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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投资灾害防范来应对极端干旱 

粮农组织总干事在近日召开的干旱问题国际研讨会上指出，投资

于防范灾害和提高农民的抗灾力是应对极端干旱的根本。 

多年来，抗旱工作的重点一直是在发生干旱后进行应对，提供紧

急援助并维持人们的生存。然而，投资于灾害防范和抗灾力至关重要。

这样做可使各国能够及早采取迅速的行动，意味着农民和农村社区在

极端天气来临时能够更有针对性地进行应对。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

干旱已经成为所有国家被迫反复面对的挑战。加强国家主管部门应对

农业干旱风险的能力，鼓励各国及早采取行动来抗击干旱。国际社会

应采取积极主动做法，打破危机、灾难和救济的循环，不仅要考虑现

今的突发事件，还要考虑如何防止未来的突发事件。投资于小农可以

帮助他们应对生产力方面的挑战，使他们能够进入市场和获得资金，

最重要的是鼓励发展气候智能农业，以便在干旱不可避免地到来时，

他们拥有生存和继续发展的能力。 

粮农组织呼吁国家社会积极努力，以应对干旱所引起的诸多影响。

这些影响不仅导致饥饿，而且每年还会造成高达 80 亿美元的经济损

失。随着全球气候变化，严重的旱灾日益频繁。粮农组织和世界气象

组织签署一项谅解备忘录，这将加深它们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

根据该协议，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自然生态系统和粮食安全构成紧

迫和可能不可逆转的威胁。通过加强伙伴关系，这两个组织将致力于

改善农业气象数据、工具和方法，并改善小农获得产品和服务的途径，

http://www.fao.org/land-water/events/events-detail/zh/c/470286/


 

从而帮助他们预测并积极防范干旱。 

http://www.fao.org/news/story/en/item/896818/icode 

2、澳洲国家原产地食品标签新规明年实施 

澳大利亚发布新的国家原产地食品标签法修订方案，要求食品企

业重新设计产品包装。新标签法要求，自 2018年 7月起，源自澳洲的

产品原料所占比重必须在商品中有明确标识。而部分小型生产商希望

政府能免除对深度加工类饮食产品改换标识的规定。 

2015年，澳洲爆发肝炎疫情，食品成分原产地透明度引起人们高

度关注。联邦政府随即将食品原产地标签问题提上议程，并努力寻找

解决方案。事实上，食品原产地标签已在澳洲强制实行多年，但消费

者认为旧的法律规定含糊不清且作用不大。疫情爆发一年后，政府宣

布对此法案进行改革，细化相关规定。生产商共有两年的调整准备期。 

澳大利亚联邦创新部部长希诺迪诺斯（Arthur Sinodinos）称，

新的标签法能够让消费者切实了解到产品产地，明确知晓产品是否真

的产自澳洲。根据修订后的相关法律规定，标签上须标明产品生产所

需的进口或本地原料分别所占比重，这就意味着，消费者将通过标签

了解到，罐头中的大豆来自西班牙，而存储所用的水来自澳洲。 

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健康专家表示，新的标签仅对

单一原料产品起作用，例如蜂蜜、海鲜等，因为这类产品更易标识，

其生产商对此也不会感到压力负担。然而，对于原料较为复杂的产品

来说，这样的标签其实并不能带给消费者太多有价值的信息，它的作

http://www.fao.org/news/story/en/item/896818/icode
http://www.foodia.com.cn/zixun/world/4792.html
http://www.foodia.com.cn/shishang/keji/3189.html
http://www.foodia.com.cn/zixun/domestic/7701.html
http://www.foodia.com.cn/zixun/fangtan/6317.html
http://www.foodia.com.cn/zixun/world/4792.html


 

