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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危机背景下非洲、
中东粮食安全问题与前景

陈晓倩

【内容提要】 　 由于乌克兰危机升级ꎬ国际粮食市场价格波动加剧ꎬ对粮

食进口依赖度较高的非洲、中东地区国家粮食供求不稳定令人担忧ꎮ 随着俄

对乌开展特别军事行动ꎬ以当事国俄罗斯和乌克兰为中心ꎬ多国实行了主要

农产品出口限制ꎬ以谷物和油脂类作物为主ꎬ粮食价格暴涨ꎮ 如果地区冲突

长期化ꎬ非洲及中东国家的小麦供求将不稳定ꎬ各国国内小麦价格将上涨ꎬ从
长期来看ꎬ区域内粮食安全状况恶化的可能性较大ꎮ 为应对国际粮食价格暴

涨导致非洲、中东国家面临的粮食危机ꎬ有必要呼吁国际机构及主要国家提

供粮食援助ꎬ并进一步加强国际社会合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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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俄乌在全球粮食供应链中的地位

由于乌克兰危机升级ꎬ国际粮食市场价格波动加剧ꎬ对粮食进口依赖

度较高的非洲、中东地区国家的粮食供求不稳定令人担忧ꎮ 俄罗斯和乌克

兰不仅是小麦、玉米等主要战略作物出口国ꎬ还是高粱、葵花籽、菜籽油、豆
类等主要出口国ꎬ两国粮食作物在国际粮食市场中所占比重较高ꎬ这两个

国家的出口限制和生产效率下降会对国际粮食市场价格产生较大影响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９ 年ꎬ俄罗斯年均小麦产量为 ７ ３００ 万吨ꎬ仅次于

中国和印度ꎬ位居第三ꎮ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９ 年平均小麦出口规模最大的是俄罗斯

(３ １７３ 万吨)ꎬ其后依次是美国(２ ５９０ 万吨)、加拿大(２ ３５２ 万吨)、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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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０１ 万吨)和乌克兰(１ ７５９ 万吨)ꎬ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国际小麦出口市

场中所占比重约为 ２１ ５％ ꎮ 从玉米的情况来看ꎬ生产规模较大的国家依次

为美国、中国、巴西和阿根廷ꎬ但从出口量来看ꎬ乌克兰在国际玉米市场中

所占比重非常高①ꎮ 乌克兰玉米出口规模仅次于美国、巴西和阿根廷ꎬ为每

年 ２ ２０１ 万吨(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９ 年平均)ꎬ占国际玉米出口市场的 １２ ９％ ꎮ 除小

麦、玉米外ꎬ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全球市场拥有较高份额的作物还有大麦及其

加工品、高粱及其加工品、油脂类(葵花籽油、菜籽油等)、豆类等ꎬ其中包括许

多主要在非洲及中东消费的作物②ꎮ
北非主要国家的小麦消费量较大ꎬ其小麦进口依赖度接近或超过 ５０％ ꎬ

埃及的玉米对外依赖度也相当高ꎮ 埃及、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小麦进口量

在非洲和中东是最高水平ꎬ进口依赖度非常高ꎬ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相比ꎬ
国际小麦价格变动对这些国家经济的影响较大ꎮ 根据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９ 年平均基

准ꎬ除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ＧＣＣ)国家外ꎬ中东和北非国家小麦进口

依赖度依次为约旦(９９％ )、也门(９４ ７％ )、利比亚(８７ ８％ )、苏丹(８５ ２％ )、
黎巴嫩(７７ ５％ )、阿尔及利亚(７４ ９％ )、突尼斯(７０ ９％)、埃及(５５ ４％)、伊
拉克(４７ ８％)和摩洛哥(４１ ５％)ꎮ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对小麦及其加工品的

进口依赖度超过 １００％ꎬ但与中东和北非国家相比ꎬ小麦消费量较少ꎬ进口量也

较低ꎮ 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南非和肯尼亚的小麦进口规模相对较大ꎬ进口依

赖度也较高ꎬ与其他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相比ꎬ受国际小麦价格上涨的影响较大ꎮ
玉米方面ꎬ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对外进口依赖度低ꎬ受国际价格波动影

