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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美关系史视角看中国海外粮食获取

查道炯

内容摘要 ： 在全球粮食安全形势陷入大幅波动 的情况下 ， 中 国如何保障粮食

安全
， 是值得思考的 国 际政治研究议题。 当前 ， 有关他国将对 中 国展开

“

粮食力

量
”

外交或运用
“

粮食武器
”

进行打压 的判断过于 简单化 。 在 中 美关 系
“

解冻
”

前后 ， 在农业和粮食领域 ，
任何一国都存在着希望 突破

“

高政治
”

领域教条的限

制而展开交往与合作的社会力量 。
这种源于社会和经济层面的农业和粮食交往合

作需求 ，
恰恰是可以减轻

“

高政治
”

层面摩擦的
一

种力量 。 这种力量具有一定的

内生性
，
是维持和改善两 国 关系 的重要资源 。

关键词 ： 粮食安全 粮食外交 海外粮食获取 中美关 系

在全球粮食安全形势遭遇大幅波动的情况下 ， 中国如何保障粮食安全 ， 是非

常值得思考的国际政治研究议题。

一方面 ， 截至 2 0 1 0年 ， 中国粮食总产量已连

续七年获得增产 。 近年 ， 全球粮食安全形势的动荡给中 国的粮食价格调控乃至整

体宏观经济运行造成了压力 ， 但中国并没有遭遇粮荒或者无法获得进口 的问题 ，

粮食出 口也没有受到太多国际政治层面的蓄意干扰 。 自 2 0世纪 6 0年代中期以来 ，

中国的粮食总产量与世界粮食总产量同步增加 ， 而且中 国粮食总产量的增长速度

（ 3 ． 4 4倍 ） 高出世界平均水平 （ 2 ． 6 7 倍 ） 。 中国粮食总产量占世界粮食总产量的比

重也同步上升 ， 从 2 0世纪 6 0年代的 1 5 ． 6％ 上升到超过 2 0％ 。 另外 ，
中 国粮食总

产量占世界其他国家粮食产量总和的比例 ， 同期从 1 8 ． 4％ 增加到 3 2 ． 6％ 。 中 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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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国 际战略评论 2 0 1 1麵ｉｆｉｓｍＭａｍａｎｉｉｍ—

粮食生产在世界粮食生产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

1

另
一

方面 ，
2 0 1 0 年 7 月 ， 新

一轮国际粮食危机似乎进人尾声之时 ， 农业部长

．

韩长赋语重心长地强调 ，

“

中 国人的饭碗不能端在别人手里
”

。 针对国 内
“

多进

口粮食 ， 等于进 口土地和水
”

的观点 ， 韩长斌指出 ， 除了世界粮食供应继续偏

紧 ， 可供国际贸易 的粮食量很小等结构性因素外 ，

“

我国大国效应明显 。 买什么

什么贵 ， 卖什么什么贱 。 还存在运输成本问题 。 进 口粮食从上海 、 广东到岸后再
＇

转运到贵州 、 甘肃 ， 尤其是偏远的农村 ， 成本太髙 ， 消费者吃不起 。 多进 口粮

食 ， 等于进 口土地和水 ， 确实有道理 ， 但从国情看 ， 只能适当进 口
， 不能依靠进

口
”

。

2

这一表态反映的是继续努力依靠国内资源满足粮食供需平衡的政策思路 。

粮食消费需求是一种刚性需求 。 对中 国而言 ， 从主要粮

食作物总量看 ，
小麦有余 、 玉米平衡 、 稻谷不足 ， 其中主要

是粳稻短缺 。 稻谷的种植对水 、 土地 、 气候的依赖程度相当

ＫＲ高 。 城市化过程即是农业用地减少的过程 ； 气候变化则几乎

Ｓ没有可控性 。 从粮食生产和消费地区看 ， 全国 8 0％ 左右的商

5 粮 蒂Ｓｆ躯 ’ｍ江等主销 ｋ粮食产雛眼ｗ九 針

年的
“

麵雌
”

已碰
“

纖能
”

的基辅局所取代 。

从城市化进程看 ， 大批农民工进城后 由粮食生产者转变为粮

舖棘 ， 獅如＿费綱咖工獅赚繼越来越

＾°

所以 ， 在思考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时 ，

“

总体上不存在

粮食问题
”

