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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了１９６１—２０１４年世界的农产品产量和自然资源变化情况，同时比较
了洲际产量增长差异及不同农产品的产出情况。研究发现，随着农业生产的专业化与
品种的多元化，农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农业实现了大幅增产；这也使得国际农产品
市场格局走向需求决定，大宗农产品价格长期呈现出下降趋势，相应的价格波动也趋
于收敛。尽管商品农业与生计农业都有增产激励，但是目的与效率的分化使得世界农
业格局正在快速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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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Ｉ：１０．１３８５６／ｊ．ｃｎ１１－１０９７／ｓ．２０１８．０３．００４

１　引言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得益于人类科技水平提

高和农业技术不断创新，农业生产力获得了空前提
高，世界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明显提升，土地等农业
生产要素的回报率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显著，

这已经成为一个社会基本共识 （Ｃｏｅｌｌｉ和 Ｒａｏ，

２００５；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和Ｇｏｌｌｏｐ，１９９２；Ｌｉｎ，１９９２）［１－３］。

可以观察到的是，自１９６１年以来，世界的耕地资
源、水资源等农业生产要素的增加有限，但是农业
产出却获得了极大的改观。以谷物为例，根据ＦＡＯ
最新报告①，１９６１—２０１７年这５７年里，世界总人口

从３１亿增加到７５亿，增加了１．４倍，谷物的总产
量从８．８亿ｔ增加到２６．１亿ｔ，增加近２倍。

得益于农产品相对快速的增长，使得世界人均食
物占有量和获取权都获得了很大的提高和改善。农业

生产的快速增长不仅保障了世界粮食安全，同时也提
高了人类的福祉。这表明，类似马尔萨斯的人口增长
理论［４］与莱斯特·布朗的 《谁来养活中国》［５］等消极
观点缺乏实践基础，世界范围内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
并不是无解命题。对于世界农业与人类发展需要之间
的关系讨论，从世界视角和国别视角展开的现有研究
十分丰富。不过，从洲际角度的分析还值得进一步探
索。为此，笔者试图从洲际视角来观察世界农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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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变迁，以总结经验，获得启发。

为兼顾数据的完整性与时效性，国别产量数据
采用美国农业部海外农业服务局 （ＦＡＳ，ＵＳＤＡ）

的产供销 （ＰＳＤ）数据，洲际比较则采用的联合国
粮食及农业组织 （ＦＡＯ）的 ＦＡＯ 共用数据 库
（ＦＡＯＳＴＡＴ）数据。ＵＳＤＡ数据时效性强，可以采
用到最新年份；ＦＡＯ数据更为全面，涵盖各大洲的
农业生产的数据。两者历史数据兼容性较好，差距
并不太大，便于相互借鉴和参考。

２　快速增长的世界粮食①生产

从表１可知，世界谷物生产主要集中在亚洲、欧
洲和北美洲，２０１４年，３大洲的谷物产量合计为２１．４
亿ｔ，占世界谷物总产量的８０％以上，３大洲的谷物
收获面积为４．８亿ｈｍ２，占世界谷物收获面积的

７９％。１９６１年，世界谷物播种面积为６．５亿ｈｍ２，总
产量为８．８亿ｔ，而２０１４年，世界谷物播种总面积为

７．２亿ｈｍ２，总产量为２８．２亿ｔ。在此期间，谷物单

产从１　３５３．２ｋｇ／ｈｍ２提高到３　９０６．３ｋｇ／ｈｍ２，５０多年
来，谷物总产量增幅高达３９０．１％，单产涨幅接近２
倍，谷物总产量的增长基本来自单产增长。从人均占
有量看，２０１４年人均谷物占有量为３８８．６ｋｇ，相较

１９６１年人均２８５．２ｋｇ增长了３６．１％。

从增产的区域来看，过去半个世纪的增产主要
集中在亚洲与美洲。究其原因，从洲际角度实际是
两种不同的激励，一种是以美国和阿根廷为代表的
美洲商品农业模式，另一种是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
的亚洲生计农业模式。两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从
要素角度来看，美洲土地充沛，而亚洲则是劳动密
集；从生产效率来看，商品农业的目标是效益最大
化，生计农业的目标是在各种贫瘠和肥沃的土地上
追求产出最大化。但是无论是美洲的商品农业还是
亚洲的生计农业，从结果来看，两种模式下的有效
激励均推动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显著提高了
农业产出水平。反观非洲的发展就十分缓慢了，这
一点将在下文进行讨论。