响较小ꎬ而北非国家进口依赖度高ꎬ更容易受到玉米价格上涨的影响ꎮ 撒哈

拉以南非洲国家中ꎬ玉米进口量较多的尼日利亚、南非、埃塞俄比亚和坦桑尼

亚等国家的对外依赖度在 １０％以下ꎬ即使国际玉米价格上涨ꎬ也能得到相对

稳定的供应ꎮ 埃及的玉米进口量(年平均 １ ５４３ 万吨)较大ꎬ对外依赖度

(５２ ５％ )也较高ꎬ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进口量虽然不多ꎬ但进口依存赖在

９５％以上ꎬ在国际粮食市场价格变动性上很脆弱ꎮ 中东地区的伊朗、土耳其

与埃及相比ꎬ玉米进口规模不大ꎬ但对进口的依赖度很高ꎮ
埃及、伊朗等部分非洲、中东国家对俄罗斯和乌克兰所产粮食的依赖度

较高ꎬ容易受到乌克兰危机升级对粮食供应链的影响ꎮ 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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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进口依赖度较高的国家是埃及和土耳其(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９ 年平均)ꎻ玉米进

口依赖度较高的国家是伊朗和土耳其ꎮ 埃及的小麦和玉米对俄罗斯和乌克

兰的进口依赖度很高ꎬ特别是小麦ꎬ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进口量占其进口总

量的 ３８％ ꎮ 土耳其小麦进口量的 ２０％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ꎮ 除此之外ꎬ在小

麦进口规模较大国家中ꎬ摩洛哥(７ ２％)、尼日利亚(５ ３％)和也门(５ １％)对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小麦进口依赖度较高ꎬ因此有可能受到俄罗斯和乌克兰实施

小麦出口限制的影响ꎮ 伊朗和土耳其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玉米的依赖度分别为

２７ ９％和 ２５ ３％ꎬ其他国家的玉米进口依赖度在 １０％以下①ꎮ

二　 农产品出口限制趋势

自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ꎬ包括争端当事国在内的多个国家

对主要农产品实施出口限制或许可制ꎬ特别是北非国家在出口限制方面表现

积极(见表 １)ꎮ 除俄罗斯和乌克兰以外ꎬ包括非洲、中东在内的世界各地都

在实施农产品出口限制ꎮ 北非的埃及、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ꎬ撒哈拉

以南非洲的加纳、布基纳法索ꎬ中东的黎巴嫩、科威特ꎬ均对主要谷物(玉米、
大豆、高粱)、油脂类、果蔬类的出口实行限制ꎮ 特别是埃及、阿尔及利亚和黎

巴嫩ꎬ不仅禁止出口谷物ꎬ还禁止出口意大利面、面包等谷物加工食品ꎬ以减

少粮食安全威胁ꎮ 此外ꎬ中亚、东欧、南美等国家也实施了出口限制ꎬ但只有

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事先向 ＷＴＯ 通报了实施出口限制的情况ꎮ 除农产品

外ꎬ俄罗斯还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０ 日起禁止化肥出口ꎬ其规模占国际氮肥市场

的 １０％ 、钾肥市场的 １８ ７％ 、磷肥市场的 ８ ６％ ꎮ

表 １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以来各国农产品、肥料出口限制情况

国家 限制产品 ＨＳ 编码
限制
级别

限制
实施
日期

出口占
全球出口
的比重
(％ )

埃及
小麦、谷物粉、食用
油、玉米、意大利面、
大豆

１００１ꎬ１００５ꎬ１１０１ꎬ１１０２ꎬ１１０３ꎬ
１１０４ꎬ１５０７ꎬ１５０８ꎬ１５０９ꎬ１５１０ꎬ
１５１１ꎬ１５１２ꎬ１５１３ꎬ１５１４ꎬ１５１５ꎬ
０７０８ꎬ１９０２

