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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改革的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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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粮食安全问题不仅关乎各国的生存与发展，也是推动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前提。作为当今世界

重要的粮食生产和贸易大国，中国在国际粮食安全事务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当前，世界粮食体系长期

存在功能性缺位、治理赤字等问题，国际社会对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在全球粮食

安全治理改革中，中国积极发挥自身作用，适时提出中国方案，并依托粮食安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等方

式，在价值理念上倡导以合作共赢促进各国粮农业发展，在制度机制上推动现有治理机制改革与完善，

在技术发展上推动科技创新与双多边合作，助力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改革，加快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实现，为有效应对新一轮世界粮食危机贡献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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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Scheme to Reforming Global Food Security Governance in the New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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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od security not only concerns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all nations， but is also a crucial prerequisite 
for global peace and stability. As a major grain producer and trader in the world today， China keeps constantly elevating his 
role in international food security affairs. Currently， the global food system has long suffered from such problems as 
functional deficiencies and governance deficits， which drives increasing call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or reforms 
in global food security governance. In this reform process， China has actively contributed by proposing its schemes at 
critical moments. Through such methods as the provision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for food security， China advocates 
for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to advanc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worldwide in terms of values， drives the reform 
and improvement of existing governance mechanisms in term of institution， and fosters scientific innovation and bilateral/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in term of technology， all of which aim to advance the reform of global food security governance， to 
accelerate the achievement of the UN 2030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nd to contribute China's wisdom to 
effectively respond the new round of global food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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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发展与变革

