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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在诸多方面都让我们始料未及。新冠
肺炎（COVID-19）疫情为全球带来了一场大规模
的公共卫生灾难，各国均陷入了疫情及其相关应对
政策带来的不同程度的经济困境，面临服务严重中
断和人员流动严重受限的局面。无论是富裕国家还
是贫穷国家，均未能幸免。在中低收入国家，许多弱势群体直接面临食物安全、医疗
和营养方面的威胁。丧失生计、营养不良、教育中断和资源枯竭造成的长期影响可
能性非常巨大，特别是对许多国家来说，距离新冠肺炎疫情的结束还遥遥无期。此
外，疫情还凸显并加剧了我们食物系统的薄弱环节和不平等状况。一年过去了，全
球因新冠肺炎疫情而进一步偏离了到2030年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进程。显
然，食物系统可以在推动我们走上正轨方面发挥核心作用。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就必须对食物系统进行转型，帮助我们更好地为下一次冲击做好准备，同时造
福世界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以及我们的地球。

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2020年在颠
覆我们的世界的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
可指导和促进食物系统转型的经验和创新方法。
尽管收入损失导致食物安全和营养水平严重下
降，并且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存在，但事实证
明，食物供应链的抗逆力超出预期。从新冠肺
炎疫情开始，各国政府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确
保食物流通，并扩大社会保障网络，为食物安
全提供保障。同时，私营部门在食物供应链中
引入创新方法，帮助克服封锁造成的供应链中

断。此外，由于食物系统在2020年发挥的核心
作用和适应能力有目共睹，这为食物系统转型
增添了强劲动力。

对食物系统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为遏制它而采取的应对
政策对全球和地方食物系统造成广泛影响，导
致本已不均衡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进程出现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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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暴露了食物系统的弱点和缺陷。2020年
后, 尽管我们尚不知晓疫情的未来趋势，但对于
无法迅速获得或接种疫苗的国家来说，疫情将
带来持久影响。

收入损失

封锁和人员流动限制导致收入下降是贫困
和食物不安全加剧的主要诱因。据国际食物政
策研究所估计，全球贫困人口可能增加1.5亿
左右，比疫情前贫困率高20%。在中国，截止
2020年5月，18%的中小企业永久关闭（主要
原因是消费需求不足），相当于总工作岗位减
少了14%。在卢旺达，据估计封锁已致使家庭
收入减少38%。在许多国家，虽然城市和近郊
地区中等偏下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受到的影响
最大，但是贫困人口也面临收入损失，而且他
们应对危机的能力更弱。疫情期间，劳务汇款
收入受旅行限制的影响尤为显著，全球汇款流
量萎缩近20%。在也门，冲突已经使许多人面
临饥饿的风险，汇款减少更使家庭收入减少了
逾12%。

食物供应链中断

尽管食物供应链相对富有抗逆力，然而劳
动力流动限制和需求下降致使食物供应链中断。
食物服务业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城市地区的
许多贫困人口失业，主要集中于旅游业和餐饮
业。传统食物系统与非农业部门联系较少，因
此受劳动力流动限制的影响较小，而现代食物
系统往往采用垂直整合系统，它们控制着自己
的供应链，因此通常能够调整适应。然而，从
传统向现代过渡的食物系统，它们的供应链更
长且储存、运输和服务仍然分散，因此更加脆
弱。在很多国家，人员流动限制减少了雇佣劳动
力的供应，导致从事收获和其他农业活动的劳
动力不足以及运输中断。例如，在埃塞俄比亚，
人员流动限制影响了稻农的劳动力供给，而该
国约有75%的稻农依靠雇佣临时工。此外，供

何为理想的食物系统？

理想的食物系统具有五大关键属性。理
想的食物系统具有高效性，可为包括从大型
企业到小农在内的私营部门提供激励措施
并消除障碍，以提高整个食物供应链的效率。
理想的食物系统能够生产可负担得起的营
养食物，并刺激对此类食物的消费需求，而
且能够保障食品安全，从而促进全球健康。
理想的食物系统对小农以及妇女、青年人口、
无地农民、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等边缘群体具
有包容性，可帮助他们获得体面的生计并改
善他们的福祉。理想的食物系统具有环境可
持续性，可利用技术创新和治理方法节约并
保护自然资源，减缓气候变化。理想的食物
系统具有抗逆力，其能够快速从公共卫生、
气候及经济冲击中复原，并能够为贫困家庭
提供稳定的生计，以免遭受这些冲击的重创。

资料来源：根据樊胜根等人文章，“食物系统对于人
类和地球健康的影响：经济前景与挑战”，《食物系统
经济学》（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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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链中易腐产品受到的影响最大。例如，在塞
内加尔，一些小型新鲜水果和蔬菜企业受到传
统市场关闭和社交距离要求的影响，最终导致
食物腐败变质，造成收入损失。

