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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FAO 2017‑2026 年农业展望
中文概要

《2017‑2026 年农业展望》由经合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共同编写，成员国政府专家和大宗商品专业组织
亦有贡献。本展望对各国、区域和全球层面的农产品和水产品市场的中期（十年）发展前景做出了一致评价。
本期展望重点关注东南亚的农业和渔业。

今年展望的背景是 2016 年大部分大宗商品产量创下纪录，存量充足，使得价格大大低于过去十年间的峰
值。谷物、肉类和奶制品的平均价格继续下降，而油籽、植物油和糖类的价格则在 2016 年略有回升。

在展望期内，预计需求增长将大幅放缓。过去十年间增长的最大主要来源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肉和鱼
不断增长的需求导致饲料消费量每年增长近 6%；第二大来源是全球的生物燃料产业，进料每年增长近 8%。
过去十年间谷物库存得到了 2.3 亿吨的补充，提升了需求。这些近期的推动因素预计无法在中期为市场提供
同样的支持，预计也没有其他因素可以取而代之。

与过去十年相比，对展望中几乎所有大宗商品的食用需求预计都将下降。全世界人均谷物粮食需求预计将
大体保持不变，只有在最不发达国家中才会出现增长。很多国家的饮食偏好、低收入和供给侧的限制抑制了
消费增长，基于这种最新趋势，肉类消费发展空间有限。额外的卡路里和蛋白质预计将主要来源于植物油、
糖类和奶制品。总体而言，向西方饮食“趋同”的趋势有限。

2026 年，最不发达国家的每日平均卡路里占有量预计将达 2450 千卡，其他发展中国家预计将超过 3000
千卡。然而，全球仍对粮食安全给予重要关切，各种形式的营养不良共存，为很多国家提出了新挑战。

由于化石燃料价格下降，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变少，对乙醇和生物柴油的需求增长开始放缓。尽管能源价
格预计将上升，从中衍生的对生物燃料原料的需求将会缓慢增长，尤其是用于生产乙醇的玉米和甘蔗，以及
用于生产生物燃料的植物油。但在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则不然，因其需求增长主要来源于更为积极主动的国内
政策。

未来农作物产量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单位产量的提升。单产增长预计将稍有下降，但通过缩小仍然存在的巨
大的单产缺口，也能提升产量，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尤为如此。全球谷物种植面积仅会略有增长，而大豆种
植面积预计将进一步扩大，以满足对动物饲料和植物油的需求。

肉类和乳制品产量的增长将通过较大的牧群和每头动物更高的产出实现，而生产强度的巨大差距仍然存
在。在过去十年间，近一半的肉类产量增长来源于禽肉产量的增长。与过去十年相比，奶制品产量增长预计
还将加速，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尤为明显。

水产品对渔业的增长起到主要作用，因为捕捞鱼类生产由当前库存水平决定，并受到限制过度捕捞政策的
约束。中国还将占到全球渔业生产的 60%以上。在展望所涉大宗商品中，养殖鱼类成为增长最快的蛋白质来
源。

农产品和水产品贸易增长预计将放缓，达到过去十年增长率的一半左右。然而，贸易在接下来十年中在总
产量中占比将大致保持不变。总体而言，与其他货物贸易相比，农业贸易抵御宏观经济波动风险的能力更强。
考虑到农业领域保护相对更多，进一步的市场自由化有助于推动农产品贸易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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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进口对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逐渐增加，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北非和中东尤为如此。而对有的国家而
言，这反映出国内需求旺盛，却没有足够的自然资源进行粮食生产，其他情况下则可能反映了农业发展问题，
需要引起重视。

预计来自美洲、东欧和中亚的净出口将上升，而其他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净进口将上升。出口仍然集中于少
数供给国，与广泛分散的进口形成了对比。这可能意味着全球市场更易遭受自然和政策因素引发的供给冲击，
而非需求冲击。

在展望预计的基本供需条件下，大部分农产品和水产品的实际价格预计将略有下降，在接下来十年中将低
于此前的峰值。农业大宗商品的价格可能会出现巨大波动，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极大地偏离长期趋势。

东南亚
本年度展望的特别章节重点关注东南亚国家，这些国家经济增长强劲，农业和渔业迅速发展。广泛的增长

使得这一区域近年来大幅减少了营养不良现象。

然而，这一区域农业和渔业的增长为自然资源带来的压力与日俱增，尤其是对外向型的渔业和棕榈油业造
成影响。由于主要生产国专注于可持续发展，本展望预计棕榈油产量增长将大幅放缓。

需要更好的资源管理，更多的研发才能实现可持续的生产力增长。支持稻米生产的政策经过调整，也能促
进农业的多元化。考虑到这一区域对气候变化非常敏感，也需要在适应气候变化领域进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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