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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12 年 4 月 21 日，90 多个国家政府的代表决定建立一个独立的政府间机

构，称之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简称“平

台”）。平台全体会议第一次会议将就其与联合国系统的关联做出决定。政府

要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平台秘书处得以成立之前为该平台提供便利，目的是

由以下一个或多个机构对其进行托管：联合国环境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粮

农组织和联合国开发署。平台秘书处将设在德国伯恩。  

拟请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拟请理事会表示欢迎粮农组织与联合国其他机构合作，编制关于主办平台

秘书处的联合提案，再次确认粮农组织致力于与联合国其他机构一道共同主办

该平台并号召成员国提供预算外资源，支持粮农组织向该平台捐款。  

 

对本文件实体内容如有疑问，请联系： 

自然资源管理及环境部  

助理总干事  

 Alexander Müller先生 

电话：+3906 5705 3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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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引 言 

1. 2010 年 12 月 20 日，联合国大会要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采取必

要步骤，建立一个“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简称

“平台”）。联合国大会要求环境署，  

“（……）在不损害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的最终

制度安排的前提下，通过与所有相关组织和机构磋商，为使该平台全面投入

运行，召集一次全会会议并确保所有成员国的全面和有效参与，特别是来自

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尽快确定该平台的模式和机构安排；” 1
 

2. 2011 年 2 月，环境署理事会要求其执行干事与教科文组织、粮农组织和开

发署合作，于 2011 年召集全会会议并为随后实施该平台的流程提供便利，直至平

台秘书处成立2。 

3. 粮农组织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对各国政府关于建立该平台的决定表示欢迎。

大会通过第 14/2011 号决议授权粮农组织总干事动议建立和（共同）主办该平台

或与其他相关国际组织一道为该平台提供支持；大会要求总干事向理事会报告平

台建立的进展情况及其财政和行政影响情况3。2012 年 4 月 21 日，该平台由 90 多

个国家的政府建立，作为独立的政府间平台。本文件将介绍该平台建立的有关信

息及其可能造成的财政和行政影响。  

II．背 景 

4. 2008 年 9 月至 2010 年 6 月期间，环境署召集了有关该平台的三次特别开

放性政府间和多利益相关者会议。粮农组织作为观察员参加了这些会议并在会上

报告了粮农组织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领域以往、正在开展和今后将开展

的多项相关评估和活动4。在 2010 年 6 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三次会议上，各国

政府代表通过了《釜山成果文件》，建议“应建立一个政府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

系统服务科学政策平台，致力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人类长远福祉和

可持续发展。”5
 

5. 《釜山成果文件》建议该平台的建立应依照其原型，即政府间气候变化专

门委员会（IPCC）的模式，作为一个由一家或多家现有联合国组织、机构、基金

                                                      
1  A/RES/65/162。  
2  UNEP GC/GMEF 26，第 26/4 号决定。  
3  C 2011/REP，第 136 段。  
4  UNEP/IPBES/1/INF/2/Rev.1 （仅有英文版）  
5  UNEP/IPBES/3/3 – 附件  

http://www.un.org/depts/dhl/resguide/r65.shtml
http://www.unep.org/gc/gc26/docs/Proceedings/K1170817_E-GC26-19_Proceedings.pdf#page=19
http://www.fao.org/docrep/meeting/023/mb767e.pdf#page=36
http://ipbes.net/meetings/Documents/FAO_Submission_en_Rev1.pdf
http://ipbes.net/images/stories/documents/K1061514_IPBES-3-3-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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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计划托管的独立的政府间机构。全体会议应当是平台的决策机构，应该对联合

