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 8 月 IT/GB-9/22/16.4 Rev.1  

 

联合国粮农组织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国际条约》）  

文件可在下列网址查看：www.fao.org/plant-treaty/meetings/meetings-detail/en/c/1259571/ 

NI850/Ch. 

C 

 

暂定议程议题 16.4 

管理机构第九届会议  

2022 年 9 月 19－24 日，印度新德里  

关于与其他国际机构和组织之间合作的报告  

 

 

内容提要  

管理机构已多次强调需要继续开展工作，推广《国际条约》的宗旨及其在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方面的作用，确保其得到相关国际

机构、组织和进程的认可和支持。自管理机构第八届会议以来，与其他国际机

构和组织建立的合作与伙伴关系继续支持推动着《国际条约》的实施。本文件

概述了在这方面开展的合作和协作活动。  

征求指导意见  

请管理机构注意到本报告介绍的信息，并酌情提供进一步指导意见，推动

与相关组织和条约机构继续开展有效合作，同时考虑到本文件附录所载供管理

机构审议的《决议》内容。  

 

  

https://www.fao.org/plant-treaty/meetings/meetings-detail/en/c/1259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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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引 言 

1. 《国际条约》第 19.3(g)条要求管理机构应“就本《国际条约》涉及的事宜，

包括参与供资战略，与其它有关国际组织及条约机构，尤其是与《生物多样性

公约》缔约方大会建立并保持合作”。  

2. 管理机构第八届会议“重申要继续开展必要工作，确保《国际条约》的

宗旨及其在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方面的作用得到相关国际

机构、组织和进程的认可和支持”，并“要求秘书继续向管理机构报告与其他相

关国际机构和组织的合作情况以及相关合作活动”。  

3. 本文件简要介绍了自管理机构第八届会议以来，为支持和推动《国际条约》

的实施，管理机构与其他国际机构和组织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群体开展的合作、

伙伴关系及相关协作活动。  

II. 与国际机构和组织的合作 

A. 非洲联盟  

4. 在过去两年度中，秘书继续与非洲联盟委员会进行互动和合作。作为协作

的一部分，秘书参加了利益相关方磋商并提供了技术投入，旨在促进建立区域

基因库，以确定和保存可用于生产适应非洲国家当地环境条件的改良种子的土著

植物遗传资源。  

5. 按照管理机构历届会议的做法，在秘书处的支持下，非洲联盟委员会将为

非洲区域主办一次管理机构第九届会议的区域筹备会议。会议旨在（i）提供关于

《条约》规定的闭会期间进程的现状和成果的最新情况和概览，以及会议筹备工作；

（ii）使代表们能够熟悉议程上的问题，准备并协调他们对第九届会议的立场。  

6. 秘书处目前正在与非洲联盟委员会以及国际生物多样性中心和国际热带

农业中心联盟讨论一项关于调动遗传多样性以促进非洲粮食和营养安全以及气候

变化适应的倡议。该倡议将利用各国加入《国际条约》及其多边系统所创造的国

际合作机会—合作保护、交流和增加植物遗传资源的价值并分享惠益。  

B. 国际生物多样性中心和国际热带农业中心联盟  

7. 秘书继续与国际生物多样性中心和国际热带农业中心联盟（联盟）密切合作，

包括在联合能力建设计划框架内进行合作。该联盟支持最终确定关于获取和惠益

分享多边系统的教育模块，该模块已于 2022 年初出版。联盟和秘书还合作规划了

能力建设活动，包括在全球作物多样性信托基金（作物基金）的 BOLD 计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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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作为早期关于各国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相互依赖性研究 1的协作的后续

行动，以及可得信息的规划 2，秘书、联盟和作物基金在上个两年度启动了下一

阶段的工作，旨在增加更多数据，最终确定方法，并使数据和方法都可以使用和

获取。该项目将通过背景文件、信息图表 /视觉和互动网站，为各种目的总结研究

结果。该研究报告《供养世界的植物：为保护和利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

战略提供信息的基线数据和指标》将在本届会议上提交给管理机构。  

9. 联盟和其他 32 个合作伙伴，包括国际条约秘书处和粮农组织的不同办事处，

组织了第二届国际农业生物多样性大会，该会议由意大利政府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

至 18 日在线上主办。会议提供了一个平台，促进对话和知识交流，分享农业生物

多样性的消费、生产和保护方面的经验。“2021 年罗马宣言：利用农业生物多样

性改造粮食体系”是会议的主要成果之一。它呼吁采取具体行动，使粮食体系更

具农业生物多样性，并帮助应对全球挑战，如气候变化、营养不良和环境退化。  

10. 在过去的两年度中，联盟的代表继续积极参与管理机构设立的几个委员会

和专家组，包括农民权利特设技术专家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特设技术委员会

以及全球信息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联盟总干事还参加了“超低温保存：应对

后 COVID-19 时代难以保存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收集材料的长期战略”国际

