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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俄乌冲突的爆发在国际粮食贸易市场上

引发了剧烈的“蝴蝶效应”，各国陆续抬高粮食出口

壁垒、国际粮食价格迅速攀高，也加剧了中国国内粮

食供给的“结构性短缺”。尽管中国国内粮食总产量

与日俱增，但是在大豆、玉米等关键粮食作物中，国

内生产有限，供给愈发依赖国际进口。这种结构性

问题是当前中国粮食安全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亦是

中国仍然面临着国际市场波动所带来的粮食安全风

险的核心原因。在此次地缘冲突所造成的全球性粮

食安全风暴中，中国作为俄乌两国重要的粮食出口

对象以及全球最大的粮食进口国，面临着粮食进口

总量收缩和进口粮价飙升的风险。

截至目前，专门探讨俄乌冲突对中国粮食安全

影响的研究相对有限①。既有研究或是着力于分析

全球粮食流通变化对粮食安全造成的负面后果②，或

是将俄乌冲突视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一次突发事

件来分析对中国粮食进口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③。

既有研究为深入了解俄乌两国在全球粮食市场中的

地位提供了参考，但这些研究仍然框定于“一事一

议”为特征的现实描述，未能深入探究此次俄乌冲突

的负面影响在全球粮食市场中不断放大的背后机

理，未能在理论上解释地缘政治对全球粮食市场的

干预作用。

基于此，本文引入“蝴蝶效应”的分析视角，以俄

乌冲突对中国粮食安全带来消极后果为例，试图探

讨国家间地缘冲突的后果如何在全球粮食市场中不

断放大，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粮食市场中的大国

卷入其中，以至于引发了体系性粮食安全危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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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提出，由于地缘政治关系扰乱了粮食市场中的“关

键点”，其所产生的“连锁反应”先后冲击了国际粮食

贸易和粮食定价的正常运行，从而导致了体系性的

粮食安全危机的爆发。

一、“蝴蝶效应”：地缘冲突影响全球粮食安全的

基本逻辑

“蝴蝶效应”视角尤其重视体系中单位行为体具

体而微小的变化所造成的体系性影响，强调演化过

程中行为体间行动的相互联系，这有助于补充既有

研究中对俄乌冲突下粮食安全风险的未尽之处，为

分析全球粮食安全变局提供全新的分析框架。

1.1“蝴蝶效应”的内涵与触发条件

“蝴蝶效应”发轫于物理学和气象学的研究，其

研究成果奠定了行为体互动“复杂性”研究的基础。

数学与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兹1963年提出，在系统

中即使微小的初始变化亦足以形成与之体量不相匹

配的系统性影响。④为使这一高度公式化的研究成

果便于理解，洛伦兹将其研究成果概述为“在巴西蝴

蝶扇动翅膀足以在得克萨斯州引发龙卷风”，因此而

得名“蝴蝶效应”。⑤这一观点挑战了现代科学中以

线性思维为核心的传统机械性世界观，冲击了以还

原主义为主流的方法论，成为复杂性科学(Complexi⁃
ty Science)的基础。⑥

20世纪末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借鉴“复杂性”

研究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为完善“蝴蝶效应”分析

框架创造了条件。其中，詹姆斯·罗斯诺最早使用

“级联式相互依赖”(cascading interdependence)解释相

互联系所导致系统内冲突的扩散⑦。杰维斯(Robert
Jervis)进一步将行为体间互动所产生的后果总结为

“系统效应”，⑧指出局部性的改变会产生与之不相对

称的后果。然而，杰维斯对系统效应的考察和运用

只停留在概念界定层面，而未能提供一个系统效应

的分析框架。⑨此后，托马斯·奥特利所提出的“复杂

性相互依赖”的分析框架对这一不足之处进行了补

充。奥特利尤其关注行为体内部的动态变化及其如

何影响到系统本身，并特别指出系统的复杂性来自

“系统产生难以预测事件的能力”，⑩这就使得其与

“蝴蝶效应”的内在逻辑高度适配，有助于进一步发

掘“蝴蝶效应”的作用机理。

这些既有工作有助于完善“蝴蝶效应”的触发机

制，使其在探析国家所面临的各种潜在且不可控的

风险方面拥有强解释力。根据“蝴蝶效应”的初始定

义，在下述两种触发条件的共同作用下，国际体系中

的偶发性事件将带来体系性的后果。其一，行为体

对变化具有高度敏感性，即行为体需要为体系中出

现的波动付出高昂的代价。在不谋求脱离体系的前

提下，为避免付出不必要的代价，行为体在面对变化

时不仅会立刻采取行动予以应对，且会无视变化程

度的差异，即使微小的变化也会使得行为体采取应

对措施。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初始条件不是随机

的，这就需要在具体研究中对这些引发体系性影响

的初始条件进行识别，判断其是否处于体系中的“关

键点”(critical points)。其二，行为体应对变化的行

动相互联系，即“一个行为体产生的体系性影响同样

也取决于其他行为体的情况”。其中正向反馈放大

了其在体系内带来的改变，体系内行为体所出现的

变化，都会引发同一方面的其他变化，从而导致系统

及要素的剧烈改变。

由于行为体应对变化的敏感性和相互联系的特

征，初始条件的变化在系统中呈现出以“连锁反应”

