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5

-1-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粮食安全：趋势、影响与应对*

程国强 1 朱满德 2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加速扩散蔓延，引发全球粮食市场异常波动以及对中国粮食安全的担

忧。疫情对后期全球粮食生产与贸易的影响将进一步加大，全球粮食市场波动有可能进一步升级。随

着全球金融市场充分释放流动性，国际投机资本若炒作农产品市场，爆发类似 2008年粮食危机的风

险将越来越高。分析表明，中国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总体上可从容应对全球粮食市场波动升级的挑战，

但大豆等农产品进口需防控国际市场波动风险。本文认为，要高度重视全球粮食市场波动的可能风险

和挑战，必须加强监测、及早谋划，系统应对、综合施策。包括：有效管控输入性不稳定预期对国内

粮食市场的干扰和冲击；进一步强化粮食生产能力建设；构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风险治理体系；完善

重要农产品储备体系；强化农产品全球供应链管理；加强国际粮食安全、贸易和投资政策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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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加速扩散蔓延，世界对粮食安全的担忧日益增加。美国彭博社近期一篇

新闻稿《多国纷纷禁止粮食出口》，拉开全球粮食市场异动的序幕，全球粮食危机风险骤然上升。国内

学术界及时就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给予关注并跟踪调研。如张红宇（2020）、

程国强（2020a；2020b；2020c）分析疫情冲击下的粮食供给保障，提出要重视粮食保供稳价、加强风

险治理。司伟等（2020）、樊胜根（2020）从全球历史经验视角，认为疫情扩散蔓延可能引发全球粮食

危机风险。程国强（2020d）则认为，国际投机资本对粮食市场炒作，可能诱发全球粮食危机风险。但

是，现有研究对于此次全球粮食市场异常波动的根源及其后期可能的走势尚缺乏系统剖析，对中国粮

食安全的影响研判也需进一步深化。本文将尝试探讨：这次全球粮食市场异动的成因以及后期的趋势

是什么？对中国粮食安全有怎样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应对建议，以期为中国确保粮食有

效供给、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及协调研究”（编号：71933004）、“基于世贸组

织规则适应性的我国粮食价格支持政策改革研究”（编号：71963005）及同济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农业支持政策保障研究”（编号：kx0120020200081）的阶段性成果。本文通讯作者：朱满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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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粮食市场异动的成因

自今年 3月下旬以来，全球粮食市场出现异常波动。不仅多个国家试图限制粮食出口，部分粮食

产品价格也开始上涨。如 2020年 3月底泰国大米基准出口价已涨至每吨 550美元，为 2013年 8月以

来的最高水平；越南大米价格超过每吨 400美元，是 2018年 12月以来的最高价格
①
（日经亚洲评论，

2020）。那么，引发这次全球粮食市场异动的成因是什么？初步分析，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疫情冲击导致部分国家粮食安全预期趋紧。3月中旬以来，随着疫情在全球迅速蔓延，部

分国家对国内粮食供给的预期趋紧。这不仅是它们对粮食安全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思维，更是对

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的恐惧记忆。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全球金融危机，同时引发全球粮价恐慌

性上涨，使全球 37个国家陷入粮食危机（FAO，2008）。这次疫情引发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尤其是导

致世界经济基本停摆，推动全球粮食市场形成较强的不稳定预期，许多国家对粮食安全的担忧日益增

加，试图通过限制粮食出口等措施来应对，由此引发全球粮食市场的异常波动。

其次，部分外媒报道加剧全球粮食市场恐慌情绪。如彭博社 3月 25日报道的《多国纷纷禁止粮

食出口》，虽然只有 500个字，但直接引发并加剧全球粮食市场的恐慌情绪。此前只有 2个国家限制

粮食出口，但继此报道后，至少有 10个国家惶恐跟进，加入限制粮食出口的行列
②
。不仅如此，也引

发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粮食市场波动。特别是，中国粮食库存充裕，具有保障口粮绝对安全的坚实基

础，而且预期引导及时，尽管在总体上没有出现粮价大幅波动问题，但受国际媒体炒作影响，部分涉

农股票、期货以及现货市场出现上涨行情，部分地区的居民也出现囤粮现象。其中，彭博社在其报道

中，曲解了中国水稻最低收购价政策，将中国实施多年的最低收购价政策，解读为新建立的国家粮食

库存计划，隐含中国粮食安全已存在问题的假定，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全球粮食市场的不稳定

