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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第二个国际粮食体制起源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世界经

济大萧条之际ꎬ 二战后逐步形成发展ꎮ 该体制以新农业技术绿色革

命为基础ꎬ 美国在其中占主导地位ꎬ 支持农业生产ꎬ 实施对外粮食

援助政策ꎮ 二战后ꎬ 墨西哥通过绿色革命ꎬ 借助于政府政策ꎬ 使得

粮食产量提高ꎬ 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ꎮ 但 ６０ 年代后期墨西哥农业

生产发生变化: 一方面ꎬ 粮食生产出现停滞现象ꎬ 不再能自给自

足ꎻ 另一方面ꎬ 农业生产逐渐过渡到以饲料作物生产为主ꎮ ７０ 年

代初ꎬ 墨西哥农业生产呈现危机迹象ꎬ 粮食问题凸显ꎮ 美国所谓的

粮食援助政策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墨西哥的粮食问题ꎬ 却也

让墨西哥更加依赖粮食进口ꎮ 探讨墨西哥粮食问题的出现ꎬ 可以发

现外部诱因和内部因素相结合共同推动了墨西哥农业生产从粮食生

产转型到农业畜牧业化: 外部诱因是指战后新大众消费主义文化推

动美国膳食结构发生变化ꎬ 这种变化影响到墨西哥ꎻ 内部因素是指

墨西哥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中上阶层以肉类为主的消费模式ꎮ 虽然埃

切维利亚和波蒂略两届政府先后整顿农业政策ꎬ 但都没有解决粮食

问题ꎬ 未能克服农业生产危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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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墨西哥农业生产转型与粮食问题　

　 　 ２０ 世纪 ４０—６０ 年代墨西哥农业生产经历了 “经济奇迹” 时期ꎬ 年均增

长率约 ６ １％ ꎬ 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ꎮ ６０ 年代后期开始ꎬ 墨西哥粮食生产出

现停滞现象ꎬ 饲料作物生产逐渐占据主要地位ꎬ 出现 “农业的畜牧业化” 现

象ꎮ ７０ 年代初粮食问题日趋凸显ꎬ 粮食年均增长率约 ０ ８％ ꎬ① 墨西哥成为重

要的粮食进口国之一ꎮ 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大多关注内部因素ꎬ 比如有的学者

分析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墨西哥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政府的农业政策②ꎻ
有的学者探讨影响墨西哥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③ꎮ 本文基于学术界已有研究成

果ꎬ 将战后墨西哥的粮食作物生产置于第二个国际粮食体制背景之下ꎬ 将农

业生产转型过程与战后兴起的新大众消费主义文化相关联ꎬ 结合外部影响和

内部需求剖析墨西哥粮食问题ꎬ 并提出一点思考ꎮ

一　 绿色革命与墨西哥粮食作物生产

在墨西哥大约有 ２００ 种农作物ꎬ 包括玉米、 豆类、 小麦、 高粱、 稻米等

主要作物④ꎬ 其中种植和消费最多的是玉米ꎮ ２０ 世纪墨西哥农业生产的重要

技术变革是绿色革命ꎮ 这里所说的绿色革命是指通过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实

施的一项新农业技术ꎬ 包含杂交种子、 机械化、 肥料和杀虫剂等ꎬ 把农业和

工业密切联系在一起⑤ꎮ 绿色革命是第二个国际粮食体制⑥ꎬ 该体制起源于 ２０

—３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Ｊｕｌｉｅｔａ 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ｎａ Ｓáｎｃｈｅｚ Ｃａｎｏꎬ Ｌａｓ Ｄｉｓｔｏｒｓｉｏｎｅｓ ａｌ Ｃｏｍｅｒｃｉｏ ｄ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ｏｓ Ａｇｒíｃｏｌａｓ Ｃａｕｓａｄａｓ ｐｏｒ ｌａｓ
Ｅｘｐｏｒｔａｃｉｏｎｅｓ Ｓｕｂｖｅｎｃｉｏｎａｄａｓ: ｅｌ Ｃａｓｏ ｄｅ ｌａ Ｕｎｉó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ꎬ ｌｏｓ Ｅｓｔａｄｏｓ Ｕｎｉｄｏｓ ｄｅ Ａｍéｒｉｃａ ｙ ｓｕｓ Ｒｅｐｅｒｃｕｓｉｏｎｅｓ
ｅｎ Ｍéｘｉｃｏ ｙ Ｂｒａｚｉｌ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ｄａｄ Ｃｏｍｐｌｕｔｅｎｓｅ ｄｅ Ｍａｄｒｉｄꎬ Ｆａｃｕｌｔａｄ ｄｅ Ｃｉｅｎｃｉａｓ Ｅｃｏｎóｍｉｃａｓ ｙ Ｅｍｐｒｅｓａｒｉａｌｅｓꎬ
Ｔｅｓｉｓ ｄｅ ｄｏｃｔｏｒａｄｏꎬ ｍａｙｏ ｄｅ ２００８ꎬ ｐ １８８

参见陈芝芸、 杨茂春: «墨西哥农业的发展及其战略抉择»ꎬ 载 «拉丁美洲丛刊»ꎬ １９８２ 年

第 ６ 期ꎻ杨茂春: «墨西哥的粮食生产»ꎬ 载 «世界农业»ꎬ １９８２ 年 １２ 期ꎻ 徐文丽: «墨西哥绿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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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加拿大哈里特弗里德曼教授和美国菲利普麦克迈克尔教授提出 “粮食

体制理论” (Ｆｏｏｄ Ｒｅｇｉｍｅ Ｔｈｅｏｒｙꎬ ＦＲＴ)ꎮ 他们结合世界体系理论把国际粮食体制划分为三个发展时

期: 第一个国际粮食体制存在于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到 １９１４ 年ꎻ 第二个国际粮食体制也被称为 “商业—工

业粮食体制”ꎬ 存在于 １９４７—１９７３ 年期间ꎻ 第三个国际粮食体制指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的全球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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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３０ 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之际ꎬ 二战后在美国主导下逐步形成和发展ꎮ①

绿色革命走进墨西哥是一系列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ꎮ
(一) 推动墨西哥绿色革命的综合因素

绿色革命在墨西哥生根、 发芽并对农业生产带来重要影响ꎬ 有如下四个

方面的推动因素ꎮ
一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官员早期的建议ꎮ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ꎬ 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美

国参与杂交谷物的培植ꎬ 与美国农业部联系密切ꎬ 并支持很多国家的农业研究ꎬ
包括中国、 欧洲国家、 委内瑞拉等ꎮ② 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墨西哥开展的农业研究可

以追溯到基金会官员费雷尔 (Ｊｏｈｎ Ａ Ｆｅｒｒｅｌｌ) 的建议ꎬ 他第一个提出在墨西哥开

展经济发展项目ꎮ 费雷尔 １９１３ 年开始在墨西哥从事公共健康工作ꎬ 多年的工作经

验让他认识到ꎬ 如果开展一项农业计划来增加食物数量并提升食物质量ꎬ 或许可

以进一步推动墨西哥的公共健康工作ꎮ 他曾经在１９３３ 年、 １９３５ 年和１９３６ 年三次试

图说服洛克菲勒基金会负责人在墨西哥开展农业研究项目ꎬ 但彼时还没有被

采纳ꎮ③

二是美国时任副总统华莱士 (Ｈｅｎｒｙ Ａｇａｒｄ Ｗａｌｌａｃｅ) 的推动作用ꎮ 华莱士

热衷于美国的农业问题ꎬ 曾培育出首批可以高产的杂交玉米种子ꎬ 并断定杂

交生产是美国农业未来发展的方向ꎮ １９２６ 年ꎬ 他主持建立美国第一家杂交玉

米种子公司 (后更名为先锋种子公司)ꎮ 因其前瞻性的农业思想ꎬ 华莱士

１９３３ 年应邀出任罗斯福政府的农业部长ꎬ 在他主持下ꎬ 美国制定了一系列新

农业政策ꎬ 构成 “罗斯福新政” 的中心内容ꎮ④ 因政绩突出ꎬ 华莱士被提名

为副总统候选人ꎮ 恰逢墨西哥总统卡马乔上任ꎬ 为了表示与墨西哥的亲密外

交关系ꎬ 罗斯福总统选派副总统华莱士作为 “特命全权大使”ꎬ 赴墨西哥参加

１９４０ 年 １２ 月举行的总统就职典礼ꎮ⑤ 在墨西哥逗留期间ꎬ 华莱士实地考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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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农村的现状、 农业试验站以及农作物种植等各个方面的情况ꎬ 并向政