为特征的演化过程。敏感性诱发各行为体纷纷应对

初始条件的变化，而行为体间的相互联系致使系统

中部分的增减会通过正向反馈不断放大，最终导致

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结果，其产生的原因便是

“复杂性”研究所强调的“非线性关系”。

综合来看，由于全球粮食市场具有相互依赖的

特征以及粮食本身是一种具有安全属性的产品，粮

食国际贸易市场高度匹配“蝴蝶效应”的触发条件，

因此，个别国家粮食出口份额的波动极有可能会在

全球粮食市场中造成剧烈后果。一方面，在全球粮

食市场中，不断增长的跨国粮食贸易已经将各国的

粮食供给绑定于一个相互依赖的框架之中。越来越

多的国家通过国际市场补充、甚至替代国内粮食生

产，粮食贸易成为粮食供给的主要途径之一。而由

于粮食出口国相对集中、金融投机行为对国际粮食

贸易的干预加剧，全球粮食贸易的波动愈发偏离正

常的供需关系，故而国际市场的粮食供给具有高度

不可控性。另一方面，粮食作物具有强烈的安全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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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此国家对粮食供给关系的波动具有高度敏感

性。对内，粮食是保障国家政权稳定的基石，通过制

定经济和社会政策确保所有国民能够获得充足的粮

食资源是政府的核心义务之一；对外，粮食是战略

物资，是改善国家间关系或打击政治对手的“工具”，

粮食“正在成为改变世界政治的潜在发动机”。正

是由于粮食的安全属性异常突出，粮食供给不足及

与之相关的粮价飙升所产生的影响往往超越粮食贸

易领域，导致群体性骚乱，并诱发社会动荡甚至政

权颠覆等更为严重的后果。故而，在面对国际粮食

市场的变动，尤其是消极变化时，各国政府会积极采

取措施，避免外部威胁波及国内粮食安全。

1.2 俄乌冲突对全球粮食市场的“蝴蝶效应”演

化机理

俄乌冲突所引发的“蝴蝶效应”不仅直接危及俄

乌两国出口对象的粮食安全，而且还造成全球各国

面临不同程度的粮食安全风险。这一“蝴蝶效应”得

以不断演化的条件在于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全球粮食

市场中的“关键点”，演化过程表现为其出口规模的

改变在全球范围内导致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故

此，地缘冲突先后影响了全球粮食贸易的正常流通

并催化了国际粮价的大幅波动，因而引发了全球粮

食贸易的“一场风暴”。

(1)市场关键点：作为“蝴蝶效应”初始条件的俄

罗斯和乌克兰

俄罗斯和乌克兰成为全球粮食市场中的“关键

点”，这不仅有赖于其颇具规模的粮食出口总量以及

对粮食供给稳定高度敏感的出口对象，而且还在于

两国对全球粮食生产和粮食贸易流通两个关乎粮食

安全的关键环节具有间接控制力。

其一，就贸易规模而言，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全球

粮食贸易市场中具有庞大的出口份额。2021年，两

国的大麦、小麦和玉米产量合计占全球总量的19%、

14.3%和4.6%，与之相应，两国在相关作物的出口中

均占据超过 20%的全球市场份额，全球 32.5%的大

麦、30.6%的小麦以及 19.7%的玉米出口均来自俄乌

两国。俄罗斯和乌克兰在相对集中的全球粮食出

口市场占据一席之地，正因如此，两国的地缘冲突直

接冲击了全球粮食市场的正常运行。

其二，就贸易对象而言，两国的粮食出口对其出

口对象具有不可替代性。一方面，俄乌粮食出口大

量流向了被称为全球地缘政治“火药桶”的中东地

区，包括埃及、黎巴嫩、也门在内的多国对俄乌的小

麦进口依存度超过90%，而粮食进口来源的稳定与

这些国家的政局稳定具有强相关性；另一方面，俄乌

两国与主宰全球地缘政治的大国保持着密切的粮食

贸易往来，乌克兰是欧洲国家的粮食进口主要来源，

素有“欧洲粮仓”之称，且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不断

推进与中国的粮食合作。俄罗斯将粮食贸易作为配

合其外交手段的战略物资，积极在远东地区开发农

业经济合作。

此外，不可忽视的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是粮

食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节点国”，控制着粮食中间

品贸易和全球粮食流通的要道。俄罗斯是全球最大

的化肥出口国，包括拉丁美洲、东欧以及中亚等国对

俄罗斯的化肥进口依赖超过 30%，这亦提高了俄罗

斯在全球粮食市场中的地位。乌克兰所控制的黑海

港口是全球粮食运输的“咽喉要道”之一，全球超过

五分之一的小麦和六分之一的玉米贸易经黑海运

出，乌克兰控制下的港口在全球粮食市场中不可或

图1 地缘冲突的“蝴蝶效应”触发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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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的关键地位得以展现。