食物不安全和营养状况下降

贫困加剧、收入下降和就业机会减少以及
食物供应链中断的显著后果为食物不安全日益
加剧，营养状况持续恶化。例如，三分之一以
上的孟加拉国青年在国家封锁期间存在中度或
严重的食物不安全问题。而在尼泊尔，逾30%的
农村家庭表示，在初次封锁结束后六个月，他
们在食物上的支出仍在减少。收入下降以及水
果、蔬菜和动物源性食物等易腐产品供应减少
均对膳食质量和多样性产生影响。在危地马拉
和中国进行的研究表明，家庭将失去营养食物
购买力并改变购买模式，倾向于增加更廉价的
淀粉主食在家庭食物消费的比重；而在其他国
家，廉价超加工食物的消费量增加。此外，封
锁导致学校和日托中心关闭，这些地方原本为
数亿儿童提供重要的膳食和营养补充。在疫情
早期，对118个中低收入国家的预测表明，将新
增930万消瘦儿童（体重低于身高标准体重）。

食物安全和营养呈下降趋势，再加上教育机会
丧失和医疗水平下降，将对人们产生终身影响。

放大差异和不足

新冠肺炎疫情严酷地提醒我们：贫困人口
和其他弱势群体更易受到冲击的影响。

贫困

与较富裕家庭相比，贫困家庭的食物安全、
生计和福祉的下降幅度更大，不仅因为贫困人
口大多在非正规部门工作，且从事受封锁限制
的体力劳动，而且因为食物购买支出占其收入
较大比例。特别是流动工人更容易失业。例如，
在埃塞俄比亚，与较富裕家庭相比，贫困家庭
更可能面临巨大压力。疫情致使贫困社区至关
重要的服务出现中断，如食物、营养、医疗和
扶贫等公共部门的扶持项目。它还放大了数字
鸿沟的影响：较富裕的社区能够依靠互联网获
得教育、市场信息和保健服务，而贫困社区则
处于相对孤立状态，教育受到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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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对城乡差距的影响则更为复
杂。总体而言，城市家庭的收入下降幅度较
大，因为他们在服务和工业部门工作，而这些
行业受人员流动限制和经济衰退的影响最为严
重。除食物服务和餐饮业外，农业和农业食物
系统更具抗逆力，部分原因是农业食物系统一
般不受人员流动限制的影响。因此，疫情对农
村贫困人口的冲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冲。尽
管如此，农村和城市地区的贫困人口数量都在
增加。然而，由于大多数农村人口生活在贫困
线附近，因此，更多的农村人口被迫陷入贫困。

女性

对于包括女性在内的弱势群体而言，由于
他们原本已经面临经济、法律和社会壁垒，而
且十分依赖非正规工作，因此他们首当其冲受
到疫情的影响。女性就业人数占全球就业总人
数的39%，但在疫情期间，女性失业人数占总失
业人数的54%。许多女性本已沉重的工作负担
又进一步增加。例如，在印度农村，约有50%的
受访家庭报告称，在疫情期间，女性花更多时
间取水和拾柴。家庭因失去收入和居家令而承
受的压力也可能导致家庭暴力增加，这对女性

和儿童的影响最大。然而，国家的应对政策在
很大程度上未能采取顾及性别平等的做法，有
可能使女性进一步落后。

地区

除了大量非正规劳动者缺乏社会保障、巨
大的数字鸿沟以及依赖国内和国际汇款等共同
的脆弱性之外，在政策响应、人口结构、食物
和经济体制结构方面，地区和国家之间也存在
重大差异。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众多地区远未
结束，其未来趋势及其对不同地区的长期影响
仍是个未知数；我们只能大概了解一下2020年
各地区的概况。

南亚各国在新冠大流行的最初阶段就采取
了严格的封锁措施，将病例数量保持在较低水平，
并在其本已十分庞大的社会保障网络、农业支持
和维持食物价格稳定方面投入了巨资。但该地区
的劳动力市场，尤其是非农业和非正规部门，被
显明较为脆弱，部分原因是他们依赖流动工人。

在东亚和东南亚，各国采取了最严格的封
锁措施，在控制病毒传播方面也相对比较有效，

4



但该地区在支持受疫情影响的大量城市贫困人
口方面面临困难。然而，区域贸易的增长帮助
减轻了全球贸易限制的影响，例如，包括农产
品在内的许多出口都在中国找到了出路。