府官员进行深入的了解ꎬ 发现墨西哥玉米单产量所耗费的劳动量远远高于美

国ꎮ 华莱士认为ꎬ 现代农业技术可以帮助墨西哥摆脱贫困和饥饿ꎮ 但是当时

美国政府并没有这方面的计划ꎮ 华莱士与洛克菲勒基金会人员素有交往ꎬ 他

认为ꎬ 该基金会在墨西哥只能开展三件事情: 公共健康、 营养以及农业ꎮ① 另

外ꎬ 他与纳尔逊洛克菲勒 (Ｎｅｌｓｏｎ Ａｌｄｒｉｃｈ Ｒｏｃｋｅｆｅｌｌｅｒ)② 是朋友ꎬ 两人一致

认为洛克菲勒基金会适合将美国农业生产方式移植到墨西哥ꎮ 华莱士从墨西

哥回来后ꎬ 向基金会相关人员提出了建议ꎮ 经过一系列讨论后ꎬ 基金会接受

了华莱士的建议ꎬ 并派出 ３ 名专家赴墨西哥进行实地考察并提交考察报告ꎮ
考察报告中提出的可行方案被基金会采纳ꎮ

三是与墨西哥卡马乔政府的经济发展倾向相一致ꎮ 绿色革命之所以能够

顺利走进墨西哥ꎬ 还在于墨西哥政府有这方面的需求ꎮ 除了发展工业ꎬ 卡马

乔政府有志于发展大规模商品化农业ꎬ 引入新式农业机械、 植物品种以及农

业技术ꎮ 而且ꎬ 为了赚取迫切需要的外汇收入ꎬ 政府还打算扩大农产品出口

规模ꎬ 这需要提高小麦等农作物的产量ꎮ １９４１ 年ꎬ 卡马乔总统上台后不久ꎬ
墨西哥政府与洛克菲勒基金会代表进行了非正式会谈ꎬ 内容涉及技术援助计

划的可能性ꎮ １９４３ 年ꎬ 基金会与墨西哥政府达成协议ꎬ 联合实施一项由基金

会资助的 “墨西哥农业计划” (ＭＡＰ)③ꎬ 由基金会官员哈拉尔④ ( Ｊ Ｇｅｏｒｇｅ
Ｈａｒｒａｒ) 领导ꎮ 同年 １０ 月ꎬ 在墨西哥农业部下成立半自治性质的 “特别研究

办公室” (ＯＥＥ)ꎬ 为执行合作计划奠定行政框架ꎮ 特别研究办公室的主任同

时负责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墨西哥的工作ꎮ 不久ꎬ 又将农业部的 “试验站处”
改建为 “农业研究所” (ＩＩＡ)⑤ꎮ

四是美国政府出于政治安全的考虑ꎮ 战后旨在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实

施后ꎬ 美国政府、 慈善机构和科学界的官员将注意力转向世界其他地区ꎮ 当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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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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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孚石油公司创始人约翰洛克菲勒 (Ｊｏｈｎ Ｄａｖｉｓｏｎ Ｒｏｃｋｅｆｅｌｌｅｒ) 的孙子ꎬ 一度对拉丁美洲产

生浓厚的兴趣ꎮ
关于墨西哥农业计划ꎬ 可参见徐文丽: «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墨西哥农业计划»ꎬ 载 «拉丁美洲

研究»ꎬ ２０１１ 年第 ６ 期ꎮ
１９６１ 年哈拉尔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ꎮ
１９６１ 年ꎬ “特别研究办公室” (ＯＥＥ) 和 “农业研究所” (ＩＩＡ) 合并ꎬ 成立了 “国家农业研究所”

(Ｅ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ｃｉóｎ Ａｇｒíｃｏｌａꎬ ＩＮＩＡ)ꎮ 参见 Ｃｙｎｔｈｉａ Ｈｅｗｉｔｔ ｄｅ Ａｌｃáｎｔａｒａꎬ Ｌａ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ｃｉóｎ
ｄｅ ｌ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 Ｍｅｘｉｃａｎａꎬ １９４０ －１９７０ꎬ Ｓｉｇｌｏ ＸＸＩꎬ Ｍéｘｉｃｏꎬ １９８０ꎬ ｐ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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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试图在冷战中对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时ꎬ 农业也成为影响全球格局的工

具ꎮ 绿色革命被赋予的社会意义是希望借助农业来预防战争ꎮ 这种考虑源于

两方面的担心: 一是ꎬ 冷战格局中两个超级大国意识形态对立会不会导致第

三次世界大战、 如何预防战争爆发ꎬ 二是ꎬ 如果所有可耕地都被利用殆尽ꎬ
世界将如何应对不断增长的人口ꎮ 德国历史就是一个教训: 面对不断增加的

人口ꎬ 德国人担心没有足够的土地养活自己ꎬ 加上 ３０ 年代大萧条的影响ꎬ 他

们寄希望于当时承诺解决粮食问题的纳粹政府ꎮ 美国担心ꎬ 面对苏联不断输

出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ꎬ 那些不发达国家可能会求助于苏联ꎬ 以致于历史重

演ꎻ 全球人口的不断增长可能导致资源匮乏、 贫困和饥饿ꎬ 从而会导致政治

不稳定ꎬ 以致于发生 “共产主义暴乱”ꎬ 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利益ꎮ 早在 １９４６
年ꎬ 美国总统杜鲁门就警告 “半个世界的饥荒” 即将到来ꎮ ①１９４９ 年杜鲁门

提出被称为 “第四点” 计划的主题ꎬ 指出ꎬ “全世界半数以上的人口正濒临悲

惨的境地ꎬ 他们食不果腹”ꎮ② 为了阻止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ꎬ 美国准备

向世界各地面临饥荒的国家转让美国技术ꎬ 特别是农业技术ꎮ 该计划成为美

国的对外援助计划ꎬ 后来的历届政府相继推行ꎬ 对高产农业在全世界的创建

和推广产生了巨大影响ꎮ
(二) 绿色革命与墨西哥玉米和小麦种植

墨西哥是世界第四大玉米生产国ꎬ 玉米不仅是墨西哥人的重要主食ꎬ 而

且还是一种墨西哥文化ꎮ 墨西哥率先发现和培植了 ３００ 个玉米品种ꎬ 今天仍

然种植的品种大约有 ３０ 多个ꎮ③ 鉴于玉米生产的重要性ꎬ “墨西哥农业计划”
的首要任务是研发玉米新品种ꎮ 玉米育种专家威尔豪森 (Ｅｄｗｉｎ Ｗｅｌｌｈａｕｓｅｎ)
收集了多个墨西哥玉米品种ꎬ 在温度、 降雨量、 土壤成分和海拔高度方面进

行测试ꎬ 研发出最佳品种并相邻种植ꎬ 这样在自然授粉后产生两个杂交地块ꎬ
然后再进行种植ꎬ 最终产生顶级杂交品种ꎮ １９４７ 年 １ 月ꎬ 墨西哥总统阿莱曼

(１９４６—１９５２ 年执政) 下令成立 “国家玉米委员会”ꎬ 大力支持玉米新品种的

开发和传播ꎬ 并把高产品种分发给大农场主ꎮ 科蒂内斯政府 (１９５２—１９５８ 年

—６８—

①
②

③

“Ｔｈｅ Ｍｅｘｉｃ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ｈｔｔｐｓ: / / ｌｉｖｉｎｇｈｉｓｔｏｒｙｆａｒｍ ｏｒｇ /  [２０１９ － １０ － ２０]
参见苏波: «杜鲁门政府对拉丁美洲经济援助政策研究»ꎬ 上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ꎬ ２０１５ 年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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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墨西哥农业生产转型与粮食问题　