不足以成为轻视今 日 和未来中国与外部世界在粮食领域互动的挑战的

事实基础 。 不可避免的进口需求 ， 不论是供需基本平衡期间的调剂余缺 ， 还是在

国内 出现粮荒时的进口救急 ， 都要求我们把境外粮食的可获得性作为国际政治研

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农产品是重要的国际大宗商品 。 就像石油一样 ， 农产品的跨国贸易与政治外

交力量存在紧密联系 ， 是出 口 国与进口 国之间不可避免的博弈领域 。 二战后 ， 特

别是冷战初期 ， 美国政府的
“

粮食力量
”

（ ＦｏｏｄＰｏｗｅｒ ） 外交 ， 至今依然影响着

美国 自身以及全球的粮食安全保障路径的选择 。

3

中国的粮食经济业已成为全球

粮食经济的一部分 ， 不存在重回改革开放前
“

自力更生
”

状态这
一选项 。

本文提出 的核心问题是 ， 从中外关系史角度看 ， 他国或外部世界对中 国展开

1 杨俊伍 、 李青夏 、 靳乐山 ：

“

中国粮食进 口对世界粮食市场的弹性分析
”

，
载《粮油加工 》

，

2 0 0 8 年第 1 2

期 ， 第 2 2 页 。

2 
“

中国人的饭碗不能端在别人手里
”

， 载 《人 民 曰报 （ 海外版 丨 》 ，
2 0 1 0 年 9 月 7 曰

． 第
一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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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 ｒａ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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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 国 际战略评论 2 0 1 1

“

粮食力量
”

外交或运用
“

粮食武器
”

这种情势会不会重现？从中 外 关 系 史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 ， 不仅是因为中国曾经是与美国及其盟 角度看， 他国或外部

国就
“

粮食力量
”

进行政治博弈时的弱势方 ， 更是因为全球 世界对中国展开
“

粮

粮食和农产品从北美 、 欧洲 、 澳洲等西方国家流向亚洲 、 非 食力置
”

外交或运用

洲结构性缺粮国家的基本格局没有也不会改变 。

1

当前 ， 中
“

粮食武器
”

这种情

国综合国力的变化或将引发国际战略格局对比的变化 ， 而中 势会不会重现？

国 尚未实现国家完全统
一

，
且与周边国家在海洋和领土划界

等
“

高政治
”

领域存在的问题尚需妥善解决 ， 欧美大国普遍认为中国是
一个不满

足于现状且可能挑战其国际事务主导地位的国家 。 在这种情况下 ，
中国再次成为

农产品贸易等
“

低政治
”

领域中被封锁和禁运的对象
，
这神可能性不可排除 。

一

、 美国对华外交中
“

粮食力量
”

的运用

中 国进 口粮食的历史 ，
宋代已有记载 。

“

清代康乾以降 ，
随着东南沿海地区

人口增加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 粮食供求矛盾 日 趋尖锐 ， 于是政府允许并鼓励从他

国输人
”

。

2

近代中国的
“

洋米
”

进 口 的数量及其对中 国社会经济的影响 （ 特别

是西方粮商的倾销对民族农业和经济的冲击 ） ， 依然是国 内史学界继续研究的话

题。

“

由于资料的缺乏和不精确 ， 近代中国产粮量到底是否能够满足中国人消费

所需
，
可能很难说清楚 ， 但是近代中国大量进口粮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

。 与此

同时 ， 从史学家的视角看 ， 未来中国的选择是 ：

“

在不会受制于人的前提下 ， 中国

可以而且应该利用工业品 、 农产品换回所需要的粮食 ， 更多地分享国际资源。

” 3

新中国成立后 ， 中国一度是美国开展
“

粮食力量
”

外交菊？巾 国 成 立 ｇ
的对象

；
在此过程中 ， 美国盟国的对华粮食出 口也因此受到

制约 。 在 2 0 世纪 5 〇年代 ，
美国是全球粮食生产大国 。 以大

米为例 ， 美關 内 的大米消费量只 占其生产量的 1 ／ 3
， 其余

2 ／ 3 大米需要到国外找寻市场。 所以 ， 美国政府的外交任务

之一便是为加利福尼亚和墨西哥湾等地积压的大量过剩大米

姻稳定而有保障的销路 。 为此 ， 艾森豪威尔政府于 1 9 5 4？

年 7 月提出 了
“

农业贸易开发与援助法案
”

； 同年国会通过了第 4 8 0 号公法 （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ａｗ 4 8 0 ） 。 该法案授权政府以无偿或有偿方式对外输出粮食 ， 其初衷是处理美

国 的剩余粮食。 此后 ， 该法案在修正过程中突出 了外交功能 。 在
“

粮食换和平
”