202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新冠死亡
病例相对较少，但短期应对政策和全球经济衰
退中断了长期的经济增长，导致家庭收入下降，
引发反封锁抗议，造成食物不安全加剧以及新
增数百万极端贫困人口。一些国家成功对社会
保障措施进行了大量投资，但与全球平均水平
相比，社会保障的覆盖率仍然相当低。对一些
非洲国家来说，应对新冠疫情的高昂成本和经
济萎缩造成了财政危机风险。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受到了沉重打击，
这是由于该地区高度城市化，且病毒在如此密
集的环境中容易传播。此外，该地区肥胖症发生
率较高，因此导致发病率上升。在该地区，缺乏
社会保障网络的非正规部门的就业很普遍，而
且还由于人员流动限制而出现了严重中断。

中亚大体上能够保护其农业部门，但汇款
的损失以及该地区对少数商品出口的严重依赖

加剧了疫情对其经济的冲击。最后，中东和北
非地区面临与收入下降有关的各种挑战，尤其
是旅游收入和汇款方面的损失以及工业和服务
部门的中断。然而，该地区的农业食物系统为
大流行病后的恢复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食物系统转型的经验

新冠肺炎疫情虽然凸显了这些不平等和弱
点，但也恰恰为必须解决的问题以及哪些投资
和政策将有助于提高应对冲击的抗逆力和促进
长期食物系统转型指明了方向。

抗逆力

有三种措施可以使食物系统更具抗逆力，
更能应对包括流行病和自然灾害在内的冲击。
首先，通过减少冲击的频率和严重程度来减小
其对食物系统的压力；这将使它们能够更好地
应对不可避免的冲击。例如，现在投资于气候变
化减缓措施将降低干旱和洪水等未来冲击的可
能性和程度。其次，抗逆力需要有预见冲击的
能力。投资预警系统，开发改进数据和指标以

5



及数字技术都是增加个人、企业和政府获取可
付诸行动的信息的途径。第三，必须提高我们
食物系统中所有参与者吸收冲击的能力。提高
能力需要各种手段，例如更好的融资渠道、灵
活的社会保障网络、富有竞争力的市场和高效
的价值链、可靠的贸易协定以及农村服务、基
础设施和研发投资，以改善食物生产系统。在
全球和国家层面，多边金融机构需要解决许多
发展中国家的资金紧缺问题。应将提高抗逆力
的措施纳入长期转型战略，以改善食物系统的
效率、包容性、可持续性和健康状况，并且特
别关注食物系统中最脆弱的家庭和社区。

社会保障网络

为了应对失业和收入减少，许多国家要么
深化社会保障项目，提供更大的福利，要么扩
大福利范围，让更多群体受益，如非正规劳动
者和城市贫困人口。这些努力证明，只要有政
治意愿，就可以扩大扶贫干预措施；它们还为
哪些举措行之有效提供了更复杂的经验，尤其
是在包容性方面。基于现有稳健系统的项目取
得了最大的成功。但是，虽然这些社会保障项
目有助于遏制贫困人口数量的上升，但却没有

抓住机会来促进性别平等。今后的努力应考虑
一系列补充方案，特别是加强女性对资产和社
会资本的控制权。

营养和饮食

有针对性的社会保障项目还有助于改善膳
食质量和多样性，包括行为改变交流、健康食
物代金券和改善学校供餐质量等项目。支持制
定以食物为基础的国家膳食指南，可以为促进
营养食物生产和消费的公共和私人投资战略提
供指导。推动“食物环境”（例如食物标签）和
消费需求（例如公众教育活动）朝着更健康饮
食的方向转变的措施将有助于重新引导食物系
统提供和消费更有营养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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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

2020年的新冠大流行可能是由于环境退化
导致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密切接触增加造成
的；未来，农业集约化、环境退化和气候变化还
会引起更多大流行病以及自然灾害等其他食物
系统冲击。要打破不可持续农作方法和自然资源
退化的恶性循环，就需要综合、“面向自然”的
解决方案，既能满足食物需求且又有助于保护和
恢复生态系统的技术和治理机制。例如，栖息地
保护可以支持生物虫害防治服务，从而减少杀虫
剂的用量。有助于建设更具抗逆力且更可持续的
农业生态系统的治理方法包括自然景观管理、多
方利益相关者平台和支持基于社区的资源管理
以及支付环境服务费用等可持续做法激励措施。

私营部门的调整适应

私营部门的经验进一步揭示了提高食物供
应链抗逆力和灵活性的方法。新冠大流行导
致众多趋势加速发展⸺包括第三方物流与快
递公司业务增长，尤其是数字平台使用量的增
加⸺事实证明，能够快速转型并实现创新的
企业具有更强的韧性。这方面的例子十分广

泛，从城市地区的食物配送到数字化供应链等
等。整合良好的现代供应链实体最容易快速转
型。然而，食物系统转型所面临的困难凸显了为
中小型生产者和企业提供支持的必要性，各国
需要增加贷款、资本和保险供给帮助中小企业
减轻风险，并建立健全的基础设施和市场，以
便他们能够有效地参与供应链。这就需要营造
有利的商业环境，从而推动私营部门实现创新、
现代化并确保具有包容性。有助于创造这种商
业环境的公共政策与投资包括制定促进市场一
体化的法规，这包括借助国际市场以及提供从
道路到金融制度再到数字连接的完善基础设施，
以增强私营部门的韧性，并使私营部门能够在
整个供应链中创造就业机会，更好地改善生计。

