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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从前看似只需要自给自足的产品已经受到了国际众多因素的牵制，譬如粮食
。
世界粮食价格飞涨，就像一辆不停轰着油门的汽车，飞驰的开向远方，没有人知道这种急速行驶什么
时候会停下，大家只能去怀念那个曾经低粮价的年代。
现今，人们经常谈论起涨价的问题，原油、铜、黄金充当了近些年涨价的急先锋，而粮食，也开始了
它的攀升之旅。
凡是从地里出来的东西都涨价，人们已经在涨声一片的国际市场中频频抱怨。
粮价上涨，开始演化成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它已经演变成一场战争，而这场战争的背后，有着不为人
知的真相，也有着极为深邃的道理。
战争硝烟的背后需要战略家给我们指引方向，粮食战争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全面打响，我们也需要资深
的专家给我们指点迷津。
本书执笔人之一人民大学教授周立曾经历时一年，对美国农业和粮食市场进行了“田间考察”和调研
，访问众多基层消费者、农业生产者以及NGO行动者和研究者。
他对全球粮食产业链进行了完整的梳理，并提出中国粮食政策的方向性建议。
深入民间，探究本源，是周教授多年来一直悉心研究的根本，而这场粮食战争在他的循循诱导下，会
逐渐的变得清晰明朗。
而本书的另一位执笔人刘永好，当年依靠养鹌鹑起家，20多年来一直在中国农业的发展上贡献着自己
的力量。
刘永好独到的眼光让他能在80年代就能踏浪前行，而现在面对这场日益激烈的粮食战争，作为一个与
粮食息息相关的公司的掌舵者，他也有着自己冷静的分析和敏锐的市场触觉。
刘永好犀利的文笔和高度的逻辑思维能力，将会为本书添光增彩！
作为《中国财经报道》栏目组，我们一直致力于向读者奉献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读物，让读者能在
品读完图书后对书中所述问题有进一步的理解。
这是我们编撰此书的原则，这也是我们邀请周立教授和刘永好董事长为本书执笔的理念。
周教授对粮食问题研究颇深，；刘董驰骋商场多年，对粮食问题的看法源自于很多真实的经历。
这场粮食战争会在两位作者笔锋下，逐渐褪去其遮丑的面纱，露出本来真实的狰狞面目。
粮食的力量是足够惊人的，世界粮食计划署在2008年4月22日发表声明说，粮价上涨就像一场“沉默的
海啸”，使全球一亿多人深陷贫困之中，世界粮食计划署正面临着成立45年来最大的一次挑战。
在这场挑战中，中国是能独善其身还是会陷入困境？
世界的经济是会继续蓬勃发展还是转向下坡路？
这真的是一场战争！
现在已经不是踏上他国土地进行侵略才算战争的年代，也不是依靠火箭大炮去攻城掠地才算战争的年
代，粮食，在这个21世纪初的时候，终于演化成一种悄无声息的武器，世界各地正硝烟四起，浓雾迷
茫⋯⋯清醒一下头脑，去认识这场战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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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粮食价格飞涨。
粮食，终于演化成一种悄无声息的武器。
现在的粮食危机，是一场富国通过不合理的“国际规则”，向穷国转嫁经济危机的财富掠夺。
它不是流血的战争，但结果可能比流血更残酷。
粮食是经济的命脉，它的力量是足够惊人的，世界粮食计划署在2008年4月22日发表声明说，粮价上涨
就像一场“沉默的海啸”，使全球1亿多人深陷贫困之中，世界粮食计划署正面临着成立45年来最大的
一次挑战。
在这次挑战中，中国是能独善其身还是会陷入困境？
世界的经济是会继续蓬勃发展还是转向下坡路？
本书将一一给出答案，并能让读者对粮食战争有更清晰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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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3组数据快速梳理本轮国际粮食危机在经历了美国次贷危机影响、国际石油价格持续走高之后，人们
陡然发现，真正可怕的还是粮食紧缺带给人们的恐慌，粮食危机正在局部发生并呈现出蔓延趋势⋯⋯
缺粮！
60天联合国粮农组织2007年提出警告，指全球粮食存量处于25年来最低水平。
美林证券的报告也指出，小麦、稻米及玉米等谷物的全球库存只够满足60天的需求。
36个国家联合国粮农组织（FAQ）警告谷物价格的涨幅已令贫穷国家难以负担，2008年上半年全球
有36个国家正面临粮食危机，主要是在非洲、南亚和中美洲。
该机构举例称，自2007年初以来，阿富汗国内的小麦价格已上涨了67%，购买面包和粮食的开支已经
占了一个普通阿富汗家庭日常开支的45%.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驻苏丹的工作人员乔纳兹称，用于粮
食援助的经费大幅增长，该机构可能被迫考虑减少援助人数或援助数量。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食品价格上涨，不少家庭把每日三餐减为一餐，还有一些家庭每日仅摄入一
餐主食。
2.5万人即使在价格尚未暴涨和供需矛盾尚未突出情况下，据世界粮食计划署统计，全球死于饥饿以及
与饥饿相关病症的民众每年超过2.5万人。
全球粮食涨价42%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统计，世界粮食价格在一年里上涨了42%。
FAO表示，全球粮食价格持续上涨，2008年3月价格比2007年同月上涨57%。
FAO粮食价格指数3月平均在220点，比2007年3月最多高出80点。
根据FAO大米价格总指数，2008年以来，国际大米价格暴涨约20%。