总之，俄乌两国的粮食出口规模和出口对象奠

定了其在全球粮食市场中的“市场关键点”地位，而

两国在全球粮食产业中发挥的“节点”作用巩固了

两国不容忽视的市场地位。正因如此，俄乌地缘

冲突的爆发所带来的后果不断向全球扩散，使得

世界各国共同承担这一“蝴蝶效应”所带来的粮食

安全风暴。

(2)连锁反应：俄乌冲突对全球粮食市场的冲击

地缘冲突导致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的粮食正常

出口受到影响，俄乌两国在全球粮食市场“扇动翅

膀”，掀起了粮食安全波澜。一方面，炮火袭击了乌

克兰的重要粮食产区及转运港口，乌克兰的粮食生

产和出口基本中断。在生产端，乌克兰粮食主产地

均已沦陷在战火之中；在流通端，战争冲突重挫了乌

克兰在黑海的出口能力。这都直接对西方粮食进口

乃至对全球粮食市场带来难以预估的风险。另一方

面，面对西方世界规模空前的经济制裁，俄罗斯率先

在粮食领域发起了反击。俄罗斯不仅宣布不再向

“不友好国家”以及欧亚经济联盟出口谷物，而且仅

允许以卢布和国家本币的方式进行结算，加速俄罗

斯“去美元化”进程。此外，化肥出口也被纳入俄罗

斯利用粮食武器进行反制裁的工具箱之中，暂停对

外出口。俄罗斯“粮食武器”的使用直接切断了其

对西方国家的粮食出口，进一步加剧了俄罗斯与西

方国家之间的对立。

此外，俄乌粮食出口收缩导致其他国家高筑粮

食贸易壁垒并激化了国际粮价不断飙升，这都在不

断放大俄乌粮食出口供不应求的影响，以至于全球

性粮食安全危机的“风暴逼近”。首先，随着俄乌两

国供给收缩，越来越多的国家以“保护国内供给稳

定”为由高筑粮食贸易壁垒，这反而使得全球性的粮

食供给不足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自俄乌冲突以

来，已有近20个国家先后实施各种粮食出口限制，受

限商品贸易量在全球粮食贸易比重超过17%，超过

三分之二的限制措施针对小麦、黑麦和大麦等谷

物。随后，全球粮食市场陷入混乱，催化了全球粮

价的飙升。芝加哥期货交易市场作为全球粮食价格

的风向标，多次预警全球谷物价格的异常波动。小

麦、大豆和玉米的期货合约交易价在俄乌冲突爆发

后一度达到巅峰，打破了 2008年春季所谓“超级周

期”期间创下的纪录。尽管由于南半球粮食丰收以

及俄乌两国在 2022年 7月达成《黑海海域谷物出口

协议》，全球粮食价格已经有所下跌，但总体而言交

易价格仍然处于高位。

总之，俄乌冲突所导致的两国粮食出口缩减成

为“蝴蝶效应”的起点，各国“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

措施以及由此激发的期货投机行为相互激化，致使

地缘冲突所导致的消极后果持续扩散，导致各国粮

食供给以及价格稳定均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包括

中国在内的粮食进口大国亦未能幸免，因此陷入了

粮食安全“风暴”之中。对于中国而言，俄乌供给变

化所产生的粮食安全风险叠加全球粮食市场波动所

带来的后果，恶化了中国的粮食安全现状。

二、市场关键点：俄乌冲突的“蝴蝶效应”缘何冲

击中国粮食安全

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全球粮食市场中的“关键点

国家”，这不仅在于两国相对庞大的贸易规模，还在

于两国在全球市场中对其出口对象而言具有不可或

缺的地位。对于中国而言，俄罗斯和乌克兰是中国

缓解粮食进口来源集中的重要选择。两国已经与中

国建立密切的粮食贸易关系且对华出口大幅提升，

正在成为中国粮食进口的主要来源，对保障中国粮

食安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2.1 乌克兰：补充中国粮食供给的枢纽国家

乌克兰是传统农业大国，兼具资源禀赋优势和

农业出口实力，且在地理位置上扼守黑海、联通欧

亚，因此是全球粮食流通的节点。对于中国而言，乌

克兰已经成为中国粮食进口的核心来源，是中国利

用全球市场补充国内供给的枢纽国家。

乌克兰是拥有全球 40%以上的肥沃黑土，气候

温和，农业生产和贸易都比较发达。自2014年克里

米亚危机后，弥补对俄关系恶化所造成的经济利益

损失并扩展地缘经济伙伴成为乌克兰对外经济政策

的重要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其开辟更加广阔

的国际市场、发展多元化的贸易对象。由于长期的

政治不稳定、社会动乱以及地区冲突给乌克兰经济

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其经济增长更加集中于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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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等具有资源禀赋优势的商品。在此背景下，乌

