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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非洲作为世界范围内对气候变化脆弱性最高的地区ꎬ 气候变

化及其连锁反应对该地区粮食安全造成了环境、 经济、 社会等多维度冲击ꎮ
从环境维度看ꎬ 气候变化引发的降水模式异常、 土地退化加剧、 极端气候事

件频发等后果ꎬ 对农业生产造成系统性威胁ꎬ 严重影响粮食供应量及稳定性ꎻ
从经济维度看ꎬ 气候变化会降低小农户的收入水平、 抑制农业生产性投资、
引发食品价格上涨、 扰乱全球粮食贸易ꎬ 从而损害了弱势群体的粮食获取能

力和国家层面粮食供应的稳定性ꎻ 从社会维度看ꎬ 气候变化不仅对民众健康

构成严重威胁ꎬ 还会使贫困和不平等状况恶化、 暴力冲突和流离失所事件增

加ꎬ 从而加剧粮食安全的脆弱性ꎮ 为应对愈发严峻的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的

双重挑战ꎬ 非洲国家亟需推动气候韧性的粮食系统转型ꎬ 未来可考虑将推进

基于自然的低碳农业生产方式、 塑造具有气候韧性的农业价值链、 构建抵御

灾害风险的社会安全网ꎬ 作为应对气候变化冲击的战略重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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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是人类高于一切的需求以及唯一的生存方式ꎬ 消除饥饿对实现人类

发展目标至关重要ꎮ 非洲大陆是世界范围内粮食不安全发生率最高的地区ꎬ
也是粮食安全状况持续恶化的唯一大陆ꎮ 由于非洲国家大多处于赤道两侧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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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地区ꎬ 非洲大陆由此成为世界范围内对气候变化脆弱性最高的地区ꎮ 气候

变化引发的平均气温升高、 降水模式改变、 土地退化加剧、 极端事件频发等

后果ꎬ 对非洲大陆粮食安全构成持续性和系统性威胁ꎬ 使其实现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中消除饥饿目标的难度倍增ꎮ 气候变化已成为非

洲国家深陷粮食安全困境的重要诱因ꎮ 非洲国家若不采取迅速而积极的气候

行动ꎬ 气候变化将以更具破坏性的方式加速发展ꎮ 预计到 ２０５０ 年ꎬ 全球范围

内因气候变化而陷入长期饥饿的人数将高达 ７ ８００ 万ꎬ 其中超过一半的人口将

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ꎮ① 相较于世界其他地区ꎬ 非洲国家对气候变化的

适应力和复原力较弱ꎬ 加之过度依赖于雨养农业以及粮食安全治理能力薄弱

等因素ꎬ 气候变化对该地区粮食安全的负面影响更严重且持续时间更长ꎮ
迄今ꎬ 国外学界关于气候变化与非洲粮食安全关系的研究成果较多ꎬ 主

要涉及气候变化对非洲农业生产、 农户生计、 农业生产率、 水资源、 粮食安

全等方面的影响ꎮ② 总体看ꎬ 国外学界关于气候变化对非洲粮食安全的影响研

究主要从粮食安全的供应、 获取、 利用和稳定性 ４ 个维度展开ꎬ 而国内学界

对气候变化与非洲粮食安全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ꎬ 散见于涉及非洲农业、 粮

食安全和气候变化等议题的相关成果中ꎮ③ 国内外既有研究成果为本文的分析

提供了较好的参考ꎬ 但关于气候变化对非洲粮食安全的影响机制有待进一步

深化研究ꎮ 气候变化对粮食安全的负面影响ꎬ 不仅仅来自气候变化引发的灾

害ꎬ 而是生态系统、 社会经济系统与气候变化带来的危害之间复杂互动的结

果ꎮ 气候变化带来的危害同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对气候变化相关灾害的

暴露度、 脆弱性相互作用ꎬ 决定了气候变化对粮食安全冲击的严重程度ꎮ 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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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ꎬ 本文拟从环境、 经济、 社会 ３ 个维度ꎬ 系统性阐述气候变化对非洲粮食

安全造成的冲击ꎮ 在气候危机背景下ꎬ 如何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产自可持

续粮食系统①的健康膳食是非洲国家乃至全人类面临的艰巨挑战ꎮ 展望未来ꎬ
构建具有气候韧性②的粮食系统应作为非洲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双重

挑战的战略优先事项ꎮ

一　 气候变化冲击非洲粮食安全的环境维度

环境因素包括自然资源和气候ꎬ 构成了粮食系统的生产部分ꎮ 农业生产

是将自然资源转化为农产品的过程ꎬ 因此高度依赖自然资源 (水、 土地、 生

物多样性等) 的可用性③ꎮ 农业生产的地域性和季节性很强ꎬ 是由气象条件的

差异造成的ꎬ 因此气候是影响农业生产不可或缺的自然环境ꎮ④ 农业生态系统

是经过改良ꎬ 且处于人为控制下的自然生态系统ꎬ 通过生态集约化来实现更

具生产力和盈利能力的农业系统ꎬ 并提供各种基本的生态系统服务ꎮ⑤ 在非洲

大陆ꎬ 气候变化引发的平均气温升高、 降水模式变化、 土地退化加剧、 极端

事件频发等一系列后果ꎬ 使农业生态系统承受重压ꎬ 农业生产面临系统性威

胁ꎬ 严重削弱粮食供应能力及稳定性ꎬ 推高粮食安全风险ꎮ
(一) 水资源短缺和土地退化加剧削弱了粮食供应能力

气候变暖引发的降水模式变化和冰川退缩等后果ꎬ 使非洲大陆可利用的

淡水资源减少、 农业用水承受更大压力ꎮ 非洲大陆的气候变暖幅度高于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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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水平ꎮ １９９１ ~ ２０２２ 年ꎬ 非洲大陆平均每 １０ 年升温 ０ ３℃ꎬ 高于全球平均