1 封志明 、 赵霞 、 杨艳昭 ：

“

近 5 0年全球粮食贸易的时空格局与地域差异
”

， 载《 资源科学 》 ， 2 0 1 0年第 1

期 ， 第 2
—

1 0 页。

2 徐畅 ：

“

近代 中国粮食进口 中的阶段和影响
”

， 载 《史学月刊 》 ， 2 0 1 0年第 6 期
，
第 5 9 页。

3 徐畅
：

“

近代中国粮食进口 中的阶段和影响
”

，
第 1 0 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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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国 际战略评论 2 0 1 1 麵觀ＨＭａｍｍＢｐｇ ｊｉｉａｉｗｆｆｌｉｉｇ——

在
“

粮食换和平
”

的政策框架下 ， 粮食援助成为美国政府的政治外交手段之

的政策框架下， 粮食 一

。 当时 ， 美国国务院在
一

定程度上控制了本该由美国农业

援助成为美国政府的 部主管的农业和粮食政策 。 这种情形至少延续到 2 0 世纪 7 0

政治外交手段之一。年代中期 。

1

冷战初期 ， 中 国在 1 9 5 0
—

1 9 6 0 年间每年净出 口粮食达

2 3 0万吨左右。 尽管存在全国范围的温饱问题 ，
中 国政府希望通过粮食出 口获得

国际硬通货 ， 从而能够进 口 国外的技术 、 机器设备和工业原料 ， 其 目的是推进国

家的工业化进程 。 不幸的是 ， 从 1 9 5 8年起 ， 受
“

浮夸风
”

影响 ， 粮食产量被严

重高估 ，
1 9 5 9 年和 1 9 6 0年的粮食出 口超越了 国家和社会的承受能力 。 特别是在

1 9 6 0年 ， 有关农村灾＃的上报工作严重滞后 ， 当年国家粮食净出 口达 2 5 0万吨以

上
， 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灾情 。 全国性饥荒以及运输条件的严重制约等因素 ， 使

得
“

低标准 ， 瓜菜代
”

等紧急救荒手段根本无法解决主要城市的基本口粮需求 。

从国外 ，
特别是有粮食富余的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紧急进口粮食 ， 不得不成为解决

国内粮食短缺问题的政策选择 。 但是根据尚长风的研究 ，

“

1 9 6 1 年
，
美国肯尼迪

政府曾设想以民间方式捐赠粮食 ， 被中国拒绝 。 对其他来 自西方国家的粮食援

助 ， 中国也持类似立场
”

。

2

中苏政治关系在 1 9 6 0年已经恶化到 了 中国不愿意接

受苏联援助或从苏联进 口粮食的地步 。
三年困难时期 ， 中 国接受的唯一一笔粮食

援助来 自蒙古 ，
内容为小麦 1 万吨 、 面粉 6 0 0 0吨 、 牛羊肉 1 0 0 0 吨 。

1 9 6 0年底 ，
中 国开始向资本主义经济体寻求粮食进 口 。 朝鲜战争爆发和志

愿军入朝参战后 ， 美国与大多数西方国家针对中国实施军火及战略物资禁运 ， 但

禁运范围不包括粮食等生活必需品 。 广州秋交会为中 国同参与军品禁运的国家展

开贸易提供了平台 。 第一笔粮食进 口交易 由 中资企业香港华润公司操办 。 1 9 6 1 年

2 月 ， 第一船进 口粮食 （ 小麦 ） 从澳大利亚运到天津。 1 9 6 1 年 3 月
，
中 央做出在

当年进 口粮食 5 0 0万吨、 翌年进 口  3 5 0 万吨至 4 0 0万吨的决定 。 1 9 6 1 年 ， 我 国进

口 的粮食主要来 自加拿大 、 澳大利亚 、 法国 、 阿根廷 、 联邦德国和意大利等国 。

这些进 口部分缓解了几个大城市的粮油供应短缺问题 。

回顾这一历史过程 ，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为何中国可以从美国的邻国加拿大成

功进口粮食 。 当时 ，
加拿大与中 国 尚未建立外交关系

， 依据加拿大法规 ， 官方

特许的银行不得向 尚未与加拿大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提供出 口商业信贷 。 然而 ，

