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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 标 

本议题将讨论国家主导的粮食安全与营养举措，找出有哪些最佳实践做法和经

验教训可以为其他国家因地制宜加以效仿。 

本议题预计取得下列成果： 

• 找出国家主导的粮食安全举措所面临的挑战、开展的最佳实践做法以及

取得哪些经验教训。 

• 就改革后的粮安委如何加强对国家主导的粮食安全计划和举措的支持提

出指导意见。 

• 确定国家主导的举措与改革后的粮安委之间切实可行的有效协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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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讨论主题  

秉承 2009 年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五项罗马原则”的精神，鼓励各国针对

下列问题开展基于结果的案例研究： 

• 贵国所开展的举措有哪些主要特点？如何发展而来的？食物权自愿准则

是如何加以利用的？ 

• 短期和长期举措都有哪些特点？这些行动中改变粮食安全方向的关键因

素是什么？ 

• 参与举措活动的主要利益相关者有哪些（如政府机构、民间社会组织/非

政府组织、商业部门、生产者及生产者组织、妇女团体、国际组织等）？

他们之间如何协调以及如何与整体进程保持相关性？ 

• 全球和区域粮食安全与营养举措发挥哪些作用？如何加以改进或强化？

粮安委如何加强其支持？ 

• 举措资金来源是什么？有哪些供资模式？ 

 

3. 程 序 

各国政府将做初步介绍并选择会议形式。我们在此提出两种方案供选择： 

1. 政府报告后，2-4 位专题小组成员可进行发言。小组成员可以是若干利益相

关者的代表，如政府机构、民间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和私营部

门。每位发言人可就上述问题做出简要回应。每个报告历时约 10 分钟。报

告全部时间不应超过 50 分钟，以留取足够时间进行讨论。 

2. 第二种方案是在政府报告后进行开放式讨论。与会人员可提出问题并就所

介绍的举措分享其观点。因此，发言应简短、开门见山并侧重在知识、最

佳实践和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建议。 

会议设有一位主席和一名报告员。主席将启动议题讨论并就讨论要点和建议做

出总结。会议提出的建议将提交全会。 