小组会议，该会议于 2021 年 6 月由秘书和作物基金共同举行3。 

11. 秘书在为实施达尔文倡议项目“连接农业和环境：南部非洲作物野生近缘

种网络”而开展的各种活动中进行合作并提供技术投入。该项目旨在建立作物野

生近缘种保护和利用的战略伙伴关系 /保护区网络；设计机制以提高农民从保护作

物野生近缘种中获得的惠益；增加获得种质的机会，并建设性别能力，支持南部

非洲粮食安全和减贫工作。  

C. 欧洲植物遗传资源合作计划  

12. 2016 年，《国际条约》秘书处与欧洲植物遗传资源合作计划秘书处签署了

一份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为一系列活动建立了合作框架，如交流信息和分

享专门知识，两个秘书处据此在共同关心的领域进行合作，旨在促进协同作用和

协调一致地实施《国际条约》的相关条款。在过去的两年度中，根据谅解备忘录，

《国际条约》秘书处出席了欧洲植物遗传资源合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的会议，目前

正在探索进一步的合作领域，包括作物野生近缘种、低温保存和信息系统。欧洲

植物遗传资源合作计划秘书处还出席了条约秘书处与执行《国际条约》第 17 条

有关的会议。 

                                                 
1  Khoury、  C.K.、  Achicanoy、H. A.、Bjorkman、A. D.等。2015 年。《估计各国在植物遗传资源提供国

家粮食供应和生产系统方面的相互依赖性》。第 8 号国际条约研究论文。罗马，《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

源国际条约》，粮农组织。www.fao.org/3/a-bq533e.pdf 

2 IT/GB-8/19/15.2，《与全球作物多样性信托基金的合作》，第 18–21 段。  

3 www.fao.org/plant-treaty/overview/partnerships/international-expert-panel 

file:///C:/Users/kimur/Documents/GB9%20Documents/W16.4%20Cooperation%20with%20Others/www.fao.org/3/a-bq533e.pdf
file:///C:/Users/kimur/Documents/GB9%20Documents/W16.4%20Cooperation%20with%20Others/www.fao.org/plant-treaty/overview/partnerships/international-expert-p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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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 

13. 在过去的两年度中，与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的合作重点是全球信息

系统、农民权利以及《国际条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

联盟之间的相互关系。  

14. 秘书开始与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办公室讨论有关全球信息系统和

PLUTO 数据库的可能合作。这是对管理机构第八届会议提出的要求的回应，

即“鼓励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探索免费获取和使用 PLUTO 数据库中信息的可

能性，包括下载信息，例如通过将 PLUTO 与全球信息系统连接起来”4。 

15. 两个秘书处就这两个数据库的运作和一般使用条件交流了信息。在 2021 年

推出的全球信息系统新门户网站下5，PLUTO 数据库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来源”部分得到了强调。  

16. 在第八届会议上，管理机构“注意到正在进行的关于《国际植物新品种保

护联盟公约》和《国际条约》之间相互关系的常见问题的审查进程，以及关于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公约》和《国际条约》执行情况的经验和信息交流，

并要求秘书继续探索《国际条约》缔约方如何进一步推动这些进程，并继续与国

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就这些事项进行对话”。  

17. 它还“要求《国际条约》秘书继续与《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秘书以及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副秘书长合作，审查关于《国际条约》、《生物多样性

公约》和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之间相互关系的常见问题，以此为基础探讨如

何促进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国际条约》实施

方面的经验和信息交流。” 

18.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副秘书长告诉秘书，一些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

盟成员对“常见问题”草案提出了进一步的意见。他报告称，所收到的意见必须

在 2022 年 10 月举行的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理事会第五十六届常会上审议。

根据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副秘书长提供的时间表，在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

联盟理事会审查和批准“常见问题”草案后，可在下一个闭会期间开始与《生物

多样性公约》和《国际条约》讨论这一问题。  

19. 在过去的两年度中，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办公室为农民权利特设技术

专家组的工作做出了贡献，作为管理机构主席团指定的三个利益相关方之一的代

表积极参加了会议。  

                                                 
4 第 4/2019 号决议，《实施全球信息系统》。  

5 ssl.fao.org/glis/ 

https://ssl.fao.org/g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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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联络小组  

