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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珏颖!徐邵文!钱静斐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北京!###%!"

收稿日期%"#""M!!M#!,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双碳+目标下北京都市有机农业生态价值评估及多元补偿机制研究'""!\\Z#!##*农业农村部农

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体系建设项目 &关于进一步发挥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体系效能作用的研究'"!*""&#&!#*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 &国

际农业经济与贸易'"!#M/?8VM#*M"#"$#,

作者简介%陈珏颖 "!+%*!#*女*北京人*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国际农产品贸易*8MG457%;I20YA2D50@!;44=.;0.徐邵文 "!+++!#*

男*安徽灵璧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农产品贸易*8MG457%9=K#'$(!!'$.;6G,

通信作者%钱静斐 "!+%"!#*女*安徽郎溪人*博士*研究员*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全球农产品市场与贸易*8MG457%]540M

Y50@>25!;44=.;0,

摘要!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体系建设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亟须解决%发达
国家和地区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体系建设起步较早&发展较快$相关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值得世界
各国各地区学习&借鉴%本文从当前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体系建设的进展及问题出发$分析了
典型国家和地区相关的实践经验和成功做法$结果表明'全面系统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及标准体
系&统筹高效的质量安全监管模式&多元主体协作参与&公开透明的信息响应和披露制度等是发达
国家和地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举措%借鉴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做法$有
助于中国在 (十四五)时期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体系建设%
关键词!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体系*国际经验

'"(!!#.!$%&'+Y.;0!!M!#+(+=."#"$.#%.##!

作为食品安全的源头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一直是全世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当前*中国农业进入高质量
发展阶段*农产品供给已由保 &量'到提 &质'转变*这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是新型市场监管机制创新的重要抓手*能有效助推市场监管由 &被动'向 &主动'*管理对象由
&产品'向 &主体'的转变,/&十四五'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提升规划0明确将信用监管作为机制创新纳入
农产品质量监管体系中,"#""年+月"日*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0从法律的高度和
力度规范农产品质量*保障公民 &舌尖上的安全',信用体系建设成为中国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水平的
重要举措,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持续改善*监管体系不断完善,根据农业农村部数据*&十
三五'时期*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抽检合格率稳定在+(̂ 以上的水平*没有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
件1!2.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在全国省 "自治区$直辖市#$地级市及 &菜篮子'产品大县的覆盖率分别
达到!##̂ 和%%̂ ,但需要认识到*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体系尚在起步阶段*新发展阶段中国农产品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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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安全风险依然存在*相应的监管工作也存在诸多挑战,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检测多数在 &菜篮子'大县等
食用农产品监管较完善的地区完成*这意味着其他下沉地区市场*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仍存
在较大风险*在高抽检合格率外仍有"̂ "$̂ 的不合格产品成为 &难啃的硬骨头'1"M'2,农产品质量监管仍存
在多头管理$职责不清$信用档案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因此*需要通过加强信用体系建设来提升整体农产品
质量安全水平,

现有研究认为*农产品的自然属性决定了其生产周期长$链条长$环节多$质量无法快速检测等特
征1(M%2*消费者也很难辨认诸如农兽药残留$激素残留等内在质量属性1+2*农产品市场交易双方容易存在信
息不对称问题1(*!#M!!2*具有信息优势的经营主体可能在获取超额利润的驱动下选择失信行为1!"M!$2,与此同时*
如果质量安全监管缺失或不足*则会为失信行为提供空间1!!*!*2,在市场监管中*一般采取抽检的方法来确定
农产品是否达到质量安全标准%一方面*抽检成本会随样本和频次增加而上升1!$2.另一方面*事后抽检的被
动监督由于无法覆盖所有农产品*存在不合格农产品漏检或较长时间才能被检出的问题*监督效用有待提
升,构建和完善质量安全信用体系有利于解决农产品市场交易双方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
险问题1!#2*也有助于达到降低农产品质量监管成本和提升质量监管效用的平衡点1!$2*是对传统农产品质量
治理方式的积极创新1$2,从国际经验来看*发展中国家信用体系建设普遍起步较晚*发展水平滞后*社会信
用意识不强.相比之下*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社会信用体系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体系建设
起步较早$发展较快*法律法规及标准体系建设$全食物链监管理念$信息披露机制等相关实践经验比较丰
富1!&M!(2*值得深入学习和借鉴,

本文基于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及其信用体系建设现状*结合欧盟$美国$日本的相关经验*提出完善中
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及其信用体系的对策建议,

!! "#$%&'()*+,-./0123

目前*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体系建设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各地各部门在试点探索中主动作为*大
胆创新*取得了积极进展,

)*)!信息管理制度框架基本形成

中国已逐步建立以科学$合理$公平为原则*涉及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信息收集$管理$考核等内容的
农产品质量安全制度框架*为信用体系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随着 /关于加快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信
用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0/关于建立农资和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信用档案的通知0/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信息
归集管理办法0等一系列意见和办法陆续出台实施*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制度框架基本形成,"#""年+
月新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0进一步明确将信用体系建设作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
点任务,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能力不断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法制化进程持续提速,各地也积极出
台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体系建设的相关法规$工作方案$规划与办法等加强监管工作*尤其以农业投入
品和生产经营为重点领域和重要环节*完善信用信息登记工作*落实生产经营主体的诚信责任*将农产品质
量安全纳入政府绩效考核范围实行问责制等方面*基本实现有据可查$有规可循,

)*+!全国范围试点示范稳步推进

为探索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体系建设的可行路径和有效办法*全国范围内试点示范稳步推进,各地
从本地农业生产实际出发*开创性地将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与风险分级管理$政策性保险发放$政府投资项
目扶持等举措相关联*逐步探索出从记录$评价到运用的全方位信用监管模式*显著提升了当地农产品质量
监管能力和治理水平,在各地实践中*北京市按照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规模和生产类型*以责任主体和流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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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为重点*建立了主体追溯$履历追溯$全程追溯的农产品追溯模式*并整合监管$执法$检测等各部门
数据*加强对产地环境$农业投入品等质量安全关键环节进行综合监管.陕西省安康市结合运用互联网$大
数据等多种技术手段加强对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的信用服务和管理*并建立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投诉举报激
励$质量安全信用奖惩制度等*形成覆盖市$县$镇三级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体系,

)*,!信用信息归集共享有序开展

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智能监测$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加持下*农产品质量安全的 &互联网)信
用监管'机制得以形成,依托大数据技术可完成各地农产品质量安全领域行政许可$行政处罚$风险监测和
舆情监控等信息电子化*移动互联网可辅助实现生产经营主体备案和农产品原产地定位,为有效推进全国农
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共享*农业农村部以在官网开设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专栏的形式建立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
信息共享平台*通过完善$整合各地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信息*实现信息共享平台数据对接和信用记录电子
化存档*并将各地各部门报送的失信信息导入农业行政审批综合办公和农业财政项目管理等工作系统1$*!%2*
推进部门间信用信息互联互通*加大对信用主体的监管力度,

"! 45#6789$%&'()*+,-.01/:;

从国际经验来看*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社会信用体系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体系建设起
步较早$发展较快*法律法规及标准体系建设$全食物链监管理念$信息披露机制等相关实践经验比较丰
富*值得深入学习和借鉴,

+*)!欧盟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和信用体系的建设经验

"#世纪+#年代*病牛病$二 英等一系列食品安全问题在欧洲暴发*导致消费者一度对欧洲食用农产
品安全状况产生信任危机,为重塑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信心*欧盟开始全面完善食品安全治理,

!"#"#!覆盖全食物链的法律法规体系
欧盟食品法律法规具有种类多$涉及广$系统全面$可操作性强等特征,以 /食品安全白皮书0为框

架*以 /一般食品法0/食品卫生法0等(部法规为支撑 "图!#*涵盖种植养殖良好操作规范$动植物疫病
防控$农兽药残留物和污染物控制等各方面1!+2, /一般食品法0 "8F!(%3"##"#和 &确保符合食品饲料法$
动物卫生与福利法规定的官方控制'"8F%%"3"##*#法令是欧盟内食品立法的法律基础,/一般食品法0奠定
了欧盟食品法的基本原则*覆盖 &从农田到餐桌'所有生产和加工环节的全食物链,欧盟在全食物链的质量
安全监管中尤其注重追溯制度和食品标签制度*通过信息可追溯系统*强化食品产业链上各经营主体责任意
识*实现从前端生产到终端销售的各环节监管*同时方便消费者查询产品来源地$生产商$生产流程等全方
位信息,通过 /食品营养标签指令0对特定类别的食品实行专项管理*使消费者能充分地了解食品信息,以
食品安全信息公开$食品标识管理等为基础*覆盖全食物链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标准体系为欧盟的农产品安
全信用管理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统筹协调的质量安全监管模式
欧盟委员会是欧盟常设执行机构*也是立法机构*负责制定与食品质量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指令,欧

盟各成员国具有独立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为统筹协调各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监管*由中央银行和
个人征信报告机构共同设立中央信用登记系统*协助政府收集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各成员国需要依据欧盟
委员会的组织管理规则来实施各自的食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欧盟理事会与欧洲议会共同设立专门负责食品
质量安全监管的部门*包括卫生与食品安全司$欧洲食品安全局$食物链及动物健康常设委员会,其中*欧
洲食品安全局的主要职责包括监测欧盟内整体食品链的安全性*收集和分析食品数据及其与任何潜在危害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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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欧盟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
资料来源%欧盟委员会,

关的信息*对紧急危害情况进行识别和预警等,统一监管模式有效避免了各成员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各
自为政'的局面,

!"#"$!以事前预防为主的食品安全信息响应系统
欧盟建立了以风险评估和快速预警为核心的食品安全信息响应系统,在风险评估方面*欧盟主要采用风

险管理和风险交流进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食品安全局具有独立调查权*对食品和饲料进行风险调查和评
估*同时作为信息中心*负责为欧洲议会及成员国出具评估数据和提供评估结果*并将评估结果同步对公众
公开,在快速预警方面*为使消费者能及时感知风险和规避风险*欧盟建立了食品和饲料快速预警系统
"L4:5<?7231ED=12G>63R66<40<R22<*L?ERR#,L?ERR系统会在第一时间针对不符合安全要求$标识不
准确等原因引起的食品和饲料安全风险进行响应*并向成员国通报,各成员国对风险进行评估*评估结果经
由成员国传递给欧盟委员会,欧盟委员会根据风险严峻程度批准成员国采取应急措施*对于来自欧盟内部的
食品或饲料*实行暂停投放或使用措施*对于来自第三国的进口产品实行暂停进口措施,通过L?ERR系统*
一方面使成员国与欧盟委员会之间及时共享风险信息*达到协调立场$防范风险和抵御危害的目的*另一方
面通过提示风险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此外*针对现有法律法规体系未涉及*但可能对人类健康带来直接或
间接危害的情况*欧盟委员会采用一般危机管理方案*在食品安全局的技术支持下*成立危机小组对风险信
息进行收集和评估*并确定相应的应对措施,

+*+!美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和信用体系的建设经验

美国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建立在完善的法律基础上*并采取纵向管理的方式来规范食品的质量和安全*
即采取按食品类别来划分部门职能*各部门由总统食品安全委员管理会统一协定*对食品安全进行一体化
监管,

!"!"#!系统性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
美国建成了综合性条款与详尽性规定兼备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使食品质量各环节的监督$风险预

警和应急反应都有法可依,从!+#'年国会通过的 /纯净食品药品法案0至今*美国联邦政府共制定和修订
了$&部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其中与食品安全直接相关的重要联邦法律有(部*分别为 /联邦食品$
药物和化妆品法0/联邦肉类检验法0/禽类产品检验法0/蛋产品检验法0/食品质量保护法0/联邦杀虫剂$
杀真菌剂和灭鼠法0/公共卫生服务法0*并辅以各州独立的农产品质量监管法规条例,在对重点产业扶持方
面*美国自!++#年 /食品与农业贸易保护法案0起陆续出台多个农业法案对有机农业生产$加工$销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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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等方面进行扶持1"#2,

