的政策行动互不协调，对价格波动起了推波

助澜的作用，给市场准入造成了障碍。需要进一步确保全球供应能不受阻碍地得到，提高对市场运

作的信心。虽然国际社会在储备管理方面的努力未取得积极经验，但仍应探索有什么办法可改进粮

食进口费用无法预料的局面。 

有组织的商品交易，经受了时间考验的价格对冲机构，如果受到适当的监管，能融汇足够数量以防

范垄断做法，都是有益的机制。它们在许多发达国家促进了商品市场营销，在发展中国家得到扩展

是值得欢迎的体制进步，也是市场深化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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