升温幅度 (０ ２℃ / １０ 年)ꎻ 其中北部非洲升温幅度最高ꎬ 为每 １０ 年 ０ ４℃ꎮ①

气候变暖导致非洲大陆的降水模式发生了剧烈变化ꎬ 绝大多数国家的降水量

减少ꎬ 相比于 １９０１ 年ꎬ ２０２０ 年非洲大陆有 ２９ 个国家年均降水量减少ꎮ② 气候

变暖使得非洲大陆高山冰川的消融速度快于全球平均速度ꎮ 预计到 ２０３０ 年ꎬ
鲁文佐里山和肯尼亚山上的冰川将会消失ꎬ 到 ２０４０ 年ꎬ 乞力马扎罗山上的冰

川将会消失ꎮ③ 冰川是很多河流系统的天然水库ꎬ 一旦冰川体积缩减或消失ꎬ
农作物的夏季供水将会减少ꎮ④ 平均气温升高、 降水模式变化和冰川退缩使得

尼罗河、 尼日尔湖、 赞比西河ꎬ 以及大型内陆湖维多利亚湖、 乍得湖等众多

河流都出现了严重的水量下降情况ꎮ⑤ 在过去 ２０ 年里ꎬ 气候变化导致非洲大

陆可用淡水资源大大减少ꎮ 由于水资源对作物生长至关重要ꎬ 生长过程中的

水分胁迫会导致大多数作物大幅减产ꎮ⑥ 非洲大陆约有 ９０％ 的粮食产自雨养

种植系统ꎮ 气候变化引发淡水资源短缺ꎬ 使非洲大陆的雨养农业面临系统性

风险ꎬ 极易导致作物单产下降和产量减少ꎬ 削弱了粮食供应能力ꎮ
气候变化还会引发土地退化过程加剧ꎬ 对农业生产和粮食供应造成负面

影响ꎮ 非洲是世界上最干旱的大陆ꎬ 旱地占陆地面积的 ４５％ ꎬ 有 ５０％的人口

生活在旱地环境中ꎮ⑦ 旱地的贫瘠和极易侵蚀的土壤存在较大的土地退化风

险ꎮ 通过砍伐森林变为农业用地、 过度放牧和生物质能源消耗等方式ꎬ 使非

洲大陆出现大面积农业用地退化现象ꎮ 气候变化引发的海平面上升、 高温胁

迫、 强降水、 洪水和干旱等后果ꎬ 又加剧了土地退化的过程ꎮ 当前ꎬ 非洲大

陆 ６５％的农田和 ３５％的牧场遭受土地退化的影响ꎮ⑧ 土地退化会引发恶性循

环ꎬ 其负面影响不断叠加并造成巨大的环境、 社会和经济负面影响ꎮ 由于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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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迪、 熊伟、 许吟隆: «气候变化对非洲水资源和农业的影响»ꎬ 第 ２６０ 页ꎮ
Ｇｏｒｄｏｎ Ｃｏｎｗａｙꎬ Ｏｕｓｍａｎｅ Ｂａｄｉａｎｅꎬ ａｎｄ Ｋａｔｒｉｎ Ｇｌａｔｚｅｌꎬ Ｆｏｏｄ ｆｏｒ Ａｌｌ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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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２０２２ － ２０３２ꎬ Ａｄｄｉｓ Ａｂａｂａꎬ ２０２２ꎬ ｐ １０
Ａｙｏｄｅｌｅ Ｏｄｕｓｏｌａꎬ Ａｆｒｉｃａ’ 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ｔｏ Ｐｏｗｅｒｈｏｕｓｅꎬ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Ｎａｔｕｒｅ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ＡＧꎬ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ꎬ ２０２１ꎬ ｐ 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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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退化ꎬ 非洲局部地区的农业生产率在 １９８１ 年至 ２００３ 年间下降了一半ꎮ① 任

何持久的农业系统ꎬ 其首要条件是土壤肥力的维持ꎮ② 土地退化和随之而来的

土壤肥力耗竭是非洲农业生产力低的根本生物物理原因ꎮ 气候变化引发土地退

化加剧ꎬ 加速土壤肥力耗竭ꎬ 抑制了农业生产率和产量的增长ꎬ 削弱了粮食供

应能力ꎮ 综上ꎬ 气候变化引发的水资源短缺和土地退化加剧ꎬ 不仅会使作物单

产下降和产量减少ꎬ 还会限制作物单产的提升潜能ꎬ 从而削弱粮食供应能力ꎮ
(二) 极端天气事件频发降低了粮食供应量和稳定性

气候变化引发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 规模和强度不断增加ꎬ 使得非洲

大陆的农业生产遭受巨大损失和损害、 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上升ꎬ 对粮食供

应量及稳定性造成威胁ꎬ 推高粮食安全风险ꎮ 在极端天气事件中ꎬ 干旱和洪

水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和损害最大ꎬ 对种植业和畜牧业的负面影响尤为严

重ꎮ 非洲大陆是全球受旱灾影响最严重的地区ꎬ 也是遭受洪灾第二严重的地

区 (见表 １)ꎮ 世界范围内 １ / ３ 的旱灾发生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ꎬ 该地区的

洪水发生频率的增幅也为全球最高ꎮ③ 据相关研究测算ꎬ 在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３ 年非

洲大陆遭受的中等到大规模气候灾害中ꎬ 干旱引发的作物和畜牧产量损失最

大ꎬ 占比为 ８９％ ꎬ 其次是洪水引发的损失ꎬ 占比为 ９％ ꎮ④ ２０１６ 年ꎬ 南部非洲

地区遭遇了 ３５ 年来最严重的干旱ꎬ 导致作物产量大幅减少ꎬ 在 ２０１６ 年收获

季后出现了 ７９０ 万吨的谷物缺口ꎻ 由于水坝水位低和牧草稀少ꎬ 南部非洲 ５
个国家损失了 ６４ ３ 万头牲畜ꎮ⑤ ２０２２ 年ꎬ 非洲之角地区遭遇了 ４０ 年来最严重

的旱灾ꎬ 当地牧场和水源濒临枯竭ꎬ 数以千计英亩面积的农作物遭到破坏ꎬ
约有 １ / ３ 的牲畜死亡ꎮ 牲畜是牧民膳食中奶类供应的主要来源ꎬ 持续的干旱

导致牲畜大批死亡ꎬ 奶类供应短缺ꎬ 使该地区遭受营养不良人口比率极高ꎮ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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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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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Ｆａｒｍｅｒｓꎬ ｐ ６８

[英国] 艾尔伯特霍华德著: «农业圣典»ꎬ 李季主译ꎬ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 年版ꎬ 第 １ 页ꎮ
ＩＭＦꎬ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Ｓｕｂ － Ｓａｈａｒ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ꎬ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０ꎬ ｐ １５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２０１６ 年粮食及农业状况: 气候变化、 农业和粮食安全»ꎬ 罗马ꎬ

２０１６ 年版ꎬ 第 ２７ 页ꎮ
ＵＮＯＣＨＡꎬ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ＥＬ Ｎｉñｏꎬ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Ｄｉｐｏｌ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Ｉｍｐａｃｔ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Ｏｃｔ ２０２３ꎬ ｐ １
«非洲之角: 该地区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灾难———联合国粮农组织东部非洲抵御力建设小组组长

Ｃｙｒｉｌ Ｆｅｒｒａｎｄ 访谈录»ꎬ 载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ａｏ ｏｒｇ / ｎｅｗｓｒｏｏｍ / ｄｅｔａｉｌ / ｈｏｒｎ － ｏｆ －
ａｆｒｉｃａ － － － ｔｈｅ － ｒｅｇｉｏｎ － ｉｓ － ｆａｃｉｎｇ － ａｎ － ｕｎ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ｅｄ －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 ｚｈꎬ ２０２４ － ０６ － １６ꎮ



气候变化对非洲粮食安全的多维冲击及其治理　

２０２３ 年初ꎬ 极端干旱致使非洲之角的埃塞俄比亚、 肯尼亚和索马里三国有超

过２ ０００万人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ꎮ①

表 １　 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２ 年世界各地区遭受洪灾和旱灾的次数

地区 洪灾 旱灾

亚洲 ８３０ ４１

非洲 ４５８ ８１

美洲 ４３４ ５１

欧洲 ２２０ ８

大洋洲 ４７ １４

　 　 资料来源: Ｍｏ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ｔｏ ＣＯＰ２７: Ｍａｋｉｎｇ Ａｆｒｉｃａ’ ｓ Ｃ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Ｄｅｂａｔｅꎬ Ｌｏｎｄｏｎꎬ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２ꎬ ｐ １５

(三) 破坏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并使粮食供应面临系统性威胁

气候变化引发的平均气温升高、 降水模式变化、 海平面上升、 海洋酸化

等后果ꎬ 使非洲传统农业生产方式难以为继ꎬ 对粮食供应造成系统性威胁ꎮ
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的种植业依赖于雨水灌溉ꎬ 因而作物产量与气候条件具有

高度相关性ꎮ 气候变化使得许多非洲国家农作物的生长季越来越短ꎬ 导致产

量下降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１ 年加纳北部地区雨季迟了一个月来临ꎬ 又提前一个月结

束ꎬ 导致在良好条件下水稻的生长季缩短ꎬ 产量锐减ꎮ②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的作物单产已经是全球最低水平ꎬ 随着气温不断升高、 降水模式异常以及作

物生长季变短ꎬ 整个地区的谷物生产均将受到不利影响ꎻ 玉米、 高粱和花生

等作物的单产呈现下降趋势ꎮ 在半干旱的北非地区ꎬ 谷物产量几乎完全取决

于气候因素ꎬ 很多情况下气候因素导致了 ８０％ 或以上的年产量波动ꎻ③ 气温

升高会降低玉米单产ꎬ 以及小麦产量ꎮ 如果气温升高达到 ２℃ꎬ 非洲大陆现采

用的玉米、 小米和高粱的耕作方式都将难以为继ꎮ④ 气候变暖带来的高温胁迫

对畜牧生产造成不利影响ꎮ 大多数牲畜对 ３０℃以上的温度都很敏感ꎬ 气温超

１７

①
②

③

④

Ｗｏｒｌｄ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２０２２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 ２０２３ꎬ ｐ ３４
Ｇｏｒｄｏｎ Ｃｏｎｗａｙꎬ Ｏｕｓｍａｎｅ Ｂａｄｉａｎｅꎬ ａｎｄ Ｋａｔｒｉｎ Ｇｌａｔｚｅｌꎬ Ｆｏｏｄ ｆｏｒ Ａｌｌ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Ｆａｒｍｅｒｓꎬ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 ２０１９ꎬ ｐ ７７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２０１８ 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 增强气候抵御能力ꎬ 促进粮食

