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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家召集人的区域接触点对话 

粮食体系和气候行动协同倡议 

简要说明 

引言 

2023 年 11 月 14 日至 16 日，联合国粮食体系协调中心与技能、体系与协同促可

持续发展基金会（4SD 基金会）合作组织了五场区域接触点对话，向国家召集人介

绍粮食体系和气候行动协同倡议。这些对话吸引了 200 多名参与者，为粮食体系国

家召集人提供了重要平台，以促进各方思考该倡议并提出意见。本文件概述了这些

区域接触点对话的情况。 

• 讨论背景  

中心主任首先在接触点对话开幕致辞中强调，粮食体系转型进程与气候行动之

间存在复杂的联系。粮食体系转型能够并将支持各国根据《2030 年议程》和《巴黎

协定》，努力减少排放并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COP28）主席国阿

拉伯联合酋长国概述了COP28会议的优先事项，强调了主席国在会上对粮食体系议

程的重视以及总体预期成果。COP28 会议启动了《关于可持续农业、韧性粮食体系

和气候行动的阿联酋宣言》，各国承诺到 2025年将粮食问题纳入气候计划。COP28

会议的粮食体系和农业议程有四大支柱，包括国家层面、非国家层面、创新和融资。 

中心发起了关于协同倡议的讨论，并概述了目前不可持续的粮食体系对温室气

体排放、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淡水资源消耗的影响。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天气事件加

剧了粮食和水资源的不安全状况，对某些区域、土著人民、小规模粮食生产者和低

收入家庭的影响尤为严重。粮食体系转型可显著促进解决气候问题，具体方式包括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促进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保护生物多样性、倡导可持续农业、

引导消费模式转向素食含量更高的膳食，以及为地方经济提供支持。协同倡议设想

将粮食议程与气候议程相联系，探索协同作用，促进对话，纳入立足科学的实证，

并更新粮食体系国家路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和国家行动计划。该倡议旨在提供一

个涵盖 COP28 会议、未来峰会和第四届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的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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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动讨论  

由 4SD 基金会主持的互动讨论主要围绕四个关键问题展开：  

1) 促进粮食体系转型与气候行动议程之间共识与合作的现有协调机制

和倡议。 

2) 将粮食体系问题纳入气候政策和计划的程度。 

3) 协同工作中的机遇和挑战。  

4) 在国家层面促进粮食体系转型与气候行动之间协同作用所需的支持。 

• 与会者的反馈 

1. 国家召集人对协调倡议表示欢迎，强调该倡议在将粮食体系议程

与气候行动议程相联系方面具有重要附加价值，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与会者认识到当前的粮食体系转型势头带来的机遇，以及如何利用这

一机遇推动开展实地行动。  

2. 一些国家已建立国家协调机制。这些多部门机制促进了粮食和气

候相关政府部门之间的讨论。其中一些机制旨在推进粮食体系转型进程，

而另一些机制则旨在将农业与气候紧密联系起来，如论坛、对话、工作组

和国家委员会等。  

3. 一些国家在国家路径中纳入了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行动。一些发

言者表示，粮食体系的优先事项已被纳入现有的气候变化政策、国家适应

计划和灾害风险管理战略。另一些发言者强调了针对农业和粮食的具体气

候战略，以及向可持续农业和循环经济转型的计划。 

4.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缺乏此类机制，或需要支持来

加强此类机制，以宣传粮食体系与气候行动之间的联系。 

5. 与会者强调，需要就粮食体系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协同作用达成共

识。他们呼吁利益相关方积极参与这一进程，包括民间社会、私营部门、

生产者和消费者。  

6. 一些国家召集人强调了融资的关键作用。他们提到，必须调整政

府支持来促进研究和开发，以便在粮食体系转型方面取得切实成果。  

7. 召集人请中心进一步提供技术援助、能力建设支持和经验交流，

以帮助他们在国家层面宣传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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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内容 

1. 各国召集人强调，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必须将粮食体系转型

与气候行动相联系。  

2. 他们概述了旨在将这些议程相联系的现有工作，并对协同倡议表

示欢迎，因为它有可能在国家和区域层面做出重大贡献，同时适应各国的

不同国情。  

3. 与会者还认识到，该倡议有能力促进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合作

和协同作用，从而推动粮食体系转型。 

4. 例如，在亚太地区，各成员认识到有必要加强气候变化与粮食体

系之间的相互联系。一些国家分享了它们在启动全新粮食体系转型途径和

全面国家适应计划方面所做的积极努力，同时强调了为帮助农民适应多变

的气候变化条件而正在进行的努力。  

5. 在近东及北非，各国加大了将气候行动纳入国家粮食体系计划的

力度。各国正在认识到，必须将粮食体系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联系，而且

气候行动之间存在相互关联。  

6. 在欧洲及中亚，鼓励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可持续倡议已经出台，

一些成员国承诺减排 70%。全面粮食体系方法的采用以及气候变化适应和

减缓国家计划的实施，也是在应对粮食与气候关系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   

7. 美洲及加勒比国家就一些新举措交流了经验，这些举措旨在应对

气候行动在粮食体系转型方面带来的挑战。该区域强调的一个关键主题在

于，他们正在努力并承诺制定一项将社会责任与环境责任相结合的整体

战略。  

8. 此外，非洲国家强调，将“非洲农业综合发展计划”和《马拉博

协定》等区域框架纳入地方层面的协同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农民一直面临

气候变化影响加剧以及其他各种挑战的影响，最弱势社区的粮食安全直接

受到威胁，需要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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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方向 

根据收到的反馈和指导意见，中心将进一步制定协同倡议的概念和方法，确保

其响应各国需求，并推动粮食体系转型以及根据《2030 年议程》和《巴黎协定》开

展的气候行动。  

无论是在 COP28 会议筹备阶段还是在会议结束后，中心都将继续与各国召集人

积极接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