预期。

第三，蝗灾对全球粮食市场不稳定预期具有一定推动作用。据报道，70年来最严重的蝗灾目前正

冲击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索马里、南苏丹、乌干达和坦桑尼亚等非洲国家的粮食生产，将给这些国

家的粮食安全带来威胁，对目前全球粮食市场不稳定预期具有一定推动作用。但总体上看，蝗灾对全

球粮食生产的影响尚待进一步观察。目前全球粮食供需形势总体稳定，主产国没有出现粮食减产、供

不应求问题。特别是美国、巴西等部分主产国，粮价低迷、存在一定下行压力。这意味着，即使后期

全球粮食市场异动升级、爆发粮食危机，也不可能是全球粮食短缺的危机。

二、后期全球粮食市场波动的可能趋向

新冠肺炎疫情目前已经席卷全球 211个国家地区，截至 4月 19日，全球确诊累计 230万例，死亡

达 16.1万例，目前全球疫情仍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疫情对后期全球粮食市场的影响，主要取决于粮

①
参见：《泰国越南遭遇干旱 国际大米价格创六年新高》，参考消息网，http://m.ckxx.net/p/218620.html。

②
尽管近期越南宣布4月份重新出口40万吨大米，但具有明显的出口管理和数量限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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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主产国疫情的持续时间、防控举措、影响范围及其对粮食生产、贸易等的冲击。特别需要警惕的是，

一旦全球金融市场流动性充分释放，国际投机资本若借机炒作农产品，全球爆发类似 2008年的粮食

危机可能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第一，疫情对全球粮食生产与贸易的影响将逐步加大。疫情已经导致许多国家的经济处于停摆状

态。尽管目前尚未对相关国家的农作物备耕和生产形成明显冲击，但对相关农畜产品生产的影响已经

初步显现。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主要肉类加工商泰森食品公司、嘉吉公司等，近期因部分员工感

染新冠病毒而临时停止部分工厂的运营，对肉类产品供给将形成不利影响。随着疫情影响持续加深加

大，部分农产品出口国或将采取更加严格的防控措施，有可能进一步导致粮食物流中断、交易停顿，

阻断正常的国际贸易活动，推动国际粮食价格上涨。

第二，全球粮食市场不稳定预期有可能愈加恶化。若后期全球疫情仍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加之部

