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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蝗灾会加大国内通胀上行风险吗？ 
风起通胀系列报告十六 
蝗灾可能扰动部分农产品价格，需提防今年夏季蝗群规模突增的风险 

我们认为，2018-19 年东非地区的极端天气，是本轮蝗灾爆发的重要因素。
目前蝗灾已向西亚、巴基斯坦、印度等地区蔓延扩散，由于喜马拉雅山脉
等地理阻隔，本轮蝗灾大规模入境我国的概率较低，但需提防夏季蝗群规
模继续增大、同时季风转向挟带蝗群入境的风险。蝗灾可能影响印度等农
业大国部分农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促生对应农产品的涨价预期，我们认为
最需关注的是甘蔗-食糖产业链。结合新冠疫情对我国农业生产用工、采收、
交运物流等方面的冲击，我们认为食品端仍是今年通胀超预期上行的最大
风险因素，未来 2-3 个月内，CPI 同比增速存在继续高于+5%的可能性。 

 

2018-19 年东非地区的极端天气，是本轮蝗灾爆发的重要因素 

从历史资料来看，几乎每轮蝗灾的大规模爆发都与极端天气/自然灾害密切
相关，过分干燥或过分潮湿都会降低虫卵成活率，而在长期旱情后的一轮
大规模降雨，往往是蝗虫繁殖的良好条件。蝗虫的活跃性、破坏性、迁移
性都会随着蝗群的规模扩大而增加，蝗群可以 150 公里/天的速度随风迁
移。2018-19 年东非地区先旱后雨，今年 1 月蝗群开始大量入侵肯尼亚等
东非国家，如今已向西亚、巴基斯坦、印度等地区蔓延扩散。2 月 11 日，
联合国粮农组织给本轮蝗灾定级为次高级别的预警（threat）。 

 

本轮蝗灾大规模入境我国的概率较低，但需提防夏季蝗群规模突增 

我国历史上爆发蝗灾的区域大部分在中西部，纬度偏北。本轮蝗灾目前离
中国最近的区域是印巴边境，这也是之前蝗灾从非洲波及到西亚、南亚的
影响区域上限。我们认为，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天然地理屏障作用下，蝗群
入境我国西南省份难度较大，但需提防进入夏季后，南亚大陆的季风方向
转为西南季风，届时蝗群有在西南季风的挟带下入境的风险；另一方面，
相对于西南省份，我们认为新疆更需做好预防蝗灾的准备，如蝗群继续向
中亚迁移，可能越过中巴边境的帕米尔高原阻隔，从西边方向入境新疆。 

 

蝗灾可能影响印度等农业大国部分农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扰动市场价格 

我们认为，对东非-北非的第三世界国家，蝗灾最可能的结果是造成饥荒等
人道主义灾难，最后可能通过联合国组织动用储备粮援助等方式解决，而
非受灾国主动加大进口。相对而言，更需关注蝗灾对印度等农业生产大国
产量和出口的冲击，灾情可能促生对应农产品的涨价预期。我们认为，灾
情可能对印度甘蔗-食糖生产造成影响，印度原本的食糖出口计划可能受灾
情扰动而出现调整（或影响已签订协议的履行），而倾向于留存更多食糖在
本国国内、预防未来食糖产量下滑。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影响国际市场的
食糖供给，可能造成糖价上涨。 

 

食品端仍是今年通胀超预期上行的最大风险因素 

我们认为主粮作物 2020 年大规模涨价风险不大，对整体 CPI 扰动有限，
但需关注部分农产品结构性涨价可能性，综合来看，食品端仍是今年通胀
超预期上行的最大风险因素。除猪周期上行以外，新冠疫情期间农业生产
受到的冲击，可能使得鲜菜、鲜果价格未来 2-3 个月超预期上涨。而蝗灾
等病虫害因素则可能从 5-6 月开始显现风险、扰动部分农产品价格。我们
认为，未来 2-3 个月内，CPI 同比增速存在继续高于+5%的可能性；仍维
持 2020 年 CPI 中枢可能在+3.5%左右的中性预测，仍然认为今年 CPI 高
点可能在年初（1-2 月份）。 

 

风险提示：新冠疫情对食品供给端的负向冲击超预期；鲜菜、鲜果未来 2-3

个月存在超预期上涨风险；今年夏季存在蝗灾大规模入境的风险；蝗灾可
能叠加草地贪夜蛾等虫害，对国内农业生产形成较大影响。 

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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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天气是本轮蝗灾爆发的重要因素 
“久旱逢大雨”的极端天气，可能造就适宜蝗群爆发的环境 

