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第1章｜导言和背景

利益相关方贡献文件
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
+2 阶段成果总结推进大会

提交给 UNFSS+2 的非正式报告



A 利益相关方贡献文件

提 要
为筹备即将召开的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2（UNFSS+2）阶段成果总结推进大会，联合国粮食体系协调
中心邀请利益相关方参与一项调查，以收集利益相关方在UNFSS+2之前实施和支持粮食体系转型的宝
贵经验。一位独立作者对调查结果进行了分析，并编写了一份报告草案。通过一系列会议，协调中心的
利益相关方合作、互联和咨询小组对报告草案进行了同行评审。利益相关方合作、互联和咨询小组对报
告进行了修改，并最终确定了报告内容。本报告作为“利益相关方贡献文件”或“提交给UNFSS+2的非正
式报告”提交给UNFSS+2。

利益相关方被要求就以下方面提供意见和建议。

• 利益相关方对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后续行动的贡献：调查结果显示，每个利益相关方在推动粮食
体系转型方面都发挥了宝贵的作用。妇女、土著人民、青年和生产者组织一直在积极提高其支持者
的认识和能力发展，支持他们通过安全食品生产、农产品加工，包括畜牧业生产来改善生计。土著人
民群体在土地和农业方面贡献了知识和智慧。非政府组织和学术机构带来了宝贵的专业知识，帮助
人们更好地了解粮食体系问题并提供解决方案。在企业成员组织的支持下，企业界已采取措施，落
实由220名高管签署的《商业宣言》，作为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的一部分。

• 各国、联合国系统和支持网络采取积极行动，使利益相关方有意义地参与到粮食体系峰会的后续行
动中：报告了不同群体之间强有力合作的案例，其中包括私营部门行动方与国家行动方在可持续
农业生产和营养领域的合作。据报告，青年组织与政府行动方合作，通过当地生产消除饥饿，妇女组
织参与国家规划对话，以及多方利益相关方在国家层面开展合作，就粮食体系转型形成共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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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相关方面临的长期挑战和需要改进的领域。总体而言，国家和地方层面的资源分配和管理以
及与联合国的协调被认为是持续存在的挑战。答复还显示，国家层面对粮食体系的愿景不统一，在
确定粮食体系转型的政府联系人方面也面临挑战。利益相关方，尤其是那些其支持者往往被边缘化
的利益相关方坚持认为，有必要增加资源分配。利益相关方指出，政府的重点事项在政府换届时会
发生巨大变化，从而阻碍了开展粮食体系转型的重点事项。妇女，特别是女性小农，应得到更好的代
表，资源分配应更好地满足她们的需求。利益相关方指出，在政策和进入商业市场方面，女性农民没
有得到与男性农民同等程度的关注。土著知识和智慧以及对土著人民的支持通常需要资源承诺。受
访者指出，地方政府往往缺乏积极支持粮食体系转型举措所需的技术专长或资金。他们强调，资源
限制包括基础设施不足，这也会阻碍进展。同时，需要加强获取公开数据并将其纳入决策，以释放公
共、私营和非营利工具、服务和投资。

• 利益相关方关于如何将UNFSS+2与其他全球倡议和其他全球进程联系起来的意见。虽然所有利
益相关方都认为粮食体系转型应与全球议程联系起来，但他们对应在多大程度上建立这种联系有
不同看法。许多人认为，如果议程得到精简，就应建立有效联系。他们普遍认为，UNFSS+2可以为评
估在实现与粮食安全、气候行动和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进展提供契机，将
UNFSS+2与其他全球倡议联系起来可以加强协同作用，扩大影响，并促进朝着共同目标采取集体
行动。其他利益相关方认为，需要以不同方式将全球议程有效联系起来。他们指出，粮食体系转型与
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互渗透，并与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交织在一起。与此同时，一些利益相关方认
为峰会“太多”。利益相关方强调，需要对《2030年议程》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采取“更加综合统筹
的方法”。他们对当前全球议程的批评是，虽然非常强调一体化和协调，但需要更加一致的努力来监
测和报告各国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在加强粮食体系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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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相关方计划在UNFSS+2后的两年内采取的重点行动。利益相关方分享了他们计划在未来两年
开展的一系列重点活动，以支持各自国家的粮食体系转型。这些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承诺促进可持
续农业生产、生物多样性保护、家庭粮食生产和循环农业；加强粮食体系工作者，特别是妇女的组
织；倡导国家层面的教育计划，如生态农业倡议；加强与其他行动方的伙伴关系，实施宣传计划，提
高政策制定者对家庭农民所面临挑战的认识；促进创新和加强技术采用，以减少粮食生产对环境的
影响。

• 对其他行动方和利益相关方的建议。利益相关方分享了一些建议，如：鼓励科学研究并确保其转化
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以及在研究工作中纳入土著人民问题和农民导向型方法；联合国系统在国
家层面建立与利益相关方的直接沟通渠道，并为政策实施和项目提供资金。敦促各国政府建立机
制，增加与非政府组织，特别是土著人民群体的合作，并支持以粮食体系为重点的研究生计划。确保
农民/生产者获得气候融资、气候倡议的共同所有权，以及支持中小型企业制定商业计划以促进获
得融资，也被视为至关重要的措施。利益相关方不断提出性别主流化和妇女赋权的问题。

对答复的分析以及与中心的利益相关方合作、互联和咨询小组的进一步磋商表明，为了支持可持续粮
食体系转型的国家路径，有必要建立一个多利益相关方、多部门的架构。例如，此类架构不仅要认识到
需要更多的资源分配，而且还要提供满足这些需求的程序。此类架构应包含并实现以下3个主要方面的
工作：

1. 改善国家层面的“粮食体系转型治理”
2. 认识到公平是粮食体系转型的一个贯穿各领域的关键维度
3. 不仅在全球层面，而且在国家层面阐明与其他全球议程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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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利益相关方而言，UNFSS+2有望成为一个分享知识、良好做法、可推广解决方案和专业知识的论坛，
最终目标是确保人人都能获得健康和负担得起的食品。此外，利益相关方认为，UNFSS+2应全面评估全
球粮食体系的现状，同时考虑到不同粮食体系行动方的不同观点、挑战和机遇。受访者认为，重要的
是，UNFSS+2应帮助找到逐步淘汰不可持续的粮食体系做法的方法，避免粮食浪费，特别是收获后损
失，确保听取基层组织的声音，并强调所有利益相关方，包括女农民、非正规女工、青年、土著人民、农
民/生产者、私营部门（包括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非政府组织和科技界在可持续粮食体系转型中的
作用。

利益相关方还希望，UNFSS+2将成功调动资源，用于实施与粮食体系转型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希
望UNFSS+2将提出可行的建议，促进有利政策的实施，从而为在国际、区域、地方和社区层面制定粮食
体系转型的具体工作计划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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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不仅仅是人们温饱的象征，还体现了文化，是全世界数十亿人生存的必需品。在食用食物之前，我
们每天都在从事生产、收获、加工和运输食物到市场和家中的重要活动。我们根据食物的可获性和易获
性而选择吃什么。这些日常活动构成了我们生活、文化、经济以及与自然界联系的基石。同样重要的
是，食物给人们带来希望，妇女和年轻人往往在促进粮食体系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这些体系使家庭、社
区和国家与自然和谐共生。

