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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for Table - 1附表注释

1. 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在 199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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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8 年，基准期为 1990-92 年。对于那些在基

准期尚不存在的国家而言，1990-92 年的食物不足人口比例是以

1993-95 年的比例为基础，食物不足人口数为按照 1990-92 年人口

数和该比例计算的结果。

4.  不同颜色显示在目前趋势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预计到 2015 年所取得

的进展：

没有进展或有恶化

如保持现有趋势，进展不足以实现目标

具体目标已经实现或预期将在 2015年实现

表示该国食物不足人口比例小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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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国家群体的构成：最不发达国家、地处内陆的发展中国家及发展中

小岛国： 

5. 包括 : 阿富汗、安哥拉、孟加拉国、贝宁、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

中非共和国、乍得、科摩罗、刚果民主共和国、吉布提、厄立特里亚、

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海地、基里巴斯、老挝、

莱索托、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

缅甸、尼泊尔、尼日尔、卢旺达、萨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

塞拉利昂、所罗门群岛、索马里、苏丹、坦桑尼亚、东帝汶、多哥、乌干达、

瓦努阿图、也门和赞比亚。

6.  包括：阿富汗、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玻利维亚、博茨瓦纳、布基纳法索、

布隆迪、中非共和国、乍得、埃塞俄比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莱索托、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马拉维、马里、摩尔多瓦、蒙古、

尼泊尔、尼日尔、巴拉圭、卢旺达、斯瓦士兰、塔吉克斯塔、土库曼斯坦、

乌干达、乌兹别克斯坦、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7  包括：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哈马、巴巴多斯、贝立兹、佛得角、科摩罗、

古巴、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共和国、斐济、法属波利尼西亚、格林纳达、

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牙买加、基里巴斯、马尔代夫、毛里

求斯、荷属安的列斯、新喀里多尼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圣基茨和

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圣多美和普

林西比、塞舌尔、所罗门群岛、苏里南、东帝汶、特立尼达和多巴

哥和瓦努阿图。 

数据不足的发展中国家未列在表内。

8.  除了表中所列国家，还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索马里、佛得角、科摩罗、

吉布提、几内亚比绍、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以及塞舌尔。

9.  除了表中所列国家，还包括：阿富汗和马尔代夫。 

10.  除了表中所列国家，还包括：缅甸、文莱和东帝汶。 

11.  除了表中所列国家，还包括：伊朗和巴勒斯坦被占领土。

12.  除了表中所列国家，还包括：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哈马、巴巴多斯、

多米尼克、格林纳达、荷属安的列斯、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和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13.  除了表中所列国家，还包括伯利兹。

14.  包括：斐济、法属波利尼西亚、基里巴斯、新喀里多尼亚、巴布亚新

几内亚、萨摩亚、所罗门群岛和瓦努阿图。

符号
— 食物不足人口比例小于 5%

na 无数据

ns 无统计学意义

资料来源
总人口：《联合国人口展望》，2008年修订版。

食物不足人口：粮农组织估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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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

国际粮价波动如何影响各国经济及粮食安全？

《2011 年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着重说明了 2006-2008
年世界粮食危机对不同国家的不同影响，最贫穷国家受影
响最大。虽然一些大国有能力应对严重危机，但是依赖进
口的许多小国的人民则经历了价格大幅上涨，而即使只是
临时性价格上涨也会对他们将来收入能力和脱贫能力产生
永久性影响。
今年这份报告注重粮价波动的代价以及高粮价所带来的

危险与机遇。气候变化及天气冲击的频率增加，由于对生物
燃料的需求增加而促使能源与农业市场之间联系增强，粮食
和农业商品的金融化程度增加，所有这些都表明价格波动会
普遍化。本报告说明了价格波动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提出了
以经济有效方式减少价格波动、当无法避免时予以控制的政
策方案。重要的是，应提供改进的市场信息，建立性别敏感
的安全网（预先设计好以便在发生危机时可以迅速实施），长
期提供农业投资以提高农业生产力及增强其对冲击的抵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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