蝗灾是与水灾、旱灾并列的三大农业灾害之一，大规模繁殖和迁移的蝗虫群落，可能对农

业生产形成较大的负面冲击，且影响可能波及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常见的蝗虫是东亚飞

蝗、亚洲飞蝗和西藏飞蝗，其中东亚飞蝗是我国蝗灾的主要害虫，在中国历史上曾频繁爆

发成灾；2019-2020 年从东非地区开始爆发的本轮蝗灾，为害品种主要是沙漠蝗，被认为

是最具破坏性的迁徙性害虫。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Q，the UN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资料，沙漠蝗

虫存活周期可达三到五个月，主要取决于天气和生态条件。卵孵化期约为 10-65 天，幼虫

30-40 天内发育（幼虫阶段不会飞行、或飞行能力较弱），成虫约 2-4 个月内成熟；每更新

一代，蝗群总数量可能增长 10 倍。沙漠蝗虫喜食甘薯、空心菜、白菜等蔬菜，玉米、小

麦、高梁、谷子、水稻、高梁、大麦等农作物及芦苇、稗草等一些蒿类植物。单只蝗虫体

重约 2-2.5 克，每天要消耗相当于自身体重的食物。据 FAQ 测算，一平方公里大小、约容

纳 8000 万只成年蝗虫的蝗群，一天的食物消耗量约与 3.5 万人的食物消耗量相当。 

 

蝗虫的活跃性、破坏性、迁移性都会随着蝗群的规模扩大而增加，单只蝗虫处于绿色的温

和状态，食量较少，飞行距离短，而在适当的外界环境刺激下，蝗群聚集起来，彼此碰撞，

将变成躁动状态。一个蝗群覆盖面积可以从一平方千米变化到几百平方千米，而每平方千

米可以容纳 4000 万到 8000 万只蝗虫。蝗群随风以大约 16-19km/h 的速度迁移，单日迁

移可达到 150 千米。 

 

沙漠蝗主要分布地在西北非、非洲之角及阿拉伯半岛等地，从历史资料来看，几乎每轮蝗

灾的大规模爆发，本身就与其它自然灾害密切相关。从生长习性看，沙漠蝗虫多生长于半

干旱地区，在土壤含水量达到 10%-20%并保持稳定的条件下，蝗虫会广泛繁殖。过分干

燥或过分潮湿都会降低虫卵成活率，降低发生蝗灾的几率。在长期旱情后的一轮大规模降

雨，往往给蝗虫繁殖创造了良好条件。本轮蝗灾的爆发原因可以追溯到 2018 年阿拉伯半

岛南部的飓风和大雨，由于气候变暖和湿润的土地，蝗虫在阿拉伯沙漠出现较快增长，紧

接着从红海和亚丁湾迁徙到东非地区。2019 年 10 月东非地区经历长时间的秋雨和 12 月

索马里的飓风，进一步加剧了蝗虫的疯狂繁殖，最终导致 2020 年 1 月初蝗群大量入侵肯

尼亚等东非国家，如今已向西亚、巴基斯坦、印度等地区蔓延扩散。 

 

历史上，时见从东非爆发、经西亚波及到印度的蝗灾蔓延路径 

从世界范围看，蝗灾在干早和半干早地区最为严重；在热带和亚热带的湿润和半湿润地区， 

蝗灾主要发生在天然植被和自然环境受到较严重破坏的地区。在我国，蝗灾多发生在黄淮

平原、北方草地及农牧交错地带，其中东亚飞蝗是我国蝗灾的主要害虫。 

 

我们回顾了历史上从非洲开始爆发的蝗灾，仅在上世纪 50 年代至今，规模较大的蝗灾就

包括 1958 年、1963 年、1986-1989 年、2003-2004 年等多起。其中，1989 年和 2003-04

年的蝗灾都明确记载波及到了西亚和巴基斯坦、印度等地区，与本轮蝗灾的蔓延路径类似。 

 

对我国而言，近年来除了传统的内蒙、山东等省有过范围有限的蝗虫灾情以外，由于中亚

地区持续干旱，2000 年以来，从中亚地区迁入的蝗群对新疆的危害也出现一定程度的增

长。2000 年以来，亚洲飞蝗在新疆西北部地区频繁发生，如塔城、阿勒泰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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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粮农组织给本轮蝗灾定级为次高级别的预警（threat） 