加拿大小麦委员会成功说服了加拿大政府 ， 后者破例同意加拿大有关银行为中

国第一批小麦进 口 提供短期出 口 信贷 。

3

那么 ， 加拿大为何同意向 中国 出 口粮食

1 Ｉ

．

Ｍ ．Ｄｅｓｔ
ｌ

ｅ ｒ
，

＂

Ｕｎ ｉｔｅｄＳｔａ ｔｅ ｓＦｏｏｄＰｏｌ ｉｃｙ 1 9 7 2
－

1 9 7 6 ：

Ｒｅｃ ｏｎ ｃ ｉ ｌ ｉ

ｎ
ｇＤｏｍｅｓｔ ｉｃａｎｄ Ｉ ｎｔｅ ｒｎａｔ ｉｏｎ ａｌ ．

Ｏ ｂ
ｊ
ｅｃｔｉｖｅｓ ，

＂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 ｌ
Ｏｒｇａｎ

ｉｚａ ｔｉｏｎ
（

3 2
：

3
）

， Ｓ ｕｍｍｅｒ， 1 9 7 8 ，

ｐｐ
．  6 1 7

－ 6 5 4 ．

2 尚长风 ：

“

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粮食进口实情
”

， 载 《百年潮 》 ，
2 0 1 0年第 4 期 ， 第 3 3 页 。

3 李节传 ：

“

论 2 0世纪 6 0年代中力ｎ小麦贸易的重要意义
”

， 载 《世界历史》 ，

2 0 0 4年第 1 期 ， 第 1 0 1
—

1 1 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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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誦？ 1 中 国 国际战略评论 2 0 1 1

呢？ 二战期间 ， 美加两国密切配合 ， 确保两国都不向受到任何一方禁运或出 口限

制的国家
“

开绿灯
”

。 加拿大还加人了协调执行西方国家制裁行动的
“

中国委员

会
”

（ ＣＨＩＮＣＯＭ
，

1 9 5 2 年成立 ，
1 9 9 4 年宣布正式解散 ） ， 但是美国实施其 4 8 0公

法造成加拿大在其传统海外粮食出 口市场中受到排挤 ，
这令加拿大十分不满 。 从

1 9 5 4年到 1 9 5 7 年 ， 加拿大占世界小麦和面粉市场的份额从 2 7 ． 4％下跌到 2 0 ． 6％
，

而同期美国所 占份额从 3 1 ． 2％ 上升到了 
4 1 ． 9％

。 美国政府并没有因加方的抱怨而

改变政策 。

在此背景下 ，
1 9 5 7 年 ， 加拿大政府首次指示其香港贸易专员探索向中 国出 口

小麦和其他普通商品的可能 。 虽然中方表达了从加方进 口物资的意愿 ， 但 1 9 5 7

年的两次几近成功的商谈 ， 都因为美国方面从中作梗而功亏一篑 。

1

此后两年 ，

加拿大粮食贸易公司向中国出 口粮食的努力 ， 依然不断受到美国公司在美政府指

导下的干预而未果 。 加方之所以不间断地
“

顶风作案
”

， 是因为他们希望至少使

中方知晓加方没有放弃出售粮食的努力 。

到 了 1 9 6 0年底 ， 中方对小麦进 口变得更主动 、 更积极 ， 加拿大政府最终做

出决定 ： 为了不惹怒美国 ， 不引起韩国 （ 因为朝鲜战争 ） 的敏感反应 ， 不招致澳

大利亚 （ 也在探索进人中国粮食消费市场的途径 ） 的不悦 ，
加拿大不以人道主义

名义向 中国提供小麦 ， 而是选择通过出售低品位小麦 ， 从而降低合同款的方式实

施对中 国的粮食出 口 。

2

值得注意的是 ，
就在 1 9 6 1 年

，

“

中国领导人甚至认真考

虑了签订协议 ， 从美国进 口粮食的问题
”

。

3

到 了 1 9 6 2 年 ， 由于国内粮食生产和

城市粮食供应情况的改善 ， 从国外 （ 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国

家 ） 进 口粮食 ， 不再是中国政府努力的重点 。

初期中国试图从西方
由此 ， 我们可以看出 ，

2 0世纪 6 0年代初期中国试图从

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获得粮食供应的努力受到美国
“

粮食力

量
”

外交的掣肘 ， 其根本原因是冷战初期中美两国之间的全外
面对抗关系限定了双边政治外交选择 。 在美国与其盟国之胃
间 ， 各 自 国 内粮食经济发展需求的

“

利益碰撞
”

， 为各国在
因 曰

冷战
对华粮食出 口 方面做出不同政治选择创造了条件 。 与此同

时 ， 中国的粮食政策失误 ， 使其在面对国际
“

粮食力量
”

