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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中國＋全球化＋今日香港

1.你認為中國崛起對糧價有何影響？

2.有何因素影響中國的糧食供應？

3.按照目前趨勢，中國在未來10年可否自給自足？為甚麼？

4.你認為中國的飲食模式會向哪個方向發展？何以見得？  

   

■2008年，中國的穀物產
量將近5億萬噸。資料圖片

■中國耕地面積逐漸減少。
資料圖片

中國人的飲食模式正在轉變中。從表三可見，國
人從肉類獲得能量的比重增加，這種趨勢會否日益
加劇？在全球化下，西方(尤指美國)的飲食模式(傾
向進食高脂肪、高糖及高熱量的食物)亦迅速入侵各
個發展中國家。(詳見本欄於2011年1月31日刊登的

《跨國企業壟斷 全球肉耗激增》)

表五顯示中國的食物能量及肉食消耗遠低於美
國，若中國完全仿照美國的飲食模式，則人均每年
將需要額外消耗67公斤肉食。生產1公斤肉食，需
要消耗6.25公斤穀物，換言之，13億人口所需的肉
食將消耗10,681億公斤作為禽畜飼料的穀物，這幾
乎等於2009年亞洲整體穀物總產量，這還未算飼養
動物所需的土地和水，以及對自然環境的破壞。(詳

見本欄於2011年1月17日刊登的《多吃齋少食肉 助

「地球」退燒？》)

中國人均肉食量超日韓
日本及韓國的傳統飲食模式與中國相似，但已晉

升為發達國家，並且深受美國影響，有人因而認為
兩國的人均食物能量消耗量及人均肉食消耗量應貼
近美國。但情況並非如此。若比較中國、日本及韓
國，可見無論人均食物能量消耗量或人均肉食消耗
量，中國已追上日韓(表五)。
至於與中國相連的香港又如何？根據糧農組織報

告，香港每年人均肉食消耗量為134.2公斤，超過美
國。換言之，中西文化交融的香港，其飲食模式似
乎更趨西化。
那麼中國究竟會保留現時的飲食模式還是發展成

香港的狀況？有學者估計，2030年的中國每年人均
肉食消耗將達85公斤，屆時全球將需要比現時多飼

養兩億多隻豬、三十多億隻家禽
及幾十億條魚；這亦意味中國將
需進口1,600萬噸粟米(相當於
2004年的19.5%全球貿易額)及
1,900萬噸碳水化合物飼料(相當
於2004年的48.5%全球貿易額)及
4,300萬噸蛋白飼料(相當於2004
年的28.8%貿易額)、140萬噸豬
肉(相當於2004年的18.2%全球貿
易額)及70萬噸禽肉(相當於2004
年的6.8%全球貿易額)。若然如
此，又會對全球的糧食市場構成
甚麼影響？

世界一體化 中國牽一髮動全身
《誰來養活中國》的出版反映西方對中國為全球糧食供應帶來挑戰的憂慮。

作者布朗指出，中國人口在1982年達10億，預計到2017年增至15億，等於1900年
的全球人口。至2030年，中國人口將達高峰，超過16億。布朗估計，中國將需大
量進口糧食，屆時會為全球糧價帶來前所未有的升幅。工業化令中國人民的收
入及對食物的需求大幅增加，同時，耕地面積卻逐漸減少。

引日韓為例 穀產跌需進口
作者援引日本及韓國等地的經驗，指出工業化進程分別令兩地耕地面積減少

52%及46%。日本的穀物產量因此較頂峰時減少32%，韓國則下降24%。1994
年，兩地71%穀物均需進口。中國人口眾多，有人認為，在全球一體化的年代，
其糧價上漲等於全球糧價上漲、其土地不足等於所有人的土地不足，其水資源
貧乏等於全球水資源匱乏。

資源匱乏 難自給自足？
中國人口佔全球近兩成，總面積佔7.2%，其中耕地面積只有8%，水資源比例

更僅得3.9%(表一)。有人認為，在資源相對匱乏的情況下，中國養活自己存在
困難。
再者，隨 中國經濟增長及都市化，國民對食品的質量皆有更高要求。更重

要的是，中國人口基數巨大，即使輕微的增長亦會帶來龐大的數目，變相帶動
糧食需求。1978至2009年，中國的年均人口增長率只有1.06%，但人口卻增加3億
7千萬人。
另外，中國的耕地面積隨 經濟發展而下降。其實，耕地面積在改革開放後

有所上升，1992年較1977年上升27.6%，但其後卻一直下跌，2008年較1992年下
跌12.7%。但隨 技術改良及配套設施改善，中國糧產量有所上升。2009年，穀
物產量及肉食產量分別佔全球19.4%及27.8%，若對比其人口只佔全球19.9%而
言，似乎基本足夠(表一)。