本轮蝗灾发生原因，最早可追溯到 2018 年阿拉伯半岛罕见的飓风和降水，蝗虫开始在也

门、阿曼苏丹国等地区大量繁殖。2019 年的异常天气进一步加剧蝗群的扩张，越过红海

抵达东非地区的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等国家，随后蔓延至乌干达东北部和坦桑尼

亚北部。目前蝗群已经向东迁飞蔓延至巴基斯坦和印度境内，主要到达巴基斯坦南部省份、

以及印度西部的拉贾斯坦邦和古吉拉特邦。 

 

2 月 11 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向全球进行了预警，本次蝗灾级别为“威胁”（threat），仅次

于疫情级别（Plagues）（20 世纪内，全球合计发生大小蝗灾 33 次，其中达到疫情级别的

有 6 次）。 

 

图表1： 2020 年 1 月蝗虫迁徙路线图，从东非蔓延至西亚和南亚地区  图表2： 巴基斯坦和印度主要受灾区域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官网，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Shutterstock.com，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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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轮蝗灾大规模入境概率较低，但需提防夏季蝗群规模突增 
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天然地理屏障作用下，蝗群入境我国西南省份难度较大 

从历史上来看，我国爆发蝗灾的区域大部分在中部-西部，从纬度上看偏北，需要符合气候

偏干燥、植被覆盖面积相对小（有利于蝗虫繁殖产卵）等气候地貌条件。从本轮蝗灾目前

的影响地区来看，离中国最近的蝗灾区域是印巴边境地区，这也是之前从非洲波及到西亚、

南亚地区蝗灾的影响区域上限。由于喜马拉雅山脉的高海拔、低温、大风等极端地理气候

条件的天然阻隔，蝗群几乎不可能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入境西藏。如果危及中国西南省份，

则必须经由尼泊尔、泰国、缅甸等南亚-东南亚国家，再入境西藏南部、云南、广西等省，

这给我们留下了更多的预警和协同周边诸国防治蝗灾的时间和空间。 

 

我国西南地区普遍气候湿热，在云南和广西的亚热带丛林环境下，有很多别的昆虫、鸟类、

兽类、真菌栖息和生存，这不是大规模蝗群生存繁衍的理想区域，同时，湿热和真菌也会

明显降低虫卵成活率。2 月 17 日，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蝗灾的高级官员凯斯·克雷斯曼在

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当前爆发的蝗灾威胁到中国的概率不大。 

 

夏季季风有挟带蝗群入境风险，除西南外，新疆也需做好蝗灾预防工作 

 

图表3： 夏季季风有挟带蝗群入境我国风险 

 

资料来源：潜江新闻网，华泰证券研究所 

 

从我国和南亚大陆的季风方向来看，当前（2 月下旬），对于中印边境地区，主要盛行的仍

是从东北方向吹来的季风。由于蝗群迁飞需要风力的“帮助”，在风向与入境我国的方向

相反的情况下，短期内蝗群入境西南省份可能性较低。 

 

我们认为，需要重点提防蝗群危害我国的时间节点，是今年夏季：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

如果当前蝗灾规模得不到控制，当前繁殖产卵的蝗群，可能在 6 月达到一轮规模高峰。由

于进入夏季以后，南亚大陆的季风方向将转为西南季风，届时蝗群有在西南季风的挟带下

入境的风险。 

 

另一方面，相对于西南省份，我们认为新疆更需做好预防蝗灾的风险准备。如巴基斯坦的

蝗群继续向中亚诸国——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迁移，可能越过中巴边境的

帕米尔高原阻隔，而从西边方向入境新疆。虽然这条可能的迁移路径地理距离较长，但由

于新疆的地理气候环境相对容易发生蝗灾，我们认为仍需做好风险预防工作。 

  

 

http://www.hibor.com.cn


 

宏观研究/专题研究 | 2020 年 02 月 20 日 

 

谨请参阅尾页重要声明及华泰证券股票和行业评级标准 5 

我国防治蝗灾技术水平较为先进，大规模爆发蝗灾风险较低 

我国历史上发生的飞蝗与沙漠蝗有相似的迁飞习性，但属于不同的生物种。由于我国历史

上曾遭遇多轮蝗灾冲击，积累了较为丰富的防治经验，在人力、技术水平均处于领先地位

情况下，我国对蝗灾的防治技术方面已具有世界领先水平，可实现应用现代化技术手段—

—如飞机、雷达、计算机、多普勒风向判断仪和卫星遥感技术等，对蝗虫的迁飞、定向以

及发生范围、发生趋势等做出预测。 

 