安全和营养»ꎬ 罗马ꎬ ２０１８ 年版ꎬ 第 ６２ ~ ６３ 页ꎮ
Ｍａｌａｂｏ Ｍｏｎｔｐｅｌｌｉｅｒ Ｐａｎｅｌꎬ ＡＤＡＰ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Ｕｎｌｏｃｋ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ｔ Ｆｏｏ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Ｋｉｇａｌｉꎬ Ｒｗａｎｄａ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２ꎬ 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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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３０℃以后每升高一度ꎬ 牲畜的进食量就会减少 ３％ ~ ５％ ꎮ 高温胁迫使家畜

在遭受疫病侵扰时更加脆弱ꎬ 从而降低生育力并导致肉和奶产量减少ꎮ 气候

变暖已导致非洲大陆畜牧系统的动物生长速度和生产力降低ꎮ 相关研究表明ꎬ
如果气温升高达到 ２℃ꎬ 到 ２０４５ 年高温引发的热应激将使非洲大陆肉类和牛

奶产量分别损失 ２５ 亿美元和 ７ ０８ 亿美元ꎮ① 气候变化引发的海洋温度升高、
海平面上升、 海洋酸化等后果ꎬ 威胁非洲大陆沿海地区的渔业ꎬ 尤其是西非地

区ꎮ 预计西非地区渔业产量将持续下降ꎬ 到 ２０５０ 年该行业就业人口将比 ２０００ 年

下降 ５０％ꎮ 东非地区渔业受海洋温度升高、 海水缺氧和酸化、 病原体增加等多

重冲击ꎬ 导致产量下降ꎮ 在北非地区ꎬ 气候变化使得地中海部分地区的潜在渔

获量降幅达 ５０％ꎮ②

总体来说ꎬ 气候变化对不同区域、 不同国家产生的影响并不均衡ꎮ 在气

候变化背景下ꎬ 中纬度和高纬度地区的农业生产可能会由于气温升高和生产

季延长带来益处ꎮ 然而ꎬ 在低纬度和热带地区ꎬ 若采用传统农业生产方式ꎬ
即使是低水平的气候变暖也会对小麦、 稻谷和玉米等粮食作物生产造成负面

影响ꎮ③ 由于非洲国家大多处于低纬度和热带地区ꎬ 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负

面影响尤为明显: 气候变化对作物单产、 鱼类资源以及动物卫生和生产率造

成日益严重的负面影响ꎻ 随着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威胁日益严重ꎬ 采用传

统农业生产方式在同样地点种植作物、 饲养家畜、 管理森林和捕捞鱼类的难

度将不断加大④ꎬ 致使非洲大陆粮食供应面临系统性威胁ꎮ 鉴于人口增长率较

高ꎬ 到 ２０５０ 年非洲大陆总人口将超过 ２０ 亿ꎬ 非洲国家需要大幅提高农业产

量ꎬ 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食物消费需求ꎮ 而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负面冲击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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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可供应量趋于下降ꎬ 这一趋势令人担忧并成为决策者面临的核心发展问题ꎮ

二　 气候变化冲击非洲粮食安全的经济维度

经济因素包括收入、 价格、 投资、 金融和国际贸易ꎬ 这些因素影响到粮

食安全的供应、 获取和稳定性维度ꎮ 气候变化使非洲小农户的生计和收入受

损ꎬ 它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加会抑制农业生产性投资ꎬ 还会引发食品价格上涨

和干扰全球粮食贸易ꎬ 从而对非洲粮食安全的供应、 获取和稳定性维度构成

持续性威胁ꎬ 加剧粮食安全风险ꎮ
(一) 给小农户造成经济损失并削弱其粮食获取能力

由于非洲农业系统对气候变化的敏感度和脆弱性很高ꎬ 加之适应能力和

应对机制有限ꎬ 使其应对气候变化冲击及从冲击中复原的能力较弱ꎮ 对于从

事种植、 畜牧、 捕鱼等农业活动的小农户而言ꎬ 他们的收入和生计来源与气

候条件密切相关ꎬ 气候变化引发的自然灾害自然会使其遭受较大的经济损失ꎬ
削弱其粮食获取能力ꎮ

非洲大陆约有 ７０％ ~８０％农村人口的生计主要来源于旱地种植和畜牧系

统 (即雨养农业)ꎮ①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ꎬ 具有经济活动能力的农村人口中近

３ / ４ 为小规模家庭农场经营者ꎮ② 小规模家庭农业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支

柱ꎬ 且以雨养农业为主ꎮ 在大多数情况下ꎬ 小农户采用传统农业生产方式ꎬ
几乎不使用化肥和杀虫剂ꎬ 较少使用改良种子ꎬ 农业产量很低ꎻ 他们很难从

银行或小额信贷机构获得信贷ꎬ 也没有为其作物或牲畜面临的许多风险和危

害投保③ꎬ 这使其极易遭受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ꎮ 由于过度依赖雨养农业ꎬ 缺

乏足够资源迅速有效地应对灾害ꎬ 以及替代生计来源较少ꎬ 气候变化对非洲

小农户的生计和收入造成严重冲击: 自然灾害引发的农业产量骤减会直接导

致其生计受损、 农业收入下降ꎻ 严重的干旱、 洪水、 风暴等灾害还会引发牲

畜、 渔船和农业设备等生计资产的损失ꎬ 降低未来创造收入的能力ꎮ 当前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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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农村家庭的膳食模式已从自产食物为主转变为更多地去市场购买食

物ꎮ 有研究表明ꎬ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 １１ 个国家中ꎬ 农村家庭的平均食物采

购额占食物总消费额的 ５６％ ꎮ① 这表明非洲农村家庭包括小农户ꎬ 十分依赖

从市场购买食物ꎬ 是食物的净购买者ꎮ 气候变化导致非洲小农户的生计、 资

产和收入受损ꎬ 严重削弱其粮食获取能力ꎬ 使其粮食安全风险上升ꎮ
(二) 抑制农业生产性投资并弱化长期粮食供应能力

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事件频发会增加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ꎬ 抑制农业生

产性投资ꎬ 造成农业家庭和国家层面农业系统的长期生产率和抵御气候风险

能力下降②ꎬ 不利于提升长期粮食供应能力ꎮ 使用过时的耕作方式ꎬ 对改良农

业技术的采用率低ꎬ 缺乏农业基础设施ꎬ 以及信贷资金和保险服务等因素ꎬ
是非洲农业发展滞后和粮食供应能力低的重要原因ꎮ 为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

风险和危害ꎬ 非洲国家亟需采取改进现有耕作方式、 采用创新的农业技术、
完善农业基础设施以及提供农业信贷和灾害保险等举措ꎬ 以此作为推动农业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ꎮ 这意味着从农业家庭到国家层面都需要大幅增加农

业生产性投资ꎬ 以提升长期粮食供应能力和农业生产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ꎮ
然而ꎬ 气候变化及其连锁效应使非洲大陆在农业家庭和国家层面的农业生产

性投资均受到抑制ꎬ 降低了粮食供应的提升潜能ꎮ 对小规模农业家庭而言ꎬ
气候相关灾害不仅降低了其当期的粮食供应水平ꎬ 还由于推高了农业生产的

风险ꎬ 导致增加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可能性降低ꎬ 从而弱化其长期粮食供应能

力ꎮ 例如ꎬ 在埃塞俄比亚和津巴布韦ꎬ 农民积累的资本与不存在气候相关风

险时ꎬ 大约减少了 ５０％ ~ ６０％ ③ꎬ 使其增加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可能性下降ꎬ
从而弱化其长期粮食供应能力ꎮ 对非洲国家而言ꎬ 气候变化虽引发的经济损