随着到2030年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行动十年”进入第三个年头，显而易见的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
粮食体系脆弱得令人震惊，无法确保人人获得充足的粮食。饥饿正在重新抬头，影响着近30亿人，占全
球人口的近一半。对于这些人而言，健康均衡的饮食在经济上仍然遥不可及。与此同时，包括肥胖症在
内的各种形式的营养不良已根深蒂固，对健康、教育、性别平等和经济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贫困和
严重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剧了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驱动因素，冲突、极端气候和经济动荡等因素更
是雪上加霜。

我们目前的粮食体系非常脆弱。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对粮食生产和地方生产者的危害日益严
重。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近的报告强调，除非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在未来十年内减半，否则全
球变暖幅度在21世纪将超过工业化前水平以上1.5°C和2°C的气温升幅限制，这将加剧粮食体系面临的
挑战1。

导言和背景
第1章

1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六次评估报告综合报告《气候变化2023》； https://www.ipcc.ch/ar6-syr/ 

https://www.ipcc.ch/ar6-s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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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粮食体系排放的温室气体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三分之一以上，是生物多样性
丧失的主要动因2。在全球范围内，农业占淡水使用量的70%以上3。然而，关键是要认识到可持续的粮食
生产体系同样是解决这些紧迫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确实有潜力为不断增长的全球人口提供食
物，同时保护我们的地球。如果有适足的资金，粮食和农业体系可以推动实现2050年气候目标所需的
20%的减排量，并且在每年创造4.5万亿美元的新市场机会。

考虑到这些巨大的挑战，联合国于2021年召集了一系列不同的利益相关方，从地方到全球层面，数万人
参与了名为“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的变革之旅。“解决方案峰会”展示了为在2030年前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而推动采取变革行动的提议。

作为峰会的后续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在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主席摘要》和《行动声明》中承诺，“每两年
召开一次全球阶段成果总结推进会议，审查该进程成果的落实进展及其对实现《2030年议程》的贡献”
。第一次阶段成果总结推进大会“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2”将于2023年7月24日至26日举行，由意大利
与罗马粮农三机构（粮农组织、农发基金、粮食署）、联合国粮食体系协调中心以及更广泛的联合国系统
共同举办。其目的是为各国提供机会，报告自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以来在国家层面取得的进展及其对
实现《2030年议程》的贡献——尽管当前的全球环境自2021年以来发生了重大变化。

UNFSS+2致力于所有社区和利益相关方的多方参与和对话。联合国粮食体系协调中心与粮食体系利益
相关方广泛合作，确保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采取强有力的后续行动，通过粮食体系转型支持《2030年议
程》。中心成立了利益相关方合作、互联和咨询小组，与重点群体内自我提名的联络人一起，同中心保持
长期交流并向其提供建议，联合国秘书长的《行动声明》中定义了重点群体（利益相关方），特别是青
年、土著人民、生产者、妇女和私营部门。

2 Crippa、M.、Solazzo、E.、Guizzardi、D.等人。《粮食体系排放的温室气体占全球人类总排放量的三分之一》。《自然-食品》(Nature 
Food）期刊2，198-209 (2021)。 https://doi.org/10.1038/s43016-021-00225-9 和 https://www.fao.org/news/story/en/
item/1379373/icode/；Benton、T.、Bieg、C.、Harwatt、H.等人。《粮食体系影响生物多样性丧失——粮食体系转型支持自然的三
个着力点》研究论文。查塔姆研究所。2021年2月。载于： https://www.chathamhouse.org/sites/default/
files/2021-02/2021-02-03-food-system-biodiversity-loss-benton-et-al_0.pdf; 

3 粮农组织。《可持续粮食和农业用水——为G20主席国德国编写的报告》。罗马，2017年。  
https://www.fao.org/3/i7959e/i7959e.pdf

https://doi.org/10.1038/s43016-021-00225-
https://www.fao.org/news/story/en/item/1379373/icode/
https://www.fao.org/news/story/en/item/1379373/icode/
https://www.chatha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2021-02/2021-02-03-food-system-biodiversity-loss-benton-et-al_0.pdf
https://www.chatha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2021-02/2021-02-03-food-system-biodiversity-loss-benton-et-al_0.pdf
https://www.fao.org/3/i7959e/i7959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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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筹备UNFSS+2的过程中，中心邀请利益相关方完成一项调查4，记录他们参加“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
+2”的历程，以及他们为实施或支持粮食体系转型所做的工作。

本次调查尤其旨在：
• 重点介绍各组织/利益相关方群体为支持实施国家路径和其他与粮食体系转型有关的行动所采

取的，作为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后续行动的步骤；
• 确定对粮食体系峰会后续行动的看法，包括已采取的积极行动、持续存在的挑战以及与其他全

球倡议的联系；
• 收集利益相关方对UNFSS+2的期望以及他们对未来发展的建议，包括他们自己的重点行动。

一位独立作者对调查结果进行了分析，并编写了一份报告草案。协调中心的利益相关方合作、互联和咨
询小组通过一系列会议，对报告草案进行了同行评审。利益相关方合作、互联和咨询小组对报告进行了
修改，并最终确定了报告内容。

本报告作为“利益相关方贡献文件”或“提交给UNFSS+2的非正式报告”提交给UNFSS+2。

4   调查问题见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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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结构
本报告分为五个主要部分。

• 导言和背景部分描述了与粮食体系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问题和潜在解决方案，并简要介绍
了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

• 第二节重点介绍了各组织/利益相关方群体为支持实施国家路径和其他与粮食体系转型相关的
行动而开展的，作为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后续行动的活动，包括良好做法。

• 第三节审查了利益相关方对各国、联合国系统和支持网络为使利益相关方有意义地参与到粮食
体系峰会后续行动中所采取的积极行动的意见。本节还讨论了利益相关方对各国、联合国系统
和支持网络在使利益相关方有意义地参与粮食体系峰会后续行动方面持续存在的挑战和需要
改进的领域的看法。

• 第四节包括利益相关方对如何将UNFSS+2与其他全球倡议联系起来的意见，如2023年可持续
发展目标峰会、2024年未来峰会、缔约方大会和其他全球进程。

• 第五节审查了各组织/利益相关方群体计划在未来两年采取的重点行动，以支持在其国家实施
粮食体系转型。此外，这节还包括利益相关方对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2之后应采取的行动的提
议和建议，以确保不同的利益相关方群体有效参与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后续行动并为其做出贡
献，以支持和配合各国的粮食体系转型以及相关的全球和区域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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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重点介绍了各组织/利益相关方群体为支持实施国家路径或/和其他与粮食体系转型相关的行动而
开展的，作为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后续行动的活动。

每个利益相关方都为粮食体系转型之旅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每前进一步都代表着不同的重点、技能
和愿望，而且一个利益相关方的行动往往会对其他利益相关方产生积极影响。

利益相关方在各种环境中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们的许多贡献是以信息共享、能力建设和宣传倡导的形
式做出的。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活动在地方和区域层面开展。在其他情况下，宣传倡导工作则在国家政
府、联合国机构和区域一体化组织层面进行。