克兰成为中国拓展粮食进口来源、构建海外粮源的

最佳选择。

一方面，乌克兰已经发展成为保障中国粮食安

全的海外粮源之一，其不仅是中国玉米进口的首选

国家，同样也是小麦、大麦等其他作物的主要进口来

源。在2012年中国大幅开放乌克兰玉米进口后，乌

克兰对华玉米出口成倍增长，一度取代美国成为中

国最大的玉米进口来源。在其他粮食作物中，乌克

兰对华粮食出口规模亦不断扩张，不仅是中国第一

大大麦进口来源国，在中国大麦进口中占比超过

25%，而且还是啤酒、淀粉等的重要进口来源，在过

去8年中以年增一倍的速率扩大贸易规模。

另一方面，乌克兰已经参与到中国全球粮食产

业的海外布局之中，乌克兰的资源禀赋优势以及地

理位置优势使其成为中国“农业走出去”政策的首选

国家，这也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在粮食贸易上对乌的

依赖。以中粮集团为代表的中国粮农企业在“一带

一路”倡议的支持下，率先在粮食交易、物流运输以

及仓储建设中发力。在粮食交易方面，通过收购欧

洲粮商来宝集团(Noble Group)在乌克兰的全部股份，

中粮集团成为乌克兰境内最大的粮农出口商之一；

在物流运输方面，中粮集团在乌克兰投资建设的粮

食码头已经成为东欧农产品转运的关键节点之一；

在仓储建设方面，中粮集团在乌克兰拥有4个沿第聂

伯河东西方向分布的大型粮仓。中国在乌克兰的

农业投资已经形成全产业链，覆盖了种养殖、加工制

造、仓储、包装、物流和贸易多个环节。

简言之，乌克兰作为维护中国粮食安全的枢纽，

对中国粮食安全的战略意义分别体现在乌克兰对中

国关键粮食作物玉米的进口规模以及对中国粮食产

业链条融入广度方面。随着乌克兰粮食产业发展与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联系日益密切，乌克兰对中

国粮食安全愈发重要。

2.2 俄罗斯：保障粮食安全的海外粮源

俄罗斯是粮食出口的新兴大国，兼具农业发展

潜力和政策扶持优势，且与中国有共同的政治和经

济诉求，积极参与中国粮食产业的海外布局。基于

此，尽管俄罗斯对华粮食贸易规模在当前并不突出，

然而其对于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具有战略价值，是中

国推动关键作物海外生产以维护国内粮食安全的海

外粮源。

俄罗斯耕地广阔平坦且肥沃，具有发展农业的

先天优势，但是在高油价、外汇充足、财政充裕时期，

农业资源的比较优势并不亮眼，故而在俄罗斯产业

布局中，农业长期以来是发展短板。克里米亚危机

后，俄罗斯遭遇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为应对封

锁，俄罗斯陆续调整了经济发展方向，农业成为俄罗

斯经济发展中的“新亮点”。以此为背景，俄罗斯与

中国粮食合作的战略价值不断加强，成为中国开发

海外粮食供应的优先选择。

具体而言，俄罗斯是中国关键粮食作物生产外

移的优先选择，以推动在远东地区的大豆生产为代

表，两国在关乎经济安全的共同领域加强利益捆绑，

俄罗斯成为中国规避国际市场冲击国内供给的海外

粮源。远东地区是俄罗斯向东扩展战略空间的前

沿，其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着俄罗斯融

入亚太地区的深度和广度。而大豆是中国保障粮

食安全的核心，由于其自给率低、进口来源由美国和

巴西两国主导，大豆已经成为中国粮食安全的“悬梁

之剑”。因此，远东地区成为中俄农业合作的集聚

区，中国积极推动远东地区的大豆产业发展，以此为

开端，尝试逐渐将中俄农业合作深入到俄罗斯腹

地。在2011年，中国便确立远东地区是中国农业投

资的优先地区，明确提出中俄双方共同建设一系列

粮食综合体，致力生产高附加值产品、发展农产品物

流设施、应用农业创新技术。

在此基础上，中国与俄罗斯陆续开放了两国的

农业贸易和投资限制，加速两国在粮食领域的利益

联结。在贸易领域，2015年后，中俄粮食贸易的限制

被逐步取消，这就为俄罗斯粮食出口开辟中国市场

打开了通道，俄罗斯对华小麦出口逐年递增。在投

资方面，中国为农企赴俄投资提供了机遇，以助力俄

罗斯粮食产业的发展升级。2016年，俄中农业产业

发展基金(the Russian-Chinese Fund for Agro-Indus⁃
trial Development)在两国政府支持下成立，为俄罗斯

粮食生产及加工企业进行投资。现阶段基金的初始

资金共 130亿卢布，其中 90%由中国投资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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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由俄罗斯投资者提供。这一合作机制的建立