失巨大ꎬ 但政府对农业生产性投资的资金供给匮乏ꎬ 这不利于提升长期粮食

供应能力ꎮ 例如ꎬ ２０２２ 年ꎬ 非洲大陆共发生 ８０ 起与水文气象和气候相关的灾

害ꎬ 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 ８５ 亿美元ꎮ④ 预计到 ２０４０ 年ꎬ 气候变化将导致非洲

大陆国内生产总值每年损失 ２％ ~ ４％ ꎮ⑤ 对于频繁遭遇气候灾害和灾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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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洲国家而言ꎬ 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①使政府用于农业发展和韧性建设的公

共投资更为匮乏ꎬ 从而会抑制对农业基础设施、 农业研发投入、 农业投入品

等生产性投资ꎬ 不利于提升国内长期粮食供应能力ꎬ 不利于农业领域的可持

续发展ꎮ
(三) 引发食品价格上涨并侵蚀弱势群体的粮食获取能力

气候变化会导致全球粮食产量下降和粮食贸易受阻ꎬ 使粮食可供应量减

少ꎬ 从而引发食品价格上涨ꎮ 一项研究综合考虑了人口增长、 收入增长和气

候变化的各种情景ꎬ 分析了 １５ 种组合模式下的潜在影响ꎻ 运用人口低增长、
收入高增长的乐观情景以及 ４ 种气候变化情景的平均值ꎬ 该研究得出了 ２０５０
年粮价对比 ２０１０ 年价格水平的预期平均涨幅ꎬ 玉米为 ８７％ ꎬ 稻米为 ３１％ ꎬ 小

麦为 ４４％ ꎮ② 另有研究表明ꎬ 在贝宁、 厄立特里亚、 埃塞俄比亚、 马拉维和

多哥等非洲国家ꎬ 平均气温越高ꎬ 玉米价格越高ꎮ 气温与价格之间的正相关

性也见于一些小麦生产国ꎬ 苏丹、 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等国家比较典

型ꎮ③ 欧洲央行估计ꎬ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仅高温天气就将使全球食品价格通胀率每

年上涨 ０ ９２ ~ ３ ２３ 个百分点ꎮ④ 这主要是基于气候变化对粮食产能、 粮食市

场供需之间的传导机制所致ꎮ 价格效应是影响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ꎮ 食品价

格的上涨和普遍的通货膨胀会侵蚀民众收入增长ꎬ 并恶化他们获得食物的机

会ꎮ⑤ 由于非洲国家的食品价格通胀率普遍较高ꎬ 如 ２０１０ 年以来非洲大陆平

均食品价格通胀率是全球食品价格通胀率的两倍多ꎬ 气候变化引发的食品价

格上涨对非洲粮食安全的负面冲击尤为严重ꎮ
气候变化引发的食品价格上涨会侵蚀贫困和低收入等弱势群体的粮食获取能

力ꎬ 使他们陷入粮食短缺和营养不良的风险加大ꎮ 由于收入水平低ꎬ 非洲大陆家

庭收入中用于食品消费的比例很高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这一比例为 ２３％ꎮ⑥ 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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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价格上涨会侵蚀贫困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购买力ꎬ 导致饥饿人数增加ꎮ 例

如ꎬ 极端天气事件和其他因素导致的食品价格上涨是导致 ２０２２ 年中部非洲饥

饿人数增加的主要原因ꎮ① 健康膳食是指一段时间内摄取均衡、 多样、 选择得

当的食物ꎮ 健康膳食可满足人体对宏量营养素和微量营养素的需求ꎬ 是良好

营养的先决条件ꎻ 反之ꎬ 不健康膳食是导致营养不良的直接诱因ꎮ② 在撒哈拉

以南非洲地区ꎬ 购买力低使得一些地区居民饮食结构以玉米、 根茎类等主粮

为主ꎬ 鱼类、 肉类和乳品的人均消费为世界最低水平ꎮ 由于食物摄入的数量、
质量或均衡性不足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营养不良、 儿童营养不良的发生

率均居世界首位ꎮ③ ２０２１ 年ꎬ 非洲大陆无力负担健康膳食人口比例高达

７７ ５％ ꎬ 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４２ ２％ )ꎬ 也远高于其他各地区ꎮ④ 随着气候

变化引发食品价格上涨ꎬ 饥饿和无力负担健康膳食人数由此增加ꎬ 将加剧非

洲粮食安全困境ꎮ
(四) 削弱非洲通过全球粮食贸易保障粮食供应的作用

非洲大陆的基本食物尚未实现自给自足ꎮ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８ 年ꎬ 北部非洲的谷

物进口依存度高达 ５２ ４％ ꎬ 东部非洲、 南部非洲、 西部非洲和中部非洲的谷

物进口依存度分别为 １６ ２％ 、 ２０ ４％ 、 ２３ ９％ 和 ３１ ５％ ꎮ⑤ 伴随人口增长、
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ꎬ 未来 １０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食物消费需求将显著增

加ꎬ 然而农业产量年均增幅仅为 ２ ２％ 且低于人口增速⑥ꎬ 这将导致该地区食

物自给率下降以及进口依存度上升ꎮ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玉米自给率很高ꎬ
但水稻、 小麦等谷物高度依赖进口ꎻ 预计到 ２０３２ 年ꎬ 水稻和小麦的自给率将

分别下跌至 ５０％ 和 ２４％ ⑦ꎬ 食糖和植物油的自给率将分别下降至 ５３ １％ 和

４９ ７％ (参见表 ２)ꎮ 这意味着全球粮食贸易对于保障非洲粮食供应的重要性

６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等: «２０２３ 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 贯穿城乡连续体的城市化、
农业粮食体系转型和健康膳食»ꎬ 第 １５ 页ꎮ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气候行动与营养: 影响路径»ꎬ 罗马ꎬ ２０２４ 年版ꎬ 第 ３ 页ꎮ
张梦颖: «俄乌冲突背景下非洲粮食安全的困境»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５３ 页ꎮ
ＦＡＯꎬ ＩＦＡＤꎬ ＵＮＩＣＥＦꎬ ＷＦＰ ａｎｄ ＷＨＯꎬ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２０２３ꎬ Ｒｏｍｅꎬ ２０２３ꎬ ｐｐ ２０ － ２７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ｏ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２０２２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ｏｏ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Ｆｏｏ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Ｃꎬ ２０２２ꎬ ｐ ３２
ＯＥＣＤ ＆ ＦＡＯꎬ ＯＥＣＤ － ＦＡＯ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２３ － ２０３２ꎬ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 Ｐａｒｉｓꎬ ２０２３ꎬ

ｐ ９６
ＯＥＣＤ ＆ ＦＡＯꎬ ＯＥＣＤ － ＦＡＯ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２３ － ２０３２ꎬ ｐ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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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愈发显著ꎮ 然而ꎬ 气候变化对全球粮食贸易造成的负面冲击日益凸显ꎬ 削

弱了非洲国家通过国际市场来保障粮食供应的能力ꎮ

表 ２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基本食物自给率变化趋势 (％ )

农产品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平均值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２ 年均值 ２０３２ 年预测值

谷物 ８３ ５ ８１ ９ ７７ ６

肉类 ８７ ４ ８３ ４ ７７ ５

食糖 ７３ ７ ６４ ３ ５３ １

植物油 ５８ ６ ５８ ５ ４９ ７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ＦＡＯꎬ ＯＥＣＤ － ＦＡＯ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２３ － ２０３２ꎬ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 Ｐａｒｉｓꎬ
２０２３ꎬ ｐ １０４

首先ꎬ 气候变化降低全球农业生产力ꎬ 使多个世界主要粮食出口国的作

物系统同时歉收的风险加大ꎬ 导致全球粮食可供应量减少ꎮ 尽管在某些有限

的情况下ꎬ 气候变化会使少数地区的农业生产力提高ꎬ 但总体而言ꎬ 气候变

化引致全球农业生产力降低的风险更大ꎮ① 近年来ꎬ 气候变化对全球谷物和植

物油生产造成重大影响ꎬ 增加了多个粮食出口国的作物系统同时歉收的风险ꎮ
例如ꎬ ２０２１ 年ꎬ 南美洲国家 (巴西和巴拉圭) 的大豆作物和北美洲国家 (加
拿大) 的小麦作物因干旱而大幅减产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ꎬ 台风拉伊袭击了马来西

