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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for Table - 1 NOTES for Table - 2表  - 1 说明 表  - 2 说明 

符号
a 2007 年
b 2006 年
c 2005 年
d 2003 年
e 1990 年
na 无数据

处于持续危机中国家的部分发展指标及粮食安全指标

1.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供的 “人类发展指数” 是用来衡
量某个国家在人类发展方面所取得的平均成就的一种
综合指数，主要衡量三个基本方面：健康、知识及体
面的生活水平。健康的衡量标准是出生时的预期寿命；
知识的衡量标准包括成人识字率及小学、中学、大学
综合毛入学率；生活水平的衡量标准是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美元购买力）。按每项标准打分后得出平均值，
就得到从 0 至 1 的总体指数。

2. 根据发展援助委员会关于（按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
会的定义划分的）双边及多边机构提供的人道主义援
助量除以双边及多边机构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总量
（不包括减免债务）计算得出。

3. 数字是根据用于人道主义目的的官方发展援助实际支
付总量（指实际支出量，而非承诺量）计算的。资料
来源：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数据库。

4. 数字是根据官方发展援助实际支付总量（指实际支出
量，而非承诺量）减去人道主义援助量及债务减免量
后计算得出。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数据库。 

5. 关于人道主义援助的数据来自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
会网上数据库，关于人口的数据则来自世界银行世界
发展指标网站。数字将（2000－2008 年）平均人道
主义援助量除以同期平均人口数得出的。

6. 关于发展援助的数据来自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网
上数据库，关于人口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
标网上数据库。数字是将（2000－2008 年）平均官
方发展援助量除以同期平均人口数得出的。 

7. 数字以承诺额为依据，计算出划拨给农业的发展援助
比例，并取 2005－2008 年平均值。数据来自经合组
织关于援助活动的（CRS）数据库。

8.  资源来源：世界银行。
9.  资源来源：世界银行。
10. 该指标表示某国对援助的依赖程度，主要衡量基本建

设项目在多大程度上利用外部援助进行建设，如学校、
道路、铁路、医院及土地改良。可以借此指标看出某
国自身建设社会保护体系的能力。数字是根据官方发
展援助量计算出来的，包括来自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
多边组织及非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捐赠方提供的贷款
及赠款（世界银行《2009 年世界发展指标》，“全球联
系”，“表 6.15：对援助的依赖度”，第 376－379 页，
华盛顿特区）。

11. DES＝膳食能量供应（粮农组织）

发展中国家食物不足发生率及实现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
（WFS）及千年发展目标的进展

1. 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在 1990－1992 年至 2015
年间将食物不足人口减半。

2. 千年发展目标 1C：在 1990 年至 2015 年间，将饥饿
人口比例降低一半。指标 1.9：处于最低膳食能量消
费水平以下的人口比例（食物不足）。

3.  最 新 报 告 期 指 2005－2007 年，基 准 期 为 1990－
1992 年。对于那些在基准期尚不存在的国家而言，
1990－1992 年的食物不足人口比例以 1993－1995
年的比例为基础，食物不足人口数为 1990－1992 年
人口数和该比例计算的结果。

各国都在定期修订过去和最新报告期的官方统计数据。联
合国的人口数据也在定期修订。如出现修订，粮农组织会
按照修订结果对自己的食物不足估计数进行相应的修订。
因此，提请用户只参考同一版《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中
估计数的变化，而不要对不同年份的报告版本中的数据进
行比较。

国名后的数字指发生率类别（2005－2007 年食物不足人
口比例）：
 [1]  食物不足人口比例 <5%
 [2]  食物不足人口比例为 5%－9%
 [3]  食物不足人口比例为 10%－19%
 [4]  食物不足人口比例为 20%－34%
 [5]  食物不足人口比例≥35%

数据不够充分的发展中国家没有在表中列出。

* 目前 / 基准食物不足人口数比率－世界粮食安全首脑
会议目标比率＝0.5

**  目前 / 基准食物不足发生率比率－千年发展目标比率
＝0.5

*** 虽然没有单独列出，但阿富汗和伊拉克（近东及北非）、
巴布亚新几内亚（亚太）和索马里（东非）的临时估
计数据已经包括在相应的区域累计数中。
发达国家的估计数中包括欧洲国家（西欧、中欧、欧
洲的独联体国家及波罗的海国家）、澳大利亚、加拿
大、以色列、日本、新西兰、南非及美国。

**** 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在 1990－1992 年尚未分
成两个不同的国家，但原埃塞俄比亚人民民主共和国
的食物不足人数及比例估计数已包括在当时的区域及
分区域累计数中。

***** 包括北非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

符号
– 食物不足人口比例小于 5%
na  无数据
0.0  零或不足所显示单位的一半
ns  无统计学意义

资料来源
总人口：《联合国人口展望》2008 版
食物不足：粮农组织估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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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

应对持续危机中的粮食不安全问题

十多年来，食物不足人口数看似在不断增长，而本版《世界粮

食不安全状况》估计 2010 年这一数字自 1995 年以来将首度出现

下降，使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尽管如此，世界上仍有近 10 亿人

遭受饥饿，因此要想知道这是否意味着食物不足人口数将从此保持

下降，还是只是暂时性下降，仍为时过早。

今年出版的《2010 年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将注意力集中在

一个特殊的国家群体，即处于持续危机中的国家，它们的食物不足

水平估计几乎接近 40%。本书分析了要想改变这些国家现状所面

临的困难，其中一个困难就是超越人道主义干预的常规思维，转而

采用更为广泛的发展思路。

报告重点指出可以采取哪些行动来更加合理地应对持续危机。

这些行动包括对危机本身进行更全面的评估，包括更加深入地了解

危机根源；充分利用当地社区的应对能力及当地机构；引进或支持

各种社会保障机制，如以粮食为基础的安全网；从单纯粮援转向更

广泛的粮食援助方式。

报告的最后部分就更好地为处于持续危机中的各国提供援助提

出了一系列建议，包括对持续危机进行更好的分析与理解；支持生

计以及为生计提供支撑和动力的机构的保护、促进和重建；改变持

续危机中外部干预活动的架构，使之更符合实地的实际情况。

本版《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表明，处于持续危机中的各国面

临着众多挑战。但这些挑战并非不可战胜－希望依然存在。通过更

好地了解持续危机的本质，我们就有能力更有效地应对危机。很多

国家的经验表明，只要认真关注生计，加强对现有机构的长期援助，

投资于社会保障机制，从单纯粮援转向更宽泛的粮食援助，这些都

可以成为有力的基础工具，解决持续危机的根源问题。本报告显示，

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好经验，可以通过它们更好地解决多重问题，包

括处于持续危机中的各国食物不足比例畸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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