妇女组织、土著人民组织、青年组织和农民/生产者组织一直在积极提高其支持者的认识和能力发展，
支持他们通过安全食品生产、农业加工（包括畜牧业生产）、减少和管理粮食浪费、使用可持续农业做法
和有机食品生产、认证以及通过建立营养俱乐部等良好营养做法来改善生计。这些群体在动员和组织
其成员和社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提高了他们的能力，使他们能够更好地主张自己的需求。其中一些
利益相关方在组织和/或促进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协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还加入了联合国粮食体
系峰会各联盟并为其工作做出了贡献。青年主导的倡议和伙伴关系有助于增加粮食供应，推广再生型
农业做法，并在粮食体系内促进社会公正。总之，青年和青年组织作为变革的推动者，在努力塑造具有
包容性和韧性的粮食体系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利益相关方对联合国粮食体系
峰会后续行动的贡献

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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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成员组织的支持下，商界已采取措施，落实由220名高管签署的《商业宣言》5，作为联合国粮食
体系峰会的一部分。企业界利益相关方报告称，他们在自己的做法中采用清洁技术，支持非政府组织和
其他商业服务组织进行技术开发和转让，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进行农产品收获后处理，管理自然资源，
提高产量和肥料使用效率，并总体改善粮食供应链。该利益相关方群体采取的积极行动还包括：与农民
网络合作，与他们组织圆桌会议以更好地了解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并促进他们与工商业部门之间建立
更牢固的关系，以及通过碳信用额度支持小农生态系统解决方案（如转向农林业）。与青年、土著人民和
妇女类似，一些企业界利益相关方也参与了由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发起的一些联盟。

科技界提出了支持国家粮食体系进程的实例，以便国家对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采取后续行动。其中包
括制定系统的科学准则，以支持实施努力实现可持续粮食体系转型的国家路径，并支持建立国家粮食
政策和粮食体系转型公民委员会。科技界还通过培训和研究，在促进可持续农业做法、水资源可持续管
理、气候风险分析、韧性和适应性、可再生能源利用和农业用水管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5  《商业宣言》涵盖以下6类商业行动：

• 推广以科学为基础的解决方案，重点关注向可持续粮食和农业商业模式转型，使数百万农民能够采用再生型和气候智能型
农业做法，实现净零排放和对自然有利的粮食体系。

• 为研究和创新提供投资，以支持从种子、肥料、耕作、加工、销售、贸易、运输到食品消费的整个价值链中的粮食体系转型，确
保所有农民都能获得数字技术和创新。

• 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通过加强体面工作和收入机会，促进各地农民和工人的生活收入和工资，为改善整个粮食价值链的
生计和福祉做出贡献。

• 激励消费者作为变革的推动者，创造对可持续生产的优质动物蛋白、植物蛋白和替代蛋白的需求，作为健康营养膳食的一
部分，使所有人都能获得并负担得起。

• 通过将环境和社会风险及影响纳入治理而创造透明度，遵循食品的真实价值原则或参考其他经审计的相关可持续发展指
标和报告，以符合新兴的环境、社会及治理标准，为资本市场提供更大的明晰度。

• 随着做法和需求的变化，确保各地人民获得培训和就业机会，实现公平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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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告，非政府组织活动范围广泛，包括从向地方社区提供过时的超市食品到城市农业，再到协调小农
并通过提供智能农业技术和抵御气候变化做法等方面的培训，协助他们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一些组织
在消除极端贫困和粮食不安全以及妇女和青年赋权领域开展工作。其他利益相关方分享了他们在推广
植物膳食、与学校食堂合作在学童中推广健康膳食、支持编写可持续发展目标自愿国家进展报告或通
过科学研究建立粮食体系证据基础等方面的工作实例。在许多情况下，利益相关方为其他利益相关方
群体提供额外支持。

图1提供了利益相关方为支持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后续进程所采取的主要行动的快速概览，这些行动
反映在调查回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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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促进粮食体系转型的利益相关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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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调查的一部分，利益相关方被问及他们对各国、联合国系统和支持网络为使利益相关方有意义地
参与到粮食体系峰会后续行动中所采取的积极行动的看法。此外，他们还被问及各国、联合国系统和支
持网络在粮食体系峰会后续行动中持续面临的挑战和需要改进的领域。

采取的积极行动
不同利益相关方群体之间有一些强有力的合作案例。例如，农民/生产者提到与青年组织的良好合作，
以提高青年对农业的参与，扩大涉农农业企业的规模，采用农业生态可持续农业做法，以及与学术界和
联合国系统的合作。企业界利益相关方报告了与联合国系统等国际和政府间组织、全球非政府组织和
农民网络以及研究中心开展良好合作的一些实例，以推广良好农业做法，开发具有气候韧性的作物，并
支持改善学龄儿童营养状况的行动。妇女群体报告了与多边组织、私营部门和地方主管部门在气候智
能型农业和农业企业做法培训（如提高认识）等领域开展合作的实例。青年群体与联合国合作，提高对
可持续粮食体系转型的认识并建设相关能力。非政府组织还报告了与联合国开展良好合作的案例，例
如在编制粮农组织《土著人民粮食体系白皮书》框架内的合作，或在为联合国各种会议（如联合国水事
会议）做出贡献方面的合作。从调查回复来看，科技界似乎得到了包括国家和地方政府、联合国系统和
支持网络在内的各种行动方的大量合作和支持。这些合作包括提高认识和能力建设活动，以及在制定
国家粮食体系路径实施指南和建立国家多利益相关方磋商架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以帮助公民、民间
社会、商业部门和知识机构表达他们对粮食体系转型的观点和利益。利益相关方认为与中小型企业合
作具有积极意义。

利益相关方对粮食体系峰会后
续行动的看法

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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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采取积极行动： 不同利益相关方群体之间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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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1: 利益相关方为与其他利益相关方群体合作而采取的积极行动实例

总部设在日本的私营企业日清制粉集团（Nisshin Seifun Group）指出，该集团与研究机构密切
合作，开发具有多种种植特性和耐候性的小麦。食品加工、包装和分销系统的全球供应商利乐
公司（Tetra Pak）与肯尼亚教育部下属的游牧民族教育全国委员会合作，为肯尼亚营养不良率
较高地区的5,000名学童提供营养丰富的“超级粥”。中东和北非青年网络与世界粮食论坛合
作，举办有关农业粮食体系转型的能力建设和磋商会议，还根据该区域青年和专家的意见，起
草了政策文件，详细说明了该区域的首要政策重点事项。同时，赞比亚的绿色农业青年组织与
该国的社区和儿童发展部合作，通过提供苗木来消除农村地区的饥饿。在尼日利亚，妇女环境
方案（一个非政府组织）与贝努埃州农业发展委员会合作，对农民进行气候智能型农业培训。世
界农民组织与粮农组织合作，通过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的后续机制共同参与。