!"!"!!多元主体参与的食品安全信用监管
在政府监管方面*由食品与药物管理局 "RV?#$美国农业部 "NEV?#和环境保护署 "8B?#负责国

家整体食品安全监管,各监管部门按照法律规定的职责明确分工$各司其职*保持各自相对独立的同时又互
相配合*确保各项监管工作能够快速高效的开展,同时美国政府将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纳入联合监
管网络,在征信服务方面*以市场为导向的信用中介服务蓬勃发展,美国社会对信用度非常重视*食品安全
领域也不例外,食品生产经营主体一旦在市场中出现失信行为*其生产经营活动将受到极大制约,在美国有
众多信用中介服务机构依法为食品企业提供征信服务,以最为著名的邓白氏公司为例*该公司成立于!%*!
年*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信用评估公司之一,美国政府要求企业在RV?注册时*必须使用邓白氏编码系
统作为企业信息识别符号,在社会监督方面*美国鼓励公众广泛参与食品安全监管,一方面*通过信息发
布与教育培训*帮助消费者更多更好地掌握食品安全信息*避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权益损失.另一方面*
畅通信息反馈渠道*通过市场调查评估$接办投诉建议等途径来促进政府与公众之间的食品安全风险
交流,

!"!"$!高效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
美国食品安全信用监管的突出特点之一是通过建立高效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保护社会公众的知情

权,食品安全信息披露制度的高效性体现在%美国食品信息披露主体以联邦政府为主*以各州政府为辅*按
照各部门监管范围进行职责划分,如RV?负责本国及国外引进的食品安全*主要监管对象为未加工的蛋类,

NEV?食品安全检验署负责本国及进口加工肉类和家禽制成品,NEV?动植物卫生检验署主要监管动植物类
制造食品,多级联动管理体制和环节相互衔接的监管体系为问题追溯打下基础,公开透明性体现在%一是通
过食品安全信息发布系统*及时公布食品市场监测$不合格食品召回等信息*使消费者能及时准确了解食品
安全情况,同时*政府严格要求媒体公布的食品信息必须保证客观性和准确性*不得以新闻炒作来牟取利
益,二是由NEV?通过热线为消费者解答食品安全$营养搭配等方面的问题*并提供相关知识指导$教育和
培训,三是设立消费者食品安全投诉系统,四是建立食品安全信用档案,五是建立严格的食品召回制度*规
定生产经营者有义务召回不达标产品,

+*,!日本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和信用体系的建设经验

"##!年和"##"年日本相继暴发疯牛病$牛肉原产地标签错误等多起食品安全事件*引发国民对国家农
产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的呼声,于"##$年颁布的 /食品安全基本法0标志着日本现代食品安全监管进入新
阶段,相较于欧美国家*日本耕地面积小$农业生产经营分散等特征突出*营销模式以批发市场为主*农产
品需要历经多个环节才能到达消费者餐桌*这对食品质量安全监管和信用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高效的分权管理体制
日本奉行全程监管$风险分析先行的食品安全信息监管理念*并且实行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独立的权责

管理体制*保证产业链上任一环节都有相关部门对应负责,"##$年日本政府在颁布的 /食品安全基本法0中
引入风险分析评估机制*构建了风险评估$管理$沟通的制度框架,同时*日本明确国家$地方及行业在食
品安全管理上的职能分工*鼓励消费者广泛参与维护食品安全,为保证食品安全监管效力*日本将风险评估
与风险管理权责剥离*于"##&年设立食品安全委员会*统一负责食品安全的风险评估,日本农林水产省和
厚生劳动省主要负责风险管理,日本在食品安全委员会$厚生劳动省和农林水产省三者间还建立了食品安
全风险信息沟通机制 "图"#,食品安全委员会对食品中有害物质含量进行风险评估*预估不安全程度和
对消费者健康的受损程度*厚生劳动省$农林水产省等部门根据评估结果采取相应的风险管理*同时消费
厅下设机构消费委员会同步在网站上公示相关食品安全信息和风险提示*并设立接待窗口接受消费者
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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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日本食品安全监管机构职能及职责
资料来源%日本农林水产省及厚生劳动省,

!"$"!!多元主体协作的信用监管服务体系
日本鼓励第三方社会质量安全鉴定机构发展并参与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监管,行业协会在日本的国民经

济中占据不可或缺的地位*征信业也由行业协会以第三方的角色进行主导,区别于欧盟公共征信模式和美国
市场化模式*日本征信业逐渐形成了由行业协会主导$实行市场化运作的混合模式,目前*日本三家主流征
信机构%日本信用情报机构 "\/FF#$信用信息中心 "F/F#以及全国银行个人信用情报机构 "BF/F#均由
行业协会成立,与此同时*日本还构建了以公众参与为主体的食品质量安全社会监督体系*一方面鼓励公众
对食品安全进行舆论监督*另一方面重视加强对消费者的食品质量安全教育,

!"$"$!重视以新兴信息技术赋能食品安全信息共享与交流
通过加强生产经营者的信息公开$披露和共享*推动监管部门$生产经营者$消费者$行业协会等机构

之间的食品安全信息共享与交流*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随着大数据$人工智
能$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日本重视运用新兴技术对食品安全治理提供技术支撑,日本建立了覆盖
农产品批发市场$农协和种养大户的信息网络*畅通了产地$市场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交流*提高了农产品
市场运行的透明度,同时*实现了对全产业链各环节的信息记录*建立了严格的溯源追责制度,

#! #<:;="#$%&'()*+,-.01/>?

与欧盟$美国$日本相比*中国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和信用体系建设领域仍存在一系列问题亟须解
决,一是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体系的管理体系和法规制度不够系统$细致$具体*各执行单位间缺乏关键协
作*使得在执行过程中出现职权重合和监管盲点1"!M""2,二是多主体在信用监管格局中的参与度有待加强,三
是利用新兴技术实现信息共享和动态监测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1"$2,因此*需要参考借鉴国际经验来完善中
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体系建设,

,*)!加快建成职能分工明确的垂直管理体系

无论是相对集中的欧美模式*还是分权而治的日本模式*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都由一个主管部门或委员
会专门来统筹负责部门和地区间的制度协调,因此*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体系建设首要的是做好顶层设计*
遵循 &依法依规$改革创新$协同共治'的基本原则*创新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理念和制度方法*构建以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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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部门或食品药品监督部门为核心监管部门的信用体系垂直管理模式*优化机构配置*明确各部门分工职
责*并建立部门间横向协作机制*引导各地相关部门配置专门机构和工作人员*形成高效统一$分工明确$
密切协作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管理体系,

,*+!鼓励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协同治理

创新传统的单一监管模式和参与机制*以政府监管部门为治理主体*将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消费者$
行业协会$市场信用服务机构$媒体等各类参与主体纳入其中*实现监管资源共享和监督*不断拓展信用协
同治理新格局,以共治理念实现群策群力*在督促各方参与主体承担应尽责任的同时保障各方主体权利*推
动各方参与主体共享农安信用治理的建设成果,

,*,!优化信用信息采集手段和共享机制

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信息技术实现监督智能化和自动化*及时对农产品生产全链条$多主
体的信息数据进行收集$更新和交换*有效保证信用数据的真实性和可追溯性*达到更新及时性*并确保在
多部门间可交换,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网络征信监管平台建设*对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实施动态监测,推进
信用信息系统建设*实现信用记录电子化存储*推进行业间信用信息互联互通*提高主体信用信息的透明
度*逐步形成主体全覆盖的信用信息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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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海兰!邓涵韵!廖文梅

!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南昌$$##**"

收稿日期%"#"$M#"M"#,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乡村振兴背景下小农户对接电商市场的机制与路径研究'"""FUJ#"(#*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

点项目 &乡村振兴进程中的农村经济转型的路径与规律研究'"(!+$*##$#*江西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项目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技术变
迁对农村经济转型的作用路径与规律研究'"U\\"!#*'!#*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相对贫困视角下农机服务与农户减贫作用机
理研究%驱动力与支持政策设计'"\\"!""(#,

作者简介%邱海兰 "!++$!#*女*江西上饶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农村经济*8MG457%]5AI45740!Y94A.2<A.;0.邓涵韵 ""##*!#*
女*江西宜春人*本科生*研究方向%农村经济*8MG457%"!'&&!(%+$!]].;6G,

通信作者%廖文梅 "!+(%!#*女*江西万安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农村经济*8MG457%7546K20G25!!"'.;6G,

摘要!农村经济转型关乎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有其共性规律和区域差异%本文基于!++!,

"#!%年世界主要国家的农村经济转型数据$从农业转型和农村劳动力转型两个维度剖析不同国家的
农村经济转型阶段特征$并以农村减贫为例考察其转型效果$在此基础上开展农村经济转型的类型
学研究$揭示农村经济转型的一般规律%研究发现$近三十年来$发展中国家的农村经济转型速度
普遍高于发达国家$制度革新&市场改革&技术应用&土地规模化和城市化等因素是推动农村经济
转型的主要驱动力$且农村经济转型速度越快$减贫效果越明显%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在乡村
振兴过程中$要加快农业转型速度$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农村劳动力转型速度$缩小城乡收
入差距*构建与农村经济转型阶段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关键词!农村经济转型*结构转型*转型路径*转型效果

'"(!!#.!$%&'+Y.;0!!M!#+(+=."#"$.#%.##"

!! @A

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农业农村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年远景目标纲要0中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特别强调要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明确要全面推动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然而*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理清农村经济发展趋势和转型路径*才能有效避免走弯
路1!2,比较不同国家的农村经济转型经验*总结其普遍特征和一般规律*有助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
和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不少学者从生产关系的视角就农村经济转型问题进行了探讨,相关学者认为*中国农业生产逐渐倾向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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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化1"2*表现为土地等生产资料为农业企业所掌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兴起1$2,与之相反的观点认
为*尽管受行政力量的影响*城市工商资本大举下乡*在一定程度上触发了农业转型*但由于集体土地所有
制和小农家庭经营的韧性1*2*农业呈现 &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的特征1&2*农业资本化经营并未取得预期效
果*中国农业依旧维持着以小农生产为主导的生产经营格局1'M(2,随着农业生产供需矛盾日益凸显*一些学
者开始关注农村经济转型的经验模式1%2*如日本的乡村振兴运动1+M!!2$韩国和马来西亚的乡村综合发展模
式1!"M!*2以及欧美国家的多产业融合与可持续发展模式1!&M!'2,此外*部分学者进一步探究了农村经济转型的效
果*包括对农村非农就业$减贫和农民收入的影响1!(M!+2,

已有研究为本文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还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一是农村经济转型包含农业转型和农
村劳动力转型两个维度*需综合考虑农村经济转型的路径和演变过程.二是多数研究缺乏对不同发展阶段国
家的转型经验比较*集中讨论某个国家或某个地区在农村转型过程的某个阶段的问题*不利于客观总结农村
经济转型的规律和特征.三是缺乏将农村经济转型的路径阶段与效果放置于统一框架下进行研究*不利于揭
示其内在逻辑关系,鉴于此*本文以!++!!"#!%年世界主要国家为研究对象*从农业转型和农村劳动力转
型两个维度理清农村经济转型的路径阶段*并进一步测度其转型效果*归纳各国转型的一般规律*以期为中
国农村经济转型发展提供经验借鉴*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实现,

"! BCDE#6$F:GHI/JK

基于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 "/R?V#定义的农村经济转型*本文从农业转型和农村劳动力转型两个维度
对不同国家的农村经济转型进行分析*具体以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农业劳动增加值两个指标对农业转型
进行衡量*以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对农村劳动力转型进行衡量,

+*)!农业转型

!"#"#!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变化
"!#亚洲
从亚洲总体看 "图!#*随着食物需求结构和农产品市场的变化*农业生产相应地进行了转型调整*由原

先以低价值的传统作物为主 "如谷类产品#*逐渐转向更具多样化和商品化的高值农作物*非谷类农产品产
值比例不断上升,基于联合国粮农组织 "R?-#数据可知*亚洲谷物播种面积比例不断下降*由!+'!年的

'*̂ 下降到"#!&年的&#̂ 左右*而高值作物不断增加,尤其是养殖业增长迅速*!+'!年畜产品与谷物的产
值之比仅为!b+*到"#!&年其产值之比上升到!b$,农业转型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收入增长$城市化和
消费方式的变化促使居民食物消费需求发生改变*由 &吃得饱'转向 &吃得好'*农产品消费更加多样化和
安全化1!+2.另一方面*农产品市场的一体化$供应链系统创新等因素进一步加剧了农产品生产结构向商业
化$竞争性转变,

从主要国家看*转型差异较为明显,农业转型速度较快的国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老挝$越南$印
度*而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的农业则往反方向转型,具体而言*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的非谷
类农产品产值比例平均上升了+.(&̂ $+."%̂ $!$.(*̂ $%.+(̂ *增长幅度较大,老挝$印度的非谷类农
产品产值比例平均上升了*.$(̂ $!.*(̂ *增长幅度较小,与之相反的是*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
的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出现负增长,其中*菲律宾的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下降幅度最大,相比于!++!!