饥饿问题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维护

世界粮食安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同

时也与国际和平、人道主义、可持续发展等领域

高度关联。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总体目标是建

立稳定与可持续的世界粮食体系，促进各国加

快实现联合国“零饥饿”目标 [1]。具体包括：保

障世界粮食稳定供给，提高各国粮食生产能力，

强化粮食应急储备能力；促进粮食获取，加强粮

食生产、流通、仓储、加工等全产业链国际合作，

妥善应对供应链中断引发的国际粮食市场过度

波动；提高粮食利用效率，减少粮食损失与浪

费；保障粮食安全稳定性，提升农业适应与应对

气候变化的能力 [2]。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不

断加快，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主体日益丰富，各

国在粮食安全领域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粮

食安全问题的国际属性更加凸显。粮食安全

国际合作为各国增强国家粮食安全水平提供

了有力抓手，也使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得以稳步

发展，这对维护世界粮食贸易稳定、保障粮食

供需平衡、助力全球经济增长、实现世界和平

等具有重要作用 [3]。21 世纪以来，全球粮食安

全治理进入新阶段。伴随全球经济结构深刻

调整，粮食安全问题渐趋复杂化，全球粮食安

全治理体系面临调整。

在粮食生产领域，美国、中国、欧盟与俄罗

斯等传统粮食生产大国（或地区）仍在世界粮

食体系中占据主要地位。不过，随着新兴经济

体的崛起，特别是印度、巴西与东南亚国家农

业技术的提升与推广，这些国家也逐渐成为世

界粮食生产的重要力量，使得全球粮食生产格

局呈现多中心化的发展态势 [4]。

在粮食消费领域，随着全球人口的持续增

长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粮食需求结构不断变

化，尤其是在亚洲与非洲地区，粮食消费需求呈

现明显增长态势。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等机

构 联 合 发 布 的《中 国 农 业 展 望 报 告（2024—
2033）》指出，包括饲料在内的农产品的消费量

将以每年 1.1% 的速度增长 [5]。同时，粮食消费

的不均衡问题依然突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

家在粮食获取和营养摄入方面存在显著差距。

特别是在低收入国家，粮食获取的难度依然较

大，且粮食浪费与营养不良问题严峻。联合国

环 境 规 划 署 最 新 报 告《食 物 浪 费 指 数 报 告

2024》显示，2022 年，全球浪费的食物高达 10.5
亿吨，占消费者可获得食物总量的 19%[6]。因

此，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改革必须将关注点放在

粮食消费的可持续性上，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更

加均衡与高效的粮食分配机制 [7]。

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中，粮食价格波动及

市场不稳定性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近

年来，在新冠疫情、俄乌战争、极端天气等诸多

风险因素的冲击下，新一轮世界粮食危机开始

抬头，粮食安全相关国际博弈也愈演愈烈，全球

粮食安全治理正面临严峻挑战 [8]。多重因素叠

加导致全球粮食供应链受阻，国际农产品价格

波动较大，给全球粮食安全造成诸多负面影响，

例如，导致发展中国家与粮食进口依赖性强的

国家的粮食短缺与通货膨胀等问题，加剧了社

会经济不平等和政治稳定性问题。国际社会亟

须加强对世界粮食市场的跟踪监测、完善应急

缓冲机制，通过国际合作提高国际粮食市场的

稳定性。

当前，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架构重点包括法

律与协议框架、合作交流平台、协调机制及专门

治理机构等部分。其中，既有《世界消灭饥饿和

营养不良宣言》《世界粮食安全罗马宣言》《长期

危机中保障粮食安全和营养行动框架》《支持在

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的自

愿准则》等法律与协议机制，也有联合国粮食系

统峰会、二十国集团（G20）农业部长会议、金砖

国家农业部长会议、亚太经合组织（APEC）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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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全部长会议、中非农业合作论坛等讨论合

作平台与协调机制 [9]。同时，国际农业研究磋

商 组 织（CGIAR）、国 际 粮 食 政 策 研 究 所

（IFPRI）、国际马铃薯中心等专业组织也从更

加专业化和聚焦化的层面推进粮食安全细分领

域的专项治理。

二、新形势下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改革的主

要领域

粮食安全是实现国家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

发展的前提条件，粮食问题始终被各国政府列

为重点发展与治理议题。近年来，世界饥饿人

口数量持续攀升，全球粮食安全治理赤字居高

不下，国际社会强烈呼吁对现有全球粮食安全

治理进行改革。改革领域主要涉及：全球粮食

安全治理机构与平台中的“民主赤字”问题、全

球粮食安全治理机制存在明显的功能性缺失、

逆全球化趋势与单边主义，以及气候变化对全

球粮食系统的冲击日益加剧。

第一，破除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机制的“民

主赤字”。长期以来，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机制

多由欧美等发达国家建立与主导。欧美等发

达国家在农业生产、粮食供应链、资金规模及

现代化技术等方面拥有先发优势，并且在国际

规则制定、议程设置及国际机构运作等环节占

有过高的话语权 [10]。与之相对，以中国为代表

的诸多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粮食

安全事务中的参与度虽然持续提高，但其在现

有世界粮食体系中尚未获得与自身重要性相

匹配的代表性与话语权。发展中国家作为全

球粮食安全治理的脆弱性极区（vulnerability 
hotspot），其风险集聚效应呈现空间极化特征，

如 2023 年，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亚洲、非洲和

拉丁美洲国家的营养不良人口为 7.239 亿，占

世界营养不良人口总数的 98.6%[11]。这一结

构性脆弱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治理机制中的

制度性失语形成恶性循环。例如，截至 2025

年 3 月，在世界粮食计划署的高级管理团队

（Senior Management Team）中，来自发展中国

家的职员占比为 28.6%，而来自发达国家的职

员占比高达 71.4% [12]。此外，在国际组织的核

心决策流程中，作为主要捐助国的发达国家还

能通过资金杠杆进一步掌握议程主导权。当

前，国际治理机制内发展中国家代表性不足的

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有效应对世界粮食危机

的重大阻碍 [13]。有鉴于此，对当前国际治理机

构、平台与规范进行改革，扩大发展中国家的

代表性，尤其是提升新兴经济体及广大发展中

国家的话语权，已成为新形势下全球粮食安全

治理体系改革的关键议题 [14]。

第二，为当前治理机制中功能性缺失的问

题提供解决方案。全球治理体系长期面临着

机制重叠、机制复杂化、机制僵化、规则滞后与

议程分散等多方面挑战，且在粮食安全领域尤

为突出 [15]。在治理格局复杂化的背景下，全球

粮食安全治理机制中存在的“治理盲点”越来

越突出，重点包括：不同粮食安全治理主体与

机制间协调性不足、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缺乏监

督与问责、国际粮食援助制度和粮食安全评价

体系与受援国诉求存在错位、国际粮食危机应

急机制不健全等。例如，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与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农

