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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版附件 2： 

第七届中亚农业部长会议以及在撒马尔罕举行的国际粮食安全会议 

第七届中亚农业部长会议 

1. 自 2020 年 5 月以来，粮农组织一直在组织中亚农业部长会议。第七届会议于

2023 年 3 月 9 日国际会议第一天在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举行，主题为“气候变化

背景下的粮食安全合作”。 

2. 会议重点讨论了气候变化给中亚带来的挑战，中亚各国需要发展农业，以减

少贫困，实现粮食和营养安全。 

3. 气温升高，降水模式改变，一些极端事件更频繁发生，气候变化已经影响到

粮食安全。病虫害的分布正在发生变化，对生产造成不利影响。粮食体系中断的风

险也在增加。中亚区域本来就缺水，气候变化导致的缺水加剧将对气候适应构成重

大挑战。 

4. 开辟可持续发展道路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大力加强现有的区域合作机制。需要

区域机构来支持这一道路的发展。 

5. 可以通过环境合作计划的形式支持区域合作进程，这些计划旨在促进受益国

在解决跨境环境问题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同时促进受益国与粮农组织成员国之间交

流信息、最佳做法和经验。 

6. 粮农组织表示愿意促进多部门对话，支持中亚五国之间的合作，并有机会与

面临类似环境和社会经济挑战的邻国交流知识和经验教训。 

7. 部长们重申，必须找到并应用新的解决方案，利用创新方法和机制，建立环

境可持续和适应气候变化的粮食体系。他们还表示愿意将粮食安全领域的互动概念

付诸实践。 

撒马尔罕国际粮食安全会议 

8. 国际粮食安全会议于 2023 年 9 月 7 日至 8 日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举行。 

9. 会议由乌兹别克斯坦政府组织，粮农组织提供技术支持。来自欧洲、中亚和

其他区域的 20 多位农业部长和副部长，发展伙伴、区域组别和联合国机构的高级代

表以及国际组织和金融机构的专家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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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此次国际会议旨在审查世界和中亚区域的粮食安全现状，审议阻碍可持续发

展目标 2 取得进展的一些关键农业粮食体系挑战，并尝试查明应对这些挑战的解决

方案，同时特别关注内陆国家的问题。 

11. 分析了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2“零饥饿”目标而采取的措施的实施情况，

包括在 2030 年前消除饥饿、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以及发展可持续农业的具体任务。 

12. 与会者了解了 2021 年 9 月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各项决定的执行

情况。 

13. 粮农组织为会议提供了技术支持，发表了题为“促进粮食体系转型和加强粮

食安全的联合行动”的主旨演讲，并在第一天下午组织了八场技术会议。  

14. 八场技术会议同步举行，围绕多个主题展开，包括加强内陆国家农业粮食体

系的可持续性、获得健康膳食、气候变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一些国家面临的粮食

安全挑战和设想的解决方案、加强农村地区的性别平等、以内陆国家为重点促进农

业粮食贸易，以及创新农业发展和数字农业等。 

15. 会议强调各国、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必须采取联合行动，在多种不确定因素

和挑战的背景下确保粮食安全，并对全球粮食安全局势表示关切。 

16. 国际会议发表了《撒马尔罕宣言》1。 

  

 
1 《撒马尔罕宣言》全文见附件 1。 

https://icfs.agro.u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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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国际粮食安全会议 

2023 年 9 月 7-8 日，撒马尔罕 

2023年9月7日至8日，欧亚和中东各国农业部长以及发展伙伴、区域组别和联

合国机构的高级代表、国际组织和金融机构的专家等齐聚撒马尔罕，参加乌兹别克

斯坦政府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技术支持下举办的国际粮食安全会议，就确保粮

食安全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 

1. 强调各国、国际和区域组织必须采取联合行动，在多种不确定因素和挑战的

背景下确保粮食安全； 

2. 对全球粮食安全形势表示关切，特别是对已无粮食保障和无法获得健康膳食

的人口表示关切，指出目前的预测表明，到2030年仍将有约6.7亿人食不果腹；  

3. 注意到国际会议为区域和国际层面的对话提供了机会，为制定解决影响粮食

安全的广泛问题的方法提供了论坛；  

4. 注意到实施《2030年议程》只剩下七年时间，同意加快和加强共同努力， 

逐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5. 承认联合国秘书长在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2阶段成果总结推进大会上发出的

“加速推进粮食体系转型的行动呼吁”，特别是行动呼吁中概述的六个行动领域；  

6. 承诺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计划和行动方案中逐步实施“整体”粮食体系方法，

其核心是以有助于人们的营养、健康和福祉、恢复和保护自然、气候中和并且适应

当地情况的方式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食物；  

7. 强调通过实施基于粮食体系的膳食准则、使社会保护注重营养并确保儿童受

益于全面的学校供餐计划，促进人人，特别是儿童和青少年享有健康膳食的重要性；   

8. 对气候变化对中亚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粮食安全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表示关切；  

9. 强调气候变化的影响跨越国界，特别是在水资源和土地退化方面，因此需要

国际合作才能成功应对；  

10. 强调必须将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措施纳入各国包容性增长中期计划；  

11. 一致认为有必要以最环保的方式促进农业发展，支持生物多样性，优化利用

水资源；  

12. 认识到农业高度依赖清洁和充足的水来促进粮食安全，是全世界最大的用水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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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强调良好的水资源管理、治理和外交对于优化稀缺水资源的利用以及不仅在

中亚，而且在其他干旱和半干旱国家创造更健康的社会和环境的重要性；  

14. 认识到数字技术和更广泛的农业技术创新在应对实现农业粮食体系的韧性、

可持续性和包容性挑战方面的变革潜力；  

15. 承认妇女对农业粮食体系的作用和贡献，并申明必须增强农村妇女的权能，

以加强她们促进农业粮食体系转型、实现可持续农村生计和改善粮食安全的能力；  

16. 强调必须将科学、教育和生产结合起来，以提高农业生产系统的质量和效益；  

17. 我们注意到，投资于青年和扩大工业系统中的机会对于发展工业安全和营养

至关重要；  

18. 确认有必要做出努力，支持国家为小家庭和家庭扩大获得生产、自然和金融

资源的机会提供支持；  

19. 强调国际金融组织和社会发展“绿色”技术和农业经济的重要作用；  

20. 认识到有必要制定方法、措施和政策，以成功解决农业粮食体系中的性别平

等问题；  

21. 关切地注意到近期农产品贸易和全球经济的前景越来越不确定，包括经济增

长放缓，贸易限制和壁垒对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影响，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出现了持续的通货膨胀（特别是主食的通货膨胀）、高油价，以及贸易（包括农产

品贸易）增长放缓；  

22. 认识到农产品贸易对粮食安全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内陆发展中国家；  

23. 注意到内陆发展中国家必须通过投资国内农业和鼓励当地粮食生产和供应，

同时促进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找到替代高额粮食进口费用的办法；  

24. 强调必须畅通无阻地获取和使用化肥，以促进可持续农产品生产，确保全球

粮食安全和营养，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25. 与会者对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款待以及对筹备和组织国际粮食安

全会议的慷慨支持深表感谢。他们重申致力于在《2030年议程》背景下继续开展粮

食体系转型和粮食安全方面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