"###年*菲律宾的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在"#!!!"#!%年下降了*.$"̂ *由原先的('."'̂ *下降为

(!.+*̂ ,可见*中国$日本$韩国$越南在亚洲农业转型中处于第一梯队,
日本和韩国早期的 &新乡村建设'和 &新村运动'为其农业快速转型提供了基础,"#世纪(#年代以来*

日本开始了 &一村一品'运动*实施差别化的农产品经营战略*扩大非谷类农产品的生产规模 "如青梅$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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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等特色农产品#*延伸非谷类农产品的产业链条 "如将青梅加工为调味品$酒等*将板栗制成栗羊羹等点
心食品#*着力发展经济作物*大幅提升了非谷类农产品产值*也促进了日本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转型,
随之*&一村一品'运动的理念开始被许多发展中国家认同*成为发展中国家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消除城乡
差距的重要举措,"###年以后*&一村一品'的观念逐渐演化为 &农业六次产业化'*旨在发展农业第三产
业*提升非谷类农产品的附加值,日本的 &一村一品'运动既符合产业化发展逻辑*也满足了农业转型的
现实需要*是新型农业产业化的重要表现*&农业六次产业化'则是前者的进一步升华*两者在日本农业
经济转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日本不同的是*韩国的农业经济转型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制度的革新,"#
世纪+#年代以来*韩国开始实施地方自治制度*允许农民参与地方农业发展规划和政策的制定*提升了
农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具体而言*通过结合本地区的资源优势*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并开展农
业人才培育*举办各类农民培训活动*推广 &一社一村'运动*借助社会团体的力量*促进农村产业化升
级,党的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农业强国等战略的稳步实施*也进一步加快了中国农业产业结构转型
步伐,

图!!!++!!"#!%年世界主要国家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
数据来源%R?-数据库,

""#欧洲
从欧洲总体看*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年*欧洲非谷类农产品产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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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平均为%&.'%̂ *到"##!!"#!#年下降了#.*̂ *为%&."%̂ *而到"#!!!"#!%年*其非谷类农产品产
值比例平均为%".+$̂ ,可见*尽管欧洲高值农产品产值仍占有较大比例*但出于粮食安全的考虑*其谷类
农产品生产出现了适度反弹,欧洲谷类农产品 "粮食#生产增加离不开其实行的移民政策,本地人口减少和
老龄化的增加*加之粮食产业的低工资*使得粮食生产面临劳动力短缺的困境,而欧洲大力实行的移民政
策*为粮食生产补充了大量且低廉的劳动力1"#2,如希腊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中+#̂ 为国际移民*德国接
待了约$#万名季节性农场工人*人数长期居高不下1"!2,在北欧*移民工人的大规模流入已经成为其农业结
构变化的重要支撑力量*保障了其谷类农产品正常生产,

从主要国家看*各国非谷类农产品产值变化差异较为明显,英国$法国$德国$乌克兰$荷兰的非谷类
农产品产值比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德国的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下降最为明显*由!++!!"###
年的%$.&%̂ 下降到"#!!!"#!%年的'&.'&̂ *下降了!(.+$̂ ,英国的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下降幅度最
小*从!++!!"###年的%*."#̂ 下降为"#!!!"#!%年的%*̂ *下降了#."̂ ,而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
俄罗斯的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出现了不同幅度的上升*分别增长了#.!*̂ $#.&"̂ $!.%&̂ $#.+*̂ ,以
葡萄牙为例*其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在!++!!"###年平均为+$.((̂ *到"#!!!"#!%年上升为+&.'"̂ ,
这表明*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农业转型的变化方向差异明显,

"$#美洲
从美洲总体看*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在!++!!"#!%年有所上升,其中*!++!!"###年*非谷类农产

品产值比例平均为%".&(̂ *到"##!!"#!#年上升了#.$+̂ *为%".+'̂ *而到"#!!!"#!%年*其非谷类
农产品产值比例平均增长为%$.&&̂ ,可见*美洲的农业生产正持续向高值农产品转型,

从主要国家看*各国农业转型存在一定差异,美国和秘鲁在!++!!"#!%年*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有
所下降,特别是美国*其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由原先的%#.*!̂ 下降为(%.'"̂ *下降了!.(+̂ ,美洲其
他国家的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则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如智利由原先的%+.#'̂ 增长到+*.*(̂ *上升
了&.*!̂ *增长幅度最大,而加拿大$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的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分别上升
了!."!̂ $$.*#̂ $"."#̂ $#.*&̂ $#.%!̂ ,这表明*以智利为代表的部分美洲国家的农业转型幅度普遍高
于欧洲国家,而美国凭借其技术$机械化$专业化分工$土地资源等优势*在谷类农产品国际市场中长期保持
较高的竞争力*商品谷物农业生产已经成为其支柱型农业产业*其小麦$玉米和大米出口量位居世界前列,尽
管美国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明显高于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但谷类农产品仍是其农业生产的重心之一,

"*#非洲
从非洲总体看*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年*非洲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

例平均为%!.%$̂ *到"##!!"#!#年*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平均为%".'(̂ *上升了#.%*̂ *而到"#!!!

"#!%年*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上升为%".(%̂ ,可见*非洲农业生产结构正逐渐转向更具多样化和商品化
的高值农业,过去几十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兴起*非洲城市居民对非谷类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推动了
农业生产结构从谷类产品向非谷类产品调整*增强了农业集约化程度1""2,城市化可能会通过食品和农产品需
求的变化导致农业转型1"$2,城市居民对更高质量农产品的消费和偏好不断增加*提升了高值农产品的生产意
愿和规模1"*M"&2,

从主要国家看*多数国家的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呈现上升趋势*如南非$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肯
尼亚$埃及,其中*尼日利亚的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上升最快*由原先的%".$+̂ *增长为%(.+%̂ *上
升了&.&+̂ ,南非和埃塞俄比亚分别上升了$.%#̂ 和$.*+̂ ,与之相反的是*卢旺达的非谷类农产品产值
比例出现负增长*由!++!!"###年的+&.*+̂ 下降为"#!!!"#!%年的+#.'%̂ *平均下降了*.%!̂ ,可见*
部分非洲国家在近三十年加快了农业转型进程*农业生产趋向于多样化,

"&#大洋洲
从大洋洲总体看*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年*大洋洲非谷类农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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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产值比例平均为%$."(̂ *到"##!!"#!#年*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上升为%*."#̂ *而到"#!!!"#!%
年*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下降为%*.!(̂ ,

从主要国家看*澳大利亚的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呈现略微下降的趋势*!++!!"###年平均为

(+.$#̂ *而到"#!!!"#!%年下降为(%.&*̂ *下降了#.(̂ ,斐济的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变化呈现波动上
升的趋势*由"##!!"#!#年的+%.$"̂ 上升为"#!!!"#!%年的+%.&%̂ *增长了#."'̂ ,总体而言*澳大
利亚继续发挥以小麦为主导的谷类农产品生产优势*而斐济则进一步沿袭以经济作物为主的农业生产结构*
粮食自给率较低,作为岛屿国家*斐济缺乏足够的资源种植土地密集型的谷类产品*而集中于甘蔗等经济作
物种植以及畜牧业发展,可见*土地等自然资源是影响农业转型方向的主要因素,

图"!!++!!"#!%年亚洲主要国家的农业劳动增加值
数据来源%[637<Z40Q数据库,图$至图%同,

!"#"!!农业劳动增加值变化
基于世界银行 "[637<Z40Q#数据可

知*亚洲主要国家农业劳动增加值在

!++!!"#!%年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图"#*
年均增长率为&.*̂ *表明亚洲过去几十年
农业生产力不断增长1"'2,其中*中国的农
业劳动增加值上涨最快*年均增长率为

!'.(̂ ,韩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
菲律宾$老挝$巴基斯坦的年均增长率分
别为'.+̂ $'.%̂ $&.+̂ $*.%̂ $$.&̂ $

".&̂ $#.+̂ ,日本的农业劳动增加值上涨
速度最慢*年均增长率仅为#.!̂ ,过去几
十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大多经历了社会和
经济制度改革$技术革新等阶段*并持续
加大农业投入*促进了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提升*使得农业劳动增加值呈现快速上涨的趋势,!

欧洲主要国家农业劳动增加值在!++!!"#!%年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图$#*年均增长率为*.+̂ ,其
中*法国的农业劳动增加值上涨最快*年均增长率达到(."̂ .乌克兰的农业劳动增加值上升速度次之*
年均增长率为(̂ ,西班牙$俄罗斯$意大利$荷兰$葡萄牙$英国的农业劳动增加值的年均增长率分别
为'."̂ $'̂ $*.+̂ $*.!̂ $$.!̂ $$̂ ,德国的农业劳动增加值上涨最慢*年均增长率仅为

"."̂ ,共同农业政策的实施为欧洲农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共同农业政策将对农产品的价格支持转向
对生产者的直接支付*促进了农产品育种$加工和营销等农业产业链发展*从而提高了农业劳动增
加值,

美洲主要国家农业劳动增加值在!++!!"#!%年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图*#*年均增长率为&.(̂ ,其中*
阿根廷的农业劳动增加值上涨最快*年均增长率为+.(̂ *智利和巴西次之*分别为+.'̂ $+.&̂ ,加拿
大$美国$秘鲁$墨西哥的农业劳动增加值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 $".*̂ $!.'̂ ,哥伦比亚的
农业劳动增加值上涨最慢*年均增长率为!.&̂ ,美洲发展中国家在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和新技术使用中效果
显著,以阿根廷为例*由原先种植玉米$大豆等低附加值产品*逐渐发展为生产生物质燃料*进一步提升了
种植产业的农业劳动增加值,

非洲主要国家农业劳动增加值在!++!!"#!%年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图&#*年均增长率为*."̂ ,其
中*尼日利亚的农业劳动增加值上涨最快*年均增长率为!!̂ *卢旺达和埃及次之*分别为&.(̂ $