激发了中国粮企赴俄投资的热情。如今中国对俄罗

斯的农业投资存量仅次于采矿业，占中国对俄罗斯

直接投资总量的 23%。上述措施均加强了俄罗斯

在中国粮食产业外移中的核心地位，为其成为保障

中国粮食安全的海外粮源奠定基础。

在中国因遭遇美国“关税战”而减少自美大豆进

口规模后，中俄在远东地区的农业合作加速向大豆

产业集中，俄罗斯在中国粮食安全中的重要性进一

步凸显。2019年6月，中俄两国共同签署双边协议，

就扩大大豆贸易、深化全产业链合作达成重要共识，

中国进一步开放了自俄罗斯进口大豆的窗口。此

后，俄罗斯几乎所有大豆出口均销往中国市场。俄

罗斯正在进一步深入到中国大豆产业布局当中，成

为保障中国大豆供给稳定的潜在关键国。整体而

言，虽然俄罗斯目前与中国粮食贸易总量仍然较为

有限，但是俄罗斯是中国粮食供给多元化战略布局

中的关键一环，在未来有可能进一步深化双方的粮

食合作。

简言之，作为全球粮食出口中的“市场关键点”，

乌克兰和俄罗斯已经成为中国保障国内粮食安全的

重要组成部分。正因如此，俄罗斯和乌克兰地缘冲

突的“蝴蝶效应”必然会危及中国，其“连锁反应”将

对中国的粮食安全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动

摇中国本已经处于“紧平衡”状态下的粮食供需状

况，亦会破坏中国保障粮食安全的全球布局。

三、连锁反应：俄乌冲突如何冲击中国粮食安全

作为全球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中国已经被卷入

此次俄乌冲突所触发的全球粮食安全风暴之中。这

次地缘冲突率先冲击了中国粮食进口的正常运行，

由地缘冲突所诱发的“蝴蝶效应”需要中国付出巨大

的经济成本，以应对全球粮食市场供不应求以及粮

价飙升。俄乌地缘政治冲突凸显出当前中国粮食进

口对象及商品集中的粮食安全短板，进一步加剧中

国在全球粮食市场变化中的脆弱性，其消极影响需

要长期弥补。

3.1 扇动翅膀：俄乌冲突对中国粮食安全的直接

冲击

正因中国是俄乌两国的粮食出口对象，地缘冲

突的“蝴蝶效应”使得中国的粮食进口面临多重冲

击。其所产生的负面后果不限于自乌进口玉米的渠

道被切断的供给难题，同时还包括粮食进口整体总

量收缩和进口总额飙升的并行危机，这均导致国内

粮价受国际粮价波动而失稳的消极后果。

首先，玉米进口受到此次地缘冲突的影响，中国

自乌进口玉米暂停，美国取代乌克兰成为中国最大

的玉米进口来源。玉米是中国自乌克兰进口规模最

大的粮食作物，由于地缘冲突限制玉米出口，中国自

乌克兰玉米进口规模减小，自美国玉米进口规模增

加，因此对美国玉米进口依赖程度进一步提高。战

争爆发前，乌克兰出口货物已经运往中国，并在3月
到达。在第一季度，乌克兰仍然是中国玉米进口的

第一大来源国。然而在冲突爆发后，中国自乌进口

玉米受阻，对美国的玉米依赖进一步提高，自美国进

口总量迅速超越乌克兰。2022年，中国自美国进口

玉米总量已经创下自 2013年以来的新高。由于地

缘冲突的爆发，中国开辟的乌克兰玉米进口渠道受

到重创，中国对美国玉米进口依赖的提升表明中国

尝试分散粮食进口来源的努力受到打击，在关乎国

家粮食安全的玉米作物中，对美国进口依赖的脆弱

性进一步加深。

此外，由于各国不断加强的出口保护政策导致

全球粮食正常流通受阻，中国因此面临粮食进口规

模收缩且进口价格飙升的双重困局。作为全球最大

的农业进口国，中国在全球粮食市场中不具有“大国

效应”，是国际粮食价格的接受者，进口价格追随卖

方市场，这就提高了通过粮食进口维护国内粮食安

全的经济成本。2022年以来，中国进口粮食超过1.3
亿吨，虽然同比减少 10.7%，但仍然是全球最大的粮

食进口国；进口总额达5499.9亿人民币，同比增长了

13.7%。其中，对国内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大豆、玉

米、小麦等作物进口价格均面临与数量不相匹配的

增幅(见下页表1)。
更重要的是，外部风险已经波及国内粮食市场

的正常运行，国内粮食收购价格整体抬升，并波及国

内物价稳定，这凸显了国际粮食市场变化对国内粮

食价格不断增强的联动效应。粮价是百价之基，粮

价的波动不仅直接关乎粮食安全，同时也与相关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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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居民生活水平及社会稳定等方面有密切联