国和区域经济组织的所有成员国开放参加。应当依据平台通过的程序规则，允许

政府间组织和其他相关利益相关者作为观察员参会。《釜山成果文件》既未就平

台的主办机构也未就其秘书处的所在地点做出具体规定。  

6. 根据联合国大会要求，环境署与教科文组织、粮农组织和开发署协作，于

2011 年 10 月和 2012 年 4 月召集了“全会会议”的两次分会，“确定生物多样性

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的模式和制度安排”（全会会议）。在全会

会议第二次分会上，90 多个国家政府的代表“决定建立一个独立的政府间机构，

称之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他们还决定平台

全体会议的第一次会议将就其与联合国系统的关联做出决定。为使该平台全面投

入运行，各国政府还就平台的职能和运行原则以及某些制度安排和程序规则达成

了共识，并要求环境署秘书处在平台秘书处成立之前为该平台提供便利，目的是

由以下一个或多个机构对其进行托管：联合国环境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粮农

组织和联合国开发署。各国政府还决定平台秘书处将设在德国伯恩6。 

7. 全会会议在第一次会议上促请环境署、教科文组织、粮农组织和开发署提

交一份关于主办平台惟一行政秘书处的联合提案，重点说明可能采取的协作安排

并明确每个机构的责任。为此，环境署、教科文组织、粮农组织和开发署编制了

一份主办平台秘书处的说明性联合提案，其中包括协作安排草案，供全会会议第

二次会议讨论7。在第二次会议上，全会会议对该联合提案表示欢迎，并在认识到

该提案仅为说明性质的基础上，要求对其进行进一步细化并将最终版本提交平台

全体会议的首次会议。要求四家有关组织予以澄清的问题包括：里约+20 会议有

关环境治理的讨论对秘书处安排的潜在影响；秘书处与东道国之间的关系；拟议

的秘书处管理组与下属机构和平台主席团之间的关系；经费估算以及最大限度降

低管理经费的方式；区域枢纽的潜在作用及其与秘书处的关系；进一步就主办机

构的承诺加以澄清；明确在人员编制和资金安排方面将采用哪个组织的规则。  

III．财政和行政影响 

8. 粮农组织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授权粮农组织总干事动议建立和（共同）主

办该平台或与其他相关国际组织一道为该平台提供支持，前提是费用要通过预算

外资源安排，并根据现行的粮农组织“支持费用政策”对适当的行政和运行费用

进行偿付。大会要求总干事向理事会报告平台建立的进展情况及其财政和行政影

响情况。 

                                                      
6   UNEP/IPBES.MI/2/9（报告将在以下网址发布： http://www.ipbes.net/plenary-sessions/second-session-of-

plenary.html）  
7  UNEP/IPBES.MI/2/6  

http://www.ipbes.net/plenary-sessions/second-session-of-plenary.html
http://www.ipbes.net/plenary-sessions/second-session-of-plenary.html
http://www.ipbes.net/component/docman/doc_download/634-ipbes-mi-2-6-english-final.html?Itemid=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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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目前尚未就平台的预算做出任何决定。根据各国政府在全会会议第二次会

议上通过的制度安排的规定，将设立一个由平台全体会议支配的核心信托基金并

通过该基金接收来自各国政府以及联合国机构、全球环境基金、其他政府间组织

及私营部门和基金会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自愿捐款，这种捐款将不得附带任何条

件，不得左右平台的工作方向，也不得指定用于具体活动。  

IV．结 论 

10. 鉴于粮农组织的职责所在及其在世界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状况定期评估以

及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相关的其他评估方面的经验和长期作用，参加平

台磋商的各国政府代表把粮农组织确定为该平台的一个重要参与者和潜在的主要

伙伴。重要的是要确保粮农组织与该平台的工作计划要相互补充、形成合力，而

不是重复叠加；还要确保该平台与粮农组织在相关评估和其他活动方面开展密切

协调和协作。 

11. 拟请理事会：  

 表示欢迎环境署、教科文组织、粮农组织和开发署在筹办全会会议各次会

议和编制关于主办平台秘书处的联合提案方面所开展的密切合作；  

 再次确认粮农组织承诺与联合国其他机构一道共同主办该平台，前提是费

用要通过预算外资源安排，并根据现行的粮农组织“支持费用政策”对适

当的行政和运行费用进行偿付；  

 号召成员国提供预算外资源，支持粮农组织向该平台捐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