执政) 对洛克菲勒基金会倡导的种子研究产生了兴趣ꎬ 试图解决粮食短缺问

题ꎮ １９６９ 年ꎬ 国家玉米委员会将新研发的 １１ 个玉米新品种进行种植ꎬ 并对所

有类型的玉米品种进行农业勘查ꎬ 以确定新品种的最佳利用地点和使用

条件ꎮ①

关于小麦新品种的研发ꎬ １９４４ 年美国农业专家博洛格 (Ｎｏｒｍａｎ Ｂｏｒｌａｕｇ)
受邀到达墨西哥ꎬ 他对墨西哥小麦生产的第一印象并不太理想ꎬ 对小麦新品

种的研发感到急迫ꎮ 他考察发现ꎬ 要想在墨西哥进行 “小麦革命”ꎬ 首先要克

服小麦锈病ꎬ 其次要克服墨西哥土地的贫瘠状况ꎬ 因为墨西哥的中部和南部

不太适宜种植小麦ꎮ 他经过摸索、 对比、 研究分析后发现ꎬ 可以把肯尼亚的

两个品种和美国的两个品种作为最佳候选品种ꎬ 它们既能增产ꎬ 又有抗病性ꎮ
此外ꎬ 博洛格还发现进行交替生产能将新品种育种时间减少一半ꎬ 每年实现

两个育种周期ꎬ 这被称为 “穿梭育种” (ｓｈｕｔｔｌｅ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②ꎮ 穿梭育种的优点

是培育出的新品种能够抵抗不同病虫害ꎬ 而且不受生长季节时间长短的限制ꎮ
由此ꎬ “墨西哥农业计划” 建立了两个研究站ꎮ 第一个是在墨西哥西北部

索诺拉州 (Ｓｏｎｏｒａ)ꎮ 这里邻海ꎬ 冬季气候温暖ꎬ 适合作物生长ꎮ 此外ꎬ 这里

聚集了墨西哥富有的精英阶层ꎬ 他们很早就与美国有政治和商业关系往来ꎬ
并拥聚集了土地和丰富的经济资源ꎬ 有利于试验推广技术方案ꎮ③ 第二个研究

站位于墨西哥城北部特拉斯卡拉州 (Ｔｌａｘｃａｌａ) 的查平戈地区ꎬ 这里海拔高ꎬ
夏季凉爽ꎬ 适合农作物的第二个生长季节ꎮ １９４７ 年ꎬ 在成立国家玉米委员会

后不久ꎬ 墨西哥还设立了一个 “增加和分配改良种子委员会”④ꎬ １９４８ 年他们

培育出第一个新杂交小麦品种ꎮ
但是ꎬ 随着农民开始使用越来越多的化肥ꎬ 高植株小麦在收获之前就开

始倒伏ꎮ 这是因为被化肥催生的小麦麦穗头比较重ꎬ 但小麦茎秆太细ꎬ 无法

支撑麦穗ꎮ １９５３ 年ꎬ “墨西哥农业计划” 从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获得少量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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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杂交麦种ꎮ 在经历多次失败试验后ꎬ １９６０ 年博洛格终于育成两个小麦半矮

品种ꎬ 它们适应性广且抗病性强ꎮ １９６３ 年ꎬ 墨西哥种植的小麦有 ９５％都来自

博洛格研发的麦种ꎬ 收成是 １９４４ 年他刚到达墨西哥时的 ６ 倍ꎮ①

(三) 绿色革命与墨西哥粮食自给自足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ꎬ 绿色革命往往被视为防止第三世界经常发生饥荒的

主要因素ꎮ １９７０ 年ꎬ 博洛格因在研发墨西哥杂交小麦上的突出贡献而荣获诺

贝尔和平奖ꎮ 尽管后来出现对绿色革命的负面评价ꎬ 新马尔萨斯主义者埃利

希 (Ｐａｕｌ Ｅｈｒｌｉｃｈ) 仍然将博洛格描述为 “绿色革命的奠基人”ꎮ② 洛克菲勒基

金会资助执行的 “墨西哥农业计划” 于 １９６５ 年结束ꎬ 在其运行的 ２０ 多年里ꎬ
基金会每年向墨西哥农业提供经费支持ꎮ 美国现代农业成功输出到墨西哥ꎬ
使墨西哥玉米产量实现了自给自足ꎬ 小麦产量从依靠进口转变为可供出口ꎮ
据统计ꎬ １９４０—１９６０ 年期间墨西哥玉米每公顷平均产量增加了 ３４％ ꎬ 小麦每

公顷平均产量增加了 ７６％ ꎮ③

墨西哥实现粮食自给自足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墨西哥政府合作的结果ꎮ
基金会通过 “墨西哥农业计划” 提供资金和技术人员ꎬ 帮助墨西哥进行农业

技术改进ꎬ 优化粮食品种ꎬ 并对农民进行培训和技术指导ꎬ 培养农业科学家ꎬ
建立国家农业研究体系ꎮ 据统计ꎬ １９４３—１９６３ 年期间 “墨西哥农业计划” 总

共为墨西哥培养了 ７００ 多名农业科学家ꎬ 这些人后来成为国际玉米和小麦改

良中心的核心科研人员ꎮ④ 墨西哥政府对该计划给予积极的政策支持ꎬ 同时提

供人力和试验地ꎮ １９６０ 年ꎬ 洛佩斯政府 (１９５８—１９６４ 年执政) 颁布了 «改良

种子法»ꎬ 并成立了 “国家种子生产公司” (ＰＲＯＮＡＳＥ)ꎮ 洛佩斯总统还提议

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合作在墨西哥成立一家农业研究机构ꎮ １９６６ 年奥尔达斯总

统 (１９６４—１９７０ 年执政) 成立了非营利组织 “国际玉米和小麦改良中心”
(ＣＩＭＭＹＴ)ꎬ 总部设在墨西哥ꎮ 曾经在特别研究办公室工作的许多技术人员

和研究人员 (包括博洛格) 都成为这个中心的成员ꎮ 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墨西

—８８—

①
②

③

④

“Ｔｈｅ Ｍｅｘｉｃ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ｈｔｔｐｓ: / / ｌｉｖｉｎｇｈｉｓｔｏｒｙｆａｒｍ ｏｒｇ /  [２０１９ － １０ － ２０]
参见 Ｅｒｉｃ Ｂ Ｒｏｓｓꎬ “Ｍａｌｔｈｕｓｉａｎｉｓｍꎬ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ｔｅ ｏｆ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 Ｆｏｏｄ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ｉ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３５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０３ꎬ ｐ ４３８
Ａｕｒｏｒａ Ｇóｍｅｚ－Ｇａｌｖａｒｒｉａｔｏꎬ “Ｌ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ｃｉóｎ ｄｅｌ Ｍｉｌａｇｒｏ Ｍｅｘｉｃａｎｏ: Ｅ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 Ｍｅｘｉｃａｎｏ ｄ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ｃｉｏｎｅｓ Ｔｅｃｎｏｌóｇｉｃａｓꎬ ｅｌ Ｂａｎｃｏ ｄｅ Ｍéｘｉｃｏ ｙ ｌａ Ａｒｍｏｕ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ꎬ ｅ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Ｍｅｘｉｃａｎａꎬ
Ｖｏｌ ６９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２０ꎬ ｐ １２４８

Ｄｅｒｅｋ Ｂｙｅｒｌｅｅꎬ Ｔｈｅ Ｂｉｒｔｈ ｏｆ ＣＩＭＭＹＴ: Ｐｉｏｎｅ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ａｎｄ Ｉｄｅａｌ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Ｍｅｘｉｃｏ Ｃｉｔｙ: ＣＩＭＭＹＴꎬ ２０１６ꎬ ｐ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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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政府对墨西哥农业的支持情况见表 １ꎮ

表 １　 洛克菲勒基金会农业研究经费和墨西哥政府的支持情况

年代
基金会

(万比索)
人力 (人) 土地 (公顷)

农业研究所
(万比索)

国家农业研究所
(万比索)

１９４３ ２９ ８ １５ ３０ / /

１９４４ ６２ １ １４ ３０ / /

１９４５ ９７ ４ ９７ ３０ / /

１９４６ １４６ １ ２１９ １００ / /

１９４７ ２１９ ２ ４３８ １００ ６０ ０ /

１９４８ ２８１ ０ ６４９ １００ １２５ ０ /

１９４９ ４１６ ９ １１６７ １４０ ２００ ０ /

１９５０ ４６７ １ １４０１ １４０ ２５０ ９ /

１９５１ ４７７ ３ １４３２ １５２ ２８７ ９ /

１９５２ ４８１ ６ １６８６ １４６ ３１８ ４ /

１９５３ ４８１ ６ １８３０ ３００ ３８２ ４ /

１９５４ ７５０ ０ ３０００ ３５２ ６１８ ２ /

１９５５ ７８１ ３ ３５１６ ５４６ ７２０ １ /

１９５６ ７８１ ３ ３５１６ ６２２ ８２８ ６ /

１９５７ ７８１ ３ ３５１６ ６９８ １１５２ ８ /

１９５８ ８００ ０ ３６００ ７７５ １１７０ ３ /

１９５９ ７６８ ８ ３８１３ １１３１ １１７１ ４ /

１９６０ ８３７ ８ ４６６０ １４０７ １４１１ ９ /

１９６１ ７９１ ２ / ２０９２ / ２５０８ ９

１９６２ ６５６ ０ / ２４１９ / ２２９３ ９

１９６３ ２５０ ０ / ２８２６ / ２３４６ １

１９６４ ２５０ ０ / ２８２６ / ２５８９ ０

资料来源: Ｃｙｎｔｈｉａ Ｈｅｗｉｔｔ ｄｅ Ａｌｃáｎｔａｒａꎬ Ｌａ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ｃｉóｎ ｄｅ ｌ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 Ｍｅｘｉｃａｎａꎬ １９４０ －１９７０ꎬ
Ｓｉｇｌｏ ＸＸＩꎬ Ｍéｘｉｃｏꎬ １９８０ꎬ ｐ ３４ꎬ Ｃｕａｒｄｏ ４