*.%̂ ,南非$埃塞俄比亚的农业劳动增加值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 ,与之相反*肯尼亚的
农业劳动增加值呈现下降趋势*年均减少了!.!̂ ,这主要源于非洲中等规模农场的增加*加之新技
术$新种子的推广和引用*劳动生产效率得到显著提升1"(2,例如在尼日利亚*中等规模农场在全国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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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年欧洲主要国家的农业劳动增加值

图*!!++!!"#!%年美洲主要国家的农业劳动增加值

植面积中所占的份额接近&#̂ *中等规模农场销售的油籽和园艺作物占全国的一半以上*但这种趋势
并非无处不在,在肯尼亚$马拉维$乌干达和卢旺达等人口密度较高的国家*土地稀缺和土地价值高
阻碍了中等规模农场收购的步伐*中等规模农场的土地份额增长缓慢*也进一步限制了农业劳动力增
加值的上涨,

大洋洲主要国家农业劳动增加值在!++!!"#!%年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图'#*年均增长率为$.&̂ ,其
中*澳大利亚农业劳动增加值的年均增长率为*.*̂ *斐济的年均增长率为".'̂ ,斐济以山区和丘陵地形
为主*总土地持有量的大部分 "&'."̂ #由面积小于"公顷的小型农场组成1"%2*且多数生产初级农产品*严
重制约了农业劳动增加值的上升,

总体而言*!++!!"#!%年世界主要国家的农业劳动增加值呈上升趋势,制度创新$技术进步$市场改
革$农业投入等因素促进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升*这也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四大法宝1"+2,改革开放初
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显著提升了农业生产力1$#M$!2,之后*技术进步成为
中国农业保持长期持续增长的主要源泉之一1$"M$$2,基于对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和农业劳动增加值的综合分
析发现*中国$越南等发展中国家近三十年的农业转型取得了较大的进步*而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农业
转型出现放缓的现象*转型幅度普遍低于发展中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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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年非洲主要国家的农业劳动增加值

图'!!++!!"#!%年大洋洲主要国家的农业劳动增加值

+*+!农村劳动力转型

亚洲主要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创造了大量机会,从"#世纪+#年代开始*农村
劳动力非农就业占比一直持续上升,到了"#世纪+#年代后期*亚洲主要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占
比维持在"#̂ "*#̂ *非农收入占比在"&̂ "&#̂ 1$*2,近年来*亚洲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始终呈现上
升趋势1$&M$%2,其中*中国在!++!!"#!%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的年均增长率为!."&̂ *上升速度最快*
越南次之*为!.!+̂ ,日本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的年均增长率仅为#.!"̂ *上升速度最慢,这表明*
过去三十年*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劳动力转型速度和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受到总体结构转型和农村发展
政策的影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工业化促进了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

欧洲主要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较早*其在!++!!"#!%年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变化不明显,
以英国为例*其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的年均增长率仅为#.#*̂ *但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基本维持在

+%̂ 左右,与之相似*德国和荷兰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和#.#(̂ *其农村
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均超过了+(̂ ,而增长最快的当属乌克兰*其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的年均增长率为

#.$+̂ *"#!%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为%&.'̂ ,可见*英国$德国等传统发达国家由于结构转型完成
较早*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的增长潜力较小*而乌克兰等发展中国家仍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美洲主要国家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的变化差异较大,其中*发达国家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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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均增长率维持在较低水平*如美国$加拿大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和#.#(̂ ,而发展中国家的农村
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的年均增长率较高*如巴西$智利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 *远高于美国和
加拿大,值得注意的是*阿根廷虽为发展中国家*但其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的年均增长率仅为#.#!̂ *
原因可能在于阿根廷农牧业发达*其就业结构转型不明显,

非洲主要国家近三十年的农村劳动力转型速度较快,特别是卢旺达*其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的年均
增长率达到了#.+&̂ *埃及$尼日利亚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 ,值
得注意的是*肯尼亚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出现负增长*年均减少了#.$+̂ *表明其工业化进程缓慢*对
农业产业的依赖性进一步增强,

大洋洲主要国家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的变化差异明显,其中*作为发达国家的澳大利亚*其农村
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的年均增长率较低*仅为#.!̂ .而斐济作为发展中国家*其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
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 ,

总体而言*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近三十年的农村劳动力转型速度较慢*而中国$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受
快速工业化的影响*其农村劳动力转型取得了较大突破,

#! BCDE#6$F:GHI/LM

农村经济转型涉及范围广$影响深远,一方面*农村经济转型促使农业生产从单一的$低价值的谷类农
产品转向多样化的$高价值的农产品 "如经济作物$畜产品$水产品等#,在保障粮食基本充足的情况下*
进一步满足人们在食物种类$营养上的需求,与此同时*农业生产的专业化$规模化促使食品质量和安全获
得更有效的保障,另一方面*高价值的农产品生产和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对于农村减贫具有积极影响1!2,这
里以农村减贫为例*比较不同国家的农村经济转型效果差异,

!++!!"#!%年*亚洲主要国家的农村贫困发生率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但农村减贫成就在国家间存在较
大的差异,以世界银行定义的每天!.+美元的贫困线为标准*中国和越南是农村减贫取得最大成就的国家,
其中*中国的农村贫困发生率从!++#年的''.$̂ 下降到"#!'年的#.&̂ #*"#"#年圆满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取得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越南的农村贫困发生率从!++"年的&".$̂ 下降到"#!%年的!.%̂ ,
与之相反的是*日本和韩国的农村贫困发生率基本维持不变或者出现适度反弹,韩国在"##'!"#!'年*其
农村贫困发生率基本维持在#."̂ 左右,日本的农村贫困发生率从"##%年的#.&̂ 上升到"#!$年的#.(̂ ,
其他亚洲国家在农村减贫方面的成就则介于前面两类国家之间,

欧洲主要国家的农村贫困发生率变化差异较为明显,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最快的国
家,其中*俄罗斯的农村贫困发生率从!++$年的$.(̂ 下降到"#!%年的#̂ *乌克兰的农村贫困发生率从

!++"年的".(̂ 下降到"#!%年的#̂ *减贫效果明显,与之相反的是*英国和德国的农村贫困发生率出现不
同程度的增加,英国的农村贫困发生率从!++!年的#."̂ 上升到"#!(年的#.$̂ *德国的农村贫困发生率则
从!++!年的#̂ 上升到"##%年的#."̂ ,而其他欧洲国家的农村贫困发生率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美洲主要国家的农村贫困发生率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但不同国家的减贫效果存在差异,以美国和阿根廷
为例*其农村贫困发生率不降反升,其中*美国的农村贫困发生率从!+(*年的#.&̂ 上升到"#!%年的!̂ *
阿根廷的农村贫困发生率从!+%#年的#.&̂ 上升到"#!%年的!.*̂ ,而秘鲁$哥伦比亚$巴西的减贫速度较
快*年均减贫率分别为#.'%̂ $#.&!̂ $#.*$̂ ,

非洲主要国家除肯尼亚以外*其他国家的农村贫困发生率都呈现下降的趋势,肯尼亚的农村贫困发生率
在!++"!"#!&年不断增加*从!++"年的$!.(̂ 上升到"#!&年的$(.!̂ ,而埃塞俄比亚$卢旺达的减贫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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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较好,其中*埃塞俄比亚的农村贫困发生率从!++&年的'+̂ 下降到"#!&年的$#.%̂ *贫困发生率减少了

$%."̂ ,卢旺达的农村贫困发生率从"###年的(%̂ 下降到"#!'年的&'.&̂ *贫困发生率减少了"!.&̂ ,
大洋洲主要国家*如澳大利亚$斐济的农村贫困发生率都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斐济的农村贫困

发生率下降更快*从"##"年的".$̂ 下降到"#!$年的#.&̂ *而澳大利亚的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更为缓慢*

!+%!!"#!*年仅下降了#.&̂ ,
可见*英国$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的农村贫困发生率在过去三十年出现了适度反弹的迹

象*以中国$越南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贫困发生率总体呈下降趋势,

$! BCDE#6$F:GHI/NOPQ

-*)!农业转型与农村贫困发生率呈现负向关系

!!过去三十年*世界主要国家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农业转型,图(揭示了农业转型与农村贫困发生率存在
负向关系*尽管这种关系并非完全的线性关系*但基本遵循 &农业转型速度越快*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速度
越快'的共性规律,农业产业结构转型不仅满足了城乡居民日益增长和多样化的食物需求*也为农村居民增
收提供了更多机会,高值农业 "如蔬菜水果$花卉$茶叶烟草等经济作物$畜牧产品和水产品#进一步延伸
了农业产业链*并通过规模化$绿色化和数字化*提升了农业劳动附加值,粮食等大宗农产品属于低值农产
品*在人多地少的基本农情下*仅靠生产粮食难以大幅提升农民收入*必须通过大宗农产品与高值农产品的
分工协调*才能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农民增收和降低贫困发生概率,

图(!农业转型速度与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速度之间的关系

例如*越南和巴基斯坦在!++!!"#!%年的年均农业转型速度 "或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变化百分比#
分别为#."$̂ 和#.!'̂ *相应的农村减贫速度分别为!.+*̂ 和!.+$̂ .菲律宾的非谷类农产品在农业总产
值中的占比为负增长*其农村减贫速度在亚洲主要发展中国家中也最低*为#.'!̂ ,俄罗斯和德国在

!++!!"#!%年的年均农业转型速度分别为#.(!̂ 和#.#$̂ *相应的农村减贫速度分别为#.!&̂ 和#.#!̂ ,
美国的非谷类农产品在农业总产值中的占比为负增长*其农村贫困发生率则不断上升,类似地*肯尼亚的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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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类农产品在农业总产值中的占比也为负增长*其农村贫困发生率呈现逐年增加的态势,与之相反*随着年
均非谷物农产品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不断增加*智利的农村贫困发生率呈现下降趋势*年均减贫速度为

#.$(̂ ,可见*农业转型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农村贫困发生率产生负向影响,当然*两者之间存在多大程度的
因果关系*还有待更深入的实证研究,

-*+!农村劳动力转型与农村贫困发生率呈现负向关系

发展中国家近三十年的工业化$城市化创造了大量非农就业岗位*带动了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增
加*并随之促进了农村居民增收1$+2*贫困发生率下降,图%揭示了农村劳动力转型与农村贫困发生率存在负
向关系,尽管这种关系不是完全的线性关系*但基本遵循 &农村劳动力转型速度越快*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
速度越快'的共性规律,随着产业结构和市场化改革以及城市化等进程加快*农业就业占比和农业UVB占
比呈现显著下降的趋势*即工业$服务业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总体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为农村劳动力创造了
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也显著降低了其贫困发生率,此外*农村劳动力转型速度加
快对于缩小农业与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差距 "或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积极作用,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后*农
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由绝对过剩转为相对短缺*资本开始替代劳动*农业劳动生产率逐渐上升,当农业劳动
生产率与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相等时*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之间的收入差异消失*城乡收入差异也随之消失*
从而能够显著缓解农村相对贫困,

图%!农村劳动力转型速度与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速度之间的关系

中国和印度的年均农村劳动力转型速度 "或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变化百分比#分别为#.!$̂ 和

#.#+̂ *相应的农村减贫速度分别为".&$̂ 和!.!+̂ ,葡萄牙和法国的年均农村劳动力转型速度分别为

#.#(̂ 和#.#'̂ *相应的农村减贫速度为#.#*̂ 和#.#$̂ ,阿根廷的年均农村劳动力转型速度为负增长*
其贫困发生率则不断增加,类似地*肯尼亚的年均农村劳动力转型速度下降了!.!&̂ *而年均贫困发生率上
升了#."$̂ *进一步从反面证实了农村劳动力转型与农村贫困发生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农村经济转型及其效果的类型分析

基于农业转型速度与农村减贫速度的相关关系 "图(#$农村劳动力转型速度与农村减贫速度的相关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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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本文选取部分国家的农村经济转型进行类型分析*结果如表!所示,
第一*农村劳动力转型和农业转型都较快的国家 "如中国$越南$智利$印度尼西亚#*减贫速度也较

快*出现减贫速度较慢的可能性小*证实了农业转型和农村劳动力转型对于农村发展的重要性,第二*农村
劳动力转型和农业转型都较慢的国家 "如德国$美国$阿根廷$肯尼亚#*减贫速度也较慢*出现减贫速度
较快的可能性小,第三*对于农村劳动力转型较快而农业转型较慢 "如菲律宾$乌克兰$巴西$斐济#*或
者农村劳动力转型较慢而农业转型较快的国家 "如印度$俄罗斯$埃及$尼日利亚#*其农村减贫表现为中
等的速度*即介于前面两类国家之间 "表!#,以上类型分析结果表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可以从农业转型和农村劳动力转型两方面入手,前者着眼于农村内部发展*即加快构建绿色高效高
值农业的体制机制.而后者更加关注农村外部发展*即借助工业化$城市化为农村发展$农民就业提供契机
和经济基础*畅通城乡要素循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表)!部分国家农业转型"农村劳动力转型与农村减贫效果

类型
农村减贫速度

较快 中等 较慢

农村劳动力

转型速度较快

农业转型速度较快 中国$越南$智利$印度尼西亚

农业转型速度较慢 菲律宾$乌克兰$巴西$斐济

农村劳动力

转型速度较慢

农业转型速度较快 印度$俄罗斯$埃及$尼日利亚

农业转型速度较慢 德国$美国$阿根廷$肯尼亚

%! DERSTUV>?