业知识分享、技术扩散机制、能力建设项目及

多边合作倡议等治理领域存在明显的职能交

叉重叠，由此引发的非协同性资源竞争导致资

源配置效率呈现边际递减效应，导致国际公共

物品供给中的制度性内耗。对此，如何巩固提

升行为体和机制之间的有效协调与资源合理

分 配 ，成 为 当 前 全 球 粮 食 安 全 治 理 的 关 键

问题 [16]。

第三，妥善应对逆全球化趋势与单边主义

冲击。伴随国际发展动能减弱，逆全球化影响

不断增加，单边主义、民粹主义与保护主义甚嚣

尘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各国参与全球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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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与合作的意愿，扩大了世界粮食体系的不稳

定性。贸易保护主义限制了粮食的自由流动，

严重影响粮食进口依赖型国家的粮食安全状

况 [17]。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 12
月，全球已有 17 个国家实施了 22 项粮食出口禁

令，此外还有 8 个国家出台了 12 项粮食出口限

制措施。与此同时，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把粮

食作为政治工具，加快组建国际粮食安全的“小

院高墙”，通过操纵粮食的供给、获取和利用等

重点环节，攫取更多政治与战略利益。这一行

为不仅制约了粮食的正常生产与流通，还可能

进一步激化国际矛盾 [18]。此外，逆全球化还可

能导致全球范围内农业技术转让和农业投资减

少，从而进一步削弱发展中国家提升粮食生产

能力。因此，必须优化现有治理机制，以适应逆

全球化趋势与单边主义挑战。

第四，加快推进构建气候适应型全球粮食

系统。气候变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涉及多方

面，包括粮食生产、获取、利用与稳定性。不断

变化的气温与降水改变植物生长的水热条件，

影响植物体发育生理过程，干旱、洪涝、热浪、飓

风等极端天气事件造成粮食产量的直接损失。

粮食供给变化导致世界粮食市场价格波动，同

时，一些国家为保障国内粮食稳定供给与价格

稳定而采取出口限制与农业支持政策，扰乱国

际农产品贸易，加剧依赖农产品进口国家的粮

食安全问题 [19]。为避免气候变化与其他环境问

题引发的灾难性后果，确保所有人的粮食与营

养安全，大力推动全球粮食系统转型已成为当

务之急。未来，各国应积极构建更高效、更包

容、更有韧性和更可持续的全球粮食系统，并推

行基于自然的农业生产方式、推广可持续的农

业土地和水资源管理模式、加大对小规模农业

生产者的支持力度、实施综合性的农业发展和

气候变化政策等作为战略重点 [20]。

在全球治理格局深刻变革的背景下，世界

多国的粮食安全状况与经济社会发展均面临

较大冲击，这一现实再次揭示了全球粮食体系

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缺陷与功能性缺位问题。

当前，国际社会对改革滞后的粮食安全国际机

制的呼声日益高涨，亟须通过机制创新与政

策协调，降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赤字，加速实

现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零饥

饿”目标。

三、中国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发展

历程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

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的决定》提出，“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和建设，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

良好外部环境。”[21]粮食安全是中国参与全球治

理实践的重要领域。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用占世界 9% 的耕地、6% 的淡水资源，解

决了世界约 20% 人口的吃饭问题 [22]， 2024 年，

中国粮食产量首次突破 1.4 万亿斤 [23]。这些成

绩本身就是对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作出的重大贡

献。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中国已经从全球粮食

安全治理的“外围”走向“中央”。中国的行动也

由过去的“被动跟随”演变为如今的“主动作

为”，在世界粮食体系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实现

了跨越式发展，已成为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

的重要参与者、建设者及贡献者 [24]。纵观过去

数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

理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初步参与阶段 (1949—1970 年)。这

一阶段，新中国主要是初步接触并参与全球粮

食安全治理。1949 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每

公顷粮食产量只有 1 035 公斤，人均粮食占有量

仅为 210 公斤，国内面临严峻的粮食安全问题。

新中国将发展本国农业生产、提高粮食产量放

在国家发展重要位置，通过改革土地所有制关

系、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解放生产力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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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为解决国内饥饿问题奠定了良好基础 [25]。在