用仅仅是告知消费者食品产自澳大利亚的比重有多少，而剩余原料的

产地只能靠自己推测。 

南澳食品协会（Food South Australia）总理事索亚（Catherine 

Sayer）认为，新修订的法律势必将增加食品生产成本，这给澳洲企业

带来不小的压力。部分企业提出，食品原料依据季节及获得的便利程

度不同而发生变化，很难详细划分或确定原料的真正产地，例如黄油。

他们认为这种规定既浪费时间又会增加成本压力。 

索亚及众多生产商表示，希望政府重新考虑划定需改换标识的产

品范围，并能给予小型生产商更多的时间进行调整，以应对巨额成本

压力。同时，他们也建议可以用二维码或条形码替代具体化的标识。

如此一来，真正希望了解商品产地的消费者可以通过扫码的方式，在

线查看产品原料产地的详细信息。 

希诺迪诺斯部长表示，政府将时刻监督新法规实施进展，并尽可

能调节多方矛盾，在保证食品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消费者和生产商利

益共赢的局面。 

http://www.foodlabels.industry.gov.au/ 

3、俄罗斯生猪价格继续保持高位 

俄罗斯生猪价格继续保持高位，5 月份价格为每公斤 115 卢比，

折合 2.01 美元。技术较好的养殖户成本为每公斤 65 卢比，一头 125

公斤的活猪盈利水平可以达到 100 美元以上。虽然高养殖利润对养殖

户来说是一件好事，但是可能会带来风险，如新建更多养猪场，生猪

http://www.foodia.com.cn/zixun/roll/%7B4030.html


 

存栏增加。同时美国、欧洲对俄罗斯的制裁也不可能永远持续下降。

在某一点，欧洲猪肉将会打压俄罗斯猪肉市场，最终生猪价格下跌。

按照目前价格水平，美国、加拿大、巴西、西班牙的生猪价格分别为

0.44 美元/磅、0.39 美元/磅、0.54 美元/磅、0.66 美元/磅，而俄罗

斯和中国则分别为 0.86 美元/磅和 1.04 美元/磅。因此，受俄罗斯国

内价格高位影响，据巴西动物蛋白协会（ABPA）的数据显示，今年前

5个月，巴西猪肉(包括所有鲜猪肉和加工产品)出口额为 6.59亿美元，

同比增长 28.9%。共出口 27.91 万吨猪肉，同比减少 4.4%。巴西猪肉

最大的进口国是俄罗斯，前 5 个月共进口 11.11 万吨猪肉，占巴西总

出口量的 40.3%，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10%。 

欧洲和北美猪肉消费已经处于平稳状态。很明显，生猪产能已经

失去可快速增产的动力。在过去几年中，以英国为例，在外食品消费

的金额增长了 50%以上。美国同样也呈现了相同的变化趋势。欧洲用

了 10年的时间完善动物福利法规和环境法规，但是这些对猪肉销售没

有任何影响。 

俄罗斯在对欧美国家实施食品禁运政策后，国内生猪供给上升幅

度较大，2016 年俄罗斯猪肉产量比 2014 年上升了 10%，估计 2017 年

这一趋势还会持续。受国内产能增加影响，俄罗斯也积极谋求对华出

口。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农工企业计划 2020年前将猪肉产量提高 11倍，

以增加对华出口，将这些猪肉部分供应中国市场。滨海边疆区米哈伊

洛夫斯基超前发展区的两家农工企业 Mercy Trade 和 Rusagro，计划

建 17个养猪场，年出栏 124万头生猪。目前 Mercy Trade公司计划的



 

7个养猪场中，其中一个已建设完成。滨海边疆区农工产业 2016年猪

肉产量增加到 1.77万吨，比 2015年增长了 130.6%。 

http://www.genesus.com/genesus-global-market-report-russ

ia-may-3-2017/； 

http://www.feedtrade.com.cn/news/international/2017-06-2

0/2028894.html 

4、印尼与日本联合开发以象草为原料的第二代生物燃料 

印度尼西亚国营糖业公司 RNI、国家石油公司北塔米纳与日本丰

田公司合作，联合开发以象草（Napier Grass）为原料的第二代生物

燃料。此项合作兼顾了三方优势：RNI 公司拥有土地资源及作物栽培

经验；北塔米纳公司系印尼最大的燃料生产商和经销商，营销网络发

达；丰田公司则拥有科研技术及设施。  

 三方合作始于 2015 年，主要依托西爪哇省马者连加 7 公顷土地

开展象草种植试验，提升象草产量和乙醇含量，开发基于象草的生物

燃料。2016 年 10 月完成了首次收获，产量 103.4 吨。今年 3 月完成

了第二次收获，产量预计提升至 118.66吨。今年 6月计划进行第三次

收获，届时产量及乙醇含量有望继续提升。  

 此前，很少有人使用象草为原料制作生物燃料。象草不是粮食作

物，非常适合在印尼生长。和其它作物相比，象草栽培及收获成本非

常低，产量很高，一年可收获三次，且乙醇含量很高，非常适合开发

生物燃料。 

http://www.genesus.com/genesus-global-market-report-russia-may-3-2017/
http://www.genesus.com/genesus-global-market-report-russia-may-3-2017/


 

https://jakartakita.com/2017/03/10/rni-bersama-pertamina

-dan-toyota-terus-genjot-pengembangan-energi-terbarukan-dari

-napier-gra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