从表 １ 中我们可以看到ꎬ 洛克菲勒基金会对墨西哥农业研究的经费支持

１９４３ 年为 ２９ ８ 万比索ꎬ １９４６ 年增加到 １４６ １ 万比索ꎬ １９６０ 年达到 ８３７ ８ 万

比索ꎮ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期到 ６０ 年代初期ꎬ 基金会给予的经费支持比较多ꎬ
但到停止资助的前两年 １９６３ 年和 １９６４ 年ꎬ 经费支持骤减ꎮ 阿莱曼总统时期

的人力和土地支持逐渐增加ꎬ 但增幅较小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期洛佩斯总统执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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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时期ꎬ 人力和土地支持达到高峰ꎬ １９６３ 年和 １９６４ 年提供的土地面积最多ꎮ
１９６１ 年国家农业研究所成立后ꎬ 墨西哥政府的经费支持力度增加ꎮ

玉米主要分布在墨西哥中部和南部地区ꎮ １９５０ 年以来ꎬ 玉米均产量每公

顷增长 ２５％ ①ꎮ 以米却肯州为例ꎬ １９４９—１９５０ 年期间玉米种植面积增加到

５ ２７ 万公顷ꎬ １９５４—１９５５ 年期间为 ５ ２１ 万公顷ꎬ １９５９—１９６０ 年期间为 ５ ２３
万公顷②ꎮ 种植玉米和小麦都要使用化肥ꎬ 其中玉米用到的化肥数量多于其他

任何农作物ꎮ １９６０ 年墨西哥农田化肥使用量大约为 ７０ 万吨ꎬ 一半是国内生

产ꎬ 一半从国外进口ꎮ③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以来ꎬ 卡马乔政府和阿莱曼政府时期的农业投资主要集中

在墨西哥北部和西北部的公路建设和灌溉工程ꎬ 随后的几届政府优先关注索

诺拉州、 锡那罗亚州和塔毛利帕斯州的灌溉地区ꎮ 墨西哥成为世界上灌溉土

地占总耕地面积比重最高的国家之一ꎮ １９４０—１９７９ 年期间ꎬ 根据公共投资计

划ꎬ 灌溉投入占农业部门总预算的 ７０％ ~ ９９％ ꎮ④ 由于灌溉计划的实施ꎬ 墨

西哥的土地耕种面积从 １９５０ 年的 ３７０ 万英亩增加到 １９６５ 年的 ８６４ 万英亩ꎮ⑤

不过往往是大农场主能够享受到更多的政策好处ꎬ 他们拥有全部灌溉土地的

７０％ ꎮ 以墨西哥北部为例ꎬ １９４０—１９６０ 年期间ꎬ 北部地区的灌溉面积以每年

４ １％的速度增长ꎬ 增加的灌溉面积几乎占整个墨西哥灌溉面积总增加量的

７５％ ꎬ 这些增加的灌溉面积中 ７８％ 来自超过 ５ 公顷的私人地产ꎮ 北部地区

５５％的灌溉土地属于政府修建的灌溉区ꎮ⑥ 到 １９６８ 年ꎬ 政府通过国家灌溉委

员会⑦在灌溉方面的总投资达 １５７ 亿比索 (大约 １７ 亿美元)ꎮ⑧

—０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Ｅｄｍｕｎｄｏ Ｆｌｏｒｅｓꎬ “Ｆｒｏｍ Ｌ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ｔｏ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ｘｉｃａｎ Ｃａｓｅ”ꎬ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７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６９ꎬ ｐ ９１

参见 Ｄａｖｉｄ Ｂａｒｋｉｎꎬ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ｃｉóｎ ｄｅｌ Ｉｎｇｒｅｓｏ ｙ Ｄｅｓａｒｒｏｌｌｏ Ａｇｒíｃｏｌａ ｄｅｌ Ｐｒｏｃｅｓｏ ｄｅ Ｄｅｓａｒｒｏｌｌｏ Ａｇｒíｃｏｌａ”ꎬ
ｅｎ Ｃｏｍｅｒｃｉｏ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ꎬ Ｍéｘｉｃｏꎬ Ｖｏｌ １９ꎬ Ｎｏ １１ꎬ ｎｏｖｉｅｍｂｒｅ ｄｅ １９６９ꎬ ｐ ８７１ꎬ Ｃｕａｒｄｏ １

Ｗ Ｗｈｉｔｎｅｙ Ｈｉｃｋｓꎬ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Ｍｅｘｉｃｏꎬ １９４０ －１９６０”ꎬ ｉｎ Ｌ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４３ꎬ Ｎｏ ４ꎬ １９６７ꎬ ｐ ３９９

Ｄａｖｉｄ Ｂａｒｋｉｎ ａｎｄ Ｂｉｌｌｉｅ Ｒ ＤｅＷａｌｔꎬ “Ｓｏｒｇｈｕ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ｘｉｃａｎ Ｆｏｏｄ Ｃｒｉｓｉｓ”ꎬ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２３ꎬ Ｎｏ ３ꎬ １９８８ꎬ ｐ ３２

“Ｍｅｘｉｃｏ －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１２ ｄｅ ｅｎｅｒｏ ｄｅ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ａｔｉｏｎｓ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ｃｏｍ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２０１９ － ０６ － ０７]

Ｗ Ｗｈｉｔｎｅｙ Ｈｉｃｋｓꎬ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Ｍｅｘｉｃｏꎬ １９４０－１９６０”ꎬ ｉｎ Ｌ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４３ꎬ Ｎｏ ４ꎬ １９６７ꎬ ｐ ３９８

国家灌溉委员会成立于 １９２６ 年ꎬ 时任墨西哥总统是埃利亚斯卡列斯 (Ｐｌｕｔａｒｃｏ Ｅｌíａｓ Ｃａｌｌｅｓꎬ
１９２４—１９２８ 年执政)ꎮ

Ｅｄｍｕｎｄｏ Ｆｌｏｒｅｓꎬ “Ｆｒｏｍ Ｌ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ｔｏ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ｘｉｃａｎ Ｃａｓｅ”ꎬ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７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６９ꎬ ｐ ９０ꎬ ｐ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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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灌溉面积的扩大ꎬ 小麦种植面积不断扩大ꎬ 产量不断提高ꎮ 例如ꎬ
１９２５—１９２９ 年全国小麦均产量是每公顷 ６８５ 公斤ꎬ １９６０—１９６２ 年达每公顷

１６４０ 公斤ꎮ① 与玉米不同ꎬ 小麦从播种到收获都可以使用联合收割机ꎬ 机械

化程度越来越高ꎮ 例如ꎬ １９４０ 年大型私营农场拥有的农业机械年增长率为

１２ ６％ ꎬ 到 １９５０ 年增长率达到 １６ ９％ ꎮ② 在墨西哥北部ꎬ １９４０ 年拖拉机的使

用数量是 ３１７５ 台ꎬ １９６０ 年增加到 ３８８７４ 台ꎮ③ 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也意味

着使用的劳动力越来越少ꎬ 迫使一部分农村人口流动到墨西哥城或者美国寻

找工作机会ꎮ 从表 ２ 中可以看到ꎬ １９６０—１９６５ 年期间玉米和小麦的产量基本

呈上升态势ꎬ 波动不大ꎮ

表 ２　 墨西哥玉米和小麦产量 (单位: 万吨)