外
军限定了双边政故外

交博弈时处于几乎没有回旋余地的劣势地位。＾诛择

1Ｇｒｅｇ 
Ｄｏｎａ

ｇ
ｈｙ



ａｎｄＭｉ ｃｈａｅ ｌＤ ．Ｓｔｅｖｅｎ ｓｏｎ
，

＂

Ｔｈ ｅ
Ｌ ｉｍ ｉｔｓ ｏｆ Ａ ｌｌ ｉａｎｃｅ： Ｃｏ ｌｄ

ＷａｒＳｏ ｌ ｉ ｄａ ｒｉｔｙ

ａｎｄＣａｎａｄ ｉａｎ

Ｗｈ ｅａｔＥｘｐｏｒ ｔｓｔｏ
Ｃｈ ｉ ｎａ ， 1 9 5 0 － 1 9 6 3

，

＂

Ａｇ
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

2 9 ： 1
）

，Ｗ ｉ ｎｔｅｒ ， 2 0 0 9
，ｐ

． 3 4 ．一

2 Ｇｒｅ
ｇＤｏｎａｇｈｙ

ａｎ ｄＭｉ ｃｈａｅ ｌＤ． 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
，

＂

Ｔｈｅ

Ｌｉｍ ｉｔｓｏ ｆＡ ｌ ｌ ｉａｎｃｅ

： Ｃｏ ｌｄ
Ｗａｒ

Ｓｏ ｌ ｉ ｄａ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ａｎａｄ ｉａｎ

Ｗｈ ｅａｔＥｘｐｏｒｔｓ ｔｏ
Ｃｈ ｉ ｎａ

， 1 9 5 0 － 1 9 6 3 ，

ｎ

ｐ
．

3 9 ．

3 牛军 ：

“

1 9 6 2
： 中 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

”

， 载 《历史研究 》 ，

2 0 0 3 年第 3期 ， 第 3 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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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美关系
“

解冻
”

后的双边粮食和农业交往

1 9 7 2年 ， 中美商贸往来得以恢复 。 直到 1 9 8 3 年 ， 包括小麦和棉花在内的农

产品始终是美国对华出 口 的主要内容 。 1 9 7 9年 ， 农产品 占美国对华出 口 总量的

比例是 5 8％
， 到 1 9 8 3 年下跌至 2 5％

，
1 9 8 6 年又急剧跌至 2 ％ 。

1

发生这
一

变化的

主要原因是 ，
中国 的农业取得了长足发展 ，

同时
， 中国也在不断拓宽粮食进口来

源 。 到了 2 0世纪 8 0 年代初 ， 如何改善中美双边贸易结构 ， 成为 中 国处理对美经

贸关系的重要课题 。 在当时研究中美经贸关系的权威学者宦乡看来 ，

“

粮食进口

占的比重过大 。 1 9 8 2 年 ，
从美国进口 的粮食占我国从美国进口 的 4 7％

， 由于比重

过大 ， 限制 了其他方面的进口
”

。

2

由此观之 ， 在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化的情况下 ，

中方是在考虑整体经济建设需求的情况下 ， 统筹有关从美国进口粮食的政策的 。

事实上
，
美国在两国建交前后一直努力寻求与中国签订粮食贸易协定 。 1 9 8 0

年 1 0 月 签订的中美粮食贸易协定中设定了
一

个 目标 ： 到 1 9 8 4 年为止 ， 中方每年

从美国进 口 6 0 0万
一

8 0 0 万吨小麦和玉米 。 到 1 9 8 4 年秋季 ， 中方的购买量又
一

次

远远低于之前设定的年度 目标 ， 有人推测 ， 中方是因纺织品出 口美国受阻而报复

性地减少从美方进口粮食的额度 ， 但这种推测并未得到广泛认同 。 双方没有安排

谈判 ，
以便制定一个新的粮食贸易安排来取代在 1 9 8 4 年 1 2 月 到期的协定 。

3

此

后 ， 中方采取根据国内市场需求分批次采购的方式 ， 从美国市场获得粮食 。 总

之 ， 建交以来 ，
中美粮食贸易没有因为政治或外交摩擦而受到阻挠 。

在事关粮食增产的农业科技领域 ，
中美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交往与合作历

程。 近代中美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始于 1 9世纪末 。 初期合作交流主要限于图书

文献的翻译评介 ， 农业知识的传播以及有限的专项考察 。 解放前 ，
两国间有组织

的交流项 目包括 ：
1 9 2 5年金陵大学与康乃尔大学开展的校际合作 ， 中国作物改良

合作计划的订立 ， 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 ， 农林部与美国万国农具公司主办的农具