在一些情况下，合作不仅涉及双边合作，还涉及多个利益相关方：
• 由印度非正规经济部门250多万名贫困自营女性劳工组成的全国工会“自营职业妇女协会

（SEWA）”与公共和私营部门组织、学术界以及多边组织合作，为20多万名农业工人（包括
小农和边缘农民、佃农、租赁农民和无地劳工）提供技术和工艺能力建设，以加强他们以负
担得起的价格获得优质农业投入品、数字金融和市场的能力。自营职业妇女协会帮助非正
规部门的女工组织起来，成立了自己的农业企业RUDI——由25万多名小农和边缘农民完
全拥有和管理，并参与了一项名为“Kamala”的食品加工倡议，从而在粮食体系中为妇女创
造体面和有尊严的谋生机会，并将她们纳入粮食体系的各个阶段，为她们的工作带来发言
权、受关注度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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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部门的女工组织起来，成立了自己的农业企业“RUDI”——由25万多名小农和边缘农民
完全拥有和管理，并参与了一项名为“Kamala”的食品加工倡议，从而为粮食体系中的妇女
创造了体面和有尊严的谋生机会，并将她们融入粮食体系的各个阶段，为她们的工作带来
发言权、受关注度和有效性。

•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通过“可持续水稻景观倡议”与众多合作伙伴（粮农组织、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德国国际合作机构、国际水稻研究所和可持续水稻平台）开展合作，该倡议
是一个创新的多利益相关方联盟，旨在加速向可持续水稻转型。

• 为筹备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的后续活动，FoodFIRST将“荷兰钻石”（政府、企业、研究机构
和民间社会组织）的利益相关方聚集在一起，共同探讨全球和荷兰知识机构、私营部门、银
行、民间社会和政府如何有效促进粮食体系转型。

• 例如，印度斋浦尔的Narasingh Choudhury自治学院指出，作为利益相关方，他们得到了
各种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同时也因其技术专长而获得了受联合国认可组织的地位。

• 泛非农民组织报告称，在由欧盟，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组织以及农发基金资助的“非
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农民组织计划”（FO4ACP）实施框架内开展了良好合作，以加强非洲、
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农民组织的机构和业务能力。

• IntelliDigest是一个以目标为导向的商业组织，它与粮农组织、粮食署、环境署、农发基金和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合作，每季度举办一次网络研讨会，对整个粮食体系的利益相关方
进行粮食体系可持续性方面的教育。他们还与国家银行合作提供青年培训。

• 匈牙利妇女联盟举例说明了在不同层面与其他一些行动方的合作，包括其国家政府、联合
国系统以及私营企业。匈牙利妇女联盟是多个政府委员会的成员，负责处理家庭、老年人和
弱势群体问题。该组织还与粮农组织欧洲及中亚区域办事处大力开展合作，包括每年庆祝
世界粮食日。他们还与Corteva Agrisciences合作开展农村妇女企业家培训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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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战
下图详细说明了对调查做出答复的利益相关方群体在考虑自2021年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举办以来其
观点是否得到其他行动方考虑时的满意度。一般而言，利益相关方对与不同行动方互动的平均满意度
在3至3.5之间（满分为5分）。虽然这可能表明利益相关方之间合作良好，但仍有更多工作要做。与总体
平均水平无关的是，利益相关方似乎对其与生产者和合作社组织、土著人民群体、社区群体、地方、国家
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和慈善基金会以及学术和研究机构的互动更为满意，而对与跨国公司和区域一体化
组织的互动满意度较低。

图3: 利益相关方在1-5分的范围内（5分表示最高满意度），对名单上的每一
个行动方在多大程度上考虑了做出回应的利益相关方组织的观点和意见，

并在粮食体系转型相关的工作中应用这些观点和意见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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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国家和地方层面的资源分配和管理以及与联合国的协调仍然是长期存在的挑战。利益相关
方的回复表明，国家政府缺乏协调和领导力。一些利益相关方指出，在确定粮食体系转型的政府联系人
方面仍然存在挑战。妇女群体强调，女性农民不仅在政策和行为方面，而且在进入商业市场方面，都没
有得到与男性农民同等程度的关注。其他受访者强调，在政策指导、研究和技术援助需求方面，需要更
多地与联合国系统合作。基础设施不足也是制约进展的一个因素。农村地区缺乏强大的粮食价值链基
础设施是阻碍农民，尤其是小农对可持续粮食体系做出贡献的障碍。

特别是，尽管国家政府和各利益相关方之间有成功合作的例子，但这些往往是孤立的案例，利益相关方
认为与国家行动方的合作有限，在这一层面的治理不充分。已确定的挑战包括政府重点事项和政治意
愿的变化、缺乏明确的沟通计划让农民群体，特别是女性生产者参与进来、基层组织缺乏资金和认可、
在设计国家路径和国家政策时缺乏参与式方法、普遍缺乏专门用于土著人民的与粮食体系问题相关的
资源，以及难以确定粮食体系转型的政府联系人。过多的官僚主义也被认为是阻碍合作的一个弱点。此
外，阻碍当地食品和有机农业投入品生产的监管框架也被视为挑战。一些利益相关方认为，粮食体系没
有在国家自主贡献中得到充分体现。最后，与会者指出，国家政府和议会在采纳科学建议方面犹豫不
决，尤其是在“亟需果断行动”的情况下。

虽然地方政府层面也提到了缺乏良好治理的问题，但利益相关方表示，他们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虽然仍
然参差不齐，但已逐步改善。然而，地方政府有时缺乏决策权和足够的资金来支持实施工作。小规模生
产者及其协会指出，在国家和地方层面都很难获得财政支持。这些组织认为，他们的养殖场经营规模在
资源分配方面处于不利地位。一位受访者直截了当地说：“他们不承认我们，因为我们是初创企业和后
院农民。”在生成特定行业知识、制定适当的标准化指标和报告做法以及协调整个粮食体系价值链以解
决农业粮食部门投资不足的问题方面，正在出现一种普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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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利益相关方的批评更为直截了当。一个群体指出，特别是在地方一级，支持女性农民的决定仍然在
很大程度上受到“大男子主义”问题的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性别角色，从而影响了妇女行使其
权利的能力，特别是获得教育、培训和就业的能力。他们指出，无论有任何相反的说法，在国家层面，需
要全面认识到女性和男性在农业部门是平等的，因此妇女有权享有同样的权利。

一些非政府组织指出，由于重点事项、资源和组织文化的不同，非政府组织与研究机构/学术界之间的
合作可能有限。这使得一些组织难以获得研究机构的知识和专长，也难以在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中有效
应用研究成果。

跨国公司在参与方面面临的挑战包括被认为不愿意与非营利群体和当地企业合作，以及对解决土著人
民的关切缺乏兴趣。

一些利益相关方指出，国际非政府组织通常在各国开展的活动是项目制的且有时限，这不符合社区和
基层组织的长期规划需求。

在联合国系统层面，一些利益相关方表示，信息并不容易获取，有关合作的信息尤其如此。还有人担心
联合国机构没有充分强调土著人民的问题6。利益相关方还注意到相互矛盾的信息：他们声称，一些联
合国机构促进可持续的粮食体系，而另一些机构似乎认可不可持续的做法。企业界利益相关方还指
出，私营部门如何参与和促进粮食体系峰会的后续行动往往并不明确。总体而言，与联合国系统的合作
似乎对所有利益相关方都是一个挑战。