寻求政策平衡

随着新冠疫情的发展，各国政府采取了诸多
新政策应对疫情。首先努力控制病毒的传播；然
后力求降低疫情封锁和保持社交距离产生的负
面影响，这一系列举措在政策影响方面为我们提
供了大量经验。随着新冠大流行的持续蔓延，以
及其他医疗、经济或环境冲击的出现，需要更多
的数据和分析帮助政策制定者更好地管理不同

7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
一个没有饥饿和营养不良的世界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是CGIAR研究中心之一

1201 Eye St, NW, Washington, DC 20005 USA | 电话：+1-202-862-5600 | 传真：+1-202-862-5606 | 电邮：ifpri@cgiar.org | www.ifpri.org | www.ifpri.info

DOI: https://doi.org/10.2499/9780896294035

© 2021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IFPRI)。本出版物须根据
知识共享署名许可协议 4.0版国际许可证(CC BY 4.0)进行使用。

2021年报告概要

 X Beyond the Pandemic: 
Transforming Food Systems after COVID-19
Johan Swinnen, John McDermott, and Sivan Yosef

 X Resilience: 
From Policy Responses to Resilient Policy Systems
John McDermott, Danielle Resnick, and Nichola Naylor

 X Nutrition: Transforming Food Systems 
to Achieve Healthy Diets for All
Marie Ruel and Inge D. Brouwer

 X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Governance for Nature-Positive Food Systems
Ruth Meinzen-Dick, Claudia Ringler, Wei Zhang, and Channing Arndt

 X Toward Inclusive Food Systems: Pandemics, 
Vulnerable Groups, and the Role of Social Protection
Neha Kumar, Agnes Quisumbing, Aulo Gelli, Ugo Gentilini, and Sara Shapleigh

 X Food Supply Chains: 
Business Resilience, Innovation, and Adaptation
Thomas Reardon and Rob Vos

 X REGIONAL DEVELOPMENTS

Africa South of the Sahara
Samuel Benin, Kwaw Andam, and John Ulimwengu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Kibrom Abay, Clemens Breisinger, Dalia Elsabbagh, Hosam Ibrahim, 
Ahmed Kamaly, and Mariam Raouf

Central Asia
Kamiljon Akramov, Roman Romashkin, and Jarilkasin Ilyasov

South Asia
Shahidur Rashid, Akhter Ahmed, and Abdul Wajid Rana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Kevin Chen and Yue Zha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ugenio Díaz-Bonilla and Valeria Piñeiro

本年度报告全文（英语）可在线查阅： 
gfpr.ifpri.info

该出版物基于经同行评审的报告《2021全球粮食政策报告：新冠肺炎疫情后的食物系统改革》，由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出版。
图片来源：第3页⸺UGARAJ YATHAVAM/Shutterstock.com，Tommy Trenchard/Panos Pictures；第4页⸺Tom Pilston/Panos Pictures；

第5页⸺Adam Dean/Panos Pictures； 第6页⸺Majority World CIC/Alamy Stock Photo，Agarianna76/Shutterstock.com； 第7页⸺
jeep2499/Shutterstock.com。

的目标⸺例如医疗与经济目标⸺之间的关
键权衡。无论是了解医疗、经济与社会政策行动
之间的相互作用，还是应对各种复杂冲击，都需
要采取多部门视角，并明确优先事项。建立可应
对未来冲击的政策体系⸺其应具有适应性、一
致性、有效性并能够赢得公民的信任--有助于决
策者不仅能够在危机来临时，而且可以在长期的
食物系统改革期间做出明智、及时且一致的响应。

展望未来

研究与证据须为公共与私营部门食物系统
转型举措提供有力支持。人民、企业与政府都需
要信息来应对短期冲击和进行长期改革。在疫情
期间，数字创新加速发展，并清晰地表明了缩小
数字鸿沟的重要性。但包容性转型需要更全面地
提高能力，包括增加融资渠道和加大市场准入支
持，改善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网络以及农村服
务。这场仍在肆虐之中的疫情不仅将我们食物系
统的脆弱性暴露无遗，而且也表明了我们可以大
幅加快调整与创新。随着我们步入新冠大流行的
第二年，《2021全球粮食政策报告：新冠肺炎
疫情后的食物系统转型》根据2020年的经历提
出了一系列基于证据的观点，并提供了让我们的
食物系统能够转变为健康、有抗逆力、高效、可
持续且具有包容性的食物系统的建议。但是，我
们仍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
正在不断调整研究方向以满足不断变化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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