国际层面，中国开始积极修复战后国际关系。

解决国家与地区的饥饿问题、提升粮食安全水

平，离不开良好的外交氛围。尽管当时新中国

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路径与平台比较单

一，但其已开始积极探索。在 1955 年召开的万

隆会议上，中国主张在发展中国家间开展资金

与技术合作，促进原料生产国与输出国之间的

联系，这一主张得到了多个国家的认可 [26]。自

1958 年底开始，中国先后与多个非洲国家建立

外交关系，并于建交前对多个非洲国家援助了

中小型工业项目、农场建设以及粮食。 1960
年，中国向几内亚援助了 10 000 吨大米，向刚果

援 助 了 5 000 吨 至 10 000 吨 小 麦 和 大 米 [27]。

1963 年底至 1964 年初，周恩来总理到访亚非 14
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领导人首次对非

洲国家进行正式访问，中非友好合作迈向新阶

段 [28]，有效提升了中国推进粮食安全国际合作

的发展前景。

第二，主动参与阶段 (1971—1989 年)。在

该阶段，中国逐步融入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

并不断拓展粮食安全国际合作。1978 年，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功召开标志着改革开放政

策正式实施，中国对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参与

也步入新阶段。这一时期，中国粮食生产能力

实现快速增长，这主要得益于国家高度重视农

业生产，推动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

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

制，制定实施市场化改革的农业农村政策体系，

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 [29]。同时，在国际上，

中国积极融入世界粮食体系。1971 年，中国的

联合国合法席位得以顺利恢复，为日后深度推

进全球粮食治理创造了更大的空间。同时，中

国与欧洲国家、日本等多国的关系陆续得到改

善。1979 年，随着中美建交，中国与大多数国

家都建立了良好关系，为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

粮食安全治理体系创造了条件。此外，中国作

为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创始成员国之一，长

期与美国保持稳定的合作关系，获得了大量技

术与资金支持。1979 年，中国正式参加世界粮

食计划署的多边粮食援助项目，世界粮食计划

署 于 1980 年 在 北 京 成 立 驻 中 国 办 事 处 [30]。

1980 年，中国正式加入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此

后，中国成为该机构最大的受援国之一。同时，

中国发挥成员国的作用，对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给予了积极支持 [31]。因此，无论是在双边还是

多边层面，中国在该阶段对全球粮食安全事务

的参与度都得到了较大提升。

第三，积极参与阶段 (1990—2012 年 )。这

一阶段，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均取得重大突

破，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

中的话语权也得到大幅提升，参与全球性活动

的范围与规模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中国通

过主动参与各项政府间国际组织，或成为成员

国、对话国、观察员国等，与重要的全球粮食安

全治理机构均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此外，

中国还在地区与双边层面开展了一系列粮食

安全合作事务。截至 2009 年底，中国共帮助

发展中国家建成 221 个农业援助项目，其中农

场 35 个、农业技术实验站和推广站 47 个、牧业

项目 11 个、渔业项目 15 个、农田水利工程 47
个、其他农业项目 66 个 [32]。具体包括：2000
年，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启动实施后，中非之间

建立了集体对话与务实合作的平台。中非合

作论坛成立后，中国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上不断

创新对非农业援助模式，如设立农业技术示范

中心。2006 年，中国在中非合作论坛上宣布在

非洲建立 10 个特色农业技术示范中心；2009
年，中国在中非合作论坛上承诺在三年内将示

范中心数量增至 20 个；2012 年，中国在中非合

作论坛上明确了示范中心的功能与定位 [33]。

这一模式为非洲国家提供了针对性的农业技

术指导，帮助当地农民提高生产能力，帮助受

援国民众摆脱贫困。同时，以农业技术示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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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为平台，向非洲国家示范农业生产、储存、加

