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粮食及
农业状况

畜牧部门正在快速地转变，以适应全球经济的

变化和不断演变的社会预期。人们希望畜牧部门为不

断增长的城市人口提供安全充足的食物和纤维，为十

亿多贫困生产者和销售者提供生计，并且提供有关粮

食安全、环境可持续性和动物源性疾病的全球公共产

品。然而，畜牧部门转变速度之快导致其增长失衡。

这一点反映在畜牧部门内部在生产规模、强度和效率

方面出现了日益扩大的两级分化，还反映在无法预料

的社会、营养、动物卫生和环境方面的影响。畜牧部

门的转变及其转变速度给生计、人类和动物卫生以及

环境造成了系统性风险。为了应对二十一世纪的挑战

和制约，畜牧部门需要适当的制度、研究、发展干预

和治理，这些均应反映出该部门内的多样性及其所承

载的多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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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粮食及农业状况》出版

于关键时刻，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导致严

重经济衰退的金融危机。但这不能掩盖

全球粮食危机，正是这场危机动摇了全

球农业经济，证明了全球农业体系的脆 

弱性。

令人遗憾的是，如今饥饿人口在全

球范围内不断增加，世界上没有一个地

方可以幸免。我们的估计数显示，世界

遭受长期饥饿的人口数量在2009年超过

了十亿，更准确地说是10.2亿。前面的

挑战就是为这十亿饥饿人口实现粮食安

全，还要将粮食产量翻番，以满足2050

年预计将达92亿世界人口的需求。

在全球层面，人们越来越认识到，

如果要扭转目前的趋势，在帮助千百万

人口摆脱贫困和粮食不安全方面取得显著

而持续的进展，那么农业发展至关重要。 

这种认识正日益显现于最高政治层面。

然而，全球粮食及农业部门面临着

多种挑战，包括人口和膳食变化、气候

变化、生物能源发展和自然资源限制。

这些挑战和相关作用力也促使畜牧部门

发生结构性变化，而该部门已经发展成

为农业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

全球畜牧部门在过去数十年间以

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着转变，这个过程

被称作“畜牧革命”。世界上发展最快

的经济体对动物源性食品的需求激增，

促使畜牧产量大幅增长，而这种增长是

在畜牧部门的重大技术革新和结构性变

化的支持下实现的。激增的需求主要由

商业化畜牧生产及相关食物链来加以满

足。同时，众多农村人口仍旧按照传统

的生产方式饲养牲畜，以此维持生计和

家庭粮食安全。

畜牧部门的快速转变是在没有任何

制度安排的情况下发生的。转变速度往

往大幅超前于政府和社会提供必要的政

策和监管框架以确保均衡地提供私营和

公共产品的能力。该部门所面临的问题

如下：

生 态 系 统 和 自 然 资 源 （ 土 地 、 水•	
和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压力越来越

大。畜牧部门只是造成这种压力的

众多部门和人类活动中的一部分。

在有些情况下，畜牧部门对生态系

统的影响与其在经济上的重要性不

成比例。同时，该部门日益面临着

自然资源限制以及与其他部门在众

多资源方面日趋激烈的争夺。人们

也更多地认识到畜牧活动与气候变

化之间的相互作用：畜牧部门既引

发了气候变化，也受到气候变化的

影响。与此相对，人们还认识到畜

牧部门可以通过采用改良技术在缓

解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粮食体系的全球化意味着在世界各•	
地技术、资本、人员和货物流动的

增加，包括活体动物和动物源性产

品的流动。贸易流量的增加以及动

物集中度的提高，尤其是在接近人

口密集区域的地方，造成动物疫病

蔓延的风险加大，与动物有关的人

类健康风险在全球范围内加剧。同

时，难以得到兽医服务这一情况，

损害了发展中世界许多贫困养殖户

的生计和发展前景。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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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关键问题涉及畜牧部门结•	
构性变化的社会影响，以及贫困人