表１　世界谷物产量数据
单位：亿ｔ；ｋｇ／ｈｍ２；ｋｇ／人

非洲 亚洲 欧洲 北美洲 南美洲 大洋洲 世界

１９６１　 ０．５　 ３．３　 ２．６　 １．８　 ０．４　 ０．１　 ８．８

２０１４　 １．９　 １３．４　 ５．３　 ４．９　 １．９　 ０．４　 ２８．２

１９６１单产 ８１０．２　 １　２１２．０　 １　３７８．９　 ２　２０３．３　 １　３４６．７　 １　１１４．７　 １　３５３．２

２０１４单产 １　６１４．４　 ３　９５８．１　 ４　３５７．６　 ６　８６６．３　 ４　４３９．０　 ２　１８２．５　 ３　９０６．３

１９６１人均占有量 １５８．７　 １９１．５　 ４３１．１　 ８６９．３　 ２３６．１　 ５９３．８　 ２８５．２

２０１４人均占有量 １６２．７　 ３０８．４　 ７１４．８　 １　３９２．０　 ４５４．７　 １　０２０．５　 ３８８．６

　　数据来源：ＦＡＯ。

①　文中粮食指谷物。

３　快速增长的多元化食物

３．１　油料作物 （表２）

１９６１年以来，世界人民生活品质逐步提高，人

们对食用油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植物油产量快速增

长。以大豆为例，大豆总产量从１９６１年的０．２７亿ｔ
增加到２０１４年的３．１亿ｔ，增速明显快于谷物，其

原因在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后增加了对油脂的消费

需求，进而拉动了大豆产出的快速增长。就此而言，

决定世界油料产出增长的是需求导向而非生产导向。

这与萨伊定律所描述的 “生产决定消费”是不同的。

世界上种植大豆的国家和地区有５０多个，但种

植面积大、产量高的只有少数几个国家。从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开始美国大豆产量骤增，到８０年代初曾占
世界总产量的７０％，２０１７年共生产大豆１．２亿ｔ，

占世界总产量的３４．４％。巴西是第二大大豆生产
国，２０１７年大豆产量达到１．１亿ｔ，占世界总产量
的３１％，居世界第二位。阿根廷大豆产量占世界总
产量的１６．３％，居世界第三位。中国曾是生产大豆
最多的国家，主要种植非转基因大豆，２０１７年产量
约为１　４００万ｔ。世界大豆总产量的大规模增加，使
得大豆人均占有量也大大提高。１９６１年大豆人均占
有量为８．７ｋｇ，２０１４年人均占有量高达４２．２ｋｇ。

在大豆生产日趋集中的同时，其他油料作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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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产也是增长迅速，但是增长来源有明显区域特征。

例如，棕榈油产出增长较快，世界年人均占有量从

１９６１年的０．５ｋｇ增加到２０１４年的７．９ｋｇ，最主要的
增产贡献来自亚洲。油菜籽世界人均占有量也从

１９６１年的１．２ｋｇ增加到２０１４年的１０．２ｋｇ，其中欧
洲提供了最重要的增产贡献。其他小品种如葵花籽
油、花生油、橄榄油等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