年份 玉米 小麦

１９６０ ５３８ ６ １１９ ０

１９６１ ５５６ １ １３７ ３

１９６２ ６３３ ７ １４５ ５

１９６３ ６０７ ０ １７０ ３

１９６４ ８４５ ４ ２１３ ４

１９６５ ８４０ ０ １８７ ６

资料来源: Ｅｄｍｕｎｄｏ Ｆｌｏｒｅｓꎬ “Ｆｒｏｍ Ｌ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ｔｏ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ｘｉｃａｎ Ｃａｓｅ”ꎬ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７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６９ꎬ ｐ ８９ꎬ Ｔａｂｌｅ ４

绿色革命在墨西哥的开展与当时墨西哥政府推动粮食作物农业生产政策的

意向相吻合ꎮ 不过ꎬ 我们还要看到另一面ꎮ １９６７ 年ꎬ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科学家

对墨西哥绿色革命的结果进行了评价: “墨西哥的绝大多数小农户尚未从农业研

究中获得多少收益ꎬ 因为他们还没有使用这项研究墨西哥的现有数据表明ꎬ
过去 ２０ 年中农业发展所带来的财富增加主要流向了高收入人群”ꎮ④ 这为 ２０ 世

纪 ７０ 年代墨西哥粮食问题的出现埋下了伏笔ꎬ 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ꎬ “促进灌

—１９—

①

②

③

④

Ｅｄｍｕｎｄｏ Ｆｌｏｒｅｓꎬ “Ｆｒｏｍ Ｌ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ｔｏ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ｘｉｃａｎ Ｃａｓｅ”ꎬ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７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６９ꎬ ｐ ９１

Ｃｙｎｔｈｉａ Ｈｅｗｉｔｔ ｄｅ Ａｌｃáｎｔａｒａꎬ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 Ｍｅｘｉｃ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ꎬ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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溉农业和高科技出口的农业政策使得进口基本粮食成为一种必要”ꎮ①

二　 墨西哥农业生产转型及国内外因素

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后期开始ꎬ 墨西哥农业已经出现 “农业的畜牧业化”
现象ꎬ 农业生产逐渐转向高粱和大豆等饲料作物的种植ꎬ 以满足家畜类饲养

的需求ꎮ 比如ꎬ 在维拉克鲁斯州、 墨西哥州以及杜兰戈州曾经种植玉米和菜

豆的土地都被用来发展畜牧业ꎮ② 出现这种情况离不开外部诱因和国内需求两

个方面的原因ꎮ
(一) 外部诱因: 战后新大众消费主义文化与美国膳食结构的变化

二战后ꎬ 欧美国家经济发展进入繁荣时期ꎬ 人们的消费需求得以释放ꎬ
生活方式逐渐发生改变ꎬ 人们越来越注重寻求 “更好、 更健康、 更方便” 的

食物ꎮ 需求决定供给ꎬ 食品行业出现爆炸性增长ꎬ 肉类、 加工食品和方便食

品受到青睐ꎮ 在整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 人们一度认为牛肉ꎬ 尤其牛排是最好

的食物ꎮ ６０ 年代ꎬ 医学研究认为胆固醇与红肉等高脂肪食物之间存在某些联

系ꎮ ７０ 年代中期牛肉消费量在达到顶峰之后ꎬ 呈稳定下降态势ꎮ 同时ꎬ 鸡肉ꎬ
尤其是低脂肪的鸡胸肉ꎬ 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喜爱ꎮ 除了健康因素的考虑ꎬ
价格也是主要的衡量标准ꎮ 大型食品公司像泰森食品公司 (Ｔｙｓｏｎ Ｆｏｏｄｓ) 和

珀杜食品公司 (Ｐｅｒｄｕｅ Ｆｏｏｄｓ) 等在饲养家禽方面的技术改进推动了鸡肉在市

场的占有额ꎮ
社会需求决定市场动向ꎬ 市场动向又决定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方向ꎬ 结果

就是市场需要什么ꎬ 农场就种植什么ꎮ ２０ 世纪中期ꎬ 美国的畜牧业是农业经

济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畜牧场被集中在少数农场主手里ꎮ 根据 １９６９ 年农业普查

数据统计ꎬ “牲畜、 家禽及其产品占所有出售农产品价值的 ６２ ５％ ”ꎮ 土地利

用方式反映了畜牧生产的重要性ꎮ 尼克松总统执政初期ꎬ 美国大约 ８０％ 的农

业用地和非农业用地被用于生产动物和家禽饲料ꎬ 超过 １ ５３ 亿英亩的土地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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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种植干草和饲料谷物ꎬ 还有 ６ １ 亿英亩的牧场全部用于饲养牲畜ꎮ①

美国膳食模式的变化通过马歇尔计划引入欧洲ꎬ 随之ꎬ 发展中国家的中上

阶层受到这种饮食模式的影响ꎮ 发达国家肉类消费量的增加不仅涉及优质肉类ꎬ
而且包含工业肉和最便宜肉类的消费ꎬ 如汉堡、 热狗等ꎮ 因此ꎬ 一方面ꎬ 美国

国内对优质肉类的需求快速增长ꎬ 另一方面ꎬ 美国国内减少了廉价肉类的生产ꎬ
将其转移到国外ꎬ 这就是众所周知的 “汉堡联系” (ｈａｍｂｕｒｇｅｒ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ꎮ②

(二) 被推动的国内需求: 墨西哥城市中上阶层的消费观

战后ꎬ 墨西哥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ꎬ 实现了工业现代化ꎬ 相伴而生

的是城市化进程ꎬ 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ꎬ 需要消费更多的粮

食ꎻ 另一方面ꎬ 随着城市人口生活水平的提高ꎬ 出现了收入较高的中产阶层ꎬ
在跨国公司的极力推广下ꎬ 他们追求美国风格的精英消费模式ꎮ １９４５—１９７５
年ꎬ 美国在国际牛肉生产和贸易中占支配地位ꎬ 推动亚洲、 非洲和拉丁美洲

地区国家扩大畜牧业生产ꎮ③ 农业部门是国际粮食生产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ꎬ
在农村为谁生产及如何生产取决于国家制定生产模式的力量和社会权力

结构ꎮ④

墨西哥之所以成为廉价肉类的重要供应国ꎬ 要归因于两个因素: 一是邻

近美国ꎬ 二是墨西哥的牛群没有口蹄疫ꎮ⑤ 根据新的国际分工体系ꎬ 墨西哥的

肉类主要销往美国ꎮ 根据卫生方面的不同要求ꎬ 墨西哥建立了两个养牛生产

区: 北部地区的畜牧生产免于疾病检疫ꎬ 面向美国市场ꎻ 南部地区的畜牧生

产则面向国内市场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期到 ７０ 年代是墨西哥畜牧业的蓬勃发展时期ꎬ 推动其

发展的外部因素除了前面提到的美国膳食结构的变化之外ꎬ 国际金融的支持

也很重要ꎮ 世界银行为发展中国家的牲畜生产提供了贷款ꎬ １９６５ 年墨西哥获

得了第一笔贷款 ２８１ 万美元ꎬ １９７８ 年获得第二笔贷款 １３８０ 万美元ꎮ 截至 １９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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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ꎬ 墨西哥先后有 １２ 个畜牧生产项目获得资金支持ꎮ 与其他拉美国家相比ꎬ
墨西哥受益最多ꎬ 占拉美地区所获贷款总额的 ４８％ ꎮ① １９６１ 年ꎬ 墨西哥政府

成立了国家农业和畜牧业保险公司ꎬ 进一步推动畜牧业的发展ꎮ

三　 墨西哥农业生产转型的一个后果: 粮食问题

在墨西哥农业生产转型过程中ꎬ 为了寻求最大程度的利润ꎬ 私人农场主

已经不再种植玉米和豆类等基本粮食农作物ꎬ 而是种植利润较为丰厚的大豆、
高粱、 苜蓿等饲料作物ꎬ 或者从事与畜牧业相关的农业活动ꎮ

(一) 墨西哥农业生产的转型: 以种植高粱等饲料作物为主

墨西哥畜牧业的发展意味着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 人力和财力被用于畜

牧业的生产ꎬ 可供大多数人消费的传统农作物的种植面积越来越小ꎮ 由此ꎬ
出现了一种竞争现象: 一方是以出口为导向、 面向少数人消费的畜牧业ꎬ 另

一方是普通大众对谷物产品的大量需求ꎮ 这两者形成了利益竞争关系ꎬ 导致

饲料作物与玉米、 豆类等粮食作物 “争” 地ꎮ 例如ꎬ １９４０ 年ꎬ 墨西哥并没有

专门的土地用于种植牧草ꎬ 到 １９７９ 年ꎬ 种植牧草的面积扩大到 ５１ １ 万公顷ꎮ
１９４０ 年ꎬ 天然草的土地面积是 ５６１７ ２ 万公顷ꎬ １９７９ 年扩大到 ７４９９ ８ 万公

