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 合 国   E/2013/NGO/108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24 April 2013 
Chinese 
Original: French 

 

13-30999 X (C)    150513    170513 
*1330999C*  
 

 

2013 年实质性会议 

2013 年 7 月 1 日至 26 日，日内瓦 

高级别部分：年度部长级审查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国际希望组织

提交的陈述 
 
 

 秘书长收到下列陈述，兹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0 和

第 31 段的规定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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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 
 
 

  科学、技术、创新及文化潜力促进可持续发展以及落实千年发展目标，

实现发展，通过可持续的、公正的农业体系实现粮食安全，同时提高产

量和收入，尤其是对于小型生产者 
 
 

前言 

 联合国 189 个会员国中的 140 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参加了 2000 年 9 月 6

日至 8 日在纽约举行的千年首脑会议，他们有的来自富裕国家，有的来自贫困国

家，他们所代表的国家几乎占到地球 70 亿人口的一半。 

 首脑会议结束时通过了《千年宣言》，全球各国领导人在宣言中确定了千年

发展目标，包括八项目标，并首先要“在 1990 年至 2015 年间，使世界上日收入

低于 1 美元的人口比例降低一半，确保充分就业以及人人（包括妇女和青年）获

得就业机会，拥有体面和创收性工作，并在 1990 年至 2015 年间，使挨饿人口比

例降低一半”。 

 “我们今天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确保全球化成为一股有利于全世界所有人民

的积极力量”，这在宣言中得到肯定，同时提出通过更好地共享全球化所带来的

益处，缩小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之间的鸿沟，并号召各国承诺促进民主与法治。 

 联合国秘书长强调了各国在这届会议上达成的一致意见。“你们说首要的目

标是消除极端贫困。你们阐明了要达到的目标。[……]如果这些措施真的落实了，

我们都知道这些目标一定可以实现。” 

目前进度如何？ 

 在宣言发表十三年后的今天，情况如何？这些目标有的获得了明显的进步。 

 如今，人人享有初等教育在越来越多的国家里成为了现实。虽然制定了旨在

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的计划，但是仍有很多工作要做，因为在落实千年

发展目标和妇女地位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尽管开展了许多公

共卫生计划，但是在消除流行病和地方病方面取得的成果还不够。 

 作为千年发展目标的首要目标，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的情况如何？如果这项

目标没有实现，其他目标就难以落实。 

 令人吃惊的是，在距离 2015 年 12 月 31 日倒计时 1 000 天的总结里，竟然

完全没有提及消除营养不良和饥饿的情况。 

 尽管发展公共支助从 1980 年的 19%下降到 2006 年的 3.8%，但是减贫领域的

进步似乎已经超出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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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统计，2010 年全世界尚有 9.25 亿人口

遭受饥饿。 

 面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如此令人忧心的数据，加之我们目前在全

球化过程中面临的各类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文化危机，其原因何在，又该如何

解决？ 

 如果想解决存在于各种灾祸之中最为严重的那个灾祸，即：营养不足、营养

不良和饥饿，那么如今就应该思考一种新型的发展模式。 

 已经实施了多项战略。 

 国家有义务确保其国民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面对粮食危机的威胁，许多国

家已经采取了旨在确保其国民粮食安全的措施。 

 如果一个国家的土地适宜耕种、拥有水资源，国民知道如何使土地发挥其价

值，那么这些土地就会得到开发，进而产生收益。这使得许多新兴国家取得了巨

大的进步，成为世界知名的合作伙伴。但是，使最贫弱人群免于饥饿的粮食生产

获得保证了吗？并不全然如此。 

 而对于那些缺少“绿色黄金”的国家而言，这些战略有着同样的基础：确保

控制第三国的土地，将这些土地用于生产，以确保自己国家的粮食安全。 

 这些项目落实的时候是否存在必要的保证？ 

 实际上，这些土地常常没有用于为当地居民或全国人民提供必要的粮食，而

是用于生产动物的饲养饲料以及农业燃料。或者更糟糕的情况是用于种植花卉。 

 这些粗放的单一作物种植使土地变得贫瘠，这是新殖民主义的一种形式。 

 由此产生的贸易收益，使土地所在国提高了国内生产总值，在发展数据上取

得了成就。但是，对当地居民的积极影响何在？ 

 对于许多人而言，土地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祖先的土地”，或者说是祖

先留给他们的唯一遗物。 

 贫穷的农民被逐出土地。他们饲养牲畜的自然牧场被毁，建造的道路、学校

和诊疗所并不为其所用，而是提供给拥有政府特许权的公司里的员工使用。 

 因此，大量农村人口流向首都棚户区，使他们的命运和国家的状况变得越来

越糟。 

 这些政策存在着巨大的、可能导致社会崩溃的风险，存在着可能导致政府倒

台的风险，如马达加斯加，而且这些政策并没有解决人民的粮食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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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思考其他支助方式 