20. 管理机构第八届会议要求秘书继续积极参与生物多样性联络小组的活动，

特别是关于制定《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活动，该框架预计将在生物

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上通过。  

21.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 14/30 号决定要求组织一次研讨会，以促进与

生物多样性有关的各公约缔约方之间的讨论，探讨各公约如何为制定新的全球

生物多样性框架作出贡献，并根据各自的任务、战略和愿景，确定可列入的具体

内容。 

22. 秘书参加了这些研讨会，加入了生物多样性联络组成员之间的投入协调，

并与其他公约进行了进一步的互动。在制定《2020 年后全球发展框架》的背景下，

生物多样性联络组在各种会议上强调，这些文书已经有了规范性平台，具有法律

约束力的义务，缔约方可以通过这些平台促进现有政策和法律架构的实施，推动

实施新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生物多样性联络组成员还指出，他们不仅有能力

支持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实施和监测，而且还能为重要的跨领域做出贡献，如能力

发展、资源调动和沟通。  

23.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实施附属机构第三次会议（SBI-3）上，生物多样性

联络组提出了联合建议，即新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应承认相关多边环境协定在

根据其任务规定执行新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相关内容方面的具体贡献，以及

生物多样性联络组秘书处在国家和区域层面这方面的进一步协调。生物多样性联

络组还建议继续并扩大与《里约公约》及其他联合国组织的协作，实施“联合国

生态系统恢复十年”。  

24. 在闭会期间，秘书还继续支持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主持的“实现

生物多样性的协同作用”项目，参加了该项目指导委员会、中期评估以及在上个

两年度组织的各种外联活动。对该项目进行的审查特别强调，有必要提高报告系

统的互操作性，以促进缔约方对数据的再利用。在此背景下，该项目还支持进一

步开发数据报告工具，以促进对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包括《国际条约》的国家

报告知识管理。  

25. 由于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上一个两年度颇具挑战性，生物

多样性联络组成员交流了经验、工具和宝贵的信息，以克服疫情带来的一些限制，

为秘书处向缔约方提供支持找到新的模式。秘书还为审查多边环境协定的治理

结构，以提高其有效性和效率做出了贡献。此外，生物多样性联络组秘书处还就

各自主要机构的议程交流了信息，以继续改善协调和提高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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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26. 秘书处继续参与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协调的联合国多边环境协定信息门户

（InforMEA）倡议及其指导委员会的会议。联合国多边环境协定信息门户旨在通

过向用户提供与“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及“土地和农业”等关键主题

有关的信息资源的直观访问，促进对环境法的进一步理解。此外，它目前还为访

问两个线上《国际条约》培训课程提供便利。一个是介绍《国际条约》，提供

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版本；另一个是关注农民权利，提供英文、

法文和西班牙文版本。  

G.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27. 管理机构在第 12/2019 号决议中“要求秘书视财政资源情况，酌情继续参加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政府间

委员会的相关会议”。  

28. 秘书参加了组织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政府间委

员会（委员会）的第四十一届、第四十二届和第四十三届会议。由于 COVID-19

疫情，在 2020-2021 两年度期间没有举行正式的实质性谈判，第四十一届会议在

2021 年 8 月只是最后确定了委员会关于延长其任务授权的建议。  

29. 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大会于 2021 年 9 月延长其为 2022-2023 两年度任务