在生产集中的基础上呈现出来源多元。

表２　油料作物产量数据
单位：万ｔ，ｔ／ｈｍ２，ｋｇ

非洲 亚洲 欧洲 北美洲 南美洲 大洋洲 世界

大豆

１９６１年 ７．２　 ７４８．５　 ３６．１　 １　８６４．８　 ２９．７　 ０．０　 ２　６８８．３

２０１４年 ２３７．９　 ２　５６１．９　 ８７６．８　 １１　２９２．６　 １５　６３０．４　 ８　 ３０　６５１．９

１９６１年单产 ３．６　 ６．４　 ４．９　 １６．９　 １１．５　 ６．７　 １１．３

２０１４年单产 １２．６　 １３．１　 １９．５　 ３１．７　 ２８．１　 ２１．６　 ２６．１

１９６１年人均占有量 ０．２　 ４．４　 ０．６　 ８９．９　 １．９　 ０．０　 ８．７

２０１４年人均占有量 ２．１　 ５．９　 １１．９　 ３１８．０　 ３７７．３　 ２．１　 ４２．２

棕榈油

１９６１年 １１３．２　 ２８．１　 ０．０　 ０．０　 ３．８　 ０．０　 １４７．９

２０１４年 ２３０．６　 ５　１１７．９　 ０．０　 ０．０　 １９３．２　 ５３．８　 ５　７３２．９

１９６１年人均占有量 ３．９　 １．８　 ０．０　 ０．０　 ０．２　 ０．０　 ０．５

２０１４年人均占有量 ２．０　 １２３．５　 ０．０　 ０．０　 ５．４　 ０．７　 ７．９

油菜籽

１９６１年 ２．０　 ２３２．８　 ９４．９　 ２５．４　 ４．１　 ０．０　 ３５９．６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３　 ２　３８７．２　 ２　８７６．９　 １　６６９．５　 ４２．４　 ３８３．５　 ７　３８０．１

１９６１年单产 ４．０　 ４．４　 １５．５　 ８．９　 １１．３　 ７．５　 ５．７

２０１４年单产 １４．２　 １５．７　 ３１．７　 １９．２　 １８．８　 １４．１　 ２０．４

１９６１年人均占有量 ０．１　 １．４　 １．６　 １．２　 ０．３　 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４年人均占有量 ０．２　 ５．５　 ３９．０　 ４７．０　 １．０　 ９８．９　 １０．２

　　数据来源：ＦＡＯ。

３．２　糖类作物 （表３）

①　最新年份数据来自ＦＡＯ的Ｆｏｏｄ　ｏｕｔｌｏｏｋ（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ａｏ．ｏｔｇ／

ｇｉｅｗｓ／ｒｅｏｏｒｔｓ／ｆｏｏｄ－ｏｕｔｌｏｏｋ／ｅｎ／），ＦＡＯＳＴＡＴ 数据库中数据只更新到

２０１４年。

糖类作物的种类较少，主要是甘蔗和甜菜，且甘
蔗的产量要远高于甜菜。除欧洲外，各大洲均种植甘
蔗，且产量快速增加，总产量由１９６１年的４．５亿ｔ增

加到２０１４年的１８．９亿ｔ，单产也从５．０ｔ／ｈｍ２ 增加到

了６．９ｔ／ｈｍ２，主要的增产贡献来自亚洲和南美洲。南

美洲总产量显著增加，１９６１年甘蔗总产量为１．０亿ｔ，

２０１４年增加至８．４亿ｔ，单产从４．９ｔ／ｈｍ２ 增加至

７．１ｔ／ｈｍ２。亚洲总产量从１９６１年的１．７亿ｔ提高到

２０１４年的７．５亿ｔ，单产从４．７ｔ／ｈｍ２提高到６．８ｔ／ｈｍ２。

甜菜在亚洲、美洲、欧洲和非洲均有种植，其
中亚洲的产量为４大洲中最高。１９６１—２０１４年的５０
多年时间，相对甘蔗而言甜菜的产量波动不大，

１９６１年世界甜菜产量１．６亿ｔ，单产为２．３ｔ／ｈｍ２，

２０１４年总产量增加至２．７亿ｔ，单产为６．０ｔ／ｈｍ２，

其中欧洲提供了最主要增产贡献。

总的来说，世界糖类作物产量在不断地增加，

１９６１—２０１４年共增长了２５４％。年人均占有量从１９６１
年的１９７．９ｋｇ增加至２０１４年的２９６．４ｋｇ，涨幅约５０％。

３．３　动物性食物 （表４）

为了考察动物性食物的增长，笔者选取了３种
主要的畜产品：肉类、蛋类和奶类。近５０多年来，

畜牧业发展迅速，世界奶类总产量从１９６１年的３．４
亿ｔ到２０１７年的８．３亿ｔ①，总增幅约为１４４％，而
奶类人均占有量由１９６１年１１１．９ｋｇ减少至２０１７年
的１１０．４ｋｇ，下降幅度为１．３％。蛋类总产量由１９６１
年的０．１５亿ｔ增加至２０１４年的０．７６亿ｔ，增幅约

４００％，人均占有量由１９６１年的４．９ｋｇ增加至２０１４
年的１０．４ｋｇ，增幅约为１１２％。肉类总产量由１９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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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０．７１亿ｔ增加至２０１４年的３．１８亿ｔ，总增幅
为３４８％，肉类人均占有量由１９６１年的２３ｋｇ增加至

