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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引 言 

1. 《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全球议程》是一个致力于畜牧业部门可持续发展的

不同畜牧业利益相关方的伙伴关系。其成员通过多利益相关方伙伴关系进程，助力

加强畜牧业利益相关方的承诺、投资和采用良好做法和政策，以支持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全球议程》已完成《2019-2021 年

行动计划》1，目前正在实施《2022-2024 年行动计划》。  

                         
1 《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全球议程》。2019。《2019-2021 年行动计划：采用多利益相关方伙伴关系方法，

增强畜牧业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线上]。[2022 年 1 月 18 日引用]。

http://www.livestockdialogue.org/fileadmin/templates/res_livestock/docs/About_Agenda/GASL_AP_2019-2021.pdf 

http://www.fao.org/
http://www.livestockdialogue.org/fileadmin/templates/res_livestock/docs/About_Agenda/GASL_AP_2019-20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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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虽然认识到畜牧业对所有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均有重要作用2，但《畜牧业

可持续发展全球议程》将其行动集中在 9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上3，基于 4 个可持续

发展领域4。《2022-2024 年行动计划》延续了这一关注点，同时加强知识交流和

可持续解决方案分享，这将有助于为农业委员会（农委）畜牧业分委员会成员

扩大行动规模提供参考。  

3. 通过采取多种行动，包括网络研讨会、出版物、试点计划以及区域和全球

会议，《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全球议程》促进对话，收集和提供科学实证，为促进

全球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实践和政策变革提供参考。在过去十年中，《畜牧业可持续

发展全球议程》协调了集体和个人利益相关方政策对话和行动，以促进整个畜牧业

可持续发展。 

4. 农委第二十七届会议请《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全球议程》定期向畜牧业

分委员会报告工作。  

5. 本报告总结了《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全球议程》的全球影响力、2020 年 10 月

以来的活动及其《2022-2024 年行动计划》要点。  

II. 《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全球议程》的全球影响力  

6. 已经采取有利于可持续畜牧业发展的适当政策和立法的国家和区域现在

正在推广《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全球议程》多利益相关方伙伴关系方法。  

7. 中美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牲畜发展委员会成果）5和蒙古6均可看到有利于

可持续畜牧业发展的此类做法和政策变化的实例，东欧、中亚和南美洲也有所发展。

应利益相关方请求，2020 年启动了非洲和拉丁美洲设立《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全球

议程》区域分支的进程，重点是促进磋商。  

                         
2  《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全球议程》。 2016。《巴拿马宣言》 [线上 ]。 [2022 年 1 月 18 日引用 ]。

www.livestockdialogue.org/fileadmin/templates/res_livestock/docs/2016/Panama/2016_GASL_PANAMA_DECL

ARATION.pdf 
3 《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全球议程》。无日期。围绕可持续发展目标 15 的工具会议—关注生产效率。参见：

《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全球议程》 [线上]。[2022 年 1 月 18 日引用]。

www.livestockdialogue.org/resources/resources/7th-mps-addis-ababa-08-12-may-2017/tools-session-around-

sdg15-liz-wedderburn-agresearch/en/ 
4  全球粮食和农业论坛。2018。以可持续、负责任、高效的方式塑造畜牧业的未来。2018 年公报[线上]。

[2022 年 1 月 18 日引用]。www.gffa-berlin.de/wp-content/uploads/2018/01/GFFA_2018_Kommunique_EN.pdf 
5  粮农组织。2017。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畜牧业发展委员会第十四届会议。中美洲分支。参见：粮农组织

[线上]。罗马。[2022 年 1 月 18 日引用]。www.fao.org/americas/eventos/ver/es/c/1069747/  
6 粮农组织。2019。粮农组织驻蒙古代表处。可持续畜牧业已不再是一种选择。参见：粮农组织 [线上 ]。

罗马。[2022 年 1 月 18 日引用]。www.fao.org/mongolia/news/detail-events/en/c/1206718/ 

http://www.fao.org/americas/eventos/ver/es/c/1069747/
http://www.livestockdialogue.org/fileadmin/templates/res_livestock/docs/2016/Panama/2016_GASL_PANAMA_DECLARATION.pdf
http://www.livestockdialogue.org/fileadmin/templates/res_livestock/docs/2016/Panama/2016_GASL_PANAMA_DECLARATION.pdf
http://www.livestockdialogue.org/resources/resources/7th-mps-addis-ababa-08-12-may-2017/tools-session-around-sdg15-liz-wedderburn-agresearch/en/
http://www.livestockdialogue.org/resources/resources/7th-mps-addis-ababa-08-12-may-2017/tools-session-around-sdg15-liz-wedderburn-agresearch/en/
http://www.gffa-berlin.de/wp-content/uploads/2018/01/GFFA_2018_Kommunique_EN.pdf
http://www.fao.org/americas/eventos/ver/es/c/1069747/
http://www.fao.org/mongolia/news/detail-events/en/c/1206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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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2020 年 10 月以来的主要活动  

