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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20-2029 年农业展望》由经合组织和粮农组织合作编写，并吸取了

成员政府专家和专业大宗商品组织的意见建议。本《展望》对国家、区域和

全球层面农产品和鱼产品市场十年前景做出一致评估。基线预测重点突出主

导全球粮食部门的基本经济和社会趋势。 

核心基线预测虽未做出修订以体现当前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

大流行造成的意外情况，但为评价潜在影响提供了有益起点。采用初步情景

模拟，分析了大流行对全球农产品市场造成的直接影响。在该模拟中，使用

大流行产生的最初宏观经济影响，对预测期前几年的预测进行了调整。《展

望》后几年的基线预测是根据影响全球农产品市场的基本经济驱动因素和趋

势做出。  

未来十年，食品、饲料和生物燃料使用的相对重要性不会发生显著变化，

因为对大宗农业商品的需求预期不会出现重大结构性变化。全球人口不断增

长仍然是主要增长因素，尽管消费情况和预测趋势因各国发展状况而异。  

在全球范围内，人均粮食支出扩大，但在收入中所占份额减少，尤其是

在中等收入国家。到 2029 年，人均粮食占有量预计将达到每天约 3000 千卡

和 85克蛋白质，脂肪和主食约占额外热量的 60%。迄今为止，未来十年预计

脂肪的增长率最高，达到 9%。由于全球饮食结构正在向消费更多动物产品、

脂肪和其他食物转变，预计到 2029 年，所有收入群体的主食在“食品篮”

中的份额都将下降。  

国家之间不同的收入水平和差异化的收入增长预测将使未来十年出现不

同的营养模式。尤其是，中等收入国家消费者预计将利用其额外收入，实现

从主食到更高价值产品的膳食转型。高收入国家对环境和健康的关切，有望

支持从动物性蛋白质向替代来源的转变，以及家禽和鱼类对红肉（主要是牛

肉）的更直接替代。  

饲料消费的增长主要来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畜牧业和水产养殖业的

持续扩张。本《展望》认为，畜牧业和渔业生产将进一步集约化，饲料效率

将继续提高。这将使未来十年全球范围内动物食品生产与必要能源和蛋白质

饲料之间形成固定关系。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之间的饲料日粮构

成差异显著，因为这些国家在生产技术上存在持续差异。 

用于生产生物燃料的初级农产品使用量预计不会显著超过当前水平，主

要是因为生物燃料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作用下降，且美国和欧盟这两个主

要乙醇市场对低混合汽油型运输燃料的使用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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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十年，全球作物产量增长的 85%归功于更密集的投入品使用、生产

技术投资和更好的栽培做法带来的单产提升。通过一年收获多季作物实现的

土地利用进一步集约化将占全球作物产量增长的另外 10%，而耕地面积扩大

预计仅占 5%，耕地面积发挥的作用将比过去十年小得多，从而提高农业可持

续性。 

展望期内，全球畜牧产量预计将扩大 14%，得益于较低的饲料价格和稳

定的产品价格，生产者的利润空间得到保障。家禽仍然是增长最快的肉类，

约占肉类总产量预计增长的半壁江山。猪肉产量的扩大将主要集中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国），预计到 2025 年，中国将从非洲猪瘟疫情中恢复过来。

水产养殖生产预计将继续扩大，到 2024 年，预计将超过捕捞渔业，成为全

世界最重要的鱼类来源。 

展望期内，假设当前政策和技术得以延续，生产预测意味着温室气体直

接排放量将比当前水平增长 6%。畜牧业将占这一增长的 80%。通过大规模采

用减排技术，可进一步降低农业生产的碳强度。从地理上看，预计大多数直

接排放量的增加将发生在新兴和低收入区域，因为排放更密集的生产系统的

产量增幅更大。  

相对于生产而言，初级农产品全球贸易量只会略有增长，因为如果没有

任何促进贸易的政策变化，国际货运量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总规模。

在资源受限的国家，贸易对于保障粮食安全将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在这些

国家，进口占其总热量和蛋白质消费量的很大份额。在市场的出口侧，贸易

在保障农村生计方面发挥核心作用。一个运行良好、可预测的国际贸易体系

对消费者和生产者都至关重要。 

本《展望》涵盖的多数商品预计将出现实际价格下跌，这表明，根据

《展望》所做的假设，价格下跌因素（主要是生产率提升）将占据上风，而

价格上涨因素，如人口和收入增长导致的资源制约和需求增加，将处于劣势。  

2020 年 4 月，关于 COVID-19 影响形成的专家共识预计，农产品供需都

将萎缩，且贸易和物流可能中断。中断将对粮食系统各方面造成影响，包括

初级供应、加工、贸易、国家和国际物流系统、中间和终端需求。最初的

COVID-19情景初步揭示了当前大流行对农产品市场产生的短期影响。该情景

展示了 COVID-19 大流行如何造成历史性的重大市场冲击。在该情景中，农

产品价格因 COVID-19 引发的可支配收入下降而大幅下跌，特别是在低收入

国家。鉴于这一前所未有的购买力损失，尽管价格下跌抵消了一部分影响，

消费者食品消费仍将减少。最初情景显示，植物油和动物产品需求萎缩，而

主食需求受影响较小。虽然该情景显示了大流行引发的中断所产生的潜在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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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影响，但大流行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将继续以极其复杂的形式演

变。  

除 COVID-19 大流行外，世界农产品市场还面临一系列其他不确定性。

供给侧的不确定性包括：非洲猪瘟或蝗虫入侵等疫病/虫害的蔓延、抗微生

物药物耐药性的增加、对新的植物育种技术的监管响应以及对极端气候事件

的响应。需求侧的不确定性包括：随健康和可持续观念改变而不断调整的饮

食以及对肥胖趋势做出的政策响应。农业食品供应链的数字化创新将对供需

产生重要影响。最后，未来的贸易协定和若干重要贸易伙伴之间不断变化的

贸易关系也将对农产品市场产生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