２０１７年的４２．９ｋｇ，增幅约８６．５％，畜产品产量总
体增长十分迅速。

表３　甘蔗及甜菜产量分布数据
单位：亿ｔ，ｔ／ｈｍ２，ｋｇ

非洲 亚洲 欧洲 北美洲 南美洲 大洋洲 世界

甘蔗

１９６１年 ０．３　 １．７　 ０．０　 ０．２　 １．０　 ０．１　 ４．５

２０１４年 １．０　 ７．５　 ０．０　 ０．３　 ８．４　 ０．３　 １８．９

１９６１年单产 ６．６　 ４．７　 ５．７　 ９．９　 ４．９　 ５．７　 ５．０

２０１４年单产 ６．４　 ６．８　 ８．１　 ７．９　 ７．１　 ７．６　 ６．９

１９６１年人均占有量 ９６．２　 １００．５　 ０．６　 ８５．７　 ６７７．１　 ６７７．０　 １４５．７

２０１４年人均占有量 ８２．６　 １７２．１　 ０．０　 ７７．７　 ２　０２９．５　 ８４０．８　 ２５９．３

甜菜

１９６１年 ０．０　 ０．１　 １．４　 ０．２　 ０．０　 ０．０　 １．６

２０１４年 ０．１　 ０．３　 １．９　 ０．３　 ０．０　 ０．０　 ２．７

１９６１年单产 ２．０　 １．３　 ２．３　 ３．６　 ２．６　 ０．０　 ２．３

２０１４年单产 ５．３　 ５．３　 ６．２　 ６．１　 ８．５　 ０．０　 ６．０

１９６１年人均占有量 ０．４　 ３．５　 ２２３．５　 ８３．２　 ２．８　 ０．０　 ５２．２

２０１４年人均占有量 １２．４　 ７．６　 ２５９．８　 ８１．５　 ４．３　 ０．０　 ３７．１

　　数据来源：ＦＡＯ。

①　最新年份数据来自美国农业部产供销 （ＰＳＤ）数据。

　　从洲际角度来看，亚洲畜牧业发展势头迅猛，产
量显著增加。１９６１年，亚洲肉类、蛋类、奶类总产量
分别为９００万、３００万和４　３００万ｔ，经过５０多年的发
展，到２０１４年分别达到１．３６亿、０．４６亿和３．０７亿

ｔ。其中，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肉类生产国，２０１６年总
产量为８　７５５万ｔ①，比１９６１年增长３　３６１．４％。

　　畜产品的增产，亚洲和南美洲提供了主要增产
贡献。亚洲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快，人口快速增
长和收入增长引发的食物需求刺激了亚洲畜牧业生
产，使畜产品产量大幅提高，南美洲则是利润拉动
导致的产出增加。

表４　畜牧业产品产量分布数据
单位：千万ｔ，ｋｇ

非洲 亚洲 欧洲 北美洲 南美洲 大洋洲 世界

肉类

１９６１年 ０．４　 ０．９　 ３．０　 １．８　 ０．７　 ０．２　 ７．１

２０１４年 １．９　 １３．６　 ５．９　 ４．７　 ４．１　 ０．７　 ３１．８

１９６１年人均占有量 １３．４　 ５．３　 ４９．１　 ８６．７　 ４２．５　 １４２．７　 ２３．２

２０１４年人均占有量 １６．１　 ３１．２　 ８０．４　 １３２．２　 １００．１　 １７５．２　 ４４．１

蛋类

１９６１年 ０．０　 ０．３　 ０．６　 ０．４　 ０．１　 ０．０　 １．５

２０１４年 ０．３　 ４．６　 １．１　 ０．６　 ０．５　 ０．０　 ７．６

１９６１年人均占有量 １．４　 ２．０　 １０．１　 １９．２　 ３．９　 １１．９　 ４．９

２０１４年人均占有量 ２．６　 １０．６　 １５．０　 １８．２　 １２．２　 ７．９　 １０．４

奶类

１９６１年 １．１　 ４．３　 １９．５　 ６．５　 １．４　 １．２　 ３４．４

２０１４年 ４．７　 ３０．７　 ２２．３　 １０．２　 ６．５　 ３．１　 ７９．２

１９６１年人均占有量 ３７．７　 ２４．９　 ３１８．８　 ３１５．０　 ９３．７　 ７１５．１　 １１１．９

２０１４年人均占有量 ４０．６　 ７０．７　 ３０２．１　 ２８６．８　 １５６．４　 ７９８．０　 １０９．０

　　数据来源：ＦＡＯ。

４　世界农业生产要素的利用

４．１　农业人口占比大幅下降

从表５可知，世界人口空间分布差异显著且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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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均匀，传统意义上，气候、地形、土壤等自然条
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口分布。随着生产力的快
速发展，近５０多年来世界人口稳步增长。１９６１年
世界人口数量３０．８亿，而２０１５年达到７３．５亿，