作为全球大米价格基准的泰国大米报价从每吨580美元涨到了每吨760美元，涨幅超过了30%，达到
了20年来的最高点。
2年有预测说此轮粮食危机将持续到2010年。
根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报告，亚太地区各国面临的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将
是未来几年内的最大挑战。
粮价上涨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迫使普通百姓勒紧裤腰带。
现在印度很多家庭开始将一日三餐改为两餐。
联合国人道主义粮食救援计划也面临5亿美元的亏空，不得不考虑缩小援助规模，这意味着更多的人
将承受饥饿。
由粮价上涨引起的诸多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及社会不稳定，也给世界经济和政治带来了新的不确定
因素。
是什么引发了国际的高粮价？
90亿据预测，到本世纪中期，全球人口将达90亿。
有那么多嗷嗷待哺的人口，粮食需求量大增。
而且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许多国家和地区对粮食需求形成了新的消费增长点，肉、蛋、奶、鱼等动物
蛋白食品消费量迅速增长，导致消耗更多的饲料粮。
人口的增加自然在大范围内对地球的资源形成压力。
土地、水、石油以及食物等资源都十分紧缺。
149%有专家认为，低储备和高消耗的碰撞，是导致粮荒频发和粮价高企的祸根。
过去45年里，世界粮食消耗从每天230万吨增加至每天560万吨，增幅达149%。
供需形势的巨大变化造成了粮食大幅涨价。
1/3据报道，全球第二及第三大大米出口国越南及印度大幅削减大米出口量，令全球大米供给少了1/3
。
0.76℃因全球变暖导致的干旱和洪水等自然灾害的频率增加，以及土地沙漠化导致耕地不断减少的现
实。
在过去100年间，北半球气候变暖，气温升高了0.76℃。
气候的变化不仅导致危险紧急自然情况数量增加，更对粮食的生产形成了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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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大利亚、乌克兰和加拿大等粮食主产国，由于天气恶劣，也导致产量严重受损，粮食库存急剧下
滑。
7：1在粮食生产因气候干旱而减产的同时，需求方面出现了新的增长点。
由于发展中国家国民收入迅猛增长，越来越多的贫穷人口不仅解决了吃饭问题，还持续改善膳食结构
。
这加剧了原来就有的供不应求，同时推高了其他食品价格。
由于全球都市化的影响，加上人们富裕后总会摄入更多蛋白质和卡路里，“美食全球化”的现象正在
上演，人们不再满足以米和大豆为主食，爱上了比萨饼、汉堡包和猪排。
过去25年，世界肉类消费量翻倍，并在继续增长。
肉的生产也需要大量饲料。
农民需要喂3公斤粮食才能获得1公斤猪肉，对于牛肉，比例更高达7比1。
全球饼干、面包、面条的需求量大涨也使得粮食供应出现紧张局面。
360亿加仑从美国和欧洲希望利用粮食和宝贵的农田制造生物燃料时，粮食降价的现象就消失了。
据称，给一辆SUV汽车灌满一箱生物乙醇所需的粮食可以让一个人吃一年。
按照美国新能源法案，生物能源在2022年的使用量将达到360亿加仑。
100美元高油价也推动了粮价的上涨，国际油价已经涨到了每桶超过100美元的高价，比2007年同期上
涨了58%左右。
粮食运输和从石油中提炼的肥料的成本也随之上涨。
80%世界粮食价格的上涨与粮食贸易的垄断性有关。
世界上四大跨国粮商：ADM、邦吉、嘉吉和路易达孚，垄断着世界粮食交易量的80%，在某种程度上
拥有定价权。
这意味着，任何国家，如果粮食不能自给自足都难逃被这些粮商鱼肉之苦。
虽然米价已涨到了20年来的最高点，但泰国商务部长萨苏万还预言米价将很快触及每吨1000美元，当
人们期待着价格能爬到每吨1000美元时，谁会愿意以750美元的价格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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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粮食是经济的命脉,俗话说“家里有粮,心中不慌”,人们只有在满足了对食物的需求之后,才能从事其他
各项活动。
现在的粮食危机，是一场富国通过不合理的“国际规则”，向穷国转嫁经济危机的财富掠夺。
它不是流血的战争，但结果可能比流血更残酷。
在世界粮价上涨的浪潮还暂时看不到回头迹象的时候，在这场粮食战争继续硝烟弥漫的时候，粮食安
全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其中有8亿农民的农业大国来说，粮食安全问题意义尤为重要!在新的时代
背景之下，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求解，已经不能只局限于国内的粮食供求情况，而必须同世界粮食供
求情况联系起来；同时也不能只局限在粮食本身的生产与消费，而必须同整个食物的生产与消费联系
起来。
我们需要明确以下的认识： 一、我国利用国际粮食市场并非因为生产不出自己所需的粮食。
国际经验表明，解决粮食需求的灵活性和人均收入具有正相关关系，即人均收入水平越高，解决粮食
需求的灵活性越大。
经过２０年的快速经济增长，我国扶持粮食生产的经济承受能力和购买粮食的外汇储备能力都有了很
大的提高，从而在处理粮食生产和进口的关系上有较大的灵活性，决不会出现购买不到也不能生产，
甚至连维持温饱的粮食需求也得不到满足的后果。
二、利用国际市场，有利于我国农业比较优势的发挥，实现有效率的粮食安全。
与世界建立更广泛的联系，目的正是为了发挥农业的比较优势，把土地密集型产品粮食的进口和劳动