授权后，委员会于 2022 年 2 月 28 日至 3 月 4 日举行了第四十二届会议，并于

2022 年 5 月 30 日至 6 月 3 日举行了第四十三届会议，都重点讨论了遗传资源问题。

谈判在《关于知识产权和遗传资源的综合文件》的基础上继续进行 6。 

30. 委员会在第四十二届会议上修订了《综合文件》，并同意将其提交给

第四十三届会议，同时提交的还有两位协调员根据全体会议和非正式场合的讨论

情况编写的案文7，以及最初于 2019 年编写的主席案文 8。然而，在第四十三届

会议上，对于《综合文件》 9或主席案文10是否应作为遗传资源谈判的基础，各方

意见不一，委员会未能达成一致。因此，《综合文件》 11和主席案文12都被纳入了

委员会提交给世界知识产权大会的报告13。 

                                                 
6 WIPO/GRTKF/IC/42/4,《关于知识产权和遗传资源的综合文件》。  

7 WIPO/GRTKF/IC/42/FACILITATORS TEXT GRS REV. 2  

8  WIPO/GRTKF/IC/42/5, 《知识产权、遗传资源和遗传资源相关传统知识国际法律文书草案主席案文》。

主席为 2018-2019 两年度编写的文件。  

9 WIPO/GRTKF/IC/43/4，《关于知识产权和遗传资源的综合文件》。  

10 WIPO/GRTKF/IC/43/5,《知识产权、遗传资源和遗传资源相关传统知识国际法律文书草案主席案文》。  

11 WIPO/GRTKF/IC/43/4，《关于知识产权和遗传资源的综合文件》。  

12 WIPO/GRTKF/IC/43/5,《知识产权、遗传资源和遗传资源相关传统知识国际法律文书草案主席案文》。  

13 WO/GA/55/6，《关于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政府间委员会的报告》。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tk/en/wipo_grtkf_ic_42/wipo_grtkf_ic_42_4.pdf
https://www.wipo.int/meetings/en/doc_details.jsp?doc_id=568067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tk/en/wipo_grtkf_ic_42/wipo_grtkf_ic_42_5.pdf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tk/en/wipo_grtkf_ic_43/wipo_grtkf_ic_43_4.pdf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tk/en/wipo_grtkf_ic_43/wipo_grtkf_ic_43_5.pdf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tk/en/wipo_grtkf_ic_43/wipo_grtkf_ic_43_4.pdf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tk/en/wipo_grtkf_ic_43/wipo_grtkf_ic_43_5.pdf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govbody/en/wo_ga_55/wo_ga_55_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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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世界知识产权大会在 2022 年 7 月举行的第五十五届会议上认为，委员会

“围绕文件 WIPO/GRTKF/IC/43/5（主席案文）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并达成了重

大共识，成为进一步参与的重点、有效和平衡的基础。”14 

32. 因此，世界知识产权大会决定于不晚于 2024 年召开一次外交会议，以缔结

一项《知识产权、遗传资源和遗传资源相关传统知识国际法律文书》，其基础将

是主席案文和成员国提供的任何其他意见。在委员会特别会议之后，将召开筹备

委员会会议，两者均在 2023 年下半年举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大会欢迎南非提出

主办外交会议。  

33. 在上一个两年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秘书处参加了农民权利问题特设技术

专家组的会议。  

III. 与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合作 

A. 民间社会和农民组织 

34. 在上一个两年度，秘书继续与农民、民间社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进行互动、

合作和协作，通过政策进程和宣传活动促进对《国际条约》的进一步理解。他们

积极加入了农民权利问题特设技术专家组及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护和可持

续利用特设技术专家组。秘书还参加了由民间社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举办的能力

建设和提高认识的会议和活动15。 

35. 《国际条约》秘书处正在参与实施慢食协会和粮农组织之间的谅解备忘录。

慢食协会和粮农组织之间拟议的伙伴关系的目标是制定、促进和加强联合行动和

项目，以改善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口的生计，特别是小农、森林居民以及渔民和

渔工的社区和家庭，并确保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各级有更具包容性的粮食和农业

体系。 

                                                 
14 A/63/9,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员国大会》，简要报告，第 27 段。  

15 

 植物健康网络研讨会，于 2020 年 12 月 16 日举行，并由 Società Italiana Genetica Agraria 组织。 

 演讲和小组讨论—实现农民和土著人民的种子权：落实农民权利和国际谈判的关键问题和挑战，2021 年 

4 月 29 日由国际粮食主权计划委员会秘书处举办。 

 国际会议—确保粮食和农业多样性 — 自然界和农场内植物遗传资源，于 2021 年 6 月 28 日至 7 月 1 日举

行，由“农民的骄傲”与欧洲植物育种研究协会遗传资源部门和欧洲植物遗传资源合作计划联合举办。 

 研讨会—Guardianas de Semillas，2021 年 7 月 5 日举行，由西班牙 Sembrares 组织。 

 种子政策对话—粮农组织条约与农民权利，2021 年 9 月 30 日举行，由“解放多样性”组织召集。 

 一系列的三次研讨会—让农民参与进来：创新植物育种，分别于 2021 年 3 月 30 日、4 月 28 日和 12 月 2

日举行，由荷兰乐施会组织举办。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国际遗传资源研讨会（SIRGEAC），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3 日举行。 