本文从农业转型和农村劳动力转型两个维度解构世界主要国家的农村经济转型路径*并以农村减贫为
例*理清农村经济转型的效果,在此基础上*基于类型学分析*进一步考察农村经济转型的一般规律,研究
发现*农村经济转型路径和效果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存在差异*但农村经济转型也存在共性规律,近三十年
来*发展中国家的转型速度普遍高于发达国家*尤其在农村劳动力转型方面差异更为明显,制度革新$市场
改革$技术应用$土地规模化和城市化等因素是推动农村经济转型的主要驱动力*且农村经济转型速度越
快*减贫效果越明显,基于此*中国在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农村快速和包容发展过程中*应重点把握以下
内容,

第一*加快农业转型速度*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未来农业发展既要注重数量*更要把握质量*引导农
业发展由增产导向转为提质导向*提升生产要素和农产品价值*建立高质$高效$协同$可持续的农业资源
配置机制*发展绿色高效多功能的高值农业*为农户增产增收创造机会*让农民分享更多增值收益*促进共
同富裕,同时*应树立 &大食物观'*从 &粮食安全观'向 &食物安全观'转变*从更广阔的视角把握粮食
安全*建设更高质量$更可持续$更安全的国家安全食物保障体系*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
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满足日益多元化的食物消费需求*实现各类食物供求平衡,

第二*加快农村劳动力转型速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不加快农村劳动力转型*仅靠农业内部生产力提
升*难以实现农业劳动生产率与非农行业劳动生产率的趋同*不利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年中国农
业UVB占比降到了(̂ *但农业就业占比仍高达"'̂ .预计到"#$&年*农业的UVB占比将下降至&̂ 左

右*到时农业就业占比需降到%̂ 左右*甚至更低,为此*一方面*应完善新型农民培训体系*创新培育机
制*加强高素质农民培育*提升农民经营$管理$技术等能力*支持高素质农民创新创业*以农业内部创业
带动剩余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应持续推进总体经济结构转型*培育发展特色优
势产业*以工业化$县域城镇化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向非农转移*大幅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缩小劳动生
产率在农业与非农行业之间的差距*进而降低城乡收入差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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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构建与农村经济转型阶段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不同时期的农村经济转型阶段差
异明显*每个阶段有其特定的制度安排$政策支持和投资重点,对于中国而言*各地区经济发展和自然资源
的差异显著*乡村振兴应在尊重农村经济转型普遍规律的基础上*明确各地目前在农村经济转型过程中所处
的阶段*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政策和投资体系*不断创新乡村振兴体制机制*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和共同富裕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1!2黄季.乡村振兴%农村转型$结构转型和政府职能 1\2.农业经济问题*"#"#"!#%*M!'.
1"2严海蓉*陈义媛.中国农业资本化的特征和方向%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资本化动力 1\2.开放时代*"#!&"&#%*+M'+.
1$2陈航英.中国的农业转型%基于农村四十年发展历程的思考 1\2.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M(%.
1*2cT?,UCR*V-,?JVE-,\?.HI235=26>4@343540;4:51475=GK51IFI502=2;I434;1235=15;=%4@35;A71A347G6<2305O41560*

4@35PA=502==40<;6772;15S2740<35@I1=1\2.HI2FI504\6A3047*"##%*'#%"&M*(.
1&2黄宗智*高原*彭玉生.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中国的农业发展 1\2.开放时代*"#!""$#%!#M$#.
1'2郭亮.劳动力成本%规模经营的结构性限制%基于对林镇规模农业的调查 1\2.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M"#.
1(2贺雪峰.小农立场 1X2.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2黄季*陈丘.农村发展的国际经验及其对我国乡村振兴的启示 1\2.农林经济管理学报*"#!+*!%"'#%(#+M(!'.
1+2刘震.城乡统筹视角下的乡村振兴路径分析%基于日本乡村建设的实践及其经验 1\2.人民论坛5学术前沿*"#!%"!"#%

('M(+.
1!#2贾磊*刘增金*张莉侠*等.日本农村振兴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1\2.农业现代化研究*"#!%*$+"$##%$&+M$'%.
1!!2刘松涛*罗炜琳*王林萍.日本 &新农村建设'经验对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启示 1\2.农业经济*"#!%"!"#%*!M*$.
1!"2\?,UT*aN,\W.F6G:32I20=5S23A347<2S276:G201=13412@52=6>W632440<1I2535G:75;41560=16<2S276:50@;6A01352=

1\2_\6A30476>LA347V2S276:G201*"#!'*$+"E:2;547/==A2#%!M$*.
1!$2a?,U\.F6GGA051D:4315;5:41560>63=A=14504P72<2S276:G201%32S5=5150@E6A1IW632403A347G6<2305O415606>1I2!+(#=

1\2.F6GGA051DV2S276:G201\6A3047*"#!%*&$"!#%'!M((.
1!*2田毅鹏.东亚乡村振兴社会政策比较研究断想 1\2.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M"%.
1!&2龙晓柏*龚建文.英美乡村演变特征$政策及对我国乡村振兴的启示 1\2.江西社会科学*"#!%*$%"*#%"!'M""*.
1!'2陈仁安.英美农村区域规划经验及对中国乡村振兴的启示 1\2.世界农业*"#!%"'#%"*M"%.
1!(2L8?LV-,H*EH?X-NJ/EW*B/,U?J/B.LA347060>43G2G:76DG20150<2S276:50@;6A01352=50402346>@76P475O41560

1\2_?@35;A71A3478;606G5;=*"##(*$(%!($M!%$.
1!%2FTL/EH/?8,E8,J*[88LVH\*H-V-a.N3P405O4156040<:6S231D32<A;1560%1I236726>3A347<5S23=5>5;4156040<=2;60M

<43D16K0=1\2.B675;DL2=243;I[63Q50@B4:23E2352=*"#!$***"*3&#%*$&M**(.
1!+2L8?LV-,H*H/XX8LFB.R5S250123750Q2<1340=>63G41560=501I2?=5404@35>66<2;606GD%>66<=2;A351D5G:75;41560=

1\2_U76P47R66<E2;A351D*"#!**$ ""#%!#%M!!(.
1"#2R/?dW-[EW?W*B/8FT-[EW? X.,2KK4D*67<:411230.E24=6047G5@341560>36GB6740<16U23G40D 1\2.?3P63*

"#!'*!+" "(((#%"%(.
1"!2La8\R*EF-HHE./01230415604774P6A3G5@34156040<>66<:36<A;1560503A3478A36:2%432S52K6>1I22S5<20;2 1\2_

E6;5676@54LA3475=*"#!%*&% "*#%+"%M+&".
1""2e?,V8LF?EH88J8,\*Z8a8,8EH*X/,H8,Z*2147.F5152=40<4@35;A71A3471340=>63G4156050?>35;4%2S5<20;2

>36G81I56:541\2_[637<V2S276:G201*"#!%*!#&%$%$M$++.
1"$2L8?LV-,H*Z8L8NH8LV*UJ/FWX?,V.U36K50@>66<>63@36K50@;5152=%1340=>63G50@>66<=D=12G=5040A3P405M

O50@K637<1\2.HI2FI5;4@6F6A0;5760U76P47?>>453=*"#!'%"(.
1"*2HEFT/LJ8aV*L8?LV-,H*V-J/EJ?U8LX*2147.HI235=26>4G5<<72;74==5084=140<E6A1I230?>35;4%5G:75;4M

1560=>63>66<=D=12G1340=>63G415601\2.\6A30476>/012304156047V2S276:G201*"#!&*"( "&#%'"%M'*'.
1"&2V\NLR8JVH??.N3P405O4156040<750Q4@2=16=G477I67<23>43G50@50=APME4I4340?>35;4%5G:75;41560=>63>66<=2;A351D

1\2_U76P47R66<E2;A351D*"#!&**%!M(.
1"'2RNUJ/8W-*[?,UEJ.B36<A;15S51D@36K1I50@76P474@35;A71A32=I5>150@16<2S276:50@;6A01352=*;I65;2=1\2_?@35;A7M

!*"!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23郾08（总 532）



1A34740<?::752<8;606G5;=?==6;541560*"#!"*"("*#%!M(.
1"(2\?a,8HE*XNa?,U? X*[/,8X?,?*2147.?32G2<5AGM=;472>43G=<35S50@4@35;A71A3471340=>63G4156050=APM

E4I4340?>35;4( 1\2.?@35;A71A3478;606G5;=*"#!+*&#%(&M+&.
1"%2WNX?LE*ZT?H/\B.FI47720@2=40<6::631A05152=>634@3435401340=>63G4156040<<2S276:G2016>4@35PA=502==2=50R5Y5

1\2_?=54MB4;5>5;\6A30476>LA347V2S276:G201*"#!!*"! ""#%!+M$%.
1"+2黄季.四十年中国农业发展改革和未来政策选择 1\2.农业技术经济*"#!%"$#%*M!&.
1$#2J/,\.LA34732>63G=40<4@35;A71A347@36K1I50FI5041\2.?G235;408;606G5;L2S52K*!++""%"#%$*M&!.
1$!2TN?,U\*L-c8JJ8E.H2;I0676@5;47;I40@2%32<5=;6S2350@1I220@5026>:36<A;15S51D@36K1I50FI504+=4@35;A71A347

2;606GD1\2.\6A30476>V2S276:G2018;606G5;*!++'**+%$$(M$'+.
1$"2\/,E*TN?,U\*TNL*2147.HI2;324156040<=:324<6>12;I0676@D40<16147>4;163:36<A;15S51D50FI504+=4@35;A71A32

1\2.?G235;40\6A30476>?@35;A71A3478;606G5;=*"##"*%*"*#%+!'M+$+.
1$$2\/,E*X? T*TN?,U\*2147.B36<A;15S51D*2>>5;520;D40<12;I05;47;I40@2%G24=A350@1I2:23>63G40;26>FI504+=

1340=>63G50@4@35;A71A321\2.\6A30476>B36<A;15S51D?047D=5=*"#!#*$$%!+!M"#(.
1$*2Z?,W?V.LA347?=54%P2D60<1I2U3220L2S67A1560 1\2.LA347?=54Z2D60<1I2U3220L2S67A1560*"###*"("&#%

!$$M!$'.
1$&2T8?V8aV*Z8c8X8LV*T?c8JJBZ.?@35;A71A3472G:76DG2011320<=50?=5440<?>35;4%166>4=163166=76K( 1\2_

HI2[637<Z40QL2=243;I-P=23S23*"#!#*"&%&(M%+.
1$'2[?,U *̀TN?,U\*cT?,UJ*2147.HI235=26>G5@34156040<1I2>4776>=27>2G:76DG201503A347FI504+=74P63G43Q21

1\2.FI5048;606G5;L2S52K*"#!!**%&($M&%*.
1$(2T-?,UH *̀F-,UEB*NJNZ?E-UJN X ?.,60M>43G4;15S51D*I6A=2I67<29:20<51A32*40<:6S231D32<A;156050

3A347S52104G%"##"M"##% 1\2.[637<V2S276:G201*"#!**'*%&&*M&'%.
1$%2/X?/WE*U?/T?L*HT?B?U.V62=060M>43G=2;1632G:76DG20132<A;23A347:6S231D40<SA70234P5751D( 8S5<20;2>36G

e52104G40</0<541\2.\6A30476>?=5408;606G5;=*"#!&*$'%*(M'!.
1$+2黄季*史鹏飞.快速和包容的农村经济转型路径$效果和驱动力 1\2.中国科学基金*"#"!*$&"$#%$+*M*#!.