在区域一体化组织方面，官僚主义、缺乏关于可能合作方式的协调和信息也被认为是问题。

6 值得注意的是，北极地区的土著居民利益相关方没有对调查做出回复。然而，利益相关方承认，这种依赖于狩猎、捕鱼和捕捞的重
要粮食体系，作为一个关键的粮食体系，应该得到更好的理解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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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国家政府、地方政府、联合国系统、区域一体化组织、其他国际政府间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中小型企业、学术和研究
机构。

8 图中的文字代表合并的答复，文字大小代表挑战的相对发生率。颜色代表与挑战相关的具体行动方。完整的调查问题是：“根据您
的经验，贵组织在与以下行动方（国家政府、地方政府、联合国系统、区域一体化组织、其他国际政府间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跨
国公司、中小型企业、学术研究机构）进行有效合作时，长期面临哪些挑战？请简短描述与您合作过的或您希望与之合作的每个行
动方所面临的挑战。

图4: 利益相关方确定的与其他行动方合作的长期挑战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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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所有利益相关方都认为粮食体系转型应与全球议程联系起来，但他们对应在多大程度上建立这种
联系有不同看法。许多人认为，如果议程得到精简，就应建立有效联系。

他们普遍认为，UNFSS+2可以为评估在实现与粮食安全、气候行动和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
标方面的进展提供一个机会，将UNFSS+2与其他全球倡议联系起来可以加强协同作用，扩大影响，并促
进采取集体行动实现共同目标。其有助于确定将粮食体系转型纳入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差距、
挑战和机遇。大家的感觉是，UNFSS+2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之间存在协同作用，UNFSS+2可为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讨论和成果提供信息并做出贡献。通过强调粮食体系与其他发展目标（如消除贫困、性别
平等和环境可持续性）之间的相互联系，UNFSS+2可帮助形成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和审查进程的战略
和承诺。

利益相关方还认为，应与2024年未来峰会大力合作，以应对未来的挑战，塑造变革之路。UNFSS+2完全
有能力就哪些措施行之有效、哪些措施行之无效，以及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开展哪些工作提供见
解。这样做应有助于讨论粮食体系转型的长期影响，以及将可持续和包容性做法纳入未来发展战略。

将粮食体系转型与全球议程联
系起来

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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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粮食体系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与缔约方大会和其他全球气候进程的整合也被认为至关重
要。UNFSS+2可以评估粮食生产、土地利用和农业做法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气候韧性的影响。阶段成果总
结推进大会的结论可为气候相关的讨论、政策和承诺提供信息，强调粮食体系在气候行动中的关键作
用。因此，UNFSS+2通过强调粮食体系在气候减缓和适应中的作用，可为有关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增强
抵御能力和促进可持续土地利用做法的讨论做出贡献。

与其他全球议程的联系也很有价值。通过与其他全球进程保持一致，包括贸易和发展、营养、生物多样
性公约、区域峰会和区域粮食体系论坛、人权框架及和平建设倡议，UNFSS+2可促进合作、知识交流和
集体行动，以实现粮食体系的可持续发展。

其他人认为，需要以不同方式将全球议程有效联系起来。他们指出，粮食体系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
互渗透，并与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交织在一起。“因此，我们鼓励将粮食体系作为这些会议的重要组
成部分，并将UNFSS+2的主要成果纳入后续活动。”这些讨论和成果还应可在联合国其他讨论中付诸行
动。会议强调，全球讨论应相互促进，确保以系统方法寻找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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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一些利益相关方认为峰会“太多”。利益相关方强调，需要对《2030年议程》和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采取“更加综合统筹的方法”。他们对当前全球议程的批评是，虽然非常强调一体化和协调，但需要
更加一致的努力来监测和报告各国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在加强粮食体系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
面的进展。

会议还建议设立土著粮食体系缔约方大会，以解决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被迫移徙和其他紧迫问
题。

其他人认为，全球议程的生态系统应扩大到包括其他国际机构的活动，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活动。

受访者普遍没有阐明各种全球议程应如何与国家层面的粮食体系转型议程相联系。

图5: 粮食体系转型与全球议程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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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被问及他们计划在未来两年采取哪些重点行动来支持其国家实施粮食体系转型。他们还被问及
在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2之后应开展哪些工作，以确保利益相关方参与和促进粮食体系峰会的后续行
动，支持和配合各国的粮食体系转型以及相关的全球和区域倡议。

建议与未来规划
第5章

利益相关方规划的重点行动
利益相关方分享了他们计划在未来两年开展的一系列重点活动，以支持各自国家的粮食体系转型。

土著人民、妇女和青年表示致力于促进可持续农业生产、生物多样性保护、家庭粮食生产和循环农业。
他们还致力于动员成员成立合作社，以促进获得公共计划、国有土地和水资源。此外，他们的工作重点
还包括加强粮食体系工作者（尤其是妇女）的组织，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组织，促进消费被遗忘的食物，以
及支持粮食体系行动方开展气候行动和增强抵御能力。这些利益相关方认为，他们可以采取行动，以便
更有效地与其他行动方合作，他们在这方面的建议非常有力。他们认为有必要建立信任，以便证明他们
有能力支持可持续粮食体系转型。一位受访者写道：“我们将向他们证明我们的能力，他们也将从中受
益。”妇女群体致力于将女工纳入粮食体系的各个阶段。

对青年而言，政策宣传和能力发展是重中之重。他们倡导国家层面的教育计划，如生态农业倡议。青年
还认为，重要的是分享青年面临的挑战和障碍，同时提出应对这些挑战的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并在全
球范围内增加青年大使的人数，以提高人们对粮食体系挑战和解决方案的认识。

农民/生产者计划重点加强与其他行动方的伙伴关系，实施宣传计划以提高政策制定者对家庭农民所
面临挑战的认识，支持基层倡议，并促进再生农业。一些生产者群体计划与高等教育机构合作，接纳学
生在自己和当地其他农场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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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界表示将致力于推动创新，加强技术应用以减少粮食生产对环境的影响，增加青年参与，促进性别
包容，提高能力，并通过赠款为边缘化人群提供支持。一些组织计划加入促进可持续土壤管理做法、循
环和生物经济解决方案的全球和区域倡议。他们还打算对自己的业务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制定可持续
粮食生产的道德标准和合规手册，确保整个价值链的问责制。私营部门组织界也主动提出发挥渠道作
用，在私营部门和其他行动方，特别是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联盟和国家召集人之间建立联系。

科技界的目标包括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合作，共同制定解决方案，推动利益相关方的谈判进程。他们希望
重点关注食品安全和粮食安全方面的创新、具有韧性和变革性的粮食体系、小农的作用、青年培训，以
及提供一个将政策和发展行动方联系起来的平台，并组织对话会议/联系活动。

所有利益相关方都认为，参与国际、区域和国家论坛，加强分享工作经验、成功案例和地方倡议等交流
都是重要的措施。受访者认为，加强人民组织、动员当地社区以及实施具体的行动计划对于实施粮食体
系转型至关重要。所有利益相关方都热衷于参与培训活动和研究合作。



22第5章｜建议与未来规划

对其他行动方和利益相关方的建议
鼓励联合国和区域一体化组织建立直接的沟通渠道，为政策实施和项目，包括能力发展，特别是为妇女
组织提供资金。利益相关方认为，联合国系统还应提高非正规部门女工的受关注度，并将从事粮食体系
工作的非正规部门女工的声音纳入UNFSS+2的讨论中。