分国家蝗灾影响粮食生产，全球粮食市场预期有可能进一步恶化。目前虽然越南等国已恢复粮食出口，

但不排除后期疫情恶化后，其他粮食出口国再度收紧出口，而部分进口国加大进口，最终有可能演化

为全球抢购、限卖以及物流不畅的恐慌叠加效应，使全球粮食市场异常波动可能进一步加重。

第三，全球粮食市场异动进一步升级的风险较大。后期全球粮食市场异动是否进一步升级，演化

为全球粮食安全危机，取决于全球粮食价格是否会急剧上涨。在目前全球粮食供需总体平衡的背景下，

引发粮价急剧上涨的，只有投机资本炒作才能做到——投机资本炒作引发粮价高涨，是 2008年全球

粮食危机的深刻教训。

2008年的全球粮食危机，实质上是粮食价格高涨的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

球金融市场混乱，加之美元贬值
①
，美国金融市场的巨额投机资本为规避美元汇率不断下滑引发美元

资产缩水风险，从投资石油、金属等大宗商品入手，炒至高位后，大举进入农产品市场，利用当时澳

大利亚、阿根廷干旱的减产预期，借机大肆炒作，导致粮价大幅上涨。其中，美国指数类基金自 2007

年第四季度起增持农产品期货，至 2008年 4月 1日，多头总持仓数 188.6万手，较 2007年 9月初增

加 30%。美国商品调查局CRB商品价格指数因此从 312点上涨至 395点，涨幅达 26%，所有粮食产

品价格创下 1980～2008年期间的最高价（程国强，2008）。国际粮价急剧上涨，如同“无声的海啸”，

导致 20多个国家出现社会动乱，37个国家陷入粮食危机，8.5亿贫困人口遭受饥饿威胁（FAO，2008）。

目前国际粮食市场虽然与 2008年不尽相同，如粮食供需矛盾不突出，石油价格低迷，金融市场流

动性尚未充分释放等。这次疫情冲击引发的粮食市场异动，也有着不同的成因和路径，但后期演化为

粮食危机的真正威胁，是投机资本对粮食市场的炒作。从时机上看，今后 2～3个月是投机资本入场

炒作农产品的窗口期。一是，全球金融市场流动性将逐步释放，巨量游资在美国股市进入高位后，极

有可能转向包括农产品在内的商品市场。二是，国际资本在美国芝加哥期货市场从 3月底的空头持仓，

转为多头，需要 5～6个星期，即到 5月上中旬，或与全球金融市场流动性释放进程具有同步性。三

是，主产区疫情防控或进入复杂期。据媒体报道，巴西卫生部称其确诊病例数量可能在 4月激增，5

①
美元自 2002年开始贬值，首先是对OECD国家贬值 20%，然后对中国等新兴经济国家贬值 15%～20%（程国强，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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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6月确诊病例增速将放缓。这期间也是巴西疫情防控措施有可能从严调整的关键时期，有可能对

物流、人员流动以及港口码头等运行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后期在全球流动性充分释放背景下，国际

投机资本极有可能利用这个窗口期，通过诱导舆论、恶化预期来制造行情，伺机炒作大豆等大宗农产

品市场，推动全球农产品价格从结构性上涨转向全面上涨，酿成严重的全球粮食危机（程国强，2020d）。

第四，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面临新的风险和挑战。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使发展中国家遭受的粮

食安全冲击最大。需重视的教训是，由于多年来发达国家给予农业高额补贴，严重扭曲国际农产品市

场，使许多发展中国家依赖于国际市场的低价粮食，忽略了对本国农业发展的长期投资，没有从根本

上解决粮食安全保障问题。一旦国际粮食价格出现上涨波动，这些发展中国家就会陷入危机和饥荒。

到目前为止，许多发展中国家依然没有实施有效的农业发展战略，粮食安全基础仍然十分脆弱。因此，

若后期投机资本炒作导致国际粮食价格高涨、引发全球粮食危机，将不可避免地危及发展中国家的粮

食安全，直接威胁发展中国家数亿贫困人口的吃饭和生存。

三、对中国粮食安全影响的基本研判

前期全球粮食市场异动引发的不稳定预期，虽然引起国内部分消费者对粮食安全的担忧，但基本

面稳定、总体形势可控。随着疫情在全球持续扩散蔓延，今后一个时期国际粮食市场波动有可能进一

步升级，甚至存在演化为全球粮食危机的风险。若通过市场预期、价格机制和全球供应链等路径，传

导到中国国内市场，这在抗击疫情的复杂形势下，对确保中国粮食供应充足、价格基本稳定将形成更

为严峻的挑战，更是对中国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又一次重大考验。

根据过去中国多次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重大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挑战的实践经验，目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中国能否有效管控全球粮食市场波动进一步升级对粮食安全的冲击和挑战，关键取决于中

国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支撑能力和保障水平，是否能够在应对危机时真正发挥压舱石、稳定器的作用。

首先，中国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具备应对重大危机挑战的坚实基础和有效能力。解决好十几亿人口

的吃饭问题，始终是中国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按照“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

科技支撑”的粮食安全方针，以及“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要求，中国不断强化粮食安全

保障能力建设，已建立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粮情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综合而言，中国粮食安全保障体

系具有如下特征：一是三位一体的保障结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即以主粮为重点

的国内粮食生产体系；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粮食储备体系；有效利用国际粮食市场和农业资源的全球

供应链。其中，国内生产体系与储备体系体现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

对安全的刚性要求，而全球供应链则是“适度进口”的政策设计，亦即，通过适度进口大豆、肉类等

非主粮农产品，以集中国内资源确保口粮生产。三者互为一体、相互支撑，构成三位一体的粮食安全

保障结构。这是多年来中国成功应对各类突发事件挑战的根本支撑。

二是不断强化的保障能力。中国粮食安全的保障能力，主要体现在多年来持续强化国内生产能力

建设和储备调控能力建设。一方面，从国内粮食生产能力建设看，中国不断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和

