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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440/Ch.  

大  会  

第 四 十 三 届 会 议  

2023 年 7 月 1－7 日，罗马  

总干事开幕讲话  

尊敬的各位阁下， 

女士们、先生们， 

各位同事， 

很荣幸出席联合国粮农组织部长级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并讲话。这次大会选

举我继续担任总干事，领导粮农组织开展今后四年的工作，我谨再次对各位给予

我的信任表示衷心感谢。我将竭尽全力与各位精诚合作，忠实履行我在竞选纲领

中做出的承诺，引领粮农组织履职尽责，为建设一个没有饥饿的世界而奋斗。  

作为总干事，我感到无比自豪。今天的粮农组织面貌焕然一新，充满生机活

力，与时俱进，胜任其职。过去四年来，粮农组织积极推动“粮食”议题重新成

为本组织各方面工作的核心要义，并与联合国秘书长、常务副秘书长以及联合国

系统全体同仁群策群力，促进国际社会高度重视“农业”议题。  

粮农组织一贯倡导通过紧密联系的系统性视角看待粮食与农业的重要意义，

推动全球农业粮食体系向着更高效、更包容、更有韧性且更可持续的方向转型。  

粮农组织以全新的农业发展愿景为指引，着力实现“四个更好”：更好生产、

更好营养、更好环境、更好生活，确保不让任何人掉队。  

为此，我们需要为所有人保障粮食安全。这是粮农组织《2022-2031 年战略框

架》的核心目标。该《战略框架》已获上一届部长级大会批准，为本组织各项工

作指明方向和目标，促进为所有人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为了实现以上目标，我们需要重塑粮食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我们需要确定有

关概念，引导各方就粮农组织未来发展方向加深认识。  

http://www.f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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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粮食安全系指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通过物质和经济手段获得充足、

安全和营养的食物，满足其膳食需要和饮食偏好，过上积极和健康的生活。  

粮食安全的定义衍生出了多种概念，其中尤其包括粮食安全的四项重要支柱：  

即供应、获取、利用和稳定。  

所谓粮食供应，是指持续获取充足、适当、优质的粮食，可供本国生产、商

业进口、粮食援助或应急粮食储备所用。  

这明确反映在“更好生产”之中。  

也就是说，必须依靠科学、创新、技术和专长，支持加快生产脚步。  

此外，我们还需要尽可能把好食物质量关，这就要求必须关注食物的营养成分。 

这是“更好营养”的内涵。  

我们膳食结构中的各类食物都必须含有各种必需的微量营养素，这样才能实

现可负担的健康膳食。  

健康膳食的可负担性是供需作用的结果，无论是保障多元食物的供应以满足

粮食需求，还是促进获取健康膳食，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因此，需要有机结合所有不同要素，促进在地方、区域和全球层面实现生产

目标。 

这一定义也衍生出了贸易的概念，以及如何优化地方、区域和全球层面的生

产组合，来保障粮食供应和获取。  

除了发挥比较优势，立足本地开展生产以外，还应设法通过全球和区域贸易

满足多样化需求。为此，既要促进全球贸易，也要推进区域内贸易。  

食品安全在这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我们需要安全营养的食物满足各国需求、

确保粮食供应。 

女士们、先生们， 

粮食生产、食品安全和健康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正因如此，我们必须注重

从整体上看待“农业粮食体系”，不能孤立地看待其中的各项要素，要从食品安

全角度出发，结合健康因素，进行统筹谋划。  

粮农组织在此领域作出了重大建树，通过食品安全、“同一个健康”方针和

食品法典委员会工作，制定了多项标准和规范。粮农组织的规范性工作至关重要，

有力确保我们能够按需获取必要的健康食物，从而有助于保障粮食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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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粮食供应也意味着要确保在紧急状况下营养食物的供应不会中断。在

这方面，粮农组织与世界粮食计划署积极合作，合理制定应急粮食储备方案，发

挥了关键作用。 

但我们仍需通力合作，携手前行，扩大投入。  

这突显出本组织应急和抵御力工作无比重要，就此我强烈呼吁各捐助国给予

这项工作大力支持。 

粮食安全定义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粮食获取，  

即人们需要获得足够的收入或其他资源，通过家庭生产以及从地方、区域或

全球市场采购的形式，在国内获取适当的食物。  

粮食获取是各国现阶段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近年来，粮食价格持续飙升。

所幸，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显示，过去 12 个月以来，粮食价格稳步回落。然而，