日前，我国农业农村部根据监测调度分析，认为国内大规模暴发蝗灾风险较低。据农业农

村部描述，我国正密切跟踪境外蝗灾动态，同时安排云南、西藏等省区加强边境的蝗虫监

测，严防迁入危害。 

 

关于蝗灾的防治，我们认为预防和从根源上消除灾情，需以发现、消灭蝗群的大面积产卵

地为主。另外，综合考虑效率和对环境的影响，可以采取化学、生物方式同步灭杀成虫。

生物防治技术又可分为微生物制剂和蝗虫天敌投放。我国蝗虫微孢子虫生物制剂已经实现

了商品化生产，它是专性寄生于蝗虫体内的一种原生动物，对天敌无害、对环境无污染，

对人畜安全，一次施用可以多年不需防治。而新疆阿勒泰地区曾采用过牧鸡、牧鸭治蝗，

昌吉州采用引入粉红椋鸟防治蝗虫，也取得了一定效果。 

 

提示关注蝗灾和草地贪夜蛾虫灾叠加的风险 

蝗灾的风险目前看来离国内还“较远”，但去年传入国内的草地贪夜蛾虫害已实际形成一

定威胁，我们提示关注两类虫害叠加的风险。据农业农村部，草地贪夜蛾于 2019 年 1 月

首次传入我国，截至 2019 年 9 月，全国草地贪夜蛾见虫面积 1500 多万亩，实际危害面

积 246 万亩（对比 2012 年粘虫灾情：见虫面积近 5000 万亩、严重发生面积 650 万亩，

2019 年虫灾灾情较轻），但得益于各部门有力的监测防治措施，西南玉米产区产量损失 5%

以内，黄淮海等玉米主产区没有造成损失。 

 

首次传入我国的草地贪夜蛾以“玉米型”（喜食玉米）为主，可能对 2020 年玉米等粮食产

量有所扰动，同时草地贪夜蛾寄主范围广泛，提示 2020 年仍存在爆发更大规模虫灾的风

险。草地贪夜蛾的寄主植物种类范围广泛，覆盖玉米、水稻、高粱、大麦、大豆、小麦等

超过 80 种植物，可能对多种粮食作物的产量造成一定威胁。2019 年 12 月 9 日，据新京

报记者采访，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农业昆虫研究室主任王振营指出，由于持续

迁入的境外虫源叠加本地新繁殖虫源，2020 年草地贪夜蛾种群数量可能远多于今年北迁

虫源，建议关注 2020 年可能爆发大面积虫灾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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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关注新冠疫情叠加虫害，影响食品价格超预期上行的风险  
分析蝗灾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应主要考量对主要农业国家的供给冲击 

我们在考虑蝗灾对各类农产品价格的可能影响时，主要从两个方向考虑：1）受灾国是否

是主要的农产品生产和出口国？灾情可能影响其产量和出口，产生涨价预期。2）受灾国

是否是主要农产品的进口国？如果这些国家需求和进口量一直较大，则蝗灾可能使得其产

生更大的农产品进口需求，拉动国际价格。我们认为这两种机制中，更需关注蝗灾对供给

面的潜在冲击，从历史经验来看，供给侧的负向冲击对商品价格正向影响相对较大。 

 

我们总结了受本轮蝗灾影响的东非诸国、伊朗、巴基斯坦、印度等国的粮食进口数据（联

合国粮农组织，2017 年），进口粮食体量相对较大的国家是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但其主

要进口对手方贸易国都没有中国；最主要的进口品种是小麦。对于东非-北非的第三世界国

家，我们认为蝗灾更可能的结果是农民生活更为艰难、出现饥荒等人道主义灾难，最后可

能通过联合国组织动用储备粮援助等方式解决居民饥荒，而非通过本国主动加大进口。 

 

图表4： 本轮蝗灾主要国家粮食进口结构，2017 年（单位：亿美元) 

