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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8日，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

的支持者闯入国会大厦、总统府和最高法

院，并与当地军警发生冲突。总统卢拉下

令国民警卫队进驻巴西首都恢复秩序。

截至目前，已有数百人被捕。

与此同时，多个国家和机构领导人及

官员对冲击巴西国家权力机构的行为予

以谴责，并对巴西总统卢拉表示支持。

示威者冲击巴西国家权力机构
当地时间8日，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

的支持者闯入国会大厦、总统府和最高法

院。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显示，大量示威者

打破门窗闯入国会大厦，破坏国会议员的

办公室，还有人爬上建筑物，拉起横幅。

《金融时报》等外媒称，这些事件让人

想起两年前特朗普支持者暴力闯入美国

国会大厦的场景。当时的骚乱直接造成5

人死亡、约140名警察受伤。

巴西现任总统卢拉随后下令国民警卫

队进驻巴西首都巴西利亚，恢复秩序，并

强调所有强闯国家权力机构的人“都会被

发现并受到惩罚”。

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也“针对公共建

筑的掠夺和入侵”表示谴责。博索纳罗同

时驳斥关于他煽动此次冲击行为的指控，

称指控“毫无根据”。他表示，他也捍卫

“和平抗议”的权利。

据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9日报道，

巴西司法和公共安全部长弗拉维奥·迪诺

表示，截至目前，安全部队已重新控制了

被破坏的建筑物，大约有200人被捕。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巴西联邦区

州长伊巴内斯·罗查的消息则称，已有至

少400人被捕。

多国发声谴责
巴西国家权力机构遭示威者冲击后，

多个国家和机构领导人及官员发声谴

责。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文称，“我

谴责今天对巴西民主制度的攻击。巴西

人民和国家机构的意愿必须得到尊重。”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巴西的局势“令人吃

惊”，并对攻击巴西民主和权力和平移交的行

为表示谴责，“巴西的民主制度得到我们的全

力支持，巴西人民的意志不容动摇。”他还称，

期待继续与现任总统卢拉进行合作。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在社交媒体上发

文说：“暴力攻击民主制度永远不可接

受。我们与卢拉一道敦促示威者，立即停

止这些行为。”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必须尊重巴西

人民的意愿和民主制度。他还说，“法国

坚定支持巴西总统卢拉”。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

说，他“对暴力极端分子的暴行和非法占

领行为感到震惊”，并强调“巴西民主将战

胜暴力和极端主义”。

墨西哥总统洛佩斯说，卢拉不会孤单，

因为“卢拉得到了巴西国内的进步力量，还

有墨西哥、美洲大陆以及全球的支持。”

