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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S 2014/41/6 

与粮安委的协调及联系 

 

会议指南和背景信息 

1. 背景和目标  

粮安委鼓励所有利益相关者参与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粮食安全与营养论坛，

并强调多方利益相关者进程对实现可持续农业和良好营养十分重要。  

本项议题旨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依据粮安委下列三项职能，加强粮安委

与其他粮食安全和营养利益相关者的联系，鼓励开展对话：  

 促进全球层面的协调  

 促进政策趋同  

 向各国和区域提供支持及建议（《粮安委改革文件》，2009） 

2. 形式  

本次会议将就全球和区域事宜进行互动式小组讨论，随后将研究各国实例并

总结经验教训。会议开始时，粮安委主席将请负责粮食安全与营养问题的联合国

秘书长特别代表 David Nabarro 博士作为主持人介绍各小组。  

每位小组成员将获邀直接回应以下讨论问题，发言时间不超过五分钟。由于

时间有限，将不进行幻灯片演示报告。  

小组成员发言之后，主持人将向其提出问题，如果时间允许，再由与会者提问。

为便于尽可能进行互动，请小组成员和代表的发言切题、简洁、中肯。  

小组讨论的要点将转呈起草委员会以列入粮安委第四十一届会议最终报告。  

3. 全球小组：2015 后框架内的粮食安全与营养  

在里约+20 峰会后成立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开放性工作组完成了职能规定的相关

工作，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其中包括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提案，供

大会审议并采取进一步行动。开放性工作组讨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清单中包括一项

终结饥饿、改善营养并促进可持续农业的专门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初稿修订版，

2014 年 6 月 30 日）。该目标下确定的分项目标构成了一项全方位转型议程，预计

将指导未来 15 年该领域内的决策与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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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联合国技术支持小组开展工作，驻罗马三机构提出一份文件，建议在

粮食安全、营养和可持续农业领域内设立五个分项目标，与“零饥饿挑战”保持

广泛一致，并为每个分项目标提出可能指标，说明了可行性与衡量进展的数据可用性。

这项内容已纳入联合国技术支持小组与开放性工作组共享的报告内，供其商议时

参考。 

成员国授权联合国秘书长编写一份综合报告，考虑各工作领域所提出的内容，

包括开放性工作组成果，预计于今年年底发布。另一份关键文件是 8 月转呈联合国

大会的政府间可持续发展供资专家委员会报告。报告包括实施可持续发展新框架

可采用的各项供资方案。  

关于 2015 年后议程的谈判预计将于 2015 年初启动，以确定 2015 年后议程的

各项内容，供 2015 年 9 月召开的高层峰会通过。2015 年 7 月召开的第三届发展

供资大会尤其将会充实议程内容。  

大量利益相关者已参与就一系列涉及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问题在全球、区域和

国家层面开展磋商。粮安委利益相关者非正式磋商也是在世界粮食计划署与粮农

组织共同领导下，与农发基金和全球粮食安全危机高级别工作组紧密合作所开展的

全球饥饿、粮食安全和营养磋商的组成部分。磋商覆盖了广泛主题，包括与非国家

行为体有效合作，实施 2015 年后发展议程并监测进展。重要之处在于新议程的实施

预期将涉及所有利益相关者，不仅包括政府，也包括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发展

组织、整个联合国系统、科研机构等。因此，考虑新议程实施如何影响政策制定、

连贯性和围绕粮食安全、营养与可持续农业进行协调，对于取得成功十分重要。  

联合国系统将继续支持 2015 年后进程，提供技术支持信息和知识，并协助构

建空间，令决策者注意到各方利益相关者的意见。  

讨论问题： 

1. 多方利益相关者有效参与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关键要素是什么？  

2. 监测2015年后发展议程实施进展（包括各利益相关者相互问责）的有效机制

是什么？如何确保机制有效性？  

3. 如何加强2015年后进程与粮安委的联系，从而对2015年后发展议程实施产生

更大影响？粮安委可在全球新伙伴关系中发挥何种作用？ 1
 

4. 如何在粮安委的商议与活动中体现2 015年后发展议程进程？  

                                                 
1 开放性工作组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报告在“介绍可持续发展目标开放性工作组提案”章节下第 14 段表示：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将以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为基础，并借助政府、民间社会、私营部门以及联合国系统

的积极参与。有力的实施审查机制对于可持续发展目标取得成功十分必要。联合国大会、经社理事会系统

以及高层政治论坛将发挥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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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区域小组：非洲农业综合发展计划/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将营养考量纳入农业

的努力 

非洲联盟宣布 2014 年为“非洲农业、粮食安全与营养年”。参与“加强营养

运动”的 53 个国家中有 34 个位于非洲，彰显出非洲领导人对改善农业生产与生产率，

以及粮食安全与营养的承诺。  

粮食和农业对于抗击各种形式的营养不良发挥着关键作用，但是农业投资如何

更具“营养敏感性”仍然是一个问题。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及其发展伙伴开辟了

新的领域，支持 50 个国家利用跨部门举措，将营养考量纳入国家农业投资规划的

主流范畴，作为非洲农业综合发展计划的组成部分。  

在未来十年保持非洲农业发展综合计划势头的工作，以及 2014－2024 年《战略

框架》都明确将提高营养定为一项关键成果。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将营养纳入非洲

农业发展综合计划主流范畴的经验教训可供粮安委参考制定政策建议，并供其他

粮安委成员借鉴，以提高农业对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的贡献。  

讨论问题： 

1. “营养敏感型”的农业投资规划应具备哪些关键特征？  

2. 各国在采用“营养敏感型”农业战略时面临何种挑战，可抓住哪些机遇来

克服此类挑战？  

3. 当前，营养不足和微量营养素缺乏的发生率较高，而另一方面，营养过剩与

非传染性疾病造成的负担也在不断增加。在两者日益结合的情况下，粮安委

可发挥何种作用，确保粮食和农业投资在当下和未来促进健康膳食与良好营养？ 

5. 国家案例研究和汲取的教训：食物权   

在根据“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五年之后”授权，开展政府间谈判两年后，

2004 年 9 月粮安委第三十届会议批准了《支持在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逐步实现充足

食物权的自愿准则》（食物权准则）。2012 年 10 月粮安委第三十九届会议要求

在第四十一届会议上就食物权准则实施进展进行 10 周年回顾（粮安委第三十九届

会议议题 VIII，第 21d 段）。 

该小组中的三个代表国家：萨尔瓦多、印度和约旦，将讨论各自实施粮食权

准则的最佳规范与经验教训。  

萨尔瓦多 

近年来，萨尔瓦多为实现食物权实施了切实的政策与计划，采用了参与式过程，

涉及多方利益相关者。相关政策与计划包括国家粮食安全与营养政策、2013－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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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战略计划等，均以人权为基础。萨尔瓦多还在法律和体制框架落实方面取得了

进展，以确保延续性。  

印度 

印度于 2013 年批准《国家粮食安全法案》，在规划层面进行调整，将相关举措的

基础从福利变为权利。印度在食物权社会公正性方面为全世界提供了启示。此外，

印度还树立了一个榜样，在法律和非政府范围内对食物权开展了深入讨论。  

约旦 

约旦批准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

公约》及《儿童权利公约》，并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国际条约与国家法律的相互地位

问题，确认前者优先于后者。这对强化保护食物权提供了良好基础。传统上，约旦

已实施政策保护脆弱人群，确保对食物的获取。然而，由于在面对外部冲击、自然

资源限制以及气候变化时较为脆弱，该国仍面临着重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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