由于粮食获取受阻，终端粮食价格并未下跌。  

部分高收入国家已开始出现价格松动的迹象，但尚未传导到全世界，尤其是

最贫困国家。这意味着，对于依赖进口的最脆弱国家而言，粮食进口成本大幅上

升，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由于粮食价格不断攀升，本国货币持续贬值，

无力应对粮食进口成本上涨。  

作为应对举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启动了“粮食冲击应对窗口”，让我深感

欣慰。我们需要为这类国家提供支持，粮农组织提议设立粮食进口融资基金，为

最脆弱国家雪中送炭。  

此外，粮农组织还提议建立多项中长期机制，增强各国韧性，确保各国获得

必要资金，体现了本组织采用“农业粮食体系”这一概念的重要意义。  

我们不仅要重视粮食生产，还要重视生产非粮食类农产品，促进农民增收，

增强购买力，提高粮食获取能力。  

以上要素均与“更好生产”、“更好营养”和“更好生活”密切相关。  

各位同事， 

我们需要加快贸易发展，不仅要面向全球，还要重视区域内贸易。只有这样，

才能为各区域创造良好机遇，促进商品跨境流通，不仅包括消费类产品，也包括

生产所需的投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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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来，一场严重的肥料危机悄然来袭，其实早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

危机就已初露端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肥料价格猛涨四倍，短短半年成本翻

了一番，所幸现阶段终于恢复到正常市场价格水平。  

面对这一突发状况，农业部门遭受严重冲击，农民的负担能力大打折扣，贸

易可谓是破局突围的解决之道。因此，我们必须保障国际供应链运行畅通。  

我们需要想办法、找对策，促进产品和投入品流通，确保形成地方价值链、

中期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齐头并进的格局。为此，我们必须和衷共济，大力促进

贸易。 

各位同事， 

粮食安全的第三大支柱是利用。  

这指的是妥善利用营养、健康、卫生、社会、文化及其他方面的知识，对粮

食进行适当的储存和加工。  

为了确保高效利用粮食，减少损失和浪费至关重要。  

要合理利用粮食，应当只取所需，不取所欲；要向科技和创新要产量，确保

经济实惠，获取渠道通畅。因此，落实粮农组织《2022-2031 年战略框架》，推行

创新和技术加速计划至关重要。  

我们将以新出台的《粮农组织科学与创新战略》为指引，支持广大成员结合

实际国情，寻找对策良方，应对粮食生产、加工、流通环节面临的挑战。  

粮食安全的最后一个支柱是稳定。  

稳定是指始终确保粮食供应充足，获取便捷，选择丰富，不会发生短缺，也

不会受到紧急情况或突发危机的影响。  

为此，建立稳健的农业粮食体系至关重要。  

当前的全球农业粮食体系面临种种风险和不确定性。  

过去两年来，我们见证了各类挑战。今后，冲击可能频繁发生。  

全球粮食生产高度集中，大部分粮食来自少数产量大国，易受气候变化的影响。 

气候冲击严重影响农业粮食体系，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极端气温； 

二是供水短缺或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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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气候状况多变； 

四是病虫害日益变化加剧。  

为了确保粮食形势稳定，我们必须提早谋划，主动出击，化挑战为机遇。为此，

要落实“更好环境”和“更好生活”的目标。  

我们要研究对策，增强韧性。韧性建设有两大内涵：  

一是防患于未然。因此，粮农组织积极打造气候灾害预警系统，大力推行

“同一个健康”方针，广泛开发新型保险工具。粮农组织已建议意大利明年担任

七国集团主席国期间主持探讨农业保险工具议题。  

二是在灾害发生后，稳妥处置，科学减灾。我们要加大投入力度，破除农业

生产瓶颈，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产量，向低投入、高产出的方向转变。  

粮农组织正在紧锣密鼓推进相关工作。过去四年来，我们积极响应成员国需

求，推出了许多重大举措，全力支持成员国发展。  

各位同事， 

我在第一个任期内启动实施了六项核心举措：  

一是“手拉手”行动计划。粮农组织通过这项计划，支持各国自愿参与、自

主实施雄心勃勃的发展规划，加快农业粮食体系转型，促进消除贫困（可持续发

展目标 1）、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可持续发展目标 2）和减少不平等（可持续发

