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  和联合国粮农组织
携手构建可持续的国内和全球粮食安全体系

促进粮食生产,保护环境

过去40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中国一直保持稳定合作，合作涉及诸多国内粮食和农业发展的重
点领域，包括可持续集约化农业生产，保护和恢复生态系统及生物多样性，全球卫生以及促进
减贫等。粮农组织在中国各地开展项目400余个，惠及群众数千万，并且特别关注了小农户以及
贫穷和弱势群体。

支持中国扶贫项目

中国以全球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活了全世
界21%的人口。粮农组织与中国的合作提高了中国粮
食产量，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为支持可持续的集
约化农业生产，粮农组织实施了创新性干预措施，
以支持正在实施的国家项目。多种创新实践——包
括（但不限于）生态农业、气候智慧型农业、营养
敏感型农业、可持续食品价值链、全球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系统 (GIAHS) 、生物多样性保护、信息和通
信技术，以及电子农业——正通过政策咨询、技术
支持、意识强化、能力建设、机制网络和试点项目
普及开来。林业部门也被放在优先位置，通过在指
定省份进行可持续森林管理 (SFM) 试点，从而提高
碳存储并产生可交易的碳信用额。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协助与中国的发展

重点相一致

目前，中国已进入“十三五”规划发展阶段 

(2016-2020)，粮农组织与各利益攸关方共同制

定了《2016-2020国别规划框架》，该框架确定

了粮农组织在中国的四大优先领域：

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培育气候适应型农业 

减少农村贫困、食品不安全和营养不良 

推动“同一健康”理念，促进可持续的农业贸

易，改善公共卫生 

支持中国开展国际和区域间的农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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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减贫工作卓有成效。中国国务院2016年发
布的数据显示，在过去30年间，中国已使7亿人
摆脱了贫困。2015年10月，中国政府提出了到
2020年彻底消除农村贫困的目标。这一目标随后
被列为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
规划纲要》的强制性指标。

为支持中国减贫，粮农组织一直在与合作伙伴们
共同制定方案，提供专业减贫知识，例如为农村
贫困人口及其组织赋权，促进体面的农村就业和
农村社会保障。此外，许多国家都表示有兴趣借
鉴中国经验。粮农组织正在总结中国的减贫经
验，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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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合作

促进农村发展：推广全球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系统模式

要实现一个没有饥饿和营养不良的世界，创新是一
项重要动力。粮农组织中国办公室创建了农业创新
实验室（AgLabCx），工作重点包括利用信息通信技
术（ICT）帮助小农户更好地对接市场，以及减少粮
食损失和浪费等。该实验室能够为农业创新想法的

产生提供平台，协助孵
化其中最好最可行的想
法，并创造有利条件，
使 人 们 （ 尤 其 是 年 轻
人）跳出传统思路，用
富有创意的企业家思维
提出创新可行的方案。

创新不仅仅是指技术创
新，它是一个复杂的过

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因素朝着同一目标发挥各自
的作用。粮农组织中国办公室将政府部门、非政府
组织、基金会、机构、学术界、公司和其他合作伙
伴召集在一起，共同促进农业创新，并为提出农业
创新措施创造条件。例如，在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支
持下，联合国粮农组织——清华大学农业创新联合
实验室（AgLabCx）为云南红河哈尼梯田的发展提
供了创新解决方案，该方案的实施也得到了当地政
府的大力支持。此外，2018年，广发证券有限公司
向粮农组织中国办公室捐赠100万美元，用于支持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示范村”项目，该项目计划
于2019年至2021年在中国16个贫困村推广“互联网+
农业+金融”模式。

跨国技术转让

中国是首批支持粮农组织南南合作计划的国家，且一
直坚持不懈地对该计划予以支持，与全世界其他发展
中国家分享经验和先进技术。2009年，中国向粮农组
织提供了3000万美元捐款，以作为信托基金支持中
国——粮农组织第一期南南合作。2015年，中国与粮
农组织签署了5000万美元的信托基金总协定，用于支
持中国——粮农组织第二期南南合作。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南南合作带来了更多机会。
通过与诸多利益攸关方的密切磋商，粮农组织与中国
政府共同制定了“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农业领域计划，
具体涉及：1）发展包容性的农产品价值链； 2）支
持电子农业创新的引进和发展； 3）跨境动植物疫病
防治；以及 4）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包括保护生
物多样性，防治荒漠化和降低气候变化风险。

中国已成为推动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系统（GIAHS）”计划的引领者。在全球57项
GIAHS中，中国占15项，例如浙江青田稻鱼共生
系 统 和 云 南 普 洱 古 茶 园 与 茶 文 化 系 统 。 通 过
GIAHS计划，粮农组织中国办公室与多方合作，
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本地知识体系和具有适应
力的生态系统，并为农村减贫做出贡献。

2015年，中国农业农村部与粮农组织签署协议，
通过在粮农组织——中国南南合作框架下开展能
力建设活动，促进GIAHS计划的实施。在这一框
架下，粮农组织和中国进一步推动了GIAHS计划
的创新实施，并强化和完善了南南合作战略。

推动“同一健康”理念

为促进农业和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改善公共卫
生，粮农组织在中国积极推动“同一健康”理念。
这一理念的宗旨是控制和减少动植物疫病的影响
以及其他公共卫生威胁，特别是跨界动物疫病
(TADs)和抗微生物药耐药性(AMR)，从而促进食
品安全及人类健康和营养。

自2010年10月以来，在“同一健康”的理念之下，
粮农组织与合作伙伴成功开展了中国兽医现场流
行病学培训项目(CFETPV)。截至2019年底，项目
共培养学员178名，他们开展了100多起动物疫病
暴发调查以及162项流行病学研究，并为各级兽
医机构开展培训，累计达一万三千多人次，发表
文章220余篇。学员们还深入参与了H7N9流感、
小反刍兽疫(PPR)、非洲猪瘟等突发动物卫生事件
应急响应工作。CFETPV为中国动物疫病防控理
念的创新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为提高中国动物
疫病防控科学决策能力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中国  和联合国粮农组织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

农业农村、扶贫事业的发展和

农业科技的进步对其他发展中

国家具有借鉴作用。”

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 
屈冬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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