 一些国家的农业经验能直接用于其他的国家吗？很明显不行，因为条件和限

制都大相径庭。 

 某些国家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符合人口结构、适应基础设施、满足工业和不

同层次人口的各类需求。这种机械化大生产是与有着广袤地形的大规模农业相适

应的。 

 而饥饿问题持续存在的国家的条件刚好相反。这些国家恰恰需要雇用劳动

力，以此创造收入，而不需要机械化生产。他们要“小地区”生产，而非整体生

产，最终实现大规模出口，并辅以复杂而昂贵的物流手段。目的就是要进行非常

细化的生产，以解决人口的粮食总需求。 

 国际合作？可能有效，但也未必。 

 未必有利于那些无休止的支助。 

 如果是跨国公司想要开拓毁灭生物多样性的种子和化肥市场，那还是最好不

要合作。 

 富裕国家通过日内瓦、伦敦或芝加哥的贸易公司，把粮食卖给遭受严重粮食

危机影响的受害者[全球进口谷物中的 90%以上仅来自 10 个出口国（资料来源：

世界粮食计划）]，这样做公平么？ 

 如何看待设在埃塞俄比亚的印度农用工业公司泰然自若地声称其产品用于

世界支助机构，而在雇用当地劳动者方面，他们仅雇用短工，这些工人不可能获

得无限期就业岗位，没有医疗保险，无法解决退休后的保障问题，不能获得家庭

补助，连子女受教育的资金都没有？该如何看待其声称的唯一目标是达到一定规

模以便能够影响世界粮食产品价格？ 

 也许国际合作可能是使受灾最为严重的人民脱离粮食危机的最终出路，他们

唯一的目的就是终止饥饿。 

 这个问题使国际希望组织（非政府组织）对这一战略的构成要素进行分析，

并提出一项解决方案。 

 应该采取怎样的解决方案？ 

 二十一世纪，各国和各国首脑面临的巨大挑战就是人民的粮食自主。 

 本组织在这一领域已经积累了许多经验，其措施得到了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非

政府组织委员会所有代表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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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新模式 

 强调未来的公民和生产者——青年的重要性。 

 当计划大规模开发土地时，首先应该对当地青年组织培训。他们很快就可以

组建必要的技术员团队，保证项目在各领域得到顺利开展，进而从通过开发获得

地区发展中获益。 

 此外，还应该制订获得土地的政策，制订土地法，以及相关捍卫土地的手段，

在实现农村发展中提供资金，提高人民参与程度，尤其是青年的参与。 

 最理想的是提供与用于大规模开发的土地面积相等的土地，使当地居民获得

土地，为其自身和其所在的区域进行耕种。 

 应该让他们获得知识，教导他们使用生态技术，而不破坏环境，建造存储仓

库，制造其农产品的食品加工产品。简言之，应该制定强调小型生产者的战略，

通过土地管理战略确保实现农业增长。 

 还需要使其拥有其他能力，如建造牲畜棚、修缮屋顶、建造围栏，使其能够

长期自主地自我提高。 

 最重要的是，使青年男女拥有一份职业，让他们自己掌握自己的生活、家庭

的生活，甚至提高自身生活质量。 

 如果将一个地区不同青年养殖户、青年技术员联合起来，为其提供资金，建

立农业手工业、微型工业小规模工厂，使其他人在附近的大规模出口公司获得就

业岗位，那么一个可持续的经济社会结构将不断发展，为当地创造财富，提高购

买力，带来新的职业：护士、技术员，在当地市场、国内和区域市场提供产品，

最终实现出口。 

 本组织设立了接待中心和职业培训中心，名为“希望中心”。这些中心为最

落后的青年提供接待和职业培训。中心还针对当地人口，建立某些设施，如多媒

体中心、网络中心、体育设施、诊疗所、手工工作社。整个地区的居民都可以享

用这些设施。 

 本组织还发展了“三大自主原则”：经济自主、粮食自主、能源自主，使这

些希望中心在短期内完全获得自主，实现地区快速长期发展。 

 重要的是每个人应对改善自身命运，改善亲人命运肩负责任，而不是等待他

国的支助，无论如何不能再接受这些支助了。 

 因此我们主张从社会基本细胞出发，达到大规模的经济社会结构，使每个人

拥有正确而简单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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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除饥饿是可能的。 

 还需要意愿、找到有效方式、寻找资金。 

 众人拾柴火焰高。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综合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