改良合作 ， 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以及亚洲蔬菜研究发展中心的建立 。 这些合

作对推动中国的粮食增产做出了积极贡献。

4

1 9 7 2年 中美关系
“

解冻
”

之前 ，
中美两国科学家之间 ， 美国国家科学院

（ Ｕ ． 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
ｙ
ｏｆＳｃ ｉｅｎｃｅｓ ） 和 中国科学院及部分高等院校等机构之间 ，

在与粮食生产相关的农学 、 植物学等领域 ， 保持着接触 。 这些接触虽然没有形成

1 赵书锦 ：

“

中美贸易的回顾与展望
”

， 载 《高校社科情报 》 ，

1 9 9 4 年第 1 期 ， 第 4 5 页 。

2 宦乡 ：

“

中美贸易关系前景广阔
”

，
载 《 国际贸易 》

，

1 9 8 4 年第 4期
，
第 1 5 页。

3Ｃｈｒ ｉｓｔｏｐｈ ｅｒ Ｗ ｒｅｎ ，

Ｋ

Ｃｈ ｉ ｎａ Ｌａ
ｇ
ｓｏｎＢｕｙ ｉｎｇ Ｕ ．Ｓ． Ｇ ｒａｉｎ

＂

， 
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ｍｅｓ

，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2 9 ， 1 9 8 4 ．

4 沈志忠 ： 《近代中美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研究 》 ，
南京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2 0 0 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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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 ， 但是为双边政治关系转向后的交往与合作进行了有益的铺垫 。

1

中美政府间双边农业科技交往始于 1 9 7 4 年 。 1 9 7 8年 1 1 月 ， 美国农业部长伯

格兰 （ ＲｏｂｅｒｔＳ
．
Ｂｅｒｇ

ｌａｎｄ ） 访华 ， 两国农业部签署了 《 中美农业科技合作谅解备

忘录 》 ，
并在 1 9 7 9 年首次以互惠方式各派团组赴对方国家考察。 自 1 9 8 1 年开始 ，

两国举行了数次
“

中美农业科技合作联合工作组会议
”

。 这些会议和互访项 目涉

及双方所关心的各个农业领域 。 值得指出 的是 ，
包括农业科技交流在内的中美科

技交流 ， 在两国双边政治关系顺畅时不太引人注 目 ， 但在双边政治关系出现紧张

时 ， 科技交往则变得更为重要 ， 经常可以发挥政治关系 定器
”

的作用 。

2

此外 ， 农产品贸易是中美商品贸易的重要一环 。 由于美国农业是典型的资

本 、 土地密集型现代农业 ， 而中国农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传统农业 ， 因此中美

在农产品贸易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 就像围绕双边贸易中其他产品经常出现贸

易摩擦一样 ， 中美在农产品贸易中也时有争端 。 但总体趋势是 ， 农产品贸易在两

国整体经贸关系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大 。 2 0 0 7 年
， 中 国成为美国农产品进 口第五大

来源国 （ 仅次于加拿大 、 欧盟 、 墨西哥和 日本 ） ， 和美国第

四大出 口市场 （仅次于加拿大 、 日本和欧盟 ） 。

3

显然 ，
形成

这种局面的必要基础条件是 ， 中国 自身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和

开展国际农产品贸易能力的提高 。＝ 2

综合本节极倾麵触晒 ， ＿不賴巾－个＃

法 ： 中類国在外交关系发生
“

转向
”

之前和之后 ， 在农业

和粮倾域
， 贿－＿赫餘希酿破

“

高＿
”

领職

細限制而展开交往与合作的社会力量 。 这种源于社会和经
任

3
济层面的农业和粮食交往合作需求 ，

恰恰是可以减轻
“

高政

治
”

层面摩擦的
一

种力量 。 这种力量具有一定的内生性 ， 是

合作縣
， 恰恰是可

－

＿以减轻
“

高政治
”

层

胃面摩擦的一种力量。

通过对当代巾Ｍ類之 Ｉ聰敍往历她觀晒 ，

我们认为 ， 所谓外国会针对中国直接运用
“

粮食力量
”

外交

或
“

粮食武器
”

