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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经合组织‑粮农组织农业展望

中文概要

需求增长有利于发展中国家： 过去几十年，全球农业的特点是工业化国家政策导向的生产过剩和发展中
国家的停滞增长。全球各国的政策改革和经济增长已经改变了供需基础，使农业部门更加市场化，从而为投
资提供了机会。发展中国家预计会增加其在全球农产品生产中的份额，并占据大部分的出口增长。

生产增速放缓： 本展望报告涵盖的全球农产品产量预期年均增长 1.5%，而过去十年的增长速度为 2.1%。
全部农作物和畜产品的产量增速都将放缓。这些趋势反映在所有区域，预期成本上涨、资源约束加剧和环境
压力加大都将抑制供给的反应。

食品价格通胀水平下降： 农产品价格与消费者的实际食物支出之间的联系通常并不明确。因此，即使农
产品价格持高，但有证据表明，消费者食品价格的通胀水平有所降低。然而，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食品消费
支出占居民消费总支出的份额达到 20‑50%甚至更多，食物购买力仍然是个另人关注的因素。

市场呈现全球经济的反差： 尽管经济下滑趋势有所好转，农产品市场继续呈现“双速增长”态势：发达国家
经济复苏缓慢；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充满活力。在价格预测中，石油价格上涨是重要而不确定性的因素。
预计美元贬值将导致其他出口国家相对竞争力下降，而多数进口国的购买力将增强。

中期价格将增长： 目前，农产品价格已经达到历史高位。在近期，由于产量反弹，农作物价格将下滑，
而牲畜存栏量下降则使肉类价格维持高位。从长远看，农作物和畜产品的价格都将上涨，而肉类、水产品和
生物燃料价格的涨幅预计将更加强劲。

经通胀调整后的价格仍维持高位： 本展望报告中的其它大多数农产品在 2013‑2022 年的平均实际价格都
将高于 2003‑2012 年的价格水平。然而，未来十年的实际平均价格应低于过去十年的峰值。

消费增长： 受人口增长、收入提高、城镇化和饮食习惯变化等因素影响，尽管增长放慢，但发展中国家
对本报告涵盖的所有农产品的消费都将增加。预计人均食物消费量在东欧和中亚增长最快，其次是拉丁美洲
和亚洲其他地区。

农产品贸易持续增加： 贸易的增长主要来自于新兴经济体，占粗粮、大米、油料、植物油、食糖、牛肉、
禽肉和水产品等农产品出口量的绝大部分。经合组织占全球贸易份额的比重或继续下降，但仍然是小麦、棉
花、猪肉、羊肉和大部分奶制品的出口国。

展望的不确定性： 产量不足、价格波动和贸易中断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威胁，尤其是在低位库存方面。
如果再次经历类似 2012 年美国和独联体的大范围干旱，加之低库存水平，农作物价格将上涨 15‑40%。能源
价格和其他不确定性，对生物燃料和投入成本均有影响。与产量相比，世界贸易对单产波动和宏观经济因素
的反应更为敏感。

关注中国： 本展望报告特别关注中国，其农业‑食品部门正快速扩张。由于生产约束和需求增长，中国在
未来可能要进口更多的粮食，但预计应能维持主要粮食作物的自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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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过去的十年的变化趋势类似，预计中国消费量的增长将略快于产量增长，消费量年均增速比产量高
0.3%。因此，尽管不同农产品的变化情况各异，但中国农业的开放程度总体上将进一步温和扩大。

中国已经将水稻和小麦列为保障粮食安全和粮食自给的最优先政策。农业产出在 1978‑2011 年间增长了
近五倍。然而，近年来食品价格依然上涨，由于资源和农村劳动力约束加剧，预计未来十年农业产出增长缓
慢。

尽管人口总数增加了 2 亿，但食物供给增长及农民收入增加使粮食安全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营养不足人
口数量比 1990 年减少了约 1 亿。持续减少营养不足人口将成为重要挑战。

2001‑2012 年间，中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额由 279 亿美元增加到 1557 亿美元。2012 年，进口依存度翻了
一番，从 6.2%增长到 12.9%，中国农产品的贸易逆差扩大到 310 亿美元。

中国的关键不确定性因素包括：高速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日益加剧的生产资源约束，以及日益增加的气
候不可预知性对生产波动的潜在影响。

到 2022 年的全球农产品预测
• 谷物：预计发展中国家产量年均增长 1.4%，占总增量的 57%。预计泰国是世界最大的大米出口国，
越南紧随其后；预计美国仍将是小麦和粗粮的主要出口国。

• 油料：产量的增长将超过谷物的增长。棕榈油占植物油总产量的比重将稳定在 34%。

• 食糖：产量每年将增加近 2%，主要来自于主产国巴西和印度等主要甘蔗生产国。发展中国家仍将是
世界糖料的主要消费国。

• 棉花：市场份额将继续让位于人造化纤。印度的产量将增加 25%，成为世界最大的棉花生产国。

• 乙醇：预计产量将增加近 70%，生物柴油产量增长更快，但基数较小。到 2022 年，生物燃料产量预
计将分别消耗世界甘蔗、植物油和粗粮产量的 28%、15%和 12%。

• 肉类：预计发展中国家占全球产量增量的比重将达到 80%。由于主要发展中国家的肉类消费量已达到
发达国家水平，因此人均肉类消费量增长将放缓。

• 奶制品：预计发展中国家牛奶产量将占全球奶产量的 74%。发展中国家的奶制品消费增长仍将超过产
量的增长，美国、欧盟、新西兰、澳大利亚和阿根廷的出口将持续扩大。

• 渔业：预计捕捞产出仅能增加 5%，但水产养殖将增加 35%。到 2015 年，水产养殖将超过捕捞渔业，
成为人类水产品消费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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