+14(/045/607./62,894574/:4).C9657<./#
$6F6/;@.27:3,/27>104/C4/0.=#?562,:./.C7:+56/<=.5C607./

C/NT45740!V8,UT40DA0!J/?-[20G25
&D<056:0%LA3472;606G5;1340=>63G415605=327412<161I2=G661I5G:72G201415606>3A34732S51475O41560
=13412@D*KI5;II4=51=;6GG603A72=40<32@56047<5>>2320;2=.Z4=2<601I23A3472;606G5;1340=51560<4146>
G4Y63;6A01352=501I2K637<>36G!++!16"#!%*1I5=:4:234047DO2=1I2;I434;1235=15;=6>3A3472;606G5;1340M
=51560=14@2=50<5>>23201;6A01352=>36G1I21K6<5G20=560=6>4@35;A71A3471340=5156040<3A34774P631340=5M
1560*40<14Q2=3A347:6S231D32<A;15604=40294G:721650S2=15@41251=1340=>63G415602>>2;1=.-01I5=P4=5=*
51;43352=6A11D:676@D32=243;I603A3472;606G5;1340=5156040<32S247=1I2@20234774K6>3A3472;606G5;
1340=51560.L2=243;II4=>6A0<1I41501I2:4=11I531DD243=*1I2=:22<6>3A3472;606G5;1340=>63G4156050<2M
S276:50@;6A01352=I4=@2023477DP220I5@I231I401I416><2S276:2<;6A01352=.R4;163==A;I4=50=151A15604732M
>63G*G43Q2132>63G*12;I0676@D4::75;41560*740<=;472*40<A3P405O415604321I2G450<35S50@>63;2=>63
:36G6150@3A3472;606G5;1340=>63G41560.X6326S23*1I2>4=1231I2=:22<6>3A3472;606G5;1340=>63G41560*
1I2G6326PS56A=1I2:6S231D32<A;15602>>2;1.Z4=2<601I24P6S24047D=5=*1I5=:4:23:36:6=2=164;;2723412
1I2=:22<6>4@35;A71A3471340=>63G4156040<:36G6121I2I5@I]A4751D<2S276:G2016>4@35;A71A32501I2
:36;2==6>3A34732S51475O41560.4;;27234121I21340=>63G415606>3A34774P63>63;2*04336K1I2A3P40M3A34750M
;6G2@4:.16;60=13A;11I2=D=12G40<G2;I405=G=A514P72>631I21340=51560=14@26>3A3472;606GD40<3247M
5O21I2G6<2305O415606>4@35;A71A3240<3A3474324=.
E43F.5;<%LA3478;606G5;H340=>63G41560.E13A;1A347H340=>63G41560.H340=>63G41560B41I.H340=>63G4M
1560478>>2;1

!责任编辑!卫晋津!张雪娇"
!&"!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２０23郾08（总 532）



ABCDEFGHIJKLM
NOPQA&'RS.TU

"!翟天昶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北京!##($""

收稿日期%"#"$M#"M#",
基金项目%中国非洲研究院"#""年度应急热点课题 &俄乌冲突对非洲粮食安全的影响及应对策略研究'"F?/M8"#""M#%#,
作者简介%翟天昶 "!++"!#*男*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食物消费$农产品政策*8MG457%OI451;I!;4==.63@.;0,

#!与下文提到的传统的粮食安全概念相对应,

$!R?-将食物安全程度设定为食物安全或轻微不安全$中度食物不安全$重度食物不安全三个级别,其中*重度食物不安全是指人们可
能会耗尽粮食*经历饥饿*甚至是几天吃不到食物*使他们的健康和生活面临严重风险1*2,"#!*年起*食物安全程度指标是由R?-基于食物
不安全经历量表 "R66<50=2;A351D29:23520;2=;472*R/8E#获取数据*并使用L4=;I测量模型进行测算得到1&2,

摘要!鉴于非洲居民独特的饮食结构$在考察俄乌冲突对非洲国家粮食安全的影响时$有必要结合
各类食物给居民提供能量的情况来做讨论%以非洲各国居民食物能量供应的对外依存度作为基础考
察俄乌冲突对非洲粮食安全的影响$研究发现'接近半数的非洲国家$其居民食物中能量供应的对
外依存度较低$在其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下$俄乌冲突不会对其粮食安全造成显著的影响%实际
上$非洲地区粮食安全受俄乌冲突影响较大的主要是埃及等食物能量供能对外依存度较高且粮食购
买力较差的国家%基于此$中国可尽快对居民饮食能量供给对外依存度较高且购买力不足的非洲友
好国家予以一定的粮食和资金援助%进一步地$加强对非洲友好国家的农业技术援助$分享农业发
展经验$并扩大在非洲的贸易合作伙伴范围$为保障非洲国家的粮食安全更有效地贡献中国力量$
从而为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
关键词!俄乌冲突*非洲粮食安全*食物能量供应比

'"(!!#.!$%&'+Y.;0!!M!#+(+=."#"$.#%.##$

!! @A

粮食安全问题是多年来非洲国家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联合国粮农组织 "R?-#将粮食安全定义为所
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从物质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安全和营养的食物*以满足其积极健康生活的饮食需求和食
物偏好1!2,这也是当下在国际上被普遍接受和采用的粮食安全的概念*亦即食物安全#,尽管近几十年
来*非洲在与贫困的斗争中取得了诸多成就*但由于快速的人口增长$持续不断的区域内部冲突和难民
危机等*一部分非洲居民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许多非洲居民难以获得维持温饱水平所需的食物量*
粮食安全更无从谈起1"2,此外*加上近年来的气候变化和频发的自然灾害*以及新冠疫情的暴发和蔓
延*使得非洲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趋于恶化1$2,R?-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非洲地区处于重度食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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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全$和饥饿的人数在不断增长,"#"!年非洲重度食物不安全人数为$.""亿人 "占总人口比重的

"$.*̂ #*其中有".(%亿人 "占总人口比重*即营养不足发生率#为"#."̂ #正在饱受饥饿的困扰$,
因而*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取到实现充足供能所需的食物量*即战胜 &饥饿'*仍是当下非洲粮食安全的
阶段性目标1'2,

俄乌冲突的爆发*给非洲粮食安全带来了新的风险,历史经验表明*地缘冲突会造成粮食贸易中断1(2和

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1%2*从而对全球粮食安全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俄罗斯和乌克兰作为当今粮食和能源贸
易大国*其冲突产生之后*包括俄罗斯$乌克兰在内的许多国家对粮食出口采取了管制措施*这使得小麦$
玉米等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升*一度达到历史高位1+M!"2,在此情况下*非洲作为粮食不安全情况较为严重的
地区*其粮食安全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已有研究虽在俄乌冲突对全球粮食市场所带来的影响上展开了一定的讨论*但关于俄乌冲突对非洲粮食
安全的影响却缺乏必要的关注,为评估俄乌冲突对非洲粮食安全的影响*对非洲地区小麦$玉米$葵花油等
俄乌两国出口主要农产品相关贸易指标的考察无疑是必要的1!$2,然而*不同国家和地区居民的饮食习惯因地
域文化和资源禀赋等因素的不同存在一定差异1!*2,具有地域特色的土著和传统食物 "/0<5@206A=134<5156047
>66<*/RB#% 在许多国家居民的饮食结构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在这些国家地区的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中*如果只侧重少数作物 "如玉米$小麦$水稻等狭义的粮食安全所涉及的谷物品类&#*容易造成结论
的局限性和偏误1!'M!(2,因此*仅依据俄罗斯$乌克兰出口主要农产品的相关贸易指标*可能不足以充分认
识俄乌冲突对非洲粮食安全所造成的实际影响*还需要结合非洲各国饮食结构下各类食物的供能占比情况
来做进一步的讨论,

本文研究的目标是立足于不同类别食物的供能情况*评估俄乌冲突对非洲粮食安全的影响*为保障俄乌
冲突下非洲的粮食安全提供新的判断依据,具体来讲*本文将重点对近年来非洲各国居民饮食结构下各类食
物的能量供应占比和进口依赖程度进行分析*并结合相关讨论对俄乌冲突对非洲粮食安全的影响进行研判,
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中国援助方案来协助保障非洲的粮食安全*以实际行动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理念,本文研究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为地缘冲突对非洲粮食安全的影响提供新的研判思路*加深关于地缘
冲突对非洲粮食安全影响的认识*从而采取针对性的应对策略来更好地为保障当下和未来非洲的粮食安全贡
献中国力量,

"! WXY#Z[R\]/[^_(`ab

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等营养素均可为人体提供能量1!%2,不同食物可以提供的营养素类别存在天然
的差异*单位数量的不同食物的供能量也因营养素含量及其供能系数'的不同存在着差别1!+2,因而*不同的
饮食习惯下*各类食物的供能占比会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决定了不同国家居民对不同食物的供能依赖程度有
所不同,接下来*本文将对当前非洲各国各类食物为居民提供能量的占比情况进行统计分析*以从能量供给
的角度考察非洲不同国家居民对各类食物的依赖程度,

本节所使用的数据来自R?-数据库的食物平衡表 "R66<Z4740;2=#板块,该板块将食物种类划分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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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不足人数 ",AGP236>:26:72A0<2306A35=I2<#和营养不足发生率 "B32S4720;26>A0<230M6A35=IG201*B6N#衡量的是处于 &饥
饿'状态的人数情况,所谓 &饥饿'状态*是指由所需膳食能量不足引起的不舒适或痛苦的身体感觉,营养不足属于营养不良的一部
分*除此之外*营养不良还包括营养过剩和微量元素摄入不足1!2,

从衡量标准上*重度食物不安全与营养不足两个指标较为相近,虽然二者使用的方法以及数据来源都不同*但在衡量全球食物
安全方面可以相互补充和验证,

即通常所说的本土食物,
狭义的粮食安全仅指谷物 &F23247@3450'的安全1!&2,
用以衡量单位质量营养素可以在人体内被转化成的能量,



多个大类$+#多个小类*提供了全球近$##个国家 "地区#居民日常饮食能量$蛋白质和脂肪的摄入来源
"即食物供给人体的日常能量$蛋白质和脂肪#*以及各类食物的生产$进出口和消费情况*其数据主要来源
于R?-基于各国统计部门相关数据资料整理*部分则是在此基础上经过进一步科学的估算过程得到1"#2,因
此*R?-数据库中的统计数据比较适合该部分研究的需要,

从整体情况来看*非洲地区居民能量的摄取来源主要是植物性食物*动物性食物能量供应占比不足!#̂
"图!#*饮食结构较为单一,因此*本文仅对非洲各国家居民植物性食物的供能情况予以考察,

图!!"#!&!"#!+年非洲居民日常饮食中动物性和
植物性食物能量供应平均占比 !!!

