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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  

第四十七届会议  

“为实现粮食安全和营养而发挥作用”  

2021 年 2 月 8-11 日  

高级别专家组（高专组）指导委员会主席致辞  

 

总干事先生、特派员、尊敬的各位代表，  

非常高兴代表高级别专家组（高专组）正式介绍高专组第 15 号报告，题为

《粮食安全与营养：编写全球综述，迈向 2030 年》。 

首席作者、项目组长 Jennifer Clapp 教授会介绍报告内容，先由我来介绍报告

背景。 

这份报告不同寻常，总结了自粮安委上一次改革和最近一次重大粮食危机暴发

以来近 10 年的工作情况。报告盘点最新进展，展望为实现 2030 议程，尤其是 SDG2

的下一步工作。  

今天其他嘉宾也在开幕致辞提到，高专组报告指出了实现 2030 议程目标过程

中的不足，而这些薄弱环节早在新冠疫情暴发前就存在。我们不能“按部就班”，

粮食体系需要转型式变革。我想强调，这份报告的概念框架中，“食物权”是提纲

掣领的概念。高专组报告的四个部分都提出，要更新粮食安全的概念和政策框架，

添加机构和可持续的维度 – Clapp 教授会详细阐述我们高专组的考量。 

报告中有一个部分介绍趋势、挑战以及粮食体系的潜在机遇，内容发人深省。

报告还介绍了政策方向，进行总结并提出建议。以政策促改变有四大领域，详细

阐明转型式变革的需求。第一大领域是，过去只关注生产，现在要实现作为整体的

粮食体系的彻底转型。探讨粮食安全，不能只看到饥饿；我们需要从饥饿以及各种

形式的营养不良出发，审视粮食和营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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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我们不能将粮食安全和营养看做一个单独的部门。新冠疫情教会我们，

在制定抗疫卫生政策过程中，必须考虑农业和粮食政策，融入跨部门视角。我们

需要认识到，政策必须因地制宜，无论是实地背景还是包括危机情况下的各重挑战，

都非常多样化。  

报告中提出的变革理论专注于调整政策方向，用政策促改变，以更好地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 

建议的最后一部分提出要打造有利的环境，其他嘉宾已经在开幕致辞中提到了

有利环境的重要意义。我们需要提高监测粮食体系的能力，也需要建模系统来预测

可能发生的改变，同时也要观察现状，这些都是制定政策的关键。  

去年 3月，高专组就新冠疫情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影响发表了问题文件；9月，

更新版的文件总结了疫情趋势，提出了政策建议，高专组 15 号报告四项政策调整

也借鉴了文件中的政策建议框架。  

最后，我想说明，高专组愿与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紧密合作；我们会利用

粮安委的独特编制和具有包容性的系统，为实现粮食体系转型做好政策改变。  

已经有嘉宾提到，现在情况艰难，高专组和今天在线参与会议的所有人都感同

身受。我想特别感谢高专组指导委员会的现任和前任成员的杰出贡献，以及高专组

秘书处的辛勤工作。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