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事会第一七〇届会议 

议题 16：理事会第一六八届会议（2021 年 11 月 29 日-12 月 4 日） 
所做决定的落实情况 

在运作的头几个月，联合国粮食体系协调中心的工作重点在于确定国家需求和保

持国家粮食体系转型进程势头。这使得中心有机会制定以需求为导向的工作计划，以

满足各成员的需求。展望未来，中心将优先考虑两项行动：1) 与支持生态系统的参与

者接触，确定可以提供给各国的产品和服务，支持其转型工作的实施。在这项工作

中，中心将与所有联合国机构和所有联盟接触，以确定对国家转型路径有用的知识产

品；2) 继续开展关于农业粮食体系思考方式的科学和思想领导工作。为了继续接受有

关科学知识和创新的建议，中心将与高级别专家组（高专组）、前粮食体系峰会科学小

组的成员以及其他相关知名科学家和科学网络接触，以确定加强农业粮食体系转型方

面思想领导力的机会。本着协作的精神，中心将创建一个代表各个科学领域（即自

然、社会、经济和应用科学以及可持续性科学、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的科学顾问委员

会，致力于以整体方式应对系统性挑战。中心还将与包括高专组在内的广泛科学小组

合作，以支持各国执行商定的国家路径。 

联合国粮食体系协调中心将确保与成员广泛分享粮食体系后续行动的信息。应成

员要求，协调中心可随时提供中心活动和工作计划安排的最新信息。原先的联合国粮

食体系峰会秘书处未向中心提供任何资金。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署）主持运

作的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信托基金迄今也未向粮农组织划转任何结余资金。在联合国

粮食体系峰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发表了主席总结和行动声明，其中宣布举行联合国粮

食体系峰会盘点会议。中心与秘书长办公厅直接接洽，双方共同制定会议日程草案和

筹备路线图草案，并就与成员协调事宜提出了建议。 

自启动以来，“手拉手”行动计划持续提供计划委员会和理事会所有会议的最新动

态。“手拉手”还有专门网页，持续更新国家层面活动的更多细节。此外，地理空间信

息平台已 向公众开 放，并已 上线专门 网页（https://www.fao.org/hih-geospatial-

platform/zh/）。“手拉手”公开所有相关信息，以此保证透明度。最后，“手拉手”由成

员国自主决策、自愿实施，粮农组织仅发挥技术桥梁的作用。 

除了通过网页公开信息以外，“手拉手”的相关活动和资源还严格遵循对本组织所

有活动都适用的粮农组织规则、问责框架和监督机制。  

https://www.fao.org/hih-geospatial-platform/zh/
https://www.fao.org/hih-geospatial-platform/zh/


数据保护框架是数据管理的重要保障。数据保护框架将依托 CL 170/18 号文件《联

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和其他数据活动治理及其与跨领域粮农组织数据保护和知识产权政

策的一致性——关于改进内部协调及其与全组织数据保护和知识产权政策一致性的建

议》所述总领性数据管理框架运作。《数据保护政策》将进一步阐明数据保护机制与更

广泛的内部数据和统计协调机制截然不同但息息相通的职能和联系。  

正如 CL 170/13 号文件《章程及法律事务委员会第一一五届会议（2022 年 3 月 21-

23 日）报告》所述，可能需要不定期审查并调整《数据保护政策》，确保各方需求得到

满足，但这应建立在与成员磋商的基础上。《数据保护政策》案文已提交理事会审议，

将在理事会指导下修正，获理事会核可后还将在章法委指导下修正，最后将根据理事

会指导意见实施。《政策》涉及各类数据，包括公共、保密、敏感、个人和非个人数

据。计划在理事会提出指导意见后，立即颁布《政策》，确保在本组织各项活动中适当

保护数据。 

正如 CCLM 115/3 号文件《粮农组织数据保护和知识产权政策最新情况》和

CL 170/13 号文件所述，现已启动知识产权政策制定工作，并将遵循包容、透明的原

则。现定于 2022 年 9 月 27 日举行非正式简报会，并将提前向成员分发政策初稿，以向

成员汇报进展，并请成员对其提出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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