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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COVID-19） 

暴发之后，全球食物不足发生率急剧

攀升，至今已连续三年居高不下，世

界距离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2（“零饥

饿”）仍然相去甚远。截至2023年， 

全世界约有7.13亿至7.57亿人处于饥饿

状态，即每11人中就有1人遭受饥饿之

苦。在非洲，这一比例更是高达五分之

一。非洲的饥饿人口数量持续上升，亚

洲相对稳定，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在

消除饥饿方面则取得了显著进展。

 在确保所有人定期获得充足食物这

一更为广泛的目标方面，同样面临着进

展停滞不前的挑战。全球范围内，中度

或重度粮食不安全状况已连续三年未见

改观，但值得一提的是，拉丁美洲在这

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2023年，全球约

有28.9%的人口（23.3亿人）处于中度

或重度粮食不安全状况。

 关于获取营养食物的经济条件，最

新修订的估算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 

全球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约28亿

人）无力负担健康膳食。不同收入水

平国家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低收入国

家中无力负担健康膳食的人口比例最

高（71.5%），远高于中低收入国家

（52.6%）、中高收入国家（21.5%）和

高收入国家（6.3%）。

 今年距离2030年仅六年之遥，全球

粮食安全状况的改善却步履维艰， 人

们获取健康膳食的经济能力参差不齐，

导致全世界实现“零饥饿”这一宏伟

愿景的前景变得愈发黯淡。预计到本

十年末，全球将有5.82亿人长期处于

食物不足状态，其中半数以上集中在

非洲。当务之急是加快推进农业粮食

体系转型进程，增强其抵御各类主要

不利因素的韧性，同时根除不平等现

象，确保为所有人提供充足且可负担

的健康膳食。

 在消除一切形式营养不良目标方

面，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无论五岁以

下儿童发育迟缓和消瘦指标，还是六个

月以下婴儿纯母乳喂养指标，全球情况

均有所改善。然而，全球出生体重不足

和儿童超重发生率未见改观，15至49岁

女性贫血发生率甚至不降反升。预计到

2030年，七项全球营养目标在全世界均

无法如期实现。

 发育迟缓、消瘦和纯母乳喂养情况

的改善，为儿童充分实现成长发育潜力

奠定了基础。然而，肥胖率的上升则加

重了营养不良的双重负担，不同年龄

组别群体的健康和福祉都将面临重大挑

战。需要采取综合行动，应对造成各种

形式营养不良的共性因素，同时解决营

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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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不足、微量营养素匮乏、超重及肥胖

等各种营养问题。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2.1 

和2.2，即消除饥饿、粮食不安全和营

养不良，需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提高

成本效益。然而，目前粮食安全和营养

供资情况尚不明确，既不清楚可用资金

数量，也无法准确估算实现这些具体目

标所需的额外资金。

 由于粮食安全和营养供资的定义

范围广泛且存在差异，估算结果不尽

相同，导致在确定资金不足领域、确

保问责、跟踪干预的影响方面困难重

重。因此，鉴于相关方面对工作重视

程度不足、工作内容不够明确，迫切

需要对粮食安全和营养供资进行统一

定义和系统性梳理。

 本报告将“粮食安全和营养供资” 

定义为：国内外公共和私营机构为消除

饥饿、粮食不安全和一切形式的营养不

良而投入的资金。这些资金旨在确保稳

定地提供、获取、消费营养且安全的食

品，推动有利于提供健康膳食的实践， 

并确保实现这些目标所需的卫生、教育

和社会保护服务得到充分保障。此外， 

这些资金还有一部分用于增强农业粮食

体系的韧性，以抵御那些导致饥饿、粮

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主要不利因素及

潜在结构性因素。

 本报告就“粮食安全和营养供资” 

提出了全新定义和标准化方法，供追踪

梳理助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

2.1和2.2的资金流向；同时，全面把握

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多维特性，跨越这类

定义中常见的部门壁垒，为了全面推广

这一方法奠定了基础。

 目前，尚无法精确计算支持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2.1和2.2各项工

作可用的资金额度，以及需要额外投入

多少资金。在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虽

然公共部门和官方资金流向大多可以追

踪，但许多私营部门资金的流动难以

追踪。

 根据对十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的数据分析，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的公

共支出主要集中在粮食消费领域，尤其

是为了提高粮食供应量，并拓宽获取渠

道。然而，在应对引发粮食不安全和营

养不良的主要因素方面，低收入国家政

府的支出能力似乎普遍较低。

 在官方发展援助和其他官方总投入

中，粮食安全和营养所占比例不足四分

之一。2017年至2021年期间，这些资金

流年均达760亿美元，其中仅有34%专门

用于应对导致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

的主要根源因素。这些资金绝大部分流

向了非洲（不同区域）和中低收入国家

（不同收入群体）。

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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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 概要

