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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巴西、阿根廷这样的拉美产粮大

国也没什么负面影响。只有一些“最

贫穷”的国家会在短期内受到影响，

而巴西等国短期内甚至有可能受益。

中长期看，全球小麦、玉米等的供应，

要看厄尔尼诺现象以及欧洲大陆的

干旱程度。

显然，日本不是“最贫穷”的

国家，但因为全球农产品价格波动，

今年下半年日本物价上扬趋势已经

明显。通过对日本国内 195 家食品

制造商进行的调查，日本“帝国数

据库公司”日前披露，2023 年 8 月

日本国内涨价商品将达到 1102 种，

其中包含以高汤为主的 409 种调

料，以及牛奶、酸奶等乳制品计 265

种。这还不算，预计 9 月份涨价商

品达 2000 种，主要为味增调料、甜

品；10 月份迎来一波高峰，涨价商

品达 4000 种，许多日本酒和红酒将

在此时涨价，当月平均物价涨幅达

17.5%。

对于中国来说，司伟认为——

确保粮食安全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

等大事，也是实现经济发展、社会

稳定、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在

科学技术没有根本性突破之前，

为保障粮食安全，耕地依然是粮

源之基，要保证足够的粮食面积、

稳定地提高耕地的粮食生产能力。

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完

善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划定永久

基本农田红线，按照面积不减少、

质量不下降、用途不改变的要求，

将基本农田落地到户，实行严格保

护，加强耕地质量等级评定与监测，

强化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建设。”

司伟说。无疑，有足够的良田，将

气候影响降到最低，才是粮食安全

的根本……

的泰国、越南纷纷减产，菲律宾人

大概率要寻找一些大米替代品为食

了。

令菲律宾更忧虑的是——全球

小麦价格也并不稳定。直接的原因

是俄乌冲突加剧，俄罗斯在 7 月 17

日克里米亚刻赤大桥被炸后，宣布

退出《黑海粮食协议》。回看这一

协议，是在 2022 年 2 月乌克兰危机

升级、经由黑海港口的农产品出口

受到干扰的情况下，多方斡旋，于

当年 7 月，由俄罗斯、乌克兰分别

与土耳其和联合国签署的农产品运

输协议。哪怕战火延烧，乌克兰仍

不失“东欧粮仓”的美誉，俄罗斯

亦是粮食出口大国——在《黑海粮

食协议》中断以前，俄乌两国合计

出口占全球大麦供应的 19%、小麦

供应的 14% 和玉米供应的 4%，占

全球谷物出口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全球市场立即给出了反应。7 月

19 日，欧洲证券交易所的“制粉小

麦”价格相较 18 日飙升了 8.2%，达

到每吨 253.75 欧元，玉米价格也上

涨了 5.4%。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美

国小麦期货大涨 8.5%，创下自 2022

年 2 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的单日最

高涨幅。7 月 20 日，美国小麦期货

价格在三天内累计上涨超 13%。

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

团分析师的塞雷蒂当时在美国消费

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发表了一份声明

分析称，俄罗斯撕毁《黑海粮食协议》

对美国的影响是有限的，甚至对包

　　如今泰国的情况，无疑令全球大米市场雪上加霜，导
致全球米价加速上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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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遭到俄军“口

径”导弹袭击，一家

农业企业的粮食码头

受损，两人受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