鼓励科学研究并确保将其转化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以及在研究工作中纳入土著人民问题和农民导
向型方法至关重要。也可寻求加强企业与学术界在员工培训方面的合作。改善对创新的投资，重新思考
气候融资对粮食和农业系统的影响，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重点事项，以产生积极的影响和经济回报。

敦促各国政府建立机制，增加与非政府组织，特别是土著人民群体的合作，并支持以粮食体系为重点的
研究生计划。建议各国政府制定让所有利益相关方参与的参与式行动计划。还建议各国政府将一定比
例的国家预算用于农业发展，支持当地粮食生产和使用当地生产的有机投入品。农业部应让农民组织
参与农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并积极主动地与企业界行动方合作。会议还强调，使农业对青年具有吸引
力以防止人口外流，确保获得负担得起的营养食品以减少营养不良、儿童死亡率和家庭中性别相关暴
力也是重要的目标。在国家层面，应全面认识到女性和男性在农业部门是平等的，因此妇女有权享有同
样的权利。

确保农民/生产者获得气候融资、气候倡议的共同所有权，以及支持中小型企业制定商业计划以促进获
得融资，也被视为至关重要的步骤。这需要利用多利益相关方的合作，并以农民为中心，发展新的公私
慈善伙伴关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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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界答复者建议，联合国系统的包容性方法也应让私营部门作为合作伙伴和解决方案提供者参与进
来，以促进粮食体系的可持续发展。他们还强调，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联盟需要就私营部门如何参与这
些联盟提供明确指导，明确提出成为合作伙伴的益处、机会和要求。

利益相关方一致认为，需要让更多的青年参与到粮食体系转型中来，特别是制定和实施直接影响他们
生活的适应计划。这就需要为青年领导的组织提供资金支持，创造有利的政策环境，增加青年的学习机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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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规划
面临的挑战将是通过建立专门的筹资机制，确保将解决上述问题纳入多部门应对措施的设计中，特别
强调性别平等、代际和代内公平问题，以及加强国家以下层面的地域平衡（例如：基础设施），以支持/促
进最弱势人口在经济和物质上获得粮食。在将青年、妇女和土著人民纳入粮食体系转型方面也是如
此。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需要更深入的理解和具体的行动。

调查清楚地表明，所有利益相关方都为实施粮食体系转型做出了增值贡献。各利益相关方的多样性、大
量的投入以及不同的利益意味着各方对粮食体系的愿景是分散的。重要的是，从一开始就要记住，这种
分歧是自然的，利益相关方之间关于各种未来规划的讨论很可能意味着权衡取舍与和解。部分未来规
划可以是确定其他伞式组织（如“加强营养运动”）管理此类分歧的方式，并采用公认的最佳做法来调解
分歧，支持多部门合作和政策对话。在确定和商定最佳权衡方面没有具有奇效的解决方案。相反，这应
该是一个发现和建立信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承认利益相关方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本身就是一个
重要的成果。

根据所提供的实例，国家应对措施正开始复制联合国粮食体系协调中心的利益相关方合作、互联和咨
询小组愿景——将利益相关方群体纳入其应对措施。在这方面，需要强调并纳入良好规划和最佳做法。
利益相关方最终必须确保其推行的政策能够适应不同的国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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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国家层面加强协调的必要性，在国家层面制定更详细的多部门和多利益相关方粮食体系计划的
问题需要讨论9。

看来，为了支持可持续粮食体系转型的国家路径，有必要建立一个多利益相关方、多部门的架构。例
如，此类架构不仅要认识到需要更多的资源分配，而且还要提供满足这些需求的程序。

根据调查回复，此类架构应包含并实现以下3个主要方面的工作。

1. 改善国家层面的“粮食体系转型治理”——利益相关方的回复表明，国家层面缺乏协调和领导
力。综合来看，调查中的答复表明各方对粮食体系的愿景是分散的，缺乏对粮食体系联络人的了
解；政府换届意味着重点事项会发生变化；无论是在国家、区域还是地方层面，都没有具体的粮
食体系转型供资机制来为转型赋能。一个支持多方对话的粮食体系平台10将避免出现各利益相
关方各自为战的局面。此类平台还将在国家层面展示粮食体系转型的自主性和领导力。加强发
挥召集作用还将促进问责框架。

加强粮食体系转型治理应在明确的多部门/多行动方计划框架内进行。此类计划不同于国家路
径，或是对国家路径的补充，因为它将提供更具体的指导，明确将做什么、何时做以及由谁来
做。例如，社会包容和公平的战略目标可以通过此类机制转化为具体目标。

9 粮食创新中心倡议的生态系统方法模式可在此作为案例研究加以利用——因为这些中心是作为伙伴关系平台发展起来的，将各
种生态系统行动方联系起来，以促进伙伴关系和网络，从而释放投资、激励创新并共同致力于消除障碍。这些中心在全球范围内
获得支持，但在国家/区域层面上设计，以满足当地粮食体系的需求。

10 这可以建立在现有的国家级多利益相关方平台的基础上，并扩大和复制这些平台，如通过粮食和土地利用联盟和粮食行动联盟
开发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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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认识到公平是粮食体系转型的一个贯穿各领域的关键维度——利益相关方指出，需要提高青年
的认识，并且有必要开展性别和青年宣导，以支持将青年、妇女和女童纳入政策对话。女性利益
相关方提到土地利用和土地获取是一个问题，需要大力宣传妇女获取生产资料的权利。大男子
主义思想的持续存在证明有必要探讨和解决歧视性的性别规范及其在政策层面的体现方式。青
年和性别平等应被视为一个重要的跨领域层面。应通过界定和实施具体措施，明确阐述代际公
平和代内公平。青年、妇女和土著人民似乎面临着同样的挑战——这说明有必要认识到，青年作
为一个跨领域的社会方面，需要得到这三个利益相关方群体的支持，减少各自为政的现象。

3. 不仅在全球层面，而且在国家层面阐明与其他全球议程的联系——尽管利益相关方对与其他全
球议程的联系的看法主要集中在缔约方大会、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等全球议程上，但也有必要
在国家层面阐明粮食体系转型议程与其他全球议程的联系。



27 利益相关方贡献文件

图6: 支持可持续粮食体系转型的多利益相关方和多
部门架构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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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UNFSS+2的主要期望
未来规划在很大程度上也将受到UNFSS+2成果的影响。在这方面，UNFSS+2有望成为各国分享知识、
良好做法、可推广的解决方案和专门知识的论坛，最终目标是确保人人都能获得健康和负担得起的粮
食。此外，UNFSS+2应全面评估全球粮食体系的现状，同时考虑到不同粮食体系行动方的不同观点、挑
战和机遇。

UNFSS+2被视为一个契机，庆祝在可持续粮食体系转型方面取得的进展，确定需要进一步开展工作的
领域，并加强对粮食体系如何解决饥饿、营养不良、贫困、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不平等等一些世
界最紧迫问题的理解和实证支撑。