 2017年至2022年期间，来自慈善机

构的私营资金、外出务工人员通过跨境

汇款投入到农业粮食体系的资金，以及

外国直接投资年均总额可能达到950亿

美元。混合融资规模不大，银行对农林

渔业的净贷款几乎呈现持续下降趋势。

 尽管难以精确计算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具体目标2.1和2.2所需的资金缺

口，但粗略估算数额不下数万亿美元。

如果不弥合这一缺口，将导致社会、经

济和环境方面的不良后果，而解决这些

后果的成本同样将高达数万亿美元。提

高利用现有资金的成效，将有助于缩小

资金缺口。

 在饥饿和营养不良问题尤为严峻的

国家，亟需推出创新、包容和公平的解

决方案，扩大投入到粮食安全和营养领

域的资金规模。然而，许多低收入和中

等收入国家在获取可负担的资金方面面

临严重制约。

 在资金获取能力有限或适中的国

家，平均而言，营养不良和五岁以下儿

童发育迟缓发生率较高。相比之下，在

资金获取能力较强的国家，儿童超重的

平均发生率较高。这些国家大多深受一

项乃至多项关键不利因素困扰，这些因

素共同加剧了粮食不安全与营养不良问

题，而极端气候事件是最主要不利因素

之一，其影响广泛波及所有不同资金获

取能力的国家。

 对于资金获取能力有限的国家，争

取赠款和优惠贷款是最合适的选择。

能力适中的国家可以增加国内税收， 

并将税收与粮食安全和营养成果挂钩。

发展采用混合融资方式的协作型融资

伙伴关系至关重要，因为较高的金融

风险可能使其他融资来源成本过高。

资金获取能力较强的国家可以将粮食

安全和营养目标纳入绿色债券、社会

债券、可持续发展债券和可持续发展

挂钩债券等工具中。

 当前的粮食安全和营养融资架构高

度分散，需要打破各自为政的做法，通

盘考虑，综合施策。需要考虑到国家和

地方政策重点，加强各主体之间的协

调，明确关键着力点。为此，提高透明

度和统一数据收集工作至关重要，有

助于加强协调联动，有效地开展定向

融资。

 捐助方和其他国际主体需要提高风

险容忍度，深入参与降低风险的活动。

同时，政府必须加大公共产品投入力

度、打击腐败和偷税漏税、增加粮食安

全和营养支出，并考虑调整提供政策支

持，从而弥补私营商业主体无法填补的

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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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全球各国共同肩负的重任。我们五大组织坚定支

持出台并落实各类转型举措，确保在2030年前实现世界零饥饿、天下

粮安、消除营养不良的宏伟目标。纵观全球，各国政府、合作伙伴

和国际社会为实现这一共同目标作出坚定承诺，令我们深感鼓舞。

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改善程度既不均衡，也不充分。在人口

众多、经济持续增长的国家，情况确实有所改观。然而，在世界许多其他国家，

饥饿、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问题持续恶化。这些挑战影响着数亿人口， 尤其是

农村人口，农村的极端贫困和粮食不安全问题依然根深蒂固。妇女、青年和土著

人民等弱势群体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如果继续落入过去的窠臼，那么到2030年，

全世界仍将有数亿人面临食物不足的困扰。同样，亿万儿童仍将受到各种形式营

养不良的影响，而世界也将无法实现全球营养目标。 

局部武装冲突多点爆发；气候变化及极端天气事件增多；全球经济增速放

缓，甚至面临衰退；食品安全问题依然严峻；健康膳食成本居高不下；不平等现

象不断加深……所有这些不利因素持续加剧全球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问题。

往期《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已经指出，为了应对这些主要不利因素，

需要推动农业粮食体系转型，出台相应政策，做出必要投资。在今年的报告中，

我们深入剖析了这些政策和投资尚未大规模部署实施的原因。 

一个核心原因在于资金不足、普惠金融缺位，而这两者恰恰是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重要手段，并且需要各方作出更加一致的政治承诺。那些粮食不安全和

多种形式营养不良问题最严重且受到上述问题影响的国家，恰恰最难获得资金

支持。

从农村到城市，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问题的根源和影响因素错综复杂。为

了有效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实施一系列政策，并开展配套投资。我们五大组织致

力于全面评估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供资状况，确定为落实政策和开展投

前言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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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所需弥补的资金缺口。本报告旨在为“粮食安全和营养供资”提出明确的定义，