增加１倍多，世界人口密度也从每平方千米２３人
增加到５７人。

如前文所说，在世界城镇化、工业化背景下，

农业生产者数量有所上升，但是占比仍然快速下降。

由于世界性的农业生产者数量较难以统计，在此以
农村人口作为一个衡量指标，进行对比。１９６１年世
界农村人口数量２０．３亿，占世界总人口的６６．１％，

农村人口负担比１．５，２０１５年世界总农村人口约为

３３．７亿，占世界总人口数的４５．８５％，农村人口负
担比为２．２。每个农民所需要养活的人口从１９６１年
的１．５人增加为２０１５年的２．２人。

通过对比能够得出，欧洲、北美洲和南美洲人
口负担比较好，其中南美洲地理位置优越，农业资
源禀赋条件较好，欧洲和北美洲则依赖于先进的农
业科技装备提高了单产，使农业负担比提高。５０多
年时间，世界人口负担比提高了０．７。假定世界农
业生产按照美洲的生产效率，那么世界农村人口将
还有２０亿人的削减空间。

表５　人口资源分布数据
单位：亿人

非洲 亚洲 欧洲 北美洲 南美洲 大洋洲 世界

农村人口 ２．４　 １３．６　 ２．６　 ０．６　 ０．７　 ０．１　 ２０．３

１９６１年 总人口 ２．９　 １７．２　 ６．１　 ２．１　 １．５　 ０．２　 ３０．８

负担比 １．２　 １．３　 ２．３　 ３．５　 ２．１　 ２．０　 １．５

农村人口 ６．９　 ２２．７　 ２．０　 ０．７　 ０．７　 ０．１　 ３３．７

２０１５年 总人口 １１．９　 ４３．９　 ７．４　 ３．６　 ４．２　 ０．４　 ７３．８

负担比 １．７　 １．９　 ３．７　 ５．１　 ６．０　 ４．０　 ２．２

１９６１—２０１５年负担比变化 ０．５　 ０．７　 １．４　 １．６　 ３．９　 ２．０　 ０．７

　　数据来源：ＦＡＯ。

４．２　土地资源的分布
世界土地资源的分布十分复杂，２０１４年，世界

上土地总面积约为１３０．０９亿ｈｍ２，其中，耕地面积

１４．２亿ｈｍ２，占比１０．９％；牧场面积３３．２亿ｈｍ２，

占比２５．４％。由于世界各地区地理环境的差异，加
上气候、人口密度以及经济条件等因素的差异，土
地资源的利用特征也不尽相同。土地大多数被用作
耕地、牧场、森林以及建设用地等。总之，世界土
地资源的分布复杂多样。

４．２．１　耕地资源的分布 （表６）

２０１４年，世界耕地面积１４．２亿ｈｍ２，约占世
界可耕地的３４．１％，占世界土地总面积的１０．９％。

耕地资源在世界分布很不平衡，从耕地面积的区域
分布来看，亚洲耕地面积约４．８亿ｈｍ２，占世界耕
地面积的３４％，是世界上拥有耕地面积最多的大
洲。欧洲和非洲耕地面积分别为２．８亿和２．３亿

ｈｍ２，占比分别为１９．６％和１６．５％。其他依次为
北美２．０亿ｈｍ２、占１４．２％，南美洲１．４亿ｈｍ２、

占１０％，大洋洲０．５亿ｈｍ２、占３．４％。世界增加

的可耕地主要集中在南美洲、非洲等经济发展水平
较为落后的地区，而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的耕
地面积出现下降趋势，这些国家拥有高度机械化的
农业生产，拥有领先世界的农业生物技术以及信息
化技术，使得农业生产力水平较高，因此，所需要
的耕地面积日益减少。发展中国家由于基础设施和
投入不足，南美洲与非洲的可耕地资源较为丰富，

因此，耕地面积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

４．２．２　牧场资源的分布 （表７）

牧场是指一定面积和规模的牧业经营单位，在
含义上与农业经营单位———农场相互对应，牧场资
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条件等因素，为了合理
利用牧场，必须保持其生态和生产的稳定性，适当
放牧，才可以维持牧场的持续发展和高效利用。在