展目标 10）。 

“手拉手”行动计划依托先进的地理空间建模和分析数据，开展结对帮扶共

建，加快农业粮食体系市场化转型，增加贫困和弱势群体收入，改善营养状况和

福祉，增强各方抵御气候变化的韧性。  

同时，通过推动投资项目供需对接，在私营部门、国际金融机构和其他机制

之间架起共建共赢的桥梁。目前，参与国家已达到 64 个，正在加速扩大规模。  

二是“绿色城市”倡议，重点改善城市环境，加强城乡联系，提高城市粮食

体系、服务及居民抵御外部冲击的韧性。  

三是“数字千村”倡议，在农村地区推进普及数字化，让数字创新成果进入

寻常百姓家。我们要让农民有能力采用、部署或利用数字创新、技术、服务和解

决方案，改善生计和福祉；通过促进数字化互联互通，增强社会凝聚力。粮农组

织正在研究如何利用数字化技术促进增产扩产，发展壮大数字农业、数字村庄和

数字社区。换句话说，粮农组织积极探索所有可用的数字服务，突破瓶颈制约，

加快转型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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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同一个健康”方针，改善人类、动物、植物和环境健康，推动农业粮

食体系转型。粮农组织汇集广大利益相关方，集思广益，统筹施策，综合应对跨

领域问题，包括可持续农业、动物、植物、森林和水产养殖健康、食品安全、应

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粮食安全、营养和生计。  

坚持“同一个健康”方针，统筹兼顾，同向发力，可有效预测、预防、发现

和控制人畜共患病，应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确保食品安全，预防与环境相关

的人类和动物卫生威胁。因此，“同一个健康”方针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至

关重要。 

五是“一国一品”特色农产品全球行动。粮农组织着力帮助各国发掘特色农

产品发展潜力，协助小农和家庭农业打通生产、流通和销售环节，促进结合生态

农业生产体系、风土民情和文化传统，为特色农产品打开销路、稳定市场，以点

带面，推进落实各国既定优先发展目标。  

渔业是生产效率最高的农业产业之一，对于粮食安全至关重要。因此，粮农

组织推出了第六项举措—“蓝色转型”，促进渔业和水产养殖业发展，有效提升

投入产出比，增加营养食物供给，促进膳食多样化，让更多消费者能够吃得健康。  

我们以只争朝夕的干劲，狠抓落实，包括充分利用南南合作及三方合作机制。  

各位同事， 

我们的世界充满挑战。超过 8 亿人长期食物不足；   

2.55 亿人饱受突发重度粮食不安全之苦，在长期饥饿的边缘徘徊；  

31 亿人无力负担健康膳食；  

水资源面临严重威胁，自然环境持续恶化；  

极端气候事件频发、气象灾害层出不穷，持续冲击农业粮食体系。  

推动转型，刻不容缓！ 

面对这些严峻挑战，我们需要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笃行实干，

争取更大的发展成果。  

为此，我今天要提出两点要求：  

第一，粮农组织预算还一直停留在 12 年前的水平，希望广大成员国能支持提

高预算水平，确保本组织继续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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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要把水资源治理作为重中之重。目前，许多国家饱受洪涝和干旱之苦，

我们要把水资源治理置于国际议程的突出位置，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    

虽然前路挑战重重，我们也要努力发掘机遇，这样才能准确把握前进方向，

支持成员国落实行动。  

要辩证地看待“危机”一词，善于危中寻机、努力化危为机。  

粮农组织将与全体成员国凝心聚力、精诚合作，脚踏实地、排除万难，有效

践行更好生产、更好营养、更好环境、更好生活，建设更美好的世界，不让任何

人掉队。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