并为供资工作提供指南。为了支持落实供资进程，我们五大组织承诺积极倡导并

大力支持开发相关数据，以建立更完善的粮食安全和营养供资全球核算体系。 

准确估算粮食安全和营养供资缺口，并探索创新融资途径来弥补缺口，已成

为我们的当务之急。为了消除饥饿、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取安全、营养且充足的食

物（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2.1），彻底消除一切形式的营养不良（可持续发

展目标具体目标2.2），必须出台并落实政策、法律法规和干预措施，同时筹措大

量资源。这不仅是对未来的投资，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坚定致力于保

障当代及子孙后代享有充足食物和营养的权利。 

在2024年未来峰会和2025年第四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即将召开之

际，本年度报告的主题可谓恰逢其时。我们希望各国政府、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

方能从报告中汲取灵感，并就如何筹集资金、以及更好地利用资金以实现“零

饥饿”目标采取具体行动。我们也希望，在支持落实《2030年议程》的各项政

府间进程中，特别是在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和发展筹资论坛上， 本报

告提出的各项呼吁能得到充分的关注和讨论。

屈冬玉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总裁

阿尔瓦罗·拉里奥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

凯瑟琳·拉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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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迪·麦凯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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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德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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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引 言

近年来，全球饥饿、粮食不安全

和营养不良发生率居高不下，相关指

标的落实进展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了

明显的倒退，导致难以在2030年前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2.1和

2.2，即彻底消除饥饿、粮食不安全和

一切形式的营养不良。本报告前几期

已反复强调，造成粮食不安全和营养

不良的几个主要挑战日益严峻，特别

是武装冲突、气候变化和极端气候事

件、经济增速放缓和衰退等。此外， 

一些长期存在的根本问题也在恶化

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状况，例如健

康膳食难以获取且成本高昂、食品安

全问题，以及严重不平等现象持续

存在。这些主要不利因素不仅日益

频发、强度日增，而且多发并发，并与

根源性缺陷叠加共振，导致饥饿和

粮食不安全人口数量不断攀升。正如

《2021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

报告所述，需要围绕六大变革性路

径，针对影响各国粮食安全和营养

状况的一种或多种不利因素，因地制

宜，打好政策“组合拳”。

为了确保各项行动达到必要规

模，必须提供充足的资金和平等的

供资机会，以应对粮食安全和营养挑

战。因此，今年报告的主题聚焦于为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2.1和

2.2提供资金，即为消除饥饿、粮食不

安全和一切形式的营养不良提供资

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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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世界粮食安全和
营养状况

2.1
粮食安全指标：消除饥饿
和确保粮食安全方面最新
数据和进展

要点

 以食物不足发生率为衡量标准，

全球饥饿状况在2019年至2021年期

间急剧恶化，之后连续三年几乎维

持在同一水平。截至2023年，全球仍

有9.1%的人口处于饥饿状态，相较于

2019年的7.5%有所上升。

 据估计，2023年遭受饥饿之苦的

人口数量介于7.13亿至7.57亿之间（占

全球总人口的8.9%至9.4%）。若取中间

值（7.33亿），则2023年饥饿人口数量

可能比2019年增加了约1.52亿。

 非洲的饥饿人口数量仍在增加，

亚洲相对稳定，拉丁美洲则取得了

显著进展。非洲仍然是饥饿人

口比例最高的区域（20.4%），其次

是亚洲（8.1%），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6.2%），以及大洋洲（7.3%）。然而， 

亚洲的饥饿人口仍占世界饥饿人口

总数的一半以上。

 预计到本十年末，全球将有5.82 

亿人长期处于食物不足状态，实现

“零饥饿”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仍然

任重而道远。到2030年，非洲将取代

亚洲，成为占世界食物不足人口一半

以上的区域。

 除饥饿问题外，中度或重度粮食

不安全发生率仍高于C OVID-19疫情

前的水平，过去四年间几乎未见改

善。2023年，全球约有28.9%的人口

（23.3亿人）处于中度或重度粮食不

安全状况，即无法定期获取充足的

食物。

 从2022年到2023年，非洲、亚洲、

北美洲和欧洲的中度或重度粮食不

安全发生率几乎没有变化，而大洋洲

则有所恶化。相比之下，拉丁美洲取

得了显著进展。

 粮食不安全对女性的影响大于男

性，尽管2023年这种影响的性别差距

有所缩小。全球范围内，中度或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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