１９６１—２０００年，世界牧场面积一直呈增长趋势，增
幅高达１１％，自此之后，牧场面积略有下降，但近

５０多年来牧场面积总体仍然处于增长态势，２０１４年
世界牧场面积约为３３．２亿ｈｍ２，比１９６１年的３０．８
亿ｈｍ２ 增加了２．３亿ｈｍ２ 增长７．７％。与日益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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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牧场面积相反的是世界人均牧场面积，近５０多年
来，人均牧场面积呈大幅下降趋势，１９６１年人均面
积约为１ｈｍ２，而２０１４年仅有０．５ｈｍ２，降幅高达

５４％。尽管如此，畜产品的产出增加要远远快于牧

场的增加，说明畜牧业生产从传统放牧、游牧走向
舍饲圈养的养殖模式，规模化程度不断提高，单位
牧场的产出潜力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表６　耕地资源分布数据
单位：亿ｈｍ２，％，ｈｍ２

非洲 亚洲 欧洲 北美洲 南美洲 大洋洲 世界

１９６１年 １．５　 ４．２　 ３．７　 ２．２　 ０．６　 ０．３　 １３．０

２０１４年 ２．３　 ４．８　 ２．８　 ２．０　 １．４　 ０．５　 １４．２

１９６１—２０１４年变化率 ５３．９　 １３．４ －２５．７ －９．４　 １４０．６　 ４４．０　 ９．７

１９６１年人均 ０．５　 ０．２　 ０．６　 １．１　 ０．４　 ２．１　 ０．４

２０１４年人均 ０．２　 ０．１　 ０．４　 ０．６　 ０．３　 １．２　 ０．２

数据来源：ＦＡＯ。

表７　牧场资源分布数据
单位：亿ｈｍ２，％，ｈｍ２

非洲 亚洲 欧洲 北美洲 南美洲 大洋洲 世界

１９６１年 ８．７　 ６．２　 ３．９　 ２．８　 ３．７　 ４．４　 ３０．８

２０１４年 ８．７　 １０．８　 １．８　 ２．７　 ４．６　 ３．７　 ３３．２

１９６１—２０１４年变化率 －１．５　 ７３．２ －５５．０ －５．８　 ２４．８ －１６．７　 ７．７

１９６１年人均 ３．０　 ０．４　 ０．６　 １．４　 ２．４　 ２７．６　 １．０

２０１４年人均 ０．７　 ０．２　 ０．２　 ０．７　 １．１　 ９．５　 ０．５

　　数据来源：ＦＡＯ。

４．３　水资源的分布 （表８）

广义上，水资源是指能直接或间接被使用的各种
水和水中物质，在社会生活和生产中具有使用价值和
经济价值的水，而狭义上的水资源是指在一些经济技
术条件下能够直接被人类使用的淡水。世界的水资源
储量十分丰富，２０１４年，约有１３．９×１０９ 亿 ｍ３，然
而水的数量虽然巨大，但是可以被人类直接使用的却
非常有限，地球上的淡水资源仅０．４×１０９ 亿 ｍ３，占

总资源的２．５％，其他均为海水。而淡水中，６８％以
上分布在冰川中，３０％分布在地下，而地表水资源只
能占据淡水资源的０．３％，十分稀缺。

世界各国的淡水资源分布极不均匀。２０１４年，

水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可以达到８．６万亿 ｍ３，而水资
源匮乏的国家甚至不到１０亿 ｍ３。中国的水资源总
量排在世界第五位，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大，所以人
均水资源占有量很少，每年人均仅２　０７６ｍ３。

表８　２０１４年水资源
单位：万亿ｍ３，ｋｍ３

巴西 俄罗斯 美国 加拿大 中国 秘鲁

总量 ８．６　 ４．５　 ３．１　 ２．９　 ２．８　 １．９

年人均占有量 ４２．０　 ３１．５　 ９．６　 ８．２　 ２．１　 ６．１

　　数据来源：ＦＡＯ。

５　农产品市场波动的放大与收敛

世界范围内的农业生产效率不断提升，使得农
产品的成本逐步降低。另外，食品消费需求仅随人

口变化呈现出线性变化，而农业生产潜力的空间仍
然富足，这使得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压力降低。农产
品产量的增加使得人均占有量更加充裕，同时农产
品真实价格呈长期下降趋势，食物消费变得更为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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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尽管在个别时期国际农产品价格出现大幅波动，