口在这一进程中的作用。畜牧部门

如何能更有效地促进扶贫并确保所

有人的粮食安全？该部门在许多国

家的快速发展是有益于小农，还是

使小农日益边缘化？如果后者的答

案是肯定的，那么这种情况是不可

避免的吗？或者说，贫困人口能否

被纳入畜牧业发展的进程之中？

在 所 有 这 三 个 方 面 ， 本 报 告 探 讨

了畜牧部门面临的最为关键的挑战和机

遇。报告强调，鉴于畜牧部门的增长和

转变过程超越了政府和社会进行控制和

监管的能力和意愿，于是产生了系统性

风险和失灵。本报告力图确定需要全方

位解决方案的问题，使畜牧部门能够在

将来满足私营和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社

会预期。治理问题至关重要。在最广泛

的意义上确定和界定政府的适当角色是

畜牧部门未来发展必须依赖的基石。

单 一 系 列 行 动 或 个 体 行 动 者 仅 依

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解决畜牧部门提出

的挑战的。这些挑战需要多方面利益相

关者的共同行动。在畜牧部门及其快速

发展对社会、环境和卫生产生负面影响

的领域，这种行动需要解决根源问题。

共同行动还必须是现实的、公平的。我

们可以通过建设性方式予以关注，发展

更加负责任的畜牧部门，使畜牧部门可

以满足社会多重且通常是相互竞争的目

标。我希望本报告能有助于朝该方向迈

出重要的第一步。

雅克  •		迪乌夫

粮农组织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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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动议（LEAD），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

（SCOPE），伯尔尼应用科学大学，瑞

士农业学院（SHL），农艺研究促进发

展国际合作中心（CIRAD）以及斯坦福

大学伍兹环境学院。

本报告还参考了一些研究论文，分

别由英国政府资助的扶贫畜牧政策动议

（PPLPI）和由欧盟和丹麦、法国及瑞士

政府资助的粮农组织畜牧、环境和发展

动议撰写。

本报告第一部分背景文件的撰写者

分别为Klaas Dietze（粮农组织）；Jeroen  

Dijkman（粮农组织）和Keith Sones 

（Keith Sones咨询公司）；Klaus 

Frohberg（波恩大学）；Jørgen 

Henriksen（Henriksen咨询公司，哥本哈

根）；Brian Perry（牛津大学）和Keith 

Sones（Keith Sones咨询公司）；Robert  

Pym（昆士兰大学）；Prakash 

Shetty（南安普敦大学）；Farzad 

Taheripour、Thomas W. Hertel和Wallace 

E. Tyner（普渡大学）；Philip Thornton 

（国际家畜研究所）和Pierre Gerber（粮

农组织）；以及Ray Trewin（澳大利亚国

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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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第一部分从世界银行资

助的两个外部研讨会中获益匪浅。第

一个研讨会举办于2008年11月，与会

人员包括下列背景文件作者：Jeroen 

Dijkman、Pierre Gerber、Jørgen 

Henriksen、Brian Perry、Robert 

Pym、Keith Sones和Ray Trewin；另外

还有Jimmy Smith（世界银行）以及粮农

组织农业发展经济司、动物生产及卫生

司和营养及消费者保护司的工作人员。

第二个研讨会举办于2009年4月，与会

的外部人员包括：Vinod Ahuja（印度管

理学院）；Peter Bazeley（Peter Bazeley

发展咨询公司）；Harold Mooney（斯

坦福大学）；Clare Narrod（国际粮食

政策研究所）；Oene Oenema（瓦格宁

根大学）；Fritz Schneider（瑞士农业学

院）；Jimmy Smith（世界银行）；Steve 

Staal（国际家畜研究所）；以及Laping 

Wu（中国农业大学）。

本报告第二部分，“世界粮食及

农业状况回顾”由Jakob Skoet和Merritt 

Cluff根据粮农组织贸易及市场司商品

政策和预测小组提供的材料撰写，其

间Merritt Cluff、Cheng Fang、Holger 

Matthey、Grégoire Tallard和Koji 

Yanagishima做出了特别贡献。

本报告第三部分，“统计附件”由

Stefano Gerosa编写。

非常感谢粮农组织电子出版政策及

支持科的编辑、设计、版面设计艺术家

和设计专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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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E 牛海绵状脑病

CBPP 牛传染性胸膜肺炎

CIS 独立国家联合体

CSF 古典猪瘟 

EU 欧洲联盟

FMD 口蹄疫

GDP 国内生产总值

GHG 温室气体

GIEWS 全球粮食和农业信息及预警系统

HPAI 高致病性禽流感

IFPRI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PCC 政府间气候变化工作组

ISFP 应对粮价飞涨计划

LDC 最不发达国家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IE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PPR 小反刍兽疫

RIGA 农村创收活动

WHO 世界卫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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