， 实际上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观点 。＝
喊＆Ｗ？Ｓ

近年 ， 随着粮食安全成为国际热门话题 ， 几本以揭秘西
胃＃°

1Ｋａｔｈ ｌ ｉ ｎ
Ｓｍ ｒｔｈ

，



＊ ＊

Ｔｈｅ 
Ｒｏｌ ｅｏｆ Ｓｃ ｉ

ｅｎｔ ｉｓｔｓ ｉ 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ｉｚ ｉｎ
ｇ 
Ｕ ．Ｓ ．

－Ｃｈ ｉ ｎａ
Ｒｅ ｌａｔ ｉｏｎｓ ：1 9 6 5－ 1 9 7 9

ｗ

，

Ａｎｎａｌｓ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Ｙｏ ｒｋ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

8 6 6 ： 1
）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1 9 9 8 ，ｐｐ
． 1 1 4－ 1 3 6 ．

2 Ｒ ｉｃｈａｒ
ｄＲ

Ｓｕｔ ｔｍｅ ｉｅｒ
，



＂

Ｓｃｉｅｎｔ
ｒ
ｆｉｃＣｏｏｐｅｒ

ａｔｂｎ ａｎｄ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 ｎ
Ｕ．Ｓ．

－

Ｃｈ ｉｎａ
Ｒｅｌａｔｒａｎｓ

 ｆ
ｒｏｍ  1 9 7 8

ｔｏ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

，
Ａｎｎａｌｓ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
8 6 6 ： 1

）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 1 9 9 8 ， ｐｐ
． 1 3 7

－

1 6 4 ．

3 吴宏 、 胡春叶 ：

“

中美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研究
”

， 载 《宏观经济研究 》 ｉ 2 0 0 9年第 6 期 ， 第 2＆－ 3 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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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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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当代中国 方
“

粮食阴谋论
”

为卖点的译著在中 国成了畅销书 。 这些书

与美国之间粮食交往 籍向读者勾勒的基本场景是 ： 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粮食领域进

历史的简要回顾 ， 我 行着不为多数人所知的战争 ； 这种战争符合西方国家
“

不战

们认为 ， 所 谓 外 国 而屈人之兵
”

的战略企图 ， 其终极 目标是控制世界上大多数

会针对中国直接运用 人的生存状态与生存空间 。

1

在有关中国粮食政策的辩论中 ，

“

粮食力置
”

外交或 一个颇具普遍性的看法是 ： 自给有余的粮食格局为美国提供
＂

粮食武器
”

，
实际上了

一

种新的外交工具 ， 稻米是美国的
“

外交作物
”

和
“

经济

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 胡萝 卜

”

。

2

观点。的确 ， 就土地 、 水资源等 自然禀赋 ， 农业技术的先进程

度和未来发展的内在动力 ， 本国粮油贸易商所占据的国际市

场份额以及在贸易规则制定上所占据的优势地位等方面而言 ， 美国是个在粮食贸

易领域拥有坚实物质基础 ， 在粮食外交方面可以
“

挥洒 自如
”

的国家 。 对中 国而

言 ， 充足 、 稳定的粮食供应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决定了进口 国对来源国蓄意干预粮

食贸易的敏感认知 ， 不论这种
“

干预
”

是显而易见的 、 即将发生的还是潜在的 。

对境外粮食供应稳定性保持警惕当然是十分必要的 。

但是 ， 在我们在做出美国独 自或与其他粮食富产国联手 ， 再次将粮食大棒挥

向 中国的推论之前 ， 也有必要看
一看美国和其他国家在中国 的粮食生产和农产品

贸易方面 ， 究竟发挥过什么样的作用 。 过去 4 0 多年来中 国保障粮食供应的外部

政治环境的演变提醒我们 ： 有必要重视大国对华开展恶意的粮食外交所须具备的

战略环境 。 冷战期间的那种全面对抗局面如果重新出现 ， 将使中 国再次付出极高

代价 ， 是我们所必须避免的 。 当然 ， 当代中国发展经验也表明 ， 虽然外部环境在

不断演变
，
但中国 自身的外交政策也不乏可以有所作为的空间 。

我们特别有必要细化有关粮食安全问题的研究 。 例如 ，

献相酸臓外酿商
“

綱
”

， 及期巾ｇ（ 至少是

开放 口岸临近躯的 ） 农业和农關益隨响 ， 瓶为重要
胃＿＆°

的研究课题 。 而相关研究结论 ， 对思考当獅絲中 国的粮

竺 2
自身

巧
史
ｆ
历进

食政策选择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 这是因为 ， 在对 自身历史
行
严
入研究所得細