亚和菲律宾ꎬ 导致棕榈油大幅减产ꎮ② 气候变化通过降低全球粮食可供应量ꎬ
会削弱国际市场为非洲国家提供充足粮食供应的潜能ꎮ

其次ꎬ 极端天气事件会引发粮食保护主义倾向上升ꎬ 使全球粮食供应量

下降、 粮食价格上涨ꎬ 扰乱粮食贸易的稳定性ꎮ 粮食保护主义政策表现为出

口禁令、 限制出口数量、 提高出口价格等类型ꎮ③ 极端天气事件引发的作物大

幅减产会使粮食生产国颁布出口禁令ꎬ 以弥补国内产量损失并平抑国内粮价

上涨ꎬ 由此会导致全球粮食供应量下降及粮食价格上涨ꎮ 例如ꎬ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ꎬ
世界第一大大米出口国印度因季风降雨不均导致稻米大幅减产ꎮ 为确保国内

７７

①

②

③

Ｋｅｖｉｎ Ｍ Ａｄａｍｓꎬ Ｍａｇｎｕｓ Ｂｅｎｚｉｅꎬ Ｓｉｍｏｎ Ｃｒｏｆｔꎬ ａｎｄ 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 Ｓａｄｏｗｓｋｉꎬ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ꎬ Ｔｒａｄｅꎬ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Ｒｉｓｋｓ 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Ｆｌｏｗｓꎬ
ＳＥＩ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１ꎬ ｐ ４

Ｂｏｕëｔꎬ Ａｎｔｏｉｎｅꎬ Ｏｄｊｏꎬ Ｓｕｎｄａｙ Ｐｉｅｒｒｅꎬ Ｚａｋｉꎬ ａｎｄ Ｃｈａｈｉｒ ｅｄｓꎬ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ｒａｄ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
２０２２ꎬ Ｋｉｇａｌｉ ａｎｄ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Ｃ: ＡＫＡＤＥＭＩＹＡ２０６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ｏ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２０２２ꎬ ｐ １３

林发勤: «粮食保护主义全球蔓延的影响及应对»ꎬ 载 «人民论坛» 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０ 期ꎬ 第 ９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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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米供应、 遏制不断上涨的粮价ꎬ 印度政府于 ７ 月 ２０ 日颁布大米出口禁令①ꎬ
导致国际市场大米供应量减少ꎬ 推高了全球大米贸易价格ꎬ 对大米进口国带

来严重冲击ꎮ 因此ꎬ 随着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日益频繁以及强度和

持续时间增加ꎬ 将导致粮食保护主义倾向上升ꎬ 并通过出口禁令、 粮价上涨

等渠道ꎬ 降低全球粮食贸易保障非洲粮食供应的稳定性ꎮ
最后ꎬ 气候变化引发贸易成本上升、 粮食贸易受阻等不利影响ꎬ 加剧全球

粮食贸易网络的脆弱性ꎮ 气候变化引起的气温升高、 海平面上升、 强降水、 风

暴、 洪水等会增加贸易相关基础设施的维护和维修成本ꎬ 从而间接增加贸易成

本ꎮ 极端天气事件会影响关键的粮食运输走廊和基础设施ꎬ 可能造成运输中断

和延误ꎬ 进而产生额外贸易成本ꎮ 气候变化引发的干旱、 洪水、 风暴等极端事

件发生的频率、 规模和强度日益增加ꎬ 对全球粮食贸易网络中具有战略意义的

重要枢纽造成负面冲击ꎬ 可能导致粮食贸易线路中断ꎬ 从而加剧全球粮食贸易

网络的脆弱性ꎮ② 在气候变化背景下ꎬ 全球粮食贸易面临贸易成本上升、 不确

定性增加的不利局面ꎬ 使非洲国家通过国际市场保障粮食供应面临较大风险ꎮ
概言之ꎬ 气候变化引发的全球粮食供应量减少、 粮食价格和贸易成本上

升、 粮食贸易受阻或中断等不利影响ꎬ 削弱了非洲国家通过国际市场保障粮

食供应的能力ꎮ 对于最不发达的非洲粮食净进口国而言ꎬ 经济作物也是其出

口创汇的重要来源ꎬ 气候变化致使农产品产量下降、 出口创汇减少ꎬ 同时食

品进口费用上升ꎬ 将使其国际收支面临严重失衡的困境ꎬ 从而危及其通过全

球粮食贸易保障粮食供应的能力ꎮ

三　 气候变化冲击非洲粮食安全的社会维度

社会因素包括民众健康、 贫困和不平等、 人口迁移、 暴力冲突等方面ꎬ
这些因素影响到粮食供应、 获取、 利用和稳定性等各个维度ꎮ 气候变化不仅

使非洲民众健康遭受严重威胁ꎬ 损害其对食物营养的吸收能力ꎬ 还导致贫困

和不平等状况恶化ꎬ 损害非洲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ꎮ 气候变化引发自然灾害

８７

①

②

郑红明: «印度禁止大米出口ꎬ 会否重演全球大米危机?»ꎬ 载 «粮油市场报»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２７
日ꎻ 施普皓: « “靠天吃饭” 印度农业疲于应对»ꎬ 载 «经济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３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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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发、 水资源短缺和土地退化加剧ꎬ 各利益相关方对自然资源的竞争日益激

烈ꎬ 致使非洲大陆的暴力冲突和流离失所事件增加ꎬ 扰乱粮食系统的可持续

性ꎬ 导致非洲粮食安全脆弱性加剧ꎮ
(一) 气候变化对民众健康造成严重威胁且损害食物营养的可利用性

气候变化正在破坏人类赖以保持健康的自然和人类社会系统ꎬ 日益影响

着全世界人民的生存和健康ꎮ① 世界卫生组织断言: “气候变化威胁着人类健

康的基本要素———清洁的空气、 安全的饮用水、 营养丰富的食物供应和安全

的住所ꎬ 并有可能破坏几十年来在全球健康方面取得的进展ꎮ”② 气候变化给

人类健康造成直接或间接的影响ꎬ 如营养不良、 热应激③、 罹患疾病等ꎬ 并通

过侵蚀身体对食物养分的吸收能力ꎬ 降低食物摄入量和饮食多样性ꎬ 损害食

物营养的可利用性ꎬ 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产生不利影响ꎮ
气候变化引发非洲大陆的干旱、 洪水、 热浪、 风暴等极端事件频发ꎬ 危

及饮用水安全、 食品安全、 清洁卫生和粮食生产ꎬ 导致传染病、 非传染性疾

病的发生率上升ꎬ 对非洲民众健康造成严重威胁ꎬ 降低食物营养的可利用性ꎬ
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造成负面影响ꎮ 具体来说ꎬ 主要表现在如下三方面:
首先ꎬ 气候变暖导致非洲国家频繁遭遇热浪和高温天气ꎬ 尤其是北非国家④ꎬ
造成民众健康风险增加ꎮ 高温会增加人们罹患心血管疾病、 中暑或热衰竭的

风险ꎬ 热浪会提高热应激造成的患病率和死亡率ꎬ 对人体健康形成相当严重

的影响⑤ꎬ 老人、 儿童、 孕妇、 呼吸道和心血管疾病患者等群体面临的健康风

险更大ꎬ 从而降低食物营养的可利用性ꎬ 损害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ꎮ 其次ꎬ
气候变化改变了很多细菌、 病毒和寄生原生动物的存活和传播方式ꎬ 导致食

物和饮用水受到污染的风险加大ꎬ 清洁水供应减少ꎬ 水源性和食源性疾病的

发病率和流行性上升ꎬ 对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健康造成威胁ꎬ 降低食物营

养的可利用性ꎬ 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产生负面影响ꎮ 例如ꎬ 不安全的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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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参见 «２０２３ 年柳叶刀人群健康与气候变化倒计时报告» 中文摘要ꎬ 该报告汇集了全球 ５２ 个