农业科技投入，逐步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使国内粮食生产能力稳定在较高水平。自 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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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中国粮食生产实现连续 16年丰收，从 2003年的 4.307亿吨，增长到 2019年的 6.638亿吨，连

上 2个亿吨级台阶。特别是 2015年以来，连续 5年粮食生产能力稳定在 6.5亿吨以上的水平（国家统

计局，2020）。另一方面，从粮食储备调控能力建设看，中国注重加强并完善中央和地方两级粮食储备

体系建设。其中，中央储备体系自 2000年建立，主要担负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战略性保障功能，是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对于地方储备，要求主产区储备规模保持 3个月的销量，主销区保

持 6个月的销量，产销平衡区保持四个半月的销量，是中国区域性粮食安全保障的重要支撑。

三是统筹国内外的资源配置机制。三位一体的粮食安全保障结构特征，推动形成了统筹国内外的

农业资源配置机制。亦即，按照“立足国内，适度进口”的粮食安全方针，中国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采取“国内供给+进口补充”资源配置模式，在立足国内确保口粮绝对安全的前提下，建立农产品全

球供应链，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以 2017年为例，若保持中国农产品供需总体平

衡，按照现行国内农业生产水平测算，约需要 38.5亿亩种植面积。从资源供给看，主要由两方面构成，

一方面，国内供给 25亿亩
①
，即土地资源自给率为 65%。其中，粮食 17.7亿亩，占国内种植面积的

71%；其他非粮农作物 7.3亿亩，占 29%。另一方面，通过进口农产品来弥补国内不足的 13.5亿亩，

即土地资源对外依存度 35%。其中，大豆进口 9554万吨，相当于 7.7亿亩种植面积；植物油进口相当

于 3.5亿亩；高粱、大麦等谷物进口相当于 7000万亩种植面积；肉类进口转化为玉米、豆粕等饲料需

求，可折换成 6000万亩种植面积；棉花、糖进口相当于 1300万亩。这种农业资源配置机制，实质是

通过“适度进口”非主粮农产品，解决了 35%的耕地缺口，以腾出国内宝贵的耕地资源来确保水稻、

小麦生产，实现口粮绝对安全的目标。

第二，无论后期全球粮食市场波动以怎样的方式、在多大的程度冲击国内市场，中国现行粮食安

全保障体系的结构优势、支撑能力以及资源配置机制，均可从容应对、有效管控。主要表现在：一是，

保障口粮绝对安全的基础牢固。中国稻谷自 2007年以来连续 13年产大于需，小麦自 2013年以来连

续 7年产大于需，保持长周期阶段性供大于求特征，积累大量库存，两者库存大体相当于全国一年的

消费量（新华社，2020）。与此同时，水稻和小麦进口依存度较低，进口主要用于品种调剂，占国内消

费仅 1%和 2%，具有保障绝对安全极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是，有效的粮食宏观调控体系。中国建立并不断完善以粮食储备体系和应急机制为基础的粮食

宏观调控体系，能够有效减缓和管理国际市场不稳定预期及价格传导对国内市场的影响。除中央储备

与地方储备的强有力支撑外，大中城市普遍建立的米面油等成品应急储备，可以满足当地 10至 15天

供应，加上多层次、多方式的粮油市场配送、供应网络能够迅速将米面油投放终端消费市场，起到稳

定市场预期、安定人心的作用。因此，若国际粮食市场价格异常波动升级，对国内市场的冲击将可得

到及时有效管控。相反，若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国内粮价上升预期，既有利于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对

稳定今年粮食生产具有积极作用，也有助于消化积压的粮食库存，对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

三是，疫情对今年国内粮食生产的影响在可控范围内，为应对全球风险奠定较好的基础。疫情防

①
即 2017年中国农作物种植总面积。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粮食安全：趋势、影响与应对

- 6 -

控初期，因阻断物流通道和限制人员流动，部分地区春耕备耕出现农资供应进村难、规模经营主体雇

工难、农机农技服务衔接难等问题，也引发了对于耽误农时农事的担忧，特别是南方粮食生产具有一

定不确定性（张红宇，2020）。根据国务院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部署，迅速解禁交通运输，推