根据R?-数据库的分类标准*植物性食物被划分成谷物$蔬菜$水果$豆类$植物油$油料作物$糖
和甜味剂#$糖料作物$淀粉根类食物$香料作物$坚果$酒精饮料$非酒精类兴奋剂 "包括茶叶$咖啡豆
和可可等#!$大类,接下来*本文重点考察的是非洲各国谷物$淀粉根类食物$水果$植物油$油料作物$
豆类这'类食物的供能情况,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谷物是传统的能量供应食物*而且小麦$玉米等
俄乌两国主要出口的粮食品类均包含其中,第二*以香蕉为代表的热带或亚热带水果$木薯和马铃薯等淀粉
根类食物以及豆类*在许多非洲国家居民日常饮食结构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这是非洲地区居民饮食习
惯的一大特色1"!M""2,根据R?-统计数据*非洲地区淀粉根类食物的人均消费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倍以上*
豆类的人均消费量也远大于世界平均水平,第三*其他几类食物*非洲地区的人均消费量相对较低*且不属
于传统的能量供应食物,方便起见*本文没有对其在非洲居民食物能量供应结构中的情况予以考察,需要说
明的是*这里的以谷物为代表的植物性食物供能仅指的是直接渠道*即通过被人体直接食用来提供的能量*
不包括通过饲用渠道来间接提供能量的部分,

从非洲各国主要类别食物给居民提供的能量占比情况来看 "图"#*在半数以上的非洲国家*谷物的
直接能量供应占比不足&#̂ *地处非洲中部和南部的国家几乎如此,诸如布隆迪$中非和刚果 "金#等
国家*其居民食物供能结构中*谷物供能占比甚至不足"#̂ ,相比之下*对这些国家的居民而言*淀粉
根类食物$水果和豆类的供能占比加总值已经超过谷物*木薯$香蕉等传统和土著食物是当地居民主要的
食物供能来源,可以说*土著食物是这些国家居民的主食,此外*正如前面所分析的*与全球大部分国家
所不同的是*由于动物性食物在非洲居民食物能量供应结构中的占比较低*谷物的饲用占比自然也不高*
谷物对当下非洲居民的能量供应主要是通过直接摄入而非通过摄入动物性食物来间接消费的方式,在这种
情况下*从能量供应的角度*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相比*非洲居民对于谷物的依赖程度相对
较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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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的是EA@43fEK2212023*包括蔗糖和蔗糖之外的淀粉糖$果糖等其他甜味剂,



图"!"#!&!"#!+年非洲各国主要类别食物为居民提供的能量占比均值
数据来源%笔者计算,
注%图中数据为"#!&!"#!+年人均食物供能占比的年平均值,供能占比由各类食物

供能量除以食物总供能量得出,

#! WXcd[^_(`a/=efghi

接下来*本文将进一步考察近年来非洲各国对各类食物的对外依赖程度*从而结合非洲各国居民日常饮
食结构下各类食物的功能情况*来分析非洲各国饮食结构下食物能量供应的对外依赖程度*以为俄乌冲突对
非洲居民粮食安全的影响提供进一步的判断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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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各国对各类食物的对外依赖程度

对于进口依赖程度的考察*本文所选用的是净进口依存度这一指标*该指标常被用于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中考察粮食的对外依存度1"$2,计算该指标所基于的数据同样来自R?- 数据库的食物平衡表 "R66<
Z4740;2=#板块,需要说明的是*许多非洲国家的粮食总供给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国际援助*因而在考察非洲
地区各类食物的对外依存度时*只考虑通过国际市场上购买而 &进口'的食物进口量可能会引起一定的偏
误,考虑到这一点*R?-的统计口径中将国际援助也算作进口1"*2,基于此*与以往许多研究所不同的是*
对于净进口依存度*本文的计算方式是 "净进口量3总消费量#g!##̂ *而非 "净进口量3表观消费量#g
!##̂ ,其中*结合R?-数据库中食物平衡表的数据指标*总消费量的计算方式是消费统计法*即通过加总
计算直接消费$饲用消费$工业消费$种用消费及运输储存过程的损耗&种类型的食物消费*来求得一国或
地区某类食物的总需求量,

根据表!的结果可以看出*非洲大部分国家的谷物自给率不足+#̂ *半数以上国家不足%#̂ ,如果基于
狭义的粮食安全口径*即谷物安全的视角来看*多数非洲国家粮食的对外依存度较高*国际粮食市场的波动
会对非洲地区的粮食安全造成较大的负面冲击*严重加剧其食物不足人数的比例,

表)!+.)/#+.)0年非洲各国主要食物净进口依存度均值
单位%̂

国家 谷物 淀粉根类食物 水果 植物油 油料作物 豆类

东部

吉布提 !##.# !##.# %(.! !##.# !##.# +!.(

塞舌尔 !##.# !##.# '".& h$$.$ !##.# !##.#

毛里求斯 ++.( *'.! &$.* ($.! +!." !##.#

科摩罗 '%.$ #.+ '.! #.% *#.% *.(

莫桑比克 *'.& #.* h+.' h!!.+ *&.% h%."

肯尼亚 *".* #.* h$.* !".! *#.+ h$.!

津巴布韦 $%.# !.( h!".( "*.! '".$ !&.*

卢旺达 $'.( !+.# #.* "+.( +".' $."

马达加斯加 "#.' h#.! h".( h"(.* %#.# h%$.'

布隆迪 !%.$ h!.' #.# *.* +.+ h+."

马拉维 !*.$ h#.! #." h!'.* !%.* h"".'

乌干达 $." h%.* #.! h'.* &'.# h"$.#

赞比亚 h#.% h*&.( "".$ !$.% &".* ".&

坦桑尼亚 h'.% h+.+ h#.' h"!.# "(.# h""."

埃塞俄比亚 h"$.( h".# ".# h*+.$ '*." h%.'

南部

博茨瓦纳 +#.$ !+.# %+.' (%.* !##.# $".$

莱索托 ($." ".! &'.$ !##.# +!.* &".(

纳米比亚 ($.# '.! $$.% !##.# !##.# (.+

斯威士兰 '".+ !!." h"'.' '".! !##.# &*.&

南非 !(.+ h%.+ h++.+ %.# $*.$ $!."

西部

佛得角 +&.* *!.' *'.% $.$ !##.# $#.'

冈比亚 '$.' "(.' "'.! h(.# "'.$ #.#

毛里塔尼亚 '#." %$.# &(.% "+.* !##.# &.'

利比里亚 &&.' #.' #.( #.+ "%.' "$.!

塞拉利昂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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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国家 谷物 淀粉根类食物 水果 植物油 油料作物 豆类

西部

科特迪瓦 $%.# #.# h"#.& h(." h!$$.' *.#

塞内加尔 $(.% !.$ !(.( h*(.+ !*." h$&.$

几内亚比绍 $*.! !&.! h!." h!.$ h".* h&.$

贝宁 $!." h!*.& ".+ h"%.( h$&.$ h!%.#

加纳 "%.* h!!.$ h#.' #.& h!!%.* h!*.*

几内亚 !+.! h".$ #.$ h!#.$ !#.# &.$

多哥 !'.+ h!.' $.# h!.& h*+.+ h"+.'

尼日利亚 !&.( h"!.% #.& #." !$.( h%.+

尼日尔 !#.( h!!.( *.% !." '#.+ h!'.!

布吉纳法索 !#.# !!.! h!.$ h!%.+ $&.% h!.(

马里 h"&.+ h*.( !.! h!!." !#." h(.!

中部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 $.# !.+ h&.( h!&#.# !##.#

刚果 "布# +!.% #.$ ".# !.& $"." *#."

加蓬 %*.+ #.# ".+ *.! #.# #.#

安哥拉 *!.+ #." #.% h".% ($.$ !!."

喀麦隆 "*.+ h*.+ h%.! h!.$ h('.+ h!.&

中非 "*.* #.& #.% h!$.& !*.! &."

刚果 "金# !(.' #.# #.! ".$ "'.' "."

乍得 &.# !.! ".# h!".$ h*.( h&.*

北部

利比亚 +#.& h$'.# "$.# &.$ %*.! &'.!

阿尔及利亚 (#.' h(.+ '." '.+ %$.' ''.&

突尼斯 '(.& %.+ h(.& $$.$ h"%.( +.'

埃及 *&." h%.+ h!(.( '*.& !#.' &*.(

摩洛哥 *".% *.# h!&.# !.% &#.! '.'

苏丹 !$.# ".( #.% h!"!.$ "$.$ h*.(

!!注%表中数据为"#!&!"#!+年人均食物供能占比的年平均值,

,*+!非洲各国居民食物能量供应的对外依存度

进一步地*虽然非洲国家的谷物安全总体上存在较高的风险*但对于大部分国家*淀粉根类食物$水果
和豆类的对外依存程度相对较低 "表!#*这也反映出这三类食物在非洲的土著特征,结合各国饮食结构下的
食物供能占比情况来看*相当一部分以土著食物作为主食的非洲国家*由于谷物在居民日常饮食能量供应结
构中的占比相对较低*居民饮食能量供应的对外依存度并不高 "表"#*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国际粮食市场
波动对这些国家粮食安全的负面影响,因而*对这部分国家而言*仅考察谷物对外依存度情况*容易误判俄
乌冲突对其粮食安全的影响程度,

具体来看*根据表"的结果*!3$以上的非洲国家*外来 "国际市场购买和接受援助#的谷物量给居民
所提供的能量在食物总供能中的比例不足!#̂ *约半数不足"#̂ ,诸如卢旺达$加纳$刚果 "布#$安哥
拉$中非等国家*尽管其谷物的对外依存度超过了"#̂ "表!#*但由于谷物所提供的能量在其居民饮食总
供能中的占比较低*因而这些国家居民外来谷物的能量供应占比大多不足!#̂ ,此外*诸如图"中马里$布
基纳法索$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尽管谷物供能占比相对较高 "超过&#̂ #*但由于其谷物进口量较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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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谷物乃至食物整体供能的对外依存度较低,考虑到植物油$油料作物也是俄乌主要出口的农产品*本文
将谷物$植物油和油料作物三类食物外来部分供能占比加总后*结果依然变化不大,一方面*在非洲的饮食
结构下*这三类食物的供能占比本就不高.另一方面*则是许多非洲国家植物油和油料作物的对外依存度较
低 "表!#,此外*正如本文引言部分所述*各国居民的饮食习惯与自然禀赋有着很大的关联*对以淀粉根类
食物$水果和豆类作为主食的国家而言*这三类土著食物的进口依赖程度必然较低,而对于不以此三类食物
作为主食的国家*由于不同食物能量供应的功能替代关系*这三类食物的供能占比均处于较低水平*外来供
应部分的供能占比自然也不高,

综上所述*根据近年来非洲居民饮食能量供应的对外依存度情况*可以初步判断的是*约半数的非洲国
家*在俄乌冲突对全球粮食市场的影响下*其粮食安全状况可能不会有明显变化,

表+!+.)/#+.)0年进口的主要类别食物给各国居民提供的能量占比
单位%̂

国家 谷物 淀粉根类食物 水果 植物油 油料作物 豆类 谷物$植物油和油料作物加总

东部

吉布提 &*.# !.! !.( #.$ !".* *." ''.'

毛里求斯 **.* #.% !.! #.+ !*.( ".+ '#.!

