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随着2011年《节约与增长》的出版，粮农组织提出了集约
化作物生产新范式，能够在实现高产的同时实现环境的可

持续发展。粮农组织认识到，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农业生产以
集约利用投入物为基础，提高了全球粮食产量和人均粮食消费
量。然而，这一过程致使许多农业生态系统自然资源枯竭，损
害生产力发展后劲，同时增加温室气体排放，进而导致气候变
化。此外，长期饥饿人口数量并未因此而大幅减少，该数字目
前估计仍高达8.7亿。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要把粮食生产和消费放在真正可持续的
基础之上。从现在到2050年，全球人口预计要从70亿增加到92
亿；按目前趋势推算，全球粮食产量要增加60%，才能满足需
求。具有良好农业潜力的未开发土地面积不断减少，要满足需
求就要再进一步提高作物单产。而与此同时，还要面临对土地
和水资源日趋激烈的争夺、燃料和肥料价格不断攀升以及气候
变化的影响。

《节约与增长》针对可持续粮食管理中作物生产方面的问
题。总体而言，本书呼吁通过采用生态系统方法，使“绿色革
命”保持常绿，利用大自然自身条件提高作物生产，如土壤有
机质、水流量调节、授粉以及病虫害的生物防控等。本书提供
了内容丰富的工具箱，提出针对性强、易于采纳、便于调整的生
态系统为基础的实践方法，能够帮助全球5亿小农户提高生产率、
利润率和资源利用率，同时加强自然资本。

这种生态友好型农作方式往往结合了传统知识和现代技
术，能够因地制宜满足小规模生产者的需求。同时也鼓励发展
保护性农业，在提高单产的同时恢复土壤健康。通过保护天敌
的方式对有害生物进行防治，而不是对作物滥施农药。通过合
理使用矿物肥料，避免对水质造成“间接损害”。利用精准灌
溉，可以因地制宜、把握适时适量用水。《节约与增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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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节约与增长

完全符合气候智能型农业原则，既能提高对气候变化的抗冲击
能力，同时也能通过增加土壤碳汇等方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要采纳此类综合措施，光考虑环境收益还不够：农民必须
能够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包括提高收入、减少成本、实现可
持续性生计，以及为所创造的环境利益获得补偿。决策者要制
定激励措施，如对农业生态系统良好管理予以奖励，扩大政府
投资和管理的科研规模等。要采取行动确立并保护对资源的权
利，特别是针对最弱势群体。发达国家通过为发展中国家提供
相关的外部援助，为可持续集约化生产提供支持。通过南南合
作，发展中国家之间也有很多机会来分享经验。

我们同时还要认识到，以可持续方式生产粮食只是挑战的
一部分。就消费而言，有必要转而选择环境影响较小的营养膳
食，同时减少目前每年估计高达13亿吨的粮食损失和浪费。最
终，要成功消除饥饿并实现可持续生产和消费模式，就需要在
全球和地方层面都实行高度透明、广泛参与、基于结果且可问
责的粮食和农业治理系统。

《节约与增长》此次再版，是继2012年6月“里约+20会议”
召开之后，也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启动“零饥饿挑战”之后。
该挑战有五项内容：确保全年都能获得充足粮食；消除儿童发
育迟缓现象；小农生产率翻翻；促进可持续粮食生产体系；以
及把粮食损失和浪费减少到零。为协助各国采纳《节约与增
长》提出的政策和措施，粮农组织积极应对挑战，力求实现我
们所有人的梦想：建成一个“没有饥饿”的世界。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总干事
若泽•格拉济阿诺•达席尔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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