进农资行业和农业服务企业复工复产，并专门出台《当前春耕生产工作指南》指导分区分级恢复春季

农业生产秩序，有序推进春耕春播，使粮食生产受疫情影响较为有限、在可控范围之内。据国家统计

局发布的信息，一季度春耕春播进展总体顺利，夏粮（冬小麦）整体长势好于常年，粮食种植意向面

积稳中有增，对全年保持粮食生产稳定有利。

第三，要高度重视和防控后期农产品全球供应链面临的风险。中国主要进口大豆、植物油、肉类、

杂粮等非主粮农产品，以腾出国内有限的农业资源守住口粮安全底线。非主粮农产品全球供应链的持

续性和稳定性，也是中国粮食安全保障的重要方面。根据目前疫情防控趋势及全球经济形势，后期要

重视和防控以下几个风险因素：一是疫情对全球农业生产的挑战将逐步增加。美国、巴西、加拿大等

粮食主产国是疫情较重的国家，4月下旬美国大豆进入播种期，需密切关注疫情对其农业生产的影响。

二是全球疫情加速蔓延对全球农产品贸易冲击将日益严重。因全球疫情恶化，部分农产品出口国

采取“封城”“封国”措施，导致边境口岸关闭、物流中断、交易停顿，农产品全球供应链面临断链

风险。2019年中国进口大豆 8851万吨，其中来自巴西、阿根廷的分别占 65%和 10%。目前巴西和阿

根廷疫情升级，阿根廷实施全国范围“封城”和强制隔离措施，但对谷物运输商可以“免于遵守预防性

隔离措施”；巴西也面临排船期延长、罢工隐患增加、部分州区中断城市之间的交通等挑战，使大豆

出口贸易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

三是从重大疫情暴发对粮食生产和价格影响的国际经验看，由于生产资料和农产品流通受阻、劳

动力限制流动或遭遇隔离、恐慌性抢购或限制性出口，疫情暴发期间及结束之后都不同程度出现农产

品产量下降、供给短缺和价格上涨等问题（司伟等，2020）。由此形成的农产品价格上涨，有可能通过

全球供应链向中国粮食市场传导，其风险不容忽视。

四是后期若国际投机资本炒作大豆等农产品，将使中国进口企业和加工企业面临巨大的价格波动

风险。不仅进口成本会急剧增加，而且若防控不当，极易重蹈 2004年、2008年国内大量加工企业破

产倒闭的覆辙。对此必须高度重视，严加防范。

四、确保中国粮食安全的应对措施与政策建议

针对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全球粮食市场波动有可能进一步升级的风险和挑战，必须毫不动摇地坚

持中央确定的粮食安全方针，要加强监测、及早谋划，系统应对、综合施策，牢牢把握国家粮食安全

保障的主动权，确保中国粮食供给充足、价格基本稳定，为中国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基础支撑。

第一，有效管理输入性不稳定预期对国内粮食市场的干扰和冲击。这是在当前严格抓好疫情防控

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并严加防范的重大风险点。建议加强监测、综合施策，有效引导和管理预期，

谨防市场恐慌、抢粮囤粮。在当前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尤其要注重确保国内粮食市场和流通信息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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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运输畅通和物流畅通，进一步完善和强化应急保障机制，确保粮食供应充足、价格基本稳定。

第二，进一步强化粮食生产能力建设。进一步筑牢粮食有效供给基础，确保 6.5亿吨粮食产能基

本稳定。一要加强和完善农业支持政策体系，继续推进农产品收储制度改革，实施更加有效、合规的

支持补贴措施，切实保障农民种粮基本收益，保护和提高农民种粮务农积极性。二要进一步加大对粮

食主产区的支持力度，夯实地方重农抓粮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增强地方政府保障粮食安全的责任意识

和大局意识。三要加大农业基础建设支持力度，大力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有效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四要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农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提高粮食质量和品质。

第三，构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风险治理体系。要按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全

面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建立从粮食生产到消费全程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宏观调控和管理体系，全

面提升粮食安全保障的宏观调控水平和风险治理能力。一是，加强粮食全产业链风险调查研判，建立

动态监测、实时预警机制，完善和优化宏观调控，把粮食安全风险化解在源头、防控在前端。二是，

建立粮食安全风险治理责任机制，压实各级主体的责任。三是，处理好粮食安全保障的常态与应急、

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生产者与消费者、国内与国际、当前与长远等关系，建立和完善统一高效、