禁止
３ 月
１２ 日

０ ４

—４１１—
① ＩＦＰＲＩꎬＦｏｏｄ Ｅｘｐｏｒｔ ＆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Ｔｒａｃｋｅꎬｈｔｔｐｓ: / / ｃｎ ｉｆｐｒｉ ｏｒ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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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国家 限制产品 ＨＳ 编码
限制
级别

限制
实施
日期

出口占
全球出口
的比重
(％ )

阿尔及
利亚

意大 利 面、 小 麦 淀
粉、菜籽油、糖

１９０２ꎬ１５０７ꎬ１５０８ꎬ１５０９ꎬ１５１０ꎬ
１５１１ꎬ１５１２ꎬ１５１３ꎬ１５１４ꎬ１５１５ꎬ
１７０１ꎬ１１０１ꎬ１９０２ꎬ１１０１ꎬ１１０２ꎬ
１１０３ꎬ１１０４

禁止
３ 月
１３ 日

０ ３

摩洛哥 西红柿 ０７０２ 许可制
３ 月
１２ 日

１５ ５

突尼斯 水果及蔬菜类

０７０１ꎬ０７０２ꎬ０７０３ꎬ０７０４ꎬ０７０５ꎬ
０７０６ꎬ０７０７ꎬ０７０８ꎬ０７０９ꎬ０７１０ꎬ
０７１１ꎬ０７１２ꎬ０７１３ꎬ０７１４ꎬ０８０４ꎬ
０８０５ꎬ０８０６ꎬ０８０７ꎬ０８０８ꎬ０８０９ꎬ
０８１０ꎬ０８１１ꎬ０８１２ꎬ０８１３

禁止
４ 月
１２ 日

０

加纳 玉米、大豆 １００５ꎬ１２０１ 禁止
４ 月
１２ 日

０

布基纳
法索

高粱粉、玉米粉、谷
子粉

１１０２ 禁止
２ 月
２３ 日

０

黎巴嫩
加工水果及蔬菜类、
谷物、糖、面包

１００１ꎬ１００５ꎬ１１０１ꎬ１１０２ꎬ１１０３ꎬ
１１０４ꎬ１７０１ꎬ１７０２ꎬ１７０３ꎬ１７０４ 禁止

３ 月
１８ 日

０ １

科威特

谷物、菜籽油

１００１ꎬ１００５ꎬ１１０１ꎬ１１０２ꎬ１１０３ꎬ
１１０４ꎬ１５０７ꎬ１５０８ꎬ１５０９ꎬ１５１０ꎬ
１５１１ꎬ１５１２ꎬ１５１３ꎬ１５１４ꎬ１５１５ꎬ
０７０８ꎬ１９０２

禁止
３ 月
２０ 日

０ １

鸡肉 ０２０７ 禁止
３ 月
２３ 日

０ １

土耳其

食用油
０４０５ꎬ１５０７ꎬ１５１６ꎬ１５１２ꎬ１５１４ꎬ
１５１５ꎬ１５１７ 禁止

３ 月
４ 日

２ ３

牛肉、羊肉、山羊肉 ０２０１ꎬ０２０２ꎬ０２０４ꎬ０２０６ 禁止
３ 月
１９ 日

０

谷物
１００６ꎬ１１０１ꎬ１１０２ꎬ１１０３ꎬ１１０４ꎬ
１９０４ꎬ２３０９ 许可制

３ 月
４ 日

３ ３

阿根廷 大豆粉、豆油 １２０８ꎬ１５０７ 禁止
３ 月
１５ 日

３９ ９

印度
尼西亚

棕榈油、棕榈核油 １５１１ 禁止
４ 月
２８ 日

５３ １

印度 小麦 １００１ 禁止
５ 月
１５ 日

０ ８

—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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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国家 限制产品 ＨＳ 编码
限制
级别

限制
实施
日期

出口占
全球出口
的比重
(％ )