经臟挪人研錄触麟论 ， 是麵酿細家间粮食
结论

，

、

是理解
！
家
， 政治演进逻麵必要細 。

国 食
ｆ
治演进

我们需要对二战后美国及其盟国瞧食外交做进
一

步深

人研究 。 例如 ，

1 9 7 3 年 ， 美国前对 国 内粮商向 日 本出 口

1 例如 ， 拉吉 ？ 帕特尔 ：Ｃ粮食战争 ： 市场 、 权力和世界食物体系的隐形战争 》 ， 郭国玺 、 程剑峰译 ， 上海 ：

东方出版社 ，
2 0 0 8年版 。

［美 ］ 威廉 ？ 恩道尔 ： 《粮食危机 ： 运用粮食武器获取世界霸权 》 ，
赵刚等译

，

北京 ：

知识产权出版社
，

2 0 0 8 年版 。

2 丁声俊 ：

“

国家粮食安全 ：

为何需要警钟长鸣
￣

兼评几种质疑粮食安全的
‘

杂音
’ ”

，
载《黑龙江粮食 》 ，

2 0 1 0年第 6 期
，
第 1 1

—

1 2页 。

3 7 6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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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进行了干预 ， 这一事件后来成为美国粮食外交史中的一我们没有理由断

个专有概念 ， 即
“

大豆禁运
”

（ ＳｏｙｂｅａｎＥｍｂａｒｇｏ ） 。 如果按 定
，
中美两国在地缘

照国际政治层面的一般性分析 ， 我们或许会认为 ，
日本是美 政治领域的竞争性一

国的铁杆盟国
，
又处在反苏防苏前线 ， 美国似乎不应如此作 定会导致美国再次对

为 ，
并由此做出推论 ： 这个世界上没有比美国更不可靠的国中国动用

“

粮食武器
”

家了 。 但是 ， 我们的研究不应只停留在这个层面 ， 在研究美 这一
＂

大棒
”

。
2 0世

日关系何以演变到这般地步的同时 ，
也要研究 日本如何化危 纪 6 0 年代中国粮食进

为机 （ 如通过包括改善饮食结构在内 的措施 ， 减轻本国对从口受阻
， 与当时特有

海外获取粮食的脆弱性 ｋ
1

再如 ， 1 9 7 9
—

1 9 8 0年间 ， 美 国 的
“

冷战
”

格局 、 双

政府对苏联进行粮食出 口限制 ， 但很快遭到了国 内粮食生产 边关 系、 国 内 （ 特别

商和 出 口商的反对 ， 作为世界粮食市场的竞争对手 ， 其他国 是中国 ） 政治经济情

家也几乎没有什么协调行动的举措 ， 美国政府没能实现预计 势等因素密切相关。

的政策效果 ， 便不得不解除了这项限制 。

2

美苏之间的这段 高估国际粮食市场对

粮食贸易风波 ，
有待国内学界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 。

3

中国粮食安全的保障

总之 ， 我们没有理由断定 ， 中美两国在地缘政治领域的 程度 ，
无异于望梅止

竞争性一定会导致美国再次对中 国动用
“

粮食武器
”

这一 渴 、 画饼 充 饥。 但
“

大棒
”

。 2 0世纪 6 0 年代中国粮食进 口受阻 ， 与当时特有的 是
，
如果将大国粮食

“

冷战
”

格局 、 双边关系 、 国 内 （ 特别是中国 ） 政治经济情 外交的
“

威胁
”

随意

势等因素密切相关。 如果我们想要通过国际政治研究 ， 对国 泛化 ， 则不利于我们

内粮食和农业政策选择提供智力支持的话 ， 我们就应当考虑 不失时机地利用好国

如何将中 国人
“

碗中有粮
”

的刚性需求与中美关系以及其他 际市场 ， 对提高国 内

相关对外政策选择结合起来 。 高估国际粮食市场对中 国粮食 粮食稳产高产的努力

安全的保障程度 ， 无异于望梅止渴 、 画饼充饥 。 但是 ， 如果 亦无帮助 ，
还不利于

将大国粮食外交的
“

威胁
”

随意泛化 ， 则不利于我们不失时 塑造通过国际交流合

机地利用好国际市场 ， 对提高国 内粮食稳产高产的努力亦无 作提高粮食和农业科

帮助
，
还不利于塑造通过国际交流合作提髙粮食和农业科技 技水平所必备的国内

7ＪＣ平所必备的国 内政策环境 。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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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刘宇 、 査道炯
：

ｕ

粮食外交的中国认知
（

1 9 7 9
—

2 0 0 9
）

”

， 载 《国际政治研究》 ，
2 0 1 0 年第 2期 ， 第 5 0

—

6 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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