工和销售等全产业链发展，分享农业综合经营

经验，支持农业生态循环和可持续生产。2009
年，二十国集团机制建立后，中国积极参与二

十国集团框架下的粮食安全合作。2011 年，中

国积极参加二十国集团农业部长会，聚焦世界

粮食安全议题，推动通过《关于粮食价格波动

与农业的行动方案》行动，提高二十国集团对

农业和粮食生产的重视程度，助力建立全球农

业市场信息，促进国际粮农政策协调 [34]。2011
年，中国主办第二届金砖国家农业部长会议，

推动审议通过《第二届金砖国家农业部长会议

共同宣言》《2012—2016 年金砖国家农业合作

行动计划》等重要成果文件，引领金砖国家为

世界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35]。同时，中国不断加

大对农业和粮食生产领域的援助力度。在

2010 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上，中

国承诺在 5 年内为发展中国家建立 30 个农业

技术示范中心，并派遣 3 000 名农业专家和技

术人员，为发展中国家提供 5 000 个来华农业

培训名额等。这一时期，中国参与全球粮食安

全治理的深度与广度显著提升。

第 四 ，深 度 参 与 及 引 领 阶 段  (2013 年 至

今 )。随着国际形势与世界粮食安全格局的不

断变化，中国参与乃至引领全球粮食安全治理

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开始更加关注全

球粮食安全治理的机制创新与改革，这也成为

该阶段中国行动的主要特征 [36]。中国已成为

全球第二大农产品贸易国、第一大农产品进口

国、第五大农产品出口国 [37]，其在全球粮食体

系中的地位已经从“新兴参与者”转变为“积极

引领者”，粮食安全合作模式也从“引进来”为

主逐渐发展为“引进来”与“走出去”并行的双

向互动。同时，中国在粮农产业中的海外投资

也得到快速增长。截至 2022 年底，中国共有

773 家境内企业在境外投资，包含 1 079 家涉农

企业及项目，覆盖 115 个国家与地区，农业对

外 投 资 流 量 为 13.09 亿 美 元 ，投 资 存 量 达

281.74 亿美元  [38]。中国的粮食安全事业已从

过去主要关注自身粮食安全，转向积极推动构

建全球粮食安全命运共同体。新时代，构建国

际粮食安全共同体成为中国推进粮食安全利

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与责任共同体的重要领

域之一。此外，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粮农类机

构的改革以及相关国际规则制定，包括积极参

与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与联合国粮农组织联

合实施南南合作项目，累计向项目捐款超过

1.3 亿美元、派出 1 000 多名专家并成功实施了

25 个项目，共有 100 多个发展中国家的数百万

民众从中受益 [39]。同时，中国高度关注粮食安

全类国际机构的组织建设，积极向相关国际机

构派驻专员。2023 年，中国籍候选人屈冬玉连

任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充分彰显了

国际社会对中国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事业

的高度认可 [40]。此外，中国积极推动粮食安全

领域国际组织的在华建设。2018 年，联合国农

业可持续机械化中心正式落地中国，标志着中

国在全球农业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国际地位和

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2020 年，联合国世界粮

食计划署在中国设立全球人道主义应急枢纽，

用于面向全球提供包括粮食在内的紧急援

助 [41]。粮食安全领域国际组织的在华建设标

志着中国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影响力的跃升。

在双边层面，党的二十大以来，中国先后与越

南、蒙古、白俄罗斯、俄罗斯、新加坡、巴西等国

家就建立、发展和深化不同层次的伙伴关系发

表联合声明，其中，加强农产品贸易与确保粮

食安全是各国共同关注的合作议题 [42]。

四、新形势下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改革的中

国方案

当前，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在应对日益

复杂的粮食安全挑战时，频繁暴露出其治理能

力的不足与治理体系的结构性缺陷。对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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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确保国内粮食供给稳定性的同时，深度参

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的改革。2025 年 4 月

发布的《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 (2024—2035
年)》再次强调，“深耕多双边农业合作关系，推

进全球发展倡议粮食安全领域合作。实施农业

领域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深入参与

全球粮农治理。”[43]中国通过多维度、多层次的

综合施策，包括加大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引领

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理念创新、推动治理机制的

整体性优化、提升议题设定的主导能力，以及强

化组织联结的协同效能，致力于构建一个普惠

包容、公平高效的世界粮食安全治理体系。

（（一一））加大粮食安全领域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加大粮食安全领域国际公共产品供给