研究机构和联合国机构在内的 １００ 多位顶尖专家的研究成果ꎬ 对人群健康与气候变化的联系做出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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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ｉｓ Ａｋｈｔａｒ ｅｄꎬ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Ｎａｔｕｒｅ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ＡＧꎬ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ꎬ ２０２３ꎬ ｐ １

热应激是指超过身体可承受的热度而造成生理损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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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导致腹泻疾病增加ꎬ 通过减少食物摄入量和降低养分吸收ꎬ 会导致营养

不足①ꎬ 对弱势群体的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构成威胁ꎮ 再次ꎬ 气候变化导致非

洲劳动者的职业健康风险增加ꎮ 大量证据表明ꎬ 气候变化会损害劳动者的健

康状况ꎬ 包括引发癌症、 心血管疾病、 呼吸系统疾病、 肾功能障碍和精神疾

病等ꎮ② 在气候变化背景下ꎬ 非洲劳动者的工作环境遭遇了日益频繁的高温、
热浪等极端天气事件的侵袭ꎬ 导致职业健康风险加大ꎬ 损害对食物营养的有

效利用ꎬ 对其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造成负面影响ꎮ
(二) 气候变化加剧贫困和不平等且降低了健康膳食的可负担性

贫困和不平等是导致粮食不安全和各种形式营养不良的深层结构性因素ꎬ
并会加剧气候变化、 暴力冲突、 经济脆弱性等因素对粮食安全造成的负面影

响ꎮ 贫困人口难以负担健康膳食ꎬ 从而对粮食安全和营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ꎮ
粮食不安全和各种形式的营养不良会因严重的长期不平等现象而日益恶化ꎮ③

气候变化及其连锁反应致使非洲大陆本已严峻的贫困和不平等状况进一步加

深ꎬ 降低了健康膳食的可负担性ꎬ 引发粮食安全状况恶化ꎮ
在全球范围内ꎬ 特别在非洲大陆ꎬ 贫困是粮食不安全的主要诱因④ꎻ 贫困

人口往往深陷饥饿、 营养不良、 健康状况差、 生产率低下和贫困的恶性循环ꎮ⑤

根据联合国报告ꎬ 非洲大陆极端贫困人数超过 ４ 亿ꎬ 极端贫困发生率为世界

各地区之首ꎻ 还有 １ ７５ 亿人日均生活费仅超过极端贫困线的 １０％ ~ ３０％ ⑥ꎬ
这部分低收入群体一旦遭受外部冲击导致收入减少就可能陷入贫困境地而难

以摆脱ꎮ 当遭遇气候冲击ꎬ 很多家庭会面临收入大幅下降ꎬ 若缺乏资源和能

力度过危机ꎬ 就会由此陷入贫困或在贫困的深渊中陷得更深ꎬ 且往往需要较

长时间恢复到危机前的收入水平ꎮ 非洲大陆有 ８５％的贫困人口生活在农村地

区ꎬ 农业是其主要的生计来源ꎬ 气候变化相关风险往往是农村贫困家庭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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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贫困的诱因ꎮ 非洲城市贫困人口多聚集在公共服务匮乏的非正规社区ꎬ
一般位于河流沿岸或其他生态脆弱的地区ꎬ 抵御灾害能力微弱ꎬ 一旦遭遇气

候灾害侵袭就会严重威胁其生计和人身安全ꎬ 使其贫困状况恶化ꎮ 预计到

２０３０ 年ꎬ 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将使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极端贫困人口增加

３ ９７０ 万ꎬ 超过世界其他任何地区ꎮ① 随着气候变化导致非洲大陆的贫困人数

增加ꎬ 会使无力负担健康膳食人数增加ꎬ 引致粮食安全状况恶化ꎮ
尽管气候变化是全球性危机ꎬ 但它对不同国家、 社区和个人的负面影响

存在较大差异ꎮ 在国家层面ꎬ 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受到气候变化的负面影

响最大ꎮ 在国家内部ꎬ 气候变化对不同社区和个人的负面影响ꎬ 因资源能力、
生计来源、 周边环境、 获得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差异而呈现高度不平等ꎮ② 收入

不平等最容易导致粮食不安全ꎬ 尤其对受到社会排斥和边缘化的人群而言ꎬ
同时也会削弱经济增长给个人粮食安全带来的积极影响ꎮ③ 根据 «２０２２ 年世

界不平等报告»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收入不平等状况严重: ２０２１ 年ꎬ 在撒哈拉

以南非洲国民总收入中ꎬ 顶层 １０％群体的收入占比约为 ５５％ ꎬ 中间 ４０％群体

占比约为 ３５％ ꎬ 底层 ５０％群体占比约为 １０％ ꎮ④ 在非洲大陆ꎬ 气候变化对小

规模农业家庭、 城市贫困家庭、 妇女、 儿童、 土著居民等弱势群体的负面影

响最为显著ꎮ 气候变化使小规模农业家庭和城市贫困家庭面临的生计和资产

受损、 收入减少、 健康和营养状况恶化、 粮食不安全的风险最高ꎬ 使其社

会地位更为边缘化的风险增加ꎮ 气候变化还会加剧非洲国家的性别不平等

状况ꎮ 由于在获得经济机会和生产性资产等方面存在性别不平等现象ꎬ 非

洲国家妇女极少参与影响其生计的政治、 社区和家庭决策过程ꎬ 因而这一

弱势群体往往贫困程度更高ꎬ 受教育程度更低ꎬ 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负

面影响ꎮ 非洲大陆因气候变化而流离失所的群体中ꎬ 妇女占 ８０％ ꎮ 气候变

化使非洲国家妇女面临性别不平等和环境恶化的双重脆弱性ꎮ⑤ 在非洲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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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ꎬ 每次遭遇洪灾或旱灾ꎬ 粮食不安全程度就会增加 ５％ ~ ２０％ ①ꎬ 这又会引

发弱势群体的健康、 营养和儿童入学率等发展指标的下降ꎬ 并加剧社会不平

等状况ꎮ
(三) 暴力冲突和流离失所事件增加会扰乱粮食系统的可持续性

暴力冲突是引发严重粮食不安全的关键驱动因素ꎮ② 严重的食物短缺或者

饥荒往往同武装冲突事件相关联ꎮ 陷入战争冲突的国家往往也是遭受饥荒相

当严重的国家ꎮ③ 暴力冲突对粮食安全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 一是直接影响ꎬ
如出现迫使人口流离失所、 破坏粮食库存和生产性资产、 损害健康状况等情

况ꎻ 二是间接影响ꎬ 包括陷入经济衰退、 推高粮食价格、 扰乱粮食供应链和

市场运行、 削弱家庭购买力、 侵蚀社会保护和医疗服务资金等情况ꎮ④ 暴力冲

突通过扰乱粮食系统的可持续性对粮食安全造成严重威胁ꎮ 气候变化会产生

威胁倍增效应ꎬ 放大暴力冲突的诱因ꎮ 例如ꎬ 贫困、 经济冲击、 资源竞争、
环境退化等因素ꎬ 使暴力冲突状况恶化ꎬ 加剧粮食安全脆弱性ꎮ 非洲大陆是

世界范围内因气候变化引发安全风险最高的地区ꎬ 气候变化带来的生存环境

压力导致争夺土地和水等自然资源的暴力冲突增加ꎬ 如牧民特别容易受到

“气候变化→资源竞争→暴力冲突” 传导关系的影响ꎮ ２０１０ 年以来ꎬ 非洲大

陆涉及牧民的暴力事件急剧上升ꎬ 很多发生在萨赫勒地区ꎮ⑤ 萨赫勒地区是地

球上受气候变化影响严重的地区之一ꎮ 该地区因气候变化而出现荒漠化持续

加速情况ꎬ 降水模式越来越难以预测ꎬ 干旱和洪水等极端天气频繁出现ꎬ 水

资源短缺日益加剧ꎮ 萨赫勒地区的社区居民生产活动高度依赖于农牧业ꎬ 而

气候变化已将不同族群的传统牧民和农民的复原力推向崩溃的边缘ꎮ⑥ 为争夺

日益稀缺的自然资源ꎬ 农牧民之间爆发冲突的风险加大ꎬ 而日益频繁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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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使当地民众更加难以适应气候变化ꎮ① 萨赫勒地区 ８０％ 以上的人口依赖

