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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届世界林业大会筹备情况  
 

内容提要 

第一届世界林业大会于 1926 年在罗马举办，此后大会每六年举办一次。

1954 年，粮农组织被委托与东道国密切合作，对世界林业大会提供支持。这一

工作延续至今。 

第十五届世界林业大会拟于 2022 年 5 月 2-6 日在韩国首尔举行。本届世界

林业大会原定于 2021 年 5 月举行，但因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的

影响而延迟。本届世界林业大会将汇聚全球林业界共同审议和分析林业部门面临

的重要挑战和应对措施。 

该文件谨供成员了解第十五届世界林业大会的筹备情况。 

建议大会采取的行动  

提请大会： 

a) 就本次世界林业大会应如何以最佳方式提供包容性和有效的平台，

应对森林相关新兴挑战，以及如何在实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和促进COVID-19疫后复苏中发挥森林的重要作用提供指导； 

b) 要求粮农组织通过林业委员会向下一届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报告

世界林业大会的成果。 

对本文件实质性内容如有疑问，请联系： 

林业司司长 
梅泰·威尔基 

电话：+39 06570 50473 电子邮箱：NFO-Director@fao.org 
  

http://www.fao.org/
mailto:NFO-Director@f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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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世界林业大会自 1926 年开始每六年举办一次。从 1954 年起，粮农组织通过

与东道国开展密切合作，为世界林业大会提供支持。世界林业大会是全球最大的

林业论坛，供政府、学术机构、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分享经验和最新知识，并为

各行动方和利益相关方提出建议供实施。成果预计将提请粮农组织大会以及其他

重要国际论坛注意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予以支持。 

2. 粮农组织理事会第一五五届会议批准韩国提出的主办第十五届世界林业大

会的提议，原定于 2021 年 5 月 24-28 日在首尔举行，现因 COVID-19 疫情影响推

迟至 2022 年 5 月 2-6 日。 

3. 2019 年开始在区域林业委员会框架内与粮农组织成员磋商，且在林委第二

十五届会议期间继续开展了磋商。这些会议提出了可构成世界林业大会技术会议

基础的优先重点事项。秘书处正在向各利益相关方团体征求意见，森林合作伙伴

关系磋商小组和世界森林大会内设的由各利益相关方团体和区域代表组成的咨询

委员会提供了支持。 

4. 经过磋商，“通过森林打造绿色、健康和有韧性的未来”被选定为本届世

界森林大会的主题，体现森林在确保地球及人类健康、福祉和稳定方面发挥的不

可或缺的作用，同时也是对森林促进疫情后复苏的认可，推动将基于自然的解决

方案作为在实现《2030 年议程》及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进展的最有效手段。  

5. 世界森林大会致力于成为全球森林部门的服务平台，推动审议国际主要森

林相关会议成果，以及适当的后续行动建议。相关国际会议包括三项里约公约缔

约方会议，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 1  世界自然保护大

会，这些会议涵盖了大量关于森林和林业的议题。 

6. 为实现目标，森林大会议程包括六个分主题，涉及当前与森林及森林产品

和服务有关的最重要的问题。各分主题还将推动对往届世界森林大会提出建议

（尤其是《德班宣言》）实施进展的回顾。分主题如下： 

i) 扭转趋势：扭转毁林和森林退化； 

ii) 基于自然的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解决方案； 

iii) 绿色增长和可持续之路； 

iv) 森林与人类健康：再析联系； 

v) 森林信息和知识管理及交流； 

vi) 森林无国界：加强管理与合作。 

 
1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C 2021/LIM/17 3 

 

 

7. 世界森林大会期间将举办高级别对话；全体会议；围绕分主题讨论的技术

会议；侧重具体主题领域的特别活动；分享专业知识、最佳实践和创新的会外活

动和合作伙伴活动；海报环节，宣传世界各地开展的研究。  

8. 除了各利益相关方的广泛参与，世界林业大会还将吸引政府首脑、科学界、

企业界和利益相关方团体的关注。主办方将确保突出青年、妇女和土著人民的代

表性。韩国正在制定一项计划加强中学生对森林议题的认识，并将在世界森林大

会上为他们提供学习了解森林的机会。 

9. 将举办林业部门产品、技术和服务的展览活动，并组织前往韩国名胜古迹

参观考察。还将预留时间，确保参会人员有机会联谊，非正式地交流想法和经验。   

10. 东道国已做好充分准备，在遵守卫生规范的同时为参会人员提供最安全的

条件。会场按最高标准实施了卫生措施，并将根据世界林业大会的需要做出适当

调整，以满足对保持社交距离的要求。随着全球大规模推广 COVID-19 疫苗接种

以及国际旅行限制的解除，预计参会人员将能够实现现场参会。如因疫情原因不

能实现现场活动，秘书处将考虑举行线上活动，保障对世界林业大会的参与。 

11. 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的森林部门利益相关方将通过公开透明的磋商程序

在大会审议关键结论的基础上形成世界林业大会成果。将致力于在以下方面做出

贡献：  

a) 再次承诺停止毁林，防止森林退化，并通过增加森林和林业相关活动投资，

扩大森林面积；  

b) 进一步认可森林、树木、森林产品和服务在打造绿色、健康和有韧性的地

球未来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c) 认可森林和林业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特别是在 COVID-19 疫情后建设更

美好家园中的作用。 

12. 世界森林大会成果的意义源于利益相关方的承诺，政府等关键利益相关方

团体必须适当考虑这些成果。粮农组织通过其领导机构，特别是林委、理事会和

大会，能为此提供有利机制并就适当行动做出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