协调有力的粮食安全保障风险治理体系。

第四，加强和完善重要农产品储备体系。要进一步优化国家粮食储备的区域布局，完善品种结构，

健全物流体系，创新配送机制。建议以油肉糖棉等国内紧缺农产品为试点，通过连接进口机制和全球

供应链，建立重要农产品商业储备调节机制，作为国家储备的补充，形成国储、商储相结合的重要农

产品储备调节和保障体系。

第五，强化农产品全球供应链管理。一要建立和加强全球农产品市场风险监测评估体系，进一步

提高大豆等大宗进口农产品风险管理能力，有效应对和防控国际市场波动风险。二要积极部署采购大

豆等大宗农产品，目前是全球粮油糖棉等大宗农产品价格的历史低位，部分已低于种植成本。现在入

市采购，不仅经济上合理、商业上有利，也对进一步充实国内库存、增加供给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三

要加强和完善全球农业食品供应链管理，研究制定综合支持政策，鼓励中国企业深度融入全球农业食

品生产、加工、物流、营销及贸易产业链、价值链与供应链。

第六，加强国际粮食安全、贸易和投资政策协调。要加强国际协调，确保全球农业与粮食供应链

安全运行与有效运转，不断完善和强化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共同维护全球农业贸易和市场秩序。建议

联合欧洲有关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发起限制对农产品投机炒作、避免全球粮食剧烈波动的国

际倡议，有效遏制投机资本扰乱全球粮食市场、引发全球粮食危机的行为。积极支持和参与联合国机

构开展的援助低收入、贫困国家粮食安全的国际合作。

参考文献

1.程国强，2008：《全球粮价上涨：是短期波动，还是长期趋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内部研究报告，9月。

2.程国强，2020a：《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人民日报》2月21日第 5版。

3.程国强，2020b：《筑牢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基础》，《农村工作通讯》第4期。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粮食安全：趋势、影响与应对

- 8 -

4.程国强，2020c：《加强风险治理 完善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体系》，《光明日报》3月 3日第 2版。

5.程国强，2020d：《警惕投机资本炒作粮食市场》，《经济日报》4月8日第3版。

6.樊胜根，2020：《借鉴国际经验 防范疫情带来的食物安全问题》，《中国科学报》3月3日第3版。

7.国家统计局，2020：《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官网，http://www.

stats.gov.cn/tjsj/zxfb/202002/t20200228_1728913.html。

8.司伟、张玉梅、樊胜根，2020：《从全球视角分析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如何保障食物和营养安全》，《农业经济问题》

第3期。

9.新华社，2020：《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粮食供应可以满足需要 截至目前没有动用中央储备粮》，中国政府网，

http://www.gov.cn/xinwen/2020-04/04/content_5499152.htm。

10.张红宇，2020：《从公共卫生事件到粮食安全》，《农民日报》4月11日第3版。

11.FAO，2008,Biofuels: Prospects, Risks andOpportunities, http://www.fao.org/publications/sofa/2008/en/.

（作者单位：1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贵州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陈静怡）

COVID-19 Pandemic is Affecting Food Security: Trends, Impacts and
Recommendations

ChengGuoqiang ZhuMande

Abstract: The COVID-19 pandemic spreads rapidly around the world, triggering abnormal price fluctuations in the global food

market and concerns about China’s food security. The impacts of the pandemic on global food production and trade in the later

period could be further increased, and there may be a higher volatility in the global food market. As liquidity is fully released in the

global financial market, the risk of a food crisis similar to that in 2008 will increase if the international speculative capital speculates

on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 market.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China’s food security system can generally address the challenges of the

increased global food market volatility, but there is a need to prevent and control the risk of the international price volatility of

soybeans and other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at China imports in large quantitie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in order to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ossible risks and challenges of global food market fluctuations,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monitoring, draw

early plans, address challenges systematically and implement measures comprehensively. Possible measures include effectively

reducing the interference and impact of unstable expectation of imported cases of COVID-19 on domestic food market; further

strengthening food production capacity; building a risk governance system to guarantee national food security; improving the

reserve system for important agricultural products; reinforcing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enhancing the coordination of international food security, trade and investment policies.

KeyWords:COVID-19Pandemic; Global FoodMarket; Global FoodCrisis; Food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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