摩尔
多瓦

小麦、糖、玉米 １００１ꎬ１７０１ꎬ１００５ 禁止
３ 月
１ 日

０ ３

匈牙利 谷物
１００１ꎬ１００２ꎬ１００３ꎬ１００４ꎬ１００５ꎬ
１２０１ꎬ１２０６ 禁止

３ 月
７ 日

０

塞尔
维亚

小麦、玉米、谷物粉、
食用油

１００１ꎬ１００５ꎬ１１０１ꎬ１１０２ꎬ１１０３ꎬ
１１０４ꎬ１５０７ꎬ１５０８ꎬ１５０９ꎬ１５１０ꎬ
１５１１ꎬ１５１２ꎬ１５１３ꎬ１５１４ꎬ１５１５

禁止
３ 月
１０ 日

０ ４

白俄罗斯
大米、谷物粉、黑麦
粉、大麦和意大利面

１００６ꎬ１１０２ꎬ１００３ꎬ１９０２ 许可制
３ 月
２５ 日

０

阿塞拜疆

谷物粉相关产品、淀
粉、小麦麸质、油脂
及种子、药物及工业
用作物、饲料

１００１ꎬ１００２ꎬ１００３ꎬ１００４ꎬ１００５ꎬ
１００６ꎬ１２０１ꎬ１２０２ꎬ１２０３ꎬ１２０４ꎬ
１２０５ꎬ１２０６ꎬ１２０７

许可制
３ 月
１９ 日

０

乌克兰

肥料 ３１０２ꎬ３１０５ 禁止
３ 月
１２ 日

—

小麦、燕麦、高粱、糖 ０１０２ꎬ０２０２ꎬ０２１０ꎬ１００２ꎬ１００４ꎬ
１００８ꎬ１７０１ 禁止

３ 月
９ 日

０ ８

鸡肉、鸡蛋、葵花籽
油、玉米、牛肉、黑麦

１００５ꎬ ０２０７ꎬ ０４０７ꎬ １５１２ꎬ
０２０２ꎬ１００２ 许可制

３ 月
６ 日

１３ ８

吉尔吉
斯斯坦

肥料 ３１０１ꎬ３１０２ꎬ３１０３ꎬ３１０４ꎬ３１０５ 禁止
２ 月
２６ 日

—

小麦、梅斯林①、 谷
物粉和油菜籽制造
的黄油、糖、葵花籽、
鸡蛋、大麦和燕麦

１００１ꎬ１１０１ꎬ１７０１ꎬ１２０６ꎬ０４０７ꎬ
１５１７ꎬ１００３ꎬ１００４ 禁止

３ 月
１９ 日

０

牛肉及饲料
０２０１ꎬ ０２０２ꎬ １２１４ꎬ ２３０２ꎬ
１００３ꎬ１００４ 禁止

３ 月
２５ 日

０

俄罗斯

肥料 ３１０２ꎬ３１０３ꎬ３１０４ꎬ３１０５ 禁止
３ 月
１０ 日

—

小麦、梅斯林、黑麦、
大麦、玉米、糖 １００１ꎬ１００２ꎬ１００３ꎬ１００４ꎬ１００５ 禁止

３ 月
１４ 日

１３ １

糖 １７０１ 禁止
３ 月
１４ 日

０ ４

—６１１—
① 梅斯林为小麦和黑麦混合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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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国家 限制产品 ＨＳ 编码
限制
级别

限制
实施
日期

出口占
全球出口
的比重
(％ )

俄罗斯

葵花籽 １２０６ 禁止
４ 月
１ 日

５ ３

油菜籽 １２０５ 禁止
４ 月
１ 日

１ ４

葵花籽油 １５１２ 许可制
４ 月
１５ 日

１８ ２

资料来源:ＩＦＰＲＩꎬＦｏｏｄ Ｅｘｐｏｒｔ ＆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Ｔｒａｃｋｅꎬｈｔｔｐｓ: / / ｃｎ ｉｆｐｒｉ ｏｒｇ /

由于以俄罗斯和乌克兰为中心实施农产品出口限制ꎬ受限的产品比重

急剧增加ꎬ非洲和中东国家尤其受到影响ꎮ 因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

事行动而受到出口限制的农产品在国际农产品贸易中所占比重急剧增加ꎬ
超过 １７％ ꎬ这与 ２００８ 年粮食危机、２０２０ 年新冠肺炎疫情相比是非常高的ꎮ
继在国际谷物市场上占据很大比重的俄罗斯和乌克兰之后ꎬ阿根廷、土耳