密集型农产品的出口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建立一种食物经济相互依存的模式，以便更充分利用世界粮
食资源，实现有效率的粮食安全，提高国内资源配置的效率。
也就是说，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进行专业分工和国际贸易，有可能使我国变成一个粮食进口大国，但不
会是一个食品进口大国。
粮食的净进口很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其它食品的净出口所抵消。
三、利用国际市场，有利于建立一种具有良好特征和功能的农业新模式。
具体而言，通过调整以往单一的资源内向型利用战略，有选择性地转向利用世界资源，有助于把国内
资源的利用、保护和保存结合起来，防止中国自然资源数量基础的缩减和退化，保持自然资源基础完
整；有助于政府采取符合农业多样性、支持小农场生产和保障可持续发展的技术方法。
四、利用国际市场，可以分解粮食安全风险。
任何一个国家，采取扩大供给源的方式处理因灾害等因素引起的供给波动，会比它独自处理这类事宜
做的更好。
因为在自给自足的情形下必须自己承担化解供给波动的全部责任，而在扩大供给源的情形下，粮食出
口国（或出口商）在获得一部分盈利机会的同时也承担了相应的供给责任，所以利用国外供给源，必
然有助于降低粮食供给的风险。
居安思危，对粮食安全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
目前我国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步伐逐渐加快，市场运行平稳，粮食连年丰收，农民持续增收，
粮食安全形势越来越好，但粮食安全的隐患依然存在，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确保粮食安全，依然任重道远。
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全球粮食市场中，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首先实现了粮价的稳定，这就足以
说明其自身充足的粮食供给能力和调控市场的政策水平。
而这就是中国的老百姓们最希望看到的事情⋯⋯真诚感谢为本书提供素材及写作意见的媒体同仁，这
本书是大家共同的结晶，也请观众和读者朋友们多提宝贵意见，能让我们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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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
粮食事关国计民生，我们应当将粮食问题重视起来。
中国的粮食问题应该提升到国家战略安全地位，这样才能经受住这场世界范围的粮食战争的考验。
 ——袁隆平 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粮食供应并不是高枕无忧，尤其2008年，国内粮食
生产形势悄然发生着一些变化，有利条件在减少，不利因素却在增多，粮食安全存在的隐患，应该引
起重视。
 ——林毅夫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 当前能源价格的上涨推动了成本上涨，并导致粮食
价格上涨，最后引起部分消费品价格上涨。
今后几年，能源、粮食、资源价格上涨导致的通货膨胀仍将影响中国经济，国家在政策上要有长期打
算。
 ——樊纲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
国，而且13亿人中有8亿多人是农民，这两个基本国情决定中国不可能完全依赖进口粮食来弥补生存的
需要。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只有恪守自己的粮食底线，才能更好地实现经济的复兴和繁荣。
《粮食战争》一书就透彻地分析了这些道理。
 ——水皮 著名财经评论家、《华夏时报》总编辑 当我捧起《粮食战争》这本书时，我不禁被书中真
实的数据分析和全面的理论阐述深深吸引了。
刘永好董事长以及周立教授的实战经验和实地调查相得益彰，的确为此书增光添彩不少。
此书不可不读。
 ——何力 著名财经评论家、《第一财经周刊》总编辑 当你看到电影《投名状》中三兄弟劫官军粮食
的惨烈和庞青云（李连杰饰）为省“馒头”而大肆杀人的残忍时，当你经常听到“朝核问题”与国际
“粮食援助”之间不断碰撞出的新闻时，你会明白无论在戏里还是在现实中，粮食问题从来就不是一
个单纯的商业问题，当粮食成为武器，有谁还能安然？
读读《粮食战争》吧，或许你会有一个新发现。
 ——姜诗明 中央电视台高级记者、经济频道制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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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粮食战争》：粮食，国家的根基，岂能不慎？
粮食，经济的命脉，岂能不识？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中国人民大学粮食问题专家周立教授历经一年“田野调查”探究的粮食战争
的本源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20多年商战中对粮食问题的深刻领悟粮食战争编者CCTV中央电视台
《中国财经报道》栏目组，中央电视台《中国财经报道》全程鼎力支持，跟踪报道大角度，广视野，
深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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