近年来，中国供给的国际公共产品不仅弥

补了传统霸权衰落导致的供给空白，也为推动

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变革、拓展国内粮农业发展

空间、扎实推进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提供了有力

支撑 [44]。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与“一带一

路”共建国家的农业合作快速推进，在农业技

术交流与分享、农业国际贸易与投资合作以及

气候变化应对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服务外交外贸大局贡献了重要

力量。当前，中国已经与 90 余个国家和组织

签订了 100 余项“一带一路”农业合作文件，建

成东盟与中日韩 (10+3)农业合作机制、达成南

南合作框架下的“粮食安全特别计划”、建立中

非 农 业 科 研 机 构“10+10”合 作 机 制 等 [45]。

2021 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第 76 届联合

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提出“全球发展倡议”，

将粮食安全作为八大重点合作领域之一 [46]，主

张通过促进可持续农业发展、实施农业援助项

目、完善国际粮农治理、协调提供国际粮食援

助等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的脆弱群体改善粮

食安全状况 [47]。2022 年 4 月，在博鳌亚洲论坛

2022 年年会开幕式上，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

“全球安全倡议”，强调“维护全球粮食和能源

安全。加强行动协调，维护国际农产品贸易平

稳运行，保障粮食生产和供应链畅通，避免将

粮食安全问题政治化、武器化”[48]。 2022 年 9
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携手推进全球发展

倡议，合力谱写共同发展新篇章——在全球发

展倡议之友小组”部长级会议上提出推进“粮

食生产专项行动”[49]。2024 年 11 月 18 日，习近

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上

发表重要讲话，郑重提出中国支持全球发展的

八项行动，其中包括“支持减贫和粮食安全国

际合作，加入‘抗击饥饿与贫困全球联盟’，支

持继续举办二十国集团发展部长会，继续主办

国际粮食减损大会”[50]。这一系列粮食安全国

际行动为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改革注入强劲

动力。

（（二二））倡导合作共赢倡导合作共赢、、普惠包容的治理理念普惠包容的治理理念

理念是全球治理的行动指南，直接决定着

相关参与方的行为模式。在粮食安全治理问

题上，中国长期积极践行正确的粮食安全义利

观、普惠包容的粮食安全合作观和敢于担当的

大国责任观，致力于引领国际社会构建新型粮

食安全治理理念 [51]。然而，部分国家依然难以

摆脱其固有观念以及相关利益集团的控制。

因此，这些国家的理念倾向在很大程度上仍旧

以本国利益尤其是短期利益为导向，在粮食安

全问题上的价值观继续沿袭着传统现实主义、

国家主义、功利主义与“零和博弈”思维，这些

价值理念成为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改革的重大

阻碍 [52]。

中国倡导的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全球各国

在粮食安全领域实现互利共赢与共同发展，这

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和“零和博弈”思维有着根本

区别。2022 年 11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二十国

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上强调，“要坚决反对

将粮食、能源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撤销

单边制裁措施，取消对相关科技合作限制。二

十国集团应该在生产、收储、资金、技术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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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支持。中方在二十国集

团提出国际粮食安全合作倡议，期待同各方深

化合作。” [53]中国认为，粮食不应是某一国家或

地区的霸权与单一事务，而是关乎全人类福祉

的全球性议题，应积极维护以联合国粮农体系

为核心的多边机制，加强粮食安全国际合作，共

同应对粮食生产、贸易、储备等领域的风险与挑

战。普惠包容是中国粮食安全治理理念的另一

重要维度。传统的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模式往往

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需

求。中国提出的普惠包容理念，强调在全球粮

食治理中为所有国家提供平等参与的机会，不

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尤为注重保障小农经济与

弱势群体的利益。例如，2024 年，中国立足非

洲国家的农业发展诉求，提出“兴农惠民伙伴行

动”，承诺向非洲提供 10 亿元人民币紧急粮食

援助，建设 10 万亩农业标准化示范区，派遣 500
名农业专家，建设中非农业科技创新联盟 [54]。

总体而言，作为推动全球粮食安全命运共同体

建设的重要力量，中国通过主办外交活动、融入

全球议程、扩大对外援助等方式，在实践中积极

传播与践行“共商共建共享”和“合作共赢”的

理念 [55]。

（（三三））推动现有治理机制的改革与优化推动现有治理机制的改革与优化

全球粮食安全长期面临气候变化、人口增

长、资源短缺、国际贸易波动等多重挑战。现有

的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机制，包括世界粮食计划

署、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

组织（简称“联合国粮农三机构”）、世界银行、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农业研究磋商集团等，虽

然在保障全球粮食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仍存在碎片化、协调不足、资源分配不均以及

