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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靠进口小麦为生的国家而言，无疑是个深坑黑洞，其中就包

括曾经的“阿拉伯老大哥”埃及。当底层庶民几乎沦为荒郊饿殍，

一点小火种，即可点燃经年累月的怨气。埃及的教训无疑为大

家上了生动的一课：在大国博弈日趋激烈的时代，固然要抓“重

器”，但归根结蒂，得先填饱肚子。

长期研究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以及粮食安全等问题的学

者许准近期撰文指出，2022 年 3 月至今，国际市场上的小麦价

格暴涨，从绝对价格上说，已经赶上 21 世纪初全球粮食市场危

机的水平了。

按照作者的分析，从《谷物法》废除到“一战”爆发这大

半个世纪里所形成的国际粮食体系，是以主要工业国英国为进

口中心而维持下来的；这一体系的核心就在于有少数的工业国，

依靠殖民地或者不发达地区的粮食出口维持本国的工业积累。

待“一战”停火，为让欧洲免于革命，美国向欧洲猛输粮

食，新的国际粮食体系的雏形出现：以少数国家对农业进行补

贴干预为基础，以部分国家和地区大量生产粮食剩余为中心，

而体系中其他地方则吸收这样的粮食剩余。“二战”后相对稳

定繁荣的时期，这种美国中心的国际粮食体系正式确立。不过，

“一战”后的美国体系里，购买美国粮食的是欧洲国家；“二战”

后美国借助马歇尔计划和欧洲重建计划，让（非社会主义）欧

洲复制美国的补贴干预模式，成为国际粮食体系里面的出口方。

因此，世界粮食的进口方，变成了那些“抄不来中国作业”（没

有彻底的土地革命和农村集体建设）的第三世界国家。它们逐

渐受制于国际粮食市场（以及美国），这份“不平衡”预示着

体系的紧张。

过去几十年的情况为：老体系依然运行，20 世纪 70 年代

的危机暴露出来的问题（苏联转为主要的粮食进口国，“粮仓”

突变“粮荒”）亦未缓解。而 21 世纪的头十年里，前苏联地区

倒又“卷土重来”，俄罗斯、乌克兰的小麦出口风生水起。综上，

读者可从许准的观点得到结论：眼下的世界粮食危机并非只是

一个由非常态地缘政治引起的暂时性问题，它是两百年来国际

吃饭问题，根本问题

事实上，在俄乌冲突之前，由于燃料和能源价格高企、气

候干旱以及疫情的冲击，很多国家食品价格早已居高不下。5

月初，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2022 全球粮食危机报告》：去年

有 53 个国家或地区约 1.93 亿人经历了粮食危机或粮食不安全

程度的进一步恶化，创历史新高。5 月下旬，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

坛上表示，全球范围内，人们对能否以合理价格购买食品的担

忧业已达到顶峰。

吃饭问题，根本问题。除了战争、疫情的因素，粮食作物

减产加上持续的高通胀压力，迫使多国纷纷出招，对自家的饭

碗严防死守。比如印度、马来西亚、阿根廷、摩洛哥、土耳其

等国，接连发布了粮食出口限制令。英国《金融时报》评论，

印度一禁小麦出口，国际市场直接动摇。5 月 16 日，小麦价格

达到允许范围内最大涨幅，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基准小

麦指数上涨 5.9%。康奈尔大学研究食品安全

的专家则表示，出口禁令不会带来

什么好处，实施禁令的国家

也不会持续很久，反倒

只会给其它国家带

来真正的问题。

美媒亦发文指

出，保持贸易开

放，才对缓解全球粮食危机至

关重要。

关心政治经济学的朋友们

还不由得回想起，2010 年 6

月至 2011 年 2 月，全球

小麦价格翻了一倍，这

　　吃饭问题，根本问题。除了战争、疫情的因素，粮食作物减产加上持续的高通胀
压力，迫使多国纷纷出招，对自家的饭碗严防死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