如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农产品价格快速上涨，其主要原
因在于生物质能源的开发与使用，使得农产品需求
出现非食品类的结构性增加，从而推动农产品价格
上涨 （刘晓雪和徐振宇，２００８；税尚楠，２００８；

Ｔｒｏｓｔｌｅ，２００８；傅晓和牛宝俊，２００９）［６－９］，但是在
整体上并未动摇国际农产品市场的宽松与价格收敛
趋势。

以玉米为例，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至７０年代初，人

口增加刺激消费，玉米产量增加速度小于人口增长
速度，使玉米库存消费比不断下降；７０年代初至８０
年代中期，农业科技改进使玉米产量上升，库存消
费比不断增加；８０年代中期至今，生物乙醇的研发
与完善导致玉米产量增加，尽管如此，玉米库存消
费比仍不断下降，２０００年之后库存消费比基本维持
稳定 （胡冰川，２０１５）［１０］。至此，世界玉米完成从
供需宽松向紧平衡的转变。尽管库存消费比逐渐下
降，但是价格波动仍然趋于收敛 （图１）。

图１　玉米供需平衡
数据来源：ＵＳＤＡ。

　　回顾过去５０多年国际农产品价格的趋势波动，
无论区间波动如何，农产品价格中轴总是趋于下降。
事实上，如果回溯工业革命以来的国际农产品价格
趋势波动，大致也符合这一规律。农产品价格长期
下降，现象背后是世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效果
明显超越与农产品市场需求的增长。根据图２农产
品价格指数的趋势波动发现，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
始，国际市场上农产品的名义价格不断上升，在７０
年代第四次中东战争带来的石油危机更是出现猛涨，

８０年代趋向回落，但趋势仍然不断上升。２００７年以
来，随着世界生物质能源的发展，农产品价格又开
始了新一轮暴涨，２０１１年名义价格指数为２２９．９，
达到巅峰。但是，如果考虑实际价格指数，那么在
过去５０多年来的波动相对较为温和，价格总体趋势
呈现出温和下降的趋势。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实际价格为

１４９．５，相当于１９７３年的水平，就是一个例证。

价格是供需的外在表现，国际农产品价格在个
别年份出现猛涨和猛跌，但是并没有改变农产品价
格中轴整体下行的趋势。其根本原因：在世界农业
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及与农产品市场的需求增长之间
的博弈中前者胜出决定。１９７３—１９７４年，由于中
东战争引发的石油价格暴涨，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价
格暴涨，战争与避险动机导致了农产品消费快速增
长，库存消费矛盾凸显，农产品价格快速上涨。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由于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带动替代
能源消费的增长导致了玉米等生物质能源产品需求
增长，玉米需求从农业需求变成工、农业双重需
求［６－７］。无论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还是２１世纪初期的
农产品价格暴涨，都是起因于需求快速提升，最后
都终结于农业生产能力的持续扩张。以大豆贸易为
例，２００１年，中国刚刚加入 ＷＴＯ，中国大豆进口
量为１　４００万ｔ，当年世界大豆出口总量为５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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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ｔ；２０１７年中国大豆进口量将超过９　０００万ｔ，

世界大豆出口总量已经达到１．５亿ｔ。基于目前的
世界农产品消费需求，农业生产能力是相对过剩

的，由此虽然农产品在局部或者少数品种表现为供
需紧平衡的同时，但是农产品价格的长期趋势是下
降的，波动收敛则是必然结果。

图２　农产品价格指数
数据来源：ＦＡＯ。

６　结论与讨论

６．１　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生产的专业性与品种多元

性同步发展
在过去的５０多年中，世界农业生产要素利用无

显著变化，农产品产量迅速增加，人均占有量提高，

得益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１９６１—２０１４年，世界

耕地面积仅增加了１．３亿ｈｍ２，增幅约１０％；同时世

界人口的大量增长，人均耕地面积减小幅度高达

５４％，２０１４年人均耕地面积仅约０．２ｈｍ２。尽管如此，

Ｓａｋｓｃｈｅｗｓｋｉ等 （２０１４）认为在自然资源变化下，现有

自然资源可以满足未来１００亿人的热量需求［１１］。农业

生产是需求导向，当前农业需求有限，农业生产能力
的潜力并未得到充分发挥，相对于需求水平，供给能
力是宽松的。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可以对比的是：