顷ꎮ② １９６０ 年畜牧场占地面积是 ７９１０ 万公顷③ꎮ ７０ 年代初期ꎬ 大约 ２０％的农

田被用于种植牧草和饲料作物ꎮ １９７０—１９７４ 年ꎬ 玉米播种面积减少了 １００ 万

公顷ꎬ 占种植总面积的 ２０％ ꎬ 豆类播种面积减少 ６０ 万公顷ꎬ 占总面积的

３１％ ꎮ④ １９６５—１９７８ 年ꎬ 人们日常消费的玉米、 豆类、 大米、 小麦等大多数

农作物产量的增长速度低于人口增长的速度ꎬ 同时ꎬ 苜蓿、 高粱和大豆等饲

料作物的增长速度是人口增长速度的 ３ ~ ４ 倍左右ꎮ⑤ 其中ꎬ 高粱的种植特别

具有代表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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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粱最初是在非洲种植ꎮ ２０ 世纪中期之前ꎬ 墨西哥人对此知之甚少ꎮ
１９４４ 年特别研究办公室的研究人员开始将高粱引入墨西哥①并尝试进行研发ꎬ
最初计划在不太适宜玉米生长的边缘地区种植耐旱的高粱ꎬ 但没有成功ꎮ
１９５７ 年ꎬ 墨西哥农业计划报告中提到ꎬ 由于畜牧业特别是生猪等家禽生产的

迅速发展ꎬ 人们对高粱生产的兴趣增加ꎮ １９５５ 年ꎬ 墨西哥城的高粱收购价格

是每吨 ４００ 比索ꎬ １９５７ 年增加到 ７９０ 比索ꎮ １９６５—１９８２ 年ꎬ 高粱的种植面积

年增长率是 ９％ ꎮ② 高粱在墨西哥得以大面积种植ꎬ 可以归因于以下四个因素

的综合影响ꎮ
一是农业技术的改进ꎮ 墨西哥的高粱生产得益于美国得克萨斯州高粱杂

交品种的研发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期ꎬ 跨国动物饲料公司已经在优化家禽饲养

技术ꎬ 他们认为墨西哥的条件更适合培育杂交高粱种子ꎬ 最终获得成功ꎮ 墨

西哥的高粱产量远远高于玉米ꎬ 几乎相当于小麦的平均产量ꎮ 在类似的灌溉

技术条件下ꎬ 高粱的平均单产比玉米高出 ４０％ ꎮ 在旱地ꎬ 高粱的平均单产比

之前提高了 ８９％ ꎮ③这导致高粱生产激增ꎮ
二是基础设施的完善ꎮ 墨西哥的高粱主要分布在塔毛利帕斯州、 锡那罗

亚州和中部高产区的巴希奥 (Ｂａｊíｏ) 等高产灌溉区ꎮ 由于高粱需要的水量比

玉米或小麦都要少ꎬ 种植成功率比较高ꎮ 而且由于墨西哥政府鼓励机械化耕

作ꎬ 在大部分地区ꎬ 高粱生产达到了高度机械化程度: 拖拉机被用于耕作和

播种ꎬ 联合收割机被用于收割ꎮ 这一点比玉米更有优势ꎮ 更重要的是ꎬ 与其

他农作物相比ꎬ 高粱更耐旱ꎬ 这意味着即便降雨量没有保障ꎬ 高粱收成也不

会受到太多影响ꎬ 种植风险比较低ꎮ 况且ꎬ 政府对购买农业机械 (比如拖拉

机) 提供补贴ꎬ 这也有利于扩大高粱的种植面积ꎮ
三是政府的支持政策ꎮ 在农业生产方面ꎬ 借助于跨国公司的配套技术ꎬ

墨西哥政府偏好多样化生产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高粱产量增长最快: １９６５
年产量达 ７４ ７ 万吨ꎬ １９６６ 年达 １４０ 多万吨ꎬ 而同时期基本粮食作物的产量开

始下降ꎮ １９６５ 年ꎬ 政府对高粱的保障价格开始实行每吨 ６２５ 比索的收购价标

准④ꎬ 将小麦等大多数粮食作物的保障价格下调ꎬ 这让种植高粱盈利更多ꎮ 许

多原来种植小麦的农民转而种植高粱或其他价值更高的经济作物ꎮ 而且ꎬ 与

—５９—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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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相比ꎬ 高粱的较高产量、 较低的投入成本和较低的风险等因素都导致许

多农民选择种植高粱而放弃了玉米ꎮ
四是动物饲料行业的稳定需求ꎮ 家禽和生猪食用的饲料包括玉米、 大麦、

麦麸、 大豆和其他农作物ꎬ 但高粱可以提供加工饲料中所需原材料的 ７４％ ꎮ
专门生产动物饲料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 １９５０ 年只有 １９ 个ꎬ １９７５ 年增加到

３００ 多个ꎮ① 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资源被用于动物饲料的生产ꎬ 高粱产量的增

长是对畜牧业生产的急剧增长和工业化的回应ꎮ 在土地利用方面ꎬ 据统计ꎬ
专门用于动物生产的农田面积比重不断发生变化ꎬ １９６０ 年大约有 ５％ 的农田

用于种植饲料作物ꎬ １９８０ 年这个比重上升到 ２３％ ꎮ②

(二) 墨西哥农业生产转型的一个后果: 粮食问题

墨西哥农业生产转型带来的后果之一是发生了粮食作物危机ꎬ 在国家层

面意味着墨西哥粮食自给自足的终结ꎮ 农业生产变化如此之快ꎬ 以至于无法

弥补传统作物播种面积减少带来的损失ꎮ 而且ꎬ 一些小农也放弃了这种面临

毁灭性打击的生产ꎮ １９６５—１９７０ 年期间ꎬ 墨西哥的农业产量增长率下降到

１ ２％ ꎻ １９７０—１９７４ 年期间ꎬ 农业生产几乎停滞不前ꎬ 年均增长率降至 ０ ２ ％
左右ꎮ 从贸易平衡角度来看ꎬ １９７４ 年ꎬ 墨西哥不再是农产品的出口国ꎬ 已成

为农产品的绝对进口国ꎬ 玉米和小麦等基本农产品都需要进口ꎮ
粮食问题始于 １９６５ 年以来农业生产的日益恶化ꎬ ７０ 年代初一系列综合因

素共同作用的结果ꎮ 实际上ꎬ 也是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和 ７０ 年代初ꎬ 主要供人

们直接消费的作物例如玉米和豆类的生产处于崩溃状态ꎬ 而并非所有的农业

生产都濒于崩溃ꎮ 但是ꎬ 当这些农作物生产长期处于恶化状态时ꎬ 会影响整

个农业生产部门ꎬ 从而让农业生产陷入困境ꎮ 从某种意义上说ꎬ 粮食问题的

出现暴露出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农业 (主要是小农和季节性农业) 已经成

为农业生产的致命弱点ꎮ 例如ꎬ １９５０—１９６０ 年期间ꎬ 玉米和豆类年均增长率

为 ４ ８％ ꎬ 整个农业的年均增长率为 ４ ３％ ꎬ 但 １９６４—１９６５ 年期间玉米种植面

积减少为 １ ８３ 万公顷ꎮ③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ꎬ 旱地基本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有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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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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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减少ꎬ 而灌溉区的生产专门用于出口ꎮ １９７０—１９７６ 年期间ꎬ 玉米和豆类的