其等国家禁止农产品出口或转换为许可制ꎬ因此受到出口限制的品种比重

急剧增加ꎮ 主要国家实施食品出口限制ꎬ谷物进口依赖度高的国家因此受

较大影响ꎬ出口限制对象食品进口占比高的国家多数位于非洲和中东ꎮ 小

麦、玉米进口规模较大的埃及、利比亚、突尼斯等北非国家ꎬ肯尼亚、乌干

达、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等东南部非洲国家ꎬ以及叙利亚、黎巴嫩、阿曼等

中东国家ꎬ其食品进口的相当大一部分受到农产品出口限制的影响ꎮ ２００８
年粮食危机时ꎬ马拉维、利比里亚、科特迪瓦等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和巴

西、智利、秘鲁等中南美国家曾受到很大影响ꎬ而乌克兰危机升级后ꎬ埃及、
苏丹、叙利亚、黎巴嫩、阿曼等北非及中东国家的农产品进口面临困难ꎮ 此

外ꎬ与 ２００８ 年发生的粮食危机相比ꎬ受乌克兰危机升级影响的国家和地区

总体上进一步扩大ꎮ 巴基斯坦、阿富汗、孟加拉国等南亚国家也在大量进

口被限制出口的农产品ꎮ 印度农产品进口量的 ５５％ 以上受到各国出口限

制的影响ꎬ但由于自身产量较大ꎬ所以在粮食安全方面受到的威胁要比之

前提到的国家小ꎮ

三　 粮食价格上涨背景下各国政府的应对策略

受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影响ꎬ２０２２ 年 ３ 月国际粮食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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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高于 ２００８ 年粮食危机时期ꎬ特别是谷物类和油脂类价格涨幅明显ꎮ 截

至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ꎬ国际粮食价格指数和油脂类价格指数分别达到 １７０ １ 和

２４８ ６ꎬ刷新历史最高值ꎮ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ꎬ特别军事行动后ꎬ以谷

物类和油脂类为主的国际粮食价格仅在 ３ 月就暴涨 １３％ ꎬ特别是菜籽油价

格上涨 ２３％ ꎬ其他粮食价格上涨 １７％ ꎮ 国际食品价格在地区冲突爆发前

就已呈上升趋势ꎬ特别是油脂类价格指数近期涨幅较大ꎬ特别军事行动可

能导致油脂供应长期紧张ꎮ
北非的代表性小麦进口国埃及和突尼斯虽然采取了紧缩财政、确保中东

和欧洲主要国家的援助、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讨论债务问题等多种措施ꎬ但
从中长期来看ꎬ很难避免国内物价上涨ꎮ 埃及在维持现有食品补贴政策的基

础上又从中东和欧洲获得粮食安全相关援助ꎬ同时ꎬ在 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２ 年预算

中ꎬ将主食面包补贴相关预算增加 １０％ ꎮ 为减轻埃及财政负担ꎬ沙特阿拉伯、
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向埃及中央银行提供 ２３０ 亿美元援助ꎬ欧盟提供

１ 亿欧元援助ꎬ资金将用于埃及食品补贴和农业领域ꎮ 在突尼斯ꎬ政府方面

宣布到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为止有足够的小麦储备可供消费ꎬ但食品价格仅在 ３ 月

就上涨了 １３％ ꎬ这引起了社会的不稳定ꎮ 新型冠状病毒长期化带来的国家收

入减少、外债增加、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为稳定物价而提供补贴的财政支出

压力和较低的外汇储备等综合因素导致粮食安全危机进一步加剧的可能性

较大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宣布违约的斯里兰卡之后是埃及ꎬ正在讨论突

尼斯等北非国家的债务问题ꎬ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导致缩减食品及

能源补贴规模等紧缩财政的压力加强ꎬ包括埃及和突尼斯在内的北非局势可

能会恶化①ꎮ
西非国家加纳和布基纳法索限制粮食出口ꎬ东非国家乌干达、坦桑尼亚等

试图实现小麦进口来源多元化等ꎬ各国政府为减少粮食安全不稳定正在作出努

力ꎮ 在西非ꎬ食品价格也在大幅上涨ꎬ因此ꎬ加纳和布基纳法索为缓解国内粮食

供求不稳定而实施谷物出口禁令ꎮ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ꎬ加纳物价上涨达到近 １２ 年最