8. 重点是“拥抱变化和利用多样性：畜牧业在可持续粮食体系中的作用”这一

主题 7，包括区域和全球多利益相关方伙伴关系会议，以及共同组织作为联合国

粮食体系峰会一部分的独立对话 8。这些活动使变革理论得到进一步完善，成为

新版《2022-2024 年行动计划》的基础。在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上，出现了几个

持多种观点与畜牧业有关的联盟，《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全球议程》将为其对话

提供便利，并为实施包括可持续畜牧业解决方案在内的成员农业粮食体系转型

计划提供支持。 

IV. 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全球议程 2022-2024 年行动计划：  

拥抱变化和利用多样性，为可持续粮食体系做出贡献  

9. 《2022-2024 年行动计划》将利用《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全球议程》多利益

相关方伙伴关系进程，将利益相关方联系起来，使“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从而

有助于实现其在世界各地实现可持续、包容、有韧性和多样化畜牧业状况的愿景。

这反过来将大大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并确保到 2030 年这种畜牧业状况

成为可持续粮食体系的组成部分。  

10. 《2022-2024 年行动计划》有三个总体成果：  

1) 实证和做法变革：来自学术界 /研究机构、公共和私营部门、民间社会、

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间组织的《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全球议程》网络合作伙伴

共同收集可靠的科学证据，分享经验教训，交流做法，以实现更加可持续

的粮食体系。 

2) 对话：畜牧业和非畜牧业利益相关方参与《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全球议程》

召集的对话，以分享科学知识、促进共识、调整干预措施并制定联合行动，

实现更加可持续的畜牧业系统。  

                         
7 《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全球议程》。2021。拥抱变化和利用多样性：畜牧业在可持续粮食体系中的作用。

参见：《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全球议程》[线上]。[2022 年 1 月 18 日引用]。

www.livestockdialogue.org/events/events/multi-stakeholder-meetings/11th-msp-online-7-11-june-2021/en/ 

8 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2021。拥抱变化和利用多样性：畜牧业在未来粮食体系中的作用[线上]。[2022 年

1 月 18 日引用]。www.summitdialogues.org/dialogue/12562 

http://www.livestockdialogue.org/events/events/multi-stakeholder-meetings/11th-msp-online-7-11-june-2021/en/
http://www.summitdialogues.org/dialogue/12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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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策变革：公共和私人决策者利用《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全球议程》收集以及

通过该平台传播的可靠科学实证和专门知识来改变政策以支持更加可持续

的畜牧业。 

11. 这些成果将通过基于控制、影响和利益范围的变革理论方式（总结在表 1 中）

来实现。将制定一个监测和评价框架，以跟踪进展情况，支持审查和调整行动，

包括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如畜牧业分委员会和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以及消费者

和生产者的合作方式。请畜牧业分委员会就这些协同作用和合作发表意见。  

表 1：变革理论综述  

控制范围：收集并提供循证选项和解决方案。畜牧业利益相关方通过协作、学习

和知识交流收集实证，并推荐行之有效的做法和解决方案，以实现更加可持续

的畜牧业系统。  

实例  建立行之有效和包容性内部知识交流流程。  

 提高对畜牧业在发展中的多重和多种作用的认识。  

 扶持和支持利益相关方推广和推出良好做法和政策，以实现更加

可持续、更具包容性和更有韧性的畜牧业解决方案。  

影响范围：促进利益相关方参与和理解。通过包容性讨论以及获取知识和实证，

提高对可持续畜牧业机会及其对发展成果的贡献的认识。  

实例  支持与《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全球议程》以外的畜牧业和非畜牧业

利益相关方的沟通和知识共享。  

 提供实证、工具和指导原则，为地方、区域和全球决策者提供

参考和建议。  

 促进《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全球议程》成员与其他外部畜牧业和

非畜牧业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对话。  

 确保地方、区域和全球决策者能够获得、使用和部署由支持性

政策提供支撑的更加可持续的畜牧业做法。  

利益范围：催化粮食体系政策变革。通过外联、合作和基于实证的沟通，支持

将更可持续的畜牧业选项纳入全球发展规划和资源配置。  

实例  传播关于畜牧业在可持续发展和未来粮食体系中作用的定性和

定量实证。  

 确保在全球论坛、发展机构规划等进程中开展包含畜牧业内容

的对话。  

 利用成功的政策和实践变革实例，为全球决策提供所需变革以及

畜牧业在发展中的多重作用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