产量下降ꎬ 年增长率为负 ０ ４％ ꎬ 整个农业生产的产量以 ０ １％的速度下降ꎮ①

尽管高粱是动物饲料的首选ꎬ 但一些基本谷物 (小麦、 大麦和玉米) 也已被转

用于饲养牲畜ꎮ
传统农业的枯竭使得墨西哥粮食作物生产不能满足国内市场的粮食需求ꎬ

只能依靠进口粮食ꎬ 且粮食价格不断攀升ꎮ 另外ꎬ ６０ 年代以来ꎬ 墨西哥人口

增长率约为 ３ ４％ ꎬ 农业生产增长率为 ２ ０％ ꎬ 远远不能满足人口增长对食品

的需求ꎮ② 战后美国实施粮食援助政策ꎬ 最初重点在西欧和日本ꎬ 后来范围扩

大到世界各地ꎬ ６０ 年代以非洲和拉美国家为重要受援地区ꎮ “在 １９６６ 年下半年

至 １９６７ 年这一年的时间里ꎬ 约翰逊政府对墨西哥的农业援助总量为 ４７００ 万美

元ꎮ”③ 墨西哥成为粮食进口国ꎬ 农业粮食危机成为一个严重的国家问题ꎮ
(三) １９７０—１９８２ 年墨西哥政府的应对政策

１９７０ 年埃切维利亚总统上台后ꎬ 为了应对粮食生产危机ꎬ 放弃稳定发展

战略ꎬ 实施分享发展战略 (ｓｈａｒ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既强调经济增长ꎬ 又注重平

等分配资源ꎬ 优先考虑农村发展④ꎬ 修订农业政策ꎬ 加强对农业的干预ꎮ 政府

认识到ꎬ 要增加对农业的投资ꎬ 改善某些农产品的贸易条件ꎬ 激发农业部门

更大的经济潜力ꎬ 让农业重新获得活力ꎮ 此外ꎬ 政府投入一大部分新资源以

支持作为农业发展新增长点的村社ꎬ 刺激农业生产以满足国内消费需求ꎮ
据统计ꎬ １９７０ 年墨西哥政府对农业发展的公共投资是 ２６ ２８ 亿比索ꎬ

１９７６ 年增加到 １７５ ９５ 亿比索ꎮ １９７０—１９７５ 年ꎬ 农村信贷年均增长 ２３％ ꎮ 政

府提高了对基本粮食作物的保障价格ꎬ 例如ꎬ １９７２ 年玉米的保障价格是每吨

９４０ 比索ꎬ １９７４ 年和 １９７５ 年分别达到 １７５０ 比索和 １９００ 比索ꎮ 对豆类的保障

价格从 １９７２ 年每吨 １７５０ 比索跃升至 １９７３ 年的每吨 ５０００ 比索ꎮ １９７３ 年对小

麦的保障价格为每吨 ８７０ 比索ꎬ １９７４ 年和 １９７５ 年分别上升到每吨 １３００ 比索

和 １７５０ 比索ꎮ 此外ꎬ 扩大 “国家粮食安全委员会” (Ｃｏｎａｓｕｐｏ) 的管辖范围ꎬ

—７９—

①

②

③

④

Ａｒｍａｎｄｏ Ｂａｒｔｒａꎬ “Ｅｌ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Ａｇｒａｒｉｏ ｅｎ ｌｏｓ ７０”ꎬ ｅ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ｃｉóｎ Ｅｃｏｎóｍｉｃａꎬ Ｖｏｌ ３８ꎬ Ｎｏ １５０ꎬ
１９７９ꎬ ｐ １８８

Ｆｅｒｎａｎｄｏ Ｒｅｌｌｏꎬ “Ｌａ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ｇｒｏａｌｉｍｅｎｔａｒｉａ”ꎬ ｅ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ｓ ｄｅｌ Ｄｅｓａｒｒｏｌｌｏꎬ Ｖｏｌ １６ꎬ Ｎｏ ６１ꎬ １９８５ꎬ
ｐ ８８

刘阳: «２０ 世纪 ５０—６０ 年代美国粮食援助政策研究»ꎬ 云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ꎬ
２０１３ 年ꎬ 第 ３１ 页ꎮ

Ｍａｒｉａ ｄｅｌ Ｒｏｓａｒｉｏ Ｇｒｅｅｎꎬ “Ｍｅｘｉｃｏ’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ꎬ ｉｎ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Ｖｏｌ ３４ꎬ Ｎｏ １ꎬ Ｍｅｘｉｃｏ －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１９８１ꎬ ｐ １０８



　 　 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

并成立一些相应的国家机构以加强管理ꎬ 比如ꎬ １９７１ 年设立 “全国村社农产

品基金” (ＦＯＮＡＦＥ)ꎮ① 事实证明ꎬ 政府的农业政策并未能有效克服农业危

机②ꎬ 也没有解决粮食进口问题ꎮ 主要表现在农业部门的相对持续恶化: 以玉

米为例ꎬ 种植面积减少ꎬ 产量停滞不前ꎮ １９７５ 年ꎬ 玉米进口量多达 ２００ 万吨ꎬ
占国内玉米总产量的 ２３％ ③ꎮ 埃切维利亚总统执政时期农业生产年增长率约

为 ０ ６％ ꎮ④

１９７６ 年波蒂略总统上台后ꎬ 推行生产联盟政策ꎬ 想重新获得私人部门对

国家的信任ꎮ⑤ 政府对农业政策进行整顿以保障社会的安宁ꎬ 尤其在石油繁荣

时期ꎬ 利用石油出口收入增加对农村的公共支出ꎮ １９７８ 年ꎬ 玉米收成恢复到

１９７１ 年的最高产量ꎬ 而且农业进口和出口的收支达到平衡ꎮ 然而ꎬ 持续三年

的干旱严重影响了墨西哥基本粮食作物的生产ꎮ １９８０ 年政府提出 “墨西哥粮

食体系” 计划ꎬ 一个基本目标是 “到总统任期结束时恢复玉米和豆类的自给

自足ꎬ 并在 １９８５ 年恢复其他基本产品自给”ꎮ⑥ 但随着国际石油市场价格的下

跌ꎬ 外债压力日趋严重ꎬ 墨西哥经济举步维艰ꎬ 这个基本目标也没有实现ꎮ
１９８２ 年墨西哥爆发了债务危机ꎬ 同年上台的马德罗总统取消了墨西哥粮食体

系计划ꎮ

四　 余论

战后墨西哥的农业生产经历了巅峰时刻ꎬ 实现了 “经济奇迹”ꎬ 粮食生产

做到了自给自足ꎬ 但后来农业生产转型导致粮食短缺ꎬ 从此墨西哥备受粮食

—８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 Ａｒｍａｎｄｏ Ｂａｒｔｒａꎬ “Ｅｌ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Ａｇｒａｒｉｏ ｅｎ ｌｏｓ ７０ ”ꎬ ｅ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ｃｉóｎ Ｅｃｏｎóｍｉｃａꎬ Ｖｏｌ ３８ꎬ
Ｎｏ １５０ꎬ １９７９ꎬ ｐｐ １９９ － ２０１

Ｅｄｕａｒｄｏ Ａｇｕａｄｏ Ｌóｐｅｚ ｅｔ ａｌꎬ “Ｌａ Ｌｕｃｈａ ｐｏｒ ｌａ Ｔｉｅｒｒａ ｅｎ Ｍéｘｉｃｏ (１９７６ －１９８２)”ꎬ ｅｎ Ｒｅｖｉｓｔａ Ｍｅｘｉｃａｎａ
ｄｅ Ｃｉｅｎｃｉａｓ Ｐｏｌíｔｉｃａｓ ｙ Ｓｏｃｉａｌｅｓꎬ Ｖｏｌ ２８ꎬ Ｎｏ １１３ － １１４ꎬ １９８３ꎬ ｐ ４６

参见 Ａｒｍａｎｄｏ Ｂａｒｔｒａꎬ “Ｅｌ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Ａｇｒａｒｉｏ ｅｎ ｌｏｓ ７０ ”ꎬ ｅ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ｃｉóｎ Ｅｃｏｎóｍｉｃａꎬ Ｖｏｌ ３８ꎬ
Ｎｏ １５０ꎬ １９７９ꎬ ｐ ２０３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ｇｒｏｐｅｃｕａｒｉｏ ｅｎ Ｍéｘｉｃｏ” . ｈｔｔｐｓ: / / ｈｔｍｌ ｒｉｎｃｏｎｄｅｌｖａｇｏ ｃｏｍ / ｓｅｃｔｏｒ － ａｇｒｏｐｅｃｕａｒｉｏ － ｅｎ －
ｍｅｘｉｃｏ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０ － ０９ － ２９]

Ｍａｒｉａ ｄｅｌ Ｒｏｓａｒｉｏ Ｇｒｅｅｎꎬ “Ｍｅｘｉｃｏ’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ꎬ ｉｎ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Ｖｏｌ ３４ꎬ Ｎｏ １ꎬ Ｍｅｘｉｃｏ －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１９８１ꎬ ｐ １０９