发展中国家参与度偏低等问题 [56]。因此，改革

与优化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机制已经成为当务

之急。

在组织机构方面，联合国粮农三机构作为

核心的国际机构，虽然在全球粮食安全领域具

有重要地位，但其决策机制与资源分配仍存在

“民主赤字”问题，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

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不足。对此，中国长期

致力于推动联合国机构改革，倡导扩大发展中

国家在联合国粮农三机构中的代表性，优化资

源配置机制，确保技术援助、资金支持等能够更

公平地惠及所有成员国 [57]。此外，在区域合作

中，中国注重发挥自身作用，积极推动包括金砖

国家农业合作、中国—东盟农业合作、澜湄农业

合作、中非农业合作以及中拉农业合作在内的

区域性平台建设。通过深化区域间农业政策协

调、技术交流与资源共享，提升区域粮食安全治

理的协同性与实效性，为区域粮食安全体系的

构建提供实践路径。

在规则议程方面，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中的

规则滞后问题日益凸显。近年来，发展中国家

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关键动力，

并推动着包括农业贸易规则在内的经贸规则体

系调整 [14]。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天然成员与重要

代表，中国积极推动国际粮食贸易规则的制定

与改革，充分利用联合国、世贸组织、世界银行、

二十国集团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全球和区域

性合作平台，广泛参与国际农业政策的制定。

在农业协议谈判中，中国明确表达粮食安全立

场，提出符合发展中国家需求的国际农业规则，

特别是在调整农业补贴政策、推动农业科技合

作、知识分享与能力建设等方面，力求为广大发

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政策空间与相关权益，保

障农业可持续发展与粮食安全。同时，中国大

力推动国际规则的民主化与法制化，旨在解决

现有规则滞后的问题。

（（四四））积极发展气候适应型农业与双多边积极发展气候适应型农业与双多边

合作合作

长期以来，气候变化严重威胁粮食安全与

农业可持续发展，这也是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亟

待改革的重要因素。气候变化使得世界各国都

面临着愈加严峻的洪水、干旱、风暴和热浪等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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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事件的挑战，加之降水模式改变、水资源短缺

和海平面上升等不利影响，对种植业、林业渔业

造成巨大压力，严重威胁全球粮食安全。中国

在气候适应型农业领域的实践与探索为全球提

供了重要经验。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风险挑战，

中国积极推行生态农业、保护性农业、农林混

作、农牧综合系统等农业生产方式，推动农业生

产系统多样化，增强农业生产对气候变化的抵

御力；通过实施综合性的政策、制度框架和投融

资机制，实现气候韧性农业、粮食安全与气候稳

定目标的协调一致，有利于构建具有气候韧性

的全球粮食系统 [19]。

在双多边合作方面，中国持续推进气候适

应型农业技术合作与创新。一方面，利用多边

平台，推动应对气候风险的韧性农业基础设施

建设，重点支持小农经济和粮食系统的适应性

增强；倡导“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将其应用

于农业生态系统管理中，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可

能引发的粮食安全风险；加强与欧美等发达经

济体之间应对气候风险的南北合作，提升气候

适应型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重点开展农业

技术创新、农业技术转让和农业人才培训等合

作。另一方面，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推

动发展中国家间的南南合作；不断强化有益于

农业适应性发展的技术共享机制和基于大数

据的气候变化政策法律和相关案例的信息平

台建设，促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气候适应

型农业技术上的共享和交流，帮助提升农业生

产的风险应对能力；持续加强对欠发达国家和

岛屿国家应对气候风险的援助，同各方一道共

同落实全球和区域环境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

的可持续农业发展目标，重点开展农业适应性

示范项目、数字化农业平台建设和农业技术培

训等合作 [58]。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总

体国家安全观，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

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

把平安中国建设推向更高水平。”[59]粮食安全

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内容，中国的粮食安

全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粮食安全也需要中国。

在全球粮食危机日益严峻的背景下，作为全球

粮食安全事务中的负责任大国，中国不断弥补

粮食安全国际公共产品不足问题，深度参与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下的全球粮食安全

治理改革，提出具有“互利共赢”的应对方案，

既保障了自身的粮食安全，也维护了世界粮食

体系稳定。在理念思维、制度建设与技术创新

等方面积极创新路径，推动国际社会加快建立

更加公平、高效与可持续的全球粮食安全治理

体系，展现了中国作为大国的责任与担当，凝

聚了国际共识，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重要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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