１９６１年世界３１亿人口中，营养不良人口约占４０％，

超过１０亿人的温饱问题尚不能得到有效保障；２０１５
年世界人口７３．８亿人，营养不良人口已经下降到７．９
亿，仅占世界总人口的１０．７％。就总量而言，在分配
机制有效的状况下，目前的农业生产完全可以满足全
人类的需求。前文分析表明，在过去的５０多年中，

农产品产量大幅增加主要是在美洲和亚洲，而非洲、

欧洲和大洋洲增速较缓。
（１）美洲的商品农业与亚洲的生计农业，虽然

具体目标不同，但是其内在激励均是满足需求，所
以世界农业增产的动因来自需求非生产本身。

（２）事实上，过去的５０多年中，非洲人口与食
物需求也在快速增长，但是非洲农业生产却没有出
现同步增长，对此，只能归因于不稳定的政治环境。

亚洲与南美洲的农业进步除科技进步之外，政治生
态的稳定作用明显，这也意味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
的解放有着很大的作用。

（３）除了油菜籽之外，欧洲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农
业增产，其原因在于欧洲农业的竞争力相对较弱，农
业生产基本满足欧洲内部需求，因此增产动力不足。

（４）世界农业经过５０多年的发展，农业生产的
区域集中性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取得了很
大的进步。最为显著的是粮食产量大幅提高，单产
提高近２倍，尽管如此，粮食增产洲际仍存在较大
差异。在亚洲与美洲增产最为突出，尽管生产模式
截然不同，但不论是美洲的商品农业模式还是亚洲
的小农生计农业模式，其核心都是农业全要素生产
率的大幅提高，美洲单产高于亚洲的核心原因则是
美洲农业有较大的规模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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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农业生产力提高的一个结果，农业生产的专
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产出区域日趋集中。通过洲际比
较，无论是油料作物大豆、棕榈、油菜籽，还是糖料
等其他作物，均显示出区域集中的特征。尽管世界农
业生产区域集中性进一步提高，但是得益于世界交通
与贸易的大发展，使得农产品的多样化消费成为可
能，由此也带动了世界农业生产布局的新调整。

６．２　国际农产品市场的需求决定与波动收敛
有观点认为，农产品市场由供给决定，实则不

然。从长期来看，农产品市场由供求关系决定，从数
据来看，当前，农产品市场由需求决定。目前，农业
生产能力要远大于市场实际需求，过度生产只会导致
价格下降从而引发国际农产品市场的大幅震荡。农产
品增产的根本原因是总需求增加，以及食物消费水平
的提高引发的结构升级。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农业
生产能力要远超过实际需求。目前之所以局部或者部
分产品仍然维持紧平衡，是最优博弈的一个结果。

国际农产品价格短期内可能会存在较大的波动，

但是世界农产品的需求决定意味着价格波动的长期
收敛。随着农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未来农
业产出水平一定会再次提高，在现有水平下，人类
需求水平是既定的。农产品产量由需求决定，即产
量不会大幅提高。除非出现大的结构性跃迁，如

２００８年世界生物质燃料大发展，导致玉米需求急剧
增加，进而导致玉米价格短期出现较大波动，长期
来看，农产品价格收敛。

６．３　国际市场一体化使得商品农业与生计农业发展
并存

半个世纪以来，波罗的海指数从５５０增加至

１２　０００，航运业的繁荣为洲际贸易提供了保障，使
得国际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世界大陆之间的大宗
农产品贸易改变了传统的农产品市场格局。以美洲
为代表的商品农业模式，单个农场的农业生产除了
技术效率之外还存在显著的规模效率，反观亚洲小
农生计农业模式，技术与规模两个维度都是非效率
的。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的商品贸易
对生计农业形成了很大的冲击，世界农业生产格局
正在面临快速重构。

２００１年中国加入 ＷＴＯ，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
逐步提高，并在２０１２年前后成为世界最大的农产品
净进口国，农产品的大量进口一方面满足了人民日

益增长的食品消费需要，另一方面也对传统以小农
为主的国内生计农业模式带来了很大冲击。按照美
洲的生产效率，世界农村人口仍有２０亿人的下降空
间，而中国仍有２．６亿人 （根据中国农村人口负担
比计算得出）的转移压力。现阶段中国城镇化率不
到６０％，在２０３０年城镇化率将达到７０％，２０４９年
将超过８０％，城镇化可以为农村农业人口的转移提
供解决方案，届时中国的农业转型升级将会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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