高值 １９ ４％ꎬ食品价格上涨 ２２ ４％ꎮ 同期ꎬ尼日利亚物价上涨 １５ ９％ꎬ食品价

格上涨 １７ ２％ꎬ谷物和面包价格上涨主导食品价格上涨ꎮ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ꎬ布基纳

法索对高粱和玉米粉实施出口禁令ꎬ４ 月ꎬ加纳为稳定食品价格和确保饲料供

应也禁止大豆和玉米出口ꎮ 东非的坦桑尼亚、乌干达等国为了减少对俄罗斯小

麦的依赖ꎬ曾计划自印度扩大小麦进口ꎬ但随着印度从 ５ 月开始限制小麦出口ꎬ

—８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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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国家的谷物进口将面临困难①ꎮ 起初期待世界第二大小麦生产国印度

扩大对非洲和亚洲的出口ꎬ但由于对通货膨胀加剧、酷暑天气导致收成减

少等担忧ꎬ印度决定禁止小麦出口ꎮ 如果印度扩大小麦出口ꎬ坦桑尼亚、尼
日利亚、埃及、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等从印度大量进口小麦的非洲国家也

会受惠ꎬ但现在印度限制出口ꎬ使这些国家小麦进口来源多样化的愿望难

以实现ꎬ非洲国家的粮食困难可能会加重ꎮ 在出口限制公布之前ꎬ坦桑尼

亚和乌干达计划扩大印度产小麦进口ꎬ而在此前因担心病虫害而禁止印度

产小麦进口的肯尼亚ꎬ也因乌克兰危机升级导致其小麦供需不确定性增

加ꎬ国内谷物面粉业者协会向政府提出了恢复进口印度产小麦的要求ꎮ 为

控制食品价格上涨ꎬ埃塞俄比亚政府在 ２０２１ 年年底已经实施了向市场供

应小麦和菜籽油等措施ꎬ担心乌克兰危机对谷物供求产生负面影响②ꎮ

四　 前景及启示

如果乌克兰危机长期化ꎬ俄罗斯和乌克兰小麦出口的限制将持续下去ꎮ
俄罗斯和乌克兰小麦农户的连锁破产、小麦产量骤减等很有可能进一步推动

国际小麦价格上涨ꎮ 联合国将 ２０２２ 年小麦预计产量从最初的 ７ ９ 亿吨下调

至 ７ ８４ 亿吨ꎬ这是考虑到乌克兰冬小麦产量将锐减至少 ２０％ 所做的调整ꎮ
如果乌克兰危机进一步升级ꎬ由于局势不稳定ꎬ乌克兰东南部粮仓的产量

有可能锐减ꎮ 随着俄罗斯和乌克兰政府实行禁止出口主要作物的措施、国
内储备的农产品变质等ꎬ商品价值有可能下降ꎬ经营恶化有可能引发俄罗

斯和乌克兰农户的破产ꎮ 受异常气温影响ꎬ２０２２ 年代表性小麦生产国美

国、中国、印度的小麦收成情况也有可能恶化ꎬ不排除国际小麦价格进一步

上涨的可能ꎮ 主要小麦生产国印度经历了酷暑天气ꎬ预计 ２０２２ 年小麦产

量将比 ２０２１ 年减少约 １ ０００ 万吨ꎮ 因此ꎬ从长远来看ꎬ小麦价格将对粮食安

全构成巨大威胁ꎮ
如果俄罗斯事实上控制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ꎬ乌克兰通过黑海的出

口可能会受到制约ꎬ特别是中东与乌克兰之间无法通过亚速海进行贸易ꎮ
乌克兰 ７５％的海上出口量是通过位于西南部的敖德萨港完成的ꎬ但乌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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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芦千文:«俄乌冲突、国际农业合作与中国粮食安全保障———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