系。此次地缘冲突爆发后，国际粮食市场震动波及

国内，不断抬升国内的粮食收购价格。粮食价格高

涨，其中玉米受到地缘政治冲击最为激烈，收购价格

涨幅也最大，直逼其替代作物小麦的收购价。受此

影响，国内物价水平亦水涨船高，2022年，全国食品

消费价格指数上涨2.4%。

3.2 风暴来临：俄乌冲突对中国粮食安全的持续

后果

相较于此次俄乌冲突对中国粮食安全所带来的

有限直接冲击，这一趋势不断发酵对中国粮食安全

造成的持续后果更加值得关注。由于在玉米、大豆

等攸关国家粮食安全的商品种类中，中国的粮食进

口来源国与中国的政治关系高度不稳定，这就将粮

食安全置于地缘政治竞争的旋涡之中。俄乌冲突暴

露了在大国战略竞争愈发激烈的背景下，国际贸易

中的安全逻辑逐渐上升，中国的粮食进口更加受制

于少数同中国地缘关系不稳定的国家，这将使得中

国卷人全球粮食安全“风暴”中。

其一，由于冲突爆发，粮食贸易被地缘政治裹挟

的程度大幅提高，粮食贸易“武器化”的风险进一步

增加，这将使中国面临巨大的粮食安全风险。一方

面，俄乌冲突深化了美国与中国在经济与安全上的

错位联动，中国对美国的粮食进口依赖会对中国的

粮食安全带来巨大压力。冲突爆发后，中国扩大了

自美进口粮食的规模，尤其是在玉米、大豆等关键作

物领域，美国都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进口来源。正因

如此，中美两国政治关系的变动以及由此引发的经

贸政策调整必将削弱中国的粮食安全。另一方面，

俄罗斯对华出口的粮食规模在冲突后仍将继续上

升，但俄罗斯对华粮食出口相对有限的实力将使得

中国保障粮食安全的局势更加复杂。在冲突爆发

后，中国迅速向俄罗斯开放粮食市场，释放出中俄地

缘关系密切的信号。然而，由于中俄两国在产业结

构及经济模式上存在差异，中国需要对俄罗斯进行

长期农业投资，方能有效提高中俄两国农业合作水

平。俄罗斯出口供给在短期内难以替代中国既有

粮食进口来源，但中俄粮食贸易关系的密切将增加

中国遭受西方国家经济制裁的可能性，这就使得中

国面临的粮食安全环境更加复杂。

其二，相对开放的全球粮食贸易格局正在逆转，

通过进口缓解国家粮食安全的渠道受到冲击，这导

致全球粮食市场更加封闭，通过进口改善国内粮食

安全水平的难度再度升级。长期以来，粮食国际贸

易与国家粮食安全之间的正向关系被国际社会反复

强调，但粮食贸易与粮食安全间的正相关关系是建

立在全球粮食自由运行基础之上的。如果全球粮

食难以自由流通，粮食进口来源的大幅波动与粮食

市场的弱需求弹性间的既有矛盾将更加突出。俄乌

冲突放大了当前全球粮食市场为国家粮食安全所带

来的风险，使得以自由贸易为主的全球粮食贸易模

式正在被重新审视。对于中国而言，粮食安全如今

已经与全球粮食市场密切联系在一起，为了实现粮

食供需平衡的目标，难以避免依靠海外进口，通过外

循环来解决粮食供给对需求的适配性问题，粮食内

外循环的交错成为实现供需平衡的必然结果。因

此，逐渐收缩的全球粮食贸易将为中国粮食安全带

来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

其三，此次地缘冲突揭示出国际投机资本对国

际粮价的渗透，在国际粮食定价中处于被动地位的

数据来源：“2022 年 12 月进口主要商品量值表”，海关总署，2023 年 1 月 18 日，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
zfxoxgk/2799825/302274/302277/302276/4807029/index.html.

表1 2022年中国主要粮食作物进口量值与同期波动 (单位：万吨/亿人民币)
品种

玉米

小麦

大豆

数量

2062
996
9108

波动

-27.3%
1.9%
-5.6%

金额

467.2
256.8
4084.0

增幅

-10.0%
28.4%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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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因此面临难以规避的粮食安全风险。这次地