受访者认为，重要的是，UNFSS+2应帮助找到逐步淘汰不可持续的粮食体系做法的方法，避免粮食浪
费，特别是收获后损失，确保基层组织的声音得到倾听，并强调所有利益相关方，包括女农民、非正规女
工、青年、土著人民、农民/生产者、私营部门（包括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非政府组织和科技界在可持
续粮食体系转型中的作用。

利益相关方希望看到一个包容、平衡和以行动为导向的讨论，同时考虑粮食体系各方面不同利益相关
方的投入和需求。讨论应有助于了解如何可持续地提高粮食产量，包括使用可持续的农业做法，例如生
态农业、再生农业，并呼吁关注青年作为粮食体系转型中坚力量的作用，以及妇女和土著人民的问题，
包括确保其粮食安全和改善其生活条件的必要性。

利益相关方还期望UNFSS+2将分享伙伴关系的良好范例，同时促进网络建设，帮助建立联盟，促进跨组
织和跨地域的合作，同时强调国家对话在实施可加强国家层面粮食体系的行动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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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关方希望，UNFSS+2将成功调动资源，以实施与粮食体系转型有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希望
UNFSS+2将提出可行的建议，促进有利政策的实施，从而为在国际、区域、地方和社区层面制定粮食体
系转型的具体工作计划铺平道路。

代表农民/生产者的利益相关方承认他们在粮食体系前线的核心作用。他们希望不同规模的农民/生产
者及其问题和解决方案将在UNFSS+2上得到高度关注。他们期待改善参与和磋商，并期待他们直接参
与粮食体系转型。

其他期望包括：
• 强调国际贸易在促进改善营养和可持续粮食体系方面可发挥的作用；
• 确保可持续性概念和指标的表述和处理方式易于农业和粮食部门相关人员及公众理解；
• 在迄今为止所做工作的基础上推进联盟的工作，确定未来的行动；
• 帮助了解私营部门如何参与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的后续行动，例如通过与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

联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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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1. 调查问题
1. 请选择以下一项，授权使用本表格中的信息：

a. 中心可利用本调查提供的信息，编写用于联合国粮食体系阶段成果总结推进大会的信息文件，
包括可提及提交组织的名称。

b. 中心可利用本表格提供的信息，编写用于联合国粮食体系阶段成果总结推进大会的信息文件，
但不可提及提交组织的名称。

2. 调查问卷填报人联系方式：
a. 名
b. 姓
c. 性别
d. 职衔
e. 组织
f. 电子邮箱

3. 贵组织所在的国家/区域（国际组织请填写“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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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代表的主要群体或利益相关方（根据联合国经社部的分类）：
a. 企业界
b. 儿童和青年
c. 农民/生产者
d. 土著人民
e. 地方主管部门
f. 非政府组织
g. 科技界
h. 妇女
i. 工人和工会

5. 请简要说明贵组织为支持实施国家粮食体系转型途径和/或与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后续行动有关
的其他行动而采取的具体步骤。

6. 在1-5分的范围内（5分表示最高满意度），您对以下每个行动方考虑贵组织的观点和看法并让贵组
织参与其与粮食体系转型有关的工作的程度有多满意？如果您没有与这些行动方合作的经验，请转
到问题8。
a. 国家政府
b. 地方政府
c. 联合国系统
d. 其他国际政府间组织
e. 区域一体化组织（如欧盟、东盟、加勒比共同体、非洲联盟等）
f. 国际非政府组织
g. 跨国公司
h. 中小企业
i. 学术和研究机构
j. 其他行动方（请在下面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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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果您曾与这些行动方合作，请举例说明他们与贵组织合作采取的积极行动。

8. 根据您的经验，贵组织在与下列行动方进行有效合作时持续面临哪些挑战？
请简短描述与您合作过的或您希望与之合作的每个行动方所面临的挑战。
a. 国家政府
b. 地方政府
c. 联合国系统
d. 其他国际政府间组织
e. 区域一体化组织（如欧盟、东盟、加勒比共同体、非洲联盟等）
f. 国际非政府组织
g. 跨国公司
h. 中小企业
i. 学术和研究机构
j. 其他行动方（请在下面定义）

9. 考虑到上一个问题中概述的挑战：
a. 您建议这些行动方如何更有效地与贵组织合作？
b. 从您的角度来看，贵组织可以采取哪些行动来更有效地与这些行动方进行合作？

10. 在未来两年内，贵组织打算开展哪些重点活动来支持贵国的粮食体系转型？

11. 阶段成果总结推进大会可通过何种方式与其他全球倡议建立有效联系，如可持续发展目标峰
会、2024年未来峰会、缔约方大会和其他全球进程？

12. 您对阶段成果总结推进大会的主要期望是什么？

13. 是否有其他希望分享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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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调查受访者名单
利益相关方合作、互联和咨询小组和联合国粮食体系协调中心感谢以下个人对公开调查的回复，他们
应被视为本报告的“影子作者”：

姓名 组织 国家

Abdelkerim Abbas Mahamat “国际青年救助”组织 乍得
Abduljeleel Bello “基本需求”组织 尼日利亚
Abul Kashem Sheikh 卡塔克学院 孟加拉国
Ahotondji Mechak Gbaguidi 食品科学与技术实验室 贝宁
Aisha Ahmed 穆尔纳基金会 尼日利亚
Alan Pater El Buda Profano 全球
Amal Laqtib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主导组织 摩洛哥
Anicet Lossa Londjiringa 保护湖泊生态系统和可持续农业协会 刚果民主共和国
Anouk De Vries 全球改善营养联盟 全球
Ashie Charles 基督战士基金会 加纳
Ayaz Mukarram Shaikh 德布勒森大学 匈牙利
Azeez Salawu 社区行动促进粮食安全倡议（非洲CAFS） 尼日利亚
Baba Boubacar Keïta Communauté de Pratiques en Matière 

de Lutte Contre la Corruption
马里

Babafemi Oyewole 泛非农民组织 卢旺达
Baliqees Salaudeen 绿色共和国农场有限公司 尼日利亚
Belina Manapo Makhele 柳树农场中心 莱索托 
Benjamin Appiah-Kuni 国际妇女教育发展志愿者组织 加纳
Betty Elisa Perez Valiente 国家土著人民协调委员会 萨尔瓦多
Bibi Ally 新兴农业公司 全球
Bolaji Ogundeji 博尔克里斯国际公司 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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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组织 国家

Briphin Ampurire 芬兰教会援助组织 全球
Carlos Domke Vargas MLR Forestal de Nicaragua SA公司 中美洲
Carole Küng 瑞士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 瑞士
Caroline Emond 国际乳品联合会 全球
Chukwudi Egwuagu Neduchuks Multi - Business Concept青

年赋能组织
全球 

Claude Elembo Esanga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 刚果民主共和国
Claudio Daniel Schwartz Primmar全球农村住区模块化综合网络计

划
阿根廷

Danyelle Kawamura 气候与和平研究所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
Kislaya Upadhyay博士 Svyam Bane Gopal组织 印度
Dore Castillo Garcia Salud Crítica医疗保健组织 墨西哥
E.M.B. Daniel 兰卡基本权利组织 斯里兰卡
Frank Wesonga Omukuyia 非洲健康研究经济发展联盟 肯尼亚
Edda Giuberti Tripla Difesa Onlus Guardie Sicurezza 