 非洲种子贸易协会大会，于 2022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3 日举行。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govbody/en/a_63/a_63_9.pdf
http://www.geneticagraria.it/congress_abstract.asp?a_pag=4&id=66
https://www.foodsovereignty.org/event/realizing-peasants-and-indigenous-peoples-right-to-seeds-key-issues-and-challenges-for-the-implementation-of-farmers-rights-and-international-negotiations/
https://farmersprideconference.org/
https://www.sembrares.com/guardianas-de-semillas
https://liberatediversity.org/spd5-the-fao-treaty-and-farmers-rights/
https://sdhsprogram.org/workshop/
https://www.sirgeac.net/
https://www.afsta.org/con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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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国际条约》秘书处将与慢食协会合作开展活动，旨在通过联合活动、

能力建设、交流和宣传活动，确保在各级粮食和农业体系内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

促进植物遗传多样性对粮食和农业的价值。《国际条约》在该领域广泛的合作伙

伴网络，特别是在拥有植物遗传多样性技术专长的发展中国家，将参与其中。

合作内容将包括：  

 《国际条约》的沟通战略，特别是其未来的工作，即让世界各地的厨师参

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消费者和粮食体系的其他重要参与者；  

 惠益分享基金，特别是其重点是通过改善适应小规模农民需求的植物遗传

多样性的生产和消费来加强地方价值链；  

 供资战略及其使食品加工业和粮食体系中其他部门为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

提供资金的战略；  

 农民的权利和承认农民对保护和发展构成全世界粮食和农业基础的植物多

样性的贡献； 

 获取和惠益分享多边系统，使人们能够从基因库中获取植物遗传多样性，

并探讨这种获取如何有利于可持续和包容性粮食体系的发展。  

B. 私营部门（种业）  

37. 在过去的两年度中，私营部门的代表积极参加了农民权利问题特设技术专

家组以及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特设技术委员会的会议。  

38. 秘书还继续与种子行业代表保持直接互动，进行信息交流，包括参加国际

种子联合会每年举行的世界种子大会。  

C. 学术和研究机构  

39. 在过去的两年度中，学术和研究机构积极参加了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粮食和

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特设技术委员会、全球信息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和农民权利

特设技术专家组。秘书还参加了这些机构组织的各种能力建设和提高认识的活动 16。 

                                                 
16 

 生物多样性会议，于 2021 年 4 月 1 日由伊斯兰世界科学院组织召开。  

 第一所完全致力于实施《国际条约》的意大利暑期学校 --于 2021 年 7 月 5 日至 7 日举行，由 Rete 

di Semi Rurali 组织。  

 “当地作物品种的价值链”项目，重点是硬粒小麦，于 2021 年 7 月 25 日至 30 日举行，由地中海

先进农艺研究国际中心巴里研究所及国际生物多样性中心和国际热带农业中心联盟组织。  

https://www.gfar.net/events/ias-comstech-biodiversity-conference
https://rsr.bio/eventi/summer-school-trattato-fao-le-sfide-per-lit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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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在意大利政府的财政支持下，秘书与一个研究组织网络（即亚利桑那州立

大学科学、技术和环境政策研究中心（美国）、法国国际发展农业研究中心、

Keystone 政策中心）建立了伙伴关系，以探讨疫后对基因组学研究、创新和遗传

多样性的影响。  

41. 本着对治理的兴趣，该网络在学术专家和科学、创新和技术社区成员之间

推动了一次公开的、有数据依据的磋商，以确定 COVID-19 的潜在持久影响以及

体制和政策影响，特别关注开放存取、全球公平和科学能力，并将《国际条约》

作为相关的全球政策框架。关于数据管理和基因组学研究与创新合作的数据收集

和专家对话，遵循了人类健康与粮食和农业植物基因组学的比较方法。  

42. 这项工作产生了一份独立的白皮书，于 2021 年 6 月出版17。2021 年 7 月，

这份文件在粮农组织科学日的网络研讨会上推出18。该白皮书得到了学术界的引用，

参与植物基因组学研究的利益相关方有望对其结论和建议采取后续行动。  

43. 2020 年 9 月，阿伯丁大学（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法学院组织了

两次关于农民权利的网络研讨会。研究人员、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参加了

这些研讨会，并由秘书主持19。他们讨论了农民权利与包括《国际条约》在内的相

关国际条约之间的联系，以及食物权和性别观点，以分享和交流关于该主题的知识。  

IV. 征求指导意见 

44. 提请管理机构注意本报告所载信息，并为继续与相关组织和条约机构开展

有效合作提供其认为适当的任何进一步指导，同时考虑到本文件附录中供其审议

的决议要点。 

  

