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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剛過去的星期日（10月16日）是「世
界糧食日」（World Food Day），今年的
主題是「糧食價格──走出危機，實現
穩定」（Food prices－－from crisis to
stability）。據世界銀行統計，2010至11年
期間，糧食價格大幅上漲，近七千萬人
陷入極端貧困。為了解決燃眉之急，聯
合國借「世界糧食日」呼籲人們關注貧
困人士，以減輕因糧食價格上漲而對弱
勢群體造成的影響。

糧食存量拉起警報
世界糧食生產與人口密度分布並不平

均，全世界2/3的人口居住在糧食不足
地區，半數以上國家糧食不能自給自
足。現時世界上的農作物以小麥、水稻
及玉米為主，糧食產量最高的國家是中
國、美國、印度、俄羅斯等地，但中
國、俄羅斯的人口亦是世界之冠，糧食
生產雖然高，但大多用以自給自足，所
以主要糧食出口國以美國、加拿大、法
國、澳洲、阿根廷為主，其中美國出口
量佔世界糧食總出口一半。

糧食不足的問題主要集中在發展中國
家，剛果、索馬里、布隆迪、厄利垂亞
等非洲國家的情況最為嚴重，這些地方
受氣候影響，十分乾旱，人民極度貧
困，而且基建不足導致生產力偏低。今
年東非地區遭遇60年來最大的旱災，降
雨量嚴重失衡，索馬里有2/3地區降雨
量偏低，農作物失收、糧價高漲導致糧
食供不應求，如今非洲吉布提、埃塞俄
比亞、肯尼亞和索馬里4國共有1240萬人
急需食品援助，其中索馬里的形勢最為
嚴峻。如果未來4個月內仍未獲得相應
援助，至少有75萬民眾面臨死亡的威
脅。

饑荒人口持續增加之餘，糧食存量卻
一直下降，根據聯合國農糧組織（FAO）
的統計數字顯示，今年全球糧食庫存量
已滑落至30年來新低，存量下降導致食
品價格不斷上升。

「買不起」食物
世界銀行指世界食品價格在過去一年

上漲了29%，糧價上揚對發展中國家的
糧食安全構成重大威脅，影響最深的是
貧窮人口。他們將80%的收入花在食物
上，但依然不能擺脫饑荒，不能突破環

境所限。聯合國秘書
長潘基文表示全球糧
食生產理應可以養活

所有人，然而現今
有超過10億人不
能填飽肚子，即
每7個人便有1
個人挨餓，各
國領導人應互
相合作，努力
解決問題。食
品價格上升的主
因源於頻繁的自
然災害，2010年，
旱災、大火使俄羅斯
的小麥生產減少20%，佔
全球小麥總輸出1.6%，而中
國、巴基斯坦、澳洲等國亦發生水
災，摧毀不少農作物，糧食問題日益
嚴峻。

此外，聯合國糧農組織亦指出糧食價
格上升與提煉生物燃料不無關係，在美
國，超過50%的玉米用作提煉生物燃
料，玉米供不應求，價格不斷攀升。不
少農夫為了趕上提煉燃料的風潮，將數
百公頃的農地轉作種植玉米，減產一千
多萬噸穀物，推高玉米價格的同時變相
亦增加了糧食短缺的風險。

「買不起」食物並非天方夜譚，這正
是發展中國家的實況，亦是一個環環相
扣的問題，天災導致糧食價格上升是無
法避免的，然而提煉燃料並非必要，人
為原因致使價格攀升是一件可悲的事，
因為富人變相在剝削窮人的生存空間，
使他們「買不起」食物。

糧食儲備得不償失？
糧食生產不平衡，糧食儲備亦呈現

「貧富不均」的現象，大國財力雄厚，
自然儲備較多，如中國的儲備已超過國
際通行標準；俄羅斯為了保障本國糧食
供應充足，下令限制穀物出口；巴西庫
存充足，全球食品價格大幅上漲時，巴
西食品價格只輕微提升。但糧食並非儲
存多便足夠，更重要的是儲之有道。在
上億人因為糧食短缺而挨餓的同時印度
卻因為存放不當而導致數千萬噸糧食腐
爛，實在很諷刺。