Sociale ed Eco Zoofila组织
全球

Emem Umoh 妇女参与自然保护组织（WINCO） 尼日利亚
Espérance Ntirampeba SFBSP-布隆迪 布隆迪
Ezaie Muhindo Mbumba 农民可持续发展组织 刚果民主共和国
Francis Keya 非洲健康、研究和经济发展联盟 

(AAHRED)
肯尼亚

Francisco J. Rosado-May Glocal Bej A.C./金塔纳罗奥玛雅跨文化大
学

拉丁美洲

Frank Ademba We Effect组织 坦桑尼亚
Gayathri Ilango 环形农场有限责任公司 全球 
Gervais Nzoa 地方替代发展援助中心 喀麦隆
Giulia De Castro 世界农民组织 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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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组织 国家

Grace Scent 巴耶尔萨州尼日尔三角洲大学 尼日利亚
Hanna North 国际林业研究中心-世界农用林业中心 全球
Hironobu Ode 清和有限公司 日本
Ichivirbee Ukange 妇女环境方案 尼日利亚 
Ifeyinwa Kanu Intellidigest有限公司 全球
Isela Marianela Gutiérrez 
Bustamante

Redmurlam 秘鲁

Jackson Zee 维埃普福顿国际 全球
Jacqueline Musugani 处境困难妇女促进可持续综合发展倡议

(IFESIDDI)
刚果民主共和国

Jagat Deuja 社区自力更生中心 尼泊尔
James Ndiritu 农业的成功 肯尼亚
Janice Giddens 美国乳品出口协会 全球
Jennifer Ndzana Eloundou 世界粮食论坛 意大利
John Aggrey 聘用顾问 加纳
Joy Ejaria Ejaria全球资源有限公司和圣神安息外联

国际（非政府组织）
尼日利亚 

Joyce Kyerewaa Ahenkorah 发展研究大学 加纳
Juliet Chinemelu Wido 尼日利亚
Kathelijne Van Hoeven 粮食第一信息和行动网 荷兰
Katie Carson 利乐公司 全球
Kayanga Peter 乌干达残疾人论坛 乌干达
Kenneth Okoh 皇后区世界网络 尼日利亚
Kouichirou Shin J-Milk（日本乳业协会） 日本
Krishan Bheenick 再生毛里求斯 毛里求斯
Leen Assire 梅纳青年网络 中东/北非
Léon C’Est La Vie Peke 
Koukou

ONG Nationale Groupement Agro-
Pastoral pour le Développement de 
Yongoro

中非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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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组织 国家

Liliana Virginia Llontop Silva Red de Mujeres Rurales Poncoy 秘鲁
Ma. Johara Justimbaste Pagtinabangay基金会 菲律宾
Mamun Rashid Badabon Sangho 孟加拉国
Mandira Guha Neogi 全球改善营养联盟 瑞士
Mange Ram Adhana 可持续发展促进协会 印度
Margit Batthyany-Schmidt 匈牙利妇女联盟 匈牙利
Margot Clifford Laguette 国际肥料协会 全球 
Mariet Verhoef-Cohen 妇女促进水伙伴关系组织 全球
Martina Fleckenstein 世界自然基金会 全球
Martins Paul Iwuanyanwu 领导力观察 尼日利亚
Michael Ahimbisibwe Real Food Systems Int 乌干达
Michael Anguria Saf-Teso 乌干达 
Michael Ogunbiyi Sm Sunrise Global Visions (SSGV) 尼日利亚
Mimansha Joshi 城市农村粮食体系转型联盟 全球
Minal Bhatia 洛纳瓦拉当地 印度 
Mohammed Abubakar 世界公共健康营养协会 尼日利亚
Motselisi Mokhele 非洲女性农民联盟 莱索托 
Muhammad Imran Shazad Galaxy Rice公司 巴基斯坦 
Nelly-Françoise Comte Cerpac 刚果
Nicht Rukundo Nestar Supplies有限公司 乌干达
Norman Mapela 南非伊西济巴社区组织 南非
Peter Bette Biakwan Light绿色倡议 尼日利亚 
Phionah Nalumansi Kiyita基金会 乌干达 
Pradeep Mehta 喜马拉雅中部自然与应用研究所

(CHINAR)
印度

Goodluck Obi王子 保卫青年和弱势群体全球警报组织
(GADYLP)

尼日利亚



37 利益相关方贡献文件

姓名 组织 国家

Rafiu Olaore 青年企业发展与创新协会（YEDIS） 尼日利亚
Rasim Abderrahim 可持续发展公司 中东/北非
Ravi Kumar 人类促进国际民主联盟 (HINDU) 印度
Reema Nanavaty 自营职业妇女协会（SEWA） 印度
Robert Kibaya 基坎德瓦农村社区发展组织 乌干达
Robinson Runyenje KCRC有限公司 肯尼亚
Ruby Kryticous 绿色农业青年组织 赞比亚 
Sadik El-Hattab Almarssad Euro-Africain des Droits de 

l’Homme
摩洛哥

Sarada Prasad Mohapatra 纳拉辛乔杜里自治学院 印度
Severin Sindizera 布隆迪一体化与可持续发展协会（AIDB） 布隆迪
Shah I. Mobin Jinnah 社区发展协会 孟加拉国 
Sharon Wallenberg 素食主义者国际 美国
Sixto Palacios 哥伦比亚农业公司 哥伦比亚
Summer Wright Orataiao：新西兰气候与健康委员会 新西兰
Suzanne Van Tilburg 荷兰合作银行 荷兰
Syed Ejaz Hussain Shah 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县计算机扫盲和住房

福利非政府组织 
巴基斯坦

Takanori Morinaka 株式会社日清制粉集团本社 全球
Taniguchi Yoshiaki 日本京都府与谢野町 日本
Turki Al Rasheed 亚利桑那大学 沙特阿拉伯 
Valentina Pescetti A.N.I.T.A. Garibaldi Aps 意大利
Victor Garpulee 幼发拉底利比里亚和平实践网络 利比里亚
Victoria Crawford 世界可持续发展理事会 全球

William Lanier
Neveridle农场和咨询公司 
(加纳)

加纳

竹内康夫 明治控股株式会社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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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支持编写报告的人员名单

独立作者
Gregory Beals

同行评审和编辑组

姓名 组织
利益相关方合作、 

互联和咨询小组

Aluki Kotierk Nunavut Tunngavik 土著人民
Elizabeth Mwende 农业工程师 青年
Lucy Muchoky 泛非农业企业联合会 女性
Francesco Brusaporto 世界农民组织 农民/生产者
Maria Giulia De Castro 世界农民组织 农民/生产者
Emeline Fellus 世界可持续发展理事会 私营部门
Victoria Crawford 世界可持续发展理事会 私营部门
Tania Strauss 世界经济论坛 私营部门
Federico Ronca 世界经济论坛 私营部门

联合国粮食体系协调中心提供技术支持的人员：
Hajnalka Petrics, Sophie Akwa Cowppli-Bony Kwassy, Alison Graham, Roberto Villa, 
Abigail Smith, Kennedy Baruta, Kunthara Poonjaruw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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