地区 进口国家 出口国家 进口金额 主要进口粮食种类 

东非 肯尼亚 印度尼西亚 4.94 小麦、玉米、糖，棕榈油、大米 

乌干达 3.62 

巴基斯坦 3.08 

巴西 2.26 

墨西哥 1.85 

埃塞俄比亚 马来西亚 1.76 小麦、棕榈油、大米、高粱 

美国 1.37 

印度尼西亚 1.25 

罗马尼亚 1.16 

比利时 0.99 

乌干达 意大利 1.58 小麦、棕榈油、大米、糖 

希腊 1.20 

巴西 0.67 

塞尔维亚 0.41 

俄罗斯联邦 0.39 

南亚 伊朗 印度 0.33 玉米、大麦、大豆、大米、棕榈油 

瑞士 0.27 

阿拉伯联合国 0.26 

英国 0.24 

荷兰 0.22 

巴基斯坦 印度尼西亚 1.54 棕榈油、大豆、油菜籽、三角豆、咖啡 

美国 1.18 

马来西亚 0.49 

巴西 0.46 

加拿大 0.43 

印度 印度尼西亚 0.38 棕榈油、大豆油、向日葵油、腰果、三角豆 

乌克兰 0.348 

澳大利亚 0.32 

阿根廷 0.23 

马来西亚 0.21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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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最可能是印度削减糖出口计划、食糖存在涨价预期 

截至 2 月下旬，本轮蝗灾影响的国家当中，主要的农业生产国暂时只有印度；北非地区主

要种植玉米、小麦等农作物，其在全球总产量中占比较小。印度主要的农产品包括大米、

棉花、甘蔗（用作榨糖）等。印度虽是全球第二大大米主产国（仅次于中国），但粳米属

于最重要的主粮，国际贸易规模有限，属于一定意义上的自给品种；中国大米在实现自给

自足的基础上，进口实行配额制，我们认为印度供给侧的波动对国内大米价格传导有限。

相对而言，我们重点考量印度棉花和甘蔗产量是否可能受蝗灾冲击、以及对国际价格的可

能影响。 

 

2019 年，印度是全球第二大产糖国（仅次于巴西）和最大消费国，据美国农业部公布数

据，2018/19 榨季，印度糖产量为 3430 万吨；而 2019/20 年榨季，印度糖产量预计约为

2930 万吨（占全球产量 16.8%）。2019 年印度的糖消费量 2850 万吨（占全球的 16.2%）。

印度糖原本以自产自销为主，据联合国粮农组织，2009~2017 年间，中国从印度年进口糖

最高不超过 8000 吨；但从 2018 年起，印度为促进糖出口，取消了对糖 20%的出口关税，

关税取消后糖出口出现了较大增长。根据印度糖厂协会（ISMA）的数据，印度在 2019/20

榨季（2019.11-2020.9）计划出口 600 万吨食糖，截至今年 2 月份，已签署了 320 万吨的

出口合同。 

 

由于当前时点（2 月）已接近 2019-20 印度甘蔗榨季当中、采收甘蔗的中后段，在田甘蔗

数量逐步减少，目前的蝗灾对本榨季甘蔗和食糖的实际产量影响相对较小。但我们需要注

意以下两点：1）2020 年新种植甘蔗的生长可能受冲击，影响 2020/21 榨季的食糖供给；

2）印度原本的食糖出口计划是否可能受到灾情扰动而出现调整（或影响已签订协议的履

行），而倾向于留存更多食糖在本国国内、预防未来食糖产量下滑。这会一定程度上影响

国际市场的食糖供给，造成糖价上涨。不过总体而言，即便国际糖价上涨、间接影响到国

内，由于粮食 CPI 篮子组成成分丰富，只要国内不发生大规模病虫灾害，我国 CPI 受到的

影响将比较有限。 

 

图表5： 印度糖出口占全球消费量、全球进口量的比重（%）  图表6： 2009~2017 年，中国较少从印度进口糖 

 

 

 

资料来源：美国农业部，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华泰证券研究所 

 

2018 年数据，印度是全球第二大棉花出口国（仅次于美国）和最大生产国（中国位列第

二），据国际棉花咨询委员会公布数据，2018 年印度出口棉花约 85 万吨（占全球消费量

3.2%，占全球进口量 9.3%），棉花产量约 607 万吨（占全球产量 23.9%）。印度曾是中国

的重要棉花贸易国，但近年来双边贸易比重有所下滑；2018 年，中国从印度进口棉花占

棉花总进口 7.7%，印度向中国出口棉花占棉花总出口的比值 18%。类似于对甘蔗生产的

影响，蝗灾主要影响的是 2020 年新种植、采收棉花产量的预期。考虑中印双边棉花贸易

的体量在下滑，蝗灾因素目前看对国内棉花价格扰动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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