Ｌｕｉｓ Ｈｕｅｓｃａ Ｒｅｙｎｏｓｏ ｅｔ ａｌ ꎬ “Ｅ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ａ ｄｅ Ａｐｏｙｏ Ａｌｉｍｅｎｔａｒｉｏ ｙ ｌａ Ｐｏｌíｔｉｃ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ｅｎ ｌａ
Ｃｒｕｚａｄａ ｃｏｎｔｒａ ｅｌ Ｈａｍｂｒｅ ｅｎ Ｍéｘｉｃｏ”ꎬ ｅｎ Ｒｅｖｉｓｔａ Ｍｅｘｉｃａｎａ ｄｅ Ｃｉｅｎｃｉａｓ Ｐｏｌíｔｉｃａｓ ｙ Ｓｏｃｉａｌｅｓ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ｄａｄ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Ａｕｔóｎｏｍａ ｄｅ Ｍéｘｉｃｏ Ｎｕｅｖａ Éｐｏｃａꎬ Ａñｏ ＬＸＩꎬ Ｎｏ ２２７ꎬ ２０１６ꎬ ｐ ３８３



二战后墨西哥农业生产转型与粮食问题　

问题的困扰ꎬ 走上了依赖外部粮食进口的道路①ꎮ 粮食问题的发生ꎬ 从国内因

素来看是农业生产畜牧业化转型的一个结果ꎻ 同时ꎬ 也是 “某种社会组织的

结果ꎬ 根据这种社会组织来生产和分配食物ꎬ 或者换句话说ꎬ 是国际粮食模

式的结果”ꎮ② 在第二个国际粮食体制下ꎬ “美国的剩余粮食转变为粮食援助ꎬ
首先用于帮助西欧国家实现战后重建ꎬ 后来又运往第三世界国家ꎬ 而粮食援

助是在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中具有策略性的一环”ꎮ③ 外部粮食援助可以一

定程度上缓解墨西哥国内粮食问题ꎬ 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ꎬ 结果是

墨西哥粮食消费越来越依赖进口ꎮ 墨西哥的粮食问题犹如一枚多棱镜ꎬ 折射

出不同层次的关系ꎬ 同时它也是各种关系的聚焦点ꎮ 粮食问题既是以往历史

问题发展的果ꎬ 也是今后新问题的成因ꎮ 从农业生产转型看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墨西哥的粮食问题ꎬ 可引发以下几点思考ꎮ
第一ꎬ 适当把握与发达国家的依存关系ꎮ 墨西哥通过绿色革命实现粮食

自给自足ꎬ 重视商品化灌溉农业的发展ꎮ 不过ꎬ 实施绿色革命最重要的投入

是水和化肥ꎮ 水是西方资本投资的重要前沿领域ꎬ 由跨国公司掌控ꎻ 向发展

中国家出售化肥是美国解决非农业贸易逆差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领导 “墨西哥

农业计划” 的哈拉尔曾经说过ꎬ “农业是一种商品ꎬ 要取得成功ꎬ 必须以一种

商品化的方式管理”ꎮ 从政治角度而言ꎬ 绿色革命是为了 “建立一个全球粮食

体系ꎬ 在这个体系中ꎬ 在现代市场经济的背景下ꎬ 传统农业被普遍认为是落

后的、 生产力低下的ꎬ 要从属于一个更商业化的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ꎮ”④ 在

实现商品化农业生产方式的过程中ꎬ “发展中国家的本地粮食生产实际上会减

少ꎬ 主要以出口生产部门为主ꎬ 美国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提供投入并供应

粮食ꎬ 由此获利”ꎮ⑤ 而且ꎬ “农业出口对农业生产国的粮食安全会造成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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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ꎬ 因为它可能在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生产之间产生竞争”ꎮ① 墨西哥在出

现粮食问题之后ꎬ 只能依赖粮食进口ꎮ 这说明ꎬ 过度依赖发达国家将很难保

障自身的独立自主发展ꎮ
第二ꎬ 正确处理农业和工业的关系ꎮ 在墨西哥 “经济奇迹” 期间ꎬ 农业

生产履行了基本职能: 实现粮食自给自足ꎻ 以低价格满足城市人口的粮食消

费需求ꎬ 从而为工业生产积累了资本ꎻ 为工业生产创造外汇收入②、 提供廉价

劳动力ꎮ 但是由于对工业生产的过度保护ꎬ 导致墨西哥的工业产品在国际市

场没有竞争力ꎮ 当工业发展处于鼎盛时期时ꎬ 由于对农业生产的过度剥削ꎬ
加之农业的增长速度减缓ꎬ 导致农业生产部门几乎陷入崩溃境地ꎮ 而且ꎬ 墨

西哥实施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并没有为进入市场的数百万新劳动力提供就

业机会ꎬ 这加剧了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现象ꎬ 导致有增长而无发展ꎮ 今

天墨西哥大约有 １３％的土地用于农业生产ꎬ 而农业产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

重只有 ４％ ꎮ 农业生产是基础ꎬ 工业生产是动力ꎬ 处理不好二者的关系ꎬ 不可

能保持国家的长期稳定发展ꎮ
第三ꎬ 政府要重视粮食生产ꎬ 保持农业生产的平衡发展ꎮ 从墨西哥实现

粮食自给自足到出现粮食问题的过程可以看到ꎬ 无论生产者还是政府都考虑

的是当前利益问题ꎬ 而没有做出正确的长远的价值判断ꎮ 墨西哥不是没有能

力达到粮食自给或基本自给ꎬ 关键在于政府执行的政策是否重视农业ꎬ 尤其

是否重视粮食生产ꎮ 墨西哥以损害农业、 放弃粮食生产为代价ꎬ 去执行 ‘石
油化’ 经济政策ꎻ 重视北部灌溉区发达商品农业而忽视低收入高原粮产区生

产为代价ꎬ 去执行高速度的经济发展政策ꎮ 结果适得其反ꎬ 农业和粮食问题

拖了墨西哥工业化的后腿ꎬ 影响了整个经济的发展ꎮ”③

墨西哥政府放弃了季节性农业 (主要是玉米和其他基本农作物) 生产ꎬ
重点关注灌溉农业和优良土地ꎬ 专门生产用于出口的经济作物ꎬ 由跨国公司

资助或经营④ꎻ 而且ꎬ 墨西哥政府在生产、 分配和消费方面采取的政策也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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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粮食生产ꎬ 比如对基本谷物的定价具有一定的歧视性ꎬ 对从事旱地农业生

产的小农在信贷、 投入和技术咨询方面进行限制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大多数农

村人口逐渐被边缘化ꎮ① 墨西哥农村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

代ꎬ ８７％的村社社员仅仅能够维持生存ꎬ ３％ 大农场的产出占农业总产值的

５５％ ꎬ 占生产总值增长的 ８０％ ꎮ② 墨西哥的农业生产形成二元结构ꎬ 一边是

北部、 西北部的大规模商品化灌溉农业ꎬ 另一边是中部和南部的传统农业ꎬ
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现在ꎮ

墨西哥政府或许可以考虑的一个出路是ꎬ “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共同努

力ꎬ 通过重新为自给自足的农民引入补贴和农作物保险ꎬ 并制定激励措施ꎬ
鼓励种植多种作物ꎬ 保护农民免受市场波动的影响”ꎮ③ 维持粮食自给自足ꎬ
需要处理好自给自足与粮食进出口的关系ꎬ 涉及农业生产各部门的平衡发展ꎮ
根据墨西哥的基本国情ꎬ 既需要处理好灌溉出口农业与传统生计农业的关系ꎬ
也要处理好粮食作物与饲料作物的生产关系ꎮ

粮食是一个国家安定和平稳发展的重要基础ꎬ 粮食安全是国家长治久安

的头等大事ꎮ 今天ꎬ 粮食危机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ꎬ 墨西哥也不例外ꎮ 一

些农民已不再从事农业生产ꎬ 而社会精英、 农业综合企业和农产品出口商受

益于现代化政策以及操控种养殖的新技术ꎬ 垄断了农业生产ꎬ 包括粮食生

产ꎮ④ 说到底ꎬ 墨西哥的粮食问题实质是发展问题ꎬ 是发展失衡问题ꎬ 是农业

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问题ꎬ 是农民弱势群体的利益能否得到保障的问题ꎬ
是即时利益与根本利益取舍问题ꎬ 是当前利益与长期利益的权衡问题ꎮ 这些

问题解决的结果都是在检验政府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效能ꎮ
(责任编辑　 黄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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