人人以為儲存得多便無後顧之憂，殊
不知不但不能解困，更分分鐘浪費大量
糧食，到底糧食儲備能維持多長時間才
算有保障，現時各國就這個問題議論紛
紛，尚未得出結論。糧農組織的資料顯
示，全球穀物庫大概只能維持8至12星
期，而英國《衛報》（The Independent）

曾指出全
球糧食儲備

實際上只可以維
持57天，到底誰對

誰錯，現階段尚未有答
案。雖然不能確定多少儲

備才算足夠，但糧食存量依然有一個通
行的標準，基本上一個國家的糧食存量
能達到其一年消耗量的18%便算足夠，
現時中國儲備遠遠超標。

何以各國對於糧食儲備這麼執 ？除
了保障國家在災難發生時足以應付各種
突發狀況外，更重要是儲備的多寡代表

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亦是財力雄厚
的一種表現，各國爭的不過是一個「面
子」，意氣之爭最後可能賠了夫人又折
兵。澳洲農業部長指出各國追求高儲備
的同時必須顧及糧食價格，避免變相推
高食品的價格。巴西農業研究員表示巴
西的糧食儲存政策雖然很成功，但每年
用在運輸及儲存的費用亦很高。

糧食儲存的關鍵之處在於空間與技

術，必須有足夠的空間放置糧食及相
應的技術延長食品的期限。印度便
是因為糧食存量與空間不成比例，
存貨的空間太小但糧食太多而白
白浪費千萬噸食物。日本在糧食
儲備方面做得很全面，雖然官方
的糧食存量未能達標，但加上民
間的自發儲備及農協、儲存公司

的代存服務，日本的糧食儲備至少
可以維持三個月以上，加上其儲存

技術較大部分國家先進，糧食即使儲
存兩、三年亦不會變質，大大彌補了空
間不足帶來的影響。

人人皆有「食物權」
食品價格波動、全球糧食儲備不足帶

來種種問題，首當其衝的是貧窮的人。
窮人的先天條件比較差，即使價格穩
定，他們亦未必能擁有足夠的食物及營
養，而價格波動則使其情況更加惡劣，
只能活在饑荒下。因此，今年的「世界
糧食日」除了以穩定食品價格為目標
外，更從人道立場出發，提倡食物人
權，指出攝取足夠的食物、營養是每個
人應有的權利。事實上，糧食生產並非
不足夠，而貧窮地區的糧食生產亦不是
比較少，但饑餓問題偏偏卻發生在他們
身上，因為貧窮與饑餓難以被分割，兩
者是互為因果。因為貧窮，所以沒有足
夠的金錢購買食物，又怎能擺脫饑餓的
命運。即使富裕如香港，亦不是所有人
都有溫飽的生活，社會上依然有不少貧
窮家庭，他們為了生活節衣縮食，挨餓
並不是罕有的事。

民以食為天，食物是人們生存所需的
基本條件，每個人都應該有食的權利。
然而現時全球有10億人活在饑荒下，每
天都為食而掙扎求存。另一邊廂，富裕
的人也為「食」而「掙扎」，他們掙扎
吃甚麼、去哪裡吃，大排筵席，吃飽喝
足後卻留下一堆堆食物，香港每天便製
造超過3,000噸廚餘，其份量足以餵飽成
千上萬的窮人。香港人可以依然故我，
不將糧食當成一回事，畢竟有錢使得鬼
推磨，可以用金錢換來食物，但糧食短
缺不是一個人或一個地方的事，是全人
類都要面對的問題，因為任何人隨時都
有可能成為下一個面臨饑餓威脅的人。

不同地方的人有不同的飲食習慣，各地的糧食亦有分別。小麥、玉
米、馬鈴薯、稻米等是世界上的「主糧」，人們都依賴「主糧」來攝取主
要的營養，因此各國的糧食儲備以儲存主糧為主。