农业为生ꎬ 在暴力冲突所及之处ꎬ 民众往往被迫迁徙ꎬ 无暇顾及农作物的种

植、 田间管理或收割ꎬ 使整个社区面临饥饿或饥荒的风险②ꎬ 粮食安全形势异

常严峻ꎮ
流离失所是暴力冲突和自然灾害最明显的后果之一ꎮ 截至 ２０２３ 年底ꎬ 撒

哈拉以南非洲的境内流离失所人数高达 ３ ４８０ 万ꎬ 其中有 ３ ２５０ 万源于暴力冲

突ꎬ ２３０ 万源于自然灾害ꎮ 近年来ꎬ 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天气事件和生态系统

崩溃等后果ꎬ 对居民生计、 就业、 收入等方面造成严重影响ꎬ 导致流离失所

者增加ꎮ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ꎬ ２０１４ 年自然灾害引发的流离失所人数仅为 ７０
万ꎻ 到 ２０２２ 年猛增至 ７４０ 万ꎬ 接近当年流离失所总人数的一半ꎮ③ 非洲大陆

的流离失所人数日益增加ꎬ 对粮食安全和粮食系统的可持续性造成负面影

响ꎬ 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ꎬ 自然灾害引发农村人口流离失所ꎬ 他们

被迫放弃自己的土地和生计ꎬ 导致粮食减产ꎬ 从而对粮食系统的可持续性

产生负面影响④ꎻ 其次ꎬ 暴力冲突导致的流离失所者大多在避难营或接受地

长期停留ꎬ 生活在不健康环境和过分拥挤的住所ꎬ 难以获得清洁水、 卫生

设施和医疗服务ꎬ 由此增加了患病和营养不良风险ꎬ 使其面临长期粮食不

安全困境⑤ꎻ 再次ꎬ 在一些地区ꎬ 自然灾害的影响与暴力冲突的影响交织在

一起ꎬ 导致土地撂荒ꎬ 基础设施和粮食运输线路遭到破坏ꎬ 依赖农业生产

和贸易维持生计的流离失所人口则无法生产和出售粮食ꎬ 加之冲突引发的

经济危机、 物价上涨和贫困加深等其他负面影响ꎬ 严重扰乱了粮食系统的

可持续性ꎮ
流离失所和受冲突影响人群是粮食安全脆弱性最高的群体ꎮ 据统计ꎬ 截

至 ２０２２ 年ꎬ 全球约有 １ 亿流离失所人群ꎬ 其中 ８０％面临严重的营养不良和粮

３８

①

②

③

④

⑤

ＵＮＨＣＲꎬ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Ｒｉｓｋ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Ｓａｈｅｌ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ｈｃｒ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ｌｅｇａｃｙ －
ｐｄｆ / ６１ａ４９ｄｆ４４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４ － ０５ － ２０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萨赫勒地区: 冲突引发的粮食危机将在歉收期恶化»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ｚｈ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ｓａｈｅｌ － ｆｏｏｄ － ｃｒｉｓｉｓ － ｆｕｅｌｅｄ －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 ｓｅｔ － ｗｏｒｓｅｎ － ｄｕｒｉｎｇ － ｌｅａｎ － ｐｅｒｉｏｄꎬ ２０２４ －０６ －１６ꎮ

Ｓ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Ｃｅｎｔｒｅ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２０２４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
２０２４ꎬ ｐ ２１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２０２３ 年灾害对农业和粮食安全的影响: 通过投资提高韧性以避免

和减少损失»ꎬ 第 １４ 页ꎮ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等: «２０１７ 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 增强抵御能力、 促进和平与

粮食安全»ꎬ 第 ４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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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不安全ꎮ① 相比于生活在较稳定的发展中国家的民众ꎬ 那些遭受冲突影响地

区民众的粮食不安全发生率性要高出 ３ 倍ꎮ② 在气候变化背景下ꎬ 非洲大陆的

暴力冲突和流离失所事件日益增加ꎬ 对居民生计和健康、 粮食供应链、 气候

风险抵御能力等产生负面影响ꎬ 严重损害粮食供应、 获取、 利用和稳定性ꎬ
扰乱粮食系统的可持续性ꎬ 致使粮食安全脆弱性加剧ꎮ

四　 反思与展望: 构建具有气候韧性的非洲粮食系统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ꎬ 保障粮食安全是政府执政的基础ꎬ 是维护社会稳定

和国家独立的战略保障ꎮ③ 在大多数非洲国家ꎬ 粮食系统是居民生计和国民经

济的关键支柱ꎮ 非洲大陆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高达 ３０％ ~ ６０％ ꎬ
雇用了约 ２ / ３ 的劳动力ꎬ 约占 ３０％的出口收入来源ꎮ④ 近年来ꎬ 气候变化带来

的危害ꎬ 加之非洲大陆的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对气候变化相关灾害的暴

露度和脆弱性很高ꎬ 使得气候变化对非洲粮食安全的负面冲击巨大ꎬ 处在全

球气候危机的最前线ꎮ 粮食安全所依托的粮食系统脆弱性日益凸显ꎬ 愈发

难以为所有人提供营养、 安全和可负担的膳食ꎬ 这是造成粮食安全困境的

关键因素ꎮ 为应对粮食安全的重大挑战ꎬ 以及促进减贫和包容性增长ꎬ 过

去 ２０ 年非洲国家将可持续的粮食系统转型作为发展战略的优先事项ꎮ ２００３
年ꎬ 非洲联盟通过了 «非洲农业综合发展计划» (ＣＡＡＤＰ)ꎬ 以此作为大陆

层面推动农业增长和转型、 保障粮食安全和营养、 减缓贫困的政策框架ꎮ
为加快 «非洲农业综合发展计划» 的实施进程ꎬ ２０１４ 年非洲联盟通过了

«关于加快农业增长和转型以实现共同繁荣和改善生计的马拉博宣言» (简
称 «马拉博宣言»)⑤ꎬ 重申粮食系统转型作为发展议程的优先领域以及对

促进经济增长和减贫的重要作用ꎬ 并明确到 ２０２５ 年粮食系统转型的具体发

４８

①

②

③
④

⑤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ｏ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ｏｏ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２３: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Ｆｏｏｄ Ｃｒｉｓｉ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Ｃꎬ ２０２３ꎬ ｐ １１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 Ｂéｎé ａｎｄ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Ｄｅｖｅｒｅｕｘ ｅｄｓꎬ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ａ Ｆｏｏ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ｏｎｔｅｘｔꎬ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ꎬ ２０２３ꎬ ｐｐ １１ － １２

[法国] 西尔维布鲁内尔著: «第三次农业革命»ꎬ 李尧译ꎬ 东方出版社ꎬ ２０２３ 年版ꎬ 第 ４ 页ꎮ
Ｍａｌａｂｏ Ｍｏｎｔｐｅｌｌｉｅｒ Ｐａｎｅｌꎬ ＡＤＡＰ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Ｕｎｌｏｃｋ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ｔ Ｆｏｏ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Ｋｉｇａｌｉꎬ Ｒｗａｎｄａ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２ꎬ ｐ １
ＡＵꎬ Ｍａｌａｂｏ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ｈａｒｅｄ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ｓꎬ Ａｄｄｉｓ Ａｂａｂａꎬ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ꎬ ２０１４



