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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619/Ch.  

大  会  

第 四 十 三 届 会 议  

2023 年 7 月 1－7 日 

理事会就《2022-25 年中期计划》（经审查）  

及《2024-25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提出的指导意见  

 

本文件： 

I) 摘录了理事会第一七二届会议报告 1关于《2022-25 年中期计划》

（经审查）及《2024-25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2的内容；  

II) 就解读 C 2023/3 号文件特定段落提出了指导意见。  

 

I. 理事会第一七二届会议（2023 年 4 月 24-28 日）报告  

关于《2022-25 年中期计划》（经审查）及  

《2024-25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的内容摘录  

9. 理事会欢迎介绍《2022-25 年中期计划（经审查）及 2024-25 年工作计划和

预算》，并； 

a) 称赞《2022-25 年中期计划（经审查）及 2024-25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

立足《2022-31 年战略框架》，并以 2022 年召开的各区域会议讨论、

理事会第一七一届会议讨论和理事会独立主席指导下开展的成员包容

性非正式磋商结果为指导；  

 
1 CL 172/REP 

2 C 2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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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重申本组织具有独特优势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根据和基于各国国情

和能力，酌情以连贯一致的方式着力推动农业粮食体系转型，助力落

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可持续发展目标，不让任何人掉队；  

c) 重申粮农组织立足科学和实证开展规范性和标准制定工作的重要性；  

d) 强调应保障粮农组织规范性和技术工作并为此提供资金，包括技术合

作计划以及公约、条约机构（包括保存职能）和政府间安排；  

e) 认可需要通过正常预算资源支持粮农组织履行核心职能和职责，强调

自愿捐款应契合《2022-31 年战略框架》的实施工作；  

f) 认可南南合作及三方合作在实现《2030 年议程》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鼓励粮农组织加强并深入推进南南合作及三方合作；  

g) 强调应为权力下放办事处提供充足资源，包括充足的技术及其他资源，

以完善本组织实施能力；  

h) 强调监督、内控和支持职能的重要性；  

i) 建议延后到未来两年度审议关于周转基金充资和增加对离职后医疗保

险既往服务负债供资的提案，并要求管理层继续探索其他策略，以应

对这些需求；  

j) 强调需要在本组织治理文件中反映多边商定的概念、方法和表述，

并优先采用粮农组织治理机构通过的概念、方法和表述；  

k) 强调蓝色转型作为计划重点领域和路线图的重要性，体现了粮农组织

关于建设可持续水产体系的工作愿景；  

l) 同意需要在 C 2023/3 号文件目前提出的预算水平与 2022-23 年的名义

水平之间探索出一个预算水平，鼓励在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召开前的

时间段内，继续努力就预算水平达成共识，供成员非正式磋商审议；  

m) 同意审议一个预算水平，确保粮农组织能够发挥自身在联合国系统的

比较优势，作为专门机构在本组织职责范围内开展核心活动，支持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n) 有鉴于此，理事会要求理事会独立主席在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召开前

的时间段内举行成员非正式磋商，努力就预算水平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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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理事会就 C 2023/3 号文件 

《2022-25 年中期计划（经审查）及 2024-25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  

相关段落解读所提指导意见的体现 

根据理事会指导意见（CL 172/REP，第 9.j段），《2024-25年工作计划和预算》

以下段落应作如下解读：  

82. […… ]将调整农牧业管理领域工作，重心转向气候韧性 3农业、旱地农业和

农业机械数据工作。将重点突出生态农业及其他创新方法，同时推动有机农业实

现可持续低投入生产[……]。 

83. [……]为实现“蓝色转型”计划重点领域，将在如下一些重要领域加大行动

力度：（i）扩大相关活动、政策和计划范围，同时实施将于 2023 年完成的《可持

续水产养殖业准则》，支持各国发展可持续水产养殖业；（ ii）改进和编制粮农组

织渔业可持续性指数，用于计算和报告世界鱼类种群状况；（ iii）提高水产食品

价值链创造价值、高效运转、包容性别和抵御不利状况的能力；（ iv）继续支持

成员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v）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

协助执行世界贸易组织《渔业补贴协定》，包括关于报告、渔业评估和管理

的条款。 [……] 

84. […… ]在继续实施《联合国粮农组织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行动计划

（2021-2025 年）》的同时，粮农组织将根据农业委员会的要求，通过一项具

体的全球倡议，侧重减少生产部门对抗微生物药物的需求4。[……] 

在报告各区域会议成果时，以下段落应作如下解读： 

109.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会议第三十七届会议核可了在

此前区域举措的基础上更新的三项区域举措，考虑到了 COVID-19 疫情对本区域

的影响。此外，粮农组织将通过各区域举措助力粮农组织落实各计划重点领域，

以此支持成员围绕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行动领域根据各国国情和能力，因地制宜

地实施粮农组织《2022-31 年战略框架》，落实农业粮食体系转型国家路径，以及

包括保障全人类营养、促进公平生计、倡导体面工作、促进社区赋权、加强基于

自然的生产对策以及增强抵御脆弱处境、冲击和压力的能力。此外，区域会议建

议粮农组织进行认真周密的计划，加大对规范、技术、政策、业务和投资领域统

筹动员筹措工作的支持力度。  

  

 
3 气候韧性指农业体系预判和准备应对以及适应和减缓气候和极端天气变化所致影响并从中恢复的能力。  

4 C 2023/22，第 14.g)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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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北美–北美非正式区域会议第七届会议于 2022 年 4 月 12-14 日举行，会上

讨论了若干主题领域，包括但不限于 2021 年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相关联盟及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七届会议、创新蛋白质研发进展

及粮食体系可持续发展惠益、标准制定机构（食品法典委员会和《国际植物保护

公约》）以及粮食损失和浪费。非正式区域会议为粮农组织 2022-23 年工作确定了

若干优先重点，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冲突对全球粮食安全的影响、粮农组织

治理、气候变化及韧性、科学与创新，以及农产品贸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