                                                 
17 www.fao.org/3/cb5573en/cb5573en.pdf 

18 www.youtube.com/watch?v=zAYAb0Xw01Y  

19 网络研讨会  - 农民的权利和《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于 2020 年 9 月 17 日举行，由英国

阿伯丁大学组织。  

abdn.pure.elsevier.com/en/publications/farmers-rights-and-the-international-treaty-on-plant-genetic-reso  

http://www.fao.org/3/cb5573en/cb5573en.pdf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AYAb0Xw01Y
https://abdn.pure.elsevier.com/en/publications/farmers-rights-and-the-international-treaty-on-plant-genetic-re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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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2022 号决议  

与其他国际机构和组织的合作  

第 I 部分：国际组织和机构  

管理机构： 

忆及第12/2019号决议和以往其他相关决议和决定；  

认识到《国际条约》是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合作的主要政府间协定；  

重申必须维持和进一步加强与有关国际组织、机构和伙伴的合作，以推进

《国际条约》的目标和实施工作；  

赞赏地注意到有关国际组织在本两年度期间继续提供合作、协作和支持；  

欢迎其他相关利益相关方群体，特别是民间社会组织、农民组织和种子行业

继续积极参与，以支持实施《国际条约》及相关政策进程；  

认识到在执行《国际条约》过程中与其他相关文书和进程（尤其是国家一级）

融洽合作、相互支持至关重要，并指出在此方面协助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始终非常

重要； 

1. 重申需要继续开展必要工作，确保《国际条约》的宗旨及其在保护和可持

续利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方面的作用得到相关国际机构、组织和进程的认

可和支持； 

2. 鼓励缔约方采取措施，以更大的力度协调一致、相互支持地实施《国际

条约》和其他相关国际文书和进程，并以连贯、相辅相成的方式落实各项目标和

承诺；要求秘书应相关请求并视资源可用情况协助此类举措；  

3. 欢迎非洲联盟委员会为非洲区域缔约方在实施《国际条约》方面持续提供

支持与协调；要求秘书继续加强此种合作，寻找与其他相关区域组织和机构开展

合作的机遇，共同推广和实施《国际条约》；  

4. 申明需要扩大与国际生物多样性中心和国际热带农业中心联盟合作的联合

能力建设计划，确保秘书继续积极协调、监测和分析各项结果和影响，要求秘书

视资金资源可用情况，呼吁缔约方和捐助方提供额外资金，以支持持续开展该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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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要求秘书加强和扩大与国际生物多样性中心和国际热带农业中心联盟、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获取和惠益分享能力发展倡议以及其他能力发展

提供方的合作，支持缔约方以协调一致、相互支持的方式实施《国际条约》和

《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名古屋议定书》，并在《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

框架》获得通过后同时将其纳入考虑；  

6. 鼓励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联络小组成员根据各自职责继续开展合作，并根

据可获资金情况，请秘书继续积极参与生物多样性联络小组的相关活动，特别是

协调落实通过后的《2020 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7. 请各缔约方采取措施，在执行或参与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方面加强协同

作用，以促进政策的连贯性和国家一级的协调，并请国际组织和捐助方提供资金

资源，支持这些努力；  

8. 提请秘书继续参与信息和知识管理倡议，通过其门户网站向缔约方和其他

利益相关方提供相关信息并使之易于获取；  

9. 要求秘书酌情并根据可获资金情况，继续参加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合会

的相关会议； 

10. 要求秘书酌情并根据可获资金情况，继续参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知识产权

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政府间委员会的相关会议；关注旨在缔结

《知识产权、遗传资源和遗传资源相关传统知识国际法律文书》的外交会议的筹

备工作；并在管理机构第十届会议上通报这些会议的情况； 

11. 要求秘书继续与《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秘书和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

副秘书长合作，在主席团的指导下，审查关于《国际条约》、《生物多样性公约》

和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之间相互关系的“常见问题”草案，以此为基础探讨

如何促进交流《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国际

条约》的实施经验和信息；  

12. 鼓励其他相关利益相关方群体，特别是民间社会组织、农民组织和种子

行业，进一步加强参与及合作，推动实施《国际条约》；  

13. 要求秘书继续向管理机构报告与其他相关国际机构和组织的合作情况，

及相关合作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