究会俄乌变局下的全球农业与粮食安全研讨会综述»ꎬ«世界农业»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ꎮ
贺文萍:«俄乌冲突对非洲的影响及非洲的应对»ꎬ«当代世界»２０２２ 年第 ８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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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东的谷物和矿物资源出口是从东南部的马里乌波尔港经亚速海进行

的ꎮ 如果俄罗斯控制乌克兰东南部地区ꎬ乌克兰实际上只能通过敖德萨港

进行海上出口贸易ꎬ且通过黑海的贸易也有可能被俄罗斯钳制ꎮ 俄罗斯同

样经过亚速海每年出口 ７ ６００ 万吨小麦ꎬ因此ꎬ乌克兰危机长期化很有可能

影响区域供应链ꎮ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ꎬ俄罗斯开始实施化肥出口限制ꎬ全球 ２０％以上的化肥供应

受到影响ꎬ大部分依赖化肥进口的国家无法避免化肥进口价格上涨ꎬ长期来

看ꎬ通胀恐将持续ꎮ ２０２１ 年下半年ꎬ中国开始实施化肥出口限制ꎬ２０２２ 年年

初ꎬ俄罗斯开始限制化肥出口ꎬ化肥价格从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的每吨 ８５８ 美元飙升

至 ３ 月的 １ １７２ 美元ꎮ 化肥净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是俄罗斯和中国ꎬ沙特阿

拉伯、卡塔尔、摩洛哥等紧随其后ꎮ 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和拉美国家以

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化肥则依赖进口ꎬ易受化肥价格波动的影响ꎮ 如果化

肥价格暴涨ꎬ农户为了避免经营亏损ꎬ很有可能减少农田面积ꎬ从而导致农作

物产量下降ꎮ 受俄罗斯化肥出口限制影响较大的包括蒙古国、萨尔瓦多、斐
济、多哥、塔吉克斯坦、肯尼亚等多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ꎬ因此ꎬ中长期来看ꎬ
全球农业产量可能下降ꎮ

由于粮食价格上涨ꎬ很有可能再次发生粮食安全危机ꎬ不排除非洲、中东

出现粮食长期短缺的可能性ꎮ 有预测称ꎬ由于乌克兰危机升级ꎬ非洲、中东的

脆弱国家ꎬ如叙利亚、也门、黎巴嫩、索马里和贝宁等粮食供求及粮食安全状

况将进一步恶化ꎮ 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价格监测和分析显示ꎬ在非洲ꎬ布基

纳法索、马里、尼日利亚、索马里、南苏丹、苏丹、乌干达和津巴布韦等国内粮

食价格涨幅大于平时ꎬ需要引起注意ꎮ 随着乌克兰危机持续升级ꎬ粮食产量

下降ꎬ运输成本上升ꎬ如果俄罗斯继续限制小麦出口ꎬ东北部非洲大部分地区

和南部非洲部分国家的小麦进口很有可能锐减ꎬ出现价格暴涨现象ꎮ 乌克兰

危机导致小麦进口锐减的国家集中在卢旺达、坦桑尼亚、肯尼亚、埃塞俄比亚

等东非地区ꎬ北非的埃及、摩洛哥和突尼斯等国的小麦进口也将减少 １０％ 以

上(见图 １)ꎮ 由于干旱等原因ꎬ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这三个国家小

麦收成预计将比前一年减少ꎬ因此小麦供需不稳定的情况有可能进一步加

重ꎮ 据预测ꎬ非洲主要国家的小麦价格也将暴涨ꎬ以马拉维、卢旺达、肯尼亚

和乌干达等东南部非洲国家为代表ꎬ价格变动性较大(见图 ２)ꎮ 对于南非来

说ꎬ２０２２ 年玉米收成有望超过全年平均水平ꎬ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小麦及其

他谷物进口减少带来的缺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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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１ 乌克兰危机长期化背景下非洲各国粮食进口变化趋势预测(％)
资料来源:Ｂａｌｍａ ｅｔ ａｌ ꎬＬｏｎｇ － Ｒｕｎ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ｏｎ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ｆｗ － ｋｉｅｌ ｄｅ / ｔｏｐｉｃ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ｔｒａｄｅ / ｋｉｅｌ － ｔｒａｄｅ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图 ２ 乌克兰危机长期化背景下非洲各国小麦价格变化趋势预测(％ )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ꎮ