智利总统博里奇谴责巴西示威者“对

民主的懦弱和卑鄙攻击”，称卢拉政府得

到智利的“全力支持”。 据中新社

粮食安全威胁犹在
分析人士认为，2023年粮食安全危机

尚难完全化解，主要是因为此前导致危机

的因素依然存在。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

数据显示，2021年，全世界多达8.28亿人

面临饥饿，饥饿人口主要分布在非洲、亚

洲、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2022年，45

个国家和地区的总计约2.05亿人处于“危

机”级别或更严重级别的粮食不安全，人

数较上年大幅增长。粮农组织近日在一

份报告中指出，2022 年低收入国家粮食

进口支出与预期几乎持平，但进口量可能

减少10%，表明这些国家粮食获取形势日

益严峻。

多种因素引发了粮食危机，其中包括

新冠疫情持续蔓延、供应链出现瓶颈

等。为应对疫情暴发后的经济下滑，西

方发达经济体推出量化宽松政策，造成

粮价大幅上涨。

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重要粮食出口

国，俄罗斯还是重要化肥出口国。2022年

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后，国际粮价攀升，粮

食危机加剧。世界粮食计划署数据显示，

乌克兰危机升级前，俄乌小麦出口量合计

约占全球小麦贸易量的 30%。2022 年 3

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升至159.7点，

创下1990年该指数设立以来最高纪录。

西方国家对俄农产品出口设置了“隐

性壁垒”，致使俄出口商在许多环节被“卡

脖子”。分析人士还指出，美国鼓动盟友

一再加码对俄制裁，影响国际能源、化肥

供应，导致农业投入成本飙升，可能影响

全球下一个种植季农业生产，刺激粮价继

续上涨。

2022年北半球干燥炎热的气候影响

了几大主要产区的冬季小麦产量，全球玉

米产量预计也低于上年水平。国际市场

供应紧张意味着2023年小麦和玉米价格

将继续波动，并对气候条件和相关政策变

化高度敏感。

此外，当前一些主要经济体出现经济

衰退或明显放缓迹象，全球经济下行也给

粮食安全带来风险。

粮食分配亟待均衡
应该看到，当前全球粮食供给总量并

未出现明显短缺，造成当前粮食安全问题

的主要原因是全球粮食分配不均衡，粮食

资源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存在巨大落差。

粮农组织去年12月预计，2022年全球谷

物产量为27.56亿吨。专家认为，尽管全球人

口去年已达80亿，但从全球粮食总产量来看

尚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粮食安全问题。但过

去几十年来，粮食出口国相对集中，进口国则

比较分散。这样的供需格局使得国际粮食市

场极易受到疫情、地区冲突等因素影响。

根据粮农组织日前发布的《2022年世

界粮食及农业统计年鉴》，在世界范围内，

按毛额计算最大粮食出口国是美国、荷兰

和中国。到目前为止，按净额计算最大出

口国是巴西，其次是阿根廷和西班牙。发

展中国家整体粮食自给率较低，以非洲为

例，有30多个国家是粮食净进口国。

出于对粮食供应和粮价上涨的担忧，近

几年许多粮食出口国实施保护主义政策。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

7月，21个国家实施了粮食出口禁令，6个国

家实施了出口限制措施。如果主要粮食出

口国升级贸易限制措施，国际粮价将走高。

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大学教授科

斯坦蒂诺斯表示，全球粮食总产量是足够

的，但当前的粮食分配及供应链体系刺激

市场卖方不断推高粮价。

不少低收入国家粮食和农业生产资料高

度依赖进口。过去一年，在美联储持续激进

加息和美元升值背景下，中东、非洲、南亚和

拉美一些国家进口粮食的财政负担明显加

重，脆弱群体的粮食安全进一步受到威胁。

与此同时，粮价上涨成为一些发达国

家攫取世界财富的盛宴。比如，美国艾地

盟公司、邦吉公司、嘉吉公司和法国路易

达孚公司等控制世界粮食贸易的巨头操

控着国际粮价，屡屡通过炒作粮食安全问

题渲染紧张局势，牟取巨额利润。

多边合作化解危机
尽管近期全球粮食价格有所回落，但

粮食供应与安全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

决。新的一年，如何消除粮食安全威胁仍

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

随着全球化发展，安全问题的传导

性、联动性、跨国性越来越突出。正因如

此，粮食安全问题近年来屡屡成为重大国

际多边会议上备受关注的重要议题。

2022年6月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第12

届部长级会议强调，贸易对实现粮食安全

至关重要。同年11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巴厘岛峰会通过宣言，承诺建设可持续、

有韧性的粮农系统和全球供应链，采取协

同行动解决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粮食

安全问题，维护粮食供应链正常运转，促

进粮农贸易畅通。

对于国际贸易如何助力实现更高效、

更包容、更具适应性和更可持续的粮食系

统，粮农组织驻日内瓦联络处主任多米尼

克·比尔容认为，首先应提高市场透明度

和推动政策对话，减少对全球农产品贸易

的干扰；其次，各国应考虑贸易限制措施

对国际市场的潜在破坏，重新定位贸易和

国内政策；第三，需要大力实施贸易便利

化措施，开展国际合作。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

研究院副教授唐健说，要让全球80亿人吃

饱，国际社会应倡导自由贸易，保持粮食

贸易畅通，特别要尽快解决乌克兰危机升

级导致的粮食供应中断。同时，大国要合

力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联合国要发挥主导

作用。此外，应建立健全粮食市场预警机

制，提前预测哪些地区可能出现粮食危

机，做好预案和准备。

2022年4月23日，阿富汗民众在喀布尔领取中国援助的粮食（资料图片）。 新华社发

前总统支持者闯入国会打砸抢烧

多国发声谴责巴西版“国会骚乱”

如何让80亿人吃饱？
——2023年世界粮食安全形势前瞻

2023年，受气候变化、地缘政治危机和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等因素的影响，

国际粮食市场仍将有较大不确定性，部分低收入国家可能继续面临粮食短缺困

境。国际社会只有加强协调，及时疏通粮食产业链供应链的堵点和断点，着力消

除损害全球粮食系统韧性的长期结构性顽疾，才能更好应对全球粮食安全挑战。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