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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部长级圆桌会议开始之际，首先由执行秘书就标题为《亚太

区域可持续的农业与粮食安全》的主题研究报告1 作了介绍性发言。继

执行秘书作介绍性发言之后，圆桌讨论会的一些成员也相继在讨论会上

作了发言，其中包括下列人士： 

 印度尼西亚农业部部长 Anton Apriyantono 先生阁下 

 缅甸农业部部长 Htay Oo 少将阁下 

 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结一先生阁下 

 孟加拉国总理顾问 Mashiur Rahman,先生阁下 

 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 Ursula Schaefer-Preuss 女士 

 联合国粮食安全问题特别工作队协调员 David Nabarro 博士 

2． 执行秘书在其发言中着重强调说，尽管本区域具有超强的粮食

生产能力，但仍然是全世界缺粮人口最多的区域。造成粮食安全无法得

到保障的根源计有：贫穷；农耕生产收入低下，致使中小型农民丧失了

对农业生产进行投资的积极性；环境退化和对自然资源的竞争激烈，特

                                                      
1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9.�.F.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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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土地和水资源；保护主义贸易政策盛行；燃料价格波动剧烈以及投

机行为；对农业研究与开发的投资不断下降。 

3． 此项主题研究的结果表明，如果目前人口不断增长以及繁荣程

度不断提高的长期趋势持续下去，则粮食安全无保障状况便很有可能会

进一步加剧。此项研究明确提出了为确保粮食安全而需要在区域一级采

取的下列四项优先重点行动：为应对粮食安全问题奠定一个提供社会保

护的基础；促进实现可持续的农业；致力于实现粮食自给自足和自力更

生；以及制订和监测关于粮食安全及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各项指标。 

4． 在圆桌讨论会成员随后的发言和讨论中，各方明确了本区域在

努力确保粮食安全方面面对的如下各项主要挑战：因贫穷状况普遍、且

穷人的购买力低下而缺粮；卫生条件差和无法获得安全饮水等对健康构

成了威胁；缺乏应对各种冲击的社会保护措施；发达国家向其农民提供

补贴的做法、加上所实行的其他贸易扭曲政策，致使农产品的生产及其

价格无法达到优化水平。据认为，如果不能解决贫穷问题、不能更好地

提供医疗保健和社会保护，则将无法确保粮食安全。 

5． 讨论会上指出，粮食安全方面的挑战涉及各种彼此迥异的问

题，因此要综合全面地解决农业发展、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和营养不良

诸方面的问题，便需要采用跨部门方式，同时还需要促使国家各不同机

构为此而携手采取协调划一的行动。 

6． 讨论会上还认识到，在中期时间框架内，应把促进可持续的农

业列为优先工作重点。各政府需要对开展农业研究进行投资，以期在保

护环境的同时增加粮食生产。可大力促进利用雨水进行农耕作业和采用

可持续的农业灌溉系统，以此鼓励更好地利用水资源。然而，这些措施

能否切实取得成功，将取决于能否在地方一级、特别是在那些小农户层

面建立必要的能力。 

7． 讨论会上强调指出，至为重要的是，应增强农业部门的知识和

研究工作、扩大农业推广服务、提供充足的农业基础设施、并确保广大

农民能够获得信贷。此外，讨论会上还认识到，农业投资近年来已出现

下降。面对此种情况，的确需要对农业进行可持续的投资、制定适宜的

政策和建立能够顾及小农户利益的良好机构。 

8． 讨论会上有人指出，气候变化正逐渐对本区域的农业产生影

响。由气候变化所引发的各种极端气象灾害导致了粮食产量的下降，从

而对本区域的粮食安全构成了风险。本区域许多国家的生态系统都正在

因为各类旱灾而受到严重影响，而土地退化现象则对可持续的农业构成

了重大挑战。此外，还需要提高各方对土壤保护和防止土地退化政策的

认识和重视。 

9． 从长远观点看，最大的挑战将是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所产生的影

响。重要的是，本区域各国应制定旨在增强科学评估、预测、信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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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风险管理能力的战略，以及着手建设各社区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防灾

备灾能力。 

10． 同样重要的是，应把农业部门视为推动经济和社会增长的动

力，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在农业部门进行投资和努力顾及小户农民的利

益的确极为重要，而且需要面对剧烈波动的价格着重刺激利益攸关的小

农户的生产力。除非各政府能够切实保护这些小型利益攸关方免受高价

投入和/或低价出售的影响，这些小户农民将很难实现兴旺发达。至为重

要的是，应大力推动发起第二波绿色革命。讨论会上还确认，重要的是

应努力把生产、加工和市场销售诸环节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为此而促进

包括私营部门在内的各个不同组织参与其间，从而增加来自价值增值链

的收入。 

11． 经社会从圆桌讨论会上了解到，贸易政策在左右亚太区域

的粮食安全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发达国家对其本国农民提

供的补贴、及其所实行的各种贸易扭曲政策，导致农产品的生产无法达

到优化水平(从而亦严重地影响到环境)。另一方面，各发展中国家所采

用的、旨在推动或保持粮食生产的贸易政策亦可因此而拉高其地方粮

价，从而影响到其本国的某些民众。任何区域一级的粮食安全解决办法

都必须包括对现行贸易制度的纠正，即应考虑到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

达国家的农业部门得到适当的待遇。 

12． 经社会确认了区域合作在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方面所发挥的

必不可少的作用，其中包括其在下列诸领域内发挥的作用：(a) 稳定粮食

价格；(b) 水资源安全和管理；(c) 农业虫害防治；(d) 气候变化问题。 

13． 讨论会上强调，尽管粮食和燃料价格目前可能暂时有所下

降，但仍有必要未雨绸缪，提前为本区域各经济体开始复苏时预计会出

现的粮食和燃料价格上涨做好准备。将需要确保生物燃料生产不至对粮

食生产形成冲击。讨论会上还确认，必须把粮食安全和农业列为政治议

程上的高度优先事项。 

14． 执行秘书在其最后发表的意见中重申，面对粮食安全方面

的挑战，我们需要在短期内为增加获得粮食的机会而采取行动；在中期

内需要为增强和发展可持续的农业而采取行动；而在长期内则需要制订

出旨在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所产生的影响的应对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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