—１２１—



欧亚经济 / 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

　 　 受乌克兰危机引发的粮食危机的影响ꎬ不仅埃及和突尼斯等北非国家ꎬ
东非部分国家也有可能出现社会不稳定现象ꎮ 有人担心乌克兰危机引发的

粮食供需不稳定可能触发第二次“阿拉伯之春”ꎬ然而事实上ꎬ埃及的经济比

２０１１ 年更加稳固ꎬ而且有海外支援ꎬ虽然因粮食问题有可能发生示威等情况ꎬ
但发生严重局势不稳定的可能性比 ２００８ 年粮食危机时低ꎮ 随着埃及政府停

止发放补贴ꎬ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发生“开罗之春”示威ꎬ人们的核心诉求是“面包”
“自由”“人权”ꎬ对长期执政的穆巴拉克政权垮台起到了决定性作用ꎮ 但埃

及 ２０１５ 年发现天然气ꎬ自 ２０１９ 年起成为能源净出口国ꎬ２０２０ 年在区域内大

多数国家出现负增长的情况下ꎬ埃及的经济增长率仍达到 ３ ６％ ꎬ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经济增长 ６％ ꎮ 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时ꎬ埃及拥有 ４ ２
个月的战略小麦储备ꎮ 而在 ２０２１ 年ꎬ埃及拥有 ５ ４ 个月的菜籽油储备ꎮ 欧

盟和埃及政府正在协商短期内扩大埃及对欧盟天然气出口的方案ꎬ欧盟将为

埃及粮食安全提供 １ 亿欧元援助ꎮ 在突尼斯ꎬ小麦和谷物进口大幅减少ꎬ小
麦价格和食品价格将上涨ꎬ特别是小麦和面包价格的上涨会加重民众对政府

的不满ꎬ并可能导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ꎮ 在突尼斯对俄罗斯和乌克兰化肥进

口依赖度较高的情况下ꎬ如果到下半年还无法获得化肥ꎬ将影响突尼斯国内

冬小麦长势ꎬ从长远来看会推动突尼斯物价上涨ꎮ 在东非国家ꎬ疫情对食品

供应链的干扰、蝗虫(肯尼亚)、内战(埃塞俄比亚)、洪水(南苏丹)、政局不稳

(索马里)、民族间纷争(苏丹)等原因导致粮食供求不稳定ꎬ而乌克兰危机升级

又加重了粮食供应的不确定性ꎬ因此ꎬ东非地区粮食安全危机可能加剧ꎮ 埃塞

俄比亚、索马里等既是畜牧业国家ꎬ又属纷争持续的非洲之角地区(Ｈｏｒ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ꎬ国家对粮食危机的忧虑正在增加ꎬ特别是由于谷物、能源、肥料价格暴

涨的三重因素ꎬ粮食短缺现象很有可能进一步加剧ꎮ 如果能源价格持续上涨ꎬ
将加速食品价格上涨ꎬ这可能会导致局势更加动荡ꎮ

为应对国际粮食价格暴涨导致非洲、中东国家面临的粮食危机ꎬ有必要

考虑向脆弱国家提供紧急粮食援助ꎬ并进一步加强国际社会合作ꎬ以应对农

产品和化肥出口限制带来的长期影响ꎮ 对面临粮食安全危机的国家ꎬ从人道

主义的角度出发ꎬ有必要扩大紧急粮食援助规模ꎮ 在开发合作方面ꎬ需要探

索化肥、种子支持合作方案ꎮ 在联合国下属的粮农组织、粮食联盟( Ｆｏｏｄ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和 ＷＴＯ 等国际机构进行合作的同时ꎬ有必要以多种方式在国际社

会对粮食安全危机的可能性发出声音ꎬ也有必要与主要粮食进口和出口国就

国际粮食储备和贸易进行深入的讨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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