气候变化对非洲粮食安全的多维冲击及其治理　

展指标ꎮ 然而ꎬ 由于相关政策干预的着力点分散且力度有限ꎬ 迄今非洲粮

食系统转型的进展严重滞后于非盟的预期目标①ꎬ 亟需加快推进粮食系统转

型ꎮ 在气候变化背景下ꎬ 运行良好的粮食系统应能够为民众提供健康的膳

食ꎬ 实现最佳营养、 体面就业和环境可持续性ꎮ 鉴此ꎬ 非洲国家可考虑从

环境、 经济和社会层面ꎬ 构建具有气候韧性的粮食系统ꎬ 以实现提升气候

变化的适应力和韧性、 改善营养和健康状况及保障粮食安全、 创造更多高

质量就业等多重效益ꎮ
第一ꎬ 在环境层面ꎬ 推进基于自然的低碳农业生产方式ꎮ 在气候危机背

景下ꎬ 非洲农业生态系统基本丧失了对周围自然生态系统的适应能力ꎬ 若不

革新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ꎬ 非洲农业生产率会持续降低ꎬ 更加无法保障粮食

的充足供应ꎮ 由于农业生态系统需要依靠自然生态系统才能保证长期持续发

展ꎬ 这意味着农业生产方式必须要符合自然法则ꎬ 才能确保其可持续性ꎮ② 为

适应日益变化的气候条件ꎬ 并满足不断增长的食物需求ꎬ 非洲国家应大力

推行基于自然的低碳农业ꎬ 使农业生产与自然生境和谐共生ꎬ 提升农业系

统的气候变化适应力和抵御力ꎬ 并在维护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前提下实现

农业可持续发展及确保粮食安全ꎮ 从本质上讲ꎬ 基于自然生态系统的低碳

农业生产具有气候智慧型特征ꎬ 它有助于提高农业系统对干旱、 气温升高

和病虫害高发等环境胁迫的抵御力ꎬ 从而适应气候变化ꎻ 并通过在农业生

态系统中维持和利用各生物界、 物种和基因库的多样性ꎬ 能够提高农业生

产率并增强气候变化抵御力ꎮ③ 展望未来ꎬ 非洲国家应重视推行基于自然的

低碳农业生产方式ꎬ 如采用保护性农业、 生态农业等农作方式以及土壤营

养综合管理、 高效水资源管理等水土资源管理模式ꎬ 以环境友好的方式实

现农作物增产和农业可持续发展ꎬ 从而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的双

重挑战ꎮ
第二ꎬ 在经济层面ꎬ 塑造具有气候韧性的农业价值链ꎮ 构建可持续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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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ｌａｂｏ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ｈａｒｅｄ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ｓꎬ Ａｄｄｉｓ Ａｂａｂａꎬ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ꎬ ２０２２ꎬ ｐｐ １８ － ２３

[英国] 杰拉尔德Ｇ 马尔腾著: «人类生态学———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概念»ꎬ 顾朝林等译ꎬ
商务印书馆ꎬ ２０２１ 年版ꎬ 第 ２９ 页和第 １２５ 页ꎮ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节约与增长: 付诸实践———玉米、 稻谷、 小麦»ꎬ 罗马ꎬ ２０１６ 年

版ꎬ 第 １５ ~ １９ 页ꎮ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４ 年第 ５ 期

业价值链①是实现一国粮食安全的关键驱动力ꎬ 在发展中国家尤为如此ꎮ 联合

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之二 (消除饥饿、 实现粮食安全、 改善营养状

况和促进可持续农业) 的实现ꎬ 与农业价值链的气候风险管理密切相关ꎬ 因

为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事件以及缓慢的变化ꎬ 包括干旱、 洪水、 海平面上升、
海洋变暖和海洋酸化等情况ꎬ 极易对农业价值链造成负面影响ꎮ 例如ꎬ 海洋

变暖和海洋酸化对一些地区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产生了不利影响ꎻ 高温和水资

源胁迫极易导致生产阶段的产量损失ꎻ 强降雨和洪水容易导致收获和储存阶

段的粮食损失ꎻ 强降雨造成的山体滑坡等其他灾害会影响道路基础设施ꎬ 阻

碍农产品运输和市场供应畅通ꎮ② 据估算ꎬ 非洲国家通过采取有效的气候适应

行动ꎬ 投资于农业研发和推广服务、 土地和水资源管理、 气候韧性基础设施、
气候信息服务等方面ꎬ 每年需投入成本约为 １５０ 亿美元ꎻ 它们若不采取气候

适应行动ꎬ 每年用于洪水和干旱的救灾和灾后重建支出高达 ２ １００ 亿美元ꎬ 相

当于非洲大陆国内生产总值的 １２％ ꎮ 这表明ꎬ 非洲大陆在气候变化和粮食系

统方面采取适应行动的成本还不足未采取行动所造成损失的 １ / １０ꎮ 不仅如此ꎬ
制定农业领域精心设计的气候适应计划ꎬ 还可为其他部门带来共同利益ꎬ 有

助于减缓气候变化ꎬ 并促进可持续发展ꎮ③ 展望未来ꎬ 非洲国家有必要实施有

效的气候适应行动ꎬ 提升农业价值链的气候变化适应力ꎬ 塑造具有气候韧性

的农业价值链ꎬ 既可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挑战ꎬ 亦可助力向具有气候韧

性的粮食系统转型ꎮ
第三ꎬ 在社会层面ꎬ 构建抵御灾害风险的社会安全网ꎮ 在气候危机背景

下ꎬ 建立全民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和健全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ꎬ 是增强气

候灾害风险抵御能力的重要途径ꎮ 早期预警系统是在灾难发生前拯救生命和

保护生计的最基本工具ꎮ 全球气候适应委员会的研究表明ꎬ 只要提前 ２４ 小时

通知即将发生的灾害事件ꎬ 就能将损失减少 ３０％ ꎮ④ 当前ꎬ 仅有 ４０％ 的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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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农业价值链是指农产品从田间生产到最终消费的一系列环节 (包括投入、 生产、 加工、 分销、
消费)ꎬ 以及各环节的参与者ꎬ 其中每个环节都在为产品增值ꎮ Ｓｅ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ꎬ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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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对非洲粮食安全的多维冲击及其治理　

民众可以使用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①ꎬ 这个比例是世界各地区最低水平ꎮ 为减

少自然灾害导致的死亡、 损失和损害ꎬ 非洲国家亟需建立全民早期预警系统ꎬ
提升防灾减灾水平ꎬ 确保社会各阶层能及时准确地获取有关自然灾害的预警

信息ꎮ 由于弱势群体面对气候变化的暴露度和脆弱性最高ꎬ 且缺乏有效的风

险规避渠道ꎬ 气候变化使其遭受巨大损失、 陷入长期贫困和粮食不安全的风

险最大ꎮ 非洲国家亟需健全多层次的社会保障机制ꎬ 设立有针对性的社会救

助、 贷款和保险计划ꎬ 以增强弱势群体抵御气候灾害风险的能力ꎬ 改善其粮

食安全和营养状况ꎮ 例如ꎬ 非洲国家可考虑对小规模农业生产者在采用适应

气候变化的农业投入品和相关技术、 获得农产品市场信息和优惠贷款、 购买

防范极端事件的农业保险等方面提供有力支持ꎬ 以增强其气候变化适应力并

有效防范粮食安全风险ꎻ 并在气候灾害导致收入减少和食品价格暴涨期间ꎬ
对贫困和低收入人群提供现金支付ꎬ 帮助其在危机时购买食物和生活必需品

等ꎮ 当然ꎬ 为增强对气候灾害风险的抵御能力ꎬ 非洲国家社会安全网建设需

要具备应对气候危机的政策组合、 财政实力和落实机制ꎮ
展望未来ꎬ 为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的双重挑战ꎬ 非洲国

家亟需加大对整个粮食系统的公共和私人投资力度ꎬ 增强其对气候变化的适

应力和韧性ꎬ 确保以环境友好的方式产出食物ꎬ 可持续地提供生计和收入来

源ꎬ 为广大民众提供充足、 安全和有营养的膳食ꎮ 换言之ꎬ 以构建具有气候

韧性的粮食系统作为非洲国家实现普遍粮食安全的途径ꎮ 为此ꎬ 非洲国家需

要加大对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和技术研发投资ꎬ 实施有效的气候适应行动并

创新投融资模式ꎬ 构建跨部门 (农业、 环境、 研发、 金融、 社会保障等) 协

同并进的粮食安全治理体系ꎬ 向具有气候韧性的粮食系统转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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