表一：中國及全球人口、面積及水資源比較（2008年）
中國 全球 中國佔全球比率

總人口(億) 13.5 67.4 19.9%

總農村人口(億) 7.6 33.8 22.5%

農村人口比率 57% 50% －

總面積(公頃) 960,000 13,370,063 7.2%

總耕地面積(公頃) 122,543 1,526,551 8.0%

耕地面積比率 12.8% 11.4% －

總自然再生淡水(立方千米) 2,132 54,118 3.9%

穀物產量(十萬噸)* 4,836 24,893 19.4%

肉食產量(十萬噸)* 782 2,815 27.8%

註：*＝2009年數字

資料來源：

1.FAO Aquastat，http://www.fao.org/nr/water/aquastat/dbase/index.stm

2.FAO faostat，http://faostat.fao.org/site/567/DesktopDefault.aspx?

PageID=567#ancor

表二：食品人均佔有量
比較類別/年份 1978年 2006年 增幅

糧食人均佔有量(公斤) 318.74 379.46 19%

豬牛羊肉類人均佔有量(公斤) 9.05 48.95 441%

水產品人均佔有量(公斤) 4.87 40.35 729%

牛奶人均佔有量(公斤) 0.92 24.36 2548%

資源來源：國家統計數據庫，http://219.235.129.58/welcome.do

表三：中國居民獲得能量的食物來源
整體 城市 農村

1992年 2002年 1992年 2002年 1992年 2002年

穀物 66.8% 57.9% 57.4% 48.5% 71.7% 61.5%

動物 9.3% 12.6% 15.2% 17.6% 6.2% 10.7%

資料來源：《2010中國衛生統計年鑑》表四：影響中國糧產因素
時期 升降

可耕地面積* 1992-2008年 -12.7%

務農人數# 1991-2008年 -12.1%

水資源# 2000-2006年 -8.6%

資料來源：

*＝FAO，http://www.fao.org/nr/water/aquastat/data/query/results.html

#＝國家統計局，http://www.stats.gov.cn/

「教育社企」是全港首間

非牟利的教育社會企業，透

過出版教育書籍、組織講座

及提供支援網站，協助前線

教師及基層學生。

中國自改革開放後，經濟高速發展，

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引起國際關注，其中

糧食問題成為熱門議題。外界認為，除生物燃

料外(詳見本系列之二)，中國崛起而引致的需求上

升亦是全球糧價上漲的原因之一。上世紀90年代，

《誰來養活中國》在西方出版，引起一陣熱論。今期專欄

將以全球糧食危機為背景，探討中國目前所面對的糧食問

題及對世界的影響。 ■簡明宇 教育社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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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探究系列四之三

中國人食肉勁 致糧價暴漲？
有專家認為，新興國家經濟發展迅速，人民飲食

習慣改變，進食更多肉類，而這正是全球糧價上升
的主因。其中近年經濟增長強勁且人口眾多的中國
更是「眾矢之的」，有人指出若中國人均食肉量停
留在1995年的水平，所省下的穀物可餵飽9億多飢
餓人口。這種指控受到中國學者及專家反擊，指出
中國糧食不單可自給自足，更能援助其他國家。

城市化推進 農民減穀渴市
需求方面，人民收入上升必然令飲食模式改變，

國民進食更多肉類及奶類食品，而生產這些食品同
時消耗大量穀物，加上人口自然增長，令糧食的需
求進一步上升(表二)。再者，目前中國有57%人口
居住在農村，持續的城市化將令更多人遷入城市，
而城市居民與農村居民的飲食習慣有明顯區別。表

三顯示儘管穀物仍是中國人獲得能量的最主要食物
來源，但相對於農村人口，城市人口消耗更多肉
食。換言之，城市化將進一步增加國民對肉食的需
求，間接亦增加作為飼料的穀物的消耗。

改良農耕術 難敵天災禍
供應方面，儘管中國的農業技術改良有助提升產

量，不利因素仍然存在。首先，基於多種原因，包
括城市擴張、興建基礎建設、土地用途轉移及水土
流失等因素，可耕地面積減少。其次，大量農民遷
至城市工作，大部分農村只留下老弱病殘，務農人
口減少。第三，水資源日益減少(表四)。此外，其
他不穩因素亦會造成影響，例如天災。今年初，華
北旱災引起小麥減產的憂慮，全球一度擔心推高糧
價。

西方「三高」入侵中國？

表五：中國、美國、香港、日本及韓國食物消耗量
比較項目 美國 中國 香港 日本 韓國

食物能量消耗(每人/每日/卡路里) 3,770 2,970 - 2,810 3,070

肉食消耗(每人/每年/公斤) 126.6 59.5 134.2 45.4 48.9

資料來源：FAO，http://www.f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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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調查指，
中國的每年人均
肉食消耗量已超過
日本。 資料圖片

■有人認為，西方的「三高」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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