玉米是全球首屈一指的主糧，北美洲、南美洲和非洲人民都以玉米維
生，主要種植國以中國、印度、巴西、法國、印尼和南非為主。大米的
生產量僅次於玉米，更是世界上一半人口的主糧，是亞洲、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海地區人民的主糧。小麥是全球第三大的主糧，是溫帶地區如歐
洲、中東和北非的主要糧食，小麥磨成麵粉後，可以製成麵包、麵條、
糕點和餅乾等乾糧。馬鈴薯、木薯、甘薯等生產量雖及不上玉米等穀
物，但卻是中南美洲、印度、非洲及部分亞洲的居民的主要糧食。而小
米是全球產量最少的主糧，是亞洲國家、俄羅斯和非洲西部的重要糧
食，但在美國、歐洲等地，小米只供牲畜食用。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於1979年將10月16日定
為「世界糧食日」，1981年開始實行，至今已踏入
30載。聯合國每年都配合糧食狀況定立不同的主
題，藉此喚起人們的關注，當中大部分主題均與
農業相關。事實上，糧食日的主題可反映出不同
時代的社會面貌，從80年代初關注糧食生產，80
年代後期開始意識到糧食與環境有 密不可分的
關係，90年代中期進一步考慮到食物營養的重要
性，90年代後期以消除饑餓為目標，踏入千禧
年，人們開始提倡食物安全，而今年因為價格波
動太大，穩定食品價格成為最迫切的事情。

一開始以糧食為本的方針，在時代變化及社會
變遷下慢慢走向「以人為本」，人們逐漸意識到糧
食不只是穀物，糧食與人的關係才是最應該關心
的，因此將糧食與環境、營養、饑餓、價格等問
題連結起來，不再單單追求溫飽，更重視人的價
值。

為配合世界糧食日，全球150多個國家皆舉行不
同的活動，如今年美國樂施會推廣「星期日晚餐」

（Sunday Dinner）的概念，鼓勵人們在10月16日
與家人、朋友一起準備晚餐，透過晚餐反思食物
的價值及其來源；意大利的傳教會、學校、研究
組織及非牟利機構會策劃不同的講座及展覽；西
班牙電視台會直播當日的活動。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從1999年開始推行親善
計劃，任命一些具影響力
的人為親善大使，目的是
吸引公眾和媒體的注意
力，讓人們認識到在這個
物質世代中，世界上仍有
很多人面臨長期饑餓和營
養不良的問題。糧農組織
親善大使來自不同的領
域，包括藝術界、娛樂
界、體育界和科學界名
人，如諾貝爾醫學獎得主
Rita Levi-Montalcini，著
名演員鞏俐，足球運動員
Roberto Baggio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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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主糧風采有別

全球經濟衰退，糧食儲備亦拉起警報。糧食短缺，看似天方夜譚，尤其生活在香港這個富裕城市，因為糧食不足、饑餓而死彷彿是一件

可笑的事。然而糧食存庫下滑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世界銀行發出警告，指食品價格上升導致全球糧食儲備下滑，各國必需提高警覺。糧食

價格波動影響國家發展，引致社會動盪，各國憂心忡忡。然而香港人欠缺危機意識，始終認為糧食問題與自身關係不大，但香港食物來源

以入口為主，糧食緊絀雖然短期內對香港並沒有太大影響，食物價格上漲亦不至於令港人「買不起」食物，然而長遠來說香港亦不能獨善

其身，畢竟在地球村裡沒有人可以倖免於難。 ■文：文匯報記者伍麗微　圖：資料圖片

■發展中國家佔全球糧食生產60%，然而饑荒人
口有95%來自這些地方。

■各地都有不同的主糧，南方人以米作為主
糧，北方人則愛麵。

■全球有10億人活在饑荒下，但富裕
地區卻製造大量廚餘。

■全球糧食價格上
升，許多人「買不
起」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