缘冲突后的全球粮食价格异动表明，现货市场的价

格发现功能逐渐被期货市场取代，而期货投机的逐

利性放大了危机中粮食供需关系的波动，故此诱发

了俄乌冲突后全球粮食价格的“虚高”。由于在投机

资本干预国际粮价的全球博弈中缺席，中国为国际

粮价波动承担高昂的经济后果。尤其是在全球粮食

市场因地缘政治干预而更加复杂的背景下，国际粮

价波动成为引发中国粮食安全风险的潜在诱因。

综上所述，中国作为全球粮食进口大国，首当其

冲承受着全球粮食市场中“蝴蝶效应”不断激化的后

果，这为中国带来了持续的粮食安全风险。这次地

缘冲突进一步深化了地缘政治关系与粮食贸易之间

的联结，加剧了粮食出口国在愈发集中的粮食贸易

中所拥有的卖方权力，这均在不断恶化中国粮食进

口的国际环境。更为严峻的是，地缘冲突所触发的

“蝴蝶效应”并未中止，全球范围内的粮食安全风险

仍在不断发酵。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粮食进口国，

同时也是全球地缘政治中的关键国家，已经进入了

粮食安全“风暴”的中心，粮食进口仍将持续遭受愈

发动荡的国际市场影响。

四、提高韧性：中国粮食安全如何规避“蝴蝶效应”？

面对全球粮食市场的波动，中国作为其中最重

要的粮食进口国，需要“未雨绸缪”，提高中国在全球

粮食市场中的“韧性”，即增强中国的粮食进口在应

对意外情况时得以迅速反应并恢复正常的能力，从

而避免“蝴蝶效应”的后果波及中国粮食安全。在当

前情况下，中国日益增加的粮食进口规模进一步加

剧了因暴露在开放市场而导致的粮食安全风险，而

进口对象的高度集中更是将中国的粮食安全与俄罗

斯、乌克兰等地缘政治稳定性低的国家绑定在一

起。因此在面临地缘政治波动时，中国所承受的粮

食安全压力便呈指数性上升，最终国际市场所传导

的粮食安全风险通过进口粮价的高企得以体现。整

体而言，提高粮食供给和粮食获取的能力是实现粮

食安全的核心要素。基于此，中国应当同时着力于

分散粮食进口来源并创新金融工具两个维度，以丰

富中国在应对国际市场变化的政策选择。

4.1 分散进口来源：削弱“市场关键点”的不可替

代性

依托于经济全球化高峰时期粮食贸易的逐渐开

放，全球粮食市场迎来了相对繁荣阶段，粮食贸易规

模成倍扩大，这为中国分散粮食进口的来源创造了

有利条件。与此同时，大量农业资源强国的农业生

产及出口能力仍有待开发，农业基础设施短板及农

业产业政策漏洞仍制约着农业产业的升级，这为中

国开辟粮食进口来源提供了潜在机会。因此，中国

在丰富粮食进口来源的过程中，不仅需要拓展与既

有粮食出口大国的贸易往来，同时还要积极开发粮

食进口的潜在国家。

一方面，主动拓展同全球粮食出口大国的贸易

规模，扩充中国粮食进口的选择范围。在已经具有

粮食出口规模优势的国家中，除美国、巴西等少数国

家已经与中国展开了密切的粮食贸易往来外，其他

各国对华粮食出口规模仍十分有限，均有望成为中

国粮食进口的替代国家。以受到此次地缘政治冲突

直接影响的玉米贸易为例，美国、阿根廷、巴西、乌克

兰是全球前四大玉米出口国，但阿根廷与巴西在

2020年对华出口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刨除中国

市场后，阿根廷与巴西在全球的玉米出口规模已经

远超美国和乌拉圭两国(如图2)。由此可见，阿根廷、

巴西及罗马尼亚等国本身已经具有强大的粮食出口

实力，不仅有能力满足中国粮食进口缺口，还有望通

过与中国开展更加密切的粮食联系进一步扩大其在

图2 全球主要玉米出口国出口对象(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https://comtrade.un.

org/data/，访问时间：2023年3月1日。

··83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中国外交 2023.9
CHINA′S FOREIGN AFFAIRS

全球粮食市场中的优势地位。

另一方面，积极开发具有资源禀赋国家的粮食

产业，增加中国粮食进口的海外保障。在国际粮食

市场中，大量国家农业发展受制于国家政策支持力

度不足、农业基础设施短板明显，因此导致其生产

要素优势未能充分发挥，包括中亚、非洲以及东南

亚各国在内的各发展中国家均是中国有待开辟的

“海外耕地”，有望通过增加对其农业投资使其成为

中国粮食进口的潜在来源。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

区、东欧、东南亚以及拉丁美洲等全球范围内，诸多

国家耕地资源充沛，人均耕地面积是中国的两倍以

上。以此为基础，中国可以继续开发泰国、柬埔寨以

及哈萨克斯坦等位居东南亚和中亚的“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并进一步拓展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拉丁美