塞舌尔 $(." !.' ".' !.! (.' !.' *&.+

科摩罗 "+.$ #.$ #.* #.# &.+ #.$ $&.$

莫桑比克 "$.! #." #.# #.# '.% #.# "+.+

肯尼亚 "".* #.# #.# #.! $.+ #.+ "'.&

津巴布韦 "#.! #.! #.# #.$ +.( #.$ $#.!

马达加斯加 !!.$ #.# #.# #.# $." #.# !*.&

卢旺达 '.+ ".# #.! #.' $.& #.# !#.+

埃塞俄比亚 &.& #.# #.# #.# ".+ #.# %.$

马拉维 *.! #.# #.# #.# !.' #.# &.(

布隆迪 $.$ #.! #.# #.# !.! #.! *.*

坦桑尼亚 ".& #.# #.# #.# *.% #.# (.*

乌干达 !.& #.# #.# #.# '." #.# (.(

赞比亚 #.# #.# #.! #.# *.' #.# *.'

南部

莱索托 *'.% #.* #.' #.& &.' #.+ &".+

博茨瓦纳 **.! #.+ !.& #.( !#.$ #.# &&.#

斯威士兰 $!.! #.+ #.# #.' (.! #.( $%.%

纳米比亚 $#.( #.% #.+ #.* %.$ #.$ $+.*

南非 %.+ #.# #.# #.# '.' #.! !&.&

西部

佛得角 *'.( !.' !.* #.! %.! !.& &*.+

冈比亚 $(.' #." #.! #.# (.$ #.# **.+

毛里塔尼亚 $".( #.& #.% #.! !#.& #.! *$.$

利比里亚 "(.( #.! #.# #.# *.+ #." $".&

塞内加尔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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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国家 谷物 淀粉根类食物 水果 植物油 油料作物 豆类 谷物$植物油和油料作物加总

西部

几内亚比绍 !+.$ #.! #.# #.# *.* #.! "$.(

塞拉利昂 !%.+ #.# #.# #.# $.# #.# "!.+

科特迪瓦 !*.+ #.# #.# #.# #.# #.# !*.+

贝宁 !".& #.# #.# #.# *.! #.# !'.'

几内亚 %.( #.# h#.! #.# *.& #.# !$."

多哥 %." #.# #.# #.# *.! #.# !"."

加纳 (.# #.# #.# #.# !." #.! %."

尼日尔 '.* #.! #.! #." ".& #.# +.!

尼日利亚 '.* #.# #.# #.# *." #.# !#.(

布吉纳法索 '.* #.! #.# #.# ".' #.# +.#

马里 #.# #.! #.! #.! ".% #.# ".+

中部

圣多美和

普林西比
$&.+ #.# #.$ #.# $.& !.' $+.&

加蓬 $#.& #." #.* #.$ $.( #.# $*.&

刚果 "布# "#.$ #.! #.! #.# (.! #.& "(.&

安哥拉 !$.$ #.! #.# #.# %.+ #.* ""."

喀麦隆 !#.# #.# #.# #.# #.$ #.# !#.$

中非 $.+ #.# #.# #.# !.( #.$ &.(

刚果 "金# $.$ #.# #.# #.# ".# #.! &."

乍得 ".% #.# #.# #.# #.! #.# ".+

北部

利比亚 **.# #.! !.# #." !!.( #.$ &&.+

阿尔及利亚 $".+ #.! #.* #.! !$.! !.* *'.!

突尼斯 $"." #.! #.# #.* #.# #." $".'

埃及 "%.+ #.# #.# !.# ".% #.( $".(

摩洛哥 "&.$ #.# #.# #.# '." #.$ $!.*

苏丹 '.( #.# #.# #.# ".+ #.$ +.'

!!注%根据R?-的统计口径*进口包括国际粮市场的商业购买和国际援助两部分,表中结果由"#!&!"#!+年分国家各类食物供能占比 "均
值#乘以各类食物的净进口依赖度 "均值#计算得到.在计算时*考虑到结果的实际意义*各类食物中净进口依存度为负的统一取#,

,*,!进一步讨论

$"$"#!国际化肥和能源市场波动对非洲农业生产的影响
俄乌两国是世界上重要的化肥和能源出口国,自两国冲突开始*与小麦$玉米$油料作物和植物油等农

产品一样*两国的化肥和能源出口也受到限制,作为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两国对全球化肥和能源供应的减
少将会抬高全球化肥和能源价格*这可能会对全球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造成潜在的不利影响1+2,

但对大多数非洲国家而言*较低的收入水平限制了农业生产者对化肥的购买*因而其农业生产过程中化
肥使用量较少1"&2*非洲单位土地施肥量总体上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图$#,此外*非洲国家的农业机械化
水平普遍较为低下1"'2*农业生产对机械和能源的依赖程度也因此较低,尽管不依靠化肥和机械的原始农业生
产方式使许多非洲国家农业生产效率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1"(2*但也使得国际化肥和能源市场波动对非洲国家
农业生产的影响相对有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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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年非洲各国及世界平均单位土地施肥量
数据来源%R?-数据库,

注%图中数据为"#!%!"#"#年单位土地施肥量的年平均值,

$"$"!!非洲国家粮食购买力评价
基于前面的分析*对于半数食物能量供给对外依存度较高的非洲国家而言*俄乌冲突引致的国际粮食市

场上粮食价格的提高可能会给其粮食安全造成一定的冲击,但事实上*如果这些国家财务状况较为健康*在
进口粮食价格升高的情况下*依然具有可以维持原有粮食进口量的购买力*俄乌冲突便对其没有过多影响,
因而*有必要对非洲国家的粮食购买力进行评价*这有助于更为准确地评判俄乌冲突对非洲国家粮食安全的
影响,

本文选取了贸易净额 "Z6B#和外债总额存量 "V6V#这两个反映一国财务健康状况的常用指标来对非
洲国家的粮食购买力进行评价*所用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数据库,根据图*的结果*近年来非洲大多数国
家都有着几亿到几十亿美元不等的贸易赤字*诸如尼日利亚和埃及等国家的贸易赤字甚至达到了"##亿美元
以上,此外*非洲各国也或多或少的背负了一定数额的外债*个别国家 "埃及和南非#近年平均外债数额高
达上千亿美元 "图&#,从上述情况来看*非洲国家的财务健康状况较差*购买力较低*应对国际粮食市场价
格上涨风险的能力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半数食物能量供给对外依存度较高的非洲国家*俄乌冲突对全
球粮食市场的冲击将会减少其在国际市场上通过购买获得的粮食供应量*其粮食不安全状况可能会因此进一
步恶化,

图*!"#!%!"#"#年非洲各国平均贸易净额
注%图中所统计的为非洲各国家货物以及服务贸易净额加总值*即货物和服务的总进口额减去总出口额.部分国家因缺少

"#!+年或"#"#年数据*因此图中结果仅为有数据年份*该国净货物和贸易总额平均值.诸如刚果 "布#等少数非洲国家*因
没有相应数据*其贸易净额情况便没有在图中予以呈现,

$"$"$!俄乌冲突下的国际粮食援助
受俄乌冲突的影响*原有的国际粮食援助会有所减少1"%2,对于那些食物能量供应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国家

而言*由于其财务状况较差*粮食购买力不足*国际粮食援助则成为其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因此*俄乌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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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年非洲各国年平均外债总额存量
注%部分国家 "塞舌尔$莱索托$利比亚$斯威士兰等#因缺少相应数据*因而其年平均外债总额存量便没有在图中汇报,

突引致的国际粮食援助的减少*将使其在粮食购买力恶化的情况下*导致粮食外来供应进一步减少*这无疑
是雪上加霜,所幸的是*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在采取诸如提供资金援助等方式来帮助粮食供应受影响程度较
大的国家应对粮食危机*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原有粮食援助的减少*有助于降低俄乌冲突对非洲国家整体
粮食安全的负面影响,

$! jklmno]pqWXr[)*/Vs

由于非洲国家的饮食习惯和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较为独特*在评判以俄乌冲突为代表的地缘冲突事件对非
洲粮食安全的影响时*如果忽略了这些特殊性内容而仅基于大宗商品的贸易指标来进行讨论*容易放大俄乌冲
突对非洲粮食安全影响*造成一定程度的偏误性判断,为此*本文对近年来非洲国家居民饮食能量供应的对外
依存情况进行考察*并结合非洲国家的农业生产方式讨论国际化肥和能源市场波动对非洲国家农业生产的影响,
基于上述内容*评估俄乌冲突对非洲各国粮食安全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接近半数的非洲国家的粮食安全状
况不会受到俄乌冲突的显著影响*受影响的主要是那些食物供能对外依存度较高且购买力低下的非洲国家,

由于发展水平较低*多数非洲国家只能依靠低机械化水平和低化肥投入量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农业生
产力较低*无法生产出足够多的食物来有效满足居民日常生存的能量需求,而与此同时*许多非洲国家居民
因收入水平低下*本就难以承受商品市场上的食物价格*这使得木薯$香蕉等土著食物仍是相当一部分非洲
国家居民饮食习惯下的主食,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非洲国家居民饮食能量供应的对外依存度必然较低,尽管
俄乌冲突会对全球粮食$化肥和能源市场造成比较大的冲击*但却不会对使用多数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非洲
国家的粮食安全产生过多影响,实际上*受影响较大的是那些食物能量供应对外依存度较高并且购买力不足
的非洲国家*比如莱索托$利比亚和冈比亚,相比之下*同样作为突发性因素*频发的自然灾害和新冠疫情
对当下非洲粮食安全的影响更大1"*2,

在这种情况下*本着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保障非洲的粮食安全*中国可采取如下的策略,

-*)!对于粮食供给受影响程度较大的非洲国家$应在能力范围内尽快予以援助

基于前文的分析*粮食安全明显受到俄乌冲突影响的非洲国家数量相对有限,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由于
非洲国家整体上农业生产效率较低*粮食产量不足*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对一部分食物供能对外依存度较
高的国家而言*其粮食不安全状况会有一定程度的恶化,因而在短期内*中国可在自身能力范围之内*尽快
对非洲友好国家提供粮食或者资金援助*以帮助其缓解俄乌冲突给其粮食安全带来的不利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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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非洲友好国家的农业技术援助$分享农业发展经验

从长远来看*非洲国家还需更多依靠自身的发展*这一方面需要依靠外来技术和经验*另一方面需要自身
制度和政策的不断优化,因此*中国可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强化农业专家人才的派送和农业示范推广基地的建
设*提高对非洲友好国家的农业技术支持力度,同时*在优化非洲友好国家现有的农业支持政策*包括信贷制
度$土地政策等方面提供经验*协助其建立和完善发展现代农业的支持政策体系*为其实现自我发展和创新$
引进外来农业技术和模式等提供良好的制度政策环境,向非洲友好国家分享和传授农业现代化发展管理经验$
推广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并增加在非洲国家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基于此*可帮助非洲友好国家实现农业
乃至经济的良性发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购买力水平*增强农食系统的韧性*提高抵御外来风险的能力,

-*,!进一步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农业贸易伙伴关系

此外*对于当前食物供能对外依存度较低的非洲国家而言*尽管其粮食安全状况没有受到俄乌冲突的显
著影响*但在其低效率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下*仅依靠自我生产来满足食物消费需求*居民营养不足的状况
也相对较差,根据表"*平均而言*饮食能量供应对外依存度较低的国家*其居民营养不足发生率要高于饮
食能量供应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国家,

事实上*在购买力水平得到保障的情况下*贸易的自由化有利于居民营养状况的改善1"+2,中国可在维护现
有中非农业贸易合作关系的基础上*与食物供能对外依存度较低的非洲国家广泛建立贸易合作,这既有利于改
善非洲国家居民的营养健康水平*同时也可增加中国的食物进口来源*从而最终增加两国居民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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