洲在内的粮食产业，为扩展中国粮食进口来源谋求

长远之计。

具体而言，丰富粮食进口来源以提高“韧性”的

措施离不开国家的政策支持，因此，政府应当积极推

动“粮食外交”，促进中国同相关国家建设农业合作

关系，以保障粮食贸易的高效运行并化解农业投资

的地缘风险。在双边协商方面，中国可以将包含粮

食在内的农业领域作为经济合作的优先领域，通过

与相关国家完善自由贸易协定、双边投资协定等方

式提升双方经贸往来的制度化水平；在多边对话方

面，中国可以继续利用中非合作论坛、上合组织对话

机制及中国与东盟合作机制等多边平台，将扩展粮

食合作、推动农业发展纳入协商议程之中，以打造包

容性的粮食安全合作平台；在全球治理方面，中国应

当积极参与WTO农业谈判、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改

革等全球农业合作的机制变革，从而保障中国的粮

食安全利益得以在全球粮食贸易规则完善、全球粮

食安全治理中得以体现。

4.2 创新金融工具：避免“连锁反应”波及国内粮

价稳定

包括此次俄乌冲突诱发的潜在性全球粮食危机

在内，因全球粮食供需关系波动的连锁反应而催化

的国际粮价飙升是粮食危机“蝴蝶效应”中的关键环

节。国际金融资本在粮食市场中的投机行为是导致

全球粮食价格异动频繁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由

于中国大宗农产品金融市场尚不发达、国内农产品

期货交易参与者较少、参与资金规模小、利用国际期

货市场套期保值者更少，以致中国在农产品金融市

场中的参与度与粮食进口的规模难以匹配，这进一

步放大了中国在粮食价格波动中的弱势地位，故而

中国不得不在全球粮食交易市场中承担更多的进口

成本。而随着中国在全球粮食市场中的进口规模继

续扩大，同步提高中国在粮食金融市场中的参与度

和主动权亦相当重要。因此，创新金融工具以缓解

中国在全球粮价异动中的被动地位，减少“蝴蝶效

应”通过金融市场破坏粮价的稳定，提高中国在全球

粮食定价中的主动权，是当前应对粮食安全危机的

必要之举。

具体而言，创新金融工具以提高“韧性”的措施

需要提高中国在全球粮食期货市场中的参与度，以

改善中国在全球粮食市场中进口规模与定价权之间

的错位。首先，主动参与国际农产品期货交易，利用

期货市场规避风险。一是建立相应的套期保值基

金，在国际市场上寻找合适的买入机会，以保障国内

供应，防范粮价上涨风险；二是支持包括中粮集团在

内的大型粮商直接参与国际大宗农产品市场交易，

以提升其在粮食全产业链中的主动权；三是推动国

内本土金融机构增加大宗农产品金融交易，做强重

要粮食衍生品交易品种。其次，发展国内农产品期

货交易平台，缓解中国在粮食定价中的被动地位。

一是完善位于大连和郑州的两大农产品期货交易所

的交易机制，使其在规则制定、风险监管等方面同国

际规则接轨；二是逐步开放国内农产品期货的交易

品种限制，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粮食期货交易品

种的筛选功能。最后，积极开展国际金融合作，共同

监管全球粮食市场的投机行为。一是积极参与包括

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对粮食大宗期货交

易风险管控的协商，以制定有利于己的国际监管制

度；二是推动各国共同建立国际农产品供需及交易

信息的数据库，以避免全球粮价因投机行为而波动，

引导全球粮价根据供需基本面调整。

综上所述，调整当前中国的粮食进口格局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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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国在粮食大宗期货交易市场中的被动地位，是

提高中国粮食安全的“韧性”以规避地缘政治波动的

“蝴蝶效应”对中国粮食安全造成负面影响的可行之

策。一方面，调整粮食进口结构有利于改变当前对

少数国家的粮食进口的不对称依赖，从而缓解中国

因他国粮食出口政策调整而遭遇粮食安全危机；另

一方面，积极投入全球粮食大宗期货交易，有助于提

高中国应对国际粮价的波动危及国内粮食价格。此

外，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培育综合性粮农企业亦

有助于进一步提高中国的粮食安全水平，提高中国

应对全球粮食市场出现变化的能力。

五、结语

本文以“蝴蝶效应”为视角，构建了一个分析地

缘政治冲突与粮食安全危机的框架，以此探究此次

俄乌冲突对中国粮食安全所造成的严峻后果。由于

粮食的安全属性以及各国在粮食贸易中日益相互依

赖，全球粮食贸易中的“市场关键点”出口规模的收

缩会触发“蝴蝶效应”，造成与其出口规模不成比例

的全球性粮食安全危机。在俄乌冲突中，地缘冲突

冲击了俄乌两国的粮食正常出口，两国粮食出口对

象大幅增加进口且限制出口的行为恶化了全球粮食

市场供需关系稳定，这进一步激发了粮食大宗期货

的投机行为增加，国际粮价剧烈波动，各国因此面

临巨大的粮食安全风险。对于中国而言，此次冲

突所产生的“风暴”使中国面临着粮食进口总量缩

减、进口来源集中以及交易价格飙升的风险，这些

均撼动着粮食安全根基。基于此，中国应当提升

粮食安全的韧性，提升粮食供给来源多样性、主动

开发粮食市场的金融工具，更加充分地利用国际

力量提高国内粮食安全水平，从而弥补中国在全

球大国战略竞争中的短板，并增加中国在全球经

济竞争中的筹码。

当然，俄乌冲突所触发的粮食安全风暴不可能

无限放大。随着俄罗斯有选择地在冲突中开放部分

黑海港口的粮食流通、美西方国家将粮食贸易排除

在对俄制裁体系之外，全球粮食市场中的“连锁反

应”有所缓解。然而，俄乌冲突何时终结仍难预计，

地缘冲突在全球粮食市场上触发“蝴蝶效应”的可能

性仍然存在。对于中国而言，如何化解地缘政治关

系对粮食贸易的负面影响尤其值得关注，因为这将

有助于中国在开辟粮食国际贸易的过程中，识别出

口国将粮食贸易“武器化”的潜在可能，因地制宜、因

事制宜地选择进口来源，以避免粮食贸易成为大国

战略竞争的工具。

感谢《太平洋学报》编辑部和匿名审稿专家提出

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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